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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作者簡介顧力恆神父( Laurence L. Gool句， S.J. )是美

國俄勒岡州的耶穌會士。生於 1932 年，於 1965 年 6 月

15 日晉鐸 o 曾在堂區服務，並任美國基督生活團總輔

導。雖然顧神父這本書是為基督生活圍而寫的，但為任

何一位渴望深化靈修的教友，同樣是珍本。美國聖路易

市耶穌會資源協會，授權基督生活圍(香港) ，以中文

翻譯顧神父的佳作，不但是我們的福氣，同樣也是廣大

中文讀者的福氣!

譯者簡介 本書的譯者是基督生活團(香港) ;某些基

督生活團(香港)的組別，曾利用顧神父的英文原著，

作祈禱和聚會用途;遂對內容相當熟悉，奠下了翻譯的

基礎。參與本書翻譯工作的基督生活團組別有:

Dese肘， Eirene (和平工其) , Fiat (歡躍) , Gaudete 
(樂天) ， Profunditas 及 Shalom; 編輯由一團員跟總輔

導合作。

曾按月連到 蒙美國聖路易市耶穌會資源協會九准，中

譯早在〈和平〉月刊跟大家見面了。《和平》月刊是基
督生活團(香港)和耶穌會士攜手合作的祈禱刊物，由

耶穌會思維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每月的撰稿人包括基

督生活團團員、耶穌會士、教區神父、修士、執事、修

女及平信徒。蒙主恩佑，一月接一月的耕耘，造就了今

天的單行本。

謹此多謝香港思高聖經學會准許我們引用其譯釋的

〈聖經} ! 

耶穌會士嘉理陵神父

發行人
思維出版社有限公司



序

耶穌會士顧力恆神父 (Laurence L. Gooley, S.J. )寫
了一本出類拔萃的書。這本書同時兼顧兩方面:個人及

團體的靈修發展。薄薄的一冊，為每個跟巴主基督的人，

在祈禱、團體、盡忠、服務及天主教的基要主題上，都

提供了豐富的反思及學習材料。顧神父精湛老練地從寬

闊的角度，指引每位基督生活團團員，由他/她加入團體

的首次聚會開始，陪他/她一直走到相當深的靈修層次。

若這本書只不過是基督生活圓的手冊，那就只能吸引基

督生活圍的團員了，但事實並才卅日此。讀者大可從中抽

取顧神父的資料，以敷渴望認識、愛慕、事奉天主之

用。

顧神父這部著作，不但使基督生活圍獲益良多，亦

著實使整個教會獲益。

耶穌會士 John W. Padberg, S.J. 
耶穌會資源協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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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的目的

體驗天主是心路歷程，正如聖依納爵在《神操》里

說的:我們追求內心的細味體嘗，靈魂的飽飲滿足，而

非豐富的知識。成年教友打好神學基礎，有助鞏固同天

主的關祥、;但我們不是用理智說服自己進入這段關條:

我們是投降。

本書以依納爵靈修為依歸，讓人在實際生活中，體

驗基督生活圍的理想，並領人更敏於察覺由聖神故發的

內心動向。雖然本書是為基督生活圍而寫的，但為所有

渴望體驗天主的人，同具梓益。無論個人或團體，都要

讓天主來帶領這條心路歷程。

如何用這本書

有時，你的祈禱可能不吻合書中的某個練習主題，

這無關宏告。你必須常尊重聖神放在你心中的祈禱。這

樣做不等於你就不用這本書了。這不是在用這本書或跟

隨自己的祈禱之間，二擇其一;而是兩者並行。我的意

思是，每個團員懷著祈禱的心神閱讀選定的練習，然後

跟隨自己的心祈禱。這樣，固體可享受用同一主題祈禱

的益處，亦可尊重各人個別的祈禱。在聚會中分享的:

是結合細心閱讀練習和個人祈禱所得出的成果。

本書不是一輯供人閱讀的作業或散文，而是載著一

套一一像聖依納爵神操一樣一一供人實習的靈修練習

(如果你喜歡，就叫它做帶氧運動吧) !不實習不能結

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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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這些練習本身不是一個目的:無須死板地跟足書

中練習的次序去做，卻要因應團體的益處而用之，甚至

調校聚會形式，敷團體之需。所以，舉例說，若練習的

某一處觸動你，就不要猶疑，用時間停在那里。這些練

習不是一串務要你消化吸收了一個，然後才可轉到下一

個的文學研習功課。又例如，若一個主題將你帶到書中

很後的另一個練習，就照著故示去做吧!不錯，這些練

習是接連性的，一個建築在另一個的基礎之上，但仍是

要以最大的收益來運用;也無必要一定要完成某一個指
定練習。

練習的成果不在乎你把練習做得多好，而是練習影

響你有多深。換言之，你尋找的不是練習的經驗，而是

透過練習所經驗到的天主。你愈走進練習的深處，愈能

向天主開放。鑑於每人對天主的經驗都是獨特的，故沒

有在做完任何一個練習後的「應有」期望。要尊重每一

個人的經驗。你在團體的分享，是你在這些練習的光照

下，同天主的關條。

因此，在靈修活動中，你需常注意內心的動向。做

完每個練習都要問: 1"我的經驗在告訴我甚麼?在我的

內心發生甚麼?甚麼仍在我內心進行? J 例如某個練習

深深故發你，可能是聖神推動你朝這靈修方向走。如果

你覺得某個練習很困難，可能是你在做練習時太疲倦或

分心;你可能需要另選一個更適合的時間和地方做祈

禱。至於不作任何練習，可能表示你的生活大致上是太

忙碌了，也失了方向。無論你有甚麼經驗，不論是將你

提升或令你戚到困難，重要的是要問: 1"這經驗在告訴

我甚麼?召叫我作甚麼回應? J 這就是明辨。這些練習

引領我們明辨。

VI 



前言

最後，在每個練習的結尾部分，在以「反省」為題

的第一條問題:是問你出席聚會怎樣與其他人產生互

動，及某個練習的經驗怎樣使你們互相影響。這是幫你

整合及助長你的靈性生命，活出基督生活圍的使命，成

為別人的基督。

信仰分享:講你的故事

信仰分享或「講你的故事 J '是揭示天主在你生活

當中的行動及你回應的質素。分享有兩個層面:一是講

某個練習如何觸動你，二是你在祈禱中如何回應。聆聽

其他團員的分享而不加插意見或提問，是給大家營造自

由和富安全成的分享空間=分享的人常可要求別人回

應。最重要是尊重私 f逞，將分享內容保密 2

可能妨礙信仰分享的一些因素:

一將分享變成對話;

一空泛、抽象、不切實際;

一強迫別人分享或不接受別人所說的;

一 冗長，剝削了別人分享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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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求的恩寵和所得的恩寵

本書所有練習都藏著一股雙向動力。這力量首先由

每個練習開端列明的「所求的恩寵」引發。一方面，這

是「向天主開放、投降 J '另一方面，是要「知道天主

如何召叫我去關懷別人」。這恩寵是特定的，是給我列

明的，叫我在整個練習中這樣渴望和祈求。

第二股力量來自「所得的恩寵 J '即聖依納爵所說

的「對禱 J :即在每個練習的結尾部分，天主如何在這

個時刻觸動我。練習沒寫明所得的恩寵「應該」是甚

麼;反而讓間，讓聖神推動，讓聖神按祂的語意施予。

這是親密地同天主分享在練習當中經歷到的情戚渡動的

時刻一一經驗到的「所得的恩寵」。

我們不會預先知道祈禱會如何觸動我們。這是靈命

成長的奧祕:我們的祈禱由聖神帶領;我們所求的由我

們所得的帶領。

靈命長進在所求的恩寵與所得的恩寵主動產生。例

如，我得到我所求的:認清我的個人聖召。另一方面，

我可能發覺自己求而不逞，例如，得不到與復活的耶穌

同喜樂，反而發現埋藏心底，久未消散的怒火。我反省

這在告訴我甚麼，再回到祈禱里去，祈求聖神領我走過

這一關。我得到的恩寵現在成了我所求的恩寵。

我們怎樣被天主觸動，有時似乎意想不到，兼不符

合我們所求的。但在信德中，我們知道天主完全愛我

們，並會領我們認識至真至深的我。我們只能這樣回

應:開放接受天主的任何觸動。當我們果真這樣做到

了，就會突然明白我們得到的正是我們不斷在祈禱中尋

找的:向天主開放、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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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所求和所得的恩寵之間，基調有二:我有一個求

恩的方向，這免去興之所至的祈求;我對所得的恩寵保

持開放，這免去將祈禱僵化。在每個練習當中，二者的

互動，將祈禱化筒，為明辨鋪路。

所求的恩寵和所得的恩寵可以在整個練習中出現，

甚至是在同一時間出現。所以，也滲透著整個祈禱，不

但只是在開始和結束時的事。我們的祈禱須發自內心，

發自如飢似渴的懇切欲望，好讓我們，譬如:在祈求天

主恩賜向祂開放、投降之恩時，我們是滿懷希望和期待

去祈求的。

每個練習的重心及靈命的增長，就在前所求和所得

的恩寵，二者之間的互動。

。鳥語1

作者謹向大力協助基督生活圍在美國西北部發展的

慈善姊妹會修女西維亞﹒斯文克 (Sr. Sylvia Swanke, 

RSM) ，致以萬二分的謝意。載於附錄一，由修女撰寫
的有關祈禱的文章及修女對本書所作的評論和建議，以

至她分享她在基督生活圓的經驗，都非常寶貴。

作者亦衷心成謝加拿大基督生活團垮育組九許本書

改編及校訂其英語垮育手冊 1 ( English Canadian 
Formation Manual 1) 。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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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的形式

河道:組員圍成圓圓坐下，輪流分享此刻在聚會開始時

的成受。(共十分鐘)

辦撐 J 利用任何可利用的，如音樂、聖經、誦讀、靜

默...... ，幫助培養心神，投入聚會。(五分鐘)

拉普車野草 J 聚會擬用的整個練習。

分子言:可環繞這些問題作分享: 1"這練習令我成受最深

的是甚麼?在過去兩星期我如何被練習成動?我怎樣在

這段時間內經驗到天主? J 靜靜地聆聽別人的分享。團

員可隨時要求別人就自己的分享作回應。在所有人分享

過後，可問是否有人想作補充。祈禱作結。

小息

tl論:任何與團體生活有關的事。

早是.f%f/.;吾套房:事項、下次聚會地點及負責人等。

檢tl 每人向團體反映: 1"我如何受是次聚會成動?哪

里令我鼓舞，哪里令我戚到不自在? J 可考慮將反映的

事實作為日後聚會的議題。

結束祈禱及聯誼活動。

X 



收納我的奉獻

主 F 請林採取 F 請林牧納，

載的全部自由 F

a的記憶 F

我的理智和乳的整個意志 F

及我所享受、所擁有的一切吧!

主 F 這一切 F

都是林賜給截的，

我全奉還給林;

這一切 F 都是林的 F

就全身亨、林的聖意處置，巴!

但求林

將林的聖愛和非本的聖寵賜給~，

我心、已足 F 再無他求。

前言

(一空依納爵﹒蘿罐拉)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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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耶穌聖靈議

耶穌，顧林的一切滲透我。

顧林的體血做我真實的食糧。

願林的苦難和死亡成為裁的力量和生命。

耶穌 F 有林在成身邊 F 一切都已經足夠。

顧我在林的十字架下尋求庇蔭 F

不逃避林愛我 F

但求林保護我 F 兔成陷於凶惡。

每會成死於自乳時，求林光照我 F 愛我。

求林不停呼喚我 r

直至成離開此世

永遠和林的諸聖同聲讚真林的那一天到來。

阿孟。

(聖偉純爵最愛的禱文之一，

譯會耶錄會士 DavidL. Flemi，唔，s.J. 的版本)

XII 



第一部分

介紹基督生活團



一.首灰蒙會

第一章:首次買委會

.ft/道:組員圍成圓圓坐下，介紹自己的名字，簡短地說

出此刻在聚會開始時的心情。

開會祈禱

fJ 措; ft !，{l 你正開始探索基督生活圍。請分享任何三件

有關你自己的事，須包括甚麼將你帶來基督生活圍。靜

默片刻以後，誰準備好就可以開始分享。請緊記此刻我

們只聆聽，不提問，不發表意見。

討論:

1.就聚會形式或任何有關基督生活圓的事，發表提

問或意見。

2. 預告第二至第五次的聚會內容，提醒大家第六次

(見的-16 頁)聚會的焦點，就是決定是否繼續

留在基督生活圈。

7泛著重)- :基督生活團是一個使徒性的團體，在第二章

我們會開始細看基督生活圍的使命。為準備下次聚會，

請將你的祈禱和反省集中於下列兩題:

1.我在何時經驗到自己與天主的關餘，伸展到我與

其他人的關條?

2. 在我周圍，我在哪里看到貧困和不公義?

你可利用第二章的聖經章節作祈禱和反省。

回顧iÆ法表會. ，-這次聚會怎樣觸動我? J 

3 



二﹒基督生活圍的使命

第二章:基督生活圍的使命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以認清自己是否被召，加

入基督生活雷:. 瑪 25:31-46 (公審判). 路 10:25-37 (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 若 13:1-5 (給tJ徒洗腳)

使命首重我們存在的質素，其次才是我們做了些甚

麼......即懷著基督，女口瑪利亞那樣。基督的使命不僅在

杭祂做了些甚麼，而是祂是誰。祂的生命與死亡彰顯了

天父的愛。如果我們都像兄弟姊妹，生活在備受天主關

懷愛護的世界里，那麼，我們彰顯的，就是這份愛。凡

與愛和關懷有闊的，就是使命。

天主無處不在處處都在，是不容否認的真理;這真

理構成使命的基礎。在別人身上的及在我身上的，是同

一位天主。愛慕並事奉在我身上的天主，就得愛慕並事

奉在別人身上的天主;因為是同一位天主。我不為天主

的子民謀求和平與尊嚴，就是不愛亦羞辱了在我身上的

天主。

基督生活圓的使命是為他人成為基督。這使命有待

我們在同天主的關條中體嘗。由這關條衍生的恩賜就是

使命。即如孩子是夫妻相愛的恩賜一樣，使命是我和天

主的關條產生出來的禮物。又如火生熱，在基督生活團

洋溢的使命，源於這關條;我們和天主的關像在我們的

使命中流露。二為一體，彼此成全。不履行使命就是同

天主斷絕關像。不是我選擇使命，而是使命選擇我;不

是我尋找它，而是接受它;使命不是待我解決，而是待

我稱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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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生活圍的使命

幣體看λ 說:發牽引E室，但你齡4售糧畜è!

E奇~fl. 種事撒謊輯:@講那軍警語言幫

著質量可掌骨駒，雖未能幫f~è!哥華本質量令

要主{著- 4:20) """"tl tI ð 鰻喜愛看軍寶寶

組韓素呂學舊體，皇島建:Þ- e韓聾，卸種你們

中看λ露骨們說:，你們平害苦奮!穿得

嘍嘍哥哥，哈得靜靜哥哥 I J Nl~話你們身體

斯都需輯，著蓄意盡是蠹qf守信種(þ賽事

嚷:若皇室看佇意義，畜身體賽事哥哥哥{哥華

2:14-17) 

視使命為多做一件工作，便是不明所拍。喻個人或

團體的使命為工作，是誤導。基督生活圓的使命只此而

已:在萬事萬物中愛和事奉天主。

怎樣將使命生活出來，其實有無數方式。每個人怎

樣被帶領都是很個別和獨特的。領悟天主的帶領，需要

明辨。要分辨是否天主召叫，可透過自己的成覺:甚麼

吸引我?這是關鍵一一我們被甚麼吸引?我們想做甚

麼?我們熱愛甚麼?如此看待，使命就能將我們釋放，

煥發我們的身心，使我們心滿意足，因為我們在隨心所

欲;而藏於我們心底的渴望，也就是天主對我們所懷的

渴望。使命幫助我們認識自己，引領我們走更美滿、更

自由、更平安的人生路。

一個團體要活出基督生活圓的使命，就要依靠每位

成員的付出和支持。團體也可鼓勵成員忠於聖神的指

引。全體成員可一起參與同一的服務，但無須人人都做

同一的工種。基督生活圓的使命不是由人發起的;肯定

是被派遣的，因為門徒是由耶穌派遣的，而耶穌是由祂

在天之父所派遣的。

5 



二:基督生活圍的使命

基督生活圍可如下述，將蒙恩領受的使命彰顯:

{-反示:天主對所有人和受造物的愛;

{- 11=是否 J 為基督作見證人，建立祂正義和平的國

度;

{-哥哥拉府法 J 改革更新社會制度;

+驛搓:被歧視者;

{-屁葬身去:以窮人為優先。

身為旅途中的天主子晨，

我們已種基督~/l襄接受 7使命，

就是肉賣窮人傳報喜訊，
向倖虞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睛，

使受軍迫者獲得皂自......。

我們的生活，

本質上，
是僅使性的生活。

( {基督生活圓基本守則〉第八條節錄，見附錄三)

反晉、:

1.曾幾何時我經驗到自己與天主的關餘，影響著我

與別人的關祥、?

2. 在我周圍，哪里存在貧窮和不公義?

泉是受記按:在你的生命中尋找，直至找到天主怎樣深愛

著你。

系;-.ftJ IF;忍著:在這練習中，你最深刻的印象是甚麼?你

如何被成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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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生活圍的靈修

第三章:基督生活團的靈修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以認清自己是否被召加入

基督生活團:

. 詠 138 (我要全心稱謝掠)

• 谷 1:16-20 (來跟隨我). 谷 8:27-30 (你們說我是誰呢?)

- 若 21:1-15 (耶穌在海邊顯現)

基督生活團跟隨基督的方式與其他方式不同之處，

在於以聖依納爵的《神操》為基礎。依納爵靈修是將福

音融入日常生活的一種方式一一沒限制怎樣回應;沒有

固定藍圖;描繪福音的呼喚，吸引我們參與基督的普世

使命，去將天父的愛故示給所有受造物;召叫我們撰寫

自己的福音，在當下重新發現為延續基督的使命該作甚

擾。

〈神操〉描述了依納爵本人的皈依，也是依納爵靈

修的描述。〈神操〉是靈性的操練:非供閱讀，只供歷

驗。〈神操〉增進人察覺天主如何走近自己，如何召叫

自己的敏成度;引領人與耶穌同行並在各種境況中歸心

與祂相遇;引領人在明辨中作取捨，以參與基督的使

命。

其他靈修傳統各有獨特的神恩去將福音實踐。例

如:方濟會重清貧;本篤會重團體、殷勤待客;道明會

重教理、孝愛聖母。依納爵神恩重愈顯主榮，方法是明

辨，使命是將更好的實現。

依納爵靈修非常務實，目標是完成使命。加爾默羅

聖衣會十字若望的神秘靈修，被形容為在祈禱中默觀天

主的面容。依納爵神操的神秘靈修，被形容為在我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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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生活圍的靈修

務的人身上默觀天主的面容。這就是基督生活圓的靈修

一一藉著偕同耶穌及其他合作伙伴在拯救人靈及受造物

的使命上，真實地體驗天主。

這要求並導向靈性自由。依納爵稱這種將心開放、

隨時準備好回應天主邀請的態度為「平心」。他不是在

說行哪條路或作哪個決定都「無所謂 J 當然其中牽涉

及可預期發生的，會令我們產生或喜或惡的傾向。產生

成情的波動，相當自然，依納爵鼓勵我們明辨這些成

覺。他在乎的是我們能夠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直

至察覺到天主在推動為止，然後才跟隨 2

平心一一靈性自由一一不偏不倚，是指細察自己的

成覺，並依從那些引導我們走向天主的故覺。當我們向

天主開放，進而把恐懼和疑慮驅逐許外，喜樂平安地參

與耶穌之父的工程時，在運作的就是靈性的自由。當我

們能穿破外殼一一這可能是非常頑強的抗拒位或疑慮、

戚，進而擁抱最深最真的渴望，即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渴

望時，可被成受得到的就是靈性的自由主

8 

那訴走進窮人富中，

與使們胃甘共苦，

還請費們持續向天主顯放，

但進入擴大家鹿的團結共融。

設們懷著噩噩之位，

室里轉引導下，

在每個生活墳jE中，

E塵天主給誰們璽厲的這位耶酥 e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第一條節錄，見附錄三)



三:基督生活圍的靈修

所以，基督生活圍的靈修:

一在萬事萬物中尋找天主;

一隨從聖神的推動;

一跟耶穌合作;

一跟耶穌及天地萬物建立真正的關條;

一內心常存真正的自由。*

反省:

1.基督為你是誰?

