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福音警惕我們：耶穌說：「你們會說：『我們同一起吃喝過（參與聖宴），

也曾在我們的街頭施教（我們聽過、講過這麼多的道理）。』主卻會說：『我不知

道你們是從哪裡來的。』」實踐信仰才是硬道理！  
 

想起我們的許多同胞這麼多年被阻與至公的教會建立正常的聯繫，不能參與一些教

會至公性的活動，我們不免會向天主埋怨：究竟這情況還要繼續多久？教宗幾時才

能真正自由地去探訪他在中國的子女？或許希伯來人書的話能給我們一些安慰：「

上主管教（考驗）祂所疼愛的，鞭策（磨練）祂所悅納的每一個兒子。」（讀經二）

。讓我們堅信：在這些苦難的日子後，我們會看到豐盛的「正義和平的果實」。（

讀經二） 
 

 

聖德肋撒(聖德蘭)修女的箴言： 
 

人們經常是不講道理的、沒有邏輯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 -不管怎樣，你要原諒他們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們可能還是會說你自私和動機不良 -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友善 
 

當你功成名就，你會有一些虛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實的敵人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取

得成功 
 

即使你是誠實的和率直的，人們可能還是會欺騙你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誠實和率

直 
 

你多年來營造的東西，有人在一夜之間把它摧毀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去營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靜和幸福，他們可能會嫉妒你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快樂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們往往明天就會忘記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做善事 
 

即使把你最好的東西給了這個世界，也許這些東西永遠都不夠 -不管怎樣，把你最

好的東西給這個世界 
 

歸根結底，它是你和天主之間的事，並非你和他人之間的事。 

8月 25日  
（星期日）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   

依撒意亞先知書 66:18-21  

聖詠 117:1,2  

希伯來書 12:5-7,11-13 

路加福音 13:22-30 

 

和平綸音  誰在天國裡？  吳智勳神父 

今天的福音談及有關天國的言論，這個言論是由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引發出來的。有

人問耶穌：「主啊，得救的人真的不多嗎？」耶穌便借著這問題，處理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誰可進入天國？」第二個是「怎樣才可進入天國？」問這問題的人大概

