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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序

這本書的內容是頭一次把艾克哈大師的某些作品

匯集一處，以漢語呈現出來，翻譯的作品包括〈勸言

集〉、《神慰之書〉、〈論人的高貴) ，後二者亦稱作

《讚頌之書〉。翻譯工作意義重大，藉著這本書，讓

漢語朋友有機會，直接地與艾克哈相遇。雖然如此，

譯者很深刻地體驗到這樣的事實，就是所有翻譯的作

品，總是將原文藉著不斷地了解、幹旋而呈現出來，

也就是說，翻譯的作品是依著譯者對原文的了解而完

成的。關於對艾克哈著作的了解，在此還要做一個補

充:艾克哈在世時，已經有人批評他說: ，-他的思想

難以溝通，他的作品艱澀而難以了解」。這樣的困難

的確存在，特別是很多人都不認識艾克哈的哲學背景。

當兩個陌生人尚未遇見對方、認識彼此時，相立溝通

了解的問題總是會常發生的。雖然如此，當我們遇到

原本不熟悉的事物時，我們也有受邀分享的經驗。關

於這個問題，大師自己也說過: ，-如果不教導沒有讀

過書的人，那麼永遠不會有讀過書的人，也就沒有人

可以教導或者書寫。因為教導沒有讀過書的人，就是

要使沒有讀過書的人變成讀過書的人;假如沒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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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就不會有舊的事物」

過去，無論在西方或東方，不少有名的神學家曾

經闡述過艾克哈大師的神學觀點或神祕思想，與禪學

之間的相似性。毫無疑問地，兩者確有相似之處，只

要看到在艾克口合作品裡那些重要的名詞，制如:割捨、

脫塵、拾棄自己、除去自己的形象等，就可知道這一

點。但是我們在這裡不涉及大師的神祕思想與佛學交

談的問題，因為過去已有人開始做，將來也應會繼續

有所發展。我們在此也不像一些人把艾克哈當作一位

「匿名的佛教徒 J '也就是說，藉著艾克啥的思想，

等待隨時會有真正的佛教徒出現與之交談，好像艾克

哈握有彼此交談了解的鑰匙。

然而，譯者的意圖是基本的和單純的，也就是說，

讀者可藉著這些作品，被邀請去探索和認識艾克哈所

介紹的與天主來往的路，對自己是否合適和有意義。

因此在此提出一些本書內容的重點:

1.天主所創造的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

天主也賜于每一個人一切至善，這是按照天主認

為對他最為適合者來賜予」。就是因為天主給每

一個人祂的至善，故每一個人也有他自己跟隨天

主特別的路或方法，不必顧慮、擔心別人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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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因為天主召叫每一個人、也賜予每一個人特

殊的尊貴，所以人是自由的，可獨立的為自己做

決定。因此，艾克哈大師說: I 人或許會感到害

怕及氣餒的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及聖者的生活

是如此艱辛困苦。凡人在當中難有同樣的作為，

也感覺不到有動機支持他承受艱苦。因此若人覺

得自己離開這個理想，他們便會常常誤以為遠離

了天主，以為他們無法追隨天主。你們于萬不要

這麼想 J !為什麼人不應認為因為自己的成就太

少，所以就離天主很遠呢?艾克哈回答的就是:

「天主並不將祂對於人的救恩局限於某一種特定

的方法。這種方法所擁有的特點，另一種或許沒

有;但一切好方法天主都賜予功效，任何一種方

法都不例外」。所以每一個人所受到的讚賞，不

在於俗世社會裡對成就高低的標準，而是基於天

主對每一個人的特別的召喚。

2.工作的效果在天主面前不算什麼，唯一重要的

是工作的本質， I 人們不需要為了該做什麼而考

慮太多，反倒應該多加思索他們本來應該是什

麼 J 0 I 不要以為聖建立在行為上，而應該把聖

建立在本質上，因為並不是靠行為聖化我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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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由我們將行為聖化」。因此在天主面前，所

有基於成就蜂擁而來的讚賞及與它相關的各種競

爭，完全是虛空的。所有的聖化都是天主給子

的，而不是人藉著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再

說，人的尊貴唯基於天主，而不能用社會的成就

標準可以衡量與肯定，這就是按照基督所說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子一

樣，你們決不能進入天國 J (瑪十八 3 ) 

3. 無論在何處立在任何情況下，每一個人都被召

叫要在他自己特別的生活環境中去找到天主。沒

有什麼其它更特別優越的生活方式，會使得人更

容易與天主來往。因此每一個人無論生活在何處

或做什麼，都有相同的潛在價值可以找到天主。

「一個人若能真正的擁有天主，那麼不論他身處

任何場所、街市、與何人共處，都能如同在教堂

或在荒漠，甚至在密室一樣擁有天主。假使他真

正的擁有天主，別無二心，絕不會有人能妨礙這

樣的一個人」。因為沒有特別優越的地方或是生

活的情況，所以「人應在萬物中把握天主」

「誰能如此在內得到天主，就是那個依天主的樣

子對待天主的人，天主的光明也會在萬物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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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因為在他看來，萬物都帶有天主的味道，

也都是天主的影像」。無論人的生活具體情況是

多麼地簡單、樸素，或有時更是令人抑鬱且沮

喪，這實在是安慰人的訊息。

4. 艾克哈大師不特別指出或教導，為了尋找天主

並能與天主來往的具體方法或道路。假如人自己

有能力找到天主，就好像天主落入了人的控制之

中，這樣人只要有技巧，且訓練有素的運用，就

可使得天主為他服務。但是還有一點人必須要做

的，這是艾克哈的中心思想之一，為了要在自己

內給天主準備好一個地方，人必須要拋開自己，

空虛自我，除去所有的形象，為了要讓天主進入

心內，使得自己順服天主的自意， ，-因為一個人

對自己無所欲求，天主就得相對地以祂所欲求的

方式對待他」。人一味尋找較為穩定可與天主親

近的地方，同時又要遠離所有看來把天主遮蔽起

來且混亂複雜的場所，這樣的尋找是令人煩亂不

寧的。因此艾克哈大師說: ，-放開自己!真的，

除非你一開始就先逃開自己，否則無論逃到何處

都會受阻，不得安寧 J ' ，-假如你從一切事物中

越捨越遠，在所有的事物中完全捨棄你自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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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也會不多不少地以同等的距離帶著祂的所有介

入」。除非人掏空自己的所有、自己的意念以及

被受造物所佔據的一切，唯有如此，才能在靈魂

內給天主一個空間。

關於這一點，艾克哈給我們一個生動的例子:

「假如人有能力把一個杯子完全掏空，阻止任何

可以填入這個空杯子的東西，包括空氣在內，這

個杯子無疑地將否認並且忘記它自己的本質，而

這個空無也將把這個杯子帶到天上去。同樣，脫

離所有受造物的那分單純、貧窮和空無，也把靈

魂帶往天主」。 當然艾克哈也知道的很清

楚，這些放聞自己、空虛自我、割捨、脫塵等，

都不是立刻就可以實現的，這都需要耐心的操

練，但每一個人都是毫無條件地被邀請走出跨越

自我的第一步，只要人願意接受這份邀請。

最後，艾克哈大師說出了鼓勵我們的話: ，-人不

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誤以為遠離了天主。假使你嚴

重的過失把你帶得太遠，以至於你無法相信自己離天

主很近，你仍然要相信天主不曾遠離你。不論人在何

處徘徊，天主決不會遠離，祂總是不變地守在人的周圍」

下面還會繼續說明一些關於這次翻譯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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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篇文章的翻譯同時也是對此文章的詮釋，因

此一篇譯文正是在另一種語言與文化歷史背景中，找

到適合的語言或文字作為媒介予以介紹的嘗試，使讀

者更接近作者原先的目的;對作者而言，用字遣詞、

表達方式、與文法造句就是一個最有可能清楚地呈現

其文章目的的重要工具。

在將艾克哈的文章譯成漢語時，這些情形伴隨著

幾個特別的問題一起出現，其中有兩個問題在《勸言

集》、《神慰之書〉及《論人的高貴〉三篇譯文中出

現，在這裡必須進一步說明。

1.原著淺顯易懂、措詞經常重複'尤其是《勸言

集〉的特色。艾克哈在道明會所面臨的使命明確

地決定了他的目的:他是宣道者，也就是說，他

所要表達的內容應該儘可能不加解釋地讓聽眾或

讀者能直接理解，對此，語言或文字作為媒介的

明確性一一還有淺顯的表達及措詞的重複一一

是很有幫助的。比方說《勸言集〉主要是針對埃

爾福特修道院裡的初學修士團，對於這些修士而

言，基本的講道是很重要的。

2. 三篇文章的德文，特別是《神慰之書> '有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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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清楚，表達精確扼要的特色。假設讀者能夠

接受這種有時不大尋常的深度反省方式，這種特

色對於理解本書是有所助益的。

原文淺顯易懂、措詞重覆，精確扼要的表達方式，

在翻譯成漢語時出現了幾個基本的問題，因為漢語的

特色之一即是表達方式有著各式各樣不同的可能性。

為了要儘可能符合艾克哈大師原先的目的，翻譯者決

定，盡量保留其淺顯易懂、措詞重覆、精確扼要等表

達方式，讀者一開始可能會不習慣，但是希望一一如

同在原文中一一對於理解更有幫助。

最後，還有一個翻譯時要克服的困難，艾克哈大

師的神學中有幾個中心概念，如「割拾 J (Gelassenheit) 

或「脫塵 J ( Abgeschiedenheit) ，可能和一些漢語用字

很相近，但卻不是完全相等的概念。對此，必須注意

譯文有「舊詞新意」的特色。翻譯者希望能達到這個

目的，同時也感謝各方的批評與指教。

葛道明( Dominik Germeshausen 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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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克哈大師和裸體的童子

艾克哈大師遇到一個裸體、俊秀的童子。

他問童子從哪裡來?

童子說: ，-我從天主那裡來。」

「你把祂留在哪裡? J 一一

「留在美德的心靈裡。」

「你要去哪裡? J 一一

「去天主那裡! J 

「你在哪裡可以找到祂? J 

「在我離開一些受造物的地方。」

「你是誰? J 一一

「一位國王。」

「你的王國在哪裡? J 一一一

「在我的心裡。」

「小心，不要讓別人同你一起佔有它! J 

「我會小心的! J 一一一

然後，大師領那童子走進房間，對他說: ，-你選

件袍子穿上吧! J 一一一

「這樣子我還是國王嗎! J 

說完話，童子就不見了院影。

剛才說話的是天主自己，祂和大師消遣了一會兒。



神'Hi.也其所f娥的人 /012

導言*

艾克哈曾說: I 神的根是我的根，我的根是神的

本民 J (Hier ist Gottes Grund mein Grund und mein Grund Gottes 

Grund) 1 ，這句話充分表達出艾克哈神人契合的思想，

歷來吸引了無數對神秘主義( Mysticism) 2 有興趣的人

的關注。有人說艾克哈的思想是一種以「原神」為中

心的神秘主義 (Mysticism ofthe Godhead) 3 。基督宗教的

神觀以聖三為代表，神人之間的契合以聖三為終點，

艾克哈則強調神人皆忘的超位格的契合境界，神、人

之間，根根相應，就是直接或不透過媒介關係的結合。

艾克哈思想的特色在其對「靈魂的根 J (Ground 

ofsoul) 和「神的根 J (Ground of God )的觀點 4 。人的

靈魂指人以受造物為對象的官能的部分，包括感覺、

意願和推理思考; I 靈魂的根」則指人靈中與受造物

無關，只與神直接發生關係的部分。神與「神的根」

以「有為」和「無為」來作區分;神就是指三位一體

的神 5 ，三位各司其職， I 神的根」則指一個「無為」

或無可言喻的源頭。艾克哈並未否定傳統的聖三神學，

只是突顯聖三的根源是一個奧秘與整體，以及神人之

間的一種直接、全面、沒有媒介的親密關係'筒中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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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或分別，所有的天使連色拉芬與革魯賓都無法得知

或分辨( <勸言集〉第 20 章)。當人放下一切人為條

件或障礙與神完全合一的時候，神的一切成為他的一

切，神的所有變作他的所有，充滿狂喜與滿足。艾克

哈的徒弟論及老師時說道: ，-這就是艾克哈大師，神

對他無所隱藏 J 6 。一位神對他無所隱藏的導師，就像

一位天上故鄉的來客，以人間的語言侃侃樂道天上家

鄉的事，怎麼不令人振奮!

本書翻譯艾克哈二本德文神修著作，以忠誠呈現

原典為目標，加上導言與註釋，成為一個單元。二本

著作分別是: <勸言集) (Reden der Unterweisung) 

《讚頌之書) ( Liber Benedictus) ， 後者包含《神慰之

書) ( Das Buch der göttlichen Tröstung )、《諭人的高貴》

(泊'ill edlen Menschen )。翻譯依據柯文德( Quint) 所編

的〈艾克哈大師:德文著作集) ( Meister Echkhart: 

Die deutschen Werke , Stuttgart-Berlin: Verlag Kohlhammer, 

1936-) ，尤其他的現代德文譯本《艾克哈大師:德文

道理與論文集) ( Meister Eckehart: Deutsche Predigten und 

Traktate ,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Diogenes Taschenbuch,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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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艾克哈 (Johannes Eckha此，或稱 Meister Eckhart, 

1260-1327/8 )約 1260 年生於德國 Hochheim' 年幼入道明

會(約 1275) ，於科隆和巴黎求學( 1277-1293 )。曾就

讀於大雅伯( Albert the Great，約 1193-1280 )在科隆設立

的學校，並在巴黎大學接受教育。工作或職務方面，

先後曾任道明會圖林根會省的會長( 1293-1294) 、埃

爾富特( Erfurt) 修院院長( 1294- l300) ，兩度至巴黎

大學登上同會會士多瑪斯( Thomas Aquinas, 1225- 1274 ) 

曾擔任的教席( l302, l3 11- 1312) ，其間又作薩克森

( Saxony) 會省的會長( 1303-1311 )。巴黎任教之後，

又赴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負責道明會修女的神修

指導( l3 13-1323) ，晚年回科隆會院工作( 1323) ，並

捲入異端紛爭( 1326) ，終其餘生。艾克哈的一生備受

愛戴與尊敬，時人慣以德語 Meister (教授、大師)雅

號相稱 7 。

艾克哈被判異端的背景相當複雜。教宗當時流亡

法國( 1309-1370) ，與神聖羅馬帝國國王對立(例如:

Pope John XXII 與 Louis IV ofBavaria) ，教內有神貧與北

真團( Beguines )的問題，引起政教之間及修會之間，

甚至 1學會之內的對立與緊張。針對神貧問題，道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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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宗肯定教會擁有教產的立場;方濟會則效法初

期教會徹底捨棄一切的精神，國王為藉故增加財富，

亦反對教會擁有教產 8 。針對北真團問題，北真團是當

代熱心婦女的運動，其中不乏有很深神秘經驗的人物;

教會對北真圍的紀律放心不下，委託道明會士負責輔

導，艾克哈參與其中，但對北真團運動于以同情 9 。最

早調查艾克哈案件的方濟會士科隆總主教亨利( Heinrich 

von Vimeburg) ，對北真團向不友善，立場與艾克哈相

距甚遠。

按當時的規定，道明會士只接受巴黎大學與教廷

的裁判，不接受教會地方法庭的管轄，艾克哈遂去法

國亞味農 (Avignon) 教宗行宮，直接向教宗若望二十

二世申訴與答辯，教宗於 1329 年 3 月發表《於主田園〉

訓諭( In agro Dominico) ，判決艾克口合思想中二十八條

命題有不同程度的異端成分 10 ，艾克哈本人則於宣判

之前去世。

艾克哈被判罪後，他的思想以匿名方式流傳後世，

他的生平亦鮮為人知;有人為他的清白辯白 11 ，亦有

人指出艾克哈的道理確有泛神論的嫌疑，他的一些講

法於今天亦不容易被接納。近年來，有些基督宗教的

神修學家已經採用艾克哈思想改寫作神修與默想的題

材，讀者可參閱，例如: Dom André Gozier, Prier 15 j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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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c Maitre Eckhart. Paris: Nouvelle cité. 1992 ; Richard Chil

son C.S虫 ， God Awaits You一一-Based on the Spiri加ality of 

Meister Eckha汀， Notre Dame: Ave Maria Press , 1996 (有中譯

本: {天主在等待你:和偉大的靈修導師祈禱三十

天} ，理查，奇爾森著，易制利譯，臺北:上智出版

社， 2003 )。依本篤會士 Gozier之見，只要避開艾克哈

一些引起爭論的觀點，則不妨為一般信眾使用。例如:

應用艾克哈道理時，強調耶穌基督本質的天主子與吾

人天主(義)子的分別。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85

年的一次談話中，也引用艾克哈的句子 12 。

整體來說，艾克哈思想的正統性應受到後人的肯

定，理由有二:

1 )基於艾克哈本人的態度。艾克哈曾在科隆道明

會所屬的教堂裡公開表白他對信仰的赤誠，願意撤回

能使信友產生異端的講法，教宗於訓諭中也肯定他對

教會絕對的服從 13 。換言之，異端說只針對他思想中

一些命題，並非針對他個人，艾克哈本人不是異端份

子，他對教會的忠誠、宗教生活的義務、與倫理操守

從未被人質疑。

2 )基於〈於主田園〉首11 論中的措詞。訓諭提到艾

克哈被譴責的二十八條命題中有不同程度的錯誤，被

指控為異端的有十五條，而判斷的基礎是「就其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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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以及「就其上下文結構而論 J 14 ;其餘十一條依

訓諭說法只有異端的嫌疑， r 刺耳」與「冒失 J '容

易影響單純的信眾，倘用許多解釋加以補充說明，仍

能符合正統的道理，還有兩條異端命題不一定來自艾

克哈自己的講法的。換言之，晴示問題牽涉到艾克哈

個人思想與其作品字面意義，於當代人的解讀之間的

爭議。事實上，艾克哈一生可能寫過上干 f擎的命題。

一 、 白田祠-- .已...立;，.'

艾克哈除熟悉當代士林哲學思想外，自身受到新

柏拉圖主義，尤其筆名狄奧尼修 (Pseudo-Dionysius Ar

eopagita '約 500 年)神秘主義的影響，發展一種強調

統一性與否定的神學。新柏拉圖主義講論「流出」與

「回歸 J '筆名狄奧尼修來自敘利亞，是東方隱修傳

統代言人，他的論點被君士坦丁大公會議接受 16 。筆

名狄奧尼修有論文四篇傳世，其中《神秘神學> (The

ologica mystica )討論完全的割捨與密契的關係，並分

肯定( positive 或 cataphatic )與否定( negative 或 apopha

tic )兩種神學或論神的方式，主張超越界並不存於任

何感覺形式與理性概念之內 17 ，以「整個至高神體」

(Thearchy) 稱傳統基督宗教的三一神， Thearchy 強調

神有「至一」或「大一」的本質，是受造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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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與所歸的，影響艾克哈發展「神的根」的思想。

此外，艾克哈著作中亦用了不少北真圍有關「貞女」

「妻子」等的圖像"。

整體來說，艾克哈以信仰作思想的出發點。艾克

哈深信神學與哲學有同一的天主作真理的根源與「和

諧 J (Concordance) 20 的總基礎，聖經的字義與寓意、

信仰與理性之間有著「和諧」的關係。在〈三部曲〉

註釋〈若望福音} : r 在起初已有聖言」中，艾克口合

認為聖言就是神學與哲學的真理的統一基礎。統一或

「和諧」不是後來產生的，是事物本身已經有的; r 和

諧」的基礎是:只有一個泉源、一個真理、即基督聖

台， 21 。
口

艾克哈作品分拉丁文與德文兩種，風格與類型多

變，拉丁文作品有《巴黎問題專集} (Quaesti，凹的 Pari

sienses) 、《三部曲} (OpUS 的ipartitum) ， 後者內容如

下:第一部分是命題(形上學) ;第二部分是問題(神

學) ;第三部分是註釋與道理，包括《創世紀〉、《智

慧書〉、《若望福音〉等經書。三部分的安排表示哲

學、神學與聖經都來自同一的真理。德文作品以方言

與通俗的方式寫成，多數為牧靈與神修指導而作，包

括道理集與一些短論，其中較出名的有: {勸言集〉

( Reden der Unterweisung )、《神慰之書} ( Das Buch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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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δttlichen Tröstung )、《論人的高貴} (Vom edlen Mens

chen) ， 後兩本亦稱作〈讚頌之書} ( Liber Benedictus ) 

三、〈勸言集〉與〈讚頌之書〉

艾克哈德文作品主要形式採用論文集( treaties )與

講道集( sermons 、德文作 Predigten) 的形式，艾克哈用

中古南部德語( Mittelhochdeutsch )寫作，這是一種正在

發展與演變的民間語言，艾克哈對其自有貢獻。《勸

言集〉與《讚頌之書》介紹重點如下。

(一) {勸言集〉

《勸言集〉是艾克哈最早的德文代表著作，現代

德文作Reden der Unterweisung22 ， 現存五十一個手抄本 23 , 

〈勸言集》屬於一種靈修言論集的文學類型，是有關

分辨神類或指導抉擇的談話;有因材施教，隨機說法

的特質，全書二十三章不強求結構的緊湊。《勸言集〉

的標題來自書中第一句話，- Das sind die Reden J '表示

本書是道明會艾克啥兄弟、圖林根區會長、埃爾福特

修院院長與其年輕會士們於晚上靈修談話( collationes ) 

的記錄，有因應不同主題，長短不一的特色，甚至有

時以禱告或阿們作結。全書有靈修大師給入門者開示

的意味，深怕入門者只知遵守一些繁文縛節，失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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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本來精神，採用方言說教可能也有針對一般信眾、

廣為流傳的作用。

一般學者推斷《勸言集〉於 1294 年至 1298 年之間

彙整，艾克哈時年約三十四歲至三十八歲，是艾克哈

未來思想的綱要，作品已經提到日後思想的關鍵詞:

「脫塵 J Abgeschiedenheit (detachment) ，就是「去人

化 J ;相對於外在克修的神功，強調內在、自我否定、

徹底的服從。

麥堅( Bemard McGinn )教授把全書二十三章分作

三部分，說明如下 24 : 

1.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八章，討論服從與自我

捨棄。

2. 第二部分:第九章至第十七章，討論基督徒生

活中的實踐功夫，其中討論罪惡與天主之愛。

3. 第三部分:第十八章至第二十三章，討論其他

相關問題、並以內在、外在作為的論述作結。

全書的中心能以「脫塵」作主題，書中有三章(第

三、六、二十一章)特別反映「脫塵」的道理。

第三章以「執迷、一意孤行者」為題，論述執迷

者不知「脫塵」的道理， ，-脫塵」的重點不在於捨棄

外在的事物， ，-脫塵」應從脫離個人意念做起，也就

是福音「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J (瑪五 3 )與「誰願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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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我，該當擔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J (瑪十六 24 ) 

教導的精神， I 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自己身上，找到了

自我隨即捨棄，這是最明智之舉」

第六章以「脫塵與擁有天主」為題，把「脫塵」

與擁有天主連在一起，而達到兩者的關鍵在乎於心或

人靈( Gemüt) 2S ， 也就是天主的青像，有不會決滅的

天性。天主是超越形像與觀念的，除非有個「脫塵」

的心，擺脫這個、那個外在的事物，體證內在的沙漠

或心靈的空無，才能「突破」萬事萬物的表象，進入

事物的根層、核心與本質。同時，惟有心中有神，才

能「擁有天主 J '體驗到天主的無所不在，天主就是

一切;因此，真正擁有天主在乎人心對神的覺醒，而

不在於外在的追求，神就在人的心中， I 除非人故意

與天主疏遠，否則天主是不會離人而去的」。最後，

艾克哈又用書寫作比喻，始時須用意識臨摹，終結時

卻是人筆相忘的境界，下筆如行雲流水。

第二十一章以「論熱忱」為主題，討論防範生活

中各種表像，保持內心屬神的自由，毫無星礙。經過

一番的「脫塵」功夫，心靈獲得一種自然的練達與灑

脫，個人意識消失，在天主前，無所不通、無所不達。

這種「斷減 J (entwerden, un-become )個人意念，成就

( werden, become )於天主意念的主題詣，後來於《神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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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書》中繼續發揮，就是「脫去」受造者形像或心像

( entbilden, unform) ，或「斷減 J (entwerden, unbecome ) 

受造者形像、也就是「去人化 J '以及「穿上」或「轉

化為」造物主自像( überbilden, transform )的道理。

(二) <讚頌之書〉

艾克哈約有一一四篇德文道理留傳後世 27 ，其中

特別來自於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與科隆所度過的

最後的歲月。艾克哈論神的誕生、神的虛空、人的高

貴等思想都來自這一個生活時期。這時候，艾克哈亦

有個詮釋學的轉變，越來越用聖經的比啥來做他的方

言道理的基礎。〈讚頌之書) ( Liber Benedictus )就是

這時期的代表作，其中包含〈神慰之書》與〈論人的

高貴〉

1. {神慰之書〉

《神慰之書》現代德文作DasBuch der göttlichen Trö-

5的ng' 是一本講安慰的書。西方古典晚期與中古世紀

都有的安慰文學，中世哲學之父波其武( Boethius, 

480-524 A.D. )曾著《論哲學之慰藉>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 

依傳統之見， {神慰之書》是艾克哈為安慰匈牙

利皇后愛麗絲 (Agnes '約 1281-1364 )而寫的，這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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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大概依據科隆總主教對艾克哈的審查意見，其中提

到: í 這些命題來自艾克哈教授寫給匈牙利皇后...... J 

但就內容言，本書適合所有願意度「脫塵」與「割捨」

生活的人。

過去本書的年代定位於 1308 前後詣。匈牙利皇后

愛麗絲的丈夫 (Andrew) 於 1301 年去世，愛麗絲於丈

夫死後投奔父親奧地利公爵 (Albert) ，但其父亦於 1308

年被娃子行車IJ 而死，而愛麗絲的母親也於 1313 年逝

去， <神慰之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

近來則有人認為《神慰之書〉應寫於 1313 年之

後，因為書中反映艾克哈第二度於巴黎任教( 1311-1313 

年)時所作《三部曲〉的哲學思想 29 。再者， <神慰之

書〉中有艾克哈自辯的跡象，該書第三部分有幾段話

提到已經有人嚷疑其道理的正統性: í 有些思想粗糙

的人會說，我在這本書和其他地方所說的話，不是真

的 J ; í 對我來說，只要我所說的、寫的，在天主內

及在我自己內是真的，這就夠了 J ; í.有人會說，不

應該向沒有讀過書的人說或者寫這樣的道理。對這個

意見我會說...... J 。由於本書有艾克哈與反對者直接

對話的背景，因此本書可能於 1325 至 1326 年之間寫

成，離科隆訴訟為時不遠。

《神慰之書〉的結構可以分作主題不同卻互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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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的三部分:

(1)第一部分:獲得安慰的道理，包括恩寵與成義

的神學，解釋人如何由於與正義(理)結合，變成正

義的效果(事) ，不再需要安慰，其中發揮脫去受造

物形象與穿上永恆自像的道理。

(2) 第二部分:約有三十個短篇，其中含聖經、教

父與古代外教哲人的智慧，達到打動人心，與安慰人

靈的效果，亦是最長的一部分。

(3) 第三部分:講述智者在痛苦中應如何自處，並

以自辯和禱詞作結。

《神慰之書》的安慰重點有二:其一、當人發現

痛苦來自神的皆意的時候，痛苦自然抒解;其二、當

人了解到人靈與神心心相連，服脈相通，人接受痛苦

之時、神也在受苦，也就是人的痛苦成為神的痛苦，

於是痛苦亦得到抒解。總之，神願意受苦，受苦是祂

永恆計畫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聖言降生與救世都離不

開受苦。上面第二點是艾克哈思想的特色，艾克哈認

為天主子願意降生成人，好能為人受苦，使人甘願放

棄做人、去做天主的兒女，使人不能、也不必再為自

己忍受痛苦。

綜合言之，本書討論「脫去」受造物形象與「穿

上」造物主商象，天主的一切成為人的一切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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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耶穌忍受苦難的意義，不在於痛苦是特別的通達

天主之路，而在於發現天主的路不是一條人為的路、

是一條沒有固定途徑的路，這就是《神慰之書》的主盾。

2. <論人的高貴〉

《論人的高貴~ (Vom edlen Menschen )似無特別

的寫作對象，但與《神慰之書〉關係密切，是附屬於

前者的作品，科隆審訊的第一張起訴狀並沒有把兩書

分間，以《讚頌之書~ ( Liber Benedictus )合稱二書。

雖然「貴人」是個社會性名詞，本書卻賦予貴人一個

「內在」的意義，可對照艾克哈「有一個貴人 J (Homo 

quidam nobilis )的道理 (Predigt 15) 0 <論人的高貴〉

跟據路加福音的記載: r 有一個貴人離開到遠方去，

為取得了王位再回歸 J (路十九 12) ，就是「離開」

短暫的自我與「回歸」神或存有的真理，艾克哈意見

反映新柏拉圖主義「走出自己 J (ekstasis) 或「出去」

( exitus )與「走回大一 J (to hen) 或「回歸 J (redi恥s)

的思想主題。

《論人的高貴》的結構分三部分:

(1)第一部分:人的兩種天性，與內在的人。

(2) 第二部分:人屬神的天性可被蒙蔽，卻不會消

逝，一味追逐天人之間的媒介可能是虛空一場。

(3) 第三部分:以〈厄則克耳先知書〉中的大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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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自由與智慧(則十七 3-4 )作結。

耶穌所稱的貴人，先知稱為大鷹，教會傳統亦以

鷹作若望宗徒的象徵。大鷹也象徵所有「在基督內，

與藉著基督 J (in Christo et per Christum )而生活的人，

基督的神性與人性分別是貴人與窮人的象徵'亦是人

類的典範。兩者的關係是，貴人因窮顯貴，窮人則以

貴易窮;也就是，基督的神性於其人性中顯示，基督

的人性則被其神性所玫易與轉化。

陳德光





這是曾{孟晶林板( Thüringen )地虛道州會會

長、埃禹渴持 (Er臼rt) 佇院院長丈丈哈弟兄教導

{步成祖年輕會士們的言論總祟，其中已令了這平

年輕令全{門，在晚{步時，針對這;J;t言詰勾丈氏所

提出的種種真是|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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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正的服從

真正與完全的服從是所有美德之冠，因此沒有任

何成就能獨缺此美德而實現或完成;換言之，不論一

項作為 30 多麼微乎其微，比如像做彌撒或望彌撒，唸

經、默禱，或是任何你想做的事，帶著真正的服從之

心去做則更顯其崇高。又比方一項作為，你認為微不

足道，它或許是，但不論它是什麼，真正的服從使你

的作為更加高尚、更有價值。服從能引發萬事萬物中

至善的本質。的確，服從絕不會干擾及妨礙正在進行

中的作為，無論它是什麼，只要它是以真正的服從為

出發點就不會受到干擾，因為服從與善行是並行不悍

的。服從本身絕不需要憂 f慧，它不缺乏任何善的本質。

在服從中，人由何處跨出自我與捨棄自我，天主

就得由該處進入，因為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無所欲求，

天主也得同樣以祂所欲求的方式對待他。如果我將自

己的意願交付在院長手中，對本身不再有欲求，天主

一定也得因此來替我設想，而假使祂耽誤了我，祂也

同樣耽誤了祂自己。所以不論在任何事上，只要我不

為自己設想，天主即會替我設想。現在要注意的是，

在我不為自己求什麼時，祂究竟替我設想了什麼呢?

