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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擁抱基督聖心的司鐸們

摘自教宗方濟各《牧函》中的五個省思要點

2019 年 8 月 4日，正值紀念聖若翰•衛雅司鐸逝世 160週年，教宗方濟各向

神父們寫了一封牧函，為感謝他們慷慨的奉獻，除此以外，並鼓勵他們以

愛心擁抱自己的聖召。（參閱：2019年 8 月 4 日，教宗方濟各藉紀念聖若

翰．衛雅司鐸逝世 160 週年的牧函）

適逢每年一度敬禮耶穌聖心的聖職人員聖化日，在這篇重要文獻中，教宗

時常採用了「愛心」一詞，藉此可引申出一份省思與默想。

感謝

「感謝你們以喜樂奉獻你們的生命，並展露出一顆心，這顆多年
以來一直拒絕封閉和冷酷、而對天主和祂的子民的愛與日俱增的

心。這顆心，有如陳年老酒，未曾酸敗，反而年歲增加而變得更

加香醇。『因為祂的仁慈永遠長存。』」

一顆感謝的心。成為一位符合基督聖心的司鐸，意思是指穿上基督，直

到擁有與祂一致的感覺。耶穌聖心的德行衆多，常因感謝而敞開；祂感謝

天父在渺小的身上行了奇事，卻將之向驕傲的人隱瞞，使他們的智慧和明

達無法看見（參閲：瑪十一 25）。因此，感謝是基督徒特有的氣質，更是

牧者要有的做人態度；事實上聖保祿也這樣勸勉我們：「應當歡樂，不斷

祈禱，事事感謝」（得前五 16~18）。然而，展現「事事感謝」的終極目

標就是「感恩祭」。司鐸之所以宛如聖心，特別是在祝聖基督聖體的時刻，

基督聖體結合了基督愛的犠性和祂全體的子民。同時，教宗多次以天主子

民的名義，對全體司鐸們慷慨的服務和奉獻，表達了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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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

「藉著慈悲的梯階，我們可以下降到人性的最深處——包括其軟弱

和罪過——但也可以攀登到天主神聖的完美頂峰：『慈悲如同天

父。』於是我們「有能力溫暖人心，在黑暗中與他們同行，和他
們談話，甚至進入他們的黑夜，卻不迷路。」

一顆慈悲的心。當耶穌巡行鄉村與城鎮時，祂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到
魔鬼壓制的人們（參閲：宗十 38）。耶穌不怕承擔人性的軟弱，反而深入

到人性軟弱與罪惡的深處，藉此彰顯天父慈悲之心——祂扶起每一個跌倒

的兒女，並邀請他們獲得罪赦的喜樂。「慈悲」就是耶穌所啟示的天父的

名號。教宗在慈悲特殊禧年的閉幕彌撒講道中強調説：「真正慈悲之門就

是基督的聖心。」

相似基督的司鐸，首先是慈悲與和好的分施者。他把天主對他的眷顧和召

叫銘刻於心，深知並非是由於他個人的功德，而是因為他每天的生活與作

為，無一不重新被天主的慈悲所觸動，以致司鐸必須成為天主接納眾人的

愛的標記，因為天主要在人生任何的情況中接觸到所有的人，使眾人獲得

治癒而擺脫罪惡。我們需要延伸這份慈悲的司鐸，特別是藉著和好聖事去

接納、聆聽與陪伴弟兄姊妹們。

憐憫

「感謝你們每次感同身受地去接納跌倒的人，治療傷痛，溫暖人

心，並展現出撒瑪黎雅人慈善和憐憫的心（參閲：路十 25〜27）。
沒有什麼比這更為急需：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親身接近受苦的

弟兄姊妹。一位不躲避反而親近受傷的弟兄姊妹的司鐸，他的榜

樣是何其有力！這反映出牧者的心：他已經培養出一種靈修特
色，就是與他的群眾結為一體。」

一顆憐憫的心。福音經常向我們述說，當耶穌目睹困苦流離的群眾，就
對他們動了憐憫之心（參閲：瑪九 36）。事實上，祂懷有「憐憫的心腸」，

特別是遇到悲傷，以及因疾病、被人排斥和各種物質或精神上的貧乏所造

成的痛苦；一如滿懷憐憫的善心撒瑪黎雅人，祂停下腳步為自己受傷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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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包紮和治癒傷口，展現出活生生天父的慈愛。司鐸作為基督的使徒，必

須懷有同樣的憐憫之心——透過他的臨在、真實並完全地分擔人們的痛苦

與煎熬、與人建立關係，為重新點燃希望之光、包紮天主子民的傷口，尤

其是藉由施予聖事的恩寵。

醒悟

「當我們對現實、對教會和對自己感到失望之際，誘使我們受縛
於某種『甜膩的』憂傷，即東方教父們所稱的『無勁』。憂傷使

我們癱瘓而失去勇氣，不想再繼續工作和祈禱……。親愛的弟兄

們，當這種「甜膩的憂傷」構成風險，主導我們的生活或所屬的
團體時，我們不要恐懼也不應顧慮，而要以堅定的信心，一起懇

切祈求聖神，自「麻木中清醒過來，使我們自惰性中獲得自由。

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慣常的行事作為；讓我們打開我們的眼睛和
耳朵，更要打開我們的心，切莫對現狀感到沾沾自喜，而要時常

