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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3

新版序

(與天主和好}出版已有十一年了，絕板也己多年了。光啟出

版社幾次考慮予以再印，因為一直有人想買此書。但筆者認為必須

先加以大幅度的修改才可再版。這是因為十年前世界主教會議專題

研究過懺悔與和好，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除了多次在牧靈談話中

強調和好聖事的重要性以外，於一九八四年出了《論和好與懺悔}

勸諭。男外，有新的調查和研究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的資料。

(與天主和好}新版把這些文件吸收了，使讀者能接觸到最新的發

展。

和好聖事，雖然一直得到梵二後教會首11導權的積極肯定，但在

一般牧靈情況中還沒有真正復興的跡象。值得大家多加以研究。

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在成立修會的第一個文件中(即會典綱

要) ，由教宗保蘇三世於一五四0年批准，說 í這修會創立的主

要目的是扶助人靈...... ，以聽基督信徒的告解，增進其心靈的安

慰。」渴望今日的基督信徒在和好聖事的經驗中也能找到心靈的安

慰!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於輔大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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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車恥好里辜的現況

第一節 白領受和好聖事者而言

許多地方的神父同意近年來辦告解的教友越來越少了。雖然辦

告解的教友越來越少，但是並非所有的教友對於和好聖事都持著消

極的態度，有些教友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們覺得從和好聖事能得到

力量，體驗到信仰的一些基本觀念，例如耶穌是救主、天主是愛等

等，而有助於神修生活，因此他們勤領和好聖事。

以下我們就以一位教友面對和好聖事的困擾及所採用的解決方

法為例，說明教友對於聖事的態度:

「大體而論，我個人對和好聖事的困難是:常說些相同的罪，

而漸漸趨向機械化的行為。對神父所給的補贖，雖然也能好好地去

做，但卻覺得沒什麼意思。神父所給的勸告和輔導，也不能引發我

很深的感應。做錯了事，祇想著快點去告解，以「消除罪過.!l '卻

不能體會「告解聖事』更是「仁慈」、「和好』和使人『完全皈

依」的聖事。

由於這些困難屢次出現，因此我開始自我反省。於是我發現自

己對和好聖事有一些基本態度上的錯誤。例如:由於自己反省得不

夠深入，未能發現其他「隱藏』的罪，所以導致機械化的告解行

為，常說相同的罪。如此一來，就愈來愈不能體驗自己的「缺

夫 di '也愈來愈無法獲得告解所能給予人的「喜樂』了。對於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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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所採取的解決辦法，除了好好的省察外，也用聖經或其他聖

書作反省及默想的材料。祇要能真心去反省，就會發現「有許多的

事」可告解。雖然有時仍告「相同的罪 dl '但因為心境不同，所以

已不再覺得枯燥了，反而更能開放自己，面對自己的脆弱和缺失;

在和好聖事中，也能全心投順;對於聖事中天主給人的慈愛也漸能

深入接受了，同時更體會出「被天主接納』的『罪人的喜樂』。

至於「補贖 dl '和『罪 J 一樣，老是同樣的，因此覺得沒什麼

意思。有時候我會向神父提出建議，或是在所給的補贖之外，自己

再略加一點更適合的，使得『補贖」更配合聖事的精神。

至於神父的『勸勉 dl '如果對告解的基本態度已有了改善，那

麼不論神父是否能完全針對自己的需要加以勸勉，它或多或少對當

事人都會有所幫助的。有時若覺得神父真的無法提供適合於自己的

勸勉，而自己又迫切需要時，僅管自己平常因為不太適應而不透露

自己的身份，這時為了自己靈修的更大好處，不妨向神父披示自己

的身份。

總之，積極的改善了和好聖事中的問題後，我對『告解」已不

再覺得「勉強』了。當懷著『蕩子回頭』般的心情回到天父那裡

時，所帶來的後果已不是『了了一件事」的感覺，而是 真實具

體的平安和喜樂 1 J 

第二節 和好聖事的實況\評估和膽望

和好聖事歷來都有其困難和問題存在，這是很普遍的現象。也

就是說，領受和好聖事的人愈來愈少，而且這不只是台灣的情況，

國外也是如此。根據1988年美國主教團以社會調查的方式，針對和

好聖事所做的研究報告，我們得到一些資料，這些資料有助於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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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聖事目前的現況。@此調查的對象包括全美國的主教、 2500位

神父和三個教區內平常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其中有42%的主教、

44%的神父和35%的教友回答問卷。

主教回答問卷的結果顯示，美國一般的教堂每週平均有1.8小時

的聽告解時間。近十幾年來沒有舉辦為神父們的有關和好聖事的講

習會。只有1973年教會發怖《新訂告解禮典》之後的兩三年間有過

相關的講習，之後就沒再舉辦了。主教認為神父們所受的有關和好

聖事的訓練不夠。關於舉行和好聖事的設備方面，百分之七十五的

告解亭已經改裝，教友可以選擇面對神父舉行和好聖事。有三分之

二的本堂在將臨期和四旬期舉辦團體的和好聖事(包括個別告解的

機會)。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教堂在將臨期和四旬期以外也舉辦闡

體性的和好聖事。主教認為團體和好聖事有助於教友體會罪的社會

性、教會，性和團體性。但可情有些教友早退，可能是因為禮儀時間

較長，而個別的告明己做完，所以早退。主教認為團體性的和好聖

事應不限於四旬期和將臨期，雖然大部份的教堂是如此。團體性的

和好聖事有些遺憾的地方是比較無法照顧教友們個別的需要，因為

在禮儀中神父和教友談話的時間非常的短。另一種團體和好聖事，

就是集體告明，而沒有個別告明罪過的時問。這種禮儀較少舉行，

因為有相當嚴格的規定，每位神父聽告解的人數超過一百位時才可

以向主教申請舉行這種沒有個別告明的和好聖事。

由神父們回答的問卷結果得知，神父們認為自己所受的有關和

好聖事的訓練也不夠。而有關神父們自己領受和好聖事的次數(請

(])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Pastoral Research and Practices 

Committe巴， "Sacrament of Penance Study," Origins 19 (Feb. 22, 1990), 613-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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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表一) ，每週一次的有百分之八，一個月一次的有百分之二十

七，三個月一次的有百分之四十七，所以差不多有一半的美國神父

是每二、三個月左右才領受和好聖事。而一年一、二次的有百分之

十八，從來不辦告解的神父，在問卷結果上的表示是沒有。教友領

受和好聖事的次數，由表格看來有百分之四是每週一次，也許是一

些年紀比較大的人。一個月一次的有百分之五，二、三個月一次的

有百分之十七，一年一、二次的有百分之五十五，可見大部份美國

的教友一年辦一、二次告解，我們可以猜測大概就是在將臨期和四

句期本堂舉辦團體性的和好聖事時，他們去參加，所以領受了和好

聖事。在美國的團體和好聖事平常不會用主日彌撒的時間，而是另

外安排幾個日期，也許是幾個平日的晚上，教友們特別去教堂為了

參與團體性的和好聖事。這些平常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中也有百分

之十九，也就是將近五分之一的人都沒領受和好聖事。神父們大部

份二、三個月領受一次和好聖事，也可能就是在他們每二、三個月

一次的定期聚會中。

表一

領受和好聖事的次數 (USA 1988) 

神父% 教友%

一週一次 8 4 

「卜 一個月一次 27 5 

2-3個月一次 47 17 

一年一、二次 18 55 

卜一都沒有 19 



第一章和好聖事的現，況 /13

在神父們回答的問卷中我們還知道神父們很肯定個別和好聖事

的價值。人際關係的幅度較明顯(因為針對一個具體的教友)可以

交談，也可以協助懺悔者分辨倫理生活上的問題。而個別寬恕也是

一個非常強烈的標記，懺悔者個別的受到教會、耶穌基督，天主的

寬恕。關於團體性的和好聖事(其中包括個別告明的時間) ，神父

們一年約舉行一至四次。

教友方面:這些回答問卷的教友當中，百分之八十六是每週參

與主日彌撒的合百分之八十二是每週領聖體的。這些回答問卷的教

友中有百分之二十有參與教會所支持的社會關懷的活動。

這些教友認為與天主和好的機會在生活中主要有哪些?他們何

時體會到天主的寬恕?回答「在領聖體時」的有百分之八十四，在

「個人祈禱時」的有百分之七十八，在「唸悔罪經時 J 的有百分之

六十四，在「與朋友交談時」有悔改和好的經驗者有百分之五十

二;在「行愛德、為別人服務時」有此體驗的有百分之四十六，在

「讀聖經時」有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七十二的教友認為個別的和

好聖事對他有幫助，而百分之六十八的教友認為團體性的和好聖事

對他們有益。雖然在問卷上認為個別和好聖事為他有幫助的教友很

多，但實際上常領受個別和好聖事的教友並不多。在個別和好聖事

時有一半的教友喜歡面對面，有另外一半的教友則喜歡保持一點隱

私。

教友們認為在和好聖事上有什麼困難呢?他們認為第一是找不

到合適的舉行和好聖事的神父，第三個困難是太認識神父，因此不

喜歡去找他辦告解，第三是覺得神父的服務態度還不夠認真。

如果我們將上述不同身份的人對和好聖事的問卷所做的回答，

找尋某些共同點，則可以歸納如下:

1.領受和好聖事的次數減少7不少、 1旦品質改善了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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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體性的和好聖事(包括個別告明) ，有一個共同的困難

是，禮儀常常太長，而且聽告解的神父也常不夠。

3.有關罪的了解有了一些變化，因此影響領受和好聖事的次數

和態度。比方說有很多教友感覺現在的大罪沒有以前多，就是被他

們評論為大罪的行為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多。

4.罪不只是犯法，犯法和犯罪不同。

5.大家比以前更體會天主仁慈的一面。

6.教友們發現還有許多其他的與天主和好的途徑。不是說以前

沒有，而是現在似乎比較多。例如在彌撒中，在平安禮中等等。

7.神父們需要繼續研究和好聖事舉行的方式。

8.教友們對和好聖事的了解也會要加強。

現在再介紹另外一個統計資料(見表二) ，是關於領和好聖事

的次數減少的理由。主教、神父和教友所認為的理由很多時候並不

一樣。主教認為和好聖事的次數減少的原因是現在的教友較沒有罪

的意識，但教友認為並不是這個原因。神父們認為主要是因為現在

的教友不清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教友卻認為主要是因為有許多

別的和好的途徑。

這個報告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神父們認為在舉行和好聖事

時有一個困難，那就是當他在舉行和好聖事時，他到底該判斷(做

判官的角色) ，或是該治療(做善牧的角色) ?因為過去神父們所

受的訓練是要好好聆聽，然後做一個判斷，有審判的成份，但同時

又要如同耶穌善牧一樣，完全接納懺悔者。這兩個不同的角色使許

多神父覺得很難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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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領受次數減少的理由是什麼? (USA 1988) 

理由 順次

主教認為 神父認為 教友認為

較沒有罪的意識 4 7 

不清什楚麼是什麼錯是對 3 7 

不同意教會的訓導 4 3 8 

有別的和好途徑 5 2 

神父不聽方告便解的時間 6 6 6 

過有去不對好聖事的經或驗司鐸 7 5 5 

關於和好聖事的問題，我們另外參考一位牧靈神學專家James

Dallen的看法 c (2)教友領受和好聖事的次數減少的理由，是不是因

為現在的教友比以前冷漠，不熱心呢? Dallen認為不是的。因為根

據1964年，也就是30年前的一項調查，當時參加彌撒的教友只有百

分之二十領聖體，而現在則有百分之八十的教友領聖體。這是一種

信仰的進步。而且根據每十年一次的調查報告發現，夭夭祈禱的教

友有增加的趨勢。就是說夭夭祈禱的教友現在比十年前多，而十年

ø James Dallen, "The Confession Crisis: Decline or Evolution," Church (Sum

mer 1988),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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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比二十年前的教友多。由此可見教友們不是愈來愈冷淡。另外

一個可能是，教友們的罪的意識，懺悔的意識是不是比較沒有了?

看來也不是。根據聖母大學牧靈禮儀中心的深入研究顯示，教友們

和好悔改的經驗相當豐富，但是比較少和個別的和好聖事發生關

係。意思是，教友們有一些悔改的經驗，但沒有帶到教堂的告解亭

肉，也就是說沒有「聖事化 J '沒有在和好聖事中表達。他們悔

改，但可能沒去辦告解。或者是不是自為不夠了解和好聖事?好像

也不是。研究發現常常辦告解的和很少辦告解的人對聖事的了解差

不多一樣。是不是過去在和好聖事中有不愉快的經驗，有被傷害的

經驗，因此以後就避免去領和好聖事呢?可能有少數人是這樣。自

從1973年，和好聖事的禮儀訂定，且普遍的使用之後，這種改善之

後的和好聖事並沒有使教友更積極的去參與。所以，看起來不是和

好聖事的方式有問題。事實上，和好聖事的方式一直在改善，也更

多元化，但並未因此增加領受和好聖事的人數和次數。以上我們由

幾個不同的層次探討領受和好聖事的次數減少的原因，但都找不出

一個清楚合適的理由。

如果我們另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會發現歷來和好聖事的變化

很大。而且現在的危機並不是歷史上和好聖事最大的危機時期。第

二、第三世紀的危機比現在的嚴重，那時教會根本拒絕很多悔改的

教友領受和好聖事。現在被拒絕的很少，大概只有因為一些婚姻的

問題，就是離婚再婚，神父無法赦罪。

中古時代的初期幾乎不用和好聖事，只在臨終時領受。情況就

比現在嚴重。如果我們看近一點的時代，比方我們的父母，或是現

在60 、 70歲的教友，每次彌撒前就排隊去辦告解，看起來好像很理

想。但仔細探究他們的心態，他們覺得和好聖事是自己和天主之間

的私事，而現在大家認為和好聖事不止是如此。可以說現代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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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意識有了變化，以前的樣子直覺的認為不合適了，因此不去領和

好聖事。

這種情況我們也可以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我們來探討一下現代

人生活中的悔改經驗，怎麼在聖事中表達，完成。

現代人已有的，關於和好聖事的新趨勢:

1.我們現在很清楚，也很肯定，和好聖事是和團體、和教會和

好，有其社會團體的幅度，不只是一件個人與天主的私事。事實

上，罪有其社會性的幅度，所以，我們的和好也需要有這樣的幅

度。教會已經接受這個幅度，所以很鼓勵團體性的和好聖事。

2.和好是一個朝拜天主的行為，不只是一個得到寬恕的儀式。

因為是一個敬拜天主的行為，所以重點不能只是告明和赦罪。

3.現在較強調悔改的過程，不只看重赦罪的儀式。換句話說，

個別的和好聖事應該放在一個時間上較長的悔改過程之中。在此過

程中，人與慈愛的天主相遇，交往，因而悔改。

現在將上述的探討做一個小結論:現代人覺得個別和好聖事不

易表達個人悔改過程中的經驗，不易表達和好的團體性，而這些反

而在一般主日彌撒中會體會到。如果教友在主日彌撒中體會到這

些，就比較不會覺得有個別告解的需要。但我們可以問是不是真的

在教會團體內都會有這些經驗，那就不一定了，要看這個團體是否

健康，有活力而定。

我們再從生活的經驗來看和好聖事。生活在現代的人們，常有

一些心態是需要悔改的。 例如:焦慮、無法與人有和諧的人際關

係、煩燥、難於接受一些人際關係上的限度、婚姻失敗、無法接受

自己的缺點等等。有時在某些機會上，遇到一位很能傾聽的人，或

在參加的信仰團體中，有機會將自己的困難、失望、不滿等表達出

來。而在這樣的團體內，常常會有一兩位朋友很能傾聽，很能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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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苦處。當人們把自己的不滿和痛苦說出來，又發現有人似乎

能接納他，偶而還會回應幾句很中肯的話，這些話含有信仰光照下

的智慧。於是兩人可以交談得很好，而且聆聽者也相當能保密，不

會將交談的內容傳給別人知道。這樣的交談對心靈的創傷常常會有

一些治療的效果，使人更有耐心，願意等待，願意重新做人，有力

量再嚐試。@

這種團體式的分享，非常類似團體和好聖事，公開告明。團體

裡的成員很自然的，願意將他生活中算是罪的作為表達出來，希望

團體裡的朋友接納他、寬恕他、幫助他。這種團體式的，或在團體

中有個別的交談，和團體和好的意義非常接近。如果團體經過一系

列的活動之後，有了一個悔改的過程，也努力改善個人的狀況，而

團體中剛好有神父的參與，很自然的到了一個程度後，可以舉行和

好聖事。但團體中不一定要有神父在。

我們可用聖洗聖事做比方。成人的入門聖事大概是一兩年的過

程，這個過程當中有許多人共同合作:有人講授要理，有小團體與

慕道者來往，在禮儀上，不同階段的入鬥禮可能有不同的主祭。而

介紹信仰的可能是神父，可能是修女或是教友，遇到某個特殊的講

題也許還可以轉介，請更可以幫助他的人為他介紹當次的主題等

等。這一切的安排都包括在預備聖洗聖事的過程中。其實和好聖事

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可以是很長的

過程。當然，和好聖事並不是必須有像上述這樣的過程，還能有其

(3) Monika K. Hellwig, Sign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nversion: The Sacra

ment of Penance for Our Time , Wilmington , Delaware: Glazier , 1982. 

( See especially ch. VI: "The Efficacy of the Sacrament: Reconciliation 

and Conver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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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型式。@

美國芝加哥Bernardin主教在「論和好與懺悔」世界主教會議

中曾表示，教會應重新建立屬於懺悔者的團體。有人因某種緣故離

開教會，生活散漫隨便，當他想要悔改，重新歸回教會時，按現在

的方式，他只要找一位神父辦告解，程序就算完成了。但這樣的程

序為他自己可能並不夠，如果此時教會有一個屬於懺悔者的團體，

他可以加入其中，好好準備。他可以有一個代父，陪伴帶領他，他

應重新學習祈禱，重新了解信仰內容，使他有一個較長的重新皈依

的過程。我們可以說他在舉行一個很長的和好聖事。雖然在教會裡

這種人是少數 可是會給大家一個標記，幫助其他的教友了解和好

聖事的豐富含意。教會目前沒有這樣的團體，也許以後有這樣的可

能。無論如何 我們從生活的經驗中體會到和好和悔改在生活中還

算是一個常有的現象，只是沒有將它聖事化。

至於在一個信仰的團體裡所經歷的較長的悔改過程，產生的悔

改經驗，一般來說，比個人性的悔改經驗更豐富。特別是在增加團

體意識上有較強的力量。藉著團體，一般人比較會體會自己的社會

責任、促進社會正義的責任和參與政治生活的責任。也會意識到自

己在參與社會J二的努力不夠，這是罪。同一團體裡可能有幾位成員

有同樣的覺醒 因而可以合作，慢慢有一些行動。因此我們更可以

肯定團體性的和好聖事範圍很廣，較會激發教友答覆現在教會所強

調的，基督徒對社會的責任。

如果我們看和好聖事的歷史，會發現三種現象。第一，在梵二

禮儀改革以前教會的生活中常將懺悔和好的過程縮短，放在一個

@ John J. GaH衍I and James J. Lopresti , "Penance in Crisis," America 157 

(October 10, :1987), 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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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短的時間裡，忽略了悔改與和好其實應是生活中一個相當長的過

程。第二點是過去也容易將屬於生活的一個現象，變成一種純粹的

儀式，忽略了生活中的悔改，而強調儀式中的行動。第三點則是在

不知不覺中，將悔改與和好的過程變成很私人的，是個人生活中的

一個現象。這三種現象現在在教會的思想和公開發表的文件上已經

可以處理得很好，但是在實際教友的生活中卻不見得有很大的改

善。大家承認悔改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儀式並不能代替過程，但事

實上，在信友的生活中仍與以前相似。以個別和好聖事的幾個步驟

為例，司鐸應當好好接待懺悔者，聆聽天主的聖言等等......和好聖

事的儀式已經比以往改善了些，顯得更豐富。但無論怎樣改善儀

式，仍不能代替生活中長時間的過程。現在教會內也常舉行團體式

的和好。為舉行團體式的和好就先要有一個計劃，有一些準備，比

較容易將它放在教會生活的禮儀年度中，例如四旬期。整個四句期

都有悔改的氣氛，大家可以有一個生活化的準備過程，可以與實際

上生活的悔改配合。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團體式悔改都有這種過程

與效果。如果一位本堂神父只利用某個主日的講道時間就舉行了團

體式的和好，可能就沒有以上所提的生活化的悔改過程了。我們現

在的禮儀安排一般說來都很不願意以儀式代表生活，而儀式應該表

達及象徵生活中發生的事，表達在生活中眼睛看不見的、可是在信

仰中我們體驗到的是天主的行動。

個別和好聖事的舉行雖是個別的，私下的，但卻不能脫離信仰

團體的參與。目前教會內有三種和好聖事的形式:一種是個別的，

第二種是團體式的，包括個別與司鐸的交談，第三種是團體式的，

但無個別告明，因此有些法律上的限制。有些人不同意有這種限制

存在。因為在一些地區，他們進行這種無個別告明的團體式和好聖

事已有相當長的時間，經驗到這種團體式的和好對信友本身和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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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團體都有很大的悔改作用。另外有一種團體懺悔儀式(禮儀本中

有這儀式) ，但嚴格說來，不是聖事，是一種團體的懺悔。因為不

是聖事，所以不受到剛才所提的法律限制。有些地區就長期使用這

種懺悔禮儀，等於是長期在培養教友的悔改態度，培養懺悔與和好

的精神。我們前面提過另外一種可能將來在教會內會建立的懺悔者

的團體。這樣的團體應是公開的，傷害了團體的一些信友，或者是

因為長期離開教會，而願意重新的，好好的再回到團體。這種長期

的和好聖事，或是和好過程，很類似成人入門的過程。不過目前教

會尚未正式成立這樣的一個團體。但是歷史曾經有過，既然過去

有，我們現在也不是不能再考慮建立這樣的團體。

其他教會的情況如何呢?一些基督教派這十年廿年來己重新肯

定和好的重要性。例如美國路德會的正式經本中已有二種類似和好

聖事的儀式，包括個別的和團體的儀式，他們也認為這是一種很正

常的表達方式、美國聖公會在其公禱書(一種禮儀經本)中也有兩

種懺悔與和好的禮節，一種是為主教或牧師用的，另一種則是為執

事和平信徒用的。法國泰澤團體也很重視懺悔與和好的儀式。而東

方教會，例如東正教就更不用說了，除了西方羅馬天主教的個別告

解以外，他們還有很多非常豐富的懺悔禮儀。@

(5) Pénitence et Réconciliation dans les diff<石rentes Eglises, Issu巴 No. 171 (19 

87) of La Maison-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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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口女子自句主題辛呈

