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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以丰富我们在这个复活
期做祈祷的反思。

2024年1月2日

来自天主的平安

弥撒圣祭的果实

平安是奋斗的成果



来自天主的平安

那些熟识真福欧华路的人说，他的一
生非常清楚地体现了圣施礼华在《炼
炉》里以下的话：「属于天主的人的
一个清晰标记，就是他们心灵的平
安：他们有平安，并把平安交给那些
跟他们交往的人。」[1] 每颗人心都
渴望的是：获得平安、不活在不确定
之中、和确信没有什么悲伤是不能得
到安慰的。然而这一切都并不容易实
现。 我们总会有一些不顺利的事，一
些必须忍受的限制，以及一些似乎无
法解决的问题...... 为了拥有持久的平
安并将其给予他人，我们的努力当然
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就是在天主内
找到平安那取之不尽的泉源。

「世界给我们送上的平安是一个没有
磨难的平安;它给我们送上的是一个人
工泡制的平安，一种只流于风平浪静
的平安。 它是一种只顾自己的挂虑、
自己的保障，确保自己一无所缺的平
安。 它是一种将自己闭锁起来，对外



边世界莫不关心的平静。 世界教我们
走的是一条通过麻醉而获得平安的道
路;它使我们麻醉，以免我们看到每个
人生活中的另一个现实：十字架。 圣
保禄说，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磨难才能
进入天国。 但人能够在磨难中得到平
安吗？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能。 磨
难是真实存在的：痛苦、疾病、死
亡...... 耶稣所赐予的平安是一份恩
赐：它是圣神的恩赐。 」[2]

我们在与主耶稣的关系中找到自己和
他人都需要的、灵魂的安详。只有祂
拥有平安的「钥匙」。 在基督内，所
有幸福快乐的梦想都能实现。 我们也
希望拥有一种能自然地传送给周围的
人的平安，因为它传递看待一切事物
的最真实的方式：就是用天主的双眼
去看。

弥撒圣祭的果实

我们被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对宗徒所
说的、我们在今天弥撒的福音中读到
的话所感动：「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
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 你们心里
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 」（若14：
27）是什么让我们失去安详呢？是什
么让我们的心颤抖或动摇呢？只有在
主耶稣内，我们才能找到安息，找到
真正的平安，那知道唯一真正的安详
就是把自己交托在天主手中的真正平
安。圣施礼华说：「在你的心里和灵
魂里，在你的理智和意志里，深深种
植一腔对你天上慈父可爱圣意的信赖
之心和依靠之心。由此便会产生你所
渴望的内心平安。 」[3]

在每一台弥撒中，我们体验到只有天
主才能赐予我们的平安。在领圣体
前，在诵念天主经之后，神父向全人
类张开双臂并说：「愿主的平安常与
你们同在。」灵魂的最深邃的安详从
祭坛中流淌而出。 教会、每一个基督
徒、每一个男女的一切美善，都源自
基督，源自加尔瓦略山上的神圣祭
献。一个把自己的生命与弥撒圣祭结
合在一起的基督徒，「一个同基督心



心相印而活的基督徒，舍此别无其他
目标，即和平临于社会，和平临于教
会，和平临于人灵，当基督神国来临
时，和平诣于泰极。」[4]

「『我知道我为你们订的计划，是和
平的计划，不是冲突的计划。』这是
天主藉先知耶肋米亚所作的许诺。 礼
仪把这话配合到耶稣身上，因为在祂
身上，我们清楚看到，天主确实是这
样爱我们的。祂并不是来判决我们，
并不是来控诉我们的卑鄙恶劣。 祂是
来拯救我们，宽赦我们，给我们以和
平与喜乐。 」[5]

平安是奋斗的成果

圣多玛斯阿奎那在论述圣保禄列出的
圣神的恩赐和果实时说，凡「常住在
仁爱中的人，就常住在天主内，天主
也常住在他内。因此，仁爱的结果就
是喜乐。 但喜乐的巅峰就是平安。
」[6] 他接着说：「而平安意味着两
件事，即是我们不受外在事物的干
扰，以及我们的欲望完全地聚焦在一



个目标上。因此，在仁爱和喜乐之
后，平安就占第三位。 」[7] 平安使
我们能够将天主放在第一位，并将自
己与任何使我们与祂分离的事物分
开。 在内修生活方面，做主动的是天
主和祂的恩宠。 同时，在祂的助佑
下，我们可以加强自己的配合，和个
人的奋斗。 「你给我这样写，我抄了
下来：『我的快乐与平安。 假如我没
有平安，我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什
么是平安？平安与战争是息息相关
的。 平安是战胜的结果。 平安要求
我持续不断地奋斗。 没有奋斗，也就
没有平安。』」[8]

圣施礼华教导说，平安是战争的成
果，但不是任何战争。是我们对自己
发动的内在战争：就是克服自私，引
导我们的情操，使之更加接近耶稣的
情操，竭尽全力传播美善等等。简而
言之，就是努力去做天主所喜悦的事
情，远离那些使我们与祂隔绝的事
物。 为了拥有平安并把平安给予他
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一点



一点地征服它。 「人经常『缔造和
平』，却又经常纠缠在战争里。 这是
因为他们忘记了要在内心挣扎奋斗，
并向天主求助。 这样，祂将征服，而
我们将为自己获得平安，为我们的家
庭、社会、世界获得平安。 」[9]

圣母玛利亚是和平之后，因为尽管她
一生中经历了种种痛苦和焦虑，她始
终如一地切愿遵行天主的圣意。当我
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面对个人的或家庭
的问题时，我们请求她为我们取得内
心的安详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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