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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人生必然會經歷疾病，但病患若遭人遺棄，不被人關愛和無人憐憫，獨自躺 臥病榻，身心的痛苦必
定會難以忍受。我們與人同行時，有人因不適、勞 累，或遭遇不幸被迫停滯不前，也非意外之事。
正是在這時候，我們需要止 步來反思我們要如何並肩同行：我們究竟是否真正地同道偕行，或僅是
與 他人萍水相逢，各不相謀，也素不相識。因此，在第 31 屆世界病患日，我 邀請大家一起反省
：我們如何以天主的風格──親近、憐憫和溫柔──正是 要藉著病弱的經驗，在同道偕行的歷程上一
起同行。 

上主在厄則克耳先知書中所說的一番話，構成天主啟示的高峰：「我要親自 牧放我的羊，親自使他
們臥下——吾主上主的斷語——失落的，我要尋找； 迷路的，我要領回；受傷的，我要包紮；病弱
的，我要療養（……）；我要 按正義牧放他們」（則三十四 15~16）。困惑、患病、軟弱，都是人
生必經 之路，我們作為天主子民的，非但沒有因為這些經歷被天主摒棄在外，反而 因此成了祂關注
的焦點，因為祂是我們的父親，祂要自己孩子在路途上，一 個也不失散。讓我們向祂學習，現在就
成為一個能抵制丟棄文化、真正並肩 同行的團體。 

《眾位弟兄》通諭鼓勵我們，重溫福音裡「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我 引用這個比喻，在此說
明我們能夠如何走出使世界封閉的「陰霾」，為能 「設想和經營一個開放的世界」（參閱：《眾位
弟兄》，56）。耶穌所說的 比喻，與現今兄弟情誼被世人以不同的方式否定這種狀況，有著深遠的
關 連。故事中，那遭受毆打和洗劫後，被遺棄在路旁的人，代表了許多弟兄姊妹們正是在最需要幫



助的時候，同樣遭到冷眼旁觀的這種現實情況。如 今，我們已很難區分對生命和人性尊嚴的侵犯
，哪些是由自然因素、是因不 公義和暴力的攻擊所導致，以致難以認定那種經驗僅有「自然」的原
因。所 有的痛苦都是在 「文化」及其各種矛盾的背景下所下產生的。 

然而，辨認出孤獨和被遺棄的狀況，尤為重要。克服這種殘忍的現實比克服 其他不義行為，較為容
易，因為──正如比喻指出──只要一刻的關注、內 在的憐憫之情，便可以消除這種行為。可是，那
兩名被視為虔誠的司祭和肋 未人，僅看了看傷者，便選擇了從旁邊走過，沒有停步關懷，然而，第
三名 路人──那名被社會藐視的外邦人、撒瑪黎雅人──卻動了憐憫之心，把在 路上遇到的這名陌生
人，當作自己的兄弟來照顧。他也許沒想過自己的這個 行為改變了世界，使世界變得更加有愛。 

弟兄姊妹們，我們總不會準備好自己去面對疾病，很多時候，甚至也不會 承認自己正在衰老。生命
的脆弱，使我們感覺到害怕，而社會要求我們有 效率的文化，迫使我不敢面對自己的脆弱，以致社
會不再給予脆弱的空 間，而在這時候，其他人也可能拋棄我們；在我們軟弱時，我們或許會避 免成
為別人的負擔，甚至離他們而去。孤獨的感覺就是這樣產生，荼毒我 們的心靈，使我們心中有一種
不公平的感覺，好像天主也離棄了我們。的 確如此，當我們與他人和自己的關係受到損害時，我們
也難以感受到主臨 在時的平安。因此，尤其重要的是，整個教會在面對病患時，都必須參照 福音中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榜樣，好能成為真正的「戰地醫院」，因 為教會的使命就是隨時隨處展現
天主的愛與關懷，特別在我們這個時代 裡、一個歷史性的環境下。我們都是軟弱和易受傷害的人
，都需要那份憐 憫之情幫助我們學會暫緩腳步、主動關心、治療照顧和重新振作。因此， 「病患」
這困境是一個呼喚──它能破除冷漠，使那些獨來獨往者，因像 似有弟兄姊妹的人，減緩步伐。

