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總監邀我擔任圖書管理委員時，我負

責校正日本扶輪大老佐藤千壽所著「泥中之

蓮」的中譯本。這本書是在闡述當年 RI社長

披猜‧拉達軍 (泰國 )的年度主題「播撒愛

心的種子」的精神。

「泥中之蓮」意喻出汙泥而不染的精

神，原文以曾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德雷莎修女

的普世之愛闡述扶輪的服務理念。書中提到

1997年九月德雷莎修女逝世後，日本產經新

聞刊登了一篇白柳誠一樞機主教的撰文，文

中提到過去從世界各國前往訪問德雷莎修女

的人們，經常會提到能協助她些什麼？而她

的答覆總是：「請馬上回到你的國家，並且

從你的身邊以愛的言行，珍惜人類做起，愛

─是從你最近的地方開始」。而距離我們最

近的地方無非是自己的家庭、學校、職場、

社區等。再從我們扶輪社的服務宗旨來說，

就是促進友誼的社務服務，也就是從社友間

的友愛開始做起。

德雷莎修女去世後一年，朝日新聞記

者採訪了她的繼任者─帶領四千名修女之

神之愛宣教者會」的妮路瑪拉

修女。宣教者會在全世界 120個

國家的 2500多個地方廣設醫療設

施、孤兒院、安寧之家等福祉機

構，每年的支出龐大，但是妮路

瑪拉修女對記者們表示：「我們

並沒有刻意的呼籲捐款，而是自

然的匯集，因為聖母仍然活在世

人的心中，所以人們仍然繼續關

切我們的活動」。而我們的扶輪

基金會也透過包括頒授名譽稱號

或獎章在內的各種方式募款。然

而德雷莎修女所說的：「重要的並不是我們

付出了多少，而是在我們捐出的時候投入了

多少的愛心」，這一席話不得不讓我們反躬

自省，我們為何捐款？披猜前社長則做了更

直接的註解：「真正動人心弦者並非物資金

錢，而是所施予之溫暖的心」。

德雷莎修女出生於原南斯拉夫的馬其

頓，是一位雜貨盤商的幼女，15歲之後先後

在印度及都柏林接受宣教士的訓練，最後到

了加爾各答擔任數項神職。當她看到印度的

階級制度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人類

喪盡尊嚴的慘狀時，決定投入慈善工作。1948

年終於獲得教皇庇護 12世的准許，以自由修

女的身分投入民間行善。為了更積極的投入

慈善志業，1950年她與 12位修女共同成立了

仁愛傳教修女會 (Missionaries of Charity)，她

們親自深入貧民窟與身染重病或貧苦無依的

邊緣人生活，親手醫療照護，並賜予溫暖的

撫慰，在極其艱困的環境中，毫無倦怠的付

出她的愛。她的善行逐漸廣為流傳而感動了

社會，世界各地的修女們也深受感召，紛紛

「愛」從你的身旁開始 
            德雷莎修女對「愛」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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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她的行列，

逐漸在世界各地

建立了龐大的慈

善機構。

德 雷 莎 修

女對任何人總是

面帶慈善的微

笑，親切的噓

寒問暖，她認為

「愛」的本質就

是「關心」。而

要表現你的愛，

最直接的第一

步就是「微笑」，她說：「我們會對偶而見

面的人微笑，可是卻難以對每日見面的人微

笑，我偶而也會如此。」即使是一抹微笑也

會燃起人們的振奮，因此她經常激勵人們：

「請保持微笑，不想笑也要笑，笑容對人類

是必要的！」

扶輪的核心價值就是「友誼與服務」，

要建立真誠的友誼就要從微笑開始，因為微

笑可以讓彼此都感受到愉悅，會忘卻心中的

煩惱；而服務的原點，就是對世人、對社會

的關愛，有了關心與愛的基礎，才有真心的

服務，而不是沽名釣譽的施捨，這才是愛的

真諦，也是我們扶輪真正的精神。

泥中之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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