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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十八 25-28；斐二 1-11；瑪廿一 28-32】

本主日彌撒《瑪竇福音》裡，耶穌向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講了一個比喻，這個比喻是有關葡萄園園主和他兩個兒子的故

事，這兩個兒子的行徑很自然讓我們想起今天的讀經一。讀經一《厄則克耳先知書》將義人行惡和惡人行善拿來作對比，為

本主日福音鋪路。

在《厄則克耳先知書》中，上主這樣說：「義人若是離棄正義而行惡，因而喪亡，是因為他所行的惡而喪亡。惡

人若是遠離他所行的惡事，而遵行法律和正義，必能保全性命，因為他考慮之後，離棄了所行的一切惡事，他必

生存，不致喪亡。」在福音中，耶穌藉著一個比喻，向我們說了類似的事，祂的比喻是這樣說的：「從前有一個人，他

有兩個兒子，他對大兒子說：『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工作吧！』他回答說：『我不去。』但是後來後悔了，

就去了。他又對第二個兒子也說了同樣的話，第二個回答說：『父親，我去。』後來卻沒有去。」

從父親與兩個兒子的對話中，我們看到不論大兒子或小兒子，他們對父親回應的出發點都是站在錯誤的位置上。這兩個

兒子對父親不同的回應，所呈顯的正是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罪孽。大兒子忤逆頂撞，既不聽話，也無意聽話；二兒子則是懦弱

虛假，嘴上聽話，卻無心遵行父命。這兩個兒子的回應正表現出他們性格和思想的迥異，但基本上兩人所站立的錯誤位置只

是五十步笑百步，誰也不比誰好。最終，這兩個兒子還是分出了高下，究竟甚麼因素決定出他們的高下？他們高下分別的關

鍵在於他們的行動：一個按照父親的指派去做了，一個卻是違逆父親的吩咐按兵不動。

當耶穌的比喻說到這裡，祂便把話鋒轉向聽眾，也就是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你們想這兩個兒子，哪一個履行了

父親的意願呢？」他們回答說：「大兒子。」接著耶穌一針見血地譴責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務員和娼妓要

比你們先進天國。」那些自覺有罪的遠比那些自以為義的人更有希望得救；那些自滿自足，認為一樣都不缺的，很難看見

自己靈魂上的破產與貧窮的景況，根本無法容納救恩。這些耶穌所處時代的司祭長和民間長老，他們在宗教上備極尊崇，撒

旦也順勢讓他們陷入這虛榮的迷惑中，致使他們聽不見耶穌的教導，看不見耶穌的救贖工程，認為憑自己的義德就能得救。

那些生活在公然罪惡當中的稅務員和娼妓，聽了洗者若翰受聖神感動的宣講之後起了奇蹟式的轉化；罪與悔改的信息深

入他們的心靈，促使他們悔改並承認自己的罪過，進而找到通達天主的道路，獲邀進入天主的葡萄園工作。稅吏和娼妓痛悔

並改變自己的生活，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卻是相反，他們所從事的專業本該是慷慨地服從天主的旨意，然而他們卻仗勢社會地

