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俗與神聖》閲讀報告        雅勵思                                                                                           

綜合主題:
概述內容：
從閱讀依利亞德《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書的第三章：⼤⾃然神聖性與宇宙宗教，再配合第
⼀、⼆堂的網上課程的閱讀資料，本⼈得出的概括印象是：

第⼀課：⼈與神
重温⼈類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宇宙及地球出現時的原初景況；⽽重温⽂明歷史之旅則啟發
我們⾃13⾄18世紀⼈類發展的趨勢。基於⺠族入侵、物質上的匱乏、資源的爭奪，反⽽提昇
了⽂化互換和屬靈⽅⾯的發展和需要。由18⾄21世紀，四次的⼯業⾰命，特別是由2011年開
始的智慧型⾃動化的整合感控系統，⼈慢慢地把控制環境及世界的權⼒交給那些所謂智慧型的
機械⼈，⾄此13世紀的神聖此已慢慢失去，因為⼈類覺得⾃⼰的智慧和能⼒已超越神，要
「剔除神聖」，那麼，⼈就可以獲得⾃由、塑造⾃⼰，做什麼都可以了。但另⼀⽅⾯，剔除神
聖之後，現代⼈會感覺空虛、焦慮、迷茫和悲觀。因為走出個⼈，他就要依附⼀般宗教⼈所謂
的神聖；亦由於不相信有⼀個超越的起源，就没有辦法解決⽣活中的危機，向⼀個屬靈的宇宙
開放。⼈仍要⾯對痛苦、罪惡，及⼈的最後歸宿等問題，這些是存有的最根本問題。
在聖的範疇中，課⽂利⽤⼀些現代的修道⽅式，看他們如何感受神聖。例如：泰澤團體會員⽤
唱歌、禮儀及默禱的⽅法；旋轉的苦⾏僧把⾃⼰的⾝體不停旋轉，忘記⾃我的存在，完全投入
神聖的時空中。亦有傳道者不單⾃⼰去體驗神聖，還成為神聖與凡俗的中介，⾝體⼒⾏去令⼈
感染神聖，如德蘭修女、恩保德神⽗、史懷哲。學者如涂爾幹、依利亞德、沈清松教授及李震
神⽗對神聖與凡俗的看法，開拓⼈的視野和胸襟。

第⼆課：聖⼦降⽣成⼈
這課進入了基督宗教的核⼼思想~~耶穌基督：聖⼦降⽣的奧跡，講述祂由童貞瑪利亞誕⽣；
受若翰的洗禮；成年後，祂宣講天國的道理；在受難前和們徒共進最後晚餐(焦點是：為們徒
洗腳~⼀個俗世的舉動道出了為他⼈服務的神聖使命)；祂的痛苦和死亡，然後，最重要的
是，在第三天復活了，⼜在第四⼗⽇升天。這些耶穌在當時⽣活中的鮮活⽚段，在聖經中有詳
盡的紀錄。

基督徒相信，耶穌介入⼈類的歷史，祂的救恩史與⼈類的歷史是共時進⾏。我們甚⾄相信，基
督的天主性取了⼈性，與⼈相似，是要把我們的⼈性提昇，將來能享受天國的福樂，這也是⼀
個由凡俗入神聖的過程。

研究⽅法
依利亞德 (Eliade Mircea 1907~1986) 是東歐羅⾺尼亞⼈，被稱為宗教現象學家。他
曾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從事哲學研究三年，展開他對⾃⾝存在奧秘的辨識，和發現⾃由的意義。
第⼆次⼤戰之後，他在巴黎的⼗年期間，學術思想漸趨成熟及鞏固，明顯地在他的著作中加入
⼀些新的典範，包括宗教⼈、象徵、原型、聖顯、宇宙的中⼼及邊緣等等。
依⽒認為宗教包含了兩種不同的體驗：宗教即經驗、宗教即啟示(屬神學的範疇)。他致⼒對
「宗教即經驗」的認知，貫穿了他畢⽣的研究。他提出了宗教研究的兩個幅度：歷史性(以經
驗為主)與系統性(以理論為主)。

依⽒⼀直以「宗教⼈」、⽽不是⼀位不涉及信仰的「客觀」研究者的⾝份從事研究。他希望既
能真切地剖析個別的宗教現象，⼜能⿃瞰不同宗教類型內、不為宗教⼈⾃⾝所覺察的宗教的象



徵結構與對於神聖經驗的本質，綜合出「⼀」的整體與本質，扭轉以進化或優劣價值觀來研究
非⻄⽅宗教。他反對只從經驗主義或功能論的本位出發，將宗教現象化為某種後天的⼈類社會
的產物或⼼理因素的解釋。不認同只是通過歸納法來驗證不同宗教的資料是否符合該⼈⽂科學
的前提，卻不考慮對所研究對象的信仰⽣活的親⾝參與。

