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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十一）：寰宇在跟
我們說話

節制我們過度的求知欲，能使
我們掌握世界最深層的真相，
並成為在世界中默觀的靈魂。

2022年11月29日

對於同一件事，我們可以有各式各樣
的看法。一個焦急貪婪的好吃鬼在盛
宴中面對令人垂涎的食物和色彩繽紛
的盤飾時，和一位專業攝影師的神情
一定截然不同。或者比較一下另一個



更平常的情景，我們瀏覽報紙頭條新
聞時，與我們默默地欣賞日落的心情
必定迥然有別。這些觀看方式之間的
差異，不僅是由於暫時的環境、或觀
看的對象，區別在於更深的層次，與
我個人跟世界的聯繫管道有關。

聖施禮華的所有講道都鼓勵我們成為
「默觀的靈魂，沉浸在世界的事務
中。」[1] 要做到這點，我們需要學習
以一種新的方式來觀看現實：不僅用
感知的一面，即我們面前「有用的片
段」，不光是尋求隨意的擁有。默觀
的凝視絕對不是自私或佔有性的，反
而是透明的、寧靜的、接受的、慷慨
的。對於一個想親近天主的人來說，
學習以這種方式看待問題是至關重要
的。只有透過改變我們注視世界的途
徑，我們才能發現我們身邊一切事物
的神聖光輝，並掌握物體和事件最深
刻的真理：「因為我們生活、行動、
存在，都在天主內。」（宗17:28）



主業團創辦人在與年輕人談及培育的
可能主題時，曾建議道：「外在克己
—以視覺為主；內在克己—好奇心為
重。」[2] 視覺和好奇心的導向與默觀
生活有密切的關連，是修持節制德行
的門徑，能舒緩我們過度的求知欲—
根深柢固的植根在人性最深的渴望之
中。「節制」一詞在口語中，可能會
讓人連想起限制負面的意義。但正如
Joseph Pieper指出，拉丁文的
temperare將「節制」表達為「把各
部分組合成一個統一、有序的整
體。」[3] 明示對求知欲有節制的人，
知道自己總是精鑽深入，而不會被眼
前的事物所吸引。因此導致一種開
放、專注和沈默的態度，讓我們能觸
及事物的核心。然後讓寰宇跟我們說
話。

「好奇的」神情

有一種尚未被節制所舒緩的注視法，
就像一隻從一朵花飛到另一朵的蝴
蝶。他的心態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滿



足自己的好奇心，並掌握他想要的東
西。這種觀察法不是努力去吸收豐富
的一切現實，而是尋求感官知覺的瞬
間愉悅，或是對世界上新信息的短暫
享受。這就是聖若望所指的「眼目的
貪慾」（若一2:16）也就是很多世紀
後，聖多瑪斯．阿奎那所稱的
curiositas（好奇）。[4] 而完全與
curiositas對立的則是studiositas（好
學），好學在我們的求知慾中，找到
正確的平衡點，換言之，是節制的一
部分而非限制。相反的，它的目的在
於消除阻礙我們深入了解世界的障
礙，並且不吝於在學習過程裡付出許
多的努力和勞累。

一般人總認為屈服於這種「眼目的貪
慾」，似乎無可厚非，頂多只會影響
生存的外圍。其實卻不然。我們不妨
多想想，假如我們睜著大眼睛行遍這
個世界，一味享受它所提供五花八門
的新鮮刺激，對我們往後會有多大的
幫助或傷害呢？且讓我們聽聽耶穌的
話：「眼睛就是身體的燈。所以，你



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
明。」（瑪6:22）由於眼睛照亮了我
們的整個人，我們觀看的方式也影響
了我們的心。如果我們觀看的方式不
節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幾乎不知不
覺地，放縱的只逞一時之快，會在我
們生命中盤據且越陷越深。譬如，當
我們使用社交媒體或互聯網時，很容
易陷入這種分心；我們可能從手機的
一個頁面滑到另一個頁面，竟然不知
道自己在幹什麼。而在這種「飄忽不
定」的背後，往往出現脫口而出、毫
無頭緒的話語，甚而導致頭腦暈眩或
內心不安。

因此，從一朵花飄到另一朵花的眼神
「可能是真正缺乏根源的症狀；也可
能意味著這個人已經失去了在自己身
上過個平靜生活的能力。」[5] 我們感
覺到我們內心的空虛，企圖向外逃
跑，奔向更令人迷茫的世界。然而矛
盾的卻是，我們放棄了唯一能為我們
解渴的真主。聖奧思定描述了他自己
的經歷：「祢在我身內，我馳騖於身



外。我在身外尋找祢；醜陋不堪的
我，奔向著祢所創造的炫目的事物。
祢和我在一起，我卻不和祢相偕。這
些事物如不在祢裡面便不存在，但它
們抓住我使我遠離祢。」[6]

所有這一切都解釋了如我們想用眼睛
看到現實的核心，我們需要在打開通
往自己內心世界之門的當下，同時修
煉一些鎮靜的分辨過程：放慢速度、
反覆思考、不屈服於倉促。比方說，
當我被一個視頻或連續劇吸引注時，
在按下「播放」之前，我應考慮一
下，這真是我想要看的嗎？一個有節
制的人知道怎樣不去做那些可能傷害
自己靈魂，或阻礙我們成長的事情。
他或她意識到「所謂『犧牲』其實只
是表面的。因為這樣帶著犧牲的精神
過生活，意味著能把自己從多種的奴
役中釋放出來，取而代之的，是在內
心深處品嚐到天主滿滿的愛。」[7]
「輕鬆一下。你需要輕鬆一下！張大
你的眼睛，好好地飽覽這世上的五光
十色，或者，瞇起你的眼睛仔細看個