本章將參考美國波士頓耶穌會神學院神學教授Peter E. Fink的

著作。@我們可以用許多種方式說明我們對和好的需要。作者則認

為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我們會發現我們內心有許多分裂的現

象，這些分裂使我們過得不舒服，我們也不喜歡有這種分裂。我們

渴望這種內在的分裂消失，也就是與自己和好。我們和別人之間，

也常常因為我們內在的分裂而和別人有一些不合，有一些衝突。當

然其原因也不越是因為自我內在的分裂，也有其他外在的因素加在

一起。我們也非常渴望能將這些衝突解決。我們先了解這兩種基本

的現象，然後看耶穌如何治療這些分裂。

第一節人的分裂

個人的內在分裂可以分成幾種不同的類型。在此我們介紹三種

不同的分裂，治療這三種不同的內在分裂的方法各不相同。第一種

分裂是比較外在的，可以說是屬於知識上的。比方說我是一個信

友，但是我對我的信仰的知識了解不夠，因而使我有分裂的感覺，

CD Peter E. Fink , ed.,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Worship: Reconci1iation , 

(Collegeville , Minn.: The Liturgical Press, 1987),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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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並不知道是由於我的信仰知識了解得不夠完整。例如一位神父

在聽告解時來了一位教友，他說他犯了大罪，因為他沒有去參加主

日彌撒，那天他生病了。這裡有一個很明顯的知識上的問題，教會

並沒有要求他生病了還一定要望彌撒。這個例子很簡單，但有些人

就是有這類的知識上的不足。關於知識上的不足還有另一種情況是

和教理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屬於倫理上的。例如一個人在夢裡夢

見自己設了一個人，醒來以後覺得自己有罪。其實他只是做夢，並

不是真正殺人。但他並不了解。不論是在教理或是倫理上的知識不

足，導致一個人覺得分裂，都算在這一個範圍內。另外一個問題不

是不了解，而是做不到。也就是說他了解，但他實在沒這個能力。

然而我們知道天主並不要求人做他無法做到的事。如果一個人了解

這一點，他可以反省到目前他無法做到某個程度是因為他的能力不

夠，他可以繼續在各方面努力，也培養自己，以便到一個時候，他

有能力做到某個程度，而不是一味的自責。在實際的個案上，缺乏

知識和缺乏能力，這兩種情況有時不是那麼容易分清楚。這種情況

下若要和好，必須補足他的知識，並培養能力，使他對信理有正確

且充足的知識。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可能不是和好聖事，雖然有時

候我們藉著和好聖事培養懺悔者的良心。在這方面，一個團體性

的，或是分段式的和好聖事可以產生很大的作用。不過我們要知

道，這裡所需要的是培養一些知識和能力。這裡尚未碰到較深的，

良心的問題。我們再舉一兩個別的例子。比如有個教友離了婚，再

結婚。但是他的離婚和再婚都不是在教會內舉行的。按照教會的法

律，他既然離婚，又不是在教會內再婚，他就不能領受聖事。此時

他很難過，有一種很大的分裂的感覺。他沒辦法和信仰的團體共

融。但如果他努力清楚了解這方面的知識，他也很有可能可以回到

教會的聖事生活中 c 問題是他這方面的知識不夠，此時如果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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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他的牧者，也許就可以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本來要解決這個

問題的辦法並不是和好聖事，因為他認為自己不可以領和好聖事。

教會在這方面訓導權的指示也不斷的在發展，在改變。一位平信徒

不了解這些並不奇怪。這裡若要和好，可能也是需要一個教育的過

程。另外有關節育的問題，常常也是在這個平面可以解決的。

現在我們來看比較深一點的，屬於心理的層面。在這方面也有

一些我們可以體會到的分裂。我們內在的心理世界往往不是很平衡

的，常產生衝突，也引起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這些都會使人覺得有

罪。例如一個很沒有信心的人，常需要感情上的依賴，這樣他會覺

得比較舒服，因此他會依賴人。依賴的樣子各有不間，比方說他有

一個同性的好朋友，他非常需要常常和這位朋友說話，如果不常常

和這位朋友談話，他好像就會有太多內在的情緒，沒有辦法處理

好，會使他很焦慮，很不安，很容易和別人發生衝突等等。但是他

這麼強烈的依靠人，會使他自己有些受不了。他的朋友可能沒有那

麼多的時間陪他，也許有時表現得有些不耐煩。於是他感到受了傷

害，有很多心理的不舒服，也容易產生罪惡感，怪自己讓好友那麼

不舒服。這個案例看似良心的問題，實際上是人格上的一種限度。

比方有一次他的朋友不耐煩了，他便罵了他的朋友，而後又覺得自

己不對，就去辦告解。事實上，針對這種情況，他無論辦多少次告

解，都無法對他的情況有效的改善。除非聽告司鐸很有智慧，也發

現這不是信仰的問題，而是心理問題，在心理上很不自由，此時需

要找一個專業的，或有能力的人幫助他處理心理上的困難，協助他

成長。教會希望能對信友有這樣的幫助，但這不是和好聖事的主要

功能，也許藉著和好聖事中的交談，此人慢慢意識到這是屬於心理

的問題，而注意由這方面著手改善。再例如一對夫妻之間常常為了

某些權利而有所爭執，爭執之後覺得不對，就去辦告解。後來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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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又為了類似的事再起爭執，再去辦告解，這樣重覆發生的情況

令人懷疑和好聖事的效果。事實上，除了聖事以外，還要處理一些

附帶的事情，去找某些人的協助等。這一切都可以廣意地包括在和

好聖事內。聖事不只是禮儀而已。這種屬於心理的問題，內在的不

協調，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然而這還不是最深的層面。

在人的最深層，屬於信仰、宗教層面的分裂是自由的違背我的

良心。是我自己要的一個分裂，是我自己造成的分裂。這個分裂也

有深淺的差別。以行為的嚴重性來區別。相對的，這裡所需要的悔

改也要求相當深的悔改。比方說我輕而見了一個人，我故意的，我也

知道我在做什麼。此時我的悔改就需要同樣深度的去肯定這個人，

這樣才算和好。

在實際的生活中，我們不是很容易分辨上述三種情況。在同一

個事件中，也許有很深的、自由的決定，也有人格上的限度，也許

也有道理知識上的不足混合在一起。為了說明起見，我們將它分成

三個不同的範圍，使大家更清楚其區別。

我們剛才看的是個人內在的三種分裂，現在我們要看人與人之

間會有的一些分裂。首先要說，在人與人之間，人與團體或團體與

團體之間有一些衝突可以說是自然的，健康的。我們舉一個例子。

如果一位母親很注意小孩子的成長過程，她一定不會凡事都滿足小

孩子的需求。到了一↑國時候，她會要求孩子自己刷牙、洗澡，自己

做一些事情。此時這個孩子可能還不太願意自己做這些，母親會判

斷孩子目前的能力到什麼程度，而做某些要求。母親和孩子之間的

這種磨擦和衝突，我們不能說是不好的，這些是不可避免的，必須

有的。而同時小孩子也需要體會到母親對他的愛，雖然母親對他提

出的要求有些困難，但他肯定母親愛他、接納他，因此孩子可以接

受困難，克服自己的墮性，缺乏信心等，超越自己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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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衝突則來自我們自由的拒絕別人或被別人拒絕，這當

中就有罪的成份。

以上大略的介紹了個人內在的，和人與人之間的分裂。現在我

們看看耶穌如何治療這些分裂。

第二節耶穌的角色

耶穌是人，祂曾生活在這個世界。以其人性來說，祂也是有限

度的，我們看祂如何面對我們所談的這些分裂，祂又是怎麼看待別

人的，這可以給我們指出一條懺悔與和好的路線。

我們所認識的耶穌體會到許多不同的限度，有許多外在的聲音

想影響祂，左右祂。然而祂最注意內心裡，天父的召喚。每次祂面

臨緊張，衝突和壓力時，他總是回到內心深處，聽從父的聲音。就

是因為這種態度，在祂遇到別人時，祂很肯定祂面對的人也是父的

兒女，也是父所愛的。好像耶穌面對人時，祂能夠完全肯定，接納

這個人。正因為這個理由，當罪人遇到耶穌，且知道自己是罪人

時，他會得到克服罪過的力量。罪人在耶穌面前感受到來自耶穌的

肯定，發現自己有希望，他才會接受耶穌對他的肯定，也接受耶穌

的赦免 c 這是我們在耶穌的生活中可以觀察到的。信仰的團體有耶

穌在其中，我們常常得到由耶穌所帶來的肯定，在信仰的團體知道

自己有希望，肯定天父的愛和寬恕。因此，在信仰的團體中，我們

就敢認罪，敢勇於與天主和好，因而也得到罪赦。

在教會的感恩禮中，經由聖言的宣讀，我們可以接觸到剛才所

談的這位耶穌 c 在這接觸中，我們體會到耶穌完全聽從在祂良心裡

對祂說話的父，我們也在耶穌的言行中看到祂如何待人。經由聖道

禮儀的過程，我們發現自己有希望，因此也將自己奉獻出來，讓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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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取置。然後我們聽到父對耶穌說:看，這是我的愛子。而今，

天父也對我說，我們是祂所愛的=我們變得如同耶穌一樣，被天父

所愛。

這個基本的過程在聖事中都會發生，在和好聖事中也產生。人

在和好聖事中接觸耶穌。司鐸在和好聖事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要使

懺悔者接觸耶穌。經過聖言的宣讀和司鐸的談話，懺悔者接觸耶

穌。在聖事中接觸耶穌之後，我所奉獻的就是我的限度，我的分

裂，我將這些帶到天主台前。聖事中的赦免就是針對我的這些分

裂，把它重新改過來，把它變成健康的。有一個創造性的天主的干

預。這個過程並不是在一個短短的和好禮儀中就可以完全出現的。

如果我們去做一個八天避靜，在第四天舉行和好聖事，這次的聖事

往往與日常生活中所辦的和好聖事不同。因為已經和耶穌基督接觸

了很久了，所以有舉行和好聖事的適當準備。另一種情況是，某個

人長期以來，針對自己內心的某個分裂而努力，到了一個時候，有

一些突破，而後在一個避靜中領受了和好聖事，覺得整個和好的過

程達到高峰 c 或者一個人長期在一個小型的團體中，有其互動，有

他人的協助等等，這些都是後來他舉行聖事的前奏，是很好的準

備。

綜合以上我所說的，現在做個小結。為了有一個懺悔，必須有

一個希望出現。懺悔者感覺到我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那並不是一

個絕對的問題，我能夠進步，我還有希望。這些往往是因為有另一

位進到我的生活中，他能夠設身處地的認識我，了解我，使我看到

我自己看末到的未來。此人給我帶來希望，而這個希望並不是無限

t ,' ，完美配 不是一個夢，而是一種實在的，帶著我原來的限度

仔亡 。我本身m很渴望有這種突破。如果我滿足於原先的狀況，那我

就不會改腎、除非先被叫醒，讓我意識到實際的狀況。換句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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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活中出現一個希望，這個希望可能是聖言，也可能是聖言用

了別的人進到我的生活圈中，我對這個希望非常的渴望，這個希望

是一個實際能達成的。我們的聖事不能脫離以上我們所講的這些現

象，否則將失去其意義。



第三，車

實倒一

了解罪晃晃與皈依

的現象

第一節 了解罪惡感

張錦銘和王玉玲已結婚數年，彼此相愛，婚姻相當穩定。有一

天一早就什麼都不順利，玉玲的情緒不好，可能是感冒了，錦銘工

作上的負擔很重，今天早上有很重要的商業會談，不一定會成功。

突然，廚房的熱水器掉下來，這本來早就應該叫人來修理的，可是

一直沒做...... ，於是兩位夫妻開始吵架，到最後錦銘受不了了，便

說 í真不知道怎麼會跟你結婚! J 就去上班了。他在街上慢慢冷

靜下來，到辦公室時已經好一點了。過了一小時，想起早上的事，

心裡有點不舒服:王玲患了感冒，又沒做錯什麼，我本來應該可以

多控制自己的;早上這樣不知道是不是傷害了她，其實自己是很愛

她的 G 於是上班時，每次稍微分心就會想到早上這痛苦的經驗，不

知玉玲的反應如何?她的感受如何?下午下班以後，他先經過一家

商店，記得不久以前，玉玲曾表示過喜歡一種藝術玻璃杯，就買下

來要送給她。到家時，錦銘內心還有些不安:不是害怕自己怎麼

樣，而是擔心玉玲是否受到了傷害，嚴重的受傷了，於是他對玉玲

說 í玉玲，今天早上很對不起你，你會原諒我嗎? J 玉玲本來還

有一點難過、辛酸的，可是現在看到丈夫的態度，抱怨的心情就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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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雲散了。二人便恢復彼此之間的感情，甚至更為相愛。錦銘心裡

想著 r 喔!她比我原來所了解的更好、更可愛。」玉玲心裡想

著，-對!我本來就知道，我所喜歡的錦銘也很愛我。」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要注意，錦銘所違反的是人際關係上的

罪，但是當他回家時，最強的一個需要不是消滅一個受不了的罪惡

感，以得到內心的平安，而是需要使對方感受到自己對她的愛。早

上的過錯不能取消，可是可以用這個過錯使兩個人的愛情關係更進

一步。錦銘所買的禮物不是」種補救，而是愛的象徵，象徵自己對

對方的愛 c 他們敢承認自己的過失，也敢努力恢復彼此的關係，二

者之間有了溝通，錦銘誠實地求對方寬恕，當二人都承認自己與對

方的不完美，接受過去的不愛，便產生了真正的寬恕。玉玲給予錦

銘寬恕之後，錦銘心中的罪惡感也就消失了。

這個個案雖然沒有提到天主或信仰，但是信仰可能已經影響他

們，例如幫助他們面對現實，使他們努力為對方著想......。

但是，並非所有的個案都能那麼快就解決，有時候某-方還無

法接受自己的過錯，或無法真正地寬恕，這時就需要一段時間才能

解決。

實例二

馬安德喜歡讓別人知道他有汽車，也想在一個賺錢較少，還無

法買汽車的同事杜先生面前炫耀，因此他每天早上開車上班。他能

夠與同事談論交通的情形，但他從來不問自己，為了大家的好處，

自己是否有必要開車上班。

這天，開車上班時，馬安德在一個十字路口成功地搶了一輛計

程車的路，心中非常高興。接著，在一個斑馬線上，他又強迫了

二、三個行人往後退幾步，並自言自語的說，-討厭! J 停車時，

他佔了人行道的一半，心中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到了辦公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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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便是向人述說自己如何搶了計程車的路。女秘書來到他身旁

問問題時，他對秘書有不規矩的行為。後來他看一個年輕職員的報

告時，發現有錯誤;本來他可以先和那位沒有經驗的職員談談，但

此時他卻很守規矩(不像開車時) ，他要告訴上司。之後，來了一

通重要的電話 3 接電話時，恰巧郵差送來掛號信，本來馬先生可以

立刻蓋章，可是他卻故意叫這個人等一下......。下班時大家要為一

位同事慶祝生日，馬先生要到七點多才可以回家，雖然他幾次想打

電話通知太太，可是他並沒作。回到家時候己不早了，太太有點不

高興，而且身體又不太舒服，馬先生喝了酒，要和太太早點上床，

不管她的情形如何......。

馬安德一天犯了不少的罪，可是他好像沒有感覺到，一整天都

是以自我為中心，別人為他來說好像都不是具有很大價值的獨立主

體，因此他不會為別人作任何的犧牲。他所作的行為都是很平常、

很常見的事，是人人可能會犯的過錯。但他的良心沒有第一個例子

中張錦銘的敏感，他好像看不到自己的罪。這個人很需要悔改，但

是要怎樣才能夠悔改呢?

罪惡感是一個感覺:感覺我有罪，如同其他感覺一樣，罪惡感

應與理智的判斷配合。罪惡感有不同的情形:沒有罪惡感的人相當

可怕，例如殺人好似殺動物一樣，這常是一種病態，是心理病態中

最難幫助的 c 有些人罪惡感太重，與實際的過錯不成比例，但他往

往不認為自己罪惡感太重;這種人做很多事常是因為受罪惡感的影

響，而不是因為有客觀的價值吸引他;如果有一天他覺得沒有罪惡

感，就好像很不舒服;這是不夠理性化的罪惡感。有些人有選擇性

的罪惡感，對某些感覺得到，但某些感覺不到;或有時因為太「需

要 J '而壓抑罪惡感，例如一個人很需要被愛，因此在與異性朋友

的交往中，表達的行為過份，違反道德標準'由於心理上很需要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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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所以壓抑了罪惡感，而感覺不到內容。此外，有些人有潛意識

的罪惡感，他自己沒有感覺到，可是他的行為顯示他受罪惡感的控

制，例如一個人很反對權威，可是自己不敢承認，而在態度上、行

為上非常尊敬權威，使得大家覺得他過分尊敬權威。

面對上述各種情形，應該如何處理呢?如果是根本沒有罪惡

感，則很難解決。至於罪惡感太重的人，必須有理智判斷，客觀一

點，多重視可靠的、成熟的人的意見，多用理智作決定，可以不管

某些罪惡感。具有選擇性的罪惡感的人則須多注意以往沒感覺到的

罪。

其實，上述實例二所表示的情況非常普遍，很可能也會在你我

的生活中出現，因為人本來就不容易認出自己的罪。明顯的罪不很

多，平常有罪的行為會掩飾自己。一個人為了發現和接受自己的罪

需要相當的成熟，不然他會看不見，會保護自己。因此，為了發現

我們的罪，為了承認我們的罪，我們常需要第三者的幫助，因為自

我分析、自我省察回然重要，可是往往不夠。

第二節 悔改末日皈依的心理現象

首先我們將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然後再加以說明。

有一對夫妻一一一周先生、周太太，先生認為每天的生活都是起

床、吃飯、教書、補習、睡覺...... ，實在沒有意義;太太覺得自己

好像是一個東西，認為都是先生不好;他們對孩子們不滿意，二人

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總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更多。由於對生活的

不滿意，使尋求解決的辦法，他們開始去聽道理，面對問題，慢慢

的彼此溝通，逐漸地家裡的問題解決了，並學到了兩個基本的信

念 I給與 j 及「有問題時可能需要改變自己」。如此，他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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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新而清楚的價值系統，有了新的方向。領洗之後，他們參加

了夫婦懇談會、一直保有皈依的氣氛。十幾年之後，他們的生活充

滿了活力和愛情，與以前完全不同。

廣義而言 皈依可定義為從一種價值系統變遷入另一種，而皈

依的性質則因價值系統的品質而異，若價值系統是宗教性的，則是

宗教的皈依。各宗教信仰的皈依，各不相同，以基督徒來說，基督

徒不只皈依一種抽象的價值系統，且皈依有位格的耶穌基督。

赫爾神父@以為皈依的基本特色是改變，或期望改變一個人的

生活方向，以求全面性的調整。皈依包含一個人真正地自認錯誤，

至少他期望以某種方式改變目前的情況。但皈依並非取代，好像先

前的事完全不再存在，而第二件事起而代之;皈依在變化之中應有

相當的一貫性與持續性。

皈依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憂心伸仲(掙扎) ，第二階

段是皈依的危機(抉擇) ，第三階段是斷然立志(策劃)。在大多

情況中，當一個人從第一個階段進入第二階段時情緒緊張直線上

升，到取決之前，情緒的緊張達到最高峰，然後光明與平安油然而

至。第一階段的特點是由於傾向於失望的犯罪感和卑賤感所引起的

憂心仲仲。衝突與掙扎;就如周先生、周太太由於對生活、對彼此

的不滿、失望而引起了衝突、挫折。有這種心境的人需要他人的

了解、接受與鼓勵。第二階段的核心是個人的抉擇與屈服;周姓夫

婦為了突破生活的無意義感，而四處尋找精神的中心，最後接受了

天主教的信仰 當他們面對新的價值系統時，可能由於內心的私慾

而不易達到要求，如給與、有問題時需要先改變自己等，因此造成

情緒上的緊張這一時期的危機顯然是個人傾向於推卸責任，試著

CD 朱豪泉， < á'i依的心理現象> ' (神學論集) 8 (1971) , 247-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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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困抉擇而招致的冒險。這時輔導者必須抱著關切的態度旁觀，

使皈依者完全自己取決，他可以把不同的動機展示給皈依者，以從

旁策助，但不可表現對任何方面有所偏祖，他也可以和皈依者一同

忍受焦慮、恐懼和苦悶。第三階段皈依者只感覺平安、解脫與內心

的和諧;正如周姓夫妻順服於新的價值系統之後，內心的喜悅、平

安、和諧便隨之而來，生活也充滿了活力和愛情。這一時期的危險

是過分的自信，皈依者自以為幾乎能做到一切，克服一切困難，而

不肯費力為前途作周詳的打算，並逐步的完成計劃。輔導者當協助

皈依者按價值的主次高低建立一系統，並儲蓄一些適宜的、使之能

不斷採取行動的動機。上述三階段的分析只是心理現象的描寫，不

論及天主的角色，但這並不意謂否認天主的行動。

第三節 皈依和基本抉擇

人的抉擇有個別抉擇與基本抉擇之分。日常的個別抉擇數以萬

計，譬如:我決定參加神學院課程、我決定寫信回家、我決定多吃

一碗飯、我決定在班上問一個問題等。但基本抉擇不是一個獨立的

行為，而是經過很多具體選擇，決定是否從自我心靈的最深處把全

部人格獻給天主，也就是對「是否將生命放在天主手中」的抉擇;

它是來自人格的核心，足夠解釋一個人基本的生活方向，使這個人

成為他自己，給自己一個定義一一我是什麼。基本抉擇平常不是話

也不是個別的行為所能完全表達出來的。

個別抉擇和基本抉擇之間是有關係的。一方面基本抉擇產生個

別抉擇，而且基本抉擇只在個別抉擇中被表達、實現出來;另一方

面，個別抉擇可以說是基本抉擇的練習，藉著個別抉擇能使人達到

基本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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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到基本抉擇與個別抉擇時，應該注意:

