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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你們要歡喜踴躍》 
宗座勸諭談聖德 

吳智勳  

1.  聖經談聖德  

2018 年 3 月 9 日教宗方濟各發表他在位的第三個宗座勸諭

《你們要歡喜踴躍》（Gaudete et Exsultate）1，其副題是「論於當

代世界成聖的召叫」。成聖的要求是來自聖經，舊約新約都有：

「你們應是聖的，因為我是聖的」（肋 11:44,45），兩節內重複兩

次。新約亦引用過這話：「要像那召叫你們的聖者一樣，在一切

生活上是聖的，因為經上記載：『你們應是聖的，因為我是聖

的』。」（伯前 1:15-16） 

舊約中，天主讓人知道祂是「聖者」（歐 11:9），祂的名字

是「聖」的（亞 2:7），不能褻瀆；天使侍立在祂左右，高呼

「聖！聖！聖！」（依 6:3）。「聖」的本義，有「分開」的意

思，天主是「聖」的，表示天主與人不同。舊約不容許人為天主

造像，就是因為天主不同於人；不論人想像多麼完美，都不能表

達天主。天主既是神聖的，人在祂面前，總覺得污穢不潔，連先

知也不例外：「我有禍了！我完了！因為我是個唇舌不潔的人，

住在唇舌不潔的人民中間，竟親眼見了君王──萬君的上主！」

（依 6:5）先知就是一些被天主祝聖的人：「我已祝聖了你，選定

了你作萬民的先知」（耶 1:5）。先知有傳達天主旨意的任務，無

論遇到甚麼困難，都不應畏懼，因為有天主與他同在：「他們要

                                                           
1  教宗方濟各《你們要歡喜踴躍》（Gaudete et Exsultate 下面簡稱 GE），天主教台灣地
區主教團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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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你，卻不能得勝你，因為有我與你同在，協助你」（耶

1:19）。 

新約的宗徒一接觸耶穌神聖的身份，立刻意識到自己罪惡的

一面。伯多祿按耶穌吩咐划到深處撒網，卻得到遠超經驗，使兩

隻魚船幾乎沉沒的魚獲，立刻知道耶穌天主性的身份，跪伏在祂

跟前說：「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路 5:8）。皈依

後的保祿知道神聖的天主要求甚麼：「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

聖，要你們戒絕邪淫，要你們每一個人明瞭，應以聖潔和敬意持

守自己的肉體，不要放縱邪淫之情，像那些不認識天主的外邦人

一樣；……天主召叫我們不是為不潔，而是為成聖。」（得前 4：

3-5,7）今天，教會提醒領了洗的基督徒，要履行傳達天主旨意的

先知職務。換句話說，每個基督徒都被祝聖，與罪惡「分開」，

不但自己屬於天主，也帶領別人走向天主。 

聖經成聖的呼籲，有時令人覺得遙不可及，或者有點離地，

好像不食人間煙火，甚至成為取笑的對象。教宗希望人知道，成

聖是主的命令，而成聖並非抽離人間世修道人的專利，他清楚聲

明：「我們常以為只有那些可以遠離俗務和投入大量時間祈禱的

人，才能成聖。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全體都蒙召成聖」（GE 

n.14）。 

成聖的結果就是喜樂，宗座勸諭的名稱來自耶穌「真福八

端」的結論：「你們歡喜踴躍罷！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

的」（瑪 5:12）。所謂「真福」或「有福」，希臘文是

makarios，有「喜樂」，「幸福」的意思。讓我們看看教宗的勸諭

如何講近在眼前的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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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介《你們要歡喜踴躍》勸諭  

