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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靈修與天主的慈悲 

譚錦榮  

 

在教宗方濟各頒佈的慈悲禧年詔書中，他指出了形神哀矜的

重要：「在這聖年中，教會奉召要去治療那些在社會邊緣人士的

創傷，以慰藉之油紓緩，以慈悲包紮，以精誠團結和不懈的關懷

醫治……我熱切渴望，基督子民能在這禧年，思索慈悲的神形哀

矜善工」（《慈悲面容詔書》15）。因此，當我們想起這些有需

要的近人時，不難想起主耶穌的說話：「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

們的父那樣慈悲」（路 6：36）。這並非只是思想及感受，而需

要在具體的行動中彰顯出來：「你有信德，我卻有行為；把你沒

有行為的信德指給我看，我便會藉我的行為，叫你看我的信德」

（雅 2：18）。《雅各伯書》亦清楚指出：「假設有弟兄或姐妹

赤身露體，且缺少日用糧，即使你們中有人給他們說：『你們平

安去罷！穿得暖暖的，吃得飽飽的！』卻不給他們身體所必需

的，有甚麼益處呢？」（雅 2：16）因此，信德具體地彰顯在慈

悲之中。若缺乏了慈悲，人將不可避免地面對天主的審判！其

實，主耶穌所愛的門徒若望也曾描述了相關的態度：「誰若有今

世的財物，看見自己的弟兄有急難，卻對他關閉自己憐憫的心

腸，天主的愛怎能存在他內？孩子們，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

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用行動和事實」（若一 3：17 - 18）。天主

並不會容許人如此心硬而不受審判：「因為對不行憐憫的人，審

判時也沒有憐憫；憐憫必得勝審判」（雅 2：13）。 

其實，主耶穌對於人有否實踐慈悲及憐憫的結果，在他所講

的比喻中，已完全顯示出來：「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

做的，便是沒有給我做。這些人要進入永罰，而那些義人卻要進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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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永生」（瑪 25：45 - 46）。因此，人能否進入永生或受罰，就

在於他有沒有行慈悲的善工。在比喻中，主耶穌特別提及六項善

工：「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

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

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裏，你們來探望了我」（瑪 25：35 

-36）。教理的形哀矜便是以此作為基礎：饑者食之、渴者飲之、

裸者衣之、收留旅人、照顧病人、探望囚者；最後加上：埋葬死

者。主耶穌最後總結：「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

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為何要行「慈悲善工」？ 

福音中指出：行慈悲的人能與主耶穌相遇！誠然，當人行

「慈悲善工」時，他們所看見的只是那些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但

是，主耶穌卻親口告訴他們所行的是為祂而作：「主啊！我甚麼

時候見了你饑餓而供養了你，或口渴而給了你喝的？我們甚麼時

候見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的？我們甚

麼時候見你患病，或在監裏而來探望過你？」（瑪 25：37-39）雖

然，近代一些哲學家會挑戰教會：是否一個人為一些宗教的誘因

而行善事，便是滿全天主的旨意？我是否為幫助自己得到天主的

恩寵而施憐憫、行慈悲？但是，主耶穌在這個比喻中已給予我們

一個直接而清晰的答案：那些行公義而得救的人是簡單而即時地

幫助有需要的人，而沒有考慮他們會否得到利益。他們並非為得

到現世的利益或來世的賞報，而只是沒有對近人的需要而閉上眼

睛。這正是天父所渴望：藉此，我們便能服務主耶穌基督。祂並

不願意我們藉著為近人、有需要服務的兄弟姊妹而成聖；相反

地，祂渴望我們藉著這份忘我、沒有自我意識的禮物，分享給近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貧窮靈修與天主的慈悲  

