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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敬禮主業團創辦人聖施禮華，6月30日晚上7時30

分於華山天主堂舉行隆重的彌撒聖祭，由新竹總

教區李克勉主教主祭，主業團東亞地區代表李斌生神父

陪祭，禮儀神長為林源恆神父，共祭神長包括：朴圭雨

神父及阮知才神父，教堂內座無虛席，彌撒由華山天主

堂及永和聖母升天堂唱詩班領唱，禮儀莊嚴而隆重。

李克勉主教在彌撒中講道時說到：「主教在主教團

負責家庭組的工作，因此這次彌撒中的講道是以家

庭為主題，聖施禮華是一位平凡生活中的聖人，所以

他也勉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成聖的道路，這件事

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前一陣子作

家九把刀拍了一部片子：《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

孩》，這部片子似乎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有關，同時可以

觸動年輕人，作者將日常生活中的事務串聯起來，賦予

趣味性及啟發性，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讀者文摘》刊載了一篇故事，一個爸爸年紀大了，

眼睛又逐漸失明，因此就搬去和自己在牧場工作的兒子

一起住，每當兒子下班回家時，爸爸總是問兒子今天遇

到了些甚麼事，剛開始兒子都很耐心地回答爸爸，然而

久而久之相同的問題，爸爸總是反覆地問，兒子卻不耐

煩。一天，兒子在回家的路上，靈機一動，開始注意每

天經過的路上會經歷甚麼有趣的事情，好回家與爸爸分

享，因此他發現了許多過去沒有注意到的事情，生活也

變得有趣多了，雖然他每天都做著一樣的事，卻發現了

很多過去不曾注意的事，因此就因為他改變了自己的眼

光，使他與爸爸相處的情況越來越融洽。

在平凡的生活裡要看到一些不平凡的事物不是不可

能的，要看我們的心境是否做了調整，當天的福音其

實也是敘述一件平凡的事情，記錄的人卻寫出了其中

的不平凡，述說著一個漁夫整天打漁，累了一天卻毫

無所獲，卻有一個陌生人上了他的船，在船上講了一

堆的道理，他也聽不懂，這個陌生人卻要他如何下網

打魚，他聽從了，居然運氣很好，捕了滿滿的魚，本來

事情就可以結束了，但門徒在這件事情中看出了它的

神聖性，因此伯多祿發現自己是罪人，不配與主基督在

一起，這就和聖施禮華所主張的一樣，在平凡的生活

中，看見它的神聖性。

人很容易推過諉罪，一切問題都是別人造成的，自己

最沒有問題，造成許多解不開的結，真正能解開這個

結的，只有自己。門徒意識到自己的缺點，卻感受到天

主的仁慈，天主的仁慈不是縱容，人所喜歡的卻是縱

容及溺愛，如果我們永遠站在人性的角度來看天主，

總是覺得天主太嚴格，而害怕天主，然而唯有我們由

天主的角度來看天主，才會如聖保祿所說的，由我們內

心深處吶喊：「阿爸！父啊！」
家庭生活也是一樣，如果我們以不同的眼光去發現

日常生活的瑣事，也會發現神聖的地方。夫妻更是如

此，一句「我願意」就注定一輩子的姻緣，愛天主也是

一樣，一句「我願意」，就要與基督一起受苦，將來也

要與基督一起受光榮，情侶在戀愛時，事事充滿著趣

味，而結婚以後卻對日常生活的瑣事，感到淡然無味。

台灣的離婚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一男一女的婚姻竟成

了危機，離婚代表兩個人因相愛而相識，又因相識而

分手，然而這樣的比例在天主教徒中，並沒有減少，也

就是說，婚姻不會因為有信仰的關係而趨於穩固，現

在有一種論調，因為夫妻在一起無法照顧好孩子，因

此只要有一群人在一起就可照顧好孩子，這樣婚姻的

價值又是什麼？然而，只有一男一女在一起，才能生出

小孩子。

在福音中，猶太人質問主耶穌有關休妻的問題，因為

