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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駿 神父

現在正值農曆新年期間。記得孩提時代，每當放寒假欣喜地準備過農曆年期間，老師總會在寒假作業裡，給學生一道應

景的作文題目：「新年新希望」或是「新年新計畫」。小時候，對每一個當下的時刻都有一份等不及的驚喜，因此綠格子的

稿紙上總是填滿了新鮮的希望；猶如阡陌的稻田，結出繽紛喜悅的金黃稻穗。在這充滿生機與盼望的新年期間，不妨開放我

們自己，讓聖神再次激發起我們童年時的驚奇與盼望，為自己立下一個滿溢盼望的新年新希望，盼望來年日日都充滿天主的

恩寵與福氣。耶穌在本主日的福音中就為我們開示了一條通往福氣與恩寵的道路。

耶穌如何開示，幫助我們悟入呢？耶穌的話語乍聽起來似乎很硬，讓我們實在很難從內心深處歡喜地接受，但事

實上，耶穌的開示引導卻是非常符合今日心理學的需求理論。在心理學的領域裡，美國的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曾以金字塔圖像成功地描繪出人五個層次漸進式的需求，即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自我

超越，而當下一階層的需求獲得滿足時，就會開始想要追求更上一階層的需求，他將這種理論稱為「需求層次理論」

（Hierarchy of needs）。耶穌雖然沒有提及半點深奧的心理學理論，但祂瞭解並通透人的生命需求，且能按每個人不同層次

的生命需求來指示其生命之道。

一開始群眾之所以來找耶穌，幾乎都是希望祂能幫助解除病苦，冀望祂能驅除魔鬼並解除身體的束縛。的確，當人被身

體的問題如洪水般淹沒時，根本就無暇也無心於信仰和靈性生命的追求，因此耶穌充滿憐憫地施行奇蹟、幫助人解決身體的

問題，透過醫治來實際滿足人對生命的基本需求。但耶穌的救援行動並沒有停留在這個層次上，緊接著祂就開始講道，引領

人的生命更上一層樓。祂積極地塑造人的生命，引導他們從生理經驗的滿足，更進一步昇華到靈性生命的成長，攀登至自我

超越的金字塔頂峰。

在本主日彌撒的《路加福音》中，就是敘述耶穌在治好癩病人、癱子、枯手的人之後，祂與宗徒們從祈禱的山上下山，

立在山坡的一塊平地上，其餘的門徒和從各地來的群眾已在這裡等候祂，耶穌於是舉目看著門徒並開始宣講「四福」以及

與其相對應的「四禍」。耶穌的這個宣講行動正是呼應了舊約梅瑟上到西乃山上，從天主手中接過十誡，並將之宣布給以

色列子民的行動。因此，我們看到這有關天國與福音的宣報在舊約裡的預像，終於在耶穌身上圓滿實現了。而耶穌不單單只

是用口宣告天國宣言與福音綱領，祂更是用生命去實現天國與福音，換言之，耶穌本身就是那所完成的天國與福音。

在這天國宣言與福音綱領中，耶穌為我們揭示了作為一名天國子民與福音信眾所該具有的基礎與特質。於此，祂不僅教

導我們活在天國國度裡的倫理指引，更為我們指出了天國公民所需具備的公義素質。而事實上，就因為耶穌自己就是那實現

了的天國與福音，所以這宣言與綱領根本就是耶穌自己的生命寫照。因此之故，在這四端真福裡，我們看到的正是一幅耶穌

的自畫「福」像，這幅「福」像的描寫猶如聖像畫的描摹一般，一筆一勾一撇一點一畫地將耶穌做了如此的描寫：「貧窮

的、飢餓的、哭泣的、受拒絕辱罵的是有福的。」

這幅耶穌的自畫「福」像真是令人驚奇，也超乎我們意料之外，其中有許多令人困惑的筆觸，甚至百思不得其解的描

寫，因為耶穌所宣布的那些所謂的福氣，竟是這個世界的人們所避之唯恐不及的災禍與不幸，而與之相對應的「四禍」卻反

而是世人窮盡一生汲汲營營的人生鵠的；然而不用懷疑，這正是耶穌今天向我們啟示的真理。真正的福音真理所要彰顯的是

那位按自己旨意行神蹟奇事的天主，而不是那位按我們的旨意降福避災的神明。因此，耶穌藉此向我們顯示了一項最追根究

底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幸福並不在於紅塵世間眾人所趨之、所嚮往、所尋覓的地方就可以找著，而是要在我們與天主的密

