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usdei.org

其他人和我：是同一
首詩篇的不同章節

這是一系列關於鑄造並強化基
督徒人格的新文章。「人的生
活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他人
的生活交織在一起的。任何男
女，皆非絕句；只有我們大家
一起，才能組成一闋天主用我
們的自由合作而寫出來的神
曲。」

2020年7月30日



「天主看了認為好。」[1] 這是在聖經
關於創世的第一篇的敍述中反覆出現
的重句。第二篇的敘述則與它成了一
個對比。第二篇的敘述「喚起了天主
當祂凝視著亞當時祂的想法，甚至祂
的情感；祂看見他獨自在樂園裡。他
是自由自在的，他是一個主人……但
是他是孤獨的。天主看了認為『不
好』。」[2] 人的孤獨自憐就像是一塊
與整個創世的設計圖互不吻合的組成
部分。當天主最後還是將厄娃領到亞
當面前時，亞當視她如自己的骨中之
骨，肉中之肉。[3] 從此，亞當就從一
種奇怪的、他自己也無法解釋的憂鬱
中解脫出來。現在，他真的能夠與天
主一起說：「樣樣都很好。」在他遇
見「像他一樣的人」之後，他的聖召
堅強了；對他來說，世界不再是一個
冷漠無情的地方了。

與他人共同生活是可以發展我們的人
格的，但事實上這樣做還有更為豐富
的意義。我們需要他人，而且他人也
需要我們。他們從來就不是多餘累贅



的；他們是我們永遠都歸屬的、天主
召叫我們去接待及歡迎每一個人的
「地方」。由於我們都有一個過去、
一個家庭、一個鄰里、一個文化，每
一個人都是一個「家」，一個歡迎他
人的地方，而且無論我們去到哪裡，
我們都可以建立一個家。由於我們有
一個家，我們可以視這個世界為一個
家，視它為自己的家，同時也是「我
們共同的家園」。[4] 我們對自己的根
的熱愛，和安詳地培育自己的性格，
使我們能夠愛與被愛，歡迎與被歡
迎。

與他人相處及為他人而生活

在我們的生命中，有關鍵性的經歷之
一就是別人曾經向我們表示過的關
懷。有人關心過我們，養育過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被人「接受」
過。沒有一個人是單獨地成長的。沒
有一個人是名副其實地孤獨的，即使
有些人的生命看似是這樣發展下去
的。家庭的破碎，使許多孩子生活在



被遺棄的情況中，也不會使這個人類
學的基本原則成為一個美麗但無用的
想法。不少在惡劣的環境中長大、因
愛的缺乏而受了傷害的人，正是因為
有過這些經歷而對愛的需求特別敏
感，且成為歡迎他人的「避難所」。
那些曾經受過很多苦的人，也能夠愛
得更多。

「人的生活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他
人的生活交織在一起的。任何男女，
皆非絕句；只有我們大家一起，才能
組成一闋天主用我們的自由合作而寫
出來的神曲。」[5] 他人並非只是一些
在我們週圍出現的東西，像是堆放在
路邊的石頭一樣。他們是屬於我們
的，而且我們也是屬於他們的，這種
互相歸屬的情況其實比我們能夠想像
到的更為親密。只有到了天堂，我們
才會完全理解它，雖然在現世，我們
可以藉著努力與天主及與周遭的人更
加親近地生活而瞥見少許。



這種相互歸屬的關係，有兩個非常重
要的含義：他人是倚賴我的，而且我
能夠、也應該倚賴他人。去愛別人，
也讓自己被別人所愛：這就是我們趨
向成熟的道路；它總是為我們而打開
的，讓我們把「與他人共處及為他人
而活」[6] 這兩個層面融入我們自己的
生活。

青春期明顯地是一個人面對這個挑戰
的起點。在此之前，他的父母已經給
他塑成了他的心態。從此以後，他便
開始要自己行走自己的道路。儘管事
情是可以補救的，但是父母先前在這
方面所下了的功夫在很大的程度上已
經篤定了這個年輕人將會如何看待這
個世界，以及甚麼東西會吸引他的注
意。

青少年們傾向於選擇與自己的父母有
所不同的人作為學習榜樣。他們開始
感覺到需要伸張自己的主見。他們的
感受略為傾向於模棱兩可。在察覺到
自己對父母有所依賴的同時，他們也