1.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是不完美的，只能在時間的過程中慢慢

走到一個比較完美的狀態。因此我們過去所作的生活上的抉擇都不

是絕對不能改變的，因為對於過去所作的抉擇我現在仍可改變。

2.我們所作的個別抉擇及基本抉擇應該是自由的，因為越是自

由的抉擇越是人的抉擇。在天主面前，我們只直接地為自由的抉擇

負責;雖然如此，但是我們有責任成為一個更自由的人。從作證的

角度來看，我們越是表達成熟和自由的人格和抉擇，越能為基督作

證。

3.我們整個生命的目標是要作一個絕對而且無條件的抉擇。

4.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些特別的時刻，其中最重要的是死亡，因

為在死亡的過程中，一個人作最後的抉擇，他面對著自己過去的整

個生活，在天主面前作一個決定。我們所謂的死亡不一定是人生命

的最後一分鐘，而是人自由的對自己生活的意義所說的最後一句

話。人生中關於基本抉擇的其他特別重要的時刻，有一般人所能經

驗的，還有個人特有的。個人特有的時刻比如德日進神父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時，參與前線工作，目睹許多人的死亡，因而有一特殊的

經驗;又如有些難民被迫離開家鄉，在外流離失所，內心淒苦，因

而尋求信仰，以肯定人生的基本意義。一般人所能經驗的時刻在此

提出兩個:皈依及決定生活方式。皈依包括洗禮及其他的皈依，例

如第二節所提到的周先生、周太太，他們的洗禮表達了他們的皈

依;決定生活方式則例如我要結婚，與這個人建立某一種家庭，我

要入會，我要用我的專長為人民、為貧窮人服務的決定等等。

然而，有些人是不作決定的，他們讓別人或環境替自己作決

定。這種現象要如何解釋呢?可能是由於罪，他們拒絕天主，或是

知識不夠，或是社會的壓力，抑或是他們不夠自由，所以他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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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作決定。雖然如此，但在面對天主、受審判前，他們還是會表

示接受或拒絕天玉。

第四節不斷的皈依

上主透過祂的無限恩寵，賦予我們一種日新又新皈依的可能，

一種不斷皈依的可能。凡在信仰上接受基督並將理智和意志獻給基

督的，便在信仰中生活，也便接受「信仰聖事J 洗禮;他們使

這樣皈依而「生活於耶穌基督」。然而他們需要上主恩寵不斷的功

能，以求在生活中，精益求精地實現基督的死而復活，此即不斷的

皈依@。在第二節中提及的周姓夫婦，他們領洗後參加家庭輔導，

之後又參加夫婦懇談會，這兩個新的階段加深了他們的皈依，使皈

依進入他們生活的每一細節。

J. Fuchs認為不斷的皈依可分為三種@

1.重新皈依一一伊j如教友參加聖神同禱會，修會會士、神父作

避靜，或生活上發生大改變，如德日進神父經歷作戰等等，使人重

新皈依。

2.從小罪的皈依。

3.不斷的驗證、實現自我對天主的奉獻一一我們每天都還會體

驗到以自我為中心的種種慾望，我們必須一步一步地使我們對天主

的肯定進到人格的種種層次，這並非從罪裡皈依，而是讓天主的恩

寵進入我們的人格裡。

(2) B. Haring著，王秀谷譯， <不斷的皈依) , <神學論集} 1 (1969) , 

67-74 。

(3) J. Fuchs, "Sin and Conversion ," Theology Digest 14 (1966) , 292-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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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聖經觀

看過了一般生活上的皈依現象之後，接著我們看看聖經啟示對

皈依的說法。

天主召叫人與祂結合，但是人生來即為罪人(詠五一7) :由

於原租的想尤，罪進入了世界(羅五12) ，且從此在人最深的自我

內根深蒂固了(羅七20 )。人由於本罪而成為罪人，因他們中的每

個人都「賣給了罪惡權下 J (羅七14) ，甘願接受罪的重艇。那

麼，如果要響應天主的召喚，開始時必須回心轉意，繼之，一生之

久必須持有懺悔的態度。因此，懺悔與皈依在聖經啟示中佔有重要

地位。

在聖經中 s 闡釋「懺悔 J 的字彙，漸漸隨著罪?立觀念的深入而

獲得圓滿的意義。有些格式表達人如何有意的歸向天主 ï尋求雅

威 J (亞五4; 歐十12) , ï尋覓祂的面容 J (歐五15 ;詠廿四6;

廿七8) 等等。但最常用的一個格式是 ï改道」、「回來」、「轉

身 J '意思是離棄邪惡而轉向天主。這便界定了懺悔的要素:包括

行為的改變，一切行為有了新動向。在舊約歷史的晚期， ï懺悔」

更區分為懺悔的內心情況和它支配的外在表現;這兩種觀點雖然不

同，可是二者關係密切，相輔相成。

一、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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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r懺悔禮儀」的來源

從很早以前，以色列人民便認為天主與人之間的盟約能因人的

過錯而斷絕，此過錯可能是集體所犯的罪，也可能是個人所犯而牽

連團體的罪;而公共的災難使人意識到所犯的罪過(蘇七;撒上五

~六)。當人違背天主的要求、激怒雅威、而斷絕盟約關係時，團

體為了和天主再建立關係，重得祂的喜愛，必須先懲罰有罪的人，

甚至判處死刑(出卅二25"-'28) ，除非為犯罪者付出「贖價 J (撒

上十四36"-'45 )。犯罪者本人亦能自願受天主的懲罰，為使他的團

體倖免於難(撒下廿四 17 )。

此外，在天災流行時期(或為阻止它的到來) ，人們以苦修工

夫和痛悔的禮儀來哀求上主的饒恕，如守齋(民廿26 )、撕破衣服

而穿上麻袋(列下六30 )、哀泣(民二4) 、悲禱(詠六0; 七四)

及贖罪的禮節與祭耙(戶十六6"-' 15) ，特別是集體懺悔罪過(民

十 10; 撒下七6) ，偶而也委託一位領袖或先知代禱(出卅二30

這一類的習俗，在舊約任何時代都有記載。耶肋米亞先知本

人，即以代禱者的身份參加懺悔的禮儀(耶十四~十五4) 。充軍

後這一類習俗的發展相當可觀;危險的是:這些行為可能完全停止

在表面，而不深植於人心，並且不影響到實際行動。針對這表面的

禮儀主義的危險，先知們將用皈依的訊息加以反對。

(二)先知們的懺悔訊息

召人悔改的呼聲是先知宣講的一個基本因素:

1.亞毛斯:懺悔包含改正行為和奉行正義。

2.歐瑟亞:極力譴責表面的懺悔，說它們不產生任何效果，強

調真懺悔是由認識和愛慕天主而啟發的。

3.依撒意亞:以為僅有真心的悔改才能帶來救援，因為如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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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仁不服從天主的聖意，則敬禮毫無價值。他確信最後獲得救援的

民族，將僅是由懺悔者所構成。

4.耶肋米亞:他廣泛地闡釋皈依的主題，以為反叛的以色列民

族不應該僅僅以痛哭、哀求、認罪為滿足，還應該改變行為，並在

心上割損。

5.厄則克耳:比其他先知更強調皈依的絕對個人性，以為每人

只能為自己回答應承，每人將依自己的行為獲得報鷹。

自亞毛斯至厄則克耳，懺悔的道理隨著對罪的了解，而繼續不

斷的深入，人們也脫離了古代以色列所太重視的純禮儀的案白。

(三)懺悔的禮儀和心靈的皈做

以色列全國性的皈依是先知的宣講和流亡生活的考驗所產生的

果實。充軍回來之後，懺悔的意義感染了整個猶太的精神生活，以

色列努力不斷地傳揚懺悔的態度，這是贖罪祭禮儀大為發展的時

期。

在個人方面，努力亦不稍遜，厄則克耳的訓誨已被接受了。這

些情緒表達得最徹底的是聖詠五一篇，這首聖詠把先知的懺悔道理

全部編為禱詞而形成和天主的對話:招認罪過 (5ff) ，祈求內心

的潔淨(3f.9) ，呼求那唯一能革新人心的聖寵 (12ff) ，朝向虔

誠的生活( 15'" 19) ，痛悔的禮儀現今以「沈痛心碎」的祭爾巴為中

心( 18f )。這為新約是很好的準備，谷木蘭的信徒和若翰洗者就

是充滿這種精神的人。

二、新約

(一)最後一位先知

福音開始處，先知們的懺悔訊息，完整地在最後一位先知若翰

的宣道中集其大成。他的訊息，一言以蔽之是: ，-你們悔改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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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國臨近了 J (瑪三2 )天國的到來打開希望的遠景，但若翰特

別指出先有審判為前奏，人人都應承認自己是罪人，產生相稱於悔

改的果實。若翰施行水洗，作為懺悔的標誌，準備悔改者接受默西

亞所將賜與的火與聖神的洗禮(瑪三11)

(二)皈依和進入天國

接著若翰洗者，耶穌用同樣的詞句來召喚罪人悔改，但皈依的

訊息與人類各種方式的自滿自足起了衝突;從貪戀財富(谷十21 ""' 

25 )到法利塞人式的倍傲與自|寺(路十八9)

耶穌要求人皈依時，他所強調的不是外在的懺悔儀式，而是回

心轉意，不斷的努力按照新法律調整個人的生活。皈依固然包括倫

理轉變的意願，但特別是謙虛的呼喚，信賴的行為 I我天主，可

憐我這罪人吧! J (路十/\13 )。對於皈依的道理，耶穌常以比喻

來宣講，如蕩子比喻(路十五11 ~32) 

(三)懺悔和洗禮

耶穌派遣使徒宣講懺悔，報導天主國的福音(谷六12) ;隨著

猶太人或外邦人的分別，皈依也有不同的樣式。猶太人的皈依包括

兩點，即倫理方面的皈依一一一如果他們懺悔，天主會答以罪的赦免

一一及對基督的積極信仰行為。然而歸附基督是最難獲得的事，僅

有一批遺民響應、宗徒們的宣道。

外教人倒比較容易接受福音，他們的皈依也包括兩點，即倫理

悔改及放棄偶像而轉向生活的天主。

(四)罪和痛悔在教會內

以聖洗蓋過印的皈依一次完成而一勞永逸，不可能再藉聖洗恢

復寵愛(希六6) 。但宗徒時代的團體很早就體驗到受過洗的人能

再犯罪;此在情況下，若仍願意分享救援，痛悔是必需的。譬如雅

各伯催促熱誠的信友把罪人從迷途中引回(雅五19~20) ;保祿迫



第四章皈依與聖經/43

使弟茂德責斥反抗者，而希望天主給予他們悔改的聖寵(弟後二2

5) ... ...。這些經句雖不明顯論及告解聖事，卻清楚的揭示痛悔之

德在教友生活中有其地位，是聖洗皈依的延伸@。

第二節 聖經如何幫助我們皈依

一、舊約

在撒慕爾記下十一至十二章記載納堂如何幫助達味發現自己的

罪。達味所犯的罪非常嚴重，而且不是一時的衝動，大概需要好幾

個星期;如果他第一次犯罪(與烏黎雅的妻子巴特舍巴犯罪)以後

願意承認自己的不對，就不至於殺人，罪也就沒有那麼大。可是他

的罪好像被掩飾了，他似乎沒意識到自己在作什麼。納堂來了，他

並沒有直接指摘達味說，-你犯了罪! J 他需要先幫助達味，因此

以一個比喻引領達味進入故事中，激發他的正義感，而後才清楚指

明「這人就是你 J (撒下十二7) ，這種先提高人對正義的意識而

後予以震撼性的指摘，使他馬上了解，並產生罪惡感，實在是達味

悔改的主因。

二、新約

耶穌也很喜歡用比喻來幫助人悔改，讓我們簡單的介紹耶穌的

比喻，後來我們也可以用那些比喻或別的生活上的比喻來進入皈依

的過程。

耶穌所講的比喻內容都是非常簡單的，他講述日常生活的種種

CD (懺悔，皈依) , {聖經神學辭典} (台中 光啟出版社， 1975) 

787-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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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特別是為那些當時聽耶穌講比喻的人，他們會覺得耶穌所描

寫的就是日常生活的故事。就像一本好的小說一樣，很容易了解它

的內容。可是一本好的小說，通常也願意藉著一個普通的故事來啟

示一個新的、不普通的意義。耶穌的比喻特別有此作用，經過普通

生活的描寫，要使我們發現怎樣可以過一個非常不普通的、基督徒

的生活。

在耶穌的比喻中有什麼因素會促使我們有新的領悟呢?就是在

耶穌的比喻中，有些人物的表現實在出乎我們的意料，因此引起我

們的注意，而幫助我們領悟。在這普通的故事裡面，突然有一件料

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使我們驚訝，趁著我們沒有預備的時候，提出

一個新的因素。比方說:

路十八9~14 法利塞人和稅吏祈禱的比喻

瑪廿五14~30 塔冷通的比喻

這些比喻要達到的一個效果是希望讀者能夠開始想:也許我可

以過一個很有意義的生活，只要讓夫主、愛的天主，領導我，只要

我在信仰內生活，清楚地承認天主，完全的信靠祂'無條件的愛

祂、愛別人。

耶穌的比喻不是熱心的故事，也不是民間的傳說，而是「手榴

彈 J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它原來的意義，而且願意受它的影響，則

很可能會在生活中發生一個皈依的作用。因此，耶穌的比喻會幫助

我們真正的聽到悔改的召喚。

但我們並非說這是唯一的方法，在聖經中還有很多其他的話，

而且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有時也會有一樣的作用，例如小孩子問

父親的一個問題 r為什麼喝這麼多的酒? J 一個好的道理所用的

比喻、一個誠懇的朋友的話等等。

福音中除了比喻之外，還有直接提到生活價值的，如山中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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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但它的影響力卻不及比喻的強烈與深遠。當我們作反省時，首

先可默想一個比喻，而後再面對福音的新價值觀一一山中聖訓

作省察，最後再根據法律一一一即聖經的、教會的、國家的、人際關

係的原則等等一一省察。平常我們常常只作最後的步驟一一根據法

律省察，這是不夠的，也不容易導致深刻的皈依。



第五車皈依的機會

天主透過祂的無限恩寵，賦予我們一種日新又新皈依的可能，

因此教友和教會不斷地皈依。現在讓我們看一些比較明顯的皈依機

會。雖然實際上並沒有這麼清楚的劃分，但為了便於討論，我們將

皈依的機會分為兩大類一一生活中的機會及禮儀中的機會。最後我

們將討論和好聖事與懺悔者的生活狀態。

第一節 生活中皈依的機會

一般生活中皈依的機會有:

1.隨時悔改 在生活中發現自己的不對，立刻悔改;或是事

情結束後馬上查覺;或是當自己靜下來時發現;抑或是藉著他人的

提醒，查覺自己的罪過而悔改。例如:與人交談時，發現自己有一

句話得罪對方，立即後悔，向對方道歉。這是我們常有的經驗。

2.省察一-在天主面前研讀聖言，藉著聖言的光照，省察自己

未查覺的過錯。這可以和其他的祈禱一一一如感謝、讀美、求恩等一

一一起作。省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為能使基本方向在生活中能夠

表現出來。若不採取此機會，則皈依的氣氛會減少，因此教會鼓勵

教友們常作省察@。

(Í) G. A. Aschenbrenn盯著，陳寬薇譯， (對意識流的省察) , (神學論集}

55 (1983) '131-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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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靜一一在此常有團體的幅度。避靜常使我們很深刻的受到

基督的影響，產生較深的悔改。

4.愛德的行為 即為團體、為社會服務。這些行為使人忘記

自己、想到別人，因此會有一種補贖、寬恕罪過的作用。愛德行為

可能是個別的行為，例如我照顧這個窮人、這個盲人;亦可能是永

遠的或一個時期的奉獻全部的生活。

5.接受生活上的痛苦一__)例如疾病。當疾病臨身時，人們往往

不願意接受它，內心痛苦、不平，甚至抱怨天主;經過一段時期的

掙扎之後，人漸漸屈服於這病痛，接受這是天主聖善的安排，是參

與基督的苦難，因而感覺平安、解脫、內心和諧，這即是對天主的

皈依。

6.克苦一一特別是為了幫助窮人，如守齋、免費補習等。

7.朝聖。

雖然生活上的悔改並非聖事，但有助於我們對懺悔聖事的了

解。因此牧靈者應該很了解教友們的具體生活情況，幫助他們找出

不斷皈依的機會;教會團體、組織也有這個責任。

第二節 各種懺悔的行為

現在教會和好聖事的程序中是先赦罪，之後再以一些懺悔的行

為做為補贖。事實上，懺悔的行為原來的次序是在赦罪之前。為什

麼這兩者在次序上有一些調整呢?原來教會在第九世紀時對於補贖

有很明確的規定，有時為完成補贖要花較長的時間，完成了所要求

的懺悔行為之後，再回來赦罪，但有人因此沒有回來領受赦罪，而

赦罪原本是和好聖事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因此教會調整這兩者的次

序，先赦罪，再給補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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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保祿六世於1966年頒發了一篇文告， ，.你們懺悔，信從福

音吧! J '這份文件是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氣氛下寫的。在

文件剛出來的時候，大家還不清楚，也看不出它的影響力。經過時

代的考驗之後，愈來愈發現有它的價值。其中談到教會傳統的懺悔

行為，共有三種:祈禱、守齋和施捨。這三種懺悔行為其實是延續

了猶太人的習慣。後來聖奧斯定補充認為，教會的懺悔行為包括:

祈禱、守齋、施捨，接受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寬恕別人對我們的傷

害，服務他人，在禮儀中共唸天主經等。

我們做懺悔的行為是希望和天主之間的關係能修好，我們自己

內在的分裂，和別人之間的關係，還有和大自然環境的關係等，都

能更加和諧。祈禱是學習把天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恢復和天主的

關係。罪往往是太看重自己。守齋是為協助內在更和諧(針對不易

疏導的衝動和慾望)。有些基督徒每週一整天不吃飯，只喝一些流

質。這種嚴格的作為，有助於恢復內在的和諧。守齋也可以針對食

物以外的物品，就是克欲，省下的錢是為了其他飢餓的人。所以也

有人際的幅度在內，協助人與人之間的修好。施捨就是幫助別人的

需要，關懷他人，這也有社會性的幅度在內。所以現在教會也很強

謂社會正義、社會關懷上的努力，這都包括在施捨的範圍內，這也

是一種懺悔修和的行為。最後一個幅度是我們與大自然之間所做的

懺悔行為。現代社會傾向要過一個舒服的生活，要有發達的經濟

等。而這些要求常常容易傷害大自然的環境。現在相對應的發展出

一些比較新的懺悔行為，例如在選購貨品時，購買那些對環境傷害

較低的物品，多注意環保。以上是將生活中一些懺悔的行為加以分

類，如果-個人不怎麼看重這些範圍，那即使在和好聖事中很熱

心，還是有相當大的缺陷，因為和好很看重懺悔的行為。傳統上也

認為懺悔的行為本身會要天主赦免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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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禮儀中皈依的機會

一、洗禮

在成人洗禮中，痛悔、皈依的意義特別明顯 c 初期教會以為成

人領洗後就不應該再犯大罪，因為領洗為一大懺悔，若再犯罪，即

背棄天主。

除此之外，復活節前夕的「重宣聖洗誓願」及參與慕道者皈依

的過程一一即洗禮和洗禮的準備一一亦可幫助教友皈依。

二、聖體聖事

感恩祭本身和得到天主的寬恕是否有直接的關係呢?彌撒開始

時的懺悔儀式給人的感覺是先得到寬恕再舉行聖祭。我們並不否認

彌撒前的和好儀式有它的意義，但是我們得承認，在教會的傳統裡

面，聖體聖事具有寬恕罪惡的效果，這可由以下四點看出:

1.禮儀中所用的話一一如將臨期第三主日領聖體後經 r我們

懇求你廣施慈恩，使這神糧消除我們的罪惡 J '四旬期第三主日獻

禮經 r 求你因此洗清罪惡...... J '四旬期第三週星期三領聖體後

經: r求柏:使我們飽享的天涯，聖化我們，游除一切罪污」等。

2.教會初期的禮儀、感恩經受到猶太禮儀的影響很大。他們本

來有「贖罪的犧牲」。最早的時候，他們會奉獻犧牲(動物) ，也

有「代罪羔羊」的習慣;公元七0年之後，犧牲、代罪羔羊沒有

了，但是他們繼續保持這兩種禮儀的精神，用禱詞來強調天主的仁

慈，祂在歷史中的寬恕等等。我們彌撒中的感恩經第四式也這樣

說 r 榔並沒有棄置不顧，任其喪之，反而大發慈悲...... 0 J 

3.彌撒是聖餐，當我們分享聖餐時，不禁想起耶穌與罪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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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餐(瑪九1O ~13) 。耶穌與罪人一起聚餐為罪人rlo言是一個挑

戰，當他們面對耶穌時就應該改變自己，接受耶穌的寬恕。

4.保祿宗徒在格林多前書第十一章針對一個分裂、沒有共融的

教會團體，予以嚴厲的指摘，因為這個教會沒有意識到聖餐一個非

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和好、合一。

由以上各點可以得知，彌撒是禮儀生活中很好的皈依機會。@

彌撒中有不少的機會可促使人皈依:

1.彌撒開始時的懺悔禮儀一一這部分有很多國家的主教團曾注

意過。薩伊 (Zaire) 的主教團本來打算要求教宗許可，使它成為

聖事性的懺悔禮儀;此禮儀是為生活於教友團體的教友，但有個條

件，後來必須個別告明。禮儀可放在聖言和道理之後，用禱文方

式，此方式簡單但比較長，並可按照本地文化，使教友進入氣氛，

多吸收懺悔的意義。巴西主教團以為墉撒開始時的懺悔禮儀沒有聖

事性，可是他們建議為小團體可以公開告明，其用意是彼此幫助，

並表示有共同責任。比利時主教團以為這是一個簡明的懺悔儀式，

有教會「正式祈禱」的效果。他們建議可以改變方式，有時候放在

聖言之後，或其他地方，使人們能夠注意到，因為皈依及和好常是

聖體聖事的一個效果。@

2.天主經一一天主經是最好的悔罪經。

3.平安禮丸

ø N. Mitchell, "The Table of Eucharist: Christian Fellowship and Christian 

Forgiveness ," in Background and Directions , ed. N. Mitchell, Washington: 

The Liturgical Conference , 1978, 62-87. 