在我為祂捨棄自我之處，祂必然替我設想所有，不多

\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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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就像祂為祂自己設想的一樣 c 如果天主不那麼

做，就天主的實質而論，天主不僅不公義，也違反了

天主之為神的本性。

在真正的服從中不可以有諸如一我要如此」或「我

要這個，我要那個」的想法出現，而應該只有自我完

全的捨棄。因此，在人們所能做出的最虔誠的祈禱中，

既不應該祈求「賜予我這種美德或這種方法 J 31 ，也不

應該祈禱求「主啊，將你自身或永生賜予我 J '而應

該祈禱「主啊，只照你所想要的賜予我，並且按照你

所要的任何方式去實行! J 這兩種禱告內容，後者超

越前者的情形有如天壤之別;而倘若能如此祈禱，必

能妥善達成，亦即在真正的服從中跨出自我，便能進

入天主。而如同真正的服從中不該出現「我要如此」

一樣， í 我不要」的聲音也不該被聽見，因為「我不

要」就是對服從最嚴重的毒害。誠如聖奧思定所言:

「天主忠實的僕人不會渴望別人告訴他或給他所樂聞

樂見的，因為他首要的、最崇高的任務是去聆聽天主

最喜歡的」泣。



勸言手表/031

2. 最有力量的祈禱與最崇高的事業

最強而有力、終能獲得一切的祈禱，以及最可敬

的事業都出自於一個無拘無束的心 c 心愈無拘無束，

祈禱與事業便愈有力與偉大、可敬、有益、值得稱許

及更加完美。無拘無束的心無所不達。

無拘無束的心是什麼呢?

無拘無束的心不為任何事物所矇蔽，不受任何拘

束，不會對他最好的東西有所依附，不顧慮自身任何

東西，卻完全投入天主的最親愛的旨意，並將一己所

有完全捨棄。如此一來，一個人即使從事最卑微的工

作，一定可以從自由的心獲得力量 c

我們應該如此強而有力地祈禱，願我們的肢體與

所有精力、五宮和所有知覺，都專注於前文所述的方

式，而不應該在感覺到正準備與天主合而為一之前就

停止，況且天主就近在咫尺，接受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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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迷 33 、一意孤行者

一些人會說 í 啊，主啊，我多麼希望我也能親

近天主，懷著同等虔敬的心，在天主那兒獲得安寧。

我希望自己簡約生活，就像其他人一樣。 或者說:

「如果我不在某處或做某事，必定不能行止台宜，我

必須在異地生活、關室獨居，或者應待在修道院中。」

誠然，這些言論裡在在都隱含了你的私我，除此

之外則一無所有。即使你並不了解或似乎不是如此，

但這就是一意孤行:不論你留意與杏，你總是因為一

意孤行而感到不安。有時候我們會以為應該避免這個

而去嘗試那個，比如像一些場所、人、方法、人畫或

工作的改變。其實妨礙你的不是這些事物，而是你讓

自己身陷重圍，妨礙了自己，因為你對事物的態度是

不對的。

因此，首先你要從自己開始並放開自己!真的，

除非你一開始就先逃出自己，否則無論逃到何處都會

受阻，不得安寧。那些想在外在事物中尋求安寧的人，

比如在特定的場所，用特定的方法，跟隨特別的人或

做特別的事業，置身異地，簡約度回或者籽尊降貴，

不論如何地與眾不同，到頭來都是毫無意義，不會帶

來平安。這些人完全找錯方向。愈是遠離自己，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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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想找的目標。他們就像迷路一般，漸行漸遠，找

不到出路。那麼，到底該如何做呢?一旦放聞自己，

其他的也跟著捨棄了。的確，如果一個人捨棄了江山

或整個世界，但卻捨棄不了自己，那等於什麼也沒有

放下。如果一個人先捨棄了自己，即使他還擁有財富、

名聲及其他一切，都算是已經捨棄了。

聖伯多祿也曾說過同樣的話 í 主啊，我們已捨

棄了一切 J (瑪十九 27)。然而，他除了一張魚網和

一艘小船之外，並沒有捨棄其他更多的東西，於是聖

熱羅尼莫說:如果有誰能樂意地捨棄那些無足輕重的

東西，那麼表示他所捨棄的不只是魚網和小船，而是

世俗之人渴望得到的他都能拋下 c 因為如果一個人拋

開自己的意願和自我，這樣他己經把所有的事物都真

正的放下了，正如有人把他所擁有的可支配的財物都

放下一樣。因為如果你不渴望去獲得，那麼你就已經

能為了天主的緣故完全奉獻和完全捨棄。因此，我主

說 í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j (瑪五 3) 。這說的就是意

念的問題。若有任何更妥善的方法，主一定會告訴我

們，就像他說 í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 J (瑪

十六 24) ，我們不應對以上我主所說的話質疑。這是

最重要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自己身上，找到了自我

隨即捨棄，這是最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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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在與外在捨棄之益

你必須了解，在這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人不知道，

人雖然已儘量地捨棄自我，但人仍應捨棄得更徹底。

鮮少有人正視並持守這一點。這是一種等值的交換和

一項公平的交易:假如你從一切事物中捨去越遠，在

所有的事物中完全捨棄你自己，天主也會不多不少地

以同等的距離 34 帶著祂的所有進入。由捨棄做起，而

且要投注你所有的心力，唯獨如此才能尋得真正的安寧。

人不需要為了該做什麼而考慮太多，反倒應該多

加思索人本來應該是什麼。假使人和他的處事都好，

那麼他的成就會大發異彩。如果你是正義的，那麼你

的行為也必然合乎正義。不要以為聖建立在行為上，

而應該把聖建立在本質上，因為並不是靠行為來聖化

我們，而應該由我們將行為聖化。不論行為有多麼的

聖，它絕對不會聖化我們，因為行為充其量只是行為;

也就是說:只要我們本身是聖的，並擁有實在的本質，

我們就能聖化我們所有的行為，即使這些行為可能是

飲食、睡眠、照料工作或任何其他事。除非人擁有崇

高偉大的本質，他的行為無論怎樣也一定是無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應盡全力成為善，但並不是在於做

了什麼或者是那一種作為，而應在於作為的根本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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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視改善本質與根本

人性本善，因此人類行為得以獲致善良結果的根

本在於:完全歸向天主的心。你應盡全力讓天主在你

心中是偉大的，並且應該在一切作為與捨棄當中，將

你的奮鬥與努力完全歸向天主。你對這一點的認同越

多，你的一切成就便更臻於完善，不論它們是什麼。

這是千真萬確的。仰仗天主，天主也會將所有善行加

諸於你。追尋天主，你便能尋得並獲得諸善。的確，

在天主面前你若能抱持這樣的信念，即使做的是一件

無足輕重的事，還是比在恭領聖體時你卻一味思及一

己的私欲更令天主喜歡。誰依屬天主，天主與諸德必

依屬於他。起先你追求何物，如今此物必來追求你;

當初你所追隨的，現在必來追隨你;而以前你想要逃

避的，現在換成是它在逃避你。因此:如果誰緊緊依

屬天主的話，所有神聖的事物便會依屬他，而一切與

天主不同的事物則會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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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脫塵及擁有天主 36

有人問我:有些人極力地白人畫中隱退，並越發

喜歡獨居，而且喜歡置身教堂，認為他們如此才能找

到安寧。這是否是最好的做法呢?我的回答是1"絕

對不是! J 並請注意我反對的理由=

如果一個人合乎正義，他就可以在任何場所與人

華當中無入而不自得;但如果一個人不合乎正義，不

論他在任何場所，與任何人共處，都不會相容。一個

人若合乎正義，他便會真正有天主伴隨其左右;一個

人若能真正的擁有天主，那麼不論他身!畫任何場所、

街市，與何人共處，都能如同在教堂，或在荒漠，甚

至在密室一樣擁有天主。假使他真正前樺有天主，別

無二心，絕不會有人能妨礙這樣的一個人二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心中只有天主，唯以天主的需要為考量，

而萬事萬物為他都變成純然的天主=如此之人，不論

做任何事或處於何種境地都會心懷天主，而所有這個

人的工作都是天主在做;因為一項成就，實際上更屬

於奠基者，而非最後完成的人。如果在我們心目中能

純然地與專注地擁有天主，那麼祂一定會完成我們的

工作，沒有任何人、任何事物、或任何地域能對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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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作為有所阻撓。所以，擁有天玉的人不會受到他

人的妨礙，因為他無所圖謀或鑽營，除天主之外，無

一能令他動心，因為天主與人的願望融合為一。就如

同各式各樣的事物不會把天主分裂，形形色色的事物

也無法使人分裂與分散，因為他是「至一」當中的一

個，各式各樣的事物在「至一」中都成了「至~ J ' 

成了一個「非各式各樣」的事物。

人應由萬物中把握天主，並且應調適自己的心，

隨時在心中、在工作中、及在仁愛表現中擁有天主。

如果你置身教堂或闢室獨居的話，請注意你是如何歸

向天主的:好好保持這樣的心，把他帶到輩眾當中，

到喧囂裡或到其他不一樣的環境中。再者，就像我經

常說的，如果提到「平等」的話，並不是指應該對所

有成就，或者所有地域、所有人都同等看待。這是完

全不恰當的，因為祈禱猶勝於紡織，而教堂比之街坊

更為一莊嚴神聖的處所。你應於一切作為中持有始終

如一的心，持有堅定不移的愛和信任，並對天主保持

不變的嚴肅精神。如果你能如此一以貫之，便不受任

何人阻礙，得以親近、領受你的天主，這是千真萬確的。

但若一個人非真正在內心擁有天主，反而一再想

從這個、那個外在的事物著手，並試用不一樣的方法

去追尋天主，例如想從特別的作為中、在人罣裡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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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場所中去找尋天主，像這樣的人，都得不到天主。

對於這樣的人，特別容易出現障礙，因為他得不到天

主。他所尋求的、所愛的、所致力的不單單是天主而

已。因此，阻礙他的不只是惡劣的環境，良好的環境

亦然;不僅在街坊，在教堂中亦然;不只是惡言惡行，

即使是善言善行也同樣阻礙他。因為阻礙來自他本身，

原因是對他而言，天主尚未成為一切。如果在他心目

中天主己代表了一切，他便無論在任何地方、與任何

人相處，都能自在愉快。因為他已得到了天主，任何

人都無法將天主由他心中奪走，也不能阻礙他的作為。

真正擁有天主、得到天主的原因是什麼?

真正得到天主其實在乎於心，並在於對天主發出

來自內在靈智 37 的歸向及努力，而不是一味地空想;

因為人不可能、也很難僅憑空想便真正擁有天主，而

且這樣也不是最好的。人不應自滿於歸附一個存在於

想像的天主，一旦想像消逝，天主也隨之離去。與其

如此，人更應擁有一真實存在的天主，祂遠遠超越於

人的思維及所有受造物之上。除非人故意與天主疏遠，

否則天主是不會離人而去的。

誰能如此於本質得到天主，就是那個依天主的樣

子對待天主的人，天玉的光明也會在萬物中呈現給他;

因為在他看來，萬事萬物都帶有天主的味道，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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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在萬事萬物中現形。在他心目中天主的光明一刻

不曾稍滅，在他內完成了一個解脫之路，內心印上他

可愛可親的天主的形象。舉例而言，就像是一個在極

度乾渴中殷切地渴望的人:雖然他能夠從事飲水之外

其他工作，思考其他事情，但是無論他做任何事，與

何人共處，投在何等努力、心思或採取何種作為，只

要乾渴的感覺持續，這些都無法稍減他對飲水的想望;

乾渴的感覺越強烈，對飲水的想望也越深切、越急迫、

越難以自拔。又或者有人滿懷赤忱地熱愛，別無二心，

除此之外別無所求，那麼，無庸置疑的是:不論這樣

的一個人置身何喔，與何人共處，所著手或已從事任

何作為，他心中所熱愛的對象都不會稍為遜色，任何

事物都會令他想到所熱愛的對象。熱愛越強烈，心中

的形像就越清晰 c 如此之人不需尋求安寧，因為沒有

任何煩擾能妨礙到他。

這樣的人在天主面前會得到更多的讚揚，因為他

將萬物視為更加神聖而崇高，遠超過萬物本身的價值。

的確，為了達到這個境界，在他內心還要有熱忱、奉

獻及對人內心世界的一份詳實的關注，而且還要有一

種條理分明、實事求是、思慮、周詳而且是實實在在的

認知，暸解自己的心在萬物和芸芸眾生當中存在於何

處。這一點是無法從逃遁中了解的，逃遁中只知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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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在外表上歸於寂靜;其實他必須學習不論身處

何地，與何人共處，都應達到內在的寂靜。他必須學

習能從突破萬事萬物表象中把握天主，並且能將祂以

一種本質的方式堅定地根植於內心之中。

這可以和一個人要學習書寫的情形相提並論。誠

然，如果他願意駕取這些技巧，那麼，他必要時時勤

加練習，不論這工作在他看來是多麼艱辛、多麼難以

勝任:只要他勤勉以赴，總有學會掌握所有技巧的一

天。當然，首先他必須將意念集中於每一個單一的字

母，牢牢地把它記住。之後，若他掌握了技巧，他便

不再需要思考與斟酌，下筆如行雲流水。而不論他從

事音樂或其他領域的工作，只要是展現他所掌握的能

力，也會有同樣的表現。他只要徹底暸解他所要運用

的技巧即可，即使他不是一直專注於此，他仍然能駕

輕就熟;不論他想什麼，就有能力做到。

因此，人應該被天主的臨在所滲透，以他所敬愛

的天主為模範'徹底改造，並且與天主結為一體，如

此天主的親臨不費力量地照耀他，再者，他也能在接

觸萬事萬物中，得到束縛的解脫，並在面對事物時保

持全部的自由，如同學生學習技藝一樣，在開始的階

段需要反覆思量，以及銘記於心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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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慮如何以最靈智的方式令其作為奏效

我們發現很多人輕易地達到這個目標，如果人能

夠這麼發心:不要被周遭事物所牽絆，內心也不要被

任何意念所盤據，那麼，只要心裡充滿天主，就容納

不下其餘萬物。但是，這樣做尚且不足，無論是什麼

東西，無論我們身處何處，無論我們所見所聞對我們

而言是如何地陌生、不習慣，我們都應當使萬物盡其

所用。這時，我們才算合乎正義，之前並不算。至此

人不應該以為已經到達終點，反而應該不斷地繼續前

進，一直達到真正的進步。

人應該在一切作為與在萬物中善用其靈智，讓自

己和內心在萬物中保持清明的意識，並要盡可能以最

崇高的方式在萬物中把握天主。因為人應該如同我主

所說的 I 你們當如那些人一樣，隨時保持清醒並且

等候他們的主(路十二 36)。誠然，這些等候著的

人們是敬謹戒旦地環顧，看看他們所等候的主從何處

而來，他們也等候蘊含在萬物中的主，不論這些事物

對他們有多麼不習慣，但仍要看清是否主隱含在其中。

所以，我們也同樣要在萬物中詳察是否天主隱含在內。

要做到這一點，勤奮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還必須不惜

任何代價，以所有感受和力量去達成;如此，才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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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正義，才能立即在萬物中把握天主，並平等地在萬

物中尋得天主。

一項作為自然有別於另一項，誰若秉持平等的心

來完成他的每一項作為，那麼，他的每一項作為都會

一樣的好，誰若合乎正義，天主就變成他的所屬，真

的，天主的光明就會在世俗作為中，一如在最屬神的

作為中，同樣地毫無保留地呈現給他。千萬別以為人

應該去做那些世俗的或無關緊要的事;相反地，被外

在事物蒙蔽了視聽的人，應該將這些事物迴向天主。

只有那些在萬物中看到天主，並將靈智發揮到極致的

人，才懂得真正的和平，也能擁有一個真正的天國。

誰能如上所述的合乎正義，必須能做到下列二者

之一:學會在所作所為中把握並擁有天主，不然必須

捨棄所有的作為。但人既然在一生中不可能無所事事，

汲汲營營既為人性中的一部分，需多方鑽營，所以人

應該學會在萬物中擁有天主，要在一切作為、一切場

所中保持自己無滯無礙。因此，如果一個剛開始工作

的人想在人墓中有所成就，他首先應該堅定地依附天

主，將天主牢牢地懷於心內，並將他所有的企圖、思

維、願望及力量與天主合而為一，這樣，沒有其他事

物能在人內緊形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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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真正進步中的勤勉不懈

人不應過於正確地判斷一項作為，也不應過於正

義地去從事一件工作，免得他在一項作為中過於輕率

或自大自 j繭，免得他的靈智無事可做或者睡著。他應

持續藉著靈智與意念的雙重力量來振奮自己，並將自

己的能力掌握發揮到極致，外在或內在都要謹慎留神，

杜絕各種危害，那麼，不論在待人處事各方面他不僅

萬無一失，還能不斷精進。

之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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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犯罪的傾向如何使人經常受益

你必須知道，對符合正義的人而言，就連招致罪

過的誘惑也總是有好處和助益的。仔細聽好!有兩個

人:其中之一的性格沒有受到任何軟弱的干擾，若有，

也僅是些微的;然而，另一人的個性卻遭到軟弱的干

擾。他的外在性格會受事物外在表象所影響，可能會

導致憤怒、虛榮或縱慾，端視他所面對的事物而定。

但在他最深層的力量中他是堅定不移的，不願意犯任

何過失，既不願意惱怒，也不願意有任何罪過，堅決

抗拒軟弱。或許正因為這是與生俱來的缺陷，就像有

些人天性易怒、狂妄或有其他種種的缺點，卻不願犯

罪過一樣。這樣的人是更應受到表揚，他所獲得的酬

報應當更多，他的德行比起第一個人更為高尚，因為

唯有經過淳煉，德行才臻於完善，如同聖保蘇所說:

「德行塑成於軟弱中 J (格後十二 9)

犯罪的傾向並不是罪過，但是想要犯罪便是罪過，

想要暴躁易怒便是罪過。真的，倘若一個合乎正義的

人可以有選擇能力的話，他還是會不願意放棄這種犯

罪的天性，因為若少了這份犯罪的天性，在萬物及一

切作為中人便失去著力點，面對任何事物只是一派冷

漠，同時也感受不到奮鬥、勝利、報酬所帶來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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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過失的誘惑與刺激才有德行，才有努力的報酬卜

犯罪的傾向其實是使人更加積極，在德行中努力修練，

極力驅使人向善，同時也嚴格鞭策人達到謹慎、德行

的境界;因為人越發覺自身的軟弱，便越需要以強勢

及勝利來武裝自己，而德行就像罪過一樣在乎意念。

1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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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意念如何能無所不達 y 一切德、行
如何存在於符令正義的意念中

只要人有善念，就不需要對任何事物過於鷺恐。

如果他無法在作為當中實現其意念，他也不應該擔憂;

再者，當他在自身發現一個符合正義的書念，他不應

該認為自己與德行距離很遠，因為德行與一切善行在

乎善念。你不缺乏任何東西，若你有真正、符合正義

的意念，你既不缺乏愛，也不缺乏謙虛，更不短少任

何一種德行。更確切地說，只要你全心全意想達到的，

你便已經獲得。倘若你的意念是一種全神貫注、符合

天主旨意的意念，並且完全投注於當下，天主及萬物

均無法將之奪走。那麼，就不應該說 I 我想要待會

兒再決定 J ' I 待會兒」畢竟是未定之數，而應該說:

「我願意現在就去做!」'仔細聽好:儘管距我千里

之遙，只要我想要，我就算是真正擁有，比起那些隨

手可得但卻不想擁有的更為其實。

善人之善其威力並不亞於惡人之惡。記住:若我

從未為惡，然而我卻有為惡的意念，那麼我便有罪，

彷彿我實際為惡一般;而我若以一種堅決的意念想要

殘害整個世界，不消有一舉一動，我便犯下如此深重

的罪過。所以，一個善念何嘗不具有同等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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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而且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誠然，只要有意念，我便無所不能。我能承擔眾

人的艱苦，能供給貧者以溫飽，能做眾人所做的事，

只要你想得到的一切事情，你都能做到。假如你不缺

乏意念，而是缺乏能力，那麼你在天主面前就算做到

了每一件事，沒有人能從你那兒把一切成果奪走，也

沒有任何人能妨礙你片刻。一旦我有能力就想要去實

行，和已經完成這件事相較之下，在天主面前都是一

樣的。倘若我還想擁有更多的意念，就像全世界人所

擁有的那麼多，我的冀望是如此浩瀚遼闊，那麼我已

經算是擁有這樣的意念:只要我想要，我便能擁有。

同樣的道理:假使我想擁有如此豐富的愛，如同所有

的人所贏得的一般，又假使我想如同所有人地盛讚天

主，或者任何你所想得到的事，只要你有完美的意念，

你都會真正地實現 c

現在你或許會間，意念在什麼情況之下才算符合

正義的意念呢?只要這意念無關一己之私，能掏空白

我，塑造與形成於天主的旨意之中 39 ，就是完美和符

合正義的意念。不錯，越是如此，意念便更加符合正

義、更加純正。在如此的意念之中你能做到一切，不

論是愛或其他你想要的。

這時你質疑 I 要是我感覺不到、也發現不到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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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擁有愛呢?如同我所見的許多人，在他們身

上體證了許多偉大的成就，我對他們也非常地敬佩，

認為他們非常的了不起，但是這些偉大的成就我都沒

有，我該怎麼辦呢 J ? 

在此你必須注意兩件與愛有關的事:其一是愛的

本質，其二是愛的作為與愛的表現。愛的本質僅存於

意念，誰擁有更強的意念，就擁有更多的愛。但誰是

當中擁有最多愛的人，則無人知曉。這是隱藏於內心

的，好比天主隱藏於靈魂深處一般。愛是完全在乎意

念的，誰願得多，愛的也多。

接著來看第二件事:愛的表現與愛的作為。持定、

虔敬與慷慨激昂雖然都是具體可見的，但卻都不是最

佳的情緒狀態。因為這些情緒並非總來自愛，而是間

或出自本性，人只要有愉悅的感覺及美好的感受，或

者受到天體的影響 40 或感應，這些情緒都會自然表露。

可是經常有這些情緒狀態，並不是最好的，因為，就

算這些感受果真來自天主，我主可以將這些感受給人，

羊毛誘導或激發他們，或許因為要讓他們與別人之間保

持距離。但是如果這些人後來心中的愛越形豐富，他

們很可能不會有這麼多的感覺和感受。這樣才可以清

楚地看出來他們擁有愛，也就是即使他們沒有這種感

受的支持，他們也同樣對天主忠誠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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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了完美與豐富的愛的感受，也不能算是最

好的。由以下所述便可得知究竟:人有時應該從那種

慷慨激昂的情緒中抽離，以便追尋一種更美好的愛的

體驗 41 ，以便偶爾能從事愛德事工，不論是精神的或

是物質方面的善行三如同我一向所說:倘若有人像聖

保祿一樣神魂超拔，如果認識了一位向他要求些許食

物裹腹的病人，我認弓(示出於愛由神魂超拔中抽身而

出，以更大的愛心去服務那些有需要的人尤為可貴。

人不應該誤以為他這麼做會缺少天主的恩寵，因

為人為了愛而慷慨捨棄出來的，一定會加倍地補償回

來，如耶穌基督所言，.凡為我而捨棄所有者，必得

回百倍 J (瑪十九 29)。誠然，人為了天主的緣故而

捨棄和放棄的東西，不論是什麼，就連人熱切地渴望

安慰、回歸內心、竭盡所能達到的渴望需要的一切，

然而天主卻不賜予他，於是為了天主的緣故只好放棄

他的渴望，並欣然予以捨棄，那麼，人一定會在祂(即

天主)那兒覓得，好像擁有從來末曾施予過的一切美

好之物。人為了天主的緣故慷慨地捨棄、奉獻，他還

是會獲得千百倍的回報。因為人所想要擁有的，卻為

了天主而忍痛割捨'不論精神上的或肉體上的，他都

會在天主那兒尋得一切，就如同人曾經擁有，後來又

慨然害。捨一般;因為人應該要為天主犧牲一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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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愛中要能出於愛捨棄一切的安慰。

人有時應該出於愛而捨棄這種感受，充滿愛人之

心的保祿曾給我們就這句話闡述如下 í 為了澤愛我

的弟兄，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J (羅九 3) 。他所指的

就是這種的愛的方式，而非第一種，因為無論天地萬

物之間發生什麼事，他是一刻也不願和這種愛分離，

他這裡所說的便是安慰。

然而，你必須了解，天主的朋友永遠不會失去安

慰，因為天主所願意的，對他們而言便是至高無上的

安慰，不論他們感覺到有沒有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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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夭主隱遁 F 人追尋不獲時應有何作為

你必須更深入地瞭解到，有善念的人是絕不會失

去天主的。但是你心中的感覺有時候會以為找不到天

主，甚至時常誤以為天主離你而去。這時你該怎麼辦

呢?你還是得做你慣常做的事，如同你處於最大的安

慰當中;如果你深受痛苦煎熬，你就得學習同樣地泰

然自處。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忠告指引你往何處覓得天

主，就是除了在人驟失天主之處別無他途。雖然你現

在找不到天主，只要你像過去擁有天主時一樣自處，

你便覓得天主。有善念的人絕不會失去天主或找不到

天主的。許多人說 I 我們有善願 J '但他們並沒有

天主的旨意 ε 他們想擁有他們自己的意願'並指使我

主做這做那 c 這並非真正的善願。人應該在天主那兒

虛心探究祂最慈愛的旨意。

天主藉萬物來告訴我們應該放棄一己的意願。在

聖保祿和我主談了許多之後，還完全不得要領，直至

他捨棄了自己的意願並說 I 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

麼? J (宗九 6) 我主對於他該做的事知之甚詳。同樣

地，天使顯現於童貞聖母時也是如此:不論他們談得

再多，都無法使她成為天主之母，可是一且她放棄了

意願'她便立刻化身為一位真正的、永生聖言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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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立刻懷了天主;祂成為她的親生骨肉。除了辦棄

個人的意願之外，別無他法能使人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的確，若不瞬棄對萬物的執意，在天主面前我們根本

一事無成。若能徹底瞬棄我們的執意，為了天主，一

切外在與內心的都敢於放棄，那麼我們便完成了一切，

在此之前並不算什麼。

無論有意或無意，不想要享受這樣情況的人是少

數的。大部分人希望有不凡的經驗，而且他們希望用

自己的方式得到益處:但這些不過是一己之私。你應

完全順從天主，然後，別擔心祂盡力在做的事。已經

有成千上萬的人離開我們的世界，雖然這些人從來沒

有徹底地放下自己的意願'但他們現在已同天主一起。

僅有在完全出白天主的旨意、不合一己之私的情況下，

意願才真正是完美的、純正的。誰能在其中達成越多，

他便能更進一步、更真切地與天主合而為一。是的，

以這樣的心態來誦讀一遍聖母經，同時捨棄自我，比

起誦讀一千首聖詠是更有價值的;以這樣的心態跨出

一小步，遠勝於行萬里路。

一個人若能全然地捨棄自我，他便能充分地與天

主合而為一，若有觸及人之處，首先必當觸及天主;

因為人完全在天主裡面，天主在人周圍，如同我的頭

上戴了帽子，而若有人想碰觸我，他一定會先碰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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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衣物。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喝東西，飲料一定要

先流經我的舌頭;在那裡'飲料取得它的味道。若舌

頭嚐到苦味，當然，不論酒有多甜美，它也會慢慢地

變苦，因為酒的味道畢竟是要經過舌頭分辨的。誠然，

一個人若全然地掏空白我，便會被天主所包圍，一切

受造物除非先觸及天主，否則無法觸及其他;能進入

他的事物必先經由天主才到達他;如此這些事物才有

感知、有天主性的感知。儘管苦難再怎麼大，因為它

透過天主，所以天主會先承受。的確，依天主自身的

真理而言:只要人把苦難託付天主，人所遭受的磨難

沒有一樣能等闇視之，不論是不滿或嫌惡，天主都以

人不可想像的方式，更容易被苦難觸及，天主的痛苦

比人的更覺得難以承受。但若天主出自「為你設想」

這樣的善願而承受苦難，而你也願意同樣地承受天主

所承擔的苦難，以及經由天主而及於你的苦難，因此

你的苦難自然變成了夫主的苦難。不論是輕蔑或尊崇，

辛酸或甘醇，最深的黑暗或最大的光明:萬事萬物從

天主那裡取得它的味道，也都屬於天主，凡臨於這人

的事物都變得有天主的特性，他便不再謀求他物，亦

無一物能令他動心;因此，他在一切苦難中，也能像

在最大的喜樂中一樣的把握到天主。

光在黑暗中照耀，在那裡人才領悟到光。除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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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人如何能暸解到教訓或光明的好處呢?人處

