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宗方济各宗座劝谕 

《全然信赖》 

论对天主慈悲之爱的信赖 

纪念婴孩耶稣及圣容圣女德肋撒 

诞辰 150 周年 

 

1. “唯有信赖，唯有完全的信赖，才能引领我们走向天主的爱”：“是信赖，

别无其它，唯有信赖能引领我们抵达圣爱！” [1]  

2. 婴孩耶稣及圣容圣女德肋撒的这些话铿锵有力，道尽了一切，概括了她灵修

的精髓。仅凭这些话语，就足以说明她为何被尊为教会圣师。唯有信赖，“别无

其它”，若要到达那奉献一切的爱，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有了信赖，恩宠的泉源

浇灌我们的生命，福音在我们内成为血肉，将我们转变为向弟兄姊妹传递慈悲的

渠道。  

3. 正是信赖，支撑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是这份信赖，在主召唤我们到他身

旁时，使我们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此生结束时，我将两手空空来到你面前，因

为，主啊，我不求你细数我的功绩。在你眼中，我们所有的义都有欠缺。因此，

我愿披上你自己的公义，从你的圣爱中接受你做我永恒的产业。” [2]  

4. 小德肋撒修女是全球广为人知且深受爱戴的圣人之一。如同亚西西的圣方济

各一样，她甚至受到非基督徒和无信仰者的敬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认定她对

当代人类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3]  纪念她 1873 年 1 月 2 日在亚朗松诞

生 150 周年，以及她列真福一百周年，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她的精神内涵。 [4] 

但我并未选择在这些纪念日中的某一天，或在她的瞻礼日发布这篇劝谕，因为这

一讯息超越特定的纪念活动，是教会属灵宝藏的一部分。选择在阿维拉的圣德肋

撒瞻礼日发布，意在表明婴孩耶稣及圣容圣女小德肋撒，是加尔默罗会改革的成

熟果实，彰显这位伟大西班牙圣德肋撒的灵修精神。  

5. 她在尘世的生命短暂，仅二十四岁，且如同其他人一样平凡，起初在家中度

日，后来在里修的加尔默罗会隐修院生活。但她一离世，因她的著作，也因信友

们向她祈求而获得的无数恩宠，她的生命所散发的非凡的光明与爱德，立刻彰显

出来了。  

6. 教会很快便认识到她见证的非凡价值，以及她福音式灵修生活的独特之处。

1887 年，德肋撒在罗马朝圣期间，面见教宗良十三世，并请求他允许自己十五岁

加入加尔默罗会。她去世后不久，圣比约十世便意识到她极高的属灵境界，甚至

宣称她将成为现代最伟大的圣人。1921 年，本笃十五世宣布她为可敬者，盛赞她

以神婴小路为核心的美德。 [5]  就在一百年前，她荣列真福，并于 1925 年 5

月 17 日，由比约十一世册封圣品。比约十一世感谢主，让婴孩耶稣及圣容圣女



小德肋撒成为“他宣布当受教会敬礼的首位真福者，以及他封圣的首位圣女”。 

[6] 同一位教宗在 1927 年宣布她为传教主保。 [7] 1944 年，可敬的比约十二

世将她列为法国主保之一。 [8] 比约十二世在多个场合深入探讨 “神婴小路”

的主题。 [9]  圣保禄六世常乐于提及自己在 1897 年 9 月 30 日，即圣德肋撒去

世之日接受洗礼。在她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保禄六世致信巴约—里修的主教，论

述她的教导。[10] 1980 年 6 月，圣若望·保禄二世首访法国时，亲赴她的大殿。

1997 年，若望·保禄二世宣布她为教会圣师。 [11] 随后，又称她为“爱的学

问的专家”。 [12] 本笃十六世重拾“爱的学问”这一主题，称她是所有人的向
导，尤其是那些在天主子民中担任神学职务者的向导”。 [13] 最后，我有幸在

2015 年家庭会议期间，将她的父母路易吉和泽莉亚封圣。最近，我在关于使徒热

忱的系列要理讲授中，专门讲了一篇关于她的教理。 [14] 

