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所創造的，世上的一切是為了讓所有人和每個人享用的，正如創世紀中記載：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女。天主祝福

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

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創 1：27-28）  

 

 天主交給人們的工作是治理大地，祂從來沒有屬意某一撮人獨攬大地的資源。可惜

世界上財富不均，貧富懸殊的情況日趨嚴重，這是因為人不懂得好好管理並加以善

用大地的一切。富有的人需要關愛並幫助社會上的貧苦大眾，另一方面，貧窮的人

應盡自己的能力工作，求取生活所需，不應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財，讓自己成為工作

和金錢的奴隸。當人只是滿足一己的慾望，他最終會失去永恆的福樂。基督徒應在

生活上履行正義，按能力關懷幫助社會中有需要的人仕，為獲得真正的福樂。  

 

 今日人類需要有整體性的意識，關心並合力解決貧富不均的現象，讓人人得溫飽，

過有人性尊嚴的生活。上述比喻告訴我們：如果人人只追求物質，整個世界會變得

一無所有，繁華的外衣隱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是人與天主的疏離，更是人類

自私、醜惡的鐵證！  

 

 耶穌沒有否定貧窮受苦的價值，「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

」（路 6：20）祂同樣沒有指出富有的人該受詛咒。耶穌卻藉著「富翁及乞丐拉匝祿

」的比喻要求富有的人在生活中將財富慷慨地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樣，上主自會祝

福他們的慷慨。  

 

 願透過今日的比喻，我們能好好默想，善用世物，成為上主所祝福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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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驛站  鏡中的自己  蔡惠民神父 

有一個富翁，為人十分的吝嗇，因此別人對他都沒有好感。有一天，他對一個朋友
訴苦，為甚麼別人待他的態度如此惡劣呢？他的朋友拉他到窗戶旁，問他看到甚麼
？「我看到有男有女，在路上走來走去。」他的朋友又拉他到鏡子前：「你現在又
看到了甚麼？」「我現在只看到自己。」富翁不解地回答。「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他的朋友道：「你的窗戶上是透明的玻璃，所以你可以看到別人，而你的鏡子
後面卻塗了一層水銀，所以就只看到自己。如果我們心中只有錢，當然只會看到自
己，以致於目中無人，看不到別人。」（錄自心靈妙語 P.130）  
 

上落地鐵或火車的時候，我們會經常聽到列車員的廣播：「請小心列車與月台間的

空隙！」同樣，藉著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耶穌也提醒我們小心與窮人間的空隙。  

 

 比喻中的富翁，「身處紫紅袍及細麻衣，天天奢華地宴樂。」（路 16:19）相反，拉

匝祿卻是一個乞丐，「滿身瘡痍，躺臥在他的大門前，指望藉著富家人桌上掉下的

碎屑充饑，但只有狗來舐他的瘡痍。」（路 16:20-21）兩人死後，天使把拉匝祿送到

亞巴郎的懷抱享福，而富翁則被送到陰間受苦。兩人中間隔著一道巨大的深淵，致

使人即使願意，也不能從一邊到另一邊去。  

 

 究竟富翁與拉匝祿之間的深淵是如何構成的呢？財富的懸殊看來不是理由，因為只

要是透過自身的努力，合法得來的財富，本身並不是罪惡。真正的原因是富翁只顧

吃喝玩樂，完全忽視他人需要的生活態度。這種只追求自我滿足，不理他人死活的

自私心態，慢慢將富翁與拉匝祿的距離拉遠，最後成為一道無法跨越的深淵。  



 

 當富翁要求亞巴郎打發拉匝祿到他的家裡，警告他的兄弟，免得他們也來到陰間受

苦時，亞巴郎說：「他們自有梅瑟和先知，聽從他們好了。」（路 16:29）原來在亞

毛斯先知時代，以色列人己有沉迷奢華享樂，不思國是的先例。「他們躺在象牙?上

，橫臥在軟榻上，吃著羊群中的羔羊和牛欄中的牛犢，伴著琴聲吟詠，自比達味」

，縱使先知大聲疾呼，痛斥其非，他們仍是充耳不聞。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只著

眼於財富享樂，他又怎會在意窮人的辛酸？拉匝祿每天都躺在他的門前，富翁和他

的兄弟都沒發現他的存在。再打發拉匝祿到他兄弟的家裡，相信也只會徒然。如果

留心的話，門外已有數之不盡的拉匝祿，也有此起彼落的窮人呼聲。  

 

