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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人子的記號要出現天上。」（瑪 24:30） 1 

 
 

導言  
 

「你早上撒種，晚上也不要住手，因為你不知道：是早上撒的，還是晚上撒的

長的好，或是兩種都同樣好。」（訓 11:6）  
 
明智的訓道者用這些話向天主真理的宣講者發言，他不應因在早上已宣講而滿

足地休息，卻應在夜間的每時刻宣講，並要繼續宣講，如同聖保祿勸勉弟茂德說：

「務要宣講真道，不論順境逆境，總要堅持不變；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訓，

去反駁，去斥責，去勸勉。」（弟後 4:2）  
 
今早樞機已向你們宣講，我相信，他藉著天主的協助而撒的種子，將在你們內

結出果實。 2

在天主傾注於這位謙卑貧窮的小人物聖方濟身上的一切恩賜當中，其中一個特

殊、而我膽敢說是獨一無二的特恩，就是在他死前兩年，他的身體帶有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五傷。

如果我現在也能說一些在你們內結果的說話，那就會是優異了。  
 
當然，有些人或會說：「這麼多講道有什麼意義？它們祇成為沉悶及荒謬的機

會。」但這並不真實。懷有十分樂意心靈的人，不會沉悶；他反而樂於在任何時

刻，聆聽關乎他的天主及創造主的話。懷有急切學習心智的人，會在一日的任何

時刻參加講座，以增長知識。他也不會因為他在早上已聽過教授的課，而在下午

缺席。反之，他會樂意出席。  
 
這也適用於懷著十分樂意的心靈，去聆聽天主聖言的人。他不會因為早上聽過

一次講道而錯過下午的，反會樂意地參加晚上的講道。即使他並未因此獲益，或

有時得益輕微，但如果他愉快地參與及樂意地聆聽關乎他創造主的講道，就有極

大的功勞。在這裡接受的慣例當中，市內的學生急切來聆聽天主的話，是其中一

個較好的習慣。  
 
因此，天主的話在早上及在晚上都被宣講及撒播。正如一粒自然的種子，除非

雨露傾降使之發芽結實，否則祇能出產很少或是一無所出；同樣，除非天主降福

的雨露傾降，我話語的種子也不會多結果實。因此，在開始之時，讓我們懇求天

主，即依照聖詠所說，給產業降下甘霖及復甦它們的那一位（參閱詠 68:10），恩

賜我因他的尊榮說話，為了讚揚及推薦聖方濟，和我們靈魂的安慰。  
 
 

（一）  記號  
 

我們以「那時，人子的記號要出現天上」的經文開始。  
 

3他身體側邊被剌穿並有血從中流出，他的雙手有黑釘穿透且彎過

背部的傷痕。這是確實的，能如同世上任何東西一樣確實。很多人曾見過他身體

上的五傷，有些仍然健在。 4主自己把這個標記，銘刻在這位謙卑貧窮的小人物身

上；如同你們今天所聽到的，他因自己的謙卑而成為痲瘋病人的僕役。我引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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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福音的這經文，來讚揚這特殊的、或更好說是獨一無二的特恩。  
 