1.为他人而活的耶稣 

7. 她入修会后所选的名字突显了耶稣：“圣婴” 彰显了道成肉身的奥秘，而 

“圣容”，即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献到底的面容。她是 “婴孩耶稣及圣容圣女德

肋撒”。 

8. 德肋撒不断地“呼吸”着耶稣的圣名，这爱德行为，一直伴她到最后一口气。

她在自己的斗室中刻下这句话：“耶稣是我唯一的爱。”这是她对新约的核心表

述：“天主是爱”（若一 4:8、16）的诠释。 

传教的灵魂 

9. 就如真正与基督相遇产生的必然结果，她的信德经验促使她投身使命。对于

自己的使命，德肋撒这样阐释道：“在天上，我之所求与地上无异，就是爱耶稣，

也让他人爱他。” [15] 她曾写道：自己加入加尔默罗会是为“拯救灵魂”。 [16] 

对她而言，奉献给天主就必须与谋求弟兄们的福祉相结合。她分享天父对罪人的
慈爱，以及善牧对迷失、受伤之羊的疼爱。正因如此，她成为传教事业的主保，

福传的导师。 

10.《灵心小史》[17]的末章，堪称一份传教遗嘱，展现了她所理解的「以吸引

力福传」[18]之道——非靠强迫或劝诱改宗。值得品读她本人的精辟总结：「『吸

引我，我们必追随你芬芳的香气』（歌 1:3）。耶稣啊！因此无需说：吸引我时，

请一并吸引我所爱的灵魂。单单『吸引我』便已足够。主，我明白：当灵魂沉醉

于你芬芳的馨香，她必不再独行，所爱之人自然相随——无需强迫，毫不费力，

这是她亲近你的必然结果。如同急流奔涌入海时裹挟沿途万物，我的耶稣啊！沉

浸在你无垠爱海中的灵魂，亦将携其珍宝同归...主，你知晓，除蒙你恩许与我

相连的灵魂外，我没有其他宝藏。」[19]  

11.此处，她引用了《雅歌》（1:3-4）中新娘对新郎所说的话，这是加尔默罗会

的两位圣师 —— 耶稣圣女大德肋撒和圣十字若望深入解读过的内容。新郎指

的是耶稣，天主之子，他道成肉身，与人类结合，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从他被

刺开的肋旁，诞生了教会，他心爱的新娘，他为教会献出了生命（参弗 5:25）。



令人动容的是，小德肋撒明知即将离世，却不是以一种自我封闭、仅为寻求安慰

的方式来体验这一奥秘，而是以满腔热忱的使徒精神来活出其精髓。 

恩宠使我们摆脱自我中心 

12. 当她谈及圣神的行动时，情况也类似，圣神的行动具有传教的意义：“这就

是我的祈祷：我求耶稣将我吸引到他爱的火焰中，让我与他紧密相连，使他能在

我内生活并行动。我感觉到，爱之火越点燃我的心，我就越会说：求你吸引我，

那么靠近我的灵魂（如果我远离那神圣的火炉，我只是一块无用的小铁渣罢了）

就会越快地奔向他们所爱之人香膏的香气，因为一颗被爱点燃的灵魂不会无所作

为。” [20] 

13. 在德肋撒心中，洗礼的恩宠成了一股汹涌的洪流，注入基督之爱的海洋，裹

挟着众多的兄弟姐妹一同前行，这在她去世后尤为显著。这就是她所应许的 “玫

瑰花雨”。 [21] 

