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因而愛天主。  
 

 這真理對福傳有極大的啟示，正如教宗在「人的救主」通諭裡說的：教會的路是「

人」。藉著關心人、維護人權、和善心的人一起為人服務，尤其是為弱勢社群服務

，就算在起步時天主好像並沒有被提起，我們終於一起找到祂。  
 

 鄧鏡波先生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富商，他很想做一些善事造福社會，有一天他參觀了

香港仔工業學校，覺得這種教育正是現代的需要，給青年一技之能，立足社會，他

得知那是天主教學校，就請天主教主教幫他開辦一間同類的學校，主教介紹他給慈

幼會，由政府撥地，鄧先生捐助經費，就建成了九龍天光道的鄧鏡波學校。  
 

 鄧先生生活樸素，辦事勤謹，當校舍還未全部完工前、已在鄧鏡波學校服務的我曾

見他穿著長衫、布鞋親自來視察地盤工作的進展。在和教會的接觸中，他體會了信

仰的寶貴，認識了主，領了聖洗。  
 

 在香港回歸後的數年裡，政府屢次推出一些不公義的政策，剝削弱者的人權：港人

子弟的居港權，無證兒童的入學權，公民的抗議示威權；又在為基本法 23條立法的

機會上企圖壓制市民的各類自由。教會本著現代教會社會訓導的原則站了出來說了

公道話，有些教友以為教會政治化了，表示不滿，甚或因此疏離了教會，非常可惜

。  
 

 但同時也有不少教外人士欣賞教會為人權作出的努力，甚或因此參與慕道班，期望

分享我們的信仰。  
 

 希望前者越來越少，後者越來越多。   

 

 

 

 

 

 

2月 23日  
（星期日）  

常年期第七主日  

肋未紀 19:1-2,17-18 

聖詠 103:1-2,3-4,8,10,12-13 

格林多前書 3:16-23  

瑪竇福音 5:38-48   

 

和平綸音  如同天父一樣愛仇  吳智勳神父 

福音的訊息直接清楚︰基督徒必須是鹽與光。山中聖訓的地點在加里肋亞湖邊，附

近有鹽城，方便漁民把魚穫醃鹹保存；湖邊有山，山上的屋晚上有燈光，湖邊的人

清楚看到。耶穌就地取材，以老百姓每日見到的東西作比喻。作鹽作光並非一個泛

泛的邀請，而是向每人堅決的要求。基督徒必須是鹽是光，不是鹽不是光，就不是

基督徒。 
 

山中聖訓中，耶穌表示自己來為完成舊約法律，宣佈天主真正的意思，祂舉了六個

例子表明，今日的福音記載第五和第六個例。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條法律，今天已成為成語，可惜帶有消極報復的意味。

