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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寒假困在輔大聞辦全國福傳大會（一九八八年二月八日至

十三日〉，本神學院停辦了一次神學研習會。今年寒假，我們繼續

過去的傳統，在第一學期考試完卒，同學尚求回家以前，超若在元

月＃三日 .f.廿七日辦第十五屆神學研習會。今年寒假很短，一共又

有三個星期，除掉研習會的一遇，加止過陰唇年，特耳其說又要照李

了。因此在神學院校本部辦過十五屋，神學研習會之後，服務人員提

出了一個建議：仗時間，由寒假發到暑假去辦﹔改地方：由神學龍

挨到彰化靜山，或其他合適的地方去辨。

在三月＃二月的隨議會中曾將此，一建議加此討論，結果達成決

議：詩院務秘書儘遠與靜山造繫，明年（一九九0 ）暑假在彰化靜

述，有E拜神學研習會。時閥希望在七月廿六日（週四〉脆至付日（ i8. 

一）下午﹔或八月二日（退回）至六日（遇一）脆。這一決議示但

同意按時挨地，並且加土第三個改變，就是利用過末的兩天永辦講

習。因為本本少教哀求易請到一個星期的假，但若只是一兩天就容

易多了。 , 
可見一九九0年暑假的神學研習會將以子信徒為主要對象， i﹝家

信這合乎我國教會向前的需要，正如福傳大會文獻中所表達的。在

十4條決議案中，第一嗨便是：「加搔教友培育從事福音傳播且

作 J 0 耶穌會中華者則完成「一九八九五一九九三台灣區五年使徒

工作者計割 J ，為執行這計重封建立了三個委員會，第一個就是「教

友培育委賣會 J ，其目的是與各崗禮、堂屋、善會合作，永催化子

信徒的重訂費及專業土的培育。

下慈祥學研習會的主題尚永確定。龍議會中有人提「教友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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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小型教會固體更注入的討論」。希望主內的兄弟姊休踴躍提供
意見給我們參考。根據過去的經驗，有了多方面的意見，會將一個

肉是看椅更淘金。在作最後決定，選擇一個主題時，那些求被採納
的意見也都發生過積緝的作用。 ;.ff時主題是由幾個意丸拼湊起永

鈞。此外關於時悶和地點，特別是否應該利用過本的假期，要特別

請有職務在身的教友~承達你們的看法。

關於本期的內容，在第一天晚土的「本屆研習會整體介紹 J 中

已略作交代，這種無須重裁。其他八篇演講也都是清楚 P,, 明的，為

沒有參加過研習會的人一定有參考價值，至於參加過研習會的一百

零五名弟兄姊抹請永必裝有溫故知新的作用。由每j嘉演講的字數可

以看鼠，每位講員都充分利用了給他們按排的七十五分鐘。只寫于長

者會長神父講完後留下了一些時間讓人發悶，這一問答的內容已由

研習會秘書撮要記錄，登在張神父的演講J表面。

大會秘書給七個小圓的每晚主席檢討會，及每天早待後的一刻

鐘主席團時闕，都作了報告記錄。本期遂了三謊報告，登在適宜的

地方：報告一是第一天晚土之小聞主席的確定，及他們在此次研習

會中r!T .！分演的角色。報告二和三都是第二天的，一在平土開會之

前，一在晚上開會之後。以從兩天所作的大同小異，所以萃”瓜、一一

刊出。還布最後→天的綜合報告，也會選兩篇登在本期資料室中。

關於小型教會團體這是由坐而言j>J起而行的時候了。



PREFACE 

Last year, also during the winter vacation, the National 
Symposium on Evarigelization was he闊的出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frαn February 8-13, 1988.τ'hus, we.postponed 
our 位mu且1 theological workshop. This winter, however, 
we resumed our tradition and held the 15th theological 
workshop from January 23-27, 1989 on "A Follo萬」Up of 
the National Syrnpositun on Evangelization: Let Us Talk 
Together About the Basic Ecclesialα:imnunities (BEC),’. 

Of the three short w巴eks of winter vacation this year, 
one 乳>as spent for the workshop and the rest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Here we are again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second 
自由nester. Because of· this inconvenience, the animators 
of the workshop, especially our students, proposed a 
new id凹， Le., to change the t訂ne of the workshop fr，個
winter to sumner vacation, and the venue frαn the τ'heologate 
to the Retre且t House of Chingsh缸1 ， αlanghua.

During the meeting of our Faculty Council on March 22, 
we discussed this proposal 位ld z哩ached a conclusion: 
reserve :imnediately the αiingshan Retreat House for the 
1990 Theological Workshop. As far as schedule is concerned, 
we hope to profit of a week-en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particip且tion of 1月， Christians who find difficulty 
in asking for a furlough of a week but less for a day 
or two. In this case the date is tentatively set for 
either .July 26 (Thursday) to 30 (Monday), or Au息lSt 2 
(T}mrsday) to 6 (Monday) . 

Hence, it is clear ：世ie 1990 SUlllller Theological Workshop 
is E且工nly intended for lay participants.τ'his 工s in tune 
with the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ymposium on Evangeliza
tion. 品質》ng its 12 approved decrees, the first one stresses 
"To increase and strengthen the formation of lay αlristians 
in order to do the evangelizing work". Theαlina Province 
of the Soeie句 of Jesus just finished cαnpiling a five
year Province Apostolic Plan for the Region of Taiw剖1

1989一 1993. To implement thi日 apostolic plan, three new 
cαrmissions are st持 up, the first of which is the "Gαrrnis
sion for the Forrr.ation of Lay Chri日tians" which aims 
to collaborate with different Jesuit cαmmnities, parishes, 
existing as阻〉己iations, etc. to facilitate the spiritual 
位1d professional formation of our lay collaborators 位i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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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ic for the 1漠的 sunmer workshop is not defined 
yet. During the faculty meeting on M且rch 22，自ome suggested 
’，Sp工r.t tuali ty for Lay Christians'’, 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Basic Ecclesia.l 臼m間it l閱：» ,)\t this point, we hope 
that the laity m凶ce rrore 臼uggest'ioru主J Based on past expe
riences, the more suggestions there ar悍， the more Cαnplete 
the vision of the problem is. When we finaU zed the cho工ce

of the topic, those excluded fopics all contributed posi
tively one way or 「the other. Sαnetimes the chosen topiC 
玄as ac cαnbirn:it主on .. of several. . ones . Regarding time and 
venue.· .o;f 吋1e ne,xt v昀rksbqp, especially "inCiuding the 
week:..end ..、 f .or .. n01; ，瞬間冉的 the lay partic扭曲ts who are 
印iployed in .public offices to express th~~r .. opinion t6 
the secretary of the theologate. 

The nine talks .and four reports publish吋 in this issue 
of our Collectanea are self-explaqatory. For those who 
did no.t attend the workshop these are useful m且terials
to be eonsultecL and for those 105 participants，址1ese
前e efficient reminder, even a new 虹icenti.呃， to lllake 
主urtber discoveries. 

The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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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神學研習會笠體介紹 房志榮

一、本屆神學研習會與過去的十四屆青何不同

首先由演講的次數上一眼可見，過去都是四整天的講習，普遍

有十二篇演講，每天三講，上午二講，下午一講，其餘的時間是小

組討論，全體討論，及綜合報告和討論。這次不然，四天的講習只

有八篇演講（今晚的整體介紹不算在內），每天二講。八次演講

外，有七次小團體聚會，可見本屆神學研習會幾乎給予小團體賽會

再樣的重要性，不亞於大家一起聽專家的演講。

小團體文是怎樣組成的呢？報名參加這次神學研習會的共有一

百零五人：教友三四人，修女六四人，神父七人。一百零五人恰好

可分為七包小型團體，每團五位教友，九位修女，一位神父，合起

來為十五人一圈。小圈編組的原則和目標是： I.每圍有教友、修女

和神父。教友修女主動參與團體的各種活動，神父學習多聽，重現

教友修女們的意見﹔ 2.每人都有自己的團體生活經驗，有的經驗是

正面的，有的是負面的，都可提出來分享、檢討、評估，以對未來

小型教會團體有所借鏡和參考﹔ 3.小團聚會的目標是學習建立和推

動教友（平信徒）的小型教會團體。

十五人一組的七個小團，在七次的小團聚會中要作些什麼呢？

這七次聚會包括今晚的第一次，及以後四天的六次。今晚的各小團

聚會代替了過去各屆研習會的全體同樂晚會，但目的是相同的，就

是各圈圈員彼此認識，確定各國名單中的暫擬的主盾和看起書的人

選，以後四天每團是個固定的小型歡會團體，彼此間的認識和交流

迢來越深，越來越自然流腸。第四天的第七次小團聚會可用來準備



i60 ／持學論集＠／ 1989 夏

當天下午宴始大會作的綜合報告，中闊的五次小團聚會都是為了討

論演講者5年指出的討論題材，或按建立、促進小型教會國體有關的

問題。

江、圍的主席和都書有特殊的任蕩和責任：七位主瘖組成一個主

庸圈，他們每天在早禱之後，要用一封鍾的時間向全體大會報告他

們在小團中所作的體驗，所有的洞見，及值得給大家分辜的種種。

為能作出這樣的報告，並為代表每團有過的真實經驗，主席團（有

時偕向秘書）須於每晚散會前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共同檢討一天的

經過，好能精簡地，切要地，作出每圈駒代表性報替。每天清晨這

樣來自七小國的一刻鐘報告應該是大家所樂意麗的，因為這可鸝為

大會一百多人的脈搏和心聲，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報告來調整每天的

研習進程。

四天的禮儀祈禱也有一半是在小團體中舉行，第一天及第三天

的彌撒及三天的晚禱都是由每一小圍的負責人自己處理會只有每天

的早禱和第二及第四天的彌撒是全體大會－起舉行，這樣表達出大

團體和小團體禮儀的特色和彼此的互相補充末日需要。個人在密室的

祈禱是必要的，本堂的每遇彌撒是一館大團體的參與，研習會中的

每一小國的禮儀研禱經驗，為來日建立小型教會團體是一個有用的

實習和體驗。

二、本屆研習會的主題釋義

福傳大會追臨：去年此時曾在輔大閱過一過的福傳大會。會議

結束前經過全體投票通過的大會宣言是一份珍貴的資料，把我國教

會今後的福傳方向和結神交待的十分清楚有力，值得大家一讀再

讀，並用來作默疇的題材，在天主前為這些理想及崇高的目標祈

求，並哀禱天主聖神不斷光照、領導這個傳福音的大團體。

宣言以外是十二項決議案，把傳福音的各類主體及各方面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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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競劃的相當具體明晰。第一項決議案就是加強教友培育，以從事

福音傳播工作。在許多辦法之中提出的第一個辦法是：「加強與建

立坦負福傳使命的小型教友信仰團體」。然後加以解釋說：「信仰

團體指的是，團員能在共融中分享與檢討信仰生活及傳教鱷驗，一

起新禱、交談、研習聖經及教會文獻，共同分捏福音傳播工作，這

攤位團體承捏起向外傳播福音的使命，在團體中，團員之間互相激

動，以言行活出基督，為基督作證’團員也能繼續不斷地接受培

育、進修，同時這種在信仰中的共融團體亦成了教外人接觸歡會的

支好媒介 j 。

本屆融學研習會是隨著福傳大會，繼續懷著向樣的希望﹔在傳

竭屜音上有所突破。突破的重點便在於小型教會團體的建立及其所

蜜擇的爾傳功能。要為福傳大會追聽這是必須把鐘也可以把鍾的一

點。

大家來議：所以這次演習會的主角不只是演講和組織的人，而

也是來參加的每一個人。深信每人都有深切的願望和足夠的知識和

經驗來分享，來跟大家談談。至於談的方式是參種的，有演講、有

對話、有分享。這種種交流或溝通是人精神生活交往的主要管

道。天主跟我們的關係～啟示和信仰～其實也無非是天人的交談。

當然，談了以後還要去傲。

小型教會團體：本世紀六十年代中頭，先是在巴西，後在拉丁

美洲各地先後成立了很多基督徒基層團體（ BCC ），以補毅神父的

不足。其基本意念是即使沒有神矢，教友們仍能遠合鄰居教友，共

同周天主聖言～聖經～來祈禱、分亭、互相互支持、一起來培養信

仰、傳播信仰。以後激宗保祿六世將「基督徒 J改為「教會 J 而稱
之為「基層教會團體」（ BEC ），因為有些基督徒信聖經，信基督

教主，但不覺需要教會。反之，說「歡會團體 J ，自然說包括對基

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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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台灣和香港天主教內也談了一陣基督徒基層團體，均

遇到台灣某主教的反對，認為「基層」二字有意把主教或單統排斥

於外，這為天主數是不合適的。再者，中國主教們都謙沖為懷，無

人自認是上層，前不屬基層。於是，用「小型 J來代替「基層」二

字較為妥貼。這就是翁們這次用「小型歡會團體」的理的。在整個

說法中只有「團體」二字沒有受到任何非議，表示問題的主要心是團
體，翁們信主，傳福音，不能沒有團體。團體太大，很多作用不能

發揮，因此才需要建立小型團體。

也有人說「小型信仰圖體」也就可以了。意思是不必常把教

會搬出來，另一方面「信仰」二字有很好的內容，指謂這一小群人

聚成一個小團體，不是憑血統，或任何其他本煌的理由，而是因了

一個共同的信仰，也是為了培養這個信仰，傳擂這個信仰。

三九本屆神學研習會的服務隊伍

因為這次研習會人多，性質特別，參加者須主動參與，因此也

增加了眼發人員。過去普遍是十位男女同學，這次均增至十六位：

五位修女，五位修士，六位教友（五位女生，一位男生）。除了總

幹事、秘書、囑務、總務、禮儀、宿舍、錄音各組或各職務外，還

有一位護士以應不時之需。現在讓他們各人出來自我介紹一番。

闊天晚上有一特別團體前來為我們服務，就是台北的盤石基督

生活團二十來人，要給主主們分享他們這個成人的信仰團體如何在困

難中漸漸成熟成大。特別是培育一方面，他們要說出如何研讀聖

麓，好在天主學富的光照和領導下來建立一個信仰的圖髏。

本神學院的邪歸會會院團體在他們的餐廳裡招待兩頓晚餐：第

一天為歡迎，最後一天為歡送。我們感謝在廚房服務的王先生、李

先生夫妻及韻太太。神學院的運堂為兩次的全體彌撒也非常適用，

至於禮堂、各教室的清潔打掃都得歸YJ於林太太及李先生。在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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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背後默默工作的是鄭英善修士，我們特別向他表示謝意。以下是

議員和議題：

主題福傳大會追臨：大家來說小型教會團體

←）本屆神學研習會擊體介紹（包括各小圓形的.......房志榮神父

叫由福傳大會到小型歡會團體﹒．．．．．．．．．．．．．．．．．．．．．．．．．．張春申神父

(2)小型教會團體的成長：步驟、危機、功能．．．．．．．．．詹德隆神父

（四）小型團體如何作神學反省－．．．．．．．．．．．．．．．．．．．．．．．．．．．．．谷寒松神父

同使徒工作與小型歡會團體﹒．．．．．．．．．．．．．．．．．．．．．．．．．．．．．汪德興辦父

悅天主聖言與小型教會團體﹒.......................... ~ ...﹒房志榮神文

（七）靈修生活與小型教會團體﹒．．．．．．．．．．．．．．．．．．．．．．．．．．．．．徐可之神父

(11.）小型教會團體：聖神與聖體............................羅麥緒修女

b＇＂） 聖事、舉儀與小型教會團體...........................﹒胡國禎神父

以下是裁們這幾天（適一到過五）的作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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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寺之一：主席團廟會

日期：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八時四十五分

地點：耶師會音樂室

第一組﹔所有分工沒問題

第二組﹔推選徐培芳修女為副主席

第三組：提供參考書《基督徒小型信仰團體》 汪德明神欠著

第四組：大家互推工作，基本上本組沒太大問題

第五組：新主席黃連生先生

第六組﹔新主席朱妙雪修女。因為主席段有來，群龍無首，所

以彼此推了半天才推出新主席。

第七組：希望每次討論由不同的人主持討論

房神文﹔

請各小組主席寅貴主席團時的。

朱妙語修女﹔

提議塊土主席與秘書一起永，共十四人參與主席團來舍，使這

兒也成為一個真正小團體。

孫鳴先生：

＠神父在缸中是組頁，還是神師？

＠有人常缺席，怎麼l辦？

房神父：

＠神又特神帥，修女敘述L能做的自己斂，本一定要請神文傲。

＠人少有人少的好處，實在求得己，司已在就司已在。儘量鼓勵大

家：！；席即可。但要接受別人的缺席。

房事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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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應報告：＠今後各小組作法＠各主且特色＠主席個人介紹。

房神文本作主席聞主席，只作主席團交通警察。

梁桂雲女士：

主席團綜合報告由誰做？是房神父嗎？

孫鳴先生：

絕本能司之找房神父，因為要尊重神文．．．．．．

梁接雲女士：

司已一定要我神父，每天一個主席作綜合報告比較好。

房神父：

這是很好的意見。

施麗蘭修女：
拉心明天、復天（星期二、三）演講後，小組討論如何進行？

方向如何？

房神父：
示，瓜、拉心，是告到橋頭自然董。

施麗蘭修女：

我以為需要拉心，例如去年福傳大會沒有給清楚討論方向，使

得方向大亂。可此要求組員對演講一定要提出問題以備討論。

房神父﹔

主席吳鈍仲能緒，面對本同情形要能懂得應變。

朱妙雪修女：

房神父明天應報告：＠主席國之意義、運作＠各小組主動發掘

間建＠神父在小組之角色。



要良苦之二、主席團時間

日期：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四日（星期三）

時間：八時三十分至八時四十五分（上午）

地點：神學院內禮堂

房神父﹔

（！）神文本需要做每一件事。

＠聽演講哼，但員要留心糙，以發拔閻題，以備t蚓、‘組申討論

第一組﹔主席施麗蘭﹔

本組有各階層的人，顧在這幾天分享福傳目標，每一組員都非

常主動，沒布才真辭。

第二組：主席梁桂雲：

本組之分享很毒草切，每一個人都帶了很多寶識永。很喜歡第一

組之分工合作，本紅也顧安全贅。

第三組：主席孫鳴：

我們本主旦已是一個真正的小型團體，彼此雖有很多差異，但都

顯努力達成共融。

第四組：主席林麗于：

本主旦大家都積接參典。本經有一是神父，但自稱f吳牟音，要向

大家學習，給本主且很多激勵。

第五組：主席黃遴生﹔

本組問道皆很熱情。只是推選主席時太民主了，所以花的時閥

比較多，分..LI!寺大家都很樂意，大家覺得在生活崗位，上有許多缺

乏，希望永此挖寶。

第六組：主庸朱妙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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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組頁本要把重點放在教友身止，但因有些因難，所以由

本人當主席，在還孝通程中，每一個人都學到自己的為色該如何扮

演。

第七姐：主席趙榮珠：

分享特大家有很多話講，以致覺得特綺求鈞。

房神父：

每一個人要有信心，除了永花寶，也要把自己的寶貝拿出承，

與別人分享。



由福？專大會到小皇之孝文會團體張春申

間U 盲

神學研討會中，我原來講的是望自是「由福傳大會看小型教會團

體」，本文改掉了一個字，「看」成了「到」。在研討會中，事實

上我幾乎把福傳大會之後曾經發表過的一篇演講稱作整理，文重覆

了一次。而那篇題名為「福傳大會之後的問題，及未來的方向」，

已由譚璧輝修女寫出，刊登在七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教友生活

周刊」第一版上，換上一個新的題目，說看並無不妥。為了表瞬這

是經過整理，在七十八年的神學研討會上講的，我特在譚修女的原

文之後寫「跋 J 。以下是原文，除了把「小型信仰團體」寫作「小

型教會團體 j 之外，別無更改。

福傳大會閉幕，人人可拿到的具體資料使是福傳大會的宣言，

十二項提案的決議，以及與上述二者有密切關係的中國主教團牧

函。目前有些教友團體或個別教友已提出問題，自IJj福傳之後，我或

我們能具體的做什麼？經過四年的籌備及一邊的會議，即使沒有參

加大會的兄弟姊妹，都會很自然的提出這類的問題，但是從可獲得屯

的資料上，並無法立刻答覆他們所提出的具體問題。

為了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由三方面來解釋。首先是蝠，傳
大會目標的演變﹔其次是福傳大會的問題不易回答的理由﹔第三是

福傳大會之後應有的方向。

（一）福傳大會名稱及目標的改變

一、首先談話夫會名稱及目標的變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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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此大會稱為傳教大會，是由狄剛總主教提出，經過主教

團、男、女修會的同意及支持之後，決定召開「傳教大會」。但在

民國七十三年春節的主教屋i牧函中便提到將召開已經改名的「至全國

福音傳據工作策劃會議 j ＇簡稱為福傳大會。由於名稱的改變，目

標也隨之有所變，因此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八日台北總數這賀線主

設在靈驗座談會上亦稱福傳夫會為「福傳運動」，在兩一篇講詞中

文稱「福傳大會運動 J o 此後在正式召由大會之前，大會名稱文改

為 f 中國天主教福音傳播大會」。

二、名稱改變是否意謂真目標的改變

最初提出的「傳教大會 J 是台灣教會在精神上的革新，亦可說

是一種革新運動，使教會再度充滿活力，共同負責努力傳教。在自

我革新的過程中，我們最後自然知道要做什麼，當時已提出一句名

言，部是：過程重於會議。此後在主教團與男女修會聯合會共同發

表的文件中，已指明召開「福傳大會 J ，其目標是開創中國教會的

新形象，加強教友的意識，聖職人員及修會會士要度徹底的奉獻生

活，向天主聖神開放，可見目標是革新？雖然有幾項共同要做的工

作是不兔的。

名稱自「傳教大會 j 改變為「福音傳播工作策劃會議 j 之後，

其目標也改為「研究尋找我國未來應走的方向，選擇今後傳福音應

有的優先，並制定今後牧靈工作的計劃 J （參閱民國七十三年二月

二日主教團牧函），由此可看出大會的目標已由精神革新進入工作

策劃’ 2日是由「選動 j 已進入「策略 J 上。至於大家是否意識到由

於名稱的改變，使得目標也有所改變，依我的看法，似乎未必如

此。

於是在四年的籌備工作中一方面還注意穹神革新，即是強調祈

禱，及以後再加上的補區﹔一方面強調策囂， EJU 研讀教友傳教法

令、教會牧職憲章，以及每人接照自己的身份研讀不同的梵二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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巔，例如修會革新法令、主教識務法令、司鐸生活法令等，然後要

求台灣教會中各個團體向籌備會提出建議，最後將這許多建議整

理、歸類而成為十二項提案。

而籌備過程中，一個曾被提出，但叉被忽略的名詞，部是「優

先 J o 民國七十六年主教團牧函中提到「十二重要優先提案 J ，但

也由此可惹出所謂的「優先」已經出現了一些困難（因為 f優先 J

不能有很多個），去年（民國七十六年十月）男、女修會會長代表

向籌備單位建議，在未來大會中除了研究十二項提察之外，還要討

論教會的形象，教會在傳福音時的態度及未來的方向，從這個建議

上，多少可以看出叉回到最初「傳教大會」所提出的目標革新。

總之，在四年的籌儷過程中，大會的目標已有了改變，最後的

目標－jJ面有精神革新﹔一方面也具有策劃﹔這是在無意識中制訂

出來的。

三、福傳大會六天的過程

除每天固定的祈禱及感恩祭之外，大會最重要的部份是討論，

討論文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討論教會的形象、態度、方向，其方

式是先有一投引言，隨後是小組討論及報告﹔其次是各組根線十二

項提案，討論具體可行之辦法﹔最後為大會宣言。此宣言是縣六天

會知所討論的重要課題及四年籌備的經過總括為一篇文章，其內容

包括精神的革新及日後的工作方針。

從消極方面來看大會目標並不很清楚，但由積極方面來看，我

們還是相信天主擎神在過去四年的籌備過程中及在六天的會湖里，

不斷的引導我們的教會，藉著籌備過程、討論、分享，得到具體的

結果：宜言、十二提案的決議集、牧函，以及在不少人身上的革

新。

（二）福傳大會之後的問題及不易回答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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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傳大會閉幕後，教會內普遍的現象似乎是整裝待發，只要號

令一出，使願探取行動。但是為什麼醒過四年籌備及六天會議的福

傳大會，部無法很明確提出整個教會能看的主主體行動？其主要理由

是大會目標在四年中有上述的種種變化，使得整個教會無論在精神

革新上，或工作策劃上，師未能兼顧，也未能在某一方面徹底做

到。而最重要的是在福傳大會上，未能提出何者為「優先」，因

此，許多團體及熱心教友所提出的「大會之後我們該做什麼？ J 的

問題，只憑一篇大會宣言及十三提笑的決議以及一封牧函是很難獲

得答案的。

（司福傳大會之後應有的方向

雖然福傳大會未能盡善盡美，但是我們要以積極態度繼續福傳

大會。我研指的並不是拉照大會宣言及大會決議擬出具體的行動，

而是指籌備四年、會期六天的福傳大會已經到此結束，以後我們如

何做？做些什麼？

我認為我們該做的是立刻建立並推廣小型教會團體，尚未加入

任何團體的教友們立即加入一個團體，已經屬於任何教友或修會團

體的信友一裹在團體中努力把信仰團體的因索實現出來。

小型教會團體是怎樣的團體呢？一方面它是生活的團體，一方

函是傳播福音的團體。一個生活的團體的基本因素，是在成員間彼

此的來往、交談、合作、關懷上體驗到天主聖三的臨在，因此其人

數不能超過卅人。在小型教會團體中構成成員彼此交往的最佳管道

便是讀起，其生活力量的來源是學事，尤其是學體霉事，藉著藝事

便成具體驗到復活基督的臨在。小型教會團體應配合時代訊號而生
活於世入中，尤其生活在有需要的人群中，除了生活之外，小型教

會團體該以宣揚福音為其行動，即是籍著對自己及對所處環揖晶晶忍

誦，注意時代的信號，經過信仰的反省之後，得知天主的要求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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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在如此的經驗中，團體答Z夏天主的要求，這便是宣揚福音的行

動。由此可看出，在教會內傳播福音是多元性，且是多彭今姿的。

在這種意義之下，堂區內的各個團體在共同祈禱及共同分辨
中，體驗到天主對這個國體的要求，並答覆天主在具體時代中對他

們的要求。每一f團團體要加強其信仰生活的一函，在時代信號中分

辨團體的目標， ιt看清楚天主的要求是什塵。同時，堂區中的許多

小鷗體更要聯合起來，互相共融，而不要讓每個團體成為獨立的。

堂區也可以把各小型團體的領袖聚集一起，共同祈禱，互相溝通，

看看大家能為自己的堂區做些什麼，再推而廣之，也可以看看能為

自己的教區做些什慶。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小型教會團體是福傳大會的延續，它在福

傳大會的結束點上起步，因為小型教會團體具有革新生活的一函，

這表示它在不斷的成長、培育，它有選擇工作的一函，這衰示它在

策劃、在行動。如果發們議員的培養並推展小型教會團體，則我們

可以說有期限的福傳大會雖已結束，然而它翔在小型歡會團體中繼

續謹晨，因為小型教會團體的目標與福傳大會實酷的目標是一致

的。胡此，福傳大會十二提案的決議便能成為各個小型團體的工作

指繭，大會宣言亦能發揮鼓勵作用，並能指出未來努力的方向。

我們看到福傳大會的結束點在何處，承認它的價值及意義，我

們也知道福傳大會的宣言、十二提案決議等，並沒有向每位教友或

每個國體提出具體該做的事，但是我們能夠具體的把福傳大會延續

下去，就是加入一個小型蓮波會個體，並在遺團體中把信仰及傳福音

的特質生活出來。

跋

上面的演講，最早是在福傳大會結束之後，七十七年三月十六

日，向台北總數區的修女聯合會發表的。直到這次的神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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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小型教會團盤在台灣各地的討論，不必在此鼓述。但由爾傳大

會到小型教會屬體的脈絡，似乎不知不覺地在朗朗化。

: 綜合默幸之一第二紐瞬旁修女 j

i l 首先感謝神學E事館罐車掉這次講習會，接受我們來給1、 )l}i教會鸝體籌備小組 E

i 所幫幫你J的一切辛苦，我們在土課時都已領受了。 ~ 

i 在這幾天，我們自也非當謝謝服務人員的臨在，多方面的服務，多彩多姿的 E

~ 禮儀都是霞說們非常感動，第二組衷心地向服務人員競賽事 f謝謝 J 。 i 
i Z 本殺非常喜歡這次研習會，增加「小組討論 J 的時悶，在小組內大家彼此 3

i 傲見證，坦誠分字，能體驗到大家來自不同四方，但深深體驗「空谷陶闕，§

善 自閑自謝」也是光榮天主。為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自己的崗位上完成使 E

~ 命不是在蠻的。 ; 

j 建議： i 
I I 我們來參與的人，大部份是在牧蜜工作上微光做臨的，需面對各階層的人， E

i 因此勛章干在辦學研習會也會帶出普世教會的嗨度﹔牧軍人員不能靠這種 E

i 方式的研習會得到科學學術性上最新的資斜﹔可能需要更具體地挖潛世 E

i 性、牧靈性、時代性、社會性的帽度帶出來。使這主題更廣，更深。 ! 
! 4不過既然是神學研習會，感覺到與牧豆塵土的應用是有因雞，包括演講的內 5

齣銜接 難道盤上一一

倒



i寅言弄5J之言寸言命言己主索

演講且一一一由福得大會到

r卜史教會團體

日期：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十時

地點：輔大神學院大禮堂

講者：張春申神父

演講後問題答覆：

余萬德神父：

福傳大會從非常搔首周小型教會團體，究竟什麼是小型教會風

建？又比團體如何成立延續？

答﹔

此團體可用兩句簡單的話求說明：

1.是教會信仰生活繼續本斷地革新典役興。

2.同時 f也是繼織在時代訊號中去尋找天主音意要我們如何向

汁傳福音。

比二點在接芳的演講中會主監續分析發揮，同時也指出如何成立

龜縮下去，由題目永看，前三者題目所講都是在講尋找方面，後面

五個題目，則是在講信仰生活如何提升，雄斌在建智土如此兮，但

都是要將其具體化。

孫鳴先生：

在神文所寫墓基國一文中，指出聶哥經時代教會就是相信基督的

ifJ禮，中古時代是教會黃金時期社會和教會是合而為一的，而現在



176 ／神學論集＠／ 1989 夏

教會面對許多 ::r:;同價值觀的要求，所產生的危機。我們求能以中睡

合而為一的黃金時期為教會的價值觀永實行，而應以是身經時代的永

做為價值或永實行，但現在和新經時代布很多的示同，則在現在的

小型教會圈體和新經時代的小型教會團體會有本肉，所v.A現在約小

型教會團體，在推行到茶一繪段特就會停下永，如現在的私有財產

制度，如何能如何新經時代的共有？如今推行小型基督嵐體應如何

實行？

答：

新經時代的小型教會團體是面對當時與基督精神和理想家合的

外面團體，所以需要有國體戚來互相支持，在固體中互相椎動，今

天我們的時代，緣與新經特代有許多本月，但益求是就本能與福音

配合。教~要將其身份和使命實行出來，需要有更漆的信仰經驗。

今天的小型教會團體和新經時代的小型教會團體會有本悶，但

主要的是才巴基督的精神和捏捏生活出永。

聶哥經時代生活將財產公布，是在祁縣基督升天之後，門徒們用

比1亨、始方式表達，今天的時代，當且在本會有如此方式表達，但他們

的攻恕我們，必須保持，就是說本只是在小型教會團體中分亭，若是

某些其他的人需要，我們還是應該去幫助，所以我們依靠新經所指

出今天的小型教會固體應如何，本能咬文嚼字地去了解。

姜郁背修女：

福傳大會是一確實的運動，吳建立小型教會固體，此固體應是

行動化的，有覺悟的表現，是否可自力救濟，但對神職人員和修會

人員卻有另外的說法。‘

答：

1.在教會中益永說教友司已有色走土街頭自力救濟，但對神誡人員

和修會人員卻有另外的說法。

2.所謂自力救濟，是指在某些環境中本能維持我們的信仰時須



演講i主討論記錄／ 177 

會力救濟，但此本太可能和小型敘會國體有街突或司已令。

趙顯讓先生：

就剛才的演講屑一句話永說我的想法：﹔福傳大會用了四年準

看看，那麼多人一起永「說 J ，只因狄總主教一句要召蹄福傳大會，

這一﹔追捕了，是否福傳大會結求後，就是小型教會圈體要永執行？

答：

可以如此說，但狄主教只是說要召開傳教大會，而求是召關福

博大會這一炮。後永又有人間一她說這是會議性的。當然這一她要

小型教會團體繼續開下去。

林芷修女：

可否已說明你就寄生篇社論所說教會的善會、聖母軍．．．．．．等等，司已

是小型固體。

答：

曾有一起社論寫善會能改變為小型團體嗎？

1.比篇文章很好，但對於善會太狹窄地只用在堂屋中，本夠完

整，比並本合:'.It教法典中所指善舍，因有世界性、教區控手，堂屋性

的本同善舍。

2，其所說善會傾向於只是堂區的工作機構，其實本瓜、耍，善會

也可為培育自己的信仰生活，在法典中也有說明，作者或詩本太清

楚用語，而有如此沒4淆。

張辦欠僧人認為：

有妥善會是相當容易可將小型教會團體實入，而有些並本可，

如三德善會說司已可以。所以晏看此善會的章程是否可變成小型教會

嵩鐘。

房志榮神父：

由土面所說可以了解基基團和善含有其~同。基基迪是生活在

一起，其人數右派，而生活中的交流和作證是比團體所需要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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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善會說司只是如此，其人數1之一定有多少。

