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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七主日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瑪竇福音5:44 
 
進堂詠 
上主，我如今信賴你的愛憐；我因你的救援，而滿心歡愉；我要歌頌
我的恩主。 
 
讀經一（應愛人如己。） 
恭讀肋未紀 19:1-2,17-18 
上主訓示梅瑟說： 

「你告訴以色列子民全體會眾說：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我，上
主，你們的天主是聖的。 

「不可存心懷恨你的兄弟；應坦白勸戒你的同胞，以免因為他而
負上罪債。不可復仇；對你本國人，不可心懷怨恨；但應愛人如己：
我是上主。」——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03:1-2, 3-4, 8,10, 12-13 
【答】：上主富於仁愛寬恕。（詠103:8） 
領：我的靈魂，請讚頌上主；我的五內，請讚頌上主的名。我的靈魂，

請讚頌上主，請你不要忘記他的恩寵。【答】 
領：是他赦免了你的各種罪行；是他治瘉了你的一切病苦；是他叫你

的性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全；是他用仁慈以及愛情，給你作了冠
冕。【答】 

領：上主富於仁愛寬恕，極其慈悲，遲於發怒。他沒有按我們的罪惡，
對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過犯，報復我們。【答】 

領：就如東方距離西方，有多麼遠，他使我們的罪過，離我們也多遠；
就如父親怎樣憐愛自己的兒女，上主也怎樣憐愛敬畏自己的人。
【答】 

 
讀經二（一切都是你們的，你們卻是基督的，基督是天主的。）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3:16-23 
弟兄姊妹們： 

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宮殿，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誰若
毀壞天主的宮殿，天主必要毀壞他，因為天主的宮殿是聖的，這宮殿
就是你們。 

誰也不要自欺：你們當中，如果有人在今世自以為是有智慧的人，
他該變為一個愚拙的人，好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因為這世界的智慧
在天主眼中原是愚拙。經上記載說：「他以智者的計謀，捕捉智者；」
又說：「上主洞悉智者的思想，全是虛幻。」 

所以，誰也不應以人來誇口，因為一切都是你們的：無論是保祿，
或是阿頗羅，或是刻法，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現在，
或是將來，一切都是你們的；你們卻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誰若遵守天主的話，天主的愛在他內，才得以圓滿。（若一2:5） 
 
福音（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 
恭讀聖瑪竇福音 5:38-48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
還牙。』我卻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
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那要與你爭訟，拿你內衣的，你連外衣也讓給
他。若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兩千步。求你的，就給他；
有人向你借貸，你不要拒絕。 

「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
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
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
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稅吏不是也
這樣做嗎？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做了什麼特別的呢？外邦
人不是也這樣做嗎？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
的一樣。」——上主的話。 

 
領主詠 
上主，我全心讚頌你，宣揚你所有的偉大奇事；我要因你而歡欣踴躍；
我要歌頌你、至高者的名號。 
 
 

愛仇，是做基督徒的要求和特色 
                                                                      房志榮神父 著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上個主日（第 6主日）及本主日的福音選讀，把甲年的瑪竇福音

中、耶穌與法律(Torah)之間的關係，作了重要的區分和說明。樂仁
出版的《偕主讀經四福音》有很好的註釋，在此根據這些註解探詢耶
穌這一宣講的真情實意。瑪五 17-48 揭示了耶穌對舊約法律（即法律
和先知書）的立場，連續六次用「你們聽過……但我告訴你們」的對
立句，說明他不是廢除法律，而是予以完成。前四次對立句（上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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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是論寬恕（21-26），論邪淫（27-30），論離婚（31-32），
論發誓（33-37）；後兩次對立句講論復仇、愛仇（38-48），即本主
日的福音選讀。 

這最後兩個對立句最重要，因為展現了耶穌訊息的新穎，不只否
定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復律，還進一步，在愛近人以外，
也要愛仇人。以牙還牙的報復律不僅在聖經中，也在各文化中普遍存
在，其作用是避免無止境的暴力升高，使社會陷入混亂或崩潰。耶穌
廢棄報復律，是因為天有好生之德，天主是愛。只有靠生命之愛的力
量，才能有徹底的改變；也只有憑著愛，才能終結各種暴力。 