於黑暗或痛苦中，才會得見光明。

的確，我們越擁有自我，就越少擁有天主 42 。捨

棄自我的人，絕不會失去天玉，無論在任何作為中都

絕對不會找不到天主的。如果這個人誤入歧途或失言，

或出了錯，那麼從一開始就隱身於此人作為中的天主，

必須承擔起種種缺失，而你絕不可以自作為中退卻而

去。對此我們可從聖伯爾納德及許多其他聖人身上找

到例證。人的一生中無法完全避免遭受這些事件。這

也就是為什麼即使穀物中有時也慘雜了一些野草，人

不應該因此將珍貴的穀物丟棄。真的，對想法正確而

且相當了解天主的人而言，所有這些苦難及種種事故

都會變成他最大的福報。因為對好人而言一切萬物都

會變成美好的，如同聖保祿(羅八 28 )及聖奧思定所

說，-的確，連罪過也是如此 J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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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罪過:人在罪 i適當中慮如何自處 44

確然，若我們為所犯下的罪過後悔，那麼就不再

是罪過了。無論如何人不應有犯罪的意念，不論是大

罪或小罪，任何一種罪過都不應該犯。任何人與天主

正確地交往，他 R亨、該總是清楚地記得值得信任的、慈

愛的天主，將人由充滿罪惡的生活帶領到屬神的生活，

從敵人變成朋友，比創造一個新世界來得偉大。似乎

是一股最強勁的驅力將人完全融入天主。應該感到不

可思議的是，有什麼這股力量會如此強勁地激發出人

心中強烈、偉大的愛，讓人完全把自我掏空。

是的，任何人若真正地融入天主的旨意之中，他

就不應該希望他所曾陷入的罪過最好不要發生。當然，

這並不是因為他願意罪過與天主相恆觸，而是一旦你

因為罪過而遭受眨損和屈辱，便與一種更偉大的愛結

合，所以絕對不是因為他願意犯罪，得罪天主。你在

這一點應該完全信賴天主，若不是為了引發你的善根，

祂絕不會讓你有這些遭遇。只要人完全由罪惡中振作，

並且徹底揚棄罪惡，那麼，值得信賴的天主便會做到，

讓人似乎從來沒有陷入過罪惡一樣，天主也不會要人

為他的罪行付出絲毫的代價;即使罪行是如此之多，

就像是犯下所有人共同犯下的一般，天主也絕不會讓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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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付出代價;連這樣的人，天主都願意和他發生一個

與受造物從未有過的親密關係。假使天主認為這個人

現在已經準備好，願意重新與天主和好，祂便不去看

他過去是如何。天主就是現在的天主。祂認為你怎樣，

祂就怎樣地來接納你，不管你過去如何，而注重你現

在如何。天主在一切罪惡中可能遭受的種種傷害和侮

辱，祂會樂意承受，而且已經承受多時，只希望人有

朝一日能對天主的慈愛有深切的認識，並且更加發揮

自己的愛和感恩，讓自己的熱心更加熾熱，就像在犯

罪之後自然和經常發生的一樣。

因此天主樂意承受罪過所帶來的損害，早已經常

如此，而且最常地讓那些祂所挑出來的人在遭遇到損

失之後，按照拍的旨意提升到偉大的境界。然而請注

意:誰能比使徒更為我主所敬愛、親近呢?這些人無

一不是曾犯下大罪、十惡不赦之徒。天主曾經在舊約

與新約中對一些犯過大罪的人開示，後來這些人都成

為最受天主慈愛照拂的人。先前沒有犯過某些罪過而

成功的人，直至今日仍是很少有的。在此我主希望我

們瞭解祂廣大的憐憫之心，並提醒我們應懷有更多、

更誠摯的恭順與虔敬。因為若能重新悔改，愛也就會

更堅實地增生且再次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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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兩樣懺悔 45

有兩種不一樣的懺悔:其一是塵世的或屬於感覺

方面的，其二是屬神的和超自然的。塵世的懺悔經常

將人引入更大的痛苦，令人處於這種不幸之中，好像

他現在就必須絕望，這麼一來懺悔在痛苦中持續，沒

有改變或進步，這麼做是沒有結果的。

但屬神的懺悔卻截然不同。一旦人察覺過錯，就

馬上仰望天主，並且以一種堅定不移的意願永遠揚棄

一切的罪過。如此，他對天主真誠信賴，並獲得最大

的安全感。心靈上還因此有一種喜悅，將靈魂由一切

痛苦與困難中解脫，緊緊的與天主結合。因為人越覺

得自己不完美、犯罪越多，就越有更多的理由，以一

分完整的愛，與沒有罪惡、完美無瑕的天主結合。因

為有屬神的懺悔，所以能脫離一切罪惡。這是人若以

最虔敬之心來投靠天玉，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境界。

人越自覺罪大惡極，天主越樂意寬恕它，越樂意

來到人的靈魂驅除它。最令人厭惡的，一定要盡力把

它除掉，而罪惡越深重，天主越以無限的慈愛來寬恕，

並且是刻不容緩，因為罪惡是天主最討厭的。假使以

屬神的懺悔歸向天主，一切罪惡皆在轉瞬間在天主的

深處消失無睬，就像從來不曾出現過一樣化為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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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在完美的懺悔中才能做到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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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真正的信心與希望

從人對天主是否抱持深切的期望與信心，就可以

瞭解人對天主是否有真正且完美的愛;因為除了信任

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瞭解，我們是

否擁有全然的愛。因為若是一個人真正內在地、全心

全意地愛別人，就會產生信任;因為只要人信賴天主

的一切，他便能真正地在天主那兒尋得，並且發現更

多，如同人對天主的喜愛總不會嫌多，人也總不可能

過度地信賴天主。無論你所想要做的任何事，都不及

對天主的真心信賴來得有助益。對那些堅定信賴天主

的人，天主絕不會忘記讓他們成就偉大的事業。天主

藉這些人明白地昭示，這樣的信任是出於愛;因為愛

不只含有信任，而且還包括了真知與不疑的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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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永恆生令的兩種確信性

世上對於永恆生命有兩種不同的知識。其一認為

天主親自把永生告訴人，或由天使向人轉達永生的意

義，或藉由特殊的光照毆示。然而，這種情形相當罕

見，也僅在少數人身上發生。

另一種知識則遠勝於前者，也較前者更有助益，

並且經常為所有全心敬愛天主的人所獲得;這種知識

是指人由於愛以及和天主親密的往來，而完全信賴天

主，並確切不疑，篤定其中，因此，以平等心在受造

物中愛天玉。若一切受造物皆離他而去，不再與他有

一絲一毫的牽連，甚至連天主也回絕了他，他仍然不

會不信賴祂，因為愛是無法不信賴的，愛在信賴中只

等待美善的事物，不需要特別對愛人者、被愛者強調

什麼，因為天主感受到，人是祂的朋友，同時祂還瞭

解，何者有益於他、何者是他應得的福報。因為你越

是喜愛天主，天主一定會更加倍地喜愛你，更加信賴

你。因為祂本身即是忠實，人應對天主這一點確信不

疑，而一切喜愛天主的人也都這樣確信。

這種確信性遠較第一種更為有把握，更為全面也

更為真切，而且這是無法作假的，第一種確信性可能

會蒙蔽事實，極有可能是一種錯謬的敢發。第二種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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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性在所有靈魂的能力中都可以感受得到，它在那些

真正喜愛天主的人當中無法作假，他們對於這種確信

性是沒有懷疑的，就如同人對天主信賴不疑一樣，因

為愛把恐懼驅逐於外。「在愛內沒有恐懼 J (若壹四

18) 46 。經上也記載，-愛能遮掩許多罪惡 J (伯前四

8) 。因為哪裡有罪惡，哪裡就沒有完全的信任，也不

可能有愛:因為愛會完全遮掩罪惡，不知罪惡為何物。

這並不是說人完全沒有犯過罪，而是愛將罪惡完全副

除、完全驅逐，如同罪惡不曾發生一般。因為天主的

一切作為是如此完美與豐盈，所以一旦祂寬恕了某人，

祂就完完全全的寬恕他，重大的罪行比輕微的過錯更

容易獲得寬恕，這樣會產生完全的信任。我格外重視

這一點，第二種知識會帶來更多酬報，並且也較之第

一種知識來得更為其實，因為不論罪惡或其他任何東

西都不能阻礙這種真正的瞭解。因為天主對所有人有

同樣的愛，所以天主會以同樣方式評斷，不論這個人

過去犯了許多罪過或是無辜的，何人被寬恕得越多，

他也應該擁有更多的愛，如同我主耶穌基督所言，-何

人被寬恕得越多，他也愛得越多 J (路七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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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真正的補贖與幸福的生括

許多人覺得，他們必須在外在的行為中完成一些

有益的事，例如，像:齋戒、苦修，及其他許多所謂

贖罪的行為。然而真正和最根本的補贖，就是人藉著

它能有效地做到最大改進的行為，即是人能完全而徹

底地離棄一切，為他本身及為一切受造物都不算是真

正的屬神的事物，並且以一分堅定不移的愛全心全意

歸向他所愛的天主，如此一來，他對天主便會抱持極

度的虔敬與渴望。從這一種補贖行為中你獲得的越多，

你的態度就越合乎正義。越能適應這種作為，補贖也

就越徹底、越能創除罪惡，而一切懲罰也會同樣地消

除。真的，你能因為如此深惡痛絕而迅速有力地離棄

一切罪惡，並且同樣有力地歸向天主，即使你犯了自

亞當以來所有的罪過，以及將來人要犯的罪過，你會

連同懲罰完完全全地被赦免，縱然你現在死去，你也

會直達天主面前。

這才是真正的補贖，它特別完全地以我主耶穌基督

求徹底贖罪的珍貴的苦難為根。誰越以此塑造自己的，

一切罪行與懲罰也就越遠離他。人應習慣在生命一切

作為中，追隨我主耶穌基督的生命與行為，在一切他

的為與不為中、在苦難與生命中，時時刻刻置耶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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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同耶穌牢記我們一般。

這樣的補贖就是一顆自萬物中絕塵而出，完全提

升到天主的心。你應該樂意去完成那些最能讓你從中

抱持這種心的作為。若一項外在作為阻撓你，無論是

齋戒、不休眠、誦讀等諸如此類者，那麼便由其中抽

身而出，不需擔憂此舉會對補贖的作為有絲毫的耽誤。

因為天主並不在意作為的本身為何，而只是在意作為

當中的愛、虔敬與心態為何。天主不是那麼重視我們

的作為，反倒是重視我們一切作為當中的心態，及在

萬物中我們只愛慕祂。一個人擁有天主卻還不知足，

這樣的人實在過於貪婪。天主暸解到你的作為，而你

在作為中也感受到天主，你的一切作為就已經獲得了

酬報。這為你應該永遠是足夠的。而若你能將天主看

得越自然、越純樸，你的一切作為也越能真正地彌補

一切的罪過。

你也應該要這麼想，天主是世界的普救者，比起

單單拯救我一個人，我更應該為此由衷的感謝祂。所

以在經由罪過而遭受損害的種種事件之後，你也應該

成為所有這一切損害的書救者，緊緊全然地依附於天

主，因為你已經因罪過而損害了你的一切:心、感覺、

肉體、靈魂、力量及一切你身上的所有，它們都完全

地受創與損害。因此你應投奔天主，祂沒有任何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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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只是全然的善，讓天主成為你內在與外在所有損

害的普救者。



17. 接人無怯像基督與眾多聖者一樣 F

承受極大艱苦 F 他慮如何保持平靜 F

又桂、該如何追隨天主

勸言事長/065

人或許會感到害怕及氣餒的是，我主耶穌基督及

聖者的生活是如此艱辛困苦，平凡人難有同樣的作為，

也感覺不到支持他承受艱苦的動機。因此若人覺得自

己離開這個理想俑，他們便常會誤以為遠離了天主，

以為他們無法追隨天主。你們千萬別這!要想!人不論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誤以為遠離了天主，不論有缺失、

軟弱或其他任何的事都不該這樣想。假使你的重罪把

你帶得太遠，以至於你無法相信自己離天主很近，你

仍然要相信天主不曾遠離你。人遠絕於天主之外固然

是一項嚴重的毀害，但不論人在何處徘徊，天主絕不

遠離，祂總是不變地守在周圍;而若天主無法留在人

內，祂也必定於咫尺守候。

追隨天主的嚴格原則也是一樣。要注意的是，你

追隨的是哪一條路。你必須瞭解並且注意到天主在哪

一方面最殷切勸你去做的，因為絕不可能人人蒙召走

同樣的到達天主之路，如聖保祿所說的(格前七 24 ) 

假使你認為，離你最近的路沒有經過太多外在的作為、

太多的艱辛或困苦;如果你在你的內心沒有發現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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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的事情，你應該深感滿足，並且可不理會它們。

路途上的艱苦其實並不是必須的，除非天主特別驅使

一個人，使他有力量適當地承受這些艱苦，而不致內

心產生任何疑惑。

你甚至可以進一步問:若不重要的話，那麼為什

麼我們的先輩們及眾多聖者都經歷過這些艱苦呢?

請想一想:我主給他們這些方法，還賜他們力量，

讓他們在這條路上堅持到底。天主也就從他們身上找

到喜悅，而在這當中他們應能達至最理想的境界。因

為天主並不將祂對於人的救恩局限於某一種特定的方

法。這種方法所擁有的，另一種或許沒有;但一切好

方法天主都賜予功效，任何一種都不例外，因為一項

善行是不會恆觸另一項的。於此，人們應發現他們所

犯的錯誤:如果他們偶然看到一位善人或聽見他的言

談，知道他跟他們並非走同樣的途徑，就認為他的一

切努力都是毫無價值的。假若他們不喜歡別人的途徑，

就不會重視別人方法中的善以及別人的態度。這想法

是不對的!我們應在別人的方法上多注重他們是否有

真正的感情，並且不應輕視任何人的方法。不是每一

個人只能用一種方法，所有的人也不能只用一種方法，

一個人也無法擁有所有的方法和每一個人的方法。

每一個人應該有他自己的好方法，將其他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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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吸收在內，並在他自己的方法中把握一切的優點

與一切的妙方。方法的改變使得方法與內心都不穩定。

其實一種方法能給予你的，也能在另一種方法中獲得，

只要這種方法是好的、值得嘉許的，以及唯天主是膽

的。此外，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同一條路。跟隨那些具

有嚴謹生活規範的聖者也是如此。你或許會喜愛這種

方法，即使你不需要仿效他，你還是很可能喜歡它的。

這時你可能會說:我主耶穌基督總是有最高超的

方法，我們其實應該不斷追隨祂。

一點也不錯，是應該好好追隨我主，但卻不是用

每一種的方法。雖然我主四十天守齋，但任何人都不

應該用同樣的方式來追隨祂。基督完成眾多的事工就

是抱持一種意念，即我們應在精神上而非形體上仿效

他。因此人應致力於在精神上追隨基督，因為祂看重

我們的愛甚於我們的作為。我們應用自己的方法去追

隨祂。

要如何做呢?

聽好:所有的方法都好!該如何做以及用何種方

法做呢?就如我經常說的:我重視精神層面的仿效紗，

甚於身體層面的仿效。

為什麼呢?

基督齋戒了四十日。追隨基督的意義就是針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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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最嗜愛與會做的事物:作自我投入與自我關注，同

時應該經常學會越來越無罣礙地自其中抽身而出，而

不是一味拒絕所有嗜愛的東西。對你而言，有時隱瞞

一句話會比絕口不提隻字片語來得困難。所以有時人

對一兩句意料之外的中傷言詞，比起己做好準備的沈

重一擊更難以忍受;在人革中獨處比住在荒漠中困難

得多;放棄小節比放棄大局來得困難;做一件小事比

做大事更不簡單。所以人在平凡軟弱中能適當地追隨

我主，而不應該自以為遠離了主。



18. 人應以何種方式接納與喜愛精美的

飲食 F 考究的衣著 F 和那些時常在

一起、志同道今的夥伴

勸言手在/069

你不需要對於飲食和衣著惶惶不安到高估了它的

價值，應慣於將你最內在的根和你的心，提高於僅有

衣食的關注之上。除了天主之外應該沒有別的事物讓

你感到樂趣或喜愛，你的心應該超脫於一切萬物之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內心會因外在的衣著而受到肯定，

那麼你的內心是軟弱的;相反地，就你本身而言，應

該妥善地以內主外。如果外在的衣著給你一種舒服的

感受，你應能從內心將它當作美好之物來接受。假使

情況生變，外在的衣著使你不舒服，你也應能同樣樂

意地當美好之物來接受。對於飲食、朋友及親人，以

及對一切天主要給予你的或要從你奪取的皆然。

以下要點我認為佳美絕倫:一個人應完全把自己

託付給天主，所以假使天主願意他有所承擔，無論是

羞辱、辛勞，或者一向被視為痛苦的，那麼，他都應

以喜悅及感激之情來接受，並且聽任天主的導引，勝

過自己閉門造車。因此，你們應該樂意在一切事物中

向天主學習並追隨祂'這樣你們才算合乎正義，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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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接納尊榮及安逸。因為既然連遭逢波折及羞辱也

應該可以接納，並且是樂意接納，因此，內心準備好

守齋的人，也絕對可以放心享用美食。

這也就是為什麼天主會免除祂朋友既深且重的痛

苦的原因。通常祂深摯的忠誠是絕不容許這樣的。因

為雖然痛苦有廣大的福祉，而天主也不會讓追隨祂的

人損失一絲一毫的福報，但是天主卻滿足於一個善的、

合乎正義的意念，不然的話，為了深藏於苦難中無邊

的福祉，祂是不會免除人們的痛苦的。

既然天主因你的意念而感到足夠，你也要感到滿

足，倘若天主令你感受有其他方法，你還是要同樣知

足。因為人心應該完全歸屬於天主，所以不應該受任

何方法與作為所干擾。特別是應當避免一切特殊的事

物，比方在衣著上、在飲食上、在言行舉止上標新立

異。這當中你還應瞭解，並不是禁止你有任何特點。

許多特點在某些時候，與眾人共處時必須有所保留，

因為一個特別的人，應該在某些時候以各種不同方式，

表現其許多的特色。

人應該在一切事上內在地塑形於我主耶穌基督內，

那麼別人便能在他身上得見耶穌基督一切行為的反映，

和祂天主性的顯現。人應該就他能力所及，藉著徹底

的同化，把基督的行為內在化。你應當有所作為，祂



董忠言書長 /071

則應當顯形其中，全心去做你的事，讓你的心隨遇而

安，讓你在一切事工中將自己塑形於基督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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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夭主為何經常容許本質善良的人 F

在從事善行時遭受阻礙

忠實的天主之所以經常令祂的朋友陷於軟弱的阻

礙，是因為要使他們失去一切依賴與支持的倚靠。因

為對一個充滿愛的人而言，倘若能做到許多重要的事，

例如:不休眠、齋戒或其他克修，以及特殊的、重大

的、艱鉅的事情，這些事會是極大的喜悅。既然這對

他們是極大的喜悅、支持與希望，所以他們的作為本

身變成他們的倚靠、支持與信賴。但是這正是我主願

意從他們身上除去的，為使只有祂才是他們的支持與

信賴。祂這麼做除了赤然的良善與憐憫之心外，並沒

有其他理由。因為除了為了祂本身的善，天主沒有需

要完成任何一項事工;我們的作為也不會對天主所賜

予、和施予我們的有所增益。我主願意拍的朋友能擺

脫這些心態，因此祂才剝奪他們的倚靠，以使祂成為

他們唯一的倚靠。因為祂要給予他們最偉大的事物，

並且純然出自祂白白給予的美善，祂應作人們的倚靠

與慰藉，而人應在天主一切偉大的賜予中，自視如一

片純然的虛無。因為人越能以赤貧、不受羈絆的心投

靠天主，讓天主支持他，就越能深入天主之內;同時

對祂一切珍貴的賜予，也越能領受，因為人應該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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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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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應以何種才怯及虔敬的態度來會領主的聖體

誰樂意領受我主的聖體，不需要擔心會感受或覺

察到什麼，或者他的熱忱或虔敬應該到達何種程度，

而應該注意的是他的意念與心態為何。你不應高估你

所感覺的，卻應該看重你所愛及所致力的。

一個願意能夠無牽無掛歸向我主的人，首先他要

能做到良心內完全擺脫一切罪過的愧咎。其次他的意

念應該舉向天主，除了天主與完全屬神的事物，不再

有所謀求、不再有所渴望，一切違背天主的也為他所

厭惡;從他對這件事的態度的積極與否便可以看得出

來，他距離天主有多遠或多近。第三點必須熟知的是

他對聖事及我主的愛藉領聖體不斷滋長，還有他的崇

敬不因頻繁領受而稍減一一帶給某人生命的事物，對

另一人卻是死亡。因此你應將注意力轉到自身，看看

你對天主的愛是否增長，你的崇敬之心是否未曾混滅。

如此一來，你越常領聖事，你便越有所改善，而且這

也是更有所助益的。因此，切莫讓你的天主被說走與

講走， (認為只要)越常領聖事越好，天主就更可親。

我主只渴求住在人內並伴隨人的左右。

這時你可能會說:主啊，我發現自己是如此貧之、

冷漠及怠惰，因此我不敢前去趨赴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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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則是:如此你更需要趨赴你的天主。因

為在主內你會被引燃而變得溫暖，在主內你將變得神

聖，並且與天主結為一體、別無二致。即除了聖事之

外，別無他處能令你如此真實地獲得那分恩寵，使你

軀體的力量藉由我主聖體臨在的神力結合，聚在一起，

使人所有澳散的感官與心在主的聖體內結合，並且合

為一體，而你那些澳散到至已趨向衰敗的軀體的力量，

在此會獲得振發，並會井然有序地呈獻於天主面前。

這些軀體的力量將由蘊含於內心的天主斂聚，除去塵

世所引起的外在的阻礙，轉瞬間化為屬神之物;你的

軀體經由祂的聖體更加鞏固，而且得到更新。因為我

們應在主內同化並與祂合而為一(格後三 18) ，如此

天主的所有成為我們的所有，我們的所有也變成天玉

的所有，我們的心與祂的心融合為一，我們的軀體與

祂的聖體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因此我們的感官、意念

與努力，我們的力量與肢體都應被整合到祂內，如此

人才能在一切軀體與靈魂的力量中，感受覺察到天主。

這時你可能會說:主啊，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

何長處，有的只是匿乏。我怎麼敢前去趨赴天主呢?

誠然，如果你希望整個改變自己的置之，那麼你

就前去那個取之不竭的豐富寶藏，你就會變得富裕;

你應在你內肯定，唯有祂才是寶藏，在祂那兒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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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滿足與充實。所以你應當說 I 既然如此，我要

到你那兒，以你的豐富來充實我的置乏，以你取之不

竭的豐盈來填補我的空虛，並以你浩瀚無邊、高深莫

測的天主性來充滿我卑劣、腐化的人性 J 51 。

「啊，主啊，我犯罪無數，我無法彌補我的罪慾」。

正因如此，你要歸向主，祂已充分地彌補了一切

罪過。在主內你可以為你的一切罪過對天父獻上最合

適的祭獻。

「主啊，我極欲讚頌，卻力有未逮」

歸向主吧，只有祂才是對天父的一種可悅納的感

恩之祭，才是對天主一切美善的一種無限的、真正的、

完美的頌揚。

簡而言之，若你想一切缺陷被徹底劇除，以德行

與恩寵改頭換面，並且隨著一切德行與恩寵喜悅地被

引領到萬有的源頭，你便要保持能夠自己堪當經常地

去領受聖事，那麼你就會與主融為一體，並且藉由祂

的聖體而變得尊貴。的確，在我主的身體內，靈魂總

是如此緊密地與天主相契合，所有的天使連色拉芬與

革魯賓都無法得知或分辨二者的筒中差異，因為他們

在觸及天主之處，他們也觸動了靈魂，觸動靈魂也觸

及了天主。如此緊密之結合是無法比擬的!因為靈魂

與天主之融合，勝於構成人的軀體與靈魂的融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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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結合比一滴水珠滴入一桶酒內要緊密得多:在桶內

畢竟有水有酒，但靈魂與天主己融為一體，沒有受造

物能加以分辨。

你可能會問:為何會如此?而我卻根本毫無感受!

其實這無關緊要。你感受的越少，你相信得越堅

決，你的信仰更值得讚許，更受重靚與更受稱揚;因

為人心裡一個完整的信仰遠比只靠臆想來得重要，在

信仰當中我們獲得其知。誠然，我們最置乏的就是正

確的信仰。我們在感覺上可能認為一件事比另一件事

所獲得的好處較多，這不過是從外在的條件來比較，

但事實卻不然。因此，誰信得多少，便能感受到多少、

也擁有了多少。

你可能會問:我身處的環境並不理想，充斥著許

多弱點，沈迷於許多的事物，我如何能相信那些崇高

神聖的事情呢?

這時你必須注意自身的兩樣東西，這兩樣東西也

是我主所擁有的。即便是祂也擁有最高等、和最低等

的兩種力量，這兩種力量所呈現出來的作用大異其趣:

最高等的力量在享受永遠的福樂，而最低等的力量則

同時出現在世上，在最劇烈的苦難與爭鬥之中，兩種

作用不會互相干擾。在你身上的情形亦然，你應該將

最高等的力量向天主提昇'完全奉獻於祂'與祂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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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再者的確，人應將一切痛苦完全交付給身體、

交給最低等的力量及感官;反之，就靈魂來說，應以

一切力量使之提昇'使之不受牽絆地融入天主之中，

而感宮上的苦痛、最低等的力量以及從中而來的引誘，

都影響不了靈魂;因為其間的抗拒越激烈，獲得的勝

利就越廣大，所獲得的勝利的光榮也更受稱許;因為

引誘越大，惡習的攻擊越強烈，若人能將之克服，就

越擁有德行，在天主前也更顯得可愛 52 。因此，人若

願意適當地接受天主，那麼就要注意，你最高等的力

量是否集中於天主，你的意願是否追尋祂的旨意，注

意跟天主在一起搞的是什麼，以及你對天主有怎麼樣

的忠誠。

人在這樣情況中，每次領受到我主寶貴的聖體，

一定領受到特殊的、盛大的恩寵，領受越是頻繁，受

益越深。真的，假如人能夠以這樣的虔敬和心態領受

我主聖體，就算他屬於天使行列最低的一品，只要他

領一次聖體，就馬上被提昇到第二品;藉這種虔敬的

領聖體方式，你也可以夠資格被評列入第八品或第九

品。因此，若有兩人過相同的生活，只要其中一人多

一次以適當的態度領受我主的聖體，那麼此人比起另

一人便如同萬丈的陽光一般，與天主有一種特別的結合。

這樣領受飽享我主聖體的幸福，不僅只有外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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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也有因望王若渴之心而獲得的心靈的喜樂，得

到虔誠莊重的結合。誰若如此充滿信心地領受主，他

將比世上任何一人獲致更多恩寵。我們可以隨時與無

限次地在內心領受主，不論身在何處，也不論生病健

康與否。然而人應該如同領聖事一般做好領受主的完

全的準備，遵照優良傳統的方式與配合期望的輕重緩

急來行事。若人無所期望，就應該激勵自己，為領主

做好準備，行止合宜，如此人才能在現世中成聖，在

永生之中享福;因為跟隨天主，追隨祂即是永生。願

這位真理之師、愛好聖潔者，及永恆的生命，賜予我

們永生。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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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論熱忱

若有人願意領受我主的聖體，他可以不必有過多

的顧慮前去領受。即使尚未意識到自己的罪過，為了

能夠得到懺悔聖事的成果，事先去辦告解是適當且相

當有益的。但若人犯有過失，因雜務纏身無法前去辦

告解時，他只要前去歸向天主，在徹底悔悟中向天主

誠心認錯，待至有餘暇能前去辦告解之時，他應感到

內心平安。若在這期間他沒有罪過的意識和非難，那

麼他可以認為天主似乎也將這些都忘記了。人應該先

向天主認罪，其次才向人認罪，而若人有過失，應將

在天主面前認罪視為極其重要的事並痛陳己非。若人

願意領聖體聖事，就不應該以外在的補贖，把天主面

前認罪這件事敷衍略過，因為唯有人作為中的心態，

才是合義、屬神及美好的。

人必須學習在行事中保持內心不受拘束。然而對

一個末受磨練的人而言，要做到不受任何人、任何作

為所阻礙，必須具備極大之熱忱，要做到天主之於他

一直都是親臨的，不論任何時間、任何環境，天主的

光輝始終毫不保留地照耀他，這些事都非比尋常。為

臻於此，必須具備一份一觸即發的熱忱'尤其需要做

到兩點:其一、要做到內心與外物隔絕，使內心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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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免受身外形象所擾，使身外形象不介入內心，

使其無法以不當的方式在人身邊周旋，趁隙而入。其

二、不論在內心的形象中，包括想像或心的昇華，或

者在外在的形象，與人一時產生的念頭中，人都不應

該令其澳散流失，甚至更不應該令其寄託於外在的雜

事。人應盡所能，朝此目標學習，要把握住自己的內心。

這時你可能認為:如果人要在外面有成就，他必

須向外發展，因為每一項作為必須以其獨特的方式表

現，才能竟功。

一點也不錯。然而對於練達的人而言，外在的表

現方式並不就是外在所見的事物，因為對於有內在生

活的人，一切事物皆有其內在屬神的存有的形式。

最重要的是:人若使其靈智適當與完全地慣於與

天主相通、用之於天主，那麼人內心便時時刻刻都屬

神。對靈智言，沒有別的事物能如天主一樣適於親和

與易於接近。靈智絕不會歸向他處，除非遭受威迫與

不義，它不會歸向受造物。否則，靈智會變得殘破與

扭曲。不論人年輕與否，如果靈智在人身上喪失殆盡，

必須用盡百般努力才能將其挽回，必須投注一切所能，

才能重新適應、重新挽回喪失的靈智。因為對靈智而

言，天主是如此特殊又如此自然地契合。一旦靈智的

方向錯誤，以受造物為根，被受造物的形象所佔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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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其所好時，靈智就會變得衰弱不堪與無法自制，阻

礙了原本崇高的抱負;這樣人即使竭盡所能仍不足以

再次完全挽回自己。他就算用一切心力把自己挽回，

仍需要持續不斷戒慎小心的。

最應重視的是，人自己是否有恆心與良好的習慣 53 。

一個尚未得此習慣、未曾練達的人，想要像一個已經

習慣的人的舉止行動，他必定會完全的墮落敗壞、無

所成就。假使人捨棄與遠離了一切，那麼從今以後便

能明智地從事自己的一切作為，不論他是全然投入或

者無所作為，都無所罣礙。反之:若喜好某物，樂此

不疲，進而玩物喪志，不論在飲食或其他方面，對一

個未曾練達的人都會造成傷害。

人應慣於在任何事上都不追求與圖課一己之欲，

只求在一切事物上尋覓和把握天主。因為天主並不施

予恩惠，即從來不曾施予任何一項人能佔有並引以為

憑的恩惠。天主從來在天地之間所施予的一切恩惠，

都只為了能使我們獲得那個唯一的恩惠:天主自己"。

祂願意所有這些恩惠，都只是為了讓我們準備接受那

一份恩惠，就是天主自己;天主在天地之間的所作所

為，也只是為了能實現一件事，即祂自己的榮福，為

給我們帶來幸福。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在一切恩賜

及作為中學習洞見天主。我們不應該為任何事物所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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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也不應該沈迷於任何事物。此生中沒有一件事能

令我們為之沈迷，而一個人無論他的發展有多宏達，

也不該對任何事物沈迷。最重要的是應隨時保持以天

主的恩惠為目標，並且持之以恆。

我順便提一下一位女子，她極欲從我主那兒獲得

一些恩惠，但是我回答她，她尚末做好準備，若天主

就這麼草率地把這恩惠賜給了她，這項恩惠可能會損壞。

你們問我1"為何她尚未準備就緒?她已擁有善

念，您不也說過，意念能達成一切，萬事萬物與一切

完美均在此意念中」

這是事實，然而意念卻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種

是偶發的、非自內心的意念，另一種是決定性、創造

性和習以為常的意念鈞。

真的，當人心極欲與天主結合之際，有一時的脫

塵尚不足夠，而應該持守一份練達的脫塵，始終如一;

唯有如此才能在天主那兒領受大恩，在萬物中得到天

主。若尚未準備好便獲得了恩惠，只會糟蹋這份恩惠

和天主的美意。這也就是為何天主不能每次都按照我

們的祈求而賜予我們的原因。祂並非不要施予我們什

麼，因為祂想要施予的遠超過我們所獲取的，是我們

令祂遭受威迫與不義，因為我們準備不周，阻礙了祂

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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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在一切恩惠中，學習走出自我，不存一己

之私，也不追求任何事物，不論是利益、愉悅、親密、

甜美、酬報、極樂世界或一己之願。天主從來不曾聽

從任何外來的意念的支自己，將來也不會;祂只按照自

己的旨意來安排。天主的旨意到哪裡，祂便全然投入

哪裡。我們越是斷滅自己的意念，便越能真正地成就

於天主的旨意之中。因此，我們若只偶爾放棄自我，

偶爾放棄一切所擁有、所能做到的，仍嫌不足，而應

該經常自我革新，在萬物中塑造一個純樸與灑脫的我。

人不自滿於把諸如:服從、神貧以及其他的德行

當作徒具內心的德行，是非常有益的;人更應在德行

的作為與效果中修練，時常考驗自我，渴望與企盼藉

眾人來磨練和考驗自己。但只有修練德行的作為，做

到服從、承受困苦與輕蔑、或以其他方式做到謙卑或

割捨，仍然是不夠的;人更應該致力於持之以恆，直

到獲致德行的本質與根層為止。

人可由以下事情得知自己是否具備了德行:倘若

於萬有之上獨好德行，倘若不需特別借助意念之力便

能成就德行的作為，不需自己特別的決心去行義或做

大事就能做到，完全為了德行本身的緣故與出自對德

行的愛慕，不問任何理由只是默默地去實行，如此才

可謂德行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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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學習放下自我，直到沒有自我保留。不論我

們覺察與否，一切衝突與不睦皆起於一意孤行。人自

己應把個人所有，以完全斷滅自己想望與渴求的方式，

帶著自己在萬物中所有能夠想望與渴求的一切，置於

天主的美善和最親愛的旨意之中。

有個疑問:應該連屬神的甜蜜也決意楞棄嗎?如

果對天主沒有這樣的甜蜜，難道這不可能起因於怠惰

及對天主的愛過於薄弱嗎?

