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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臺預報中心的責任是預報氣象，並為人們預警未來因氣候可能發生的危險情況，例如颶風、颱風、海嘯或洪水等。

預報中心的天氣預報員，就算要面對群眾對危險的忽略或無知，或是這些訊息讓群眾覺得被騷擾，或是這些壞消息讓群眾覺

得很不舒服，即使如此，他仍然有責任要將未來可能發生的危險，按照氣象資料的分析，據實以報。如果隱匿實情，2019年
開始的新冠狀病毒至今仍處於現在進行式，人類正在經歷無以倫比的浩劫，病毒並不關心政治裡的虛虛假假，政治辭令不能

左右病毒。能為彼此開啟安全防護作用，唯有彼此間的真誠與真相。

本主日彌撒的《瑪竇福音》讓我們意識到，我們應該為團體生活中的彼此承擔起「守望相助」的責任，因為風暴常常出

現在我們所認識和所愛的人的生活中。氣象預報員雖然無法防止天災的侵襲，但是他仍然有責任儘早發出警告，讓群眾有足

夠的時間做好防災準備。所幸與氣象預報不同的是，我們的適時行動，有時候能讓一個人生活中的風暴轉向，特別是當我們

的警告提得適當又適時的時候，更能夠幫助一個人渡過生命裡的風暴。這是天主賦予我們的任務，祂委任我們要相互成為彼

此的守護員，一如讀經一《厄則克耳先知書》中，祂這樣指定先知作以色列人的警衛一樣：「人子，我現在立你作以色

列人的警衛；你聽了我所說的話，要代我警告他們。」 耶穌要我們彼此相愛，其中包括了對將要發生在我們近人生命

中的危險和災難提出警告。

因著愛，首先讓我們想到的是父母、師長對子女、學生的愛的管教。時下許多青少年不高興父母、師長告誡他們不要抽

菸、不要喝酒、不要吸毒、不要翹課，甚至不要有婚前性行為等傷害自己也傷害別人的作為，但他們認為父母師長的思想落

伍了，他們的想法一點都不夠「酷」。他們希望這些老人家能夠更懂得他們的行為，以對待大人的方式來體貼他們。然而即

使如此，許多背負教導下一代重責大任的新一代父母、師長，仍然意識到責任重大，雖承受責任的壓力與關係的緊張，仍願

意努力學習新的應對青少年的方法，就怕疏忽了該給他們的教導或警告，而造成彼此一生的遺憾。 

不只青少年會犯錯需要被糾正引導，大人們的行為也常會走上岔路也需要被提醒和警告，尤其是當許多人甚至是我們自

己成為弟兄姐妹惡劣行為下的犧牲者或受害者的時候，更該積極地做點什麼事，來幫助對方避免陷入更深的罪惡泥淖當中，

進而改善彼此間的關係。在今天的福音中，瑪竇就是按他那個時代的教會實況，寫下了弟兄姐妹彼此規勸的三個步驟。

《瑪竇福音》這部作品就猶如初代教會的教會守則，因此第一世紀末至第二世紀初的信友們，就常以聖史瑪竇的福音視

角來了解並深化基督信仰，並依此來作為基督徒生命態度與生活行動的準則。在今天的這段經文裡，瑪竇為我們敘述耶穌如



何運用猶太傳統中解決衝突的方法，再加上祂個人的教導，發展出三個「對質」步驟。後來，教會內的各修會團體就以這三

個步驟作為團體成員彼此規勸之道，並且認真地予以遵守。今日的社會和教會組織都更形複雜化了，因此這三步驟是否能符

合現代生活所需？以及要如何善用這規定？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省思的問題。不管如何，這三個「對質」步驟所發揮的愛德

精神，及其建立在信德上的根基，直到今日，仍然是有效的金科玉律，依然能夠為教會內弟兄姐妹彼此間的爭端提供一幅衝

突處理的美好藍圖。

說到衝突雙方的對質，或許有人一聽到「對質」就感到為難與惶恐，因為害怕受到二度傷害。從我們小時候的許多消極

經驗，其中更包括父母親吵架所遺留給我們的負面印象，使我們不知如何有效地去面對衝突，以致對「對質」產生莫名的恐

懼。這份恐懼感，常促使我們把可以私底下和平解決的爭端，擴展變成毀滅性的流言與醜陋的公開對質，甚至將無辜的人捲

入事端，並進一步傷害到所有耳聞此事的人。在今天的這段經文中，耶穌就是要教導我們，如何在祂內用有秩序的三個對質

步驟，來解決教會內弟兄姐妹間的衝突。

當一個人被傷害了，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可以採取的回應方式有很多種。第一種是選擇報復，找一個報復傷害我們的人的

