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把天國看成是珍貴的東西或喜悅的事，這可能是最後一個比喻
的意思。天主撒網網羅所有人，人人都有機會，看人能否把握時機，天主最後才將
好壞分開。在世上，我們不要判斷別人，只要深信天主既是寬仁的，也是公義的。

「這一切你們都明白嗎？」耶穌問我們是否明白這七個天國比喻的意義。這個問題
同時是一個邀請，邀請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比喻中。一個新教友，不須否定自己從前
的一切，不怕採納從前的好東西，但要加上新的東西，就是生活在基督的臨在、天
國的臨在中，把一切好東西，納入到信仰的層次，加上信仰的動機，一切為基督而
作，為承行祂的旨意，為建立祂的國。為我們這些久為基督徒的人，到現在為止，
一定已擁有不少好東西。聽了這些比喻後，能否發現新的寶藏？再增加一些新的東
西？耶穌邀請我們去當比喻中裡面那位家主，我們就是那位主角，但我們有新的東
西拿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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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昆蟲學家和他一位商人朋友一起在公園散步聊天。昆蟲學家忽然停止腳步，走
向附近樹林裡去。不久，昆蟲學家找到一隻小蟋蟀，拿給他的朋友看，並說，他剛
才聽見那蟲的鳴聲。他的朋友覺得十分奇怪，那蟲聲音微不可聞，他絲毫也聽不到
，昆蟲學家竟聽得見。不久，他們離開公園，走在熱鬧馬路旁的行人道上。那位商
人也突然止步，彎身拾起一個掉在地上的硬幣。昆蟲學家卻一直走去，絲毫未聽見
那硬幣落地之聲。 

瑪竇福音十三章搜羅了耶穌有關天國的比喻。過去兩星期，我們已經讀過其中撒種
和莠子的比喻，接下來，就是寶貝和珍珠的比喻。這些比喻並不是要描繪天國的藍
圖，也沒有提示登天國的門徑，因為天國根本不是一個地方。耶穌講論的天國，其
實是指一份天人關係，是天主忠信的態度。不同的比喻，以不同的角度，揭示天主
的許諾怎樣透過耶穌的死而復活得到開展，最後在末日達致滿全。那麼，寶貝和珍
珠的比喻對這份天人關係有什麼啟發呢？

一個人尋找藏在地裡的寶貝，找到了，就把它藏起來，高興地賣掉他所有的一切，
買了那塊地。短短的幾句說話已經指出，天人的關係包括「發現」和「賣掉一切」
兩個因素。

天國的臨現是一個發現，意即它不是人為努力的成果，也不是計劃操控的產品。天
主與人的盟約完全是天主的主動，白白的給予。不同的聖經作者都有類似的反省和
肯定，例如若望強調：「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他愛了我們
……」（若一4:10）保祿也一再指出，天主的恩寵比人的善行更優先：「基督在我
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這證明天主怎樣愛我們。」（羅5:8）耶穌本人
亦有相若的教導：「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天主的國，決不能進去。」（谷
10:15）先接受，才能進去，就如先發現寶貝，才會賣掉一切。



話雖如此，人在發現天國的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當天主向撒羅滿說：「你
不拘求什麼，我必給你。」（列上3:5）撒羅滿沒有為自己求長壽、財富或權力，單
單求了智慧，為能辨明正義，因而獲得天主的歡心。由此可見，在天主與撒羅滿的
交往中，雖然天主首先讓撒羅滿「發現」了自己白白的恩待，但撒羅滿「賣掉一切
」的回應，也是不可或缺的配合。保祿深深明白兩者的關連，所以他說：「天主使
一切協助那些愛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羅8:28）

「發現」和「賣掉一切」就像一個錢幣的兩面，在實際經驗裡很多時是互為因果的
。人越發現自己白白蒙恩，越願意知恩報愛，無條件與人分施；同樣，人越倒空自
已，越容易發現天國。因此，耶穌握要地提醒門徒：「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
必在那裡。」（瑪6:21）

瞭解了寶貝和珍珠的比喻後，今天的讀經邀請我們想一想，最近我們心裡牽掛的，
是什麼樣的寶貝？是子女升學的困擾？是健康情況的憂慮？是工作前途的盤算？是
家庭關係的煩惱？何不暫時放下這些成敗得失，是非曲直，聽聽一些美妙的聲音，
例如：自然界的蟲鳴鳥叫，孩童的天真童語……或許你會駭然發現天國就在心裡。

和平綸音  

我們明白天國的比喻嗎？  
吳智勳神父

本主日福音有寶藏、珍珠、撒網三比喻，連同上兩主日撒種、莠子、芥子、酵母的
比喻共七個比喻，瑪竇是以一個完美聖經數字來完成有關天國的比喻。

在寶藏的比喻中，那個發現寶藏、買下土地的人，似乎十分狡猾，沒有把發現的東
西告訴地主，反而想辦法據為己有，這種人怎配進入天國？或者，這個人為甚麼不
乾脆把寶藏拿走就是了？耶穌的聽眾可不會這樣想，那時代的巴肋斯坦戰事頻繁，
寶貝不能隨身攜帶，最安全的收藏地方就是埋在地裡。大部份物主沒有機會回來起
回寶物，埋在地裡的寶貝便成為無主之物，猶太法律容許發現者擁有。

「有人發現了」——寶貝一定埋得很深，不輕易發現。「發現」表示並非刻意去找
尋，找到是意外；意外的發現產生驚喜。比喻大概想強調這種無名的喜悅，使人願
意付出一切以擁有這寶藏。

珍珠的比喻不太一樣，那個商人是刻意去尋找珍珠。珍珠在當時非常罕有，能放一
顆珍珠在掌上把玩，會有一份藝術家忘形的喜悅。當那商人願意變賣一切，為求擁
有珍珠時，顯出那珍珠的貴重。該商人買了那珍珠後已一無所有，但擁有它已使他
心滿意足，別無他求。

寶藏與珍珠，除了本身珍貴外，最重要的是令人喜悅，使人願為它們去犧牲其他。
天國正是這樣，它本身當然有價值，但是否人人了解它的價值，因它而喜悅，便人
人不一樣了。我們能被其他東西吸引著，根本不認識天國的價值。其實這些東西，
絕大部份我們不會放在心上，很快便被其他東西取代了。真正的寶藏卻能碰到我們
內心深處，使我們的心得到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