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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卡爾‧拉內的神學人觀  
看《奉獻生活》勸諭  

黃錦文  

前言 

本文旨在以卡爾‧拉內（Karl Rahner：1904-1984）的神學人

觀（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簡稱人學）闡釋《奉獻生活》勸諭

（Vita Consecrata）（下文將稱為《奉獻生活》）。論文首先討論

拉內的人學，接著論述依納爵式的辨別神類，為全文建立理論架

構，然後整合兩種理論，用以分析《奉獻生活》的中心思想，最

後討論奉獻生活的困難和解決的方法。下面先討論拉內的神學人

觀。 

1. 卡爾‧拉內（Karl Rahner：1904-1984）的

神學人觀 

1.1  人是在世的精神  

神學家拉內（Karl Rahner）認為人是「在世的精神」（spirit 

in the world），是有限的精神體。人充分意識到自身的限制，無

法在自己之內找到圓滿，因而對無限的存有者（神）有一份永不

止息的嚮往。人性因受到恩寵的塑造，因而嚮往天主的自我通傳

（God’s self-communication）（啟示），天主的自我通傳推動人

的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1
  

                                                           
1  黃錦文，胡國楨編，〈匿名基督徒的救贖〉，《拉內的基督論及神學人觀》（台北：

光啟，2004），229-230頁。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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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是聖言的聆聽者  

藉著恩寵，人具備了聆聽上主聖言及體驗祂奧秘的先驗條

件。基於人性的無限超越特質，人能夠站立於神面前，聆聽神以

人的言語訴說自身的無窮奧秘，所以是「聖言的聆聽者」（hearer 

of the Word），能夠理解上主的聖言及體驗天主的奧秘，並與祂

結合。2
  

1.3  天主的自我通傳與人的自我超越  

天主自我通傳（God’s self-communication）的兩個模式

（modes），即恩寵的賜與（bestowal of grace）與基督的降生成

人（Christ’s incarnation），是人靈性兩個根本模式，推動人不斷

超越自己，以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為模範，藉參予基督的生命，在

基督內參予天主的永恆生命，所以人化（humanization）即天主化

（divinization）。人藉著兩個模式實現自身的超越3： 

1.3.1  知識上的自我超越  

包含對客體宇宙的知識和對主體存在意義的契悟。人藉著不

斷反思存在經驗，深度認識生命和存在的意義和信仰的意義。不

斷加深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理：從肯定有限存有到肯定絕對存有

（天主），此一奮進歷程便是知識上的自我超越。 

1.3.2  自由上的自我超越  

                                                           
2 黃錦文，〈匿名基督徒的救贖〉，《拉內的基督論及神學人觀》，230頁。 

3  黃錦文，〈匿名基督徒的救贖〉，《拉內的基督論及神學人觀》，230-231頁。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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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是天主的召喚，實踐良心的命令便是回應天主的召喚。

具體來說就是按良心的命令，自由回應天主的召喚，藉每一個倫

理抉擇和實踐，行善避惡，同時藉愛宇宙萬物和他人而隱然愛天

主，此一奮進歷程便是自由上的自我超越。 

1.3.3  聖神在人心中無言的啟示  

聖神光照人的明悟，在人心中無言啟示，幫助人認識降生成

人的天主子，理解歷史啟示的全部意義。沒有聖神的光照，人卻

無法確認降生成人的聖子，遑論契悟降生成人的意義。天主自我

通傳的兩個模式，即聖神對主體的光照與降生成人的歷史的啟

示，在人內外互相作證，幫助人認識降生的天主子，藉祂生命與

言行的見證理解天主的救恩計劃，參予基督的生命，在祂內回歸

聖父。4
  

1.3.4  主耶穌是人類自我超越的典範  

主 耶 穌 是 真 人 真 天 主 ， 在 存 有 的 層 面 （ ontological 

dimension）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在歷史的層面卻是以人的方式

在世上生活，參予了人的一切際遇，以有限的人性面對人生無窮

的挑戰和困難，不斷超越自己，歷經降生、成長、宣講天國、行

奇蹟見證天國在世上的臨現、受難、死亡、復活、升天，實踐生

命全幅意義，回歸天主聖父。主耶穌以自己的超越歷程，為人樹

立了自我超越的典範，今後任何人，只要自由回應主耶穌的召

喚，決志跟隨祂，便能與主一同超越，在主內回歸聖父。5
  

                                                           
4  Karl Rahner, The Trinity (London: Burns & Oats, 1970), pp.82-87, 91-94; 黃克鑣，〈拉

內論基督的死的聖事象徵因〉，《神學論集》，144(2005夏)，260頁，註 26。 

5 黃克鑣，〈卡‧拉內論基督的意識〉，《神學年刊》07（1983），7-20頁。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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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預設了自我的存在，否則無「我」可超越，下面將

