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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常年期第十九
周星期六

一些有助于我们在常年期第十
九周做祈祷的反思。

孩子是天主所喜悦的人灵”

对主耶稣的一种「骚扰」

一种使人自由的温柔

孩子是天主所喜悦的人灵”

圣史玛窦讲述有一次「有人给耶稣领
来一些小孩子，要祂给他们覆手祈



祷。」（玛19：13）我们不难想象当
时的情景：男的女的都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够得到主耶稣为他们祈祷和覆
手。 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
得到最好的，而最好的就是基督将他
们拥入怀中和祝福他们。 所以我们可
以想象，那些父母会对他们孩子的未
来感到更加安心，因为主耶稣祝福了
他们。

从此以后，许多为人父母者都重复了
这一情景，以至于现在「为婴孩施
洗，是教会自古以来的传统。」[1]
当人鼓励孩子们与耶稣相遇时，就会
有一个奇妙的发现，因为耶稣和孩子
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和谐（参阅
玛10：25;18：3）。 在福音中，我
们看到小孩子如何满怀信心地走近耶
稣，而祂坐在门徒中间抱起他们（参
阅谷9：36），又叫门徒永远不要轻
视他们（参阅玛18：10）或伤害他们
（参阅谷9：42）。



对圣施礼华来说，孩子「是天主所喜
悦的人灵」[2]。 小孩子从不试图欺
骗别人; 他们总是以真面目待人，没
有任何隐蔽的动机。 孩子不会害怕表
露自己是有求于人的; 一旦遇到最微
小的问题，他们就会满怀信赖地奔向
父母。 他们就这样归光荣于天主，并
且给成年人指示出，我们与天主之间
的关系远比我们有时想象的要简单得
多。 这就是为什么主业团的创办人圣
施礼华强调「必须有如儿童般地信，
如儿童般地爱，如儿童般地贬弃自
己...... 如儿童般地祈祷。”[3]

对主耶稣的一种「骚扰」

门徒们并没有像耶稣一样高兴地接待
那些祂祝福的孩子。 他们可能视孩子
为对主耶稣的一种骚扰，认为：「耶
稣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祂要帮助
那些能够理解祂讲道的人 ── 成年人
── 以及真正需要他的人 ── 病人。
为什么要浪费祂的时间，让祂和那些
不能理解祂的孩子在一起呢？」门徒



们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擅自责骂他们
和他们的父母（参阅玛19：13）。
然而基督的回应却是从此以后在教会
的生命中不断地回响着的一句说话：
「你们让小孩子来罢！ 不要阻止他们
到我跟前来，因为天国正是属于这样
的人。」（玛19：14）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都接受了主
耶稣的这个召唤。 首先是父母和祖父
母，他们一直都渴望将信仰传递给家
中的幼小，教他们热情地唸出耶稣和
圣母玛利亚的名字。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许多人也关心如何帮助儿童和年
轻人认识天主：教理班导师、教育工
作者、司铎、修士修女...... 他们都不
接纳与孩子在一起是浪费时间的说
法。 尽管这些小种子所结出的果实往
往需要许多年后他们才能看得见（或
者他们可能永远都看不见），他们却
仍然在自己的努力中找到一个深层的
喜乐，因为他们与这些孩子分享了自
己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信仰。



教育孩子是需要做出牺牲的。 任何一
个父母或老师都可以很好地描述这种
牺牲意味着什么：放弃个人的计划、
要有极大的耐心、忘记自己的疲惫......
所以我们可以感激自己的父母和老师
为我们都做了的。 当然，当我们还是
孩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
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很大程度上，这
是因为父母并不认为他们的牺牲是一
种放弃，而是对我们的爱的表达。
「因为那里有爱，那里便有心甘情愿
作出的牺牲祭献──尽管照样是艰苦难
受的; 十字架，是圣十字架。 懂得怎
样爱，并且如此自我献身的人灵，心
中会充满平安与喜乐。」[4]

一种使人自由的温柔

圣史玛窦在讲述主耶稣与孩子们相遇
的这一段的末端说：「耶稣给他们覆
了手，就从那里走了。」（玛19：
15）祂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并没有导
致过度的保护或试图管控他们。 祂把
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那些孩子，并且



让他们自由地使这份恩赐成长。 这就
是「上主的爱，是每天体现、审慎行
事、尊重人的爱; 这是自由和带来自
由的爱; 这是将人治愈和提升的
爱。」[5]

耶稣在这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优秀教
育工作者的榜样，就是带领人充分地
行使自己的自由来向前迈进。 我们可
以说，教育的反面就是引诱：不是带
领人走向一个在外面的好处，而是走
向自己，好能从别人身上为自己获取
一些东西。 主耶稣并不会向前来找祂
的人索取任何东西：「祂什么也不拿
走，却把一切都赐给你。」[6] 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孩子和其他脆弱的
人与祂在一起时会这么快乐，因为他
们感受到祂真挚的爱。 祂无偿地爱着
他们，不求任何回报。 在某种程度
上，我们也具有孩子般的脆弱，因此
我们也渴望能够获得一种爱，一种爱
现况中的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
给予人什么的爱。



只想占有的爱情注定是不会快乐的，
因为它不尊重真爱的基本原则：就是
渴望对方得益。 「然而，温柔是一种
爱的表现── 使人摆脱自私的占有欲
望。 温柔使我们战战兢兢地靠近别
人，怀着极深的尊重，恐怕会伤害他
人，或是剥夺他人的自由。 爱一个人
意味着静观和欣赏人的美和神圣，视
之超过自身的需要。 这使我们追求别
人的益处，即使对方不能属于我。」
[7] 圣母玛利亚和圣若瑟就是这种贞
洁而温柔的爱的两个例子。 孩子接近
耶稣，常常会是透过视耶稣为与自己
一样，躺在祂父母的怀抱中。 这样，
他们就可以给祂献上和圣母玛利亚、
圣若瑟献给祂的、一样的爱抚，如同
自己从父母怀中所得到的。 因此，第
一次与耶稣接触会给人带来自己童年
时的快乐气息，和在家里感受到的温
柔的爱，便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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