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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纔全顯出來。~ 格林多
後書 12:9 
 
進堂詠 
天主，我們在你的殿裡，沉思默念著你的仁慈。天主，你的名號遠達
地極，你的右手充滿正義。 
 
讀經一（他們原是叛逆的家族，但終究要承認：在他們中有一位先知。） 
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 2:2-5 

當上主向我講話時，有一種神力，進入我內，使我站起來；我聽
見上主同我講話。 

他向我說：「人子，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到反抗我的叛逆之
民那裡去；他們和他們的祖先，直到今天，還違背我。雖然那些子民
厚顏無恥，心腸頑硬，我仍派遣你到他們那裡，向他們說：『我主上
主這樣說』。 

「他們原是叛逆的家族；無論他們聽，或是不聽，終究都要承認：
在他們中有一位先知。」——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23:1-2, 2, 3-4 
【答】：我們的眼睛注視著上主，直到他憐憫我們為止。 
領：高居於諸天的上主，我舉目仰望你，正如僕人的雙目，怎樣仰望

主人的手。【答】 
領：看，正如婢女的眼睛，怎樣注視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就怎

樣注視著上主、我們的天主，直到他憐憫我們為止。【答】 
領：上主，求你垂憐，垂憐我們！因為我們已嘗盡了欺凌；我們的心

靈，已經飽受驕傲人的欺凌、富貴人的恥笑。【答】 
 

讀經二（我誇耀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 12:7-10 
弟兄姊妹們： 

為了使我不會因那高超的啟示，而過於高舉自己，故此，有一根
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使者來拳擊我，免得我過於高舉自己。
關於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它脫離我；但主對我說：「有我的恩寵，
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 

所以，我甘心情願，誇耀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
上。為此，我為基督的原故，喜歡在軟弱中，在凌辱中，在艱難中，
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上主的神臨於我身，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 
眾：亞肋路亞。 
 
福音（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是沒有不受尊敬的。） 
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6:1-6 

那時候，耶穌來到自己的家鄉，門徒也跟隨著他。到了安息日，
耶穌便開始在會堂教訓人。 

眾人聽了，就驚訝說：「他這一切，是從那裡來的呢？所賜給他
的，是何等的智慧？怎麼藉他的手，行出這樣的奇能？這人不就是那
個木匠嗎？他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雅各伯、若瑟、猶達、西滿的兄弟
嗎？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們這裡嗎？」他們便對耶穌起了反感。 

耶穌對他們說：「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族、和本家之外，
是沒有不受尊敬的。」耶穌在那裡，不能行什麼奇能，只給少數的幾
個病人覆手，治好了他們。耶穌因他們的無信心，而感到詫異。——
上主的話。 
 
領主詠 
請你們體驗，請你們觀看：上主是何等和藹慈祥！投奔他的，真是有
福。 
 
 
 

做個逆境中的基督徒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本週福音所載是耶穌公開傳道之初，連續顯了幾個奇蹟，名聲大

