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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兩件重大的事件成就了本期刋今年的主題和內容。 

2019 年 2 月，耶穌會總會長蘇薩神父（Fr. Sosa Arturo）根據

全球各地耶穌會團體、機構和省區經過歷時十六個月共同分辨的

結果，正式發表了四項普世性使徒優先，並將由耶穌會會士及其

合作者在未來十年內具創意地落實。這四項優先分別是：（甲）

通過神操及分辨，揭示邁向天主之路；（乙）在修和及正義的使

命中，與窮人、被世界遺棄者、其尊嚴受侵犯者同行；（丙）陪

同年輕人創建充滿希望的未來；及（丁）合作照顧我們的共同家

園。 

教宗方濟各在談及這四項優先時強調：「第一優先具有關鍵

性，因為它預設一項基本的條件：耶穌會士在個人及團體生活的

祈禱和分辨中，與主的關係。」他補充道：「缺少這種祈禱的心

態，其他的優先將無從結出果實。」在總會長發出信函的六個月

後，即 2019 年 8 月，耶穌會在香港的會士開始資助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以繼續這由香港教區開創，並在夏其龍神父領

導下取得良好成果的工作。這亦象徵耶穌會在香港學術領域建立

使徒工作及服務的努力。 

受到這兩項重大事件所帶來的靈感，天主教研究中心管理委

員會決定採用「依納爵靈修與當代世界」作為本期的主題，共同

努力深入反省在我們世代的普世使徒第一優先。七位作者受邀提

供文章，慷慨分享他們的專長及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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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勒德．維蘭神父（Fr. Gerard Whelan）的文章開首便以精簡

的歷史回顧，對耶穌會會士如何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受依納爵靈

修的影響及培育，作了清晰的介紹。耶穌會於 16 世紀創立後，會

士們雖然一度是教會更新和改革的標記，但基於種種原因，他們

生活的模範及影響力亦經歷了某種的衰落。據維蘭神父指出，

《神操》雖然為與當代世界接觸提供了一般性的原則，但其本身

沒有提供相應的方法去達到這目的。 

故此，他向我們呈現當代耶穌會哲學家兼神學家郎尼根

（Bernard Lonergan）如何透過他在知識論、宇宙論、對宗教皈依

及救贖論的認識、和最終在神學方法的貢獻，填補了這不足之處。

維蘭神父為大家清晰而全面地介紹了郎尼根一系列的思想。郎尼

根的洞察分析和認知理論實為與文化及歷史的交談奠定了穩固的

知性基礎，克服了古典主義在文化上只此一家的霸氣。 

郎尼根似乎是聖依納爵這位以情感之心雙目緊盯著天主的朝

聖者知性的一面或反映。引用羅伯特．多蘭（Robert Doran）的話

就可以看出兩者的相似之處：「郎尼根談及人具有純粹的求知欲

望去認識一個超越的對象，這個洞察也是依納爵的洞察。後者深

信發掘到我們最深處的渴望，就會發現我們其實渴望認識天主和

承行衪的旨意。」以郎尼根的軌跡作理智追求，竟能帶給我們依

納爵所述說的神慰，並能與現代世界對話；這也是很超凡的：

「這種神慰與由洞察所引致的光照有關，即這個世界根本是可以

理解，所有的事都有所依據，我們可以理解這個宇宙，我們的生

命是有意義的，我們可以克服知識的碎片化，作出真實的判斷及

好的決定；能超越自己，進入真實及美好本身。」 

臨在成為當代靈修指導及輔導著作顯眼的話題及關注。可是

它確實的意義和應用則很難掌握。一方面，臨在似乎太顯而易見，

不值一談；另一方面，它指示出一種個人的質素，超乎一般的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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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及輔導技巧。邱穎妍女士在此為大家詳細描述臨在的多維面，

並結合依納爵靈修、完形治療法及基督宗教的神學的豐富傳統，

讓我們感受及沉思其實在性和意義。 

依納爵靈修的格言是：在一切事上發現天主。這隱然表示，

首先是要有人事物等的臨在，才會有默觀，然後才可能感覺到天

主在呈現。故此，靈修指導者最根本的能力是要能夠讓事物、經

驗，或對方的存在毫無阻擋地臨在。 

除了順其自然地讓對方呈現，臨在亦涉及雙方的反應。邱女

士應用自我、他人及場景模型，加上場域理論，讓我們注意到在

靈修指導過程中，互動及互現元素的影響。靈修指導者有責任在

這些場景中提高自身的覺察，而非只專注在任務的本身及評估。 

在進一步談及臨在其他維度，諸如感應、交談、默觀及療癒

的愛，邱女士為我們提供了她所瞭解的臨在及其重要性一個更全

面圖像，有助於使靈修指導成為帶出改變、克服羞恥及在天主的

愛內重建自己的一個具有效果的服務。 

蘇英麟博士是位經驗豐富的教育家及青年陪伴者。他為我們

帶來一幅具有依納爵特色的圖畫及在我們這年代成就人的藝術。

培育年輕一代有各種方法；可是蘇博士深信，最有效成就人的方

法是，鼓勵對方發揮自己的潛質，去面對現時在香港及世界各地

出現的、無法預計的未來。由於現代人見證著權威的衰落、科技

的自動化及追求更高層意義的貧乏，令只靠由上而下強加於他人

身上的知識和要求，已無法說服人的頭腦，更遑論滿足人心了。

要成就年輕人只有通過開放、尊重及誠意的交談，鼓勵他們發揮

能力去面對真正的難題，不怕沒有肯定的答案，也不怕犯錯。這

樣便可以裝備年輕的一代面對將來及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Hong Kong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 (2020) No. 11 