勸諭分五章，共 177 節。第一章首先提到從古到今，人群中

都出現聖者，他們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們為天主所喜愛，是天

主慈愛的見證人。他們不是遠在天邊，屬於傳奇性的聖者，而是

近在眼前的鄰人，教宗稱為「鄰家的聖人」，是「懷著深摯的愛

養育子女的父母，為支持生計而努力工作的男男女女，還有總是

保持微笑的病人和年長的修道者」（GE n.7）。不但教會有這種

具聖德的人，連在教會外，聖神也會興起有聖德的人，他們是

「天主臨在的記號」（GE n.9）。 

第二章 提到在成 聖旅途中 的 兩個仇 敵：即玄識 論

（gnosticism）和白拉奇論（pelagianism）。這兩個早期教會的異

端，以新的方式存在於今天，並且影響著我們。前者強調知識或

經驗，使人自我膨脹，企圖駕馭奧秘，包括天主的奧秘，以及人

生命的奧秘。後者以自我為中心，崇尚人的能力主宰一切，對於

天主或祂的恩寵，變得可有可無，甚至陽奉陰違。這兩種意識形

態，對以天主為中心的聖德，不但有影響，而且具破壞力。 

第三章返回主耶穌的教導，特別是瑪竇福音山中聖訓的「真

福八端」，認為八端「簡潔地講述了聖人是怎樣的人，…像基督

徒的身分證」（GE n.63）。每一端的價值，不容易把握，甚至與

世俗的行事方式背道而馳。我們需要聖神以其恩寵充滿我們，我

們才有能力實行八端的教訓，成為具真福喜樂的聖者。 

第四章描述聖德在當代世界的特徵：以天主為中心的忍耐和

堅持行善，以善勝惡拒用暴力的溫良，充滿希望的喜樂，使生活

有趣味的幽默感，勇於宣講與傳福音的熱忱，與人同行的團體生

活，不論是修道的或婚姻中的團體生活，恆常祈禱，包括閱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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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天主的聖言。這些特徵最普通不過，並非遠在天邊，而是在

日常生活範圍內，在自己家中或在鄰舍就可有這種聖德。 

第五章是個總結，聲明基督徒信仰生活是一場持續的搏鬥。

我們要對抗世俗的心態，對抗自己的軟弱，對抗魔鬼的誘惑。不

要以為魔鬼屬於神話式的存在，只有代表性，象徵性的意義。聖

經中的耶穌在「天主經」中最後一句，就是要我們求免受「惡

者」的傷害。我們怎能不醒悟和信賴天主？要分開事物來自聖

神，還是來自世俗精神或魔鬼，教宗提出明辨的精神：「藉著祈

禱、省察、閱讀和忠言培養辨明的能力」（GE n.166），希望藉

著這個勸諭，有助宣揚成聖的渴望。 

3.  反思勸諭的特色  

3 .1  貼近群眾的親和力和正能量  

教宗方濟各是以貼近老百姓出名的。他當主教時喜歡坐公車

和普通市民在一起，並曾打趣的說：「做牧者，身上必須有羊

味」。他當了教宗後，仍不失他的親民方式。他離開教宗住的豪

華住所，搬去梵蒂岡內的一個小房間居住。他在聖伯多祿廣場見

教友時，往往主動走到人群面前，令保安人員大為緊張。在他的

生日，他邀請一些羅馬貧民與他共晉晚餐，令他們喜出望外。他

認為自己只是向耶穌學習，因為祂接近群眾，真正了解他們的需

要。耶穌講的道理，連大部份是文盲的老百姓都聽懂，教宗方濟

各的勸諭也是如此。他不是發表神學論文，很少用上深奧的神學

術語，他的思想也不複雜，完全圍繞著「聖德」這個主題：聖德

是甚麼？聖經怎樣說？今天現實環境中怎樣經驗聖德和活出聖

德？他舉聖德的例子，有年代久遠的聖者，也有離我們不遠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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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真福保祿六世，聖若望保祿二世，聖德蘭修女，聖女傅天

娜等。這個勸諭不冗長，只有 177節，中譯本僅 50頁，屬於短的

訓導，符合傳播精簡原則，了解現代人不喜長篇大論的心理。冗

長的訓導，不論內容多精彩，總是遠離群眾，只淪為神學家的研

究對象和引據資料。 

今日傳媒報導的多是負面消息，天災人禍，戰爭危機，社會

動亂，弄得人心惶惶，覺得前路茫茫，缺乏希望。教宗方濟各的

勸諭都是充滿正能量的，他第一個宗座勸諭是《福音的喜樂》

（Evangelii Gaudium 2013），第二個宗座勸諭是《愛的喜樂》

（Amoris Laetitia 2016），現在第三個是《你們要歡喜踴躍》

（Gaudete et Exsultate 2018），全部圍繞著喜樂。有喜樂自然會有

希望，這正是現代社會最需要的。教宗方濟各是對症下藥，令人

在不理想的環境中，看到希望所在，回應成聖的召叫，自己喜樂

地生活，也觸動人同樣地生活，因為喜樂是有感染力的。 

3 .2  成聖不是沉重的包袱  

耶穌曾痛斥同時期當權的經師和法利塞人：「把沉重而難以

負荷的擔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卻不肯用一個指頭動一

下」（瑪 23:4）。教宗深感外界對教會訓導當局有類似的微言，

嘗試叫人向耶穌學習：「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罷！因為我是

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因為我的軛是

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 11:29-30）教宗不從深奧的

神學或嚴謹的法典去責成教友怎樣完成責任，反而指出既然人人

都蒙召成聖，以愛德活好每天的生活就是了：「你是已婚者嗎？

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愛護和照顧你的丈夫或妻子，一如基督怎

樣愛了教會。你正在為謀生工作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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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職地完成工作，為你的兄弟姊妹服務。你是別人的父母或祖父