本著這一了解，我們來聽耶穌說的第 5個對立句：「你們聽過這
句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我告訴你們：不要以惡報惡。如
果有人打你的右臉，你把左臉也轉給他。如果有人控告你，要取去你
的內衣，你把外套也給他。如果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走兩千
步。凡有求於你的，你就給他。想跟你借貸的，你也不要拒絕。」
（38-42）「打你右臉，把左臉轉給他」這類話聽慣了，也許不以為
意了，但若真心地聽，並把下面耶穌的要求繼續聽下去，就更能體會
耶穌的苦口婆心。筆者的經驗是，這幾句話的確讓我學習不輕易拒絕
任何人對我的要求。 

耶穌說的第 6個對立句，是瑪竇福音第五章全章的綱要和高峰，
把真福八端（1-12）、做鹽做光（13-16）、耶穌來完成法律（17-
48），作了一個總結，把人帶到十全十美的天父那裡：「你們聽過這
句話：『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但我告訴你們：要愛你的仇
人！為迫害你的人祈禱。這樣，你們才能成為你們天父的兒女。因為
祂使太陽照耀壞人和好人，降雨給正義的人和不義的人。如果你們只
愛那些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報呢？稅吏不是也這樣做嗎？如果你們
只對自己的朋友友善，有什麼比別人強呢？外邦人不是也這樣做嗎？
所以，你們應該是成全的，好像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43-
48） 

「要愛你們的仇人，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44）這句話非常
具體，十分感人，尤其記起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為那
些迫害他至死的人祈禱：「父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
做的是什麼。」（路二三 34）耶穌說「外邦人不是也這樣做嗎？」
並非歧視外邦人，而是說出一個事實：朋友是我國五倫之一，君臣，
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沒有提陌生人或路人，更不提仇人。耶穌
教導我們愛仇，他自己徹底做到，教會亦步亦趨，每位基督徒亦該學
習愛仇。 

今天的讀經一選自《肋未紀》十九 1-2、17-18，為與今天的福音
主題配合。舊約特別講聖德的一部書《肋未紀》也講愛人如己，但跟
耶穌所講的愛仇有一大段距離。我們先聽聽舊約說什麼：「1上主訓
示梅瑟說：2『你告訴以色列子民全體會眾說：你們應該是聖的，因
為上主我、你們的天主是聖的。17不可存心懷恨弟兄，要坦白勸戒
同胞，免得為了他而負罪債。18不可復仇，對本國人不可心懷怨

恨；要愛人如己：我是上主。』可見 1-2 與 17-18 之間第 3節到 16
節一大段沒有讀出，因為這 14節的內容已大多不合今天的生活條
件。讀過的 4節今日依然有效，但耶穌的宣講已遠遠超過梅瑟，尤其
是「愛人如己」四字的內涵。 

肋十九 18和 34 二節所說的「愛人如己」，原僅限於本族本鄉本
國人；但自從耶穌宣稱天主是全人類的父親以後，一切人，不分種族
膚色，都已是兄弟姊妹（見瑪二二 39，思高聖經註釋）。由今天的
福音選讀，更能體會這愛人如己的「人」，也包括仇人，或那些加害
於我們的人。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沒有愛，就沒有世界和
平；沒有寬恕，就沒有愛。」今天的福音說明要如何寬恕：「要愛你
們的仇人，並且要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一如耶穌自己在十字架上
所做過的。 

讀經二，格前三 16-23，是保祿在上主日講過以十字架的智慧宣
講天主的奧秘後，今天繼續解說這智慧在於聖神的臨在：「16你們
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宮殿，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17誰若毀壞
天主的宮殿，天主必要毀滅他，因為天主的宮殿是聖的，這宮殿就是
你們。」接下來的 18-20 三節，說世界的智慧在天主面前不算什麼，
並引經據典地說今世的智者，在天主前是愚蠢的：「18誰也不要自
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今世自以為是有智慧的人，該變為一個愚拙的
人，好成為真有智慧的人，19因為這世界的智慧在天主眼中原是愚
拙。經上記載說：『天主以智者的計謀捕捉智者；』20又說：『上
主識透智者的思想原來都是虛幻。』」 