2. 信赖与爱的小路 

14. 小德肋撒为整个天主子民作出的重要贡献，当属她开创的"小路"——即信赖

与爱的道路，也被称为"神婴小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人生哪个阶段，人人都

可踏上这条天父启示给微小者的道路（参玛 11:25）。 

15. 德肋撒在《灵心小史》中讲述如何发现了这条小路：“尽管我很渺小，我仍

可以向往成圣。让我变得与自己不同，变得更伟大，这对我是不可能的：我必须

接受自己以及自身所有的不完美；但我要寻找一条通往天堂的美好、笔直、快捷

的小路，一条全新的小路。” [22] 

16. 为描述这条路，她用电梯做比喻：“耶稣啊，能将我提升至天堂的电梯，就

是你的双臂！正因如此，我无需长大，反而我必须保持渺小，而且要越来越渺小。” 

[23] 渺小，无法信靠自己，但却坚定地相信主那充满爱的双臂的力量。 

17. 这条“爱的甘怡之路” [24] ，是耶稣为弱小者、贫穷者以及所有人开启的

路。这是真正喜乐之路。面对伯拉奇标榜的成圣理念，即个人主义、精英主义，

重苦修而轻视神秘体验，将重点放在个人努力上，小德肋撒始终强调天主行动及

其恩宠的首要地位。她甚至这样说：“我始终怀着那份大胆的信赖，相信自己会

成为大圣人，因为我并不依靠自己的功绩，毕竟我毫无功绩可言，但我寄望于那

本身就是美善，就是圣德的天主：唯有他，垂顾我卑微的努力，将我提升至他身

边，以他无尽的功绩庇佑我，使我成圣。” [25] 

超越一切功绩 

18. 这种思想并不违背天主教有关恩宠增长的传统教导。就是说，在因圣化恩宠
而白白成义后，我们被转化并有能力藉着善工与恩宠合作，在成圣的道路上前进。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到提升，从而在所领恩宠的发展上，能够有真正的功绩。 



19. 然而，小德肋撒更愿意强调天主行动的首要地位，并邀请人们满怀信赖，注

视将自己完全给于我们的基督之爱。归根结底，她的教导是，既然我们从自身无

法获得任何确定性 [26] ，我们甚至也无法确定自己拥有个人功绩。因此，不能

信赖这些努力或成就。《天主教教理》引用了圣小德肋撒对主说的话：“我将两

手空空出现在你面前” [27] ，以表达“圣人们始终深刻意识到，他们的功绩完

全是恩宠”。 [28] 这种信念激发喜悦及温柔的感恩之情。 

20. 因此，最恰当的态度是将内心的信赖置于我们自身之外：置于天主无限的慈

悲之中，天主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并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给出了一切。 [29] 出

于这个原因，德肋撒从不使用她那个时代常见的表述 “我要使自己成圣”。 

21. 无论如何，她毫无保留的信赖，鼓励那些感到自己软弱、有限、有罪的人，

让自己被引领和转化，从而达到更高的境界：“啊，如果所有软弱和不完美的灵

魂，都能感受到众灵魂中最微小者，即您的小德肋撒的灵魂所感受到的，就绝不

会有一个灵魂会对到达爱德高峰失望！事实上，耶稣并不要求伟大的行动，而只

要我们交托和感恩。” [30] 

22. 小德肋撒坚持天主的主动性，这一信念使得她谈论圣体圣事时，她首先强调

的，不是自己渴望在圣体圣事中领受耶稣，而是耶稣的渴望，他愿意与我们结合，

愿意住在我们心中。 [31] 在给慈悲之爱的献礼中，她因无法每天领受圣体而痛

苦，于是对耶稣说：“请留在我内，如同在圣体龛中。” [32] 她关注的焦点和

对象，不是自己和自己的需求，而是基督：那爱人、寻找人、那渴望并住在灵魂

中的基督。 

日常的交托 

23. 小德肋撒所倡导的信赖，不仅关乎个人的成圣与救赎，而是全面的，涵盖具

体存在的方方面面，并适用于我们的整个生活。在生活中，恐惧、对俗世保障的

渴求，想掌控一切的欲望，常常会压垮我们。正是在此时，我们得到神圣“交托”

