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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感謝祂，因為
一切都是美好的。」

「要養成一種習慣，每天多次
舉心向上，向天主發感恩之
情」。關於基督徒生活的一篇
新文章。

2020年12月25日

一切都是好的

凡事都是為獲得益處

別忘了感恩



說到明智的生活，它意味著把握生命
的本質、欣賞有價值的東西、警惕邪
惡的滲透、超越無關緊要的事務。
「人生若以富足為可求，有什麼比智
慧更富足呢？有誰能創造萬物呢？」
（智8：5）智慧是無價的，人人都想
擁有它。這是一種不能降格為知識的
學問，而且是「品味」好東西的能
力，好好的「鑑賞」。智慧書中希臘
文的智慧翻譯成拉丁文sapientia,，這
與英語詞彙中的savour「品味」有
關。sapientia的原意是「良好的口
感」，良好的嗅覺。智者能「品味」
好的東西。在一個古老的祈禱文中，
我們祈求天主「賞賜我們珍賞善的能
力」。[1]

聖經說，智慧是相當容易得到的：
「智慧是光明的，從不暗淡；愛慕她
的，很容易看見她；尋覓她的，就可
找到她；一有追求她的志願，她必預
先顯示給他們。早起尋求她的，不必



費勞，因為必發現她坐在門前」。
（智6：12-14）。即便如此，要獲得
這種「天生」的學問，我們必須尋找
它、渴望它、儘早去搜尋它。「天
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尋覓你；
我的靈魂渴慕你，我的肉身切望你，
我有如一塊乾旱涸竭的無水田地」。
（詠63：1）

這種探索需要一輩子的努力，因此智
慧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增長。正如教
宗經常說的，呼應息辣書（參德8：
9），明智屬於長者，他們是「我們
子民智慧的寶庫」。[2] 的確，年齡有
時會帶來某些缺點，例如：個性上的
缺陷，因僵化而不願接受自己的局限
性，或難以理解年輕人。但儘管如
此，長者往往擁有欣賞和「品味」真
正重要本質的能力。最終，這就是真
正的智慧。

聖施禮華面對一群主業團的信友談話
時，曾經提到過這類需要時間才獲得
的學問。「三十年後，當你回首往事



時，會大吃一驚。自己會感到不得不
用餘生來感恩，報恩……」[3]隨著時
間的流逝，我們特別體會到有感恩的
理由。過去讓我們極度擔心的棘手問
題和困難都簡化了。我們的眼光會改
變，甚至也許會帶點幽默。我們可以
看到天主曾經是怎樣的引導我們，怎
樣的利用我們的努力，甚至我們的錯
誤。那些與真福歐華路生活在一起的
人，都記得他經常很單純的說：「感
謝天主」。如我們堅信自己唯有去感
恩這個理由，便已獲取到真智慧的基
本要素。天主在尋求祂的人心裡增添
智慧，即使在他未年老以前，就能
說，「我比年老的人更智慧，因為我
恪守你的律例」。（詠119：100）

一切都是好的

1937年，在宏都拉斯領事館裡避難的
種種貧困和憂慮中，聖施禮華寫信給
分散在馬德里各地的主業團信友：
「振作精神！儘量確保每個人都是喜
悅的：每件事都是有益的，每件事都



是好的」。[4] 一個月後，另一封寫給
瓦倫西亞信友的信中，他也給了他們
同樣的忠告：「振作精神。很自然
地，如果你們變得悲傷，努力重新恢
復你們的快樂。一切都是好的」。[5]

一切都是好的，凡事都是為獲得益
處。這些話是基於聖經中的兩段經
文。其一是當天主在創造萬物時，祂
的喜悅逐漸增強，最後達到高峰：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
很好」。（創1：31）。另一句是聖
保祿的箴言：「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
愛他的人，獲得益處」。（羅8：
28）聖施禮華把這句話濃縮為「萬事
如意」omnia in bonum的短誦。多
年前，在1931年的耶誕節，這兩段來
自聖經的線索被穿織在一起，往後成
為《道路》中的一條。「你要習慣地
每日多次舉心歸向天主，感謝祂。因
為祂給了你這樣，給了你那樣；因為
有人輕視了你；因為你缺少了所需要
的，又或因為你擁有了所需要的。因
為祂創造了祂美麗的母親，她也是你



的母親。因為祂創造了太陽、月亮、
這個動物或那個植物。因為祂造了那
位口才出眾的人，也造了你這個口齒
不清的人……。為一切的事，感謝
祂，因為一切都是好的」。[6]

在這裡，值得感恩的理由的順序沒有
特別排列。既然一切都是好的，我先
想到的，接下來、再接下來想到
的……，都是感恩的理由。「因為祂
創造了太陽、月亮、這個動物或那個
植物」。聖施禮華似乎在告訴我們，
無論我們眼睛看到哪裡，我們都禁不
住找到頌謝的理由。我們在這看到，
人類對天主美善的讚嘆溢於言表，這
份驚訝令人想起聖方濟的太陽歌
（Canticle of the Creatures），宇宙
一切都成為感謝天主的理由。「願你
受讚頌，我主，為了月亮妹妹和星
辰……，願你受讚頌，我主，為了風
兄弟，又為了空氣和白雲，晴朗和各
種氣候……，願你受讚頌，我主，那
些為了愛你，並寬恕別人的人」。[7]



