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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十二月 生活聖言 -

「就如主怎樣寛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寛恕人。」 (哥三:13)

聖誕節快到了，上主快要來到我們中間，而這段期間的禮儀也邀請我們去為�預備道路。
兩千年前，我們的救主進入了人類的歷史，現在�也要進入我們的生命中，但我們的道路卻是荊棘滿途，需要�平高
山、披荊斬棘。有甚麼障礙阻�我們走向耶穌�?
這些障礙就是一切不符合天主旨意的念頭，種種煎熬著我們的依戀；在不當的時機想發言或保持�默；希望得到別人
的肯定、被器重、被愛；當天主聖意與我們的意願有別時，我們仍然希望擁有東西、健康、生命等；甚或心懷惡念、
反抗、判斷、報復等情緒。
有時這些念頭會湧現心頭並沖昏頭腦。我們要果斷地打消這些意念及排除種種障礙，並再次投入天主的旨意內，好能
預備�的道路。

「就如主怎樣寛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寛恕人。」

保祿向他的基督徒團體講出這句話，他們體驗過得到天主的寛恕，因此他們也能�原諒得罪他們的人。保祿知道他們
尤其有能力超越人性的限度而去愛，甚至能為仇人犧牲性命。他們透過耶穌和福音生活而獲得更新，並找到力量去跨
越人性的推理或所受的委屈，以便能與�人建立合一。
事實上，愛在每一個人的心底迴響，每一個人都可以實踐這句聖言。
非洲一句充滿智慧的諺語這樣說:「要學習棕櫚樹的態度:人們向它投擲石頭，它卻以甘甜的棗子回敬人。」
天主要求我們不但要忍受委屈或冒犯，更要以善報惡，就像宗徒們提醒我們的:「總不要以惡報惡，以牙還牙；但要
祝福；」(伯前三: 9)「你不可為惡所勝，反應以善勝惡。」(羅十二: 21)

「就如主怎樣寛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寛恕人。」

我們要怎樣生活這句聖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大家都可能遇到親戚、同學、同事或朋友的無理取鬧、不公平的對待或傷害。也許我們沒有報仇
的念頭，但可能在心中懷恨、存有敵意、充滿苦澀的滋味或冷漠感，這些都會妨礙我們與別人建立真誠互通的關係。
該怎麼辦�?
讓我們在早上起來時抱著「大特赦」的情懷，以凡事包容的愛心，無條件地接納對方，包括他的短處及困難，猶如一
位母親對待犯錯的兒子的態度: �會常常替他找藉口、原諒他、對他總是滿懷希望……。
我們以新的眼光與每一個人接觸，就好像對方從來沒有過任何缺點一樣。
要時常重新開始。我們知道天主不單原諒我們，�甚至忘記我們的過犯，這也正是�要求我們對待別人的準則。
我們在戰爭國家中的一個朋友曾經親眼看見自己的父母、兄弟和朋友被殺害。他的悲痛導致他滿腔仇恨，希望那些殺
手得到對等的懲罰。
不過耶穌教導我們必須寛恕的話不斷在他腦海中盤旋，但他又覺得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自問:「我怎麼可能愛仇人
�?」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和祈禱後，他才找到一點平安。
但一年後，當他不但知道那些殺手是誰，而且還能在國內自由行動時，他再度陷入報復的心理，並假設如果遇到那些
「仇人」，他會怎樣對付他們。然而他懇求天主使自己息怒，並有能力再次寛恕。
他分享說:「透過那些與我一起努力實踐福音的弟兄的榜樣，我明白到天主要求我不要再生活在妄想中，但要留意去
愛目前每一位在我身邊的人，我的同事、朋友等。對弟兄付出具體的愛幫助我慢慢找到力量，徹底地寛恕殺害我家人
的兇手。現在我的內心已充滿了平安。」

盧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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