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至非典型肺炎出現，香港人才跳出以往凡事以金錢掛帥、崇尚物質享受的生活，

重新建立健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少市民學會彼此關愛和守望相助，並重新體驗

親情的可貴和健康生活的重要。誠然，非典型肺炎肆虐奪去了不少寶貴生命，令下

滑的經濟雪上加霜，但它也同時為香港社會帶來祝福，為香港人帶來人性光輝的面

貌！  

 

第二篇讀經提及基督的復活是我們整個生命的希望。假如耶穌沒有復活的話，我們

信祂實屬愚昧。保祿宗徒說復活是奧蹟，藉著這奧蹟，我們無論生活在任何境況中

，都可以充滿希望。  

 

要使生命有「福」，我們須聆聽並實踐上主的說話。我曾多次在感恩祭中提醒大家

參與彌撒不要遲到，因為你遲到的話，不但騷擾週遭參與禮儀的教友，你更會喪失

聆聽天主對你說話的機會。於是，彌撒結束後，在未來一星期的生活中，當你需要

作出抉擇的時候，你怎能按照天主在聖經的教導作判斷和抉擇？聆聽上主的聖言正

是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作正確的抉擇，讓我們面對挑戰時，懂得尋求上主的旨意

。真正的祝福是天主自己。希望大家深切瞭解：要成為一位熱心的基督徒，上主的

聖言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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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驛站  金錢的蒙蔽  蔡惠民神父 

在猶太人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天，一個擁有無數錢財的吝嗇鬼去他的拉

比那兒乞求祝福。拉比讓他站在窗前，讓他看外面的街上，問他看到了甚麼，他說

：「人們。」拉比又把一面鏡子放在他面前，問他看到了甚麼，他說：「我自己。

」拉比解釋說，窗戶和鏡子都是玻璃做的，但鏡子鍍了一層銀子。單純的玻璃讓我

們看到別人，而鍍上銀子的玻璃只能讓我們看到自己。 

 

