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RPE DIEM · 抓緊當下                                                            羅懿信牧師 （OMF） 

 

Carpe Diem 這拉丁文字意為：抓緊當下。從字面上理解，這詞已成為享樂主義者的口號：

當下快樂至上 - 明日無關緊要 - 盡情享受今天。但這真是它的意思嗎？這句話最初出現在羅

馬詩人賀拉斯 (Horace) 的《頌歌》(Odes) 中。原文為：「carpe diem, quam minimum 

credula postero」 — 「把握今日，對明天別抱太大信心」。有此解釋通常因涉及到賀拉

斯與享樂主義（一種以快樂為重的哲學）的聯繫，而在理解中注入有了享樂主義的元

素。 

 

然而，當荷拉斯寫道 -「抓住今天，不要對明天抱有太多信任」時，他卻沒有建議去

忽視明天，反而是鼓勵不要對明天可能帶來的事情抱有絕望的樂觀。今天做該做的事

情，這樣明天更有可能成為我們所期望的明天。什麼都不做，只任由明天發展，這並

不是荷拉斯語句中的哲學。 

 

從某種意義上說，「抓住今天」並不是建議只管專注當下，亦不是被動地只是存在於

當下。重點是「活好當下」並且「去作實事」。因此，與其說是「盡情享樂」，這詞的

關鍵信息應該被理解為「專注於現在，並做你能做的事情來建立你所期望的明天」。

在馬可福音第十章，耶穌離開耶利哥時，有一大群人跟隨著他。途中一個名叫巴底買

的人是個瞎子，在路邊乞討。當巴底買聽說耶穌在附近時，他開始大喊：“大衛的子孫

耶穌，可憐我吧！”（馬可福音 10:47）當天巴底買早上起床時，他應該不知道耶穌會

在那天經過他身旁。他只想這又是一個普通的日子：同樣的地方，同樣的求助呼聲，

同樣的處境。但當下耶穌就在那裡。巴底買沒有時間準備或思考怎樣回應這個突如其

來的機會。他決定抓住這個時刻。他決定不拖延、不拖拉。他要行動—「現在」就作。 

 

牧師瑞克·沃倫 Rick Warren 提到這段經文時說：「無論什麼，現在就去做。不要說，

“明年我才重新開始” 或 “下月我要作出改變” 或 “明天我要把這當作重中之重”。“現在”

就是時候。抓住這個時刻！」此乃我處當下為福音而事諸國之道也 -「抓緊今天」。

2024 年 4 月標誌著我正式成為 OMF 的全職同工、並擔任散居宣教地區主任的第二周

年。回望兩年事奉，實在足跡遍地。如我在 2023 年底的通訊中所分享的，我在去年

一年內已踏足於 75 個城市，在地祈禱、透過眼見、分享福音、與建立異象，期望看

到人們歸向基督。然而，我的事工所專注的亦包括 - 建立教會成為宣教教會，造就門



徒活現福音。感謝上帝的帶領，來自不同的教會和信徒在兩年間組成不同的「樞紐」

(HUB)。各「樞紐」定期聚會，專注關懷不同族裔，攜手透過不同「樞紐」，為菲律賓

人、泰國人、印尼人、香港人、維吾爾人、越南人同心祈禱、關懷服事，共同努力在

此地及更遠之處，進入並接觸不同族群。在此亦向大家呼籲，請為蒙古和柬埔寨兩個

潛在新「樞紐」禱告。 

 

多年前在神學院中其中一年的個人𩆜修中，我用了一本由 Charles Ringma 博士所寫的

靈修書《把握時機：與潘霍華同行 365 天》(Seize the Day: 365 Days Walking with 

Dietrich Bonhoeffer)。在這本靈修書中，Ringma 博士試圖捕捉潘霍華在靈程與事奉中

的屬靈精髓。在潘霍華身處的時代，許多人為了讓教會能維持運作和個人生計得以保

存而向希特勒的政權妥協，當中包括不少德國的教會和牧師。但潘霍華卻為了福音和

真理，不畏強權，把每一天都當作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去活，為他所事奉的主活好

當下，而不為其他的「王」而活。為了這樣，他付上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一生

卻沒留下遺憾，因他為萬王之王竭盡其生。這就是 Ringma 博士在其靈修書中所展示

潘霍華的精神，藉以鼓勵讀者抓緊今天、為主而活好當下，把每一天視作為王竭盡全

力的最後一天。在一年的 365 天中，你又會如何度過你的每一天？你是否真正抓緊每

天、活好當下？還是像享樂主義者那樣「當下快樂至上 - 明日無關緊要 - 盡情享受今

天」？你是在拖延嗎？你在把上帝國度的降臨推遲至明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