的邀请。 

24. 这种全然的信赖，转化成对爱的托付，使我们能从强迫性算计、不断地忧虑

未来，以及那剥夺内心安宁的恐惧中获得解放。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小德肋撒一

直强调这点：“我们在爱的道路上前行，我认为我们不应担忧未来可能遭遇的痛

苦，因为这种忧虑是缺乏信赖的表现。” [35] 既然我们在天父的手中，他无限

地爱我们，那么无论情况如何，我们都能继续前行，无论发生什么，他那出于爱

的圆满计划，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 

黑夜中的火焰 

25. 小德肋撒在最深的黑夜中、甚至在加尔瓦略山的黑暗中，依然坚定稳固地活

出信德。她的见证在生命最后阶段达到顶峰——就是自 1896 年复活节，她开始

经历巨大的"相反信德的考验"。[36]在她的记述中[37]，她把这场考验与当时令

人心痛的无神论思潮直接联系起来。她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正值现代无神论作为

哲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黄金时代"。当小德肋撒写道耶稣允许她的灵魂"被至深



黑暗所侵袭"[38]，所指的正是无神论的黑暗以及对基督信仰的排斥。她与耶稣

紧密结合——耶稣曾甘愿饮尽苦难之杯、承担起世上所有罪恶的黑暗。小德肋撒

在这一团漆黑中 感受到了绝望与虚无的空洞[39]。 

26. 但黑暗无法吞噬光明：她已被那进入世界的真光所征服（参阅若 12:46）。 

[40] 德肋撒的讲述彰显了她英豪的信德，面对最猛烈的诱惑，她取得了属灵战

争的胜利。她觉得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姊妹，也如同耶稣一样与罪人同席而坐（参

玛 9:10 - 13）。她为他们代祷，同时不断更新自己的信德行动，并且始终与主

保持着爱的共融：“我奔向我的耶稣，我告诉他，我已准备好流尽最后一滴血来
见证天堂的存在。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在世上不能享受那美好的天堂，这样，他

可以为那些可怜的不信者永远开启天堂之门。” [41] 

27. 持守信德的同时，德肋撒也对天主无限慈悲怀有全然的信赖：“信赖必然引

领我们走向天主的爱。” [42] 即使在黑暗中，她也如孩童般全然信赖，毫无畏

惧地投入天父和圣母的怀抱。对小德肋撒而言，天主首先通过他的慈悲彰显自己，

这是理解天主其他属性的关键，她说：“天主赐予我他无限的慈悲，正是通过这

慈悲，我默观并钦崇天主的其他完美！于是，一切在我眼中都闪耀着爱的光辉，

就连公义（或许比其他任何属性更甚）在我看来，也穿戴着爱的华服。” [43] 

这是小德肋撒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她为全体天主子民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她非凡地洞悉了神圣慈悲的深邃，并从中汲取无限希望的光芒。 

坚定不移的希望 

28. 在进入加尔默罗会之前，小德肋撒曾在灵性上特别接近一位特殊的人物，因

三重谋杀罪被判死刑，并且毫无悔意的罪犯，可怜的亨利·普兰齐尼。 [44] 她

为他献弥撒，怀着全然的信赖为他的得救祈祷，坚信能使他碰触到耶稣的宝血，

她对天主说，她深信在最后时刻天主会宽恕他，并且“即使他没有办告解，也没

有任何悔改的表示”她依然深信不疑。她如此确信的理由就是：“我对耶稣的无

限慈悲充满信赖。” [45] 当她知道普兰齐尼走上绞刑架时，“突然间转身抓住

神父递上的苦像，三次亲吻耶稣圣伤”，那一刻，小德肋撒无比的激动！[46] 这

种在无望中坚守希望的深刻经验，成为她灵修的基石：“啊，在这特殊恩宠之后，

我拯救人灵的渴望与日俱增！” [47] 

