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說：「人子必須要受苦，甚至要死。」這是默西亞基督，我們要跟隨的主。請

不要期望生活上一帆風順，事事如意，這不是跟隨耶穌的道路和方向。耶穌告訴門

徒，也告訴我們：「如果你們願意跟隨我，便該棄絕自己。」這是一份邀請，我們

可以拒絕。但如果選擇跟隨的話，我們便要和耶穌一樣，將生命交出來，我們要捨

棄自己，不再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是背起十字架，背十字架一點不輕鬆、不容易

、不簡單，不過耶穌自己曾背起十字架，祂作出承擔，將生命交了出來。  
 

 今天的聖經，邀請我們每個人做一個抉擇，雅各伯書告訴我們：有信德沒有行為，

這信德是死的；只懂祈禱而沒有遵守耶穌的誡命是無用的；無用的意思是指我們所

做的事只是為自己，沒有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真正的改變；改變來自實踐，我們需要

有一份勇氣和信心去承擔。  
 

 將子女送進名校，並不是從此可以放手不管。如果希望子女真的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身為父母的在每天生活中，仍需要不斷教導、指引、幫助、提醒、愛護子女。一

個值得我們好好反思的現象，就是每逢到了考試時候，彌撒時聖堂空位特別多，因

為有一群人會不返回聖堂參加彌撒。一些家長會對我說：「考試呀！神父，我個女

要溫書呀，我個仔要準備考試呀！」他們可曾想過：他們的言行為他們的子女帶來

一個甚麼訊息？那就是「考試大過天，天主都可以放埋一邊！」這樣，即使子女考

獲 100 分又有甚麼用？莫非今天的教育只是為了 100 分？  
 

 我們不妨反思一下：天主是誰？我們所追求的教育到底是怎樣的教育？ 

 

 

 

 

 

 

 

 

 

9 月 16 日  
（星期日）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依撒意亞先知書 50:5-9  

聖詠 116:1-2,3-4,5-6,8-9  

雅各伯書 2:14-18  

馬爾谷福音 8:27-35   

 

天國驛站  信心與行動  蔡惠民神父 

一個對聖神同禱運動有所保留的神父，經不起一位修女的誠意邀請，答應出席他們
的祈禱聚會。那次聚會由一位充滿治病神恩的教友主持。經過一輪讚美和祈禱後，
主持人邀請有需要的參加者個別到她面前接受治病的覆手祈禱。一個又一個有需要
的人，開始排隊上前。那時，神父剛好感到胃部不適，修女建議他也上前接受覆手
。她說：「試試吧！反正為你不會有任何損失！」神父最終走到主持人面前，接受
了她的覆手祈禱。當他回到座位時，很快地將一粒胃葯放到口中。修女看見了，不
禁眉頭大皺。神父幽默地解釋說：「雅和伯書不是說：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嗎？
」  
 

「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德，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難道信德能救他嗎？」（雅 2:14

）雅各伯書的作者清楚指出，使人得救的，是對天主的絕對信賴；不過，對天主的

信賴，是離不開具體的行動，尤其是愛德的服務。假設有人對赤身露體，且缺少日

用糧的兄弟姊妹說：「這是天主給你的考驗，相信祂，來日自會有豐盛的賞報。」

這樣的信德實在值得商榷。同樣，如果有人對他們說：「你們平安去罷！穿得暖暖

的，吃得飽飽的」，卻不給他們身體所必需的，也不是活的信德。 
 

雅各伯書對信德的註釋，讓我們明白信德的要求一點也不輕鬆，也不是想像中的溫

馨天人關係。當我們發現自己無論如何忍耐，仍無法體貼家中長期病患者的需要；

自己無論如何付出，仍無法改變社會中弱勢社群的處境；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阻

止不了每天因仇恨、報復、戰爭所帶來的苦難和死亡時，這刻才是信德的真正考驗



 

 

