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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一開始，先想一個問題：住在哪裡最不用擔心受怕？在我們的心目中，一定有一處是最不用擔心受怕的地方。幾

年前有一則新聞，是攸關網路票選 2014-2015 年全球十大安全國家排行榜的新聞，在這項調查中，犯罪率被視為決定一個國

家安全與否的主要因素，其他因素還包括天災、貪腐、恐怖主義、經濟危機和文化等。這份排行榜名單就是依據上述因素條

件，以及「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簡稱 IEP）自 2007 年以來每年都會公布的全球和平指數（Global Peace Index）綜合得出的

結果。臺灣因為在低竊盜率、低犯罪率和暴力案件的低指數上，便拿下單項的第二名，加上臺灣人民的善良、友善，在你開

口前就會伸出援手幫助，觀光客在臺灣也不必擔心會遭遇任何暴力，再加上臺灣是個很棒的地方，擁有眾多美麗景點以及可

口美味的特色美食，同時更因醫療制度、經濟自由度，以及教育的普及和人文的發展等，使得總名次名列前茅。

臺灣確實是一個安全的國家，不過，挺諷刺的是，不少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卻欠缺安全感，常常感到不安和焦慮。然

而是甚麼原因令臺灣人如此缺乏安全感呢？如同緊箍咒的 22K 薪資始終疲軟不振、經濟不景氣、政治動盪、颱風地震等天

災、能源的威脅、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再加上許多個人或家庭的因素等，讓臺灣的整個社會隱隱作痛，致令安心無憂的日子

似乎變得有點可望而不可及。

雖然可望而不可及，但無憂無慮的生活仍然是作為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期望，這期望也是古往今來人類的共同追求。在今

天的《路加福音》裡，耶穌就講述了一個相關的比喻，並且藉著故事中的主角如何追求安逸快樂的過程，向我們揭示出人性

的迷思與陷阱。現在就讓我們透過耶穌的這個比喻，一起來尋找及領受那可以令我們的生命真正心安的啟示。

 
在今天福音的一開始，聽耶穌講道的人羣中有一個人來到耶穌面前，請求祂介入一個財產分配的問題，這人對耶穌說：

「師傅，請吩咐我的兄弟與我分家吧！」耶穌沒有接受這個突兀的邀請，祂拒絕擔任兄弟鬩牆、家產爭奪的仲裁者；祂

也不願意擔任任何人的財務顧問、家庭律師、中間人或調停者，祂卻是立即抓住這個機會，藉著這個人的要求來完成祂的使

命，祂的使命就是要促使人們熱心尋找天主的國，而非一味貪婪地追求地上物質的事，因為只有在天主的國裡，我們的生命

才能擁有真正的心安，也因此耶穌告誡人們說：「你們要謹慎，躲避一切貪婪。」

耶穌提出告誡之後，緊接著就說了一個有關糊塗財主的比喻，幫助我們明瞭人的貪婪是何等地愚昧，並使我們了悟人的

生命價值其實並不在於財富的多寡。如果我們執迷不悟，硬要以財富來衡量生命的富足與否，那麼將是多麼愚不可及的事，

此種價值觀甚至會成為生命的致命要害。這也是為什麼，耶穌稱那位比喻中的財主為「糊塗人」，講白了就是「傻瓜」，因



為這個人讓自己一直陷入人性的迷失與陷阱當中，而無力自拔。

這個糊塗人為追求安逸的生活，陷入的第一個迷思與陷阱就是「以偏概全」。他以為只要找到一把萬能鑰匙就能開啟所

有的生命之門，只要找到一樣東西就能滿足所有生命裡的一切需要，解決所有生命裡的難題，而他所賴以開啟生命之門的這

把鑰匙就是財物。財物確實能夠維持生命的基本需要，因為生活如果得不到溫飽，生存也會受到威脅。財主所陷入的迷思和

陷阱，不在於他對財物的需求和儲備，而在於他以為財物能夠滿足、解決、涵蓋作為一個人的全部所需。

其實只要是人，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社會裡的人，對這位財主的想法，是心有戚戚焉的。因為許多現代人面對職場無情的

