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 14:1,7-14 (丙年) 聖靈降臨期 8月 28 日至 9月 3日之主日 

1. 福音書多次寫到耶穌被邀出席宴會，而與他同餐的多是當時法利賽人和文士

視為不潔，不屑與他們為伍的「罪人」。他們曾這樣議論耶穌，說：「這個人

接納罪人，又同他們吃飯。」(路加福音 15:2) 其實他們也曾邀請過耶穌，而

耶穌也樂意出席──縱使不滿他們的言行舉止，也知道他們不懷好意。這足

以表達耶穌沒有把他們視為敵人，大方地接納他們的邀請。這次耶穌就被邀

在安息日來到一位法利賽人的領袖家裏去吃飯，然而裏頭卻是一個圈套。他

們想到把耶穌置身在一處陌生的環境裏，在沒有群眾的滋擾下，好去「窺探」

他(1 節) 「窺探」paratêroumenoi 不是一個十分有善的字，其意思是站在當事

人身邊，用眼瞪著他。路加還用上「現在分詞」(present participle)來道出其

中的陰險，英文譯作 have been watching，即一直跟著耶穌，用眼瞪著他。可

想而知，他們從開始就不懷好意。其實不久前曾有一位法利賽人宴請耶穌吃

飯，喜料耶穌在宴會中譴責法利賽人和文士的不是，他們就懷恨在心。路加

寫到那時候「文士和法利賽人就開始極力地催逼他(耶穌)，盤問他許多事，

伺機要抓他的話柄。」(路加福音 11:53-54) 說清楚一點，就是他們要耶穌身

敗名裂──這是最能毀滅一個人的方法，也是極惡毒陰險的方法。由此可見，

他們痛恨耶穌已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因而推斷這次宴請耶穌──特別是由

法利賽人的領袖邀請他，想必為了在耶穌身上抓出能夠陷害他的話柄。耶穌

那會不知道呢？因此路加有趣地回敬「見」這個字，說到耶穌「見所請的客

人選擇首位」(7 節)。「見」epechõn 有用心留意的意思。路加同樣用上「現在

分詞」，英文可譯作 has been holding the mind on something，表示耶穌也不客

氣，同樣一直留心他們的一舉一動。 

2. 猶太人擺筵席，餐桌是成「U」字型的。主人是倚挨著(reclining)面向門口一

端的第二個座位上──不是我們想到的「坐」著。在主家座的左右兩旁座位

就是經文所講的「首位」，特別是主家座右邊的座位，是最尊貴的。這可解釋

為何耶穌升天後是坐在上帝的「右邊」，因為沒有比這個更尊貴的位置。還有

重要的一點：「首位」是主人留給最尊貴的賓客，必須由他親自邀請上坐，其

他座位則可由賓客自行選擇，而最末端的座位是給身分卑微的人，即僕人的

座位，自覺有身分的人最不願意坐在這個位置上，他們難免有一種羞愧的感

覺(9 節)。然而路加卻用文字攝下了這次餐宴上眾賓客的醜態。耶穌留意到「所

請的客人選擇首位」(7 節)。這些賓客中法利賽人應該是佔大多數的，有別於

文士和律法師──他們只專注律法的歷史、修編、解釋和應用，而法利賽人

則好像現代人所稱為的「靈修導師」(spiritual director)，關心的是作為上帝子

民的以色列人是否在生活的細節上完全遵守律法所規定的一切，扮演著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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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護者。然而這次他們竟去爭「首位」，完全暴露了他們「講一套、做一套」

的低劣人格。在耶穌面前的正是這班假道學者，外表敬虔，內裏醜陋，心裏

只有自己，把上帝變成外掛的工具，難怪耶穌曾這樣譴責他們：「你們法利賽

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裏的高位，又喜歡人們在街市上向你們問安。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路加

福音 11:43-44) 

3. 古希臘人認為謙卑是罪惡，榮譽是德行。當時的奧林匹克運動精神也同樣標

榜這個思想：人為自己努力爭光理當受到頌揚。但耶穌不太認同，說：「凡自

高的，必降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為高。」(11 節) 其實耶穌並不是要去貶

低或否定人努力爭取得來的榮譽(honour)，而是強調這一切都是出於上帝，謙

卑最能表達人在上帝面前沒有什麼可以誇耀。行善的目的是要表達上帝的愛，

若為了得到對等，甚至更大的回報，便失去行善的意義，反成為自私和媚俗

的行為。因此耶穌毫不諱言地對這些賓客說：「你準備午飯或晚餐，不要請你

的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免得他們回請你，你就得了報答。你擺

設宴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疾的、瘸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為他

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到報答。」(12-14 節) 當

然在現實生活中這是難以實現的事，其實耶穌用上這個極端的例子，是要表

達上帝國的標準有別於俗世社會的標準，後者所關心的總離不開個人的利益，

常以此為行事為人的準則，但在上帝國卻不是這一套，上帝關心的是「人」，

而不是人所喜好追求的「名利」。「請客」應要出於慷慨，這才配得別人的尊

敬。慷慨是謙卑的外衣，謙卑是人的內涵，兩者應要建立在上帝和人親密關

係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個人的利益上。 

 

耶穌特別用貧窮、殘疾、瘸腿、失明作例，因為這些人是當時猶太社會最受

盡歧視的人。貧窮，因為他們懶惰；殘疾、瘸腿和失明，因為他們得罪上帝

而受到懲罰，連上聖殿的權利也要被褫奪，免得惹上帝的怒氣。然而從耶穌

這番說話中，可以看到他們將來必會成為天國筵席裏的座上客，甚至會是被

邀坐在「首位」上。人若貧窮，不正好表達人在上帝面前沒有甚麼可以誇耀

嗎？他們反得到上帝的報答。「報答」原文 antapodothêsetai 很有意思，屬將

來被動式(future passive)，那是說一切的賞報都是出於上帝，不是靠人的努力，

自以為一切回報都可以計算出來，都在自己的掌握中。耶穌說這不是上帝國

裏的遊戲規則，「報答」是上帝賞給人的，不是計算出來的；主權在上帝手裏，

將來由上帝賞賜下來。人若多去關心貧窮的、殘疾的、瘸腿的、失明的，將

來必被上帝邀出席在天國裏擺設的筵席，這是上帝賞賜人最好的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