噪。今日返回納匝肋，本應是衣錦榮歸，但卻不受歡迎。作者安排在
這故事後，耶穌立刻派遣十二門徒出外傳教。作者刻意帶出一個訊
息：耶穌讓門徒感受不愉快的經驗，好使他們有心理準備，會像師傅
一樣不受歡迎；他們的敵人，可能是自己的親人。 
  舊約的先知往往不受歡迎，是因為他們代天主發言時不顧情面，
不留餘地的直斥以色列人的罪惡。沒有人喜歡被人面斥，先知既說不
中聽的話，自然受到迫害。厄里亞、亞毛斯、依撒意亞、耶肋米亞是
如此，到新舊約間的先知若翰洗者也是如此。 
  今日耶穌在本鄉不受歡迎，卻不是因為祂說了甚麼。福音並沒有
記載祂在會堂裡教訓人的內容，人們也驚訝祂的智慧。令人反感的，
大概不是祂說的話，而是祂作為師傅的身份。很多時，人不受歡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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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的身份，例如：難民是因為他們增加別人的負擔，移民是因為
與別人爭飯碗，吸毒者是因為他們危害社會。 
  耶穌三十歲離家，離家前是個木匠。馬爾谷是唯一的福音，說明
耶穌本人是木匠，不光是木匠之子。木匠身份低微，是沒出息的行
業，而做師傅的，卻要受長期嚴格訓練。舊約是用希伯來文寫成，也
有希臘文譯本。當時一般猶太人只懂阿拉美文，而希臘文是知識份子
的通用語，希伯來文更是古典語言。人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掌握這些語
言，當上師傅。現在這個出身寒微的木匠，沒有受過這些訓練，竟然
回來讀經解經，心中有氣，故帶輕視的口吻說：「這個人不就是那木
匠嗎？」並意含侮辱的說：「他不是瑪利亞的兒子嗎？」當時猶太人
用別人父親的名字稱呼人，用母親的名字是帶侮辱性的。民眾對耶穌
「起反感」，就是因為出自妒忌，不能接受耶穌冒升得那麼快。 
  人普遍有一種心理，願沾祖先的光，比方說：「我是孔子第七十
二代孫」，但不願稱揚同輩或後輩，因為這樣會顯示自己庸碌無能。
福音提醒我們要有容人之量，如此我們才能欣賞天主在別人身上所行
的大事。 
  福音記載耶穌「不能」行甚麼奇蹟，因為奇蹟要與信德配合才有
意義。缺乏信德，奇蹟能夠變成魔術，只滿足人的好奇心。耶穌不願
在黑落德前顯奇蹟，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有了信德，有沒有奇蹟便是
次要的了。書信記載聖保祿曾要求奇蹟性地除去身上的刺，當天主另
有安排時，聖保祿以信德完全接受。 
  「先知在本鄉不受歡迎」，這句話為我們能有兩個意義：基督徒
是基督的家人，我們有歡迎基督到家中嗎？當基督以弱小者或同輩的
形象出現時，我們有拒絕過祂、看不起祂、妒忌過祂嗎？另一方面，
耶穌既帶領門徒接受不愉快的經驗，我們有準備在逆境中作基督徒
嗎？做沾耶穌光的門徒很易，耶穌榮進耶路撒冷時，當祂的門徒何等
威風？做分擔耶穌苦難的門徒很難，祂被捕時，門徒都跑光了。為基
督作証的基督徒不易做，有時能成為被取笑的對象。我們為避免不愉
快的經驗，往往把自己的信仰收藏得很好，甚至與我們相處很久的
人，都不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讓我們記得今日福音的教訓，不要只做順境的基督徒，基督需要
我們在逆境中、在不受歡迎中，陪伴祂一起上路。 
  
反省與實踐: 
1. 今日的福音告訴我們：除非經過耶穌，誰也不能認識天父。的

確，惟有在耶穌身上，才有圓滿的啟示，可是，在耶穌身上，我
到底看到些什麼？我常是以什麼態度面對耶穌的教導？為什麼耶
穌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感謝禰，因為禰把這些事隱瞞了
智慧和聰明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而我們是屬於其中的那
一種人？ 

2. 福音中，耶穌邀請人安息在祂內，特別是那些勞苦和負重擔的
人，但要如何做呢？就是學習耶穌的良善心謙。我是否願意接受

耶穌的邀請，成為良善心謙，全心依賴天主的人呢？如果願意，
我要怎麼做？請想一想。 

 

禱文： 
1. 請為那些勞苦和負重擔的人祈禱。求主施予豐富的恩寵，使他們

能學習耶穌基督，以溫良寬容的心過生活，能夠謙虛地承認自己
的不足，在痛苦中服從、倚賴天主，常保有在主內的平安和自
由。 

2. 請為所有的教友祈禱。願仁慈的天主引領我們，使我們能夠在任
何事上聆聽祂的召喚；賞賜我們一顆熱忱的心，讓我們能夠敏感
別人的需要，並且關懷、服務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使他們更接近
天主，獲得重生。 

 

我們彼此認得嗎？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返鄉之行著實叫耶穌失望。祂在加里肋亞的一座叫納匝肋的小

村住了將近三十年，那地方在當時默默無聞、微不足道。祂在那裡長
大，也可能在那裡上過會堂學校，祂從鞠父若瑟那裡學會木匠手藝，
並以之謀生。祂的親戚們、「兄弟姊妹們」（猶太傳統稱謂）全都住
在那裡。 

耶穌大約在三十歲左右，突然去了革乃撒勒湖，去了坐落在東
方與地中海貿易要道上的葛法翁。祂的宣講讓群眾聽得如癡如醉，祂
行的奇蹟神奇絕倫，祂治癒了許多各式各樣的病症。很快地，耶穌的
聲名遠揚。 

