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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十八）：内心自由

「自由并非在我们自己的意志
力之外、不具任何基础的随意
选择。 而是心灵最深处，对先
于我们的大爱的回应。 」

2023年11月4日

如果这只是能够选择的问题

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宝藏

自由作为回应



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里肋亚。祂是一
位不同于其他人的老师。祂说话带着
权柄，祂的话甚至能胜过邪灵。在几
处布道之后，他来到了纳匝肋，自己
曾受教养的地方。」（路4：16）圣
路加将这一场景置于祂公共生活的开
端。这一幕意味深长，甚至被称为
「福音中的福音」。在这几节经文
中，不仅庄严地开启了我主的使命，
而且总结了祂的一生。[1] 耶稣来到
会堂，站起来朗读。他们递给祂依撒
意亚先知书。「他遂展开书卷，找到
了一处，上边写说：『上主的神临于
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傅了油，派遣我
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
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
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他把
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了。
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 他便
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
圣经，今天应验了。 』」（路4：
17-21）耶稣毫不含糊地表明祂是默



西亚的地位，并用强调自由恩赐的经
文来表达。这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
祂来是要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和压迫
中释放出来。

最早的基督徒很清楚自由的礼物是他
们信仰的核心，因此圣保禄将其作为
他书信中恒常不变的主题。耶稣把我
们从罪恶和死亡的重担中释放出来，
从异教徒宗教里盲目的命运中释放出
来，从混乱的激情和一切使地球上的
生活变得悲惨和不人道的事物中释放
出来。然而，自由不仅是一种恩典，
同时也是一项任务。正如外邦人的宗
徒圣保禄所写：「基督解救了我们，
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
稳，不可再让奴隶的轭束缚你们。 」
（迦5：1）因此，我们需要捍卫我们
的自由，不辜负这个礼物，绝不是又
回到受限的逸乐苟安的生活中。最初
的基督徒内心深处有这种信念。如今
我们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刚出生时
就已经受洗了。但能否体会出我主在
纳匝肋所读的依撒意亚的话对我们有



什么意义？圣保禄呼吁自由生活，难
道我们不知警醒反而要再次屈从于奴
役的枷锁？

如果这只是能够选择的问题

当我们谈及自由时，往往会想到一个
简单的条件：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行
动，没有任何人强迫或胁迫。当我们
可以为自己选择时，这就是我们所拥
有的自由体验。面对诸如「你想要巧
克力蛋糕还是水果？」这样的问题，
那些可以任意二选一的人似乎比那些
被迫只能选其中之一的人更自由。例
如，糖尿病患者被迫要选水果。在这
种受限的自由含义中，那些可以有更
多选项的人更自由，因为他们受到的
限制较少。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金钱
会带来强烈的自由感;许多机会向他敞
开，对经济资源缺乏的人是相对封闭
的。

当然，不受强制是自由意义的一部
分，但真正的自由并不止于此。例
如，我们可以想象被囚禁在伦敦塔里



的圣多玛斯·穆尔（Saint Thomas
More）。 单从可以选择不去监禁的
角度来看，他一点也不自由。然而，
他是多么自由地接受了他的处境。教
会第一批殉道者，及近期因信仰而受
到迫害的人，所面临的情况全然与之
相似。任何形式的迫害都是企图剥夺
自由。但是，没有任何外在的方式可
以做到这点。耶稣说：「你们不要害
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
的。」（玛10：28）自由不仅仅是摆
脱了外在的约束，而是在我们灵魂的
最深处抉择如何行动或接受一种挑战
的能力，无论我们可能面临什么情
况。

此外，我们在具体选择中体验到的自
由范围往往相当有限。当我们想到那
些因为过着自由的方式而载入史册中
的人，通常不是最引人注目的。我们
可以在脑海中回忆起三四个人，我们
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典范。他们的生活
中最突出的是什么？是什么让他们成
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肯定不会仅仅因



为他们总是能够选择自己喜好的食
物，或是因为他们从未踏入婚姻，免
于将自己仅限于一个人终其一生，而
钦佩他们。相反，我们想到的是那些
将自己从一切可能束缚他们的事物中
解放出来的人，以便将他们的生命完
全献给有价值的事业或特定的人。他
们之所以成为自由的典范，恰恰是因
为他们始终能保留着自我奉献的权
利。试想如果圣多玛斯肆意的违背良
心，向亨利八世宣誓效忠，他绝不会
成为自由的榜样，而万世流芳。如果
圣保禄不是竭尽全力使基督为人所
知、为祂献出生命，而决定放弃他的
圣召，重新成为一名帐棚工人，尽管
他自愿的这样做，他也绝不会成为我
们自由的典范。因此，要充分理解自
由，我们需要超越仅仅是选择的能
力。

