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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要我們去的地
方：創新生活的合一
（下）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信仰真理
之間，要實現合一是很重要
的。

2021年9月11日

—— 去天主希望我們去的地

—— 日常生活的一致性

—— 成為使徒



—— 全人的基督徒陶冶

聖保祿寫給斐理伯人的信中說：「天
主在你們內工作，使你們願意，並使
你們力行，為成就他的善意。」（斐
2:13）是我主統一結合了我們的生
活。我們從祂而來，也走向於祂，祂
非常密切地在我們塵世的朝聖之旅中
陪伴著我們，穿越田地，即廣闊的世
界疆土。（參瑪13:38）我主耶穌基
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
14:6）聖奧思定解釋說，祂是真理和
生命，因為祂是神；祂是道路，因為
祂是人。[1] 這個現實讓我們充滿了平
安。在我們人生的道路中，有時平
坦、有時崎嶇、充滿了挑戰。然而，
總不會離開目標很遠，因為在跨出的
每一步裡，目標本身就已存在於希望
之中。正如聖多瑪斯阿奎那所說：
「耶穌本身，既是道路又是目標。在



祂的人性中，祂是道路，在祂的神性
中，祂則是目標。」[2]

藉著祂取得肉身，天主聖言「自己穿
越了我們人類的沙漠、超越了死亡、
從死者中復活，現今祂吸引了全人類
與祂一起到天主台前。耶穌不再受特
定的時間和空間的局限。耶穌的神、
聖神，從祂內流出而進入我們的心
靈，使我們與祂結合，同祂一起奔向
天父 —— 三位一體的天主。」[3]

生活的合一將人性提升到超然的層
次，致使已取得肉身的神性進入人性
中。因此，「如果我們接受成為天主
兒女的責任，我們就會意識到天主希
望我們成為非常人性化的人。基督徒
生活的代價不是停止做人，也不是放
棄努力去獲得某些人即使不認識基督
而擁有的美德。為每個基督徒付出的
代價是我們主的救贖之血，我堅信祂
希望我們既非常人性又非常神聖，每
天都在努力模仿祂，perfectus
Deus，perfectus homo完美的天



主、完美的人 —— 真天主和真
人。」[4]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賜，並知道向
你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你或許早
求了他，而他也早賜給了你活水。」
（若4:10）我主在向撒瑪黎雅婦人表
明祂口渴想喝水時，顯示了祂的人
性，然而在祂應許活水中，則顯示祂
的神性。「先生，請給我這水吧！免
得我再渴。」女人回答說，她開始意
識到跟她說話的人不僅是另一個加里
肋亞人而已。撒瑪黎雅婦人原本一直
認為自己可抱著自給自足、隨心所欲
的態度，現在卻轉變為熱切地渴求天
主的恩賜。惟有天主才能解除我們心
靈的乾渴。我們永遠無法靠自己的力
量到達天主，唯有透過聖神，是祂讓
基督生活在我們內裡。

去天主希望我們去的地方

「我們基督徒聖召的廣闊地平線，及
我們奠基於天主慈父鑒臨的生活的合
一性，能夠而且應當成為我們日常生



活的現實。」[5] 在主業團最初的幾
年，聖施禮華經常會給人建議：「當
你在跟某個特殊身分或一般的人交談
時，總不要忘記天主的臨在。」[6]在
他1931 年寫的一封鼓勵年輕學生信
中說：「那麼，在天主的臨在中，向
前邁進。養成一個好習慣，把一切都
歸於祂，並為一切感謝祂。」[7]

為履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職責，除
了「天主總是在我們身邊」[8] 的信念
之外，我們還需要謙遜才能待在天主
安置我們的地方。是的，我們每人都
得在自己的崗位上，也許不引起任何
人的注意，做我們分內的工作。惟有
持續不斷、堅忍到底和以服從之心才
能夠將我們塑造成堅強、成熟的人。

聖施禮華親身體驗到，天主「不顧自
己的不足」而召叫了他而去創辦主業
團。他堅信除了跟隨恩寵的提示外，
自己需要足夠的謙卑，願意為他人服
務，別無其他的捷徑。相較之下，他
提及某些神職人員常四處活動，急欲



