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内在的秩序 

「能将紧凑的生活，和秩序以及内心的平静结合，是人格成熟的标誌之一。要达到这种

平衡，需要真的努力。」 

 

圣奥斯定在他人生道路的尾声时，写下了这句话：pax omnium rerum tranquillitas ordinis 

（万物的平安是秩序带来的安宁）1。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多年来持续要满

足不同任务的需求的人的经验总结：对交托给了他的那一部分天主子民的灵性生命的照

顾；他大量的讲道；社会和文化发生改变的动荡时期所带来的挑战。所以，这句说话不

是他处身於安宁的退休生活时所写的心得，而是他处於喧嚣、繁忙，以及在各种无法预

测的需求的日常生活时所写的。这位圣人的核心生活是日常的攻克。随著时间的推移，

他「坚定走向目标」的努力，最终造就了他强大的人格。 

「能将紧凑的生活，和秩序以及内心的平静结合，是人格成熟的标誌之一。要达到这种

平衡，需要真的努力。」圣施礼华曾对一位提到他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的人说：「我在

想象看到你也穿著这件神父袍！我也有不同的任务。我们必须在紊乱之中建立秩序。」
2
 秩序，是我们生命中的和谐，是我们一点一点，从每日生活的战场上必须博得的战利

品。「先从最不令人愉快但最紧迫的工作开始做，当我们想放弃时用毅力仍坚持履行我

们的职责，不把我们今天该完成的工作留到明天：用这一切，来取悦祂，我们的父，天

主！」3
 

自我掌控 

这安详的鬥争，不只是关於我们的行为和充满每一天的任务，也关於我们的心灵。没有

内在的跳动，秩序只是时间的管理、「任务优化」、只求效率，而不是基督化的成熟的

真正锻炼。基督化的一致性，建立在持续的流动上，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它随著人的

自我掌控、随著个人的活动、内心的反思与慬慎的秩序而成长。 

我们意识到要获得这种内在的和谐所遇到的障碍。在我们体会到圆满的基督徒生活的强

大吸引力时，我们常感受到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倾向。圣保禄宗徒曾经强烈地表

示：「所以我发现这条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总有邪恶依附著我。因为照我的

内心，我是喜悦天主的法律；可是，我发觉在我的肢体内，另有一条法律，与我理智所

赞同的法律交战，并把我掳去，叫我隶属於那在我肢体内的罪恶的法律。」4
]我们知道

某一件事是好的，但却会被另一件事所吸引。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吸引我们的事和应该

做的事中争扎，有时最终会令自己陷在迷惘中。我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行事不一致也

无伤大雅——这正是摇摆不定的爱情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然而，我们的内心会响起上主对纳塔乃耳的讚美：「看，这确实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

内毫无诡诈。」5
 那些努力聆听天主的呼声的人，自然会激起他人的极大敬意。有著一

心一意的心灵的人是有魅力的，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相反，有著双重生活，寻

找补偿（即使是微小的），缺乏真诚，会损害灵魂的美丽。由於我们很容易被这些小缺

陷所克服，我们需要变得简樸，并且坚毅地改正自己。这样，我们会避免在生活的海洋

中漂泊的风险。 

演奏天主的旋律 



使我们的内心生活有秩序，不仅仅是以我们的智力「主宰」我们的想象力，和引导我们

的感受和情感的力量。我们必须留意这些我们生活中的同伴所蕴含的信息。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通过压制其中一种旋律来纠正这种不和谐：天主创造了的我们是「複调」的。

自我掌控，即是节制，不是头脑冷漠。天主想让我们有一颗「大而强壮，温柔，亲热，

精致」的心。6
  

我们可以像是用我们的心为天主演奏一样。但是若要演奏得好，我们还需适当地调校这

件乐器，使之发出正确的音符。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情感，为真正好的事物建立敏感度，

因为它符合人性所有的维度。我们的感受给我们整个生命赋予了色彩，并且让我们更深

入地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尽管如此，就像色彩不平衡的画不会吸引人，和走调的乐器

也会令人生厌，情感变幻莫测的心，也会破坏我们人格的和谐，损害我们和他人的关系，

有时甚是严重地。 

圣施礼华建议人用「七个螺栓」锁住自己的心。7
 正如他有一次解释道：「要用我建议

的七个螺栓锁住你的心：在七罪宗上，每一个都锁上一个。但是不要放弃拥有一颗心。」
8
 在过去的日子所累积的经验，包括在基督宗教还未涉足的地区，都揭示出如果对这些

情感和本能不加以控制，它们将会像洪水般冲击我们，在所到之处播种毁灭。这不是一

个要去堵截洪水的问题，而是去做工程师所做的，引导洪流湧入涡轮机内使它发电。一

旦这些可将树木连根拔起、将房屋冲毁的洪流被引导，人就可以平安地生活，并利用发

出的电力去照亮和暖化自己的家。 如果我们的精神不能以稳定的方式引导我们的本能

和情感衝动，我们就无法感到平安或冷静，内心生活也就无法存在。 

妥善管理时间 

懒惰是一种无形的病毒，能使松懈的人心灵麻痹。所以克服懒惰是我们掌握自己人生的

先决条件。懒惰最喜欢植根於没有明确目标、或用错方法追求目标的人身上。「请不要

将懒惰、粗心或拖延重要的事看成为平安的一种。」9
 只要我们能培养专心致志，不怕

劳苦和不拖延的好习惯，我们就能拥有一个灵敏、强壮和平安的心灵。 

我们也不能忽视与懒惰相对立的极端——混乱无序的实践主义。「我的孩子，不要被太

多事情束缚著......很多人都过著焦虑劳碌的生活；但他们越是焦虑劳碌就越难维持对信

仰的虔诚。」10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会懂得如何思考和替自己要做的事排序。只要我们

