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的地方，福音去到那一家，那裡就是天主臨在之地。 
 

五、 無論進那一家，就住在那裡：門徒不應揀擇，福音是為所有人，不該有

勢利的眼光，挑選富有的人家；環境的貧富，不應影響門徒傳福音的熱

誠。 
 

六、 門徒要做的任務：宣講福音、驅魔、治病。耶穌知道自己在世的時間短

促，祂需要人繼續祂的工作，作祂的代言人。耶穌不需要門徒發展一套

全新理論，不需要他們青出於藍，像其他宗教一樣。禪宗六祖慧能把禪

宗發揚光大，甚至人們認識他多於他的老師五祖或始祖達摩。從來沒有

基督徒敢認自己所說的比師傅耶穌好，因為他們領受或宣講的全是源於

基督，目的是使人悔改，皈依基督。至於驅魔治病，是表達福音的力量

，使邪惡不能立足；肉體健康的恢復，象徵整個人，特別是屬靈健康的

恢復。 
 

今日的福音提供了很多培育的資料，我們可綜合出一些適合現代環境的啟示： 
 

一、 使命感：作為基督的門徒，必須接受來自基督的使命。每人都是祂的先

知，繼續為祂去宣講，使人歸向祂，得到全人的治療。我又曾為祂做過

甚麼呢？ 
 

二、 團體感：基督不希望我們是個獨行俠，祂希望我們連同其他人一起做，

在基督徒團體中完成任務。我們必先使自己的團體成為愛的團體，我們

所宣講愛的福音才有可信性及吸引力。 
 

三、 信賴感：要使別人悔改，要戰勝邪惡，要治療自己和別人，都是困難的

事。我們當然會動用很多工具，採用各種現代化的技巧去完成任務。但

不要忘記，最重要的還是信賴耶穌基督。中學有一篇課文，說四川有兩

個和尚，一貧一富，他們都想去南海。貧者信念清楚，帶了瓶和缽便起

行了；富者卻要包一艘船去，因為事情複雜，直至貧者由南海回來，他

還未完成他的偉大計劃。傳福音主要不是靠人力物力，而是信靠耶穌基

督。 
 

讓我們好好把握福音的訊息，使命感、團體感、信賴感都是做基督門徒必要的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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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驛站   過多的行李   蔡惠民神父 

 

一個作家喜歡四處遊歷，將看到的事物一一記錄下來。他每次出門，只帶一些金錢
和書。有一次，他搭上了一艘船，準備海上之旅。不料半途刮起一場可怕的暴風雨
，每個人都急忙搶救身上值錢的東西。作家只拿了筆記本，一旁的人問他：「你不
打算保住你的財產嗎？」作家回答：「我所有的財產都在我身上了。」當暴風雨過
後，有些人因拿了過重的財物而無法逃出。作家幸運地活了下來，等到了另外一個
城市，他便將這個冒險故事寫成書，一路上他就靠著寫書的稿費回到家鄉。  
 

