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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治癒生命的殘缺 

耿占河  

 

教宗方濟各於 2015年 4月 11日（救主慈悲主日前夕）在羅

馬聖伯多祿大殿頒布慈悲特殊禧年詔書《慈悲面容》

（misericordia vultus），宣佈慈悲禧年將於 2015 年 12 月 8 日開

幕，並於 2016年 11月 20日的基督君王節閉幕。教宗號召我們在

慈悲禧年用心注視天主對人類的慈悲，接納天主的慈悲，並同樣

以慈悲對待周圍的人地事物，成為天主慈悲的見證與標記。教宗

在《慈悲面容》詔書中解釋說，之所以選擇 12月 8日聖母無染原

罪節開始慈悲禧年，是希望基督徒重溫人類犯罪後天主不願人類

繼續沉淪，而是以慈悲面對人類，因此揀選聖潔無瑕的瑪利亞作

為救主的母親，開始其救世大業。「面對罪之深重，天主以滿溢

的慈悲為報。慈悲常大於罪；天主總願意寬恕。」

1
 教宗選擇在基

督君王節「結束」慈悲禧年，並不是說天主的慈悲在這一天結束

了，也不是說基督徒將在這一天結束其慈悲態度及行為，而是將

世界與人類奉獻給天主，將之交託给天主的慈悲。何謂「慈

悲」？教宗方濟各為何在此時發佈慈悲特殊禧年？「慈悲」的神

學根據是什麼？基督徒如何能夠成為一個「慈悲」的人？在本文

中將嘗試回答以上諸多問題。 

何謂「慈悲」？ 

教宗方濟各的慈悲禧年詔書拉丁文名為《misericordia 

vultus》，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曾頒布《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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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s in Misericordia），二者用同一個詞「Misericordia」來描

述天主的最基本特徵，然而不同的中文翻譯者採用了不同的中文

譯詞：慈悲與仁慈。不同的中文翻譯意味著不同的解讀。嚴格說

來，中文中的「仁慈」與「慈悲」有其相同點，但也有不同點。

「仁慈」為複合詞，由兩個字組成：「仁」（一種道德範疇，指

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助等）與「慈」（一種和善的態度），因

此「仁慈」強調一種和善的態度以及由之而來的關愛行動，與之

對應的英文詞彙為 charity、benevolence、kindness 等。而「慈

悲」則來自於佛教用語，同樣由兩部分組成：「慈」（仁愛與和

善的態度）和「悲」（哀痛、憐憫）。眾多佛教經典解釋了

「慈」（梵語：maitrya）與「悲」（梵語：karuna）的意義：慈

為「愛眾生，並給予眾生快樂與幸福」，而「悲」則指「對眾生

之苦感同身受，憐憫眾生，並拯救其脫離苦難」。例如《大智度

論•釋初品中•大慈大悲義》說：「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

一切眾生苦」。《富於仁慈的天主》和《慈悲面容》中採用了

「misericorida」來形容天主的基本特質。這個詞從 misericors 而

來，miser 意為「不幸、可憐、苦惱、悲痛」，cors 乃指「心」，

因此「misericordia」的字面意義指向「惻隱之心、慈悲之情」。

學風嚴謹的德國神學界深諳「Misericordia」的意義，用 

「 Barmherzigkeit」來翻譯「 misericoridia」，「 Herz」乃指

「心」，「barm」則從「ab-armen」發展而來，意為「從痛苦而

誕生出來」。因此，從字義上來講，用「慈悲」來翻譯

「misericordia」更加合適，是指人由於對眾生的認同而對眾生的

悲苦感同身受，因此心生惻隱及憐憫之心，欲盡己之力以解除眾

生之苦難。眾生的悲苦正是來自於其存在與生命的殘缺，因眾生

存在與生命之殘缺而心生不忍之心，欲消除該苦難，這種心理包

含著一種對於存在與生命的基本態度：希望存在與生命是成全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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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忍其處於殘缺之中，欲其從殘缺走向完美，正如佛教作品