手段，讓對方也痛不欲生，耶穌完全排除了這種報復的回應方式。另一種可能的方式是沈默不語，默默承受傷害的苦果不做

任何回應，這種方法也不是耶穌所推崇的。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態度或許是合適合宜的，但是一般而言還不夠理想，甚至有

時還可能會將整個情況變得更為糟糕。創傷常能在受害者的心裡發酵，進而產生負面的情緒，即使已經深藏在下意識中，仍

舊會不時地從下意識裡探出頭來，在生命裡蠶食與作祟，為生命產生毀滅性的結果。

讀經一《厄則克耳先知書》中，天主藉先知的口告訴我們，在某些情況下是不允許沈默不語的，反而更需要足夠的勇

氣勸戒對方：「你若不講話，也不警告惡人離開邪道，那惡人必因自己的罪惡而喪亡，但是我要向你追討他的血

債。」耶穌在今天的福音中也講了類似的話，但是加上了謹慎的要求，也就是不要當著眾人的面責備自己的弟兄姐妹：

「你要趁你和他單獨在一起的時候規勸他。」這句話提醒我們，在規勸他人時，必須謹慎尋找對質及和解的機會，尤其

要注意愛德的實踐，免得傷害了寬恕之道，因為只有愛才能真正挽回過犯，使犯罪者悔悟棄罪，恢復與他人的屬神關係，並

為耶穌彼此相愛的誡命做出生活的見證。

耶穌接著又說：「如果他聽從了你，你便賺得了你的兄弟。」這句話向我們指出了，天主讓人的罪顯明出來，最重

要的目的不是叫罪人羞愧，而是要他悔改，因此規勸的真正目的不是在於要求對方彌補過錯，雖然有時候這是需要的，然而

真正且重要的目的是要重新建立合一與互相了解的手足關係。如此，才能贏得弟兄姐妹，否則可能會讓彼此失去彼此。

耶穌在此也考慮到，如果弟兄姐妹不接受規勸，不承認自己的過錯，不想重建手足關係的萬一情況。面對這種情況，祂

規定了一種十分謹慎的處理方法：「如果他不肯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好使任何事端，憑兩三個見證人的

口，得以成立。」耶穌這種謹慎態度不同於我們的慣常反應，當我們一旦被得罪時，我們的反應通常不是直接去找得罪我

們的弟兄姐妹對質，反而是轉向別人，散布流言，毀謗他。耶穌卻要我們直接跟得罪我們的人對質溝通，如果他不聽，才按

照《申命紀》的法規（十九 15），帶一個或兩個人到他面前，因為這些證人可以支持我們願意和好的善意，並幫助那位得

罪我們的弟兄或姐妹明白自己真的錯了，該放棄他那種執拗的態度。總之，這第二步驟的動機仍是出於愛德，因此該是弟兄

姊妹間私下的商討。

當第二種嚐試也無效時，耶穌才叫人求助於基督信徒團體：「若是他仍不聽從，就要告訴教會。」這是期望在教會

的壓力下，罪人能承認自己帶罪的生命景況，並放棄偏執不悟的態度。如果他連教會也不聽從，才將他看作外教人或稅吏。

這是試圖和解的最後處理方式，同時也是一個十分令人憂傷難過的結局，但這也反應了一項客觀事實，就是罪人如果執迷不

悟，死不悔改，那麼不是任何人將他驅離，而是他已經將自已自絕於教會團體之外。

以上就是瑪竇為我們記述的規勸之道的對質三步驟。從耶穌的教導，我們可以看出耶穌是如何地關心教會團體內弟兄姐

妹的情誼。祂提出這三個對質步驟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賺得弟兄姐妹，並在不斷地寬恕中，挽回弟兄姐妹。當教會團體的生

