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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醫治的神學反思 

嘉理陵  著  

何穎儀  譯  

 

身為主耶穌基督奧體的一份子，我們都肩負著使命，在各自生活

的時空裡，繼續他的公開福傳事工，正如他曾明確地吩咐我們：

「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

徒，.......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天天

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18-20）雖然我們未必好像

《福音》裡奇蹟事件中的人物那樣受苦，然而，我們其實與他們

處於同樣的狀況中。我們也像他們一樣，需要耶穌所帶來的救恩

和安慰、醫治和希望。 

 

《厄弗所書》確切地提到：「因為他（天主）於創世以前，

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為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

的；又由於愛，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

獲得義子的名分，而歸於他。」（弗 1:4-5）我們的存在本質，就

是被吸引到天主那裏去。有些神學觀點，把這種吸引，理解為在

我們心內所產生的某些渴求；藉着這些渴求，天主不斷地吸引著

我們到他那裏去。以下嘗試以幾個聖經故事，分析我們的生活經

驗，從而幫助我們了解到，這些渴求可以概括地稱為「成聖的渴

求」（我們是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造成，因此，我們正正渴望完

全地肖似他）、「不死的渴求」和「超性的渴求」。很自然地，

這幾種渴求可以滙聚為一個對天主的、深層的存在渴求，一如聖

奧思定的名言：「上主啊，我們是為了祢而受造；除非安息在祢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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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我們的心將得不到安寧。」這三種渴求，就是天主吸引我們

到他那裡去的方法；亦單單只有他，才能滿足我們的這些渴求。

事實上，他的確藉著完全是一個奧蹟的「基督事件」，滿足了這

些渴求。正正就是耶穌，最終使我們成為天父的子女；藉着他的

復活，為我們贏得永恆的生命；最後，當他把萬有總歸於他這位

唯一元首時（弗 1:10），我們將與他一起復活和升天，進入永恆

生命的國度裡，並獲得他所賜的永遠的超性生命。那時，他將把

我們獻給天父；最後，天主亦會以他的愛，把我們從受造的限制

中，釋放出來。故此，這些渴求本身並非罪過；然而，當我們嘗

試用自己的方式與行動，並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去滿足這些渴求

時，罪惡和傷害便進入我們當中，因此，我們需要肉體和靈性的

醫治。我們可以透過以下的聖經故事，來闡述這些渴求： 

《創世紀》（創 3:5）裡，魔鬼引誘厄娃去吃禁果，好能成為

神一樣；這本應是個神聖的吸引，但被魔鬼破壞和操控著，去達

成一個罪惡的目標。 

《創世紀》11:1-9 裡，記述了巴貝耳塔的故事。創世之初，

天主祝福了人類（創 5:2），並派遣他們去生育繁殖、充滿大地

（創 1:28）。可是，人類違抗了這個祝福；他們不信任天主會看

守和保護他們，故此，他們害怕充滿大地會使他們四散，亦暗示

著，最終會使他們完全滅亡（創 11:4）。於是，他們建造了一城

一塔，塔頂摩天。這些行徑的目的，就是「給我們作記念，免得

我們在全地面上分散了」；這可理解為一種「希望自己不死的渴

求」。塔頂摩天，意味著一種對「超性」（即是超越普通人的一

切預期的、潛在的毀滅極限，其終點是死亡），以及對「成聖」

（因為天國是天主的家，亦即神聖的、永恆的、沒有死亡的地

方）的渴求。因此，他們希望藉著他們的塔，即仗賴自身的努力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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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就，而違抗天主，就是以犯罪，來達致以上三種渴求。他們