(3) M. Brulin , "Orientations pastorales de la penitence dans divers pays," La 

Maison-Dieu 117(1974):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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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0 J 

5.神父的祈禱: ，-因你的聖體聖血，救我脫免一切罪惡...

• 0 J 

6.領聖體一一傳統說領聖體可以赦免小罪，條件當然是熱心地

領受。很多人在領聖體之前，有悔罪的心情 í 主，我當不起...

• 0 J 

三、聆聽天主聖言

特別是在將臨期和四旬期中，有很多讀經的目的是引起我們的

皈依。四旬期是準備領洗的時期，教友應該作一個徵底的檢討，加

深信仰生活。

四、禱文

有些禱文是表達人的懺悔、天主的寬恕，例如聖週五為罪人祈

禱的禱文。

五、懺悔儀式

懺悔儀式專門為幫助我們悔改，是教友團體一一一如聖母軍、基

督生活團等一一的生活反省。

六、和好聖事

在此聖事中，最清楚的表現出我們的悔改及天主的寬恕。懺悔

聖事舉行的方式有個人告解，集體準備但個別告明和赦罪，以及集

體準備與赦罪而無個別告明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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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和好聖事末日懺悔者的生活狀態

為很多人而言，懺悔聖事和生活常是分開的，雖然他們在日常

生活中常常顧意悔改，但是這個美德並沒有在告解聖事中表現出

來，告解聖事只是一個儀式，與生活及懺悔的美德分開。

告解聖事與生活的關係好比是一座冰山，告解聖事是露出水面

的部分，生活是在水內的基礎。若是在生活中常有悔改的意念，應

該將它在和好聖事中表現出來。若領受告解聖事時，只是念補贖的

經文，而無懺悔的精神，則聖事對生活沒有多大的影響，此禮儀也

就是空的 c

告解聖事包括三個部分:痛悔、告明及補贖。痛悔是意識到自

己的罪，在天主前面對自己的真面目，這不是辦告解前五分鐘才開

始的，而是已經阻釀了一些時日，到要辦告解時更為明顯化。告明

是表達皈依的意向。在很多的「告解」裡，戶斤告的罪狀不表達懺悔

者最深的問題一一有時候是因為他所用的罪名單不合乎他的問題，

而且所告的常常是一個獨立的行為，而非一個較基本的態度，例如

「沒望彌撒」和「與天主的來往 J ，-沒望彌擻 J 是一個獨立的行

為，告明時我們可以指出來，但是也應該更進一步指出較基本的態

度，-輕忽與天主的來往」。如果在聖事中能夠表達罪的態度，那

是很大的進步二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日常生活上的小小告明

和求寬恕，就是說:在人面前認錯和求寬恕，這很不容易做到，但

是這能使我們的聖事更其實，因此生活上和禮儀上的告明都需要。

補贖是求生活的改善，初期教會最強調這一點，但是我們卻最常忽

略。補贖的方法有克吉、社會服務等等。由於我們的自私，這種改

善(或皈依)的工作可能很痛苦，需要與耶穌有密切的來往。補贖

包含兩層意義:一方面承認人性的有限、有罪，一方面努力使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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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臨;使人學習真正的愛，在自己其體的生活環境中注意應改善的

弱點。@

拉內神父 (K. Rahner) 以為痛悔自己的罪、歸向天主包括很

多態度，且這些都是天主的恩賜:有勇氣面對天主、面對自己生活

的真面目;願意在聖言的光照下承認自己的罪;願意領受和好聖

事;謙遜的接受罪過的影響;願意接受世界的罪所帶來的不快樂和

悲傷、痛苦;願意從事實際而有效的改善;願意作補贖;害怕罪的

威脅而努力奮鬥;對克服教會和世界的罪有責任感。@

綜合而論，懺悔聖事其有三個作用:

1.綜合生活中實際存在的皈依過程一一痛悔、告明及補贖。在

生活中，我們查覺到自己傷害了天主，而產生悔改，想向天主告

罪，為自己錯誤的行為作補贖，並請求天主寬恕。這個過程在懺悔

聖事中具體地被表現出來。

2.完成生活中的皈依過程。懺悔是整個人都牽涉和參與在內的

經驗，它的實現過程是逐漸地成長在生命的各個層面上，我們在頭

腦中認識自己所犯行為的可憎，心中因此痛恨與苦惱，感覺上也難

受不安，最後無法不把這懺悔之情表現在某種祈求寬恕的象徵行為

中，至此，懺悔過程才告完成。和好聖事即是祈求寬赦的象徵行

為，我們面對天主，面對為我們死亡復活的基督，面對基督臨在的

教會團體，表達自己的懺悔，而基督親自臨在於和好聖事，實現我

們與祂及教會的和好，皈依過程困而完成。@

@ J. Dallen, "Penance and the Life Situation of the Penitent,"in The New Ríte 

of Penan白， (Pev巴ly ， Missouri: Federation of Diocesan Li turgical 

Commissions, 1975) , pp. 23-33. 

(5) K. Rahner, "Penance ," in Sacramentum Mundí , vo l. 4, 385 

@ 張春申， <懺悔聖事) , {鐸聲} 18 (1980) , 197號， 15-19 0 



第五章 皈依的機會/55

3.使皈依的過程更為明顯，幫助我們經驗此過程，也了解它。

領聖事的時刻是最有意義的時刻，可是它不能代替每日生活上

的具體悔改過程， ，-要使這件救，恩的聖事，在基督的信徒中確切地

發揮它的效能，必須在他們的一生中，使這件聖事作為他們行為的

根基，並鼓勵他們更熱血地事奉天主，並為兄弟服務 J (新訂告解

禮典第七號)

對於懺悔聖事和懺悔者生活狀態的配合，聽告神父有很大的責

任幫助教友了解二者的關係以及實行的方法。除了聽告神父之外，

其他人亦有責任，如兄弟彼此幫助認出過錯、作模範、給予支持，

又如與神師的來往及心理輔導等，亦會對皈依有很大的幫助。



第六章 簡介《言命罪口好與懺

1悔》 蔓力言命

第一節勸論的導言

這篇勸諭是1984年出版的，寫於第六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之

後，這次主教會議的主題是「教會使命中的懺悔與和好」。整篇勸

諭的角度很廣，並不只是談論和好聖事而己，還牽涉到整體宣講福

音的生活。勸論在導言中具體的描述了現代世界的狀況。現代世界

可說是相當破碎的，有許多很深且很痛苦的分裂存在。在許多地

方，人的基本權利不受重視，人也無法自由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在

很多地方對人有很明顯的差別待遇，很多的歧視(種族歧視是其中

的一種)、暴力、資源分配不均﹒少數人在消費大部份的資源。在

基督徒中，也看到很多的分裂，其根源其實源於人的內心深處。同

時，在世界上到處可以看到對和好的渴望。有人覺得和好是個不可

能的夢，和好的希望非常渺茫，因此也不敢有這樣的期望。這表示

要治療這些分裂實際上很不容易。如果要治療，那和好的深度應該

和分裂的深度同樣的深，否則不是一個真正的和好，也不是一個治

療。可見，和好的使命是針對人的、很深的生活層面的使命。

傳統中我們常用的幾個字，例如悔改、懺悔等，是從希臘文"

metanoia"來的，意思就是懺悔，是內心的改變。此改變必須變成

真體生活中的改變，才算其實。例如英文doing penance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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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 r做 J 補贖。有做，才表示內在的改變。和好表示我們和罪

有一個徹底的分離，很明顯的中斷，如此才算真的和好。在我們信

仰的光照下，我們體會這樣的一個深度的、有行動的、徹底的和罪

分離，一定是天主的恩寵，還是超過個人的力量，但也是我們要全

心、全力去努力完成的。

第二節勸諭的牧靈部份

勸諭在導言之後分為三部份，第一、三部份比較是由信理神學

的角度，也從基本倫理神學的角度來看。會談到大罪、小罪的區

別，談到基本抉擇等等。這些在新(天主教教理〉和〈真理的光

輝〉通論中有比較詳細的討論。現在我們只介紹第三部份，懺悔與

和好的牧靈聖職。內容是談教會怎樣推動懺悔與和好。文件認為有

三個途徑:1.交談2.教理講授3.聖事。

我們的信仰團體針對和好這件事的第一個態度就是「談 J '要

和好就要談。和誰交談呢?要和其他基督徒談，和非基督徒談，和

其他宗教交談，也在自己教會內談。談時很注意對方的尊嚴，將對

方視為平等的，與自己有同樣尊嚴的人，不教訓，有耐心，一步一

步進行。所以第一個交談的條件是聆聽，在尊重對方的氣氛內聆

聽，設法了解，不急著判斷，分清楚什麼是自己該信的，什麼是要

提出的意見。有此基本態度才可進行交談。此交談能夠是刻意安排

的，但文件似乎更著重於非刻意安排的交談。也就是說不管在什麼

時候，不論自己的身份為何，例如我是個平信徒，在我工作的環境

中，我是個交談的人，我是個聆聽者，我設法了解對方的立場，我

尊重對方的良心，如果我整個的生活是這樣的態度，我才成為一個

交談的人，是一個建立和好的人。我們在教會內和其他兄弟姐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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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時也努力保持這樣的態度。這是引導懺悔，建立和好的社會的第

一個管道。

第三個管道則是教理講授。在教理講授時，有一些主題是必須

特別注意的，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和好本身。也就是說我們要表示

在天主給我們的啟示中，人與天主的和好是非常優先，非常重要

的。「與天主和好」又和「與別人和好」無法分開。福音也說要在

奉獻禮物之前先去與弟兄和好。可見，在耶穌的價值觀中，和好是

很重要的。人與人之問的、家庭的、社團的，乃至於國際間的和好

都很重要。

為使要理講授中的和好主題更有力量，講授者不得不注意心理

學，社會學以及其他人文科學可以提供的資料。如果了解心理學，

就比較能了解一些心理上的基本原則，也更能了解人與人之間衝突

的性質，比較有辦法協助他人。藉著這些人文科學，可以更準確的

描述人與人之間衝突的實際情況，也能協助一個已經發現有這樣的

困難，不過他好像還不敢處理的人。所以，人間的學問可以增加教

理講授的力量 另外，在有關和好的講授中，我們也很注意教會內

刻苦(克己)的傳統，注意刻苦的一些具體的辦法。這些辦法可以

準備我們的心接納別人，以達到和好。在教理講授中還要特別注意

有關良心的培育。包括了解良心是什麼和如何培養能分辨善惡的良

知。這是很基本的基督徒倫理判斷的培育。

勸諭還提到要理講授中該注意的其他主題，不過勸諭最後很強

調我們教會的社會思想。這個主題和懺悔與和好很有關係，可以看

出我們所說的懺i侮與和好也針對社會的制度、社會的結構。每個人

自己要體會，也要反省自己參與改善這些社會制度的責任。

教會推動懺悔與和好的第三個管道是聖事。聖洗聖事中悔改與

和好的幅度很明顯。尤其是成人的洗禮。它實際使人悔改並與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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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正常關係'與天主和好，消失了原罪污點而進入己和好的大家

庭。堅振聖事則是加深心靈的悔改。聖體聖事中有許多直接與懺悔

有關的部份，例如彌撒一開始時，有一個簡單的懺悔儀式，領聖體

前也有懺悔，天主經中也有直接的懺悔經文。在彌撒中有許多這類

的儀式和經文。而整個感恩禮本身都有淨化人心的作用。傳統認為

彌撒可以赦免小罪，但大罪則需要先辦告解。這個觀點現在有爭

論。為很多教友而言，他們是在感恩禮中有懺悔的感受與經驗。保

祿則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準備好，最好不要去參加聖餐。如果沒準

備好而領聖餐，不但侮辱耶穌基督的聖體，也是讓祂審判你。無論

如何，聖體聖事促進懺悔是毫無疑問的。

聖秩聖事提供教會牧人，而促進懺悔與和好是司鐸主要的職務

之一。婚配聖事所產生的基督徒的家庭在社會上是一個已經和好

的，且常常在促進和好的教會的象徵。我們基督徒的家庭，雖然仍

不完美，但常常促進和好，是一個已經體會和好且不斷悔改的小型

社會細胞。人在痛苦中，籠罩著死亡的氣氛時也正是一個懺悔的機

會。病人傅油聖事是一個幫助信友為了「做 J 懺悔而接受痛苦的聖

事。

勸諭繼續談到的最後一件聖事就是和好聖事。勸諭中談和好的

視野很廣。除了推介更深入的教理講授，也敦勸深切研究一般的懺

悔以及懺悔聖事的神學、歷史、心理、社會、法律特性等。勸諭中

也非常注意和好聖事中的司鐸角色。司鐸是懺悔者的弟兄，是仁慈

司祭的代理人，是那位正在尋找迷途羔羊的善牧，是努力治療病人

的醫生，是非常愛慕真理的導師，也是代表審判生者死者的耶穌基

督。

教宗認為此職務是神父的職務當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容易做

錯的)、最要小心進行的。是很難有人替代的職務，是對司鐸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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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最多的，最吃力的，但也是最美好，最能帶來安慰的聖事。

舉行聖事時，司鐸必須體會人的限度，體會有信仰的人跌倒的

感受。要能發現懺悔者渴望革新的程度，如果發現懺悔者渴望革新

的程度不多，則要幫助之。司鐸也是協助分辨神類的人。另外，他

也體會只有天主能給予寬恕。他舉行和好聖事時，是以一個慶祝的

心情，慶祝人與人之間的和好。所以一個神父在舉行和好聖事時，

該有高興、喜樂的成份。他正在使人與人、人與團體和好。且藉著

這個聖事，可將團體邊緣的人置回團體內。聖事完成時，可以喜樂

的派遣這個人回去。

為有效地執行哥鐸的這一個聖職，他需要長期的準備自己，以

使自己具有明智、審慎、分辨和溫良親切的氣質。文件也提到要怎

樣培養聽告司鐸。每位司鐸應從在修院的時候開始，研習信理神

學，倫理神學，靈修和牧靈神學;也要研究人文科學，學習交談，

另外還該接受督導。教會通常在神父晉鐸以前有督導，但晉鐸以後

似乎就沒有了 3 其實，晉鐸的頭幾年，定期與神師談這件聖事也是

一個很好的督導方式。

勸諭中也提到教會對和好聖事的一些基本態度，其中有關省察

的部份亦有說明。和好聖事之前的省察不是一個很焦慮的，也不是

很強調心理的省察，而比較是一個誠實的，針對教會的道德律的一

個內在的省察。這個省察是面對福音精神的一個誠實的反省。將自

己和耶穌做一個比較，這樣會更接近信仰生活的中心。然後也要將

自己與天父比較，看天父怎樣作為，而我又是怎樣作為的。

神父自己必須是個懺悔者，如果他沒有很虔誠的進入悔改與和

好的過程，他就很難在此聖職上幫助別人。

勸諭最後談到一些比較困難的狀況。 例如離婚又再婚的個案，

以及不合法同居的個案，還有那些接受了鐸品而又離開了聖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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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不合法的情況中的司鐸們。

# 

〈論和好與懺悔〉勸諭內容很豐富。我們在這裡簡單地介紹了

幾個重點，特別是與牧靈工作較有關係的。

以上六章是有關和好的總論。從第七章開始，我們要集中於和

好聖事的舉行。先講「個別舉行的和好聖事 J '再講「集體舉行的

和好聖事 J '最後我們要注意幾種特殊的牧靈情況。



第吃了車 1固人的懺悔里事

第一節個人告解的步驟

根據新訂告解禮典十五至二0號，個人告解的步驟如下:

。、司鐸和懺悔者的準備

舉行聖事之前，司鐸與懺悔者應該先以祈禱預作準備。司鐸應

該呼求聖神賜以光照及愛心;懺悔者必須省察，將自己的生活與基

督的榜樣及訓誨相對比，並祈求天主，寬赦自己的罪。@省察可以

是定期的、習慣性的，如日省;也可以是臨時的，教友在聖事前自

行進行，或在神父的幫助下進行。

一、接待懺悔者

首先，神父宜以友愛的態度接待懺悔者，親切的問候他。因為

辦告解的教友常有一些緊張、恐懼的心情，如果神父的態度親切、

友愛，對懺悔者妥善辦告解會有很大的幫助;所以神父要注意自己

的表情，給予適當和親切的言語，例如微笑、「歡迎! J 、「請

坐! J 等。除此之外，神父應該主動一點，這具有象徵意義 神

父傳達天玉對懺悔者的態度。

其次，懺悔者劃十字聖號，說 í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

們。」神父也可以如同彌撒開始時一樣，帶領教友一起劃聖號。

@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 (新訂告解禮典) ，第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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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神父以簡單的話勸勉懺悔者依靠天主。神父可以用自己

的話，或引用新訂告解禮典第四二和六七至七一號的經文，例如:

「願天主聖神光照你的心，使你誠心誠意告明你的罪過，並認識天

主的仁慈 J '但是經文的選用必須視懺悔者的情況來決定。

如果懺悔者不為聽告解的司鐸所認識，就應該先向神父介紹自

己，說明何時行了最後一次告解，在度教友生活上有什麼困難，並

說明有益於神父施行聖事所必須知道的一切。@這項說明是懺悔者

的義務，若懺悔者不說，神父不必追問。

二、恭讀天主的話

懺悔者可自行或與神父一起，誦譚一段聖經，藉聖言光照，認

識自己的罪過，並依靠天主的仁慈痛改前非。這個部分也可以在行

聖事前的準備時進行。(3)

「恭讀天主聖訓」是一個新的成份。一直到禮儀改革之前，告

解聖事的舉行從來沒有讀過聖經。梵二大公會議的禮儀革新特別強

調禮節與言語(聖經)在禮儀中的密切關係;因此，改革後的每件

聖事禮儀中，前部分通常先舉行聖道禮。@為何在和好聖事中也要

舉行聖道禮呢?其作用有三:

1.藉著聖經選讀，可使教友了解，和好聖事也是我們與天主的

一種交談:天主藉聖經向我們講話，召喚我們回頭改過，他樂於寬

恕悔改的罪人;而懺悔是一個答覆，答覆天主愛的召口時，我們通過

@ 同上，第十六號。

@ 同上，第十七號。

@ 趙一舟， {我們的聖事} ，牧靈議書之五(台北:台灣牧靈中心一一見

證月刊社， 1980) , 119-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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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向天主認罪求恕，重新獲得天主的恩寵。@

2.天主聖言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罪。

3.顯出聖事的禮儀性一一懺悔聖事是禮儀。海霖神父 (B. Ha

ring) 說過: r懺悔聖事首要的是復活節奧跡(指若廿，基督復活

當晚顯現給門徒，建立懺悔聖事)的禮儀宣示。使復活節當晚所發

生的，此時此地實現在聽告解及辦告解的人身上」、「聽告解及辦

告解的人都應該充份地體會到懺悔聖事是禮儀。它是天主聖言的常

有實效的宣示。因此，我們舉行這件聖事的方式，不應該把注意力

集中在告罪人的過失上;基督該是焦點之所在。祂宣示喜樂的信

息，在對告罪人的愛心關懷中，祂說出了有實效的和平之言。」因

此，有關禮儀的本質所講的種種，都應在懺悔聖事中表現出來，使

人體驗出，重心是基督，而不是告罪人的自訟自承，也不是聽告人

的「審判」、「醫、冶 J 、「糾正」等等行為。@恭讀聖經使人體驗

到基督是重心，幫助人進入祈禱的氣氛，使和好聖事的禮儀性更為

顯出。

在具體的實施方面，聽教友們的個別告解時，也許會遭到一些

實際的困難，如人數過多、時間不足等。對此，趙一舟神父提出兩

個建議:如人數過多，神父聽告解前，可先和大家一齊閱讀一段聖

經，稍加解釋，然後再去神功架聽告解;如神父時間不足，辦告解

的人也可在告罪之前，自行選讀一段聖經，作簡短默禱、省察，而

後再去辦告解 o(/)至於神職人員可以自己選用一篇聖言作默想，省

@同@。

@ 金象達， (懺悔聖事與教友生活) , <神學論集} 20 (1974) , 232-

236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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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而後在辦告解時，可以慢慢的念這一段聖經，也可以自行作祈

禱，逐漸地進入聖事的下一個階段;在告明時，可以用這一段聖經

的詞句或思想來告明自己的罪，神父也可以用這一段聖經作勸勉。

為幫助人懺悔的聖經章節在那裡可以找到呢?有二個途徑:第

一、可由新訂告解禮典四三、七二至八三及-0一至一三二號的短

讀經中選用;第二、應用當天的福音、讀經。

關於「誦讀聖經 J '目前臺灣教會還不夠注意，但是法國教會

早已注意到了。在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法國的禮儀委員會強調

說 í 聖言可幫助人在聖事中與天主相遇，而使聖事不只是自我反

省;但是，在個別的和好聖事中，我們是否已經給予聖言應有的地

位? J CID 

三、告罪和接受補贖

恭讀天主聖言之後，懺悔者可按慣例先念懺悔詞(我向全能的

天主... ... )。在臺灣好像沒有念懺悔詞的習慣，因此這一部分可以

不要。

接著告明所犯的罪過。如果有需要，神父可幫助懺悔者作完整

的告明;此外，勸勉他真心痛悔得罪了天主，以適當的建議輔助他

開始度新生活， I視其需要，教導他做教友的本分;如果懺悔者損害

了別人或立了惡表，應該指導他立志要做相稱的補償。@由此我們

可以看出，神父的勸勉包含下列因素:

1.信仰生活上的勸勉。這是最重要的，神父要幫助教友因為天

主的緣故而發痛悔，這是最好的痛悔。

@ La Documentation Catholique, 76 (4 Mars 1979):236-237. 

