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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穌為我們講了葡萄園主人與工人的比喻。這比喻乍聽或許會讓我們覺得非常困惑，認為耶穌所講的

故事有點不夠公平正義，因為葡萄園主人  竟然是以不同工卻同酬的不公義方式對待了他所僱用的工人。是的，如果一聽完

這段福音，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如此，那麼我們可能就必須承認，我們的想法與天主的想法真的是天差地遠，並且離做一

個真正基督徒的目標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依撒意亞先知早已洞悉天人之間這段距離，所以在本主日彌撒的第一篇讀經依撒

意亞先知書裡，我們就聽到了上主這樣說：「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你們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雖然如此，

天主仍然願意透過福音的教導，邀請我們去領受祂的想法，令我們不致於一直停留在塵世的層次裡，或是不斷困惑在狹隘的

思維當中，而使我們能夠分享天主的滿全、正義、平安、聖潔與合一。

在談到本主日彌撒福音的教導之前，我先向各位分享一個我從《比喻－天主的利箭》這本書中讀到的故事。這是一個有

關領受天主的想法，並分享了天主的慷慨的猶太拉比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名字叫<天堂大門口的拉比>，這是一個廣傳在猶

太人當中的傳統故事，這個故事也提供了我們為瞭解本主日福音裡的比喻的一條進路。

從前有一位聖德出眾、智慧非凡的拉比，他熱愛托辣（梅瑟五書），一生以天主的聖言作為他腳前的明燈。由於他的信

德、慷慨、博學，以及一心事主的生活，而被公認是一部活生生的托辣，因此吸引了許多門徒來跟隨他，也吸引許多人們從

遙遠的國家前來向他求教，或請他代禱。因為人們相信，如果他們的老師是聖的，那麼他們身上也會沾到老師的聖德，影響

他們的生活和靈魂。

後來有一天，他死了，發現自己來到了天堂的門口，他遇見了伯多祿正站在天堂的大門口。伯多祿用他那把鑰匙打開天

堂大門，熱情地歡迎他說：「拉比，我們已經等你多年，天主已把你對托辣，對天主聖言的熱愛，以及你對義德和人們的熱

誠，都告訴我們了。來吧！歡迎你來到天國！」拉比有一點不知所措。他不僅可以進入天國，而且受到天主如此地讚賞和祝

福。他有一點不可置信地對伯多祿說：「你是說，我在天國是受歡迎的？」「豈止歡迎」，伯多錄說：「你在天國擁有一個

很高的位置。」「喔！那我可以提個問題嗎？」拉比說。「當然可以」，伯多祿回答。

「如果我可以進入天國是由於我的聖德，以及我對托辣和義德的愛，那麼你是否認為，我可以因一生的聖德，而能把別

的人帶進天國來嗎？因為，按照猶太教義，我之所以有聖德和義德，唯一的原因，就是由於我的一生，是他們在監督著我，

使我負起責任來，而能一心向前，邁向更加忠誠、更加虔誠的境界。你是否認為，萬能的上主，願祂的名受頌揚，會因了我

的聖德和對法律的忠誠，而讓我的學生也進入天國嗎？」伯多祿想了一會兒，說：「請在此稍等一會兒，我去請示天主。」



伯多祿走了不多一會兒便回來了，說：「拉比，我簡直無法相信，天主說可以，你所有的學生都可以因你的一生而進入天

國。現在，請進來吧！」

可是拉比又停頓一下，說：「你是否覺得，萬能的上主，願祂的名受讚美，會讓其他的人也因了我而進天國嗎？因為，

所有好心的猶太人都熱愛托辣，並且專務聖經的研究，他們很希望能夠成為一個拉比的門徒，但他們必須遵守誡命，照顧有

需要的人。有這麼多的人曾幫助了我的學生和我自己，為我們提供吃住，對我們行愛德。你是否認為他們也能夠進來呢？」

伯多祿回答說：「我不知道，你在這裡等著。」伯多祿又去問天主，很快地他又回來了，「拉比，天主又說可以。所有那些

幫助過你和你學生的人，以及為你的團體服務過的人，都可以因你的聖德而進入天國。現在，你進入天國吧！」

「不」，拉比說：「我還有個問題。」伯多祿說：「你還有什麼可問的？」「嗯」，拉比說：「基督徒怎麼樣？因為，

猶太人之所以如此忠誠的唯一原因，是由於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受到基督徒的迫害和追逐。你是否認為，萬能的上主，願祂

的名受讚美，會由於我的義德和對托辣的熱愛，而讓他們進來呢？」伯多祿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搖著頭對拉比說：