3啊啊＠帕……用心…………帥，蝴何向…一……叫師端油1

~ 

( 綜合約之二 : 
一

~ 

i 愛進入雯，生命進入生命。 革; 這是這現在輸入此時此刻此地的一個具體經驗，再提買不過了‘傲的 I 
E 書

~ 主要、很平安。 i i 過去幾天的那種混亂，五棚朦的滋味實實在在很寶貴，值的省的 ; 
吉是：擊倒過程中廿三那份的入太關心如何建立小型信仰問體的方法，而忽略掉 i 
j 人與人之間，人與天主之問繡係的建立就在 這搜 ’ 這個時刻”，每一 ' 

i 個現在，我們如何表達放對人、對天主的那份心。就好像一個實習醫生，把 I 
i 心思放在未來如何成為－ .個專純的權威，劫不重視眼前的將驗。 i 
§ 天主均是時時刻刻與我們向在，陪伴若我們走過這段混亂，昨天房前p欠 i 
~ 和書幸而申豈止的演講if\生活的天主帶給我們，﹔在學蓄和實f擎的小絃討論中，我們 i I 1JT~度的分享，勇敢的開放自說，把問痛苦、最軟弱、最黑暗、深刻 ; 
的經驗與團體分萃，在這些痛苦、軟弱、黑暗、深刻的經驗中有耶穌基督。 i 

i 有一起i分享說：有一個修女參加一次家庭讀經，那次也有一個小孩在虜，問 : 
2 這孩子在讀經中，他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小孩子說是涯，大人們都很詭異， ; 

代閑題和危機？現代人需要純真無瑕的愛，這變只看手ll主耶穌萃督合一，人

才有可能從銷義價值的束縛中被釋放。太多太多我們疑惡的事要回到天主雪

言之中，閑人寫的方式，太靠自己會陪於吾毒感及凶惡。

以下請張艾女就內容跟大家分享。

各人分享其所屬堂區、修會、......對面富傳大會有何回應？狀況？瀉的現 : 

況看小製信仰閻健的必要性。 ! 
特別是在機育教友、共融、平信徒的使命和博代訊號土君的相輔相成的 i

j作：」普通星積極、正菌的反應，從具體的工作經驗直到l迫切候，雖然茁竄到一

些困難，如：怎樣更溶賞？怎樣組織？怎樣推動？但基本土其﹔前提是：已經

草草; 下轉一九四頁 i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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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票台、步驟、危機 J、詹德陸

今天作i比演講，我個人撈演的是催化真的角色。催化員常在團

體中幫助團體的生活及反省﹔鑑於各位在過去都有著相當豐富的信

仰團體生活之經驗，故頤藉此議題催化諸位多年來的體驗，並幫助

各位在團體中所作的反省。

引言

此處所謂的小型教會團體，通常是指一個不超過幾十人，可以 i

在一個普通家庭里聚會的團體。不過，若團員僅有七、八人亦未嘗

不可。

這個小型教會國鐘，臨非家庭，也非一般所謂的本堂﹔它是由

一些個人或家庭所組成，且通常附屬於本堂﹔不過，其成員也可能

來自各個不同的堂區。

它是「人」的團體，同時也是「信仰」的圖艘，因此可以分別

從「人 J的平茵和「信仰 J 的平面上來研究：

一τ從「人 J 的平面看

這樣一個成員不多的小型團體，個定其目標在成為一非形式化

的真實晶體，那麼它該有那些特點？其成長步驟如何？叉，若用

「小國體心理學 j 來分析，於一般情況下，它將有什麼危機或問題

產生？

二毛從「信仰」的平面看

小型歡會國鐘之所以成立，理由之一，乃因其成具有共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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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如此一來，信仰的因素對整個團體的性質、發展和功能有何影

響？有何特殊結果？其與個人或大團體（胡本堂）的信仰生活及福

傳有何差別？對此，我們將叫小型信仰團體的特色、團體中的衝突

和解決之道來加以說明。

此外，對於一個小型的「信仰 J 團體， 2支們無法車就 F團體心
理學 J 來了解，而必須借重其他兩種重要的蓋章考資料：

1.聖經﹔如宗徒大事攝和保祿書倍。

2.我們自身的經驗，亦即基督徒的經驗﹔以及我們在小型信仰

團體中的輕驗。

總而言之，一個小型歡會團體，不管從「人 J 的平面或「信仰J

的平頭來看，在美成長過輯中，必有其特點和功能，如：幫助人獲

得更深的悔改﹔具有向外作證的力量﹔成員問能產生實質的相愛﹔

信仰囡互動而深入人心﹔增加適應社會變遍的能力等。

另外，在團體成長的過程中，首先要意識到的是：我們經常無

法直接觀察它的成長步驟，國就許多小型信仰團體而言，在我們個

人加入之前，它們已經存在了﹔並且，成員的流動性也會影響其成

長。

再者，在文們尚需談談國體成長時，將遭遇的種種危機，如﹔封

閉、僵化、不種定、失掉信仰特色、形成集團性成見，乃至解散

等。

一、一個「人J的團體

村「真實團體J的八個特點

就人的方面而言，不管一個國體是否以信仰為基礎，若為一真

實的團體，將有以下幾個特點，這些特點必須經由大家過去的團體

經驗來誼賞。

1.色容能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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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最大的敵人，是揖斥一些人，或分成小集團。一個真實的

團體，必須有高度的包容力，非但不排斥人，還能接納不同的個

性、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想法。此外，它也能接受不闊的情緒表

達，雖然這點較難，但真正的團體卻有此包容力。

處在這樣的晶體中，儕人不會排斥自己或團體，他不會說：「

我不適合這個團鰻 J 或「這個團體不適合我」。

然而，「不排斥」的原則並非絕對的。有時在不得己的情誼

下，團體也不得不掉斥一個人。這非常可惜，但必須接受這一事

實。

不過，基本上，一個真實團體是極其包容力的，因為任何人皆

有權利作天主的子島。

2.個人投入蜀麓的程度深

初時個人投入團體的意願可能不寓，不過值以待日，個人會投

入並認同此國體，且聽為團體的一切負責﹔最後甚至頤和一些與自

己不同的人共存，以致力團體的發展。

在此真實團體中，團員能夠承認彼此間的差異，進而接受、重

視、珍惜這些差異。往往藉差異所帶來的限度，團員得以超越彼此

間的成見和差異，而獲得更高的相愛的帽度。

3.以共識為團體作決定的依據

面對個別差異或意見不合時，其實團體的成員，非但不識少投

入的意願，且渴望以溝通的方式，探求故此思想差異的原因﹔然後

經過協調，道漸達成共識。他們不喜歡用投票的方式解決問題﹔除

非是很小的時題，為省時起見。他們也不願依靠權威人士，如：輔

導、領袖、主席等來作決定。

4.團體和個人經常作撿討

一個真正的團體具有濃厚的自省氣氛。成員經常自我檢討，有

「不斷皈依」的緝神。聖依納爵「神操」非常強調這點，由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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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用相當多的時間，以信仰的眼光來看他一天的生活。

另外，全體成員也能定期或不定期地檢討圖體的得失。沒有～

倍﹔讀體是完美的，故嘗不斷地省察，以認清真實的情況，否則它就

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攝鐘 9 甚至有解散的可能 c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樹人和團體不斷地作檢討，因而個人耳目撩

自身的缺失，國體也認清其不足之處，如此大家均能保持謙虛的態

度，不致流鈴過度自信，亦較能尊重他人的意見，這樣說大大提高

了團體的創新力 c 比如巨大家願犧牲較長的時間，以達成共識，這

樣較能集思廣益，力求創新。

5.在團體中有安金成

在真實團體內，由於彼此的接納，無人須隱藏自己，人人可自

然地表達自我，甚或痛哭一場。

不過，這需要相當長期的培養和辛苦的努力，然後，一值人才

願意讓別人了解自己的缺點、困難和失敗的經驗，並相信大家會接

納他。因為關到一個團體時，雖然很想放聞自我，無形中部有許多

設防。因此，一個「立即 j 存在的團體是不可能的。

6. 良好的學習環境

因為彼此的寬容、信任與了解，團體分子，漸除去面具，而以

真實的自我至相交往。鐘管有時依然看到彼此的限度，間時卻也看

到更深層的尊嚴﹔儘管也目睹了他人的痛苦，卻也顧讓這痛苦來影

響自己的生活。由此，教們了解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任何一個人都

是破碎和易受傷的。這和社會上一般的團體不間，遲到此團體的

人，均能感受到它真實的一面。

況且，在這新的環鏡里，大家相互學習，以愛和信任作行為上

的基礎，可使自己在待人接物的態度上右進步。

1學會處五更街突

雖然大家在國體中能夠彼此接納、有安全感，也能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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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住宿，不可諱言的，一個真實的團體仍免不了發生衝突。所謂「安

全」的地方，並不是指「役有衝突」，而是擋在解決衝突上，不再

訴諸於彼此的攻擊，或情緒的對立，也不致傷害彼此的感情。

在真正的團體裡，衝突促使大家尋找彼此差異的背景，而得以

更深的溝通、聆聽、了解和尊重對方的優缺點，產生進一步的接

納。因此，國體真正建立後，衝突不難解決﹔怕的是，建立不起來

一個真實的圖傻，使衝突長久存在。

8.領導權分散

在成功的團體中，權威從不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由於領導權的

分缸，使權力慾望強的人能自制，而害聾的人，也不怕表現自己的

能力。因此，人人都能主動參與團體的決策。

目團體成長的四個步驟

1. 「鴿 [tj.體 J ( pseudocommunity ) 

團體初成立時，成員閱彼此都很客套，唯恐發生任何衝突，但

這亦非有意，只國彼此初相識，都不覺有何重大的衝突和不滿。基

本上 9 大家都在i盡量維持表面的和諧，因大家都不知如何面對及解

決衝突。

在這初期階設中，成員闊的談話往往難表遠其個人的真實感

受，所講的話較抽象，如，一個人會說：「離婚是很可怕的事 J ' 

而不說：「我的離婚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 J

這種「理想」的攝體情況不會維持很久，因為它還不算一個團
體。

2. 混亂（ chaos ) 

到了第二階駝，團員闊的個別差異明顯地曇現出來，也彼此都

不願接受對方，使團體陷入混亂狀態。

有人開始想要治療和改變別人。他們是由於善意的，但真正的

動機不是愛，而是希望大家跟自己一樣「正常」﹔也有人希望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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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和治療，使別人屈服於他，以達其支配別人的慾望。然而，別

人街抗拒改變，於是雙方都加倍努力，雙方都譯為別人需受治療﹔

但是，愈治療愈混亂。

在國鐘內部搗亂期間，有人期以建立制度來解決﹔有人則要求

或甚至逼迫主席負更多的「領導 J 責任。侶，這些都不是良好的解

決辦法。

3. 自我空虛

自裁空虛才是解決混亂的有教方法，但卻相當痛苦，國人人必

須放棄一切阻直接溝通的心態，如：

@ 對團體所存的不切實臨的期盼。也許初入團體時，以為大

家都會有共同的看法，可是後來發項事實並非如此。

@ 成見。在還不講識成員時，只憑裘面的認識，就對他們妄

下評論或與i斷。

@ 意識形態。認為只有自己知道正確建立團體的方法。

＠要治療、改變和修正別人。其實真正的動機是因受不了別

人跟自己的「不一樣 j ，或渴墓藉此泣肯定自我。然而事實上，分

擔別人的痛苦 E才是幫助別人的最好方法。

＠要控制別人。這常出自領袖個人的需求，可能是要利用團

體，也可能是害怕自己的失敗。

當團體逐漸耕除這些心理障礙時，就進入了空虛自我的階援。

比如：和某成員相處數日後，對他並無好感﹔然相處數月後，漸對

他過去的成長背景有所了解，於是無形中便接受了他，至此，對他

的成見乃日趨淡薄。艾知：本想改變或治療別人，但發現改變不了
時，於是只好接受飽之所以為他﹔一旦接受了，便慢慢發現其優
點﹔若對方得知自己的優點受到肯定，於是便會逐漸地改善自己的

缺點。因此，希望得到治療的結果是正確的，但並非先要求對方改

變 9 而是要先接受他，亦即先空虛自己，淨化意欲改變他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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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對方改變的可能性更大。文如：團體中有一人健談和風

趣，因而撐得大家對他的高度接納，無形中，他成了團體的領袖。

馬此，他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控制這個團體，這對團體而言是一種威

脅。他必須空虛自己，淡化想控制團體的慾墓，才能使國鐘正常的

發展，到達真正團體的階段。

簡言之，由於自我的空虛，成員能夠開始分享彼此的真我，包

括：失敗、攘攘、悲懼、缺陷、與罪過。並且，也沒有人會立部想

去治療別人。

4其實的團體

至此終於到達「團體」階段，而能較透激地了解前面所說真實

團體的八個特點。在國鐘內，大家出自內心的分享，彼此聆聽的程

度高，能夠重新相處，互相幫助﹔使人感到很平安，而且也有靜默

自省的機會。至此，團體的任務已圓滿達成。

然而，是否能恆久維持此狀態？這是不太可能的。困在一段時

商後，團體文會製造新的混亂，於是文得透過自我空虛，才能躍入

更高層次的真賞團體的境界。

由i比看來，小型團體的生活，比個人生活更難，更不舒服。常

會有人覺得，他在大型團體（如本堂）中，才覺舒服。殊不知，此

舒服的代價是永不成長，飛機會空虛自己。反觀小型團髏，分子間

雖有差臭，卻能促使我們反躬自省，自我悔改﹔其過程雖艱苦，都

較能引我們走入主耶穌在福音中所揭示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因

此，這種團體生活是特別充實、特別具有意義的。

目團體生活的危攤 4、 4 、

1.逃避成長

小型團體有自己的生命和動力，故在成長過程中，遲早都會拉

拉其成長的痛苦。最普遍的逃避方式有四種：

＠逃走（ flight）。強烈地逃避航頓的問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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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罪羔羊」：自己不逃走，卻認為某人有問題，認為如

果他走了，一切便會好轉。

的「偽團體 J ：儘量不看個別差異，避免任何衝突，息。儘童

保持初時的客套，以及彼此間非常接納的假象。

（兩強化組織：處於搗亂階段，卻不肯自我空虛，而卻以制度

化（如：分小組、制定更詳盡的行事曆、選派主席．．．等）來解決問

題。侶，有時這是為逃避更深的問題。

（了）忽視他人的痛苦：也許平時大家相處像快，但一有人發生

真正的問題一一特別是情緒上的痛苦時，卻不顧去體會、去共同承

擔。

@ 打（ fight ）。這一面對方式是直接與對方爭吵。尤其處

於搗亂階段，人人都希望別人改變﹔然而，越努力改變別人，自己

越生氣﹔直到發覺改變不了，乃開始觀察自己內在的動機。此動機

常是要他人服從自己，而非真想幫助別人。

@ f 成對 J ( pairing ）。當自己處在痛苦，或對團體十分

有信心時，乃結合團體中與自己志趣相投的二、三人，彼此欣賞，

成一小集體。由於小集團的產生，常使成員忽略建立團體的要務 9

並因之而阻礙團體的健康成長。

＠依賴領袖。將所有的問題和責任都推給主席、輔導，或長

上：以為建立團體是他們的本分。有些領袖樂於陷入這種誘惑。事

實上，唯右團員自行解決，才能使團體繼續發展。

2.如何促使團體成長？

在故巧的應用上，應特別注意下苑幾點：

＠避免議抽象的話

＠分享個人的生活體驗

＠不必保護自己

＠避免治療或改變別人



＠自我檢討和自我空虛

＠全心聆聽

＠接受痛苦的感受

.3.危機發生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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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會引起團體的危機或衝突的焦點有以下幾種：團體的人

數、國髓的制度（如行事曆的詳盡與否）、權威的所在、包容性、

團體生活中彼此互動的多寡、成員的投入程度、個人的性格、及團

體的儀式等。

上述的零星點中， f 個人的性格」一項，在此演講中未作過多強

調，然而，不可否認的，很多小型團體內較大的問題，皆出於一個

人或某幾個人的心理不平衡所致﹔這種個人內在的承受度，常導致

他精神上的不穩定，也影響了聲個團體的成長。

二、一個「信仰J的團體

對於信仰團體必先有個概念，部它是開放性的，且不管對內、

對外都是開放的。

針對基督徒來講，建立團體的重大目標之一，為傳福音，換言

之，希墓藉著團體的推動，使人認識耶穌基督。然而，現代社會中

的福傳工作，實不能仰頭人數麓來越少的專職傳道人員﹔ 2日之，現

代社會中的各類宣謗、廣告非常多，天主的聖言難以凸顯其特色﹔

而且，現代人不習慣在某處學行定期的聚會，使教會不易傳達訊

息﹔另外，本地社會大多數的年輕人，對宗教信仰漠不關心。因此

便福傳工作，不得不依靠廣大的平信徒，用他們的生活來作見證。

這種見證必須是個人和團體雙向進行，且以行動和修養錯主，

宣譜寫輔。生活見證的時間愈長，愈能引人探索其很頓。倒如，平

信徒可透過職發關係，接觸其他一般人，並以行動為基督作證。特

間一久，那些接觸他的人，無形中想要對他的背景有所了解﹔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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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熟，他便能適時宣講福音，使人容易接受。然而，個人所作的

解釋，會被誤解為由其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或其他信仰外的因素

所致。這時說得仰賴團體所作的見證。因為當人注意到團體中的相

愛、開放、信任、坦誠和祈禱時，就漸會工解，此團體中每位成員

的見證泉…滾，皆來自天主。所以，有活力的小型信仰團體所作的見

譚，力量遠在個人，主土。

除了幅傳‘見謹的身能外，信仰圖體也能協助信支持續及發展

福音精神，維持祈禱生活，以免信仰趨於淡薄。

（→小型信仰團體的特色

這襄所參考的是，宗徒大事錄（二42～47 ﹔因32～35 ﹔五12～

14 ）寰的描寫，旨在說明原始信仰團體「獲得了全民的愛戴﹔上主

天天使那些得紋的人加入會眾 J ﹔此處所說福傳的效果尤為明顯。

羽期的基督徒團體大致有四個特點，可作為各時代信仰團體的

特色。

l，重現壹言

初期教會尚未有新輕時，信友們就在宗徒的領導下，不斷回想

耶穌言行，並以曲作為省察自己目前生活的標準，也作為解決團體

內，或國體對外工作上的問題的準蠅。

同理，現今的小型信仰團體，也迫切需要聖言來指出生活的方

向﹔侶，聖經是揖千年前寫的書，因而不能不對它多加研究。此

外，還鑽空出時間來默想聖言，讓它進入內心深處 σ 所以，在每日

彌撒中讀經峙，個人內心對聖言的期待，是相當重要的一點。

總之，任何一個信仰團體必頭重損嬰言，亦即聆聽、默想、研

究和分享聖言：且必主要以蜜言來光照生活。

2.共享

根接「宗徒大事錄」里的記載，初蚵教會中有些信友把房子賣

了，以便和團體中的其他人分享他們的所得。然而事實上，大部分



小型敘會固體的成長／ 189 

的信友，的保﹔有他們自己的房屋，而歡迎圈友過來聚餐。於每遇一

次的聚會裹，物資生活有裕餘的人，會將多出的生活必讀品，分給

團體中需要幫助的人。這樣一來，信仰上的統一逐漸表現在物質的

分享上，換言之，物質生活上的團結和慷慨捐贈的精神，足以誼賓

內在的強烈動機和信仰的力量。

這種物質上的共享，在今日而言，說明了我們對社會正義的渴

求﹔藉著外在的分享行動，可讓這種渴求具體化。

3. r 學餅 J

初期小團體，每過一次在信友家中聚餐。聚餐時，除了上述的

「共享」外，還舉行一種原始的感恩禮〈郎今天的彌撒），以紀念

耶師的最後晚餐。這當中，最重要的時刻是「擎餅 J ，因為經由這

一行動，團員們彼此認識，也了解他們是以主耶穌為中心而來聚會

的，而她正與他們同在。這就是「耶穌復活」的真義﹔因著「擎餅J

的儀式，使耶穌靈活在他們中間。

4祈禱

初期小團體常聚在一起祈禱。有時，他們一周到耶路撒冷的墓

般讚頌、感謝主﹔不過，當他們要作決定，或解決問題或衝突時，

他們就在信友家中聚會，並旦祈禱，讓聖神處在他們身上，作出最

佳的抉擇。

上面所提初期基督徒團體的特色一積極聆驢天主的聖言、共享

生活的必需品、圓鸝耶穌蜜髏聚餐、經常作團體祈禱一在今日的彌

撒中大致都保留了，如：聖道禮儀、聖體禮儀、感恩輕，以及奉

獻、祈禱等皆是。故這些特點也是現在小型信仰國髓的特色。

可是，重要的是，我們是否以同等心態來參與。因為如果不注

意，這些特點便會一一喪失，而流於形式化，如：機蛾式地，念艦、

被動地墓彌撒〈包括蜜道禮儀和聖體禮儀），或象徵性地奉獻一點

東函．．．等。



100 ／神學論學＠／ 1989 夏

‘對於這些特色，在小團體的分享啦，必須從積極面來看，亦

郎，在過去所參與的信仰團體中，是否會發現嬰言的力畫畫？是否自

己會把物質上的或館辦上的東西，和他人分享？是否會章寫自體驗到

耶穌的臨在？以及是否會在祈罵中作過痛苦的決定？

所以，我們更須清斃了解：真正的聖言分享，能打動人心﹔物

質上的共萃，能破晨全社會階級的成見，及不正義的社會問題﹔「學

餅j 能使人，走出怨恨，靈新和好﹔面虔誠的新禱，更能消除入內在

很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思想。

口信仰團體中的禽突及其解決走道

三頁知信仰國體也是個問題叢生的團體，因它是由「人」，由「

罪人」所形成的團體﹔然而，這些問題和衝突適足考驗一個國鍾的

信仰。

以下所鼓述的，出現於「宗徒大事錯 J和「保祿書信 j 里的團

體，它們也不免有問疆和衝突的產生﹔不過，最後都得到合理的解

決。

. 1. 耶路撒冷的教會（家徒六 1 ～ 6 ) 

如果翻樹宗徒大事錄一第六章第一節和第六師，我們會看到此

二節所描寫的，都在說明這個團體如何發展，參加的人數如何增加

等。然而，若看看當中的幾節（ 2 ～ 5 節〉，就會發現，此團體雖

有其福傳的劫殼，卻經常遭到內部的間題。

原來，這個耶路撒冷的團體是個全為猶太人的團體，不過他們

使用兩種語音：土生土長的耶路撒冷居民用希伯來語（即阿拉美

語）﹔而外地出生卻定居於耶路撒冷的居民用希臘語。兩者因背景

上的差異，觀念不盡相同﹔前者較保守，且為數較多﹔後者接

觸的文化較廣，思想較捕放，倒甜，他們雖在基本上也尊重猶太傳

統，但在細節土（如，學毆禮儀）則求改變﹔誠希臘語的人是這團

體中的「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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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文化、社會背景、語言及觀念上的差異，團體中不斷

發生問題和衝突。比如，這初期的教會團體雖重觀物質上的分享，

且也確實彼此幫助，但仍有一些說希臘語的窮人，未受到團體的照

顧，因而怨聲四起，使團體不得不尋求解決之道。

於是，在宗徒的領導下，他們聚會研究此一間題。宗徒認為，

不能為了解決貧窮方面的社會問題，而停止宣講福音。可是，無可

諱言的，社會工作仍是一項要務，於是他們決定分工合作，提拔七

位說希蘊語的問道來推動社會工作。另一方面，亦不可因福傳工作

和社會工作而放棄新禱。因此，他們除了肯定向外傳播藝言的重要

性，及重新肯定了「共享」（社會正義）的優先位外，同時也確定

了祈禱的地位。

所以，一個信仰團體免不了衝突的產生，不過它必須經由團員

自己來解決，因為在面對和處理的過程中，會促使團體自我檢討、

不斷悔改和成長。最後乃重新肯定以信仰靄中心的價值觀念。

2.格林多的教會一「共結合於基督的種血 J （格前十16)

格林多的建立會也是個問題繁多的團體。

格林多是個擁有五十萬人口的聞自築港口，襄面往著形形色色，

各種不同背景的人﹔其中三分之二是釵隸階級的人。保祿曾在此宣

講了的一年半之久，旦培養了一個小型的信仰團體。保錄自己和格

林多的信友們一樣，都是在那紙復活後，才真正認識她的﹔為此，

他們每個禮拜都在信友家中聚會，以慶祝主的復活。但這個小團體

的內部卻問題叢生，諸如﹔但人的道德問題、教友的信仰動搖﹔另

外，團體本身因受了不同吹者的影響，問聞始分黨分涯。還有，聚

會時，彼此分辜的意顧不高，無法互相體恤和觀壤，社會地位較高

的信友，因為早下班，於是先行吃了帶來要與窮入分享的單富食

物，而那些晚下班的工人和扭隸身份的信友邦吃不飽。

針對這些問題，保祿提出了團體的最深基礎一部嬰體聖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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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所學闊的餅，豈不是共結合於基會的身體嗎？．．．那i祝福

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 J （格前十16 ）。換句話說，

保祿看出了團體的「亂 J 、「分散 J 和「低，瀨 J 乃是由於社會背

景、文化因素，及信仰上的不一致所致，自此，他文說：「我們雖

多 j ( 17節），但「因為餅只是一個 J .翁們因此「只是一個身

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 J 保祿在格林多前書十七章17

至3丑節中，繼續發揮這個思想，並說明軍體霉事與矗體有密切的關

係。

< i此外，保祿能坦然接受信仰圖體不完美的事簣，而找尋折衷的

解決辦法。他要信友們說法超越阻隔他們的「吃 J 的問題﹔可是後

來他文說明，若真的無法和諧聚餐，那麼只能各自先在家中吃飽，

而後再行聖餐禮。（我們現在不正是先在家里吃完飯後再墓彌撒，

或華完彌撒後再回家吃飯嗎？）當然，保碌並不希望如此，因為，

主的身體是該使我們在各方面都合而為一的。

3.安提約基雅的教會

保祿加入的第一個團體，是這個靠近餃剎車的教會。於此，他

會度過一段非常和諧美好的團體生活，即在此處的人，不論是希臘

人或猶太人，都能超越語言上的差異、飲食習慣的不悶，和信仰上

的不一致等困難，而在一塊聚餐←共結合於基督的聖體娶血。可是

後來從耶路撒冷來了一些人，使這個團體無法一起聚餐﹔雖然間是

耶傲的華餐，卻分成猶太和希臘兩個團體。甚至連當初繪養保祿的

巴爾納伯（後來教尊為聖人），也傾向從耶路撒冷來的那些人，而

不再與保祿共同聚餐。

對保祿而言，這是圖值中的童大缺憾，然而他不得不接受此分

裂的事實。這些從耶路撒冷來的保守派，的確深深地傷害了保祿的

感情和期盼，也使他在信仰上受挫，不過，他後來卻積極維持另一

層面的團結：他為耶路撒冷教會中的窮人到處募捐，彼得l施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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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能在聞聲讚美天主時，得到一種團結、一種共融。

目前，各地的教會雖然還不能一起聚餐，但藉此愛德的工作，

都可以感謝天主並彼此代禱（參閱格後九11～15 ），而為車終有一

天能在一起舉行學餐感恩禮。

結論

我們必須從多函來了解小型的教會團體，特別是從「人」的平

面和「信仰 J 的平回來看。一方面，我們要努力使這「人 j 的圖體

成為更好的 4 頁真實的團體，而有助於它作為一個「信仰」的團

體﹔另一方面，要使小型的信仰團體發揮其身龍，而予人以深刻的

影響，﹔但要特別注意的是，不能讓它的特色流於形式化，而失去其

原有的良好王若能。

主要參考書

Peck, M. Scott. The Different Drum. Community Making 

and Pea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Gouτgues, Michel. "Mission et C{ommu口aut;: 吾. Actes des 

A pot主es 1-12." Cahiers Evangile #60 (1987). 

Quesn泣， Michel. ’，Les 岳pitres aux Corinthiens. ＂玉皇主立

巨型巨土豆＃22 (1977). 

Kl.auck, H.-J. ”Eucharist and Church Community in Paul ’, 
Theological Studies 35 (1988): 19-24. 

Perrot, Charle日，＂L ’ Eucharistie clans le Nouveau Testa

ment." La Maison-Dieu, No 137 (1979): 10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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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已經運作、已有請書蟹的行動，平信徒、修女、神文都有相稱的行動、， I 
才能進一步探討小型信仰團憊的種種，急切希望建立小型信仰團體。 ! 
可惜仍有人抗拒篇傳大會給予的提案，使得愛區星現死2藍、沒有活力， 量

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和更積極地疏通，使其意散到時代改變、教會也在改

簣，激起共論。不過，已經在著手進行的常繼續更鐵飯地進行，藉若要大的

活力引起抗拒者的反省，也就是護已朝~草努力的去帶動，不必急於治療抗

拒者，數整個教會蠢可能在接納、照顧的狀況中謹向成熟，如悶詹神生E分析

團體成長的步驗，從“混亂”到“空道”到這真實的團體，充滿平安，每個

獨體如同小型信仰團體中的僧人，出自內心深處的分亭，彼此聆聽，有靜默

的時間，雖然沒有人（一個團體）來治療別的人（團體），但真實的治療和

緣故去B發生。

此外，也應避免矯徑通正，教友、神笑、修女、主教．．．．．．等都是天主子

民，是團體的成員，在角色功能上可參考“真實的團體”的特點第八點一－ i 
領導權分散一一使總力懇~強烈的人能控制自己，使害羞的人不再怕衰務他‘

們的能力，大家都能主動參與。

小型信仰團體要吸故宗徒時代小型歡會分享的精神，現代是物質軍於精

神生活的時代，人們在生活中遇到困草里是精神上的窗乏。所以，在E量將中迫

切需要生命的分亭，尤其是與基督相遇的體驗。



眾告之，三：主席團開會

自期：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四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八時五十五分

地點：耶穌會音樂室

房神父：

今天早主本銬，詹神父之詮釋f良好，今天下午討論得如何？

第七組：
大家對小型風建認識家多，大家希望把信仰答實在生活中，俊

生活信仰化。大家對小型鹿體但無切身體驗，故只是也許享成受，也

缺乏總結，對演講內容討論得本夠清楚。每個人似又說個人體驗發

言，為少說今天所論之小型團體貼切地談，大家也~視現在之團體

為小型國麓，只視為學習之地方。

第六組：

本主dt詹神51:..fJf 言，給予很深之肯定。很多人都走過他所云的

一步一步的路程。張神父所言分享較少，開始時大家做手狐~位演

講內容，覺得演講之內容與實際有距離。大部份人只分草玉作土之

經驗。于長神父已捉到今天教會已布小型固體之失議， 1晉神父史對於

團體應如何組成，怎樣開始寫了一些分析，但大家對具體應如何著

手仍覺惶恐。

房神父：

大家普逅相乎都是很義，皂，想品，道具體該如何傲，小型團體有

兩面，一是精神才曲，這方面本像科技馬上可應用，它會在生活

中，慢慢出永，只有真正消化了，具體該如何斂，使本周靠別人，

只有依靠天主。有精神之內容，甸下為主之創造，自己給自己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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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司亡姜伯緒，司已必希望每一步均成功，要緊的是每一個人向前

走，要宿街信，只要大家廠章，天主在我們當中。我們中國人好

亭，顯意學一套淘去且是著傲，這是~脅的 9 我們在這兒每個人的背

景都求悶，本能要求別人告訴你該具體如何傲， ~J壺，瘡，持父講的已

鈞具體，如果這覺得他的演講太理論，那麼，也不是，該如何做了！

大家本能依樣畫葫逞，委會已消化了，才能夠變通。

第／＼組﹔

大家做＇$＇覺得困難，例如人少，大家部忙，但本組神文本一個

提程，人少沒問題，只要有兩三個人，真正相愛地聚在一起，即是

一個好的圈程。

第五組：

小紐約成員，大家都比較沉默，有一半人喜歡說話，有一半人

~說話，所以很難進入狀況，有些人純粹是永花寶，有少部份人對

於小型團體克竟是怎樣看IS~清楚，所以常v－＜.%見有之獨鐘作討論之依

據和模式，大家都很想知道小型固體是由誰領導。

第四組﹔

大家分享聽演講之心得 9 每一在皆發言， f旦有時發言內容示完
企針對演講，大家似仍覺得福傳只有土層聽過，其他人都很陌生帶

大家也混了一些福傳後具體行動之個索加此撿討。

第三組：

討論氯氣很好，大家高高興興地發言是本經之狀況。

許詩莉修女：

還有人在等著挖寶，沒有清楚意識我們本身已是一個小周嫂，

但在今天討論後大家已布一些共識。

第二組：

布一些外人進入本是且，民此大家有些意見，這些人家能參與金

部討論，會影響團體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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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討論小固體是否應接受無信仰者進入？那三個「外人 J

中，有人覺得被要求，司已夠被愛，坦誠地說出後，引起固體對此事

之討論。

本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有主義覺就垣誠地說虫，但彼此本清

楚自己與團體之關于系，狀況類椒演講中所說之「混亂期」。大家對

此狀況均有所反街，覺得很高興。

第一組：

由主席擬定討論題目，大家討論，福傳之後我們是否有所改

變？寫的本堂是一批掠，有的則達棺傳是什麼都家和，大家似本知

所謂小型國體是什麼？本主且似亦從「客氣期 J 到「混亂期 J ，今天

演講已捉到，大家並求拉心「混亂期 J 0 本經神父說他未帶身份

永，又以教友身份發言、參與。他也提到台灣教會團體成似乎家

鉤，各搞各的。我們混到許多詹神文提到的小團體之偈難。大家發

現就寫的函體幾乎都求符合理忽小型團體的樣子，於是有些慌，而

覺得需要再採詩。本但也出現家在乎量而在乎實之思恕，只要有一

個人在，團體就在。

房ifv中父：

聽了毛紐約報告，有積極也有消雄的地方，但總在成長中，有

對立、有混亂戶是很好之現象。

現在安排明天主席團時時，希望撮妥地將今天的成果丞現a出

永，例如：到底小型固體是什麼？是否集合冬小組討論之因素而將

之報告出永？有入將小函授看得很義雄，我覺得也許求援雜，只要

是有信仰的人聚在一起， Jl.A細胞的方式成為一小團體，“天主的愛

為聯繫力量即可。

另外之問題，如組織小型團體是否需要神父？大家太依賴神

文，怡會己走會犯錯。小型嵐盤是信徒自己的團體，可以打破堂

屋，本，』含有神父。小型商體的作詮性能夠很強，因神父作證別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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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你是吃這行飯的，所以沒什麼 7家起，但小型團體，教友由本

間的背景永，大家如何能招來？就是由於同一個信仰，這樣的見證

力量就很大了。小型固體最好本要有神父，像我現在話說太多了。

第六組：

明天可能也應該點出大家本應再等著花寶。

綜合要良苦之三 第四組 i

一、固體氣氛 、 dζ

l 禮儀部份：

蠻深入，幾位安排禮儀的兄弟姐妹，皆能親當時的情況（如開會睹的不協

認）而融入在禮儀中，而慢慢排解這樣的緊張不合。

Z閉會部份：

關閉始時說們皆較無法捉住主題去分享討論，常有議程上混亂的情況發

生，但很不錯的是，故們藉了一次吃飯的機會，彼此溝通，也做了更多的認

識，所以最後二、三次的開會似乎越來越有捨不得結束的感覺。; 當一……一二、討翰內容

第一天：分享

＠福傳大會後的迴響。

＠需要更清楚了解小型信仰團體的意義及模式。

＠每人對小型信仰翱嫂的一個共識﹔台灣目前只需要成立且積極

的成立。

第二天：＠小型信仰團體在台灣成立之困境與情況。

®~何在自己所處之環境中具體建立小型信仰面飽。

第三天：二次特討論「如何把聖經應用在小型信仰團鰻 j ，先是用房神父 一

的~－til 傲「實習」。 i 

L啥.. 如.. 下接三四四頁 I 
•••9軌”.. ” .... @ .. 峙輛輛輛曲曲”曲軸.. 曲”輛轎輯”曲”輔＠... 恤輛“ffa＊＂＊”.. 神神偽.. 



