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優次甚低，一有困難便先放棄。（三）荊棘中——有心接受，無奈抵擋不住眼前

物質的誘惑。福音價值雖好，但不及物質財富那麼實惠，感受那麼強烈。反正福音

價值是永久的，不在乎多等一會，待我建立好經濟基礎，一定會尊重它。這是現代

人的誘惑。（四）好地裡——開放接受天主的道，但也有程度上的分別，有一百倍

、有六十倍、有三十倍的果實。 

 

今日，天主的話再一次來到我們心中。我們能是撒種者，也能是田地。至於果實落

誰家，就要我們去悟比喻的話：「有耳的，聽吧！」這句話充滿玄機，雙方都有主

動；被動的聽是不足夠的，還要主動的打開自己的心，讓天主的話印到自己的心上

，接受它的挑戰，才會開花結果。人人都有耳聽，這是不夠的，還要「有耳的，打

開心門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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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驛站   醉漢的素描   蔡惠民神父 

 

一個四處流浪，以人物素描為生的畫家，有一天來到鄉間一個小鎮，如常在鎮上人
流如鯽的中心廣場架起畫架，期望賺到未來幾天的生活費。不多久，一個經常喝醉
酒的男人出現。他雖然是滿身酒氣，蓬頭垢面，衣履不整，但仍努力擺出一派尊嚴
，正襟危坐在畫家面前，讓他作畫。經過一番努力，畫家就充滿信心地將作品向那
醉漢展示。「那不是我！」當醉漢看到畫中人是一個面帶微笑，衣著光鮮的人時，
便拒絕接受。這個獨具慧眼，不單捕捉人外表，更懂得欣賞內在美的畫家，誠懇地
回答：「不過，你也可以成為這樣的人啊！」  

 

當群眾聽了耶穌撒種的比喻，相信亦有醉漢同樣的反應：「那不是事實！」因為在

巴肋斯坦地方耕種，一般來說收成大概只有十倍，縱使所有種子都落在好地裡，沒

有因落在路旁、石頭地或荊棘叢中而長不起來，收成亦無可能是三十倍、六十倍，

甚至一百倍。不過，一如那位獨具慧眼的畫家，耶穌要描繪的，並不單是祂眼前所

見的事實，而是隱藏在現世的天國圖像。 

 

在耶穌的比喻中，種子一方面是指天國的話，例如在解釋落在路旁的種子時，祂說

：「凡聽天國的話，而不了解的，那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裡的奪去，這是指那撒在

路旁的。」（瑪 13:19）另一方面，種子亦可解作人：「那撒在石頭地裡的，即是指

人聽了話，立刻高興接受。」（瑪 13:20）所以，無論是天國的話或是人，眼前的事

實雖然是脆弱不濟，但藉著撒種的比喻，耶穌希望我們也看到背後充滿肯定和光榮

的許諾。 

 



 

 

聖經雖然沒有詳細交代耶穌公開傳道前的閱歷，但從祂待人接物的態度，可知祂是

一個久經世故，深深體會人性軟弱及黑暗的人。所以，當耶穌發現自己的門徒為權

力的滿足而你爭我奪，為自身的利益而出賣師傅，為避受牽連而作假見證時，祂並

沒有後悔，也沒有自嘆遇人不淑。在耶穌眼中，人性雖然軟弱，容易因錯誤運用自

由而損人害己，但在軟弱中，人亦有能力正確地運用自由而彰顯人性的光煇。面對

這複雜的人性，我們很容易因一兩次受傷或跌倒的經驗而對人，甚至對自己失去信

心，耶穌卻深信人始終是天主的肖像，人無論如何軟弱都無法抹煞這光煇的面貌。

保祿宗徒因著自身的轉化，在羅馬人書中，充份將耶穌的積極信念表達出來：「我

實在以為現時的苦楚，與將來在我們身上要顯示的光榮，是不能較量的。凡受造之

物都……懷有希望，脫離敗壞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榮。」（羅 8:18-21） 

 