舊約中，它卻是幫助法官判案的公平原則或償還原則，免得人毫無標準地野蠻報復

，有點像孔子所主張的「以直報怨」。這句話並非給私人執行法律時作報復用。  
 

耶穌宣佈天主的意思：「不要抵抗惡人」。耶穌所舉的三個例子，表面上有不抵抗

主義的味道。打右頰有蓄意侮辱的意思，你願化解仇恨，不妨再讓他打左頰；拿內

衣是依法向你拿取的，你願化解訴訟，就連自己擁有外衣的權利也不堅持；強迫走

一千步是羅馬人加諸被統治者身上的規矩，被迫者無能拒絕，走得極不甘心，耶穌

要求人突破自己的限制，走夠兩千步。  
 

表面看來，耶穌「不抵抗惡人」的要求好像助長不公義的情況變本加厲。因此之故

，後代的基督徒，除了極少數完全跟隨耶穌的做法，採取絕對不抵抗主義外，其他

都主張對不公義的侵犯，必須加以還擊，免得更多無辜者受害。天主教自聖奧思定



以來都主張自衛式的公義戰爭，打擊侵略者。今天南美洲的解放神學，就是要求向

不公義的制度與架構宣戰，像梅瑟一樣帶領被奴役的人出谷。不過，基督徒這樣做

，有沒有違背耶穌「不要抵抗惡人」的教訓？  
 

耶穌有時清楚要求公道，對無理打祂耳光的差役，耶穌質問他：「如果我講錯了，

你可以指證錯在那裡；如果講得對，你為什麼打我？」（若 18：23）公義是耶穌所要

求的，但公義不能包含暴力，以暴易暴只會產生更多的暴力，北愛、中東的暴力事

件屢見不鮮，就是最好的證明。人人都認為自己有理，連侵略者也有堂皇的理由，

總使人民相信出師有名。耶穌知道徹底根除邪惡，只能靠愛；「不要抵抗惡人」是

愛的一種表達方式，跟著祂便提出愛仇。  
 

愛仇是震撼性的主張，整部舊約找不到愛仇的思想，連美麗的聖詠也呼求天主懲罰

惡人，主持公道。耶穌生在巴勒斯坦一個充滿仇恨的環境，認識仇恨的力量，知道

除非有天主的恩寵，人無力制止仇恨。愛仇並非靠其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從基督身

上找到愛仇的力量。愛仇包含寬恕，願意為他們祈禱，但不一定包含「喜歡」，因

為喜歡牽涉一些人無能為力的心理因素。耶穌給了人愛仇的動機和力量，天父愛善

人，也愛惡人；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祂就愛了我們，寬恕了我們。如果我們能

像天父一樣的寬恕與愛仇，我們就成為天父的子女。耶穌一生成全了天父愛仇的願

望，祂也希望基督徒繼續成全天父這個願望，「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

父是成全的一樣」。  
 

中國人的傳統中雖然有「有仇不報非君子」、「父仇不共戴天」、「仇人見面，份

外眼紅」等根深柢固的說法，但也有伯夷、叔齊揚棄暴力的堅持，批評武王「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只有司馬遷這種有慧眼的人，才認識兩人的偉大，把「伯

夷列傳」放在列傳之首。可惜這種符合福音精神的美德，從來沒有成為文化的主流

，或形成一個有力的傳統，反而讓以暴易暴式的公義佔了上風，普遍為國人受落，

我們實在需要接受福音的薰陶。教會傳統中容忍公義的自衛戰爭，只應看成是沒有

其他非暴力的辦法中，兩害取其輕的一種權宜之策，絕對不是理想。基督徒的理想

是像基督一樣去寬恕和愛仇。我們的社會與世界充滿暴戾氣，以牙還牙的報復心理

普遍存在，讓我們以今日的福音淨化自己，願意做個溫良締造和平的人，成全天父

寬恕愛仇的理想。 

 

朝夕相隨 

愛人如己就是成聖，就是福傳    

陳日君主教 

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在教會憲章第五章裡徹底討論了信徒普遍的成聖使命。並指

出聖德在於「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慕天主」及「彼此相愛」，這也就是第一

條及第二條誡命。但今日的讀經似乎忘記了第一條誡命，把聖德的使命等同於愛人

的誡命。  
 

 第一篇讀經說「你們應該成聖」，接著就說「你不可對你的弟兄心懷憎恨……不可

惱恨你的同胞，要愛人如己」。福音裡耶穌說我們應當如天父一樣成全，也是說要

愛所有的人，連仇人也在內，正如天父賜陽光和雨水給正義的人，也給不正義的人

。  
 

 其實，我們如果分析「好人」的概念，多數會說「好人」就是聖賢的人，有道德、

有品格的人，也就是指齊家、治國之前的「修身」；但平時我們說一個人是好人，

多數是說他「好心」、「有愛心」。  
 

 今日的讀經向我們解釋，愛人如己也正是愛天主的必然效果，「天主有如父親憐愛

自己的兒女」（答唱詠），天主照顧所有的人（福音），聖保祿宗徒說「天主的宮殿

是聖的，而這宮殿就是你們」，那末尊重人也就是尊重天主，愛人也就是愛天主所

愛的兒女。  
 

 上主的美善顯示在祂的「富於仁愛寬恕」（答唱詠），人的潛能也在愛人時才發揮

出來。正如聖若望說：「如果我們不愛那見得到的兄弟，怎麼能說我們愛那見不到

的天主？」聖保祿也說：「你們要『如同天主所揀選的、摯愛的聖徒，懷著慈憫的

心腸、和藹、謙恭、良善、大方』」（哥三: 12）。  
 

 這樣看來「愛天主」和「愛人」真是愛德的不能分割的兩個層面。有人先認識了天

主再因愛天主而愛人；但也有人並不認識天主而愛人，他們能在愛人的經驗裡遇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