
天主的寬恕，抑或是不知悔改，錯完再錯呢？求天主讓我們以猶達斯為鑑，勉力度

公義的生活。我們若是犯錯，求天主教導我們堅信祂的慈愛，堅信我們如果回頭改

過，祂一定寬恕我們的過犯。  

 

 耶穌基督為愛我們，甘心忍受凌辱，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走盡人生的苦路。作

為耶穌基督的追隨者，作為基督徒，我們是否也效法耶穌接受生命中所要經歷的一

切，在困苦的時侯，對天主仍懷有信心，積極、勇敢地面對考驗？我們可願意相信

並跟隨耶穌基督這「受苦之僕」為我們所提供的啟示？讓我們在這星期內，用心默

想主基督的苦難，好使我們與祂一同受苦，也一同享分祂的光榮。  
 

 

 

 

 

 

 

 

 

 

 

 

 

 

 

 

 

 

 

 

4月 9日  
（星期日）  

基督苦難主日（聖枝主日）   

依撒意亞先知書 50:4-7  

聖詠 22:8-9,17-18,19-20,23-24  

斐理伯書 2:6-11  

瑪竇福音 26:14-27:66 或 27:11-54   

 

天國驛站  最後的晚餐  蔡惠民神父 

據說：達文西在繪製那幅有名的「最後的晚餐」時，曾在米蘭大教堂歌詠團中找來
一個年輕瀟灑的男團員，他有一對明亮的眼睛和一副溫柔的面孔，達文西以他為畫
耶穌像的模特兒。經過幾年，畫中的耶穌和十一位門徒都已完成，只欠猶達斯一個
。有一天，達文西路過貧民區的一家小酒吧門口，一個人站在那裡。那人的眼睛充
滿詭詐，狡猾，還有一臉的貪婪，滿身都是酒氣。達文西覺得這人十足是猶達斯的
翻版，於是以一些銀錢作代價，吸引他來到畫室，準備按他的模樣繪畫猶達斯。當
擺好姿勢，正要開始作畫時，達文西好奇地問道：「我們是否曾見過面？」一陣沉
默後，那人尷尬地說：「是的，幾年前我就是你畫耶穌時的模特兒……。」  
 

聖枝主日，教會最近改稱為苦難主日，究竟是一個慶祝耶穌光榮進入耶路撒冷的日

子，抑或是一個揮別耶穌踏上死亡征途的時刻？為何群眾今天才激昂地揮動手中的

棕櫚枝，高呼「賀三納」歡迎耶穌，幾天後又憤慨地磨拳擦掌，要求彼拉多「把他

釘死在十字架上」？難道群眾都沒帶眼識人嗎？ 

 

事件出現戲劇性的轉變，主要是猶太人低估了耶穌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耶穌不是政

客或權貴，也沒有野心或企圖，但他實踐的天國，卻像利劍一樣，直指一切不公義

制度的要害；他宣講的喜訊，像號角一般，喚起廣大受壓迫心靈的盼望。耶穌的天

國為當權者來說是衝擊、挑戰、威脅，甚至是政敵。難怪彼拉多誤會耶穌：「你是

猶太人的君王嗎？」 

 

面對耶穌引發的政治效應，司祭長和法利塞人召集會議說：「如果讓他這樣，眾人



都會信從他，羅馬人必要來，連我們的聖殿和民族都要除掉。」〈若十一：48〉潛藏

叫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滅亡，這為我們多麼有利。」〈若十一：50〉就這樣

，美其名是為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群眾最終選擇向「現實」低頭，一

念間把耶穌出賣了。 

 

這說明耶穌一生的矛盾。一如依撒意亞先知預言的「上主僕人」，臉上充滿光亮，

猶如一塊燧石，但同一臉上，卻受盡人家旳侮辱和唾污。同樣，保祿在斐理伯人書

指出：「天主高舉耶穌，好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名字，無不屈

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是主」，不過，高舉是通過「貶抑自己，聽命至死

，且死於十字架上」而完成。 

 

耶穌一生的光榮與幽暗，歡呼與憂傷，其實跟群眾的忠信與負賣是彼此交織，兩者

的互動構成了當年耶路撒冷的事件。若果我們不明白個中的吊譎，不準備接受天國

所引發的政治效應，昔日群眾傾刻間的轉變，今天隨時亦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當年

蓋法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為理由，遮掩了出賣耶穌的事實；今天，類似

的理由名目更多，近如「港人利益」，「用者自付」，「保持國際營商競爭力」，

遠如「反恐戰爭」，「全球一體化」……在這些似是而非是的前題下，天國與現實

的妥協一次又一次得到美化。 

 

回顧歷史，教會出賣耶穌的事實已屢見不鮮。教宗最近亦曾多次為教會在各地，因

政治上的妥協或默許而帶來的傷害公開道歉。如果我們不希望歷史重演，今天當棕

櫚枝再一次在手中揮動時，是否已作好心理準備，與耶穌的天國共同進退？ 

 

 

 

道亦有道   

我出賣了無辜者的血，犯了罪了   

閰德龍神父 

今日是基督苦難主日，也是聖週的第一天。透過今日的禮儀，我們再一次默想耶穌

的苦難與死亡。感恩祭開始前，教會傳統舉行聖枝遊行，以紀念耶穌基督受難前光

榮進入耶路撒冷。基督榮進耶路撒冷有兩重意義：其一是主耶穌接受苦難的開始，

其二是預示耶穌基督光榮進入天國。  

 

 今年教會誦讀甲年讀經，今天聆聽的有關基督受難始末是瑪竇所記載的，我想在其

中特別抽出依斯加略人猶達斯出賣耶穌的經過及最後的結果和大家作反省。猶達斯

以三十塊銀錢的代價出賣了耶穌，當他後來見到耶穌被帶走，去到總督府被審訊，

最後被判死刑的時候，他後悔不已，他把三十塊銀錢還給司祭長和長老，說：「我

出賣了無辜者的血，犯了罪了！」（瑪 27：4）可是司祭長和長老卻不肯接受，也將

事件全推卸在猶達斯身上。最後，猶達斯滿懷失望和罪疚，把那些銀錢扔在聖殿裏

，出去上吊自盡。  

 

 猶達斯將三十塊銀錢扔在聖殿的事件，令我想起舊約匝加利亞先知書第十一章有關

「牧人的比喻」。天主將自己當作以色列人的牧人，但天主的羊群以色列人卻仍不

肯朝拜天主，將天主視為傭工，工資為三十兩銀子。天主大為不悅，便命匝加利亞

先知將那三十兩銀子投入聖殿的寶庫（匝 11：13）。「牧人的比喻」暗示耶穌基督

是新盟約的建立者。祂是受苦的僕人，祂為救贖人類，即使在受難、受凌辱的時候

，他自謙自卑，甘心忍受凌辱。  

 

 猶達斯為了三十塊銀錢出賣耶穌，我們或會覺得他貪婪、無恥，但幾時我們在生活

中，為了一己的利益，放棄真理，做出佔人便宜、甚至傷害他人的事情，我們將成

了另一個猶達斯。猶達斯知道自己做錯了，卻失望的自尋短見，拒絕天主的慈愛和

寬恕，我們或會覺得他愚不可及。我們呢？我們會經常為自己做錯的事情誠心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