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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心靜聽 

二、神學觀點 

每每提到「神學」，就會讓人有昏昏欲睡的感覺。我們是喜歡實際

的人，但實際行動都應有正確的理論作依據，若理論不正確，在實行

時，必定會走入歧途。 

現在我們要提一下 Lectio Divina 的神學觀點。雖然讀聖經不必應

用整套的神學，但有一些觀點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最近，我注意到在

基督教的信仰團體中有一種世界性的運動，我相信在東方古老的宗教

中也會有這種運動。就是所謂的「基要主義」運動－－Fundamentalism 

Movement，強調聖經的價值，要求信徒慷慨地按聖經改變我們的生活。

他們只重視聖經字面上的意義，而拒絕面對聖經文字內在更深的含

義，而且只重視聖經內某些特殊的章節，以此製造出他們的宇宙論。

例如回教的基要主義，特別在伊朗，它影響這些回教徒，使他們成為

「宗教狂」，過份熱衷於宗教，而忽略了人性（人道）。我們也在許多

基督信仰的團體中發現這種現象。他們很有錢，很熱心於傳教工作，

印製許多聖經及解釋聖經寓言的精美小冊，免費贈送。似乎把聖經與

教會分家。 

這極趨勢，好像世界各地都有，使得很多人變得很不安。由於科技

的發達及不斷地改變，這種不安使人想尋找某些堅強不變可依靠的事

物作保證，聖經因而神奇化了。記得有一次，在某座小修道院的團體

內，發現他們也受了這種趨勢的影響。在午餐時，大家唸完飯前禱坐

下，開動前有人建議聽一段天主聖言，按著很長的一段靜默，我想那

是給說先知性話的時間，我正想說句先知話－－飯菜快冷了。此時有

人拿出聖經開始念聖若望福音第八章，接下去第九章直到他認為找到

滿意的句子才停止，這時飯菜早都已經冷了。 

他們是在聖經內尋找具有魔力的話，若是真正在尋找，那麼聖經的

第一句話就該採用。事實上，他們所尋找的是自己認為有安慰的話。

因此他們認為聖經具有魔力，只有聖經是唯一重要的。這種情況很危

險，因為一方面太主觀，另一方面是由自己來控制。我們讀聖經最重

要是要由整體來看聖經，注意整體的內容。現在將它分為七項：  

1.救恩性（ Part of Salvation）：我們所強調的是：解釋聖經要根

據天主的「救恩」計劃。聖經是救恩計劃的一部份，不是全部。不論

我們閱讀那一部份的聖經，從創世之初到世界的終結，都要在救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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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光照下去讀。換言之，我們按照整個救恩的行動來講解聖經的真

理。我們越經驗到救恩，越能了解聖經。想了解聖經，先要保持心靈

的潔淨。 

當你知道越多的救恩奧跡，你越不容易犯錯。舉例來說，你要去機

場接人，他是你所認識的，只要看到影子就會認出來。如果有二十五

年沒見面，就不同了。你必須很注意並仔細辨認，以免錯過，而且事

先還要收集些資料來幫助你辨認。同樣，我們對天主的整個救恩計劃

越熟悉，聖經對我們說的話越能聽進去。另一點，聖經的章節，只是

整部聖經的一部份而已，所以我們不能完全懂，我們必須很謙遜地，

慢慢地研讀聖經。準備好受教的心，了解自己有限的能力，以忍耐、

尊敬的心去聽聖經對我們說的話是很重要，只有在虛心領教時才聽得

到，若以攻擊的方式，什麼也聽不到。 

很不幸，最近幾百年來，聖經成為神學的武器，凡神學上不能解決

的問題，由聖經來回答。聖經主要的目的，是告訴我們天主的啟示，

不多不少。就是把天主的真實面目顯示給我們，祂的美善、仁慈、願

意寬恕人的罪、克服困難的力量、忠實於祂所應許的，聖經內每一頁、

每一宇都告訴我們這些。正如聖本篤會規中說的：「聖經中那一頁，那

一句，不是人生中不能錯的準則。」（聖本篤會規第七十三章）所以，

我們不能把天主的整個救恩計劃和聖經分開。就如我們讀一本有關我

們所認識的人的書時，我們會充滿興趣地去讀它，同時想這位作者所

認識的他，會和我一樣嗎？有時是的，有時則不然。看聖經也是如此，

我們已經知道的一些事物，像洗禮奧跡，把我們與聖言的關係相連起

來。洗禮是入門聖事之一，是基督徒與聖言結合，聖經是我們與聖言

之間的連繫，我們也從中學習一切。聖亞大納削說：「聖經像一面鏡子，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自己內在靈魂的動態，我們從天主賜給的恩典上學