| 73 | 

人而獲得天主的慈悲憐憫。因此，當我們施行「慈悲善工」時，

便要著意我們是否忘我地只為近人的原故而分享、或我們是藉此

尋求賞報、認同、或追求那份「自我滿足」的感覺？ 

疏忽與省略的罪 

在耶穌的比喻中，那些在左邊的並沒有做了任何邪惡的事；

他們並沒有謀殺、沒有犯姦淫或偷盗！現在考慮的是他們所省略

的，正如在彌撒的懺悔經中所言：「我向全能的天主告罪……那

些我犯了的罪、及那些我應做而沒有做的罪」（由於中文禮書的

翻譯並不清楚，可參考英文禮書）。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的情

況下，並沒有意識到這份「省略」；因此，我們對「省略之罪」

亦沒有充份的認知及故意的認同。因此，我們犯上這些罪大多是

因為我們的疏忽及自我中心，而使我們看不到近人的需要。正如

在「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中，富翁只知自我享樂而沒有體會到

那在門口討飯的拉匝祿：「有一個富家人，身穿紫紅袍及細麻

衣，天天奢華地宴樂。另有一個乞丐，名叫拉匝祿，滿身瘡痍，

躺臥在他的大門前。他指望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饑，但只有

狗來舔他的瘡痍」（路 16：19 - 21）。正是由於這份疏忽，使他

們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鴻溝：「除此之外，在我們和你們之

間，隔着一個巨大的深淵，致使人即使願意，從這邊到你們那邊

去也不能，從那邊到我們這邊也不能！」（路 16：26）比喻中的

富翁除了專注於自我享樂外，便是他的心硬使他遠離了天主。那

麼，讓我們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會否在注視自身的需要時，對

近人的需要而心硬？我們會否願意向近人伸出援助的手？我們沒

有履行「慈悲善工」是因為我們的心硬，使我們遠離了天主；雖

然，我或許仍保持一貫的虔誠：參與禮儀生活、祈禱、讀經；但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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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只是外在的修飾，內在與天主的契合仍是空洞的！那麼，我

們如何能填補這個與天主相隔的深淵？在比喻中，主耶穌給了我

們一個具體的答案，就是在近人身上體會到是主耶穌：「因為我

餓了……我渴了……我作客……我赤身露體……我患病……我在

監裏……」（瑪 25：35 - 37）；如此，「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

罷！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罷！」（瑪 25：34） 

天主是愛 

教會的奧秘傳統指出：這是「滿溢美善」的自我傾流：「天

主是愛」（若一 4：16）。這份愛的動力並非為自我增長或自我

實現，而是藉著愛向受造世界揭示祂自己，在這愛的交流中與一

切受造物作自我的通傳。因此，宇宙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成；

反之，它是創造主出於自由，及愛情付出的表達。這份付出是無

條件、無保留、且永不挽回的；我們也是依照祂的肖像而被造：

「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創 1：26）。同

時，天主也給與我們自由意志，使我們能自由地回應祂的旨意，

也就是活出天主的慷慨並相似祂的美善。 

然而，當人類未能完全回應天主的愛，且在生活上表現了種

種缺陷及欠缺時，天主圓滿的愛透過降生的主耶穌基督完全地傾

流出來。因此，天主的貧窮就是主耶穌的圓滿；主耶穌的貧窮就

是天主的圓滿。天主是位格化的，亦是關係性的，是以「他我」

為中心的。天父──圓滿愛的泉源──不斷地趨向聖子以分享祂

的愛，而聖子亦轉向天父回應祂的愛。天父與聖子之間的愛是如

此的圓滿，致使這份愛的關係表達在聖神的位格中。因此，

「愛」本身，除了要求一位「被愛」外，還需要一份「互愛」的

關係，這就是愛的圓滿，也標誌著「自我的給予」。天主的貧窮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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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份「自我空虛的愛」，是一份永恆的衍生。這份「自我空

虛的愛」要求「開放」及「空虛」，因而「天主聖三」的內在生

命並非一種「自我滿足」及「靜態」的位格式團體，而是一種

「相互關係化」及「動態」的互愛團體，在這內在生命中，我們

可以體會到：施予、接受及分享。因此，人類在這愛的關係中被

造，亦透過聖言的降生，使人類能從現世生命中，建立一份「人

神」關係。 

從天主的貧窮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作為人類一份子的貧窮。

在教會靈修傳統中，聖佳蘭對此有很深刻的體會。聖佳蘭的渴望

貧窮並非歌頌人性的匱乏及缺失，而是強調人性對上主的渴望。

在一個以物質富裕及消費主義掛帥的社會文化中，實在很難令人

接受貧窮是達到豐盛生命的鑰匙。因為聖佳蘭及方濟靈修所言

的，是相反資本主義及自我滿足的精神；相反，這靈修所強調的

是對他人的依賴。因此，貧窮並不太強調「需要／缺乏」，而是

關心「關係」。貧窮精神邀請我們在今世中，從弱小者、依賴、

軟弱者中生活，讓別人進入自己的生命中，也讓自己進入他人的

生命中。 

聖佳蘭認為「貧窮」是默觀的基礎，透過她對被釘熾愛者的

凝視，她體會到我們的生命已經連結在被釘的主耶穌身上。祂在

十字架上的無助、痛苦、交付，使我們明白到從祂身上見到我們

自己！「凝視」並不只是指以肉眼來看，而是以心靈的眼目去看

透事物；也就是說，一位靈性生活貧窮的人，能內在自由地默觀

天主的臨在。 

為聖佳蘭而言，「凝視被釘的耶穌」使她得到進入一個生命

的新「視野」。我們的貧窮是一種被遺忘的貧窮，因為我們被

「以自我為中心」的罪所影響，因此之故，「皈依」就成了一個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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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貧窮的過程，惟有生活貧窮，我們才可以活出真實的人性。

