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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瑪竇福音》中，耶穌於「山中聖訓」裡講了真福八端之後，用「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

山上的城，是無法掩蓋的」的比喻，來教導我們如何相稱地活出基督的逾越生命，緊接著，祂向我們宣告：「你們不

要以為我來是要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要廢除，而是要成全。」之後，祂以六個對比的格式言論「你們一向聽

說……我卻對你們說……」來矯正人們對法律的誤解，並為我們指出法律的成全之境，且為我們帶出新的生活方向，激

勵我們在與天主及與他人的生命交往關係中能走向更高遠的成全境界。

上個主日彌撒的《瑪竇福音》談了四則對比的言論，本主日的福音則是要引領我們攀登到耶穌「山中聖訓」的最高峰訊

息，即「愛仇」。為達到這頂峰訊息之前，教會在彌撒讀經一的安排上，特別選擇了《肋未紀》中一篇同樣論及愛人的相對

應經文：「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上主我、你們的天主是聖的。不可存心懷恨弟兄，要坦白勸誡同胞，免得為了

他而負罪債。不可復仇，對本國人不可心懷怨恨；要愛人如己。」從這舊約的教導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舊約的法律

在程度上或實踐範圍上仍有其局限，但已經是朝成全的方向在努力邁進，並為我們指出成全的終極目標，這目標就是基督。

因此，顯見這段取自舊約的經文正是為今天的福音埋下伏筆，預作準備。

福音的「愛仇」與舊約的「愛人如己」兩相比較，顯見福音的著眼處更加深廣，因為所面對的對象不僅本國人，也不

僅是自己的同胞兄弟，而是仇人，包括任何不同血脈和任何宗派的人。面對仇人，耶穌所成全的法律是：「你們一向聽說

過：『你應愛你的鄰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要愛你們的仇人，並且要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

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耶穌的愛仇上智正是我們今天這個紛擾的世界所最最需要的教導，但卻也是最最難學的

功課，因為我們世俗所自以為的智慧認定只有傻子才會那樣做。然而在本主日的第二篇讀經《格林多前書》中，聖保祿卻是

耳提面命、諄諄教導我們說：「你們中間若有人在今世自以為是有智慧的人，該變為一個愚拙的人，好成為真有智

慧的人。」

因此，從人的智慧來說，愛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對一個分享了耶穌智慧的人而言，卻是能夠。因為上智的耶穌

親自自十字架上完成了法律，為我們指出了愛仇的明路。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祂愛人到底的愛為釘死祂人如此代求：

「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甚麼。」（路廿三 34）事實上，正是耶穌的這個行動，讓我們終於

得以完全明白，祂是如何成全舊約的法律： 

1. 耶穌是以對父徹底的順服而成全了舊約法律 

天主子耶穌按父的旨意降生成人，完完全全順服了父的旨意。換言之，法律所要求的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主，

你的天主，唯獨耶穌完美成全了！耶穌徹底順服天父所為祂賜下的每一道旨意，無論這旨意的要求代價有多大，也無論這旨

意給耶穌降生成人而具有的肉體生命帶來多大的張力，甚至衝突的力道極致到必須忍受十字架的苦難與死亡，祂也都斷然降

卑於天父的意志之下，而徹徹底底服從了天父的旨意。耶穌的徹底順服乃是祂成全法律的最基本關鍵。



2. 法律要求背約者死，但耶穌卻代替違約的我們遭受刑罰

法律的目的是護守我們的生命，能夠活在與天主愛的盟約關係中，然而卻同時也要求背約者死。耶穌基督不是背約者，

但祂卻甘心與違約者同列，情願義人代替不義的人，承擔罪人的罪過，用祂十字架的苦難與死亡替代我們受了應受與該死的

刑罰，以此而滿足了法律對背約者的責罰要求。甚且，耶穌不單單為我們的罪死了，祂更為了我們的成全而復活了。是的，

耶穌就是以祂的逾越奧蹟成全了法律，確保我們能夠活在與天主愛的盟約關係中。

3. 在聖事中，基督使我們得以重生，並使這重生的生命得以成長

在那源自基督逾越奧蹟的聖事中，我們分享了基督的逾越生命，生命得以重生、滋長。在聖洗聖事中，罪歸給了基督，

基督的義德歸給了我們，所以天主看我們不再是被定罪的、該滅亡的，而是得以成義、得以成為祂所喜悅的子女；在感恩聖

事裡，我們於聖體的滋養中獲得滋長，並結實纍纍，也都成了一塊塊如同生命的瓦片，鑲嵌於上主在歷史上創造的、聖潔的

巨大馬賽克上，使基督的臉龐透過我們的生活見證而閃耀光芒。是的，法律所要實現的天人盟約關係，耶穌在聖事中成全並

完全實現了，而我們也藉由聖事的領受，分享了耶穌成全法律的纍纍果實。

現在我們就按著今天的福音，循著耶穌的教導路徑，一步步攀登至法律的成全之境，也就是「愛仇」的頂峰勝地。我們

可以從下列兩點來看：

一、放棄報復的權利

耶穌在這段福音中這樣說：「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事實上，天主在舊約設立這樣的律法，其主要目的是作為法官裁決各種暴行的刑罰依據，並且為刑罰提出了該有的範圍

