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主日參與彌撒後，讓我們問問自己：剛才聆聽的聖言提醒我要怎樣生活？在未

來一星期中，我願意將之加以實踐嗎？我會從哪一方面開始嘗試作出改變？  

 

 不少堂區每年也有印製堂區手冊派發給教友，內裡刊登了每天彌撒的讀經。因為並

非人人每天可以上聖堂參與彌撒，教友可以在自己的環境中，按著手冊所列寫的聖

經章節，翻閱聖經、反思聖言、向主祈禱。如果我們能這樣做並持之以恆的話，我

深信大家將會知道怎樣悔改，使自己的生命與生活變得更合符天主的聖意，也使這

聖誕節變得更具意義。當然，也定會在這過程中獲得上主豐厚的祝福！ 

 

 

 

 

 

 

 

 

 

 

 

 

 

 

 

 

 

12月 8日  
（星期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依撒意亞先知書 11:1-10 

聖詠 72:1-2,7-8,12-13,17 

羅馬書 15:4-9  

瑪竇福音 3:1-12   

 

天國驛站  繩子的後面  蔡惠民神父 

有一個教友到教堂領修和聖事。在修和室他向神父認罪，承認自己偷了一根繩子。
神父有點不解地問：「就是為了這微小而不值錢的東西，你覺得需要與天主修和嗎
？」教友很不好意思地說：「那是一條很粗的繩子。」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這位
教友最後說出：「在那根繩子後面還綁了一頭牛。」  
 

聽了這故事，相信很多教友有所共鳴，甚至發出會心的微笑。的確，在修和聖事中

，向神父一針見血告明自己的軟弱和罪過，實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氣。所以，時至今

日，仍有教友感到尷尬，不習慣面對面修和的方式，如果遇著認識自己的神父，則

更難於啟齒。究竟克服這種羞慚，不好意思的勇氣是從何而來的呢？ 

 

 在瑪竇福音中，洗者若翰宣告救恩的即將來臨：「在那時刻，他將要以聖神和火洗

你們。」一方面我們可從上文理中明白，火是代表審判：「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

他要揚淨自己的禾場，將他的麥粒收入倉內，至於糠秕，卻要用不滅的火焚燒。」

另一方面，我們可從厄則克耳先知（36:25-28）和岳厄爾先知（3:1-5）的預言中瞭

解，聖神是代表新的身份和使命：「那時，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潔淨你們，淨

化你們的不潔和偶像……我要將我的神賜於你們，使你們遵守我的誡命，且一一實

行。你們要居住在我賜給你們祖先的地方，你們要作我的百姓。」所以，若翰所宣

告的救恩，是包括審判和重生兩個幅度的。 

 

 在兩個幅度中，若翰的確是較強調救恩來臨時審判的一面，影響所及，修和聖事的

舉行，亦好像人到天主面前，接受天主的審判，因而疏忽了聖神更新的幅度。不過



，若果我們細心研讀，若翰洗者以嚴厲的說話強調天主審判的同時，他並沒有一一

細數以色列人的罪過。原來，天主的審判，目的並不是叫人無地自容，而是讓他們

在跌倒中知恩惜恩，並藉這份恩寵去報恩，在萬民中宣示天主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

大事。以色列的被選，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民族更聖潔，而是他們無條件被寬恕

的經驗，要成為普世民族得救一個典範。所以，洗者若翰雖然嚴厲責斥，但他沒有

忘記，審判的另一面是讓人經驗天主的憐憫，並願意宣述天主的光榮。 

 

 知恩惜恩報恩亦貫連了另外兩篇讀經的內容，形成本主目的中心思想。依撒意亞先

知預言救恩實現時，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這嫩枝就是新的以色列，上主的

神將住在他內，並使他成為萬民的旗幟。藉著這面旗幟，外邦必將尋求他。同樣，

面對著一個充滿紛爭和內部矛盾的團體，保祿在羅馬人書中，強調人與人之間不應

彼此判斷。因為若不是基督首先無條件接納我們，無人能在天主面前可以自誇。基

督徒的蒙召，就是始於一份知恩惜恩。因此，在這個將臨期中，讀經邀請我們再一

次明認自己的軟弱，在團體中彼此擔待，並歌頌天主的聖名，好使外邦人也因天主

的憐憫而光榮天主。 

 

 

 

 

 

 

 

 

 

 

 

道亦有道   

你們悔改罷   

閰德龍神父 

上一個主日彌撒的聖經提醒我們要醒寤，因為「黑夜深了，白日已近，所以我們該

脫去黑暗的行為，佩戴光明的武器；」（羅 13：12）本主日聖經的主題則強調我們要

悔改。福音中記載「洗者若翰出現在猶太曠野宣講說：『你們悔改罷！因為天國臨

近了。』」（瑪 3：1–2）不過，一個人要悔改，先要自我認識，了解自己不足或欠缺

的地方，才能作出改善。  

 

 今日第一篇讀經，依撒意亞先知描述默西亞將以正義維護弱小，帶來和平的國度。

作為基督徒，讓我們反躬自問：在每天的生活中，我有否履行正義，抑或經常做著

一些相反正義的事情？我怎樣稱呼那來自菲律賓、印尼或國內的家務傭工？可知道

我們平時慣用的稱呼已不單是口頭禪，也反映了我們的意識，反映了我們在言語、

行為上或多或少在輕看她們。  

 

 我們處身的香港社會，常有不公義的事情發生，我們有否關心社會上種種不公義的

情況？我們有否積極支持一些維護公義的簽名、遊行運動？欣喜見到在二零零三年

「七、一」有超過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喚醒了我們的良知，讓我們開始多些關注社

會事務。如果我們目睹不公義的事而置身事外或置諸不理，沒有好好發揮天主賞賜

我們的生命履行正義，妨礙天主的國度臨在我們當中，這便是一個罪過。  

 

 因此，我們要悔改，致力將天主的國度帶到我們生活的環境中。我們千萬別妄想聖

神會忽然降臨，使我們充滿天主恩寵，然後我們的生活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

。正如一個人由嬰兒期喝奶，然後學走路、讀書、工作、成家立室……須經歷循序

漸進的過程；我們信仰生命的改變也一樣。預備主耶穌的來臨也可視作信仰生命轉

變的過程。將臨期提醒我們：不要再沉睡。讓我們把握這機會，為自己內在和外在

的生命尋求改變，在思、言、行為上作徹底的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