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是世界的光 

 

以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说话去给在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信德的光」的新文章系列的第一

篇。 

—— 面团里的酵母 

—— 「你的综合在那里」 

—— 「从自己的水井中取水喝」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

明。」（玛 4:16）圣玛窦引用先知依撒以亚上述说话，以光来象征吾主耶稣在加里肋

亚 —— 这一个连接以色列和外邦人国度的地区──展开的使徒工作。正如长者西黙盎

双手抱着圣婴时所预言过的，耶稣是「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祢百姓以色列的荣

耀。」（路 2:32）耶稣自己也在日后说：「我是世界的光。」（若 8:12）借着信德的

光，借着本身就是光的基督，一切实在的事物都变得清晰透彻；生命有了真确的意

义。但是，「没有光，一切都变得模糊；我们因而无法辨别善恶，也不能分辨导往目

的地的道路，而在其它路上打转，不知何去何从。」1 

今天很多人都在寻找天主，有时是不自觉地这样做。他们在寻找的是快乐，那种只有

在天主内才可以找到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心是由祂所造、也是为了祂而造的。圣奥思

定在祈祷中向天主说：「祢在他们的心里面，祢在那些明认祢、投身入祢怀抱中、在

饱历了各种沧桑忧患后在祢怀中痛哭流泪的人的心里面……因为，再造他们，安慰他

们的是祢，上主，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血肉的人，而是祢，上主，他们的创造

者。」2  然而有些人仍旧希望在他方寻找到快乐，犹如基督信仰中的天主是他们渴求

快乐的一个竞争对手似的。其实他们是在找寻天主，可惜他们只发现「祂的影子，因

为他们不认识基督其人。他们从未瞻仰过祂的丰釆仪容，从未领教过祂的卓绝训

导。」3 

耶稣在治好那个胎生就是瞎子的人后问他说：「你信人子么？」「主，是谁，好使我

去信祂呢？」（若 9:35）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不论男女的人，纵使他们表面上看似

对信仰漠不关心甚或敌视，也会希望有人能够给他们指出哪里可以找到天主，哪里可

以找到能够使他们的眼睛看见、使他们的饥渴得到满足的「祂」。圣依勒内在谈到亚

巴郎时所说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些人身处的境况：「当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热望驱

策他去四方各地找寻天主，以至自己开始感到疲惫，即将放弃时，天主怜悯了他，这

唯一一个在静静地找寻祂的人。」4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努力去接触所有这些正在找

寻天主的人，谦逊和安静地满怀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认识那位他们正在找寻的「祂」

（参阅若 1:45 及宗 17:23）—— 纵使我们也经常察觉到自己仍然并不十分认识祂。上

主告诉所有基督徒：「你们是世界的光」；（玛 5:14）「你们给他们吃的吧！」（玛

14:16） 

面团里的酵母 



「福音回应人的最深需要……人受造是为接受福音要带给我们的福祉……这信息肯定

会回应人内心最深的渴求。」5 我们的信德与那些纯人性的、只能照亮人生某些层面的

知识有所不同。「信德之光是独一无二的，能光照生命的每个层面。」6 可是，那 

「在黑暗中照耀」（若 1:5）的光却受到世界的冷待，因为世界只认受那些可以看得

见、触摸得到、或人凭现今科技可得知、又获大众所认同的东西为真的。过去几百年

来习非为是的一种文化上的怠惰，使信德往往被视为「在没有光的时刻，任由盲目的

情感所驱使，在黑暗中所作的跳躣；信德也被视为主观的光，或许能够温暖心灵，带

来安慰，但我们不能对人说这光是客观和可共享的。」7 

然而我们也能够找到许多令人感到乐观的理由。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科学在近期也

开始看到了自身的局限。「今天，很多科学家认为，万事万物一定有一个本原。 我们

必须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就再度萌发出新的对宗教的理解，即宗教的实质不再是

神话或远古时代的现象，而是源自逻各斯（Logos）的内在关联。」8 一个过份简单的

看法就是：信天主只是一个人类炮制出来的、赖以掩盖人的无知的办法，但这个看法

也正渐渐地被克服了。一条途径被开拓出来了，它让人视信仰为一个窗口，使人从中

对世界、对历史、和对人类得到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又认识到其中所涉及的错综复杂

