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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奧蹟

【箴卅一 10-13,19-20,30-31；得前五 1-6；瑪廿五 14-30】

本主日已經來到常年期第卅三主日，下個主日就是「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同時也是甲年禮儀年度的最後一個主日，

在這舊禮儀年度接近尾聲之際，教會透過感恩祭的慶祝，提醒我們要為上主來臨的日子預作準備。

有關這個「主來臨的日子」，在本主日彌撒的讀經二《得撒洛尼前書》中，聖保祿宗徒已為我們說得分明。在這篇讀經

中，保祿向得撒洛尼人再次提起耶穌的訓導，耶穌曾經向門徒們提起，沒有人知道上主的日子何時來到，所以保祿就順著耶

穌的訓導，警告我們這日子將會出奇不意地到來，他如此形容：「論到主來臨的時候與日期，不需要給你們寫甚麼。

原來你們很清楚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間的賊一樣來到。」然後，他這樣勸勉：「至於你們，你們並不生活在黑暗

中，那日子不會像盜賊一樣襲擊你們；你們都是光明之子，白晝之子；我們不屬於黑夜，也不屬於黑暗。所以我

們不該像別人一樣貪睡，而要警醒謹慎。」保祿對這日子的形容與勸勉可以說為今天福音中耶穌的比喻下了最好的註

腳。

在今天的這篇《瑪竇福音》裡，耶穌以塔冷通（金元寶）的比喻為我們說明，作為一個光明之子該當以怎樣的生活態度

面對這個日子的到來。這篇塔冷通的比喻，與上個主日福音中的十位童女的比喻，並不是耶穌在兩次的講道中所講的，而是

在同一次的講道中連續講下來的。耶穌繼續對那些屬於祂的人講這個比喻的目的，乃是對十位童女的比喻加以補充。在十位

童女的比喻中，耶穌藉由那隨時準備好的燈油，強調要獲得天國，就必須時時保持警醒、醒悟，努力活在當下，並隨時敞開

心中的那盞油燈，讓聖愛之神的愛火能隨時將生命點燃。今天這個塔冷通的比喻，耶穌則是補充了為獲得天國的另一個奮發

向度，也就是強調必須善用天主賜予的恩寵，努力完成天主在我們的生命中託付予我們的責任與使命。

以上兩個比喻的要旨，不禁讓我們想到舊約《厄斯德拉下》這部書裡的一則記載：當以色列人跟隨乃赫米雅修築聖城耶

路撒冷的城牆時，它們正面臨仇敵加給他們的憂患，於是他們就「一半做工，一半配戴著刀、矛、盾、弓和鎧甲，立

在全猶大家後邊，即在城牆作工的人後邊。那些搬運的人，也都武裝起來，一手作工，一手拿著武器；修牆的工

人，每人腰間都配著刀工作。吹號筒的站在我身旁。」（厄下四 11-12）在此，我們看到以色列人在建造聖城時的兩項

特質：警醒與盡責，這兩項特點不正是這兩個比喻所要強調，為進入天上耶路撒冷所必備的條件嗎？十位女的比喻向我們揭

示了內在靈修生活的必要性，塔冷通的比喻則是向我們指出了外在行動的重要性；也只有在內裡保持屬神生命的永續不斷，

才能確保外在行動的豐裕富饒。

在今天這則塔冷通的比喻中耶穌說到，一個要遠行的人將塔冷通交給他的僕人。主人於是按照僕人們的才能，一個給了

五個塔冷通，一個給了兩個，一個給了一個，然後就動身走了。在此，我們或許會疑問，一個塔冷通究竟有多大的價值呢？

在舊約時代，塔冷通是一種重量的單位，一個塔冷通大約是四十五公斤左右，換句話說就是值約四十五公斤重的銀子；在新



約時代，塔冷通也是一種錢幣的單位，一個塔冷通約是六千塊銀幣，當時一個人一天的工資大約是一塊錢銀幣，所以一個塔

冷通大約是一個人足足二十年的工資。因此不管是從重量的單位或是從幣值來看，不論是五個、兩個或一個塔冷通，其實都

是一筆相當龐大的財富。這些龐大的資產交在不同的人身上，產生了不同的結果。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僕人，不坐著等，而

是立刻用來經營生意，另外賺了五個。同樣，那領了兩個的，也賺了另外兩個。但是，那領了一個的，卻是去掘開地，把主

人的銀子藏了起來。

在這個比喻中，主人知悉自己僕人不同的經營能力，因此按照他們不同的才幹挑選他們，並且分配給他們不同數量的銀

子。才幹是天主所賦予的恩寵，能力卻是我們善用天主所賦予的才幹，而以行動表達出來的人格和對周遭環境的適應性。天

主就如同比喻中的主人一樣，賞賜給不同的人不一樣的天賦才幹，有的人擁有五個塔冷通，有的人擁有兩個塔冷通，有的人

擁有一個塔冷通。人在面對這些塔冷通時，很容易用數量的多寡來判斷一個人的價值，不只用來衡量別人的價值，同時也以

此來評斷自己的價值，因此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不是瞧不起別人，就是對自己忿忿不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忽略了

