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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四旬
期做祈祷的反思。

耶稣要治愈我们

在我们的奋斗中的美好愿望和耐心

谅解他人

耶稣要治愈我们

当我们在福音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
的、耶稣对那些需要祂的人的关心



时，我们的希望会多么增强啊！今
天，我们默观一个无人关心的、躺在
贝特匝达池边日渐衰弱的瘫子的获得
治愈。 考古的挖掘工程证实，这个水
池有五个走廊，正如圣若望描述的一
样：它由两个独立的水池组成，而在
它们之间建造了的是第五个走廊，是
在四侧的四个走廊之外的一个。 那里
躺着许多病人，有「瞎眼的、瘸腿
的、痲痹的（若5：3）。 」人们相
信，上主的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
动池水，第一个下去的必会痊愈。

耶稣走近这群受着苦的群众，祂的目
光落在这个瘫子身上，他可能是他们
当中最无助、最被遗弃的一个。 祂主
动提出要医好他：「『你想被医治
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
了，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当我走
的时候，另一个人在我前面走下去。
』耶稣对祂说：『起来，拿起你的褥
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了，祂拿起
褥子就走了（若5：6-9）。 」



圣施礼华写道：「你谈到耶稣生活
中，使你最感动的情景，是祂与血肉
之躯的人接触的光景...... 是祂给那些
灵肉备受痛苦的人，带来平安与康愈
的光景...... 你接着说：你深受感召，
在看到祂治愈癞病者，恢复瞎子的视
力，在池边治好那被人遗弃的瘫痪
者。 在默祷中，你瞻仰祂的音容笑
貌，栩栩如生，如此深通人情，如此
平易近人！是啊...... 耶稣今天一如既
往，依然如故。 」[1] 通过各件圣
事，基督比那次的相遇更加接近我
们。 而且，就像福音中的瘫子一样，
祂不断地主动提出要治愈我们。

在我们的奋斗中的美好愿望和耐心

那个瘫子已经卧病三十八年了。 他的
一生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直到耶稣
终于贴身地经过他身边。 我们可以学
习他的耐性，因为在这段漫长的时间
里，「他坚持不懈，没有放弃，希望
能够摆脱自己疾病。 」[2] 我们也被
召叫在我们的内修生活中保持平静和



坚持。 在我们基督徒的奋斗和争取各
种美德的努力中，我们需要一个乐观
的耐心。 在我们的奋斗中的某些时
候，至少是在某一段时间中，我们看
似没有取得进展;而在另一些时间，则
需要我们长期的、甚至一生的愉快的
奋斗。 瘫子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带
病的身躯渐渐老去，但最终遇到了耶
稣。

有时，过度的不耐烦、内心的紧张、
带有不健康的色彩来评估自己是否在
进步，可能会表现出某种完美主义的
倾向。 而这种态度并不符合主耶稣要
求我们的、孝子般、信任、和谦卑的
奋斗。 当然，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良
好意愿，并努力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奠放最后的一块基石」。 可是同样
真实的是，我们不是经常都会成功
的，而我们不能让自己因此而失去平
安。

圣施礼华说：「有时候，如果我们喜
乐地接受自知渺小的屈辱，主就会满



足于我们的美好愿望，有时甚至会满
足我们对拥有愿望的愿望。 这就是会
把我们引导到上达天堂高处的情况。
因为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进步
而且又做得很好...... 出现骄傲会是多
么危险啊！有许多优秀的人认为自己
很低微和没有什么价值，无法做到自
己知道主天主所要求的。 而他们都是
优秀、非凡的人。 你们不要太担心是
否在进步，是否在前进还是仍然保持
不变。 重要的是意愿变得更好，意愿
去爱，然后要保持诚恳，大大敞开心
扉。 如此，天主就会赐给你们亮光。
」[3]

谅解他人

对自己耐心，首先是来自仰望天主并
更加充分地依靠祂的助佑的;它也会激
励我们「更明白他人，而灵魂像醇
酒，年份愈久，味道也就愈醇。 」
[4]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很难对
自己最亲近的人有耐心的谅解，因为
我们很容易地会过于关注他们的几个



缺点，而不会欣赏他们拥有的一切优
点。 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很
难原谅、欢迎和真正地爱那些似乎远
离天主的人，或者由于他们的成长过
程，以至用远离信仰的观念去看世界
的人。

在福音中，我们看到那个瘫子被耶稣
治愈后，拿起担架和开始走回家。 可
是后来他遇到一些犹太人，可能是当
权者，他们指责他在安息日携东西;他
们对耶稣在那个神圣的日子治病而感
到震惊。 这是一个在今天也多次重复
的故事。 经常发生的是：一个男人或
女人因为在生命中犯了许多错误而灵
魂感到不舒服和悲伤，在某一刻感觉
到池水正在被搅动 —— 推动一切的
是圣神——或者听到一些说话，心里
想到：我要行走。 他们就鼓起勇气走
出去了！可是他们经常在基督徒的团
体中，发现大门紧闭...... 教会的大门
是永远地敞开的！这里是耶稣的家，
而主耶稣欢迎各人进来。 祂不仅欢迎
各人，而且还走出去寻找人，就像祂



去找那个瘫子一样。 如果人们受了
伤，耶稣会做什么呢？祂会因为他们
受伤而责备他们吗？不：祂找出他
们，又将他们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
[5]

圣施礼华鼓励他的孩子们要以「打开
心灵和张开双臂来欢迎所有人」的态
度去生活。 因为我们没有判断的使
命，反而是有责任以兄弟之情来对待
每一个人。 」他继续说，「没有任何
一个人灵会被排除在我们的友谊之
外。 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接近主业团后
却空手而归：每个人都必须感到被
爱、被了解、被关爱。 」[6] 我们可
以恳求圣母玛利亚，慈悲之母，帮助
我们向周围的人传播天主的慈爱、谅
解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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