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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书

维多里奥·梅梭里 Vittorio Messori 

一九九三年十月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职十五周年，为了

这个缘由，教宗接受了意大利广播公司的提议，接受一次电视

访问。这是数世纪以来，教宗史上空前的一次，过去从来没有

一位伯多禄（彼得）的继承人，坐在电视摄影机前一个小时，

即时答复记者问题，而且问题还是完全自由开放的，由记者自

行提出。

访问节目决定在十五周年当天晚上，由意大利电视网第一

频道播出，并经由大通讯社立即转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决定由

我担任主访工作，主要因为我多年来或出书或写文章时，常谈

’有关宗教的问题。再者我有一般教友的自由，同时也有信者的

那份执著，知道基督把教会不但托给了神职人员，也托给了每

一位受过洗的人：即使每个人的职位工作不尽相同，但对天主

的责任却是一样。

为说明那次访问的准备工作（我们很谨慎，没有走露任何
风声），曾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刚道而夫会晤（并提出问

题）。

但教宗自己并未注意到他九月排定的节目那么多，也无法

再变更，与导演和技术人员录影播出，应作准备的最后期限相

撞。教宗那个月行事历密密麻麻，电脑打字，长达三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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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十五年教宗生活在电视”的访问计划只好暂时搁下。

几个月过去了，忽然有一天，一通意外的电话打进来，完

全没想到是来自梵蒂冈。讲话的是宗座新同室主任，→位由精

神治疗学者转入新闻界的纳瓦劳·瓦尔斯博士（ Joaquin Navar

ro-Valls），他是最支持访问教宗的人之一。

纳瓦劳博士递给我一个消息，这消息一一他说一一也令他

感到惊讶。教宗请他转告我： “虽然，不能面对面地答复您，
但一直把您的问题放在案头。我觉得这些问题很有趣，不应让

它们不了了之。经过思考后即在繁忙中，抽出一些时间，以书

面答复，您既然提出了问题，就有权利得到答复，我已在进

行。完成后会将它送给您。其余，若望保禄二世证明了，自登

极以来一直尾随他的那个雅号“惊人的教宗”。

今年一九九四年四月底的一天，纳瓦劳·瓦尔斯博士来了，

他从皮包中取出－个白色大纸袋，里面装的就是先前告过我

的，直接出自教宗自己的手稿原文（波兰文）。

教宗除了纵横在篇章内的热情之外，还用笔有力地强调了

许多许多地方，这就是读者所看到的黑体字部分。同样，在这

里也保留了他在段和另段之间的空白间隔。

这是对于字字珠矶的文稿应有的尊重，这一精神也带领了

我作出版的工作，我只限于，例如把拉丁文句译出来放入括号

中；标点符号忙中有错的，予以修正，补足人名（如 Yves

Congar，教宗为简短，只写了 Cong盯）；把同一句子中重复的

字换成同义字；修正很少几处从波兰文而来的不大正确的译

文。所以这都是细节，丝毫不影响内容。

在工作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内文需要的地方，又插

入一些新问题。原来问题纲要，只有二十题，这些问题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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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是别人提示我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被搁置不答，或被

修改过。教宗对于每一个问题都非常认真，即使对于我们市井

之人所说的话都认真作答，这似乎也代表着他的谦虚。

教宗在答复的同时，还暗示了一些新问题，因此我就针对

这一点又拟定新问题。例如：“青年”这个题目，原来在初次

的问题纲要上没有，但教宗在答复时，就写了当他还是年轻神
父时，在他可爱的祖国，与青年们一起的美好经验，非常感

人。这就是他热爱青年的又一明证。

为方便特别喜爱某种课题的读者，总共增加了十五个问

题。

这公布的意大利文原件，是经过原作者再次审阔的，同时

世界主要语言的翻译也以此为标准。因此要郑重向读者保证：

这本书上的话，无论在人性方面或在权威方面，都是，也只是

伯多禄（彼得）继承人说的，没有杂音。

这么说来，这就不只是一次“访问”，说是“教宗写的一

本书”也不为过，虽然它是经过一系列问题剌激之后的撰著。

至于如何将这本在教会内，史无前例的书归类，那就是神学家

和教会训导注释者，要面对的问题了。

如果能将本书的每一页都用心地去读（读时稍作停留，就

会发现其杰出的深奥），某些段落更宜特别留神，我有幸“先

读”为快，根据经验，可以向您保证，完全值得。您所花的时

间与精力，会得到广阔丰富的收获。

这本书将给那有幸读到的人带来鼓舞，坚定他要做一位更

名实相符的基督徒，设法从信仰中摘取更相称的成果；过去的

信仰可能太理论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完全实践出来。

我们毫不怀疑，这本书也会给许多人带来益处，也使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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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次，特别接受访问的目的得以圆满达成。他在因摔跤而

住院的病床上说，他也为本书的读者献上了他的痛苦。本书中

出现最多的字，除了“希望”之外，就是“喜乐”。

为此，我们感谢他。①

正如

① Vittorio M四四川简介：梅梭里一九四四年生于意大利 Modena。在其成长
及就学环境中是个无神论及反宗教者。一九六五年都灵大学政治系毕业，早年曾
任都灵“刊物日报记者”。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一本书耶稣新传（ lpotesi suiesu）。意
大利文郎印行一百万册以上，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成为宗教书籍的经典之作。
后来又陆续出版其他探讨信仰方面的著作，皆相继翻译成我国语言，为一世界性
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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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简介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阳台上，一位

意大利籍枢机费利齐（Pericle C町d. Felici），向在广场伫候的

十万群众，正式以拉丁文宣布说：·“我们有了新教宗，他是卡

洛尔·沃蒂拉枢机，取名若望保禄飞于是广场上万众欢腾，响

起一片掌声、欢呼声，历久不歇。

这是当时一百十一位枢机经七次投票的结果。是教会史上
第二六四位教宗，也是自一五二二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

宗，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波兰籍教宗，第一位出自共产国家的

教宗，完全出乎新闻界意料之外。

教宗原名 Karol Wojtyla，一九二零年五月十八日出生于波

兰南部小城华达维斯（Wadowice）。母亲早逝，父亲为工人，

中学时半工半读，后就读于克拉考维亚的雅基罗大学 (Jagiel

Ionian University），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化学工厂工作，工

余秘密攻读神学。后在神学院毕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晋

升神父，时年二十六岁。后奉派赴罗马进修，获神学博士学

位。

返国后曾在鲁柏林（Lublin）天主教大学及克拉考维亚神

学院任教，同时担任大学生指导司锋，并在波兰及国外发表若

干讨论青年问题，以及道德问题的文章，颇受重视。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升任克拉考维亚署理主教，一九六四

年真除总主教，三年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升任抠

机。他不畏强权，多次抨击波共政府限制儿童宗教教育，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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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侵略波兰传统文化，漠视工人福利等。

一九六二一一九六五年出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参与

“教育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的编写工作，强调信仰自由，

社会国家为人民而建立以及人权、家庭、和平等问题。

虽在共产政府管制之下，沃蒂拉枢机曾多次到国外旅行，

除罗马及西欧各国外，一九六九及一九七六年两次赴美国。当

选教宗后更马不停蹄，走访世界各大洲，作牧灵之旅，传布基

督的福音，一九九五年元月且将到菲律宾。教宗所到之外，无

不万人空巷，以教宗为基督爱与事德、和平的象征。

波兰在十世纪统一建国，一直是天主教国家，人口百分之

九十五为教徒。国土多次沦亡，尤其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

间，更是长期殉难的日子：六百万人丧生，一千位神父死于集
中营。

战后，民众并不因战争期间的被迫害，而减低对宗教的热

诚。星期天的钟声响遍原野与都市，引领群众走向教堂，教堂

兴建中不能举行敬礼，便在广场上参与露天弥撒，风吹雨打，

全不在意。波兰家庭晚上必在一起祈祷，每个星期日都是上主

的节日，一定去教堂，民间且普遍流行徒步朝圣。国际间认为

波兰对抗无神主义，堪称榜首，其实这不只是消极的抵抗，更

是他们忠于信仰的表现，是他们建国的力量。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是在这种艰苦、虔诚、奋斗的环境中

成长、服务，并以山样的风格领导整个天主教会，带领世界走

上希望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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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一个绊脚石，一个奥秘

教宗阁下：首先，我想追根究底问您第一个问题。面对一位身
著白色道袍、胸悬十字架的长者，我不能不意识到这位人们稀之

为教宗（希腊文：父亲）的人，本身就是一个谜，一个众知之的，甚

至对于一般人的共识是一项挑拔、一个绊脚石。（注 1)

天主教会的领袖、这个在信仰上被定位为“耶稣基督的代

表”，也是在世上代表天主之子的人，天主三位中之第二位的代

表人（在匀。每一位教宗都如上述这样认定自己，天主教佳也

都这样相信。

可是，对于很多人而吉，这是荒谬的。他们认为教宗并不是
天主的代表，相反的，他是古老神话和传说的一个过时见证，这

些是今天的人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面对阁下，套用巴斯噶（Pascal)的话，必须做以下的赌

注：阁下若不是造物主在世的玄妙见证，就是千年来一种错觉的

主角。

请问：您可曾犹豫过您和耶稣、天主的关系？您在每台弥撒

中重复诵念的信经（信条），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疑问吗？那个信

经所宣扬的信仰是闻所未闻的，您是否质疑过它的真实性？而

您却又是这信仰的最高保证。

我先从解释一些名词和观念开始。
您的问题，一方面洋溢着活泼的信仰，另方面也充满着某种

程度的不安。因此我也应当引用那在我登上圣伯多禄（圣彼得）

宗座之时，所说的话：“你们不要害怕！”

基督对他所接触的人也曾多次发出这样的邀请。天使对玛

利亚说过：“不要怕”（参阅路－ 30），也对若瑟说过：“不要怕”。

基督对信徒们，对伯多禄以及在各种场飞去，特别是在他复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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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希望的门槛

也这样说过。他一再地说：“你们不要怕！”因为他感觉到他们是

在怕。他们不能确定，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所曾认识的那同

一位基督。当基督被逮捕时，他们害怕；当基督复活后显现给他

们时，他们更怕。

基督说的话，教会重复地说，而教宗协同教会也重复地说。

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第一次讲道时就说过：“你们不要怕！”这句

话不是空口自话，它摞自福音，是基督自己的话。

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应害怕的呢？我们不应当害怕谑实地面

对我们自己。一天，伯多禄特别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就对耶稣

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路五 8)

我想，不只伯多禄单独一人意识到这一事实。每一个人都

如此，每一位伯多禄的继承人也是如此，现在答复你的这个人，

对这一点更是特别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伯多禄都很感激，

因为他那一天说了：“主，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基督对

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作海人的渔夫。”（路五 10）不要

害怕人！人常是一样的，人创制的体系常不能完美，丽且人越是

自信，就越不完美。这是从那里来的呢？来自人的内心。我们

的心忐忑不安。基督比所有的人更认识我们的焦虑：“袍知道

在每人心里有什么。”（参阅若二 25)

这样，面对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想引述基督的话，同时也是

我在圣伯多禄广场上最初讲过的话“不要害怕！”当别人称你为

基督的代表，叫您做圣父或者是圣上等与福音精神相抵触的称

呼时，“你不要怕”。基督自己曾说过：“你们不要称呼任何人为

‘父亲’，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那在天上的父。你们不要

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基督。”（玛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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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一个绊脚石，一个奥秘

三 9-10），这些称呼已在长久的传统中形成，并成为大众的语

汇，连这也不必害怕了。

基督每一次劝人“不要害怕”时，在袍心目中是同时存在着

天主和人。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怕天主，这个天主若按照哲学家

的说法，她是至高无上的。你们不要怕天主，但要和我一起呼

求袍：“我们的父亲”（玛六的不要害怕说：父亲！甚而你们应当

希望象袍那样地完美，因为袍是完美的。“所以你们应当是完

美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美的一样。”（玛五 48)

天主是无形的，基督是抱有形可见的象征，所以天主与我

们同在。天主是无限完美的，抱不只与人同在，袍还借着耶稣

基督而成了人。不要害怕那成了人的天主，伯多禄在斐里伯的

凯撒勒亚（Ce皿r四diFilipi:)o）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你是基督，永

生的天主之子”（玛十六的。伯多禄这样间接的肯定了“你就是

那已成了人的天主之子”。伯多禄毫不害怕地说出来，纵使这话

并不来自他，而是来自父：“只有父认识子，也只有子认识父。”参

阅玛十一 27)

“约纳的儿子，西蒙，你是有福的，因为既不是骨肉，也不是

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玛十六 17）伯多禄说这些话是

由于圣神的力量，教会也是由于圣神的力量而不断地说这些话。

所以伯多禄对于变为人的天主并不害怕，但对于天主之子

是人却害怕了。他那时没办法接受这天主之子受鞭答、戴茨冠

冕、最后被钉十字架，伯多禄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害怕。也为了

这，基督才严厉地斥责了他，可是并没有排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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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希望的门槛

没有排斥那个有善意并热诚的人。那个人在橄榄园中（注

3）手执宝剑护E他的老师。耶稣只是对他说：“撒旦已经找上了

你，也筛选你！就象筛选麦子一样；但是我为你祷告；待你回头，

要坚固你的兄弟。”（参阅路二十二 31-32）耶稣没有排拒伯多

禄，反而很肯定他在斐里伯的凯撒勒亚所作的宣认，并以圣神所

赐的力量，带领他通过自己的苦难，跨越背逆的罪。

做为一个凡人，伯多禄显得没有能力至死都追随基督到任

何地方。但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却是第一位与若望（约翰）一起

到坟墓去查看基督遗体不在的真相。

耶稣也是在复活后，肯定伯多禄的使命。耶稣首先问伯多

禄是否爱袍，然后明确地说：“你喂养我的羔羊！你牧放我的

羊！气若二十一 15-16), fl自多禄过去虽曾否认过基督，但是他

也从未停止过爱基督，因此他回答：“你知道我爱你。”（若二十一

15）但是不再讲：“即使我应该同你二起死，我也决不会不认你。

（注 4）”（玛二十六 35）这不光是伯多禄个人的问题以及他人性－

力量的问题了，它已经变成了圣神的问题，基督曾把圣神许给了

那在地上要代表袍的人。

事实上，五旬节〈注 5）那天伯多禄第一个向那些聚来的以

色列人，以及从各地赶来的人们讲话，要他们记得把基督钉到十

字架上那些人的罪过，并确认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敦劝那些人

也要悔改并接受洗礼。通过圣神的工作，基督才能信赖伯多禄，

才能依靠他的支持，信靠他，也信靠其他的宗徒们一一就如同也

信靠了保禄（保罗），当时保禄还是一位迫害基督徒、痛恨耶稣名

字的人。

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教宗、圣上、圣父（ SommoPontefice, 

V ostraSanti钮， SantoPadre）等称谓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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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从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所衍生出来的一切，重要的是那来自

圣神的力量，在这方面伯多禄以及与伯多禄一起的其他宗徒、随

后还有保禄在版依后，都成了基督的真实证人，愿意为袍牺牲

到了洒热血的地步。

总之，伯多禄不只未再否认基督，更不再说那令人遗憾的

话：“我不认识这个人。”（玛二十六 72）且还坚持信仰到底：“你

是基督，永生的天主之子。”（玛十六 16）做为人，伯多禄也许只

不过是一片流沙，但现在他成了“磐石”。基督自己是“磐石”，基

督在伯多禄身上建立了他的教会。在伯多禄、保禄以及宗徒们

·身上建立了教会。教会因著基督的德能，从宗徒传下来。

这个教会宣认：“你是基督，永生的天主之子。”这样教会世

世代代，与一切分享它信仰的人一起宣认，与一切父在圣神内把

子启示给他们的人宣认，以及子在圣神内把父启示给那些人的

一样。（参阅玛十一 25-27)

这个启示是绝对的，一个人要不接受，就是拒绝。一个人要

不就接受它，宣认天主、全能的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宣认耶稣

基督是与父同性同体的子，也宣认圣神，是主宰及赋予生命者。

或者就拒绝这一切，用大字写：“天主没有子”，“耶稣基督不是天

主之子，只是先知中的一位，虽然不是最末一位，他只是一个平

凡的人。”

我们如何能对这些看法感到惊讶呢？当然我们知道连伯多

禄自己在这方面也曾发生过困难，伯多禄相信天主之子，但却没

有办法接受这位成了人的天主之子，被鞭打、戴茨冠，以后且死

在十字架上。

连那些信仰亚巴郎（亚伯拉罕）见证过的天主的人，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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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一个被钉死的天主，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他们认为天

主只能是大能的、伟大的，在袍的全能上是至高无上的、是美丽

的、是神圣的，是人所无法达到的。天主只能如此！袍不能是
父、子、及圣神，抱不能是自我奉献的爱，同时也不能容许被看

见，不能象人一样，受限制，也不能被捆绑、被掌捆、被钉十字架c

这不可能是天主！所以，在这个一神教的大传统内才发生了撕

裂。

建于基督磐石上的教会中，伯多禄、宗徒们和他们的继任

人，都是在基督身上见证了被钉死而又复活的天主。因此他们

见证了比死亡更坚强的生命。他们是天主的证人，天主给人生

命，因为天主就是爱（参阅若－ 4 、8）。他们是证人，因为他们看

见子、听见了、用手摸过了，用伯多禄、若望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眼

睛和耳朵看见昕见了。可是基督却对多默（汤玛斯）说：“那些没

有看见、却相信的人是有福的！”（若二十 29)

你说教宗是个奥秘，很有道理。你也有理由说，他是个争议

的对象，那位老西默盎（ Simeone) （注的就曾说，基督自己将成

为“争议的对象。”（参阅路二 34)

再者，你认为面对这样的一个真理－一也就是面对教宗

一一一个人必须有所抉择；可是，为许多人作这抉择并不容易。

但是为伯多禄就容易吗？为他的每一位继承人就容易吗？为现

任的教宗容易吗？抉择需要人的主动。可是耶稣却说：“不是肉

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的父。”（玛十六 17）。所以，这一抉

择不只是人的主动，同时也是天主的工作，天主在人内工作，启

示给人。由于天主这样的作为，人才能重复地说：“你是基督，永

生天主之子。”（玛十六 16），而后才能宣读整个信经。此一信经

是按照天主启示的深刻逻辑，紧密地编组完成。人可以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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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别人提醒，此一信德的后果，也同时表现了“真理的光辉”

( V eritatisSplendor），纵然知道如果这样做，就会成为“争议的对

象”，他们仍然会做这一切。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耶稣自己对宗

徒们所说的那句话：“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如果他

们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若十五 20）所以“你们不

要怕！”不要怕天主的奥秘，不要怕他的爱；不要怕人的软弱；也

不要怕人的伟大！人即使在他软弱的时候，仍不失其伟大。你

们不要害怕作每一个人尊严的见证人，从孕育的那一刻到死亡。

再说名街问题：教宗被称为基督的代表。这个名衔应从整

个福音的脉络下去看。耶稣在升天之前对宗徒们说：“我和你们

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终结。”（玛二十八 20）所以，耶稣虽是不

可见的，但仍然临在于袍的教会中。藉著洗礼和其他的圣事，

艳展现在每一位基督徒身上。从教父时代开始就已习惯“基督

徒就是基督第二”（ChristianusalterChristus）的讲法，它的用意是

在强调受洗者的尊位，和他在基督内成圣的使命。

更甚者，基督在每一位司锋（神父）身上又有一种特殊的临

在，神父举行感恩祭（弥撒）或施行圣事都是以基督之名。

从这个背景去看，“基督代表”这个名衔，确实有它真实的意

义。而其服务的意义更高于尊位，也即是强调教宗在教会中的

责任，他那伯多禄的职务，是在实现教会以及信友的利益。教宗

大圣额我略（GregorioMagno) （注 7）深知这个道理，于是在各种

与罗马主教职务相关的名衔中，他特别喜爱“天主众仆之仆”

( ServusServorumDei）。

再者，不只是教宗有“基督的代表”（VicariusChristi）这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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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每位主教在他属地内都有这一名衔。教宗是罗马教会，以及

一切透过它并与它共融的教会中“基督的代表”，共融在信仰中，

也在体制与法典中。因此，如果用这一名衔专指罗马主教的地

位，那就不应考虑把它与整个主教团的地位分开，它与整个主教

团是紧紧相连的，就象与每位主教、每位神父、每位受过洗礼者

的地位相连是一样的。

那些献身的男女，他们选择自己的圣召：就是促成教会与基

督有净配关系（注剖，教会就是基督的净配。他们的地位是多
么崇高！基督、世界和人类的救赎者是教会的净配，也是所有教

会成员的净配：“新郎与你们在一起。”（参阅玛九 15）教宗的一

项恃殊任务就是宣示此一真理，并使它对罗马的教会、对整个教

会、对全人类、对全世界呈现出来。

所以，为了驱散您那因深度信仰而产生的惧怕，我建议您去

读圣奥斯定（圣奥古士斯汀 Sant ’ Agostino）的著作，他习惯重复

那话：“对你们我是主教，与你们在一起，我是基督徒”（ Vobis

sumepiscopus, V obiscumchirstianus 参阅真理 340, 1: PL38, 

1483）。深思熟虑之后，我认为教友一一基督徒一词比主教，甚

至罗马的主教都更具意义。

注 1：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这件事，在犹太人看来是犹太人的绊脚石，是一种羞

辱。在外邦人看来，却是个愚妄（参阅格前一 14；二 8）。

注 2：指教宗。

注 3：耶稣在此被出卖，并被捕。

注 4：耶稣受难前伯多禄曾如此说。

注 5：复活节后的第七个礼拜天。

注 6：新约记载，耶稣诞生时，这位先知己预言，耶稣未来将会成为“争议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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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注 7：圣人出生罗马，公元五丸零年当选教宗（590一曲的，对废止奴隶制度，使

伦巴底人及诸蛮族饭依颇多贡献。建立教宗直辖领地，整编额我略调音乐，广用于

教会诗歌礼赞，流传千古，近年略衰，但仍为人所怀念，冠以大字，以彰其功绩。

注 8：圣经用丈夫对妻子的爱，来比晴天主对人的爱。故此，教会甚至个别的信

友也都会称自己是基督圣洁的配偶，如神秘学者、修会会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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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祈祷？又为何祈祷？

可否将您心中的秘密与我们分享一点。在您的信念中一就
象每一位教宗一样，都有因深信其信仰而产生的奥秘。我们不

禁要问：您怎能承受，在常人看来，所无法承受的重担。没有任

何人，就连其他宗教最高领袖也没有类似这样大的责任，也没有
人与天主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虽然您曾提到过每位教友各按其

位，也有其应负的责任。

教宗阁下，可否请问：人应如何与耶稣沟通？在祈祷中应如

何与耶稣对谈？过去袍曾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伯多禄，使他
有全权的“约束和解放”，如今又通过宗徒的传承交给了您。

谢谢您。您问祈祷问题，间教宗怎样祈祷。这也许从圣保禄
“致罗马人书”谈起最适当。这位宗徒单刀直入地进入事情的核

心，他说：“圣神扶勘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祷

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语的叹息，代我们转求。”（罗八

26) 

- 什么是祈祷？→般认为它是一种对话，在→般对话中总有

一个“我”和一个“你”，但在祈祷这件事上是“你”。祈祷的经验
告诉我们，如果认为“我”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事实并非如此，比

较重要的是“你”，因为我们的祈祷是由天主主导的。圣保禄在

“致罗马人书”上所讲的正是这一点。照这位宗徒的看法，祈祷

反映着万物被创造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下，有着宇宙的功能（注

1) 。

人是整个万物的祭司，是在圣神的引导下以万物的名发言。

为进入祈祷的堂奥，应长期默想“致罗马人书”的这一章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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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说：“凡万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j因为万物被屈服

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使它屈服的那位

的决意；但万物仍怀有希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

光荣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万物都一同叹息，同

受产痛；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这巳蒙受圣神初果的，也在自
己心中叹息，等待着义子期望的实现，即我们肉身的救赎。因为

我们得救，还是在于希望。”（罗八 19-24）这里，我们看到了刚

才引用过圣保禄的话：“圣神来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

道我们如何析祷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

转求。”（罗八 26)

所以在祈祷中，真正的主角是天主，是基督，为了子女的光

荣，拖不停地拯救万物，带领它们脱离奴役与腐败，带领它们走

向自由。主角是圣神，“袍来扶助我们的软弱。”我们开始祈祷

时，以为是我们在主导一切，可是事实上，常是那在我们之内的

天主在主导，就象圣保禄所写的。这种主导使我们E归本性，也
使我们回归本有的尊严。是的，我们带领天主的子女使他们更

为尊荣，这些天主的子女正是万物的希望。

就象圣经透过许多例子来教导我们，可以也应该用各种不

同的方式来祈祷“圣咏”诗篇是无可替代的一部书。我们必须以

“不可言喻的叹息”来祈祷，才能进入（（圣神自己哀祷的节奏中。

我们必须在祈祷中投入赎世主基督的深切哀嚎中，以求得宽恕
〈参阅希五 7）透过这一切来宣扬天主的荣耀是必须的。

祈祷常是一种荣耀的工作（opusgloriae 荣耀的劳务），人是

所有万物的祭司，基督把这一尊位和使命给了他。万物完成了

它荣耀的工作，透过它原有的本质和他应然的天职，使它成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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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是0.