和奥秘隐密。9 

上述的新视野给神学和教理讲授，也给我们的个人使徒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宗教

也需要自我更新，以找到新的表达和理解形式。今天，人们己经不能理所当然地理

解，十字架上基督的血，是为赎人的罪而流……我们必须对这些说法进行新的解释，

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它们。」10[ 的确，神学家们的职务不但只是越加深入地钻研我们对

于信仰的各方面的理解，也要引领每个世代的人越加接近福音。神学和教理讲授都不

应企求使信仰如何能适应当代的短视看法，而是要让当代的人明白基督的教训。每一

个时代所关心的、所遇到的挑战、和说话的方式都要得到正视，不是说要视之为诸害

中的较轻者，而是要视它为天主期待我们能够转化成为芬芳美味的、滋养每一个人的

面包的面团。（参阅玛 14:16）「我们被邀请了去成为这里的面团的酵母。当然，他处

或许有更加好的『面粉』，但是上主邀请了我们成为此时此地的酵母，面对此时此地

的挑战。不只是去抵挡别人的攻奸，不是要出于畏惧，而是要手握锄具，帮助那些往

往是被撒播在莠子当中的种子能够长成麦子。」11 

要顾虑到今天的人的心态，并不代表要在福音里加入一些新原素。相反，它正是忠于

基督的真理的一个必然部分。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信仰，真实地活出它，和给他人教

授它。（参阅玛 16:15）所以，我们必须珍惜、也协助他人珍惜信仰的真谛：是一个可

以转化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的生命的、天主的鸿恩。「有些人彷佛生活在隧道里，

不认识信德的阳光所发射的光辉、安全和热力。」12 

我们为了使他人接触到信仰的光芒和温暖而付出的努力，充满着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

明白他们的困惑和疑难，绝不轻视它为只是头脑固执或思想混乱。这就是在每次该用

怎么样的说话来令他人慑服的最佳方法。圣施礼华说：「有些人对天主一无所知，毫

无认识，因为没有人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他们讲论天主。」13 有时候，对方不

明白，可能是因为给他解说的那个友人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他提出的问题。或许他不能

全面地掌握对方的疑虑和所关注的事，因而过份抽象地给他解说，不能吸引到他的注



意。同时，我们也应该记得：「要让每个人都能轻松理解或乐意接受教会的训导，我

们将力有不逮。信德常源于十字架，必有其隐晦之处，无论信仰的赞同多坚定，总不

会消灭其隐晦……因为信仰的赞同与爱就如姊妹，超越了清晰理由和论据的层次。」
14 

有时候，天主教教友被人批评为思想狭隘，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一些世人普遍都认受了

的预设立场。然而在面对这些批评时，我们不应表现出害怕或愤恨。我们必须洞察他

们反对我们背后所隐藏着的，个人的不安或受过的伤害，经常地留意一些可以更好地

解释我们的世界观的方法。渐渐地，他们会在我们身上看到「具有世界胸怀的观

点……对科学与当代思潮的动向，应有慎重明智的了解，以及对当前社会和生活方式

的变化动态，应抱积极和开明的态度。」15 

这是一篇试图说明天主教信仰如何令人满意地解答隐藏于二十一世纪的人心内的渴求

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正如梵二教训我们的，基督「替人类展示了人之为物和人的

崇高使命。」16 我们要处理许多人，包括受过良好培育的基督信友们所遇到的、关于

信仰的某些困难，以及给那些冷淡的、或是那些想知识多一点的人解释信仰。所以，

我们心想的读者羣会是广阔的，包括信友们、内心有疑惑的人、以及不信但却对信仰

持有或多或少开放态度的人。 

我们所选择的题目，是那些能够重启旧的、或开辟新的渠道，以助人掌握一些今天可

能是比较模糊不清的要点的题目。简而言之，我们要试图指出信仰如何能照亮现实，

以及信仰的光如何能使我们表里一致地生活。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包括：基督已经从死