2. 在你今天的生活中，你在哪里找到基督?你怎樣

回應祂?

至雷諾 7佳 fI;;苦身:尋找一個你成覺到基督臨在的地方。

系r-Þ/ fI;忍著:這個練習甚麼地方風動你?甚麼仍留在你
心中?

.參閱《加拿大基管生活困繪育手冊>> • pp. R4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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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生活圓的團體性意義

第四章:基督生活團的團體性意義

藉以下短文幫助，求賜恩寵，以認清自己是否被召加入

基督生活圈:

. 瑪 18:20 (那里有兩個或三個人)

• 路 10:1-21 (派遣七十二門徒傳教)

• 若 15:1-10 ( 葡萄樹的比喻). 宗 2:42-47 (團體生活)

基督生活圍是一個世界性組織，由在世界各地的地

區團體組成。團員是渴望將信仰圓滿地落實到生活各個

層面的各地天主教男女教友。各地區團體反映的，是一

個世界性的面貌。團員之間，情至義盡;透過用聖經祈

禱及聆聽大家對天主的體驗，而能互相開放、尊重和信

任，將福音教導的愛實踐，讓這愛去:台癒，讓這愛給世

界顯示基督。

每個地區團體都是世界團體的一員，所以，都不僅

只是個地區性的團體。團員無論屬於哪個地區團體，都

享同一的神恩: 1"生活在團體中」。基督生活團與天主

建立的是一種團體性的關條。

這並不會削弱地區團體生活的價值和美麗，反而因

為份屬一個更大的團體，而更能體會團員之間那種愛與

支持的緊密聯繫，完全是天主白白的恩賜;各地團員遂

放眼世界，與基督生活圍的世界性使命接軌。基督生活

圍的使命既是在世界中成為基督，這個團體不能不是個

世界性的組織。

團體是團員明辨使徒職責的地方;是團員互相尋找

支持，甚至在面對生活抉擇時，尋求拈引，以作明辨的

地方。就這樣，團員互相扶持，承擔宗教責任，猶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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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督生活圍的區體性意義

身。換句話說，團員常在團體中發現可怎樣以最好的方

法在今日世界中成為基督。

所以，基督生活圍的團體性意義不僅僅只是互相支

持，不是為團體本身的存在;而是為團員注入活力，讓

他們回到生活崗位，追隨基督的邀請，偕同基督、參與

祂愛和平的使命。我們由團體出來，讓人在我們身上成

受到基督的臨在;我們返回團體，接受教養。團體不但

幫助我們明辨聖神在內心的推動，更提醒我們要忠於聖

神的召叫。

不是每個團體都一式一樣，個別團體的發展視乎團

員本身的經驗:他們怎樣互相關懷，怎樣表達他們對世

界的愛。團體在履行為別人成為基督的使命中，得到培

育。例如:一位姊妹在團體中得到的愛和支持，可令她

願意奉獻一生，為我們見證基督的愛;又或者一位青

年，在基督生活圓的經驗，可深受他在夏令營在傷殘兒

童中心服務了兩週的經歷所影響。基督生活團是基督徒

的一種生活方式，是聖召。

反害:

1.你對團體有何體驗?

2. 你對基督徒的團體有何體驗?

是空緝性功法身: jl] 一所教堂或公眾地方，留心看每一個

人，視他們每一個都是基督所愛的團體中的一員。

存ff1t#忍著:這個練習甚麼戚動你?甚麼吸引你?甚麼

不吸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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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生活圓的團體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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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f!1'當寓所有前輩，

在喜樂的共融氯章中

實踐這種基督徒的主活芳式，

並竄聽他們什出的努扣和完成的建造工作。

在愛與祈禱富中，

我們與那些跟我們有問一轉修傳統的男女

聯在一起，

把們是教會給我們推薦'

幫助教'f!f.完成使命的頭友及有效的代禱書。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貝1] 第三條節錄，見附錄三)



五:作別人的基督

第五章:作別人的基督

義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讓你聽到天主如何召叫你

為他人而活(見前言 ， viii-ix 頁) ; . 瑪 25:31-46 (公審判). 路 10:25-37 (慈善的撒瑪黎雄人)

.若曰:1-15 (給11徒洗腳)

基督生活團是一個世界性團體，團員由熱衷於在所

有人和情況中，認識、愛慕、事奉天主的男女教友組

成。他們致力偕同基督推廣尊崇人性尊嚴、締造家庭幸

福、促進世界和平的福音價值觀;他們追隨基督的榜樣

給最有需要的人，特別是向貧窮、備受壓迫者，傳佈天

主憐愛世人、釋放人靈的訊息。在個人方面，團員以此

互勉;在團體方面，團員合力以此吸引人將信仰和生活

整合。

基督生活圍沒有明文規定怎樣達成此目的，而是協

助團員藉依納爵靈修的特恩，明辨天主怎樣吸引他/她作

別人的基督。引導基督生活圍的，不是一套規則，而是

福音精神及愛的內涵律。聖神銘刻在我們心中的愛的誡

命，在我們日常生活每個新境遇中，重新活現。由聖神

故發的這種愛，尊重每人的獨特召叫，使團員常能開放

自由地任連天主措置，共建正義和平的世界。

基督生活圍的使命重臨在多於實務;著重我們自似

耶穌的臨在質素，多於實質的工作。耶穌本身的使命不

僅是祂做了甚麼，而是祂是誰，祂的一生。基督生活圍

的使命是做彰顯天主的愛的人，延續基督的使命。不但

如此，團員真正活像兄弟姊妹，因為都是天主的子女。

歸於正義和平的心在宣告的就是天主的國度。

13 



五作別人的基督

基督生活圍的使命重心，走時表11 保持向基督的聖神

開放，時刻擁抱天主救人的愛。如果我們每日所做的，

事無大小，由常規瑣事至抉擇服務他人，樣樣都以愛為

本，那麼，樣樣就都成了使命的一部分。基督生活圍的

使命範圍遼闊無邊;不僅是個祈禱的團體，更是一種生

活方式。基督生活圓的使命將我們包圍，我們只需將它

擁抱。

反省:

1.你覺得自己怎樣在為他人而活?你視此為一種使

徒工作嗎?

2. 利用上述經文，祈求恩寵，好領悟天主怎樣哎引

你為他人而活。

至雷諾性的居易:在未來兩週，嘗試靜坐數次，讓「為他

人而活」的恩寵觸動你的心靈。

存.ft/tr.;息革:在這個練習中，你最大的!益受是甚麼?天

主怎樣藉此觸動你?當中戚到困難?興奮?你得到甚麼

恩寵?這是你下次聚會時，信仰分享的重點。(見前

言， VI11-1X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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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是否被召加入基督生活園?

第六章:我是否被召加入基督生活團?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使你知道天主是否在召叫

你加入基督生活圈(見前言 • viii-ix 頁) : . 若 14:1-18 (要信賴天主). 瑪 11:25-30 (封我跟前來). 耶29:11-14 (我對你們所懷的詩畫y)

• 撒上 3:1-10 (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我們開始了以基督生活圍的模式組織一個團體。在

聚會中，我們嘗試向自己、向別人及向天主開放。我們

開始正視這些問題: 1"我的生命有何用處?甚麼令我活

得有價值?我可怎樣改變無意義的生活、工作、關條和

空間時間?我在尋求甚麼? J 我們開始採納聖依納爵的

人生觀:嘗試在萬事萬物中尋找天主。

現在的問題是. 1"我是否成到被召繼續深入認識基

督生活團呢? J 

我們談過基督生活圍的特質:

- jl{荐 J 按個人獨特的方式恆常祈禱;

一表會:常常出席，彼此擔待;

一 級.材犀星空正要 J 以此作分享和反省，增進同天主

的關條;

- i~~耀d誓:為兄弟姊妹獻出自己。

不是必先要有上述的特質才可加入基督生活團，而

是願意以此為理想，一生努力將它實現。渴望將理想實

現，本身已是基督生活圍的精神了。

以下問題也許可助你明辨是否成到被召繼續認識基

督生活圍，或戚到被召另覓其他尋找天主的方式:

令我渴望從靈修得到甚麼?

~基督生活團能滿足我的需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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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是否被召加入基督生活團?

~從依納爵靈修所得的經驗，能令我暸解我的內在

經驗嗎?

+我渴望在基督生活圍這條路上成長嗎?

反賓:

1.利用以上的經文祈禱，求天主讓你知道祂是否在

召叫你加入基督生活團=

2. 下次聚會時，你會投邀請分享你就去留問題所作

的決定 c

3. 若決定留在基督生活團﹒請做準備工夫，預覽第

七章( 19-21 頁 1

;if身:在未來兩週，重複祈求在這六次較會中「曾經求

過的所有恩寵 J 0 臨近眾會時﹒用你自己的字眼，寫下

你戚到聖神怎樣藉著基督生活團 5i 領你=

存ffitj fJ&忍著 J 在這首六次眾會期間﹒你得到些甚麼恩

寵?你如何被祝福? (見前言Ylll-IX 頁)

16 

車於我們的噩種是基督龍生活的一種芳式，

用以這學守則不應只按字車去理解，

而更要:L:J.ii.蘆葦的精神和愛的角逼律去體會。

這自皇軍串話到在我們也中的角通簿，

這逼E常生活中每謹情況

臥薪的芳式表達出來。

由聖轉監護的霆，尊重每個人的獨特直叫，

使教們開設和自島，

常籠/l1R1.撞於天主的措量。

它說數載f!f.童讀身負的重任，
不斷答覆時代的需要，

與全體天主子民和所有善但人士，

共商蠶求全人蠶的進步及和平，

正義及f二雯，自由及尊嚴。
( <基督生活園基本守則〉第二條節錄，見附錄三)



第二部分

品嘗祈禱的滋昧



七:意識省察

第七章:意識省察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俾能敏察天主怎樣觸動

字: . 羅 16:25-27 (讚頌詞). 哥 1:25-29 (基督在我們內的奧秘)

• 哥 3:12-25 (理想的生活與實踐). 若 15:9-17 (女ofi司我愛了你們一樣)

意識省察有時又稱作「辨別神類」或「省察良

心」。不管它叫甚麼， 1"意識省察」行之簡易，使我們

能更敏察內心的推動一一成受、動機、店主發一一以加深

同天主的關餘，整理一己的生活。留意這些推動，使我

們更擅於順從聖神的故迪，戒備惡神的誘惑。

意識省察一一是聖依納爵堅持他的兄弟必須要作的

祈禱一一是依納爵靈修的操練之一。由於是在反省中作

辨別，所以是基督生活圍的祈禱方式。本書提到的所有

反省和祈禱方法，以意識省察必須堅持，不能間斷:不

分季節，不分靜吵，不分晝夜，不分}II頁逗(在道境中，

尤須省察)。我們要常省察，因為能加強我們的觸覺去

注視那注視我們的天主。

省察不是看行為的好壞，而是看天主怎樣推動我;

不是集中注意我自己，而是集中注意在我內的天主;不

是關乎我做得多好或多壞，而是有多慷慨去回應愛我的

天主。省察是要培養一顆明辨的心，這顆心不但能在省

察時明辨，更能在日常生活的分秒中作明辨。這是恩

寵，需要祈求。為依納爵，生活就是在萬事萬物中尋找

天主;這樣，我的生命再也不只是「我」一個，而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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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意識省察

意識省察相當簡單自然。可每天做兩次或一次，或

隔幾天做一次一一頻密度跟隨需要，以收最大的效益。

愈省察，就愈容易省察，愈發自然去省察，而最終成為

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與天主建立更親密關餘的方式。可

用五至十五分鐘的時間去做一次省察乞用多少時間，其

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向天主開放，去發現並回應天主

在你內的推動。不過，每次省察最好不超過十五分鐘;

時間太長，也許不能專注於同天主的間像。

聖依納爵建議用五個步驟去做意識省察。在介紹這

五步之前，須知道，每人最終要養成一套最自然，最適

合自己，最收效的省察方式=這五個不是既定的步轉，

亦毋須每次做足五步。例如，你可能時而發現自己留在

第一步，時而留在第五步。哪個步驟哎引你，就停留在

那里好了。

20 

聖依納爵建議的五步轉:

-}非法右，研:我現在在天主跟前，祂愛我，歡迎

我，光照我，引導我 c 我擁抱這位住

在我內，在我內不斷滋養我的天主。

-} Æt'耕元主:為我在今天所做的、所得到的，無論
順逆;為一句鼓勵的說話、友善的行

為;為家庭、為工作、為團體;為有

時間祈禱、歡笑、哭泣......而謝恩。

+回顧it元:一在我的生活、工作和關像中，發生

了甚麼?天主如何在我內工作?我

聽到甚麼訴求?

一我的回應質素是怎樣的:無私地去

愛，還是只顧自己;是忠誠，還是

欺詐?



七意識省察

~非法Jl是F J 我為拒絕體恤兄弟姊妹的痛苦;或

錯失獻出己力的機會;或缺乏愛

心;或為自己的不義和欺壓行為，

祈求寬恕。我為未能全心愛天主及
祂的創造而求寬恕。

~有r-~呀元 J 看到自己的軟弱，我選擇回應和信

靠天主，因為祂仁慈而富大能。為

了兄弟姊妹，我要振作。我重新承

諾走天主願意我做眾生之光的道

路。聖依納爵建議以一篇天主經作

拉去 。.

反者:

意識省察怎樣助我在生活中見到天主?

泉援 te麓 J 尋找一些表達與天主和好及靠近天主的標

言己 。

存.fi/ fI; ,&. ~宮:天主怎樣在這個練習中觸動你?你如何被
店主動?這將會是你在下次聚會時的信仰分享重點。

透過呂常生活中的重誰當察

草還通種人及軍疆的研辯，
我們當軍給予自常生活

!/l.龍是最教小的事情

一種使命重義。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第八條節錄，見的錄三)

• r 意識省察」詳釋﹒見《加拿大基會生活困培育手冊>> 'pp.R95-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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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求恩

第八章:求恩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俾能在祈禱中問放服膺:. 出 17:8值13(梅瑟的手一直舉著不動). 詠 62:2 (我的靈魂只安息在天主內)

• 耶20:7-9 (上主的話焚燒我的心). 路 7:36-50 (她不斷地口說我的腳)

• 路口:5-13 (你們求必要給你們)

聖依納爵在《神操〉中強調，我們需要為渴望得到

的恩寵而求，玩味品嘗所得到的神恩。或許，我們有時

祈求「深入懺悔己罪之恩 J '有時求「深入認識耶穌，

好更愛祂，更緊密跟隨祂之恩 J '有時則未「進入祂光

榮復活的喜樂與神慰之恩」

求恩發自內心，是企盼，是如飢似渴的欲求，是動

情的。循規蹈矩，算過度過，或有保留地去求，無謂之

至。我們是非常悲切地一次又一次地求。

聖詠作者及耶肋米亞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將成情

和需要盡地向雅威傾訴。他們知道天主能接納，也能明

白。請聽聖詠第一百四十八首傾吐的雀躍歡愉:

22 

畫著你們在賽上彎著上畫，

當你們在事8:讀書已主主!

體會哥哥諸位妻槽，諱言書奪秒，

會哥哥-tJ!軍麓，語言智慧槍!

設梅和肩害，言書讀著體會，

蟑爾請諸霉，草書彎著看~I

賽上酹囂雯，言書讀毒草脅，

賽上的女?食，書奮發毒草看~I

(詠 148:1-4 ) 



或聆聽慨歎天主召叫了他的耶肋米亞:

上室，你割讓?腎，

幸會議發畜è?聖?你哥哥哥{議:

你種實世幸哥哥華，韓戰髒j....

攬著草舊金哥哥那-贅，書育背囊哥哥:

聽著每軍費生者E啥都-賽，家華警報禧!

聽聽錯發發幫幫信說:

f重~ç"f~j-智勇草葉J • 

II(/(t!t囊嘗事事哥哥哥λ ﹒華寄語?fèl每/......

8攝個~~童膏(1(/，發葬在每艙，

幫著E每每筆費ht義發哥哥重建墓，

(11(，糖果華家多于韓金華哇!

毒草莓磨著華Jfltrfl臨摹血漿，
g霞僥幸種窮苦，

在差害中吾吾磨著語句輩輩緝令

假種贊說:發~轟費金會，

~轟M會酹名聲喜:

在著那中華聲縷苦授在會禱，

露頭在華哥哥哥哥學轉為:
著喝方都樹，霏霏苛鍵。

八:求恩

(耶 20:7-18 ) 

在天主前，熱情奔放，不設防一一多美麗啊!這與

我們經常聽到的，或經常自己所作的機械式、翻來覆

去、死記硬背的祈禱，多麼不同!這確實在邀請我們徹

底信靠，全情投入去祈禱，像個不躊躇，不恐懼，一爬

就爬到深愛著他/她的母親或父親膝上的孩子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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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恩

當你在這次，及在以後的練習祈求恩寵時，就經常

這樣做吧一一在操練開始、中段、結束，以及在操練與

操練之間，都全力以赴，滿懷期待吧!這種態度是在承

認能夠在祈禱中進步，全賴天主的恩寵，而非我們的功

勞。這把我們放在「接受 J .而非「工作」的位置。

當我們求一個恩寵，我們便開放了我們的一部分去

接受它;我將自己部分的生命留給天主工作。我會發

覺，當我經常祈求同一個恩寵，這個恩寵會因應我的需

要，由普通而變得特別=例如，我可能在未造物主讓我

察覺祂怎樣跟我聯上個人閻餘，而在這週的中期，發覺

自己害怕讓別人跟我聯上個人關像。我遂開始為我所需

要的信任而求。求恩讓我們觸揖到最深層的渴望，成為

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

聖依納爵續說，如果我們不渴望得到任何特別的恩

寵，就該祈求有這種渴望。無論如何，這須發自真心:

必須是你真正想望的，必須要牽涉你的成情在內，是如

飢似渴的盼望。這樣祈禱富故發性，令我們成覺踏實，

並使我們開放內心，自由地去接受恩寵帶來的禮物。*

反省:

1. 1"我為人人」如何影響你祈求一個恩寵的經驗?

2. 你是否真正如飢似渴地期待得到上述的恩寵?

3. 記著，如果你不渴望某個恩寵，就祈求有這種渴

望，巴!

4. 懷著渴望服膺於天主的心情，一再利用以上的經

文祈禱。

*參閱《加拿大基會生活困垮育手冊>> • p. R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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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求恩

8君譯言:用身體動作或任何形式，將你得到的恩寵表

達出來。(見附錄一， 100 頁)

系f- ft/ tr.;忍著:在過去兩週有甚麼觸動你呢?你得到甚麼
店主示?

