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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文／吳明真

靈修（spirituality）一詞源於天主教，與苦修及神祕

主義有關。《聖經》中雖沒有靈修一詞，但卻充滿著靈修的觀念。靈修是指屬

靈生命的操練，人藉由靈修尋求神的教導和聖靈的感動，使內在的生命更新，外在的

言行改變，在每天的生活中體驗信仰的真實。一個人信主後，有了屬靈的生命，卻是

幼小、軟弱的。因此這生命需要不斷的培育、鍛練，使它能長大、茁壯（彼前二2；

來五12-14；雅四8），越來越像神（弗四24），這是靈修要達成的目標。

一.靈修的重要性

信徒受洗後，罪惡得到赦免，成為新人（弗四24），有了新生命（彼前一3）。正如

經云：「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

造他主的形像。」（西三9-10）。既然信徒已經成為「新人」，是否就不必再努力對付

「舊人」、「舊我」，從此與罪惡絕緣，不會再犯罪？還是要繼續對付「舊人」、「罪

性」，時時儆醒，努力追求靈命的長進呢？

二.靈修的方法

靈修是一種靈命操練的方法。倘若每天能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來靈修，養成規律的習

慣，將使信徒在道理與品德上均能長進。例如但以理一日三次跪在神面前禱告感謝（但六

10）；很多基督徒也有靈修的習慣，有時是集體性的參加早禱會、晚間聚會，有時是個別

性的單獨在家中讀經、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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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是與神相交，並無固定的方法。只要能以神為中心，以基督耶穌為禱告的對象，

以《聖經》為思考的重點即可。茲略述靈修的方法如下：

1.要使心靈安靜。現代人的活動太多，無法使內心寧靜，因此很難聽見神的聲音。經

云：「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祂而來。」（詩六二1），透過安

靜的默想，反覆思想神的話語，可以真正與神相交。

2.要讀經。經云：「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賽五十4），神的話語是屬靈的糧食，能使我們心中喜樂（賽五五1-2），成為聖

潔、完全（約十七17），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15-17）。神會透過《聖經》，

按我們不同的需要，對我們說話。我們受洗後，成為新人，要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所以要認真研讀《聖經》，方能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

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

子，漸漸的多知道神（西一9-10）。

3.要禱告。經云：「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

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四

6-7），靈修是與神相交，向神傾心吐意（撒上一15）。因此我們可以藉由禱告，

將心事告訴神；禱告也可以從神得到能力。人帶有必死的肉體，常是軟弱無力，以

致體貼情慾的事，受到罪惡的束縛。但神賜給我們應許的聖靈，祂在基督耶穌裡釋

放了我們，使我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羅八1-13）。聖靈和情慾是彼此相敵，所以

藉由禱告使我們能順著聖靈而行，靠著祂治死身體的惡行，就能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加五16-26）。

4.要遵行神的話語。真正的靈修應該與日常生活結合，能活出神的形像。屬靈的生命

不是知識，乃是生活，我們靈命的長進是一點一滴的日積月累。所以我們不要單單

讀經、聽道，更要在生活中實行出來，這樣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一22、

25）。

經云：「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

旁，按時侯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詩一2-3）。使徒保羅也說：「操練身體，益處還

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前四8）。我們如果想成為

優秀的運動選手，需要不斷的操練，才能到達熟練的地步。同樣的，我們的屬靈生命，也

必須要藉由讀經、禱告、聚會、服事等靈修生活來殷勤的操練，將罪惡治死，才能達到聖

潔的地步。靈修與一般宗教的修行不同，它不是藉由善功修為，而是經由禱告、讀經，與

神建立親密的關係，蒙受神的恩典與賜福。所以在今日罪惡的世界裡，信徒應重視靈修生

活，養成良好的習慣，時刻與主親近、相交，使我們的靈與神的靈相契合，使我們的生命

與神的生命相連結（約十五5），就能蒙神賜福，產生屬靈的力量，勝過罪惡的誘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