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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P.269 
讀經一【恭讀申命紀 四，1~2,6~8 】 
(我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增刪，上主的誡命，
必須完全遵守。) 

讀經二【恭讀聖雅格書 一，17~18,21b~22,27】 
(應當按照這聖言來實行。) 
福音【恭讀聖瑪谷福音 七，1~8,14~15,21~23】 
(你們離棄了天主的誡命，卻祇拘守著人的傳統。)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21 年 8 月 29 日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號              

電話：2214434．2823860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本 

週 

活 

動 

8/29(日) 
主日彌撒：上午 7:00(國語)、9:00(國語)、11:00(英語)、下午 4:00(國語) 
線上查經比賽：9:00-13:00 

8/30(一) 平日彌撒：上午 6:30 
8/31(二) 平日彌撒：上午 6:30 
9/1(三) 平日彌撒：上午 6:30  靈修小組(線上)：晚上 8:00 
9/2(四) 平日彌撒：上午 6:30 
9/3(五)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晚上 8:00（上午 6:30平日彌撒暫停） 
9/4(六) 平日彌撒：上午 6:30  主日彌撒：晚上 8:00(台語) 

9/5(日) 
主日彌撒：上午 7:00(國語)、9:00(國語)、11:00(英語)、下午 4:00(國語) 
慕道班：下午 2:30 

 
 

潔淨與不潔淨  (谷七 1-8；14-15；21-23)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文章出處:輔神禮儀研究中心-實用篇】林思川神父 著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的彌撒福音選讀再次回到馬爾谷福音的循環，經文選自谷七 1-23，但是並非整段

文字而是以「摘要」的形式出現（七 1-8；14-15；21-23），我們根據詮釋的原則，將在這

裡介紹這整段福音的經文大意。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耶穌關於「潔淨」與「不潔淨」的教導，由於耶穌的門徒們以不潔淨的手

吃飯，因而遭到批評與攻擊，耶穌利用這個機會教導什麼是真正的潔淨。經文中耶穌面對許多不

同身份的對手或聽眾：首先是法利賽人和經師，他們觀察耶穌以及祂的門徒們的生活而對他們提

出攻擊（1-5），面對這個批評，耶穌提出兩段答辯（6-8、9-13）；從第 14 節開始耶穌教導

的對象變為群眾（14-15），但是主題仍然未變；從第 17 節開始耶穌教導的對象又轉變為門徒，

並且不是在公開場合，而是在「家中」私下給予的教導（17-23）。 

 

對手的攻擊 

 

  經文一開始，耶穌的對手「法利賽人和一些從耶路撒冷來的經師」首先出場，「聚集到耶穌

跟前」。（1）這些人熟知梅瑟法律，以及在猶太傳統對梅瑟法律所做的詮釋，他們攻擊耶穌是

「自由派」人物，並具體的指出，耶穌的門徒用「不潔的手吃飯」。這段經文大概反映了初期的

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實況，他們不再嚴格的按著梅瑟法律遵守一切用餐的規矩。福音經文接著為那

些非猶太人的讀者解釋，所謂「不潔的手，就是他們用沒有洗過的手吃飯」（2），接下來又更

進一步說明，當時法利賽人和猶太人的生活傳統（3-4）。這些解釋當然只是一個詳細歷史背景

的縮影，只為突顯耶穌和門徒們相反祖傳的法律。 

 

http://www.rosary.org.tw/


2 
 

耶穌的反駁（一） 

  法利賽人和經師利用猶太祖先的傳統攻擊耶穌，耶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引用先知的

話揭露他們的偽善。耶穌引用依二九 13 的話回應對手，指出他們強調傳統是出自於虛偽，就如

「以色列子民用虛偽的口舌讚美天主，他們的心卻離天主很遠」（6）。耶穌這段話教導我們如

何恰當地分辨神類：天主的法律超過人的詮釋，人不可把自己的期待或詮釋作為絕對的標準來箝

制他人。如果傳統不能激發人對神的感恩與朝拜，那麼傳統就不再表達神的旨意，而變成了人的

法律而已。 

 

耶穌的反駁（二） 

  第 9-13 節是耶穌針對法利賽人的指控所做的第二段答覆，這段經文具體以「第四誡」做為

例子，講述法利賽人如何把天主的誡命簡化為人的傳授。耶穌強調真正重要的是天主的話，天主

的話就是祂的法律。整部福音顯示，只有耶穌對這些法律提出最正確的詮釋，其中最根本的表達

就是，祂把舊約所留傳下來的一切法律，綜合為「兩條最大的法律」（參閱：谷十二 28-34）。 

 

公開教導群眾 

  接著耶穌轉向「群眾」發言 ─ 經文預設這些群眾一直在場，見證了耶穌和法利賽人間的衝

突。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聽我，且要明白！」（14）同時耶穌用比喻教導群眾（15），