拥有成熟的心灵，我们就不会被自身无穷的慾望所困扰。我们应该及早计划和分配自己

的时间，有弹性地优先处理逼切的事，而不是事到临头才着急。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免重

要的事取替了逼切的事。我们当然无须事先计划所有事。但正如圣施礼华经常说：「因

为我们不能一时间把所有事情完成，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组织自己的时间表。」 

每天都会有一些我们能预先安排的重要时刻，例如：睡觉、起床、灵修活动、工作、吃

饭......。然後，在该做的事上，我们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即是以爱德去做。「时时

刻刻做好每件小事: 做好本分，专注工作。」11
 归根结底，这就是个人成圣的锻鍊。它

不会成为我们的枷锁，因为它引领我们达致一个伟大的目标：锺悦天主，并为他人带来

喜乐。同时，这份催逼著我们生活有序的爱，也让我们知道，在甚麽时候应该为了别人

的需要，或是为了彰显天主的临在，而将定好了的时间表搁在一旁。 

灵性培育 

灵性是人类内心世界最重要的部份，它把人的优点、品质、性格和行为整合成为一个个

体。任何人如果能够留在灵性的内心世界，梳理不同的感官，让心灵得到宁静的空间，



就能发展出更丰盛的人格，提高与他人联繫和沟通的能力。本笃十六世说：「沉默是组

成交流的一个部分，没有沉默的时刻，就不会有深刻有意义的话语。」12
  

为了避免活得肤浅，我们需要花时间思考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思考曾经读过的书籍或是

别人告诉我们的故事，和最重要的是思考上主的启示。反思可以拓宽和丰富我们的心灵，

帮助我们整合生活中各种工作、人际关係、休閒活动等各方面，继而融入上主为我们準

备的、基督化的生活计划之中。习惯思考，意味著我们会学习进入灵性当中，使我们克

服焦躁和混乱的思想。因此，我们若在上主面前黙想和思考，心灵将会敞开。 「谁不

会在晚上，一天刚刚结束的时候，独个儿的抚心自问，今天我过得怎样？有过什麽思考？

它在我的心灵有没有留下什麽痕迹？」13
  

如果我们摆脱紧张的生活，放下待办的事情和内心不同的欲望，并且放慢生活的节奏，

使我们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都感到安静，我们才会得到心灵的宁谧。然後，我们才能汲

取深度的知识和经验。我们会学到惊讶、思考、体会心灵的丰盛，和倾听上主的声音。

当我们与心灵丰盛的人交流时，我们会享受而且感到乐此不疲，因为在分享之中，我们

同时能贡献自己内心独有的感觉和思考。 

在静默之中，我们可以听到天主的声音。圣经告诉我们，当上主在曷勒布山显现给厄里

亚先知时，上主并没有出现在能够打碎巨石的狂风中、可怕的地震中、或是後来的火焰

中，而是在温柔的微风中。14
 安静是美丽的。它并不是虚空的。它是充实而真确的生活，

并且让人与天主建立亲密的对话。 「悦耳的无声：沉默的乐韵，有如恋人的歌曲，在

音符中引领我们朝向上主。」15
  

心灵的智慧 

「拥有洞察力的智者总是受人尊敬。」16
 从反思中洞察事物道理的能力，会使我们有动

机去建立更深入的生命导向。然後，就如阳光使菓子慢慢成熟，酝酿成心灵里智慧之泉，

帮助我们做正面的决定。 

面对困难时，我们并不总是需要立即作出反应。谨慎常常会使我们在作出判断或作出决

定之前，懂得寻求进一步的信息，因为事情很多时候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一个成熟

的人，懂得认真思考问题，以过往类似的经历反覆印證，并向适当的人寻求意见。最重

要的，更要向上主祈求指示，这对於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种自然甚至近乎是反射性的

行动。「在寻求上主的指示前，不要作出任何决定。」17
 这样，就更容易在每一情况下

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而非以肤浅的识见、以安逸的处境、以过去的坏习惯或是以来自

四周围环境的压力来左右我们的决定。儘管每个决策都涉及风险，我们还是会得到所需

的勇气，做出决定并且立即执行它，即使以後我们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亦能够果断的作

出修订。 

基督化的恒常不变性，是丰富的内修生活的成果，使我们醉心於理想并坚持下去。「主

啊，请赐予我恩典，令我放弃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事。除了祢的荣耀，我别无所求。因为

世上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实践祢的爱！」18
  

Jose Benito Cabaniña – Carlos Ayxel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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