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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六）：謹慎於行

「審慎明智是一種愛，能夠很
清晰地辨別什麼是有助於或有
礙於我們努力邁向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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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六）：謹慎於行
（收聽廣東話錄音）

虛假的謹慎



深思熟慮：停下來思考

做決定：選擇途徑

命令：採取行動

在柏林保存了一幅倫勃朗1627年的油
畫，描繪一位老人坐在黑暗裡的桌子
前面，戴著一付有助於他弱視的眼
鏡，他的右手遮住燭光，身邊是堆積
如山的證劵文本和一些金幣，還有一
個懷錶，暗示著那有限的生命。燭光
照亮著桌子和他的全部財產，閃爍著
一絲搖曳不定的微光，彷彿生命即將
熄滅。

這是位偉大的藝術家利用視覺的圖
像，非常適切地表達出耶穌面對一大
群人曾講過的比喻：「有一個富人，
他的田地出產豐富。他心裡想道：
『我可怎麼辦呢？因為我已沒有地方
收藏我的物產。』他遂說我要這樣



做：『我要拆毀我的倉房，另建更大
的，好在那裡收藏我的一切穀類及財
物。以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
哪！你存有大量的財物，足夠多年之
用，你休息罷！吃喝宴樂罷！』天主
卻給他說：『糊塗人哪！今夜就要索
回你的靈魂，你所備置的，將歸誰
呢？』那為自己厚積財產而不在天主
前致富的，也是如此。」（路
12:16-21）

天主自己形容這個富人是「愚蠢的」
和「輕率的」。「大部分世人都公認
聰明和成功的人，在天主眼中卻往往
是個：『糊塗人』祂對他說。終其一
生他所有的算計總是顯得非常的愚蠢
和短視，可謂完全忽視了生命真正的
歸向——他的靈魂不僅不需要財物的
滿足，而且有一天會獨自站在天主面
前。」[1] 這個人毫無意識到自己生命
的意義是在於對天主和鄰人的愛。所
以當他有機會為別人服務的時候，他
卻只牽掛自己的利益。在其內心深
處，他不思量「事情到底是怎樣



的」；因而他無法做好事，因為「好
的，就是能符合實際現況的。」[2] 這
就是為什麼他糊塗、不明智的原因。

虛假的謹慎

謹慎/明智是將我們的行為與實際現況
聯結起來的德行；明智的人把事情看
來「好像」是事實一般的「逼真」。
基於這種與實際現況的聯結，明智/審
慎引導我們選擇最適當的方法來達到
一個好的目的，並加以執行。也就是
說，明智不承認任何目的都是好的。
聖施禮華曾經說過：「我們要常問自
己：為什麼要選擇明智呢？」[3] 我們
的回應是：為愛天主和我們的眾多兄
弟姊妹們。正如聖奧思定所寫的那
樣，「審慎明智是種愛，能夠很清晰
地辨別什麼是有助於或有礙於我們努
力邁向天主。」[4]

明智需要伴隨著信仰和愛德，以免墮
落而形成一種諷刺。事實上，有兩種
形式的假明智。一種是簡單的「肉性
的明智（即是死亡）」（參羅8:6），



只尋求關注享樂和肉性的欲求，並想
擁有它，而忽視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5] 類似梅菲斯特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所
說的「他稱之為理性，但只是假其
名，其實比任何野獸都更像野獸。」
[6] 第二個假明智是「詭計」。為達到
不正當的目的而施以不擇手段的力
道。這不良的目的並不一定吸引我們
的感官，好像也未將享樂本身視為全
然的美好。它還可能涉及自私地尋求
自我的安全感，而忽視他人的需求。
[7] 就像我們比喻中的富人一樣。

