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點可幫助我們反省及默想：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會見到這世界有很多不幸的

事情，我們可能只是慨歎，覺得事件中的人很可憐、很悽涼。福音中耶穌的榜樣告

訴我們單是慨歎是不足夠的。如果我們真覺得那些人悽涼、可憐的話，我們願意付

出時間、金錢，甚至冒險，幫助需要的人嗎？  

 

 耶穌治好痲瘋病人後，耶穌按照法律，請他到司祭那裡接受檢驗，証明他是潔淨的

，他便可以返回家中、返回團體中，他將不再被拒絕於團體之外。在我們經驗中，

我們多少次討厭、鄙視某些人，排擠他們，不想見到他們，不願意與他們一起，不

願意他們回來。在家庭中很多的糾紛，正因為我們沒有彼此接納與寬恕所造成的。  

 

 今天聖經提醒我們要瞭解每一件事情背後的原因，放下排斥、歧視的態度，對人作

出接納和瞭解。每天，新染上痲瘋病的二千人當中，有的身體殘疾，有的被排斥及

歧視，他們患有此病已很悽涼；更悽涼及痛苦的是他們被排斥、被歧視。我們有沒

有排斥其他人呢？有沒有歧視其他人呢？我們以為自己是誰？  

 

 如果我們對患病的人不加以憐憫，便會增加他們更多心靈及肉體的痛苦。憐憫需要

行動，我們需要打破很多事情的規範和局限，甚至要冒險，學習接納他人，使他們

重返團體之中。讓上主的聖言打動我們的心，使我們效法基督的言行，成為一個真

正憐憫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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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驛站  外表與內在  蔡惠民神父 

受人推崇的俄國學者羅蒙諾索夫，是個非常注重自我內在修持之人，因此，成名之

後，仍舊保持著簡單樸實的生活，對衣著和外表絲毫不講究。有一次，一個穿著華

麗的有錢人，看到他上衣袖子手肘的地方破了個洞，存心想取笑他一番，於是就指

著那破洞，對羅蒙諾索夫諷刺地說：「先生，從這裏可以看出你的博學與智慧嗎？

」羅蒙索諾夫幽默地回答說：「喔！那可沒辦法！先生，不過從這裡我倒可以看到

另一個人的膚淺與愚蠢。」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實在不應以貌取人，因為人的外表與形像，未必是內在的真實

反映。不過，置身於一個講求包裝的商業社會，人始終迷信名牌與形像。形像除了

可以突顯一個人的所長，更可以遮掩他的不足。因此，為了給客人一種認真或信心

的感覺，工作的時候，我們會作專業的打扮；出席某些場合或宴會，為了不失體面

，我們會刻意修飾……。 
 

記得當年駕駛課程完成後，師傅再三提示我，第二天最好穿神父的白領到試場應試

。我本覺得無需要，但他苦口婆心，以一個穿短褲「白飯魚」的學生作例子，解釋

形像與合格率的密切關係。最後，我接受他的建議，並順利考獲駕駛執照。這是因

為我的技術？還是神父的白領？我實在不得而知。 
 

外表的重要，有時實在不容忽視。失去外表，就好像失去遮掩，只有赤裸裸示人。

聖經中提及的癩病，可怕的地方不是皮膚上明顯的腫瘤或瘡癤，而是病患者的外表

因病菌的侵食而變得駭人。由於無法根治，病患者只能把自己隱藏起來，逃避他人

怪異的眼光。在耶穌生活的年代，凡身患癩病的人，按梅瑟法律，司祭應聲明他是

不潔的。他既是不潔的，就應獨居，他的住處應在營外。（肋 13:44-46） 



 