闖出名堂的渴望，其實與教會生活所
要求的、真正自我奉獻的修道生活是
截然不同的：「我對任何有純人性野
心的事情感到恐懼，無論是多麼的無
可指責，如果天主的慈悲想要使用
我，這個罪人，來創辦主業團，祂是
不會顧到我的不足取。你們知道我一
向很反對一些人費盡心思 —— 如果
根據教會的判斷，不是基於超然的原
因——想要創立新組織。依我的淺
見，教會似乎已有太多的組織和創始
人。我認為渴望創建任何新東西，都
冒有『狂熱』的風險，這導致有些人
出於荒謬的理由，而創造多餘的東
西。我的想法是，在某些情況下，也
許是正因為缺乏愛德，其所希冀的目
的反而成為最大的累贅，這些人只是
一心謀求創造一些新東西，並被稱為
創始人。」[9]

日常生活的一致性

聖召一方面開放我們的視野，同時也
為我們指明一條穩當的道路，在我們



的生命中日復一日地建造起來。在開
始時，我們不知道我主會要求我們什
麼，但我們總想回答一聲「是」，並
跨越第一天的自我付出，因為當我們
為了愛而願意全然地豁出一切時，
「天主的恩賜和召選是決不會撤回
的。」（羅11:29）聖召，即天主放
在我們心中的種子，需要成長而成為
一棵茂盛的大樹，把庇蔭和溫暖帶給
許多靈魂。這種差遣包含了我們的存
在、我們生活的一切，並能將其合
一：賦予它意義、必然性與和諧。

無論天主把我們放置在任何地方，我
們必須在那些周圍的人群中生活出合
一，而不該去臆測是否可能減損自己
的名位身分。聖保祿邀請得撒洛尼人
要為謀生而工作，並幫助其他人也這
樣做。（參得後3:6-15）這種一致性
在我們的生活中，透過祈禱和研習教
會教義，確保我們每個人都能善盡我
們的義務：即使有更好的選擇出現，
也要堅持赴約；在無人監視時，照樣



支付我們的巴士費用；申報繳付稅
金……。

像這樣的過日子，就是按照我主的吩
咐生活：「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
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
於邪惡。」（瑪 5:37）當我們生活在
天主的臨在時，我們就會實踐基督教
導我們言行的方式，「對天主的臨在
必恭必敬。我們每一句話或肯定或藐
視天主的臨在。」[10] 這種對天主臨
在的覺察，意味著永不撒謊，即使在
某些時刻，可以讓我們擺脫困境；我
們表現良好，即使在沒有人注意我們
時；在開車或運動時，不要讓自己的
脾氣失去控制，好像在這種情況時，
有些人認為發發脾氣是正常的。梵蒂
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告誡受洗者：「要
努力依照福音的精神，盡職盡責地履
行他們在世上的職責……，每個人都
根據適合自己的召喚，憑著他的信
仰，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履行這
些職責的義務。」[11]



成為使徒

教會在數年前（2015-16）和聖父親
近的度過了一個慈悲禧年。慈悲不僅
顯示天主的全能，也顯示我們對祂的
信賴。只有在悲憐的基礎上，我們才
能建立「信德與生活的和諧」。[12]
正如聖雅各在他的書信中所教導的：
「假設有弟兄或姐妹赤身露體，且缺
少日用糧，即使你們中有人給他們
說：『你們平安去罷！穿得暖暖的，
吃得飽飽的！』卻不給他們身體所必
需的，有什麼益處呢？信德也是這
樣：若沒有行為，自身便是死的。」
（雅2:15-17）

「我摯愛的孩子，每一天我們都該見
證自己渴望去履行我主以祂的慈悲賦
予我們的神聖使命。我主的心是慈悲
的，祂憐憫人類並親近我們。我們為
靈魂服務時的自我奉獻，是我主慈悲
的體現，不僅是針對我們，也是針對
全人類。因為祂召喚我們在每天平凡
的日子中尋求聖潔；並明智的教導他



人通往聖德的道路，『不是出於不得
已，而是出於甘心，隨天主的聖
意。』(伯前5:2) 每個人在世界中間，
都各有其位。」[13]

慈悲令我們期望把最好的提供給別
人，從而加強我們人性和基督性之間
關係的進展，使他們盡可能地避免可
能毀滅他們人生的陷阱：毒癮、離
婚、墮胎、安樂死……。尤有甚之，
超性的樂觀主義幫助我們重視每個靈
魂的優點，而不致掉入他們的缺失中
糾纏不已。「我不喜歡談論壞人和好
人。也不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
[14] 這種觀點源於聖神置於我們靈魂
深處的愛。聖施禮華在評論
Mandatum Novum「新的誡命」
時，告訴我們：「我的孩子們，你們
應該永遠遵守它，喜悅地忍受跟你們
一起生活的人的缺點。千萬不要像蜣
蜋那樣，常把人畜的糞便推轉成一個
丸球，然後帶著它四處走動、慢慢食
用。你們要像蜜蜂一樣，從一朵花飛
到另一朵花，汲取隱藏在其中的甘



