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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裡，有許多地方描述耶穌教導我們如何祈禱。我們首先從耶穌學得的祈禱就是〈天主經〉，基督教則是稱這闋美

麗的祈禱文為〈主禱文〉。從這闋祈禱文中我們學得了如何在祈禱中對天主讚美、感謝和祈求。在上個主日的彌撒中，耶穌

以寡婦和不義法官的比喻教導了祈禱要永不止息、堅持不懈，也讓我們學會了如何在祈禱中答覆天主的召喚。在這個主日的

彌撒中，耶穌又給了我們一個有關祈禱的教導，明確指導祈禱所需要的純正心態，並且藉由祈禱的純正心態，也指出基督徒

所該具有的生命態度。

在本主日《路加福音》中的這個比喻裡，耶穌把法利塞人和稅吏的祈禱作了一個對比。這兩位懷著不同性格和生命態度

的人，在相同的時間來到同一地點，就是都來到聖殿裡祈禱。雖然他們都是來到至聖天主面前，所採用的祈禱姿態也都相

同，都是用站的姿態祈禱，也都各自省察自己的心靈與生活，然而因著不同的性格和相異的生命態度，卻決定了他們不同的

祈禱形式與內容。性格和態度促使他們，不僅彼此站立的地方相距甚遠，連在祈禱的形式及內容上也大相逕庭，因此他們的

祈禱所獲得的結局導向自然也是南轅北轍。怎會如此？我們來一一審視：

一、性格的不同：這兩個人代表兩類截然不同的人：一類是自我讚揚、驕傲自大、死守律法的人；另外一類則是卑下敗

壞，違紀亂法的惡人。耶穌透過這兩個人對這兩類人的性格刻畫入微，毫不含混。雖然兩人如此相異，但是異中也有相同之

處。此二人中，法利塞人自以為義，稅吏則是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個罪人，實則兩人只是五十步距離、一百步之差而已。他

們兩個人的罪在外表上似乎不同，然則在本質上卻沒有兩樣。法利塞人明明沒有達到義德的境界，卻沾沾自喜，自以為義；

稅吏則是既沒有義德，也乾脆不偽裝自己有義德。在此，我們看到法利塞人保持了外表的虔敬形式，卻失去了實質內心的虔

敬能力；稅吏則是既無外表，亦無內心的能力。一位是假冒偽善的偽君子，一位是不可自拔的罪人。

二、態度的不同：法利塞人按著規定的時刻來到聖殿中，並走到聖殿的最前端，以一種傲然的態度祈禱。他不但為自己

而站立，也為自己祈禱，甚至是對著自己祈禱，所以與其說他在向天主祈禱，更好說他是在自說自話。從他的話語中可以聽

出，他所敬拜的天主乃是他自己的驕傲，就因為這種驕傲的態度，讓他的祈禱不斷地兜圈子，圈子的圓心與圓周都是他自

己。他完全忽視了天主的義德，一心一意要建立自己以為的義德，他所用以建立自以為義的方法是撇清自己與別人不同，並



在天主面前大大展示自己的功德，以及強調自己如何自制不行惡事，說的盡是自己如何比別人好、比別人強，無怪乎我們聽

到他一開口便說到：「天主，我感謝祢，因為我不像別人那樣……。」

在法利塞人的祈禱態度中，完全找不到他對天主虧欠的卑微感，看到的是他在給天主加恩增惠；也找不到他因天主所賞

賜的這一切恩寵所懷有的感恩情懷，反而讓我們看到他把這一切都視為是自己所應得的；更找不到他對天主的一切美善發出

任何讚美，而是讓我們看到他把光榮歸於自己。如果以此態度向天主祈禱，禱聲根本無法上達天主臺前，充其量只能到達聖

殿的屋頂而已，當然聲量也得夠大。

如果老是高傲的要把自己同他人相比，並且說服自己，自己比別人更好、更優秀，那麼這樣的祈禱不僅無法上達天主臺

前，無法蒙得天主垂聽，還會使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從同情走向競爭，從競爭走向敵對，從敵對走向暴力，從暴力走向爭鬥，

