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上主，祢所加給我們的一切，都是依照公正審判而行；因為我們犯了罪背叛
祢，沒有聽從祢的命令。但求祢光耀祢的聖名，按照祢的宏大慈悲對待我們。 
 
 讀經一 亞六：1a，4 - 7 

接連兩個主日，讀經一所選的都是亞毛斯先知書。我們在上個星期提到

當時北國以色列那些居高位的人，以及社會的富戶，在道德上敗壞，經濟生

活則過度驕奢，宗教信仰紊亂，而受苦的都是一般窮苦大眾。這種情形下，

先知告戒以色列人，要準備接受即將來臨的，那來自天主正義的審判。 

先知針對當時敗壞的社會，不斷發出嚴厲的警告，以致於被驅逐回南國

猶大，但仍然為那些忠貞的遺民寫出上主必要復興以色列的鼓勵之言。 

先知是天主正義的辯護者，指責那些敗壞的人，說他們很快就要面臨崩

毀的命運：「因此，這些人現在就要先被擄去，那放蕩不羈者的狂歡，也就

消失了。」先知對以色列子民的警示，歷經千古，到今天對我們仍然有效，

如果我們也一樣的在生活及信仰上遠離天主，禍患必定會隨時降臨，能不慎

哉！ 

 

 讀經二 弟前六：11 - 16 

弟茂德長達十五的時間緊隨着保祿宗徒傳道，到了西元六十五年，在保

祿又巡視東方教會時，祝聖弟茂德成為厄弗所的主教。由於弟茂德的年齡不

大，保祿寫這封書信去鼓勵他，真有如慈父對待兒子一般。 

聖保祿指出，做為一個牧者，要成為教友的典範，不但要戒避異端邪說，

更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忍和良善」，還說：「要奮力打這場

有關信仰的好仗，要爭取永生」。 

這位慈愛的老師提醒自己的學生，你正是為保持信仰，爭取永生而在許

多人的面前宣示了那美好的誓言，就好比耶穌基曾在比拉多面前宣示過美好

的誓言一樣。原來弟茂德在領受聖職聖事時，當眾發了忠於天主的誓言，就

好像主耶穌基在比拉多面前不畏喪失生命而聲明自己是自天主而來的默西

亞，因此，要弟茂德持守信仰，維護真理，打一場美好的仗，直到吾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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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再次的來臨。 

有應注意的是，每次保祿提到主耶穌的時候，心中自然流露出一股孺慕

之情，我們在他的許多書信中，都會看到類似這樣的讚辭，這封書信也不例

外。 

  福音 路十六：19 - 31 

這位富家人死後的生命誠然悲慘，但在這個比喻中，主耶穌並沒有說他

的財產是不義之財，或來路不明什麼的，之所以有這樣的境遇是因為他不關

心周遭的人，在物質上享用過度。這麼說來，一個人沒有把天主賜與的資財

做良好的運用就是一種罪，就好比把主人給的塔冷通不加以發揮運用是罪過

一般。除外，人把財產看做生命的首要之物，變成心中只有財產，沒有天主，

沒有別人。冷漠，是一種大罪。看來財物使人心硬，易於造成阻礙靈修進步

的絆腳石，能將財物拿去榮主愛人的畢竟不多。 

拉匝祿又如何？一生在窮病中受苦，但我們沒有看到他怨天尤人，只是

默默地承受上天給予的一切，人常為平白受苦怨天，殊不知承受苦痛也有它

的好處，因為他會受到天主的憐憫，拉匝祿就是如此。 

這個富翁在火焚的地獄中對自己生前的行為有產生後悔之情嗎？看不

出來，甚至還把生前的習氣帶到地獄來，他說：「父親亞巴郎，可憐我罷！

請打發拉匝祿，用他的指頭尖蘸點水來涼潤我的舌頭…」，還是一派指使人

的口氣。 

主耶穌基督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時代，撒杜賽黨人一向認為今生今世的榮

華富貴是上天的奬賞，應該加以充分享受，他們沒有永生的觀念，也不相信

人死後會復活，為求取財富，往往與權貴相結合，依附外來的政權，把持財

路的要津，甚至為維持地位的牢固，做傷天害理的事，大司祭亞納斯、蓋法

是這類人的代表，主耶穌就是在這些人為維持政局的穩定，不想引起羅馬人

的疑懼為藉口而被害死的。 

這個比喻為我們有幾個教導：人死後，他靈魂的何去何從是依據他生前

的生活態度而定的；心中沒有天主存在的人將永遠與天主的榮福隔絕；舊約

中早已為人們指出生命的方向，但是心硬的人仍不因此而改變。主耶穌在這

個比喻中立下了一個伏筆，祂死後必要復活，但人們吃喝嫁娶如常，心硬如

常，不尋求改變亦如常，縱然有人從死者中復活，也勸不了他們。 

這個故事中，只有一個人的名字留下來而被我們記憶：「拉匝祿」，它是

希臘文，是從舊約希伯來文「Eleazer」而來的名字，意思是「上主是他的

救助」。至於富翁的名字，後人曾有許多的附會，但主的本意是要我們只知

道有個得救的乞丐名叫拉匝祿，心硬的富翁是誰，並不重要。 

「陰間」一詞，在希臘文稱為「Haidês」，相當於希伯來文「Shéol」，

原意是指被遺棄而無人居住之處，後來被引伸為惡人死後的居所，而以地獄

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