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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人的情感

「基督徒的伦理学并不认为人
性的情感是有害的，反而重视
它的发展与引导，因为它在人
生的喜乐中扮演着重大角色。
」

2015年4月16日

有一些人性的感受，自古以来就被视
为不妥，特别是那些会减少，或否
认，人性自由的感受。 罗马及希腊的
斯多葛派学者们，都强调自我情感管
控。 许多古代的宗教和东方的思想学
派也是如此。 这些学派的教导是，若



想了解人的真相(做个真正的自我，
「成为你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控
制或压抑自己的感受。 的确，许多充
满智慧的传统也强调，不羁的感受及
欲望，可能会凌驾人的自由。 看来前
人已从经验中得知，人心深处有着相
互对立，时常自相冲突的力量。

这些传统又都提及人由欲望所产生的
焦躁。 它希望理智能遏止人的欲望，
使人藉由谨言慎行去达至和平。 它相
信人能够借此找到内心的自由的希
望，这自由不是教人各走各路，而是
人人该当面对的挑战。 每个人都需要
学习自我主宰，以理性为依归。 此
后，人们渐渐将此道称为德性，随之
而来的是喜乐与幸福，和充满祥和的
生活。

心灵的皈依

基督徒的伦理学认为人的情感的乱子
是起因于原罪。 人心成然能攀至高
贵、英勇及圣德，但是它也有可能伦
为卑鄙下流、违反人道的本能。



耶稣强而有力地呼求我们内心和欲望
的皈依：「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
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
女，有意贪恋她的，他已在心里奸淫
了她。」 [1]

耶稣严正地要求众人，将自己的心思
欲念由内而外地转化。 仅仅不犯错、
或只遵守言行举止的外在规范是不够
的。 祂要人的心作彻底的转变：「因
为从里面，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
念、邪淫、盗窃、凶杀、奸淫、贪
吝、毒辣、诡诈、放荡、嫉妒、毁
谤、骄傲、愚妄：这一切恶事，都是
从内里出来的，并且使人污秽。」
[2]

基督的教导是对人的内心皈依的恒常
呼唤。 善人从自己心中的善库发出善
来，恶人从恶库中发出恶来，因为心
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3]祂多
么重视内心的纯洁：「你们在人前自
充义人，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
心。」[4]违反道德的举止源于欲念在



心里的不当滋长。 因此，正确地管教
人的情感是十分重要的。

基督徒的伦理学，并不认为人性的情
感是有害的，反而重视它的发展与引
导，因为它在人生的喜乐中扮演着重
大角色。 要适当地引导情感，首先要
做心灵净化的工作。 因为人的心灵已
经被罪恶所扰乱了，所以要先将心灵
改正过来。 圣施礼华曾写道：「主，
我不求你拿走我的感受，因为我可以
利用它来 事奉祢，但求你淬链它。
」 [5]

管教人的情感，必需植基于人性的尊
严，对人性予以尊重。 这是梳理感受
最佳的方式，以使人的情感特质更趋
成熟。 我们获得幸福与圣德的程度就
有赖于在这方面的成效。

感受与德性

每一种人的情感，均能促进某些行为
而同时又限制着另些行为。 因此，情
感能促进或限制生活的心理及心灵层



面的健康，亦能促进或限制德性的实
践及价值观的落实。 切记：忌妒、自
私、骄傲和懒惰确是某些德性的缺
乏，但也是意味着正确地管教情感的
缺乏。 所以，实践德性，就是培育人
心的教育，反之亦然。

人时常忘记，感受是一种强而有力的
人性本质，为善或恶，为促进或限制
我们的行为。 因此，人可能会疏于锻
练它，也许是由于错误地认为感受是
阴暗又神秘的，是接近肉体多于理
智，几乎是难以驾驭的。 有时，问题
出于把感受与情感混为一谈，或是因
为知道管教感受需要良好的判断力和
恒心，是一件很艰巨的事，因而却步
不前，以至忽略或什至没有意识到培
训人的感受的必要性。

感受塑造着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 要
圆满一个幸福富足的人生，我们不能
忽视感受的重要。 「为了追求幸福，
你需要的是：一颗恋爱的心，而非舒
适轻松的生活。」[6]幸福要求人引导



自己的心灵，而这不是一件容易事。
但是，每一个人都能疏导他的感受。
我们不可陷于宿命的心态，认为感受
是几乎无法改善或无法培育的。 我们
也不应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既定
了的方向：是慷慨或妒嫉、是忧郁或
喜悦、是热情或冷漠、是乐观或悲
观，犹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
变的。

的确，情感包含与生俱来的，难以掌
握的一部份。 然而，我们有着能产生
深远影响的家庭、学校、文化和信
仰。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依赖天主
的恩宠，及个人的努力，去改进、加
强自我的品性。

立善表、高要求、多沟通

引导情感时，善表能起很大的作用。
从父母身上，孩子学会同情他人的痛
苦、谅解他人、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
们在不知不觉中，从四周的人中所学
习的，和在我们的记忆中生根的，就
是这些情感。