「坐下，你好好坐著等。我知道這回時間要長些了。」他走了，拉比開始等，這回似乎是沒完沒了地等，卻不見伯多祿回

來。他開始著急起來。終於，伯多祿回來了，這一次，他卻說：「不。不，拉比，天主說不，在你的庇蔭下可以進來的人，

是有個限度的，基督徒不能因你對義德和對托辣的熱愛而進來。」

「為什麼？」拉比問。「唉」，伯多祿說：「所以我才待了那麼久。天主知道你一定會問個明白，為什麼要限制你的聖

德效應，所以天主把理由告訴了我。天主說：對猶太人的審判，只看他們的聖德，以及對法律、對托辣和對天主聖言的熱愛

程度。對基督徒則不然，他們的審判是根據聖神、愛的法律、真福八端來審判他們，而真福八端正是舊約十誡的圓滿。審判

基督徒要看他們怎樣對待窮人，如何衷心地愛他們的仇人，為迫害他們的人祈禱。所以不行，不能因為你而使他們進去。現

在，你應該可以進去了吧？」

拉比退後一步，說：「不，我不進去。」「為什麼呀？」伯多祿吼叫起來。「因為我是猶太人，我們每年過逾越節的時

候，都要讚美天主，並舉杯記念祂對以色列民族的仁慈。我們要舉四杯酒，但第三杯酒我們並不喝掉，而是把它灑在地上，

以記念我們的仇敵埃及人的死亡，並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因敵人的死亡而高興，我要等到知道迫害我們的基督徒，和我們的

敵人都已經回到了天父的家裡，我才會進入天國，我會一直等的。」

無論伯多祿怎麼勸說，都無法說服拉比進去。於是，砰的一聲，天國的大門關上了。所以，如果你是猶太人，你死的時

候，不用擔心。除了伯多祿，你在天堂門口遇見的第一個人，便是這位既聖潔又胸懷無比慷慨的老拉比，他會招手讓你進入

天國。而如果你是基督徒，從老拉比身邊走過去，對曾經是仇人或迫害者而如今已經變成朋友的你，他會為你說情，因為他

就是要你進入天國。是的，當我們所有的人在天國裡都合而為一體時，老拉比就可以回家了。

按照我們世俗的價值觀，這位老拉比幹嘛那麼笨，這不是他向那些迫害他的基督徒或是奴役他的埃及人實行公平正義最

好的時刻嗎？他為什麼不這樣作，還替他們向天主求情。然而這就是傳統猶太教的信仰和實踐，這個故事向我們說出了，我

們必須具有非凡的勇氣和寬闊的胸懷，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更不用說作一個虔誠的猶太人或基督徒，不就更應該是如此

嗎？我們是基督的跟隨者，而基督不是以我們所理解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公平正義，但卻是以自我犧牲和大無畏的愛來

引領我們，那麼，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我們在生活中應當實行和為之作證的，又該是什麼樣的公平正義呢？換句話說，耶穌

的正義又該是怎樣的正義呢？今天的福音就是要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福音的比喻講述了一個葡萄園主人，在一天之中多次僱用工人為他的葡萄園工作。他早晨一大早出去找到一些工人，與

他們約定勞動一天的工資是一個銀幣。然後上午九點左右又出去，看到還有一些人閒著，便也僱用了他們。約在中午和下午

三點鐘，他又出去。最後一趟是下午五點鐘左右，看到還有人沒工作，就將這些人也僱用到自己的葡萄園，換句話說，只讓

這最後一批工人工作了一個時辰。

最後主人對他的管家說：「你叫工人來，分給他們工資，從最後的開始直到最先來的。」當然那些一大早開始工

作的人以為可以得到更多的報酬，但是他們跟最後受僱的工人一樣，都是賺得一個銀幣。於是他們就抱怨主人。當然，我們

也會覺得主人的舉止很不公平正義，如果你在職場中遇到同樣的情況，當然也會忿忿不平。但是主人向其中的一個工人解釋

說：「朋友，我並沒有虧負你，你不是與我談定了一個銀幣嗎?」是的，葡萄園主人並沒有虧負這個人，他並沒有違

反公平正義的行為。

然而，這個主人隨後向我們顯示出了他的慷慨：「我願意給這些最後來的和給予你的一樣多。」也就

是說，主人願意慷慨對待那些最後一小時來的工人。這最後一批工人並沒有對掙得的工資付出等值的勞動，如

果按照人的公平正義原則，他們當然是無功不受祿。然而，他們需要這些錢去過一個基本的生活，而主人知道

他們的需求，所以慷慨地多給了一些，因此他說：「難道不許可我拿我的財物，作我所願意作的事嗎？」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福音中的這個教導今天在很多先進國家，特別是受基督信仰薰陶的西方社會已經在某種程度上