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宝藏

福音告诉我们一些深入浅出有关自由
的譬喻：「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



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
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
」「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
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
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 」（玛
13：44-46）在这两个简短的比喻
中，两人用他们拥有的全部去换取对
他们来说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竭尽
心力于内心渴望的事，而丝毫不认为
在放弃自己的自由。相反，他们认为
自己正在为值得的事使用自由。这是
天下有情人的经历。一个人为他所爱
的女人付出一切，整天只想着怎样更
爱她，也不在乎是否能和其他女人交
往。他不但不觉得这是在剥夺他的自
由。相反，他确信自己没有比爱那个
人、那件宝贝、那颗最有价值的珍珠
更大的自由了。

因此，选择的自由，即使仅是自由的
一个纬度，也可被安排到较深层次的
人生终极目标：能够去爱。我们可以
将其称为「自我给予的自由」。是我
们在爱中付诸实践的自由，让我们理



解自由和自我臣服并不对立，它们互
相支撑。」[2] 透过奉献我们的整个
生命，我们不但不会失去自由，反而
会更强烈地体验到。「人在自我奉
献、自我臣服那一刻，爱就被自由所
更新，而这更新正意味永远年轻、慷
慨，可拥有更高的理想，而作出更大
的牺牲。」[3]当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
之后，我们意识到：在一天快结束
时，我还没有花一点时间来祈祷。于
是我决定不借着看新闻来休息，而去
做些祈祷。这样一来，我以加强自我
献身的方式，更善用我的自由。这里
的关键仍然是出于爱。同样，一位母
亲出于爱心照顾生病的孩子，而改变
了她原来的计划。因她拥有极大的自
由，她发现这种自我奉献带来的快
乐，远远超过她原本打算做的事情所
得到的。

当我们为一项事业或为我们认为值得
我们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生时，这种
爱就会塑造我们，并让我们的「自
我」能获得充分的实现：有名有姓、



独一无二。例如，加尔各答的德蕾莎
姆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人给了
她一座舒适的小木屋使其安度余生，
并且有个非政府组织可接管她对穷人
的照顾。她会怎么看待？毕竟她生命
中最大的自由源自于将她全心全意放
在基督内，而基督存在于穷人中，并
放弃一切可能阻碍这理想的人事物。

我们可以轻易地在许多过着圣德生活
的人看到类似的例子。打动他们的是
渴望忠于他们为之付出一切的大爱;响
应他们在世俗中听到上主的召唤;扛起
塑造他们生活的使命。不禁令我们想
起圣施礼华在1932年的一个例子，他
说：「我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路：
我可以继续攻读，成为博学多才的大
学教授。我认为这路是可行的，而且
颇具吸引力。第二条路：牺牲我的野
心，甚至于牺牲我对知识的崇高欲
望，慎重于回应主的召唤，但不是出
于无知。我认清我的道路是第二条：
天主要我成为圣人，要我为祂的主业
团工作。」[4]这就是所谓的「内在自



由」。它是源头，解释了为什么我的
行为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对外来的
指令或冷酷目标的答复，而是出自对
我付出一切的隐藏宝藏的回应：前来
寻找我、并呼唤我跟随祂的大爱。这
个呼唤解释了圣人的「疯癫行为」，
他们的生活绝不是去虚应一连串的寻
常模式。

以内心的自由行事并非指我们不觉得
有些事情很困难。在平凡的生活中，
天父经常用圣施礼华强调的事情来提
醒我们：「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唯
一可以随兴去做的，就是我们赏心悦
目的事。 」[5]「如果我们为了信念
且怀着爱心，能够喜乐的 — 而非心
不甘情不愿的 — 去做我们觉得困
难、不讨好的事，那么，我们就是自
由的。 」[6] 我们全然自由地工作，
因为我们的努力源于我们心中所怀的
爱火。也许有一天我们不想做某件
事，也不完全理解我们必须这样做的
理由。但是我去做了，因为我知道这
是我终生所拥抱的爱的一部分，因此



我有可能自己会喜欢这样做。当我以
这种心态行事时，我不会按表操课或
仅仅因为「必须完成」而去做某事。
相反，我以一种不断更新的意愿「为
了爱，怀着爱」去做。随着时间的流
逝，我现在所做的事，在我为之付出
一生的大爱的感动下，勉力而行之，
则具有最深刻的意义。「把自己的召
唤视为来自天主的礼物（而不仅是一
张义务的清单），即使我们正在受
苦，也是精神自由的象征。 」[7]

自由作为回应

今天的许多人，在他们的自由概念
中，往往看不到在没有任何外部强制
或局限的情况下，随时选择他们所想
要的能力。如果这种选择能力受到质
疑，他们的自由度似乎就会消失。然
而事实上，选择其一往往意味着放弃
其二，同时，也并不一定能得到其
一。基督教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更加和
谐、平静的。「你们蒙召选，是为得
到自由（迦5：13）;」不是模糊或无



