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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祂，認識自己
（十）：耶穌與我近
在咫尺

聖施禮華談論了quid
divinum，「神聖的元素」，
這是我們在周圍和所做的一切
事中都能發現的，因此，為我
們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幅度，在
其中我們可與天主分享我們生
活的每個角落。

2021年3月19日



出於正確的理由

用天主的眼睛觀看

鍋爐及連接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每件事

「每天，我都會更清楚地看到耶穌在
每一時刻都與我近在咫尺。我可以告
訴您許多不斷發生的小事，並再也不
會令我感到驚訝 ── 我為它們感謝
祂，並一直在留意它們。」[1] 這是真
福瓜達露佩在信中寫給聖施禮華的的
一段話，肯定令他很高興。雖然瓜達
露佩只有加入主業團六年的功夫，但
她能以單純的方式見證她的虔敬生活
如何幫助她達到天主持續的臨在，使
她平凡的生活成為「不斷祈禱」。 [2]

我們發現這種教導在福音中清楚地表
達出來。耶穌告訴祂的門徒，「你們



應當時常祈禱，不要灰心。」（路
18:1）我們經常看到祂整天都在對祂
的父親講話，例如在拉匝祿的墳墓前
面，（參若11:41-42）或是當宗徒充
滿喜樂的從他們的第一次任務返來
時。（參瑪11:25-26）從死者中復活
之後，我主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下，親
近祂的門徒們：當他們走在去厄瑪烏
村的路上，充滿了悲傷；當他們出於
恐懼而蜷縮在樓上房間時；當他們返
回加里肋亞海上的工作時……，耶穌
在升天前的那一刻，向他們保證：
「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
終結。」（瑪28:20）

早期的基督徒很清楚的知道我主離他
們有多近。正如聖保祿寫信給羅馬人
那樣，他們學習為天主的榮耀而做一
切：「因為我們或者生，是為主而
生，或者死，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
或生或死，都是屬於主。」（羅
14:8-10；參格前10:31）在一個像我
們這麼快節奏、有這麼多待做的、這
麼多有完成期限的事情、這麼喧囂和



四處奔波的世界中，我們又怎麼能
「認識祂、愛祂、及在天上的家鄉談
話」呢？[3]

出於正確的理由

有些對話是沉默的。例如，兩個一起
散步的朋友，或是凝視著對方眉目的
戀人。無需言語即可分享他們心裡的
一切。但是如果不關注我們面前的
人，就無法進行任何對話。

我們被召喚與天主對話，這也需要關
注於祂。這不是一種排他性的關注，
因為我們可以從許多情況和活動中發
現天主，即使從表面上看去與天主似
乎沒有任何關係。類似的事情也發生
在很久以前的那些石匠身上，他們在
切割的石頭後面，看到不同的動機：
費體力勞動的苦役、提供家裡桌上的
食物、或正在幫助建造一座輝煌的大
教堂。

聖施禮華強調，「必須在世界上操練
神性美德和四樞德，因此而成為默觀



的靈魂。」[4]這不僅在於以正確的方
式行事，而且是在於以「正確的意
向」行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尋求、愛
慕和服務天主。這就是使聖神臨在我
們靈魂之中，並以神性美德使其有生
氣的原因。因此，每天在我們所做的
許多不同的選擇中，我們可以專心於
天主，並維持與天主生動的對話。

早上上班或上學時、帶孩子去看醫生
或為客戶服務時，我們可以問自己：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我為什麼
要把它做好呢？答案可能有所不同，
且或多或少都有深刻的意義，但這可
能是個良機補上一句：謝謝祢，上
主，感謝祢指望我。我想透過這項活
動為祢服務，並助祢一臂之力使這個
世界充滿祢的光明和歡樂。這樣，我
們的工作才真正地能發自愛的泉源；
使工作誕生於愛的表現，並以愛為依
歸。[5]

用天主的眼睛觀看



「現在有這麼多的問題，並需要解
決，但是如果天主在世上不再度是可
見的；如果祂不再是我們生活的決定
因素；如果祂不再透過我們以決定性
的方式進入世界，那麼，我們無法解
決任何問題，除非我們以天主為中
心。[6] 在世界中做為一個默觀的人，
意味著天主佔有我們存在的核心，其
他的一切都以祂為軸心。換句話說，
祂必須永遠是我們心中的財寶，只有
當其他任何東西使我們與祂結合時，
我們才會對它產生興趣。（參瑪
6:21）

