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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四旬期第四週
星期二

一些可以幫助我們在這個四旬
期做祈禱的反思。

2023年11月19日

耶穌要治癒我們

在我們的奮鬥中的美好願望和耐心

諒解他人



耶穌要治癒我們

當我們在福音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
的、耶穌對那些需要祂的人的關心
時，我們的希望會多麼增強啊！今
天，我們默觀一個無人關心的、躺在
貝特匝達池邊日漸衰弱的癱子的獲得
治癒。考古的挖掘工程證實，這個水
池有五個走廊，正如聖若望描述的一
樣：它由兩個獨立的水池組成，而在
它們之間建造了的是第五個走廊，是
在四側的四個走廊之外的一個。那裡
躺著許多病人，有「瞎眼的、瘸腿
的、痲痹的（若5:3）。」人們相信，
上主的天使按時下到水池中，攪動池
水，第一個下去的必會痊癒。

耶穌走近這群受著苦的群眾，祂的目
光落在這個癱子身上，他可能是他們
當中最無助、最被遺棄的一個。祂主
動提出要醫好他：「『你想被醫治
嗎？』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
了，沒有人把我放進池子裡，當我走
的時候，另一個人在我前面走下



去。』耶穌對祂說：『起來，拿起你
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了，祂
拿起褥子就走了（若5:6-9）。」

聖施禮華寫道：「你談到耶穌生活
中，使你最感動的情景，是祂與血肉
之軀的人接觸的光景……是祂給那些
靈肉備受痛苦的人，帶來平安與康癒
的光景……你接著說：你深受感召，
在看到祂治癒癩病者，恢復瞎子的視
力，在池邊治好那被人遺棄的癱瘓
者。在默禱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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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今天一如既
往，依然如故。」[1] 通過各件聖事，
基督比那次的相遇更加接近我們。而
且，就像福音中的癱子一樣，祂不斷
地主動提出要治癒我們。

在我們的奮鬥中的美好願望和耐心

那個癱子已經臥病三十八年了。他的
一生就是一場漫長的等待，直到耶穌
終於貼身地經過他身邊。我們可以學
習他的耐性，因為在這段漫長的時間



裡，「他堅持不懈，沒有放棄，希望
能夠擺脫自己疾病。」[2] 我們也被召
叫在我們的內修生活中保持平靜和堅
持。在我們基督徒的奮鬥和爭取各種
美德的努力中，我們需要一個樂觀的
耐心。在我們的奮鬥中的某些時候，
至少是在某一段時間中，我們看似沒
有取得進展；而在另一些時間，則需
要我們長期的、甚至一生的愉快的奮
鬥。癱子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帶病的
身軀漸漸老去，但最終遇到了耶穌。

有時，過度的不耐煩、內心的緊張、
帶有不健康的色彩來評估自己是否在
進步，可能會表現出某種完美主義的
傾向。而這種態度並不符合主耶穌要
求我們的、孝子般、信任、和謙卑的
奮鬥。當然，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良
好意願，並努力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奠放最後的一塊基石」。可是同樣
真實的是，我們不是經常都會成功
的，而我們不能讓自己因此而失去平
安。



聖施禮華說：「有時候，如果我們喜
樂地接受自知渺小的屈辱，主就會滿
足於我們的美好願望，有時甚至會滿
足我們對擁有願望的願望。這就是會
把我們引導到上達天堂高處的情況。
因為如果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正在進步
而且又做得很好……出現驕傲會是多
麼危險啊！有許多優秀的人認為自己
很低微和沒有什麼價值，無法做到自
己知道主天主所要求的。而他們都是
優秀、非凡的人。你們不要太擔心是
否在進步，是否在前進還是仍然保持
不變。重要的是意願變得更好，意願
去愛，然後要保持誠懇，大大敞開心
扉。如此，天主就會賜給你們亮
光。」[3]

諒解他人

對自己耐心，首先是來自仰望天主並
更加充分地依靠祂的助佑的；它也會
激勵我們「更明白他人，而靈魂像醇
酒，年份愈久，味道也就愈醇。」[4]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發現很難對自己



最親近的人有耐心的諒解，因為我們
很容易地會過於關注他們的幾個缺
點，而不會欣賞他們擁有的一切優
點。而在其他情況下，我們可能會很
難原諒、歡迎和真正地愛那些似乎遠
離天主的人，或者由於他們的成長過
程，以至用遠離信仰的觀念去看世界
的人。

在福音中，我們看到那個癱子被耶穌
治癒後，拿起擔架和開始走回家。可
是後來他遇到一些猶太人，可能是當
權者，他們指責他在安息日攜東西；
他們對耶穌在那個神聖的日子治病而
感到震驚。這是「一個在今天也多次
重複的故事。經常發生的是：一個男
人或女人因為在生命中犯了許多錯誤
而靈魂感到不舒服和悲傷，在某一刻
感覺到池水正在被攪動 —— 推動一
切的是聖神——或者聽到一些說話，
心裡想到：我要行走。他們就鼓起勇
氣走出去了！可是他們經常在基督徒
的團體中，發現大門緊閉……教會的
大門是永遠地敞開的！這裡是耶穌的



家，而主耶穌歡迎各人進來。祂不僅
歡迎各人，而且還走出去尋找人，就
像祂去找那個癱子一樣。如果人們受
了傷，耶穌會做什麼呢？祂會因為他
們受傷而責備他們嗎？不：祂找出他
們，又將他們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5]

聖施禮華鼓勵他的孩子們要以「打開
心靈和張開雙臂來歡迎所有人」的態
度去生活。因為「我們沒有判斷的使
命，反而是有責任以兄弟之情來對待
每一個人。」他繼續說，「沒有任何
一個人靈會被排除在我們的友誼之
外。任何人都不應該在接近主業團後
卻空手而歸：每個人都必須感到被
愛、被了解、被關愛。」[6] 我們可以
懇求聖母瑪利亞，慈悲之母，幫助我
們向周圍的人傳播天主的慈愛、諒解
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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