與限度，而不是鼓勵私人懷有報復的權利。可惜以色列和回教國家的人們誤解了這律法的真正的意涵，直到現在他們彼此仍

舊是以誤解的法律去彼此相對待。所以以色列與伊朗常常互嗆，當伊朗試射長程飛彈，展示武力時，以色列就反彈並宣稱如

果伊朗再不節制，就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面對挑釁，伊朗總理也回嗆要「切斷來犯者的右手」。中東地區因此永無

寧日。

2013年當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戰爭看似將要爆發，以色列籍的平面設計師朗尼艾德瑞（Ronny Edry）在臉書上分享了一

張他和女兒的海報，上面寫著「伊朗……我愛你」。很快地，許多以色列人也製作了他們自己類似的海報，上面寫著同樣的

字；隨後伊朗人也親切的回應了。這一個設計師的簡單行動激發了臉書上熱烈的回響，促使許多社群紛紛設立，如：「以色

列愛伊朗」、「伊朗愛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愛以色列」等。是啊！這正是耶穌在山中聖訓的教導，祂拒絕以暴易暴的

理念，這理念是人心出自本能的傾向，這種反應在人看來雖然合情合理，但福音所宣講的正義卻是有著更高的要求，它要求

我們不要報復，而要接納行不正義者。是的，放棄報復的權利，讓愛取而代之，這便是登上了愛仇的第一階梯。

放棄報復，並不表示放棄公義；然而以報復的心所爭取到的公義，常常會偏離真正的公義。例如，當政府腐敗致使社會

正義不得伸張，若是為了爭取公義，大家理當義無反顧參加反政府活動；但若是懷著報復的心態，那麼就容易被政客操弄，

演變成政黨惡鬥。因此，若是以報復之心爭取公義，那麼原先爭取公義的焦點就會被模糊掉，甚且造成社會不安、股票下

跌、經濟衰退、國會停擺。是的，基督徒要尋求公義，但要放棄報復。只有天主有報復的權利，因為只有天主的審斷才是真

實的公義。

二、以德報怨：耶穌從兩方面來告訴我們，如何以德報怨：

1. 化被動為愛的主動：在耶穌的時代，「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如此地深植民心。從梅瑟時代就流傳下來的這項生活

準則，對每一個猶太人來說，成為理所當然。事實上，這句常迴響在生活中的成語，也不斷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甚至也成

為戲劇節目為吸引收視率而鋪陳灑狗血劇情的不變法則。如果你曾看過陸劇《後宮甄嬛傳》、《蘭陵王》、日劇《半澤直

樹》、台劇《風水世家》等連續劇，每當看見壞人使壞而讓主角受苦的時候，想必很多人一定對壞人恨之入骨，但當主角的

報復戲碼展開時，一定又是大快人心、額手稱慶。是的，就如同日劇《半澤直樹》中的經典台詞：「以牙還牙，加倍奉還」

這樣的想法，幾乎已成了一般人尾隨不掉的生活態度。 

然而，耶穌在今天的經文中卻提出了一套另類「加倍奉還」的新方法。耶穌說：「如果有人打你的右頰，你把左

頰也轉給他。如果有人與你爭訟，拿你的內衣，你連外衣也讓給他。如果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兩

千步。」換句話說，耶穌提出的「加倍奉還」策略，居然不是報復的策略，反而是超越一般人想像的，也就是以「愛」來

「加倍奉還」。這愛的行動不是按照別人如何對待我們來作標準的，卻是照耶穌對待我們的方式來對待別人。

2. 化詛咒為祝福：耶穌說：「要愛你們的仇人，並且要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愛仇」是以德報怨最具體的行

動，但是耶穌知道我們無法一個步履就登至愛仇的高境，祂知道我們人性的軟弱，所以衪要我們先為那些迫害我們的人祈

禱。當我們把自己和我們所恨的人一起帶到天主面前的時候，我們的仇意就會逐漸消失，因為天主就是愛，而我們是一起站



在愛的根源面前，也因此我們無法在天主面前持續憎恨一個人。的確，這種祈禱真的是一種作犧牲、付代價的祈禱，特別是

當我們被傷害得太深的時候。祈禱是最恰當的祝福，而祝福表示我們願意寬恕。然而寬恕並不意謂著我們的不愉快經驗會從

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但是卻可以改變我們記憶的方式，也就是將原有詛咒化為祝福。