討論「自我」的兩種形態：真我與假我。 

1.4  真我與假我  

人的存在意義離不開價值。進求自我價值是人性的至深渴

望。人向外所追求的一切，無論是金錢、名譽、地位、學識、權

力、成就等，歸根究底，其實是以外在的成就和擁有定義自我的

價值。然而，此等藉外在擁有而建構的自我價值極其不穩，當失

去外在的成就和擁有時，建基於其上的自我價值將即時崩潰，結

論是如此建構的「自我」不過是「假我」（unauthentic self），因

其缺乏永恆的幅度。 

另一方面，如果人能回歸內在，看到自己便是價值的根源，

外在的成就和擁有不能增加或減少自己的價值，因為人的價值並

非由外在的成就和擁有所定義，如此，無論身處何種境況，如果

人能認知到「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創 1：27），即

自己是「天主的肖像」，所以具有無限的內在價值。此一堅不可

摧的價值基礎（天主的肖像）便是「真我」（authentic self）。下

面將討論依納爵式辨別神類的意義。 

2. 依納爵式的辨別神類  

依納爵認為人的心靈受到三方面的影響： 一、自己：真我或

假我6；二、惡神（evil spirits）；三、善神（good spirits）。人的

意識資料（sense data of the consciousness），例如感受、情緒、圖

                                                           
6   依納爵並未將自我區分為真我與假我，但其辨別神類的操作過程已包含此一意義，筆

者按其辨別神類的原意作此區分，目的在進一步闡明真我與假我的巨大分別，免奉行

神類辨別者混淆兩者的意義，使靈修不進反退。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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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聲音、思想、行為等都是意識海洋上的浮標，不能直接視為

天主的旨意，須嚴格辨別其來源，看其來自自己、善神、惡神？

來自自己的，要分辨是來自真我或假我，因為兩者看似相近，其

實差別極大。來自善神的要跟隨，來自惡神的要棄絕。辨別的最

重要依據是「神慰」（consolation）與「神枯」（desolation）。 

2.1  神慰與神枯  

何謂神慰？所謂神慰，按依納爵神操「辨別神類的規則–甲

組」第三條規則：「

」7人經歷

神慰時，受到善神的影響：善神給人光照、安慰，勇氣、力量、

平安、喜悅，增加人的信、望、愛，幫助人找到真我。由於伴隨

神慰而來的思想來自善神，人在神慰時所作的認知和建基於其上

的抉擇反映上主的旨意，因此可放心實踐，藉此超越自己（真

我）。8
  

至於神枯，神操「辨別神類的規則–甲組」第四條規則：

「

                                                           
7   《神操：通俗譯本》，侯景文譯，再版，（台北：光啟，1996），150頁。 

8   「辨別神類的規則–甲組」第五條規則，《神操：通俗譯本》，151頁。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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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處神枯

時，伴隨神枯而來的思想受到惡神的影響。惡神推動人相反天主

的旨意，使人心靈陷於黑暗、昏亂、無力、絕望之中，感覺遠離

天主，喜好卑鄙的事物，誘惑人建構假我。假我只是自我建構的

幻象，無從超越。人往往為建構假我，不惜墮入種種罪惡中，所

以人處神枯時必須持守神慰時所作的抉擇，千萬別改變主意，否

則必中魔鬼的詭計，與天主決裂。10
 下面將討論《奉獻生活》的

內涵。 

3. 《奉獻生活》的緣起  

1991年 12月 30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佈將召開一個關於

獻身生活的世界主教會議。獻身生活和使徒生活團體，本地教會

與為數眾多的全國性和國際性組織和教廷的各部門認真交換了意

見。會議中為數眾多的與會神長屬於修會團體，更有不少男女獻

身生活者以專家或旁聽者身份參與會議。有一位修女和一位修士

擔任第二特別秘書。  

第九屆常務世界主教會議（IX Ordinary General Assembly）

於 1994 年 10 月 2 日到 9 日召開，主題是「奉獻生活及其角色在

教會及世界」（The Consecrated Life and its Role in the Church and 

                                                           
9  《神操：通俗譯本》，150-151頁。  

10  「辨別神類的規則–甲組」第五條規則，《神操：通俗譯本》，151頁。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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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World）。11
 會議後，教廷於 1996年 3月 25日頒布『奉獻