若果將路加和瑪竇的山中聖訓作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兩者存在不少差異。首先，在



地點方面，路加的記載不是發生在山上，而是在山下的一塊平地上。他的用意，不

少釋經學家認為，是要突顯天主願意與社會低下層同行，與他們一起面對貧窮、困

苦和迫害。內容方面，路加強調貧窮的是有福的；現今饑餓的是有福的；現今哭泣

的是有福的；現今因人子的原故而遭人惱恨和棄絕的是有福的。他沒有好像瑪竇一

樣，提到另外四端真福。 
 

路加的記載有別於瑪竇，主要是前者的寫作對象是外邦人，後者是猶太人。當時外

邦人普遍是社會的貧苦階層，甚至出身奴隸家庭。在社會大眾對教會團體仍存有不

少誤解和抗拒的情況下，接受信仰不獨沒有改善這些外邦人的處境，有時甚至為他

們帶來更甚的迫害和不公平待遇。所以，當路加強調貧窮、饑餓、哭泣和迫害都是

有福的時候，讀者很自然聯想，他的目的是為安慰和鼓勵那些水深火熱中的信眾。

不過，為甚麼路加要反過來指責富有的是有禍的；飽飫的是有禍的；歡笑的是有禍

的；受眾人誇讚的是有禍的？難道貧窮與富有、饑餓與飽飫、哭泣與歡笑、迫害與

誇讚是勢不兩立，非黑即白的？窮人的福是否一定要建築在富人的禍上？難道人的

生活不應追求富足溫飽，歡笑喜樂，成功自信？ 
 

當路加說貧窮的是有福的，富有的是有禍的，他無意祝賀那些生活拮据、三餐不繼

、或指責那些豐衣足食、生活無憂的人。他所說的貧窮與富有，其實是相對於心靈

的開放，而不是物質的擁有。貧窮的就是那些明白自己一無所、全心依賴天主的人

；富有的就是那些仗恃所有、自視過高、眼中再無他人的人。雖然很多時物質上的

貧窮會激發人對天主的信賴，富裕的生活容易使人自滿自足，但兩者並無絕對的內

在關係，真正的分別是人有沒有虛心認識自己。 
 

為耶肋米亞先知來說，貧窮和富有，就像一棵栽在水邊的樹木（耶 17:8）和一株在

曠野中的檉柳（耶 17:6）。栽在水邊的樹木就是那些「信賴上主，以上主作依靠的

人，是可祝福的。」（耶 17:7）曠野中的檉柳就是「信賴世人，以血肉的人為自己的

臂膊，決心遠離上主的人，是可咒罵的！」（耶 17:5）兩者的分別是前者依賴天主，

後者依賴世人。凡依賴天主的，就像「生根河畔，不怕炎熱的侵襲，枝葉茂盛，不

愁旱年，不斷結果。」（耶 17:8）反之，凡依賴世人的，好像住在曠野乾燥處，滿含

鹽質無人居住之地，即使幸福來到，一點也不覺察。（耶 17:6） 
 

保祿宗徒經歷了人生的尋尋覓覓，終於明白甚麼是真正的福樂。凡相信死亡不是生

命的盡頭，並且承認復活基督所帶來的轉化，才是人生命的力量和終向，那便是真

正的福樂。如果基督沒有復活，為保祿來說，我們的信仰便是假的，我們還是在罪

惡中。（格前 15:17） 
 

的確，如果人死後沒有復活，世間沒有超越的主宰，貧窮、饑餓、哭泣、迫害便沒

有意思，我們的一切信仰行動和語言，也只會變成空洞的符號。今天三篇讀經都不

約而同指出，貧窮、饑餓、哭泣、迫害是有福，不是因為這些人間疾苦，本身有甚

麼價值。不過，為依賴天主的人，貧窮是讓自己的有限，成為天主施展無限的工具

；讓有死的人性肉身，成為揭示復活光榮的身體。 
 

基督徒真正的富足，不在於他擁有多少，而在於他能讓天主使用多少。眾所周知，

聖女小德蘭，是一個體弱多病的女孩；德蘭修女是一個一無所有的老人家。按世人

的標準，她們都是微不足道，然而，天主在她們身上工作所產生的成果，卻是難以

估量的。今天，基督徒要宣揚的不是那合乎我們需要和計劃的天主，而是要把我們

的需要和期待向天主開放。富有、飽飫、歡笑、稱譽當然不是壞事，但幾時這些價

值的追求使我們無法再被天主使用，那便是本末倒置。 
 

要明白貧窮、饑餓、哭泣、迫害是有福，除非我們清楚明白自己是誰？為甚麼我們

生在世上？人生的目的和終向又在那裡？或者寧可甘於在世人眼前微不足道，也要

讓復活基督的生命彰顯在我們身上，否則神貧、貞潔、聽命等生活方式並不值得嚮



往。願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像瑪利亞的祈禱一樣：「我的靈魂讚頌上主，我的心

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

福；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就是聖的。」（路 1:47-49） 

 

道亦有道   

真福與真禍   

閰德龍神父 

 

今日的讀經提及「選擇」的問題，奇妙地，每一個人都選擇「福」。但甚麼是「福

」？路加福音指出真正的「福」是：貧窮、饑餓、哭泣和受迫害，這與一般人的想

法截然不同。  

 

耶穌所講的「福」是天國的來臨。我們在生命中所追求、所依靠的「福」是從「天

」而來，而「天」是天主，所以我們要知道自己的選擇，要知道應持守何種的人生

觀和價值觀。  

 

八十年代末期開始，香港出現泡沫經濟，股票、樓巿暢旺，很多大學畢業生放棄本

科的專業，轉而從事回報率高和快的地產行業。那時候，香港市民追逐名牌貨品大

不乏人；每晚酒樓食肆其門如巿，客人品嚐的盡是山珍海味、貴價海鮮，有人更自

誇「魚翅漱口」，風光一時無兩。無可否認，當時的香港表面歌舞昇平，許多人因

投機買賣賺得不少財富，惹來旁人艷羨目光。豈料香港回歸不久，全球經濟下滑，

促使泡沫經濟爆破，不少港人因樓價急瀉而淪為負資產一族。近年破產個案急升，

各行各業一片蕭條，失業人數大幅攀升。行文至此（17/7/2003），香港的失業率更

創下香港歷史新高，達 8.6%，失業人數達三十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