因此，我們的工作將成為祈禱，因為
我們學會在其中看到天主託付給我們
的任務，為照顧、美化祂的創造，同
時也為其他的男女服務。我們的家庭
生活也將成為祈禱，因為我們能在配
偶和孩子（或父母）身上看到天主賜
予我們的禮物，以將自己獻給他們，
不時提醒他們己身的無限價值，並幫
助他們成長。畢竟，這正是耶穌會在
納匝肋所做的。在若瑟的工作坊中，



祂怎麼看待了自己的日常工作？祂在
平凡的工作中，會發現什麼樣隱藏的
含義？在祂的家庭生活無數的瑣事
中？祂與鄰居一起所做的一切？

用信仰的眼光看待事件，在我們的生
活中發現天主的愛，並不意味著逆境
不再影響我們：疲憊、挫折、頭痛，
有時可能別人對我們的態度是難以忍
受的……，不，那一切並不會全部消
失的。但是，如果我們的生活以天主
為核心，我們知道如何將這些現實與
基督的十字聖架結合，在那裡，它們
在救贖的工作中就找到了真意。如果
羞辱可令我們與耶穌結合，成為淨化
的機會，那也就是祈禱。疾病或職業
上的失敗也都是如此。在萬事萬物
中，我們都能找到天主，祂是歷史的
主宰。我們能在凡事上確保天主永遠
會為未來開啟各式的可能性，「天主
使那些愛他的人，獲得益處。」（羅
8:28）即使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交通
堵塞等小小的挫折，也可以成為祈
禱，如果我們將這段時間交在天主的



手中……，並為那些分享我們「厄
運」的人，向天主祈求。

為了在平凡的生活中達到默觀，我們
不需要做任何不平凡的事情。「我們
常以為只有那些可以遠離俗務和投入
大量時間祈禱的人，才能成聖。事實
並非如此。我們所有的人都蒙召成
聖，以愛德生活，且在我們所作的一
切事上，並在我們身處的任何地方，
以特有的方式為主作證。」[7] 充滿信
德的觀點，透過愛德，將我們的整個
人生轉變成與天主持續的對話。而且
使我們能夠體驗到一種深刻的現實主
義，因為它向我們顯示了在每個現實
中都存在的「神聖的元素」的「第四
個幅度」。

鍋爐及連接

「當一個人完全陷進他自己的世界
裡，憑著物質的東西，憑著他們自己
的能力所及，憑著一切可行的，並為
他們帶來成功的種種……，然而，他
們感知天主的能力就會削弱了。看見



天主的器官惡化了；它變得無法認知
和感覺。它無法認知神聖的，因為它
相應的內在器官也萎縮了，停止發
育。」[8] 反之亦然：可以增強以信德
之眼看待現實的能力增強了。首先，
要像宗徒一樣尋求光明：「請增加我
們的信德罷！」（路17:5）並在一整
天中，藉著「暫停」，向天主敞開心
門。儘管我們可以整日祈禱，但「我
們的祈禱生活還應該有固定的時間作
為基礎。」[9] 為了將注意力習慣性地
集中在天主身上，我們需要奉獻一段
專門為祂保留的時間。

聖施禮華曾經利用鍋爐如何為房屋供
暖的比喻來解釋祈禱的這種需求：
「如果我們屋子裡有散熱器，就意味
著我們會有暖氣。但是，只有點燃鍋
爐，房間才會變暖。所以，我們需要
散熱器和鍋爐才有暖氣。對吧？祈禱
的時刻，做得很好，就是鍋爐。而且
我們在每個時刻、每個房間、每個地
方、每個工作中都需要散熱器：天主
的臨在。」[10] 我們需要散熱器和鍋



爐。為了讓天主的溫暖充滿我們的一
整天，我們需要花一些時間來點燃，
並把祂的愛之火注入我們的心中。

另一個可用的圖像是互聯網絡的連
接。人們經常嘗試確保在周末去野外
休閒時，手機能夠連上線。我們可能
會擔心手機能否連接上Wi-Fi，希望它
一旦檢測到熟悉的網絡就能立刻使
用。我們的手機可以接收信號這一簡
單事實，並不意味著它會自動接收信
號。當我們離網絡足夠近的時候，信
號就會傳到我們手上，當有人發送訊
息時，它就會進入。我們這邊當然得
開啟電話，然後等待消息到達。

同樣，努力在特定的時間祈禱，我們
活化我們靈魂的Wi-Fi。我們對天主
說：「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
聽。」（撒上3:9）有時候，祂會在那
時刻對我們說話；有時我們則會在日
常生活中的一千零一件事中認出祂的
聲音。無論如何，這些祈禱的時機都
是把自己已經完成，或計劃要做的一



