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情況跟伯多祿後書的時代相似。基本上我們信基督，也相信祂會再來，但實

際上等了二千年祂還未來，於是，末日這個基督再來的日子，在一般人眼中成了一

件遙遠的事；也有人以死亡去談論基督的來臨，可是對一般人，特別是年輕人來說

，死亡是遙不可及的；因此，等候基督來臨的心態，依然不受重視。 

 

現代人生活節拍緊湊，事事講求快捷與效率。了解到現代人這種不喜歡等待的心態

，教會今天強調基督「現今」的來臨：譬如在聖事中、在基督徒團聚及祈禱時；既

然耶穌每天都來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就應有理由、有動機以聖潔、虔敬的生活去

回應，正如伯多祿後書說：「過著沒有瑕疵的生活，使你們見天主時便安然無懼」

。因此，末日何時來已不重要，常講末日，可能令人無進取精神，最重要是能夠把

握現在。 

 

但問題是：誰能過無瑕疵的生活呢？耶穌曾問：「誰沒有罪的先投石」。倘若今天

耶穌問：「沒有罪的站出來。」又有誰敢踏出一步呢？因此，聖經不斷提醒我們：

人犯罪是事實。若望在書信中說：「誰說自己沒有罪，是個撒謊者，在他內是沒有

真理。」保祿也有類似的話：「所有人都犯了罪。」因此，問題不在乎我們有否犯

罪，而在乎我們這些有罪的人能否悔改。若翰洗者的呼喚，就是叫人悔改，並以外

在的生活，配合內心的皈依。即使已皈依的人，總能夠以不斷的皈依做得更好。 

 

讓我們在此將臨期牢記這福音：天主不願任何人喪亡，祂總願人回心轉意。讓我們

為自己、為別人把握這機會。 

 

 

 

 

 

 

 

 

12月 10日  
（星期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依撒意亞先知書 40:1-5,9-11  

聖詠 85:9-10-11-12,13-14 

伯多祿後書 3:8-14   

馬爾谷福音 1:1-8   
 

 

 

 天國驛站   水中掙扎   蔡惠民神父 

 

一個男孩子在水中遇溺，拼命呼救掙扎。他的母親在岸上焦慮萬分，高聲呼喊，希
望能找到援手。那時，離她不遠站著一個深諳泳術，體格強健的青年人，他目睹一
切，但似乎無動於衷，見死不救。過了一會，眼見男孩子已筋疲力盡，開始絕望地
往下沉的煞那，年青人立時跳到水裡把他帶回母親的身邊。「為什麼你不及早救我
的兒子？」母親心存感激的問。「太太，他拼命掙扎的時候，如果我去救他，只會
連我也拉到水裡去；只有當他無力再掙扎，才是容易施以援手的時刻。」  

 

若翰洗者身披駱毛，腰束皮帶，在約旦河為人付洗的形像已深入民心，如果他今天

要出現在我們眼前，將是怎樣的模樣？我聯想起台灣鹽寮淨土的區紀復先生。記得

多年前到他那裡體驗簡樸生活，發現從住的，用的到吃的每一細節，都與時下物質

主義背道而弛。非經一番學習和掙扎，實在無法體味箇中的真我。一如若翰洗者，

這種反潮流的生活方式，不單是一個先知性的標記，也是返樸歸真，重拾心靈原貌

的具體改變。 

 

按聖經學者的意見，若翰邀請人到約旦河受洗，為當時的猶太人來說，實在是一個

先知性的標記。根據猶太人的傳統，他們只會為歸依的外邦人施行浸禮。藉著從水

中出來的儀式，象徵受浸者決志加入一個昔日走過紅海的團體。若翰卻一改傳統，

要求猶太人浸洗，以表達他們的悔改，及重申對天主盟約的承諾。若翰之所以選擇

受浸作為悔改及新生的標記，因為水中的經驗不僅是一個儀式，本身也是一個重生

的掙扎和事實。故事中的男孩子在水中遇溺，極力希望獲救。諷剌的是：他越是執

著不放，援手越難以施展；反之，他越是張手信賴，新生越容易湧現。 

 



