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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 生活聖言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裏，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路10：33 ）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裏，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

（路10：33 ）

             馬丁（Martine）正在歐洲一個大都市的地鐵列車上，周圍所有乘客都專注於自己的手機上。表面上與外
界相互連接著，但實際上卻被困在孤獨之中。大家不禁問道：「難道我們再無法直視彼此的眼睛了�？ 」

這是個非常普遍的體驗，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中，雖然物質富足，人際關係卻日益貧乏。而福音卻總是帶著它極具創新
的建議，能�「更新一切」[1]。

在一段耶穌與一位法學士詳談中，法學士問耶穌他應當做什�才能�獲得永生？[2] 耶穌則藉著這段著名的「善心的
撒瑪黎雅人」的比�來做回應：有一位司祭和一位肋未人，都是當時社會中地位顯赫的人物，當他們看到路邊的一個
被強盜襲擊受傷的人時，卻無動於衷，漠然經過。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裏，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

             提問的法學士當然熟知要愛近人的神聖誡命 [3]
，耶穌卻向他推薦了一個被當時的猶太社會視爲宗教異端和敵人的撒瑪黎雅人作爲榜樣：當他看到在旅途中受傷的人
時，就受到内心深處的憐憫之情所驅使，停下自己的行程，走到傷者的身旁救助並照顧他。

耶穌知道每個人都會因罪惡而受到「傷害」，而這也正是�的使命：要以天主白白恩賜的憐憫和寛恕來療癒人心，由
此使他們能�相互親近和分享。

「……為了要學習天父那樣仁慈，像�一樣的完美，我們需要效法耶穌，因為�完全揭示了天父的愛。……愛具有�
對的價�，能令其他一切事物添上意義……，仁慈最能令這份愛表露無遺。這仁慈的愛讓我們總是以全新的目光來看
待每天在家庭、學校和工作中遇到的人，並忘卻他們的過失和缺點；它使我們不再判斷他人，而是原諒他人對自己所
犯過的錯，甚至忘記它們。」[4]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裏，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

             耶穌給出的決定性答覆是一個明確的邀請：「你去，也照樣做吧！」 [5] 這也是耶穌對每個接受�教誨的
人一再的叮囑：要成爲每個人的近人，主動去「撫慰」每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每個人的傷痛。

要活出福音親近關懷近人的精神，我們首先需要祈求耶穌治癒我們的偏見和冷漠，這一切蒙蔽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無
法看清自我之外的世界。然後我們從撒瑪黎雅人身上學習那種由衷而發的憐憫之情，促使他不惜捨己救人。讓我們效
法他隨時準備好第一個主動地向他人伸出援手，願意傾聽他人，體會他人的苦痛，擺脫對他人的評判或因擔心會「浪
費時間」而產生的焦慮。

這是韓國一位年輕女性的經歷：「我曾經試圖幫助一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且不太熟悉的少年，雖然我當時還不清楚
該做什麼、怎麼做，我還是鼓起勇氣試去嘗試，在提供幫助的過程中，我驚訝地體驗到自己內心的傷痛也得到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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癒』。」

這段生活聖言，是我們實現基督宗教人文主義的關鍵：讓我們認識到我們共同的人性，我們都是天主的肖像。這聖言
也教導我們勇敢地克服因人際上和文化上的「親、疏」而產生的隔�。從這個角度出發，能�將「我們」的眼界擴展
至「所有人」的視野，進而重新發現社會生活的根基。

 

 

 

本文由雷蒂思�瑪瑰（Letizia Magri）和生活聖言小組撰寫

 

[1]    參閲默21：5。

[2]    參閲路10：25-37。

[3]    申6：5；肋19：18。

[4]  盧嘉勒，〈2002年6月生活聖言〉，法比奧神父（Fr. Fabio
Ciardi）編，《盧嘉勒著作5：生活聖言》（【意】羅馬：新城出版社，2017），第659頁。

[5]    路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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