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年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德三五 12-14, 16-18；弟後四 6-8, 16-18；路十八 9-14】 

潘家駿 神父 

在本主日《路加福音》中的這個比喻裡，耶穌把法利塞人和稅吏

的祈禱作了一個對比。這兩位懷著不同性格和生命態度的人，在相同

的時間來到同一地點，也就是都來到聖殿裡祈禱。雖然他們都是來到

至聖天主面前，用一樣的姿態祈禱，也各自省察自己的心靈與生活，

然而因著不同的性格和相異的生命態度，卻決定了他們不同的祈禱形

式與內容。是的，性格和態度促使他們，不僅彼此站立的地方相距甚

遠，連在祈禱的形式及內容上也大相逕庭，因此他們的祈禱所獲得的

結局導向自然也是南轅北轍。怎會如此？我們來一一審視： 

一、性格的不同：這兩個人代表兩類截然不同的人：一類是自我

讚揚、驕傲自大、死守律法的人；另外一類則是卑下敗壞，違紀亂法

的惡人。耶穌透過這兩個人對這兩類人的性格刻畫入微，毫不含混。 

    二、態度的不同：法利賽人按著規定的時刻來到聖殿中，並走到

聖殿的最前端，以一種傲然的態度祈禱。他不但為自己而站立，也為

自己而祈禱，甚至是對著自己祈禱，所以與其說他在向天主祈禱，更

好說他是在自說自話。從他的話語中可以聽出，他的祈禱不斷地在兜

圈子，圈子的圓心與圓周都是他自己。 

 丙年常年期第 30主日 2019/10/27（丙年） 

共融堂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士林耶穌君王堂 

電話：2832-4270 

士林區中正路 264號 
shilinchurch@gmail.com 

石牌聖體堂 

電話：2821-4735 

北投區石牌路 

2段 90巷 20號 

蘭雅聖母顯靈聖牌朝聖地 

電話：2832-1337 

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號 

www.lanya-shrine.org 

本堂神父：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潘文線神父 

 

 

 
共融堂訊 



反觀稅吏的祈禱態度，他卻是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

只是捶著胸膛。聖經原文的希臘字「遠遠的」（第 13 節），其意義就是

遠到當耶穌被捕時門徒背叛祂，與祂所隔閡的無止境的心靈距離 (路

廿三 49)，或是在陰間的財主與在天上的拉匝祿之間永遠無法相觸的天

淵距離 (路十六 23)。 

 

    三、形式內容的不同：祈禱的態度往往決定了祈禱的形式與內容。

法利賽人的祈禱內容溢於言表，高傲地重複「我」字四次，不斷地向

天主顯揚自己的作為，這讓他自己站上道德高地，因而睥睨、輕視其

他人，甚至去指控其他人不夠道德、不夠敬虔。就某個意義上來說，

這個法利賽人是揪著稅吏的頭髮，一巴掌又一巴掌地打在稅吏的臉上。

他為了讓自己虛偽的義德被高舉，而不惜把人踐踏在腳底下。 

   

    反觀稅吏的祈禱形式和內容，他求的是天主的憐憫，他說：「天主，

可憐我這個罪人吧！」稅吏在這裡所祈求的恩寵不是普通的可憐，而

是與天主和好的憐憫。 

 

    四、結局的不同：法利賽人和稅吏雖然都是可憐人，但是這個法

利賽人看不到自己的可憐，意識不到自己生命的邪惡；然而這個稅吏

卻清楚明白自己的可憐，也意識到自己生命的不義，耶穌因此指出這

兩個人的不同結局：「我告訴你們：這個人回到家裡，成了義人，而那

個人卻不然。因為自高自大的，必被貶抑；自謙自卑的，必被高舉。」 

 

    是的，如果主耶穌的這個比喻能讓我們看見，我們與法利賽人其

實是相去不遠的，那麼當我們有如此的意識時，事實上我們也會發現，

我們與那位稅吏的生命態度就很接近了。或許發現我們人性內的法利

賽人面目，著實會令我們感到難堪，然而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就是因

為它能讓我們在人性的難堪中，因著天主的慈悲，而被祂無條件的接

納，並再次燃起希望，讓我們更加接近天主。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