是個猶太人，因為猶太人一向都很關心這事：「誰可進入天國？」問問題的人很希

望耶穌能給他一個答案，去肯定以色列人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天國是為以色

列人而設的，因為他們是天主的選民，在救恩上有優先性。 
 

雖然舊約也有提到天主會眷顧外邦人，例如今天第一篇讀經便提到，外邦人同樣可

「瞻仰天主的榮耀」，況且以色列人的祖先中也有外邦人的血統；不過，在情感上

，他們對外邦人時常有排斥感。一個具純正血統的猶太人就是天主的選民，外邦人

是像豬和狗一樣地不潔。耶穌有時也利用猶太人這種心態去帶出訊息：「你們不要

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珠寶投在豬前」（瑪 7：6），「拿兒女的餅扔給小狗，

是不對的。」（瑪 15：26）為什麼猶太人會有這些觀念呢？很可能因為猶太人長期受

外邦人壓迫，故此形成一種報復的心態，相信天主會為他們主持公道，懲罰那些壓

迫他們的外邦人，所以天國沒有他們的份兒是很自然的結論。 
 

其實在猶太人的觀念裡，不是全部猶太人都可以進入天國，天國只應給那些遵守聖

潔法律的猶太人。因此，那些在政治上與羅馬人勾結的、宗教上朝拜外邦邪神的、

生活上與外邦人通婚的與及不守法律的猶太人，全都不可進入天國。他們把這些人

看作不潔的罪人，甚至連吃飯也不與他們一起，否則便會被玷污。所以，在猶太人

心目中，得救的人確是很少的。 
 

對於這個問題，耶穌雖然沒有正面回答，但實際上已經答了。耶穌的答案就是，誰



可得救的問題留待天父決定。祂勉勵人要努力，要把握時機，更要付出代價，勉力

從窄門進去。當時的城門幾乎都是窄的，而且門後有牆，這樣敵人便不能長驅直進

。如果軍隊想湧入城門，便會彼此擠迫，這就是耶穌比喻中「勉力」的意思。勉力

從窄門進去，不是一件舒服的事，進入天國正是如此。還有入天國是有時限的，如

果不把握機會，門就會關上。進天國不能靠血統，因為自己是亞巴郎的後裔；也不

能靠拉關係，因為曾與耶穌一起吃喝或聽過祂的道理。 
 

福音在今天仍具時代的意義。我們說天主教會是大公的，”Catholic”就是大公的

意思，超越了狹窄的民族主義，什麼人都可以進去。話雖如此，但在我們心底下或

會認同天國該是為領了洗的教友，一如某些人說天國只為某一教派的基督徒一樣。

這些想法可說是從前狹窄的法利塞主義的翻版。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一廂情願的

說：天國若沒有孔子和孟子，我不會進去。幾時我們有這些想法，我們就扮演著天

主的角色，迫使天主按我們的標準去決定誰可進入天國。 
 

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相信天主的救恩是普世性的，相信慈悲的天主不願意任何人喪

亡，而願意所有人藉耶穌基督得救。如果天主願意讓人有機會回頭改過，我們應樂

意接受天主這個慈悲的決定，不強將自己的標準加在天主的頭上。此外，我們亦不

能以為領了洗，曾聽過耶穌的道理，領受過耶穌基督的體血，便不再努力，以為自

己有足夠資格進入天國。   
 

讓我們再一次記起今日福音所帶出的訊息：基督徒應有寬大的心，接受天主慈悲的

決定，無論誰在天國，只要天主願意，我們都歡迎；但同時跟隨耶穌的話，勉力從

窄門入去，即不斷為天國的緣故去勞苦，為天國付出作基督徒的代價。 

 

朝夕相隨  唯一、至公的教會 陳日君主教 

讀經一，依撒意亞先知書的章節，可以說是舊約裡的一個大突破。上主說「我要聚

集外邦人和所有說各種語言的人。他們都要前來，瞻仰我的榮耀。」在哪裡瞻仰主

的榮耀？「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外教人不是不可以進入聖殿的嗎？他們進入聖

殿不就褻聖了嗎？「我要從他們中間選拔司祭和肋未人！」一切規矩都被推翻了！

是一個以民難以想像的新局面。  
 

到了耶穌的時代還有猶太人抗拒這大轉變，他們怕失去自己獨特的地位。耶穌重新

宣布天國的普世性：「人將從東南西北前來參加天國的宴會。」  
 

天主造了人類，天主愛整個人類。一個特選的民族無非是一個工具，目的是全人類

的得救。  
 

耶穌來了，唯一的救主，真天主真人。因亞當的罪而分散的人類，在祂身上再找到

合一的基礎。一個頭，一個身體，我們都是肢體、手足。  
 

教會是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  
 

《天主教教理》說：教會是唯一的。因為教會的起源是唯一的：三位一體的天主；

其創立者是唯一的救主耶穌；其靈魂、內在推動者，是唯一的聖神。  
 

唯一的教會也是多元的。聚集許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其成員有一同的恩寵、職務

、身份和生活方式。  
 

教會是至公的。「至公」有「普遍」及「完整」的雙重意義。  
 

教會是「完整的」。因為由基督那裡領受了「圓滿的得救方法」：宣認正確和完整

的信仰，圓滿的聖事生活，從宗徒繼承過來的職務。  
 

教會是「普遍的」。因為所有的人都奉召參加天主的子民，這個子民應遍及普世，

涵蓋萬代。教會的至公性要求教會內人人負起傳教的使命。  
 

交通和資訊進步了，教會的至公性愈來愈看得見了。尤其在禧年二千裡，伯多祿廣

場成了世界的中心，全球的信徒在那裡感到是在自己的家裡。  
 

曾有機會參與主教代表會議亞洲大會、亞洲主教團協會全體大會、聖年的世界青年

日，在這些機會上，我感覺到驕傲和喜樂。驕傲的是因為我屬於一個這麼偉大的教

會；喜樂的是因為我屬於一個全世合一的大家庭。不過說驕傲不如說榮幸，因為屬

於這個教會並不是我的功勞，是我的福分：藉著傳教士的辛勞，在無數同胞中我僥

倖先認識了這至一、至公的教會。這榮幸也帶來責任：許多同胞等著我去把這信息

傳給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