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有沒有做了一些損害身體的事？有沒有選擇了一些東西如色情、暴力、亂發脾

氣等令自己的身體受污染？我們有沒有聖化自己，使自己整個生命成為上主居住的

地方？我們有沒有褻瀆自己的身體，讓它在自私、吝嗇、冷漠中受到傷害？如果是

的話，耶穌也會拿起鞭子趕我們出去，因為我們不懂得珍惜天主所賞賜的一切。  

 

 進入四旬期第三週，天主不再是要求我們外在地改善一些行為，而是祂要清洗我們

的內心，潔淨我們的身體──祂的聖殿。為人不可能的事，為天主一切都可以。今

日若望福音最後的一句話：「上主洞悉人心」，祂知道每人的心究竟是怎樣的，我

們不用驚怕，也不要說自己做不來，只要我們全心相信上主，努力與祂合作，正如

集禱經說：「藉著祈禱、齋戒、善功，提醒和幫助我們在這期間，願意每天真正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這位苦難的基督，因為苦難後面就是祂復活的光榮。」 

 

 

 

 

 

 

 

 

 

 

 

 

 

 

 

3 月 4 日  
（星期日）  

四旬期第三主日   

出谷紀 20:1-17  

聖詠 19:8,9,10,11 

格林多前書 1:22-25  

若望福音 2:13-25   

 

天國驛站  清理聖殿  蔡惠民神父 

美國著名牧師葛培理的女兒安妮於 911 後，被美國某電視台邀請上一早晨節目。主
持人單刀直入問：「為何神會讓此等悲劇發生？」她以神的睿智，道出一番見解︰
我深信神跟我們一樣，為此事極度痛心。當初是我們自己叫神離開，為甚麼現在又
要問祂到底在那裡？不如讓我們回顧美國這幾年的道德發展好嗎？某年，有人提出
，學校內不可祈禱，因為學校應宗教中立，學校無權要求學生祈禱。某月，有人覺
得教導人「不可殺人、不可偷盜、要愛鄰舍」的聖經落伍，不如把它從學校中拿走
。某日，有人說︰「孩子有人權，他們有權接受墮胎手術，更沒有責任通知父母。
」又有人說︰「工作跟私人生活應分開，只要那總統能搞好經濟，我們幹嗎要管人
家的私生活？人人都有私隱嘛！」……。若細心思索，不難發現這一切是人們離開
神，又質問神為何整個世界正走向地獄的門口。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地，奴隸之所。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

神。不可為你製造任何偶像……。不可……。也不可……。」（谷 20:2-17）天主十

誡一連串的「不可」給人的印像是諸多限制，天主要管我們生活每一環節，無論對

天、對人、對自己，天主總要我們照祂吩咐的去做。然而，人卻嚮往自由自在、無

拘無束、想做就去做的生活，難怪越來越多人覺得天主十誡不合時宜，或須要因應

環境而重新詮釋。例如，「不可姦淫」，今天的解釋應是：如果不戴安全套，便不

可姦淫；「不可殺人」的希伯來原文是「不可蓄意謀殺」的意思，意味採取暴力是

合理的。諸如此類的講法，目的無非是將十誡的限制，慢慢在我們的生活中消除，

使天主囉囉嗦嗦的聲音慢慢遠離我們。 
 



 

 

別以為只有美國人才覺得天主十誡生硬，聽不入耳；也不要誤會 911 是天主對人類

罪惡的懲罰。其實，自創世以來，人類就希望擺脫天主的限制。他們背離天主，就

好像將天主趕出聖殿，使聖殿變成賊窩。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紀，耶肋米亞先知曾大