真正的智德，一如《天主教教理》所
教導，「是支配理性之實踐的德行，
使它在任何環境中辨別甚麼是我們的
真善，並撿選適當的方法使之實
現。」[8] 這種真善不僅只對我們感官
的吸引，而是包含整個了人；這種善
來自事物本身的真理，而不僅是來自
我們自己的欲求。更包括堅持的走在
真正讓我們快樂的道路上——聖德、
情愛、忠誠的道路——儘管我們會遇
到困難。是種心靈上充滿喜樂的享



受，並與我們存在的真理是和諧共存
的。

這個明智的定義談到分辨力和選擇。
對於前者（「辨別我們的真善」），
為了去愛和渴望真善，我們需要引導
自己的意志和心靈。這需要與其他的
德行一併實現，尤其是與正義，但也
要與剛毅和節制相結合。因為道德德
行將明智指引向善：只有在擁有四樞
德情況下，我們才能將自己導向善的
目標並「選擇正當的手段」來實現
它。但是，與此同時，任何善行的定
義都包括明智作為其「衡量的標
準」，因為明智才能將我們的行為與
實際現況聯繫起來，並在此情此景、
此時此地從「過」與「不及」的極端
中決定一條中庸之道——最優秀的道
路。也就是說，明智既是其他道德德
行相輔相成的必要條件，也是它們的
果實。這就如同是個「良性循環」。
這也是為什麼與教育以及我們成長的
環境關係如此密切的原因。因為在那
裡，我們學習去愛和品味真善，不僅



是透過推理，而是透過與我們所愛的
人的認同。

深思熟慮：停下來思考

在仔細研究明智的德行時，聖多瑪斯·
阿奎那把它分成三個步驟：深思熟
慮、正確決定或命令。這前兩步驟只
出現在我們的理性中；只有第三個步
驟促使我們去採取行動。[9] 這三個步
驟可在耶穌的另一個比喻裡清楚地看
出來：十個童女的比喻，五個糊塗
的，五個明智的。我主在這比喻中，
用猶太人的婚禮作為天國和祂在末世
第二次來臨的象徵。（參瑪
25:1-13）

描述的儀式中，包括了把新娘迎娶到
她未來夫家的一部分。天色已晚，通
常是在星期三的日落時分，客人們在
新娘家中受到款待。新郎則會和他最
親密的好友們在黃昏時分到達，客人
會在油燈的照耀下，迎接他。另外一
個習俗，就是還有十個少女提著燈籠
等待新郎。耶穌說這十個童女「拿著



自己的燈出去迎接新郎。」然後，整
個隊伍必須在這些明亮的燈光陪伴之
下，緩緩地前往丈夫的父家，舉行婚
禮。

但是比喻中的年輕女郎並不是所有的
都做好了同樣的準備：「她們中五個
是糊塗的，五個是明智的。糊塗的拿
了燈，卻沒有隨身帶油；而明智的拿
了燈，也用壺帶了油。」後者是有遠
見的，她們意識到新郎可能會遲到，
她們的燈可能沒辦法持續那麼久（深
思熟慮）。所以她們決定隨身帶一壺
油，儘管會帶來一些不便（正確的決
定）。最後她們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命令）。但是那些糊塗的童女，雖
然可能聽到明智者談到的問題，甚至
看到她們去拿油壺，但卻怕麻煩。她
們被急躁、遊戲和嬉笑沖昏了頭，沒
有顧慮到其他的事。這個比喻給我們
的印象是：糊塗童女的輕率可能是出
於她們缺乏深思熟慮和向來行事的粗
心大意。



最後，所發生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因為新郎延遲，她們都打盹睡著
了。半夜有人喊道：『新郎來了！出
來迎接他吧！』」然後童女郎紛紛站
起來整理她們的燈，但糊塗的那些發
現自己的燈因為缺油而熄滅了。所以
她們要求明智的分給她們一些，後者
拒絕了這樣做，正是因為她們的謹
慎：「怕為我們和你們都不夠，最好
你們到賣油的那裡去，為自己買一些
吧！」但此時新郎來了，五個明智的
童女點著燈，和其餘歌舞的賓客，開
始向新郎的家遊行。當所有人到達新
郎的家以後，大門就關上了，開始慶
宴。等到五個糊塗的童女到達時，已
經太遲了。儘管她們乞求進入：「主
啊，主啊，給我們開門吧！」她們卻
得到了嚴厲的答覆：「我不認識妳
們。」