位高人一等，因而要求別人奉承他們、尊敬他們，完全把天主置諸身後，將天主的旨意隱藏在他們的意志之下。無怪乎，

耶穌直指他們的良心說：「若翰來到你們這裡，履行了正義，你們不信他；稅務員和娼妓倒信了他；你們看見了以

後，仍然不悔悟，還是不信他。」



這對兄弟的對比，讓我想起一個流傳久遠的猶太傳統故事。有一次，梅瑟準備上西奈山會見天主，當他經過一個城鎮的

中心區時，看見一位大家認定的好人從會堂出來。這人望著梅瑟，也認出了梅瑟，所以問梅瑟說：「你準備上山見天主嗎？

你能否幫我一個忙，替我向天主提個問題嗎？」梅瑟回答說：「當然可以，但我能為你做什麼呢？」這人說：「你能不能替

我問一下天主，祂是否想起過我，再請你代我問候一下天主，好嗎？」「當然可以」，梅瑟說完，便往山的方向繼續走了。

當梅瑟快走出城的時候，他又被另一個人認出來了，這一回是靠在牆角被人唾棄的惡人認出了梅瑟。他也請求梅瑟問同樣的

問題，梅瑟也答應了，就逕直往山上走去了。

梅瑟同天主談了話，並聆聽天主要他帶回給百姓的訊息，最後他也把他遇到的兩個人的問題向天主提了出來。天主答覆

了從會堂出來的好人的問題：「喔，是的，我常常在會堂遇見他，他也常常用祈禱向我承諾，我也常常想到他，我在天國中

已為他準備了一個最好的位置。」天主給那個惡人的回答則是：「是的，我也常常想到他，雖然我不常看到他，也不常聽到

他對我承諾，甚至他用他的惡行拒絕了我，不過你對他說，我已為他在地獄的最深處安排好了一個位置。」

當梅瑟在回程中遇到這位惡人時，忐忑不安地把天主的回答轉達給他，讓梅瑟大為驚訝和不解的是，這位在地獄深處有

一個位置的惡人竟一下子摟住了梅瑟，歡喜得對梅瑟又親又吻，並且呼喊著：「哇！天主記得我，天主想到我。梅瑟，你的

訊息真的帶給我好大的快樂，事實上，這訊息將使我快樂一輩子。」接著，當梅瑟再度遇到從會堂出來的好人時，他也把天

主的話帶給了這個人，這個人也是緊緊地摟住梅瑟，高興得又跳又叫：「喔，這訊息真使我快樂，而且會使我一輩子都快

樂，這一切都合乎道理，因為我常祈禱，我的所有祈禱都奏效了。天主是真實而奇妙的！謝謝你。」

過了幾年，梅瑟又去見天主，在經過那座城的時候，他聽說他上次遇見的兩個人都去世了。他就暗自記住，要問問天主

這兩個人現在在哪裡，他們的現況如何。天主和梅瑟像往常一樣談著話，最後梅瑟不忘提出他的疑問，天主回答他說：「那

位站在牆角被人唾棄的惡人現在在天堂坐在我的右邊，那位從會堂出來的好人正坐在地獄最下面的邊緣。」梅瑟驚呆了，心

裡想：「怎麼跟天主原來說的不一樣，難道天主欺騙了我。」天主瞭解梅瑟的心思，於是對他說：「梅瑟，那位惡人聽到你

所傳達的話時，他高興極了，他高興的理由是因為我想到了他，天主還記得他這個卑微可憐的罪人，從那天起，他得到了動

力，就用愛的行動開始向天國不斷攀登了。那位從會堂祈禱出來的人，他高興並不是因為我記得他，卻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

