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屬靈運動史(六)：十字軍運動 

一. 時代背景 

十字軍東征的時期是從 1096 年開始，到 1291 年為止，一直持續了將近兩百年。

在此之前，有一連串事件相繼發生： 

1. 回教的興起：622 年，默罕墨德建立伊斯蘭教，並用武力向外擴張。基督教

初代教會著名的城市如耶路撒冷、安提阿、亞歷山太，都淪於回教徒手中。 

2. 東西教會分裂：1054 年東西方教會分裂，但彼此都希望能復合。 

3. 土耳其的興起：1070 年，他們從阿拉伯人手中奪取巴勒斯坦及敘利亞，並且

威脅到東羅馬帝國。他們禁止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聖，因而引發十字軍東征。 

4. 十字軍東征：西方教會在教皇的號召下，為了援助東羅馬帝國，收回聖地，

因而發起十字軍東征。他們雖然滿腔宗教的熱忱，但多被誤用。這時期教會

屬靈光景十分低落，但卻出現了聖伯納和聖芳濟兩大聖徒，帶來屬靈的復興。 

 

二. 聖伯納(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 

伯納是中世紀的偉大聖徒，直到如今，許多基督徒仍在他的著作中感受到他對主

熱忱的愛。他被稱為「口中流蜜的教會權威(Honey-flowing Doctor of the Church)」。 

1. 出身：伯納出生於法國貴族，在敬虔的家庭長大，從小就培養出單純、順從、

殷勤，和勇敢的性格。伯納的才賦過人，同輩中無人能及。二十歲時，立志

棄絕世界，一生服事主。他不是到有規模的著名修院，而是到熙篤修院服事。 

2. 奧秘派與經院哲學：伯納的時代，奧秘派與經院哲學正在發展，奧秘派注重

直接地與主交通與內在生活，經院哲學則注重間接地推測沈思，看重邏輯分

析和定義；奧秘派和修道院有關聯，經院哲學與學院有關聯。當時經院哲學

的發展比奧秘派更興旺。雖然伯納的才智在經院哲學方面有優異的表現，但

他選擇了修士之路，認為裡面生命的路，才是惟一的出路。他曾說：「主的

道路是讓我們敬拜和默想的，而非叫我們分析和發明的。」  

3. 熙篤會(Cirtercians)：創始人羅勃特原是本篤會的修士，與九位同伴建立小的

修道院，原是沒沒無聞，當 1115 年伯納加入熙篤會，因著他的影響，使鄉里

青年有 29 人隨之加入，其中有三個是他的兄弟，熙篤會就發展起來。 

a. 他們比本篤修會過更嚴謹、刻苦的生活，追求重回沙漠教父的生活方式。

教會史上的屬靈復興，一般都會訴諸於初代教會中找到信仰的根源。 

b. 伯納一生建立了 181 間修院，當時有人說：「年老的母親和年輕的姑娘，

都很怕伯納，因為他所到之處，許多愛主青年人的心，都被基督奪去了。」

兩世紀後，已有超過 450 所的熙篤會修院，東至敘利亞，西至愛爾蘭。

不僅在屬靈方面，就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貢獻亦相當可觀。 

c. 光明谷 Clairvaux 是伯納所創建的修道院，那裡的建築和生活雖然簡樸，

但是神的同在卻是非常地豐富。後來這地方聲名遠播，成為歐洲各地的

政治和宗教領袖，經常前來拜訪，向伯納尋求資詢的地方。 



4. 靈性教導：在他的修道院中，有許多人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他也能用最

淺顯的話，把生命供應給他們。這些資訊，直到今日，讀起來的時候，你仍

可以嘗到主的甘甜，使人的心靈得著滋潤和飽足。 

a. 人人都當親自與活生生的神相會，神一切工作之高峰，最終目的就是把

我們帶進內室(歌 1:4)，與主聯合，在靈裡經歷到神。 

b. 新婦的親吻，三個過程：親吻主的腳〔僕人〕、手〔朋友〕、嘴〔新婦〕。 

1) 釘痕的腳：脫離罪惡道路，走主走過的路，遵守神的「箴言」命令。 

2) 釘痕的手：看破世俗情慾，只作主手作的工，體驗「傳道書」真理。 

3) 與主親嘴：得享主的愛情，與主聯合，屬靈婚娶的「雅歌」關係。 

c. 論謙卑：伯納認為所有屬靈的追求，若不是建造在卑微的根基上，都要

崩潰瓦解的。講到卑微時，是先從講驕傲下手的，就是輕蔑自己的優點。

他深信一個人只要是認識自己敗壞的本相，自然就會降卑下來。他說：

「卑微不過是人認識了他自己，看清了他自己的本相而有的態度。」 

d. 論愛，有四種程度：1) 為自己的緣故愛自己，2) 為自己的緣故愛神，

3) 為神的緣故愛神，4) 為神的緣故愛自己。伯納說，最淺的愛神，是

因為怕神，或要從神得好處，直到有一天，神的兒女眼睛打開了，看見

了神的完全、偉大而來愛神，這才開始學會了愛的語言。然後，他還要

進入一種更高的愛，就是單純因為神的緣故來愛神，沒有一點的攙雜。 

e. 愛神才能認識神，愛與知識的平衡，神是愛，但神也是真理。真理是光，

但愛是烈火，不僅要在真理上認識神，更要在愛裡經歷神。 

f. 基督的人性：伯納看重主的人性，他反對繞過主的人性，而直接進入主

的神性。他說：「主在地上的一言一行，都是最摸著人心的，祂就藉著

這種有形的愛，引人一步一步地進入祂屬靈的愛中。」 

g. 最高的奧秘經歷，被提的狂喜（ecstasy）。他說：「在這神聖的片刻，

整個心是一片平靜，像進了至聖所。整個靈魂似乎在歌唱，惟有被膏油

塗抹的心才會唱，不是用口，而用心唱。喜樂如潮水般沖來，這歌唱在

基督與我之間。在狂喜中，人雖未離開肉身，但卻脫開了肉身的感覺。」 

5. 伯納的影響：伯納對身處的世代有相當的影響。他留下一千四百封信，他與

歐洲各地的皇帝和貴族都有通信，他也為當時屬靈的導師，與精神領袖。 

a. 神學論爭：1141 年，伯納與當時著名的學者亞比拉舉行公開辯論，伯納

訴諸的真理，認為任何的研究、學習的目的都在於愛神的緣故。亞比拉

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就承認自己失敗了。伯納雖然贏了辯論，但西方的

思想已經朝向為追求知識而追求知識，而非為了愛神的緣故。 

b.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他應他的學生，當時擔任教皇的尤金三世之請，為

援助搖搖欲墜的耶路撒冷王國，鼓吹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結果失敗而歸，

伯納因而飽受批評。這是伯納一生中最感遺憾的事。 

c. 伯納的著作影響十七世紀的清教徒很深，他所創立的熙篤會對二十世紀

發起的靈修運動和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 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天主教稱：聖方濟〕 

