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9月份 生活聖言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瑪 16：24）

 耶穌正在公開生活期間，全力宣掦天主的國已經臨近，並且準備前往耶路
撒冷。祂的門徒們開始領悟到祂偉大的使命，也認識到祂就是整個以色列民族所
期待的受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百姓們正在渴望終有一天可以擺脫羅馬人的統治，
好能看到一個充滿和平及繁榮的更美好世界。 

 可是耶穌並不想助長他們這種幻想；祂清楚地說出祂這次去耶路撒冷並非
是一個凱旋之旅，反而會被棄絕，遭受痛苦直至死亡；並且透露祂會在第三日復
活。這番話實在難以理解和無法接受，以致伯多祿予以抗拒和反對如此荒唐的想
法，並且更試圖勸阻耶穌。

耶穌嚴厲地斥責伯多祿，然後對全體門徒提出一個令人震驚的邀請：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究竟耶穌藉著這句話，對當時和今天的門徒要求些什麼？祂想我們鄙視自己
嗎？想我們都投入苦修的生活嗎？祂要求我們自討苦吃來取悅天主嗎？

  其實更確切地說，這句聖言是敦促我們去跟隨耶穌的步伐，接納福音的價值
觀和要求，為了日益更肖似祂。耶穌的意思就是要我們仿效祂，讓我們的人生旅途中，

 就算在十字架的陰影下，仍然可以充實圓滿地生活。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我們不可以否認，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即不同形式的痛苦，都是人
生必經的過程。這看來難以理解，似乎違反了我們人性對幸福的渴求。可是，耶穌教
導我們恰恰要  在十字架和痛苦中去發現一道意想不到的光輝。就如當我們進入某些
教堂內，會發現那些彩畫玻璃是多麼燦爛多姿，然而從教堂外面看來，卻顯得暗淡
無光，也顯不出美麗之處。

  假使我們願意跟隨耶穌，祂會要求我們徹底改變我們的價值觀，不能以自我
為中心，且要抗拒追求個人利益的邏輯。祂建議我們放下自己的需求，優先去關懷別
人的需要，運用自己的精力去令別人快樂，就如祂一樣，從不放過任何機會，去為

 祂所接觸的人給予安慰及希望。當我們大家都從自我主義釋放出來時，我們便可以
 開始在人性上日漸更爲成熟，獲得一份能使我們圓滿地實現自己的自由。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耶穌邀請我們成為福音的見證，甚至在社會環境中遇到一切大小誤解和磨擦
之際，我們的忠誠更會受到考驗。可是耶穌與我們同在，祂要我們與祂一起為一個更
高超的理想而獻出生命。這個理想就是普世弟兄的  情誼，愛的文化。



  這份徹底的愛是人心中最深切的渴望。許多非基督宗教的人士也為此作證，
他們徹底追隨心底良知的呼聲。甘地曾寫過：「假如有人殺害我，我垂死之際仍會為
那兇手祈福，我會記掛著神，知道祂活現在我心靈的聖所中，這樣才可以說我是一
個真正非暴力的強者。」1

  盧嘉勒在耶穌被釘和被捨棄的奧跡內，找到良藥去治癒所有人本身的創傷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團體及民族間的不和。她也與很多人共享了這個發現。2007

  年，在歐洲斯圖加特市舉行的各教會團體與運動的盛會中，她寫道：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遭受痛苦，最少也會與祂有一點相似。……
當我們感到……這些痛苦時，讓我們想起被捨棄的耶穌。祂肩負了我們所有的痛苦。
似乎我們的痛苦就是祂的臨在，好像我們也在參與祂的痛苦。讓我們仿效耶穌，祂
沒有停留在痛苦中，反而在呼喊之後，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
（路 23：46）祂再次完全將自己交托給天父。

 我們也可以如祂一樣超越痛苦，克服考驗，對祂說:『被捨棄的耶穌，我
在這些痛苦內愛袮，我愛袮。痛苦讓我想起袮，這些都是袮的一份表達，袮的容
貌之一。』之後，如果我們馬上投身去愛我們的弟兄姊妹，做好天主希望我們要做
的事情，往往我們會體驗到痛苦將 …… ……轉化為喜樂 在我們生活的小團體內 也
會出現或大或小的分歧。我們在這痛苦中也可以看到被捨棄耶穌的臉孔，然後克
服在我們內的這份痛苦，全力與他人重新建立弟兄友愛的關係。……被釘和被捨
棄的耶穌就是達成共融文化的模範和道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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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地（M.K. Gandhi）著《 Antiche come le montagne》1965 米蘭團體出版 95-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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