祂以二元對立的方式來區分「潔淨」與「不潔淨」的內涵，與之對應的就是「進到人裡面去的」

以及「從人裡面出來的」。 

  耶穌對於「潔淨」與「不潔淨」的看法，顛覆了猶太人傳統法律的見解。猶太傳統一直認為

外在的不潔能夠傳染給他人，耶穌卻指出，真正造成不潔淨的原因是人自己的思想、言語和行為。

前面第 2-5 節和第 9-13 節的經文就是具體的例子，而在這段經文之後 17-23 節的經文，也是

繼續更深入的解釋第 15 節的比喻。 

 

私下對門徒的教導  

  耶穌在教導群眾之後，接著私下在「家裡」教導祂的門徒（17-23），有意地和公開的教導

有所區隔。耶穌用比喻公開教導群眾，只私下對門徒解釋比喻。這個教導指出決定一切的關鍵並

非「肚腹」，而是人的「心」。這裡大概反映了初期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實踐，他們認為猶太傳統

關於「潔淨」與「不潔淨」的嚴格區別，在耶穌的教導下已不再重要。耶穌並非只對人所訂出的

繁瑣規矩提出批判，而更是積極的肯定天主所造的萬物都是好的：「一切食物都是潔淨的」（19）。 

  接著耶穌更具體的說明，為什麼由人心所產生的是不潔淨的，因為「惡念、邪淫、盜竊、兇

殺、姦淫、貪吝、毒辣、詭詐、放蕩、嫉妒、毀謗、驕傲、愚妄」等罪行，都是由人心所發出來

的。由這些話我們看出來這段經文已具有「倫理性」的重點，耶穌關於潔淨以及不潔淨的教導，

已超越猶太傳統中的「禮儀性」規矩，強調如何將「潔淨」以及「神聖」的概念，具體的放入基

督徒的生活中提醒每一個基督徒，在跟隨耶穌的道路上也必須遵守天主法律。 

 

綜合反省 

  由於耶穌的來臨，使天主親近祂的子民成為具體可見的事實，耶穌大能的言行，表達了「天

主與我們同在」。這個事實也導致「潔淨」的法律得到新的定義，潔淨與不潔淨的區分，不再是

外在的遵守祖傳的關於飲食的各種規矩與否，而是一個人是否真實的歸向基督、歸向天主；重要

的不再是外在的禮規，而更是內心的皈依，以及相稱的信仰生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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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職部實施訓令 

堂區團體的牧靈轉變為推廣教會福傳使命服務 

【文件出處: 2020 年 6 月 27 日，教宗方濟各批准聖職部此份文件-台灣主教團恭譯】 

 

36. 每位牧者都不應忘記，基於基督徒團體與其歷史及與其成員之間情誼上的聯繫，天主

子民的信仰與家族和團體的背景是有關連的。很多時，神聖地點會喚起人對祖先的人生歷程上重

要時刻的回憶，以及使人緬懷那些標誌着個人及家族人生歷程的人物及事件。為避免心理上的創

傷，有彈性和逐步地進行堂區團體的重組──有時教區團體的重組亦然──是重要的。 

教宗方濟各在談及羅馬教廷的改革時，就曾強調漸進的行動「是分辨工夫帶來的成果，這不

可或缺的分辨意味着要有歷史上的過程、時機和步驟、查證、改正、嘗試，以及『試行』         

（ad experimentum）的批准。因此，在這些情況下，這做法並不能視為優柔寡斷，而是為達到

真正的改革所必需的彈性。」問題在於要小心謹慎，不能「揠苗助長」，草草了事，只提出一些

籠統的標準，「紙上空談」，卻不顧及那些活在某一地域內的具體人物。的確，每個方案必須考

慮到該團體的現實生活處境，落實執行時不應帶來創傷，而且要有執行方案前必需的諮詢階段、

逐步執行的階段，以及完成的階段。 
 

37. 當然，這樣的革新所涉及的不僅是堂區主任司鐸，也不能夠由上而下地強制，把天主

子民拒之門外。要進行這次在各種架構上的牧靈方向轉變，表示我們要意識到，「信友們——天

主的神聖子民，是接受了聖神恩寵的傅抹；因此，在反省、思考、檢討，以及作分辨的時候，我

們務須非常留意這傅油的恩效。無論何時，作為教會、作為牧者、作為度獻身生活者，假如我們

忘記了這明確的事實，我們便是走錯了方向。每當我們想要排擠和取代、噤聲、徹底摧毀、不理

不睬或把具有不同特色的整個天主子民縮減為一些小撮人士的時候，我們所建立的團體、牧靈計

畫、神學重點、靈修以及架構都是沒有根基的、沒有歷史的、沒有面容的、沒有記憶的、沒有血

肉的，甚至可以說，是沒有生命的。就在我們把自己從天主子民的生命中抽離出來的一剎那，我

們便墜入荒蕪之地，敗壞了教會的本性。」 

按這種意義，由聖神所推動的轉變，並非靠聖職人員獨力推行，反之，在這次牧靈方向轉變

中，組成整個天主子民的不同部分都參與其事。因此，我們需要「有意識且清晰地尋求共融和參

與的空間，讓整個天主子民的傅油恩效以具體的方式展現出來。」    【未完待續】 
 

 

