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以建立天國為己任。追隨耶穌基督的人須肩負一個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以建

立天國作為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我們要懂得在甚麼時候，甚麼情況下建立天國，甚

至將天國帶進我們所處的環境中。我們要讓世上的人明白：天主的國臨在，一切自

會變得美好。如果我們所追隨和宣講的並非以建立天國為目的，那麼我們所做的便

會變得世俗化，與世俗的人所追隨和宣講的並無兩樣。  

 

最後，跟隨耶穌基督便要勇往直前。耶穌說：「手扶著犁而往後看的，不適於天主

的國。」（路 9：62）我們要按耶穌的教導生活，信靠祂賞賜的力量，一心一意追隨

祂。許多人都有一個壞習慣，許多時作了一個選擇後，過一段時期，便會反悔，又

或只戀棧昔日的光輝，說：「想當年，我怎樣怎樣……現在卻……」又或說：「若

非如此便好了！」這些想法正好表達出人的善變，不能一心一意忠於自己的選擇。  

 

追隨耶穌基督要我們在耶穌基督內成聖自己，度一個喜樂的生活，並依靠上主的恩

寵與平安，將福音的喜訊帶到天涯海角，使耶穌所宣講的天國能夠臨現人間。讓我

們回應天主的召喚，慷慨奉獻自己，努力追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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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驛站      心靈的自由     蔡惠民神父 

從前有兩個重病人，同住在一家大醫院的小病房裡。房間很小，只有一扇窗子可以

看見外面的世界。其中一個人，在他的治療中，被允許在下午坐在床上一個小時。

他的床靠著窗，但另外一個人終日都得平躺在床上。每當下午睡在窗旁的那個人在

那個小時內坐起的時候，他都會描繪窗外景致給另一個人聽。從窗口向外看可以看

到公園裡的湖。湖內有鴨子和天鵝，孩子們在那兒撒麵包，放模型船，年輕的戀人

在樹下攜手散步，在鮮花盛開、綠草如茵的地方人們玩球戲，後頭一排頂上則是美

麗的天空。後來，睡在窗旁的那個人去世了，另一個病人開口問，他是否能換到靠

窗戶的那張床上。他們搬動了他，幫他換位子，使他覺得很舒服。他們走了以後，

他企圖用手肘撐起自己，吃力地往窗外望¼¼。窗外只有一堵空白的牆。 



 

又是一年一度神哲學院招收新生的時間。最近好幾個朋友向我表示對夜間的課程感

到興趣，無奈一想到每星期要上課八小時，四年才能完成，他們都打消了報名的念

頭。不知是否因為生活節奏愈來愈緊張，步伐愈來愈快，人對長遠的決定，甚至終

身的承諾愈來愈有所保留。例如，在教會內，積極活躍的教友也不少，但願意終身

服務教會，或選擇獻身生活的人卻不多。同樣，在社會中，遲婚或不婚的現象愈來

愈普遍，主要是害怕婚姻帶來的束縛和教養子女的責任。 

 

昔日的門徒亦有類似的矛盾。一方面，他們願意終身跟隨耶穌，「你不論往那裡去

，我要跟隨你。」（路 9:57）另一方面，他們又有所猶豫，認為時機仍未成熟：「主

，請容許我先去，埋葬我的父親。」（路 9:59）因為他們覺得還有其他的事情要處理

，堆積的工作要完成，大小的計劃要實現：「主！我要跟隨你；但是請許我先告別

我的家人。」（路 9:60） 

 

表面上，一旦承擔了責任、組織了家庭或生養了子女，人便會身不由己，失去真正

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不可以再放任自然，灑脫消遙。不過，他們失去的，其實

是那種「想做就去做」的自由。保祿不認同這是真正的自由，反之，他稱之為「放

縱肉慾的藉口」。（迦 5:13） 

 

