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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肋徑通幽——神操退省在柬亞之三〉終於跟讀者見面 

了。此第三册I也足敁後一冊，講述神操第三、四階段，即 

第三、四週。這二階段共九日，從第二三曰至第三一曰。
採用本』?時，同時也請使用聖依納爵的〈神操〉。書中 

所引用的（神操〉編號，係按照(：卜岀1此1985年版本；例如，
〔 209,5〕指第209號第5節。
在講述捶愔苦難和復活的奧锁時，我經常參考聖體會士 

布朗神父（1匕8『0%^，5！1，分1998)的評註，原文載於《崇 

拜〉雜誌（參閱阶油卩，丨975、1984 ^ 1985及1986年三月 

號）。所引用的中文聖經章節，通常是思高聖經學會譯本。
關於第三、四階段默觀時應求的恩寵，我經常參考耶穌 

會士英格利（1 5118丨丨4 5丄）的《心靈自由〉（ 8口旧加31 

尸化以/。爪，0061 口匕，0111，1973 )—書。
讀者可看出，我講述時嚴格遵照《神操〉原書。（曲徑 

通幽之三〉不是註疏，也不是指南，而是為了教育上之用

序001



途。我分享自己的經驗，只是為了幫助那些帶領神操的新手 

學習講授神操的藝術，並向他們指出如何使用（神操〉這一 

本講解極簡略的小書。

002繭徑通由



篥三喈段
導言



神操第三、四階段的總目的，是斛助退省者獲得雄督的 

愛。第三階段（第三週）的目的，是獲得在十字架上受苦、 
死亡的基督的愛。第四階段（第四週）的目的，是搜得光榮 

復活的基督的愛。

一、目的

第三週的具體目的，毫無疑問是引领退省者在內心對堪 

督興起一片虔誠、憂傷、羞愧的情感，因為「他為我的邪而 

忍受了這一切」：並領他們因愛基:督而興起火熱的喂卷願 

望。請參閱耶穌會士阿誇維瓦（ 01311出0 ^^^3, 5丄，
1)*1615 )所著（神操指南〉5x61-0111011/111 8^11110-

^0016, 1955,15.639,也义1，)。簡言之，即感觔退省者 

的心，激發他願意愈來愈效法基督。
與阿誇維瓦同時代的耶穌會士達維拉（0丨丨00.123162 0^ 

“13,5丄，分1596)神父，在談到第三週的具骶目的時說，是為 

了激勵我們與被釘十字架的基督結合，以致能夠宣稱：「我 

所愛的，被釘在十字架上了」（前引書，第527頁）。至少 

也要像狄奧多庫斯（ 0丨3(10叫6也？卜01丨“，分486 ？)在《神修 

成全論〉（丁!'3⑹如 13 5116, 011.12, 14)中所說
的：「基督徒因不能如自己所願地那樣愛（基督）而感到痛

004曲栓通巍



苦。」
關於這點，當代一位神修作家指出：「我們愈是以一種 

自由的、有意的、清明的依附之心I深入（被釘十字架的） 

越愕的奧锁，我們便愈鍩棄絕自己和愛德工作而按照基督的 

苦雠生活，也便愈是救晒大業的同工，是為光榮的事業而工 

作：這光榮伋終足人類的救晒，也是天主聖三的榮耀。」 

(參閱耶料科士蚶瑞闹，《神修學辭典〉之六，〈光榮〉；
？1-309018 00111*61，”0丨0丨『6”，010(101111311^ ^ 8(311~1^311(6, 丁. VI，001-

492) 0

一旦我們確定天主對我們生命的計盅，並且也妥善地作 

了選擇或調整自己的生活之後，就能深入被釘十字架的基督 

奥趴了。不能只斿自己的力诳來使善願、決心和定志付諸晳 

行，因為我們的發范廠能力很弱：挝踐善願、決心和定志需 

要靠天主的恩甜。藉著祈禱中或祈禱外與基督的交談，我們 

通常會得到這種恩涖。
聖依納爵請我們從兩方面回想自己的過失：首先，視之 

為基督苦雖的必然因素〔〗93〕（這裡不像第一階段那樣，把 

我們的過失看作不正之情的根源，參閱（曲徑通幽——神操 

退省在東亞之一〉|第87-89頁）：其次，這也是補躜的材 

料，「因為，為包衷良心的創傷，徹底淨化智力，再沒有比 

經常默想基督的創傷更有效的了。」請參閱聖納德（861713“，

第三喑段導言005



11*1153)，《〈雅歌〉講道集〉（ 化031111^110 ^65 03^(1-

分 1765, 361111011 626, 1107 )。

首先默思，導致基督受苦受難的是我們的過失，我們努 

力參與基督當年所受的苦難：其次默思，我們的過失需要補 

贖，我們把自己的選擇、尋求內心統一的願望、整頓生活的 

努力等，視為對基督苦難的參與。
聖道茂（丁(101^5 4八叫丨0, 11*1274)很懂得存想雄捋苦雠 

的用處。他在希伯來書的註疏中引用大聖國瑞（0『#0丨「6 16 

0^，1)*604)的話說，存想基督的苦難可斛助我們堅持信 

德：「如果回想基督的苦難|就沒有不能平心忍受的痛苦。 
因此，你們不會因魍魂的無力承擔，而持守不住信仰的真 

理」。請參閱聖道茂，（聖保祿書信註疏〉（加0/77/7以户仙"
^05(0/1 8()18(0138 00171/7161113113 ) , 7311001，1929, ^01.2, ().431， 

001.1，3(1 ^661-3003, 01|，XII )-

二、如何安排退省者默觀基督受難的奧蹟
關於這點，我總採取很靈活的方式。
為什麼這樣靈活？首先，默觀了每日的奧踉之後，可能 

實際上沒有時間多做複習和運用五官〔209,5〕。因此，可能

006齡徑通幽



宜於一天默觀四個奧踉，而不是像第二階段那樣只默觀兩 

個：如果退省者有力通半夜起身祈禱並獲得神益的話，甚至 

可默觀五個奧锁。
其次，有些受過痛苦的人，可以從默觀基督的痛苦中得 

到很大的神修效果。在這锺情況下，更好讓這些人自行默觀 

秘忾的苫難，而不必會見神操指導者。
關於受苦的經驗，〈師主篇〉作者告訴我們：「沒有比 

那些受過像耶稣那樣苦的人，更能在心中感受到耶穌的苦 

難」（卷二，第十二萆）。
基於這一觀點，在作為本階段引子的第一日（即第二四 

曰）之後，退省者可以在要默觀的各奧蹢中進行選擇，或是 

循序默觀所有的奧躋〔209,4〕。退省者這樣做，可以說是在 

淸胂孤獨之中，與受苦的基督契合，加深自己對基督的感謝 

和愛箱。

三、計畫舉例
在選擇或調整生活之後，通常有一整天的休息。這是第

第二四曰，用於默觀最後晚餐和耶穌山圍祈禱，之後作 

複習：並在一日之末運用五官。

第三榷段導言007



其後各曰都以作複習和運用五官來結束。
第二五日，可默觀甚督受公議會和羅馬總督比拉多審 

判。這一天可以用存想基督精神上的痛苦來結束。
第二六日，默觀蕋督的苦路，以及發生在加阑瓦略山上

的事件。
第二七日，用於默觀苦架上蕋督的奧锁。
第三階段的最後一日，第二八日，退省者默觀基皙聖屍 

的埋葬，及聖母的孤苦。

注意事項：
1- 最好指出，《神操〉中耶穌苦雖奥踉的標题〔290，1至 

296，1〕，說的是由某一處至某一處。對聖依納爵來說，耶穌 

的苦難是一條分成許多處的苦路。
2- 有的人無法就耶稣「肉身」方面所受的苦痛作默觀。 

為他們而言，以下這些非肉身方面的苦痛的默想：參與耶穌 

受苦的奧躓、耶穌同意接受痛苦、受苦的耶稣的內心、十字 

架上基督大司祭的祈禱等，也可以產生和默觀耶穌肉身方面 

所受的痛苦同樣的神修效果。
3- 也有些人非常敏感，就像東亞的某些人，他們不直接 

默觀基督肉身方面所受的痛苦，而是從聖母的反應中去間接 

揣摩，例如思量聖母的眼睛看到什麼、她的耳朵聽到什麼

008曲徑通幽



等，這槠做法對他們有好處。
4,默覼耶稣苦雖的奥蹤，有時會引起一些神學問題。為 

在信德中討論這些問題，我總是強調奧蹤本身在天主計遨中 

的地位。紐妥樞機(^0㈠6017 ^6^11130,分丨890 )在（批判
性及股史性論文之一〉（以53丫5 01-1(1031 311(1 11151011031 I，1-011-

(10(1，1897,^.66)寫得好：「基督的死亡怎樣賠補了我們的罪 

惡，天主的公爲得到了什麼樣的補償，這些問題的確是超越 

。就必須性而言，這一事件始終是深奧莫測的； 
由於它包含著對罪惡的憎恨，所以這窜顯得可怖，但同時， 
它釤顚出天主對人的愛情，因而這事特別給人力诅，使人歡 

欣不已。」無論如何，三、四十天的神操不是討論或研究神

我們的

學的場合。

第三榷段導言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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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曰
苦難的開始



一、最後晚餐
導言

聖依納爵邀請人默觀雄督苦難的奧踉，不逛像羅禺禮谪 

的「聖週」那樣，從甚督榮進耶路撒冷開始，而逛從般後晚 

祭獻方面開始〔丨90—198,289〕。最後晚鉍時，越伢 

揭示了他十字架上祭獻的意義。而且，他的祭獻已經以聖琪 

的方式實現了，因為他以餅和酒聖事性地與宗徒們分卓了他 

的體和血。

餐

耶稣在最後晚贺時決定接受死亡。他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而捨棄的 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 

(路二二丨9一20)。這一決定，這一自獻，到次曰才在十字 

架上完成。沒有這種決定、這種內心的奉獻，所完成的沒有 

任何意義。受難時的痛苦，包括十字架上的死亡，只不過是 

這一決定和這一內心奉獻的外在標記。在默觀這一決定時， 
退省者加強他自己的「選擇一決定」，或調整生活的計畫。

正如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為了回應聖父的計盡而自由地 

決定接受死亡：正如他的決定成為他死亡的真正原因（路二 

二19一20):正如這一決定也是他光榮復活的真正原因（斐

012曲徑通幽



二9):同樣，人在退省時所作的決定跟其他神修決定一樣， 
是為了回應永生聖父在個人身上的計逛，換句話說，是為了 

回應在退省時人常得到的豐富恩寵，因此這決定成為使自己 

的朽人死亡的真正原因。「你們原已脫去了舊人和他的作 

為」（哥三9)。「就該脫去你們照從前生活的舊人」（弗 

四22)。
此外，退咨時所作的決定也成為復活的槌子，在自己身 

上述立新人，正如哥羅森遵三丨0所說的：「且穿上了新人。」 

而厄弗所占四23—24也說：「
作一項決定，或決定一項生活計逬，從自由層面來說， 

愆副選擇一個感赀方面（聖保祿所謂的肉身）的點，針對此 

點來徹底更新。例如，不再看遒視看到很晚，免得早晨無法 

起身祈禱。
由於這一決定，我少看個把鐘頭的電視：於是感覺方面 

的事物，即盥視的圖像，變得不真實，可以說是死了；而靈 

性的事物，即祈禱的時間，則變得真實、有活力了。換言 

之，在這一個決定中，即同一項決定中，包含著對死亡的判 

決和復活的種子。我這些講述，有不少引自耶穌會士費薩爾 

( 033100 肌1，分 1978 )的《神操論證〉（乙3 0^16011^116

(^65 8X0^01008 5^111112615, ？15, 1956,卩.1 12— 113)—誉。

聖依納爵指出，基督苦難的另一特點是他受難時的完全

穿上新人。」

第二四日013



自由：「主去受難」〔193〕。意思是說，他自由地前去，而 

且他「願意受苦」〔195，1〕。耶穌會士馬蒂尼在《與耶穌在 

—起〉（0.1^，^13111111，5(1-6 3^60 ^6505, ？3「丨8, 1982,卩.91 )—裕 

中說，基督這種受苦的意願，是我們理解蕋督苦難的關鍵。
聖依納爵這樣強調耶穌的完全自由，為，满我們愤得，救 

贖的根本動機是愛。基督在講了善牧的比喻之後，就曾宣 

佈：「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訛也不能甩去我的 

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若十17—18)。關於描愕， 
希伯來書十9一 10教導說：「看，我已來到，為承行祢的旨 

意……我們就是因這旨意，藉耶穌蕋督的身體，一次而為永 

遠的祭獻，得到了聖化。」這祭獻是自由獻出的。

應求的恩寵
按照（神操〉〔193〕，在此我們祈求的是痛苦憂闯的心 

情，因為基督是為我們的罪而受難。我們祈求進人基督的心 

情中，按照聖保祿的想法，就是我們願意和基督一同受苦： 
「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為基督的身體 

苦難所欠缺的」（哥一 24)。
這一祈求指出，我們需要聖神的幫助，以得到與所默觀 

的基督奧蹐相應的恩寵。這裡默觀的是建立聖體聖事，所以 

應向聖神祈求，求祂使我們在生活中更深切地生活於聖體聖

教會，補充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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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定志死於罪惡而跟隨基督。這項應求的恩寵，是尋求堅 

定自己的決定或選擇，或是堅定於第二階段之末所擬定的生 

活計II！。也要祈求贺踐這項「選擇一決定」或生活計畫所需 

的力置。

操練
1.逾越節晚餐的背景

路加福音第二二竜14—20節所述的逾越節晚餐，與宰殺 

逾越節羔羊有密切聯繫（參閱路二二7)。逾越節晚餐紀念 

以色列人民出埃及一琪（參閱申十六1—8)。這一紀念同時 

也是嗖祝，闱祝天主昔日對以色列子民施行奇事，特別是領 

他們出離埃及的大恩。這一晚餐所慶祝的是：天主領以色列 

人出埃及：天主建立這一節日；天主赏賜晚餐的食物：天主 

贷賜以色列人成為天主子民，並在慶祝時意識到這些恩寵。
2,建立聖體聖事的行動

在逾越節晚餐的背景下，我們更能體會到基督在最後晚 

餐時的行動有什麼意義、價值。
基督與十二宗徒坐席。分喝第一杯酒的時候，耶穌說明 

他十分渴望與門徒們吃這一次逾越節晚餐，而且，非等到它 

在天主的國裡成全，他不再吃這晚餐（參閱路二二14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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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傳統上以擘開無酵餅時的祝謝禮開始。猶太人逾 

越節晚餐的慣常做法是，在座的人傘了自己的一份餅後，就 

把餅遞給旁邊的人，大家保持舺默，等待家長昍始吃他的那 

份餅。耶穌的最後晚镔打破了這一成規。人們挨次陴餅時聽 

到耶穌的聲音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粢的」（路 

二二19)。我們可以想像宗徒們的镋愕。
全席的人都吃了逾越節羔羊之後，耶穌卞、起第二杯，也 

是最後一杯酒（稱為祝謝之杯）。晚饯要結束了。耶稣按傳 

統行了祝謝禮之後，和門徒分喝這杯酒說：「迈杯是用我為 

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路二二20)。宗徒們又设一場 

驚愕。
耶穌的這些舉動到底有什麼意義？耶穌象徴性地饤賜他 

們吃他自己的身體、喝他自己的血。但這不僅馑是贷賜而 

已。吃基督的體、喝他的血這一行勋，是與耶稣那自願以標 

記方式臨在的祭獻相結合的。耶穌清楚地這樣說了 

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我為你們流出的血 

(路二二19一20)。耶穌藉著這行動，賦予他次日在十字架 

上的死亡意義。耶穌這樣做，使門徒與他的祭獻結合。

:

」

3,路加福音第二二章14—20節的解釋
第16節：「等到它（指逾越節或逾越節晚餐）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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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晚餐的成全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聖體聖事本 

身，即耶穌所建神國的顆性生活的中心：第二個，也是最後 

—個階段，要等到時日終窮，那時逾越節就完美地、明顯地 

成全了。
第18節：「非等到天主的國來臨了，我決不再喝這葡萄 

汁了。」耶稣今生不再跟門徒們一起吃飯了。天主的國來 

臨，隠指時曰終职時的宴席——把榮福直觀比作宴席。
第20節：「這杯是……新約。」這裡提的是耶肋米亞先 

知"卅一 3丨一34所說的關於新約的預言。這樣，新的逾越節 

——耶穌的感恩祭獻，與盟約的祭獻聯在一起了。耶穌的祭 

獻開啟了新的救恩時代，即新約時代。
4,洗腳（若十三4—17)

為了好好地默觀這一奧踉，我們不妨從楢太奴隸的社會 

及法律地位著眼，思班耶稣的行動。
首先，猶太奴隸的社會處境並不被認為是可恥的。而 

且，按法律說，猶太主人應當不讓猶太奴隸做最卑賤的工 

作，例如為人洗腳。簡言之，猶太主人不該要求奴隸做那些 

顯示他是奴隸的事（參閱耶肋米亞斯，（耶穌時代的耶路撒
冷〉，』，^1-6111135, 7^/77537&777 7/7出6 (11710 0(8115,

1981，口,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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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洗腳奧蹟的一種很有益的方式，是運用五官。耶穌 

為我洗腳，他滿懷愛心凝視著我，他滿懷謙遜地凝視著我 

(參閱耶穌會士戴邁樂，《相逢寧靜中〉，九加1^6丨丨0, 5丄， 
53诎3113,八^10 006 -鄭聖冲譯，光啟出版社，2000年， 

第144頁）。耶穌成了我的僕役，我的奴隸：為我洗腳的人。 
這一行動表示耶穌货在願意我得救。猶太主人不應，满洒太奴 

隸做的最卑賤的工作之一，耶穌卻為我做了。

5,耶解的臨別贈言（若十三一-^六33 )
耶稣在最後晚餐時關於兄弟友愛的言談，應常和若望一 

書四7至五13中有關天父慈愛的教導聯繫起來閱讀、默想。 
這樣就會在耶穌的言談中品嗜到更多的神味。

為了幣助祈禱，下面簡單介紹一下這段言談，使它的脈 

絡更加分明：
若十三31 — 32顯示基督的苦難已經開始。猶達斯已經出 

去進行撒殫的勾當了。而且，耶穌明白地說：「現在人子受 

到了光榮」（若十三31)。
接著是臨別贈言本身（若十三31—十四3丨），而後是葡 

萄樹的比喻（若十五1 — 17)。
之後，描述世界對信徒的惱恨（若十五18—-1-六4): 

接下去，宣佈護慰者的降臨（若十六5 —15)，以及耶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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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再來（若十六丨6—33)。

6,建立教會的聖職
「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路二二19)。教會的聖 

職與练衍此一命令密不可分，並以之為基礎。為在聖餐中紀 

念坫竹的祭獻，必須把權柄授予教會中某些成員。這一權柄 

苻先授予宗徒，以後傳給他們的繼任者，即主教，再由主教 

轉授給司鐸們，直到今天都是這樣。閱讚默想這點時，肯定 

足為司鐸祈縫的一個大好機會。
1.大司祭的祈播（若十七丨一26 )

根拽若望嘴史，在般後晚餐將結束時，耶穌作了通常所 

諧的「大司祭的祈禱」；在祈禱中，他彰顯出自己的心、 

继，和深邃的情感。這一祈禱充分表達出耶稣之所是、所 

為:他是聖父之子，為光榮、讚頌聖父而生活。
沒有大司祭的祈禱，耶穌的苦難只是一大冤案。此外， 

沒有苦難，大司祭的祈禱也只是美麗崇高的空話。
耶穌在大司祭的祈禱中，表達了：他對聖父的名、聖父 

的光榮的關切：他與宗徒們的契合：最後，他並為信徒們的 

合一而祈禱。
大司祭的祈禱是基督徒祈禱的模範，藉此祈禱，基督徒 

向聖父敍說自己整天都做了些什麼。基督徒的這種祈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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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的生命，即那從聖父手中所領受，而又欣然全用來光 

榮讚美聖父的生命（參閱耶穌會士吉耶，《耶穌越督，昨天
和今天》，1 01111161，^0808—077/7.56乃/亡厂亡/

1969，卜139)。

8,猶達斯的背叛
「晚餐後，猶達斯便去出饩我等主基僭」〔289,3〕。樂 

依納爵以這句簡短的話來結束對最後晚餐的默覜。
按照聖史們的記賊，這一背叛不是毫無则機的。瑪資、 

路加和若望都認為，主要動機是貪財。瑪資告訴我們，奶達 

斯對司祭長說：「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总給我什麼？」 

他們約定給他三十塊銀錢（瑪二六丨5)。路加說得沒苻瑪昶 

那麼明白，但也告訴我們，猶達斯「去同司祭長及聖殿莆官 

商議，怎樣把耶穌交給他們。他們不勝欣喜，就約定給他銀 

錢」（路二二4—5)。
出谷紀二一 32記載：「牛若牴死了一個奴僕或婢女，應 

給僕婢的主人三十銀『協刻耳』。」三十塊銀錢是付給受阐 

奴隸的主人的賠償费用。
耶穌願意讓自己以受傷奴隸的賠償費用被出费。耶穌知 

道將來會有許多人被當作奴隸出賣，為安慰他們，他願意自 

己也被當作奴隸出賣。據估計，在東亞某國，每一千萬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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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百六十個奴隸。
猶達斯背叛的情谩，要按耶穌心中的感情來默觀。請向 

聖神祈求這一恩典。
若爷变史把❻財的勋機，描寫得更加陰暗、卑鄙。若望 

在敍述伯達尼晚趑中的琅時，已向我們指明猶達斯的看法： 
「為什麼不把這香液去资三百塊『德納』，施捨給窮人 

呢？」（若十二5)。聖史還說：「他說這話，並不是因為 

他關心职人，只因為他是個賊，掌管錢旗，常偷取其中所存 

放的」（若十二6)。因此若望認為猶達斯的看法是出於偽 

莕的勋機。若望把猶達斯當作在第十章中被稱為「賊」的假 

牧人（若十8)。
聖史若望還在禽財的動機後面，看到惡魔的工作。在葛 

法翁，有關聖體聖事的言論結束時，耶穌宣佈：「你們中卻 

有一個是魔鬼」（若六70)。猶達斯成了撒殫的工具。若望 

敍述最後晚餐時，一開始就說：「魔鬼已使依斯加略人西滿 

的兒子猶達斯決意出资耶穌」（若十三2)。下文又說：「撒 

殫進入了他（猶達斯）的心」（若十三27)。路加也用同樣 

的說法：「撒殫進入了楢達斯的心中」（路二二3)。
貪財心，與撒殫進入猶達斯心中，這兩點毫不矛盾。若 

望和路加使我們洞察什麼是罪。一切壞的動機一這裡是慳 

吝，總是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惡魔。因此，在一切基督徒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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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必須每曰分辨善神和惡神。
9,存想

為了默觀耶穌苦難的奧躋，在「依納爵式默觀」惯常的 

三端默觀（觀看人物，聽他們說什麼，猶他們做什麼）之外， 
聖依納爵還加了三項存想。第一，是存想蕋竹在他人性上所 

受的苦〔195〕，第二，他的天主性如何隈藏不餺〔196〕， 
第三，基督如何為我的罪受苦，我為他應該受什麼苦 

〔197〕。
第一項存想，是想基督「在他人性上所受的苦，及所願 

意受的苦」（:丨95，1〕。聖思定在邦《兜詠 

第六三（六四）篇註疏〉中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降生成 

人的基督，使得人們可以抓住他的人性。耍被捕必須是人， 
要讓人看見必須是人，要挨打必須是人，最後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也必須是人。因此，他是以人身迎受一切痛苦的，如果 

他不是真正的人，痛苦就無法觸及他。」
第二項存想，所考應的是隱藏不露的天主性〔196〕。聖 

思定在同一篇註疏中寫道：「他（基督）把自己是天主一事 

隙藏起來，掩蓋了那使他與聖父平等的天主性，只讓人看到 

奴僕性質的人性，按人性他低於聖父。」
默觀基督苦難時所提出的最後一項非常重要的存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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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怎樣「為我的罪」〔197〕
忽、冷漠，而忍受考驗、暴行、譏笑，及亵濟。

為使我們更深地歸向基皙的愛，十分有益的做法是經常 

存想：菡愕「受這些痛苦都是為我的罪：我為他應該做什 

麽？受什麼苦？」〔197〕。我的選擇、決心能還報基督的愛 

嗎？找的選擇足否使我與基锊的痛苦結合？我的選擇能否使 

我允滿熱悄、粘神振解？我的選擇是否使我在某方面感到痛 

苦？不然的話，迢槌選擇就很難說是參與甚督的痛苦。我決 

心作堪伢的苡朋友嗎？主，你所願意的一切，我都樂意去完 

成。我的選擇、決心是主所願事物的一部分。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議的《教畲憲章〉7就是這樣教導 