@ 同(j)'第十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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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告罪的完整性。有關這一點，我們在第四節會詳加討論。

3.倫理道德生活的勸勉。

4.給予相稱的補贖。

然而此時司鐸也要避免一些情況:不要說一些形式的話。不會

打動人心的話還不如不說。司鐸要好好聆聽懺悔者，也聆聽聖言，

如此才有話說。可見司鐸事前的準備和當時的聆聽都很重要，可以

幫助他說出相稱的話。理想上，司鐸此刻要表達耶穌在此情況中大

概會說的話，使懺悔者在此時遇上基督。司鐸協助懺悔者體會耶穌

的心，耶穌的反應等。這是一種信仰上的輔導。如果此刻司鐸想不

出什麼，就不要說話。當然，此時也可以做一些有關心理方面的輔

導，也許也做一些倫理教育。

在教宗的勸論中也談到，補贖不要常常是唸經文，可以是一個

祈禱，一個行動，與所告的罪有關的。補贖的象徵性意義較大，但

有時也要針對其罪而給予一些行動上的補贖。

補贖不僅是賠補過去的罪過，而且幫助懺悔者未來的皈依，是

改過的神藥;因此，補贖應盡可能與罪的輕重及性質相對稱。補贖

可藉以下方式予以實行:祈禱、克己、為人群服務和行慈善事業，

因為藉這些方式可以顯示出罪過及罪的赦免的社會性。@

四、懺悔者的祈禱和司鐸赦罪

懺悔者告罪、並接受補贖之後，要念「悔罪經 J '這是祈求天

主父赦罪的經文，表示自己的痛悔及善度新生的志願。@這悔罪經

可以是自動自發的，特別是為有祈禱習慣的教友或神父、修女，可

@ 同上。

@ 同(IJ.第十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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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自己的言語表示懺悔求恕之情。但為那些不知如何自我表達的

懺悔者，禮典中提供了一些「悔罪經」一一禮典四五、八五至九二

號一-{共人選用。聖禮部主張悔罪經文最好是用聖經的詞句所構

成'@但在禮典中有個矛盾，即在禮典四五號中，所建議的第一篇

悔罪經不受聖經的影響。對於這些經文的使用，我們可以經常更

換，或選擇一篇最喜歡的。除了這些經文之外，老教友可以念「痛

悔經 J '亦可以天主經來代替或作為結束。

司鐸在聽完懺悔者懺悔祈禱之後，伸出雙手，或至少右手，覆

在懺悔者的頭上，念赦罪經赦免罪過。赦罪經的最主要言詞是:

「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赦免你的罪過。」念聖三之名時，司鐸

同時向懺悔者劃十字聖號。赦罪經文指明懺悔者的和好是出於天父

的仁慈，顯示罪人的和好與基督復活奧蹟的聯繫，指出聖神在赦罪

上的職務，最後，也昭示聖事的教會，性，因為和好是由教會的職權

向天主懇求而施與的。@在念赦罪經之前是神父作短禱最適合的時

刻，他可以用自己對懺悔者的認識 如懺悔者的生活情況、困

難、剛表達出來的痛悔等一一向天主作一簡短的祈禱，其中可以表

達自己也是罪人，也可以表達教會在此的角色，是整個教會一起為

懺悔者祈禱。念赦罪經時要慢慢的念，使教友能聽清楚，而更了解

它的意義。原則上要念全部的赦罪經，但是有時候可以省略一些而

發揮部分的詞句，或者是加上一些詞句;如果對象是小孩，則可用

更簡單的詞句，使他了解。一般在集體赦罪，或是教友長期沒辦告

解而此刻有重大悔改時，可用禮典六二號隆重的赦罪經。為了便於

儀式的進行，神父最好將赦罪經文背好。

@ 同上。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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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懺悔者念悔罪經文及神父念赦罪經時是坐是立是跪，新禮

典並沒有確定，可視情形需要而決定。在交談式的聖事中，懺悔者

最好跪下，神父為了覆手的方便，更好站立。覆手禮在教會初期是

和好聖事最顯著的特徵;但在中世紀的後期，祝聖聖灰的儀式及輕

摩頭禮取代了覆手禮，再加上私下告解的興起減低了覆手禮的估

價，且近代由於習慣使用神功架，於是覆手禮沒落了;為了使人們

更了解此聖事的性質與效能，所以新禮規又恢復了傳統的覆手禮方

式，表示神父呼求天主沛降恩寵、派遣聖神，赦免我們的罪過。@

五、頌揚天主及遣發懺悔者

神父在念完赦罪經之後，邀請懺悔者以取自聖經的題誦或是一

首聖詠'或用自己的禱詞，讀美天主的仁慈，感謝天主。@有人認

為這是和好聖事的高峰，在和好聖事中不應當被取消的步聽;在和

好聖事中，懺悔者如同回頭的蕩子，天主如同喜樂地宴客的父親一

樣，表現出無限的慈愛，因此我們理所當然要頌謝天主。這一部分

可以由神父或教友作，有時可以拉長，特別是熱心告解或前面部分

進行較快的時候。意思是個別和好聖事的各步驟都有其重要性，如

果這次懺悔者使用較多的時間在告明的步驟上，則其他步驟的時間

縮短;如果此次告明所使用的時間不多，則可視情況增加其他步驟

在時間上的份量，或增加恭讀聖言的時間，或增加讚美、感謝的時

間皆可。在此要注意一件事，如果某人平日行為表現都算不錯，但

是他每次在個人告解時都花費很長的時間在告明，此時聽告司鐸應

@ 關於和好聖事中的覆手禮的歷史請參看鄒筆光， <和好聖事中的覆手

禮) , {神學論集} 34 (1977) , 569-573 。

@ 同CD ，第二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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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協助他。讓他明白和好聖事不該是解除內心罪惡感的工具，告明

並不是和好聖事中唯一且最重要的部份。如果他在心理上有困難，

則要想辦法轉介給更可以幫助他的單位。

頌揚天主之後，懺悔者，懷著感恩的心退去，高興地去實行所接

受的補贖，以遵照基督福音而革新的生活及日益被主愛浸潤的生

活，來表現自己的回頭。

第二節為何與如何告明

為很多人而言，告明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有時候我們一一無論

是教友或聽告神父一一有不正確的態度，使得這個行為更形困難，

所以值得我們來研究一下。

一、心理方面

在我們一般的生活經驗中，當我們犯了過錯，常會到受害人的

面前認錯，這不僅是人際關係間應有的禮貌，也是我們人心理上很

深的需要，這種需要是不太可能取消的。

在人際關係中，向受害人告明常有兩層意義:一方面承認自己

的過錯，另一方面向對方表達自己對他的愛。我肯定他存在的價

值，也肯定他的自由，要他自由的接受有過錯的我。雖然當我把過

錯表達出來時，我已經開始恢復光明，但我還須要求他寬恕，希望

他接受我。告明的目標是恢復原有的友誼與共融，這在人間也許有

人不接受，但是只要我們誠心認錯，天主一定接受。@

二、神學方面

@ E. Berggren , The Psychology of ConfessÍon , (Leiden: Brill ,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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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聖事中的告明是一個標記，人心的痛悔困它而表現出來。

為何我們要在教會聖事中告明呢?其神學理由有二:第一、基督今

天繼續在教會中向罪人宣告天主對人的罪的絕對寬赦，所以罪人表

達懺悔與聆聽寬恕，必須接近臨在於教會團體中的基督，因此罪人

的表達自己，不只適應自己就夠了，同時需要適應在教會中的「這

一位 J C 第二、教會是人組成的團體，面對臨在教會的基督表達懺

悔，必須同時牽涉到人際來往的表達，而最合乎人性的表達方式便

是語言、交談。

告明與其說它好似自訴自訟的法律行為，更應指出它是出自基

督徒懺悔求赦的內在宗教經驗;在聖事的告明交談中，基督與罪人

相遇，宣告上主的絕對寬赦。因此，我們的告明應該很其實的顯出

我們與天主的相遇:我在仁慈的天主面前，承認自己真正的有罪，

且具體的表明我如何對不起祂;不只是籠統地說我是罪人，且具體

地說出我個人的罪過。雖然我不能完美的表達，但是我盡自己的力

量去作 c

第三節 中國傳統裡的自我省察與告明

教會對於和好過程中的「告明」一向相當堅持，所以對沒有個

別告明的團體和好聖事有許多的限制。如同前一節所表達的，由心

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對自己的罪過除了感覺道歉之外，還是有必要

將之說明出來 c 在中國的文化中不斷的有告罪這個現象存在。如果

有人說告明不合乎中國傳統中含蓄的文化個性，這點似乎不太正

確。以下我們參考吳百益的文章@做一些說明。

@ Wu Pei-yi , "Self-Examination and Confession of Sins in Traditional Chi

na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 (1979) ,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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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很早以前就有告明自己的罪的儀式。道教在公元168-

188年閱(漢朝後期) ，有一些秘密的小團體，這些團體裡的人如

果有人生病了，就請道士來，病人將自己所有的罪寫下來，表示痛

悔，並公開告明出來，病人就可以求寬恕。這是屬於治療疾病的過

程，好像認為疾病和人的罪有關。在我們的聖經裡也有一樣的現

象。這種宗教性的治療在第六世紀以後，就不包括告明罪過了。

佛教在印度時就有某種告明的儀式，每月初一和十五，為團體

的核心人(例如和尚)而舉行的。他們先讀經，然後省察，有過犯

的和尚就告明自己的罪。佛教到了中國以後也有這樣的儀式。道安

法師(公元312-385年)之後，這個禮儀就遍及所有的中國和尚了。

到公元五百年的時候，告明的儀式更普遍，一般信徒也參與了，但

告明時比較籠統，似乎不說出個人具體的罪。但有位沈約( 441-

513) 告解得很清楚，有點辦總告解的樣子。沈約受道敦的影響，

把罪寫出來，放在神明前面。後來有些儒者對他的作風不滿意，認

為不該這樣做。中國佛教在告明己罪的部份和印度佛教不同的地方

有二，第一是一般中國佛教信徒也開始有告罪的作為，第二則是將

罪寫下來放在菩薩面前。這個將罪狀寫下來的作法是受道教的影

響，事實上，中國佛教和道教在這些儀式上繼續的彼此影響，互相

有些關連。道教就在公元第六世紀時，在宗教治療之外的某些儀式

中加入了告明的部份。例如潔齋儀式。陌朝時，信眾排隊到神明面

前去告明自己的罪，日以繼夜的持續七到十四天不等。另外還有三

元儀式(元月 15 日上元 '7月 15 日中元 '10月 15 日下元) ，懺悔者

到諸神面前告明，但不必告具體的罪，個人的罪惡感也似乎不重。

儒家本來沒有告罪的禮儀，雖然他們很強調省察，但是省察之

後不去告明。公開認罪似乎不合儒家的作法。儒家學者在寫自傳時

不會說出自己真體的罪。有一位司馬相如在自傳中說到自己如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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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地娶了太太，後來的史家責備他不該這樣說，並把他的自傳毀

滅了。後來的儒者不再有寫下罪過的作為，且持續了好幾個世紀。

到公元1570年，王艷( 1498-1583 )寫自訟。王錢是王陽明的出名弟

子。早期他行事做為非常依靠自己的良知，行為要完全照良知，也

就是良知是唯一的標準，不用管其他的傳統規範。但是，他在72歲

時遇到重大的挫折(火災) ，之後他寫了自訟，用相當長的篇幅寫

自己內在的分裂，也包括相當多具體的罪，並很注意自己內在的複

雜動機。雖然當時一般人看他，認為他是相當有德性的人，但他還

是寫出了不少自己的罪。

王議之後沒有多久，株宏法師( 1535-1615 )也寫了一篇自責。

株宏是明朝三位最大的法師之一。他這篇自責並不是為了向神明告

罪，而是寫給同輩們看的。對自己言行的內在動機也表達得很清

楚，例如承認自己做某些事是為了給別人看的。他的這個作為似乎

在向同輩們表示我們都是這樣的，把它說出來也有好處。

新儒家由王陽明開始就有類似「告解亭」的設置。學生每天要

一對一的向老師告明自己的罪。老師也會問起學生的良心問題。在

新儒家中至少有一派非常強調這個做法。另外一些學者用善書鼓勵

一般人每天寫下自己好的和不好的行為，記錄在「功過格」上，有

點類似會計統計的樣子。這也是一種辦法，提醒人注意自己的行

為，動機等。但是也有他的危險，就是如果一個人統計了自己的過

錯不多，也許就開始驕傲了。劉宗周( 1578-1645 )也提出另一個方

法，叫做「訟過法 J '就是自己一個人在一種儀式中很誠實的告

罪。儒家傳統中一向不太強調自責，除非有助於改善並不再犯罪。

但在一些時期(特別是明朝末年)有一個主流(但不是最主要的)

相當強調罪的意識。

學者Paolo Santangelo '介紹中國明末清初時期的良心意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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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感。@他認為中國人做省察或告明的時候，並沒有很強烈的宗

教的幅度，而比較是在人際的幅度。這是指一般的新儒家。道教和

佛教比較有超越的幅度。在中國文化中不只有羞恥感，而且有「罪

惡感」的概念。十七世紀的學者告明自己的罪，是囡為有罪惡感。

雖然說出來會影響他們的名譽，他們還是說出來。明末天主教學者

楊廷筠非常強調省察的重要性，他採用新儒家的告罪方式，但較是

在主之前的告罪，不限於人際的平面。良心省察在明朝末年已非常

普遍，也有公開告明己罪的做法。後來這種省察漸漸注意意向的層

面。傳說中有一個故事:有一位很窮的婦女到廟裡奉獻一些微薄的

金錢，而且要求告罪，廟裡的總負責人親自聽她的告解。後來這位

婦女到宮裡面做事，環境改善了。有一次又到廟裡來奉獻，這次帶

來了許多金銀，她也要求告罪。此時總負責人安排了一位階級比較

低的法師去聽她的告罪，婦人就很不滿意的間為什麼這樣安排。總

負責人告訴她，雖然她這次帶了很多金銀，但她這次的告罪動機和

晶質沒有以前好，所以只要職位較低的人聆聽就好了。意思就是愈

來愈注意內在的意向。

第四節 告明的完整性

特倫多大公會議規定，懺悔者必須告明所有大罪的穎別、數目

和改變罪類的重大情節。@這條法律的用意主要的不是為了使神父

@ Paolo S缸a叩nta叩ng伊elo，趴，

Cαhina旭a丸，" East Asian History 4 (1992幻)， 188-197. 

@ 鄧辛疾、蕭默治合撰'施安堂譯， (天主教訓導文獻選集) ，第 1679-16

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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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法院的法官一樣，能夠決定懺悔者是否有罪或者要不要赦免;

而是要幫助懺悔者充分地表達他的痛悔，使標記清楚顯出。因此，

如果在某些情形之下，完整的告明有害於標記或聖事的其他幅度，

則不須要完整的告明。舉例來說，心窄的人以自己為中心，一點小

罪都要辦告解，可以要他不必作完整的告明;對於臨死的人，主要

是要引領他看出未來與天主的關係，而將自己奉獻給祂，因此不必

為了要求完整的告明，而使他過於疲累;在旁人會聽到的場合中，

如醫院病房，懺悔者不必完全告明，因為如此會加上不必要的負

擔，影響聖事的宗教意義;如果懺悔者和聽告神父有親屬、同事或

長上、屬下的關係'為了避免對日常生活上的關係產生不良的影

響，可以不必完全告明，以保持聖事的宗教意義。(但如果有困難

向自己的長上或同事開放自己的良心，最好要找其他神父舉行和好

聖事。)

完整告明的責任是在懺悔者身上，如果懺悔者不能負起這個責

任，神父可以幫助他，但是神父應該假定懺悔者的好心。

在告明中 1 神父扮演的角色，消極而言，不是法官，也不是心

理輔導者，所以不必了解一切細節;也不可以藉此滿足自己的好奇

心。如果有這種傾向，最好不要追問，否則會使告明者產生壞印

象。積極而言，神父應努力幫助教友誠實的、更好的表達他們所犯

的罪。每一個人的個性不同，表達方法不同，表達能力也不同。很

多人不太能夠把自己較深的態度或情感表達出來-一這可從他們和

朋友、家人、愛人的來往中觀察得知，如果聽告神父能夠給予幫

助，他們會很歡迎。表達的方式有幾種:敘述性的告明:告訴司鐸

自己的罪;祈禱性的告明:以祈禱的方式向天父表達懺悔;身體語

言的告明:告明者有時比較感動一點，會用眼淚表達。若告明較為

清楚具體，通常較易充滿情感。若是抽象的提自己的罪，則比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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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感動。若是具體的說出罪的情況，懺悔者較會回到當時的情緒狀

況中，人的感受會比較痛苦，但有治療的效果。耶穌的話會碰到人

的心、人的情感。此刻得到的平安較深。這樣的做法並不是為了要

給神父足夠的審判材料，而是為懺悔者而言，這樣的做法較深刻。

如同在人際關係一樣，清楚的告明是對人信任的表達，愛的表達。

除此之外，聽告神父也應該注意問問題的方法。當懺悔者好像

有話要說，卻又不太敢說出時，神父可以用較溫和的言語、主動的

態度，幫助他說出;例如懺悔者犯了墮胎之罪，有困難說出，可是

神父已經看出來，這時不要直接問他: I你墮胎嗎? J 而要問他:

「是否有些誘惑使你不要這個孩子? J 或是「你願意我幫助你

嗎? J 或者懺悔者說: I神父，我傷害了生命。 J 為請他稍微解釋

一下，神父可以說: I您可以稍微多解釋一下嗎? J 鼓勵懺悔者多

表達一些。問話時要多注意，因為懺悔者很容易受傷。神父是代表

仁慈、尊重人的耶穌，因此在對待懺悔者時，必須仁慈、尊重對

方。

第五節補贖

補贖是和好聖事傳統的因素之一，現在的禮儀比較強調它。根

據新訂告解禮典一八號，補贖「不僅是過去罪過的賠補，也是重度

新生的幫助和改過的神藥 J '它具有神修及心理兩方面的意義。就

神修方面而言，補贖乃是參與耶穌的苦難，願意和祂一起受苦，爵

的是與祂一起復活，這表示願意和救主認同。就心理方面而言，補

贖會幫助我們不要再犯罪，因為補贖的苦，也因為補贖幫助我們養

成更好的德行。

補贖應該盡可能與罪的輕重及性質相關，在此我們舉幾個具體



第七章個人的懺悔聖事/77

的例子:

例一:李安莉因為懶惰所以主日沒去參加彌撒。補贖是平日去

參加一次彌撒 1 為了補償他對教會團體的不良影響;或是有一天早

起，幫助一個人，以治療懶惰。

例二:高舜哲因為不了解彌撒的意義，所以主日沒去望彌撒。

在此情況下，如果叫他多參加彌撒大概也沒有多大幫助，因此給他

的補贖是閱讀一簡單的彌撒解釋;或是叫他好好地念感恩經，也給

他提供一、兩個意見。

例三:張興文害了一個人。要他為被害者作件好事;或是去拜

訪一位病人，或一位早該去而沒去拜訪的朋友。

司鐸在為懺悔者判定補贖時，應具有下列的態度:

1.應該注意聽懺悔者的告明，以便針對他的情況給予適當的補

贖。

2.須有明智的態度，即所給予的補贖應該是懺悔者能夠接受

的，不要太多或太少。

意。

3.若是所給的補贖是特殊的或較重的，最好先徵求懺悔者的同

4.可以解釋為什麼給這種補贖。

5.必須其有一些想像力，或事先的準備及事後的反省。

6.有些補贖神父可以和懺悔者一起作，例如看聖經。

神父必須注意，所給的補贖應該具有以下的特徵:

1.清楚、具體，不要如同這個例子 I請多多幫助別人」。

2.相當簡單，不要包括很多步驟。

3.可以在最近的將來作的，也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4.難作的 3 但不要使補贖成為懺悔者的沈重負擔。

補贖是有限的，它不是全部未來的皈依，而只是一個象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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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替每天的努力。

補贖是懺悔者從神父那裡接受的，這具有深厚的意義，表示和

好、修好的工程首先來白天主，是天主恩寵的效果。

第六節 聽告解和各種輔導的異同

在和好聖事中，神父的勸言有時會有以下的因素:倫理輔導，

如說明這個行為不是罪，而是倫理道德上的問題;心理輔導，如

「情緒不容易控制，因為... J '以及神修輔導，比方說如何改善祈

禱生活、如何克服罪的習慣等。但是這三種輔導越少越好，因為它

們不是聖事的重點，不適合在聖事中舉行。輔導談話並不是禮儀，

禮儀有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例如要穿長白衣，或至少戴上領

帶)。和好聖事的重點是在宣揚天主的聖言，表達出祂基本上愛這

位懺悔者，祂現在和他說話，邀請他跟隨，與祂和好。我們在聖事

中更意識到基督救恩性的臨在，若是在聖事中進行神修和心理輔

導，會使懺悔者不知不覺地失去聖事的中心意義。除此之外，在聽

告解時，神父往往得不到足夠的資料，也不夠了解懺悔者其體的生

活情況，因此無法作可靠的輔導。而且，在心理、神修輔導方面的

話本來是不具任何「聖事性」的，但是在聖事的氣氛中，神父代表

基督，有些懺悔者可能非常重視他所說的話;如果神父所說的話沒

有基礎，日後對懺悔者可能造成不好的影響。

以上所言，並非心理學及神修學的知識不能幫助神父施行和好

聖事，而是因為聖事並非輔導的適當時刻。若需要作神修輔導，神

師可在聖事之外，藉著較長的時間輔導，幫助教友自我分析、看清

楚自己所犯的錯誤，而後再舉行聖事。

心理輔導和個別和好聖事有某些類似的地方:



第七章個人的懺悔聖事/79

1.兩者都是採取一對一的形式;

2.輔導和聽告司鐸都以接納、包容、同理的態度聆聽案主或懺

悔者，而案主或懺悔者則自我揭露私人生活中的某些細節;

3.這兩種情況都要求彼此保密;