渴望得到解放。因此，他們對父母的
愛，與對自己的家的某種反叛思惟同
時並存。他們的生命才剛剛開始，卻
要確信自己的情況是安穏的。他們想
與別不同，但也想自己歸屬一個羣
體。對於年輕人以及父母來說，這個
時刻都是困難的。可是，在他們有時
會是過份地試圖伸張自己的主見的背
後所蕰藏著的，就是他們想增加自己
對自己的認同。

一個人的嬰兒期的特點就是傾向於一
切都以「自我」為中心。隨著他逐漸
地成熟，「自我」就會擴展和向他人
開放。他開始意識到別人也有他們的
需要，而且感受到他有一個屬於自己
的責任去幫助別人。「他人是存在
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著自己所關
注的東西和自己的願望。一個不成熟
的人的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無法面
對這種出現在生活中的新要求。過度
保護孩子的父母、對愛護子女的誤
解、過度地保護子女免於生活中的各
種困難和挑戰，都會導致子女在人格



上的這種缺陷。當孩子長大後，他可
能會成為另一個失職的父親或母親，
只懂得為了自己的工作和興趣而生
活，對撫養自己的孩子不感興趣。他
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對鄰里社區不感興
趣的居民，經常地似乎總是與周圍的
人不和。他又可能會成為一個滿腹牢
騷的人，懷中積滿怨恨，以使自己確
認與人不和總是由於別人不對而起。

各種天賦都是爲了服務他人的

我們是屬於他人的。這個信念如果不
帶有奴性或天真的成份，就是一個人
成熟的明顯標記。也就是說，在某種
意義上，我的時間不是屬於我自己
的，因為其他人也需要我。這樣，休
息、娛樂、文化上和職業上的陶成就
會有一個更廣闊的空間。什麼是我
的，和什麼是他人的，兩者之間的邊
界就會變得不那麼確鑿，雖然我們仍
然不會忽略自己的責任，或侵犯他人
的自由。基督徒總該以這樣的方式來
看世界。「如果天主給你某樣天才或



技能，你不該獨享，也不該用來為自
己沽名釣譽。你應當本著愛德的精
神，用來為鄰人服務。」[7]

自我主義會使我們脫離現實。它會使
我們忘記，我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上
天所賦與的。「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
呢？既然是領受的，為什麼你還誇
耀，好像不是領受的呢？」[8] 如果我
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上天所賦與的，
那麼我們所遇上的人就更加是。然
而，有時候，我們會對鄰人視而不
見，他們的存在與否，我們完全不在
意，又或者會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去判
斷他們或使他們符合自己的利益。我
們不但不「接納」他們，而且「利
用」他們。

「每個人都傾向於把自己安置在一個
非常舒適的角落裡，而讓其他人自顧
自。」[9] 一個人若傾向於要世界圍繞
著自己來自轉，就是個人缺乏成熟的
一個標記，我們必須努力，平靜地，
一點一點地克服它。然後，我們就會



看到，在我們的生活中所重中之重
的，不是個人的成功，而是我們對他
人的幸福所作的貢獻。因此，我們將
會發現及重新發現，真正的成就絕不
是僅止於「自我成就」。「一旦我們
逃避、躲藏、拒絕分享、停止給予、
離不開自己的安樂窩，我們並不因此
活得更開懷。這樣的生活不啻於慢性
自殺。……在這世上我就是『傳教使
命』；我是為此而在這世界上。我們
應視自己被傳教打上印章、甚至是加
上標籤的，這傳教帶來光明、祝福、
活力、提昇、治癒和釋放。」[10]

在任何一個羣體內，那些想幫助別人
的人，總是能夠遊刃有餘地去幫助別
人。日常的生活會不斷地帶來新的和
不可預見的挑戰。有賴這些人無私的
努力，家庭和社會都得以向前邁進。
這些慷慨的人，也許圍繞著他們的都
是那些不願使自己的生活變得複雜的
人的冷漠無情，但是他們都意識到他
們在身體上和在精神上的成長都虧欠
了別人很多。他們知道，他們被召叫



去作出的自我奉獻，等同一個真正能
夠解放個人的自我奉獻：等同教養子
女的父母、幫助父母家務的孩子、幫
助同學的學生、面對沒有人願意處理
的問題的職員。「當你做完自己的工
作時，為了愛基督，去幫助你弟兄的
工作吧。要機敏自然，不要讓對方察
覺你多做了他份內的事。這才真是相
稱天主兒女的德行！」[11]