競爭、專業科技汰換的快速，以及中年求職的艱難等等現實景況，被逼迫不得不想方設法快速累積財富，否則就要擔心失業

或退休後的生活難以安逸過活。也因此，我們都與比喻中的糊塗財主有著相同的渴望，渴望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就可以累積足

夠一生使用的財物，以為有了足夠的金錢財物，就不用再被焦慮和不安所困擾。君不見，在今天的現代社會裡，只要是關乎

理財和投資的講座與書籍，不都場場爆滿、本本暢銷嗎！電視臺教導投資股票的節目不也是一個接著一個的開播嗎！好幾億

甚至幾十億臺幣的頭彩彩券不也常常使臺灣陷入全民大瘋狂的尷尬處境嗎！

真正的問題是，人心的貪婪就如同西遊記裡困住唐三藏的無底洞一般，在這洞裡有的只是如恆河般的流沙數且永遠填

補不完的漏洞，是永遠都不會迴響「足夠」這兩個字的。這令我想到有名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他是19世紀的

美國石油大王，以一百多年前的社會地位來說，他就猶如現在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曾經有人問過他說：「人需要有

多少個百萬才能滿足呢？」他回答「下一個一百萬。」在上個世紀的九零年代，最大的財經新聞事件是內線交易（insider 
trading），與這事件相關的人物後來都被逮捕了。這個事件的關鍵人物叫  Dennis Levine，他曾經公開說明要如何非法地

透過內線交易來購買股票，並且在公司併購而股票上漲時脫手獲得暴利。事後，Dennis Levine 在《財富雜誌》（Fortune 
5/21/90）受訪時說：「人總是問我：『為什麼一個年收入超過一百萬美元的人，會涉入內線交易呢？』理由是因為當我每

次達成新的目標時，便會設立下一個更高的目標，想累積更多的財富，因而將自己綑綁在一個無法逃脫的循環中。當我成為

副總經理時，我就想做總經理；當我成為總經理的時候，我就想做董事長。而如果一年賺 10 萬美元，我就想自己能夠賺到

20 萬美元；如果我賺到 100 萬美元，那麼我就想我還能賺到 300 萬美元。」

這真實到令人瞠目結舌的貪婪景況更讓我想到2016年上映的好萊塢電影〈金錢怪獸〉（Money Monster）。電影情節敘

述一位電視財經專家李蓋茲（Lee Gates）透過內線消息讓他在華爾街成為賺錢高手，然而不速之客凱爾．比德韋爾（Kyle 
Budwell）因為聽信投資分析而賠光積蓄，因此在節目直播中綁架了李蓋茲與節目製作人派蒂芬恩（Patty Fenn）。同時全國

民眾也透過電視看著這場直播，這場挾持行動卻也揭發了金融操弄的貪婪醜聞，這醜聞讓人性醜陋、悲慘到只剩下對金錢的

信任，而不再相信任何人。

比喻中耶穌所説的「貪婪」就是像這樣永遠沒有滿足的渴望，執迷於遠遠超過我們所需要的更多的東西、更多的財產。

為躲避貪婪，耶穌讓我們明瞭物質財富具有無法令人滿足的特性，祂說：「一個人縱然富裕，他的生命並不在於他的資

產。」耶穌要說的是，不管你是物質上的窮人還是冨人，生命歸屬的真正關鍵是，你要如何使用你現世的財物？因此，所

應該考慮的是，在面對永生或面對你的弟兄姊妹中最弱小、最貧窮者時，財物會不會形成障礙？財物會不會使你對人之間相

互依存的根本關係漠然置之？財物會不會使你對依靠天主的需要無動於衷？財物是不是成了你與他人、與天主、與永生之間

的障礙？如果我們願意誠實回應這些提問，那麼我們面對內心的誠實答案將會決定我們生命的歸屬。    

另外，從這個比喻中，還可以看到這個糊塗人為追求生活心安，陷入的第二個迷思與陷阱。這位糊塗的財主所思所想的

都是有關「我」或「自己」的事。從他開始與自己對話中，「我」出現了七次，而唯一的一次「你」也是對自己說的。這個

無知財主的人生格言說穿了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所以，我們看到他都只聽到自己的想法，他根本不需

