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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誦讀聚會 (Lectio Divina) 
1/12/2016 

 
創 12:4-9; 13:2-12,18 

這地方容不下他們住在一起 
Nec poterat eos capere terra ut habitarent simul 

 
 

李子忠 

 
創 12:4-9; 13:2-12,18 

12:4	 亞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羅特也同他一起走了。亞巴郎離開哈蘭時，

已七十五歲。5	 他帶了妻子撒辣依、他兄弟的兒子羅特和他在哈蘭積蓄的財物，

獲得的僕婢，一同往客納罕地去，終於到了客納罕地。6	 亞巴郎經過那地，直到

了舍根地摩勒橡樹區；當時客納罕人尚住在那地方。7	 上主顯現給亞巴郎說：「我

要將這地方賜給你的後裔。」亞巴郎就在那裡給顯現於他的上主，築了一座祭

壇。8	 從那裡又遷移到貝特耳東面山區，在那裡搭了帳幕，西有貝特耳，東有

哈依；他在那裡又為上主築了一座祭壇，呼求上主的名。9	 以後亞巴郎漸漸移

往乃革布區。	 

13:2	 亞巴郎有許多牲畜和金銀。3	 他由乃革布逐漸往貝特耳移動帳幕，到了先前

他在貝特耳與哈依之間，支搭帳幕的地方，4	 亦即他先前築了祭壇，呼求上主

之名的地方。5	 與亞巴郎同行的羅特，也有羊群、牛群和帳幕，6	 那地方容不下

他們住在一起，因為他們的產業太多，無法住在一起。7	 牧放亞巴郎牲畜的人

與牧放羅特牲畜的人，時常發生口角，──當時客納罕人和培黎齊人尚住在那

裡。8	 亞巴郎遂對羅特說：「在我與你，我的牧人與你的牧人之間，請不要發生

口角，因為我們是至親。9	 所有的地方不是都在你面前嗎？請你與我分開。你若

往左，我就往右；你若往右，我就往左。」10	 羅特舉目看見約但河整個平原，直

到左哈爾一帶全有水灌溉，──這是在上主消滅索多瑪和哈摩辣以前的事，─

─有如上主的樂園，有如埃及地。11	 羅特選了約但河的整個平原，遂向東方遷

移；這樣，他們就彼此分開了：12	 亞巴郎住在客納罕地；羅特住在平原的城市

中，漸漸移動帳幕，直到索多瑪。（…⋯）18	 於是亞巴郎移動了帳幕，來到赫貝龍

的瑪默勒橡樹區居住，在那裡給上主築了一座祭壇。	 	 	 

	 

	 

上下文： 

創 12:1 告訴找們，天主召叫亞巴郎：「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

給你的地方去。」跟著作者繼續敘述亞巴郎如何實踐天主的命令，到了上主指

示給他的地方客納罕，而且按他的遊牧生活方式：「漸漸移動帳幕」（創 13:12）。 



Lectio Divina 2016-12-01 2 

釋經： 

v「亞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12:4）—— 天主召叫亞巴郎說：「離開

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創 12:1）亞巴郎第一次

跟從父親特辣黑離開了出生地烏爾（Ur），到了哈蘭（Harran；創 11:31）。本

節所言就是第二次。天主叫亞巴郎離開哈蘭，無疑地是叫他離開這敬奉多神的

家庭。亞巴郎沒有懷疑沒有異議地順從了天主的聖意，因而《希伯來書》的作

者對這位聖祖的信心盛讚不已：「因著信德，亞巴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往他將

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那裡去」（希 11:8）。 

	 

v「羅特也同他一起走了」（12:4）—— 羅特是亞巴郎的姪兒，即他弟弟哈郎

的兒子，哈郎在烏爾「死在他父親特辣黑面前」（創 11:27-28）。  

	 

v「亞巴郎經過那地，直到了舍根地摩勒橡樹區」（12:6）—— 舍根是個很古

老的客納罕人城市，亞巴郎來到那裡時，當地人已有相當高的文化生活。亞巴

郎因是個牧民，不能住在城中，以免與當地農民發生衝突，遂在城外的「摩勒

橡樹區」紥營安頓。他每到一地，都按這習慣下營：「他從那裡又遷移到貝特

耳東面山區，在那裡搭了帳幕」（12:8），「以後亞巴郎漸漸移往乃革布區」

（12:9）。乃革布是貝爾舍巴以南的曠野，是牧民放羊的地方。  

	 