是的，正是如此:如果人忽略筒中差異，情形就

像你所說的那樣。若起因於怠惰，或者來自真正的脫

塵或割捨鉤，能用以下方法區分:當人內心完全孤獨

時 57 ，是否對天主仍同樣忠信，如同在情感最高昂時

一般;當孤獨時，是否做到脫塵或割捨之時能做到的

事，絲毫不減;當人遠離一切慰藉與一切支持時，仍

然和感受到天主同在一樣。

對一個具備如此全然、善意與正義的人而言，沒

有時間太短的感覺，因為，意念若能達到所願與所能

完全一致的境界，不只在今生，就算活一千年，也願

意如此，這樣的一個意念所能成就的效益，就如同活

了一千年，不斷i扎實際作為所成就出來的成果一樣多:

在天主之前，意念已經完成了一切兒。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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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該如何以良好的方式追隨天主

人欲開始新生活或新工作，就應歸向天主，竭盡

所能以最高的虔敬懇求天主，請天主賜予他最好的，

對天主言最為珍愛的、最尊貴的事物。這樣他便對自

身意願所想要的無所求取，唯獨專注於天主最親愛的

旨意，除此之外，別無所求。那麼，無論天主賜予他

什麼，他都應該立刻從天主那裡接受，並將之靚為他

最珍貴的所有，而且對此心滿意足。

縱然此後有易一種方式更令他動心，人應該要這

麼想，-這種方式是天主為你所安排 J '所以對人而

言必然是最好的。於此人應該信任天主，祂應該將一

切美好的方法納入這一種原有的方式，且接受這方式

中的一切，不論這一切為何。因為天主在某一種方法

所實現及所賜予的善，均能以所有美好的方法獲得。

在某一種方法中人應該掌握到所有的良好的方法，不

應該只取這種方法的獨到之處。因為人每次只該做一

件事，無法什麼都做。它固然是一件事，在這一件事

當中，人必須掌握到所有事物。因為若人想要每一件

事都做，東一件、西一件，任憑一己之意的方式放棄

這、接受那，只是為了更為一己所喜，無庸置疑地，

便會造成極度的反覆不定。正如一個人拋棄世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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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投身於某一個修會，比起另一個人，從某個修會

轉入另一修會門下，修持更為圓滿，雖然這另一個修

會也是聖潔崇高的:但是只是方式的轉變罷了。一個

人應該掌握某一種良好的方法，擇善固執，並將所有

良好的方法融入其中，重視它一如由天主處所獲得，

不要朝秦暮楚，也不要存有任何憂慮，擔心有任何疏

失。因為與天主同在就不會有任何疏失，天主既不會

有任何疏失，和天主同在也一樣不會。所以由天主那

見取得一種方法，便會由此摟取到所有的善。

但若情況是無法相容，即某一點不能容許另一點，

那麼這就是一種徵兆，使你了解這並非源自於天主。

一項善行不會恆觸另一項，因為就如我主所言 í 凡

事一國自相紛爭，必成廢墟 J (路十一 17 )。同樣如

祂所說 í 不隨我的，就是反對我:不同我收集的，

就是分散 J (路十一 23 )。所以這就是給你的一種指

示:假使一項善行對另一項善行，甚至對比較微小的

善行都無法容許，甚而有所破壞，那麼就表示它並不

是來白天主。一項善行應該是帶來福祉而不是破壞。

所以一言以蔽之:忠實的天主一定會按照人能夠

做到最好的來接納人，這一點是不需存疑的。如果天

主認為一個人可以站著，天主絕對不會接納他躺著的。

因為天主的善已為一切萬物做了最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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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問，天主為何不召回那些喪失洗禮恩寵的

人，既然天主早就預見他們一臟不振的下場，為何不

令他們在靈智末開的幼年時期，就回到天主身邊:這

對他們難道不是最好嗎?

我的回答是:天主不是一切善行的破壞者，而是

成全者。天主不是自然的破壞者，而是自然的成全者。

恩寵不會破壞自然，反而成全自然"。若天主在開始

的階段就如此地破壞自然，那麼自然就受到威迫與不

義，天主絕對不會這樣作。人有自由意願藉以選擇善

惡，而天主則對人的惡行注定了死亡、對善行注定了

生命，以使人做抉擇。人應是自由的，作自己行為的

主宰，不受破壞、不受驅迫。恩寵並不會破壞自然，

而是使之成全。神的光榮也不會破壞恩寵，反而使恩

寵臻於成全，因為神的光榮即是成全的恩寵。天主之

內沒有任何東西會破壞任何存在界的事物;那是因為

祂就是一切事物的成全者。同樣地，我們不應破壞在

我們內多麼微小的善性，或為了一項更圓滿的修德方

法放棄一項微不足道的方法，反應將它們發揚到極致。

所以在提到一個應該重新開始新生活的人時，我

曾這麼說:人應變成一個在萬物中追尋天主的人，應

該隨時隨地、無論與誰共處、盡一切方法作一個天玉

的發現者，而人能在其中不斷增進與成長，這種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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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窮無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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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內在與外在的作為

假如有人願意盡一切內在、外在的力量回歸自我，

而他處於內心既沒有任何設想，也沒有任何來白天主

的推動力、驅策他要有所作為、不論內在或外在他都

一事無成，那麼便應仔細考量，這種情況是否由於他

的作為由人自身推動。若是驅策不了自己，有所作為，

也不願意有任何行動，那麼就應該勉強自己去從事一

項內在或外在的作為，因為人不應自滿於任何事物，

不論它看起來或實質上有多美好，人一旦負擔沈重的

壓力，或經由天主的影響產生束縛，在這情況中，人

比較容易覺得自己是被動的，而不是有自主能力的，

所以人要慢慢學習成為天玉的合作者。

這並不表示人似應逃避、忘記或棄絕他的內在，

卻應該學習於內在、以內在並從內在做起，使內心在

「有所為」中呈現出來，讓「有所為」導入內心，並

慣於從容自由行事。因為人應將日光專注於內在的作

為，由內而發地去從事，例如:閱讀、祈禱，或者如

果有的話，其他外在的作為。但若外在的作為破壞內

在的作為，人便應循內心行事。假如兩者能融合為一，

就最好了，人便能藉此與天主成為一個共同合作者。

現在有個疑問:如聖狄奧尼修所言， í 最能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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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地講論天主的人，就是那些內心生活豐富至極，卻

最能保持械默的人 J 60 ;若人放棄自身及一切作為，那

麼在一切形象與作為、讚美與感謝，或在其他任何作

為都趨於式微的情況下，如何還能有和天主合作的可

能呢?

答案是:還有一項對人合理且適當的作為，那就

是:人的自我混滅。然而自我?民 j戚與自我消退雖然已

至深至鉅，但除非天主成全它，它還是不夠完善的。

一旦天主令人透過自身的努力而恭順謙卑，此時才算

圓滿達成謙遜之德，唯有如此，才可謂人德俱全。

有人問我:然而天主該如何令人透過自身使人自

我隱滅呢?這種自我混滅似乎是一種天主對人的提昇，

因為福音上記載，-凡貶抑自己者，必被高舉 J (瑪

廿三 12 ;路十四 11 ) 

我的回答既是亦否。人應自我「貶抑 J '但除非

天主使然，還是不足取的;人應被高舉，但並不意味

自我貶抑是某件事，被高舉又是另一件事。最高境界

的被高舉建立於謙遜的深基上，因為根基越深厚，獲

致的高舉及高舉的境界便越崇高、越無可限量;井水

越深，同時也越高;高與深其實是一體兩面 61 。因此

人越能自我貶抑，就越顯崇高。所以我主說道，-誰

若想作最崇偉的，他就得先作你們當中最卑微的 J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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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35 )。欲作前者，必先作後者。想成最崇偉的，先

要作最卑微的。要作卑微的，必已成最崇偉的;誰已

作卑微的人，便(已)即是至高無上者。這樣證實應

驗福音作者的話 I 凡自我貶抑的，必被高舉 J (瑪

三三 12 ;路十四 11 )。因為人整體本質的存有，除了

以虛無化為根，是不會奠基於任何其他事物之上的 62 。

經上記載 I 他們變成富於一切德性 J (格前-

5) 。誠然，若不先置乏於一切，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發

生的。誰欲接受一切，必先放開一切。這是項公平的交

易，也是項等值的交換，如同我早先曾說過的一樣 63 。

所以，因為天主要將祂自身及一切事物完全的賜予我

們，使我們擁有，所以祂要完全拿走我們所有的一切。

是的，天主絕不願意我們只擁有我們所能看見的東西。

因為祂所賜予我們的東西，不論是自然人性之賜、或

是恩寵之賜，都是為了讓我們不應該擁有東西;除了

這種方式以外，她不會以其他任何的方式賜予任何東

西的，不論對祂的母親、任何一個人，甚至對任何受

造物都是如此。為了散發我們，並使我們從中有所獲

得，祂常會拿走我們精神和肉體方面的財富。因為榮

譽不應歸我們所有，只應該歸於天主。我們更應該以

這樣的心態來持有萬物，就好像它們是借給我們的，

並不是賜予我們的一般，我們並不擁有任何據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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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不論是軀體或靈魂、感官、力量，外在的財

富或名聲、朋友、親戚、屋舍、庭園和一切事物。

天主對上述所講的如此熱中，到底有什麼意圖呢?

天主願意讓祂自身成為我們唯一而全部的所有。祂願

意如此，祂唯一的意圖就是讓人能夠允許祂來達成。

祂最大的喜樂及愉悅即在於此。祂能做到的越多、越

廣泛，祂的喜樂與愉悅也就越多;因為我們在萬物中

擁有的越多，我們便越難擁有天主，而我們對萬物的

喜愛越少，我們便越能擁有天玉，和祂所能給予的一

切。所以，在我主闡述所有其福的時候，將精神的貧

窮當作是諸福之首，而神貧就是第一個指標，表示所

有的真福和完美已在神貧中開始。的確，若果有一個

諸善能藉以奠基的基礎，必少不了神貧 64 。

如果我們超脫於一切身外之物，為回報天主賜予

我們、讓我們擁有的天上所有的一切，連同所有天上

的能力，即由天上所發出、諸天使和諸聖所擁有，令

我們像他們一樣地擁有，比我任何一項所有更豐富的

一切。為回報天主，我為天主空虛我自己，於是天主

自己和祂所能給予的一切完全成為我的所有，完全屬

於我如同屬於祂一樣，不多也不少。天主屬於人，比

起人所獲得的任何一件寶物，或他的自我擁有更來的

真確。從來沒有一件東西屬於我，像天主自己和祂所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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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做的一切，都屬於我一樣的。

若我們在世上並不將自己和一切天主之外的東西

當作私產，我們便應得到這樣的所有。而申貧越徹底、

越是根本，就越能擁有這項財富。這項報償既不可求

也不應該奢望，除非出於德行之愛，不應該只重視是

否贏得了什麼或獲得了什麼。因為，越淡然擁有，則

擁有得更完全，如可敬的保祿說 í 我們應該像是一

無所有，卻無所不有 J (格後六 10)。無欲求的人一

無所有，自身或身外之物都不希冀，連對天主及萬物

也一無所求。

你想要瞭解何謂一個真正貧窮的人嗎?

真正神貧的人，能夠免用所有不必要的東西。因

此那位赤著身子、住在大木桶裡的人對著擁有整個世

界、偉大的亞歷山大說 í 我是個比你更偉大的君主;

因為我所鄙棄的比你所擁有的更多。被你視為珍貴而

擁有的，對我而言卻毫不足道，為我所鄙棄 J 66 。一個

人能免用一切、對一切無所需求，比另一個需要擁有

一切的人更有福氣。能不用一切不需之物，是最上乘

的人。因此誰最會節省和拒絕，誰捨棄得最多。人若

為了天主捐出千金，並以自己的財富修築修院、目辰饑

與布施，似乎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但若一個人為了天

主的緣故，能同樣地將這些鄙棄，則更為有福。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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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了天主而放棄一切，不論是天主所賜予的或有所

保留的，他便能擁有一個真正的天堂。

你問道 I 那麼，主啊!帶著缺陷的我卻要做到

無所需求，難道不是一種障礙嗎? J 

如果你有缺陷，那麼就更要不斷地向天主祈求，

為你除去缺陷對天主難道不是一種榮譽、不也是天主

樂意而起的事嗎?因為沒有祂'你就一無所能了。如

果祂為你除去缺陷，那麼就當感謝祂;不然的話，你

應當為了天主而承受，你的缺陷不再是一項罪過的後

果，而是一項重大的考驗，你應該藉著它去掙得報酬

和磨練耐力。不論天主是否將祂的恩賜賞給你，你都

應平安知足。

天主總是賜予每個人最有益及最合宜的東西。若

要羊毛某人剪裁衣物，必當按照他的尺寸:適合某人，

可能完全不適合另一人。個人有自己適合的尺寸。所

以天主賜予每一個人一切至善，這是按照天主認為對

每一個人最為合適的來賜予。誠然，在這方面完全信

任天主的人，在最微小的事物中所感受和所擁有的，

便如同在最偉大的事物中一樣多。若天主欲賜予我祂

所賜給聖保祿的，如果這是祂所願意的，我便樂意接

受。而若祂不願意將它賜予我一一因為只有少數人天

主願意他們在此生就達到如此的知識(如保祿)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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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同樣地愛祂，同樣對祂滿懷感激，同樣全然地滿

足於她對我所保留的，一如滿足於祂所賜予我的。我

一樣地滿足，一樣地喜愛，如同天主賜予我一般，只

要我合乎正義，我就一樣的滿足。的確，我應該要如

此滿足於天主的旨意:就是不論天主在每一個人身上

要做的或想要賜予的，對我而言祂的旨意應如此可愛

可貴，就像祂賜予我的這項恩賜，或使其在我身上發

揮效用一樣。這樣一來，天主的一切恩賜與一切作為

都是我的，不論一切受造物使盡其勁，都不能將之奪

走。因為天下的人的恩賜皆為我所有，我還有什麼好

抱怨的呢?一點也不錯，對於天主所施加於我、賜予

我或有所保留的，我是如此滿足，所以我不願意為了

我所能設想得到的、最舒適的生活而花費一分一毫。

你又說，.我害怕自己在這方面的努力不夠，以

致達不到理想」

你要為此遺憾，只能耐心承受，將它靚為一種磨

練來接受，並要感到平安。天主極願忍受侮辱與困頓，

也極願以減少敬禮與讚頌的方式，換來敬愛祂和歸屬

於祂的人自己內享有平安。不論天主賜予我們什麼或

者我們缺少了什麼，難道我們還是無法擁有平安嗎?

經上記載，我主也說，為正義而受苦的人是有福的。

(瑪五 10)。誠然，假設有一盜賊，因犯偷竊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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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接受絞刑，或某人殺害他人，正準備依法處決，

如果這些人自我反省檢討時，認為 í 看啊，你願意

為了正義而承受這些罪罰，因為你所受到的對待是合

理的 J '他們一定能立刻得救。實在，不論我們是多

麼不義之人，只要我們接受天主施加於我或有所保留

的一切，就好像由天主那兒來的一切都是合理而正當

的，並且為了正義而承受苦難，那麼我們便是有福之

人。因此你不要抱怨，要怨的應該是自己不斷抱怨而

不知足;要怨只能怨自己擁有得太多。因為如果一個

人合乎正義，在置乏中和富裕中所領受的是一樣的多。

你告訴我 í 可是你看，天主在這麼多人身上造

就了這麼多偉大的事物，這些人如此轉化為帶著天主

的存有，然而這是天主在這些人身上所發揮的影響，

並不是人們本身使然。」

對此你要為了那些人感謝天主，祂若是賜予你，

你就以天主之名接受吧!若祂沒有賜予你，你應當樂

意接受匿乏;一心持守天主，不需憂慮到底是天主或

者是你自己來造就你的事業;因為只要你一心持守天

主，不論祂願意與否，天主都必須造就你的事業。

你也無須擔心天主賜予某人何種天性或何種方法。

如果我是如此美好及聖潔，使得人們應該將我與聖人

並列，那麼人們便會再次談論與探究，其中究竟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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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或自然使然，並對此惶惶不可終日。他們這麼做就

不對了。讓天主在你身上工作，將成就歸於祂，不用

掛慮祂是 J_;J、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方式工作，因為兩者

俱屬天主:自然與恩寵皆是 67 。天主想要在何處有所

作為，或者祂將在你或他人身上作何影響，這些都和

你無關。天主自會照祂所認為最合適的方式或地點或

方法去做。

正如有一人將一渠水源引入他的花園並說 I 只

要這水源為我所有，我不必在乎它是經過什麼樣的管

道而流到我家來，不論它是鐵製的、木製的、骨製的

或生鏽的，只要這水源為我所有便可」。然而上述那

些人卻完全相反，他們煩惱天主用什麼方法使祂的作

為在他們身上發生影響，是憑藉自然或恩寵。就讓天

主去工作，你才能擁有安寧。

因為你在主內有幾分，你就在安寧之中幾分;你

離天主有多遠，便離安寧有多遠。若說主內有什麼東

西，那便是安寧。所以說在主內有幾分，就等於是在

安寧之中有幾分。你在主內有幾分，就如同在安寧之

中有幾分，從你是否享有安寧就可得知你是否在主內。

因為在你感到不安之處，你在其中也絕對無法享有安

寧，因為不安源於受造物而非天玉。在天主之內沒有

什麼是令你懼怕的;天主之內的一切只有令你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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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在天王之內也沒有什麼是令你悲傷的。誰擁

有自己全部要得到的意願和願望，誰便擁有喜樂。這

樣的一個境界，除非人將自己的意願完全與天主的旨

意合而為一，否則是沒有一個人可以達到的。讓天主

賜予我們這樣的結合!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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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我們的主耶豆豆基寺的大主和正受;贊頌...... (格

也一 3)

志者的會(晶晶宗;主說了，吵?這仗話 r }，f.且我們的

主耶~主基督的大主和乏，仁慈的'，(余先與各 4查委惡的

大主去 i贊揚，是他在我們的各稚磨難寸，常要慰我

們」。有主程磨難，會磁觸"~ Jl歷 i挂在這愁苦寸早上

生活的人。一線承包外在的財宮的指鴿，另一線求自

他的就成和別友所 i童安的指鴿，第 J乙榕的指鴿，是他

自己所遭受到的輕地、辛苦、身上的晶苦扒拉Jl心室的

竭菇。

在這本韋裙，我微章寫乍一呼教導，持讓人在字

莘時、在起{學牛、在茹苦旭、位;乏這;1;主教導得到是娃、。

這本幸有主都七、。在第一部色、妞，人可.'~找到一憑其

妞，在他所有的晶苦 i 寸， f.也可扒拉從這 ~j在 3室被苟，

找到可，心幫如他，而且一定會幫如他，很 1 1m ~，j 地而且

完全地宴娃、他的才是品。您也可"~找到大的主，卜章教導，

在這每一章薇，人都可"~找到:這當而且完全的宴娃、。

i 役，在這本幸的第~部兮，人可.'丟在~~已有在2 翠的

人的言行裙，找到榜糕，當他們在兩苦時，他們志摩

傲，怎 j者說的。



第一部分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智者與智慧，其者與其理，

義者與正義，善者與善，彼此有關係'他們之間的關

係如下:

善不是被創造，被製作或者被生出來的;善卻有

生育力，能生出善者，而善者，就他是善的而言，他

不是被製成，也不是受造的，但是善者仍是善生出來

的孩子，是善的兒子。

善在善者內，生出他自己以及身為他自己的一切:

存有，知識，愛，以及行動，這些他統統傾注到善者

之內，而善者則從書的心中以及善的最內在之處，就

是只從善那裡，接受他全部的存有、知識、愛以及行動。

善者與善，他們就是同一個善。在所有的方面都

是全然的一個，除了一個是生者，一個是受生者;不

論是善的生，或在善者內的受生，都是全然的同一個

存有，同一個生命。凡是善者所有的，都是從善那裡，

在善裡面接受過來的。

善者存在在善裡面，生活在那裡，住在那裡。在

那裡，他認識他自己，以及認識他所認識的一切，愛

他所愛的一切，他協同善裡面的善，而善協同他，在

他之內進行善的工程，即按照聖經上所說的，聖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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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我內的父，作他自己的事業 J (若十四 10 ) 

「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 J (若五 17 ) 

「我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父

的。他給了我，我從他那裡接受一切 J (若十七 10 ) 

進一步，我們必須知道，當我們說「善者 J '這

個名稱，或者說這個字，他所包含的意義，不多也不

少，指的是那赤然與純然的善;當我們說及那自我給

予所生的善時 68 ，當我們說到「善者」的時候，就要

瞭解到，他的善性是從自有而非受生的善所給予、所

注入、所生出來的。因此福音說，-就如父是生命之

源，照樣他也便于成為生命之源 J (若五 26) ;耶穌

說:他「是生命之源 J '沒有說他是「從生命之源」

而來的，因為父把生命之源給了他。

我現在關於善者和善所說的一切，同樣的適用於

其者與其理，適用於正義者與正義，適用於智者與智

慧，適用於天主子與天主父，適用於所有從天主受生

在地上沒有父親的，在他內沒有任何受生的受造物或

者受生的非天主之物，在他內除了純然的天主之外，

沒有其他形象。正如聖若望在他的福音裡這樣說，-他

給他們，即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為天主的子女。

他們不是由血氣，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男慾，而

是由天主生的 J (若一 12 ) 



聖若望所說的「血氣 J '指的是凡在人身上不屬

於人的意念力控制之下的東西。他所謂的「肉慾 J ' 

指的是凡在人之內，雖然受到意念力的控制，但是帶

著反叛抗拒，傾向於肉身慾望，既屬於身體又屬於靈

魂，並不真正只處於靈魂之內的東西;因為這個緣故，

這樣的靈魂的力量會疲倦、軟弱、衰老。

他所說的「男慾 J '指的是靈魂最高的力量，這

靈魂最高力量的本性與行動都沒有肉體攪雜在內，他

置身在心靈的純淨之內，他既脫離了時間與空間，也

脫離了任何尚有一點貪戀或者喜歡時間和空間的東西。

他與其他的東西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在他之內，人是

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在他之內，人屬於天主的世

代，天玉的民族。

不過，由於靈魂最高的力量不是天主自己的，只

是在靈魂之內，同靈魂一起被創造，因此，靈魂的力

量必須脫去自己的形象，只穿上天主的肖像 69 ，在天

主內，由天主受生，好讓天主成為他唯一的父親;因

為這樣，他也成為天主子，天主唯一的兒子。因為，

人按照怎樣的事物的樣子被塑造，被生出來的，他就

是那樣子的兒子。這樣的一個人，天主的兒子，就像

善之于一樣的善，像正義之子那樣的正義，是正義唯

一的兒子，正義又是「非受生 生 J ( ungeb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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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bärend) 的，正義生出的兒子，具有和他一樣所有的

以及生存的存在，他具有正義和真理所擁有的一切 70 。

以上所說的各種教訓，都記載在神聖的福音裡面，

而且在自然的光照之下，賦有靈智的靈魂一定都可以

瞭解，人可以從這些教訓裡面替一切的痛苦找到真正

的安慰 71 。

聖奧思定 (St. Angustine) 說:對天主來說，沒有

任何事情是遙遠又需要長久等待的 72 。如果你不想任

何事情變得遙遠又需要久等，你就委身於天主，因為

在天主那裡'千日好像一日，就是今天。同樣地，我

說，在天主內，既沒有悲傷，又沒有痛苦，也沒有辛

勞。假如你想撇開所有的辛勞和痛苦，你就完全的只

依賴天主，回歸天主。一切的痛苦，他們之所以會發

生，一定是因為你沒有完全以天主為唯一的歸向，完

全回歸天主之內。

如果你完全成形與受生在正義之內 73 ，那麼可以

確定的說，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帶給你痛苦，就如同正

義不會帶給天主痛苦一樣。撒羅滿說 í 義者常無往

不利 J 74 。他沒有說 í 義人」或者「正義的天使」

也沒有說其他的事物。他說 í 義者 J 75 。所有屬於義

人的東西，特別是讓他成為正義的那個東西，或使他

成為義人的東西，都是受生的兒子，有一個在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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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受造物、被製成、被造的，因為他的父親是

受造物、被製成，被造的。但是，純的義者沒有被製

成，被創造的父親，因為，天主與正義完全是同一的，

而只有正義是這義者的父親，因此，痛苦與辛勞不能

影響義者，就像不能影響天主一樣。

正義不會為義者帶來痛苦，因為正義完全是喜悅

與幸福;因為假如正義為義者製造痛苦，他就是為他

自己製造這個痛苦。沒有任何與正義不一樣的、不正

義的、被製成的、被造的東西，能夠將義者帶進痛苦，

因為所有被造的，遠遠的在義者之下，就如同遠遠在

天主之下一般。這些被創造的，不能夠對義者施展任

何壓力或影響，也不能在義者內生存， (因為)他的

父親只是天主。

因此，人要非常努力的脫去自己的形象，以及所

有的受造物的形象，除了天主之外，不認識任何父親;

這樣，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帶給他痛苦，使他憂愁。

不論天主或受造物，不論被創造的或者不是被創造的，

他整個的存有、生命、認識、知識和愛，均出自於天

玉，在天主內，就是天主(自己)

然後我們必須知道第二件事，這也是在我們所有

的辛苦中，能夠安慰我們的。那就是，正義善良的人，

甚至最高級的天便，他們一定喜歡正義的行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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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法形容的喜歡，遠遠超過他們對於自己自然的存

在，或者自己的生命所保有的幸福和喜悅。也因此，

聖人們為了正義，喜悅地交出自己的生命。

現在我說:當一個善良而正義的人發生了外來的

傷害，而他以平常心，在他平靜的靈魂中，保持不動

心，這樣我前面所說的就是真的:任何不順利的事不

會讓義者煩憂。但假如他因為受到外來的傷害而煩憂，

那麼天主准許這個傷害發生，也完全是合理而且對的:

因為這個人雖然願意正義，而且自認為是正義的，卻

還為這麼小的事情煩憂。既然這事屬於天主的權能，

他就不應該為外來的傷害而煩憂，且應該為此高興，

並且遠遠勝過為他自己的生命而高興的程度，雖然對

每一個人來說，生命比今世的整個世界更值得喜悅，

更有價值;因為如果一個人沒有生命，今世的整個世

界對他來說，有什麼意義 76 'ì 

第三點，我們可以而且應該知道的是，按照自然

的真理，只有天主是一切美善本質、其實真理，以及

安慰的唯一水泉與源頭，而凡非天主之物，他們本身

帶來自然的艱苦、失望、痛苦，不能對從天主而來的

善，也就是天主自己，增加什麼，反而會減少、遮蓋、

隱蔽天主所給的甜蜜、幸福與安慰。

我還要說一件事，一切痛苦來自我對於損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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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假如我因為一件外在的事物受到傷害而感到痛

苦，這是一個真正的記號，表示我愛外在的事物，也

就是，我愛痛苦與失望。假如我愛尋求痛苦與失望，

因此我陷入痛苦之中，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我的心、

我的愛認為受造物是善的，但是，善卻是天主所專有。

我轉向受造物，它卻天生是失望的來源，而我背離天

主，背離一切安慰的泉源。這樣，如果我陷入痛苦而

憂傷，又有什麼奇怪?的確，人若想要在受造物當中

尋到真正的安慰，對天主和對全世界的人而言，都是

絕不可能的。

但若人在受造物中只愛天主，只在天主內愛受造

物，不論他在哪裡，都會找到真正的，合理的、一樣

的安慰 c 本書的第一部分就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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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兮

接著第二部分大約有三十段文章，單獨每一段都

能夠適當地安慰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所遭遇到的痛苦。

第一段說，沒有任何不舒適與損害的事不帶有舒

適的，沒有任何損害只是個損害而已。因此聖保祿說，

天主的忠信與善良不會忍讓任何試探與苦難超過我們

的能力。他曾創造一些安慰給予我們，好讓我們有能

力承擔(格前十 13) 。因為聖人與教外的大師們也說，

天主與大自然不允許只有惡勢力或者痛苦存在。

現在我假設一個情況，一個人有一百元;他遺失

了四十元，還有六十元。如果這個人一直想著遺失的

四十元，那麼他就一直得不到安慰而發愁。如果一個

人面向損害與痛苦，把痛苦刻在自己之內，也把自己

刻印在痛苦之內，老是注視痛苦，而痛苦又反過來注

視他，他與痛苦聊天，與損害談話，損害又反過來與

他聊天，兩者相對而視，這樣的人，怎能得到安慰而

會沒有痛苦呢?一個人假如面向他僅剩的那六十元，

背對那失去的四十元，把自己沈浸在那六十元中，與

這六十元面對面互相注視，與它談天，他一定會得到

安慰。

凡是存在與善的東西，才能夠安慰人;但是，東



西既然不存在，也不善，或不是我的東西，或是我失

去的東西，它一定帶來失望、痛苦與憂愁。因此撒羅

滿玉說， í 在憂傷的日子，不要忘了生活舒適的日子」

(德十一 27) ，這句話的意思是，當你在痛苦與不舒

適當中，要想到你仍然擁有的、好的與舒適的東西。

此外，另一件事也可以安慰人，如果人願意想一想，

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假如擁有你僅剩的那六十元，就

會把自己看成是達官貴人，覺得自己很有錢，打從心

底高興起來。

另外有一件事可以安慰人。假如他病了，身體上

有很大的痛苦，不過他有房子住，有必要的吃喝，有

醫生照顧，有僕人的服侍，他有朋友為他難過，獲得

朋友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中，他該抱持什麼態度?想

想一些可憐的人:他們必須忍受同樣的，甚至更大的

病痛和辛苦，可是連一杯冷水都沒有人給他們。他們

必須在雨水裡、在大雪中、在嚴寒之下，挨家挨戶地

尋找乾麵包。因此，如果你要被安慰，就要忘記比你

過得好的人，常常想到比你更糟糕的人。

我要更進一步說:所有的痛苦來自愛和喜歡。因

此，假如我的痛苦是來自會朽壞的事物，這表示我的

心仍然愛著、牽掛著會朽壞的事物，也表示說，我不

是全心愛天主，我還不是按照天主願意被我所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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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愛祂，以及和祂一起，用祂自己願意被愛的方式

去愛祂。如果是這樣，那麼，天主允許我忍受完全該

得的損害與痛苦，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聖奧思定說1"主啊，我不要失去你，但是我要

在我的貪婪中，除你以外我還要佔有受造物;因此我

失去了你，因為你不喜歡別人除了你，真理之外還佔

有受造物的錯謬與虛偽 J 77 。他還在另一處說， 1"假如

光是天主還不滿足他的話，他就是太貪婪了」。在另

一個地方他又說， 1"假如天主自己不能滿足他的話，

他又怎能從受造物身上天主所賜的自然的賦與中得到

滿足呢 J 78? 