最後，保祿用 21- 23 三節經文，說明人的所有，和人的所作所
為，都不足以自誇，但人之所是，才值得珍視，只需把視角調整恰
當，就是把一切指向基督，再由基督回歸天父：「21所以，誰也不
可拿人的一切來誇口，因為一切都是你們的：22無論是保祿，或是
阿頗羅，或是刻法，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現在，或
是將來，一切都是屬於你們的；23你們卻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
的。」保祿把各式各樣的人物，把時間空間，把生前死後，把一切的
一切都指向基督徒之為人，和為基督的弟子。只有基督是終向，而基
督帶領人類回歸天主。 
 
反省與實踐: 
1. 我明白耶穌教導「愛人如己」的意義嗎？ 
2. 當我放下仇恨，寬恕別人時，我有怎樣的體會？ 
3. 我曾經被人寬恕嗎？我是否從中體驗到天父的慈愛？ 
 

禱文： 
1. 請為天主子民祈禱。主耶穌教導我們當愛人如己，寬恕得罪我們

的人。祈求仁慈的天父恩賜每一位基督信徒，都能效法主耶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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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寬恕的榜樣，以大公無私的愛，愛普世的弟兄姊妹，在人間實
現天下一家的理想。 

 
 
 

天國大憲章之二 
張春申神父 著 

默想: 
瑪竇福音的山中聖訓，是耶穌在天國來臨的背景上，教導自己

門徒的生活指南。因此，所寫的一切並非法律條文，要人咬文嚼字地
遵守，不過其中涵容的精神，凡是經驗到天國來臨的信徒，都將由衷
願意奉為理想。今天教會選擇的兩項事件，不但超過梅瑟法律，而且
也非現代人所能完全了解與接受的。但是跟隨基督的人，必須認真地
反省，付諸實行。 

梅瑟法律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是建立在公平原則
上的報復律。但是耶穌要求門徒，「不要抵抗惡人；而且，如果有人
打你的右頰，你把左頰也轉給他」。究竟根據什麼理由要這樣做呢？
這條後代人稱為「不抵抗主義」的基督聖訓的基礎是什麼呢？首先，
這不是我們中國俗語說的：好漢不吃眼前虧，由於柔弱無能而不抵
抗。也非鑒於陰狠的信念，以為不必自己抵抗，惡人自會遭到報應。
不，這都不可能出自耶穌的山中聖訓。耶穌在一個「天主是愛」的新
時代中，一方面祂知道「你爭我奪」、彼此鬥爭搶殺，永遠解決不了
問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看來似乎建立在公平報復的原則
上，其實為有罪的人類，絕不可能以此來維持公平，往往藉著討個公
平的名義，爭奪過份而構成更大的不正義。因此祂說：「不要抵抗惡
人」。另一方面，耶穌肯定人間的各種衝突，個人的、民族的、國家
的，唯一有效的解決方法，只有彼此接受來自天主的愛，互相尊敬與
尊重。真正的公平和正義，必須以仁愛為基礎，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
世根據福音的啟示，在他「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中表達的基本思
想。基督「不抵抗主義」的基礎，是天國來臨新時代中的天主之愛。 
不過對於福音中的字句，我們有兩點必要的說明。福音的字句，譬如
「打你的右頰……左頰也轉給他」等等，都不是法律性的條文，僅是
一種指南，基督信徒面對惡人，不必咬文嚼字地實行，但「不抵抗」
的精神，確實是耶穌所指出的生活方向；至於具體怎樣實行，那得臨
場分辨了。其次，事實上，有關人間紛爭、國家衝突，一般而論，教
會並不提出基督的「不抵抗主義」，有時也容忍為正義而戰。但這不
是教會罔視福音聖訓，而是在這尚未完全接受天國來臨的世界中臨時
性的立場。基本上，它服膺基督，要求大家和平相處。 

至於今天福音中的第二項事件，便是基督宗教有名的愛仇道
理。值得我們再三注意的，是耶穌所解釋的愛仇理由。祂不是宣講人
道主義者，而是實踐天國來臨的唯一天主子。所以祂告訴我們：因為