我們事聖散納哥禪讓

為我們獨特的重修彈頭和工異。

我們的聖召邀護我們實露這種重莓，

亟需星立我們的也靈，

使我們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真蠶緝節上，

實盤樂於JIA買喧天主的措量。

我們特別露出疆人是軍髓的研露和分辨、

以及每E董察和神修指導的也要J挂;

這是在一切事物中毒技天主

並找到天主的重要芳:去。

( {基督生活困基本守則》第五條節錄，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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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利用聖經祈禱

第九章:利用聖經祈禱

籍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俾能在祈禱中間放服膺:. 羅 8:26-27 (聖神扶助我們的軟弱). 格前12:12-26 (教會猶如一身). 依 55:10-11 (土主言出必行). 路 24:13-33 (往厄瑪烏的路上)

• 路 7:36-50 (婦人擦乾耶，辣的腳)

這是一個將聖經與祈禱連結的練習。此時，天主不

斷走近，邀請我們回應;不斷跟我們說話，邀請我們聆

聽。我們當怎樣聆聽?聽人說話，我們可以直接聽到一

字一句，直接成受到對方的想法;聆聽天主，就得留意

祂的神聖臨在，向祂的臨在開放。寧靜的環境，有助達

到這個目的。如果能夠放鬆自己，將憂慮和掛牽都放

下，我們會發覺自己已進入祈禱的狀態。

能夠利用聖經祈禱，從中聆聽並發現天主的臨在，

是一種特別滿載著天主的祝福的祈禱方法。聖經直達人

心;用聖經祈禱，會使我們開放心神，迎向它的救恩力

量。利用聖經祈禱也是《神操〉推薦的方法。〈神操》

昌在引導我們成為耶穌的同伴，凡涉及耶穌並將我們領

到耶穌那里去的經文，都會幫助加深我們對耶穌的認

言哉 。

利用聖經祈禱相當簡單自然，更可以選擇以不同的

方法去做。以下提出的五個步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

方式。正如第七章提及的意識省察一樣，這五步走建

議:雖其參考價值，亦毋須依足。請按個人的祈禱經驗

及聖神的帶領，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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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利用聖經祈禱

利用聖經祈禱的五個步轉(五個 P)

~.徑丈 (Passage) : 選擇一段觸動你，你想用來祈

禱的經文。

+越才(Place) : 選擇一個可以助你靜下來，令你

戚覺無拘無束的地方。

~芸眾伊'osture) : 取一個身心舒暢，助你放鬆、安

靜的姿勢。

令正當往伊resence) : 留意天主的臨在;向這臨在

開放心神。

~忽丈 (Passage) : 慢慢用心細讀經文，可朗讀，

可靜看，可隨著呼吸節奏閱

讀，可只讀片言隻語。毋須將

整篇經文一次過讀完。

常說:每當祈禱戚到觸動時，就在那里停下來。這

是甚麼意思?在祈禱中的某些階段，內心可能成受到推

動，令你經驗到天主的愛，或經驗到一種提示你與耶穌

相偕的新路向。這種成覺或許使你精神一振，心安神

樂;或叫你心煩意亂，浮躁納悶。無論如何，留神注意

這些觸動，用時間停在那里，聆聽它要跟你說些甚麼。

溝通就這樣開始了。之後，在結束祈禱時，成謝天主愛

了你，忠於你，求天主助你接受祂所恩賜的聖寵。*

你可能發現自己只停留在上述五點中的其中一點，

例如:你可能發現自己放了很多時間在「姿勢」或「臨

在」當中。就隨從聖神的引導吧!無論發生甚麼，都是

好的，請你隨自己的過程用聖經祈禱。實習!體驗!最

適合你的，為你來說，就是最好的祈禱方法了。就這

樣，放鬆自己，以平和信靠的心祈禱w巴!渴望和天主在

*參閱《加拿大基管生活困海有手冊>> • pp. R5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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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利用聖經祈禱

一起就夠了;毋須在祈禱中證明甚麼，或得到甚麼。這

種想法，不切實際。在祈禱中，我們是病人，是接受

者，天主是施予者。無論如何，努力祈禱，就是打開心

窗去愛天主。祈禱是恩寵，用聖經祈禱是接受天主要賜

給我們的恩寵。

對於不熟悉聖經，或不慣用聖挂祈禱的人來說，也

許需要用上時間，去適應，去累積經驗。不用擔心;祈

禱沒有期限，也沒有壓力=確切地說，祈禱是集中精神

去愛天主，讓祂故發﹒讓社通傳 c 開放心神，輕輕鬆鬆

地讓自已經驗一番好了!這不是個有待解決的難題，而

是禮物。用心以聖經祈禱就能找到天主。就如看著孩子

學走路，樂在其中的父母，天主的愛環抱著我們的雀躍

嘗試，跌跌碰碰。我們只需盡力去愛天主，讓祂恩待。

反寄:

1.你致以別人的關懷，怎樣影響你這次的祈禱經

驗?

2. 不要強迫自己清除所有雜念，這會令你緊張。天

主可以在嗜吵、混亂中向你說話。祈禱中的雜

念，成了是祈禱的一部分。

3. 即使無法專心祈禱，天主都與你同在。即使好像

辨不到，也虛心去嘗試祈禱，就是愛天主的表

現，是真正的祈禱。

4. 利用上述的聖經章節，祈求天主賜你向祂開放之
困

戶正身 J 為加深是次祈禱練習的經驗，用點時間閱讀聖

經。(見附錄一， 99-100 頁)

系r-.ft/ I!&忍著:在過去兩週，這個練習怎樣觸動你?天主

嘗試跟你說甚麼?你得到甚麼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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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祈禱後作檢討

第十章:祈禱後作檢討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使你有更大的信心相信天

主愛你:. 詠 23 (雅威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

• 瑪 14:23 (耶穌私自上山祈禱). 路 2:51 (瑪利亞把一切默存心中). 路 9:28-36 (老師，我們在這里真好! ) 

• 希 3:15 (聽從祂的聲音，不要再心硬了)

祈禱後作檢討，是為幫助我們注意，在祈禱時內心

所成受到的推動。祈禱既旱，才作檢討，是讓祈禱「流

暢自如 J '不受干擾。在祈禱中監察著自己，會妨礙天

主通傳。我們讓發生的繼續發生，之後，回想天主給我

們說了些甚麼。

檢討是在祈禱完結之後才作的，用意是認出天主怎

樣在祈禱中觸動我們。這觸動可能帶著神慰的成覺一一

臨在、希望、故發;或帶著神枯而來一一恐懼、緊張、

寂寞......等等。不同的成覺發出不同的訊號，有不同的

故示;需要辨別，以認清哪些推動和成覺帶我們走近天

主，哪些帶我們離開天主。我們甚至需要檢視自己的心

煩意亂，尤其當我們備受困擾，不能集中精神祈禱時。

注意到推動之後，我們反省其含意。

下列問題，可助檢討:

+祈禱中，發生了甚麼?

+甚麼觸動我?

~祈禱中發生的，令我~覺如何?

+天主聖神給我顯示了甚麼?

令下次祈禱時，我是否需要重複某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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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後作檢討

此刻，我成謝天主賜給我的種種恩，皂，並求祂寬恕

我的疏忽。

雖然檢討時，多少會涉及祈禱的過程及時間;畢

竟，檢討不是要看我們做得有多好 z 祈禱不是要達至甚

麼;而是接受，是禮物。所以，樟討集中在我們在祈禱

中怎樣被觸動，我們有何成覺，在我們內有甚麼成情上

的波動。不要遺留任何一種推動﹒因為連成覺納悶、分

心、乾枯，甚至阻力都是天主與我們溝通及給我們顯示

「祂在」的工其 c 我們的故覺幫助我們澄清天主到底要

給我們故示甚麼 c

例:假設檢討時，我留意到自己聽到伯多祿跟顯聖

容的耶穌說: 1"老師，我們在這里真好! J 而抗拒、卻

步，不想太接近耶穌或向耶穌開放，這可能在顯示我害

怕太接近別人，自慚形穢;這可能是由於父母對我的疏

離所造成的後果。這是了不起的洞悉!天主可能在利用

這個阻力，幫我釋除恐懼，處理困局，或治癒我的創

傷，把我從痛苦的回憶中釋放。

檢討可避免祈禱留於膚淺的階段，引導我們通過同

天主的關餘，走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甚麼能助你檢討

向天主祈禱的經驗，就將它發揮。像意識省察，檢討也

是在辨別神類。

一邊檢討，一邊筆錄，常收為下次祈禱作準備之

效。天主可能將祂的邀請延續，叫我返回被觸動的某一

處。聖依納爵說: 1"我留在一處，靜心思索，直至心滿

意足 J '意即直至推動停止，直至沒有洞悉，直至掙扎

緩和，直至神慰結束，直至意義圓滿一一為此刻而言。*

參閱《加拿大基會生活周培育手冊>> • p. R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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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後作檢討

反右:

1.你與別人交往的經驗，如何與這次祈禱經驗映

日召 。

2. 最好在祈禱後稍息，換個姿勢，才開始作檢討。

檢討時，留意祈禱中的成覺。

3. 把這些推動簡明撮要地寫在神修日記上，以作下

次祈禱之用。會見神師，也可用上這本日記。

4. 常用上述的短文，續求上述的恩寵。

象在史性的記麓:讀一些你認為重要、者意義的讀物(一

首詩，一封信......之類) ，這象徵你從這個練習得到的

恩寵。

系r-.ft/ fÍ夕，思去言:天主在練習中，給你顯示了甚麼?你頓悟

到甚麼?你怎樣被改變了?這將會是你在下次聚會時的

信仰分享重點。

與基督結合，

引靠我們和基督在i吐詩Jft地

仍繼續提前就蠶使命的教會結合。

要更能在所有人及境況中，

遇見基督，

須提高警覺，

最察自尋f弋邀在互聖神的推動。

( (基督生活困基本守則》第六條節錄，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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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納爵靈修的默觀

第十一章:依納爵靈修的默觀

籍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更深入認識耶穌，更愛慕施，更

緊密跟隨抱的恩寵:

﹒若 8:1-11 (耶，錄憐憫淫婦). 瑪 14:22-33 (耶穌步行海面). 路 5:1-11 (耶穌召叫伯多祿及其他fJ徒)

• 谷 14:“-72 (伯多祿三次背主)

《神操〉的基本祈禱方法是默觀。默觀祈禱不是給

問題或疑難尋找答案，亦不是單憑想像力重新素描耶

穌。默觀是臨到奧秘里面，臨到這奧秘為我的意義。要

與基督相遇，我們不隨從自己的想像與脾性，只集中默

觀奧秘:讓福音的場景在我們內心深處蘊釀，產生神

益。默觀遂成了我在自己、在我的工作、在我與別人相

處及在這世界中，與基督相遇的恩許途徑。

依納爵靈修的默觀用的是心。依納爵在〈神操〉里

提到:不是「博學周知」使人滿足，而是「深切的玩味

與體驗」。默觀著重真實的內心成覺，而非理性層面的

思維概念。理解與學識，當然有助增進同天主的關餘，

甚至起關鍵性的作用;但都是為著垮養心中的愛。祈禱

不是做些關於天主的習作，而是經驗天主。

依納爵靈修的默觀，是為著更愛天主;做的是定晴

「長望」福音中的耶穌:注視祂的言行舉止，處世態

度，臨在質素;讓耶穌這個人，祂的真、善、美、聖，

滲透我們的心。就這樣，我們會被成動，會變，會被提

升到相似祂的真與美:換句話說，我們與耶穌共沐愛

河，變得更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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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納爵靈修的默觀

依納爵靈修的默觀，自然簡單;能迎合不同意向和

稟性。要駕輕就熟，需假以時日;適應期因不同背景和

經驗，可長可短，因人而異;但都不該構成任何壓力。

在天主前，人人平等。我無需將我的祈禱質素跟別人比

較，重要的，是增進我同天主的關條。默觀是一種增進

關餘的方法，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潛能去跟天主建立更深

更親的關條。

放鬆吧!祈求幫助。尋找寧靜的時間與空間，默觀

福音中的人物，讓他們指引你，讓他們的經驗成為你個

人的經驗。

如果你用若望福音 8:1-11 來作默觀，以下例出一些

可能會觸動你的地方。這些都只不過是提議，是可能性

而已;祈禱時，你毋須硬著逐步去做。請你用祈禱的心

神，將它讀一遍，然後便可放下。祈求聖神拈引你。在

祈禱中，讓觸動你的觸動你，細味你的成覺。

你甚至可以在團體聚會時，與團體一起默觀。可讓

一位成員將這段聖經，慢慢讀出。也許，你會像福音中

的婦人那樣，心高L女口麻;或像群眾，惶恐畏懼;或像耶

穌，悲天憫人。每當你J承受到觸動，就停在那里，讓心

中的推動向你說話。是神慰也好，是不安也好，一一嘗

透。這就是默觀了。默觀既旱，你可回顧，看當中跟你

說了些甚麼。讓聖神引領你。

-<>合上眼睛，放鬆自己。深呼吸，用時間慢慢靜下

來。

-<>細聽憐憫淫婦的故事。

-<>投入場景;細察過程。你看見甚麼?聽到甚麼?

嗅到甚麼?成覺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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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依納爵靈修的獸觀

<}看經師和法利塞人怎樣鄙視婦人，將她抓住，帶

到耶穌跟前。

+看群眾;成受他們害怕經師和法利塞人的心境。

他們在注視耶穌 o

+看被推到耶穌跟前，害怕羞愧得不敢抬頭，略伏

著的婦人。

令看耶穌在地上寫字。猶太領袖又來找祂麻煩，耶

穌語帶溫柔，毫不畏懼。

<}看領柚們陷入困境，尷尬不已，老羞成怒，逐一

退去。

+看婦人放下，心頭大石，直起身來，又驚訝又成激
地轉向耶穌。

+現在:你在哪里?身處群眾當中?與經師和法利

塞人在一起?與婦人在一起?與耶穌在一起?

<}耶穌凝視著你，對你說: 1"...... J 。用時間留在
這里。讓祂觸碰你的心;讓祂的真理與你同在。

就這樣，你開始默觀了。

<}默觀既畢，慢慢回復狀態。成謝耶穌邀請你到那

里去。

+將祈禱檢視一番。祈禱中的你，成覺如何?在你

身上發生了甚麼 7*

ι{"'f所載，取自 John C. Futrell, S.1., and Marian Cowan, C.S.J.，而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 (New York: LeJacq Publishing, Inc., 1982, pp. 83-86) 對依納爵靈f串的歌
觀撮要描述:

富起觀耶穌是更新信仰必本可少的方法，助我在人、工作及世界當中際遇基會，能

聽到&..辨認夫主聖言 (p. 83) 。

默觀司已但是臨於事件，更是指臨到事件所包含的意義和與壘起，及與我現峙的生命

稍遠。默觀司已是憑空想像，而是 r 在信德中臨到 J -件發生在過是的事，讓夭主從

中將我轉化 (pp.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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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依納爵靈{I多的默觀

反省:

1.你對別人的關心跟你的默觀，兩者有沒有互相影

響?

2. 嘗試與好友一起默觀，讓他揚聲朗讀經文。

3. 不要期望甚麼。我們需要求能默觀的恩寵，能夠

默觀，是天主的恩賜;需耐心靜候，蒙恩領受。

4. 利用上述經文，求更深入認識耶穌，更愛祂，更

緊密跟隨祂的恩寵。

法身:念短誦，即不停重複頌念一個單字或短句。例:

將「耶穌」或「耶穌，求林主憐 J '掛在口邊;或常念

你自選的單字或短句。

得封的，恩寵:天主透過這次祈禱練習，向你說甚麼?天

主向你發出甚麼邀請?給了你甚麼恩寵?

每人獸般都3頁順從自己的性懦、想像 IJJ!..戚覺在傲，這樣，默觀就能在f吉德中使

人與耶穌基督相遇，起轉化作用。 H申串串》能助人體會此時此地，為自己的最好祈

禱方法是，，~;息或將自己一直沿用的方法更新 (p. 85) 。

默級本是將鴿脅遷就自己，再是讓聖神將自己提升至福音的境11、。依納爵叫我們

r 長望耶穌」 純的言語、佇動、心態、鷗在。定睛 r.長望 J :讓奧秘滲入心

底，使我們在基管內轉化 (pp. 85-86) 。

家要太快將軍起觀所得應用到生活里是. t童聖神在時間中將他的光顯釋。鑫量吸取

默觀的所得，留4中注意神慰及神槍，看聖神怎樣繼續工作。默觀的確淨化想像和悟

司，是透過認真地定時長望耶穌基骨的與蹟﹒尚能在信德的路主邁進 (p.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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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主的形象

第十二章:天主的形象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助你深信天主的確關懷愛

護你這一個人:. 瑪 19:13-15 (耶穌祝福兒童)

• 路 15:11-32 (蕩子的比喻). 路 7:詣-50 (悔改的罪婦). 瑪 8:5-13 (治好吉夫長的僕人)

• 若 8:2-11 (憐憫淫婦)

我們同天主的關餘，不能缺少親切成。我們想經驗

到天主深愛著我們，但又怕找不到這份愛與關懷。一些

莫名的渴望一一「我想繼續祈禱 J ' 1"我需要整理我的

靈修生活 J ' 1"我需要祈禱以作決定 J ' 1"我想獨自跟

天主相處一會兒」一一可能隱藏著對這份親切成的渴

求。這些渴望也許都是真誠的，但歸根究底在渴望的，

極可能就是想深刻體驗到天主愛我，祂關懷我。

懷疑天主是否會愛護關懷我這一個人，就是給體驗

設置障礙;是怕即使我求，天主都不會臨在，或天主根

本不在乎我。這些疑慮和恐懼，是在反映一種我們自己

對天主的態度，是我們加諸天主的形象。例如:我們以

為天主遠在天邊，高高在上，根本不會注意到我，遑論

關懷。以下試列舉很多不同的天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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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是警務署長。

我必須遵守「法律_j ， 否則天主會意罰我。於是

我白日提心吊膽。

{>天主保護無辜，懲罰罪人。

當我遇上不幸，定是茵為我犯了豆

+天助自助者。

「不幸的人 j 不值得我們同情支技封二



+二:天主的形象

~天主和我的關條純屬私事。

我沒責任關懷別人。

~我的成就在證明天主接納我。

失敗就表示天主放棄我。

~天主為我，有祂的偉大豈意，我只能委順。

在我和天主的關像中，天主不在乎我的戚受。

令天主只愛善人。

當我失敗，我就是壞人。

~只要我們竭盡全力去求，天主一定賜予。

當我「求而不逞_j ， 信仰就會出現危機。

令天主愛我，願意救我，只因我是我。

無論好歹，我知道天主都在愛我，繭，攘照顧我。*

別人在我們眼中的形象，包括天主在我們心目中的

形象，給我們訴說很多有趣的故事。通常這是一種投

射，反映我們看待身邊事物的態度。幾時我們因某種原

因而害怕，天主就是那位可怕的;如果我們容易成到內

咎，天主在我們心目中可能就是不容有夫的;如果我們

的父母很愛我們，我們就可能成受到一位致送關懷愛護

的天主......如此這般。即是說，我們怎樣看待自己往往

影響我們怎樣看待天主，而我們怎樣看待天主往往反映

我們怎樣看待自己。

再者，我們一生，可能只有一個天主形象。這情況

多數是在反映我們兒時對天主的看法和經驗。我們易於

陷入這種狀況而不自覺。由此而生的關餘，也就往往受

很大的限制。

e 參閱耶穌會士 William A. Baηγ， S.J的小 JL “On Asking God to Reveal Himself in 
Retreat"; 耶穌會T David L. Flemi峙， S.J 的 Notes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01 Saint 
Ignatius 01 Loyola (St Louis: Review for Religious, 1985) , pp. 7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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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主的形室里

自然地，天主的形象大受我們的人生際遇及周遭事

物所影響。可是，純靠自己，難以成悟天主。素描天主

的真正形象，非我們能力範聞之內，而是天賜的，是給

我們故示的。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是天主賜給我們最

清楚的自我故示。血肉的眼睛，難以看清;信德的目

光，讓人看天主，看得更透徹。

那麼，天主只得一個如假包換的形象嗎?不。從不

同途徑經驗到的天主，有不同形象。經驗永無止境，形

象源源不絕。所以，跟天主邁向成熟的關餘，當中經歷

很多不同的形象。

這些形象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而是賜給我們的，

是透過我們的生活經驗，尤其透過聖經給我們故示的。

當我們不斷將自己對天主所持的形象及那些給我們放示

的形象加以整合，我們就是在塑造自己的屬靈身分。

反賓:

l.你待人接物，怎樣反映你心目中的天主形象?

