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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為光榮天主而彼此接納，猶如基督也接納了你們一樣。」(羅15:7)

聖保祿宗徒準備前往羅馬，然後到西班牙。出發前，他先寫信給羅馬的基督徒團體。羅馬團體藉著無數殉道者的生命
，見證了基督徒對福音真摯及完全投入的生活。不過，如同其他地方的團體一樣，那裡也少不了矛盾、誤解，甚至對
抗。事實上，羅馬的基督徒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文化及宗教的背景，包括猶太教、希臘文化、羅馬傳統宗教等，或
甚至斯多葛派或其他哲學思想學派。每個人都帶著個人傳統的思想及道德信念。有些人被視為『弱者』，因為他們飲
食的習慣比較特別，例如：不吃肉，或者在特定日子進行齋戒；有些人被視為『強者』，因為他們不受這些外在條件
所限制，如忌諱食物或某個特定禮儀。聖保祿卻給所有人提出一個急切的請求：

「你們要為光榮天主而彼此接納，猶如基督也接納了你們一樣。」(羅15:7)

保祿提出這句話之前，首先勸勉『強者』接納『弱者』，不要為意見而爭論；然後，邀請『弱者』接著『強者』，不
要判斷別人，因為他們也被天主所接納。

事實上，保祿深信，儘管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意見及習慣，但是大家都是為了愛天主而行事，所以沒有理由判斷與自己
想法不同的人，更不能以傲慢及高高在上的態度而令兄弟失足跌倒。相反，應為�人的益處着想，「彼此構建」，建
設團體的合一(參閱羅14:1-23)。

在這種情況下，要實踐基督生活的法則，就是保祿書信所提到的：「法律的滿全是愛德」(羅14:15)。羅馬的基督徒
因為不是「按照愛德行事」(14:15)，以致削弱了他們之間的手足之情。事實上，手足之情是每一個團體成員之間應
該懷有的精神。

保祿宗徒以耶穌作為彼此接納的模範。耶穌臨終時，沒有尋求自己的喜悅，反而背負了我們的軟弱(參閱羅15:1-3)。
�被高舉在十字架上時，吸引了�人，包括來自猶太的若望、羅馬的百夫長、瑪利亞瑪達肋和與�一同被釘的罪犯。

「你們要為光榮天主而彼此接納，猶如基督也接納了你們一樣。」

雖然所有人都是「天主所鍾愛的，並蒙召為聖徒」(羅1:7)，可是，我們基督徒的團體與羅馬的團體一樣，不會缺少
意見分�、看法不同、文化差異的情況。傳統派與革新派的抗衡，可用既簡單又清楚的方式來說，就是有人比較開放
，其他人則比較保守；有人較關心基督信仰的社會層面，有人比較注重靈修方面；有時更因政見或社會規範不同，而
導致大家的區別。目前，因著大量的移民，我們的宗教團體也有來自不同文化及地域的人士。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不同的基督教派之間，還有家庭、工作環境及政界中。

於是，團體就出現批評異己的趨勢，甚至感到高傲，以致互相對立及排斥。

保祿宗徒提出的模式並非是免除一切，要劃一化，卻是和而不同，在差異中彼此豐富。為此，難怪保祿在前兩章中，
談到基督妙身的合一及成員之間的多樣性。各人都蒙受不同的恩賜，各展所長互相充實，令團體生氣勃勃(參閱羅12:
3-13)。教宗方濟各也提出一個比�。這個模式不是球體，球體上的每一點與中心的距離相等，各點之間都沒有分別
。相反，這個模式是一個多面體，各個表面都不同，組成不相稱的部份，而各部份又保留其獨特性。教宗說：「即使
那曾因犯錯而受批評的人也能有所貢獻，不能忽視。如同宇宙的規律，在所有民族的合一中保存各自的特質，而人類
社會的整體要謀求大�的利益，這才是真正�人融合。」[1]

「你們要為光榮天主而彼此接納，猶如基督也接納了你們一樣。」

這句生活聖言是一個迫切的請求，鼓勵大家認出他人身上的優點，因為我判斷的這個人，基督也曾為他付出了性命。
這個請求又表示要聆聽，放棄防衛的習慣，願意抱開放的態度作出改變，以尊重及愛接納別人的差異，為能一起建立
一個多元及合一的團體。

德國路德宗的成員挑選了這句話作為2015全年的步履「明燈」，並努力實踐出來。讓我們起碼在這個月與其他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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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同享這句聖言，作為彼此接納的記號。

這樣，我們可以「一心一口」光榮天主(參閱羅15:6)，因為正如盧嘉勒在日內瓦改革宗的聖彼得大教堂所說的：「目
前的世代要求我們每一個人的愛、合一、共融及團結；要求教派之間修補世紀以來的裂縫，重建合一。這是從天而來
的要求，改革中的改革，也是全球所有人邁向普世手足之情的第一步。事實上，如果我們合而為一，世界將會相信。
」[2]

法比奧．�爾廸（Fabio Ciardi）神父撰

 

[1]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第236

[2]盧嘉勒《對話就是生活》(Il dialogo è vita)羅馬 2007年第43至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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