所以，癩病的後果是形像被徹底搗破，駭人的面孔被迫呈現於人前。難怪一個癩病

患者所承受的心靈創傷，遠遠大於肉體上的痛苦。 
 

癩病人要面對自己無法遮掩的缺陷，故然痛苦，但從信仰角度而言，總比那些不承

認自己問題的人來得好。相比之下，癩病人至少接受自己的問題再無可逃避，自己

的醜態再無法改變。不要小看這份承認和面對的勇氣，其實是得以轉化的先決條件

。當癩病人覺得需要跪下求耶穌時：「你若願意，就能潔淨我」（谷 1:40），便聽到

耶穌對他說：「我願意，你潔淨了罷。」（谷 1:41）救恩的吊詭原來不是因為人做了

甚麼，而是人接受自身的無能為力。 
 

今天，仍有很多人認為，基督徒的蒙召是勉力過一個聖潔無暇的完美生活。因此，

縱然自身或教會團體仍有很多不足和軟弱，我們喜歡將美好一面展示於人前。對於

醜陋的另一面，我們卻諱而不談，或者私底下了事，避免破壞神聖脫俗的形像。其

實，這種看法不但把旅途中的教會和天上的無玷新娘混為一談，更錯過了整個救贖

的奧義。 
 

伯多祿能夠成為福音的見證人，並不是因為他比誰都聖潔和堅強。雖然他曾許下：

「即使其他人都跌倒，我卻不然。」（谷 14:29）但諷刺地，他在信仰上的領導位置

，是由他明認自己的軟弱和背叛開始。因此，癩病人的故事邀請我們揭開自己的形

像，勇敢面對我們一直逃避的事實。我們身上的皮膚雖然光滑，但內在卻長滿挫敗

與犯罪的內疚；欺騙與不實的自責；憤怒與仇憤的自棄¼¼。一如福音中的癩病人，

耶穌願意再一次撫摸，使我們潔淨，唯有我們的否認和逃避，才會阻止痊癒的出現

。 
 

同樣，今天的福音也邀請我們成為一個治癒者。伯多祿經歷掙扎，克服背叛所帶來

的內疚後，耶穌派遣他去堅強其他弟兄，因為過來人的經驗就是最有效的治療力量

。為此，我們無須害怕面對團體內的矛盾，衝突，甚至是醜聞。如果一個人能接受

自己同樣也會跌倒的事實，那麼，還有什麼可以對他構成威脅呢？某程度上，我們

都是癩病患者，分別只是每人有不同的方法去遮掩或逃避。「你若願意，就能潔淨

我」（谷 1:40）這句祈禱提醒我們，與其繼續否認患病的事實，倒不如接受並將之轉

化。說不定有一天，當我們如常地參與彌撒，並在祭台上領受耶穌的體血時，一句

誦念多年的經文會突然深深觸動我們：「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只要你說一

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癒。」 

道亦有道   

憐憫他人  	
閰德龍神父 

 

從聖經中，我們看到許久以前已經有痲瘋病人。雖然今日科技、醫療非常進步，但

全球仍有 1,200 萬人患有痲瘋病，另外，每天有 2,000 人染上此病。這種病可以說

是一種皮膚病，它侵蝕人的肢體，令人逐步失去手指、耳、鼻……，樣子真有點可

怕。  

 

 今日第一篇讀經告訴我們患痲瘋病的人會被排擠於外，不能與其他人一同生活，要

去到荒野或山洞居住；如果外出，便要捆著自己，見到人的時候便要高呼：「不潔

！不潔！」因為誰接觸他們，也會成為不潔的人；當時的人認為患痲瘋病的人是因

為犯罪受到天主的懲罰；這看法在耶穌的時代也是一樣，痲瘋病人不能在家庭中生

活，要到偏遠的地方獨居。  

 

 今日福音記載一位患痲瘋病的人去到耶穌跟前，跪下，求祂醫治。那人向耶穌說：

「如果你願意，就能潔淨我。」「如果你願意」這句說話很美麗。我們不妨想想我們

很多時向天主祈禱，心態是希望天主答應我們所希望的，例如在考試的時候希望成

功，見工的時候希望可以被取錄，遇到困難希望上天協助解決；但這痲瘋病人卻說

：「如果你願意」，這句話反映了他對上主充滿信心，如果上主認為為他好，就給

他吧！這也是每一次當我們唸「天主經」時說的「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所以

不是你想怎樣，不是我想怎樣，而是上主，是祂想我們怎樣。這是一份完全的信賴

。耶穌對那痲瘋病人動了憐憫的心，然後伸手摸他。這是不應該做的事，因為摸了

他之後，耶穌也會成為不潔的人。耶穌將那痲瘋病人的事放在自己身上；這不純粹

是一份憐憫，且是一份很大的冒險，挑戰著舊有的規矩；這份憐憫也是一個具體的

行動。當耶穌摸了那痲瘋病人後，他潔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