生活』。 

4. 《奉獻生活》的目的  

《奉獻生活》的目的，勸諭第 4 號表達得非常清楚，就是要

向全體神職人員、獻身者、平信徒傳達第九屆常務世界主教會議

的成果： 

4.  

 

5. 《奉獻生活》的根源和基礎  

緒論明言獻身生活「

」拉內認為天主自我通傳的根

本模式是基督的降生成人，而基督的降生成人及其生活典範是三

願生活的根源和基礎。勸諭第 14號說明獻身生活的福音基礎： 

14.  

 

                                                           
11 Vatican website: http://www.vatican.va/news_services/press/documentazione/  

documents/sinodo_indice_en.html#14 - IX ASSEMBLEA GENERALE ORDINARIA (2-9 

OTTOBRE 1994), 2015年 1月 5日登入。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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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諭第 1 號認為藉著福音勸諭，耶穌容貌的特徵，即貞潔、

貧窮、服從，在世間顯示出來，將全體信友引向天國的奧秘。此

一奧秘已臨於世上，並將在永恆的天國達至圓滿。 

5.1  主耶穌的自我超越  

主耶穌藉實踐三願生活不斷超越自己，回歸天主聖父。 

 神貧：主耶穌空虛自己（kenosis），降生成人、在貧窮的

環境中出生、成長、 完成人生旅程。 

 貞潔：主以獨身貞潔作為天國來臨的標記。  

 服從：主聽命至死，完成聖父的救恩計劃（the economy of 

salvation）。 

多瑪斯學派認為聖子的降生成人，主要目的是為拯救被罪惡

所綑綁的人類。思高學派則認為縱然人類沒有犯罪，主仍會降生

成人，目的為以自己的超越歷程為人類樹立典範，幫助人完成自

我超越，將世界及人類帶到圓滿的境界。此外，在人類現實的處

境中，降生及聖死也有贖罪的意義。所以主耶穌的自我超越，成

為獻身者的自我超越的典範。12
  

5.2  基督徒生活的聖三屬性  

天主自我通傳的其中一個模式是恩寵的賜與，獻身生活是天

主白白賜給教會的一份禮物，正如勸諭第 3 號所說的：「

」教宗在第 5 號指出歷史上不凡的男女修會開創者，

                                                           
12   黃克鑣，〈拉內論基督的死的聖事象徵因〉，259-260頁，註 24。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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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德的服務實踐獻身生活，作為天人之愛在世間的標記。第 14

號指出歷史上不少男女受到主的邀請度肖似基督的生活，在聖神

的光照下，聖洗聖事的獻身發展成為徹底的回應。此一追隨基督

的路起源於天父，但包含基督論和聖神論的幅度，展示了基督徒

生活的聖三屬性，同時預示了末世的圓滿實現。下面將討論不同

類型的獻身生活。 

6. 不同類型的獻身生活  

勸諭 16號指出不同類型的聖召生活，恍如基督真光所映照出

的教會面貌。平信徒因其在俗的特性，反映出基督降生成人的奧

蹟在此世實現。 

基督是教會的頭及牧者，神職人員活出基督的形象，在「已

經卻尚未」的現世時期，引導天主子民期待基督的第二次來臨。 

修會會士以實踐三願的生活方式努力重度「

」13。 

總之，受召者就是以奉獻生活為標記，度與基督同面貌的生

活，彰顯聖三的無窮佳美，為聖三對世人的愛作喜樂的見證。14下

面將討論獻身者的自我超越。 

7. 獻身者的自我超越  

聖父主動邀請人，要求受召者全心全意回應其召喚15，並放

下一切，在聖子身旁，終身與聖子同行。「

                                                           
13   《奉獻生活》16號。 

14   《奉獻生活》16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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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 17 9