甚至從爭鬥走向人性的毀滅。實際上，我們與其他人最深的身份並沒有太大不同，意思是說，我們生命最深的一些東西其實

是很相似的：我們都有軟弱的時候、也都有破碎的時候，也都是有罪的人，但我們也都是天主的女兒或兒子。

反觀稅吏的祈禱態度，他卻是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著胸膛。我們可以想見一下比喻中的這位稅吏，

他膽戰心驚地想要來到天主面前，但他的雙腳被罪束縛著，有如綁著鉛石一般動彈不得，站在那裡就像木頭雕像一樣，感覺

整個身體被綁著、被懲罰著、被攔阻著，無法抵達天主臺前；深深的內疚感使得他不敢越雷池一步，自己諸般的罪孽更是讓

他不敢輕舉妄動，深恐稍一移動就會大禍臨頭。因此他遠遠地站著，遠離法利塞人和群眾，更不敢靠近祭壇。離得有多遠

呢？這個聖經原文的希臘字「遠遠地」（第 13 節），其意義就是遠到當耶穌被捕時門徒背叛祂，與祂所隔閡的無止境的心

靈距離 ( 路廿三 49 )，或是在陰間的財主與在天上的拉匝祿之間永遠無法相觸的天淵距離 ( 路十六 23 )。

稅吏的雙眼與雙腳差不多，都是顯得誠惶誠恐，不敢朝上望天觀看，因為就怕與天主的四目交接，讓鑒察人內心深處的

天主把他看穿。又或許他害怕天堂裡的納稅人、聖徒和天使會在天主的面前指控他。與雙足和眼睛相比之下，其實稅吏的胸

膛受創更嚴重，他採行古老捶胸的慣例來表達內心的悲痛，以手、手掌、拳頭用力捶打自己的胸膛。

為此，這個卑微的靈魂，瑟縮在聖殿最隱閉的角落裡。即使他隱身在角落裡，卻仍然要忍受旁人的冷言冷語，也要忍受

天主的目光，更要忍受良心對自己的控訴。他不可能在聖殿裡開心地歌唱，也不可能在聚會後與經師握手，更不可能聚會後

和別人一起聚餐。即使隱藏在聖殿的角落裡，但他的痛苦是隱藏不住的。既然如此，他為何要到聖殿自取其辱呢？或許是自

小養成的一種宗教習慣，又或許他在這裡可以找到一點剩餘的生存寄托，更或許他渴望在這裡找到了一絲被寬恕的希望。所

以他像一個快要跌落懸崖的人，緊緊抓住生命崖邊的一枝小草。

三、形式內容的不同：祈禱的態度往往決定了祈禱的形式與內容。法利塞人的祈禱內容溢於言表，高傲地重複「我」字

四次，不斷地向天主顯揚自己的作為，他的第一句禱詞便是：「天主，我感謝祢，因為我不像別人那樣貪贓枉法、淫

亂放蕩。」這說法讓他自己站上道德高地、宗教高崗，因而睥睨、輕視其他人，甚至指控其他人不夠道德、不夠敬虔。當

他更進一步說：「我也不像這個稅務員」時，他不僅是單純地為高舉自己而貶抑他人，更是惡劣地刻意傷害、刺痛、羞辱

這位稅吏。就某個意義上來說，這位法利塞人是揪著稅吏的頭髮，一巴掌又一巴掌地打在稅吏的臉上。他為了讓自己虛偽的

義德被高舉，不惜把人踐踏在腳底下。

法利塞人是宗教上的敬虔人物，他持守宗教的傳統，對天主所要求的正義有一定的敏銳心腸。這一切，本來都是美好

的。但只是一念之差，這位宗教人卻是將天主的一切恩寵，看作是自己獨享的偉大素質，將自己狂妄地推上道德與宗教的高

地，視其他人為低下的人，就是在這一念之差，這位法利塞人展示了人類生命最大的邪惡。這正是基督徒最該當戒慎恐懼

的！

我在想，如果主耶穌講完那位法利塞人的比喻之後，要我們猜一猜誰是我們生命中的法利塞人，你猜誰會是這位法利塞

人？你可能會想，法利塞人在我周遭環境可多著呢！這個是，那個也是。或許，當我們認為身邊有很多人都是法利塞人的時

候，這想法本身便清楚顯明自己就是那位法利塞人。當我們想著，「我才不像他們」時，就會驚訝地發現，我們的講法和法

利賽人的講法，是多麼相似啊！ 
　　

 反觀稅吏的祈禱形式和內容，他求的是天主的憐憫，他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吧！」稅吏在

