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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迎接上主的愛。上主從不向我們關閉祂的心，而上主忠信
的仁慈是我們穩固的保障，甚至當我們的過錯使我們跌倒的時
候。如果我們背離上主，我們不應害怕回到祂那裡去，也不應害
怕信賴祂，因為上主常常來與我們相遇。
不要將祈禱看作是艱澀的尋覓，而是接納它如休止和呼吸的時
段，此刻聖神（聖靈）將上主的愛傾注在我們內，使我們可以繼
續度慈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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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嘗試寬恕，甚至七十個七次。如果創傷太大，我們可以嘗
試，並一步步地前進。對寬恕的渴望呈現之前，可能被長時間所
受到的委屈遮蔽著。
我們可以藉著樂於一視同仁地看待四周的人，藉著款待他們，藉
著明確地不再判斷別人，藉著鍛鍊一顆包容和慷慨的心 ...... 從而
顯示出教會是慈悲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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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自己或與他人勇於走進那些在我們前行路旁，身處困境的
人。憐憫並非矯揉造作而是任勞任怨。雖然法律清晰的劃定了責
任的界限，但是慈悲永遠不會說：｢已夠了；我已盡了我的本
份。｣



6

©
A
te
lie

rs
e
t
P
re
ss

e
s
d
e
Ta

iz
é
,
7
1
2
5
0
Ta

iz
é
,
F
ra
n
ce

·



7



8



9

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即使難民和移民的湧入會製造很多難
題，但這也可能是一個機遇。那些在富裕國家敲門的人激勵這些
國家與他們團結共融。難道他們不是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新的活力
嗎？藉著一起解決移民潮所帶來的種種挑戰，歐盟國家可以恢
復已減弱的動力。
我們需要超越對陌生人和對文化差異的恐懼。這樣的恐懼是可理
解的 ─ 那些協助慷慨迎接移民的人有時候感到筋疲力盡。然
而，恐懼不會隨著我們在牆後孤立自己而消失，反而是透過走向
那些我們不認識的人而消失。與其在陌生人身上看到我們的生活
水平或我們的文化受到威脅，倒不如以作為同一人類大家庭成員
而彼此歡迎來得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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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表達與整個受造界團結？藉著作出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
決定，藉著認真考慮我們身為消費者或公民的行動，藉著有意識
地選擇更簡樸的生活方式。簡化我們的生活方式可以成為喜樂的
泉源。有人提出倡議，例如為了氣候並為了公義而在每月第一日
守斋。我們必須採取類似的步驟以顯示上主仁慈看待萬物，因為
萬物是我們共同之家 ─ 地球 ─ 的一部份；這是快樂地在地球生
活的條件。



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