在某件意义上，科技对此一目标（指荣耀的工作）也有贡献，
但同时也因为它们是人的作为，故而偏离目标，这正是我们文化

中特有的危机，所以很难成为一个有生命和爱的文化，之所以如

此，乃因欠缺此一荣耀的工作，而它正是所有万物的本命，尤其

人类之所以被创造，乃为了使他在基督内，成为世间万物的祭

司、先和和君王。

关于“祈祷”已经被写过很多，尤其它还在人类历史中得到

验证，特别是在以色列与基督宗教的历史中。

人若要获致圆满的祈祷境界，并不是他在祈祷中表达自己

的时候，而是他在祈祷中让天主充分完满降临的时候。在东西

方神秘祈祷史中可为佐证：在西方如：圣方济（ sanF rancesco）、圣
女大德兰阿维拉（ santa Teresad ’ Avila）、圣十字若望（ sanGiovan

nidellaCroce）、圣依纳爵耀拉（sant ’ lgnaziodiLoyola），在东方如沙

洛夫的圣赛拉芬（sanSerafinodiSarov），及其他。

注 1：祈祷是为了全宇宙的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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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代表”的祈祷

关于基督徒的析祷，经过这番说明之后，我想再请问：教宗怎
样、为谁、和为什么事情祈祷？

这需要去向圣神要求！圣神怎样许可，教宗就怎样祈祷。我
想应是先深入了解，在基督身上所显示救赎的奥秘，才能更尽自

己的职责，这当然是圣神在带领他，人只要不设障碍就行，“圣神

会来扶助我们的软弱。”

教宗为什么事情祈祷？用什么来充实他祈祷的内容呢？

当代人的喜乐与希望、愁苦与焦虑（Gaudiumetspes, luctuse

tangorhominumhuiustemporis）就是一教宗所要祈求的，这是梵蒂

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最后一件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

章”开始的一句话。

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好消息常常引人喜乐。福音是什么

呢？是对世界和对人的一个隆重肯定，因为它是有关天主真理

的启示。天主是人喜乐与希望的第一个源头。天主正象基督启

示给我们的那样，袍是造物主也是父亲。天主这样爱了世界，

甚而摇下了袍的独生子，好叫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参‘

阅若三 16)

福音可以有各种意义，但首先要讲的就是，它是创造的喜

乐。天主造世的时候，看见所创造的都认为好（参阅创一 1-

2日，所以天主就是一切万物喜乐的根掠，尤其是人的最高喜乐

之源。天主似乎在对万物说：“你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天主这一

喜乐，是特别通过福音来传播，按照福音，善比世界所有的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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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为恶既不是本质的，也不是决在不变的。只从这一点看，

基督信仰与任何存在主义式的悲观主义也都截然不同。 e

造物主把万物赐给人，托他管理，这一个责任不应成为他受

苦的来、源，而是让他在世上有一个创造性的生活。一个人若相

信万物基本上的善性，才能发现万物的一切奥秘，才能继续不断

地去改善天主交给他的工程。那接受启示，尤其是接受福音启

示的人，应当很清楚：存在比不存在好。所以在福音的世界里没－

有任何涅盘、冷漠或无奈的余地。反而是一项使万物臻于完美

的大挑战，包含了自己或保个世界。

万物这－基本的喜乐，又由救恩或赎世的喜乐来完成。福

音首先就是得救的大喜乐。人的造物者也是人的救赎者。救恩

不只是迎击存在于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恶，同时还宣告：恶已被战

胜了。耶稣说：“我己战胜了世界。”（若十六 33 ）这句话在耶稣

的苦难、死亡与复活这一“逾越奥迹”中得到了完满的保证。在

复活节前夕，教会忘形地唱歌：“啊！幸运的罪过，你竟因此赚得

了一位这么伟大的救赎者”（ Ofelixculpa ‘, quaetalemac

tantummeruithabereRedemporem！复活宣报）

我们之所’以喜乐，是有能力克服邪恶、成为天主的子女，这

就是“好消息”（福音）的本质。天主把这能力在基督身上赐给了

我们。“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审判世界，而是让世界藉著宁

也获救。”（若三 17)

救赎工程是创造工程的升华，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受造者

因被救赎而圣化，甚至神化，就象被牵引到神性以及天主内在生

命的轨迹上，韵，在这一境界里，罪恶的破坏力被战胜了。那在

基督复活中所显示的不朽生命，可以说就这样“吞灭”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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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保禄就曾注视著复活的基督质问说：“死亡，你的胜利在哪

里？”（格前十五 55)

教宗既是基督的见证人，是福音的服务者，那他就是喜乐之
人、希望之人、彻底肯定存在价值、造物价值以及对来生充满希

望的人。自然，这不是幼稚的喜乐，也不是不着边际的奢望。这

战胜邪恶的喜乐，并不蒙敝我们心中对邪恶存在这一事实的认
识，反而使它觉察得更敏锐。福音教导人要明辨善恶，也教训人

“能够而且还应当以善胜恶。”（参阅罗十二 21)

基督徒伦理在这一点上表达得很完整。既然它对于更高的

价值如此向往，对于善又如此普遍的肯定，那么它也不能不出乎

寻常地做更高的要求。事实上，行善并不容易，而且还常是基督

在福音中所说的那条“窄路”。（参阅玛七 14）所以虽然善以及

它在人身上，在世上会胜利的希望，能带给人喜乐，但是我们对

于善，以及此一希望之破灭，仍心怀恐惧。

的确，教宗象每一位基督徒一样，对于人生在世可能遭遇的

危险，应当特别清楚，这种危险能威胁最近的未来，也能威胁他

最后的、永恒的、未世的未来。然而这种危险意识并不令他悲

观，反而使他更投入奋斗，好让善在各方面都获胜。也正由于这

些使善在人身上和世界上获得胜利的奋斗，才产生了祈祷的需

要。

所以教宗的祈祷有一个特别的层面。对于各地教会的关

怀，使教宗每天都以祈祷、以思想、以心灵，走访全世界，因而构
成了一张教宗的祈祷图。它是各团体、各教会各社会以及困扰

着当今世界各种问题的地图。就在这种意义下，教宗蒙召去为

全球祈祷，在这祈祷中，对所有教会的关怀（ sollicitudoo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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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Ecclesiarum 格后＋－ 28），使他向天主呈观了，教会与现时

人类所共同分担的一切喜乐和希望，悲哀与忧心。

也可称说我们这时代的祈祷、二十世纪的祈祷，公元二千是
一个挑战的年代。必须注视着从圣言（基督）成人这个奥迹所生

产出来的无限美善，同时也不疏忽（（罪恶的奥秘，这罪恶且还不

停地扩展。圣保禄说：“罪恶在哪里越多，恩宠在哪里也越丰富。

( ubiabundavitpeccatum, superabundavitgratia 罗五 20)

这个深奥的真理确是对祈祷之永恒不断的挑战，说明了为

世界也为教会，祈祷是多么需要；祈祷是使天主砸碎救世的爱以
最简单的方式临在世界。天主把人的得救托给了人，把教会托

给了人，也在教会中把基督的整个救世工作托给了人。袍把人

个别的，以及整体的托给每一个人，袍把所有的人托给了每一

个人，也把每一个人托给了所有的人。这种共识应当在教会的

祈祷中、特别在教宗的祈祷中不断地得到回响。

我们都是“恩许的子女”（迦四 28）。基督对宗徒们说：“你

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若十六 33）但袍也曾问：“人子来临

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路十八 8）从这里就产生了教会和

教宗祈祷的使命性。

教会祈祷，是为了在世界各处，都能藉基督来完成救世的工

作。祈祷是为了使它自己能负起天主托付的使命。这种使命在

某种意义下就构成了教会的本质，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

说的。

所以，教会和教宗都在祈祷：为那些有特殊使命的人祈祷；

为各种被召者祈祷，不只为司锋（神父）与修道者祈祷，也为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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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民中，在世俗中力修圣德的人祈祷。

教会为那些受苦的人祈祷。痛苦对体能和精神都是很大的

考验，保禄所说“补充基督苦难所欠缺的”（参阅哥一 24），也算

是福音的一部分。在这真理中蕴函的喜乐与希望，就是福音的

主要成分。但圣神若不引导，人是不可能跨越这一真理之门。

所以为痛苦的人，以及与他们一起所作的祈祷，是教会、教宗与
基督所发出呼喊哀祷的一部分，也是为善的胜利所发出的呼号。

善的胜利也透过恶、透过痛苦、透过各种冤屈和人的不义来展

现。

最后，教会为死亡者祈祷。这种祈祷也很能说明教会的本

质，它说明了教会对于永生的希望始终不渝。为亡者的祈祷就

好象是面对死亡和毁灭的一场战斗，这两者一直威胁着人在世

上的存在。为亡者祈祷一直都是对“复活”这件事的特别展示；

在这样的祈祷中，是基督自己在为生命，为不朽的生命作证。天

主召唤每一个人都去分享这样的生命。

祈祷是寻找天主，也是天主在展示自己。通过祈祷，天主展

示给人，袍是造物主，也是慈父，是赎世者，也是救世者，是“洞

察一切的圣神，连天主的深奥事理袍也洞悉”（格前二 10），尤其

是抱洞悉（人心的隐密”（参阅咏四四 22）。通过祈祷，天主首先

现身为仁慈，亦即为爱。以爱来帮助痛苦的人；以爱来支持鼓

励，并引导人来信赖宣认这样的一个道理。在某种意义下，这就

使那仁慈而爱的天主临在于世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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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徒的信仰有二个“层次”，彼此环环相扣：天主、耶稣基
督、教会，对这些教徒而言，您是他们的牧人兼导师（就那里唯一

牧者和导师的代理人而言。）

其实，每位基督徒都相信天主是存在的。

因此，每位基督徒都相信天主不但讲过话，而且还在罗马帝

国时代，取了人身，成为历史的一个人物。那就是纳臣肋的耶

稣。

但天主教徒更超越此一认知，进而相信那个天主、基督，在

教会中还活着，还工作着一一用新约上的词汇说，就象在一个

“身体”中活动。当今在世，这教会可见的领袖，就是阁下您i 罗

马的主教。

信仰确实是一种恩赐，一种神圣的恩典，但另外还有一种神

圣的思赐，就是理性。照教会圣贤与圣师的古训，基督徒是“信

仰乃为了了解”，但也同时蒙召应“了解以便于信仰”。

现在，让我们再从头开始，讲问教宗阁下，我们可否从人的

观点来为天主确否存在，下个结论？又以何种方式来下结论？

您的问题，总结来说，是照巴斯噶的区分法，把天主分成
了绝对的神，即哲学家的天主（理性的怀疑论者）和耶稣基督的

天主；以及耶稣基督之前从亚巴郎到梅瑟（摩西）、古圣祖的天

主，其中只有耶稣基督的天主才是永生的天主。就象大公会议

在天主的启示宪章中(3 号）所说的那样，哲学家的天主只是人

思想和推理的产物，而它只能，在某个程度上正确地讲述天主。

总之，所有理性的论证都依循着“智慧篇”与“致罗马人书”

上所指出的路线：从有形的世界到无形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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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也依循此一相同路线，但方式有所不

同，在多玛斯阿奎纳之前的教会传统－一包括奥斯定在内，与柏

拉图是相系的，但因着某种理由又与之保持距离。对基督徒来

说，哲学的绝对，可以说就是第一实有或最高的善，这并没有太

大意义。他们曾自间，假如这永恒的天主，曾经说过话，不但透

过先知们，也透过他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还要对天主做哲学上的

推理呢。

教父们的神学，特别是在东方，→般而言，已经离柏拉图，离

哲学家们越来越远了。

在东欧，基督宗教哲学本身，最后也融入神学中（例如在当

代的 VladimirSolovev)

然而圣多玛斯并没有抛弃哲学家的路线。他的神学大全就

是从“有天主吗？ ( AnDeussit？）”（参阅 l q2.a.3 ）这问题开始

的。正如您提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已证实确实有用。它不但

产生了自然神学，而且在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中也有所回响。
纵使今天，神学大全很不幸地多少被忽略了，但其最根本的问题

仍然存在，且继续在我们的文明中有着普遍的共鸣。

在这里需要引用梵蒂冈等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在现代世界

牧职宪章”中的一整段：“诚然，现代世界所患的不平衡，是与植

根于人心基本不平衡，紧相连接的。在人性内存在着许多互相

冲突的因素。一方面，由于人类是受造者，感到自身受到多方面

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身具有无穷的愿望，以及走向更高

级生活的使命。人类既为众多的欲念所吸引，故必须经常有所

选择，有所放弃。甚至由于自身的柔弱及向恶成性，往往做出本

心不愿做的事，又往往不做本心所愿傲的事。于是人在自身内，

便感到分裂之苦，社会上如此众多而巨大的争执，便造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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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面对现代世界的发展，仍然有日形增多的人们提

出，并以锐利的目光研究下列问题：人究竟是什么？痛苦、罪恶

及死亡的意义何在？何以人类做出了这许多的进步之后，它们

仍然存在？人类在付出偌大代价之后所获致的胜利，何益之有？

人对社会可能提出什么贡献？人由社会可能期待些什么？尘世
生命完结之后，继之而来者，将是什么？教会深信为人受死并复

活的基督，曾藉其圣神提供人类以光明及神力，以帮助人们满全

自身的崇高使命。普天之下，没有其他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

同样，教会深信人类整个历史的锁钥、中心及宗旨，便是基督天
主及导师。（现代 10)

大公会议文献的这一段真是非常丰富。在这里可以清楚地

看出它对“有天主吗？”这一问题的答复。这问题不只关系着理

性，同时也涵盖了人整个生命的存在。在许多情况下，人寻找他

存在的意义，与其重要性。天主存在的问题与人存在的目的紧

紧相连。它不只是一个关于理性的问题，也是关于人意志的问

题，甚而还是一个关于人心灵的问题（巴斯噶的心之理

leraisonsducoeurdiBlaisePascal）。我想把圣多玛斯的见解只局限

于理性的范围是不对的。不错，我们必须承认吉尔松（Etien

neGilson）所认可的多玛斯，主张理性是天主最奇妙的创造，确有
其道理，但绝不表示，我们接受了一面倒的理性主义。圣多玛斯

肯定每一受造物，特别是人的丰富与错综复杂。在大公会议后

这段时间，把他的思想放在一边并不好，因为他仍然不失为哲学

神学大同论（ maestrodell ’ universalismofilosoficoeteologico）的导

师。他那“五条路”（ quinqueviae) （注 1)，就是对“有天主吗？”这

问题的答复，我们应在类似的背景中来了解。
注 1：证明天主存在的五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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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我在这一问题上，再多问一些。
当然，对您开始所解释，在哲学及理论上的有效性，我不辨

论。不过，这样的论证方式，对今天询问有关天主、天主的存在、
天主本质的人，还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

我敢说有，呈现在比最近的过去更肯定；那曾席卷十九、二十
世纪之交的实证论思想，到了今天已有衰退的现象，当代人重新

发现了“神圣”（的领域），虽然他们并不知应如何来称谓。

实证论过去并不只是一种哲学，也不只是一种方法论；而实

成了一种“怀疑学派”（scuoledelsospetto），在近代曾风行一时，到

处受欢迎。人有能力比他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认识得更多

吗？除了狭义的经验知识外，还有其他的知识吗？人的理性能

力就完全的屈服于感官、并内在的受到数学规律的导引吗？虽

然这些规律在规范某些物理现象，以及促进科技的进步上特具

功效。

如果把天主或灵魂等这一些观念，放到实证论观点下去验

证的话，结果一定是：毫无意义。因为在感官经验范围中，没有

任何与此对等的东西。

这种实证论观者，至少在某些领域，现在是在走下坡，这甚

至从比较维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的初期和以后的作品，

就可看得出来。这位哲学家是奥国人，活跃于我们这世纪的前

半叶。

再者，人的认知在最初的阶段是感宫性的。这一点，没有人

会怀疑，连古代哲学大师，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也从未置疑

过。认知的实在论，无论是所谓肤浅的实在论，或批判实在论也

都认同理智中的一切，没有不是经过感宫的（ nihilestinintelle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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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dpriusnonfueritinsensu）。但是，这些“感官”的范围并不只限

于可感觉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不只是单独地认识颜色、声音或

形状，还能樱括认识东西：例如他不只是知道“人”有某些特性，

还知道人的本质（即人有位格，有人格）。所以他还认识在感觉

之外的真理，换言之，亦即超经验的真理。但我们不能说，既是

超经验，就不再是经验的了。

以这种方式作基础，我们可以有十足的把握去谈人的经验、

论理的经验、和宗教经验。如果能够谈这些经验，那么也就难以

否认，在人经验的层面上也有善和恶，也有真与美，也有天主。

就本质讲，天主当然不是经验的对象，不是人感觉经验的对象。

对这一点，圣经本身也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强调：：没有人见过天
主，人也不能看见天主。气参阅若一 18）如果天主是人认识的对

象，智慧篇和罗马书都说那是基于人对外在有形世界，以及对自

己内在世界所有的经验。就因为这一点，康德（ ImmanuelKant) 

抛弃了圣经上的和圣多玛斯阿奎纳的旧路线，而开辟了“论理经

验”之路，承认人是一个“论理实有”，有能力按照善恶的批判去

行事，不只是随着利害和享受的驱策。他还承认，人是一个“宗

教实有”，有能力与天主接触，上面谈过的祈祷，就是这一事实的

第一个验证。

在摆脱“实证信念”后，当代思想对“人”更完整的研究挖掘，
有很明显的进步。除此外，还承认了比喻和象征语言的价值。

当代的诠释学，例如在吕格尔（PaulRicoeur）的著作中所见到的，

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在勒维那斯（EmmanuelLevinas）的作品中所

表现的，对于世界和对于人，都从一些新的角度，提供了某些真

理。

实证主义使我们渐渐远离，甚至排除我们对事物的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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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诠释学则在象征语言的内涵上来研讨，使我们重获，甚至

更加深对事物的全面认识。我说的这一切，并无意去否定我们

的理性，有能力针对天主和信仰上的真理，来做出有效的概念上

的陈述。

因此，对于当代的思想，“宗教哲学”确是非常重要，例如埃

里亚德（ MirceaEliade）的著作，我们波兰则有总主教亚伍斯基

(Marian] aworski）的作品和卢波里诺（ Lublino）学院都是。现在
通过完整的人类学重返形上学｛研究实体的哲学）的征兆已经呈
现，我们大家都是证人。要想完满地嗦解人而不谈到天主，那是
不可能的。圣多玛斯以存在哲学的语汇说这是本质实现（ ac

tusessendi）。而宗教哲学则以人类学经验之范畴来表达。
关于这一经验，主张对话的哲学家贡献甚多，其中如布伯

( MartinBuber）和已经引证过的勒维那斯（Levinas）都是。可见

这离圣多玛斯已经很近了，但并未使用那“存在”和“实有”的方

法。而是透过人和人彼此之间，“我”和“你”之间的接触。人存

在的基调就是共存。
主张对话的哲学家是哪里学得这一些呢？他们首先从圣经

的经验学得。人的整个生命都是“我”和“你”，在每日的范围中｝

“共存”，同时也是“我”和“你”在绝对的范围中“共存”。圣经的
传统就是围着这个“你”打转，先是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
主，以后是其他列祖的天主，再后则是耶稣基督和宗徒们的天

主，我们信仰的天主。

我们的信仰，是彻底的以人为本，基本上是具有“共存性”
的，在天主子民的团体中，在与永恒的“你”的共融中。一个类似

的“共存”，在我们犹太基督的传统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同时也是

天主创发的。而此一共存性是根据创造律而来的。正如圣保禄

所教导：“因为袍于创世之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人。”（弗→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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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为什么要隐藏起来？

既然有个起，即圣经上所讲的天主，古往今来都有不少人质
疑，是可以理解的，如：为什么袍不自我启示得清楚些？为什么

袍对于自己的存在，不提供更确实的，以及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证据？为什么袍种种的作为，好象在与袍所创造的万物捉迷

藏。

当然有很多理由让我们去相信，但不少人认为也有很多理

由让我们去怀疑或甚至去否定。若袍的存在能启示得更清楚，

不是很简单吗？

您的问题，同时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并不是来自圣多玛斯，不
是圣奥斯定，也不是来自犹太基督的大传统。这些似乎出自另

一领域一一近代哲学纯理性主义的领域。理性主义的历史从笛
卡尔开始。笛氏可以说：把思想和存在二者给分开了，把思想看

成了理性本身：“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sum) 

圣多玛斯的见解则非常的不同，因为圣多玛斯不是思想决

定存在，而是存在、实有决定思想！我是照我思想的方式来思

想，因为我是我所是一一一个受造物。而袍则是自有的，绝对

的不被创造的奥秘。如果抱不是奥秘，那就不需要启示了，或

是严格地说，就不需要天主自我启示了。

如果人类以他自己做为受造物的智慧，及本身主观的种种

限制，而能够超越万物与造物主，非必然者与必然者之间的整个

距离，那么您的问题才有根据。照基督给加大利梅亚那（santa

Caterina）说的那句名言：那个“不是的”与那个“是的”（（cole

ichenone} ( Coluichee｝：参阅卡布尔的雷蒙所著“大传记”）

那些困扰您的思想以及那些也曾出现在您著作中的思想

（指访问者 VittorioMessori 的著作），都可变成现在一连串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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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了。这些思想不只是您自己的，同时您也愿意做这时代的“代

言人”，并与他们并肩走那寻找天主的路。这路有时错综难走，

有时又象是走进了死胡同，不见出路。您心中的不安，就表达在

以下的问题中：为什么对天主的存在，没有更确实的证据？为什

么天主看似躲藏了起来，和自己所创造的万物玩游戏？不是一

切都应当更单纯吗？袍的存在不是应当更清楚易见吗？这些

问题都是现代不可知论者的论题。不可知论不是无神论，尤其

不是实践的无神论，如马克斯主义的无神论那样，或如另一种背

景下启蒙时代的无神论那样。

虽然如此，在您的问题中，仍有一些反映旧约和新约上的表

达方式。如您所说天主躲藏起来，用的几乎是与梅瑟同样的句

子。梅瑟希望面对面地看见天主，但也只看到了天主的背影（参

阅出卅三 23）。这里所指的，不就是藉着万物来认识天主吗？

说到游戏，使我想起箴言上那几句话：“智慧愿意欢跃于人

世，乐与世人共处。”（参阅箴八 31)这不就说明了，天主把自己

的智慧赐给万物，同时又不全部透露自己的奥秘给万物。

天主的自我启示特别实现在袍那“人化”之中，但费尔巴哈

( LudwigFeuerbach）说：“把神性降格为人性”，这危险一直存在，

费氏是“马克斯无神论”的始作俑者。

但冲击却来自天主，因为袍真的在圣子内成了人，生于童

贞女。就在诞生以后，透过苦难、十字架以及复活，天主在人类

历史中的自我启示达到了最高点：不可见的天主在基督可见的

人性上显示出来9

在耶稣受难前一天，袍的宗徒们问袍说：“把父显示给我们

吧！气若十四 8）基督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回答，袍说：“你们怎么

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们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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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工作而相信……我与父原是一体。”

（参阅若十四 9-11 ；十 30)

耶稣的话超越了时空，可以说讲到了今天人们所渴望的那

种“直接经验”。但这个直接性，还不等于“面对面”的认识天主

（格前十兰 12），认识天主之所以为天主。

我们尽可能公平→点：天主在袖亲近人，以及在迁就人认

知的能力时，袍还能更屈就人吗？地己尽其所能做到袍所能做

的，再进一步已是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天主已经走得太远

了！基督不是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外邦人的愚妄”吗？（格前

一 23）（注 1)，正因为祖称天主为父，在艳身立这么明显的启示

了天父，不能不让人产生了太过份的印象。当时的人因不能承

受这样的亲近，才开始产生排斥。

这样强烈的阵营，首先是犹太教后来又有伊斯兰教。二者

都不能接受一个这样人性化的天主。他们抗议：“天主不应该是

这样子的！天主应是绝对超越的，应保持袍的尊严。不错，袍

尊严而仁慈，但不能到这地步：替自己所创造的万物补偿罪过。”

所以，从某一角度看，也有道理这样说：天主显现了太多袍

神圣的，内在的生活，袍还显现了他自己的奥秘。袍不曾留意，

这样过分的显现，在某种程度之下，使人也模糊起来了。因为人

不能承受过分的奥秘，人不愿意被袍渗透及控制。人类知道天

主就是“人在抱内生活、行动、存在”的那位。（宗十七 28）；可是

为什么必须用袍的死亡和复活来证实呢？无论如何，保禄写

着：“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你们的信

仰也是空的。”（格前十五 14)

注 1：见第一章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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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即天主，是个狂想？

现在，我们从天主的啊题”，正式转到您已提到的耶稣的“问
题”。

为什么耶稣不能只是一位智者，如苏格拉底？或是一位先

知，如穆罕默德？或是一位悟者，如佛陀？怎么证明这位在罗马

帝国，一个不知名的省城被判死刑的以色列人，确实是天主之

子，与天父有同样的本质？基督徒这一极端的主张，在其它的宗
教信仰中矿找不到相同的例子。圣保禄自己就称之为“一个绊脚

石和愚妄”。（注 1)

圣保罗深知，基督是绝对独特、唯一、不能酷的。如果袍只
是一位象苏格拉底的智者，一位象穆罕默德的“先知”，一位象佛

陀的“悟者”，那无疑地袍就不是抱了。艳是天人之间的唯一中

保｛中介｝。

袍是个“中保”乃因袍既是天主又是人。在袍之内有神的

整个世界、有整个圣三奥迹（注 2），同时还有现世和永恒不朽生

命的奥秘，她是真正的人。在袍之内神性与人性不相混淆，保

留有本质上的神性。

同时基督又是这样的人性化！由于这一点，整个人类及人

类的历史，是在袍之内面对天主，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主，而

是一位在袍之内的天主一一其实袍自己就是这个天主。这在

任何其它宗教中没有，在哲学里更不曾有过。

基督是独一无二的，抱不只象穆罕默德一样，只颁布宗教

规诫原则，凡敬拜天主的都应遵守；基督也不只是单纯的一位智

者，如苏格拉底那样，虽然苏氏为了真理而自愿地接受死亡，与

- 34 一



跨越希望的门槛

十字架的牺牲有若干相似之处。

基督更不象佛陀那样否定万物。佛陀说，在万物中，绝对找

不到人的得救，这是对的，但当他因此而否定了万物对人的任何

价值，这是错的。基督没有这样作，而且也不能这样作，她是天

父及天父之爱的永恒证人；天父从一开始就爱自己所创造的万

物。这造物者从一开始，在万物身上就看到许多的美善，特别是

在人身上，是袍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样所塑造的。天主在袍降

世成人的圣子身上看到这些美善，袍把这视作袍的子与所有理

性万物的使命。若我们眼着神性的观察到了极致，可以说，天主

特别以自己儿子的苦难与死亡，看到这些美善。

这一美善还要受到复活的确认，复活是新创造的开始，是天

主内万物的重获，是所有万物的最后归宿。“天主成为万物之中

的万有”（格前十五 28)

基督从一开始就是教会信仰和生活的中心，也是教会训导

和神学的中心。提起教会训导，需要回顾整个第一个一千年，从

尼西亚（Nicea）第一届大公会议开始，到厄弗所（Efeso）以及加彩

东（Calcedonia）的大公会议，再到尼西亚第二届大公会议，这最

后一次的大会则是前几次会议的结果。前一千年的历次大公会

议，都是有关天主三位一体的问题，包括圣神发自父子的问题，

但所有大会的基础都是基督论的。从伯多禄宣示“您是基督，永

生天主之子”（玛十六 16）以后，基督就成了基督徒信仰和生活

的中心，也是他们见证的中心，为了作证此一信仰，甚而不少次
洒尽鲜血。

由于这种信仰，教会日益扩展，虽然遇到了许多迫害。这信

仰却一步步使旧世界都版依了基督。即使后来受到了亚略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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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的威胁，但对基督，天主和人的真正信仰，按照伯多禄在

斐理伯凯撒勒亚所宣告的，就一直是教会生活、见证、敬礼、礼仪

的中心。所以说基督信仰的焦点，从一开始就是基督。

总之，这些信仰与教会生活的传统有关。这信仰特别表现

在圣母敬礼和圣母学上：“袍由圣神受孕，生于玛利亚之童身”

（信经）。教会的圣母敬礼和圣母学别无其他，也只是上述以基

督为中心的另一面。

是的，应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点：虽是互相间有共同点，但基

督既不似穆罕默德，也不似苏格拉底或佛陀。抱是完全独特与

唯一的。基督这种独特性，经伯多禄在斐理伯的凯撒勒亚宣告

之后，就成了教会信仰的中心，以后融入信经中：“我信全能的天

主，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她因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

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袍升

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

这就是所谓的宗徒信经（ Simboloapostolico），是由伯多禄和

全教会的信仰表示。从第四世纪开始又有尼西亚君士坦丁信经

( Simbolonicen。一 constan tinopoli tano）用于教理讲授和礼仪中，

使教会的教导更丰富。之所以更丰富是因为教会在逐渐进入希

腊文化后，感觉到有必要，把教义更合适与更具信服力的，在那

个文化脉络中表达出来。

在尼西亚大会和君士坦丁大会中确定了耶稣基督是“永恒

圣父的独生子，由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

物是藉著艳丽造成的。”

信经的此一说法不是单纯的希腊文化的产品；它们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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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宗徒训导的丰富遗产。如果我们愿意探寻它们的摞头，那

么首先可以在保禄与若望的著作中找到。

保禄的基督学是非常丰富的，其起点是在大马士革城门外

所发生的事件中。在那次事件，这位青年法利塞人的肉眼失明

了，可是他心灵的眼睛却看到了复活基督的全部真理。以后他

在自己的书信中就把这些真理写了出来。

尼西亚信经中的信仰宣示，就是保禄思想的反映，但其中也

有若望的遗训，尤其是在其福音引言所说的（参阅若一 1一18)

当然不只这一处。他的全部福音和书信都是对生命之言的见

证：“就是我们听见过，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

的生命圣言。”（若一 1)

在某一方面，若望更象个有资格的证人，虽然保禄的证词是

这样的具震撼性。这种保禄和若望的比较是有其重要性的。若
望写得较晚，保禄较早。所以有，关信仰的最初表达，应先从保禄

的作品中去找。

其实不只在保禄的作品中，在路加的作品中也有，路加曾经

追随过保禄。在路加的作品中，有一些字句可以作为保禄和若

望之间的桥梁。我是指按路加记录耶稣说过：“因圣神而欢欣

说”（参阅路十 21)。：“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

这些事隐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而启示了给弱小的人。除了

父，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也没有

一个认识父是谁的。”（路十 21-22）路加在这里所写的，也正是

玛窦福音上耶稣伯对多禄所说的：“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

我在天之父。”（玛十六 17）但路加所写的与若望福音上的引言

也完全相合：“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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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们详述了。”（若一 18)

这种福音的真理，在若望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不容我在这里

一一述说。新约中的基督学是有扩充性的，教父们、经院学者、

以及后世继起的神学家们都只不过是一再怀着惊喜，以这遗产

为依归，作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和发展。

我要提醒你，我那第一道通谕是关于人类的赎世主（Re

demptor - hominis），在我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当选的几个

月后公布的。这说明那些内容实际上早已存在于我心中，以后

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把它从我就任教宗之前，早已有的记忆与

经验中抄录下来而已。我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这通谕一方

面肯定我所受的教育传统，另方面也是为它所反映出来的牧灵

凤格。此一救赎奥迹应从人以及一切属人的革新角度去看，这．

是梵二大公会议，尤其在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中所建议

的。上述通谕愿为人，因基督而在灵肉双方面获救这一事实，献

上一曲喜乐的乐章。身体的获救，以后在每周三的系列要理讲

授“抱造了男女”中，作了部份的阐释。至于此一系列要理，可

能改为“袍救赎了男女”更为合适。

注 1：见第一章注 1.