／！、史教會團體如何做神學反省
谷寒松

本屆研習會是在了解小型教會團體，并尋找其在生活中的使

命。本次議題的重點則是發揮小型教會團體在信仰方面的思想工

作。九倡議題中，除第一個議題是房志榮神父的入門介紹之外，其

餘八個議題是小型教會團體的八個層面。其中第二、三、六、七、

八、九議題是較注重小型教會團體向內之誼日，而第四、五議題則

是較注重小型教會團體向外關懷社會之面目﹔此二者是一個活生生

的小型教會團體不可分的兩頭，一是內在生活面，一是向外傳福音

及使命感。

ft們常問：「形成小型設會團體的要素是什麼？」其實，制度

性的標準不是最重要的，無論那裡有幾個人，雖不屬一個固定的團

體或善會，只要他們意識到社會的需要，而在一起聆聽天主的話，

彼此分享，共同分辨應做什麼，就形成一個小型教會團體。主主們不

必急於為小型教會團體訂出制度性的標準’茵為內在的攝神、思

葾、關懷是更重要的，比堂區、教區或善會的制度性標準更重要。

如今教會也是重識封這一點，誰為需要教友們一起來溝通、思考週遭

的問題。

下面要說明小型教會團體在信仰方面的思想工作應如何進行。

說我們所能考慮到和教會文件中所提示的，綜合起來，指出小型歡

會團體的神學反省是什麼。以下分成四個步驟來答覆這問題﹔

一、廣義的「神學反省」。

二、狹義的「神學反省 J 。

三、狹義的「神學反省」有何要案？

四、狹義的「融學反省 J發闊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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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義的「神學反省」

1.教友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多少作著信仰反省？

每一位會思考的基餐徒在日常生活中多少作著信仰反省，將所

體驗到的事，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在梵二文獻，教友傳教法令第4

蹺，第三設中說：「只有在信德光照下，只有默思上主的言語才能

夠時時處處認識天主，『國為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祂內』

（苦苦十七28 ），才能夠在一切聽過中，尋求她的旨意，在每個人身

上看到基督 無論這人，是近人或外人一，才能夠正確飼別現世事物

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對人終磁目標的意義和價值。」如果有教

、友如此作信仰反省，廣義地說，他就是在作「神學反省 J 。另外在

第29號，第六段中說：「堉育傳教工作不能僅止於理論的書fl 練，

而應按照順序漸近方式，明智地從培育工作之始使學習，一切都在

信仰光照下去觀察、去割斷、去實行﹔以行動來成己成人，主日品進

而積極地為教會服務。 J

亞洲主教團聯盟（ FABC ）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一廿五

日，在日本東京前召開第四屆大會中聲明：「在一切境況中，整個

教會說召PJ.I.度一個和別的基督徒、別的宗教以及一切不同社團的成

員交談的生活。由於教友們的生活更直接 w 且每日和不同信仰的人

們接觸，所以他們更被召IUj.度此種交談的生活，特別在關於影響這

社會的共問問題上。 J

先說一個故事：在美國有一個母親和八歲的女兒，上全車坐在

司機後面，女兒讀現司機是一個黑人，由於是她第一次見到黑人，

覺得非常驚訝，就間母親說： f 世界上怎瘦會有與我們顏色不同的

黑人呢？ J 母親一時覺得很難回答，因為怕傷害穹嚨。但是母親作

了一個神學反省，就對女兒說﹔﹝在們去百貨公司買衣服，若都買

一樣顏色的衣服，妳喜不喜歡？」女兒答說：「不喜歡！ J 母親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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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如果外面的草坪上，全部都是百合花，妳喜不喜歡？ J 女兒

答說：「不喜歡！裁希望還有玫瑰花、紫羅蘭．．．等等。 J 母親遂給

女兒解釋：「如果天主進人都是一種顏色，不是太單調嗎？所以天

主造了許多顏色的人，有黑人、有缸人、有資人．．．．．．，但每種顏色

的人天主都喜歡。」女兒於是懂了為什麼有黑人。到家時，他們準

﹔有付錢下車時，司機告訴這位母親：「不用付錢了，我非常感謝

妳﹔因為我從小就聽說我們黑人是說神蔚詛咒的，現在才知道我應

該如何告訴我的故子和載的親戚。非常感，謝您！」這是﹜個很好的

信仰或融學反省的例于。

2個人或團體作分辨神類（ spiritual discernment ）或

尋找天主旨意（ search for the will of God ）的努j]:

我們在生活中有時作避靜，尋找天主旨意，分辨神顫，默想耶

穌的奧蹟。有時為革新生活而聞生活的意義是什座。這類和信仰有

闋的反省裁是神學反省。

京徒大事錄第十五章，第 1 ～35筒，描述宗徒在耶路撒冷召開

會議＠。保險和巴爾納伯第一次出去宣揚福音時，面對一件猶太人

未曾想到的事，就是外邦人如何成為天主的子民？在猶太人的想像

中雅威是猶太人的神﹔外邦人若不受割損，遵守梅瑟法律，就不能
得赦。保祿不同意這種說法，就和巴爾納伯上耶路撒冷商討此事。

路加在此有很精謬的描寫，他憑事神的默感，用高妙的筆法，綜合

他們的熱烈辯論。他們分辨神巔，尋找天主旨意，探究天主畢神是

在封閉的猶太人中，或是在激烈的、圖放的保祿身上說話？保祿

說：按我的經驗，聖神不只顯示在猶太人的生活方式中﹔外邦人不

必鼓照我們的法律，而可按照他們的方式生活。宗徒們在此一起作

神學反省：耶穌的精神究竟是什麼？耶飯要他們做什獲？捕歸自己

又如何做？放們若跟隨耶穌，而把耶酥的精神限制在猶太人的方

式，說們真是跟隨耶穌基督的人嗎？在神學反省後，他們很肯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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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跟隨耶穌基督的人，應﹔在開放中跟隨她。

普世歡會、地方教會、教區、堂鼠、修會和大小團體，多多少

少也召開這攘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中，事實上，也作不少的神學互

信仰反省。

3神學：單術性的反省。

從關始以來教會就一步一步地發展他的「神學 J 0 

「神學」是什麼？ r 神學 J 是：. 以啟示及信仰為出發點，. 以投恩歷史中的三位一體的天主（天地入合一）為對象，
. 學術性，. 有自己方法的學問。
「融學 J 在學術界中的特色見園一。一般學閩中，可分自然科

學、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且都有理論及應用二部份。在一般學問

及哲學之間，有型式科學，即所謂的邏輯或數學。然而我們都生活

在社會的脈絡、場合或接況中，綜合地研討人生的意義，就稱之為

哲學，哲學亦有理論及應用二部份。教會團體部是耶穌所建立的信

仰圖體，靠天主的啟示和信仰來生活，有其霾修生活方式，使徒工

作及見誼。在此l遍體中，看一個範團是學術煌的信仰反省和研究，

就是「神學 J 0 「神學 j 可分成三部份：. 有實證（因是靠啟示的生活圈體，所以應將啟示弄清楚）﹔. 有理論（如信理融學，較系統的說明信仰的整體）﹔
. 有應用。
「神學」在教會信仰團體中有其需要，國它面對整個人類社會

說明此信仰國體存在的理由。該會需要這種學術性的幫助，但此學

術還不是小型歡會團體的「神學反省 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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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科際合作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中也有信

仰及神學反省（註二）：

這些科臨合作研究所作的神學貢獻和融學反省，可當作使徒工

作，如同社會工作、牧靈工作、教育及大眾傳播工作一樣＠。一九

八一年七月廿九日「耶師會東西參贊區神學家會議共同聲明 J 中有

下面的解釋：「顯然地，基督徒團體不同的成員有不同的角色，及

聖神所腸的神恩。有些人因為他們的訓練，有一種特別的批判意

識，能夠更清楚地講出教會經驗本身的意義。這或許可說是神學反

省作為一個與眾不同而特別的使徒工作的起點。這項以教會的名

義，為人類團體所作的使徒性的服務，並不局限於專業性的辦學

家。神學反省是一項科臨性的合作。具有各種世俗學科專業知毅

（讀寫「神恩 J ）的人，是在這項專業中所必要的合作者。換句話

說，社會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文學家、聲術家、歷史學家、

蘊濟學家、政治學家及人類學家（名單不1J:::於此），按照每人能力

的路線可以完全參與神學反省的服務。事實上，最近雅魯貝神父更

常用『在信仰之光中的科聽反省J 來代替『神學反省』。

在這專業中，專業神學家的特殊貢獻，在於他能拾遺整個反省

的過程所謂的『層次分明的神學意識』。神學家藉著一種特殊的方

法，以及用一種確定的意義為背景，來進行工作，得到結論。天主

的啟示就是這項方法和意義的來自哀和中心。辦學家的責任在於確定

自己是按照神學方式得到他的肯定和結論，而不是藉著其他學科的

方法和骰設﹔因為神學是在天主之言的光照下，對人類的存在及歷

史所作的反省。 J@

綜合以上的說明，廣義的「神學反省」包括四個因素：一了個人

信仰﹔三毛個人或圖鍾的分辨天主旨意﹔三毛學術性的神學工作﹔再科

學手合作研究中的信仰反省﹔除此四種外，向要加上一種教義的「神

學反省」。這就是指小型教會圈鍾的辦學反省，將在下一步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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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狹義的「神學反省J

l.為什麼提到狹義的「神學反省」？

以前，教會少用「小型歡會團體 J 的名詞，也不強調此種團

鐘，所以少提小型教會團體的「融學反省 J 0 教會為適應時代需

要，認為必賓強調這種團體的信仰思想工作。在今日人類思想及教

會生活中有下面的一些新趨勢：

﹒今日人類思想：

＊強調個人的尊嚴、主體性及民主。

＊強調經驗及體驗的重要性。

＊注意到個人面對此多元的友雜社會所感的限度，而需要其他

人的合作（ team work ）及溝通（ commun ica t ion ）的

迫切性。

＊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及整體性。

．今日教會生活：

＊梵二的建立會觀：注重天主子民一教友的重要性。

＊入世的基本故擇。

＊對教恩的開放及包容的態度。

＊強調小型團體在具體場合之重要性。

這樣的小型團體在具體的場合中不得不作信仰反省，就是狹義的

「神學反省 J 0 藉著「神學反省」小型團體把社會情況和信仰行動

要合在一起。因此，產生所謂的「牧靈過期k pastoral circle ）。

三牧靈週期（如圖二）：

此通崩由經驗（ experience）出發，有了經驗以後，小型教會

噩體聽了解其周圍的社會讓鐘，教會近幾十年來慢慢意識到，天主

：坐在我們的社會中工作，由社會環境中可了解許多天主要告訴我們

泊事，所以要作社會分析（ social analysis ），了解時代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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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社會有比較清楚的了解，而可注意到讀讀和小型教會團體的

關係。如此進入小型教會團體的「融學反各」（ theological 間，

fleet ion ），會更賓館，由此而產生較具體的牧靈計劃（開sto

ral planning ），以回磨時代訊號所產生的使命，而成為具體的

牧靈便徒工作（ pastoral a.postolic action ）。

教宗保祿六世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頒發「八十適年 j 的公

函中，以相當清楚且開放的態度指出：「各地區的教會應對所在地

的情形加以客觀的分析，並在福音神光，部永不變更的天主聖言的

燭捕下，自教會有關社會問題的讀II示求取思考的原則、割斷的準繩

及活動的指南。而上述的首I[示， 8日教會隨著歷史的演變，特別針對

工業地區前發表的訓示，即開始形成於教宗良十三世關於工人生活

情況而頒發的歷史性通議。技人深以今天幸能慶祝這通識頒佈八十

週年紀念為榮。各地區的教會，應在聖神的助佑及與負責的主教親

睦相融之下，與信仰基督的弟兄們及「切善意人士從事交談，以鑑

別何者是應當探取的意見及任毒害，以完成各地社經和政治在許多事

情上迫切需要的改革。」＠教宗保祿六世在十八年前就已原則性地

提到，此放畫畫過期的五個因素。

許多修會在梵二以後的革新努力中，回應保祿六世的話，來促

進修會會士更注意整個社會場合，而且推動會士，在他們的具體社

會上，作使徒性的「神學反省」。如耶穌會第卅二屆大會法令由中

說﹔「這裡並非指－種調查，而是指一種反省和依納爵輛接傳統辨

別神類的評判步躁。前禱與「無所偏向」的努力或使徒性的可遺

性，彼此極為重要。這種意識化與明辨的程序在保藤六世「八十週

年 J 公函中，已有提鋼絮領的描寫。它把我們的經驗、反省、與抉

擇或行勤，熙、說們f在行動中保持默觀」的傳統與會價，維持在一

個值久的自動白發的互相作用的關係上。其目的在保證人的思想、

習氣及心靈的轉變，使使徒性的決定成為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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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傳大會的「引言 J 巾，第三都份指出天主教在台灣傳福音的

未來方向說：「動態性的傳福音要求教會團體有正確的誨知，並~文

集環境變遷中的資料，甚至有時委託專業人士作科學位研究。它鐘

﹔最客觀地分析與忍識環覽。動態i".£地傳福音要求議會團體信仰中的

行動，它在請經與生動活潑的禮儀中培養自己與天主同感（參閱提

案九），因而在福音光照下，分辨‘到斷時昂的雙邊，然後決定鐘

從天主的旨意向農境中的個人與團體傳報福音、採取行動。但是這

尚未完畢，動態性傳福音要求教會團體，對自己的抉擇與行動，繼

續反省、評估、修正。天主在人類歷史中的訊號，常常藉著變露宿

前進，因此傳福音常常是動態的 J (I) 。這是在牧靈遇蟬的思想背景

下瀉出的。故此「引言 J ，在前面所提牧靈週期中尚可加入評估、

修正二項因素。

3，描寫：

小型教會團體前作狹義的 f神學反省 J 是什麼？可用下列六種

說法來表達，其中所周團體名稱雖不同，但主要都是指小型教會團

體。

﹒信仰國體（普遍是基層或小型團體）作基督信仰觀與社會需

要之闊的「橋樑 J 及「接介」的工作。

﹒基督徒團體把基督信仰的內容（聖經、傳承、言ii導文件）應

用在具體的脈絡（場合、情境）中。

﹒歡會團體以自己的世界觀及價值觀來評價社會的經濟、政治

及文化生活。

﹒信徒團體為作入世及使徒工作，依接天主的啟示、傳承及訓

導文件作反省。

﹒基層（小型） l劃體，在具體社會經驗中，努力了解自己的意

義及使命，為走近社會作「世界的光和地上的鹽 j 。

﹒基督徒在祈禱、分享、分辨的氣氛中，想達到對具體社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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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信仰共諦。

4狹義的「神學反省 j 與學術性的「神學 j 的此較：

我們將二者列表如下，由之可看出狹義的「神學反省」的特

色，並了解小型教會團體的信仰思想工作之特色。

比較點 「神學」（學術） ︱狹義的「神學反省 J

出發點 ︱神學課程：圈定題目︱具體生活的情況及種
驗一些迫切的問題

「地方， J ︱神學院﹔大修院 教會的生活團體（並

大學﹔學衡機構 不限定於某一地方）
主體（作者） ︱神學家﹔研究員 生活圈體中的每位團

員

自 的 ︱了解一說明→應用 應用→敏靈便徒行動

方 法 實證﹔理論說明﹔ 「牧靈週期」
應用 應用學術界研究的結

果

五種權威： l 強調理論與實踐（行
. 聖經 動）的整合

傳承

. 言!I導

. 神學

. 禮儀一見證
「樣式1 ︱分析一演繹一系統）︱述
( style ) 抽象一 (narrativeXsharing) 

想 像－

( imaginative) 
具 體

( concrete ) 

三、狹義的「神學反省」有何要素（圖三〉

狹義的「神學反省 J 所包含的要案，在比並~能清楚地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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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順序說明，因為此種「神學妥省 J 是一整體性的，活躍於團體中的

行動ρ 它有不同的要素，如讀聖經、祈禱、領受傳承、社會分析、

教會的禮儀生活、基督徒團體的經驗或體驗、言11導﹔文件、學術界的

接助等，這些要素主要是指出「牧靈週期 J 的五個因泰在互動。這

五個因素會固不同的小型教會國體，而有不同的重點﹔在某一次的

討論中，可能只注重某一點，但在整鍵性的反省中，則應有五個因

素的相互運用。

四、狹義的「神學反省J發闊的基本模式

小型教會團體按下列的步攝作狹義的「神學反省」，會幫助它

更整體地作好「神學反省」。雖然站此，每個團體可依其特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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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而不必拘泥於固定的模式。小型教會團體開始作「辦學反

省 J 時，可循下列步驟進入反省中＠： 、~ ,- ' ,, 

1.入門問題：

﹒翁們所面對的問題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什麼闢係？

．是普世教會或地方歡會或小團體的問題？

﹒此問題的根頓及原因何在？

﹒此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t聖經為準繩：

﹒聖經中有什麼話涉及所反省的問題？

﹒聖經的話有何其實意義？（按今日體經學的解釋，或可謂

一對蜜經較有研究的人，說此控聖經和我們今日的關係。）

．是否娶蘊的話和今日的觀念有出入？

．如果我（們）接受聖經的話，毅（們）的思想、觀念、態

度在哪方面應該修正？

3.教會說什麼﹔

．在教會的傳承中有什麼話論到我（們）所反省的問題？（

如：敬父﹔禮儀﹔學人等等）

﹒教會訓導文件有關此問題說什麼？

﹒今日 f 神學 J 如何看此問題？

4綜合：

﹒有關此問題我們達到相當的共識嗎？

．這樣的共識為計動丑行動有什麼劫能？

詮釋：

CD Avery Dulles ，“必I Ecclestal M吋el for Theologi.cal Ref lee

tion: The Council of Jerusalem 九 James·E. H曙（ Ed),

Tracing the Spirit : Commt,tnities, Socfal·Ac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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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gical Reflection, New York : Paulist Press, 1983,pp;218 

-241. 

＠谷寒松著吭，。神學中的人學，台北：光啟出版社，一九八八，第三七一

五十頁。

@ 雅魯貝總會長辦父於一九七0年耶穌會代表大會的致詞。

＠參閥，辦學論集，五三期，一九八二年十月，第四九七一五O八頁，

特別四九九頁。

＠保祿六世，「八十遇年」公函，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四號。

＠耶穌會第卅二屆大會法令（一九七五），第蝕，我們今日的便為： m~

務信仰、促進正義，七一一七三號。

<J> .張春串， F天主教在台灣傳福音的現況與未來方向 j ，中國主教岡傳

教委員會編印，屜傳大會事輯，台北：光啟出版社，一九八八，第一

三七一一六七頁，特別i一五九一一六0頁。

® Jess S. Brena, Christian Faith Corrununi ties( CFC): 

A Do-I t 司 Yourself Manual of the Chinese Bishops’Conference, 

Taipei : Volunteer Lay Apostles Promotion and Training 

Center, 1988. 

汪德明原著，基督信仰小團體，天主教中國主教擅i傳教委員會，台北：

天主教使徒訓練推廣中心出版，一九八八年。



基信團與仗？走工作 汪德明

前言

有一位基督教信友在領洗前，牧師問他說：「徐全信基督教的

道理嗎？」他答說﹔「我全倍。 j 放師說： f你領法後要去傳教吋

他想一想傳教是個十分困難的事，便對教師說：「我只領洗而不去

傳教可以嗎？ J 牧師回答說：「如果只領洗而不傳教，那你去天主

教領洗好了。 j

我們接受基督，不但要愛基督更要把基督傳給人。

我們可以說傳福音不是我們天主教教友可以誇耀的一個特點。

會不會改進這種，情況？我們教會目前有沒有改進的攝象？

今天我敢肯定的話「有 J 0 

我們圍然不能否諾在台灣傳播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天主

的恩寵會幫助我們面對這種情況，如果改善我們的組織結構，大家

同心努力去傲。

有些人認為天主教人的方法很多，而且大部份的宗教都勸人為

善，所以滅低了傳教熱誠。

到底主教、神父、修女每天在 f 真正的福傳 J 上花了多少時

自？

一位亞洲的主教含淚的告訴裁說：「我的時聞90%以上用在管

理行政上， 10~皆以下才真正的是在做使徒工作。 J

在亞洲主教團協會閣會時，另一位主教對我說：「我的教區的

神父們真正為傳福音所佑的時間，不超過 5% 。」

我們神文們常識「太忙 J .基督可能問我明：「忙什麼？ J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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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非由我們神父去做許多管理的工作，和一些其他與傳福音無多大

關係的工作不可！這些工作是否還要繼續傲，或是教友的時代已

到，應交給教友們去傲，好讓出時間來「專務祈禱，並為真道輯

發 _I （京六 4 ）。

這情況盤來越嚴遷，如果我們正嬴這個問鐘，我們將發現在亞

洲的基督教、 f弗敬、回教最近幾年特別加強他們的傳教活動與精

神，前我們的簿教工作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心。譬如在菲律賓每年

有-It萬斟上的教友轉入基督教，在拉丁美洲也有相同情況，以前波

多黎哥差不易是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圈家，但有人估計到了百元三干

年可能不到日%了。在歐洲也是如此，回教、基督教吸引了許多說

們的教友。

我們現在已經看出了希墓的徵兆，我們的觀念和實際情況已有

所進步與改善，雖然有人嫌它還是太慢，譬如﹔

1.梵二大公會議後，教會對本身觀念改進很多，教會就是天主子

民一擁有基霞的可祭、先知、王道的職務，而共同起負傳教的使

命。〈教會憲章31號）

之福傳大會特別強調傳教使命。

3.教友舉辦 101傳教運動和佈道大會。

4我們教會中已有不少教友，明顯的體驗到天主的呼喚，且熱心的

答覆這呼喚而奉獻心力，何如義務使徒等。

5歡宗若望保祿二世通議全世界，在廿世紀最後十年傳教運動特別

強調用新方法新精神。

6.1988 年 9 月在韓國的亞洲主教圖協會會議，特別研討如何加強

在亞洲傳播基督喜訊。

這些很好的現象已說明了天主于民傳播福音的時代確已來蝠，

因此福傳大會很清楚地肯定我們必需發展「參與傳教 J 的精神，為

此目的而特別要成立「小型教會團體 j 一一「基信團」，列為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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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程目標：

在「福傳大會 J 中，天主軍神引領我們深深地體驗到一個事

實，說是我國教會還是一個「小小的羊群 J （路十二32 ）。這個

「小小的羊群 J 如果能夠充滿福音蜻神，「彼此相競相愛 J ( 
若十三35 ）形成活潑的「信仰團體 j ，不但能夠吸引個別的羊進入

羊棧〈若十16 ），而且還可以做「福臨中華 j 為大批羊群歸棧之藍
圖。為品，「福傳大會 j選擇了建立「信仰團體 J 做為教會對內

的 f 中程目標 j 。我們勸勉並鼓勵各堂區、善會、機構和組織。在

今後三年之內，至少要建立一個「信仰小團體 J ，成為篇幅音作置

並向外傳福音的活動中心及加油站。﹛福傳大會文獻第二頁）

福傳大會決議推動成立「小型基督徒團體」的目的，不但為吸

引少數人，而且為達到 f 福臨中華」的遠大目標。

參加福傳大會的人是否相信「基信國」有完成此決議案的功

能？

主記們的主教們在福傳屆滿一年的此時，是否也有同樣的信心

呢？相信一定是如此。

為證現以上所言，這幾天的研習會，從靈修、融學以及使徒的

觀點、價值等理論方面已講了很多，我現在要講的是妻分招「基信

團」成功的達封目標的例子。說所講的希華是實際的，客觀的，有

事實證朗的。

可惜的是在台灣這種倒子不多，因為這裡可以說尚未真正的開

始，所以幸免不能不用國外的倒子，這會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從前我

推行儲蓄互助社時也是一樣。

今天儲蓄互助社在各地有很多成劫的倒子，可以不用國外的例

子來證明其價值，希望幾年後，「基信團 J 也是如此。

現在說用韓國、馬來西亞、美洲等國家的倒子來說明。

有的「基信國 J 在都市中，有的在鄉下，有的在大小堂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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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些倒子我們會更肯定的說，基信團會：

1.革新本堂，使教友充滿了精神，使本黨站起來。

立使本堂有組織地共自負責，人人參與，瀝聚許多信仰團體，

成為一個大信仰團體。

.3.使堂區中多數較冷淡的教友熱心進堂，使未參與者熱烈參

與。

4.是接觸蓋全外人，吸引他們進毅的最有教方法。

「墓患重重J是什麼？

所謂「基信團 J : 

一一不是華學會。聖母軍、基督活力運動等都很好而且是必要的單

位，但不是我們所說的基信閣。

一一基信鹽和善會有相周之處，但前者有特別之處而輿著會不同。

倒如：

l.由鄰近 8-15個教友研組織。

2.基信團是整個堂區組織的基本單位〈細胞〉，他們在當地代表

本堂，享有本堂大團體的一定的權力和責任，因此它們可被稱

為迷你本堂 9 或迷你教會。

3.基信團的對象不只是少數熱心教友 B 而是全堂區所有的教友，

每一位數家都看資格參與一個基信圈，而且，如果顧意我們本

堂在精神方面的發展，顛意大家有歸屬感，分享對教會內、外
的使命，就廳該人人都參與，共同享受教會大家塵中的兄弟姊

妹的手足之情。因為人都屬於一個團體（如家庭），教友也應
屬於團體（教會），天主子民的一份子不能部獨一人。

4.一般善會控教友傳教協進會中不一定有正式代表，基信團非看

不可。

本議題特別提出基信團是傳教的工兵 p 對使徒工作非常有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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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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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教友的總動員，原則上每位數友都語參與，每人都是必要的。

A每位教友都聽解天主對他的呼喚，體驗到他有傳教的使命：「

那櫻右教友，那裡就有使徒 J 0 每位教友都成了傳教士，「本

堂就是傳教士的團體 J 0 

B.觸發教友的動機，人人暸解天主所腸的傳敬神盟、’這神恩每人

身上都有，能發揮在每人不闊的生活和機會中。這是非常光榮

的使命，使人體驗到「我不傳福音就有騙了 J （路前九16) ' 

從而「﹔我們不能不講我們所見所聞的事」（宗四20 ）。

C正義信團訓練教友得到傳播福音的技巧，能成功而輕攝像快地傳

播福音。

「你們裹在內心尊崇基督為主，若右人詢問你們心中所懷希望

的理由，你們要時常準備答覆 J （伯前三15)

2基信團結本堂一個新的結構系統，基信圍在當地代表教會。

基信團培養團體有一個共同使命，就如新法典 204 條所說「基督

徒因洗禮加入基督奧鐘，成為天主于民，因此各按自身方式。’分

享司祭、先知、王道的職務，依各自身的奉召執行天主付與教會

在世界土聽完成的使命。 j

3.基信團變成一個使神父、教友、家庭互相溝通順利的系統。

4基信圈也變成本堂對當地外教人、以及社會闊的良好橋樑。教會

透過基信圖影響社會 h

5.總而言之，基信國不但是一個 f環揖J ，而且也是做為本堂的方

式，做為教會的方式，使本堂成為一個眾多小團體的大團體。

基信團如何達到美好的境界

有人間一位牧師說：「如果你被漲到一個偏遠的獨村去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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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村落已有十年未見過牧師， 2美教活動也早已停頓了，你將從何處

著手？ J 

「牧師答說： f我先去拜訪老信友，做他們的朋友，用幾個月的

時間，也許能找到五、六個這樣的信友朋友，就－起商討，讓每人

去誨識別人關懷別人，做真正的朋友，這樣能啟發他們的使命感開

始。

使他們想：難道真的是天主想到了我，揀選了我，降幅了我，

派遣了我，來到這個小村落集合他的百姓，由她所選的人成為一個

d團體，成為一個大家庭！

一兩年拭後誼會鼓勵他們，每人在他的住處去聞始另一個小團

體，時間一到，各個小團體就集合成一個大團體（教會）。

我對那第？個小團體，仍要繼續聚會，並幫助他們領導他們所

推動的小團體。

他們哥哥建立的團體是靠友誼之愛傳揚基督，這正好適合中國的

傳統文化，和我們教會的精神。 J

現在我要問：「這位牧師所說的話能成為事實嗎？或只是夢

想？ J 一一 1988. 12.1 ，在耕莘文教院耶融會團體的備行月會中，

講到一位浸信會的史文森牧師來參加，他在台北巴26年，在中華福

音神學院教神學，同時研究基督教發展史，也是說外︱南路教會的牧

吋 師呵，我問他說： f 很多基督教會是靠小團體或家庭聚會而有特別的

發展，是真的嗎？（台灣基督教會的有40萬信徒｝ j他答說：「

對！但是我們傲的還是不鉤，比如我自己扭任牧師多年，最近才明
白發們的信支雖然人數不多，故此間卸仍不相識，因此不可能成為

朋友團體，所F以說決定按鄰居分成許多小組，剖，目前為11:己覺得頗

有成殼，這對裁來說是一個突破的經職1：以前我這個老牧師也是依
照老的方式傳教，好像在各種歡會、各種活動都不能投有牧師，但

分小組有了家庭聚會之後，他們鐘驗到這是自己的活動，所以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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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與感：因為是他們的活動，所以他們特別高興，還真是突破的