2. 你兒時的天主形象是怎樣的?現在又是怎樣的?

你希望天主是怎樣的呢?

3. 你在福音中找到哪些耶穌的形象?

4. 利用上述經文，祈求能夠真心相信天主愛你，照

顧你。

義援記ß}t: 選一物一一一塊石頭、一根蠟燭，或一幅圖

畫一一一樣能象徵你在這個練習中，深受觸動的東西。

讓這記號溶入你未來兩週的生活。(見附錄一， 100-101 
頁)

存51的忍著:你得到上述所求的恩寵嗎?你有沒有渴望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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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復習祈禱

第十三章:復習祈禱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助你相信天主關懷愛護你

這一個人(見前言 ， viii-ix 頁) : . 弗 3:14-21 (願基督住在我們心中)

• 若- 4:7-19 (天主存留在我們內)

• 瑪 5:13-16 (你們是地上的鹽). 若 14:她-21 (真理之神與你們再在). 耶31:31-34 (我要將我的法律寫在他們的心頭

土)

當我回顧我所作的祈禱，而發現當中哪里有明顯的

神慰或神枯(聖依納爵用語) ，甚或乾燥乏味的成覺

時，我便以此為題，在下一次再作祈禱。這就是「復習

祈禱」了。如果在復習祈禱當中，同樣的成覺再次出

現，我便需用上更多的時間祈禱，看天主要給我說些甚

麼。如果這些戚覺清失了，我便進到下一個祈禱題目。

「復習祈禱」的過程，深化我的祈禱經驗，免我停留在

表層，並增強我對天主的敏成度，是學習向天主開放的

布放方法。

雖然「復習祈禱」和「回顧祈禱」互相關聯，但有

分別。回顧只簡單地記下剛完成的祈禱所發生的;復習

祈禱本身是一次祈禱:以上次祈禱所成受到的觸動為

題，在其上，走多一步，以發現天主怎樣觸動我;屬依

納爵靈修的明辨。

「復習祈禱」明顯不是 (i) 像溫習課本那樣，重溫一

次; (ii) 藉重複以「掘出新 J ; (iii) 由頭到尾，再去經驗

一次先前的祈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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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習祈禱

一些例子:

+當我回顧剛才就最後晚餐所作的祈禱時，我發現

耶穌令我戚到很安慰。我遂以最後晚餐做一次

「復習祈禱 J '看天主怎樣恩待了我。
~當我回顧以耶穌受洗的片段所作的祈禱時，我成

到害怕，因為我發現耶穌背向著我。我遂「復

習 J '嘗試看到耶穌的正面，留意我害怕的原

因。

~當我回顧就「公開生活之前的耶穌」所作的祈禱

時，我發現自己充滿憂傷焦慮。我遂以此作為我

下次祈禱的題目， 1"復習」這個片段，看甚麼在

我內引致這種憂傷焦慮。*

「復習」避免祈禱留於表層，它將我們的祈禱經驗

深化，使我們敏於察覺天主給我們傳遞的訊息，讓天主

的奧秘慢慢滲入我們的經驗，與我們的生活融合。

隔多久做一次復習祈禱呢?這問題沒有既定答案。

當先前的祈禱經驗像呼喚我們重複，我們便做復習祈

禱。呼喚我們的，可以是一種神慰或神枯的成覺，也可

以是一種在叫我們再看發生了甚麼的迫切性;也可以是

一種不安的成覺。祈禱中天主帶領，所以不會只得一種

方式。我們最好就是知道自己的成受，然後加以祈禱，

全情投入去祈禱。唯祈禱的人，曉得何時做復習祈禱，
可能會收益。

*參閱《加拿大基會生活由海有手冊)) 'pp.R7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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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復習祈禱

反寄:

1.這練習怎樣改善你和別人相處?

2. 通過復習祈禱，神枯往往讓路給神慰。

3. 就先前的多個練習作復習祈禱，看天主擬給你多

揭示些甚麼。

4. 利用上述經文，求天主賜你恩寵，使你不斷加強

對祂的信靠，深信祂的確關懷愛護你。

品/，雪，教 il : 用教會的經文祈禱，以加深體會這個練習的

恩寵。

存.f1 fÍ夕，忍著:天主透過這個練習，給你揭示了甚麼?

(見前言， Vll1-1X 頁)

基量生活噩的重修j扎基督君是中位，

車參與基督更高運活的「撞撞J 臭讀。

這靈修來自聖經、禮儀、教會教囂的發展，

及這逼我們這時代的事件而蠹奈的天主旨章。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貝'])第五條節錄，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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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靜默

第十四章:靜默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使你能向自己、向天主打

閑心扉:

‘ 谷 6:30-33 (耶穌和t7徒私下休息一會)

• 瑪 6:31 (不要憂慮). 若- 3:20 (天主比我們的心大). 詠 46 (你們要停手，應承認我是天主)

一位耶穌會士憶述他在阿拉斯加北部服務時，探訪

兩位愛斯基摩老婦的故事。他致候. 1"你們好嗎? J 婦

人們默不作聲。他續說: 1"天氣實在寒冷 J 0 二人依舊

一聲不響。他再說. 1"你們的家人都好嗎? J 其中一位

轉向另一位說: 1"這人說話真多」。在電視機面世之

前，愛斯基摩人的文化就是一片寧靜。可以想像三百年

前美洲大陸的土著聽到的，不外乎風蕭蕭，水溝溝，人

聊聊。

我們的社會視靜默為反常、怪異，故避之貝IJ 吉。昔

日，人愛到郊外露誓，享受大自然的寧靜;今日，營地

已被收音機聲浪攻陷。電視台二十四小時播放;人遠

足，耳朵塞著耳機。靜默變得陌生，變得可怕，變得叫

人疑惑。

靈性生命任何方面的成長，皆以靜默為先決條件。

經驗天主，需要用時間停留在自己的內心世界;就如體

驗大自然，需置身大自然一樣。靈修好比呼吸:尋找天

主不但向外(活動、參與) ，也要歸心(反省、祈

禱)。靈修走向外而又歸心的體驗，猶如一呼一哎。

兩者失調，使人生活緊張、勞累;每當人遠眺水平

線上夕陽西下，而變得沉靜，足以為證。我們需要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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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靜默

默的時間，並讓寧靜安慰、更新我們;我們被造是為作

反省，為將生命整合，活出真我。

靜默可以在不同層次經驗得到。第一層次是沒有聲

音的靜。追尋這層次的人，會遠離日常生活嚕音，到僻

靜的地方:山上、郊野、自己的房間或清靜的聖堂。這

些地方通常使人放鬆，內心平靜，精神集中。

第二層次的靜，是歸心的經驗;是不受掛牽所累，

不受外物束縛，而能泰然自若，掌握真我的心平氣和;

是正與別人在一起，同時又可頓時返回內心的經驗。在

這些優越時刻享受到的，是一份內心的自由，同時又可

與別人深度交往。

第三層次的靜，是縱然喧聲鼎沸，仍能歸心，完全

投入「臨在」的懷抱。這自然而深湛的成悟，旋即成為

一種期待、渴慕，甚至是愛，向神秘、內在、無邊的世

界開放。有時，這種成悟是神秘的相遇，使人在離開聖

堂時，懷著莫可明言的喜樂與平安。有時，這種成悟好

像是發生在時間之外，瞬間得以明暸很多不能言傳的難

題。雖稍瞬即逝，卻在日常生活中，長留印記。這層次

的靜默，不是拍得到甚麼偉大概念或其體計劃，或確切

地握住甚麼在手。這「臨在」走白白的恩賜，只能欣然

接受。這臨在就是天主。

這練習邀請你進入靜默當中，經驗一番。你必須忍

耐，因為這是經驗靜默的一部分;進入靜默不能心急，

只能放段。無人能從忙碌。會吵中，立時間完全靜下來。

進入靜默是個和援的過程，需要適當的地方，充足的時

間，且熟能生巧，是靜默本身收成的正果。*

*參閱《加拿大墓骨生活困培育手冊>> • pp. 6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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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靜默

反省:

1.這個練習怎樣助你服務他人?

2. 嘗試進入靜默:

一合上眼睛，放鬆全身肌肉，由腳尖做起，直至

頭頂。採任何能助你放鬆的方法，例如:深呼

吸。

一保持放鬆狀態，集中注意自己的一呼一吸。每

當呼出一口氣，發一語，例如「神」。

一就這樣持續一段時間，然後慢慢結束是次練

習。

3. 不要用鬧鐘計時，不要擔心成果。讓所有引你分

心的隨風飄逝，拋諸腦後。

4. 利用上述經文，不斷祈求能向自己、向別人、向

天主開放的恩寵。

法身:在漆黑中，也許在夜里，體驗靜默。

存.f1 f1夕，喜若 J 有沒有成受到，你在這個練習祈求的恩

寵，有了深度?在過去兩週，你得到甚麼特別激發你向

天主稱謝的恩寵?

44 

置員在不闊的輯也噩噩參與軍體的生活，

@ßJjj6，體藉著《神揖》產生的活;完

對於噩疆的成長是最適合的。

這些噩禮讓所有噩員喧久地共閏畫畫蠶

靈修和使f是生活的成長，

j)人祈禱和人際贖係促進信仰與生活#J.整合 e

( {基督生活困基本準貝n 第三十九條節錄)



+五:以靜默作為祈禱

第十五章:以靜默作為祈禱

籍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透過靜默，向自己、向別

人及向天主間放心靈:. 詠 139:13-18 (掠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聽). 瑪 11:28需29 (到我的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 谷 1:12-13 (那錄到曠野里去). 谷 1:35 (耶穌獨自出去祈禱). 谷 6:31 (私下到荒野的地方休息一會)

一般以為將靈修經驗累積，就能增進同天主的關

僻、。的確，增進同天主的關餘，可以是因為在靈修上所

作的努力，但非由它而來。

十六世紀的聖十字若望，深明此理。為他來說，當

他不但能擺脫物質，且能擺脫靈修輔導時，他的靈命便

開始成長。他悟到靈修長進，是除去，不是添加。換句

話說，我們無須閱請某本特別的書，或做些甚麼特別的

退省，或指定找某位神師協助去加深我們同天主的關

條。我們反而需要擺脫這些倚賴，去除附庸。天主已在

我們內，等著我們去經驗。靜默是達標的一大法門。

靜默自然而簡單地引領我們到內心深處。祈禱就在

這里發生，即使只是一會兒。思想和舌頭的安靜，能使

我們專注於在我們內的那一位。靜默非「不說話 J '而

是在聆聽天主。當中，我們誇越自己，躍進天主的奧

秘。靜默呼吸天主的氣息。

靜默不是一種費時失事，叫人尷尬的經驗，而是豐

與滿。我們會受到誘惑，躲避，離開靜默，怕發現自己

的內心深處是個充滿罪惡的黑洞，找不到一點美善。若

一日不將這疑慮、消除，我一日都會緊張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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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以靜默作為祈禱

無怪乎靜默能令人生畏及違反社會文化潮流。靜默

引領人不受外物阻隔，不作自我保護，面對面，赤條

條，在天主前看清自己 c 靜默引領我們到達平安之源，

戚受到被愛，即在天主的懷抱二

無論怎樣或在何處發生﹒靜默都能領我們到天主那

里。它可以發生在愉快的一天過後，當我們毫不經意地

坐到火爐旁邊時:它可以發生在當我們刻意去思量悲劇

或慘痛的事 c 以上兩種情;兄﹒或在類似的情況中，天主

都在，只要意識到天主臨在，靜默倍添神益。

持續靜默一段時間，我們會發現自己並不孤獨，而

是被保存、被愛。在靜默當中，我們能夠從自身的掙扎

與恐懼中舉目，找到在我們內的聖者。那時，那個受虛

幻世俗名利禁鋼的我會消失，真我會浮現 即那個深

信無論我做甚麼或想甚麼，天主都仍然愛我，因而能承

認自己是可愛的，是美善的。

在靜默中，我們發現甚麼是真，看到甚麼是美，經

驗到甚麼是善。在靜默中，我們克勝了自己的恐懼，能

跟自己的軟弱做朋友;擺脫浮跨，擁抱真實。在靜默

中，我們不激動，沉實地划到深處，站到天主的奧秘面

前，注視那注視著我們的天主。在靜默中，我們與天主

相遇 ， ì有化這與主相遇的經驗，跟天主聯上關像。靜默

就是祈禱。*

詳見 Henri Nouwen 著作 The Way 01 the Hea rt." A Desert Spirituali砂(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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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以靜默作為祈禱

反省:

1.以靜默作為祈禱，怎樣助你履行車生的使命?

2. 靜默令你成覺如何?靜默帶給你甚麼恩寵，令你

生甚麼恐懼?

3. 再作第十四章的祈禱練習，這回不是集中於放鬆

自己，而是留意天主在你內的臨在。

4. 用以上提供的聖經章節，繼續求天主賜恩寵給

你，讓你可以透過靜默，向自己、向別人及向天

主開放心靈。

至雷諾 7哇 f苦豆按:在黑晴的房問，點燃、蠟燭或香，營造氣

氛，以體驗這個練習的恩寵。

存.f!/{I;忍著:在這個練習中，你得到甚麼恩寵?聖神怎

樣推動你?這將會是你在下次聚會時，信仰分享的重

點。

我們每種人都接受7主主的召目時，

要使基督和鞋的救世行動臨於我們自圖。

為 7要把福音以1Æ.久和深入人位的芳式

推展互不闊的人、地芳和環壤中，

儘rg(/.成員的(Ê，罷工作都是無可替代的。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第八條節錄，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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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祈禱是關係

第十六章:祈禱是關係

籍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以體驗祈禱就是向天主磚

上關條:

. 詠 139:1-18 (摔在我母船中締結了我)

• 歐 10:1-4品11( 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 路 13:34-35 (我多少次顯意聚集你的子女，如母

雞聚集自己的離雞)

.若的:1-6 (詩萄樹和技錄). 若 15:15 (我稱你們為朋友)

祈禱是關餘，是同天主在一起。就好像我和一個我

所愛的人:父母、朋友、兄弟姊妹、妻子、丈夫，共處

一樣。

有人不認同祈禱是關棒、一一即同天主交往，或被天

主哎引同祂交往一一這個概念。他們認為要同天主建立

關餘， 1"必須」首先祈禱;好像在說祈禱是接近天主的

先決條件。

這種態度嚴重影響我們的祈禱，因為我們給天主塑

造的形象，直接影響我們怎樣接近天主。如果天主要求

我們滿足祂，或只悅納值得接納的，那麼，我們的祈禱

便會變成能否贏取天主歡心的試驗場。於是，我們擔心

常作的、主要靠背誦的祈禱，有沒有錯漏，次數是否足

夠;又會將自己的祈禱經驗評為好與壞，將分心視為尚

未蒙天主悅納的證據，將祈禱貶為一種為著要同天主建

立關餘，而先行的屬靈經驗。

這是恐懼，是專注敢自己，而非祈禱。天主滿懷愛

意，溫柔地望著我們，看著我們懷著最好的意向做著種

種可笑的事情。天主在乎我們的渴望而非表現，接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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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祈禱是關係

們是我們，吸引我們與祂建立關像。這就是祈禱的經

驗。

另一方面，我們同別人的關餘，反映我們的祈禱經

驗。關條可從多方面經驗到，例如: (i) 好像微不足道，

無關重要的一輩一笑，一舉手一投足，若不復存在，會

令我們嵐到失落; (ii) 盼望與所愛的人共聚，或等待著所

愛的人歸來，或盼望吵架後的復合; (iii) 在忙碌的一天

過後，夜闌人靜之時，能互相傾訴苦與樂，失望與企

盼; (iv) 與友人一起共謀計策; (v) 寧遍的親密時刻或熱

鬧的社交共聚; (vi) 與我信任並能剖白自己的人一起散

步。在以上任何一種關條當中，都存在著關懷、信任和

委身的質素。

這些愛別人的經驗，隱喻著我們同天主之間的關

餘，以及我們怎樣去愛天主。祈禱是同天主聯上關像

一一分享經驗，無論如何瑣碎;渴望同在一起;凡事有

商有量;或靜或動總是如膠似漆。這就是祈禱。祈禱不

會發生在我之外一一不會在我守法、履行道德倫理責任

之外。懷著祈禱的心神，我的道德倫理生活就會獲得聖

化。同天主保持關餘，就會蒙恩賜贈:修德立品，懂得

關懷，去愛。我刻意付出努力垮養這份關餘，就叫祈

禱。這不是靠我個人的努力去達成的。我是被邀請進

入，我需要接受，我需要在當中降服。這是禮物。*

反寄:

1.你和其他人的關條怎樣影響你和天主這份叫做祈

禱的關靜、?

*參閱《加拿大基會生活困垮育手冊>> • p. R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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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祈禱是關係

2. 聖經形容天主是以色列的新郎、孩子的母親、愛

人;教會被稱為天主的淨配;天主子民被稱為基

督的身體。以上哪個意象能助你明白祈禱就是同

天主聯上關餘?

3. 在實際生活中，你怎樣安排時間和環境去垮養這

份同天主的關條?