切關係中才能尋得到。

為教導更多人如何與天主建立起密切的關係，耶穌於是在揀選十二宗徒後舉行了祂第一次的大型公開宣講。猜想得到，

門徒及群眾一定都豎起耳朵聆聽，認真的應該還會猛抄筆記，很想知道那與天主關係密切的耶穌的生命秘訣，並把耶穌的那

幅自畫「福」像也揮灑描繪在自己的生命中。耶穌藉由真福的頒布，一方面向我們顯示了祂的生命與心願，一方面為我們指

出了真正幸福的道路。如果我們願意把耶穌的這幅「福」像時時放在我們生命的跟前，讓它像鏡子一樣，時刻觀照我們那總

是按世俗的意圖所追求並積蓄的富有、飽飫、歡笑及受誇讚的生命，那麼我們便能把耶穌的生命，一筆一勾一撇一點一畫地

寫入我們的生命中，而讓我們的生命轉化並同化於耶穌那有福的生命。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觀照：

一、貧窮的耶穌v.s.在世俗裡富有的我們

正如聖保祿宗徒《斐理伯書》中所述（參：斐二6-7），耶穌的貧窮不單只是指祂經濟或社會的貧乏，更是指祂自由地

選擇了無能，而非權勢；選擇了脆弱，而非防禦；選擇了依賴，而非自足。這位天地的主宰但卻都不要的耶穌，已經為貧窮



作了最極致的榜樣，並賜下聖神幫助我們也能夠成為像似祂的人。是的，耶穌邀請願意與祂出死入生的人，活出這貧窮的精

神。

一個人如果具備了耶穌的貧窮精神，那麼便能真誠地洞察到自身生命裡的貧窮與缺乏，甚至傷痛、掙扎、苦惱或內心的

黑暗等，都必然會是我們生活經驗裡的一部分，然而這些貧窮都將不再只是發酵苦悶、怨恨、低沉或孤單，卻要成為天主煉

淨我們生命的渠道，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發生的貧窮之事都將是我們去到天父家裡必經的生命歷程。

而因著我們對自己無能、脆弱、依賴的洞悉，將使我們開始有能力視萬事為虛空，不再依賴世物，轉而全心信靠天主，

看天主為一切，而真理是只有天主才是一切。因此，若不以天主為一切的人，小心！任何人，包括物質上的富人或窮人，

都將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已經得到了你們的安慰。」這些已得安慰的人就是讀經一《耶肋米亞先知書》中所說的人：

「凡信賴世人，以血肉之人為自己的臂膊，決心遠離上主的人，是可咒罵的！他必像一株長在曠野中的檉柳，即

使幸福來到，他一點也不覺察，只住在曠野乾燥之處，無人居住的鹼地。」

    
二、饑餓的耶穌v.s. 在世俗裡飽飫的我們

在舊約時代，先知們就會以「饑餓」來比喻人對公義的愛慕如饑似渴，渴望天主的公義能夠彰顯，企盼所有人都能夠參

與默西亞的宴席。這也正是耶穌的渴望，渴望一個公義的世界，在這世界中每個人都能以弟兄、以姊妹、以手足來彼此相稱

呼，以天主的子女彼此相對待。耶穌向我們指出的天國之路並不在於多行克苦和多作犧牲，卻在於給饑餓的人溫飽，給赤身

露體的人蔽體，給生病的或坐牢的探望（瑪廿五31-46）。是的，耶穌渴慕一個公義世界的到來，而祂企盼我們也能有同樣

的渴慕。

而不單只是渴慕公義，耶穌的饑渴同時也要激起我們對天主慈悲的渴望與愛慕。當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在面對社會裡的

「不道德」或「做壞事」的人士時，往往會把自己視為一場道德倫理大戰中的聖戰士，於是對這些人士所帶來的威脅如鯁在

喉，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後快。然而耶穌的饑渴卻是會幫助我們，在說出真理的同時，卻不將這些人士視為「不道德」

