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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八）：稳固培育我
们的战役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健康的好
奇心，去深入了解我们的世
界，并克服横阻于前的障
碍。」

2022年8月29日

真正的新奇

首先是播种者



耕耘土地，改良种子

圣施礼华的「战役」

获得广阔视野的两个建议

虽然雅典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但它
仍是圣保禄时代的文化地标。圣路加
告诉我们，那时那里的人，心烦意
乱，「只是谈论或探听一些新奇的
事。」（宗17:21）然而令人惊讶的
是，他们对唯一名副其实的真正新鲜
事－基督死亡和复活，为了将我们从
罪恶中拯救出来。（参宗17:32）却
始终持着怀疑的拒绝。圣保禄对古典
文化核心的这种「失败」，肯定深感
震惊万分。致使他在圣神的引导下，
深刻地反思真正基督教新奇的内涵。

真正的新奇



在他与雅典人相遇后不久，写了一封
信给格林多的基督信徒，圣保禄提出
了进入基督教信息的两把关键钥匙。
其中第一把，是基督十字架的奥秘，
单靠人的逻辑是无法理解的（参格前
1:20-25）；但是对我们日常的生活
却有着具体的影响，圣十字架似乎在
世上要有种新的生存方式。（参格前
5:7-8）「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
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
都成了新的。」（格后5:17）

圣施礼华在1928年10月2日领悟到的
亮光与同样的新奇事密切相关。他将
基督徒视为「那能够为众人照亮世途
的唯一火焰的携带者，带来那永不会
暗淡、迷蒙，或被遮掩的唯一光
明。」[1] 他体验真正基督徒的新
奇，我们在耶稣「内的」新生命，使
他看到那年代一些所谓的「新鲜事」
搅动社会和教会，实际上只不过是
「那些挖掘陈腐过时的『怀疑论』，
或十九世纪不足为信的『自由主义』
的人。」[2] 这些「新鲜事」在历史



上总是层出不穷、后又消失。与基督
徒的新奇事相比，仅仅只是「几个世
纪以来累积的所有错误」[3] 的翻
版，因此实际上已是非常的古老。

作为一般的基督徒，我们使命的很大
一部分是让基督真正的新奇渗透到我
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不会被仅仅
看起来只是新鲜事而受到误导。因
此，首先必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迎
接它，让它以耐心和决心成长，这样
才能塑造我们的思维和态度。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帮忙确保「许多人依靠
我们；如果我们回应上主，那么，许
多人将不再存留在黑暗里，而踏上迈
向永生的道路。」[4]

首先是播种者

耶稣在几个比喻里，清楚地表明关于
天国之事，是存在我们中间的一种无
偿的礼物。例如，在撒种的比喻中，
（参玛13:3）起点在于自愿播种者的
工作。没有事先的准备努力，就没有



成果。土壤品质的好坏当然也很重
要，但只属于较次要的。

信仰启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世界的
后裔。（参咏2:8）蒙召协助我们体认
天父努力确保所有的受造都成为祂想
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参罗 8:20-23)
我们受到初期基督徒信仰坚定的激
励，努力探索世上所有的道路怎样通
向天主。因为我们深信「世界不是邪
恶的，因为它出自天主的手，因为是
祂的创造，因为『天主看了认为
好。』（参创1:7及以下）」[5]

当我们真正领悟到自己是天主的儿
女、承继人、使徒时，我们就会意识
到自己也必须成为能够散播到四面八
方的种子。最令我们高兴的是，看到
天主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播下祂的种
子，使这个渴望结出果实的世界充满
了活力。因此，「我们能明了天主圣
召的奇妙。基督亲手把我们从麦田里
摘起来；撒种人用受伤的手掌，紧捏
着一把麦粒；基督的血浇灌着种籽，



浸透了种籽；然后，吾主把麦粒迎风
扬播，使之葬于土中，死而复活，繁
荣孳生。」[6]

耕耘土地，改良种子

然而，仅仅撒播种子是不够的。种子
还需要有力量和「适性」才能生根。
此外，土地需要施肥；我们需要尽可
能地耕耘土地、挖土施肥。（参路
13:6-9）

如果我们希望果实如此丰盛，一如耶
稣所说，连空中的飞鸟都可以栖息在
树上，（参玛13:31-32）我们与上天
合作的重点就是要花功夫准备，尽己
所能的选择好种子。首先，我们自己
必须坚信真理与信仰的密切关系。有
一个极关键的信念，即信仰不仅「成
为某种自满自足的情感，让人感到安
慰和振奋，但依然会受善变的心灵或
无常的世态所影响，而不能支持我们
稳妥地完成人生的旅程。」[7] 相反
「我们需要认知，我们需要真理，否
则我们不能站稳，不能前进。」[8]



对真理的渴望让我们的智力能够迎接
我们的信仰，发现它的理性基础。然
后我们的智力就被扩展到更广阔的视
野。对我们而言，丰富了现有状况使
之变得更深刻、更容易理解。因此，
如果我们想成为基督真正具有蓬勃朝
气的播种者，我们不得不反思自我的
信仰，能否全面地启发我们生活的每
一个角落，也包括我们的专业工作。
当我们勤奋地尝试根据信仰之光来反
思我们的经历，而不是一味地求助于
一些现成的答案，我们会逐渐养成好
习惯、日新又新的，也许是最重要的
德行之一。只有当我们的智慧被信仰
之光照亮时，我们才能「在最普通的
日常实况里，察觉到神圣光辉的闪
耀。」[9]

为了让这些省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
实状况，我们需要真正的谦虚。我们
需要顺从圣神，祂透过日常事件和周
围的人向我们说话。（参若14:26）
不容讳言，在努力将基督之光带给世
界的过程中，我们真正的力量只有来