- 16 - 

蘇博士堅持，要真正的去陪伴他人，當事人是需要具備某些

質素。它們包括能保障安全、接納而非判斷對方、聚焦在實情與

真理上、及培養對方的獨立能力。 

要成為好的陪伴者猶如學習一門藝術。蘇博士強調，交談時

的彈性及互相調節，提問而非給予答案，在面對人生難題時的開

放、從容、甚至可以無言，留予對方去發現的空間及靜默等是關

鍵的。這種尊重和給予對方的自由，正是呈現依納爵傳統中基督

的愛的另一個面貌。 

伯多祿．麥克薩克神父（Fr. Peter McIssac）根據其在世界各

地帶領神操的豐富經驗，幫助我們更能明瞭及領會靈修生活與在

我們生活和使命中活出公義的關係。他首先肯定不同傳統的神秘

家所言，我們的被造並非只為自己，而是賦有與天主合一的潛

質。其次，在祈禱中與主相遇，特別是在神操的語境中，祂賜予

我們所需的愛和新的視角，去承載神與人的張力、內聖與外王的

張力、默觀與行動的張力、信德與公義的張力等等。 

這裡的關鍵字是默觀。從神操第二周開始，做神操者由凝

視、渴望及選擇基督中，學習及經驗在內裡趨向這位他者的動

力，和在天主內的憐憫與神慰。麥克薩克神父在此提醒我們，神

慰不一定意味著感覺良好，反而是對吾主基督及他人真誠的憐

憫。隨著這種愛帶來了分辨的基礎，從中可以看到甚麼是對世間

苦難與脆弱的真正回應，真實地活出與貧窮者及有需要者休戚與

共。在他的分享中，他為我們清晰闡釋了神慰、默觀、分辨、憐

憫及團結之間的關係。 

神操的整體動態可以總結為，是真正看到鄰人的本相，而非

他們的表象而已的自身皈依。這是我們與吾主基督合一的果實，

並藉此醫治任何個人內在生命與社會外在實況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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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恩灝先生既有趣又嚴肅的文章展示了，身為一個有承擔的

天主教教友，在參與社會及政治運動時，就算是處於現時香港歷

史時刻的巨大張力及衝突中，如何活出自己信徒的身分。讀者未

必同意他的政治立場或所屬陣營，但他認真收集相關歷史事件的

事實、利用公認的知識工具作神學反思、及以他在依納爵傳統的

靈修培育把這些歸納起來，提供了一個具體的進行方式，供基督

信徒採用。 

黎先生首先點出，導引我們進入稍後操練的正確靈修要具備

三重狀態，即從經驗中體會到自己在天主眼裡是個被愛的罪人、

透過實際操練對分辨神類藝術有純熟的認知、及「反行其道」

（Agere Contra）的態度。然後，他應用社會分析去瞭解社會的架

構，上層的文化結構及香港社會政治運動的底因。最後，他利用

維蘭神父所倡言的神學反思，引用了基督論及教會學的維度，找

到是次運動的進步、衰落及救贖的動力，也就是郎尼根歷史觀的

三個矢量。但這一步尚非終點，這個操練又回到其開端，即上述

所言的依納爵性質的三重狀態，去實踐我們的召叫及使命。黎先

生就此為讀者建議了十二個步驟，供大家參考和實踐。 

熟悉神操的方進德神父（Fr. Elton Fernandes）為我們指出，

神操具有學習領導的智慧和豐富內涵。雖然這個主題少為人所談

及，但其實可以從中獲益良多。猶如靈修帶領者讓避靜者直接與

天主交往，好的領袖會提供空間、時間和信任，讓對方為自我成

長去發掘及尋求答案或方法。此外，把目的置於方法之上，是來

自《神操》原則與基礎的靈感，一個領袖是富有彈性和無懼於改

變。在面對挑戰時，有深度的領導是幫助他人發現核心的問題及

現存的模式。最後，一位好領袖不怕失敗，反而視它為機會去幫

助群體或團體向天主順服和發現生命更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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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依納爵語言學專家的何塞．加西亞．德卡斯特羅神父

（Fr. José García de Castro）帶大家去領會「神慰」這詞豐富的含

意。他透過對《神操》中依納爵分辨神類規則之一[#316 號]的闡

釋展現了自己的造詣，揭示了神慰與我們當今關注的生態之關聯，

不單富有創意，而且發人深省。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他將「使人

在我們的造物主天主的聖愛中，開始燃燒、熾熱……只能在造物

主中愛它們」詮釋為，這愛具有結合的本質，人在自身的受造中

感到神慰時就會從造物主趨向其他受造物。依納爵指出，對創造

主及創造物的驚嘆是同時出現的，雖然在本體論上，造物主作為

根源具有先存和絕對性。神慰不是排斥，而是涵括天主與受造物

的種種。 

此外，作者稱：「作為萬物基礎的愛，聖神透過神慰『引

領』我進入世界，祂令我感到不可分離地與萬物連接在一起，造

物界與我……雙方比想像的更為近似。」這體會實在與他另外對

《神操》60 號的詮釋互相呼應，即天主對人和其他受造物的愛無

分軒輊。世界給予我們行動上一份神秘及生態上的支持，也使受

造物與人一起實現這循環，即聖神－神慰－使命－世界－聖神。 

細閱了這些文章，獲益良多！各位作者的心得都很有獨特性

及原創性，相信讀者會同意。期望他們的心力會啟發你個人的反

思，並在祈禱及生活中更有興趣去探索及操練，讓依納爵靈修在

現代的處境中在你身上延續及傳遞下去。 

最後，我想在這裡衷心多謝李子林先生、柯雅麗女士及張小

蘭女士！他們的細緻幫忙令我能享受並順利完成這次很有意思的

分享。 

 

董澤龍神父 

（李子林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