29. 德肋撒深知罪恶的严重性，但我们看到她始终沉浸在基督的奥迹中，她坚信 

“罪恶在哪里越多，恩宠在那里也格外丰富”（罗 5:20）。世上的罪恶巨大，但

并非无限。而救主慈悲的爱却是无限的。小德肋撒是耶稣彻底获胜的见证，耶稣

藉自己的苦难、死亡与复活，战胜了一切邪恶势力。受信赖的驱使，她勇敢地说：

“耶稣，让我拯救众多的灵魂吧：愿今天没有一个灵魂丧亡！…… 耶稣，若我

言语有失，请您原谅，我唯一的心愿是让你欢喜，让你得安慰。” [48] 这让我

们进入另一清新的层面，这也是婴孩耶稣及圣容圣女小德肋撒带给我们的重要信

息。 



3. 我将成为爱 

30. 比信德和望德“更伟大”[48]的爱德永存不灭（参格前 13:8-13）。爱德是圣

神最伟大的恩赐，是“一切德行的母亲与根源”。[49] 

爱德是个人爱的态度 

31. 《灵心小史》是爱德的见证，在其中小德肋撒为我们诠释了耶稣的新诫命 

“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若 15:12） [50]。耶稣渴望我们

对他的爱做出这样的回应。事实上，“他毫不犹豫地向撒玛利亚妇人讨水喝。他

渴了…… 但他说‘请给我水喝’时，宇宙的创造者所渴望的，是他卑微受造物

的爱。他渴望爱！” [51] 小德肋撒愿意回应耶稣的爱，以爱还爱。 [52] 

32. 夫妻之爱象征新郎与新娘的相互赠与。因此，受《雅歌》（2:16）启发，她

写道：“我想我净配的心只属于我，正如我的心只属于他，于是在独处时，我与

他倾心交谈，期待有一天能面对面瞻仰他！” [53] 上主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

的子民；但同时，爱德又以最个人化的方式，“心对心”的交流。 

33. 小德肋撒坚信，耶稣在受难时就认识她，爱了她：“他爱了我，且为我舍了

自己”（迦 2:20）。默观耶稣在痛苦中的样子，她对他说：“你始终注视着我。” 

[54] 同样，对圣母怀中的圣婴耶稣，她说：“你用抚摸玛利亚的手，支撑着世

界并赋给它生命。而那时你已想到了我。” [55] 因此，在《灵心小史》开篇，

她就默观耶稣对众人及每一个人的爱，仿佛每个人在世上都是独一无二的。[56] 

34. “耶稣，我爱你”，小德肋撒这一爱德行为，如同呼吸一般持续终生，这是

她解读福音的钥匙。凭借这份爱，她深深沉浸在基督生命的各种奥迹中，进入基

督的时代，与玛利亚、若瑟、玛利亚·玛达肋纳及宗徒们一同生活在福音之中。

她与他们一同探寻耶稣圣心之爱的深度。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当我看见玛达肋

纳在众多宾客中前行，用她的泪水洗她敬爱的老师的脚，这是她第一次触碰这双

脚，我感受到她的心立刻领悟了耶稣圣心爱与慈悲的深渊，并且明白，无论她是

多么罪大恶极，这颗爱心不仅愿意宽恕她，还愿意赐予她神圣亲密关系的恩宠，

将她提升到默观的最高境界。” [57] 

至简中的至爱 

35. 在《灵心小史》结尾，小德肋撒把自己“作为全燔祭品献给无限慈悲之爱”。 

[58] 当她将自己完全交付给圣神的行动时，没有喧哗，没有显明的迹象，她领

受了满溢的活水：“那江河，更确切地说，那海洋般的恩宠，淹没了我的灵魂。” 

