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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預苦期默想：

踏上「不屬於自己的路」

預苦期（又稱為「大齋期」或「四旬期」）在教會禮儀

傳統中是紀念基督受苦與受死的一段時期，英文稱為 Lent，

源自古字 Lencten，意思是春天：寒冬已深，春天將臨；黑

夜已盡，黎明將至。預苦期乃紀念救贖人類而承受苦難的基

督，體會祂的大愛與犧牲，使絕望中的人產生盼望。

預苦期是四十天，從聖灰日（Ash Wednesday，或稱聖

灰星期三）開始到復活節前一天結束，當中的六個主日都

不計算在這四十天內，因為每個主日都是紀念基督復活的

日子。聖灰日是預苦期的第一天，依據傳統教會在此日舉

行塗灰禮，牧者以灰黑的炭燼在信徒額上畫十字架，作為

深切「懺悔罪過」的記號，灰黑十字記號持續到日落才洗

掉。所用的灰燼來自燃燒上一年棕枝主日（Palm Sunday）的

棕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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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言

長期閱讀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的著作，就

像給心靈的一種煉金術，這種煉淨逐漸轉化我們原本狹隘

僵化的想法，使我們的思想繼而變得寬廣慷慨。他間或顛

覆我們的思維，實在是預苦期上好的同行者。

布魯格曼對經文的敏銳探究，使以賽亞、耶利米的先

知宣講，同樣可見於詩篇、妥拉（Torah）、福音書及某些

書信，並都一一向我們說話。我們受邀踏上這預苦期的旅

程，走一段暴戾放縱、世界難以認出的道路─就是那以恩

典、慈心、豐盛為記的道路。

我等布魯格曼的學生會記得，他總是以令人着迷的深

妙禱文開始每一節課。我嘗試借鑒他的遣詞用字，寫成每

篇默想最後的禱文，望能有幾分他的精神在其中。

弗洛伊特

（Richard Fl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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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灰日（第一日）

重拾身份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在他接近的時候求告他。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

不義的人應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憫他；

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他必廣行赦免。

以賽亞書五十五章6-7節

這兩節經文是熟悉不過的宣召：你們要敬拜、悔改！

在預苦期可謂十分「應節」。這裏描繪的上帝近在咫尺，隨

時憐憫赦罪，滿有恩慈。但上帝同時有所要求，祂要求人

們必須轉向祂─這位對人有要求的神同時滿有恩慈，在祂

不只得嚴苛要求，亦不只得廉價恩典，而是恩慈與要求並

存，就像所有認真嚴肅的關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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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中有四個命令式的動詞：尋找、求告、離棄、歸

向，都是很切合預苦期的字眼。但我相信這裏所指的並非一

般的認罪悔改，而是針對那些過於積極要入藉巴比倫的猶太

人，那些太輕易就拋棄猶太身份、信仰、教導，以在信奉別

神的巴比倫帝國中求全的人。這幾個命令是向他們發出的呼

召，要他們回到那原初的身份、根本的教導、最初的信仰。

我認為這也是預苦期裏向我們一眾基督徒發出的命令。

在我看來，美國教會現在的困境不在於其或自由或保守的立

場，而是因為我們拋棄了洗禮聖事的信仰和教導，甘於接受

由愛國主義、消費主義、暴力和富庶所賦予的美式身份認同。

在教會而言，好消息是不論你自由還是保守，任何人

都沒有理據站在道德高地。壞消息是我們在預苦期蒙憐憫

赦罪之恩以先，必須一再默想洗禮聖事賦予我們的原初身

份─「應許的兒女」、「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

面對虛浮的愛國主義、過熱的消費主義、習以為常的暴

力、無止境的貪婪而堅守與蒙召的恩相稱。這些影響和誘

惑把我們團團圍住，因此預苦期裏，我們更需要好好默想

上主賜予我們的寶貴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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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讓我們重新檢視平日習以為常的眾多讓步，再

一次體認操練、順服與身份的重要。以上兩節經文的高峰

在於：

耶和華就必憐憫⋯⋯

因為他必廣行赦免。

賽五十五7

經文對那些「跪低」的被擄者說話：廣行赦免、憐憫

的主必轉向那些重新歸認這寶貴身份的人。

既有恩慈又有要求的神啊，你挑戰我們重新歸
認我們神聖的身份，以祢的呼召和應許為我們行

事為人的根本─而非圍着周遭各樣誘惑打轉。

願祢激勵我們，使我們重新被祢的話語轉化，並

發現其中的拯救大能。阿們。

聖灰日（第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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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第一個星期四（第二日）

再上路

我要向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

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詩篇一百二十一篇1-2節

我們又上路了！我們，耶穌的追隨者，在預苦期再次上

路，沿順服之道上耶路撒冷，準備與教會和國家的掌權者們

攤牌。這每每是趟危險的旅程，路上滿是崎嶇網羅、艱辛敵

對，最後以一場被操控的審判作結。但信男信女總是一再踏

上路途，離開安舒之地，甘願冒險，一路上渴想真正安康。

聖經中的信心之旅始於創世記亞伯拉罕和撒拉的旅

程。上主差他們離開熟悉的地方，到將要賜給他們的應許

之地去，要換上新名字，得上主賜福，又要叫其他人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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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得福。他們去了，他們的家族也一代接一代緊隨其

後。我們在他們之後，也終將走過我們的安舒之地，到上

主為我們預備的恩賜之地去，深願路上蒙福，也叫其他人

因我們得福。

至於我們的目的地，或許會是「平安」（shalom）之

地：在那裏，人們共享資源，政治上包容各方，隨心彼此

款待、汲汲追求公義，對鄰舍顧睦無畏，而非滿心只有貪

婪、焦慮、過分自保的想法。

詩篇一百二十一篇正是為艱險路途上的旅人而設，是

歷代無數旅人的詩歌，如今亦是你我的詩歌。它一再肯定

在路上的我們並不孤單，皆因有信實的上主沿途覆庇─

就是那位保守亞伯拉罕和撒拉平安、和耶穌一同上耶路撒

冷、一路走到受難日且跨越到復活日的神。

我覺得，預苦期對你我而言，就是如此一趟旅程，

要領我們除去今日經濟制度中貪婪躁動的敵意，拋棄以恐

懼發動的排他政治，並脫離自我放任、吞滅自然的消費主

義。這趟旅程要帶我們到達一個嶄新境地，給我們還以純

真、自由的恩賜，回到我們原本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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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捨己的主啊，願呼召我們走上更新之道─
更新自我，更新社群，更新世界，就從身邊一

個鄰舍開始。願我們這預苦期的路途上滿有祢

的恩慈。阿們。

預苦期第一個星期四（第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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