v「亞巴郎有許多牲畜和金銀…⋯與亞巴郎同行的羅特，也有羊群、牛群和帳幕」

（13:2,5）—— 亞巴郎和羅特都是牧民，經常帶著牲畜和帳幕，逐水草而遷徙，

直至他們的後代佔領了客納罕地定居為止。若瑟曾叫自己的兄弟這樣向埃及法

郎說明自己的出身：「這些人都是放羊飼畜的人；他們的羊群牛群和他們所有

的一切都帶來了…⋯我們自幼直到現在，都是牧養牲畜的人，我們和我們的祖先

都是如此」（創 46:31-34）。 

直至耶肋米亞時代，仍有一個希伯來部族 —— 加勒布人，過著遊牧的生活，且

受先知的稱許（耶 35:6-14）。這種不受地域拘束的遊牧理想，上主也曾用來象

徵自己不受殿宇的規限：「你要建築一座殿宇給我居住嗎？我自從埃及領以色

列子民上來那一天起，直到今日，從沒有居住過殿宇，只隨帳棚和會幕漂泊」

（撒下 7:5-6）。「上天是我的寶座，下地是我的腳凳，你們還能在那裡給我造

殿宇，建我休息的地方呢？」（依 66:1）。 

若望講論聖言降生居我人間時，也用了這概念：「聖言成了血肉，在我們中間

支搭帳幕（evskh,nwsen - eskenosen，思高版譯作「寄居」）」（若 1:14）。聖祖

在客納罕人中的身分，只是個「外鄉僑民」（bv'Atw> rGE ger we-toshav，L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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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oikoj kai. parepi,dhmoj - paroikos kai parepidemos）（創 23:4）。伯多祿說：

「親愛的！我勸你們作僑民和作旅客的（pa,roikoj kai. parepi,dhmoj），應戒絕與

靈魂作戰的肉慾」（伯前 2:11）。《希伯來書》的作者也以聖祖的遊牧生活來

教訓信友說：「因著信德，亞巴郎旅居在所應許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與有

同樣恩許的承繼人依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帳幕內」（希 11:9）。  

	 

v「那地方容不下他們住在一起，因為他們的產業太多，無法住在一起」

（13:6）—— 對農民來說，田地需要休耕，才能回復以往的豐沃狀態：「你應

種地六年之久，收穫地的出產；但第七年，你應讓地休息」（出 23:10-11）。

對於牧民來說，大地草原不是個供之不竭，永無休止的牧場，它也需要休息，

好能回復原有的地貌，繼續提供牧草。長期在同一牧場放羊，只會造成水草流

失的情況。牧人要帶著羊群不斷移動，以確保自然循環，回復生態。牧人知道

一個地方不能容納太多羊群在一起！這是他們對大地的尊重。 

	 

v「牧放亞巴郎牲畜的人與牧放羅特牲畜的人，時常發生口角」（13:7）—— 

不同牧人之間常會為了水源和牧草發生爭執，這些情況在聖祖故事中層出不窮：

亞巴郎與羅特（創 13:7-12）；亞巴郎與阿彼默肋客（創 21:22-34）；依撒格與

革辣爾的牧童（創 26:12-22）。  

	 

v「這樣，他們就彼此分開了」（13:11）—— 亞巴郎和羅特二人分開，一方面

可以避免牧童們發生爭執，另一方面，可減少羊群對草原造成的破壞。過度牧

放往往使一個地區損耗，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復原過來，令羊群再有牧草可吃。

這表現出牧人對大地的尊重，是環境保護的先鋒。 

	 

v「於是亞巴郎移動了帳幕，來到赫貝龍的瑪默勒橡樹區居住」（18）—— 亞

巴郎在客納罕並沒有定居，繼續循著舍根、貝特耳、赫貝龍、貝爾舍巴這路線，

不斷來回「移動帳幕」。 

 