天父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
人，所以我們作為接受天國來臨的天主子女，必須愛仇人，並為迫害
自己的人祈禱。總之，在新時代中，耶穌要求門徒效法天父，天父怎
樣憐愛自己，也怎樣去對待別人；這是基督的一貫教導。 

為此，在今天福音中最後一句話說：「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
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成全」在這句話中，並非是
「十全十美」的意思，而是在救恩計劃中，天父已在基督內「完
成」、「成全」一切。耶穌宣講天國來臨，天主作為人類大父的時代
已經「成全」，因此耶穌要求我們效法「成全」時代的天父，也等於
說，按照天國來臨的信仰經驗而生活與行動。至於山中聖訓，只是耶
穌為我們的生活指南舉出的一些實例而已。 

 
反省與實踐: 
1. 我待人處事的準則，是「報復律」，還是「不抵抗主義」？ 
2. 耶穌教導我們要「愛仇」，我該如何做到？ 
3. 耶穌邀請我們按照天國來臨的福音精神而生活與行動，我們可以

如何彼此鼓勵，勉力而行？ 
 

禱文： 
1. 請為天主子民祈禱。耶穌教導我們要超越人性，不報復，要愛

仇，並為迫害我們的人祈禱。祈求天主恩賜我們力量，努力完成
這巨大的挑戰，實踐天國的理想。 

 
 

第七主日"報仇與愛仇"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道德與福音，同出一源，原來不相對立。但是要作出道德的判
斷，必須運用人的理智，而人的理智的運用，往往會受私慾和感情
的干擾以及環境的影響。所以，實際上，某時某地的傳統道德很可
能與福音的教訓相抵觸。在耶穌時代的猶太社會中，便曾出現了這
樣的現象。聖瑪竇福音的第五章記載了耶穌的談話，說明了耶穌面
臨這種現象的態度。 

耶穌的立場是這樣的。他一面肯定福音與道德之間的連續性；
一面又強調福音的超越性。他既說：「我不來廢除，而來成全」；
又接連六次反覆聲明：「你們一向聽說......我卻對你們說......」
這樣的話。上主日的彌撒福音引用了其中的四條；今天常年期第七
主日的彌撒福音繼續引用其餘兩條。一條關於報仇；另一條關於愛
仇。這兩條也都說明福音的超越性。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這
很可能是耶穌時代多數猶太人的道德觀。但這並不是舊約聖經梅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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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的最終精神。今天彌撒中的讀經一選自肋未紀第 19 章第 1 到 2
以及 17 到 18 節。在這篇讀經中，梅瑟勸勉以色列子民效法天主的
聖德，不要報仇，卻要愛人如己。 

肋未紀和聖瑪竇福音都提出天主的聖德，作為人行為的準則。
在肋未紀中梅瑟向以色列子民說，他們應該是聖的，因為他們的天
主是聖的。所以，他們不可復仇，卻要愛人如己。聖瑪竇福音中，
耶穌要他的門徒們愛仇，他說：「愛你的仇人！為迫害你們的人祈
禱！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兒女，因為他使太陽光照惡人，也
光照善人；降雨水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但是，聖瑪竇福音所記載的愛仇的教訓還有一個具體的意義。
聖瑪竇撰寫福音時，基督信友們正在遭受同胞們的迫害。在這情況
下，基督信友們很自然地會把自己所受的迫害與迫害他們的社會對
立起來，把它視作敵人。這雖然是一種很自然的傾向，卻是十分不
合乎福音精神的。為此，聖瑪竇福音特別警告說：「要為迫害你們
的人祈禱」。 

基督信徒的愛仇，並為迫害他們的人祈禱，不是因為他們在道
德上勝人一籌，而是因為他們信天主，愛天主。 

正如本主日彌撒中的答唱詠所說的，天主是愛，他是極其仁慈
的。 

領：我的心靈，請歌頌上主，不要忘記他的一切恩寵。他赦免
你所有的罪行，治愈你的各種疾病；他救你脫離死亡，為你戴上仁
愛和慈悲的冠冕。 

答：上主富於仁愛寬恕。 
 
 

