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年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智十八3, 6-9；希十一1-2, 8-19；路十二35-40】

    潘家駿 神父

在日常生活中，甚麼事情會讓我們措手不及，甚至讓我們措手不及到尷尬萬分？我有過，而且發生的頻率還蠻高的。有

一回，我掏腰包請朋友吃飯，原以為可以用信用卡結帳，因此有恃無恐地沒有帶任何現金出門，等到要結帳了，餐廳的櫃檯

收帳人員竟回答我說：「我們這裡不收信用卡。」此時，我才猛然驚醒這家餐廳是不收信用卡結帳的！不過我以為朋友們曾

經邀請我來過這家餐廳幾次，因此老闆一定認識我，會通融我立刻回去拿現金來付帳，結果老闆更進一步對我說：「我們也

不賒帳。」我說：「我就住附近，我回去拿錢，馬上回來。」老闆卻回答我說：「要是你跑了，我向誰拿錢？」因此只好請

把這一切尷尬都看在眼裡，卻一樣沒有帶現金的朋友幫我回去拿錢，把我贖回來。從此之後，我要嘛一定準備足夠的現金，

要嘛會先打電話問清楚收信用卡與否，要嘛一進餐廳門劈頭就問能不能使用信用卡買單，萬一不行，又自忖荷包裡的現金大

概不夠消費，那就只好直接閃人了。

我想，這種恨不得挖個地洞躲起來的尷尬經驗，不少人都有過。除此之外，就要上飛機了，卻發現護照就快要過期，或

忘了把護照放進隨身包包當中；或者是臨到要考試了，卻發現書都還沒看多少頁等；生活中這種事到臨頭，卻發現尚未準備

好的事情，可以說一籮筐，甚至好幾籮筐。這些事或多或少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尷尬，嚴重一點還會帶來輕重不等的損失，

但損失再大，終究還是會有一個停損點。然而，如果是面對死亡當頭，而我們卻還沒有準備好，那我們的生命又將何去何從

呢？這問題可就沒有一個停損點，其結果將是無比嚴重了。本主日的讀經及福音就是以「在信德中準備及等待」，來幫助我

們面對這終極的問題。

在第二篇讀經《希伯來書》中就談到了信德。說到信德，就讓我想到一則有趣的故事：一個遊客觀賞美國大峽谷的壯麗

景色時，不慎從懸崖邊失足滑下去。他拼命掙扎，終於抓著一顆懸在半空的小灌木。驚魂甫定後，他大聲求救：「上面有人

嗎？有人可以救我嗎？」很快便有聲音說：「我在這裡，我就是天主。」那人說：「那太好了，請你救我，我快支持不住

了。」天主說：「救你以前，我想知道你是否相信我。」那人回答：「天主，我怎會不相信你！每主日我到聖堂參與彌撒，

平時勤念早晚課和讀經，對教會的需要亦大力支持。」天主說：「你真的相信我？」那人有點不耐煩地回答：「你要我怎樣

做才相信？」「那麼，放開雙手吧！」天主說。那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天主再一次說：「如果你相信我，就放開

雙手吧！」那人沉默了一會，大聲喊說：「上面還有其他人嗎？」

這當然只是笑話一則，卻是精準地抓到我們信仰的痠痛處。無怪乎，《希伯來書》的作者在談到信德時，他是這樣告訴

我們的：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更確切地說，信德是提前擁有我們所盼望的事物的途徑，

是認識不能看見的事物的途徑。人在信德中經驗的，與肉眼所見是不同的；肉眼只看見可觸摸的世界，但信德所經驗到卻是

看不見的天主的大能，就如同《希伯來書》中所形容的亞巴郎和他的妻子撒辣對天主的信任一樣：「亞巴郎因為有信德，

蒙天主召選時，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出發時，還不知道要到哪裡去。……撒辣因為有信

德，她雖然過了生育的年齡，竟然得到了懷孕生子的能力，因為她相信那應許者是信實的。」

這樣的一種信德，我們在那位聖德雷莎姆姆身上也看得到。多年前，有一位神父獲長上任命一項非常吃重的工作，他要

求先到加爾各答的「垂死者之家」作生活體驗，希望能夠從中明辨這項任命是否真是天主的旨意。第一天早上彌撒後，他遇

見德雷莎姆姆。德雷莎姆姆問他說：「我可以幫你甚麼呢？」他不假思索地說：「請您為我祈禱！」她繼續問：「你希望我

為你向天主求甚麼？」於是神父將自己此行的目的與修女分享。最後，他希望修女求天主賜他能夠看清楚前面的道路，好

能決定是否要接受這項新的任命。怎知修女竟然拒絕了他的請求，就在神父百思不得其解時，修女緩緩道出理由。因為人們

都以為德雷莎姆姆就是在祈禱中獲得天主的清晰指引，以致於她才能夠帶領她的修會團體產生如此有生命力的信仰見證。不

過，德雷莎姆姆卻是微笑地對他說：「其實，我從來都沒有獲得天主清晰的指示，我有的只是信德，然後在信德中準備好該

做的事，並耐心等候天主的旨意承行，而不是讓我自己的旨意承行。是的，我會為你能夠獲得同樣的信德而祈禱。」

在今天的《路加福音》中，耶穌就是以一個僕人準備及等待主人歸來的比喻，來強調懷著信德準備及等待天主的救恩承

行的必要性。這比喻是有關一位主人出了門，僕人們確信他必將歸來，但是不知道他回來的確切時辰，因此僕人們該當做好

迎接主人回來的準備，把腰束好，把燈點著，當主人回來的時候立刻給他開門，讓主人看到他們在等待著他，並隨時等待回

應主人要僕人做的事，順應主人的願望，按照他的渴望，全心全意地去完成主人所交辦的事。

從耶穌對這個故事的敘述，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這是一個充滿緊迫性的比喻，比喻的一開始就提到：「你們要把腰