對一個善人來說，凡是與天主疏離的，和天主不

一樣的，不完全是天主自己的，都應該帶來疼痛，而

非安慰。他應該常常不斷的說:天主我玉，我的安慰!

假如你要我離開你，到任何一個其他的地方，請給我

另一個你，這樣我可以離開你又到你那裡去，因為除

了你之外，我什麼也不要。

當我主向梅瑟允諾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派遣他去

聖地的時候(聖地指的是天國) ，梅瑟說1"主啊，

不要送我到任何地方，除非你親自同行 J (出卅三 15 )。

所有的興趣，歡愉和愛都來自與自己相同的東西，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傾向、喜愛與自己相同的。純潔的



人喜歡一切的純潔，正義的人愛好並且喜歡正義;人

的嘴巴說出他內在的東西，就好像我們的主說的， 1"心

裡充滿什麼，口裡就說什麼 J (路六 45 )。撒羅滿也

說， 1"人的一切勞碌都是為了口腹 J (司11 六 7) 。因此

這是一個真正的訊號:當人仍然在外面找到歡悅與安

慰，那就不是天主、而是受造物住在人的心中。

因此，當一個善人仍然發現到，天主不在他內，

天主父不在他內進行他的工作，依然是累贅的受造物

在他內生活，決定他的喜好，進行他的工作，他要在

天主以及他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因此達味王在聖詠裡

抱怨說1"有人終日向我說 IF 你的天主在哪裡? CD 

我的眼淚竟變成了我晝夜的安慰 J (詠四-4) 。因為

喜歡外在的東西，在無法找到真正安慰的地方尋找安

慰，而且不停地、興奮地、高興地談論這些事情，這

是一個真正的訊號，表示在我內看不到天主，在我內

天主並不醒著，並不在我內進行我的工作。

除此之外，如果其他的善人在他(善人)身上發

現到這種情況，他也要感到羞愧。一個善人從不應該

抱怨傷害與痛苦;他該抱怨的應只是:他竟然會抱怨，

以及他發現自己在抱怨，自己會感到痛苦。

大師們說，天空下面廣佈著極熱的烈火，但是，

天空完全不會被它觸及 79 。一篇古代經典說，靈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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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的部分，也要比天最高的部分還要高貴鉤。假如

一個人仍然因著這麼小的事情而憂傷，處於痛苦中，

他怎還敢說，他是天上的人 81 ，他的心在天上!

接著我要說另一件事。假如一個善人在每一件特

別的事情上，他的意念和天主的旨意不相同的話，就

不可能為善了，因為天主絕對不可能願意一件不善的

事;而且特別是，正因為天主願意這件事，這件事必

定是善的，同時是最善的。透過天主的這個旨意，這

件事就會變成善的，同時是最荐的。因此我主教導宗

徒們，並在宗徒內教導我們，而且我們每天都在祈求，

願主的冒意實現。但是，當主的旨意來到並且實現時，

我們卻往往抱怨起來。

一位教外大師賽內加( Seneca) 問道:在痛苦和辛

勞之中，什麼是最好的安慰?他回答說:那就是，人

要接納所有的事情，就好像他期待著，並且祈求了這

些事情一樣;因為你一定會這樣期待的，假如你知道，

所有的事情都是出白天主的旨意，和天主的旨意一起

發生，在天主的旨意內發生的 82 。有一位教外大師說:

在高天之上的公爵，大父和主人，凡你願意的事，我

都準備好了;讓我願意你所願意的事鈞。

一個善人應該信賴天主，堅定不移地信賴祂，並

且深深認識到:天主、天主的良善，天主的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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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允許任何一個憂傷或者苦難在人身上發生，除非天

主要(透過這個憂苦)阻止更大的苦難，或者讓人在

地上(已經)體嘗到更大的安慰，或者天主要將那個

苦難，或從那個苦難中做出更好的事情，更廣揚、更

強而有力地展現天主的榮耀。

然而，不論怎樣，就只因為天主要它發生，善人

就應該完全將自己的意願與天主的旨意結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意願，人去要求天主所要的，即使那事情給

他帶來傷害，甚至帶來永罰。因此聖保祿說，為了天

主的緣故，為了天主旨意的緣故，為了天主的光榮的

緣故，他願意與天主隔絕(羅九 3)

因為一個真正完美的人應該慣於死去自己，在天

主內捨棄自己，穿上天主的旨意;人永遠的幸福，完

全在於不再認識自己以及所有(其他任何)的事物，

只知道天主，什麼也不要，除了天主的旨意之外，任

何一個意願也不想知道，願意像天主認清我那樣去認

清天主，就如同聖保祿所說的一樣(格前十三 12 ) 

天主在祂自己內，在祂自己旨意之內，認識祂所

認識的一切，愛與願意祂所愛、所願意的一切。我主

自己就說 í 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 J (若

十七 3)

因此大師們說，在天堂享永福者並不以任何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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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形象認識受造物，他們只在一個形象當中認識受

造物，那就是天主，在此形象中，天主認識、愛、和

追求祂自己以及所有的東西 84 。天主自己教導我們這

樣祈禱並渴求，當我們說 I 我們的天父 J ' I 願你

的名受顯揚 J '這就是說:唯有認識你(若十七 3)

「願你的國來臨 J '好讓我除了你，唯一的富者之外，

凡是我所知道或者認為是富有的東西，一概沒有。福

音因此這麼說 I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J (瑪五 3) ，神

貧拍的是:在意念上貧窮的人，我們求天主「願你的

旨意承行 J I 在人問」是說，在我們身上 I 如同在

天上 J '這是說，在天主自己之內。這樣的一個人和

天主同心同意，凡是天主所願的，他都願意，而且願

意遵照天主所願意的方式。

正因如此，如果天主在某種方式上願意我犯罪，

我就不願意我沒有犯過罪。因為這樣天主的旨意才能

夠發生「在人間 J '也就是在罪惡中， I 如同在天

上 J '也就是在正義的行為之中。這樣，人願意為了

天主的緣故失去天主，為了天主的緣故離開天主，而

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痛悔我的罪過;這樣，我的罪過是

一個遺憾，但是沒有痛苦，就好像所有的惡事，對天

主都是沒有痛苦的遺憾的。

我的遺憾、最大的遺憾，來自罪過 因為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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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為任何緣故犯罪，不論是為了受造的或是可能受

造的東西，即使在無限的未來可以有上千個世界，我

也不願意犯罪一一但是沒有痛苦;而我是在天主的旨

意之下，出於天主的旨意，接受以及獲取遺憾 86 。這

樣的遺憾，才是完美的遺憾，囡為他來白天主最純然

的善與喜悅的一份純然的愛。如此一來，我在這本小

冊子寫的就會是真的，而且人們也會發覺到，那是真

的:那就是，善人，就他是善而言，進入善本身，也

就是天主本身的整個本質裡面。

現在請注意，這樣「在人間 J ，-如同在天上」的

人，在天主自身之內，有怎樣奇妙並充滿喜樂的生活!

不舒適對他來說，變成了舒適，而痛苦也成了可愛的

事，此外，在這些事情當中，我們還要注意到另一個

特別的安慰:假如我有剛才所說的恩寵與美善，那麼

我不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事物上，都同樣的得到完

滿的安慰與喜樂;假如不是這樣，我就應該因天主的

緣故，按照天主的冒意沒有這樣的安慰與喜樂。假如

天主願意給我所渴求的東西，那麼我就因為祂的旨意

而獲得，我就會高興;假如天主不要給我，那麼我以

沒有得到的方式還是獲得，同樣是在天主的旨意之內，

祂的旨意就是祂不要給我，因此當我沒有，什麼也沒

有拿到的時候，我還是獲得了。我到底缺少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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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在比較深的一層意義上說，藉著失去天玉，人

取到天主;因為人拿到東西的時候，令他喜樂與安慰

的原因，就在那東西裡面。但是既然人沒有拿到，除

了天主與天主的旨意之外，他什麼喜樂都沒有，亦找

不到，也不知道在什麼事情上喜樂 87 。

另外一種安慰。假如一個人失去外在的財物，一

個朋友，一個親人，一隻眼睛，一隻手或者不論是什

麼東西，他要確定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他因天玉的

緣故忍受這痛苦，在天主那裡，他至少會獲得一份代

價，但他不是為了這份代價而受這個痛苦。且舉一個

例子:有個人失去了一隻眼睛。為了一千元，或者六

千元，或者更多的錢，他都不願意失去這隻眼睛。所

以他必定會在天主那裡，在天主之內獲得所有的代價;

雖然為了那份代價他也不願意忍受那個傷害，或者那

份痛苦。而我們的主說的那句話，就是為此而說的:

「為你有一隻眼進入生命，比有雙眼而被投入永火中

更好 J (瑪十八 9) 。而天主所說的話，也是指此而說

的1"凡為我的名，捨棄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

或父親、或母親、或妻子、或兒女、或田地的，必要

領取百倍的賞報，並承受永生 J (瑪十九 29)

我以天主的真理的名義，以我的永生做保證，我

敢說，誰若因天主的緣故，因為善的緣故，捨棄父親



和母親、兄弟和姊妹，或者任何其他的東西，會以兩

種方式收到百倍的賞報:第一種方式是，他的父親、

他的母親、兄弟姊妹，會變得比現在更親近一百倍。

第二種方式是，不只一百倍，而是所有的人，就他們

是人而言，他對他們的愛，要遠遠超過他對他的父親，

母親或者兄弟自然的愛。一般人不能體驗到這一點，

只因為人還沒有僅僅為了天主，只為了善的緣故，捨

棄他的父親和母親，兄弟姊妹任何其它一切的東西。

一個人如何能夠說為了天主的緣故，捨棄了父母、

姊妹和兄弟，卻仍存在世上，心中惦記，以及還會顧

慮、思念，與盼望不是天主的東西呢?如果他還注意

這個或那個善的東西，看著這個或那個善的東西，怎

麼能夠說他因為天主的緣故捨棄了一切的東西呢?聖

奧思定說:假如你拿開這個或那個善的東西，純然的

善就存留在它自身之內，這就是天主鉤。因為正如我

在上面所說的:這個或那個善的東西不能加給善本身

什麼，只會隱藏，遮掩我們之內的善。這個道理，只

有在真理之中看事情的人，才會認識並且察覺，因為

這個道理，只有在真理裡面是真的，因此，人只能在

真理裡面，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察覺到它。

然而我們應該知道，具有德性以及願意受苦有某

些程度上的差異，就好像我們在大自然裡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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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形體上、在外表、在知識、在藝術上，要比

另一個人更高、更美。因此我也說，一個人可以是一

個善人，卻同時多多少少被對父親、母親、姊妹、兄

弟的天生的愛所感動而有所動搖，雖然不會瞬棄天主，

也不會辦棄善性。此時，他成為善人或者更善的人的

程度，端看他對其父母、姊妹、兄弟以及對他自己自

然的愛，以及親情所得的安慰以及感動與意識的程度

而定。

不過正如我上面所寫的:假如人能夠把下面這件

事當作天主的旨意接受，即:天主的旨意就是，由於

天主的正義，人性當中有缺點，特別是因為原祖父母

所犯的罪;相對言之，假如天主的安排不是這樣的話，

他也願意遵照天主的旨意，那麼無疑地，他在痛苦中

一定得到安慰。這正是聖若望所說的， I 真光在黑暗

中照耀 J (若-5) ，聖保祿也說， I 德能在軟弱中才

全顯出來 J (格後十二 9) 。假如一個小偷，由於愛天

主的正義，置身在這個正義裡，按照這個正義，也就

是按照天主的正義，犯罪者應該處死，這個小偷如果

真正的、完全的、誠心的、心甘情願的、高興的接受

死刑，那麼可以確定的說，他將被救贖'獲得永生。

還有另一個安慰是:我們大概都會這樣做:人為

了樂於看到另一個人活著，因此願意將一隻眼睛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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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或者成為瞎子一年，一年之後又重獲他的眼睛，

而他的朋友卻因此從死亡中被拯救回來。按照這個例

子，假如一個人願意犧牲他的眼睛一年，為了將另一

個人從死亡中救回來，雖然過了短短幾年之後，這個

人仍然要死去，那麼，他一定也同意且願意犧牲他或

許還有的十、二十或者三十年，好讓他自己獲得永遠

的幸福，能夠永遠在神光中看望天主，在天主內看望

自己以及所有的受造物。

還有另外一個安慰:對一個善人來說，就他是善

的、惟獨由善而生、是善的肖像而言，那麼對他來說，

凡是受造的東西，無論是這個或那個，都是令人受不

了的，都是一個苦難，也都是有害的東西。失去這些

東西，表示拋開並且失去痛苦、辛苦和傷害。真的，

失去痛苦是一份真正的安慰。因此人不應該為所受到

的傷害而痛惜。他應該痛惜的是，他不認識這種安慰，

或者，這種安慰無法安慰他，就好像對一個病人來說，

連甜酒也沒有味道。他應該痛惜的是，就如我在上面

所說的，他沒有完全脫去受造物的形象，他沒有用他

整個的存在穿上善。

人在痛苦中應該想到，天主說真理，祂以真理的

身份許下諾言。假如天主背離祂的話、祂的真理，祂

就背離了抽的天主性，不再是天玉，因為祂就是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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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祂的真理。祂的話是，我們的痛苦將要轉化為喜

樂(耶卅一 13) 。當然，如果我確切的知道，所有我

的石頭將轉化為金塊，那麼，我有越多越大的石頭，

我就越高興;甚至，我祈求有石頭，假如可以的話，

我將設法取得大的石頭，而且取來一大堆;它們愈多

愈大，它們就愈可愛。如果這樣去想，一個人在他所

有的痛苦之中，一定會得到莫大的安慰。

還有一個與此相似的安慰:沒有一個容器可以裝

兩種飲料。如果它要裝酒，就必須把水倒掉;容器必

須騰空出來。因此，如果你要接受屬神的喜悅，要接

收天主，就必須把受造物倒出來。聖奧思定說1"倒

空出來，好讓你被填滿。學習不要去愛，好讓你學到

愛。轉身離去，好讓你能回歸 J 89 。簡單的說:想要有

所收受，必須有所空虛。大師們說:假如眼睛裡有任

何一點顏色，當它看的時候，它既看不到自己眼中的

顏色，也看不到它眼中沒有的顏色;正因為眼睛裡沒

有任何顏色，它才可以認出所有的顏色列。

牆壁有顏色，因此它既不能辨認它自己的，也不

能辨認任何其他的顏色，他對顏色不能有喜悅，不論

是金色，天藍色或者焦炭的黑色。眼睛沒有顏色，但

卻是最有顏色的，因為他能夠高興、歡樂、喜悅地辨

認顏色。靈魂的力量愈是完美，愈是純淨，它就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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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完美地，完整地接受它所抓住的東西，接受得更多，

體驗到更大的歡樂，更能夠與它所接受的合而為一，

而且達到這麼高的程度:靈魂最高的力量是接受天主

自己，包括天主完整又圓滿的存有，這時靈魂的力量

是空無一物，而且不與任何東西相同的。大師們證明，

這種結合、這種交融、這種歡樂所帶來的喜悅與幸福，

是沒有人和東西可以比擬的。因此我主說的話值得我

們注意:一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J (瑪五 3) 。一無所有

的人是貧窮的 I 神貧」的意思是:就像眼睛是貧窮

的，沒有任何顏色，卻能接受任何顏色一樣，一個神

貧的人，能夠接受所有的精神事物，而所有精神事物

的精華是天玉。聖神的效果是愛、喜樂以及和平。單

純、貧窮、空無一物、空虛能夠轉化大自然;空虛可

以讓水爬上山峰，以及其它的奇蹟，只是此處不多作

說明。

如果你想要在天主內找到並擁有完美的喜樂與安

慰，你就要小心，你要離開所有的受造物，離開所有

從受造物而來的安慰;因為這是真的，只要受造物安

慰你，或者能夠安慰你，你決找不到真正的安慰。如

果除了天主之外，沒有什麼能夠安慰你，那麼，真的，

天主會安慰你，所有和天主一起，在天主之內的，一

切的幸福會來安慰你。假如安慰你的不是天主，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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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哪裡，你都不會有安慰。反過來，假如受造物

不能安慰你，受造物為你毫無味道，那麼不論在哪裡，

你都會找到安慰。

假如人有能力把一個杯子完全掏空，阻止任何可

以填入這個空杯子的東西，包括空氣在內，這個杯子

無疑地將否認並且忘記它的本質，這個空無將把這個

杯子帶到天上去。同樣，脫離所有受造物的那份單純、

貧窮和空無，也把靈魂帶往天主。相同性和火熱也將

我們吸至高處。我們將相同性在天主內歸於聖子，將

火熱和愛歸於聖神 91 。所有的東西裡的相同性，但是

首先而且特別是在天主性當中的相同性，是在至一裡

誕生，由至一來的，在至一裡面的，與至一一起的相

同性，是灼熱、燃燒的愛的開始與起源。至一是無始

之始。相同性只是由至一開始，而且相同性從至一那

裡、在至一裡面，接受他的存有，並且發韌。愛本身

就有這一點，因為他是從兩者當中，以同一的身份外

流以及泉湧出來的。一若只是一，不會有愛，二只是

二，也不會有愛;二而為一，這時就一定會發出自然

的、急迫的、烈火般的愛。

撒羅滿說，所有的河川，也就是所有的受造物，

川流不息，回歸到它們的源頭(訓一7)。因此我所說

的一定是真的:相同性和烈火般的愛會向上吸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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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並攜帶著靈魂進入至一的第一個源頭，祂是「在天

上和地上 J ，.所有人的父親 J (弗四 6) 。所以我說，

由至一而生的相同性，吸引靈魂到天主內，如同祂在

祂隱密的合一中是至一，這就是至一的意思。在此我

們有一個可見的圖像:火燃燒木材的時候，一顆火花

接受了火的本性，就相同於直接黏貼在天底下的純淨

的火"。它立刻忘記並且放棄地上的父親和母親，兄

弟和姊妹，趕緊地向上奔往天上的父親。火花在地上

的父親就是火，母親是木材，兄弟和姊妹是其他的火

花;第一顆火花不會等它們，它快快地向上奔往真正

的父親，他就是天。因為認識真理的人，他一定知道，

火，只要它還是火，它不是火花其實的父親。火花真

實的父親，也是所有具有火性的東西的父親，是天。

此外，還要特別注意這一點，這顆火花不只離開它地

上的父親和母親，兄弟和姊妹;更重要的是，它也離

開，忘記並且否認它自己，由於愛催迫著他前往真正

的父親，至1天上去，因為它一定會在冰冷的空氣中消

失;同樣的，這個火花也願意這樣向它真正的，天上

的父親表達它天生的愛。

就像剛才我們關於單純或者空無所說的，靈魂越

是單純，越是空無，越是貧窮，受造物擁有的越少，

對所有不是天主的東西越是匿之，他就越加在天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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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純的抓住天主，與天主更結合為一，他同天主面

對面，天主也同他面對面的觀看，就好像聖保祿所說

的，變成了同樣的形像 93 ，一一對相同性和愛的烈火，

我也要說同樣的事:因為一個東西要是越相似另一個

東西，它就越會奔向這個東西，速度越快，它的奔跑

就越會帶給它喜樂與幸福;離開自己愈遠，所有非它

所要奔向之物，也離開它愈遠，或者，它越來越不像

它自己，越來越不像所有非那之物，越來越像它所奔

向之物。由於相同性是從至一流出來的，透過至一的

力量，在至一的力量之內牽拉吸引，因此不論是牽的

也好，被牽的也好，它們不會安靜滿足，直到他們在

至一內合而為一為止。因此我主在〈依撒意亞先知書〉

裡說出這個意思:沒有任何崇高的相同性(高位)

沒有愛的和平可以滿足我，直到我在兒子身上顯現我

自己，在聖神的愛內點燃燒灼我自己(依六二 1 )。而

我們的主祈求父，讓我們與祂'並在祂內成為至一 94 , 

不只是合一。關於這句話，這個真理，即使在外面的

大自然裡，我們也有一個可見的圖像，一個生動的證

明。當火發揮它的功效，點燃，燒灼木材的時候，它

使木材變得更細緻'變得不像原來的木材，帶走木材

粗糙、冷硬、笨重和潮濕的性質，讓木材愈來愈相似

火它自己;不過，不論是火還是木材，都不會因為溫



度、熱度或者相同性安靜、和緩下來，或者心滿意足，

一直要到火在木材裡誕生，把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

存有傳給木材，讓大家變成一個火，屬於兩者，沒有

或多或少的分別。正因為要如此，直到這一步之前，

在火與木材之間，總會有黑煙、互鬥、霹靂啪啦的聲

響。當所有的不同都去掉拿開之後，火就靜下來，木

材也沈默了。我要按照真理更進一步的說，大自然裡

所藏著的力量，偷偷地憎恨著相同性裡面所帶有的不

同與相異處，大自然在相同性裡面尋找至一，大自然

在相同性內，為了至一本身的緣故愛至一。就好像嘴

在酒那裡尋找味道與甜味，並且愛它。假如水具有酒

的味道，嘴就不會愛酒勝過水了。

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我曾說，靈魂會恨在相同性

裡的相同性，他不是愛相同性本身，不是為了相同性

而愛相同性:靈魂愛相同性乃是因為至一的關係'在

相同性內所隱藏著的至一、「所有人 J 1"天上地上」

的真正的「父親」、無始之始。因此我說，只要在火

和木材之間還能夠找到相同性，還會出現的話，就不

會有真正的喜悅，或者沈默，或者憩息，或者滿足。

因此大師們說，成為火的過程，帶有抗拒、激動與不

安，需要時間;但是火的誕生以及喜悅是沒有時間，

也沒有距離的。沒有人覺得喜悅與歡樂的時間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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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太遠。我在此所說的一切，我主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 í 婦女生產的時候，感到憂苦;既生了孩子，

因了喜樂再不記憶那苦楚了 J (若十六 21) 。因此天

主在福音裡也這麼說，並且警告我們，我們要向天父

祈求，讓我們的喜樂圓滿，聖斐理伯說， í 主，把父

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J (若十四 8) 。因為

「父親」表示誕生，而不是相同性，表示至一，在至

一裡面相同性變得沈默，所有追求存有的欲望，也都

靜止下來。

現在，人可以清楚的認識到，他在一切事上的痛

苦、辛苦和傷害得不到安慰，是為什麼，是從哪裡來

的。其原因總是，而且只是如此:他遠離了天主，沒

有撇清受造物，不同於天主，缺乏屬神的愛。

另外還有一點，如果誰願意注意而且認清這一點，

他就應當在外來的傷害與痛苦中得到安慰。

一個人走在路途上，無論有所為或無所誨，而在

這當中遭到傷害:折斷了一條腿，一隻臂膀，或者失

去一隻眼睛，或者生病了。假如他不斷的這樣想:如

果你走了另一條路，做了另一件事，或者放棄了另一

件事，你就不會遭受到這些不幸。這樣的話，他得不

到安慰，而且受到痛苦的壓力。因此他應該想，假如

你走了另一條路，假如你做了另一件事，或者放棄了



另一件事，你會很容易遭受一個更大的傷害和煩惱;

用這個方式，他應當得到安慰。

我還要假設另一點:你遺失了一千元;那麼，你

不要抱怨這失去的一千元。你要感謝天主，他給了你

可以失去的一千元，讓你練習忍耐的美德，藉此賺得

永生，而這是上千上萬的人所無法享受的。

還有一件事可以安慰人:假如說，有一個人享有

多年的榮華與舒適，現在因為天主的安排而失掉了;

這個人要聰明的想一想，並且要感謝天主。當他發現

現在的傷害和辛苦，他才會知道，他以前享有多大的

益處與保護，他應該感謝天主，他享受了這麼多年的

保護，卻沒有察覺到自己受到的好處，他就不應該抱

怨 95 。他應該想，按照人的天i生，從他自己來的只有

邪惡及殘疾。凡是好的，凡是善的，都是天主借他的，

而不是給他的。因為誰若認識真理，他就知道，天主，

天上的父，把善的都交給了聖子與聖神;祂沒有把善

的給受造物，祂只是借給它。太陽把熱送給空氣，但

是把光只借給空氣;因此:太陽下山後，空氣就失去

了光，熱度卻留在空氣裡，因為熱是給了空氣讓它擁

有的。因此大師們說，天主，天上的父，是聖子的父，

卻不是聖子的主，也不是聖神的主。但是，天主父、

子及聖神，是一個主，而且是受造物的主。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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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從永遠以來就是父;但是，當祂創造受造物的那

一刻開始，祂才是主 96 。

現在我要說，凡是善的，安慰人的，或是暫時的

東西，都是借給他的，當給他東西的人把東西收回去

的時候，他有什麼好抱怨的呢?他應該感謝天玉，把

東西借給他這麼久。他也應該感謝天主，沒有把所借

的東西，全都收回去。假如天主把一部分不屬於人的

東西，而且永遠不會屬於人的東西拿走，假如人因此

而生氣，那麼，天主把所借的東西全都收回，這也是

合理的。因此當耶肋米亞先知正處於巨大痛苦和抱怨

的時候，他說的不錯 I 上主的慈愛，永無止境，因

為我們沒有完全被消滅殆盡! J (哀三 22 )。假如一

個人借給我外鹽、皮衣和大衣，在我受寒的時候，他

把大衣收回去，把外壁和皮衣留給我，我當然應該感

謝他而且感到高興。當失去一些東西的時候，我生氣

又抱怨，我們應該特別認識到自己是多麼的錯誤;因

為，如果我想要把我所有的好東西當作是給我的，而

不是(僅僅)借給我的，那麼就是我想作主人，成為

天主本性中的兒子，成為完完全全的兒子，可是我連

天主恩寵的兒子都還不是;而天主子，以及聖神的本

性對於所有的事情，都有相同的態度。

我們也應該知道，人類天生的美德無疑地已經是



很高貴而且富有能力的，為了證明美德，實踐美德，

或者培養美德，再大再重外加的工作也不害怕。因此

有一項內在的工作，這不是時間空間可以包含或者掌

握的，在這項工作裡，有屬神的，與天主相似的東西，

因為天主不是時間或空間可以限定的一一祂是隨時隨

地都一樣臨在的一一這項工作還有一點與天主相似，

那就是，沒有任何受造物可以將天主完全接納，也不

能在自己內完全培養天主的善。因此，必須要有更內

在的，更高的，不是被創造的東西，在任何量度及法

度之外的東西 97 ，好讓天上的父完全烙印下去，傾注

進去，而且在他內能夠顯示她自己:那就是聖子和聖

神。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美德的內在工作，就好像人

無法阻止天主一樣。這項工作閃耀發光，不分晝夜。

這項工作讚美著、頌揚著天主，並為天主詠唱新歌，

好像達味說，-向上主歌唱新歌 J (詠九五 1 )。外在

的讚頌是俗世的，天主不愛外在的工作，它們是在時

空之內的、是狹窄的，它們是人可以阻止，可以強迫

的，隨著時間和實踐，它們會疲累，會衰老。但另外

那項工作是:愛天主，是善的，且願意善，在此，凡

是人出於純正及完全的意念，在所有善工裡所願意做

的，而且想要作的，現在就已經做好了。此時，他已

相似天主，對此達味寫道，-上主只要願意，無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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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祂造成 J (詠一三四 6)

