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較，這多開心！  

 

 第一篇讀經天主請梅瑟告訴以色列人：「願天主降福你們」，這個「福」不是我們

張貼的那個字，而是從天而降，上主的祝福，但這要我們以生活配合，使這個「福

」能真正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否則，不論貼多少個「福」字，甚至倒轉來貼，

都是無濟於事。  

 

 讓今日的聖言幫助我們明白及瞭解，使這些祝福的說話不單是一些說話，而是我們

生活的實踐——百無禁忌、恭喜發「才」、心想事成！ 

 

 

 

 

 

 

 

 

 

 

 

 

 

 

 

 

2 月 4 日  
（星期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約伯傳 7:1-4,6-7  

聖詠 147:1-2,3-4,5-6 

格林多前書 9:16-19,22-23  

馬爾谷福音 1:29-39   

 

天國驛站  醫生的秘密  蔡惠民神父 

有個心理醫生輔導技巧非常高超，治療的效果相當好，每個病人離去時都面帶笑容

，診所的名聲遠播四方。許多同行都想打聽他成功的秘訣，但卻不得其門而入。有

一個朋友不死心，某天躲在窗外窺視了一個下午，終於明白原因所在。原來，這名

醫生在當天的診斷結束之後，就透過對講機向護士說：「好了，現在可以請我自己

的心理醫生過來了。」  
 

如果與其他教會的兄弟姊妹作比較，天主教徒傳教意識的薄弱，相信是不容置疑的

。有人歸因於近年的神學，強調教會以外得救的可能，甚或其他宗教也是得救的途

徑，造成傳教動力的倒退。試想一下，人不領洗加入教會，並不等於被拒於救恩門

外，那麼，教會為甚麼還要著緊其他人聽信耶穌基督？傳教的目的又是甚麼？如果

其他宗教也是使人得救的途徑，究竟在得救的路上，甚麼是教會不可取代的獨特性

？抑或不同的宗教，其實只是殊途同歸而已。如果有人已滿足於自己的宗教信仰或

價值信念，教會是否應鼓勵他繼續深化而不是放棄自己的信仰？ 

 

以上的問題，特別在一些宗教多元而關係又緊張的地方，的確曾經出現熱烈的討論

，並且在神學上已找到一個既尊重其他宗教，又不淡化教會傳教使命的結論。不過

，在生活上，教會傳教工作始終停滯不前。 

 

歸根究底，問題的徵結似乎不是其他宗教得救的可能，而是教會缺乏一份由內而外

的推動力。保祿當年之所以三次出外傳教，踏遍千山萬水，將福音傳到當時的外邦

社會，理由很簡單：「我若傳福音，原沒有什麼可誇躍的，因為這是我不得已的事



；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 9:16）為保祿來說，傳教首先不是出於他人

需要，而是信仰生活的自然流露。當一個人發現信仰的可貴和重要，自然會將它經

常掛在嘴邊，又或急不及待與人分享，唯恐其他人錯失機會。如果不是出於這份內

在的推動，傳教工作將離不開市場的供求定律。幾時其他人的需求下降，傳教的催

迫感自然亦跟著減退。 

 

同樣，傳教工作首要不是出於命令。或許有人會質疑，傳福音不是出於耶穌的命令

嗎？「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

我吩咐你們的一切。」（瑪 28:19-20）耶穌的確要求我們繼續祂的傳教工作，但祂也

要求我們學習祂的傳教態度，否則傳教的使命只會變成難以負荷的重擔。 

 

從馬爾谷保留的耶穌生活片段，我們得知祂的傳教活動是繁重的。例如：一個安息

日，耶穌進了葛法翁的會堂，驅逐邪魔後（谷 1:21-28），祂便立刻去到伯多祿的家

，治好他發燒的外母。（谷 1:29-31）日落以後，安息日一過，人們便把所有患病和

附魔的人帶到祂跟前，要求祂的醫治。耶穌何來這股動力，整天為宣揚福音的喜訊

而奔波？是為了滿足他人的需要嗎？耶穌當然沒有忽略群眾的需要，但這不是祂的

傳教目的。福音告訴我們，經過一夜，當門徒告訴耶穌：「眾人都找你呢！」（谷

1:37）耶穌並無因此而自滿，祂反而對門徒說：「讓我們到別處去，到鄰近的村鎮

去罷，好叫我也在那裡宣講，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谷 1:37-39）耶穌清楚明

白，祂的傳教目的是讓人認識父。祂要宣講的就是祂在荒野祈禱中深刻相遇的父。

（谷 1:35）祂深信這份關係不是無關痛癢，可有可無的，反之，祂為此而生，也為

此而死，祂著意他人是否認識這位父。所以，耶穌的整個公開生活，就是祂與父緊

密關係的自然流露，就是福傳。一切治病施恩行善，都只是這份關係的外在表達而

已。 

 

如果我們與耶穌的關係，就好像耶穌與父的關係，我相信福傳再不是一件要完成的

工作或使命，而是一種自然流露的生活見證。每當發現這位慈父的面容被偽善的人

所扭曲，我們也會像耶穌一樣，不惜以身試法，挑戰他們的權威；每當人們因心硬

而拒絕接受祂的慈愛，我們也會黯然下淚。如果要評估福傳的工作，我們會考慮天

國拓展於人間，大於領洗人數的增長或教會團體的壯大。 

 

道亦有道   

福從天降  	
閰德龍神父 

 

在新春期間，大家都喜歡在家中貼上「福」字，不論你是否將「福」字倒轉來貼上

，那也只是個「福」字而已。究竟如何才能有福呢？首先讓我祝福大家：百無禁忌

、恭喜發「才」及心想事成。  

 

 如果我們處事時百無禁忌，便會很有福。正如耶穌在福音所提及真福八端一樣，處

處以主為依歸，事事開放而不執�，以一份無為而無不為的心去面對一切。可惜，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時常太多掛慮、憂心，在生活中有很多衝突、矛盾、不安；有

錢購買一張甲級床褥，卻不能安眠。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內心那份平安，所以不要太

執著，不要斤斤計較，不要過份緊張。試想：我們為甚麼由年初至年尾那麼辛苦工

作，甚至疏忽了對家人的關心，是否有這份需要呢？賺很多的錢不一定是有福的，

當然無錢也不是有福的，工作賺錢，應該適可而止。過去一年正處於失業的教友，

如何面對這難關呢？可以改變一下生活的方式，例如減少享受、避免購買一些不必

要的東西、少看一齣電影，繼續努力尋找工作，這樣便會得到平安，而不是越來越

煩躁，甚至做出傻事。  

 

 第二句是：恭喜發「才」。這個「才」是天主給我們的才幹，每人要盡量發揮自己

的天賦，例如有些人特別容易憐憫他人，有些人即使遭遇很多困難、迫害，但也安

然接受；有些人常渴慕認識真理，有些人用很多時間鑽研知識，然後教導他人。能

夠盡情發揮自己的才幹、天份，相信我們今年必然生活得比往年好。  

 

 第三句是：心想事成。正如第二篇讀經提及：凡正義、純潔、可愛的，這一切都該

思念；「心想事成」是時常想念天主教導我們的正確生活態度，我們自會做有建設

性的事情。那麼，我們和身邊的人都必然生活在幸福當中；不再有衝突、不再斤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