人類被造時是貧窮的，因為所有受造物必須及完全地依賴創造

主，人類在天主的創造中，成為了天主自我給予的圓滿，但人類

並不是孤單的，他在整個創造中與其他受造物一同讚美天主。當

人類認同及接受自己的貧窮時，他便認識天主。但當人拒絕接受

自己是貧窮時，他們便渴望擁有多於接受。這就是「罪惡」的根

源。實質上，貧窮彰顯在歷史中的耶穌，特別是那被釘在十字架

上赤裸的形象，正邀請我們絕對的信靠天主。 

天主聆聽人民的聲音 

天主從荊棘叢中對梅瑟說：「我看見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

痛苦，聽見他們因工頭的壓迫而發出的哀號；我已注意到他們的

痛苦」（出 3：7）；因此，祂願意拯救祂的人民：「所以我要下

去拯救百姓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離開那地方，到一個美麗寬

闊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出 3：8）。天主體會到人類的苦

難、明白人的悲傷；同時，祂願意帶領他們出離為奴的地方，使

他們得到自由，享受福樂。這是所有「慈悲善工」的原型！因

此，我們的生活要相似天主並非原因，而是效果。因為，天主派

遣聖子降生人間是讓祂進入人類的歷史中，親嚐苦難，且承擔一

切，將一切背負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承受了我們的一切罪過，為

使人類能得到皈依轉化後的幸福。因此，當我們無私地履行「慈

悲善工」時，我們便親密地與主耶穌接觸。正因為主耶穌將自己

與一切人類的痛苦等同，我們便能在一切人類苦難中發現祂；祂

正在人類的痛苦深淵中等候著我們，為能解救我們。這就是我們

無私、忘我的「慈悲善工」使我們相似祂，並與主耶穌更親近！

主耶穌曾說：「誰獲得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誰為我的緣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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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 10：39）。故此，

當我們實行「慈悲善工」時，我們便間接地優化了自己的生命！

同時，當我們與天主的「自我空虛的愛」越親近時，我們便越能

進入救世主的美善及慈悲之內。這也是凝視被釘的熾愛者耶穌所

能達到的境界。 

慈悲善工：「送暖行動」及「愛心飯局」 

在過去的三年，我在堂區（聖母玫瑰堂）籌辦了兩項「慈悲

善工」：「送暖行動」及「愛心飯局」。這些服務的背後思念是

有鑑於堅尼地城社區因運輸系統的改善而有很大的改變。這些改

變一方面帶來區內的繁榮，但另一方面卻造成很多基層家庭及貧

窮戶更困難的生活條件。此外，很多家庭由於要應付昂貴的租

金，致使不少青少年及兒童均得不到合理的照顧。故此，我們希

望透過這些服務使他們得到尊重；給與他們一些食糧，為取得足

夠的營養；且在探訪中帶給他們愛心與關懷，使他們的生活能享

受溫暖及平安。因此之故，這些服務所提供的不僅是物質的支

援，更重要的是在建立關係後，彼此的互信及互愛。 

「送暖行動」是每月一次的服務，藉著這服務，我們除了送

上暖湯、糧食包等物質支援外，我們更重視他們的慰問及分享；

同時，我們也強調一個更重要的原素，就是將主耶穌帶給他們，

並在他們身上認出主耶穌。故此，每次探訪都要一次派遣，為將

主愛的訊息分享給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因此，我們在被派遣之

前，均會用以下一段禱文祈禱：「艱苦的奮鬥和辛勤的努力，不

應使我們心灰意冷，因為有偉大的賞報等著我們。願我們的雙目

要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祂為擺在面前的福樂

輕視了凌辱，忍受了苦架。我們要堅持所明認的望德，毫不動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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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並以聖愛之情，跑向擺在我們面前的戰場；我們要以堅忍跑

向前去，堅忍是我們極端需要的，為使我們承行天主的旨意，並

獲得所許諾的賞報。因為天主能以其聖寵，將我們承擔的，超過

我們的力量的工作，順利完成，因為祂忠實於自己的諾言。」

（改編自「方濟與貧窮夫人的愛情故事」） 

「愛心飯局」是每兩星期一次的服務，每次向八十位基層家

庭及貧窮戶提供豐富的晚餐。這服務是與明愛社區服務中心合辦

的。明愛提供我們有關的資料，且負責聯絡有關人士，好使他們

能按時段參加飯局。這些參與的兄弟姊妹雖然是來自基層；但

是，他們亦非常重視每一次的機會；因此，他們衣着光鮮、態度

真誠，且懷著感恩參與這項服務。雖然，開始時也有義工問我：

他們真的是窮人嗎？他們的衣着比我們還光鮮！我告訴他們：不

要懷疑，他們只是怕歧視而穿上最好的衣着；我們只需懷著愛心

將主耶穌帶給他們便是最好的服務！事實上，很多窮人及社會邊

緣的兄弟姊妹都會被排斥、被誤解；故此，因著主耶穌的愛，我

們要將他們連結起來，給與他們所應有的尊嚴和權利。 

誠然，這些「慈悲善工」並不能解決他們日後的溫飽；但

是，最珍貴的是重申他們生活的尊嚴，讓他們感受到人間有愛。

他們每一位都是我們生命中的貴賓，因為我們在他們身上經驗到

主耶穌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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