是亨最f1哇法身:用動作和姿勢表達你在目前與天主的關

餘，再表達你希望這份關條有甚麼發展。先是你自己一

個人做，然後和你信任的一位朋友一起做。

系r-Þ/ fr:夕忍著:天主給了你甚麼故示?這是你一直以來祈
求的恩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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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費生活富的生活芳去

要求軍員在軍輯部協助下，

積極完善姐人的靈性、

人性及使f是性生命，
並囊起社會責任。

具體的實踐芳:量，芭括:

盡可能參與底里緊;

動穿軍聖事;

每巨訢禱，

丈真科用聖經作個人軒禱;

每日董察，
EJí鍾的話，定顛接受轉修指導;

按頭在們的靈修彈頭

每年(1ft:電修整舍，改革更薪，

並熱量聖母。

( {基督生活困基本準則》第十二條，見附錄三)



+七:祈禱的成長階段

第十七章:祈禱的成長階段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俾深化你向天主的歸棒、:. 瑪 15:21-28 (婦人，你的信捷、真大). 路 11:5-13 (你們找，必要找著). 若 17:21 (我祈求眾人都合而為一)

本書所載的不是各個不同的靈修練習，而是從不同

角度去看清同一真理。這些練習類似作者有次在南俄勒

岡州火山洶附近露營的經驗。作者用了三天的時間，繞

洶行走，盡可能從所有不同角度觀賞這個洶，甚至走到

洶邊觸祺 ì'!目水。離開時，作者對這個湖有了一份真實而

深厚的個人成覺，跟初到步時的第一眼有很大分別。

祈禱亦一樣，由很多豐富的經驗:求恩、蒙恩、

愛、默觀耶穌、在(換言之)同天主聯上關靜、一一交織

而成。每次的祈禱經驗都與其他的經驗相連，互相補

足;即如由不同角度組合而成的，作者對火山湖的總體

經驗一樣。

本練習司等祈禱的成熟程度跟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深淺

作一比較一一這是個好的比擬，因為祈禱就是同天主建

立情誼。祈禱有進步拍的是程度，而非作甚麼類別的祈

禱。初階祈禱中與天主的交往，跟進階時同樣真實。祈

禱上的進步，意味著我們同天主的關條變得更成熟，這

絕非由於我們的努力，而是恩賜。祈禱是我們蒙恩領受

的禮物;在祈禱中，天主引領我們同祂建立更深厚更成

熟的關條。

讓我們看看增進人際關條及深化祈禱，兩者相同之

處。兩者同樣涉及不同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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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祈禱的成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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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成熟過程:

~孟f花是渴望並願意見面。

~第二步 J 思想交流，增進認識。靜默顯得尷尬，

相方開始交流經驗。

~第三步 J 心靈相遇，戚到關靜、該持續發展。此時

無聲勝有聲，靜默無疑就是滔滔不絕的柔情細

f五。
官口

~第四三步.~情交往(言傳的或非言傳的) ;微小

的動作，訴說著千言萬語。一起靜默的時間多

了，投放到對方的情意也多了。
~第五三步:冷靜地運用理智與成情，在既有的關祥、

上，作進一步的發展。

與天主增進關餘的過程:

~第一fgf皮 J 準備好向天主開放，內心空虛，有待

滿足的成覺。

~ jt二層皮:這階段的特徵是背誦式的祈禱，一字

不滿地念到「阿孟 J '便功成身退。靜默是尷尬

的。

~第三月已f'&特徵是祈禱的人對背誦式的祈禱或口

禱成厭倦。這是第一個關鍵時刻，是深化祈禱的

邀請。從此不再祈禱，就錯了。

+第四月皆在 J 有由成情和由理智帶動，有選用傳統

經文或聖經章節作祈禱資料，雖然有點隨思想主

導的「東拉西扯 J '但都牽涉成情在內，靜默變

得比前重要了。

~第五ffl1凌 J 沒以前般鬆散，不一定需要利用資料

協助祈禱;幾時用到資料，都有助加深祈禱經

驗。較難作口禱，更渴望靜默。

~第六fiIb& : 成情上顯得有點不合情理，像不懂識

別。產生懷疑;風到祈禱是浪費時間，有減少努



+七:祈禱的成長階段

力祈禱的誘惑。這是第二個關鍵時刻。淨化成情

的時刻開始了:由喜歡天主的安慰至喜歡天主本

身，是邁向更成熟的信仰層次。持續祈禱，不減

少時間與次數，利用口禱幫助集中精神;可閱讀

靈修書籍，但不純粹只為閱讀。不要逃避靜默;

枯燥都是恩賜。不離不棄就是同天主建立起更深

層的關條。

<}系才亡!iIb& : 愈來愈意識到天主臨在，就如空氣和

水。常能集中精神，跟天主接觸。就算戚覺枯

燥，仍有深度的平安。口禱成了是在一起的經

驗，是成恩，不是因為要「充電」。現在無論口

禱、姿勢、動作，都含有深遠的意義，因為都在

形成更尊貴的人。

祈禱的動機亦隨著這些階段，相應發展:由照吩咐

祈禱，發展至由理性激發，至因信德而作，至載恩載德

分享經驗。

謹記不要給祈禱下判斷。上文只描述和突顯人與天

主以及人與一位朋友之間的關餘的相同之處。祈禱是將

焦點放在天主上，不是我們自己。分析無助祈禱;祈禱

是恩賜，我們被邀請去接受，投入其中，完全投降。*

反~' : 
1.你與別人相處的臨在質素，是否在召叫你加深同

天主的關條?

2. 你同天主的關餘，質素如何?

3. 你希望這關條怎樣發展?

綜合耶穌會士 George A. Aschenbrenner, S.J於 1983 年秋在華盛頓州，斯述坎布，

Gonzaga 大學的教堂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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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祈禱的成長階段

泉是主 te JJt : 以一件你的私人物品，或由大自然還取一

物，來表示你怎樣蒙恩。

系!f.tf材，忍著:在過去兩迫，你的成情如何在祈禱中被觸

動?你被召叫去回應甚麼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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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團體反省在祈禱方面的進展

第十八章:團體反省在祈禱方面的進展

矗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好能因為團體存在而讚歎

不已:

• 申 7: 7-9 (上主喜愛你們，揀選你們). 依 54:5-10 (我決不移去我對你的仁惡)

• 歐 11:1-4， 8-11 (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

• 路 22:14-20 (建立聖體聖事). 若 13:17 (彼此洗腳)

從練習七到練習十七都是祈禱練習:意識省察、求

恩、利用聖經祈禱、祈禱後作檢討、依納爵靈修的默

觀、天主的形象、復習祈禱、靜默、以靜默作為祈禱、

祈禱是關偉、祈禱的成長階段。在進入本書的第三部

分: 1"跟隨耶穌」之前，宜以個人及團體的身分，分別

反省自己的生命及團體的生命，怎樣在過去十一個練習

當中成長。

也許，以下問題有助反省:

~加入這個團體怎樣助我體驗天主的臨在?

~十一個祈禱練習里，哪一個(多個)最觸動我?

+這經驗如何影響我:

一與別人的關靜、?

一我的祈禱生活?

一渴望做更好的基督徒?

一對基督、對身邊的人、對固體的承諾?

~在這個小組里，我看見甚麼進展?這小組怎樣努

力成為耶穌的門徒?
+甚麼問題需要這個團體關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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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團體反省在祈禱方面的進展

反右:

1.可考慮在是次聚會因團體共度的生活而舉行禮儀

慶祝。可考慮選擇以類似派對形式結束是次聚

會。

2. 利用以上提供的聖經章節，求賜恩寵，好因為大

家存在而讚歎不已 c

f雷諾:將這本書及聖經放在抬上，旁邊點燃一根蠟燭。

安靜地坐在前面。這本書和聖經怎樣為你互相補足?

存.f!/f1夕，思茗:天主怎樣給你，及給你的基督生活圍，顯

示靈性生命的成長?這恩寵給你提示日後的發展嗎?

(見前言. V11l-1X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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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於我們的噩噩是基督徒生活的一種芳式，

PJjJ.且這壘守則不塵只按字軍去理解，

布更塵:L:!..;"Æ童音的積i神和寰的兩遍律丟體會 e

這聖串串鋁封在我們位中的肉通律，

還過自幫主活中每種靖3見，

j扎新的芳式表達出來。

它尊重宙人召釀的獨特性，

迫使教們能夠顏放和自由，

常能j暉，控於天主的措置。

它說戰我們童讀身負的重任，

要在們不斷尋求去答覆時代的需要，

與全體天主于民及所有善J屯人士，

共自語求全人類的進步是和平，

正義及f二雯，自由及專囂。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第二條節錄，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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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瑪利亞是母親，又是門徒

第十九章:瑪利亞是母親，又是門徒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做瑪利亞的同伴:. 路 1-2 (耶蘇童年史)

﹒若 2:1-12 (加納婚宴)

• 路 2:51-52 (嬉居生活). 若 19:25-27 (在十字架下的瑪利亞)

在聖依納爵心目中，瑪利亞地位崇高，耶穌會及基

督生活聞所追求的靈修，均受聖依納爵的精神及視野故

發，故亦非常尊敬瑪利亞。

然而，瑪利亞在基督宗教的歷史里，榮辱交替.J_f

說紛耘，受敬重程度莫衷一走。她曾被視為基督徒團體

的核心，亦曾只是媒介;曾被視為不吃人間煙火，後來

又被視為人;有人認為她軟弱，也有人認為她剛強。可

以肯定，瑪利亞在人們心目中形象之多，不亞於天主，

這可能是由於某種特殊情況或背景所致。不論人們如何

看待瑪利亞，她始終留在傳統的基督宗教核心、她聖子

身邊。

鑑於給平信徒提供的宗教學術研究及信仰垮育，日

漸普及，當務之急是要將真實的瑪利亞擺在信徒面前，

而非只重由成情及幻覺所生的瑪利亞形象。集中注意瑪

利亞這人，自然會注意她的使命，因為她的使命使她成

為「在女人中是蒙祝福的 J .她與耶穌的關條給她揭示

做人的意義。所以我們可以問:

時:/15Z只是誰?我們對她的外貌一無所知，只知她住

在一條寂寂無間的小村落，心繫家圈，熱愛家人。我們

亦知道她很獨立和勇敢，毅然走七十二公里路，探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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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瑪利亞是母親，又是門徒

撒伯爾。她著重兒子的聖經培育，年僅十二，耶穌已超

凡出眾。

她嫁了同村一位木匠，誕下一子。這大概令她飽受

其他村婦的白眼，因為她們認為替丈夫生得愈多，愈有

福氣。她目睹親兒慘遭唾棄，受盡凌辱，猶如罪犯，被

判死刑。表面看來，瑪利亞的一生徹底失敗。

Z事;fj5}是誰?瑪利亞的生命尚有另一面一一她的信

仰。領報在她生命中非常重要，奠定她的信仰基礎;她

不覺得容易面對。事實上，領報後，她隨即知道前路難

行，需要犧牲。

她曾憧憬著嫁給若瑟之後的幸福生活;既是個忠信

的以色列人，更憧憬著按民族傳統，給丈夫生很多核

子。現在，她會失去丈夫;在村民面前名譽掃地，並要

受法律嚴懲，因為不忠的新娘要死於亂石之下。

但她仍說. 1""願照林的話成就於我罷 J !她接受召

叫，坦然承擔自己的使命。她給我們展示覓得一己聖

召，在使命中將它獻上，所產生的巨大生命力。宗教狂

熱者視瑪利亞備受眷顧，神聖不可侵犯，脫離現實。事

實上，她是信德的典範，使命的鼻祖，教會的楷模。她

不僅在展示一端信德的道理，且窮一生將它演繹。談瑪

利亞，就要談她的靈修。

瑪利亞教導我們，透過信德，許諾得以實現。她由

天主那里接受使命;不是自取。她在她國家的社會政治

現實中，在她的民族生活里，堅毅、平和、默默地將使

命完成。她的生活與其他村婦無異，然而，卻在平凡刻

板的日常生活當中，將使命落實。一息尚存，就是她的

信德力量來源。她沒有只顧安逸地在寧靜中默觀，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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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瑪利亞是母親，又是門徒

對外活動亦沒有跟信德脫節。她不斷回應聖神成召，竭

力履行新的使命。她是行動中的默觀者。*

反寄:

1.你的信仰生活及你對瑪利亞的體驗，怎樣互相影

響?

2. 瑪利亞一直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怎樣的?她現在

對你來說，又是誰?她最吸引你的是甚麼?

佇身 J 念短誦一一即頻頻重複頌念一個單字或短句

如「瑪利亞」或「耶穌，瑪利亞之子，可憐我吧 J ! 

系r.it/ fJ!;忍著 J 在這次祈禱練習中，你得到甚麼恩寵?是

否新的?

噶科車頭輯，

庸置與天主合作，

答說:厲照諒的話成就於我罷!

的i直言障孕，

實現了這成肉身的臭頭。

藹利亞擇話故擻fá霄，聽示她樂於助人;

她的霸主蠱，反映她頭嚷實苦;

ffi發我們要在4年自世界中，~正義市奮門。

( <基督生活圈基本守則〉第九條節錄，見附錄三)

*參閱《加拿大基會生活困培育手冊>> • pp. R82-84 ' 
順帶-役，大部哇l-&:管徒1L本:y ~~基管徒對為利益曾給祟些人顯現的報導，知之

』已看書。世紀吠，已，司已斷有為利益顧妮的 1車間，據稱每次均向，當事人傳達 1其項訊息:

有要求祈禱1Lé;瓦依的，有警告要懲罰的。隨著為利益的顯現，發生f甚至~尋常的事

件:包括有人級依信主，有搞清痊稽，有奇怪的物捏現象。凡此種種，教會權威均

審慎究察，絕不會卒宣告為真實。

布人因訊息涉及的迫切性而擔憂. .本論訊息事也真事ILf跤，只需牢記，福音早已言明

自瓦依的迫切性，早已獄了夭主國泊的眉立示，早已確立耶穌為中心。任何發生在後的

真實屬靈事件，都只司已過是在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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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伯多祿門徒

第二十章:伯多祿門徒

籍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好能像伯多祿那樣做耶穌

的門役，跟隨耶穌:. 路 5:1-11 (召叫伯多詩). 瑪 14:22-33 (耶穌步行海面)

• 瑪 16:13-20 (擊石伯多祿). 瑪 17:1-13 (耶穌顯聖容)

• .I，i馬 18:21-22 (伯多祿問寬恕之道)

關於伯多祿，我們可說甚麼?他活靈活現，跟其他

福音人物同樣糊糊如生。他的性格特徵跟一般人無異:

有血有肉，平凡，衝動，易受傷害;同j慢自用，大方，

果斷，有愛心;既堅強又軟弱;有時看得見，有時又看

不見;忠誠卻又飄忽。他以為可以步行水面，卻幾乎溺

斃，要耶穌救他。他在橄欖山莊園里，揮劍削下僕人的

耳朵，卻在黑落德庭院，持縮在使女跟前。他認出耶穌

是默西亞、永生天主子，卻又三次說根本不認識祂。

進了耶路撒冷，伯多祿仍說自己對耶穌忠員不二;

後來的否認，令他泣不成聲。他親眼看見耶穌顯聖容，

亦目睹祂被釘死。他在海邊認出復活的耶穌;三次表明

愛祂，被耶穌選為領導納臣肋小團體及新生教會的牧

者。

不過，如瑪利亞一樣，伯多祿的生命為我們的靈修

意義，是他如何活出對耶穌這位朋友的信德，及耶穌如

何從中帶領他。

我們在本練習祈求的恩寵，是成為「一個像伯多祿

那樣去跟隨耶穌的門徒」。但哪一位伯多祿?那個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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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伯多祿門徒

而又不忠的伯多祿，抑或自我謙下，帶著悔悟之心去愛

耶穌的伯多祿?不錯，我們通常不會仿效別人的過失;

但別人的軟弱，可以揭示我們自己的軟弱及天主對我們

的愛。伯多祿的軟弱及過失，不是他的敵人，反而幫他

認識自己。當他承認過失，他的軟弱敗壞就將他帶到耶

穌跟前。目睹耶穌顯聖容，不及他三次否認耶穌，令他

更深入認識耶穌，更深切體會自己絕對需要耶穌救婚。

伯多祿的缺失，加深了他對耶穌的認識，願我們都

能像伯多祿那樣，透過自己的缺點而更深入認識耶穌。

伯多祿的缺點，我們往往可以一笑置之，卻放不下自己

的毛病，讓它終日折磨自己:我們的缺失實在太真實，

太痛苦了。我們知道甚麼叫衝動與薄弱，盲目與反覆無

常，勇敢卻又害怕。事實上，我們可以因為過份著眼於

自己有多壞，而忽略了自己有多好。

正如伯多祿一樣，軟弱及失敗不是我們的敵人，認

清假的我，就能認識真的我。「免得你們收集芳子，連

麥子也拔了出來。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好了」

這樣，就如伯多祿一樣，我們會成受到耶穌愛我們，不

是因為我們樣樣都好，而是因為祂愛一一祂無條件地愛

著我們。

一些可能對本練習有幫助的問題:

<}對你來說，伯多祿是誰?你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

嗎?怎才柔找到?

<}伯多祿怎樣令你看到自己的弱點?

<}伯多祿怎樣令你充滿希望，怎樣鞏固你的信德?

+追隨耶穌包含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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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伯多祿門徒

反寄:

1.你的疑慮及弱點怎樣阻礙你像伯多祿那樣跟隨耶

穌?

2. 請求伯多祿與你結伴同行。用時間進入他的生

命，與他在一起，並請他用時間進入你的生命，

陪伴你。細看他，聆聽他 3

3. 利用上述經文，未能像伯多祿那樣，做耶穌的門

徒。

是援 tê J2t "置身在有水的地方一一大海、 i!ß 泊、小溪、

一碗水。將手放在水中滑行。想像照耶穌吩咐在水面步

行的伯多祿=言青伯多祿幫你認:青你對耶穌的信德有多

深。撫心自問﹒你正為耶穌做甚麼，你想為耶穌做甚

麼。

系r-.f'} fF;，~ 革:本練習甚麼觸動你?你得到甚麼跟隨耶穌

的恩寵?你渴望得到甚麼忠堯?這將會是你在下次聚會

時，集中分享的信仰內容=

64 

我們的軍體是由基督徒組成，

重括社會各階層的成年人及青年里女。

我們希望更要雪地跟隨DJJ，訴基簣，

與挖一起建立天圈。
我們聽基督生活置

是我們在教會雋的特哥華召醋。

我們的目標是成為獻身的基督籠，

在教會和社會為人性及福音價值作更重。

這華實鐘聲維護人，注尊罩、

家庭幸福、字富和囂。



二十伯多祿門徒

報f!f，特別注重到履行正義的追切需要，

透過一種優先選擇為窮人ffU蕩的精神
和菌攘的生活芳式，

表達我們的自由單與他們噩緝。

為了連我們的盟員更有效地準鋪在使徒生活上

作更章和IffU務他λ ，主其在自當環壇中，

我們按孺載們的特里，

召集那學竄封要更追切地把圭部生活層直與

噩5萬的基督信仰結合起來的人，

成為一但軍禮。

我們希望在我們居佳的世界角，

還通答覆基督的召目時，

實現這生活的整合。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第四條節錄，見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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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跟隨耶穌

第二十一章:跟隨耶穌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好能成為至今仍被釘，業

已復活的耶穌的tJ徒:. 路 9:23-26 (跟隨的綠件). 路 10:1-20 (派遣七十二門徒). 若 13:12-17 (沒有僕人大過主人的)

• 若 15:9-27 (作門徒的愛)

跟隨耶穌:

默觀瑪利亞和伯多祿，會發覺跟隨耶穌，不僅是在

跟隨一位領柚那麼簡單。耶穌邀請我們成為祂的跟隨

者，就是期望我們像瑪利亞和伯多祿一樣，不但同祂在

一起，還望我們再似祂。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盡可能

將耶穌的價值觀、思想及行徑內在化，將祂的生活態度

變為自己的生活態度: 1"我活著已不再是我，而是耶穌

在我內」

耶穌為他人而活;追隨耶穌而只顧自己，就失調

了。只顧個人及靈修成長，便是在自己的生命與普世脈

搏之間築起圍牆。身為基督奧體的一員，我們緊密相

連，以致我們所做的、所關注及所承擔的，已不再是自

己的事，而是屬於整個教會的事。當中牽涉由道德責任

主導的生命，過渡到天主的事工在我們身上顯露的屬靈

生命。「子不能由自己作甚麼，他看見父作甚麼，才能

作甚麼;凡父所作的，子也照樣作 J (若 5:19 )。

不過，跟隨耶穌存在矛盾。一方面，做耶穌的追隨

者，使我們充滿力量與愛。這經驗並不沉重，而是充滿

意義及平安;是邀請，是邁向自由一一若我們成覺被

迫，或由於恐懼和內疚才跟隨耶穌，這肯定不是來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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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跟隨耶穌

主的恩寵，亦非做祂的追隨者的經驗。另一方面，做耶

穌的門徒亦可戚到艱難，甚至恐懼。跟隨祂的自由，未

必能取代恐懼。那麼，若我害怕，又豈能平安自在?瑪

利亞及伯多祿以至現今的門徒，都在告訴我們，這是可

能的，因為耶穌的吸引力超過我們內心的恐懼及任何障

阻。事實上，對耶穌忠負不二，尤其在恐懼中仍持守忠

信，這時候活出的就是無比的自由與愛。

父母甘願承受痛苦與壓力，生兒育女，將子女撫養

成人，不是司空見慣嗎?跟隨耶穌也是一樣。任何險阻

都不及事奉祂的吸引力大，信仰歷程將我們心里的愛和

能量喚醒，付諸實行。

再者，做耶穌的同伴是恩寵，這恩寵不是靠我們自

己的努力得來的。能夠做耶穌的跟隨者是天賜的禮物;

愈深入領悟這神恩，愈能自由地跟隨。我們熱愛生命的

心火，能使我們從甚麼吸引我們，認出耶穌在怎樣邀請

我們。跟隨耶穌，生命有了意義;這是愛的邀請，要將

自由這份禮物賜給我們。

基督生活圍昌在幫助團員，克服跟隨耶穌的恐懼及

阻礙，並在生活中以言以行獻出服務。個別團員及團體

藉著「意識省察 J '在日常生活最微小的事情中，辨別

使徒意義;恆常歸於福音，在貧窮謙遜的基督內，找尋

啟示。這樣，我們便不會被誘惑(甚至不能)將基督從

我們在「世俗」的生活分割，正如基督的天主性與人性

不能分割一樣。

跟隨耶穌與團體意義:

耶穌的價值觀有別於社會的價值觀。人說. I 人人

都這樣做......耶穌只不過在講理想」。如此這般冷嘲熱

諷，諸多批評，懷疑不信，都變成做耶穌的門徒所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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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死亡」。要堅定不移地活出福音的訊息，門徒需

要別人的支持。團體給予的接納、肯定及委託能激發團

員勇於見證耶穌的價值觀。

耶穌的門徒必須彼此付出時間。耶穌絕少派遣門徒

單獨行動;祂派遣門徒兩個兩個地出去。跟隨耶穌就是

召叫我們建立關像。「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

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 J (若- 4:20) 。跟

隨耶穌的人組成互愛互助的小團體。今日的門徒也不能

獨斷獨行。福音中兩個獨斷獨行的例子，就是在面對耶

穌即將被處決的猶達斯及伯多祿。跟隨耶穌就是在建立

團體，團員在團體中，分享耶穌的價值觀、思想及生活

方式。*

反害:

1.關心別人，會否令你更渴望好像瑪利亞及伯多祿

那樣，做耶穌的門徒?