一件很重要的真理。

這件重要的真理就是，不管擁有的塔冷通有多少，我們的價值在天主內是沒有兩樣的，因為天主的每位僕人都有分於天

主的整個啟示。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盡心竭力地運用天主所賞賜給我們的才幹，去實踐生活中的責任，以完成對天主的奉

獻與侍奉。就如阿波羅所領受的恩賜雖然不像保祿那麼多，但兩人都蒙受天主使用，他們也都盡其所能地用行動去回應天主

的召叫。所以不應該抱怨自己所得的恩賜比人少，因為天主悅納我們，是按照我們所有的，非按照我們所沒有的。如果我們

沒有擁有第一等的恩賜，我們依舊可以為第二等、第三等的恩賜感到無上榮耀。生活真正的藝術就是滿足天主恩賜的一切塔

冷通，生活真正的幸福就是為天主所賞賜的一切塔冷通心懷感恩。如此，我們就能活出作為帳篷工人的保祿，或是作為巡迴

傳教士的保祿的生命：「所以你們或吃或喝，或無論作甚麼，一切都要為光榮天主而作。」（格前十 31）
    
一切恩賜都屬於天主，也是為了光榮天主！我們只不過是管家，暫時代管祂所贈與的禮物，我們該做的就是善用祂的禮

物建立祂光榮的國度，而非我們自己虛榮的國度。的確有些人從祂那裡得的較多，有些人得的較少，但我們不該用一個人有

什麼或沒有什麼，來衡量這個人的價值；我們只能從自己愛耶穌、認識耶穌的事實程度，來衡量、評判自己。因為最終天主

所讚許和獎賞的，不是我們的天才、成就與名聲，而是我們在善盡生命的責任中對祂的愛情與忠信。如果我們不能成為梅

瑟，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成為亞郎或一位忠信的肋未人；如果我們不能成為保祿，也可以在不知名的信友中成為一個供應宗徒

們需要的忠信信徒。總之，無論我們的塔冷通令我們成為怎樣的人或讓我們從事何種行業，不論是勞工界、服務業、政治

界、教育界、農林畜牧業、軍警界、音樂界及其他藝術領域等，或在任何一個行業中擔任何種階級的職務－不管是老闆或是

清潔打掃工人，只要我們在我們所成為的那個人或所擔任的職務中盡心盡責、發光發熱，將光榮歸給上主，那麼天主必然會

按照我們的忠信程度給予獎賞。

這讓我想起一篇名為「為父為母之心」的文章裡的一則故事：有一對夫婦的兩個孩子在學校裡表演話劇，聰明的大女兒

扮演女主角，她那天的表演非常出色；他們另一位有學習障礙的小兒子則扮演一個小角色，且臺詞只有一句，但令人擔心的

是，他在演出前的排練中一直無法背對這一句臺詞。演出時，小兒子竟能將這句臺詞完整地說了出來，這對父母親為此興高

采烈。雖然一個孩子只能緊張地說出一句完整的臺詞，另一位則能夠博得滿堂彩，但對這對父母而言，兩個孩子的努力表

現，絕對讓他們深深以這兩個孩子為榮。就像這對父母一樣，天主完全不在乎我們的角色，祂只看重我們是否忠信地努力演

出。

比喻中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僕人、不管他們擁有的是五個塔冷通或兩個塔冷通，他們都忠信地完成了主人的託付，也都獲

得了主人的酬報，進入主人的福樂中。然而這第三位僕人為什麼不善用塔冷通來經營生意，去創造利潤，卻把它深埋了起

來，讓所擁有的塔冷通起不了任何作用？這僕人給自己找了這樣的藉口說：「主啊！我知道你為人刻薄，沒有播種的地

方，你也要收割；沒有散布的地方，你也要收集。我因為害怕，就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裡。」這位僕人不僅因

為對主人的害怕和缺乏信賴，促使他停頓不前，並一味地逃避困難和尋求安逸無事，致使什麼事都做不成之外，他那些自我

防衛的推託之辭，實際上更成了對主人的尖酸攻擊。他的過失不單是懶惰失職而已，而且在懶惰失職上還加上了對主人的不

義。這位僕人的作為又促使我想起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有一個人過世之後，他的靈魂來到天堂的門口，他看見伯鐸手中拿著生命冊，一夫當關把守著天堂的大門。伯鐸在門口

