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制裁，毋須受罰。我們與其花時間問為甚麼，倒不如在自己生活範疇中多做一些

對人有益處的事情。誠然，當面對自己的不足或欠缺時，我們並不比其他人好多少

，我們對他人的批評，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天主沒有要求我們苦苦追問原因，而願意我們透過祂的說話聆聽祂的召叫，並反問

自己有否為主作見証，和怎樣作見証。  

 

 耶穌今天仍藉著聖經、藉著週遭發生的事情，藉著我們每天接觸的人向我們宣講悔

改和天國的喜訊，願我們能夠保持警覺，及時作出回應。也願我們透過聖言的啟迪

及聖體聖事的滋養，悔改更新，為福音作見証。此外，讓我們祈求天主賜我們恩寵

，讓我們在生活中不再斤斤計較，卻能寬容待人處事。  

 

 天主的光已普照世界，使我們遠離罪惡。我們既生活在天主的祝福中，讓我們將天

主的祝福送給每一位我們所接觸的兄弟姊妹！  

 

 

 

 

 

 

 

 

 

 

 

 

1月 26日  
（星期日）  

常年期第三主日  

依撒意亞先知書 8:23-9:3 

聖詠 27:1,4,13-14 

格林多前書 1:10-13,17  

瑪竇福音 4:12-23   

 

天國驛站  漁人的漁夫  蔡惠民神父 

有一所修院只有七個修士，其中六個人每天外出耕種，第七個則留在修院料理雜務
。有一天修院開會，其中一個修士不以為然的說，第七個修士整天遊手好閒，不出
去工作就有飯吃，他也應該和其他六個人一樣，外出耕種，賺取他自己的食糧，其
他修士也附和他的說話。  第七個修士照著他們的意思，第二天一早也跟著一起出
門工作，到了晚上，當他們帶著疲累的身體回家時，沒有明亮的燈光向他們招手，
桌上也沒有香噴噴的飯食等待他們。現在他們明白自己是如何的愚蠢，竟然否認了
小兄弟的默默奉獻。他們一致請求第七個修士繼續做他以前的工作。修院又再度過
著和睦融洽，快樂平安的生活。  
 

按瑪竇福音記載，耶穌招收門徒分享衪的使命，是要他們成為「漁人的漁夫」。為

甚麼要用「漁人」來形容天國的使命？為甚麼要稱執行天國使命的人為「漁夫」？

莫非拓展天國與結網捕魚有某方面的共通，以致捕人如捕魚？ 

 

原來，「漁人的漁夫」概念源自舊約。那時，猶太人因亡國而被充軍異鄉，天主曾

藉耶肋米亞先知許諾，要派許多漁夫來捕捉他們，並領他們回到昔日賜給他們祖先

的地方（耶 16：15-16）。幾百年後，猶太人明白他們朝夕盼望的故土，就是耶穌所

實現的天國。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言，耶穌的天國初次出現於加里肋亞時，那些在

黑暗中的百姓猶如看見了浩光，又如那些在死亡陰影之地的人看見光明。所以，當

耶穌召叫門徒成為漁人的漁夫時，就是邀請他們參與天國的宣講和實現，把四散的

萬民再次聚集在天主的國度裡。 

 



除了舊約的基礎外，稱執行天國使命的人為漁夫，是因為拓展天國與結網捕魚間的

確有某種關連，以致捕人如捕魚。雖然近代考古學家在加里肋亞海四週發掘出古時

用的魚勾，證明猶太人很早便懂得以魚勾獵魚。不過，根據福音的資料，當時耶穌

招收的門徒是以魚網捕魚。撒網捕魚除了增加魚獲外，更有聚集之意。天國的目標

正是要網羅普世萬民（參看若 21：1-11）。 

 

昔日的格林多教會，包羅了不同的團體，活像一網大魚。然而，由於各不相讓，以

致分黨分派，危害到教會的共融合一。眼看天國的魚網快因黨派的紛爭而扯破，保

祿強調教會的基礎不是個別的領袖魅力或巧妙言辭，而是天主在耶穌身上所完成的

天國。因此，保祿宗徒提醒我們，教會的漁人使命是向外的持續福傳工作，不過，

保持教會內的同心合意亦同樣重要。否則，魚網被扯破，便不能再捕魚， 

 

格林多教會的情況在今天亦屢見不鮮。在時代徵兆與教會傳統之間，在投身關社與

退穩默觀之間，在開放交談與持守原則之間…..，我們會輕易發現類似的紛爭。的

確，由於自身的大公性，教會自始至今，或許直到永遠，都無法擺脫內部的張力，

不過，只要我們緊記耶穌和衪所實現的天國，是教會的共同基礎，縱使彼此差異的

互動過程免不了帶來陣痛，但卻是教會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來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成為漁人的漁夫，除了培養福傳的意識和使命外，保

祿邀請我們意識自身亦是魚網。縱使這個魚網有其不善，天主仍要在我們的軟弱中

，網羅天下所有的魚。 

 

 

 

 

 

道亦有道   

你們悔改罷！因為天國臨近了   

閰德龍神父 

驚天動地的事件常有發生，昔日、今天、將來也會繼續發生。若翰被監禁後，耶穌

退到加里肋亞，開始宣講說：「你們悔改罷！因為天國臨近了。」（瑪 4：17）耶穌

為甚麼選擇在加里肋亞開始宣講？說起來加里肋亞有很多地方與香港相類似：首先

，那裏像香港一樣，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猶太人、外邦人、羅馬人等，那

裏也是一個商業活動的中心。耶穌選擇在那裡開始宣講本來非常合適，可惜卻沒有

多少人作出熱烈反應，大家依然故我，忙忙碌碌地生活。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曾發生一些驚天動地的事件，例如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

，有飛機撞向世貿大廈，當時附近有不少人還以為正在拍攝電影，不懂得害怕，也

忘記逃走，正反映許多人的危機感不足。又於二零零三年期間，香港不少市民一再

要求延遲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地方領導層卻認為是市民被誤導，堅持強行立法，

結果觸發了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地方領導層警覺性之低可見一斑！事實上，很多人

對週遭發生的事不大關心，不大了解，即使耶穌在宣講大喜訊，大家因為沒有心理

準備，反應依然遲鈍！  

 

 在今日的讀經二，保祿宗徒提醒當時的格林多人，也提醒我們在回應上主召叫的時

候，不單用口宣講，還要以整個生活相配合。「……在你們中不要分裂，但要同心

合意，全然相合。」（格前 1：10）那麼，在教會團體內、家庭中、工作間、朋友的

圈子中，我們有否一份包容乃大的胸襟？雖然我們擠身於香港這彈丸之地，明顯缺

乏外在空間，但我們內心，能否留點空間容納異己呢？  

 

 今日的第一篇讀經記載：「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依 9：1）

，這光就是基督，正如太陽一樣，光照宇宙萬物，光照一切人，包括善人與惡人，

全在上主的祝福之中。我們不用斤斤計較，不用質疑為何有些犯事者可以逃過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