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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早早呵，

>HJ －吉

本刊本期的十一j惡作品可以說是成雙成對繭，能夠把兩~主題

相近的丈章參照著永請，以得到互相福克、互相級明，成彼此對

立、彼此制衡的作用。下iiJ 11更循著這.i壘成雙成對的路錢，將$－4作

品略加介紹。

聖經欄布繭約俏的兩~文章，是本神學臨的學三色，一位寶...會

修女周忍綴，者，一位道明會修士黃金昆修士的習作。由本期和土翔

的多....學生習作中可以看虫，為同學們永說，當約的智慧書較有比

較的可能手。反者及發揮的餘地。反之，先知書或「法律」手，歷史書
則乏人問津。這相當清楚地指明一個事實，重p；我們的文化背景離舊

約的智慧書較近，離梅甚至i書、丈主選民的歷史和他們的先知較

遠。我們罵娘可以由智慧客進入舊約其他各書，但「法律 J手段「先

知」確實是天主啟示的重點，無番話給我商文化是近是遂，都得盒，險，

子，；，（.消化吸收。介紹益揮委是金釋依－j三十二章的長文，基本主是為

此而刊在這梭的。

信主莖欄會修去的一屆＜生起，之變易＞’可與安修欄徐可之神文

的＜試從經書看愛心成長＞合看。這也是神學本位化的一個途徑：

中國經典和我們信仰基礎的聖經郭談生死，都談靈心的成長，二索

之時必布可貫通的地方，而天主的啟示終會喚稿人闊智慧和丈化的

4'足。會f舍去－－！：：－月底在美國晉鋒， .~K後兩香港協助「維信」編寫《

中揭新情分析》’我們向他道賀主f.i兄福。

書并欄的一為＜說『眾教詞典』～論中共對天主教的了解＞是

已故Jll家駒教授的作品，路車去寫於 1984 年，還是有其現實性和參～

考價值。這篇書祥的確舵和教史桶的＜在拳祁縣會JiJ傳＞合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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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會廖金常修女皇~~吏，而由本刊®期關始吾吾載的這些中有主傳教士

\ 的形象，與《索教詞典》梭所描繪的天主斂，形成蟹。那、的均比，也

可在詩才甘心中發生「事實勝於雄辯 J 的作用。

靈f多樹據總主教的＜嬰仿小路和儒家孝這＞·一篇是作者應法

國「生命之母 J善會會長之邀而寫的演講，成代替他說赴法國，參

與研討受女嬰仿德蘭靈t1'多才法的國際會議。這篇文章的題目已給我4

們指出它的「中國靈修」的方向和特色，誠如文中所說的：「儒家

孝道的金部精神和意義，若有色投高用品已孝敬天主， ;;r-僅使中國人容

易懂得人和天主的關f系，也可以造成一種合於中屬文化的重修途

徑。再融會到 E嬰仿小路」裡’史黃色結合金教會的當代靈修辦途

徑，放 tlt 求才的色彩 J o 與羅文相應的是，大陸的一位老作家楊爽

的＜－.i.J.k.河，－.i.凱歌～請《靈心小史》札記＞’。是一擎的人都

讀過馬相仿所諱的《愛心小史》，現在讀梅爽的札記，必會引起共

喝。

是從可成合看的兩篇文章是教丈欄的＜濯足禮的演變＞和書評

欄的＜《耶緣政治》譯後居民＞。後才？據作者永信指出「傾向於從學

衡的觀點永介紹益 F評論』《邪穌政治》這本書的內容。換言之，

本文是針對研究神孝的人而寫的」。這本書的內容正好可從耶林所

關刻的濯足種永看、永反右，那時也許能體會邪絲紛心政治，影響

政治，但他用的方法是給門徒們沈8年，且主教門徒們彼此給別人沈

蹄。



PREFACE 

τhe eleven aτticles of this issue form five pahs. of writings. 
恥 may read than in pairs to S目前1ethet they illuninate 
each oth缸， St』pplerne祉， contrast or balanceι 闊的 other. We 
shall try to describe each pair briefly. 

The biblical section has 卸的 articles on the Book .of Job. 
They are reports written by our students, Sr. C加w, PBS ar滔
Sr. Scholastic Hung, OP. 四E pres凹t and the precedir宅 issues
contain several suchτeports 前itt凹 also by students on 
the wisd個1 literature of the Old Testament. 甘1e fact shows 
that O盯 students find it easier to cooipare and to reflect 
on wisdαn literature than on the Torah ar吋 the Prophets. 
扭扭戶~n也悶間E again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is closer to wisdαn literature than to the Pentateuch, 
or to the historical and prophetic books. It is acceptable 
to 凹ter the Old Test鵬nt books bY, t~~ wisd咽口terature.
Nevertheless, tfie "Law" and the Propnets" are still the 
most im伊·rtant revelation of Yahweh. ~No E回tter how close 
or h叫 far is our culture fr個此， we o叫ght to digest a吋
assimilate. it. 計1e introduction a吋 con前提ntary on selected 
passages of Isaiah I-XII are included here for this purpose. 

The article of Ee扭:ond Ryden onα1uang 由CM can be read together 
with Aloysius Hsu's article on psy.chological gr~的． τ~is
is also a way of inculturation: to interpret Chinese classics 
a吋 Holy Scripture together and see where they agree and 
where they differ. 已祠，5 τevelation will finally enrich and 
cαnplete hL軸n wisdαn a吋 culture.

In his book review on "Dictionary of Religiα1且，’， first published 
in 1981 in mainla咽的ina, th1·~ late Prof. Li focused on the 
Chinese C個munist話， ur吋erstandi1:g of religion·, or rath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is on日－sided vi關 is aptly contrasted 
by the continual publication of th已 life of the Jesuit missiona
ries in α1ina. For an impar_·tial reader, the missionaries ’ 
tτue image is IIDre convic訂單 than any 主hetoric.

Archbishop Lokua唔，s article on ''The Way of Spiritual Ch~ldhαxi 
and Confucian Filial Piety" is the τesponse to the invitation 
of the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Institute of Notre Dame de 
Vie to go to France fo,". an international session on th四logy
and spirituality in July. 油e their沼 this year is on the sp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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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ality of St. Therese of Lisieux. As F包gr. 1ρkuar嗈 could
not go, he wrote this article instead to be presented during 
the session. It clearly denotes a Chinese spiritu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an ecclesial on巴， as shown in one of the 
passages: "If we are able to elevate the entire spirit ar吋
meanir宅 of Confucian piety to the veneration of God, W＜巴 will
not only lead the αiinese people towards a better relationship 
betw間1 阻n and G呵， but also create a spiritual way congenial 
to the Chinese culture. Proceedi可 one step further, if we 
merge Confucian filial piety with the way of spiritual childhood 
we will be united with the whole ~hurch in ~his cont個iporary,
new spiritual ·way，吋iile keepir耳E its oriental color." To 
Archbishop Lokua嚕一，s essay correspond the c磁rnents on H亦e
Story of a Soul" made by Yang Ti, a renown Catholic writer 
in mainla吋 China.

' Finally, the history of the Washing of the Feet Ceremony 
may be read together with the book review on John H. y，吋哎，s
可he Politics of Jesus’，．計1e translation in Chinese, made 
b the reviewer T紐約thy Li剖， will .be published in Ju1.e 1990. 
吭e resl』lt of reading 、 and ref!佇cting on both articles would 
be~ U吋oubted旬， Jesus is concerned with politics and he 
has enormously influenced politics. The problem is ’，hαq’，－ 
His typical way was to wash His disciples ’ feet ar吋 to exhort 
th田 to do the same to each other. 

The Edi tor 



依撤走且一～＋二，章

介紹興捧奏詮釋

一依撒意亞一～卅九內容的分佈

房惠榮

所有依撤意車先知的宣講都包括在這三十九章裡，但受不是全

部三十九章都是依撒意亞所說所傲的，因為其中有不少段落是後代

逐漸加入的。這裡無法深入討論這些問題，但今日大多數學者都認

為，這三十九章經文可分為六個主要的部分：

1. 向天主子民說的話（一～十二章）

2. 向外邦各國所說的話（十三～廿三章）

3. 所謂的 f 大默示錄」（廿四～廿七章〉

4. 向天主手民說的話（廿八～卅三章）

5. 所謂的小默示錄（卅國～卅五章）

6. 歷史附錄（卅六～卅九章〉

這一內容分佈不是十分嚴密，鼓彼此毫無滲透的現象，但這鐘

不能仔細解釋，而只能按這一分佈，略略認識依撤意亞宣講的主要

內容。

L 向天主子民說的話請轉詣（一～十二章）

起一部分基本上包括依撤意亞在猶太王約堂時期，及敘利亞～

厄弗拉圈之戰時期的宣講，雖然也有先知最後行動的一些經句（如

十5 ～15 ），或其弟子加上的一些經句。這一部分含有依撤意亞害

最有名的一些詩篇：對敬蟬的控告（－ 10～ 20 ），葡筍國之歌（

五 1 ～ 7 ），勵於厄瑪蚊耳的預言（七 l ～17) ，及其他有歡聽眾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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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論（九 1 ～ 6 ﹔十一 1 ～ 9 ）。中間一段，部六 1 ～九 6 （先

知蒙召及最主利亞～厄弗拉因之載的設述）打斷了由第五章至九 7 ... 

的原來次序，這是最後繃輯者的手法，他（或他們）有意藉做直控

告及威脅與教恩的許諾中得到一個平衡，最後再用第十二章的感恩

歌來結束，這首歌像是給先知的名字作了一個詮釋（依撒意亞：天

主拯放）。

2 反對外邦圈家的神論（十三～廿三軍）

這一部分的特徵是多次局 f 神論」兩字，希伯來原文為mas閥，

如在十三 1 ﹔十四28 ﹔十五 I ﹔十七 1 ﹔十九 1 ﹔廿一 1 、 11 、

13 ﹔＊二 l ﹔廿三 1 。這一指謂神議的希伯來文字脹，普通是指

向外邦民族的一雖然不一定常常如此。這字跟在此的用法就是如

此，所指的外邦國家有巴比倫（十三 1 ～十四23及廿－；.－ 1 ～10 ）、

亞述（十四 24 ～ 27 ）、非利斯定（十四 28～ 30 ）、摩阿布（十

五～十六）、大馬士萃（十七 1 ～11 ）、埃及（十八～二十）、厄

東（廿二 11 ～ 12 ）、阿拉伯（廿一 13 ～ 17 ）、提洛與漆冬（廿

三 1 ～18 ）。這些神論一般是恐嚇性的，但也有教恩的許諾（如十

八 7 ﹔十九 19 ～ 25 ）。此外也夾若不是向外邦人說的神諦，如反

對耶路撒冷的（廿一 1 ～14 ）及依撤意亞唯一的反對個人的神論（

．廿二15··· ）。

3. 大獸示錯（廿四～廿七主黨）

這幾章默示錄體裁的文字，在前面那許多神論之後，發生著一

種平衡的作用，好像來作一個決算：整個大地，不分種族和地區，

都在天主的判決之下。這幾讀聖經文字一定不是出自依撒意亞先知

本人，而屬於放運時期底放運後的那一系列宋世性的文字（如則卅

八～卅九﹔依五六N式式等等）。這些文字所描寫的是天主與其敵

人的交戰， 2足以色列于民的最後勝利。至M這類文字的來源和結構
是一些非常說雜的問起，這裡無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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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向天主子民的神請﹛甘八～ift三章）

這一部分蒐集了依撒意亞由公元前 705 年至 701 年之間所作的

宣講，蒐集的標準不清楚，因此不易理出一個次序來。但這些神童話

中有不少是以「繭哉」二字開始（廿八 1 ﹔廿九 1 干1,5 ﹔ -Jlt I ﹔卅 \ 

-I ﹔卅三 I ）。若再加上十 5～14及十四24～ .25a以及十八 1～

6 ，可叫說有一部「禍龍之害」，其中若將 f 大默示錄 J （廿四～

廿七〉不算一一因為是較晚才加入，就有一部描述「雅威作為 J的

書，此一作為分三個步驟： a亞述及其繼承者，因了他們的高儼及

邪惡受到貶抑﹔ b天主的選民因其驕飯前受到謙抑﹔ c錫安得以復

興。

5. 小默示錄（如四～卅五章）

這兩章是有關末世時期的兩福畫，在第三幅畫土描繪雅~懲罰

外邦，以厄東為首，將他們的地區全予毀獸。第二幅畫相反，描寫

選民由天主那種得到說福。前後兩幅畫中，有不少針鋒相對的地

方，如1lt四 8 與卅五 4 ﹔卅四 9 ～10與卅五 6b ～ 7a ﹔卅四日～15
與1lt五 7b 0 也有人將這兩章歸給第二依撤意亞，但如果1lf:五章與
依四0～五五有不少接近的地方， 1lt四章卸不易放在那個脈絡程。

6. 歷史附錄﹛卅大～ift九置信）

這一歷史附錄敘述三件事： a散月黑黎布的進攻及差大將傳話

（卅六～于It七章） ; b 希則克雅生病及治據（ 1lt八章）﹔ c 巴比倫
王差遣使者來訪〈卅九章〉。這三件事的一個共同點是都有依撤意

亞先知的臨在，因此這些敏述才放在第一依撤意亞的篇尾。

第一件事〈卅六～卅七章）有兩個不同的敘述：

A ：散乃黑黎布停話（好六 1～22 ），希別克雅的反應（卅七 1

~ 2 ），依撒意亞的干預〈卅七 3～ 7 ），收場（ :Ht七 8～

9a 、 37 ～ 38 ）。

B ：敵乃黑黎布傳話（卅七 9b ～ 13 ），希則克雅的反應（卅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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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20 ），依撒意亞的干預（卅七 21 ～ 35 ），牧場（卅

七36 ）。
第一個敘述很重祖大將的演諦，第二個被述卸予以降低，而將

希員U克雅的祈禱和依撒意亞的神論拉長，有的學者認為是兩次不同

的佼者來．見。

7lt丸章說到與希貝U£雅生病有關的巴比倫便筍，在卅式～卅七

章後說這兩件有點奇怪，因為這兩件事發生在公元前 715 I 714年

間，比卅六～卅七章所述（ 701 年）要早十幾年。這一歷史次序的

顛倒可能是為了一個動機：想提起放運巴比倫一事（ 7lt七 6 、 7 ) 

3笑話束飲一～卅丸，這樣為第二依搬意亞（四0～五五）所說的由

由此偷得教接預先做了一個安排。卅六～姆先章很此間，並與前面

卅五章都有許各主題及圖像的速繫，絕非偶然欽在這裡的。

二對天主子民的兩大責問：依－2～9 ﹔ 10～20

1 第一個神論一一冀閱（一 2～ 9 ）是以呼天喚地開始，天和地

是天主的見置，就像在說五04 及申卅二 1 一樣，天和地可以作證

下面的控告是真實的。天主子厲的罪有兩個惡化或加葷的情節：一

一方面與天主的親密關係並未生殼，或發生好的作舟，另一方面，多

方的懲罰和打擊也未放到任何遭受栗。作了這樣一個種小的簡介，下

面將這皮話按照希伯來文詩鍾的排列譯出，就不難懂，因為先知的

話是非常具體而用許多圖像說出的：

2. 天哪，地呀，都永聽，土主這樣說：我親自扶美帶大的孩

子竟然背叛了我。

3: 牛認識主人，罐子知道主人餵牠們的構：叫色列均水認識

我，我的于民什麼都求明白。

4. 椅哉，這作惡的國家，犯罪的人民，邪惡的種族，敗壞的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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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竟然素絕了土主， it截了以色列的生才。

5. 你們為什麼一再背叛呢？你們所受的賞罰還~夠嗎？你們

頭放血流，你們的心有毛病。

6. 從頭到膀，體無完膚，渾身痠淆，都是裂闊的傷痕，沒寫

人洗灘，沒有人包紮，也沒布人替你們擦擦。

7. 你們的本地變為荒涼，你們的城市成為求鐘﹔你們眼看若

外族人永侵略你們的產業，就像索妄為大夫難的毀滅！

& 只有錫安首都像稍為國丁所住的茅屋，像Jf:,.田中的草棚，

被囡囡囡位。

9. 假如土主，其萃的統帥沒有條4年一些人的性命，我們平像

食多Z玲、像吟摩拉一樣毀滅了。

第二個責閱（已·..：.－ IO ～ 20 ；）是指向人民的首領的，稱他們為索

多瑪的首領，哈摩拉的百姓，是一種非常葷的駕詞。這設文字與詠

五。可能是天主與她的人民爭吵、辯論、控告最突出的倒子。在這

些控訴中，上主提出一個中心問題：禮儀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

所討論的不是兩個問聶，或兩倍行動，而是二者之間的關係。這禮

也不是將形式化的敬鸝與出自內心的坦誠敬驢子Li對立，只有那些

過度虔誠蔽，成反對敬禮的兩種極端人士，才會製造這種對立。依

撒意亞這股文字很清楚：當人民生活在不正義之中的時候，他們的

一切敬禮都受到感染，而無可取之處，敬禮只是一種不正當的妥協

手段，用彭怠拉的話來說，那等於是行賄路（昆德卅五 14～ 18 ）。

在這篇上主控訴人民及其領袖的言詞中，說出了很多敬縷的行

為，來和這些行為的徒然無用作強烈的對比。更有甚者，不僅是無

舟，所用的說法並指出那些行為是反敬禮的。宣議者的雄辯手法是

堆砌許許多多的敬禮行為，然後再一－1Jfj上「無用 J 、「邪惡 J 的
形容詞，來予以否定。這街由儀性到奉獻，再封祈麗的程序，何處

去說一個模式呢？很嚮學？只須把肪未記前五章運一念下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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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雖然肋未記～蓄的寫成比依撒意亞更晚，但肋未記所說的那些

敬禮在先知時代已然實行。那些用來說敬禮無用的形容詞，一部分

屬於禮儀的詞彙。我們可把兩系列的詞句列成下面的格式：

看手獻 無關緊妥，司已關我的痛癢

金蜻喜芋，給紡 我已基足了

犧牲的血 .:r-會叫我喜悅

拜訪典援物 誰要求了這些？

嘉定種 空洞的、

，上香 可憎的

慶節 我厭惡，是真拉

各種姿態 我噶根本看

多種祈持 我充耳.:r- 鬧

在斟上這些詞句趣，說們可以注意到三個基本的組別，部全鑄

祭、和平祭、及其他的童醫獻﹔血和脂肪是為土主保留而焚麓的﹔姻

或番是陪伴著祭獻﹔慶節要求人同赴盈腫，同時有個人及團體的層

面﹔最後是祈禱。

本訴訟的第二部分（由16節開始）聽了一個手法：用九個命令

式的動詞要求人民悔改：你們應該洗讀書、自潔、革按惡行、停止作

學、學習行善、尋求正羲、責斥壓迫人的人、為缸見仲冤、為寡婦

辯護，最後到達第十個合令式動詞：「你們來」，表示天主並不拒

人於于皇之外，而是在吸引人﹔只不過走近天主的路不僅是 f踏土

門庭 J ，還得實行正義，這是位聽往來的不可少的條件。

結論中，天主向時許諾又恐囑：她的控告是為了救人，但人能

予以拒施和反飯。

10. 索多竭的首嶺，要聽土主的話﹔哈摩拉的人民，美聽我們

夭主的教會，， 0 

ll. 他說：難道你們以為我喜歡你們所獻的許多祭品嗎？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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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竿你們獻企熔祭的羊和且已畜的脂肪﹔我討厭你們獻的

牛、羊和山羊的血。

12 你們永嘉定拜我， E吾土我的門庭時，誰向你們要求了什麼？

日本耍再給我帶永空乏的禮品，可憎的焚香－， -4時月、妾，皂

日、聚會．．．罪惡和慶節在一起，我本能容忍。

14. 我討厭你們月初的祭禮和各種索教慶節：它們成了我的重

拉，我本願再有買了。

15. 你們舉起雙手永，我閉眼家看﹔~管你們做J 少有禱，我

都司已糙，因為你們雙手沾渴了血潰。

16. 你們應該洗漲，應該自潔，從我眼前草玲你們的惡符，停

止作孽。

17. 學習行善，尋求正義，有t跡受壓迫的，係蟑且已兒，為寡婦

辯護。

18. 土主說：永罷，我們永解決彼此間的問題，雖．琴、你們的專

7t殷紅，先要使你們像當一樣的潔白﹔雖然你們的專污深

缸，我要使你們跟羊毛一樣的白。

19. 如果你們服從我，說能吃地止美好的產物。

20. 如果你們拒絕我、背叛式，就要喪生7J-字。我是主主，我

這樣宣f布了。

三依撒意亞蒙召為先知

這篇先知蒙召的報告特別值得注意，並多了解其內容，因寫它

不但觸及到信仰的許多層面，並且其中色拉芬所唱的那首「憲、聖、

聖 J 的讚歇，就是今天教會在每一台感恩蟑中所歌唱的。歷代的大

音樂家在寫彌撒曲時，為這首歌譜出了十分隆重且深湛的曲調及和

聲大合唱，以及各種樂器的伴奏。

在這一章塾徑撞，先知給我們描述一個超越的經驗，不但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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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個人的生命，也超越整個先知現象的歷史。在教會歷史中有一些

大神路家，像聖女大德蘭、聖十字架若望、聖女加大利納色輛，也

長篇大論地描寫過他們這類超撞的經驗。這些神秘家的著作，能幫

助我們以類比方式來深入了解，先姐在這種用簡鍾的詞句所描述的

受光照及被煉淨的一刻。詩人及作家，也盡力地把不可言喻的靈愚

或心中感受，用各種圖像及象徵說出，結果仍有詞不達意之嘆。依

撒意亞沒有這類前例可供參考，均每把那震儡人心的輝驗，用吉訶

表達出來，這給讀者帶來一個難題，說是不易看摘，甚至臆測到這

奧跡的深度。進封這一奧齡的入門工夫，是將這一毆文字略加分

析。

全章的分配受磁於一個﹝三 J 的格式，好像色拉芬成騁的歌中

的那「三 J 字，一直在影響著全篇的報禱，這樣較大的分配是：

天主顯現： 1 ～ 5節

先知受祝聖： 6～ 7 節

先知被差遣： 8～ 12 ( 13 ）節

這三部分密切地連繫在一起，按照典型的傳統方式（蒙召的報

導〉及個別的實現情形盔步前進。

a 、天主顯現是在神視中，所帶來的是飽滿的感覺。天主顯現

本來就是由視覺開始，這一章裡確實充滿了見的對象，然後有聽覺

的因素及先知積極的參與。

飽滿的感覺：首先有蟑袍的邊飾充滿了聖毆，後有姻掩蓋了聖

眉善，最後有上主的榮耀充塞了大地（三的格式〉。充盈和滿溢，因

為土主不篇嬰擻，也不為大地所服﹔標閉上主路在的聖毆，使人感

到上主的超越。軍顧只是地上的→很艾位，是站起宇宙的偉大的一

張小牌亮。個像買一樣，同時指點文遮蓋上主的臨在，雲發亮是因

了太陽的光，雲同時誠溺太陽的光芒。大地是人的住所，又像一座

倍大的蜜擻，天主威嚴而和藹地坐鎮於此，使它像→塊大盆地，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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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在晴朗中午的陽光中。與這一飽滿形成戲劇性的對立的是，本章

結尾的空虛與被指栗。

這一飽滿的感覺，無法只愚頑覺來概括，雖然依撤意亞將他的

感官全向搪觀開放。一些神秘的存在～色拉芬～用一首應答輸唱的

禮儀歌，讓先知更進一步地了解。這首歌顯然凸出兩個詞句：榮耀

及聖德。在天主的聖德裡，我們分出兩個層面：一是她的全然超腫

，因此天主是在一切之外、之上﹔另一街層面是倫理道德的，天主

有的正直是絕對的。

人也有這種榮耀和聖德嗎？或至少有某種反映嗎？在雲擎的暗

光下，在色拉芬的歌聲中，依撒意亞所發現的恰恰相反，他發現徹

底的不潔，而按著里睡一起打顫發抖。在這壓不同的天界典人界之

間有一個中介嗎？這是下一幕要予以答覆的。

b 、先知被甜蜜。天主話來一位天上的佼者作為中保，而學毆

提供聖!k.作為工吳。這樣一個煉掙和觀聖的最儀說得以完成了，像

是一種單事一樣：將所象徽的實現出來。色拉芬包辦了一切：飛翔，

取火，居在先知的口上﹔並用所說的話解釋，確定禮儀的意義（有

貧致的話）。這裡先知尚未說出他所體驗的，但在下一幕他已用一

個新人的姿態出現。

c 、先知再度瞻仰天庭，聽到一種問話，他已不再驚煌，不再

顫懷，像第一幕描寫的那援，而把那閑話看傲是指向自己的，並志

顧地提身而出。這一點十分重要：依撒意亞不以神亂的壯觀及報導

為滿足，而把它觀為向自己的一個要求。他所以自截至學獻，是自為

他了悟那句問話是一個攝驗，是一次邀請。他現在懂得，是因為另

一種存在實鐘給了他這個能力：人本身是設有這種能力的，無人能

把先知使命當一個職業來選擇，無人能自封為先姐。

依撤意亞所接受的使命是什麼呢？是以天主使者的身分回到自

己的人民中鬧。上主尚未託付給他一個具體的使命，謂是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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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現在所交代的，是用一些簡興而文包（非面是的詞句，說出他使

命的意義：他的命運是失敗，他的工作成果是把局勢惡化。他將宣

講悔改，但引發的均是心硬和招致無可避免的懲罰。這段話裡有不

少雄辯式的重麓，這些重夜不是浪費，而是要磁力強調其難以置信

的程度。難道天主的話注定要失敗嗎？最後，最後，當然不會，但

以眼前來說，的確如此，依撒意亞的職草草就是為了眼前：圓了當時

人民的精神狀況，他的宣議會引起草草心和輕祖。他的同鄉會向他挽
釁說： f 快快趕工，讓我們看看﹔讓以色列辜者的計劃8日刻完成，

說明好加以檢驗。 J這就是閉起眼來做瞎子，不要看所噩生的事，

是硬起心來，不要了解所經歷的事。依據意亞的先知話不是中性的

或無關痛癢的，只在歷史的邊緣掠過﹔先知的話若不被接受，就會

引發心硬，投使歷史的旅行走向大災大難。

那塵不說話，免得加重人民的罪不是更好嗎？不，因為上主是

忠信的，常忠於盟約，要求人尊重正義，無論人是不管或不要管，

她常要提醒人的良知。先知的話作證天主絕不袖手旁觀。一旦大難

臨頭，那好像無殼的先知話會被記起，在這先知詣的光照下，會了

解那災難的意義：原來是應得的懲罰。最後，先知會引人悔改。
無論如何，依撒意亞的使命確實有一些荒謬，他在受命之初，

已懂得了這一點，不過這也是天主聖德的一部分：是十分公道的，

但不會受人的包圍。

事實上，先知了解他職務的沉重及其辯證怪，所以他聲間，這
問話像是抱怨，又像是轉禱﹔f要到何時？」人民的心硬會到什麼
地步？答覆是f直至夫妻單來臨。天主的飽滿對面是﹔鐵池、房舍、
困地的教劫一室。以後呢？暫時尚無答累，但懲罰的語氣顯示：人

民不致消議。

四，依六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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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們將依式的內容及佈局稍徵分析了以後，現在可避節遲句地

將這一章作一詮釋，以發掘其中的豐富含義及表達技巧。基本上我

們遵照思高聖經的譯文，但在需要時，也參考基督教聖經公會的現

代中文譯本，或其他西文的近代翻譯。方法是先列出每節控旬，然
後將該飽經句1Jlltl或長或鍾的詮釋。

1. 烏齊雅正逝世的那一年，我看見土主坐在崇禹的寶座土，

他的長施展蓋了整個女殿。

這是指公元前七三九年。先知或身在單離中，或是神親將他帶

進蜜毆。這裡他看見天主像一位閻王，高高地坐在台階成平台的上

芳。投有提及普通托著土主寶座的革魯賓，也投有描述上主的形

象，只說他長袍的邊飾左右拖曳，充塞了整座聖毆。
2. 在他周圍宿色拉芬侍立，各有六個翅膀，兩個星位驗，兩

f函蓋住身體，兩個周永為翔。

上主的貼身侍衡是那些色拉芬天便，他們的形像有如天麓，他

們的名字（色拉芬）與火或閃電有關。他們有如朝臣，佇立在那

裡，高出坐在寶座上的君王。為了表示尊敬，他們用翅膀遮住臉和

身體，再用第三對翅螃翱翔於空中，身于保存著直立或腿行的狀

態。這裡「三」的格式已聞抬出現。

3. 他們特流著呼喊說： :k哉，聖哉，受哉，土主一一為旱的

統帥！他的縈耀充滿大地。

色拉芬互相廳對地唱歌或交談式地高峰，「萬軍的上主 J 這一

名義是指他統抬星辰與星座，有tza率領天上緝潤筆齊的隊伍，或以

流是蠶蠱為自己的從僕。形容詞 i 聖 j 說出天主的絕對超麓，現使

人欣賞，又令人恐怖﹔臨吸引人，叉的熟人。上主的榮耀是他權威

的額弱，有如無形可塑的光芒，照耀人的住所，整鋼的大地。色拉

芬的越過蜜般的界線，國籐鑿巖雖象徵天主的臨在，但絕不是天主

榮耀的唯一往前。依撤意盟在他的經驗中須突破個人、國家，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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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的界紋，而向無限的觀野意聶化。用希伯來原文讀色拉芬的這一

首歌，會發耳其中有很多A及0的長母音，表達語歌陸軍性的一種

手法。
4. 他們呼喊的聲音震動了聖殿的地基：堂皇是手里充滿著娟霧。

在天主顯車時，地震是常見的一件事，這裡先知所體驗的不是

地霞，而是天使歌聲引起的聖戲震動。此外不需燃香，蜜般自然地

充滿了蝸霧。這一節的音響恰與土節相反，有很多重疊的子膏，以

強化震動中支離敏碎的感覺。
5. 我說：「我品了？我慘啦！因為我這個唇舌:r::潔的人，位
，，在唇舌本海約人民中祠，竟視眼看見了君主一土主、 lt,君
的統帥。 J

先知覺出自己的渺小和有限，無法承受天主的偉大，因此害怕

要死。但他更深感到的是倫理上的限度，他的環疵、他的罪，這一

方面他跟整樹人民同一命運。為何說唇舌不據？因為是在準備他的

先知使侖，先知的神恩是在說話上。本節的音響致果是忽斷忽績，

有好些學音及重盔的母膏。

6.~ 7. 

