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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三）：以基督的情
懷

在這第三篇文章中，我們深入
的探討人類德行的核心：它是
什麼，如何導引我們的感受，
以及為什麼使我們更自由。

2022年4月5日

越人性，就越神性（三）：以基督的
情懷（收聽普通話錄音）



越人性，就越神性（三）：以基督的
情懷（收聽廣東話錄音）

內心世界的重要性

教育我們情感的觸動

什麼是美德

已有人問了耶穌幾個問題，刻意想把
祂從祂的論述中引開。我主卻一個接
一個地回答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的
不耐。最後，有位經師走近祂，除了
對耶穌直入人心所發出的言語感到十
分驚訝外，並隨即發現自己向來一絲
不苟地謹守律法，甚至其中最小的誡
規，但與我主的教導頗有差距，因而
內心也產生了困惑，於是就當眾提出
了一個問題。「所有誡命中，最首要



的是哪一條呢？」（谷12:28）耶穌
為了解開這個真誠地在尋求幸福的人
心中的疙瘩，便用聖經中適合熱戀中
的人的話來回答：「你應當全心、全
靈、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
主。」（谷12:30）

耶穌希望我們認識到，相信天主的人
的生活「不能淪為焦慮和被迫的順
從，而必須以愛為泉源。」[1]要用全
心、全意、全靈、全力地去愛。但我
們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聖保祿向斐
理伯人指點了迷津，告訴他們該懷有
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參斐2:5）
我們需要培養與耶穌感同身受的去面
對所有的人、事、物，就像我們在耶
穌身上所見。在基督內心的情操中，
我們找到克服分歧的方式，因這些分
歧會對於人性愛情的穩定造成威脅。
如果，我們除了跟隨我主的榜樣和言
語之外，我們還要尋求像祂那樣的
「感受」，我們就會找到那位經師所
渴望的單純和幸福。



內心世界的重要性

天主教教理告訴我們，我們人性的感
受（或有時稱之為「情慾」）「是由
人的心理層面的自然因素所組成，情
慾提供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交往
的通道並保障其聯繫。」[2]感受或情
感的觸動是人生的一部分，因此必然
也是身而為人耶穌基督生活的層面。
我們從福音中看到；耶穌曾在祂好的
朋友拉匝祿的墳墓前哭泣。（參若
11:35）而祂在耶路撒冷目睹兌換銀
錢的人把聖殿變成商場時，祂也有相
當激烈的反應。（參若2:13-17）我
們還看到，當心地單純的人滿心高興
地接受祂的喜訊時，祂是多麼的滿意
快樂。（參見瑪11:25）

為了更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感情和觸動
情感的世界，我們首先需要分辨自己
的「行動」和「感受」兩回事。換句
話說，就是要清楚的區分我們「所做
的」事，和「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事。當我們計畫某事並主動地去做



時，我們就會採取「行動」；例如，
我們決定去圖書館，或去探望生病的
朋友。但是有時，我們自己可能會被
對某種未預見的情況而做出的反應感
到驚訝：對我們認為是傷人的話感到
憤怒；對親人的意外死亡感到悲傷；
或對我們想擁有卻沒有的貴重物品感
到嫉妒。這些在我們事先並沒有預料
到要去承受的情況下，所發生的內在
反應被稱為感受。

正因為我們的感受不是出於我們自己
的選擇，所以它們本身並無所謂的功
或過。然而，這並不是指說它們始終
是中性的，因為「情慾得到的道德評
價，要視其是否有效地受理性和意志
的管轄。」[3]換句話說，在某種程
度，因為喜好它們，就等同於是贊成
或積極的去尋求。儘管它們在我們身
上有著自主性，並非意味著它們對基
督徒的生活毫無影響。事實上情況剛
剛相反：我們的感受或觸動的情感，
不但涉及對該事的初步判斷，並盤算
出其隨後相關的行為途徑。況且我們



