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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不想喝水的驢子喝水？

有一天，有個徒弟來到拉比家，詢問困擾他

的問題說：「拉比，我的驢子不想喝水，牠很固

執，我不管怎麼推牠喝水，牠都不肯喝。我該

怎麼辦呢？」拉比聽了他的難題之後，露出微

笑，溫和地回答：「那麼，你就另外找一頭喜歡

喝水的驢子來，當新來的驢子看到水，本性流

露，一頭栽進水裡，開懷暢飲，表現出心滿意

足的樣子──我保證，你的驢子，看見身邊這

傢伙這麼怡然自得，內心一定會蠢蠢欲動，產

生喝水的渴望。」

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什麼訊息？當我們基

督徒身處在越來越俗化的環境裡，面對周遭

的人們對天主似乎表現得完全漠不關心的態

度，我們新福傳的使命，就必須採取以身作則

的方式，親身將我們的信仰實踐出來。教宗聖

若望保祿二世在《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喻中

呼籲：「現在的人寧願相信親眼所見，而不願

聽信宣講人傳道；即便他聽了宣講人，也是因

為教師是見證人。」（41號）因此，不管任何

福傳計畫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最重要的第一個

步驟，就是福傳者本身要與天主建立親密的關

係，向祂對我們所懷的愛的計畫開放。

基督生活團就是這新來的驢子

對我而言，基督生活團（Christian Li f e 
Community，簡稱 CLC）就是這頭喜歡喝水的
驢子，能引發旁人「想喝水」的渴望。從教會法

的定義來看，CLC是教會普世性的善會，團體
分布在60多個國家，平常以小團體方式定期聚

會，每周按照既有的流程進行；首先，在信仰

反省的光照之下，分享最近的生活經驗（30分

鐘）；接著，呈現每周聚會的主題（60分鐘）；

最後，回顧整個聚會的動力，尋找過程中讓自

己印象深刻的，作彼此回饋。通常，每個月還

有一次固定聚會主題，就是團體的月退省。

這些願意在日常中活出基督信仰的平信徒，

在百忙中撥空定期聚會，夥伴們彼此相互支

持；因此，可看到CLC第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就是「團體」：沒有人能獨善其身，都是滋養