世界病患日，不僅呼籲我們要親近受苦的人，為他們祈禱，而且也是要喚醒 天主子民、醫療機構和
民間團體，以一個嶄新的方式與人同行。以上所述的 厄則克耳先知書章節，強烈譴責那些掌控政治
、經濟和文化權力人士的企 圖：「你們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卻不牧養羊群：瘦弱的，你們
不扶 養；患病的，你們不醫治；受傷的，你們不包紮；迷路的，你們不領回；遺 失的，你們不尋找
，反而用強力和殘暴去管治他們」（則三十四 3~4）。天 主的話，不管是譴責或是建議，總具有其
啟發性及適時性。的確，那「慈善 的撒瑪黎雅人」比喻的教訓，給了我們一個兄弟情誼的模範，如
何從以身作 則，透過人與人的接觸開始做起，實踐博愛，擴展到無微不至的照顧。如同 故事中的撒
瑪黎雅人，先為傷者包紮，再把他帶到旅館，還留下銀錢，請店 主用心看護傷者，更承諾會了解傷
者的情況，並在回程時補還尚有的額外花費（參閱：路十 34~35），這一切都與現今的聖職人員、
健康照護及社會工 作人員、家人與志工等人士的事工相關，藉著他們，美善能每天佇立在世界 的每
個角落，以對抗邪惡。 

這些年來，新冠疫情令我們對每天在健康照護這領域服務及研究的人更為感 激。然而，面對這個巨
大的集體悲痛事件，僅是褒揚醫護英雄，是不足夠 的。新冠疫情還導致了龐大的專業知識和網路系
統承受壓力，並顯示了當前 社會福利體系的結構性局限。因此，除了感激，我們還必須在每個國家
積極 尋求有效的策略和資源，以保障每個人能得到其基本的醫療權益和有尊嚴的 看護。 

撒瑪黎雅人請旅館的店主，說：「請你小心看護他」（路十 35）。向我們每 一個人重複這句話
，最後呼籲我們：「這個比喻是一個光照我們的圖像，強 調我們為重建這個痛苦的世界，應作出的
基本抉擇。面對眾多的痛苦、眾多 的創傷，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慈善的撒瑪黎雅人。其他所有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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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使我 們成為強盜，就是成為從旁邊走過、對路旁這個受苦的傷者沒有絲毫憐憫的 人。這個比
喻向我們展示，我們應怎樣重建一個團體：對別人的脆弱感同身 受，拒絕建立一個排斥他人的社會
，讓自己成為近人，扶持和看顧倒在路旁 的人，為共同福祉作出貢獻。同時，這個比喻告誡我們不
要只顧自己，而不 願承擔人生不可逃避的責任」（《眾位弟兄》，67）。的確，「我們受造是 為
了獲得圓滿的生命，而這生命只能在愛中實現。我們不應對受苦者漠不關 心，不能容許任何人遭受
排斥。」（同上， 68） 

在 2023 年 2 月 11 日，讓我們的心思轉向露德聖母朝聖地──一個給現代教 會的先知性訊息：重要
的並非在於運作良好的事物，或具生產力的人物。天 主子民所關注的，重心是在病人，而教會時刻
與他們同行前進，作為先知性 的標誌：在人類中，每個人都是珍貴的，沒有人應該被丟棄或被遺忘
。 

我將所有病患，以及在家中負責照顧病患的人們、透過研究工作和志工服務 的人們，都託付於聖母
瑪利亞──病人之痊的代禱，連同那些致力使個人、 教會和人民在兄弟情誼中聯繫結合起來的人。我
衷心頒布給各位我的宗座遐 福。 

教宗方濟各 

羅馬，拉特朗聖若望大殿
2023年 1月 10日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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