這一經文，就其文字含意（ literal  sense）及依據它的歷史意義（ historical  

meaning）來說，指的是主的標記，即在審判之日出現的十字架。就其寓意意義

（ allegorical  meaning）來說，指的是基督在被釘時身體上出現的十字架印記。就

其比喻或道德意義（ t ropological or moral  meaning）來說，指的是出現在聖方濟身

上的、主耶穌的五傷。  
 
在文字含意內，「蒼天」指的是我們看到在自己頭上的實體。在這種含意下了

解，十字架的標記會在審判之日出現在天上，作為判官嚴厲的標記，致使「地上

的各種族都要哀悼他」（默 1:7）；並如同哈巴谷所說：「太陽忘了升起，月亮停於

居所，這是因了你放射箭羽的光芒，你矛鎗閃爍的光亮。」（哈 3:10-11）達味用

以打倒哥肋雅、即魔鬼的矛鎗，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金口聖若望指出，它將在審

判之日出現，比所有的星辰都燦爛。 5 
 
在天上出現的十字架標記，也能被寓意地了解；那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被

釘在十字架之日，身體上出現的印記。我們在依撒意亞讀到：「那一日，葉瑟的根

子將成為萬民的旗幟。」（依 11:10）那就是說，成為一個憐憫的標記。基督所背

負並在其上受苦的十字架，是所有民族及每一國家的憐憫標記，如同依撒意亞繼

續說的：「列邦必將尋求他，他的墳地將是輝煌的。」（依 11:10）拒絕承認及接納

基督的猶太人，應小心考慮這一切，並承認它的真理。讓他們尋求看看，有無其

他人物的墳地是同樣輝煌的。  
 
這標記也出現在基督的奧體上，也會在他的肢體上發現，正如聖保祿所說：「凡

屬於耶穌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慾釘在十字架上了。」（迦 5:24）祇有那

些背負基督標記、即基督十字架標記的人，才屬於他的軍旅。因此，每個人都要

背負這個標記。但是天主以特殊的方式，向基督奧體的兩個肢體，即君士坦丁大

帝 6及聖方濟，啟示了十字架標記。  
 
直到君士坦丁以前的許多世代，國王及帝王都是異民，世上各民族間常有戰爭

及分裂。基督十字架的降福，好像歸於湮沒。然後，當君士坦丁與馬山齊奧

（Maxentius）戰爭時，十字架的標記在天上出現。它以勝利的標記出現，因為君

士坦丁被告知說「 touto」，意即「因此標記，戰勝」或「你將因此標記而得勝」。 7

在起始時引用的經文，有兩個要素。第一個關注到聖方濟因肖似基督而獲得的

就在那一刻，他承認被釘者，又在自己的額上劃上十字聖號。從此，十字架由為

強盜的刑架，變成帝王額上的標記。在此之後，君士坦丁派遣自己的母親聖海倫，

前往聖地尋找十字架的聖木。她尋獲了，就送到耶路撒冷去。在普世找到的一切

十字架聖木的聖髑，都是從它而來的。  
 
主很是樂意在君士坦丁的時候，藉著勝利的標記，即顯示給君士坦丁的十字架

標記，結束戰爭及磨難。正如他願意把勝利的標記銘刻在君士坦丁身上，他因而

選擇把補贖的標記，銘刻在聖方濟身上。主如此做時，就挑選了一位簡樸、貧窮、

及謙卑的人，成為所有在他後來者的補贖模範。因此，默示錄經文的描述，可以

理解為聖方濟：「我又看見了另一位天使，從太陽出升之地上來，拿著永生天主的

印」（默 7:2），好讓他能在悲痛哀號的人額上，劃一個十字記號（參閱則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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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特別聖寵的特恩，正如經文所說：「那時人子的記號要出現」。第二個涉及他

超卓的功德，正如經文所說：「天上」。因為聖神以他的恩賜充滿天上，即天上的

人們。  
 
 