聲指責以色列人：「你們竟偷盜、兇殺、通姦、發虛誓、向巴耳獻香、跟隨素不相

識的外方神祇，……難道這座歸我名下的殿宇，在你們眼中竟成了賊窩了嗎？」（耶

7:9-11）二千多年來，教會與賊窩的區別有時亦只是一線之間。單以「不可殺人」

為例，教會曾經不惜為了領土擴張、私人恩怨、種族排斥、宗教不容而發動戰爭，

部份更由教宗親自領兵出征，導致死傷無數。 
 

的確，天主十誡有時給人一種難以負荷的感覺，以致人不知不覺間，按自己的喜好

和需要，將這些誡命相對化和合理化，好使自己的所作所為振振有詞，也使自己的

良心輕鬆一點。不過，這些誡命並不是忠告或建議，而是絕對的命令。天主不是說

：「不要」殺人，而是「不可」殺人。無論我喜歡或不喜歡，對方是我的朋友或敵

人；是清白無辜或是十惡不赦，我都不可以殺人。 
 

天主並不是一個囉嗦的天主，祂不想時刻監視我們。天主也不是一個缺乏自信的天

主，祂不需要我們遵守誡命來肯定祂的權威。天主將誡命放在我們心底裡，其實是

為幫助我們活出本我。如果我們將工作、名利視為偶像；欺騙他人或財物，蔑視將

生命帶給我們的前輩……，我們不單是違背誡命，更將自己逐步推向毀滅的邊緣。

因為違背天主的十誡，就是拒絕接受自己有限的事實，否認我們都是受造物的真相

。福音之中耶穌清理聖殿，就是提醒我們不要逃避面對自我，不要將天主從我們的

生活趕出去。要讓天主在我們的生命中成為天主，要讓我們的生活成為名符其實的

聖殿，而不是充滿背叛與偶像的賊窩。 
 

一座建築了四十六年的聖殿，耶穌說只需三天便可重建，意思是祂的死亡和復活，

就是新的誡命，就是聖殿所需要的新面貌。保祿深深明白，舊約一切誡命的綱領，

就是愛主愛人，就是耶穌一生的寫照。如果昔日以色列人不接受誡命的規限；同樣

，今日的人也不欣賞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有人認為十字架是絆腳石，也有人認為是

愚妄。基督徒又如可呢？我們是否經驗過「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

總比人堅強」的吊詭呢？ 
 

清理聖殿，可說是信仰路上一個不斷的掙扎。雖然我們一時的軟弱，聖殿成了賊窩

，不過，因著耶穌的死亡和復活，天主的聖殿永不會被毀。讓我們在四旬期內，再

一次藉著耶穌的死亡和復活，得到治療和清理。 

 

道亦有道   

淨化身心   
閰德龍神父 

 

在信仰生活中，不知大家怎樣理解「十誡」？從猶太人出谷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

「十誡」的頒佈是天主將猶太人從埃及被奴役的境況中拯救出來，帶領他們到預許

的福地的過程中，天主要與他們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祂藉著梅瑟時常告訴這群在

水深火熱，向祂呼求的可憐的人，說：「我是你的父親，是亞巴郎、依撒格、雅各

伯的天主，我是你唯一的主」；所以「十誡」的訂定使猶太人在與天主交往的經驗

中，透過一些具體生活的模式、行為和天主建立一份神人的關係。這些誡命不需要

遵守，卻要在生活中自然地呈現。藉著這些誡命，猶太人確信上主就是他們的天主

、救世主，然後以愛的行動表達對天主全心信賴。所以，「十誡」不是誡命、不是

規矩，更加不是一旦不遵守，天主便要懲罰的規矩。天主怎會在創造天地萬物之後

，去懲罰我們？  

 

 天主樂意讓我們了解祂在整個救恩過程中，如何盼望人們悔改，這就是四旬期的精

神。進入四旬期第三週，我們有沒有知錯和改過呢？「改過」不單是改一些表面的

行為，而是在整個生活中多抽時間祈禱、默想耶穌為愛我們所受的苦難，在生活中

行愛德表達對天主的感恩，以補贖自己的罪過，並提醒自己不要繼續犯罪，得罪天

主。  

 

 今天的福音記載耶穌去到耶路撒冷。祂一進入聖殿便十分憤怒，因為人們在那裡進

行買賣、敲詐、甚至不公義的勾當，於是耶穌取了一條繩索作鞭子，驅逐群眾出去

，並說：「把這些東西從這裏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為商場。」如果耶穌今



 

 

天站在這兒，你猜祂會否同樣趕我們出去？可能你會說自己並沒有在聖堂內做買賣

，且全神貫注聽神父講道！耶穌說的聖殿是指祂自己的身體，不只指建築物，我們

每人的身體都是上主的聖殿。請問：自己有沒有善待自己的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