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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作家李敖，雖然閱讀聖經和廣泛涉獵宗教知識，自己也流露
對基督教的正面印象，但是他清楚表示並不信基督教，原因就是如果
有上帝，世界為甚麼有這麼多苦難？！ 
 
  人最切身的苦難是疾病。患病與遺傳基因、生活習慣、個性操守
以及宗教信仰都有密切關係。我開始用藥是因膽固醇偏高，防止血管
阻塞開始。每晚以一小粒粉紅色藥吞下進入夢鄉。每季要定期去測量
血壓，再拿藥，憑記憶是在兩三年前開始的，但上次查問，醫生的記
錄是六年前就開始服用了。心想若在上一世紀，醫療落後的年代，大
概現今的我已經安然歸天家了。如今，我每天定時服用的防老化藥片
增多了，健康管理要求也多了，雖然一切尚算健壯，但是很明顯的是
生命已進入人生經驗最豐富的歲月了！ 
 
  聖經裡，耶穌與病人為伍的事蹟很多。曾經有皮膚潰爛病的隔離
病人(聖經用痲瘋病，但專家認為兩者不同)，一次十個人那麼多迎向
耶穌。這段經文特別之處是，他們要「遠遠站著」高聲求助，因該病
特性不可就近耶穌。讀來自然感覺心酸(路十七 12)。另一次，是不能
正面向耶穌求救的一個女人。她患了一種血漏病，也叫經血不止。我
記得台灣作家三毛在文章透露過她有此病。古代沒有醫療保障之下，
她在醫生手中花盡了一生所有的，卻無濟於事。這是病患的最殘酷現
實。當她來到耶穌身邊時，已是患病後的第十二年，而且她是唯一偷
偷站到「耶穌背後」求助，不敢表露身分的一個。我們明白這其中的
苦衷，但不太明白兩千年前猶太人對血漏病的觀念，對「不潔淨」的
蔑視所帶來的痛苦。她就默默憑信一搏，去觸摸耶穌的衣裳，最後竟
得了醫治。(路八 43-48)。 
 
  耶穌醫治很多病人，聖經學者 Robert Tannehill 引述 Fitzmyer
的發現說，路加福音的記錄與馬可福音略有不同，沒有描述耶穌的情
緒反應。我想有兩個原因，除了路加是醫生常與患者共處已經習慣；
再就是他的史學修養對人世疾苦有宏觀的視角。有人說，苦難是人生
的常態。今天，無論是生態失衡所造成的頻頻天災，或是衰老而來的
人生歸宿的迷惘，都提示我們苦難的課題是不能逃避的。 
 
  曾經笑傲江湖的一代「大師」李敖也有離去的一天。可是他留下
來的困惑是，那些從耶穌背後默默求救的人，所得到的醫治是甚麼呢 
？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為何告訴我們這事呢？兩千多年來耶穌給
人的盼望與生活動力若不是幻覺和假象，眼前的苦難，真的與上帝的
同在是不可共存的嗎？ 
 
(此文獻給親屬中患重病的未信朋友，祈願他們早日康復或接受耶穌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