就在此時，耶穌首次返回家鄉納匝肋。可以想像，消息迅速傳
開，人人都在講那個木匠，那個瑪利亞的兒子。處處都有人談論祂的
事。到了那個星期六、安息日，祂首度在父老鄉親面前公開宣講，人
們的第一反應是好奇。他們覺得祂很了不起，但是大家的情緒很快就
變了，他們反感地批評說：「不過如此，祂是我們從小看著長大的，
我們都知道祂是誰。祂把自己算作老幾啊？祂只不過是我們當中的一
員罷了，並沒有比我們任何人傑出！祂憑甚麼本事認為祂有資格向我
們這些同鄉的人宣講呢？」 

耶穌因這種拒絕而感到詫異與傷心。回到家鄉時，誰不希望被
認可呢？耶穌遭遇到的卻是嫉妒與誤解。祂有感而發地說出一句超越
時空的至理名言：「先知在本鄉不受尊敬！」那樣不幸的事，經常會
發生。我們常認為對周圍的某人瞭解備至，其實對他所知甚少。 

家庭有時可能會變得蠻不講理：沒有成員能越雷池一步，不可
以獨樹一格，不可以自闖天下。耶穌的親屬們就是這樣。聖史馬爾谷
告訴我們：他們一開始覺得耶穌瘋了，並試圖用強力把祂拽回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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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到後來，情況就變了，今天福音中提到的「耶穌四兄弟」之一的雅
各伯，甚至成為耶路撒冷初期教會的領袖。雖然他們曾認為自己從小
認得耶穌，並與祂一同長大，視祂為他們中的一員，但是他們經過相
當長的一段時間後，才漸漸重新認識到耶穌究竟是誰。 

我覺得發生在納匝肋的失望經驗告訴我們兩件事情。第一件是
關於耶穌的事：祂村子裡的鄰居們、家族的親屬們，如何知道這位在
他們當中長大的孩子竟然有個天大的祕密――祂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
呢？原因是祂在納匝肋的日常生活樸實無華。這直到今天仍然有其影
子。天主在我們中間的臨在常常是隱密的、不是顯而易見的。在現代
社會裡，與我們在一起的基督可能身著「便服」現身，只有信仰的眼
睛才能認出祂。 

第二件事與我們每個人都有關：我們經常會誤解我們週遭的
人！每個人都有他的祕密、有他不引人矚目的優點。而外人通常會比
習以為常的家人，更能覺察到這些特質。當我們重新在別人身上發現
他們的優點時，那實在是件美好的事！ 
 
反省與實踐: 
1. 我們真的如實瞭解我們周圍的人嗎？還是我們其實常用既定的成

見去判斷他們呢？ 
2. 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當我周圍的人因為對

我不夠認識，而輕看、誤會我時，我會如何回應？ 
3. 許多的真相不明，是因為我們的傲慢。傲慢，使我們產生偏見、

誤判。我也常因傲慢，而使心靈的視線不清嗎？ 
 
禱文： 
1. 請為司鐸們祈禱。司鐸的聖召萌芽、培育，以及時時以僕人之姿

的服務，都需要天主的降幅、自己的努力，和教會團體及家庭的
支持。祈求上主恩賜我們更多善牧，讓他們在身、心、靈各方
面，都得到均衡良好的培育，以建樹教會。 

2. 請為人的品質祈禱。全球和國內面臨的諸多挑戰，都源於人的品
質低落。祈求上主幫助我們提升人的品質，拋卻私利，重新建立
誠實、守法、負責、忠貞、友愛、正義、和平的世界。 

3. 請為我們的團體祈禱。我們非常容易輕易地按照自己的成見或印
象，就判斷周圍的人，而造成對近人的傷害和扭曲，且破壞團體
的和諧。祈求上主消除我們的傲慢，讓我們能謙遜地張開眼目，
真實地認識、尊重和接納周圍的人。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不受歡迎的使者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常 年 期 第 十 四 主 日 的 彌 撒 福 音 和 讀 經 一 分 別 
取 自 聖 瑪 爾 谷 福 音 第 六 章 第 1 到 6 節 和 厄 則 克 爾 

先 知 書 第 二 章 第 2 到 5 節。 福 音 和 讀 經 一 共 有 一 
個 主 題， 我 們 可 以 稱 之 為" 不 受 歡 迎 的 使 者。" 