,, 
，，，且

當時有-11圈色拉芬向我．氣永，拿著一把火錯，從祭壇

土耳足了一塊文炭，他把那炭耳逗我的口，說：「你看，
這炭高挂了你的嘴唇，你的過犯都消除了，你的課都赦

免了。」

、遲不僅是一個煉淨的禮儀，而是天主寬恕，完全消除人的罪，

罪是人與天主之間的障礙（依五九 2 ），只有天主能拆毀這道藩

籬，消除天人之間的距離。鑿火經過嘴唇到這人心，煉掙了的心才

能與天主發出共鳴。

8. 那時我聽見土主的聲音說：「我將派遣誰呢？誰有為我們

J去呢？」我問答說：「我在這種，請派遣我！ J 

先知的聖召是被派遣，以天主的名義去行動J 先知用他的話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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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天主典人之間的距離。人只能自錢介紹，自我奉獻，唯有天主可

以派遣。

9. 他說：「你去，並對這人民說：你們用耳聽，但本明白：

你們用眼看，但示了解。 J

天主不用「我的人民」，而說「這人民」以示距離。天主繼續

以行動及言語啟示，使人眼看、專閱（參聞學廿九 3 ），但人民不

夠開放，未能深入了解，他們只停留在事體的表間上。
10. 你要使這人民的心遲鈍，使他們約耳愛聽，使他們的跟學

花﹔以致眼看家丸，耳聽家若，心忽司已道，這樣永生梅攻，

也求得痊處。

因此先知的話產生人民的心硬，心硬只是一個後果，一個懲

罰。這裡先知的悲劇性的命運用三個交叉式的詞句說出：心、耳、

眼﹔眼、耳、心，延長了上面所說的「三」的格式。其意義是：人

的眼耳必須跟人的內心和譜一致，一旦內心遲鈍了，就如中庸所

說，戲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切物體麗得昏暗無光，說什廢話都無

法領悟。

ll.12 我問：「主喲，這樣要多久呢？ J 他同答：「直到城市

J毀滅，人姻絕跡，房屋沒有人居住，土地，都苑緣。我要

犯人民放逐到遠方去，登地土地，都要廢索。 J

土主典人民之闊的這一互動關係已停不A下來，除非人民悔改，

但人民巴硬化，讀者除非天主不再說話，但天主的繼續控遺兔知。

這一說話一一種化的互動，董事j大民難的缺口才停下來，部大部分

人民的死亡或放運。

13. 境內雖只穹下十分之一，仍－~＂要紋絲光，就如松街或棒街

被砍掉，卻留蔚為幹一一為草中象徵天主子氏的新朋弱。

前一節以﹔從美麗結束，末節是後期增添的一段或兩駝，以緩和前

一館的話。首先預報一次新的毀誠〈和公元前第六ttt甜的兩次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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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得土），但不是全面的，因為還留下樹幹（這和依撒意亞所說

的遺民很投合）。最後一句話是含有希望的，雖然並不怎樣邏輯（

聽幹變為幼苗）。大臭不死的遺民將成為鑿善天主子島的幼苗。這
後加的一節使依擻意亞蒙召的這章蜜經向著希冀鵲放：災難不是終

點，以後的先知也都有這種希鑿的遠景。

五位七～十二：厄瑪奴耳之書

將這幾章富經稱為「厄瑪蚊耳之喜」是頗有道理的，因為新生

，嬰兒的「徵兆 J不但是這六章聖腔的重點及各擎的關鍵，並且是使

之前一的組合國索之一，這個統一是值得注意的。
當然，這六章文字不是由一個先有的中心概念，有遠貸地發展

開凍的，而是將不同的材料，按照一些結構的原則，將之責學組合

起來。

那些材料可能不闊的方面來看。從歷史方面來說，是屬於紋利

亞一一厄弗拉因之戰及教乃黑黎布進攻猶太兩個時期的。以主越來

說，是侵略、政戰，及拯教與保謹，此外還有威赫與許諾一一局部

與前一主題相同﹔再加上一篇先知的白白和結束的一感恩歌。這些資

料可能在先旬在勘宮時按巳蒐集，或在他去世後不久。六章中還有
不少簡短的增樁，及→篇較長的錯文，這些都是放運時期後加入

的。

組合的原則彼此相連接，有徵兆的主題，有侵略一一解數的

更替，有個人名字的取意。這些原則可使用不闊的文學技巧來表
達，特別是很有打算地重建某些話、某些連接詞、某些主題。
從籲兆開始來說，最凸出的是那將要誕生的嬰兒，因為這是先

知典國王角力的對象，也因為它是安置在歷史的脈絡趣。此外，依

擻意亞的兒子也是未來事件的徵兆（八路和七 14 ﹜樣，是以「

看 I J 開始的）。我們從新生嬰兒厄瑪蚊耳開始：司這一徵兆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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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預報的神議裡誦出，共有四小毆（七 14 ～ 15 ) : 

a 有一幼女將領孕生于

b 給兒子取名天主與我們同在（厄海蚊耳〉

c 他要以乳酪和蜜牆為食物

d 直至他學會棄惡揮善

這四個因泰在以後的主義館中，用解數或復興的神誼會逐一解釋，

從最後的一個因棄閱始，推延到第一銜，即循著 d cb a 的相反次

序，或按歷史事件的次序來說，分頭、身、尾（由燄利亞一一厄弗

拉因之織的解放、由亞述侵略的解數，及最後的復興〉。這四個解

釋都用連接詞Kt( 因為）引進，即

d 七16 由敘利亞一厄弗拉困的侵略得到館教

c 七22 一些未死於亞述攻戰的人有一搜小康的生活

b 八10 由亞述的侵略得到解救

a 九 5 未來復興的重要神議

在八 4 也有 d 的因素，這與依擻意亞的兒子有關，這孩子像厄
瑪故耳一樣，是未來事件的記號，他的名字也用一個 f 因為」來解
釋，這解釋是 f 在這孩子學會．．．．．．以前...... J 我們若將拉下的章節

緊接著讀下去，部七時﹔七21 、 22 ：八 I ～ 4 ﹔八 9 、 10 ﹔九 1～

6 ，鼓會惹出多次的解毅（蝕利亞、以色列、亞述〉是走向」個高

峰，直到最後的大復興（九 1 ～ 6 ）。
一）一 、 可恥 p

4几

但解數餵定先期的一個侵略、童大威脅或壓迫的時期，這樣，

每一預報的段落前有一個民繭或悲劇的預報。本書作者能利用一些

已存在的典主題有騙的神論，成索性自己加瀉。如此形成了侵略一

一解數互相交替的一種局筒，而每一個脈絡或上下文也就擴大了。

其格式如下：

d 侵略七 1 、 2一徵兆及解數七 H～ 16

c 侵略七 17～ 20 一解數 2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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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荒涼七 23 ～ 25 一解毅八 1～ 4 （及徵兆八 16 ～ 20)

b 侵略八 5 ～ 8 一解投八 9 、 10

a 侵略成迫害八 21 ～ 23 一解救九 l～ 6

此外還可加上兩個重要的補充，由

一解數十 5～15 、 23 ～ ?:l

侵略十 28～ 32 及壓迫十 33 、 34 一解毅十一 1 ～ 9

所謂的厄瑪蚊耳之書這樣就賀串起來了，尚采處理的章節有：

七3～13 ﹔八 11 ～ 20 ﹔九 7～十 4 ﹔十 16 ～ 20 ﹔十一10～十二

6 。

這六章裡，餒兆典人名相互補充與無興。首先有厄瑪拉耳（人

名）的徵兆，還是多層次的，運漸實現在生理的成長中，「直至能

棄惡擇善 J ，以及名字的意義上（天主興致們同在 y 。其他的人名

也都是徵兆。

依戀意亞的？個兒子名瑪赫爾沙拉耳啥市巴次，意思是快來搶

劫、急於分臟，所指的是八 4所說亞述要搶鐵產主利亞及以色舟，這

能暫時給猶太解圈﹛十.6 ），但不久猶太也不能幸免（十一14 ）。

依撒意亞的另一個兒子名會阿爾雅餃布，意謂遺民將回來（七

3 ），其解釋在于卡 2(}～泊。這？名字的兩個因素﹔遺民和回來，

是兩個關鐘詞，教佈在全書各處。首先遺民指出人民將大為被少，

許多人要喪亡，但不是全昆覆滅，有一些人要延商人民的r生存。這
在七22f境內留下來的人」，九 7-～21人民的逐漸擴少，十19不多
的樹木，十 33 、 34用斧鐵砍伐的森林，及十一11都有所表逞。第

二個國菜「國爺 J 的主題集中在兩處：十 20～且是指宗教意義的

圓頭改遍，這與丸12所說的對立﹔在較晚加入的一大農十一l()r～泊
中，是指自充軍之地回國。

還有依繳意亞自己的名字，按照八泊，也是一個建設兆。先知的

名字意謂雅威拯設，「拯教 J 一詞不見於七～十一章（雖然拯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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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多次出現），但在第十二章的感恩捏，在前三筒說童畫了三

次，是厄瑪拉耳之害的好收場。

至於這六葷的基本主題是在六章之始（七 7～ 9 ）的神論裡就

已點出：分辨出來什麼是譜間的，什麼是不可靠的。當時達殊的王

朝受到兩方面的威脅：敵人進攻的計劃，及國玉的怕懼， f 君王典

人民都肥戰心驚，有如風中搖動的樹木 J （七 2 ）。敵人的計郵將

失敗（七 7 ），畏懼及與大國的政治聯盟不會成功〈八 12 ～ 15)'

只有對天主的信任和依賴能轉危為安（七 9 ），這是先知的態度（

八17) ，也是收尾的感恩歌所強調的（十二 2 ），遺民也將錄取這

一鸝度（十20 ）。受到戚脅的王閣將自天主的行動及入的信德而永

遠鞏固（九 6 ）。這個「信靠」的法律為阿哈次圈王時的危機有

殼，為希即克雅圖王的時代也同樣有教﹔這法律的濃縮的格式說是

厄瑪蚊耳，「天主與我們同在」。 吟、：如

六飯八23 b ～九6 ：偉大的默西亞預言

在介紹了厄瑪蚊耳之書（依七～十二〉的皇室鐘內容以後，裁們

不得不選出這一股默西亞預言，來略加詮釋。理由是今方面的：這

預言的內含十分聾富，配有過去動人的歷史，也有對未來的光明展

望，二者之間的橋樑文是人見人愛的一個嬰兒。其次，這預言的表

達十分美麗，謙抑與學揚、黑暗與光閱、聲音與喜樂、戰爭與和

平、今世與永恆．．．．．．這些人世生活中的極強烈的對比，都在這種鍾

的七節經句中，十分耀眼地閃動，緊扣著人們的心弦。最後，說們

在每年聖麗筒子夜彌戀中的第一篇讀輕，就是這一殷噩噩，直覺與

軍誕銜的氣氛配合得十分恰當：這樣的一個神奇嬰見只能是耶獻。‘

因比戳們百騙不厭，並立一聽說進入聖誕笛的氣氛。

這樣的一篇讀陸應該如何去正確地了解呢 T海草下面的詮釋有

所助益。我們先把這幾節經旬念一遍一一有時對恩高的譯文陪你修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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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然後歹冒出這些趣旬的基本結構，最後再造節地予以詮釋。

/\.. 23b 

、六.. 1 

往昔，k主曾使則步援手，納斐塔里地區受侮辱，但日復

神使沿海之路，約旦河東岸，）f邦人的加里胸章獲得

光學。

主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見了一道給光， ￥.）.~主位在死亡陰

影下的人們，現在有光照耀他們。

2 你增加了他們的喜悅，加強了他們的教慕：他們在你面

前歡攘，正像人收割農作物峙的歡祟，又像人分享我利

品時那樣高興。

3 因為壓迫者的棍，他們放在肩頭土的施，成及他們的指

揮棒，你金部摧毀，像米德楊那天一樣。

4 困為躁地有聾的軍靴，手旨是與滿血跡的我袍，都要燒掉，

當作生犬的燃料。

5 局為有一個嬰孩誕生了，有一個兔子賜俗了我們：他帶
若君主的權杖，他被稱為 1：「奇異的誰去，祥一般的戰

士，永r展的首嶺，和平的錢，正」。

6 他的五權光輝爆爛，和平無涯無邊，坐在這味的寶座

止，及在他的王國徑﹔他將以正義典公平保持及軍間，

從現在itJiJ永遠。 -1:..主，為萃的統帥決意要完成這一切。
這一默西亞預言－jj面有雄厚的歷史情況為基聽：戰爭的危

機、遠味王朝商臨的考驗、一個晏克的龍生（不能不令我們將之與

七14的厄薦扭耳徵兆相連），都是一些輪廓清晰的歷史事件。但另

一方面，給予聽見的那個種稱呼，及這些稱呼所預報的未來，的權
L 超越了歷史的範圈。這一預言的結構如下：

I. 拯敦的三個主趣：

悔痔後將獲得光榮 23b 

黑暗中的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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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瀚的喜樂 2 

2. 三層解釋一一層比一層高：

因為壓迫結束了 3 

因為戰爭結束了 4 

因為一個嬰兒誕生了 5 

3. 預報的格式：

誕生 5a 
命名 5b 

他未來的業績 6 

23b 預言由一個清晰而聲調鐘鏘的對比開始，視野是兩個北

部的民族（見民五18 ），沿海之路將埃及與美索不大米亞連起來，

而巴肋斯坦是必經之路。這可喚起一系列與此地理有關的經句：七

18 ﹔十一 11 、 15 、 16 。

九 1 黑暗是死亡的圖像及混亂的象徵，候忽亮起的光像是一

個新創誨，奇跡式的，無法解釋。本行的句子是向前推動的，作為

補語的光成為主詞，採取主動（依六 0 ）。

2. 節奏忽然加緊，毫無準鋪地轉到第二人稱：擲地有聲的連

接句子向前推進。人生的基本喜樂用兩件基本的樂事作比：和平時

的收獲，戰爭中的勝利（參閱詠四）。

3. 這裡開始解釋：敵人的壓迫用三個周羲調及詞後的間音後

嚴詞來強調，而用一個動詞（摧毀〉紛碎了三e個名詞（搓、輯、棒）

所載的一切。「米德揚那天」是指基德紅的勝利（民七16～23 ）。
2 、 3 筒中那些強烈動詞的主詞都是天王。

4. 壓迫終止了，因為戰爭結束了。戰爭是用印象派的手法瀉

出：聽到軍靴的咯咯作響，看到血跡斑斑的征衣，一堆熊熊大火焚

燒著戰爭留下的遍存物。

5. 我們到達了高峰：所﹔以壓迫停止，所以戰爭結束，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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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嬰兒誕生了。這裡節奏放慢，音響柔和。這奇異的孩子與七

14 、 15 神論中的第一個因素搭土了蟻。被動式（賜給了）表示主

詞是天主，是祂賜下這嬰兒，接受的是人民，在接數（我們）。

這孩子屑土帶著親王的標誌，得到四個稱呼，指出朝廷的四種

職蕩一位不提國玉的名義一謀士、將軍、父親、親玉，每個稱呼叉

各用一個名詞當形容詞，將之提升到天主的層次：奇跡、天主、永

遠、和平。為懂得何為謀士，可參閱撒下十七及列土十二﹔戰士見

繳上二是﹔撒下一21 ：即舟二27 ﹔用於天主見詠廿四 8 ﹔父親（指

首領、大臣〉見依廿二21 ﹔至於親玉的稱呼昂的很多。

6. 繼續解釋名字的意義，以王朝為中心，均是無邊無聽﹔給

達殊的許諾得到實藹，都遠超人闊的尺寸。遠景所及，超乎所有繼

承達殊的國王：和平與正義在時空上接晨，沒有缺抱，也沒有限

度﹔天主親自使這嬰克誕生，並給他一個不讓人間摺火的名字。這

一神論只有用在基督身上，才獲得其全部的意義﹔在基醬以前只有

活婆、焦慮、末實現的理想﹔但這理想有人僧，有人憧憬，形成一
個指向未來的預報和準備。

～在用 6 筒解 5節的過程中，有一個異數：主權解釋親玉，無溼
,,, ' 

的和平解釋和平，直到永遠解釋永恆，但與戰學有關的稱呼投有解

釋，未來的王國不靠武力，而靠正義與公平來維護、鞏聞（參閱詠
四五 5 ﹔七二 2 ﹔撒下廿三 3 ﹔緩廿五 5 ······）。

七另一首偉大的默西亞詩歌：依十－1～9

這一首默西亞詩歌與上一讓所介輯的依九 l～ 6是平行的，並

予以補充，二者有一些共同的主題，如一位繼承者（嫩首），以正

羲為治國的基髓，普遍的和卒，兩倒共有的稱呼（見下面十一 2的

詮釋〉。這首詩所歌唱的是一餾決定性的和平，一座新的樂園，而

其表達的技巧是衛著兩個軸心接轉，一個軸心的四周是兩種宇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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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四面吹來的風，及游臨的大海﹔另一個軸心的四周則有植

物的象徵及動物的象鑽。在這兩批象徵之間，有一個理葾的人間社

會，受治於一個執行正義的首領。

地的頭互接生殖能力搭配上鼠的活力，彤成了那位還恕的首領，

他因有致地執行正義，實現了和平的美學，立正把它擴伸到動物界。

動物於是按此和好，也典人和好，人則完全與天主和好。這一切的

舞台是一座寬謂的天主之山（二 2～ 5 ），由天主的臨在所祝蜜的

山。以土是這首默西亞詩歌的主旨，現在我們可以運齒地加以詮

釋。先將略加修改的譯文抄在這程：

1. 樹葉甚至的樹幹將.1.. 出一個妓枝，由他的樹樁土將發＊一個

幼芽。

2. 主主的神將停在他身止，智慧與璁敏的神，起見典副教的

神，明這典殺畏主主的神。

3. 他示過外貌審判，也本靠風閱當時素。

4. 他將以正義審訊弱者，他此公正議，受壓迫者斷素 α 他成員對

詞學教暴徒，益以氣，皂致死罪犯。

5. 他將符才含著正義好像為帶，＊－緊秦王室好像總帶。

6. 街狼和綿羊將和乎相處，豹子跟小山羊一起躺臥。小牛和

幼獅一起吃奶，一個小在車將看管牠們。

7. 母牛和世會議一起吃喝，小牛和小魚一起躺臥，獅子要像牛

一樣吃草。

8. 嬰兒將在毒蛇洞被玩耍，幼童將伸手捧入蛇竭的寓。

虫 在我們整正義宣山止，本再有人破壞或母害，鹿為大地克渴

了對土主的認識，好像海洋i為溢若海水。

這首詩歌無論是在古代猶太人中，或在基督徒早期傳航中，都

發解釋為獸西亞的預報。本詩很容易分成互相對讀書的兩部分： 1～

5對 6～ 9 ，兩部分的平行發展是相當規則性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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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味王朝像一棵被砍伐的樹，只剩下樹樁，即葉蠢的家

接。這就是說，達味家族的鶴已被割斷，而須由他的欠家重新聞蛤

嗎？這是一般的解釋，但與古來先知柄的一貫葾法和信念不合：天

主的許諾是給達味及他的後代子孫的。那慶為何要提葉瑟呢？這只

是一個謙虛的方式，承認自己出身卑徵。擻鳥耳曾提葉瑟之名，以

示對達殊的藐贏（撒上廿30 ），與依擻意亞同代的米該亞曾預報未

來的救主及他卑微的出生地，吉利值（米五 I ）。

出身E早飯，樹幹被砍，都沒有關係，但樹內有一股永恆的汁

液， 8日天主的許諾，它會使樹復甦。

有人器為寫三泊的→旬 f 他將稱為納固助人」’是由本章 1 節

的「幼芽 J 而來，這字跟在希伯來文是neser o 

2. 幼芽豎起，成了四個基本方位（東南西才ι）的中心，四個

jj位也能懂傲四股風正闊步It七 9 ）：幼芽吸來這些鼠，不讓它們揚

鑄而去，而奇怪的是這些風就停留在幼苗上面。風象徵天主的神，

是創造之初給予宇宙秩序的，是神恩式英雄的鼓舞者，是自梅瑟以

來先甜的啟發著f 戶十一〉。由表示圓滿， f 天主把軍神毫不吝惜

地賜給他 J （若三34 ）。這一圓滿由一描概括的說法，三個特諜的

說法幫鼠”（

a 土主的神見於舊約多處：民三 IO ﹔十一 29等等﹔米三 8 ﹔

繳土十 6 ﹔依咒－ I ﹔六三14 ﹔即十一 5 。

b 智是麥穗敏是智慧世界典型的一對專長1 措謂理解的能力

及操作與賞臨的控巧。

c 超"1與別看這與九 5的「謀士」與 f 戰士 J 意義相間，指謂

治建人島J:’的胡瞥，及作戰時的饒勇＿ o r 超見」在依撒意亞的訊息

中十分受重觀，見依五19 ﹔八10 ﹔十四26 ；十六 3 ﹔十九 3 、 11 、

17 。至於 f 剛毅 J 見依廿八 6 。

d 明這典故畏土主結合了人的宗教立攝和鸝度。明遠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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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承認，而相展地處理，是一種位聽化的宗教情操（依＇－ 3 ）。

教長上主指尊敬及服從前態度﹔申命紀用這一說法（也有其他說法〉

來指人依附盟的的天主。明遠與敬畏上主這一對字眼，好像並不指

至2吸引及畏懼兩種對立意義。

依六－ 1 重拾獸西亞身上之神的主題，而使之跨入新約：路四

18 。至於「他將以敬畏土主為快慰 J 一旬，是希伯來原文的訛

誤，希臘及拉丁文譯者將之補足譯出，而造成聖神七恩、之說，其賞

雪神的恩路遠遠超過七樣。若說七代表圓滿，也不覓得比四更好。

3 ~ 5 神屈、充沛生出一個正義的政府。傳輯的道理認為閻王

的本分便是執行正義，而正義在於保護弱小者，維護那些無力自衛

者的權利。聖經關於這一點說的很多，非常凸出的有說七二﹔耶廿

二 15 、 16 ﹔詠－0－：－－＇（被稱為治區者的一面鏡子）。正義的行政～ t

大部分是斷笑的藝術（如撒下十五 1 ～6阿貝沙陸的籌課﹔跑上三他

16 ～ 28 所羅們的英明斷集〉。

6 ~ 8 詩的第二部分：人間和平伸展到動物界，動物的安排

很有趣：家畜和野獸成雙成對，共同組成前後六對，每三對之後有

人（小孩所代表的）。獸馴服於人，都成了家畜，以致小孩能管她

們。或正園小孩在，牠們變成了馴服的？

9 惡人擴紹，野獸馴服，在這新樂團鐘，不再有惡或鐘書害，

樂園的中心是天主的蜜山。在第一座樂園裡，人因貪圖 f 天主的知

議J 面喪亡﹔新樂園趣，人得到「對上主的認識 J ，在與上主用處

看得到的認識：最高的平安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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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粵東5家皈依的信仰各

周恩攝，，
〈一〉 前言 一－ －句真可

讀過約f白害的人，一定會揉揉的役的伯所受的苦難所聶攏，所

震擂。但如果進到約伯的內心，與他一起神遊於他信仰蛻變的過程

中，叉會至連覺，苦難原來只是一個總托，是天主為煉淨馳所愛的人

信仰中雜質的一種工具。信仰不能夠是靜態的，停滯不前的，而是

要在一生的歲月中，在生活的考驗中，不斷悔改，不斷皈依。的伯

是一個義人，也是天主所愛的人，被譽為十全十美的信仰者（一

1 ）。從生活在天主鹽盈的祝福與恩飽之中，一剎那間，一切所有

發奪去，不但是財產上的損失，身體上的痛楚，也歷經心靈蛻變的

最深黑暗與痛苦。但當他穿起過這考驗的黑夜，才領悟到是天主把

他從信仰的一個階鹿帶到另一儡陪設立中。只有在這不斷的皈依之 ι” 

下，才能達到完美的信仰中心，親眼見到上主的光榮（骨四 5 ）。

為了饒甜伯信仰蛻變的心路歷程，我們扭的伯雷作一個簡單的

介紹與分析，然後，偕闊的伯，一同去是這迂迴曲折的尋找信仰之

路。約f白喜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1. 第一部分：序言（－～二章）

這部分對約伯的身世、家庭生活狀況和信仰的熱誠，作了精確

的報告。但在轉眼間，他美好幸福的生活變成家按人亡、病魔矗

身，但雖然在這攘的情況下，約伯並未怨天尤人，只完全恭順天主

的安諱。他的三個朋友趕到，要來安慰他，但看到他的苦況，竟喝

得自瞪口呆，典的伯坐在地上，七天之久不能閉口。直至的伯出口

詛咒，他們才對他指捕魏動，而引出下一部分的三大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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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部分：辯論（三～四＋一章）

這部分包括的伯與他朋友的三場辯論。的伯對他朋友的指責，

不肯認同，他自認自己虔誠修德，對人寬大為懷，廣施仁慈，因

此，對他所受的苦難加以反抗，表示要與天主會陪交談，責間為何

自己要受此苦？其次是厄旦為的讀II言，陳述天主是公義的，以及天

主在大自然所顯示的戚籠。並提出一種特殊的概念，認為天主藉痛

苦使人更接近抽，以便施以放握。這是對信仰的試煉，這概念對的

f ....伯的遭遇能有深一層的解釋，但是在這裡，厄里，烏未能真正點到章

”心，只能指出方向。最後是天主親自顯軍及發表哥H音。天生不回答

約伯的責詢，而是用一連串的問題來反間，向甜甜顯示自己的威

力，以創畫畫者的姿態，向約伯昭示了馳的全知全能。

主第三部分：結束（四十二章）

在此，如伯恍然大悟，自訟自承，真正體驗到自己的無能和信

仰上的無知。他以前只是自覺地依恃天主，誰為他的幸福是信仰的

必然所得，但在經過苦難的洗禮之後，才真正了解信仰的本質，在

‘不斷的悔改典皈依中，找尋信仰的終極很頓一一天主。

〈二〉 信仰的初探

「胡草人約伯是一個十全十美，生性正誼，敬畏天主，遠離邪

惡的人。 J （一 I ）他的正直完美，不但博得人的讀賞，也引起魔

鬼的嫉拓。撤彈要誼明，的伯的敬畏天主，並非無故（一 9～11）。

面對這信仰的考驗，天主容許撒彈有候件的降禍於約伯。這是一項

善惡勢力的對坑。我們不能親為天主漠載的伯的忠心，如果天主不

給撒簿機會去證明約伯的信仰，則約伯虔誠與否無人能知。且藉著

這信仰的考驗，天主顧意帶領她所愛的人，進入更深的宗教皈依經

驗之中。

撤彈毫不留情地俊的伯家破人亡，病魔纏身（一 13 ～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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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7～ 8 ）。這樣的打擊，俊樹伯的妻子喪失了信心，聞蛤違背天

主，並勸她丈夫一間放棄信仰，但是約伯並1豈有揚棄自己的信仰。

他相信一釘在冥冥中自有安詳。因此，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從天主

手中接受了上述的一切。 f上主腸的，上主收回，顧上主的名受讀

美。 J （一21) 「難道我們只由天主那搜接受恩惠，而不接受災鸝

嗎？」（二IO)

在這階段，撒璋的試探似乎失敗，義人的伯在困苦中’的然持

守信仰， 1章有失足犯罪。但是，他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表面，沒有進

到心的深處。他接受這些苦難，是以一街宿翁論者的態度，無可奈

何地屈服，他仍未能接受這是信仰的考驗。因此，期望他的正直完

美，能得到天主再次的恩賜。天主不顧融所愛的人在他以自我為中

心的信仰圓滿臨像中，而要帶領他，在苦難的磨煉下，從這束縛中

解脫出來，便能進入以天主為中心的更完美的信仰歷程中。「凡不

結實的校餒，祂便剪掉，凡結實的，他說清理，使他結更多的果

賞。 J （若十五 2 ）這皈依的過程是動態的，直至「如同的1柄的天

欠一樣成全。」的圓滿揖界。

〈三〉 皈依的旅程

前伯在他三位友人的陪伴下，在七天七夜的前默中，開始考慮

自己的處鐘。在這些日子中，他聞始感到迷感及困擾，他對信仰作

了更深的探索及反思，他雖然相信，一切的遭遇，都是神在冥冥中

所安排，但以他過去的經驗，更有天主的樹幅為憊，所~；對自己
無罪而受苦的事實，覺得極度的困惑及莫名其妙，百息、不得其解。

為什麼自己一向都是樂善好施，正蓋不欽的，而神竟這樣對待他。

他的國鐘，使他再也不能用以前所了解的義和天主的公義有所協

調，傳統所宜示的道理不能令飽滿意。但正國為有了此衝突，才能

把的伯帶進更深的信仰皈依旅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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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場辯論

約f白開始詛咒生辰，厭棄生命，因篇若果他不出生，就不會

被拋在這信仰的矛盾中，要他去面對，要他去也解。約伯的友人在

他的埋怨聲中，嘗試去幫他解答接難，希望能夠把他從自我的束縛

中釋放出束。但因他們對的伯的誤解而引起辯論。他們是秉持「善

有善報，惡有惡報 J的成兒，認為天主只有在人犯罪後才施以苦難

責罰。這是當時東方傳兢因果報應的觀念。因此肯定的伯一定在暗

中犯了罪，才導致如此的懲罰。是斟勸他要浪子回頭。約伯無法接

受，他答稱自己言行全是無不善，遭此橫蝸實覺於心不甘。在此辯論

中，雖然友人婉轉勸他認罪，但他們越堅持約位有罪，點伯越反抗，

心感不甘。他堅認自己是無辜的，自已是無罪，是正義的。雖然他

對上主也說出了狂妄的話（九～十），但並無損於他對天主的信

心，他的埋怨，只為要突破友人所維護的傳統原財。而他內心深

處，依舊渴墓獲得天主的教贖，雖然他仍然不能了解，義人如他自

己這樣，仍要受苦？約伯的信仰尚籠罩在一丹黑暗之中。

(2）第二場辯請

在這裡，三友人的話集中在惡人的行為上，指出國果關係，認

為遭騙者並非幸存類，的伯的答辯認為禍福乃人生常事，對三友人堅

稱他犯罪深表不滿，他以惡人未有惡報的事實，來反駁三友的因果

戳，但並非以此向天主tit議，他自覺與天主的關係不似外人，「要

意見他站在我這一方，裁親眼要看見他，並非外人。J （十九27)

由此可鼠，約伯的痛苦增加，國外在的悔痕困苦采滅，但內在的成

熟知增加。 f 我確實知道馮主先伸冤者遲浩蓉，我的辯護人要在地上

起立。 J （十九25 ）約伯在一無所有中，仍然能道出這線希薯，這

就是他信仰蛻變的過程。雖然痛苦，但也得見一線曙光，使他在信

仰皈依旅程中不斷前進。他已開始覺察到，天主的正義不能與人的

義作一個平行的等於，但他還不能鉤把這信仰的價值觀印盡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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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只因他遲未能從自我的信仰價值中跳出，去尋找天主的更