2. 跟隨耶穌，在你的生命里，包含甚麼意義?甚麼

令你喜悅，甚麼要你克服?

3. 你願意以怎樣的方式去跟隨耶穌?有誰支持你?

4. 利用上述經文，祈求能成為至今仍被釘，業已復
活的耶穌的跟隨者。

法身 J 聽能打動你真心跟隨耶穌的音樂(見附錄一，

102-103 頁)

系!fÞ/II;，~ 茗:你得到的恩寵與你祈求的，是否一樣?你

在祈禱中得到的恩寵，將你帶到哪里?

*參閱《加拿大基管生活國繪育手冊> 'pp. R8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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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優先選擇窮人

籍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好能在窮人身上認出並跟

事基督:

. 亞 1:2， 2:7 (上主提拔弱小的人). 未 6:8 (雇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天主來

往)

• 瑪 25:31-46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倡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路 10:25-37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若 13:1-15 (給fJ徒們洗腳)

我們常在努力印證:天主無處不在。祂在我內，也

在別人內;祂在川頁境中，也在逆境中;祂與富翁也與窮

人在一起。人與生俱來就相信「萬物有靈 J '所以受造
物是神聖的。天主不受經濟、政治或國界所限。天主無

處不在，處處都在:不論好壞，不論正義或不正義;祂

在我的朋友當中，也在我的敵人當中。「因為他使太陽

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

的人 J (瑪 5:45 )。

舊約證明天主特別眷愛貧苦弱小:

館提1Xf!尉 .，fIf耶路撒瑋-111莓，學費場卸

4事嚎，加哥重'tQ也 7竇卸車?結""" (智麗}

哲們會窮λ 酹賓館在產主辜，縷奪草綠λ

哥哥釋，自"f/ (lfl迢~ 2:7) ﹒主主fIf辜輩輩蔓捷

報哥哥4、語句λ ﹒ e糞土中華據窮苦請λ .， tlt( 
槍實實麓齡λ 尋尋庸 .，(p草草寒窗酹主縷智健

{言語 113:7-8) 。書畫上主論神聽哥哥華青身

上"""賽看幸哥哥哥貧苦哥哥λ 種鞍喜訊"，"，請
會"宣誓吾昏，釋數贊申請@發《傲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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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與舊約相輝映，彰顯愛與關懷:

喔，話費傳?講，華E害者訪貧窮λ 傳鞍喜訊

{路 4:18) ﹒神會、葉醋、做竭萎轟哥哥

λ 書看禧嚼，會第要留妻你們酹《噶句:3-

12) "11你們對著書堂壘4l fllf申請-備

買書徹酌，競賽對著甜食請《噶 21;亨:31-

46) 

窮人給我們揭示福音;不親近窮人，我們得不到皈

依的經驗。貧窮是基督及天主的選擇，是天主在我們中

間存在的方式。我們向窮人伸出援手，因為我們需要這
樣做;天主的國度在卑微中顯現。在事奉窮人當中，我

們反被窮人事奉一一他們讓我們看到自己的貧乏、恐懼
及執著。窮人讓我們看到我們需要天主;是賜給我們的
禮物。領悟自己需要天主，就能體會窮人的需要，事奉

窮人成了是賜給我們的禮物;就這樣，互相聯繫，循環

不息。所以，優先選擇窮人不僅僅只是個當盡的責任，

更是個當末的恩寵。*

儘管如此，優先選擇窮人這個概念，可令人不安和

困惑。有人可能很害怕，拒絕正視，也常會令人因為擁

有的比別人多而成內疚，彷彿貧窮本身有價。提到往域

中的內街，照顧無家可歸的露宿者及癮君子，都容易令

人生畏，就好像人人都要萬能那樣。

當這些恐懼及懷疑令我們裹足不前，必須視之為藉

口。不錯，因貧富懸殊加劇而擔憂，是健康現象;關心

窮人，帶來希望。惟服務窮人是由於罪疚和被迫，對人
對己都無好處。我們知道聖神的邀請，不靠罪疚戚或威

迫，而是吸引。施以援手，必須量力而為，切合自身;

'øp錄自《令人困擾的題曰:優先選擇窮人(The Disturbing Subject: the Option for the 
Poor)>> • Jff5#~ gftf何勿(聖路易會:耶穌會靈f學研討會) • XXI n.2 (198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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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心底的真我伸延出去。所以，是因人而異，非常個

人化;是禮物，是恩寵，是在給我們啟示耶穌的使命意

義及喜樂。

但這是一份帶著要求的禮物，是帶著嚴格要求的恩

寵。前耶穌會會長高文伯神父留意到， 1"新誡命意謂將

自己賜贈，若我們只付出擁有的東西，實在跟甚麼也沒

有付出無異。我們必須以基督為榜樣，獻出自己、自己
的性命」

優先選擇窮人遂成了一種態度，是看事物及行動的
取向。即是說，我在做及將要完成的事，都自然地站到

窮人的一方。我的生活方式昌在消減貧富懸殊。在作出
任何政治及商業決定之前，都問過: 1"窮人怎樣受我們

現時所作的決定影響? J 然後，審視周圍，祈求恩寵，

好洞悉怎樣做才是以窮人為優先。*

e 前面注腳提到 1989 年 3 月號耶穌會靈修刊物拔了耶穌會士在聖路易市舉符靈f學研

討會時，一篇叫《令人困擾的題目:優先選擇窮人》的文章。其實這期刊;有兩篇文

章，與我們現時討論的題目有關(這期刊尚司j J i 短文)。其-是耶穌會士 Adrien

Demoustier, S.J.寫的: <<初期耶穌會士與窮人/The First Companions and the Poor (pp 
4-20)>> ;其二是耶穌會士 Jean-Yves Ca1vez , S.J寫的《優先選擇窮人: i可是何從?

/The Preferentia1 Option for the Poor: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for Us?>> (pp. 21-35) 。

“于是這兩篇文章的撮耍。

誰是聖依銷路及早/Ø耶鋒會士心目中的窮人?

在依納爵時代，窮人是指普;'l太累、小人物、好景時司jL做但卻翱本iH' 、衣食

無蒼的人3t乞丐。
從宗教角度看，窮人是指沒有人係護教面對羞辱而本自侮的人;白了包括在完全自

由的 1情況?還鐸接受凌辱的人。「會窮的人是有福的 J '確實旅社會準則相違背。

對依納爵及早期間伴而言，神會意即司E擁有1:!t物，慕他有共物。貧窮遂成了福

傅:兄弟團結，物品共用。為首t繼續在祉會拓展他們的事工，將福音傳入文化，他

們接受社會經濟援助( DeMoustier, pp. 5-9 ) 

早期那監事會是窮人

照顧窮人是早期耶穌會的主要服務之一，與傳毅、教民3t靈f學指導同樣重要。他

們特別致力俊，當權芳歸化，令他們扛起社會責任，待解百姓的靈肉需要。掌權是?若

對窮人他手旁觀，經驗不到真正的歸化。

早期的耶穌會企選擇住在會民窟附近，貼身自且事窮人。本於嘗嘗窮人的關懷和照

顧，使他們也開顧社會中的大人物。 1539-40 年卒，發生饑荒，他們將籌得的食物兮

71 



二+二:優先選擇窮人

給窮人，又將他們的大宅變成無家可歸倉的技容所。他們原本只擬照顧窮人，對重

要人物fi..機構所做的工作，似乎在削弱了他們給窮人的正常服務。他們以窮人為首

要對象，然後才是富人，致力令後還ffl瓦依，籍此幫助社會的邊緣人重新投入社會。

目的是要令大家共享有獸，見變為奇的共融精神。 IÐ 窮人開始的服務﹒使他們也走

向富人 (DeMoustier， pp. 11-17) 。

4'1J..華今旨的窮人

第三十二屆耶穌會大會 (1974-75) 建議，耶穌會士要與窮人及中產家庭條符團

結，中產家庭在各國均佔大主數，通常是窮困.lt受壓迫的一群。本於信仰而將正義

伸張，自然會跟背著大家站在一起。第三十三屆大會( 1983) 更申闕，優先選擇窮

人要成為耶穌會整體使命的符徽。

教宗若望條線二世於 1984 年 12 用 21 日在羅鳥向主教固致辭時說: r ml事窮人
一直是我教民的主要動機。這決心-直沒變;官:成了我的-都兮，亦 i京戚正確，因

為是福脅的永恆訊息，是基管所作的選擇」。他於周年 10 1'1 4 日向秘魯主教們it.辭

時重申: r;教會顯意繼續優先選擇窮人，並鼓勵致力幫助有迫切需要的人繼續他們

的無私吞獻。這是他們的使命本可缺少的都兮」。數星期前，他又向巴拉主的主教

們道胡立場: r雖然愛無今界限，另*乎等.-視同仁，卻優待最貧窮的 J (Calvez. 

pp.21-24) 

r優先選擇窮人」當中的窮人，意寫何人?

明顯地，這是敏戚範疇。有就是缺乏團體丈符的人，也口咬拳、賣淫、離婚及無擎

的;有說基本主就是指經濟結姆的人。教會近期 5 次給于「貧窮 J -100 寬鬆的定

義，貧窮真是乎等於被剝削，如缺乏物資，受本義壓迫，精神及肉體急病，如iIí:症、

愛滋病，以至死亡( ((主主管徒的自由與解放)) .夭主教教義都制|令，參 Origins

15[1986] , 713) 。教會-直堅持要關注窮人，尤其關注經濟結絡及受本公平對待而有

椎骨t l'賞的人。儘管 r ，貧窮」有很 J 本間的解釋，本意不容忽略 (Calvez ， pp. 24-
26 ) 

別人對我們有墓..e草草望?

明顯地，是-種愛與憐憫的態度:一種精恆、校實豈止的愛。《基管徒的自由與解

放》閉了「好績，保護，解放」這三個動鉤，向我們申述別人期望我們怎樣對符窮

人。即;r.僥幸已為無辜受是芳申夜，設:金條2畫、解殺他們。

這是1l!l兮自事實窮的召叫嗎?是舒緩，將它?有~嗎?還是只要意撿到窮人的處境使

成?後是?未免太膚:是﹒與「舒緩，保搓，解放」的要求本符。耶穌家但對飢餓的群

眾動了憐憫心，還給他們提供食物。主面引述的文件有-句重要的話: r 貧窮是罪

惡，須徹底消除」

相對於「優先選擇窮人 J .有人喜歡說「愛使得窮人 J 。止述文章用的就是這句
話，但:本提及有述的補殺行動，基星是給續性的變。 r ，愛優待」強調了施恩本望報

的愛德行為。前耶穌會會長眉毛文伯神父曾提醒大家，避免將優先選擇窮人 r 變成發

展僧人事裳，為-己私益氣縈譽，線縱他人」 以窮人的本幸，已滿足自己。「新誠
命意諸將自己賜贈，管我們只付出自己據有的象西﹒實在跟基層也沒有付出無異。

我們必須以基管為榜樣，獻出自己、自己的性命 J ( ((為工人服務的使命)) .志文

伯神父講詞. 1985 年 8 月，都靈) (Calwz. pp. 2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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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寄:

1.優先選擇窮人，如何在你身上及你與別人的關棒、
中，呈現出來?

2. 祈求恩寵:能在窮人身上，認出及服事基督。

美產主任還活 J 將不同的花朵放在桌上。默觀，直至你看

到它們每一朵都美麗為止。

存.ftjI;g忍著:祈求能活出優先選擇窮人的態度，令你得

到甚麼恩寵?你害怕這恩寵嗎?你樂於接受這恩寵嗎?

選擇窮人:實踐信仰，伸張正義

「為正義而戰的人是有福的」。若無人關心最脆弱舟，人類社會說本是人類社會

了。基守在貧窮中將 r夭父」顯揚，告訴我們真正的富在於基磨。貧窮本身素描夭

主的面貌。基管司已種親近將心靈淨化靜符他的人. ;當:照顧窮人是縱然物質生活充裕

而受祉會剝削的人。J:會E且窮人的紡線，呼召我們仿援基啥. M區窮人建立，情如手足

的開 f益。耶穌會士雅魯伯神父，在 1976 年費城舉符的世界聖體大會中說: r 法世主

任何 -fil 地方布人提餓，可此說，在全球各地舉份的威恩祭慶典，都有缺陷」

( Ca1vez , pp. 28-32 )。

紛紛 f 這些關乎優兔選擇窮人的反省，大概本會令人頓覺安寧。這些反省先是令

人國袖手旁觀而覺家安。仰仗恩寵，我們可收-改常態，毅然在看本見畫 E員的漫漫

長絡中，跨出第-步。當我們的白這呼召的最涼層意思峙.-切都會改變一貧窮是

基督的選擇，夫主的選擇，夭主與我們悶在的方來。問題是鐵們如何在窮人中更加

1~織基啥，從而透過服事窮人，服事在窮人身止的基管 (Ca1vez， pp. 3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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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團體反省在跟隨耶穌方面的進展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助你日復一白，更愛跟隨

那穌:. 瑪 5:3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瑪 20:20-28 (雅各伯和若望的母親)

• 路是:16-21 (耶穌蹋始傳教). 瑪 17:1-8 (耶穌顯聖容)

練習十九至練習二十二都與跟隨耶穌有關，我們以

身兼母親及門徒的瑪利亞、伯多祿門徒、跟隨耶穌，以

及優先選擇窮人為題，作了考量。在進入下一部分(體
驗天主無條件的愛)之前，宜以個人及團體身分，就上

述四個練習，反省團體以及個人的生活體驗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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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也許會有幫助:

~加入這個團體怎樣助我體驗天主?

~在「跟隨耶穌」這個部分，哪些練習特別打動我

的心?

+這體驗怎樣影響我:

一待人接物?

一團體及祈禱生活?

一渴望更深入認識耶穌、更緊密跟隨祂?

一為基督、為身邊的人及為團體作出承擔?

+我看到這個團體有甚麼進展?我看到這個團體怎

樣努力跟隨耶穌?

+團體有沒有被召，分擔同一份使徒工作?

令我覺得團體須處理些甚麼問題?

~其他?



二十三:團體反省在跟隨耶穌方面的進展

居易:當你作默觀祈禱時，可用蠟燭、音樂、乳香或十

字架等，營造祈禱氣氛。

存.ft/t# ，[E.茗 J 在過去四個練習中，你得到甚麼恩寵?你

有沒有因為期望能夠深入體嘗這些恩寵而不斷懇切祈

求?

由於我們的軍疆是基督種生活的一種芳去﹒

所以這學守則不麗只按字軍去理解，

而更該:J:，人福音的精神和量的兩遍律去體會‘

這星轉鋁刻在接f!'r1.且中的pq通簿，

透過日常生活中每一種情況

j).新的芳去表達出來。

立尊重宙人召嘻的獨特性，

垃使我們挂鉤開放和皂皂，

常能'j買健於天主的措置。

它說戰我們童讀身負的重任，

要我們不斷尋求去答覆轉代的需要，

與全體天主子畏和所有善但人士，

共揖謀求全入黨的進步及和平，

正義及f二霆，自由及專巖。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第二條節錄，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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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天主無條件的愛

籍以下短文幫助，求賜恩寵，好能欣然接受天主無條件

的愛:. 詠 104 (讚美造物大主). 詠 96 (歡樂乘上主的思腸). 依 49:15-16 (天主無休止地愛). 若 3:1-16 (天主竟這樣愛了我們)

• 若 13:31-35 (新的一條誡命)

愈能向天主的愛開放，愈能在信仰上成長。天主願

意無條件地、無間斷地愛我們，只要我們與天主的愛

「同在 J '就能得到天主的愛。欣然接受這愛，不是靠

我們的努力，而是恩賜，是被邀請投入，向這愛降服。

天主常愛著我們，全無附帶條件，直到永遠。說來

容易，接受卻不;事實上，這是我們所接觸到的最難以

接受的其中一項真理。「我?天主愛我?天主怎麼可能

愛我一一我自己都未能肯定是否愛自己! J 我們自覺不

堪當不匹配;好像戚到要作些改變，才是可愛的。這

樣，我們就是在將這真理削弱，將「愛」貶作「忍」之

類，將天主對我們每一個人的獨特的愛，變得遙遠、沒

個人關條。的確，我們在社會中經驗到的愛，常是附帶

著很多條件的:像穿著某種服飾，頭髮是某種顏色，駕

某款轎車，或身居某個要職，這樣，我們就是可愛的。

但這與天主不符。無論我們的表現如何，或行為如

何，或如何評價自己，天主都會因為我們是我們而就這

樣做底地愛著我們。我們不能失去天主這份愛，不能逃

避，不能躲藏。天下萬物都是由於天主的愛而存在。讓

我們祈求能洞悉天主不斷給我們及其他所有受造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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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祂希望能藉此與我們聯上更親密的關條。一切都是

天主的恩賜，為將我們帶回天主那里。

我們不常經驗到這種愛，所以當我們真的接觸到它

時，可以生畏。也許，事實上，我們不容許自己相信天

主的愛是這樣的，因為害怕後果。如果我們讓天主愛我

們，我們就需要愛自己。更糟的是，我們還需要愛別

人，包括要愛福音所說的我們的仇人，而我們也許只能

視他們為「傻瓜」。為甚麼?看看耶穌的例子吧!祂不

但憐憫飢餓的群眾，還餵養他們;祂不但勸人悔改，還

治搔創傷;祂不但宣講寬恕，還寬恕殺害祂的人一一因

為祂太愛他們。

或者，我們會說1"如果我全心全意愛天主，我要

放棄些甚麼呢?如果我太接近天主，祂會有甚麼要求

呢?我最好小心祈求!一一因為如果我讓天主愛我，我

不知道會有甚麼發生在我身上? J 我們害怕會在愛中失

去自己，被吞噬，被溺斃。

然而，我們祈求，渴望體驗天主的愛。天主「熱

愛」我們，想我們在這愛中消;容。

這足以令人生畏，但又嚮往。我們可以接受天主無

條件地愛一個小薇，但不是無條件地愛我們。我們需要

放時間於我們的疑點之上，天主的愛就會在那里啟發;

那時，連疑惑的我們，都會因為天主的恩寵而得到救

買賣，而能向天主的愛開放。

看見被愛的人，我怎能不成受到天主的愛?望著一

個嬰孩，我怎能懷疑這愛?看見擁抱逆境的勇氣，迎向

死亡的希望，我怎可能仍然懷疑天主的愛?看到海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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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西下，或母鹿陪著幼雄，或聽到樹稍微風吹過一一

我又如何可以懷疑天主的愛?