要任何人的指點和意見，只有他自己的觀點才是最重要的。他就是自己的財務顧問，他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總之，這個貪

婪的人就是要求自己能掌控自己的未來，要求自己能解決自己的所有需要，而不假外求，甚至把天主排拒於他的世界之外，

如此，人除了聆聽自己的聲音，還可以仰望甚麼呢？ 

這比喻告訴我們，生命的真正危機就在於當我們越追求自給自足，越要求掌握未來的時候，我們其實正在為自己建造一

個封閉的世界，一個不受外力影響的牆內世界。這樣的世界只是我們腦海中所浮沉的構想，現實中並不存在，因為其中一個

必然不能排拒的外力就是天主。這就如比喻中天主對糊塗財主所說的話，這話猶如刺針一般直接刺破了我們人所幻想出來

的粉紅泡泡：「糊塗人哪！今天晚上就要索回你的靈魂，你所準備的一切，將要留給誰呢？」如果我們是這位大財

主，要求我們的生命排拒所有外在的干擾，要求絶對的確定才感到安心，那麼，我們就只有繼續在焦慮不安中生活。

至此我們已經了然於心，財主之所以繼續在焦慮不安中生活的真正癥結與問題，不在於他已經儲存了多少錢財，而在於

他將「錢財」等同於「安息」。耶穌從來就沒有把安息和財富相提並論，也只有耶穌才能讓我們得著真正的安息，在耶穌

內「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十一 28）另外，在福音中，財富也從來不是構

成生命慶祝的真正理由，就如在蕩子的比喻裡，我們看到慈愛的父親是為了無價的悔改、靈魂的得救和永恆的生命等因素而



「歡宴喜樂」，也就是為了他浪蕩迷失的兒子已經「失而復得，死而復生」（參：路十五 11-32）。所以在福音裡真正值

得慶祝的事，不是因著肉體或財物的滿足，而是為了失喪靈魂的得救。

耶穌的比喻就像一枝利箭，總會射穿我們的心靈。真正用耳朵聽比喻的人，在講故事的人住嘴了，故事講完了之後，屬

於你我的生命故事才要真正開始發生。現在是我們要決定是否付諸行動和實現的時刻到了：我們願意讓所聽到的比喻改變我

們自己，還是墨守原初的觀點，繼續做個生命的糊塗人，堅持反對新的生命故事，新的生命視野呢？我們是要繼續抗拒所聽

到的天主的召喚，還是跟隨這召喚的聲音，成為一個躲避一切貪婪的人，成為一個新人？

現在，是你作抉擇的時刻到了。

祈禱經文

我們在彌撒的一開始，隨著聖詠的作者，在「進堂詠」中一齊呼求天主：「天主，求祢快來拯救我；上主，求祢速

來扶助我。上主，祢是我的助祐，我的救援，求祢不要遲延。」（詠六九 2, 6）這也是「時辰頌禱」中每個時辰祈禱

一開始的開端詞。這首「進堂詠」至少可以上溯第八世紀的禮書，並且直至梵二之前，都被使用在聖神降臨節後的第十二主

日。

這個主日的「集禱經」祈求天主扶助祂的僕人們，把天主無限的恩惠賜給依靠祂的人。並且承認有天主作我們的創造

者和主宰，乃是我們的榮耀。最後，祈求天主復興祂所創造的，並保存祂所復興的：「上主，求祢廣施仁慈，扶助祢的

僕人們。我們深感榮幸地承認祢是創造和主宰宇宙的君王；求祢改造我們並保護我們。」這闋禱詞可上溯至第六世

紀的禮書，其原初目的是為因應第六世紀，當羅馬城面對一次圍城的危機時，號召全城羅馬人守齋戒，呼求上主的救援。

2002年版的《羅馬彌撒經書》修正這闋禱詞中的一個拉丁字。這闋禱詞的靈感來自於聖詠一〇四 30：「祢一噓氣，萬物造

成；祢使地面，更新復興。」同時也讓我們想起了羅馬書第八章：天主使受造物從敗壞的奴隸狀態中獲得了自由。

在團體向天主獻上餅和酒時，我們在「獻禮經」中祈禱天主仁慈地聖化這些禮物，悅納我們的屬神祭品，好使我們也成

為奉獻給天主的永恆獻禮：「寬仁的上主，祢在此聖事中賜給了我們禮品，求祢聖化和悅納；並因此神聖的祭獻，

使我們自己也成為奉獻與祢的永恆獻禮。」這闋禱詞在復活期的平日彌撒中也出現過好幾次，其根源乃源自第五世紀的

禮書中，在聖神降臨節舉行洗禮時所使用的一闋禱詞。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領主詠」來自智慧篇：「祢從天上給我們降下了現成的食糧，具有各種美味，

適合各人的口味。」（十六 20）這段經典經文成了教會傳統以來，舉行聖體明供時所使用的禱詞。這首「領主詠」從第八

世紀以來，直至梵二之前，一直使用在聖神降臨節後的第十三主日。第二個「領主詠」來自若望福音：「主說：我就是生

命的食糧；到我這裡來的，永不會饑餓；信從我的，總不會口渴。」（若六 35）這首「領主詠」節錄自本主日的福

音，是「我是……」系列「領主詠」中的一首。這是梵二之後全新編入的「領主詠」。

