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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四旬期第五週
星期五

一些可以幫助我們在聖週五前
最後的一個星期五做祈禱的反
思。

默觀聖母瑪利亞的憂苦

謙卑讓我們敞開心扉去接受真理

辨認出耶穌的各個徵兆

默觀聖母瑪利亞的憂苦



按傳統，教會在聖週五前的星期五紀
念聖母瑪利亞一生中的各種憂苦。當
聖嬰耶穌被獻於聖殿時，年紀老的西
黙盎對她說了這樣的話：「至於你，
要有一把利劍剌透你的心靈 ── 為叫
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路
2:35）。」福音記載了聖母一生中幾
件令她憂苦的事蹟：西黙盎的預言、
為了拯救聖嬰的生命而逃往埃及、因
耶穌獨自一人留在耶路撒冷三天而帶
來的焦慮。然而最嚴重的莫過於耶穌
的聖死：在祂的苦路途中與祂相遇、
祂的被釘、祂被人從十字架上卸下
來、以及祂被埋葬。

默觀聖母瑪利亞在這些時刻的每一個
憂苦都會提醒我們，苦難是生命中一
個不可分割的同伴。即使是天主之
母，這位出自天主之手的、最完美的
受造物，也未能倖免於這個現實。聖
母瑪利亞自己就是第一個意識到西黙
盎的預言是真的：「這孩子已被立
定……成為反對的記號（路
2:34）。」日後，耶穌自己會告訴祂



的門徒，祂來不是為了把平安帶到世
上，而是帶刀劍（參閱瑪10:34）。
因此，把基督迎接到自己生命中，
「意味著祂會揭開我的問題、我的偶
像、和我的誘惑。」[1] 祂給我們揭開
我們因自己的罪過而造成的所有憂
傷。

聖母瑪利亞教導我們怎樣做隱藏不露
和默默無聲的犧牲。在身懸十字聖架
上的耶穌跟前，她以靜靜的站立於其
下，默默接受著天主的聖意，來給祂
送上最偉大的安慰：「她可以做甚
麼？她全然和聖子救贖的愛結合，向
天主奉獻她無限的哀傷，像利刃刺穿
她純潔的心。」[2] 在這個世界上，我
們永遠都不會為邪惡和痛苦找到一個
完全的解釋。可是在道成肉身、承擔
了人類所有痛苦的基督身上，我們開
始領會其中的意義、人類痛苦的伴隨
者、和慰藉。

謙卑讓我們敞開心扉去接受真理



還有幾天就是聖週五。我們在今天彌
撒聖祭的福音中默觀有些猶太人如何
開始更加嚴苛地對待主耶穌。許多人
試圖用石頭砸死祂，因為祂身為人，
卻自稱為天主。可是耶穌渴望他們能
夠開懷接納祂是三位一體天主第二位
的奧蹟，因此祂把質問祂的人的注意
力聚焦於祂行了的各種無可否認的奇
蹟上：「我賴我父給你們顯示了許多
善事，為了那一件，你們要砸死我
呢？（若10:32）」這些以色列的智
者們自知無可否認地被置身於一個十
字路口中，面對著一個重要的抉擇。
可是他們不但沒有驚訝地敞開心扉去
接受基督的奧秘，而且更決定用石頭
砸死祂。要麼是因為他們無法理解眼
前的一切，要麼是因為他們對真理沒
有真誠的興趣。

「只有謙卑才能讓我們敞開心扉去接
受真理、真正的快樂、和真正有用的
知識。沒有謙卑，我們就會被『孤
立』；我們孤立於無法理解天主，也
無法理解自己。」[3] 就像一個孩子並



不常常理解爸爸的行為方式一樣，天
主的行為對我們來說也是常常顯得神
妙莫測。承認天主的偉大也意味著認
知到我們自己的渺小，知道祂超越我
們人類的所有計算。天主聖神總是想
在我們的生命中做奇事，可是我們也
必須好好準備去謙卑地聆聽祂那常新
的感召。

在聖母讚主曲中，聖母瑪利亞頌讚天
主的大能：「祂從高座上推下權勢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路
1:52）。」天主留意到聖母瑪利亞的
卑微，所以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她有
福。「謙遜即誠實、不找藉口地看清
楚自己的模樣，當知道自己不值甚
麼，我們便可開放給主的偉大；那也
就是我們偉大之處。」[4]

辨認出耶穌的各個徵兆

隨著祂的苦難和聖死迫在眉睫，耶穌
越來越公然地談到自己的天主聖子的
身份：「假使我不作我父的工作，你
們就不必信我；但若是我作了，你們



縱然不肯信我，至少要信這些工作，
如此你們必定認出父在我內，我在父
內（若10:37-38）。」

福音所記載的各項奇蹟充份地給我們
指出關於納匝肋人耶穌的真實身分。
聖史若望常常稱這些奇蹟為「徵
兆」，因為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不是
為了要結束世界上的病苦，而是彰顯
基督的天主性位格以及祂就是默西
亞。所記載的、耶穌行過的三十五個
奇蹟邀請我們去更加深入地了解祂的
位格的奧妙。其中有些是祂展現出祂
對大自然的大能，例如當祂增餅增魚
時，又或當祂邀請伯多祿在水面上行
走時。就這樣，耶穌彰顯了造物者天
主在創世的記述中「在水面上運行
（創1:2）」的神。另一方面，與死人
復活有關的幾件奇蹟則顯示出祂對生
命的掌控。

還有幾天，在逾越節三日慶典中，耶
穌將會以無人能夠做到的方式交出自
己的生命，因為只有祂才有掌控自己



生命的大能。「父愛我，因為我捨掉
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誰也不能
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
它；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再取回
它來：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
（若10:17-18）。」今天的耶穌，與
兩千年前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行走的耶
穌是同一的耶穌。祂繼續以各種姿態
進入我們的生命中，這些姿態顯示出
天主與我們有多麼接近。我們請求聖
母瑪利亞，憑著我們的謙卑，能夠辨
認出她聖子的各個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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