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多瑪斯．牟頓看現代基督徒的靈修 
 

 

現代人尋找存在的意義及心靈的皈依 

 

現代人在生活中，不斷尋找生命的意義。靈修生活表達我們對生命意義的追尋與

心靈的皈依。皈依的意義可以指稱為宗教信仰的轉變；但是另一層的意義是信仰

的加深。正如現代的靈修作家－多瑪斯‧牟盾在他的自傳－七重山1（The Seven 

Story Mountain）裡講到心靈的經驗也是他皈依的經驗，他經歷了二次大戰，親人

的亡故，從英國國教轉為天主教，而他更深的經驗是進入美國嚴規熙篤會格則瑪

尼修院，將他的後半生完全奉獻給天主。牟盾在 1968 年參加在曼谷舉行的東西

方修院的交談會議，不幸在旅館觸電身亡。但至今五十年，他的著作不斷的出版。

他對現代基督徒靈修生活有很深的洞視與先知性的看法，我們願意藉著他的著

作，探討他對現代基督徒的靈修，所能提供的啟發 

 

牟盾對靈修生活的探索： 

 

   1..靈修生活需要返本歸源 

牟頓在 1955 年曾擔任美國格責瑪尼修院初學導師，當他介紹靈修的傳統時，

他講到靈修的更新需要我們能認識靈修生活的來源，就是認識基督和初期教

會。從聖經、禮儀和教父的著作裡，認識我們靈修生活的傳統與由來2。除了

認識我們靈修的來源，我們更需要適應時代的環境與需要，回顧傳統不是說

我們要模仿過去的所有細節，而是把握住其中的精神，並在我們的時代中，

解決我們在靈修上的問題。他講到一個例子，第一、二世紀初期的教會，也

是遭遇迫害的時期，基督徒要接受的考驗，是他們要面對殉道的問題。他們

認為殉道是靈修生活的高峰，同時也是與基督聯合的方式；也許我們在現代

的世界的情況和初期的教會不同，但是我們可以藉著初期教會的基督徒想一

想，我們是如何與基督相連，如何忘我奉獻給教會，這幫助我們在靈修生活

上找到反省的憑藉。 

而牟頓對基督徒靈修生活傳統的反省，在顯示在他的著作中。他的「沙漠的

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esert）、「閃耀的曠野」（The Shining Wilderness）3等

書引導信友閱讀曠野教父的語錄與探討他們的靈修智慧，他以為在二、三世

紀的修道人，是初期殉道的繼承者。在聖神的召喚下，藉著守貞、祈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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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巴勒斯坦及敘利亞的曠野追求在基督內的真我，他們是後來修院傳統

的先驅。而牟頓對教父傳統的了解相當深刻，特別是藉著他的著作如「聖納

德–最後的教父」（The Last of the Fathers）4等，他闡釋了與基督的結合和靈修

中的純樸等觀念。 

 

2. 靈修生活的基礎是對天主的信賴與愛 

在現代人生活中，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缺乏信賴之心。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妒

忌與紛爭是人際關係負面的現象；而從人與天主的關係來看，人與天主關係

的疏遠是人缺乏「信德」的一個記號。牟頓體會到在生活中的黑暗面，談到

在生活中如何向人及天主開放，其中的基礎是在愛中信任天主，他引用了聖

保祿所說的「愛是凡事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事忍耐」（格前 13：7）。

如此在愛中的信任是靈修生活的一個具體的目標。在生活中信賴天主可以表

達在承行天主的旨意5。靈修生活是不斷經驗天主，同時也是不斷的皈依祂。

唯有信賴天主，我們的信德增長，我們也逐步在愛中成長。在他的日記一折

寫到：我不知道是否已學會祈求謙卑。我只渴求一件事：愛天主。愛天主的

人，會遵守祂的誡命。我只渴求一件事：承行祂的旨意6。 

 

 