我們不妨問問自己：為什麼耶穌誇獎
一些童女是明智的，而另一些則是糊
塗的呢？這個比喻讓我們認識到明智
行事的三個重要階段，第一個階段：



為使行動適當，第一步需要深思熟慮
現狀，專注和忠實的傾聽事情的實
況；回想過去類似的案例，累積的經
驗；並讓自己接受那些明智人的勸
告。因為正如聖多瑪斯所說，「凡涉
及與明智相關的事，沒有人總是能自
給自足的。」[10] 最終，為達到預期
的善，要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情境，有
時可能會建議我們調整原先的計劃，
並做出新的決定。歸根結底，我們需
要瞭解已存在的真相，這是行善不可
或缺的先決條件。「好的意向」或
「好的意志力」是不夠用的：一個人
必須「走在真理中」，因為只有「真
理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若
8:32）

聖施禮華鼓勵我們在做決定之前，要
仔細研究問題，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避免操之過急。他說，「緊急的事能
等待，而非常緊急的事則必須等
待。」[11] 他強調我們在祈禱中要向
聖神尋求諫言的必要性，因為「一個
真正明智的人常注意天主給他的提



示。」[12] 他還建議向那些能幫助我
們的人尋求勸言，尤其是神修導師或
有責任與我們分擔決策的人。在這個
深思熟慮的過程中，同時要能對真理
敞開心扉、對事物的現實敞開心扉，
虛心請教是決不可或缺的。

做決定：選擇途徑

第二個明智的行為——做決定，我們
可以看看聖馬爾谷的例子。他對復活
主日凌晨的描述。瑪利亞瑪達肋納和
其他婦女買了香料，要去傅抹耶穌的
遺體，大清早就準備去墳墓那裡。她
們彼此說：「誰給我們從墳墓門口滾
開那塊石頭呢？」（谷16:3）儘管她
們無法解決即將面臨的問題，但出於
她們對耶穌的愛，促使這些婦女做出
正確、謹慎的決定：她們決定依照手
頭的憑據採取行動。「那是一塊巨大
的石頭，」聖施禮華說，「在通常的
情況之下，困難立刻就看出來了。但
是一旦懷有愛心，就不再把注意力放
在障礙上。拿出膽量、決心、勇氣，



該做的事就去做！誰會來移走石頭？
她們不能完全靠自己；然而她們仍舊
繼續朝墳墓走去。我的兒子，你和
我，我們豈不是很容易受動搖嗎？我
們是否也有這種神聖的決心，然而還
是不得不承認，當我們默觀這些婦女
的大無畏決心時，會感到羞愧？當她
們到達墳墓時，『看到那塊很大的石
頭已經滾開了。』（谷16:4）諸如這
類的事經常發生。當我們下定決心去
做必須做的事時，困難就迎刃而解
了。」[13]

商議是明智的首要行動，我們不能無
止境地拖下去。在某個時刻，我們必
須把事情結束、並做出決定。優柔寡
斷是另一種形式的輕率，使得先前的
深思熟慮失去意義：如果我不願做出
承諾，那麼只是去分辨哪個是最規矩
的行動是毫無用處的。其理由極可能
是它不吸引我、我沒有心情、或是我
擔心「別人會說什麼」、或者害怕犯
錯、或是出於其他任何的原因。如果
我不下定決心去行動，即使知道什麼