活出現緊張關係時，耶穌邀請我們要謹慎耐心、堅持不懈地尋找補救之道，直到失去最後的可能性為止。總之，面對犯了錯

誤的弟兄姐妹，作為一名基督信徒，我們的純正動機與唯一反應就是愛德，具體方法就在於轉動耶穌交付給我們的那一把，

能夠在愛與慈悲中束縛罪惡，並能在寬恕中釋放自由的鑰匙。而要建立一個耶穌所喜悅的真正教會團體，我們就得懂得如何

去轉動耶穌所交付給每一個人的那把可以束縛、可以釋放的鑰匙。

在團體生活中，最難克服的常常就是緊抓住對那些得罪我們的人的怒氣，堅定地將自己束縛在受害者的角色中，不願去

轉動這把束縛與釋放的鑰匙，讓自己一直困頓在心裡的折磨中。然而，這把能在愛與慈悲中束縛罪惡、在寬恕中釋放自由的

鑰匙，不僅可以解脫得罪我們的弟兄姐妹，更可以釋放我們自己。更進一步說，如果不願意轉動這把束縛與寬恕鑰匙，就不

會有真正的團體產生；只有轉動這把鑰匙才能將我們形成一個團體，才能讓彼此憂喜與共，並在彼此內尋到內心的平安與自

由。要轉動這把鑰匙，為人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在天主內沒有做不到的。事實上，這把鑰匙並不會將被傷害的不愉快經

驗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但卻會轉動並改變我們記憶的方式，就是將詛咒化為祝福。



這個彼此轉動束縛與寬恕的團體，其共融合一最顯明的標記就表達在共同的祈禱上，因此，在本段福音的最後，耶穌

為我們素描出這共融合一的高峰願景：「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當中如果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祈禱，無

論求什麼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們。」有關祈禱，耶穌在《瑪竇福音》給了我們祈禱的第一個課程（參：瑪六 

5-6），祂教導要我們進入內室，關上門，在暗處祈禱，其目的就是要我們了解，祈禱的真正意義乃是人與天主的親密交

談。現在耶穌給了我們祈禱的第二個課程，教導我們不僅需要隱密單獨的祈禱，同時也需要公開聯合的禮儀祈禱。在信仰生

活中，個別隱密祈禱和公開聯合祈禱必須齊頭並進；一方面我們的心靈必須單獨朝見天主，另一方面，也必須與弟兄姐妹在

公共的禮儀祈禱中，見證彼此的共融合一。這兩個祈禱的面向就猶如一株參天的大樹，樹根必須往內深埋地裡，枝幹也必須

向外迎向陽光。 

人與人彼此間的聯合和人與天主之間的聯合是同樣真實的，同時也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天主的恩寵不僅更新了我們與祂

的關係，也要更新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因此我們不僅要學會說「我的天父」，更要學著說「我們的天父」。因為信友不僅

是個別的基督徒，更是同屬於一個基督奧體的肢體，基督就以祂在十字架上的寬恕和愛把我們聯結成手足的團體。

沒錯，我們就是為了愛而被創造的。因為天主是愛，祂創造我們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分享祂的愛，並成為天主愛的肖像，