注 2：天父、子、圣神三位一体。

注 3：亚略是第四世纪一位神职人员，他主张天主子并非永恒，而是父所创造，

作为创造世界的媒介。此一主张在公元三二五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被教会斥为

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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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惊切的接待，并让我继续提出一些您可能觉得不寻常的
问题。但是就如您自己也提到过，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代表今

天许多人提出来的。这些人面对教会提供的福音，似乎在问：这

基督徒们所谓的“救恩史”为何这么复杂？为赦免我们、为救我

们，难道一位天主慈父，真的需要艳的儿子流血牺牲吗？

您提救恩史的问题，这关系着救赎的深层意义。
我们先略看一下笛卡尔以后的欧洲思想史。为什么在这里

我把笛卡尔放在前面呢？原因是，他不只在欧洲思想史I二开创

了 4个新时代，而且在哲学上也开创了一个“人学”的新方向，他

的“我思故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标语。

最近几个世纪的全部理性主义－一无论是安格鲁撒克逊形

式或欧洲大陆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及十九、二十世纪的德国

哲学，直到胡塞尔、海德格－一－可以说，都是笛卡尔见解的延续

与发展。这位第一位哲学的沉思（ Meditationes

depromaphilosophia）的作者，用他那本体的论证，使我们远离了

存在哲学，也远离了圣多玛斯的传统路线。这种路线引领人到

达天主，他是“自我存有”（esistenzaautonoma）。笛卡尔因为把主

观的认知绝对化，而导致了（绝对者的纯粹认知，也就是纯粹的

思想。一个这样的绝对者不是独立的存有，在某种形态上只是

个独立的思想，与人的思想相符才有意义。重要的不是这思想

的客观真实性，而是它在人的意识中呈现了一些东西。

这样我们就来到现代内在主义与主观主义的门槛。笛卡尔

汗启了精确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新形态的人文科学发展。这

样与笛氏一起，人就背离了形上学，研究趋向并集中到哲学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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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论上去。康德就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

虽然不一定能把远离基督宗教，归咎于现代理性主义之父，

但很难不承认是他创造了这个环境，使得远离基督这个事实，发
生在今天。当然这个现象是慢慢形成的。

事实上，差不多在笛卡尔之后一百五十年，我们就发现到，

那在欧洲思想传统里，属于基督宗教的主要成分都已经被搁置。

那时启蒙主义(l ’ illuminismo）正主导着法国。这个学说就是决

定性的肯定了纯理性主义。在法国革命的大恐怖时期，捣毁了

基督的祭坛，把十字架丢到马路上，代之而起的是引进了理性的

女神崇拜。在这种基础上宣告了自由、平等与博爱。这样基督

宗教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伦理方面的，都被它从福音的基础上拔

了下来。现在是必须把它回归原处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找回它那画满的生命力。

虽然如此，远离犹太列祖的天主，远离耶稣基督的天主，远

离福音与感恩祭，并不一定就是与存在于宇宙之上的天主断绝

关系。因为自然神论者的天主常常存在，而且可能也存在于法

国的“百科全书派”，存在于伏尔泰、卢梭的著作中，且更存在于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这些是现代物理的滥殇。

但是这位天主绝对是宇宙之外的天主。对于那些认为世界

只有自然认知的人，一位天主临在于宇宙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益

处；同样一位在人内工作的天主，对于现代的认知，对于人的现

代科学，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因为现代科学所研究的是意识的，

和潜意识的一种机制。而那启蒙的理性主义则把真天主，特别

是救人的天主搁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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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带来的后果是廿么？人的生活应当只让自己的理性

来领导，就象天主不存在一样。不只在对世界的客观认识上，需

要脱离天主，因为天主的存在和袍的安排，对于科学一点都派
不上用场，而且在行事上也要象天主不存在一样，也就是象天主

不关心世界一样。启蒙的理性主义所能够接受的，是一个远在

世事之外的天主，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验证的假设。无论如

何，这样的天主理所当然地就被排除在世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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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这个哲学背景，我用心听了，但这与我向您提出的问题
“救恩、史”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事实上，启蒙理性论以类似的想法和．
作法打击了整个基督救世论（soteriologiacristiana＞＇的核心一一救
世、赎世的神学反省。“天主这样爱了世界，竟赐下了自己的独

生子，使凡信袍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若三 16）基督

回答尼苛德摩（注 1）的每一句话，对那些有启蒙背景人士的思

维形态，都构成了争执的理由，不只是法国的启蒙主义，即英国

和德国的启蒙主义也一样。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您的问题上，分析基督在若望福音中的

话，以便了解我们在哪些方面与这种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很明

显的，此刻您也做当代人的代言人，因此，您才会河：“为什么救

恩史这样复杂？”

事实上，它一点都不复杂！我们可以用基督对尼苛德摩说

的话，很直接的证明它极度的单纯性以及那奇妙的内在合理性。

首先，“天主爱了世界。”照那些启蒙论者的想法，世界不需

要天主的爱，世界自给自足。另方面，依次而言，首先天主不是

爱，若要说艳是什么，袍就是理性，永远能认知的理性。在一个

存在而且是自给自足的世界，又是人的知识可以洞悉的世界，这

个世界因着科学的研究，奥秘不断地被破除，更不断地服属于人

（现代科技的魔术师）之下，使之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人

是不需要天主来干预的，就是这样的世界应当使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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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却对尼苛德摩说：“天主这样爱了世界，竟揭下了袍的

独生子，好使信袍的人不至丧亡。”（参阅若三 16）如此耶稣使人
了解，世界不但不是人类最终幸福的泉源，而且还可以成为他丧

亡之因由。这个世界看似是人类制造知识的大工厂，有进步与

文化、有传播媒体的现代系统，有无限制的民主自由体制，虽然

如此，这个世界却没有能力使人幸福。

当耶稣说起天父对世界的爱，他只是对创世纪的回应，创世

纪里描述天地万物的创造时，就作了这样的肯定：“天主看了认

为好，天主看了袍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创~ 12·31)不

过这样的肯定并不就是绝对的得救。世界没有能力使人幸福，

没有能力把人从各式各样的罪恶：疾病、瘟疫、水患、灾殃中救出

来。这个世界本身有着它的富足与匮乏，需要被拯救、被救赎。

世界没有能力使人脱离痛苦，更没有能力使人脱离死亡。

整个世界都屈服在“无常”的状态之下，如同圣保禄在致罗马人

书上说的：世界屈服在败坏与死亡之下。从肉体方面说，人也是

如此，长生不死不属于这个世界，天主之外谁也不能把它给人。

因此基督才说，天主爱人，把袍的独生子赐下，为使人“不死，反

而获得永生。”（若三 16）永生只能来自天主，只能是袍的恩赐，

不能由抱所创造的世界给人。被创造的万物包括人在内都屈

服于“无常”之下。（参阅罗八 20)

“人子来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是为救世界。”（参阅若三 17)

人子降生为人的时候，世界确应受惩罚，是因为从我们原祖堕落

开始，罪恶就统治了整个人类历史。不过这又是启蒙论思想所

绝对不肯接受的论点。它不肯接受罪恶的事实，更不肯接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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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观念。

最后一次访问披兰时，我选的讲题是十诫和爱的诫命，这让

在波兰所有“启蒙运动”者感到不安，教宗向世界指证人的罪恶

时，就会被这些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这一类型的异议正与

圣若望所引用基督的话相抵触，基督预告了圣神的来临，袍“要

向世界指证罪恶。气若十六 8）教会还能怎么做呢？无论如何，

指证罪恶并不等于判罪。“人子来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是为救

它”。指证罪恶等于是提供了得救的机会。救赎的第一个要件，

就是认识自己罪恶的本质，包括那些继承下来的在内；其次是在

天主跟前告白，天主也一直在等着接受告白，侮能救人。救恩就

是用救赎的爱拥抱人、提升人，这个爱也总是比一切罪都来得

大。荡子（注 2）的比喻对这一点而言，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

救恩史很单纯，它就人类尘世的历史中，从第一个亚当开

始，通过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的启示（参阅格前十五 45 ），当天

主成为万有中的万有时（格前十五 28）世界的历史即在主内完

成。

同时，救恩史也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某种意义上，它全

部都包括在荡子的比喻和耶稣对那犯奸妇人所说的话中：“我也

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若八 11)

救恩史综合来说，是在天主隆重地介入人类历史中，而得以

验证的。这种介入是在逾越奥迹一一耶稣的苦难、死亡、复活与

升天一一时达到顶峰，并在五旬节圣神降临于宗徒身上时完成。

这个历史一方面启示了天主救人的决心，另方面也说明了教会

的使命。这是所有个人的历史，也是人类整个大家庭的历史。

人类大家庭先由天主创造，后来在基督与教会内得到再造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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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圣奥斯定在写“天主之城”时，对于这一历史，曾有深刻的认

识，但有此认识者除他之外，亦不乏其人。

救恩史对解释人类历史常会提供新的灵感。因此，许多现

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都对救恩史感到兴趣，因为它所提出的

课题最迷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提出的问题，最后都归

纳在这个课题之中。

救恩史不只提出人类历史问题，而且还面对人存在意义的

问题，所以它是历史同时也是形上学。甚至还可以说，它是最完
整的天人相遇的神学形式。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就是

这一伟大课题的展现。

注 1：犹太的学者。

注 2：福音上，耶稣设的比喻，谈到一个败家子，最后回归父家，得到宽恕的故

事。

一 47 一



一个历史的明朗化

一 48 一



天主既是爱，

为什么还有

这许多恶？



天主既是爱，为什么还有这许多恶？

对信教的人而言，阁下所陈述这么宏观且迷人的前景，可以说
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希望。

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在每一个时代，连基督徒在受到考验

的时候，都会问一些令他们深感苦恼的问题。那就是，面对痛

苦、不义、疾病、死亡时（这一切好象在控制着世界的大历史，以

及每日我们生活的小历史），他们如何能继续信赖一位身为慈父

的天主一一按照新约所启示以及您一再热切表白的，袍本身就

是爱的天主呢？

世界在转，十字架则稳如泰山（S…xdumv仙ruorbis）就象
我前面说过的，我们发现我们正处在“救恩史”的核心。当然，您

不能放过这永恒疑问之源。不只是关涉天主的美善，甚而还对

于袍的存在，也都充满怀疑。天主怎么能允许这许多的战争、
集中营和血腥屠杀？

天主允许这一切，袍还算是真爱吗？就如圣若望在他第一

封信中所宣称的那样品。抱对袍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是公平的吗？

袍是不是给每个人的担子太重了？袍是不是让人独自负荷沉

重，而且还处罚他们使生活毫无希望？在医院里有那么多得了

不治之症的病人，那么多的残障儿童，那么多人完全被排拒在人

生正常幸福之外，这幸福来自爱情、婚姻和家庭。这一切交织成
一幅阴郁的画面，在古今的文学作品中都随处可见。从杜斯陀

也夫斯基、卡夫卡或卡缪的作品（ FedorDostoevskijFranzKafk.a, 

AlbertCamus）也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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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造了人，给了人理智与自由；也因此，他会被人批判。·

“救恩史”也就成为人不断批判天主的历史。不单是对于天主的

质问与怀疑，而且是真正的批判。旧约“约伯传”就是这种批判

的范例。更甚者，还有恶神的介入，他们眼光锐利地随时等着批

判人，而且还批判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在约伯传中这些都

可得到证实。

关于这“十字苦刑的侮辱”（ ScandalumCrucis) （注 1)，在前

一个问题中，您问：为了拯救人类，真的需要天主使自己的儿子
死在十字架上吗？

根据现在我们所讨论的，我们必须问：“不这样做可以吗？

面对一个充满痛苦的人类历史，如果天主不把基督的十字架放

在这历史的中央，那说得过去吗？很明显的答案可能是：天主在

人跟前不必自我辩护，抱既是全能，就够了。从这个观点，袍做

什么或者许可什么，我们都必须接受。这就是圣经上约伯的立

．场。但天主除了是全能全知者之外，容我再说一遍，袍也是爱。

我们可以这样说，袍希望在人的历史面前能够证明自己。袍不

是一个远在宇窗之外的绝对神诋，对于人的痛苦漠不关心。袍

是厄玛奴耳（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天主。袍分担人的命

运，与人同甘共苦，至于启蒙论者毫无异议就接受的那种天主的

形象，其实不仅不完整，简直就是谬误。对福音而言，那种论谓

是在开倒车，对于天主和宇宙不仅不能获致更大的认识，甚而还

会造成更大的不了解。

不，绝对不是！”天主不是那远在宇宙之外，只自满于自己的

全知和全能的天主。抱志愿把自己的全知和全能拿出来，为自

己所创造的万物服务。如果在人类历史里有痛苦，且此一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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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人类历史密不可分的，而解开此一痛苦哑谜的锁钥，就是在

十字架上的羞辱，那么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的全能是在于由十

字架的谦抑，来表现。

对于这一点，连今天批判教会的人也有同感。他们也看得

出来，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天主与痛苦的人类同甘共苦的

证明。天主与人类站在一起，袍还做到了最彻底的地步，“袍谦

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二

7-8）所有的痛苦，个人的、集体的；来自天灾的、来自人祸的

一一战争、古拉格群岛之类的劳改营以及对大屠杀（犹太人的大

屠杀），也包括了比如非洲黑奴的大屠杀等等，都在在蕴含于此。

注 1：见第一章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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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是否无能？

i午多人仍然反问：对于人间的痛苦和恶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
解决，只是转移了而已。信仰肯定天主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

天主没有把痛苦从抱所创造的世界上铲除，还继续地让它留存

下来？是不是天主感到无能？连许多诚朴的宗教人士也都这样

说，且还深感困惑。

回
去E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面对人的自由，天主甘愿显得“无

能”。也可以说，天主为了给予“按自己的肖像和模样”（参阅创

一 26）所创造的人恩赐而付出代价。天主面对这个恩惠始终是

一以贯之。也为了此，袍才受到了人的判决，在一个越权的法

庭面前，接受了煽动性的盘问：“你真的是一位国王吗？”（参阅若

十八），“是否真的在世界，在以色列和所有国家历史上所发生的

飞一切，都由你来决定？”

我们知道，基督在比拉多法庭前，对于此一问题，给了这样

的答案：“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若

十八 37），那么：“什么是真理？”（若十八 38）审判就此结束。也

这样，人在自己历史的法庭里把天主戏剧性的审判了。但判决

书并不符合真理。比拉多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

来。”（若十八 38；十九的，过了一会却命令说：“你们把他带去，

钉在十字架上吧！”（若十九 6）就这样他洗脱了自己与此一案件

的关系，并把责任推到了残暴的群众身上。

因此，人把天主定了罪，并不是基于真理，而是基于强权，基

于狡猾的阴谋。这不正是人类的历史真象，我们这世纪的真象

吗？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这样的判决在许多专制政权压迫下的

法庭里仍一再重演。甚而连在民主议会里，在通过正常制定的

法律，来判决尚未出生的人死刑，不也在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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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总是站在受难者的一边，袍的全能正是透过自愿接受

痛苦而表现出来。袍本来能够不这样做。袍本来在被钉的那

一刻，也能表现袍的全能。事实上就有人向袍提议说：“你从十

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参阅谷十五 32）但他没有接受那项

挑战。抱留在十字架上直到最后。留在十安架上，使植可以象

所有受苦的人一样说：“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谷十五

34）此一事实留存在人类历史中，成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如果

缺少了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那一幕，天主是爱这一真理就被架空

了。

是的，天主是爱。也正是为此，袍才赐下了自己的儿子，来

显示出袍自始至终都是爱。基督是那个“爱到底”（若十三 1)的

人。“到底”的意思就是直到最后一口气。“到底”就是说，袍接

受人类罪恶的一切后果，自己一肩挑。正如先知依撒意亚所说
的：“袍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我们都象羊一样迷了路，各走

各的路，但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到袍身上。”（依五三 4·

6) 

受难之人就是“凡事包容”（格前十三 7），“是最大的”（参阅

格前十三 13）爱的启示。就是这种启示让我们知道天主不只是

爱，袍还“藉著圣神，已把爱倾注在我们心中了。”（参阅罗五 5）。

总结来说，面对十字苦像，人宁愿参与救赎工程，而不愿作一个

无情的判官，审断天主在自己和人类生命中的作为。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被思史的核心。对天主的裁判变成了

对人的裁判。在这事上，属神和属人的领域二者相遇、相交叉、

相重叠，因而不能不就此止步。福音之路从真福山直到哥尔哥

大，途经大博尔，即显圣容之山（注 1)。了解哥尔哥大事件（注
2）的意义，其困难与挑战，那在圣周五与复活之日之间所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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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天主都先告诉了宗徒们。

圣周五最重要的讯息是：人啊！你审判天主，命令他在你的

法庭前自我辩护，请扪心自间，这位受刑人的死，岂不是你应当

负责的吗？判决天主，事实上岂不就是对你自己的判决？请反

省深思，这一判决与其后果一一十字架与其后的复活一一岂不

正是你为获救唯→可行的路！

当佳播（Gabriele）天使来向纳臣肋的贞女报喜生子的时候，

’说袍的王国没有终结（参阅路一 33），当时一定很难预见那句话

所预言的，竟是一个这样的未来；天主的国为在人间实现，竟需

付出这样的代价；从那一刻开始，全人类的救恩史竟会走上这样

的一条路！

只从那一刻开始吗？抑或从最初就开始？哥尔哥大事件是

个历史事实。但却并不局限于时空之中。它上溯至宇宙之始，

未来则到历史的终结。穿越时空，涵盖所有的人。基督是希望，

同时也是美梦成真。“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

我们可以赖以得救的。”（宗四 12)

基督宗教是个救恩的宗教，用神学语汇来说，是救世论的宗

教。基督救世论综合在逾越奥迹之中。希望获得天主拯救的

人，应当伫足于基督的十字架之下。之后在圣周六（安息日）后
的主日天，到空空的墓穴前，象耶路撒冷的妇女们那样倒耳倾

听；“袍不在这里，袍已经复活了。”（玛二十八 6）在十字架与复

活之间，含有天主确实会来救人这一讯息，袍救人是藉著基督，

藉著袍的十字架和艳的复活。

注 1：耶稣基督为让门徒对他将受苦并被钉死之事实，有心理准备，将召三爱
徒登上高山，在他们面前变容。与其同时的犹太教主要二大类典籍法律与先知之代
表人梅瑟与厄里亚亦显示在其两旁．以表示基督是旧约之完成与新约之玉。

注 2：哥尔哥大llP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山丘，而“事件”指的是耶稣被钉死。

- 56 一



’·＂户.. 元

人就这样得救？



人就这样得救？

教宗阁下，您不会不知道，我们“普通人”，在当前文化下所遭
遇到的危机，是对最基本意义的基督宗教的境界并不了解。

所以，请问您：具体而言，从信仰看来，“拯救”指的是什么？

这个“得救”又是什么？您曾一再说，它是基督宗教的核心。

拯救就是使人脱离邪恶。在这里所说的邪恶不只是社会的
恶，例如不义、压迫、剥削等；也不只是疾病、祸害、天灾，以及人

类历史中所谓的灾难等。

拯救是把人从根本而终极的恶中救出来，连死也不算得是
这邪恶。如果死后复活能接踵而至，死就不再是恶了。复活是

由着基督而来。藉著披主，死亡不再是终极的恶，它已被置于生

命的力量之下了。

世界没有这样的能力。世界能够改善各方面的医疗技术，

却不能救人于不死亡。也因此世界不能是人得救的泉源。只有

天主能救人，在基督身上救整个人类。耶稣（G臼u, Jeshua 天主

拯救｝这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在历史上有一些以色列人

有过同样的名字，但可以说，只有这位以色列之子是名符其实，

只有袍才应当证实下面的真理：“莫非我不是上主吗？除我以

外，没有别的神！再没有一个仁义的神和救主。”（依四五 21)

拯救是说从根本的恶中救出来。这种恶不只是指人因年华

日增、逐渐老化、终至死亡。根本的恶是人拒绝天主，而其后果
则是永罚一一天主拒绝人。

惩罚是救赎的反面，两者都与人永生的命运有关，也都假定

人的不朽。暂时的死亡不能毁灭火永生的命运。

这个永生是什么？它是来自与天主合一的幸福。基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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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

（若十七 3）。与天主合一在于“面对面”的看到天主，（格前十三

12）。这叫做“幸福的”事见天主，因为它完全满足了人类向往真

理的渴望。借着科学或准科学，所达到的只是零星部分真理，而

“面对面”的享见天主，就是人享受到绝对圆满的真理。这样，人

对真理的渴望，也就彻底的得到了满足。

但是救恩并不只是这一点。当人“面对面”事见天主的时

候，就是遇见了绝对圆满的善。柏拉图对善的概念之直觉，在基

督宗教里得到了超哲学与最后的证实。我们并不是说与善的概

念合一，而是与善本身合一。天主就是这善。一个青年来问耶

稣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作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

称我为善？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谷十 17-18)

天主是圆满的善，也是圆满的生命。生命在袍内，也是由

袍而来。这生命没有时空的限制，它是“永生”。分享了天主自

己的生命，就实现了与父、子、圣神永恒的共融。圣三的教义表

明天主的内在生活，也引人接受它。在耶稣基督内，人蒙召也被

带去分享它。

永生就是这样，基督的死亡给人生命，因为艳使信的人分

事袍的复活。复活的本身就是生命的启示。就是生命跨越了

死亡的领域。在袍的死亡与复活之前，耶稣复活了拉匣禄

(Lazarus），但在此之前，与他的姐妹们曾作了一段很有意义的

谈话。玛尔大（Martha）说：“主，若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决不会

死！”耶稣对她说：“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玛尔大说：“我知道在

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及生命，凡是活

着而相信我的人，永远不会死亡。”（若十一 2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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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在拉臣禄复活时所说的话，含有靠着耶稣、肉身复活

的真理。袍的复活，袍的战胜死亡拥抱了每一个人。我们蒙召

去享受救恩，就是蒙召去分享经由耶稣复活而启示的生命。

按照玛窦（马可）福音，复活之前先有审判，审判是否作了爱

心工作，还是疏忽了。审判结果，义人获享永生。此外，也有永

罚。永罚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拒绝天主一一以及与父、子、圣

神共融的彻底决裂。与其说是天主在拒绝人，不如说是人在拒

绝天主。

关于永罚，在福音上确实宣布过：但身后惩罚的程度如何，

怎样实现，则终究是个大秘密。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天主“愿

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弟前二 4)

幸福来自认识真理，来自面对面享见天主，来自参与天主的

生命。幸福就是完全满足人内心深处基本的渴望。前面弟茂德

（提摩太）前书所说的根据是：天主既然创造了人，使人有了这种

基本的愿望，袍就不能不照圣经上所启示的去作，换言之，即不

能不“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

基督宗教是一个救恩的宗教。救恩是透过十字架与复活。

天主希望人“能生活”（参阅则十八 23）经由圣子的死亡去接近

人，把生命启示给人，并召唤人在天主内分享这生命。每一位寻

找救恩的人，不只是基督徒，都应该在基督的十字架前伫足停

留。

人愿不愿意接受逾越奥迹？愿不愿意相信？那已经是另外

一个问题了。这个救恩奥迹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天主用自

己儿子的十字架与复活，拥抱了所有的人。天主拥抱所有的人，

是以十字架和复活所启示的生命。这一生命再从十字架获得力

量，而日新又新，生生不息。逾越奥迪已深植于人类历史与每个

- 60 一



跨越希望的门槛

个人的历史，正如若望福音所说的“葡萄树与树枝”。（参阅若十

五 1-8)

基督救世论是给人圆满生命的救世，它不只是在复活中发

现真理的救世，同时也是爱的救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

天主爱的救世。

事实上，爱有救世的能力。爱的救世能力，照圣保禄在格林

多书上的话，比纯粹认识真理的能力还大：“现在存在的，有信望

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格前十三 13）透过爱而来的救
恩，同时也分享圆满的真理和圆满的美善，这一切都在天主内。

这一切“生命与圣德的宝藏”｛耶稣圣心祷文），天主在耶稣基督

身上都为人敞开了。

基督宗教是救恩宗教的事实，表现在教会的圣事生活上。

基督之来是为使“我们获得生命，旦获得更丰富的生命”（参阅若

十 10），所以给我们打开了这生命之泉，特别是藉著抱那死与复

活的逾越奥迹，在人心中播下永生种子的圣事一一洗礼与圣体

即与此相连。基督在逾越奥迹中还确定了“和好圣事”（注 1)重

生的能力。袍在复活后对袍的宗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若二十 22-23)

基督宗教是救恩宗教的事实也表现在敬礼上。一切敬礼的

中心是赞美的工作(I ’ opuslaudis），是庆祝复活与生命。

东方教会基本上是以复活为敬礼的中心。西方教会虽然仍

以复活为首要，但在苦难这一点却走过了头。对于基督十字架

的敬礼，塑造了信者虔诚灵修的历史。在历史的岁月中，教会也

以此为动机孕育了最大的圣贤。所有的圣贤，从圣保禄开始，都

是“基督十字架的热爱者”（参阅迦六 14）。在这些圣贤中，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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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圣方济有特殊的地位，但并不只是他。若没有对耶稣苦难

的虔诚，则不会有基督徒的圣德，同样地，若不将逾越奥迹当作

首要，则不会有圣德。

东方教会对于耶稣显睿节特别的重视。东正教的圣贤对此

一奥秘给予最显著的表达。天主教会的圣者，不少人印圣伤，其

中第一位就是亚西西的圣方济。他们在自己身上带着似基督受

难的标记。因此在二千年的岁月中，形成了耶稣基督为中心的，

生活与圣德的大综合。

天主教会，尤其是西方的天主教会，它的全部方向虽然都是

针对永生，与在天主内的那种幸福，但是对于现世的一切，并不

因此就漠不关心。教会常是（胸怀大开，关心世界的问题、不安

与期望。此点尤其表现在“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中，这

宪章来自教宗若望廿三世自己的推动，也在他去世之前，按照他

个人的愿望，向大公会议及时地提出来。

现代化（L’ aggiornamento），不只是关乎教会本身的更新，

关乎基督的合一，“为叫世界相信”（若十七 21)，同时更是对世

界有益的救世工作。这救世的工作虽然集中在正在逝去的世界

之上，但它的目光则常望向永恒，望向圆满的生命。教会对于这

终极的圆满不会迷失方向，有基督带领我们。教会的这种救世

立场得以经由人生的、现世生活的各个层面予以确证。教会是

基督的身体，袍把生命传给万物。

注 1：一般称为告解圣事，在罪过的告明与解除之间，信友忏悔自己的罪过，并

与弟兄（教会）与天主恢复犯罪时所破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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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许多宗教？

如果在天上的主一袍拯救世界，且还继续不断一脱一
无二的，并显现在基督身上，那么，为什么竟允许有这许多宗教

同时存在？

为什么令我们处身于教派、信条、启示和信仰的丛体中一一

这些一直以来，现在仍在各民族中繁衍。使追寻真理变得这么

辛苦？

您谈到许多宗教这一个问题，对构成这些宗教共有的基本要
素，和其共有的根源作一说明。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

中，确定了教会和非基督宗教的关系。这个文件很精筒，但内容

却非常丰富，它传达了教会的传统：所说的一切都符合自古以来

教父（注 1)们的思想。

基督宗教所得到的启示，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的精神历史，

作了一个综览，道出了人类共有的永恒、终极的命运。其他宗

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同样的看法。借着现代文明可资利用的

各种途径。去促进人类的团结与合一，大公会议的宣言为了与

这种趋势互相呼应，而谈到了人类这种共同性。教会把促进这

种合一的工作，视为自己的一项责任：各民族原是一个团体，同

出一源，因为天主使全人类居住在世界各地；他们也同有一个最

后归宿，就是天主；袍的照顾、慈善的实证，以及救援的计划，普

及于所有人……对于今日一如往昔，那深深困扰人心的人生之

谜，人们由各宗教期望得到答复：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与目的

何在？什么是善？什么是罪？痛若的由来与目的是什么？如何

能获得真幸福？什么是死亡，以及死后的审判和报应？最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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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笼罩着我们的存在，无可名言的最终奥秘；我们由何而来？

将往何处？自古迄今，各民族都意识到，某种玄奥的能力，存在

于事物的交替及人生的事故中，也因此体认有一“至高神明”或

“天父”。此种意识与体认，以最深的宗教情感惨透到他们的生

活中。但是，宗教配合守文化的进步，则以较精确的概念和较精

致的言词，设法解答同样的问题。（非基 1-2)

大公会议的宣言带领我们到远东，以东亚而言，教会的传福

音活动自“宗徒时代”（注 2）就已开始，但我们必须承认成果却

是很小位小，在这最大的大陆上，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民，信奉基

啬c

这也不是说，教会疏忽了立的传教责任。相反地，传教的努

力一直都很积极地在进行。但那比基督宗教还更古老的文化传

统，在东方始终非常深厚。基督信仰进入人心和思维的门路虽

然找到了，但是，西方社会（即所谓信奉基督的社会）的生活表现

却是一个反证，构成了接受福音相当大的障碍。诚如印度的甘

地（MahatmaGandhi）就曾多次谈到这点，他是印度人及印度教

徒，有着某种深厚的福音精神，却对基督宗教在各国政治、社会

生活上的表现深感失望。象这样一位为拯救自己伟大国家，脱

离殖民统治的人，怎么能够接受这些殖民列强所带来的基督宗

教呢？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注意到这种困难。正因如此，有关

教会和印度教，以及其他远东宗教间之关系的文件，是那么重
要。让我们念一段：“即度教徒用无限丰富的神话，及精致的哲

学，去探究表达天主的奥秘；他们用苦修方式生活，或用深度默

想，或用孝爱信赖之心投奔天主，以求解脱人生的疾苦。又如在

佛教内，根据各宗派的不同方式，承认现世变幻无常，呈现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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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教人以虔敬信赖之道，去追求圆满解脱的境界，或以本身

