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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與凡俗反思 

前⾔ 
神聖與凡俗是⼈類精神⽣命的兩種存在向度。在⼀般⼈的思維中，宗教選擇了
神聖，⽽⼈們選擇了世俗；神聖屬於過去，世俗則屬於現在和未來；神聖是⼈
類理性情感和⼼理、幻想和智慧的混合產物，世俗則是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和
⼯業時代的結果。由⻄⽅⼈類⽂明的歷史，讓我們現代⼈反思基本的做⼈問題: 

⼈為什麽⽽存在? 為什麽要消滅其他的⼈? 為什麽要尋找⽣命的意義?  

剔除聖神的影響 
在優越的環境中, 凡俗的現代⼈不承認有超越⼈的神。他們覺得要⾃⼰去控制⼀

切。他們覺得神聖就是⾃由的主要障礙。  從⼗三世紀以來, 他們就不斷去剔除

以神聖為中⼼的⽣活, 包括可以控制政治、軍事、經濟、⽂化的宗教, 直⾄令其

不再存在, 讓⼈就可以⾃由塑造⾃⼰, 做什麼都可以。但「剔除神聖」之後, 好多

現代⼈感覺焦慮、迷茫和悲觀厭世。因為他沒有⼀個終極的完美的依靠, 他只有

把⾃⼰封閉在⼀個⾃⼰所想像的東⻄裡。其實,剔除聖神⽽歸於凡俗之後,⼈仍然

要⾯對痛苦、罪惡,及⼈最後的歸宿等問題。雖然現代的醫藥可以減少⾁體的痛

苦,但是痛苦並不只是⾁體的問題。為何⼈⽣會有邪惡?為何⼈要消滅另⼀個⼈,

消滅另⼀個種族? 仍然不能解決問題。 

另⼀些現代⼈,他們以修道⽅式 ,他們以修道⽅式, 專⼼感受神聖。 

(1) 泰澤團體:他們是⼀些普通⼈,在特定時刻去到泰澤,投入去體驗神聖。他們⽤

唱歌、禮儀及⼀些活動去表達出來。 
(2) 旋轉苦⾏僧:將⾃⼰的⾝體完全融入神聖裡⾯。⽤旋轉的⽅式,忘記⾃⼰的⾝

體,忘記⾃⼰的存在,⽽進入神聖的時段。 

(3) ⼀些隱修⼠在團體中的⽣活是個別隱修。要⽤整個的⽣命在默靜去融入神

聖。他們的⽣活就是⼀種投入神聖的⽅式。令⼈感染神聖 
(4) 傳道者不單只是⾃⼰去體驗神聖, ⽽且還要去令⼈感染神聖, 他們成為神聖與

凡俗的中間⼈。 

神聖與凡俗的比對(神聖和信仰體系) 

在歷史上各地都有信仰,有些是神話,有些是泛神論、多神教、⼀神教、⼆元論宗

教。在凡俗社會裡,有⾃由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族主義、納粹主義。

這些都是以意識形態的概念去做同宗教⼀樣的東⻄。最近的⽣命科學⽤ DNA、

⼈造智慧,可令⼈作為⼀種崇拜的對象。以下是⼀些學者的觀點: 
(1)涂爾幹(社會學家) 的觀點是信仰將世界劃分為兩⼤領域,⼀個是⼀切「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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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另⼀個是⼀切凡俗的事物。宗教是由神話、交誼廳、儀式和典禮所組成