高、更絕對的價值。

(3）第三場辯誼

三友人對的佑的僑著表示憤怒，厄里法以直說的方式數算他的

罪狀，論及惡人的結局，述及天主為惡人既定的命運，勸告的伯要

悔改（二十二）。但的伯堅信自己投有扭過擇，自己的生活是符合

天主的意思的，﹝他洞悉主究所有的行動．．．．．．我的牌緊隨著繭的足

跡，謹守抽的道，總投有偏離，她所麓的命令，我總沒有違背... J 

（廿三 11 、 12 ）且對自己的一切，充滿信心地發出富於挑戰性的

說話：「柚若試驗我，我必如純金出現。」﹛廿三10 ）約伯商對友

人的答辯，咄咄逼人的數算說出自己的有理，反駁三友人的措證，

同時，也觀意以自己的有理，反映出在這件事上天主的無理。雖

然，他在娶個過程中，沒有失去對天主的信心與依賴，但最終，他

還是觀望，天主能按照他的想法，依照他自己所釐定的是非賞罰的

規律，予以最後的祝福。在整個過程中，天主有她自己至高援律的

思想，雖然會諒過其腦海，但在他那更深，更堅固的自愛、自義、

自憐中，對天主的信心與愛仍包括著自己的一切規範、潛意識中，

認為滿足自己意闊的才是天主的真正旨意，把自己與天主的關係與

位置都溫搞了，兮不出有限的教與無限的神的區別。人不能幫助的

伯走出自我，館向天主。於是，天主要親自發言，把樹伯從自我的

陷阱中提昇， ff(﹔自我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4）尼盟烏走訪II言

厄且鳥的訓言，為天主的出現舖路，他指出 f 天主比世人更

大。 J （如三12 ）她用不同的方法自人講話，不是依循某一種臨定

的形式（卅三 14～ 18 ），天主也用不同的方法，使抽所愛的人學

習並鍛鍊他們，使他們能達至更完美的讀界。苦難，也是她所用的

工具之一（卅式15 ）。天主起趙一切。融所創造的宇宙，奇妙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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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人對此杏工妙化，無從知曉。對天主所創遁的宇宙，尚且不能

與瞭，人如何能夠向造物主提出指責，要祂回答她所做的呢？在

此，厄里為搞的伯指出受造物應與造物主處於不同的位置，人不能

干預天主的行動，對於無從解釋的事，就應承認自己知識上的匿

乏。

(5）天主的親臨

人的言論，終究不卸去主親身吾有法來得有力量，因此，天主親
臨，為把她的忠僕約伯帶到一個更深的皈依經驗中。在約伯的自辯

？過程中，他把自己看成就像天主一樣，能知曉宇宙的一切，並能照

其意願兢抬一切。在面對的佑的責詢與怨言，天主沒有正面回答，

反而以一連串的反冊，請求約伯表現出他的能力，並預備向他請教

有關宇宙的了奶（四十 10 ～ 13 ）。對於大自然的一切，你能否如

我一樣瞭如指掌？在太初，你是否與我間存府參與劉造的工程（卅

八 4～ 5 ) ？在i比，、天主要提醒的伯，不要忘記他只是一個受造

物，是一個不能以自己準則來判斷創這者的有限受造物，天主才是

支持一切，安詳一切的創造者，約伯也感到天主的智慧及柚在一切

工程中的成能而驚駭。經過這一種親切的教訓︱後，天主向前伯啟示

融權威的奧秘及充滿慈愛的一函，連最小的動物天主認為牠們安排

了一切，因此，融並不如約伯所想像的那樣橫行霸道及不公平。

(6）的怡的皈依

約伯進入天主奧秘的內部而輕驗到信仰的內蘊，天主的話讓約

伯深切地了解，自己逆不是這宇宙的中心，人額也不是天主所唯一

輛攘的受造物，宇宙間一切受造物的存在價值，不取決於人，天主

才是這一切存在的終極根源。因此，的伯在天主的偉大及軍德前，
發覺自己先前以全力爭取的，正是超越自己領梧的事理，他意識到

自己的無知及先前所擁有的，實在一無所有。至此，的伯才能走出

「自在是 j 的公義及正車，進入天主的領圾，尋求她超越的公義。他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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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只有天主是存在的終極很諒，祂永恆的無限，絕對公正，是

宇宙、歷史和所有事物的主人。天主的工作，在約伯身上發揮了毅

力，生活的磨煉，帶領約伯走過心靈皈依的黑夜，從而經驗到這更

大、更深、更具、更純的信仰。

（包〉 結論

約f白，這執著的信仰者，因他自身所受的苦難，而對傳統所昭

示的神感到不滿，他在自己個人特殊的經驗中，聲掘、追尋信仰的

真正意義，他展經堅忍虔信，也嘗試反抗責諦，都不能解答事實帶

給他信仰上的凝惑。直至能與天主坦然相唔，在天主的親臨中，的

伯才體會到他先前只聽見有關天主的事，現今才親眼見到了天主（

四十二 5 ），他從前所執著的 f 義人的正直 J 是多磨薄弱。只有在

天主的眷籲之下，才能取得信仰的嶄新經驗，約伯完全屈服在天主

愛的注視下。坐在灰塵中懺悔（四十二 6 ）。但約伯所懺悔的並不

是受苦前的罪，因為他不認識那種罪，而天主也聶為不是如此。這

種罪是在與天主親密的交往中，才能體驗到的，那就是約伯的做

慢、頑強及自我中心。這罪是在的伯心靈的最深處，這罪也會使約

伯企圖以受造之物而要取代造物主的地位，以宇宙及展史的裁判者
自居，在經過這信仰的晶體之後，約伯從自裂的叢中蛻變出來，醒

悟到自己的罪有多潔，比任何他能犯的罪更為嚴重。至此，他才能

真切的悔改及皈依，從自我為中心的信仰，走向以天主靄中心的信

仰。在走向這更深皈依的信仰旅程中，心靈的掙扎、反拉是必然要

躍過的，但只有在「看見天主」的經驗中，才能使的伯的眼光轉

變，一切事物的意義顯得更清澈，更能領悟信仰的真正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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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獨立於約借書的智建頌

黃金崑

前言

無可否認的，約伯書是一部非常優美的文學作品。說全蓄而

言，大部分是詩鐘，是舊約智慧害之一。在約伯書中，最具代表性

者，要算廿八章了。因為本主主直接讚頌智慧，且以詩歌方式表達﹔

其可謂「詩中之詩，智慧中之智慧 J 也。

由於廿八章之主題、內容、地位都很特殊，因此，本文部以這

一章為入們，且進一步探討，期能由此而能對約伯書有更深的轟

議。探討的方式是以問題開趟，進而依顧一些學者的意見、資料為

主，予以合理的推論，期能理由一合理的誘餌。

一、第廿八章之難題

才文章最困擾學者的問題是「位置 J的安韓。有些學者承認真罷法

說明為什麼這一段「智慧頌 J會被安插在這櫻＠，甚至連詮解的伯

害的專家也很納悶，因為實在無法看出木章之主題及內容，與上下

文有何密切的關係＠。還有其他的學者，乾脆攘攘是約伯書的作者

所作。

面對上述的難題，有人提出了一折衷的看法，認為廿八章所用

的字彙及風格（ style ），都典的伯害類似，作者應是同一人，所

以最好的方法是視它為一首獨立的插曲＠。

現廿八章寫一首「獨立的讚美詩」之解決辦法，只是肯定其位

置是合法的，並沒有解決它與上下文不協調的問題。按言之，我們

承認它是獨立的頌讚詩，但為什麼作者把它置於廿八章而不是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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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更進一步說，作者是有意的把它放在這趣的，亦部應該有更

深理由支持作者這樣作。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筆者想嘗試說

明的。

二、第廿八章在約﹛白書中的位置

為了方便說明，先提出約伯害之簡單結構：

付一～二章：序幕

口三～卅一章：約伯和三位朋友之間的三場對話。廿八章是一

首獨立的讀美詩。

的卅二～卅七章：厄里烏的辯論。

個卅八～四二 6：天主發言、約伯回答。

回四二 7～17 ：結語。＠

從上述之結構，可以看出廿八章被置於書中的第二部分。在這

一部分，共有三場辯論，﹔木章是被安排於第三場對話之中。第三場

對話可以說全書最亂、最沒有秩序的地方，這可以參考耶路撒冷及

思萬聖經廿二～卅一章節秩序，便可得知。雖然第三場辯論（尤其

廿四～廿七章）顯得凌亂，甚至可以變動秩序（耶路撒冷及思高聖

經都如此作了），但的然71~影響廿八葷的內容﹔因為它與上下文沒

有連貴的關係，它可以獨立存在。

從廿八章的位置來看 9但乎具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處於特別
混亂的章節之後，便會讓人有「如釋重負」、「柳暗花明文一村」

越感覺。換言之，木章被苦：.Ii于此，是因為最能「凸顯」本葷的主題、

內容之故，創作者故意安封早已勻。

三、約﹛白書及甘，F\i~~i乏誠述方式

約伯畫大約有下只常手令設過方式：

抖旁白式： ~o作者L＇＂·﹔ 1•入一第三寺的身分介紹劇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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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時間、情況等，即以旁白者的身分擔於幕後發言。其

特色是在每一役的閱頭大都有 f 從前、有一天、又有一天、此後或

是．．．回答、發言」等字眼（參閱一～二室主）。

t立獨白式：所謂獨自式，即是劇中人物的自言宙語，投有說話

對象兩制第三者），自己就是自己的說話對象〈參閱第~ii）。何
臼對話式：即有發言者及聽者的說話方式，兩者的角色也會對

調（發言者成為驅者），兩者具有互動、交談的對話關係。這是本

書最普遍的錢述方式，倒如約伯與朋友的對話（四～卅七章〉或是干

上主發言 （ -Jlt八～四二章）。

徊在船伯書畫中，我們能很容易地歸納、分出各葷的敘述方式，

唯有廿八輩無法給予適當的歸類，因為(1)談述方式很模糊，可以說

是旁白，亦能是一種自述，也好像是劇中一個人物在發言。｛2）再

者，翁們也沒有較清楚的 f 發言者 J 的提示資料，所鼠不知道發言

者究竟以何種身分發言的＠。（3）因為不知是誰發言，所以也不知是

否有對象？或對象是誰？

廿八葷的敏述方式的確是很特殊，不同於其他各章也是很明顯

的。由此我們再一次發現，作者運用了特殊的表達方式，使卅八葷

的主題、內容更加地顯現出來。

四、廿八葷的內容、主題

廿八葷的位置及敘述方式都有別於其他各主義，也特別地突出。

我們要問：作者究竟要表達什麼？以下直接分折其內容便可得如成‘

本章可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敏述「人不知智慧所在」﹔第二

部分敘述「健天主知智慧之所在 J® 。這兩個部分自 12 及 20 節分

創辦拓出本章嚴重要的接心問趟，部「智慧在那種尋找，那錢是明

智之所在？」由此，作響引出本葷的中心思想：「窘，敬畏上主，

就是智慧﹔遠離!ff 息，裁是明智。」（ 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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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從上述之站構來看， 28額是本章之結論， 12 、 20 節是前提。

換言之，若設有28節，也不會有 12 及 20筒，甚至不會有廿八章。

結論

的伯薯的作者特別以特殊的「敏述方式」，把廿八章置於特殊

的「位置」，使廿八章「獨立 J 出來，就是為了要特別凸顯語葷的

f 中心思想」（ 28節〉，此中心思想對應於序幕中的一 8及二 3 ( 

都是土主發言）。另外，全章所述，都與智慧有關，這叉與第四部

分一天主發言對廳，國為土主發言之內容亦與智慧有關。由此，我

們可以回答，作者何以把這首「智慧頌」置於廿八章了﹔國「序幕、

廿八章及第四部分（上主發言〉」是作者所願意表達的的。但是在

三場辯論中，都沒有觸及中心思想，作者深怕讀者被那辯論內容所

誤導，特別以廿八章之特殊描述來提醒讀者。接言之，廿八章具有

連繫序言及結束的特殊功能。廿八章有如房嵐的中蝶，缺少它，約

伯書使遜色－不少。因此，以廿八章之特殊安排，無論從內容或從敘

述技巧，均堪稱為「智慧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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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面對基督的先t
曹敦辭

一進入天主教教堂，就看到對面的十字架和耶僻的昆鐘。教會

這接傲，可以說是違背了一般人對死亡的禁忌。因此教會用不同的

方式來設計十字架。古愛爾蘭教會常掛十字架，但不8日耶傲的昆

鐘﹔東歐歡會畫一個穿司祭服裝的耶穌，表達她已經復活了，站在

天妥之右邊為我們轉達。也許這兩個傳統比較合乎儒家思想。不

過，中國人可以用莊子的目光，很樂意地觀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

穌屍鐘。鞋于當然不是基督徒，我們不可希車從他那裡得到一個論

耶穌死亡的完整說法。雖然如此，他可以幫助基督徒多了解十字架

的奧掛。這與齡是天主啟示的中心，其內容簡直談不完。因為談不

完，說限定只用鞋子內章和與內章有關的文獻，也只選若掌福音對

死亡的看法。偶爾也會用別的文章。

人類歷史對死亡有三個較重要的說法。第一種說法：人死就不

在了﹔到了死亡，人就被毀誠。第二種說法：肉身死，靈魂仍然存

在。中國民間宗教就這樣信魄、魂、處等觀念的分散或存在。第三

信說法承認生死的變化，但不談後泉，因為每人的特「我」進入大

自然的變動。小乘佛教比較接近第三種說法﹔莊子刻誨的特別清

楚，特別活潑。

在齊物篇莊于提出死亡的問題：

f 人請求死， －￥.： 益！其形化，幸存心典之紋，可~請大哀乎？ J 

他不咱面對死亡，後來飽問：「死亡是否人的大悲劇呢？」在大宗

翩篇他回答說：「古之真人，不知識生，不知惡死。 j 意思是說人

生設有悲劇之事，也沒有快樂之事，「死生 r 命也J 。真人該想怎

籃接受和配合大自然在他身上所發動的變化。子輿是逼樣的一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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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得病後，就「拼f鮮而鑑於并」，意為「輕快的走到井邊，照

自己的影子 J 。他「心聞而無事」，所以平安地觀看他身體的變

化。他的朋友，子來用比喻說出生死的關係：

「今一以夭地為大鐘，此進化為大冶 C 卸鐵匠〉’惡乎是主而本
哉 r J 成.~！＇，豆葉，這且在覽。

他對死後不在乎，因為這不是他的事。他像放在鎔饋的鐵，鐵匠可

以決定要做什麼攘的樹，大自然負責他將來的情況。從此可知，在

于不談揖我面巴，也不論後世之復生，只把自我輕鬆地放在大自然

的優抱趣。

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若草福音對耶穌死亡的說法。蝠音很早提

出耶穌的「時$日」，也說是他苦難的時刻（若二 4 ﹔十三 1 ），那

時他會受光榮（若十七 1 ）。耶顱受光榮峙，要派聖神來﹛若七

39 ），那麼臨終時他就「呼氣 J （若十九30 ），不只是斷氣的意

思，而且也是還氣，鄧聖神的意思。還有另外商處值得說們注意。

若十11說： f 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若十25說：

f在現世增恨自己性侖的，必要保存性命入於永生。 J 耶做為他人

捨掉性侖，但藉這奉獻就入永生。他的死亡使天欠的光榮顯露出

來。在于站在﹝宇宙美」＠的立場來看人生死的問題：若望福音作

者站在天欠永遠之光來看世人。他們都知道人死不就是大哀而已。

莊子談宇宙的變化和若望福音所說的天矢，在一般人的看法有

衝突。在天道篇老胡說：「天地固有常矣。 J 很可能這句話是漢朝

寫的＠，不過它說明莊子的立場：大自然就是大自然，不是最申所創

造的。因此與天主教信仰有衝突。其實不然。莊子若用神字，說成

福音的用詞，要用「天使」才對。莊子不提天主的問起，但神學家

一看這「固 J 字，就知道天主的問題不遠。可能生死、是非等等在

鞋子哲學都有相對的價值，神學家卸要找整個的思想系統，或相對

價值系統有1宣布絕對餒。說莊于的「天地固有常 J這句話，「否認



生兌之變 Ji ：誰﹔再~盟等基督的且已亡／倌王軍／ 363

了有什慶神或上帝來支配自然界。 J®是不對的。莊子很本不談天

主教的上霄，所以他不能否聶抽。我們只能說，為莊子，宇宙只是

本來如此，不必說它的來源。神學家不然，他一定要考矗這個f國J

字，說全部大自然在天艾的手裡。大自然這樣，﹝如此 j ，因為天

文顧意它這樣。

鞋子和若墓福音有另一幅很重要的直到。莊子議到凡人的死，

若草討論天主子的死。耶師是天欠唯一于﹔他的死，因為是無變

的，所斟 f使所有信他的人，在他內得到永生 J （若三15）。在是們不

能用鞋子來否定耶蔽的唯一位，因為莊子投有聽過耶穌。他的真人

說是了解凡人的情況比較多的人，若把耶獻當作真人看，翁們並不

在談莊周論基督的死亡，而只是談莊子論死亡的看法。在若草福音，

我們可以看人面對耶穌時，會有什麼樣的觀點。被治仔的胎生瞎

子，聽說是耶穌抬好了他，就「俯伏韌拜耶轍。、 J （若六.38) r 俯

伏朝拜 J 的原文是 f proskunesen 」’是人在天主商前的態度。聽

于透過耶穌的入性，升到天主的光榮，如同人藉著藝銜品，看到一

個超越墨水的撞界一樣。＠

站在宇宙美的立場來看，死亡是若草和莊子的共同點。從這個

立續說，遠不好看的也值得看。于輿在水井前，雖然身體f拘拘」，

不好看，但他不能恨自己。同樣耶紙在十字架止非常不好意J f 他

的容量免損傷得已不像人，他的形狀已不像人子。 .J （依五1二14 ）但

若墓用值十二10注釋曰： f 他們（即凡人）要瞻墓他們所剩透的。」

（若十九37) 。用在子的話，所措墓的美是一個大變化。用到耶穌

的死，所謂的變化是指世界上最大的變化， IW生者入於死亡，陽氣

變成陰氣。其他福音提至4遍地的黑暗（瑪廿七45 ）若望不這樣說，

因為揚變陰也是陰贊揚，是天文的面容露出來。在子幫助說們記

住﹔看十字架時，翁們不安停留在晶撞上，而要理解死生的變化。

莊于死生相對論也使在們比較容易懂恥歸所講的 f一粒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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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十二三24 ）。耶敏說，一粒麥子必須死才能輯出果簣，同樣人必

須9E才能進入永生。從莊于我們知道，死本身無義﹔生本身無義。

生的意義是由死前來的﹔死的意義是出生前來的。鞋子要破除執

我，注重自然界﹔向樣耶穌破除執我，強調天主的永生。「 5度除教z

我 j 的意思是，認識我不是我生死的主人。最好捨掉自己掏侖，這樣

會快樂，不必等到死亡來決定。如何捨掉性命？若墓用愛來說，最

高級之愛是「為自己的朋友捨持住侖」（若十五14 ）。「捨掉性命 J

不是遭按住侖，而是磁盤是執我，把自己放在史的手鐘。毅的性命是

天女所腸，不是我所造﹔同時我的死亡不是屬於我，而是要給祂。

若只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來窘，這太可怕了，必讀站在執我立喜眉之

外，才能信任這比我大的力量。耶穌基督的死亡、復活便說們敢告

她的女。因此基督徒面對死亡有特別的看法。

車保祿曾經說過，我們的死亡是屬於主而不是在哥哥哥的。其簣，

死亡使人非常孤獨﹔沒有另一人能代替我。可以說，死是唯一完全

屬於我的事。我的生命是由父母來的，並不是我占有的﹔只有我的

死亡是別人不能有的。這樣，想自殺的人有道理。在死亡時他的自

主竟是他的，不許任何人干涉。不過「我死」有矛盾。在自殺時，說
負責書記的存在﹔同時這但我投辦法抓住他自己。站果雖然人的死亡

完全屬於自己，生死的變化設有人能控制。莊子曰： I 大塊載主足以

形．．．．．．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師）他

知道他的死亡不是他的，而是 f大塊（即宇宙） J 所路。基督徒也

要這樣想。不必等到臨終時，連在日常生活中，他就該捨掉他所有

的，包括他自己。愛是他的標記，而愛鼠﹔在於捨已。因為死亡是每

人的私事，拾掉自己的死是最無私的行為。

也許有人說： f 不必談死：到了死的時候再考慮吧，何必現在

呢？ J 莊子可拉回答：人對死亡的態度，影響他的整個生活，使他

由造物者的觀點來看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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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方且與這弱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大眾師）

在若望福音有類倒的思想。若墓常說永生。 f 永生 J .If'只在死亡之

後。耶敏說： f誰吃我的肉，誰有永生。 J 意思是參加他的死亡、

復活是進入永生，不會永遠地死。福音的道避不容易懂。若把「永

生」認成莊子的「一氣 J 可能比較容易。 f氣」就是聖神的能力。

若三54說：「人除非自水和聖神而生，不能進入天主的圈。 J 從十

字架上耶辭退擊神，使人或話或死都靠這氣，話果人的生侖也是靠

永生。離了耶穌永生之氣，人什麼也不能（若十五 5 ）。在耶穌基督

內，人真正的可以 f遊乎天地之一氣 J 。

這類的人很快樂，「且夢為烏而鷹乎天，毒害為魚而沒於淵。 J

（大京師）。這種快樂不像車輛之後的倖存者，因為倖存者的所以

高典，在於他沒有死。基督徒的快樂，是因為他在基督內已經死

了，所以他現在的生命就是耶穌的永生，耶穌的喜樂。

「你們的喜樂誰也本能從你們奪去。 J （若十六22)

「使你們的喜樂得成閻淌。 J （若十六24)

圓滿的喜樂來自天主，人所喜悅的仍是一部分或一喜愛時間，但超過

是非音樂等對象有「天一 J 。說「喜樂」也好，說「平安 J 也好，

都使內心安靜而高與：「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平安路給你們 J

（若十四27 ）。這平安是天主的圓滿快樂。

莊子在耶穌之前，已經說明這種平安快樂，不過遠在其他道家

中也很少發現同樣的態度。是因為他的理論有錯，或因為人很難接

受？我懇請他投錯還不詢。一個有理性的人很難以無理性的大自然

為憑藉。動物死時不必考慮，但人總要問何必符合大自然的變化？

何必有變化？孟子說可以為得義捨生。連這個也不容易。所謂的義

是一種理想，可是人不只有理想也有感覺，所以這樣殉道是一件殘

酷的事。人必須有人才能樂意的殉道。若有人，他不怕死。死亡就

是拉到母親的懷抱趣，到欠巍的手程。莊予承認這點： f父母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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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欠母。」陰陽像欠母那護。

在福音裡「像 J字變為 f 是」字﹔天主是說柄的欠毅和母親。就在

她肉，藉融入合一的耶師基督，人能 f 成然寐，遠然覺」。我們的

解釋還沒有回答哲學家的「何必有變易 J 間趟，必須給人一個值得

人的回答。哲學家說「生死，命也 J ﹔神學家說這個f 命 J 不是命

令：：•Im是生命，天主永生之命成鐘。一個被愛的人不必問愛以外的

問題，也就能深深地進入無窮之愛滅。

單在可將前面較詳細的討論，用簡鍾的語句做一個目顱，當做

全文的結論。

一、耶飯是善杖，他為人捨生，像一粒麥子一樣。

三、。人在十字架前，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麗、最光榮的變化。

‘不只要看，也要朝拜。

三、在基督內，人不怕破除率先哉，進入永生 4他知道死後能與

愛變為一鏈，死前也一樣，因為生死都由永生距來。結果心裡有平

安熾快。

在本文序言中裁軒說過，有三種對死亡問題的說法。上面是用

莊予的看法來討論其中之一。為了比較圓滿地解釋，~們必須稍微

參考另外兩個。本文接出破除執戳，但t豈有詳甜地說是否靈魂一直

存在。要明白破餘執我和被載的不同。滅說是肯定我的存在，然後

說，臨終時它被盤棋。破隊執裁是說，人的真住在於捨私取飽。所
以 f死人得永生 J 這種說法有問題，因為在愛內什麼都不能f得」。

正天堂沒有「我的」、「蝕的」這種區別？今世所謂「我的 J ，實

際上是空虛詞。盡是們知道生命不是我賜給我的，也看過連裁的死也

不屬於我。若生死不是毅的，哪兒有裁的呢？人很貧窮，什麼也設

有，但他仍然存在。每一位i人仍舊有他的唯一位。在永生之愛內，

你會發現他的唯一性愈來愈清楚。基督的愛不像一個無名的海洋，

而像一個有許多房間的家（若十四 2 ）。她是我們的敏者﹔她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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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隻羊的名字﹔融會抱每一隻竿，所以不必伯生死的聲易和死後

的情況。

華周面對基督＠

鞋子封關髏山去，意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就問融，曰：

f您是因為反對政府而被對死刑嗎？您是因為做了壞事而受懲罰

嗎？ J 說完說以觸髏山為枕，躺下睡著了。夜半，耶輯在夢中曰：

「子之議者似世人。騙子所言，皆世人之果也，永生者則無此矣。

子欲聞永生之悅乎？」鹿子曰：「然。 J 耶顱曰：「永生，無憂無

苦，從然以天為父母，雖南面王之樂，不能過也。」鞋子不信，曰：

f吾lllj.司命之神讓你依復世人之生，子欲之乎？ J 於是，由昆體來

的光照臨大地。耶攝曰：「莊扇。」彼俯伏朝拜，進入永生。

開詮：

1) 擁軍史應：在子哲學，台灣商量每印書館 1975 ，第 120 頁。

'.]) Graham, A.G., Chuang-Tzu: The Inner ChaptP.rs, Unwin, 

London, 1986, p. 126 

·'.ID 向＠，第 110 頁。

豆豆 Nichols, A. ,O.P., The Art of God Incarnate:. Theology 

and Image in Christian Tradition, DLT, Lon吐on, 1980, 

pp. 121<-9 

品在子：至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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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it織品生：此主kl心主﹒臨時主版社拉版社i拉姆志社拙站站姆拉
耕牛一

莘傳教丈話 在
計雪 計于

~ 1享教、養老外一車 靠
房志縈至

六月二十日午後一時牢，在赤陽高張下，趕到機聽中正機場，不待將車拉

贖至停車場，說見到何廣揚神失已坐在輸椅上等盡量們了。何神失西班牙人， 作7

與中華民圓周年， E可以有 79 歲了。設和他相織已有五十多年，這次他也菲

律賓轉到台灣來養老，我深覺非到機場去歡迎他不可，因為記憶中有數不清

的往事都和他有棚，見到他聽悉的面孔，那學往事都會活過來，自大陸到歐

洲，到菲鳥，到台灣，再問到大陸，天南地北地神避一道，是人生難得的經拉
F÷ 

驗。 甘于
時？

聽說這次為何神父申請來台入境證縛，有關單位曾打問豪言語：「λ十歲拉
!>-:"" 

A 的人傳什麼毅，他來是養老吧？為仟麼不岡西班牙去養！」穌耶會省長辦莘

莘蠅不得得帥講，並糊糊不只鯽跑，也算口講，不只青年入轍，套
三老年人也傳教，不只現在傳教，過去也有人傳教。的權，若想把何贊揚神父表
丟在大陸、歐洲、菲島、台灣為中國人燒飯的傳教工作，或更好說，所從事的在

芸種種服務一數算，也許要寫滿好多本記時啦。 藍

i立 在大陸安徽省西班牙耶穌會士所照顧的安慶教盔，何神失對培美中國青拉

去年特別腺切，也非常有天裁才能。從貴池小慨，到宣擴大闕，再到安慶在
萃的崇文中學和建母院，無數的男女同學和老師都受過何做身教和言致的黨在

帶駒，而學會做人的道理及廣信仰的生活。因此 1951 年中共驅逐教士出境時，~
.ι：－ 

丟何做飯主教、會長和其他幾位概是最早一蜘遂自＼）.被逐之前，何做生
退還成功地把安慶的六位公教優秀青年送到西班芽，繼續學槳，以樹闢成材。靠

著前數年過逝的我翅駐巴拿寓大使時摸便是其中之一。 在
三趕 到菲島後，何神失先從事耶穌會年青會士的培育工作，後調到中部的宿家

喜麓，瀾的第二座大城。這種中國華僑獻精間，人數賄，有錢有勢，拉
..主干

，可

謂何神失跟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保。不久便應他柯逝講，創立了雪心中學。法：芷

若飽邀請耶穌孝女會修女設立女子部，安麗的三位女青年（氏、揚、資）攻在

下轉 394 頁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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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又禮的演變
都保誰

前言

濯足體（洗胸種〉在教會禮儀中文稱為「誠命J (MandatlDll) • 

就是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給使徒們一個誡命一彼此洗腳。此握一直

為教會所推祟。今從歷史的觀點探討其演變如下。

甲：聖經墓髓

首先，我們可能墓若望福脅看到那紙基督在壤，復線餐給再接樹

洗腳的史蹟﹛若十三 2～20 ）。按聖經學家頓孟多布郎（ Raymond

Brown ）的看法，華史昌等耶師這行為分兩投解擇。首先是耶辭典伯

多榜的對話（若十三 6～11 ）。伯多祿先拒飽說： f 俗不會甚撓我的

帥。 J 耶穌回答說： f 我若不說你，你就與黨無錯 ！？＇ J 伯多祿立刻
改口說： f 主！不但我的帥，而且連手帶頭，都給我說吧！ J耶穌
說：「沐浴過的人，已全身清潔，只需洗卿說跑了。能們原來是潔

淨的，但不皆是。」

布郎教授認為，耶獻給r~徒們洗蟬，主要的意義是希望他們與

她分享永生。「無份」部解釋「級法分享永生 J ，發認為是很合理

的。他又解釋說：「如果我們了解洗腳禮是耶穌教世的象徵．．．．．．她

這種蚊僕的行為在表示她將死亡。耶輯對伯多祿解釋死亡的必要，

立在且給他們洗條罪惡。所以，洗腳撞的神學意義是說游罪過。耶師

與伯多緣交談的意義是在說：如果我不洗樣你的罪過，你草草無法進

入永生。

其次，耶攝這接f鼠，也希望門徒放法晶的榜揍，一種為人做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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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謙遜的榜樣。她說：

「你們明白我給你們所做的嗎？你們稱我師傅、三孟子，說的很

封，我原永走。若我是主子，為師傅的，給你們流癖，你們也該彼

此沈蜘。我給你們立了榜樣，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斂。 J

〈若＋三 12 ～ 15 ) 

由i比it]'知，洗胸禮也是一種謙遜的表示。偉大的耶穌，給一般無

知識的漁夫說蟬，不是一種謙遜的行為嗎？這也與她死亡有關，因

為它表示一種愛的行為，為他人捨生的行為。所以耶獻說： f 你們

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傲。 J （若十三15）就是說：「我的誡命希

望你們是女法我一樣，為入們殼勞。 j
從此，濯足禮的兩種意義在舉經中奠定了其基礎。

乙：歷史過程

雖然耶師基督奠定了說蟬的意義，可是初期教會不很重載此禮

儀，所以不很流行。甚至有些學者們對此禮有不同的憲法。倒函，

米蘭著名的噩盎博（三三國～三九七年〉，他在四世紀宋葉，寫了

＜論奧蹟＞和＜論聖事＞時，解釋新領洗者的禮儀？他認為領撓的

「蜜化和奧蹟 J ’與基督死亡有密切的關係，基於謙遜、立德。他把

耶穌的話難分為兩毆解釋，但他重觀前者（死亡和永生〉，而忽觀

後者（謙遜率德〉。道與他同時代的運奧斯定〈三五四～四三0

年〉的看法不悶，聖盎博把洗輔禮放在聖說軍事中舉行了。

一、聖班監事中的濯足禮

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聖盎博時代的 f奧蹟」一字典「聖事 j

同義，沒有區別，而且在他的時代也1豈有「七 J件霉事的說法， I

藝事 J和「聖儀 J 尚未分家。

我們現在看一下聖每樽對耶穌與伯多轍交談的解驛站下：
「你們從泉水中之「永，－~K後怎樣？你們應該聽讀經，大哥幣投

ι 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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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裙子．．．．．．這典主竟有何意先？你們該讀到主耶穌給門徒們沈駒，他

