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教會嗤之以鼻，掉頭而去。所以基督提醒我們不要輕看自己，我們每一個人的言

行都是舉足輕重的。  

 

最後，「境由心變，相由心生」。我們各人在靈修上的操練，每日祈禱、閱讀聖經

的習慣、領受聖事的態度，皆影響我們對上主敬畏之情。我們參與彌撒時能否準時

？在聖堂內有否使用手提電話？有教友質疑為何不可以開著手機？這不是會否騷擾

神父舉行彌撒，或影響其他教友參與禮儀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心、我們的行為可顯

示我們對上主有多尊重。如果在聖堂參與彌撒時，我們不將天主放在第一位，參與

彌撒可能為我們只是一件例行公事吧了。上主為我們有多重要，我們對上主有多敬

畏，與我們的靈修生活不可分割！  

 

所以，今天聖言有三點值得我們反省：第一：言為心聲。我們的心是否在尋找天主

的國？第二：微不足道的小我與整個大我息息相關。我們如何在生活中明白基督所

講的比喻？我們選擇成為比喻中的木屑？大樑？好樹？壞樹？最後，我們是否以基

督的教導為我們待人處事的準則？我們對上主是否常懷敬（尊敬）畏（有一份情操

）？我們可有珍惜上主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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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綸音  弱點  吳智勳神父 

今日福音的三個比喻，可能是耶穌在不同時間講的，路加把它們收在一起，作為耶

穌對門徒有連貫性的教訓；但也有可能是耶穌的一種教學法，不用長篇大論，而用

一連串精簡比喻，吸引聽眾的注意力。  

 

耶穌以第一個比喻要求門徒做個開眼的人。門徒剛聽完耶穌愛仇的言論，心裡可能

並不服氣，他們畢竟生活在充滿仇恨的環境中，切膚之痛使愛仇難上加難。但耶穌

並不因此妥協，也沒有減輕言論的嚴厲性。如果門徒看不到愛仇的真理，他們就是

失明的人。讓失明的人教導別人，他們的弟子也繼續留在仇恨中，結果變成瞎子領



瞎子，兩人都跌進坑裡。面對耶穌這個師傅，門徒是無法勝過的。他們不能以自己

的主張，蓋過耶穌的啟示；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有限，跟隨耶穌的指導，做個開眼

的人。不要像亞當與厄娃，不聽從天主的話，直到犯罪後，眼睛才開了，發覺自己

赤身露體。  

 

第二個比喻非常精彩。木屑是木之最小者，小得可吹入眼內；大樑是木之最大者，

大得可完全遮擋人的視線，使人甚麼也看不到。西諺便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之說。木屑雖小，在眼內使人不舒服，人總以取出為快；大樑不會使人有立時的

不適，故無意急速除去。耶穌很懂人的心理，人有傾向注意別人的小過失，因為自

己感到不舒服，但總喜歡為自己的大錯誤辯護。老板看到屬下偷懶會很生氣，但對

自己長期剝削工人卻若無其事。為門徒來說，仇恨是他們眼中的大樑，阻礙他們看

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耶穌要求他們先移去大樑，恢復廣遠的視線，然後才講矯

正別人的小毛病。  

 

第三個比喻是以好樹結好果子為例，說出人內裡有甚麼，外面便相應有甚麼。人能

偽裝一段時期，但總會露出破綻，特別是人的說話，故耶穌說：「心裡充滿甚麼，

口裡就說甚麼」。一個有教養的人，很難會說粗言穢語；相反缺乏教養，不論如何

掩飾，遲早會說漏嘴。看報紙也有同樣表現，你是怎麼樣的人，就會看怎麼樣的報

紙；看報時，你心裡喜歡甚麼，不論是經濟、時事、體育、娛樂或狗馬，你必會關

注那些篇幅。耶穌要求門徒從心裡改變，相應的行為及說話就會自然產生。心裡若

不清除仇恨，仇恨的行為及說話遲早會發生。  

 

耶穌的門徒都是些簡單的人，他們的大弱點就是仇恨，他們期待默西亞來臨，多少

是與復仇有關。耶穌對症下藥，以愛仇治療他們的弱點。我們可以反省自己的弱點

是甚麼。今日的福音啟示我們，我們的說話與行為反映自己的內心，也指示出我們

的弱點所在。如果我們的說話中，從來不提天主、耶穌、信仰，亦不提與信仰有關

的愛心、公義、寬恕、和平、希望等詞彙，而時時談及的不離聲色犬馬、吃喝玩樂

、股市樓市。的確，我們的話題在那裡，我們的寶藏也在那裡。這反映出我們的大

弱點，就是生活中根本沒有天主。  

 

讓我們求天主幫助我們認識自己弱點所在，我們可能不知自己是瞎子，還樂此不疲

的指出別人的缺點。路加所言真福的生活，是一個接觸到基督的人的表現。求耶穌

開啟我們的眼，先見到自己的大樑，然後再從說話與行為裡，結相稱的果實。 

。 

 

 

 

 

 

 

 

道亦有道   



心裏充滿什麼，口裏就說什麼   

閰德龍神父 

 

要瞭解今天的福音，我們要追溯上兩個主日福音所述的四福、四禍及寬恕仇人，學

習天父的慈悲的道理。我們既是祂的子女，父慈悲，我們也應慈悲。今天，耶穌以

木屑、大樑的比喻給我們以下的提點：  

 

第一：言為心聲。我認識一位小朋友，他經常「講粗口」，莫視老師的規勸，老師

也拿他沒法。後來老師從家訪中發覺他的家人亦是以粗言穢語對話。小孩子多聽了

，習以為常，返回學校也這樣說話，所以問題不在於小孩子本身，而是他在家中所

學習的。「一個人的意念，也可以從他思考後所說的話看清楚。」（德 27：7）我們

所講的說話反映我們的內心。如果我們心裏有天主，我們自然會透過說話表達我們

對天主的感謝。與人交談的時候，我們不會用說話傷害他人，得罪他人；反之，我

們會以耶穌的教導，彼此相愛，互相建立，締造天主的國。問題是我們心內有天主

嗎？  

 

第二：勿輕視「我」。「我」雖然很微不足道，但「我」這個小我，與大我分不開

。大我是甚麼？大我可能是我的家庭、我的教會團體、我就讀的學校、我任職的公

司……。小我與大我本來就息息相關。讓我舉個例子加以說明：當我任意花費金錢

，除了很快囊空如洗外，往往還花掉家中的生活費，連累家人吃苦，甚至蒙受羞辱

。在日本的公司有一規定，如某人做錯了事，不但那人要負責，連部門首長也受牽

連；如果部長犯錯，更高位的要員也要引咎辭職。  

 

同樣，作為基督徒，當我們離開聖堂後，如果言談和表現不當，別人知道我們是教

徒，便會譏笑我們說：「信耶穌的人也不外如是！」於是所有基督徒都會一同被詛

咒。所以，這個「我」的言行表現，可以使「大我」蒙受祝福或傷害。我們可使教

會發揚光大，吸引更多人認識基督，接受福音的喜訊；同樣我們的言行也可使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