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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穷人伸手施惠。」（德七 36）

 

「应向穷人伸手施惠」（德七 36）。古时的智慧使这句话成为人生中应遵守的金科玉律，时至今日
，依然切合现实，有助我们专注重要的价值，并打破冷漠的藩篱。贫穷总有各样不同的面貌，每一
种情况皆属特殊，不但引人关心注意，又使人有机会与主耶稣相遇，因祂常临在祂最小的弟兄姊妹
身上。（参阅：玛廿五 40）

1. 让我们翻开圣经旧约中的德训篇，其中的话语，多出于一位约早耶稣基督两百年诞生的智者。他
寻求智慧，好使世人更臻完美，并能窥探人生诸事的意义。当时，以色列子民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由于遭到外来强权的统治，饱受艰难困苦。他们的信德，由于根植于历代祖先的传承，格外坚强
，因此立刻投奔天主，求祂给予援助，恩赐智慧，而天主有求必应。

在这部书的开端里，作者就针对生活中所要面对的种种具体情况，提出劝告；其中之一就是贫穷。
即使在缺乏困顿之中，我们仍坚持要信赖天主：「在灾难中，不要慌张。应静心等待天主的照顾
，与天主保持联系，总不要离弃祂，好使你至死充满幸福。

凡降到你身上的，你都要接受；在痛苦中，你要忍受；在各种困苦中，你要多多忍耐；因为金银应
在火里锻炼，天主所喜悦的人，也应在谦卑的火炉中锻炼。你只管信赖天主，祂必扶持你；你应修
直你的道路，要仰望祂，要保持敬畏祂的心，至死不替。你们敬畏上主的，要等待祂的仁慈；不要
离开祂，免得跌倒。」（德二 2~7）

2. 当我们逐页阅读下去就会发现，作者因着和天主密切的往来，对于如何待人处世，提出一套宝贵



的建言。这一位受造界的创造者和爱护者，行事公正，细心照料祂的每一个子女。由于凡事不断地
征询天主，看待人的角度反而更加实际，因为天人两造是密切相关的。

这层关系，由本文告的标题，可以清楚看出（参阅：德七 29~36）。向天主祈祷，以及予以穷人和
受苦的人精诚关怀，两者不可分割。为了使天主悦纳我们的赞颂与祭献，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最
卑贫鄙劣的人，也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创造。天主因我们有此意识，使降福的恩赐借着我们对贫穷
的人慷慨大方接踵而至。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要时间去祈祷来当作借口，而不去照顾有需要的近人
。事实上，应该与此相反：我们的祈祷必须加上对穷人的服务，天主的祝福才降临到我们身上。

3. 这古时的教诲，时至今日，对我们而言依然切合现实！的确，天主的圣言跨越时空、宗教与文化
。慷慨大方的精神，使软弱的人得到支持，使哀伤的人得到安慰，使痛苦的人得到缓解，并使失去
尊严的人得以恢复，帮助人度全人的生活。照顾穷人，并满足他们的许多不同需要，不应受时间、
个人喜好、团体牧灵计划或社福计划的影响。天主的恩宠所蕴藏的力量，不应受凡事以自身为优先
的自私倾向所限制。

要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在穷人身上，并非易事，但为了给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脉动指出方向，却势在
必行。这并不在于运用花言巧语，而在于受天主赐下的爱德所激励，具体的付出。每年的世界穷人
日，我都会重申这个在教会生活中的根本真理，因为穷人将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欢迎基督
临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参阅：若十二 8）

4. 每一次与贫困人相遇，都不断地挑战我们，令我们深自检讨。我们应该如何消除、或至少缓解他
们被边缘化的情形，并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如何能针对他们的精神需要给予协助？基督信仰团体
受召投身参与此类经验分享，责无旁贷。为能帮助穷人，我们自身也需要活出福音劝谕中的神贫。
当人类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分子落单，不见其人影，我们不能以为「没问题」。不论何时何地，许许
多多一众贫穷男女和孩童们所发出的无言吶喊，天主子民应该为此挺身而出，使他们得以发声，并
捍卫他们的权益，与他们齐心合力，共同面对满是虚情假意的世面和诸多未能实践的承诺，并邀请
他们参与团体生活。