4.個人將事實經過透露給一位不會判斷他的聆聽者，這個過程

將使人體會到很深的治療、平安和新的內在的自由。

5.輔導者和聽告司鐸本身的人格相當影響整個的過程。心理輔

導者個人人格的整合、溫暖和堅韌的愛(為了更遠的幸福與理想，

目前忍受一些小衝突和張力) ，是促使案主改變的中介力量，而聽

告司鐸個人的整合一致，溫暖仁慈和堅韌的愛是天主聖愛的聖事性

象徵。

心理輔導和聽告司鐸這兩種角色也有其相異的地方:罪不是心

理輔導者關心的主題，他注意案主在心理上的境界，案主如何體會

自己的生活等等。心理輔導者並不對案主的宗教生活特別有興趣，

除非宗教影響到他的心理、思想、情緒、行為等等。心理輔導者也

不保証天主一定接納、寬恕來談的案主。聽告司鐸直接關心懺悔者

罪的經驗，注意他和天主的關係，以及其中的困難、波折等等。願

意協助懺悔者體驗天主接納他、寬恕他。當心理因素影響到他的宗

教生活時，司鐸也會對懺悔者的心理生活有興趣，但這並不是他的

主要職務。@

@ William A. Barry , "Reconciliation and Therapy ," The New Dictionary of 

Sacramental Worship , ed. Peter E. Fink , 1039-1042.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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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舉行聖事的地點

任何聖事的舉行都深受環境的影響，和好聖事亦不例外，現在

我們就來討論舉行和好聖事的地點。

在特倫多大公會議之前，司鐸通常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聽告罪，

並赦罪。此椅子是設置在祭臺與聖體欄杆之間。之後，羅馬禮規要

求聽告司鐸和告罪者之間要安置格子窗，此項規定在第十七世紀時

已普遍實行。十七、十八世紀，這種為聽告解的椅子轉變成為一座

小房間，通常在聖堂內兩旁或聖堂內的小經堂中，因此我們稱之為

告解「亭」。此亭通常分為三個部份，或三個極小的房間，聽告司

鐸坐在中間，告罪者可由兩旁的房間進入而通過格子窗向神父告

罪。@

禮儀革新之後，由於舊有的告解亭不適合實行新訂禮典所提倡

的禮儀，例如接待懺悔者、讀聖經、覆手等，且不便於交談，因此

舉行聖事的場所也發生變化。《新訂告解禮典〉十二號規定 r告

解聖事於依法指定的地方及位置舉行之」。所謂依法，是指新法典

第九六四條規定，和好聖事的正常地點是教堂或小聖堂。但各地主

教團可針對當地的情形作更具體的規定。中國主教團於民國七十三

年六月八日批准通過，有關新法典第九六四條規定 r 聖堂內應設

告解座，也應在聖堂內設交談式告解的地方。」除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在普通聽告解的地點之外聽告解。正當的理由是:為懺悔者靈

修的益處，懺悔者不方便到聖堂，或懺悔者對在教堂辦告解有心理

障礙等等。在此另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舊法典九O八至九一0

條，教會明令 r為聽婦女之告解而預備的告解亭，常置於明顯及

@同@ , 131-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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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見的地方，而且司鐸和懺悔者之間應有小格子窗;在告解亭以外

不宜聆聽婦女們的告解，除非因疾病或其他重要原因;而男人則可

以在任何地方辦告解。」新的教會法對婦女辦告解已經沒有這項規

定了。

在選擇舉行聖事的地點時，我們可以遵循三個原則:

第一、重視教友的願望;

第二、在顯明的地方，即大家所能看見的地方;@

第三、注意美觀、氣氛，可以放音樂、點蠟燭、開燈等。

法國的禮儀委員會主張:為了使接待和赦免的標誌能夠充份的

表達出來，地點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給懺悔者自由，來選擇兩種

地點一一告解亭及可以坐下而便於與神父交談的房間。@

現在在美國，大部份的本堂都有和好室。那是一種小型的聖

堂，懺悔者可以使用傳統的告解方式，可跪，不面對面，中間有格

子窗;懺悔者也可以選擇在和好室的另一個角落，與神父面對面的

交談，一起祈禱等。和好室內通常有一張桌子，有椅子，桌上有十

字架和聖經等梵二大公會議以後，教會鼓勵教友使用這種面對面

式的和好聖事這種形式使聖事的本質與用意更加明朗。一方面，

大家站在一起猶如同時被召叫悔改的罪人;另一方面，懺悔者公開

露面表示罪人沒有必要躲避他人，也不需要躲避天主。而且，信友

可以知道，他們的罪已經被教會及天主的代表人以無條件的愛接受

下來了。天主的寬恕之愛遠比個人的罪過有力量得多了。

由於和好聖事也是一個禮儀，因此有助於懺悔者投入禮儀氣氛

的工具可以參酌使用，使參禮者的視、聽、心靈感受等都應用上，

:zìì同@。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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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被接待的感覺。和好聖事的地點也應該在一個有助於祈禱的環

境內，神父戴上色澤鮮明的領帶等，這些都有助於禮儀與和好的氣

氛。

和好聖事的禮儀也可以提醒懺悔者意識到個人的罪的行動也有

社會性的幅度。個人的善行或惡行都會影響到他人。和好的聖事性

禮儀也表示懺悔者與教會團體內的其他兄弟姐妹和好。這個幅度在

面對面式的和好聖事中顯得更具體明白。

第八節 介紹歐洲Li己ge市一個教堂的做法

這個教堂比較古老，位於市中心，平常白天也都有人在堂裡祈

禱。每天有兩個時段，接待願意來舉行和好的人，時間分別是上午

十點到下午一點，下午三點到六點。教堂兩旁有許多小祭台，其中

有一間並設有小桌子，幾張椅子，特別稱為招待小堂。這裡由25位

神父輪流值守，人們來到此處和神父談話，但不一定告解。這些輪

值的神父，是經過篩選特別適合接待來和好的人，他們分別屬於這

個城市附近其他的教堂。為了執行這個任務，他們也都受過某種程

度的訓練，並知道許多轉介的單位。教堂裡也備有傳統的告解亭。

很多人到這裡來談話，可能也辦了告解。來談者多半帶著他們的情

緒或是生活上的問題，所告的罪也是形形色色的，所以請來的司鐸

要夠成熟。

這所教堂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五以團體的和好聖事代替當日的三

個彌撒的時間，分別是 11:狗， 12:15 ' 18:15 。這表示和好聖事並不

是聖體聖事前的一種準備而己，是可以獨立舉行的一個聖事。這個

方式實行一陣子以後，他們發現很多教友因這種做法而使得和好聖

事又成為生活中的一件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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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教堂偶而也舉行沒有個別告明的團體和好。請沒有個別告

明者到祭台前一起唱一首懺悔的聖歌。但舉行這種形式的和好聖事

次數比較少。@

第九節禮服

在聽告罪時，司鐸應穿什麼禮服? I新訂告解禮典」十四號授

權當地主教作具體的規定。

一般而言，舉行和好聖事時，神父最好穿禮服一一長白衣和領

帶，以表示對此聖事的尊重，也表現出聖事的神聖性，幫助神父和

教友進入聖事的境遇中。特別是面對面的時候，教友看到神父穿大

白衣和領帶，他就比較容易祈禱，比較容易面對天主本身。

在特殊情況下，如在聖堂外其他處所，也宜服裝整潔，並儘可

能佩上領帶。

~ Ghislain Pinckers, "The Practice of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in a 

Church in the Town Centre." Lumen Vitae 37 (1982) , 19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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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參與彌撒時，會發現主祭神父的態度非常重要，影響禮

儀的氣氛甚鉅 υ 在個人懺悔聖事裡，神父的態度更為重要，尤其是

在新訂禮典所規定的禮儀中更是如此。

為神父而言，聽告解是個很大的挑戰。很多人懷疑聖事本身的

價值;對聽告神父的態度比對作彌撒的神父更為敏感，因為大部分

的人不怕在一個團體裡參與彌撒，卻害怕單獨面對神父。而且在彌

撒中，我們願意積極的與天主合一;但在懺悔聖事中，我們必須想

到自己的罪，意識到自己的有限，因此，我們對聽告神父的態度更

敏感，對他的要求更多。經驗也告訴我們，聽告神父能夠幫助教

友，使他的信仰加深;可是聽告神父也可能傷害教友的信仰。因

此，神父應努力使自己成為理想的聽告者。

第一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神父的勉勵

1993年3月 27 日，教宗在梵蒂岡對管理和好聖事的部門及一些

正在研讀此課程的學生 'CD做了以下的表示:

1.聽告司鐸的聖德對整個和好的過程有相當大的影響。他應當

CD John Paul Il, "Treat Sinners with Understanding ," L '085訂閱tore Romano, 

7 April 1993, p. 3. Also: "Il rninistero della Penitenza." Notítíae #321 

(1993): 17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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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有聖德的人，會為懺悔者祈禱。他以自己的榜樣使人願意改

變過去的生活。他也會為懺悔者做補贖 o

2.聽告司鐸應有相當的訓練，使其在倫理學與教會法律上有足

夠的知識，可以解決現代文化環境中產生的一般問題。並且要繼續

注意這方面知識的增加與翻新。聽告司鐸雖具有足夠的知識分辨懺

悔者的一般問題，但在使用時卻不該使他們有過重的心理負擔，要

看懺悔者的信仰發展到何種程度。例如對一些不太熱心或者剛開始

皈依過程的人，不容易要求他們達到相當高的倫理程度。此外，聽

告司鐸應該有足夠的敏感度，發現一些自己能力以外的問題，此

時，可以將懺悔者轉介給其他更合適的司鐸或輔導，或者可與懺悔

者另外約定時間，在此期限內，聽告司鐸可以請教專家，以便下次

會面時能妥善答覆懺悔者。

3.聽告司鐸需要有高度的心理敏感度，特別為了幫助懺悔者分

辨他的自由度。例如:懺悔者做了一個有罪的行為，但他有多少自

由度?司鐸應能協助他分辨，看清他在天主面前該負多大的責任。

4.聽告司鐸應該很有人情味，很懂得人心，令懺悔者有被接納

的體會。聽告司鐸不該表現出驚訝的態度，也不應當令懺悔者害

↑白、恐懼，不該讓人覺得被審判了，不要使懺悔者更傷心，不能太

珍惜自己的時間，要有溫柔的表情。不該強迫用司鐸較喜歡的方式

進行和好聖事，要以懺悔者為主。司鐸要效法耶穌祂如何看待曾否

認了祂的伯多祿，要用一種充滿友誼的眼神對待懺悔者。

第二節 聽告神父應有的態度:十個優點@

@ 參考G. T. Broccolo , "The Minister of Penance ," in The Rite of Penance , 

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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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己應該是懺悔者

如果一位神父要改善聽告的效果，他必須從自己開始。如果自

己有經驗，他可以了解別人，幫助別人經驗到與天主的和好。因此

聽告神父本身必須有與天主和好的經驗，體會到自己是罪人，也真

正悔改過，經驗到天主對他的愛，深知自己也是一個被寬赦過的

人，了解與天主和好是什麼滋味，且常常懺悔。神父可以反省自

己:我上一次真正意識到我是罪人是在什麼時候?我怎麼，悔改了?

上一次領受聖事是什麼時候?我對聽告神父的態度有何感受?上一

次領受聖事有什麼感覺?

公元八00年左右，個人告解開始後不久，有一位神父( Ha

litgar of Cambrai )描寫聽告神父應有的態度: ，.教友來辦告解時，

我們給他們補贖，例如守齋;如果我們有能力，應該參與他們的守

齋，一、兩個禮拜或更久，免得有人對我們說聖經中耶穌向猶太司

祭所說的話IT'禍哉，你們這些法學士!因為你們加給人不堪負荷

的重擔，而你們自己對重擔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一下，J] (路十一

46 )。如果你真的要幫助一個因有重擔而跌倒的人，你必須使你的

身體彎曲而用手幫助他。一個醫生如果怕被傳染，他不能醫治病

人;同樣的， _.位神父或主教，他不能治療罪人的傷口或赦罪，除

非他跟罪人一起受苦、祈禱、流淚。 J@由這篇敘述可以得知，僅

僅聆聽告罪、給補贖及赦罪是不夠的，神父自己也須要參與這個聖

事;雖然我們不認為為了有效地赦罪這是絕對需要的。

二、注意人際關係

CID D. N. Power "The Sacramentalization of Penance ," Heythrop Journal 18 

(197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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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告解I禮儀的第一個步驟就強調這一點，要求司鐸好好的接

待懺悔者: r 司鐸宜以友愛接待懺悔者， ...... ，且親切地加以問

候 J 0 @聽告神父願意與懺悔者建立某一個程度的人際關係，對懺

悔者真正的有興趣，關心他，肯定他是唯一無二的;一方面將自己

的煩惱置於一旁，一方面將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懺悔者身上，全心聆

聽懺悔者的話，注意他的表情、語詞，無條件的接受他。

為什麼在和好聖事中神父和懺悔者的關係如此重要呢?這是因

為這件聖事特別顯出天主與人的交談，聖事中懺悔者和神父的關係

是人與天主和好的標記。雖然懺悔者與神父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屬於

人的經驗，但是它幫助(若作不好則是阻礙)我們了解、體驗人與

天主的相遇、和好，使我們經驗到天父的慈愛、耶穌的關心及聖神

的護慰、鼓勵和領導，囡而發出更深的痛悔。反過來說，如果懺悔

者與神父的關係是機械性的，或者如果教友覺得神父心不在焉，他

就很難充分地體驗到天主的仁慈。由此可知，神父有責任使天主的

慈愛「降生」到這個關係上。

但是，有些教友對聖事並無期望，只願機械性的辦完告解。在

此情況下，神父不要勉強他，也不要將聖事拖得太長。

為很多教友而言，他們與神父的最深相遇是在和好聖事中。因

為在這個場合，神父可以完全針對這個教友，而教友一般也不分

心，再加上秘密的環境對一個人很快的、很深的自我坦白非常有幫

助，所以使二人產生較深的相遇。對於這個機會，神父要好好利

用。在聖事過程中，可以反映懺悔者的情緒，使懺悔者體驗到神父

的聆聽、關心;也可以應用同理心，使懺悔者覺得被了解、被接

受;這樣，神父和教友便可建立深厚的關係 c

@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 {新訂告解禮典) ，第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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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導懺悔者祈禱

神父有責任使和好聖事變成一個祈禱經驗。這要靠神父的牧靈

意識、謹價的分辨及創造能力來領導，看出什麼時候和什麼樣的祈

禱最適合眼前的懺悔者。比方說，跟一個有祈禱經驗的人，神父可

以建議他作一點分享祈禱;對一個無法表達內心感受的人，神父可

以建議他一起念痛悔經，這種祈禱的領導可以幫助神父建立人際關

係。

在新的禮儀規則中，有些地方要求神父或懺悔者的祈禱，如接

受補贖之後的悔罪祈禱、頌謝天主等 c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適合祈

禱的時刻，例如:聖事開始時，懺悔者心懷恐懼、憂慮，可以祈求

天主賜與依靠的心及平安、希望;看完聖經之後或赦罪時也是很好

的祈禱時刻;當個案很困難時，神父也可以暫停，與懺悔者一起向

聖神祈禱。總之，在聖事中無論如何一定要有祈禱的氣氛。

為了幫助懺悔者祈禱，神父自己必須是一個常常祈禱的人，常

作發自內心的祈禱，在內修生活上不斷成長。在舊的告解方式中，

神父似乎不必如此;但是，現在他需要對聖神的臨在相當敏感，需

要意識到聖神要求自己作愈來愈深的悔改，需要會辨別神類。如果

他自己的生活實在是由聖神領導的，他就會幫助懺悔者。

四、認識聖經

在新的禮儀中非常強調聖經和禮節的密切關係，除了增加「聖

道禮儀」部分 3 其他部分也經常可以運用聖經，如勸勉、補贖、感

謝讀美天主等部分。因此，如果神父熟悉聖經，則對聽告解有所助

益。例如:告明之後，神父若能想起聖經的話，或比喻‘或耶穌的

生活情形，則有助於懺悔者發痛悔或經驗天主的慈愛。又如給補贖

時，神父也可以要求懺悔者閱讀某一段聖經，或神父當時就念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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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以幫助他改過遷善。

至於如何準備，最重要的，除了正式的研究聖經之外，還可以

參考好的聖經本，如耶路撒冷聖經，天天默想，或準備一個小的道

理;另外，有可能的話，背幾篇聖經，以準備非正式情形時的告解

之用。

五、給予適當的補贖

最近幾十年來，很多神父在給補贖時只給一些祈禱、念經，這

是因為祈禱能夠治療一切?或是因為懶惰?今日我們更注意行為補

贖，雖然為神父來說，給這種補贖是比較困難的，而且有些教友不

適合這種補贖;但是，如果神父慢慢學習給予懺悔者適當的行為補

贖，則教友會感激神父，他會感覺到神父真正的關心他，願意幫助

他成長，幫助他更接近天主，他會發現神父不怕花時間和精力來扶

助他。對於不適合行為補贖的人，神父仍可給予適合的祈禱作為補

贖。

為了要給予適當的補贖，神父必須專心聆聽懺悔者的話，注意

他的情緒，發現他需要在那一方面努力，並祈求聖神的光照。

六、注意良心的陶成

為了注意懺悔者良心的培養，神父必須有清楚的倫理原則，並

能夠用簡單的言語將它表達出來，但是神父不替教友作最後的倫理

判斷，這是重視教友的自由，也是承認神父很可能不了解全部的情

況。

如果教友好像不知道倫理原則，或不知道自己錯了，那麼，神

父應該主動地講述原則，但在措詞方面要小心。當教友詢問神父的

態度時，如 í我這樣做神父覺得如何? J 神父不要拒絕回答;尤

其要注意的，千萬不要讓教友感覺 í神父覺得我在浪費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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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說: r這不是罪」。若是神父要告訴教友他的言行不是

罪，必須耐心地解釋為什麼不是罪。

七、相信聖事的價值

神父對這件聖事應該具有很深的信仰，也就是說，他相信基督

在這其體聖事中的臨在，祂擁有很強的治療能力;他也和懺悔者一

起意識到對罪的赦免及對和好的喜樂。而且他能夠把這個信仰的態

度用言語或行為表達出來。他不顧意分心，把注意力放在這個信仰

的奧跡上，而不放在別的因素上，如人的可愛與否。如果神父有這

種態度，教友也自然會進到同一種態度裡。

八、意識到教會的角色

神父也代表教會聽告解，他在聖事中所透露的信仰不只是個人

的，且是教會的。因此，神父在外表和最深的言語和態度上，應該

使對方意識到他正在與教會和好。

為此，神父必須不怕為教會說話，常以「聖教會告訴我們...

. J 、「聖教會請我們...... J 、「聖教會很希望我們...... J 為表達

方式，而且他自己已完全接受了教會的一切。他跟教會和好了，他

喜歡教會，接受教會的有限，把自己的命運和教會的命運視為一

體，願意為教會犧牲自己。如果神父有這種態度，懺悔者很自然也

會體驗到自己辦了告解是與教會和好了。在這裡我們也看得出來，

神父的內修程度很影響這件聖事的效果。

九、對聽告解的職務有清楚的了解

聽告神父的本份有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幫助一個有

罪的弟兄完成一個過程:從有罪的經驗到一個被慈愛的耶穌治療的

經驗。因此，神父的一切言語和行為都是為了幫助這個過程。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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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始時，教友可能還沒有很多、很深的痛悔，若是神父完全接受

他，願意幫助他在信仰中認識自己、發現基督的寬恕和基督所帶來

的新生命，當他離開神父時，他會有一個新的「我觀 J '並充滿主

的恩寵。

但是，如果神父對聽告職務觀念不清，懺悔者離開神父時，會

有不好的感受，比如:被審判了;被寬免一種義務，可鬆一口氣

了;被「輔導 j 了;罪惡感增加;更不好意思、更沒面子;不被看

重、被忽視了;被誤解了;被分析了等等;因而使懺悔者對和好聖

事產生不好的印象。為避免這種不良的後果，神父應該時常反問自

己:當我聽告解的時候，我在作什麼?我實際上的態度是什麼?是

否是公務員、心理輔導者、或是法官的態度?

+、其他

除了上述九點以外，理想的聽告神父還要注意下列具體的小

節:

1.聽告解之前要儘量休息，並閱讀聖經、準備自己，因為聽告

解需要集中精神，也需要應用聖經。

2.找出為教友們最合適的時間。

3.要守時。

4.使大家知道神父願意隨時聽告解。

5.接受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不可能很了解每一位教友。

6.利用各種機會強調聖事的重要性，說明聖事的方法，例如主

日講道理、繪製海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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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告解秘密和職業秘密

一、告解秘密

告解秘密又稱告解封印，是一個極端嚴重的義務!凡從告解聖

事中所知道的→切罪情，應當嚴守秘密，在任何情況下不准洩露

(新教會法典九八三條)。它的目的是保護懺悔者和聖事的神聖

性，使履行告明的責任不致於太困難。

在歷史上，告解秘密的興起和個人告解同時。起初並非十分強

調，但是教會逐漸地注意到懺悔者的權利。第九世紀開始有一些法

律的明文規定 1 第十三世紀拉特朗第四屆大公會議決定，如果洩露

告解秘密， ，.不僅要革除司鐸職司，而且還要把這位神父關進隱修

院裡，終身做補贖 J 0 @新教會法典第一三八八條規定，解罪司鐸

如擅敢直接違背告解聖事之秘密義務時，自動受到極端保留於聖座

的棄絕罰;間接違反告解秘密者，應按罪情之輕重嚴以懲處，例如

停止其舉行彌撒權及聽告解權，若是情節重大，亦能科以絕罰。

告解秘密不單以自然律 如自然秘密或職業秘密 為基

礎，而且特別是由於耶穌及其教會的命令而產生。按照我們的信

仰，告解秘密是一個標記，象徵天主的寬恕是絕對的，天主既故免

我們，罪就不再存在;而且神父是代表基督，以基督的名義聽告

解，因此聽告司鐸要嚴守告解秘密。

違反告解秘密有直接與間接之別。直接違反是完全的洩露秘

密，就是同時把告過的罪及告解人揭露出來，使人知道某人犯了什

麼罪。間接違反不是洩露罪人及所犯之罪，而是以言語、行動作相

@ 鄧辛疾、蕭默治合撰，施安堂譯， {天主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第8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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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揭露，以後產生洩露罪人及所犯之罪的危險，或至少使人對告

解聖事感覺憎惡;例如聽過少數人的告解之後，向他人說，其中有

一人告過某罪;又如告訴他人某修院有人犯了某罪，這些都是間接

洩露告解秘密。

利用告解知識不是洩露秘密，也不產生洩露的危險。但是，聖

教會嚴厲禁止不利於告解人的利用告解知識:因此從告解中得知的

資料不可應用於行政上，例如修院的長上在告解聖事中得知某人犯

了必須離開修會的罪，不可因此而令他離開。為了避免這種危險，

法律禁止為神長者經常聽屬下人的告解(新法典九八五條) ，祝聖

神品以前，亦不許徵求解罪司鐸的意見@。

二、一般牧靈職務上的保密責任@

除了告解秘密之外，一般牧靈職務上還有其應當注意保守秘密

的地方。職務性的諮商輔導人員有守密的義務，而一般說來，關於

個人問題，倫理或信仰上的問題，即使非專業諮商輔導，也該注意

守密。

1.聖經基礎 c 為基督徒來說，守密在本質上並不是荐的。傳統

鼓勵我們要生活在光明中，要向他人告明我們的罪(弗五 12 ，..._，

13) 。我們的團體結合成為基督的肢體，彼此分享該當包含在內

(格前十一~十二)。天主願意將自己完全啟示給我們，因此，基

@ J. L. McCarthy , "Confessiol1, Seal of ," in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 vol .4, 

133-135. 