自天主。正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说：
「谦卑是创意性地屈服于真理和爱的
力量。谦卑是拒绝外表和肤浅；它是
人性精神深度的表现；也是个人伟大
的条件。」[10]

圣施礼华的「战役」

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圣施礼华努
力确保主业团从一开始就提供了深刻
的哲学和神学培育的原因，反过来看
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专业立场。在寻
求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的解答过程
中，他谈到一场真正的「战役」。
[11] 这个有力的词语强调了欲获得稳
固培育的艰巨性，因此培育始终必须
符合每个人的情况，才能做出真正的
承诺。圣多玛斯·阿奎那谈到了「好
学」的德行，意味着「为寻找事物的
真相而付出实践的决心。」[12] 换句
话说，为了深刻了解我们的世界，需
要怀抱持久的心态，去培养健全的好
奇心。并尽力克服横阻于前的障碍。
无论如何，绝勿轻视激励我们崇高伟



大的目标：将基督的讯息成为我们自
己的，以便能够在我们四周撒播讯息
的种子。

战役的比喻也导致我们思考制定策略
的必要性。当我们深思生命中的重要
课题时，若缺乏时间和平静，我们又
如何能实现这么崇高的目标？对于某
些人，这种策略能配合其充分利用并
汲取他们已经参与的培育方法。对于
另些人，圣施礼华在他的著作中借用
了一位古典作家的建议，可能有助于
「学习、服从。Non multa，sed
multum。『不在乎多，而在乎
精。』」[13]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精力
投入很多事上，反而是要专精一样或
少数几样。这可能先要寻求建议，规
划一个合适的阅读计划，再进一步深
入该主题。此外，我们还可以善加利
用当今互联网提供的无线资源，当然
的，在进行任何智力方面的活动时，
把握先后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主
业团创办人谈到生活规划时，他用了
橡皮手套能适合每双手的比喻。这也



可应用于我们个人的培育计划，旨在
加深我们对信仰的认知。

获得广阔视野的两个建议

由于信仰之光能使我们掌握周边之事
的来龙去脉。在当今社会上不断上演
的文化和知识的辩论中，我们基督徒
不仅是观众而已，更要将自己视为主
角。我们应该具有不墨守成规的健康
态度，意识到「我们都被召去主动自
发地委身，改善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世
代的生活方式，好让天主对人类的计
画大大敞开来。」[14]

为了让这理想成为现实，圣施礼华给
我们留下了两个建议。第一是要拥有
广阔的视野，不满于坐井观天的狭小
目标：「你想学习按照天主教思想观
点看问题，也就是说，按照具有胸怀
天下的观点看问题。因此，特此列举
一些要点，供你参考：对天主教正统
教义中，生机蓬勃，始终不变的信
理，应有广阔的视野，深刻的领会；
对哲学传统思想，对历史评注，重新



提出标准教训时，应从正确、稳当和
健康的意愿出发，切忌轻率；对科学
与当代思潮的动向，应有慎重明智的
了解；以及对当前社会和生活方式的
变化动态，应抱积极和开明的态
度。」[15]

渴望加深对受造界的理解，需要多阅
读和研究，这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前
人传统的一部分，使我们能够超越现
在。「我们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小
矮人。我们可以比他们看到更多、更
远，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素质，而是
因为我们被他们至高巨大的抚养照
护。」[16] 有了这些遗产，我们即可
正向的汲取我们现代的新成就和关
注，并学会以建设性的精神和他人的
帮助来分辨进步的真伪。因此，我们
逐步形成了对重大议题的个人及合理
的愿景。我们培养一种真正普世的
「大公」心态。

为帮助向天主的计划开放所有人性范
畴的挑战，本笃十六世非常重视他所



谓的「有创意的少数群体」。通常是
由他们「决定未来」的。因此，「天
主教会必须明白，她是个富有创意的
少数群体，她所传承的价值观并非是
陈旧的，而是个非常生动并切合相关
的实际现状。教会必须现代化；在我
们争取真正自由与和平概念的斗争
中，她必须参与公众的辩论。」[17]

能够找到渴望分享这种对培育、对万
有受造现实能深入分析的人，然后与
他们共同实践各种创举，是世上基督
徒圣召最富成效的经历之一。主业团
的第一批信友的历史，向我们证实了
的这种累累的果实。[18] 在这尽力而
为之中，我们每人都被召唤，找到自
己的定位，以及在我们个人特定的情
况下，做出实质的贡献。

圣施礼华在这方面的第二个建议中，
他指出多种的解决方案。信仰之光使
人在几乎所有事物中，能找到不止一
种的解决方案与前进的道路。相同的
信仰能够合法地启发不同的行动、思



考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都应该受
到尊重。[19] 所以，信仰引导我们培
养倾听、与人合作、和与他们对话的
能力，依靠健全的愿望去学习，以及
参照其他的观点丰富自己的内涵。

* * *

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却把这一切
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想。」
（路2:19）在她周围发生的一切，尤
其是与她爱子有关的一切，都在她的
内心世界中共鸣。借着一次又一次地
思考我们的信仰之美，和我们使命的
伟大，我们发现自己因渴望而找到具
体的培育方法，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好
而灼热。并且指引我们提出倡议，寻
求与其他人的合作，以帮助在当今文
化的「新阿勒约帕哥」(参宗
17:16-34)中，呈现基督的永恒新
奇。如有必要，它将帮助我们摆脱任
何「无补于事的悲观主义」[20] 的暗
示，正如圣施礼华常说的那样，意识
到「世界正在等待着我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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