切都放置在祂手中的良機，儘管也許
在這樣做的那一刻，我們還沒有舉頭
注視天主。此外，將時間專門用在天
主身上最佳的證明，是我們確實有傾
聽天主的願望。

不像使用手機一般，要敞開心懷並非
是理所當然的事，一旦開啟，它就會
永遠持續下去。我們每天需要做好聆
聽天主的準備，因為「是『現在』這
時刻，我們與天主相遇，不是昨天，
也不是明天，而是今天：『今天你們
該聽從祂的聲音，不要再心硬。』
（詠95:7-8）」[11] 如果我們遵守這
每日的承諾，天主就會賜給我們一個
奇妙的機制，讓我們日復一日在祂的
臨在裡生活。有時對我們將更加困
難。但是無論如何，從那時刻起，我
們將汲取充沛的力量，並希望快樂地
繼續我們的日常奮鬥，我們每日為點
燃心火努力，以打開「連結」。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每件事



聖施禮華在「校園講道」中的一席
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你們與天
主的日常接觸，就在你們的同伴、你
們的願望、你們的工作，和你們的感
情當中。在那裡你們和基督每天會面
相遇。正是在世上最物質化的生活
裡，我們必須聖化自己，侍奉天主，
和服務人類。」[12] 他補充說：「每
一天，祂在實驗室、手術室、軍營、
大學教授的座席、工廠、工作坊、田
間、家庭，和在所有形形色色的工作
中等待我們。」[13] 在我們日常生活
滿滿的、不同的活動中，天主等待著
我們。祂想與我們奇妙的對話，以致
我們能協助祂完成祂在世界上的使
命。但是我們怎麼能理解這些呢？我
們如何活出來呢？

天主每天都在等待著我們，為了與我
們生活中發生的大小事情，平靜地交
談，就像父親或母親在聆聽他們的幼
兒，仔細敘述當天發生的、令人興奮
的事件一樣。孩童幾乎一到家，就談
起學校裡發生的事情。似乎他們想充



分利用自己了不起的能力，牢牢記住
和表達自己剛剛經歷的事情，鉅細靡
遺。父母親仔細地聽著，問孩子這是
怎麼發生的，以及另一個孩子說了什
麼……

同樣的，天主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
切事都感興趣，相異之處在於：天主
與世上的父母不同，祂從不厭煩的聽
我們說話。祂也不會認為我們和祂說
話是件習以為常的事。相反的，是我
們有時會感到厭倦與祂講話、尋找祂
的臨在。但是，如果我們持之以恆的
話，「所有一切：人、事件、任務，
都為我們提供了與我主持續談話的機
會和話題。」[14] 我們可以與祂分享
我們生活中的一切，絕對的一切。

天主在我們的工作中等待著我們，以
便我們繼續在世界上進行救贖的工
作，幫忙使世界更加親近祂。關鍵不
是在日常工作中增加「虔敬的活
動」，而是試圖將我們世上的每個範
疇：家庭、政治、文化、體育……，



引向天主。天主希望我們將祂置入每
個高尚的活動。為此，我們首先需要
發現祂的臨在。最終，是關乎於視我
們的工作為天主的恩賜，視為我們履
行祂關愛和培育這世界的命令的具體
方式，宣布天主愛我們並提供我們祂
愛的喜訊。從發現那一刻起，我們不
遺餘力地將一切行動都轉化為服務他
人，就像耶穌顯示給我們的大愛一
樣，並在每日彌撒聖祭中賜予我們。
藉著這種方式生活，將我們所有的行
動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合而為
一，我們則有效地執行了我主在重返
天父之前，傳達給我們的使命。（參
若20:21）

* * * * *

在瓜達露佩‧歐提斯‧蘭達蘇麗被宣福前
不久的一次訪談中，主業團的監督被
問及她的「成聖公式」是什麼。他用
這句話概括：「聖德並不是要在生命
的終結變成十全十美，像天使一樣，
而是要實現愛的圓滿。一如聖施禮華



所說，這是將工作、平凡生活轉變為
與基督的相遇以及為他人服務的途徑
的奮鬥。」[15] 那麼，成聖公式就是
力求以同樣的意向、同樣的目標完成
我們所做的每件事：與基督共同生活
在世界之中，將祂連同世界帶給天
父。這是可能的，因為耶穌與我們近
在咫尺。

Lucas 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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