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年

常年期第廿二主日

【耶廿7-9；羅十二1-2；瑪十六21-27】

各位弟兄姊妹們：這個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廿二主日。

在上個主日的福音中，我們聽到了伯多祿對耶穌的宣認：「祢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而本主日的福音則是耶

穌第一次預言了自己的受難，因為耶穌既見宗徒已認出祂就是默西亞來，如今便向他們說明，祂將怎樣完成默西亞的使命。

然而伯多祿卻無法同意默西亞必須受苦受難的這種說法，因為這是他前所未聞的默西亞完成使命的方法。他和其他大部分的

猶太人一樣，一心期望著一位威風凜凜的默西亞，來趕走當時佔據巴勒斯坦的羅馬人，重建以色列國，並制伏他們四周的一

切仇敵。於是在今天福音的一開始，我們便看到了耶穌和伯多祿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這種緊張關係的對比之下，我們在第一

篇讀經耶肋米亞先知書中，則是看到了耶肋米亞先知靈魂深處的衝突。另外，第二篇讀經羅馬人書信則是一段聖保祿宗徒長

篇訓道詞的開端，他邀請我們要將自己的身體當作生活的祭獻，而完滿地與耶穌的苦難相結合。

我們先來看第一篇讀經耶肋米亞先知書。先知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非常惡劣困難的時代，所以他向天主抱怨說：「上

主，祢引誘了我，我讓我自己受了祢的引誘。」然後他又說甚麼自己終日成為笑柄，人人都嘲笑、侮辱他，因為他嘴

裡無好話，吐不出象牙來，總是預言災難、暴力和壓迫，因此人們不想再聽他說話，要他閉嘴。於是先知渴望能夠從這種內

心的衝突中釋放出來，不再替天主發言說話，但卻不可得，因為天主的話就如同烈火在他的心內焚燒著他，致使他不得不說

天主的話，不得不傳天主的話。耶肋米亞先知內心的這種鬥爭衝突，多少也對應了耶穌在今天的福音中所預言的苦難，在祂

的苦難中，祂將對罪惡展開決定性的戰鬥，而正是耶穌所渴望的，我們在路加福音中便可聽到耶穌的渴望心聲：「我有一

種應受的洗禮，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十二50）這裡耶穌所說的「應受的洗禮」指的就是耶穌的受難

受死。

但是耶穌焦急等待完成的使命卻遭到伯多祿的反對！伯多祿在不久前才以無限的激情宣告了耶穌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

的身份，這讓我們見識到了伯多祿真是充滿了對耶穌默西亞光榮的啟示，所以耶穌毫不遲疑地讚許伯多祿是有福的，因為這

不是血肉啟示了他，而是在天之父。但是當耶穌公開預言祂自己的苦難時，卻是遭到伯多祿強烈的抵制，因為默西亞的這種

苦難結局與伯多祿自己所想像的相反。為伯多祿來說，默西亞的結局不該是卑微，而該是光榮；不該是失敗，而該是成功；

不該是死亡，而該是勝利。雖然耶穌不僅預言苦難，也預言了復活，但是伯多祿卻是拒絕接受這樣一條必須經過卑微、失敗

和死亡才到達光榮復活的默西亞之路。

於是伯多祿就再一次發揮了他那純樸剛直的個性，急切地干預耶穌，把祂拉到一旁，諫責祂說：「主啊，千萬不可這

樣，這事絕不可臨到祢身上。」當然，伯多祿對耶穌說這話，無疑地是出於他對耶穌的愛；然而這話卻是相反天主的旨

意，無怪乎耶穌嚴厲地斥責他說：「撒旦，退到我後面去，你是我的絆腳石，因為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

是人的事。」看啊！才短短數十分鐘內，伯多祿才剛被耶穌稱為有福的，現在卻被耶穌稱為魔鬼；才剛被耶穌委以「磐

石」的重任，現在卻被耶穌稱為「絆腳石」。可見人憑自己真的沒有甚麼可以驕傲的，因為除非有天主的光照助祐，否則

縱使地位再崇高，如伯多祿雖然身為宗徒之長，但仍不能完全明瞭天主的事理，仍然不免失足跌倒。伯多祿的例子不得不令

我們戒之！慎之！提醒我們要更加亦趨亦步地依靠天主。

是的，伯多祿體貼了人意，卻是拒絕了天主的旨意。然而耶穌卻不想迴避天主的意願，因為祂知道，祂必需要面對罪、

面對惡、面對死亡，通過這些存在於人類生命中的現實和處境，才有可能為我們走出一條終極的勝利之路；因為祂明白，

只有祂自己失喪了生命，才有可能為我們從萬劫不復的死亡中贏回永恆的生命。所以耶穌這樣向門徒們說明：「祂必須上

耶路撒冷去，長老、司祭和經師要使祂受許多痛苦，並且要殺害祂，但是第三天祂要復活。」耶穌的這項說明不

僅是預告或預言，更是對門徒的一項教導。門徒們就是以耶穌的這種教育，來識別默西亞的真實身份，而如此的默西亞身份

就成為我們作「基督徒」的方式。「作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作基督的弟子，作默西亞的門徒。而為作基督徒，就要跟隨基督