我們的：「所有的肢體都要以基督為模範，直到在他們身上 

形成基伢為止（參閱迦四丨9)。為此我們被收納在基督生活 

的奥祯內，與他相似，與他同死亡、同復活，直到和他共享 

勝利。我們在人間的旅途中，追隨著他受苦難、受迫害的足 

跡，和他的苦難連結在一起，就像身首的結合一樣，和他一 

同受苦，為能和他一同進入榮福之境。」
耶稣為建立天主的國而受苦，所有繼續他事業的人也應 

分受他的痛苦。基督徒的特權，便是繼禳主耶穌的事業，建 

立天主的國。若不分擔基督耶穌的痛苦就不能做到這點。 

聖保祿在哥羅森書中說得很明白：「如今我在為你們受

大罪、小罪、冷淡、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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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反覺高興，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為菡督的身髋 

——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一 24)。
保祿並不認為他自己可以對基督十字架祭獻所固有的救 

贖價值再加添些什麼。宗徒想讓人理解的是，他與蕋俜的困 

苦和考驗相結合，就是說，與上主傅道的磨雠相結合。
我們基督徒，由於在聖洗及聖體聖事中，與描衍的奧秘 

結合，連身體也圃於基督了。我們蕋督徒的痛苦和死亡，因 

此奧秘地成為那住在我們內的基督的痛苦和死亡。並且越督 

從我們的痛苦、死亡中受到光榮，因為，如同聖保祿所說 

的：「我或生或死，總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頌揚」（斐一 

20) 0

因此，應將痛苦和考驗視為天主神聖計25中事先估計到 

的一種措置。身為外邦人宗徒的保祿，特別赀得自己蒙召來 

完成這一措置。

對禱
聖依納爵建議我們作多次祈禱〔199,3〕：向聖母、向基 

督、向永生聖父祈求特別的恩寵，以獲得必要的力蛩。為完 

成天主在我們身上的計畫，忠於我們的選擇和決心，我們需 

要那只有向聖母、基督、永生聖父祈求才能得到的恩寵。
教會邀請我們進入羅馬禮儀的聖週，在苦難主日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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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禱經」中，這樣祈求：「全能永生的天主，祢為使人 

取法謙遜的榜樣，令我們的救主取了人性，接受十字架的苦 

刑，求祢使我們服膺基督堅忍的教訓，分享他復活的恩
惠。」

注意事項
1.可揭述的材料十分豐富，足以供兩、三天默觀之用。 

祌操指磚者可選用那些沿起來對退省者最合適、最有益的部 

分。聖依納爵就曾指出，退省者可能願「用更多的時間默 

想、體味苦難的奧踉」〔209，1〕。
1.在東亞，有些人在面對痛苦奧锁時感到強烈的厭惡。 

有時，這來自惡神：應當邀請他們做合乎他們心理情況的分 

辨神類。也有人可能因情感不夠成熟，無法面對這痛苦的奧 

锁。我在上文（參閱第8頁）曾提及，可求助於聖母。為另 

—些人，求助於聖母似乎也不能真正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 

下，似乎不該長久默觀基督苦難的奧踉。聖依納爵就曾提及 

「誰願將默觀苦難的時間縮短」的情況〔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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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園祈禱

導言
默觀耶穌的山阖祈禱，便是正式開始默觀耶穌肉身的痛

苦。

儘管在講述苦難奧蹟時，絕不缺乏表達肉身痛苦的辭 

萤，但不應忘記，與為我受苦的基督〔參閱203及206,5〕比 

起來，這種肉身的痛苦是次要的。再說，這柿痛苦與愛倩比 

起來，也是次要的。請參閱耶穌會士柯文博，（兜依納爵所
述的耶穌苦難〉（？,日.^0^6111)3011，"丁116 ？358100 3000^108 10 

33101 1811311115”，0/7&77/77 I呂031 丨3011171 5^1[-110311(3(18, XX，1 990，1

―2, 00*63—64,卜72)。

我曾注意到，大概是由於某種不自银的幻象論傾向（持 

幻象論者認為基督受苦只是一種表面的幻象），有些東亞的 

退省者比較傾向默觀那些參與基督奧踉之人——例如聖伯 

鐸、基勒乃人西滿、若望等人——的痛苦，而不是基督耶穌 

本人的痛苦。在講述時應提醒這些人，每次默觀的中心是基 

督耶穌，而且基督確實受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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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求的恩寵
聖依納爵在〈神操》〔 203〕建議，應祈求四項與基督受 

苦時的感赀有關的恩醅：痛苦、憔悴、痛哭流涕，及悲從中 

來。「憔丨辛」一詞，在法伯爾（？3^比，分1546)所用的 

《神阳〉版本中明確指出是「心中雖以忍受」。
法伯锏在其《冋憶錄〉(从如的/如/)第303號（1543年 

4月29円）中迚，滿，要以心神同情基督所遡受的：身體的痛 

苦、赤过、輕佾凌哮。他還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太多人 

不辫以心瀨來感受道點（痛苦和贫窮），他們對這樣巨大的 

痛苫所懷的同惜，睁留在過分感性的地步」。在我們對基督 

所受痛苦的同怙憐憫中，也要加上宵際的使徒工作情況。這 

些常常足很艱難痛苦的情況，使我們參與基督的苦難。
為從內心感受蕋督的痛苦，我們需要祈求同情憐憫的恩 

恥。卡爾’拉納'，分1984)這樣思蛩：「它是什 

麼呢？不就是按照基督生命和基督宗教生命深處的法律，以 

自願接受天主所給我們的犧牲，來同情憐憫基督的痛苦並安 

慰他嗎？」此言錄自〈安慰吾主〉（ 00仍0丨6『^011-6-301- 
—文，這篇文章載於耶穌會士施悌爾利（131丨6『1丨）所 

編輯的《救主之心〉（匸0如7"也如/; 1^1111101156，1956, 
13.184—185)—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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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
按照依納爵的講述〔290〕，這一奧踉的默觀分三部分： 

走向橄欖園、祈禱、苦到絕頂。
1.走向橄欖園

逾越節晚餐結束時，唱「哈肋耳」（1431101)哭詠，即詠 

——三至——八（——二至——七）（參閱瑪二六30)。宗 

徒們與耶穌去橄欖山時|似乎還在唱。在路上，耶穌向他們 

預言說，他們會逃散，而伯鐸會背主（參閱瑪二六31 —34)。
耶穌把八個門徒留在後面，只帶伯鐸、雅格、若望和他 

同去；但只有耶穌一個人在祈禕。他感到势悶恐怖，有點像 

詠四二（四一）6的作者那樣，他說：「我的心娲贷悶得要 

死。」

2,祈禱
耶穌深深地崇拜，「俯首至地」（瑪二六39)，他在這 

憂苦時刻所作的祈禱，感人肺腑：「我父！……醒寤祈禱吧！ 
免陷於誘惑^要照祢所願意的」（瑪二六39—46):這 

祈禱回應他從前曾教人的祈禱：「我們的父……」（瑪六9 

―13)。

根據對觀福音，耶穌在革貴瑪尼山園祈禱的最後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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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表達了他的接受：「成就祢的意願吧！」（瑪二六 

42)。耶穌#士馬蒂尼樞機主教在（與耶穌在一起〉一書 

中，強調這一祈求的中心意義，他寫道：「默想耶穌苦難， 
始終要想到耶稣是心甘情願接受這悲慘的時刻……讓我們和 

耶稣一起接受苦難吧！唯有這樣我們的痛苦才有意義。當痛 

苦，例如病痛，不太嚴重時，我們容易從天主手中接受這些 

痛苫，並為了別人而把這些痛苦獻給天主。但是，如果這些 

痛苫畏期折丨件冷我們，那麼接受起來就會越來越成問題，因 

為我們感到身不由己了」（參閱法文版第91至92頁）。人 

病逍時失去部分自由，有時是受到藥物的影響。因此，基督 

徒在身患重病之前|先從內心接受痛苦，大有好處。
除了瑪黉以外，我們也從希伯來書中得知，耶穌面臨死 

亡時曾懇切祈禱：「他……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他 

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禕和懇求」（希五7)。很明顯， 
希伯來害和瑪資福音所記述的耶稣的祈禱，都充滿了一些和 

耶稣傳道時教導門徒的祈禱（瑪六9一 15)相仿的詞語。耶 

穌這樣做，明白地表示，無論生死，他和父的關係是堅定不 

移的。
瑪寶福音第二六章42節和44節，重複說耶穌「第二 

次」、「第三次」再去祈禱，著重指出門徒們始終愚昧無 

知：而他們無力保持醒寤一事，與耶穌的「就讓這杯離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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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瑪二六39)的祈禱相對照，令人感受強烈。
耶穌的祈禱沒有落空。開始祈禱時，他薆傲、慌亂、筋 

疲力竭；祈禱完了，他挺立著，決心面對已來到的「時 

候」。「起來，我們去吧！那出贾我的已來近了」（瑪二六 

45)。

3,苦到絕頂
依納爵寫道：「這時耶穌苦到絕頂，祈禱因之越加懇 

切」〔290,3〕。
我們可以思迸一下，人苦到絕頂時的經驗足怎樣的。有 

個二十來歲的女孩，在菲律賓馬尼拉一家紡織廠工作。女孩 

留長髮，一天，頭髮被巨大機器的齒輪纏住。為了保满頒顧 

不被軋碎，她自己將頭皮撕脫，暈過去了。恢设知資以後， 
她第一件事是想見她的朋友，即她那位在海琅服役的未婚 

夫。什麼鎮痛劑也不能讓她睡著：她內心飽受苦惱、煎熬， 
時時不忘的是這個問題：「我的朋友還要我嗎？」我們不妨 

想想，使基督痛苦到絕頂的可以是這個問題：「永生聖父接 

納我的痛苦嗎？」
除了內心的掙扎之外，還有這一事實：基督獨自面對他 

的痛苦。基督在苦到絕頂時，深切感受到人間這種孤獨。人 

間的任何安慰都化解不了這種孤獨，基督只能轉向永生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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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在聖父那裡找到接受、而且是平安地接受考驗的力量 

(參閱耶穌钤士克律雄，〈動態心理學入門〉：。（:⑴化⑽,
11111131101^ 3 10 ^5^011010^16 (1^1101111^116, ？31^13, 1 963,卩,1 65 )。

內心痛苦時的這秈孤獨，也可成為一種讓人逃避或投身
俗務的丨诱惑。带苦翰.衛雅（ “311-8叩1丨幻6 ^131-10 %300印，

分1859)忾三次受到逃避任務的誘惑。依我看，東亞文化環 

境中汜兕兑的誘惑，是為了逃避孤獨而甘願俗事纏身。有多 

少人1丨货!總足被邵一小圈子朋友、家族、甚至基督徒则體櫬
住！

若穿福抒第十二窣27—28節的記述，似乎比對觀福音更 

能描繪出堪惜的極度痛苦。首先，是苦難時辰接近時極大的 

恐慌，也是在面對那迫在眉睫的殘酷死亡時所感到的驚惶失 

措：「現在我心神煩亂，我可說什麼呢？」（若十二273)。 
接著，基督呼求父的憐憫：「父啊|救我脫離這時辰吧？」 

(若十二276)。而後，基笆表達他接受死亡：「但正是為 

此，我才到了這時辰」（若十二27(：)。最後，是來自天上 

的安慰鼓勵：「當時有聲音來自天上：『我已光榮了我的 

名，我還要光榮』」（若十二28)。耶穌以他的奇蹟、他在 

世間的活動，顯示了他的光榮，以後還要以他的復活和聖神 

降臨來完滿地顯示他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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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汗滴流（路二二41—44 )
面對即將發生的事，耶穌極度恐慌。他把自己的思想、 

願望，安放在聖父的思想及願望之中，而全心接受。「有一 

位天使，從天上顯現給他，加強他的力诳」（路二二43)。 
天使也許在提醒他，他的救晒工程將使他受到光榮。

耶穌忍受了罪惡的痛苦，其後果煶使人們得到淨化和救 

蹓。這時他流汗了。極度痛苦、恐慌的考驗巳過去，他的汗 

如同血珠滴在地上。
5,耶穌被捕（瑪二六47—56 )

瑪寶在記述耶穌被捕時，稱猶達斯為「那十二人中之 

—」（瑪二六47)。這一說法斛助我們理解這一背叛多麼令 

人憎恨。這位叛徒是與耶穌很親密的人：耶穌稱猶達斯為朋 

友（瑪二六50)，再度指出這種親密性質。耶穌這樣對猶達 

斯說話，表示他極力嘗試以愛心引回他的宗徒。耶穌對猶達 

斯說：「你要做的事，快做吧！」（瑪二六50)，這話似乎 

是請猶達斯理會他所做的事：他要把他的師傅和最好的朋友 

交付在人手中。
這一情景引我們感謝主，他常賞我們有機會理解到自己 

得罪了他。上主以他的恩寵賞我們自省的能力。這一神聖的 

內疚使人能夠發痛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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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基督徒不注意傾聽良心的貴備，不停下來返心自 

省。因此，我們應當常常依靠聖母的代禱，祈求上主在罪人 

心中激起良心的责備。
猶達斯交出師傅的時候，伯鐸動手干預，削去了大司祭 

(突人的一個珲朵。耶稣寊備伯鐸以武力對抗（瑪二六51 — 

52)。现黉利用道機符表明耶穌在那些來逮捕他的人面前無 

能為力這一事货（瑪二六53—56)。對聖史來說，這是一個 

問頌：他以前曾按俾統記敝了耶穌使人無法逮捕他的種種情
況。

根據瑪資，耶穌無能為力這一問題的答案，首先在於耶 

穌卣己所提出的保證：「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瑪二六 

53)，其次也在於耶稣自己容許這種不公道的事發生，「為 

應驗先知所記敝的」（瑪二六56)。總之，是為了完成永生 

聖父的計逭。
對聖依納爵來說，基督無能為力問題的答案在於一件事 

货：「天主性如何隈藏不露，就是說，他雖能夠消滅他的敵 

人，卻不肯下手」〔196〕。對基督在敵人前任人擺佈的奧 

蹐，聖依納爵的回答給我們很深的印象。這樣，耶穌許可猶 

達斯以口親禮來交付他，許可那些擺帶武器的蓽眾如同對付 

強盜般地捉拿他（瑪二六55)。
猶達斯的口親禮，是和平的親吻，是猶太人彼此招呼的



—種習慣，但在這裡成了敵人的親吻。我們可以思1：各種親 

吻，例如親子之間的親吻。一位年輕的耶穌會士去探望住院 

的母親，他那天早上才領受了剪髮禮，成為教辩的聖職人 

員。他上前去要親吻媽媽的面頰，媽媽卻把他的頭轉過來， 
親吻了他那剃去頭髮的頭頂。
此外，還有出於宗教虔誠的親吻。加拿大法語區的方濟 

會士阿爾康（ 0^306 被囚禁起來，敁後死在監獄柙。
他的遺體被交還給當地教會。方濟會士比勒811110告 

訴別人說：「住在附近的教友們來了，表達他們的沿法，恭 

敬地揭起他（阿雨康神父）的衣袖，觀看並親吻他腕伢上兩 

個結了疤的小傷口，那是手銬磨出來的阑口。」參閱方濟會 

士庫瓦特，《方濟會士阿爾康神父〉（6 00丨16似，阳纪0；^^ 

^1-0311(1，1^101111-631，1960, 口，196)。

三、就山園祈禱運用五官（瑪二六36 

―56)

應祈求的恩寵是：分擔罪惡帶給耶穌的痛苦。
1-觀看：觀看橄欖園坶曲的老樹、月亮、樹影、岩石： 

觀看宗徒們：他們的倦累、筋疲力竭、愚昧、瞌睡：觀看拿 

著火把的人羣、兵器、緊張氣氛；觀看猶達斯：面容、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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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狡詐：觀看伯鐸：誇口、暴烈：觀看宗徒四散奔逃；觀 

湣耶稣：恐慌、孤獨、臉上的血迹、苦杯：觀看天使：安慰 

的態度。
自省：我安慰耶穌和別人嗎？以什麼方式？
2- 聆聰：聽風的饯音：聽那從小山坡下城市裡傳來的聲 

咅：粑耶穌的馊竒：「醒寤祈禱吧！免陷於誘惑」（瑪二六 

41 )、「找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吧！」（瑪二六 

39):聽禺蹄馊：聽硝達斯的招呼饯。
思索：我打算為越僭做什麽？
3- 接觸：接觸筋疲力竭的耶穌：耶穌用手支著頭，他的 

手竹擱庄我膝上：讓耶穌伏在我膝上哭泣；耶穌的極度恐 

慌：汗如同血珠流下：耶稣的饑餓；猶達斯的親吻。
自省：我要為耶穌做什麼？
4- 體#:體僉耶穌的孤獨，耶稣對聖父的愛，耶穌的信

靠。
回想我自己對天主聖父的信靠：祈求得到和耶穌一樣的 

愛，一樣的信靠。
5-體味：體味耶穌內心的掙扎、心碎腸斷、人性所需要 

的安慰：體味經師和大司祭的憎恨：體味猶達斯口中的氣 

息、他的偽善：體味宗徒們的恐懼。
自省：如何面對我本身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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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曰
受審



一、在公議會受審
導言

耶穌在猶太公議會前初次受帝的悄谩，宵如一幅三折的 

逛面。中間是耶穌受審，左右兩邊分別是伯鐸背主及們逹斯 

絕望。此外，還要默觀被捆綁的耶穌。
默觀這一奧踉時，應求得的恩船是，脫離狹隘的自己， 

並死於自己。
1.受審

耶穌被捕後，人們帶他到大司祭蓋法前受谐（瑪二六
57)。

受審時，大司祭鼓勵人作假見證（瑪二六59—61 )，然 

後起蜇詢問耶穌，並宣判他是有罪的（瑪二六65)。宣佈耶 

穌該死之後，這些審判的人向他的臉吐唾沫，並用拳頭打他 

(瑪二六66—67 )。
聖史所關心的是讓讚者相信，耶稣完全無罪：此外，人 

們指貴耶穌說了褻濟的話，是歪曲了他的話語和用意。
大司祭在公議會前問耶穌是不是默西亞，是不是天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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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答說：「你說的是。並且，我告訴你們，從此，你們 

將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乘著天上的雲彩降來」 

(瑪二六64)。最能證明耶穌這些話終必资現的事，就是在 

耶稣說這話時，他以前預言伯鐸三次背主的話應驗了：「雞 

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瑪二六34)。
2,伯鐸背主（瑪二六69—75 )

耶穌任确太法庭前受漭的時候，伯鐸也在庭院裡被使女 

和间舣的人詰問（瑪二六69)。伯鐸想法閃避：「我不知道 

妳說的是什麼」（瑪二六70):然後他說了謊：「我不認識 

這個人」（瑪二六72):般後，「他開始詛咒發笹說：『我
不認識這個人』」（瑪二六74)。

伯鐸想起耶穌預言他將背叛的話，「到了外面，就傷心 

痛哭起來」（瑪二六75)。

3,猶達斯絕望（瑪二七3—10 )
就在耶稣被解往比拉多那裡時（瑪二七2)，聖史轉而 

描述猶達斯的結局，這是耶稣在此之前的一個晚上向宗徒們 

談到猶達斯時所說的可怕的話：「出资人子的那人卻是有禍 

的！那人若沒有生，為他更好」（瑪二六24)。
猶達斯去見司祭長和長老。他後悔了，不知怎樣處理那 

些銀錢，就將之扔在聖所裡，出去上吊死了（瑪二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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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司祭長和長老在聖殿裡商議，怎樣處贾那些銀錢 

價。他們決定用那些銀錢買一塊地；猶達斯就被葬在那裡 

(瑪二七7)。
伯鐸和猶達斯兩位宗徒都背叛了耶穌，般後的命運卻大 

相逕庭。福音的描述很簡潔：伯鐸「一到了外面，就傷心痛 

哭起來」（瑪二六75):猶達斯「就退出來，上吊死了」（瑪 

二七5)。
多默.牟敦（丁卜0巾⑽^61100)的一段文窀I可以斛叻我 

們從猶達斯的絕望中「採取神益」〔194,1〕。「失爷足自愛 

的極端。一個人失望，因為他故意掉頭不顧人家好总的炽 

忙，寧願喵著明知自我喪亡的滋味。」
「在每個人身上，都潛隱著失望的根子，因為每個人都 

有驕傲，一旦我們自己的才力不夠時，立刻生出自我憐憫的 

莠草。但因為我們自己的才能，不可避免地有所欠缺，所以 

我們都多少要感到灰心和失望。」
「失望是驕傲的最後發展，頑強的驕傲，選擇了墮落的 

絕對悲哀，而不肯從天主手中接受快樂，承認天主在我們之 

上，承認我們自己不能夠完成自己的命運。」
「真正謙遜的人是不會失望的，因為在謙遜的人身上， 

已經不會再有自我憐惜的情愫了」（請參閱（默觀生活探
秘〉，如001110171卩丨31丨0口，江炳倫譯，台北：光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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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元月，第十六窣）。

4,被捆綁著的耶穌〔292〕
璀依納爵似乎願意讓我們用很長的時間，默觀像囚徒一 

樣被湘綁矜的耶穌。聖人在說明這一奧锁時，三次提起基督 

被捆拼挎。
若十八12告訴我們：「兵隊、千夫長和猶太人的差役拘 

拙了耶稣，把他捆起來。」人們這樣把耶穌從亞納府帶到蓋 

法宫邸〔 292,2〕。
耶稣似乎「這樣整夜被捆綁著」〔292,3〕。
他就這樣像一般囚犯似地被捆綁著，「那些看守他的人 

還嘲笑他，毆打他」〔292,4〕。

二、在比拉多面前受審
導言

為了想像這一奧踉的地點，請觀看那些通往羅馬總督比 

拉多衙門的狹隘街道。衙門對面的廣場上有許多人，都在等 

候總督出來。再觀看庭院裡面，耶稣站在總督前，而總督坐 

在他的座位上。也請觀看比拉多把耶穌帶出來讓羣眾看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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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陽臺。
這一奧躐的經過可簡述如下。人們把吾主從蓋法官邸送 

到羅馬總督比拉多的衙門。兵士們，還有許多人，一大清早 

就把吾主解送來了。猶太人的首領們在這裡控告吾主叛亂， 
反對羅馬統治。比拉多審問吾主，但不得不承認他杏不出耶 

穌的罪狀。他讓猶太人在強盜巴辣巴和耶穌之間作一選搾。 
猶太人寧要巴辣巴而不要耶穌。

在此應祈求的神修果窗，是寘贸深切地同愤吾主内心的 

痛苦，從心底深切地「感受」吾主所受的恥辱，並分受耶穌 

在眾人圍攻之下的恐懼。換句話說，求吾主邀諧我們進人他 

痛苦憂傷的經驗中。祈求同情憐憫的恩妞。
操練
1.按照瑪竇二七11—31

耶穌被門徒棄絕，周圍只有仇敵：他面對那位有權判他 

死刑的羅馬總督。耶穌有完全的自治力，保持著沈默（瑪二 

七12)；這使得總督採取守勢（瑪二七丨3—14)。這裡，聖 

史記述每逢節日釋放一個囚犯的習俗，比拉多有機可乘了 

(瑪二七 15—18)。
瑪資在這兒穿插比拉多妻子的夢。她得到啟示，知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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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是無辜的，並設法恢復他的自由（瑪二七19)。但猶太人 

的首領唆使蓽眾，要求釋放惡名昭彰的巴辣巴，而釘耶穌在 

十字架上（瑪二七20—21 )。
總督周阐充斥著要求釘死耶穌的呼聲，於是，他戲劇化 

地常茗民眾用水洗手，並說：「對這義人的血，我是無罪 

的。」民眾回答說：「他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 

上！」（瑪二七22—25)。由於首領和民眾的執拗，比拉多 

叫人鞭打耶穌（瑪二七26)。
像被硒太人審冏後的情況一樣，耶穌又受到嘲弄、毆

打。

2,按照若望十八28—37
耶穌在比拉多前受赛問。若望聖史強調了審問時的許多 

細節：是淸牋；猶太人沒進入總窗府：比拉多出來，到外面 

跟堡眾對話。然而，聖史著重指出，按照羅馬人的法律而非 

猶太人的法律處死耶稣，正應驗了耶稣的話：「這是為應驗 

耶穌論及自己將怎樣死去而說過的話」（若十八32)。事贲 

上，聖史告訴我們耶稣的這預言：「『至於我，當我從地上 

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他說這話，是表明 

他要以怎樣的死（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若十二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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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史特別要指出的，是基督的王權。起初只是暗示而 

已。比拉多問耶穌他是否是猶太人的君王，耶穌答灌說： 
「這話是你由自己說的，或是別人論我而對你說的？」（若 

十八33—34 )。然後，耶穌明確地宣佈了他的王權。「我的 

國不颶於這世界……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 
為給真理作證」（若十八36—37)。

耶穌來到世界上，沒有別的目的，只為宣佈救恩的奥 

理；他的話的重要性就在此，因為「凡制於興理的」，必聽 

從他的聲音（參閱若十八37)。
請注意，如同我在上文所指出的，有的人可能不適合直 

接默觀基督的痛苦，那就宜於默想參與趣督痛苦的奥秘。

三、耶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導言

《神操〉〔293〕講述的奧踉是：由蓋法官邸至比拉多衙 

門（瑪二七1—2, 11 一26)。〔294〕講述由比拉多衙門至 

黑落德行宮的奧踉（路二三6—11)。〔295〕講述由黑落德 

行宮再解送回比拉多衙門的奧踉（路二三1丨一25)。三者所 

講述的，都是耶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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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指出，這幾次默觀多少可以說是重複君王號召〔95 