這是多麼大的恩寵:迷失而被尋回!夭夭都充滿天

主吸引我們走近祂的恩寵時刻。天主只想我們永遠活於

祂的愛內。在祈禱中，我們意識到天主關心我們。我們

祈求與天主相愛，在祂的愛中消 i容，沉醉在被愛當中，

在天主內探索。我們可以把這一切當作主耶穌所講的蕩

子回頭的比喻;祈求欣然接受、擁抱天主無條件的愛，

打開心扉去接受天主要賜給我們的一切，毫無保留地

說. 1"是 J ! 

反省:

1.你對天主的愛的體驗，怎樣影響你關懷別人?

2. 天主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怎樣的?

3. 體驗到被天主所愛，有沒有改變天主在你心目中

的形象?

4. 利用上述的聖經章節，求欣然接受、擁抱天主無

條件的愛。

法身:將你喜歡的圖畫和書本放在自己周圍，包圍著

你;用時間陪伴你的寵物或置身大自然;看一齣歌頌愛

情與友誼的好電影;讀耶穌成人的愛情故事;看日出或

日落;作任何可以令你開放心靈，重新體驗愛是多麼

美，多處九滿活力的事情。

系;'.it/ fÍ夕，忍著:你求能欣然接受、擁抱天主無條件的愛，

你得到甚麼恩寵?

81 



二十四:天主無條件的愛

82 

每適地芳富體，

都以竄星繁為核J缸，

遠異體經驗單在靈與行動中的結合。

事實上，

每個富體都是在基賣肉組成的，

是祉臭髓的一個細胞。

軍員旦台車間一的獻身續韓、

閱一的生活克式，

並熱愛聖母聶利亞，

而緊密垃蓮在一起。

( {基督生活圈基本守則〉第七條節錄，見附錄三)



二十五.靈性上的自由

第二十五章:靈性上的自由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好能自由地做耶穌的 f'f

徒: . 詠 139:1-18 (天主創造我們並吱引我們傲自由的

Á) . 羅 8:14-17 (聖神引領我們)

• 路 15:11-32 (蕩子回頭). 若 8:31-36 (真理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

要靈命成長，靈性自由是條件，也是果實;是靈性

生命當中的關鍵性經驗之一。靈修在於不斷深化內心的

自由度，及不斷嘗試完全向天主的臨在開放。靈修旅程

的每一階段，都涉及內心的自由。

要控制、要安穩、一切要按計劃行事的人，很難祈

禱。惶恐、憤怒、阿迪奉承，或對生命的既有概念視之

為不能變的人，祈禱只能是膚淺的。內心的自由就是不

控制亦不受控制。能向一己的渴求和希望開放，就是去

體驗真正岱祈禱。自由活化祈禱，突破陳腔濫調。內心

的自由就是指能開放地去跟天主發展深厚而親密的關

像。

「自由」這個字眼很吸引，甚至引人入勝。儘管如

此，我們還是對它有點抗拒。讓自己面對面站在天主跟

前，彷彿自然油生一種抗拒。將我們的生命交託給天

主，而非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們渴
望自由但又同時抗拒自由，常一有機會就抓緊. í 這祈

禱會使我得到些甚麼? J 

除了這樣，我們還尋找不同的祈禱方法，用來打救

自己兔受內心自由帶來的風險: í 我不知道怎樣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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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靈性上的自由

禱......女曰呆我能學到那種祈禱方法...... J 。自由的天主

希望能夠主動跟一個自由的人發展一段關係。跟天主保

持對話能幫助我們明白，天主比我們更渴望我們獲得自

由。開放自己，迎向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渴望，就是在深

化個人的自由與平安。靈性自由就是向世界及向天主開

放自己。

自由幫助我們關懷別人，把自己的生命視為服務。

自由使我們有能力去作好的決定，讓天主的愛去統治。

自由使我們在服務的方式上，全照天主的召叫，全按急

需，從善如流。自由使我們將生活和祈禱整合，在萬事

萬物中尋找天主。

所以，靈性的自由就是:不自我奴役，不操縱生

命，不受恐，懼和憤怒制肘;嚮往事奉，嚮往同天主建立

親密的關峰、。*

不能不提的是，梵二之前的幾個世紀，靈性自由是

靈命成長的條件(本練習開始時提及的)這個洞悉常被

遺忘，卻興起另一相反的見解:成覺不可靠，不要信賴

自己的成覺;一個人的靈性修為有多理想，視乎這個人

對教會權威有多服從。

我們需要服從教會，服從是美德。回應既發自內

心，回應的深度直接與內心自由聯上關條。

現今看作恩寵的靈性自由，聖依納爵﹒羅耀拉於五

百年前已體會到。靈性自由助我們誇越自己的恐懼、沉

參閱 Carolyn Osi仗. RSCJ, "The First Week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Conversion of Saint Paul弋 Notes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01 Saint 19natius 01 Loyola 
(St Louis: Review for Religious, 1985), p.87 ;並參閱《加拿大基管生活困倦育手
冊>> 'p. RI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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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靈性上的自由

溺及不合情理;是由熟悉天主並愛天主的關條中結出的

美呆。靈性自由走向所有受造物開放。這是何等吸引:

開放得與天主接扎，以致能夠將所有個人的困難障礙克

服一!

另一方面，靈性自由有它的後果。這與事工或求得

所欲無關。相反，靈性自由通常意謂得到足夠的內在能

力去接受己所不欲的。試問，誰會想依賴恩寵，抵禦恐

懼與失敗的摧殘?這是沒有人想面對的。但當我能注視

天主，因而能接受並誇越我所面對的恐懼與失敗時，此

時得到的恩寵就是靈性上的自由。例如:能征服因病而

生的憤恨與絕望，得到的就是接受與平安。能克服阻

力，接受修道聖召，就是向平安與喜樂的奧秘開放。正

視人生的疑難與失望，得到的就是喜樂，將信仰落實。

明顯可見，靈性自由是有代價的，那就是我們的掙

扎。像雅各伯整夜與天神搏門一樣，靈性自由是將生命

整合，並忠於生命所結出的成果。由甚麼是虛假，我們

看到甚麼是真實;由甚麼是短暫，我們體驗到甚麼是永

恆;我們擁抱天主的，棄絕不是天主的。這樣，日復一

日，我們更充滿力量，由心底呼喊 ì 我們終於自由

了! J 

反右:

1.為尋求天主而作的努力，是否加深了你的靈性自

由?

2. 你有多渴望獲得自由?

3. 甚麼阻礙你追求自由?

4. 利用上述的聖經章節祈禱，求能成為常伴耶穌左

右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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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靈性上的自由

至當緝住戶苦身:看一場芭蕾舞表演或其他舞蹈表演;看一

些體育項目;或其他展示我們渴望跟天主自由共處的活

動。以你自發的姿勢、動作或舞步表達這恩寵一一自由

地去愛的關條。

系'_.if fI;忍著:天主怎樣觸動你?天主的恩寵，在這兩

週，怎樣在你身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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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天主愛我們，只因我們是我們

第二十六章:天主愛我們，只因我們是我們

籍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好能在最黑暗的時日，仍

能體會天主愛你:. 依 43:1-5 (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 則36:25-32 (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

• 路 7:36-50 (我們的罪得了赦免). 路 15 (土主憐惜罪人). 格後 12:8-9 (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

想像一位你所愛，卻又深受你傷害的人，完全寬恕

你。後悔、迷惘、傷心和尷尬的滋味，將你煎熬，你怕

再跟這位朋友見面。當然，你們又見面了，你被接納、

被寬恕。你本打算解釋和道歉，但都用不著，因你倆再

在一起的歡愉，蓋過一切，就這樣簡單。這是蕩子回頭

的故事:毋須理由，毋須解釋，甚至毋須道歉;因為兒

子失而復得，而充滿愛和喜樂，就這樣簡單。這種體驗

一定非常震撼，永遠難忘;而兒子亦從此變了。

更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作者所認識的一位母親:她

原諒了殺死自己女兒的女婿。她給獄中的女婿寫信:

「不要讓這事毀了你的一生，你尚年輕，我知道你不是

想殺害她的，你當時一定很憤怒 J '其體而充分地將耶

穌寬宏大方的愛活現出來。

這都在隱喻，在我們糟透的時候，天主對我們所懷

的愛。這愛好得似乎脫離了現實。但這課操練正是叫我

們相信這愛，而只有當我們經歷過短逆後的無條件被寬

恕、被接納，始能一瞥個中意義。可幸，這就是我們的

天主。我們不需要理解。我們只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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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天主愛我們，只因我們是我們

被天主擁抱、體驗無條件的愛，是震軾的經驗;尤

其當我們軟弱無力，尤其當我們不懂得愛惜自己的時

候，這愛更強得好像無法抗拒，引領我們渴慕滿懷愛意

去回應天主。

然而，我們有時都難免要像保祿那樣說. 1"我所願

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作 J (羅

7:15 )。我們的心渴望回應天主，但同時又想將愛收
曰，照自己的話意行事。每當我們以自我或任何受造物

為中心，每當我們容忍剝奪人性尊嚴與自由的社會結構

存在，我們同天主的關條便失了平衡。這是聖經的罪惡

觀。

即使如此，天主仍然愛我們。事實上，經驗到天主

的愛，才能察覺自己缺乏愛。罪惡很狡詐，難以察覺，

難以描述。就如光把影子顯露，我們需要光給我們顯

示;在黑暗當中，我們看不見自己的黑睹。唯先經驗到

被愛，才能察覺自己缺乏愛;除非我們認識愛，否則我

們不會察覺沒有愛。是天主透過愛我們，來將我們的黑

暗面呈現。重點不是我們的罪有多重，而是被愛得有多

深。福音的喜訊走，即使我們不值得天主去愛，天主仍

徹底地，照我們的樣子愛了我們。我們不能夠隱藏，不

能夠逃避天主的愛。

這里有個矛盾現象。當我們依賴天主愛的力量正視

自己的死亡、傷痛、疏離、憂苦、恐懼和自我厭惡，就

會衍生一種新的故發、治療和生命。最痛之處，是兩者

交匯;套用吸毒者的術語，就是「跌至谷底」。能夠從

這交戰的痛苦中走出來，痛苦就會化為重新開始的振作

力量。死而後生，循環不息一一仰賴天主愛我們的恩

寵，我們得到庇蔭，去學習在自己的破敗中，找到解放

的力量，做個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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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天主愛我們，只因我們是我們

失敗不需要成為我們的敵人，我們不需要受失敗控

制;信德能化失敗為恩寵。天主慈悲而富大能的愛，在

我們的軟弱中顯露出來。在糟透的時候，最能清楚體會

保祿給格林多人寫的是多麼真確: I 11 有我的恩寵為你

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繞全顯出來。』所以我甘

心情願誇耀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

(格後 12:9 )。復活是在加爾瓦略山上發生的。我們毋

須再怕，被救贖有了新含義，等待著我們一次又一次地

讓天主無條件的愛顯露。

反省:

1.你向他人伸出援手，怎樣給你顯露那不可思議

的，天主愛了你的奧祕?

2. 在你的生活中，哪里缺乏你的愛?你需要為社會

的罪惡負責嗎?

3. 你犯罪的經驗，令你戚到絕望，還是將信德帶給

你?

4. 利用上述經文，求賜恩寵，好能在最黑晴的日

子，仍能體會天主愛你。

法身:念短誦-一頻頻重複頌念一個單字或短句一一

「聖神」或「耶穌，求林垂憐 J '或任何自選的單字或

短句。

存Þ/#;忍著 J 你得到你在這個練習中所祈求的恩寵嗎?

你得到甚麼恩寵?

參閱 Ca盯.rol妙yn Os別iek， RSCJ, 
Co叩nv吋er叩S剖10凹叩n ofSain削n剖II Pau叫d'九'， Notes 0叩n t，的he S亭》μlr門t伽t白的u叫叫αal Exer陀Cα1叮se臼S ofS，品G叩zn叫n叫2吋t 1，拉gn間2叩G叫tlU削d吋s ofLo叫1凹o/aσ司 op 
cit., p.87 ;並參閱《加拿大基管生活困培育手冊>> • p.R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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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與基督親密結合

第二十七章:與基督親密結合

利用下頁的經文幫助，祈求能體會耶穌的生活方式，並

渴望能以耶穌的生活方式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

與基督有一份親密的關餘，是邀請，亦是挑戰。我

們通常不會想到這樣與祂聯上闖餘，反之，祂像在遠

處，又像遙不可及。基督生活圍基本守則第六條其中一

段，令我們更有信心去實現和基督親密結合的邀請:

和基督結合，

令我們和基督在社時盆地

廷續糙的教蠶使命的教會結合。

提高警覺去敏寮哼代館在及聖神的推動，

使我們更易於在任何人及墳iE中，際遇基督。

( <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第六條節錄，見的錄三)

基督不只活於「過去 J '祂在此時此地活於我們中

間。要與基督相遇，沒有二千多年的時空阻隔，而是透

過身邊的人、在我們所處的境況中，與祂相遇。基督透

過其他人將祂自己放示，亦藉此給我們店主示其他人。當

我們見到及愛某人時，我們即是看到及愛基督。當我們

默觀並愛福音中的耶穌，我們就會愛我們身邊的人。這

是循環;不斷帶我們鑽探深入這個真理，直至我們對基

督的愛，及彼此之問的愛一致。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是

血肉，是親密，是成恩聖祭，是在萬事萬物中尋找天

主。

當耶穌在我們的生活中，愈來愈有真實成時，我們

會發覺祂比我們所預料的，更其挑戰性、更嚇人。例

如，祂可能用我們不接納的方式來召叫我們，或召叫我

們投身一項艱巨的使徒工作，或不邀請我們參與我們喜

歡的使徒工作。祂或許會答九我們的祈禱，容許我們同

祂一起受苦。或許祂的復活召叫我們去寬恕我們尚未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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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與基督親密結合

備好去寬恕的人。如果我們愛耶穌，想同祂建立成熟的

關餘，自會蒙恩不受諸如上述的情況阻撓。

親切熱情地愛耶穌，好像是太高的理想。「親密」

可涉及很強烈的成情，就是熱切地接受耶穌為兄弟為救
主。我們可能根本沒有這份濃情;或更好說，成情上是

淡淡的、乏味的。這無關重要;我們和耶穌在任何時候

的親密結合，不在乎我們的成情是否濃烈;是我們對耶

穌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委身，使我們和耶穌結合。單是渴

望和耶穌結合，這渴望本身，已足夠證明我們跟耶穌二

合為一了。我們和耶穌的合一經驗，是在人生路上的起

起跌跌試鍊中嘗到的;在愛中與祂相遇，隨著經驗，漸

見迫真。

如果耶穌不將自己故示，我們無法深入認識祂。這

是我們需要祈求的恩寵。我們希望藉著默觀福音故事中

的耶穌，而能加深對祂的認識。耶穌特別透過福音，將

自己故示給我們。以下的聖經章節，可以幫助我們認識

耶穌。

. 谷 8:29 (耶穌向我們 . í你們說我是誰? _j ) 

• 瑪 5:3ff (真福八端)

. 瑪 5:24 (把你的禮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壇前，

先去與你的弟兄姊妹和好)

. 瑪 5:44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

. 瑪 6:14 (你們若寬兔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

也必寬兔你們的過也)

﹒若 13:14 (若我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

腳)

• 路 18:16 (讓小孩子們封我跟前來)

. 路 23:34 (父啊，寬教他們罷!自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傲的是甚麼). 若 20:16 (瑪利亞! ) 

. 格前13(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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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禱:

.ç.求瑪利亞為你代禱，使你不受任何羈絆，能為事

奉基督的原故，獻出你的才幹、物資及成就。求

能以基督為榜樣，徽底追隨，永不改變。求若是

天主的局意，就賜你有基督一樣的勇氣和毅力，

為愛基督的原故，甘願受貧窮受凌辱。念聖母經

一遍。

+在瑪利亞陪同下，求耶穌為你向天父求得此恩

寵。念向耶穌聖靈誦一遍(見 Xll 頁)

.ç.在瑪利亞和耶穌的陪同下，在他們為你奉獻的禱

文當中，走近耶穌的父親，重申你渴望與基督親

密結合之恩。念天主經一遍。*

反省:

1.你對別人和你對基督的愛，怎樣互相影響?

2. 你的生活有沒有基督的影子?你的甚麼戚情和態

度相似基督，甚麼不相似?

3. 你怎樣經驗到耶穌釋放你，將你從死亡的吞噬中

中之j友?

4. 利用本章提供的聖經章節，祈求能明白並渴望以

耶穌的生活方式，作為你的生活方式。

去益主 JcJÆ "尋找兩個象徵記號:一個代表你現時與耶穌

的關餘，另一個代表你所渴望的關條。把兩者放在一

起，讓這兩種關祥、結合 c

存Þ/!J&忍著:在這個練習當中，你得到甚麼恩寵?這恩

寵挑戰你嗎?口赫怕你嗎?安慰你嗎?

*參閱“On Asking God to Reveal Himself in Retreat" in Notes on the Spiritual Exe叮叮叮 01
Saint Ignatius 01 Loyo的， op. cit., p.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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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團體反省天主無條件的愛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使你更深入認識耶穌，更

愛祂，好能分擔祂的救世使命:

• 申 7:7-9 (天主喜愛你們). 依曰:5-10 (我決不移去我對你的仁慈)

• 歌 11:1-11 (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 耶29:11-15 (我知道我對你們所懷的心意). 弗 1:3-6 (每個恩寵都是在基督內賜與我們的)

第二十四至二十七次聚會，主題都環繞天主對我們

的愛:天主無條件的愛、靈性上的自由、天主愛我們，

只因我們是我們、與基督親密結合。當你來到「垮育基

督生活圍靈命成長」的這些練習的尾聲時，正好藉此機

會分別以個人及團體身分，反省自加入基督生活圍以來

的生活與成長。

以下的問題也許可助你反省:

~在這段時間內，我怎樣經驗到天主的臨在?

~在這組天主無條件地愛著我們的練習中，哪一個

(哪些)練習最觸動我?

~這經驗怎樣影響我:

一在服務他人方面?

一在我渴望更認識和跟隨基督方面?

一在我向身邊的人及基督生活團委身方面?

令我看見這團體有甚麼成長?我看見團體怎樣努力

活出基督的使命?

+在團體的成長及使徒工作中，團體被召到哪里?

+我覺得這個團體需要注意哪些事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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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

1.之前四個練習及你從幫助別人所得的經驗，怎樣

互相影響?