按著生命冊一一點名，冊子上寫有名字的人才有資格進入天堂。所以按照規矩，這位仁兄也走到伯鐸的面前，報上了自己的

名字。但伯鐸查了老半天，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卻不見這個人的名字。這人覺得非常奇怪，就說：「我從來不做作奸犯

科的勾當，也從來沒有得罪過人，跟我的家人、朋友、同事也沒有什麼過節，更別說是欠人家錢了；我活在世上的時候，什

麼都沒有做啊！人家都稱讚我是一個好人耶！生命冊上怎麼可能會沒有我的名字呢？」這時伯鐸終於知道答案，他慢條斯理

地對這個人說：「原來就是因為你什麼都沒有做，所以生命冊上才沒有你的名字。」

要做為一名忠信的門徒，不只是消極地避免作惡就夠了，還必須運用天主所賞賜的塔冷通，讓我們的能力發揮到最大效

用，致使天主的美善透過我們的行動被人看見、被人認識。天主白白地賞人恩寵，大小多寡雖不盡相同，但卻要善用，否則



必被定罪，甚至連原有的恩寵也要失去，「因為凡是有的，還要給他，使他綽綽有餘；那沒有的，連他原有的，也

要從他手中奪去。」有位美國經濟學者就把今天福音裡的這句話稱作「瑪竇效應」，並將之應用到經濟學上，其所指的就

是商場上很常見到的現象：好的會越來越好，壞的會愈來愈壞；多的會越來越多，少的會愈來愈少。這種經濟學效應所產生

的結果就是讓社會趨向兩極化，也就是產生所謂的「M型現象」。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就常見這種狀況，例如你準備找

一家餐廳吃飯，如果有一家餐廳冷冷清清，老闆閒得在門口打蒼蠅，另一家則是門庭若市，等吃飯的客人大排長龍，你會選

擇去哪一家？應該會去生意好的那一家吧！因此，能賺錢的必然愈賺愈多，不賺錢的連本錢都要賠進去。世俗的生意如此，

小心！謹慎！恩寵也會如此。

我們是基督徒，是屬於基督的人，我們是在我們的主人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復活升天，離開世界之後，為祂從事永生

生意的人。這筆生意是以耶穌的貴重投資作為本金，這本金就是以祂在加爾瓦略山所付出的無限代價為我們賺得的，祂已將

這屬神的寶藏交付了我們，祂的目的就是要這個世界得著豐富的生命，且是更豐富的生命，最後祂要連本帶利地與我們算總

帳。這種無比珍貴的屬神財富，耶穌竟然交託給了我們，作為祂的投資，祂從不考慮交在我們脆弱的人手中是否適當，祂一

心一意想的是如何能使更多的人得以享受祂那難以測透的豐富恩寵。

因此，祂選擇了你，將塔冷通投資在你身上！現在，就看你怎麼交帳了。

祈禱經文

本主日的「進堂詠」出自耶肋米亞先知書。從先知那裡，我們聽見天主俯聽並回應了我們的祈禱，祂如此確切地說：

「上主說：我所懷的計劃是和平，不是災禍；你們將呼籲，我也必俯允們，從你們被擄的各國各地，再度把你們

領回。」（耶廿九 11, 12, 14）在感恩祭的一開始，我們懷著對天主的信賴舉行慶祝。在第八世紀的禮書中，這首進堂詠被

使用在聖神降臨節之後的第二十三主日，同時也使用在聖誕節之前的第五個主日，即將臨期之前的一個主日，後來這個主日

在 1970 之後，教會就將之定為「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

在這個主日的「集禱經」中，我們這樣祈禱說：「上主，我們的天主，求祢使我們常樂於忠誠為祢服務；因為唯

有侍奉祢，萬有真原的主宰，才能獲得永恆、圓滿的幸福。」這闋禱詞原封不動地從第六世紀的禮書中，專使用在七

月份平日的祈禱當中，在梵二之後才編進《羅馬彌撒經書》（即《感恩祭典》），梵二對這闋禱詞的強調重點應該是在於它

所呈現出來的喜樂精神。這闋禱詞的原初作者是教宗 Vigilius。他在公元 537 年 8月，當羅馬人才剛從饑荒和瘟疫中幸存，卻

馬上又陷入羅馬城被敵人圍城時，寫下了這闋禱詞，以聖保祿的勸勉鼓勵教友們，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常常歡喜，常樂於忠

