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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貪婪

列王紀上 21:1-16

那時候，依次勒耳人納波特在依次勒耳，靠近撒瑪黎雅王阿哈布的宮殿，有一個
葡萄園。阿哈布對納波特說：“請將你的葡萄園讓給我，我可以用作菜園，因為
離我的宮殿很近；我願拿一個更好的葡萄園來與你交換；或者，如果你認為好，
我也可以照葡萄園的價值給你錢。”納波特回答阿哈布說：“上主決不許我將我祖
先的產業讓給你！”阿哈布由於依次勒耳人納波特對他所說：“我決不將我祖先的
產業讓給你”的話，便悶悶不樂地回到宮中，躺在床上，轉過臉去，不肯吃飯。
他的妻子依則貝耳來見他，問他說：“你為什麼心裏這樣憂悶，連飯都不肯吃？”
阿哈布回答說：“因為我對依次勒耳人納波特說：請將你葡萄園按現價賣給我，
或者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拿另一個葡萄園來與你交換；他卻回答說：我決不將我
的葡萄園讓給你。”他的妻子依則貝耳對他說：“你真會統治以色列！只管起來吃
飯，心情愉快，我必將依次勒耳人納波特的葡萄園交給你。”

依則貝耳便以阿哈布的名義寫了一封信，蓋上君王的印章，送給與納波特同住一
城的長老和官紳，信上寫道：“請你們宣佈禁食，叫納波特坐上民眾的首位，然
後再叫兩個流氓坐在他的對面，作證控告他說：納波特辱罵了天主和君王，你們
應將他拉出城外，用石頭砸死。”

那些與納波特同住在一城的長老和官紳，便照依則貝耳吩咐他們的，照她在送給
他們的信上所寫的去行：宣佈禁食，叫納波特坐上民眾的首位，兩個流氓前來坐
在他的對面，當眾作證控告他說：“納波特辱罵了天主和君王。”眾人便將他拉出
城外，用石頭砸死了。然後派人告訴依則貝耳說：“納波特已被石頭砸死了。”依
則貝耳聽說納波特已被石頭砸死了，就對阿哈布說：“你起來，去佔領依次勒耳
人納波特先前不肯照現價賣給你的葡萄園，因為納波特已經不在了，已經死了。”
阿哈布一聽說納波特死了，就起身下到依次勒耳人納波特的葡萄園，霸佔了那葡
萄園。

貪婪與權力的濫用竟如此邪惡！兩者在今天經文中混合成不惜濫殺無辜的致命之
毒！

聖經偉大的現實主義不隱藏人內心的深淵，總是召叫我們從中吸取教訓。因為“人

心最狡猾欺詐，已不可救藥”(耶 17:9)，耶穌提醒我們：“從人心裏出來的是些惡

念”(穀 7:21-22)



那麼貪婪呢?

在今天經文中，阿哈布不願意接受納波特拒絕售賣葡萄園的理由。納波特尊重祖
先遺產值得尊敬，但這與國王的“欲求”及私利相衝突。欲求未滿，遂生冒犯！
這就是說，不加抑制與克服的貪婪，成為侵襲自視為阻礙的人的衝動。

那麼，該如何處理內心貪婪的傾向?

首要的是，感知內心的貪婪。
要知道，貪婪不僅限於物質，它還向精神延伸。“想要擁有”，在極端情況下會變
成貪婪，隨之而來的是對自己及生命的嚴苛要求。保祿宗徒在聖經中提供了應對
這種情況的好建議：

的確，虔敬是一個獲利的富源，但應有知足的心，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界上，
同樣也不能帶走什麼，只要我們有吃有穿，就當知足。至於那些想望致富的人，
卻陷於誘惑，墮入羅網和許多背理有害的欲望中，這欲望叫人沉溺於敗壞和滅亡
中，因為貪愛錢財乃萬惡的根源；有些人曾因貪求錢財而離棄了信德，使自己受

了許多刺心的痛苦。(弟前 6:6-10）

塵世不過瞬間，任何外物都無法帶入永恆，認識到這一點能幫助我們遠離塵世價
值觀。對外物的雜亂欲求已傷害了我們，剝奪了我們的自由。當我們貪婪，並在

貪婪中尋求安全感與幸福時，就更為有害了——這不過是讓人痛苦的幻象。

宗徒的建議能夠幫助我們抑制貪婪:

“只要我們有吃有穿，就當知足。”

一旦感受到“想要擁有”的衝動時，就請想起這句話吧！這也同樣適用於對精神
財富的貪婪。



精神財富是有益且重要，但卻不能被人內心的貪婪玷污，亦不能在人生命中佔據
首位！如果關注的焦點不在人的靈性結構，而在導致使命的超性維度被縮減的知
識上，那麼，這對於修會，甚至對於司祭的成長來說，都是悲慘的。

導致精神與心理貪婪的問題之一可能是內在的空虛及自我價值意識的缺乏。物質
的豐富與對物質的渴望似乎在內在空虛與塵世價值之間架起了橋樑，對於精神財

富的獲取（貪婪地）亦是如此!

必須找出惡的根源(一切惡的根源是貪婪，見上文)，必須克服貪婪的傾向。

物質或精神上的財富無法填補內心的空虛、靈魂深處的饑渴與空洞。唯有透過祈
禱、透過與天主的內在聯繫、透過天主給予的一切助佑（例如聖事）我們的內心
才能被天主的臨在充實，才能克服痛苦的空虛！天主讓我們經歷這空虛，不斷超
越空虛才能在與天主的關係中找到正確的答案！

物質與精神並不能讓我們獲得自身價值，我們最深的價值在於我們是按天主的肖

像受造，並且被天主所愛——僅這一點即為我們的生命提供了真正的安全感，使

我們能夠自由地使用世間萬物而不受傷害。我們使用它們，但不在其中尋找任何
價值或安全感。

因此，我們受召讓這真理更深入地滲透進內心，好使我們得以在平安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