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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改革 

 

 

 

壹、羅馬教會內部的改革運動 

 

許多認真的基督徒對中世紀教會的敗德醜行感到無比的傷痛，並呼籲教會徹底地改革，而早於路

德在德國改教之前，西班牙已進行了甚有規模的信仰改革。當時的改革工作是由一位方濟會的修

士所負責，他為所有的修道院訂定嚴格的規條、要求神職人員過道德的生活、革除那些無知和敗

壞的神職人員；結果，西班牙的教會就產生了一群敬虔及能幹的聖職人員。1 

 

當路德推行改教運動時，羅馬教會內有領袖坦白承認教會的腐敗確有其事；這些人並沒有如路德

般離開羅馬教會，反而忠心地用了許多方法為教會的內部進行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或

稱反改教運動（Counter Reformation）。這運動一方面去回應外來的改教威脅，另一方面則去矯

正教會內部的弊害，致力恢復羅馬教會對神的忠誠。期間出現了三位極重要的屬靈偉人。2
 

 

 

一、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3
 

 

依納爵生在西班牙，是一位騎士，在服兵役期間因右腳受傷而行動不便。他因閱讀《基督生

平》和一些聖徒的傳記而生命得到復興，他亦在退隱時經歷了連串的屬靈經驗。他與六位同

伴（包括方濟各，Francis Xavier）共同立志終生貧窮及服事眾人，並成立了耶穌會（Jesuits）。

耶穌會士所帶來的屬靈內涵，為更正教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在靜的方面，耶穌會士透過退修

默想基督生平而得到屬靈的亮光；在動的方面，他們則著重復興教會的信仰熱誠及向歐洲以

外的地區宣教。後來，依納爵開始著寫《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一本注重默想基督生

平的退修手冊，他以此書去訓練所有耶穌會的追隨者。他的屬靈教訓可被總結如下：4
 

 

1. 善用想像力：《神操》著重圖像式的默想，藉五官去重現和親歷耶穌的一生。 

 

                                                           
1祁伯爾著，李林靜芝譯：《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台灣：校園，1991 年），頁 279-285。 

2陶理編，李伯明等譯：《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書樓，1998 年），頁 410-428。 

3彭順強著：《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香港：天道，2005 年），頁 233-251。 

4郭鴻標著：《歷代靈修傳統巡禮》，（香港：基督徒學會，2001 年），頁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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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拉著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見

甚麼了？24他就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25隨後又按手在他眼

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了原，樣樣都看得清楚了。」（可 8:23-25） 

 

2. 神在萬有中：相信神會與人接觸和溝通，故人能透過日常生活去經歷神。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田野的樹木

也都拍掌。13松樹長出，代替荊棘；番石榴長出，代替蒺藜。這要為耶和華留名，作為永遠的

證據，不能剪除。」（賽 55:12-13） 

 

 

3. 事奉與靈命：強調祈禱與服事的結合，祈禱帶來動力使人能以愛去服侍人和順服神。 

 

「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裡，等我到那邊去禱

告.....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

意思。」（太 26:36-39） 

 

4. 宣教的群體：除了傳統的三大誓言外（貧窮、貞潔、順服），更加上被差遣的使命。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

10:2b） 

 

5. 省察與抉擇：《神操》看重安慰及悲哀兩種情感，亦提倡作良心的自省。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24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 139:23-24） 

 

 

二、大德蘭（Teresa of Avila）5
 

 

生在西班牙，母親去世後，父親把她送到天主教會的寄宿學校去接受教育。後來，她得了一

種全身僵硬的怪病，並決定加入迦密修會（Carmelite）作修女。她經歷到神秘體驗，並過更

嚴謹的修道生活；期間，她為修女們著寫了《完全之道》（The Way of Perfection）及《七寶

樓台》（Interior Castle）等書。迦密修會強調在群體中過著獨處、安靜、祈禱的苦修生活，亦

                                                           
5彭順強，頁 25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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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生命完滿的頂峰就是與主的神秘婚姻。大德蘭相信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對自己的認識不

清，我們透過認識自己去認識神，亦藉著認識神去更認識自己。自我認識的三個層面是：6
 

 

