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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十一）：寰宇在跟
我们说话

节制我们过度的求知欲，能使
我们掌握世界最深层的真相，
并成为在世界中默观的灵魂。

2022年11月29日

对于同一件事，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样
的看法。一个焦急贪婪的好吃鬼在盛
宴中面对令人垂涎的食物和色彩缤纷
的盘饰时，和一位专业摄影师的神情
一定截然不同。或者比较一下另一个



更平常的情景，我们浏览报纸头条新
闻时，与我们默默地欣赏日落的心情
必定迥然有别。这些观看方式之间的
差异，不仅是由于暂时的环境、或观
看的对象，区别在于更深的层次，与
我个人跟世界的联系管道有关。

圣施礼华的所有讲道都鼓励我们成为
「默观的灵魂，沉浸在世界的事务
中。」[1] 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学
习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观看现实：不仅
用感知的一面，即我们面前「有用的
片段」，不光是寻求随意的拥有。默
观的凝视绝对不是自私或占有性的，
反而是透明的、宁静的、接受的、慷
慨的。对于一个想亲近天主的人来
说，学习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是至关
重要的。只有透过改变我们注视世界
的途径，我们才能发现我们身边一切
事物的神圣光辉，并掌握物体和事件
最深刻的真理：「因为我们生活、行
动、存在，都在天主内。」（宗
17:28）



主业团创办人在与年轻人谈及培育的
可能主题时，曾建议道：「外在克己
—以视觉为主；内在克己—好奇心为
重。」[2] 视觉和好奇心的导向与默
观生活有密切的关连，是修持节制德
行的门径，能舒缓我们过度的求知欲
—根深柢固的植根在人性最深的渴望
之中。「节制」一词在口语中，可能
会让人连想起限制负面的意义。但正
如Joseph Pieper指出，拉丁文的
temperare将「节制」表达为「把各
部分组合成一个统一、有序的整
体。」[3] 明示对求知欲有节制的
人，知道自己总是精钻深入，而不会
被眼前的事物所吸引。因此导致一种
开放、专注和沈默的态度，让我们能
触及事物的核心。然后让寰宇跟我们
说话。

「好奇的」神情

有一种尚未被节制所舒缓的注视法，
就像一只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的蝴
蝶。他的心态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满



足自己的好奇心，并掌握他想要的东
西。这种观察法不是努力去吸收丰富
的一切现实，而是寻求感官知觉的瞬
间愉悦，或是对世界上新信息的短暂
享受。这就是圣若望所指的「眼目的
贪欲」（若一2:16）也就是很多世纪
后，圣多玛斯．阿奎那所称的
curiositas（好奇）。[4] 而完全与
curiositas对立的则是studiositas
（好学），好学在我们的求知欲中，
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换言之，是节制
的一部分而非限制。相反的，它的目
的在于消除阻碍我们深入了解世界的
障碍，并且不吝于在学习过程里付出
许多的努力和劳累。

一般人总认为屈服于这种「眼目的贪
欲」，似乎无可厚非，顶多只会影响
生存的外围。其实却不然。我们不妨
多想想，假如我们睁着大眼睛行遍这
个世界，一味享受它所提供五花八门
的新鲜刺激，对我们往后会有多大的
帮助或伤害呢？且让我们听听耶稣的
话：「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



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
明。」（玛6:22）由于眼睛照亮了我
们的整个人，我们观看的方式也影响
了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观看的方式不
节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不知不
觉地，放纵的只逞一时之快，会在我
们生命中盘据且越陷越深。譬如，当
我们使用社交媒体或互联网时，很容
易陷入这种分心；我们可能从手机的
一个页面滑到另一个页面，竟然不知
道自己在干什么。而在这种「飘忽不
定」的背后，往往出现脱口而出、毫
无头绪的话语，甚而导致头脑晕眩或
内心不安。

因此，从一朵花飘到另一朵花的眼神
「可能是真正缺乏根源的症状；也可
能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在自己身
上过个平静生活的能力。」[5] 我们
感觉到我们内心的空虚，企图向外逃
跑，奔向更令人迷茫的世界。然而矛
盾的却是，我们放弃了唯一能为我们
解渴的真主。圣奥思定描述了他自己
的经历：「祢在我身内，我驰骛于身



外。我在身外寻找祢；丑陋不堪的
我，奔向着祢所创造的炫目的事物。
祢和我在一起，我却不和祢相偕。这
些事物如不在祢里面便不存在，但它
们抓住我使我远离祢。」[6]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如我们想用眼睛
看到现实的核心，我们需要在打开通
往自己内心世界之门的当下，同时修
炼一些镇静的分辨过程：放慢速度、
反复思考、不屈服于仓促。比方说，
当我被一个视频或连续剧吸引注时，
在按下「播放」之前，我应考虑一
下，这真是我想要看的吗？一个有节
制的人知道怎样不去做那些可能伤害
自己灵魂，或阻碍我们成长的事情。
他或她意识到「所谓『牺牲』其实只
是表面的。因为这样带着牺牲的精神
过生活，意味着能把自己从多种的奴
役中释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在内
心深处品尝到天主满满的爱。」[7]
「轻松一下。你需要轻松一下！张大
你的眼睛，好好地饱览这世上的五光
十色，或者，瞇起你的眼睛仔细看个