[59] 这神秘的生命，并没有非凡的现象，犹如日常爱的体验，是属于所有信徒

的。 

36. 小德肋撒在细微之处，在日常生活最平凡的事上践行爱德，且是在圣母玛利

亚的陪伴下生活，她从圣母那里学到“爱就是付出一切并奉献自己”。 [60] 事

实上，她那个时代的讲道者谈到玛利亚时，常常炫耀她的伟大，仿佛她离我们很



遥远。而小德肋撒以福音为证，指明玛利亚的确是天国中最伟大的，因为她是最

微小的（参玛 18:4），是在谦卑中最接近耶稣的一位。她看到，虽然伪经中的故

事充满了各种显现和神奇的情节，但福音书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一种谦卑而贫穷

的生活，在单纯的信德中度过每一天。耶稣自己希望玛利亚成为榜样，成为以质

朴的信德寻求他的众灵魂的榜样。 [61] 玛利亚是第一个以纯粹的信德和谦卑，

生活“神婴小路” 的人；因此德肋撒毫不犹豫地写道： 

“我知道在纳匝肋，充满恩宠的母亲， 

你曾贫穷，别无所求： 

没有奇迹、狂喜或神迷 

装点你的生活，诸圣之后！ 

世上有众多渺小的人 

能毫无畏惧地仰望你。 

无与伦比的母亲，你愿踏上 

平凡之路，并引领他们走向天国。” [62] 

37. 小德肋撒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些故事，见证了在日常平凡生活中所经历的恩宠

时刻。比如她在陪伴一位脾气不好的生病修女时突然获得的灵感。但这些始终是

在最平常的情境中，体验到的更为强烈的爱德经验：“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像往

常一样履行着自己的小职责，天气寒冷，四周漆黑……突然间，我听到远处传来

和谐的乐器声：那时我的想象力中出现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到处金光闪闪，

姑娘们衣着优雅，相互恭维寒暄着；接着我的目光落在我搀扶着的可怜病人身上；

我听到的不是优美的旋律，而是她时不时的痛苦呻吟；我看到的不是金子，而是

回廊朴素的砖石，在微弱光线下时隐时现。我无法表达我的灵魂中发生了什么，

我只知道主以真理之光照亮了我的灵魂，这光芒远超世间庆节那虚幻的辉煌，我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啊，就是用世俗千年盛宴的享受，换取我十分钟的

爱德服务，我也不换。” [63] 

在教会的心中 

38. 小德肋撒继承了阿维拉的圣女大德肋撒对教会的挚爱，并且进入了这奥秘的

至深处。从她对“教会之心”的发现，我们看到这一点。在 1896 年 9 月 8 日，

在发圣愿六周年之际，她向耶稣写一篇长长的祈祷文，圣女向主吐露，她感到自

己内在渴望巨大，充满对福音的热忱，以致任何一种圣召都无法满足这种热情。

于是，她重读了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的第 12 章和第 13 章，为寻找自己在

教会中的“位置”。 

39. 在第 12章中，宗徒用身体及其各个肢体的比喻，来解释教会内有着千差万

别的神恩，各有各的位置。但这样的描述对小德肋撒来说并不够。于是她继续探

寻，读到了第 13 章的“爱德颂”，在那里她找到了满意的答案，并写下了这难

忘的一页：“沉思教会，基督的奥体，在圣保禄所描述的肢体中，我找不到自己



的影子：或者更好说，我希望在所有肢体中都看到自己！……爱给了我认识自己

圣召的钥匙。我明白到，教会有一个身体，由各种不同肢体构成，它并不缺少最

重要、最高贵的肢体：我明白到，教会有一颗心，而且这颗心燃烧着爱火。我明

白到，唯有爱能使教会的各个肢体行动起来：如果爱熄灭了，宗徒们将不再宣讲

福音，殉道者们会拒绝倾自己的鲜血……我明白了，爱包含了一切圣召，爱就是

一切，它拥抱所有的时空！……总之，爱是永恒的！……于是，我欣喜若狂，呼

喊说：哦，耶稣，我的至爱……，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圣召！我的圣召就是爱！……