「因為祂給了你這個和那個」。天主
給了我們多少禮物，而我們卻是多麼
輕易地就習慣了它們！健康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健康被定義為「生活在
沉寂的器官中的生命」。我們通常認
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直到我們的身體
不適時，才引起我們的注意。也許只
有在我們不再擁有它的時候，我們才
會真正珍惜自己曾經擁有過的東西。
在感恩這方面，要「保持警覺」：仔
細傾聽，以便察覺天主以靜默、貼心
的方式賜給我們如此之多的東西。
「天主的慈悲每天陪伴著我們。如能
感知祂的慈悲，只要有一顆警覺的心
就夠了。我們過分地傾向於只注意日
常的努力和疲勞……，然而，如果我
們敞開心扉，我們就能不斷地意識到
天主對我們有多麼好，能清楚地意識
到祂在小事情上是如何對待我們，從
而幫助我們完成重要的事情」。[8]

我們經常貶低了這份感激之情的表
達，因為我們認為只不過是償還一個
人情而已。實際上遠遠超過於此：正



是因為包含著「珍賞」美善，因此，
感謝天主，意味著「與祂一起共享」
祂賜予我們美好的事物，因為當我們
與所愛的人在一起時，我們總是會更
心滿意足。即使是最平淡乏味的事也
能成為享受的原因：不大在意自己；
發現生活的樂趣：「這是我們每天在
生活的瑣事中所經驗到的喜樂，成為
我們對天主父愛邀請的回應：『我
兒，該按你所有，善待你自己……，
不應取消你佳節的喜樂！』（德14：
11, 14）父愛就在這番話中蕩漾迴
響，何其溫柔啊！」[9]

凡事都是為獲得益處

如今，要人們對天主賜予我們的美好
事物心存感激，已經是個挑戰了。更
何況那些令人厭煩的事呢？「因為有
人輕視你」：因為你受到冷落或對你
漠不關心、因為你受到羞辱、因為你
的努力沒有得到賞識……，「因為你
擁有了所需要的，又或因為你缺少了
所需要的」。令人驚訝的是，「擁



有」和「缺少」竟然被放在同等的位
置上。我們能真心因缺少健康、失業
或心神不寧而感謝天主嗎？感謝天
主，因為我們時間不夠用（這常常使
我們痛苦！）；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
勇氣、力量和主意；或是因為這個或
那個結果很糟……，嗯，是的，即使
那樣，聖施禮華告訴我們，也要感謝
天主。

這種態度提醒了我們，當聖施禮華在
宏都拉斯領事館裡寫那些信時，他得
面對的困境，及因此引起的痛苦，也
就是《道路》中這一條的起源。[10]
邀請我們因為困難而感恩，這句話在
五天前寫的筆記裡更加明確。「孩童
心靈裡似非而是的雋語：當耶穌賜給
你世界所謂的好運時，你內心要為想
到天主的美善和你自身的邪惡而哭
泣。當耶穌賜給你人們所謂的不幸
時，你內心要喜悅，因為祂總是給你
為你是好的，那正是你熱愛十字架的
美妙時刻」。[11]



儘管寫那兩條的時間點很接近，但第
二條的想法卻被放在另一章節中，有
關神嬰小道的兩章中之一。這讓我們
理解到聖施禮華隨時隨地感謝天主的
屬靈氛圍的關鍵，「為一切感謝天
主，因為萬事都是好的」。感恩是智
慧的標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與天主
的親近而增長；但只有當我們的態度
是「充滿希望的交託」[12] 在天主手
中時。聖施禮華是透過神嬰小道才發
現的。「你有沒有看過孩子怎樣感謝
別人呢？效法他們，無論順境逆境，
像他們一樣地向耶穌說：『祢真好！
祢真好！』」[13]

由於困難而感謝天主理當不是自然而
然發出的。實際上，甚至看起來像是
在裝模作樣，甚至有點幼稚，好像我
們在否認現實，在童話故事中尋求安
慰。然而，在這些情況下心存感激，
並不意味著對現實視而不見，而是要
「看得更深刻」。當我們明白自己遭
受的損失、挫折和傷害時，我們要勉
為其難的獻上感恩。也許我們的觀點



仍然過於世俗，就像個孩子一般，因
為玩具壞掉了、摔倒了，或因他想繼
續玩而不准他玩，他會認為這是世界
末日。在當時，是件天大的事，但事
過境遷後，一切很快就好了起來。
「在我們的內心生活中，最好就
是……像小孩子一樣，他們如同橡膠
製成的一樣有彈性，不怕摔跤，跌倒
了就馬上起身四處跑動，因他們知
道，必要時父母會在旁安慰他們」。
[14]

