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永生的天主，祢以無限的慈愛，恩待我們，遠超過我們的功德和期望；
求祢廣施憐憫，赦免我們的罪惡，賞賜我們在哀禱中不敢希求的恩惠。 
 讀經一  依五：1 – 7 

以色列民族被比擬為葡萄園，在新舊約中並非少見，歐瑟亞先知書第二

章；第十章第 1節、耶肋米亞第二章 21節、厄則克耳先知書第十五章第 1-8

節、瑪竇福音第二十一章 23-42 節、馬爾谷福音第十二章 1-10 節、路加福

音第二十章 9-18節等等，都可以查閱得到，有興趣的兄姊不妨逐一翻閱。 

今天選讀的，是依撒意亞先知書第五章「葡萄園之歌」。從文字的外表

來看，是詠唱者為他的朋友吟唱一首關於農事的歌曲。而實際上則是描寫他

的朋友精心地為葡萄園營造了各種可以豐收的條件，偏偏葡萄樹不但不給他

結出好果子，反而長出毫無用處的野葡萄。唱歌的人雖沒有說，這也是一首

情歌，所以它又有一個隱喻，就好像這位朋友全心愛著他的妻室，精心地裝

飾她，她竟失貞，背叛了丈夫。這首歌的目的在使聽眾聽完之後，對葡萄樹

加以譴責，孰不知聽眾正好是在讉責自己。 

因為它述說著天主用盡一切的心思要把以色列子民扶持起來，但是他們

一路以來都在背叛天主，好一塊豐饒的大地，不但沒有出產，反而沾滿不公

不義的鮮血，時候一到，上主必要施行審判。 

 讀經二  斐四：6 – 9 

雖然經文本身平易近人，不需多加解釋就可以了然其義，但在文字外，

我們仍然可以體會出保祿對斐城教友的愛，有如慈父對兒女般，既濃又密。 

我們先參看書信的第四章第 4節，保祿說：「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應當喜樂！」原來我們的信仰不是叫我們信得愁眉苦臉，而是

應該喜樂，常常喜樂。記得高翔神父還沒有晉鐸以前，在我們共融堂星期一

讀經班分享他的聖召之路，他說，一個人追求聖召，心中一定要常常保持著

平安喜樂，要不然很難成功。如今他已晉鐸了，可見他的體會是真實的。 

然而我們之所以能常常保持著平安與喜樂，正因為保祿說過，應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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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內固守我們的心思念慮，所要追求的是：「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

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都該思念。」因為，

如此一來，我們的思想和行為，都是充滿光明，毫無黑暗，不受罪惡的綑綁，

我們的心怎麼會不充滿平安與喜樂。 

 福音  瑪二十一：33 - 43  

在主日的三篇讀經中，讀經一與福音的選材通常是有關連性的，今天的

讀經就是如此，我們一齊來細細的品嚐和分享。 

上主精選了一座葡萄園，設置的有堅固的圍牆、榨酒池，還有一座瞭望

塔（為保護莊園之用），該有的設備都鉅細糜遺的完成了。園主人將葡萄園

出租給佃戶就離開了。這個比喻，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子民，主人就是天主，

佃戶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領，包含君王、司祭、經師、長老。上主把以色列子

民交給這些人，意味著他們應將人民帶好，以便上主按時前來查考時，他們

能交出成績。園主人把園子交給佃戶之後就離開了，表示上主對這些君王、

司祭、經師、長老的充分信任。上主派來收租的僕人就是歷代以來的先知。 

我們來看看這些佃戶，也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領，做了什麼好事。佃戶們

把主人派來收租的僕人前前後後都殺了。教會第一個致命的聖人斯德望在捐

命之前對以色列人說：「那一位先知，你們的祖先沒有迫害過？」（宗七：52），

證明受託管理以色列子民的領袖們多麼輕漫莊園的主人—天主。然而天主容

忍了，最後派遣祂的兒子來，以為兒子一定會受到尊重，然而佃戶竟把主人

的兒子推到牆外殺死了。主人的兒子，就是聖子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的

地點，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哥耳哥達，完全符合了比喻中的「牆外」二個字。 

當天，耶穌講這段比喻的對象就是民間長老、經師和司祭。耶穌講完比

喻隨即問他們：「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來時，他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

這些人回答：「要凶惡地消滅那凶惡的人，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

產的園戶。」正對，他們自己審判了自己。 

主耶穌講完比喻又引述聖詠第 118篇 22，23兩節：「匠人棄而不用的廢

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

匠人不用的廢石，耶穌在指祂自己。以色列的首領們，也就是建築師（匠人）

把它棄而不用，沒想到上主使這塊石頭成為宏偉建築物（教會）的基礎，引

申當時最不堪的十字架刑罰，竟成了教會光榮的記號。聖伯鐸第一次站在大

司祭和長老等面前應訉時，就直指這塊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就是耶穌基督，

他說：「這耶穌就是為你們『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基石。』

除他以外，無論憑誰，決無救援，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

我們賴以得救的。」（宗四：11 - 12）。 

天主把祂的莊園交給我們外邦人承受，使我們成為基督的門徒，理當高興喜

悅，因為有一塊強而有力的基石，作我們的護衛與保障（詠 121篇 5b），縱

在最艱困的時期，這塊基石也必定會陪伴我們安然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