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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八）：穩固培育我
們的戰役

我們需要培養「一種健康的好
奇心，去深入了解我們的世
界，並克服橫阻於前的障
礙。」

2022年8月29日

真正的新奇

首先是播種者



耕耘土地，改良種子

聖施禮華的「戰役」

獲得廣闊視野的兩個建議

雖然雅典的輝煌時代已經過去，但它
仍是聖保祿時代的文化地標。聖路加
告訴我們，那時那裡的人，心煩意
亂，「只是談論或探聽一些新奇的
事。」（宗17:21）然而令人驚訝的
是，他們對唯一名副其實的真正新鮮
事－基督死亡和復活，為了將我們從
罪惡中拯救出來。（參宗17:32）卻
始終持著懷疑的拒絕。聖保祿對古典
文化核心的這種「失敗」，肯定深感
震驚萬分。致使他在聖神的引導下，
深刻地反思真正基督教新奇的內涵。

真正的新奇



在他與雅典人相遇後不久，寫了一封
信給格林多的基督信徒，聖保祿提出
了進入基督教信息的兩把關鍵鑰匙。
其中第一把，是基督十字架的奧秘，
單靠人的邏輯是無法理解的（參格前
1:20-25）；但是對我們日常的生活
卻有著具體的影響，聖十字架似乎在
世上要有種新的生存方式。（參格前
5:7-8）「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
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去，看，
都成了新的。」（格後5:17）

聖施禮華在1928年10月2日領悟到的
亮光與同樣的新奇事密切相關。他將
基督徒視為「那能夠為眾人照亮世途
的唯一火焰的攜帶者，帶來那永不會
暗淡、迷濛，或被遮掩的唯一光
明。」[1] 他體驗真正基督徒的新奇，
我們在耶穌「內的」新生命，使他看
到那年代一些所謂的「新鮮事」攪動
社會和教會，實際上只不過是「那些
挖掘陳腐過時的『懷疑論』，或十九
世紀不足為信的『自由主義』的
人。」[2] 這些「新鮮事」在歷史上總



是層出不窮、後又消失。與基督徒的
新奇事相比，僅僅只是「幾個世紀以
來累積的所有錯誤」[3] 的翻版，因此
實際上已是非常的古老。

作為一般的基督徒，我們使命的很大
一部分是讓基督真正的新奇滲透到我
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不會被僅僅
看起來只是新鮮事而受到誤導。因
此，首先必須在我們自己的生命中迎
接它，讓它以耐心和決心成長，這樣
才能塑造我們的思維和態度。只有這
樣，我們才能幫忙確保「許多人依靠
我們；如果我們回應上主，那麼，許
多人將不再存留在黑暗裡，而踏上邁
向永生的道路。」[4]

首先是播種者

耶穌在幾個比喻裡，清楚地表明關於
天國之事，是存在我們中間的一種無
償的禮物。例如，在撒種的比喻中，
（參瑪13:3）起點在於自願播種者的
工作。沒有事先的準備努力，就沒有



成果。土壤品質的好壞當然也很重
要，但只屬於較次要的。

信仰啟示我們是天主的子女、世界的
後裔。（參詠2:8）蒙召協助我們體認
天父努力確保所有的受造都成為祂想
要賜給我們的恩典。（參羅 8:20-23)
我們受到初期基督徒信仰堅定的激
勵，努力探索世上所有的道路怎樣通
向天主。因為我們深信「世界不是邪
惡的，因為它出自天主的手，因為是
祂的創造，因為『天主看了認為
好。』（參創1:7及以下）」[5]

當我們真正領悟到自己是天主的兒
女、承繼人、使徒時，我們就會意識
到自己也必須成為能夠散播到四面八
方的種子。最令我們高興的是，看到
天主一次又一次地不斷地播下祂的種
子，使這個渴望結出果實的世界充滿
了活力。因此，「我們能明瞭天主聖
召的奇妙。基督親手把我們從麥田裡
摘起來；撒種人用受傷的手掌，緊捏
著一把麥粒；基督的血澆灌著種籽，