《究竟慈悲論》所言：「慈悲之要，全生為重」。因此，慈悲的

基本出發點是對存在與生命的「善意」，欲其走向「善」，成為

「善」。在此意義上，「悲」的根基是積極的「仁慈」或

「愛」，是積極地促進存在與生命走向成全。 

對存在與生命的善意可表現在三個不同等級的層面上：第

一，從虛無走向存在，因為虛無是存在的闕如，所以對於存在與

生命的善意首先表現在對於存在與生命從無到有的創造；第二，

消除存在與生命的殘缺，使之走向成全；第三，幫助有限性存在

從成全走向成全，因為任何一個有限性存有與生命從其本質來說

都只是有限性的成全，也都趨向更高級的成全，且自我超越之進

程從理論上講是無限的，以更高級存在來看，任何低等的存在都

是不成全，都是存在與生命的殘缺，因此幫助每個存在與生命自

我超越，走向更高程度的存在，走向無限的成全，也屬於「慈

悲」的對象。 

當今世界需要慈悲 

教宗方濟各之所以設立慈悲禧年，並非是突發奇想，而是延

續了教會在梵二以來的固有精神。他在《慈悲面容》中說，教會

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特別感受到聖神的召喚，要在新的時代中

以新的方式來宣講天主，面對眾生，教會不再是揮舞懲罰的大

棒，而是以慈悲、良善、尊重、愛善待每個人，「大公會議要向

今日世界公佈的，是鼓勵的藥方，而不是使人氣餒的診斷；是信

任的訊息，而不是使人害怕的預告……。我們必須強調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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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如此豐富的教導，應指向一個方向：無論任何境況，在各

種脆弱和需要中，都要為人類謀福祉」

2
。 

「慈悲」之所以成為天主教會梵二大公會議以來特別強調的

主題，與人類社會在近現代歷史時期的發展有關。教宗方濟各在

《慈悲面容》中援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富於仁慈的天主》通

諭中關於「慈悲」的談話，來說明在今天再次提出「慈悲」作為

教會之標記的動機。

3
 為了能夠更深入地了解教宗方濟各發佈「慈

悲禧年」的意義，讓我們回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富於仁慈

的天主》中對於近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及結果所進行的分析。若

望保祿二世寫說：「現代人的心態遠較過去人的心態似乎更加與

『仁慈的天父』相對立。事實上，現代人傾向於連『仁慈』這個

概念都要從生活中和人的心中剔除出去。『仁慈』這兩個字似乎

在人心中會引起不安。因為由於科技方面的巨大發展，人業已史

無前例地變成大地的主人，制服了大地，治理了大地。這種治理

大地有時被人加以單方面地膚淺地解釋，似乎沒有留給『仁慈』

以任何餘地。不過關於這一點，假如我們先看一下在《論教會在

現代世界的牧職憲章》的開端所描寫的人在現代世界中的情況，

也許會有好處。《牧職憲章》這樣說：『於是，現代世界好似大

有作為，又好似柔弱無能；能夠行至大的善，亦能夠做最大的

惡。在現代人類面前，擺著走向自由或奴役的途徑，進步或墮落

的途徑，友愛或仇恨的途徑。此外，人類亦意識到自己所有的智

能，可能貽害於人，亦可能為人服務，全看自己是否善於運

用』」

4
。《牧職憲章》中的這段話指出，現代人類所處困境正是

                                                           

2   教宗保祿六世：1965 年 12 月 7 日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最後大會會期中致詞。另

外請參閱《慈悲面容》第 4號。 

3   參閱《慈悲面容》第 9號及第 11號。 

4   《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2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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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自然結果。近現代人類發展可用幾個