努力，或借上界之助，可以达到彻悟大光明之境。”（非基 2)

接下去，大公会议宣称：“天主公教绝不摒弃这些宗教里真

与圣的因素，并且怀着诚挚的敬意，认为他们的作事与生活方

式，以及他们的规诫与教理，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天主公教所坚

持、所教导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

天主公教传扬，而且必须不断地传扬基督，丰也是“道路、真理与

生命”（若十四的，在袍内人类获得宗教生活的圆满，藉著袍，

天主使一切与自己和好了。”（非基 2)

大公会议这番话，源自很久以来就深植在传统上的一项信

念，相信所谓的“圣言的种子”（ semina V erbi）是会存在于所有宗

教里面。根据这种认知，教会设法在远东的这些伟大传统中将

它们找出来，然后按照当今世界的需要规则一种共同的路向。

我们可以确定大会这种立场，是出自一种对普世的关怀。领导

教会的是信仰，相信造物天主，愿意在耶稣基督内救一切人；耶

稣基督是天主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介，因为袍救赎了所有的人。

逾越的奥迹是平等的给了所有人，大家也借此奥迹都能走向永

恒的得救之路。

大公会议在另一段的文献里说：圣神也在教会有形的组织
之外，有效地工作（参阅教会宪章 13），其工作的基础正是这“圣

富的种子”这种子就好象是所有宗教的被世的共商根源。

对此，在访问远东地区时，在会晤这些宗教代表时，特别是

在罩茵茵那次的历史性会晤，我们共同为和平祈祷时，我曾多次
有机会肯定这一信念。

所以，与其讶异为什么天主上智，竟允许有这许多不同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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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存在？倒不如更惊讶于在各宗教间，竟有如此众多的井离要

素！

说到这里，最好也谈一谈所有的原始崇教、万物有员之捷的
宗教，它们视祖先崇拜为最重要。信奉这些宗教的人，似乎与基

督宗教格外接近。教会的福传工作对这些人更容易找到某种共

同的语言。是不是这种祖先崇拜，对基督信仰里的诸圣相通有

一种准备作用？诸圣相通是说，所有的信者一一无论其为生者

死者一一都形成一个单一的团体，一个单一的身体。对于诸圣

相通的信仰，归根就是对基督的信仰。基督对所有人来说就是

生命与圣德之摞。无怪乎万物有灵论的崇拜者，无论是非洲人

或亚洲人，比起远东各大崇敬的信徒，是比辑容易版依基督的。

大公会议）也提到这些大事教都有一排体制的特色，它们是
崇拜的体制，也是伦理的体制，都特别强调善和恶。中国的儒

教、道教都属于这种。“道”的意义就是永恒的真理一一多少类

似基督宗教中的“言”一一它以真理及道德的善反映在人的行为

上。远东的宗教在道德和文化史上有很大的贡献；它们在中国、

印度、日本、西藏及东南亚和太平洋列岛各民族心中，形成了国
家认同的意识。

在这些民族中，有些文化直可追溯到远古。澳洲原住民就

以能有一个数千年的历史丽自豪；他们的种族和宗教传统都比

亚巴郎、梅瑟还早。

基督是为所带的这些民族所降生，且也救赎了他们；当今在

救恩史的末世阶戳，袍一定会有袍自己的办法进入每个民族

中。事实上，在这些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接受袍，有更多的人则

在心中信仰艳。（参阅希十一 6)

注 1：最初八个世纪被教会推崇的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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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那稣过世以后十二门徒在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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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一神教的另外两个宗教之前（指犹太教与伊斯兰教），
可否请您多谈点佛教。如您所知，佛教的“救世论”似乎愈来愈

吸引西方人士，在基督教义上，它可以做为一种“选择”，或“补

充”，至少在灵修与神秘主义的技巧方面上。

自
京E的，您说的很有道理。，也很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在“披会

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所提到的宗教中，对佛教应特别留意，

因为从某一现点束看，与基督宗教一样，它也是一个救世的宗

．敦。但我们必须补充说明，佛教的救世论与基督宗教的救世论

是相反的。

西藏达赖酣嘛在西方是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我与他

会晤过几次。他把佛教带给西方的基督教徒，激起大家对佛教

灵修和祈祷方法的兴趣。我也有机会在泰国曼谷与佛教“高僧”

相会。那些围绕在他四周的僧人中，就有几位譬如是来自美国。

今天在西方，佛教确实有某种程度的扩展。

佛教的救世论，就在佛教体系的中心点，甚至还是唯一的重

点。但是，佛教传统与其所衍生的方法，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消

极的救世论。

佛陀所体验到的“顿悟”可归结于彻悟到世界是惠的，是人

罪恶与痛苦的根源。为了从罪恶中解脱，人必须从世间解脱，使

我们自外在现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种束缚存在于我们的天

性、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肉体上。我们愈是从这些束缚中得到解

脱，愈是对存在于世间的一切不动心，愈能从来自世间的痛苦与

罪恶中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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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做是否就接受天主呢？在佛陀所传下来的“顿悟”

中，并没有谈到这一点。佛教极可称得上是一种“无神论”的体

制，它不是透过来自天主的善，使人从罪恶中得到解脱，而是透

过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而得救。这种完全的脱俗并未与天主结

合，而是所谓的“理盘”，是对世界完全无动于衷的境界。总之，

个人的得救是摆脱罪恶：借着对世界的不动心，而此一世界乃是

罪恶的漂蔽，这是灵修过程的极致。

有时，曾有人想把它与基督宗教的神秘学者，联结起来，如

北欧的爱克哈特、陶勒、苏索、鲁伊斯布鲁克（Eckhart, Taulero, 

Susa, Ruysbeoeck）或之后的西班牙神秘学者，西班牙区域继起

的圣女大德兰（santaTeresad ’ Avila），圣十字若望（ sanGirvan

nideUaCroce）等。但是圣十字若望在他那“（攀登嘉尔默罗山”和

在“心灵的黑夜”中，虽然谈到必绩净化心灵，从感宫世界中超

脱，但并无意把“超脱”当成目的。“为来到你现在没有享有的，

应经过你没有享有的地方；要达到你不知道的，应经过你不知道

的所在；为达到拥有你还没有的，应经过现在你一无所有的地

方。”｛攀董事尔默山， I, 13, 11)圣十字若望这经典之作，有时在

东亚被解释为东方苦行方法的肯定。但是教会这位圣师讲的不

只是从这个世界解脱，他讲的解脱是为了使自己与那宇宙之外

的天主结合，不是涅盘，而是一位“位格的天主”（注 1)。要实现

与天主的合一，不只是透过净化，面是透过爱。

佛陀的反省，以及对灵修生活指导的终点，就是嘉尔默罗神

秘主义的起点。人类灵魂积极与消极的净化，感官与心灵的黑

．夜，圣十字若望认为，是为了让人类灵魂被爱的火焰所渗透燃

烧，而必有的准备。这也是他主要著作的名称：“赤爱的火焰”

(Fiammavivad’ Amore) 

- 7王一



佛~t?

因此，虽然有若干相同之点．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各时代的

基督宗教神秘学一－~东西方教会的教父（注 2）时代开始，到

士林学派中的伟大神学家如圣多玛斯阿奎纳到北欧的神秘学

者，再到嘉尔默罗神秘学者一一不是源生于消极的“顿悟”，这顿

悟是一种对罪恶的觉醒，此一罪恶之存在，乃由于人透过感宫、

理性与心灵而对世界的留恋。反之，基督神秘主义是源自永生

天主的启示。这位天主开放袍自己与人含一，并在人心中激发

起与抱合一的能力，特别藉著向天之德（对天主之美德）一倍、

望，尤其是爱。

各时代的基督神秘学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包括了那些行

动派神秘主义的伟人，如圣文生、圣若望鲍斯高、圣国柏（Vin

cenzode ’ PaoliGirvanniBosco, MassimilanoKolbe）都不断地在其最

基础的部分来建树基督宗教，建构教会，做为信、望、爱的团体，

建构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一一这文明具有积极的现世色彩，藉

著科学与技术而蓬勃发展，而这两门学问吨皆植根于古希腊哲学

传统，和犹太基督宗教的启示。这种对宇宙的创造者天主和基

督救世主的认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启发人以积极的态度对待

万物，并提供一种持续的推动力驱使人转化与提升万物。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广泛的肯定了下述真理，即若认为

世界是人的痛苦来摞，因而有遁世的观念，这种梢极的世界现是

点好的，不只因为它是片面的，更因为它防碍人类以及世界的发

展， i可世界是造物者所睛，也是他付给人的任务。

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上说：“教会正视着整个世界及

整个人类大家庭，并正视着这大家庭生活于其间的种种。世界

？
』

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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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历史的舞台，世界常有人类奋斗失败和胜利的戳记。在

信友看来，世界乃由天主圣爱所造化、所保存；虽不幸为罪恶所

奴役，却为战胜恶魔的基督、以其十字架及复活所救赎，目的在

使它依照天主的计划，获致改造而臻于完善。（2)

这番话指明了基督宗教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远东的诸宗教，

尤其与佛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说，世界是

天主所创造，为基督所救赎，在世间人与天主相遇。因此，不必

如此绝对地离世是便在自己奥秘深处寻找自我。对基督宗教来

说，把世界形容为一种“根本”的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世界形

成之始，我们就已看到造物者天主喜爱自己所创造的万物，且还

“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袍的不致死亡，反而获致永生。”

（若三 16)

职是之故，向某些基督徒提出警惕并无不当，他们热情地接

受远东宗教传统所提出的若干论点，例如默想和灵修的技巧与

方法，在某些场合这还成了一种流行时尚，且毫无批判的接纳。

其实，一个人必须先认识自己的属灵的宝藏，并想一想轻易地将

宫搁置一边是否合理。在这里有必要来提“信理部”（教廷组织）

那件简短而重要的文件，“泛论基督徒默想”（一九八九年十月十

五日）。在那里它正好回答这个问题：即基督徒的祈祷“能否并

如何采用那些来自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思想方法，加以充

实T”（ 3)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古代诺斯底士观念（ ideegnostiche) （重

知论者｝在所谓的“新时代”（NewAge）的形态下复苏了。不过，

我们不能奢望它能引发什么宗教革新。它只是实践“知识”

(lagnosi）的一种新方式，亦即一种心灵态度，以深刻认识天主为

名，其结果是把天主的话扭曲，而以人的话来取代之。“知识论”

一 73 一



佛陀？

从未完全从基督宗教这块领域上退出去，而却常常与它共生共

存，有时以哲学派系的形态出现，更多时候则是以宗教或类宗教

的形态出现；就算并不明显地，但其与基督宗教的本质是相对立

的。

注 1：在耶稣基督的讲解中，人与天的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套用希腊的哲学

系统，这是一种位榕的关系。

注 2：宗徒时代以后，约第八世纪以前的神学家。

A
叶

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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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清真寺（犹太会堂亦然）盹情形就大不一样，因为其信徒
都敬拜唯一的神，敬拜唯一的天主。

对这些一神教，自然要另当别论。就从伊斯兰教｛回教）开始。
我们一再引用过的文件：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里说：“天

主教会也尊重回教徒．他们崇拜唯一、永生、实存、慈悲、全能、创

造天地剧天主。”（ Nostraaetate3）因为一神信仰，所以这些阿拉

的信徒们就与我们特别接近。

记得一件我青年时代的事。那是在藉冷翠圣马尔谷修院，

参观安吉利科（BeatoAngelico）的壁画，有个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与我们一起欣赏了这位伟大宗教画家，之后，他紧接着说：“但

是，谁也不能和我们回教唯一神的尊威相比。”他的声明并未妨

碍到我们继续参观，以及彼此间友善的交流。我第一次尝到了

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对话的滋味。这种对话在“梵蒂冈第二届

大公会议”之后，正尝试系统地发展。

凡是认识旧约和新约的人，在读可兰经时，会清楚地看出

来，它彻底将天主的启示给缩简的过程，先是透过旧约中的先

知，后来又彻底地透过新约中袍自己的儿子，背离了天主自我

启示的一切。天主丰硕的自我启示，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宝藏，但

在伊斯兰教中，却被搁在一边。

在可兰经中，天主有着人类语言中，所能找到最美的名字。

但究竟只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天主，一个只有尊戚的天主，决不是

厄马奴耳｛以马内利）一一与人同在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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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鼓不是一个赎世的宗教，在那里，没有十字架和复活

的余地。它也讲耶稣，但只当他是一位先知，为他们最后的先知

一一穆罕默德作准备。也讲玛利亚－一耶稣圣洁童贞的母亲，

但赎世的那一幕，则完全从缺。因此，不仅在神学，人学也一样，

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是相去甚远的。

虽然如此，回教徒的虔诚却值得尊敬。例如，他们对祈祷的

忠诚，就不能不令人钦佩，阿拉信徒不管何时何地，随时跪下专

心祈祷的画面，对那些信仰真天主的人是个榜样，特别是那些离

弃了自己瑰丽的大教堂，很少祈铸，或根本不祈棒的基督徒。

大公会议也呼吁教会与这“先知”的信徒对谈｝．并循着此路

线前进。“教会对非基督祟教态度宣言”上说：“在时代的过程

龟中，基督徒与回教徒虽曾发生过不少争端与仇恨，本届神圣会议

吁请大家忘掉过去，诚意实行互相谅解，共同维护及促进人类的

社会正义、道德秩序、和平与自由。”（Nostraaetate3)

从这个角度看，就象我已经提过的；在亚西西所举行的祈祷

会（特别是在一九九三年为波士尼亚的和平祈祷），确实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还有，在我多次去非洲或亚洲的宗座旅行中，与回

教人士的会晤当然也是。有时在一个大部分居民都是回教徒的
国家，教宗仍然受到极隆重的欢迎与接待，且以亲切的态度来倾

听。

由于哈山二世亲王的邀请，我去摩洛哥访问，应可列为一项

历史事件。那不单是一个亲善性的拜访，且实在是一个牧灵切

问。一九八五年在卡萨布兰加（Casablanca）体育场与青年们的

会晤，真是永难忘怀。当教宗讲解对于唯一天主的信仰时，青年

们开放接纳教宗的话，令人感动，这真是一件空前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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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体的困难并非没有。在那些函数基本教义；最竿权

的地区。对人权与宗教自由原则的阐释就很不幸地变得非常片

面：宗教自由的意义，变成了自由的把“真教”强刀加诸于全体人

民。这些地区的基督徒处境有时甚至非常悲惨，这一类基要份

子（回教基本教义派）的态度，使被此的接触变得非常困难吐虽

然如此，教会仍常常敞开对谈与合作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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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达维斯的犹太会堂

到了这里自然可以猜到，教宗阁下愿意来谈谈犹太教了！

2儿
1；叉错。在我们谈过这么多的宗教（差不多是以同心圆方式排

列），接下来，我们要谈→下与我们最接近的宗教，就是那旧约天

主子民的宗教。

非基督宗教态度宣雪中的话是一个转折点。大会说：“基督

的教会承认其信德与蒙召，依照天主的救援奥迹，从圣祖们、梅

瑟及先知｛门，早已开始……为此教会不能忘记，它是通过天主，

曾以无限仁慈与之谛结旧约的选民，而接受了旧约的启示，同时

外邦人的野橄榄树枝被接在优良橄榄树根上，接受营养……基

督徒与犹太人既然共有如此伟大的精神遗产，本届神圣会议，极

愿提倡并鼓励双方彼此认识与尊重，这特别可借助于研究圣经、

神学及友谊的交谈而获致。（4)

大会宣言的字里行间，反应着许多人的经验，包括犹太人和

基督徒，还有我个人早期在家乡时的经验c 我记得念华达维斯

(Wadowice）小学时，班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同学是犹太人。其

中最值得一提的同学是杰尔济(JerzyKluger），到现在我们仍一

直保持友谊。我还记忆犹新，这些犹太人到安息日都会到我们

学校后面的会堂聚会，天主教也好、就太教也好，都一起来相聚。

我想，那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所祈祷的是同一位天主。虽然大家
的语言有别，但在教堂和会堂里的祈祷，大致上是采用同样的经

文。

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伴随而来的是集中营和有计

划的大屠杀，首先遭殃的是犹太国籍的子女，不为别的，只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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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犹太人。当时凡生活在波兰的人，即使是间接的，也都会接

触到这一事实。

因此，这也是我的个人经验，到了今天仍深印在我心。奥斯

维兹（Auschwitz）可能是犹太民族大屠杀最具代表性的，从这可

、以看出，一个建构在种族仇恨和权力贪婪前提下的制度，能够达

到何种极端？奥斯维兹一直到今天仍不停地警告：提醒我们：反

闪族主义是个违反人道的大罪恶；任何种族仇恨，都无可幸免地

走上践踏人的尊严之路。

我再重回华达维斯会堂，它已经被德国人摧毁，不复存在于

今日。几年前杰尔济来看我，他说在那会堂曾经座落的地方，应

该竖立一座荣耀的纪念碑。在那一刻，我们两人都深受感动，眼
前好象又看到那些我们所熟识和开心的人们。更追忆起童年和

青年时期每个周六，华达维斯犹太人团体去会堂祷告的情景。

我答应他，我很乐意写一封个人短笼以表示对这重要事件，精神

上的支持。信写好了！而把这封信交给我华达维斯市民的人，

正是杰尔济。那一趟旅行对他而言并不容易。他在那小市镇上

的家人都死在奥斯维幸，而他五十年后第一次重访华达维斯，就

是为了给当地会堂的纪念碑揭幕。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宣言”的文字，如同我曾经说过的，反映

许多人的经验。我想再回忆一下过去我在克拉考维亚（Cracovi

a）牧民工作的那段时间。克拉考维亚，特别是卡济米茨（Kaz

imierz）附近保有许多犹太文化与传统的遗迹。在卡济米茨区，

战前有数十座会堂，其中有些是重要的文化古迹，身为克拉考维

亚（Cracovia）总主教之时，我与市内的犹太团体接触频繁，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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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领袖也有很友善的关系。这些关系直到我迁居罗马之后，

都还一直保持着。

在我登上圣伯多禄宗座之后，在心中还一直保持着那深植

我生命中的一切。在我到世界各地作宗座旅行时，我常找机会

与犹太团体的代表见面。但对我来说，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无

疑的是拜访罗马的会堂。犹太人在罗马的历史，是犹太民族历
史中独一无二的一章。这章还与宗徒大事录紧紧相系。在那次

纪念性的访问中，我称呼犹太人为我们信仰上的兄长。这句话

事实上综合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说过的，不能不是教会
一项坚定的信念。梵二大公会议在这论题上并没有很多评述，

但它所说的却肯定了一个非常广泛的事实，这个事实不只是宗

教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这个特殊的民族，还继续背负着它天主拣选的记号。我曾

一次与一位以色列政界人士谈及此事，他也欣表同意，不过却补

上一句说：“如果，付出的代价能再少点……”以色列人为了这个

“拣选”确实付出很高的代价。也或许因为这样，以色列变得更

象“人子”（注 1)了！照肉体说，袍也是以色列之子。而袍降世

二千年，对犹太人来说也将是一项庆典。

我很高兴，我服务圣伯多禄宗座是在梵二大会之后，正当那

激发了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此一文件的灵感，以各种途

径具体实现的时候。因此天主拣选的两大重要阶段，旧约与新

约，都是互相接近的。

新约的根本是在旧约中，何时旧约中的子民，能看到他们自、

己成为新约中的一部分呢？自然，这个问题是要留给圣神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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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我们人只要尽力不在这路上设障碍就好。这“不设障碍”

的形式，当然就是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对谈。以教会这方面

来说，是由“宗座基督徒合一促进委员会”来推动的。

我也很高兴，最近中东和谈过程进行的结果，也由于以色列

的主动，仅管仍有迟滞与阻碍，圣座｛教廷｝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

系有了可能。至于对以色列国家的承认，必须再度强调，我从来

就没有怀疑过。

有一次，在我与犹太团体会晤之后，在场某一人士发言说：

“谢谢教宗，为了在过去二千年的过程中，天主教会对认识真天

主所作的一切。，，

从亚巴郎被召开始，后来上主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订定

盟约，然后有天主启示，众先知们所遗留下来的丰富宝藏。先知

们在这发展完成前的数百年，藉著圣经，已把天主会在“时期届

满”时，摄遣来的那一位介绍出来。

上面这句话，可以使我们间接地了解新约是刚才这一切的

完成。

注 1：新约中耶稣的自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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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阁下，请原谅，我所措演的角色（我深深以此为荣）也包括
提出一个较具“挑拔性”的问题，一些令人担忧但存在于天主教

教友中的问题。

我注意到，您曾多次谈到教恩期之第三个一千年即将来临，

你当意识到它象征的重要性。然而根据统计，到了公元二千年，

历史上将会第一次出现，回教徒的数目要超过天主教徒。现在

光是印度教徒就远超过了新教徒和希腊、斯拉夫东正教徒之总

和。当您到世界各地作宗座藤行时，往往会见到在当地信仰基

督的人，特别是天主教徒屈居少数，甚至还在缩减。

在经过二十个世纪的福音传播之后，而今面对这样的事实，

您可有什么感受？天主那莫溃的计划又是什么？

我想，对问题有这样的看法，未免把事情本质的解释给简单化
了。事实上，这是很深奥的，就象我答复前面问题时所尽量解释

的。问题的价值无法以量化，因此统计学并不适用。

宗教社会学虽然在其他领域有用，但对这问题的助益不大，

做为一种判断的基础，若要衡量人内在的态度，此一量化标准是

无法提供帮助的。将信伸量化表现，例如只对参与宗教仪式的
多寡所作的统计，都不能达到问题的核心。可见，只有数字是不

够的。

在您的发向中，纵令如您说的是“挑拨”一一问题可以解释

成：让我们来算算世界上有多少回教徒或印度教徒，再算算有多

少天主教徒，或有多少基督徒，我们便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决定

哪个宗教占大多数，哪个宗披有前途，以及哪个宗教似乎已成过

去，或一步一步地走向解体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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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音的角度来看，问题正好相反。基督说：“小小的羊群，

不要骇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袍的国赐给你们。”（路十二

32）我想，对于那些您所提出令人困扰的问题，耶稣这番话是最

好的答复。抱更进一步说：“人子在末世来临时，在世上还能找

到信德吗？”（参阅路十八 8)

从这个发问以及先前谈过有关小小羊群的讲法，都可看出

耶稣对于自己的门徒是务实的，她不愿意他们不劳而获。袍讲

得很清楚，只要跟随袍的人，未来都会面临迫害。同时袍也培

养坚定的信仰基础。“天父喜欢把天国”给加里肋亚的那十二个

人，并通过他们给所有的人。袍早就警告过他们，在执行袍所

付的使命时他们将遭遇敌对与迫害，因为袍自己也曾被迫害

过：“如果他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但随后又说：“如果他

们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若十五 20)

从青年时期我就觉得这些话包含著福音的要义。福音不是

不劳而获的许诺。它不答应任何人舒适的生活。它提出要求，

同时也是一项大许诺：给在死亡定律下的人许下永生，也给屡遭

失败的人，许下如何透过信仰获得胜利。

在福音中有一个基本的矛盾：为得到生命，必须失去生命，

要出生，就必须死亡；要得救，就必须背起十字架。这是福音的

主要真理，却也随时随地受到人们抗争。

福音对人类弱点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挑战，但它全部的

力量也正都在这挑战中。人，很可能就在他的下意识中等待这

样的挑战，因为在他内心中有一种超越自己的需要。唯有超越

自己，人才得以成为完整的人（参阅巴斯噶：思想 BlaisePascal.

Pensees, ed. Brunschvicg, n. 434: apprenezquel ’ hommepas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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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mentl ’ hf{mme) 

这是有关人最深的真理，基督第－个认识它。，抱真正知道
“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的”（若二 25），，拖以福晋接触到人内心的

真理，且首先就用自己的十字架来接触它。比拉多曾指着那被

鞭打后，头戴茨冠的纳臣肋人说：“看！这个人！”（若十九 5 ）。

他当时并没有理解到，自己在宣布了一项重要的真理！这真理
不论何时何地都是福音传播的内涵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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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针对上面最后一个观念发问。您在教导和劝勉人的时
候，不断地强调这“福音传播”（或“福音新传”），似乎在现任教宗

看来，是二十世纪末一位天主教徒的首要任务。

事实上，重新唤起一次酣广大的运动，是现在教会各种方
式，不断强调的一点。本来它就没有被遗忘过：“如果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气格前九 16）塔尔索的保禄这句话，是对教会历史

的每一个时代讲的。他自己，一个版依的法利塞人，就是被这个

“有祸了”催迫得不辞辛劳，马不停蹄。他所生活的地中海领域，

都听到了他的声音，听到了信耶稣基督得救恩的福音。那个世

界因此开始思考这个讯息的意义，许多人也就追随了他。他们

不应忘记使圣保禄跨越小亚细亚疆界到欧洲去的那个神秘召唤

（参阅宗十六 9-10）。也因此，他开始了对欧洲的第一次福音

传播。

由福音与希腊世界的接触，成果非常丰硕。在保禄的听众

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到雅典阿勒约帕哥昕他讲道的人。

圣保禄在阿勒约帕哥的演讲，是同类演讲中的杰作，他所讲的内

容，和他讲话的方式都表现了他传福音的才华。可是我们知道

另F一天结果完全失败，毫无成果。当保禄谈到无名之神的时候，

大家还听他，因为在他的言语中，他们体会到有某些与他们宗教

信仰相符合的地方。但当他提到复活，他们立刻就有了异议。

保禄于是了解到，基督救世的奥迹并不容易被那些希腊人接受，

因为他们已习惯的是神话故事与各式各样的哲学推论。然而，

保禄并不就此罢手。他在雅典失败了，却重整旗鼓，择善固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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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万物传福音。这种“神圣的顽强”最后终于带他到了罗马，在

那里迎上死亡。

福音就这样被传出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那狭小的范围，

开始迈向当时世界最边远的疆界。保禄当时用口讲的，以后又

以书信写了出来。这些书信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他到

哪里，总会留下充满生气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他仍然以被钉

十字架又复活的基督的见证人身份，与他们同在。

宗徒们所作的福音传播工作，为建立教会属灵的结构奠定

了基础，成为一粒种子，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万世千秋的模范。

宗徒的弟子们追随着老师的脚步，在第二第三代，继续传福音的

工作。那真是一个英豪的时代，是安提约基雅的圣依纳爵；圣波

里嘉宝（sant ’ Ignaziod ’ Antiochia, sanPolicarpo) （注 1)和其他许

多伟大殉道者的时代。

传福音不只是教会的生活化讲授、信仰的初传（Kerygma)

以及信仰的讲授与培育（lacatech臼i），也包括了反省启示真理各

方面的努力，这一开始就在东西方教父们的著作中表现了出来。

但当要面对诺斯底士主义（注 2）思想或其他兴起的异端时，就

会变得好辩。

传福音更是各届大公会议的课题。若初世纪教会未和希腊

世界接触的话，在公元五零年左右由宗徒所召开的耶路撒冷会

议（参阅宗十五）可能也就够了。以后的大公会议都是为了要把

启示的真理，用生活在希腊文化圈内的人，所能够理解，而又具

说服力的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目的而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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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音［飞！三撂音传需史上的品部分，这福音传播史在与各

快代的文化隶主接始时 J:}t发展－： ）~来。在第」个→f年中，敦

义的除了夫’抖’主”均哲学理论寞；:E :- ；：时’卡，在使世界福音化上，也
升渎了基立的信色。基营j注：组在 i；］到全球去！”（谷卡六 15 ）在

丁！ lt I门所认识fr亏世界，这商扩丁二：丁1.·. ''::-· I牙，拉会也面临了传福音的新

挑战。

在第 A才＼－

敦的核d仁龟在习F里｛也 ff］接受 J～ f言 !I：：习飞 7甘基音徒’虽然1才干教义

的臭秘、，还；F古豆完／泣了解9 因此，兰卡有许多人陷入了亚峰主义

(Arianesim。只注幻，否认子与父：司等，并在基督宗教的世界中，

为此异端的胜利而奋斗c 远不只是现念的论战‘而且是为肯定

福音本身所作不断的奋斗ο 在雪白、正常的至lj 全球去！教导万

吕！”（玛二卡八 19）的声音也就通过去！：不！亭的论战，回音缭绕。

“J\dgentc-s＇.注 2日万民广泣rtJ：主的 11.：石h~. 实育，昔惊人的效力。

史上均主大事件之；·， >i： .~,r. 的是亲自德撤洛尼

济利持与梅详词兄弟（ CirilloeMetodio，出Tessalonica~的被派遣，

他们是斯拉夫民族的宗徒，不但把福音带了去9 同时也奠定了斯

拉夫文化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民族的宗教礼典与文学

的语言都受到他们的恩惠。这两元弟在第九世纪都非走于君士

坦丁堡和罗马之间，为促进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的合一而工作，

即使当时这种合·已经开始敲碎。他们传福音的遗产，在中欧

与南欧的广大地区留存了下来。今天，许多斯拉夫民族的国家，

承认他们不但是信仰的导师，也是文化之父。

十五世纪末，兴起一股传播福音的新浪潮，主要来自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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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分裂之 r二，而自. ::tr 、J i:'.iiJ ·cf: t;c; J ＂ 裂出方~·~ ':,':: ＝号J ; C~i 世纪