按馬爾谷記載，當耶穌派遣門徒兩個兩個出外傳教時，曾經囑咐他們：「在路上除

了一根棍杖外，什麼也不要帶：不要帶食物，不要帶口袋，也不要在腰裡帶銅錢，

卻要穿鞋，不要穿兩件內衣。」（谷 6:8）然而，今天時代已經不同，出門旅行，我

們明白，總不能沒有相應的準備。縱使隨身沒有食物、金錢、衣物，口袋裡總要有

「百達通」或信用咭，以備不時之需。其實，耶穌用意並不是叫門徒粗心上路，只

是提醒他們：帶太多的「行李」出門，往往幫不了行程，反阻礙了行程。 
 

一位經常往國內山區小學服務的朋友，曾經與我分享她怎樣帶了過多的「行李」。

國內山區小學一般設備簡陋，加上日久失修，很多連基本的書桌、座椅、黑板都破

舊不堪。有一次，她決意要帶幾塊質料上乘的黑板，送給一間只能在牆壁寫字的小

學。她首先在廣州選購，然後租用專車送到粵北的一座山下，再用人手，運到山上

。由於山路崎嶇，幾經艱辛才把幾塊黑板弄到小學。當她滿心歡喜要掛起這幾塊黑

板時，發現課室的土牆，竟沒有一道有足夠的承托力。最後，掛不上的黑板只好丟

在課室一旁。 
 

耶穌要我們小心「行李」過多，不是指食物、金錢或衣物等物質，而是心態。一如



這位朋友，當提起傳教，先入為主的理解是將自己認識的，介紹給未認識的；拿自

己足夠的，與缺乏的分享。與人分施的熱誠，推動教會不計較人力、物力、時間，

甚至生命的付出，將「好消息」或「好東西」帶到天涯地角。然而，這些「好消息

」、「好東西」最後還是被棄在一旁，為什麼？ 
 

耶穌希望我們明白，傳教工作若要有成果，不可能只是單向的分施，必須同時是雙

向的接受。我的朋友一廂情願認為幾塊質料上乘的黑板，為小學是最好的禮物，但

她從沒有易地而處，瞭解小學的真正需要。結果，這幾塊黑板除了成為整個行程的

沉重負擔外，更障礙了她在行程中的接受。自此以後，她每次到山區，不再為自己

預備各式各樣的即食麵和罐頭食品；反之，從村民每餐端上的糙米、臘肥肉、芒鼠

肉……，去明白甚麼是村民期待的「好消息」和「好東西」。相信耶穌吩咐門徒：

「你們無論在那裡，進了那一家，就住在那裡，直到從那裡離去，」（谷 6:10）用意

也在於此。 
 

最近，教區公佈了甘寶維神父將赴非洲坦桑尼亞傳教三年的消息。有教友問我：「

神父，我覺得這次安排事有蹊蹺，你有沒有聽聞什麼消息？」我反問：「為什麼你

會有這種猜測？」他說：「香港教區也欠缺神父，為什麼要讓一位年青而又能幹的

神父到非洲服務？我想一定有原因！」我理解這位教友的疑慮和關心。不過，如果

要等香港教區有足夠的神父才可派遣傳教士，我們要等多久，才會出現人手過剩？

再者，這種單向的「施與」心態，不正是耶穌否定的嗎？ 
 

據我瞭解，晉鐸五年的甘神父，深感是再次充實自己的時刻。他明白自己的需要，

不繼續學術的進修，而選擇到非洲傳教。所以，此行的目的，不只是「施與」，也

是學習「接受」。事實上，短短三年，除去語文的學習，還有各方面的適應，如果

要求傳教工作有什麼一針見血的成果，實在談可容易。不過，能夠離開自己熟識的

環境，放下習以為常的生活節奏，讓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團體中，從新開始和學習，

這收獲是難以估量的。 
 

關心甘神父的教友可能會建議他，應為這次行程準備一雙合適的鞋、足夠的衣服、

亞士匹靈、抗生素、維他命丸、一個超短頻收音機、一部數碼相機、一個蚊帳……

耶穌卻提醒他，小心因過多的「行李」而錯過這次傳教之行的收獲。進了一家，就

住在那裡，直到從那裡離去！在這裡衷心祝福甘神父身體健康，傳教工作順利，早

日回來與香港教會分享這次行程的祝福。 

 

和平綸音   

門徒的培育   

吳智勳神父 

 

馬爾谷福音重視門徒的培育，未受培育就不能有效地宣講。他在第三章已提到耶穌

揀選十二門徒，但要到第六章才說耶穌派他們出去，表示門徒要聽過耶穌的道理，

目睹耶穌平息風浪、驅魔、治病、復活死人，經驗過不被接納的遭遇。經歷過這些

培育後，耶穌才派遣他們出去，甚至這個派遣本身都包含了培育，同時把基督徒的

特質描繪出來。 
 

一、 受派遣：門徒是受派遣，派遣的行動來自基督，主動不在門徒。今日的

人多喜歡想做就去做，一切以自己的喜好為準則。受派遣的就不同了，

先知不喜歡也要傳遞天主的意思；受派遣是以天主的旨意為依歸，不幹

就是不盡責。 
 

二、 兩個兩個出去：大概來自舊約的習慣，舊約認為只要有兩個證人，證供

便可成立。現在兩個門徒宣講，他們便有可信性，見證可以成立。對於

那些反對福音的人，兩位傳福音者成為他們拒絕福音的見證。從人性心

理的角度，兩人一起可以互相扶持照應，亦是考驗兩人的愛德與忍耐的

機會，因為最易爭吵的是只有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兩人必須先有基督在

他們中間，才能有效地把基督愛的福音傳給他人。 
 

三、 制服邪魔的能力：馬爾谷特別重視驅魔，魔鬼能在人身上產生很大的力

量，但因著福音，門徒有能力戰勝魔鬼，當然這力量是來自耶穌基督。 
 

四、 被派遣者的裝備：不要帶食物、行囊、錢、兩件內衣，主要提醒傳福音

者依賴天主，過簡樸的生活，不要依賴財富或其他資源，免得有人為了

物質而傳福音，或存有貪念。帶手杖，穿鞋的說法，馬爾谷與瑪竇剛好

相反。前者重視實際層面，手杖與鞋，都是走難行的道路時必要的裝備

；瑪竇卻重視神修的層面，手杖有自衛的用途，但傳福音者以天主作為

自己的手杖，不須自己保衛自己。以色列人進入聖殿必須脫鞋，因為那

是天主的所在地；傳福音者不穿鞋的意思能夠是：尊重每一家為天主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