是的，我在教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我的天主，是你赐予我的：
在慈母教会心中，我将成为爱！……这样我将无所不包……这样我的梦想就会实

现！！！” 

40. 这颗心不是荣耀凯旋教会的心，而是一个充满爱、谦逊及慈悲的教会之心。

小德肋撒从不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上，而是与天主圣子一起处于最卑微的位置，天

主圣子为了我们成为仆人，谦卑自己，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参阅斐 2:7 

- 8）。 

41. 发现教会之心，对当代的我们来说也是一道耀眼的光芒，让我们不因教会机

构存在的局限与弱点而感到震惊，尽管它也有黑暗和罪恶；我们要进入它那爱火

炽燃的心，这颗心在五旬节被圣神的恩惠所点燃，而她心中的火焰会因我们的每

一个爱德行为而炽烈燃烧。“我将成为爱”：这是小德肋撒的根本抉择，是她最

具决定性的灵修精华，是她独有的属灵身份。 

玫瑰花雨 

42. 数世纪以来，无数圣人都满怀热忱深切地表达他们“升天堂”的渴望，而圣

女小德肋撒却非常坦诚地承认：“那时，我内心有各种各样的巨大考验（甚至有

时会问自己说真的有天堂吗？）。”在另一个时刻她说：“当我歌颂天堂的福乐，

永远拥有天主时，我并没有感到喜悦，我只是在单纯地唱着我愿意相信的事。” 

发生了什么呢？她听到天主对她的召唤，在教会的心中燃起火焰，这远比憧憬自

身的福乐更为重要。 

43. 在她身上发生的转变，从对天堂的热切渴望，转变为对所有人福祉的坚定而

热切的渴望，而最终的梦想则是在天堂继续她的使命：爱耶稣，并使他人也爱耶

稣。这样，在她最后的几封信中，有一封写道：“我确实想到在天堂上不能无所

事事：我的渴望是继续为教会和拯救人灵而工作。”[68] 就在那些日子里，她更

直接地说：“我的天堂将在尘世度过，直到世界末日。是的，我愿意继续在尘世

行善，以此来度我天上的时光。”[69] 

44.小德肋撒就是这样毅然决然地答复天主赐给她的独特恩宠，回应天主在她内

倾注的奇异光芒。她以这种方式，独具个性地活出了福音的精髓：以完全的信赖

为起点，以彻底为他人奉献为顶峰。她毫不怀疑这种奉献的成效：“我想着我死

后能做的所有善事。”[70] “仁慈的天主如果不让我实现死后继续行善的愿望，

就不会赋予我这个愿望。”[71] “那将是一场玫瑰花雨。”[72] 

45. 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这就是信赖。” 这信赖引领我们走向爱，使我

们摆脱恐惧；这信赖帮助我们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这信赖让我们把唯有天主



能做的事交托在祂手中。这样，我们的生命会满溢爱与力量的洪流，推动我们谋

求弟兄们的福祉。因此在生命充满痛苦的最后几天，德肋撒能够说：“我只寄望

于爱。”[73] 最终，唯有爱才是重要的。信赖让玫瑰绽放，并让它犹如满溢的天

主之爱洒落下来。让我们肯求信赖之恩，这份白白的恩赐，恩宠的珍贵礼物，因

为靠着这恩典，我们的生命会找到福音的道路。   

4.福音的核心 

46. 在《福音的喜乐》中，我一直强调要回归清澈的源头，以突出那些至关重要

且不可或缺的内容。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重新提出这邀请。 

综合大师 

47. 这部纪念圣女小德肋撒的劝谕，让我想到在一个传教的教会中，“宣讲应聚

焦于本质的东西，聚焦于最美好、最伟大、最具吸引力且同时最为必要的内容。

这样信息会变得简洁，而不失深度与真理，从而变得更具说服力和更光耀夺目。”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在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所启示出来的，天主救赎之爱