意义的自由，而是「天主子女的光荣
自由。 」（罗8：21）我们神圣父子
关系的真相使我们获得自由（参若
8：31-32）。因此，自由并非在我们
自己的意志力之外、不具任何基础的
随意选择。在心灵最深处，我们的自
由是对先于我们的大爱的回应。这就
是为什么圣施礼华将涉及内修生活的
奋斗形容为，「因为我想要...回应天
主的恩宠的行为。[8] 我们自由地拥
抱那位「先爱了我们」（参若一4：
19）的意愿，并竭尽全力回应那份大
爱。例如，面对我们每天做出的许多
选择，我们是否问自己：「这将把我
引向哪里产能合乎天主之爱、合乎我
身为天主子女的条件吗？」

当我们接受我们的自由作为回应时，
我们发现在生活的记忆中，没有比召
唤我们的大爱更强大的动力了。在人
性的层面上也是如此：对任何人来
说，没有比意识到被爱更能激励人的
了。「我的爱人对我说：听，这是我
爱人的声音;看，他来了：跳过山冈，



跃过丘陵。 我的爱人仿佛羚羊，宛如
幼鹿;你看，他已站在我们的墙后，由
窗外向里凝视，由窗榇住内窥望。 我
的爱人招呼我说：'起来，我的爱卿！
快来，我的佳丽！看，严冬已过，时
雨止息，且已过去。 』」（歌2：
8-11）那些知道自己像这般被天主所
爱、被召唤用祂的大爱点燃整个世界
的人，在所不惜地心甘情愿地做一
切。过去他们所得的与目前相比，都
显得微不足道。圣施礼华的话对他们
来说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为奉献给
天主，一辈子真是太短了！」[9]「意
识到天主在每个人身上等候着我们，
（参玛25：40）而且祂也想藉由我
们，让自己出现在他人的生命中，使
我们致力于多方面的与他人分享我们
所得到的一切。 在我们的生命里，我
的子女们！我们已经接受、现在仍然
不断的接受许许多多的爱。 把爱给予
天主和他人，是最恰当不过的自由行
为。 爱是实践自由，应兑现它。 爱
使自由在天主的大爱中发现它的起源
和目标。 」[10]



没有任何恐惧或外来的命令能像自由
的力量那样强烈地震撼人心。自由的
力量能将自己与大爱联系起来，即使
最小的细节。正如一个充分体验过的
人的信念，圣保禄说：「因为我深
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
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
是有权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
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
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绝。 」（罗
8：38-39）但是，为了让天主之爱在
我们心中获得这种力量，我们首先需
要在我们的祈祷中建立与祂的亲密关
系。透过默想我主，我们学习了通向
自由之路，我们也敞开心扉接受圣神
的光照。

真正的自由采取的回应形式：伟大的
「是」。这与圣施礼华希望留给他的
孩子人性方面的遗产有关：良好的幽
默感。[11] 这不仅仅是一种人格特
质，还是一种真正的美德—自由力
量。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只限于道德的



决定、争取计划的执行，那么几乎不
可避免地会导致精疲力竭、沮丧和无
奈。但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实况却大不
相同，因为源于前来寻找、与我们相
遇的那一位。[12] 当我们竭尽全力努
力实现目标时，这个泉源是支撑我们
的力量，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多么软
弱：「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目
标，或已成为成全的人;我只顾向前
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基
督耶稣已夺得了我。 」（斐3：12）
是祂掌握了我们的生命、注意到我
们、相信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察觉
到自己的渺小、卑微，不过是一小撮
泥土 — 腐殖质humus，我们的反应
该既谦虚又充满幽默感。我们对世界
的看法也加深「使我们学习到把握住
事物和情境积极正向的一面，有时可
说是有趣的一面。 」[13] 当然，我们
是用泥土做的，如果我们向往伟大的
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现
实，而是因为我们的那位邀请我们这
样做。



先知耶肋米亚与上主的对话（参耶
1：5-8）非常优美。很少有先知像他
一样，在努力转达天主的话语给祂的
子民时，遭受如此多的痛苦。「上主
对我说：『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
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离
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
作万民的先知。 』」但耶肋米亚似乎
只看到自己的不足：「我回答说：
『哎呀！我主上主！你看，我还太年
轻，不会说话。 』」但天主不放弃：
「上主对我说：『你别说：我太年
轻，因为我派你到那里去，你就应到
那里去;我命你说甚么，你就应说甚
么。 』」先知是从哪里找到这样做的
力量呢？他的安全保障将是如何？除
了他所接受的命令之外，这将是主的
应许：你不要害怕他们，因为有我与
你同在，保护你。 有时我们自己就是
我们自由最大的敌人，尤其是当我们
看不到我们存在的真正基础时。

最终，令人惊讶的不是我们有时会跌
倒的软弱，而是我们仍然不断地爬起



来。愿我们的心继续持有去追寻天主
的梦想。祂指望我们全然的自由，同
时也不忘自己仍是泥土。这是个更仔
细地看祂，而不是看自己的不足的机
会。与天主的关系亲密，完全信任
祂：从那里产生我们在世界之中，生
活在天主子女的巅峰所需的力量和敏
捷。「一位作家说过，天使会飞翔，
因为他们不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如果
我们不那么重视自己，也许我们可以
飞得更高一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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