經驗。 J （長老會也有同樣的組織11.lj. 「增長小組」〉

一一聽說在輔仁大學旁邊，有一位牧師專門訓練育年，其目的是要

在台北市各盛大樓中，建立基督教的小團體組織。

一一蔣捷幾個教會成功的倒子：

倒一：天主教漢城總教區的「個胞小組」

萬城總數區大約有75萬教友，分成 7 個總鐸區，共12斟酒本堂，

都靠基信圖組成，他們稱為「細胞小組」，每組有20-35戶，每月

聚會一次，共有4000多個小組，每組的主席按月聚會一次，報告上

次會議的執行情形，預定本期的活動內容。

倒二：讀音中央教會的「成熟的自由 j

越庸基牧師講這個教會奇妙的發展﹔

「在 1964 年的－天，我因為一連幾個月的不斷活動勞累，在

講道時暈樹在講壇上，休養時受到閃電般的靈感告訴我，不能再這

樣繼續下去了，於是我決定像梅瑟在出谷記十八章中一樣，把我的

權力和職務給六品和信友分享。我把這思想告訴信友時，部讀到他

們的反對說：「我們沒有資格，這本是你的工作。」幾個月來我都

想辦法讓他們接受這種思想觀念，漸漸地婦女們先接受了，三年以

後我們組成了 126 個家庭小組，共有7750個信友，這種運動到1974

年說越來越大，把整個漢城分成了21個底，最大的區文分成了35個

里，每里有22個家庭小組，每月或每星期在家庭中聚會祈禱，到

1980 年 7 月已有成人家庭小組8928個，青年小組 2的個，兒童小

組1200徊。（根接 China new's 1989 年元月 8 日的報導，語教區
目前已有六十篤信友，快速發展的理由就是依靠五萬個家庭小組）

小組領導人的角色：每25-95個小組的地區，有一位義務領導

者一一主席，平常為六品，男女都有，還有一個副主任在訓練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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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養選用這樣的領導者非常重要，他們必須是認真的、聆聽

的、獻身的，才會成為有責任感的領導者。

領導者的成績是蓋章在思想的穩定和見誼的熱誠，每年特別舉

辦二次領導者訓練班，每次三星期，每星攝一個晚上。並鼓勵他們

自由參與三個月每星期一個晚上的研究聖經課程，名的領導者則每月

聚會一次，為繼續訓練，儉討工作，並得到個人輔導，他們聚會時

都有一定的程序。

小組領導者最主要的工作，是使小組的組長熱心接觸外教人，

特別鼓勵每位組員，分享他們的信仰，做見證，而且也請教外人參

加他們的聚會。

聚會

次數：大都是每遇一次。

地點：信友家裡，有的是在工廠或辦公大樓、飯店。

分類：婦女們、男士們、年輕人、兒童。
人數：原則上 8--12人。

時間： 1.婦女們﹔韓國攝女大多是家庭主蝠，前以他們喜歡在接于

們主學，先生上班後再一起聚會祈禱，也就是上午九點後 j
下午三點前。

2.男士們：他們一遇上班五天半，所以聚會的時間是週五或

週六晚上，也有一些是男女一起聚會。

3.年輕人：在晚上或放值的日子。

4.兒童：過六下午

會議程序

他們有一定的程序，做完會前禱和唱聖歌後，主席馬上介紹本

週讀經章節（ 30-45分鐘），這是聚會的重點，他們講解的很實臨

而且吸引人。

每次都有奉獻，而且有祈禱文祝福這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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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祈禱和聖歌結束聚會，有些人會留下來做較長的祈禱和分

享。

聯誼

有人會留下來話家常，用點心，彼此關懷，驅車售和鼓勵。

讓被邀前來的非教友，親眼白睹一誰有信仰的人是如何相處。

這援團員們逐漸成為朋友，友誼越來越深厚。

他們在還內會去拜訪一、二位對信仰有興趣的教外人。

全國中樞發行刊物，提棋藝經研究的資料。

問題與答覆

1.這類家庭的小組艙，是否只有在韓國才行的通？

答：兩千年前在耶路撒冷聞發的組織也成"Jj]了，教會在很短的時間

內由3000倍友擴展到5000信友，有些估計巔峰時超過十萬人。

這種小型組織配合了教會的傳統和信仰，如果好好地去推行，

其他地方也會成功。

誰若說家庭小組在他們的文化傳統中不會成劫，這﹔可能是他們

逃避責任的一個藉口。

2對福音接受不多的國家，如日本，這類組織會不會成功呢？

答：在日本一股牧師認為有50個信友，他們就很高興滿足了。

說們教會握這一位姊妹到東京銀座，（如同台北的東區和西門

時）組織一個組胞教會，站起了一個小地方後，邀請鄰居在她

家裡舉行新禱會，一年後她有 180 位團員加入這個組織。

括一住在台北的姊妹也有同樣的種驗，三個月內有了.50位團

員。

3為組織這類團體，什麼人或什麼事是最重要的？

答﹔牧師。若他把這工作委託給其他人，必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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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有放師要建立這種組織，你建議他的首要工作是什麼？

答：他要品集中較熱心的信支組織這個團體並訓練他們，使這個lll

體成為整個堂區的模範小組。

倒王：人人都是傳教士的堂區

這就是有1200戶信友的 St. Boniface 堂區的倒子。

1971 年2食堂神父Eivers向教友們說了挑戰性的話：

「目前天主教會必須依種初期教會的傳教熱誠，這是教會與亡

的關鍵。我相信在堂區中可用組織小型的教會團體來達到這個目

的。 J

那時大部甜的人都不相信，但目前已經做到了。

今日這個堂區不正是在某條街的某個地方，而是在每個角落都

有代表性的教會，我們首先開始組織祈禱小組，同時也給他們舉辦

閱鑄會的講習會（ 1975 ）。

結果

1.不少人體驗到天主的召喚，參與本堂的工作。

2.慢慢有了歸屬感，偉大家還覺得有缺失。

1978 年我們邀請一位南美洲，對組織基層小型教會團體有經

驗的，馬林神文，給翁們舉辦一個研習會，主兒們肯定的相信這就是教

們所需要的。說們開始組織，但進行餒慢，成功率低，在初期是非

常辛苦的，直到 1983 年才推展到整個堂匪，一年內開始29個小團

體。

後來我們找到成功的程、訣，就是訓練小團體的領導者，現在在

投有訓練出一個領導者之前，主立們決不開始一個小團體。

但我們還覺得不夠完整，要繼續尋求，該們聽到基督教有很成

功的這類組織（如加州的Garden Grove ），我們馬上去拜訪。

結果：我們覺得可以做得到。

本堂神父聽到韓國有很成劫的小細胞組織，推廣人是漢城的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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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摹牧師，他可能是世界上有最多小細胞組織的教會牧師。

神父到漢城和其他 350 位牧師參加一週的研習會，他們目睹了

有良好嚴格訓練的領導者的 22000 個小細胞組織的教會（ 1980年）。

我們學習到﹔

I.靠小型教會圖體組織，在本堂區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有真正的事

實。

2.在做此工作時，非有本堂神父〈牧師）的百分之百的同意和支持

不可，絕不能委託別人（如副木堂神父、修女、推廣中心主任

等）代理。

3.這組織不但是革新堂區的方法，而且是重新振奮傳教精神的秘

訣。

4.聖神同禱研習會是幫助團員，分享與提高傳教精神的有教方法。

倒四：台灣

這裡小型歡會團體經驗雖然不多，但有過的艦驗已經非常鼓勵

我們，給我們希望和信心。

1.宜蘭縣、大同鄉﹔

大同鄉在→老一少兩位神父領導之下，六年前我們為30位領導
者舉辦建立小型教會團體的講習會，當地的義務使徒作為該團體的

領導者。他們把全鄉分成12個區，每區選一位領導者，在主日彌撒

中正式派遣成為門徒（男女都有），他們決定每月的第一和第三個

主日舉行家庭聚會，第二和第四個主日彌撒後和神父、傳教員共同

預備下次聚會內容，幾個月以後覺得每月兩次家庭聚會不鉤，而改

為每遇都聚會。

這值團體雖然有起伏的過程，但到今天仍然存在 o

z台北市內湖天主堂：

先是由熱心的夫婦二人開始，有一天神父對他們說﹔「為什麼

的們不會在家中組織』一個小型教會團體？ J 這是一個新社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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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基督數已經閱錯了，為什麼我們天主教不會做？於是他們使這樣

做了，而且成功7 ，現在每月一次家庭聚會，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一

點，此時E妻子上學先生上班，正是適合婦女們的時間，他們一起新

鑄、讀躍、信仰分享、唱學歌、交談 z 每人帶一道菜、來一起午餐，

共享美味，是一個信仰友誼的國體，後來也在本堂臣中組織了二、

三個同樣的小團體。本堂的靈母軍最擅長吸引新來的教友，主動招

呼他們，和他們在一起 9 這對從外地新來的教友幫助很大，都感覺

到無限的溫馨和快樂。

他們未受特別訓練而成立了小型團體，直到有一天感覺到不知

如何維廣於整個堂區時，便先和本堂神父商討，後請2缸中心前去幫

f亡，我們先給他們舉辦三個月的義務使徒基本訓練，有 30 多人參

加，每星期四晚間七時至今至九時半上課，以後再開始小型教會團體

的課程。

他們很注重彼此的議論，在彌撒後有一贊時間介紹一個家庭，

照丹也在佈告欄中張貼 9 話時且整個堂區的氣氛有了聲化。

3台北市士林區蘭雅天主堂：

這是一個教友人數只有 130 戶的小堂區，本堂神父年高體弱，

最近眼睛叉開了刀 9 教友們也和其他地方差不多，相當保守鼓動 s

只有少數教友出來搬麓，但負捏太重有些受不了。

修女矗到別處訓練義務使徒滿成劫的 9也聽到小型教會團體的
組織→弦（便請本中心去幫忙，半年多來每月一次在主臼彌撒後聚會 9

參加者有2＆：到30人，人數雖少，部發現他們彼此並不講議，一方茁

給他們按鄰居分成小組以便來住，一方面在聚會時都傀掛名牌好能

認識，課程中特別強調練習如何做證及在彌撒中講道且，尤其在神父

眼疾初癒身體甚麗時，主日獨撤由他們講道，現在他們的是在學習

中，可是不能否認的，是他們的參與感，主動的精神確實提高了不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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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閱始，他們將聞辦幾個基信圈，計劃幫助冷淡和被動

的教友漸漸回來參與工作。

4試行組織基信圍的擬議

學主教和艷主數決定於 1989 年在他們的教區推行基信圈，第

一步先要給神父、修女、傳數員、使徒，教友領柚介紹基信圈，然

後在少數本堂試辦 9 作為示範 s 我們也計劃在台北二、三個堂區試

辦，希望一年以後我們在報告台灣教會的基信圈，也有自己的例子

可攀。

5.主主們希望在融學研習會以後，可以在每個教區組成訓練推廣小

組。

持續的教育，穩定的發展

發展的基本條件是領導者的訓練 9 基信圖的組織系統強弱要看

領導者。訓練基信圍的領導者有二個目的。

l.啟發內心的傳教精神，充實需要的技巧。

2.把以上的精神和技巧帶給基信團的團員，以便在再分組時扭

任領事者。

美國博尼發本堂做 101 活動的一年，他們 UJ.J. 「光墟酵母的工

作 J ，他們鼓勵每一位教友把當年希望接觸的一二個外教人的名字

寫在卡斤上會在「福傳主自」的彌擻中，奉獻在祭台前曇給上主。

l每個基信直到了滿15個團員時，要另外成立一組，目的是多成

立基信函。

聞始時大概都是由鄰居所組成，以後可能由特別的關係組成，

有寡捕、未婚成人、年輕人、老年人、年輕母親、護士、同一工廠

的員工、說同樣語言的人．．．．．．等各式各樣的基信圈。

基信圖對有痛苦的人更右吸引力，他們因各種關係漸漸加入了

教會，所以基信圓常常會謂當地痛苦祖獨者來參加。這些有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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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基信圈中體驗到福音的力暈，歇會團體中的愛，語為教友才是

自己真正的朋友，互相幫助，關心別人。
有的地方有每月二次，每次90分鍾的聚會，他們唱聖歌讀美

主、分享、研究、新躊、治捕．．．．．．教道理部份是本堂神父用錄影帶

傳給他們，蜜博尼發本堂的神父說﹔基信團的成功有 6 個基本的條

件：

I.神父無條件的全力支持。

2.團員有給鄰居傳播福音的使命感。

J.一個小團體要產生出另外的小團體。

4.基信團不是一個運動，不是一個計劃，而是一個信仰生活方

式，一個新的實臨運作的教會組織。

5.基信團特別強調傳播福音的精神。

6.小團體的領導者繼續不斷的接受教育。

幾個基信團會推行「敲門」的活動，從事此項工作的λ該受傳

播福音的特別訓練。

效果：

由以上所言，基信圈可說是本堂在每一小角落中的看得見摸得

著的觸角，外數人不太容易進入本堂這樣的大建築。外國的風味太

重，太西洋化，不適合國人的習蟹，但是他們更容易地進入鄰居家

中，若遇到他們正在聚會，說親眼看到教友們是什麼樣的人，那種

友誼的愛、互相關模幫助，充滿了快樂，會使他們受到感動。尤其

對於痛苦和孤獨的人，吸引力更大。
此外，在社區中若有公益活動如整理環揖衛生等，教友們將會

踴躍參加，因為教友是關懷別人的。

有人談到 101 宣道大會，動員了許多人預備，很多人抱著很大

的希望，有人問說教果如何？佛站台北第一次 101 宣道大會，有

300 多人簽名顛繼續研究教義，這 300 多人當中有多少人能繼續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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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可能沒有那麼多，有人說這是因為我們投有會接納這些人的

小固體組織，但如一個對立足們教會有興趣的人，在他附近有了基信

團，大概情形會不同，因為 101·負責人可以為上通知臨近的小團體

前往拜訪並還請他來參與這個小團鰻，從友誼和譜論基督及研賞聖

經開始，一直到領洗會一氣呵成，備受關愛，賓至如歸。

現在我給各位講一個基督教十個人的家庭聚會團體的故事。

「主主要很小心，主日禮拜不可以缺席，如果有一次缺席，會有

九通電話來閱候我，因為他們在禮拜堂設看見我。」不能否認這是

一個壓力，但也是愛和關懷的表現和榜樣。

「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一間受苦﹔

若是一個肢體蒙受尊榮，蔚有的肢體一同歡樂。 J 格前十二26

社會關懷﹔

因為基信圓的團員與鄰居的交往溝通，是信仰的交往，等於教

會深入社會，接觸百姓的生活與問題，如果有一家人新近遷入該

地，這小型團體很可能是第一個去接觸他們，幫助他們，這團員會

主動自我介紹，以教會名義來歡迎他們參加，並告訴他們有關聚會

活動事宜，這種接觸對外地來的人會很有殼，自然會成為他們信仰

的初步。

有人說內兩天主堂的學母皇室，對這樣的事最為內行，他們堂區

中有人說娶母軍是草草們的警衛，只要有新教友遵入馬上前往拜訪，

並通知該區的小組領導者。

基信團幫助在堂區中發現並發展個人的神恩，鼓勵為教會及社

會報務一使用神思，我們已見到這種事情，他們真是獲得鼓勵，熱

心答覆天主的呼喚，每人能漸漸知道他適合做什麼工作，每人都為

主工作，工作有難簡易繁，但人人是必要的，也不需要一人做太多

或太大的工作，而是需要每人都傲，人人都體驗到是為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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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計劃

基信團推廣中心話預備一甜刊物，提俱小團體每月陶成的適當

材料 9 這課程材料可作為訓練小圈髓的領導者之用，然後領導者再

訓練團員，和團員共同研習此課程，如聽話病人．．．．．．等。

陶成的內容和方法，應適合一般人的程度，不可過於高深，內

容必須豐宮。飼如：

教友的聖召典償命－一一在今天、在教會、在社會。

歡會的性質。

護輕。

祈禱、霉趕祈禱、東方式祈禱。

教友現代靈修。

如何作證、如何講道。

如何探訪病人。

彌撒讀輕。

如何接待外教人。

姐何發現、蜜晨、試揮使用自己的神息。

我們的信仰輿社會關係。

家庭輔導。

青年輔導。

慈善工作。

一一一一

聽似的材料，用想像力可發現很多材科非常豐富。每次都有新

穎而忘意義的材料，會幫助基信圍在信仰方面成長發展，聽解社會

問題，增加服麓的方接和技巧，因而感覺講這樣會很有意義，很有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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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去這兩天的演講，材料都很豐富，尤其昨天的兩篇講到小型

歡會團體與神學反省和使徒工作，有很多步蟬，很多表格，結果給

人一個失去，了控制的，印象：有這許多事要傲，到底要從哪裡著手？

我認為這些鹽富的材料都很有用，等到你感到需要的時候，一定會

給你一臂之助。但在這研習會中間時段，應該把撤出去的網殺一段

了。網已經撒的很遠，搬到韓國、馬來西亞、南美、歐洲等，現在

要把綱收回來，看看到底有什麼魚。換句話說，我們已到了提綱褻
領，以簡御繁的一刻，好能較具體的指出，為建立小型教會團體究

竟該從哪裡著手。

因此我這篇演講不是按照講義網要中已寫好的材料，而是重新

構想出來的，說是昨晚攏了闊天的演講，參加了兩次主席團檢討會

以後，覺得非重新構思不可，以配合研習會這一刻的需要。如是利

用夜間的一部分時間寫出了三頁綱要，很據遠新資料來講。至於原

來的演講綱要未來也是很有趣並頗有盤的～也許是一種敝荐自珍的

葾法～就當附錯印在本演講後面，至少可以當一些畫輕的材料來參

考。

一、聖經是一部伸縮自如的書

前言中提過的「提綱絮領 J及「以簡御繁 J ：這兩句話說出了人

類的一個基本需要，特別是當人須捕一些玉皇想付諸實臨時。他可以

想很多，講很多，但做起來，他!it~須選擇，必須一樣一樣地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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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發4月想了很多，講了很多，也討論了很多，但要選擇什麼 s 從

哪一樣開蛤呢？

這說要求我們有能伸能艙及伸縮自如的工夫。可好還很合乎中

國文化 B 也是聖經的一大特色。中庸一害的關始有程頤（伊Jll 免

生）介紹這本小薯的幾句話，誨的十分美妙中肯 9 宋朱熹輻四書時

把這些諾放在害者實在很佮當

子蓮星子曰：「『本偏之稿中，本易之請為﹔中索夫下之泛道，為

是T天下之定理』。此義乃孔門傳授心法，于忍忍其久而差也，故

華之害，以投孟子。其書始言一王吏，中散為萬事 9 草之復合為一

理。放之則強六令，是孟之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

者玩索而本得為，則終身用之有求得盡是？矣 j 0 

1.天主聖言也有這種放之彌六合，卷之．．．幾句話的特色：舊約

雖有十謊 9 盟約之書（出廿一～廿三）及其他彼多規章，但都可縮

成兩大誠命， tilO敬拜唯一真神（申六 4 ～ 9 ）及愛人如己（肋十九

18 、 33～3是〉。這一誠命和規章的撮要到了新的更加清楚，是主

埔穌親口作的答覆，那獻給那發闊的法學士說：「你應全心、全

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申六 5 ），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誠

命。第二線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肋十九旭、 33～

34 ）。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 J （瑪廿二37～丑。﹔參

閱谷十二29～31 ﹔路十27～28 ）。

﹔L對這樣的天主曇言必寓樓：有無蛇的信心：這可用梵二大公會

議「天主啟示的教義憲章 J 中的一些話來說明。大家都很熟悉聖葉

樂前說的「不議論聖經，間不認識基督」這句話費但同一號（ 25) 

下面幾行即刻有蜜安縛的另兩句話也非常有意義 9 並為我們的靈修

生活很右用處，他說：「當我們祈禱時，在E們向她說話：當我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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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天主嬰言時，我們聽她講話」。

啟示憲章第2是雖說到聖經、教靈、與神學，高肯定講道 s 要理

教擾，一切基督化的訓誨，及禮儀中的詮釋都該從聖經裡取得滋

養，獲得生氣。至於神學該以聖經的研究當作靈魂，神學是以聖經

及軍傳為永久的援基會從而得以堅強穩固，永保青春。

天主教會臨了聖經學傳以外，還有wll導權，三者缺一不可。但

啟示憲第10號在肯定訓導權的重要之外，也誦出它的限度﹔「以權

威解釋所寫成或所傳擾的天主學言之議權，只屬於教會生活的3月導

當局 s 它藉耶獻基督的名義而行使其權威。但歡會的書！！導權 9 並不

在天主的言語之上，而是為天主的言語服務」。這最後兩句話的意

義十分重大會無畏是受了基督新設的影響。

教會在這樣重要的文件中敢公開接受基督教弟兄好的觀點，我

們也不必伯向他們學習。基督敬弟兄對天主聖言的信賴和諾貝研讀

非常值得我們欽佩和敦法。我們天主教的兄弟姊妹近些年來雖然有

了不少進步會但一般說來，也許還只停在目上或頭部，尚未延伸到

生活和行動中。

3.聖經由曇神獸惑而寫，也該自聖神光照而讀：為何聖醒那樣

的能伸能縮，為何裁們對聖經該有無比的信心？因為聖融默感了作

者們寫了聖經 9 也光照領導我們去讀聖經。聖神像風、像氣，她無

孔不入，她瞬息萬變。我們在教會內藉著信仰來聽聖經，來讀聖

經，就是讓望神來光照我們，推動我們，正如耶穌說過的： f 誰變

我，必遵守載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

那裡作發柄的往前．．．那護衛者，就是父固我的名所要派遣來的事

神，他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
妞」（若十四23 、 26 ）。

草草們真心愛耶顱， l祂會來，並派聖神來教導裁們。蜜融是合一

的神，也是綜合的神，部關才說過的，學神像風、像氣（在希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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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鼠、氮、牌都屑一個字眼說出），她會把天主的啟示和我們的信

仰合成一個互信互愛的交談，一個有給有受的交往和互相的贈與或

奉獻。聖融會給裁們極大的接變能力。

﹔有了與天主的章是密關係：，本著信仰和愛德分萃，聖融會藉若我

們的口來彼此建醋。這是在讀經分享中常廢記得的一個處理：嬰神

在每人的心裡光照我們，帶領我們，祂是用說們每人的口來彼此教

～導，彼此學習，使得小團體闊的友愛不斷進步，不斷加諜。這就是

主基督派舉神到我們中間來的美妙計劃。

二、如何藉天主聖言建立小型教會軍體？

這裡要具體說出如何建立小型教會醬體﹔接攘上段所說的對天

主聖。言的無比信心即刻去傲，按照事體上所說的去傲，把每一行

動、每一步驟看做愛天主愛近人的一個實質表現，在行動和言談中

時時學習、訓練天主聖神的那種伸縮自扭的彈性，因為我們是靠著

墨神在行動、在言談。

I‘聖經說，團體是自信仰，而非國血前建立的。聖經哪裡說這

事呢？首先我們有信仰之父亞伯郎的典範，他設召吽，離開故鄉、

主題族、 x:家，到一個自己不認識的地方去。天主許給他多子多孫，

萬民要因他而得福。「亞巴郎信了土主，上主就算他為義人」（創

十五 6 ﹔參閱創十二 I ～ 3 ）。

人額敦恩史的開端即刻指出信仰的重要，以之為天人交往的基

礎，的確十分惜當。我們反省）下，在這個基督信仰尚未扎根的國

家，家庭和親戚關係給我們造成多少困擾，放下多少障礙。刻有天

主十誠的兩塊石板，為主先們每每只剩下了一塊，就是第二塊，上面

第四誡寫著﹔孝敬父母﹔而把第一塊、湖有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

．．．置在一旁，不理不睬。

新的中耶島革開始宣講時有若罔樣的要求，他華夏最初的門徒們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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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漁網，拋下他們的父親，立刻跟隨他（谷一16～20＇）。耶穌的母

親和兄弟來我他，不敢進去，只站在F甘←傳話。耶師卸向傳話的人

及當場的聽眾說：「誰是載的母親？誰是我的冗弟？」伯文指著坐

在他四周的人說：「我的母親和兄弟在這裡！誰奉行天主的旨意，

戲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 J （谷三位叫站，）。這是耶穌所施的機

會教育。

在宣講中，那輛把這一點交代的更清楚：「有許許多多的人眼

耶穌一起走。他轉過身來對他們說：『到教這撞來的人，要不是愛

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姐妹、甚至於他自己，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十四25～26 ）。我們不大愛聽這些話，

並且有意無意中在閃避這些話，但所付出的代價太高了﹔想做基督

徒，卸不得其門而入。為懂清邪歸這幾句話的真意，須注意兩件

事：一是耶騙不是向他所特選的宗徒設這些話，而是向所有顧跟隨

他的人說的﹔另一點是，記載了這些話的聖史是路加，這位描述天

主仁慈及耶嚴以婦女為友的細膩作家，他並不以耶穌的這種要求寫

過份。

﹔正信仰需要培養，而聖經是很適當的培養教材。福傳大會文獻

的「第一決議集 J說是 f 加強教友培育從事福音傳播工作 J 。在場

的兄弟姊妹也深深感到培育的重要，在小團聚會討論中不只一次提

到再教育，多學習的迫不急待，為此大家才趕來參加融學研習會。

位學習的方法很多，不只是！上學棍、聽課、修學分才是培育，

這為超過學齡，有工作要做或有職業鱷身的人是不可能的。我們也

不能希望常常從頭學起。可好信仰的培育有許多管道。比方教堂的

禮儀就是一種非常有深度的培育，禮儀年的安蚱，主日遭躍的選擇

等都是培養信仰的上晶。主自去華彌撒的意義不是盡本分、守教輝

的問題，而是要得到心靈的滋養，及與兄弟姊妹見見面，共同朝拜

大家的天艾。如果一個教友從這最正常的禮儀培育管道得不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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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不是堂區的禮儀生活未上軌道，說是這位仁見自己沒右積極參

與，必須雙方面齊頭並進，從事改革。

公開禮儀以外，小型教會團體本身也是一個培育的場所。不要

等待培育好了才建立小團體（這樣的一天是等不到的），而應該把

小國種觀為培育的場所，正主日禮記上說的，未有養子而後出嫁者。

在小攝盤中聖經是按適用的教材。我們只學璃十八章為倒： 1 ～ 5

節劈頭就是一個價值觀的大翻身：自謙如小張才是天國中最大的﹔

6 ～ 9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揖舖罪惡的勇氣﹔ 1伽斗是：天父對

弱小及迷失者的慈愛： 15～17 ：弟兄間如何互相巍過﹔ 18～20 ：天

地人之間的互廳，共同祈禱的教果﹔ 21～35 ：互相饒恕的重要。只

一輩聖經己那麼豐富、那座充實，若繼續分享下去，實在是取之不

章，用之不竭了。問題不在教材的缺乏 9 而在於身體實行。這一方

面只得靠娶神給我們力量和熱情。因此悔了分享感受以外，還得多

多彼此代禱，祈求嬰神常常臨在於我們的心及裁柄的團體。

、 3培育信仰的目標是寫了把它傳聞，就是傳基督的福音。當然

傳播信仰和培育信仰有所不同，為了把福音傳聞，除了一丹赤誠和

一股信心外，還須有一些技巧和方法，這些技巧和方法文跟世間一

般所用的﹔不間，而自有它天主奧龍、或天主教人計劃的邏輯。這在路
加福音第十四章28～33節耶獻訴說的一段話中顯示的非常突出：耶

師說，人要建塔，先語籌好費用﹔人要打戰，先讀顧好軍區長，這是

耶師對做事須有方法和技巧的肯定。但這段話的結論突然來了一個

大轉彎，畫龍點睛式地一語道破天國的邏輯不聞於一般人世闊的想

法和做法。耶穌結論說：「伺樣，你們中不論是誰，如不捨棄他的

一切所有，不能做載的門徒 J （路十四33 ）。

那麼要怎樣為信仰作證來傳播福音呢？最好的替樣和依讓仍在

福音害和宗徒大事錄可以找到。只以保藤使徒說，在他的書信及宗

徒大事錄就給我們指出他是怎樣傳的﹔傳什麼？憑什麼傳？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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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傳？等等。這裡可以特別提出的是，保祿從來沒右單獨一人宣

言誇福音，而常常有伴：巴爾納f白，若望（馬爾谷），息拉，弟茂

德。宗十六10開始，傳福音的一直是「我們 j ，這明顯包括寫書的

路加在內，國他參與了保祿的福傅，才能寫出那麼有很有攘的最初

福音傳播的歷史一宗徒大事錄。團體與聖書的其他關係請參閱本文

附錄，即本演講的原來綱要：三和「結論」。

4這樣心裡有信仰，有愛、愛天主文愛人，手上有一本聖麓，

包括蜜的和新的的完整聖經，就可用雙腳去跑，在鄰舍中找幾家天

主教教友（平信徒） .用一般的社交方式開始接觸或連絡感情。一

且能坐在一起喝茶明天，就可以慢慢用口來讀聖經，用耳和心來鸝

天主的聖言，並且慢慢學習用自己的話來祈禱，來向天主說話。這

種生活的祈禱跟只唸別人做好的經文是很不闊的。

這種聚會但心做下去，最好是每遇一次，小型教會團體就慢慢

建立起來了。這每遍的聚會有生活的分享，有聖經的研讀，有自然

的祈禱，成了互相培養、互相建樹的場所。只要每人每天自己讀一

點聖經，個人並家庭用學蘊祈禱，在每遇與別人及鄰舍家庭聚會時

就不悲沒有分享的材料。生活分享後，用聖經的福音精神來加以照

明分辨﹔或由分享聖經開始，再將各人的生活實祝和問題來與之對

照。所謂分享不外乎這兩個方式：由生活到聖麓，或自聖經到生

活。我們常能用聖經來光照生活，因為聖艦也是由生活中寫成的

薯。

這個聚會不可長久關閉在自己的小團體裡，而須走出自己，大

方地去關心別人。從哪裡做起，當然需要在團體裡分辨，並多求學

神的光照和帶領。一般說來，不外乎由近及遠，從小到大。首先要

關注的是四屑的非基督徒，如何

區，如何振奮堂權的禮儀生活，並在堂區所轄的範圍內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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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回來說：聖經是什麼？

自生活致i聖經，由聖經到生活，聖經的確是建立小型教會團體

的法寰。﹛且可不要把聖經意做魔街棒，或變成7f文字。聖經固然存
讓我們聽到天主的話，分辨出天主的旨意，但聖經也是我們個人和

團體的裁判者會作為我們審斷事理？明辨是非的標擊。這種標準典

人闋的智慧多次是右出入的。「上主說：我的意念不是你們的意

念﹔我的道路不是你們的道路。正如天空高過大地，我的道路高過

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過你們的意念」〈依五五 8 ～ 9 ）。

事質上，每個人、每種意見，都能在聖經裡找到支持，拉到證

釀。小團體﹔裡遇到這種意見分歧時要怎麼辦呢？真心接受天主啟

示，也說是有福音精神的人，先被討自己的意見，需要修正時修

正，需要悔改時悔改，然後才去接討別人的意見，並在需要時，以

謙虛的態度予以科正，這樣才容易彼此接受，化解衝突。

關於正確了解聖經一事，必須避免當時章取囂，而顧及聖經的整

體信息。換言之，要注意脈絡或上下文的意義。何謂脈絡？是聖經

某一句話的前前後後的話，是那句話所屬的那一章、那一部書，是

新的，是舊約，是全部聖經。因此說們才需要每天讀聖經，每週聚

會查徑，分享聖經。

學倒來說，有一鹿耶穌的話我們覺得很難接受：「你們以為我

來是給地上退和平嗎？不，我告訴你們﹔而是來送分裂。因為從今

以後，一家五口的，將要分裂：三個反對兩個，兩個反對三個」（

路十二日～52 ）。這幾句話的近處脈絡是耶穌講他應受的洗禮，即

他的苦難和死亡。這己說明人闊的分裂和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他

自己首當其衝。其次，在全部福音裡耶穌講平安、議聚集、譜和

好，究竟要多得多，強得多。那麼為什麼一定要講分裂呢？由新

的、舊的、及全部聖經看來，人憫的分裂是不爭的事實，是每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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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驗。耶歸之來，不但不取消分裂，並且會為了他的旅故發生更多

自扮裂。

但耶穌不會停在分裂上，就像他不停在死亡種一樣。由新舊的聖

經可以知道，耶師在接受分裂的事實後，是要再造一個更高的和

諧。換句話說，，邪歸帶來的不是掛飾的太平，不是廉價的和好，而

是經過字執、經過痛苦後所達致的更深的互愛關係，載像耶穌經歷

死亡和痛苦而復活起來，獲得→個新生命一樣。只有這個復活後的

新生命可以傳遞給後代無數的人，而耶獻在世的那個未經死亡的生

命是無法傳遞給別人的。

一個教會的成熟，它的成員對全部天主啟示的了解～郎對全部

聖經，不只新約，也包括蜜的的認識和活用～實在做闢匪淺。這裡

特把舊約的重要性提出來說說。舊的是一大金礦，有待中國教會去

多多發指取用。當約的重要住在於它與新的的關係，這層關係可以

說是辯證性的關係 o 裔的說過一個人，一件事，新約說那人那事日

在耶獻身上實現或完成。但不只是實現或完成，還更進一步，升到

一更高揖界，更能滿足人心最深的願望，這就是所謂的辯證性。

相稽的，舊約與新的的辯證性關係會讓我們多少了解一點新的

與宋世的關係，或基督第一次來臨跟抽第二次來晦之間的值相同文

不間的意義 J不熟悉舊約中天主藉先知關於自己，關於默西亞所

謂、所預象的種種，就不大能深切知道基督是如何來世的？對基督

只有一個模糊的認識， i息 ·t.白說不易讓她真正進到我們的生命裡，主t

們對她的期望，就是她的第二次的來臨～在我們的生命來蚓、在世

界末日～悲怕也不會怎樣生動有力。

可好在教會禮儀撞，不斷有毒害的聖經章節在公眾前朗誦。白發望

講道的人及參聾的人多多注意裔的與新的的關係，白天主的全部啟

示中認識、愛慕、期待三位一體的，天生，特別是翁們的教主耶穌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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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事先寫好而未發揮的原來演講綱要