                          健康的自尊(續) 
                                          【文章出處:主業團-為基督徒培育的文章-基督徒品格】 

                                                                 

良好的模範 

有時我們因為採納了一個不切實際，或甚至是有害的成功準則而對我們的自我評估有所偏

差：不論代價地追求事業有成，以自我為中心的感情關係，貪圖享樂的生活等。我們可能會因為

他人欣賞我們能夠達成目標而高估自己。相反的事亦有可能：因為自己未能完成目標，或是因為

有些人似乎並不欣賞我們而低估了自己。這些錯誤的評價，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太過在意於那些只

用成就或擁有來評價他人的人。 

要避免這些危險，值得問一問自己在事業、家庭和社交活動中的參照點是什麼，和它是否與基督

徒的觀點相契合。我們並且知道，歸根究底，只有基督是我們生命中唯一徹底地完美一致的典範。

根據基督在世上的一生來看我們的一生是最好的自我評價，因為我們知道基督（我們與祂有著個

人和忠誠的關係）是我們最貼切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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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光照下的自覺 

我們要養成自覺才能真誠地作自我審判。這並非一件易事，並且在某程度上是一個永無止境

的學習過程。首先要由克服一個在用詞上反映出純粹主觀看法開始，例如「我的看法」，「依我的

意見」，「我認為」，要留有空間給其他的考慮。如果我們甚至連自己的聲音為其他人聽起來是怎

樣，或是自己的身體外貌為其他人看起來是怎樣也不完全知道，那麼我們怎能不承認，我們並不

是評估自己性格的最佳判官呢？ 

除了個人反省以外，自覺也源自他人關於我自己的教導。這需要學習怎樣對能夠真誠幫助我

們的人開放：個人神修指導是多麼奇妙的方法啊！我們從中獲得他人的忠告，並以自己生命中的

一個真正值得的理想為背景去審視它。自覺也可以從與我們身邊的人互動而獲得，雖然我們要提

防那些妨礙我們反思，使我們更難真正地認識自己的膚淺的環境。 

所以我們要培養自我反省，和反問自己：天主是怎樣看我們的？祈禱是這樣做的最好的時

間，因為在認識天主之餘，我們也在天主的光照幫助下認識自己。包括：我們尋求衪的幫助去更

加明白他人給我們的意見和忠告。有時候，我們看到有需要遠離一些別人給我的，但並不很客觀，

或是不經思考的評價，尤其是以相反天主旨意的準則來作出的評價。我們要選擇該聽取怎麼人的

意見，正如聖經的教導：「聽智者斥責，勝過聽愚人歌唱。」        【未完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8 月 29 日特別奉獻袋為主教團原住民牧靈委員會的原民文化傳承、信仰本位化、族

語推廣等工作募款，請大家踴躍奉獻。 

2. 9 月份起將恢復彌撒前領經，請教友提早到聖堂一起恭唸玫瑰經。 

3. 9 月 3 日（五）晚上 8：00舉行特敬耶穌聖心彌撒，上午 6：30平日彌撒暫停。 

4. 9 月 5 日（日）上午 10：15 於善工樓一樓會議室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請全體理

事務必出席。 

5. 新的慕道班將於 9月 5 日（日）下午 2：30及 9 月 6 日（一）晚上 7：30於每週開

課，請教友廣邀親友、陪伴並重溫教理。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tAe25nVvt4bnjTp19 

 

6. 本堂主日學將於 9月 12 日開學，上課時間將改為每週日下午 2：00 至 4：00，邀請

家中或鄰居有五歲以上兒童前來上主日學。學程中將全程配合防疫警戒政策。 

7. 為鼓勵教友分享疫情期間居家讀經、線上讀經或參與彌撒（含線上彌撒）之靈修心

得，幫助廣大教友在聖言中繼續成長，天主教高雄教區聖經協會特別舉辦一項徵文

比賽。即日接受投稿，至 10 月 31 日截稿。詳情請看徵文簡章（置於聖堂後方櫃上）

或向聖經組長林新沛洽詢。 

8. 由於前些日子豪雨不斷，造成山區災情傳出。高雄教區目前針對偏遠山區，如瑪家、

六龜、桃源等堂區進行募款，請教友慷慨解囊，踴躍奉獻。（可開立收據） 

詳情連結綱址：https://www.catholic-kh.org/needhelp 
 

≡ ≡ ≡ ≡ ≡ 代 禱 園 地 ≡ ≡ ≡ ≡ ≡ 
請為所有生病、住院的弟兄姐妹們祈禱。 

【請 將 堂 訊 傳 出 去，成 為 基 督 的 牧 靈 福 傳 小 尖 兵】 

 

https://forms.gle/tAe25nVvt4bnjTp19
https://www.catholic-kh.org/needhel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