" 使 者" 一 詞 是 我 們 給 他 的 稱 呼。 在 聖 經 中 他 
的 名 稱 是 先 知。 在 聖 經 中， 先 知 們 是 天 主 的 代 言 
人。 他 們 是 在 一 定 的 時 期 被 天 主 派 遣 到 一 定 的 
地 方， 向 那 里 的 人 們 傳 達 天 主 的 旨 意。 我 們 稱 他 
們 為 天 主 的 使 者。 

從 信 德 的 眼 光 看 來， 先 知 們 的 身 分 和 權 力 真 
的 要 比 一 般 國 家 的 大 使 高 得 多， 而 且 歷 史 告 訴 
我 們， 他 們 的 遭 遇 也 往 往 比 在 目 前 國 際 局 勢 動 
蕩 不 安 時 代 當 外 交 官 的 更 不 幸 運。 造 成 歷 史 上 
許 多 先 知 不 幸 結 局 的 原 因 只 有 一 個， 那 就 是 人 
心 的 頑 梗 不 化， 不 服 從 天 主， 不 肯 改 過 自 新。 

本 主 日 彌 撒 中 的 讀 經 一 為 我 們 舉 了 厄 則 克 爾 
先 知 這 個 例 子。 這 位 先 知 生 於 公 元 前 623 年。 當 
時 達 味 的 王 國 早 已 分 為 南 北 兩 國。 厄 則 克 爾， 於 
公 元 前 597 年， 在 南 國 猶 太 第 一 次 遭 難 時， 與 國 
王 耶 可 尼 雅， 許 多 官 僚， 壯 丁 和 技 朮 人 員 一 同 被 
充 軍 到 巴 比 侖 去， 住 在 革 巴 爾 河 畔 的 特 耳 阿 彼 
布。 在 那 里 他 有 他 的 房 子， 生 活 倒 也 自 由。 他 有 
家 眷， 妻 子 在 充 軍 後 第 九 年 去 世。 

厄 則 克 爾 在 充 軍 後 第 五 年 蒙 召 為 先 知。 他 領 
受 了 天 主 的 命 令， 為 鼓 勵 和 安 慰 流 亡 在 巴 比 侖 
的 以 色 列 子 民， 但 同 時 也 告 訴 他 們， 苦 難 的 歲 月 
將 要 結 束。 忠 言 逆 耳， 他 沒 有 受 到 同 胞 們 的 歡 
迎。 據 一 個 聖 經 以 外 的 傳 說， 他 是 殉 職 而 死 的。 

本 主 日 彌 撒 中 的 讀 經 一 敘 述 厄 則 克 爾 先 知 蒙 
召 的 事 件。 

在 本 主 日 的 彌 撒 福 音 中， 聖 瑪 爾 谷 并 沒 有 特 
意 渲 染 耶 穌 在 他 的 家 鄉 納 匝 肋 的 不 幸 遭 遇。 他 
不 過 在 這 次 經 驗 中 認 出 後 來 導 致 耶 穌 死 亡 的 原 
因。 雖 然 耶 穌 行 了 許 多 奇 跡， 講 過 不 少 道 理， 他 
的 使 命 看 來 并 沒 有 成 功， 因 為 人 們 只 愿 意 看 他 
的 人 性 的 外 表， 說 他 是" 木 匠 的 兒 子， 瑪 利 亞 的 
兒 子， 雅 各 伯、 若 瑟、 猶 達、 西 滿 的 哥 哥。" 他 們 
對 耶 穌 表 示 他 們 的 反 感， 以 致 耶 穌 沒 有 在 他 的 
本 鄉 行 什 么 奇 跡， 卻 往 周 圍 的 各 村 庄 去 了。 聖 瑪 
爾 谷 援 引 一 句 諺 語 發 表 他 的 感 想 說 ：" 先 知 除 了 
在 自 己 的 本 鄉， 本 族、 和 本 家 之 外， 沒 有 不 受 人 
尊 敬 的。" 

聖 瑪 爾 谷 福 音 寫 作 時， 教 會 的 成 員 已 多 半 來 
自 猶 太 以 外 的 外 邦。 這 或 者 也 是 為 什 么 聖 瑪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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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福 音 援 引 上 面 那 句 諺 語 的 一 個 原 因 吧。 對 我 
們 的 時 代 來 說， 耶 穌 說 的" 沒 有 仆 人 大 過 主 人 
的﹔ 如 果 人 們 迫 害 了 我， 也 要 迫 害 你 們" 這 句 話 
的 意 義， 倒 是 更 加 貼 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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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預言 
今天的四篇讀經都先後提及先知的角色、他們的被召和遭遇。