一98〕的默想主題（參閱（曲徑通幽——神操退省在柬亞之 

二〉，第丨2至丨8頁）。
當代枰經學家，耶穌會士拉馬什（卩.1.30131-0116)寫得 

好：「莊笸受人嘲弄、驅趕，而不反抗，也不殲滅他們：這 

顯示出一种泷遜、受侮辱的愛，一種眨抑自己而寬恕對方的 

「空虛自丨己』之愛。這樣做，顯示了真正、神聖的父子關 

係。如果耶穌真运天主子，是在這時候表現出來的」（參閱
〈神修學辭典〉之十四，〈犧牲〉："530「丨““，仏0如；7773“ 

也5^11-110311(6, 丁0016 14, 001.55 )。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與受不公正待遇的基督契合。我們與基督交談的 

目的，是祈求如何能激發起我們對基督耶穌的痛苦，懷有真 

贸而深切的同情。也祈求怎樣以我們的心靈，我們的全副身 

心，深切感受到那包圍耶穌身心的羞辱，那使他在反對他的 

靈眾前感受到的害怕。換句話說，求主邀請我們分受他這一 

內心痛苦的經驗，賜我們同情、憐憫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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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清白無辜的耶穌之不公正待遇（路二三丨一5) 
〔293〕

事迹
這第一個奧踉，是清白無辜的耶穌所受的不公正待遇。 

在這事上，比拉多的形象特別突出。奧踉的經過可簡述如 

下：一大清早，人們把耶穌帶到羅馬總督比拉多的衙門。控 

告者發言，列舉控訴的理由，其中包括耶穌妄稱要建立默西 

亞王國（路二三2)。比拉多審問耶穌，很快就承認他在被 

告身上「査不出什麼罪狀來」（路二三4)。耶稣是無粜的。 
周圍情況

停下來看看耶稣受不公正待遇這一奥踉的地點。觀沿那 

些通往總督比拉多衙門的耶路撒冷窄街。看高大的衙門建 

築，四角有塔。衙門下的廣場上已有一大菇人等著總督開 

庭。看裡面的大廳，耶穌在總督前站著，總督坐在他的座位 

上。觀看比拉多把耶穌帶出來讓眾人看的那個陽菇。
2,對耶穌名譽的不公正待遇（路二三6—11)〔294〕

奧踉分三部分。首先，比拉多把耶穌解送到黑落德處。 

接著，黑落德出於好奇而向耶穌發問。最後，耶穌既不回 

答，黑落德就鄙視他，把他解送回比拉多那裡。
首先，比拉多把耶穌解送到黑落德處，是他逃避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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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證。比拉多鬆一口氣，他不必作決定，這樣就不必面對判 

處耶稣死刑的問題（路二三6—7)。
接著是密間。路加告訴我們，黑落德「願意看看耶 

稣」，這無疑是世俗好奇心的標誌。黑落德的動機是好奇， 
按肀納絕的說法，這是第一級的世俗驕傲。在黑落德面前， 
耶穌一言不發（路二三9)，他沒有什麼可以跟這個世俗人 

分享的。
於足黑落漶和自己的侍衛鄙視耶穌，戲笑他，司祭長、 

經師和民眾則極力控告他。為了嘲弄，黑落德給耶穌穿上一 

瘋子的服裝。耶穌，無上的智愨，被打扮成瘋 

子，似乎被剝揮了智恝。耶穌就穿著這樣的衣裳，被解送回 

比拉多那裡。
黑落德把耶穌送遛比拉多，是對後者的恭維：事寶上， 

黑落德沒作判斷。黑落德與比拉多原先彼此有仇，就在那一 

天彼此成了朋友（參閱路二三丨2)。

件白衣

3,對耶穌人格專嚴的不公正待遇（路二三12—25 ) 
〔295〕

比拉多已兩次宣告耶穌無辜。耶稣從黑落德處被解送回 

來以後，比拉多的理解是，這等於宣告無罪（參閱路二三 

15)。



比拉多想懲治耶穌，讓司祭長、首领和民眾滿意：希望 

這樣一來，猶太人中掌郴的人锊心滿意足，而不再設法治死 

耶穌了。
這一妥協毫無效果。大家一致要求處死無罪的耶稣，而 

釋放罪犯巴辣巴。比拉多在最後一次試圓釋放耶稣未果之 

後，就釋放了巴辣巴，把耶穌交出來，讓他們隨总處埋（參 

閱路二三25)。-
被鞭打四十下減一下，就是在這時發生的（參閱格後十

― 24)。

不妨把耶穌受鞭笞的奥踉與我們這俩時代許多受酷刑的 

人相連。退省者可以採用伯鐸、若望兩位宗徒受迫害後，基 

督徒團體所作的祈禱為題材（參閱宗四23—30 )。

四、存想耶穌精神上所受的痛苦
導言

如同我已提過的，有些東亞人，無法默觀基督肉身所受 

的痛苦。對這些人，最好建議他們存想：參與基督精神上所 

受的痛苦的奧踉。這一做法符合《神操〉的指示，（神操〉 

第三週第一日就三次提到以某種方式存想基督的苦難〔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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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197〕。
應當指出，聖依納爵請退省者作一些努力〔195,2〕。努 

力不是緊張，緊張總是無效且有害的。這裡所要求的努力， 
應是一抑平安的力敢，其中充滿活潑的信德、平靜的謙遜， 
以及痛问和悲㈦的愛情。
1.基督同意受苦〔195,1〕 
應求的恩寵

承擗起妹仍粘神上的痛苦。
內容

在傅道生活中，基督已使我們知道，他同意受苦。當伯 

鐸耍他放窀受苦和死在十字架上的預言時，基督嚴腐地斥貴 

他說：「你所115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瑪十 

六23)。
後來，在苦雔的開始，基督在最後晚餐中宣佈：「人子 

固然要按照指著他所記敝的而去」（谷十四21)。換句話說， 
耶稣接受了經由痛苦而進入聖父的救恩計蛊中。

受難期間，當伯鐸削去大司祭的僕人瑪耳曷的耳朵時， 
基督讓他知道，經上的話該當應驗：「若這樣，怎能應驗經 

上所載應如此成就的事呢？」（瑪二六54)。按照若望福音， 
耶稣應當這樣回應父的計盡，這是他的聖召：「父賜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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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我豈能不喝嗎？」（若十八111？)
基督的苦雖不是意外事故，仿佛蕋督落入了圈套。恰好 

相反，耶穌因愛而自願接受了死在十字架上這一極大的羞辱 

(參閱斐二5 —11)。耶稣苦難全部的、深刻的意菽，就在 

於他的自由行為。
因此，我們存想時應當強調這一自由。從聖史們所敍述 

基督苦雖的方式便可看出這一點：耶穌迎接死亡，因為這退 

他所願意的。
2,基督的天主性隱藏不露，他的人性受苦〔丨96〕 
應求的恩寵

讓我能與基督結合，分擔他精神上的痛苦（參閱哥一
24)。 

內容
按聖依納爵的說法，基督受難的經驗是雙重的：第一重 

經驗是天主性隙藏不露，第二重是基督的人性受痛苦〔參閱 

196〕。

《神操〉為我們提供一項可貴的準則，以辨識基督現在 

在他的身體，即在教會中所受的苦難。
在我們這個時代，隙藏不露的天主性，便是在無神論、 

不可知論、無信仰情況前保持沈默的天主；也是基督徒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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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自己生活中找到天主、體驗天主，或明認天主。
隈藏不餺的天主性，是所有不合理的、荒誕的、使人失 

望的、無法理解的琪：即教會中的緊張和分裂：即那些令天 

下轴忾徒受苦的大极、難以承受的不正義情況。正如若望保 

祿二悅於1987年2月27日對巴黎地區主教們所說的：「在 

”史悠久的两方國家，特別是大城市裡，基督宗教的訊息和 

捫的籾似乎為某柿文化所淹沒、扼殺，而不復存在了。在這 

柿义化中，各柿不同理念雜陳，混淆不清，而人的生命之意 

苏和逍德规範也毫無燜值。」這話不但適用於西歐國家，也 

適用於柬亞國家。
在這個時代，我們周圖都是受苦的人：貧窮、受剝削、 

饑肫、無惝無勢的人。如果默觀基督在其肢體中受苦，對今 

曰基锊徒有意荔的話，那麼，這也應促使他們為了對抗無信 

仰和不正莕的狀況而爾鬥。
基督受苦的人性，也是人們無能為力的情況：無論人們 

做些什麼，似乎都無濟於事。此外，基督受苦的人性，也是 

許多基督徒遒受痛苦、孤獨、缺乏支援、混亂、無把握等種 

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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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受基督精神上的痛苦 

應求的恩寵
求主使我對主耶穌為我所受的梢神痛苦铒深切的感受， 

使我也能與基督同苦。
內容

-「想我為他應該做什麼」〔丨97〕。我應做的，足愛仇 

人，原諒他們對我的冒犯。德瑞沃（八0丨[“如…
分1丨67 )在其所著（愛德之鏡〉(1^0 11111-011- ^ 13 01)111-116,丨丨丨，5, 

？丄.195,382)—書中寫道：「愛仇人包含了友愛。鉍能激呦 

我們愛仇的，是心懷感激地存想，世人中般美谢的那位的含
(修道人或平信徒）要學習怎樣忍是多麼令人欽仰啊！

愛，就全心愛吾主的溫柔忍耐吧！」。
身為使徒的人，所該做的也是忍受傳教工作中的艱雜困 

苦。對他來說，這種種考驗是在瓦器中存有這使徒職務饩貝 

的一種方式（參閱格後四7 —13)。在這段聖經中，保祿宗 

徒不怕承認自己的軟弱。他既是簡陋的工具，就更能在傳教 

工作中彰顯天主的大能與光榮。
使徒們「身上時常帶著耶穌的死狀」（格後四103)， 

他們的生活像基督在世時的生活一樣，有雙重的層面。首先 

是舊人的不斷死亡，藉此死亡，使徒的生活在世人中實現基

# #參鲁參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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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那具有救喷能力的死亡。第二是靈性方面的成果，首先是 

救哂的效力，接著是那傾注在已成義、等待日後光榮的人身 

上的恩瓶。
保祿宗徒認為他的宗徒職務是一種死亡，無論是自然死 

亡還足死在仇敵手中。「的確，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時常為 

耶穌的緣故敁交於死亡」（格後四11)。因此，在格林多人 

中，我們可以卷到那由耶穌為他們所獲得的厠神的生活： 
「道樣沿來，死亡施展在我們身上，生活卻施展在你們身 

上」（格後四丨2)。
-「想我為他應該……受什麼苦？」〔丨97〕。或許斐理 

伯潜三7—12列出了我為基督該忍受什麼。保祿認為，首先 

要「賺得基督」（8節），「藉著由於信仰基督獲得的正義， 
即出於天主而本於信德的正義」（9節）。這一正義，或說 

聖化，是天主藉著那來自基督的信德而賞賜給我們的。
其次，「我只願認識基督和他復活的德能，參與他的苦 

難，相似他的死」（10節）。總之，特別是分擔基督精神上 

的痛苦。要做到這點，只在智力上認識基督是不夠的，還要 

與死而復活的基督有親密的、生活的聯繫。這樣，使徒被導 

入了那寊際上仍然存在的已往事跡。基督的復活是真實的， 
使徒的確參與這一復活，正如他藉著離棄一切、為傳教工作 

奮鬥——可能還要殉道，而參與基督的苦難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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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在致斐理伯人書中繼續這樣寫道：「我只顧向前 

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夠奪得（基督）」（12節）。這是一項 

有待達到的目標。保祿把他和基督的契合，描述成费跑的人 

所擬達到的目標。正如他在格前九246中所寫的：「你們也 

應該這樣跑，好能得到獎賞」；後來他在羅馬坐監時也給弟 

茂德寫道：「這場赛跑，我已跑到終點」（弟後四几）。
因此，與基督的這一契合，是一拙認同過程。這契合過 

程應在今世不斷深化，直到它在基督再來、死人復活時逮到 

圓滿為止.；這一認同也將货現在基.督徒復活的身髓上。
另一段說明「我所應受的苦」的文字，是格後一3—7。 

在此，保祿宗徒感謝天主，因為他有機合受各補粑雜、0 

窮，及隨之而來的饑、渴、匮乏，還有死亡的危險和焦迸。 
當代的使徒也遛受這些困難。

現代使徒之所以肯為他人而凿不顧身，甘受極大的痛苦 

和死亡，其唯一理由存在耶穌基督內。「因為基督所受的苦 

難，加於我們身上的越多，我們藉著基督，所得的安慰也越 

多」（格後一5)。

4,在基督的精神痛苦中與他契合 

應求的恩寵
在基督的精神痛苦中與他契合。這一恩寵能有效地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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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出離自己，甚至完全承認，是耶稣使他不但能夠作使徒， 
而且還有使徒的愛心。正如一位修女在入會金躞紀念聖像後 

面所寫的這句話：「生活就是愛，愛就是給予。」
內容

下面關於使徒生活的反省，可激發退省者思考，基督使 

徒的生活究兗是怎樣的。
免依納爵雄本上把使徒生活視為對基督苦難的參與。為 

了拯救現代的人，使徒特別在苦難中與「吾主基督所受的種 

拙忠雠、辛勞和痛苦」〔 206,5〕相遇。第二週開始時默想的 

君王號召：「同我一起勞苦工作」〔95,5〕，已經是朝著苦 

難的方向。
聖依納爵在去羅馬途中的拉，斯刀大（13 510113)小聖堂 

所見的異像，為他說明了使徒生活的這一意義。在依納爵所 

見的異像中，永生聖父讓他和背負十字架的基督在一起，為 

了事奉那位透過苦難而走向死亡和復活的基督。
苦難不僅指出使徒聖召的性質，即為基督的神國承受辛 

勞痛苦（參閱〔90—98〕），付出作門徒的代價：還邀請人 

把使徒工作視為奧秘地參與耶穌的苦難。對依納爵來說，基 

督的苦難是基督最重要的傳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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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耶穌的痛苦、備受折磨 

應求的恩寵
「與痛苦的基馑同苦，與憔悴的菡督一同憔悴，因為吾 

主為我受了這麼重的痛苦，我應痛哭流涕」〔203〕。
在基督的整個受難期間，在精神上、心嬾上與他同在。 

我祈求能感到自己與基督同苦，痛哭流涕，心痛如絞。
我因基督為我所受的痛苦而感到忍览，就像我們,满自己 

所愛的人受苦時那樣。正如有一天，你惹母親不萵興了，洱 

讓她傷心了：你體會到自己做錯了事，這時心裡感到痛苦， 
請求她原諒。

我們因為得罪了那位愛我們的救主耶穌，而祈求，满找們 

感到痛苦、焦撤、哭泣、內心傷痛，不也是這樣嗎？
這項內心痛苦的恩龍，只有天主能贳給我們。不過，在 

神操期間，天主已邀請我們向祂祈求這一恩寵。我們確知會 

得到這一恩寵，恒心地祈求吧！
內容

，痛苦的基督。想像一下基督在宣告猶達斯的背叛時， 
精神上所感受到的痛苦：「但是，看，負资我者的手同我一 

起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依照所預定的離去，但那負質人子 

的人是有禍的」（路二二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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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宣告伯鐸的背叛時，他所受的真是刺心的痛苦^ 

「西滿，西滿，看，撒殫求得了許可，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 

待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兄弟」（路二二31 —樣。
32)。

仔細思抵一下耶稣被捕時所感到的巨大痛苦：「耶穌還 

說站的時候，來了一靡人，那十二人之一，名叫猶達斯的， 
走往他們前而：他走近了耶穌，要口親他。耶穌對他說：『猶

(路二二47—48 )。達断，你用口親來負迕人子嗎？
過了片刻，耶穌禁不住對那一羣來逮捕他的人，說了這 

句痛心的話：「你們拿著刀劍棍棒出來，好像對付強盜嗎？ 

我天天同你們在聖殿裡的時候，你們沒有下手拿我；但現在 

是你們的時候，是黑暗的桶勢！」（路二二52—53)。
體會一下，當耶穌看到民眾的首領拒絕接受他的默西亞 

使命、他的「天主子」名號（路二二66—二三1)時，感到 

多大的痛苦。在比拉多和黑落德前審判耶稣的鬧劇（路二三 

2-12)，也同樣讓人感到難受。
-僬悴的基督。默觀基督在橄欖山園中恐慌至極的祈 

禱：「父啊！祢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吧！
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路 

二二42—44 )。

-「吾主為我受了這麼重的痛苦」〔203〕。思量一下這

他在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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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侮辱，它們使耶穌心中如此難受，並冒犯他身為「人子」 

的尊嚴。「那些瞒押耶穌的人，戲弄他I打他；又蒙起他 

來，問他說：『你猜一猜，是誰打你？』他們遛說了許多別 

的侮辱他的話」（路二二63—65)。
此外，仔細思量一下耶穌精神上所受的痛苦。他雖然兩 

次被宣判無罪，比拉多卻讓他受可怕的鞭打刑别。「所以， 
我懲治他以後，便釋放他」（路二三16)。

觀看耶穌的痛苦：他背著粗重的十字架，走好長的路， 
上加爾瓦略山（參閱路二三26—32 )。

最後，存想耶穌精神上的極大痛苦，他像一般罪犯似地 

被釘在十字架上，懸掛在那裡達三小時之久，受人民的首領 

和羅馬士兵的嘲笑（參閱路二三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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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六曰
赴加爾瓦略山



一、上加爾瓦略山路上的幾處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因愛基督的緣故而接受各拙凌辱。祈求能充滿聖 

善的願望，參與基督苦路的痛苦，就像以下所敍述的這個天 

主教家庭中的孩子們一樣。1950年，有一位堂區主任被人拖 

著穿過街巷。一個天主教家庭的父親，向孩子們論述這一屈 

辱事件時，對他們說，當本堂神父走過苦路的某些處之後， 
他們的母親會給神父送些東西去，安慰、安慰他。一個孩子 

接著說：「這是苦路第四處：遇見母親。」另一個孩子說： 
「我要去幫神父的忙，這是苦路第五處。」第三個說：「我 

要去為他擦面：苦路第六處。」有個孩子沒說話。別人對他 

說：「你去讓他再跌倒一次：苦路第七處。」這個小傢伙憤 

怒地嚷起來：「好事全讓你們佔了，要我做這個？絕不！我 

絕不背叛神父！」
孩子們真有機會把他們的虔誠願望付諸货現了。他們這 

樣勇敢地支援本堂神父，以致全都入了監獄。神父的妹妹來 

看望這些忠心孩子們的父母，感謝他們以勇敢的行動協助神 

父，並說要設法讓人釋放他們。孩子們的母親堅決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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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他們只不過盡了本分而已。讓他們坐牢吧！既然這 

是天主的聖意，他們的境況再好不過了。」

注意事項
神操指礴者，按照他所領會到的退省者的神修需要，通 

茁簡屮講述以下幾點：
丨.苦路足和「想看耶路撒冷的願望」相聯的。從教會的 

初期，辺一願望就深深扎根在基督徒心裡。為安慰那些因年 

齡或健谈關係而不能去耶路撒冷的人們，於是有了苦路善工 

的创立，這是天主教最具吸引力的敬禮之一。對苦路的回 

憶，就這樣深印在普世天主教徒心中。
2-银饵的天主教徒對苦路善工很熱心。不難看到一些男 

士們，在苦路某一處前流淚默想。應當知道怎樣把這種虔敬 

的熱誠，落贲在為基督受雜的肢體苡際服務的願望上。
3,在聖女小德閲00*1897)身上，虔敬的熱誠轉化為犧 

牲的行動。她寫道：「等我年紀稍大一些時，我開始了解何 

謂完美的聖德，我赀得除非一個人準備忍受極大的痛苦，並 

永遠嚮往一些超性的事情，達到渾然忘我的境界，才臻完美 

之境。在神修方面，程度的深淺各有不同，每個靈魂都可以 

或多或少答應吾主的召喚：在許多種要人們獻出的犧牲之 

中，祂皆使人有選擇的餘地，而我在孩提時代，就曾大聲呼

第二六曰061



喊道：『我的天主啊！我要全部的，我不要做半個聖人，為 

祢受苦我並不怕，怕的是我完全屈服於自己的意志。接受我
(《聖

女小德蘭回憶錄〉，張秀亞譯，光啟，第十四版，第28頁）
的心願吧！我要全部，凡祢所願的，我都選取。 』.1

導言
簡簡單單地停留在苦路某一處之前。事讶和情设钤自然 

浮現，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首先，看這一處有些什麼人，而後返心自省，努力採取 

—些益處。接著，聽這些人說什麼，同樣設法採取一些神 

益。而後，看他們做什麼，以便從中取得神修效果。請參閱 

〔194〕。

第一處耶穌被判死刑（路二三20—24 :若十九13-16)
比拉多坐在審判座位上，把耶穌交給猶太人去釘死。猶 

太人不承認耶穌是他們的君王（參閱若十九12)。「比拉多 

對猶太人說：『看，你們的君王！』他們就喊叫說：『除 

掉，除掉，釘他在十字架上丨』」（若十九14一 15)。
若十九143記述：「時值逾越節的預備日，約莫第六時 

辰。」這是將酵子從家裡除去的時辰。逾越節那天，只吃無 

酵餅：關於這點，請參閱出谷紀十二15—20，有關無酵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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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
這也是司祭在聖殿裡開始宰殺逾越節羔羊的時辰。在這 

富有象徴愆莕的時辰，至聖羔羊蕋督耶穌也將被宰殺。
第二處耶穌背負十字架（若十九17 )
耶穌「自己背著十字架」（若十九170。只有若望強 

調道一骷。按若望神學的角度，耶穌始終是自己命運的主
宰。

第四處耶穌遇見他的母親瑪利亞
如果我們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死亡的時候，瑪 

利亞也在加爾瓦略山上，就站在十字架傍（參閱若十九 

25)，那麼，這裡母子相遇的一幕就很自然了。福音上雖然 

沒提越愔耶稣苦雖過程中的這一時刻，但有很古老的聖傳為 

此作證。
第五處基勒乃人西滿幫助耶穌背十字架（谷十五 

21 :路二三26)
耶穌既不能背（十字架），他們就強迫基勒乃人西滿在 

耶穌後面背著。
關於去哥耳哥達這段路程的記述（其中提到基勒乃人西 

滿），簡短得幾乎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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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處遇到聖婦們（路二三27—28 )
「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著耶穌，婦女捶胸痛哭他。耶 

穌轉身向她們說：『耶路撒冷女子！妳們不要哭我，但應哭 

妳們自己及妳們的子女。』」
耶穌是一位總是為他人著想的人。
人們把遇見耶路撒冷婦女這件事，稱為耶穌苦雜過程中 

的一股暖流。

二、按照瑪谷的記載拜苦路（谷十四 

43—十五46)

應求的恩寵
要祈求多種恩寵——在苦路上追隨基督的力蛩、勇氣和 

自由。與這些恩寵相聯的是一項確信：藉著與受苦的基督相 

契合，而死於自己。
導言

瑪谷福音所記述的基督苦難，是一系列事件，事件中的 

各位人物直接面對基督，每人採取其神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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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省者可默觀每一事件的情景。在這裡，耶穌繼續是一 

位充滿勇氣的師傅，教導人怎樣失去自己的生命以贏得生 

命：教導人怎樣棄絕自己，怎樣背負十字架，怎樣作一切人 

的阀人和奴隸。也可默觀，各人對耶穌的主動接近有什麼樣 

的反應。

十四椿事件
(1)耶穌遇見猶達斯（谷十四43—47) : (2)耶穌被 

交付在聖殿笛衛手中（十四48—52) : (3)耶穌被帶到公 

潢锊成员面前（十四53—65) : (4)伯鐸背棄耶穌（十四 

66-72) : (5)耶穌被送交比拉多（十五1—5) ； (6)耶 

穌與巴辣巴的對比（十五6—15) : (7)耶穌受羅馬兵士戲 

弄（十五16—20) : (8)基勒乃人西滿幫助耶穌（十五21 

一22) : (9)兵士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十五23—28)； 
(10)路過的人、司祭長與經師，還有與他一起被釘在十字 

架上的強盜，都譏笑耶穌（十五29—32 ) ； (11)好奇的人 

嘲笑耶稣（十五33—38) ； (12)百夫長承認耶穌是天主子 

(十五39) ； (13)聖婦們觀看耶穌（十五40—41 ) ； (14) 

阿黎瑪特雅人若瑟殮葬耶稣（十五4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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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照若望所記載的耶穌大司祭的 祈禱拜苦路（若十七1 一26)

導言
有時，這種拜苦路方法，比傳統的逐一默觀苦路各處的 

方法，更能阐助退省者、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祈禱。
祈禱的時候，要進入耶穌的內心世界，在耶稣聖心的平 

安中，與耶穌談話。直接就若望福音的章節，思考耶穌個人 

的生活。
平靜地重讀耶穌的話，讓耶穌的祈禱深深感動我們，讓 

耶穌自己在我們內心深處向我們說話：而後就簡單地留意耶 

穌向我們說些什麼。
不要匆忙。重要的是深切體味耶稣的話，與耶稣談話， 

而不是默想苦路的全部過程。若在某一處興起一個意味深長 

的念頭，就停在那裡〔參閱76,3〕，不用擔心別的。重要的 

是能和耶穌親密地交談。
請注意，不要尋思苦路每處的主題與若望福音的章節有 

什麼關係，這兩者毫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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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第一處耶穌被判死刑