罗马教皇的’灿烂辉理已成过三； ifJr「放芋新正在程投向前，莫之能

部、正当罗马教会资尖了 Vii 部卑斯 IlJ ！仁面的大批民族之际，天

上霄又对立；~＇i 写了新的契引． 出于英洲的~＇t现，福音传于罢

工作就在新大陆奇.~＼ ~i二至！！市，：cj:: f~~ n: Fr~~ ）~二二束 不久前我们才刚刚

i主捉了那里的福音：专Jg王：Ti 可

；可更是在英勇的：4号：士也 ：t于另j黑 f：~： ±主；！可成员（！丁、在全美洲所完

c rr:f｝~光辉严，对现在的任牙陀J苔自我省患。

由于新大陆的吃吨，在：~；；；1；抵艺了传放热潮‘也；敦起了敦

的东进J 十六世纪也是圣方济抄勿略（ sanFra盯escoSaven川的

世纪，她把东方作为他福传工作的目标。在东西印度、在日本，

都成效卓著，虽然在艾 fl：万目但远到了强烈的反1旦因为那些伟

大民族敖千年来所孕育的文止已根：军蒂固 辛11：京来华出 ！r在扫

马窦（ 1\fart':'oI<icci ）所倡，要：；1 ：乏基督福音｛J~ 入于：‘主些民～．

魂 j旦各项：fff故本土化的工仁： 我己还挺过，亚｛；句：

H ,t; m心的百注：！；？何这＇· .tj 1J· J;'j 羊群’吗当 r卡？它同

穹｛专注宗徒们的天国的气；；：升、三革实主寄：：L

力、让人刮目相去三；rufi 艺j::_; ~cl迫害的果

的中国，这点尤其真确

整个教会都吐于1在i延边喝状态（ instaturr飞回ionis ）之中，这－

认知在上世纪表现得恨强烈，于今亦然，特别是在TI;'I茨的古老教

会。例如，过去，法国的某几个教区，几乎有一半的冲父都被段

遣到外地，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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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公布的“牍世主”的使命通谕（Redemptorismissio）就

涵盖着这久远及最近的过去，从雅典的阿勒约帕哥（注的，直到

我们这个时代，类似的阿勒约帕哥仍然不断地增加。教会传福

音，教会宣讲，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基督是天人间唯一

的中人（中介）。人性虽然不免脆弱，但对宣讲基督，教会仍然不

眠不休。上世纪所掀起的传教浪潮席卷各大洲，尤其是非洲大

陆。今天在那个大陆上，地方教会已经成立，黑人主教已有许

多，因此非洲已经成为传教士圣召的大陆。感谢天主，圣召不

缺，圣召虽然在欧洲减少了，但在非洲、在亚洲却增加了。

就不定有一天，提央杜枢机（注 5 ) ( cardinalhy自

由inthe Thiandoum）的话会成真，他曾经预见黑人及其他肤色的

传教士要到旧大陆去传福音。于此我们必须再一次自间，这是

不是教会生命力复苏的二个证据？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从一个不

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使人有些不安的问题，即基督教徒，尤其是

天主教徒数目的问题，实在说，我们没有理由失望悲观。从教派

的观点来看，虽然世界不是天主教会的，但实际上福音精神确已

深入其中。甚而还可以说，教会与基督身体的奥迹，已经以某种

方式无形地临在于世了。

教会对这俗世的精神每天在奋斗，奋斗就是为了拯救世界

的灵魂。因为事实上，世界上一方面固然是有福音与传福音的·

工作；但在另方面却有一种强力的反传福音的力量，它以完备的

组织与途径来强力反福音及福音传播。在世俗精神最高涨的地

方，也就是拯救当代世界灵魂，最奋发努力的地方。这就是救主

使命这个通谕，所谈到的“现代的阿勒约帕哥”。这些“阿勒约帕

哥”就是今天的科学、文化、大众传播媒体的世界；就是那些制造

菁英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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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按照世代交替，不断翻新它与人接触的方式，那些与

基督和教会疏远的世代已过去了，他们或志愿或被动地接受了

俗世的思想与生活模式。在此同时，教会则常放眼未来，从不停

止向前迎上新生代。清楚地看到这些新生代，热烈地接受前辈

们似乎曾拒绝的那一切。

这表示了什么呢？这表示了基督永远年轻，表示圣神不停

地在工作。基督的话何其精确：“我的父一直在工作，我也工

作！”（若五 i7）父和子在圣神内工作。圣神是真理之神，而真理
对人亦常都有吸引力，特别是对年轻的心。所以我们不能只就

统计数字来考虑。为基督，爱心的工作才算重要。教会虽然遭

到损失，但它永远不会停止怀抱展望未来。这种希望就是圣神

力量的标记。圣神的能力也必须常以宗徒这句话来衡量：“如果

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格前九 16)

梵二大会十年之后，召开了世界主教会议，会议主题是传福

音，结果就产生了教宗保禄六世向新世界传福音的宗座劝谕

( E vangeliinuntiandi）。它不是通谕，但其价值还超过许多通谕。

这劝谕，可以说，它就是大公议会对这教会主要责任训导的说

明：“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今天的世界，在公元二千年已经迫近的时候，特别感觉到需

要福音。我们所以注意到这种特别的需要，可能正是因为世界
似乎与福音渐行渐远，或者因为它根本还没有接触到福音。远
离福音的例子譬如“旧世界”，特别是欧洲；而尚未接触到福音的

则如亚洲大陆、远东和非洲。假如从那个“传播福音”的文件开

始，再次用福音新传的话，它的意义只能在于教会使命面对当今

的世界，所产生种种新的挑战。

救主使命通谕里提到“传福音的新春”是一种象征，而特具



福音斯传的技队
蛐筹鸣，，，主队 ，＇.$－：；~毡’~.t'.G忽宫、"JZ＞.~~酷＂：回＂＇雹铲旦二；~；：.!Z-1泣L ':,,' ,_, 峨眉统J

义的则是，这通设在不同的场合，支’人赞赏，更甚而主

欢迎。 ~I主苦？向新世界传需苦之后“救生使命四通i审对于在；现

世界传福音指导，又作了＿， 'i' 新的可有系泣的整合。

,J~ 

这通i命指出了主要的闯题 i j盖出了横在污唱音路途上的

碍，阎明了不时被滥用的几个辑全．尤宾在京：闻界，最后还揭出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 f？夕口号共产主义国家季人们渴望着福音的真

理李对这些在汗久主前曾信奉主营宗教的地区，我们需要作一种

“再传福音”的三作。

的，所谓’！在重！ El 混过若

是批评教会在γ收itf f毛 ；1： 活~）f~本书主义戎者二三学5园、偏颇的

多元化与笆容勺深入地去读－ i芸咒：1太会的“论宗教应由宣

言”，会帮助手；｛门来了解这些问夜，以及驱散都不五日渐扩散的恐

惧粤这种悲惧，：：引罢了教会对福甘 i专播的使命勇气与冲劲，这使

命是属于拉会与基本要素｝：吃 大公会议甩了一句很明确的句

F来解说；喻’立公在本质上在带有传教的特性c”｛教友传教工作

i去令 2)

除了 q能性的

异议外，其？在！已属于 . I ［＂八九年

世界青茸月仨西班牙否i，波

（丁ompostela）举行。青年，特别是欧洲青年的反应非常的热烈。

远古以来可；.；.~圣难各宗h：~刀圣地的主［）段朝圣之旅，又再现生

十n ... 大家都知过，这个圣鼓与j~月二宝：清动对基督宗教是多么重要，

尤其是在欧阳文化的认；B: t：哈瓦 1!］所扮演的角色更是明显。可

是，在这么有＞：：：汇的括号f］进行之间啡，也有＆些声音说：这“孔波

崭特拉；之梦’＼己不可挽回地属于过去，而基背宗教的欧树己经

-- 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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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历史，应当存档案了。这所谓代表公共舆论的人士面对福

音新传的恐惧，使人省忌。

在福音新传的脉络下，今天对（所谓民间宗教热诚的价值之

重新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台不久前，还有藐视它的趋势。可是在

我们这个时代，民间宗教热诚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复苏了，例如

朝圣活动，又在古道和新辟的路途上络绎不绝。也因此，在难以

忘怀的圣地牙哥聚人（一九／

瓦（注 5) ( J asnaGoraaCzestoch【JW且一九九一）的经验C 青年一代

很乐意作朝圣旅行，这不仅是在我们的！日大陆，即在美国那没有

去朝圣地朝圣传汪古甘地方，；ill 际青年大会在丹｛弗兰主行stc一九九

三），也聚了数十万名宣认基督的青年。

很清楚地？今天有作福音新传的必要，这福音章写情，应象人

身旁的一个朝圣者，伴随着青年一代前行。这种需要，它本身不

就是那快要来临的公元二千年的一个征兆吗？到圣地、到纳臣

肋（拿撤勒）、自冷｝i-1耶路撒冷的朝圣巳愈来愈多，旧约和新约中

的天主子民也出现在新的一代中c 在这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
刻，都怀有类创llf巴部的体会，随着天主的召唤，迈上信仰朝圣

之族。圣经中的话，有哪一句比这句我们听得更多呢？“来跟随

我！”（玛八 22）它召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随着福音的路

线，迈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注 1：圣依纳爵法当时为希腊教父，安提约基的主教，公元二六年子罗马殉道，

圣波里嘉宝为士米拿城主教，著书驳斥异端，被火焚殉道。

注 2：智识主义，主张宇宙二元论，基旨宗教前后哲学与宗教语说混合之运动凝

成的一种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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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第四世纪亚略所提倡的异端学说。见第七章注 3o

注 4：雅典城西北方的山丘，保禄曾在当地传道失败，在本文泛指一切漠视或排

斥宗教的人士。

注 5：塞内加尔 Dakan 总主教，生于一九二一年。

注 6：波兰城市。

- 98 一



青年是希望？



青年是希宅。
理··回E丽’在＂＂雪空盟噩E理噩噩自瞌提毒覆窟’

草草
南年ffJ是被教宗特别关爱的一群。您曾多次重复强调，对青

年在新一波的福音传播上寄予厚望。 ! 

教宗阁下，这种希望实际吗？对成年人来说，是否我们总有

－种幻觉毫以为新的一代比我们这一代，也比过去的任何世代都

在这里，定制了」片非常广阔的天地，来讨论和深思。
今天的青年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在寻找什么？可以说，他

们就象备时代的青年一样。就象“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上所说的门的，有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不会变的，比起其他年纪的

人，对青年而言，更是如此。但是，今天的青年与过去的青年还

是有所不同。过去的青年是在战争、集中营和经常性危险的痛

苦经验中成长。可是这些经验也在青年身仁，锻炼出大英雄气

慨的特质（我指的是世界各地的青先，虽然我脑海中想到的是波

兰青年。）

我想起一九四四年的华抄起义，我的同辈，那种奋不顾身的

反抗，不怕烈火焚烧，牺牲年轻的生命，希望能证明，他们可以遵

行那伟大而要求严苛的先祖遗产。我也属于那一代，我想，我同

辈的英勇事迹，也帮助了我决定我个人的圣召令米嘉尔斯基神

父（ PadreKonstantyMichalski）是可拉考维亚，亚杰罗手！！卡大学

(UniversitaJagellon比adiCracovia）名教授之一，从萨克森豪森

( Sachsenhausen）集中营出来后，写了一本书“英勇与残暴”，这本

书很能掌握当代的气氛。书中谈到米劳斯基修士 (fra ’ Alber

toChmielowski）时，米嘉尔斯基神父，引用了福音中的一句话：

“必须舍掉生命”（参阅若十五 13 ）。

- 100 一



、 E辛越希望的门槛
’~罩哩F雪~霄 ’－－－－－’二＝－回国’ 也ι如 ~ 

的确，在人被极度鄙视，生命的价值被贬抑，好象人从未存

在过J样，这时也正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变得最珍贵的时候，成为
一种无价的献礼。

时下的青：＇f < .m~煞是生长在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环境里，他们

没有第二仄毡，手大战的担忆。再者，其中有好多人不知道或不
记得反共严、以国家集权的斗争。，他们生活在由别人为他们挣

来的自由之中，且大部分都向消费文化屈服了6 这就是当前粗
略的状况。

虽然如此，很难说这些青年是拒绝了传统，抛弃了教会。教

育者和牧灵人员的经验都肯定了，这个年纪所特有的理想主义，

今天并不比过去少。今天的青年可能以批评的方式来表现，而

过去的青年则将它转化为直接的献身。一般来说，新一代的青

年是在新实证哲学的气氛中成长，而过去譬如在波兰，我孩提时
ft，是以浪漫式的传统为主导。我刚升为神父的时候，所接触的
青年就是在这种气氛中长大的，他们把教会和福音当作一个重

心，帮助他们集中内在的力量，引领他们过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生

活。我还记得与那些青年们的谈话，他们正是如此表达他们与

信仰的关系。 I

在我把传道工作首要地集中在青年的那个时期，最值得回

忆的是发现青年本质上的重要性。青年是什么？它不只是有着
生命中某一年龄的一个阶段，它同时是上智安排给每个人的一

段时间、一份职守。此时期，他也象福音上的那个青年（注 1),

寻找人生基本问题的解答；不只是寻找生命的意义。且还订定

生涯的具体计划，这就是青年最基本的特征。每一位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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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父母开始，还有每一位牧灵人员都应熟悉这种特性，并懂

得在每一位青年男女身上看出来。我还想更进一步地说，他们

必须喜爱青年这一基本特质。

如果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希望自我肯定、找到爱。在

这时期，这种愿望更为强烈。可是，也不能因为渴盼自我肯定，

就认为可以毫无例外地为所欲为。青年其实并不喜欢这样，他

们也乐意接受纠正，他们愿意也希望有人告诉：什么可以或什么

不可以。他们需要指导，他们盼望指导就在身边。如果他们去

就教于权威人士，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有丰富的热诚，也愿意

陪着他们一起投奔前途。

很明显地，青年的基本问题是深刻的人格问题，青年正是人

生人格成长时期，也是一个需要与人交谊的时期。无论男女，都

知道应为别人并与别人一起生活，知道他们（生活的意义就在

于，能够为别人成为一种无条件的奉献。一切圣召的源头就在

这里，无论是神父或修会生活的圣召，或是婚姻生活与组织家庭

的圣召，结婚也是一种圣召，是天主的一种恩惠。我永远不会忘

记有个男孩，他是可拉考维亚理工学院的学生，大家都知道他一

心追求圣德，这就是他的生涯计划，他知道自己（被创造是为了

追求伟大的事情”，就象圣达尼老科思嘉（ SanStanislaoKostka) 

（注 2）所说过的。但在同时，他也毫不怀疑，他的圣召不是当神
父也不是度修会生活。他知道他被召唤作一平信徒，他热爱他
的专业工作一一机械研究。他以虔诚的祈祷找到了一位生命中

的伴侣，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的“退省”（天主教灵修活动）之
后，他对我说：“我想就是这个女孩该做我的太太，是天主把她给

了我。”他几乎不只随着自己所喜好的指引行事，更是随着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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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行事。他知道→切的善都从天主而来，他也做了很好的

选择。我所说的这位青年就是柴谢尔斯基CJerzyCiesielski）。后

来他在苏丹一次意外中丧生，那时他已被聘请在那边的大学任

教。现在他被册立为“真福”（注 3）的手续己在进行中。

这种爱的圣召很自然的让我们与青年更接近，我做神父后

很快就理解到这－点。我几乎感觉到一股内在的力量在催促我

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必需要求青年们为婚姻作准备，（教育他们

爱的真谛也是必要的。爱不是学得来的，但又没有什么比爱更

需要学习的。我从还是一个年轻神父时就学会了去爱人性的

爱，这是我神父生涯，在讲道台上以及在告解室里，也藉著写作

所专注的课题之→。如果您喜爱人性的爱，自然也会感觉强烈

的需要，来运用所有的力量以促成“美好的爱”。

因为爱是美好的，青年们就常常追求爱的美，希望他们的爱

是美的。或许他们因脆弱，而追求那被认为“当今世界之耻”的

榜样（这种榜样，可惜也很普遍）。虽然如此，在心灵深处他们仍

然期待一个美丽而纯洁的爱，男孩、女孩都一样。总之，他们知

道除了天主之外，没有人能给他们这“爱”，因此他们愿意追随基
督，而不在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牺牲。

在我自己还是青年神父，又是牧人的岁月里，我是这样看待

青年与年轻，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是如此。这种想法让我无论到

什么地方，都可以接触青年们。每一位罗马堂区主任都知道，我

每次访问堂区都是以罗马主教与堂区青年的会见作结束。其

实，也不只是在罗马，而是教宗不论到任何地方去，都会寻找青

年们，而青年们也会在各处寻找教宗。事实上，他们拢的也不是

教宗个人，他们拢的是基督，基督知道“在每个人心里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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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二 25），特别是在年轻人心里有什么，袍也懂得给年轻λ的

问题真正的解答！即使只要求很高的答案，年轻人也不会逃避，

而月也可以说，他们还引颈以待。

这也说明了国际青年日的起源。先是在“救世圣年”的机会

上，之后又为联合国组织订的国际青年年（一九八五），青年们被

请到罗码，就这样开始，谁也没有刻意去发起国际青年日。这是

他们自己创造的。从那时开始，那些日子，那些相聚，就成了世
界各地青年的需要。好多时候，对牧灵人员，甚至对主教，都是

一大惊喜，因为他们超越了自己的期待。

这些国际青年日，变成了一种青年们自我展示的，既，伟大又

引人入胜的见证，也成了传福音的－种有力的工其。在青年人
身上有种为了善、为了创造之可能性的无限潜能。无论在世界
任何地方，当我会见他们的时候，首先我等着他们来跟我聊聊他
们可己、．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的教会o 我常常向他们指明这一
点：我对你们说什么，不如你们对我说什么重要。’你们不一定

：运用言语对我说，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到来、你们的歌声，或者
也用你们的舞蹈、你们的表演，最后用你们的热情来说。”

我们需要青年的热诚，我们需要青年们对生活的喜乐，在这

喜乐中反肤着些天主造人时的最初喜乐。青年们在他们自己身
上体验到的正足这种喜乐。这喜乐在每个地方都→样，而且是

瑞新的、与原 fl'i的。青年们知道如何用他们自己特殊的方式去

不是教宗带着青年们从地球的这一边跑到地球的那一边。

而是青年们带着教宗跑。虽然教宗己日渐老去，他们却鼓励他
常保年轻。 ~E: ff1 不允许他忘记自己的经验、他对青春的发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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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青春在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J 我怒，江已二三可以解释但

7 
J 0 

→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教宗哇极的那’天电宗教 r;:

束之后，我对圣伯多禄广场上的青年们说：“你们是教会和引界

的希望，你们是我的希望飞、”这些话被人→再重立

作青年与教会这个二舌之总结时，我希望强调：青年们寻战

天主贸寻找生命的意义9 寻找最后的答案：“为继承永生，战i夜 1乍

什么？”（路十 25）在这种追求的过程月号青年不能不与教会接

生千古.：z，；员与青年接触。唯一一语妥开j ＇ 是教会＂.j· F青春是什

二＇，？青春又‘f每个人的重要性是什么？要有深度的了轩青年们

也需要认识教会g 芬在教会中看见基督。基督在世妃拉格中，与

每一代、每一个人同行。拖以朋友的身份与每一个人同行勺在

每→位青年生如中最重要的一天就是，相信基督才是唯一的朋

友，可以经常依赖．而不会让人失豆。

注 1 ：马窦福音第十章，有个青年问耶稣“永生之道”寻找生命的答案：

注 2：波兰灼年轻教父，被教会奉为青年的模范J

注 3：教会册立教徒为“圣人’之前．有另一称“真福”的阶段二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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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舌说英产主义

天主似乎是沉默的。有人这么说，而且常常说唱默的天主”。
、事实上，抱一直在工作。那些体验过天主上智的奥妙计划一一

在人事中完成，都这么认为的。

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教宗阁下，您多次强调过您的信念。

例如一九九三年秋，您第一次访问前苏联地区时，在波罗地海国

家讲的那几句话：无神论马克斯主义之瓦解，足以验证“天主的

干预”（d~itusDei）。您常说一个掌权似乎有数世纪之长的七十
年政权，竟然崩攒了，不只是“奥迹”，简直是个“奇迹”。

耶稣说：唰父一直在工作，舶工作。哺五 17）这句话所
表示的是什么呢？表示与父、子、圣神的结合，是构成永生的重
要因素。“永生就是认识您：和您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若十
七 3）但当耶稣说父“一直在工作”时，并无意直接暗示永远。袍
所说的是天主在这世界工作。基督教不只是一个知识的宗教、
反省的宗教、它还是－个天主工作、人也工作的崇敬。”圣十字若
望说：“在生命西沉时，我们襄按照爱的多寡来受审判”（光明与
爱之言 59）。这个真理，耶稣以更简单的方式，在讲解最后审判

时，在玛窦福音里就曾说过。（参阅玛二十五 31-4~ ）

我们能够说天主是沉默的吗？若是真的，你又怎么来解释
这种沉默？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天主是沉默的，因为她已经把一切都

启示给我们了。袍“在古时飞借着先知讲过话，“在末世”则借
着她的儿子（参阅希－ 1-2），把袍要说的都告诉我们。圣十

字若望说：“基督就象一个无限丰富的矿藏，有各种宝藏的脉络，
无论挖多么深，也找不到终点；而且在每一个穴道里面，都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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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2月富的新矿脉。”（属灵之歌十三 :37. 解 4）我们需要重新聆听
天主在人类历史中讲话的声音。必果没听到天主的话，那可能
是心灵的耳朵没有打开。耶稣说，那些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参阅斗十三 13），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每个人都能经由耶稣
基督，圣神的力量来体验天主。

今天，不管表面上如何，还是有好多人找到了体验天主在工

作的途径。这是我们这时代的一大经验，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教
会内不只有各种社团，还有繁多的“运动”，这又怎么解释呢？如
果不是因为昕见，也服从了天主的话，这又怎么说呢？如果不是
青年听见了天主的召唤，那么在丹佛世界青年飞日大聚会的经验
又算什么呢？以人的观点来看，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因为有着
极大的障碍，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聆昕天主声音的可能。

倾昕、认知，是行动的根摞：从而引起观念的动、心灵的动、’

意志的动。我曾经告诉使徒运动（注 l）的代表们说：教会本身

首先就是一项“运动”，一项使命。这使命从天父开始、通过子、
在圣神内，一直到达λ类，且以新的方式来塑造人类。是的，基
督教就是天主的卢大作为。从吉语的作为进而转化成圣事的作
为。

圣事（全部！）如果不是基督在圣神内的作为，那又是什么

呢？教会举行洗礼时，是基督在施洗：教会在赦罪时，是基督在
赦罪；教会举行感恩祭，是基督在举行：“这是我的身体。？’其余也
都是如此。所有的圣事都是基髦的作为，也是天主在基督内的

作为。所以很难说是天主不语，而更应当说是人故意掩盖天主

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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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种掩盖天主声音的愿望是颇有计划的：许多人想尽

办法令天主的声音昕不到，只听到人的声音。其实人所能提供

的只有世俗的东西，且所提供的这一世俗的东西，也会带来人类

全面性的毁灭。这不就是我们这时代的悲情故事吗？

您问，由于共产主义的倒台，在我们这世纪中，几乎可以见

到天主的作为，但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共产主义有它的

历史，即面对不义的抗议史，就象我在论人的工作通谕（Labore

mexercens）中所提出的。劳动世界广大群众的抗议成了一种意

识形态，这种抗议也成了教会训导的一部分，只要回忆一下，上

世纪末的“新事通谕”就可证实。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这训导并不
止于抗议，而且还深具远见的放眼未来。教宗良十三世阜己预

言了共产主义的败亡，而且人类和欧洲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

药物可能比疾病本身还危险。教宗在一八九一以教会训导的权

威和威严在他的通谕上这样写着。

关于法蒂玛（注 2）那三个葡萄牙的孩子又怎么说呢？他们
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夕，忽然昕到：“俄罗斯要回头了”还有“最

后，我的心将获胜……”这预言不可能是他们创造编寨的。那时

他们不懂历史，也不懂地理；对于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发展，

更毫不知情。然而，事情的进展却正象他们说的，丝毫不爽。

可能这是为什么，本人被称为“一位来自远方的教宗”（注

3）也可能为什么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在圣伯多禄广场遇刺

事件之发生，是必须的（注的一一那一天正好是圣母在法帝玛

第一次显灵的周年日。因为如此，才使一切变得更清楚，更容易

了解，以便使天主在人类历史中，借着“时代的征兆”所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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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被昕懂。

因此，天父一直都在工作，子也在工作，而这是看不见的圣

神一一爱，所不断的创造、救赎、净化并赐予生命的行动。

所以，如果说是天主的大能，瓦解了共产主义，那未免太单

纯了。在某种意义下，共产主义制度是自己崩渍的，崩费于它自

己的错误与弊端。它是一剂比疾病本身还危险的药物，并未做

到真正的社会改革，反而成为全世界的威胁与挑战，并因内部的

脆弱而自取灭亡。

“我的父亲常常工作，我也在工作”（若五 17）共产主义的失

败，让我们回顾到现代文明典型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特别是孕育

共产主义的欧洲。现代文明尽管在很多方面十分成功，但也犯

了很多错误和弊端，以各种方式剥削人民。在政治与文化（尤其

透过传播媒体）方面形成权力和压制的社会结构，将类似的错误

与弊端强加给所有人类。

否则如何解释南北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谁应负责

呢？是人，所有的人、意识形态、哲学体系，我也要说，应负责的

是反天主的斗争，是有系统地铲除属于基督的一切；这斗争从三

个世纪以来，大量地控制西方的思想与生活。马克斯的集体主

义也只是此一计划的一个“粗糙版本”而已。今天，一个类似的
计划，正全面显示它的危险性，同时也在各方面显示着它的弱

点。

但，天主信守艳的盟约。抱在基督身上与人类订了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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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撤消，艳决定人的命运是永生和天国。人会接受天主的爱

吗？会承认自己悲惨的错误吗？“黑暗之主”，即“说谎之父”（若
八 4的，他会不断地诬蔑人子，就如同过去诬蔑约1自（参阅约－ 9
等）一样？他不象是会屈服，但他的论据可能会弱→点。可能人
类会慢慢变得更悟波、再度打开耳朵去聆昕天主的话，天主已经
把他愿意对人说的话，都说过了。
．这不算是什么丢人的事，人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人类

也能允许天主带领人走过历史的崎岖道路，这样天主不停地在

工作，天主也工作，基本上还是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就是真理
和爱的至高表示。这也是天主在圣事和以其他只有抱自己才

知道的方式＼不停工作的不竭生泉。这工作通过人的心灵、通过
人类的民、吏mi(；远流长。

．注 1：在天主教社团中，有着向外传福音户服务协会使命的社团，他们所从事的

运动。

注 2：－－－九‘七平宠若5牙f去帮玛地方，有三个孩子二看到圣母显灵，要求基督徒为

共产唯物的苏lf'i听将在：·1'·坟、牺牲。
注 2 ：过去；＇！＇~教宗f王安部分兴自意大利，若主保辛苦工世则来自波兰．故称来自远

方的教宗。

注 4：沉宗若望保禄二；！！：：曾在一九川、－年：i莹 4位阿1年怡青年袭击，据查为共产
、 严一国家科后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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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罗马有理？

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谈过的天主教信仰的三个不容分离的
层次。我们已经谈过天主和耶稣基督，现在到了谈教会的时候。

大家都注意到了，相信天主（或至少“某个神明”）在今天还

是大多数都认同的，即在西方也一样。有目的而又公开宣布的

无神论者，常常是，现在似乎还只是一些精英分子、知识分子。

至于相信天主在耶稣身上“道成人身”（或以某种方式显示过）的

也还是很多。

但教会呢？特别是天主教会又怎样？今天有许多人似乎在

抗拒，只在教会才有救恩的说法。连在基督徒中一→有时也在

天主教徒中一一有不少人在问：为什么在这许多信仰基督的教

会中，单单只有天主教会应该保有并教导完整的福音？

在这里，首先必须解释教会有关救恩、和救恩中保的教义。救
恩常常来自天主，“因为天主只有一个，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