在六則對比言論的最後，耶穌以下列的挑戰來總結祂的教導：「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

的一樣。」主耶穌在這裡所提到的「成全」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天主一切美好的屬性：愛、慈悲、憐憫……。而耶穌

自己就是用生命來愛每一個愛祂或逼迫祂的人，祂也對每一個愛祂或逼迫祂的人顯示祂的慈悲，祂同時也讓每一個愛祂或逼

迫祂的人都經驗到祂的憐憫，神學家潘霍華就提到這樣的愛，他說這樣的愛是超越我們能力的愛，是超越人性的愛，是完全

的愛，但同時也是耶穌所要求我們去活出來的愛。

同時，「成全」這個字在原文的意思更是超越了十全十美，而指向一個東西完成了它受造的目的。譬如你買了一部電

腦，當你把它所有的功能都完全發揮出來，這部電腦就達到它被製造的目的，這就稱為成全。如果你只會用其中的某些功

能，這部電腦就是不成全的。因此，成全代表成熟、完備。耶穌說你們要成全，像祂一樣如同天父成全一樣時，就是指我們

在生命上要成熟完備，像天父一樣，這正是天主創造我們的目的。

主耶穌以祂所成全的法律教導我們、也挑戰我們基督徒生活的標竿，去過一個成全的人生，活出天主成全的愛、慈悲與

憐憫。天主的成全由耶穌的口中道出來，不僅是要表達天主是如何地願意透過祂的聖子耶穌，把祂的成全分享給我們，赦免

我們的罪，賜給我們新生命與幸福；耶穌更是呼籲我們要像天主一樣，向他人，而特別是那些得罪我們的人顯示同樣的愛與

慈悲。

在耶穌說過的話中，我想最大的挑戰就是要求我們該當成全這一句話。因為對軟弱的我們來說，要達到如此的成全，並

不是一件做得到的事，因為我們確實無法像耶穌一樣，真實地去愛仇敵，我們頂多只能做到表面的和平、井水不犯河水的平

靜，這就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但以和為貴的背後，可能只是隱藏我們內心暗潮洶湧的辱罵與攻擊的聲音。然而，最近有次

照鏡子時，突然驚覺自己與我那去逝的父親極其相像。看著我自己的容貌，我突然看見了十五歲那年我見到的父親容貌。他

自卑、自負但又信心十足，我對他崇拜但又批評，我愛他卻又怕他。當我在鏡中看到我自己的容貌時，我驚呼我們兩個人怎

麼會那麼像。我在震驚我和父親的相似處時，我也體會到我是他的兒子，我必需繼承他受人尊敬、懼怕、讚美、誤會……就

像我父親一樣。

同樣地，如果我們願意把耶穌的成全畫像放在我們生命的跟前，讓它像鏡子一樣，時刻觀照我們自己的生命，那麼我們

便能把耶穌所成全的一撇或一畫也決不會過去的法律，一筆一勾一撇一點一畫地寫入我們的生命中，而讓我們的生命同化於

耶穌的生命。如此，作為那位成全的天父的子女的我們，總會有那麼一天，當我們映照心靈的那面照鏡子時，也會驚覺到我

們與天父是何等地相像啊！

祈禱經文

「進堂詠」源自《聖詠》一二6：「上主，我要宣揚祢的一切奇妙作為；我要因祢而歡欣踴躍，至高者，我要歌

頌祢的名號。」聖詠作者信賴天主的仁慈，歡躍於天主的救恩，因此歌頌寬仁大方的天主。這首進堂詠從第八世紀以來，

就是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的第一個主日，梵二之後將之固定於常年期第七主日使用，而這個主日很少有機會在四旬期之前慶

祝，今年算是很特別的情況。                                                                                                                                                       

「集禱經」：「全能的天主，求祢使我們思念純正，常常嚮慕精神的美善，並能以言以行遵奉祢的旨意。」

這首禱詞出現在第八世紀的禮書中，是戰爭期間向天主奉獻彌撒時用的一闋禱詞，同時在教會早期的禮書中也將之應用在

主顯節之後的第五或第六主日。這闋禱詞也讓我們想起耶穌痛斥法利塞人只說不做（參：瑪廿三 3），而提醒我們要言行一

致。                                                                                                                                                             

「獻禮經」祈求天主使我們的奉獻能夠有益於我們的得救：「上主，我們舉行這神聖祭祀，懇切地求祢，使我們

為顯揚祢無上尊威所作的奉獻，帶給我們豐富的救恩。」這闋禱詞是梵二後才編入彌撒經書中的，但其來源是直接採

自第六世紀的禮書，其使用於六月份的禮儀當中。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一是源自《聖詠》九 2-3，聖詠作者歌頌歡躍於天主的奇妙化工：「上主，我要宣揚祢的一