（二）  蒼天  
 

你們要知道，蒼天擁有極多的特性。 8我願意把很多其他的撇在一旁，而專注

於：它們在我們之上臨現，它們廣闊的延伸而包羅萬象，及它們對大地的影響。  
 

（ 1）  蒼天在我們之上臨現：貧窮、貞潔、服從  
 

首先，它們在我們之上臨現於極高之處，這可以應用在聖人們、特別是聖方濟

所擁戴的受舉揚的貧窮；它們被光華所裝飾，這可以了解為無瑕疵的貞潔；它們

亦保持不變動的位置，我用此來指示聖方濟謙卑的服從。  
 

1. 貧窮  
 

聖方濟因他的貧窮，像是在極高之處的蒼天。我們在依撒意亞讀到：「上天是

我的寶座，下地是我的腳凳」；及後又說：「我要垂顧的是誰呢？是貧苦者、懺悔

者和敬畏我言語的人。」（依 66:1-2）上主天主啊！你如何會在同一經文內把貧苦

者和上天連結在一起？上主樂意把他的寶座，安放在那一層天呢？無疑是在貧苦

者內，他也可被稱為上天。我要用聖詠的話來證明：「上主住在自己的聖殿，上主

的聖殿設立於天」；然後又加上：「他的目光細察窮人。」（詠 11:4）對貪婪的人來

說，貧窮是可憎惡的事；但在天主眼中卻不然。因為它在外表上雖然是最低下的，

在真理上是受舉揚及最高級的。聖保祿給格林多人寫道：「他們極度貧困所湧出的

豐富簡樸。」（格後 8:2）如同蒼天是按高天、更高天及最高天的領域安排，同樣，

在忍耐中產生的貧窮是美善的，因渴望及期待產生的貧窮是更美善的，以人在其

內頌揚及歡騰的喜悅所擁護的貧窮是最美善的。因此，貧窮是人能相似蒼天的原

因，因為它導向天國。我們的主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瑪 5:3）貧窮把那些不愛它的、或誹謗它的人，排除在天國之外，正如聖經所說：

「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更容易。」（瑪 19:24）即是指，把他的心放在財

富並予以信靠的富人。貪婪把人貶低，因為「那些想望致富的人，卻陷於誘惑，

墮入羅網和許多背理有害的慾望中，這慾望叫人沉溺於敗壞和滅亡中。」（弟前 6:9）
要注意，貪婪把人投入深處。在另一方面，貧窮把人高舉至蒼天生命的境界；而

更重要的是，人在其內頌揚及歡騰。  
 
你不會找到有像聖方濟那樣擁護貧窮的人，亦找不到有像他那般在其內頌揚的

人。他徹底拒絕擁有任何事物，不論是個人的或是公共的；也不願意兄弟們擁有

任何事物。 9

在這一點上，或許有人會說，自我讚賞令人反感；而我更不應提出這些事，來

誇耀我們自己、我們的修會、和我們聖善的會祖聖方濟。但事實上，人不應對這

些事緘默不語，聖神親自以十字架標記來核准及肯定貧窮的生活；因為在聖方濟

基督的十字架是貧窮的標記，因為他在其上被縮減至極度貧窮，連一

塊用以遮蓋赤裸身體的破舊爛布都沒有。聖方濟也揀選了最高度的貧窮；因此，

人子的標記、即基督的十字架，在聖方濟身上被發現，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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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教宗批准他修會的那時刻，我們主的五傷就已銘刻在他的身體上。 10那是天主

