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上主，求祢開啟我的唇舌，我要親口讚頌祢。天主，我的祭獻，就是痛悔
的精神，祢不輕視痛悔和謙卑的赤心。 
 讀經一 出三十二：7 - 11 ；13 - 14 

當時，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不久，難免還帶着在埃及時的生活習染。原

來埃及人常以動物為朝拜的對像。近東國家，很多以牛為神的象徵，是因為

牛的力氣大，又能繁殖的緣故。為感念天主使他們渡紅海到曠野，就鑄造了

一頭金牛以為可以代表天主，好讓他們朝夕敬拜。但是天主不喜歡人造偶像，

以色列子民的行為使天主震怒，天主準備滅絶他們，而且把這個訉息告訴在

西乃山上的梅瑟，梅瑟那時在山上已有四十晝夜，正準備把十誡的約版帶下

山。聽到上主要毀滅以色列人，梅瑟向天主求取寬赦，就如同他的先祖亞巴

郎為即將毀滅的罪惡之城祈求赦免一樣。天主俯允了梅瑟的請求，撤銷了要

降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災禍。梅瑟的請求，保全了人民，他是以色列人在天主

面前的中保，成了耶穌的預像，耶穌是全人類的中保。 

 讀經二 弟前一：12 - 17 

現今留存的保祿書信中，有三篇是寫給牧者們的，弟茂德前書是其中的

一篇。弟茂德的父親是外邦人，母親是猶太人，住在呂斯特辣，保祿在第一

次遠方傳教時，弟茂德隨同母親及外祖母信了天主，保祿第二次福傳又經過

那裡，看到弟茂德是一個忠實的信友，就選拔他為傳道的助手（見宗十六：

1 - 3 )。西元六十五年左右，保祿讓弟茂德留在厄弗所，祝聖他成為當地

的主教。保祿最後一次在羅馬坐監，又召弟茂德前往羅馬接受保祿死前的囑

咐，保祿致命後，他返回厄弗所，在西元九十七年為主殉道。 

弟茂德的年事尚輕，保祿經常以各種方法加以指導，書信中，我們看到

保祿洋溢着父親般的慈愛，對如何做一個好牧人，給弟茂德許多的教導，使

他在危機四伏的東方教會，得以善盡牧者的職責。 

今天的讀經，保祿把自己如何歸化的過程作簡要的回憶，他本是一個醉

心於梅瑟法律的人，但是他能獲得救恩，不是靠法律，而是基督的德能和恩

慈，天主竟揀選了曾經是一個迫害教會的大罪人,這證明了一句話:「基督耶

穌來到世界上，是為拯救罪人」！祂對罪人顯示了無限的忍耐，保祿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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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範例，「為給信靠祂而得永生的人一個榜樣」。保祿走筆至此，不免充滿

對主的感激和讚美之情。 

 福音 路十五：1 - 32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被稱為福音中的福音，在所有新約的着述中，它讓我

們看到天主仁慈的幅度是這樣的無邊無際，人又是怎樣地被天主所愛，至於

故事的迷人，文字的優美就更不必說了。而這樣的福音，是出自主耶穌被猶

太人指責樂於交接罪人時，對他們的即席回應。猶太人的經師和法利塞人自

視很高，常將一些社會邊緣人貼上罪人標籤，在言語和行動上鄙薄他們，主

為指正他們，說出了這三個比喻。 

在耶穌的時代，羊群往往是集體牧放，通常是集合幾家的羊成為一群，

由一個或數個牧人看管帶領，夜裏就把羊圈在羊棧裏頭。第一個故事是一個

有一百隻羊的牧羊人發現少了一隻羊，就把其餘的九十九隻留在荒野去尋覓

那隻失落的，當他費盡心力在丘陵灌木中找到了，就高高興興的把牠扛在肩

膀上帶回家，還邀集同伴來歡慶。有人說，耶穌因小失大，為了一隻迷失的

羊而放下那九十九隻，萬一那九十九隻又有不測的危險怎麼辦？如果是這樣，

好牧人當然也會把牠們一一找回來；又如果迷失的羊就好比是個犯罪的人，

那麼誰沒有罪？我們每個人不都是那迷失的羊嗎？九十九隻是不存在的。 

第二個故事是婦人遺失了一個小錢，就點上燈，到處尋找，找得幾乎把

屋子都要翻轉了，終於找到了，歡歡喜喜的請隣人來一起歡樂慶祝。耶穌說：

「因為一個罪人的悔改，天主的使者也這樣歡樂。」可見全善的天主雖然與

罪毫不相容，却是愛罪人，罪人的悔改向善，在天主的眼光中，是一件多麼

可慶可賀的事，這也是耶穌降生成人，來勸化罪人的目的。 

關於浪子的比喻，歷來有太多的人加以闡述和解說，不難找到資料參考。

雖然這樣，我們還是可以有些反省。天主給人一個很大的恩賜，叫做—自由，

人因為有了自由，自然地就有了尊嚴和位格。所謂「位格」，簡單的說，就

是具有一個可以享受權利負擔義務的地位。天主願意我們好好的利用這個恩

賜來創造生命的美好，但是人往往誤用自由，而選擇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

那位賜給人類自由的天主，總是巴望着迷失的人可再以自由選擇回歸的路。 

故事中的浪子，自感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親，只希望父親再給他一個

安身立命的機會，那怕是當個傭工也好。浪子起了懺悔的心，而且開始行動，

回到父親面前認罪。每天在村子口巴望着兒子回來的父親，不嫌兒子髒臭，

擁抱親吻，恢復他的尊嚴（穿袍子）、給他繼承的權利（戴上戒子）、不把他

當傭工（穿上鞋子），還宰牛設宴，廣請賓客來慶祝，這裏要說的，不只是

浪子回頭，更好說是父親的慈愛。 

大兒子的部份，主可能在說，你們猶太人哪、經師、法利塞人哪，天天

自認沒有離開天主，內心却無感無愛，早就遠離了天主，其實更要回頭的是

這個大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