無論在舊約或新約，先知說天主的預言都具有重大意義。現在就讓
我們先明白在舊約中先知的角色和功能，這與耶穌基督有甚麼關係，
以及在今天先知的角色可如何發揮。 

先知（prophet）這詞來自希臘文(prophetes)，意即天主的代
言人，是被天主所召選向祂的人民傳遞訊息。舊約的先知任務需要
完成三項工作：首先是天主透過先知們培養自己的子民去渴望救恩，
期待那賦予眾人及刻在人內心的新而永久的盟約。其次是先知們宣
布天主子民的徹底救贖，一切不忠行為將被洗淨，而且這救恩將包
括所有國家、所有人民。（參閱教理 64）最後，就是透過先知們的
言行、生活顯示出天主對其子民的愛；衪如何一直遵守自己的盟約，
讓以色列人明白天主從未終止拯救衪所愛的子民，也未終止寬恕他
們的不忠和罪惡。（參閱教理 218）總括來說，先知作為至 高者的
使者，他所傳達的不是責斥的指控就是鼓勵天主子民的話。斥責的
就是人民對天主的不忠、虛偽的敬拜、放縱的人的本性和對貧窮人
的剝削；而振奮人心的鼓舞說話，就是為人民指出希望，勸勉積極
面對未來，遵守天主的法律，並宣告新天新地的來臨將在默西亞身
上實現。 

第一篇讀經的厄則克耳先知被天主召喚，派遣他到以色列子民
中宣講天主的話。他雖然會因為說出對他們的指控而被拒絕、凌辱，
但天主仍要派遣他這位先知到他們當中說話，因為厄則克耳所
說的並不是他自己的說話，而是要說具威能的天主的話。聖詠 123 
篇可以說是厄則克耳先知在痛苦、被拒絕和飽受欺凌中向天主祈求
的反照。「看，僕人的眼目，怎樣仰望主人的手，」（詠 123:2）
是表達出先知在履行其職務時，祈禱的重要態度和質素。在第二篇
讀經，聖保祿宗徒清楚說出他的被召作為宗徒就如先知的被召和派
遣。在履行其先知之職時，保祿雖遭受許多苦難和迫害，但他卻在
當中體味及領會到：天主的德能在他軟弱中纔全顯出來，因為天主
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格後 12:9） 

今天馬爾谷福音的故事述說了耶穌被他自己家鄉的人所拒絕的
故事。像過往的先知一樣，耶穌都沒有例外，是不被最近、認識他
的人（本鄉、本族和本家）所接納。（谷 6:4）其實，聖史所強調

的是耶穌所教導的話令他們反感而引致不接受耶穌，這些話本身就
是天主親自在耶穌身上所說的話，是天主直接向世人傳達的話，耶
穌本身就是天主的聖言，是所有先知們所預言和指向的，在衪身上
實現的那位默西亞！ 

的確，在舊約中先知們所預言的都是指向這位耶穌基督以
色列人所盼望的默西亞！在洗者若翰的作証中，他清楚指出：耶穌
就是天主子，「看，天主的羔羊！」（若 1:36，參閱教理 719）耶
穌是「基督」「受傅者」，藉著聖神的傅油，「以其司祭、先
知和君王的三重功能，實現了以色列對默西亞的期望。」（教理 
436）因此，在耶穌基督身上，天主的許諾和啟示已完全實現和顯示
出來，在衪之後再無需有甚麼新的公開啟示了，（參閱教理 66）因
為我們已從耶穌的一生、祂的使命和逾越奧蹟中獲取了這份救恩的
禮物。然而，現今在聖神的帶領和恩賜下，有些人仍具有先知之恩， 
像先知一樣，在不同時代不時提醒和鞭策教會為真理作證，激發我
們所有基督徒要活出在領洗時所賦予的先知職，就是在現世生活中
說天主救恩的話，為人類，特別是生活在貧窮受苦的人，帶來真正
的喜樂、平安；並為真理作見證，促進正義與和平，使天國臨現於
世，把一切歸光榮於天主 。 
 