而非人的批准，因為人能夠被騙。因此，不但是人頒發批准貧窮的諭令，而且主

藉著把苦難的五傷銘刻於貧窮謙卑的聖方濟身上，親自頒發了批准貧窮的諭令。

天主並未賜予所有的人恪遵或是揀選那樣的貧窮，卻賜給了眾人去羡慕它。它為

那些無法如此貧窮的人，應是喜悅的泉源，那種貧窮受到眾人的擁戴。 11 
 

2. 貞潔  
 

我們也留意到，蒼天被光華所裝飾。聖方濟因為無瑕的貞潔，可以和蒼天的這

個幅度相比。我們在德訓篇讀到：「碧空青天，是高空的美麗；蒼天的景色，光耀

壯觀。」（德 43:1）  
 
以美麗安排的穹蒼，能比喻為一個刻上貞潔的靈魂，好像是以印璽在蠟蓋上的

印記。出谷紀記載以色列的長老們「看見了以色列的天主，看見在他腳下好像有

一塊藍玉做的薄板，光亮似藍天。」（出 24:10）後面的話，可以懂成是一個已由

肉身罪惡的一切不潔、污穢及敗壞中被潔淨的靈魂。哀歌談及的納匝肋人的靈魂

正是這樣：「她的納匝肋人，比雪還潔白，比乳還皎潔，比珊瑚還紅潤，比藍玉更

無瑕。」（哀 4:7）這些話所指的，是那些已把自己奉獻於主，並有責任恪遵貞潔

的人。納匝肋人被描寫為比雪還潔白，為那些因為肉體貞潔而誓許守貞的人是正

確的；比乳還皎潔，因為他們願望的誠懇及思想的正直；比珊瑚還紅潤，因為這

一切的美德都渾然一體；比藍玉更無瑕，意思是說，比寧靜的藍天更無瑕，因為

藍玉和清朗的天空有相同的顏色。  
 
故此，因為聖方濟徹底的貞潔，能夠與用光華裝飾的天空相比。他為了天國而

使自己成為閹人（參閱瑪 19:12），用懲戒、嚴厲處罰、克制自己的肉體，使它不

會長出荊棘及刺薊，即不潔思想與慾望的激情。聖本篤也曾如此做了，在皈依的

開始，他短暫地受到肉體誘惑的異常困擾，「使他幾乎放棄單獨的退隱。然後天主

突然恩澤地看顧了他，他遂把自己赤裸地拋擲到刺人的荊棘及鮮艷的蕁麻叢中。

他這樣做了，化色慾為痛苦，並從那時起再沒有經驗過類似的感覺。」 12

最後，我要指出，蒼天保持不變動的位置。它們不受任何困擾，而它們所包括

的一切，都安排得整整有條。聖方濟因為謙卑的服從，可與蒼天的這一特性相比。

我們聽到約伯被問及：「你豈知天體的定律？」（約 38:33）而我們可以問：「什麼

是而天體的定律？」我們知道，較高級的星體，以自己的運作支配其他星體。雖

然它們是在自己的軌跡以自己的能力運轉，其實它們是與支配著它們的較高級的

 
 
聖方濟在皈依的早期，也曾忍受過肉體的誘惑。他在一個冬夜與這些誘惑戰鬥

時，把自己赤裸裸地丟進雪堆內而完成主宰了它們。由那時起，他罕有如此努力

的需要，因為他所忍受的其他補贖已足夠戰勝那些誘惑。他的熱望，是要完全同

時克勝肉體的色慾及邪惡的思念，和心靈的慾望。這個人完全被身體貞潔、或更

好說天上貞潔所佔據。各位親愛的兄弟，我要提醒你們，貞潔提升其他美德，點

綴及尊貴它們。當我們聽說，某人度著可敬的生活，並且無瑕而貞潔時，意即他

事實上在天主眼中有尊貴和榮耀。基督的十字架，是貞潔、是克制身體、是羔羊

般簡樸及貞潔的標記。因此，在聖方濟身上發現這個標記，是理所當然的。  
 

3. 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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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體一起移動，使在蒼天沒有爭鬥、不守秩序或艱辛。  
 