教会当然无法对此提供全面性的解决方案；然而，靠着基督赐予的恩宠，她能作见证、实践爱与分
享。此外，她感觉有义务要为那些缺乏生活日用基本所需的人们发言。提醒众人公共利益所具有的
重要价值，是基督信徒的首要责任；他们致力于确保没有任何人的尊严因基本需要未能得到满足而
受到损害。

5. 我们有能力伸手施惠，这也表示我们天生就有能力践行赋予生命意义的一切行为。我们每天不知
目睹多少人伸出援手！可惜的是，生活的狂热步调将我们卷入冷漠的漩涡之中；多少人在我们周围
慷慨大方地默默行善，我们却不再细数。通常总在我们的生命遭遇危难时，我们才真正打开双眼
，看见「邻家圣人」的良善，他们「就在我们周遭生活，反映了天主的临在」（《你们要欢喜踊跃
》宗座劝谕，7），却未受传扬。在报章杂志、因特网和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各种负面的新闻，甚至使
人相信邪恶正当道！但事实并非如此。诚然，恶意与暴力、滥权与腐败，仍所在多有；然而生命中
也交织着付出尊重的行动和慷慨大方的行为，不仅能弥补罪恶，更能启发我们再接再厉，使我们心
中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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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伸出的手是一个标记，使人立刻联想到亲近、精诚团结与爱心。最近这几个月，全世界为新型冠
状病毒所肆虐，带来痛苦和死亡、失落和困惑，然而，我们也目睹更多人伸手施惠！医生们伸手照
顾病患，试着要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护士们伸手看护病人，工作往往超时；行政人员伸手寻求管
道，为能尽量抢救人命；药剂师甘冒个人风险，伸手接应大众的紧急需求；司铎们伸手祝  福病人
，内心强忍着伤心难过；志工们伸手帮助街友和饥民；众多男女伸手提供服务，满足人们的基本需
求，安定人心。还有更多其它人们伸手接二连三地完成各样善行。他们每个人都伸手不顾感染的危
险和克服恐惧为给予支持和安慰。

7. 这次的疫情乍然来到，出乎意料，令我们措手不及，使人大感无力，顿时失去方向；然而，我们
对穷人的援助，却未因此停止。我们反而更加注意到穷人在我们当中，在他们有急需时，要给予支
持。实践爱德和慈悲善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经过不断的组织和训练，但首先必须要意识
到，我们自己是多么需要有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这次的经验使许多我们本有的许多假想受到质疑。我们因为感受到自己的限度，以及自己的自由受
到约束，会更觉得匮乏和不足。失去工作、失去与亲朋好友接近的机会，反而突然地打开我们的眼
界，不再视一切为理所当然。我们在灵修上和物质上所累积的财富，其价值受到重新检讨；我们因
此感到恐惧。当我们留在家里，处身于宁静中，我们会重新发现简单度日，以及返璞归真的重要性
；我们也发现，对于兄弟情谊，我们必须有崭新的理解，为能彼此帮助，互相尊重。现时正是大好
时机，「我们必须重获人类彼此需要这信念，我们对他人和世界有共同负担的责任。（……）。我
们饱受了道德败坏及对伦理、良善、信仰和真诚的冷嘲热讽。（……）。若社会生活的根基受到腐
蚀，剩下的就是利益冲突的斗争、新形式的暴力和残酷，及阻碍了真正爱惜环境的文化成长」（《
愿祢受赞颂》，229）。简而言之，除非我们重新意识到对近人和每一个人所应有的责任感，严重
的经济、财务和政治危机仍将继续。

8. 众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因此今年的主题：「应向穷人伸手施惠」是一个邀请，以呼龥一
众男女能够对此负起责任，投身参与。它鼓励我们去背负最弱小者的重担，一如圣保禄所言：「惟
要以爱德彼此服事。因为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你们应
彼此协助背负重担，这样，你们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迦五 13~14；六 2）。圣保禄宗徒教导我
们，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获得的自由，我们能负起责 任，为他人服务，特别是为那些最弱小的
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自由选项，而是我们所宣认的信仰的一个真实记号。