永到倫多棒那裳，倫多發說：『你沌我紛紛嗎？．．．．．．若我家花你的

8年，你就典我無份。』雖然我們隨從露，馬做法為我們的榜樣，但它

沒濯足禮。這也許是因為人太多而廢除此習慣。但是有人藉口說這

本是一種與咦，本該是領沈謹的一部分，也司已是為重主，但該如接

待客人。無論如何，謙遜是一件事，成全是另外一件事。你們誠知

道，這種沈草鞋是一種與E費，『如果乳~沈你的跡，你就與我無份。 J

我〈益縛〉說此本在於處罰他人，而是說我們的禮儀（未泌的〉。

我期望隨從給馬教會的，但是我們家該除去大家的看法，我們要隨

從倫多祿使徒的做法．．．．．．他是羅馬教會的神長．．．．．．恕一忽他的信

仰。當他首先拒絕時，是商為他的教遂，但其後他接納了，是因為

他的熱誠和信仰。 J

換句話說，聖盎博站為伯參緣直接麗的這舉止是耶穌謙遜的表

樣，而且融為這種洗師種是一件舉事，由與耶嚴分享永生的機會。

但是，反聖盎博看法的人勝利了，因此在領沈中的說關禮儀被

廢除，而人們把「那沐浴遍的人不必再洗 J 一句話，解釋為赦葬禮

儀，部告解（和好〉軍事，就是說在領洗之後罪過的赦免。這種解

釋來自蜜奧斯定，因他影響了西方教會，為此濯足體鼠為懺悔的行

為。

二、請避之德

領洗中的洗胸禮被廣餘後，於是產生另一種洗腳麓的意義，就

是強調耶穌的謙德。這種思想來自新的，何如連線祿說：「一位寡

婦的資格是：有行善的觀望，招待客人，說過聖徒的姆。 J （弟前

五10)

此節有兩點解釋：首先是招待客人、外人和朝辜者﹔其次是謙

遜地寫信友們且路。這兩種意義均保留在禮儀歷史中，而且演變成

兩種洗腳纜，這更為當時的修會和應修屬體所採屑。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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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隱修制度中，六世紀的本籍規則是主要的來諒。它在

中世紀的傳統中佔重要的角色。本態規則對待客人有重要的使命，

就是客人給他們一個修謙德的機會。即耶飯給人們傳來的： f 歡迎

客人就是胡同歡迎基督一樣，因為融說過：我作客而你i仗留了我。J

（瑪二十五35 ）。這也如娶保祿所說的：「一有機會，就應向眾人

行善，尤其應向有同樣信德的客人。J （迦六IO)

聖本態規則接著說：「當有客人來訪時，長土和兄弟們要訟愛

德接待他．．．．．．以鞠躬禮或彎下身子來歡迎他們，猶如基督被尊重一

樣 0 ......﹒院長和整館團體給客人說牌，說完後，他們唸聖詠說：『

天主，說們在妳的腫宴，沈恩默念你的仁慈。』（詠四十八10) J 

在本篤會的團體內，平時也有沈胸撞，此表示一種愛德的機

會：「兄弟們互相服務，為此投有人能推辭，除非也生病，因為這

種股海是表示愛的精神，星期六，他們彼此說捕。 J

這兩種流腳體的意義漸漸進入聖過國的禮儀。

主、聖過固的濯足睡

在修會團體中，ι雖然每月都有洗胸麓，但唯學過圓的洗卸薩特

別隆董地舉行。中世紀時，車過囚的纏足種不論是為了窮人（Man

datum Pauperum ) •或者為了會士（她ndatum fratrur叫，都

來自修會的團體。

特利騰大公會議（一五四五～六三年）的羅馬禮儀畫畫伯然保有

此做法，這一車保留到一九五六年的聖過禮儀的改革。

墨碧每五世的羅馬禮儀書中的洗關是在曇過四晚舉行的，這是

以「會士JJ拭（扭扭曲tum fratrum ）。雖然包括在彌撒禮儀

中，但不與當目的彌搬迪在一起，所以有唸其福音，甚在下午舉

行。

此禮儀1竟有包括信友，因為中世紀時禮儀日慶除了教友的參

與，只眼於會士，原因是它不在一般堂區舉行，而在修會團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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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說輔種不在教章均每行，而在更衣所戚在聖掌門p舉行，例如

在加西諾山，隱修士們先到筆直重吃點東西，然後到他們的房間時，
院長洗他們的師，他們再回到餐廳吃飯。

在羅馬，教宗用一種特別的方式，鷗在唸晚課時給十二位副執

事洗蹄。到了十五世紀，教宗採用Manda tum Pauperum ，給十三

位i家人洗押。這種做法來自蜜額裁略大教京〈五丸。～六O四年）

時代，飽經常與家人共餐，且給他們洗間。

在盎博禮儀中，米蘭總主教給神失、執事、導師、讀經員說

帥。在東方教會中，君堡的宗主教給三位副執事、三位執事、三位

神矢，一位總主教和兩位主教洗輛。耶路撒冷的宗主教也沿此法。

四、里E歌中的譯是鐘

從教會的軍歌中，我們可看到洗帥禮的真義。師姐「我給你們

新誡命」（ Mandatum Novum Do Vobis ），此歌乃以福音的話為

主題：「裁給俄們一能新誡命，就是你們該彼此相愛，正如裁愛了

你們一揍，主識。」〈岩十三34)

保留到聲在的有三首聖歌：

＠讓我們彼此相愛吧！因為愛德永白天主。几愛負己兄弟的，

就是生活於天三忌。而且活在祂內〈若壹四 7 、 16 ）。

＠那衷有愛德和愛情（ uh i catitas et arnor ... •·• ），全者說

聚在那裳。在郊農沒布袋怒，也哀傷害，但永遠相愛。基督

從天降永為教螃人類從死，亡中解脫.~泉，祂絡F司從樹立一個
榜樣， t11要他們彼此先蹄。

＠主啊！基督給我們帶永光學，請以受神充滿我們吧！

我們現在所用的聖遇四禮儀仍採用第二首詩歌， i比乃耶穌基督

謙握和愛德的榜樣。

在中世紀的詩歌中，我們可看到沈肺薩和領沈後罪過赦免招遠。

所以在有些地方，說蟬種與懺悔聖詠相連。倒如：「主﹝求妳沈治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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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我比雪還要白。 j （詠五十 9 ）為此，在中世紀時，有些人

越為瑪利亞瑪遠肋納給耶穌洗胸的意義，是在幸在懺悔己罪。

丙：基督教對法臨禮的看法

基督教對耶穌在最後晚餐所行的洗胸麓，都有一致的看法。十

式世紀的再洗禮派，在宗教改革時代贊成此做法。此外，尚有神的

教會（ Church of God ）、自由意志洗禮派（ Free Wi 11 Baptist) 

也有同援的想法。

七日耶穌再臨派（ Seventhday Adventists J 認為在說脾護中，

主基督以許諾祝福成立一個宗教儀式，這乃紀念主耶紙自謙自卑的

精神以及清淨的象徵。

再臨派朝向老耳期敬父奧理振的憲法，認為洗肺禮是一種靈修體

驗和一個謙遜的象餒。

丁：碧岳十二世紀禮儀改革

公元一九五六年，碧岳十二世（一九三九～五八年）批准了軍

週禮儀的改革。在這一年，墓禮部在「我們救世偉大的奧蹟中」（

恥'Ia.xima Redethptioni~， Nostrae M~steria ）法令中說：「禮儀
的改革是修改以往的體驗．．．．．．雲週三日慶典禮儀以往經常由神駿人
員抱持，而臨忽了教會的其他肢體。」

．在此禮儀改革的前三年，即一九五三年，專家們在義大利的盧
加諾（ Lugano ）召閱了一次禮儀會議。在會議中，耶獻會士海門

見窟特（ Herman Schmidt S. J. ）建議說：「洗胸禮應該代替當

日彌撒中的聖經請讀，這可使事蹟與福音互相配合。洗腳禮儀該在

彌撒中舉行，正如耶毓華督在最後晚餐中所做的一樣。」但是，有

些學者們不希草把洗胸禮插入彌撒中。

因而，有人建識語恢復mandat凶n panperum ，而廢除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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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um frat rum的做法。因為核復前者的話，可使信友們在場，
而且他們可行愛德的工作。或者在洗肺禮時可捐錢給窮人，另有些

人認為洗腳禮不適宜於現代人，為此應廢除之。

碧岳十二世的娶週禮儀改革實行後，使許可洗蹄薩在當詞的彌

撒中舉行。如果不在彌撒中舉行，也不需要另外找時間舉行。宣讀

禮儀仍然保留，洗卿睡在講完道理後舉行，彌撒代替晚懿且在傍晚

舉行。主祭話主持洗帥麓，他給十二人洗蹄。神文代表基督，十二

位男子代表十二位門徒。

戊：梵二的改革

梵二的禮儀改革簡化了一九五六年的禮儀，但是原則不變，它已一

許可在彌撒前、中或後舉行。

新禮儀回到聖經和軍史欠時代的精神，正如金口若華說： f 主耶

獻基督，知道自己將要死亡，便給門徒們洗牌，而且要他們按法馳

的表樣。她如此傲是給予人們永生的表示，說是說與他們分享永生

和謙遜的表樣。因此，融顯示了無限的愛情。 J

聖奧斯定在《天主聖三論》→審中也說： f 教會以主的誠命實

行彼此洗牌的禮儀，乃教訓i人們謙遜之德。因為他的議還是降生成

人的奧蹟，這主為主文們E學生成人，是一個謙遜的表援，而且表示馳
對裁們的愛。」為此，基督徒要修謙德。

新禮儀給那參加洗腳禮儀者一個清楚的觀念，自包含兩種傳

統： f 如呆法開鐘的團體很小的話，該給每儲人洗腳。如呆是很多

人的團體，可從信家中選出幾位代表。」

總而言之，新的濯足禮用到建輕的＊義上。為此，是值得學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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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從斟上所述，我們可把濯足禮分為三大陪設：

＠基督時代一一部從最後晚餐中，主基督給門徒們所立的表樣

為始。

＠中可全世紀一一把基督的新誡命分為「兄弟間」和「窮人問 J

的大思想，引起兩種不同的學設和做法。

＠梵斗時代一一回到嬰躍的原義，且結合中世紀的兩種做法。

主要參考書：

CD Peter Jeffery: Mandafum Novum Do Vobis ﹔ Towar吐 a Re-

newal of Holy Thursday Footwashing 

Rite. Worship March 1990 Liturgical 

Pτess. Collegeville, 1990. 

@ Keith Crim: Abingdon Dictionary of Living Religions. 

Abingdo口， Nashville, 1981. 

這） J. G. Davies: Dictionary of Liturgy & Worship west-

minister Press. Philadelphia.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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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李瑪諾司鐸 Fr. Emmanuel Diaz ( 1559 ~ 1639 ) 

李瑪諾司鐸是在中國制立國籍耶獻會士初學院第一人。

他由里斯本上船至果阿這一段路程，可以說是他傳教生灌的苦

難考驗期。 1585年聖母升天膽麗日，他與五位會士，不幸在加弗

海岸落水，衣不蔽體，忍飢受渴，更悲悔的是落在2日弗入手下為

蚊，終日居住在火傘高張的烈日下，在繁重的工作與毫無自由的雙

重煎熬之下，體力消耗殆盡。不久，有四位弟兄不堪忍受痛苦的折

磨而相繼去世，只有李瀉諾、馬爾定兩位青鐸倖存。

一六O五年，李瑪諾司鐸與邱永修士在南昌傳歉，傳播福音 f

這兩位善牧，宵昨憂動，招募羊群，甚得人心，僅在一年之中，皈

依受洗的教友人數倍增，總數超過揖百人。在新領說的教友中，有

一位皇室的親玉，單名若瑟，他的三位兄弟也領受法禮。親王的母

親康本篤信佛教，但她也顧意了解公敬的道理，由邱永修士給她講

授要理達數是朗之久。在封建社會裡，王妃都是垂簾聽誨，彼此從

未見面，邱永以為只有王把一人在聽道理，孰料在領洗當日發現簾

子後面不是一個人而是七if§人，計有王妃、公主、娃女和四名 γ

囊，她們在簾後聽到天主的福音，深受感動也顧同時領洗 α

李瑪諾詞鐸在南昌建立了一座中國式的草堂，堂中安置祭台兩

座，一鹿為教世主，一座為天主母，祭台前日夜點燃油燈，激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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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熱心事主，虔誠敬拜。聖堂甜蜜撞在聖誕節舉行，許多信友和外

教人參與了這隆重的盛典，他們非常喜愛這個中國式的軍堂，當白

就有很多人願意進入基督的羊棧。

李瑪諾司鐸文在南昌建立了初學院，一六O八年中華第一座耶

穌會初學院收了首批國籍初學生七人，其中四人是澳門公教家庭的

子弟，其餘三位則是當地新領洗的教友。

一六三六年，耶紙會衛德理總會長任命李瑪諾司鋒為遠東各傳

教區的巡閱司鐸’包括中國、日本、安南、東京、交趾、支那、遲

羅和東埔賽。當時他以巡閱司鐸的名義，給總會長寫了一封意義深

遠的函件，至今尚保存在羅為檔集中。在那封信縷，李瑪諾可鐸請

求總會長在歐洲各國的耶獻會土內，選擇學問高深或擅長文學、科

學的會士，特那是精於數學、天文地理以及繪畫岫專門人才，派遣

他們到中國來傳教。李瑪諾司鐸的高瞻遠囑，使基督福音在中華這

塊決土上結出了豐頓的果賞。

一六三九年十一月廿八日，李瑪諾司鐸劫滿壽終，享年八十

歲。的羅必諾繼承巡閱司鐸的職務。

十一、鄧本篤修士 B肌 Benoit de Goes 
( 1562 ~ 1607 ) 

長久以來，歐洲、印度和北京的耶穌會主，常常互相質壤，今

日的中國是否就是中古時代方濟會士所稽的加台 Catheay ，今日的

北京是否說是蒙哥威諾總主教的教區漢巴里。其實利瑪竇早已解答
了這個接間，但那木篤修士能印度起程，經過帕米爾高原到中國以

＇＂後，就更加證賣了。因他的發揖而名列在十七世紀大探險家的行列

中。

、他生於加那列群島，幼時服兵役，英勇過人，但也沾染了許多
惡習。某日，他來到印度南邊的烏拉巴海岸，看見一座聖母娶堂，

他便進去熱切祈求連母。當時，天主以特殊聖寵感動了他，使他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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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領流，痛哭己罪，更奇異的是，他同時叉著見了小耶飯也在流

誤，淚水是乳白色的，他見到了這個真象，立即去見管理聖堂的耶

穌會商鐸，辦了一個總告解，以後使入了耶毓會。

部學篇東後，會長希墓他繼讀讀書，準饑晉昇鐸晶，然而他卻

認為自己日住的生活，當不起這崇高的職位，國此會長准許他終身
作輔理會士。

在印度，他學習了亞洲中龍的許多方言，因此得以聶議摩哥爾

國皇帝阿哥巴。一六O二年十月二日，他自印度阿格拉起程來萃，

為了使於通過回國領域，他裝扮成亞美尼亞的商人模樣，起衣小

帽，聽插彎刀，並蓄長髮長蠹。囡囡典公教勢不兩立，但他絕不隱

匿自己的信仰，自此飽取了一個亞美尼亞的姓氏， I!!!-阿社拉依撒

依，意思是耶獻的門徒。一年以後，他揖這喀什加繭的首都﹔第孽。

有一次，他正和囡囡講話，一位回國教長把自己的起刀，放在他的

胸前，逼迫他向穆罕默德致敬，那本4篤僅僅付之一笑，主重不吐露一

字，去讀美位先知冶從此他的性命使更加危臨了。後來又有一次在

喀什加繭的閻王面前，當著一群大臣和學者的面，有人問他朝那值

方向祈禱。這是個陷阱，想如道他是否信奉回教，因為凡是一個好

國教徒都要面向麥加祈禱，對於這個詭計，那修士很從容的答說，

自己面向著各方祈禱，因為天主知所不在。閻王麗為他的答覆頗有

道理，從此就不再美麗為他了。

在莎卒，那修士和一大批旅客一起鸝過沙漠到漢巴里，途中經

過喀拉加的沙里土時，他遇到了一批由加台來的客商，那批客商的

領袖向那修士說：他在漢巴里見到一位博學的宗教家利焉簣，他會

獻給皇帝一些鐘鐘、樂慰和車像﹔同時他又給那修士看一封葡筍牙

文的信件，那是在打掃利瑪實的居室時撿到的，由此他確定所謂的

加台就是中國，漢巴里就是北京，這是毫無提問了。

那本篤誼賞他蔚走的方向正是赴北京的路途，因此在沙皇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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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休息之後，使繼續前進。到了土著，他為了領護照去見回王，閻

王問他是否該把依撒依（即耶師）的名字也寫在護照上，那修士語

氣堅決的回答說：「當然，在我的整個行程中，我一葭用阿杜拉依

撤欽這．個名字，直到我的行程結束，裁絕不更改名字。」當場有一

位老加奇人，聽了他的話，深受感動，立即摘下頭巾，說道： f這

才是一位真守教規的人，他不怕在異教入中，承認他的耶轍。我們

的教徒說不然了，只要一換地方，信仰立現跟著改變。」語學，轉

身向那修士，致極恭敬的敬禮。

叉有一次，當地的一個小盟主，對他受象歸路死的死刑。大象

已牽到他身邊哥哥自修士絲毫不畏縮，平安的準備去見天主，後來這

位小國主改變了主意，釋放了他。
經過了三年的長途遠征，終於在一六O五年年底，這位探驗家

到達了甘肅的肅州（即今酒泉縣）。他寫信向科瑪竇報告，和瑪竇

立即被遣了國籍輔理會士鐘鳴仁前往相迎。鍾修士於一六O七年三

月聞到這肅州，可惜那家篤困旅途勞累，體力不支前病餌，氣息奄

奄的躺在一張破床土。鍾修士用葡語問候飽，他立翔興奮起來，兩

位耶飯會士，在遙遠的異鄉相遇，親切的交談薯。氣若游絲的病人

說： f 已經四年多于，我投有辦告解，我很希華在去世之前能辦一

次神工，不過還好，說很感謝天主，我的良心還1宣布嚴重的問題令

我不安，你可以轉告利為貨商鐸，我從不會忽略早晨的默恕，每年

在復活曬麓的前後，我常作八日的退省神劫。」

鍾修士帶給他一封利瑪質的信，他緊握在手中，不時的口親

它，說若珍寶。

一六O七年四月十一日，這位不畏生死，勇敢為信仰做見囂的

探險家結束了他的旅程，平安的回到天主那裡去，享年四十叉五。

十二、王豐肅（又名高一志〉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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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Alphonsus Vagnoni ( 1566 ~ 1640) 

國籍：意大利

永華： 1605年

王豐肅苟鐸出身於意大利貴族，自十字軍東征以來，家中出了

騎士凡十有九人。王豐肅幼年時，時常聽家人傳述先租的偉業事

簣，但他立是不追求世俗的光榮成就，十八重建毅然進入耶概會。

王豐肅司鐸於一六O五年揖南京，當時傳教困難軍靈。一六一

一年五月三日，他在南京興建的第一盛雪堂舉行郵單典禮。建堂前

門，刻著很大的中國字，意思是說，南京耶穌會的司鐸，在中國古

帝王宮毆禮，建立並融聖第一座墓堂，奉獻給至會至大的天主。

王司鐸文在南京成立了攝女聖母會，會員很多且極為熱心，她

們每日企行祈禱，嚴守車苦，且有多人定志終身守貞。然而外教人

反對他的傳福音，也日甚一日。一六一六年，南京搬起了很大的教

難，原因是萬曆皇帝詔令沈溶為南京禮都侍郎，他曾多次與傳教士

辯論宗教之事，均未得逞，遂懷恨在心而連起教友，奏疏皇帝，謂

傳教士禁祭祖先，優亂曆法，且自稱天主教。其奏騙上云： f所謂
天主是誰？他並不是中國的神位，苟且這些商士要陷嶺中國，撞矗
驅逐出撞。 J 等語。

萬曆皇帝不察，被他所矇騙，遂於一六一六年八月廿日，下詔

令南京禮部，遺遼西士回澳門。說潛立即拘論王豐蕭苟鐸和魯德照

司鐸，存心除掉這些潛心的傳教士，玉盤肅司鐸被處投珊，打得皮

關肉麓，事隔一個月，杖傷尚未痊癒。魯德照司鐸正好有病在身，
倖得兔別。以後又被監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才把他們鷗進木筒裡

菌，送往廣東，在一緬月的路途中，飽受萬般凌婷。黛玉聾肅司鋸

寫給友人的信中說：「我們就像野獸一樣的被關薯，項御手銬，動

彈不得，加上杖傷未癒，疼痛異常。說想如果路程再延長三日訊我

便站不成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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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豐肅司鐸利用充軍澳門的機會，著作中文書籍，並教授新來

的教士華語，以後改名換姓，再度回到中國。為避免沈潛的仇視，

未返南京，事事赴山西省，在那裡傳教十六年，成為山西省的傳教宗

徒。讓其他會士寫給總會長的信說： I 主豐肅司鐸管理信友數千人，

他們散居在五、六個城市和五十餘個村落中，他每年至少要到他的

會口觀察兩次。」的褲，王可鐸常常安步當車，跋山涉水，馬不停

峙的尋找他的羊群，挨戶探視，並為垂死的小孩付洗。

王豐肅司鐸在緯州設立了一所孤兒院，不久便收容了三百餘個

孤兒，大半的嬰兒在領洗後便死了，可是別的觀見不斷的進來。這

所慈善機構成為山西省貧苦兒童的庇護所，造福社會良多，城裡的

大官和夫人們也相繼來參觀，對整潔的農境和井然的秩序，讚賞有

加，感佩之餘，紛紛慷慨捐獻，作為孤兒院的基金。

王司鐸的善行，引發了一位名吽段伯祿的官員妓法他的慈善濟

人的精神，他是王司鐸所成立的聖母會的會長。他打聞自己的家

門，招收貧苦的血兒，並讓他們有領甜的機會。一六三四年，至司

鐸僅在終州和獨9日兩個地方，使付洗了一千五百三十人之多。此外，

在終日奔波講道、付洗之餘，他更利用夜晚的時間，款款寫作，用

中文寫了許多神修書籍，計有《教要解略》、《聖母行實》三卷、

《天主墓教聖人行實》七卷等十餘種。

靠天主的腔、仿？發生了一些奇真的事巔，更增加外教人對他的
信韻。某次鋒州火災，按中失火地區盡為灰燼，而信友的房屋卻倖

兔於難。他又以聖水和聖納爵聖牌抬癒了許多不抬之症，外教人更

是信服。

王司鐸在山西省共建立了一百零二處會日，僅在緯卅一圾，領

蝴包教友就有八千多人。直接史料記載，除了利瑪賞之外，大概投有
第二個傳教士，像他那樣深受歡內教外人士一致的愛戴。
一亢圈。年J，玉豐肅司鐸麓勞成疾，一病而終，享年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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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十三、金尼簡司鐸 Fr.NiCQlas Trigault 
( 1577 ~ 1628 ) 

國鑄：法圈

永再~.＇； 1610年

金尼閣司鐸是法籍耶師會士來華傳教的第一人， 1577年出生

於佐亞圾， 1594年入耶鯨會都爾內初學院I，後來封里爾鐵攻讀文

學與哲學。此外，他又研讀對東方傳教士有幫助的學科，如數學、

天文、地理叫及醫學等。他的跡都雖不甚健康，但卻具有非凡的毅
力和熱誠的工作精神戶

晉鐸後，於一六O七年在里斯本上船，啟程前往中國。在船上

他成了隨船的醫生兼謹士，並且也照顧他們心靈的需吏，不但給船

上的獨萄牙人講道理，也給加弗人講要理。金尼閣司鐸給女人的信
土寫著： f 整艘船上有九十名旅客，都是外數人，雖然說略知他們

的語言，但我還是誦了一個翻譯，每天給他們講些藥理。 J.船拯藝

老楊島部馬達加斯加，正是復活搪禮節期，金尼閣司鐸忙碌異常，

因為上自司令，下至小兵，每個人都要請他聽台解。

一六一0年，金尼閱司鐸揖逼中國，先後到過南京、就州、北
京及韶圳等地，由此他對中華傳教區的需要甚為暸解。當時耶紙會

會長龍華民司鐸以中華激發逐漸推廣，需票台羅馬總會長，因此法 r

金尼閣司鐸前往羅馬，晉兒教宗及總會長，並請求金鐘補助，法遠

新傳教士以及中華教區脫離日本教區間獨立。
一六一四年冬，金尼關向鐸揖羅馬，晉講教宗保緣五址，奏陳

激蕩，並請准將聖經譚成中丈，風中文舉行囂張f搞陰臼嘿，數支支ν

一一准許，但未實行。數J家又送給企尼閣再錯一大批圖書，並頡蜴

中華傳教區京盛皇恩大赦。

。金尼颺司鐸牌和瑪賣的自記譯戲拉丁文，名為《公教劫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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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這本書對歐洲的影響非常深遠，國為當時臨了門刀札粗略的記
述之外，歐洲人對於東芳這個遙遠叉神草色的古國可以說是一無所
妞，《公教初入中國》是第一本詳載有關中國的書，因這本書的流

傳，引起了歐淵人對中國的嚮住，而帶來不少聖召。金尼闋參加了

總會長街德理的選舉後，隨即遍遊歐洲各國，到處詳述在華傳教情

形，並宣揚中國文化，以引起歐洲人的重鼠。

一六一八年四月，金尼閣司鐸率領新傳教士廿二人，在里斯本

上船，並攜帶樞機自樂朋致徐光膺的親筆信、教京的手識和頒腸的

γ 書籍， ιi及歐洲孝敬君王贈送中國皇稽的大批奇珍吳晶。但他回到

澳門的時候，正逢說灌教難，因此等了很久才得進入中國。他這次

旅歐，靄中國傳教學取了許還b權益，可惜當時的人不知書享用這些恩

准，而未能及時實施，直到後來才漸漸被人了解而重鼠。

一六二三年，金尼閣司鐸赴聞封府傳教，士大夫階級都很喜歡

聽他議論學銜，但對宗教卻興趣索然，因此他便轉向貧苦病人傳福

音，放呆甚佳。童年往山西，繼叉赴俠西。旋因金司鐸擅長中文，

召回杭州，事專著述，大部分之著作為拉丁文，中文著作有《百億

耳目資》一書？極為學者所稱道。

一六二λ年，參加嘉定會議，撞車擁護罪a瑪實之傳教方法。是
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說州。臨終前，他似乎得到天主的默感，因為
飽飯臨終末日一妞，辦告解，然後舉行嬰祭，彌撒後，跪下謝聖

鐘，兩手挨著頭，一直不動的跪薯，過了很長的時間，別人見他不

動，前去喚他，才避現他已平安的安息主績。計入耶獻會三十四

年，享年六十五歲。

十四、邱家修士訕。. Pascal Mendez 
( 1584~ 1640) 

國籍：中揖

邱永修士，原籍澳門，失母是虔誠熟，心的教友，邱修士在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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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黨陶之下，立志服蕩教會，在做了十年的傳教員之後，顧更

進一步答覆天主的召諦，矢志終身奉獻，進入耶穌會初學院，發頤

為輔理會士。

發願後大半時閉住在北京，當中華教區會長龍華民育鍾的助

手。他的國學造諧很潔，且具有深度的內修生活及傳教熱火。當時

有一位富家子弟，行為不軌，蕩盡家產，身染重病，躺在草堆上，

向過往的行人乞討。邱修土上前安慰他說：「能臨然失掉了世上既

有的財物，至少不要再失去天主給你的天堂。」海子深受感lb i，聽

他講解要理，而歸依天主，結果平安的離閱人世。

邱修士很有口才，當時的士大夫都很喜歡聽他的道理，在一六

二0到一六四0年間，北京眾多歸化的入中，大都是他所勸化，即

使自後攝若墓領法的潘太監也是邱修士講道理的，這位太監學名E

吉，信仰堅定，極為熱心。

一六四0年七月廿六日，邱永侈士在北京逝世。許多大官前來

吊唔，在苦像前鞠躬致哀，並且說道：「我們的禮儀遲不及公教具

體的三分之一，不如金教的莊嚴肅誨。 J 邱修士的葬禮也是一個極
好的傳揚福音的嘴會。

十五、艾儒略司鐸酌， Julius Aleni ( 1582 ~ 1649) 

屬籍：意大利

永羊﹔ 1613年

艾儒略司鐸是福建省近代第一位傳教家徒。他於一六－0年拯
澳門，重年入廣州，為嚮導所簣，按捕，的回澳門。一六一三年入
中國內陸，奉命至北京風不久同徐光啟至上海，旋赴揚手Ii為某大官

A員講解數學和天文，感化了他進教受洗，聖名伯鐸。這位官員出仕

俠西要職，邀丈儲略向往，後崗就州，為李之藻母畫兒進行終縛聾，

並付洗許多人。艾司鐸與一位新領洗的馬爾定官員，相交甚密。某



386 ／持學論無＠／ 1990 tt 

日，馬爾定在迎接向僚的途中，看見一個全身赤擬的人，冷得縮成

一圈，馬爾定派人去問他，得知是一名被海盜劫掠的船家，這位官

員隨即下了轎，脫下自己的投肩給他穿上。為商定確賓館簧踐他主

保聖人的芳表，也因著他的慈憫之心，研臨行的侍衛認識了公敦的

慈善，無形中做了一個好兒證。

一六二四年，開人葉鷗老罷官回蝠于日本鄉，力請艾司鐸隨行，

成為福建閱教的第一人。艾儒略低福州餒，先拜會了城中的官員，

再去拜訪全省的大多數官員，每一個官街停留三、四日，取得他們

對其宗敬的好感，甚至有五十餘個官街張貼告示，保護艾儒略研傳

的宗教，由此而歸化者甚今。

這種傳教方法，收到了豐富的教巢，設有幾年，艾儒時在八個

府道各建一座莊嚴的聖堂，府在其他城鎮中，也興建了十五座小蜜

堂，且在福州省會會舉行企閱遊行，在壞人圍觀中，自聖燭香爐前

導，恭捧救世主蜜像遊行 i莊嚴的建樂一路播放，引起大眾對公教
的重竄。

一六三八年，一件古蹟的護車，促使了福建省的大歸化。一些

外數人在泉州附近揖掘頭I幾塊古代的石碑，上面很清楚的刻著十字
形，許多學者研究查考，卻無從知其究竟。艾儒略和其他傳教員趁
機向他們講解數2貴的奧蹟。原來在中世紀單方濟會傳教士已來到泉 j