的生命步履，接納並參與祂的生命經歷，因此耶穌這樣教導我們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天背著自己

的十字架跟隨我。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這人必能救得性

命。」

但什麼是「棄絕自己」？而我們自己的十字架又是什麼？

喬治．麥當勞（George MacDonald，1824-1905）是一位蘇格蘭的講道家，他曾說：「人所作的一切如果沒有天主的同

在，那麼他不是慘遭失敗，便是悲慘地成功。」這句話收錄在他的講道集（Unspoken Sermons）當中，喬治的這句話主要

就是在探討基督徒「棄絕自己」的複雜課題，以及討論我們要如何順服主耶穌的教導，而特別是耶穌在本主日福音中的教

導。



喬治認為真正的「棄絕自己」不只是壓抑我們天性的慾望，而是必須以基督的眼光看待事物。基督如何看待這事，我

們也該如何。我們必須讓天主的旨意成為我們生命的中心。因此，我們不再只是思考：「我喜歡做些什麼？」或是「我想要

做些什麼？」而是「永生的天主究竟要我做些什麼？」能夠獲得我們個人所渴望的目標與成就，這不過是個悲慘的成功而

已；真正的成功是為主耶穌的緣故而「喪失生命」，並在祂的旨意中找到圓滿的生命與完全的自由。

現在，如果我們真的懂得了什麼是「棄絕自己」，那麼我們也會開始懂得我們的十字架是甚麼。是的，我們每個人都必

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這十字架究竟是指什麼呢？長久以來，我們都歪曲了「十字架」在信仰中的含義，而把它的意思變

得很空洞。我們常常會不假思索地就稱呼每一個困難處境為一個十字架，也常常把我們基督徒生活中的許多沉重擔負稱為十

字架。不，不是這樣的！事實上，我們所要背負的十字架並不多，只有一個，就是「棄絕自己」並全心全意地為耶穌而活，

是的，「棄絕自己」就是無論我們面對什麼苦難，都願意順服在天主的旨意當中。

耶穌受了許多痛苦，經驗了許多試探，但我們從來不會說祂背負許多十字架。反而，我們把這個詞彙留給祂所經歷的那

個最可怕、最獨一無二和極度痛苦的死亡經歷。一般的痛苦，祂都從容面對；但面對十字架，祂卻絕不從容；單單在那個時

刻臨近時，就已令祂極度驚恐，痛苦得令汗珠如血一般點滴在地上。因此，儘管我們人總會面對為數不同的苦難，但不論是

誰，他的十字架絕不會多於一個，並且總是一個。而這一個十字架也總是會關係到個人與耶穌深刻的生命交往經歷，也就是

背起這個十字架的人從此不再為自己，卻是為主而活，並且無論面對怎樣的痛苦，他都遵循主的旨意而行。

所以耶穌沒有說「作一個十字架」或是「找一個十字架」，因為天主對每一個人的旨意都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十字架

要背負，實在不需要去羨慕別人身上的十字架比較漂亮，或是刻意去製作一個或去找一個十字架。在《荒漠甘泉》一書中，

就記載了一個人晚上發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走到一間房子，發現裡面有很多十字架。他一向都不喜歡自己的十字架，故此

他放下自己的十字架，很高興地為自己選擇了一個精巧的金十字架，他嘗試去將它背起，才發覺這十字架很重，而且似乎有

釘在刺他，故無奈只好放下這個金十字架。他又發現另一個用銀造成的十架，但也不能背起它，因這十字架太大了，背起來

很不稱身。最後，他找到一個十字架，既輕省又稱身，他很喜歡這十字架。當他仔細看這十架時，才發覺是自己所背的十字

架。是的，天主為我們各人所預備的十字架是最適合我們自己的，我們不必去為自己造十字架，我們要背起天主為我們所預

備的十字架。

的確，這一個十字架會讓人成為真正的門徒，可是在這條成為主真正門徒的道路上令人頹然卻步的，往往也是這同一的

十字架。然而，即使是如此，主的要求決不加水稀釋，也沒有迴旋的餘地，真理仍然是：「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

要喪失性命！」然而如果我們常常只是尋求世俗的安全與保障或是舒適與寫意的生活，生活中的每一個抉擇都是以世俗的

算計去作考量的話，那麼其結果是將會失去一切使生命有價值的東西，比如說，當生命必須是成為一種冒險的時刻，卻可能

就會變成柔弱及萎靡不振；當生命在必須發出服務光輝的時刻，卻可能變得自私；當生命在就要到達超越的境界時刻，卻可

能被世俗所羈絆。雖然在我們現今的時代以及所處的環境，很少有為信仰失去有形可見的生命，成為殉道者的機會，然而一

個願意為基督甘冒一切危險的人，其看起來似乎失去一切，但他卻是進入了生命。

你想要有一個豐盛的生命，或是更豐盛的生命嗎？那麼棄絕自己，天天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吧！將你的心給出去

為獻給耶穌，祂將給你足夠的愛在你心中湧流。將你的手、腳給出去為能夠在貧苦無依的人身上服事耶穌，祂將用內在的喜

樂來豐滿你的生命。背起你的十字架，好讓別人能看見通往永生的道路。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