母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耐心教導子女跟隨耶穌。」（GE 

n.14）這正符合《易經‧繫辭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理，

《易經》有艱深的道理，老百姓能生活在其中，只是不知道而

已。成聖之道可以講得很高深，但老百姓能不知不覺在日常生活

中實行出來。有聖衣會修女不明白大德蘭《七寶樓台》的神修道

理，聖女安慰她不明白不重要，只要她繼續慣性地每天用簡單的

天主經、聖母經和聖三光榮經去記念耶穌的五傷就夠了。成聖不

需要艱深的學問，否則成聖變成了沉重的包袱，或者成為教宗所

謂現代的玄識論，「蔑視福音明確表現的簡明，試圖以另一種更

優越的一致性來取代三位一體和降生成人的天主」（GE n.43）。 

教宗把教會內一些偏執法律，炫耀禮儀、教義或教會的威望

的人，不客氣地稱之為新白拉奇論者(GE n.57)，他們把大量時間

和精力花在這些事情上，而不在尋找迷失的人。教宗要教會自我

警醒：「當我們相信一切都取決於人的努力，並由教會的規條和

結構所導引，我們就會不自覺地將福音複雜化，從而受到奴役，

墮入一個使恩寵難以發揮作用的行事模式。聖多瑪斯‧阿圭那提

醒我們，教會為福音添加的規條應適可而止，『以免信友的負擔

太重』，否則我們的信仰將成為一種奴役。」（GE n.59）這種講

法可能不受教會內某類人士的歡迎，但教宗仍然以「雖千萬人吾

往矣」的道德勇氣堅持了。 

教宗特別引用了瑪竇福音審判的比喻，作為行動的準繩，就

是以憐憫的心去幫助身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這些人做這事時，

完全不知道是為耶穌做的；但耶穌鄭重聲明：「我實在告訴你

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瑪 25:40）。教宗認為：「這篇經文提醒我們要在窮人和受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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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看見基督，……那是每一位聖人致力效法的」（GE n.96），

成聖的機會就在日用之中，人人都可遇上的。 

3 .3  鄰家就有聖人  

新約中，尤其是保祿的書信，有把所有基督徒稱為「聖徒」

的習慣，已暗示著他們人數眾多而且與眾不同。教宗強調，既然

人人都蒙召成聖，聖者一定很多，教會內外都有，甚至鄰家就有

聖人。當我靜思我所遇過有聖德的人時，立刻要承認教宗所講是

真實的。聖人到處都有，不但鄰家有，甚至家中也有。 

家父是我最敬重的人，一生為十二個子女辛勞而無怨言；除

了一份正職，還兼一兩份職，就是為養家。一生節儉，省下一

切，都是為子女。他每天參與彌撒，晚上帶領子女晚禱，雖然疲

勞，從不打瞌睡。當體罰仍普遍存在的時候，他從不打罵兒女。

我從心底裡認定他是聖人，是基督的好見證。說話或文字有時可

以作假，為人也可裝假騙人，但長遠總有露出馬腳的時候。元好

問《論詩三十首》表達得很好：「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

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潘岳「閑居賦」所

表達清高的人格，就被他向權貴望塵而拜的劣行破壞無遺，露出

裝假的尾巴。家父的聖德是持久的，經得起家中各人「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考驗的。 

一想起教會中的聖人，我們不期然想起修道人。無可否認，

教會冊封的聖人中以修道人居首。我反省在我認識的修道人中，

的確有很多具備聖德的人，已故狄恆神父就是其中一個。他一生

奉獻於教育工作，做過訓導主任、校長、校監，常掛著招牌式的

笑容，連對著頑劣走堂的學生也如此，從未見過他疾言厲色罵學

生，難怪他是最受學生歡迎的神父。晚年他在病床上，總是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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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歡迎來探望他的人。如果不是醫生禁止，他不會拒絕任何來探