」 16
 獻身者的自我超越是一條無止境的淨化之

路，聖神引領獻身者日益肖似基督，在歷史上延續復活基督的特

別臨在。17
 但獻身者的淨化之路，並非獨善其身，而是按各人特

殊的生活方式和使命，針對不同的需要，運用天主所賜的各種神

恩為人類提供不同的愛德服務，使教會「

」18
  

獻身者藉生活福音的勸諭回應聖召。 

獨身之貞潔 

彰顯對天主之愛的不貳之心，是聖三無限愛情的標記：降生

成人的聖子以全然的犧牲顯露聖三愛情的深度奧秘，而天主的愛

藉傾注的聖神激發人愛主愛人。19
  

神貧 

貧窮則宣報「 」。為了愛天主，人願意

放棄此世全部擁有，以基督為榜樣，祂「

」。聖言的降生揭露了聖三之間徹底自我給予的無限愛

情，深深吸引受召者以基督為典範，不斷超越自己，回應聖三的

無限愛情。20
  

                                                                                                                          
15  《奉獻生活》17號。 

16  《奉獻生活》18號。  

17  《奉獻生活》19號。  

18   《奉獻生活》19號。 

19  《奉獻生活》21號。  

20   《奉獻生活》21號。 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從卡爾‧拉內的神學人觀看《奉獻生活》勸諭  

 11  

服從 

以基督為榜樣：聖父的旨意作食糧，全心委順，以真誠的責

任感，活出兒女般依恃父親的愛，目的在彰顯聖三之間的互愛。21
  

建基於聖三之間的愛，獻身者以基督的自我超越為榜樣，藉

實踐三願生活，在知識與自由兩個幅度上不斷超越自己，在基督

內回歸聖父。因此，獻身生活「

」22
  

7.1  獻身者在世為基督作證  

獻身者因著對基督毫無保留給愛，保持被選者的覺性，時刻

自我警惕，棄絕任何阻止答覆的障礙，俾能全心全意回應召叫

者，奉獻全部所是與所有。如此，才可成為基督的在世的標記，

活出基督的面貌，成為真誠有力的福傳者，在世上延續基督的使

命，勉力使天國臨現於人間。23
  

7.2  獻身生活是教會共融的標記  

無論是在俗的團體、個別的獻身生活者、在俗獻身的貞女、

獻身的鰥寡人士、獨修者、修會團體以及使徒團體，彼此的友愛

共融都是教會共融的標記。教會是天國臨現於世的標記，所以獻

身生活也是天國在世的標記。24
  

7.3  獻身生活的末世幅度  

                                                           
21   《奉獻生活》21號。 

22 《奉獻生活》21號。 

23   《奉獻生活》25號。 

24  《奉獻生活》42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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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實踐貞潔聖願，獻身者被聖神的愛火所燃燒，化為縷縷清

香，奉獻給天主。如此，獻身生活「

」無論婚姻如何美好，只屬於此世。貞潔生活指出人在

天國不嫁也不娶，是純靈性的存有。自我超越的終點是天國，是

圓滿的天人合一，貞操生活是永恆天國在世的標記。25
 下面以討

論獻身生活的困難。 

8. 獻身生活的困難和解決之道  

人是為天主而受造，拉內認為人心對天主有無限的嚮往，渴

望與天主永恆結合。人生於世，以有限的人性追尋無限的天主。

世上一切都有限，無法滿足心中對天主無限的嚮往，所以恆常感

到內心有一份莫可名狀的空虛，唯有天主的愛才能滿足人心所有

渴望。獻身者縱然憑信德生活，但存在性的空虛感，無時無刻攻

擊其靈性，動搖其自我價值。由於人性的限度，獻身者如果無法

確定真我，只能藉外在的事物建構假我，在實踐三願生活過程

中，將面對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困難。 

8.1  神貧的困難  

雖然放棄一切跟隨基督，卻藉追求外在的權力、名譽、地

位、人際關係，成就等，並藉此外在擁有建構自我價值。獻身者

在認知層面自以為事奉天主，行為上卻是建構假我。魔鬼深明人

性的軟弱，不斷投其所好，推動人藉外在的成就建構假我。除非

獻身者能確定自己是天主的肖像，充分確立自己的價值，自我建

構的行為不會停止，卻只是藉不同的方式達至滿足。 

                                                           
25   《奉獻生活》26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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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貞潔的困難  