關鍵詞來描述：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科學主義、進化論、浪漫

主義、主體主義、個人主義、世俗化等。自啟蒙運動以降，現代

人認為人有能力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認識世界，改變世界，建設自

己理想的新世界，人要用一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來實現自

己的夢想，自己做生命的主人。當人做「主人」時，便自然將自

己周圍的一切包括鄰人客體化，用工具理性來「使用」周圍的一

切人、地、事、物，以達成自己的目標，人周圍的一切都成了達

成自己人生目的可資利用的資源與工具。這種新的世界觀撕裂了

個體與世界和鄰人之間的關係，並使之產生對立，世界與鄰人成

為人剝削的目標。因此，人與世界都異化了，都不能實現自己的

生存目標。世界被異化表現在人類對於大自然的肆意剝削與破

壞，天主所創造的美好世界遭到人類前所未有的踐踏，具體表現

在二氧化碳的過量排放、天氣暖化、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沙

漠化面積不斷擴大、工業與化學等對於環境的污染、原始森林萎

縮甚至消失、水資源過渡開發與浪費、能源過渡開發與浪費等，

大自然的破壞已經開始向人類展開反撲，人類的生存環境面臨威

脅。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異化也同樣表現在諸多方面：東西方有

重新滑入冷戰的趨勢；以神的名義威脅大眾生命與生活的恐怖主

義愈演愈烈，宗教與宗教之間存在著「各種方式的自我封閉和不

尊重」

5
、世界各地貧富差距日益加大，「今日社會有多少生計不

穩和痛苦度日的情形！多少人無聲地飽受遍體鱗傷的煎熬」

6
，無

辜者正在呼喊，「他們被剝削財產、被褫奪尊嚴、被冷視感受，

甚至被橫奪生命」

7
。貧富差距與剝削正是「現代社會所造成的」

                                                           

5   《慈悲面容》第 23號。 

6   《慈悲面容》第 15號。 

7   《慈悲面容》第 19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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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人類自我中心的產物。正是現代思潮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及工

具理性思維使人將周圍的人地事物都變成成全自己的資源，而這

些人地事物自己的存在意義與價值被剝奪，被破壞。因此自我中

心主義與工具理性思維與「慈悲」的成人成己態度完全相反。一

方面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進步使人擁有改善世界與人類社會的

「know-how」知識，然而人類卻絲毫無能為力，不但沒有逐步走

向人類所憧憬的理想社會，反而威脅人的存在以及人作為主體位

格的尊嚴。當人的存在與位格尊嚴受到根本性的威脅時，教宗若

望保祿二世指出，這個世界特別需要慈悲，尤其來自天主的慈悲

才能拯救這個世界，只有天主的慈悲才能造就符合人性的一切，

9
 

因為「慈悲」是以「成全」的態度去面對這個世界。因此教會在

這個特別的時刻要迫切宣講天主的慈悲或仁愛。

10
  

雅威是慈悲的天主 

基督徒所信仰的天主是一個「慈悲」的天主，無論舊約還是

新約的天主都呈現了這種基本特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富於

仁慈的天主》通諭和當今教宗方濟各的《慈悲面容》詔書都將

「慈悲」追溯至舊約的天主 ─ 雅威 ─ 那裡。以色列人並不是從

學術理論上認知天主的「慈悲」，而是在其長遠與豐富的歷史長

河中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與天主的交往中經驗到了天主的「慈

悲」，因此「雅威是慈悲的天主」乃以色列人歷史經驗的總結。

若望保祿二世在《富於仁慈的天主》中寫說：「在舊約聖經裡，

                                                           

8  《慈悲面容》第 15號。  

9   參閱《富於仁慈的天主》（Dives in Misericordia，1980年 11月 30日）通諭第 2號及

第 15號；《慈悲面容》第 9號及第 11號。 

10   參閱《慈悲面容》第 9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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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這個概念有很長、很豐富的歷史。……作為舊約天主的