團員信仰生活的氧氣。第二核心的要素是「靈

修」：基督生活團的根源來自聖依納爵與夥伴

之間的關係，因此影響依納爵夥伴團體的神操

是CLC靈修的淵源與工具，每天省察、福音默
觀等祈禱，都成為團員成聖的方法。第三個要

素是「使命」：每個CLC小團體都朝向使命發
展與成長，關於這一點，每個團體有不同的進

程，有些小團體一同奉獻於某一使命，有些卻

尚停留在團員個人生活中的使命，無論如何，

使命的意識為十分重要：「我們每個人接受了

上主召叫，要使基督與其救世行動臨在於我們

四周。為了要把福音以恆久和深入人心的方式

推展至各式各樣的人、地方和環境中，我們個

人的使徒工作是不可或缺的。」（《CLC章程》
8號）總而言之，基督生活團的宗旨就是團體、

靈修和使命。

基督生活團能與堂區相輔相成

這三個要素與堂區的目標：效法基督的三種

職務：君王、司祭和先知職，可以相互參照。在

團體方面，我們可以展現服務性君王的職務，為

保持團體的共融而付出時間和精神，在我們當

中建立祂的國度。司祭職務與靈修息息相關，當

我們在愛德成長的路上，越來越像基督一樣交

付自己，為人奉獻祂所賦予我們的生命時，就肖

似祂成為滋養人的食糧。最終，先知職務則是承

認天主為世界的主宰，譴責壓迫弱小的人，倡導

正義慈悲，這些面向涉及CLC使命的幅度，也是
我們要深入探討的領域。

既然堂區目標與基督生活團宗旨一致，兩者

不只能共存，更可相輔相成！有些成員同屬一

個堂區，比較容易積極地投入堂區會議，擔任

不同服務。剛領洗的教友更可加入CLC聚會，
透過團體的互動與力量，找到培育和支持信仰

生活持續成長的資源。

我過去兩年所參與的小團體，正朝向理想的

目標邁進。團體成員生活及工作地分散於北部

各地，唯一共同點就是在比較居中的耕莘文教

院聚會。這個小團體成立6年，最近才成為CLC
的「正式團體」，是團體成立以來很重要的里

程碑。以我的觀察：團體內部的組織和培育已

經足夠，可開始向外發展，答覆CLC對使命的
邀請。因此，我試著邀請團體在安排行事曆方

面，考慮一個走出去的福傳計畫。

「倆倆走出去」行動中的默觀

依納爵靈修的特點之一「行動中的默觀」，

給我們顯示：為了找到天主，不必退避到隱修

院裡去沉思默想，只要在我們看似凡俗的社區

裡，我們就能發現祂與我們同在，只要以信仰

的眼光去留意周遭的一切，就能找到天主！所

以，我所建議的計畫是將1個月內的3個聚會主

題改成「默觀式的散步」，一開始，我們仍然花

半個小時作生活分享，然後團員倆倆走出去，

以默觀態度走入大街小巷，先不採取任何行

動，只是默默地為天主安排在路上遇到的人祈

禱，將默觀的氛圍帶入社區裡。倘若當天聚會

的人數是偶數，其中一位可以留在聖堂裡朝拜

聖體，為走出去的夥伴們代禱。1個小時以後，

再回到聚會的地方，並回顧在路上默觀所留意

到的情景，分享祈禱的果實。

最後，在月退省彌撒當中，奉獻默觀所得，

並進行深度反省。我設想在如此操練兩、三個

月之後，團員不但能發現原來生活中有許多可

充當慈善撒瑪黎雅人的機會，並且也能了解我

們聚會的社區有什麼尚未發掘的樣貌，而更重

要的是，逐漸讓我們的心向天主邀請的聲音開

放。就如同人們出門爬山，沈浸於山林之美，

回到家之後，感到通體舒暢，心內獲得療癒。

同樣的，我們走出去後，也藉著沿路的所見所

聞，改變我們自己，忘卻自己，使天主放在我們

心中的慈悲流露，將目光轉向關懷別人，履行

先知的職務；因為先知的典型特質並不是預知

未來，而是洞察人的需要及天主慈悲的臨在。

團體分辨 重建教會夢想

可惜的是，整個計畫在疫情肆虐期間不易實

踐，再加上並非每位團員都對這計畫的深意有

所體認而加以支持，因此最終未能付諸實行。

我們要如何再找到團體的共同使命呢？作為依

納爵大家庭的CLC，善於運用創意答覆所面臨
的挑戰，面對問題，CLC也擁有強有力解決問
題的工具，亦即團體分辨。

在團體分辨過程中，除了保證每位團員聲

音能被聽見之外，還有幾個重要步驟：1.團員
的基本態度要與天主保持親密的聯繫，渴望參

與基督的使命，首先要祈求天主的光照與個

人心靈的開放；2.評估現況，讓議題在分享討
論中浮現，好能制訂行動方針；3.透過蒐集資
訊及衡量，評估所制訂的團體使命的可行性；

4.持續祈禱：聆聽聖神在內心的推動，並祈求
聖依納爵平心的恩寵，一切為光榮天主；5.以
靈修交談方式尋求共識，選擇一致認同的團

體使命。最後，採取行動，以愛積極地實踐所

分辨的團體使命。以這種方式尋求天主旨意的

過程，的確是耗時且不易的旅程，但毫無疑問

的，在分辨天主旨意的過程中，具有彌足珍貴

的靈性價值。

最近CLC在國際資料提到共同的發現：「基

督生活團主要的能力是開啟並帶領分辨的過

程。」如果我們CLC團體完成這辨明的旅程，
後來也能協助許多其他的小團體進行使命的分

辨，而堂區各個善會在分辨團體使命所必經的

過程也不例外，CLC有豐富經驗可協助分辨過
程的進行。因此，輔助如何分辨使命的本身可

以成為福傳計畫，促進堂區成為邁向「同道偕

行」（亦即具有眾議精神）的教會，幫助實現

教宗方濟各的夢想：「『以傳教為重的抉擇』，

亦即一股傳教動力，足以轉化一切，好使教會

的習俗、風格、時期、行事曆、語言和架構，

都足以成為今日世界福傳的管道，並不只是為

了教會的自我保全。」（《福音的喜樂》27號）

 堂區走向社區，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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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善會與堂區合作的可能性──以基督生活團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