州傳教，該寫寫＊孟五世於一三一三年，會設主教區於泉州，前真可，

福奧多理也會觀察過那裡的敬重害。因此當時所發現的十字碑，無畏

是兩古時代的遺蹟。經此十字碑的噩現，教化大行，歸化者自漿。

某年，艾儒略去武夷山，在山上有三盛著名的寺廟，他勸化了

兩盛廟的住僧，以後便把那兩座廟改為聖堂，但是第三座廟內的僧

侶，嚴齋主白菜，不為所動。艾儒略部服從他們的心理，獎勵他們的
守齋克苦，但此克爸要獻給真天主，不獻給邪神，這樣他們都信奉

了公敬，且過著古代隱修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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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當各地會臨長土巴-ft三年，並於一六四一至一六四八年

任中華省區會長七年，充分表現了他的才幹與春獻精神。在傳福音
之餘，動於著述，最著名的有《萬有真原》一卷。據富集司鋒的評

論，他這本書商動化的外教人，遠超過這本書中wr寫的字數。

一式四七年，清兵入據中孽，烤煙四起，艾儒略司鐸退避延
卒，一六四九年卒於延平，享年六十七歲。

十六：畢方濟司鐸 Fr. Franciscus Sambiasi 
( 1582 ~ 1649) 

國營：意大利

永手： 1613 年

畢方濟司鐸’是明末崇禎皇帝的忠臣，頗得皇蕾的信任。

一六一三年揖北京，首先在北京、上海傳教，管理各地教友，

常常榔風沐雨，安步當車，過迴各村，對於患病者更是照顧備

歪。他舉止在畫，但極和誨，平易近人，頗得教外人士的敬愛。

沈鴻教難，南京激怒幾近停頓，畢方濟司鋒努力復興，他以清

晰的頭腦，堅定的意志，深度的內修生活，加上數學、天文的造

詣，頗可勝任愉快。他說吐溫雅，對任何刁難的人都能委碗和解。

他以天文的專業知識，預報天象非常精確，預nm臼蝕、月蝕的時間

i 更是分重少不差，因此得到持人的特別信韻。當時准安府幾位青年學

士，來到南京盤桓數日，有一位青年學士的母親，篤信那神，一夜

夢見一位長鬢長者，容貌可親，著儒士肢，囑她改敬真天主。當她
見了學方濟司鐸，便一眼認出畢方濟就是夢中所見的長者。遂同其

子一同受洗，一時准安進教之風大擾，頓洗者甚泉，計有三位官
員、三十位士紳、廿七位學者、八十位夫人，和許多城中百姓。

一六四一年，學方濟司鐸在南京城內的一座小山土，建立了一
座在嚴富麗的聖堂，奉獻給眾天神。聖堂大門區額寫著「護守山 J

三個大字，嬰堂內部飾以輯美的壁畫，以古程中善惡天神的歷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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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並附以簡要的說明。一時教內教外人士，前來欣賞的絡繹不

絕，更有一些外數人，捨棄他們敬拜已久的城隍廟，信童醫真天主。

一六四四年，滿清入主中孽，弘光、隆武藏脅，先後派遣學1i
濟赴澳門，向葡萄牙人求盤。永曆皇管且鵬以太師的頭銜，為帝制

三公之最尊貴者。畢方濟藉企教太監播亞育之助，在廣州建立了一

座大堂和一座耶穌會蹺，清軍未入廣州前落成。不久清軍入攘廣

州，學1i濟幾遭不測，幸輯清軍中一西班牙武將營赦，抬得倖免。

一六四九年，學方濟卒於廣州，葬於澳門。

十七：雷德照司鐸 Fr. Alvarez . de Semedo 
( 1585 ~ 1658) 

國第：葡苟牙

家華： 1613牟

會德照茍鐸，劫名謝軍每祿，看吾國人，生於一五八五年，一六一

三年舉命至南京，沈洛教難時，被官府遠捕，飽受酷刑，最後判決
充軍。他被關在木龍鐘面，雙手加銬，項戴鐵鍊，屁不能坐，又不

能立，只好躊躇薯，自街役扛著木籠前進，在獄中，足足受了一個

月的苦刑廢待。

一六二0年，改謝務祿名為今名，拍得童入內地傳教。最初在

說州，繼赴江西、江南，最後到西安府。那時正﹛隨著名的西安景教

碑出土，盡興耶獻基督的福音在降生後六三五年，已經傳入中國。

一六三七年，副省會長聽會德照司鐸固歐洲，召集新傳教士，

並向羅馬教廷詳述教區的各種困難。他一回到葡萄牙，會主聽說他

為耶穌基督所受的苦刑，深受感動，各會臨掀起了來華傳敬的熱
火，僅在高因伯和厄瓦拉兩會院，就有九十餘名會士自願來華傳

教，且大部分的會士以鮮血署名，表明他們的熱誠。

一六四四年，會德照司鐸返萃，正當明請在對對a待於中國南

方，那時因為內地司鐸消息難傳達，因此委任會誨，味 E:J鋒為副省會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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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他與學安德司鐸同來肇慶，永曆皇帝正在此避難。他曾在皇

智、皇后和朝廷大臣前舉行彌撒蜜祭，並預許將派←彌格司鐸赴歐

洲，請求公教閻王的援兵。

一式五一年，清兵佔領廣州，會德照率領信眾在鑿堂內祈禱，

信友們有的勸他逃走，但他始終不為所動。突然問他想起有一名聞

目，實聽他的道理，可是尚未領洗，他便出去找這位自教徒，給他

付洗，並為他準傍好靈魂，以肪萬一。然後再回到學堂，先領信友

們反省、懺悔，之後一聲夜豔告解。

次臼早晨，天剛破蹺，使舉行牽祭，給眾人還雪鐘，並恭鑽了

臉餘的聖睡，抱里器嚴好，一切整理妥當之後，穿土白衣，點燃蠟

燭，跪在祭台前，安祥地等待敵軍來。不久，一支清兵手持明晃晃

的寶劍，殺氣膽踐的衝進軍堂，但一見雷德照司鐸端跪專注祈禱的

景象，不禁肅然起敬，不敢上前。後來，一名大將的太監認出雷德

照司鋒是海若墓的弟兄，因而釋放了鈞。這樣他仍得在廣州傳教，

直到一六五八年，平安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十八三費樂德哥鐸 Fr. Roderi叫苦de Figneredo 

( 1594 ~ 1642) 

國銘：（前茍牙

永華： 1622 年

費樂德司鐸，葡國人，生於一五九四年，十四歲入耶穌會。他

天資聰敏，初學之後通到羅馬政道神學，頭有作教授的希墓，但他

顧到中華傳教，到羅馬之後，屢次請求總會長，終獲得答克，於－

六一八年隨金尼閣司鐸來擎。行拯臥盟，留在該地繼鑽讀辦學，晉

鐸後，於一六二二年拯澳門。

費司錯在何南省館教凡十二年，建立了聞封放的第一座公教聖

堂，不久，關賊李白成率眾圈閱封，繞中無糧食，自米一斤售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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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一繭，人民甚至掘出地下的死人充飢。贊司鐸也只臉下一些麵

紛，所幸會長及時握助他，並勸他離開開封，為保存性命以便成就

更大的使徒工作，不過會長讓他自由選擇，以定去留。這位男毅的

傳教士回答說：「我自信詰留在揖肉，保護教友，跟他們在一起。J

後來朝廷的官兵來接裁，領導的將領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決閱黃河堤

以解流賊圍攻。然而不萃的是整個鐵前也被洪水淹投了，死傷近三

十萬，一六四二年十月九日，草堂被毀，費樂德商鐸也失蹤了，無

鍵的是葬身洪流中。

費樂德哥鐸心胸開闊，一切為光榮天主而忘我的付出，並以誠
輯包熱心教助中國人的靈魂。他培育新教友，虔心教主，熱心祈

禱，有些教友深度的靈修生活幾可做會士的榜援。他成立了一個貞

女會，由大學士楊彌格的女兒愛嘉德作領袖，許多年之後，仍存在
於南京教區。

費樂德司鐸著有《霉教激流》四卷、《總月賣念經》二卷‘《念

經勸》一卷。

十九、湯若望司鐸 Fr. Jean Allam Schall von Bell 

( 1591 ~ 1666 ) 

圓籍：殺、國

永華： 1622 年

湯若墓司鐸是耶穌會對中國有偉大貢獻的會土之一。一五九一

年是於德國高勞尼鐵的公教顯貴之家，在城內公學讀書時，加入天

神會和妻母會，後入羅馬德國大學，文加入了聖母會總會。哲學畢

業之後，又耶師會1 與企尼閣司鐸同時來孽，在北京學華語。當時

會做了三次月蝕的預報，極為準確，因而撐得天文學者之名。不久，

奉派往峽西傳教。一六三0年鄧玉函再鐸竿於京城，奉命回北京，

繼鄧玉函修曆之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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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興未崇禎時代，湯若望因公教太監若瑟的引薦，起宮廷內頗

有聲墓。一六三一年也i付洗了十名太監，太監若瑟更付洗了詳多宮

女，其中三位具有皇后的品級，她們的嬰名是愛嘉德、海良、德篤

烈。一六四0年在朝廷內宮極函，共有五十位宮女、四十餘名太監

和一百四十位皇家近親，領受聖扭，成為熱心教友。宮女們更是虔

心教拜天主，平日做一些敬禮天主用的物品。有人說：「連皇帝本

身也在內心裡商信舉了公散，他把宮內的邪神偶像都拋棄了。 J 且

有人鸝詢他喃喃自語著：「天主的誠命是真的，天主的誡命是蜜

的，然而為瞭解她的誡命，裁是姐何的徵小！」崇禎皇帝進墓教的

意願國李白成的鈑亂而未能實巍。

崇禎皇帝遇難後，李白成亂黨佔領北京，大肆搶諒。大將吳三

桂講清兵入關營救，奪回北京，李白成逃走，在逃走之前縱火燒

娥，城內一身焦土，教友們恭請湯若望司鋒一同逃走，他辭講了教

友的好意，數友們叉送他一匹鳥和一名嚮導，他仍不肯動身。許多

婦女和貞女逃到堂中避難，天主賞報了他堅定的信德，當宮股和廟

宇全為灰燼之後，火勢蔓延到湯若墓的居處就騙了，連他存放的天

文儀器的處所也安然無損。

滿清政府成立後，順治皇晉委任湯若華商鐸為欽天監正，湯若

草率省會長是命，接受了這項崇高的官職，靠著他的權勢，不但放

了龍華民出獄，而且營毅畢方濟免受死刑。湯若望接受欽天監正之

職，不收倖餘，辭掉歷任欽天監正所有的奢華和韓湯，這種廉潔儉

樸之風深得順治皇帝的敬重，可惜這位精明強幹的年少皇帝被一群

小人包圍，生活極為放縱，貪享逸樂，湯若皇軍曾多次忠言萬諜，終

歸無殼，不過順治皇帝始終不惱怒，反事之如慈矣。他一向用滿州i

語稱湯若望為「馬法」，意息是可敬的長者。他曾對大臣們說：「

你們只敘談追逐奢華的虛榮，湯若望卻不如此，他每一次談話，都

是專心一意的為百姓設想，充分表揖他的慈債，每一提及他，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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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動。 J 文說： r I為法是一個無人可比的賢者，一般大臣都是

為了，別盆而事碧藍，裁，常要向我求一些恩惠，為法卻不然，連我強欲

加之的恩惠，他還要辭詣，這才是真正愛的事奉，愛我而無所求。」
自此以後，每當灣若望入朝請見圖君，乘人都異口同草草的說：「湯

若望在朝昆主子，聽百姓辦事。」

一件稀有而違反朝廷綱紀的事i’是膜抬帝常暗中造訪司鐸的住

宅，他參觀墓堂、花園、居室，聞傳教士們交談，對那些青年學子
頗感興趣。湯若草藉機向他議論天主十誠，1以及公教會的起激發展

等。有一天，他給皇帝講述耶穌行傅，正當言語到耶獻受難的時候，

他不由自主的在皇帝面前跪下去，而皇帝也隨著跪下，湯若望繼饋

講述數世主的受難始末。在《耶飯會傳教史》中第十四、十五、十

六章，詳細胞記載了這段感人的經過，一方面表現順治皇蒂赤子之

心的依恃，另一方商表現湯若望司鐸的智慧與慈父般的胸懷。至今

憶起，仍令人非常感動。當時所有的中華傳教士，都熱切的為這位

喜歡公敦的皇帝祈禱，希望他能成為中國的君士坦丁大帝，童學教寧

主。他們在這位皇帝的保護之下，十四年中，領洗的教友達十萬人

之多，可惜順治皇帝駕崩之餘，湯若望雖用盡了可能的辦法，勸化

皇帝進敬，結果始終未能如醋。最後他上蔬皇帝，幾乎在催迫他教

自己的靈魂，他說：「所有的王國都在天主的掌握中，他可以隨便
取與，不過天主是仁慈的大矢，她也能給教奉他的皇帝永恆的王

冠 σJ 順治皇帝合人讀了湯若墓的上疏，感激零涕，跟人向湯若望

致謝。

販槍駕崩前，湯若望的明智再為中國百姓做了一個絕大的貢

獻。煩治皇帝臨終前，竟立了自己的兄長繼承王位，皇太后不允，

遭人請示湯若望司鐸，他答說： f按價律和各國法律，是太子享有

繼位權。 J 服治皇帝採納湯若婆的意見，立了第二太子繼位，那說
是英闊的康熙皇帝，由於括主若望的果斷，使中國得有一位賢明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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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海若墓的一生不是只有榮耀事蹟，他也屢遭磨難。他整理曆

法，撞到同會會士的反對，尤其是他那一絲不苟的剛直個性，招致

了許多困難。一六四四年年底，揚光先率領一批回教天文學家，向

四部大臣控告耶穌會士和信友。當時北京的會士，共有湯若墓、南

優仁、科類恩、安文思四位司鐸’一起被捕入獄，並起訴。當這位

七十四歲的可敬司鐸被審問時，像大惡不赦的囚犯一般，手銬關重慶

的獨旬在地，加上年邁體弱，又息著攝摘症，連一句辯白的話也說

不出。幸好南懷仁司鐸勇敢的為他辯護。可是五位主審官早就有腹

裳，案情已定，所有傳教士都被遣回廣州，湯若望司鐸則被判決為

碎昆萬毆，處決的日期將近，北京地區忽然頻頻地震，且非常厲

害。眾百姓威譯為天怒的表示，海若墓司鐸終於重獲自由。加上順

治皇帝臨危，脅論令四部大臣，凡屬重大事情，必先星准皇太后始

可行事，此次當大臣把集件皇太后，請求按准時，皇太后一見對決

書大怒，把判決書措擲在地用卸踐踏，怒問眾臣，何以會忘記先帝

對這大恩人的感激。立即下令將湯若望釋放，護返回聖堂。可是這

位飽受折磨的老司鐸已氣息奄奄’一病不起，於一六六六年八月十

五日聖母升天節，妥領舉事，並向全國會士請求赦免他所立的惡

表，然後平安的安息主慎。

湯若望和利瑪竇兩位司鐸是中華傳教鹿二大男臣，特別是對北

京的教瑟發展貢獻尤大，兩位司鐸均熟請中文，且同是天文數學專

家，對於傳教專業熱切不懈。湯若墓雖在污濁的官場中服務，但他

誠心奉獻，勤奮工作，出污泥而不染。尤其是他的莊重儒雅，值保

純t葉之心，全心依賴吾主耶穌，深得眾人的愛戴，σ他對貧苦民樂更

是照顧備歪，他會為了放一個靈魂而不辭任何舵、擇和危驗。有兩位

公教官員被判刑，湯若這聖不惜扮作燥炭詩人，進入監獄聽他們的告

辭。最後他自己更是師法耶顱，承受被誣告磨難而甘之如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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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從經書看靈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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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之

生命是一個成長過程，而教會內的「讀經運動」更是要推動君主

們在靈性生命上的積極成長。近幾年來，由於在靜修輔導中的深入

接觸與分辜，使我對經書似有日益簡明其陸的感受，好像接到了一

扇門，很容易和生活打成一卉。就如從小封大（見葷訕成人），是

我們每人都有的成長經驗，在靈性生命的成長上基本上也是如此。

盟會的「生命之言」可幫助我們將已有的成長經驗，「自然而然 J

地運用在靈性生命的成長上，使全人都有「括 J 起來的感覺～一左

右逢諒，觀清新自在，丈深翊落實。現在就將此「活鬥 J 努力描繪

出來，立E以獻曝的是昌說，提供給「基督愛內成一體」的兄弟姊缺，

共同參照印證﹔更顧能一起進入i比門，共同鶴飲「天井 J中的生命

活泉。全文摘要拍下：

一τ經書啟示成長：付基督的生活宜講

亡3初期歡會的鐘驗

二毛舊約蒙畫期：付新奇好玩，顯露顯聖

q自我滿足，勝過對方

局福壽物化，血肉無現

有新約成年期：付由表相看封真相

已由血肉進入心神

臼由自我轉向根顛

倒由分別走向大閏

月結語一一落實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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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書啟示成長

t湛督的生活宣講

基督帶來的 f 好消息」，實在是一個成長的喜訊。譬如擻種的

比喻、秦子的比喻、芥子和酵母的比喻等（參閱瑪十三 1 ～43) ' 

都是借勃喻人，描述生命成長、結實（以及長不戚、不結簧〉的各

種情況，親切自然，老少成宜。再如葡萄樹（若十五 1～11 ）、葡

萄園（瑪二十 1 ～品，三十一 33 ～ 44 ）、童女、元寶（瑪二十五

1～30 ）等比喻，也間接都是在表達 f 生命成長 J 的道理：結出豐

富的生命果簣，充滿喜樂﹔或生命空虛、悲恨切齒，悔之晚矣！

比喻之外，基督更屢次直接表達對「生俞成長 j 的渴望，特別

是對其十二弟子的海墓：「你們還不明白，還不了解嗎？你們不記

得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滿了幾霞碎塊？．．．．．楊1們怎麼還不00

白，我不是指著餅向你們說的嗎？ J （參閹瑪十六 5 ～12 ﹔谷八14

～21 ）。但在生命成長過程中，基督的這幾佰弟子，實在也夠「笨」

的，一直到老師死，他們還沒有「長 J 起來。老師復活後，仍然繼

續幫助他們：「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默西直不是必須受這些苦

難，才進入她的光榮嗎？ J （參閱路二十四 25 ～訝， 44～ 47 ﹔

谷十六 9～14 ）。

口干鵬教會的體驗

經過「逾越」的考驗，宗徒們終於靈心開倍而長大「成人」了。

每L前的幼稚幻想一一「老師要作君王，給以色列復興國家」（參閱

路二十四 19 ～ 21 ﹔宗－ 3 ～ 6 ），隨著老師的有形離去而破按消

散。但基督的母親卻在這時和他們在一起﹔他們「都向心合意地尊

重每祈鷗」，內心逐漸穩定整合了起來。靈性之光在「同心祈禱 j 中

不斷增強，照亮了他們內心深處的黑暗，衝破了畏懼、寡信等各種

為雪一一「五旬節臼一剖，他們都充滿了蜜神」（參闖京二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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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靈性上「長大成人 J 的明顯特擻，說是他們對 f 生侖 J 的了館與

貫通：他們與老師之間，閱始有完整的生命交流與共融。以前他們

誨定是「絕對不可 J ，完全無法接受的事，現在成了他們生活和宣

講的中心：「就是你們所釘死的納區肋人耶顱，天主使抽復活了﹔

除她以外，決無毅握。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膝下別的名字，使我

們頓以得救的」（參闖京二 22～ 36 ，三 12 ～ 15 ，四 8～12 ）。

宗徒們有了這番 f 長過來」的深切鐘驗後，也就變得像老師一

樣，一心為「羊群」的靈性成長而貢獻一切，甚至捨棄生命也在所

不辭。在他們所留下來幾封信函中，可說都是在鼓勵信友們要垣心

堅忍，結出生命的果賞。譬如「弟兄憫，直到主的來臨，應該忍

耐，看，農夫多麼忍耐，期待固地裡寶貴的出產．．．．．．你們也該忍

耐，堅問你們的心」（雅五 7～ 8 ）。伯鐸前書說： f 你們原是藉

生活而永存的天主聖言．．．．．．是由於不能攘的種子，得以重生。所以

依們應卸初生的嬰兒，貪求屬靈性的純奶，為使你們靠著它生長，

以致侮救」（他前一23 ，二 2 ）。保除在這方面的體驗與衰遂，更
是懇切感人，臨時都會流露出他對 f基督團體 J的海宰一瀉莓他們

在基督內早日長大成人。「弟兄們，我能前對你們說話已，還不龍把

你們當作屬神的人，只能當作屬血肉的人，當作在基督內的嬰孩。

我給你們喝的是奶，並非飯食，因為那時你們還不能眩，說是如今

絃們還是不能，因為能們還是屬血肉的人〈格前三 1 ～ 3 ）。當裁

是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葾像孩子﹔幾時我一

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格前十三11 ）。我們各人所領受的

恩寵，卻是按照基督恩腸的尺度．．．．．．為建樹基督的身體，直到裁們

眾人都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使裁們不再做小孩子，為各種教

義之風所飄盪，所捲去．．．．．．反而︱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長逞，
：＂＂：：結於都詢：可首的基督 J （弗囚 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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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舊約蒙章站
在舊的的背景中，基督戒指出的靈性成長「不是為嚴除法律或

先知，而是鑄成全」﹔她常用的說法是： f 你們一向聽過給古人說

．．．．我卻對你們說．．．．．．」（參閱瑪五17～48 ）。保祿更把認識基弩

之前的時觀看作「蒙學」期，梅瑟法律是啟蒙師，領人歸於基督。

人一且有了 f 基督信仰 J ，就不再處於啟蒙師權下了（參閱迦三

23～ 25 ﹔四 1 ～11 ）。從心理角度來說，兒童的顯著特徵是好

奇、幻想，依照本龍的 f 快樂原則」（ Pleasure Principle ）而

生活。現在我們就斟靈、心整合的方式（靈性成長與心理成長的相

互配合），來指出「信仰蒙畫期」的主要特徵，這可幫助我們很容

易看清楚什麼是真正的信仰成熟一一在基督內的長大成人。因為心

靈的幼雅和心理的幼稚很相似，而個人信仰的蒙重點和一個民族的

憎懂！也是大向小義。、如果我們會參照運用，那就更容易 f 長過

來」，減少好多無謂的掙扎與痛苦。

付新奇好玩，顯靈顯學

薔約中有很多這鑄的最材，我們選一兩幅作為實例，其他自可

、舉一反三、不賈府喻。首先我們可看「厄里亞與假先知比試」（歹d

i上十八 21 ～ 40 ）。如果我們以f 董心」來看成是講給見畫聽，大

家－：：定會看得專心，聽得 fλ神 J 0 厄里亞一人對四百五十人﹔同

樣聶隻牛績都殺好放在木柴上﹔若誰的神能降火焚燒犧牲，誰的神

越是真神。巴耳神的四百五十個先知「從早晨直到中午呼求巴耳，

但沒有動靜﹔他們也在祭壇旁跪下起來， j!)5但不停。 J 厄里亞譏笑

他們說：「再大聲呼騏吧！也許他出去旅行或是正在睡覺，必須把

他且J.j.醒。 J 他們就更高聲騙阱，並用刀槍割傷自己，直到全身流

血﹔一直到晚祟的時候，仍然沒有聲音， 1竟有反應。設在此「一無

所能」時，厄里亞lllj.民眾過來，站在他重新整修好的「上主祭種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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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然後吩咐他們盛滿四桶水，倒在全婚祭（牛續）和木柴上﹔

「再倒一次！．．．個第三次！ j 祭壇周圍都是水，四處奔流﹔底里亞

一呼求上主，立即有火從天降下，燒盡了牛樹、木槳，也燒乾了四

周的水﹔全體民眾俯伏在地說：「雅戚是天主，雅威是天主＇ j厄

里亞隨即盼、咐民眾們提住巴耳的先知，一個也不讓逃走，把他們全

部殺掉。

再去日出谷紀所謂的 f 十大反難 j （出七～十二），其表達三台式

和基本心態，如果以基督的「逾越 J 來對照一下，那截至石分興，

可立即看出成熟輿幼稚的截然不用。一是童心式的一廂情願，說姐

兒童騎竹馬神道太空，戰勝外星人，驚險奇妙，「好玩」！極了。一

是全心信賴天矢，雖然一直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投有任何動靜

（比如大地崩裂，吞誠那些惡人），甘心護自己的血流盞，而不是

殺盡敵人露他們的長子。

白自發滿足，勝過對方

這個特徵我們也選用 f 實倒」來說明。這不僅比周文字要簡單

方便，而且在教呆上蓋章會事半劫倍。譬如梅瑟額以民過缸海後的﹝

凱旋歌 j （出十五 1～10 ），其歌頌中心與重點是：「雅威將法郎

的戰車與騎兵，全部淹投海中，毀滅了他們。 j 在心態土很像幼童

靠著爸爸的幫助，勝過了其他小朋友，且能騎在他們身上一一好得

意，好神氣！第二個倒子翁們可用「大讚歌 J （詩一百三十六〉感

恩頌，領唱者敘述上主的種種恩惠，全體同聲答唱 F因為祂的仁慈

永遠常存」。先歌頌上主偉大寬仁，創造了宇宙穹蒼、日是星辰一

表達得很好，顯得相當成熟有智慧。但從第十節開始，「童心重語J

叉都跑出來了：融擊殺挨及當生、抽淹投法部軍隊、她嚴懲強悍圖

君、抽殺死海個、她殺死那個，她便以色列f占領他們的土地－ r 因

為抽的仁慈永遠常存！ j 說逼些都是 f重言 J ，因為我們有基督的

f真言」作比照，她的宜昌草和生活懇切告訴我們：「航們當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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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仇人，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欠的子

女。因為她便太陽上升，光照善人，也光照惡人﹔降雨給羲人，也

給不羲的人 J （參照寫五 43 ～ 48 ）。由此可見，在基督的心目

中，所有的人都是天欠的子女（由海之內皆兄弟〉，而我們的「憎

懂、愚昧」卻在製造分裂、仇恨、殺害、毀被一一並且在這一切中，

我們一定要「勝 J過對方，非 f 贏 J 不可。

臼福驀物化，血肉無明

此←特徵可說是土述幼雄心態的自然結果。就姐兒童尚不了解

事物的真正價值，自然會以外在的吸引來作選擇的標擊。為一個兩

三歲的孩手，面對一隻精美的小小手錶和一個顏色額亮的大汽球，

他一定會跑著去抱汽球，而不會選手錶。同樣，當我們心靈尚在幼

稚階段時，翁們所認鑄的福樂賞報〈以及其反面的災騙、痛苦、懲

罰），自然都局限在「顏色顯亮 J 的外表上，而無法了解心靈蝠樂

的真相也因此舊約中所強調、重視的騙福是： f 我要使你成為一個

大民族﹔請你仰觀蒼天，數點星辰，你能夠數清嗎？一一蝕的後裔

也將這樣﹔我必多各祝福你，使蝕的後裔繁多，有如天上的星辰，

海邊的沙粒」（參閱創十三 1～ 3 ，十五 1～ 6 ，廿二15～18 ）。

當然子孫泉多就必須土地嚴擱，出產豐富﹔所以上主同時也要

「臨給拉色列子民：能曠野直到黎巴嫩，自大河噩噩：大海日落之

地，都是你們的領土」〈若蘇厄誓就是奪取這塊土地的記載）。這

塊土地是「流奶流蜜 J 的福地： f 羊群滿山道野，佳未滿坑滿谷」

一蜜詠六十五（六十四）以詩歌方式在歡呼描述。
現在我們以基督所顯示的「成熟心靈 J ’來看看這些記載。首

先，就是所說的「後裔繁各J•i以當時情況而言，充其量也不過幾

十萬人。荐者，十三支援前政佑的土地1·,j 比他們所希望的「由大河

（幼發拉底〉直到大海（地申攝）日落之地」小了很多很多﹔ 8日使
全照他們的希望實諷，實盟員土仍只是一塊小地方。第三，這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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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貧瘖’非但不流奶流蜜，而且多處連水都1宣布。第四，他們所

用的「玫伯、殺絕」手役，其結果是永無寧日一不斷﹝動嘴流血j;

過去如此，今天做乎也未有多大改變。爾基督帶來的 f 福音」一團
懶惰樂，首先是人同為天尖子女，彼此必須接納寬恕，這樣才能

從根拔除分裂、仇恨，才能徹底消峰彼此相加的殺害、毀棋。 f 溫

良的人是有詣的，國為他們要承受土地﹔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J （參閱瑪五 l ～I~ ）＜·~、人果能韌此方

向成長發展，大地將成為人類所周層共辜的 f 福地」﹔自然的官
誨，將為人類湧流出 f 奶和蜜 J一一四海一家的交流與共融。

心靈的「級明 J在面對痛苦時，尤其顯得格外分興。就妞兒童

喜愛搪采、玩具，而不肯「吃苦 J 作lJJ輯﹔不得日前讀書作~讓

時，心翼仍在等著快作完後，既要得到的玩具和糖果。咨詢所說的
「這實在是一個有智慧，有見識的大民族 I JC 參閱申自 1 ～ 9 ) 
積其上千年的生命經驗，對痛苦（善人為何受苦〉所給的「智慧 J

解答，可說說是約伯傳。這個傳杏故事所描述的主角，的確是一位

「十全十美」的古聖先賢，尤其在他笑道無妄之反而家破人亡時，
的能白宮伏叩拜說：「上主所綴，土主收間，聽上主的名受讀美！」

（參闋的伯傳第一主黨）以當時人類的心靈情況而言，這實在是「完

善J 之歪，無以復加了。但在其 f足矗封頭頂都長毒瘡 J 的痛苦

中’的伯雖努力「由天主接受災繭」，可是也無法不「詛咒生臼，

厭惡生活，自嘆俞膏，哀訴慘狀」（參闋的二～七章〉。如伯的好

友輪流苦勸他向上主認罪悔改，痛苦即可消失﹔而的伯堅持問心無

愧，一身清白純潔，自己完全是無辜受難（參閱約九～三十七）。

最後上主向約伯講話，的伯懺悔認錯，上主加倍報答他：財富之

外，叉生七男三女，安享一百四十歲高齡〈人生七十古來稀），見

到子縣直到第四代，然後壽終謝世（參闋的三八～四三）。

如將基督的「親身連通 J和此傅春錯過相互對罵一下， PJ立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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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蜜的的最大智慧仍停留在「比世 J 的層面土一一今生會獲得