子民，業已從長遠的歷史中，汲取了有關天主仁慈的特殊經驗，

這個經驗乃是社會性的和宗教團體性的，同時也是個人的和內心

的經驗。」

11
  

舊約中天主的慈悲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創造；第二，寬

恕；第三，拯救。 

正如前言，「慈悲」從本質上來講是對存在與生命的善意，

並願意付諸行動消除存在與生命的殘缺，并促其走向成全。存在

與生命的最大殘缺乃是存在與生命的闕如 ─ 虛無，因此「慈悲」

的第一層意義就是從無到有的創造。若望保祿二世在《富於仁慈

的天主》將「慈悲」與天主的創造工程聯繫在一起：造物主天主

「用一種特殊的愛，與祂的受造物聯結在一起」，這種創造的愛

「按其本性，便已排除了對於自己曾一度獻身的人的仇恨與惡

意：你不憎恨你所造的，這句話表明了，在天主與人及與世界的

交往中，天主的公義與仁慈之間的關係，有何等深沉的基礎。這

句話也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回到造世之初，天主創造性的奧秘那

裡去，才能找到這種關係的根源」

12
。對於以上引語，可解讀如

下：創造工程的事實表明了天主內在生命的奧秘，此奧秘就是

「慈悲」，由於天主對於造物的善意才創造了萬有，天主在萬物

身上所表現的各種「慈悲」就必須回溯至天主內在生命中的「慈

悲」本性，也必須在天主創造萬物的「慈悲」中來獲得解釋，天

主在萬物身上所表現的慈悲是創造性「慈悲」的延續，是忠於自

己在創造時所開始的慈悲。 

                                                           

11  《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4號。  

12   以上兩個引語均來自《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4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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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天主的慈悲表現在他對於世間各種痛苦的拯救。當「天

主看見祂的百姓被淪為奴隸時所受的痛苦，聽到他們的呼號，乃

決定拯救他們」

13
。教宗方濟各引用舊約聖詠來描述天主的慈悲行

動：「上主為被欺的人作辯護，上主給饑餓的人賜食物，上主使

被囚的人得自由。上主開啟瞎子的眼睛，上主使傴僂的人直身，

上主愛慕那正義的人。上主對旅客加以保護，上主支持孤兒和寡

婦，上主迷惑惡人的道路」（詠 146：7 - 9）。
14

  

對於以色列的召叫與寬恕同樣表達了天主的慈悲。正義是現

代文明社會與法治社會的基本概念及存在基礎之一，指公平地對

待每個人

15
，「公義的本質是要在衝突的兩造之間，建立平等與和

諧的關係」

16
，然而公義在今天已經變成了「以牙還牙，以眼還

眼」，並且以此為做公義的典範。

17
 懲罰從本質上講是對存在與

生命的進一步破壞（犯罪者的行為本身已經屬於自我異化與自我

戕害的行為），因此懲罰本身並不會幫助該主體恢復其已經失去

的存在尊嚴，也不會幫助其最終走上達到自我實現的最終目標。

為了使離開歧途之人能夠實現自己的真正目標，不能糾纏在個體

在存在之路上的具體過錯與偏差上，而是從大局觀出發，著眼於

個體存在之初的最初意義與價值，堅持繼續推動個體走向其最終

價值。這種從大局觀來處理細節並且不被細節所捆綁的做法就是

寬恕。因此，「寬恕」是對一般意義上的「正義」的超越，而

「寬恕」的根源正是來自於以「善意」來對待萬物的「慈悲」。

人類從存在之初就犯罪背離了天主創造之初設立的分施自己神聖

                                                           

13  《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4號。  

14   《慈悲面容》第 6號。 

15   參閱《慈悲面容》第 20號。 

16  《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12號。  

17  參閱《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12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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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計劃，面對人類由於罪惡而自趨沉淪的態勢，天主並沒有