若十七丨：耶稣毕目向天說：「父啊！時辰來到了，求 

你光榮你的子，好叫子也光榮祢。」
第二處耶穌背負十字架

若十七2:「因為祢賜給了他（子）權柄掌管凡有血肉 

的人，是為叫他將永生賜給一切祢所賜給他的人。」
第三處耶穌因十字架的重負而跌倒
若十七3 :「永生就是：認識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 

所派逍來的耶穌签督。」

第四處耶穌遇見聖母
若十七4—5：「我在地上，已光榮了祢，完成了祢委託 

我所作的工作。父啊！現在，在祢面前光榮我吧！賜給我在 

世界未有以前，我在祢前所有的光榮吧！」

第五處基勒乃人西滿幫助耶穌背十字架
若十七6—9 :「我將祢的名，已顯示給那些祢由世界中 

所賜給我的人。他們原賜於祢，祢把他們托給了我，他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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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了祢的話。現在，他們已知道，凡祢賜給我的，都是由 

祢而來的，因為祢所授給我的話，我都俾給了他們：他們也 

接受了，也確宵知道我是出於祢，並且相信燈祢派迆了我。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界祈求，只為祢賜給我的人祈求，因 

為他們原是圃於祢的。」
第六處物洛尼加擦耶穌聖面
若十七10 :「我的一切都是祢的，祢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因他們（門徒）已受到了光榮。」

第七處耶穌第二次跌倒
若十七1丨3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們（門 

徒）仍在世界上，我卻到祢那裡去。」
第八處耶穌遇見耶路撒冷的婦女
若十七116—12 :「聖父啊！求祢因祢的名，保全那些 

祢所賜給我的人（門徒），使他們合而為一，正如我們一 

樣。當我和他們同在時，我因祢的名，保全了祢所賜給我的 

人，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喪亡之子，沒有喪亡一個，這 

是為應驗經上的話。」

第九處耶穌第三次跌倒
若十七13 :「但如今我到祢那裡去，我在世上講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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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叫他們（門徒）的心充滿我的喜樂。」

第十處耶穌被剝去衣服
若十七丨4 :「我已將你的話授給了他們（門徒），世界 

卻陪恨他們，因為他們不阑於世界，就如我不劂於世界一 

樣。」

第-1處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在兩個歹徙中間
若十七15：「我不求祢將他們（門徒）從世界上撤去， 

只求祢保護他們脫免邪惡。」

第十二處耶穌將靈魂交付在他的父手中
若十七丨6：「他們（門徒）不制於世界，就如我不厠於 

世界一樣。」

第十三處有人卸下耶穌聖屍
若十七17—19：「求祢以真理祝聖他們（門徒）：祢的 

話就是真理。就如祢派遣我到世界上來，照樣我也派迆他們 

到世界上去。我為他們祝聖我自己，為叫他們也因真理而被 

祝聖。」

第十四處耶穌的聖屍被埋入墳墓
若十七20—26 :「我不但為他們（門徒）祈求，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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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人祈求。願眾人都合而為一！ 
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 

內，為叫世界相信是祢派遣了我。我將祢賜給我的光榮賜給 

了他們，為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我在 

他們內，祢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為叫世界知道是 

祢派遣了我|並且祢愛了他們，如愛了我一樣。父啊！祢所 

賜給我的人，我願我在哪裡，他們也同我在一起，使他們享 

見祢所賜給我的光榮，因為祢在創世以前，就愛了我。公遂 

的父啊！世界沒有認識祢，我卻認識了祢，這些人也知道是 

祢派遣了我。我已經將祢的名宣示給他們了，我還耍宣示， 
好使祢愛我的愛，在他們內，我也在他們內。」

四、在加爾瓦略山上
應求的恩寵

祈求基督耶稣，使我們深切感受到他為我們所受的苦 

難：他在加爾瓦略山上每一事件中，為我們所受的苦。

導言
祈禱時，努力在這些事件中遇到耶穌的目光，因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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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心注視著我們。耶稣為了愛我們的緣故，自願像罪犯那 

樣受死。
加爾瓦略山上的事件
1.被剝去衣服

邯穌的無縫艮衣被剝去。這件長衣可能暗示基督的司祭 

身分，闪為大司祭的長衣也是诹然無縫的（若十九231)—24)。
2,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福音中只提到在行刑地點所發生的事，沒什麼評論，也 

不表示激勋。
谷十五23記述：「（兵士）拿沒藥調和的酒給他喝，耶 

稣卻沒有接受。」按猶太人的習俗，通常給犯人喝這種使他 

們昏沈的飲料。
「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時，正是第三時辰（下午三 

點鐘）」（谷十五25)。
「他們（兵士）就在那裡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同他一起 

另有兩個人：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耶稣在中間」（若 

十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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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瑪麗，德蓮
若十九255記載，悔改的罪婦瑪肫，德蓮，像一面活生 

生的鏡子般站在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對面，救主的痛苦映現在 

她身上。加爾瓦略山上這三小時，對她來說，是慘苦的煉 

獄。降生成人的光輝聖言，為世界的罪惡受苦，她整個人沈 

浸在對聖言的默觀中，別的什麼都不知道了。
4,向聖母告別

十字架上的耶穌，向母親告別：「耶穌看見母親，又看 

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女人，看，妳的 

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若 

十九26—273)。這樣，瑪利亞成了第二個厄娃（參閱创三 

15,20)，眾生的母親。這是一種真正的、盥性的母子關係， 
並不只是將人們視為義子而已。
5,比拉多和十字架上所苒的話

「比拉多寫了個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寫的是：『納
I

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這牌子有許多猶太人唸了， 
因為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地方離城很近，字是用希伯來、 
拉丁和希臘文寫的。於是猶太人的司祭長就對比拉多說： 

『不要寫猶太人的君王，該寫他自己說：我是猶太人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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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比拉多答湲說：『我寫了，就寫了』」（若十九丨8— 

22) 0

若堂堅持要讓人知道，比拉多不改自己所寫的話，是為 

了著蜋指出這句話的象徴意義:耶稣因十字架而成為默西亞 

君王，。一事件應以地中海地區的主要語文向人們宣佈。
這樣，耶穌就在他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的那一天，建立 

了他的王權（參閱若十二31— 32)。
6,路過十字架前的人們

耶穌在十字架上傷重垂死。按照瑪黉的記載，十字架前 

有三槌人譏誚耶穌：首先是路過的人，而後是司祭長和經師 

與長老們，最後是強盜。
首先，路過的人（瑪二七39—40)開始辱駡耶穌，因為 

他曾說過要拆毀聖殿：這是重複耶稣受審時那些假見證所說 

的話。
接著，司祭長和經師與長老們，嘲笑耶稣在審判時曾自 

稱為「子」（瑪二七41—43)。這是引用詠二二（二一）8 

一9 :「凡看見我的人都戲笑我，他們都撇著嘴搖著頭說： 
『他既信賴上主，上主就應救他；上主既喜愛他，也就該拯 

救他。』」 ，
最後，瑪寶概略地記述（二四44)說，強盜們也像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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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經師、長老那樣譏誚耶穌。

7,寬赦的使命
在十字架上，基督的痛苦到了極點，而他寬赦眾人的使 

命也擴展到了極點。路二三34記載，耶穌說：「父啊，宽赦 

他們（兵士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娃什麼。」聖 

經原文中用的希臘勋詞是未完成過去時態，因此，這裨應譯 

為：「他連續地說（或不停地說）：『寬赦他們吧！
音作者要表達的是，耶穌一直重複寬赦一語，宽赦的理由是 

人們無知。

福

8,樂園的許諾
按照路二三43，耶穌對好強盜說：「我货在告訴你，今 

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這是耶穌對世人說的敁後一 

句話。耶穌的答語強調「今天」，就是說，在曰落以前，因 

為猶太人以日落為一天的結束。
耶穌對好強盜說，他不馑可追隨耶稣，還會分享耶稣的 

幸福：因為耶穌對他說：「你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9,耶穌的肋膀被刺透

最後，兵士用槍刺透了耶穌的肋膀，立時流出了血和水 

(若十九34)，血和水象徵因耶穌的死而賜下的聖神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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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聖屍被卸下
「這些事以後，阿黎瑪特雅人若瑟 

领取耶稣的迆體：比拉多允許了。於是他來把耶穌的遺體領 

去了」（若十九38)。

來求比拉多，為

11-被葬
「尼苛始阼也來了，帶著沒藥及沈香調和的香料，約有 

一酉斤。他們（阿黎瑪特雅人若瑟和尼苛德摩）取下了耶穌 

的逍始，照猶太人埋葬的習俗，用殮布和香料把他衷好。在 

耶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有一個囡子，在那園子裡有一 

座新埙筵，裡面遛沒有安葬過人。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曰， 
墳墓又近，就在那裡安葬了耶稣」（若十九39—42)。「預 

備曰」是星期五，猶太人在這一天預備慶祝安息曰，即星期
六0

五、存想耶穌受苦的奧蹟
導言

有些人，在直接默觀福音中基督苦難的奧蹟時，似乎得 

不到多大益處。對於他們，存想基督受苦奧踉的某一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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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很大的神益。以下提出三點
1.事奉背負十字架的基督 

應求的恩寵
應求的恩寵是同情、憐憫。若望二三世神修生活中的一 

件事很適切地說明了這點：「從我開始當主教起（1924 

年），我每天誦唸聖依納爵《神操〉中的一篇縐文（神國的 

奉獻〔98〕）。有那麼一天早上，我在特別痛苦的時候愆識 

到，我這種情況正表明，天主俯允了我的祈禱。」誚參閱阿 

爾吉西六丨8丨5丨）所著（若望二三世〉（“如XXIII， 
1961，卜94)。
耶穌會士尚特蘭神父（0,011301口丨06)評論說：「促成一 

切的，是願意同情、憐憫的心意。天主同意讓你和祂的聖子 

在一起，就像你向祂要求的那樣。若望二三世親自在他辦公 

室的牆上掛了一幅描繪出拉.斯刀大（羅馬附近的一間小聖 

堂）異像的遨，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這幅盡上，天主聖父讓 

依納爵和背負十字架的聖子在一起。」參閱〈新神學雜誌〉 

(1^/011^0116 11^116 77^0/0君乜06,1964, 15.380-1 )的〈若望二三 

世的樂觀、焦撤和望德〉（ ”0口1丨111丨51110,八080丨防0 61丘511^3006 

01162】6211 XXIII，，）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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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以下有關「事奉背負十字架的基督」的默想，摘自耶穌 

會士納達爾（ 9丨⑶00X1110他办丨，分1580)所寫關於《耶穌會會 

蔥〉的勖哼和註疏。納達爾是依納爵思想的最忠贲解釋者之 

—。迢些文字的主題是依納爵式的使徒聖召：
「我們特有的聖召，是事奉背負十字架的基督。他不再 

親身背負，而逛在教锊內背負十字架：教會所受的苦難和迫 

害，蕋督都當作是自己受的」（參閱宗九4)。
「我們追隨稱鬥中的耶稣，努力作戰，現在更在基督奧 

體即教锊內，背負他的十字架。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應補充基 

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一 24)。」
「我們可憐的生命可以被不幸和痛苦所撕裂，但我們看 

得比這個遠：我們看見基督在其奥體教會內受苦，背負十字
架。」

「基督要的是那些肯為他服務的同伴，及那些能夠背負 

十字架的人；就像依納爵在拉，斯刀大受聖父指派，事奉背 

負十字架的基督。」
「應當指出，基督既然從死者中復活，就不再死（羅六 

9)，但他仍在他的肢體內受十字架之苦；所以保祿聽見： 
『你為什麼迫害我？』（宗九4)。天主召叫我們，讓我們 

在這支軍隊（耶稣會）內追隨耶穌，各人背起十字架，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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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受苦；如果我們跟隨越督，因十字架而確贳成為他的同 

伴，那麼我們會受到激勵，獲得力世的。除了為天主聖父的 

光榮及我們大家的救贖而勞作、受迫害、背負十字架以外I 
基督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其他目標呢？因此，這也是我們 

所要的。如果必要的話I我們願意為近人的得救而肾生命的 

危險。」
「基督天天在他的奧體，即教會內，受苦、背十字架， 

因此，本會（耶穌會）的成員應自告茁扔地在迫害中追隨堪 

督，為和基督本人一起拯救人避。」
「說耶穌會的基礎是被釘十字架的耶稣，就是說，要像 

他一樣，藉十字架來救贖人類，每天在他的奥體即教會內I 
忍受重大的苦難和十字架。」
2,十字架的奧蹟 

應求的恩寵
求主使我們不但接受，而且深入十字架的奧踉，這奥踉 

向我們啟示聖父偕同基督及聖神所施展的拯救德能。
內容

-為了幫助退省者更能接受十字架的奧踉，在此簡短解 

說一下格林多前書的一、二兩章。
在開頭的致候與感謝（一1 一9)之後，保祿宗徒提到他

078麴徑通桌



寫信的目的：宣講十字架的道理（一10 —17)。
接著，保祿談到問題的要點。十字架，為喪亡的人是愚 

妄：但為得救的人，卻顯示天主拯救的德能（一18—25)。 

在接下去的26至31節中，保祿表明，格林多教會的人也證 

明了第25節屮所述的吊詭：「因為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 
天主的饳弱也總比人堅強。」

在怙林多前害第二贲的開頭（二1一3)，保祿敍述他講 

道的方法，而這也闡明了格前一 25所述的弔詭。
第二窜後半段（二6—16)是關於真假智愨的教導；強 

調智恝和埜督徒的成全。被釘死而又復活了的基督是天主的 

智恝。在基僭內，天主在創世之前所預定的神聖救晒計畫， 
彰顯出來並得以完成。智恝是聖神賜給成全之人的恩賜，使 

人能深入基督及其十字架的奧蹟。
-十字架奧跛彰顯天主拯救的德能。另一種深入十字架 

奧蹟的方式，是把耶稣大司祭祈禱中的語句（若十七丨一26)， 
視為十字架上基督的祈禱。

基督為他自己，也為與他和他的使命有關的一切祈禱 

(十七1—8)。
接著，基督為他的門徒祈禱，他們屬於父也屣於子，是 

父子所共有的（十七9—19)。
而後，耶穌的祈禱擴及各時代的教會，擴展到那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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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從宗徒時代以來代代相傳的基僭信仰的一切人們身上（十
七20—26)。

3,門徒的境況 

應求的恩寵
祈求聖神，賜我們能一步步地跟隨越僭前行，而不足落 

在百里之後。
內容

聖保祿用簡短的幾個字，完全說明了門徒的境況：「祂 

(天主聖父）所預選的人，也預定他們與南己兒子的肖像相 

同」（羅八293 )。
若沒有十字架，我們便不可能與聖父之子的肖像相同， 

因為聖子毫不猶豫地為自己選擇了十字架，作為愛情和服 

從、貧窮和謙遜的行為。沒有十字架，也就談不上成為基督 

的門徒。
在歷史上，基督徒生活的偉大導師很理解，沒有十字 

架，就無法當門徒。以下是一些見證：
，亞西西的聖方濟（1^3090丨5 4'八85丨56,守丨226 )，有他獨 

特的門徒境況——徹底分享十字架的奧蹟。按教會的羅馬禮 

儀，這位聖人慶節（十月四日）感恩祭的第一篇讀經，很恰 

當地提醒我們聖保祿的話：「至於我|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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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迦六14)。
-關於聖道明（001^1^116,分1221 )，道明會士維凱爾 

神父（从-㈠.^0311-6 )在他傑出的《聖道明傳〉丨310丨比如 

5⑴加00,11^1,6, ？31'丨3, 1982)第二冊的一篛名為〈在教會中 

心〉（ ”311 0001.^0丨七81丨56”）的文章中，結束他對聖人在塞哥 

維亞（5知0^丨6)的使徒工作的敍述。維凱爾神父說，聖人在 

那裡也和在他幣個婢道工作中一樣，「不是在岩洞裡隠修， 
也不是注沙浼中苦修，而是基督的使徒，和他的主一同被釘 

在十字架上」。維凱阑神父又說：「他講道及舉行彌撒聖祭 

時所流的淚，如示他最愛講的是：基督、十字架、救恩，及 

對近人的愛」。
-若望二三世在對義大利修生演講時，說了這段道理： 

「總沒有一個時代，教會不經歷艱難困苦的。教宗應該走在 

那些沿苦路行進的人前面；苦路是我們的主、永遠的司祭的 

道路。你們都知道，加爾瓦略山的路，是從革责瑪尼山園的 

極度痛苦中開始的」（1961年4月6日）。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長們也宣告：「再者，一 

如教會在過去與現在均一直堅持，基督是為了眾人之罪，以 

其無限仁愛，甘心情願受難受死，使普世都獲得救晒。因 

此，教會的職責就是：宣揚基督的十字架，以之為天主普愛 

眾人的標誌，和一切聖寵的泉源」（〈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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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宣言〉，第4號’最後一段）。

六、五項重新默觀苦難的操練
導言

聖依納爵同意，退省者可另外再用一天「綜觀全部苦 

難，隨便分一次或數次，認為怎樣更有益，便可怎樣做」 

〔209,6；)。

應求的恩寵
要強調應求的恩寵，或應採取的神益。首先是與痛苦的 

基督同苦，其次是與憔悴的基督一同憔悴：而後，因為基督 

為我受了這麼重的痛苦而悲從中來，痛哭流涕（參閱 

〔203〕）。這是一種能從個人心中分擔基督痛苦的恩瓶。

內容

第一項操練
若十八1 一 11。在猶達斯背叛，而把耶穌交付給猶太警 

衛這一節（十八5)上稍微停留。聆聽耶穌重複向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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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十八5,8)。這話的本意是「我是自有者」，耶 

稣這樣說，戟明他的天主性。還觀看伯鐸拔劍削下大司祭僕 

人的耳朵。

第二項操練
若十八15—27。注意耶穌挨耳光（十八22)，伯鐸背主 

(十八25—26)。在這一段中，也有耶稣為澄清他挨耳光一 

事所說的話：「我若說得不對，你指證哪裡不對：若對，你 

為什麽打我？」(十八23)。

第三項操練
若十八28—十九丨5。默觀耶穌戴茨冠。聆聽基督宣告： 

「我的國不制於這世界」（十八36)，以及比拉多宣佈耶穌 

是猶太人的君王（十八39)。還聆聽比拉多宣佈：「看，這 

個人！」（十九5)。最後，聆聽基督宣告：「若不是由上 

賜給你，你對我什麼權柄也沒有」（十九11)。
第四項操練

若十九18—37。觀看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十九18)。 
注意傾聽耶穌和母親的對話。他（耶穌）對母親說：「女 

人，看，妳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 

親！」（十九26—27)。最後，觀看兵士用槍刺透耶穌的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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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十九34)。

第五項操練
若十九39—42。在墳墓邊，注視人們為了埋葬耶稣而用 

香料塗抹他的迪體（十九39)。默觀人們如何把用殮布爽 

好，並抹上香料的耶穌遺體，抬去安葬（十九40—41 )。什 

麼話也沒說，這就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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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曰
耶穌在十字架上



一、瑪寶所記載的十字架上的耶穌 

(瑪二七45—54)〔297〕

求恩
祈求天主聖神，使我真的能跳脫自我，只為描柯和別人

而生活。
內容

首先，默觀從中午到下午三點，遍地貽罩在黑暗中。聆 

聽耶穌大喊的聲音，這喊聲打破了十字架周遛的寂靜。按照 

瑪資的記載，耶穌在十字架上只大喊了一聲：「厄里，厄 

里，肋瑪撒巴黑塔尼！」意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祢為什麼捨棄了我？」（參閱瑪二七45—50 )

這句話採自希伯來文聖詠第二二（二一）篇第1節，路 

過的人沒聽清楚，還以為耶穌呼喚厄里亞先知。聖詠中的這 

句話，出自一個為眾人所離棄之人的口，表達出這人的困惑 

與痛苦：因為，到這時為止，天主一向都是支援、俯允他 

的。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呼聲：「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也 

是這樣的。耶穌這求援的呼聲，所表達的並不是失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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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瑪資毫不遲疑地表明，耶稣在面對可怕的死亡時，在自 

赀被棄的極度痛苦中掙扎。
耶稣經歷了人類的一切處境，除了罪過之外（參閱希五 

1-10)。耶稣捋祈求讓痛苦之杯離開他（參閱瑪二六39)， 
在辺唑，我們石到他極度痛苦的祈禱的合理結局。

接酱，觀禮聖殿中的帳幔裂開，大地謨動，岩石崩裂， 
埙沾自開。也觀逾死人復活。所有這些事件都回應舊約上的 

—些令人想起世界末日的章節，例如，岳二10 :「大地為之
曰月為之昏暗，星辰為之失织盪，諸天為之動搖，

光。」則三七12(： :「我要親自打開你們的墳墓，
從你們的墳墓中把你們領出來。」依二六丨93 :「你的亡者

我要

將再生，他們的屍體將要起立」（參閱瑪二七50—54)。
正如耶稣誕生時天上出現異星（參閱瑪二1 一2)，他死 

亡時，天上、地上和地下，也有一些記號出現。聖殿中的帳 

幔裂開，表示是猶太教受判斷的時候：羅馬兵士承認「這人 

真是天主子」（瑪二七54)，表示外邦人的機會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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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字架上耶穌的七句話
求恩

祈求聖神使我們能在信德中馑得十字架上的越督所說的 

話，並依附十字架上基督死亡的奧踉。

內容
首先，留心細聽十字架上基督的七句話。第一句，他為 

那些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祈禱：「父啊，寬赦他們吧！因 

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二三34)。第二句，他 

寬赦強盜：「我货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囡 

裡」（路二三43)。第三句，他把若望託付給聖母：「女人， 
看，妳的兒子」（若十九26):把聖母託付給若望：「看， 
你的母親！」（若十九27)。第四句，他說：「我渴。」兵 

士們給他喝酸醋（參閱若十九28—29)。第五句表達他的慌 

亂：「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瑪二 

七46)。基督很困惑，因為，到這時為止，天主一直都支援、 
俯允他。這一呼聲也表示出，被棄絕者極度痛苦的感覺。第 

六句，他說：「完成了」（若十九30)。第七句：「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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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的避魂交托在祢手中」（路二三46)。
然後，在十字架周阐，路過的人開始辱駡耶穌，因為他 

曾說過要拆毀兜殿。這是重複耶穌受審時那些假見證所說的 

話（參閱瑪二七39)。羅馬兵士瓜分了耶穌的衣服（若十九 

23)。
接涔，按照瑪二七45,51—52，默觀耶穌的死亡。從中午 

直到下午三點，遍地都黑暗了。按照瑪資福音，天主並未真 

正窠絕耶稣，這一點在他死後立刻變得很明顯。耶稣死亡 

時，天上、地上和地下都有異象。
從耶穌被刺傷的肋膀流出了血和水，這象徵聖神的恩龍 

被苡給了教會。這恩寵第一次是在聖洗時，第二次在感恩祭 

時被賜予。由於這些恩賜，我們可以重宣聖洗誓願，如果是 

獻身者，則可重發修會的聖願。

三、耶穌和十字架傍的聖母（若十九 

25—27)

求恩
求聖神幫助我們，使我們在追隨基督的路上，以聖母為 

母親和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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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第一，只有若望提到瑪利亞在十字架傍。在加納，當耶 

穌初次顯示他的光榮時，瑪利亞在場（參閱若二1 一 12)。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時，她也在場。

第二，要注意，按若望福音原文，十九26並沒說「他的」 

母親，這似乎暗示，瑪利亞不随是耶穌的母親而已。這一點 

是非天主教釋經學者所強調的。
耶穌稱母親為「女人」，毫無不尊敬的意思。這只是因 

為當時阿剌美人所用的通俗希臘文，有這補習愼性說法。 
「女人」一詞，可能與創三153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 

之間」，以及創三20：「亞當給自己的妻子起名叫厄娃，因 

為她是眾生的母親」有關。瑪利亞是第二個厄娃，是一切生 

活於基督者的母親。
第三，耶穌把母親託付給他所愛的門徒保護，這是對這 

位門徒表示了最大的信任。天主教的傳統將瑪利亞稱為信徒 

們心娌的母親，而十字架下的愛徒代表的就是信徒們。「從 

那時起」（若十九276)，即從耶穌在十字架上獲得光榮時起’ 
耶穌所說的那種母子關係便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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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母七苦奧蹟
導言

俾統匕，渲母痛苦奧踉的七項內容，摘自梵蒂岡大公會 

满以前羅馬禮磺時辰日課的敁禱讓經的對答詠。
新的七苦內容，則是根據聖經上的幾個主題：貧窮、委 

順，和耶稣受人棄絕。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分擔童貞瑪利亞的痛苦，好能更深入地參與她聖 

子為救嵴世界所受的痛苦。
傳統的七苦
聖母一苦

童貞瑪利亞獻耶穌聖嬰於聖殿時，西默盎對她說：「要 

有一把利劍刺透妳的心靈」（路二35)。
聖母二苦

聖家逃往埃及。「帶著嬰孩（耶稣）和他的母親逃往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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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去」（瑪二13)。