切奇偉；我要因祢而歡欣踴躍，歌頌祢、至高者的名號。」在傳統上這是一首使用於聖神降臨節之後第一個主日的

「進堂詠」。另一則是節錄自《若望福音》十一 27，我們與失去兄弟的曼德（瑪爾大），一起向耶穌宣信：「主，我信祢

是默西亞、天主子，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位。」

「領聖體後經」指向了末世永生的保證與成果：「全能的天主，祢以聖體奧蹟給了我們得救的保證；求祢也使我



們獲享救恩的成果。」這闋精簡的禱詞在第八世紀的古代禮書中，使用於四旬期間。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綠色祭披。

2. 　詠唱「光榮頌」及「信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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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對、報復、仇恨等常常

讓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這正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慣常法則。今天彌撒所要通傳給我們的訊息卻是與此不同，福

音告訴我們要運用耶穌的山中聖訓，藉著寬恕與愛仇，打破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而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與播種者。

是的，主耶穌在今天要以愛仇來教導我們也挑戰我們基督徒生活的標竿，就是過一個成全的人生，活出天主成全的

愛與慈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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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棄對我們傷害的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這是很困難的事。現在讓我們為此而祈求天主的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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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讓我們按照基督的教導，努力成全，並

以天主的愛與慈悲為所有人的需要，向天主說出我們的祈禱。」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

主，祢的聖子耶穌為我們活出了愛仇的典範，祈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甚至是為那些與我們敵對的人而作的祈禱，

並使我們成為你的子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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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現在就要慶祝那為我們帶來修和與生命的感恩聖祭；就讓我們偕同那在我們當中的基督，向天父表達我們的謝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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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為本主日福音「愛仇」的高峰訊息，因此感恩經也可以選擇配合此一主題的「修好感恩

經」（見《感恩祭典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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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去傳揚上主的福音吧！

　　2 )  平安回去，在生活中光榮天主吧！

　　3 )  平安回去吧！

一周禮儀

1. 　平日讀經採單數年。

2. 　請特別注意： 星期三是「聖灰禮儀日」，禮儀年度開始進入四旬期。為了與普世教會同步，也為了在牧靈上幫助教

友們建立起正確的主日及「聖灰禮儀」的觀念，堂區比較適宜在「聖灰禮儀星期三」施傅聖灰。因此

堂區可以按照牧靈的情況在今日的早上或晚上慶祝彌撒，於彌撒中舉行「聖灰禮儀」。彌撒省去開始

時的懺悔禮，並在福音及講道後，祝福及撒放聖灰。如果要在主日撒放聖灰，則可以在彌撒外撒放。

聖灰可由橄欖樹枝燒成，或按習慣，用去年的聖枝燒成。本堂可邀請教友在「聖灰禮儀星期三」之前擇一晚上舉行「燃

燒聖枝儀式―為聖灰禮儀準備聖灰禮儀」。經文請見請見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網站 http://sliturgy.catholic.org.tw/。

若有需要，堂區也可以在聖灰禮儀後星期四至星期六期間，另外組織彌撒外的「聖灰禮儀」，按照禮規，此禮儀可以以

聖道禮儀開始（進堂詠、集禱經、讀經，取消懺悔詞），在主禮講道之後，祝福並施放聖灰（灰燼若已在聖灰星期三的禮儀

中祝福，則不必再度祝福），之後信友禱詞和結束禱詞。

Kevin Richer 在他的文章〈聖灰禮儀星期三及其信仰基礎〉裡，有一段關於四旬期開始的意義說明，這段話充分地表達

了這個日子的涵義：「要忠實於我們今天所領受的這個記號，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涉及到自願去直視我們生命中的陰影和

黑暗。但是我相信，勇氣與我們的信德是成比例的。我們越是深入地相信復活事件所帶來的光明，就越有勇氣去探究生命中

的黑暗。……那麼，四旬期的規誡是什麼呢？在禮儀的傳統語言中，這是悔改與修好的規誡。我們悔改什麼呢？是我們要在

天主之外建樹自我的計畫。我們要和什麼修好呢？是我們最深的自我，無限而又親密地植根於天主內。因為我們是要『成為



天主的正義』，這個恩寵不是『白受』的。這是我們一生的規畫，也要每年更上一層樓。」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可行殯葬彌撒，但禁其他亡者（紀念）彌撒。

2. 　 周間舉行「求恩彌撒」（Missa votiva），包括周六特敬聖母彌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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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