祈禱有了效果，他的祈禱能為自己求得天堂的位置，但是他的祈禱仍然停留在會堂裡，光說不練。從那天起，他就開始一步

步滑向地獄了。」

或許這則猶太傳統故事能幫助我們，更容易在耶穌「兩個兒子」的比喻中看見自己的生命。這個猶如故事中好人的小兒

子，他的作為警惕著我們的生命不要言行不一致，以致在得救的生命道路中功虧一簣。這位猶如故事中惡人的大兒子的生

命，也為我們提供了一面可以映照個人生命的絕佳鏡子。從這鏡面的反照中，我們目睹到的景象是，在大兒子一開始的拒絕

裡，天主似乎真的容許我們對祂說「不」，至少在比喻中，耶穌並未提到父親對大兒子拒絕的反應，或許是因為祂不願意限

定我們與天主的關係該當如何，祂容許我們開放自己與天主建立關係，並從關係中去臆想天主的態度。

從耶穌講這比喻的語氣中，我們還可以感受到，在大兒子莽撞及拒絕的頂嘴中，天主似乎放下了作父親的尊嚴以及絕對

的權威，沉默、耐心等候我們找回祂所創造原初的我們，使我們配當得起祂賦予我們做為人的角色。祂信任我們，邀請我們

在自由的決定中回應祂的邀請，讓我們冒險在自由當中，卻不斷成長，直到我們改變主意，放下自己的偏執而找到天主的旨

意，將原來的拒絕、原來的「不」，轉變成執行天主旨意的「是」的行動。唯有順服天主的旨意，才能安然地行走天主要我

們行的道路上，也才能順道進入永生的葡萄園裡。

真正的救贖就是給自己一次悔改的機會。無論是誰，不管是一般罪人的我們，或是比喻中提到的那些被看輕的稅務長和

娼妓，我們對天主信仰的標準都一樣，也就是都表現在為天主改變心意的這個關鍵行動上。我們雖擁有自由的本性，可以說

「是」，也可以說「不」，但也有做為人的軟弱與侷限，因此在面對天主旨意的邀請或是人的承諾，有時真的很難言行一

致。在生活中，有些事我們想拒絕卻拒絕不了，有些事答應了卻做不到。面對人，我們會因為所行所為而影響別人對我們

的觀感，導致他人的誤會，以至被貼上標籤，認為我們就是那無可救藥的罪人。然而從天主的眼光來看，祂以容許我們說

「不」的耐心等候我們，等候我們願意從心底轉向祂，與祂建立關係。天主的無限愛情總讓我們很安心，甚至有恃無恐。

我們的生命處境除了因著限度而經常會處在想拒絕卻拒絕不了，或有些事答應了卻做不到之外，事實上，我們的生命還

是可以有另種可能。這讓我想起大學時代，每當我執拗抗拒母親善意規勸我去做一些我不喜歡的事時，她總會這樣對我說：

「人生不能總是做自己喜歡的事，不喜歡的事，有時也得要勉強自己做些。」漸漸的，我已經到了年華已暮、容貌已秋的年

齡，比起當年的執拗與固執，更能在生命的實際經驗中柔順地體會到她對我說的話，我現在的體會是：生命中許多影響一生

的關鍵事件或時刻，不常常就是在那些我們當下不情不願，不順從私見，卻勉強自己，順服完成的事件或時刻嗎？ 

本主日第二篇讀經《斐理伯書》中，聖保祿宗徒向我們展示了基督徒在天主旨意面前的順服行動：「你們該懷有基督

耶穌所懷有的心情。」什麼樣的基督心情呢？就是以滿懷慷慨和接納的心情順從天主的旨意，即使必須貶抑自己也在所不

惜，一如耶穌所做的：「祂雖具有天主的形體，卻沒有將自己與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捨。」耶穌本應享有極受崇



敬、極受光榮的生命，享有祂作為天主聖子的一切特權，祂卻「空虛自己」，捨棄了一切特權，為了和我們罪人一起，因

而取了奴僕的形體，成為與我們罪人同樣的卑微，「形態上完全與人一樣；祂自謙自卑，服從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這就是耶穌生命所走的方向，也是每位基督徒生命道路應該跟隨的方向；這是一條艱難的苦路，也是滿溢恩寵與愛的道路。

最後想一想，你所走的生命道路是比喻中大兒子的道路或小兒子的道路？耶穌的比喻總是像一面鏡子，逼使我們去看見

真實的自己，讓我們感到無比欣慰的是，耶穌的比喻也可以是我們進入天國的那扇門戶。如果我們因為讀了耶穌的比喻，活

得像第一個兒子，最終走上耶穌基督的道路，那麼我們離天國比先前鐵定更近了。

在這條路上，聖體聖事將賦予我們足夠的力量穩健途中，因為我們領聖體時所領受的耶穌，正是祂處在為我們付出最大

的愛，為我們完全獻出自己的體和血的那一時刻。藉著聖體聖事，祂將祂愛的能量傾注並充滿我們內，使我們能勇敢、慷慨

地邁步這條真幸福的道路，並活出這條全盤皆愛的道路。

祈禱經文

在「進堂詠」中，我們隨著達尼爾書中被拿步高王投入火窯中的三青年，一起懺悔罪過，並祈求天主按照祂的無限仁

慈對待我們：「上主，祢所加給我們的一切，都是依照公正的審判而行的；因為我們犯了罪背叛了祢，沒有聽從

祢的命令。但求祢光耀祢的名，按照祢的宏大慈悲對待我們。」（達三 31, 29, 30, 43,42）這是三青年中阿匝黎雅的祈

禱，同時也是司祭在準備禮品獻祭時的禱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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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主日。

我們在這個主日的「集禱經」中，這樣祈禱：「天主，祢在仁慈及寬恕方面，充分地顯示了祢的奇能；求祢隨時

以聖寵傾入我們心中，促使我們追求祢的恩許，來日分享祢天國的財富。」在第八世紀的古代禮書中，這闋禱詞出

現在一系列為常年期主日的禱詞當中。在某些傳統裡，這闋禱詞通常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十主日。在聖安博禮（米蘭禮）