關於這段道理，石頭可以給我們一個可見的證明:

它的外在工作是，它掉下來然後躺在地上。這項工作

可以被阻止，它不會隨時掉下來，也不會不斷的掉下

來。但是另一項工作，對石頭來說卻是比較內在的:

那是向下的傾向，這是它天生就有的;這個傾向，不

論天主，或是受造物，或是任何人都無法拿走。石頭

的這項工作是日夜不停在作用的。即使它放在上面千

年之久，它向下的傾向跟第一天一樣，不會變多或變少。

關於美德，我說完全同樣的話:美德有內在的工

作，它逕直走往並傾向一切善的事，飛離並抗拒一切

邪惡與禍害的事，凡是與天主、與善不同的事，它都

遠離。一項工作愈邪惡，愈是不同於天主，美德的抗

拒愈大;工作越重要，越相似天主，這項工作對美德

來說，就越容易，越可愛，越令人高興。美德所有的

抱怨與痛苦就是一一假設痛苦還會侵害他的話一一這

個為天主緣故所接受的痛苦，所有需要時間進行的外

在工作，都太小了，不能讓他完全展現自己，證明自

己，在其中塑造自己。透過練習他會變得更強壯，透

過慷慨的給予，他變得更富有。他不希望已經受過並

克服了苦難和受苦;為天主以及善行的緣故，他願意

並希望在所有時間裡不斷地受苦。美德的一切幸福，



在於羊毛天主的緣故受苦，而不是受過了痛苦。因此值

得注意我主所說的話1"宗主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瑪五 10)。他沒有說1"受過迫害的人」。這種人

恨受過痛苦，因為受過痛苦，不是他所喜愛的痛苦;

他是為了天主的緣故渡過了、失去了痛苦，而為天主

受苦才是他唯一所愛的。因此我說，這種人也恨將要

受苦，因為這也不是痛苦。但是，他恨將要受苦不如

恨受過痛苦，因為受過痛苦與痛苦的距離更遠一點，

更不相似，因為已經完全過去了。假如有人將要受苦，

這事並沒有把他從他所愛的痛苦那裡完全奪走。

聖保祿說，他願意為天主的緣故，與天主隔絕(羅

九 3) ，好增加天主的光榮。有人說，聖保祿還不是很

完美的時候，說了這句話。我卻要說，這句話乃出自

一顆完美的心。還有人說，聖保祿的這句話，他只想

與天主隔絕一陣子而已。但是我說，一個完美的人，

離開天主一個鐘頭，或者一千年，他都是同樣的不願

意。不過，要是與天主隔離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光

榮，那麼，離開一千年，甚至永遠離闊，就好像離開

一天、一個鐘頭那麼容易。

內在的工作還有一點是屬神的，與天主相似的，

可以看出神的特性，那就是，就像所有的受造物，即

使有上千個世界，它們也不會一絲一毫超越天主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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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我也這麼在前面說過了，那個外在的工作，它的

範團、大小、長度和寬度，根本不能增加內在工作的

善;它的善是在它自己之內的。因此，假如內在的工

作大，外在的工作不可能小;假如內在的工作小或一

文不值，外在的工作也絕不會大或者善。內在的工作

在它自己之內，一直擁有所有的大小，所有的寬度，

所有的長度。不是從別處，而是從天主的心裡，內在

工作拿到並取得它的存有;內在的工作取得兒子的身

份，且以兒于的身份出生在天父的懷中。外在的工作

不是這樣:它透過內在工作接受到屬神的善，好像被

帶到、被灌注在一個次等的、不同的，在數量和部分

經過換裝的天主性裡。但是這一切，以及類似的東西，

還有相同性，只是離天主很遠，而且是陌生的。因為

這一切，都貼附在、停留在、棲息在個別的、被照耀

的、受造物的事物上，而對於善和光源的本身，對於

至一是完全盲目的，在至一內天主生了祂唯一的聖子，

且在至一內生了所有的天主的孩子，他們就是天主生

出的子女。

至一是聖神的流出和源頭的所在，只有在聖神內

就聖神是天主的神，而天主自己是神而言一一聖

子會在我們之內孕育"。那麼在所有這些天主兒女的

身上，也會有這位聖神的流出，其分量的多少則要看



這些兒女純粹由天主而生的程度，以及按照天主、在

天主內接受天主肖像的程度，以及是否撇棄許多不同

的東西，甚至在最高級的天便的本性內才會找到的東

西，甚至還包括，如果我們要真正認清的話，要撇清

善、真理，以及一切只要在思想，或在起這個名字裡

面，接受任何一點不同的，有一絲陰影的東西。這些

天主的兒女，只是信賴至一，至一內沒有任何不同的

東西，沒有任何相異，在至一內，甚至天主父，子及

聖神的所有不同與本性，也都失去了，都被拿走了，

祂是至一，父子神是至一。這個至一讓我們幸福。我

們離至一越遠，我們就越不是兒女，越不是聖子，聖

神在我們心中就越不完美地湧出，也越不完美的從我

們身上流出;相反的，我們越接近天主，我們是天主

的兒女和聖子的身分就越其實，而天主，聖神也會越

從我們身上流出。我主在天主性內的天主子，講的就

是這個，當祂說 I 誰若喝了我賜予他的水，在他內

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 J (若四 14)。聖若望說，他指

的是聖神(若七 39) 99 。

聖子在天主性內，按照自己的本性，賦予自己聖

子的存有，天主生的存有，以及聖神的泉源、原始以

及流出，就是天主的愛，還有至一，也就是天上的父

的圓滿、確實、完全的氛圍。除此之外，祂什麼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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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因此，父的聲音從天上降下來，對聖子說1"你

是我的愛子，在你內我被愛以及找到喜悅 J (瑪三

17 )。因為無疑的，一個人假若不是天王子，他就不

會純粹並且滿足地去愛天主。因為愛，就是聖神從聖

子身上流出、流露出來的，而聖子因為父的緣故愛父，

在父內愛父，以及在父內愛自己。因此我主說得真不

錯1"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J (瑪五 3) 0 1"神貧的人」

的意思是說:那些完全沒有自己的、人性的精神的人，

那些身無一物前往天主那裡的人。聖保祿說1"天主

在祂的聖神內給我們報告了 J (哥~8)

聖奧恩、定說，最瞭解聖經的人，就是那拋棄所有

的精神， (只)在聖經裡面找尋聖經的意義和真理，

也就是說，在聖經被寫下來、被說出來的精神裡，在

天主的聖神裡尋求的人 100 。聖伯多祿說，所有的聖人

都在天主的聖神裡說話(伯後一 21) 。聖保祿說:除

了人內心裡的神之外，有誰能知道那人的事呢?除了

天主的聖神也就是天主之外，沒有人知道天主的聖神，

以及天主的內心(格前二 11 )。因此有一段話說得不

錯，那是一個註釋，它說，沒有人可以瞭解和教導聖

保祿的書信，除非他有同一個神，就是聖保祿在那個

神之內說和寫的那個神 101 。因此我一直抱怨一件事，

那就是，粗心大意的人，他們對於天主聖神無知，也



沒有天主的聖神，卻要按照他們粗糙的人性理解，來

判斷他們在聖經裡所聽到的和所讀到的，而聖經是由

聖神自己，在聖神內所說，所寫出來的，他們不想一

想聖經裡所寫的1"為人這是不可能的;但為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J (瑪十九 26)。而這個道理也適用

於一般的事情，屬於自然領域的事情:在下面的自然

界不可能的事，在上面的自然界卻是習慣的，是自然的。

除此之外，你們還可以再加上我剛才所說的，就

是:一個善人，在天主內以天王子的身分受生，為天

主的緣故，在天主內愛天主，還有許多我剛才所說過

的話。若要瞭解的更清楚，我們要知道，如同我常常

說的，一個善人，在天主內由善所生，進入所有屬神

的天性。按照撒羅滿的話，天主的本性之一就是，天

主創造所有的事物，都是為了祂自己的緣故，也就是

說，祂不在自己之外尋求原因，祂只注意祂自己的旨

意;祂為自己的緣故愛以及創造所有的事物。因此，

如果人愛天主和萬物，以及做他的工作，不是為了酬

勞，為了榮譽或者舒適，而祇是為了天主，為了天主

榮耀的緣故，那麼這就是一個記號，他是天主的兒子。

此外還有，天主為了祂自己而愛，為了祂自己創

造所有的事物，這是說:祂是為了愛的緣故而愛，是

為了創造的緣故而創造;因為毫無疑問的，如果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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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和現在的生不一樣的話，天主就從未在永生裡生

出她的唯一聖子。聖人們因此說，聖子是在永遠裡出

生的，也就是他永遠不斷地被生出來。假如這個被創

造的存有與祂的創造行動不是一體的話，天主也不會

創造了世界。因此天主用這樣的方式創造了世界，祂

一直不斷地創造它 102 。所有的過去和未來，對天主都

是陌生的、遙遠的。因此，假如有誰由天主，以天主

子的身分而出生，他就是因為天主自己的緣故愛天主，

也就是說，他為愛天主的緣故而愛天主，為了創作本

身而創作。天主愛與創造，絕不會勞累。對祂來說，

祂的愛，全是同一的愛。因此這件事是真的:天主是

愛。也因此我在上面說，善人為了天玉的緣故，願意

且希望一直受苦，而不願意只是曾受過苦;藉著受苦，

他能有他所愛的。他喜歡為天主的緣故而受的苦，他

喜歡為天主受苦。正因為這樣，也在這情形之下，他

是天主的兒子，是按照天主的肖像，以及在天主一一

為自己的緣故而愛的天主一一之內受造。也就是說:

祂為了愛而愛，為了創造本身的緣故而創造;因此天

主無時無刻地在愛，在創造。天主的創造是祂的天性、

祂的存有，祂的生命、祂的幸福。在真理中也完全是

這樣的:為天主的兒子，也就是一個善人來說，就他

是天主的兒子來說，他為天主的緣故受苦，為天主的



緣故創作，這就是他的存有、他的生命、他的創作、

他的幸福，因為我們的主這樣說，-為義而受迫害的

人是有福的 J (瑪五 10 ) 

除此之外，我還要說第三點，一個善人，就他是

善的而言，具有天主的本性，不只在於他所愛或所做

是為了他所愛的天主去愛，去做，而且，他在愛的時

候，也是為了他自己的緣故去愛去做;因為他所愛的，

是非受生的天主父，而去愛的那一位則是受生的天主

于。而我們知道:父在于內，子在父內。父與子是至

一。關於這一點，靈魂的最深處，最高點，如何在天

父的懷中以及天主的心裡，汲取並接受天主于，以及

如何接受天主子的過程，關於這一點，可以在這本書

的最後一部分找到，也就是我所寫的「一個高貴的人

離去遠方，為了獲得王位再回歸 J 103 (路十九 12 )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知道，在大自然裡，最上面

的，最高級的天性，給每個實體的印象和影響要比它

自己的天性和特性，要更歡樂，更有趣。由於水的本

性，水向下流到谷底，這是它的本性。但是由於天上

月亮的印象和影響，它否定了，忘記了自己的天性，

而向上漲潮，而這個外流的過程，要比河流往下流更

容易的多 104 。人可以從這件事認出來，他是否符合正

義:拋開自己，棄絕天生的意願，完全接納天主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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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事情，他是不是比較高興，比較愉快。當我玉

說下面的話的時候，這是他真正的意思 I 誰若願意

跟隨我，就應該拋開自己，棄絕自己，擔起自己的十

字架來跟隨我 J (瑪十六 24)。意思是說:凡是十字

架和痛苦的東西他要放下、去掉 105 。因為一定是這樣

的:一個人若棄絕他自己，完全拋開自己的話，沒有

任何東西可以成為他的十字架、痛苦，或者讓他受苦;

一切對他來說，是歡樂、是高興、是心中的喜悅，這

樣的人才能真正來到天主那裡，跟隨天主。因為正好

像沒有任何事情能夠讓天主難過，或者讓天主痛苦，

同樣也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讓這樣的人煩惱，或者痛苦。

因此我們的主所說的 I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

己，擔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J '這不是一般人所

說的，以為只是一個誡命:它是一個許諾，一個屬神

的指示，它告訴我們，人要用什麼方式使他所有的痛

苦，所有的作為以及他整個的生命，變得歡樂與喜悅。

這句話與其說是一個誡命，不如說是一個獎賞。因為

這樣的一個人，他會得到一切他所願意的事情，他不

會求到壞的事情，這就是幸福。因此我們的主說的話

仍然是有道理的 I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J (瑪

五 10 ) 

此外，當我主聖子說 I 該棄絕自己，擔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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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字架來跟隨我」的時候，祂的意思是說:你要成

為子，就好像我是子一樣，是受生的天主，你要成為

像我一樣的同一個至一，就是我住在留在父懷中、在

父的心中，所汲取的那個至一。于說 í 父啊，我願

意，跟隨我的人，來我這裡的人，我在哪裡，他也在

那裡 J (若十二 26)。沒有人能夠真正到于那裡去，

就他是聖子而言，除非他自己變成于;也沒有人，除

非他是子，能在聖子那裡，就是那個在父的懷中，在

父心中，在至一中成為至一的聖子。

父說 í 我要領她到曠野和她談心 J 106 (歐二

16 )。心對心，在至一內成為至一，這是天主喜歡的。

凡是與此相異，離此遙遠的東西，天主憎恨它;天主

引誘，吸引東西成為至一。所有的受造物都尋求至一，

即便是最低級的受造物也尋求至一，最高級的受造物

能夠感知這個至一;他們被拖離自己的天性，重新穿

上天主的肖像，尋找在至一之中的至一，在至一之內

的至一。因此，聖子才會說:在天主性內，子在父內，

那是我在的地方:服侍我的人，跟隨我的人，來我這

裡的人，應該在那裡 107 。

不過，還有另一個安慰。我們應該知道，對整個

大自然來說，大自然不可能把任何一樣東西打破、敗

壞，甚或只是碰觸任何一樣東西，除非這樣東西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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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自然的這個碰觸變得更好。如果只是製造一個同

樣好的東西，大自然是不滿足的，它要不斷製造更好

的東西。為什麼?一個有智慧的醫生不會碰觸一個病

人的于指頭，讓那個人疼痛，除非他要讓那根于指頭，

或者讓他整個人變得更好，減輕他的痛苦。他能夠治

好那個人或者那根指頭，他才會這麼做;如果不是這

樣，他會為了病人的好處，把手指頭切下來。僅僅犧

牲手指頭，而留住人，要比讓手指頭和人一起敗壞，

要好的多。一個傷害要勝過兩個，特別是，當其中一

個要比另一個重要得多的時候。我們也應該知道，手

指頭，手或者另一個肢體，天生就更愛(整個)人勝

過它自己，它只是人的一個肢體，為了人，它會毫不

考庸、甘心情願的接受災難和傷害。我很確定地而且

按照真理說，一個肢體一點都不愛自己，除非它為了

另一個的緣故、且在這另一個之內愛它自己，因為它

是這另一個的肢體。因此，為我們來說是對的，按照

天性來說是正確的:若不是為了天主的緣故，而且在

天主之內，我們絕不要愛自己。假如是這樣的話，凡

是天主在我們身上以及在我們之內所願意的，都是輕

鬆愉快的，特別是，假如我們確信，要不是天主認為

而且想要達到一項非常大的益處，祂是最不願意人忍

受任何災難與傷害的。真的，如果有人在這事上不能



夠信任天主，那麼，他受到苦難與痛苦是再應得不過

的了。

還有另一個安慰。聖保祿說，上主懲戒祂所要接

受和接納的兒子(希十二 6) 。如果要當兒子，受苦是

必然的。因為天主子在天主性內、在永生之中不能受

苦，因此天上的父將他送入時間之內，好讓他成為人，

能夠受苦。如果你想成為天主于，而又不願意受苦，

那麼你就真的不對了。智慧書寫著，天主試煉考驗屬

於正義的人，好像人在火爐中試煉考驗，鍛燒黃金(智

三 5) 。國王或者公爵信任一個騎士的記號是，送他去

戰場。我看見一個主人，他若要收納一個人成為他的

隨從，有時候會在晚上送這個人出去，然後自己去攻

擊他，與他打門。有一次，他用這個方式考驗一個人

的時候，幾乎被他殺死; .ú:t後，他對這位隨從，要比

以前更加寵愛。

我們讀到聖安東尼( Sankt Antonius )有一次在曠野

中，受到惡神的困擾，非常厲害;當他克服了痛苦之

後，我主也特別清楚和高興的顯現給他。於是聖人說:

「噢，親愛的上主，剛才我受這麼大的苦難時，柏:究

竟在哪裡? J 我主說 I 我一直都在這裡，如同我現

在在這裡一樣。但是我有個期望，很想看看你到底有

多虔誠 J 1的。雖然一塊銀子或者金塊已經是純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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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要做成一個國王飲用的杯爵'就要額外地受到

比其他的金銀更強烈的鍛燒。因此描述宗徒們的時候

說到，他們很高興為天主的緣故受到侮辱(宗五 41 ) 

天主子出於恩寵願意成為人，為了能夠為了你的

緣故受苦;而你願意成為天主的兒子，而不只是人，

好讓你不論為天玉的緣故，還是自己的緣故，不再受

苦，也不需要受苦。

只要人願意意識到與想到，假如人為了天主的緣

故，忍受痛苦與傷害，天主會以祂自己的方式，還有

所有天使、以及所有認識天主的人、愛天主的人，他

們對於人的忍耐會有多大的喜樂，真的，光就是這一

點，按理來說，他就可以安慰自己了。一個人不是會

為了讓他的朋友高興，讓他的朋友感受到一些愛，而

把自己的好處丟開，忍受辛苦嗎?

我們還應該想:假如一個人有一個朋友，這個朋

友為了他而受苦、受難、遭遇不幸，那麼，他一定會

到這個朋友那裡去，透過他的親臨，用所有的方式，

來安慰他。因此我們的主在聖詠裡提到一個在痛苦中

的善人，祂會同他在一起(詠卅三 19)。從這一句話

當中，我們可以得到七個教訓，七種安慰的理由。

第一個教訓是，聖奧思定說 :13天主受苦而做的

忍耐，要比一切可以從那個人那裡強奪來的東西，都



要更為美好、更有價值、更高級、更崇高;因為這些

都是外在的東西阱。天啊，在這世界上，即使是再貪

愛這個世界的有錢人，假使讓他受苦之後能夠成為整

個世界的大主人，即使是忍受長久的痛苦，他不會不

願意的。

第二個安慰我不只從天主這句話「祂會在人受苦

的時候與他同在」引伸出來，而是我直接得自這句話，

安慰就在這句話裡面，是這樣的:假如在痛苦中天主

與我同在，那我還需要什麼呢?除此之外，我還需要

更多嗎?假如我符合正義的話，除了天主，我什麼都

不要，我本來就不要其他的東西。聖奧思定說 I 假

如為一個人來說，天主還不夠的話，這個人真是貪婪

又不智 J 110 c 在另一處他說 I 假如對一個人來說，

天主為他還不夠，那麼，天主給他的外在與內在的恩

賜，又怎能滿足他呢?」 1日因此他又在另一處說 I 上

主，假如你要我們離開你，那麼，把另一個你給我們

吧，因為我們除了你之外，什麼也不要 J 112 。因此智

慧書說 I 一切美物都伴隨天主，永生的智慧而來」

(智七 11 )。這句話中的一個意義是，凡不是隨著天

主而來的東西，都不是善的，也不可能是善的，而同

天主一起來的東西，是善的，而且惟獨因為它是同天

主一起來的，所以它才是善的。關於天主，我要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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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假若把整個世界的受造物從天主那兒得到的存

有拿掉，那麼，這些受造物僅是空無，不會令人喜歡，

也沒有價值，讓人憎恨。一切美物跟著天主而來這句

話，還含有許多其他的意思，如果要在此詳細說明，

將會變得太長。

我主說1"我與受苦的人在一起 J (詠九十 15 ) 

對此，聖伯爾納多說1"上玉，如果你在我們痛苦的

時候同我們在一起，請讓我不斷的受苦，好讓你不斷

的同我在一起，好讓我不斷的擁有你 J 113 。

我要說的第三點是:我們痛苦的時候，天主同我

們在一起，意思是說，祂同我們一起受苦。真的，誰

若認識真理，他就知道，我說的是真的。祂與人一同

受苦，不錯，祂以祂的方式受苦，而且比人因祂的名

而受的苦要大得多。現在我要說:如果天主自己願意

受苦，那麼我更應當受苦，因為，如果我符合正義的

話，我會願意天主所願意的。在每天的祈禱中，我求

天主要我們求的1"主啊，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 J 114 

可是當天主願意苦難的時候，我卻抱怨;這根本是不

對的。我可以確定的說，假如我們惟獨為了天主而受

苦的話，天主就很願意與我們一起受苦，也願意為我

們受苦，她的受苦沒有苦味。痛苦對祂來說，是如此

的幸福，因此祂所受的苦已不是苦了。因此，假如我



們符合正義的話，對我們來說，受苦也不是受苦，而

是幸福與安慰。

關於第四點我要說，朋友的同情自然會減輕自己

的痛苦。如果一個朋友感受到我的痛苦，可以安慰我

的話，那麼，天主的同情更將大大的安慰我。

關於第五點:如果我應該而且也願意與一個我所

愛的、他也愛我的人受苦，那麼我就應該高興以及合

理的與天主一起受苦，因為祂出於對我的愛，為了我

而同我一起受苦。

第六點我要說:假如天主在我受苦之前受了苦，

而我為了天主的緣故受苦，那麼我所有的痛苦，不論

是哪一樣、多麼大，都容易成為我的安慰與喜樂。這

是本性的真理:假如人為了另一項目標而做一個工作，

這樣的話，那個目標更貼近人的心，而正在做的那件

事，卻離人心較遠;觸動人心的，只是那個目標，人

是為了那個目標而做這項工作的。誰若要建房屋，而

為此砍木材，切磚塊，目的是造一間屋子為了夏天防

熱，冬天防凍，那麼他首先關心的，且最關心的是那

房子，假如不是那房子的話，他不會去切石頭，不會

做這個工作。現在我們注意看，一個病人喝甜酒，但

他嚐到的是苦味，於是他說，酒是苦的，而這也是真

的;因為舌頭的苦味，已經使酒失去了它的甜味，還



神對他其所f志和以

來不及進到裡面，好讓心靈感覺並判斷酒的味道。這

對人來說也是這樣，而且具有無比地、更高級更其實

的意義，假如人做一切的事情是為了天主的緣故，天

主是做這些事情的促成因素，是靈魂最關心的，那麼

無論什麼事情，要接觸靈魂和人心之前，都要透過天

主，透過天主的甜味，失去苦味，一定得失去它的苦

味，完全變成甜的，才能夠接觸人心。

還有另一個證明和比喻:大師們說，在天空之下

都是火，周遷到處都是，因此沒有雨，沒有風，也沒

有任何的暴風雨，或者大雷雨可以從下面接近天空，

連碰都碰不到的;在到達天空之前，一切都被熾熱的

火焰燒毀、消滅。我要說，人們為天主的緣故所受的

苦、所做的事，也完全是這樣，在到達人心之前，都

在天主的甜味之內變為甜的，因為他為天主受苦，工

作。因為這就是那句話的意思，當我們說， ，-為天主

的緣故 J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到達人心，除非穿過天

主的甜味，失去它的苦味，它也會被天主的愛的熾熱

火焰燒毀，這份愛圍繞在好人的心的四周。

現在我們可以清楚的認識到，一個善人在他的受

苦、困難和工作中，到處都能夠受到那麼多合理的，

以及多樣的安慰。一種方式是，他為天主的緣故受苦

和工作;另一個方式是，他站在天主的愛中。人也可



以認識並且知道，他是否所有的工作都是為天主而做，

他是否在天主的愛內;因為一定是這樣的，如果人充

滿痛苦又找不到安慰的話，他就不全是因為天玉的緣

故而工作。注意，此時他不常在天主的愛內。達味王

說 í 烈火在祂前面先行，焚燒祂四周的敵人。 J (詠

九六 3) 以及一切與祂不同的，那就是:痛苦、絕望、

沒有平靜與苦味。

還有第七個得到安慰的理由在這句話裡面，即天

主在我們痛苦的時候與我們同在，同情我們:天主本

身的特色能夠有力的安慰我們，因為祂是完全的至一，

沒有任何外加的各種差異，即使是想法上的不同，一

切在祂內的都是天主自己。因為這是真的，所以我要

說:善人為天主的緣故所受的一切的苦，在天主之內

受苦，天玉是在他們的痛苦之中與他們一起受苦。假

如我是在天主內受苦，而天主也一起受苦，對我來說，

這樣的受苦怎麼可能是苦難哩!而且假如受苦失去了

苦味，我的痛苦在天主之內，我的痛苦就是天主呢!

就好像天主是真理，只要我找到真理，不論在哪裡，

我就認為找到了我的天主，找到了真理;同樣，不多

也不少，假如我在天主內找到純然的受苦，且為了天

主，我找到的受苦就是天主。誰要是不認清這一點，

他要抱怨他的盲目，不要抱怨我，也不要抱怨神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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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可愛的善。

如此，讓我們為天主的緣故受苦吧，因為這是多

麼的有益處，多磨的幸福啊!我們的主說 I 為義而

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J (瑪五 10)。愛好善良的天主

怎麼可能不允許而且讓好人、祂的朋友，經常不斷的

站在苦難中?