「加倍」的賞報（財富、子女、高壽、尊榮等）。基督完全純潔無

罪，卻被打得遍體鱗傷，釘在十字架上（連用手來撫撫傷處都不

能），如以舊的的心態來描寫講述的話，至少此時應天降烈火，或

大地裂開，消被那些冤枉殘害抽的惡人。但一直到死都毫無動靜﹔

她死後被埋葬，第三天悄悄地復話，依然沒有什麼「賞報 J 出現。

殺害她的那些人繼續有權有勢，享受榮華富貴，沒有遭受什麼「觀

世應得 J 的報應。此種不局，可使我們 f 看清」心靈成熟輿幼稚，

畢竟玉石迫剔，相去「天壤 J 一一一是 f屬於下地」，所議論的智

慧仍是下地的智慧﹔一是「來白天上」，祂所議論的話「說是神，

就是生命 J （參閱若三 31 ～詣，六 61 ～ 64 ）。

最後我們不訪以一首有如兒歌的小詩，來總結以上所述，這接

或可更易於「默存心頭」（牢記在心），不斷在生活中提醒自己，

努力向基督的「圓滿年齡 j積極成長。

門前小坑水，世土大汪洋：

手才真怨衣粉，足祖草委褲長﹔

祇知結果好，無力喻書香﹔

一旦明寧波，鳴然悟心育。

一三、新約成年期

從黨章期的幾個特徵中，我們巨大致看出靈心成長、成熟的積

極方向。在此「新約成年期」的部分裹，我們要從基督的「生活傳

真」中，特別舉出四個重點，希華更能有助於心靈的長大、成熟一

「饒有基督所績有的心情 J 0 

付自表相看到真相
這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從象徵讀j實體，一是由外表到內心。

先說象敏，再說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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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破傷的蘆葦，研折斷：將熄的燈心，她不吹擴 J （參閱瑪十

二 15 ～ 21 ﹔依四十二 1 ～ 4 ），從基督的治癒疾苦、召選稅東、

接納界婦等事跡中，我們可立部看出 f 破傷蘆葦、將熄燈心 J 的象

徵意義，每一個人在基督心自中都是寶貴的，融渴望每人都能活得

像天欠的心愛子女。再如說者若翰宣講悔改的洗禮，「修車上主的

道路 j ，其實體內泊是指入心的慎恆、狂妄、詭詐、貪婪等，這些

必須斟平、填滿，使內心恢復其應有的平靜與安定（這在別處已分

享過，無氮重贅，請參閱神學論集＠ 246 ～ 247頁）。經書中有很

多這樣的象徵題材，現再舉一例以概其餘。 f 翁狼將與羔羊共處，

虎豹將與小山羊同宿﹔牛績和幼獅一向飼養，一個幼畫即可帶領牠

們」（參閱依十一 6～ 9 ）。透過基督的「生活傳真」，我們倒不

難體會此段值文的實聽意溺﹔恢復原有的自然和諧，尤其是人性內

心以及彼此間的木然和諧。比如，人有溫和與凶猛、善良與殘暴等

不同面貌與心態﹔一個女性如果凶得像隻老虎，那和她接近的人很

快就會被「陵傷」，甚至陵死﹔反之如果抽能發揮母性，就像老虎

車馬爾照謹保護牠的虎寶寶一樣，那麼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真是最

溫暖安全、最快樂幸福了。男性也是一樣，一方面充分發揮其人
性本有的溫和善良，但同時於面對邪惡、危難時，更能勇猛直前，

奮戰到底。基督和其母親說是這人性「木然和諧 J 的完美典型：在
無比剛強的男性中，基督也充滿著 f 如同母蓋章把小罵聚集在翅潛底

下」的慈愛與溫暖﹔聖母有春暉浩瀚的母愛，同時也有「站在十字

架旁」的無比剛毅和勇氣。人在內心有了這樣的木然和諧，那人典

人之間以及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巴是不言而喻了。

從象徵能逐漸看出實鐘之後，由外衰退入內心就會相當容易。

譬如「用不潔的手吃飯（進食前不先洗手），並不使人污穢﹔由內

心發出的惡念一凶殺、邪淫、貪婪、狂妄等才使人污穢 J （參閱瑪

十五 1 ～20 ﹔谷七 1 ～23 ）。基督和其當時的宗教人士，尤其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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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塞一熱誠跟人士的最大不同，可說就是在於外表與內心。基督強

調一切宗教行為，比如祈轉、施捨、禁食等，都應在內心面對天父

而行， f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一而不要如閱價善人，在人

前行仁義，為顯示給人者。我實在告訴你們，徐們巴獲得了他們的

賞報」（參閱穗六 1 ～18 ）。同樣，由此「內心 J基督稱讚一位窮

寡婦的捐獻，說她 f比所有投錯昀人投的更多 J ，雖然在「外表 J

上，她那兩個小錢比誰投入的都更少（參閱谷十二 41 ～ 44 ）。這

可使我們清楚了解，基督帶來的「成人 J信仰與心靈成熟是： f不

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

之欠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 J （瑪七 21 ～ 23 ）。

白自血肉進入，心神

還可說是基督在「新、舊 J 之間所劃的分界線’，也是初期教會

在心靈成長上所鐘會的，「屬靈屬神 J 和「屬血肉」的根木不同。

基督的信仰心態可用一句話來表達，那就是「以心神叫真誠朝拜

J 食jι。由此對很潔的「誠一？敬」，而流露出對「人 J 的真正接納
與鷗嚷：「你們一向聽過給古人說：﹔不可蠻人 r ......我卻對你們

說：凡向弟兄發麓的，重重要受裁判。你們一向聶說過：不可姦淫！

.~.，. ；；我卻對你們說：凡控鸝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襄姦淫

了她 j （參閱瑪五 21 ～ 37 ）。 r 血肉之見」所以是無明，行不

過，因為其本身說不符合事實 9 其方向正和成長相反，長不成。譬

如基督說：「人子必丟面受很多膏，且要在安殺害，但第三天要復活。J

宗徒們的反廳是：「不可能！這事絕不會臨到你身上 r J 而基督對

他們的「好心」（絕不護老師受苦，被殺害），不但不領惰，反而

冀斥伯鐸說：「退到我後茵去！你是我的絆腳石，因為航所體會

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J （參閱寫十六 21 ～ 23 ﹔谷八31

～33 ）。我們在遇到「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時（比如預定計劃不

能實現，希望的成果落空，親友發生意外，健康突然惡化，祈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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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乾站黑暗等），是否和宗徒一樣：不可能！絕對不能是這樣！這

正是我們 f 由血肉進入心神 J 的好攝會，宗徒們也是這樣成長過眾

的。

當然，基督在生活中不只是幫助那十二個弟子成長，而是幫助

所有的人都能這樣進入心神，長大起來。比如她懇切告訴那些熱情

尋找融的群梁說： r f.t們不要為那可朽壤的食趨勢祿，而要為那存

留到永生的食糧勞碌。．．．．．．使人生活的是神，血肉一無所周」（參

閱若六 26～ 71 ）。對籲故事以否認復活的貿間，融也清楚予以開

導：「你們鑄了．．．．．．復活的時候，也不娶也不綴，就像天上的天使

一樣」（參閱獨二十二品～ 33 ）。這對那些想陷害馳，甚至要殺

掉繭的人，柚仍是「像母聽聚集小為一樣」’懇切勸告： f 如果你

們是亞巴郎的子碌，你們就該作亞巴郎所作的事。．．．．．．骰如天主是

絃們的父親，徐們必愛我，因為我是白天主來的。位如我不作我欠

的工作，你們說不必信我﹔但若是我作了，餓們縱然不會信我，至

少要信這些工作，如此你們必定露出失在我肉，我在欠肉。光在你

們中間還有什亥·y......幾時倪們還有光，應當信從光，好成為光明之

子 J （參閱若八 31 ～泊，十 22 ～誨，十二 20～ 36 ）。基督如

此強調這點，因為「擺脫血肉，進入心神 J 是心靈成長的唯一門

徑，是靈童基土「出死入生 J 的基本關鍵。

臼由自發轉向揖源

人一且能「進入心神 J （或至少能看出「血肉之見」是自討苦

虹、無理取鬧〉，同時也就起步走向很激了。！眉心理的詞彙來說，
這說是兒童逐漸學習著擺脫 f 快樂原則 J ，而以﹝實臨原則 J ( 

R割1 i ty Principle ）來生活一聞始長大成人。兒童只知尋＊f 自： ！~·.＇ 
發滿足 J ，還不會去體會 f 欠真正，心 J 的春暉無膜。心盤上的兒童也

是如此，只知求天主結我這個，給我那個（而其內涵不外乎是「福

歡喜專輯」一成劫胞和、健康快樂、長昌等多福等〉﹔不會去袁滿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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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的心頤，更不會求吃苦犧牲，以隨樂父心。基督的「圓滿年齡 J

一成熟信仰則恰恰相反：「你們先語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

一切自會加給你們 J （參閱瑪六M～ 34 ）。她的生活是一心有

矢，常作欠所喜悅的事（請參閱拙文＜盡付須奧悅欠心＞，神學論

集＠ 404，～ 412頁）。她這 f 生命無他墓，唯求悅文心 J 的自然流

露，使我們不能不想到她和母親闊的親密關係，在母懷中她日懷有

了「照你的話成就 J 的心情，在生活中自然常常「照你的心願實

現」，尤其在痛苦掙扎中更是堅定不移，深切感人。她在這塵世上

雖只生活了種種三十幾年，但卻充分括出了人性能有的一切光輝一

「天人合一」的終極和諧與園融。當然站也切望我們都能分享祂這

「合一」，生會的圓滿喜樂，天人一髓的生命交流與共融。所以抽

敢說們要不斷向生俞根潛之父祈禱： f 我們的天矢，願妳的名受顯

身，頤妳的國來臨，願祿的旨意實現，在人間一姐在天上！」祂也

在欠前時常為我們祈求此「成長」的恩寵：「欠啊！求你使他們合

而為一，就如我們原是一體一樣。 J

在這點上，有時我們不錯「看看」自己，特別是完全奉獻給基

督的兄弟姊妹，隨著年齡的增加，我們的心靈也在「成長一一成長J

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所宜發的三願和基督教我們常求的「三

願」’是否正在日益合而為一？還是往往心口不合，口願心不顧？

甚至變成了很多的「怨 J ？如果我們內心有很多恕，叉怎能流露生

六侖的喜樂？設有「生命活泉心底湧 J 的喜樂，叉如何能走向基督所

！甸事室的終極圈融呢？

仰自分別走向大問
基督帶來的成熟信仰、’取消了人典人之間的任何歧巍與隔離。

戲我們每人的成長蘊驗來看，稚齡階康（比如三至六歲）我們會把

心守自己門前的地麓，只有「我的」朋友可以在此一起玩，外人不可

以，「敵人」更是要趕出去。土小學後，地盤擴大至學校地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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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專之後，心胸也由省市擴大至全國、全球，對人不再那援「敵

我 J 分明，而是逐漸走向「四海一家」的人性共融。

基督的「生活傳真 j 完全實現了中國文化研渴望的民胞物與，

天下大間。首先她不再分外邦人與猶太入，而是一觀同 f 人 J 。她

不但治癒羅馬百夫長的僕人和客納罕婦人的女兒，並立刻意稱讓他

們的信心，以「激勵 J 自己的以色列同胞獲該更有信心：「在以色

列我從未見過一個人有這慶大的信心！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

來，間亞巴郎．．．．．．在天國裹一起坐席﹔本國的子民反要被驅運到外

邊的黑暗襄 J （參閱瑪八 5～13 ，十五 21 ～ 28 ）。她更進一步把

猶太人最輕鼠的撒瑪黎亞人（視之為雜種，根本不算是人），毫無

保留地當作近人，甚至此漠不鷗心的司祭和肋末人更是近人：「你

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邊強盜者的近人呢？．．．．．．的：也照樣去做

吧！」（參閱路十 25 ～ 37 ）基督不僅以言，更以行來表達馳由衷

的重觀與愛護。宗徒們對撒瑪黎雅人怒火填胸，要嚴厲報復刊主，

你願意我們!UJ.火白天降下，焚毀他們嗎？ J 基督翻嚴處責斥宗徒

們，並敏訓他們當有怎樣的精神（參閉路九 51 ～ 56 ）。她和撒瑪

黎雄辯人親切交談，把「湧到永生的水泉」帶給她一「同你談話的向

我就是」，然後叉在該鎮（息哈爾）住了兩天，便很多撒瑪黎雅λJ
都能「認識」柚（參閱若四 1～42 ）。

初期教會在「合一之神」的推動下，很快也超越了法定的人為

阻隔－ r 天主篇為潔淨的，你不可稱氣污穢 r J c 參閱宗十），完
全取消了「受割損與未受割損」的任何區別一「都藉著對基督耶穌

的信仰，成了天主的子女 J （參閱迦三 26～ 29 ﹔哥三 8～11 ）。

這可使我們看出，在心靈土越長大成熟，就越能「愛人如己 J 一由

衷接納重現所有的人和每一甜人。 ;ft們的古草屋先賢所體會到的 f 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 J ，其基礎與完成不正是在此嗎？我們在生活中，

尤其在獨身奉獻的生活中，是否有「分別心目誠 J 的真正成長？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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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愛內成一體 J 的大同喜樂，是否逐漸變得有形苟且？中國文化

與生命好消息的合而為一（福音本位化），可說就是在此，而你我

的生活都是此合一的重要一竅。身為天文子女和中華兒女，這正是

我們的「天賦 J 使命一黨召被「抵遣 J 接入中華民族典文化。

四、結語一藩實民生活中

「為此，凡成為天國門徒的經師，就好像一個家主，從他的寶

庫裳，提出新、舊各種物品 J （參閱瑪十三52 ）。藉著基督的「生

活傳真」，當約的「黨章 j種語，都可成為幫助我們心靈長大成熟

的日期補品，其使用方法就是我們「從幼兒到成人 J 的競身經驗。

記得很多年前讀過張秀亞女士的一篇散文＜童心＞，其大意是談述

山山、蘭蘭，_f{時候買了小鴨來養，由於天氣還冷，晚上他們要媽總

給小鴨華被子。媽媽告訴他們說：不行！小鴨會悶死的。但是「童

心 J不放心，還是偷偷給鴨籠蓋上了棉被。第二天早上，小鴨都「

翻車 J 了。山山、蘭蘭很難過，就彼此說：「小鴨都凍死了，媽媽還

說不要給牠們蓋蓋章子呢！」用這樣相同的「童心」（也就是前面所

卒讀過的「手拙怨女袖，足粗語褲長﹔只知搪呆好，無力喻書香 J 的

童心），我們可從舊的進入新的，由開頭講念而落實封日常生活

中。比如連說一三式發們常會周到（前商已提過﹜，但現在都要加

上「新」的部分。誦念「董雷 J 部分時（她擊毅、淹1暈、嚴懲等），

我們可體會這份「童心 J的可愛好笑，把自己的一廂情願都放在上

主身土（就如山山、請寄蘭說寫婚不肯給小鵑蓋被子，「所以 J 小鴨

都凍死了），但接著要議念基督的 f 生活傳真 J : 

仁慈的天矢，你讓獻的墨子進入人世，生在野外的山洞中一因

為瀚的仁慈永連常存﹔最令使融三十多年做木工，生活清苦，受人輕

視一因為跡的仁慈永遠常存﹔妳給她縛蝠，派遣柚「給貧窮人傳報

審訊...... J 一因為你的仁慈永違常存﹔赫使她 f 成為反對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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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迫害，被釘在十字架上一圈為繭的仁慈永違常存：詠使她血肉

模糊，受侮厚、傷害不能再多的時候，從十字架上寬恕那些傷害釘

死她的人一因為勒的仁慈永遠常存。

「新、舊 J 連起來之後，華夏立即 f 落實 J 到我們的生活中：

仁慈的天食，輸也讓我被人誤會一囡罵你的仁慈永遠常存﹔你

護裁碰到不順利，而且禍不單行一因為甜的仁慈永遠常存﹔你使我

藉著這些不幸，逐漸心靈聞竅一因為甜的仁慈永遠常存﹔林使我慢

慢看出，過去的好多痛苦，原來都是自己在無理取鬧、自討苦吃一

因為j你的仁慈永遠常存﹔神使裁終於能體會一點點妳女心的春暉無

限一因為甜的仁慈永通常存！

附話

欣逢耶師會四百五十週年誕辰（ 1540 ~ 1990 ）暨黃老神師

振國神文晉鐸五十年金慶，謹以此拙文聊表衷心祝賀與無蠢感激之一

傲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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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方／！、路和儒家考進

韓光

的言

三月廿八日，法鷗「生命之母 J (Notre Dame de la Vie ）善

總會長來拜訪，邀我在七月間往法國，參加她們所召闋的一次國聽

研討會，研討蠹女嬰仿德蘭靈修方法。說謝謝她的好意，說明戮的

身體和時間，都不便往法國。她便要求我寫一篇文章，作為參加這

次研討會的論文，又指明論文要討論嬰德蘭的靈修方法和中國文化

可以有的勵係。我答應了寫一篇論文，講聖德蘭的嬰仿小路和儒家

孝道的關係。

一、嬰仿小路

~小德蘭的靈修方法，以一個「愛 J 字作總綱，「愛J的特點，

在於以嬰孩愛父母的愛愛天矢。聖女論自己的靈修方法，為「嬰仿

小路 J 。

「邪if.息示我以神愛文革，惟－.Jl:、曲之路，是路處，，即具小兒

信賴之心，安臥於乃父懷中，泰然無懼。 JCD

歷代學人數部i人們修德成簣，或是逃避人世，聽身曠野﹔或是

潔居靜院，長齋苦鞭﹔或是捨己助人，費竅。力﹔或是靜坐默禱，

互尊心對越天主。單小德蘭則想尋找一種簡單方便的立于法。

「、訣別我雖微小，也可希望做到全人。叫我長大婪，我卻永鈍，

只好邊說我的身材，許多的過犯，想個法丸，我一條小小的升天路

程、又勞蓮，又抄近。好在今世紀有許多新發明，要登堂，＇$.J覓一

級一紋的再爬棒子了，有錢的都安童電梯可代。我也忽找個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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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邪~之前。由於我，人太小，要一步一步，爬這條修成的步，

他本行。

於是這部發新域的新電梯，我求之往止，容量已能如願以償。呆立且

我找到錢句，天主土智親口所說：誰是最小的孩兒，該到身邊來。

這本是我要我的找到了喝，我便靠近了天主。 J@

聖小德蘭發覺了這候 f要仿小路 J ，以嬰兒的心情投奔天文。

這能「嬰仿小路」，非常單純，非常簡模。嬰克對於母親和女裁，

祇有天生的愛心，不推理，不續脅，也不寧寧推究，想用什麼方

法。四歲五歲的小孩，的當天真老實，有什麼就說什鐘，婆就耍，

不要就不耍。父母競所喜歡的，就是遣的天員。若是小孩處計多

端，父母便要動腦筋，管理這種小孩。鑿小德蘭用嬰孩的天真赤

心，侍奪天欠：

「我雖無功，可夭夭念日課，幸福又拿話。其餘書本止絕妙

經文，實在司已耐煩去搜尋。一則太多，令我頭疼﹔二則~J喜好似一

起，說司已有t~,j草都念，念了那一串串好呢？我只字那家識字、 :r-會念

做小孩兒，抱我一心所要的，說給天主，天主常常怪我話。」＠

「又如默想時，往往種草委，謝全體也一樣，求是極該懊喪的

麼？如之何、制;r,;心念、呢？因我想小孩子t ，藏品蕩，或還是告，為父母

的都是一般歡喜，又恕治病，用刀全，必先用赫8年，使熟蜂？為此

忽若生豈容所～言：三缸瓦乳們生永脆弱，因念我們家過是去主而已。J （哥

叫 小孩有種憨心，可以向父母撤韻，父母不但不怪他？也追更喜

愛他， f 嬰幼小路」教導人們對於天矢，懷有這種小孩的憨心，必

才能獲得天欠的寵愛。

小孩對於文母，常有完全的信託。基督在福音土曾經說：

「你們當中有誰，他的兔子要知色，卻拿石頭給他？要魚，卻

拿先給他呢？你們雖然邪惡，尚-ft知道拿好的東西給自己的兒女，

你們在天土的父視豈求更要拿好東西賜給向他有求的人嗎？ J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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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福音第一b幸第九鈴〉

娶小德蘭充分領悟了基督的教訓，她對天欠債若無限度的信

話，一心接受天欠的安排，絕不償援都為自己的好 b 拙文聲明即使

自己有了罪，仍舊不失信託的心：

「益拌我．牽無大鏢，故敢坦然爺看色，欣然向a吾主天主。重F使

乳 Pl心止，有世土種種黃色犯之~遍，仍~失我絲毫黨記之心。心中

一面悔恨，－iii技奔教主懷中 0 －＼！！＂闊的罪惡縱多，一與郭串串相接，

便如一點雪花技入洪鐘，頃刻凋罪惡消除，無跡無影。」＠

這種純掙無邪的信託最使天主喜愛。世上的父母，常能體貼見女

的信韻，用心照顧兒女，兒女沒有想到的，丈母都給他們想到。天

主也是這樣，基督也會說過：

「在你們祈求以前，你們的天父已經知道你們所需要的。 J ( 

瑪竇福音第六章第八節〉

世上的父母前最痛苦的，是兒女不願接受他們的愛，觀不感 J ,: 

恩，還攝棄他們的愛心。鑒小德蘭便想到天失所最痛心的，必定是

世人不認識她的愛，拒絕她的愛。德颺儷向天女賠補這種違背愛心

的罪，她袒聞自己的心，克拉夫文把被拒絕的愛，養起流到她也撞去←

她願作麓的援牲，被愛火所燒毀。

「噫，哦‘主我天主，你的愛情，就人輕真是，被人拒絕，就此，留
在你心中麼？我以為倘有人頌做你愛犬的犧是章，你必宵，頓時焚化

了他，斷司立宵，才巳品走在心頭無窮的愛犬，封饋得密~通風，成為快

化。．．

我的好院長，承你允﹔長，就成此意，春獻於天主，時一八九五

年三月九月也。你知道， －1學獻後，愛文丈夫，海洋似的受寵，奔

居海充溢我靈魂，就從那日起，這愛犬，內 iii燒造成，汁iii 包圍乳，

．．．．把乳球得乾乾淨淨，本讓一些罪過的痕跡留4年我心。 J®

「嬰仿小路 J的特點，在於這種愛心。全心愛天矢，還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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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天矢。別人不愛，自己便多愛幾分。別人拒絕天欠的愛，自己便

盡量接受天欠的愛。好比一家有幾個兒女，兒子都不季，離家出走，

祇有一個小女兒很孝順，她留在家極，自己盡孝道，還代替兄長和

姐姐們意孝道。車小德蘭愛天文的囊，有點像孟子所說的「浩然之

氣 J ，充塞宇宙，包括全人類的愛情。

「但我說在全教會中，我揖買各成各種，均有我在也。我之使命，

我之堂召，惟愛德，足以完成之。蓋全教會之串串家肢體化，必布其

最珍貴、最重要，而司已有少者為。耳艾布：少看，在一身之中，非心靈

而何？心由愛久以鼓其動，以符其動於各肢體。故，l真愛德包＂＂一切全

召，一切使命，無時無地，無一物而弗放包羅者。」＠

這種愛德，說是小孩的愛，因為是赤子真誠，無窮無飾的愛。
但又是動作最高，毅力最大的壁，因為追求天欠的光榮，顧意做一

切的事，以致於流血捐軀。

「我願啟迪人室，如諸先去”，如諸全師。又顧過行天下，傳揚

爾主名，樹立國言學光，之十字祭，於外教之區 0 .41'，僅以一展為宣傳，

心橋本足，并揖賣同時宣講福音於四海，無且已島主巴喬之司q主。吾之顧

為傳教士也亦然，非僅傳教於一時，願白布天地，這天地終窮，而

後乃已。噫，諸顧之土，我尤願者，其惟致命乎！因此又有一癡願

鳥，願司已止一種苦刑，必也種種苦丹j皆備，而後償吾願禹。」＠

這種愛為真誠的愛，頓為前愛的做一切的事。望小德爾懷著滿

腔熱誠，想為天文傲天于：人商傲的好事，但熱腔變成痴心，沒有實
竭的可能。但是每個品天文做事的人都有一封愛心，聖小德蘭就想叫

到外面的事情不能都做到，做哥哥者的愛心，她在心中可以有。把全

世界人的愛心都集合在自己心中，心是無限的，可以包涵無限的

愛。單有一切為天欠做事者的愛心，等於為天文做了一切的事，她

的愛，不僅包插一切人對天欠的愛，還包含一切里每天欠的事，如同

她自己所說：「包羅一切聖召，一切使命，無時無地，無一物而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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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包羅者J。這種愛是最活潑的愛，最積極的愛，無為而無不講的

愛。

聖小德繭的激耶穌基督對天文的愛。鑒于降生成人，為引人額

歸向天矢。基督作為天文的化身，顯示天欠的愛，用譬喻講解，太

陽光照一刻的人，天文愛一卸的人﹔老文歡迎回家的浪子，天欠歡

迎靠人的悔改。基督文作人類的化身，全心孝愛天矢，以至馨行天欠

的旨意為自己的飲食，按天欠的吩咐向人講道，照天失所行的照樣

行事，絕不求自己的光榮卸祇求天欠的光榮，接受天欠的命而捨菜

生命，以教人類。基督的一生，紙有一個愛字，為愛天失而生，為

愛天欠而死。因此，天父兩次聲明基督是自己的愛子，信仰基督，

因著堅洗和基督搭成一鐘，作天矢義子的人，也要以孝愛真誠愛天

矢。蜜小億萬仿致基督的孝心，以赤子的心情事愛天欠。她祇強調

自己的弱小，不敢想如何基督講道殉道，僅只像小孩事事討天欠的

歡心。她的愛，是小孩單純樸素的愛，是小孩無猜的信託的愛，又

是願為天父做一切事的愛。

二、儒家孝道

孔子以仁道貫通全部倫理思想﹔仁為生命的愛，愛自己的生

命，就愛別人和萬物的生命。儒家則以孝道簧臨仁道，在寶路生活

上，孝道包括一切善籠。

論語有子曾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興。」（學而〉孟

子也曾說： f 親親，仁趟。 j （畫畫，心上〉孝這在中國的文化捏，成

了一項凸顯的特性。

孝經第一章開宗明義章，開端第一句話說說：

「孝也看，縫之本，教之所由主也。」
論語和中庸兩加害講這德，為智仁勇三籠，孟子則講仁義種

智，漢朝儒家言語仁義禮智信五常。但無論三達德，或四達德，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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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都以仁德為基聽﹔因為孟子和中庸都說：「仁也者，人也。」

〈孟子盡心下、中庸第二十室主〉仁，為愛生命之愛，一切善德都從

這種很本發出。愛生命，使該愛生侖的很頭，生命的很輝的父母，

孝愛父母，為一切善德的投木。中國歷代的教育，為家教，兒童在

家庭受教育，或在私塾受教育﹔教育的出發點，郎在教兒童季敬父

兒。

儒家的孝道，以生命為基礎，子女的生命，來自丈母，和文母

的生命結成一體。子女的身體，說為父母的遺體。骨子會說：

「身也看，父母也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致家教乎！居處本

莊，特孝也﹔寧君本志，特孝也﹔再皇宮本款，特孝也﹔朋友家信，

特孝也﹔戰綽~鼻，特孝化。五者~遂，或及於是尾，敢::r-赦乎！ J 

C禮記，重己義〉

子女的生活，整個地以父母為自標，行善，為孝﹔行惡，為不

孝。

「吾閉諸曾子，曾于椅諸失于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

為大。父母金而生之，于金而歸之，可謂孝矣。 J （禮記，祭義〉

子女的生命和身體，由父母所生：欠母代表上天，白天母生養萬

鈞而生子女，子女要保全身體和生命，歸於父母，又歸於上天。子

女的一生，為失母而生活，會子叉說：

「曾于司：孝有三：大孝尊鈍，其次熱寺，其下能忌。」（禮

記，祭義〉

于女要努力行善，以牙之父母得到光榮﹔要避免罪惡，以免羞辱

主（ffij: ﹔要奉養文母，使女母生活愉快。

孝經說：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骨。」（鬧索明義章〉

克子求學，培養自己的人絡，進修學諦，知道立身處世，在那

里做好人，在國家作賢士。寫文章，數弟子，能鉤「立己立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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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人」。然後作官，替國家做一番事業，自己的名發達播，取得

官爵，才可以楊名顯幸免。對於究母，克盡了季道。中庸說：

「斧其大孝也A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宏廟

饗之，子孫條之。」（第十七章）

「式五周公，英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寧

君化。春秩’ f步其祖弱，味美安君主，設英裳衣，且已英時食。．．．．．．寧

死去。寧主’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J （第十九章）

子女盡孝乃是終生大事，在時間上為一生的事，在空間上為一

切的事。子女謹言謹行，求自己受人尊敬，父母也受人尊敬。自己

的品位越高，聲望越夭，文母的品位和聲望也提高，這樣才滿全孝

親的責任。舜之尊為天子，以天子之尊事奉父親，稱為大孝。武玉

和局公，繼承了文王的遺志，以仁義治理天下，草草爵達三字。孔子也

會說過： f 三年無故於妥之道，可謂孝矣。 J （學而〉

儒家的人生觀，以心露的精神生活為主，所凶說：「仁也者，

人也。」孝道的自鏢，在於精神方面額楊欠母，且爵位名譽，增加

父母的光榮。在以物質牽養父母時，要以孝敬的心使欠母心情愉

快，孔子曾說：

「今之孝者，’是諸位義。至於丸鳥，皆音色若晨，司已成，何以別

乎？ J （吉爾話，為政〕

在捕神方面孝敬父母， f 樂夾心而不達其志。 J 若是遇到欠母

行事有缺，很恭敬地向父母勸說。指手說：

「事父母幾諜。見志 :;f:J.足，又殺::1'i主，勞而本怠。 J （豆仁〉
父母有過，將損害矢母的聲譽，子女不能不醫學心嚇恭敏敬地旬

父母說咦，父母不蝠，仍舊不改孝敬的心。儒家的孝道，為一種「

尊親」的孝道，孟子曾說：

「天下布達等者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其如爵’鄉黨莫

去，齒，輔世長氏莫如徒。 J （公司車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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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尊 J 上，顯揚父母。這是「成人」的孝，是事事努力

的孝。

三、比較融會

蜜小德蘭孝愛天欠的孝，和儒家孝敬父母的季，在基體上間是

f生命」。孝變天尖，因為天父是生命的根頭﹔孝敬文母，因為女

母是生命的很源。以生命為基礎，孝愛天欠為一生的整個生活，凡

是題，都閱靠天主 9 凡是善，都光榮天主。故生命為基髓，孝敬欠

母，為終生的孽，時時刻刻都要 f 尊親，弗厚，能養。 J儷家的季

道，可以用來事學天主，而且也只能用為事春天主。文母雖是生為

根漲，炙母也是人，又為自已生命的超額，不能作為子女生活的最
終目標。儒家的孝道用為事奉天主，即 f 尊裁，弗厚 J 的道理，可

以圓滿地貫遇到 I 嬰街小路」，一誼到基督以光榮聖女為生命的孝

道。現代中國的社會已陸改變了生活的鏡範，倫理規條也改了，傳

統的孝道，逐漸消失，雖然有心人士還在努力保全幾份孝道的精神

和生活，但決不可能以子女作為父母的遺鈕，全心事奉尖母。儒家

孝道的全部精神和意義，也若能提高用為孝敬天主，不僅使中國人容

易懂得人和天主的關係，也可以造成一種合於中國文化的軍修途

徑。再融會到「嬰幼小路」裡，及能結合全誼會的當代靈修新途

徑，放出東方的色囂。

「嬰仿小路 J 的孝逼和儒家的孝道，有一樹大不同點，前者注

重在f 愛」，後者注重在「敬 J 0 愛，以平等相結合﹔敬，以上下

作Jj!g趣。聖小德蘭愛天欠，以赤子的愛，緊緊投在天文優捏，親眼

蜻憨 3天文則以聖寵提高蜜小德蘭的心靈生命成為天主性的生命，

生命相似，乃能結合。儒家的孝敬，則以丈母為長輩，子女壁而

敬。敬有距離，儒家的鐘，很注意這一點，朱熹家體就說：

「居闊無事，則伶於父母費（翁）姑之戶時，豆豆貌必恭，執事·）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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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恰聲。出入起居，是、護扶衛之，家致涕唾喧