舊約時代梅瑟卻同意猶太人休妻，然而主耶穌沒有直接

回答他們，而引用了《創世紀》的經文，再回到那婚姻

的真諦「我願意」，這不是制度好壞的問題，而是要回

到天主創造人的旨意，雖然我們都是罪人都有缺點，但

是我們願不願意朝向耶穌基督的旨意前進？那位當場

被人捉到的罪婦，被帶到最不能與罪惡共融的主基督身

邊，看祂要怎麼做？祂邀請所有的人反省自己，我們都

是罪人卻同樣地被邀請朝向主耶穌的旨意前進，主耶穌

最後告訴那位罪婦：「以後不要再犯罪了。」就是因為
周圍每一個人的轉念，而給了這個罪婦重生的機會。

在家庭中，也是因著一句「我願意」才得以維持下

去。一切在於「我願意」而得以成就，我們還是重新要

回到，我願意與基督一起受苦，將來也要與基督一起

受光榮。阿們！

敬禮主業團創辦人聖施禮華彌撒聖祭

本篤的靈修歷程可分為：1.尋覓期：從離開學院到獨

修 2.草創期：於蘇比亞谷建立修道團體 3.實踐期：

建立加西諾山會院，完成會規。本篤和他的雙胞胎妹妹

聖思嘉（圖一）於主曆480年，誕生在義大利諾西亞一個

富裕的家庭。思嘉原本在家度著守貞的生活，隨後也來

到加西諾山會院附近，和一群女性在本篤會規和本篤所

指派的會士擔任靈修輔導之下建立了女修院。

歷經修道考驗試煉  戰勝誘惑享平安

在此之前，少年本篤原本是在保母伴隨下，在羅馬接

受高等教育。但是本篤逐漸看清，當時的校園風氣並

不引人在知識中投靠真理，相反地，只是讓人藉著知識

追逐享樂且容易迷失自己。當本篤發現自己的心之所

向──唯一侍奉天主──便毅然決然地在保母的跟隨

下，踏上追尋另一高深學問的艱辛旅程。

在尋覓天主的開始，本篤落腳於一座小村莊向前輩學

習祈禱生活。在本篤之前，已有許多人蒙天主召叫，願

意捨棄一切度著儉樸的祈禱生活。這些人往往選擇村

莊中較為僻靜的角落，過著一種一方面操作簡單手工，

一方面專務祈禱的生活。但就在本篤行了一個非常明

顯的奇蹟之後，村子裡的人開始把他當作聖人般敬重。

為了不要讓驕傲侵蝕自己的靈魂，本篤只好暗地裡丟下

保母出走。這次，他來到更僻靜的蘇比亞谷，接受一位

名為羅慕樂的修道人協助，穿上修道人的風帽和會袍

（圖二），在一個連站直身子都不行的小小山洞中獨處

祈禱，每天有一隻烏鴉前來分享羅慕樂從山崖上縋下的

籃子中的麵包。就這樣在山洞中，本篤歷經所有獨修者

所會遭遇到的誘惑、挑戰，以及戰勝誘惑後所獲得的深

刻的平安。（圖三）在尋覓天主的初期，本篤學會以心

靈之耳傾聽天主的聲音，每天與聖言親近。《聖本篤會

規》第一句話便是：「『聽，我兒，你要注意我的訓言，
側耳傾聽我的教導。』（箴4:20）欣然接受你慈父的勸
語，且毅然去實行。」（會規原序）

天主助佑識破詭計  持破酒杯有深意

《本篤小傳》中有一段形容這時期本篤生活的寫照：

「在群山環繞的狹窄山谷裡，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流

過，在蔚藍明亮的天空，有一隻烏鴉每天都來分享他

的食物──這便是本篤的獨居生活。除了單獨的面對

自己，面對人類，面對天主，什麼也沒有。……這是

一場單純而沒有妥協的搏鬥。或生或死；或瘋狂或深

入；或接受自己或失掉自己。本篤在這選擇中發現了

自己是誰──他是天主所祝福的人。」（p.28）當我在
淡水本篤修道院空曠靜謐的土地上，靜靜地朗讀這一

段話時，進入了深深的祈禱。我把心打開，呼吸著本篤

所呼吸的空氣、擁抱著他所擁抱的信仰和世界。這種聖

言誦讀（Lectio Divina）的讀聖書方式，就像在種樹。讀

了一段文字之後，把這些文字像種子一樣，深深地埋在

地裡，蓋上土、澆滿水，讓它與泥土完全的結合。直到

有一天，當時間到了的時候，土裡就會發出嫩芽來。聖

言之於我們的心田，也是這樣……。

本篤的盛名逐漸遠播，一批生活懶散的修道人為了藉

本篤的名氣來重振修院名聲，就前來請他主持院務。雖

然，本篤直言彼此的修道精神並不相符，可是拗不過他

們的請託，就去了。要不了多久，那群修道人因受不了

本篤對他們的要求，就在酒裡下毒。當本篤按照慣例，

在飲酒前舉手祝福時，酒杯却在他面前破碎了。於是，