內心的空虛感容易推動獻身者以不知不覺的方式在人際交往

中尋求滿足。與異性的交往經驗尤其容易滿足內心的渴望和空

虛。團體生活的困難、兄弟姊妹的誤解、使徒工作上的挫敗等，

往往在潛意識的層面推動獻身者尋求人際的滿足以作補償。貞潔

的困難亦與自我觀念息息相關：由於無法確立真我，加上魔鬼在

黑暗中默默的推動，獻身者傾向從異性交往經驗中建構自我的價

值（假我），尋求滿足，導致貞潔生活的失敗。 

8.3  服從的困難  

服從是獻身生活的核心，因為愛的至高實踐，便是承行天父

的旨意。基督的自我超越，就是承行聖父旨意的典範：降生成

人、宣講天國、受難聖死、復活升天，便是為完成聖父的救恩計

劃。服從是貞潔與神貧的基礎，因為後二者的目的，就是為承行

天父的旨意。 

服從的困難與人格特質和成熟程度有密切關係。人格不成熟

者，過獻身生活不無困難，因為靈修建基於成熟的人格。不成熟

的人格，會成為靈修的障礙，無法結出果實。雖然靈修也會促成

人格的成熟，但基本的人格成熟度，是靈修生活的必須條件

（ necessary condition ） ， 卻 不 是 充 分 條 件 （ sufficient 

condition），要達至成熟的靈修，還需配合其他條件，例如恆

心、忠信、信、望、愛等。 

人格與靈修不成熟者，其世界觀偏向封閉，一切都以自我

（假我）為中心，很難有真正的聽命精神，因為聽命預設了深度

的自我空虛（去除假我）。既無法確立真我，何來超越？主耶穌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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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活出真我，藉義無反顧的聽命精神和相應的行動承行父的旨

意，完成救恩計劃。無法確立真我，缺乏真實的服從精神，如何

服從合法的長上？如何以基督為榜樣，承行父的旨意？ 

8.4 解決困難的方法  

唯有藉恆常的祈禱和愛德服務，讓聖神的愛充盈心中，獻身

者才能經驗到充分的被愛，感受到自己的內在價值，從而確立真

我。一旦能確立真我，無需再建構假我，獻身者便具備了穩固的

基礎，活出三願生活，因為三願生活就是以基督為榜樣的自我

（真我）超越。至此，獻身者便能將整個生命以毫無保留的方式

奉獻給天主，包括一切使徒工作的果實和外在成果，一切都為歸

光榮於聖父。 

恆常的祈禱也使人與天主的友誼與日俱增，聖神的臨在增強

人靈性上的辨別能力，助人分辨內在動力和標記的來源：來自自

己、魔鬼、天主？來自自己的有助加深自我認識，否定假我，確

立真我。來自魔鬼的要斷然拒絕。來自天主的要矢志追隨，努力

實踐。 

每當獻身者遇上心身兩方面的困難、靈修上的神枯和死亡、

人際關係的困難、使徒工作上的重大挫敗、忠信受到考驗時，上

司和團體兄弟姊妹的關心和理解，會給予獻身者極大的安慰和力

量。26
 專業的幫助，諸如醫療、心理輔導、靈修輔導等，固然極

有幫助，但團體的接納、理解、支持，往往是獻身者能夠回歸正

常修道生活的主要力量。 

                                                           
26   《奉獻生活》70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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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修道生活的痛苦無法避免，但能超越痛苦，其實是自我超

越的成就，因為主耶穌在世時經歷了真實的痛苦、磨練、被拒、

被棄、死亡、復活，完成自我超越。獻身者藉經歷救主的生命經

歷，參予基督的逾越，在祂內回歸聖父。 

全文總結 

獻身生活是聖父藉主耶穌賜給人的無價禮物，受召者藉生命

的奮進歷程不斷超越自我（真我），從而參予救主基督的整個逾

越奧蹟，在祂內回歸聖父。三願生活的基礎是天人之愛，受召者

藉實踐神貧、貞潔、服從聖願愛主愛人，與人分享生命：白白得

來，白白分施。超越自我的歷程中，獻身者的生命得以完全淨

化，日益肖似基督，因而更能宣講基督所宣講，力行基督所力

行，在世上建設天國，在基督內光榮聖父，直到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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