他的人。我與他最少有二十年生活在一起，深深感受到他仁慈的

性格，他是耶穌慈愛最好的見證。聖人真的很多，你我身旁就

有，教宗說的很對。 

3 .4  聖人是在人群當中  

教宗勸諭一開始就以「眾多如雲的聖人在鼓舞和陪伴我們」

為標題，這句話來自希伯來書 12:1：「如此眾多如雲的證人，圍

繞著我們」，表示聖人不是離群的、孤芳自賞的個人，聖人是在

人群中成聖，他的成聖總與人群有關。舊約的先知成聖，因為他

為傳達天主的意思給人民而遭受磨難；殉道的基督徒之所以成

聖，因為他在人前做了基督的見證。教宗在勸諭中先引用了梵二

《教會憲章》9的話：「天主的聖意不是讓人們個別地獲得聖化和

救恩，而彼此之間毫無聯繫，而是要使他們成為一個按真理認識

祂、以聖德事奉祂的民族」，然後表明：「在救恩史中，上主拯

救的是一個民族。若非屬於一個民族，我們的身分就不完整。因

此，誰也不是孤立地獨自得救的」（GE n.6）。換句話說，沒有

人群，便難有聖人；他的聖德，不知如何發揮出來。教宗所講

「鄰家的聖人」已暗示著聖人在人群中；沒有鄰家，那裡知道有

聖人存在？聖人是為人們才存在的，沒有與人群的緊密關係，聖

德難以發揮出來。住在隱修院的修道人形體可能與人隔離，但心

神是與外在世界合一的，他們日以繼夜為世人祈禱。教會欽定聖

女小德蘭為傳教主保，與聖方濟各‧沙勿略看齊，就是相信她的

祈禱，她的見證，有助傳教事業。可見小德蘭的聖德是與人群連

繫的，連繫著她修會的團體，連繫著教會團體，甚至連繫著整個

人類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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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成聖是喜樂的  

這是出自耶穌的保證，真福八端的「真福」，原文就有喜樂

的意思。教宗引用真福八端時，就聲明了每端都是一種聖德，而

每端總為人帶來喜樂。耶穌在總結真福八端時，就保證即使在受

苦中也能有喜樂：「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

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罷！」（瑪 5:11-12）

聖經記載這個情況的確發生了，猶太當權者把早期教會的門徒捉

來鞭打後，命令他們不可再因耶穌的名字講道，才釋放他們，

「他們喜喜歡歡地由公議會前出來，因為他們配為這名字受侮

辱」（宗 5:41）。為什麼這些在苦難中的人，仍有喜樂的心境，

因為感受到天主和他們在一起。亡國充軍的以色列人，能有平和

幸福的心境，因為有天主同在：「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我

不怕凶險，因你與我同住」（詠 23:4）。帶鎖鏈的保祿，知道有

主同他在一起，並且教友因著他所帶的鎖鏈，更依靠主，便充滿

喜樂的說：「為此，如今我喜歡，將來我仍然要喜歡，……我或

生或死，總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頌揚」（斐 1:18,20）。正因為這

種與主同在的聖德，保祿便教訓人：「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

事感謝」（得前 5:16-18），自己也能「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

中，或飽飫、或飢餓、或富裕、或貧乏、我都得了祕訣。我賴加

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 4:12-13）。 

至於每端真福帶來的喜樂，比比皆是，甚至非基督徒都能有

這經驗，中國賢人顏淵就是個好例子。提起有德行的弟子，孔子

首推顏淵，認為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顏淵就是個有神貧精

神的賢人，但同時是個喜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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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八端中有「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一項，憐憫人的人是

喜樂的人。浪子回頭的比喻中的父親對回家的浪子「動了憐憫的

心」，高興到「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

又吩咐僕人把肥牛犢宰了慶祝，「我們應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

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了」（路 15:20,23-24）。至於那自以

為正直的長子，卻認為父親不公道，自己一向循規蹈矩，所得的

報酬還不如這敗家的蕩子，因而生氣不肯進去。嚴格的公義使長

子氣憤到不尊敬父親，只稱「你」；也不承認「弟弟」，改稱

「你這個兒子」（路 15:29,30），對失而復得的弟弟毫無親情，自

然無法領略憐憫帶來的喜樂。 

4.  小結  

教宗方濟各清楚聲明這宗座勸諭只有一個卑微的目的：「讓

成聖的召叫再次迴盪」（GE n.2）。成聖是所有人的召叫，教宗

按照梵二的精神，承認教會之外也有聖人。這也是儒家傳統一向

的講法，宋明理學家陸象山曾這樣說：「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

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三）近儒錢穆先生為新

亞書院校歌填詞時也用了這句深入中國人心的句子：「東海西海

南海北海有聖人」。天主創造我們的人性都是一樣的，德性就是

人性的一部份，而稱為善端的德性是要培育的。 

為基督徒而言，聖德既需要天主的恩賜，亦需要人的合作配

合。教宗相信天主不會吝嗇祂的恩寵，祂召叫所有人成聖，好像

祂是聖的一樣。古今中外，五湖四海都有聖人。聖人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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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窮碧落下黃泉」，或在虛無縹緲的仙山中找；他們總是在人

群中，就在我們身旁，甚至在我們的家中或鄰人中。只要我們細

心觀察，不難發現他們的存在。他們是天主臨在的記號，因為他

們不論在順境或逆境，總是喜樂的。聖德不會是個沉重的包袱，

「因為喜樂於上主，就是你們的力量」（厄下 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