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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及空餘時間
（二）

「藉由聖化了安息日，藉由
「創造」了節日，天主意願所
有人，不論男女，都在祂以慈
愛的目光注視世界時與祂聯合
在一起。」以下是一系列關於
家庭和教養子女的文章中的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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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為聖日，因
為這一天，天主停止了祂所行的一切
創造工作」[1]。因為人要有生活的統
一，所以工作和休閒是不應該一分為
二的。因此進行「娛樂的使徒工作」
[2] 是有急切需要的，好使人能夠抵抗
一種傾向，就是視休閒時間為純屬一
種「逃避」[3]，甚至使人賠上內在統
一的受到破壞。

天主的休息

休閒的意義在於節日的慶祝。人去慶
祝一些某一羣組（如家庭、國家等）
的特別事件，可以克服日常的刻板。
猶太人與基督徒慶祝瞻禮日，有一種
意味著天主也歡樂地休息的宗教意
義。天主在創世的工程完成後，就
「祝福了和聖化了第七天」。我們幾
乎可以說，天主是在讃歎自己的創世
工作，尤其是讚歎祂所創造了的、受
召去在生活中和祂聯合在一起的人
類。所以，藉由聖化了安息日，藉由
「創造」了節日，天主意願所有人，



不論男女，都在祂以慈愛的目光注視
世界時與祂聯合在一起。在某一方面
來説，「天主休息的日子，給時間賦
予意義」[4]。這 所指的是包括工作
的時間和休息的時間，因為「天主看
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5]。

對於基督徒來説，星期日，「基督的
日子」[6]，是「在你們任何住處，應
為上主守的安息日」[7]。我們在每一
個星期日記念和以教會的禮儀慶祝基
督的復活 。我們慶祝新天地的創造、
人類的救贖、世界的獲得解放、和它
的終歸。雖然基督所帶來了的新意思
指出「猶太安息日的習俗不再，已被
主日所帶來的圓滿所超越，基督徒仍
有責任記住，那隆重地銘刻在十誡中
的守主日為聖日的根本原因仍然有
效，但是必須從主日的神學及靈修觀
點來重新詮釋」[8]。身為「安息日之
主」[9] 的基督，給我們解釋了遵守安
息日的真義。祂恢復了「守安息日的



解救特徵，小心地維護天主的權利和
人的權利」[10]。

由此可見，星期日顯示出世界的新年
意義，在基督內的新天地。從某一方
面來看，所有的時間都成為了慶祝的
時候，因為它都是來自天主、同時又
是為了天主而來的。工作和休閒實在
是緊密相連的，而且兩者都是召喚人
去默觀和祈禱。天主賜給我們時間，
好使我們能夠參與祂的「歡樂」，把
我們自己與祂的工作和休息聯合在一
起，欽羡祂的美善，也欽羡祂的化工
的美好[11]。

父母們的教育使命就包括了去幫助子
女視瞻禮日為一個恩物。在計劃星期
日或其他假日的活動時，他們應該努
力不讓這期間對天主的虔敬活動被視
為一種另類的或麻煩的、留待一切已
安排好之後才會考慮的事。如果子女
看到父母怎樣在一開始時就安排彌撒
和聖事，他們就會更容易地明白為什
麼「沒有天主在其中的休閒時間終究



是空虛的」[12]。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這方面的忠告是很有價值的：「親愛
的朋友們！有時候，我們起先會想，
要在星期日安排時間去參與彌撒是很
不方便的。但是，如果你在這方面花
費心機，你就會明白到，這樣做會給
你的空餘時間帶來一個正確的聚焦
點。不要因為某些原因而對參與主日
彌撒卻步，而且要幫助他人察覺這一
點」[13]。

所以，在計劃每一個週末的活動時，
首要的是安排參與彌撒聖祭。在計劃
旅行、郊遊等活動，尤其是長達多天
時，必須確保能夠在星期日和其他當
守瞻禮日參與彌撒。作為牧者的，
「也因此有相對的責任讓每個人都有
機會履行這項規定。教會法律的條款
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做，例如在授予
司鐸的職務方面，經由教區主教授權
後，司鐸在主日或大節日可主持一台
以上的彌撒，還有就是設立晚間彌撒
以及規定參與星期六傍晚以後，從第



一晚禱開始算起所舉行的彌撒，即可
滿全參與彌撒的本份」[14]。

實踐德行的時間

早前的一篇已經説明了空餘時間所提
供的培育子女性挌的教育機遇。遊
戲、旅行和體育活動不但是青少年的
生活的一部分，而且父母們可以從中
更加了解他們，給他們貫輸學習和服
務他人的意欲。這些意欲會體現於林
林種種的、可以協助他們養成各種好
習慣，即各種德行的活動中。所以，
空餘時間已經不再成了「消閒的時
間」，而是成了有質量的、有創意的
時間：是孩子們可以行使和了解自由
的寶貴時間。