是最好的也完全無濟於事。聖施禮華
說：「『明天』，有時候是種審慎的
態度；但很多時候它是失敗者用的副
詞。」[14] 一個明智的人不會期盼不
合實際的確定性；相反的，「他寧願
二十次都射不中紅心，但卻不願採取
『什甚麼都不做』的消極態度。」
[15] 不做決定往往是缺乏審慎，因為
這樣一來，他人或者是時間，將為我
們做決定。謹慎的人不會佯裝一切都
在掌控之中；他們知道自己的局限並
信賴天主，因而才稱得上是最能符合
實際現況的。

在福音中，耶穌給了我們一個極佳的
示範。祂被視為是個認知實際現況、
以及自己的命運和選擇真善的人。祂
謹慎地等待祂「時刻」的到來。例
如，在加納婚宴中，耶穌對祂的母親
說：「我的時刻尚未來到。」（若
2:4）後來，聖若望告訴我們，祂又有
兩次是如何穿過人群的，「因為祂的
時辰還沒有到。」（若7:30; 8:20）在
某一特殊時刻，我們甚至看到祂的欲



望和祂的感受並不一致。（參瑪
26:39）然而，祂總是選擇行善。祂
在革責瑪尼山園被捕前說道：「起
來，我們去吧！」（瑪26:46）那是
個明智的選擇，一個超俗明智的選
擇。

命令：採取行動

在山中聖訓的結尾，耶穌談到了有智
慧和明智的人：「所以，凡聽了我這
些話而實行的，就好像一個聰明人，
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凡聽了
我這些話而不實行的，就好像一個愚
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
（瑪7:24-26）明智人與愚蠢人的區
別全繫於能否將所學的知識付諸實
踐。須知單憑審議和決定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採取行動。可見真正明智的
第三個步驟即是命令或執行。聖多瑪
斯說，這才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因為
如果我知道路卻不去走，是無用的。
[16] 一個人可能不審慎，不僅因為行
事匆忙或優柔寡斷，而且（這似乎看



起來更常發生）被障礙或失敗嚇倒，
因此沒做該做的事，或是把它忘掉
了。

「慢慢思考，快快行動。」聖施禮華
曾建議過真福歐華路一次。[17] 他想
警告他不要因為衝動而導致犯錯，或
是過度地延遲決定及其執行，兩者都
是缺乏明智。膽識並非缺乏明智。甚
至，可以斷定真正有膽識，就是真正
的明智。「要做的事就去做，不要猶
豫，不要在意他人的評語……否則，
西斯內樂不會成為西斯內樂；阿味拉
的大德蘭不會成為聖女大德蘭；羅耀
拉的依尼苟也不會成為聖依納爵。天
主和膽識！」[18]

在執行已決定的事情時，不必要的耽
誤也會傷害他人，特別是針對一個負
責培育或管理任務的人。例如父母對
孩子，或經理對屬下。要戰勝恐懼、
一味傾向於做最安逸的事、或對自我
形象的過度依戀，這些都需要心力去
克服。我們在聖女加大利納寫給教宗



國瑞十一世的一封信中，就能清楚看
到這一點。她敦促他去解決一些教士
們狂放的行為：「這種源於自愛或對
親朋好友及追求塵世安寧眷戀的放
縱，其實是最殘酷的。因為如果傷口
在必要時，沒有用熱鐵和外科手術刀
挖乾淨，就會被感染，最終導致死
亡。只塗抹香甜的藥膏可能會讓病人
一時感到愉快，但他們的病情不會因
此而好轉。」[19]

理所當然的，真正明智的膽識，與努
力尋找最佳時機去執行已下定決心的
事，兩者並不衝突。無論如何，始終
要將愛德和相關人員的益處放在第一
位。有時我們需要知道如何耐心地等
待。然而錯過時刻，蹉跎再蹉跎則是
不明智的，因為等待的後果會更糟，
或者機會可能永不再現。明智的人是
在此時此地，「以明確的眼光去採取
特定的方案，並不完全是條達成所追
尋目標的途徑。」[20] 無論如何，惟
有果斷地去執行已深思熟慮所決定的
事項，才能在生活中實現耶穌對我們



深切的渴望。「照樣，你們的光也當
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
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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