亡中复活，或天主的三位一体本性等等与我的生命有何相干呢？相信世界是由天主创

造会如何影响我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呢？如果人死后的来生不是存活在某一个地方里，

我如何可以视它为好似我现正踏着的这块土地那么真实呢？ 

「你的综合在那里」 

单是坐在电视机前看一场网球比赛并不能改善一个人的球技。人从萤光幕里看别人打

球而学会了的，必须亲自在球场上实习才能学到。同样，若要更加深入地认识信仰，

人不能单靠牢记别人提供的资讯和解释。我们从阅读和学习中可以获得很大的禆益，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吸收所学到的真理，使它成为是属于自己的。「如果我们读神学时

不用刻板的或背诵式的方法，而是学习以它作为生活的一部份，便会大大帮助我们使

信仰的真理成为是属于自己的，并且任何思想都会是在信德中，以信德为出发点。要

处理在职业生涯中，在社会整体的进步中出现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唯一的

方法。」17 

爱德、手足之爱、视每一个人为兄弟姊妹，无疑是信德最清晰、最真确的见证。「如

果你们之间彼此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 13:35）当人知道自

己受到别人真实的、无条件的爱时，就会感觉到那位「先爱了我们」（若一 4:19）的

天主，会感觉到这种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它超脱了许多令人忽略或小觑他人

的东西 —— 过错、憎恶、胆怯、和无知。「人若要看见天主，必须用心来看；单凭理

性是不够的。」18 能直达人心的爱德，使天主在世界的临在成为有形可见的。如果没



有爱德，天主的临在便会很难得人窥见，也使人的福传努力的合理性大打折扣，使他

成为一个假先知（参阅玛 7:15）。 

然而今天的人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怀的期望并不止于爱德的见证。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他在谈到天主时如何自然地和真心地谈。当一个人惯性地反思信仰的内涵，努力

更加深人地掌握它，借着心内与主的对话来充实自己的祈祷生活，又借着这种祈祷生

活来充实自己时，给他人谈天主便不单是传递一些教理或神学的知识了，而是传递自

己与天主一同生活、为了天主而生活的个人经验。相反，正如圣奥思定所说的：「一

个人如果口里宣讲天主的圣言，却不努力在心内聆听它，他会是徒劳无功的。」19 聆

听天主的圣言的意思就是要让它塑造自己的思想、说话、和生活的方式，好能照亮自

己生命中所有的事件和情况，使它成为真正是属于自己的。 

教宗方济各套用并稍改基督的一句说话（参阅玛 6:21）写道：「你的综合在那里，你

的心也在那里。有人以综合照明，有人以风马不接的意念启迪，两者的不同就像心头

的灼热与枯燥。」20 我们不需要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才能鼓动人心，但是我们的说话

必须发自亲身的经验，措辞是自己的，以及出于自己的信德生活的。因此，给人提供

教理培育的内容不应只局限于自己所拥有的、但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痛痒的知识。它必

须直接关乎我们的本身、我们的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而且虽然每一个人接近信仰的

方式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身上彰显出同一个天主圣神。 

这就是我们在诸圣人身上所看到的。他们都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来给我们谈天主。同样

的情况也出现在生活在今世的、藉藉无名的诸圣人圣女。如果每个世代 —— 今个世代

或许更甚 —— 都有其充满杂乱无章、震耳欲聋的声音的巴贝耳塔（参阅创 11:9），那

么天主圣神说话所用的语言则继续在「新的圣神降临节」21 中，在任何有人愿意聆听

祂的地方扩展。因为「如果天主圣神没有从内里协助人的理智，人便会致力于工作但

却徒劳无功……如果天主圣神没有陪伴着聆听者的心，任何一个老师的话都会是毫无

用处的。」22 

「从自己的水井中取水喝」 

有人说过，文化就是人忘掉大部分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后所剩下的东西。圣施礼华喜

