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恩寵，認為這樣會令天主的選民跟其他人沒有分別。既然做選民與不做選民得到

的是同樣的東西，那為甚麼還要辛苦守法律呢？而在猶太人之中，也要再分所謂守

法律的法利塞人和不守法的罪人。天主竟然把恩寵不加辨別的給予這些罪人，又說

悔改的罪人會比他們更早進入天國，這樣對辛苦守法的人便很不公平。這些都是當

時法利塞人和當權者的普遍想法，耶穌便用這比喻警醒他們：為甚麼天主不可按自

己的意思去用祂的財物？人為甚麼用嫉妒的眼光去看天主的慈悲慷慨？ 

 

我們不應忘記：是先有天父對人的慈悲，然後才有罪人真正的回頭；是天主主動給

予人恩寵，罪人才有能力回頭皈依天主。嚴格地執行公義而不能容納慈悲，就會令

人變得很刻薄，甚至令公義變成報復。 

 

讓我們記得福音的訊息：天主是慈悲的，祂的救恩有大公性、普遍性。基督徒應以

寬大的心，歡迎天主的慷慨，歡迎所有人接受天主的邀請，一起進入永生的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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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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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驛站   最好的十字架   蔡惠民神父 

 

一個疲乏愁煩的婦人，老是認為上天對她不公平，讓她背一個比別人更重的十字架
，所以渴望能夠和別人交換一個來背。一天夜裡她做了一個夢：在她眼前擺著各式
各樣、不同材質、不同大小的十字架。其中一個小十字架上面鑲著鑽石和黃金，非
常美麗，她想，背這個一定很舒服。但她非常吃力的才能拿起它，原來鑽石和黃金
雖然美麗，卻太重了，她根本背不動。後來她又看見一個木頭雕的十字架，上面還
纏著美麗的玫瑰花。她想，這個容易多了。她輕鬆地拿起，但玫瑰花的尖刺得她痛
苦不堪。最後，她走到一個樸素的十字架前，背起它，覺得那是眾多十字架中最易
背的一個。她再仔細一看，認出這是她原有的十字架。  

 

平心而論，基督徒越熱心，越容易因耶穌所講的僱工的比喻而困擾。一批勤奮的工

人，大清早便受僱在葡萄園工作，之後，另有工人分別在中午、下午，甚至黃昏時

份才受僱進入葡萄園。這些工人無論在工時及體力付出上都有所不同，按理得到的

工資在比例上亦應有所分別。不過發放工資時，每人獲得的，都是一整天的工資。 

 

如果你是第一批進入葡萄園的工人，你有甚麼反應？或許你亦會抱怨不公平：「這

些最後僱的人，不過工作了一個時辰，而你竟把他們和我們這整天受苦受熱的，同

等看待。」（瑪 20:11）不過，主人提醒我們，工資不是事先已議定好嗎？根本不存

在不公平的問題。「難道不許我拿我所有的財物，行我所願意的嗎？或是因為我好

，你就眼紅嗎？」（瑪 20:15） 

 

如果主人出於闊綽，喜歡對這個好，那個好，旁人實在管不著，更無需眼紅，我們



既拿了自己應得的一份，理應安份守己。但是，第一批僱工的投訴，也是不無道理

。試想一下，如果辛勤一整天與工作一小時的待遇是一樣，縱使事前已議好工資，

無可否認也是一個不公平的安排。再者，如果大清早與黃昏進入葡萄園的工資毫無

分別，那麼，在宴席的比喻中，主人又為甚麼因那些被邀的人遲遲未到而大發雷霆

呢？(參閱路 14：15-24) 

 

所以，差異總是有的，多勞多得應該是更合理的安排，若不然，社會便失去上進的

動力。不過，有沒有想過，縱使給你多發一點工資，最終也不會比別人多，因為葡

萄園的工資是天主的愛，是生命的滿全。天主的愛使人一無所缺，稱心滿意，假若

人在天主的愛中，還有何求呢？難道天主的愛不是萬有嗎？既是生命的滿全，我們

還有甚麼欠缺呢？儘管在一個滿溢的杯裡再注水，最終也只是一杯。原來，天主的

國就是希望的滿全，許諾的實現，人進入天國，就是進入天主毫無保留的深情大愛

，在那裡只有先後之別，並沒有多寡，貧富之分。 

 

僱工的比喻之所以困擾基督徒，因為人總喜歡將自己的看法投射到天主身上。商業

社會強調公平交易，合理回報，薪酬與表現掛鉤……我們以為天主亦會這樣論功行

賞。怎知天主不是我們手中的偶像，衪往往超乎我們的法則。衪的慈愛與寬仁，不

但超出我們的想像，甚至顛倒我們的邏輯。難怪依撒意亞先知提醒我們，天主的思

念不是我們的思念，我們的行徑也不是天主的行徑(依 55：8) 

 

天主的思念和行徑與人不同，並不是衪否定勤勞、輕視進取。事實上，為得永生，

衪要求自少守法的富少年更進一步，變賣一切跟隨衪。意思是當人儘了一切努力跟

隨耶穌後，人還要「變賣」那種多勞多得的想法，否則人仍被卡於天國的門外。 

 

天主有別於人，衪實在一無所缺，人無論做甚麼都無法增添或減損衪的完美，天主

與人交往，是白白的分施。人有不同的回應，就像不同的十字架，不同進入葡萄園

的時刻，不同的神恩與使命，彼此雖有輕重先後之別，但無公平與不公平之分，因

為每個人的回應都是獨特的，那屬於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和平綸音   

歡迎天主的慈悲慷慨   

吳智勳神父 

 

我們往往喜歡用自己的尺度量度天主，要天主跟從我們的做法。但正如第一篇讀經

中天主說：「我的思想不是你們的思想，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今天福音

的比喻正好說明這點。 

 

提起福音講天主慈悲的比喻，我們許多時只記得浪子回頭、亡羊、慈善的撒瑪黎雅

人，卻很少理會今天的比喻。其實，今天的比喻把天主的慈悲講得同樣精采。 

 

主人清晨出去僱用工人，清晨是早上六時，而人群已在那裡，反映出他們找工作的

焦急。本來主人不需要那麼早外出，他清晨出去表現他有一份慈悲心，願意工人早

點找到工作，解決生活問題。此外，一般主人外出一次就找到足夠的工人工作，但

這個主人九時出一次，下午三時出一次，甚至下午五時，距離收工只有一小時還出

一次，充份表現他憐憫工人的苦況，多於他的葡萄園實際的需要，完全不計較工作

量的多少。 

 

工資大概是比喻爭論最多的問題，一個銀幣是當時工人每日合理的工資。假如派工

資是由最初來的開始，他們領了議定的一個銀幣就走了，不知其他人拿多少，也就

不會發生埋怨的問題，但主人故意由最後來的開始發薪水，啟示意味也在於此。 

 

一般人都接受多勞多得的標準，這是人之常情；做十二小時與做一小時工作的待遇

完全一樣，多做的心裡自然感到忿忿不平。比喻的訊息是，不要把這種人的邏輯，

應用於天主的國裡，要天主符合人的標準。天主並無虧待任何人，為甚麼我們不能

接受天主慈悲寬待其他人呢？ 

 

耶穌是在一特殊環境裡講此比喻的。當時的猶太人接受不了外邦人能同時分享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