浸透了種籽；然後，吾主把麥粒迎風
揚播，使之葬於土中，死而復活，繁
榮孳生。」[6]

耕耘土地，改良種子

然而，僅僅撒播種子是不夠的。種子
還需要有力量和「適性」才能生根。
此外，土地需要施肥；我們需要盡可
能地耕耘土地、挖土施肥。（參路
13:6-9）

如果我們希望果實如此豐盛，一如耶
穌所說，連空中的飛鳥都可以棲息在
樹上，（參瑪13:31-32）我們與上天
合作的重點就是要花功夫準備，盡己
所能的選擇好種子。首先，我們自己
必須堅信真理與信仰的密切關係。有
一個極關鍵的信念，即信仰不僅「成
為某種自滿自足的情感，讓人感到安
慰和振奮，但依然會受善變的心靈或
無常的世態所影響，而不能支持我們
穩妥地完成人生的旅程。」[7] 相反
「我們需要認知，我們需要真理，否
則我們不能站穩，不能前進。」[8]



對真理的渴望讓我們的智力能夠迎接
我們的信仰，發現它的理性基礎。然
後我們的智力就被擴展到更廣闊的視
野。對我們而言，豐富了現有狀況使
之變得更深刻、更容易理解。因此，
如果我們想成為基督真正具有蓬勃朝
氣的播種者，我們不得不反思自我的
信仰，能否全面地啟發我們生活的每
一個角落，也包括我們的專業工作。
當我們勤奮地嘗試根據信仰之光來反
思我們的經歷，而不是一味地求助於
一些現成的答案，我們會逐漸養成好
習慣、日新又新的，也許是最重要的
德行之一。只有當我們的智慧被信仰
之光照亮時，我們才能「在最普通的
日常實況裡，察覺到神聖光輝的閃
耀。」[9]

為了讓這些省思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現
實狀況，我們需要真正的謙虛。我們
需要順從聖神，祂透過日常事件和周
圍的人向我們說話。（參若14:26）
不容諱言，在努力將基督之光帶給世
界的過程中，我們真正的力量只有來



自天主。正如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說：
「謙卑是創意性地屈服於真理和愛的
力量。謙卑是拒絕外表和膚淺；它是
人性精神深度的表現；也是個人偉大
的條件。」[10]

聖施禮華的「戰役」

惟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聖施禮華努
力確保主業團從一開始就提供了深刻
的哲學和神學培育的原因，反過來看
也會影響到每個人的專業立場。在尋
求實現這一目標的正確的解答過程
中，他談到一場真正的「戰役」。
[11] 這個有力的詞語強調了欲獲得穩
固培育的艱鉅性，因此培育始終必須
符合每個人的情況，才能做出真正的
承諾。聖多瑪斯·阿奎那談到了「好
學」的德行，意味著「為尋找事物的
真相而付出實踐的決心。」[12] 換句
話說，為了深刻了解我們的世界，需
要懷抱持久的心態，去培養健全的好
奇心。並盡力克服橫阻於前的障礙。
無論如何，絕勿輕視激勵我們崇高偉



大的目標：將基督的訊息成為我們自
己的，以便能夠在我們四周撒播訊息
的種子。

戰役的比喻也導致我們思考制定策略
的必要性。當我們深思生命中的重要
課題時，若缺乏時間和平靜，我們又
如何能實現這麼崇高的目標？對於某
些人，這種策略能配合其充分利用並
汲取他們已經參與的培育方法。對於
另些人，聖施禮華在他的著作中借用
了一位古典作家的建議，可能有助於
「學習、服從。Non multa，sed
multum。『不在乎多，而在乎
精。』」[13] 我們不要把自己的精力
投入很多事上，反而是要專精一樣或
少數幾樣。這可能先要尋求建議，規
劃一個合適的閱讀計劃，再進一步深
入該主題。此外，我們還可以善加利
用當今互聯網提供的無線資源，當然
的，在進行任何智力方面的活動時，
把握先後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主
業團創辦人談到生活規劃時，他用了
橡皮手套能適合每雙手的比喻。這也



