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天上」，便可放心，開心生活；這便是基督徒生命獨特的地方。  

 

 有些人覺得「全心、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難度很高，因為是這麼困難，

正好讓我們知道不單要個人盡力，也需要天主的恩賜、祝福和幫助。當這兩個條件

並存的時候，最難的事情都會變成容易，這是我們的信念。我們腳踏實地，在每一

天生活中，努力承行上主的旨意。耶穌答覆經師的問題，指出「愛主之道在愛人」

，這是每位基督徒生活的目標。只要我們朝著這目標進發，盡力做好，天主不會問

：「你做了多少？」祂只會問：「你有沒有做？你有沒有珍惜？你有沒有善用我給

你的生命？」  

 

 

 

 

 

 

 

 

 

 

 

 

 

 

 

 

 

11 月 4 日  
（星期日）  

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申命紀 6:2-6  

聖詠 18:2-3,3-4,47,51  

希伯來書 7:23-28  

馬爾谷福音 12:28-34   

 

天國驛站  不可知的未來  蔡惠民神父 

有個暴君每次處決死刑犯時，都會讓犯人選擇是要一槍斃命，或是選擇從刑場邊的
一個黑洞進去，命運未知。所有犯人都寧可選擇一槍斃命，也不願進入那個不知有
甚麼東西的黑洞。有一次在國宴上，暴君顯得很開心，酒酣耳熟之際，有一個外國
大使遂大膽地問他：「陛下，您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從那個黑洞走進去究竟會有甚
麼結果？」「沒有甚麼啦！其實走進黑洞的人，只要經過一、二個小時的摸索，便可
以順利地逃生了，人們只是不敢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罷了。」暴君回答。 
 

死亡就像一個不可知的黑洞。自古以來，不同的文化通過神話、民間故事和信仰嘗

試揭開這個黑洞之謎。然而，無論怎樣努力，一切有關死亡的解答都只是假設或類

比。因為未進入死亡以前，人對死亡一無所知；死了以後，又無法回到人間為死亡

作見證。縱使今天有一些從死亡邊緣回來的人，報告曾經看見「強光」或「隧道」

，始終那些都不是死亡的實況。難怪一般人對死亡的態度都是諱而不談，非等到無

可逃避的一刻，也不會坦然面對。 
 

記得有一次主日彌撒後，堂區接到鄰近醫院打來的電話，要求立刻派神父到醫院，

因為有病人在半夜去世。由於本堂神父要趕著開下一台彌撒，未及向我交代資料便

派我到醫院去。路上腦海一直盤旋：人已經死了好幾個小時，還有甚麼可以做呢？

莫非家人需要安慰？甫進入病房，當值護士便向我解釋情況。一個女病人由半夜三

時開始已停止呼吸，沒有心跳，但腦電波仍非常活躍，從醫學角度而言，她未算正

式死亡。起初護士以為病人仍牽掛著親人，及至所有的近親，包括只有半歲的孫兒



 

 