副書：

任何基督徒都少不了天主聖言，這可從三方面來看：每人的經

驗﹔理論方面﹔人性、天理、天啟﹔功能方面：是教援，也是判

斷。

在圈鑑裡接觸天主聖言有不闊的意義和教果﹔盤磁告訴我們，

在團體中解經會有新的發現，新的領悟，是個人獨處時所不易發現

的。團體中的聖經分享當然會使裁們更廣泛地體驗天主學言。

團體能大能小，大的能大到整個教會、人竅，小的能小到二、

三個人。團體太太或太小，都不能達到分享天主鑒言的目的。因此

我們朝向建立小型教會團體的方向努力，深信在這樣的小型團體裡

天主聖言能發生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褔足個人讀輕的限度，

另一方面補足一個太大的團體，如本堂、甚至教區的所有不遠之

處。當然個人的讀蘊及與堂臣、教區的溝通、連繫為小型教會團體

的生命都是不可或缺的。翁們只是在層次和運作上肯定﹔小型教會

團體是在個人與歡會之間十分重要的一濃。

下面便將「天主聖言與小型歡會團體 j 這個題百分成三部分來

講：一、天主的啟示或聖經各書是指向個人或團體？二、天主子民

是在團體中學習聆聽實踐天主的聖言﹔三、天主聖言與小型教會團

體。

一、天主的啟示是指向個人或團體？

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也許設有經過很多反省。各人可按白

己對聖經每一部書的了解反省→下。

舊的的天主啟示常以人民或團體為主，是不爭的事實， Torah,

Nebi im,Ketuvim 0 問題在新約，雖然新的是當約的延續。如果會

的是天主向一個子民啟示自己，新的也應該如此 9 只不過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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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個人主義使我咽著不清團體在教恩秩序中的重要角色（今日

世界的社會主義前要斜正的原是這一缺陷）。教恩如此，傳福音也

如此。

I.新約正與（ c祖on ）的含義未來就不是為個人，而是為一群信者

的團體，新的麗真是為了建立團體。這可由以下幾件事實予泣證

姆：

（的新約的來棋是教會，目標也是「教會」，個人只在團體內領受

蜜麗。

(b）耶獻研追求的是一個天主的于民軍將分散的天主子女聚合在一

起。

(c）新的的語氣都與團體有關，耶攝及保祿的宣講（天圈，教會）

都指向團體。

2.新齣的團體是怎樣的一個團體？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團體：一方面

要內部圖站，另一方面要向外關放：

（的舊的團體的準傭

（助新的團體的實現

(c）歇會的雙重使命

二、在團體中學習聆聽實韓天主的蓮言

孔子十五而好學，論語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J 開始。給

裁們留下了聖經的猶太人也從小說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從五歲到二

十歲。他的一生要按照所讀的控具來生活

1.不只學聽 9 也學傲。「議議上主」指此。

2學習信仰的地方﹔學堂是間接的，家庭輿聖所是直接的，但

右世俗化及形式化的危蝕。

3.學習內容：信仰的接心：申六 4 ～ 9 （申五～廿六， 130梅瑟

的第二篇演講）。信仰的撮要：（到飲水思頓（中廿六 5 ～10 ）﹔（盼

照顧弱小（申廿六13～15 ）﹔（c）向子女交代（申六2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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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個隆重的學習禮儀﹔申三十一 9 ～口。在第七年一切債的

免除（申十五 1 ～ 6 ），淪為故事童的得封自由，並獲得足夠的資金

閱插一個新生活（十五12～18 ），大家都平等而再互為兄弟，這時

可大大慶祝一番（十六13～15 ）。戲是在這樣的時機來一個隆重的

學習。

5.耳其三十一31～34的新約中，人再不必敬，也不必學又何解？

由耶穌的來臨及研期的教會團體來答覆這一問題。

五、東主聖雷與小型教會體體

到此，一個重要的肯定是：天主聖言不只告訴我們要做什麼，

也告訴我們怎樣去傲。怎樣做呢？除了個人的努力和屬於一個大的

教會以外，還有必要在一個小型團體裡接受、學習、實踐、分享、

傳揚天主的聖言和基督的教恩（這同時糾正了或補足了社會主義的

集權統治和天主教會的龐大中央管理）。

1.在團體裡接受聖言：宗十24～27 ，“～48 （當然也有個人領

受聖言的冊子：宗八26～39 ）。

2.在團體裡學習聖言﹔特洛悶的經驗，宗廿 7 ～12 ﹔保祿傳福

音的首篇講詞：宗十三16～刊。

3.在團鐘裡實踐聖言：宗二42～47 ﹔四23～27 ：祈禱、宜道、

財產公右。

4.在團體裡分享翠言：宗十五﹔有不同的意見，有爭執和辯

論，保碌，巴爾納伯及其他人的沿途分享。在耶京有宗徒、長老、

法利寒黨人．．．。

5.自團體出發宣講福音﹔宗十三 1 ～ 5 ' 13 ﹔十五38～的：保

線從未單獨一人宣講福音，而常常有伴：巴爾納伯，若望（馬爾

谷），息拉，弟茂德（十六 1 ～ 3 ）。十六10始傳福音的一直是

「我們 J （包括路加在內）。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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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封耶穌自己的話和作風﹔若十三35 ﹔瑪十八19～20 ﹔谷六

7 ﹔路十 1 、天瑪廿八19～20 。

小組討論是直材

1.將耶縣一生的目標很接瑪十二30 ﹔廿三37 ﹔若十一招來解釋，並

找出與小型團體的關係。

之你如何懂並實踐耶穌所宣講的天國（如瑪十三﹔十八﹔廿五）和
保祿所建立的教會（如格前一﹔六﹔十二）？

3.先看出十九4 ～ 6 的意義，再看伯前二 4 ～1。如何將之用在教會

（團體〉土斗。

4申六 4 ～ 9 '21～25 ﹔廿六 5 ～IO ﹔廿六13～站在說們的信仰實

踐與傳遞上指出一些什麼。

5.由若十三35 ﹔海十八19～20 ﹔谷六 7 ﹔路十 I ﹔為廿八19～20 ﹔

宗八26～39這些聖經章節我們能吸取哪些靈感來傳揚主基督的福

＝三
。自

注意﹔每人可提供以上章節以外的聖經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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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九八頁

在「分享」與「討論」間有些不詞之看法，在評估時也買了解海

聖經在小型寓體中實際會發生的一些情形，之後彼此分享了所知

道的一些方法，都很有益。

更看到我偶本身對葛言的買車度（相信聖經是為每一個人的，聖言

為我重要到什麼種度？）比方法更重要。

第四天：分享對蜜僻的經輩輩及對這一邁的感受。

作評估、檢討。

由這一適的過程可以看出，剛開始縛，每人抱著很大的希望 g 想

知道如何建立小型信仰自重i體。質際上並沒有擦掌答裳，人的團體

是活的，答案也是一直在變動的。雖然發們仍然對小道團體的定

義模糊不清，但我們仍有勇氣僚始去談論，翁的實行的困難及如

何突破。感謝主，我們看出了困難也找到了突破的方法。我們一

再肯定在意識到小耳目信仰團體的鞍心是耶歸來人。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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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過去我們教會似乎談得多做得少，現在要傲。

:3%們小組都是實際在 f傲 J 的人，希望所聽到的演E揮更實際。

好像有些演講太理論了﹔雖然我們也讀到j f 神學」本來是環論，也肯定

理論的重要性，仍希望星議員在單循持和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溝通，以求與實

際更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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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依照所參考的一些資料，特別是在「樁」這本書中，對小型教

會團體就已經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與界定。但為更簡單明了，我選

用了「那裡有兩三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 J （瑪十

八20 ）。換句話說，以基督為中心而團聚的若干人，說是這樣的一

個小團體（至少就靈修觀點而言，我覺得這是相當確切具體的一種

界定與說明）。這裡所說的靈修生活，是指天人之間的生活聯繁，

說是我們在基督內、藉著學神、與天父之間的生命交流與共融。對

小型國體與靈修生活有了如此的「簡界」後，下面說們要分為三部

分來分享，綱要如下。

一、小型團體的靈修基礎一一知行合一

←）正確了解經書一一「活 J 而不思則周

口足踏實地生活一思而不「活 J 則殆

二、小型團體的靈修活力一一積極成長

付身心成長過程一一靈修成長方向

仁）經書啟示成長一黨修成長動力

（＿：＝：＿）祈禱滋養成長一一靈修成長體驗

三、小型團體的靈修特徵一一喜樂充實

十一）萬物靜觀皆白得一 八風默會父心同

仁）破傷蘆葦不忍斷一一將熄燈心換叉閱

（三）麥粒不死單粒在一一單粒成泥百粒來

結話：四海皆兄弟，丹心照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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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Jj ＼型屬體的靈（學基礎一一知行合一

中國文化傳統特別重視根、末，修齊抬平的生命理想莫不以此

寫出發點。我們在中學國丈讓車里揮，大都讀過、甚或背過：「臣揮

求木之長者，必圓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灣其泉首要﹔. ~. ~ ..很不固

而求求之長，按不深而華流之違......雖在不續費知其不可，而況於

明哲乎？ J 這標所說的根本、泉源，都是「活 J 的，不斷加深拓

展，湧流奔放。我們的靈修生活基礎也正是如此。試分為兩節來分

享說明。

付正確了解經書一一「活 J fl'f.i不愿與j閱

梵二後的信仰生活革新，最顯著而富有活力的兩個地方，就是

禮儀本﹔位化與讀經運動的積極發展。後者對小型信仰團體來說，更

是盛衰存亡的關鍵所在。根攘前翻閱逅的一些資料和個人與小型團

體的一點接觸題驗，讓經在此情況中所面臨的機戰，一般來說就是

如何把握住正確的方I旬，使人員能了解經薯的「生命內涵 j 。因為

很多次的負面後棠，正顯示出這「正確方向與真實了解 J 的不足，

甚或完全缺少。比如參加者感到空泛、雜亂、太理想、不切實麗、

毫無感受、不知所云等等。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因素在（比如年齡的

大小，信仰經驗的多寡，對經書的熟悉與陌生等），但主要的菌素

之一，我覺得還是在於如何使參與者有正確的方向與了解。學何來

說可能就會更清楚。

谷一 1 ～11這段經害的重點是： (1）若翰在曠野裡出現，他就是

先知所預言的「曠野呼聲 J ﹔（2）若翰宣講悔改的洗禮，群眾議罪受

洗﹔ （3 ）耶穌也來受洗﹔（4）耶獻受洗後的景象。剛才所說的要把握住

正確的方向並真實了解，就是要先集中心力，看清 f 曠野呼聲、宣

講悔改、認罪受洗」的關係與意義（避免分散到枝節上，比如談太

多曠野的情況，在曠野中生活的困難﹔捏蟲能吃嗎？只吃捏蟲野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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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活嗎？約旦河的情形如何？為什麼要下到河裡受洗？．．．），雖

然間待放一段猶太曠野典約旦河的影丹（或幻燈斤或用一些圖斤）

能有很大的幫助。裹住心靈和生命的方向話：曠野呼聲就是喚醒前

醉心靈的一切推動（內在外在，一切振聾發贖，引人深思，使人返

本歸根的言行事故，都可視為曠野的呼聲）﹔認罪悔改就是修直、

修平土主的道梅﹔接受洗禮是表示洗去過去的污穢不潔，重新聞給

一個正直潔淨的生活。比如我們內心的忿怒、仇恨、兇悍、狂妄等

等，這些在心理心靈上就是如丘如山，一定要設法割卒，否則一旦

，瀑發出來，必然會造成傷害甚或毀棋。蒂拍內心的詭詐、貪婪、或

悲觀、失望等，就是心理心靈上的崎l驅不平或深坑深谷。所以「修

直上主的道路 J ，產主是使內心恢復其應有的平定與充實。說得更詳

細一點，就是藉著「倍以往之不謗，知來者之可追 J 而諸錯悔改，

把仇恨、狂妄的山丘一律責i平除掉，扭正直、真誠來代替詭詐、謊

騙（使峙嘔變為平坦），以信賴、知命、樂天，填平貪得無厭或悲

觀失望的深坑深谷。這樣人與極目夏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是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便重新建立了起來，恢復了其廬有的和譜一一修直修平

了人與上主之間的道路。

洗的象徵意義相當明顯，我們的口語中就有洗手不幹（痛改前

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洗耳恭聽（詳除雜念，專心聆聽）

等。基督也來接受悔改的洗禮，在外表上和一般人完全一樣﹔但她

受洗的真正意義，卻藉著所發生的「景象 j 都一一表達了出來，同

時也告訴我們，在新的洗禮中（我們受洗時）所發生的事攝：天人

之間的生命交流與共融﹔人一有天父所通傳的生命，她立即宣佈「

這是我心愛的子女 J 。對基督受洗與新約洗禮的關係與內涵，我在

別處已更詳細地分享過，這裡就不再重萎了（請參閱拙著「自首共

此心」， 240-242 頁）。對經霉的「生命方向 J能逐樣把握住，

對經文的了解也自然會比較真實正確，至少可說「雖不中，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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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J 0 隨著真如，自然就是力行。

亡3榔踏實地生活一一思而不「活 j則強

經書所草案，尤其是新約，臨然都是 f生命的話J ，那自然只苓

＼透過生活的體驗，才能心領神會﹔其生命的活力與真諦。一般對謂經

所表達的空洞乏味，其癥結也正是在此﹔和具體生活遠不起來，更

遑論打成一丹了。所以讀經的秘訣就是立即去如此生活一一知行合

一。現在仍用前面所學出的寅初j來加以說明。

「購野呼聲 j 誼是指一切喚醒心靈的推動，所以這「呼喚 j 也

會出現在我的每天生活中。比如因人地事物之不顧蝦、不順心，而

忿忿不平甚或火冒三丈（家庭中夫妻之間，父母子女間，工作上的

人事間，修會團體中的兄弟姐妹聞等等），這時「修直上主的道路J

的呼聲，就是要我把這些君、思冒火的丘山，設法予以斟平一一先接

受不理想的瑰寶，然後探取有殼的方法來加以改善。如果按過去已

多次「爆發 J 遇，而結果常是弄得雞犬不寧，甚或燒得大家面目全

非（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現在這呼聲要我放棄那些只能傷人

害己，而文完全於事無補的解決方法，至少要設法減少這些只有百

害而無一利的街動（氣太大就會氣病或氣死），慢慢學著「就事論

事 J 來解決問題一一這就是生活上的認錯悔改，接受洗禮。一次在

公路上的一個十字路口，看到一個小車禍，兩訝：轎車在轉彎時相擦

撞，損傷並不嚴重。但兩位司機從車裡出來大聲吽罵，其中之一立

即脫掉上衣，對方當然也不甘示弱。就在這時，綠燈亮了，我坐的

公車立即開動，沒有看到「究竟如何」。但在車上我自己在想，如

果他們兩人真的打了一架，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本來只有輕傲的

車傷，現在還要加上更重的人傷。退一步來說，就是車子都報銷

了，換部新車也並非那直接難，但如果人打瞎、打死了，那叉怎樣

呢？反過來說，如果兩位司機能平心靜氣，就事論事，按理來修補

賠償，事情很快就解決了（更進一步，如果兩人態度良好，相互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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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道歉，請不定還會因禍得福，彼此成了很好的朋友）。這件事為

我就是很明亮的曠野呼聲，喚醒我在生活中遇到「意外事件 J 時，

自主設法平心靜氣接受下來（不接受也不改變什麼，因為已經發生
了），然後採取積極有殼的方法來處理解決，至少要設法避免再製

造更多的痛苦，使不幸上再加不幸。這就是「修直上主的道路 J ' 

把忿恨報復的情緒丘山武悲觀失望的內心深谷，盡快予以割除或填

平。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心「修 J 得這援平坦稽定，上主也就來到我

的生命中了。

我們在家庭生活中，修會團體裡，以及工作上的人事間，如果

會洗耳傾聽這隨時在召喚我們的「曠野呼聲 J ，我們的生活必然會

更輕鬆，工作會更順利，身心會更健康（至少不會惡化到「看見她

說想吐」或 f真想把他宰掠 J 的地步）。讀輕的目的就是要這樣每

天在生活中譯真練習，足踏實地去做一一不當時悔改受洗。對「我是

天父的心愛子女 j ，同樣也要在生活中每天諾貝去體驗，使這最基

本的信仰事跡，能還漸變成活生生的生命事實。經過如此練習體

驗，小團體的譚輕就不會再令人感到空洞乏味，而且更會使人逐漸

感封其實，充滿活力。我們的古學先賢早己體驗到：「學而不思則

蜀，思而不學則為。」套用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上，也正是如此。莫

名其妙的信仰與生活，自然不會有所感受，甚或一無所得。反過來

說，對經書、信仰一直在知識與了解上用心思，而不足踏實地去生

活，那就相當危臉，甚萬能變為幻想失常。所以我們在此將這句古

訓戲改為「活 J 而不思則間，思而不「活 J 則殆。我們的讀經所以

能成為小型團體的靈修「生活 J 基礎，就是因為它是建築在「正確

了解與實地生活 j 的知行合一上（也可戲稱為知而不行則悶，行而

不知則殆）。

「樁」中有篇文章，記述一個「基層團體的聚會過程」，十分

具體，值得一讀（見該書第 130 - 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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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型團體的靈修活力一一積極成長

有了穩定的生活基礎之後，按著自然就是要積極成長。就如一

個健康的兒童，他的身體會不斷增高茁壯，朝氣蓬勃，洋握著生命

的活力與喜說：同樣，小型團體的靈修活力與成長，也正可依此「

藍圖 j 而積極推展。試分為三節來說明。

村身心成長過程一一靈修成長方向

發展心理學所指出的一空成長揖象與特徵，我們不訪用為軍修

成長的借鏡，因為生理、心理、心靈未來說是人的一體三面，在成

長過程中必須面面顧到，使全人積極成長，不可有所分隔或偏廢。

比如兒童期的行為特徵是強烈的好奇，喜愛探索冒險，好動、逞

強，一有需要，立即就要獲得滿足（隨本能衝動，不會的之以禮），

幻想豐富，觀念幼稚等。對宗教信仰來說，赫洛克（ E.B. Hur -

lock ）所提供的三幅插圖，可說表達的恰到好處，正式入學前的兒

童（幼稚圖階陸）睡覺前跪在床前祈禱，其禱謂是：「天主，求妳

給我一雙溜冰鞋！」六七歲的兒童祈禱是：「天主，求詠幫助我做

好數學習題！ J 十歲大的見畫祈禱時說：「我不懂為什麼耍祈禱，

天主永遠不給我所求的！ J 進入成年期後，自然就丟開了兒童的幼

稚幻想，在生活中逐漸去面對真實而穩定下來。現在就依此來指出

靈修成長的幾個重點，也就是積極的成長方向。

首先是由追求新奇好玩、顯靈顯塾，逐漸走向內在的德定踏

實，真誠信輯。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這樣的實倒，不但在一般信友和

青年身上，隨處可見﹔在修會團體中也往往俯拾由是，屢見不鮮。

比如聖誕夜時，聖堂中大都是座無虛席，甚或人滿為患（其中往往

有些還不是教友）。再去日傳說某處聖母顯現，大家就成群結隊（甚

至扶老搗幼），非去朝聖不可。還有去年這個時候（ 1988年初），

在裁柄的某些修會團體中，（事聞著一份由美國一個學母主要圈員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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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預言 j 。大意是，該團員依攘「基督給五傷畢奧神父的特別

啟示」，說在 1988 年 8 月 15那天，要開始有好幾天的天昏地暗，

漆黑無光（天主要懲罰世界〉。聽說有的修會團體，脅要大家預備

仔蠟燭，多多前禱，以準備大黑暗的來臨。諦，不要誤會，說完全無

意要抹殺這些實倒中的信仰因素，相反，我非常重輝這樣的童心熱

情，因為主把自己也是這樣成長過來的。但這種所要強調的是，對信

仰中的「趨求新奇好玩、顯靈是頁要」的因素，小型團體應逐漸意識

到，並進而使自己的信仰熱誠，日益踏實穩定﹔使自己的靈修生

活，慢慢轉變為對天父、對基督、以及對天上母親的孺慕信頓與真

誠季愛。和此密切有闋的另一個成長重點，就是小型團體的成員，

要逐漸體會出「一廂情願的自我滿足 j ，實在幼稚可笑，有時更是

蠻不講理（就如前面提過的插圖，三四歲的小聲求天主給溜冰鞋，

六七歲的求天主幫他做好數學習題，十歲大的就乾脆說：天主永連

不給我j所求的，我不懂為什麼要祈禱）。對此幼稚心態有了「會心

做笑」的體驗後，下一步自然是要學著去體會天父的心頓，並進而

去發現 f 父之愛子悅父心 J 的真實與美好，就如基督一生前追求、

所自然流露出的生活傳真：父啊，願妳的名受顯揚，顯赫的國來

蝠，願一切都照你的心顧實現！

有了前面的成長體驗後，第三個重點就是要試著進入生活的逾

越奧跡。只有在此階段，我們的靈修生活才能真正穩定下來，才能

真正到達成熟。－說逾越奧跡，多少總會令人有一種深不可測、追

不可及的感覺。為避免這種空洞感或不知所云，我想在此用最常用

的話來說出它的生活意義。萬事順利，我們很容屬感謝讀頌天父﹔

事情不頤莉的時候，也學著接受並感謝天父，這是逾越自我的第一

步。禍不單行，莫名其妙，如果這時我還能含著眼淚投奔天欠，一

心信賴她，這是逾越自我的第二步。說到這裡，我覺得已經有人在

暗自驚問：「我的天哪，那麼可怕！小團體的人不都被嚇得跑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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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 J 請放心，讓我再解釋幾句。我們所謂的順利法不順利，都和

我們內心的「底補」有關。如果我們已「內定 J 必須如此如此，絕

不容許有「不如此 J 出現，那我們已註定了給自己找厭煩，自討苦

吃。因為生命中有許多因素都不在我們手中，而我們的童心，卻一

廂情願地認為一切都必須照我的心願實現，這就是我們的矛盾、執

迷、蠻不講理、啼笑皆非。我們的古聖先賢早就給我們讀過，「生

死有命 i富貴在天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 J 。如果我們

肯接受這項古訓，我們的「苦，結」日鬆了很多（至少不會囡無顏見

江東父老而一了百了）﹔如果再能進一步和天父連起來，那更可轉

苦為樂，安順天命了。剛才所謂的「 1禍不單行，莫名其妙 J ，實際

上也是我們自己內定的那個普結在作祟。因罵我們的「一廂情願 J

本來說不符合事實，而我們一直繼續「非如裁願不行 J 妥當然結果

會有更多的「事與願違 J .這就是我們一般蔚訝的禍不單行﹔而這

些「不幸 J ，對我們不肯面對事實的「盲心 J 來說，自然是「莫名

其妙﹔豈有此理！」比如前面所說的那兩位司機，以及日常生活中

萌發生的大小意外與不幸，都是很好的實例。如果我們會利用，這

些「樹楣、不幸 J 都是幫助心靈成長的好機會﹔如果不會利用，那

就一直是禍不單行，甚或會一直到死不顧目。「一切的事都幫助愛

她的人獲得益處 j ’這是經歷過人間好多倒楣、不幸的保祿（比我

們一般所遭遇的都更多），給我們所分享的生命體驗。

所以從信仰的角度來說，我們所說的不順利、倒楣、禍不單行

等，其實正是要喚醒裁們「學心向上，把目光轉向天父 J （不要一

直心迷於人地事物中）的大小棒喝。如果一敲就醒，很快能逾越過

自我的「一廂情願J ，那下面就不會發生禍不單行。如果小棒敲不

龍（小不服與小不幸），大棒就會接著打下來（並不是天打之罰，

而是我的心愈盲，自然就捧得愈重）。這可使翁們看出，遂起自我

的第一和第二步，從負面來說，就是破除裁們的心盲與執迷﹔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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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那就是心靈的開竅一「明心」見性的開始。第三步是自我的

完全逾越，連命也不要了，生死都完全放在天父手中。而逾趣的奧

秘正是在此顯得最清楚：不但內在的「莫名其妙，豈右此理 J 一掃

而空，連外在的人地事物也變得更順利和諧，方圓白如了。這在下

面耍一擎的實倒中會惹得更清楚。

白種書啟示成長一一靈修成長動力

這裡我們可分封從人物與動力兩方面來分享說明。古羅為右句

成語說，「語言能感動，榜樣更吸哥﹝ J ，這和我們文化傳統中所說

的「身教直接於言教 j ，正相符合。現在就先學幾個有德衰的人物，

然後再指出起書的動力。「樁」中有篇「神修與基層團體」，語文

最後特別舉出「亞巴郎與梅瑟的神修觀 J ，當作現代基層團體的神

修模範。主要意思是說，亞巴郎立即回廳上主（不顧一切，離開故

鄉），這不只影響了他個人的生活，也關係到一個民族要走的道

路﹔梅瑟為一個習慣於釵隸生活的民族，闖出一條自由之路，領導

他們建立一個自由的圓家。

除了舊約中的人物件，狡們也不訪舉出幾個新的中的人物，或

許他們更接近裁們，更能跟引我們。比如伯鋒與若望，他們的成長

過程，為我們每人都能是一種莫大的支持與鼓勵。他們的教育程

度、天賦才能、家庭背景等，可說都不會比裁們好多少，武許更可

說，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們差。他們對老師基督的言行所表達的反應

（現代更常用所給的回續）脅和你我的未能反應完全一樣：跟我心

意的～律歡迎，完全接受（比如驅魔治病，飽飯眾人會建立天國

等）﹔不如我意的根本兔談（比如老師說要受苦，被殺害，然後復

活）一「絕對不可能 j 」但他們始終跟蒼老師走，跌倒叉爬起來（

雖然摔得相當重），最後都成了教會的柱石。如果看他們在團體方

面的成長，為我們今天的小型團體，也間接可提供很大的鼓舞力

量。他們在個人和圈鐘身上所顯示出的軟弱與缺點，尤其能給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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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軟弱和缺點的我們，特別打氣：放心，不要怕！只要恆心跟羞

，祂走，結呆一定會出乎意料之外。就逗他們中闊的最大不幸事件一

猶達斯的自毅身亡，也能從反直給我們很大的幫助﹔只要以．比還

鐘，不那樣自作聰明到底，我們的軟揖也自會顯鑄她的德籠。當然

這極面有很多的地方可深入長訣，但為今天的時地而言，只能劉此

為庄，其他就留給我們的小型團體，慢慢在生活中去體驗、分享、

印證吧。

從基督的小團體到現在，歷代教會中都有這樣的生活實倒。）

且為基督而敢放闖一切，連生死者E置之度外，結果常是意想不到的

單收、與旺、』民利。勞改營中的兄弟姐妹處處都建立了基督小團

體，印度德蘭修女赤手空拳而興辦了那麼多貧病老弱的收容所和療

養院。我們的地方教會中也有相似的「小型 j 黨的。這些人所以能

如此富有活力，他們所發生的影響館如此深遠廣大，其秘訣就是在

於會吸取經蓄的精華而與生命很聰打成一斤。教會中的仁愛工作、

醫療服務、以及在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所作的努力，也都是

由於經書的啟發推動，一如「撒在回裙的種子，放在麵圈中的酵

母 j ，不斷在萌發、滋長、擴展。對我們的小型團體來說（已成立

或將要成立），這些「專業」，這些不斷在彰顯天主德能的「基督

工程」，自然也是最有力的藍本與鼓舞。換句話說，小型團體的成

長茁壯，就是要這樣從經書中吸取啟發典活力，依照自己的天賦才

能、生活環境、工作職位等，在士農工商、政經文教各方面，積極

揮發生命活力，以具體的愛心股務，話也「天父心愛子女 j 的面貌

一一這就是小型團體的真正成長。

目祈禱滋養成長一一靈修成長體驗

前面所謂的正確了解經書，以及剛才所分享的由經書吸取啟護

與活力，如果要成為生活的事實，那就必須透過祈禱的滋養與培

育。我們所說的祈禱是指與「生命根頓 J 的生活接觸，就是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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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基督、和聖神之間的真實交流與共融。和生命很源的接觸方

式自然有很多，但我們這裡只談小型團體和每人的「天人交流與共

融 J 0 先說個人，再談團體。

「你們祈禱時，要進入內室，觀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

你們祈禱時，不要嘴哥哥切切，以為多言，便可獲得垂允﹔你們的父

康知道你們需要什麼。所以你們應當這樣祈禱：我們的天父，願妳

的名受顯揚，顧你的國來臨，願獻的旨意奉行在人閉，如同在天

上」（參閱瑪六 5 ～13 ）。基督給我們留下的「祈禱指南」與生活

傳晨，一方面是非常簡明，同時又是那歷精深，而且老少成宜，萬

國飲悶。我想教們都看過不少的祈禱書籍，使用過不少的祈禱方

法，但我自前的感受是〈在此完全無意輕親任何祈禱書籍與方法的

重要與價值），只是個人的一種感受，就好像那個悟不空的孫悟

空，拼命在那種翻筋斗（自以為神通廣大，一個筋斗就有十萬八千

里），但折騰了半天，結果還是翻不出如來掌心。所以現在就依照

基督，這位「由天主而來的師傅 J 的訓言，給大家分享幾旬，當然

最重要的還是個人在生活中，要認真地用「心 j 去體驗。

祈禱的第一步是「進入內室，關上門」，如果在繁忙之餘能有

這樣的一個小室，當然是非常理想，但更重要的是進入自己的心靈

內室（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收斂心神，或收心、詞，心等）﹔關上心門

（大德蘭說這樣以免 r Jl\fl蟲走獸 J 隨便進來〉。心這樣收拾好之

後，然後「向暗中之父祈禱」，說是以子女真情面對如此愛我們的

天父，或更重心一些，完全摟在她的優裡（當然這只是人的說法，

不論我們意論到與否，我們常是在抽眼前、手中、懷捏一一「因為

ft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她內 J 一一參閱宗十七27-28 ）。「

不需要說很多話，你們的父原知道你們需要什麼」，我覺得基督在

此是要我們對天父右子女的依恃、聶慕、信賴。這是她自己對父的

f 父于情深 J 的自然流露。所以進入真正的祈禱（基督所傳控的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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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就是由心底向天父發出子女的依持與信賴，慢慢龍在內心深

處體驗到一點「父子情深 J的真實與美妙。在這與父的「真實接

觸」中，自然不必為自己的需要而撈回不停，但這並不妨「在一切

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恩之心，向天主皇上你們的請求﹔以

學詠、禱詞、及層神的歌曲．．．．．．國耶穌基督之名，為一切事而時時

感謝天父 J （參閱斐四 4 ～ 7 ﹔弗五17～21) 。在此我們可清楚看
出，譎念經文、詠唱詩歌，如果是由心底向天父所發，為中悅她的

父心而調誦歌唱，自然都是很好的祈福（有口無心，僅是聲響，那

就不是祈禱了）。總結一旬，基督所毅的祈禱就是「以心神、以真

誠朝拜父」，在這真心朝拜中自然也有感謝、讚頌、孺慕、信輯等

一這樣的「真心誠意 J 也正是說們的古聖先賢所說的「敬站在 J 0 

分享了祈禱就是真心面對根源之後，現在我們要面對在前禱中

常會遇到的困難。為能長話種說，節省時間，我改用「自言白話，

自聞自答 J 的方式，說出個人的幾點感受（就如舊式拜苦路中有我

的靈魂，你想一想那援）。首先是「裁祈禱常分心 j ：先看看你的

心分到哪兒去了﹔再君看那些使你放心不下甚或念念不忘的人地事

物﹔最後看看你能否把這一切都放在天父或基督的手中（如果你和

天上母親的關係特別好，自然也可完全交給她一她和基督永遠是「

母子用心悅父心 J ，絕對安全可靠）。再者就是 f 我現在祈禱覺得

很空洞，感到是白費時間，還不如多看書、多工作更好」：你所說

的空洞，是否因為現在祈禱時，不像以前那麼有感受，比如喜樂、

熱情、光照、欣慰等﹔如果是這樣，那你要看一下，得到 F自我滿

足」就興高采劑，得不到滿足就覺得是自費時聞﹔仁，很激j 在哪

種？馳的心廳是否也要看看？你以多看書、多工作（想如此去作或

已經在作）來代替祈禱，是否份在一直尋求「自我滿足 J ？第三種

困難是「我真的好忙，很難找到時間祈禱」﹔說得輕戶點，你是不

知所云﹔童一點，你在自歇歇人﹔如呆實話實說，那就是天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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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為我都不重要﹔使我「真的好吐，沒有時間祈禱 j 的人地事物，