在蒼天的品級中也有類似的秩序，最高級的主宰其他一切的活動。是誰建立了

那秩序？它的起源毫無疑問是這樣的：天使的最高品級，即極品天使，遵循了永

恆的法律；而較低品級的天使，則論序從屬於較高的品級。如果你向一位較低級

的天使查問：「你也和較高級的天使一樣直接被天主所創造，為什麼要聽從他們

呢？」他會答覆你說：「我服從一位更高級的天使，有什麼怪異之處？他並非由自

己出命，而祇是天主委託給他的；我必須服從我的創造者。」依據這種形式，同

時在天主的教會內及在義人的靈魂內，都有既定的秩序。在天主的教會內，較低

品級的隸屬於較高的，並要服從他們；而在義人的靈魂內，較低的官能隸屬於較

高的，並要服從他們。  
 
那麼，肉體為什麼反抗神魂呢？原來並不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無法想像天主會

創造如此沒秩序的人性。如果人性存留在原始的真純內，我們較低下的本性及肉

體的慾望，就永遠不會抗拒理性；我們也就不會對應當認識的真理無知。這是原

罪的後果，也就是我們最高的屬神力量不臣服於天主，我們的感官不順服於理性，

和我們較低下的官能不聽從較高者的原因所在。但這些混亂，可以經由謙卑的服

從而得以修正。當人毫不反抗或毫不猶豫地屈服於天主的法律，並以真理引導他

的生活時，他就以出於謙卑的服從而生活。凡按此而生活的人，堪可與蒼天比擬，

在那裡較低下的天體無條件地順從更遠更高的天體。  
 
聖方濟擁有真實的謙卑，他熱願自己和修會都由此命名。 13因此，他的修會簡

單地稱為「小兄弟會」。他在一切事情上，都自視為人中最微小的。兄弟們在法國

的首任省會長， 14是名為巴斯域的兄弟。 15他是聖方濟的友伴，被他遣派到法國去

發展修會。有一天，在夢中好像自己被提上到天堂。他看到很多寶座都已被人佔

據，但有一個高出於其他而更高貴的寶座卻空著。 16他詢問那是誰的位置，得到的

答覆是保留給聖方濟的。稍後他請教聖方濟，他如何看自己及想自己是什麼。他

回答說：「我自覺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是的，毫無疑問，這是我想自己是什麼。」

巴斯域抗議說：「你怎能這樣說？在世上不是有很多的竊匪、通姦者、及謀殺犯

嗎？」聖方濟回應說：「聽著！如果天主把賜給我的那許多及龐大的聖寵，傾注給

世上的任何人，他必定會比我更令天主喜悅。這是我自以為是世上最壞的罪人的

原因。聖保祿也曾如此說自己：『我就是罪人中的魁首。』（弟前 1:15）」聖保祿並

不是指時間上的第一，因為在他以先已有許多罪人；他的第一是在極度的意義上。

聖保祿是位最謙卑及最低下的人，一如他名字所透露的。事實上，他是位最謙卑

及最低下的小兄弟。  
 
小兄弟的名稱，帶給我們很重的負擔，因為它令我們有責任自承是最壞及比他

人更有罪的人。如果我們在修會中因發現一位驕傲的兄弟而產生不快，天主會是

更多麼的不快呢？基督十字架是謙卑標記的事實，已經是充分清晰的了。請聆聽

聖保祿：「基督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 2:8）基督的十字架，

是最完全謙卑及自我貶抑的標記，因為他為了我們的原因，竟在十字架上這樣極

度自我謙卑及貶抑。因此，聖方濟擁有最深度的謙卑，並自認是罪人中最卑下及

低劣的，在他身上發現這個標記是多麼合理。他慣於在祈禱中懇求：「天主啊！為

什麼你要我肩負這重擔？你為什麼要一個像我這樣簡樸、未受教育、卑鄙的人，