本篤識破他們想要毒害他的詭計，說：「願天主垂憐你

們！我早已對你們說，我與你們的修道理想不同，你們

還是去尋找一位符合你們心意的院長吧！」這就是本篤

態像中，慣常拿著一個破碎酒杯的典故由來。（圖四）

蘇比亞谷本篤靈修  服從聖願勤進德

回到蘇比亞谷後，本篤對於修道本質與獨修和團修之

間的差異和暗藏的危險更加了然於心。綜合這些經驗，

本篤將尋求侍奉天主的人們聚在一起，為他們訂定生

活指南，並稱他們為「最英勇的一群修道人」。因為，

他們效法基督、捨棄自己的意願，甘願在一位會父和會

規的引導下學習侍奉天主。這就是蘇比亞谷本篤靈修

的草創期。（圖五）這些經驗更延伸到加西諾山會院的

實踐期，以至完成會規的撰寫。

本篤會士誓發恆常願（Stability），因著愛的鎖鏈，

而不再雲遊四海。會士在實踐服從聖願（Obedience）
──服從會父與會規──的同時，深入地認識自己，

並專心致志於日進於德，而活出第三聖願──進德

願（Conversion）。這樣的修道團體生活，包含神貧和

貞潔聖願的本質。日漸興旺的會務引來當地司鐸的妒

意，而籌畫了一連串破壞修道團體的計謀，本篤選擇

帶著幾位弟兄另外尋覓建立會院的場所。本篤不戀棧

茁壯成長中的蘇比亞谷會院。因為，他認為默觀的種

子需要培植在內心真正祥和的淨土中，看到這位司鐸

因忌妒而引起的邪惡之心，本篤也甚為同情。藉由遠

離是非之地，本篤教導弟子們，真正的默觀必須藉自

由、謙遜、節制等種種養分的培育才能茁壯。

精通聖經身體力行  日常中活出信仰

本篤從來就不曾被祝聖為司鐸，但是他所帶領的平

信徒修道風潮，就算是在今日，仍然令人感到相當的

驚艷！本篤的秘訣無他，《聖本篤會規》是《聖經》的

縮影，本篤精通《聖經》，他是主基督所形容的「天國

門徒的經師」。基督曾說：「為此，凡成為天國門徒的
經師，就好像一個家主，從他的寶庫裡，提出新的和
舊的東西。」（瑪13:52）對於《聖經》的知識，本篤身
體力行，並引導他人也這樣生活。我們的世界不缺乏

研究《聖經》的專家。但我們更需要一位活生生按照

福音精神生活的聖人。這也是我個人一直看好本篤會

靈修的原因，因為用來穩固它的，其實就是「匠人棄而

不用的基石」。

本篤安置他的弟子們在修院的圍牆內修德行善、侍

奉天主。這告訴我們尋求天主，不必遠道外求；侍奉天

主，更不必然要改頭換面。現實生活中每人所扮演的

角色，就是我們的「圍牆」。只要自問，在這圍牆內生

活的我們，是否像本篤一樣將基督置於萬有之上？是

否將一切看作是祭台上的聖物？是否對待最小的弟兄

及賓客，像招待基督那樣？在這方面，會規第四章《善

工的工具》會是很好的指標和檢測工具。

最後，我想要借用保祿的話，讓本篤再對我們說幾

句話：「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
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
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你們都該思念；凡你
們在我身上所學得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到
的：這一切你們都該實行：這樣，賜平安的天主必與
你們同在。」（斐4:8-9）縱然本篤一生行了許許多多

的奇蹟，但是，在我心目中，他仍

只是那位在平凡的信仰實踐生活

中，活出不平凡的基督徒生活的

好牧者。

三本好書認識本篤 

親訪修院 體會深刻

想進一步了解聖本篤的精神，請

參考：1.《會聽話的烏鴉──聖本篤

的故事》（聞道出版社） 2.《師傅，

你住在那裡？》（光啟文化事業）

3.《本篤小傳》（光啟文化事業）。

當然，更好是電話聯絡淡水聖

本篤避靜院，02-2621-2241，親身

體驗修道院的作息和「氣息」。

在靜默中與天主交談，您一定會

感到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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