其實，早於依撒意亞先知時代，以色列人己經明白，走過紅海不單是他們團體的標

記，也是天主拯救的真實行動。那時，以色列人經歷了流徙巴比倫的惡夢，興奮地

準備回歸故里，先知邀請他們在曠野中預備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中為天主修平一條

大路。（依 40:3）這條「上主的道路」，一方面是指將要面臨的艱辛旅程，猶如當

年他們的祖先逃離埃及，穿過紅海，進入曠野的經歷一樣。另一方面，「上主的道

路」也是死亡與生命的掙扎，一條痛定思痛，重歸天主懷抱的悔改旅程。為準備這

條道路，先知說：「一切深谷要填滿，一切山陵要剷平，隆起的要削為平地，崎嶇

的要闢成坦途。」（依 40:41）在昔日的有限條件下，相信先知的邀請，不是修築一

條從巴比倫到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而是踏上一段充滿掙扎的悔改之旅。 

 

因此，先知的經驗再次給我們肯定：生命與死亡的微妙關係，就像重投天主的懷抱

一樣，只要我們不再在天主與自己之間自設障礙，天主便能與人同行。當我們拿走

像深谷一樣無底的物質追求；像山陵一樣無止境的權位戀棧；像隆起一樣的自我膨

脹；像崎嶇一樣的居心叵測，便赫然發現天主的救恩原來就在足下。 

 

如果若翰洗者的呼聲，代表著一個好消息，那麼，這個好消息同時是一個壞消息。

因為要經驗天主的拯救，我們首先被邀請修直上主的道路，再次經驗以民昔日走過

紅海，由死入生的掙扎。過程中我們要經歷若翰、耶穌，以至其他門徒一樣的死亡

，與此同時，我們才會經驗若翰所預言的聖神。耶穌的聖神使我們在水中重生，好

成為一個反樸歸真，心靈滌淨的標記。 

 

 

 

 

 

 

 

 

 

 

和平綸音   

不願意人喪亡的天主   

吳智勳神父 

 

將臨的意思是期待主的來臨。今日三篇讀經都提到這問題，但每篇的意義卻不同。

首先，依撒意亞先知書提到的將臨，發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當時以色列人正處於流

亡期間，先知給他們說：「你們的天主來了」，一切痛苦會成為過去。但事實上，

這喜訊只應驗了一半。以色列人雖然重回故地，卻不感到光彩，眼底一片荒涼，始

終不能立國。不久，他們又被希臘人、羅馬人統治。他們懷疑：究竟天主來了沒有

？基督徒相信那時主還未來！ 

 

一過五百年，若翰洗者出現於以色列，他叫人準備主的來臨，要悔改皈依。結果，

主真的來了，開拓了一個新時代。耶穌出現的時間只短短三年便升天去了，但衪答

應會再來，而基督徒必須用信德堅持這個信念。 

 

到了伯多祿後書的時期，已是宗徒時代。當時，人們仍熱切地等待主的再來，連保

祿也如此；但等了數十年仍未見主的來臨，此時，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已離世，不

久，有一些假導師出來，誤導信友，說基督不會再來。於是，人的生活因缺乏目標

和動力而流於放蕩；有些基督徒還標榜：人既接受了主為世人贖罪的恩寵，那麼，

人怎樣生活也沒有所謂；其實，這只是為自己的放縱找藉口。因此伯多祿斥責這種

思想，他說：主的來臨不受時間限制，「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要因久待

而失望。他更強調：主一定會再來。是的，衪久久不來是衪的容忍，是衪給我們機

會，因為「祂不願意任何人喪亡，只願意眾人回心轉意。」 

 

從以上的讀經，我們可得到一些啟示：我們的信仰不能容納宿命論這種思想。宿命

論認為一切皆註定，這就是今人喜歡看相的一個原因。他們以為若是福相，福總會

來；若是壞相，惡運總不能免。其實，不要以為長相的好壞能定一生的福禍，如此

過活的基督徒是多麼不自由！天主是公平的，在祂內沒有「惡相」便要下地獄這回

事；天主樂意把恩寵給予每一個人，因為祂實在不願有任何人喪亡，這才是天大的

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