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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10月7日，玫
瑰聖母（紀念）

一些可以豐富我們在玫瑰聖母
紀念日做祈禱的反思。

2023年10月7日

玫瑰經帶領我們走向耶穌

一條通往默觀生活的道路

為了和平與家庭



玫瑰經帶領我們走向耶穌

根據一個可追溯至13世紀的傳統，玫
瑰經的起源歸功於聖道明，聖母瑪利
亞曾經向他顯現和給他傳授了這個敬
禮的做法。後來，在16世紀，教宗聖
庇護五世建立了這個禮儀紀念日及將
其定於勒班陀戰役的勝利週年紀念
日。從那時起，玫瑰經便不斷獲得歷
代教宗的推薦為「為聖教會、各國、
和全世界的普通和特殊的需求而做
的、大眾的和至公的禱文。」[1]

透過聖母瑪利亞的雙眼所見的、基督
一生的各項奧蹟，我們增長對天主和
對他人的愛。就像孩子在需要幫助時
會靠近母親一樣，我們也可以將自己
在生活上靠近她聖子的願望放在聖母
的腳下。聖施禮華寫道：「『無玷童
貞，我自知罪大惡極，所作所為，無
非是天天增加犯罪而己……』那天，
你對我說，這就是你向聖母談話的方
式。對，我還信心十足地勸你，一定



要唸玫瑰經。玫瑰經的單調，能淨化
克服我們犯罪的單調！」[2]

「當我們唸玫瑰經時，我們重溫那些
救贖史上最重要、最有意義的時刻；
也反思基督使命的各個階段。」[3] 玫
瑰經幫助我們藉著與聖母瑪利亞一起
進入耶穌的各項奧蹟來活出它們。聖
母是最了解基督的受造物，因為「基
督在瑪利亞胎中成形，從她取得了人
的外貌，這表示他們在心靈上的更為
親密。」[4] 接近聖母瑪利亞就是接近
她的聖子耶穌。

一條通往默觀生活的道路

聖施禮華邀請我們不僅用嘴唇，而且
要帶著在其每個場景中陪伴耶穌和聖
母瑪利亞的熱願來唸玫瑰經。「你，
你曾經沉思默想過那些各中奧義嗎？
將自己變為小孩，跟我來──這就是我
要告訴你的主題──讓我們來渡耶穌，
瑪利亞與若瑟的生活。讓我們每日為
他們做些新的事，我們將聽到他們的
家庭談話，見到默西亞長大，欽佩祂



三十年的隱居生活……參與祂的受難
和聖死……也為祂復活的光榮而震
撼！總之，我們這些為天主的愛（除
了天主的愛以外便沒有其他的愛）而
發狂的人，要默想耶穌基督一生的每
一時刻。」[5]

默觀的生活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體
驗每一端的情景，更加享受它，感受
到更大的同理心並且更好地理解它，
就像一個與天主一起行事的人一樣。
僅僅觀看一個日落並不等於默觀日
落。我們行經一件藝術品時，可以只
是簡單地看它一眼，或是懷著欽佩的
心情專注於那些使它美麗的各種特
徵。我們以這樣的方式生活，就不會
只是停留在表面或外在的層面，而是
深入了解現實提供給我們的一切，尤
其是他人。我們在唸玫瑰經時也可以
這樣。

因此，真正的唸玫瑰經不只是不加思
考地重複誦唸萬福瑪利亞，而是去找
出這些禱文所隱藏的內涵。在這些禱



文內，我們可以用總領天使加俾額爾
的話將自己與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的生
命結合在一起。我們願意他們的生命
能夠一點一滴地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
分；簡而言之，我們想與他們、和與
天主一起「呼吸」。「首先，默觀不
是一種做事的方式，而是一種存在的
方式。要成為默觀者。而默觀不是靠
眼睛，而是靠心靈。在這裡，作為一
種信德和愛德的行為，並且作為我們
與天主之間的關係的一個『氣息』的
祈禱就發揮了作用。祈禱淨化心靈，
也讓我們的目光變得銳利，讓我們從
另一個角度去掌握現實。」[6]

為了和平與家庭

通常，我們不能經常如自己所願地誦
唸和默觀玫瑰經。除了可能出現的時
間緊拙之外，我們還要努力地集中注
意力，這個在日常事務中都會遇到的
情況。我們試著默想聖母經裡的奧
蹟，可是我們的思想有時會轉向其他
緊迫的問題。聖施禮華的這些話可以



安慰和鼓勵我們：「你常在祈禱時分
心，要盡量避免分心；可是當你盡了
力之後還是分心的話，不必擔心。你
沒看見，在日常生活裡，即使是最乖
的孩子也會因四周好玩的東西玩得太
起勁，而時常不理睬他父親在說什
麼？這並不表示缺少愛或尊敬，這不
過是孩子的軟弱和幼稚的表現。那
麼，你看，你在天主面前是個小孩
子。」[7]

因此，我們在誦唸玫瑰經時的奮鬥不
會只是努力對抗分心。再者，我們可
以利用這些分心作為強化祈禱的方
法，將這些煩惱交托在聖母瑪利亞手
中。這就是歷代聖人們所做的。教宗
聖若望保祿二世說：「玫瑰經陪伴我
度過喜樂和艱苦的歲月。我把諸多憂
慮都交托給玫瑰經，也常能在玫瑰經
中得到慰藉。」[8]

在所有我們誦唸玫瑰經時可以托付給
聖母的意向中，近代多個教宗特別強
調了其中兩個。首先是平安，因為



「玫瑰經能在作此祈禱的人身上施展
它的平安，使他在內心深處接受並體
驗復活的主所賜給真正的平安，並將
它散佈到自己周遭。」[9] 還有的是家
庭：「一起祈禱的家庭，必能保持團
結一致……家庭中的成員，定睛注視
耶穌時，也會重新相互注目，為能彼
此溝通、甘苦與共、互相寬恕，並本
著天主聖神所更新的愛的盟約重新出
發。」[10] 我們可以將這兩個意向托
付給聖母瑪利亞，好使我們能夠成為
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傳遞平安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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