要教育孩子們怎樣好好地使用休閒時
間，包括給他們提議能夠吸引他們
的、尊重他們的個性的活動。和家人
一起分享的歡樂時光，可以打下良好
的基礎，避免日後可能會出現的不良
的消閒活動。孩提時和父母一起渡過
的歡樂時光，會使他們感受到施與受



的喜樂，和對他人的慷慨。這些都是
他們畢生難忘的，也能幫助他們抵抗
日後可能會遇上的、企圖使他們離開
天主的虛假誘惑。

父母們應該小心避免使假期和休閒時
間被視為一種逃避和尋求娛樂的時
間。這不是説要使子女視它為「只做
有用的事」的時間，即是說，只是學
習某一些學科、某一些外國語言，或
是學游泳、鋼琴等（即基本上和在學
校上課的分別不大的學習）。相反，
問題是教他們怎樣去分配這些時間。
所以，休閒時間就成了培養生活的統
一的時間。其重點是：培養子女堅強
的性格，使他們懂得怎樣管理好自已
的自由，和不二地活出信仰。

在這方面，一個大敵就是「打發時
間」，因為「一個基督徒如果在世時
以打發時間為務，那他就有自絕天堂
之路的危機」[15]。這就是一個會
「因為自私的缘故，凡事答應了不
做，或借故逃避，或對人事漠不關



心」[16] 的人。他無序地只顧自我而
妄顧天主和他人。教導子女好好地使
用空餘時間，需要父母的承擔。父母
經常地，有時候甚至不知不覺地，是
子女最有影響力的楷模。父母身為教
育者，絕不能讓子女看到自己在閒暇
時納悶，或遊手好閒。他們的休息應
該是對於和天主一起休息開放的，對
於為他人服務也是保持開放。孩子們
必須明白，休閒就是使人可以「做一
些不必太費力的事」[17]，就是學習
新的事物、交朋友、和強化家庭生
活。

給年輕人的娛樂

許多父母，在某一程度是非常合理
地，關注到消費型的社會提供各樣膚
淺和有害的娛樂活動。這個問題的根
源在各地都一樣。年輕人都想快樂，
但卻不是經常都知道怎樣才可以得到
快樂。他們經常也不知道什麼是快
樂，因為從來沒有人清楚地給他們解
釋，又或是他們從來都沒有經驗過快



樂。對他們中大部份來説，快樂就是
有著一份優厚薪水的工作，身體健
康，和生活在一個有愛心、給他們提
供支援的家庭。雖然他們有時候會反
叛，但是一般都會知道要努力讀書，
因為他們明白學業成績對他們的將來
會有很大的影響。

這一切都不會和他們意欲自己能自由
地決定如何使用空餘時間有所衝突。
有時候，他們會跟隨著娛樂業所泡製
的、防礙或阻止人發展如節制等德行
的潮流。畢竟，年輕人在這方面的迷
失方向其實與成年人無異。成年人也
會把真正是良好的生活所帶來的快
樂，和轉眼即逝的虛假歡樂互相混
淆。

雖然這些偏差都是真的，但是我們不
要忘記，「當我們開始自己做判斷
時，我們所有人都曾經有過抗拒父母
和長上的傾向」[18]。這是人成長的
必經之路之一。當我們問年輕人怎樣
享受一段快樂的時光時，要知道跟他



們在一起的是「誰人」，比知道他們
做的是「什麼」更形重要。年輕人喜
歡跟年齡相若的人在一起，喜歡在外
面，即是説，遠離自己的家和成年
人。其實，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和朋友
外出和聽音樂，縱使出去買一些沒有
需要的東西（買衣服、流動電話、電
腦配件、電子遊戲等等）也會被視為
一種娛樂。這些活動只不過是和友人
在一起的借口。

所以重要的是給他們提議一些真正能
夠帶給他們歡樂和個人成長的娛樂。
父母們可以聯同其他也是身為父母的
人，一起組織一些能夠使子女們在空
餘時可以在人性、靈性兩方面都得到
成長的活動。就是説，父母們必須提
倡那些能夠加強子女們對友情的認
知、對他人的關愛的消遣和興趣。

「年輕人經常都有能力熱中於偉大的
事工、崇高的理想、和真實的東西」
[19]。父母們可以也應該依頼這一
點。他們必須花時間在子女身上，和



他們談話，從他們年幼時就開始給他
們一個愉快、節制和犧牲的表樣。如
此，教育子女就「並不是把一套處理
問題的公式強加在他們頭上，而是向
他們指明處理問題時，應當持有的本
性和超性的動機。總而言之，父母應
尊重子女的自由。因為若沒有個人自
由，便沒有真正的教育；若沒有自
由，便無從談到負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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