生活反思／實踐： 
1. 在本週，你聽到天主的聖言如何召叫你去代祂說話和做什麼？你

願意實踐先知之職嗎？ 
2. 你曾否經驗過為真理作証而遭受反對、辱罵或被取笑？有甚麼感

受？你會如何向主祈禱？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耶穌被家鄉人士拒絕       
  
【經文分析】 
馬爾谷福音在序言（一 1-15）之後，以非常大的段落敘述耶穌公開
生活的最初階段（一 16-五 43），這期間，耶穌都在加里肋亞海一帶
宣講福音，實行奇蹟、治病、驅魔。第六章 1-6 節才首次報導祂回到
家鄉納匝肋，這個主日的福音內容就是耶穌回到家鄉後所經歷的遭
遇。 
 回家 
 經文一開始敘述耶穌起身回到自己的家鄉，祂的門徒們陪伴著祂，
福音作者願意表達的是：耶穌在家鄉所有的遭遇，門徒也應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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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門徒們將要經歷的生命道路，基本上和他們的老師遭遇是相同
的。 
 家鄉人的反應 
 接著經文敘述耶穌在家鄉所有的遭遇，其中包含耶穌的行動以及家
鄉人的回應，但重點明顯的是放在家鄉人的反應上面。由眾人聽見耶
穌的教訓所作的初步反應可以看出，他們對耶穌在加里肋亞的行動略
有耳聞。 
耶穌在安息日進到家鄉的會堂宣講，但是經文並未敘述祂所教導的內
容（參閱：路四 16-21），而只報導了眾人對耶穌宣講的反應。他們
首先感到驚訝，而且似乎認同祂的教導。他們說：「他這一切是從哪
裡來的呢？所賜給他的是什麼樣的智慧呢？怎麼藉他的手行出這樣的
奇能？」 
 耶穌的宣講和奇蹟 
 納匝肋人驚訝耶穌的「智慧」，這是他們對於耶穌的教導的評價，
一切在會堂中聽到耶穌宣講的人，都是這個教導的見證人。他們經驗
到耶穌的宣講和當時的經師 完全不同（參閱：谷一 22），而肯定耶
穌是一位智慧的導師。其實在馬爾谷整體脈絡中，智慧是一個綜合性
的概念，表達耶穌的宣講。關於耶穌的奇蹟，經文顯示 沒有人懷疑
奇蹟的真實性，但是卻沒有人真正了解它的意義。 
 耶穌的出生 
 耶穌的同鄉們對祂所產生更重要的反應卻是懷疑以及陌生感：「這
人不就是那個木匠嗎？他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雅各伯、若瑟、猶達、
西滿的兄弟嗎？他的姊妹不 是也都在我們這裡嗎？」家鄉人不知所
措的反應，透露了耶穌的身世：祂從事由父親所學來的手藝，做木匠
的工作（瑪十三 55；路四 22；若六 42）。在耶穌的家鄉，人人都認
識祂是瑪利亞的兒子。一般而言，按著猶太傳統介紹人時都會指出父
親的名字，福音經文卻提出瑪利亞，而沒有提出若瑟。由此大概可以
推論出，這是初期教會對於耶穌身分所有的最原始的回憶方式，已存
在於馬爾谷所蒐集到的傳統材料之中。 
 耶穌的兄弟姊妹 
 經文顯示耶穌家鄉的同胞認識耶穌的兄弟和姊妹，並且提出祂的兄
弟們的名字。馬爾谷明顯地和路加不同，在寫作福音時尚未感到有必
要強調瑪利亞生耶穌是「童貞生子」。基於教會定斷瑪利亞童貞受
孕，童貞產子的信理，傳統上解釋馬爾谷福音中所謂的兄弟姊妹，是
猶太家族習慣的廣義表達方式，耶穌的兄弟姊妹乃是指祂 的堂兄弟
姊妹或表兄弟姊妹。 
 先知在本鄉不受歡迎 
 從經文的敘述層面看來，人們由於自以為認識耶穌的身世而對祂產
生反感。事實上，耶穌家鄉的人們所提出的問題：「他這一切是從哪
裡來的呢？」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合理的問題，但是福音卻沒有提供
任何答覆。福音的作者只摘要性的敘述了耶穌的回應：「先知除了在
自己的本鄉、本族、和本家外，是沒有不受尊敬的。」 就形式和內