習一切。」可惜的是在早期教會中，青年受洗後是不許接近聖經。例

如你收到一份禮物－－電子玩具，你不知道怎麼使用？所以要先看說

明書。這一份送給你的禮物，是屬於你的，你讀了說明書，才能了解

它的用途有多大。閱讀聖經亦是如此，幫助我們了解天主恩賜的尺度。

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賜，像耶穌對撤瑪利亞婦人所說的，祂來是要讓

我們知道，我們所獲得的恩賜是什麼？部份的恩賜就啟示在聖經內。 

2.言與字（ Word and word）：這裏我不作充分的講解，只提出幾項

重點。文字是指寫在書上的，言是指降生成人的聖言。這點也是我們

的宗教與猶太人或以色列人的宗教不同之處。聖經上的文字是引領我

們走向天主聖子，我們由所認識的天主子將天主的特性啟示給我們。

著名的聖經詮釋者聖 Jerome 說：不認識聖經，就不認識基督。讀經的

目的是要我們更能完全的體驗到天主救恩的計劃，也特別幫助我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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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更完整地與基督建立親密的關係。因此，我們要像一位門徒，

渴望被引導，而展開心胸，開放自己，以服從的態度來讀經，以聖經

為我們行為的指南。聖經內每一頁都充滿了天主的智慧、德行和力量，

我們越意識到這點，越具有這種思想，讀經越幫助我們成長並走向滿

全，就是與基督相遇，在祂前與祂建立更深的友誼。 

3.教會性（ Ecclesial Character）：聖經不是由人來寫而給另外的

人讀的，它是具有教會性的，聖經與教會是一致的，不是相反教會，

是屬於教會，並用它來解釋教會。我們在宗徒大事錄內可以看到，聖

經是使徒們教導的資料。教會是由信徒所組成的，所以我們是在教會

的中心，不是在教會外，我們也是在教會內接受這部聖經。教曾提供

給我們聖經的內容，並教導我們如何去讀它，幫助我們深入至聖經的

核心。也就是說，這些內容和解釋的資料是經過篩選的，像水經過濾

之後，潔淨無比。聖經不能以個人的看法來解釋，或大多數人同意的

解釋。我們解釋聖經時，很難不把自己的意思滲入。如果聖經真是天

主的聖言，就要求我們對它尊敬，我們就不可以輕易地把自己的意思

放入，假造它的意思，改變它的方向。按自己的意思講解，會造成混

亂，最好的方法是由教會當局來解釋。 

4.啟示的脆弱性（Fragility Revelation）：由上點延續下來的，

就是天主啟示的脆弱性。天主的啟示不是很強烈，也不是強硬，而是

很脆弱的，像很細緻的瓷器，極容易被碰碎。當聖言降生成人時，教

父們比喻說：「﹁聖言縮小了。」意思是說耶穌的來臨，沒有轟轟烈烈

的以強大形象出現，或特殊的神奇的方式出現。若是那樣，祂的一切

就很明顯清楚。事實上，祂卻以極簡單普通的方式成為嬰孩進入世界，

成長、說自己家鄉的話、常被誤會。祂是一位極平凡的人，同樣受到

人性的限制。當祂說出自己對天主的經驗時，也不是很吸引人，相信

祂的人很少。即使在祂的生命末刻，祂的門徒也都跑了。這處處表示

出天主的啟示是那麼微弱，不被人所注意，像隻蚊蟲，吱一聲飛過去，

沒有人去注意它。舊約中的先知厄里亞，在山洞中聽到天主的聲音是

在微風中。（列上十九 9-12）所以天主的來臨像一陣微風，拂面而過，

不知來自何方，更不知吹向何處，你是無法捕捉，也不知祂的形象，

這就是今日天主啟示的記號，很容易被控制。除非我們非常敬重天主，

否則我們不會了解其真實的內容。耶穌宣講天主的聖言，像播種子，

落在路旁，被飛鳥所食；落在石頭上，被太陽晒乾死了；落在荊棘中，

被窒息而死。只有落在善良人的心田，才能發芽成長。 

我們讀經的困難，是常常心不在焉，不易領受，就像在車站或機場

打電話，周圍的吵雜聲，使你聽不見對方的聲音。如果我們願意從讀

經獲益，我們需要有真正的渴望聽取、改變及愛基督的心，幫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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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內心的雜音，才能聽到天主的聲音。 