聖母三苦
在上聖殿去時，耶穌丟失了三天。「看’你的父親（若 

瑟）和我（瑪利亞）一直痛苦地找你」（路二48)。
3&母四苦

在上加爾瓦略山的路上，那些跟隨耶穌的婦女「捶胸痛 

哭他」（路二三27)。

聖母五苦
耶穌被釘十字架。「在耶穌的十字架傍，站著他的母親 

(瑪利亞）」（若十九25)。

聖母六苦
從十字架上卸下耶穌的遺體。「阿黎瑪特雅人若瑟 

領取耶穌的遺體」（若十九384)。
聖母七苦
埋葬耶穌。「他們（阿黎瑪特雅人若瑟和尼苛德摩）取 

用殮布和香料把他褒好」，放在「一下了耶穌的遺體，
座新墳墓」裡（參閱若十九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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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七苦
聖母一苦
耶穌，诞生在扛葫中。瑪利亞「用襁褓裹起（耶穌）’放 

在馬捫哗，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路二7)。

聖母二苦
瑪利亞獻耶穌聖婴於聖殿時，西默盎對她說：「要有— 

把利劍刺透妳的心靈」（路二35)。

聖母三苦
逃往埃及。天使對若瑟說：「帶著嬰孩（耶穌）和他的 

母親（瑪利亞）逃往埃及去」（瑪二丨3)。

聖母四苦
在納匝肋，耶穌的同鄉拒不接受他的見證。「在會堂中 

聽見這話（沒有一個先知在本鄉受悅納等等話語）的人’都 

忿怒填胸，起來把他趕出城外」（路四28—29)。

聖母五苦
耶稣被捕，門徒撇下了他。帶著武器的羣眾向耶穌下 

手，拿住了他。「門徒都撇下他逃跑了」（瑪二六56)。

第二七曰093



聖母六苦
耶穌被釘十字架。「他們（兵士）就在那裡（哥耳哥 

達）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同他一起另有兩個人：一個在這 

邊，一個在那邊，耶穌在中間」（若十九18)。

聖母七苦
瑪利亞分擔初期基督徒的痛苦。「在那個時期，黑落麽 

王已下手磨雖教會中的一些人，用劍殺了若望的哥哥雅格。 
……命人連伯鐸也加以拘捕」（宗十二1—3)。

五、基督的肋膀被刺透（若十九31 —
37)

應求的恩寵
聖斐理.乃立（？匕丨丨丨叩6如呢14,守丨595)曾這樣思索： 

「基督肋膀的傷口很大。但如果不是天主保護我的話，我會 

使傷口更大」。懇切祈求天主保護我。

內容
第一，所流出的血表明，基督耶穌——天主的羔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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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為救晒世界而被祭獻了：參閱若六516 :「我所要賜給的 

食槲，就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
所流出的水象徴聖神，這表明，基督十字架上的祭獻是 

”茁的恩恥识源。
第二，「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若十九36)這一句， 

似乎足由(4彳節經句台成的：一句是詠三四（三三）21，描述 

天主怎樣保護受迫咨的莕者，「上主僕人」（依五二丨3—五 

三丨2)便是例證：另一句是出十二46中有關準備逾越節羔 

羊的規定。若望以引用「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這節經文來 

表明，他將耶稣視為給天主的新子民帶來釋放的新逾越節羔
羊0

第三，「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剌透的」（若十九376)。 

若望按他的方式理解匝加利亞十二丨0 :「他們要瞻望他們所 

刺透的那一位」：在聖史若望筆下，「看」有因信德而認識 

的意思。
一個羅馬兵士刺耶稣的肋膀：他瞭悟了，且因信德而歸 

附了耶稣（參閱谷十五396)，承認「這人真是天主子」。 

這是教會普世性使命的佳音。
我們應當愛慕主耶稣，正如他在十字架上讓人看見的那 

樣：遍體鱗傷，肋膀為兵士的槍所剌透（若十九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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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曰
耶穌被葬和瑪利亞的孤苦



一、瑪寶所記載的耶穌被葬
應求的恩寵

求主使我們確能出離自己，以致能夠認出，是耶稣使我 

們不馑能夠生活，而且能夠愛。

內容

1.埋葬時（瑪二七57—61 )
阿黎瑪特雅人若瑟是耶穌的門徒：那安放耶稣的墓穴， 

是他自己的墓穴。若瑟是個富人（瑪二七57):他埋葬耶穌， 
是為了遵守申命紀二一 22—23的規定，即不可讓罪犯的屍體 

在木桿上過夜。所以，他是個虔誠的猶太人。
瑪二七61所提到的婦女，是埋葬耶穌的見證人。

1.埋葬後（瑪二七62—66 )
司祭長和法利塞人獲得比拉多的准許，派一隊衛兵去把 

守墳墓。他們這樣做，因為耶穌曾預言，他第三天要復活 

(瑪十六21 )。他們要挫敗與這有關的一切計謀。
然而，有兵士在場，反而有助於確證耶稣的復活，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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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排除了一切有關空墳的自然解釋。瑪寶就這樣強調墳墓中 

不見耶穌這事的超自然性質。
司祭長叫兵士們說謊，這一謊言「就在猶太人間傳揚開 

了，一直到今天」（參閱瑪二八12 —15)。
守墳的衛兵斛助聖史間明天主那令人敬畏的大能，而耶 

穌也分享了這一能力。
人們用盡方法來保證耶穌真的完了，沒人再記得他了。 

他們甚至在埙上加了封條，派駐衛兵把守（瑪二七66)。

二、若望所記載的耶穌被葬（若十九 

38—42) 〔298〕

應求的恩寵
該懇切祈求的恩寵是，死於世俗和罪惡，死於屣血肉的 

人、屬血氣的人（參閱格前二14一 15)。

內容
第一，阿黎瑪特雅人若瑟和尼苛德摩，在悲痛欲絕的聖 

母面前，把耶穌從十字架上卸下來，在星期五天黑前為耶穌 

的遺體塗抹香料。



阿黎瑪特雅人若瑟暗地裡作了耶穌的門徒（若十九 

38)。想想我們周圍，有多少人暗中是骓督的門徒。他們畏 

懼輿論，不敢餺面。為他們祈禱吧！
「尼苛德摩也來了」（若十九39)。正直的尼苛德哗始 

終如一。重讚尼苛德摩與耶穌的第一次談話（參閱若三丨一 

21)，以及他在和法利塞人討論耶穌的出身時所說的話（參 

閱若七45—52 )。
第二，耶穌的逍體被抬到墳墓，在那裡塗上香料、被安 

葬。耶穌被葬時借用了別人的墳墓，至死依然貧困。人們用 

殮布裹好耶穌的迆體。耶穌真的死了，人們像對死人那悌對 

待他的遺體。
如果我真的死於世俗和罪惡，死於阑血肉的人、刨血氣 

的人，就應當接受別人這樣對待我（參閱格前二14一15)。

三、瑪利亞的孤苦
應求的恩寵

在十三世紀一篇道明會的禱文中，有一句令人喜愛的禱 

詞：「聖瑪利亞，聖週六仍保有信德者，矜憐我等。」我們 

也這樣祈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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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首先，默觀电貞瑪利亞面對墳墓坐著。星期五下午，她 

粉到耶稣的逍粕被葬的地方。為了守安息曰，她回若望家去 

了，等次曰才去向耶稣的遛艄致敬。
空依納坍砧我們默想聖母的伶仃孤苦，及門徒的孤獨悲 

哀〔208,11〕。在這點上，默想甚督徒的獨身，以及獨身者 

不免辩感到的孤獨，也很有神益。在東亞給一些為基督而獨 

身的人講授神操的經驗，證明了這種神益。
存想那些為天主的國守獨身的人的孤寂（瑪十九12)。 

人若生活在基督的奧秘臨在中，並懷著對基督奧體的肢體的 

關心，等候基督屯臨（參閱格前七32—35)，這種獨身可為 

人帶來很大的喜樂。但對有些人來說，獨身也可能很難忍
受。

對這兩種人而言，存想孤獨的某些方面，都可以帶來聖 

神內的光明和力蛩。須注意，不要各方面都講，只講一點就 

夠了。
按照一位基督教思想家的看法：人在完全發現了自我， 

而這一自我也凝聚成其之所以為我之後，開始意識到一種無 

法避免的終極孤獨，還意識到他對自身的絕對责任。年輕人 

感赀到童年時的庇護已一去不返，但他這時還沒達到一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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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有自信的地步，以致能夠真正地獨處。這一孤獨存於 

內心深處，比人們通常所抱怨的形單影隻更隙密。孤獨是每 

人絕對獨特性的必然後果，和人的形上存在聯合在一起’只 

有在人享有超性生命時，才能夠部分地消除。參阅阿勒爾 

斯，《性格心理學〉（尺.八 1161*8，771& 1*8^011010^ 0/' 

0113:3。(打，1^1丫0也 1935, 口，307 )。

此外，也請思考耶穌會士戴維斯（丁，心03一5)的話語： 
孤獨顯然與孑然一身有關，但更有關係的是孤獨一人時的那 

。有人論及紐曼說：「他一人獨 

處，反而更不孤獨」。說實話，一個找到天主的邇魂，在一 

人獨處時反而更不孤獨。這是一種良好的、可渴筋的，有益 

，是一種單純、令人印象深刻、支配一切的經 

驗；它可靠有如岩石，清亮有如泉源。
找到這種孤獨的人，有了它，生死與共，幸福無比。因 

為只有在這種孤獨中，人才能曰益與天主契合：而唯有天主 

終能真正地填滿人心中對獨處的渴求。
因此，有一種孤獨是正常、自然、無可避免的，甚至是 

有益的。人的良心是它最高的表現。因為，每人都是獨一無 

二，不同於他人的，造物主在他身上蓋了特別的、與眾不同 

的印記。

種感货

的獨處

儘管我們都具有社會性，按天性我們婚配、與人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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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運動，甚至進入修會，以便和他人一起為了同一目標而 

共同努力：但我們永遠不能真正地脫離自身，脫離個人的靈 

魂，或者確设地衝破那將我們彼此隔開的藩籬。參閱耶穌# 

士戴維断，《人的孤獨〉（丁以1.0^11/1653 0^1^311, 丫0『卜，
1961,15.18 — 21)。

另一方而，要為那些不理解他們孤獨的理由，也不接受 

迈饨堍況的人祈祛。這兒有一篇很美的〈為司鐸祈禱誦〉， 
逛餌品梅主教所寫的。當時上海教區的信友都全家誦唸這筋 

禱文：
「全能永生之天主，懇爾因聖子耶稣之功動，以爾欣悅 

聖子之慈愛矜憐聖教司鐸。彼等雖膺尊位，然亦柔懦力弱， 
與諸受造無異。仰主無限仁慈肩以聖愛之火恆燃其心。並為 

爾子耶稣垂恩扶翼，不許其陷於誘惑，玷辱其崇高之聖 

召。」
「吁耶穌，我等懇切求爾，垂憐聖教司鐸。凡忠心事 

爾，顯揚爾榮者：或牧撫羣羊，蒙難幽居者：或被人遺棄憂 

苦交迫者：或冷淡昏昧，背棄信仰者：或染病臨終及在煉獄 

者：祈主俯聽我禱，悉予矜憐撫慰。」
「吁耶穌，今將普世司鐸托付於爾。其或授我洗’赦我 

罪：行聖祭成聖體以養育我靈：或啟我愚，振我弱’示我真 

道慰我憂患：我今念其恩德，更求爾仁慈，特賜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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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耶穌，求爾聖心庇蔭我眾司鐸。賜之今生迄於死 

候，常蒙爾慈愛矜憐。阿們。」

四、默觀基督苦難時可讀的聖詠
導言

下面列出幾篇聖詠，在默觀基督苦雖時可利用它們來祈 

禱。退省者可按本篤會誦讀聖經法（丨沈1丨0 ^103) ^慢恂誦 

讀，遇到那些激發他想像、感動他心邂的章節，就停下來， 
輕輕地重複誦唸這一節，或更好是這節的某一部分，唸上 

五、六十遍，而後靜止在那兒。不要機械式地重複誦唸，而 

是讓聖神在天主聖父前代我們祈求（參閱羅八26)。
詠二二（二一）。基督本人在受苦難時用了這篛聖詠 

(參閱瑪二七46)。這是一篇個人呼求援救的祈禱，在其中， 
懇求、信賴、感恩之情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詠五五（五四）。這是一篇有關遭受一位不忠信的朋友 

迫害的祈禱，就像基督受猶達斯迫害的情況一樣。這一聖詠 

令人想起瑪谷關於基督在革黄瑪尼的敍述：「他開始驚懼恐 

怖」（谷十四331))。
詠五六（五五）。聖詠作者希望天主顯示祂的權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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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受壓迫者(幸免於難，讓忠信義人的仇敵被摧毀。這聖詠被 

引用到受苦雠的基督身上，顯明他對天主話語的信賴之情。
詠五七（五六）。遭受磨難者的殷禱。聖詠作者像昔時 

的先知一樣，斥寊不公正的法官，並呼求天主施行審判。這 

酋免詠吧出主耶穌的痛苦。
詠六九（六八）。個人呼求援救的祈禱。像詠二二（二 

―)—怵，迢篇聖詠也可被視為對無辜者的極大痛苦之描 

述，他仰賴天主拯救他。這篇聖詠對人子基督極其適用。聖 

詠作者從一開始就求天主拯救他。

五、按路加的記載再次默觀苦難
導言

重新默觀基督苦難的種種奧蹟，肯定能得到神益。聖依 

納爵在〈神操〉中，兩次提到重新默觀的事〔209,3 ； 
209,6〕。

1.橄欖山上耶穌悲慘的祈禱（路二二40—46) 

應求的恩龍
祈求能分受基督悲慘祈禱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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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事跡
耶穌和宗徒們去橄攬山他們常去的一個地方。他離開宗 

徒，約有投石那麼遠（二二41)。他催宗徒們祈禱（二二 

40)。若說宗徒們睡著了的話，那是因為憂悶的緣故（二二 

45)。
耶穌在傳道生活中常常祈禱。這時他屈膝祈求他的父 

(二二41—42)。這一祈禱的開端，是將他的意志從虓於天 

主聖父的意願：「但不要隨我的意願，唯照祢的恝願成就 

吧！」（二二426)
子的祈禱並非未獲垂允。相反地，天主派一位天使來加 

強他的力量（二二43)。這種神聖的援助使得耶穌得以面對 

悲慘的痛苦。這種悲慘的痛苦是一拙最緊張的狀態，如同運 

動員在競技開始時緊張得滿身大汗：這時耶穌的汗如同血珠 

滴下（二二44)。耶穌因天使的援助而有了力盟，從祈禱中 

起來，準備接受最後的考驗；就像他對宗徒們所說的，要祈 

禱，好能免去這一誘惑（二二46)。
2,耶穌被捕（路二二47—53 )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出離自己，好能為他人服務。

106曲徑通燊



默觀事跡
耶稣呼喚叛徒猶達斯的名字，並表示知道他們所擬定的 

逮捕計盅：「猶達斯I你用口親來負资人子嗎？」（二二 

48)。

大司祭戊人的耳朵被人削了下來（路二二50)；在公開 

傅逍時叫常治癒殘疾的耶稣，儘管自己身處險境，仍治好了 

边個反對他的人。
到橄攬山上來逮捕耶穌的，是司祭長、聖殿蒈官及長老 

(二二52)。

結束逮捕這一释的，是耶穌那令人驚心動魄的宣告： 
「現在是你們的時候，是黑暗的權勢！」（二二53)。

3,伯鋒背主（路二二54—62 )
應求的恩寵

求耶稣注視我，就像他注視伯鐸那樣，
銳觀事跡

人們既拿住耶穌，就將他解送到大司祭的住宅（二二 

54)。這一夜的事都在大司祭的庭院裡進行（二二55)。伯 

鐸就在那裡三次背主（二二56—60)。使伯鐸淒慘地哭起來 

的，並不僅是因為他想起了耶穌的預言（二二61卜）’而是 

因耶稣注視他（二二613)。看來在伯鐸背主時，耶稣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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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場。
耶穌這一注視，是他對伯鐸不斷照顧的一個表示，如同 

他在最後晚餐時所許下的：「但是我已為你祈求了，為叫你 

的信德不致喪失」（二二32)。
那些反對耶穌的戲弄、侮辱、毆打行為，也發生在大司 

祭的庭院裡（二二63—65 )。
4,公I致會審問耶穌（路二二66—71 )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分享耶穌心靈的平靜，他從天父手中接受一切 

(參閱路十22)，他是全然無辜的。
默觀事跡

天一亮，民間長老、司祭長及經師就把耶稣帶到他們的 

公議會裡。這些人問耶穌許多有關他的默西亞身分、天主子 

身分的問題（二二67—70)。耶穌回答得很含糊，不願勉強 

那些逮捕他的人。公議會上沒有證人，也沒判決。這似乎是 

預審，唯一的審判是在羅馬總督比拉多前進行的。
5,耶穌在比拉多及黑落德前（路二三丨一5,丨3—22) 

應求的恩寵
祈求和耶穌一起聆聽民間長老不真贸的控訴，感受耶穌 

的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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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事跡
民間長老控告耶稣違反羅馬的法律，冒犯凱撒的辟威

(二三2)。
羅馬總锊比拉多毫不關心控訴的宗教性黄質問題（二三 

4,14):他想釋放囚犯，或多少懲治他一下（二三丨6,22)。
黑落晚圮加里肋亞的分封侯，或「王」。他因猶太人的 

逾越節而到耶路撒冷去。比拉多既知道耶穌是加里肋亞人， 
就把他轉送到黑落德那裡（二三7)。

黑落始因耶稣的不回答而煩惱（二三9)，在鄙視、戲 

笑他（二三丨丨）之後，也同意比拉多的判斷，認為耶穌是無 

辜的（二三14—15)。
黑落德與耶稣的接觸，消弭了加里肋亞「王」和羅馬總 

督之間原有的敵意。
6,耶穌的苦路（路二三18—32 ) 
應求的恩龍

祈求能因耶稣的痛苦而受感動。
默觀事跡
比拉多把耶穌交給羣眾隨意處理（二三256)之後，似 

乎是羣眾抓住耶穌，帶他到加爾瓦略山上去受釘（二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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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著耶穌，婦女捶胸痛哭他（二三 

27):在這些純樸的人中我們看不出一點敵意。
耶穌對這些「耶路撒冷女子」說話，提的不是自己的命 

運，而是她們將來的災禍。他借用歐瑟亞先知的話：「那時 

他們要對山說：『遮蓋我們吧！』對丘陵說：『倒在我們身 

上吧！』」（歐十8)。

1.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路二三33-43 ) 
應求的恩寵

懇求能有一顆充滿理解，及原諒別人的心。
默觀事跡

耶穌對耶路撒冷女子的態度（二三29—3丨），及對那些 

釘死他者的態度之間的鮮明對照，因他在名叫髑髏的地方所 

說的第一句話而顯得更加強烈：「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 

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二三34)。這話暗示出，司 

祭長、經師和民眾所做的事，出於無知。
基督耶穌的這種反應，不僅使人對耶穌死亡的複雜寊任 

問題，有一種更合乎人性的理解，而且也指示我們要善待仇 

人。常有人把善待仇人稱為「基督徒」作風，這一說法十分
合適。

對於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所說的寬赦言詞（二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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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捕人以譏嘲來回答：首領們（二三35)，兵士（二三36 

一37)，以及與耶稣同時被釘的一個兇犯（二三39)。
另一個兇犯，承認自己受罰是理所當然的，承認他稱之 

為耶穌的那人蛩淸白無辜（參閱二三40—42)。受苦的耶穌 

給迈人的答澠，比這人所祈求的更為慷慨：耶穌不只在進入 

自己的王國時紀念他，而且當天就帶他同去（參閱二三 

43)。
耶穌被釘十字架，顯然是天主寬赦並賜人痊癒的時刻。

8,耶穌死亡（路二三44—53 )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平安地面對死亡。
默觀事跡

在耶稣一生最後的時刻，從中午到下午三點，遍地都昏 

黑了（二三44)。這種昏黑並未使垂死的耶稣的信賴心黯然 

失色（二三46)。按路加的記載，耶穌最後的言詞充滿一片 

委順之情：「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祢手中」。這話出 

自詠三一（三0) 5—6，但略有改變。許多人因了這話’而 

能在想到死亡時心中仍感到平安。
路加把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一事，記載在耶穌死亡之 

前：而耶穌死亡之後所發生的事都是仁慈的標誌：百夫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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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二三47)、圍觀者的後悔（二三48)、與耶穌相識的 

人及隨侍他的婦女的觀看（二三49)，最後，阿黎瑪特雅人 

若瑟的埋葬耶穌（二三50—53)。
這些隨侍耶穌的婦女們，遠遠地觀看耶穌如何被安葬 

(二三55)；並預備香料和香胥，好在安息日過後完成殮葬 

工作（二三55—56 )。
請注意，鼓勵退省者於第三週之末，在默觀耶穌苦雛後 

領告解聖事：這往往比第一週領此聖鹖更有益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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譎附
節制飲食的規則



一、導言
《神操〉小書中，這些規則為什麼列在第三週之後？無 

疑是由於神修嵆鬥與參與基督痛苦奧踉之間有連帶關係。
在第三週中，退省者自問應該為菡督做什麼，受什麽 

苦，參閱〔197〕。為節制飲食或別種慾望所必須進行的神修 

蘅鬥，肯定是一種分擔十字架的方式。一切引人悔改的恩瓶 

「並不免去我們的十字架，而是推動我們，使我們有力诳和 

基督一起背負十字架，好能和他一起，並在他内，等候末世 

的光榮」（參閱道明會士懷特，（未識之主〉；乂 XVII丨16, 
01012 111100111111^ ？^18, 1 958, 口, 167— 168 ) 0

二、論節制
《神操〉論及「節制的規則」〔210,1〕，這是因為在人 

的行為中根本就存在著不正之處。按照西方基督宗教的神修 

傳統，這些不正之處共有七項，稱為七罪宗。七罪宗是在尋 

求善或避免惡方面的不正當情況，計有：驕傲、慳吝、貪 

饕、迷色、嫉妒、忿怒及懶惰。
驕傲是以不正的方式尋求自己優越之處，對此應以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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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遜來控制。慳吝是以不正的方式尋求財富或財物，應以習 

練慷慨來控制。貪饕是以不正的方式尋求肉身的快意，應以 

節制來克服：〈神操》中節制飲食的規則就是為此而設〔210 

一217〕。迷色是過分追求性的快意，應以貞潔來控制。嫉妒 

垃以不正的方式逃避辫妨礙自己的優越性的情況，應以習練 

純忮來控制。忿怒是以不正的方式逃避會妨礙自己利益的 

事，應以習練溫良來克服。最後，神修上的懶惰，是避而不 

行那些為自己邂魂有好處的神業，應以習練熱心來控制。
列舉了人的行為中最常見或最習慣的不正之處後，宜於 

尋思這槌不正之處從何而來，根源何在。違規尋求暫世的利 

益，根源在於貪慾的強大力量。聖若望在他第一封書信中就 

提到：「肉身的貪慾，眼目的貪慾，以及人生的驕奢。」他 

還說，這一切「都不是出於父，而是出於（邪惡的）世界」 

(二 16)。
貪饕和迷色厭於肉身的貪慾。慳吝出於眼目的貪慾。驕 

傲、神修上的懶惰、嫉妒和忿怒，來自心存驕傲地依賴物質 

的財富。
聖道茂曾寫道，即使在皈依之後，人心仍然有愛好受造 

的美善的傾向：因此，我們內心的不正態度是在所難免的。 

在熱心基督徒的生活中，這種種內心不正的傾向可能變弱、 
變輕，但它們仍然是貪慾的起源地（參閱（神學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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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776 77^0/0尽3,86,5,)。因此有必要做一些克修行為， 
或進行神修嵆鬥、抗拒。

這些不正的態度，並非像某些人所說的，是生理上的基 

因，人對此無能為力；事资上，它們是一些應克服、控制的 

傾向。
既然有必要在多種不正的動向上克己，為什麼兜依納爵 

的規則特別重視食物上的克己？古代的基督宗教神修作家， 
—向強調首先克制貪饕。加西安烏斯（0355丨00，分425)的 

《規律〉（此价^0叫5，12)，大聖國瑞的《約伯陴的寓意〉 

(^0邝103 311『蛛30,59)，都是明證。他們主張，克勝口腹 

的貪慾是神修蘅鬥的先決條件，因為，據他們說，神修茁鬥 

有次序、有紀律，首先約束貪饕，而後再對付其他不正的慾
望。

三、解釋飮食上應守之規則的頭幾條
我們花點時間，詳細解釋前四條規則〔210—213〕。對 

第五條至第八條〔214—217〕則略而不談，因為後幾條所講 

的，更是進食時如何採取神益，而不是如何與貪饕作戰。 
第一條規則〔210〕。不必過分注意那些不特別誘人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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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我們不必注意所吃米飯麵包的數量，因為不正的食 

