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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今天的讀經和福音，耶穌將要教導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決不可妥協，甚麼情況下需要寬容。

本主日彌撒《馬爾谷福音》的後半段就是強調，在罪惡面前耶穌毫不妥協，祂強調拒絕罪惡的絕對必要：「倘若你的

手使你跌倒，砍掉它！你殘廢進入生命，比有兩隻手而往地獄裏，到那不滅的火裏去更好。」除了砍掉手，耶穌還

用同樣的語法提到了腳和眼睛。耶穌用如此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對比來提醒門徒兩點：第一、正面來說，你們既然那麼關注身

體的狀況，那麼是否應該更關注跟隨耶穌的狀況呢？因為身體有一天會朽壞，在世的生活有一天會總結，但與耶穌的關係卻

延續至永恆，而且決定著永恆的歸宿；第二、反面來說，如果對身體的關注令人或令自己離棄耶穌，而離棄耶穌的後果會比

身體受損嚴重得多，那麼在必要的時候，你們是否應該捨輕取重，棄車保帥呢？耶穌願意藉著這樣的比喻來讓我們明白，為

拒絕犯大罪，即使是再大的痛苦犧牲都應在所不辭。 

至於本主日《馬爾谷福音》的前半部就是耶穌的另一個有關寬容的教導。這段福音是接續上個主日的福音。在上個主

日的福音中，耶穌提到：「誰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就是收留我。」當耶穌在這裡講到「因我的名

字」，遂促使若望宗徒記起他們出外傳教時所遇到與這句話有關的一件事，也就是有一個人「因耶穌的名」驅逐魔鬼，而

宗徒們卻禁止了他，只因為這個人並不屬於他們這個被揀選的團體。

事實上，從若望所提到的這件事，以及在提這件事之前所發生的一路上彼此爭論誰的地位比較高，都讓我們看到門徒此

刻對於耶穌所宣告的苦難根本就是冥頑不靈，仍然完全不明白耶穌十字架的真義，也拒絕讓十字架成為他們的生命道路。而

因為生命中缺少耶穌的十字架，所以想到的盡是如何要在世俗的權勢中分一杯羹，因此在乎的是他們在默西亞旁邊位置的左

右或高低；也因為生命裡沒有耶穌的十字架，所以門徒自以為一旦受默西亞揀選，就是進入擁有特權的精英團體，就高舉自

己在他人之上，因此在乎的是世俗的虛假光榮。

這種狹隘想法所造就的結果就是今天福音所記載的若望心態：「老師，我們看見一個人因祢的名字驅魔，就阻止

了他，因為他不跟從我們。」這個事件能夠讓我們清楚看到門徒此時此刻的生命及心之所向，距離主耶穌實在還很遙

遠，於是耶穌婉轉地糾正他們說：「不要阻止他，因為沒有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蹟，會立刻來譭謗我。不反對我

們，就是贊成我們。」

的確，這個被門徒阻止的人明明是以主耶穌的名驅魔趕鬼，換句話說，他也是在高舉、榮耀和傳揚主耶穌的名，是在行

主耶穌的工作，但是若望和其他門徒卻只是因為這個人不跟從他們，而並不是不跟從主耶穌，就阻止了他。門徒把自己當成

了信仰的特權階級，而之所以如此偏狹，就是因為他們是以那尚未經歷耶穌十字架的那個自己，也就是以尚未與耶穌一起經

歷逾越奧蹟的那個老我在看自己。因此，這個尚未經歷十字架的自己，在跟隨基督的隊伍中，就只能只看見自己，而看不到

其他屬於耶穌的人。

是的，沒有與耶穌一起經歷過十字架，就缺乏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愛與寬容，因此很容易就會懷著一顆狹隘的心對他人斤

斤計較；沒有與耶穌一起經歷過十字架，就缺乏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含忍與盼望，因此在面對困境時，不僅很容易在自己的內

心裡激起不平、不公、不滿的抱怨情緒，甚至更進一步，很容易就成為對他人的詛咒與傷害；沒有與耶穌一起經歷過十字

架，就缺乏耶穌在十字架上對天父與對人的那樣的激情與熱心，所以一經考驗就自然洩氣了；沒有與耶穌一起經歷過十字

架，就缺乏耶穌十字架上的勇氣，因此當面對迫害時，就會被軟弱所征服，甚而可以拒絕承認主基督。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裡，耶穌預先以祂那將要展現在十字架上的愛與寬容來提醒門徒們：「不反對我們，就是贊成我

們。……誰若是因你們屬於基督，而給你們一杯水喝，他一定會得到獎賞。」耶穌這種愛與寬容的態度在本主日的

第一篇讀經《戶籍紀》中，透過祂的預像－－梅瑟也被突顯了出來。這篇讀經敘述梅瑟需要把自己的職務和七十位長老分

擔，於是天主攝取了梅瑟身上的神能來賦予這七十位長老，他們於是憑著神能並在天主的啟示下開始說先知話。

當時有兩個被揀選的人－－厄耳達得和默達得卻是留在營內，並沒有到會幕裏去參與其他被選者的聚會，但是天主的神

能依舊降臨在他們身上，所以他們如同其他被揀選的長老一樣，也說起先知話來。一名少年見到此情此景就很氣憤，因為他

認為這兩人沒有和其他的人一起在會幕裡，因此無權說先知話。於是他便把這件事告訴了梅瑟。若蘇厄一聽就立刻維護梅瑟

的權威說：「我主梅瑟！你該禁止他們。」然而梅瑟並沒有嫉妒那兩個人，反而滿心歡喜地接納他們，因此回答若蘇厄

說：「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麼？」 並且更進一步以充滿寬容的語氣說：「巴不得上主的人民都成為先知，上主將自