誰能阻止共產主義？列寧說：「世界上如果有十個聖方濟，就不會有共產主義了。」

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經濟學家，他只是一位徹底實踐了基督精神的基督徒。 

1. 出身：義大利富商之子，自幼過享樂的生活；他很早就對現實週遭環境有所

領悟，1201 年，從軍參戰，但戰敗被俘，關了一年，後來被贖出來。他曾和

朋友出遊時碰到乞丐，他的朋友視若無睹，他卻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給了那

乞丐。後來因一場危險的疾病而歸向基督，從此以後，獻身過貧窮、慈善的

生活。與他有同樣看法的人，也加入他的陣營，成立了「方濟會」。 

2. 蒙召：法蘭西斯有許多屬靈經歷，對主的態度是絕對順服，回應主的呼召。 

a. 1208 年，他在達米諾教堂裡禱告，聽到十字架的耶穌對他說：「修復我

的教會。」他以為是指教堂，立即照著去作。把父親店裡的布匹，馱在

馬上，連貨物帶馬都賣掉了，把錢交給教堂。父親大怒，斷絕父子關係。 

b. 1209 年，他被馬太福音 10:9 的話感動，他就丟掉杖，囊袋和鞋，把不積

錢財的生活方式當作規律。他的名聲傳揚開，漸漸吸引許多人跟從。 

c. 他決意追隨耶穌的腳蹤，在生活上效法主，確實遵行基督的教訓，根據

三段聖經經文(太 16:24-26; 19:21; 路 9:1-6)，捨己背十字架，叫人悔改。 

3. 小兄弟會：1210 年，他與 11 個衣衫襤縷的同伴去見教皇英諾森三世。希望

教皇能認可他們修道與宣教的方式。教皇為考驗他的真誠，對他說：「去到

豬群裡，跟他們滾在一起；看來你與他們相同的地方更多，把你設立的規律

講給他們聽。」法蘭西斯順從了，回來報告。教皇本來不想理他，但因夢見

有一棵棕樹從他腳下長起來，又夢見羅馬首座拉特蘭教堂將要傾倒，方濟將

它支持起來。因此，口頭給他設立修會的許可，准他傳揚福音。這修會除了

遵守教會規章、教皇諭令等，更要遵守絕對的貧窮，不擁有財物及房地產。

他稱這些跟隨者為「fratres minores」，在拉丁文「小兄弟」的意思。這就是

法蘭西斯的「小托缽兄弟會」的源起，後人又稱之為方濟會 Franciscan。 

4. 貧窮：法蘭西斯堅持過貧窮生活，他自稱「貧窮女士」為他的情人，他要求

跟隨者不可為明天憂慮，除當天的必需品外，其餘都賙濟窮人。他酷愛一切

被造之物，他認為貧窮就是不擁有一物， 但卻擁抱萬有，他從一切的創造中，

看到永恆的價值，沒有貴賤與物種的歧視，沒有「是否有用，價值多少」的

經濟判斷，他在「貧窮」及一無所有的狀態下，已將自己溶入萬物之中。 

5. 大自然：法蘭西斯的傳聞軼事有很多，除了與「貧窮女士」的永恆之戀外，

就是他溶入自然的生態生活。他除了外出佈道、作工、乞討、照顧貧病外，

其它的時間，就是在曠野的自然中靜思、默想、祈禱及親近造物主。他愛惜

所有的動物，常與他們說話，甚至對它們講道，他從周遭自然環境中，體會

到人與生物及人與造物者的親密關係。他不只是愛有生命之物，對無生命的

萬有看到內在所貫穿的永恆生命， 更體會到自己〔人〕與他們之間的依存關

係。他稱太陽、風、火為兄，視月亮、 星辰、水與大地為姐妹。他甚至視「死」

