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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內在價�」的神學

來自9個國家13位神學家，包括巴西、加拿大、菲律賓、法國、德國、義大利、肯雅、敘利亞和美國，共同召開第二
屆國際研討會，詳細闡述「女性內在價�的神學」。研討會在宗座傳信大學（Urbaniana University）舉辦，以回應
教宗方濟各的反覆邀請。他曾多次強調需要一門「婦女的深奧神學」，好讓這一領域不至於缺乏女性的前瞻性。

去年的主題是「心」，今年的主題是「眼淚」。心和眼淚是純粹女性的特質�？眼淚是賜給所有人的一份禮物，男女
都一樣。耶穌自己也為親愛的朋友拉匝祿（Lazarus）的去世而流淚。 

演講帶出要正視「不幸和�望，並將憐憫，或更好地說，安慰的乳香，引入地獄」的女性化方式̶̶「遠非典型的傷
痛主義（dolorism）」其中一位講者安娜·瑪利亞·佩爾蒂埃（Anne-Marie Pelletier）如是說。 

�的話反映出1800 年代末期，畢業於法國索本大學（Sorbonne
University）的亞美尼亞籍（Armenian）婦女�貝爾·艾賽揚（Zabel Essayan）的經歷。1900年代初，�在土耳其
首都文學界非常出名。�以紅十字會成員的身份到西里西亞（Cilicia），受亞美尼亞首牧委派，調�暴行事件，並組
織援助無數孤兒。這些孤兒隨同幾位年老的倖存者流浪在阿達納（Adana）的廢墟之中。�以婆娑淚眼清楚「看到」
深不可測的悲痛和不幸，通過經歷恐怖一幕而發瘋的倖存者的眼睛，設法還原出那些暗殺者原本想要抹去的死亡故事
。「面對這如同汪洋般浩大的悲苦，我們能給予什麼�？」�貝爾問道：「在阿達納沒有安慰人的空間，只有憐憫。
在歷史中，在世界的生命中，也有無法安慰人的地方。」

在法國神學家的演講中，還有另一個人物適時地靠近我們，�就是伊迪·賀樂孫（Etty Hillesum）。�也希望能�陪
伴自己的人民渡過悲慘的旅程，不是出於渴望犧牲或利他主義，而是因為�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歷史，並從中接受挑戰
。伊迪感覺到無能為力，但卻繼續相信、生活……儘管有這一切，仍是美好的、美麗的……應當得到聆聽，而決不讓
自己被邪惡的證據所摧毀。在�隱約呈現出的關心他人的形象中，有一種由憐憫和團結的姿態伴隨著的利他主義，甚
至當�發現對方是天主亦如此：「如果天主不再幫助我，那就由我決定去幫助天主。�親自要求得到安慰。」

一位來自巴西文化的偉人瑪利亞·克拉拉·盧凱蒂·賓格瑪（Maria Clara Lucchetti
Bingemer）從智利（Chile）那異常美麗的阿塔卡馬沙漠（Atacama
Desert）走來，考古學家和天文學家都在那裡探索大自然的奧秘和歷史的軌跡。然而，這也是卡拉馬婦女（Mujeres
de Calama）尋找自己心愛之人的遺骨的地方。從1973年起，他們在這個國家遭到軍事獨裁統治長達16年間，被折
磨和殺害。這片沙漠̶̶因其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氣候條件̶̶保存了這些不屈不撓的婦女遺體，讓我們的感受到，
回到他們的歷史中。

還有阿根廷̶̶有3600萬失蹤者̶̶把婦女看作是主角。在動盪的無情的軍事獨裁統治下，�們發揮起重要作用。
1977年，當�們開始在阿根廷首都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前繞圈而行，為自己死去的孩子們哭泣時，�們被稱為Las
locas，意思是瘋的女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們逐漸被稱為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意思是五月廣場之母（mothers of May Plaza）。�們使用強而有力的象徵，如頭上佩戴白色方巾，以及發
起一場「和平主義者」但永無止境的鬥爭。其他婦女也加入�們靈性母親的行列。其中幾位修女們在反抗獨裁的鬥爭
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盧嘉勒在短短幾年內發起如此浩大而又普世性的工作，且產生非凡成果的秘訣是什麼？�怎麼能�在梵蒂岡大公會
議之前及在義大利教會中取得任何重大進展，並採用一種什麼方法抵制懷疑的基督徒生活？並吸引各種背景的人，平
信徒和修會會士，男男女女�？秘訣就在於盧嘉勒所指的被釘十字架及被捨棄的耶穌。」弗洛倫絲·吉萊（Florence
Gillet）以此作為有關「盧嘉勒思想與經驗中的被捨棄的耶穌」之演講的介紹。  

吉萊演講之後，來自敘利亞的莫維特·凱利（Mirvet Kelli）講述了一個感人的經驗。�和被捨棄的耶穌的合一中，找
到力量，去支持處於連綿戰爭中的伊拉克人。這個合一靈修的基本要點�對新穎，其強大的影響力真的在小組聚會中
湧現出來。

瑪莉亞·莉達·切里梅萊（Maria Rita Cerimele）撰
詳情請瀏覽"https://www.cittanuova.it/verso-teolo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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