這種慷慨，顯然有別於那種願意承擔
各種任務，卻不懂得如何幫助別人提
高對自己的要求的「奴性」，以及那
種讓自己的好意被別人利用的「天
真」。服務他人並不總是意味著做一
些事。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幫助他人
成長，而這也意味著如何為了他人負
起其個人責任而留一些空間。

與他人親近

當今世界傾向於對幾乎所有問題都只
是尋求技術上的解決方案，有時候忽
視了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所帶給人的
溫情。然而，當面對一件震撼我們的



安全感的事情， 例如一場自然災害或
一件嚴重意外事故時，同心協力以及
一種往往被日常生活的需求所埋沒了
的社區意識就會自發性地展現出來。
團結一致這個心態再次脫穎而出，仿
彿是從魔咒中甦醒過來似的。人們再
次關注到什麼才是必要的。同樣的、
規模較小的情況也會在個人的不幸中
出現，如一個親人的死亡或患病，或
是在日常的某一個慣性的互動，由於
各種原因而忽然間對我們產生了一個
更深刻的影響，例如當有人讓我們意
識到（即使隱晦地）「漠不關心所引
致的苦澀味」[12] ，或是足以使人靈
凍殭的冷酷。又或相反的，當他人對
我的真誠的興趣而讓我感受到的溫暖
…。這些事情都會給一個人靈喚起真
正重要的東西，就是需要歡迎他人。

「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13] 在
某程度上，我們都是作客者和旅客，
而且希望其他人會歡迎我們：他們會
安慰我們、會聆聽我們、會凝視我
們。成熟的意思就是如何去爭取這種



對他人的敏感度，雖然有時候，這樣
做需要我們忽視這個人對其他人缺乏
敏感度，即使這會讓我們感到痛苦。
有時候，給予犯了這種錯的人一個良
好的忠告，以幫助他看到自己的缺失
是合適的。在其他時候，最好的策略
或許就是以我們自己的榜樣來「感
染」他。一個良好的榜樣，早晚也能
夠喚醒一個即使是最缺乏感覺的人對
他人的敏感度。

這種敏感度也會引導人去主動地做一
些對周圍的人有良好影響的工作，例
如「有些組織關注公共場所（大廈、
噴水池、廢棄的紀念碑、地標、廣
場），積極地保護、修復、改善或美
化這些屬於每一個人的公共場所。這
些團體的行動，連帶著建立或恢復彼
此的關係，然後新的社會結構出現
了。因此，團體便能脫離消費主義所
衍生的冷漠無情……如此一來，我們
便關心我們的世界和最貧窮者的生活
質量，懷著精誠團結的意識，我們同



時察覺到我們是生活在天主交託給我
們的共同家園。」[14]

這種藉由親近他人而養成的個人的成
熟，與生性健談或個性外向有所不
同。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與人相
處：如何去觀察、傾聽、歡迎、和從
每一個人的身上學習。尤其是現今，
當通訊技術發達使我們能夠與許多人
交往時，重新發現真正的與人相處是
什麼意思就更加必要了。智能手機可
以讓我們立即與某人聯繫，但卻不會
使我們與他更加接近。

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我們可以決定
誰是我們的「鄰居」和「朋友」。矛
盾的是，它會使我們忽略那些真實地
在我們的生命中風雨同路的人。儘管
這是一個今天司空見慣的景象，但是
當看到聚在一起的人不是在交談，而
是各自在「管理」自己的簡訊時，實
在令人感到困擾。虛擬的通訊取代了
真正的溝通。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的
是，我們的生活變得只是專注於看看



是否有人記得我們，而不是意識到這
個正是在我身邊的人需要我！而我能
夠給他的最好的東西就是和他親近。

如果我們選擇這種實體的方式，開放
自己，與他人直接地接觸，直接地感
受沒有經過過濾的事實，那麼我們的
人性就會得到強化。它會再次喚醒我
們甚麼才是真正重要的。為別人著
想，為他們祈禱，會引導我們去為他
們而生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度
著耶穌基督的生活，使我們自己與祂
合而為一。」[15]

Carlos Ayxel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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