慾，即貪讲，很少為米飯麵包之類普通食物所吸引。這樣普 

通的食物，不會引我們偏離正途。
第二條規則〔211〕。我們既然力求約束口腹之慾，就要 

設法使。一行為對我們有好處。例如，我們理會到應當約束 

對肷料的慾笔，那就不要在喝水上約束，因為這是每人身體 

所必須的堪本肷料，但應約束想喝咖啡且大跫加糖的慾望， 
因為這可能荷害於健康。

第三條規則〔212〕。為控制食慾，通常有兩種做法：首 

先，莨成吃自己不喜歡的食物的習慣，例如1習慣用粗茶淡 

飯：其次，沒成少吃自己喜歡的食物的習惯，例如，對調味 

品或餐後點心等精美食品，只取用很少的數爾:。
第四條規則〔213〕。減少食虽，只要不致使身體衰弱或 

生病。這樣，就能很快地達到中庸之道。習練這種控制的理 

想時間，是做大退省的時候，這有兩點理由：第一，由於純 

粹為天主的光榮而做這種管制（參閱〔23,2〕），我們會得 

到內心的光照和天主的啟示，這顯示我們的確是走在正路 

上：第二，如果食量減到太少，很快就會覺察，因為當我們 

體力不濟而無法善行神操時，就表明已經做得過分了。
所以，應當知道什麼是必要的，什麼是有害的。這樣， 

就可以取用必要的，避免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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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要應用〈原則與基礎〉中所說的道理：「取用世 

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幫肋多少，便取用多 

少」〔23,4〕。

四、與嫉妒和神修上的懶惰窗鬥
這裡講幾點在東亞常用得著的，有關與嫉妒和神修上的 

懶惰嵆鬥的思想。
上文提及應以習練純樸來約束嫉妒，以習練熱心來控制 

神修上的懶惰。
1-在培養純樸上所作的努力，可歸結為一句話：成為自 

己之所是。我們都有足夠的優點，可以在任何境遇中作一個 

最堪令人喜愛的人。為了增進家庭或阱體的樂趣，讓我們充 

分發展自己的優點，使之如同花朵般在陽光下開放。如果人 

人都一樣，多沒意思！想想看，人人都很嚴肅，豈不糟糕！ 
還是為了我們是我們這樣，別人是他們那樣，而大大感謝上 

‘主吧！ 一位使徒——我們全是使徒——應當因上主所完成的 

一切好事物而歡欣不已。
別試著模仿別人，不論那人多好，多傑出，多討人喜 

歡。我們的模仿可能成為缺點：因為，人的個性不同，別人 

身上的優點，配上我們的個性，可能倒成了缺點。人應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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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之所是，僅僅這樣，也完全這樣。要模仿的那一位，是 

吾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無限的成全。
嫉妒有兩紐。嫉妒別人的才幹或優點，嫉妒別人得到第 

三者的敝心。在這兩槌情況下，為抵制嫉妒的情緒，需要培 

羚感激之心。如果嫉妒別人的才幹，應當注意上主賜給我們 

的某一才幹，而向祂表示感激。這樣，對別人才幹的嫉妒就 

煙消踅妝了。如果嫉妒某人得到第三者歡心，就應當反思， 
饴起道位第三者對我們的，不論多麼微少的一點喜愛心情， 
並為此而感謝上主。那麼我們的嫉妒也就會消失，至少大為 

減輕了。
2-神修上的懶惰或懈怠，也稱為冷淡，或倦怠、淡漠。 

這是趣魂的一褪昏沈遲鈍狀態，可以達到厭倦神修事物的地 

步：這種瀨惰只能以熱心、或者對天主相當強烈的超性之 

愛，來加以克服。
最能治療冷淡的方法包括：忠於神業，以表示對天主忠 

誠，以及對一切不忠行為懊悔。至於保持熱心、抵制一切神 

修上的懶惰的主要方法，是把個人祈禱和感恩祭放在第一 

位。個人的祈禱使人在天主前生活，有助於人想到天主，忠 

於天主。感恩祭——基督體血的聖事，尤其是愛德和超性熱 

忱的聖事——是使人熱心的潛在動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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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
導言



一、目的
神操第四階段（傳統上稱為第四週）的特殊目的，是激 

發退省者依靠聖寵的阐助，獲致與光榮復活的主耶穌蕋督之 

間愛的關係。必須指出，這一愛的關係在日常生活中繼續存
在。

二、計畫舉例
第二九日，用於存想基督的復活，默觀他最初幾次的顯

現0
第三十日，用於默觀基督最後幾次顯現。
第三一日，也是最後一日，專用於「獲得愛情的默

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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篥二打曰
復活和最初幾次顯現

！：！



一、基督復活了

導言
下面所講述的，可以說是一篇關於默觀雄倚復活的奧 

蹟，以及他向聖母、宗徒、門徒顯現的奥踉之總殚言。
這些講述也可作為默想的材料。

應祈求的恩寵
「祈求能獲得天主和基督的愛情，這是只有在基督內才 

找得到的圓滿喜樂，只存留在基督內的真正平安」（费柏， 
XV，？3匕沉，守 1863)。

1.對路加而言，復活的基督是生活的基督
路加心目中的讀者是那些不愛聽復活觀念的希腿人（參 

閱宗十七31—32)，因此他稱基督為「活人」（路二四5)。 
聖婦們在墳墓前看到的兩個人（天使）就是這樣說的。厄瑪 

烏門徒告訴基督說，聖婦們「回來說她們見了天使顯現，天 

使說他復活了」（路二四23)。
路加在宗徒大事錄中說，耶穌「受難以後 ，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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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明自己還活著」（宗一 3)。當斐斯托向阿格黎帕王報告 

保祿的情況時，解釋說，「他們的爭辯，僅是關於他們的宗 

教及關於一個已死的耶穌，保祿卻說他還活著」（宗二五 

19)。

2,瑪竇所講的基督是教會的主
瑪黉在他的福音中特別關心教會——「天國」。首先是 

天國的被宣佈（三一七竜）；其次，天國的被宣講（八一~[-
章）：第三，天國奧秘的被講述（~1-----^三52)；而後，
教捋被視為天國的開端（十三53—十八35)。在結束有關天 

國的講述時，瑪黉描述了天國的即將來臨（十九一二五 

46)。最後敍述的是苦難與復活，而以派遣門徒出外傳教來 

結束，因為「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瑪二八 

186)。

3,保祿宣報的是被釘死而又復活了的基督
對保祿來說，復活的基督向人啟示十字架的意義，這有 

點像基督宗教遒家的做法，十字架上盡的總是基督光榮的身 

體：「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 

們的信仰也是空的」（格前十五14)。
對於保祿，基督的復活是宣講的中心，也是信仰的中 

心。宣講和信仰的所有各方面，都是因了復活才有意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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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有復活，一切都站不住。保祿在格林多前窬的開頭就寫 

道：「我們所宣講的，卻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一 

23)。後來又說：「我曾決定，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只知 

道耶穌基督，這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骓督」（二2)。但 

宣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總是從這同一位越督的復活來 

講的。
4,若望為升到父那裡去的基督耶穌作見證（二十丨7 )

首先，若望福音中十字架上的蕋督耶穌（參閱三丨4一 

16 ；八28 ；十二32—33 )，已經是耶穌升天的預像，在某捕 

意義上，也是其窗現。
其次，信德就是默觀十字架上的蕋督：「他們要瞻望 

(十字架上）他們所刺透的」（若十九376)。

二、顯現給聖母
導言

只有那些真正是瑪利亞靈性之子的人，才能想像出基督 

耶稣顯現給瑪利亞的情節。實際上福音沒直接寫什麼；不 

過，路加的宗徒大事錄第一章，似乎把聖母包括在基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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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顯明自己還活著」的人中（宗一 3)。而且，他還提到 

「用了許多憑據」（宗一 3):我們可以假定，憑據之一是 

向聖母顯現。再說，瑪利亞似乎確在那一羣從耶穌升天的小 

山上回來的人粟之中。
請注总，關於顯現的問題，棗潸的中國人一般會想到鬼 

神。必钔托屯指出，復活的基督並不是一般所說的鬼神，他 

自己不也迢樣說了嗎？他不是鬼神，因為「鬼神是沒有肉軀 

和骨頭的」（路二四39)。

預備經〔218,2 ；參閱46〕
在默觀基督對聖母的顯現時，如果是在小堂的聖體翕前 

祈禱，應當不難意識到天主的臨在。聖體盎中的基督聖體’ 
宵際上就是存在聖事中的復活基督的光榮身體。這樣，我們 

朝拜吾主上主，求他使我們的一切意向（即願望和選擇）、 
行動（與近人的關係）、作為（個人的工作），換句話說’ 
就是使我們精神的每一動作、心臟的每一搏動，都純粹是為 

了他的光榮。

奧蹟的內容
「基督在十字架上斷氣後，肉身與靈魂分離」〔219,1〕； 

基督的身體也像所有死者的身體一樣，與靈魂分開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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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就基督的身體而言，「天主性卻與它結合，永不分 

離」。因此，靈魂離去以後，蕋督的肉身仍然是崇拜的對 

象，因為天主性始終與它結合在一起。
新約的許多章節都表明，菡督徒相信，粼魂在與身體分 

開後，依然存在，它是不死不滅的。例如格後五8就說：「我 

們……更情願出離肉身，與主同住」。
在東亞，要強調的是：基督徒所相信的娲魂不死|並不 

包括「投胎」在內。
「（基督的）靈魂結合著天主性，降到了冥府」〔219.1〕。 

這裡所說的冥府，不是那些受永罰者的地獄，而逛信經中所 

謂的古聖所。耶穌去那裡，是為向義人的娲魂宣告，他打敗 

了撒殫，並「救出義人們的娌魂」〔219,2〕。
保祿的厄弗所書及伯鐸前書，都表達了信經中的這端真 

理。弗五14有這樣的話：「你這睡眠的，醒起來吧！從死者 

中起來吧！基督必要光照你！」這一經句首先適用於基督降 

到冥府所完成的工作。伯鐸在他第一封書信中寫道：「他 

(基督）藉這神魂，曾去給那些在獄中的靈魂宣講過」（三 

19)。這一節大概是指復活的基督，使獄中的靈魂得知他對 

罪惡和死亡的勝利。下文中還有這樣的話：「給死者宣講了 

這福音」（伯前四6)。這可指獄中的靈魂得到了救讀之恩。
因此，基督真正死了，降到了冥府，實實在在地在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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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蕋督和他的祖先合一，和無數死者在一起。教會一向 

都想到那許許多多在基督以前就去世，而一直受到天父照顧 

的人。
骐符賜給我們安慰，使我們知道經過死亡會到達永生。 

常找們死亡時，基督和我們在一起。〈向耶穌聖靈誦〉所表
在我死的時候召喚我，令逹的就足“點：「基督的遐魂 

我來到你台前」。
-越忾的豳魂屯新與那被安葬在墳墓中的身體結合，確切 

地說，這就是復活。基督是從墳墓中復活起來的。聖依納爵 

寫道：「來到埴垡，復活起來」〔219,2〕。
天主在耶稣死亡時使大地認動，在星期曰早晨又使它謨 

動。看守埙望的兵士們「嚇得打顫，變得好像死人—樣」 

(瑪二八4)。墳墓自動打開了，為基督耶穌的復活作了有 

力的見證。

參#籲参参番

奧蹟的地點
「觀看墳墓」〔220〕。墳墓是在岩石上鑿成的，有點像 

岩洞那樣，裡面分兩間，每間可葬一人。進口處大約—公尺 

高，可以用一塊巨大的圓石滾入凹槽，把洞口堵住。
也觀看「聖母的住處---- 觀察它的各部分’如寢室、

祈禱室等」〔220〕。聖母可能跟若望一起生活，住在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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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住的小屋的一個房間裡。這極房屋通常不打地基，就建造 

在地面上，房頂很結實，上面用來作為陽噩。夜裡，人們鋪 

上草蓆，就那麼席地而睡。
應求的恩寵〔221〕

祈求能因耶穌的復活勝利，而歡欣雀躍不已。
一個人若當選為國家的總統或總理，通常在當晚接受人 

們的祝賀。當人們為當選者和他的夫人拍照時，照片上的女 

士春風滿面，神采奕奕；她因丈夫的快樂、光榮、勝利，而 

感到驕傲及欣喜。
修女們注意

基督的淨配又怎樣呢？她不該十分歡喜嗎？她不該因基 

督——她的淨配——的喜樂、光榮、勝利，而歡欣不已嗎？ 

這就是我們想得到的恩寵和神修效果。
默觀
1.—大早，聖母大概在祈禱，主耶穌來看她了

觀看耶穌在母親面前。就像自己也在那裡似地，觀看當 

時的情景。可以假定自己是聖母的僕婢，一大早，聽到聖母

130曲徑通幽



的屋裡有锊音，趕快起來去看看聖母屋裡有什麼事。認出耶 

稣，他身上仍帶著阐痕，然而是光榮的傷痕。默觀這情景。 

心裡十分快樂，又看見他們母子在一起了。聖母仍是他的母 

親’永逍都是。
聖母因兒子的快樂而快樂，十分高興看到他還活著。另 

—方面，她仍然很銥定，並未因快樂而忘形。她用只有母親 

才科說的言詞，表達出重見聖子的喜樂。
2,想耶穌的天主性^現在在復活中又莊嚴光輝 

地顯示出來〔223〕
在復活基笆光榮的身體上所顯示出來的天主性光華，可 

與他顯聖容時的效果相比較。基督整個一生都享有的榮福直 

觀，本來應在他身上產生可見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只出現了 

一次，就是在顯聖容的時候：「他的面貌發光有如太陽，他 

的衣服潔白如光」（瑪十七2)。現在基督已復活，他的身 

體經常是這樣了。
還可默想，復活的「真實而又極聖善的效果」〔223〕。 

聖保祿很適切地描述了這種效果：「死人的復活也是這樣： 
播種的是可朽壞的，復活起來的是不可朽壞的：播種的是可 

羞辱的，復活起來的是光榮的：播種的是軟弱的，復活起來 

的是強健的：播種的是屬生靈的身體，復活起來的是賜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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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格前十五42—443)。
在此解說一下，天主教神學家怎樣理解聖保祿這段話。 

光榮的身體享有不腐敗之恩，不僅不再死亡，也不洱受痛 

苦。光榮的身體還享有神健之恩，這一恩賜來自身體完全從 

賜於靈魂。光榮使得復活的身體有一種燦爛的光稱，這是神 

光，是美的本質。此外，光榮的身體擺脫了廟世的負擗，可 

以隨心所欲地往來自如，迅速無比，這叫神速。最後，光榮 

的身體成了厠神的身體，能毫無困雖地穿透其他物質，這是 

神透之恩。所以，儘管門戶都關著，復活骓僭的光榮身體卻 

進了晚餐廳（參閱若二十19)。
3,看吾主耶穌怎樣檐任了安慰者的職務〔 224〕

基督行使安慰者職務的首要方式，是派迆聖神。「祂
(父）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若十四165) ；「聖神 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
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若十四266) :「祂（真 

理之神） 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若十六丨33)。

4,以朋友之間的互相安慰與基督怎樣擔任了安慰 
者的職務，作一比較〔224〕
好朋友們通常彼此不隱瞞什麼。若發生了任何不尋常的

事，也會直赀地發現，並彼此鼓勵安慰，或歡欣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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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受難那幾天，聖母痛苦到了極點。我們可以十分合 

理地想，基:督會來安慰聖母，會親自來安慰鼓勵她。
按聖保祿的說法，安慰是鼓勵並給予對方勇氣和希望： 

「施與各神:安慰的天主……在我們的各種磨難中，常安慰我 

們，為使我們能以自己由天主所親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 

各饨闲難中的人」（格後一 35—4)。
按带依納爵，神慰的定義可以是：「人內心的激動，使 

人在我們的造物主天主的聖愛中，開始燃燒熾熱」
〔 316,1〕。這時，频魂依自己的神修情況而受到上主聖愛的 

感勐。神慰也可以是「感動得流淚，因而更加愛主」 

〔316,3〕。這拙愛是事奉的愛。神慰還可以是「一切信、 

望、愛三德的增進，一切內心的歡樂情緒」〔3丨6,4〕。超德 

和喜樂的增進，是聖神的效果（參閱迦五22)。若把神慰只 

限於某一方面（例如喜樂），會使人在對神慰進行分辨時， 
誤入歧途。在針對情感的波動作分辨時，應以一些外在的標 

誌——真正的基督徒愛心，以及迦拉達書第五章22節所提到 

的其他聖神恩賜，為判定的準則。

對禱
在作對禱〔225〕時，可求聖母把我們的祈求獻給她的聖 

子：誠心渴望度一種真實而熱切的耶穌伙伴生活’或真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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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切的基督淨配生活；為擴展主的神國，並為贸現天主救喷 

人的偉大計盡而完全獻身。
注意事項〔228〕

要記得，上面雖然講了四要點，但講論多少點是可以增 

減的，總以更有益於饉魂為原則。也不妨為多得神益而另行 

安排各點。此外，要記得，最好在開始祈禱之前做道钿安 

排，否則會使人在祈禱時分心。

三、顯現給瑪麗，德蓮（谷十六1 一 

11) 〔300)

應求的恩寵
懇切祈求能超越自己。

默觀事跡

1.去墳墓途中
瑪谷列出了這些婦女的名字：瑪麗，德蓮、雅格的母親

要對基督聖屍表示敬意，瑪利亞、撒羅默。她們的行為

134曲徑通幽



很有人情味。她們心中所想的也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問題： 
誰能把那塊堵住墓門、沈重的石頭移開？
2,墳墓已空

瑪谷所述事跡，敢點不在復活的情況，而在於復活訊息 

本身：「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了」（谷十六6)。這是 

根本的设活克訊：十字架已讓位於空墳。婦女們領受了空墳 

的真正总戎：耶稣已經復活了。
3-顯現給瑪麗.德蓮

復活的耶穌首先顯現給瑪跄.德蓮，這令人有一點驚 

訝，因為耶稣沒顯現給他所選擇的門徒，卻顯現給一位婦 

女，一位友人。

四、顯現給聖婦們（瑪二八8 —10) 

〔301〕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有力量，向別人傳報復活基督的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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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事跡
1.從墳墓回來（二八8)

婦女們滿懷恐懼，又異常喜樂，跑去把墳黛已空的莒訊 

告訴門徒，她們的結論是耶穌復活了。
2,基督顯現（二八9)

基督耶穌的顯現，補全了對復活褂件的記述（參閱瑪二 

八 1—7)。
聖婦們抱住耶穌的腳，朝拜他，她們不是要奄考耶穌是 

否有肉身，而是表達她們的希望（就像失去孩子的叔能婦人 

向厄利叟先知表達她的希望那樣，參閱列下四27)，也表達 

她們的崇敬（也像客納罕婦人對耶穌那樣，參閱瑪十五 

25)。

3,耶穌的訊息（二八10)
耶穌要聖婦們去通知門徒。她們所領受的使命內容，是 

告訴門徒往加里肋亞去。這一件事並非不值得注意，它引起 

兩個問題：「為什麼上加里肋亞去？」以及「這段路程對門 

徒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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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顯現給瑪麗，德蓮一事運用五 

官（若二十11 一 18)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這樣愛基督，以致生活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

基督。

默觀事跡
1.觀看猙督站著，洋溢著平安與喜樂。觀看他手腳上的 

傷痕。觀禮他安慰瑪肫，德蓮時的態度。觀看墳墓裡有兩位 

穿白衣的天使坐著，「一位在頭部，一位在腳部」。觀看瑪 

跑痛哭，並俯身向墳墓裡面窺看。看兩位天使，與這兩位天 

使說話。看耶稣，和耶稣談話。觀看門徒們奔跑。從中採取 

神益。
2-聆聽天使的問話：「女人，妳哭什麼？」聽瑪麗‘德 

蓮的答語：「有人把我主搬走了 

人，妳哭什麼？妳找誰？」聽耶穌喚她的名字說：「瑪 

麗！」聽瑪麗.德蓮的答話：「辣步尼！」聽耶穌回答： 
「妳別拉住我不放。」從中採取神益。

。」聽耶稣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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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觸摸復活基督的手。吻他手腳上的傷痕。採取神益。
4, 品味、感受復活基督的平安與喜樂。品味並感受瑪 

麗-德蓮的信德和愛情，她深深相信復活的越督。品味並感 

受對基督在教會中，在我們生活中的臨在的深深相信：確信 

復活基督的聖神領導我們。從中採取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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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曰
其他顯現和升天



一、顯現給伯鐸（路二四11 一 12 ；若 

二十3—10) 〔302〕

應求的恩寵
祈求棄絕自己。

默觀事跡

1.伯鐸去墳墓
聽聖婦們說-基督復活之後，別的門徒雖然不信這些婦女 

的話，「伯鐸卻起來跑到墳墓那裡」（路二四123)。伯鐸 

到墳上去査看聖婦們所說的是否真货，墳墓是否空了。

2,進入墳墓
伯鐸「屈身向裡窺看，只見有殮布」（路二四1210， 

即殮葬基督時所用的殮布。
這些細枝末節顯示出，親眼見過的人（按路加的記述） 

對這事有鮮明的記憶。

140曲徑通幽



3,向伯鐸顯現
伯鐸離開墳菓「走了，心裡驚異所發生的事」（路二四

120)。

厄瑪烏門徒回到耶路撒冷，門徒們正聚在一起，彼此談 

論說：「主苡设活了，並顯現給西滿了！」（路二四34) 

耶穌设活的豇班性似乎建立在向伯鐸顯現一事上。對門 

徒們來說，這一顯現證货了復活的真贺性。

二、顯現給厄瑪烏門徒（路二四口一 

34) 〔 303〕

應求的恩寵
祈求得到那只存於基督內的圆滿無缺的喜樂。

默觀事跡
1.在去厄瑪烏的路上顯現給二徒（路二四15-24) 

門徒們認不出是主。基督復活的身體雖然就是死在十字 

架上的身體，但有了新的情況，他的外形改變了。
這兩位門徒只認為耶穌是一位先知。他們因羅馬總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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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耶穌死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而感到失望，也因這位先知 

被釘死三天之後還不見天主出手援助，而感到失望。
2,基督對門徒的斥責

「『唉丨無知的人哪！為信先知們所說的一切話，你們 

的心竟是這般遲鈍！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他 

的光榮嗎？』他於是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辨論及 

他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路二四25—27 )。
梅瑟——亦即法律——和先知，是筲約的主要內容，每 

逢安息日（星期六）都要在猶太人會堂的禮儀中誦詖。
1擘餅

「因為快到晚上」（路二四29)，指出時間：讓人想到 

路加常用的對比法——黑暗和光明。沒有耶穌，黑暗就要降 

到門徒身上了。
「擘餅」一詞，在宗徒大事錄二42中是用來專指感恩祭 

的。路加福音這段中所說的擘餅，大概是同一意義。「他們 

(門徒）的眼睛開了」（路二四313)，就是說，他們對復 

活基督的啟示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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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默不在場時顯現給門徒（若二 

十 19—23 ) (304)

應求的恩寵
祈求得到那只存於耶穌內的真正平安。

默想事跡
1.門徒聚在一起（若二十丨9。

宗徒們——除了多默以外——因為怕猶太人而聚在— 

起。當時只有十個人，還是有更多的門徒’並不確定。反正 

宗徒們代表每一位基督信徒。 I 1
丨2,耶穌顯現（若二十195—213 )

門戶都關著，耶穌顯現給門徒們，站在中間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若望記述基督復活的身體具有賜神的性 

質，他寫道：「門戶都關著」，但耶穌來了（參閱格前十五 

44)。

「平安」（5卜3丨0111)是猶太人一向慣用、而今仍然使用 

的招呼和告別語。但這字含有比簡單的招呼更深一層的意 II

第三十日143
:



義，它表達出和諧、與天主契合，這是天主與選民之間盟約 

的印記。因此這字有末世意義和默西亞意義，贸際上它與救 

恩是同義的。基：督所賜予的這靱性平安，與世俗所給的完全 

不同。
「（基督）把手和肋膀指給他們看」。復活的越俜不只 

是神魂而已，人還可以看到、觸摸到他的手及他的肋膀。復 

活賦予基督的肉身一種新的存在方式。
「門徒見了主，便喜歡起來」。與蕋督相會是毐樂的泉

源。

3,赦罪的權柄（若二十211)-23 )
「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迆你們」（216)。復活 

的基督賦予門徒們使命，「派遣」一詞就是道個意義。在若 

十七18中耶穌已經說到這一使命：「就如祢派造我到世界上 

來，照樣我也派遣他們到世界上去。」教會的任務是延續基 

督所創建的神聖救贖工程。
基督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 

聖神吧！」希獵文「噓氣」這個動詞，使人想起創世紀二76 

中創造人的行動：「（上主天主）在他（人）鼻孔內吹了一 

口生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同一希臘動詞也使人 

想起厄則克耳三七96所述的效果：「氣息，你應由四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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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復活。」此外，這也意謂 

著，復活那天晚上聖神真正被賜予了。耶穌的身體整個充滿 

了賦予生命的能力。
常稱軒賜予宗徒們赦罪的權柄時，不僅建立了告解聖 

琪，遛與他們分享他的戰勝邪惡、戰勝罪過。復活在基督本 

人身上所成就的粼性化，應經由教會滌除罪惡的聖事在人間 

辙衲下去。

四、顯現給多默（若二十24—29) 