耶穌對人性的積極信念，其實與天主自己的許諾是分不開的。依撒意亞先知曾經指

出：「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裡；反之，它必實行我的旨意，

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55:11）雖然耶穌所宣講和實踐的天國遇上困難重重，甚

至因人的心硬而要徹底失敗，但祂相信天主既許必踐。當他在山園祈禱時，眼見寬

恕似乎解決不少暴力，仁愛似乎無法軟化法律，信任亦無法打破猜疑時，祂並沒有

抱怨，亦沒有動搖，因為祂不單看到天國的話被飛鳥吃了，被太陽曬焦了，被荊棘

窒息了，也看到種子最終落在好地裡，並結出三十倍、六十倍，甚至一百倍的果實

。 

 

「有耳的聽吧！」面對人性的有限，人性的醜惡，撒種的比喻沒有教我們逃避或失

望，反之，它邀我們勇於面對。因為只有明認自己是受造物，才會意識天主在我們

身上的肖像。香港回歸已經五年，總結得失，不少人為施政的失誤而對政府失去信

心，對經濟環境的惡化而感到悲觀，為社會的日益分化而缺乏包容，基督徒除了看

到這些事實外，我們還看到什麼？今天的福音邀請我們懷著信念，回應聖言，在軟

弱中彰顯天主的光榮。 

 

 

 

 

 

和平綸音   

有耳的，打開心門聽吧！   
吳智勳神父 

 

瑪竇福音記載七個天國的比喻，今日福音撒種的比喻是第一個。比喻是表達真理極

有力的媒介，耶穌奧妙的道理，往往隱含在比喻中，留待人開放心靈去「悟」。今

日撒種的比喻很妙，人可從撒種者、種子或田地的角度去悟。 

 

誰是撒種者？他可以是基督，也可指為基督傳福音的人。比喻中的撒種者，似乎很

不小心，有浪費種子之嫌。為甚麼不選擇好地才撒？基督並沒有選擇好地才撒，祂

在不理想的環境中，仍舊去撒種。猶太人亡了國幾百年，對天主許諾的實現，不是

太熱中；期待默西亞來臨往往是掛在口邊的信仰術語，人們寄望政治的改革多於屬

靈的皈依。耶穌並沒有氣餒，祂依舊去撒種。以後的撒種者也要如此，不論合時不

合時，不要理會領洗數字顯示成效如何低，儘管去撒罷。天主希望我們繼續撒、撒

、撒……。 

 

較少人注意比喻中的種子本身。其實，種子非常重要，它是天主的聖言，是力量的

泉源。撒種者要緊記，不要讓成就沖昏了頭腦，以為是自己的口才，吸引著聽眾，

受歡迎的程度使自己飄飄然。改變人心的，是天主聖言。不管情況如何惡劣，天主

聖言自有不可抗拒的能力。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說：「天主的話，不是空口白話，

它必要完成我的旨意，執行我所指定的任務。」撒種者必須相信聖言的力量，天主

自會照顧一切，誰能抵抗上主？ 

 

比喻的重心可能放在土地上。雖然撒種者是基督，作為種子的聖言有改變人心的力

量，但作為土地的聽眾，他們的參與和接受程度，也影響著結果。天國既是一個奧

祕，聽眾不能只是旁觀者，旁觀者不會明白奧祕；人必須參與奧祕，才能進入信仰

深處。比喻提醒聽眾反問自己，究竟是哪一種土地：（一）路旁——這是完全的抗

拒，這些人對基督本人或天主聖言有極大偏見，看聖經也只是存心找破綻，心態是

：「從納匝肋還能出甚麼好事呢？」（若 1:46）（二）石頭地——這是膚淺的接受，

帶附和性質，有點趁高興，人有我有，信仰只是生活上的裝飾，天主在自己生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