假如一個人有一個朋友，他願意受幾天的苦，好

能夠得到很大的利益，榮耀和舒適，可以長久的擁有

這些東西，假如他要阻止這個朋友，或者希望有人阻

止這個朋友這樣做，我們不會說，他是他的朋友，或

者說他愛他的朋友。因此，天主一定不會以任何方法

允許善人、祂的朋友，沒有苦難，即使這些人還無法

接受苦痛地去受苦。所有外在痛苦的善，來自意念的

善，從意念的善流出來，如同我在上面所寫的 116 。因

此:善人為天主所願意忍受的一切痛苦，準備所受的

苦，渴望所受的苦，他是真的在天主的眼前，為天主

的緣故，在天主內所受的。達味玉在聖詠裡說 I 我

生來就易於失足，因此我常心懷痛苦 J (詠三七 18 ) 

聖熱羅尼莫 (St. Jerome) 說，一個純粹的蠟材，非常

柔軟，適於讓人按照應該與想要的方式去塑造，它含

有一切人所能夠塑造的東西在裡面，雖然從外面看一

點也看不出來，它會被塑造成什麼樣子 117 。我在上面



也寫了，石頭不會更輕，即使它躺在地上看不出來;

它的重量完全是因為它有向下的傾向，隨時準備好向

下掉落。我在上面也說，善人現在已經在天上和地下

做完了他所願意做一切，在這一點上，他也是相似於

天主。

現在我們可以認清，可以看見那些人的粗俗的想

法，當他們看見善人受苦或者受到痛苦，他們常常會

驚訝的臆測，以為這些痛苦是來自於這些善人犯了別

人不知道的罪過，有時他們會說 I 我還以為那是一

個善人呢，怎麼會這樣，他要受這麼大的苦痛和辛苦，

而我還以為在他身上沒有瑕疵呢! J 我同意他們的說

法:不錯，假如為善人來說那真是一個痛苦，他們忍

受的是痛苦和不幸的話，那麼他們既不是善人，也不

是沒有罪的;假如他們是善的話，這些受苦對他們來

說，不是痛苦，也不是不幸，而是一項很大的幸運，

是他們的幸福。天主，也就是真理說 I 為義而受迫

害的人是有福的 J (瑪五 10)。因此智慧書上說 I 義

人的靈魂在天主于裡。在愚人看來，他們算是死了，

離我們而去，彷彿是歸於j民滅;其實他們是處於安寧

中 J (智三 1) ，在歡樂與幸福中。當聖保祿寫道，許

多聖人要受到各種大的痛苦，他說，世界配不上他們

(希十一 36) 。假如我們正確瞭解這句話，它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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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第一個意思是，這個世界根本配不上許多善人

的存在。第二個意思比較好，是說，這個世界的好處，

顯得沒有價值，讓人鄙視;只有天主是有價值的，因

此他們(善人)為天主是有價值的，值得屬於天主。

第三個意思是，就是我現在所要說的意思，它是說，

這個世界，也就是貪愛這個世界的人，是不配為天主

的緣故受到痛苦和辛勞的。因此經上說，聖宗徒們很

高興，因為他們配為天玉的名受到痛苦(宗五 41)

現在，關於話語的部分講的夠多了。在這本書的

第三部分，我要寫到許多安慰，也就是，我們不只在

善人與智慧的人的話語中，而且在他們的表樣當中，

找到的安慰。善人可以而且應該在他自己的痛苦中，

同樣用來安慰自己。



第三部兮

我們在《撒慕爾紀下〉讀到，有一個人詛咒達味

王，嚴重的侮辱他。達昧的朋友說，他要把這個壞人

打死。達味王說，-不要這樣做!因為或許天主願意

這樣，將透過這些侮辱，給我最好的 J (撒下十六 5)

在教父的著作裡我們讀到以下的記載:有一個人

向一位有聖德的教父抱怨他所受的苦。這位教父說:

「我兒，你要我為你祈求天主，把你的痛苦拿走嗎? J 

那個人說，-不，我父，因為這些痛苦為我有益處，

這一點我清楚知道。但是，請為我向天主祈求，賜給

我恩寵，讓我甘心情願的受苦 J 118 。

有一次有人問一個病人，為什麼他不祈求天主，

讓他恢復健康。這個人說，有三個理由他不願意這麼

做。第一個理由是，他確信，仁慈的天主若不是為他

最大的好處著想，絕不會讓他生病。另一個理由是，

一個人，假如他是善人，凡是天主願意的，他都願意，

而不是天主順從人所願意的;因為這是很不對的。所

以既然祂願意我生病一一因為要是祂不願意的話，我

就不會生病 ，因此我也不應該希望健康。因為無

疑的也有這種可能:天主讓我健康，但並不是祂的旨

意，那麼對我來說，祂讓我健康也沒有價值，對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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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健康與否都一樣。願意來自愛，不願意來自不愛。

對我來說，我情願生病，但天主愛我，這樣對我來說

是更好，比起我身體健康，但是天主不愛我更有益處。

天主愛的，才有價值，天主不愛的，則什麼也不是，

〈智慧書〉如此說(智十一 25 )。這個真理也是因為:

凡天主願意的事，正是因為天主願意，而且透過天主

的旨意，它是善的。真的，就拿人性來說:我情願一

個有錢有勢的人，例如一個國王，他愛我，但讓我一

陣子毫無所有，要勝過他立刻給我一些東西，但並不

是真正的愛我;也就是他現在因為愛我，而一點東西

也不給我，也不送給我，是因為他後來要送給我更貴

重、更富有的東西。我甚至假設，愛我的人，現在什

麼也不給我，也不準備以後給我一些東西;或許他後

來改變了他的想法，而把它給我。我會忍耐著等待，

特別是因為，他的給予是一份恩賜，不是我所賺來的。

還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我不重視那個人的愛，也反對

他的意願，我只是看中他要給的東西，那麼，如果他

什麼也不給我，此外還恨我，讓我在不幸之中，他也

是完全有理。

為什麼我不願意向天主祈求健康，而且覺得這樣

做沒有價值，我的第三個理由是:因為我不願意，也

不應該向富有、慈愛、 'm長慨的天主求這麼微小的東西。



舉個例子，我跋涉一百或者兩百里去見教宗，走到他

跟前，跟他說 I 我主，聖父，我花了極大的代價，

走了近乎兩百里崎嘔的路程，來到您這裡'祈求您給

我一顆碗豆，這就是我來您這兒的原因! J 真的，他

或者任何一個聽到這話的人都會說，而且說的完全有

道理，我真是一個大傻瓜。而且這是不變的真理:所

有的東西，甚至整個受造物，面對天主，要比一顆碗

豆面對整個物體的世界還要小。因此假如我是一個善

人，一個有智慧的人，我必須合理的輕蔑那向天主祈

求恢復健康的事。

在這裡我還要說:如果一個人喜歡或者擔心這個

世界上會消逝的事物的話，這表示他的心是軟弱的。

假如人發現到這種情形，人應該在天主面前，在天使

面前，在人面前真心的羞愧。連人臉上有一塊別人從

外面可以看到的疤痕，我們就已經是多麼的羞愧。我

還需要多講些什麼呢?不論舊約、新約，或是聖人的

書、教外人的經書，充滿著這些例子:虔誠的人為了

天主的緣故，也出於天性的美德，他們甘心情願的否

定自己，給出他們的生命。

教外的大師蘇格拉底 (Sokrates) 說，美德將不可

能的事變為可能，而且變得更輕鬆，更愉快的。我也

不會忘記這件事: <瑪加伯書〉所報導的那位虔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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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有一天在她眼前看到別人加在她七個兒子身上，

慘不忍睹的，非人性的，聽起來讓人毛骨慄然的酷刑，

她勇敢的看著，鼓勵他們，警告他們每一個，為著天

主的正義的緣故，不要害怕，情願地把身體和靈魂交

出來 120 。本書就在這裡結束。不過我還要再加上兩句話。

第一件事是:一個善人，屬神的人，假如有一個

痛苦讓他動搖的話，他應該大大地、徹底的感到羞愧。

假如我們看到一個商人，為了獲得一些小小的利益，

常常對未來還不確定地，就離鄉背井，長途跋涉，翻

越山谷，斬草越洋，冒著生命家當被搶被殺的危險，

不眠不休，忍受饑餓與其他的艱辛，不過，他甘心情

願地忘記這一切，只是為了一點小小的、還不確定的

利益 121 。一位騎士為了會過去的、短暫的榮譽，在戰

鬥中以他的財產、生命和靈魂冒險，而我們為了獲得

天主和永生，卻把一點點的受苦，看得那麼重要!

另一點我還想說的是，有些思想粗糙的人會說，

我在這本書和在其他的地方所說的話，不是真的 122 。

對這種人，我要以聖奧思走在他〈懺悔錄〉第一部書

裡的話來回答。他說，天主把一切未來的事情，甚至

是幾千年以後的事情，只要世界還在的話，現在已經做

好了，而凡是過去幾千年來的事情，祂今天還會做 123 。

如果有人不懂這事的話，我又能怎麼辦呢?在另一處



他還說，人在大庭廣眾前面，大刺刺地愛自己，想使

大家頭昏目眩，好讓他的盲目不見能夠隱藏起來 124 。

對我來說，只要我所說的、寫的，在天主內及在我自

己內是真的，這就夠了。一根浸在水裡的棍杖，別人

看起來好像是彎曲的，雖然它完全是宜的，這是因為，

水比空氣粗重;對棍杖本身，以及在清潔的空氣中看

棍杖的人來說，棍杖是宜的不是彎的。

聖奧思定說 125 í 誰若依靠各式各樣的概念、對

象與圖像，而能夠從內在去認識那些從外面看不到的

東西，他就會知道，這是真的。誰要是對這一點無知

的話，他會譏笑嘲弄我。但是我卻可憐他，因為這些

人想要看見，想要體會永恆的東西，屬神的工程，想

要站在永生的光照之中，但是他們的心卻仍然在昨天

和在明天裡面搖擺不定」

教外的大師塞內加說 í 我們應該用偉大的、高

尚的情操，用高貴的心靈，談論偉大高尚的事物 J 1鉤。

有人會說，不應該向沒有讀過書的人說或者寫這樣的

道理。對這個意見我會說，如果不應該教導沒有讀過

書的人，那麼永遠不會有讀過書的人，也就沒有人可

以教導或者書寫。因為教導沒有讀過書的人，就是因

為要使沒有讀過書的人變成讀過書的人。假如沒有新

的事物，就不會有舊的事物。我們的主說 í 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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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需要醫生 J (路五 31 )。醫生任務就是讓病人變

為健康。假如有人不能夠正確暸解這句話，那麼，那

個正確的表達這句正確的話的人，又能怎麼辦呢?聖

若望將神聖的福音宣揚給所有的信友，也給所有不信

的人，希望他們相信，而他在一開始，就講出人關於

天主所能講的最高級的事 127 不過，他的話以及我們

上主的話常常被誤解了。

慈愛又憐憫人的天主，真理自己，讓我以及那些

閱讀這本書的人，在我們自己內找到、發覺真理。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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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在福音裡說1"有一個貴人離開到遠方去，

為取得了王位再回歸 J (路十九 12)。我主用這句話

教導我們，天主創造的人性多麼高貴;而人靠著恩寵，

可以達到的境界又是多麼神聖 128 此外，祂還教導我

們，人應該怎樣達到那境界。這句話也觸及了大部分

的聖經。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凹，其實這也是非常清楚，

那就是，在人之內有兩種本性:肉體與精神。因此，

有本古代經典說 l狗，誰認識了自己，也就認識了所有

的受造物;因為所有的受造物，不是肉體，就是精神。

因此在談到人的時候，聖經說，在我們之內，有一個

外在的人，以及另外一個、內在的人的1 0 

凡依附在靈魂上的東西，都屬於外在的人，都被

肉體包圍著，也和肉體混雜在一起，肉體在每一個肢

體裡面，和每一個肢體一起行動，例如眼睛，耳朵，

舌頭，于等等。這一切，這本經書上稱之為舊人，屬

於地上的人，外在的人，仇人，被奴役的人。

另外一個藏在我們內的，是內在的人。經書上稱

之為新人、天上的人、一個年輕的人、一個朋友、一

個貴人 132 。這就是我主所指的那一位1"有一個貴人

離開到遠方去，為取得了王位再回歸」

除此之外我們要知道，聖熱羅尼莫以及神修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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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說，每個人從他一存在，就有一個善神、一個天

使，以及一個惡神、一個魔鬼 133 。善天使不斷提醒人，

催促人，去做善的事、神聖的事、美德、天上的事、

永遠的事。惡神卻隨時提醒人，催促人去做短暫的、

會消逝的、不符合美德的事、壞事、惡魔的事。

惡神不斷找我們外在的人談話，透過外在的人隨

時秘密尾隨內在的人，就完全像那蛇和女人厄娃聊天，

然後透過她與男人亞當談話一樣(創三 1 )。內在的人

是亞當。在靈魂裡的男人是經常不斷結出好果子的那

顆好樹，我主也提到這棵樹(瑪七 17) 134 。他也是那

塊好田地，天主種下自己的形象與肖像，種下好種子，

種下一切智慧、藝術、美德以及善的根:天主性的種

子(伯後~ 4) 。天主性的種子就是天主子，天主聖

言(路八 11 ) 

外在的人就是在田地裡種撒下秀于的仇人、惡人

(瑪十三 24 等)。關於這個外在的人，聖保祿說:我

發覺我內有一些東西阻止我，反抗天主的命令、天主

的勸導、天主說過的話，以及天主現在仍然在我靈魂

深處，在我靈魂最高處向我所說的話(羅七 23 )。他

在另一處埋怨的說道，-我這個人真不幸啊!誰能救我

脫離這該死的肉身呢? J (羅七 24 ) 

在另一處他還說，人的精神和肉體不斷交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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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勸告我們作不符合美德的事，壞事;聖神提醒我們

天主的愛，喜樂，和平以及各種美德(迦五 17 )。隨

從聖神的人，跟隨祂，按照祂的勸告生活的人，就有

永生(迦六 8) 。內在的人就是我主所說的 ï 有一個

貴人離開到遠方去，為取得了王位再回歸」。他是我

們的主所說的那顆好樹，常常結出好果子，從不結邪

惡的果子，因為他願意善，傾向善，那個只在它自己

內活動，不受其他事物所影響的善。外在的人是壞樹，

永遠結不出好果子(瑪七 18 ) 

關於內在的人、精神的高貴，外在的人、肉體的

卑微，教外大師，杜立斯 (Tullius) 和賽內加也說 135

凡是賦有靈智的靈魂，都在天主裡面:天主的種子在

我們之內。假如它碰到一位好的、有智慧又勤勉的耕

耘者，它就更容易伸展，向天主生長，因為它就是天

主的種子，它結的果子，將具有天主性。

梨子樹的種子，長大成為梨子樹;核桃樹的種子，

長大成為核桃樹;天主的種子，長大之後成為天主(若

壹三 9) 。但若這粒好種子遇到一個又笨又壞的耕耘

者，芳子就會長出來，遮蔽壓擠好種子，好種子見不

到光，也無法成長。

不過，一位偉大的神修大師奧力振 (Origenes) 曾

說:既然天主親自種下這粒種子，埋好它，是祂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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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它或許會被遮蔽、被隱藏，但是，它永不

會被消滅，也不會消失;它會發熱發光，照亮起來，

燃燒起來，無時無刻地朝向天主 136 0 

聖奧思定說，人效法善人以及聖人的榜樣生活，

就會達到內在的人以及新人的第一個階段，雖然人還

需要扶著椅子走路，靠著牆壁走，喝著奶水 137 。

第二個階段，人不再只看著外在的榜樣，包括好

人的榜樣，他急於聆聽天主的教誨與勸導，神聖的智

慧把他的眼光從人的身上轉向天主的容貌，從母親的

懷抱中爬出來，向天父微笑。

第三個階段，人漸漸離開母親，越來越遠離她的

懷抱，不擔憂、不恐懼;即使他現在做錯事或虧待別

人，不會引起別人的激怒，他一點也不想這麼做;因

為他一心一意地努力與天主在愛中結合，好讓天主帶

領他，把他放置於喜樂、甜美、幸福的境地，在那裡，

凡是與天主不一樣與陌生的事情，他都感到厭惡。

第四個階段，人在愛內和在天主內，越來越增長，

根基越來越紮實，以至於他準備好心甘情願、期待地、

喜悅地接受所有的困難、誘惑、不順的事和忍受痛苦。

第五個階段，人能整個地在自己內平安地生活，

靜靜的生活於至高與無可言喻的智慧的滿溢富足中。

第六個階段中，人脫去了自己的形象，穿上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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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的肖像，以致能夠完全、徹底地忘記會消逝的、

俗世的生命，被吸引、轉換為一個天主的肖像，成為

天主的孩子。超出此階段再也沒有更高的了，在此是

永遠的平靜與幸福，因為內在的人以及新人的最後目

的，就是永恆的生命。

關於這個內在的、高貴的人，在他內種下天主的

種于，被烙下天主的肖像，這個具有天主本質的肖像，

天主之子，何時能夠展現出來讓人們看見，何時又會

被隱蔽，關於這一點，偉大的奧力振大師曾用一個比

喻指出:天主的肖像，天主之子，在靈魂的根基，好

像活水的泉源。如果有人用泥土，也就是地上的慾望，

丟罩在他上面，就會阻止他，覆蓋他，於是人無法認

識他，無法知道或感覺到他的存在;不過他仍然保存

著自己的生命力。假如人把從外面、從上面丟置的泥

土拿開，他就會重新展現出來，人也能夠感覺到。奧

力振大師說， <創世紀〉曾經指出這個真理，書上說:

亞巴郎在他的田地裡'掘出活井，仇人把它們用土填

埋起來;可是把泥土創聞之後，活的水井又再次展現

(創二六 14) 138 。

或許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太陽不斷的發

光;可是如果在我們與太陽之間，有雲層或濃霧，我

們就見不到陽光。同樣，假如眼睛有病，或者眼睛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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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或者被遮住了，就會看不見陽光。

除此之外，我曾經用過一個明顯的比喻:雕刻家

雕刻一塊木頭或者石頭，他不是把形象刻到木頭上，

而是把遮掩了形象的木屑剖開。他沒有給木頭加上任

何東西，而是把遮蓋的部分拿掉，挖開，取掉無用的

部分，於是隱藏在下面的閃亮的展現出來 139 。這就是

我們的主在福音裡所說的，藏在田地裡的寶藏(瑪十

三 44 ) 

聖奧思定說:當人靈完全朝向上方，趨向永生，

唯主是歸，天主的肖像就會明亮照耀 140 假如靈魂朝

向外面，即使在表面上實行美德，天主的肖像將被完

全遮蔽。這也表示，按照聖保祿的教導，婦女蒙上頭

巾，而男人不用(格前十一 4) 。這是因為，凡是靈魂

向下的部分會從她所面對的地方，得到遮布，得到頭

巾;但是靈魂向上的部分，則是毫無遮掩的天主的肖

象，是天主在赤裸裸的靈魂裡'毫無遮蔽所生的。

達味王在《聖詠集〉提到，高貴的人，即天主的

肖像、天主之子，在我們內的天主性的種子，即使會

被遮蔽，也永不會被消除，他說:雖然人體驗到虛無，

痛苦，及悲哀，但人仍然在天主的肖像內，天主的肖

像也在他內(詠四 2) 。即使人們察覺不到，真光仍然

在黑暗中照耀(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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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 (- 5) 說，-我雖黑，卻秀麗......你們

不要怪我黑，是太陽曬黑了我。 J ，-太陽」是世界的

光，也就是說，即使是受造物中最好的，最高尚的東

西，也會遮蔽我們內的天主的肖像，使祂失色。撒羅

滿說，-若將銀渣除去淨盡，銀匠必會造出銀器 J (接

二五 4) 。指的是靈魂裡的天主的肖像，天主之子。這

就是我玉在那一句話裡所要說的，因為祂說， ，-有一

個人離開」。因為如果人(真正)接受聖子，要在里

父的心懷中成為聖子，達到他的聖召，他就要走出一

切形象，走出他自己，遠離這一切，變得不同。

天主內沒有任何方式的中介 141 。天主說，-我是

原始和終末 J (默二二 13) 。同樣，按照天主性的統

一性言，天主性內沒有區別，三個位格也沒有區別。

天主的本性是至一，每一個位格也是至一，像天主性

的統一的至一。他們的存有與本質 142 之間的區別被視

為是至一，事實上，就是至一。只有當這個至一不再

一致的時候，才會感受到區別，持有區別，產生區別。

因此，人在至一裡面找到天主，人要成為至一才

能找到天主。我主說， ，-有一個人離開到遠方去 J 143 。

在區別之中既找不到至一，也找不到存有，也找不到

天主，平靜、幸福與圓滿。你要成為至一，才能找到

天主!確實如此，假如你真的成為至一，即使在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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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也仍然是至一，對你來說，區別也是至一，完

全不能阻擋你。「一」在千萬塊石頭之中，仍然是

「一 J '就好像在四塊石頭中一樣。就像「四」是一

個數字一樣， I 千萬」也是一個單純的數字。

一位教外大師曾經說:至一生自最高的天主 144 。

他的特色是，只與至一合一。誰若在天主之外尋找至

一，是欺騙自己。此外這位大師還說，這個至一除了

與貞女或童女以外，沒有更真正的友誼，也就是如聖

保祿所說的 I 原來我已把你們(當作貞潔的童女)

許配給一個丈夫 J (格後十一 2) 145 。人就應該完全是

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的主這樣說 I 有一個人離開」

在拉丁文裡， I 人」這個字真正的意思之一，就

是他完全把自己的存在以及他的所有，屈身放在天主

面前，供天主使用，並向上仰望天主，毫不關注他身

後、腳下以及身旁的其他事物。這是完全的，真正的

謙虛;這個名字，是從塵土來的 146 。關於這點，我現

在不再多說。

當我們說「人」的時候，這個字也表示， I 人」

要比大自然，此時間，以及一切屬於時間，或者與時

間有關，在時間內有價值的東西還要更為高貴;同樣

地， I 人」與空間、身體的關係也是這樣。

再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人」和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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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點相同之處，即他不是按照這個或那個形象造

成、與之相似的:關於虛無，他一概不知，別人從他

身上找不到，也看不到虛無之物，虛無在他身上已經

完全不存在，旁人在他身上只看到純真的生命，存有，

真理與善。這樣的人，真的，不多也不少，他是一個

「貴人 J 147 。

我主所說的「貴人 J '還有另一種解釋的方式與

意義。我們知道，能夠毫無罣礙認識天主的人，也能

同時和天主一起，認識受造物;因為認識是靈魂的一

種光，人天生有認識的慾望 148 ，甚至認識邪惡的事情

也是好的。

而申修大師們說:認識受造物的本質，是一種「夜

晚之知 J '所看到的，是各色各樣、形象不同的受造

物;假如我們在天主之內認識受造物，那是一種所謂

的「晨曦之知 J '在這種看法之下，受造物沒有任何

不同，所有的形象都脫去了，所有的相似性也都被解

除了，都進入了至一，那就是天主自己 149 。這也就是

我們的主所說的「貴人 J I 有一個貴人離開」。他

的高貴在於他是至一，在至一內認識天主與受造物。

另外還有一個關於「貴人」的意義，我願意在此

做詳細的說明。就是說:當一個人、一個靈魂、一個

精神、直觀天主時，他知道，也認識到，自己是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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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能力的人，也就是說，他認識到他直觀天主，也

認識天玉。

有些人認為，這種說法看起來蠻有道裡，那就是，

幸福的花朵與核心在於那分認識，在於他的精神認識

到，他認識天主。因為，他們說，即使我有一切的歡

樂，而我並不知道這件事，那麼，這對我有什麼用，

對我來說，這怎麼稱得上是喜樂呢 150 'ì 但是我肯定的

說，事情不是這樣。

即使如同這個說法所說的，靈魂因為不知道而不

會有榮福，但是，榮福並不在於此;因為榮福首在於，

靈魂可以毫無掩蔽的直觀天主。這時，他獲得他整個

的存有與他的生命，他生存當中的一切，都從天主的

根基處汲取而來。關於知識，關於愛，或者任何其他

的事情，他一概不知。他只是靜靜的，完全的處身於

天主的存有裡面。在那裡，他只知道天主和存有，不

知道別的。

如果他知道，而且認識到，他直觀天主、認識天

主、愛天主，按照自然的次序來說，那只是前面那件

事情的延伸與反映。因為沒有人能辨識出自己是白色，

除非他真的是白色的。

因為，誰如果認出自己白色，他的認識建立與依

附在「是白色的」之上;既非直接取自顏色本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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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個顏色本身，他是從剛好是白色的物件那裡

認出並知道這個顏色。並非全靠這個顏色本身汲取他

的認識，他的認知乃汲取自著上白色的物品，或者白

色的東西，由此，他認出自己是白色。白色與「是白

色的」相較，是極為次要，極為外在的。一個地基，

和在這個地基之上所建造的牆，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151 。

神修大師們說，眼睛能夠看東西，是一種能力，

但是，眼睛知道自己能夠看東西，這又是另一種能力。

第一種能力，眼睛能夠看東西，只是來自於顏色，並

非來自有顏色的東西。因此，不論有顏色的東西是什

麼，不論是一塊石頭，一根木杖，一個人或者一個天

使，結果都一樣，重要的是他們都有顏色。

因此我也說，貴人他整個的存有，他的生命，他

的榮福，完全是從天主那裡，在天主那裡'於天主之

內汲取而來;而不是來自「知道」、「看見」或者

「愛」天主等等。因此，我們的主一針見血的說過，

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若十七 3) ，而不

是:我們認出，我們認識天主。人連自己都不認識，

他又如何能夠認出，他認識天主?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當人到達榮福，在榮福的根

與基礎之時，人根本不認識自己與其他的東西，他只

認識天主。假如靈魂認出他認識天主，那麼，他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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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對天主，以及對他自己的認識。

我曾在前面說明過，人能夠看東西是一種能力，

而他知道而且認識到，自己能夠看東西，又是另一種

力量。不過，在此世上，我們這種知道和認識的能力，

要比我們能夠看東西的能力，更為高貴;因為自然界

從最低的階層開始工作，但天主卻從最完美處開始祂

的工程。在自然界，自小孩變成大人，由蛋孵化為雞;

但是天主卻在小孩之前，造了人;在雞蛋之前，造了雞。

自然界中，先要把木頭弄暖弄熱了，才讓火的存

在出現;天主卻首先給予了所有受造物存有，然後才

在時間之內，不過也不需要時間，分別地給予了受造

物所有屬於存有的東西。同樣地，天主也是先賦予了

聖神，然後才賦予了屬於聖神的各種神恩。

因此我要說，雖然除非人能夠意識地知道，看見

與認識天主，否則就沒有榮福;但是，願天主助佑我，

我的榮福絕不是依靠這種意識的能力!如果有人這樣

就夠了，那麼，他就留給他自己吧，我真可憐他。火

所發出的熱，與火的存有完全不一樣，其性質上相差

極遠，雖然在時間與空間裡，它們如此靠近。天主的

觀與我們的觀，相差極大，絕不一樣。

因此，我主說的好， I 有一個貴人離開到遠方去，

為取得了王位再回歸。」因為人必須在自己內成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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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須在自己內，在至一內尋找至一，在至一內接

受至一，那就是:唯有直觀天主 í 回歸」的意思是

說:他知道並且認識到，人可以認識而且知道天主。

我們在此所說的一切，厄則克耳先知已經說過了，

他說 í 有一隻大鷹，翅膀龐大，翅翼廣闊，羽毛豐

滿，異彩燦爛，飛到黎巴嫩，啄下香柏的樹梢，拆下

了嫩枝的尖端，帶到貿易的地方，安放在商賈的城中」

(則十七 3) 152 。我們的主所說的貴人，就是這裡先知

所說的大鷹。誰能比他更高貴呢?一方面，他是由最

高貴最優秀的受造物所生的，另一方面，他出生於天

主性最深的基礎，在天主的曠野裡。我玉在〈歐瑟亞

先知書〉裡說， í 為此，看，我要誘導她，領她到曠

野和她談心 J (歐二 16)。至一與至一同在，至一來

自至一，至一在至一內，在至一內至一將永存 153 ! 

阿們。



縮寫對照/ 175 

縮寫封丹寧、

原典及譯文在註釋中所採用的縮寫:

原典

DW Meister Eckhart: Die deutschen 恥I缸， ed. by Josef Quint, 

Vols I-V, Stuttgart-Berlin: Verlag W. Kohlhammer, 1936-. 

LW Meister Eckhart: Die latenischen 恥I針， ed. by J.Koch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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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書之寫成蒙「輔仁大學研究發展處學術研究組」氏

"學年研究計畫補助，計畫名稱「艾克哈神修著作

翻譯與註譯 J '三位執行人:陳德光、胡功澤、葛道

明，特此中謝。

1.參閱 Predigt 5B "In hoc apparuit caritas dei in nobis" (1 Joh. , 

4:9) , DW 1, 83ff.; Quint 180, 5-6; Largier 1 , 71:11-12 ;英文

翻譯如. "Here the core of God is my core and my core is 

God's core" (B1akn句， 126) , "Here God's foundation is my 

foundation, and my foundation is God's foundation" (Fox , 
201 )。依原文 Grund (Grunt) 之義，有核心 (core)

與根源( foundation )的意思，本文翻成「根 J 0 

2.Mysticism 中文有不同譯法，例如:神秘主義、密契

主義、冥契主義等，為方便討論，我們採用神秘主義

較為通用的翻譯，其中包括「奧秘」和「契合」雙層

的意義。

3.A1ois Maria Haas, 'Schools ofLate Medieval Mysticism' , in Jill 

Rasitt ed. , Christian Spiri的ality， New York: Crossroad, 1988, 

140-175 , p.150: "The basis of all Eckhart's aspirations is a r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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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God-mysticism more exact1y, a mysticism ofthe Godhead". 

4. 為了解艾克哈思想概說，中文資料請參考:關永中，

〈師長艾克哈( Meister Eckhart )所提示的靈修歷程〉

〈哲學與文化) ，第 274期( 1997 年 3 月) ，頁 216-249 ; 

陳德光， <艾克哈思想中的兩主題. ，-聖子的誕生」

與「突破入神的源頭 J ) , (哲學與文化) ，第 274

期( 1997 年 3 月) ，頁 206-215 ;陳德光， < ，-神」

「神的根」一一艾克哈思想的正統性與文化交流的意

義) , (哲學與文化月刊) ，第 323 期( 2001 年 4 月)

頁 315-329 ;陳德光， <密契主義者艾克哈的創造靈

修) , (神學論集) ，第 132 號 (2002 年夏) ，頁 205-

2240 陳德光， <艾克哈大師涉及二十條異端命題初

探) , (輔仁宗教研究) ，第 7 期( 2003 年 6 月) ，頁

75-117 。

5. 本文兼用「天主」、「神」兩種講法來表達 God

(Deus) , ，-天主」的譯法為顧及漢語天主教的傳統，

「神」的譯法則突顯所討論的問題有其普遍性，基督

教的「上帝」、天主教的「天主」都在討論之列。

6."This is Meister Eckhart from whom God hid nothing" , Blak

ney, 95. 

7. 了解艾克哈生平，請參考 Jean Claude Bolog肘， Les S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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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íes de maÎtre Eckhart, Monaco: Ed. , du Rocher, 1997 0 

8. 關於貧窮問題的爭論，請參閱 Richard Woods, Eckhart汝

協每'Y， Delaware: Michael Glazier, 1986, pp.156-159 0 尋主宗主惡

為教會可有財產，獲道明會支持;國王則主張教會捨

棄財產的立場，獲方濟會支持。方濟會士歐坎( William 

ofOckham, 1285-1347) 於 1324 年被教廷傳訊於亞味農，

卻在 1328 年逃至慕尼黑求取皇帝的保護，亦可反映

一些政教關係複雜的背景。

9. 北真團神修強調愛與神人的契合，比較不注重聖事

與宗教義務，北真團與艾克哈的關係請參閱: B.McGinn, 

几1eister Eckhart and the Beguine 丸。stics ， New York: Continu

um， 1997 。

10. 中文資料參閱鄧辛疾、蕭默治集，施安堂譯， (天

主教訓導文獻選集) ，臺北:施安堂， 1981 ，頁 344-

348 。英文參考 Blakney， 258-305; Essential Sermons, 77-

81 0 

1 1.谷寒松教授認為艾克哈案件有其他因素的介入，參

谷寒松、廖永祥合著， (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

臺北:光啟， 1994 ，頁 274: I 在他死後一週，就被

教會定罪。學者們都同意，他被定罪的理由是政治

性的 J 0 自 1980 年以來，天主教道明會與「國際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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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哈學會 J ( Intemational Eckhart Society )亦在尋求教

會官方平反艾克哈的管道，參 Bemard McGinn , The 

Mystica1 Thought of Meister Eckhart, The Man 企om Whom 

God Hid Nothing, New York: Crossroad, 2001 , p.183 , chapter 

1, note2 。

12. 參閱 Bemard McGinn, The Mystica1 Thought ofMeister Ec

khart, The Man fìnm Mom God Hid Nothù莓， New York: 

Crossroad, 2001 , p .20 0 針對艾克哈聖三之外有「神的

根}的講法， André Gozier 認為雖有困難，但釐清之

後，仍可採用，依其說法 (Prier 15 jours avec MaÎtre 

Eckhart, Paris: Nouvelle ci仗， 1992， p .1 4) :艾克哈「神的

根」能指聖父(次數不多) ，但更指筆名狄奧尼修

( Pseudo-Dionysius )的「整個至高神體 J (la 自己ar

ch時， (論神的名稱) 13 , 3) ，或指沒有分別的「至

」 。

13.教宗訓諭中記載，艾克哈本人願意撤銷和譴責能使

信友產生異端的思想，完全服從教會的定斷，參閱

鄧辛疾、蕭默治集，施安堂譯， (天主教訓導文獻

選集) ，頁 348 (980 條文)

14. 鄧辛疾、蕭默治集，施安堂譯， (天主教訓導文獻

選集) ，頁 347 (979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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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註，頁 347-348 (979 條文)

16. {東方教父選集〉第一部第八卷，臺北:基督教輔

僑出版社， 1964 ，頁 73 。

17. 參閱歐邁安( J ordan Aumann )著，宋蘭友譯， (天

主教靈修學史)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85 (英)

1991 ，頁 690

18.Bemard McGinn, The Presence of God: A History of l始'stem

Christian Mysticism, Vo1. 1 The Foundations of Mysticism. 

