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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是新的開始，先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家庭幸福！ 

  香港反修例社會運動後，次年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2020 年也是新冠

疫情嚴重打擊全球的開始(雖然它源自 2019 年)，這雙重襲擊，導致了繼九七

後的又一波香港移民大潮，去年新聞報導：「香港移民潮加劇，官方數據顯示，

今年年中的人口為 729.16萬人，是連續第三年下跌；原因之一是凈移出人口

大升，去年達到 11.3萬人，是 1997年有紀錄以來最高，導致過去三年共有

24.5萬人凈移出。」(https://www.rfi.fr/tw/2022 年 8 月 12 日)。去年二月

底，又爆發俄烏戰爭，使世界落入劃時代的挑戰。由於不能穩定有實體的聚

會，香港教會崇拜人數都下降，這幾乎是世界性的。試舉一例，有世界最大

教會之稱的韓國純福音中央教會，有一則受影響的新聞：「該教會於 2021年

7月將教會屬地之 8264平方米(約 2504坪)地皮，以 3030億韓元售予房地產

發展商 HMG Global。」3030 億韓元合港幣 18,074,110 元。我們不能估計

三年疫情帶來的影響有多大，但是我們確切知道，這是一個無法阻擋的大改

變、新時代。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是歷史感和凌駕時代去宣教最強烈的新約書卷。在

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末段，主耶穌指責眾人：「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

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路十二 56)。祂也引述兩段當時的災難事件，一是

總督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的祭物中；另一是西羅亞樓倒塌事件，

壓死了十八人，這兩則災難是當時人人關心的事件。他們認為這些罹難者，

是因果報應，罪有應得。但是主耶穌兩次作出嚴厲的更正：「不是的，你們若

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十三 1-5)。罪人滅亡是天經地義(我們皆罪人)，

若能免除滅亡則是福音。 
 
  由十二章末段的「分辨時候(時代)」到提出災難事件，勸促悔改並未結

束，接著是一個比喻。這個無花果樹不結果的比喻，和馬太、馬可的記載素

材類似，但內容蘊含了更深的警告。前兩者的記載都是無花果樹因為沒有果

實，而受咒詛並立刻枯乾(太二十一19、可十一20)，但在路加是比喻，而當

主人要砍掉此樹時，管園的提出了一個大膽請求，他說：「主啊，今年且留著，

等我在樹周圍掘開土，加上肥料，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

(路十三8-9)。管園的不但要拖延樹木被砍的噩運，求得延長一年時間，而且

還要努力掘土和施肥。新普及版的翻譯說：「我會精心栽培它，多施些肥」，

用心良苦啊！比喻就這樣結束了，我們不知道這棵不結果的樹最終命運如何。

這正是作者的意圖，後果由讀者去揣摩，因為一年後它的存亡與否，決定於

有無抓住機會悔改，而且必須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機會！我們的時代與福音的

傳播是否也相似？！言猶未盡，今日講壇上會謙恭補充，請默禱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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