在此，德训篇可以给我们提供协助，并运用引人发想的图像，告诉我们支持最弱小弟兄姊妹的具体
方法。首先，本篇要我们同情那些忧伤的人：「不要终止哭吊的人」（德七 38）。疫情期间，我们
被迫严格隔离，甚至无法去探望和安慰那些痛失挚爱的亲朋好友们。德训篇的作者也说：「看望病
人，不可怠慢」（德七 39）。在我们不能够去亲近那些受苦的人的同时，我们也更加地意识到自己
生命的脆弱，而天主圣言绝不要我们安于现状，反而不断地催迫我们作出爱德行动。

9.「应向穷人伸手施惠」这道命令，正挑战着那些造成贫穷，但面对这现象却无动于衷，宁可袖手
旁观的人们。他们总是漠不关心，愤世嫉俗。与上述那些慷慨大方伸手施惠的人们相比，实在是天
渊之别！事实上，他们伸手是为操纵计算机键盘，使得一笔笔的款项，从世界的一端转移到另一端
，为使极少数人致富，却导致上千万人一贫如洗，甚至令某些国家全面陷入经济绝境。有些人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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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贩卖武器来生财致富，甚至卖给儿童使用，另外有些人却伸手散播死亡与贫穷。有些人在暗巷
中伸手进行能令人丧命的毒品交易，为求财致富并及时行乐，奢华度日。另有人伸手进行非法利益
输送，要不劳而获、牟取暴利。另有些人位居政界要津，伸手是要制定法令，但自己却不遵行。

在上述种种情境之下，「此厢被排挤者仍在痴待，另一厢已将冷漠全球化，只为支撑以排挤为主的
生活风格，或持续炽热自私自利的理念。结果我们还未来得及醒觉，便失去同情心，对穷人的呼喊
无动于衷，对他人的痛苦不会洒泪，总之毫无感觉要帮助他们，彷佛这一切都是人家的责任，事不
关己」（《福音的喜乐》， 54）。除非这些伸手散播死亡的人们得到转化，成为带给整个世界公义
和和平的器皿，否则我们不会快乐的。

10. 「你在一切事上，要记得你的末日」（德七 40）。这是德训篇第七章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由两
种方式去诠释：第一种方式告诉我们应该时常记得，自己的生命早晚都有终结。铭记我们的共同命
运有助于我们去关怀那些比我们更穷困、更匮乏的人们，藉  此善度一生；第二种诠释方式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一个目的或终极目标。这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计划、一个历程。我们每
次行动的目标只能是爱。这才是我们生命旅程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应被转移目标。这份爱，是分享
的爱，是奉献的爱，是服务的爱；这份爱，因我们发现自己先为天主所爱、并准备好去爱，得以展
开。当小孩子看到母亲的微笑而给予回应，并单单因为活着就感觉被爱时，这份爱就得以开始实现
了。即使是我们与穷人所分享的一个微笑，都是爱的泉源，是散播爱的一种方式。那些默然临在
，谦逊给予帮助，只求喜乐地生活出基督徒样貌的人，他们的微笑使他们伸出的手变得富于意义。

在我们每日都与穷人相遇的旅程上，有天主之母陪伴。她比任何人更配得称为穷人之母。童贞玛利
亚明白卑微人的艰辛困苦，因为她自己就是在马厩中生下天主子的。因受到黑落德王的威胁，她和
她的净配－－若瑟和孩童耶稣一起逃往异地；圣家一家三口，共同度过数年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活。
愿穷人之母俯听我们的祈祷，使那些她所钟爱的子女，以及所有以基督之名服事她子女的人们，能
够合而为一。让我们继续向圣母祈祷，使那些向穷人施惠的手，在彼此共享和重新寻回的兄弟情谊
中，成为爱的拥抱。

方济各

发自罗马，圣若望拉特朗大殿
2020 年 6 月 13 日，圣师安道司铎纪念日，在任第八年

（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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