的罪，把各種分化，包括言語、種族、文化等的分化，引入了人

類；或更好說，天主在太初已創造了這些分別，只是這些分別，

此刻變成了矛盾，並有潛在的破壞性。 

第三個故事，是《依撒意亞先知書》14:3-21，論及暴虐者的

死亡。依撒意亞先知這樣斥責一位暴虐者：「你心中曾說過：

『我要直沖霄漢，高置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以上；我要坐在盛

會的山上，極北之處；我要升越雲表，與至高者相平衡！』然

而，你卻下到了陰府，深淵的極處。」（依 14:13-15）這位地上

的君王，渴求「超性」（高置 ...以上／升越），以及「成聖」

（與至高者相平衡），成為眾神之一（坐在盛會的山上）。這些

對「超性」和「成聖」的渴求，亦暗示著對「不死」的渴求。不

過，正如先知所預言的，暴虐者仗賴自身的努力去追求這些目

標，結果就是喪亡。初期教父以撒殫的墜落（參路 10:18），來解

釋這段經文，即耶穌所講的，看見「撒殫跌下」。若要完全地和

單單地對天主開放，讓他來滿足這三種基本的存在渴求，我們需

要一個整全的肉體和靈性的醫治；而這個醫治，只可透過天主在

我們的主和救主、基督耶穌內，對我們的寬恕、醫治和重新創造

的愛，才能來到我們身上。耶穌的醫治奇蹟，就是這個整全的肉

體醫治的記號和許諾；這個醫治，是救恩的其中一面，並在教會

的聖事事工裡繼續著，特別是治療聖事，即「修和聖事」和「病

人傅油聖事」。一般來說，「聖洗聖事」也不會被理解為治療聖

事之一，因為它基本上是一件再生或重生的聖事。然而，由於我

們心裡的三種基本渴求，被罪惡，特別是原罪，破壞和造成錯

亂，那麼，一套比較完整的聖洗聖事神學，似乎亦應考慮到其治

療作用。一位著名的天主教精神科醫生曾經提出，婚姻也是一件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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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聖事，醫治我們受損了的性。如此看來，聖經裡的神貧，似

乎也有一種醫治的力量，因為毫無限制、破損的佔有慾，會發展

至最壞的情況，就是過份強烈地渴望，在性方面佔有另一個人，

甚至渴望佔有其他東西，例如戀棧權力、財富等。 

耶穌的醫治事工，可以透過《福音》，特別是《若望福音》

豐富的神學，以服從、神貧和仁愛這三個德行，具體地在此時此

地向我們展現出來。這三個德行，在教會的歷史裡，演變成為修

道生活的三願；其實，並不一定這樣理解的。在《新約》裡，甚

至是那些最奧秘的著作，即《若望福音》、《若望一書》，以及

《厄弗所書》3:16-21 裡，保祿宗徒的那極為奧秘的祈禱，也是為

每一位基督徒的靈性，甚至是奧秘性的成長而寫的。藉著對天主

的服從，我們聆聽他，特別是聖神的帶領（參若 3:8），我們才能

成長，超越我們只是受造的本質，並與耶穌一起，成為天主神聖

的子女，正如耶穌曾確切地說過：「我常作他（父）所喜悅的

事」（若 8:29）。最後，耶穌給了我們一條新誡命，就是「你們

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若 15:12）。「如同」這個

小小的詞語，並非意味著一種比較，因為耶穌對我們的愛，根本

沒有東西可以相比。「如同」這個小小的詞語，是一個邀請，要

我們去經驗耶穌的醫治大愛；倘若我們經驗到在耶穌內被天主具

體地愛著，我們才會意識到我們同時是被愛和可愛的，因而亦有

能力在耶穌內去愛。由於耶穌的愛，醫治我們和我們的一切「意

向、行為和行動」，致使它們都只「為事奉讚美至尊無對的天

主」（聖依納爵《神操》No.46）。因此，天主持續的創造、救贖

及聖化工程，可以繼續不斷醫治我們破傷的人類。 

聖依納爵在他的《神操》裡，帶領我們做一個選擇練習；他

提出，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把個人的決定，奉獻給天主（聖依納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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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神操》No.183）。從「靈修」的角度來說，經驗這種奉獻，

作為醫治的一種方式，將會令人獲益良多，因為這是我們回應天

主的愛、把自己奉獻給他、好能與他更親密契合的一個途徑。這

個奉獻應當在平安和喜樂中進行，而它本身也應當是平安和喜樂

的泉源。倘若我們用心體會若翰洗者的體認和確定（若 3:28-

36），我們亦會肯定，當基督在我們內興盛時，真正的喜樂便會

來臨。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一大堆各樣的元素，交織在醫治神學

裡，特別是當我們反思保祿有關基督奧體的教導（羅 12；格前

12:12-30），尤其當他提到人的身體時，他確切地說：「若是一個

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格前 12:26）。從這個確

定引申出來，我們就會肯定，參與教會的醫治事工的一種最簡單

的方式，就是確保我們自己，身為奧體內的肢體，時常保持靈性

和肉體的健康，好使基督的身體，不會因為我們的損傷而受傷。

然而，我們也有另一個令人安慰的教導，耶穌自己就是受傷的醫

治者，因他也曾成為一個像我們一樣的、受傷的人。聖若望確切

地說「聖言成了血肉」（若 1:14），這暗示著耶穌的受傷，因為

「血肉」意味著「受傷」（即他就像我們一樣，是個受傷的

人）。我們亦可參考「人民的創傷使我心痛欲裂」（耶 8:18-

23），以及歐瑟亞先知的許諾：「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歐

5:13-6:6），「第三天」是安慰的日子，最終也是耶穌復活的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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