來領導這個修會？」主會回答他說：「我把你安置在這修會的首位，好使我在你內

成就的，歸於我的聖寵，而不是歸於人的機靈。」 17 



1262 年 10 月 4 日晚間   6 /9  

 
（ 2）  蒼天廣闊的延伸而包羅萬象：愛情、默觀、聖寵  

 
其次，我們羨慕蒼天，因為它們廣闊的延伸。  

 
1. 愛情  

 
聖方濟和蒼天的這現象相似，因為他那包容一切的愛德，且可達致每一個人。

我們在德訓篇讀到：「惟有我繞行周天。」（德 24:8）這也能說是在天主內及在我

們內的愛情，因為它也繞行那包羅萬有的蒼天。但是，祇有義人才會居於蒼天。

愛情包羅愛情所命令的一切，但那種愛情祇在有德行的人身上發現。藉著愛情，

天主的本性與肉體結合；亦是藉著愛情，基督自我貶抑及經歷死亡。德訓篇告訴

我們：「你看虹霓，就當讚美它的創造者。」（德 43:12）除了是基督的十字架外，

這虹霓還會是什麼？因此，基督十字架的標記，理應在聖方濟這個有蒼天美德、

愛情無限的人身上找到。他對眾人的愛情無限，愛情不計代價地消耗在罪人身上。

聖方濟並不因向那些以喜悅心靈聆聽及樂意接納的基督信眾宣講天主的話為已

足，他甚至於去向回教徒宣揚福音，希望自己能為對基督的信德被判死刑而成為

殉道者。 18 
 
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又怎能如此心腸冰冷，不願為了主的緣故而準備忍受任何

事呢？我們的心沒有受愛情燃燒或長進。熾熱的愛情是心靈的品格，這愛情在人

心靈內焚燒得愈強烈，他的行為就會更英勇及更富美德。你是否願望被釘的基督

銘刻在你的心靈上？你是否期待自己在他內被轉化，直到心靈被愛情燃燒為止？

正如鐵在被灼熱至熔化之點時能刻上任何的印號或標記，同樣，一個被熱愛被釘

基督熾烈地燃燒的心靈，也能接受被釘的主自己或他十字架的銘刻。那個愛的心

靈被吸引到被釘的主那裡或被轉化成為他；這就是發生在聖方濟身上的事件。 19 
 
當基督苦難的五傷要銘刻在聖方濟身上，一位色辣芬被派遣到他那裡時，有些

人表示驚訝。當然，沒有色辣芬曾經被釘。但「色辣芬（Seraphim）」是天使，他

們的名字是來自「熾愛之火」。 20因此，這詳情告知我們，在色辣芬被派往聖方濟

那裡時，他為愛情所燃燒。銘刻在他身體的十字架或十字架標記，象徵著他對被

釘基督的愛情，亦是藉此愛情之火，他完全轉化為基督。  
 
我願意告訴你們一些發生在里野地（Rieti）會省的事，以證實我所言非虛。 21

再者，蒼天包含奧蹟。蒼天的拉丁文是「 caelum」，是由意即保存秘密或遮蓋

在那裡，有致死的瘟疫打擊那地區的牲畜，使牠們無法進食。突然，那些牲畜開

始死去，人們不知如何救活牠們。當地一位居民往見一位虔敬人士，告知牲畜死

亡的事並求問良策。那虔敬人士請他去取些聖方濟曾用來洗滌手腳的水，灑在牲

畜之上使牠們痊癒。他這樣做了，牲畜就奔馳覓食；這是一位親見這事發生的人

告訴我的。  
 
因為聖方濟擁有像蒼天般廣闊的愛情，而十字架是世上最大愛情的標記；我們

期待應在他身上找到這標記。  
 

2. 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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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詞「 celare」演變而來的。 22聖方濟可與蒼天的這個現象比較，因為他已達到

