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表示祂天主的身份；沒藥是用作包裹屍體的，這預示了耶穌的死亡。 

 

有一個頗別緻的解釋是：這幾個人不是甚麼賢士，而是星相家或巫師，相等於今日

那些看相、看掌、看風水、問米、神打，或與神靈打交道的人，他們本身也有若干

能力。黃金、乳香、沒藥都是處理死人時常用的東西；因此，這三件東西，就等於

中國人用的龜殼、占卦用簽等道具。這裡的意思能暗示，這幾個本身的職業是和鬼

魂打交道的人，對耶穌俯伏朝拜，在耶穌前面放下了以前謀生的工具，表示不再用

它們。的確，天主愛所有的人，連曾與鬼魂打交道的人，也是天主顯示自己的對象

。耶穌來是為召罪人，而非為召義人。 

 

讓我們牢記主顯的意義：天主主動顯露自己，願我們在生活上不斷追問、尋找，找

到後要朝拜和奉獻禮物，特別是放棄從前生活中黑暗的成份，那麼，主顯才有意思

。此外，我們也為那些正在追問、尋找的人祈禱，不論是甚麼人，天主的星光總有

機會照耀他們的。 

 

 

 

 

 

 

 

 

 

 

 

 

 

 

1月 7日  
（星期日）  

主顯節  

依撒意亞先知書 60:1-6  

聖詠 72:1-2,7-8,10-11,12-13 

厄弗所書 3:2-3,5-6   

瑪竇福音 2:1-12   
 

 

 

 天國驛站   三位賢士   蔡惠民神父 

 

從東方來朝拜嬰孩耶穌的賢士，傳說有三位，他們年紀都不一樣，一位是長者，一
位是中年人，另一位是年青人。他們跟隨異星找到馬槽後，首先進去的是長者，他
看見馬槽內只有一位與他年紀相約的老人家。兩人一見如故，細說當年。之後進去
的是中年人，他只看見一位成熟穩重的教師，彼此很快在領導管理等問題上談得很
投契。最後進去的是年青人，他只看見一位滿懷熱誠的大學生，在短短的會面裡，
他們的話題總離不開改革社會，追求正義等理想。各自朝拜耶穌後，三位賢士都奇
怪，為什麼每人所見的，都是一個與自己年紀相約的人，因此，他們決定一起再進
去。這一次看見的，卻是一個只有十二天的嬰孩。  

 

雖然「三王來朝」的故事已經深入民心，但「三王」是否真有其人，聖經學者仍眾

說紛云。首先，瑪竇只告訴我們，當年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瑪 2:1），人數

則無交待，「三」這個數目相信是由他們帶來禮物的數量推論出來的。再者，賢士

究竟是甚麼人？是君王？天文學家？哲學家？解夢家？我們都不得而知。還有，很

多人的印像中，賢士是騎著駱駝從東方穿過沙漠而來，這點很可能也是一廂情願的

想法。既然瑪竇沒有說明「東方」是指甚麼地方，我們又怎能確定他們東來的路線

，以致所需要的是什麼交通工具？最後，也是最明顯的一點，就是瑪竇隻字不提他

們的名字，似乎暗示他們只是虛構人物而已。那麼，他為什麼要虛構這個故事？ 

 

一般聖經學者認為，瑪竇希望藉賢士來朝的故事，寓意耶穌不單是猶太人的君王，

也是普世的救主。祂的降生不單滿全了以色列人的期待，也圓滿揭示了人性的奧秘

。從此，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終向不再是一個謎，人類自古以來對幸福的渴求都在

祂身上得到止息。因此，瑪竇心目中的賢士，其實是一個標記，代表著你和我，以



及千千萬萬在生命的洪流中，與天主相遇的人。 

 