也只有一个，就是基督耶稣其人。“｛弟前二 5）“除他以外，无论

凭谁，决无救援。”（宗四 12)

所以，启示的真理是救恩只在基督身上，别无他人。教会因

为是基督的身体，只是一个救恩的工具。在教会宪章的前几句

话里，大公会议就说：“教会在基督内，好象一件圣事，就是说，教

会是与天主密切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教

会 1）教会因为是天主的子民，所以同时也是基督的身体。

关于教会的奥迹，上→届大公会议讲解得很精深：“天主之

子借着与他结合的人，以自己的死亡与复活战胜死亡，而救赎了

人，使人变成了新的受造物（参阅迦六 15；格后五 17）。艳从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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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民族中号召了袍的弟兄们，把自己的圣神赋给他们，而组成

他的玄奥身体。”｛教会 7）所以，按照圣西彼连（ sanCipriano) （注

1)的说法，普世教会就象“一个由父、子、圣神合一的天主所召集

的民族。”｛论主祷文 23）这个生命，是由天主来并在天主之内，

是救恩的实现。人在教会内获救就在于他被引人天主圣三奥迹

中，也就是被引入天主内在生活的奥迹中。

所以，为了解教会，不应只停留在教会可见的外表上。教会

是一个有机体。正象圣保禄在他那锐利的直觉中所表达的一一

是基督的身体。（参阅哥一 18)

“所以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的肢体（参阅格前十二 27），也

彼此互为肢体（罗十二 5）……在组成基督奥体时，肢体不同，其

职务也各异。圣神只有一个，抱为了教会的利益，按照袍的富

裕和职务的需要，分施不同的恩惠。”（教会 7)

所以，大公会议根本就不是声明什么教会中心论（ ecclesio

centrismo）。大公会议的训导在各方面都是基督中心论的，也因

其如此，它才深深地根植在圣三奥迹中。在教会核心的常是基

督和袍的祭献；这祭献从某一意义讲是在万物的祭坛上，在宇

宙的祭坛上举行。基督“是一切万物的首生者”（哥一 1日，通过

袍的复活，也是“自死中复活者中的首生者。”（哥一 18）一切万

物都集合在他救赎的祭献周围，并以此种方式来完成在天主内

永恒的命运。如果这过程是痛苦的，但还是充满希望，正象圣保
禄在致罗马人书中所教导的。（参阅罗八 22-24)

在基督内教会是大公的，也就是普世的，而且它也只能如

此：“在世界的一切民族中，天主的民族只有一个。此一天主的

王国，其性质不是人世的，而是天上的，其公民则由各民族而来。

散布于全球的信友在圣神内彼此互通共融，因此‘在罗马的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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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印度人是自己的肢体’。”在这同一的文献中－一一这文献是梵

、二大公会议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一一还说：“基于这种大公精神，
每一部分都向其他部分及整个教会供献自己的优长，这样使全
体及每一部分，大家彼此相通，在统一中共谋圆满，而得成长。”
｛教会 13)

在基督内，教会在许多方面互通共融。共融的特性使它象

似父、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共融。由于此一共融，它才是人得救

的工具。它在自身内带有赎世祭献的奥迹，并常汲取恩宠。借

着自己倾流的血，耶稣基督“一次而为永远进入了天上的圣殿，

获得了永远的救赎。”（参阅希丸 12)

因而，基督才是人类获救的真正主体。教会之为救世主体，

是在于立借着基督并在基督内工作。大公会议说：“得救的唯一
中介和途径就是基督，抱在自己的身体内，就是在教会内，和我

、们在一起；袍曾亲口明白的训示信德及圣洗的需要（参阅谷十
六 16；若三日，同时确认了教会的需要，而圣洗则是进入教会之
门。所以，如果明知天主借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天主公教，为得救

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内坚持到底，便不能得

救白”｛教会 14)

在这里，大公会议这样说，教会在基督内是救恩的主体：“领

有圣神，又接受其教会的全部组织，及教会内所设的一切得救的

方法，同时在教会的有形组织内，以信仰、圣事及教会行政与共

融的联系，并借着教宗及主教们而治理教会的基督联合在一起

t 的那些人，便是完整地参加了教会的社团。可是，虽已参加教会

却不坚守爱德，身在教会而心在教外的人，仍旧不能得救。不

过，教会的全体儿女，要记得自己卓越的地位，并非由个人功劳
所获得，而应归功于基督和特殊恩典；如果不以思言行为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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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惟不能得救，且要召致更严厉的审判。”｛教会 14）我想大

公会议这一番话，可以圆满地解答，您问题中提出的困难．它说

明了：为了得救，为什么教会是必须的。
大公主主议的说法是，基督徒是属于教会，耐璀督徒的信者

以及有善意的人是趋向教会，参阅（教会 15;16）为了得救，这两

种范围都重要，而且各有不同的程度。人经由教会而得救，在教
会内得救，但得救常是因着基督。得救的范围．除了正式的归属
关系外，也可以有其他趋向教会的方式。教宗保禄六世在那第
一道通谕“袍的教会”中讲了同样的教理，他说“救恩对i荣的杏

种层次时（参阅 101一117），正与大公会议所说的一样，参与教
会趋向教会和各种层次。这就是“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那句名
言的真正意义。

所有这些教理都是极度开放的，要不承认也困难。总不能
说这是一种教会的排他主义。那些攻击天主教会的所谓不合理J

要求的人，犬概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道理吧。飞

天主教会虽然知道，，圆满的得救方法就是交付在自己手中，
但也乐于见到其他的基督徒团体，与它一起来宣讲福音。＂＂＇公
会议教导l中之“那见”（ subsistit) （注 2）就应在这一思想背景下／

来解释。（参阅教会 8，大公主义法令 4)

教会正因为它是大公的，才门户大开，与一切其他基督徒交
谈，与非基督徒的善意交谈，也与善意人士交谈，就象教宗若望
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所习惯说的。“善意人士”摇的是什么，教

会宪章就以深入而具说服力的方式讲解。教会愿意与信仰基督

的人一起宣扬福音，愿意给所有的人指出永远得救之路，亦即在·

圣神和真理之内的生命原则。
让我回忆一段我的少年往事。我记得，一天我父亲交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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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本祈祷文集。在其中有（（向圣神的祈祷词，他要我每天诵

念。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去尝试。那时我第一次了解了基督对

撒玛黎雅妇女所说，敬拜天主的人，和在圣神和真理内敬拜天主

的意义。（参阅若四 23）。我以后的人生旅程有许多阶段，进入

修院之前，我遇到了一位名叫提拉诺斯基（JanTyranowski）的平

信徒，他是一位很有秘契的人（注 3），我认为他是个圣人，他带

领我认识了好些西班牙的神秘学家，特别是圣十字若望。在我

未进地下修道院之前，我就看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诗歌。为

了能看懂原文，我学了西班牙语，这在我的生命中，是个很重要

的阶段。

可是，在这里，我想我父亲那话，对我影响很大，是那些话引

导了我，作一个真正敬拜天主的人，引导我努力加入真正敬拜天

主的行列，那些人在圣神和真理之内敬拜袍。我发现教会是个

救恩的团体，在教会中我找到了我的位置和我的圣召。一步一

步地，我了解基督救赎的意义，进而了解了圣事，尤其特别是弥

撒的意义，我了解了我们获得救赎的代价。这一切的一切，也引

领我更深入地进入了教会的奥迹；教会也正因为它是奥迹，也才

有一个看不见的层面。梵二大公会议也谈到了这一点。这一奥

迹比教会有形结构与组织还更大得多。结构与组织从属于奥

迹。教会基督的奥体一一遍布于我们大家之中并广被一切人。

教会属灵、神秘的层面，远较社会统计所能表现的伟大得多。

注 1：第三世纪在迦太基为教会殉道的主教兼神秘学家。

注 2：耶稣基督的教会，按大公会议的讲法是在天主公教内实现，并不否定袍
也在其他教会内。

注 3：直接与天主有心灵沟通的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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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失去的合一

您对上一个问题的答复，又引起我们对另一问题的兴趣，若把
某些成果搁置不谈，教会间的对话，似乎也免不了有若干的失

望。这种对谈，就是按照基督本身向天父的祈祷，为基督徒复合

所做的努力。最近的例子，就是圣公会的某些决定，使本来已出
现与教廷的复合的契机，却反而重开了一些鸿沟。教宗阁下，对

于此一重要课题，您的观感如何？您又抱有什么希望？

在谈失意之前，还是应该先慨地谈一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
会议，重新开辟教会史上大公合一之路的行动。我很珍情这条

路，因为我来自波兰，虽然她有天主公教国家的美名，但也有着

根深蒂固的大公主义传统。

披兰在她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是由多国籍的人与各种基督

教派与非基督教派组成，这种传统促成了被兰文化中积极的一

面，亦即她能以宽容和开放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思想不同的、语言

不同、以及用不同方式来相信、祈求与庆祝同样信仰奥迹的人。

波兰的历史有过具体（（从事合一的经验，一五九六年布雷斯特

合一褂议（注 1) (L ’ UnionediBrest）就开创了东正教历史的首

页，这教会今天叫做拜占廷乌克兰礼派的天主教，不过是当时，
这教会的主要成员是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

之所以谈这些，是想借此作为引言，以答复那些对大公会议

失望的人。我想、比这些失望更有力量的是大家已再以奋发的精

神走上那直指基督徒合一之路。在公元二千年即将迫近之际，

基督徒们已更强烈的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分裂，违反了耶稣基督

在最后的晚餐中的祈祷：“父啊！请使他们合而为一，就象，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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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内，我在你内一样……好教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参阅

若十七 21)

各种宗派和各团体的基督徒都能了解，上面所说的种种是

如何真实，尤其透过传道活动，更是如此。传教活动在最近非常

密集，这些活动不仅在天主教会中进行，又如我稍前提到过的也

在基督教各宗派与团体中进行。传教士在向群众宣讲基督和丰

也的福音，与讲解博爱与合一的理想时，不能避免的会有人对基

督宗教的合一质疑。所以，他们必须要知道，这些教会或团体中

哪一个是属于基督的，因为基督事实上只创立了一个教会，也只

有这个教会才能以基督的名义讲话。因此，这种与传道活动相

关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就给了今日的“大公运动”得以创始的

机会。

在天主的推动下，召开九公会议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经常

说：“信仰基督的人，彼此间的分歧点比共同点少多了。这一句
话里包含了大公思想的本质。梵二大公会议走的就是这一条相

同的路线。就象已经引述过的教会宪章所说的，另外还需要加

上大公主义法令和信仰自由宣言，这后面的两项文献从大公合

一的观点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 
我们彼此间的分歧点比共同点少多了：大公会议文献使教

宗若望二十三世的这一洞识具体化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相

信同一位基督，这一信仰是纪元第一千年内的七次大公会议制II

示的主要遗产。所以互相对话与扩大合一的范围确有其基础存

在，扩大合－范围的工作应与我们克服分裂的步伐齐一，事实

上，分裂都是由于相信自己拥有绝对真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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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是绝对违反基督所规定的，我们不可能想象，这个由基

督建立在使徒们与伯多禄基础上的教会不只是一个。但是我们

也能够理解，在岁月的推移中，由于与不同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接

触，信教的人在讲解来自基督的信息时，所强调的重点确有不

同。

不过这些对基督信仰之了解与实践的不同方式，在某些情

况下也能相辅助相成，并非一定互相排拒。要用善意来了解这

些不同的解释，与实践信仰，被此之间能够相容互补至何程度，

同时也要划定分歧界限之所在，若超越了它，信仰就受到扭曲。

可以说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差距并不太深。反而必须承认由

于宗教改革丽产生的诸教会与团体，这分歧就非常分明，因为若

干基督制定的基本原则被破坏了。

我们必须指出，有的时候，在东正教内，心理与历史方面的

困难，会比若干宗教改革派的团体（注 2）来得大。这正是为什

么人际的接触，如此重要。每一次当我与这些教会的代表相遇，

无论是在罗马或在世界各地访问时，都让我更确信这一点，我们

能够聚在一起祈祷，意义是非常重大，这在数十年前是绝对无法

想象的。

谈到这一点，不能不提几次有特殊大公合一意味的探访。

例如在英国、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般来说，在分裂的发摞

地，主观的困难比较大，因此如果就新教而言，那么在德国和瑞

士就比在北美或非洲的困难更明显。在喀麦隆的一次大公聚会

时，我永远不会忘记基督新教代表们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大家

是分裂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欧洲，同样的问题则以不同的面貌呈现，虽然如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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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出许多见证，证明基督徒合一的愿望与努力是在增长中。

您所提到的那种失望，不能不发生在那些把基督徒合一这

个问题，看到太乐观的，或者看得太肤浅的个人和环境里。有许

多热心的人过于乐观相信梵二大会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其

实，大公会议也只是开辟了一条走向合一的路。首先就是要天

主教会负起责任来；但这条路本身是一个过程思它必定会一步一

步地向前走，克服历代以来，无论在教义或文化或社会上，所累

积下来的种种困难。我们必须先清除许多的陈规陋习，并体认

团结合一的事实上原已存在。

在这条走向合一的路上，我们已经获致了许多成果，各阶层

的大公交谈正在全面的展开，且已有许多具体的成果，不少神学

委员会已在齐心的合作。无论是谁，只要密切注意这些问题，一

定会明显地感觉到圣神的气息。但是谁也不会奢望走向合一的

路只是短短一程，或者通畅无阻。为达此一目的，首先必须多多

祈祷，以及认真悔改。透过共同的祈祷，和谐合作去推动正义、

和平、以一个更基督化的现世秩序，使基督徒在世界的使命颇利

进展。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发生过一些与福音真理严重冲突

的事件，我指的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杀戮集中营。说不定正

是因为这些事，反而强化了己分裂的基督徒的大公意识。就这

一点而言，犹太人大屠杀，当然也扮演了特别的角色。它把新约

和旧约的关系问题，同时摆到了天主教会和基督宗教面前。在

天主教会方面，它把关于这问题省思的成果，记述在梵工大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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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宣言一一“我们的时代”中，它也大大地促进了以色列的子民，

就是我们的“兄长”这一认知的发展。这种发展是透过会谈，尤

其是大公的会谈而达成的。天主教会与犹太人的会谈，是以促

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为中心，此一秘书处也负责与其他各种基

督徒团体间的会谈。

综观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承认，天主教会是充满热情的，面

对大公任务中的复杂性，曰以继夜，认真的在推动。自然的，团

结合一的实现问题既不是且也不能只是人努力的成果。真正的

主角仍然是天主圣神，即使从人的观点来看，也必须是由袍来
裁决何时合一的过程，才算真正发展得圆满了。

团结合一什么时候实现呢？这不是容易预测的。无论如

何，在第三个一千年快要来临之际，就应该是时候了。基督徒都

注意到第一个一千年教会没有分裂，第二个一千年在东方和西

方都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而今天则是需要重整联合的时候了。

公元二千年是我们应该更团结的时候，更乐意开步走向基

督在受难前夕所祈祷的那种团结。这种团结的价值无穷，在某

种意义上，这涉及世界的未来，也是天主的国在世上的未来。人

类的脆弱和偏见不能破坏天主对世界和对人类的计划。如果人

们确认这一点，我们就能怀着某种乐观的情怀展望未来。我们

也能够全心相信“在我们中间开始这美好工作的那位，必予以完

成。”（参阅斐－ 6)

注 1：波兰境内所糖立陶宛境内之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

复合协议。

注 2：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产生的所有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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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分裂？

天主的计划往往是高深莫测，只有在来生才能真真地“看到”
和了解。但历代的许多信徒却在问：为什么天主圣神允许这许

多的分裂和仇恨，发生在自称为同一福音的信徒间、同一基督的

门徒间？我们能否从现在就看到答案的一线微光呢？

El 
1E，是这样，我们真的要自问：为什么天主圣神允许这一切的

分裂？一般来说，分裂的原因和历史机制大家都知道。但若问：
是否还有一种超历史动机？也是很合情理。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比较消极的答

案，是把分裂视为基督徒罪过的恶果。另一个比较积极的答案，

来自对于天主的信赖；天主甚至能够从恶中、从人的脆弱中引伸

出善果。这种分裂难道不也是一条带领教会的路，在基督的福

音和救赎中，去发现那无尽的宝藏。若不如此，这些宝藏也很可
能元从发现。

从一个更宽阔的观点去看，也能够肯定地说，在人的认识和

行为方面，来作一番辨证也有其意义。天主圣神在袍那神圣的

谦退中，不多少也把这点考虑在内吗？人类必须透过多元化而

达到团结，学习在教会中相处之道，虽然在思想、行为、文化上仍

表现出多元化。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事情，不就与天主的
上智、慈爱和护佑更为一致吗？

然而这种廉洁并不能构成日前严重的分裂的理由！能将我

们团结起来的这种囊，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应该到了。有不少迹

象让我们相信这时机已经到来。由此可看出基督徒大公主义的

重要性。大公主义是回应伯多禄前书的劝戒：“若有人询问你们

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参阅伯前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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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尊重对真正的大公主义而言，是一个先决条件。稍早，

我曾提到我在故乡的经验，也特别指出历史事件使波兰成为→

个多宗教信仰和多周籍的社会，有着广泛宽容的特性。在西方

历史中的某个时期，把异教徒审判，处以火刑的时候，亚格罗尼

王朝的波兰末代君主，对此有所证明，他说：“我不是你们的良知

之玉。”

我们记得耶稣给伯多禄的牧者任务，就是维系群羊的团结。

在伯多禄的职务上因此也有团结的职务。在大公合一的范围内

执行。伯多禄的任务就是要常常设法来维护团结。所以他绝对

不可以制造障碍，而且还必须找到出路。这与基督托给他“要在

信德上坚固你的兄弟”（参阅路二十二 32）的任务，并不矛盾。

这是很有意义的，当基督说这句话时也是伯多禄要否认他的时

候。好象这位老师自己有意对伯多禄说：“记着，你是脆弱的，你

也需要不停地悔改。你能坚定别人，就在于能自知脆弱。我把

真理给你作为你的任务，它是天主的伟大真理。为救人的，但这

真理不能以丘何其他方式去讲去实践，只能以爱J’必须常常在

爱德中实践真理（ veritatemfacereincaritate) （参阅弗四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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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青容我代表那些既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而只想做一个
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说话。 f~也知道，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有不少

人认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的这些年来，其所打开的这

扇门，若要对大会后之数十年一个中肯而平实的评估的话，结果

是，更方便教会“里面”的人出去，而没有让“外面”的人进来。甚

而还有人对教会的情况拉起警报，宣称教会的信仰与行政统丁

不再象过去那么稳固，反而还有一种离心力，以及不符教会训导

的神学见解，在威胁着教会。

类似这样的见解，恕我不能同意。对于这一点我的意见与您
及您所说的那些人的有所不同。我的见解是以对领导教会的圣

神的信仰为基础，同时也来自对事实的细心观察。梵蒂冈第二

届大公会议对教会是一个大恩赐，对所有参与大会的成员；对整

个人类大家庭以及对我们个人都是大恩赐。

关于梵二大公会议，要想说点新的什么，也并不容易，但却

常需要提到它，它对教会、对世界是一种责任、一种挑战。谈这
次大会，目前觉得有需要以能更精准的去讲解它，并保护它免于

被恶意的诠释。象这种恶意的诠释早已经有了，它不只是在大

公会议结束时才出现，事实上，大会早就在世上（教会外），甚而

在教会内发现了他们。在这些见解中，有的欢迎，有的反对。这

表示，为接受它、了解它，也为使它在生活中付诸实行等，而有种
种不同的心态。

我特别有幸，能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出席大会，在我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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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绝对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被允许的。我们国家的

共党政权认为去罗马旅行是一种特权，因此完全操在他们手中。

在那样的环境，我还能有机会从头到尾出席大会，那就有理由认

为是天主的一项特别恩赐。

根据出席大会的经验我写了“革新的泉源”（ Allefontidel

rinnovamento）。在→开始，我就说明本书是为偿还因参与大公

会议每位主教对圣神的亏欠。的确，大公会议本身就有些“五旬

节”（圣神降临节）的意味；它引导了整个世界的主教们，也因而

引导了教会，走上这公元二千年末期应该走的路，这路径教宗保

禄六世曾经在通谕“他的教会”中提到过。（参阅60 等节）

刚开始参加大公会议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年轻的主教。还

记得，我的座位先是在伯多禄大殿入口附近，从第三期以后，也

就是从我被任命为可拉考维亚的总主教开始，我移到了更近祭

坛的地方。

大公会议是一个倾听别人意见的大好机会，但也适合创造

性的思考。自然的，年长而有经验的主教们对于大会思想的发

展贡献较大。在开始时，因为我年轻，我算在学习，但后来，逐渐

的我己能以一个更成熟也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参与。

就这样在第三期，我成为所谓第三案的准备小组的成员之

一。这第三案后来成了“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我也有

机会参与本组最有趣的工作，小组里有神学委员会的代表，也有

平信徒工作者的代表3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五年一月在阿里

琪亚（Ariccia）的聚会，我个人特别觉得欠了嘉龙枢机（ cardinale

GabrielO MarieGarrone）一份情，因为在准备这新的文献时，他提

供了基本的协助。对于其他的主教与神学家们也一样，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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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和他们一起工作。我特别应该感激龚卡尔和戴吕班两位神

父（Yv，恼。吨areHenriDeLubac），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戴神父怎样

鼓励我要坚持在讨论时我所完成的纲要。这时，会议已经移至

梵蒂冈举行了，从那时起我和戴神父就成了知心好友。

大公会议是敏会的一次伟大经验，又按当时的说法，是“圣
神的研习班”。在大会中圣神向遍布全球的教会讲话，因为全世

界的．主教都在场参与大会，而且在场的还有许多非天主教的教

会与团体代表。

圣神的话语总是代表了对永恒奥迹的深刻洞察，同时那些

有责任把这奥迹带进现代世界的人，圣神也指出了应走的路。

这些被圣神召集来的人，在大会期间共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团

体，大家一起听、一起祈祷、一起思考和创作。这种事实，对传福
音、对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同时开始的福音新传，基本上都

很重要。这一切都与人类历史与教会历史的新时代紧密的连结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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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亏4，您毫不怀疑的认为，在敦会与阳ti
确实需要一个象梵蒂冈第二届那样！）甘 ~f( 正；会议，虽然它在作风

和内容上，与以前的二十届大公会议一一从公元三二五年的尼

西亚大会到一八六九年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相比，都是个

异数。

需要召开大公会议，不是为与某些异端抗衡，如初世纪那样，
而是为了推出一个双向的进路：→是在这即将结束的第二个千

年中，来摆脱在基督教会内长久累积 F来的分裂。另一是在跨

越这第三个千年门槛之际，尽可能共同重新负起传播福音的使

命。

在这一方面，如您所见，梵二大公会议与过去的大公会议之

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它的特殊风格。它的风格不是自卫，也未
出现象过去大公文献中开除教籍（anathemasit）的字眼。它是一

种大公风格，极开放的对话风格，这种对话，教宗保禄六世名之

为“救世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不应只局限于基督教徒而已，对于那些非基督

宗教也要开放，并至整个现代文化、文明世界，连那些不信者也

包括在内。事实上，真理是不能被限制的，真理普及万民。而且．

如果这样的真理能在爱德中实践的话（参阅弗吁 15），那就更普

及化了。这就是梵二大公会议的风格，也就是举行此一大会所

秉持的精神。

这种风格与精神，将成为大公会议的主要标识，而非象若干

人士曾经想把大公会议一事，楼也为前进分子可保守分子之争

那样一一是政治而非宗教性的。使得梵二－大公营议，因它的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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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精神‘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或为所有教会的挑战和每一个人

的责任c

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后的数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挑战

与责任是如何的在各种情况与各种程度上被接受。我们首先可

以在大会后的主教会议中，看出此点，无论它是由教宗召开的全

球五教会议，或是在那些个别的教区或教省的会议。根据我的

经验，这种会议是怎么样的符合了各方面的期待，以及它能获致

什么样的成果。象在教区会议，只有神职人员出席的那种陈腐

而单向的方式，自然就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则是每个人都对教

会负责的表现方式。对教会集体负责的意识，今天的平信徒特

别感受深刻，这无疑是更新的泉摞。在即将来临的第三个一千

年，这种责任意识，将为未来的新生代塑造教会的形象。

在一九八五年，也就是大公会议闭幕二十八年，召开了一个

特别的主教会议。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从这次会议，而开始了

天主公教要理新书的编写。有若干神学家，甚至若干地区散布

一种论调，说不再需要任何要理书，因为这种传播信仰的方式已

经；在怪，必须丢弃。而且他们还说，要创造一本全教会用的要理

书是不可能实现的。过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编订“天主教

会新法典”的时候，也是同一批人认为此举无用且不合时宜。然

而出席会议的主教们却表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新法典的编订

确是一项符合教会需要，且合时宜的措施。

要理书是不能取代的，它使得教会讨11导的全部宝藏，在梵二

大公会议之后，能做一个新的综合，或者可以说能有一个新的方

向。如果没有一本全教会的要理书，这个目标是无法达成的，个

别的团体，以后便能以教会训II导的要理范本为基础，按照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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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另编他们自己的要理书。这个伟大的综合要理书在相当

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于这项工作，整个教会确实都参与了，但

功劳特大的应属教义部部长拉辛格枢机（ cardinale

J耐phRatzinger）。要理书在一九九二年出版，在世界各地马上
成为畅销书，证明了此种形式的范本有很大的需求，虽然在初看

之下可能并不会受欢迎。

各方面对要理书的兴趣仍然不喊，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

面临一个新的情势，那就是：世界对意识型态已感厌倦，对真理

则大开心门。时候已到，真理的光辉（Veritatissplendor）开始重

新照亮人生的黑暗。虽然现在还不能就下定论，但从已经完成

的和正在进行中的种种来看，显然地，大公会议不会沦为死文字

了。

天主圣神透过梵二大公会议讲的话，没有自费。从这些年

的经验，我们可以预见，对于天主真理的开放，有着各种新的可

能性。这个真理是“无论顺境逆境”（弟后四 23）教会都应该宣

讲的。每一位福音工作者都应该为梵二大公会议之恩感谢天主

圣神，并常常觉得有欠于袍，且需要许多年、许多世代，才能清

还这笔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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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话说得很清楚，再J次证实了那些人的偏颇与短视，他们
甚至怀疑阁下意在为“复古”催生，有计划地“反抗”大公会议的

革新。

然而，阁下不是不知道，教会里的人怀疑教会革新不当者，

实在少之又少。大家争论的不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本身，

而是大会的某些解释，不但未遵从大会的条文，也并不合乎大会

教长们的精神。

Z上我再回到您早先的问题，这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挑战意味
十足，那就是大会敞开了大门，是为了让外面的人能够进入教会

呢？还是使教会内的个人与团体得以离开教会？

您所表达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事实相符的，特别是对

西欧教会来说，（虽然在西欧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宗教方面革新的

迹象）。但是教会的状况应由全球性的宏观角度来看，也就是将
中欧和东欧、欧洲之外、南北美洲以及在传教区国家，特别是在

非洲大陆、在广阔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甚至某种程度在亚洲

地区，连中国大陆在内等处，所发生的种种都考虑在内。其中的

许多地方，教会是建立在殉道者的见证上，就是在这种基础上，

教会能以不断增加的活力成长发展，因此虽然信众不多，却活力

十足。

从大公会议开始，我们看到的教会革新，主要是在品质方

面。虽然神职人员继续不足，圣召也常过于缺乏，但宗教性质的

运动却在苏醒与成长。它们诞生的背景与过去有社会倾向的天

主教社团有所不同，这些团体以教会有关方面的道理为依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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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社会、重建社会正义为目的。其中有若干团体与马克斯主

义的琦话非常密切，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丧失了它们天主公敦的

本质。

新的运动，首先就是趋向于个人的更新。人是社会、历史等

一切改革的主体，但为了扮演这个角色，人自身应先在基督内、

在圣神内革新。此一方向的认定对教会的未来必有许多贡献。

过去教会的革新主要是透过“修会”。就如同在罗马帝面崩愤之

后是通过本笃会士；在中世纪是透过托钵会会士：方济会会士、

道明会会士等，在宗教改革之后是透过耶稣会会士及其他类似

的组织；在第十八世纪是透过赎主会会士和苦难会会士；在十九

世纪则透过活跃的传教修会，如圣言会、救主会、自然的也包括

慈功会等。

除了新近成立的修会，以及在本道纪兴盛的俗世团体外，在

梵二大公会议期间及大会以后，更产生了这些新的运动。这些
运动虽然也接受献身人士，但主要是由那些度婚姻生活，从事各

种职业的平信徒所组成。在基督内革新世界的理想是直接摞于

受洗者的基本责任。

今天只讲教会成员的流失是不公平的，因为也有回流3 首

先基层教友的层次有了彻底的改变。我是在说欧美、尤其是北

方，某个程度下也包括南方，传统上以量为重的模式已转变为较

以质为重的模式，这也是大公会议的成果。

梵二大公会议的出现是在旧模式开始让位给新模式的时

刻。因此我们应当说，大会来得正是时候，它所着手的工作不但

对教会是必须的，对整个世界亦然。

如果在大公会议之后，教会在教义和纪律方面有了回难．那

也不是严重到会造成新的分裂危机c 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世

。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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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主数目紧密联合的教会，都以各种方式真正对这个世界提供