比天父、基督更重要。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人為自己「心中最寶貴

的一位」常會找到時間，常有辦法。第四種困難，「很多年來，在

祈禱上常是進遲遲退，依然按我，看不到有什麼教果」：能體會對

自己在祈禱上沒有長進，本身是好現象﹔如果你真想進步，必鑽在

「心專、意誠 J 上下工夫（心不專一，意不誠切，是祈禱不長進的

癥結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很多的「迷」，比如球迷、影迷、

棋迷、書迷（當然更有財迷、緒迷、色迷等），但如你對電影、小

說、異性朋友、或不論任何人地事物，曾經有過）些迷的經驗，那

你現在看一下，在祈禱中你對天父，或對基督，或對天上母親，也

會迷過嗎？如果你肯為「祂 j 而迷，你的生命馬上誼會改變。要不

要試試看？還有一種困難，也許更好說是困惑，「為什麼要常在聖

堂裡祈禱，我覺得面對大自然更容易引發讚頌感謝的心情，更能幫

助我作好祈禱」：在學堂中，尤其是在聖盤中的基督面前，你不覺

得和面對大自然不同嗎？基督的「有形 J 臨在，正配合我們的「可

感可觸 j 的需要。面對「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位」，如果還不如面

對花草樹木更喜樂，你不覺得好笑嗎？大自然當然可以好好欣賞利

用，但它們和創造者不可閱日前語（就如兒童只喜歡搪果玩具，不

肯親近給糖果玩具的父母，是否同樣可笑）。

為個人祈禱所說的一切，當然也能為團體有用，但小型團體也

有適合其本身的祈禱方式，比如聖經誦禱、神恩祈禱，尤其是團體

感恩祭，此外自然還有共可誦念玫瑰經、拜苦路、常年退省等。這

種無法一一多說，但其主要關鍵（就是使小型團體真能從中吸取活

力而積極成長），仍是在於全心參與並認真在生活中去體驗。

三、小型團體的靈修特徵一一喜樂充實

喜樂充實是一i悶真實生命的自然流露。我們的小型圖鐘，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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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穩定，不斷從「很激 J獲得活力而積極成長發展，自然也會流

露出生命的充實與喜樂。下面我們要從三方面來看這「誠於中形於

外J 的生命「正呆 J （真正的生命果簣，這樣會顯得更具體，更有

象可徵。

（斗萬物靜觀管自得一一八凰默會文心問

說如前居所說過的，成年期與兒童期的顯著不同 s 是在於前者

會面對真實，生活臼益穩定（其反面是受本能衝動所驅使，喜怒不

定）。小型團體也是如此。如果長得好一向「長成 j 的方向積極發

展，它對不理想的現實（尤其是不理想的教會現實），一定會更容

易接受，同時也會體驗到，其本身也在運漸更穩定踏實，整個生活

會顯得更樂觀、更輕鬆、更和諧。這和前面的干靈修階段 J 正相

反：很難面對不理想的現實，甚至無法接受：很容易火冒三丈，要

「馬上j 革新一切，但往往弄得雞犬不寧，許多次更碰得頭破血
流，兩敗俱傷。如果用基督的話來表達，我們不錯誤說這－段：「

不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或喝什麼．．．．．．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

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天文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

貴重嗎？ ι你們中誰能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數增加一肘呢？關於衣

服，你們叉憂慮什麼？你們觀察﹜下田間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

自不勞作，也不動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

時代所鼓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信德薄弱的人哪，何

況你們呢？．．．．．．你們先語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

給你們」（瑪六25～33 ）。在基督這樣透明的「生活傳真 J 中，教

們可清楚看出「有根 J與無授的顯著不同。一個無很的生命常是憂

慮恐懼，隨時隨地都要強得巧奪，拼命維護自我安全，而結果必然

會造成衝突掛爭，混亂不安，甚至流血拼閥，兒殺毀棋。有很的生

命正相反，一如「生命導師」所傳擾的，常是心安理得，隨處散發

出輕鬆喜樂，溫暖和諧。在個人靈修輔導過程中，我戲稱這階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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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神接見疑心處」，其積極成長方向與特徵是日漸「自信自如自

真如 J 。小型團體與個人都是要這檬成長過來，說如前面所分享過

的，一定要先穩定基礎，使自己「有根」，然後才能「根固而求木

之長 J 。而積極成長就是在「有根 j 的體驗中，日漸自信自如（內

在的自我肯定與確是天父的寶貴子女，慢1聾連接起來而融合為一，

外在的生活行動自然也就變得更輕鬆放心，和諧安定〉，取代了以

前的衝動、不滿、緊張、掛慮等（都是一生悲觀的內在情緒與消極

的外在反應）。換句話說，在和「根灑」的真實接觸中，裁們很快

會發現，該們好多的「消極不滿，疑神提鬼 j ，原來不都是在外

面，而更是在我們內一我們自己就是那個「凝心處 J 0 對自己一有

如此的「會心徵笑 J ，整個生活的芳向自然就會走向「真如 J 一一

真正如同天父心目中的子女，逐漸顯出「真如天尖子女 j 的面貌。

自己的內在一旦安定和諧，對外在的一切也說會感到「萬物靜觀皆

自得 j ，不再想天尤人，瞎馬亂衡了。

如果小型團體的大部分成員，至少十分之二三的人能在生活上

如此有象可敏的話，那整個團體的穩定和諧，已是自在不言中。更

有進者，這樣的小團體會更能接受現實的攝戰，甚至面對挫折仍可

繼續向前，不會輕易灰心，更不輕言放棄。雖然這階段的功力還只

是「八風吹不動 J 的初級，但至少已能於順、逆、成、敗中（不僅

於順利成功時，也能於困逆失敗時），去默默體會天欠的照顧宿學

得積極成長的寶貴經驗。當然在聞始的時候，這種經驗是相當痛

苦，不論個人或團體都會掙扎掛斥，但經過一兩次的「痛定思痛 J

（尤其是在車體中的基督和天父區前），內心會清楚看到，就連挫

折與痛苦，也是天父幫助我們成長的好機會。對成敗得失，榮辱毀

譽，能慢慢放開一些（至少不再抓得那麼緊），小圈體的軍修成長

也就更顯－明可見了一由「八風默會父心同 J 所流露出的充實喜樂，

是無法不引人「注目 J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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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破傷蘆葦不忍斷？一將熄燈心姚文明

一個內在穩定和諧，同時又能於八風中（各種境遇中）默會父

心的小圈體，不但不會自滿封閉，自我陶醉，相反，它會更敏感於

四周環鐘，尤其是「兄弟姐妹 J 的迫切需要。這是靈性生命真正有

棍的必然標誌 s 是「真如天父子女」生活的自然流露一推己及人，

民胞物與。因為人的天性，特別是由基督的「生活傳真 J 或顯示的

人性「原身」，原來說是共融的，整隘的，是「四海一家，善與人

同」的。「蝴隱之心，人皆有之 J ’這是人性的一種「天賦未能j 。
一值以基督為 f 根 J 前生活的個人或小團體，特別是已能面對「雨

打風吹 J i蓓一不動搖的小團體，至少可說在基本上已「懷有基督所值

有的心情 J 0 基督對人（ j 有的人）的倒隱之心，憐憫之惰，最顯

明的表達就是「破傷撞葦不忍翰，將熄燈心揖文明」。如果說一個

真有基督心情的小團體，很容易封聞自澈，不會關心四周兄弟的需

要多那是一種不知所云的矛盾﹔如果但心這樣的小團體會自我陶

醉，這正是主兒們的成語所說的把人憂天（其賓這種「拒心」倒是有

些令人但心，不是嗎）。請不要誤會，我們在此絕對無意批評任何

人或抱怨什麼，只是就事論事，設法從已發生的事故中（尤其是從

自己的失誤中），學習更有助於成長的寶貴經驗。因為事實告訴我

們，一個靈修棋括還很膚淺的小國麓，如果急著去散佈愛心，從事

很多使徒工作，結果常是不久之後，就「事 J 我棺遣，賦歸田園（

愛心之事也不作了，團體聚會也不來了）。反之，今天在我們的地

方教會中真能任勞任怨，不斷努力在從事各種使徒工作的小團體，

也正是那儡在鍾修根輯上下工夫，在生活上比較踏實穩定的小團

體。

此外在我們的社會中，也有一些事實很能在這方面幫助教們。

比如有些家長，因為太「心切」於墓子成龍或望女成鳳，而結果往

往使子女精神分裂，遺憾終身（父母的愛心我們絕不懷凝 s 但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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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卻是非改不可〉。為我們的小型教會團體，特別是即將成立

的小團體，我們一定要開始就從「根」培養（至少不要重蹈「太心

切 j 的舊轍）﹔在基督內根深蒂固的小團體，必然會流露出「破傷

蘆葦不忍麟，將熄燈心挑文明」的基督心懷（根不穩固，小團體本

身很快就會變成破傷的蘆葦和將媳的燈心）。

目麥粒不9E軍粒在一學粒成ik百粒來

有「根」才能穩定，有「愛 J 就會關心別人﹔這樣的小型團體

繼續成長發展，自然就會到達成熟 一甘心捨己為人，甚至捨生取

義 a 小型團體的這個靈心特徵，和前面所說的「真正進入畫畫趟奧

跡」的成長階跤，遙相呼應，互為因果。換句話說，個人以及小型

團體除非先經過前面的逾站成長（就姐兒童運漸長大成人），一定

無法流露出「甘作羔羊 J 的人性完美與充實。西方有句古老的哲學

成語說，「除非己先有，無法施與人」，用在這裡，特別顯得確切

佮嘗。因為安定穩重以及慈善工作會都還能偽裝骰冒（就如電影電

現中的點藥水流眼誤一樣，如果誰看過光啟社製作連續劇的經過，

看電腦時說不會那麼感動流淚T ），但這「甘心議牲，視死如歸」

的人性光輝，是無法骰裝仿冒的。越裝越不像，其未身就是一種矛

盾。因為偽裝常是為「利己一尋求自我滿足」，而甘心捨棄生命則

是完全的「捨己一毫無自裁利益 J 0 所臥車就人的層面來說，這兩

者是恰恰相反，不可能同時存在。如果再加上面對「根頓 J （面對

「真誠」問時叉偽裝欺騙），那更是矛盾可笑，無法成立了。從積

極方面前言，「麥拉不死單粒在，單粒成泥百粒來 J ’是基督自己

的逾越寫照，是最完美的人性光輝 9 如果不是抽以「生活傳真 J 給

孩們顯示？常以 f 自我為中心 J 的我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就是

在她清楚顯示之後，我們的「本能反應，血肉之見」，不仍是墓而

生畏，拼命逃避拒絕，完全不肯接受嗎？你我對此都很有經驗，不

必多說。所以在如此「曲高和寡」的靈性層面上，魚目還珠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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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的，不是嗎？

強詩摳出~ r ft'rt＇羔羊 j ！~~J靈修待發是絕對真實可靠之後，現

在主要意志立特設在具體生活中 r 在個人與小型團體身上 z 何持何處

會忘形可見，拭兔目前面太語調其 i 姐為 J 'j共致使「和寡 j 好像

變得幾乎無人銘、甚至完全無：入能租了。但實陸軍上並非如此。比如

）。個母親在家缸中，茹苦站站地照顧子女，默默地為他們付出一

切﹔養他們繳利成長茁壯，就是她的喜樂。這股天然的母性光輝，

如果再加上侶，仰，它就是「麥粒成泥百粒來 J 的真實寫捕。再如在

教文以為修會的芳：些團體中 9 主主們常會君到（如果我們會用「心 J

去意〉一兩位，甚或兩三位，默默地在付出一切，很少批評抱怨，

這就是「麥拉成呢，甘作犧牲 J 的有形可見。當然這特徵的表達在

程度上能有很大的不悶，但任何默默付出的愛心，甘願接受的犧

往會都是這「捨己為人 J的萌芽與白魂。如果細水長流，自然鼓會

水到渠成。在此也不錯！聽便指出，「麥粒成蛇，甘作羔羊 j 是一種

心態，而非必須要照字面去實現。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被牽去宰

殺，流血穫牲 J ，但如果有此心態，遇到機會自然說會流露出來。

比如聖團組司譯（在納粹集中營替一位同伴受死），五十年代初的

董世祉神父（在四川廣元講完「兩全其美 J 的信仰宣言後，人就不

見了，再也投有消息），以及許多坐監、勞改的兄弟姐妹，都是最

好的實倒。大陸教會、波蘭教會的蓬勃活力，也正是這「麥粒成泥

吉拉來 J 的具體寫照與說明。最後這特徵非常特別：你必須完全不

想它，它才會自己出現﹔如果你刻意去追求，它就消失不見了。

結語：

我們分別從基礎、活力、特徵三方詣，分享了小型團體的「靈

修生活全貌」，其實這本來說是人性應有的天然面說。所以翁們的

靈修生活，並非高不可攀或遙不可及（好像只是一種理想），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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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你我肉，我們每天都能如此去體驗、印證一因為其本質就是完

全依照人之天性而生括的「人性生活」。我們的古聖先賢所渴望的

天人合一，也正是在此說到了具體的解答與完美的實現。我們的小
型教會圈髓，尤其在開始時，說覺得應強調要從「根j i鼓起。這很

當然是指信仰的根，但同時也包含著我們傳統文化的棍。我們的祖

先，世世代代，一直在告訴我們，要作一個「推己及人」的人（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作一個有「禮義廉恥」

的人，在必要時能作一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J 的人。這樣的「

人 j 和天文連起來，就是基督給我們所顯示的人一「天父的心愛子

女 J ，同時也是說們古聖先賢所渴望的「天人合一 J 的人。如果我

們的小型團體，能如此「有根 J 地成長發展，我們的文化傳統所向

往的「四海兄弟，世界大同 j ，自會變得有形可見。說得更具體一

點，用皮德蘭修女的生活工作，如果是在中國文化中，其生活本身

就是「四海皆兄弟，丹心照大同 J 的活現。這不就是「棍、本 J上

的福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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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呻呻嘲叫呻岫~悶悶帥的甜甜禪師向解耐向帥叫叫W捕棚帥叫咱＠如伽悶悶勻

i 
j 校友都賽眉 ii多女在比利時魯、 i太大學﹔
I 考取神學博士 ; 
; 

~ 言 論艾題：是吋辦學一一個初步建榕的嘗試 i 
I 摘萎：本論文稿雙莖課題，嘗試鵬一地方神學，同時答覆中國天主教 f 
i 目前所發生的一些個別問題。 j 

~ 2社論文哥哥拉長、取的方法是各種經釋的立是自參照，也之而達成某些結論，全 ~ 

f 丈分您寧：寸f約時期地方教會的電經資料餘釋﹔三梵二哥11導資料、特別是

: 教會態章第三葷的解釋。以上兩章都討論地方教會的構成因素，前者關注兵
﹔屬靈特徵一其結構附

第三章解釋中國天主教近代史書甜苦發生的較大事件，特別是中閥教會與

羅馬的關係 a 最後第四章將以上各 lfj'.釋關聯起來，就是把地立了教會的機成因

吾吾（－－4二章）與中國教會一九四九～一九八六年所發生的大事（第三軍）

屋，以形成對中閻教會問題的一個聶哲學答案。適合青草草

論文日文尾時的結論是：地方教會既然是基督徒的一假「聚會 J (ekkle-

在形成

中，大西

，當然是以科學函秦為主，但周時一些文化及社會、政治的因素，

什圈地方教會的特性時也是 些不可或缺的的束。在中關教告訴的個案

問分問題就出在該教會的普遍性和細則性的張力之悶。

劉修女已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下午五點鐘，在魯波大學糢堂護題完

﹔壤，接若是晚上的制宴，邀請二向教獨自庸他們都會教過她，對她

很友善目五月十九日劉修女己乘國泰班機困倦，她對魯？女大學那股濃厚的人; 情味念念不忘。

I I 
I l 
I I '" 
歉，~~﹒帥，神紗帽”，’。軒”姆，何神”曲揖帥”。’，。“倒帥，”岫曲軸.. ”神”.. 輛.. 牌”神秘”叫輛“．”。e。”啪”岫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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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麥瑞講

姚景如譚

導言

把這個研習會的主蝠定為 f 大家來談」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前

貌，而且還得非常恰當。因為裡面含有一股教友們的貢獻，這是～

種關始承認普遍教友靈修生活司的重要性。他們主要靠生活控驗作為

出發點，把學經的啟示意義融會貫通，並活現出來。而且說個本相

信，教友生活化靈修的進行，為整個教會是迫切需要的，能喚起新

的熱誠。

我聞始想這個主題，該如何進行，內心越來越覺得它的重要

性。看得出來聖神、聖盤和教會國體彼此是分不闊的。何以見得

呢？這是非常容易證明的。因為，如果沒有聖神，那麼也不會有小

或大型教會團糙的存在﹔如果投有學體聖事說不是一個基督徒的團

體。甚至在福傳大會的草集囊，提案九也譜﹔為「聖鐘 J極為重要，

它董提早期教會文獻所指出的「聖體的禮儀是教會的高峰 J ’並指

出它「也是發友誼取基督恩寵、活力的泉源」且是「培育信仰的有

放行動」，所以 F擎體聖事 J 的重要性是毫無綻開的。

但是，在福傳大會的提察和文獻裳卻沒有賦予f豆豆神」同等的重

要性。事實上，坦白話，祂也是在最後一秒鐘，才設決定包含在本

丟失研習會的議程裡，在安掛上可以說突發性多於計劃性。也就是在

這一點上，裁察問我自己，問撞的根據加是不是在於翁們忽略了 f蜜

神 j 。沒有「聖神」，凡事都不會變，投有了 F盟神 J 我們甚至沒

有每日的「學體藝事」﹔有勵這一點，我們輸後會看得更加清楚。

當我仔細思考一九八八年幅傳大會的提察和文獻，袋就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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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瑪利亞﹔如果她也拿到了一份福傳大會提案和文獻資料，且看

過所有的提察，尤其是和培育教友與小型教會團體有關的部份，福

傳大會提案七，說明 1 ：「在今日社會風氣影響下，有些善會組織

只重形式，耙律鬆散，變成聯誼姓社團而缺乏精神及信仰內涵﹔有

些組織的非教友會員伯大多數，而使組織本來宗旨改變，失去信仰

團體的本質﹔團體問叉工作重壘，互相爭奪人員及名譽，卸推卸工

作，缺乏傳福音的活力，更無對外的使徒工作。」不知道聖母瑪利

亞讀完會怎麼說。對我們本地的基督徒團體，會有什麼樣的印象

呢？與宗徒大事錄襄所描述的早期基督徒團體叉有什麼河之間呢？

翁彷卻聽見她對我們說，就胡同她曾在加納說過的一般：

「他們沒有洒了 J （若二30)

沒有足夠的「精神 j 。不像早期基督徒國體心中那麼充滿「蜜神j 0 

這樣如何能將「滿溫 j 的「喜樂 j 與「熱心 J 和大家分享？如

果在心中沒有先體驗像「水變成酒 J 的聖跡，如何能為福音作證

呢？

無疑的，在所有文獻中有關於基督徒和小型教會團體應該是付

麼、應該做什麼，應該如何去傲，以及應該由誰來做都寫得清清楚

楚的。石紅都已經灌漏水了，接下來該怎麼辦呢？基督已經昇天

了，她的德能及恩許的禮物在哪襄？他們為什麼不向祂祈求？為什

麼不善加利用她所預許的恩惠呢？她不是常鼓勵他們在各種需要中

要求聖父派遣聖神來協助彌補他們的軟弱嗎？（若十六23 、 24) ( 

路十一13 ）。

在主是心襄輯完了聖母的意思，我就想起了耶酥的一句話「其實

需要的只有一件 J （路十41 、 42 ）就是聖神，我要盡力去尋求她。

因此，我今天前提供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靠學經的默想，分

享我在追求中所發現的「賜與生命的聖神 j 。我相信她就是每一個

信仰團體需要重振其原始精神的根頓，也是唯一能夠一步一步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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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兒們體會到聖祭禮儀為一個基督徒圖體的重要性。

小型教會團體一一聖神、聖髏

一、小型教會團體，曇神和妻體：依蟻感恩聖禦禮儀經女為基礎的

研討：

世界上，有大小不闊的團鐘、社區、聯誼等。小型教會團體所

以與樂不同，是這個團體的成員組成一髓，不是因著共同利益，而

是由於嬰神的感召，為承行「她的 J 旨意。而且，這個教會團體的

組成，不是建立在僅有外表，立暫鍾的基礎上，而是由於「新而永

久的盟約 j 一一聖髓，聯黨在一起。所以說們可以實實在在地說，

小型教會團體的主要標準是星星神和聖體。天主聖神召集每一位成

員，將他（她）們組成一鐘，他們受了自一聖神的洗禮，藉聖體保

持密切的聯繫，因著不斷地由向一聖神的滋養，維持團體活力充

沛。

現在讓我們看看：彌撒感恩祟的暐儀起文如何解釋小型教會團

體和聖融、學體的密切~係。

(1）受神的角色

教會國體不論小型或大型，若投有聖iii中便不能存在。

在彌撒感恩經第三式，我們這樣祈求：

「以聖神的德能，養育吾吾化萬有，又不斷為你召集子民，好龍

時時處處，向你呈上純潔的祭獻。 J

這段經文的辭旬，清清楚楚地說明，很久以前天主建神的工作

就以召集天主的于民集合在一個「神 J 內為指標，目的是為什麼？

為的是 f 好能時時處處向妳是上純潔的祭獻。 J 這純潔的祭獻自然

是星星鐘，在聖體中，基督是奧體的頭，基督徒為肢體，這樣全球所

有基督徒，合為一體，春獻給單父。兩時，也宣布一個天國來到我

們中間的「喜訊」，並且對所有的人，是一個邀請，要眾人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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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來信從，－直到人人都融為一題，治如一身。形成我們所說的

基督的奧態。

但在教會團體達到警世性圓滿以前，哉1!"J先要建立許多小型教

會團體，在各處為單神服誨，成為她不可缺少的工具。這是說勢所

有基督徒圖罷4可是傳教的團體事它們在同一聖神的指引 F 「完成 J

Z蓋替己關始的傳教事業。所以我們在彌撒感恩經第四式訴求說：

「曇父，她的i你那襄派遣了聖神，這是初次賜給信者的大患，

使望神在人間完成她的事業聖化一切。 J

如此·~們了解在聖神和小型團體內共融的教會是彼此相依

的。不僅小型國體的存在依賴聖神的推動，聖神在基督回到天父那

里以後也靠著小型教會闡體一基督奧體的肢體會去完成站在世的傳

教專業。望神需要它們就像她需要基督在世傳教的時摸一樣。首先

有如一個標記顯示天國已經來到世界上雪其次是將喜訊傳給所有的

人，直到這工作圍滿達成 9 萬眾都合而為一〈成為一體）。

(2）全體的為色

上面說明了學神的工程以嬰體為指標會為此抽召集眾人，聯繫

他們在一起雪成為一個團體。現在我們要看學體對教會團體的重要

煌。

彌撒感恩經第四式說：﹔

「恩准所有分享用一餾餅和自）杯酒的人，由聖神合為一體。 J主

耶穌挑選了餅和酒成為她的體和血，那是→倡多麼深長而奇妙的過

程一一將許多分歡的麥粒和葡萄穎粒收集在一起，然後製作，化成

一個餅和－杯酒，成為我們的食糧，最後化入人的身體。初期教會

的基督徒深深了解這標記和隱臨其中的意義 s 聖保祿寫道：

「因為餅只是一個學我們雖多，只是一扭身體，因為主主們眾人

都共享這一個餅。 j （格前十17)

基督徒需要標記和類似的事通來表達他們團體「嶄新 J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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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就是他們如何成為一體的經驗﹔他們如何與其他團體不同。這

就是為什麼基督將．餅、酒留給我們，甚至「命令 J 鬥徒去用餅、酒

紀念祂〈路廿二19 ）。她知道在她回到天父那里以後，我們多鐘需

要常常聚在一起，舉行融會以餅、酒傲的祭鐘，這樣說們就「記住

了 J 抽如何地愛了:flt們﹔我們要如何地彼此相愛﹔甚至也包括了彼

此洗僻的真意義。技們參與感恩祭是絕對需要的。

要想、按一個基督徒團體生活，而不是順從那充滿分裂，自私自

利精神的世界，必須藉著領受她的體，不斷地死於自私，飲她的

血，充滿基督的嬰神，如此裁們才能一次再一次的和好，在愛的團

體中堅定不移。這是在每次聖奈中我們所希墓、所祈求安達成的目

標，因此我們在感恩盟第三式中祈求說：

「求妳使我們藉妳聖子的聖體聖血得到滋養，並充滿拍的舉

辦？在基督I內成為一心一種。」

這一切都表示聖體實在是生命的根源，每一個教會團體的活

力，若缺少這種源源不斷的滋養，它就遭受鸝荒而至於死亡。簡單

地說，若1宣布聖髏的滋養，圖撞在精神方面會變成如此的軟眉而不

能在世土站立起來，也不能成為「地上之聽 j和「天圓的酵母」

了。

l 二、一個根巍的體驗

至今我們以彌撒禮儀的經文為研究的基礎，試著了解小型教會

團體和蜜神、聖體的關係。

T但是，警鐘畢竟是一種「紀念慶典」，紀念在我們這個星球的

歷史上實在所發生的事蹟’換句話說﹔禮儀不只以信條為依攘，也

依照人類所體驗那「生活的天主」在時刻來到時所完成的事，及現

在仍然發生的事。現在讓技們想一想第一個小型歡會國幢﹔也就是

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餐的很激體驗。因為2站在每一個小型歡會團體

t的名份，都是來自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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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筱晚，餐

耶師在傳教生活中，從第一次講道，到最後的時刻，明瞭袖的

使命是顯示並引進她所宣稱的天國奧秘。她所有的比喻，她的行

為，她自己本身，她的祈禱、苦難、死亡和復活，都是以此為中

心，但在她最後的時刻來到時一她常談到的「時刻」’她渴望已久

的「時刻」（路廿二15 ），祂「知道父把一切巴交在他手中 J （若

十三 ::i ），柚愛了世上層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若十三 1 ) • 

柚不再用比喻l ，而要朗朗地講（若十六25 ），稱呼他們為「朋友」

而不是僕人或蚊隸，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作的事（若十五15)•

她完全揭示出天父的心願，聖子的使命，及聖神在這一切的角色，

換句話說，她引領她的朋友到天國奧訟的中心：天父「懷裡 J 的秘

密及創思。這襄我們可以了解，天主不是一位孤獨無「心」的個

鐘，她是真「愛」，並具有位格的最親密關係。下面是耶獻所說的

話，是她在最後時期對她的門徒以及那些將要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受洗者說明這天主性的事實：

「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襄

去，並要在他那里作我們的住所 J （若十四23 ）。

但這種愛的奧秘在天人的個別關係上未能完全實現，必須應用到人

聽融通的關係上。下面這些是她對天父所誨的最後的話，求使這個

創思能實現而她的使命達到圓滿：

願眾人都合而為一，文啊！顧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說，如

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

文啊！你所賜給我的人，我扉頁我在那里，他們也向我在一起。

（若十七21 '24) 

另可以，天主的創思，就是住在祂受造物的心中，就是她那聖愛、快

樂的三位一體生活在我們心中。她要在我們內、她的義子女內，這

些認識並承認描寫「父 j 、為「母 j 的我們內，建立她的住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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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紙對天主性的奧秘和聖三的創思不只以言語傳達出來，祂也

吊了深奧的標記，就是餅酒，為慶祝她那新而永值的體血盟約。最

後她以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作了犧牲，為癒合我們心中分裂的傷

瘓，這所有的一切是為幫助門徒們的「逾越 J ，這「逾萬 j 就是死

於自私及個人主義而取得復活的生命，到達與主和別人彼此相聯的

「更新 J 0 為達到這個目的，她給他們一條「新誡命」去證賞他們

自己「從死到生的逾越 J 已經發生了（若三14 ）。他們如同兄弟姊

妹彼此相愛，如同她所作的（若十三34 ），這就是「為便說的喜樂

存在你們內，使你們的喜樂圓滿無缺」（若十五11 ）。耶師把這些

都給他們分享了。

但這十二位，這第一個核心教會團體，並沒有「明白 J j她所說

的，也不能「體驗 J 到她要他們所體驗的，因為他們自己的「逾越j

僅僅是一個開始。

但是將有一天他們會以自己的體驗，明白她所要告知他們的。

若十六23這不是因著他們自己的能力，而是因天主學神的德能。聖

神乃是天父自耶歸之名而派遣來，臨別的緝禮。這位蜜神要留下

來，為經常提醒他們，而且也閱啟他們的心靈，明瞭耶獻研講過、

所作過的。祂許給他們，將要確實知道，「到那一天，你們便知道

我在裁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 J （若十四20)

而且，她清楚地預先告訴他們，她離關他們身邊是必需的。因

為她若不去，這一切便不能過去，聖神也不會來從內心教導他們（

若十六 7 ）。

(2）逾越奧蹟

在復活當天晚上一笛，門徒四散，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時（瑪廿

六31 ）耶獻賜給他們會許下的平安恩惠（若十四27 ），她向他們「

噓了一口氣 J ，將預詐的聖神腸給了他們。這才使這個小團體達到

了「逾越」一在他們自己的理解和體驗中，有一個突破。噓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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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那一天 j ，在他們內的聖神話力將他們從渾渾噩噩中喚醒。

他們才開始一步一步的了解所發生的每一件事如何的聯貴，並且必

須發生。（路i土四25 ，是5 ，是6)

復活的主需要四十天，一冉的額現給他們，使他們對待在他們

內的新導師一學神，像朋友一樣，並給他們議論天闊的事（京一3 ）。

藉著這位內在護衛造的幫助，他們務在 f 記憶 J 起她以前所說的，

現在他們領悟了﹔以前他們木能明白，是因為他們充滿了對以色列

王國的夢想，虛幻的王國理想，是以名利權位為中心（瑪二十20-

23 ；宗－－ 6 ﹔瑪十八 I 益）。在他們心中的意識和期望中，天國

與他們夢幻的王國才慢慢地配合起來。現在當他們祈禱說「我們的

天父 J 時與邪歸的神合一、「 f命的國來臨 J 是一種嶄新而有意識的

體驗，不再是僅軍覆耶穌的禱詞。這樣，他們學習去信任，依靠在

他們內的聖神為「耶穌之神」一幫助他們記起祂說逅的話，並在講

解聖經中，在學餅時講出基督（路廿四31 ）。每當他們認出她時，

他們體驗到天主的愛在他們內是火熱的（路廿四32 ）。他們渴墓去

報告，互相傳達他們如何謂出復活的主，並旦分享每天發生的一切

新事，每當祂顯示給他們，他們皆大歡喜（路廿四39一的〉。這是

藉著大家分享信仰體驗而加強的信仰，現在他們終於以這種信仰譯

出基督來（若廿鈞一30 ）。

慢慢地娶三團體的創思，籍著基督的啟示，聖神的教導，和他

們最深的希望和夢想，在普設的層函上配合。他們「領悟」天生，普

世計畫如何地達到初步的實現，這種「創思 j 、計畫，乃是從創造

人類開始，按照國體性天主的容貌和侖像，有了受造的男、女和孩

童﹔然後到許給亞巳郎的祝福，天主與祂自己的選民所訂的盟約，

先知們的預言，及在神J詛中，對此創思的完成，在他們中間，也在

他們的心中﹔現在已經體驗到天國的化身和耶穌所宣告的天圈。以

後，聖保綠宗徒，在與復活的主相通後，受到了同一聖神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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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天主寄異的創想寫了下來：

r 這是天主的話毒者，喜祭”．．．叫（大本來恆的創忠〉
祂預定了我們指著耶穌基督獲得了義子的名份．．．．．．企照祂在愛

子內所定的計畫﹔就是依限祂的措施，當時期一滿，就使天斗

爭地土的是也有，總歸於基督元首。

天主賜給我們各種智選手。明遠，為使我們知道，祉，當章的奧

才是。

這計畫是他按照臼己的話意，在基督內決定的（弗－ 3-1的。

門徒們一旦接受了這個天主的計畫，且體驗到他們是其實踐的

一部分，耶穌離開他們的時刻就到了，她派遣他們去完成抽自己的

使命一一就是向普世傳揚「喜訊 J （瑪廿八18- 20 ）。從考慮到

他們漁夫的背景，和他們國酷性的無知來看，那真是一件鉅大而不

可能的工作。所以耶師許給他們更豐厚的聖神恩寵。他們聚集一

起，等待薯，祈求這最後的圓滿達成。在等待中，他們學習﹔他們

前去完成這樣的工作，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力量，而是作為聖神的

僕人，是學神一步一步地領導他們，在站自己揀選的時刻賜給他們

力量和智慧。

當聖神終於圓滿地降臨在他們身上，以火舌給他們付了洗禮，

賜給他們語言的神恩，他們能夠不懼怕、勇敢而有口才，並且喜歡

地講出他們所體驗的（宗二）。他們改變的那麼大，他們的見證文

充滿了熱誠，以致所有的人都很驚奇，甚至有些人恕，他們一定「

喝新酒，喝醉了 J （宗二13 ），當其他的人「覺得心中刺痛」說

道：「我們該作什麼？ J （宗二37) ，伯鐸回答說：

你們每人妥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

益頻受堂村的恩惠，因為這恩許就是為 1 你們和你們的子女，

以及一切這才的人，因為都是說們主主天主所召叫的。（宗二

詣，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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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親眼看到門徒們的數目，日益增加，天圈一小型教會團體的小

芥菜種子，揖始到處發芽生長，教會成長，伸延到四面八方。

初期基督徒團體：聖體為中心，充滿聖神

現在讓我們進－步看看初期教會團體所體驗到的逾越奧蹟’他

們很額的體驗對他們有什麼影響、改變及效果，使他們組成與眾不
闊的第一代基督徒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把他們看作一面鏡子，也許看久了，這個原始小型教