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普遍成聖的召叫 
 
在常年期主日頌謝詞（一）中，教會引用伯前 2:9 指出，我們

「得稱為特選的民族、王者的司祭、聖潔的邦國、得救的子民」，
此思想可以說是承襲自今個主日所選的讀經，天主叫梅瑟告訴以色
列子民：「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我，上主，你們的天主是聖的」
（肋 19:1-2）。以色列子民明白到，他們之所以是「聖」的，並不
是從自身而來，而是因為他們屬於至聖的天主。 

聖保祿宗徒在第二篇讀經中更進一步向我們解釋為何我們是聖
的：「因為天主的宮殿是聖的，這宮殿就是你們」，因為天主聖神
住在我們內，我們是天主的宮殿（格前 3:16-17）。 

但我們應該如何去度一個相稱這成聖身份的生活呢？今天的福
音正正給了我們一個指引，而梵二的《教會憲章》在講論「教會內

普遍的成聖使命」時，也正是引用此同一章節，「主耶穌、十全十
美的天師與表率，一切聖德的起始者與完成者，對各種身份的所有
每位信徒，都宣佈了生活的聖德：『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
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 5:48）」（LG40）。我們領洗成為
基督的門徒，就是走上成聖的道路，向天主的國邁進，同時我們也
分享到天主的聖善。《教會憲章》寫道：「隨從基督的人，並非因
自己的功勞，而是因天主的聖意及聖寵，為天主所號召，並因主耶
穌而歸義，因信仰的洗禮真實地成為天主的子女，參與天主的性體，
所以真是聖徒。為此，他們要靠著天主的助佑，以生活來保存並完
成所承受的聖德」（LG40）。 

 梵二前很多教友有一普遍的觀念，以為成聖是神職人員或度獻
身生活的人的專利，教友生活在「俗世」中，在聖德的修練上，並
不能和神職或修道者相比。可是，《教會憲章》卻清楚指出，成聖
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在各種生活形式與職位上，眾人都修練
同一聖德，他們由聖神發動，聽從天父的呼喚，以心神以真理朝拜
天父，追隨貧窮、謙遜、背負十字架的基督，期望將來可參與祂的
光榮。每人必須按照本身的恩賜和職務，毫不猶疑地循著活潑信德
的道路前進，信德必會激發聖德，藉愛德而工作」（LG41）。所以
為平信徒而言，成聖不是要我們脫離世俗，反而是要求我們在俗世
中跟隨基督的教導去生活，讓人見到我們原是天主肖像的面貌，同
時也讓我們成為天主聖化人靈的工具（參天主教教理 824）。 

  接著《教會憲章》亦指示我們應如何去走這成聖之路，首先
是要開放自己去接受那來自天主聖神的愛情，在我們的生活中活出
並見證這份愛：「天主藉著聖神把祂的愛情，傾注在我們心中了，
把聖神也賜給我們了，所以，第一個最重要的恩寵便是愛德，我們
因而得以愛天主於萬有之上，並為天主而愛人。每位信友，為了使
愛德像優良種子一樣在心內生長結實，應該欣然傾聽天主的聖道和
天主的意旨，靠著祂的聖寵，見諸實行；又應多多參與聖事，尤其
聖體聖事，以及其他善工：還要恆心專務祈禱、克己，為弟兄服務，
修練各種德行。原來愛德就是全德的聯繫，也就是法律的圓滿（參
閱哥 3:14；羅 13:10），統馭著各種成聖的方法，賦與生氣，並導
向目的」（LG42）。 

 今天的福音正教導我們，基督徒的這份愛情是不容易的，祂甚
至要求我們要去愛我們的仇人，為迫害我們的人祈禱。要實踐這份
愛，我們要確信天主的恩寵可以改變我們固有的看法，透過聆聽天
主的聖言，我們更能敏於天主的旨意，並依靠聖事恩寵的助佑、祈
禱、克己、服務、善工及各種愛德的服務，使我們的生活更能反映
出天主子女的真正面貌，這樣我們才能如同天父一樣成全。 

 此外，教會的社會訓導亦讓我們了解到基督徒的成聖和成全並
不是單指我們屬靈生命的操練，而亦包括我們對我們的近人――社
會中最弱小者的關顧，及社會正義的維護與實踐，這也可以說是我
們成聖使命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幅度。 



