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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別人而活

在基督徒的身上，在天主子女
的身上，友誼與愛德是同樣一
件事；它們是聖神的光輝所散
播的溫暖。

2018年4月29日

在2008年7月的世界青年日期間，教
宗本篤十六世回憶到我們祖先留下來
的遺產，並鼓勵在場的年輕人以他們
強而有力的基督徒生活，建立起一個
更人性化的社會和世界。[1]



每一代人都應該考慮到自己將來要給
後代留下些什麼：我們得做什麼，以
及我們該如何去做，來使明天的世界
會比今天的要更好。「信德告訴我
們：在耶穌基督內，道成肉身，我們
能認知自己人性的偉大，我們在世上
生命的奧秘，以及在天國等候我們令
人讚歎的命運（參「論教會在現代世
界牧職憲章」24）。信德還教導我
們，我們是天主依照自己的肖像和模
樣創造的受造物，具有不可侵犯的尊
嚴，並受召去度永恆的生命。」[2]基
督徒的信息使我們認識到人類真正的
尊嚴，並為我們提供了吻合真理的行
動途徑。

社會需要教會的福傳精神，教會傳遞
給我們永遠與基督相關的教導。我主
以自己的生命向我們清楚地表達：要
我們基督徒關心周遭的人，並服務社
會。這是基督徒喜樂的秘訣：成為耶
穌信息的傳播者。

使徒工作，愛德的表現



使徒工作即是當我們意識到天主在召
喚我們，去實踐愛的使命。基督徒在
男女同胞中見證基督的愛德，並使他
們團結一致。這就是為什麼使徒工作
不能降格為一種將靈魂帶到天主前面
的技巧或策略；也非一連串的責任，
因為它是自自然然從愛德湧流出來
的。我們總得牢記在心，儘管天主會
利用我們每個人的性情，但使徒工作
的成效，終究來自於祂。

愛德和使徒工作手牽著手；事實上，
我們可以說它們是分不開的，因為愛
德會引發創意，尋找如何改善為他人
服務的捷徑。聖施禮華(從聖神)接受
到的訊息也強調愛德和使徒工作之間
的關係，並也強調兩者－愛德是含使
徒性的，而使徒工作又是為愛而行的
－都與友誼是同一回事：「愛德要求
我們活出……友誼。」[3]

「在基督徒的身上，在天主子女的身
上，友誼與愛德是同樣一件事；它們
是聖神的光輝所散播的溫暖。」[4]愛



德讓我們能夠理解到有關我們近人最
深層的實際情況。在天主恩寵的協助
下，我們基督徒發現每個人都是天主
的子女，基督的兄弟或姐妹；我們在
他們身上發現天主本身，祂把自己的
肖像給了人，因此，我們應竭盡己力
去尊重、榮耀它。使徒工作與友誼是
同樣一件事，簡言之，是「尊重－我
堅持－每個人內在的天主肖像，盡己
所能的使他們反思這肖像，好讓他們
轉向基督。」[5]

真正的愛德與自然的親切和藹不是同
一件事；愛德遠遠勝過家庭關係，或
基於共同興趣或娛樂所建立的友誼；
也不僅僅是我們對那些孤獨或受到某
些痛苦的人的感同身受。衡量它的尺
度就是基督在「新的誡命」中所表達
的大愛，天主自身的愛，「我對你們
已經具有、並將永遠具有的愛，」因
為它出自至聖三位一體內在生活的泉
源。這份愛不受到身體或個人缺陷的
妨礙；「與人的子女在一起」的渴
望，既不犯罪、也不拒絕，也不違反



十字聖架。愛德就是天主自己注入基
督徒心中的那份愛，以便汲取人性所
有的愛情、所有的渴望和所有的抱
負，將其昇華到超性的層面。

「那不愛的，也不認識天主，因為天
主是愛。」[6]我們可以解讀聖若望的
話，並補充說：那些不懂愛的人，也
不認識他們的鄰居，因為他們無法在
另一個人身上認出天主的肖像。缺乏
愛德甚至能夠影響到人的智力和其他
官能，以致於使他們對我主的要求變
得麻木，並且無法對另一個人表示應
有的感激。更糟糕的是：這使天主無
法承認這樣的人為祂自己的孩子：就
好像天主被阻止去接近那些將恩寵拒
之於千里之外的人靈一樣。

每個人的重要性

當我們將自己置於為他人服務的情況
時；當我們承認基督徒的召喚在於讓
自己成為賜予別人的恩典時，愛德就
會獲得它的全部真諦，以致許多男男
女女能夠有機會遇到基督。



這就是耶穌自己給我們的例子，祂在
世為自己的生命作見證，為我們留下
記錄。祂因朋友的喜樂而高興，[7]祂
飽受他們悲痛的折磨。[8]祂總是為旁
人挪出時間。想要跟撒瑪黎雅婦人說
話，克服了自己的疲憊；[9]祂在前往
雅依洛家的路上停下來，治癒了一位
患血漏病的婦女；[10]並在自己十字架
上的劇痛中，祂與好的囚犯交談，為
他打開了天國之門。[11]祂的愛情是具
體真實的：我們明白，因為祂關心的
是要為那些追隨祂的人覓食，滿足了
人們物質上的需要；[12]也因祂關心門
徒們需要休息，私下帶他們到一個荒
野的地方，一起休息一陣子。[13]這類
的例子，不勝枚舉，表示天主真正重
視每一個人。