可以逐漸塑造它們，並使之越來越充
分地符合我們真正的渴望。

例如，當面對我們眼前的是件好事的
時候，我們可能會產生喜悅或熱忱的
情緒，接著可能會鼓掌，或想去結識
當事人。相反的，當面對我們認為是
不良事件時，可能會產生憤怒或悲傷
的感覺，相對的也會暗示我們採取一
些有如責備或與某人保持距離的行
動。然而，有些時候，儘管我們對感
情的初步判斷是正面的，但也許不該
有喝彩的舉動；或另些時候，我們在
沒有被冒犯的情況下看到過犯，而報
以責備的行動，那就是個錯誤。因
此，我們可以說，當我們情感的觸動
涉及正確的判斷時，即對我們的基督
徒生活是種幫助，因使行善變得更加
自主自發；相反的，當我們的情感的
觸動源於錯誤的判斷時，對於真正的
行善則自然是種障礙。

當然，如果一個人經歷的感受是基於
對現實錯誤的認知，他依舊能透過極



力的抵制這種感受，而表現出正直的
行動。然而，我們一生中不大可能都
是在爬上坡路、逆水行舟，不停地與
自己惡劣的情緒衝擊奮戰，做自己不
想做的事，或者總是拒絕我們情感觸
動所傾向的事。如果我們真是長期持
續的與自己的感受鬥爭，則很容易導
致灰心或疲憊。如果我們無法正視我
們的內心世界，最終將很難辨別好或
是壞，因為人的思念(因受到原罪的影
響)是晦暗的，變得輕易的屈服於感
受，而不加以評判。

教育我們情感的觸動

「教育就是把一個人引入生活，而生
活的偉大之處，則在於啟動過程。要
教導年輕人啟動過程，而不是浪費生
命！」[4]這是教宗在與某一教育團體
會面時，對一位教師的回答。這一建
議也適用於我們的情感觸動的培養，
其目的不僅是在於簡單地控制不良情
緒，或在於阻止某些行為，而是在於
點點滴滴地塑造我們的情感觸動的世



界，使我們內心能醞釀自主自發性，
來幫助我們迅速而自然地行善。教育
我們的情感觸動是個啟動的過程，導
致我們更完善地準備來迎接天主的恩
寵，從而使我們更與耶穌認同。倘若
在我們的感受中建立秩序，使我們能
夠傾向於做善事，這樣一來，我們
「想做的事」幾乎總是與取悅天主的
事不謀而合。

為了教育我們的感受，我們需要瞭解
感受是什麼、為什麼會產生感受。在
我們人受造之初，就被賦於一些自然
的、且對自己有利的傾向：生存的本
能、對性的傾向、渴望追求知識、交
朋友和工作的必要性、合理的要求認
可和尊重身邊的人、追求生活中的超
然意義…所有這些天賦的自然傾向，
就像一股從我們身上傾瀉而出的洪
流，讓我們去尋找自己真正需要的。
當這些傾向得到滿足時，就會產生一
種積極正向的內心共鳴，也就是種感
激或寧靜的快感。但是，如果其中一



個傾向受到阻礙時，就會產生一種憤
怒、困惑或悲觀的負面感受。

然而，還有兩個因素會扭曲我們的感
情世界，妨礙我們靈魂的和諧運作。
第一個因素是因為原罪造成我們傾向
的混亂失序。基督雖為我們贏得了成
義的恩典，且恢復了天主與我們的友
誼，不幸的是我們的欲望仍然屈服於
混亂失序的現狀，需要逐漸的加以糾
正。第二個因素則因人而異，取決於
所受的教育、社會環境和個人的罪過
－這些隨著時間都會扭曲我們的傾
向。為了糾正這種失調，並想預防有
害情感的產生，我們需要導引、培養
自己最深層的靈性，使其朝向真善的
方向發展。然而這是必須透過德行才
能實現的。

什麼是美德

在14世紀初期，喬托在帕多瓦小聖堂
的內牆繪製的壁畫，直到今天仍被公
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藝術作品之一。
在兩側的牆壁，每幅畫都呈現了耶穌



和瑪利亞生活中的不同場景，從天使
向瑪利亞報喜到耶穌升天。然後匯集
到後牆，呈現了世界末日和最後審判
的場景，受祝福的人在基督的右邊，
被譴咒的人在祂的左邊。此外，在側
牆的下部，即最近觀眾的區塊，有兩
系列的七幅圖畫，嚴格來說並不屬於
救贖史，而是描繪著七種美德和七種
惡習的替身。安排於光輝燦然我主基
督的兩側系列的圖畫中，藝術家似乎
想表達我們人類在聖史中的處境：我
們有能力促進或阻礙恩寵的工作。

