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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認識是靈修的基礎，在認識自己的同時，我們也認識別人，更可以認識上帝。自我
認識是一個過程，去重尋自己的身份，就是上帝創造我們時候的樣式。上帝是按著我們的本
相愛我們，上帝的愛是不能換取，所以我們不需要偽裝自己，去博取上帝的愛。 
 
 既然上帝按著自己的形像造人，所以我們每人都在反映上帝某一方面的屬性，彰顯衪的
榮美。九型人格的九個型號，分別代表上帝的完美，憐愛，功效，獨特，智慧，忠信，喜樂，
權能及和諧。因為我們是受造物，所以有限制，並不完美。  九型人格理論指出，每一個型
號都有自己的偏情和美德。偏情和美德這兩個看似相對的詞，其實是漸變的連續。那些我們
過於强調以致成為我們的偏執，實際上是真我對世界作出貢獻的最重要資源。例如，１號的
美德是代表上帝的完美，有強烈的責任感去改變自己和別人去達至完美的地步。而１號的偏
情是憤怒，憤怒也是促使 1 號人改變自己和别人的重要動力。 
 
 九型人格是一面鏡子，讓我們認識自己的偏情。從而使我們在分辨事情上面就能夠清晰
裡面的動機。例如，2 號人如果能認清自己幫助別人的動機，是出自真心還是希望支配他人，
就可以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分辨和判斷。九型人格也提供自我成長的方向，指示要走出自我
的防衛機制(防衛機制是指那些不由自主的行為或思想，是過往創傷未治愈的结果)。例如 3
號人，如果要成長就需要學習 6 號人的與人合作和委身，不要爭競，不求名利。3 號人也要
留意在受壓時，不要出现 9 號人的無方向和無力感。 
 
 九型人格理論指出我們受 3 股內在動力所支配，分別是情感，思想和意志。九型人格把
九個型號分成三個中心，指出我們的自我分别不由自主地受某一動力所限制，蒙蔽了我們的
真我。 
 
 2/3/4 以情感(心)為中心，追求别人的肯定，建立對他人特別情感與需要。他們的感覺
以他人為中心，常不由自主地關心他人，而忽略自己。熟悉的情緒是焦慮，常以為自己沒有
價值不值得被爱。他們需要離開外在非常動態的生活，與自己的內心再次接觸，發現自己被
上帝所愛而且珍貴，信任自己的直覺、感覺與願望。他們需要的是自我表達的祈禱，在祈禱
中注意自己的感覺及情緒，而不是要認同取悦他人。默想的題材可以是自己心中的憤怒，喜
樂或懼怕。以經文為基礎的靈閱（Lectio Divina）或默想經文，對他們也是很有意義的祈禱
方式。 
 
 5/6/7 以思考(腦)為中心，重點是分析思考，他們先考慮事態，然後才會產生他們的感
受或行動。熟悉的情緒是恐懼，追求安全感，由於腦袋思考較為穩定及安全，於是以不變應
萬變。他們腦中常充滿了意見，計劃，事情要考慮。在祈禱時可能要專注外在的某種東西，
例如蠟燭，十字架。透過注視幫助他們收斂內心的纷亂，避免受內在產生的意見或思考而分
心。短誦也可以幫助他們的頭腦能安靜下來，去相信並隨著他們內心的聲音。 
 
 8/9/1 以意志(腹)為中心，有強烈的意志與行動，重點是控制和追求自主。他們有巨大
的能量来解決他們內在和外在的衝突，常處於爭戰狀態，需要準備和防衞，避免自己被他人
或環境支配。熟悉的情緒是憤怒，繼而才會思考或產生情感。最適合他們的祈禱是最簡單安
靜的祈禱。他們憑著信心到主跟前，避免用任何想法或概念或形象，安靜在主台前，讓上帝
的愛注視著他們。這樣無言，無思，無像的祈禱，幫助他們減少身體的高能量，開放自己投
入那在心裡期待著他們的上帝。 
 
 九型人格雖然不是一種靈修方式，但結合九型人格的智慧和日常生活的靈修祈禱操練，
讓我們時刻保持著醒覺，並且在上帝的恩典與愛之下，免受內在身不由己的動力所影響，在
應對事情時可以自由地選擇適當的『回應』，而不是不由自主的『反應』。也讓我們明白在上
帝無條件的愛中，我們得以自由，釋放出生命轉化的意念，生命得以成長，漸漸變回我們原
來受造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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