被復活的主生活而有效的聖言所觸動。」

一顆醒悟的心。耶穌多次提醒我們心中要保持醒悟的重要性，如同忠信

的僕人一樣，時刻準備好去迎接葡萄園莊主的來臨；就是說，要為天主聖

神的恩惠預留空間，即使在每天繁忙的公務和人生低潮的時刻，都要分辨

出天主的臨在，聆聽祂的聖言，要勤勞於各種愛德善工，這樣我們生命的

油燈才不至於熄滅，彷如那些有智慧的貞女，讓我們大家迎接要前來的新

郎。即使在靈修上有掙扎時也要持有一顆醒悟的心；耶穌自己也在沙漠中

戰勝魔鬼的誘惑，而在祂人生的最後時刻，不忘再三囑咐在革責瑪尼山園

裡沈睡的門徒説：「醒悟祈禱吧！免陷於誘惑」（瑪廿六 41）。像教宗方

濟各所說的「盼望的疲憊」也會在司鐸身上發生，很多時候是因個人的期

望與牧靈所見的成果有所落差而産生內心的苦悶，或許因為內心的乾枯而

拖延牧靈的任務，使祈禱淪為一種習慣，為了敷衍，甚至不再重視。此刻

他反而更需要讓自己「被天主聖言與天主子民的呼喚中喚醒」。

勇氣

「為了維持心中的勇敢，我們不能輕忽那構成我們的身分的兩個

聯結：首先是與耶穌在一起。每當我們轉身背離耶穌，或者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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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祂的關係時，我們的獻身度就會退縮，而慢慢地我們的明

燈也會缺油，無法照亮生命（參閱：瑪廿五 1~13）（……）就此，
我想鼓勵你們不要看輕靈修指導。找一位可以和你一起說話、一
起省思、一起討論和一起分辨的弟兄，以完全的信任和開放與他

分享你的靈修之路；（……）另一個足以建構我們身分的聯結，就

是我們和教友之間的關係，要培養並要擴展這關係。不要遠離教
友們、年長神父和你們所屬的團體，更不要把自己關閉在一些超

越同類和不開放的小圈子裡，因為最後你們的心靈會被窒息和受

感染而被害。一位有勇敢的聖職人員，總是不斷地走出自己的圈
子。」

一顆勇敢的心。在默觀耶穌聖心的時候，我們察覺到兩種基本的關係，
使耶穌活出自己的使命，就是：天父和祂的子民。聖經向我們指出，在耶

穌的日常生活中，與天主的關係，以及與弟兄姊妹們主動地保持精誠團結，

兩者如何藉著一種智慧的平衡不停地接替和交織著。一位聖職人員的愛德

行動從不與他的祈禱和靜默區隔，即使因職務繁忙到無時間進食，他的愛

德也不會使他失去堅定的意志——離開群眾，獨自一人，為與天父在親密

的關係中建立愛的對話。同樣地，符合基督聖心的司鐸應「居住」在祝聖

他的主，以及他被召叫服務的子民兩者中；一個司鐸若不喪失他在主內的

心中活力、個人及團體的祈禱生活，並在靈修上尋求的指導，他的牧靈愛

德一定能結出豐碩的果實。

以上摘取自教宗方濟各在去年八月聖職人員成聖日《牧函》中的五個省思

要點，旨在使司鐸們的心確實地「被祝聖」而歸於基督聖心，也就是說，

扎根於司鐸個人與基督的關係，因此也與祂懷有同樣的情感。

正如精神病與心理治療的研究早已揭示的一些有關自然道德問題，以及神

父的感情生活、生命力、個人與天主的靈修，這些都關係到他個人正向且

成熟的人性發展與完整的人際關係，使之更好地建構和維護司鐸的獨身生

活與聖職人員的靈修。

在到司鐸生活中，具有更高風險的危害，反而是一種被稱為「內在親密關

係的短缺」。每一種聖召生活，為能完全受保護和不受外在的干擾，都必
須培養出「親密的關係」，使之防護有可能的危害：為司鐸而言，這意指

他每天與天主之間的個人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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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性作前提，無論從心理和精神層面而言，一位司鐸良好的內修生活，

就是與天主親密的關係。而剛才所提及到內在親密關係的短缺，無非是

精神生活的乾涸，他與天主那份深厚、內在和有活力的友誼，將因此日漸

薄弱，而這份友誼就是他個人生活與牧靈工作的基礎。一個不再忠於祈禱

的司鐸，並又忽略他跟上主親密關係的重要條件，就讓危險的「短缺」累

積起來，因而造成空虛、挫敗感和不滿、獨身生活上的困難、對不同需求

和情感的渴望，甚至不惜冒險去尋求一些「表面」的友情和聯繫，以致他

人性和靈修的架構會逐漸崩裂。

司鐸為能與基督聖心心心相印，他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人性和精神的架構，

都必須建基於他與上主的深厚友誼所養成的內在生活，使他在經營他個人

的生活時和獨身生活上，以及在他的使徒工作上，都能彰顯出他心靈愉快

和結出豐碩的靈修果實。

聖座聖職部部長

斯泰拉樞機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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