夠，因為你是近視眼…，」然而聖施
禮華卻加以挑戰：「閉起你的眼睛
吧！要有內修生活，那你便會看到一
個夢寐以求、多采多姿、更美好的奇
妙新世界：你將接近天主…你會看清
自己的軟弱…你會變得相似天主…，
你能更接近你的天父，更是其他人的
弟兄。」[8] 當然，主業團的創辦人不
是建議我們停止注目，或將自己與他
所強調我們跟天主會面的地方—這個
世界分開。相反，他告訴我們，這種
外在注視實際上與我們的內在世界相
關聯，同時有助於它的塑造，無論是
好是壞。

「自私的」神情

神情若沒受節制駕馭，也可能不經意
間被自私的佔有欲所引導，就像動物
在尋找獵物一樣。聖經警告說，「你
要記得貪婪的眼睛多麼不好。」（德
31:14）就像在花與花之間徘徊的眼
神一樣，這種「掠奪性」的眼神往往
揭示了一種深深地紮根於人身上以及



與世界相關的途徑。這反映出他的態
度，透過自私的棱鏡、便依世界帶給
他的直接利益來衡量一切。因此，就
好像失去心臟的多功能，只能從單一
的角度去觀察全貌。

放縱具有破壞性，因為使人難以寧靜
地感知物與人之間豐富、細微的異
同。甚至也會影響一個人的決定，因
為如對我們四周的世界沒有真正的了
解，必會妨礙我們做出正確的抉擇。
例如，貪吃鬼被困在尋找味覺樂趣的
羅網中；在宴會上，這人無法感知所
存在的創造力和美感。他甚至無法真
正享受到吃豐富誘人食物的樂趣，更
無法定睛深入地與人交談。

這副自私的神情也會影響到與他人的
關係。大凡沒有擁有自由和坦蕩蕩的
注視方式的人，總是偏向於從他自己
利益的角度觀看旁人，並一味尋求幫
助。他的第一個反應不是直視別人的
眼睛，從而去了解對方的真面目、他
需求的是什麼、能為他做些什麼，以



及發現對方的獨特個性和魅力。像這
種心神上的盲目、無法看清周圍人身
上的神聖印記的畸形觀察方法，必然
造許多真相的被誤解及扭曲。「我們
的心可以黏著在真的或假的珍寶上；
它們可以找到真正的休息，或只是淺
睡，或變得慵懶昏昏欲睡。」教宗方
濟各在2015年世界青年日中致辭說：
「人心的這種愛和被愛的能力是多麼
強大！不要貶低、毀壞或損傷這個珍
寶。當我們為自己的私益而利用我們
的鄰人時，就會發生這種不幸的情
況。」[9]

節制的一些果實

個性溫和的人用新的眼光觀看世界，
能發現意想不到的奇蹟。節制的樸實
使我們自由；淨化我們的心靈，使我
們能與人和事建立和平的關係。促進
我們有真誠關切態度的成長，而非被
外表或草率的膚淺判斷所迷惑。那
麼，節制的第一個果實就是來自心靈
內在層次的「心神的平靜」。[10] 超



脫和清新的神情專注於真正的寶藏、
提供真正的休息。要在這方面成長的
一種方法，就是嘗試從他人的視野觀
看世界，他們如同藝術家和詩人一樣
地覺察到現實生活中豐富多樣的細微
差異。我們若曾與某人談話，因他對
某件藝術品深思獨到的看法，向我們
揭示了新的色彩和細微差別，我們誰
會忘卻這次的相逢呢？

節制的另一個果實，是讓我們能專注
於自己的計畫。舉個例子，我們認為
沒有正當的理由就不看手機，或是在
該當工作或學習的時候，不浪費時間
上網，這些在我們整體的生活上，似
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事實上，
這些小小的犧牲捨棄行為，可能對我
們全力以赴去實現自訂的目標具有決
定性的意義。當我們面對即將分散我
們思維的事說「不行」，同時，對真
正重要的事情說「行」。這些努力不
但堅持也強化了我們的內心世界；隨
著時間的前進，也有助於揭露膚淺的
事物浪費我們的時間和自由的事實。



「生命中有很多灰暗地帶，缺乏節制
會使這些地帶更灰暗。我們知道自己
有能力照顧他人的需要，有能力和別
人分享一己所有，有能力為偉大的理
想奉獻精力。」[11]

超脫、寧靜和透明的神情使我們能首
先發現周圍一切的真美。節制的德行
使我們能夠在生活中享受更多，而非
更少的屬於心靈上的財富。與世界的
自由關係—擺脫追求享樂和無法自我
肯定的焦慮—引導我們覺察到隱而不
顯在我們周圍的人、事、物的真相；
也能讓我們發現它們的真善真美。
「有人說，只有清心的人才能真正開
懷大笑，這不無道理。同樣，只有那
些以清新的神情默觀世界的人，才能
真正感受到它的美。」[12] 節制的人
更深入地了解受造界的真相：寰宇萬
化都在跟他們陳述天主的光榮。這就
是為什麼無論誰步入這個境地，久而
久之，都會與聖施禮華同聲讚嘆：
「親愛的上主，我在我看到的每一件
東西裡發現美麗和魅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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