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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七）：我們的工作
是神聖的酵母

當我們出於對天主和對我們同
胞的愛而工作時，我們的工作
就成為「神聖的酵母」，如果
能與基督的犧牲相結合，則有
助於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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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七）：我們的工
作是神聖的酵母（收聽普通話錄音）



越人性，就越神性（七）：我們的工
作是神聖的酵母（收聽廣東話錄音）

三斗麵粉

當愛存在時

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祭台

單就那些聽從耶穌的人的生活而言，
由於迫於現實，平日工作的單調和辛
勞是盡人所知的。然而耶穌卻在講道
中經常提出來加以解說，且從許多不
同的角度出發。諸如播種者在田裡撒



種、商人尋找貴重的珍珠、漁夫在海
裡撒網……。猶記耶穌有次要解釋天
主如何在世上工作這樣重要的話題
時，祂即引用了西方人最古老的家務
事之一：製作麵包。祂說：「我要把
天主的國比作什麼呢？它相似酵母，
女人取來藏在三斗麵中，直到全部發
酵。」（路13:20-21）這就是天國在
歷史中發展的過程與我們的生活並肩
共存，隨著我們日常工作的節奏，作
為從內部改變世界的酵母。天主一直
在世界裡工作，從內部改變它。「我
父到現在一直在工作，我也應該工
作。」（若5:17）

通過一個女人使麵粉發酵的比喻，我
主賦予極大的尊崇在一項極普通的家
事上，試想讓麵粉發酵原是這麼稀鬆
平常，似乎配不上如此崇高的話題。
當那些跟隨我主的人，在世上聽到描
述天國氣勢如虹的發展時，可能期盼
著從名人望族高貴的工作中聽到一實
例，或者從那些更直接負責祭拜的長
老職責中獲得例證。但耶穌本人，雖



然是至高至聖者的獨生子，卻從事了
卑微的手工勞作以維持生計。因此，
祂沒有提及具有政治影響力或金融權
力的顯赫職位，反而選擇了從普通的
婦女必須為每天第一餐準備麵包而早
起，並要確保麵包新鮮的日常家務切
入主題。

三斗麵粉

在描述女人揉麵團的場景裡，耶穌提
到了一個重要的細節：麵粉用量的精
確。在那個時代的猶太世界裡，三
「斗」麵粉大約發相當於二十二公斤
的麵團——足夠餵飽一百個人的麵包
量。如此大量的麵粉告訴我們，這個
女人不只是為自己的家人，而是為整
村子的人工作。所以不難想像她是怎
樣全心全意地烘製，想取悅所有喜歡
品嚐其美味麵包的人。

事實上所有的工作都該如此，使我們
與他人建立關係，並讓我們有機會為
他們的利益做出貢獻。正如教宗方濟
各所說：「人生最大的喜樂莫過於為



別人謀求福祉，這是天國的預嘗。我
們可回顧電影『芭比的盛宴』歡樂的
一幕，慷慨的廚師獲得充滿感激的擁
抱和讚美：『你讓天使也歡欣啊！』
當我們為別人帶來歡樂，看到他們過
得快活，便會感到愉悅和安慰。」[1]

做這麼多人吃的麵包一定需要付出相
當多的時間和精力。然而這個女人面
對挑戰，堅持工作，「直到全部發
酵。」（路13:21）想完成所承擔的
任務並做得完美，則需要堅韌、專
注、毅力、準時……若要像這位婦女
一樣的工作，就該當克服惰性，這往
往是「你們必須奮鬥的第一條戰
線。」[2] 我們知道，聖保祿毫不猶豫
地糾正了滲入得撒洛尼第一批基督徒
生活裡的懶散。可能有些人認為，我
主第二次的來臨迫在眉睫，因此不再
重視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遊手好
閒，什麼也不作，卻好管閒事。」保
祿警告他們：「誰若不願工作，就不
應當吃飯。」（得後3:10-11）



主業團監督向我們講述了在工作中，
可能找到表達我們的愛和自由的方
式，儘管它要求我們付出更多的努
力。「我們甚至能喜樂地履行自己原
先可能認為不愉快的職責。正如聖施
禮華告訴我們的：『我們不應該認為
自己唯一可以快樂去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所喜歡的事情。』如果我們為了
愛且懷著愛心，便可以喜樂的 ——
而非心不甘情不願的 —— 去做我們
覺得困難、不喜歡的事情，那麼我們
就是自由的。」[3] 這也很適用於受到
考驗時的情況，例如失業、生病、隨
著歲月的流逝而失去精力、工作場所
的氛圍緊張等。聖施禮華意識到這些
情況在日常生活中是多麼普遍，於是
切實地建議：「當面對疾病或年紀漸
長時，盡量把它們視為新的專業工
作。因此，仍舊能夠按照主業團的精
神，不斷追求聖德，就像裝在鉸鏈上
的門一樣，聖化自己要取決於專業工
作。」[4]