5.心理的準備（Mental Preparation）：當我們讀經時，應有一些

心理上的準備，很多人不喜歡聽這話。目前很多人讀經時很受基要主

義運動所影響，只重視聖經文字上的意思。聖經要表達的重點是「降

生成人的奧跡」，聖言降生成人，有其時間與地點，既不會是台灣，也

不會是澳洲。我們的出現，也受時間和地區的限制。我們既與聖言之

間有時間與地區的不同，因此在交往上必然有困難，再加上語言的不

同。故而我們之間必須有座橋樑來幫助溝通，而且是座相當複雜的橋

樑，藉著不同的管道同時進行，才有幫助。 

耶穌是生活在另一世紀的人，語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例如那時

代認為地球是平的。這麼多的不同，對我們卻認為理所當然，不會去

意識它的重要性。講解聖經當代的文化背景，使我們能了解如此寫法

或說法的真正意義。例如一位傳教士，到奈及利亞傳教，當他講浪子

回頭比喻時，當地人會認為那年青人能和豬在一起真是幸運，為什麼

他要放棄這機會而跑回家呢？原來奈及利亞人很愛豬，愛豬勝過一

切。這就是文化的不同，他們沒有了解比喻的真正意義。 

我們中間這種情況很多，所以需要橋樑的幫助，不能期望天主聖神

來處理一切。聖女小德蘭說，如果她是一位神父，她要學會希伯來文

及希臘文來看聖經，為能了解天主真正對我們說了什麼。現在的我們

比她幸運，有很多的管道幫助我們：用本地語文翻譯聖經，講解不同

的文化，及聖經寫成的經過和聖經的文體等。所以我們讀經時，不應

再有那些愚蠢的看法。我們重視 Lectio Divina，我們也嚴肅地去練習

它。 

6.聖神的工作（ Spirit is Active in Reading）：我們讀經時，聖

神開始工作。我們都知道默感的理論，是教會道理之一，就是聖經是

由聖神默感作者而寫出的作品。這幾年來，開始重視另一面的說法，

就是我們讀經時，聖神繼續在工作，我們只要重視自己心靈的準備，

不必靠自己的努力，因為聖神的力量可以領我們走向真理。所以讀經

時，不只是發現這點，同時聖神也引導我們走向不知的未來。 

很多人在讀經時，發現自己找到神修途徑，因而歸化。例如古時的

聖安當，讀經時，不但聽到天主的召喚，也靠聖神的力量捨棄一切而

修道。聖思定主教也是如此，他說，聖經上每句話都是為某特殊的人

寫的，所以讀經時，記住去找出你自己的名字。實在如此，在教會歷

史上，很多人是由讀經而獲得力量而做很多事。因而讀經不只是獲得

知識，也是給我們一種新的力量，由上而來的力量。我們領洗時，天

主將祂的整個奧跡賦予我們，包藏在我們內，讀經時，聖神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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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隱藏的奧跡，一點一點地解開顯示出來，並且產生很大的力量，

幫助我們行動而有所改變。因此也可說：讀經是件聖事。先不談讀的

內容，只說這種行動本身就很有意義。 

聖本篤說：聖經上每一句、每一頁都是天主啟示的話。聖經內每一

個字都包含有天主的聖言，所以聖經上沒有一個字不具有天主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我們要用正確的態度來讀經，重要的是在讀經時要呼求

聖神的幫助，因為這是聖神的工作之一 

7.不同層次（ Levels of Penetration）：我們不能期望在第一次讀

經時，就能洞悉一切。教父們常說：聖經是很深奧的。聖經是為大人

物，也為小人物。不論是大聖人或大罪人；小聖人或小罪人，聖經對

我們都有某種意義，都可以治癒每個人。所以我們與聖經的關係，實

在是一輩子的關係。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每次讀經，每次有新的體

驗，而都發現「這句」或「這段」我從沒看過。換言之，我們意識到

聖經內的話是和我們的經驗或感受有很大的關連。每天我們都有不同

的經驗或感受，所以在讀經時，所經驗到天主的聖言也不同；也就是

說，天主聖言碰觸我們的時機也不同。每次我們聽到聖經內同樣的比

喻時，每次都會了解的更多些。有位教父說，我們看聖經，就像螺絲

拔栓器，不斷地往裏鑽。所以，我們不斷地重覆，就是不斷地深入。

教父用另一種象徵，就是海洋，今天你們飛到不同的國家時，注意到

海水都很髒，我們好像很努力地使海洋變髒。但距離陸地遠的海洋就

乾淨多了。海洋是夠大可以超脫人的控制，人無法使整個海洋污染。

天主的真理也是如此，非常的深奧，超越我們的。天主的真理適合於

孩童，也適合於成年人，即使當我們變老而更有智慧時，天主的真理

為我們仍是新穎而有力。 

所以我們認識天主聖言是逐漸深入的，不可能一次直驅而入而獲

得，再拿了去賣。是靠一輩子的努力，慢慢地，逐漸地。這也是今日

的「基要主義」趨勢的困難，因為我們不可能立即把天主的聖言，在

一次內都了解，並且運用它。相反地是我們應該讀它，停留在它內，

不斷地細嚼，才能深入而體驗到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