和鄉間趕來的胞妹與她道別後，病人仍未安心離去。這種彌留情況一直延至早上九

時，無計可施下，護士打電話到堂區救助。 
 

我一直以為病人是教友，但護士告訴我，病人和所有親人，除了一個基督教徒外，

全部是拜神或是無信仰的。「那為甚麼找神父呢？」我問。「甚麼辦法都試過了，

希望神父可以幫幫忙啦！」護士誠懇的回答。「病人的家屬同意嗎？」「非常同意，

他們正焦急地等你呢？」護士邊行邊說，未幾，她已領我到病人的床邊。在二十多

雙期待的眼神下，我真不知可以做甚麼。祈禱嗎？沒有人應對；傅油嗎？似乎也不

是適當時候。最後，人急智生，唯有執著病人已經冰冷的手，大聲安慰她，鼓勵她

不要害怕面對這個黑洞，不要牽掛家人，因為在那裡有更美好的將來……。最後，

在她額上覆手降福，說來奇怪，屏幕上的腦電波便慢慢變成一條直線。可能你會認

為是巧合，但為我卻是一次難忘的死亡信仰。 
 

今天是教會的悼亡節，讀經再次提醒我們對死亡的信仰。雖然我們對人死後的情況

一無所知，也不能證明死後的生命是怎樣的一回事。不過，藉著基督的復活，我們

相信死亡不是一個絕望的胡同。死亡只是邀請我們放下一切熟識的、依戀的，好去

迎接一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生命。 
 

我們明白「知道」有別於「相信」。「知道」來自真知灼見，「相信」只能基於信

念。不過，瑪爾大對死亡信仰之深，甚至將「知道」看作「相信」的同義詞。她雖

然經歷了兄弟離去之痛，但當她看見耶穌時，便確切的說：「若是你在這裡，我的

兄弟決不會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天主求甚麼，天主必要賜給你。」

耶穌對她說：「你的兄弟必定要復活。」瑪爾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時，他必

要復活。」（若 11:21-22）如果瑪爾大從未經歷死亡，為什麼她會如此深信不疑？ 
 

瑪爾大是憑著愛，穿透了死亡的黑洞。一方面，由於失去拉匝祿的哀傷，她經歷了

愛的付出和捨棄，有如基督經歷了死亡；另一方面，由於愛的不離不棄，她知道沒

有甚麼能把她與拉匝祿相隔絕，有如基督要從死者中復活一樣。所以，瑪爾大的信

仰不是無根據的，基督的死而復活為她提供了保證和明燈。 
 

其實，所有基督徒也得到同樣的照明去面對死亡。保祿認為，受洗歸於耶穌基督的

人，就是受洗歸於祂的死亡和復活。藉著與祂相似的死亡，我們與祂結合；也要藉

著與祂相似的復活，與祂復活。（羅 6:4-5）信仰生活中不斷的逾越，就是我們穿越

死亡的預嚐，也是我們面對生命最後黑洞的前奏。為此，耶穌說：「我就是復活，

就是生命；信從我的人，即使死了，仍要活著；凡活著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你信麼？」（若 11:25-26） 

 

道亦有道  愛主愛人  閰德龍神父 
 

中國人對親人的稱謂很清楚，與西方社會很不同。在西方社會中，人們只稱呼叔叔

嬸嬸等，但在中國人社會，卻很清楚區分哪位是姑媽或是姨媽、哪位是叔叔或是舅

父，我們可以從稱謂中知道自己和對方的關係，不用刻意去記，很自然地區分清楚

。  

 

 今日福音中，一位經師前來問耶穌：「一切誡命中，哪一條是第一條呢？」耶穌回

答說：「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應當全心、全靈、全

意、全力愛你的天主。」這番話同時出現在申命紀 6:4-5，是所有猶太人所熟識的，

他們每日最少要背誦好幾次。這條不是誡命，是猶太人生命的基礎。從出生那天開

始，父母便教導孩子上主與他有甚麼關係，他該怎樣和上主交往。  

 

 雖然那經師問耶穌一條問題，但耶穌卻回答了兩個答案。祂答完第一題之後，再加

了第二條，是舊約裡沒有的，祂加了肋未紀 19:18 內一段：你當愛人如己。原來愛

天主和愛人的誡命是不可分割的。若望一書清楚告訴我們愛主之道。如果我們真的

選擇天主做我們生命的主宰，即我們願意生活在天主的祝福之內，走愛天主的路，

我們便不可以不愛身旁的兄弟姊妹。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立地以上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立地以上承天」意即生

活在這世上，我們要腳踏實地，紮紮實實地在生活中仰體天心，凡事都應問問：上

天是否想我們這樣做？天意如何？我們所作的事是否與祂的心意吻合？整個生活不

再是我們喜歡怎樣便怎樣，而是上天是否喜歡。「承天道以隆人」便是按照上天的



 

 

意願作取捨，造福他人。很多時我們只為自己謀幸福，忘記了仰體天意，為他人帶

來祝福。  

 

 我們其實沒有誡命要遵守，我們要守的其實不是一些束縛我們的誡命，而是藉著按

上主的旨意生活，使我們的生活得到提昇，然後我們不斷檢視自己，看看有否善用

上主給我們的生命，使它仰天立地，正如天主經中「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