聖施禮華所說的感恩並不是遮掩生活
中不愉快事情的「魔法斗篷」；而是
舉目向上，望著向我們微笑的天父。
這會導致我們信任天主，委身自己於
天主，從客觀正確的角度上面對挫
折，儘管我們會繼續傷痛。當我們受
到傷害時，感謝天主意味著「接受」
它。「向天主和他人表達感激的最好
的方式，莫過於以喜悅之心接受一
切」。[15] 當然，我們的第一個反應
不是歡呼，也許恰恰相反。即使如
此，即使我們的心在反抗，我們也要



努力去表達謝意：「主啊，這太不可
能了，這行不通的……，但是謝謝
祢」。我們需要接受天主的旨意：
「我想要更多的時間，更多的力量；
我希望那個人對我好一點；我沒預期
會遇到這種困難，這種缺陷。但祢最
清楚」。我們請求天主按照我們認為
最好的方式去安排事情，但要懷著安
穩的信心，相信祂知道祂自己在做什
麼，並從我們只認為是不好的事情
中，汲取好的」。

即使在我們看來是壞的事情中，也要
心存感激(正如在1931年12月時寫的
一篇文章中所說的那樣)，意思是「像
孩子一樣地相信，像孩子一樣地愛，
像孩子一樣地貶棄自己」。[16] 無論
這種貶棄在我們內心生活中，以任何
不同的方式變化表現出來，但總是反
映出一種信念：在天主的眼中，我們
是非常渺小的，我們所掛慮的事也是
非常渺小的。儘管如此，對天主而
言，祂把我們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
重要。這讓我們心生感激之情，因為



「知道我們是被愛著的」：感謝祢在
我身邊；謝謝祢，因為這對祢是很重
要的。在與天主表面上的距離中，我
們覺察到祂的親密。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默觀祂，因為問題是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面對逆境時，我們才意識到，
不管遇到好的或壞的事，凡事都要感
謝天主的最深層原因是：謝謝祢，因
為聖愛無處不在。感恩行為的真正原
因，及所有感激的泉源，基於：天主
愛我，和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去愛
和知道自己被愛的機會。

我們為自己沒擁有的、為別人的冷
漠、為我們所欠缺的，或為自己錯誤
的後果而痛苦不堪……，這些都是讓
我們「記憶」的機會，讓我們覺察到
天主的聖愛。我們意識到，儘管我們
很難捨棄某些東西，接受痛苦或挫
折，但如果我們有天主的愛，那又有
什麼關係呢？「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
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
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
嗎？是刀劍嗎？」（羅8：35）



因此，是可能的，我們「凡事感謝天
主，因為一切都是美好的」。基督徒
「瘋狂」地感謝萬有，源自於神聖的
父子關係。一個深知自己有個愛他的
天父的人，真的不需要更多。超乎一
切，一位好父親是值得感恩的。耶穌
就是這樣的愛祂的父親。耶穌是感恩
的化身，因為祂從天父獲得一切。身
為一個基督徒就是蒙受到這份愛、這
份感恩：「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
俯聽了我」。（若11：41）。

別忘了感恩

「我的靈魂，請向上主讚頌，請你不
要忘記他的恩寵」。（詠103：2）。
在聖經中，天主經常邀請我們去回
憶，因為祂知道我們是多麼健忘，就
像孩子們只顧玩自己的玩具，而完全
不去理會爸媽一樣。天主知道，也理
解。但祂溫柔地把我們吸引到祂身
邊，千方百計地對我們耳語：「記
住」。因此，感恩也是一個記憶的問



題。這就是為什麼教宗方濟各經常提
及「感恩的記憶」。[17]

能隨時即刻的對那些讓我們厭惡的事
表示感謝，的確似乎令人驚訝，但實
際上，有助於我們記住為愉悅的事感
謝天主。此外，平日生活給了我們很
多「記憶」的機會：飯前和飯後稍
停，做些祈禱；在彌撒或個人默禱之
後；為我們日常生活、為我們的工
作、為我們棲身之所、為愛我們的
人……等等平凡的事物感恩，發現它
們的「不平凡」之處；感謝他人的喜
樂；在所有幫助我們的人身上看到天
主的恩賜……，我們也常經歷生命中
似乎特別美麗的時刻：令人驚艷的落
日、意想不到的善舉、愉快的驚
喜……，我們還能在平淡無奇的日常
生活中，體會到天主聖愛的光輝。

從古以來，人們就在傍晚的夕陽餘暉
中看到自己生活的一幅畫面。因此，
如果感恩是長壽者智慧的一部分，那
麼，每天以感恩之心完成，是多麼美



好啊！當我們在天主臨在中停下腳
步，反思自己一天過得如何時，當我
們為這麼多禮物感謝祂時，天主也會
「欣慰」，包括etiam ignotis,[18] 那
些我們不知情的禮物；同時，也當以
孩子般的信任請求寬恕，因為我們沒
有充分的知恩報愛。

Carlos Ayxe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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