置之不理，任其喪亡，更沒有施加懲罰，使人類的生存處境更形

惡化，而是選擇了寬恕，重新通過亞巴郎與人類建立和確認了祂

與人類的盟約。天主在通過亞巴郎重新訂立盟約之後，以色列子

民也多次犯罪，背棄了自己要服從天主做天主子民的承諾，按照

人的邏輯，天主其實有理由放棄不忠的以色列，有理由懲罰她，

然而「即使當天主被選民的背信所激怒而想結束與他們的關係

時，還是因為祂對自己選民的體恤和慷慨的愛情而克服了自己的

怒氣」

18
，「厄弗辣因！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我怎能拋掉你。

我怎能使你如同阿德瑪，待你如同責波殷？我的心已轉變，我的

五內已感動；我不再按我的盛怒行事，不再毀滅厄弗辣因，因為

我是天主而不是人，是在你中間的聖者，而不是伏於城門的仇

敵」（歐 11：8 - 9），祂「向罪人伸出援手，給他新的機會去再

次省察、悔改，以及相信」

19
，祂赦免選民的罪與背叛，等待他們

悔改，然後領他們回到恩寵之中。因此舊約稱天主是「慈悲寬仁

的天主，遲於發怒，富於慈愛和忠誠」（出 34：6）。教宗方濟

各在《慈悲面容》詔書中也引用這句聖經來描述天主的慈悲：

「緩於發怒又慈悲為懷」。天主在救恩歷史中的許多行動都明確

展示天主是慈悲為懷的，因祂常以良善克勝懲罰和毀滅。聖詠以

特別方式表達天主的慈悲行徑是何等偉大：「是祂赦免了你的各

種愆尤，是祂治癒了你的一切病苦，是祂叫你的性命在死亡中得

到保全，是祂用仁慈以及愛情給你作了冠冕」（詠 103：3 - 4）

20
。天主的寬恕意味著不管人類如何做，祂都會堅定不移地持續祂

對人類的愛與創造計劃，忠實地遵守自己的立場，完全按照「慈

                                                           

18   《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4號。 

19  《慈悲面容》第 21號。  

20  《慈悲面容》第 6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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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行事，而不是隨著人類的腳步起舞，讓人類牽著自己的手，

而不是自己牽著人類的手向前行。縱然人背離了天主的計劃，祂

也會嘗試找回迷失的人類，使之重回被偏離的正路，以達至從起

初就設定好的終極目標。教宗方濟各繼承了教會傳統神學的立

場，認為「慈悲」是天主的本性，而不是所謂正義。他引用聖奧

斯定的話說：「『為天主，遏止憤怒比遏止慈悲更容易』，也真

是如此，天主的義怒只維持一會兒，天主的慈悲卻永遠存留」，

「如果天主把自己只限於正義，祂就不再是天主，而是變得像人

一樣，只要求尊重法律」。

21
 因此天主對人類罪惡的寬恕是天主

慈悲的第二種表達形式：不任憑殘缺的存在與生命停留在自己的

殘缺之中，也不是去懲罰它，使殘缺更形加重，而是堅持自己的

「慈悲」，導正存在與生命的殘缺，使之重新踏上通向完美的途

徑。正如聖經上所表達的：「我愛你，我永遠愛你，因此我給你

保留了我的仁慈」（耶 31：3），以及「山可以移動，丘陵能挪

去，但我對你的仁慈絕不移去，我的和平盟約總不動搖，憐憫你

的上主說」（依 54：10）。天主與以色列民族的盟約「屬於世上

的每一個男人和女人以及整個人類家庭。……這個曾對以色列民

族所宣佈的真理，可視作一種對全人類歷史的透視」

22
。 

耶穌基督是天父慈悲的面容 

「耶穌基督是天父慈悲的面容。這話可綜合基督信仰的奧

蹟。在納匝肋人耶穌身上，慈悲成為活生生的、可見的，且在祂

內達到高峰。富於慈悲的天父（弗 2：4），向梅瑟啟示了自己的

聖名：慈悲寬仁，緩於發怒，富於慈愛信實（出 34：6），從此

                                                           

21  以上兩個引語均來自《慈悲面容》第 21號。  

22  《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4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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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就不斷在歷史中，以不同方式，給我們顯示祂的神性。『時期