〔305〕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相信、愛慕復活的耶穌。

默觀事跡
1.多默不信（二十24—25)

上次耶稣顯現時，多默不在場，因此他不肯相信。他 

說：「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信」（25)。



從若望福音其他地方可以看出，多默是一位相當勇敢的 

人。即使在門徒預料基督和他們自己都可能被人用石頭砸死 

時（參閱若~1-一 8)，多默仍向其他門徒說：「我們也去， 
同他一起死吧！」（若"1"一 165)。此外，多默還是個務饩 

的人。當基督宣佈他去的地方，並說門徒們知道往那裡去的 

路時，多默向他說：「主！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怎麼辨 

知道那條路呢？」（若十四5)
2,耶穌顯現（二十26—27 )

第一次顯現之後八天，「門戶關著」（260，耶穌顯現 

給門徒。耶穌還是在和第一週的第一天門戶關著同樣的情況 

下來了。
耶穌以令人難以相信的殷勤體貼向多默說：「把你的指 

頭伸到這裡來，看看我的手吧！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 

肋膀，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27)。若 

望在福音中提醒我們注意基督的傷痕（參閱十九34)。
應當注意，當多默和門徒團體分開時，就受到不信與懷 

疑的騒擾。
3,信德的具福（二十28—29 )
多默明白耶穌已知道他在懷疑，便以最明晰的方式確認 

耶穌的天主性：「我主！我天主！」耶穌對他說：「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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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 

的！」（28—29)。
法文合一版搜經、丁!'8」口01丨011 06011111如011613 8丨註

釋說：「從此，信仰的基礎不再是親眼看到，而是那些親眼 

。到者所作的見證。基督徒因這一信仰而與復活的基督深深
契合。」

門徒的贳福不是曾經見到主，而是馏得苦難的意義：苦 

難向我們啟示天主的愛。

五、顯現給七位門徒（若二一 1 一 17) 

〔306〕

應求的恩寵
祈求能脫離狹隘的自我。

默觀事跡
1.耶穌顯現

耶穌顯現給七位門徒，他們是漁夫，那一夜什麼也沒有 

捕到。耶穌來到他們面前，但沒讓他們認出。「耶穌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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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孩子們，你們有些魚吃嗎？』他們回答說：『沒 

有。』耶穌向他們說：『向船右邊撒網，就锊捕到』」（5 —
6)。

門徒們回老家重操鸽業了。
門徒們認不出耶穌來。
福音所描述的是加里肋亞漁民日常生活的愦拔。指點他 

們向船右邊撒網，大概意謂著一種超人的知識。
所捕魚量之多（66)，使人想起加納的奇跛（若二6) 

和增餅之事（若六11)。

2,伯鐸的反應（二十7 )
看到魚這麼多，「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他也是真 

正門徒的預像——首先認出是主；他對伯鐸說了，伯鐸就束 

上外衣，縱身跳入水裡（參閱6—7)。
3,對伯鐸的囑咐（二十9—17 )

耶穌叫門徒把魚拿一些來。伯鐸便去拉網。耶穌拿起烤 

好的餅和魚，遞給門徒們（參閱9一 14)。
主預備了食物，這不能不讓人想起增餅的事（參閱若六 

9)。這既是食物，同時也是感恩祭的標記。伯鐸拉網上岸的 

行動，象徵在伯鐸領導下的宗徒使命。
耶穌在三次考問了伯鐸的愛情之後，把羊羣委託給伯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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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放；耶稣自己仍然是和羊羣同在的善牧。天主教的傳統認 

為這是教宗在教會中特別牧職的一個重要指示。

六、在加里肋亞顯現（瑪二八16- 

20) (307)

應求的恩寵
祈求成為與甚督親密結合的人。

默觀事跡

1.去加里肋亞的山上（二八丨6)
門徒就「往加里肋亞，到耶穌給他們所指定的山上去 

了」（16)。

我們曾經看到魔鬼帶耶穌到另—座高山上，以世上的榮 

華誘惑他（瑪四8)。這裡，我們又看見他在另一座山上’ 
把門徒集合在一起。
1、基督顯現（二八17—18)

「他們一看見他（基督），就朝拜了他，雖然有人還心 

中疑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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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門徒仍然疑惑，這疑惑顯然不是對復活的懷疑，而 

更是對耶穌顯現的意義之疑惑。
耶穌便上前對他們說：「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都交給了 

我」（18)。
基督從父手中得到了對整個宇宙的權柄。道權柄並不是 

新的，但現在基督復活了，這楢柄整個顯示了出來。教濟的 

普世性使命和基督的永遠與我們同在|都由此而來。
3,普世性使命（二八17-20)

基督以這話派遛門徒向整個世界傳教：「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 

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19一203)。
吾主把他對普世的權柄傳給了教會。教會有黄任以傳教 

活動和聖事來使人們認識聖三的生命。
因為基督是普世的主，是普世的師傅，教會應當廣傳到 

大地的四極。
在這一擴展中，宗徒們不僅應講授人們所該相信的，還 

應教導人們所該遵守的一切。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意謂基督徒藉聖 

洗而開始度新的生活，與聖父、聖子、聖神建立個人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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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206)。 
這話是對一切基督徒說的。基督藉這話寊現了向聖祖和先知 

們的許諾：「我必住在你們中間」（肋二六12 ；則三七27)。 
由於賜下了聖神（若十四16)，基督永遠與我們同在。

七、耶穌升天（宗一 1 一 12) 〔312〕

導言
耶穌升天意謂著：第一，在塵世與基督為伴的時期已結 

束：第二，基督現在坐在聖父的右邊：第三，基督在他最後 

降臨之前，不再回到這個世界上來了。

應求的恩寵
「全能的天主，求祢使我們滿懷感激之情，陶醉在祢神 

聖的歡樂中；因為祢聖子基督的升天，货為我們將來升天的 

。」（羅馬彌撒經本，耶穌升天節集禱經）。先聲

默觀事跡
1.四十天之久的顯現（宗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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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用了許多憑據向宗徒們顯明自己還活著，四十天之 

久顯現給他們I講論天主國的事。以後，他吩咐他們不要離 

開耶路撒冷，但要等待父所恩許的聖神（參閱一 3—5)。
說顯現的期限是四十天，「四十」這個數字顯然是象徵 

性的。按猶太法學士的慣例，徒弟要用四十天的時間來學 

習、並複習師傅所教導的。這裡強調四十天，便是仿效這惯 

例，同時表明，宗徒們所接受的教導是真確的、合乎正規 

的，因為是復活耶穌的正式教導。
我們也不應忽略，聖經視此四十天的時間，有如耶稣準 

備他傳道任務的時間——四十天的工夫在沙漠裡（路四丨一 

2)。此外，四十天中耶穌教導宗徒們的主題，即天主的國， 
也是耶穌傳道的主題。

在路加所述史窗中，耶路撒冷佔有中心地位：路加藉此 

指明，以色列選民的時期與教會的時期兩者之間的連續性。 
耶路撒冷「聖城」是救恩史的地理中心。
2,耶穌升天（宗一 6—9)

宗徒們聚集在一起。基督最後一次教導他們，要他們為 

他作證人。然後，基督「被舉上升，有塊雲彩接了他去|離 

開他們的眼界」（一 9)。
基督在人們的觀望中離開，這是復活的耶穌塵世居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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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束。

3,天使傳報的訊息（宗一10—11 )
門陡們還向天注視的時候，「忽有兩個穿白衣的人站在 

他們的，向他們說：『加里肋亞人，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 

呢？迢位離開你們，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們看見他怎樣 

升了天，也要怎樣降來』」（10—11)。
世界末曰基皙重臨，將是他最後一次顯現。

八、默觀耶穌升天的另一方式
前導
1.史實

耶穌升天的事跡，我們都很熟悉。吾主命令宗徒和門徒 

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橄欖山上。於是，他們就聚集在那裡 

(參閱宗一 6)。
吾主對門徒們作了最後的教導（參閱宗― 7—8) ’ 然後’ 

被舉升天，一塊雲彩遮住了他（參閱宗一 9)。
當宗徒和門徒們，像小孩子觀望鳥兒飛上天去那樣注視 

著那塊雲彩的時候，天使來告訴他們，不要再看了（參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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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

2,地點
吾主和他的宗徒、門徒們聚集在一座小山上。
這事發生在耶路撒冷郊外的伯達尼（參閱路二四50)， 

那兒的小山很像臺潸彰化郊外的山。
3,應末的恩寵

祈求吾主賜我們喜樂，為他的光榮、喜樂而日夜歡欣踴 

躍，即使在痛苦中也仍然如此：正如聖保祿所說的：「如今 

我在為你們受苦，反覺高興」（哥一 243)，因為基督得到 

了光榮、勝利。
還求主讓我們馏得，「施予比領受更為有福」（宗二十

35)。

默觀
1.觀看各人

我們以某一位宗徒的僕役的身分，參加這次聚會。我們 

看到伯鐸、若望、雅格等宗徒，還有瑪谷、路加等門徒。我 

們也趁此機會多認識一下自己特別崇敬的聖人。此外，還有 

在場的聖婦們：聖母，瑪麗，德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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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聆聽他們的話語
我們參與宗徒、門徒或聖婦們的談話。聆聽德蓮敍述她 

在復活曰早上所看到的吾主顯現。她說明自己那時心情多麼 

沮喪，驻至沒能涊出吾主來，還以為他是園丁。
接矜冋想我們自己的往事。有多少次，我們因為害怕的 

緣故而犯了錯。主把一個他願赏賜給我們的小十字架給我 

們，我們竞忘了，他 

架中。
-我們遲魂的伴侶，就在這個小十字

接著我們聆聽聖母敍述耶稣對她的顯現，也跟她一同歡
樂。

3,觀看他們的行動
觀看吾主。即使我們試著認識在場的每一個人，但我們 

也不會不時時刻刻留意到耶穌。我們注意到他怎樣設法向每 

個人說一句親切的話。
看，耶穌在我們旁邊！多默剛好也在這兒。我們請求多 

默代我們提出請求。多默畢竟曾要求過難以贸現的事：把他 

的手指探入耶穌肋膀那結了疤的傷口：因此，多默可以幫我 

們向耶穌要求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向主說明我們自己的需 

要。吾主當然比我們更知道我們需要什麼，但他願意我們要 

求。求吧！懇求他賜給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顆魂平安、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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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
對禱

與即將升天的吾主談話，好讓他有一天也帶我們到天堂
去。

其實，我們已經在天堂上了。耶穌蕋督是奧體的頭，他 

已經在天堂，因此，我們這些基督徒——他奧體的肢腊，也 

已經在天堂了。我們從窗戶看出去，看到某人的頭在花園 

裡，就知道他的身體也必在那兒。我們的情況也一樣，奥？18 

的頭——基督——在天堂，每一個肢體也就都在。熱切祈求 

能深深地活出我們之為奧體肢體的狀態，一心忠於我們天上 

的頭。

九、默觀基督復活時的存想
導言

《神操〉邀請退省者，在默觀基督復活及顯現的期間， 
「記起並注意思想那足以激發高興喜樂的事，比如天堂的福 

樂」〔229,3〕。
下面論及：靈性喜樂、天堂榮福、超性真福、榮福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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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榮福之光和永生。在默觀基督的復活時，早晚可能要講 

述這幾點。
1.靈性喜樂

《祌操〉中所提到的娌性喜樂，基本上是信、望、愛三 

超始的結果。因為，這三者中，信德賦予我們的生命意義， 
天主之愛足生命的來源和終向。望德為我們指出，塵世生命 

是通向永生的。從主觀來說，望德表現在信賴天主上。從客 

觀來說，也就是從考應到人類歷史的終極目標來說，望德等 

候宇宙萬物得到光榮，一切總歸於基督（參閱弗一9一 10)。 
而愛德把一切真正喜樂的泉源放在與主的契合，以及一切人 

的合一之上。
新約明確指出三超德的結果：趣性喜樂。「門徒見了 

主，便喜歡起來」（若二十205)。「見了主」、對復活基 

督的信德，是門徒喜樂的泉源。而最初的基督徒團體的情況 

是：「挨戶擘餅（舉行聖祭），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 

食」（宗二466)。撒瑪黎雅「城裡的人皆大歡喜」（宗八 

8)。法文合一版聖經的註解說：「這是默西亞時代的喜樂’ 
因信仰而得救的喜樂。」關於斐理給厄提約丕雅女王的太監 

付洗的事，宗徒大事錄記載道：「當他們從水中上來的時 

候，主的神把斐理提去，太監就再看不見他了。他就喜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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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地往前行自己的路」（宗八39)。法文合一版聖經的註解 

說：「看不見斐理，但信德的喜樂依然存在。」保祿和巴爾 

納伯對丕息狄雅的外邦人講道，「外邦人聽了，都很喜歡， 
讚美主的聖道」（宗十三483)。這也是因信而得救的舊樂。 
當保祿和巴爾納伯被驅逐出境以後，仍然「充滿莒樂和聖 

神」（宗十三52)，就是說，充滿聖神所赏賜的蓀樂。還有， 
在離愛琴海不遠的斐理城，在保祿和息拉神奇地獲救，獄策 

全家都領洗之後，獄蔷「遂又領他們到自己家裡，擺了宴 

席：他和全家因信了天主，都滿心喜歡」（宗十六34)。
2,天堂榮福
思想天堂榮福，是一件「足以激發高興喜樂的事」

〔 229,3〕，新約的教導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以下僅弓I述若 

望和保祿的一些話。
「可是我們知道：當他（天主聖子）顯現時，我們必要 

相似他，因為我們要看見他寅在怎樣」（若壹三21？)。法文 

合一版聖經的註解說：「我們確信有一天會看到天主子在他 

的光榮中，這一確信向我們保證，我們將要相似他。」「至 

於我們，我們的家鄉原是在天上，我們等待主耶穌基督我們 

的救主從那裡降來，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於自己的大 

能，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相似他光榮的身體」（斐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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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當蕋督，我們的生命顯現時，那時，你們也要與他 

—同出現在光榮之中」（哥三4)。保祿還在格前十五35— 

53中不憚冗長地說明，天主的造化之功賦予死後的新生命合 

適的形脆（35—49)。復活後，人的身體已經為天主的神能 

所改螂，以致成為不可朽壞的（50—53)。
1超性具福

超性茛福是分享天主本身的真福——天主自永遠就認 

識、愛菸自己而享有的那至上幸福。在塔冷通比喻中，主人 

對那位善良忠信的僕人就是這樣說的：「進入你主人的福樂 

吧！」（瑪二五2丨），換句話說，分享我本身的真福吧！
4,榮福直觀

我們不是透過受造物之映照（不論這種映照多麼完 

美），蒙召享見天主。我們會直接看到天主，不經由任何受 

造物的仲介。我們蒙召享見天主自己，祂本身就是存有，是 

無限的真理、無涯的智慧，是一切知識無限光明的來源。
我們的理智將以一種遠比用眼目來認識的更完美、更令 

人滿足的認識方式，來看見天主。
人的理智可以知道有一個無限的存有，但它只能藉受造 

物而認識這一無限的存有。人的理智可以從天主的化工中探 

究天主的大能，但卻不能探究天主大能本身；除非天主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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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賜給理智新能力，使它能認識天主本身。於是天主賜 

給我們榮福直觀。
當代一位神秘家，耶穌會士狄菲內神父（】05印卜01^106, 

守1978)曾這樣說：「我們越認識天主，就越能看出他是我 

們的幸福，到榮福直觀時，這一認識發展到極致，我們也就 

不能再犯罪了。」請參閱弗利希（^. 所著《狄菲內
神父〉(乙^ ？6代 ^030^/1 01171116^ ？3犷18, 1985,卩.268 )。

5,榮福之光
受造的理智不管多麼崇高，仍然需要一釉超性的光，來 

使它升級、加強，才能看見天主本身。不然的話，它在天主 

前就像夜禽面對太陽一樣，看不見太陽。諸位真福經常蒙賜 

的這種理智上的光明，稱為榮福之光，光的強弱因各人的功 

勞、愛德而異。

6,永生
思念永生，肯定是一件能激發靈性喜樂之事。下面有關 

永生的存想，對東亞人大有神益。有時，領洗前所學習的要 

理，並未充分說明信經中「我信永恆的生命」一條。其結果 

是，這些信友們對來世的觀念，可能不很正確。
下面的存想，主要取材於聖道茂的一篇關於信經的道 

理。這篇道理載於（每日頌禱〉（三）第卅三週星期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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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摘錄其主要部分：
「常生，首先是人與天主契合，因為天主本身就是我們 

—切善工的贷報和終向。這一結合在於面對面地享見天主：
1'我們玛在是到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 

而地骰0了』」（格前十三丨2)。
「永生又在於完美的讚頌，就像天主的神國將建立在整 

個宇宙前那樣：『其中必有歡樂和愉快，歌頌和絃樂之聲』 

(依五一3)。永生在於人的渴望的完全滿足，因為享真福 

的人，那時所將擁有的超過他所追求和所渴望的。」
「因為，聖人在天鄉完全擁有天主，顯然，他們的榮耀 

超過了他們的企望。」
「在天鄉，任何使人賞心悅目的事無不綽綽有餘。因為 

至上的福樂就是擁有至善的天主：『祢將生命的道路指示給 

我，唯有在祢面前有圆滿的喜悅，永遠在祢右邊也是我的福 

樂』。參閱詠十六（十五）丨丨。」
「最後，永生在於聖人們的團聚，這種團聚最令人悅 

樂，因為每人與眾聖人同享所有的福樂，每人都愛人如己， 
所以每人因他人的福樂而快樂，如同自己享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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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曰
獲得愛情的默觀〔230—237〕



一、導言
最後一項操練是要終生奉行的，因為，其中的求恩 

〔233〕，與總省察的第一點相聯：「為所受的恩患，感謝我 

們的主天主」〔43,2〕。而這一省察，至少在神操期問，是 

每天要做兩次的。
這項「獲得愛情的默觀」的操練是練習記憶，以「深切 

明瞭天主赏我的諸般恩惠」〔233〕。它多少與保持健金的圖 

像有關，這一保持就在於對想像力的控制與訓練有所關注。 
根據心理學的經驗，人無法在想像中同時保持兩槌圖像。從 

這一剎那到下一剎那，不同的圖像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我們 

的想像中。在想像的視赀或聽赀的協助下，我們能在曰間保 

持健全的圖像。作大退省時運用五官的操練，便是這方面的 

一種教育。

二、操練
注意事項
第一項要注意的〔230,2〕，是：「愛情不在空言，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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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上表現」，在若望壹書第三章16節中有很好的說明： 
「我們所以認識了愛，因為那一位為我們捨棄了自己的生 

命，我們也應當為弟兄們捨棄生命。」我們不僅為耶穌捨棄 

生命，也要為弟兄們，這是愛的邏輯的一種具體表現。
第二項要注怠的〔231〕是：「愛是互相贈與：愛人者把 

自己所符或其中的一部分，贈送給所愛的人：反過來，被愛 

的人也這樣將所有或其中的一部分交給愛他的人。這樣無論 

是嗲問知識，或尊榮財富，兩人共同享受或互相授受」。
讓退省者記起，天主是永遠的愛人。天主的愛堅定不 

移，祂不能改墘對我們的愛。祂的智恝無限，祂的大能無堅 

不克，祂把這一切，及祂的無限完美，甚至祂的神聖生命， 
都與祂所愛的人共用，尤其和那些藉聖願與祂結合的人—— 

基愔的淨配一共用。

前導
第一前導請退省者設想自己在吾主天主面前〔232〕。拉 

丁文本談到人怎樣在天主前，人怎樣經驗到除了在天主對他 

的愛內，自己本來毫無贲質。沒有人能自己存在，人和其他 

受造物一樣，從天主我們救主的愛中獲得存在。聖保祿在致 

哥羅森人書第一章176節中說得好：「萬有都賴他（基督） 

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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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退省者還在那些為他代禱的「眾天使、聖人面 

前」〔232〕，這是多大的安慰及激勵！
第二前導是求恩〔233〕。退省者祈求能深切明瞭天主所 

賞的諸般恩惠，使他能以感恩之心，事奉天主、服務近人。 

這一深切認識是信德的認識，是超性的認識，因此是光明之
恩。

這一深切認識，在各方面都相似上幾週所祈求的認識 

〔參閱48； 104〕，這是聖神在我們內心的活動。「我們所領 

受的，不是這世界的精神，而是出於天主的聖神，為使我們 

能明瞭天主所賜與我們的一切」（格前二12)。
因此，退省者所求的是光明之恩，此恩使人藉記憶而認 

識平生所受的既多且大的恩惠。內心憶念天主的恩惠，使人 

產生感謝之情。這一感謝也是恩寵，因為我們在超性的事上 

如此软弱，以致需要特別的恩寵，才能感謝天主的恩惠。所 

以，為激發感謝之情，退省者祈求能得到對天主恩賜的超性 

認識。對天主的這種感謝使靈魂開放，因而能夠在一切事上 

愛慕天主，並服務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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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主的愛是慷慨的〔234〕

回想所受的恩惠
1.造生的恩惠

造地球之恩。從宇宙飛行員的攝影機看地球：高山、深 

谷、島嶼，海濟
發現一個港潸，一個小海湾，看這小海潸怎樣深入陸 

地，多麽令人高興！
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聽到各種不同的語言，多麼令人驚

0

奇！
在冬天陰雨（下雪）日子之後，重見溫暖的陽光，感念 

天主創造太陽及其熱力之恩。
在柔和的月光下，正宜於默想創造月亮及月光之恩惠。 

月亮的光完全受自太陽，正如我們的一切都受之於義德之 

一復活的基督。
感念創造星辰、銀河之恩。離地球最近的星星’它的光 

要經過四年半才能到達我們這裡。
誦讀聖詠一0四（一0三），這是一篇讚美天主美妙化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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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詩歌。與三位青年一起詠唱宇宙的讚歌（達三52—90)。

2,救贖的恩惠
這些恩惠都是救恩史上的事件。救恩史始於天主選民的 

歷史，是天主救臍萬民的神聖訐21的歷史。智恝篇後編，即 

第十至第十九章，敝有救讀史的梗概，敍述神聖的智恝，怎 

樣從「世界原祖」（亞當）受造以來就領導選民：其中特別 

注重選民出埃及一事；第十三及十四章是一段很長有關拜偶 

像的題外話。這已是在論述世界史了。
想想看，為基督的降臨，需要多長時間的準備。在非洲 

和亞洲發現的化石顯示，地球上有人類已達三、四百离年之
久。

地球圆周為四萬多公里（40,076.61公里）。設想一下， 
如果在這圆周上每隔一公里的地面上，安置世界上每一百年 

的人口（40,000公里400年二4,000,000年）：那麼，兩千 

年前降世的基督，離我只有二十公里。多麼接近！
想想教會的救世使命，教會由基督創建，經由宗徒一直 

傳到我們。而這一切也是為了我個人。
念及我屜於諸聖的教會，是天主子民的一分子，我每曰 

與全體天主子民分享感恩祭，並在聖德和成全上彼此交流。 

朗讀聖詠一三六（一三五），猶太傳統稱這篇聖詠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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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哈肋耳」，即大讚歌。或者詠唱關於基督耶穌卓越品位 

的頌歌（哥一15—20)。
在羅馬禮成的感恩祭禮中，感恩經第一、第三、第四式 

結束時說：「靠我們的主基督，因為祢藉著他賜給世界一切 

美吞。」誚玩味這話！
3,個人所受的特殊恩惠
按造生而言

出生前九個月，來自父母的兩個細胞奇妙地相遇，我便 

受造了。天主就這樣和我分享存在，因愛而創造了我那永生 

不死的、注定享受榮福直觀的靈魂。
思考我這一奇妙的受造物，怎樣因天主的支援而存在、 

而延續下來：「因為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祂內」 

(宗十七283)。
想想我個人所領受的性格，這都是為了彰顯神聖品德的 

某一點，神聖富藏的某一方面。
回想我這一生的健康情況，包括疾病、痊癒、復發等。 

按救嫌而言
某年某月某日領洗，這應是我個人慶曰中特別的大節 

曰。我同時也感激父母，我把他們託付在上主手中’因為他 

們給了我在真正的基督教會中領洗的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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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的父、母親、本堂的神父和教師們，我接受了超 

性生活的培育。
領受堅振聖事，又是一個特別的大節曰，因為這件聖事 

是我在人羣中為基督作證的開始；我接受神印，參與菡督的 

司祭職，成為使徒。如果是神父、修士、修女的話I就請重 

溫自己的聖召史，即被所愛者追求的神聖歷史。
我最初的使徒工作，不管多麼微不足道。
我接受病人傅油。
我每週的告解I體驗耶穌聖心的仁慈。
我每日參與感恩祭I更新並加深我與那位自獻於聖父的 

基督耶穌的契合。
我每月的小退省，每半年的數日退省，每年的退省。

用誠懇的心仔細衡量天主為我所做的一切
1.要欣赏天主的恩惠，要讚歎這些恩惠的品質及上主的 

慷慨大方；並因此而心中喜樂滿足。我們應當習慣於返心自 

省，並存想上主在我們生活中的那許許多多聖愛的標誌。
2-「仔細衡量祂從祂所有的事物中給了我多麼多」。天 

主與我分享祂自己的神聖生命，並使我每日有分於祂聖子的 

體血，使那在我內的神聖生命日益增長。
3,「仔細衡量上主甚至願儘可能地|按照祂聖意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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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將祂自己也赏賜給我」。上主居住在我內，使我成為天 

