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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二2-5；格後十二7-10；谷六1-6】

        各位弟兄姊妹：這個主日是乙年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今天的福音向我們敘述，耶穌回到自己的家鄉納匝肋，在安息日進入會堂教導人，但是被會堂裡聚會的自己家鄉的同
胞給拒絕了。

        耶穌之所以被拒絕的原因，在福音中為我們提出了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因為祂只是一個木匠，所以鄉親們彼此
這樣說：「祂這一切是從哪裡學來的呢？是誰給祂那樣的智慧呢？祂的手竟行出這樣的神蹟？這不是那個木匠
嗎？」為他們當中很多人來說，這雙木匠拿粗重工具的勞力之手，怎麼可能有能力行出讓他們尊重且佩服的事情來呢？耶

穌的同鄉堅持要停留在對祂原有的認識上；為他們來說，耶穌就是一個木匠，而且祂不可能脫離這個身份。是的，這常常
也是我們對人的偏見與短視。第二個促成群眾拒絕耶穌的理由是，他們總以為他們是那樣地認識祂的背景，所以他們這樣
說：「祂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雅格、若瑟、猶達、西滿的哥哥嗎？祂的妹妹們不也是都住在我們這裡嗎？」是

啊！這個他們稱為瑪利亞之子的人，怎麼可能做出這些個事情來？

        會堂裡的會眾以這兩個表面上的理由當藉口拒絕了耶穌，然而在這兩個表面理由的背後，我們卻是看到了真正的理
由。這可以挑戰人生命的真正理由，卻是聽了耶穌講道的人總是必須為生命做出一個抉擇：我究竟是要接受祂或是拒絕
祂？耶穌的同鄉人選擇了拒絕！他們的拒絕應該不是因為個人性格上的不成熟而產生的衝突，也不是為了反對而無理取鬧
地反對，按照今天福音的記載是他們對祂起了「反感」。起反感的真正理由大概是因為耶穌的教導總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

挑戰，挑戰我們在行動上要積極地去實踐祂的教導。而為他們、也包括我們大部份人來說，不做什麼要比做些什麼容易多
了；消極地去拒絕比積極地去接受要容易多了；破壞也比建設要容易多了。總之，不去做比去做要簡單多了！在會堂裡的
人們消極地拒絕了耶穌，也拒絕了祂所帶來的生命挑戰。事實上，這些人的決定也常常是我們的決定。我們雖然自稱基督
徒，也在感恩聖祭中聽著耶穌的教導，但是只聽不做，這不也形同拒絕了耶穌嗎？

        在今天的讀經一裡，我們看到厄則克耳先知也被同樣懷著消極生命態度的人拒絕了。因著以色列子民對天主誡命的漠
視，先知預言了耶路撒冷的毀滅，以及以色列國的滅亡。他的宣講迫使他們必須做一個抉擇：是要選擇順服天主或是繼續
叛逆？是要選擇罪惡或是選擇悔改？可惜啊！可惜！他們選擇了拒絕天主，而隨從了罪惡。公元前587年，先知的預言實現
了，以色列國被拿步高王侵入，並且拉枯摧朽般地被滅亡了。

        是啊！聽耶穌教導的群眾必須對耶穌所帶來的挑戰做一個分辨，聽先知宣報的以色列國也必須對先知帶給他們的挑戰
做一個抉擇，同樣地，在第二篇讀經格林多人後書中保祿告訴我們，他怎麼為他的生命分辨出什麼是最好的，以及他如何
做了最好的抉擇。保祿說在他身上有一根「刺」，我們雖不明白這根「刺」指的什麼，但很可能就是他面臨的困難、所罹

患的疾病、所受的淩辱、遭遇到的迫害、為愛基督而面臨的逆境等。這些刺時時都在挑戰著保祿，挑戰他必須為生命做出
分辨與抉擇，否則他也不會感覺如刺在背，甚至曾經三次痛苦地祈求天主替他拔除。面對這生命的挑戰，保祿沒有選擇依
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學習耶穌以柔順和謙卑選擇依靠天主的大能。在面對天主的大能上，我們看到保祿有一種非凡的信德
反應，他說：「我甘心情願誇耀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

        對保祿而言，誇耀自己的軟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曾經很在意他的名譽，並為名譽操心。對我們來說，要在
人後承認自己的軟弱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要在人前承認軟弱那更是絕無僅有的事。然而保祿懂得如何靠著天主的力
量來戰勝自己的虛榮，克勝本性的軟弱，以致他甚至可以誇耀這軟弱，好讓天主的能力住在他內。