故事中三個不同年紀的賢士，在馬槽中分別遇上與自己年齡相約的耶穌，正好說明

天主怎樣藉著降生奧蹟，懷抱了我們整個生命。那裡有積極的生命，有人性的光輝

，那裡就是誕生的耶穌。如果人生有不同的階段，與之相遇的天主自然也不盡相同

。例如：年輕時我們可以為服務堂區而疏忽學業，對堂區團體的歸屬感，有時甚至

超過自己的家庭；成家立室後，反過來，家庭事業的需要，往往成為我們疏遠堂區

的藉口；子女成長後，我們又希望找到合適的方式，為教會貢獻自己的智慧和閱歷

。不過，幾時當我們回首過去，我們又會發現，生命雖有不同的階段，但生命始終

像一個嬰孩，一個躺在天主懷中的嬰孩。因為生命每一刻都不會重覆，每一刻都是

一個新的可能。生命的邀請和驚訝，並不會因人的成熟或老練而消失。 

 

同樣，因著降生奧蹟，天主也懷抱了整個人類。那裡有正直的良心，有真善美聖的

渴求，那裡就是降生的基督。梵二大公會議早已提醒我們，不要摒棄其他宗教裡的

真的聖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在許多方面與教會所堅持，所教導的有所不同，但往

往反映著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非基 2）耶穌自身雖然成長在猶太的傳統，但祂

並沒有受困於自己的觀念，反以生命的感應作信仰的依歸。在祂的眼中，善心的撒

瑪黎雅人比不顧而去的司祭或經師更接近天主（路 10:25-37）；祂也為客納罕婦人

的堅忍不屈而折服（瑪 15:21-28）；祂驚訝在以色列從未見過有百夫長一樣的信德

（瑪 8:5-13）。這些人雖然不是天主的選民，但他們在照顧遇難者的無私中，在勇

敢面對頑病所帶來的折騰中；在設身處地的信任中，跨越了宗教與宗教的鴻溝，與

主相遇。 

 

今天，當我們面對美國與伊拉克一觸即發的危機，香港政府與市民日漸明顯的互不

信任……，或許我們不應再彼此標纖，強調分殊。雖然文化和宗教的差異構成了不

同的生活面貌，但整個人類的生命，都有同一的終向，就是那在人內心默默呼召，

不要殺人、不要作假見證、不要邪淫、不要偷盜、要孝順父母、要關懷弱小的真理

之光。主顯節提醒我們不僅是基督徒，也是賢士，要在生命的洪流中，發現那照耀

普世的真光，好使基督之名，不再是敵對的根由，而是人獲享真正和平的基礎。 

 

 

和平綸音   

信仰旅程   

吳智勳神父 

 

主顯節是個重大的節日，從前稱為三王來朝，那是不太正確的稱呼，因為聖經既沒

有說是三個，更沒有說他們是皇帝，稱他們為賢士或聰明人似乎比較妥當。主顯表

示天主顯示自己給人，首先是猶太人，後是外邦人，整件事表示耶穌基督是全人類

的救主。 

 

 一如星光在天空中人人能見到，主顯節是為所有人。至於人是否去尋找耶穌，那就

是每個人的信仰歷程。天主顯露自己的方法很多，從前藉聖祖、民長、先知或天使

，到耶穌時代是藉耶穌基督自己；但面對耶穌的來臨，不是人人都踏上尋找的旅程

。 

 

猶太人理應最具尋找的條件；他們在濃厚的信仰氣氛中長大，整個民族等待著默西

亞的來臨，他們更有聖經的指導，司祭長和經師們也正確的指出默西亞該生在猶大

的白冷；可是，他們沒有開始尋找的旅程，反而連同耶路撒冷居民不安起來，可能

害怕喜怒無常的黑落德，不知會出甚麼新花樣，危害他們的安定與繁榮。 

 

另一方面，甚麼都沒有的外邦賢士，卻藉著星光開始了詢問尋找的旅程：「新生的

猶太人君王在哪裡？」這個旅程有它的艱苦性，令人為這些賢士捏一把汗，他們竟

向黑落德王詢問新生的猶太君王！ 

 

 這種手法看來並不聰明，但又偏偏使他們成為聰明人！那些明哲保身的司祭長和經

師們答得聰明巧妙，最後卻一無所獲。 

 

賢士們追求的不是物質，而是新生的君王，天主終於讓他們找到了。他們俯伏朝拜

，獻上禮物。黃金是金屬中最尊貴的，這表示耶穌貴為君王的身份；乳香用於祭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