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請看，天主必協助我，上主必扶持我。上主，我甘願向祢呈奉祭獻，我
要讚頌祢的美名。 

 

 讀經一    耶二十三：1 – 6  

我們曾多次提到，天主常將自己比喻為牧人，而以祂的選民為羊群；

以色列人的官長，在舊約時期也常被稱為牧人，因為他們受天主的託付，

為天主帶領人民。然而，人的軟弱、私慾與能力的限度，如果他不經常倚

靠天主，這些人間的君王、官長，很少能符合天主的託付，把人民帶好。 

今天這段耶肋米亞先知書所稱的牧人，當然是指以色列人的君王。由

於君王無道，天主將依他們的惡行加以懲罰，天主要親自前來牧放祂的羊

群。至於天主如何親自牧放他們呢？天主說：「我必給達味興起一株正義

的苖芽，叫他執政為王，斷事明智，在地上執行公道正義。」不必費辭解

釋，這株正義的苖芽就是指默西亞而言，我們可以參考依撒意亞先知書第

四章 2節和第十一章 1節，以及耶肋米亞先知書第三十三章 16節而獲得

這個結論，例如：「那一日，由於上主所發出的苖芽，必成為以色列遺民

的光輝與榮耀」（依三十三：2）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株苖芽也被稱為「上

主是我們的正義！」言下之意，對以色列君王的不義加以撻伐和抨擊，而

正義的只有那位萬王之王－默西亞。 
 

 讀經二    弗二：13 – 18 

今天選讀聖保祿在獄中寫給厄弗所教友的這段書信，可以用很簡要的

兩句話來加以說明：在基督內，猶太人和外邦人已合為一體，其一；在基

督內，不論猶太人與外邦人，都成了新造的人，與天主重新合好，成為天

主的家人，其二。 

所謂「遠離的人」，是指外邦人，「親近的人」就是選民。主耶穌成了

外邦人與以色列人之間的聯繫，使雙方合而為一，在天主眼前已成為一體，

不再有所分別了。所謂「中間阻隔的牆壁」是指梅瑟的法律而言，這道牆

壁已因是耶穌為天下眾人傾流的聖血而拆除了，從此再也沒有外邦人與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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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的分別，都成了再造的新人，並且又因同一個聖神，在天父之前，都

成為「天主的家人」，在基督內成為一體，成為一個教會，成為一個建築

物。 

古時的聖殿，存放約櫃的地方稱為至聖所，它與外面的聖所有一道厚

厚的布幕隔開，除了大司祭一年一度可以進入以外，任何人不得擅入。但

是當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人類完成贖罪祭的時候，那道隔離神人之間的布

幕從上到下裂開，（瑪二十七：50b）象徵天主赤裸裸地把自己顯示給人，

亞當厄娃為人類所喪失的聖德與義德，因耶穌的血祭又再度被找回。人，

又成了天主的朋友，因為耶穌為我們與天父之間建立了和平。 

 

 福音    谷六：30 – 34 

馬爾谷第三章 20節記載：「耶穌到了家，群眾又聚集了來，以致他們

連飯都不能吃」，緊接着在第六章 31節：「因為來往的人很多，以致他們

連吃飯的工夫也沒有。」想當時的人，為了看耶穌、聽耶穌、接觸耶穌，

從四面八方而來，擋都擋不住，耶穌和門徒不要說沒有吃飯的時間，甚至

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那時的人，心靈是多麼空虛，一時之間，也只有主

耶穌的言行能加以填補。 

耶穌對門徒們說：「你們來，私下到荒野的地方休息一會兒！」耶穌

知道人類肉體和精神的有限，適度的休息對於兩者都有必要，然而縱使是

這一點小小的需求，竟也不容易獲得，因為許多人也知道他們要去的地方，

便從各城鎮徒步，一起往那裏奔走，並且比他們更早到達那裏。 

耶穌沒有責怪群眾，反倒是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因為他們好像沒有

牧人的羊群（當時的司祭、長老、經師、議員都是不適任的牧者）。主耶

穌為福音服務，沒有白天與黑夜，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典範，今天人們有太

多的藉口，對別人在精神與物質上的欠缺加以漠視，甚至在責任之前，逕

自逃避。 

耶穌對百姓生出憐憫的心，又是為什麼呢？歐瑟亞先知曾經提到過：

「我的百姓因缺乏知識而滅亡」（歐四：6）；現代的聖人，主業會的創辦

人施禮華主教也說過：「主耶穌為人類的饑餓與悲哀而感傷，但是祂更感

傷的莫過於因為人的懵懂無知！」（聖施禮華著【基督剛經過】109號）

人對天主的愛實在缺少認識。 

今天，我們讀到主耶穌及門徒在繁重的福傳工作中稍受困乏，計劃使自己

和門徒有一個小小的休息，但是群眾跟隨祂，有如羊群放心地跟隨一位牧

人。充滿感傷的主，改變了休息的計劃，教導人們許多事情，後來我們更

看到出於更大的憐憫，祂以五餅二魚使五千個男人吃飽，對這個偉大的奇

蹟容我們下週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