實現了，而也成為一些先進的東方國家所學習和跟進。是的，今天很多先進國家都致力於社會福利的推行，其所頒佈的法律

也同意讓沒有工作的人獲得金錢的幫助：例如為窮人或失業者制定社會福利津貼，這津貼不是靠工作掙得的，然而卻是為了

他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給付的。所以，大部分的執政者都已經開始明白，不可把我們的社會只是建立在我們人所謂的公平正

義的基礎上，而不去考慮不同景況的人的不同需要。今天有許多國家或社會，已經備有一整套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和健全的

法律，就是為來因應這些不同的需求。比如說，如果一個人生病了，因而無法上班工作，但他照樣能夠領薪水。又比如說，

在國際間或社會上、我們常常會看到許多擁有多餘財富的國家或人士自發地伸出援手幫助貧窮或企需幫助的其他國家或人

們。事實上，根據人的公平正義原則，那些富有的國家或富人是靠工作、勤奮和許多智慧而致富的，因此理當擁有財富，但

是他們將財富捐出來為救急濟窮，這從人公平分配的原則來看似乎是不符合公平正義的，然而為建立一個健康穩定的社會卻

是公平正義的。在此，我們看到今天福音的教導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們，並且改善了社會關係，健全了社會

結構。

盼望我們每個基督徒都能夠像前面故事的那位老拉比一樣，真正成為活生生的托辣，並分享天主的shalom，希伯來語

shalom的意義是滿全、正義、平安、聖潔、合一等。如果我們按福音的公平正義行事，那麼我們就會像故事中的老拉比那

樣，懂得什麼是平安；而當我們以福音的精神，在為窮人和受迫害者建設一個更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時，我們就能找到我們

自己的平安、合一和圓滿，這就如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我們如果想得到平安，就得為正義努力。

是啊！今天福音為我們揭示了公平正義的真正標準，這標準改變了當時聆聽祂講述的人，同樣也要改變今天的我們。這

個比喻足以警醒我們，對我們如何實行公平正義，要重新加以反省與評價啊！

祈禱經文

在「進堂詠」中，我們聽到了天主對我們的許諾：「上主說：我是百姓的救援，他們在任何患難中呼求我，我定

要垂聽他們，永遠作他們的上主。」這首「進堂詠」並非出自於聖經的任何章節，但卻是很類似撒羅滿王在奉獻聖殿

時，向天主的一句祈禱：「如果祢的百姓以色列，個人或團體，心中感到內疚，向這殿伸手祈禱哀求，願祢從天

上祢的居所，予以垂聽、寬恕、援助……。」（列上八38-39）在中世紀的時候，這首「進堂詠」一直被使用在羅馬傳

統的「禮儀集合站」禮儀的四旬期第三週的星期四，而這天的禮儀站就是在那以聖高邁（Cosmas）及聖達勉（Damain）兩

位殉道聖人（9月26日）作為主保的教堂。在這座教堂的穹窿就銘刻了這句「進堂詠」。這闋禱詞從第八世紀始直至梵二之

前，一直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十九主日。

我們在這個主日的「集禱經」中，這樣祈禱：「天主，祢曾曉諭我們，愛主、愛人乃是祢所有誡律的中心；求祢

使我們恪遵祢的誡命，日後獲享天國永生。」這闋禱詞的第一個部分乃是在公元537年9月8日，羅馬城被圍攻時，教會

為彌撒所編寫的禱詞。其靈感源自申命紀六4-6、肋未紀十九17-19, 34，以及瑪竇福音二十二37-40、馬爾谷福音十二29-31、
路十 27-28。這闋禱詞是根源自第六世紀禮書中的平日禮儀，在梵二之後予以改寫，並使用在本主日的彌撒中。

在團體向天主呈獻餅和酒時，我們在「獻禮經」中，祈禱天主悅納我們的獻禮，使我們藉這天上的聖事，獲得我們在信

德中虔誠期待的恩許：「仁慈的上主，請收下祢子民的獻禮，好使我們藉感恩聖祭的奧蹟，獲得所信仰與期待的恩

惠。」這闋禱詞好幾次出現在聖誕期的平日彌撒中。它源自第六世紀古老禮書中，是一闋特別為十月分當乾旱季節來到，

農作物歉收時的禱詞。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首「領主詠」來自聖詠：「祢頒發了命令，使人嚴格奉行。願我的行徑堅定，常

