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福音中，耶穌挑戰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說他們看見若翰來到他們那裡履行正義

，他們仍不相信他，仍是不悔悟；反是稅吏和娼妓卻相信了。讓我們也撫心自問：

成為基督徒以來，我們對上主的認識有否加深？我們每週參與彌撒聆聽聖言，可有

在生活中將天主的教導加以實踐？我們是否像司祭長與民間長老一樣，既不相信耶

穌，也不醒寤悔改？祈求上主幫助我們珍惜祂所賞賜的信仰，以基督的愛作為我們

生活的力量，教我們不再心硬，卻勉力實踐基督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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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厄則克耳先知書 18:25-28  

聖詠 25:4-5,6-7,8-9 

斐理伯書 2:1-11  

瑪竇福音 21:28-32   

 

天國驛站  富翁的祈禱  蔡惠民神父 

有一個人在天未亮時，進到聖堂祈禱。無意中他驚訝的發現，鎮上為富不仁的富翁

也正在那裡祈禱。他聽到富翁對天主不斷坦白自己罪過：如掠奪別人的財產、如何

對妻子不忠、過去做的一些傷天害理的事……。富翁越激動，越大聲祈禱，甚至淚

流滿面。忽然間，富翁發現了他，很生氣的站起來對他說：「你給我記住，這是我

對天主說的，不是對你說的，如果你敢對別人提起，小心我到法庭告你誹謗。」  

 

很多人樂於接受信仰，但對教會團體卻大有保留。他們以為信仰是個人與天主的關

係，是自己心底的秘密，無須向任何人交待。況且，教會團體成員來自不同背境，

作風喜好各有不同，越坦白流露自己，磨擦越容易出現。因此，很多教友寧願以金

錢或物質表達對教會的支持，也不願投身參與其中的生活。 

 

不過，根據保祿的經驗，團體的人際關係，雖然容易使人受傷，卻是人神交往的不

二法門。愛天主愛鄰人不是兩條平衡的誡命，而是同一誡命的一體兩面。團體或家

庭中的人際關係，就是天人關係的展現，彼此交織，互為因果。如果一個人沒有深

入的人際交往，實難增長他與天主的親密關係。 

 

在斐理伯人書的基督詩歌中，保祿指出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

己與天主同等，為應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

狀也一見如人。」（斐 2:6-7）一方面，基督正是在人與人之間的拒絕，破損和創傷

中，圓滿揭示祂與天主的親密關係。另一方面，基督並沒有讓自己的天主性無從捉



摸，而是透過虛空，完全擁抱人性，使歷史成為天主的舞台。 

 

為此，保祿以這首詩歌，引伸出信仰與團體生活的密切關係，勸勉基督徒該懷有基

督同樣的心情，因為一個人只有像基督一樣虛空自己，接受可能的拒絕、傷害，甚

至死亡，才會真正體味信仰的內蘊。今日很多教友希望與信仰團體保持一定的距離

，主要是害怕團體生活所帶來的挑戰與改變。不是幾個人走在一起，便可稱為團體

，團體的出現往往是經過長時間的互相適應、尊重，甚至磨合而成。沒有經過麥粒

的被輾碎，何來麥麵餅的發酵；沒有葡萄粒的被壓榨，又何來葡萄酒的清醇。感恩

祭是我們最經常與天主交往的方式，但又有多少人意識到，感恩祭所慶祝的餅和酒

，理應是分享同一個餅和同一個杯的人，此時此刻彼此關係的縮影。 

 

教會中人很明白團體生活與信仰陶成的密切關係，我們也清楚困難的癥結所在，然

而，我們似乎無勇氣和毅力去改變，因為過程所欠缺的不單是思考、資源和策劃，

更重要是一個肯冒險的自我，一份肯空虛的心態，願意服待他人而不是期待他人服

待自己。缺少這份冒險，就再沒有真正的基督信仰，也沒法揭開愛的底蘊。 

 

所以，保祿認為，要學習基督同樣的心情，基督徒應「彼此意見一致，同氣相愛，

同心合意，思念同樣的事……。不論做什麼，不從私見，也不求虛榮，只存心謙下

，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也該顧及別人的事。」（斐 2:2-4

） 

 

保祿所講的一切，看似簡單，但正是我們所抗拒的。福音中耶穌向經師和長老設了

一個比喻：一個人吩咐兩個兒子到葡萄園工作，一個口頭答應卻沒有行動，另一個

起初抗拒，最終卻實行。雖然口頭上沒有爽快答應，始終行動才是真實反映天人關

係的指標。難怪耶穌提出警告，稅吏和娼妓比那些只口講信仰的更早進入天國。一

個簡單的比喻，表明耶穌不著意我們的抗拒，反而看重我們最終的行動。 

 

 

道亦有道   

稅吏和娼妓要比你們先進入天國  	
閰德龍神父 

今天的第一篇讀經清楚指出天主對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義人若沒有履行正義，選

擇罪惡，便會喪亡；惡人若願意回頭改過，遠離罪惡，便能保存生命。  

 

 今日的福音中，耶穌在聖殿教訓群眾，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卻來到耶穌跟前，質問耶

穌權柄的由來。司祭長和民間長老並不是壞人，他們對宗教熱誠和認真，並且遵守

梅瑟法律。耶穌卻提醒他們，雖然他們表面上遵行梅瑟法律，但他們卻有著一個很

嚴重的問題，就是輕視別人，認為其他人不能得救，不堪當接受天主所預備的天國

。耶穌為他們講了「二子的比喻」。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聆聽後，覺得耶穌藉此刻意

針對他們，因此極為不滿，也變得更心硬。  

 

 我們也可反省一下自己的情況：接受了信仰後，我們更能活出生命的真諦，抑或變

得更僵化？從每年復活節接受入門聖事的人數看，我常心裏問：為甚麼在堂區服務

的教友不見有顯著的增長？「舊人」和「新血」往哪裡跑？  

 

 第二篇讀經給我們很好的提點，聖保祿宗徒教導我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

情」（斐 2：5），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了解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和意義，因著基督

的恩寵，在態度和行為上有所改變，謙卑自下，關心他人。  

 

 昔日，胡樞機患重病，在醫院留醫時，他曾請求陳日君主教給他一些訓勉。作為一

位樞機主教，香港教區的領導者，此刻他尚需要些甚麼？他需要的是一份在基督內

的鼓勵及愛的勸勉，他需要週遭的人給他大力的支持。正是胡樞機那份謙虛使我們

更深體驗到今天第二篇讀經的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