 不要以為耶穌的比喻是針對富翁，其實，富翁的命運也隨時會發生在我們身上。阻

隔富翁與拉匝祿的深淵，雖然與財富有關，但真正的原因是因歛聚財富而引致對他

人的疏忽與漠視。生活中除了財富的歛聚外，學問的無止境追求，個人抱負的堅持

，社會地位的執著，有時也會使我們不自覺間變得自我中心，為達成自己的目標，

不惜漠視他人的需要，犧牲他人的權益。  

 

 昔日相隔富翁和拉匝祿的只是一道窗戶，一條很細小的空隙，原意是分辨出兩者在

財富上的差距。不過，一不小心，這道窗戶變成了一道使人互不往來，無法溝通的

深淵。今天社會中亦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窗戶，把不同階層、類別和社團的人仕分隔

。有些是實在的，例如分隔巴肋斯坦和以色列的圍牆，禁閉式難民營的鐵網……。

更多是無形的，例如專業人士的協會、大型屋苑的會所、尊貴會員的專利等等。稍

有不慎，這些窗戶便變成一道鏡，使我們只看到自己，再看不見他人。  

 

 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並沒有抹煞不同社會階層間的差異，它的目的是提醒我們小

心將人與人之間的窗戶變成深淵。窗戶一方面讓我們找到身份認同，另一方面也讓

我們推窗外望，走出自我的世界，去關懷及服務社會人。因此拉匝祿並不是生命中

與我們毫不相干的過客，他躺在我們門外，是邀請我們從自我沉迷中得到釋放。  

 

 在弟茂德前書裡，保祿一方面指出蒙召成為基督徒固然是一份恩寵，一個與別不同

的身份。不過，基督徒不應只醉心於自身的得救，「但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

愛德、堅忍和良善，要努力打這場有關信仰的好仗。」（弟前 6:11-12）這場信仰的

好仗，就是慷慨大方，努力縮窄人與人之間的空隙。他吩咐弟茂德：「至於今世的

富人，你要勸告他們，不要心高氣傲，也不要寄望於無常的財富，惟寄望於那將萬

物豐富地供給我們享用的天主。又要勸他們行善，在善工上致富，甘心施捨，樂意

通財，為自己積蓄良好的根基，以備將來能享受真正的生命。」（弟前 6:17-19）  

 

 「請小心列車與月台間的空隙！」希望保祿這番話也像列車的廣播一樣，經常提醒

我們與拉匝祿的距離。 

 

道亦有道   

祖宗亞巴郎！可憐我吧   

閰德龍神父 

一些信友閱讀「富翁及乞丐拉匝祿」的比喻後，若不細心瞭解的話，很容易誤解這

比喻強調現在受苦並不要緊，因為痛苦過後，便可永遠享受福樂；又以為那些現在

享受榮華的人，將來便會受到懲罰。  

 

 其實擁有金錢、生活富裕並非是罪過或壞事，同樣，貧窮過活也未必是聖潔或善事

。聖史路加在這段聖經中要強調的是我們或富或貧，都應該好好生活天主所賞賜給

人的尊嚴；這尊嚴就是當我們擁有金錢的時候，我們不濫用錢財驕奢淫逸，甚至出

賣他人來滿足自己。同樣在貧窮的時候，我們不會做出一些違反道德的行為，也不

會出賣自己的人格。  

 

 讓我們在「富翁和拉匝祿」的比喻中，看看兩人分別缺少什麼？拉匝祿缺少的是基

本的溫飽，而富翁對拉匝祿的淒涼境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顯示他缺少一份關愛

他人的心，他對別人的需要不聞不問。路加突顯拉匝祿的飢渴是要誇大他和富翁之

間貧與富的對比。貧窮本來不可恥，貧苦大眾也該有權利活出人的尊嚴。世界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