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己付出多少，以求取得相稱的回報，不肯蝕本，有關的生活例子俯拾即是。如乘搭

「地下鐵」，車門甫開，不少人即擁進車廂爭座位；又如往酒樓品茗或用膳，也不

時見到一些人因爭座位而發生口角。我們追求優質，講求提升，這本是好的；但這

些觀念很容易會變成斤斤計較。如果我們付出多少，便要取回多少，人人都不願意

多付一些的話，我們的社會便會變得很冷酷。所以，有些電視節目如《××Out消》、

《××富翁》，實在不適宜觀看！這不是因為上述節目不好看，而是這些節目鼓吹的

價值觀有問題。除了誘惑人貪心外，還鼓吹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節目中，誰答題

的分數低，誰便要出局。將節目的觀念投放於現實世界，倘若有人資質較差，身體

較弱，會考不及格等，便要被淘汰，最後，絕大部分的人都要出局！天國也沒有我

們的份兒！這可不是耶穌的教導，也不是祂的價值觀。  

 

 耶穌在福音中提及我們要特別關注四類人：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失明的。他

們都是弱勢社群，沒有人關心，沒有人邀請；但耶穌要我們特別邀請他們，給予他

們幫助，「因為他們無力報答你。」（路 14：14）耶穌教導我們要關顧弱小，不要斤

斤計較回報。因此，基督徒的價值觀與俗世很不一樣。  

 

 今日的聖言值得我們再三反省的有以下三點：  

 

 第一：我有否好好準備自己，做好每一件事？  

 

 第二：當我有所成就的時候，例如作為部門主管、僱主等，我會持怎樣的生活態度

？我會驕傲自大，抑或謙卑自下？  

 

 最後，耶穌提醒我們：付出時不要計較別人的回報，天主自會報答我們，俗世的回

報都是虛假的。願我們看到弱勢社群的需要，慷慨地付出我們的一份。因為「在義

人復活時，你必能得到賞報。」（路 14：14） 

 

 

9月 1日  
（星期日）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德訓篇 3:17-18,20,28-29  

聖詠 68:4-5,6-7,10-11  

希伯來書 12:18-19,22-24 

路加福音 14:1,7-14 

 

天國驛站  不一樣的筵席  蔡惠民神父 

一位富有的女弟子在大師門下學習，她十分尊敬這師父，對於大師的一切教誨，她
都言聽計從。當她籌備自己的婚禮時，她向大師說明自己希望有個不一樣的婚禮。
「基於對窮人的尊重和禮遇，婚筵時我想把窮人都安排在首席，再把所有有錢人，
地位高的人安排在下位……。大師，你看我這安排好不好？」她期待著大師的讚許
。不料大師立刻說道：「孩子，如果妳這樣安排，那就沒有人能真正享受到妳的喜
悅。因為，妳的家人會困窘得不知所措，那些有錢的朋友會覺得受到羞辱，而那些
窮朋友也會因難為情而食不下嚥的。」 
 