一滿』（迦 4：4），當一切已按天主的計劃準備就緒，天主就派

遣了自己的獨生子來，生於童貞瑪利亞，為決定性地啟示祂對我

們的愛。誰看見了耶穌，就是看見了父（參若 14：9）。納匝肋

人耶穌，以祂的言行和祂整個人來啟示天主的慈悲。」

23
 教宗方

濟各在《慈悲面容》詔書開宗明義如是說。 

如前所言，「慈悲」的出發點是對於存在與生命的善意，在

存在與生命闕如的地方創造新的存在與生命，治癒存在與生命中

的殘缺，面對存在與生命的墮落與沉淪不會置之不理任其喪亡，

也不會施加懲罰加速存在與生命的喪亡，而是將偏離正途的存在

與生命重新導入正確方向，以助其達到其最終目的。耶穌基督的

言行、死亡正是具有這種特徵。「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

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

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恩賜之年」（路

1：18 - 19），耶穌以《依撒意亞先知書》中這段話作為自己公開

教導與行動的開始。祂也以「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潔

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貧窮人聽到喜訊」（路 7：22）來總

結自己的行為。面對存在與生命中的各種殘缺，面對窮人、缺乏

謀生之道的人、失去自由的人、不能看見造物之美的盲者、心靈

破碎的人、社會不義的受害者等，「耶穌所行的神蹟，尤其在罪

人、窮人、邊緣者、病人、受苦者面前，都是慈悲的教導。在耶

穌內，一切都述說慈悲。在耶穌內，無處不是憐憫」

24
。教宗方濟

各在《慈悲面容》中寫道：「耶穌眼看群眾跟隨祂，知道他們已

筋疲力盡，困苦流離，就對他們動了憐憫之心（參瑪 9：36）。

                                                           

23   《慈悲面容》第 1號。 

24  《慈悲面容》第 8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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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憐憫之愛的基礎上，耶穌治癒被領到祂面前的病人（參瑪

14：14），又以寥寥可數的餅和魚飽飫大量群眾（參瑪 15：

37）。在這些情景下，什麼打動耶穌呢？無非是由於慈悲；耶穌

因而透視祂所接觸的人的心，並回應他們心底的需要。當耶穌遇

到納因城寡婦為獨子送葬，耶穌為這哀慟的母親所受的極大痛苦

而動了憐憫之心，於是耶穌復活那寡婦的兒子，把他交還了他的

母親（參路 7：15）」
25
。驅逐魔鬼同樣是表達了天主的慈悲：

「在革辣撒人的地方，耶穌驅逐魔鬼，釋放那附魔的人以後，耶

穌打發那人說：『你回家，到你的親屬那裡，給他們傳述上主為

你作了何等大事，怎樣憐憫了你』（谷 5：19）」
26
。 

耶穌基督所表達的慈悲也特別表現在「寬恕」上。罪惡是人

離開了天主為人設計的原初目標，其結局是痛苦與死亡，正如

《創世紀》第三章中所表達的。「寬恕」是天主主動消除人的

罪，並引人重新與天主建立生命的關係，恢復人的神性生命。耶

穌基督「在有關慈悲的比喻中，耶穌揭示天主的本質如同一位父

親，從不放棄，直到祂以憐憫和慈悲寬赦過錯，克勝拒絕。我們

都熟悉以下三個比喻：亡羊、失錢、浪子（參路 15：1 - 32）」

27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特別在《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中闡釋了

「浪子回頭」比喻。當父親看見浪子回來的時候，「他動了憐憫

的新，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路 15：

20）。父親對於浪子的寬恕源於他的父愛，是忠於他的父愛，即

分施生命，保全生命：「在這簡單而深入的類別裡，那個父親的

形象，正是向我們啟示天主就是父親。浪子的父親忠於父職，忠

                                                           

25  《慈悲面容》第 8號。  

26   《慈悲面容》第 8號。 

27  《慈悲面容》第 9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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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對自己兒子的愛」

28
。父親說浪子的回歸是「失而復得」，

「死而復生」。「這種高興表示一種『善』得以完好無缺」，

「父親所忠於自己的，就是忠於對自己兒子的人性之保全，即對

其人性尊嚴之保全。這一點最能說明，為何浪子回家時，父親會

如此高興」

29
。 

「寬恕」的高峰是十字架。人犯罪使自己身上的天主肖像受

損。天主是公義與愛的滿全，為了人類的罪，天主使自己無罪的

愛子成為有罪的，以賠補人的罪惡。天主這樣做，是因為要滿足

造物主對人類的忠信，使人重新恢復正義，即恢復天主自始所願

意的。因此，「救贖實包含了仁慈之最圓滿的啟示，巴斯卦奧跡

就是這種仁慈的啟示及其效果的極致」，「在十字架上，仁慈的

愛達到最高的表現」

30
。 

基督徒的標記：慈悲 

「慈悲」是天主行為的基本特徵。祂以「慈悲」對待一切存

在，在沒有存在與生命的荒蕪之地，祂創造了存在與生命，在存

在與生命殘缺的地方，祂沒有置之不理，受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將熄的燈芯祂不吹滅，而是治癒各種存在與生命的殘缺，甚至當