正如聖施禮華曾經說過的，「許多人
都忽略了天主，或者他們沒有機會聽
到天主的話，又或聽過後就忘掉，但
他們的品性是誠懇、忠心、富同情心
及坦然的。我認為這些人對天主也會
慷慨大方的，因為人性的美德原本就
是超性美德的基礎。」[5]

但德行到底是什麼？就像我們手裡的
東西、穿在身上的西裝或腳上的鞋子
一樣，是我們能擁有的嗎？在某種意



義上，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擁有屬於
精神上的官能－智力和意志，還擁有
敏感的慾望。雖然它們屬於非物性
的，但有其特質：如能穩定的擁有的
話，可被稱為好習慣或德行。這種特
質雖不像形狀和顏色那樣可被觀察
到，但卻很容易在人的身上發現它的
存在。舉個例子，一個數學家能輕鬆
地運算和計算，然而對沒有學過數學
的人，卻不知如何下手。數學家擁有
一套知識體系，是種智力上的德行。
再舉個例子，一個有節制的人，不費
吹灰之力就能合理的吃吃喝喝，因為
他「擁有」節制的道德德性。然而沒
有這種好習慣的人，只有在相當困難
和努力的情況下，才能合理的控制自
己；相反的，如具有與節制相反的惡
習－貪饕，則很容易會犯飲食過量的
毛病。

道德德性有三個基本的層面。第一個
是智力方面的：由於德行必須調整一
種反應，需要對某種生活方式有所認
知。譬如像一個追隨基督的人，對於



神貧這德行的前提是先要瞭解物質財
富在一個基督徒生活中的價值。德性
的第二個層面是它情感的本質：把它
引進入針對每個具體善的傾向中，然
後一步步地修正傾向，並幫助使其自
主的運行，且能吻合基督徒的生活方
式。這要透過不斷重複的行為來實現
的行為，既是自由的、又符合德行
的，而且恰好又是善的。有些行為看
起來似乎很好，但是出於恐懼之心、
圖謀方便或其他與善無關的原因而做
的，將無法使人的傾向轉變成德行，
因為這些行為不能塑造我們的情感。
德性的第三個層面是，它們產生了對
善的傾向性：有德之士在區分善與惡
方面，具有特殊的便利性和敏捷性，
儘管情況很複雜或不可預見。

德行使我們自由

耶穌表現的形象是一位善牧，祂喚醒
了祂的聽眾，宣講拯救祂子民的默西
亞即將到來。祂說：「我來了，是要
叫他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若10:10）這種豐碩而充實的生命
是由天主的恩典賜於我們的，並支持
我們去發現、去行善的渴望。因此，
擁有這些好習慣讓我們更加自由；逐
漸地使我們更靈活，更容易發現如何
在變幻無窮的情況下行善。德行釋放
我們，因為它允許我們在眼前不同的
美善之間做出選擇。惡習則表現出相
反的僵硬，因為它會引起難以放棄、
機械化的反應。

與基督認同，即在聖神引導之下使我
們與祂認同，包括擁有和凝聚耶穌所
教導的德行：神性和道德性的德行。
我們上述的僅僅考慮了道德性德行，
它們將我們感情的內心世界重新排
序、整理過了，可見它對基督徒生活
的重要性。然而歸根究底，所有這些
德行的起源和驅策動機皆是出於愛
德。沒有愛德，一切都可會被視為是
一種壓迫我們自由的重擔。當我們真
誠地希望像基督那樣為榮耀天父而
活，那麼愛就會溫柔地導引我們的選
擇，使其變得越來越雷同基督的選



擇。耶穌回答經師問題的誡命－全心
全力地愛天主－與任何強迫性的服從
相去甚遠。天主需要那些渴望承擔欣
喜的使命的孩子，因為他們的情感與
基督的情感是一致的。

[1]方濟各，三鐘經講道，2020年10
月25日

[2]《天主教教理》1764

[3]《天主教教理》1767

[4]方濟各，演講，2019年4月6日

[5]聖施禮華《天主之友》74

安赫爾‧羅德里格斯‧盧尼奧（Ángel
Rodríguez Lu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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