        從保祿面對生命中為他帶來極度痛苦的刺與軟弱，我們可以學會如何在軟弱和痛苦中選擇依賴天主。我們在保祿的生
命中看到，當他選擇依賴天主的時候，生命中的軟弱不但不會腐敗生命，反而成為接受天主能力的入口，換句話說，當我
們選擇依靠天主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懂得如何在痛苦中珍惜愛護我們自己，因為天主正以祂的大能扶持我們，以祂的愛
珍惜愛護我們。並且如同保祿一樣，我們可以在天主面前卸下心房去感受我們生命中的軟弱，以及因軟弱所帶來的痛苦，
並且在聖神的引導下，於適當的時機為自己的軟弱和行為負責，也為好好照顧自己負責。同時我們可以如保祿一般，誇耀
這軟弱，也就是不必想著要去分析或是為自己造成痛苦的軟弱辯解，我們只需去感受軟弱，並依靠天主的力量不讓軟弱來
控制我們的行為。是的，生命中的刺與軟弱所帶來的痛苦正是在告訴我們，需要選擇天主並把我們自己交付給祂，好讓祂
的德能常在我們身上。

        因此，不屈不撓未必就是真正的堅強。如果我們真心願意選擇讓天主做我們生命的主人，那麼真實的力量反而是透過
那顯露出來的軟弱而展現出來。在我們的崩潰中，天主便要重組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的生命回到正軌。今天的讀經二，保
祿不就是在向我們分享這他可以大聲誇耀的、被基督德能重組的生命嗎？

        是啊，這軟弱讓保祿體會到了天主恩寵同在的力量。因為軟弱，所以使得保祿不以自身的能力及成就來自誇，而是謙
卑地來到主耶穌面前尋求恩寵。事實上，受苦並非只是保祿的親身經驗而已，它是所有人類的共同經驗。在我們的生命中
不是這個就是那個，總有些事情在我們生命中形成那傷痛我們的毒刺，而令我們的生命感到挫折、經驗到疼痛。這些挫折
痛苦必定曾經讓我們像保祿一樣，向天主祈求為我們拔去這些刺；甚至也曾經同耶穌一起呼喊過天主，能免去這杯苦爵。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在天主面前承認我們的軟弱，那麼保祿的恩寵經驗就將成為你我的經驗，這軟弱不但會使我們學會謙
卑，也會使我們的生命能夠更有深度。

        所以，以耶穌為師的保祿給了我們很不一樣的教導，而今天福音中耶穌在自己家鄉被同鄉拒絕的事件，我相信這事件
也給保祿的教導帶來了啟發和滋養。耶穌的同鄉自以為認識耶穌，自認為知曉祂出身卑微，沒有受過甚麼高深的教育，或
師事哪位有名的「拉比」，而且只不過是一個木匠的兒子，家道微寒貧賤，因此怎麼能負起崇高的使命呢？如何能自命為

默西亞王國的開創者呢？怎麼能聲明自己是天國的代表呢？所以對耶穌所講的就懷疑不信，甚至起了反感。耶穌這受屈辱
的遭遇乃是祂自由的選擇接受人性，以及決擇作為人所經歷到的最深度的軟弱與貧窮。福音敘述人們以拒絕對待了耶穌，
卻同時也是提前預告了祂的受難與十字架上的死亡，祂自由地選擇接受並面對這一切苦難，而且完全不以暴力面對，反而
是以祂的整個生命、並以天主旨意的方式迎向這一切，並勝過這一切。在最最極度的軟弱中，耶穌成了最最剛強的。

        是的，耶穌以天父的意願來作為自己的願意，祂服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立下了選擇天父旨意的典範；而
保祿學習了耶穌的榜樣，選擇誇耀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祂的身上。保祿的抉擇需要依靠天主的恩寵，而信德
正是領受天主恩寵的關鍵條件。信德的欠缺是天主賜與聖寵的一個障礙，因為恩寵需要我們接納才能通傳給我們。如果我
們拒絕它，它尊重我們的自由選擇，也就不能如它所願的進行工作。所以福音告訴我們耶穌在納匝肋會堂「不能行什麼神
蹟」，而只給少數的幾個病人覆手，治好了他們，就是因為他們缺乏信心。

        就讓我們祈求上主使我們能向祂的恩寵、祂的真理開放，並且繼續不斷地走向選擇耶穌的道路，讓我們的生命選擇
「好」還要「更好」，選擇「善」還要「更善」，因此；

         如果我要做得比「歸屬」更多、更好，那麼就去「參與」。

        如果我要做得比「關懷」更多、更好，那麼就去「幫助」。

        如果我要做得比「相信」更多、更好，那麼就去「行動」。

        如果我要做得比「寬恕」更多、更好，那麼就去「愛」。

        如果我要做得比「教導」更多、更好，那麼就去「服務」。

        如果我要做得比「生活」更多、更好，那麼就去「成長」。

        如果我要做得比「友善」更多、更好，那麼就去「成為朋友」。

        如果我要做得比「獲得」更多、更好，那麼就去「給予」。

        如此，我們將不僅擁有生命，而且是更豐富的生命。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