希伯來聖經的作者，很喜歡用一種反諷的手法，去突顯天主的智慧如何出人意表。

例如在德訓篇中，作者教導他的兒子，愛不在於接受，而在施予；偉大不在乎權能

，而在謙下；有智慧人的寧願作聽眾，而不作講者。（德 3:17-20, 31）聖詠六十篇

指出「天主給無靠的人備妥房屋，引被擄的人重獲自由；叛逆者仍在乾旱居留。」（

詠 68:7 ） 
 

針對人心目中的天主是一座遙不可及的高山，或一團吞滅萬物的烈火；或一把從未

聽過的可怕聲音，或一道漆黑不見五指的深淵，新約希伯來人書也以反諷的手法，

指出天主是一位慈父，祂就是那座充滿生命和歡樂的熙雍山；祂的聲音在耶穌的口

中有如滋潤的甘露，使許多痿弱的手和麻木的膝得到痊愈。（希 12:13） 
 

耶穌自小便浸淫在這種傳統中。當祂在法利塞人家中作客，看見其他客人爭佔首席

時，便反諷他們說：「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路

13:11）耶穌的思想是來自箴言：「你在君王前不可炫燿，不可佔有權貴者的座位；

因為人對你：『請上座！』比在貴人前受抑更好。」（箴 25:6-7）所以，耶穌提醒他



們：「你幾時被請，應去坐末席，等那請你的人走來給你說：朋友，請上坐罷！那

時，在你同席的眾人面前，你纔有光彩。」（路 14:10） 
 

這種自我炫燿的心態是當時社交圈子的風氣。除了客人爭佔首位，主人亦以席上的

顯要來突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因此，耶穌也向請他的人說：幾時你設宴請客，不

要請那些有能力回請的。你要請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人。如此，你有

福了，因為他們沒有可報答你的。（路 14:12-14） 
 

耶穌的教導是否教導法利塞人，參加宴會時，故作謙虛先坐末席，心底裡卻期待主

人光彩地邀請自己上到首席？這種想法與那些自我炫燿的人其實沒有兩樣，只不過

耶穌做得更聰明，或更好說更虛偽而已。同樣，請客時專挑那些無力回請的人，動

機是否利用窮人去自我炫耀？窮人豈不變成自己獲取天上的賞報的踏腳石？ 
 

耶穌絕對不是一個偽君子，祂說這話是要反諷一群自以為是的法利塞人。他們一直

認為天國的盛宴跟人間的筵席一樣，是按人的身份、地位、財富而入座。殊不知天

國的座位是無條件的，只要願意，並承認這是白白得來的，人便獲邀在天國的盛宴

中坐席。因此，「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並不是

要顛倒社會的結構，而是要提醒人不要以人間的標準理解天國的模樣。耶穌所講的

謙遜，或貶抑自己，其實就是勇敢接受和面對自己有限的事實。 
 

在教會生活中，聖體聖事原意是天國盛宴的預象。不過，有時我們亦會不自覺地以

人間的筵席去理解。例如，信仰生活愈熱心，倫理生活愈純潔，人便愈堪當領受聖

體。身份愈顯赫，貢獻愈特出，教堂內的坐位也愈明顯。聖體聖事在教友生活中慢

慢變成熱心的償報，地位的象徵。 
 

如果天國是不一樣的筵席，正因為無論人在天主面前如何不濟，如何不堪當，他都

不會被拒於門外。雖然罪惡將人束縛得有如視而不見的盲者；有心無力的殘障者；

步履維艱的跛子；或一無所有的窮人，今天的福音要提醒我們，只要人承認自己的

不足，在天國裡，就是這些貧窮的、瘸腿的、殘廢的和瞎眼的人。「凡貶抑自己的

，必被高舉」，耶穌邀請我們放下過大或過少的自我形象，在天國中發現不一樣的

我。 

 

道亦有道   

在義人復活時，你必得到賞報  

閰德龍神父 
 

由常年期第十八主日至今，耶穌談論著同一主題：進入天國的必要準備。  

 

 剛才問一位弟兄他今天參與彌撒可有遲到，答案是沒有，因為他預計了時間，盡早

出門，所以沒有遲到，這就是準備。又例如學生在新學年開始前，已購備課本；每

日上學前，重新執拾書包，帶備所需要的書本、文具，這也是準備。  

 

 我曾經問過主日學的小朋友：「為什麼要『乖』？」他們的答案是如果他們「乖」

的話，天主會愛錫他們。為獲得天主的愛，小朋友們選擇「乖」。耶穌講的「乖」

，卻跟小朋友心中對「乖」的看法有所不同，耶穌基本上是指兩種品德：  

 

 第一種是謙遜、謙卑。在創世紀第一章提及由於驕傲，人想把持與天主同等的地位

，甚至要高於天主。魔鬼看透人驕傲的心，藉蛇說出誘惑的話，結果人受不住誘惑

，帶來了無窮的罪惡。  

 

 在生活中，我們或多或少受到驕傲的誘惑，以為自己很了不起，才華橫溢，銜頭多

多。特別在今天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人幾乎甚麼也可以做，甚至連生命也可以複製

。電腦差不多可以取代人腦。科技愈進步，人愈想替代天主，漸漸將天主擱在一旁

！這實在非常可怕！耶穌在今日福音再次提醒我們要進入天主的國度，我們需要謙

卑的生活態度。耶穌自己貴為天主，但祂卻謙卑自下，降生成人，生活在我們當中

。如果我們要成為基督的追隨者，我們要反思自己可有具備耶穌的謙遜？  

 

 第二種是不要斤斤計較。今日社會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喜歡計算。人每每計算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