當愛存在時



我們可以有很多堅持工作的好理由：
取得那些依賴我們的人的信任感、渴
望為他人服務、企求創造新事物等
等。然而，儘管初衷是有善意的，但
也有可能會被自愛逐漸的玷污。好比
希望得到認可、或向人展示自己的聰
明和才華。我們也可能陷入對工作太
過執著的誘惑，而成為犧牲品。因這
類微妙的偏差往往會被偽裝成德行。
這種失序的病態可在完美主義和工作
狂中發現。原本盡可能有效地做好事
情的真誠努力，可能會導致聖施禮華
所指的「職業狂」[5] —— 過度專注
於工作，而剝奪了我們報償他人的時
間。「你的工作，」他曾經寫道，
「必須是負責任的、完美的，因為任
何人性的工作都能是完美的。應該帶
著對天主的愛去做，但要牢記，『最
好的』通常是『較好的』敵人。把事
情做好，但不因個人的狂熱或痴迷，
同時要注意細節，並在完工前，放上
最後一塊石頭。」[6]



與其說「職業狂」是指人們的工作方
式，還不如說工作在人們生活中所佔
的重要性。很好，即使是為了身心的
健康，也不要忽視這個事實—— 工作
有個更大的使命，只有這個使命才能
賦予天主子女生命的意義。此時此
地，謹慎明智能幫助我們將自己的工
作，整合到一個遠超過工作本身的視
野裡，並非專注於時效的視野，而是
關注於人—— 當我們首先加強與天主
特殊的關係，然後推及到我們周圍的
人身；我主也在那等待協同我們，任
何需要我們的時間、我們的感情、我
們所關注的人。

揉麵團婦女的形象為我們提供了工作
的最佳理由。她把她的工作變成禮
物，變成祝福。除了麵包外，這個婦
女也在分施別人她的愛心。因為當我
們贈與禮物時，「我們給他們的第一
樣就是我們的愛，渴望給他們帶來好
處的愛。」[7] 這個婦女並不局限於償
還她鄰居的交情。當愛存在時，一個
人就能夠真正「付出自我」。因此聖



施禮華說我們不能將自己限制在「只
為做事、生產而工作。工作誕生於愛
的表現，又以愛為依歸。」[8] 當有人
這樣為我們工作時，會引導我們去
愛，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付出自我的
意義。一份愛帶動另一份愛，就像一
個微笑牽引出另一個微笑，一個接一
個的改變人心。這位婦人的愛，是天
主之愛的象徵，是活酵母，轉化那些
接受她親手製作麵包的人，成為她增
與的禮物。

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祭台

從聖經舊約的一個例子，可以理解三
斗麵粉還暗藏另一個含義。在創世紀
中，亞巴郎和撒辣為了感謝瑪默勒橡
樹林拜訪他們的三個神秘客人，而提
供了相同的招待（參創18:6）；也是
基德紅用來獻祭的量度，上主用天使
之火焚燒了祭物（參民6:19-21）。
也許對於一個聆聽耶穌的猶太人來
說，僅僅提到幾斗麵粉就會點醒他們
這些神聖的行為（儘管通常用無酵餅



來獻祭）。有了這些典故，我主似乎
想提醒我們，這個婦女的工作是獻給
天主的，就像我們將工作與彌撒聖祭
緊密結合一樣。因此，我們將人性
的、無數時間的工作，提昇為某種神
聖之事。因此「整個世界」可以成為
「我們的祭壇」。[9]

聖施禮華鼓勵我們將感恩聖事成為
「我們內心生活的核心，以便我們學
習如何偕同基督，整天陪伴祂，與祂
的犧牲緊密結合。這就是我們所有工
作的意義。這將使我們籲求我主，我
們代表所有受造物，藉著祂、偕同
祂、在祂內、將自己獻給天父聖父，
將自己與祂所有的意向合而為一。如
果我們這樣生活的話，我們一整天都
將成為一台彌撒。」[10]

***

用手揉麵粉的婦女形象可以追溯到耶
穌的童年時代。也許祂甚至想到自己
的母親瑪利亞，總是經常為家人準備
麵包。我們可以想像她正專注於她的



工作，等待麵粉發酵的自然過程。就
如同在我們工作時所發生的事。當我
們與天主面對面，我們讓祂善用我們
的努力去傳播祂的王國，用祂的神聖
酵母。這就是祂如何幫助聖施禮華看
到：「我經常默觀，隨著時間的流
逝，即使我最後加入的一個孩子……
以專業精神工作，懷著藝術家的智
慧、詩人的喜悅、大師的踏實以及比
雄辯更有說服力的謙虛，尋求全人類
的整個利益，因為他們在他們的專業
和世界上全心全力追求基督徒的完
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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