這裡所祈求的恩寵不是普通的可憐，而是與天主和好的憐憫。在新約中只有兩處經文引用相同的「憐憫」這

個希臘字眼，其一就是在這個比喻中稅吏向天主所祈求的「憐憫」，其二是在《希伯來書》二  1 7節隱喻大

祭司和慈悲忠信的基督為百姓的罪而獻上的「贖罪祭」。這說明了稅吏所祈求的憐憫就是與天主的和好。 
 
      四、結局的不同：法利塞人和稅吏雖然都是可憐人，但是這位法利塞人看不到自己的可憐，意識不到自己生命的邪惡；

然而這位稅吏卻清楚明白自己的可憐，也意識到自己生命的不義。這位法利塞人利用了宗教，利用了恩寵，利用了天主，讓

自己高人一等，可以藐視別人；這位稅吏卻是在宗教信仰裡，清楚明白自己多麼需要天主的恩寵，多麼需要天主的寬恕。由



此可見，宗教信仰對這位稅吏而言，乃是生命的最後救命浮木，是他生命賴以得救的救命符。耶穌毫不猶疑地附和讀經一

《德訓篇》中的說法：「謙卑人的祈禱，穿雲而上，不達到目的，決不休止，」這樣指出這兩個人的不同結局：「我

告訴你們：這個人回到家裡，成了義人，而那個人卻不然。因為自高自大的，必被貶抑；自謙自卑的，必被高

舉。」

如果主耶穌的這個比喻能讓我們看見，我們與法利塞人其實是相去不遠的，那麼當我們有如此的意識時，我們也會發現

與那位稅吏的生命態度就很接近了。或許發現我們人性內的法利塞人面目，著實會令我們感到難堪，然而福音之所以是福

音，就是因為它能讓我們在人性的難堪中，因著天主的慈悲，而被祂無條件的接納，並再次燃起希望，讓我們更加接近天

主。

　 
感謝天主不在乎我們是法利塞人或稅吏，祂都邀請我們接近祂；同時也盼望我們的祈禱和生命態度不再是：「天主，我

感謝祢，因為我不像別人那樣。」也不再是：「天主，我感謝祢，因為我不像這位法利塞人。」而是讓聖神引領，使我們能

夠真誠地向天主如此祈禱，並活出如此的生命態度：「天主，我感謝祢，祢憐憫了像稅吏一樣的我。」

祈禱經文

本常年主日的「進堂詠」出自聖詠：「願尋求上主的人滿心喜悅。你們要尋求大能的上主，時常想望瞻仰祂的

慈顏。」（詠一○四 3-4）聖詠的作者鼓勵我們要尋求上主和祂的德能，要時常不斷追求天主的儀容，而當我們聚集一起慶

祝感恩祭時，我們就是如此做了。這首進堂詠是梵二之後才安排在這個主日詠唱的，但從第八世紀的禮書中直到現在的《感

恩祭典》，這首聖詠同時也出現在四旬期第四週星期四的禮儀中。除此之外，這首聖詠在過去還出現在九月份星期六的四季

齋期中，或許是因為這個理由，所以梵二的彌撒經書將之安排在禮儀年尾聲的一個主日當中。

我們在這個主日的「集禱經」中，祈禱天主增強我們的信、望、愛三德，並且使我們愛慕天主的誡命，為獲得祂所應許

的救恩。我們這樣祈禱說：「全能永生的天主，求祢堅定我們的信德，加強我們的望德，激發我們的愛德，使我們

愛慕、遵守祢的誡命，以獲得祢的恩許。」這闋禱詞源自第六世紀的禮書，原使用在七月份的早、晚禱當中。在一些禮

儀傳統裡，這闋禱詞被使用在聖神降臨節之後的第十四個主日。有關信、望、愛三德，我們可以在《格前多前書》十三 13
及《得撒洛尼前書》一 3、五 8中看到。而在聖詠一一九 97中，我們也聽到了聖詠作者的愛慕成了我們的愛慕：「上主，我

是多麼愛慕祢的法律。」

 
我們在「獻禮經」中，祈禱天主垂顧我們所奉獻的禮品，使我們所旅行的職務，能愈顯天主的光榮。我們這樣祈禱：

「無限尊威的天主，求祢垂顧我們的獻禮；並使我們為盡職而舉行的祭祀，益增祢的榮耀。」這闋禱詞是以第六世

紀的禮書中，一闋使用在七月份平日的禱詞作為藍本，而把第二部份稍做修改，使之更符合今日的氛圍。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首「領主詠」來自聖詠。我們與聖詠的作者一起，因天主的救恩而歡樂，並頌揚祂的名

號。我們這樣詠唱：「我們要因祢的勝利而歡呼，奉我們天主的名豎起旗幟。」（詠十九 6）聖體聖事使我們充滿了喜

樂，並且激發我們向天主謝恩。第二首「領主詠」出自厄弗所書：「基督愛了我們，並為我們將自己交出，當作馨香

的祭品，獻給天主。」（弗五 7）在感謝基督為我們祭獻了自己的同時，我們分享了基督的聖體聖血。這兩首領主詠在梵