藉著我們把祂的愛分享給人。這是生命最高的理想，即使要面對罪所帶來的種種軟弱與各式困難，憑藉天主的恩寵，總有愛

的可能。耶穌就是在祂生命中最大試探、最大困難、極致悲慘的情況下，對我們的愛卻是達到了最高峰；現在祂就要把祂在

十字架上的愛與寬恕通傳給我們，讓我們能夠去愛天主、去愛近人。

祈禱經文

我們隨同聖詠的作者，在彌撒的一開始，以「進堂詠」向公義的天主歌頌，並祈求祂按照祂的仁慈恩待我們：「上

主，只有祢大公無私，祢的判斷非常正直。祢是仁慈的，求祢恩待祢的僕人。」（詠一一八 137, 124）這首「進堂

詠」從第八世紀始直至梵二之前，一直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十七主日的啟始。

在這個主日的「集禱經」中，我們祈求天主垂顧我們，賞賜我們真正的自由以及永恆的產業：「天主，祢救贖了我

們，收我們為子女；求祢仁慈地照顧我們，使因信仰祢的聖子，真能獲得心靈的自由，以繼承天國永恆的產

業。」這闋禱詞源自第八世紀的古老禮書，原來是使用在復活節的「晚禱」當中，梵二之後則使用在本主日（常年期第

廿三主日），以及復活期第五主日的。2002 年版的《羅馬彌撒經書》則是以另外一闋禱詞代替了復活期第五主日的「集禱

經」。這闋禱詞中的「永恆產業」讓我們想起了《迦拉達書》三 14, 19 中所提到的，天主預許給亞巴郎的產業；有關「心靈

自由」的主題更是在保祿的書信中處處可見，如《迦拉達書》五  13、《羅馬書》八  2；有關義子名分的主題，則是反映了

《羅馬書》八 14-17、《迦拉達書》四 4-7、《厄弗所書》一  5 等章節的內容。

在團體向天主呈獻餅和酒時，我們在「獻禮經」中祈禱著：「天主，祢賜給我們和平與虔誠侍奉祢的的恩寵；但

願我們藉這獻禮，相稱地崇敬祢，並使我們因參與這聖祭，而能精誠團結。」天主使我們在平安中虔誠侍俸祂，我

們更進一步祈求，願我們能以相稱的的生活，藉這獻禮欽崇祂，並因參與這神聖奧蹟，而能夠在信德中精誠團結。這闋禱詞

同時也好幾次出現在聖誕期的彌撒中。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首「領主詠」來自聖詠：「天主，我的心渴慕祢，就像小鹿渴望清泉。我的心靈渴

慕天主，生活的天主。」（詠四一 2-3）當我們吃喝基督的聖體、聖血時，我們的心情就猶如牝鹿渴望清泉一般。「領主

詠」的另一個選擇來自若望福音：「主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若

八  17）我們祈求這聖體聖事為我們帶來基督之光。這是一系列以「我是」作為開始的「領主詠」當中的一首。以上兩首

「領主詠」都是梵二之後全新的安排。            

領了聖體聖事之後，我們以「領聖體後經」這樣祈禱：「上主，求以祢的聖言及天上神糧養育了信眾，也賜給他

們生命；但願我們因蒙受祢聖子如此豐富的恩惠，而愛德日增，堪當與祂共享永生。」這闋禱詞源自於巴黎彌撒經

書，梵二之後才放入《羅馬彌撒經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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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是教會嗎？我們

真的是一個圍繞著主耶穌基督，而彼此成為弟兄姐妹的團體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就意謂著我們該當彼此

相愛，並在相互接納及服務當中，對彼此的行為守望相助。現在就讓我們祈求臨在我們當中的主耶穌，賜給我們足

夠的勇氣，讓我們轉動那把能夠在愛中束縛罪惡、在寬恕中釋放自由的鑰匙，為解脫我們的弟兄姐妹，也釋放我們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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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愛天主愛得足夠？我們是否彼此相愛

愛得真切？當弟兄姐妹的行為走岔路的時候，我們是否會守望相助？就讓我們站在上主臺前，反省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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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

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因基督的名聚在一起，祂就在他們中間。現在就讓我們懷著信心，偕同我們的主基督，一起向

天父傾訴我們的需要。」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藉由祢聖子的救贖工程，而使我

們與祢修好；祈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並使我們能忠實地跟隨祢的聖子耶穌。祂是天主，永生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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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人類還處在罪惡當中，並因著罪而使我們與天主處在破碎的關係中時候，天主就已經愛了我們，並且派遣祂的獨

生子來救贖我們，以祂的血修補了我們與天主的關係。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感謝天主對我們的深情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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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2002 年頒布的《羅馬彌撒經書》中，新編寫的感恩經「耶穌是走向父的道路」也很合適

本主日使用，因為其中強調了基督的十字架奧蹟。（見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感恩祭典補編》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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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周三）金口聖若望主教聖師 紀念日（白） 

   　 9 月 14 日（周四）光榮十字聖架 慶日 （紅）

   　 9 月 15 日（周五）痛苦聖母 紀念日（白） 

   　 9 月 16 日（周六）聖高略教宗及聖啟廉主教殉道 紀念日（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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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