人犯罪主動背棄天主時，天主也主動寬恕人，召人重回走向生命

的正途。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人與天主的相似點不只表

現在人是有理智、意志與情感的存在，更表現在人如同天父一樣

有愛的能力。魔鬼也同樣具有理智、意志與情感，但是魔鬼不因

為如此就是天主的肖像。只有如同天父一樣去愛，去慈悲地對待

                                                           

28  《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6號。  

29  以上兩個引語均來自《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6號。  

30  以上兩個引語均來自《富於仁慈的天主》第 7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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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有，我們才配稱天主的肖像，才是天主的兒女。作為基督徒，

不但蒙受了天主的慈悲，而且也蒙召參與天主的救世工程，以慈

悲去對待萬物，幫助萬物實現其本有價值，讓萬物充滿喜樂平

安。

31
 「慈悲」是「分辨天父真正子女的準則」

32
，「教會在世界

中的宣講和見證絕不能缺少慈悲。教會是否可信，在於教會如何

展示慈悲和憐憫」

33
。尤其在當今需要慈悲的時代，「世界需要更

迫切地宣言和見證慈悲」

34
。 

世界上的幸福都一樣，然而每個存在與生命的殘缺卻各不相

同。教宗方濟各呼籲基督徒張開眼睛看到世界上的各種不幸，看

到弟兄姐妹的各種創傷，去治療各種創傷，走到他們當中去，支

持他們。他在《慈悲面容》詔書中特別重提表達慈悲的各種「神

形哀矜善工」。形哀矜包括：饑者食之、渴者飲之、裸者衣之、

收留旅人、照顧病人、探望囚者、埋葬死者；神哀矜則有：解人

疑惑、教導愚蒙、勸人回改、安慰憂苦、赦人侮辱、忍耐磨難、

為生者死者祈求。

35
 教宗方濟各強調說：「我們無法逃避主對我

們所講的話，而這番話將成為審判我們的準則：我們有沒有給饑

者食、渴者飲、裸者衣、花時間陪伴病人及坐監的人（參瑪 25：

31 - 45）。還有，我們也要回答，我們有沒有幫助人解惑，使他

們免陷於失望以致孤寂；我們有沒有幫助千千萬萬活於無知的人

克勝愚昧，尤其讓被剝奪基本生活所需的兒童，脫離貧窮的桎

梏；我們有沒有走近孤獨者和憂傷者；我們有沒有寬恕得罪我們

的人、棄絕引發暴力的各式憤怒和仇恨；我們有沒有擁有天主的

                                                           

31   參閱《慈悲面容》第 9號。 

32  《慈悲面容》第 9號。 

33  《慈悲面容》第 10號。 

34  《慈悲面容》第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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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 ─ 天主如此緩於發怒地對待了我們；我們有沒有在祈禱中將