在希特拉執政期間，一個醫生被關在集中營。由於他是醫生，日常工作是照顧集中

營內所有患病的囚友。第二次世界大戰快將結束時，這位醫生和另一位同伴找到一

個逃離集中營的機會。一天晚上，他收拾簡單行裝，準備逃獄。離開前，他捨不得

自己一直照顧的病人，到冰冷的病房看他們最後一眼。當他的眼神與一個垂死的病

人接觸時，那病人已曉得他的心意。他問：「你要離開我們嗎？」醫生支吾以對試

圖掩飾，但「你要離開我們嗎？」這句話卻像刺一樣使他渾身不安。他感到自己要

背棄他們。經過內心的一番掙扎，他毅然到病房外叫同伴獨自離開，自己決定留下

來照顧病人。回到病房，醫生經驗從未有的內心自由和平安。 

 

人以為無拘無束便是自由，殊不知，甘願接受生命的限制，並勇於承擔一切後果才

是真正的自由。在耶穌的時代，耶路撒冷是猶太人期望已久的自主和自由的象徵。

無奈種族的不和，宗教的不振，使這座聖城落入了羅馬人的手裡。當耶穌決心朝耶

路撒冷走去時，門徒寄望耶穌要復興這座聖城，讓猶太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路上

遇到撒瑪黎雅人的不友善對待時，他們甚至要求耶穌叫火自天降下，焚毀這些敵對

的人。耶穌當然沒有這樣做，反之，祂要讓門徒明白，生活上很多事情的發生不是

可以預料的，也不是可以控制的。面朝耶路撒冷走去，就是甘願接受生命的限制，

並勇於承擔一切後果。耶穌的決定，雖然使祂失去自由，甚至喪失生命，但祂卻抵

達了自由的耶路撒冷。 

 

如果人的自由在於人能自主自決，那麼，人能真正控制的，不是外在的條件，也不

是他人的眼光或嘴巴裡的說話。人能自主自決的，只有自己的許諾和承擔。沒有個

人的許諾和承擔，我們有言論的自由，卻沒有真理；我們有行動的自由，卻沒有引

以為傲的國家；我們有人身的自由，卻沒有內心的平安；我們有宗教的自由，卻沒

有真誠的信仰。幾時我們勇敢地向生命說：「我願意！」對不可迴避的責任說：「

我接受」時，我們便是在聖神內，偕同耶穌，走向自由的耶路撒冷。 

 

「弟兄們，你們蒙召選，是為得到自由；但不要以這自由作為放縱肉慾的藉口。」（

迦 5:13） 



 

 

道亦有道   

無論往那裡去，我要跟隨你 

閰德龍神父 

 

今日路加福音記載當耶穌和門徒正在行走時，「有一個人對耶穌說：『祢無論往那

裡去，我要跟隨祢。』」（路 9：57）耶穌清晰地指出跟隨祂要義無反顧，需要在以

下三方面作好準備：  

 

首先要吃得苦。耶穌的生活是赤貧的，正如祂自己所形容「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路 9：58）耶穌連自己在哪兒棲身也未知曉。要跟隨耶穌，人必須經得起赤貧、

一無所有；要拿得起，放得下；要能忍受種種考驗，否則不能一心一意追隨，這也

是今天教會面對的最大問題。要追隨耶穌基督，按福音的精神生活談何容易！我們

不能只有三分鐘熱度，我們要不斷鍛鍊自己，正如中國人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

上人」。  

 

其次，將耶穌放在第一優次。我們選擇跟隨耶穌基督的話，耶穌便是我們生命的第

一優次。有人以為我們追隨耶穌基督，可逃避世間一切事情，或對世界漠不關心，

正如耶穌曾說：「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路 20：25）又

說：「任憑死人埋葬自己的死人罷！」（路 9：60）這顯然是曲解了耶穌的意思，以

為追隨耶穌基督便與世界一刀兩斷，耶穌要表達的是：讓屬世的人幹屬世的事，我

們雖生活在這世界，但我們並不屬於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