服务，并以基督的真正身体、以天主救世赎世使命的仆人、以正

义和平的拥护者等等身份来展现自己。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

上，天主敏会超国际的舍一，仍然是一提强大的力量，这一点即
使教会的敌人都能体察，且在今日政治与世界性组织的各种场
合中，仍能表现出来。但是这股力量也不是为所有的人喜玫，无
论如何，教会必须持续不断地重复那出自宗徒口中的“我们不得
人”（参阅宗四 20），这样它能忠于自己，在自己四周散放真理的

光辉，这光辉是圣神反映在自己净配教会（注 1)的面貌上。

注 1：圣经用丈夫对妻子的爱来比嗡天主对人的爱．因此教会甚至个别的个人

都可称为是天主圣洁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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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 :tj ( ~i：花大 ＇！二，f；七‘；j「多棒与若望坚定不移的那句话“我
fl丁不得不H我 ffJ 所元所［•毒品争。”（宗四 20）这使我想起来，纵然

教会有完谈的意愿，百是；二：奈的话并不常常被所有的人接受。

有不少的情况，还被明显边拒绝，有时还颇强烈，（假如我们要接

受国际传播媒体不尽精确的报导），而教会在这时还一再强调自

己饲拉 Zr，尤其是关于jfl把问理。

您谈到今天世界接受教会教导这问题，尤其在伦理道德方面b
有些人认为，在道德，尤其是在性伦理上，教会和教宗没有迎上

风气日趋自由的当代世界主流。世界往这方向发展，所以使人

觉得教会在退步，或者世界正在远离教会。就这样世界也真的

远离教宗，远离教会了……。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但我深信，是非常不公平的。我

“真理的光辉”（ V eri tatissplendor）这一通渝，可为佐证。这jj!i谕

虽然不是直接关于性伦理问题，但它却指出了“伦理相对论”带

给 tf'f 主 1抨f更大的威胁J 主，只保禄六时意识到这种关系，知道

为t'fl'护人的草木幸福，句己必须负起责任来与“伦理相对论”抗

衡，于是就用他那“人类的生命”（HumanaeVitae）通渝，贯彻了圣

保禄的劝言。保禄给他的弟子弟茂德（提摩太） (Timoteo）写信

说：‘位’宪坛宣讲真道，不 h~J@I境逆境……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

不接受挝全的道理。”（弟后四 2-3）。

（吏徙这几句话，不正好象在描绘当今的情形吗？

大众传播工具使社会习情了听那些“为耳朵搔痒”的东西。

（参问弟：b 四 3）。情况更槽的是，神学家，尤其是伦理学家与传

播操｛丰联手，把他们违背“健全道理”的言论与著作广为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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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道不被欢迎的时候，就不能以较容易的方法使他受欢迎。

教会面对“我该行什么善，才得永生？（玛十九 16）的问题时，应

当提供一个坦诚的答案。基督早就警告过我们，得救的路不是

广宽舒适的大路，而是窄狭难行的。（参阅玛七 13-14）我们没

有权利抛弃这观点，也没有权利来改变它。这是教会训导当局

的忠告，也是神学家一一尤其伦理学家的责任，他们即是教会训

导的合作者，就有他们特别的责任。

耶稣关于负荷的那番话是确实的，他说，有某些导师自己不

愿背负的重担，却要放到别人的肩上（参阅路十一 46）。我们也

必须思考一下，那个担子比较重：是真理？包括那些要求很高
的；或者是真理的外貌，只给人制造正确伦理的幻像？“真理的

光辉”通谕，正是为帮助人去面对，这大众似乎已经开始嗦解的
基本两难论题。我想，对此问题，比之保禄六世在→九六八年公

布“人类的生命”通谕的时候了解得更清楚。

教会不前进，而世界正在离开，真的吗？我们能说世界只朝

更自由的风气方面发展吗？这句话不正隐藏着那对人不利的道

德相对论。不只堕胎，连避孕，到了最后，要面对的是“人”这个

事实，若与它相违，就称不上进步，也无以衡量伦理的进步。面

对类似的潮流，教会的每－个牧人，尤其是教宗，应当特别地留

意，以免忽略了保禄在致弟茂德后书上严重的劝告：“至于你，在

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作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

职务。”（四 5)

今天对于教会的信仰。在信经上一一在宗徒信经，也在尼

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一一我们说：我信仰教会。所以我们是把

教会与圣三奥迹，和降生与救赎的奥迹放在同样的水平上了。

句
、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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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戴吕班神父讲得好，他说：对教会的信仰与对天主大奥迹

的信仰意义并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但信仰教会，同时我们也组成

教会。按照大公会议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信仰教会就如同信仰

一件奥迹一样。同时，我们也知道，作为天主的子民我们就是教

会，是圣统制度（注 1)的成员，更是基督默西亚使命的一分子，

具有三重的特质，即先知、司祭与王者。

我们可以说，我们对教会的信仰，藉著大公会议很明显地更

新了，也加深了。长期以来，在教会身上所看到的每每是组织和

圣统的层面，而对于圣宠、神思等天主子民所特有的基本层面却

多少的有所疏忽。

透过大公会议的训导，我们可以说，信仰教会又重新成为托

付给我们的一项任务。大公会议后的革新，主要就是这异常丰

富而又充满生命力的信仰的革新。对教会的信仰，就象梵二大

公会议所教导的，使我们重新修订了某些过于僵化的格式：例如

从前把教会区分为教导的教会与学习的教会，其实必须注意到

每一位受洗过的信徒，在他的岗位上，都参与基督先知、司祭和

王者的使命。所以，这不只是改变观念，而且是态度的革新，就

象我个人在大会之后的著作“革新的泉源”（ Allefontidel

rinnovamento）中所说明的一样。

现在让我们回到欧洲的宗教现况。有些人在共党倒台之

后，企盼着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本能地转向宗教。事实是否如、

此？当然没有如这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实现；但我们也可以肯定

正在实现中，特别是在俄国。它如何在俄国实现呢？首先就是

回到东正教信仰的传统与实践中。此外，在那些地区，由于宗教

重获自由，天主教会也恢复了生机。透过往在俄国境内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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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等，天主教会在那里早已存在了好多世

纪了。现在许多经济力量雄厚的基督教团体，和不少的西方宗

派也都来了。

在其他地区，因归宗教或持守信仰，则各按其在共产压迫期

间，教会所处的情况而各有不同的发展，且也与其较古老的传统
有关。这在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大部分为东正教的罗

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等社会中都是如此。至于前南斯拉夫与波罗

地海诸国家则各有他们自己的特殊问题。

但被会的真正力量在于什么呢？在东方和西方，教会的力

量历经数个世纪，都在于圣贤们的见证，他们把服膺基督的真理

作为自己的真理，走上了主基督这条道路，在圣神内过来自基督

的生活。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教会中，这些圣贤们都从来没有

缺乏过。

我们这个世纪的圣者大多是殉道的烈士。专制政权在二十

世纪中统治了欧洲，使殉道者数目增多了。杀戮集中营制造恐

怖的犹太大屠杀，显示了在天主教、东正教，也在基督教中真正

的圣者，他们是真正的殉道者。其中例如高圄柏神父、艾迪斯坦

和以前西班牙内战中的殉道烈士都是。在东欧，神圣的殉道烈
士更是多如军团，特别是东正教徒，包括俄国人、乌克兰人、白俄

罗斯人与乌拉山外那些广大地区的人民。连俄国本士、自俄罗

斯、立陶宛、波罗的海及巴尔干诸国、乌克兰、加利西亚、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地区等也都有天主教的

殉道者。这些数目庞大的群众，象默示录（注 2）上所说的，“常

常追随着羔羊”〈十四 4）寸步不离。他们在自己的殉道中，补足

了基督的赎世见证｛参阅哥一 24），同时他们也成为霸世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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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新文化的基础。

注 1：天主教会行政组织制度

注 2：圣经最后一卷，由耶稣的爱徒圣若望（约翰〉所写。约成于公元九五年，在

帕特摩岛。本书为先知书，多预言，不易了解，全书共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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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教会发言不断增多。似乎这二十年来教会各阶层发
表的“文献”，超过之前二十个世纪的总和。

虽然如此，有些人似乎察觉到这个能言善道的教会，对最重

的问题“永生”却三缄其口。

教宗阁下，老实说，您就不是这样，对这个基督徒的焦点问

题，在您答复有关“救恩”的问题时，曾谈得相当多，在本次访问

的其他题目中也作过一些明确的提点。但本人依据某些牧灵方

面、神学方面的看法，还想请问：教宗阁下，天堂、炼狱、地狱还

“存在”吗？为什么许多教会人士，对于时事评论不休，但对于永

恒、对于与天主最终的结合，却好象再也不谈了？可是照信仰而

言，这究竟仍是人的天职、命运、与最终的结局呀！

Z青打开教会宪章第七章，那里论及朝圣者教会（又称旅途中教
会）（注 1)的末世特质，地上与天上教会的结合。您的问题针对

的并非朝圣者教会与天上教会的结合，而是未世与现世教会的

关联。对于这一点，您指出了在牧灵实务方面，这一观点多少是

被忽略的。我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您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记得，在不久以前，灵修会或布道会中，四末一死亡、审

判、地狱、天堂和炼狱一一常是默想中的固定节目，讲道人也知

道如何讲得更有效果和更能打动人心。很多人也确是因这些道

理与对四末的省息，而悔改认罪！

再者，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方式的牧灵是很个人化的：“记

着，最后，你要带着你的整个一生，去见天主。在天主的法庭前，

负起你行为的一切责任，你要为你的行为，你的言语接受审判，

甚至你的思想，及最隐密的也不能逃过。”可以说，这样的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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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旧约与新约启示的内容，能深入人的内心世界，震撼人

的良知，使人屈膝叩首，告解认罪，所以有它深度的救赎效果。

人是自由的，所以才有责任。他的责任是个人的，也是社会

的，向天主负责。负责任才见其伟大。我了解你所说话的背后

恐惧是什么，你所怕的是系统要理、核心教理和讲道内涵的迷
失，因而对人最基本的伟大有所损害。事实上，我们可以间，如

果不宣扬这些道理，教会还有能力激发人的英雄气慨，而产生圣

贤吗？所谓圣贤，我不只是说那些“伟大的”被供奉到祭坛上的

圣人，而是指那些按照教会早期著作所理解的“平凡的”圣人。

大公会议也提示我们，在教会内的一项成圣人的普遍召唤，

召唤每一个受过洗的人，每一位基督徒，它常很个人的，与工作、

职业息息相关。它是每个人才华的交待，看人是否善用或妄用

它。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对那把财宝埋藏起来的人，所说的话是

多么严厉而令人胆怯！（参阅玛二十五 24-30)

也可以说，在最近教会的系统与核心教理讲授中，个人末世

论一一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是深植在天主启示中，但大公会议愿

意说明的却是教会和世界的末世论。

我请您再读一读教会宪章第七章的标题：“朝圣者教会的末

世特质”，清楚说明了这个意图，它开始是这样说的：“我们因耶

稣基督，而加入教会，我们藉天主的圣宠丽在教会内获致圣德，

这教会只有在天上的光荣中，才能完美，那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

〈宗三 21)，也就是和人类紧相连接，又借人类以达其终向的普

世万物，将和人类一起，在基督内达到圆满境界的时候，基督从

地上被举起来，曾经吸引众人归向袍（参阅若十二 32）；从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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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活（参阅罗六 9），把自己生活之圣神派遣给弟子们，并藉着

圣神把自己的身体，就是教会，定为拯救普世的圣事；坐于天主

之右，仍继续在世界工作，引人加入教会，通过教会与自己紧紧

相连，以自己的体血养育他们，使他们能分享袍的光荣生命。

所以我们期待的复兴，已经在基督内开始，因圣神的来临而推

进，并在教会内继续着，而在教会内我们靠着信德，深悟现世生

命的意义，我们对未来的福乐怀着希望，完成天父在现世所给我

们的事业，履行使我们得救的工作（参阅斐二 12）。因此，世界

的末期为我们已经来临（参阅格前十 11)，世界的再造已经是决

定的事实，并且在某种意义下，确实已经提前实现于今世；因为

现世的教会已经拥有圣德，虽不完善，却是真正的圣德。可是在

那充满正义的新天新地出现以前｛参阅伯后三 13），旅途中的教

会，在其圣事上，及其属于今世的制度上，仍将带着她今世易逝

的面目，仍旧存留在不断呻吟痛苦，期待天主子女在受造物当中

的显扬（参阅罗八 19-22）。”（教会 48)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末世现在传统的讲道中，只稍稍出现

过，但它却是一种原始的圣经上的观点。上述的一段大公会议

文献，都是取自福音、宗徒书信和宗徒大事录上的章节。有关所

谓四末的末世传统，大公会议就是以这样基本的圣经观点写了

r出来。末世论，就象我已经说过的，是深度属人的，但从新约的

观点看，却是以基督与圣神为中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宇

宙性的。

我们可以问：如果人，以他的个人生活、他的责任、他的命

运、他个人的末世、他的天堂或地狱或炼狱，是否会在这宇宙的

层面里迷失？我承认你的问题很有道理，因而也必须诚实的回

答：是！人已在某种程度上迷失了；讲道的人、传道师、老师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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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因此他们不再有“借地狱来恐吓人”的勇气，也可能连听

他们的人也不再害怕地狱了。

事实上，现代人对于四末巳变得不大敏感了。一方面俗化

与现世主义助长了这种情形，产生出消费的心态，导引人享受今

生；另方面，本世纪行将结束，它曾给我们带来过现世的地狱，也

多少扮演了对这种不敏感推波助澜的角色。在有了集中营、古
拉格、轰炸的经验之后，天灾姑且不提，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什么
更坏的事、更大的屈辱呢？一言以蔽之，这个世界，已经是地狱

了！

就某种程度来说，末世对现代人已变得不相干了，特别是在

我们的文明中。虽然如此，信仰天主乃最高的正义，并未曾变成

完全与人不相干，反而人仍在期待着，最后“有人”能够对人行为

的善恶说句实话，可以赏善罚恶。事实上，除了袍，没有任何人

会这样做。人们对此还继续保有意识，即使我们这个世纪的恐

怖也没有把这种意识铲除：“规定了人只死一次，这以后就是审

判。”（参阅希九 27)

在某种意义下，这种共识，也成为所有信奉一神宗教的共同

点，对其他信仰的人也是一样。大公会议谈朝圣者教会的末世

特质，也是以这种共识为基础。天主是正义的法官，是赏善罚恶

的法官，艳是亚巴郎、依撒格、梅瑟的天主，也是基督，袍的儿子

的天主。这位天主首先是爱。艳不只是仁慈，而是爱。抱不仅

是蔼子的父亲，而且还是“赐下袍的儿子，为使人不至丧亡，反

而获得永生”的父亲。（参阅若三 16)

正是福音史有关天主的真理促成了末世观若干的改变。首

先，末世并不是将来才会发生什么，即只是在现世生命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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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什么。末世已与基督的到来闰时开始了。末世事件就是

他救赎的死亡与复活。这就是“新天新地”的开始（参阅默二十

一 1)。对每个人来说，死后生命都与“我信肉身之复活”；与“我

信罪之赦与我信永生”相关系。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末世观。

在基督内，天主己给世人启示说，斗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得
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弟前二的。弟茂德前书的这句话对于认

识并宣讲四末有基本的重要性。如果天主希望这样，也为了这

个缘故赐下了袍的儿子，这个儿子经由圣神在教会内工作，那
么人还要被定罪，还要被天主拒绝吗？

地狱的问题常给教会的大思想家们带来困扰，从最早的奥

利振（Origene）开始，直到我们这时代的布而加考夫和冯·巴尔

塔沙尔（MichailBulgakoveHans U rsvonBalthasar）都是如此c 事实

上早期的大公会议已经否定了所谓的万民得救说，按照这个说

法，世界毁灭之后还会再生，而一切万物都将得救。这个说法，

间接地把地狱废止了。可是问题仍在：一位深爱世人的天主，会

永远惩罚不拒给袍的人吗？可是骂稣的话意义明确，袍在玛窦

福音上清楚地说，那些人要去永也受苦（参阅二十五 46）。那些

人是谁？关于这一点，教会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个奥秘，实在

无从探测，包含了天主的神圣与人类的良心。所以，教会的缄默

是基督信徒唯一妥当的立场。即使耶稣说起出卖袍的犹达斯：

“那人若没有生，为他更好”（玛二六 24），他这句话，并不是在暗

示会有某种永远的惩罚。

在此同时．人的道德良知也会对这认知的丧失有所反弹，那

就是：天主是爱，但不也是最高的正义吗？袍怎能容忍罪恶而

不加以惩罚？为在人类复杂的历史中重建伦J'川f f窍，最终的 f/I;

7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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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不是也可称得上必需？地狱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人类道德

良知的“最后救生板”吗？

圣经上也有净化之火（fuqcopurificatore）的概念。东方教会

接受它，因为它是圣经上有的，但并不接受天主教会关于炼狱的

理论。

关于炼狱，除了十四世纪教宗本笃十二世的诏书之外，从圣

十字若望的神秘著作中，我得到了一个很具说服力的论证。他

所讲的“爱的火焰”（ vivafiammad ’ amore）首先就是净化之火。

这位教会大圣师所描述的那神秘之夜，是他自己的经验谈，在某

种意义上，与炼狱相吻合。天主要人经由感情与心灵，这样一个

内在的炼狱，以便带领他与自己结合。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不

是一个单纯的审判，而是大能的爱本身。

首先是爱在审判。天主是爱，袍经由爱来审判。是爱要求

人先自我净化，才能与天主结合。这就是人最后的天职与宿命。

也许这就够了吧！东西方有许多神学家，包括现代的，对于

末世论机和四末，都用心研究过。教会从未忘记过末世，也没有

停止过领导世人走向永生。如果教会停止这么作，那就是不再

信守自己的使命，不再信守天主经由耶稣与自己所缔造的新约。

注 1：教会有三个阶段，在天国称之为胜利的教会，在炼狱称之为炼净的教会，

在人间则称之为战斗的教会和朝圣者（或旅途）的教会。因为现在我们正走向天菌，

必经奋斗，战胜各种诱惑与困扰，故将其称为朝圣者的教会。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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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又有什么用·川

今天，有许多人受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教育或反教育，他
们面对着基督徒的福音再传，似乎也准备承认其魅力，结果还是

要问起：“归根究底，信仰还有什么用呢？信仰还能再提供什么

呢？不自找麻烦把福音看得太认真，不也一样能过一个诚实正

直的生活吗？

象这样的问题，可以很简单地答复：信仰的益处，不是其他任
何的善与道德所可比拟的。事实上，教会他从来没有否认过，一

个不信仰的人也能有善良高贵的行为。这样的说法每个人都很

容易证实。信仰的价值很难解释，不能只用伦理方面的功能来

解释，而是信仰本身为伦理提供最基本的动机。也正因此，我们

才经常以信仰作为论据。我在“真理的光辉”中也这样做了，并

说，当一个青年间耶稣如何正当使用他的财富一一自由时，耶稣

答以“该遵守诫命”（玛十Ju 17），于此可见伦理的重要性。虽然

如此，仍可说，信仰的基本用处在于能够相信并倚托这一事实。

玛利亚在天使报喜时的态度就是一个无上的榜样，就是这种态

度的奇妙典范；关于这点里尔克在她的诗篇中（ RainerMariaR

ilke, V erkundigung 天使报喜），表达得非常好。因为，藉著相信

与倚托，我们可以对天主的话有所回应，天主的话绝不会落空，

必会带着成果再回到袍那里，就象依撒意亚先知书上（参阁依

五五 11）所说的很有成效。但是，天主绝不愿意强迫我们来回

应艳。

从这个观点来看，大公会议的训示，特别是“信仰自由宣言”

(Dignitatishumanae），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值得把它的全文引出

来并加以分析。现在仅引述几句，可能也就够了：“人人都该追

求真理，特别应该追求有关天主及其教会的真理，即寻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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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J必须服膺丽遵从之。”（DignitatisHumanael)

大公会议在这里所强调的，首先就是人的尊严。因而继续

强调：“人人因其各有人格，依其自有的尊严，即有理智与自由意

志，所以应为人格负责，受其天性的驱使，负有道德责任去追求

真理，尤其是有关宗教的真理。每人并且有责任依附己认识的

真理，遵循真理的要求，而处理其全部生活”

( DignitatisHumanae2）。“追求真理，应用适合人格尊严，及其合

群天性特有的方式，即自由探究，借助于教导或讲授，传播与交

谈。”（DignitstisHumanae3)

由此可见，大公会议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谈人的自由，并

以良知的内在驱动来显示，人藉著信仰回应天主和天主的话，是

与其个人的尊严紧密相连。人不能被强迫去接受真理，而是由

于天性，也就是自由意志的驱使去追求真理。一旦寻获，则以相
信与行动去服膺。

这就是教会始终－贯的教导，但在此以前基督自己就是这

样做的，从此一角度来看，必须再读“信仰自由宣言”的第二部

分，在那里，您会找到答案。

这一答案也是教父们的教导与神学传统的看法，神学家从

圣多玛斯（ san Tommasod ’ Aquino）一直到纽曼 (JohnH. New

man），都这样主张。大公会议也只是再强调教会一贯的信念而

已c 关于圣多玛斯的立场，大家都知道。他一贯对良知如此尊

重，甚而主张一个信仰基督的行为，如果按良知认为是恶事，他

就不应该去作（参阅神学大会 l-2,q·l9,A·5）。如果一个人听

到自己良知的呼声，纵然是错误，而他却认为不容置疑，他就应

该无论如何都常听从它。然而这并不允许他恶意沉溺在错误

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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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如果纽曼把良知看得比权威还大，这对教会的经常训示来

说，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公会议说：“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

和圣所，在这圣所内，人独自与天主会晤，而天主的声音响彻于

良心至秘密的角藩，信友凭了对良心的忠实，而同他人携手合

作，以探求真理，并在其真理内，解决私人和社会生活所掀起的

道德问题。正确的良心越占优势，私人及团体越不至为盲目的

武断所左右，亦越能遵循客观的伦理原则。不少次，良心的判断

为了无可避免的无知而发生错误，但良心并不因此失掉其尊严。

不过，人对探求真理及美善不大注意，或因犯罪习惯而良心变为

盲，则不可同日语了。”（现代 16 ）。

在这里很容易看出来，大公会议的“信仰自由宣言”，含有极

度的内在和谐连贯性。从它的教导来看，我们可以说，信仰的主

要益处是能成就人理性的本质，固应天主的呼召，以完成他的任

务。此一任务不只是对天主，也是对他自己。

基督用尽了一切办法，要我们了解这回应的重要。世人受

感召，由自由心志而生回应，辉映人性尊严的真理光辉。基督也

要教会决志以同样的方式去做。因此，在历史中，所有企图“用

宝剑使人版依”，把信仰强加给人的做法，都普遍的遭到反抗。

记得当为使美洲的土著印弟安人，改奉基督教而使用暴力的时

候，西班牙萨拉曼卡的天主教神学家，采取了断然的反对立场。

在这以前．克拉考维亚的学院，以同样的精神，在一囚一四年就

在君士坦斯大公会议中，声明谴责人们以同样的口实，对波罗的

海各民族施行暴力。

基督当然渴望信德，艳希望世人信仰他，艳希望伊lq!；二为

QO 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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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缘故。对那些向艳祈求奇迹的人，地常回答：“你的信德

救了你”（参阅谷十 52）。客纳罕妇人的个案哼别令人感动，开
始时，耶稣好象并不愿意应她的要求，去帮助她的女儿，好象诱

导她说出那句动人的话：“是啊！连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

的碎屑”（玛十五 27）。抱考验那个外族妇女，就是为以后能够
说：“件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莹的，给你成就吧！飞玛十五

28）。

耶稣希望唤醒人们的信仰，艳希望人回应天父的话。但这

是在二壳舍尊重人的尊严前提下。在追求信仰的同时，内在的信

仰视主R摇变了，因此也就具备了得救必需的条件。

从这个现点来看，您的问题已经找到了一个挺模的解答，就

是在大公会议，对教会所发布的文件上，现在值得再读一次；“那

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的人，却诚心

寻求天主，并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主圣宠的感召下，实行天主

的圣意，他们是可以得到永生的。还有一些人，尚未认识天主．

却不无天主圣宠而勉力度着正主的生活，天主上智也不合使他

们缺少为得救必需的助佑。”（教会 16)

在您的问题中，提到“纵然没有福音，仍可诚实正直的生

活”。我的答复是，如果不认识也不排斥福音，而能诚实正直的

生活，那是因为福音己经在那人身上起作用，使他真诚的寻找真

理，并愿意一旦找到了就接受官d 这种意愿、正表示天主的呼召

已在他灵魂里工作。天主圣神的风随意在那里吹拂（参阅若三

的。圣神的自由，与人的自由结合，并充分肯定人的自由。

作此说明有其必要，免得陷入“自拉奇主义”（注 1)的解释
n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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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这种危险在圣奥斯定时代已经存在，在我们这时代似
乎又浮现了。自拉奇（Pelagic）主张，纵然没有天主的恩典，人仍

然能够过正直幸福的生活。所以，天主的恩典不是世人必须有

的。然而，事实却是：人确实是因蒙召而获救恩；生活正直是获

得救恩的条件；要得救，没有恩典的助佑是做不到的。

终究，只有天主能救人，但天主期盼人的配合。人能够与天

主配合才能成就其伟大。按理来说，人受天主呼召而与天主合

作，为成就其生命最终目的，即得救与成圣，这在东方的传统里

都用所谓“神人协力论”（sinergismo）的理论来表达。人与天主

“创造”世界，人与天主“创造”自己的得救，人的圣化来自天主。

但在此，人也应当与天主合作。

注 1：第四、五世纪白拉奇所倡异端，主张人能够在天主圣宠之外．自力走向救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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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再次谈到人的尊严与人权，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是创！！
导中经常出现的核心题目。但是您所说人的尊严究竟是什么

昵？对您来说，什么是真正的人权呢？是政府特许？是国家特

许？还是另外的东西，有着更深意义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答复了您问题的核心部分：飞的尊严
何在？人权又是什么？”。很显然地，这些权利是造物主在创造

的秩序中所规定的；在这里根本不能说是人均每织、国家、或国
际机构的什么？这些机构与组织，只是表达天主在袍创造的秩

序中，在道德良知，诚如圣保禄在“致罗马人书”（参阅二 15）所

解释的，在人心中所铭刻的那些。

福音是对所有人权最圆满的肯定。没有福音，我们很容易

发现自己远离了与人类相关的真理，因为福音肯定天玉对万有

的，道德秩序的规范，尤其经由道成人身。如果天主之子取得人

性，那么人是谁呢？如果天主之子为了人的尊严付出最高的代

价，那么这个人又应当是谁呢？每一年，教会或在圣诞节、或在

复活节前夕的仪式中，都沉思默想此一真理与奥迹，表示出最深

的崇敬。“啊，幸福的罪过1 竟然挣得了如此伟大的教主！”

( Ofelixculpa, quaetalemactantummeruithabereRedemptorem！复

活室报｝。救主肯定人的权利，只为把人恢复到天主按照自己的

肖像与模样创造他时，人所获得的那种圆满的尊严。

既然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就藉著您的问话回顾一下，它是

怎样一步步地变成我个人关注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对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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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尊严的关注，竟转变成与马克斯主义辩论的主题，这是事前

没有意料到的。再者，竟还是马克斯主义者，他们自己把人的问

题变成了他们辩论的中心。

大战结束后，马克斯主义者在波兰取得了政权，于是开始控

制大学教学。可以预见的，为了表现唯物辨证法，首先就是透过
自然哲学。对此，波兰的教会已有所准备。在战后那几年里，我

还记得当克劳臣克神父（KazimierzKlosak）的著作相继出版时，

对天主教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克神父是克拉考维亚

神学院的杰出教授，以出乎寻常的学识渊博而闻名。在他学术

性的著作中，马克斯的自然哲学要面对一项创新方法的挑战，这

方法使人能在世界中找出道（Logos）来，而这道是创造与秩序的

思想。因此克神父成为自希腊思想家，到多玛斯的五条路，一直

到当代科学家如怀海德（AlfredNOrth Whitehead）哲学传统的一

部分。

有形的世界，本来就不能为无神论对实相的解释提供科学

的基础。相反地，诚实的思考，在宇宙中可以找到充分素材让人

认识天主。这样说来，无神论对实相的解释也只是片面与偏颇

的。

我还记得那些辩论，我也参加过许多次与科学家的聚会，尤

其是与物理学家，他们在爱因斯坦（Einstein）之后，对用有神论

来解释宇宙，都采取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

不过，奇怪的是，这种与马克斯主义的争论，只维持了很短

的一段时间。反而是人，以及人的道德生活，很快就变成了讨论

的中心课题，自然哲学也被搁置起来。为了给无神论作辨护，伦

理性的论证，很快就取代了物理学的解释。当我写下“人格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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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本书之后，最先注意它且要攻击它的就是马克斯主义者。

