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上主，誰能住在祢的帳幕裏？是那行為無瑕，實行正義，心口無欺的人；
他不隨口詆毁，不加害近人，也不欺凌隣居。 
⚫ 讀經一 創十八：1 - 10a 

創世紀第十三章談到亞巴郎和侄兒羅特因家業漸大，為求兩家的和睦而

分家。亞巴郎選擇生活較為嚴峻的山地，羅特選擇水草豐美的平原，並且漸

漸移居到城市，最後住在罪惡之城索多瑪。後來兩人的境遇天差地別，一個

蒙祝福，一個幾乎被捨棄，他們的後裔尤其如此。創世紀第十八、十九兩章

充滿對比和張力，在文學上堪稱佳構。今天的讀經我們先說亞郎： 

顯現在瑪默勒橡樹林的三位客人，其中一位是上主，兩位是天使，後世

一位畫家把他們畫成天主三位的同時顯現，他的看法有些問題，這可以從十

九章那兩位旅人對羅特的講話得證：「由於在上主面前控告他們的聲音實在

很大，所以上主派遣我們來毁滅這地方。」（創十九：13b)，天使是為服侍天

主而被創造，兩位天使是奉命去執行天主的旨意。 

沙漠中生活的貝都因人一向對經過帳棚的旅人殷勤款待，亞巴郎一家更

是如此。因為上主的親臨，亞巴郎待客的熱忱，使亞巴郎更加蒙福，天主再

度確認年老的亞巴郎和撒辣明年此時要生一個男孩。在帳幕裡的撒辣聽到而

笑，這個笑，雖出於疑問，却也帶着欣喜，因為：「為上主豈有難事？」 

⚫ 讀經二 哥一：24 - 28 

我們曾經講過，哥羅森教會不是聖保祿親手建立，推想應該是保祿的學

生厄帕夫辣開創的，信友多半是外邦人，他們雖沒見過保祿，但他盛名在外，

很得哥城信友的敬愛。他們知道保祿在羅馬坐監，就讓厄帕夫辣去看保祿，

在生活的需要上支持保祿。來人就把哥城及附近信友的信仰和教會的現狀告

訴保祿，保祿鑒於哥城教會也遭受到一些異端的影響，就寫了這封信去指正

他們，時在公元六十三年左右。 

原來哥羅森教會和當時的一些小亞細亞教會一樣，特別恭敬天使，而貶

低基督，從保祿的這段話我們就看到：「不可讓那甘願自卑而敬拜天使的人，

拿去你們的奬品。」（第二章 18節)保祿在書信中為信友們說明基督的地位高

於一切受造物，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祂更是教會的頭，在祂內有整個圓

滿的天主性，而萬物更靠着祂的寶血與天主再度和好，祂是不可見的天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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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肖像（這句話也被慈悲喜年的禱文所引用)。哥羅森書信雖然不長，保祿

在信中所闡明的真理，為後世的基督論神學奠定了基礎。 

有些人對書信中的這句話產生疑惑：「如今我為你們受苦，反覺高興，因

為這樣我可以在我的肉身上，為基督的身體 — 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

缺的。」難道說基督為救世人所受的苦難還不够嗎？不是的，只是因為教會

是基督的肢體，教會受苦就是基督在受苦，保祿願意更為基督承受教會所遭

受的苦難。 

⚫ 福音 路十：38 - 42 

路加福音第九章記載：「耶穌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來到，祂遂決意面朝

耶路撒冷走去。」（路九：51)這時候的耶穌，已經知道等待在祂前頭的，將

是酷刑和死亡，人子就要被高懸在十字架上了。祂來到一個村莊，名叫伯大

尼，村內有一戶人家，姊弟三人，瑪爾大、瑪利亞和拉匝祿，三位耶穌所深

愛的朋友。 

為要面對那即將在耶路撒冷發生的局面，耶穌的內心也不是平靜到毫無

波動的，帶有人性和人身的天主子最後在山園祈禱，仍會畏懼到血汗併流。

這個時候的祂，心中最想要的，無非是可以在拉匝祿家過一個平靜温馨的夜

晚。大姊瑪爾大為歡迎耶穌的到來，忙裏忙外地為主準備盛宴，妹妹瑪利亞

則安掙地坐在主的脚前聽主講話。姊姊的熱誠，使自己忙累的不得了，看妹

妹安坐不動，竟向主要求叫妹妹來幫忙，耶穌回答：「瑪爾大，瑪爾大！你為

了許多事操心忙碌，其實需要的唯有一件。瑪利亞選擇了更好的一分，是不

能從她奪走的。」 

或許有人認為耶穌沒有看重瑪爾大的辛勞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祂對

姊姊說：「瑪爾大，瑪爾大…」連叫她的名字，表示出疼愛和理解的情緒；瑪

利亞選擇的是「更好的一分」表示瑪爾大的工作是有其價值的，但是瑪爾大

以自己想要的方法對主盡心招待，其實當晚的耶穌最需要的是寧靜，只要一

盤簡單的吃食就够了。瑪爾大沒能體會到這一點，這往往也是我們的盲點，

有心想幫助別人，但太以自己的想法為是，有時就造成了受助者的難題。 

那麼，內心追求靜觀一定比外在的勞碌更有價值嗎？聖奧斯定對今天的

福音有過如下的看法，他說：「瑪爾大為準備主的饍食而忙碌，瑪利亞則選擇

坐在主的脚前聽講，一如聖詠所說：『請靜默，理解我是上主』，瑪爾大要關

照的事太多，而後者則專注一樣，但兩者都是同樣的好（講道集 103 號)」。

誠然，瑪爾大是操勞世物的代表，妹妹則表達了一種沉靜的生活方式。對基

督徒而言，我們總是在日常生活和平凡的工作中被主召叫，忙碌與靜觀兩者

並不相互衝突，但是人的忙碌如果不以天主為方向，那是無義的；只在靜觀

中生活，而不去與人分享福音，使日常生活得到聖化，這也不是取悅天主的

作法，若能兩者結合為一，不發生抵觸，我們就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蒙召而

成聖。聖施禮華主教（主業會的創辦人)就曾這樣主張，他說上主要在平凡中、

在各種職務中、從世俗的活動中召叫我們成聖（意譯聖施禮華對話錄 114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