主的聖殿。

我今返心自問
「從我道方面，按理智和正義的要求，應該獻給天主什 

麼，自然是將我所有的一切，連同我自己一同獻上了。」 

總之，我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完全奉獻。

主，請祢收納我的全部自由
確切地說，這段禱文是感恩祭，是祝福（“!"仏心），是 

對天主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奇事表示感激。
事进上，感恩祭非常像猶太人的"心3卜，即熱烈感謝天 

主所行的奇事。兩者都是以同樣的熱誠，接受天主的計蜜。

四、天主的愛是慷慨的〔234〕（按聖 

經默觀）
回想我所受的恩惠
創世的恩惠，見詠一0四（一0三），以及「三青年讚 

美上主歌」（達三5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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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救贈的恩惠，請採用詠一三六（一三五）：弗二19 

―22 ；哥一15—20。

用誠懇的心仔細衡董
「天主為我所作的一切」。默想弗二1 一 10。
「他從他所有的事物中所給我的」。採用弗一15—23。 
「上主甚至願盡可能地，按照祂聖意的安排，將祂自己 

也賞賜給我」。採用弗三20—21。
最後，以編年紀上二九10 —19的猶太大感恩祈禱，來結 

束此默觀。

五、天主的愛是親密的〔235〕（默觀 

第一式）

天主居住在元素內，使它們存在
德日進（丁6丨丨匕3“(16 01^1丨0，分丨955)說，當他四歲時， 

在田裡找到一個犁鏵，大聲歡呼說：「物質！」天主深邃的 

光照使他了悟到，即使在物質事物上天主也是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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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居住在植物中，使它們生長
含羞草的恁子，一經觸勋就會閉合，是植物生命的很好

例證。
考古攣家在伊朗找到一些麥粒，估計有五千年的歷史。 

把麥粒放在潮濕棉布上，它們居然發芽了，這表明這些麥粒 

的生命，幾千年來一直保存完好。
天主居住在動物中，使牠們感覺

當我們首次遇到某一家庭的狗時，牠會對我們吠，因為 

我們是陌生人。過些時候，狗嗅過我們的腳後，就不再吠 

了。感资使牠認識了我們。
天主居住在人身內，賦給他們理智

我跟我的同伴曾經每天都遇到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 

有一天，我的同伴戴了一副新眼鏡，孩子看著他，一反常態 

地一語不發。我們問他：「你看什麼？」孩子仍不說話。我 

們發現他看著我同伴的新眼鏡。同伴對他說：「我戴了新眼 

鏡，好看清楚一點。」孩子答說：「也好看一點。」這件事 

很恰當地顯示並表達出人的理性和同理心。
試著去欣賞人類各種不同的才智，它們都是天主無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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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表現。
天主使我存在、生活、感覺和理解

天主所創造的人，是一切受造物的總括。
聖保祿教導雅典人說：「因為我們生活、行動、存在， 

都在祂內」（宗十七283)。在這之前保祿就對他們說：「是 

祂將生命、呼吸和一切賞給了眾人」（宗十七25卜）。
甚至使我作祂的宮殿，因為我是按照至尊天主的肖像和模 樣受造的

聖保祿給格林多人寫道：「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 

體是聖神的宮殿，這聖神是你們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們 

內，而你們已不是圃於自己的了嗎？」（格前六19)。我們 

既是天主的宮殿，就應珍惜保存這一作為宮殿的身體。
「按照至尊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的」一語，可上溯至 

創一 263：「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 

創五33也有這一說法：「亞當一百三十歲時， 
生了一個兒子，也像自己的模樣和肖像」，這說法表明兒子 

相似父親。這已經說明該如何返心自省，考丨患我應當怎樣回 

答天主；我對天主應有怎樣的孝愛態度。

樣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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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他覺得更好的方式反省
這一思考方式可能更好，因為更切合默觀的主題，即天 

主居住在一切受造物內。
這一思兮若要符合天主的神聖臨在這一新的恩惠，必須 

有三個條件。首先，這一思考激發我時時置身在天主的注視 

下，不斷想起天主的臨在，正如詠十六（十五）8所說的： 
「我常將上主行於我的眼前，我決不動搖，因祂在我右 

邊。」其次，這一思考激發我以活潑的信德、聖善的熱忱， 
及慷慨的努力，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參閱《耶穌會會憲〉 

第288號）。最後，這一思考激發我像梅瑟般，將不可見的 

天主視為可見的，「好像看見了那看不見的一位」（希十一 

276)。
這一思考還應激發我在天主前行走，小心謹慎地保守自 

己，「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無非就是履行正義，愛好慈 

善，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米六86)。總之，盡可能完美 

地管制我的思言行為，並且切記我的思言行為便是為時時臨 

在的天主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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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主的愛是親密的〔235〕（默觀 

第二式）
「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受造物中」〔235〕。

天主在此世的臨在，是噴湧不絕的生命和愛情。耶穌會 

士許然（“抓-丨沉印卜如如，1)*1665)常這樣說：「天主的愛 

是猛烈的。」
天主因著自己的愛情，而以整個的自我對人說話，正如 

天主父向耶穌說了話一樣。
天主生活在我們內；祂認識我們，正如詠一三九（一三 

八）1所說：「上主，祢鑒察了我，也認清了我。」
按照葡萄樹和枝條的比喻：「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 

你們內」（若十五4)，在枝條與葡萄樹之間，交流的是同 

—汁液：同樣，在基督與我們之間，交流的是同一神聖生
命0

聖道茂這樣解釋天主的臨在：「天主以三種自然的方 

式，存在受造物內：以祂的大能，就是說，一切受造物都受 

祂統治；以祂的臨在，因為祂洞察一切，連靈魂最隱秘的思 

想也都知曉：以祂的本質，既然祂的行動普及各處，在各處 

祂都是圓滿的存在，也是受造物真货性的第一原因，祂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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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它們通傳的，不僅是行動和生活，更是祂的存在本身（宗 

十七28)」（（神學集成〉，丨，8,3，)。

七、天主的愛是親密的（235〕（默觀 

第三式）
天主居住在元素內，使它們存在

聖道茂說得好：「存在比不存在強。」獲得存在，總比 

沒獲得存在好。這條理由，是聖道茂在思索怪物的存在時想 

到的：人們無法證明這種怪物是人還是生物體。對牠們來 

說，存在之恩來自天主的臨在。無論是不是人，牠們得以存 

在，就是天主的賞賜，是天主的恩惠。
天主居住在植物中，使它們生長

想想乾硬的毅粒，乾得好像死了。然而一旦播下去，會 

變成小苗，再移栽在稻田裡，會結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 

的果實。天主臨在它們內。
天主居住在動物中，使牠們感覺

信鴿辨認方向的本能總使我們驚奇。把信鴿帶到幾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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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外的地方，一放開，牠們就會朝鴿酿的方向飛去，幾小時 

後就飛回來了。鴿子對鴿籠的認知是感性的，跟理智的認知 

不同，但也是一種認知。
天主賞給鴿子本能。天主臨於鴿子的本能之中。

天主居住在人身內，賦給他們理智
—個三歲的孩子有個叔叔住在外國。孩子多次卷過叔叔 

的相片之後，一見面就會認出他來，喚他的名字。
應當感謝天主赏賜我們本性和超性的智力，後者即信漶 

的恩賜。學識不是智力。很多有學識的人不一定明智，特別 

是在有關天主的事上。
仔細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我內，使我存在

為存在而感謝天主。
按聖方濟沙雷的說法，基督 

徒最基本的態度是熱愛生活。
想到人可以誤用自由，使自己不復存在，真是可悲。有 

人埋怨父母把他們生到世上，我們也許認識這樣的人。聽到 

這類詛咒，真令人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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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我內，使我生活
天主赏我每天吃三頓好飯，甚至還多一點。
天主贷找睡在乾淨的床鋪上。這跟不得不睡在污穢的床 

褥上，多麼不同！
天主贫找穿”乾淨舒適。

仔細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我內，使我感覺
我的五官多麼奇妙！
早上打開窗臃，看到光，享受光。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丨940年至1945年間），波蘭華沙 

遭受空铒，有人被關在殘破建築物的地下室裡。他們有足夠 

的食物，在殘磚斷瓦中也能透氣，就這樣活了好幾個月，直 

到被人救出為止。然而，因為一直沒有光，所以大家都瞎
了。

傾聽一曰將盡時的細微聲音，遠處的人聲漸漸歸於沈 

寂：路上最後的一輛車開過去了，最後一扇門關上了；清風 

吹過松樹針葉的波潘聲：溪澗流水的聲音。
嗅一下黎明空氣的清新，一日風雨過後空氣中的氣息； 

一束白百合的馨香。
品嚐甜美的桔子：津津有味地吃多汁的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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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摸玫瑰花瓣的柔軟：仙人孽刺的粗硬。
仔細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我內，使我理解

回想童年最初的記憶：第一套横木、一隻可愛的小狗。 
記憶是奇妙的恩賜，為此而感謝天主。記憶使我能把事 

物和事件聯繫起來，並獲得經驗，欣赏人和事物。
仔細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我內，使我作祂的宮殿，因為我 是按照至尊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的

除了按照至尊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參閱创一 26)之 

外，天主還以一種超性的臨在居住在我內，因為我是聖三的 

宮殿（參閱格前六19—20)。
我們可將「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視為分享天 

主對天地萬物的大能和權柄。這一能力使我完全成為受造物 

與造物主之間的橋樑。
我是天主的宮殿，我因那在我身上的聖化恩寵而有分於 

天主的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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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主的愛是積極行動的〔236〕
導言
依納的任「浼得愛情的默觀」第三端中指出，天主怎樣 

在我身上並往呰世工作。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認出天主的這一 

行勋，並返心自省，好成為天主的合作者。參閱拉方斯（:』丄 

3*^31100,分 1992 )，《饱心祈禱〉（卩61~56以邮13 (^3115 13 /?77'細，？303, 

1984，口，104，)。

想天主怎樣在世上的一切受造物中為我操勞工作
或更好說，天主好像一個人在操勞工作般。
-「在宇宙內」：在氣候、風、太陽、月亮之中。
^在「元素」內：在我辦公桌的木頭、椅子和床的鐵 

內：在錶殻、苦像的鋼鐵裡：在原子筆的塑膠內。
^在「植物」內：在令人讚賞的花朵、各種樹木裡。 

，在「果實」內：在香蕉、芒果、蘋果、西瓜裡。
，在「禽獸」內：在山羊、水牛、小鹿，以及長途飛行 

的鳥兒之中。

第三一日181



想天主怎樣在宇宙內、在元素、植物、果實及禽獸內，使 它們存在
天主向梅瑟啟示自己，說：「我是自有者」（出三 

14)。自有的天主與宇宙、元素、植物、禽獸等分享其存
在。

想天主怎樣保存
天主以自己的臨在保存一切：宇宙、元素、植物、果 

實、禽獸。

想天主怎樣使它們生長
使植物、禽獸、長途飛行的鳥類生長。

想天主怎樣使它們感覺
使植物、動物、長途飛行的鳥類有感覺。
藉著閱讀約伯傳三八1至四十2，有關天主主宰大地、 

海洋、風暴、秋天，以及動物等章節，來回應天主那充滿愛 

心的行動。返心自思，我願怎樣成為天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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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主的愛是積極行動的〔236〕 (按聖經默觀）
想天主怎樣為我操勞

天主竞這悌愛我，甚至進入我生活的嵆鬥中。
如同陶工與泥土（參閱依六四7)，如同待產的婦女（參 

閱依四二丨40，又如同大風把生命吹入枯骨（參閱則三七1 
―4)，同樣，天主也為了與人分享祂的生命與愛，而操勞工
作。

天主操勞，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為了帶來復活的生命。 

我再一次自問，該如何回應這一愛情。
想天主怎樣為我工作

耶稣說：「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若
五 17)。

(神操〉，原文為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工作」一詞， 
含有艱辛的意味。耶穌會士費薩爾神父常說：「天主狂熱地 

想使我幸福。」狂熱，意謂著愛及痛苦。愛，是喜樂的，但 

也免不了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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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經歷了愛的痛苦，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
作為對天主的回應，可以誦讚聖詠一四五（一四四）這 

首讚美歌。第1至4節是弓丨子。第5至9節，紀念天主的作 

為和慈善。第10至21節，普世頌揚天主君王 

拯救者。最後，第21節是結論：「願我的口舌稱述上主的光 

榮，願眾生讚美祂的聖名於無窮。」
這首聖詠有如一股洋溢著對天主的感恩之情的激流。而 

那強而有力、和藹又忠信的天主，接納聖詠作者進入祂的王 

國。這首熱誠的讚美歌，很容易用來作為感謝天主往昔各項 

恩惠的祈禱。往昔天主曾顯示祂的偉大、和臈，及忠信。

供應者和

十、天主的愛是天主的賞賜，也是天 主自己〔237〕
導言

這「獲得愛情的默觀」第四端，促使我們存想，一切善 

良、正義、明智的事物都來自天主。
第四端所用的象徵：陽光、源泉等，展現出天主的恩惠 

如何擴散，既不可抗拒，又日益深邃。
按聖依納爵的看法，「一切美善及一切恩惠都來自天

184麴徑通由



主」〔237，丨〕，似乎與聖本篤（8600%守547)、聖文德 

( 8003^601111-0, ^ 1 274 )的看法很接近。
關於聖本篤，大聖國瑞在其〈對話集〉（0/3/0招纪5 2： 

35)中談到他的神見：「天地萬物聚集在唯一的一道光 

中。」
來:文始芘其所著《論遞魂奔赴天主的旅程〉⑽— 

^ 1，31116 乂⑽1)1011 V丨，2 )中，載有一項神學看法，後來他在 

別的51作中對此作了大坻發揮。這一看法的基礎是動態的聖 

三神擊：聖父是圆滿神性之源，祂藉著自己完美的肖像和聖 

言，將自己表達出來。聖文德認為，天主聖父本身這種永遠 

源源不絕的擴敗，圆滿地酋現了善本身就要擴散的原則。
操練

「觀#—切美善及一切恩惠都來自天主」。
1.「猙如我有限的能力，來自天主至高無上的能力」

〔 237〕。那位以大能統治一切，以溫良支配一切的全能者， 
德能無限。聖保祿說得好：「祂能照祂在我們身上所發揮的 

德能，成就一切，遠超我們所求所想的」（弗三20)。保祿 

還說：「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四 

13)。我們可以仿效他的口吻這樣說：「我賴作為我力量泉 

源的那位，能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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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義也是這樣」。天主的正義是無限完美的，因為 

受到無限完美的慈悲的節制。
3.1'良善也這樣」。我們甚至無法想像，無限的良善是 

什麼意思。不過我們知道，這一善良、這一肯定，都是苡讶 

的。天主不僅是完全良善而已，祂不僅本身以超乎一切的方 

式，包括所有的善，祂還是一切美善事物所代表的善。天主 

使一切美善事物成為善，祂是實質，其他的善良事物只是陰 

影。它們反映出天主，若沒有天主，它們的良善也不復存 

在。天主是完全美善的，祂是善的本質，「善的只有一個」 

(瑪十九176)。
4-「智憩也這樣」。我的智慧來自洞悉一切的無限智慧， 

參閱詠一三九（一三八）：在上智之前沒有隱蔽的事物，上 

智指引一切事物達到完美的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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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 錄

一、施捨財物的規則〔337—344〕
我很少應用這些規則，因為不清楚來做退省者的財務狀 

況，不知他們能施捨些什麼。
有人提到使用錢的問題時，我就講述這些規則，不加任 

何評註。我並不認為這些規則對他們有多大啟發，不管怎 

樣，我很少聽到他們的反應。
棗灣的人們，日子多半過得相當富裕。「儘量節儉」 

〔344,1〕的邀請，必須假定退省者有很深的福音精神。
有些發了貧窮願的會士，手邊有親友致贈的大置金錢。 

這些手上有錢的人，對於按貧窮願的規定去請求必需的許 

可，覺得很困難。他們思忖，那些需要人援助的人確黄窮困 

(例如，大陸上的親戚）。對他們來說，愛德就是行動的足 

夠理由。這時，應當提醒這些人貧窮願的本質，即不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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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使用任何金錢財物。

二、關於心窄的規則〔 345—351〕
有人思通，是否還有所謂心窄的人，因為人們似乎不再 

談論心窄了。我認為，即使有心窄傾向的人似乎減少了，但 

這種人還是有的。
帶領大退省時，常常得講述一些以下的意見。
第一點意見，對於學習如何赀察並分辨心窄惝況很有用 

的，便是認出、指出心窄之處，及心窄的行為，即這些「認 

為應當懷疑，又認為不當疑I想」的行為〔347,2〕。
另一點意見，是赀察並分辨仇魔的唆使，「如果仇敵想 

使人粗心，便該盡力細心：反之，如果仇敵使人過分細心， 
便該選擇中丽之道，堅定不搖，使自己安靜」〔350,2—3〕。

最後一條規則，與「以避免虛榮為理由」的誘惑 

〔35丨，2〕有關，這一條規則常常引用的是聖納德對仇敵的回 

答：「我既沒有為你（仇敵）開始，也決不為你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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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聖教會思想一致的規則（352—
370〕

我饤時向迟衔者——尤其是神父們，提到這些規則，甚 

至沾他們瀏找一遍，常然也説明一下這些規則的歷史背景。 
同時，我也^他們閱，濟、默想耶穌會士德呂巴克（96114如
1-11^30, ^ 1 99 I )《關於教科的默想〉(^46(1 丨131丨0115 5111'丨’色呂丨！50,

”「丨5, 1953)—密的某些篇窣，特別是第一章〈教會是奧 

锁〉、第八灌〈我們有關教會的誘惑〉。
近年來，尤其是對年輕的耶穌#士，我也介紹耶稣會總 

會長柯文博1987年9月8曰在耶穌會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講 

詞。這篇講詞的中心部分，對這些規則在我們這個時代所應 

具有的精神，作了褙關的論述。講詞第8、9號的標題是〈在 

教會內並與教會思想一致的規則〉，第10、11號的標題是 

〈參與教會的生活〉。原文載於耶穌會總會所出版的期刊
中，例如：^0(2 /?0/773/73 30016(3115』6512, 丫01，XIX，「350，IV 

(&11001987) 15.1081 —丨084。英文及義大利文講詞載於《文 

獻〉（00007？76加3“077,0258, 5印11987)。

附錄189





神檁結束

有些人秭思，這三十天左右的深入神修經驗，如何總 

結？有沒軔一槌簡短的用語，是我們可以完全放心採用的？ 

迢汕间短用語逛有的。就是基督自己告訴我們的：「誰 

愛我，必遵守我的話」（若十四233)。除非愛基督，否則 

我們無法遵守他的話、他的誡命。如果我們愛他，我們便會 

容易而確切地遵守他的誡命，不去想別的，只是愛他。基督 

接下去說：「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 

所」（若十四236)。而且，「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的，他就結許多的果货」（若十五56)。
注意耶穌這一指示的順序：愛、遵守誡命，接納基督耶 

稣到我們的住所，從而結許多的果實。

神操結東191



退省書籍推介
甘易逢著活潑的靜觀

轺由這份退省资料，助人敞開心扉，在曰常生活的一靜一動之問I赀察 
天主的臨在I體味天主I進而與周遒的人分莩。

205101

張春申主汲，譯2輝蛩錄
本蛊按聖依納的神操的結惝，循禺爾谷福谷中耶穌的公開屮活過柷|以 跟随他、聆腔他、愛他的方式「會晤基俜」：而復活的从付姑矜他的詁語， 

行動，繼袱地與人會晤。

會唔基督205128

翁德昭编著，彭蹣竚;？一粒細沙——聖女」\德闋的心靈小路
本書是以聖女小德關寫給幾位姊妹的信兩爲索材而編寫的卜0退竹付 料。讀者可以在信函中猗出她對「心裉小路」的認,通與化愛，以及她路行這 條小路的與敢與堅毅。跟隨她的腳步行走的人，必能拇益良多。

205184

翁德昭編再，髟瑞5亨3205189 祈橇——聖女大德関的聖愛之路
本軎是一份退省材料，亦可作爲祈诏者平曰默想的籼助資料。迢份戢想 

材料的主題，是聖女大德閲?、丨於「祈诘」課程的教畀，較冷呶於祈沾的起步 和幾饨方法。聖女大德關禮祈縫是美漶的泉源|送一切心强疾痫的良藥|是 
天主賜與人频的浩瀚恩出。

翁德昭編著，髟瑞抒譯205192 在我父家——聖女大德闌的神婚合一
聖女大德間提醒我們：神秘合一的殊恩，並非上逹带域而與主合一的唯 

一途徑。她指出另一條極佳的道路，事过上，走逍條路的人史多。這是一修 銳修的窄路，要求的是撤底的自我捨棄，而在每件讲上全然順服並窈合天主
旨意。

翁德昭編著，彭瑞哼譯天主是愛205194

聖女大德間所表達的淨配之愛，並不是一柿只滿足於甜言蜜語和甜美感人裡圃受的愛：祺讶上，這是一拙完全不爲鸥世享樂所吸引的超性之愛 身此世|唯有流放異地之感。此愛唯有在進入天人合一的永福之境時，才能 
尋得其憩息之所|且終必尋得。
天主先愛了我們——若望福音與八日神操張春申主馮，許家琴編寫

張神父選擇「神學家」若望所著作的，以愛與信爲主題的「梢神性福 若望福音——爲題材，帶領人做八曰的神操退省。
205198

音」



205209 冥想——分享耶穌的生命
這本帶領人作避舴的軎，以若望福音第十至二十章爲默想題材，引人深 入耶穌椹伢生命的岛峰，分享耶穌翌莴的生命。

任國淋著

205234 曲徑通幽——神操退省在東亞之一
(曲徑通幽〉昆任阑啉神父二十餘年來指導三十天神操大退省的經驗之 分享。此第一冊，尚包括神操前十天的0程。

任國淋著，鄭開棻譯

205235 在我內生活——以聖保綠的方式跟隨基督 朱修德著，胡淑琴譯
3玷朱神父一系列八曰退宵笮記苒的第一冊。作者多年浸淫於聖保祿遵 (,(的彻而，依!！(！依納的祌怍的進捏，引磾退街者逐步展開戥富的心强之旅。

205238 人崆年留印——聖三模型的卺修生活
本"4過桦夂與估仰反省，祈枬中的領语和115驗，斛助我們領受天主在 

妨年所訂诏的”沛恩典|並加深秘笆徒聖三悦型的殒修生活。
張呑申主满，胡淑琴編寫

:

205241 偕同垦督一起生活
边足朱神父八曰退宵滾，记5的第二冊。作者將自己豐窗的生命體驗與璧 經中的人吁融台爲一，引領肩者透過神操祈佔的操練與耶穌越督相遇，並I 

與祂一问被派逍到世界上，爲人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宋修德著，胡淑琴窮

205243 任國琳著，鄰開棻譯曲徑通幽——砷操退省汪栗亞之二
本巧迠任國琳神父帶領三十天神操大退杏的經驗分享之第二冊。論述神 操第二階段一第十二曰至第辻二曰一的曰程及觔態。

205248 朱修德著，胡淑琴譯你們來看看吧！——採用若望福音奉行神操
這是朱神父一系列八曰退省笨記咨的第三冊。作者以自己深遼而豐富的 神柊經驗，引領退省者焐著默觀的態度與基督相遇，並讓基督逐步在我們自 

身存在的奧秘中向我們啓示父。此沓有助於退省者格祈給中的挝際操練，重 
振内在阑神的活力，並達致饉性生命的成長與更新。

205252 任菡淋著，鄭開棻譯曲徑通幽一神操退省在東亞之三
本害是任國琳神父帶領三十天神操大退省的經驗分享之第三冊，亦即最 後一冊。論述神操第三階段——第二三曰至第三一曰一的日程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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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琳神父（。以1出6犷1 01161*10, 5|)， 
一九二六年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畜。一九四五年入 

耶,穌會，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唸神學及1修神 

學，一九五三年首度來到遠東地區學習中文。一 

九五九年晉鐸。一九六二至六五年在美國纽約的
沒旦大學（卩。」丨犯01 0丨11\义1^丨汐）與法國巴黎的
11^11^5巳111^(？5研究宗教社會學。一九六五年起， 
為中國教會服務，直到如今。

他的使徒工作主要是帶領神父、佟士、修女 

及平信徒作神投。其服務地區多半是在台涔，但 

足跡也遍及菲律宵、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與 

加拿大各地。.

曲徑通幽一 雇，操退省在東亞之^

本書簡介
任國琳抻父將二十餘年來在東亞各國，特別在台灣，以中文帶領 

三十天神操大退省的口頭資料，收集整理，筆錄成書。此蒗三冊，亦 

即最後一冊，論述神操第三階段——第二三至第三一日——的日程及 

動態。在本害中，作者分享自己豐富、獨到的經驗，將抻操的動態表 

連無遺。為奉行神操及有心指導神操者，此皆為一本難得的指南。

0八丁㈠0110 0…丁祀
3103002155
想6 3,00205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