因为在他们与宗教、与教会的争论上这本书对他们而言是个困

扰。

不过在这里我应当说，我对人格与行动之关怀，也并不是因

为和马克斯主义者的辩论而产生，或至少不是特别针对这个辩

论而写。我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感到兴趣，已是很久以来的事了，

这可能也因为我对自然科学向来就没有比较的喜爱所致。对于

人我总是比较喜爱，当我在文学系讲书时，也因为人是语言的创

造者，与文学的主体而令我对人感到兴趣。之后当我应司锋圣

召时，人就变成了我牧灵活动的主题。。

到了战后，与马克斯主义者的辩论达于顶峰。在那些年中，

对我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青年，他们不是询问有关天主存在的

问题，而是问到应怎样去生活的问题，也就是问怎样面对和解决

有关爱情、婚姻、以及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以后波兰在德国占领

期间的青年们，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疑虑，他们的问

题，从某种意义来讲，也为我指出了一个方向。从我们的接触、
从我参与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产生了一本著作，其内容的综合正

如书名：“爱情与责任”（Amoreeresponsabilita）。

至于“人格与行为”这本书则是稍后的作品，不过也是在相

同理念下完成的。谈这个课题，也是势在必行，因为我已经超越

了人生问题的领域，探讨的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是每个

时代的人。善与恶的问题总是与人形影不离，圣经上那个青年

就是一个佐证，他问耶稣：“为得永生，我该作什么？”（谷十 17）。

所以，我以人、以人格为中心的研究历程，首先是牧灵方面

的。也正是从牧灵的观点，在“爱情与责任”中，我规划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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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原则的概念。这是把爱的诫命用伦理哲学语汇来表达的一种

尝试。人是只适合以爱来表达的实有。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对

那个人我们就会公正，这一点对人如此，对天主也是如此。爱一

个人，就不会把那个人当成一个享乐的工具。这在康德的伦理

卡已有，而且就是所谓第二诫命的内涵。但因为它的性质是消

嵌的，所以还不能蝠盖全部爱的诫命。康德之所以如此强调不

能把人当成享乐的工具，是为了抵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功利主

义，从这个观点来看，他的日的算是达到了。不过，康德并没有

把爱的诫命，圆满地诠辞出来。事实上，爱的诫命不仅在排除一
切把人当作纯桦事乐工具的态度，丽且要求得更多，它要求为人

本身而肯定人。

爱的诫命之真正人性化的诠释，在梵二大公文献中可以看

到：“主耶稣曾祈求圣父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是

一体一样。（若十七 21-22）因着这句话，耶稣为我们开拓了一

个理智无从透视的境界。暗示我们，在天主圣兰的互相契合与

天主子女们在真理及爱德的互相契合之间，有某种类似点。这

类似点昭告我们一项事实：在这大地上，唯有人是天主为人的本

身而喜爱的受造。故人唯有衷诚地舍己为人，始能达到匾满”

（现代 24）。这才真的称得上爱的诫命之圆满诠释，首先它清楚

地说出了人有价值是在于他是人的这项原则。它说：“在这大地

上，唯有人是天主为人本身而喜爱的受造物。”同时大会文献还

强调，爱的基本要素是“衷诚的舍己为人”。因此人就是要透过

爱来实现自己。

因此，此二方面－一一为人本身肯定人与衷诚的舍己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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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不只不互相排拒，而且还互相肯定，相辅相成。（人肯定自

己之最圆满的方式就是自我奉献。这也就是圆满的实践爱的诫

命。这也是关于人的圆满真理，它是基督用袍自己的生命教导

我们的．并且是基督使伦理与圣贤烈士爱你邻人的传统，在历史

的过程中一直被接受与见证．。
如果我们除去了人类自由的这一项特踵，如果人不努力为

别人自我奉献，那么这个自由就会变得危险，变得凡我自己认为

好的，或对我有益的，或我喜欢甜，即使是一种升华的享乐，都可
以自由地去做了。如果不接受自我奉献的观点，那么自由就常

有沦为自私的危险。康德曾与这肿危险奋斗过，站在同一阵线

上的还有马克斯谢勒（如1axSchder）及在谢氏之后许多有同样价

值伦理观念的人们。但是对此，福音早已作过圆满表达。也正

是为了这个缘故，在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所有人权合理一

致的声明，甚至包括那些因着各种原因而很棘手的人权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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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所提到的‘棘手唰利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生命
应该受到保护。由受孕开始就应该受到保护，这在您的训导中，

是经常提到的，满带戏剧色翠的课题。您对堕胎合法化的不停

声讨，被某些政治与文化人士定义为“着了魔”。他们认为自己

拥有“人道方面的理由”，这项理由己使政府允许堕胎。

生存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虽然某部分的现代文化想否定它，
担古转化成一种“棘手的”权利，而需要被保护起来，因为没有其

他任何权利更接近人的生存本身。生存权是指出生的权利，及

以后继续存在直到其自然死亡为止：“只要我活着，就有生存

权

已经成孕但尚未出生的婴儿，是一个特别微妙但很清楚的

问题。中止怀孕的合法化不是别的，就是准许成人在其所订的

出律的支持下，拿掉一个还没有出生，所以也没有自卫能力的人

的生命。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公平的，因此对这个问题

也确实很难说什么着不着魔，因为它关系着每个正直良知的基

卒诫命：保护一叶、无辜而又没有能力自卫的人的生命权。

这个问题往往被说成是妇女对于一个已经在体内存在，即

已经在她子宫中孕育的生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妇女应该有权

选择是给胎儿生命，抑或拿掉它。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种

或此或彼的选择只是表面的，因为当我们面对一项清楚的道德

罪恶，及“不可杀人”的诫命时，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选择的权利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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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诫命有没有例外呢？答案是，“没有”；因为即使是合理

的自卫，也总不能杀害无辜，只能对付那不义的攻击者，并应遵

照道德学家所称的“无瑕自卫原则”（ principiumin

culpataetutelae，即无可指摘的自卫）：一种“自卫”能称得上合法，

应在给对方最小伤害的方式下进行、如果可能，并应保存进攻者

的生命。

未出生的婴儿总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吧！一个在母亲子宫

中的婴儿，总不是个不义的攻击者，他是一个没有防卫能力的

人，期待着别人的接受与帮助。

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我们是人类真正悲剧的见证人。妇女

每每是男人自私的牺牲品，这个意思是，男人使一个新的生命受

孕，却又不愿意负起责任，把责任推给女人，好象女人是独一的

“犯错者”似的。正在女人非常需要男人支持的时候，男人却表

现出犬儒式的个人主义，利用女人的情感与脆弱，却对自己的行

为不愿负起任何责任。关于这些问题，不只是告解间知道得很

清楚，连整个世界的法庭也都知道，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连少

年法庭也不例外。

所以必须坚决拒绝｛选择权） ( prochoice）的模式，而勇敢地

与｛妇女权） ( prowoman）模式站在同一阵线上，亦即选择妇女的

真正利益。因为正是妇女要为她的母职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

若是中止母职，即拿掉胎儿的生命，所付出的还要倍增，在这件

事上，唯一正当的态度，就是彻底的与妇女站在一边，不能丢下

她孤独一人。许多顾问的经验证实妇女并不愿意中止自己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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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若是妇女的这个态度得到支持，并同时从对周围环境的

恐惧中得到解救，那么她甚而会有能力做出英勇的行为。上面

我说过许多顾问中心证实这一点，还有未婚妈妈之家亦然。因

此，社会似乎正向更正确的态度发展，虽然还有不少自命不凡的

“恩人”，自认为在协助妇女，打消她们从事母职的想望。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阶段，不论从人权观点或从

伦理和牧灵观点都是一样，这许多方面都彼此纠葛。我从自己

的生活中，址及作为神父、教区主教，伯多禄继承者等等的工作

中，也经常发现这一点。

为此我应当重申，我断然拒绝一切有关教宗在这方面“着

魔”的指摘与怀疑。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

方面，我们都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责任感与警惕。我们不能赞同

任何形式的放纵主义，因为它不但会直接践踏人权，还会毁灭基

本的价值观，不只对个人或家庭的生命如此，即对社会本身亦

同。一般所谓死亡文化说法所指不正就是一个悲惨的事实吗？

很显然地，死亡文化的反面不是也不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全球人口成长计划。需要考虑人口成长的比率。教会所说的

“负责的父母”是一条正确的路，教会的家庭顾问计划都是这样

玉张的。“负责的父母”是人类爱的必要条件，也是真正夫妻爱

的必要条件，因为爱就不能不负责任。爱之所以美丽正是负责

任的果实。当爱是真正负责任的，那它也是真正自由的。

这正是我从我尊敬的前任教宗保禄六世的“人类的生命”通

i俞所学到的；在这以前，当我写“爱情与责任”的时候，我也从我

年轻的朋友们、从夫妻和准夫妻那里学到这一切。就象我说的，

在这方面，他们自己就是我的老师。正是他们一一男人和女人，

对于家庭牧灵、对于负责任父母的牧灵、对于以后得到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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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顾问团乡给了我创造性的贡献。这些中心的主要活动与其首

要责任，就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爱，在其中，人类爱的责任已经并

继续被实践了。

我衷心祝祷，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会缺少这种负责的精

神；无论是立法人员、教育人员、牧灵人员等。在这里，我愿意向
一切默默无闻慷慨负责、付出奉献、不计代价的人致敬，并表示

我最深的感激！在他们的生活里就可以看到从基督宗教以及从

人格方面人的意义。他们的作风就是无偿地舍己为人，也因而

圆满了自己。

从顾问计划，我们必须说到大专院校。我在心里常想着我

所认识的以及我曾催生的学校，尤其是卢布林（Lublino）天主教

大学的伦理讲座，还有在我离开之后，在那里设立的学院，这学

院的领导人，都是我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和学生，尤其是斯提辛以

及斯早斯台可两位神父（ TadeuszStyczen, AndrzejSzostek ）。

“人”的概念不只是一个奇妙的理论，它还位唐人类伦理道德的

中心。

在罗马，我也不能忘记拉特朗大学（ UniversitaLater-

anense）所设立的类似学院，它在美国、墨西哥、智利及其他国家

都开始了类似的活动。作为负责任的父母，这→真理最有效的

服务方式，就是证明其伦理与人类学方面的基础。这个领域比

任何其他领域更不能缺少牧灵人员、生物学家和医生们的合作。

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对当代的各位思想家多费笔墨，但至少

有一位我不能不说，那就是雷未纳斯（En;1manuelLevinas），他是

当代人格主义和对话哲学的代表，如同布柏与罗森维格（Mart-

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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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ubereeFranzRosenzweig），他研究旧约上的人格传统，即在IS

约上，极度强调的人类的“自我”与神，对无上的“你”之间的关

系。

最高的立法者，天主，在西奈山上隆重地报布了“勿杀人”的

诫命，以做女绝对的道德标准。雷未纳斯就象他的乡亲信友们，

曾经深深地经历了大屠杀的悲剧，给十诫中这基本的一诫，编造

了一个独特的讲法，那就是：面貌哲学一一人会经过面貌表现出

来。这种面貌哲学也是旧约上的主题之一，诗篇和先知书都屡

次写道：“寻找天主的仪容气参阅例诗二六（二七）肘。透过面貌

看人，持别看那受到委屈的人。这样的人多次讲的就是这句话：

“不要杀我！”人的面貌与“勿杀人”在雷未纳斯的著作中巧妙地

结合起来，成为我们这时代的见证。在这时代里，政府甚至民主

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如此轻易地就核准杀人。

对于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主题，最好不言也罢，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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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基督徒的现在谈母性，自然就会提到→位杰出的母亲一
耶稣的母亲。（全属于你） (TotusTuus）是您为您的宗座职任所

选的格言。圣母玛利亚神学和对圣母敬爱的重振一一－与天主教

会源远流长的传统一脉相传一一是f~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从事

宗教训导与活动的另一特色。

另方面，今天有关童贞圣母，神如显灵和讲话的传闻与报导

也很多，朝圣的群众又象其他年代…样络绎于途。那么请问教

宗，这方面可愿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全属于你这格言不只是有虔信的味道，也不只是个敬礼的表
示，它包括的还更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还是工厂卫人的

时候，开始段对玛利亚的敬礼所吸引。有段时间我觉得似乎应

该放弃→些童年时期对圣母民热爱，好能更以基督为中心。幸
亏圣雷思葛利宁（ sanlnigiGrigniondeMontfort）使我－了解了对天

主之母的真正热爱，不但正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且还深深地根植

于天主圣王奥迹之中，根植于诞生与救赎的费：迹之中。

这样，我又重新找回对圣母的虔域，而且这一次有一种更深

剔的理解。我这种对圣母崇敬的成熟模式多年来－直未变，其

成果就是“救主之母”与“妇女的尊严”（两篇通谕）。

关于对圣母的崇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清清楚楚地了解，

这不只是一种斗灵的需要，一种情感的倾向，而且与天主之母的

客观意义相配合的。玛利亚是新的厄娃．是天主放到新的亚当

一一－基督身边的。从报喜开始，到自冷耶稣诞生之夜，到加利肋

亚加纳的婚篷，到哥尔哥大上的十字架，直到五旬节圣神的厅

堂，基督救主的母亲就是教会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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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大公会议在教理与对玛利亚的崇敬方面，都向前迈开

了巨大的一步。现在不可能把教会宪章中，奇妙的第八章完全

援引过来，但实在必须这样做。当我参与大会的时候，我在这一

章中认出了，从我少年时代开始的那一切经验，以及我与天主之

母之间的特殊联系，这联系一直不断翻新。

第一种联系的方式最古老，是我在童年期间经常停留在华

达维斯（Wadowice）堂区教堂之永援（永远的救援）圣母像前；它

也是与嘉尔默罗圣衣的传统有关，这圣衣意义丰富，寓意很多，

那是我青年时从我家乡的山上，嘉尔默罗修院学来的。它也与

到卡尔瓦里亚（ KalwariaZebrzydowska) （注 1) 朝圣地去朝圣的

传统有关，它是吸引许多朝圣客的地点之一，尤其对来自波兰南

部，和喀尔巴肝山以外地区性的朝圣客而言。边个地区性的朝

圣地有一个特点，即它不只是圣母朝圣地，也是深深以基督为中

心的朝圣地。朝圣者到了卡尔瓦里亚，首先便是走“十字架的

路”，在那里通过圣母，人可以在基督身边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最高处，从那里可以俯瞰朝圣地的周围全

景υ 圣母升天庆节前，会举行盛大的圣母游行，也正是信众对天

主之母信仰的表示，因为圣母以独特的方式分享其圣子的复活

与光荣。

从我早年开始，对圣母崇敬就与我对基督的信仰相结合。

就此而言，卡尔瓦里亚朝圣地给了我不少的启发。

亚斯纳高拉(JasnaGora) （注 2）和宫那黑圣母像，是我生命

中另外的一章。亚斯纳高拉圣母从好多世纪以来就被尊崇为波

兰之后，它是全国性的朝圣地。从好多个世纪以来，被兰民族为

了精掉的复苏，就向这边主母与皇后寻求过，并不断寻求支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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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亚斯纳高拉是一个特别的传福音的地方。波兰生命史中

的重大事件都多少与这个地方有关，我祖国的历史，不论古代或

现代，都深深根植于亚斯纳高拉的山丘之上。

从上面这一切，我想已足够解释现任教宗对圣母的崇敬，特

别是对圣母全心投靠“全属于你”的态度了。

至于你提到过的·显灵”和“讲话”，我会在这谈话稍后的地

方略为讲一下。

注 1：在波美商部的一个朝圣地。

注 2：在波兰中南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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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的尊敬’（ Mulieri咆nitatem）棚里面，您提到天主
教徒对一位妇女一→玛利亚的敬爱，与现实的妇女问题也颇有

关系。

按着前面谈话的路向，我想再唤起大家注意对圣母崇敬的另
一面。这崇敬不只是虔诚或热心的一种形式而已。它也是一种

态度，一种对于妇女之为妇女的态度。

如果我们这个世纪，在自由社会中有着女权运动高涨的特

色，那么可以说这种趋势正反应着对每一位女性欠缺应有的尊

重。我在“妇女的尊严”里面对这课题所谈到的一切，从我青年

初期就早有所感，甚而在某种意义下，还是从童年期就有的。这

可能是因为受了我教育期间时代环境的影响，那是一个对于妇

女，尤其是对于做母亲的妇女，都有高度的重视与尊敬的时代。

我想现代女权运动的根源就在于女性认为她们没有得到真

正的尊重。启示的真理则对妇女有不同的表示。对妇女的尊

敬、对女性奥迹的赞赏，以及天主自己和基督在救世工作中所表

现的夫妇爱，都是教会信仰与生活从未缺过的要素。这点，一个

有着各种习惯与风俗的传统，可为佐证。可惜的是这种习尚在

今天已经渐渐腐蚀了，我们的文化把妇女首先当成了享乐的对

象！

然而，就在这种现实里，真正的“妇女神学”已在复苏，这确

实是意义深长。妇女的灵性美，妇女特有的天赋又被重新发现

中，对于妇女在生活中，不只是家庭生活、而也在社会与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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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地位，正重新定位，以作为强固妇女地位的基础。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回到玛利亚的形象去。玛利亚本

身和对玛利亚的崇敬，如果能够完全实践出来的话，就能成为－

个强有力而且富创意的启发与灵感。

- 179 一



妇女

- 180 一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谈话中，您曾经说过，在您升任教宗职位伊
始，就高声呼吁：“不要害怕飞这并非偶然，在世界各地，过去和

现在都一直余音缭绕，影响深远。

对您的这句劝语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教宗您难道

不认为其中→种可能是：“有许多人需要有人来肯定和劝勉他们

“不要害怕”基督、“不要害怕”袍的福音。因为他们害怕，若再

回归这个信仰，那么可能不但得不到解救，反而基督的要求会使

他们的生活更加难以负荷。

－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在圣伯多禄广场说“不要害怕”这

句话时，我完全看不出它会把我和整个教会带到什么地方。这

句话更是来自圣神一一主耶稣基督许给祖使徒们的安慰者，而

不是来自说这句话的那一位。然而，岁月转移，在许多场合中我

却忆起了它。

“不要害怕”这句劝诫该应用在一宽阔的时空里。在某种意

义上，这劝告是向所有人说的，劝人要战胜目前世界的恐惧，无

论在东方或西方，在北方或南方。

你们不要怕你们自己所创造的，你们也不要怕别人所创造

的，和那对人日益构成的威胁！最后，你们也不要怕你们自己！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呢？因为人已被天玉救赎了。当我

在圣伯多禄广场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想到我的第一个通谕以

及整个的教宗任期都应当与此救赎的真理相连。在此一救赎的

真理中涵蕴了“你们不要害怕”的最深刻解释：“天主爱了世界，

甚而爱到赐下袍的独生子！”（参阅若三 16）。这个独生子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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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主永存在人类的历史中。救赎贯彻人类的整个历史，连那基

督之前也在内，而且还准备了它末世的未来。它是“在黑暗中照

耀的光，而黑暗却不接受它”（参阅若－ 5）。基督的十字架和她

复活的力量，远比任何人所能与应该惧怕的恶都大。

这这里必须再一次回到“全属于你”那句话上去。您在上次

的问话中曾提到圣母和她特别是在最近两个世纪中所作的私下

的启示。我答复时说，我对圣母的虔敬，如何在我生命中发展，

自我的故乡开始，经过卡尔瓦里亚圣殿，直到亚斯纳高拉。亚斯

纳高拉进入我国的历史是在十七世纪，就象耶稣基督透过袍母

亲的口所说的“不要害怕！”。当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继

承了伯多禄的罗马职务时，在我的记忆中，首先有的就是我、波兰
故乡的这个圣母经验。

“不要怕！”耶稣在复活后对她的使徒们（参阅路二十四

36），也对妇女们（玛二十八 10）说了这句话。从福音的文字上

看不出这句话也是对圣母说的。圣母信心坚强，她“没有害怕”。

圣母玛利亚参与基督胜利的方式，我首先是从我国人民的经验

得知。从魏辛斯基枢机（ StefanWyszynski）的口中，我知道了他

的前任何隆德枢机（AugustHlond）在临死前说了→句意义深长
的话：“胜利若来的话，一定是藉著玛利亚而来”。当我在波兰从

事牧灵职务时，我看到那句话是如何的在具体实现。
在我当选为教宗之后，我更涉入整个教会的问题，我也是怀

着同样的信念，即：就是在这整个教会的层面上，胜利若来，也是

玛利亚带来。基督藉著她获得胜利，因为基督希望教会在现世

以及在将来的胜利都与圣母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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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时我就有这种信念，虽然那时对于法帝玛我知道得

还不多。可是我感觉到从拉撒来德（LaSalette）开始，通过露德，

直到法帝玛，其中有着某种持续性，而且在更远的过去，就是我

们波兰的亚斯纳高拉。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当我在伯多禄广场被袭击者的子弹

击中时，刚开始并没有注意到那天正是圣母在葡萄牙的法蒂玛

对三位小孩显灵的纪念日。那时她对他们说的那些话，在这世

纪将结束时，似乎已是接近实现的时候了。

基督岂不是利用这样的事件再一次地说：“不要害怕”吗？
袍岂不是向教宗、向教会、并且间接地向整个人类大家庭重复

这句话吗？

在这第二个一千年将结束的时刻，我们可能比任何其他时

候都更需要复活的耶稣的那句话：“不要害怕”。甚至在共产主

义土崩瓦解之后，人还在不停地害怕。人内心有这种感觉也确

实有很多原因。因此人们需要聆听“不要害怕”这句话，各个国
家需要“不要害怕”，那些在共产党帝国灭亡后重生的国家如此，

那些从外界看到这事件发生的国家也如此。整个世界的民族和

国家都需要“不要害怕”。那坚定的信念必须在他们心中重新振

作起来，即有着一个人，在袍子中握有这会逝去的世界的命运，

抱有死亡与阴府的钥匙（参阅默一 18）；她是人类历史的始与

末（参阅默二十二 13），这历史不论个人的或集体的。这一位是

爱（参阅若一四 8·16）：爱成了人，爱被钉死又复活了，爱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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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中间，与人常相左右。袍就是感恩礼中的爱，是共融不竭

的泉源。只有抱在说：“不要害怕”时，能给予完全的保证。

您注意到了，现代人回归信仰不容易，因他们怕信仰所带来

的道德要求。这在相当程度上确是如此。福音当然是要求严格

的，大家都知道，基督绝不会对袍的门徒或对昕袍的人隐瞒这

一点。相反地，抱会很坚定地教他们去面对各种内在与外在的

困难，同时袍也会考虑到，他们也可能决定离袍而去。所以，如

果袍说“不要害怕”，那么这句话绝对不是为撤销袍的要求，反

而这句话是为肯定福音的一切真理及其所蕴涵的一切要求，但

同时也是表示袍的要求绝对不会超过人的能力。如果人怀着

信心去接受这些要求，那么他也绝不会缺少天主的恩宠及为实

现要求所必须具有的力量。世界到处可以见到福音所宣讲的救

赎力量，而且比其道德的要求还多。世界上有多少人每天用他

们的生活在证明福音的伦理是可行的！经验也证明成功的人生

就是象他们这样。

接受福音的要求，就是肯定自己的全部人性，看到天主在他

身上所欲求的美，同时在天主全能的光照下也承认自己的脆弱：

“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则可能。”（路十八 27)

这两方面是彼此分不开的：一方面有天主对人的道德要求，

另一方面则是救世之爱，亦即圣宠的恩赐，这在某种意义上，就

是天主自己要负责去完成。基督的救恩如果不是这，那还是什

么呢？天主愿意人得救，也愿意人按照天主所定的规格去完成。

那么基督实在有理由说，袍的昵是甘馅的！ 袍的担子到最后还勺
是轻松的（参阅玛十一 30 ）。



-F费苦恼

跨越希望的门槛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停在外面，但要肯被带

领。我想、波兰的大诗人诺尔伟德（CyprianNorwid）说过－也J话，

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样界定基督徒存在的最高原则是：“不要把

救主的十字架放在背后，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在救主背后”。

所以有十足的理由说，十字架的真理就是好消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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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锺昌 、狲＇＂＂

教宗阁下，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所说的一切。但瞅瞅，我们
是不是应当结论：“害怕”耶稣基督的天主实在是没有道理，特别

是对今天的人来说，或者我们应当结论：确实值得“跨越希望的

门槛”，去发现（或重新发现）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是被宠爱的’

一群？

、圄』

飞走F篇作者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参阅诗 110(111)
10）。让我以圣经上的这些话来答复您的问题。

圣经上曾一再劝诫我们培养对上帝的敬畏，这敬畏是天主

圣宠的恩惠。在依撒意亚书上指的圣神七恩之中（参阅依十一

2），敬畏天主之恩排名最后，但这并不表示它最不重要，因为敬

畏天主是智慧的开端。在圣神的恩惠中，智慧居第一位。因此

我们必须对各时代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祝祷敬畏天

主。

从圣经上我们也知道，这身为智慧开端的敬畏，与那奴隶的

恐惧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它是儿女的敬畏，不是奴仆的恐惧！黑
格尔式的主仆关系在福音中是找不到的，它专属于一个天主不

存在的世界中。在一个天主真正存在的世界里，在天主上智的

世界里，只会有儿女的敬畏。

（基督自己对这种敬畏作了真实而充分的表现。袍希望我

们对→切触犯天主的事，都心有畏惧。 4也希望如此，因为抱来

到世界上，就是为了使人生活在自由之中。人透过爱而得到自

由，因为爱是所有美善喜乐的泉源。这样的爱，按圣若望的说

法，驱逐一切恐惧（参阅若查四 18）。一切奴隶性的恐惧，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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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及无所不在的天主，那令人敬畏的力量就会烟消云散，由子

女般的敬畏所取代，以使天主的旨意在世界承行。天主的旨意

就是美善的源头，也是美善圆满的实现。

因此，各时代的圣者也是基督孝爱的化身，这是圣方济爱万

物，也爱十字架的救世力量的泉惊。这孝爱也使世界在善与恶

之间重获平衡。

当代人真的由对天主子女般的敬畏之情所推动吗？这种敬

畏首先就是爱。在今日人类的意识中，黑格尔的主仆模式所占

的比重比“智慧”更大，而智慧是以对上主的敬畏为开端，强权哲

学，就是从黑格尔的模式所产生的。惟一能够有效抑制这一哲

学的力量就在基督的福音中。在基督的福音中“主仆”的模式已

彻底的转化成为“父子”模式。

“父子”模式是永恒的，比人类的历史还久长。其中“父的

光”早在天主自己圣三奥迹之中，从天主那里照耀出来，照亮了

人类与人类的历史。

虽然如此，我们从启示得知，这个“父的光”在人类的历史

中，在一个幽暗但确是事实的原罪上，遇到第一个阻力。为解释

事实的真相，这真是一把钥匙。原罪不只违反对天主的一个积

极的意旨，并且还是特别针对此意旨背后的动机。原罪企图废

除父职，破坏天主在他创造的世界所散布的光辉，怀疑天主是爱

的真理，让人只存有主与仆的意识。结果似乎天主看到自己对

世界和对人类的权利遭到抗拒，因而妒火中烧，结果人类也受到

剌激，起而与天主对抗。在各时代的历史中从无二致，被奴役的

人被推逼列阵，反对那奴役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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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说过这一切之后，我想可以用一句似乎自相矛盾的话来

结束找的答复：为救现代的人，纵使他摆脱对自己、对世界、对别

人、对世上的权势、对压迫人的制度等所有的恐惧，为使他摆脱

信者fl：为天主的那“超强的力量”而产生出来奴隶之恐惧的种种

症传．必绩衷心地祝祷他，在自己的心中保有并培育真正的敬畏

天主之情，这种敬畏就是智慧的开端。

时天主的这种敬畏就是福音的救世力量而非破坏性的敬

畏，它产生了有责任心与爱的人，它产生圣者亦即真正的基督

徒，世界的未来最后就是属于他们的。马尔洛（AndreMalraux) 

说得有道理，他说：二十一世纪或者会是宗教的世纪，或者它根

本泣不会来！！ι

校二；2在他ff职的开始说过：“不要害怕！”他会完完全全地忠

于i主句话，并时时刻刻准备着为人、为国家、为整个人类提供服

务，凭的的是这福音真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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