3. 靈修生活需要默觀的幅度 

牟頓在「七重山」之後，所寫作的「甚麼是默觀」（What is the ontemplation）

「默觀的種子」（Seeds of Contemplation）、及他各樣文章的集合本「在現代世

界中的默觀」（Contemplation in a world of Action）7，是他為了答覆許多讀者有

關靈修及祈禱的問題。正如他「在現代世界中的默觀」中提及他以為默觀生

活並不是狹義的專指在隱修院禁圍的生活，會士們的專利；默觀的生活是人

內在經驗天主的特殊層次，它與外在、繁忙的生活並不相衝突8。牟頓以為每

位信友都有默觀的傾向，當人在領洗時，聖神在人的心中賜與默觀的種子，

使人經驗天主的美善，並體會天的主臨在。但是正如福音中所描述的，我們

的心田就像土壤一樣，種子落在石頭地、荊棘中，不會結出任何的果實，我

們的心田向天主開放，就像肥沃的好土壤，結出十倍、百倍的果實9。默觀生

活是在每天的生活中經驗天主的臨在。默觀的生活更加深我們意識天主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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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成為我們生活中正向改變的力量，並引導我們意識，了解我們生活中

的目標，是回歸天主。默觀是生活本身，完全覺醒對靈修的渴望，對神聖生

活的敬畏，對造物者的感謝。 

至於默觀祈禱的實行，熙篤會潘靈頓神父講到牟頓和歸心祈禱的關係10，對牟

頓來講，他相信天主在人的心中，這是他經驗性的體驗，他在和友人的通信

中講到，我有祈禱的簡單方式，就是藉著信德和愛德，體會天主臨在於我們

心中。熙篤會中如基廷和潘靈頓神父所推薦給平信徒的歸心祈禱，其實這個

詞是引用自牟頓的表達，他說到：修院祈禱的開始，不怎麼靠思考，而是靠

「回歸內心」，藉此尋找自己最深的中心，喚醒我們存有的深度境界：我們的

存有靠天主的臨在，他是我們存有的根、生命的源。  

 

4. 靈修生活幫助人學習憐憫愛人及使用非暴力 

牟頓相信人的基本居所，無論是家庭或修院，是人學習憐憫，同時愛人的最

基本場所。在修院中，無論他是暫願導師或初學導師，當修院的年輕子弟需

要他時，他是義無反顧的生出援手。牟頓對人的關懷也包括了他支持在社會

或世界中無辜的受害者，他所處的年代有越戰、暴力、暗殺等事件的發生，

他對受害者表達心中深深的關懷。他在著作中也談到他普世性關懷基礎所在

是深深體會到人性的共通，而天主也願意所有的人在祂內，結合為一。 

藉著他的文字，他把這樣的關懷傳達給他的讀者，他發現在隱修院雖然獨處

靜獨，他的心中還住著全部人類的悲苦，以及人類對愛的渴望，真正的關懷

是與他人同甘共苦。他講到真正的默觀，真正的祈禱，是伴隨著對人的同情

與愛11。 

 

5. 在不同宗教、文化中靈性的交談 

在牟頓的後半生，我們發現他不但闡釋基督徒靈修的途徑，另一方面，他也

願意向其他的宗教、文化開放與聆聽，藉著研讀和交談，他所遺留下來的著

作，包括「莊子之道」（The way of Chang Tzu）、「神秘家與禪師」（Mystics and 

Zen Master）、「禪與欲」（Zen and the birds of appetite）12。牟頓在這些著作中一

方面藉著東方的「虛己」反省在基督徒靈修中的超越經驗，正如他所提到的：

『「空虛自己」和「超越」的動力，正確地解釋了基督徒意識在基督內的改變，

那是一種空虛自己的改變，將自我意識的內容倒除一空，使天主無限的存有

及愛，得以完全彰顯出來』；另一方面他也藉著宗教的比較研究，做宗教交談，

就像在「禪與欲」中和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D.T. Suzuki）之間的對話。 

 

藉著牟頓及其靈修的反省，我們的確可以想一想生活在繁忙的社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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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除了真正認識自我、他人與天主的關係，還需要藉著祈禱、閱讀及禮

儀的生活以增進靈修的成長。牟頓指出這些要素都和基督相聯，基督是我們

靈修的來源，也是靈修生活的目標，我們期盼生命的最終是與基督的結合。

所以基督徒的靈修幫助我們參與基督的奧跡。完全奉獻給基督，來彰顯基督

徒信仰生活。 

 

 

 

 

高保祿神父，嚴規熙篤隱修會會士，現居於香港大嶼山神樂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