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比受更有福》 

   

「施比受更有福」，短短六字，箇中蘊含的意義卻非凡。願意施捨的人，往往比只懂接受的

人來得幸福，活得通透。 

  

首先，懂得施捨是儒家思想中「仁」必不可少的基石。要做到當之無愧的仁者，就要先懂得

施捨。2003 年沙士肆虐全港，人們足不出戶，人心惶惶。有著「香港女兒」之稱的沙士女英雄謝婉

雯醫生卻說：「作為醫生，難道要讓病人獨自面對死亡的深潭嗎？」於是，她便義無反顧地請纓照

顧沙士病人。謝醫生放下一切，與家人和未婚夫隔離，殫精竭慮地在醫院裏為病人檢查、禱告、安

撫家屬。當被問起有否後悔時，她卻淡然道：「自己多多少少能為病人們做一點甚麼，便心滿意足

了。」雖說『醫者仁心』，但謝醫生這種以性命作為賭注的做法實在少之又少，卻的確達到了仁的

最高境界「捨己為人」，視仁德比生命重要。 

 

除了我國的謝醫生外，美國第一位平民總統亞伯拉罕·林肯也是如此。林肯在年僅二十歲時便

成為了一位律師，但他卻拒絕了富商巨額的官司費，躋身上流律師圈的機會，只幫助小家庭、老人

及露宿者免費寫律師信，出庭作證，打破當時官商非法勾當的傳統。後來林肯作為一國之君，仍然

堅守伸出援手的原則，將施捨的本能實行到底。 

  

其次，懂得施捨的人心胸才會廣闊，才能夠活出真我。德蘭修女在戰爭嚴重之際，在使人膽

戰心驚的貧民窟裏開設了「垂死之家」，收容無家可歸的窮人。德蘭修女憶到，在收容他們的過程

中她才發現，她的心被填滿了，因此從不後悔！德蘭修女領略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理，因此活

得透徹，活出真我。 

 

「施比受更有福」在古今中外依舊適用。紐約銀行員曾喆，在 911 恐襲事件中挺身而出；貨

車司機黃華興，在四川地震中義無反顧地衝進孤兒院救人。不同人和場景，但他們都選擇獻上自己

的力量，幫助更多人逃出「惡夢」。有人會問，他們是救護員或消防員嗎？不，只是在良心驅使下，

彰顯出人性最光輝的一面，毫無私心和利益的考慮。能做到這個決定，絕對是活得通透，將心比心

的人，實在值得欽佩。但凡每個人都能貢獻一點，是心是力，而國家恰好是需要你和我的「施」，

才能使每個人都有「受」和「福」，社會將一步步邁向和諧，步向文明，達至大同。 

 

S4CL 韓展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