束好，把燈點著；」這句話讓我們想起了《出谷紀》裡的逾越節法律：「你們應這樣吃，束著腰，腳上穿著鞋，手裡

拿著棍杖，急速快吃：這是向上主守的逾越節。……這一夜是上主領他們出離埃及所守的一夜。」（谷十二11）



耶穌引用這句話，就是想告訴祂的聽眾，救恩馬上就要完成了，但是唯有警醒準備好的人才可以獲得救恩，因為如果上主來

了，而我們卻還在睡覺，那麼我們又怎麼能夠跟著祂出離埃及的奴役呢？ 

這個比喻讓我們更進一步知道，主人是從婚宴中回來的。婚宴，在《路加福音》裡一般是指默西亞的婚宴，也就是指天

國來臨的意思。猶太人的婚宴通常要吃很多天，最多的可以吃滿七天。因此主人出去喝喜酒，僕人通常也無法預知主人具體

什麼時候會回家來，但是可以確信的是，主人或早或晚總一定會回來；好的僕人，就會隨時準備好等候主人的歸來。是的，

我們就是那懷著信德準備及等候基督來臨的好僕人，但基督甚麼時候來？耶穌在今天的福音片段中說：「你們要知道：家

主如果知道賊甚麼時候要來，他必要醒著，決不讓房屋被挖穿。你們也應當準備好，因為在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了。」聽了耶穌的這句警語，應該會促使你這樣想：為我，那料想不到的時候究竟是甚麼時候？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就曾經說過：「每個人都有一個錯覺，覺得自己總會有明天，但現

實是，每一個人總有一天都會沒有明天。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天是哪一天，但是聰明的人就會懂得為那一天做準備。」 
大哉斯言！我們常聽到有人說，你們基督徒不是講只要悔改就可以得救嗎？那我幹嘛現在那麼認真生活，不如多做點隨心所

欲的事，多享受一些，即使是做了壞事也無所謂，等我要死的時候再來悔改就可以了。這種人最大的盲點就是湯恩比所說的

「錯覺」，誤以為自己總有「明天」在等待著他，殊不知人不是天主，因此永遠都無法知道哪一秒鐘是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秒

鐘。

因此，我們基督徒萬萬不可採取如此搞錯的生命態度，我們應該學習成為湯恩比口中的那個「聰明人」，把每一天都活

得像是最後一天一樣。如果今天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天，那麼我們就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去做無意義的事，因為我們清楚知道，

已經沒有時間讓我們虛耗，這是最後一天了，而我們還有很多事必須趕在時間內去完成，這些事如：如果我得罪了某某人，

那麼就要趕快去和好；如果我虧欠了父母，那麼就要趕快去報恩；如果我還戴著虛偽的面具過生活，那麼就要趕快扯掉面

具。日子只剩最後一天了，趕快道謝、道愛、道歉、道別吧！如果我們有這種「只剩最後一天」的心態，那麼我們就會深切

明白耶穌在這個比喻中所說的：「在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的確，如果我們愈能夠欣賞天主賜給我們生活中各式的人際關係，以及珍惜天主賞給我們的種種恩寵，那麼我們就愈能

夠領會基督在我們生命中的迫近和已到臨頭，並對我們的生命給予細緻入微的關懷和愛護；同時我們也就愈能敏於回應天主

的邀請，勇於承擔生活的重擔和使命。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我們只是在處理平平無奇的日常例行事務，我們也能察覺

到祂的迫近與臨在，進而我們能隨時隨地轉向祂，感謝祂，讚美祂。是的，當我們越珍視天主賦予我們的恩寵，我們就越能

讓我們的生活成為耶穌所說的料想不到的時刻；在我們平凡的生活中，認出祂就在那裏，並隨時準備好我們自己來迎接祂。

另外，這個比喻之所以要我們警醒準備，不僅僅是為了主人的到來，同時也是為了作為僕人的我們自己的好處。因為主

人和僕人構成了一個愛的關係，這關係透過主人向僕人們所顯示的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慷慨舉動中盡顯出來：「主人來到

時，遇見醒悟著的那些僕人是有福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束上腰，請他們坐席，自己前來伺候他們。」看

哪！主人竟成了僕人，就為伺候他的僕人。這真是一個令人完全料想不到的慷慨舉動啊！事實上，耶穌正是這樣慷慨地對

待了我們，祂毫不猶豫地做了眾僕之僕！祂是我們的主人和老師，更是創造我們的天主，但卻為祂的門徒們洗腳（參閱若

十三，3-7），為向我們顯示：服務和愛應該是彼此交織的：沒有服務，愛就是空的；而沒有愛，服務就不是完美的。

最後，我們請求天主賜予我們隨時準備好迎接祂的恩寵。不管祂何時來臨，或是在我們日常的平凡生活中，或是在我們

生命中肯定會發生的臨終末刻，我們決不能讓自己處在天主的恩寵之外，或是處在招致天主公義審判的處境當中。所以，懷

著信德隨時準備好，接受天主在我們生命中任何時刻的臨在，而讓我們的生活永遠都能符合祂的旨意，並使信德的恩寵如同

泉湧一般，不斷地在生活中激起大望德和大愛德。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