會團體會給我們一些啟示。他們「如同水的生活 J 經過聖神的能

力，變成充滿聖神和喜樂的酒以後，發生了什麼？（若二 I 11) 

(1）聖體為中心

-1自身體

最後晚餐的主人勸告訪期基督徒團體，並使他們相信，如果他

們要保持他們的特性，並使他們的「更新 J生存下去，他們在鴨內

逾越的「根頓體驗 j 需要再次記起，再次舉行。所以，他們聚集在

一起，舉行壁餅、祈禱（宗二妞， 46 ）。這樣的感恩聚會變成十分

需要，是他們生活的中心和泉源﹔這就是他們慶祝，在童基營內新而

永恆的一種。這樣的慶祝要求一個長期繼續的彼此和好，並且在天

主要三的愛內，促成心靈的圖結。實在說來，他們是一個共融的團

體，是「天人合一 J 的化身，他們是天主家族的成員，白天主家庭

之神來滋養，供給活力。因著這位聖神的德能他們有力量向前邁

進。他們以天主子女高貴不平凡的身份生活在每日的平凡事中。如
此，他們是一個「標記 j 一一天國已經來到人闊的標記。他們需要

成為獨－無二的標記，在這鍾世上與眾不同。

一個精神

從「天主家庭的精神」湧流出道體的「一 J 和「新 J ’初期基

督徒有了這樣的體驗，感覺到強烈的意願去創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小型教會團體一聖神、受體／ 275 

一一「生活在團體中 J的方式。這方式到他們那個時候，尚未被人

所知曉。他們由然被稱為天主的于女，天主家族的分子，他們不能
再忍受私人f占有任何東西，因為他們不再具有「個人心意 J （宗四
32 ），他們需要把所有的和別人分享﹔他們的財產﹒所有物品、房

屋、糧食等等，所以，他們決定「在一起生活」，並且「一切所有

皆歸公用 J ，也分給那些設有的人（宗二42-47 ﹔四32-35 ）。

但是他們所分享的，不僅限於物質方面的財物，他們聚集在一

起，共同祈禱，分享他們的經驗、意見、問題，最重要的，他們分

享，他們所睡蟻到的聖神在他們內的工作：聖神「提醒 J 他們，在

蔚發生的事蹟中達成聖經主所記載的。國這分萃的結果，因了他們

的慷慨、喜樂而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並議論他們說﹔「看哪，他

們如何彼此相愛。 J 別人感到吸引，也加入他們的團體。（宗二4η

彼此服務

f 記起」主基督在建立聖體中，如何為他們服務，給他們立了

不能忘懷的「挽腳 J 榜樣，教導他們一種新穎的方式來處理團體事

務，大和小，長上和屬下，自由人和故隸，男人和女人之間不再有

分別〈迦三28 ）。一飽的人都需要，接接受，被上主所召選，並按

照他們的才能彼此服務，每一種服毒草都有同樣的重要性（格前十二

4 ←31 ）。當他們必須作決擇，或發現自己有困難時，他們習噴「

來到一起 J （宗四23 ），召開會議（宗六 2 ﹔十五 6 ），作出議

案，提出討論，互相支持，大家一齊祈求天主（京四23 '24 ）。向

京徒們、長老們請教（京十五 6-30 ），「聖融和我們 J 作了最後

的決定（笨，十五28 ）。

所以，教育程度並沒有給他們造成多大的區別（宗四13 ﹔式 8)•

因為由同一的聖神全都受了一樣的教育（伯後一 1 ）。並且這位聖

神要他們去分享他們的恩惠和經驗，從中彼此學習，她更有興趣的

是「讓每一位談論 J ......教導方法超過學商局的人物（瑪十一2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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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按照每個人所領受的恩賜，前有的人都是「專家 J 。他們以

自己的個別經驗為基嘴，參考學種彼此教導，一種新的靈修活瑰，

是來自日常生活中的經驗，而不是理論。這是每個基督徒團體該發

揮的生活化特色。（不幸全教會非常缺乏教友生活化靈修﹔這可以

從 1987 年世界主教會議文件一輛於教友在教會及世界中之聖召與

使命一看出，也可以從 1988 年台灣教會福傳大會提案中，語清為

什麼教友培育必須列為第一優先）

(2）克滿學神

意識到全神的臨在

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對聖神的臨在很敏感，閱譚震使大事錄，

說們會發現蜜神的名字常掛在他們口邊，「是抽選擇了他們，給他

們施洗（宗－ 5 ）降臨於他們身上（宗－ 8 ），藉他們的日發言（

宗－16 ），充滿他們（宗二是），給他們神恩（夜三11 ），傾注於

他們（家二17 ），藉他們預言（或說外方話），給他們異像（宗十

17 ），與他們一同作證（宗五32 ），激勵他們（宗六IO ），引領他

們（宗八29 ），開他們的眼（苦苦九18 ），撫慰他們（哥哥九31 ），告

訴他們下一步該如何作（宗十19 ﹔十一12 ），抓住他們（宗十一28)'

給他們勇氣（宗四31 ），在他們內祈藤（羅馬書四24) ，給他們智

慧（宗六 3 ），給他們證瑰藉先知們所預言的話是對的（宗廿八

25 ）等等。

總之他們意識到聖神。他們存在的更新興意識敏感性仰賴她的

領導。他們所見所聞、所承受、研經驗都來自聖神在他們身上的工

作， I全有l袍，他們仍只是漁夫，為每日生活瑣事f亡碌，麵包只能是

麵包，而水永遠是水，就連耶穌也仍只是「耶穌」，而－不是「主基

督 j ，但現在他們已經嚐到生命的食糧，並喝足望神的新酒。現在

他們是清清楚楚幅畫，這水變泊的海蹟’不限定在什正餐時候及地

方。這莓蹟的意義，不斷要在信徒身上發生。耶穌實在對了，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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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酒一他自己的精神（聖神），在最後時候提供給門徒，而且是

比他們過去各種體驗到的事情，更好得多。充滿這種新酒的精神，

他們就勇敢地講出他們的喜樂與熱忱。

領受受神的恩是

這樣來看，我們就比較容易了解為什麼初期教會的基督徒那麼

強烈感覺到聖神為「禮物」，因為他們不斷地領受到，那是「禮物

的禮物，恩寵上加恩寵 J ’是來自學父及聖子所共麓的，是耶穌臨

巨目前留下來的禮物，也是教會團體的生日禮物，所以宗徒大事錄的

作者曾多次援到「聖神的恩惠」及「預詐的神恩」，或簡單地說「

那預許的」（宗二39 ）。

這份「大的禮物」，由肢體的每一部份來分享，包括各種「不

同的神恩」，例如說預言、教誨、治癒等等。（格前十二27-30)•

這禮物不是為個人享用，而是用於為他人服務，為了共同的豐富

性，也為肢體的建立，使其更成熟更完美。知道T他們所蒙受的恩

惠，他們無法不想到他們是被召選的（厄－ 4 • 12 ）被喜愛的（厄

二 6 ），設預定的（厄－ 5 ），蒙祝福的〈厄一 3 ）。令人驚奇的

是，幾乎在書信的開頭致候辭，門徒們問候各基督徒團體時，都是

以感恩的態度表達出他們所領受的特恩。聖伯鐸綜合的說出：「你

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為吽

你們宣揚那由黑暗中召IUj.你們，進入他奇妙之光者的榮耀。你們提

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均是天主的人民。 J （伯前二 9-10)

接受聖神的教誨

門徒們逐漸了解鑒神就是「耶穌的神」，也的確為早期信仰團

體的「相驅者導師 J ’柚使他們真正突破人的意識及經驗，她是偉

大的「意識提昇者j ，聞擱他們的祖野，看到新天新地，亦即天國

的到來。

因此，對他們而言，生活成為不僅在儡人心路歷程中，同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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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天主繼續不斷的啟示 J 過程。也就是說現在生活不再

是「漫無目的 j 、「毫無意義的」，而是充滿「標記 J ，如同聖保

祿給各基督徒團體的信一再提到指出歷史及進化更豐富的方向。（

厄一、羅八18-30 ）也如何聖若望在默示錄所預示的新天新地〈默

廿一22 ） 。的確，基督來教導一個新「宇宙觀」，真理之神就是那

』一位閱啟人心中的眼睛，看見基督希望他們看見的。真理之淋的設

誨之偉大就在故此，給我們天主整體的啟示一創息。有這眼光是每

個基督徒的無比特恩。因為這特恩使我們註定要擁有與眾學徒一起

領悟基督的愛是怎樣的廣、寬、高、深。我們被召吽進入分享天主

整體計劃的奧路，並充滿天主的一切圓滿。國為有看到這恢宏的計

割，使徒們才會有偉大的使命感﹔才能接領導和分辨時代的訊號，

及與宴請申共同合作。

跟隨受神的帶領

耶穌稱呼他的門徒為「朋友 J ，因為她已啟示給他們，祂由文

所知的一切（若十五15 ），而他們的使命與聖神的關係均是「主

僕 J ’是她所「預選的工具 J （宗九15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敏感

地、謹慎地辨別聖神的領導及聖神的意願的推動。一旦他們清楚地

知道聖神的推動要他們做什麼，他們說願意做大的調整。依韻他們

白己的思想及計劃，他們甚至以夢、異像（宗十 9-19 ）來尋求她

的意向，相信天主派遣的使者（宗五19-21 ）。在訂定決策時祈禱

非常重要，他們覺得是「聖神與我們 J 共同決定的（宗十五28) ' 

讓壁而申負有大部份的責任。他們似乎不怎麼急於事前自定計劃，或

作傳教策略，他們寧願一天天地跟隨他的引領。因主耶穌在世時已

給了他們一個清楚的傍樣，及許多難忘的教訓︱ 一聖神引領的重要

性，以致於他們不得不依靠馳，這對他們中有領導神恩者，特別重

要。如同伯鐸與保祿，被領到他們不想去的地方（宗廿一18 、宗丸

8 ），就如同耶穌總是等待聖神推動她的時刻。依靠聖神甚至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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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地步，她不要他們考慮在拷問時說什麼，護衛者蜜神會領導並

賜給他們各種狀況所需之辯論能力及智慧u吉四13 ﹔四27-33 ﹔六

10 、 11 ）。

發揮聖神的德能

完全依賴聖神使他們「充滿聖神的德能」，聖神本身即可完成

在他們內的太使命。因為他們相信聖神知道什麼是最好的，及如何

使他們成為最恰當的工具。這等於說他們實在是神貧的人（瑪五

3 ），空虛自己，心理隨時準縮得封從上而來的德能。

因為在他們內聖神的德能如此增強，以致他們不僅勇敢地宣揚

輻音，毫不害怕，而且還感到是一種光榮與特恩，當他們必須受苦

或甚至面對死亡，來為他們的信仰作證時，更是如此（宗五41 ）。

在失去勇氣和遇到挫折時，他們也經驗到聖神的力量，這不是

他們自己的，而是在他們內施慰者聖神在行動。最重要的是他們知

道聖神在他們內祈禱的德能，且相信在他們不知道如何祈禱時，聖

神用她不可言喻的歎息來為他們轉禱（羅八26 b ）。

世界上再也沒右任何勢力能使他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羅八

38f ﹔宗五29 32 ）。他們藉著學神體驗封耳目酥的愛是愛我們到

底。所以學保祿敢對厄弗所人說，聖融在我們身上所發揮的德能，

成就一切，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今日台灣教會團體與初期教會團體的比較一一一用問

題方式來反省

福傳大會的文獻，特別是十二項議案，對於本地教會的情況和

它前面臨的問題，已經說得很詳盡且具有代表性，在此不必多發

揮，我只想提出一些問題給個人或小型圖體去反省。

(1）聖體為中心

一個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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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以個人或小型義督徒圖體成員來誨，我們是否感覺到：為我

們聖體是一個需要？意思是說：在這個世界上，除非毅（門以這種方

式「紀念 J 上主，我們就不像一個基督徒團體。

2.以小型基督徒團體的身份，我們曾經「感覺需要」在一起慶

祝參與聖體聖奈，藉耶穌的平安恩賜，達到更深的「和好 J ? 

3.以一個小型教會團體，對生活於周瘦的人而言，我們是否是

一個合一與希望的記號， f 奇蹟 J 之團體？尤其是與哉們中國人最

深渴望的「天人合一 j 、「四海之內皆兄弟」、「世界大同 j 、「

博愛」．．．．．．等等，是否有同一的相通契合？

一個精神

1.在說們因著天主聖三、父、子和聖神的名字接受了、洗禮以後

一一載的意識，我的祈禱生活發生了什麼妓果？在我們國體生活

中，天主娶三使我伊性命布什麼改變？是趨向生活化或停於抽象理論？

2.在我成為小型基督徒團體之－員以後，我是否改變 F列之觀

念﹔從「個人」，自我中心變成一個有團體觀，而意識敏感的人？

我是否覺得有需要慷慨的與團體分享我的恩蔥、才能？

3.在我的生活上，是否有些徹底的「更新 J ，而使別人驚奇，

我 Cf主們）與眾不同，變成很「吸引人」？裁們中間是否感覺深深

地喜樂？是否也能吽人說﹔「看，他們多麼彼此相愛！ J ? 

彼此.,ijj;,矜

1.在服務意識上，當我被吽去服務時我是否感覺到「員偉大」？

無人知蹺，或有麻煩時，是否仍感覺到「具偉大」？

2.~如何處理團體中服務事項？如何作決定？一起分蟬鳴？我

們能說：「聖神和我們一齊作決定 J ？對於1崗人的恩惠和才能是否

感恩的承認，並億量和用它們增進整個間體的成長？

3.需要時我們互相依韻幫助嗎？互相分擔別人的困難嗎？如同

兄弟姊妹一起祈禱？我們是一個互相支持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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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盈神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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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對待單神是否如同「導師 J ？輔導者？請商老師？

2.國著車神的助佑我學習將我的想像和天主的創思配合，配合

到什麼程度？

3.我是否體驗出在團體中我的生活如同一個「繼續不斷的天主

啟示的流程 J ? 

意識金字申約敏，威性

1.說們與初期基督徒團體比較，在意融聖神的敏感性上程度如

何？

2.是否知道：融揀選了我們、用我們，來到我們內，通過我們

說話，與我們一同作謹，給我們施洗，在我們內祈求，聞啟我們的

眼目，安慰我的，告訴我們下一步如何去作，給我們智慧和勇力，

理想和創意，這些聖經的話是否也在裁們身上完成？

3.款們如何充滿了聖神？自己先充滿，才能「滿溢出來 J 流到

別人那裹，作使人相信的且盡，散發喜樂，傳揚「喜訊 J 。
領受愛神的壓是

l.我們如何覺出蜜神是一切恩惠的「恩惠 J ？有她什麼都不缺

乏，為我們而言，她是「唯一」需要的？

2.耶穌說：「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賜．．．．．．你或許早求了他，而

他也早賜給你活水。」〈若四10 ）我是否渴望這「恩賜」？我是否

滿想「活水 J ? 

3.福傳大會的提察及文獻中，充滿「應該 J 「必須 J 這些字

眼，這種表達方式若與初期教會圖借傳福音的喜樂與光榮比較起

來，有何差異？請作一個比較。

跟隨主神的帶頌

l.我們是否跟驅「星神的帶領」？對於祂帶領的方向依靠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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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何？

2.對於她的推動我們的分辨決擇是否夠好？我們能如何彼此相

互之i更譜識里神在我們內的推動和時代的訊號？

3.我們是否會體驗過在我們內的望神祈求和「歎息 j ，並當我

們不知道如何祈求縛，感覺到融的安慰？（羅八路－27)

我在世俗的團體里，墨現我們面前的是許多「應該 J ，你不想

先去請教聖神找出開始的地方是一個良好的觀念嗎？

發揮主神的結社

i，我們是否相信「她的德能在我們內比我們所要求，所想像的

更多更大 J ? 
2為什麼我們常如此膽小、害怕、保守？望神並／）＇＼依頓專家，

她願意給誰她的思路就給誰，我是否願意讓她用哉？

3.你是否有信心從日常生活起驗中，發現學經的啟示意義與神

學家所探討的，是否有它的必要和價值？

4，你是否信聖神的全能在我們最軟弱，最有限的特候是最有放

果的？

結論

無疑的第一代基督徒曾有過令人難忘而文徹底的體驗，從自我

為中心且無信仰的死亡進入在天主聖神內的生命，一種與天主要三

及人人彼此之間的團體生活。這種體驗是要時常以和好的麵餅一聖

體，由聖父藉著學神奉獻出學子，萬古常新盟約的重演。

他們自己有了新的覺悟，就如在基督內成為一鐘，和他們分享

天主的創思及普世傳教的使命。在人類意識和能刀中這是一種真實

的突破，也是世界上從未被人所知道，所見過的，他們滿腔熱誠是

如此激烈，因而構想出彼此相連，新的可能性。這是由於他們分享

天主娶三的生活所激發而創出一個嶄新的團體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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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了這麼大的恩惠，他們的心，如烈火一般燃燒著，要儘可

能與人分享，放法耶穌，出去傳揚天國喜訊，告訴人們天主永恆的

創思。天主希望聚集所有她的子女與她及彼此之間，成為共融的一

體。如此，他們促成「大地煥然一新」，成為依照最劫期的事實重

整後的新天新地的見證和協創者：分享生命、喜樂和永福的天主聖

三的奧蹟。

我覺得，除非我們歸回到基督徒逾越的根，進入霉經研啟示的

軍三天國的事實，在我們個人生活史中實現那獨特創思的願望﹔除

非我們從每儡基餐徒團體的這種嬰三泉源中，深而滿足地放取，我
們將不會記億我們是誰，及我們如何能將天主家庭的精神化入在我

們現世的團體生活及嶄新的行動中。地方小型教會團體，現今或將

來，無論如何去表明它具體或特殊的一面，但它那與眾不同的一定

是要在我們社會中具有真實的特色。達到那程度的測驗將是與初期

教會團體保持一樣的尺度，就是要覓證我們心中具有天主嬰三的

愛，使我們四j訝的人都驚訝：「君，他們是如何地彼此相愛... J 0 

如同往常一樣，學母瑪利亞仍然站在那裹，告訴主主們如何去

作，就是一以我們的限度去面對面一簡單地祈求所需要的恩惠，上

天所許的力量，以及基督的學神降來作我們的助佑。因為只有要神

能帶給我們聖化的靈蹟。不僅是將水變成酒，而是將我們自己的逾

越，從疑慮，不信轉化為完全超越的信任，希望和勇敢。這樣完成

我們自己的逾越。這位宴請申一旦以抽那賜予生命的氣息，充滿了我

們，則關於我們小型教會團體責任與使命的提案和文獻，以及對它

們一切期望的「應該 J 和「必須 j 轉變成「特權的」和「受眷蜜的j

了。我們作她特選的工具，甘願服務，去協助創建天圈，使天主聖

三的創思在眾人心中實現。於是我們更清楚地知道是站在創動，引

導，執行任路。所有期待於我們的是以一顆慷慨，喜悅和感恩的心

去事春拙。並要時常留心去答覆站的每一個推動，且容許她依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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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向好好利用抽所賜給我們每一個人所有的恩惠。

我們多麼需要與瞭「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 J （路卡 4日，十

一13 ﹔若四10 ）：知道一切恩惠的恩惠及其施予者。那擾我們就可

以祈求而得到一一蜴予生命的聖神，求妳降臨！



「／︱、皇之教會團體J一一一

靈11多成長的史事 胡國禎

向日 莒

耶車走在1佐最不喜歡的事是飲十字架的「苦杯 J ，三部對觀福音

都有很清楚的記載（瑪廿六37～46 ﹔谷十四33～42 ﹔路廿二41～

46 ），其中路蚓作者描寫得最透徹：「他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

懇切﹔他的汗如自血珠滴在地上。（路-ft二44 ）」

那麼，耶穌在世最高興傲的事是什麼呢？各幅音作者雖未明

講，但只要多讀幾遍福音，就可體悟出﹔耶師在世時，最喜歡去人

家吃飯，吃飯時講故事。

讀到吃飯，今天我們就來談論吃飯的問題。研習會給我安排的

題目是「擊事、聖儀與小型教會團體」。這個題目牽涉到兩個基本

的觀念：「教會團體 J及「藝事 J 0 等下大家就會知道，這兩個基

本觀念都跟吃飯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首先，我們從「教會是什麼？」說起。

由梵二教會憲章及新教會法典說起

縱觀整個教會的歷史，有不少官方文件及神學作品，用了不少

圖像來描繪「教會 j 這個奧蹟，倒如：聖神的宮股、基督的奧體等

等，但都比木上梵二教會憲章所提出的「天主子民 J 圖像，來的真

切、深動而直接。是的，教會確實是由天主于民所組成的團體。按

照教會憲章的譜法，天主子記這個團體有兩大特質：「司祭職責 J

和f成聖使命 J 0 

中國人的最高人生目標在達成「內聖外王」揖界。司祭職責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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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玉的事業範圈，成聖使命卻是內事方面的重重修工夫。「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壹是皆以修身為＊ J 。所以，不論是在邏

輯推理的本宋上，或是在具體實踐的先後上，「成聖使命 j 在天主

于民的生命中都佔有最優先的顧位。靈修、成聖確是基督徒生命的

根。

梵二大公會議所決議文獻的精神，是當代教會行動的原則。很

讓這原則而訂出的教會法典（？九九三年正月十五日頡佈，周年將

臨期第一日起生放），是當今天主子民言行的具體參考標準。我們

就很據這兩套文件做我們分析「宴事、墓儀與小型教會團體 J 的藍

本。

首先，我們看看這部一九八五年頒佈的教會法典。該法典共有

七卷、一七五二條。除卷一「總則」，卷二「天主子民 J （論教會
的組織結構）以及卷五、六、七（有顯教會財產、刑法、訴訟法）

外，論到教會積極功能的有卷三「教會訓導職 J 及卷四「教會聖化

戰 J 。教會訓導職可說純屬司祭職責上的劫能，教會公務司祭們（

主教、司鐸、執事）應注意遵行。教會聖化職，目的在使人（教會

團體及個人）能渡好霾修生活，走向成雪之路﹔因此涵蓋了可祭職

責及成聖使命兩方面的劫籠。換句話說，「聖化信友」不只是教會

去務司祭們單方面的責任，同時也是所有信友（團體及個人）應努

力的方向。

教會藉禮儀執行聖化的職務

教會法典卷四 f 教會學化職 J 的第一句話：「教會以特殊的方

式，藉禮儀執行聖化的職務。」（法典總號八三四條一項）這裡所

說的「禮儀 J 由法典本身後文可知，包括聖寧、聖儀、時辰頌禱、

及其他各種敬禮的行動。這些都是教會公關正式的團體祈禱，教會

藉此聖化信友，亦即使信友的軍修生活真真實實地具體實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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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禮儀憲章更進一步指出：「（信友的）靈修生活並不只眼

於參加禮儀... ~ ..﹔基督子島的熱心善工．．．．．．也極應推崇．．．．．．，（在

靈修生活上）也具有特殊的價值。但是，安排這些善工時，應該顧

及到禮儀季節，使典禮儀配合、在某程度下由禮儀娃伸而來、引導

民眾走向禮儀，因為禮儀本身連比這些善工更為會高。 J ( 12~ 13 

號）

團體祈禱包括教會公間正式的禮儀及教友們非正式舉行的熱心

善工。二者都是信友靈修生活、成蜜之路上重要的踏腳石。由此觀

之，玫瑰經、苦路等團體性熱心善身也可看作廣義的禮儀性霉事。

本議題目雖只定在「聖寧、聖儀 J ，但也顯同時討論團體性熱心善

勢與小型教會團體之間的關係。團體性熱心善易對某些小型教會團

體及其成員的聖化互訪能，似乎也真是貢獻很大的，例如玫瑰經在多

數聖母軍團體中就有不可忽視的聖化作用。因此， f 廣義的禮儀性

聖事與小型教會團體 J 更適合作本講的題目。

聖事的意義

介紹「聖事 j ，﹔不能不從「恩寵」的觀念說起。

由中投紀起，教會有很長一段期間，教會的神學所描寫的恩

寵，好像是一項「可以計數、可累積起來，臼後當作天國入場券 J

的「東西 J 0 每當誰做了善功，天主就給他～些「恩寵 j ﹔誰把了

罪，天主就把他所擁有的「恩寵」沒收回來，等他痛悔了，去神文

前辦告解後，再藉神父的手把這些他會控有過的「恩寵 J 還給他。

最後看誰在世界上所放集到的「恩寵 J愈多，就可愈早升天堂，可

坐在愈靠近天主的席位，看天主時看得愈清楚。

二十世紀以來，歡會內的神學家開始應用「位歸關係 J 的思想

範疇來談天人聽係，「恩寵」在這個思想範疇中，不再設當作可數

計的東西了。恩寵是什麼？是天人相遇：﹔不是頭碰頭的相遇，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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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心。心磁心在人間是愛情。天人之間最親密的愛情關係，這就是

恩寵。

人間愛情關係，不是多少的問題，是提淺的問題。一－對夫妻，

結婚二十年，人家說他們有夫妻撿了。不是因為他們的愛情比剛結

婚時多了很多，而是深了很多。人與天主間的恩寵關係也是這樣：

會愈來愈深，而不是愈積愈多。

恩寵是愛情關係，那麼聖事文是什麼呢？要寧的基本定義是：

不可見恩寵的可見形式。這個定義最早是由奧斯定（死於主曆凹三

0年）所下的。鼓聲明的是：奧斯定如此說，並不是他想建立一套

「學事神學」的理論。他只不過是在一封牧靈性的信件中，簡單d地

說研：主持禮儀的聖職人員個人的道德品格，並不會影響基督徒團

體所舉行體儀的教果。他在信中寫道：要職人員只在處理聖箏的「

可見形式」，天主自己才是為那「不可見恩寵 J 負責的主體。信中

並未對「聖事的意義 J f設有系統的反省，純粹只在答覆一項牧靈性

問題而已。

奧斯定這裡所謂的「聖事」，並不只是指我們今天所說的那七

個行動。這七個行動是最狹義的學事的說法：指「教會正式承諾的

七屆禮儀陸學事 J ’這是主曆十二、三世紀以後才有的說法。在奧

斯定白己的歡念中，「罕事 J 包括很廣，不少行動和事物都是「天

主不可見恩龍的可見形式 j ：互祝平安的吻、洗禮用的水池、祝福

過的聖鹽、信經、天主輕、聖聞等等都是。

t'!O便到了十二世紀，聖事的數目尚未確定為「七」。有位死於

主曆一一個，4年的作者Hugh of St. Viet肘，在他所列舉事（不可

見恩寵的可見形式）的清軍中還包括：聖水、聖盤、聖爵、祭衣、

奉獻禮、降生的基督、及作為基督奧饒的教會本身等等。稱後二者

為喜事，正是八百年後梵二大公會議及當今神學家的說法： :ft們說

「基督﹔是原始的聖事」， f 教會是基本的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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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與Hugh 同時代的作者 Peter Abelard認為聖事有六個

（少了今天所說七聖事中的聖職霉事）。但也有聽象顯示：比他們

稱魄的作者 Peter Lombard(+ 1161 ）主張有七件聖事﹔同一期間

的一些地區性會議，也閱始反映出同意聖事有七件（即七個禮儀行

動）的傾向。在這之前，華事並﹔不一定單措禮儀行動，禮儀行動也

不一定有所謂的「藝事（ sacrament ）」與「學儀（ sacramen-

tal ）」之間的直到。

今天神學家談聖事，也都願意回到車事的原本定義上來訣。聖

事有比禮儀行動更深的含義。

關係性的聖事

「人」不是獨自 £Ill立的。一個人只要存在，他就有非常接雜的

關係在。所以，「人 j 不是獨立個麓，他只要存在，就已經存在在

團體中了。當你讀「我 J 時，你已經是在關係中、在團體中了。

十年以前，張春申神文開始提倡「一體隘的靈修」，那時候他

好像以為西方的位際性靈修，與我們所說的一體性靈修，多少是有

祐衝突的，至少我自己是這樣體會的。十年後，今天我卻看出西方

的位險性靈修，和東方一體性靈修本來是一樣的軍都有很強的團體

性。可是為什麼發展到後來，西方位際性霾修的團體幅度不見了？

不是位際的觀念有問題，而是西方霾修理論滲進了太多「個人主

義 J 的色彩，把人的平面位際關係都切斷了。我只發展設和天主闊

的縱線式的位際關係，人與人之間平面上的位際關係在靈修生活上

幾乎不存在，不生作用。

當縛，我以為要讓一體性靈修，必須用聖經中的若望作品來

講，才講得通﹔因為若望強調天人之間的關係，跟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是一樣的，有不可或缺的團體（一體）喝度。可是，十年後的今

天，我授說保祿書信及對觀福音雖然位際性很強，但所表達的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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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幅度也不弱。

是的，入是位際性的存在，人與入之間存在著或好或壤的人際

關係。按如我典人之間存在著的關係，都是以愛出發所產生的和諧

關係的話，「我 J 是基事，因為在裁身上表現出天主跟人之間的愛

情恩寵關係。「不可見的天主恩窩 J 在我這可見的人、我的交往、

我的人聽上，﹔有潛式地表現出來了，所以，我就是聖事 c 我們基督

徒應該能跟基督講一樣的話：「你們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若十四 9 ) J r 我在父內，你們在fit內，我也在你們內。（若十

四20) J 但如我的言行表現只能讓人說「我是看到了你，但是我看

不到天主的愛」，那麼我就是教會與基會福音的反見證。

降生的基督是「原始的霉事 j 。因為耶穌基督是天父唯一的啟

示（ The Revelation ），是一切啟示的中心和根源﹔天主與人交

往的中心點就是降生的耶紙基督，在基督身上、天主對人類的教恩

已經進入了末世時期，即是支援恩寵己j決定性地、圓滿地、不能挽回

地賜給了人類。這是真的﹔所有學寧的意義皆淵激於降生的耶穌基

督，祂是「原始的聖事 J 0 

作為基督奧體的教會是「基本的藝事 J 0 臨然降生的基督是天

主在人類歷史中的自我表達（教援恩寵的象鑽）寶貝且作為基督奧體

的教會便是耶紙基督在世界中的表達（教恩性的標記），換言之，

教會是基督恩寵表達的聖事，是天人愛情恩寵所有表達方式的共同

基礎，因此我們說：教會是「基本的聖事」。

教會是軍事，基本的聖事﹔人們看到教會，應該看到天主愛情

的恩寵。我是聖事，所以我就是教會﹔我到那裡，教會就在那裡，

那裡就充滿天主的愛情恩寵。梵二教會憲章說教會有「成蜜的使

命 j ，這使命的意義就是使「我 J 這個「教會 J ，成為一個更能顯

示天主愛情恩寵的「軍事」，這是「成聖 J 0 何謂成聖？成聖是在

致的生命中更能顯現出天主本身有的生命，使我更是聖事，與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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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有更深的愛情關係，這關係會表現在更和諧正常的人際關係之

中：這就是我們追求軍修生活的目標。

靈修生活不是個人主義的靈修生活，只管我自己與天主有親巒

關係的靈修生活﹔而是發展與人有良好、正常的和諧人聽騙係的靈

修生活。這就是一體性的靈修，把「我 J 放在天主、鄰人、世界之

間，使「我」與天主、鄰人、世界都有恰當的和諸位聽聞係，我與

鄰人與世界成了一個和諧的愛情整體。這也是正常位際性靈修的結

果：靈修生活是要使人成為更實在的霉事。

禮儀性的聖事

今天所謂的七件聖事，是「禮儀性的聖事」。何謂禮儀性聖

事？禮儀性建事就是：教會（基本的聖事）以言、以行、以儀式，
來表達在關係性霉事中愛情恩寵的增強加深，或已破裂了的恩寵關

係的復合。

不可否誨，闊係性的學事除非有某些更具體的形式記號，還是

不容易被人直接察覺到。一對小情人闊的愛情，有些人敏感性高

些，只要跟小倆口稍徵接觸，就可體會到了﹔但是也有人遲鈍一

點，除非看到他們倆常常膩在一起說悄悄話，感覺不到這兩個小朋

友關係不一樣了。同樣，關係性娶箏，是愛情恩寵的表現﹔但是對

許多人來說，這種愛情恩寵的表現只能意會、無法言傳，臨看木

到，也摸不著，還需要更具體可見的言語、行動、儀式等來表達，

這些言、行、儀式就成了必要的宗教行為了，稱之「禮儀性學

事 J 0 

人間愛情關係的增強加深，如何表現？約會，一起吃飯，吃飯

的時候彼此說自己的故事。情人常用這種方式增強加深愛情關係﹔

我們的彌撒（聖體學事），也是如此﹔藉吃飯及說故事的行動，增

強加深天人間愛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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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們如何復合破裂了的人聽聞係？擺酒席道歉。今天好像很流