遵守祢的章程。」（詠一一八4-5）這簡短的句子來自舊約中最長的一篇聖詠，詠唱出對天主法律的愛慕和奉行法律的幸

福。在領聖體時詠唱這篇聖詠，就是要把我們生活的行徑和天主所賞賜的禮物聯繫起來。這首「領主詠」與本主日的「進

堂詠」從梵二前，一直以來都是初現在同一台彌撒中。「領主詠」的另一個選擇則是出自若望福音：「主說：我是善牧，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若十14）在聖體聖事中，我們就是與善牧耶穌同在。這首「領主詠」這首「進堂

詠」從第八世紀始直至梵二之前，一直使用在復活節後第二主日。這也是一系列以「我是」作為開端的「領主詠」中的一

首。

領了聖體聖事，生命獲得更新之後，我們在「領聖體後經」中，祈求天主：「仁慈的上主，祢以聖體聖事養育了

我們；求祢不斷助祐我們，使我們一生常能藉此感恩聖祭，獲取救恩的實效。」這闋禱詞是出自第八世紀的古代禮

書，一闋使用在執事聖秩禮儀中的禱詞。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綠色祭披。

2.　 主祭在致候詞之後，可以用下列類似的導言，導引信友們更深地進入信德的奧蹟之中：「天主的正義與美善超乎我



們的理智與想像，是我們有限的人所無法無解的，因為天主的恩寵是無垠的恩寵。我們可能會問，天主為什麼對待

罪人如此寬宏大量？然而我們可能忘記了，祂不就是以同樣的寬宏大量對待我們嗎！就讓我們向天主的仁慈和美善

打開心懷，在我們尚未祈求時，祂就已經將之白白賞賜給我們了，甚至比我們所期待的還要多。不論是早到的或晚

到的，都是天主所愛的，我們都被天主邀請共赴祂的盛宴。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參與耶穌對天父的謝恩當中。」

3.　 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引言，來幫助信友們進入「懺悔詞」當中：「有時候，我們會質疑天主寬宏慷慨和無量

慈悲的愛，有時候我們會忌妒天主賞賜給他人的恩寵；現在就讓我們懇求上主的寬恕。」

4.　詠唱「光榮頌」及「信經」。

5.　 這個主日「信友禱詞」的導言，主祭可以運用本主日福音的精神，以下列類似的話語來邀請會眾提出意向：「天

主的慷慨總是讓我們無法理解，常常讓我們目瞪口呆，現在就讓我們懷著對天主救恩的盼望，信賴祂的

寬宏大度，呈上我們的祈禱。」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總是親近那些呼求

祢的人；祈求祢憐憫我們、親近我們，並俯聽我們的祈禱。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6.　 在「感恩經」開始之前，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話語作為導言，引領信友們進入感恩聖祭的頂峰經驗當中：「當

我們站在尊威的天主台前時，我們人的卑微真的無物可以奉獻，但是祂將祂的聖子耶穌基督恩賜給了我

們，藉著祂，我們有幸獲得了天主的慷慨慈悲。現在就讓我們與主耶穌一起，向天父獻上我們的感恩之

情。」

7.  宜採用感恩經第一式、第三式或第四式。（按「彌撒經書總論」第 365 號d項：「感恩經第四式：附有不可變換的

頌謝詞，扼要地陳述整個救恩史。本感恩經可用於沒有專用頌謝詞的彌撒，以及常年期的主日。這感恩經因其結

構關係，不得加念為亡者的特殊經文。」）若採用感恩經第一式及第三式，則頌謝詞可採用「常年主日頌謝詞」

（一）~（八）。     

8.　本主日「禮成式」可舉行隆重降福禮。請見《主日感恩祭典（甲）》頁314-315「季節降福經文－常年期」。

9. 　最後的結束派遣用語可選用以下格式，並與「彌撒禮成」配合使用：

        1)  去傳揚上主的福音！

        2)  平安回去，在生活中光榮天主！

        3)  平安回去！

一周禮儀

1.　平日讀經採單數年。

2.　這周遇到的慶日及必行紀念日：

       9月27日（周三）聖文生．德保司鐸  紀念日 （白） 

       9月29日（周五）聖彌格、聖佳播、聖來福總領天使  慶日（白）

       9月30日（周六）聖樂業司鐸聖師 紀念日 （白）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可行殯葬彌撒，但禁其他亡者（紀念）彌撒。亦可行「禮典彌撒」， 如婚禮彌撒、發願彌撒等。

2.　 周間舉行「求恩彌撒」（Missa votiva），可採用適合彌撒的顏色，也可採用本日或本禮儀時期的顏色。（《羅馬彌

撒經書總論》第 34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