呼於父母之例。父母舅姑本命之坐，家敢坐，~命之逞，~致

逞。 J®
禮記書裡的內用篇，訂定的家中生活的古麓，更加嚴密。但是

歷代的中國家庭裡，實實在在遵守這種規矩的，祇有達官王公的

家，一般平民的家都很隨便。但普遍說來，敬字還是子女對欠母應

有的規短。至於歐美方面，子女對丈母的親暉，也祇在兒童和少年

時代，成人以後攝表示在欠母前不必拘束。「嬰仿小路」所以以小

孩對丈母的親臨作為事奉天欠的特點。聖小德蘭在天文前不顧長

大，但願常是小孩，常有赤子之心，常能親眼攝憨。其實人的生

侖，雖到了七八十歲，在永久長在的天女前，算得f十痠？在天文前

i竟有時間，祇有現在，一歲高歲相同。中國會以七十歲的老萊子，

室主衣娛說，作為妙談。七十八十的人，以小孩赤子之心，娛樂天

矢，該是正常的事。成年人、老年人，所有知識才能和專業，在天

欠前又算得什麼？天欠銀本就不看在眼裡，這一切不是天欠的恩

蜴？天欠看的是人的一顆心，心能純潔樸素，常有小孩的天真，才

是天文所看重的。因此基督說：「人不變成小孩，不能進天主的

圈。 J

儒家孝道的敬，教小孩學大人，變成少年老成，知道尊敬父

母，不敢親近。但是小孩跟父母，不講敬，講愛，講親眼 e以赤子

之心孝愛父母，中國可以懂，但是在心理上，則有一種疙樁，因為－－ _,,-,, 

歷代對於上天， l薇講敬，不講蟹。「敬天」， l'J中國的古訓。而且，

人對於上天的敬禮，由皇帝代行，歷代祇有皇晉可以接天，「郊祭J

是皇帝的特權，皇帝舉行郊祭，具體的隆重為朝~典瞌中最隆重

的，皇帝學行郊祭以前還要考慮是否國泰民安，沒有違背天命。民

間以來，皇帝投有了，郊奈不舉行了，敬天的典禮就消失了。要中

國人以小孩的赤子之愛，和上天相輯駝，中國人總覺得太不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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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西洋以男女夫妻的愛，象徵信徒和基督的愛，中國人認為侮房

基督，不倫不類。不過，孝敬上天，中國人是可試懂的。目前，中

國社會的家庭，兒女對於父母已經失去了傳緝的敬，逐漸有行歐美

的親眼了。在這種情景之下，便可斟改變傳統的心理，對於天矢，

以愛，而又不忘以敬。

曾經在此國聖安德議院晉陸司鐸的陸徵J詳神矢，晉鐸典禮以

後，他不敢每日舉行彌撒聾祟，因為他在年任欽差大臣時，朝觀園

玉，戰戰競竄，唯恐失禮。舉行彌撒聖祟，面對天主，更形悲懼。

後來，好友們給他解釋，舉行彌般是代表基督行祟，基督為天主聾

子，以學子的身分向天行獻祭，何必害怕，陸神父才有勇氣上祭

台。我們當愛天矣，也是和基督結成一鏈，因基督而成為天欠義

子，同基督一起，以基督的心樁事愛天矢，可以不褻凌天矢，和天

父相親近。

當科學發達，物質文明達為高宰，人們的心靈反而覺到乾枯

了。當人類經過兩次大戳，又經過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仇恨悲怖

以後，人類更需要同情。聖！J＼德蘭的赤子對天欠的愛，成了當代教

會的結神良藥，「嬰幼小路」引導現代的人奔向天矢，感到無限的

溫暖。我們中國人蘊過八十年的內亂，受過日本人的毒殺，受盡共

產黨的迫害，能夠學自向天，以赤子呼瞋天欠。史記上說：

「夫夭者，人之始也﹔父母才，人之本也。人窮則返本。故勞

苦倦棍，永嘗家呼天也。展痛慘蟬，永當家呼父母也。 J®

a 我們現在以赤子之心，愛慕天主，精神有寄託，生活有目標，

心靈可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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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史記，鹿原寅生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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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政治〉譯法感 t ,. 

廖溝韓

本書原名世ie Politics of Jesus ，中文譯本版權屬於加拿大

的Faith and Life Press ，也香港宣造出版社總代理，出版日

期： 1990 年 6 月。

本書在一九七二年首版問世以後，就在歐美的神學園和教會界

裡面引起相當的震據和回響。彼時正是歐陸的「政治神學 J 和拉丁

美洲的「解放神學 j大放吳建主之時。所以本書立即在這二種辦學中

估了一席地位，並且立即成為暢銷書，廣受歡迎和討論。至今已發

行第八版，並以五種語言（不包括中文和英文）問世一一德文、法

文、西班牙文、瑞典文、荷蘭丈。

本書作者 Jobn H. Yoder一生從事神學教育，現在任教於美國

印第安那州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主控辦學、

倫理學和教會歷史。他曾捏任普世教協（WCC）歷次大會的顧問。

本書可說是他的成名著作。譯者翻譯本書的動機出於這些年來跟原

作者的接觸（他是譯者在學業上的指導教授〉一一在修他的課、讀

他的作品，並在平時跟他談話之中，發現他不只有堅定的信仰， l閒

且在學術研究土也有很大的成就﹔更發現他的思想和著作，十分適
合現代身處社會政治動亂不安中的基督徒。乃趁就近之便，進行這

本他的成名作的翻譯一一在翻譯過程中經常討教於他，以求翻譯之

忠實。

在研讀本書之前，讀者最好先對作者的背景和立場有擺略的了

解。 Yoder 是現今國際知名的基督敬和平主義者，他的出身背景就

是堅守和平主義的重洗派（ Anabaptist ）傳統。他在瑞士的巴塞

大學（ University of Basel ）取得神學博士學位，曾經拜師新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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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學大師巴特（ Karl Barth ）。這些背黨都反映在本書的篇頁

中。

作者的方法論在第一章中交代得很清楚。他的原則是根據新敬

的傳統一一以學極為啟示的主要來漲，並主張聖經（特別是新酌〉

的教訓l仍然適用於今天。在「本序」和「後序 J 中，他還強調本書﹒

的方當深受所謂「蜜經實在論」（ Biblical Realism ）的影響。

這種「聖經簧在論 J 的意思是說：「讓星星輝說出自己的話，而不要

帶著保守的經聽哲學（ scholasticism ，即現今所謂的「基要主

義 J ），或太過開放的科學攘攘論（即所謂的「歷史批判 J ）的影

色眼鏡去解釋聖經。 J （頁 262 ）換言之，作者引用聖經的方法是

先找出該經文的原作者對他的讀者所娶妻遠的「原意」。這並不撈

餘聖經批知l者所關心的口傳問題、編算問題和歷史性的聞題。

棍讓這種方法，作者主張基督教倫理應語從聖經中找根攘，這

是基督教倫理的獨特處，也是它有別於一般倫理的地方。所以基督

教倫理跟做為耶穌門徒的道德了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耶穌的生

平和教訓，應該是今天基督徒制定社會或政治倫理的依據。這種以

聖經為啟示的主要來頓的說法，主要是針對舊教（天主教）的傳

統而說的。一般天主教的傳統都沿襲中世紀多馬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的「自然神學」。這種自然神學斟為啟示的來聽不必全

部來自聖經，也可從上帝所創造的「自然律 J 中找出來。因為自然

律臣是上帝廷的，必定有一種準則可做為人類行為的規範。所以這

種自然神學的倫理可以從所謂「萬物的本性 J 中找尋道德的很攘，

而聖經的重要性便被貶為次耍的地位。耶穌跟我們之間的關係也被

淡化。

事實上，這種不以盡趣的啟示為獨特的傳統，並不是天主教神

學的專制。基督教的神學家中也不乏有此類似主張者，例如，史價

哲（ Albert Schweitzer ）的「過渡期倫理 J 些主張耶嚴和福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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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具有一種終宋論的思想。他們都認為這世界不久就要毀瓣，

上帝的天國車主要降臨﹔所以他們對某種程茵社會制度的存在都不感

興趣﹔也所以耶酥的倫理教訓根本不顧心社會的問題。她的教訓l都

是一些有關天國將臨的事，由然天圖將臨，所以不必為安全的緣故

積鑽財富﹔當被 f 敵人 J 欺負峙，也不必計較，因為現有的社會價

值即將消逝。換言之，這種過渡期的倫理主張，耶穌的倫理教訓只

適用於第一世紀初在巴力斯坦的那些耶穌的跟隨者，1劫銀任何其他
時代的社會倫理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

此外，作者也提到H. Richard Niebuhr 的「三一教義倫理 j 0 

Niet:uhr 主張任何聖子的倫理 U！日耶穌的教訓和模範），都必須按

接聖女和聖靈的倫理來補充甚至修正。因為聖失是整儕宇宙世界的

創造者，她的旨意必須具有優先的地位。然而Niebuhr所強調的，

可能是聖靈在倫理抉擇中的地位。此處的聖靈啟示是指整體歇會的

決定、先倒、協定，是在整個教會歷史中，透過基督與文化之闊的

相互關係而這致的。這些決定都是由教會傲的，可位親為聖靈勤工

的結果。換言之， Niebuhr的理論主張教會傳兢的啟示，應該可以

高於聖經的啟示（見頁 107～ 108 以及Niebuhr, Christ andCul-

t肘h pp.BO ～缸， 114, 131 ）。這種說法跟天主教注重教會傳

統U及教會的教導權威（ Magi s.terium, Teaching authority) 

的說法，可說不謀而合。

除了強調聖經啟示的獨特性之外，本書的另一個方法論，是在

於價設聖經（特別是新的〉的教書II具有社會和政治性的意義，而不

是只供個人靈修之舟，更不是只關心個人的拯救。這一點是作者對

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 J 教義而傲的反駁。 i馬丁路德的辦學強調的

是恩典和個人得敦的事。這種說送自宗教改革以後，一直在新敦的

神學和倫理思想中勢演主要的角色。根按這種看法，信仰是屬於個

人跟上智之間的事﹔它跟社會和政治的問題毫不相干。因為上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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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拯救的是個人的靈魂。若要把信仰勉強跟社會扯在一起，這種看

法以為：只有個人的罪被洗淆了，只有個人跟上帝有正確和密切的

關係’社會才有完全的可能。換言之，要改變社會，就要先改變社

會中的個人。這種對個人和自我的強調，正是近代的實存主義者對

信仰的詮釋。其代表者可推祁克果（ Kierkegaard 〉和布特曼（

加ltmaun ）。依讓他們的看法，倫理所強調的只是個人的層面，

而較投有社會或政治的層面。

最後，有關方法論的問題，有一點不可忽略的是作者的「和平

主義」的確信。他的立場與一般解放神學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他

不主張暴力，而主張以無揖抗的"jJ法，來達成基督徒關心政治、參

與社會的目標。

介紹至此，讀者應該可以大概揣摩出本書的主題。本書可以分

為二部分。前一部分是從福音書的記載中，找出一個 f 政治性 J 的

耶穌。後半部則從保羅及其他使徒書信中，找出他們的信息的社會

性意義。作者以為，只有從政治吐會的觀點來看擊京新約聖經，才

可以看出耶穌的生平和教訓眼便徒們的教訓！一致的地方。

在探討福音書中耶盡量的生平和教哥II時，作者發現耶歸自出生以

迄受難， 1全有一刻不跟政治真是騙。在她龍生以前的馬利亞尊主頌

中，我們可以很清踅地看出處迦比人的怒吼（路加－ 51 ～品，特別

是52節： f 他把強大的君王從寶座上推下去．．．．．．」）。再署耶穌在
傳道斟前所受到的三個試探，投有一個不在暗示耶獻扮演敢治領袖

的角色﹔第一個試擺（石頭變成麵包〉的用意是說：「餵飽群眾，

你必可成為玉。」（ 37頁〉﹔第二個試探〈向撒但下拜，以得到天
下萬國的權桶和榮耀）之具有敢指控更育解釋﹔第三個試探（從學

般的最高處在于iY5 ）可說是f表示一種為宗教和政治自由而奮闊的

信蹺，其目的是讓耶穌成為最後的『勝利者J)oJ(38頁〉再看耶

穌在傳道之初，在會堂所讀的經文： f 主的靈降到我．．．．．．他差遣我



（邱縣政治》譯往成／書評／ 427 

宣佈：被攘的，得釋放﹔．．．．．．受歡壓的，得自由...... J c 路加固18

～19 ）。融的政抬領袖的身分漸漸顧露出來。我們不必再一一列舉

下去。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在告訴我們，耶穌的生平經常面對一些來自

社會和政治方面的道德挑戰﹔而柏前傳的融晉絕不是一種跟社會脫

勵9個人靈魂得敦的事，而是要求她的跟隨者要「背起十字架」來

跟隨站一一意思是說，做為耶穌的門徒，說要隨時面臨並接受來自

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迫害。耶穌臣是「彌賽亞」（教世主、解放者），

就必須面對任何 f 解放者」所需傲的故治性抉擇。她甚至會徑一再

函對使用武力來解放當時的猶太百姓的試探。耶飯的門徒中，有許

多人實跨上就是主張以暴力推翻羅馬人統治的「奮說黨」徒。這更

證閉了耶師傅道生涯中，經常受到一種「打著正義的旗號，來行使

暴力的反就（異簇統治〉」的誘惑 c 264頁）。從耶穌以凱旋的「

王」的姿態進入耶路撒冷，猿人爭相以「寓歲 J c和歡那）的口氣

歡迎她的景況來看，她更是當時猶太人所期望要帶領他們從事「聖

戰」，推翻異族統治的政治領袖。她在客西馬尼竭的禱告中，以痛

苦和掙扎的心情，祈求上帝 f把這苦杯移去 j 。這話的真正含意是

甚麼？當時她掙扎要做的抉擇文是甚麼？飯若我們把耶獻看成一個

眾人所擁戴的故治領袖（這可從融騎驢子進城的情形中看出），即 t

答察就很劉顯。

就如作者所說：「若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唯一可以想像的情況

．．．．．就是在這最後的關鍵時刻，耶穌s心中仍有一種試探，使她『再

次』考慮暴力（彌賽亞的暴力〉的可行性﹔這是馳聞始傳道以凍一

直面對的試探。」 c 50頁﹜換言之，耶穌在客西馬尼圓的禱告，寶

路上說是「當王 J典「被釘十字架 J之間的抉擇和掙rL ：若接受群

眾的要求，帶領他們從事拉爭羅馬人的好動，她鼓是 f王 J ﹔若拒

絕這種要求，抽揖要被百姓唾棄，按釘十字架。在她的十字架土，

在 1 ﹔

' 

、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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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控告糙的罪名（猶太人的王〉更是明白地指出耶穌在羅馬人眼

中，就是一個攝動群泉暴徒的領袖。

至於耶獻聽什麼最後終究拒組以暴力革命的方法來從事她的政

治活動 f 則要歸因於作者所主張的和平主義的倫理。總而言之，耶

穌絕不是一個棋政治絕緣的宗教領袖，而是一位真正參與政治，而

且會極發揮政治影響力的人類「教主 J 0 

在談到以耶歸為我們的榜樣時，說們必須了解作者所議的耶

穌，是那位曾經存在於拿撒勒的耶穌，而不是教義土所教導的那位
遙不可及的「基督」。換言之，木蓄所描述的是耶穌的人性，而不

是軸的神性。前者跟裁們有一種適切的相關性﹔後者因著重形而上

的了解，所以比較不具倫理的適切性。

本書對使徒們的思葾也從社會性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別於傳
統的了解。例如，在論及使徒們（包括保羅〉對「服服」的教訓！時，

作者主張，幾乎所有的使徒都勸勉讀者裹在現有的故役世界中願跟

一一妻子要跟服丈夫、百姓要服服放府、蚊隸要順服主人．．．．．．。因

為只有這樣的服服，才能見證那都將來臨的「解放 J ( 265 頁）。

作者這種對緻服的看法，跟他堅守和平主義的立場有極密切的關

係。但他的和平主義叉跟一蝕的和平主義有所不同，一般的和平主

義雖反對暴力的行為， f 劫不反對以適當的非暴力方法，來取得他

們想得到或有權利得到的任何東西。」（ 254頁）而Yoder的和平

主義並不只是放棄曇力的使用而日，他也主張任何 f 足以侵犯別人

尊嚴的一切強迫性作法 J ，都應放棄（ 254 頁〉，因為這是那位被

釘十字架的耶獻研留給我們的榜樣。

但是對羅馬書十三章所說的政府的權威問題，作者的見解卸跟

他對顧蟬的理論有點出入﹒造極他十分反對傳統所說：政府是上帝

所設立的，所以基督徒應該披從敢府，為的是要在良心上支持政府

罰惡獎善的身能。在第十章中，作者以護主義的篇幅對羅馬書十三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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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的經文作了釋義。他所得到的結論是：這陸經文並1豈有如傳統

所主張的「斷言任何特定的政府都是土帝所設立或選立的。J( 2的

頁）任何政府的存在只是土帝所 f 准許的 J 0 「基督徒雖然甘顧服

從政府，但是他仍可在道德土保持獨立或判斷的能力。政府的權威

不是可以自己認可的．．．．．．這鼓起丈並投有說：任何政府的施政或它

對公民的要求都是好的。 J ( 215 頁）特別當政府的施放不當，或

要求國民從事一些不正確、不道德的工作時，基督徒不但不可妥協，

反而應該發揮他的信仰和良心，來行使他的社會責任。

本書對保羅「因信稱義J 的見解（第十一輩〉，完全觀路德宗

的傳統看法相反。馬丁路德蛤新敬的傳統是從羅馬書中找到的「國

信稽羲」教義，以為個人之得教完全在於信心的力暈，因篇信心可

以使人弄得赦免，進而得到上脅的接納，而不必經由善互訪或教會的

媒介。換言之，路德宗把保麗的「因信耨羲」了解為個人跟上帝之

間的事，跟別人的存在毫無關保。然而Yoder 卸以為保羅所說的「

因信稱義 J ’是在針對初代教會中兩種人之間的敵對狀態或緊張厲

係而說的。保羅以一個猶太人宜教師的身分向外邦人宣教時，他費

現在猶太人和外邦人、男人和女人心蚊隸和主人之間，有一種敵對
的緊張關係存在，所以他要求這兩種人要有合一的關係。而要做到

這種合一的要求，若非信心的力量，絕無法達成。而一旦籍著信心

達成了合一的地步，他們的團契（教會）就要得到上蒂的「稽義J。

因此，對保羅來說， f 因信稱義 J 的意思並不是要廣掉律法。因為

「律法仍然可以做為道德的指引﹔我們所要肪拒的是，護律法成為

隔離兩種人之間的路 J ( 265 頁〉。

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作者能從藝輝實在論的觀點，找出一個「

改泊位 J的耶顱，來料正過去把耶島主闡限於「宗教 J或 f屬靈」範

睹的傳統說法。他並發現祖代歡會的基督徒也完全被錄耶獻的政治

性生盔和教訓，來了解他們的信仰一一他們完全了解：聽從主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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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說是背「十字架」，而 f 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指來自家庭、社會

和政治方面的具體迫害，一種完全放治性的迫害。這是初代教會的

倫理跟耶穌的倫理最一致的地方。今天的基督徒若全心尊崇耶嚴厲

「主」，並教法初代基督徒的榜樣，就不應該把信仰局限於個人屬

靈方面的狹義範圈內，而應把它表現於外在的社會和政治層面。

在對本書的評價方面，筆者擬提出三個問題系討論。第一個問

題牽涉到作者的方法論。他的基本立場可說跟新教的解體家完全一

致一一我們可以稱為「響經絕對論」（ biblicism ），認為畢誼是
土帝獨特的啟示，具有絕對的權威。在引用聖經的教訓時，他們忽

略了聖經的時代和地方性背景，認為軍麗的教訓可以全盤地應用於

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這種聖經絕對論的危險是容易陷於以色

列人桶狹的民接主義意識形態中（見筆者在《神學論集》第83期所

發表的＜申命記中的惡戰＞一文）。而且，聖經絕對論者至今仍無

法解決的問題是：蜜輝的解釋設有一定的學則，所以了解噩噩的方

法因人而異。就以本書作者所反對的暴力解鼓辦學而言，這類解放

神學也是多半以聖經為根線，但是他們所得封的結論划與本書大相

連庭一一他們從聖經中找對了「暴力解放」的正當性，他們更譜寫

耶敏是一位不反對暴力的「解放者」（見 Gustavo Gutierrez, A 

, ·~ Theol曙y of L ibera t ion, Mary姐。11 : Orbis, 1973 ）。這種

對擎經不一致的了解，可說是當今新教神學和倫理學思想之所以分
缸的主要原因。要解決這種分歧的現象，似乎看必要讓舊教（天主
教〉的方法論一一重親教會傳統的權威、時代徵兆（ Signs of the 

time ）、自然律的理論．．．．．．等一一撈演制衡的角色。

其次，本書論及使徒們對「廠廠 J 的教訓，可說最不能為現代

讀者所接受。因為作者主張使徒們勤勉讀者，裹在現有的扭扭世界

中服服，不可有任何反抗的表現，就如耶歸順線至死的表現一樣。

這一點或許是來自上述他的藝輕絕對論的信仰。然而，即使他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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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保羅確實主張妻子要顧版丈夫、女人在公共場合必須蒙頭巾、

蚊隸必須服從主人．．．．．．，這種絕對的順服觀念，能否在人權意識和

女權運動高漲的今天，教誨代人所接受，實在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

題。雖然作者強調在新約時代的社會背景和改治景祝中， f 遺種服

般的表現正是基督徒所能謀取的最合理、且『最具革命性J 的社會

立場」（ a35 頁〉，但是在今天這種社會和政抬頭撞完全不同的時

代裡，全盤接受這樣的服服觀念是否仍具意義，作者劫未提出解

釋。

與此有關的是作者的和平主義立場，我稽之爵「消極的和平主

義」（ Passive Pacifism ）。這種和平主義不僅反對暴力的使

用，而且也放棄所有足以侵犯別人尊嚴的一切強迫佳作法（見 254

～258 頁）。因篇耶穌的十字架告訴我們，她 f只聞服服，不問終

究的結果如何 J 。作者的這種信念是針對君士坦了以後的政教合

一，甚至歡會干預政治的現象而傲的檢討。這種君士坦丁之後的基

督教國倫理，主張教會對社會的基本責任就是去控制或管理社會。

他們相信政府裡面的當政者若全是基督徒，則那個政府就是最完美

的政府，那個政府的施政必會全然以上帝的旨意為依歸。然而，作

者提醒我們，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十字軍心態J 的來幫卻是來自

君士趨于以後的基督教圈，也就是來自基督教會。換言之，作者所

但心的是，教會（或基督徒）一旦插手政治方面的事，就有使信仰

變質的危險，而失去了基督徒純正的立場。所以他主張，歡會若要
成為歷史的監護人，就要學習十字架的精神，並「接受無能 J ’意

思是說，放棄一般人所追求的「致力」，也放棄目標的達成一一即

使那些目標可以用合法的方式來達成一一因為「十字架不是復活的

秘方，受苦不是使人屈服的工具 J ﹛ 255 頁）。那麼，基督徒或歇
會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去參與社會，或表達對改治的關心？作者

的回答似乎預向於說政治為一種「必須的惡j ( necessary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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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以不插手或干預為原則。但這並不是說基督徒不可遇問政

拾。相反的 5 基督徒應該經常紛演先知的角色，不只不跟邪惡的政

消妥協，而且應時刻發自信仰的良知，指出社會和政治的黑暗面。

以教會存在於社會的事實，來向社會的邪惡挑戰，即使這種娛戰給

教會帶來迫害，歡會也不應屈服。

我們要闊的是：這種消極的和平主義是來自歷史的檢討或來自

對聖經的了解？當然作者的回答必是木於他所謂的「聖經黨在論」

的觀點。筆者完全同意作者從福音書中所發現的耶紙是一位政治性

的耶穌。但是這位政治性的耶穌最後採取的策略雖然是十字架，這

個策略盟員是不具任何目標的策略？就如作者所指出的，耶穌在選

擇十字架之前，仍有很強的「被擁立為主 J ’去推翻異族統治的誘
惑。她之所以拒絕這個誘惑的原盟之一是，「她深知任何以武裝鈑

變來對付外來統治者的方法，最後終必失敗」（ 268 頁〉。試問：

餵若投有這個原因，耶紙有無可能接受這種語感？或者，在耶穌的

主心中，是否存在著一個 f 推翻羅層人統治 J 的 f 目標 J ？值若耶穌
＼缸中確有遺個自標（這是種可能的），則不管融採取的是什麼策

略，她不是也希望這目標的達成？而要達成目標，又要「放棄所有
，足以實犯，iU，人尊嚴的一切強迫性作法 J （認4頁），兩者是否可以

並存？是否互相矛囂，？

這是筆者以為作者的調麗和平主義不夠實際的地方。因為這種

．消極的和平主義，嚴格說來，也反對一切和平示威或其他非暴力的

反對活動，因為這些活動都帶有「目標 j ，也都是衝著當政者而

…費1 ，更是帶有強迫性的作法。、這種了解或許跟作者的原意有所出

入，但是作者的說法部很難讓人免於這種了解。筆者深信和平主義

確實是新約聖經的教訓，也是現今基督教倫理的趨勢。但是，缺乏

「目標 J 、不求「毅力 J 的和平主違章，能否在今天的註會和政治環

讀中產生作用，確是值得健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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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書對神學界和教會界的貢獻仍是不可磨誠、不可否認

的。筆者翻譯本書的最大收贅，在於釋輕學上的新費現。這種發現
不只給我們帶來政治耶穌的確信，更給所有從事基督教倫理的學

者，提供了一種基督教社會倫理的原則。正當中國大陸的學生為了
爭民主而發生天安門事件之際，叉正當處於敢抬轉型期的台灣民

眾，正如火如荼地敦促政府做政治改革之時，凡是具有政治意誠的

基督徒，難免都會思考有關信仰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之問題。本書所

提出的基督教社會政治倫理原則，正可為這問題提供一個寶路而適

切的回答。（主後 1990年 5月寫於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

tre D缸ne,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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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實〈索教詞典〉

一一一詩中共對又主教的暸解

幫家駒

’一~ ＇、

一九八一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攘的《宗教

詞典》出版後，一九九三年再版。原因之一可能是「出版說明 j 中

所指出的：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對內對汁各項且作的展

闕，人們要求帶宗教有所了解。本書~適應主述需要，試局根據科

學的、實事求是伯特神，介紹有關余毅的基本知識，成供社會科學

研究且作者、大專脆校文科師生，及各方面的實際互作者參考之

用。＠，

有勵天主教部分的專有名詞是包括在 f基督教」項下，其中分

「教派、組織機構 J 、「人物 j 、 f 教義與辦學 J 、 f 經籍書文」、
「歷史事項」、 f 聖經人物與詞彙」、「教制教職」、 f 禮儀節目」

和「敏堂聖地」。

就詞典論詞典，不少的天主教名詞確實是干科學的、實事求實

的」來解釋，不僅正確，而且也內行，同時所引用的拉丁文也恰如

其份。然而，有一些關於人物的專有名詞， 1f;.l 乎是不該付之關如

的，茲學幾f國例子。

像在《民國人物傳》中已瘟騙瀉的夫主教人物，如回事井莘＠’
這詞典中就設有，此其一﹔又剛恆喜愛與雷鳴遠都分別在「主徒會 J

＠和「若翰小兄弟會」＠條中出輯，何不把他們分別另列一傻呢？

’ 九～之一 ,., 

• ＇迫、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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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二﹔再者，揖然在中國禮儀之爭的事件中，把教京所恆的代表

或特使嘉樂（ Jean Ambroise Mezza加rba ）＠和鐸羅（ Carlo 

TommasoMaillard de Tournon ) ＠在詞典解釋了，為什麼不列

入剛恆設、蔡寧和黎培理呢？此吳三。這方面之所以不能用「科學

的、實事求是的 J屆度來面對，可能由於政治或其他因素。

在我讀了《宗教詞典》（天主教部分）後，我得封幾個印象。

這些印象是苔恰當，我願藉這棋會提出來，供大家參考並請指教。

首先，《宗教詞典》對天主教過去所召闋的宗教公會議特別注

意。事糞土，從這方面了解天主敘很重要。因此，在「公議會 J ( 

Conci I ium Oecumenicum ) <J)縫中說：

基督教世界性主教會議，東喝兩派教會共同永富色的公會議，

只有一b次，卸去大會議＠，皆由法馬帝國皇帝召鬧。以後的十四公

會議，只是天主教教會的會議。

除第一次以外，皆由誰為毅皇召鬧。計為：

(l)君士坦丁堡第四次會議（ 869 ~ 870) （《家教詞典》頁 578

賓專條，d市二悶。〉

(2）拉特繭第一次公會議（ 1123) （頁 646 ) 

(3）拉特蘭第二次公會議（ 1139) （頁 646 ) 

（在）拉特蘭第三次公會議（ 1179 ）（頁 646 ) 

（到4主持趙第四次公會議（ 1215 ）（頁 646)

(6）里昂第一次公會議（ 1245 ) （頁 517)

(7）里昂第二次公會議（ 1274 ）（頁 517)

(8）維燒的〈或維恩〉公會議（ 1311 ~ 1313) （頁 990· ) 

(0）康﹔去坦炭公會議（ 1414 ~ 1418) （頁 971)

制巴基爾一斐拉拉－1；弗羅倫薩公會議（ 1431 ~ 14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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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 

岫拉特舖第五次公會議（ 1512 ～ 1517 ）（頁 646)

伯特蔚托公會議（ 1545 ~ 1563) （頁 882)

間先帶E司第一次公會議（ 1869 ~ 1870) （頁 924 ) 

ω梵帶同第二次公會議（ 1962 ~ 1965) （頁 924 ) 