ø Edward Collins Vac吭. "Confidentiality ," The New Dictionary of Sacra

mental Worship. ed. Peter E. Fink , 247-252.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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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理想是要生活在一個完全開放的氛圍內。另一方面我們從歷

史看出，天主是一步步的將自己啟示給我們，而且並不是對所有的

人都一樣 c 耶穌有時也用比喻說話。為了團體的好處，有時要保

密。

2.保密的理由。雖然一個開放的心態是很好的，但這裡至少有

四個理由支持我們有所保留:

(1)個人的尊嚴。個人的自尊在眾人的議論下容易受到傷害，當

別人不再尊重我們的時候，我們在別人眼中就如同物品一樣了。而

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尊重我們，所以在開放自己以前，要先肯定對

方是否尊重我們，否則容易被人利用。我們有權利決定向誰、並在

何種情況下向他人開放。而且即使是在協定保密的情況下，對於自

我透露的多寡我們仍可掌握控制。

(2)建立關係的需要。人際的情誼經由自我坦露的過程而得以開

展。從人際關係的發展來看，友誼有不同的深度，因此也要以不同

的程度自我開放。

(3)遵守諾言。為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人們可以彼此有一些

許諾。我許諾要將此事保留在心裡，如果我沒有遵守諾言，我等於

傷害別人，我也傷害了我所代表的團體(如果我是專業輔導，我傷

害了輔導界的形象，如果我是牧者，我便傷害了教會。)

(4)鼓勵協談。除非我知道你會保密，否則我不找你談。為了成

為一個可以幫助人的人，自己要做一個會保密的人。

3.保密的危險。我們說至少有四個理由支持我們保守秘密，然

而，保密也有其危險性，以下將做說明:

(1)濫用權利和地位。告訴別人秘密，等於給了對方一個權利，

使他更有權威，有影響力。他可能利用這種權威或影響力。知道秘

密的人，或許做出一些不明智的決定，例如:開除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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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逃避責任。保守秘密也可能被利用來掩蔽問題或逃避某些責

任。在上位或有權威者常利用守密業務的保護，而做了某些不明智

的判斷或決定後得以逃避他的責任。

(3)利用保密的機會。公家機構或大型機構在運作時固然有某些

隱密性的需要，然而這樣的機會可能讓內部有權利的人做他私人有

興趣的事，或做有利於機構但有害於別人的事。

(4)雙方有保密的責任。關於該守密的事情，一般人的焦點都放

在聽了秘密的人身上，認為他有責任保守都密。然而吐露秘密者也

有相同的義務要守秘。比方說，某位女士與神父談了很久，最後，

這位神父不反對她墮胎。以後，這位女士也許告訴別人說，某神父

同意她墮胎。這種行為使聽秘密者(神父)受到傷害。也就是在一

個上下文中說出的話，不可斷章取義的告訴別人，如此不但扭曲原

本的意義，也傷害聽秘密的人。從另一方面來說，有些人太過份使

用守密這件事:比方說，有些原本應該公開的事情，吐露者卻希望

守密;而有些連吐露者本身也不應該說的事，吐露者要求聽秘密者

保守秘密，便認為可以安全放心的說出來，另外，吐露者應當知

道，當他揭露某些有關第三者的秘密時，這個作為會改變聽秘密者

和那位第三者的關係'使第三者在沒有參與或並不同意的情況下就

得接受某些關係已經改變了的事實。關於曾經許諾要保密的事，是

否以後一直要守秘呢?一般而言，即使吐露者已經同意可以不再守

秘，其他人仍不應當強迫聽秘密者談論那些事，聽秘密者本身要有

明智，決定是否要談。

4.中庸之道。團體中過份的守秘表示團體的成員相當個人化，

不然，此團體也將因著過份的守秘而促使成員個人化及隱私化。團

體生活在成員彼此交換某些訊息至一個適當的程度而顯得溫暖和

諧，如果成員完全不、或極少交換日常得知的資訊，此團體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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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會顯得薄弱。從另一方面來說，團體生活也會因為毫無限制的

談論某些該隱蔽的事情而受到阻礙。過份的開放會傷害信任感及正

當的隱私感。中庸之道就是要避免以上所提的兩種極端的現象，取

用合適的表現。

5.透露秘密的情況。一般的守密並不是絕對的，若為了一個更

大的理由，為了保護當事人的生命，或別人的生命，則可以透露。

一般說來，可以先得到許可，再透露。而和好聖事的秘密是不可以

透露的，沒有例外。若知道大人(父母)對小孩有性虐待(在告解

中知道) ，自己仍不能透露。秘密已經洩露以後，自己仍有保密的

責任。

保密不容易，很多地方有慕道團，幾位合作的領導者要談慕道

者的情況，此時較難守密。醫院的牧靈人員，若參與醫療小組，定

期談病人個案。為了協助病人，醫療小組應變成一個該守密的團

體，自己要分辨何種資料可以透露，何種不行。

第四節聽告解的義務

新訂告解禮典第十號(b)規定:聽告解的司鐸，應準備自己隨時

順應信友合理的要求。這個義務包括兩方面，一為選出對教友最方

便的時間，定時聽告解;二為高興的態度，不可有「啊!又來了一

個罪人」的態度。如果有重大的需要，神父應該冒很大的危險去執

行本分，例如在共產國家內或流行性傳染病盛行的地區內，有一位

教友瀕臨死亡，神父應該秉持不怕死的態度去聽告解。若是有病人

要求神父前去聽告解，神父應立即去 c 但是，如果教友的要求不合

理，如次數太多、時間很不適合而又沒有很大的理由，則神父可以

與他協談，不必立刻前去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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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延期赦免;犯罪的遠近機會

神父是否可以拒絕赦罪呢?一般而言，神父應該如同耶穌一

樣，尊重懺悔者，假定他其備了領受罪赦的足夠條件。除非來者有

惡意辦告解或褻潰聖事的明顯徵候，神父才可以延期或拒絕赦罪，

且要注意表達的語氣，最好不要說: I我拒絕赦罪! J 而應該說:

「要延期赦免! J 

神父在判斷教友的態度時，不要只看表面的話，比如: I其實

我不後悔」、「我知道我下一次還是會這樣作 J .同時也要感覺教

友的好心，體諒他願意改過、可是沒有力量的無奈，因為有些教友

因無力改過而表現出不懺悔的態度，實際上他來辦告解即己表示他

的痛悔、定改。叉，有某種罪行的告解有心理上的吸引力，如:

「我來辦告解是因為我↑白...... J '但這並不意謂他沒有痛悔，因此

神父在判斷時要格外謹慎，多假設懺悔者的好心。

如果神父發現懺悔者的痛悔動搖或不夠深刻時，不要使他害

↑白，不要威脅他說 I 恐怕我不能赦罪 J '也不要教訓他或強調罪

的嚴重性;而要想辦法使教友了解天主的愛，提高他對天主的意識

和了解，因而痛悔。例如面對墮胎的個案，不要向教友說: I這是

教人」、「這是很重要的 J '而是告訴他: I 天主很愛那個小胎

兒，現在小胎兒在天主的懷抱裡受到接納、愛護。你可能因為一時

的憂慮或其他理由而忽略這個小孩，現在天主要給你的寬恕是邀請

你將來能夠有更廣大的愛德，更能夠忘記自己。」又如面對男女發

生超友誼之行為的個案，不要指責他們是情緒的奴隸，也不要懷疑

他們未來的幸福，而可以告訴他們，二人之間的感情可能不是太深

厚，或是還不夠深厚，以致還不敢要求對方在忍耐中慢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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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個經常重複犯同樣罪而好像沒有進展的人，神父是否可

以考慮不赦罪呢?在這種情況之下，神父應該和教友一起探討，他

在那些罪底下的一連串的抉擇如何?是愈來愈接近天主，或愈來愈

離開天主?若是一個人顧意改過向善，則表示他有足夠的痛悔之

心。因為在基本抉擇的實現中，抽象的了解問題所在和該有的新態

度以及具體的實現之間常有一段距離，需要時間來跨越。到最後，

神父要幫助懺悔者在天主面前，詢問自己要不要改變，那時懺悔者

應該看出自己的基本抉擇是怎樣的，也應該願意接受基督所給的能

力。在這過程中，懺悔者有時會因為感覺到自己的無能而有些失

望，這並不是說他沒有痛悔，神父應該了解。至於有些人一直無法

改過可能是由於心理上的問題，需要心理方面的幫助，但這不要在

聖事內舉行，神父可以建議他找心理輔導幫助。

如果一個人真的定改，應該避免犯罪的近機會。但是遠機會、

近機會的判斷也教友自行決定，神父不應該自己決定什麼是近機

會，而應該幫助懺悔者分辨:當自己清楚地意識到對天主的選擇

時，有那些危險自己可以去面對，那些危險應該避免?當懺悔者是

好意的時候，神父應該信任他的判斷;如果神父很清楚的覺得懺悔

者在欺騙自己的侍候，他可以問懺悔者， r你在天主面前確實覺得

可以這樣作嗎?」雖然我們有責任避免犯罪的近機會，但是有時候

神父不一定要馬上要求教友離開犯罪的近機會，因為馬上離開不一

定是明智的。

第六節 如何協助神父舉行懺悔聖事

有些神父因為年紀較大，不知道有新的禮儀;或是太忙，沒有

暐間或機會研究新的禮儀;或是有語言的困難，不太敢改用新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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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或是忽略了懺悔聖事的重要性而不加以研究;或是知道有新的

禮儀，可是擔心教友不喜歡用，不顧意增加教友的負擔;抑或是以

為新的禮儀就是用另一篇赦罪經;因此沒有使用新的禮儀。那麼身

為修士、修女、教友的人是否要等待神父自己改變?不!我們應該

幫助神父學習新的禮儀方式。

但是我們要如何協助神父呢?這得視情形而定，若是在本堂服

務的人，可以私下與神父交談，介紹新的禮儀本給他，請他以新的

禮儀方式，面對面的舉行聖事，一起學習。若是在告解亭辦告解，

可以每次透露身分;假如神父沒有勸勉，可以對自己有助益為由，

請求神父作些勸勉;告明時可用祈禱方式來告明，使這個行為也構

成一篇「痛悔經 J .亦可用聖經的話或比喻告明;接受補贖時可以

請神父給難一點的補贖，或是自己建議一個補贖的方法。除了自己

按照以上所說的實行之外，一位在本堂服務的修士、修女可以向教

友提出新的禮儀，也願意幫助教友學習新的精神。

在修院中，如果很多人一起到同一位神父那裡辦告解，則可以

一起討論而後和神父商量;如果是一個人單獨找一位神父辦告解，

則更好商量，只要自己願意改善，神父會樂於配合的。

至於團體懺悔，常需要修士、修女、教友和神父共同計劃。如

果神父沒有請人幫陀，我們可以主動地自願幫t[:.提供意見，協助

神父好好舉行車事，使參禮者體驗到基督的臨在，意識到對罪的痛

悔及對和好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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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集體舉行聖事的理由

為什麼有時候要舉行集體的懺悔聖事呢?理由有很多。在此將

分為四個方面來敘述。

一、信理神學方面

根據信理神學，我們了解教會是個有聖德的團體，赦罪具有教

會性，和好聖事是慶祝天主慈愛的一件聖事，現在我們就從此三點

來討論集體舉行懺悔聖事的需要。

1.教會是有聖德的團體:現代人非常重視個人的良心，只要他

真正地悔改，教會便會赦免他的罪;我們比較忽略教會的聖德，教

會的完整性及她在社會中應該清楚地代表一個價值觀。在中古世紀

及中古以前並非如此。當時教會非常重視教會集體在社會上的見

證'如果一個人犯了罪，破壞教會在世界的基督代表性，破壞教會

的聖德，則往往需要先作很長的補贖才可以得到赦免，甚至於有些

罪是教會不赦免的，雖然不否認天主會赦免，但是教會不顧意赦

免。

集體懺悔儀式可以補現代人之不足，使整個教友團體注意到教

會應該是有聖德的團體，教會有一些聖德的標準大家應該遵守。

2.赦罪的教會性:現在的神學很強調這一點。赦罪經中神父提

及 r藉教會的服務 J '這一點當教會團體在場時就更形明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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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在前面，很清楚地代表大家，教友團體也彼此寬恕，如此更使大

家意識到不只是天主赦罪，教會也赦罪。

3.和好聖事是慶祝天主慈愛的一件聖事，在集體性舉行聖事

時，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強調這一點。

二、禮儀性質方面

按照梵二禮儀憲章第三五號第一段: ，-在舉行禮儀時，應提倡

更豐富、更有變換性、和更適當的聖經誦讀。」在個人告解聖事

裡，除非有時間、面對面舉行，而且神父能夠事先準備，否則聖道

禮儀不太容易舉行;但在集體性聖事裡，聖道禪儀較容易舉行，對

教友預備完善痛悔有所助益。

根據禮儀憲章第二七號，-如果禮節本身的性質，含有團體舉

行，並需要信友在場主動參與的意味，則應該盡可能強調此點，要

比個人......的舉行為優先。......這優先權特別是針對舉行彌撒和施

行聖事而言。」和好聖事具有慶祝面，兩個人慶祝雖有可能，但是

往往比較困難;集體舉行聖事則較易使教會禮儀的「慶祝性」顯示

出來。

此外，在團體的禮儀中也比較容易使人想起他人，為所有的罪

人祈禱，互相幫助。

三、罪的性質方面

罪平常不只是個人性的，且是團體性的，我們個人犯罪，團體

也犯罪，集體的懺悔禮儀幫助我們意識到這個幅度，也幫助我們將

此幅度表示出來。

我們既然有團體的罪，就應該有團體的補贖，集體懺悔禮儀使

這種補贖能夠實現。

四、牧靈作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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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懺悔禮儀可以提高基督徒的團體意識，特別是「我們都是

罪人」的意識 G 當我們看到大家都去告明，或大家都有罪可告，或

大家都低著頭表示願意接受寬恕，我們意識到我們是罪人的團體;

當我們聽到別人的困難，我們會發現過去對他幫助不夠，而更能彼

此幫助。

團體也能支持個人改過遷善，別人的榜樣激起自己的懺悔而願

意改善，大家知道他願意改善也可提供扶助。

在教會團體中，很多人不太會自動自發地作深入的省察，在團

體的聖事中，講道理的人可以幫助他們作一個以天主為中心的省

察。

最後，集體的懺悔禮儀也幫助小孩子了解罪的存在及性質，並

學習痛悔的精神。@

第二節 集體懺悔聖事的結構

這裡只是簡單的描述集體懺悔聖事的結構，而不作詳細的討

論。集體懺悔聖事的結構如下:(2)

一、開始禮: 1 歌詠(四八)

2 問候(四九)

3 導言

4禱詞(五0 、九七一一-00)

二、聖道禮: 1 讀經，一到三篇 /五一、一。一、

2答唱詠或聖歌或默想、一一二0- , 

Ú) P. J. Cordes, "Individual Confession and Penitential Liturgy: Their Com

parative Values ," Theology Digest 25 (1977), 117-121. 

@ 括號內的數字為{新訂告解禮典}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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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講道(五二)

4 省察(五三)

三、修好禮: 1 集體認罪(五四)

(1)懺悔詞 /五四、 、

(2)禱文或聖歌\二O二一一二O五/

(3)天主經

2個別告明和赦罪(五五)或集體赦罪(六二)

3 頌揚天主的仁慈(五六、二O六)

4謝恩結束禱詞(五七、二O七一一二一一)

四、結束式: 1 祝福(五八、二一二一一二一四)

2 遣散詞(五九、九三)

由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看出:集體和好聖事的結構和彌撒的結構

非常相似。

第三節 第一式:個別告明和赦罪

集體舉行聖事有二種方式，一為告明和赦罪仍然個別舉行;另

一為告明和赦罪也集體舉行。在計劃集體和好聖事時有相當大的自

由，但最好有基本結構，且必須注意，不要個別告明而集體赦罪，

因為有些教友可能在告明之後先行離去，而且神父也要保留延期赦

罪的權力。

關於集體舉行聖事而告明和赦罪仍個別舉行的方式，在具體實

行時有幾件事項可作為參考:

1.就補贖而言，根據新訂告解禮典第五六號，在第一式中神父

是籠統的給補贖 I個別告明和赦罪之後，神父邀請教友們感謝天

主，勸勉他們行善工，使他們在個人與團體生活中表現出懺悔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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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在集體懺悔禮儀中，當然不可能像在個別和好聖事中一般，

給予最合適的補贖，但是可以告訴教友們一些補贖的原則，如「清

楚」、「最近可以作的」等等，而後給他們一段時間想想自己應該

作什麼具體的補贖;男外，當神父聽告解時，如果有較大的罪，神

父可以給他一個補贖'如同在個別和好聖事一樣。

2.事前的準備對聖事主體上的效果影響很大，若是沒有準備

好，如讀經聲音太小、發音不清楚、內容太難、道理沒準備好、時

間太長(特別是個別告罪部分)等等，會使教友很不滿意;若是一

切準備妥當，那麼效果可能很好。因此對於事前準備要多下功夫。

事前的準備應該儘量和教友一起進行，比如分小組討論，請他們舉

出團體的罪等等，因為他們的經驗能使這種禮儀在主體上變得更有

效，而且教友也可以藉此機會學習禮儀的程序。在新訂告解禮典附

錄二第四四和五四號也暗示為兒童和青年的儀式應和他們一起籌

備。

3.在本堂或修院裡，可以定期舉行集體和好聖事，例如本堂可

以一個月一次，修院可以二個月一次。

這個方式兼具個別的因素及團體的因素，但是為這兩個因素都

有困難產生。就團體而言，靜默或「非團體行動」太長;就個人而

言，個人知道團體正在等他出來使儀式得以繼續進行，因此神父和

教友之間的關係機械化，沒有人際關係'這很不適合個人和好聖事

的新精神。有人以為這個方式大概是過渡時期的方式，比較理想的

方式應是個別告解和團體告解二者分開使用，而且二者都使用。

第四節 第二式:無個別告明而集體赦罪

公元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教義聖部發表一篇文件 I論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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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性集體赦罪的牧靈準則 J '對於告罪及赦罪集體舉行的聖事儀式

有相當嚴格的態度，教會對集體赦罪的態度如此嚴格的真正理由

是:如果廣泛地使用集體赦罪方式，恐怕個人懺悔聖事會受到影

響，甚至於會消失了。

新訂告解禮典第三一號也聲明:個別及完整的告罪與赦罪，是

信友與天主及教會修好的唯一通常格式;只有在特殊情況可以免除

這個格式。按照法律的精神，為「特殊情況」而立的法律應該嚴格

地解釋，以下我們就對「特殊情況」加以解釋:

1.懺悔者人數眾多一-{-十麼時候懺悔者會很多呢?例如在大膽

禮前、避靜、教區聖體大會、朝聖等等。但只是這個理由還不足夠

構成「特殊情況 J '若是懺悔者人數眾多，但有足夠的神父，則不

得舉行集體告罪與赦罪的聖事。

2.神父不夠一一神父應該努力邀請其他神父前來幫忙。如果地

方偏僻，不容易找到其他神父來幫'tt; 或是如果只有一位教友都認

識的神父，而教友又願意保持秘密、不願透露身分，則似乎是一個

採取集體赦罪而無個別告明的方式的理由。

3.時間因素 不能在適當的時間內聆聽每個人的個別告明也

是理由之一，但時間應該以什麼標準來計算呢?