誠為天主服務。（參：斐一 18；四 4；得前五 16）

我們在「獻禮經」中祈禱：「天主，我們在祢尊前呈現禮品，求祢賞賜聖寵，使我們日益虔誠地敬愛祢，並獲

得天上永福的保證。」這闋禱詞出自第六世紀的禮書，專用於聖枝主日，而且在羅馬禮的傳統中一直被使用著，直到梵二

之後，才從聖枝主日移至這個主日。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首「領主詠」來自聖詠：「親近天主是我的福樂，上主天主才是我的寄託。」（詠

七二 28）的確，，當我們領受聖體聖事時，我們就是進入到聖詠所描述的福樂當中，而感恩祭就是那一片與天主相遇的至

福之地。這首領主詠是梵二之後全新的安排。「領主詠」的另一個選擇則是出自《馬爾谷》福音：「主說，我實在訴你

們：你們要祈禱，不論求什麼，只要相信必得，就必給你們成就。」（谷十一 23-24）當我們領聖體的時候，我們堅

決相信天主會把對我們好的一切，慷慨地恩賜給我們，因為祂沒有為自己保留一丁點什麼，連最後的一滴血也任由我們吃喝

下去。這首領主詠與進堂詠可以說是前後互相呼應，而且從第八世紀的禮書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兩首詠唱都是成雙地出

現。

恭領了聖體（共融）聖事，我們在「領聖體後經」中這樣祈禱說：「上主，我們領受了聖體聖事，謙恭地求祢：使

我們為遵照祢聖子的的命令，所舉行的感恩祭，常能加強我們的愛心。」這闋禱詞源自第六世紀禮書中，一臺在七

月份舉行的晚間彌撒，也用在復活期的平日禮儀中。禱詞中的話語也再度讓我們想起耶穌在最後晚餐中的邀請（參：路廿二

19），在這禮儀年即將結束的時刻，透過這祈禱，再度讓我們經驗基督的逾越事件，並帶我們進入慶祝當中。

這闋禱詞也提醒我們，當我們舉行感恩祭的時候，乃是耶穌親自召喚我們，在分餅當中，與弟兄姐妹一起紀念祂的聖死

與復活。藉著聖體與聖血的分享，祂確確實實就在我們當中。而當我們在分餅中認出耶穌時，我們也將在弟兄姐妹中認出

祂來。所以當神父把聖體一個一個遞給信徒時說：「基督聖體！」此時，耶穌不只是活在個人的生命中，同時也把大家聯

合成為一個身體，不論年齡、膚色、種族、性別、情緒、貧富、地位。感恩禮突破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障礙，建立了一個復活

基督的身體，在這個世界中成為合一與共融的生動標記。這個生動的復活標記更是在愛中服務軟弱的人、貧困的人、病苦的

人、辛勞的人、痛苦的人、受壓迫的人、被拒絕的人、年老無依的人時更顯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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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信任我們比我們對自

己的信任還要深，祂賞賜給我們的塔冷通不只讓我們成為一個人，更是成為基督徒，為建立教會和為天國作見證。

這真是無法想像的大信任！祂竟然將自己也將教會及天國交在我們的手上！在這感恩聖祭當中，讓我們祈求天主，

使我們都能善用祂所賞賜的塔冷通，以回應祂的恩寵，堪當祂對我們的信任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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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恩賜都屬於天主，也是為了光榮天主，但

我們卻常常懶惰失職，辜負了這些恩賜，而讓天主賞賜的塔冷通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或是只尋求自己的虛假光榮；

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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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保祿宗徒說：主的日子要向夜間的賊一樣來到；現在就讓我們祈求天主，使整個世界都能警醒等候上主的來

臨。現在就讓我們向天主呈上我們的禱聲。」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將塔冷通和

恩賜賞賜給了祢的子民，祈求祢也垂顧我們今天的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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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懷著喜樂向天主聖父謝恩，因為在祂的聖子耶穌基督內，已將所有的恩賜傾注在我們身上。偕同基督的祭獻，我們

也將天主的恩賜在我們身上所結出的善果奉獻到天主台前，我們祈求天主悅納。」感恩經宜採用感恩經第一式或第

三式或第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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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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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日（周二） 聖母奉獻日 紀念日（白）

   　 11 月 22 日（周三） 聖采琪（則濟利亞）貞女殉道 紀念日（白）

   　 11 月 24 日（周五） 聖永樂（安德）司鐸及同伴殉道 紀念日（白）

 自從第十六世紀初，越南人民就開始接受了基督的福音。到了十七至十九世紀，有許多主教、司鐸、男女會士、傳道

員及平信徒為主殉道。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於 1988 年 6 月 19 日，從這些殉道者中選出了一百一十七位，列入了聖者的行列。

今天請特別為越南教會，以及在臺灣傳教的越南神父、修士及修女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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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