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們「得以結合於基督耶穌內，全是由於天主，也是由於天主，基督成了我們的智慧

、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格前 1：30）因此，我們在天主前要謙卑，不要夜郎

自大。  

 

正如一位出色的運動員或成功人士需要靠操練、克服障礙，戰勝困難；我們也要跨

越自我，將天主賞賜的恩寵在生活中顯露無遺。除了對物質生活講究外，我們對精

神生活又有多少渴求？當有人向我們求助時，我們是無動於衷，抑或立即施以援手

？我們關心社會事務嗎？我們對傷害自己的人能否寬恕？我們對同事或朋友會否諸

多猜忌，抑或寬容以待，坦誠相向？  

 

上主透過真福八端邀請我們在生活中追尋更高的理想，教會鼓勵我們恆常祈禱、勤

讀聖言、多看公教報、堂區通訊及靈修書籍等，我們若是依著去做，自會懂得生活

真福。天主既賞賜了我們信仰的恩典，願我們不單自己領受上主的福份，也將這福

份帶給身邊的兄弟姊妹，讓我們和週遭的兄弟姊妹都成為有福的人。  

 

 

 

 

 

 

 

 

 

 

 

 

 

2月 2日  
（星期日）  

獻主節  

瑪拉基亞先知書 3:1-4 

聖詠 24:7,8,9,10 

希伯來書 2:14-18  

路加福音 2:22-40   

 

天國驛站   

饅頭一文錢一個，兩文錢吃到飽   

蔡惠民神父 

八仙之一的呂洞賓成了仙之後，總想找一個弟子傳授仙術，他決定在世間選一個神
貧的人，把一身的功夫傳承下去。於是，呂洞賓變成一個賣饅頭的老人，在攤上貼
了一張佈告：饅頭一文錢吃一個；兩文錢吃到飽。許多人紛紛來他的攤位買饅頭，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兩文錢吃到飽，沒人願意一文錢只吃一個。眼看將近黃昏，突然
有一個年輕人跑來，居然付一文錢吃一個。呂洞賓大喜過望，馬上追了過去，問他
說：「你為什麼只吃一個，而不要兩文錢吃到飽呢？」那人無奈的回答：「我也想
呀！可恨全身上下只有一文錢。」呂洞賓長嘆一聲，縱身飛上了天，從此斷了收徒
的念頭。  
 

如果饅頭一文錢吃一個，兩文錢吃到飽，寧願多花一文錢是人之常情。今天商業社

會為了促銷，甚麼「任飲任食自助火鍋」，甚麼「豪門夜宴」，甚麼「終身會籍」

等，都是掌握這種消費心態的噱頭，難道吃一頓自助餐便沒有神貧精神嗎？ 

 

呂洞賓怎樣想我們不得而知，但耶穌的山中聖訓，重點卻不在此。耶穌講論的貧窮

是源自依撒意亞先知書。那時，以色列人因亡國而充軍異鄉，依撒意亞多次以貧窮

和飢餓來形容以色列，因為他們渴望天主的拯救，有如一無所有的人渴望生活的基

本所需。雖然物質上的匱乏會使人更容易意識自己的不足，但耶穌的貧窮，是一種



以天主為生命的基本所需，尋求天主在萬有之上的精神。 

 

明白耶穌所講的貧窮，我們便進一步瞭解，山中聖訓的八福為何與一般人追求的幸

福如此矛盾。世界政要總以龐大軍費，先進科技和精密武器作為國力的展示，耶穌

卻強調天國的建立不在於人間的建設。人以為幸福的人生必然是無災無難，然而耶

穌卻指出在苦痛中，人才會找到最大的安慰。人總想成功，出人頭地，幾時我們被

輕視，遭人家白眼，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便會怒不可遏，但耶穌卻認為謙下的人才

懂得品嚐生命。為避免在充滿競爭的社會裡慘被淘汱，人得不斷緊貼最新的資訊來

使自己增值，山中聖訓卻提示我們，唯天主的公義與聖善，才是我們緊貼的對象。 

 

有時我們為自己訂下目標和夢想，以為達到後便會滿足，但事實卻不然，因為唯有

天主才是我們的歸宿，在祂內才會獲得難以言喻的平安和喜樂。 

 

為此，保祿宗徒強調，從人間的標準來看，基督徒的蒙召，絕不是出於智慧、權勢

和顯貴。反之，「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

的，為羞辱那堅強的，甚而天主召選了世上卑賤的和受人輕視的，以及那些一無所

有的，為消滅那些有的，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無所誇耀。」 

 

真正的神貧，不單是一種生活形式的追求，更是一種基本的生活態度。在商業社會

中，這種態度往往被視為不切實際，甚至是格格不入。人總希望尋求世間的成就來

肯定自己，然而，神貧的人卻以尋求天主為最大的滿足，為作證天主的智慧。根據

索福尼亞先知的經驗，在一個社會中能夠逆流而上的人，只會是一小撮，他們好像

昔日以色列的遺民一樣，是一個謙遜和貧苦，依賴上主的名號而生活的百姓。身為

基督徒，我們是否有同樣的心理準備？ 

 

 

 

道亦有道   

你們是有福的   

閰德龍神父 

上一個主日，瑪竇福音記載耶穌在加里肋亞開始宣講說:「你們悔改罷！因為天國臨

近了。」（瑪 4：17）後來耶穌一邊宣講，一邊治好患各種病症的人，加上祂震懾人

心的教訓，為當時的以色列人帶來了驚天動地的轉變，「有許多群眾從加里肋亞、

「十城區」、耶路撒冷、猶太和約但河東岸來跟隨他。」（瑪 4：25）今日的福音中

，接著講述耶穌上了山，教訓門徒和群眾獲取真福的生活方式。  

 

不單以色列人對「福」有一份渴望，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中，新春期間，我們也慣

常在家門中貼上「福」字的揮春，甚至將之倒轉來貼，也表達了福臨我家宅的盼望

。不過，只是期望福來，卻沒有在現實生活中積福，福可不會貿然而至，因為福是

需要我們「生活」出來的！「生」是生生不息，追求崇高的理想，使自己的生命能

充滿上主的恩寵。而「活」是一份動態，指一份待人以愛、做事認真的動力，並時

常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  

 

耶穌洞悉人心，因此在祂開始宣講的時候，清楚地道出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態度和理

想--真福八端。記得在慕道班講及真福八端時，許多慕道者表示要在生活中實踐真

福八端並不容易。其實，真福八端並非是甚麼規矩，而是理想。試問在生活中，有

誰能百份百達到理想？不過，人是需要擁有崇高理想，這樣才能窮一生向理想邁進

。耶穌清楚說出這就是祂的跟隨者應有的生活態度，也是讓天國臨現人間的具體生

活方式。我們需要追求、學習這種生活方式。當我們願意按照耶穌真福八端的教導

生活時，我們必然成為天主所祝福的兒女。  

 

今日第一篇讀經中，索福尼亞先知提醒當時的猶太人，也提醒我們要謙卑尋找天主

，只有天主才是我們唯一的希望。除天主以外，再沒有別的神。第二篇讀經中，聖

保祿宗徒指出我們獲天主召選，不是因為我們有智慧、權勢或是因為我們顯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