中，這闋禱詞使用在為準備五旬節主日的祈禱日中。這闋禱詞中，有關天主仁慈的靈感來自《厄弗所書》二 4-6：「然而

富於慈愛的天主，因著祂愛我們的大愛，竟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同基督一起生活……。」在《智慧

書》十一 22-27 中，我們則是看見天主的寬恕。在加納婚宴中，我們經驗到了天主的光榮和奇能。（若二 11）對恩許的追求

則是讓我們想起了保祿以運動場上賽跑為得獎賞來作為比喻，比擬基督徒應追求不朽壞的花冠，亦即應努力追求天主的恩許

（格前九 24）。而天主對我們分享天國幸福，使我們有分於天主性體的人，則見《伯多祿後書》一 2-4。  

在團體向天主呈獻餅和酒時，我們在「獻禮經」中，如此祈禱：「仁慈的天主，求祢接受我們的獻禮，並藉所舉

行的聖祭，為我們開啟無限幸福的泉源。」 這闋禱詞是梵二之後全新編寫的禱詞，其詞彙來自感恩經第一式中：「上

主，我們懇求你悅納祢的僕人和祢全家所奉獻的這些禮品……。」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首「領主詠」來自聖詠：「求祢記住許給祢僕人的諾言，祢的諾言給我帶來希望，

在我憂苦時安慰了我，使我生氣勃勃。」（詠一一八 49-50）這首領主詠是從聖經中最長的一篇聖詠節錄而來，將天主

的神聖諾言與聖體聖事聯繫了起來。這首領主詠從第八世紀始直至梵二之前，一直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主日。「領主

詠」的另一個選擇則是出自若望壹書：「我們由此認清了天主的愛：因為祂為我們捨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也應當

為弟兄們捨棄生命。」（若壹三 16）這首領主詠讓我們想起聖多瑪斯對感恩聖事的美好定義：「愛的聖事」。耶穌基督在

感恩聖事中把祂的愛賜給了我們，這個愛催促祂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在最後晚餐中，耶穌為宗徒們洗腳，給我們留下了愛

的誡命：你們應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這領主詠是梵二之後全新安排的。

領了共融聖事，身心獲得更新之後，我們在「領聖體後經」中，祈求天主：「上主，但願所舉行的感恩祭強健我

們的身心；我們宣報了基督的聖死，分擔了祂的苦難，求使我們來日也能與祂共享天國的光榮。」這闋禱詞最早

出現在第六世紀古老禮書的七月份平日彌撒裡，其靈感是源自於《伯多祿後書》一  2-4，這段經文也啟發了本主日的集禱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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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多都有過一種從父

母或老師來的美好經驗，當我們犯錯或是當我們疏忽我們的責任時，他們總是耐心地包容我們，並且等待我們的成

長。而這就是天主對待我們的方式，祂總是賜給我們新的機會去改變執拗和固執的心意，而以行動去回應天主的邀

請，實踐天主的旨意，承擔起我們的責任。在今天的感恩聖祭當中，讓我們祈求耶穌與我們同行，好讓我們面對天

主的旨意和我們自己的責任時，可以用實際的行動向天主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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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拒絕遵循天主的道路，而執意走在我

們自己的道路上；我們也常常拒絕天主的旨意，而一意孤行我們自己的意願。現在就讓我們祈求天主的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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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

些實行天主旨意的人，他們將在他們的祈禱中領受天主的應許；讓我們祈求天主賜予恩寵，使我們能尋求祂的旨

意，並愛慕祂的誡命；現在就讓我們把我們的需求呈獻天主臺前。」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

「天主，祢使我們認識祢的道路，並且教導我們你的途徑；祈求祢不要忘記祢的仁慈，俯聽我們的祈禱，並以祢的

真理帶領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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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

完全順服天父的旨意，服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把天父的生命與愛情帶給了我們。現在我們偕同耶穌一起，

在感恩聖祭中，也把我們自己奉獻與天父。」

7. 　宜採用感恩經第一式、第三式或第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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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周遇到的必行紀念日：

    　10 月 2 日（周一）護守天使  紀念日（白）

    　10 月 7 日（周六）玫瑰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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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