可應用於我們個人的培育計劃，旨在
加深我們對信仰的認知。

獲得廣闊視野的兩個建議

由於信仰之光能使我們掌握周邊之事
的來龍去脈。在當今社會上不斷上演
的文化和知識的辯論中，我們基督徒
不僅是觀眾而已，更要將自己視為主
角。我們應該具有不墨守成規的健康
態度，意識到「我們都被召去主動自
發地委身，改善這個世界和我們這世
代的生活方式，好讓天主對人類的計
畫大大敞開來。」[14]

為了讓這理想成為現實，聖施禮華給
我們留下了兩個建議。第一是要擁有
廣闊的視野，不滿於坐井觀天的狹小
目標：「你想學習按照天主教思想觀
點看問題，也就是說，按照具有胸懷
天下的觀點看問題。因此，特此列舉
一些要點，供你參考：對天主教正統
教義中，生機蓬勃，始終不變的信
理，應有廣闊的視野，深刻的領會；
對哲學傳統思想，對歷史評註，重新



提出標準教訓時，應從正確、穩當和
健康的意願出發，切忌輕率；對科學
與當代思潮的動向，應有慎重明智的
瞭解；以及對當前社會和生活方式的
變化動態，應抱積極和開明的態
度。」[15]

渴望加深對受造界的理解，需要多閱
讀和研究，這使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前
人傳統的一部分，使我們能夠超越現
在。「我們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小
矮人。我們可以比他們看到更多、更
遠，不是因為我們本身的素質，而是
因為我們被他們至高巨大的撫養照
護。」[16] 有了這些遺產，我們即可
正向的汲取我們現代的新成就和關
注，並學會以建設性的精神和他人的
幫助來分辨進步的真偽。因此，我們
逐步形成了對重大議題的個人及合理
的願景。我們培養一種真正普世的
「大公」心態。

為幫助向天主的計劃開放所有人性範
疇的挑戰，本篤十六世非常重視他所



謂的「有創意的少數群體」。通常是
由他們「決定未來」的。因此，「天
主教會必須明白，她是個富有創意的
少數群體，她所傳承的價值觀並非是
陳舊的，而是個非常生動並切合相關
的實際現狀。教會必須現代化；在我
們爭取真正自由與和平概念的鬥爭
中，她必須參與公眾的辯論。」[17]

能夠找到渴望分享這種對培育、對萬
有受造現實能深入分析的人，然後與
他們共同實踐各種創舉，是世上基督
徒聖召最富成效的經歷之一。主業團
的第一批信友的歷史，向我們證實了
的這種纍纍的果實。[18] 在這盡力而
為之中，我們每人都被召喚，找到自
己的定位，以及在我們個人特定的情
況下，做出實質的貢獻。

聖施禮華在這方面的第二個建議中，
他指出多種的解決方案。信仰之光使
人在幾乎所有事物中，能找到不止一
種的解決方案與前進的道路。相同的
信仰能夠合法地啟發不同的行動、思



考和解決問題的途徑，因此都應該受
到尊重。[19] 所以，信仰引導我們培
養傾聽、與人合作、和與他們對話的
能力，依靠健全的願望去學習，以及
參照其他的觀點豐富自己的內涵。

* * *

聖經告訴我們，「瑪利亞卻把這一切
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
（路2:19）在她周圍發生的一切，尤
其是與她愛子有關的一切，都在她的
內心世界中共鳴。藉著一次又一次地
思考我們的信仰之美，和我們使命的
偉大，我們發現自己因渴望而找到具
體的培育方法，讓自己的心變得更好
而灼熱。並且指引我們提出倡議，尋
求與其他人的合作，以幫助在當今文
化的「新阿勒約帕哥」(參宗
17:16-34)中，呈現基督的永恆新奇。
如有必要，它將幫助我們擺脫任何
「無補於事的悲觀主義」[20] 的暗
示，正如聖施禮華常說的那樣，意識
到「世界正在等待著我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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