 

 

5 

 

 教會同時亦提醒她的子女，在這條成聖的路上，我們並不孤單，
路上其實有著不少學習的榜樣和同伴。首先是我們最卓越的至聖童
貞聖母瑪利亞，在她身上，我們可認出聖德的模範和泉源；與及歷
代的聖人，在他們的見證和生命中，我們也可辨別出聖德（參天主
教教理 2030）。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有否發現自己的一些生活模式、思想或行為，與作為聖神宮殿

的身份並不相稱？ 
2. 在這星期的生活中，選擇一項特別的、平常很少參與的行動，可

以是祈禱、克己、服務、善工及各種愛德的工作，去為周遭弱小
或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服務。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愛 仇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的福音延續上星期已經開始的主題，耶穌在「山中

聖訓」中講述「更大的義德」，並以六個例子更具體的說明。上
個主日已經提到前四個例子，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讀是這個脈絡中
的第五和第六個例子。 

第五個例子：禁止報復（38-42） 
第五個例子談論「不可報復」，出發點仍是梅瑟的法律關於

報復的尺度所訂出的規定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出二一 24；
肋二四 20）。梅瑟的命令並不是要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在那個時代，報復幾乎是必然的，而且人在報復之時 由於
氣憤而往往失之過當，因此梅瑟命令的精神在於禁止過度報復。 

面對這個古老梅瑟法律，耶穌提出新的命令。首先是說出根
本原則：「不要抵抗惡 人」（39）；緊接著，舉出三個具體情況
加以說明這個原則：「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
他。那願與你爭訟，拿你的內衣的，你連外衣也讓給他。 若有人
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兩千步。」（39-41）最後是一個積
極的命令，要求門徒不可拒絕他人的請求：「求你的，就給他；
願向你借貸的，你不要 拒絕。」（42） 

在現實的生活中，這樣的要求當然是難以做到的；這段經文
必須放在天國福音的幅度下才能理解，也就是在未來的救援秩序
之下對現今這個時代提出的要求。 基督徒 必須努力嘗試跳脫眼
前的生活情況與傳統倫理要求，才可能接受新的衝擊而成長。瑪

竇寫作時應該是以當時的基督徒團體生活為背景，教導他的讀者
們面臨迫害時所 應採取的態度。 

第六個例子：愛仇（43-48） 
第六個例子談論「愛仇」，是所有「反論」例子中的最高峰

和精華，使人回想瑪五 20所要求的「更大的義德」。 
（1）「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

人！』」（43） 
這段經文在形式上和前面的例子相近，讀者自然會認為其內

容也是引用自舊約；然 而，事實上只有前半句「應愛你的近人」
是引用自舊約（肋十九 18），後半句「恨你的仇人」卻不是出自
舊約。這段話應該是出自瑪竇的「創作」，他把這些話放 在耶穌
的口裡，目的是為了符合整段「反論」形式上的需要。 

（2）耶穌的反論與理由（44-45） 
耶穌提出反論：「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

祈禱。」同時立刻說明理 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
女。」（44）瑪竇在「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這樣的經文中，所
想的大概是他的團體正面臨的困境；而耶穌要求基督徒愛仇 的理
由，使人想起真福八端中對於「締造和平的人」的許諾：「他們
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瑪五 9）。因此，這裡所談論的比較是「未
來」的報酬，而比較不是當下 的回報。 

耶穌繼續解釋應當愛仇的理由：「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
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45）這是
延續舊約智慧文學中關於創造主天主的主題（詠一四五 9；約五
10-11；智十一 23-24），並將這些思想用來支持超越一切限制的
「愛仇」的教導。 

（3）超越常情的愛（46-47） 
「愛仇」要求當然是遠遠超越「人之常情」，耶穌將一般常

情的愛比擬做稅吏和外邦人的態度，這些人員是猶太人所輕視的
對象。用這種對比的方式，耶穌鼓勵人超越一般常情的態度，走
向更高的倫理層次：「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
全的一樣。」 

（4）結論：成全如同天父（48） 
瑪竇在此引用了肋十九 2：「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我，上