2. 可考慮在這次聚會中舉行禮儀，為團體共度的生

活及覆行的使命，慶祝一番。然後以派對或其他

社交活動形式結束是次聚會。

3. 為辨清未來發展路向，團體用一天或一個週末的

時間，一起祈禱。

4. 利用以上提供的經文，求賜恩寵，好能分辨天主

對這個團體的召叫。

去當緝住戶苦身 J 以動作配合禱詞，來助你表達你最深的渴

求，那就是天主對你所懷的渴望。

系1-.ft/ I;f;忍著:在之前四個練習中，你得到甚麼恩寵?是
你祈求的恩寵嗎?有別嗎?這在給你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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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於我們的軍體是基督徒生活的一種克式，

所以這些守則不應只按宇宙去理解，

而更該j;人福音的精神和寰的兩遍律吾體會。

這里轉盤剝在我們也中的兩遍簿，

這邊E常主活中每一種情jE

臥薪的芳式表達出來。

它尊重種人召嘆的獨特性，

也使我們能夠胃放和自由，

常挂暉，但於天主的措置。

它說歡我們童讀員貴的重佳，

要我們不斷尋求去答覆時代的需要，

與全體天主子畏和所有善但人士，

共聞語求全人類的進步及和平，
正義及仁章，自車及專囂。

( ~基督生活圍基本守則〉第二條節錄，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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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帶團體祈禱

附錄一:帶團體祈禱

作者:慈善姊妹會，西維亞﹒斯文克修女

許多基督生活團成員，要在聚會中帶祈禱，他們戚

到在這方面需要一些協助;為回應他們的要求，我在下

文提供想法和建議。這只不過是些可行的例子，是一些

曾被作者和其他人用過的方法，不可當作帶團體祈禱的

唯一方法。如呆這些建議是有用的，請你在聚會中好好

利用。在本文末端，你會找到一項叫「創意的可能

性 J '總覺得基督生活圓大部分成員，都經歷過很多新

穎的祈禱方法，我只希望，當你嘗過一些以下建議之

後，能深入自己的靈魂，設計出適合你自己去帶團體祈

禱的方法。

首先，容我就祈禱說句話。祈禱不是我們去做的一

件事，而是「存在」的一種方式;是開放自己去容許天

主與我們同在。天主常與我們同在，只是我們不常辨識

這個事實。我們祈禱，為讓自己在祈禱中意識天主。有

說祈禱走開放自己的一種方式，讓天主在我們內祈禱。

在基督生活圍里，很快我們就學曉，一切都離不開天

主;所以，祈禱就是持續向天主開放，讓天主給我們啟

示祂自己。東方宗教認為祈禱是保持「警醒」的方法，

以認識存在己內的神。無論我們怎樣看待祈禱，祈禱都

是我們整體生活的一部分。

• 1988 年基管生活困能在美國i!!i :l t 吾~ ilf' 始發展，幾乎全線西維亞f學4守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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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帶圖體祈禱

以下是一些帶團體祈禱的可行方法:

..JZ. Kúi 
S 可℃

音樂能營造祥和、祈禱的氣氛。如果要將禱文讀出

來，一些背景音樂很有幫助，器樂會收最佳效果。很多

古典和現代音樂都是器樂，都能營造祥和的氣氛，幫人

安靜下來。用聖經填詞的現代教堂樂曲，能助人反省。

有時，一起詠唱一曲，同屬可取。為任何一次聚會，都

沒有既定的選曲標準，惟須考慮、「這音樂可幫助團體靜

不來，作深入反省嗎 7 J 本文末端，列了一張可能有助

帶祈禱的音樂清單。

譚，徑和聲丈 J

簡單說說該如何誦讀。無論是在誦讀一篇文章或書

本節錄，或誦讀一篇禱文，都必須注意，誦讀的方式，

非能助人祈禱不可。宣言賣員最好緩慢而能帶人反省那樣

去將文字讀出，但求助人一邊聽一邊反省。誦讀完旱，

應給予時間，讓聽眾靜默片刻，反省誦讀的內容。

寧靜 J

一段靜默的時間，通常可助人進入深思狀態。會眾

到達會場，便立即領他們靜下來，可收擺脫一天繁雜嚕

音及工作壓力之效。若配以一些鬆拖神經的作法，可加

深靜默的程度。可考慮在結束信仰分享時，邀請大家靜

默一會，作為結束聚會的一種方式。

注重露:

其中一種鬆施方法是領眾人意識自己身體各部位的

狀況。這方法見於耶穌會士戴邁樂/ Anthony de Mello, 

S.J.所著的《相逢寧靜中/ Sadhana : A Way to God> 。

透過意識自己的身體，我們也能意識在自己內的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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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帶團體祈禱

我們可透過不同的操練去意識自己的身體狀況，以下只

是其中一種做法。

聖經:

採一個舒適的生姿，將腳踏在地面，背靠著

椅，手臂放鬆。(稍息一會)。閉上眼睛，

意識在你周圍的聲音。只聽;不嘗試辨別

只是聽。現在讓聲音溜走。(稍息一

會)。現在轉而意識你的身體。(稍息一

會)。成覺一下踏在地板上的腳， (稍息一

會) ;意識一下你的腿:如果發覺肌肉繃

緊，留意腿部的姿勢。(稍息一會)。戚覺

一下坐在椅子上的臀部。(稍息一會)。意

識你的背部;成覺靠在椅子上的背部。(稍

息一會)。成覺你的手臂和你的肩脖;如果

你戚到肩脖很重，嘗試將重量卸去，讓自己

嵐覺輕鬆。(稍息一會)。將你的意識向上

移，注意頭部。意識你的思想，你腦部的活

動。開始讓思想溜走。幻想你的頭頂有個出

口，讓所有發生在其中的都向外流。留意你

的成覺，讓自己只是留在那種成覺中。(稍

息一會，保持靜默數分鐘)。現在讓自己回

來，回到這個房間，意識自己身處團體當

中。當你準備就緒，張閉眼睛，讓自己臨於

這個房間。

進行信仰分享之前，用聖經引人反省和入靜，是方

法之一。取用為主題而訂的其中一段聖經，往往能導人

進入聚會擬定的分享主題。聖詠常帶著棋實無華的歸真

氣息，足以成動人心，而不是觸動人的頭腦。心里成動

使人在信仰分享時講出心里話。最好是綾緩地誦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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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帶團體祈禱

節，而不是冗長地讀或將一整篇聖詠讀完。結束信仰分

享或聚會時，同樣可用聖詠。

教會短文:

要祈禱，教會經文總派用場:如在聚會開始時，結

束信仰分享時，或結束聚會時。聖依納爵常建議念天主

經來結束默想。聖母經、聖三光榮經，或任何其他教會

經文都可以用。

祈求恩寵:

很多時，有人要求我們為他們祈禱，亦有人需要我

們為他們祈禱。在基督生活團聚會中作這些祈求，適當

不過，因為讓我們在基督奧體內與眾共融。兩個適當的

時刻，作求恩祈禱:在信仰分享後，或在結束聚會前。

無論何時，這樣祈禱總能擴闊我們的生活圈子，去包括

那些需要或要求我們代禱的人。

身體語言:

祈禱不一定限於讀或聽，也不一定要坐著去做。身

體動作，姿勢表情，甚至不發一語，都可以是盛情的禱

詞。天主經、很多現代教會歌曲，甚至是一句詩，都可

加上身體語言。

運厝象很:

有時，利用物件作象徵記號，可喚醒靈性觸覺，令

人進入反省狀態。一件自然物品、一幅抽象圖畫、一根

蠟燭，或任何能誘發物品所象徵的意義的，都可加以利

用。以下是一些運用象徵的方法:

石屏:將一塊石頭放在桌子上，團體圍著桌子而

坐。讓團員用數分鐘時間，默觀那塊石頭。靜默地作反

省一段時間之後，每個人，或願意發言者，可訴說在該

晚，那塊石頭為他/她有甚麼象徵性意義。發言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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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帶團體祈禱

也可藉著將那塊石頭由一個人轉給另一個人那樣進行。

分享也許會是這樣的. í 有時，我覺得自己的心腸很

硬，很想將鐵石心腸除去，順服於主 J '或是「這塊石

頭是給水磨滑了的，為我來說，就好像我甘願接受的洗

禮的水:許下讓天主的愛不斷湧流，將我磨平磨滑至合

乎祂的聖意」。痛苦、喜樂、神秘、奧妙、修和等，可

能就是抒發出來的其他象徵性意義。這些練習的重點在

杭成動我們的心，使我們能夠將自上次聚會以後，內心

的反省，表達出來。

JEiE J 如果祈禱聚會由一人帶領，可參考這個方

法。帶祈禱的人，由一株樹上剪下開了花的支條，發給

會眾每人一支。各人默觀自己手上的花支數分鐘後，便

嘗試分享花支為他/她的象徵性意義;並邀請各人將花支

與欣欣向榮的春天氣息聯上關條。每抒發了成想之後，

便將花支插到一個放在團體中央的花瓶。在整個分享聚

會期間，花瓶都置於團體中央，以象徵團體的共融。

海人去按:在聚會之前，帶祈禱的人邀請團員每人

帶備一件為他/她其特殊象徵性意義的物件。這些物件可

能象徵著一個治癒的體驗，或一段成熟的友誼，或一種

已知的損失，或一名嬰孩的誕生，或父母的身故，或如

釋的重負。利用上述的程序帶出物件為個人所包含的特

殊象徵性意義。每人述說完自己的故事之後，便把物件

放到置於團體中央的桌子上，直到聚會結束為止。

創意的可能性:

一旦用過上述的一些提議，你可能會想到以自創的

方法去帶團體祈禱。就放膽試試吧!用你自創的方法去

帶默想和祈禱吧!並跟其他基督生活團成員分享你怎樣

運用如身體語言、蠟燭、幻燈片，或其他象徵記號和方

法去帶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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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一些帶團體祈禱的輔助工其:

書義:

DeMello, Anthony, Sadhana: A Way to God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78); Song of the 
Bird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 Inc. , 1984) 

Ha抖， Edward M. , Prayers for a Planetary Pilgrim 
(Easton, KS: Forest Peace Books, Inc. , 1989) 

Leadingham, Carrie; Moschella, Joann; Varatanian, 
Hila可 M. ， Peace Prayers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2) 

Loder, Ted, Guerillas of Grace (San Diego: Lura 
Media, 1984) 

Roberts, Elizabeth; Amidon, Elias (eds). , Earth 
Prayers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1) 

Schrenk, Nancy, OSF; Leach, Maureen, OSF, Psalms 
Anew (Winona, MN: St. Mary's Press, 1986) 

音樂:古典器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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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Bach,“Air in G" 

Samuel Barber,“Adagio for Strings," from the string 
qua抗et， op. 11 

L. von Beethoven,“Moonlight Sonata" 

Giovanni Pergolesi, exce巾的 from “Stabat Mater" 

Sergei Rachmaninoff,“Vespers" 

Antonio Vivaldi, adagio, from the concerto in d 
minor for guitar 

Antonio Vivaldi,“The Four Seasons," specifically 
‘'Winter" 



附錄一:帶團體祈禱

音樂:現代器樂

“Fairy Ring" 

Theme from the movie “Mission" 

“Somewhere in Time" 

Theme from the movie 

Music ofKitaro O 

Georgia Kelly,“Seapeace" 

Chants and flute music from native Americans 

Music by Zamfir 

Zen music 

Meditation music 

Brain Eno,“Ambient 1, Music for Airports" 

音樂:現代聖詩及歌曲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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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1ichael Toncas 

Suzanne Too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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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English Canada Christian Life Communi旬， English 
Canadian Formation Manuel 1 (Gue1ph, Ontario, 1989). 作者很
大程度上，參照你口拿大基督生活圓培育手冊〉的主題

及文章成書。

David L. F1eming, S.J. , (ed.), Notes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St. Louis: Review for Re1igious ' 
1985). 耶穌會士 F1eming 神父這本書對聖依納爵神操，體

察入微，尤其洞悉第一及第二迪的玄機。

Marian Cowan, C.S.J. , and John Carroll Futrell , S.J. ,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αtius of Loyolα:αHαndbook for 
Directors (New York: Le Jacq Pub1ication Company, 1982) 作者
常參考這書對〈神操〉的獨到分析。

Henri Nouwen, The W.句; of the Heart: a Desert Spirituali秒
(New York: SeaburγPress， 1981). 

Adrien Demoustier, S.J., and Jean-Yves Ca1vez, S.J.,“The 
Disturbing Subject: the Option for the Poor,"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砂 ofJesuits (Saint Louis: Seminar on Jesuit Spiritua1旬，
XXI, 2 [March, 1989] ). 

Christian Life Community of the U.S. , General Principles 
αnd General Norms , Ju1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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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及基本準則摘錄

甲.基本守則( General Principles )摘錄

1.回應天主的愛

聖言出於愛，降生成人，生於貧窮的納臣肋童貞女

瑪利亞。耶穌邀請我們每一個人，與窮人同甘共苦，持

續不斷地藉此將自己獻給天主，以促進人類大家庭的團

結共融。無論處境如何，我們賴聖神故迪，常成謝天主

將耶穌賜給我們。

2. 聖神的帶領

由於我們的團體是基督徒生活的一種方式，所以這

些守則不應只按字面去理解，而更該以福音的精神和愛

的內涵律去體會。這聖神銘刻在我們心中的內涵律，透

過日常生活中每一種情況以新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由聖

神啟發的愛，尊重個人召喚的獨特性，也使我們能夠開

放和自由，常白色順悅於天主的措置。它挑戰我們意識身

負的重任，要我們不斷尋求去答覆時代的需要，與全體

天主子氏和所有善心人士，共同謀求全人類的進步及和

平，正義及仁愛，自由及尊嚴。

3. 蒙恩史

我們偕同所有前輩，在喜樂的共融氣氛中實踐這種

使徒生活方式，並成激他們付出的努力和完成的使徒工

作。在愛與祈禱當中，我們與那些跟我們有同一神修傳

統的基督徒保持聯繫，因為他們是教會推介給我們的朋

友和有效的代禱者，並幫助我們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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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成為獻身的基督徒，在教會和社會內

為人類和福音的價值作見證。這些價值影響人性尊嚴、

家庭幸福和創造的完整性。我們特別注意到履行正義的

迫切需要，透過一種優先選擇為窮人服務的精神和簡模

的生活方式，表達我們的自由和與他們的團結。

5. 靈修來源

我們奉聖依納爵神操為我們靈修的獨特淵源和工

其。基督生活團團員的聖召邀請我們實踐這份靈修，好

能以開放的態度，在日常生活的其體細節上，願意 }I頂悅

天主的意願。我們特別認出個人與團體的祈禱和分辨，

以及每日省察和神修指導的必要性;這些是在一切事物

中尋求並找到天主的重要方法。

6. 教會意識

和基督緊密結合，引領我們和基督在此時此地仍在

繼續祂的救贖使命的教會團結一致。因著敏察時代徵兆

和聖神的推動，我們將更能在任何人及環境中遇見基

督。我們分享身為教會一分子的福樂，參與禮儀，默想

聖經，以及學習、講授和推廣教會的道理。為了關注全

人類的問題和進步，我們對教會今天所處的環境採開放

的態度，並與教會內的領袖合作。這份教會意識催迫我

們為促進天國在地上的建立而致力於創新和其體的合

作，隨時願意為教會所提出的需要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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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團體聯繫

我們的自我給予是透過一個自選的本地團體，表達

個人對世界團體的獻身。這個以成恩祭為核心的本地團

體，是在愛與行動中結合的其體經驗。事實上，每個團

體都是在基督內聚集，是祂奧體的一個細胞。我們聯繫

在一起是因為共同的獻身精神、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

承認和熱愛我們的母親瑪利亞。我們發展團體聯繫的責

任並不止於我們的本地團體，而是伸展到全國及世界性

的基督生活團組織，並與我們所屬的教會團體(堂區、

教區) ，以至整個教會及所有善心人士聯繫。

8. 使徒生活

身為旅途中的天主子氏，我們已從基督那里接受了

使命，就是以我們的態度、言語和行動在人前為祂作

證，參與祂的使命: 1"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

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

主恩慈之年 J (路 4:18-19 ;依 61:1-2 )。我們的生活在

本質上是使徒性的生活。基督生活圓的使命範圍是沒有

限制的:它伸展至教會與世界。我們藉著開放人心使他

們接受轉化，並努力改變壓迫性的制度，把救世的福音

帶給所有人並為個別人士及社會服務。

9. 與瑪利亞結合

由於我們團體的靈修是以基督為中心，我們由瑪利

亞與基督的關餘，去領悟瑪利亞的角色:她是我們參與

基督使命的典範。天使給瑪利亞預報救主降生，瑪利亞

答說「是 J '始自那一刻，她參與了天主聖子救贖世人

的奧蹟。聖母探訪依撒伯爾表現她樂於服務他人，而聖

母謝主曲反映她與窮人的團結。

107 



附錄三: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及基本準則摘錄

乙.基本準則( General N orms )摘錄

12.1 生活方式

基督生活圍的生活方式要求團員在團體的協助下，

積極完善個人的靈性、人性及使徒性生命，並負起社會

責任。其體的實踐方法，包括:盡可能參與戚恩祭;勤

領聖事;每日祈禱，尤其利用聖經作個人祈禱;每日省

察，可能的話，定期接受神修指導;按照我們的靈修淵

源每年作內修整合，改革更新，並熱愛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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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二+九﹒回顧與前瞻

附錄四

第二十九章

回顧與前瞻:過渡期的練習

藉以下經文幫助，求賜恩寵，好能增進同天主的親密鵑

靜、: . 歌 2:10 (快來，我的佳麗). 撒上 3:1-10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 依曰:1-6 (天主愛我). 耶29:11-15 (我知道我對你們所懷的計劃)

• 路 15:11-32 (蕩子的比喻)

當我們開放自己，讓靈性生命滋長時，觀點與角度

都會變。我們肯定會更清楚體會到祈禱是關餘，意即親

密地在一起，而非追求「更好 J '或為問題找答案。很

多問題和困難根本沒有答案，但如果我們知道自己並不

是在孤單面對，便會有更大的平安和適應力去處理和過

渡。如果我們能坦誠地向天主盡吐心中的哀慟和怨憤，

並經驗到天主的親切臨在，我們會有更大的力量去承擔

痛苦。單憑意志力，不能滿足我們心中的渴求;我們心

中所渴望的，歸根究底，就是天主的恩寵。唯天主的恩

寵，使入心滿意足。

自由走過程的核心。親密關條不能強迫;天主和我

們都不可以。天主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將自己恩賜給

我們。祂許下每人都可得救，但不是我們渴求甚麼，天

主就賜甚麼，例如:親嘗耶穌的苦難，或恩許某項特殊

使徒工作，或某種特殊召叫。自由是打開心扉，任憑措

置，不嘗試迫天主迎合我們的看法和做法。天主不會迫

我們，亦不願看見我們啞忍投降;天主要的是自然流露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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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祈禱為這種相互關餘，我們同天主的關餘，會漸

趨成熟。我們開始明白，向天主求恩，跟孩子求糖果不

同，而是求親密與共。這誠然需要一種成熟的態度。

你快要在基督生活園里，展開一個新階段。你將會

遇到你曾經會悟過的同一位天主。是同一位天主在邀請

你走近祂，成為「祂所愛的佳麗」。天主渴望同你親密

交往，同你分享祂的生命。當你回顧，並記憶起天主怎

樣曾經臨於你和你的團體當中時，你自然會開放自己去

細看天主盼望在將來怎樣與你同在。*

反右:

1.你在過去為別人做的及你在基督生活圍里的體

驗，怎樣互相影響?

2. 展望將來，你對自己同天主的關餘，及跟基督生

活圍的關餘，寄予甚麼厚望?有何恐懼?有何障

礙?

3. 利用上述經文或你自選的經文，求賜能自由地全

心信賴天主親切地在關懷愛護你的恩寵。

4. 本練習的體驗就是你在下次聚會時的信仰分享內
品、

吐評 。

是空錯位法身:以一朵花或一件藝術品，來象徵你過去在

基督生活團中體驗到的恩寵。在未來兩週，讓這件象徵

物常陪伴著你。

系;:.11 {l;息革:你在這段時間內，怎樣以基督生活團成員

的身分在靈修路上成長?天主的恩寵怎樣扶助了你?

*詳見耶穌會T William A. Ba汀Y， S.J著作:“On Asking God to Reveal Himself in 
Retreat", Notes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Saint Ignatius ofLo}叫'a， op. cit., pp. 7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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