從倍多專條中來解釋金會議，給了我幾﹛圖強烈的印象，似乎

公會議的工作在窟繞著四個主要方面來進行。

村如何對「傷教皇J 的處置

這包括了拉特蘭第二、第三次公會議。關於「偽教室 J ’《京

前這典》解釋說：

天主教中擁護茶一教皇才，加之於對立的另一教皇的是蟻。該

教認為同一期閥合法的真教皇只能有一個，其他就是「敵對教皇」，

亦即「偽教皇 J 0 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同時益存錢個教皇的情況，他

們相互指控另一方為非法。十五世紀天主教會大分裂峙，囡擁護和

指控「敵對教皇」，以至形成大批禹級神職人員、神學家、教會史

家和教會法學家之閻公路分裂。 ;r.;: 同學派所純的「歷代教皇表 J

中，標明為「敵對教皇 J 才會有 ;r.;:同﹔多數到有二十五名以主（其

中十名屬十二世紀〉＠。

事實上，在康斯坦設公會議中，就 f 宣佈公會議為教會最高機

轍，位於教皇之上，教皇必讀服從公會議的決議」＠。但此決議在
1460年被教皇斥之為「吳端邪說」。以及在巴塞爾公會議中，「

會議重申公會議權力直接來自上帝，高於教皇。······ 1437年教皇

下令解散公會議。 J ＠給人的印象是教會內部的教皇權力的門爭。

白如何與當時的各國政蔚聯輯或讓步

這包括了拉特蘭第四次公會議、能愚公會議和里昂第一、第三

次公會議。其中有幾次是關於十字軍東征的。

目如何對異端乏鐵葉與當情教義立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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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包括君士坦丁堡公會議、維恩公會議、拉特蘭第三次公會議

（責成基督徒拿起武器反對異端）、拉特蘭第五次公會議（反駁康

士坦絞公會議和巴塞爾公會議所提出公會議權力高於教皇的主張）、

是昂第一次企會議、梵蒂岡第一、第二次金會議，都強調教皇的首

庸權。對異端與當信教義方面，《宗教詞典》中都有專條名詞來解

釋，這裡從略。

個如何對教會內部重整，以適應時代

差不多每一次公會議都有這方面的身屑。很據《宗教詞典》的

資料，拉特蘭第三次公會議，「規定教皇應由極機團三分之二多數

選舉產生，主教人選必須是滿三十歲的非私生子，該會議在教皇立

法權的發展史中有重要意義。 J ＠並稽梵蒂岡第一、第二次公會

議， f 對天主教會均有重大影響。 J@

第二個印象是有關教宗的介紹。在整個天主教二百六十四位教

京中，《宗教詞典》只介紹了十九位，他們是：

(I)欲與尼曲（羅馬的 ） C Dionysius Romanus, ?~ 268 )@ 

(2）面爾維真奇特一封（ Silvester I, ?~ 335 )@ 

（功利與一世（ Leo I. ?~ 461 )@ 

(4）格到高利－－＠－ ( Gregorius I, 540 ~ 604 )@ 

(5）成塔利安（ Y ~ ta 1 i anus ’?~ 672 )@) 

• (6）利與二世（ Leo II, ?~ 683 )@ 

(7）利與三世（ Leo 盟， 750～ 816 )@ 

(8）格列高利毛老（ Gregorius VU, I 020 ~ 1085 )@ 

（功烏備學二世（ Urbanus II, 1042 ~ 1099 ) @ 

。ω英語森三世（ Innocent ius 盟， 116.0 ～ 1216 )@ 

仙猶金四世 C Eugenius IV, 1383 ~ 1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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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亞歷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1431 ~ 1503)@ 

個庇護自世（ Pius IV, 1499 ~ 1565 )@ 

ω庇護九世（ Pius IX, 1792 ~ 1878 )@ 

臼利與十三世（ Leo 妞， 1810～ 1903 )@ 

個庇護十一世（ Pius XI, 1857 ~ 1939 )@ 

仰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1876 ~ 1958 )© 
M若翰二十三世（ Joannes XX血， 1881 ～ 1963 )@ 

叫你jJ. 六世（ Paulus 班， 1892 ～ 1978 )@ 

在總論「教皇 J®錄中，詞典緝撰者解釋說：「梵蒂岡君主，

天主教羅馬主教的最高稱謂。全稱為羅馬就主教，羅馬教省都主

澈，西部宗主敵，梵蒂岡君王、教皇。其眾多職銜係起自長期歷史

發展累積而得。這些正式職銜外，還陸續自行加稱『宗徒伯多獻的

繼承人』（始於和奧一世），『基督在世代表』（始自英諾森三

世〉﹔並「在倫理和信仰上永無謬誤』（始於庇護九世）。在本人

簽名中啟用『教皇』職銜，則遲至二十世紀老百葉，庇護十一世登位

後，當時用拉丁文自鑒Pius Papa XI o J 

文在「羅馬教廷 J ( Curia Romana 〉＠條中稱： f 天主教羅

馬教皇和梵蒂閥按國的朝廷。．．．．．．羅馬教廷除宗教外，又是教皇和

教皇政權（蓮波皇國和梵蒂岡）進行廣泛國臨政治活動的機構﹔中世

紀時，曾為西歐封建社會的重要支拉﹔十八、十九世紀，反對法國

資產階敘革命﹔十九世紀破壞意大利統一運動﹔二十世紀三十、四

十年代，支持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承認偽『滿洲國』﹔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竭力碴壤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阻按中國

天主教會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遭到中國天主教絕大多數

神長、信徒的堅決反對。 J

或許由於上述兩段所表達的主調，所以在對十九位教皇的解釋

中，就強調了以下的幾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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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與當時的國家頓抽鬥爭

如利奧三世主、格列高科七世、 J烏哥哥班二世、英諾森三世等。

tj干涉他盟國內政治

如格到高剩一世、科奧二世及三世、格歹·u1高列七世、烏蔚藍二

世、英諾森三世、猶金四世、亞歷山大六世、庇護九世、十一世及

十二世、保羅六世等。特別在格列高科七世條中稱：「－0七五年

發佈『教皇赦令』二十七條，宣稱教皇權力高於一切，不僅有任命主

教之籬，且有權干涉各國內政，廢點君王或命令臣民控告皇帝。 J

臼對異端的抨擊與體罰

如利奧一世、狄奧尼西（羅馬的）、威塔利安、利奧二世、英

諾森三世、庇護四世及九世、利奧十三世、庇護十一世及十二世、

若翰二十三世和保羅六世等。其中，特別從利奧十三世聞始，所反

對的糞晴是F 反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到庇護十一世﹝進一步

反對社會主義 J發表＜四十年＞﹔後來叉「發表＜神聖教主＞通議，

鼓吹反共」﹔庇護十二世則在 f 中國解放後，曾多次發表過議，攻

擊中國天主教界的反帝愛國運動，並一再在教廷內部歡佈反華言

論」﹔至雪紛二十三世，又把「馬克思主義列為早錯誤的哲學敢對J ﹔

到保羅六世則「主張不能在革命中尋求得敦和正義，廳通過和諧的

進化﹔認為無神論是當代的『主要問題』 J 0 

個強調教攘的首席地位

可以說是自利輿卅堂開始以後的歷代教皇都是強調的。這首席

權是中共研成立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J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

會 J 所強烈反對的。

事實上，從這十九位教車在《宗教詞典》中的解釋，很容易給

人一種印象，就是：天主教歷代之教皇都是爭權奪利、鎮壓和排隊

異己﹔同時又是野心勃勃，根本談不上什麼神雪性。更有甚者是：

「徵i故名目繁多的教會捐稅，出售贖捧券，大量聚斂錢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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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諾森三世錄）和「靠伯欠教皇加單斯都三世 （ Call istus III ) 

的提揖，獲缸衣主教職位及大量教產。後以賄路得任教皇，係歷史

上最荒淫的教皇之一，力圖擻張教皇國勢力，控制全意大利股權，

為此經常探取賄路、暗殺等手段。」（見亞歷山大六詮條）

四

第三個印象是與中國近代史有備的。或許因此中共就制定了自叫

前對天主教的政策。然而，豈員全都是由於中閻近代史之原因嗎？

我想得加土其他的因素，倒姐是來自中共的意識形態。首先，我想

先從「教集 J®條中來看問題：

帝國主義利用崇教侵略中國，引起人民反抗而釀成的索件。為

洋戰爭後，歐美列強利用本平等條約，派大批傳教士潛入中團各地

進行非法活動。教士剝採情報、包攬訴訟、強估公池、欺凌人民，

反對中國習俗，挑起特教徒典教徒的剎車卦，從而激起公潰。示：為外

國教會剝劍、壓迫的群眾和被侵略的官神，這起永街擊洋教堂，毆

毅有氏憐的教士，收時梭，侵佑的土地財產。外國列強則向清政府提

＊道歉、賠款、懲「凶 J 等無主重要求，甚至此教索作為發動侵略戰

爭的口實。清政府在外風列強付政治和軍事壓力下﹒把這些門學視

作「違法 J 索件，對帝園主義道歉、賠款，對人民A吾家無辜，勒索

罰款、或酷鎮壓。一八五六至一九九九年，先後發生教眾三百餘，

起。．．．．．．至一九00年史激起了企圖範圈內的義和風運動。

其次，我們再從「外方傳教會 j ( Foreign Missions ）＠條

來看：

西方各國天主教派遺傳教士毛主周外進行傳教活動的組織。歷史

土十五L世紀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脅。，為箭茍牙、喝班牙劃分鐘民勢

力範竭．．．．．．歐洲獨家的天主教各主耍修會........就各自設有外才傳教

機構，向海外更直民地傳教。．．．．．．還經常使用暴力進行傳教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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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二年，羅馬教廷成立傳信部，為傳教活動的中央機構。一六六

0年法國最先成立巴黎對外方傳教會，專對中國爭印度支那地區派

遺傳教士，謎是t！直民主義、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加劇，歐美各

國相繪成立類似組織，．．．．．’吋方傳教會一般都串連本國政府有密切聯

繫，益受.為教廷指揮。＠
究竟這段握史該如何看待？確實是需要多2日研究的。誠如《傳

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中，雖然不斷地對傳教士大加抨擊，但在＜

序言＞中都說：「但也不可否認，他們前是傳教士，遇有傳佈宗教

的一面，許多善良的中國人信了敬。 J®

基於以上中共對天主教的了解，在五十年代違章備控制天主教

時，說成立了 f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宗教詞典》中對這一名

詞的解釋，雖然躍過了一九八0年的修正，仍然是這樣的﹔

中闋天主教村長教友組成的愛國愛教的群眾團體，一九五七年

正式成立。該會幸巷里規定（一九八0年修訂），皮話為：「團結企

圖神長教友，在中團共產黨和人氏政府領導下，發撮愛國主義精

神，這守國家政笨法令，積接參加拉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

典圓際天主教人士的友好社永，反對帝嵐主義、霸權主義，係街世

界和子，正協助政府貫徹家教信仰自由政笨。最高機構為中國天主
教愛團會代表會議ι，會址設赴京。＠

在一九八0年才成立的「中國天主教歡聲委員會 J ，《宗教詞

典》的解釋是 E

中國天主教的金國性教老年機構。一九八0年＇.；根據中周天主教

企圖代表會議決議成立。該含章程規定，宗管是色「以對選為依據，繼

承發楊耶詠基督創立教會和索綻，侮教的傳克精神，宣傳耶穌福音，

推進僚主教靈專業。引導神長教友，慘守天之誡命，堅持獨立自主

和民主管涅的原則，商討益決定重大教是審問題，辦好中國天主教

會。 J 章程i蓮花定建立中園主教圈，「旬在教區iE.雄主教組成，其
←“一

句

r 曰

... , , 一吵，

一1 一九、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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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為『祈克闡明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交流傳教經尉，開反對外

友好活重別。最高機構為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會址設赴京。 J@

從以上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幾個問題：

付從一九五七年成立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J ，除卻「協助政府

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J ’和「促進典國際天主教人士的友好往

來」外，絲毫沒右天主教的味道。而這裡所說的「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 J ’乃是指「毛主席、周總理、采委員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多

次接見宗教界人士，並作了許多重要指示，鼓勵他們反帝愛國，為

社會主義祖鷗多做貢獻。我國各個宗教，攘攘廣大信教群眾的要

求，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先後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團體讀愛國組

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改變了圍內外剝削階般控制

中國教會的狀況，廢除了各教中封建特權和壓迫制制制度，實行了

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管理。宗教界愛國人士不僅在協助政府

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他們自己在政治

思想上也大有進步。 J@

口一九八0年成立的「中國天主教教慈委員會」，稱之為「中

國天主教的全國性教務機構」＠，而對基督教成立的「協會」，稱

之為 f 中國基督教的全國性教藹性組織 J ＠，但對佛教、道敬和伊

斯蘭教，雖然都稱「協會 J ，然而所用的形容詞也不盡相同。對佛

教稱之為「中國各民族佛教徒的聯合組織」＠﹔對道教稱之為「中

國全國性道教界群眾團體 J ＠﹔對伊斯蘭教稽之為「中國全國性伊

斯蘭教團體 J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對佛教、道敬和伊斯蘭教

都有 f 吾兒揚．．．．．．優良傳統」字句，而天主教與基督獨付之闕如。

目只承認「以聖經為依據，繼承發揚耶紙基督割立教會和宗教

傳教的傳統精神，宣傳耶歸福音」，而不要「聖傳 J 。有勵這方面

的論調，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J和T 中國天主教敬重草委員會」所

出版的《中國天主教》＠雜誌上，不時地有清楚的聲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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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那是指脫離與羅馬教皇之關係。

但是，在《宗教詞典》中「東儀天主教」＠條，似乎提出了另一個

看法，其中稱：

持守各種東方禮儀和典制的天主教徒和教會，多數為十六、毛

世紀從東j£.教會、埃塞俄比亞科普特教會、亞美尼亞教會、敘利亞

教會、聶斯托利派教會和烏拉巴教會等分裂出來加入天主教者，他

們y承認.IJ.島主教的教皇地位， f旦、繼續持守原有的禮儀和典劍。神父

可以結婚，主教自行就壺， ::1' 由教皇任命。有的自行選出筱報請教

皇認可﹔有的則自行選舉，自行抗章，皆無需通知教皇。

一九八0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北京召開第三

次會議時，由該會執行委員宗悽德主教在回顧過去十八年（按指自

一九六二年第二次會議以來）的工作時說：「為了徹底改變中國天

主教堂過去長期以來存在的殖民地條件，進一步履行獨立管理教堂

的原則，天主教愛國會會積極支持各教區選舉和祝聖他們自己的主

教來管理教堂。．．．．．．這就使中國天主教教堂從作為帝國主義的侵略

工具，改成為中國主教、神甫和教徒們自己管理的教堂。．．．．．．實踐
誼間，這是完全符合耶穌基督建立教會和教徒傳佈福音的傳統精神

的。 ······J ＠前一年，當北京主教傅鐵山祝要時，新聞報導稱：「

傅鐵山主教身穿紅祭衣，站在祭台前，手按聖經莊嚴宣誓，我遵循

天主的誠侖，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為辦好教會而貢獻力

量。 J®無能乎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鄧似與主教為廣州總主教

後，中國大陸的愛國會就大加攻擊了。

倒有關「中國主敦國」極接「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 J f學稱：

「由各教區正權主教組成，其任蕩為：研究、闡發當信當行的教

義、教巍、交流傳教經驗，閱展對外友好活動。 J這裡所稿的 f 正

權主教」’是要通過 f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任命或甜蜜的，而在其

任灣中，對當信當行的教義、教競來研究與闡興，以乎頗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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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開最高機構為 f 中國天主數代表會議 J ，這一 f 中國天主教代

表會議 J 的成員，包括了﹝遜講出席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

會議的全體主教、神失、侈士、修女和教友以及其他神長教友共二

。七名，為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的代表。！.！®這裡所說的「民主 J 管

理，在投票上，連「中國主教團」所傲的對當信、當行的教義、教

銳的研究與闡明，由於是少數，也就被大多數的教友所左右了。

五

最後，我顧舟《詞典》編揖者對「宗數 J®一詞所給的解釋來

做絃論：

（家教）社會形態之一，土層建祟的一部分。相信在現實世界

之汁，還存在若超自然、超人闊的神秘境界和力量，主宰若自狼和

社會，因而對之敬畏和崇拜。．．．．．．在家教的發展過程中，陸續成現

了由信教者組織成的崇教組織、專職教是每人員和教的會體制。各種~

教還形成了自己的教義信條、神學理論、清規戒律和祭儀制度等，

而且日趨竣維多樣。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眾教是支配若人們日常

主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闊的力量振取了

趁人聞始力量的形式﹔在階級社會但，階級壓迫和剝削制度所造成

的社會苦難，是眾教存在巷，發展的主要根源。諾言教表現，被壓迫者對

現實苦難的嘆息，它對人們的椅持有·;tt.辭作用。信教者則認為其所

信崇教永白神是寧和人的天性，益且是永恆的。歷史止，統治階級一

般都利用軍教作為應弄人民門乎意志的且具。．．．．．．另一才曲，被壓

迫是t······也常在這才教的幻想世界中尋求精神土的安慰，甚至有時還

利用眾教進行反抗。宏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有它產生、發展和消

亡的過程，．．．．．．只有完金實現共產主義，．．．．．．現實的家教反映才會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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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共所走的落實政策路麓，對宗教大概不是精棋（事簣上

也不可能. ) ~＜而是如何控制和利用。一是怕宗教能 f 反抗 J 、 f 造

反 J ﹔一是可以利用在國際上做 f 統戰 J ﹔同時，還有「統一台萬J
的間題。＠

詮釋：

1984年10月 17日初稿

1984年10月26日修正

CD 任繼念主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輯：《宗教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一第一次跤，一九八三年第二次版。

@ 覓李嘉哥、孫患白線《島國人物傳》第一卷，頁 399 ，北京，中藥書扇，

1978 。

＠晃《宗教詞典》’頁 328 ，在「主徒會」條中稱剛恆毅為「 1928 年

自當時任『宗~駐華代表』的意大利人剛恆毅創立。」

@ 同土，頁 637 。在「若驗小兄弟會 J i!t中稱：「 1930 年回比利時神

3己雷鳴遠倉j立於河北安國縣。 J

®肉上，頁 1103 。其中稱「羅馬教fE派來中國的特償。．．．．．．禁止中國

天主教徒拜孔祭租。康熙帝不允，斥之曰：爾西洋人不耀中關字議，

如何妄論中國道理之是非 p J 

＠哩毛，頁翩。其中稱：「羅馬教廷派來中濁的特便。換教皇禁止中
國教徒拜孔祭租的赦令，率團買來宰。．．．．．．次年國透露來意，引起康熙對
羅馬教起平涉中國習俗的惱怒，的離北京，自朝廷派員護畫畫至南京。j

(J) 向上，頁 197 ～ 198 。

＠同上，頁15 「七大公會議」餒，共列出了尼西亞公會議 （ 325 ）、君

士坦了且是公會議（ 381 ）、以弗所公會議（ 431 ）、卡海頓公會議〈

451 ）、軍君士坦丁堡第三次公會議（ 553 ）、君士坦丁堡第三次公會

議（ 680 ~ 681 ）和尼西亞第二次公會議（ 787) 

＠向上，頁 875 ，敵對教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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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頁 971 ，康斯坦炭公會議條。

＠同上，頁 241 ，巴塞爾公會議！援。

(@ 向上，頁 646 ，拉特蘭第三次公會議碟。

＠向上，頁 924～ 925 ，梵蒂閻公會議條。

＠向上，頁 526 。

＠周上，頁 397 ° 

（珍同上，頁 533 。

@ 悶上，頁 867 。

＠向上，頁 763 。

@ 向上，頁 534 。

＠同上，頁 534 。

＠同土，頁 867 。

@ 向上，頁 2的。

＠向上，頁的5 。

＠向上，頁 531 。

@ 同上，頁 391 。

＠向上，頁 566 。

＠向上，頁 5晶？

@ 向上，頁 534 。

＠向上，頁描6 。

' @ 向上，頁 567 。

@ 向上，頁 482 。

@ 向上，頁 801 。

@ 向上，頁 942 。

@ 向上，頁 666～ 667 。

-@•n－－同主8 頁 943 。

@ 同土，頁 316 。

@ 中共特別注意組織，因此在這《宗教詞典》中，大凡到中齒的修會團

鐘，都有專門名詞介紹，這也算是一個特點。其中也包括了兩個簡籍

修會一一若織小兄弟會及主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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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肢祉， 1981 ，序言，

頁二。

見《宗教詞典》，頁 193 ，「中國天主敬愛國會」！援。

河上，頁 194 ，「中國天主教教滋委員會 J 錄。

郭單位，＜全函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見 1979年 10 月 17 日，人

民日報，第三版。

同詮＠。

兒《宗教詞典》，頁 192 ，「中囡基督教協會」條。

同上，頁 192 ，「中國儉教協會」鋒。

向上，頁 192 ，「中國道教協會」緣。

同上，頁 193 ，「中國伊斯蘭教屆會 J緣。

＜中齒天主激〉雜誌是函中圓天主教愛國會、中函天主教教務委員會

出版， 1980 年創刊，為一不定期刊物，其中不少的文章是反對教京

當!ff權的。

見《 2黃教詞典》，頁尬。。

見 1980年 5月 23日香港大公報。

見 1979 年 12 月 22 日香港大公報。

見「中圈天主教」，第一煩， 1980 年 11 月 IO 日，頁49 0 

見《宗教詞典》，頁 712～ 713 。

鵬於宗書畫的定義，在這詞典中，省略了「人民的鴉丹」一句，這句是

來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頁的。唐突曾在＜輔於正確認

識宗教本質的幾個問題＞（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

原溼研究室編：《宗教、科學、哲學》（論文集），頁 49～ 63 ，河

南人民出版社， 1982 ）文章趣，反覆論述﹔「宗教是人民的鴉井 J

一詞的重稟性，一方商是「表明馬克思已經運用歷史唯物主羲的理

論，對宗教問題作出明確的闡述和高度的概括，從而成為科學無神論

對宗教本質和社會作用的著名論斷 J ﹔另一方面「絕不是對宗教儕別

屬性的被括，而是對宗教的最極末的本質的反映」等，似乎不太滿意
把「宗教是人民的發丹 J 從宗教的定義中取消。同哼，在質竹漏著的

《宗教淺說》（ 1983 年8月也安徽、入民出版社出版〉中，在＜什麼

咐
四
＠
＠

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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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宗教＞一章，役有提 f 宗教是人民的鴉丹」﹔但在＜宗教的社會作

用〉一章中，才指出「宗數是人民的鴉片 J 。稱：「這句名言，是，馬

克思主義對宗教問題約整個看法的基石，說明宗教對人們趟著精神航

醉作用。」（見該書第39頁）

@ 見《宗教詞典》，頁 194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麗盟運動委負會」條，

在 1980 年修訂的該會章程中稱：「為促進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

統一 J 等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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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斜斜斜心主主·LJ.m吉耐心織她做出站崗姆拉拉拉拉姆拉ξ

芸上接434 頁 金
玉：：￥＇ ~ 

＊種尬的場面可想而知，但有妻兒背後支持，並分帥的痛苦煩惱，終能過嗎隻
這棚，做峙。鬼子扭扭，轉入天主教後傾棚以照顧入黨繡志，華
三這跟一些耶穌會神女交談後，他被接收為耶穌會士。 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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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玖呵，一生凱歎
一一一讀〈覽化，1、丈〉札記

攝堤

上海光啟社最近重申了《靈心小史》’是做了一件好事。《靈

心小史》是一本好書，很多人都喜歡說這本書，我往年讀過不止一

遍，還讀過它的原版，一舉兩得，觀讀了聖番，文學了法文。軍女

小德肋織（ 187 3 ~ 1897 ）自己說得好：「至論看書有何印象 i

得何感想，老實說，念了幾搜英雄故事，便忘卸了人生實在情形。

因此看了女豪傑等愛國行為，尤其像若翰納﹒達爾克蜜女的行為，

一獨滿腔熱血誠心讀嘆﹔一面便十分願意仿放她們。 J c 《軍心小

史》第四章〉

為了比較，我們再看蘇雪林女士的譯文：「妻間這些讀物所產

生的印象，我得承認，當我讀頭！那些英雄豪俠故事時，對於實聽人

生使全不理解了。同樣，我最羨慕的是法蘭西女英雄愛國故事，特

別是單女貞繕，我極騏追隨她們的芳諒。 J c 《一朵小白花》第四

意）

這一康話，在抗日戰爭期間，常被人引用，以激起讀者的同仇

敵傲。我們呃，讀了《靈心小史》，有何印象，有何感想？不也是

「一商滿腔熱心誠心讀嘆﹔一面便十分願意仿按他們」？

譯者馬相伯老人說得好：「他蜜之聖，猶可曰：『非我所能爾

法也。』聖女之鑿，在仿重建嬰孩，若猶曰：『非吾所能師法也。』
是直掉頭不顱，謂升天堂非吾顧也；.....」

怎樣學法？譯者文指出：「須知的教神嬰孩亦如此，一味靠托
天主，閉著跟蜻，由天主抱東，東﹔抱商，西﹔百春平安，百無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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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J （均見《靈心小史﹒導言》，方豪已收入《為相伯先生文

集》，頁 326 ～ 333 ）。

好書難得！幾十年不見《靈心小史》了！連蘇雪林女士譯的《

一朵小白花》，還是 1950年左右，在六安一見鐘情之後，它就杏

如資鶴。但她的譯稿「失而復得 J 一幕驚心動魄的喜劇，我老是記

得，並為之高魚。前幾年聽說有治印本《星女小德蘭》，只是聽

說，未見其害。至於張秀亞女士的譯本，始終是一墟天鑄肉，飯不

可墓，更不可郎，間接得妞，其譯名大概是《心曲笛韻》吧！

女作家蘇雪林雖譯過《靈心小史》為《一朵小白花》，但她仍

舊很看重馬相伯老人譯的《靈心小史》。她說：「倘使有人叫我開

列一張「愛讀書籍 J 的目錄，為相伯先生翻譯的《靈心小史》是決

不會遺漏的．．．．．．馬祖伯先生這個譯本，勁健生動， W，趣橫生，善能

曲傳原薯的風神．．．．．．同時，因讀了嚴文，也愈直是現馬老譯本的工

妙。 J （見《一朵小白花﹒譯者自序》〉

真的，她在＜我所愛護的書〉一文中，寫道： f宗教方面，一

部《新華書的》和吳起熊所譯的《嬰詠集》是我日常精神的食糧。還

有為相伯譯的一部《靈心小史》，亦是我隨身的珍籍。這本聖女德

蘭自傳，確係宇宙有數奇書，它教給我們什麼是虔誠的德行．．．．．．我

現在顧意向國人介紹這未《靈心小史》，希望我們能從這裡面學習

一點東西。 J （原載《蘇雪林自選集》，現tt暉已收入《蘇雪林選

集》，安徽文華畫出版社， 1989年）

雪林女士深有體會地說：「這本書（《靈心小史》〉一出版，

使蒙故神師徐宗澤神失答了一般給我，讀完之後，腦中所銘砌的印

象很潔，對於本書作者嬰仿耶穌聖女小德蘭，也發生了最大的愛

慕，從彼時起，聖人中除了聖母瑪利亞外，小德蘭在我心中估了第

一個位麓，她這本自傳也成了我書架的珍籍．．．．．．戰後數年中，這木

害我從頭至尾，仔細讀過五遍，我的宗教信仰之得以始終維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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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通信與這本心史感動力賣不容抹煞。」（見《一朵小白花﹒譯

者自序）

這本《靈心小史》為什麼有這皮大的吸引力呢？相伯老人在＜

導言＞中說：「心史非他，乃嬰女童學自長命，自訴其心曲而筆之於

害者也。孰知所訴不蕾自寫真聖傳。他聖之簿，皆伯人傳之，故第

能傳其事謹，獨基E女之傅，蜜女自傳之，故兼能傳其心遲，其有益
於誦法也，殆為諸聖傳中得未曾有。（人有內心，始能照見生造毅

贖之息，事事則教耶餒，承行主旨，傳心適者，自傳此內心也。）J

吳經熊博士在給《一朵小白花》作序時說：「聖女的影響普及

全世。無論在歐洲、美國、印度、中華、公教與非公歉，凡是羨慕

聖道的，沒有不欽億聖女的。希墓本書的讀者，不可把本書當作文

學看待，要把它當經書讀，朝夕玩味，將聖女的精神吸i仗於心中，

發揮於日常生活，久而久之，自可成嬰。」吳經鵡自己也用英文寫

過一本小書《愛的科學》（或譯為《鴛愛之科學》〉，書雖小，都

很有分量， 8委主是那知，早就有法文譯本和兩種中文譯本。再者，張

繼篤主教給《一朵小白花》作的序，也值得一讀。

聖歡會自 1925 年出現聖女小德肋獄以來，女教友在領受洗禮

時，除用傳統的瑪利亟、車輛為單名以外，大都取小德肋般為連

名，蔚然成風，至今未衰。甚至在領堅振霉事時，也喜歡穿小德肋
撒為主保。最著名的是在印度服麗的德肋撒信女，接統計，抽得過

十六種獎金，包括一九七九非十二月十＝自諾貝爾和平槳，她的種
種事迫像神話一般地流傳著。她會來我國訪問羊，並得到了我國領導

人的接見。上海光啟社出版的《天主教研究資料種籲》七、八兩期，
在《天主就是愛》這個樣是當下（副題《窮人之母德肋擻修女》），

先後兩次作過長篇報導（一九八七年十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本文坦解：＜一生坎呵，一生凱歌＞語出《靈心小史》第六章，

本是小德抽搬到羅馬朝霎時，參觀地穴，禮讓音樂主保聖女知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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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之語。蘇雪林譯露： f 她（即濟利亞）的一生不過是一首音節美

妙的詩歌，即在極大的試煉中也是如此。 J 我們借用此語來耨讚要

女小德肋撤，也是很恰當的﹔因為她倆志同道合，前後輝映﹔讀者

在讀《靈心小史》時，自會有此感覺。

近在某雜誌中讀到一首詩，其中有一句閑話﹔「一生坎河歸何

處？」世俗人的答察只能是血損或雙塚、夕陽衰棚、荒擱蔓車。俗

話說：「入到中年萬事休。 J 大詩人體放翁說：「死去元知萬事

室。」美國詩人朗費羅有一首詩，題為＜人生頌＞，則說：「人生

是真切的！／入生是實在的！／它的歸宿決不是荒墳，／你本是塵

土，必歸於塵土，／這是指軀殼，不是指靈魂。 J 諸葛亮說：「鞠

躬蠢痺，死而後已。 J 教會向則有人將此話改為「鞠躬盡痺，死而
不Bo J 我們的德肋撒則有更高尚更完美的鐘界，她要化腐朽為神
奇，變成「萬點雨花落控間。 J 讓我們仰承甘露，沐浴春風吧！

最後還是讓我用＜導言＞中的話，來做本文的結語： f d爭者世

風日下，幾欲取家庭與家教悉摧毀之，窈料願讀聖女自傳者，必顧

悉其賢欠母也（歷述其家教淵頓） .•••.• J 於是對症下藥說： f 近世

人心多接忌，聖女只知信額﹔人心多就木，建女只念恩情﹔人心多

傲慢，蜜女只重謙和。聖女會言：『我顧天下人向我一樣，愛天

主，向走我小嬰孩小道路。』只望聖女不虛此雷，快降中華玫瑰

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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