依⽒的研究所提問的是：如何去探究這種既在⽣活中⼜與⽣活有所區分的神聖體驗呢？他的出
發點不是將宗教視為社會、歷史進展的產物或是個⼈的⼼理活動，⽽是探求神聖的對象如何顯
現在⼈的意識之中、被⼈所意識到，找出宗教⼈所感受到表象在所顯現的形式背後的真正⼒量
來源。他以研究者的⾝份，以宗教⼈的經驗為出發點，按照宗教⼈所體驗的實存處境，參與其
中，藉此去理解那無法被化約的意義，把研究者與宗教⼈的區分合⽽為⼀。

觀點與⽅向
在此書中，依⽒以聖俗的對立辯證法詮釋，這包括兩⽅⾯：⼀⽅⾯聖顯之物可以是任何⼀件世
間存有者，另⼀⽅⾯當「這個」存有者顯現出神聖特質之際，它既參與在周遭世俗之物的存在
秩序，⼜與他們在價值秩序上區分開來。

依⽒認為，顯現出來為⼈類體驗的神聖是具體活在我們⽣活中的每個細節。神聖不是直接顯現
⾃⾝，⽽是穿梭歷史，遍及萬物，例如⽉亮、太陽、植物的律動、⼈的各種⾏為等活動；到場
域的顯聖如廟宇或聖地，或是時間的顯聖如節慶儀式等，莫不是神聖顯現的範圍。

聖顯永遠是辯證的，因為凡有天地萬物、⼤化流⾏就有神聖現⾝的可能性，也就有⽣⽣不息的
盼望。另⼀⽅⾯，任何⼀個世間的存有者皆可以是神聖的隱藏。依⽒認為基督宗教道成⾁⾝成
就神聖歷史，耶穌就是神聖以⼈的存在模式來顯現⾃⼰、也隱藏⾃⼰的例⼦。

個⼈評論及經驗
依⽒以歷史性和系統性的幅度的結構整合中，在經驗及理論上呈現出⼀個具有互動關係的「象
徵體系」，但有學者認為他的學說只取其共同的現象，⽽忽略每個宗教的差異性。然⽽，運⽤
現象學來探討宗教的本質，就是要從世上各宗教的現象中，尋求共同的、核⼼的意義。依⽒採
⽤三層次的思想來解釋宗教現象的差異，即經驗層次(⼈所欲表逹的)、象徵層次(把象徵符號
彈性固定化)，和制度層次(將有彈性的象徵表逹系統化)，⽽他更強調表達的共
通性上。王鏡玲老師(本書的「後序」作者，第285⾴開始)則評價依⽒對宗教現象學的詮
釋，未能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化傳統，提出圓滿的答覆。

雖然依⽒的理論並不⼗分完備，但就宗教現象學的發展⽽⾔，他是繼奧圖(Rudolf Otto)之
後，⼜⼀次新的跳躍，帶領學者邁進⼀個新的⾥程碑。對後繼者⽽⾔，他的精神是值得學習和
仿效的。

閲讀過依⽒的作品後，我⾸先對他以第⼀⾝的認真的研究態度和宏觀的視野⼗分敬佩。回顧⾃
⼰五⼗多年作為⼀個宗教⼈的經驗，也可以説是在俗世中勉⼒成聖。

⾃⼰的性格是比較感性的，⾃幼(未領洗前)對週遭的事物的觀察多是從內⼼的感覺產⽣共
鳴。比如對⼤⾃然的景象：⽇出⽇落、花開花落、季節更替等都有⼀種悲天憫⼈的傷感和喜
悅，也曾幻想這些宏偉景象的背後是否由⼀位偉⼤的造物主所操控。看到林中的燕⼦媽媽唅着
⼩蟲餵養雛⿃、老夫妻⼿拖⼿的背影、跑⼿衝綫的⼀刻與隊友相擁等等，都有觸動的感覺，因
為感受到了⼈性中的真善美聖。因此，我認為俗與聖是事物的⼀體兩⾯，互為影響，就看⼈怎
樣去辨識和體會。



耶穌在福⾳中多次提到，我們⽣活在世上，但不要給世俗同化---這也是聖與俗的不同處境和
⾯貌~~⼀個⽣活中的存有，以基督的愛為榜樣：愛主愛⼈愛⼤地，在⽣活中時常關愛鄰⼈，
藉此不斷聖化和超越⾃⼰，希望能逹⾄終極關懷，得享天國的圓滿及喜樂。其實，傳福⾳也是
必須走入俗世的⼈群中，才能帶領⼈認識⾄聖的天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