行打官司：這不是中國人傳統的做法，也不是耶穌的作法。耶穌

說：「當你和你的對頭還在（上判官處）路上時，趕快與他和解（

瑪五25) J ，不要非爭出是我對，還是你錯。中國人和解要擺酒

席，光擺酒席就夠了嗎？不，擺酒席之前一定會有一個中介人疏通

雙方，對左邊說說好話，在右邊勸解勸解，等雙方都心平氣和了，

他就對被得罪、且比較有理的一方替對方甜樁，這個受了委屈的一

方就說：「好啦，我也不要他登報道歉了，他只要擺兩桌酒來表示

心意就夠了。」在酒席上，得罪人的一方會說：「來！罰我三大

杯。那時候我實在糊塗，不小心得罪了你。抱歉抱歉！」接受道歉

的一方也會說：「算了算了，其實事情的發生，我也不是完全沒有

問題，我陪你喝這三杯。來！乾杯乾杯。 j 這是什麼？說故事。在

吃飯、說故事當中，把酒言歡，盡釋前嫌。

一對男女，完全投有一點點感情基礎，就被好心的親友勉強安

排單獨見面，並在一起吃飯，你想情況會是怎樣？除非他倆真是一

見鐘情，否則場面」定很尷尬，彼此禮貌地應付應付就不錯了，想

讓他們因此而有什麼感情上的進展，實在說，們都投有。同樣，敵

對雙方尚未原諒對方，就擺酒席，雙方會因此前嫌盡釋，也是騙人

的。

敬會禮儀性聖寧的舉行也是這樣。對基督沒有真正信仰的人來

參與彌撒、領聖體聖血，尚未痛悔改過的教友來參與和好車事，你

認為他也必定能增進天人愛的恩寵關係，也能使破裂的天人關係復

合，那麼這就是把聖事當作「控制神靈按照人的意願做事的法術（

magic) J 了。這說是形式主義的聖事觀，抱這種觀念來「領」聖

事，學專生活不很容易與個人的日常生活打成一丹，禮儀生活就和

日常生活分家了，靈修生活也誼會走上個人主義的傾向了。也難怪

在西方個人主義靈﹛學生活的統傳下，會有人問這樣的問題：禮儀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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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對基督徒的仁愛生活究竟有1竟有助益？

1量有真實的基督徒愛的和諧人廳關係，聖事做禮儀無挂增進天

人闊的愛情恩寵關係﹔ 1豈有真實的悔改心態，車事性禮儀也無從快

復破裂了的天人關係。學事是不可見天人恩寵關係的可見形式，禮

儀佳霉事是教會以言、行、儀式等可見形式，來增強加深這恩寵關

係 9 或使故裂了的恩寵關係復合。所以，基督徒的靈修就是「禮儀

性的聖事靈修 J ＇前文我們已經說明：梵二及教會新法典都是如此

主張的。當然這「禮儀性聖事 J 應由廣義角度解釋：包括七件聖

寧、聖儀、時辰頌禱、及美他敬禮性的熱心善工（如團體唸玫瑰

輯、拜苦銘等等）。

個人日常生活中「鈍的經驗J與r5舌的經驗J

中國老師教學生，很重現讓學生寫日記〈或週記），而且告訴

學生不要寫流水帳式的日記。這個做法一定不只是要訓練學生寫作

能力，而是眼中國傳統的教育理念有關。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在這裡「學」的意義，

與現在學校所給的數學、物理、體濟、電腦科學等純知識性的「學

習」，並不完全相同。中國傳統教育理念中，教育的目的在教學生

「學做人 J 0 「學」，分教人灑掃、退還、應對的﹝小學 J ，以及
教人修身、齊家、治園、平天下的「大學」。二者都在教導人學做

人。以基督徒的述語來說，就是度靈修生活。

「寫日記」跟「學作人 j ﹔有什麼關係？這就要出生活中的經驗

有兩個層面讀起了。生活中的經驗，有些不會產生意義，在這層面

上的經驗，本文暫且稱之為 f 鈍的經驗 J ( raw experi凹ce ）﹔有

些卻可對生命產生意義，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本文稱「活的經

驗」（ 1 i ved experience ）。

有一位輔大的兼任老師，每星期二及星期五下午三點半，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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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F!f第二堂課，走出教室，來到淨心堂門口，上了校萃，坐到台

北中山堂前廣場下車，趕到博愛路換台灣客運中央新村線班車，在

七張站下車，然後穿過北新公路，轉入一僚巷弄回到家徑，一切數

很順利，只花了四十五分鐘。這是「鈍的題驗 J ，沒有任何因素可

使這經驗提昇至「活的經驗」。骰如日記記的只是這類總驗，稱之

流水帳式的日記，沒有什麼好記的。

換個情況，經驗可能就不一樣了。另一位輔大事任老師，住在

這位兼任老師公寓的樓下，每天下午五點十分，在文學院圖書館鬥

口搭校車，每次都是才出校門，就陷進新莊中正路的車陣之中，走

走停停二十分鐘了，都還沒到這恆毅中學，好不容易上了中興橋，

過橋叉過了半個多小時，然後在中華路火車平交道前，叉被擋了十

五分鐘，台汽班車還在蹺市區時花了四卡五分鐘，到了家，電視已

經在播八點連續劇了。

除非能使「鈍的經驗」產生意義，亦即意識到這經驗觸及技生

活晶蟹的問題，否則不能成為「活的經驗 J 。以上述兩位老師的經

驗為例：下課、搭車、換車、過馬路、閱家門等事情本身，實在跟

我的生活的意義發生不了什麼關稀，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但

是，每天「塞車」這一類的經驗，員會影響到我生活的品質的問

題，在主先生命中有其意義﹒能使主主們每天童養叉重後的生活提昇到

「活的經驗」層面上。

在這「活的經驗」層面上，我會意識到這個「交通阻塞」，對

它加以反省，看看它究竟如何影響了我的生活，我要怎樣來應付

它。也許我可以換一種交通工具，自己關車，不經過台北市宜，而

走經過大漢橋、板橋、中和直達新店的那條新建成的四線大道﹔也

許我還可以設法在新莊、泰山附近買個房子，搬過來。

「活的經驗 j 是把生活中「鈍的經驗」層面的事情，意識到i其

意義而產生的。但是單單意識到事情的意義還不鉤，要把事情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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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的經驗 J ，另外尚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意識到這個事情

的意義與「我」有關。客觀上有意義的事情很多：鄰居遭竊、同學

得癌症、朋友失業等等事件，客觀上都有其本身的意義，但是，這

些事情不一定會立即影響到「我 J 的生活，成為「我」的「活的經

驗 J 。不過，但如「~J 因為這些事發生，而想起自己曾經受到的

的某一傷害﹔或這些事的發生，提醒「我」意識到某些應該注意的

事情﹔於是，「我 J 對這些事有了「反省 J 0 反省事情在 f 我」生

命中的意義，是使一切「鈍的經驗 J 提昇至「活的經驗 J 的基本條

件。

功能性團體與生活性團體

記日記就是把自己的「括經驗」記錄下來，成為自己的故事，

對自己的靈修生活（學做人）當然有哥哥助益。按中國教育理念來

說，增進個人的靈﹛學生活還只是在「小學」階段，止於修身步驟而

已﹔以後還應進入濟家、治國、平天下等團體幅度。這才是「大學」

的理念：靈修生活不只是個人的修養，而是個人在團體生活的成長

中，與大家一齊成長。

團體有生活煌的團體和主功能性的團體。功能性團體的組成是有

目的的，應該有其事業性或企業性的自標。倒如出版社是個企業性

團體，天主教聖經協會是個事業性的團體﹔企業性團體目標在維持

該團體的正常運作及發展，事業性團體目標在推展該團體的宗旨。

功能性團體存在是為了達成團體的目標，其成員（包括人員、設

備、資金、制度等等）必須儘量配合，否則這JJJ能性團體就要解體

或變質：出版社的人員或設備、制度等不適合出版工作，這出版社

室主要倒閉﹔聖經協會的人員不適合推廣聖經，就應該換錯，否則聖

經協會就不是聖經協會了，空有其名毫無實質意義。

生活性團聽說不一樣了，並不是為了什麼特定目標而存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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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群人因某一共前因素而生活在一起。例如家庭：成員都是人，

不~有什麼非有示可的設備、制度、資金等等，有錢的人家遇有錢

人家的家庭生活費沒有錢的人家不見得比有錢人家過得更壤。最重

要的是家人之詞有感情，會互助，有鼠雨同舟的心心相印，如此這

家必定是個好家庭。生活怪圈體的童心在 f 人」 9 布不在某一特定

目標。教會團體是生活性團體，大家國相同的信仰而生活在一起，

並非有什麼事業性或企業性白的。我們這次研習會主題的「小型教

會團體 j 當然也是生活性團體了。

有人問「善會」可不可以變成「小型教會團體 J 。可以﹔也不

可以。這就要看這倡善會的劫能性有多強了。一般來說，每個著會

都會有自己的功能性目標﹔假如一個善會的功能性太強，這個善會

就絕木可能發展成為一個（本次研習會主題所說的）小型教會團

體，因為這善會的目標在達成值的宗旨。所以，但如問聖母軍可不

可以發展成小型教會團體，答案要看他們怎麼開會，怎麼工作，是

不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一切以工作完成為主，其他的不甚注意。假

如是的話，沒有希望了﹔位如不是的話，希望很大。

那天晚上，台上坐了二十多位基督生活團團員，給大家介紹他

們的盧鐘。我們問了兩個很有意義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們團

體的使徒工作是什麼？位如以家庭作例子，這個問題就是在問：你

們家有什麼家族企業？現在社會已經發現家族企業太多的話，不是

好現象。最理想的是企業就是企業，不要太多與企業不相干的感情

因素在內。每個家庭的成員要貢獻社會、服誘人群，最好要走出家

庭，進入各企業或事業單位，在那裡發揮群策群力，貢獻所長。教

會內也是一樣，有些自善會發展而成的小型教會團體，可蔽之為家

族企業，規模不會很大，專業性也不可能太強。這類型的小型設會

團體，希望不要成立太多，不然教會大概只好釣魚了﹔這不是耶穌

基督對教會期待的第一志願。耶穌希望教會能撤大網捕魚，還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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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專業性的機構，及J}J能性強的善會才能做到。希望教友在生活性

的小型教教會團體中，享受家庭的溫馨，得到傳播福音需要的活

力，後走出自己的生活性小型教會團體，加入）個專業性的傳播福

音機構，或參加）個功能性很強的善會，為傳播福音貢獻心力。然

後，像人們回家吃晚飯一樣，不時回到小團體中，享受更多的溫

馨，吸取更多的活力，把在工作上的挫折感消除，在努力中得到友
情的鼓勵，在失敗中得到真誠的支持。所以功能性強的善會事實上

也有其存在的必要，不必趕時毫，非要變成正在流行的「小型歡會

團體 J 不可﹔也不必因為自己無法變成「小型歡會團體 J 而不舒

服。

第二個問題是﹔有幾個人從你們團體中出來領洗？主席的回

答：我們團體召收的對象是二十歲以上、已經領撿了的教友，這是

該善會的宗旨所需要的成員。我相信基督生活團是生活性比功能性

強很多的圖髓，部便如此它仍究是個善會，多少有功能性的宗旨，

不能要求它有完成不是它宗旨、或繼它宗旨很遠的目標。這也是善

會發展成的小型教會團體，與自然形成的小型教會團體的差別所

在。

生活性團體的「活經驗J ：故事及慶祝儀式

團體有團體的生活經驗。生活性團體經驗的形成是由其成員個

人經驗交換，彼此認間，如此累積而成的。比如你我是朋友，我們

靠彼此告訴對方自己的故事（對自己有切身意義的活經驗）而更瞭

僻、相知、講同，感情因而更堅圈，我們之間的不可分離的因素更

加強了。

假如我們談話中，你談起一個對你很有意義、你也很喜歡的朋

友，我就聞始大談友誼的重要性、理論上人沒有朋友多可憐等等．．．

一點也不觸及我自己的故事，相信你會技巧地看看錶，說你有要事



298 ／神學論4t亨＠／ 1989 

必須立刻離開。或許我在跟你價訴我會選遇的一個痛苦經驗，你卻

向我分析痛苦的意義，好像痛苦與你無關一樣，我想我會掉頭就

走。是的，純理論性的談問題很好，但對增進入與人之間的瞭解與

感情的增進投有用處，可能還是障礙。生活性團體生命的成長也是
如此：木是靠理論煌的交往，而是靠說故事。

說故事，要有適當的時機和氛圍。生活性團體平常成員也未必

聚在一起，但在適當的時候大家會聚起來的。

比如一家人，白天上盟的、上學的、主持家務的，各人分頭忙
自己的，但是晚飯必定一塊吃：這是說故事的好時機。父母兄弟姐

妹共聚在餐桌上，各人說自己今天的故事，這些故事經過吃了這頓

飯，溶入了這一家人的家庭故事之中，不只會影響說某一故事的那

一4個人，而會影響全家。每天晚餐就是這家人（一個小型的生活性

團體）愉快地聚在一起說故事的時間，這是一個小型的慶祝儀式，

疲累辛苦的一天過去了，家中每個人都有值得喜樂的成功、有令人

沮喪的挫折、有莫名其妙的幸運、有急需解決的問題等等故事告訴

大家，好事大家分享，需要幫忙的事大家分擔。有人生日，故事可

能全都圍麓著壽星：他小時候的在西門吋迷了路，還好碰到隔壁的

姊姊電影散場，就帶他回來了 2高中聯考全授只有他數學考了滿

分。父母結婚紀念日，故事的主角可就換成爸爸和媽媽了：他們在

大學土風舞社複站得的﹔結婚那天交通阻塞彌撒遲到，害得神父窮

緊張。家中成員每多參加一次家庭晚餐，而與家撞的父母兄弟姊妹

共融，增進感情及了解，有更強的內聚力。

生活性的團體不是血立的。它有相關聯的一些平行團體，這些

平行團體合成一個較大的生活性團體。這個較大的團體也有其說故

事、舉行慶祝儀式的時機和氛圍。
春節是中國人的圈圈節蚓 0 年三十回老家（或婆家），年初三

回娘家（或去岳家），回家不只赴宴向父母、公婆、岳父、岳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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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年而己，是要趕回去吃團圓飯的。飯前，祖孫幾代在家長率領下

祭拜I祖先，而後圈桌吃飯。飯中或飯後有人會提起﹔嘉靖年間，我

們台灣第一代先租出泉州渡海來台的艱辛，他及他的于女如何筆路

藍縷地閱創出局面 s 歷代祖先文如何守成並發展，直到今天大伯有

二十甲果圈，二伯有一間三百員工的工廠，全家子孫已有三個博

士，兩位議員等等．．．．．．。這些是這個大家庭的共同故事，每到適當

時節，這個大家庭必會團聚，可能的話，這個大家庭所屬的每個小

家庭都會儲量趕到，參加這一個慶祝儀式。家族的共同故事會隨時

間的發展而愈說愈精宰，所賦予的意義也愈來愈多，愈來愈深﹔大

伯的說法可以跟二伯的說法有出入，這1量有關係，也不會有人認為

不妥，國為他們都說出了這個家族的精神，這家族的精社生命就

在這吃國圓飯、說故事的場合中，延續了下去。這個說故事的場

合，當然也會有人提到他個人最近發生的故事，或某個小家庭的

故事，這些故事都會逐漸溶入大家庭的共同故事之中。

大家庭以上，還有哀親會、同鄉會等等更大的生活性團體，每

個團體也都會有其適當的說故事時機和氛圍。

慶融儀式及其中的說故事，是使這生活性團體生存、成長不可

或缺的必要傢件，圖體成員也會因參與這儀式，而與其他成員感情

增進，自己的生命也會吸收更多的團體精神，隨著團體的成長而有

所成長。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理念裡「學做人 j 的大學步驟，個人的

靈修是整合在團體靈修中的。「學做人」應學f辱與人關係和諧，增

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會與人分享，也會與人分擔。人人如此，就

可達成「家齊、國治、天下平」的理想境界了。

所以，小家庭的全家設法有團聚說故事的時間（當然不一定在

晚餐桌，但似乎是最理想的）很重要﹔過年過節大家庭的圓圓，也

很重要。我支持社會上所推動的 f爸爸回家吃晚飯」運動﹔我也懇
求在中華文化地區的教會機構儘量不要選春節、中秋、端午等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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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辦活動，這與我們第一線牧靈工作問道所努刀的某茗、把家庭運

動會有衝突的。

初期教會故事及禮儀的形成

基督的教會從開始就是一個生活性的團體。宗徒大事錄第二

章是2～47節是初期教會團體的具體寫照。

這個生活性團體是由許多）軍事一群的生活性小團體組成的。每

個小團由若干家聽組成，彼此間感情很好，關係很親密，親密封連
金錢及生活物質上都可互通有無，每個小圈常常有屬於自己小國的

聚會，聚會輪流在每家舉行，聚會內容是一起吃飯，吃飯持也學

餅，這是屬於這團體特有的聚會儀式，也請故事，除了每人說自己

的故事外，還聽屬於團體本身的故事，團體的故事由團體中資深的

成員來說，故事的主角是教會團體的開山鼻祖耶穌基督。說故事的

中間或前後，大家也祈禱，彼此祝福。這是每個小團的慶觀儀式，

是教會禮儀的雛形。

他們也有各小屬聯合舉行的聚會，這大聚會通常在當時公眾舉

行眾教禮節的場所（聖陸）中舉行，跟當時的猶太同胞一起行禮，

向天主祈禱，因為他們仍相信自己是猶太大家庭內的成員。雖然如

此，他們並沒有被整個猶太社會接受，甚至受很大的敵視﹔即使如

此，他們團體所傲的生活見證一情誼親密到可以在精神上彼此扶

持，物質上互通有無，這是愛德上的最佳見譚一卻使這個團體「獲

得了全民眾的愛戴（宗二是7 ）」，也收到某種傳教的致果，所以「

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敦的人加入會泉（宗二是7) J 0 

他們聚會吃飯時既說團體故事的主角是主耶穌基督，但故事的

說法常有不同：有人用口敘述，有人用動作、姿態、甚至象徵記

號．．．．．．不一而足。直接口述者有人就耶穌生平事件加以發揮，有人

卻從國體成員的日常生活做出發點，講解作為主基督團體一份子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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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生活形態和生命意義：前者故事逐漸為人筆鋒、編輯成了「福

音 J 體裁的作品﹔後者似乎？量有人認真記錄收集，但團體領袖寫給

各教會的信件，有關這方面的，卻被收集、流傳，在各團體聚會時

朗讀。這些信件及福音作品，在教會團體中隨著時間的進展，去蕪

存脊，再蘊多數團體的公誨，新經的正典綱自才慢慢形成，教會最

後有了用文字寫成的共同故事。聚會中所講述的團體故事，就以朗

讀這些作晶，加以詮釋，應用到每人日常生活的故事中。

口述之外，他們也以行動來說故事。「給人施洗 J 就是以行動

說故事﹔肇個人浸入水中，說明「這人眼耶穌一起進入墓中，參與

了基督的死亡，並與她一起復活，開始新生活了。 _J （參：羅六）

「學餅」也是以行動說故事﹔說明「耶穌以自己的死亡完成默西亞

的使命，把自己的生命臨全人類分享，擔當全人類的苦難，使人類

與天父重歸於好。」

以行動說故事，是把故事儀式化。在歡欣的心情、慶祝的氣氛

之中，用一些行動、姿態、象徵記號來把故事生動地演出來﹔這就

是宗教禮儀。

基督宗教的團體聚會就是這生活性團體的慶祝儀式，目的在說

故事﹔故事用話語說，也用行動說﹔說團體的共同故事，也說每個

成員的個別故事。聚會中，團體成員由於分享彼此的故事，而生命

互通，情誼交流，人跨上所需要的「付出愛 J 和「接受愛 J 的能

力，也在共向分享團體故事主角耶穌基餐生命的同時有所增長。這

生活性團體的聚會能使人在愛的氛圍中，與兄弟姊妹共同體驗並增

進和諧的人聽聽係﹔這就是「恩寵 j ，這就是在我們身上彰顯天主

愛的生命的表徵，這就是個人真正與天主密切結合的標誌。恩寵是

「學做人 J （度靈修生活）所必需的，個人的聖化（亦即靈修生命

成長）的實現，團體的聚會有很大的貢獻﹔團體本身的生命也因成

員個人靈修生命的成長而有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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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禮儀（慶觀儀式）就是由上述聚餐式的家庭聚會漸漸發展

而來的。至此，我們也說能體會出教會法典卷四，在鼓說「教會基

化職 J 時 2 為什麼開宗明義就站出「歡會以特隸方式，藉禮儀執行

聖化的職務」了。

從閱始教會的聖化功能是在禮儀〈團體聚會）中實施的，信徒

的靈修生活是屬體煌的，籍著洗禮、停泊、掌餅、祝福、茉ll好i禮等

等的儀式，充實教友靈修生活，增進教會團體本身的生命活力。這

時若是有人問「肇事是什麼？ J I量有人會回答。因為三、問世紀以

前，人們只知一個一個個別的禮儀行動，神學上尚未發展出通稱禮

儀的「霉事」觀念。不過，基督徒的靈修生活就是「禮儀性的軍修

生活 j ，從教會初期的現象來看實無疑巴是事實了。

小型教會團體就是「聖事」

但是經過中世紀教會，恩寵的觀念由「關係性的愛情 J 轉變成

了「物質化、數量量化的天國入場券 J ﹔教友的靈修生活由團體的禮

儀性聖事靈修走向了個人主義的靈修﹔而且，教會的面貌亦由生活

性的團體轉換成了劫能性的團體。換句話說，教友們不再是生活在

斗茁一個生活化的小型教會團體之中，而是－個人一個人、張零零

地單獨在社會中謀生存﹔教會有如政府，有中央的立法、司法及行

政機構，有省級（教區）及縣鼠（堂區〉行政及服軍事機關，聖職人

員不再是家長型的人物，卻成了教會政府行政體系的官僚，厲害一

點的教區或堂區負責人更成了獨霸一方的土皇需﹔教會的功能只在

藉著霉事的「施放 J ，給教友上天堂所需的「恩寵」，教友去教會

是去「領 J 聖事，積蓄天國的財富（恩寵）。教會在聖事中所施放

的恩寵特別有價值，可「保證 j 一定「有放」，因為當時已發展出

「聖事是基督所建立、保證能給予恩寵的外在可見記號 J 了。

個人主義的靈修及過分功能化（尤其政府化）的教會，實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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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好的培養教友度真正有和諧人際愛情關係的靈修生活﹔這種靈

修生活才是耶獻基督願翁們度的現世生活：是一體煌的靈修，也是

真正實在的位隊性靈修。所以我們應回復初期教會的教會面貌﹔教

會是生活性強過封能性的團體，教會的靈修生活是在團體中度禮儀

性的聖事靈修生活。換句話說，要把教友還漸吸收到一個一個有禮

儀性藝事精神的小型教會團體之中。

問題是在今天該如何建立這些小型教會團體呢？在鄉村有那村

的做法，都會區有都會區的做法。請參考我十年前所發表一篇演講

的講稿（「心會在建設中國地方教會的地位與角色仁）﹔使小會成為

更健全的『基督徒基層團體』」，《心泉》（ 23期，民69年10月，

台北，中華基督神修小會總會發行〉，最近i.Z文章新整理改寫，題

名「試談台灣地方教會發展『小型歇會團體』的可行性」，在台北

＜教友生活週刊＞上分多次連載（ 19 89 年 2 月中）。該文談的是

大方向、大原則，今天主主要從更具體的如何關站建立一個社區性的

小型教會團體談起。

首先要聲明的一點是：現在已有的善會不必解散。劫能性強的

善會教會很需要他們發揮他們傳播福音的劫能﹔生活性強的善會，

比如幾天前坐在這裡的那一君主基督生活圍的團體，他們可以繼續發

展他們之間的人際關係，使他們的團體成為更理想的小型教會團
體。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回到自己生活所在的社區，假如可能的話，

可以獨始找些朋友做些聚會，發展社區性的小型教會國體。

開始的時候，可能是一位太太，在買菜時遇到鄰居的一位教友

太太，話家常時順便提到﹔「李太太，你知不知道：我家老公泡茶

泡得很好哦！有沒有興趣約你先生一起，週宋下午或那天晚上來我

家喝杯茶呀？」李太太很爽快地說：「好啊！」聚會就這樣開始

了。不必，也不需要，先跟本堂神父說：「說要闊抬起立一個小型

歡會團體。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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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喝喝茶，彼此說故事。 f 你家老大聯考考上建中，真不

錯啊＇ J r 你家女兒也不簡單啊！芭蕾舞跳得那麼好。 J 可能第一

次還不必讓聖經，把氣氛弄得好－－－：點。結束前再說：「今天的聚會

真痛快，下個禮拜我們去你家聚擬好不好？不知你家有什麼絕活兒

，拿出來讓翁們欣賞欣賞。」「好哇！來我家嚐嚐我的什錦水果您

麼樣。 j 於是叉到他家吃水果去了。而後，大家談到另一家附近的

教友，「蹺，我們也邀請他們家來一起聚聚聊聊，好不好？ J 這樣

，慢慢慢慢，一個社直性的小型教會團體就萌芽成長起來了。

聞始時，不必說我們來查輕，也不要說我們來做神學反省，更

不要說我們來傳教﹔ 2們來喝茶，我們來吃點心，我們來聚餐，你

家拿一個菜，我家拿一個菜。有時也請本堂神父來一起聚聚聊聊。

慢慢大家的人際關係好了，彼此感情菌素也有了，信任感也建立起

來了。於是有一天，有人說我們聚會是不是也可分享分卒讀聖經的

心得，不要談來說去都是只談各人家自己的故事，好不好？讀聖經

發生了問題：夏文們去買本書來參考參考，好不好？建立小型教會揖

體的第一步應是這樣的。生命的成長不是擅苗助長，而是讓它自然

地成長。

這樣培養出來成熟的生活性小型教會團體，其成員問基本上會

有和諧的人際關係，藉和諧的氣氛，也會使人格水平衡的成員走向

成熟的撞地。人們看到他們闊的相親相愛、守望相助，會說：啊！

這說是基督徒的團體，天主及他們的主基督的愛的生命，活生生地

顯現在他們中間。這是霉事：不可見的愛情恩寵的可見形式。

小型教會團體與慕道者

教外朋友聽到、看到，知道了這個充滿愛的和諧團體，就會表

示嚮住，願意前往一探究竟。所以，在這樣的小型教會團體前面，

故們就可以問：有多少人從你們團體中出來領洗的？因為這種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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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容納慕道者的。反正這團體的組成不為什麼，大家聚聚，喝

喝茶，聊聊天嘛，理所當然可以邀請教外朋友來同樂。再聽了大家

的故事，發現主基督是使這團體成員成長，走向更和諧人際關係的

原動力，也想成為名符其實的基督徒，這時就可準備給他施洗了。

教會到現在還有修女及傳教員喜歡單獨給慕道者講道理，其實

這是最不理想的訓練準教友的方式，如此攏了道理而考試合緝的新

教友不會有教會的團體感，從聞始就可能是一個度個人主義靈修生

活的教友。我譯為慕道者的訕綴，應在小型教會團體中關拍、進行

並完成。考按一位墓教者適合領洗與杏，責任不在神父，而應該是

小型歡會團體的成員，他們最知道某人合不合格做個基督徒。

我親身有一個經驗：－位修女單獨給一位慕道者講道理講了三

年，本堂神父硬是不給他領洗，修女就來問我可不可以想辦法給他

付洗。我問修女這位慕道者認識那些教友，修女說餘了她自己以

外，慕道者連一個教友朋友也沒有﹔我就很明白地告訴修女：我也

不會給他付洗的。另外，有一個小型教會團體女成員的先生，他和

這圖髓的關係很好，有一天這位太太來見戳，告訴我伯先生雖然沒

有正式聽過道理，但很想在近期內領洗，聞主是可不可以。我請她給

我幾天時問想一想。回家後，我立刻打電話給這團體的幾個人，希

望他們請這宗夫婦吃飯、談談，看看這位先生合不合適給他付洗。

說找了三個家庭請他們吃飯，跟他談人生觀、談理想、談夫婦關

係、談宗教意義、也說他所認為的基督徒生活。三家的回音都是正

面積極的，也都願意更深入的交這個朋友，互相抵勵，共渡人生。

於是我打電話給這位太太，說我要到他們家去吃飯﹔我一共去他們

家吃了四次飯，把天主教重要的思想觀念及聖事生活等完全與這位

先生做了深入交談。兩個月後，在這個團體的大聚會上，我給這位

先生付了洗，領洗後他仍然在這小型教會團體中參與教會聖事性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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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教會團體與禮儀性聖事

胡同前一講羅修女所說的﹔學神與墓禮是小型教會國體的中

心。小型教會團體是聖事﹔以有形和諧人際關係彰顯無形天主愛情

恩寵的聖事。這樣的圖體是一個活的關係性聖事﹔人們看到、聽

到、接觸到這圖體說可強烈體會到天主愛情恩寵的臨在。但是對團

體成員來說，只在平面人臨上體驗天主的愛情是不鉤的，我們需要

更具饒有形的接觸到天主的愛情生命。換句話說：小型設會圖體需

要建基在禮儀性聖事行動之上。彌撒（感恩聖事）是聖事中的嬰

事，也是小型教會團體生存、成長的接心動力。

從彌撒結構上看：有「懺悔禮 J表明我們（屬體及個入〉是不

完美的，需要在天主助佑下不斷革新﹔有「聖道種 J 在理智上吸取

來白天主愛情生命的智慧﹔有「奉獻禮」以呈現我們的努力的成

果，來表明我們願意奉獻生命，將自我生命溶入天主愛情生命之

中﹔有「感恩穆 J 紀念天主子學穌基督把天主生命提供出來，表明

天主願意與人類結合的真誠許諾﹔有「領聖體禮」我們（團體及個

人）以真真寶貴的行動，吃基督的身體、喝基督的血，完成與天主

愛情生命的真實結合﹔最後還有「祝福禮」，主體者（神父）以教

會團體的名義給全體與會者天主的祝福。

每個小型教會團體需要有自己的團體彌撒，也需要參與大團

體：堂區、教區、全國、甚至更大鏡模（例如世界聖瞪大會等）的

彌撒感恩禮。一般來說，在記們建議：主自及大的教會慶節，研有各

小型團體的成員前去參加堂區性或教區性的彌撒感恩典禮，平常每

月可選擇一、兩次小團體聚會時，邀請神父來共融舉行家庭式的彌

撒。

小型教會團體是單事，除了彌撒感恩聖事之外，仍需有其他的

團體性禮儀行動來表達天主愛情恩寵以各式各樣的商貌真實臨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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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聖洗及堅振兩聖事與上述培養慕道者有關，婚姻及病人傅油兩

聖事是小團體裡某個家庭中的大事，不論這些聖事在那裡舉行、如

何舉行，都應是每個小型教會團體成員共同表現親和力以及天主愛

情恩寵的時機。

至於和好軍事，可以在某次團體聚會時，安排鐘暫的退省靜修

活動，其間舉行團體懺悔禮儀，可以同時鼓勵個別告呀。做法可以

參考本人發表在《神學論集》（ 61 ）的一篇文章：「和好聖事新

詮 J 0 

聖儀最常志的是請神父來家裡祝福新居、新車、新聖像等，這

是小圈體聚會的很好時機。團體唸玫瑰經、團體拜苦路、團體朝聖

旅行等都是小型歡會團體可以靈活運用的團體著站（廣義的禮儀性

聖事）。小團體聚會時不需要每次都有神父在場，該次聚會的主席

在聚會結束時可以代表教會祝福大家，這也是廣義的聖事性禮儀，

並不是只有神父才可這麼傲。

結語： 建立小型教會團體與堂區神父

有人擔心有些堂區神父，對小型教會團體認識太淺，不太可能

讓他們來支持建立這類小團體。在這些人的觀念中，似乎神父、主

教不主主持，一切兔誤。

對有這樣觀念的人來說，教會還是一個"JjJ能性的政府機構，不

是生活性的成長團體。在功能性的教會機構中，教廷對主教、主教

對堂區神文的關係，有若政府體系內的行政院長對省主席、省主席

對婦市長、縣市長對鄉鎮區長、鄉鎮區長對村呈長，是功能性的。

而教會更該是一個生活性的屬髓，其閱教友與神父、神父與主教、

主教與教宗闊的關係，更該如同我與我爸爸、爸爸與l祖父、祖父與

族長闊的關係才對。

有些事情我覺得對家裡很好，我想紋，但是載明明知道爸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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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不會答應我去做﹔我常常就不先告訴他，先做了。做好之

後，他知聽了，每次反應都是﹔做得好棒啊！生活位教會恩體中，

堂區神文與教衷的關係 9 在許多事情上應誤是這樣的關係。在l'<.

家今我不必先扭爸爸報備，請他下命令，命令我去做這件事，我了

去做﹔我們家也不必先跟族長報說，什麼事為全族有益處，所以幫

族主支援公園給全按各家，通令全挨一致遵行。不是這樣的，生活性

團體的家長和族長的服務方式不是這模的。

所以，建立小型歡會團體這件事，~們可以先做 0 1畏如失敗

了學也不必去告訴神父，自己儉討梭討再出發﹔餃如成功了，跟神

父講，請他來參與驗收，他會很高興的，會鼓勵你再去找幾家闊始

喝茶、吃水呆。小型歇會團體就這樣一個一個出現了。

我們不必等主教圈發牧面說：「台灣天主教總動員，三年之內

全島要組成兩干個小型教會團體。 J 省主席會這樣做﹔我希望單主

教不要這樣做。教會是基本的學孽，是生活性使人成長的團體﹔小

型教會團體在這樣的氣氛中，一定會是真真實實「助人靈修成長的

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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