。還可以這樣堅持下去嗎？自己還有多少時間、心力、金錢可以拿出來？要繼續相

信嗎？我實在已經疲乏、無能為力了！ 
 

伯多祿的信仰歷程，也有類似的掙扎。當耶穌問祂的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呢？」

伯多祿回答說：「你是默西亞。」（谷 8:29）能夠明認耶穌是默西亞，已經是一份很

大的信德。不過，耶穌接著指出這份信德的含意，就是「必須受苦，被長老、司祭

長和經師棄絕，且要被殺害」。（谷 8:31）伯多祿似乎也明白信德要求實際的行動

，但他沒想過絕對的信德，要求絕對的行動，甚至要毫無保留犧牲自己的生命。因

此，他向耶穌提出自己的困難和顧慮。怎知耶穌斥責他說：「撒旦，退到我後面去

！因為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谷 8:33） 
 

信德的要求是如此絕對，甚至連提出困難和顧慮，也被耶穌責斥為撒旦。如果你是

伯多祿，你會怎樣呢？從此放棄，離開耶穌？伯多祿雖然對自己的能力滿是疑慮，

但他沒有離開耶穌；反而，他照耶穌的吩咐，退到後面去，以蹣跚的腳步默默跟隨

耶穌。縱使他的想法，仍是人的想法；他的付出，仍是有限的付出；他的行動，仍

是遲疑的行動，但他始終沒有放棄。 
 

最後，耶穌死了。祂曾關心的窮人、病人、罪人在社會中仍得不到尊重；祂曾責斥

的不義制度也沒有得到推翻。耶穌一生的努力和行動，好像一下子湮沒在痛苦與罪

惡的無底深淵中。難道耶穌的信德落空了嗎？復活基督的顯現告訴伯多祿，一切信

德的付出都不會白費，因為耶穌相信的，是生活的天主，忠信的天主。 
 

結果，伯多祿不再掛慮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根絕一切紛爭、不和、暴力；也不再擔心

自己是否可以剷除社會中盤根錯節的罪惡。面對著沈重的世界，他明白自己的使命

，是把握生活中每一個可以消除誤會、仇恨、恐懼的機會，努力將自己的有限交託

在天主的手中。這便是他背負的十字架。 
 

上一期提及探訪羅馬聖艾智德團體，親身體驗他們如何為窮人提供免費晚餐。之後

，同學猜想飯堂背後一定是很有效率的組織運作，配合源源不絕的經費支持，否則

怎能維持每週兩次，每次提供一千到一千五百份免費晚餐？怎知他們的答案實在出

入意表。原來除了食物是來自政府外，其他一切開支都要依賴募捐。飯堂沒有甚麼

行政架構，也沒有人支薪為飯堂全職服務，每人都是工餘的義工。飯堂有福利組織

的規模，但從不以福利組織自居，因為一切服務都是從看似無可能開始，也不知下

一步天主的帶領。頓時間自覺好像耶穌斥責的撒旦，原來自己一向所體會的，不是

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道亦有道   

天主是誰   
閰德龍神父 

 

今日福音開始的時候，耶穌問門徒：「人們說我是誰？」他們回答說：「是洗者若

翰、厄里亞；先知中的一位。」耶穌再問他們：「你們說我是誰呢？」  
 

 伯多祿回答：「你就是默西亞！」在伯多祿心中默西亞是那要來打敗並趕走羅馬人

，拯救以色列人的救世主，一位偉大的、推翻一切的君王。  
 

 但耶穌卻告訴門徒：「人子必須受許多苦，且要被殺害。」這位默西亞，原來是一

個受苦的僕人。  
 

 今日適逢是教育主日，教育究竟是教我們做人，抑或只是使我們變成一些不懂得思

想的人呢？教育不該是訓練學生只顧讀書，爭取好成績、入讀名校。名校的產生是

因為某些學校曾經有為數不少的教育工作者，他們盡心盡力，將教育理想付諸實踐

，使學生獲得良好的培育，經過相當時日，因而獲得社會和家長的肯定。但時至今

天，不知有多少間名校仍維持昔日的教育理想，致力培育學生成為品學兼備的個體

？今日當我們送子女入讀某些學校的時候，我們的標準是甚麼？如果一個學生不勤

力讀書，即使入讀名校，結果也是一事無成；學生只是識讀書，其他甚麼都不懂，

也只會成為書獃子。  
 

 最近立法會選舉便鬧出一些笑話。我們選了一批議員，但為甚麼要投票？那是因為



 

 

他們有能力代表我們在立法會中說應說的話，做應做的事；抑或為了政治的因素，

我們於是閉上眼睛投上一票，沒有理會候選者是否誠信。這批當選議員中，有包二

奶的、攪婚外情的。這就是今日我們生活中的社會，我們的教育完全不能教我們憑

良心做些對的事情，在選舉時，是盲目處理，或是索性不去投票，所以便選了一些

不恰當的人選。這也許是我們的錯，因為我們沒有善盡公民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