容而言，耶穌的話是一句諺語（參閱：若四 44），祂的家鄉同胞對
祂所採取的行動和反應，具體地表現了這句諺語所含的真理。 
 信仰與奇蹟 
 馬爾谷安排耶穌說出上述的諺語，更重要的目的是藉以強調信仰的
主題。這個諺語間接地表達出，耶穌的同鄉拒絕接受這個信仰。這種
情況和上個主日福音中的會堂長雅依洛，以及患血漏病的婦女形成強
烈的對比。因為人們缺乏信仰，因此耶穌在自己的家鄉，除了給少數
幾個病人覆手治好了他們以外「不能行什麼奇能」。納匝肋人的表
現，是耶穌在執行其使命時遭遇到的消極經驗，耶穌必須經歷這一切
並且戰勝這一切。由於家鄉的人們沒有接受祂，所以促成祂繼續到各
處宣講施教。 
 【綜合反省】 
 耶穌在自己的家鄉納匝肋所有的遭遇，必須放在整部福音所表達的
默西亞使命中來了解。祂的行動幾乎毫無成果，這是祂自由的選擇接
受人性，以及作為人所經歷到的最深度的貧窮。耶穌所執行的派遣非
比尋常，祂家鄉的人們拒絕祂，是自然且合乎邏輯的反應，一般人在
面對超越自己生命經驗或理解能力之事時，往往也會表現出相同的態
度。福音敘述人們如此對待了耶穌，也是提前預告了祂的苦難，祂自
由地接受並面對一切苦難，完全不使用暴力，反而是以整個生命、以
自己的方式迎向一切，同時勝過一切。耶穌在家鄉不受歡迎，也象徵
這並不是真正的家鄉，基督徒都知道「我們的家鄉原是在天上」（斐
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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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uly 2024: Fourteen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B 
 

Entrance Antiphon  

Your merciful love, O God, we have received in the midst of your temple. Your 

praise, O God, like your name, reaches the ends of the earth; your right hand is 

filled with saving justice. 

 

First Reading Ez 2:2-5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Ezekiel 
The people are rebellious; they shall know there will be a prophet in their midst. 

The spirit came into me and made me stand up, and I heard the Lord 

speaking to me. He said, ‘Son of man, I am sending you up to the 

Israelites, to the rebels who have turned against me. Till now they and 

their ancestors have been in revolt against me. The sons are defiant and 

obstinate; I am sending you to them, to say, “The Lord says this.” 

Whether they listen or not, this set of rebels shall know there is a prophet 

among them.’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22 

(R.) Our eyes are fixed on the Lord, pleading for his mercy. 

1. To you have I lifted up my eyes, you who dwell in the heavens: my 

eyes, like the eyes of slaves on the hand of their lords. (R.) 

2. Like the eyes of a servant on the hand of his mistress, so our eyes are on 

the Lord our God till he shows us his mercy. (R.) 

3. Have mercy on us, Lord, have mercy. We are filled with contempt. 

Indeed all too full is our soul with the scorn of the rich, with the proud 

man’s disdain. (R.) 

 

Second Reading 2 Cor 12:7-10 

A reading from the second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I will glory in my infirmities so that the power of Christ may dwell in me. 

In view of the extraordinary nature of these revelations, to stop me from 

getting too proud I was given a thorn in the flesh, an angel of Satan to beat 

me and stop me from getting too proud! About this thing, I have pleaded 

with the Lord three times for it to leave me, but he has said, ‘My grace is 

enough for you: my power is at its best in weakness.’ So I shall be very 

happy to make my weaknesses my special boast so that the power of 

Christ may stay over me, and that is why I am quite content with my 

weaknesses, and with insults, hardships, persecutions, and the agonies I go 

through for Christ’s sake. For it is when I am weak that I am strong.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Lk 4:18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he sent me to bring Good News to the 

poor. 

Alleluia! 

 

Gospel Mk 6:1-6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A prophet is despised only in his own country. 

Jesus went to his home town and his disciples accompanied him. With 

the coming of the sabbath he began teaching in the synagogue and most of 

them were astonished when they heard him. They said, ‘Where did the 

man get all this? What is this wisdom that has been granted him, and these 

miracles that are worked through him? This is the carpenter, surely, the 

son of Mary, the brother of James and Joset and Jude and Simon? His 

sisters, too, are they not here with us?’ And they would not accept him. 

And Jesus said to them, ‘A prophet is only despised in his own country 

among his own relations and in his own house’; and he could work no 

miracle there, though he cured a few sick people by laying his hands on 

them. He was amazed at their lack of faith.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blessed the man who seeks refuge in 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