欢说：「我们的培育是永无止境的。」23 我们必须终生学习，仿效福音所记载的那个

努力在田间工作的农人（参阅玛 13:3-43），以求得到更大的收获。耕种是一份长期而

且辛苦的职务，但若持之以恒的话，它会给人带来满足感，让人亲眼看到植物长出新

芽，最后结实累累。 

我们若要对信德有成熟的和牢固的掌握，说话真诚开放和真心真意，除了在祈祷中与

天主作个人的交谈及随时随地都愿意与他人交谈之外，更需作自我反省。自我反省需

要我们犁耕、播种、和浇水。我们需要厘清思绪，慎重用词，纵使有时候我们在表达

自己时可能会拙于言辞。虽然借用别人的说话或意见可以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我

们想以心为心地给每一个人谈话，我们便不能只懂得拾人牙慧。 

单是搜集资讯和事实，犹如只是拼命地搜集数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和深化对天

主、对周围的世界的洞悉，殷切和透彻地了解它。努力深化自己对信仰的掌握是每一

个人的职责，无论他的身分为何：大学教授、劳工阶级、老师、或会计。这项必须的



职责不是有别于人深入认识信仰的内容所应付出的努力，反而是它的一部份和它的指

引。重点就是努力把所听到的成为属于自己的，在自己的行为举止上，以及在思想上

和言谈中反映出来。「如果我在今天的文化中，在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体风气中，在与

人对话，面对种种经济实情等景况中真诚地活出自己的信德，我就是一个属于现今世

代的人了。如果我严紧地细看自己的经历，又寻求适应这个今天的实况。这样，我们

就会渐渐地得到他人明白我们。圣伯纳多在他的书 De consideratione 里向他的门生教

宗恩仁说：『你要默观从自己的水井，就是说从自己的人性中取水喝。』如果你对自

己诚恳，开始明白信德对你自己来说为何物，现在就从你的人生经验，如圣伯纳多所

说的，从自己的水井中取水喝，那么你就可以给他人说应该说的话。而在这方面，我

想重要的就是要认真地留心这个世界，但也留心那位居于自己心内的天主：成为一个

属于现今世代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信仰基督的人，基督在自己内把那永恒的讯息转化

为现在的、适用于今天的讯息。」24 

这样做的人，每次与人交谈时都会学到一点东西；不会因为别人的反驳而受阻，反而

视它为让自己能更深入地明白自己的信仰的挑战。他会切愿了解他人的想法，和在他

们遇到的不安及担忧中陪伴他们。他会花很长的时间去聆听，并从每一个人的身上学

一点东西。他与别人的对话不会是一种为了坚持己见和抵挡别人的反驳而作的努力，

反而是和谐的「互谅互让」，好使每一个人的说话都能对真理得到更加清晰的了解作

出贡献。「对话比传达真理更为丰富。对话源于谈话的乐趣上，并使借着话语彼此传

情的人有更丰富的内涵。对那些藉对话而交流的人而言，这并非物品的增值，而是人

格的丰裕。」25 

真的，一个天主教教友必须维护信仰，但是这项努力不应在于收复什么失地，而是在

于如何在安详宁静地争取得到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自己内心所寻觅

的、所有人都想寻觅的快乐，而我们又想与他们一起寻觅它：「我心中时常在

想：……『上主，我在寻求祢的仪容。』」（咏 27:8）这个信念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

安详啊！我们乐意与每一个人对话，与我们的兄弟姊妹对话；他们也和我一样在寻觅

着「祂」；他们没有察觉到自己和我一同分享着的其实有这么多。我们会与他们一起

进步，知道假以时日，真理将会出现，而我们这些朋友们将会发现「一心向往真福的

所在」26，而我们也陪同他们，再次发现它。 

Carlos Ayx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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