我們的弟兄姊妹交託於主。基督本人，親臨這些『小子』的每一

位身上。基督的身體，有形可見於受酷刑、受壓迫、受鞭笞、忍

饑受餓、流離失所者身上……，等待著我們的肯定、撫慰、關

懷。」

36
 

正如「寬恕」是天主表達其慈悲的主要行動之一，教會見證

慈悲的方式之一就是宣佈天主的寬恕。教會從天主領受了赦罪之

恩，她要熱切找回天主子民，真正與人性接觸，釋放罪人內在的

束縛，使人重獲洗禮後的新生。

37
 基督徒在生活中也要應胸懷慈

悲，「不要判斷和不要定罪。任何人若想不受天主的判斷，自己

就不要判斷弟兄或姊妹。人判斷時，無非只看外表，然而天父卻

看到靈魂的深處。在猜忌和嫉妒情緒下所講的話，多麼傷人。講

別人壞話，無異抹黑、壞人名聲，使人成為流言蜚語的獵物。不

要判斷和不要定罪，正面來說，是懂得接納每個人的長處，不讓

我們的片面判斷和成見傷害他人。但這仍不足以表現慈悲。耶穌

要求我們寬恕和施予」

38
，慈悲之愛的最清楚表達，就是寬恕過

犯，而為我們基督徒，更是責無旁貸，不可推諉。寬恕，有時看

來多麽困難！……人必須放下憤怒、憤恨、暴力及復仇，才能喜

樂地生活。

39
 而且，基督徒的寬恕不是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

40
  

 

                                                           

36  《慈悲面容》第 15號。  

37 參閱《慈悲面容》第 18號。 

38  《慈悲面容》第 14號。 

39  《慈悲面容》第 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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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夠成為「慈悲」的基督徒？ 

「慈悲」是測試基督徒「信仰真偽的準則」

41
，基督徒被召

去顯示慈悲，而且基督徒「應當像天父那樣慈悲」（路 6：

36）。慈悲的標準如此之高，如何才能如同天父一樣慈悲呢？慈

悲是一種面對存在與生命時所懷有的一種絕對的、無條件的善

意，因此是主體的一種精神狀態，是從內心深處自然湧現出來的

慈愛、憐憫與寬仁，並非是勉強自己而做出的行為。雖然慈悲

「是存在每人心底的基本定律」

42
，然而現實生活中的我們卻往往

體驗到自己無能為力，不能如同天父那樣慈悲地對待一切，寬恕

一切，而是往往用「正義」原則來處理生活中的人與事。我們如

何能夠擁有天父的胸懷，如同天父一樣慈悲呢？教宗方濟各在

《慈悲面容》詔書中告訴了我們秘訣：「為能慈悲為懷，那麼，

我們就要首先放下自己，聆聽天主聖言。這意味著重新發現寧靜

的價值，好能默想那來到我們內的聖言。這樣，才能默觀天主的

慈悲，並採納慈悲作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43
。因為「若我們注視耶

穌和祂慈悲的目光，我們便體驗到至聖天主聖三的愛。耶穌被父

所派遣的使命，就是要把天主愛的奧秘彰顯無遺」

44
。「在聖三的

心中，從天主奧蹟深處，慈悲的洪流匯聚，源源不斷地流溢出

來。無論多少人汲取，這慈悲之泉總不涸竭。每次當人有所需

要，就可接近這慈悲之泉，因為天主的慈悲永無窮盡。環繞著慈

悲奧蹟的深邃及其所湧流出來的豐盛，同樣永無窮盡」

45
，「日復

一日，當我們被天主的憐憫所觸動，我們對待他人也會更憐憫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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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46
。親身經驗到天主對自己的慈悲，我們將會在自己內產生慈

悲之流。這一點正是慈悲禧年的標記中所表達的，當我們被天主

所背負的時候，我們將會天主一起用天主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

天主的眼睛不只看事物的表面，而是直接透視整個存在。天主知

道每一個存在與生命的存在意義與方向，因為他們是天主的產

品，是每一個存在事物的動力因（ causa efficiens）與目的因

（causa finalis）。祂使每一個存在從無中走來，並走向祂自己，

分享祂自己的生命。祂不但希望每一個存在都達到其最初的設計

目標，到達最終目的地，縱然中途發生了偏差，祂也會將其重新

引上正途，而且祂也希望每一個存在在走向祂自己的路途中是幸

福快樂的。祂希望賜給我們的生命是一個恩寵上加恩寵的生命，

而不是一個殘缺的生命。當我們在生命的殘缺中更多經驗到天主

對我們生命的慈悲，就越能深入地理解天主對待整個存在界的基

本態度，也就是說，就越能用天主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去看世

界中的每一個存在與生命，那麼我們就越能夠分享天主的慈悲之

情，成為一個慈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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