飴，然後把它變成最甜美的蜂蜜，美
味的食物，以聖德的馨香體現在我們
的兄弟姐妹身上。簡言之，相親相
愛，真正的相親相愛！」[15]

我們基督徒意識到自己有個使命：為
榮耀天主而轉化世界。「現在是釋放
慈悲的創造力、帶來新的事業，結恩
寵果實的時候。今日的教會需要講述
耶穌所行的，但是『沒有記在這部書
上』（若20:30）的『許多其他神
蹟』，讓它們能有力的表達出基督和
其追隨團體的愛，這份愛將帶來何等
豐盛的碩果。」[16] 這份團結我們使
徒服事的熱情，為我們而言，並非是
外加的；聖施禮華通常不說「做使徒
工作，」而是說「成為使徒。」[17]
他曾經這麼說：「使徒工作是一個人
靈魂的恆常心態……即為一個人的精
神特質，往往會滲透到他生活的各個
層面。」[18] 而真實的成為使徒不能
被簡化為一系列特定的任務，也千萬
不是僅僅視人為目的而已；是充滿了
我們生活的天主之愛，讓我們意識到



每個人都必須遵循自己的召喚；並透
過自由喜樂的自我付出，去充分發揮
自己的潛力。

全人的基督徒陶冶

主業團的培育與整體的基督信仰教義
是密不可分的，因而能幫助我們在基
督內獲得真正的生活合一，喜樂的歡
迎天主的恩寵。《天主教教理》對這
合一的視野是本極佳的參考書。「教
理的四卷是互相連貫的：基督的奧跡
是信仰的對象（卷一）；我們在禮儀
行動中慶祝奧跡，而奧跡又藉此而恩
臨人間（卷二）；奧跡的臨現是為開
導並扶持天主子女如何行事（卷
三）；奧跡成為我們祈禱的基礎，祈
禱最獨特的表現是『我們的天父』，
此外，奧跡又成為我們祈求、讚頌和
轉求的對象（卷四）。」[19] 教義、
禮儀、靈修和道德生活是不可分割
的。耶穌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14:6）因此，真理不僅給我們亮



光，而且激勵、引導我們，是滋養
（參詠23）和救恩的教義。

天主選擇了聖施禮華，在教會的核心
創立了主業團，[20] 他以生命將其體
現、具體化。屬於天主的主業團的精
神，現今已透過聖施禮華的子女在天
主的子民中成長。因此，我們的陶成
是在聖經、宗徒傳統（教會的教父
們）、教會訓導（特別是《天主教教
理》和教宗的教導）、禮儀（聖
事）、祈禱、和聖人生活這些統一的
框架裡傳授的。此外，還藉著了解和
默想聖施禮華的生平和教導。可以說
我們所接受的培育在於幫助我們將信
仰和聖召的各方面聯繫在一起，並能
根據聖經、聖傳和教會訓導去理解和
解釋主業團的精神。因此，凡以清
晰、和諧的方式傳遞它的信息，都來
自同一個humus「腐殖質」，（譯
註：土壤中的有機成分，經土壤的微
生物分解樹葉和其他植物部分而形
成。）聖施禮華「看到了」並理解它
就是主業團的肥沃土壤。



我們的培訓是很開放的，因為它來自
於祈禱和日常生活裡的奮鬥，有著天
主恩寵的伴隨，並在非常多元化的事
件和情況下進行。「十誡把人的敬神
生活與其社會生活結合為一。」[21]
就以第六誡「不可姦淫」為例，「貞
潔的人保存那在他內的生命與愛之力
量的完整。這種完整確保人位格的一
體性，反對任何傷害它的行為，因此
不容雙重的生活及語言。」[22] 這貞
潔的聖召同樣適用於構成基督徒生活
的其他美德。聖母整個的存在都以這
種生活的合一為標誌；在十字架腳
前，瑪利亞重複了同樣的fiat，「願照
你的話成就於我吧！」就像天使在向
她報喜時一樣。

主業團是為了服務教會、並助其建樹
繁榮而誕生。我們渴望要讓基督親臨
在世上所有的男女之中。在我們的福
傳工作中萬有都導向耶穌，「我們應
當宣講的是基督，而不是自己。」
[23] 因此，我們要釐定自己生活的規
劃，和仰賴三位一體的天主慈愛的臨



在的支撐，將世人帶到基督面前。
「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
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
什麼也不能作。」（若15:5）

紀雅姆德維爾Guillaume Der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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