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廿四主日 

【德廿七 33-廿八 9；斐十四 7-9；瑪十八 21-35】 

潘家駿 神父 

    這個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本主日彌撒的讀經和福音教

導我們有關「寬恕」與「慈悲」。   

  在這篇福音的一開始，伯多祿就前來問耶穌說：「主啊！如果我的弟兄

得罪了我，我該寬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夠了嗎？」然而主耶穌提醒伯多祿，

寬恕不是次數的數學問題，而該當成為基督徒行為的準則，生命的態度，

也因此祂答覆伯多祿說；「不是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 

    七十個七是一個很簡單的小學數學題，但是門徒當然明白耶穌的意思

並非是要他們計算寬恕的次數，而是要打破他們心裡面「寬恕總要有個限

度」的想法，告訴他們寬恕是沒有限量的，並該當成為一種行為準則及生

命態度。但是為甚麼需要以寬恕作為行為準則及生命態度呢？當然，我們

可以洋洋灑灑地從醫學的角度去說明寬恕對生理上的好處，也可以從心理

學的角度去展示寬恕對人心理上的幫助。然而耶穌既不是從醫學，也不是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告訴我們為什麼總是要寬恕，祂卻是以一個比喻來向我

們闡明之所以需要寬恕的究竟原因。 

    如果我們稍加留意這段師徒對話的脈絡，我們就會發現到，當伯多祿

向耶穌提出問題的時候，耶穌正與門徒談論有關教會紀律的問題。因此，

我們不難明白耶穌之所以做出如此回答的理由，就是因為祂不願意跟隨他

的群體中失去任何一個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但這理由

往往被我們那因受傷害而引起的仇恨、傷痛與憤怒等情緒所掩蓋，而令我

們無法以理性去看明白，這個理由就是：耶穌不願意我們失去自己。為讓

我們洞悉寬恕所帶來的雙重保存，耶穌透過「慈悲的君王與冷酷的僕人」

的比喻，來教導我們寬恕的真義。 

    的確，我們常常讓自己長得很相似這位惡僕，而讓寬恕在我們的生命

中變得很不容易，特別是當我們認為別人虧欠我們，或是得罪我們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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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容易。為什麼？因為我們常常覺得正義受損了，什麼人犯錯就該受到

正義的制裁。然而正義的標準又是什麼？在天主的子女之間、耶穌的兄弟

姊妹之間、在基督徒之間、在我們與他人之間，這個標準是什麼？我們的

天主是按正義處事，或以仁慈對待我們？如果今天我們都要死於一場地震，

都要同時來到人子面前，把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清楚而真實地暴露於天下

的話，我們期待人子公正地或者仁慈地對待我們？如果我們願意人子以仁

慈對待我們，那麼不就意味著我們自己一生也要以慈悲憐憫對待人？或者

是我們寧願天主按正義審判我們，如同我們在生活中以自以為是的正義那

對待別人一樣呢？儘管我們在祈禱中常常祈求天主對我們施予仁慈，但我

們卻是對其他人要求公正。我們對別人說的都是按所謂的正義說話，但我

們從天主那裡所祈求的卻是天主的仁慈。不過，我們如果只是以正義對待

人、判斷人，將來也要受到同樣的待遇。 

    其實在「天主經」的教導中（瑪六 9-13 ），耶穌就已經作了相同的

教導。祂將我們向天主懇求的寬恕，與我們應該給予兄弟的寬恕直接作了

一個聯繫：「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在此，耶

穌等同在告訴我們同樣一件事，也就是如果我們不能失去對方，也不願意

失去我們自己，那麼我們就需要寬恕。然而，要如何才能打開寬恕這道門

呢？開啟寬恕之門的鑰匙究竟是甚麼呢？難道是僕人的「寬容我吧！我一

定會還清」的這項償還承諾或計畫嗎？當然不可能！僕人欠下君王的這筆

一萬「塔冷通」的巨債，相當於耶穌時代一個工人 16萬年的工資。這項

巨額債務正是象徵人的罪在面對天主的審判下，將顯現出來的虧欠。主人

當然心知肚明知道這個僕人任何天花亂墜的承諾都絕對無法兌現，那麼主

人為甚麼還是釋放了他，並且免除了他的債務呢？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耶穌

在比喻中所說的：「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憐憫的心。」 

    原來，開啟寬恕的鑰匙，並不是償還債務的承諾或計畫，而是主人動

了憐憫的心。是的，從這位君王與僕人的關係中，我們正是可以窺見天主

對我們的慈悲憐憫是何等地無限無量！唯有祂的慈悲憐憫才能解決人的

罪這道無解的習題，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分文可以償還這罪債。縱使我們富

甲天下，也無濟於事，因為救恩不是金銀所可以買到的，它是無價的。只

有依靠主耶穌的慈悲憐憫，並依賴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能徹底

解決我們的破產問題，免除我們的罪債。 

    多麼盼望耶穌的這個比喻能夠把我們的慣常注視，從得罪我們的人的

過錯轉向天主對我們的慈悲，並從計算別人的罪惡轉向天主對我們的憐憫，

那麼寬恕或許不會使我們的不愉快經驗從我們受傷或已結痂的記憶中消

失，但是卻會改變我們記憶的方式，也就是將詛咒化為祝福。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