Ori汪~ms 的 the Fifth C凹的'ry， New York: Crossroad, 1997, pp. 

157-182, esp. p.164. 

19. 參閱 Amy Hollywood, The Soul as Virgin Wife. Mechthild 

。'fMagdeburg, Marguerite Pore衍" and Meister Eckhart, Idi

ana: Univ. ofNotre Dame, 1995, pp. 120-172 。

20. í 和諧 J ( Concordance )是艾克哈詮釋〈若望福音〉

的釋經學原則，認為神學、哲學與倫理三種真理有

和諧的關係，參考L'oeuvre latine , vo1.6. Commentaire de 

l 'Evangile selon Jean. Le Prologue (Chap.l , 1-18) , pp. 

29-30: "La concordance de la théologie avec 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et/ou l'étique est un thème caract仕的tique du Comm. 

Jean." (cf. Comm. Jn nn. 361 ， 441 ， 486， 509 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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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上註， Comm. Jn nn. 4-26 。

22.德文之外，其他語言的譯法，舉例如:英文作 The

Talks ofInstruction (Davies) ，法文作 Entretiens spirituels 

( Libera) , Discours du discernement (Jar et Lab )。

23. 有五十一個手抄本， McGinn , The Mystical Thought of 

Meister Eckhart, p.4。

24. 參閱 McGinn， The Mystical Thought of Meister Eckhart, p. 

4 。

25. ，-心」譯自 Gemüt ，奧托雖把它等同於 soul ( ，-靈

魂 J ) ，但基本上認為這是一個無法翻譯的字，參

考 Rudolf Otto, Mysticism East and lt切， N ew York: Mac

millan, 1932, p.206 "An untranslatable word of the German 

language, coined by Eckhart" 。本文翻成「心 J '指起境

或產生名相的源頭，也就是靈智的靈魂。

26.越是斷減( entwerden, en-become )自己的意念，便越

能成就於 (werden， become) 天主的旨意之中，就是

「越去人化、就越神化」的意思。

27. 參閱 McGinn， The Mystical Thought of Meister Eckhart , p. 

100 

28.Libera, 44-45 (G. Thé可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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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Libera, 44-45 (K. Ruh 之見)

30. ，-作為」是現代德文 Werk的翻譯，能指靈修神功或

世俗工作。

31. ，-方法」是德文 Weise 的翻譯，艾克哈用來指特定

的虔敬的方法，原則上，艾克哈反對過於強調外在

克修的心態，重視內在精神的生命。

32.Augustine, Confessions , X, ch.詣， n.37 ;中文翻譯參考:

奧思定， (懺悔錄) ，卷十，第 26 章。

33. ，-執迷」是德文 ungelassen 的翻譯。依 Davies (p.278 , 

note4 )之見， (勸言集〉的中古德文 Gelâzenheit (re-

1easement，割捨)與 Abegescheidenheit (detachment，脫

塵)是同義字; McGinn的意見與Davies相同，見 The

Mystical Thought of Meister Eckhart, p.253 n.1 05 0 (勸言

集) 21 章就有 Abgeschiedenheit oder Ge1âzenheit ，-脫塵

或割捨」的講法 (Quint， 91 , 12-13 )。

34. ，-同等距離」的主題於〈勸言集〉第二十三章再度

出現，人離開自己多遠，天主就進入多深。

35.人的行為的品質以內在為本，亦見於亞里斯多德

(Nicomachean Ethics, 2, 6) ，以及士林哲學有名的諺

語. ，-行為依循存有 J ( "Agere sequitur esse")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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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本體) ，就該作什麼(倫理) ，參考 Jar et Lab , 

203 , n.7 0 

36. í 脫塵」譯自中古德文 Abegescheidenheit 或現代德文

Abgeschiedenheit ，是艾克哈的形上學的關鍵語。本段

標題反映一種對「脫塵」的積極的懂法，雖似「遺

世獨立」、「空無所有 J '卻於萬事萬物中找到神

的琮影，也就是人存在的「本質」的意義，參德文

道理第 32 篇「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J ( Predigt 32: "Beati 

pauperes spiritu (Mt 5:3) " (Quint, 303-309) ) 

37. 艾克哈的 Vemunft 與士林哲學 Intellectus í 理智」相

應，本書中文翻成「靈智 J '就是指人精神力量的

最高點，專司理解和與神結合。關永中亦以「靈

智」翻 intelligere ，參閉關永中， <師長艾克哈( Meister 

Ec尬art )所提示的靈修歷程) ，頁 219-220 。

38. 艾克哈在這裡借學習書寫的主題發揮一種「脫塵」

的藝術神學。藉著重覆的練習，人能達到一種無意

識、本能似的駕取力與表達力，學習書寫的人先有

個別字母的「圖像 J '在書寫過程中變成內在化的

「心像 J '達到「下筆如有神」的境界。

39. 完美的意念，就是完全離開自我個人中心的意念，

可對照德文道理第 32 篇( Predigt 泣， Quint, 303-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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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基本的貧窮:意願 (will) 、知道 (weiss) 、擁

有 (hat)

40. I 天空的影響」譯自 "des Himmels Einfluss" ，參閱

Quint, 67 0 

4 1. I 為了一種更美好的愛的體驗」譯自 "um eines Besseren 

aus Liebe willen" (Quint, 67) .亦可對照 Walshe (W III, 

24 )的譯法 "for a better one oflove" 。

42.原句子意義不甚清楚( "泊， ie mêr wir eigen sîn, ie minner 

eigen") ，我們的譯法依據 Quint 加上括號注釋的翻

譯: "je mehr wir (uns) zu eigen sind, um so weniger sind wir 

( Gott) zu eigen" (Quint, 70) : I 越擁有自我，就越

少擁有天主」

的.Augustine ， On 的c丑.ee Will, 3, 9. 

44. 教宗〈於主田園〉言1I 諭第十五條批判艾克哈的意

見. I 如果人犯了一千個死罪，而有正義的準備，

則他不該願意自己不曾犯罪 J (鄧辛疾、蕭默治

集，施安堂譯， (天主教訓導文獻選集) ，頁 346 ) 

事實上，艾克哈作品中字面上並未有過這樣的講

法，相反地，本章重點不是願意自己不曾犯罪，而

是在罪惡中懷著謙虛和信賴，激發更大的對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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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45. ，-兩種懺悔」是士林哲學「解說文體 J ( expositio ) 

的典範 o ，-解說文體」的要領走，提出兩種對立的

態度，並分辨其中的正偽優劣，也就是〈勸言集〉

的主旨。

46. 聖經句子來自〈若望壹書〉第四章第 18 節; (勸言

集〉原文把句子歸於聖保祿，可能來自筆錄者的錯

Z吳。

47.原句子 "Je mehr sich der Mensch darein einbildet" (Quint, 

70 )不易翻譯，中文試翻成「誰越以此塑造自己 J ' 

依文脈有塑成耶穌生命的意思。艾克哈的思想並非

以耶穌為榜樣而己，而是要塑造成耶穌本尊的「青

像 J ( Bild limage ) 

48. 本句「覺得自己離開這個理想」是依據Quint ("Wenn 

sie sich hierin so abweichend finden" , Quint, 77 )的翻譯。

中古德文作 "swenne sich die liute hier ane als unglîch vin

dent" ，指自己與基督和眾聖人相比， ，-覺得不相

等 J '即沒有驚人之事( La唔ier II, 384，下8 )。兩種

講法，對照之下，意義更明確。

49. 本文依據 Quint (p. 79 )翻成精神( geistig )與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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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blich) ，中古德文作 vemünftigez 與 lîplîchez (Lar

gier II, 388, 8 )。

50. 我們依據 Quint把原文 sunderlîche (DW V, 526 )懂作"

fur sich getrennt" (Quint, 83) ，有「分散」之義，本文

翻作「澳散 J ; Walshe 則把 sunderlîche翻成 "especially"

(W 凹， 41 ) 

51.這一段句子反映一種肯定式的( cataphatic, positive ) 

思想方式，與一般神秘主義以否定方式( apophatic 

negative) 強調神超越靈智，不可言喻的講法不同。

52.依艾克哈意思，真正的信仰( faith )是不會改變的，

既不依附於世界，也不依賴、於我們主觀的經驗，因

此經常是一樣的或平等的( gleich) ，使人能夠平等

地接受一切，包括事情的好與壞，這就是真正的

「脫塵」的意思。外在的標準則是世界的標準，充

滿變幻的因素。

53. ，-習慣」依拉丁文 (habitus) 的意義是習得的慣性，

艾克哈以之表達一種靈智的深度改造，使人有能力

在一切事物中，自由與自然地回歸天主。

54.Augustine,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35. 

55. 又是一個有關分辨的例子，以兩種不同的意念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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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I 脫塵」或「割捨」有同樣的意思，參考前註 33 。

57.Quint 提供兩種講法: wenn man innerlich so ganz gelassen 

ist (Quint, 91.13) ; wenn man innerlich so ganz verlassen 

ist (Quint, 91 .4 )。本文依據後者把verlassen翻成「孤

獨 J '整句作「當人內心完全孤獨時」

58. 針對第 21 章最後一段的位置學者有不同意見。 Quint

依據一些手抄本，把這一段置於第 21 章之後，就是

現在的地方( DW V, 330; Quint, 91) 0 Davies認為這一

段與前段連接不夠緊密，這裡突兀地提及時間，因

此予以刪去，同時依據一些早期的譯者，推斷本段

原來應置於前面第 10 章之中( Davies, 279 , n.19 ) 

59. 士林哲學有「天主不破壞自然，卻成全自然」的格言

( "Deus non destruit naturam, sed perficit eam") ; Thomas 

Aquinas, SummaTheologica , 1, q.1, a.1 -2 (Quint, 463 )。

60. 參閱筆名狄奧修著作: Pseudo-Dionysius, The 丸。stical

Theology, ch .1 , para. 1 0 

61.此處所講論的對立的同一性屬於辯證的問題，其中

每一極的內容與圓滿在於另一極的成全 (Jar et Lab, 

206, n.46) 

62. 這是艾克哈本體論的基礎:存有與虛無，實體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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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深度與高度都得到整合。

63. 參閱第 4 章〈內在與外在捨棄之益〉開始的部分。

64. 關於精神、靈性的貧窮，參考德文道理第 32 篇

( Predigt 32, Quint, 303-309 ) 

65. 本文「從來沒有一件東西屬於我」的翻譯，依據

Quint "Nie ward etwas einem so zu eigen" , (Quint, 97) , 

但亦參考Da、廿s (Davies, p.279 , n.22 )與Walshe (W III, 

p.54 )之見，多加入 mlr 字，英文翻成 "Nothing was 

ever my own" 0 

66.指犬儒學派( Cynic Sect )的創立者Diogenes (約卒於

324B.C. ) 

67. 當艾克哈論及天主的行事與其大能時，傳統神學對

自然與恩寵的區分已不復存在，自然與恩寵二者俱

屬於天主。

68. 艾克哈在這裡討論「善 J (das Gute) 與「善者」

(der Gute) 之別。「善者」的「善」是被賦予的

「善 J '因此， I 善」在「善者」之內而非由「善

者」而來。賦予者與接受者雖有同一性( identity ) 

的關係，但於身分與功能上仍有所別。

69. 句子完整的意思是「脫去」人的「形像 J (Bild/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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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穿上」天主的「肖像 J ( BildJ image) ，是

德文 entbildet 與 überbildet 的翻譯 (Quint， 103) ，後者

亦翻作「轉化 J ( trans-formed ) 

70. ，-受生者」與「生者」雖然都在「至一」內，但其

中有分別。

71.安慰的理由基於福音的救恩啟示，以及靈智靈魂的

自然之光，兩者都重要。

72. 講法參考 Augustine，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36 ，對

照 Predigt 1 (Quint, 15于158 ) 

73. 依照上述翻譯方法， gebildet (成為)之義應是兩個

環節之一. ，-脫去 J ( entbildet )受造物的「形像」

與「穿上 J (überbildet, trans-formed )天主性的「形

像 J ( Jar and Lab, 207 n.12 )。

74. 鼓十二 21 0 

75. 本文「義人」譯自 den gerechten Menschen' ，-義者」

譯自 den gerechten 0 後者是形容詞的位格化、實體化

的譯法，艾克哈用來指理想的人，突顯在人之內，

使人成義的義理，使人有「本體義 J ( ontological ) 

的改變。

76. 參閱〈路加福音〉 「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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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自己，或賠上自己，為他有什麼益處? J (九

25 ) 

77.Augustine, Confessions , X , ch. 41 , n. 66 . 

78.Augustine, Sermon 105 , n. 4 and Sermon 53 , n. 6. 

79. 艾克哈引用當代所熟識的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觀，參

Aristot1e, Physics , IV, ch.l , 208a (Quint, 466 ) 

80. 艾克哈於其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the Wisdom (n. 

131 )提到同樣的講法，並把意見歸於奧思定，參閱

Augustine, On the Quantity ofthe Soul, ch. 5, n. 9 ;奧思定

認為靈魂比全世界還要大，能容所有的東西。

81.讀者請對照〈論人的高貴〉開始部分，艾克哈把

「天上之人」與「內在之人」相等，有新人、年

輕、朋友、責人等特質。

82.Seneca, Natural Questions, III, Para.12. 

83.Seneca, Letter 的 Lucili肘， 107, 11 ，奧忠、定曾經加以改變

與引用，參 Augustine， The City ofGod, V, ch.8 0 

84. 例如: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 1 q. 12, a.9 

( Quint, 466 ; DW V )。艾克哈的意義是，當人脫去

受造物自身的形象，穿上天主旨意的肖像，成為新

受造物時，就得到新的、自由的、如同天主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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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85.教宗〈於主田園〉言1) 諭的第十四條批判艾克哈的意

見. í 因為天主以某種方式，願意我犯罪，所以我

不願意我不犯罪;而且，這便是真實的懺悔 J (鄧

辛疾、蕭默治集，施安堂譯， <天主教訓導文獻選

集) ，頁 346 )。但是，依艾克哈的想法，應指對過

去罪惡所產生的一種「沒有痛苦的遺憾 J '是「割

捨」功夫的極致，因為只有在天主內的遺憾，才是

真正與圓滿的遺憾。

86. 艾克哈認為我們應從神的觀點看罪惡，一方面不應

只生活在過去罪惡的陰影中，另一方面應與主契

合，不顧意作違反天主旨意的事。本段思想背景

是，罪惡的本質是虛無，因此若與主結合，所有的

惡自然消失。

87. 艾克哈主張於人蒙受損失與匿乏時，應發揮「捨

棄」或一放下」的精神，因為我們所損失與匿乏的

東西，並不在天主的所賜予之歹11 0 1Cp 合天主的旨

意，與神結合，其價值比我們所損失或匿乏的不知

要貴重多少。

88.Augustine, On the Trinity, VIII, ch.3 , n.4 0 艾克哈認為捨

棄受造物，代表放下偏離天主的私心與己見，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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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會成為人的一切。

89.Augustine,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 30. 

90.Aristot1e, On the Soul, II, 7, 418b. 

91.本文把 Gleichheit (Quint, 116 )或中古德文 glîchnisse譯

為相同性，是拉丁文 aequalitas 的翻譯，一般表示兩

種事物之間於比較上的相同，這裡指天主性之內，

聖三內聖父與聖子有「相同 J ( "being the same as" ) 

的關係，一種真實的，相同的特性。艾克哈認為由

於恩寵，我們與天主相同，所以我們與天主結合。

92. 艾克哈引用中古世紀的宇宙觀，地球被火環所包

圍。參 Aristot1e ， Physics , IV, ch.l , 208a 0 

93. 格前十三 12 ;格後三 18 0 

94. 若十七 11 、 21 。

95. 這裡可能暗指艾克哈的個人經驗，別人對他思想正

統性的質疑，反映一種痛苦中的堅信。

96. 參考 Predigt， 32 0 

97. í 法度之外」翻自 Quint 的 "ohne Weise" (p.1 21) ，依

艾克哈用法 Weise 指 "mode or way of being" ，即「存

有的樣式 J '或「存有的特性 J '就是指個別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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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istence) ，與神普遍、至一的存在不同( Davies, 

281 , n.19) 

98. 應指聖子在人靈的誕生， (der Sohn in uns empfangen 

wird, Quint, 123) 0 Walshe譯為聖神的誕生 "the spirit is 

begotten in us" (W III，的)。

99. 艾克哈把很多形上學主題放在一起，存有形上學與

工作神學銜接， í 內在的工作」更高，有不可見與

統一的本質， í 外在的工作」有分別心、屬於較低

的層次 c 人做天主義子、進入聖三的生活，有如從

外在個別的領域，上升到內在統一的本質。艾克哈

亦以 至一 J (One) 的概念講三一神的原始的同一

性，此處戶至一」又特別指聖父 o

100.Augustine, On Christian Doc的ne， II1, 27 , 38. 

10 l.教父與中古釋經學都強調有同一的聖神。

102. 文克哈強調天主自永遠即創造天地，因為天主本

身在時間之外，因此他的創造不能以時間方式去

懂。但是，永存的世界與基督宗教從無中創造的道

理相達，故此在回答涉及異端的訴訟時，艾克哈小

心地指出世界外在的存在( existence )不是永遠的。

103. 參閱〈論人的高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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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Quint 認為艾克哈隱約引用 Albert the Great 的意見，

參閱 Albert the Great, De Causis et proprietatibus element-

orum, 1, 2, 5 。

105. 瑪十六 24 經文「擔起自己的十字架 J '依中古德

文 "sîn criuze û曲的en" 、或現代德文 "sein Kreuz au

晶晶en" (Quint, p.127) ，動詞 ûfheben (au曲的en) 能

同時指「擔起」和「去掉 J '就是「擔起」十字

架，同時把所衍生的痛苦「去掉 J '讀者可以對參

耶穌的話「我的輒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

(瑪十一 30 ) 

106. 艾克哈把歐瑟亞先知的話放在聖父口中，因為天

主聖父引人到曠野去，為了在人靈的「至一」中誕

生聖子，使人作神的義子，而天主就是「至一 J 0 

107.參閱若十二 260 艾克哈在這裡討論「至一性 J (One

ness) ，人的子性與聖子的子性結為一體，聖子的

子性則與天主結為一體，而天主最高的特質就是超

越的「至一性」。

108.的;tae Pa的1m (ed.H. Rosweyd) , 1, Vita beati Antonii Ab

ba肘， c.9 ,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73 , 132) 參 Quint，

467. 



109.Augustine, Letter 138, ch. 3, n. 12. 

110.Augustine, Sermon 105, n.3 , 4. 

111.Augustine, Sermon 53 ,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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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參考〈神慰之書〉第二段開始部分。依Quint之見，

這種講法可能出自奧思定，參Augustine， Confessions , 

XIII，的.8 或 IV， chs. 9.14 。

113.Bemard of Clairvaux, On the Psa1ms , Psalm 90 (sermon 

17) . 

114. 瑪六 10 0 

115.Aristotle , Physics, IV, ch.1, 208a. 

116. 例如: {神慰之書〉第二部分。

117.Jerome, Letter 120, ch. 10. 

118. Vitae Patrum (ed.H. Rosweyd) , III, Verba seniorum (Mi

gne , Patrologia Latina, 73 , 742, n.8) . 

119.Quint 認為這裡引用 Chalcidius 對柏拉圖 Timaeus 作品

的註擇，參閱 P1atonis Timaeus interprete ChaJcidio , ed. 

J.Wrobel (Leipzig, 1876) , p.2 10, lines 26ff (Quint, 

467 ) 

120. 加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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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艾克哈在此的說法是經驗談，我們可以設想由於

修會職務的需要，艾克哈屢次與商家為伍，在歐洲

各地旅行。

122. 這處反映有人控告艾克哈道理的正統性，可能是

科隆訴訟的背景，因此本書不會太早寫成。艾克哈

引用奧思定來辯解，大概因為奧思定的正統性無從

置疑，討論主題關於天主創造行為的永恆性，因為

有人指控他教導世界永恆性的異說，世界只是天主

永恆創造行為之結果。

123.Augustine, Confessions , 1, ch. 6, n.10. 

124.Augustine, Confessions , X, ch. 23 , n.34. 

125.Augustine, Confessions , XI, ch. 8, n.10, andXI, ch. 11 , n. 13. 

126.Seneca, Letters , 71 , 24. 

127. {若望福音〉的序言，若一 1-18 0 

128. {論人的高貴〉論及艾克哈的靈修人學，亦即人的

雙重特性，人神化的過程以及人回歸神的道路。

129. {論人的高貴〉第一部分，論及人性的雙重特性，

以及「內在的人」的特徵 o

130.Isaac Israe1i, The Book ofDefinitions (Quint, 4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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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格後四 16 。

132. 這種「外在的人」與「內在的人」、舊人與新人的

分別，可以對參保祿書信，見哥三 10 ;弗四 22-24 ; 

4各 f妥四 16 。

133. 事實上，聖熱羅尼莫 (Jerome，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Mathew III，的， 10-11 )只講論人身邊有一位

善神，另參閱 Lombard， Sententiae II d. 11 , c. 1, n.74 (Jar 

et Lab , 211-212) 。 然而， Mechthild von Magdeburg 則

對兩者都有所提及，參閱Das fliessende Licht der Gottheit 

(ed. Morel) , p.91 (Quint, 468 )。

134. 艾克哈受中古父權傳統影響，以「人(男人)與

靈魂的關係，來表達靈魂內在與靈魂外在的關係 o

135.Cicero, Tusculan Questions, III, ch.l , n.2: Seneca, Letters, 

73 , 16. 

136.0rigen, Sermons on Genesis, 13, n.4. 

137.Augustine, On True Religion , ch. 26, n.49. 

138.0rigen, Sermons on Genesis, 13, n.4. 

139. 這種內在的態像，需要人表現或散發出來、去蕪

存菁，也見於丈克哈的 Commentary on St. Jc。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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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內在態像講法的創意人則是Pseudo-Dionysius 

( The Mystical Theology, ch. II )與 Plotinus (Enneades 

IV, 7, 10) ，參 Jar et Lab. 212 .24 0 

140. 參 Augustine， On the 丑inity， XII, ch.7 , n.10 (DW V) , 

艾克哈也引用於其Commentary on Genesis (II, 130 ) 

141. <於主田園〉第二十六條認為艾克哈否認天主內有

區別， <於主田園〉言11 諭說. í 天主無論在性體方

面或位格方面，都沒有區分之處...... J '其實，艾

克哈本段的意義在於講論中介的問題。就天主自身

內部言，並沒有人性想像的中介，天主性內或聖三

中的關係都是直接的，沒有本相與代表的區分;因

此，聖三中每一位都是至一的、完整的，三位雖然

有別、卻密不可分。

142. í 存有與本質」是中古德文 Wesen 與 Wesung 的翻

譯，現代德文 Quint 譯作 "Sein und Wesenheit" (Quint, 

145) ， Wesung 於艾克哈作品中只出現一次，有其

翻譯上的困難。本文翻作「存有與本質 J '與 Libera

所翻( l'être et l'essence, Libera, 178 )相同;有些譯者

翻作「存有與存在 J '如: Davies 翻作 "essence and 

existence" (Davies, 104) 'Jarczyk et Labarrière 翻作"

être et mode d活的" (Jar et Lab, p.213.36 )。無論何種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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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句的意義相當清楚，即無限的存有與其本質

或存在是一致的，天主是無限的存有，與其本質或

存在沒有區別。聖三誰是「至一」的分化(存在) , 

並不影響每一位都是天主(存有) ，或每一位都有

至一、或一個天主的本質。

143. 這裡艾克哈用雙關語法，德文 em 同時表示不定冠

詞「一個人」和「至一」。

144.Macrobi肘， The Dream ofScipio , 1, ch.6, nn.7-10 ，這講法

艾克哈於其拉丁文的聖經注釋中曾引用過兩次: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the Wisdom , n.149, Commen

的ry on John , n.555 0 

145. 聖經全句作 í 我已把你們(當作負潔的童女) , 

許配給一個丈夫，把你們當作負潔的童女獻給了基

督 J (格後十一 2 ) 

146. 文克哈依據傳統字源學講法，解釋人來自塵土

(homo 來自 humus) ，參 Commentaryon John , n.318 。

147. 丈克哈( Commentary on John , n.318 )發揮人的謙虛，

人的靈智與真正的出世，非有非空般的生活，使人

與天主合一，在天主內找到「生命、存有、真理與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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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Aristote, On the Soul, II, 2, 426 b. 

149.Augustine, Literal Commentaryon Genesis, IV, ch.23, n. 40.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1, q.兒， a.6 ， ad 2. 艾

克哈的學生 Hen可 Suso 引用本段「夜晚之知」與

「晨曦之知」於他的著作 Little Book of Tru的， ed. Bi

h1meyer, pp.346f 0 

的o. 例如: Thomas Aquin拙， Summa Contra Gentiles , 1, c.71 0 

151.Davies譯成 "The colour white is something far less substan

tial and far more superficial than being white" (Davies, 

106) 'Davies似手認為艾克哈為強調其觀點，顛倒

其一貫「重本質、輕個別」的講法( " prioritizing the 

individual instance of'being white' above the universal prin

ciple of 'whiteness'" (Davies, 283 , note14 )。我們認為

艾克哈並未顛倒平常的講法，我們的翻譯:白色與

「是白色的」相較是極為次要、極為外在的，艾克

哈的重點在於個別感官( sensus paricularis )所認識

的白色，與共通感官 (sensus communis) 於人內在

所建構的白色、即人內在「是白色的 J '兩者相

較，前者是次要與外在的。就是說，前者「對象的

認識 J '比不上後者「對象認識的認識 J ，換言

之，人「是什麼」決定他的認識，是更重要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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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參 Largi缸'， 328 ， 30-330, 17; 788 ) 

152.依一般今天的解經法，厄則克耳的大鷹(則十七

3-4 )應指巴比倫國王與埃及國王，參閱〈思高聖

經} ，艾克哈的解經法有聖經與哲學相符( con

formability )的思想假設，也就是二者同源。艾克

哈不是把聖經化為哲學論著，事實上，比喻與論證

是不同的方法;艾克哈認為可以用哲學方式解經，

哲學非聖經的基礎，但解:經卻需要借用哲學，參閱

McGinn, The Mystical Thought of Meister Eckhart, p.24 。

153. 這首讚誦「至一」的歌，亦見於〈讚頌之書〉的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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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 (der) Eine 

( sich) entäußem 

( dem eigenen Willen) entwerden 

gelst1g 

Gelassenheit 

gelassen 

( un-) gelassen 

Gemüt 

Gesinnung 

脫塵

自我捨棄

形象，肖像，圖像，心像

把自己塑形於......內，

將內心成形於......內

脫去自己的形象/心像

聚形，塑像

斷減

穿上......的肯像，轉化

為......的肖像

至一，太一

捨棄自我，掏空白我

放棄自己的意願/意念

精神的

割捨

放下執著

執迷

i l.J' 

心態



Gewissheit 

göttlich 

Grund 

innehaben 

( sich) lassen 

ledig 

leiblich 

recht ' recht stehen 

Seinsweise 

sinnlich 

Tun 

Vemunft 

Weise 

Werk 

Wesen 

Wille Gottes 

Wille des Menschen 

wirken 

zeitlich 

確信J性

屬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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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根層，內心

擁有，得到

放開(自己) ，捨棄(自

己) ，放下執著，

無拘無束

肉體的

正義，守正義，合乎正

義，符合正義

存有的形式

感情的

作為

理智，靈智

方式，方法

成就'事工，事業，作

為，工作

本質

天主的旨意

人的意願/意念

工作

塵世的，俗世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頒行編巨資料

神對他無所穩歲的人 艾克哈大師《勸首集》與《讚頌之書》譯註/

艾克哈 (M己的ter Ec尬且訂)著; I凍德光、胡功澤 譯，陳德光註釋;

葛道明校訂

一初版一臺北市，光啟文化 '2∞3 [民 92 ] 

面， 公分

摘譯白: Meister Eckha泣， Deutsche Predigten und Traktate (“Reden der 
Unterweisung" &“Liber Benedictus勻

ISBN 957-546-482-6 (平裝)

l 艾克哈 (Eckhart， Meist仗， d.1327 ) 學術思想 神學

2. 天主教 靈修

244.9 92017190 

神 ft 他 j安局混成的人
艾克哈大師〈勸言集〉與《讚頌之書〉譯註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作 者艾克哈 (Meister Eckhart) 譯 者:陳德光、胡功澤

註釋陳德光 校訂:葛道明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狄剛

出版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 址台北市(l∞)辛亥路一段 24 號

電話: (02)2368-4922 

傳真: (02)2367-2050 
郵政劃撥: 0768999-1 (7t;啟丈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 kcpress@seed.net.tw 

中文網址: http://www.做.org.tw/kc

英文網址: http://www.tec.org.tw/english/kc 
承印者: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立德街 26 巷的弄 5 號 4 樓

電話: (02)2225-5977 
定價 :2∞元

光啟書號 205258 
ISBN 957-546-482-6 



足EE謊言喜泛言之ZLEJZZX /

本書把艾克主F修著作譯成漢語，讓大家有機會直接聆聽大

師的教導，其中包括: {勸言集〉、〈神慰之書〉、《論人的高

貴} ，後二者稱〈讚頌之書} 0 {勸言集〉屬早期著作，是晚闊

靈修談話的記錄，有因材施教、見機說教的特色。《神慰之書〉

則屬晚期作品，為安慰愛麗絲 (Agnes) 皇后而寫， {論人的高

貴〉是附屬於《神慰之書〉的作品。

閱讀與了解艾克哈，向來不易。大師弟子陶樂 (Tauler) 提

到師父思想，感慨地說 r 他從永恆講話，你們卻依照塵世方式

去懂 J '蘇雙 (Seuse) 則於自傳中捉到師父顯現，告知藉 「 割

捨 J (Gelassenheit) 消失於「無形的深淵 J '是無比福樂。最

近有神修家把他的思想寫成道理，現代人受夠物慾羈絆，窮而

知返，這一位死去675年的導師，影響力正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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