己的精神貫注在他們身上！」 就這樣，梅瑟驅走了嫉妒，拒絕了狹隘的心態以及獨佔自私的愛。



因此，不論是梅瑟的回應，或是耶穌的教導原則，都深深地提醒我們，我們的世界真正需要的就是愛與寬容，特別是對

處在政治、經濟、軍事、宗教信仰衝突不斷的二十一世紀今天的我們來說，梅瑟的回應及耶穌的教導更是猶如當頭棒喝。不

可否認，所有的人都有志一同，想要透過不同的政治理念、不同的經濟政策、不同的宗教信仰，建立一個自己所認為的更美

好的世界。但諷刺的是，大家也都是有志一同，認定自己的方式才是唯一最好的方式、自己的想法才是唯一最好的想法，甚

至好到必須以消滅其他的方式和想法來顯示自己是唯一最好的。

因此寬容真的是一門需要不斷練習的功課。不論是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旦失去了包容和寬容之心，暴戾之氣很自然就

會成為這個人的生命氣息，也會成為這個社會即這個世界的主要風氣。這個世界和社會裡的人們都有志一同，渴望這個世界

或社會能夠更真、更美、更善，但只因為彼此的種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宗派不同、政治立場不同、理念不同、政策不

同、想法不同、習慣不同，就瀰漫著振振有詞的狹隘心胸，以及隨之而來的偏見言語或暴力行動。但是從有人類歷史以來，

這狹隘、這偏見都不曾解決過世界的問題，更消除不了社會或世界裡的不公不義。你捲入其中，用你以爲的正義，然而其實

是仇恨牽著你的鼻子在呼吸、偏見牽著這你的腦筋在思想、狹隘牽著你的嘴巴在說話、暴力牽著你的身體在行動。於是雙方

明明有志一同，卻各自持著自以為是的正義，其結果絕對不會是產生正義的辯論，卻是仇恨的交鋒。最終不但彼此沒有交

集、交會，它只會把一個世界、族群、社會、家庭、宗教信仰中不同的人徹底撕裂，因為仇恨與暴力注定一無所獲。

 
      歷代有許多哲學家及文人都以哲學的思辨或人生的大道理在教導我們如何學習寬容，但是耶穌卻是用祂那在十字架上的

苦難，活生生地為我們活出了愛與寬容的生命。對此，耶穌的十字架幫助我們不只從思維去相信愛與寬恕是可能的，更要幫

助我們從思維轉向內心的心悅誠服，並且變成基督徒人格的一部分，好讓我們能在辨識彼此不同的當中展現開放，去發現彼

此的相同，並在面對傷害時懂得寬容。

愛與寬容的生命就在十字架上耶穌所喊出的「父阿，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當中完完

全全、圓圓滿滿具體實現了出來，這絕對會讓許多執迷不悟，誤以為算帳才能恢復正義的人產生掙扎。其實人生有限，寬容

待人的人，才能預嘗永恆，並真正快樂幸福地活著。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生活，心中聽到來自前頭聖神的呼喚，不要回過頭去

操心已經走過、身後的種種是非與議論。現世生命很短，我們已無暇顧及過去，我們要循著耶穌十字架的道路向前走，走向

永恆。

在十字架上，耶穌不僅寬容理念相同、做法不同的人，祂更寬容那些傷害祂的人。耶穌在十字架上關照自己苦難的方

式，也教導了我們如何從那能使我們的整顆心關閉，並使我們的生命視野變得狹隘的苦難當中解脫出來。當耶穌在十字架上

呼喊著「父啊！父啊！祢為什麼捨棄了我？」的時候，事實上，耶穌此刻正是透過天主聖言在觀照祂生命中最暗黑的此

刻，祂在十字架上這句恍如充滿絕望的吶喊，實際上是引用了聖詠廿二在一開始時的呼號：「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

為什麼捨棄了我？」這就是耶穌的方式，祂藉由天主聖言的光照，重新閱讀祂此刻受苦受難的生命。因此，當祂在十字架

上面臨天地一片昏黑的同時，祂一定也看見了這首聖詠最後所宣告的願景：「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祢的聖名，在盛大

的集會中，向祢讚美歌頌：整個大地將覺醒而歸順上主，天下萬民將在祂前屈膝叩首；我的後裔將要事奉上主，

向未來的世代傳遞我主，向下代人傳揚祂的正義說：『這全是上主所作所為！』」（詠廿二23, 28, 31-32）

是的，同樣地，如果我們願意透過天主聖言重新閱讀我們的生命，那麼在聖言的光照下，我們便能放下我們自己的狹

隘、偏見，甚至是痛與恨，並會如同耶穌在十字架上透過聖言觀照自己的生命一樣，看見山時，你在山之外；看見河流時，

你能在河之外。換句話說，若你能透過天主聖言觀照你的狹隘與偏見，你就能在你的狹隘與偏見之外；或是觀照你的痛，你

就能在痛之外；甚至觀照你的恨，你就能在恨之外。如此，你便能超脫狹隘與偏見，甚至可以開始自恨及痛中解脫，而擁有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愛與寬容。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