***     ***    *** 

	 

保護生態環境並不僅是個科學議題，更是有關每個世上居民的「自家」問題，

是涉及每個信友的信仰問題。「生態學」（ecology）的對象，其實就是我們的

「持家之道」（eco- + logos，希臘文 oi=koj - oikos 即「家」），即我們應如何妥善

管理好天主託給我們的生活環境（habitat < lat. habitare 生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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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在他的環保通諭中慨嘆：「我們不應被水泥、柏油、玻璃和金屬淹沒，剝奪

親身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在某些地方，不論是鄉村或市區，特定空間的私有化，

限制了人們進入部分地區欣賞美景的機會。在另一些地方，雖然建設了『生態』

社區，卻只保留給特定人士，為保持其虛有其表的安寧，是不對外開放的。我

們經常在城市中所謂『較安全』的地區找到經細心修飾的美麗綠色空間，但是

在較隱蔽的地區──那些被排擠的社會人士居住的地方，卻遍尋不著。」（讚頌

44-45）聖祖的遊牧生活給予他們很大的空間，可以直接接觸到大自然，可與天

主有更多對話機會。 

 

許多環境的過度開發及環境的破壞，不只耗盡本地社會賴以為生的資源，同時

令長久以來塑造文化身分及賦予生活和團體意義的社會結構解體。文化的消失

與動植物物種的消失相比，同樣嚴重，甚至於更嚴重。一種與單一的生產模式

串連，而且是強加於人的生活方式，與改變生態系統相比，同具危害性。（讚頌

145）聖祖們也意識到，沒有限制地增加羊群的數目，對大地及自己和羊群的未

來，都是有害無益的：「這地方容不下他們住在一起」（創 13:6）。 

 

由此看來，必須特別照顧和保護原住民團體及其文化傳統。他們不只是諸多族

群中的一個少數族群，尤其是在推出的大型計劃影響其安身立命的土地時，他

們更應該是主要的協商交談對象。對原住民而言，土地不是商品，而是天主和

安息於該處的祖先所賜的禮物──是他們必須與之互動的神聖空間，為保持他

們的身分和價值觀。他們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他們就必定給予土地最好

的照顧。然而，在世界多個地方，原住民團體已受到壓力，要他們放棄自己的

家郷土地，轉讓給農業或礦業的發展計劃──毫不顧及大自然和原住民文化的

逐漸崩潰。（讚頌 146） 

 
 
 
 
 
偕同受造界祈禱經文 
 

天父，我們偕同受造界讚美祢， 

萬物皆出自祢大能的雙手， 

萬物皆屬於祢，滿溢祢的臨在與柔情。 

願祢受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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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子、耶穌， 

萬物是藉著祢所造成的。 

祢孕育於母親瑪利亞的母胎中， 

因而成為世界的一分子， 

祢曾以人性的目光觀看這世界。 

今天，藉著祢復活的光榮， 

祢親臨於每一個受造物中。 

願祢受讚頌！ 

 

聖神，祢藉著祢的光 

指引世界邁向天父的慈愛， 

並與受造界同聲歎息。 

祢居住在我們心中， 

激勵我們行善， 

願祢受讚頌！ 

 

三位一體的天主，無限愛情的奇妙團體， 

求祢教導我們在宇宙的美善中默觀祢， 

因為萬有都彰顯著祢。 

求祢喚醒我們的讚美與感恩的心， 

因為祢創造萬物。 

求祢賜予我們恩寵， 

使我們感覺到與萬有親密連繫。 

 

慈愛的天主， 

求祢向我們指出在世上什麼地方， 

去作為向所有受造物散播祢慈愛的工具, 

因為任何受造物都不會被祢遺忘。 

求祢光照掌權者和富有者， 

不要讓他們陷於冷漠的罪過， 

但使他們熱愛公益，扶助弱小， 

並關愛我們居住的這個地球。 

 

弱小者和大地正高聲疾呼： 

上主，求祢以大能和真光觸動我們， 

為使我們守護一切的生命， 

並為迎接祢正義、和平、仁愛 

與美麗國度的來臨， 

準備更美好的未來。 

願祢受讚頌！ 

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