默觀的高峰。聖詠這樣說：「你展開蒼天好似棚帳，在水上建築你的宮殿。」（詠

104:2-3）水實在是清澈的、振奮的、及隨光閃爍的，是默觀的象徵。當水與人相

遇時，人看到自己形象的倒影，及天主光明的輝煌。聖方濟達到默觀的如此高峰，

令他預言未來，看穿人心的隱私，並向那些不在場者顯現， 23正如聖奧斯定在他作

品《論基督教義（On Christian Doctrine）》序言提及的隱修士聖安當一樣。 24基督

的十字架，是智慧及天主奧秘啟示的標記。我們從默示錄聽到被宰殺的羔羊，展

開那用七個印密封著的書卷（參閱默 5:12,9,2,1）就清楚了，意即他用自己的十字

架，揭開了聖經的所有奧秘。基督的十字架，是達味的鑰匙；基督是那位開了無

人能關、關了無人能開的聖者（參閱默 3:17）。因為聖方濟騰達於默觀及智慧的如

斯高峰，我們再次期望在他身上找到基督十字架的標記。  
 
福音告訴我們：「要純樸如鴿。」（瑪 10:16）如果我們渴望天主以智慧的輝耀

之光來照亮我們，就要熱愛心靈的簡樸和真純。當月亮直接對著太陽時，就全部

亮起來，且顯得輝耀；當它被太陽遮蔽時，它的光明及輝耀都看不見。但其實它

與太陽愈接近並被吸引至更近處時，它就接受更多的光。事實上，這時所接受的

光，比直接對著太陽時更多。我們也相類似，人愈炫耀自身的智慧並要看起來明

智，他所受的光照就愈少。但當人離開群眾，進入自身之內，反省與天主的契合

時，他就會獲得更多的光照。雖然有些人看起來已蒙光照，要符合事實就得徹底

地以最大的謙卑及心靈的簡樸去靠近天主。我給你們一個實例：巴黎大學的學生

往見校長皮爾波斯提和斯（Praepositivus），詢問他說：「你相信什麼？請告訴我們

要相信什麼？」皮爾波斯提烏斯遂在街上找來一位路過的簡樸人士，向他發出學

生們的問題。他以簡樸回答說：「我相信全能的天主父、及聖子、及聖神；我也相

信祇有一個天主。」皮爾波斯提烏斯回應說：「十分優異，這正是我願意如何去相

信的，那是在簡樸及謙卑之內。」 25 
 

3. 聖寵  
 

最後，蒼天包羅萬象；它們包括一切，卻不為萬物所包括。聖方濟相似蒼天的

這現象，因為他充滿聖神的七重聖寵。我們讀過天主對亞巴郎說：「請你仰觀蒼天，

數點星辰，你能夠數清嗎？ . . . . . .你的後裔也將這樣。」（創 15:5）星辰無論多麼細

小，其龐大定會充滿地面並給予光明。雖然每顆星的光明及光線與大氣層混合，

但當我們仰觀星辰時，卻發現它們都是獨特的。 26這與受到聖神以其神聖光輝所光

照的虔敬靈魂類似。這些是聖神的後裔，而他的後裔有如天上的星辰，因為聖神

以全然神奇的方法帶領虔敬的靈魂。約伯傳說：「他的神裝飾了蒼天，即擁有天上

美德的人；他的手以主婦的技巧戮穿了飛龍。」（約 26:13）聖神的神妙，在於他

如何把貌似相異而事實卻非如此的觀念，連結在一起。這完成工程的天主的手，

究竟是什麼？論到世界的創造，聖子能被稱為天主的手，藉著他創造了萬有（參

閱若 1:1-5）。至於不同的恩賜，聖神就是天主的手，他分配各樣恩典，並「隨他

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格前 12:11）。因此，聖神是天主的手，分施聖寵的多重

恩賜。放在我們手中的聖寵，究竟有多少呢？共有十四種。祇有天主的手、即聖

神，向我們沛降他的七重聖寵、即四樞德及三超德時，使我們踏上聖德之途並堅

持到底，我們才能驅逐在我們內的飛龍。把聖神的七種恩賜給予我們，是為讓我

們以熱誠去實踐善工。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主無窮聖寵的標記，因為是從十字架、

即基督的苦難，流出一切聖寵的恩賜。所以，我們再次期望在聖方濟身上，找到

人子、基督十字架的標記；他充滿了聖神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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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蒼天對大地的影響  

 
最後，我願意就蒼天對大地的四種影響說幾句話。它們以自己的光彩燃亮世

界，以雲霧的雨水加以滋潤，以自己的熱力賜與溫暖，並以雷電的閃爍給予光華。

蒼天的這些影響，可以類似地歸於聖方濟。他用自己彰顯的美德，給那些在成德

路上較遲緩的鄰人散發光明。他以自己虔敬祈禱的熱愛，使他們振作。他藉著自

己聖德及美善所產生的奇蹟，用驚訝充滿他們。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主完美工程

及一切神奇作為的標記。由於聖方濟因自己所做的一切與蒼天相似，我們應期望

在他身上發現十字架的銘刻，好讓他藉著此標記而被高舉。主敬重弱小者，故此

看顧了這位謙卑貧窮的小人物聖方濟，在他身上銘刻十字架的標記；但主由遠處

已明察傲慢及驕矜的人（參閱詠 138:6）。正如聖雅各伯提醒我們：「天主拒絕驕傲

人，卻賜恩寵於謙遜人。」（雅 4:6）  
 
因此，讓我們懇求天主，恩賜我們在生活中能如同聖方濟一樣謙卑自下，致使

我們靠著他的功德與代禱，能在來生被舉揚。願愛護及高舉謙卑者的主耶穌基督，

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2015 年 2 月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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