够，因为你是近视眼…，」然而圣施
礼华却加以挑战：「闭起你的眼睛
吧！要有内修生活，那你便会看到一
个梦寐以求、多采多姿、更美好的奇
妙新世界：你将接近天主…你会看清
自己的软弱…你会变得相似天主…，
你能更接近你的天父，更是其他人的
弟兄。」[8] 当然，主业团的创办人
不是建议我们停止注目，或将自己与
他所强调我们跟天主会面的地方—这
个世界分开。相反，他告诉我们，这
种外在注视实际上与我们的内在世界
相关联，同时有助于它的塑造，无论
是好是坏。

「自私的」神情

神情若没受节制驾驭，也可能不经意
间被自私的占有欲所引导，就像动物
在寻找猎物一样。圣经警告说，「你
要记得贪婪的眼睛多么不好。」（德
31:14）就像在花与花之间徘徊的眼
神一样，这种「掠夺性 」的眼神往往
揭示了一种深深地扎根于人身上以及



与世界相关的途径。这反映出他的态
度，透过自私的棱镜、便依世界带给
他的直接利益来衡量一切。因此，就
好像失去心脏的多功能，只能从单一
的角度去观察全貌。

放纵具有破坏性，因为使人难以宁静
地感知物与人之间丰富、细微的异
同。甚至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因
为如对我们四周的世界没有真正的了
解，必会妨碍我们做出正确的抉择。
例如，贪吃鬼被困在寻找味觉乐趣的
罗网中；在宴会上，这人无法感知所
存在的创造力和美感。他甚至无法真
正享受到吃丰富诱人食物的乐趣，更
无法定睛深入地与人交谈。

这副自私的神情也会影响到与他人的
关系。大凡没有拥有自由和坦荡荡的
注视方式的人，总是偏向于从他自己
利益的角度观看旁人，并一味寻求帮
助。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直视别人的
眼睛，从而去了解对方的真面目、他
需求的是什么、能为他做些什么，以



及发现对方的独特个性和魅力。像这
种心神上的盲目、无法看清周围人身
上的神圣印记的畸形观察方法，必然
造许多真相的被误解及扭曲。「我们
的心可以黏着在真的或假的珍宝上；
它们可以找到真正的休息，或只是浅
睡，或变得慵懒昏昏欲睡。」教宗方
济各在2015年世界青年日中致辞说：
「人心的这种爱和被爱的能力是多么
强大！不要贬低、毁坏或损伤这个珍
宝。当我们为自己的私益而利用我们
的邻人时，就会发生这种不幸的情
况。」[9]

节制的一些果实

个性温和的人用新的眼光观看世界，
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奇迹。节制的朴实
使我们自由；净化我们的心灵，使我
们能与人和事建立和平的关系。促进
我们有真诚关切态度的成长，而非被
外表或草率的肤浅判断所迷惑。那
么，节制的第一个果实就是来自心灵
内在层次的「心神的平静」。[10] 超



脱和清新的神情专注于真正的宝藏、
提供真正的休息。要在这方面成长的
一种方法，就是尝试从他人的视野观
看世界，他们如同艺术家和诗人一样
地觉察到现实生活中丰富多样的细微
差异。我们若曾与某人谈话，因他对
某件艺术品深思独到的看法，向我们
揭示了新的色彩和细微差别，我们谁
会忘却这次的相逢呢？

节制的另一个果实，是让我们能专注
于自己的计画。举个例子，我们认为
没有正当的理由就不看手机，或是在
该当工作或学习的时候，不浪费时间
上网，这些在我们整体的生活上，似
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事实上，
这些小小的牺牲舍弃行为，可能对我
们全力以赴去实现自订的目标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当我们面对即将分散我
们思维的事说「不行」，同时，对真
正重要的事情说「行」。这些努力不
但坚持也强化了我们的内心世界；随
着时间的前进，也有助于揭露肤浅的
事物浪费我们的时间和自由的事实。



「生命中有很多灰暗地带，缺乏节制
会使这些地带更灰暗。我们知道自己
有能力照顾他人的需要，有能力和别
人分享一己所有，有能力为伟大的理
想奉献精力。」[11]

超脱、宁静和透明的神情使我们能首
先发现周围一切的真美。节制的德行
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享受更多，而非
更少的属于心灵上的财富。与世界的
自由关系—摆脱追求享乐和无法自我
肯定的焦虑—引导我们觉察到隐而不
显在我们周围的人、事、物的真相；
也能让我们发现它们的真善真美。
「有人说，只有清心的人才能真正开
怀大笑，这不无道理。同样，只有那
些以清新的神情默观世界的人，才能
真正感受到它的美。」[12] 节制的人
更深入地了解受造界的真相：寰宇万
化都在跟他们陈述天主的光荣。这就
是为什么无论谁步入这个境地，久而
久之，都会与圣施礼华同声赞叹：
「亲爱的上主，我在我看到的每一件
东西里发现美丽和魅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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