透過這共融的聖事，我們在「領聖體後經」中祈求天主：「上主，祢以天上神糧養育了我們；更求祢隨時支援，

保護我們，使我們堪當承受永遠的救恩。」這闋禱詞源自第八世紀的禮書中，一闋使用在隱修院彌撒中的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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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你認為甚麼是最重

要的？在今天的福音，耶穌要以比喻當箭，射向我們的心窩，好讓我們能夠用心面對作為一名基督徒，生活中最重

要的問題之一：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否有比金錢、物質、享樂和權力更重要的事？又是否我們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中

發現到，對天主的愛、對近人的關懷、對朋友的友誼、對窮人的幫助等，更值得我們去追尋、付出與持續？今天我

們要如何去回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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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的雙手拋開一切生活中為當放開卻把持

不捨的，也讓我們的心放下一切為當拋下卻仍然垂掛心頭的，來到天主台前，祈求祂寬恕和釋放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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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是已經與基督一起復活的人，所以我們所思念的是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現在我們為促進天國的來臨，向

天主呈上我們的祈禱。」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千年在祢眼前，就好像剛過去的昨

天，又像夜裏的一更時間。我們祈求祢教導我們數算自己的年歲，學得內心的智慧；並讓我們這些為促進天國來臨

而向祢呈上的祈禱，都能蒙祢的俯聽垂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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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

不是讓我們受造物成為祂的所有物，卻是成為我們的僕人。為了天主的美善，讓我們向祂感恩讚頌，並藉著祂的聖

子耶穌，將一切奉獻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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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周遇到的慶日及必行紀念日： 

　　8 月 1 日（周一）聖雅風（亞豐索） 紀念（白）

　　8 月 4 日（周四）聖若翰・衛雅（維雅納）司鐸  紀念 （白）

　　8 月 6 日（周六）耶穌顯聖容  慶日 （白）

 　             特別提醒教友們，「耶穌顯聖容」奧蹟在耶穌的生命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也是一個在我們心中激起莫大喜

樂的光輝節日，因此鼓勵教友們盡可能安排出時間去參加堂區的彌撒。在此一奧蹟中，我們將預嚐到耶穌復活的光

榮，同時也向我們預告了耶穌祂那原是代表著失敗、絕望和死亡的十字架將轉化為勝利、希望和生命的記號，而所

有願意聽從耶穌的人也都將經歷這轉化的過程，並且活出這同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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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