的美好！”  

48. 并非所有内容都同等重要，因为在教会的真理之间存在着一种秩序或等级，

“这一点对于信仰教义以及教会的全部教导，包括道德教导都同样适用。” 基

督信友道德的核心是爱德，它是对三位一体无条件之爱的回应，因此“对邻人的

爱德行为是圣神内在恩宠最完美的外在体现。” 最终，唯有爱才是最重要的 

49. 确切地说，小肋撒作为圣人以及教会圣师给予我们的独特贡献并非是分析性

的，不像圣多玛斯·阿奎那所给予的那种贡献。她的贡献更具综合性，因为她的

天赋在于引领我们抵达核心，抵达本质的、不可或缺的事物。她通过自己的言语

和个人的生命历程表明，尽管教会的所有教导和规范都有其重要性、价值和光芒，

但其中一些对于基督徒的生活而言更为紧迫、更为关键。那正是德肋撒目光和心

灵所关注的地方。 

50. 作为神学家、伦理学家、灵修学者，作为牧者以及信徒，我们每个人在各自

的领域内，仍需领会小德肋撒这一非凡的直觉，并从中得出理论与实践、教义与

牧灵、个人与团体层面的结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勇气和内心的自由。 

51. 有时，人们引用这位圣人的话，却只选取那些次要的表述，或者提及她与其

他任何圣人可能共有的题材：祈祷、牺牲、对圣体的敬礼，以及许多其他美好的

见证，但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错失她给予教会的最独特的礼物，忘记 “每一

位圣人都是一项使命；是圣父的一项计划，为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反映并体现

福音的一个方面。” 因此，“为了明白主通过一位圣人想传达什么信息，不应

执着于细枝末节 […]。我们应当沉思他的整个人生，他成圣的整个历程，当我

们能够把握圣人生命的整体意义时，就可以看到在他身上那反映耶稣基督的某些

特质的独特形象。” 对于圣女小德肋撒而言，这一点更是如此，因为她是一位

“综合性圣师” 。 



52. 从天国到尘世，婴孩耶稣及圣容圣女德肋撒的现实意义，始终在于她那“微

小中的伟大”。 

在一个让人封闭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时代，小德肋撒向我们展示将生命做礼物的美

好。 

在表层需求压倒一切的时刻，她见证了福音的彻底性。 

在这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她让我们发现爱及代祷的价值。 

在人类对伟大和新型权力形式如痴似狂的时代，她指明了微小之路。 

在这无数人遭抛弃的时代，她教会我们关怀他人、为他人担当的美好。 

在这复杂的时代，她能帮助我们重新发现简朴，爱、信赖与交托的绝对首要地位，

超越那种用各种义务和规条填满基督徒生活、冻结福音喜乐的律法主义和道德主

义逻辑。 

在这退缩与封闭的时代，德肋撒邀请我们投身传教事业，靠耶稣基督和福音的吸

引力去征服世界。 

53. 在她诞生一个半世纪后，小德肋撒在旅途中的教会、在天主子民的心中，比

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活力。她与我们一同前行，如她所渴望的那样，在世间行善。

她属灵生命力的最美标记，就是她不断播撒的“玫瑰花雨”，即天主因她充满爱

的代祷而赐予我们的恩宠，以支持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行。 

亲爱的圣女小德肋撒， 

教会需要让福音的色彩、芬芳与喜乐闪耀光芒。 

赐给我们您的玫瑰吧！ 

帮助我们始终向你一样， 

完全信赖天主对我们的大爱， 

好使我们日复一日效法你，在你的圣德小路上前行。 

阿们。 

2023 年 10 月 15 日， 

于罗马拉特朗圣若望大殿，阿维拉的圣德肋撒瞻礼日，我任教宗第十一年。 

方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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