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志誠

玄識論（gnosticism）-- 針對理智

白拉奇論（pelagianism）-- 針對意志

包含某種以人為中心的內在論，

但偽裝為天主教信仰的真理。

2

一種純粹主觀的信念；

他們的唯一興趣就是某一種特定的經驗，

或一套想法和一些資訊，

以為能讓人得到慰藉和啟發，

但最終卻被困在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裡。

玄識論認為他們提出的解說，

能使整個信仰和福音成為完全可予理解的。

3

不知不覺地自我膨脹，越趨盲目，

在本質上企圖駕馭奧祕(天主的和人的)。

以為由於懂得某些事，

或能夠以某種邏輯來解釋某些事，

就以為自己是聖人了，

勝過那些「無知的大多數」。

4



我們對教義的理解和表述

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沒有提出問題、疑慮和探討的空間。

我們學習，是為了生活：

神學與聖德是無法分割的雙軌。

5

他寫信給聖安多尼說：

「我很高興你向會士傳授神聖的神學，

但在從事這工作時，

切勿撲熄祈禱和虔敬的熱忱。」

6

以意志，而不是以理智來取代奧祕和恩寵。

儘管他們侃侃而談天主的恩寵，

但他們基本上是想傳達另一個想法：

憑藉人的意志，一切皆可能；

好像意志是純潔的、完美的、無所不能的，

而恩寵只是附加物。

7

只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命不凡，

或因他們遵守特定的規條、

或頑強地執著天主教某種過時的生活方式；

強調只要仗賴天主的恩寵，便可成就一切。

可能表現在：偏執法律，迷戀於社會和政
治的得益，炫耀禮儀、教義或教會的威望，
為管理具體事務的能力而自詡，為自我提
升和自我實現的項目而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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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靠自己的作為或努力成義，

而是仗賴上主的恩寵，是祂採取主動。

對天主來說，按嚴格的法理而論，人沒有
功績可言。

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不等是沒有限量的。

9

他不會信任自己的作為； 他會說：

「上主，在今世的生命結束時，

我會兩手空空的站在你面前，

因為我不求你細數我的作為。

我們所有的正義在你眼中都有所缺失。」

10

真福八端：

充滿詩意，但顯然有違常規，

與世俗的行事方式背道而馳。

只有當聖神以其德能充滿我們，

使我們擺脫自私、怠惰、驕傲等軟弱，

我們才能夠踐行真福八端。

11

邀請我們看清自己的心，

審視我們以什麼為生命的保障。

當我們認為自己很富有，就會變得自滿，

以至於沒有空間聆聽天主的聖言、

愛我們兄弟姊妹，

或享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

12



並非「神」貧，而是「貧窮」（參閱：路
六20）。

如此，耶穌也邀請我們度刻苦簡樸的生活。

祂召叫我們分享那些最貧乏的人的生活、
宗徒的生活，並最終肖似祂：

「祂本是富有的，為了你們卻成了貧困
的。」（格後八9）

13

溫良亦指內心的貧窮，

是唯獨信賴天主的人所表現的態度。

要承受土地：

將會看到天主的應許在生命中實現，

因為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寄望於上主，

因而必將承受土地，享有極深的平安。

14

世俗充斥驕傲和虛榮，每個人都認為自己
有權支配他人。

耶穌提出另一種看似不可能的行事方式：
溫良。這就是祂與門徒相處的方式，也是
祂進入耶路撒冷的方式。

「跟我學罷！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
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瑪十一29)。

15

世俗的人逃避家庭裡或周遭的疾病或痛苦，

不願哀慟，將痛苦掩蓋或隱藏，

以為如此可以埋藏現實，

但不論在何處，都不缺少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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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事物真貌、願意接受痛苦、在心裡哀
慟的人，才能深入生活，找到真正的福樂。

這樣的人會獲得安慰，但不是世俗的安慰，
而是耶穌的安慰。

如此，他藉著幫助痛苦的人，藉著了解他
們的憂苦，藉著緩解他們的痛苦，而找到
生命的意義。

17

所指的不是世界追求的正義，

因為這樣的正義往往帶有私利，

並以各種方式受到操控。

從現實可見，

人們是那麼容易陷入貪腐的泥沼，

奉行「有來有往」的方針，

致使一切都成為交易。

18

當每一個人作出正義的決定，並在行動上
為弱勢者伸張正義時，正義就開始在每一
個人的生命裡實現。

「正義」表示終身忠信地履行天主的旨意，
彰顯在對無助者的關懷上：

「尋求正義，責斥壓迫人的人，為孤兒伸
冤，為寡婦辯護。」(依一17)

19

憐憫表現在兩方面：

施予、援助和服事，以及寬恕和諒解。

《天主教教理》也提醒我們，這原則「在
任何情況下均適用」，

特別是當我們「有時遇到一些情況，使道
德的判斷不大肯定，並難以作出決定」的
時候。

20



天主非常慷慨地恩賜和寬恕我們。

當我們施予和寬恕別人，

就是儘量在生活中稍微反映這成全的天主。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
悲。」（路六36）。

21

指那些心靈單純、毫無污穢的人，因為懂
得愛的心不會讓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威脅、
削弱或危害這愛。

在聖經中，心代表我們的真正意向，我們
真正尋求和渴望的事物，超越所有表象：

「人看外貌，上主卻看人心」(撒上十六 )。

22

真心真意愛主愛人而不流於空談的心（參
閱：瑪廿二36-40），才是純潔的心，可以
看見天主。

當愛真正為王時，我們將「面對面地觀看」
（格前十三12）。

23

締造和平的人是和平的泉源，

他們在社會上建立和平及友誼；

不排擠任何人，

而接納那些有點古怪、麻煩或難相處的人，

以及那些需要人關注、有異於常人、

飽受生活打擊或心懷私意的人。

24



需要開放的思想和廣闊的心胸，

因為這不是「紙上製造共識或少數人得享
短暫和平的幌子」，

也不是或者「為少數人制定」的計畫，

但也不能試圖無視或隱藏衝突，

而是要面對迎面的衝突，解決衝突，

讓衝突成為新進程這鏈條中的一個環節。

25

在異化的社會中，各方面的盤算均會妨礙
真正的人性和社會發展，

使真福八端難以實行，甚至成為令人抗拒、
質疑和嘲弄的生活方式。

十字架──尤其指我們在活出愛的誡命和
正義之道時，所承受的疲憊和痛苦──使
我們成長和成聖。

26

可能流血的，一如許多當代殉道者面對的，

也可能是較不為人察覺的，如誹謗和謊言。

每日奉行福音之道，

即使可能因此面對困難，

也堅持下去，這就是聖德。

27

將福音的要求抽離與天主的個人關係，

抽離內心與天主的結合，抽離恩寵。

基督宗教因而淪為某種慈善組織，

失去其光芒四射的靈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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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投身社會事務是膚淺的世俗行為，

或將之看作唯物主義、共產主義或民粹主
義的表現。

或將之淡化，好像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業，

好像捍衛某個倫理議題或事業才是重要的。

29

與天主的關係是首要的，衡量的最終標準
是我們怎樣對待他人。

祈禱最為寶貴，因為它滋養我們，幫助我
們每天實踐愛德。

為辨明我們的祈禱方式是否正確，最好的
方法就是省察我們的生活是否照天主慈悲
的啟迪而在轉變。

30

方濟，

去維修我的聖堂吧！

這聖堂一如你所看到，

整個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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