不过，仅靠立好榜样是不够的。 开朗
大方的父母，有时也会有冷淡自私的
孩子。 父母亲立善表是很重要的，但
是他们也要教导孩子怎样去认清他人
的需求，去明白慷慨是多么的吸引
人。 此外，父母也应培养孩子怎样对
自己作出要求。 如果孩子无法对自己
做任何要求，他们很快就会让懒散和
自私的心态去伤害自已情感的成熟。
所以，权威和纪律，在教养的过程中
都是有决定性的。

除此，良好的沟通，在一个开放的氛
围里，是不可或缺的。 家庭环境应该
培养亲密感，鼓励每一个成员能有信
心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家人分享，
并接受指导。 孩子们对表达自己的情
感不应该是难于启齿的，相反，我们
要鼓励他们忠实、热情地表达自己所
遇到的快乐或烦恼。

陶成的力量

介于感受和行为之间，还有重要的一
步。 譬如说，有时个人内心充满恐



惧，却也能表现英勇。 体验憎恨，却
也能宽恕。 我们的「自由」介于感受
和行为的中间。 感受如何去被接纳，
接纳后又如何产生行为，在于个人自
己的决定。 一个决定是否成熟，一方
面取决于做决定的当下有没有以智德
来考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以往的
陶成，及在决定的当下，是否有展现
出勇德。 所以，个人在生命的过程
中，都塑造了他自己的「感受的方
式」，进一步再形成行为的模式。 一
个胆小的人，在遇到某些刺激时就产
生惧怕。 久而久之，每当遇到同样的
刺激时，他的反应就是惧怕，以至逃
跑。 这种习惯就成为他情感的一部份
了。 相反地，如果他能克服这种恐
惧，往后遇到同样的情况时，就算他
仍会感到恐惧，他仍然会勇敢以对。
这就是德性的表现。

归根究底，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天生的
遗传，也无法扭转迄今已经接受了的
培育，然而，借着陶成培育、个人努



力，和天主的恩宠，我们可以确信每
个人都能够有所改变，并变得更好。

感受与道德教育

教育应着重道德的成长，而非仅止于
知识的增长、意志的锻炼和感情的稳
定。 健全的感情教育，应培养人能够
在行善时感到快乐，在作恶时感到难
过。 我们得帮助年轻人去追求真是值
得追求的东西。

我们内心存有使我们倾向于行善的感
受，也存有威胁我们的道德生活的感
受:「我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不愿
意的恶，我却去作。」[7] 我们应该
好好地教育自己的感受，使我们对能
够带来幸福和谐的事感觉很好，对相
反的事则感觉很不好。

初期的基督徒对人性的感受态度是很
正面的。 圣保禄对斐理伯人说：「你
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
[8]天主教教理也强调，将我们的情感
投入圣化的奋斗中。 「人在道德上的



完美，不仅在于人为意志所驱使而向
善，也靠感性对善的欲望，一如圣咏
所说： 『我的心灵以及我的肉身，向
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 [9]

的确，行善有时候会令人感觉它没有
吸引力。 正因如此，我们的感受不是
一项永不出错，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道
德指引。 但这不应使我们轻视感受的
力量和影响。 我们反而更应致力引导
它，使之益于行善，以获得幸福。 譬
如说，若我在说谎时感觉不适，在诚
恳时感觉舒畅，这会是很有助益的
事。 若我会因为他人的不信实、自
私、懒惰、偏袒而感到难过或烦恼，
这些感受比其他任何理由更能使我懂
得怎样防范自己的失足。

有情感作为可靠的指引，活出德性和
获得圣德就会变得更容易。 无论如
何，就算是一个具有良好成长背景的
人，他要行善通常也需要超越自己，
有时还得付出很大代价。 但是，以善
为准的行为总能使人生更加丰富。 相



反地，选择恶行就是欺骗自己，使自
己最终走向复杂又不幸的生活。 人人
都被召唤，于此世及死后都过得幸福
快乐。 「我每天更加相信天堂的福
乐，是为那些懂得如何在世上快乐生
活的人。」 [10]

内心的自由

有时，我们将义务视为压力，将责任
比为自由的丧失，因而限制了我们情
感的发展。 然而，履行责任使我们变
得更加完美。 如果我们将责任看做一
种亲切的呼唤，我们定能开心地拥抱
该做的事。 我们会逐渐发现，教育情
感，能使人尽力将欲念与应尽的本分
相互协调，致力向善，并活出幸福圆
满的人生。 借此，我们会获得更多的
自由，因为幸福并不是只做想做的
事，令我们抛弃承诺，被欲望牵着
走。 幸福是渴求去做我们该做的事。

管教情感能引导我们走向正直的道德
行为。 我们做好本分，并不是因为规
定、压力，或被迫，而是因为它会带



领我们朝向完满幸福的人生，去获得
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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