4.教友因此而久失聖事的恩寵及領聖體的機會。

5.主教同意一一裁決以上所論的條件是否足夠，因而決定何時

可舉行集體赦罪，乃是屬於教區主敦的職權，並且教區主教當先與

主教團團員互相商議。除了由教區主教規定的機會之外，如果發生

了集體赦罪的重大需要，則神父為了合法的集體赦罪，必須先求得

主敦的許可;否則，必須儘快將集體赦罪的需要及經過通知主教。

新訂告解禮典第三三、三四號也規定，為了獲得集體赦罪，信

友必須有適當的準備，每人應該痛悔己罪，立意改過遷善，定志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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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所立的壞榜樣和致人的傷害。有大罪的教友應該在下一次個別告

解時告明現在所不能告的重罪。集體赦罪時獲得赦免的教友，如果

再要接受集體赦罪，必須先去告明上次獲得集體赦免的重罪，除非

受阻於正當的理由一一可能是和上述的理由一樣。如果有大罪，一

年至少應該辦一次個別告解，並不許故意地等待集體赦罪的機會。

如果在一個會士的團體裡，某位司鐸常去此團體舉行和好聖事，他

們也常告解，此時正好在四旬期，就可以有集體赦罪而無告明。但

是在本堂就不適合這樣做了。有些教友一年只去教堂一、二次，若

只赦罪，則也算是剝奪了他們告罪的機會。

無個別告明的集體和好聖事舉行的實際情形國各教區的情況及

主教許可的機會相異而有不同。西德及奧國由於神父很多，所以沒

有這種情形。加拿大蒙特利爾 (Montreal) 總教區的神父可以在將

臨期和四旬期舉行這種方式的聖事，但是蒙特利爾北部的魁北克

(Quebec) 總教區則不可。法國的主教們許可神父在大節日的前

夕，為那些小孩子特別多的地方舉行無個別告明的集體聖事，但應

有機會讓小孩個別辦告解。南美洲也可以以這種方式舉行聖事。@

一九七六年將臨期時，美國孟斐斯 (Memphis) 的主教舉行過

兩次「和好大會 J '事前大事宣傳，以「幫助不進堂的教友們回到

教會的懷抱裡」為目標，並預告在和好大會中要集體赦罪，然後舉

行彌撒、領聖體。和好大會正式開始，第一次來了二、 000人，

第二次來了一一、五00人，電視和其他全國性的大眾傳播也作了

很多的報導。事後，羅馬信仰聖部對這件事有了反應，聖部讚美這

位主教的牧靈精神，可是不同意他所用的方法。里部以為在這種大

C:D M. Huftier, "Du sacrement de pênit巴nce et des cêlêbrations communautai

res ,"; "Sur l'absolution collective ,"Esprit et Vie 88 (1987) , 43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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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前，當時和好之後，教友們應該可以用普通的方法來領受和好

聖事;大會也不應該以「集體赦罪 J 的方式來吸引教友們，因為一

九七三年新訂禮儀規定，當教友人數眾多時，應該盡量想辦法邀請

更多的神父參加;如果神父足夠，不得舉行集體告罪及赦罪的聖

事。並且有惡表的教友，如離婚後再婚，不許領聖體，而這種事情

應該由神父個別決定，不應該集體進行。

教宗保祿六世亦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對十五位述職的美國

紐約州主教清楚的指示:第一、主教給神父們集體赦罪的許可時，

不許將羅馬所規定的條件加以更改，或換為其他條件，或以自己的

標準來指定什麼是「重大的需要」。和好聖事的基本規定與普世教

會有特別的關係，只有普世教會的最高權威才有權力作決定。第

二、集體赦罪不是一個平常的牧靈措施，也不是針對艱難的牧靈情

形的方法。第三、為保持與普世教會的共融，主教們應該遵守法

律，這樣作同時也會保證主教們和好的使命將會有超性的其實效

果。第四、教會從許多世紀的經驗肯定聽告的重要性，在這件聖事

中，神父很密切地與救主合作來幫助人皈依，所以主教們應幫助神

父們更重視他們聽告的牧職，並要找到最多的神父來聽告解。如果

神父認為太忙、時間不夠，他應該先拖延、甚至放棄其他工作。@

一位法國主教對法國東部的主教們在羅馬所作的正式訪問作了

一篇報告，報告中記載:主教們向聖部請示，在主教歷堂有一個懺

悔禮儀，計有五百至六百位教友參加，十位神父共禮，禮儀一共一

小時。如果要個別聽告解，需要好幾個小時，而且只是聽罪和赦

免，為神父和教友而言，是太形式化的事情，在此情況下是否可以

舉行無個別告明的集體聖事?聖事部答覆，那些教友不一定應該在

@ La Documentation CathoJique 75 (1978) , 244, 4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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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就辦告解，他們可以在事前或事後幾天內辦告解，聖事部又

說:一九七三年的新訂禮典給人的印象是可以用三種和好聖事，實

際上，原來的意思是只有兩種一斗固別告解及個別告明和赦罪的集

體禮儀，無個別告明的集體禮儀是不可自由選擇的。對此問題信仰

聖部亦表示，告明是教會不斷的傳統，只有在急迫的情況才可以放

棄。最後這位主教說，-我們不是聖事的主人，我們是聖事的僕

人、領受者和施行者。」

第五節 非聖事性的懺悔禮儀

一、性質與結構

非聖事性的懺悔儀式的性質與結構和懺悔聖事相同。「懺悔儀

式是天主子民的集會，為聆聽天主的聖道，藉以喚起人回頭改過，

革新生活，並宣報人類藉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從罪惡中獲得解救的

事跡。它的結構普通遵照聖道禮的結構，和為集體舉行告解的禮

規 J (新訂告解禮典第三六號)。但是非聖事性的懺悔儀式可以更

自由一點，例如!可以選聖人或他人的文章當作讀經(但是必須保留

福音)。舉行懺悔儀式時，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就是應該讓教友

明白這並非聖事。

二、舉行的時機

有時候 4個團體不應該或不可能舉行懺悔聖事，這時可以舉行

非聖事性的懺悔儀式。

如果教友還沒有準備好，如避靜第一天、四旬期第一個星期;

或教友是不自由的、被迫的參加禮儀;或團體裡多數人願意作個人

告解，但是神父覺得他們應該有更好的準備，更意識到某一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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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教會寬恕我們 J •.. ..• ，這時不應該舉行和好聖事。如果沒

有神父，則不可能舉行聖事。在這些情況之下， (神父)、修女、

修士、傳教員，或教友領袖可以主持懺悔儀式;甚至於在過年的時

候，一位父親或祖父也可以帶領家族舉行懺悔儀式。

三、真的是「非聖事性J 的嗎?

新訂告解禮典第三七號說到: r在信友的觀念上，慎勿將這懺

悔儀式與告解聖事相混淆。」懺悔儀式真的是非聖事性的嗎?它是

否能帶給參與者恩寵呢?

對於這個問題，拉內神父 (K. Rahner) 認為:在懺悔禮儀中，

我們的大罪可能不很多，但也不只是「小罪 J '而常是屬於「不大

不小」的罪。由於我們不針對大罪，因此不一定要告明，只要我們

從自己的罪狀裡，無條件的回歸於天主，仁慈的天主實在地、毫無

疑問地會赦免我們的罪。雖然神父可能不以為自己正在舉行聖事，

但這並不意謂這個禮儀實際上不是聖事性的，因為天主藉著這個行

動赦免了教友的罪。所以，我們很難肯定的說這種禮儀不是聖事性

的。@

(5) K. Rahne丸 "Communal Penance Services and Individual Confession ," The-

ology Dígest 21 (1973), 139-142. 



第十章不同的牧靈情況

第一節 首次領和好聖事

一、什麼時候

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歷史上爭論甚多，至今教會的習慣

仍未一致。

從初期教會到1200年，十二歲以前的小孩不舉行告解聖事，不

赦罪。

1215年到特倫多大公會議( 1545一一1563 )之間，小孩於十歲

到十四歲之間首領和好聖事，這大概是在初領聖體之前。

特倫多大公會議之後，在十歲到十二歲之問首領和好聖事，初

領聖體和首領告解二者並無顯明的關{系，但是平常是先領懺悔聖

事。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時，九歲首領和好聖事，十二歲初領聖

體。

1910年教宗比約十世時，聖事聖部頒發「多麼個別」司11令，指

出「兒童開始理解，也就是在七歲上下，是兒童初告解和初領聖體

的年齡 c J CD1910年至梵二之間便按照此訓令行事。

(]) 鄧辛疾、蕭默治合撰'施安堂譯， <天主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第三五

三0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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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文件的重點是說兒童有權利領聖體與和好聖事，是有權

利，而不是有義務，而且重在領聖體聖事而不是領和好聖事。且對

這二個聖事並無先後次序的規定。@

1961年以後，受發展心理學的影響，認為七歲以前的兒童沒有

罪的意識，且十歲以前的小孩都非常自我中心，之後才開始有罪

感。如果孩子在還不懂「罪」以前，就被安排領和好聖事，他可能

以後會放棄和好聖事，因此，先領聖體聖事，而將和好聖事延遲

二、三年。在美國和加拿大一半的教區是台至八歲初領聖體，九歲

至十二歲首次告解。

1971年羅馬聖部認為可以保留老習慣 即初領聖體之前應先

辦告解，但是也可以試行初領聖體之前不辦告解。

1973年羅馬命令停止試驗，可是說明不顧意強迫小孩去辦告

解，父母應該注意小孩什麼時候準備好了。

1977年，聖事禮儀部及神職部發表有關兒童初領聖體與告解的

聯合訓令，中國主教聞亦公佈了一道訓令。大意如後:

1.兒童初領聖體前，該辦告解，如以前一樣。

2.其年齡約在七歲左右，由父母及聽神功神父決定。

3.教區、堂區若己試行兒童初領聖體前不辦告解者，當立即停

止試行。

關於這道訓令，我們可以將它分為命令及訓導權所提出來的理

由，對於訓令的內容，我們應該接受、遵守，但是對於後者我們不

一定要接受，可以找出其他自認為更好的理由。對於這個訓令的第

(2) Daniel P. Grigassy , "Children and First Penance ," The New Dictionary of 

Sacramental Worship , ed. Peter E. Fink , 944-945.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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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該」辦告解，以及第二點「由父母及聽神功神父決定 J '有

人提出意見。大部分神學家以為七歲左右的兒童，理智尚未發達，

不能犯大罪，既然沒有犯犬罪，按照法律可以不辦告解，並且別人

也不可以代替小孩決定他該不該辦告解，而只應該注意他的需要。

今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牧靈態度是:七歲以後，兒童開始注

意，了解罪的性質，所以我們應該幫助他了解和好聖事及領受和好

聖事的方式。如果七、八歲的兒童對和好聖事有足夠的了解，而且

感覺自己有罪，我們不可阻止他，反而應鼓勵他善用這件聖事。即

使在兒童開始上學的前幾年，父母及要理老師應當訓練小孩子懺

悔，灌輸他分辨善惡的意識，及天主仁慈的觀念。懺悔聖事是不停

悔改的聖事，一生中應經常及定時的領受，因而自開始就應領導小

孩子學習定期的去告解。按照上述原則實行，我們將可達到恢復兒

童的個人責任感的目的。

二、如何準備

首領和好聖事的準備可分為二方面來討論，就長期的準備而

言，最重要的是父母能常常和小孩一起祈禱，使小孩發現祈禱和生

活不可分開，祈禱中有感謝、求助、求寬恕等因素，也可使小孩發

現人在生活上不斷的皈依及成長。其次，可以常常帶領孩子參加彌

撒'使他在彌撒中發現罪及皈依的現象。父母辦告解之後，也可以

和孩子一起做補贖，使孩子進入聖事的氛圍。平時對孩子講論一些

新經中有關罪的經文，看電視時分析好人，壞人的區別，培養孩子

的良心，使之清晰...... ，這些行動都可幫助兒童做好領受和好聖事

的心理準備。

至於近期的準備，有書籍可供參考，例如永泉教義中心的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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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舉行

個別的首領和好聖事必須謹慎地選擇神父，如果神父和孩子彼

此不熟悉，可以在第一個星期先讓二人互相認識，第二個星期才舉

行聖事。舉行聖事之前可以先帶領孩子認識告解的環境。省察時最

好不要用罪單，而要帶領他省察在各個生活環境中的行為是否正

確;然後鼓勵他將自己的罪說出來。神父聽首領和好聖事時不必要

求完整。首領和好聖事之後，父母、神父可以和孩子一起慶祝，比

如送他禮物、或帶他到餐廳吃飯等等。

由於小孩沒有什麼大罪，因此首領和好聖事也可以是集體舉行

的。現在教會對於兒童初領聖體與和好聖事大都鼓勵孩子先參加準

備領受聖事的團體，聽道理一、二年之後，領和好聖事，再過二、

三個月後，領聖體聖事。關於首次領和好聖事的禮儀常常是很隆重

的，家人也都參與，父母自己也在當日領和好聖事。一切過程的安

排都在使兒童對此聖事留下正面的印象，以期他在日後能常常接受

此聖事。關於整個禮儀的安排可參考有關的書籍。耶穌聖心會的修

女們這方面有許多經驗和材料供大家參考。

第二節 「熱心」告解， '次數問題

一、教會的指示

有關「熱心」告解，教會的指示很多，在此我們只看兩個文件

一一一即《新訂告解禮典》及教廷修會聖部有關會士對懺悔聖事的應

用的訓令。

《新訂告解禮典〉第七號(b)鼓勵信友經常領受和好聖事，但

是禮儀聖部也知道熱心告解容易產生一個危險，就是使懺悔聖事變

成一個只求外在和習以為常的禮儀。因此禮儀聖部聲明不應該視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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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告解為單純的禮節重覆或心理方面的工其，而應在「不斷皈依」

的氣氛中進行聖事，使聖事影響我們的生活，幫助我們祈禱、熱悅

地事奉天主、為弟兄姐妹服務;並應視聖事為感謝、讀美天主，奉

獻自己於祂的好機會。

個別和好聖事可幫助一個人在倫理方面深入的反省，也可以說

是培育良好的基督徒修養。一個人到了某種程度，生活的重點不再

是避免犯某些重大的罪。和好聖事變成辨別天主和聖神領導的一個

重要方式，是一個不斷分辨的工具。有過聖依納爵神操經驗的人知

道，靈修發展到某個程度以後，惡神常以一個善良的姿態出來，但

其私底下卻有較不光明的意圖。此時，和好聖事有助於分辨及聆聽

聖神的引導。在這個層次上，靈修輔導與和好聖事就比較接近了。

一個人定期的培養這個聖事的習慣和態度，這也可以成為一個很好

的靈修發展。

關於修道人對於懺悔聖事應有的態度，一九七0年十二月八日

教廷修會聖部發表《有關會士對懺悔聖事的應用及發願的資格問

題〉訓令。訓令中指出:凡熱誠願與天主結合的修會會士，要多

次，即每月兩次領受懺悔聖事，修會長上應設法推動此事。至於修

女們，她們可以有效而合法地在任何可以聽告解的神父前告解，不

必有特別的權柄或委任;但是為了團體的更大益處，可請一位神父

特別負責聽告解。

教會鼓勵會士經常領受和好聖事，但並不是一種法律性的規

定。而是一種鼓勵。一個有奉獻精神的基督徒，他不只為自己的罪

求寬恕，他也體會人類的罪，他願意背負。他在舉行和好聖事時，

猶如代表其他人來與基督和好、求恕。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個別的行

為，實際上，卻很有教會性。一個這樣的人，如果他是在醫院做牧

靈工作，或其他的傳教事務，他很可能成為別人向他開放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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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時在實質上接受教友的懺悔。如果有這樣的情形，他不該逃

避，要成為和好聖事中的一員。既然對方已經開始開放自己，就可

以陪伴他走一段和好的路，錯後，領他到司鐸面前舉行聖事。

二、困難

熱心告解常會產生一個困難，就是常常告一樣的罪或不知道要

說些什麼，這種反應不一定是因為努力不夠或不夠深入，也可能是

因為省察方法有問題，生活與聖事分離，或自我認識不夠。因此有

人建議，要使告罪更「個人化 J '比如告明時述說自己的態度，不

要只講一些外在的行為。可是也不要太過分，因為這是聖事，不是

心理輔導，不要太注意自己的心理動機，也不要把注意力過於集中

在自己身上。真正的「個人化」不是「自我分析 J '而是靜下來，

去意識我與天主的信仰關係，體驗到「我是屬於祂的 J '同時也看

出我是罪人，我需要天主，而與復活的基督有很深的相遇。也許所

昔的罪愈來愈簡單，也許每次告的罪常是一樣的，但只要是從心靈

深處說出的話，這些都沒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最重要的是在心靈深

處和基督的相遇，這會使我們逐漸克服罪的行為。

三、信理基礎

教會訓導權從古至今一直強調熱心告解的重要性，所以熱心告

解不可能是一個錯誤的習慣，或神修歷史上不正確的發展。雖然我

們無法證明熱心告解對神修生活的絕對必要性，但是我們還能找到

其他理由來加以補充:第一、為達神修輔導的目標，應常領受聖

事，因為聖事與神修輔導有密切的外在關係'第二、為赦罪;第

三、為增加屑、詣。

以上各點也許是我們參與聖事時會有的動機，但是理由卻未必

足夠。針對此問題，拉內神父 (K. Rahner )提出他的看法。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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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和好聖事中，天主赦罪的恩寵經由另一個人(神父)來到我們

身上，表示罪的赦免不是因為我們的痛悔，而是因為天主的仁慈與

白白的賞賜。這件聖事雖然直接針對罪之赦免，但是它所強調的乃

是天主白白的赦免。@

所以熱心告解為赦小罪並不十分必要，但是若了解上述理由而

參與，則更加有意義。

四、如何實行

熱心告解實行的方式是要採用個人告解或團體禮儀呢?熱心告

解是指沒有大罪的人自願告明小罪、領受聖事。由於小罪並不斷絕

與天主的來往甚至在教會的赦罪權力之外可以得到赦免;因此，

一般而論，神學家認為在熱心告解中，為使聖事有效，並不需要告

明每個小罪，領受人籠統地表示自己是罪人便己足夠。

以下我們就以兩位修女的經驗為例，說明如何實行熱心告解。

(一)例一

「我在八歲時就領了和好聖事。那時年紀小，沒有經過道理

班，在家姐的催促下進入了告解亭，一點懺悔的意思都沒有，所告

的罪都是由家把擬出來的，所以那時對辦告解沒多大的興趣，為了

↑白懲罰才去辦告解。這種意識經常出現在我腦海中，久而久之，遂

視辦告解為家侖，可有可無。長大後，漸漸覺得這樣子辦告解實在

沒意義，同時包因為每次神父給的補贖都是同樣的，沒有任何勸

言，更令我反感。

囡著以上的背景，使我對辦告解產生許多困擾，辦與不辦告

@ K. Rahner , "The Meaning of Frequent Confession of Devotion ," Theologi

cal Investigations , vol. 3 (Baltimore: Helicon Press, 1967), 17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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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對我並無多大影響。來臺灣後，在永泉受訓，藉著多次的集體

懺悔禮儀，使我對懺悔聖事產生了新的觀感，於是我每次都很積極

地準備自己領和好聖事。可是，遇到的聽告神父幾乎又都是給同樣

的補贖，令人感覺不出基督接待罪人的一面，好死板!每次辦完告

解也感覺不出喜樂，好像沒有辦告解一樣。準備好要告明的罪，到

了告解亭卻忘了大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太願意辦告解， {旦良

心很不安。經過思考，想到唯一能補救的方法，是找一個很認識的

神父，與他交談式地領和好聖事。

以前，我總是盡量找我不認識的神父一一由於害怕的心理。換

了方式，找我認識的神父，固定的聽告神父，他所給的勸諭都很實

際。自從我自己選擇聽告神父之後，才深深地體會出和好聖事美好

的一面，不再以「自我』為中心，而更能想到天主對我的

「愛 dl 0 J 

(二)例二

「我個人面對和好聖事的困難是:因為每隔一週就必須行和好

聖事一→畫是修會會規所定的，所以時常覺得常常告同樣的罪，好

像沒有定改似的;有時也覺得沒有什麼罪可告，但是由於規定的時

刻到了，所以應該去辦告解，否則就犯會規了。因此我常感到行和

好聖事的困難。

我所採取的解決方法:由於現在我對這聖事有進一步的瞭解，

對如何去實行也有了更清楚的概念，所以我知道如何去針對問題解

決這困難了。這方法就是一一在行和好聖事之前，先閱讀一段聖

經，然後在這段聖經中找出一點與自己日常生活有關的話去體驗，

讓自己先靜下來沈思、默想、反省自己，然後自問Il'面對愛我們

的天主，我將如何答覆? dl Il'面對常與我生活相處的近人，我將如

何交待?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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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靜下來仔細尋味聖經中的話時，我發覺我很容易地就發現

了自己的毛病和自私自利的缺點了。以前，我在辦告解時，只是在

告解前的幾分鐘做反省，所以總是想不出什麼罪來，所反省的也都

是同樣的罪，久之就落入形式化了。因此我認為，在行和好聖事

前，先唸一段聖經做反省的指引，對行和好聖事有很大的好處。」

最後，我們討論「次數」問題。我們無法推論出每個人應在多

少時限內辦一次告解，因為時間的安排應視個人對聖事的了解及重

視的程度而定所以除了遵守教會訓導權的指示外，應盡量避免機

械化的行動， rr!J與生活中的皈依經驗配合，視自己在生活中能夠多

久有一次較深的皈依，而決定多久辦一次告解。

第三節 聽神職人員的告解

聽神職人員的告解必須事前準備妥當，特別是定時舉行的，更

應如此。準備時可以研究、默想當白的禮儀、禮儀時期的精神(譬

如復活期) ，或教宗及主教最近的指示等等。聽告解時不一定要用

準備好的材料有時用針對告解者的情況而臨時產生的靈感勸勉告

解者會更適合 除了事前的準備之外，聽告神父必須抱著願意用足

夠的時間、願意請教別人(可是要注意告解秘密)、願意多聽、而

且積極的聽、使懺悔者覺得被了解的態度來聽告解。和辦告解的修

女或修士、神文團體保持距離，以維持客觀。勸勉時切忌批評懺悔

者之團體中某位成員的是與非，可是要承認懺悔者生活上的困難，

幫助他面對天::1-:和天主的要求。此外，對於自己的動機應有高度的

警覺。@在懺悔者身上常可看到天主的行動，也可看到聖神的領

@ L. Beirnaert "Psychologie du confesseur de religieuses ," Problèmes du 

confesseur , ed. B. Collin (Paris: Cerf. 1963). 



120/與天主和好

導。有時可看到一個靈修上走在自己前面的人，或一個人格上有困

難的人，他正在努力悔改。這是別人無法看到的。

第四節病人的告解;臨終告解

病人的告解是一個解釋疾病的意義的好機會。在新訂告解禮典

附錄二第六七號「良心的反省」中，有疾病意義的所有因素，可以

用這個省察來幫助病人準備領受聖事。

在病重或不方便(例如有他人在旁邊)的時候，神父應該很清

楚地告訴病人不必完整告明。如果病人不能說話，或好像聽不見，

神父應該請他在心內祈求天主的寬恕。

在死亡的危險時，一個教友應該很自由地接受天主最後和永遠

的召叫，應該直接地、有意識地與基督一起死亡。如此，他一生的

基本抉擇就能夠在和好聖事和聖體聖事中有形地表達出來。所以最

好讓病人知道自己病況的嚴重性。他的家人應該告訴他，如果他們

沒有力量，可以請醫師(尤其是信敦的醫師)或神父代為轉達。

如果病人不是太好的教友，這個責任就更嚴重。神父必須忍

耐，多次去拜訪，希望病人受感動而悔改。如果病人不願意知道自

己病情的嚴重性，神父可以說，-萬一你的病況危險......這件聖事

會幫助你...... 0 J 

如果病人是已失去了意識的教友，神父可以赦免他的罪(有人

說應該)。如果他知道病人曾經表示過懺悔，他可以無條件的赦

免，如果他不知道病人是否表示過懺悔，或病人曾經不願意悔改，

神父可以有條件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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