主，你們的天主是聖 的。」但是他把「聖」改為「成全」，聖經
的含意是「完全實現天主旨意」！基督徒蒙召就是要達到絕對的
成全，蒙召成為如同天父一樣。對瑪竇而言，達到此目標 的方法
只有一個，就是「跟隨耶穌」！祂是天父的獨生子，唯有跟隨
祂，才能成為天父的子女。 

「反論」的總結 
綜合整段「反論」的經文，我們明白，耶穌從來不反對「法

律」，而是引領人們回到法律的根本精神，回到法律的源頭。基
督徒完全肯定天主的法律，但是必 須按照 耶穌的理解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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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與完成。天主的法律不是一種「感覺」而已，而是在聖神力
量的幫助下，在任何領域中以耶穌的態度，採取行動生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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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eb 2023 Seven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Lord, I trust in your merciful love. My heart will rejoice in your 

salvation. I will sing to the Lord who has been bountiful with me. 

 

First Reading  Lv 19:1-2. 17-18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Leviticus 
You must love your neighbour, as yourself. 

The Lord spoke to Moses; he said: ‘Speak to the whole community 

of the sons of Israel and say to them: “Be holy, for I, the Lord your 

God, am holy. 
“You must not bear hatred for your brother in your heart. You must 

openly tell him, your neighbour, of his offence; this way you will not 
take a sin upon yourself. You must not exact vengeance, nor must you 

bear a grudge against the children of your people. You must love your 

neighbour as yourself. I am the Lor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02:1-4. 8. 10. 12-13. R. v.8 
(R.) The Lord is kind and merciful. 
1. My sou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all my being, bless his holy name. 

My sou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and never forget all his 

blessings.  (R.) 
2. It is he who forgives all your guilt, who heals every one of your ills, 

who redeems your life from the grave, who crowns you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R.) 
3. The Lord is compassion and love, slow to anger and rich in mercy. 

He does not treat us according to our sins nor repay us according to 

our faults. (R.) 
4. As far as the east is from the west so far does he remove our sins. 

As a father has compassion on his sons, the Lord has pity on those 
who fear him. (R.) 

 

Second Reading  1 Cor 3:16-23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All things are yours, but you belong to Christ and Christ belongs to God. 

Didn’t you realise that you were God’s temple and that the Spirit of 
God was living among you? If anybody should destroy the temple of 

God, God will destroy him, because the temple of God is sacred; and 

you are that temple.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if any one of you thinks of himself as 

wise, in the ordinary sense of the word, then he must learn to be a fool 

before he really can be wise. Why? Because the wisdom of this world is 
foolishness to God. As scripture says: The Lord knows wise men’s 

thoughts: he knows how useless they are, or again: God is not 
convinced by the arguments of the wise. So there is nothing to boast 

about in anything human: Paul, Apollos, Cephas, the world, life and 

death,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re all your servants; but you 
belong to Christ and Christ belongs to Go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1 Jn 2:5 

Whoever keeps the word of Christ, grows perfect in the love of God. 

 

Gospel Mt 5:38-48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Love your enemies.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You have learnt how it was said: Eye for 

eye and tooth for tooth. But I say this to you: offer the wicked man no 

resistance. On the contrary, if anyone hits you on the right cheek, offer 
him the other as well; if a man takes you to law and would have your 

tunic, let him have your cloak as well. And if anyone orders you to go 

one mile, go two miles with him. Give to anyone who asks, and if 
anyone wants to borrow, do not turn away. 

‘You have learnt how it was said: You must love your neighbour and 
hate your enemy. But I say this to you: love your enemies and pray 

for those who persecute you; in this way you will be sons of your 

Father in heaven, for he causes his sun to rise on bad men as well as 
good, and his rain to fall on honest and dishonest men alike. For if you 

love those who love you, what right have you to claim any credit? Even 

the tax collectors do as much, do they not? And if you save your 
greetings for your brothers, are you doing anything exceptional? Even 

the pagans do as much, do they not? You must therefore be perfect 

just as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I will recount all your wonders, I will rejoice in you and be glad, and 
sing psalms to your name, O Most H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