如姐妹，視「死」為通向永恆生命的「祝福」。 



6. 和平的使者：1219 年，正是十字軍第五次東征之際，整個歐洲瀰漫著戰爭的

氣息。 不只是十字軍東征，貴族與貴族、城邦與城邦間都充滿了血腥的衝突。 

但法蘭西斯竟赤手空拳且滿含弟兄之愛的走入『敵人』陣地。 

a. 他見埃及的蘇丹，傳和平的福音，雖未使蘇丹信主，卻贏得蘇丹的尊敬，

願意傾聽和平的信息。法蘭西斯離去時，蘇丹還請法蘭西斯為他祝福。 

b. 他到敘利亞，又得著敘利亞蘇丹的允准，得以在其境內自由出入，使他

得以到耶路撒冷、伯利恆等地去禮拜造天地的主。十字軍想靠武力流血

奪取聖地，終究沒有成功；法蘭西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不費一兵一卒，

竟然到了聖地，傳達和平的福音，這是非暴力的大能，是和平的勝利。 

c. 法蘭西斯不把回教徒當敵人，向他們傳和平的信息，但十字軍卻不接受，

執意發動武裝衝突，強暴燒殺，不但沒有和平，戰爭又延續了幾十年。

法蘭西斯信守非暴力的信念，以非暴力的關係來看待自己內心的敵人、

外在的敵人，及所在社會公認的敵人。他說：「一但我們擁有什麼，就

需要武器來保護它們和自己， 這是為什麼會有爭戰與法律訴訟的原因，

也因此損害了我們與造物主及鄰舍之間的愛。為了避免這些，我們決定

不擁有世上任何短暫事物。」聖潔的貧窮是法蘭西斯之所以與眾不同。 

7. 五傷：1223 年，法蘭西斯漸漸退出修會。1224 年，他上山禁食 40 天，禱告

尋求神的旨意，如何討神的喜悅；三次翻開福音書，盼望得到回答，三次都

落在基督的受難。他看見從天降下一個形象：有一個撒拉弗被釘在十字架上，

兩個翅膀高舉，兩個翅膀遮體；他的面貌極其美麗，向法蘭西斯溫柔地微笑。

法蘭西斯深為憂傷，當異象消失了，在他的身上卻奇妙的留下了五處傷痕，

正與基督被釘和槍扎的部位一樣。他著力隱藏這些印記不肯示人，在他離世

以後才被發現，他最親密的同工李奧見證確見過那些聖痕記〔Stigmata〕。 

8. 封聖：1226 年，在他臨終前，他口中唱著「死亡姊妹」的詩篇：「歡迎你，

因為藉著你，我才能被引進永恆。」他的遺體被安葬在亞西溪 Assisi。他的

朋友─紅衣主教烏果林在他風光明媚的故鄉亞西溪，為法蘭西斯記念大教堂

立了基石。烏果林於次年成了教皇，即刻晉封他為聖法蘭西斯〔聖方濟〕。 

 

四. 聖法蘭西斯的禱告： 

主啊！讓我做你的工具，去締造和平： 

在有仇恨的地方，播送友愛； 在有冒犯的地方，給予寬恕。  

在有分裂的地方，促成團結； 在有疑慮的地方，激發信心。  

在有錯謬的地方，宣揚真理； 在有失望的地方，喚起希望。  

在有憂傷的地方，散布喜樂； 在有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  

神聖的導師！  

願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不求他人的諒解，只求諒解他人。  

不求他人的愛護，只求愛護他人； 因為只有在施與中，我們有所收穫。 

在寬恕時，我們得到寬恕； 在死亡時，我們生於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