二彌撒經書中，都是全新的安排。

 
領了聖體（共融）聖事，我們在「領聖體後經」中，這樣祈求說：「上主，求祢使聖體聖事所蘊含的富藏，發揮在

我們身上；並使我們藉目前所舉行的禮儀，真能獲取它的神效。」在這闋禱詞中，我們懇求天主，使聖體聖事所蘊藏

的恩寵，在我們身上發揮力量，並使我們獲得所領聖事的實效。這闋禱詞來自第八世紀的禮書，是一闋使用在特殊的秋天彌

撒中的禱詞。長久以來，這闋禱詞一直都是在羅馬禮傳統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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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假裝我自己們比

實際上的自己還要更好、更體面；因此我們戴上面具，不敢告訴你我是誰，甚至在天主面前也是如此。但是，主

耶穌今天所要給予我們的訊息是，就按你原來的樣子，誠實並謙遜地站在天主面前，那麼我們便會學得真誠面對天

主，同時也會對我們周遭的人真實無偽。這樣的態度將帶領我們更接近天主和我們的近人，也更接近真實的自我。

現在就讓我們祈求上主府聽我們今天的祈禱，一如祂俯聽了稅吏的祈禱，一如祂俯聽了稅吏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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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在上主臺前省察我們自己，好讓我們能

夠看見真實的自我，並在上主恩寵的助佑下，能改過遷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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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謙卑人的祈禱穿雲而上；義人一呼求，上主立刻俯允。現在就讓我們滿懷盼望，向天主呈上我們的需求。」同時

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仁慈對待罪人；祈求祢俯聽謙卑人的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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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

們讚頌天主，並祈願祂的名受顯揚，祂的國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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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頁324-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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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讀經採雙數年。

2. 　本周遇見的節慶日：

  　  10 月 28 日（周五）聖西滿及聖達德（猶達）宗徒  慶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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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