或「壞人」，而是看見他們的饑渴。就像那位在雅各井旁的撒瑪黎亞婦人一樣，已經喝足了慾望的水卻仍感受不到滿足。是

的，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活水！

更進一步說，如果我們越能夠看見那些令我們感到討厭的人心中真正的饑渴，那麼我們就越發能夠發現自己的生命景況

與他們其實是站在同一邊的，我們真的不會比那些人更優越，我們同樣都處在饑渴的生命處境中。而發現生命中的饑渴，將

成為天主飽飫我們的渠道。就像蕩子比喻中的兄長一樣，倘若執意站在舉行歡慶蕩子回頭的宴會廳外面，用自以為已經飽足

的道德優越感架起雙手來抱怨指責，那麼我們永遠無法經驗天主所要賜予我們真正飽飫的恩寵，也無法使我們的生活成為天

主慈悲的見證。如果我們可以真誠面對自己作為兄長的那份偽善、孤單、試探、拒絕與疏離，那麼在我們生命裡面就會產生

一種不容否定的饑渴，並承認我們自己其實就是那位饑渴慕家的浪子，那麼天主的飽飫恩寵這份免費大禮，就會讓我們在張

開雙手、打開心懷時領受。

 
　　三、哭泣的耶穌v.s 在世俗裡歡笑的我們 

耶穌為摯友拉匝錄的過世而哀慟（若十一33-36）；當祂眺望即將毀滅的耶路撒冷時，祂也為聖城哀傷；祂更為那些引

起人心痛苦的悲劇而悲慟（路十九41-44）。是的，耶穌與哀傷的人一同難過，與哭泣的人一同流淚。耶穌也邀請我們與悲

者同哀，與哭者同泣。

除了與悲者同哀，與哭者同泣之外，耶穌也邀請我們積極面對自己的哀慟。而就如同阿拉伯的諺語所說的：「如果只

有陽光，將只會造成一片沙漠。」的確，如果陽光不間斷地普照大地，那麼大地將成為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大地需要

雨水的滋潤才能使萬物豐沛生長、欣欣向榮；同樣地，生命裡的成長也需要哀慟眼淚的灌溉，才得以完成。所以，哀慟常會

讓我們經驗到人世間的安慰，並知曉天主的慈悲與憐憫；哀慟也常能夠讓人划向生命的深處，在深處裡重建與人並與天主的

新關係，且尋著新的力量。

 
因此，在哭泣當中往往可以找到天主隱藏的禮物、盼望的源頭。在許多跟隨耶穌的人的生命裡，天主的恩寵往往就隱藏

在最痛苦的生命角落。這痛苦常能將我們逼向天主，在那裡我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力量的泉源，而這力量來自那抓得住

我們、遠在我們出生以前就已經愛著我們，且在我們死後還要一直愛著我的那一位。是的，因著天主的恩寵，哀慟創傷即使

如同層巒叠嶂的美國大峽谷般深不見底，但所有表面的深刻切割都將成為壯麗的人生景觀。

四、受拒絕辱罵的耶穌v.s. 在世俗裡受誇讚的我們

耶穌令那些自認為主掌世界的人坐立不安。耶穌沒有指控人，人卻把祂當成控告者；祂不譴責人，卻令人感到罪疚、羞

愧；祂不判斷人，卻令人感受到審判。所以這些人欲除之而後快，因為讓耶穌活著，等於就是承認自己的過犯。如果我們要



活出基督的真福，那麼我們也要有被世界棄絕的準備。即使如此，由此端真福所描繪的耶穌「福」像，仍然讓我們看到了愛

的全部真相，因為誰若承受了那為正義的緣故而接踵而來的迫害，那麼便顯示出他活著不是為尋求任何私利，只尋求天主的

光榮和他人的益處。是的，誰為義而受迫害，便已擁有天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是已活在天國。

以上是我們從真福這幅耶穌的自畫「福」像中，所觀照到的耶穌的生命圖像，而在你心目中最能吸引你的是哪一幅

「福」像？哪一幅「福」像是你這位基督徒最想臨摹到自己生命裡的圖像？又哪一幅「福」像是你金字塔頂端自我超越的最

高需求層次？在這新春伊始，盼望我們都能讓聖神在我們生命的畫布上，一筆一勾一撇一點一畫地寫滿耶穌的生命，好讓我

們的生命映現出耶穌的「福」像。

祝福各位，福滿新的一年！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