1. 進入自我：基督徒要努力地發現神的旨意，並追求與神的心意相吻合；我們就是在這不斷

的尋求中去認識真實的自我，並在尋求神的關係中去經歷對自我的肯定。 

 

「摩西對神說：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12神說：我必與你

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

（出 3:11-12） 

 

2. 認識自我：包括兩方面，透過自己的缺點去認識自己在本質上的困乏和罪性，並透過認知

神各樣美善的恩典去覺察到神是毫不吝惜的。故我們要信靠祂，並以感恩的心度日。 

 

「摩西對神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他們若

問我說：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14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

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出 3:13-14） 

 

 

3. 棄絕自我：最後我們因認識自己的貧困而向神降服下來，我們唯有在與神的相交中才能真

正認識自己的貧窮和富足，並越能全力地去活出自己的價值。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裡是甚麼？他說：是杖。3耶和華說：丟在地上。他一丟下去，就變

作蛇；摩西便跑開。4耶和華對摩西說：伸出手來，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變為杖。」

（出 4:2-4） 

 

 

三、十架約翰（John of the Cross）7
 

 

加入聖衣修會，被按立成為神父，並成為了修會學院的教授。後來，他被反對改革的勢力所

逮捕，被監禁長達 9 個月之久。期間，寫了《攀登迦密山》（Ascent of Mount Carmel）及《心

靈的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等的著作，他所描述的心靈黑夜被分為下列的五方面：8
 

 

                                                           
6周學信著，楊英慈等譯：《無以名之的雲》，（台灣：蒲公英協會，1999 年），頁 174-183。 

7彭順強，頁 269-277。 

8郭鴻標，頁 1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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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山上，從火中、雲中、幽暗中，大聲曉諭你們全會眾的；此外並沒有添

別的話。他就把這話寫在兩塊石版上，交給我了。23那時，火焰燒山，你們聽見從黑暗中出來

的聲音；你們支派中所有的首領和長老都來就近我，24說：看哪，耶和華我們神將他的榮光和

他的大能顯給我們看，我們又聽見他的聲音從火中出來。今日我們得見神與人說話，人還存

活。」（參申 5:22-24） 

 

1. 感觀方面的主動黑夜：十架約翰以黑夜來形容神的難以捉摸，當人在理智上去尋求神而達

到盡頭時，就是信心發揮作用的時刻。他將人分為感觀（sensory）和靈性（spiritual）兩部份，

人要捨棄我們在感觀上的偶像，以致能得到屬靈知識的淨化。 

 

2. 靈性方面的主動黑夜：在感觀方面的主動黑夜中，人透過理性去消除無知、混亂、軟弱和

慾念。在靈性方面的主動黑夜中，人則不再依靠理性，相反靠著信仰的三大美德，即信、望、

愛的幫助去經歷成長；而信、望、愛則回應著人理智、記憶和意志的三大功能。 

 

3. 感觀方面的被動黑夜：主動的黑夜代表人邁向神的努力，而被動的黑夜則代表了神自己的

作為；無助的人須靠神去聯合，但卻無忽略人仍須努力的部份。這借用了靈修三程的教導，

即淨煉之路（purgation）：人脫離罪惡、光照之路（illumination）：神對人的啟迪及聯合之路

（union）：神與人聯合。 

 

4. 靈性方面的被動黑夜：在被動的黑夜中，神親自動工去煉淨我們，使我們能擺脫各種虛假

的偶像。而感觀的黑夜是指我們想像、推理及記憶的活動，靈性的黑夜則是指我們在理智、

記憶和意志方面的淨化。這種更新是個痛苦的歷程，故靈修就像進入一個深沉的黑夜中去。 

 

5. 與神契合：當人經歷了這愛火焰的淨化後，人就得著生命的提升，能使人去更加愛神。十

架約翰用屬靈婚姻來形容這神人契合的親密關係。簡言之，由初學到與神契合的階段是一個

漫長的旅程，在過程中信心和愛心是重要的元素，藉著神榮耀的啟迪，人得以默觀神的榮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