友誼的真實證據即是把他人放在第一
順位，付出我們的時間和關注給他
們。這是聖施禮華向我們表明基督把
自己賜給世人的關鍵。耶穌用祂的生
命教導我們－祂總是有時間奉獻給每
個人，與每個人共度時光。當另一個



人的生活成為我的優先事項時，愛德
就獲得了真實的意義。當某人遇到一
位真正的基督徒時，他要去發現天主
自己的愛：看到自己如何受到禮遇，
如何受人重視，如何為人聆聽，自己
的美德如何被人珍惜，自己如何有機
會成為這個超性探險記的一員。

我們需要藉由神修指導（即使我們避
免使用這個詞）為靈魂提供有效的幫
助，這是我們使徒工作的一部分。
「反省一下：最有力，最有效的工
具，若不好好使用，便會有缺口損
壞，變得毫無用處。」[14]從正面的角
度來看，我們應該盡力幫助每個人去
發現、認識天主賦予他的才能，並幫
他看清他可以善用自己的才能，去為
別人服務的種種管道。我們需要鼓勵
他們的主動性，正如耶穌栽培使徒一
樣，一個一個的準備，試圖從每個人
身上發掘出他們的特質。我們也

試圖了解別人的情況，他們的家庭和
職業責任，並能設身處地的為他們著



想。在一個迫切地尋找光和鹽的世界
中，(儘管世界不自覺)，我們與他們
一起分擔當今社會的憂慮和挑戰，以
及分享教會和主業團的使命。

我們經常要用愛德的鹽來調味人生的
一切。「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
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
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
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理同
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15]愛德總是隨時準
備好去尋求對每個人的益處，這情操
需要一顆偉大而慷慨的心：學會忽視
別人的缺點，以及自己的缺點；克制
煩躁、惡劣的情緒，或粗魯的回應。
心懷愛德的人，有耐心和堅韌的精
神：他們知道如何等待，永不羞辱別
人，為愛而忍受一切；他們不抱怨，
不幸災樂禍，也不找機會出風頭。他
們隨時準備提供一些諒解、和氣、友
善的話。

友誼的價值



聖施禮華以身作則，教我們如何成為
朋友的朋友。正如古典作者所說，朋
友是另一個自我，幫我們生活得更能
包容，在煩惱中陪伴我們，分享我們
的歡樂和悲傷。朋友是我們可以吐露
心聲的人，因為我們彼此信任。我們
都需要能夠相互依靠，以這種方式走
過人生之路，使我們的願望結出碩
果，克服困難，從我們努力的結果中
獲益。因此，友誼的巨大重要性不僅
在人性，且在神性的層次。

友誼是很容易被人察覺到的；幾乎是
個可觸摸得到的現實：我們可以感受
到與朋友的步調是一致的，我們之間
有親和力，我們喜歡彼此的陪伴。對
於基督徒而言，友誼被恩寵提升到一
個新的層面，並成為將基督的生命傳
遞給他人的途徑。因此，友誼轉變成
一份來自天主真正的恩典，與愛德不
可分割。

我們都需要增長對友誼的價值的重
視，並擴大我們熟人的圈子。身為基



督徒，我們需要與各種各樣的人建立
正面積極的對話，絕不允許自己的意
見導致不公義的歧視，或允許自己的
態度或言語冒犯那些擁有不同觀點的
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樂
於傾聽他人，並試圖理解他們說出他
們所做的事情的原因；否則就不會有
真正的溝通，因為旁人很快就會意識
到我們對他們所說的話沒有真正的興
趣。我們需要學習從其他人的角度看
待事情。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在與我們不相
干的事上－因為它們與天主有關－讓
步，或者因為害怕傷害某人，而隱藏
或歪曲基督的訓導。這樣的態度就相
當於欺騙我們所愛的人，關閉他們走
向唯一真理的道路，那真理可以完全
滿足人心的嚮往，和治癒人心的煩躁
不安。相反的，基督的大愛強化了我
們自己的觀點；同時，讓我們的內心
平靜，並以溫和的方式表達自己。因
而，我們能使我主的希望和救恩的訊
息更加吸引人：當我們提出建議時，



當我們糾正某人的態度時，我們對朋
友的情感讓我們使用不會造成他們痛
苦的話語，或暗示我們在判斷他們。
我們所言傳的，能被確實的理解：真
誠地渴望我們朋友的幸福。

那麼，我們就體驗到安提約基的聖依
納爵的深刻道理：「基督宗教不是靠
說服力，而是靠它的偉大。」[16]偉大
之處，在於基督的愛德，人們不會因
著我們的論據，而是因著天主的恩
典，讓他們在我們身上所看到的，吸
引他們到天主那裡去。

「每一世代的基督徒，都需要救贖和
聖化他們的時代。為此，他們必須瞭
解和分擔同儕們的願望，藉『語言的
神恩』使他們體認到如何配合聖神的
工作，享用自耶穌聖心滿溢出來，源
源不絕的寶藏。我們基督徒，在今世
也被召喚，向我們生活所屬的世界，
宣揚歷久而彌新的福音的訊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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