的⼀種體系。 
(2)以利亞德(哲學家) 指出 活在神聖存在模態的⼈為「宗教⼈」。他在經驗到與

神聖相遇後,便從凡俗的存在模態中過渡神聖的存在模態, 超越歷史與時間,重新

經驗到與萬物的根源、終極的本體或與神聖的世界連接與契合。 
(3)沈清松(哲學家) 說以「⼈⽂主義」與「虛無主義」為信念,⽽不傷及他⼈,仍是

值得尊敬的。但若以此⽽排拒其他宗教,則是不合理性也不合倫理。 

(4)李震神⽗指出⼈雖有限,然其意向無窮。⼈是不斷⾃我走出、⾃我超越、⾃我

成全的動⼒。宗教應包含「超越性」、「神聖性」、「制度性」。因此變得有
「制度性」的教會組織。 

宗教對⽣命的意義 
神聖能⾃我表證，展示⾃⼰與世俗的完全不同之處，⼈類才能夠感受到神聖的
存在。對於⼀個基督教來說，這種最⾼的⾃我表證是以耶穌基督體現的道成⾁
⾝。宗教的歷史都是通過神聖實在的⾃我表證構成的。事實上，這些東⻄，只
構成我們這個⾃然的世俗世界的組成部分。從耶穌的誕⽣、福⾳宣講、死亡和
復活，隨著天主教會的發展，天主教徒相信天主，耶穌是天主，祂會再來作最
後審判。他們遵守七聖事，參加⼀切宗教活動，表達他們的宗教信仰以及對⽣
命的熱切期待。 
宗教如同⼤河流過各⼤洲，孕育⼈類⽂明︔宗教之河流過世界各地，肥沃了⼈
們的⽣活，⼈們從河流中汲取現世利益︔順著河流溯源⽽上，那是神聖的⽣命
原鄉，引領⼈⼼靈永恆的回歸。宗教橫跨著世俗與神聖的⼆⾯，此⼆者的分
野、連接或是分際與交集，是每個時代的⼈們所關懷與爭議的問題。宗教的魅
⼒在於它的神聖⾯，宗教的不可取代也在於此。從⼈的有限到無限，醜陋到美
善，不安到安樂，無常到永恆，痛苦到解脫，⽣命的由來與⽣存的意義到死亡
的歸向（現世到來⽣），從世間的不圓滿到出世間的圓滿，個體的改善及群體
的改善都在宗教關⼼的範圍內。宗教帶領⼈穿越世俗，走向神聖，所以我們可
以說：宗教其實就是⼀種究極的「超越」，不論是物質層⾯或精神層⾯，超越
現況是⼈的天性教。 
  
神聖與凡俗的反思 
⼀些學者對神聖與凡俗的觀點:

(1) ⿊格爾(德國⼗⼋、⼗九世紀的⼀位哲學家) 

他認為「神聖」和「世俗」的存在和事件都被投射到「神聖」和「世俗」
的基本對立中，它們獲得了⼀種新的內容，是在沉思形式中，在這種神話
般的「啟示」中所獲得的。他都認為基督宗教是⼀個完美的宗教，是⼀個
絕對的宗教。覺得這個基督宗教亦都離不開神聖及凡俗的對立當中，這個
神聖是滲透入去那個凡俗裏⾯。 

(2) 卡⻄爾(⽂化哲學家 187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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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覺得所有的東⻄都是寓⾔， 也覺得基督宗教是作為所有事件及⼈類⾏為

當中最發出光芒的那⼀點。我們⽇常⽣活當中的事件會有這個「類比」的
含義。那麼，現在「類比」的含義當中最⾼的，為卡⻄爾來說，教會所理
解的聖⼦降⽣在這個感性的世界，就將這個感性的世界變成了是有個精神
化的。 

(3) 黎志添教授 (現任香港中⽂⼤學) 

他認為「凡俗與神聖」，其實是⼀個旁觀者的⾝份。即是我們都有點在研
究那些信仰的⼈他認為宗教感是最重要的；無論有信仰或是無信仰的⼈都
要有宗教感。如果有宗教感，就可以解決哲學與宗教之間的分野。⼤家要
互相尊重的地⽅，就是哲學⽅⾯要尊重別⼈的宗教感， 

(4) 關⼦尹 (香港中⽂⼤學哲學系榮休教授) 

他認為宗教感是最重要的；無論有信仰或是無信仰的⼈都要有宗教感。如
果有宗教感，就可以解決哲學與宗教之間的分野。⼤家要互相尊重的地
⽅，就是哲學⽅⾯要尊重別⼈的宗教感他認為宗教感是最重要的；無論有
信仰或是無信仰的⼈都要有宗教感。如果有宗教感，就可以解決哲學與宗
教之間的分野。⼤家要互相尊重的地⽅，就是哲學⽅⾯要尊重別⼈的宗教
感他認為宗教感是最重要的；無論有信仰或是無信仰的⼈都要有宗教感。
如果有宗教感，就可以解決哲學與宗教之間的分野。⼤家要互相尊重的地
⽅，就是哲學⽅⾯要尊重別⼈的宗教感， 

結論 
⼈對宗教的信仰，便是基於世俗⾯向神聖⾯的仰望，希望能與神聖⾯溝通、對
話，⽽這些常透過儀式來進⾏。儀式往往是群體的，宗教體驗卻是個獨的，這
種個獨的體驗，再經過宣揚，引起此世、此地乃⾄後世、他⽅的共鳴，這或許
就是宗教歷經久遠，仍顛撲不破的重要存在因素。宗教是⼀種信仰⼒量，每⼀個
信仰者能從⾃我⾏為的修正做起，由附屬於神性轉⽽以⼈為本，逐漸達到⼈格的淨
化，宗教才能發揮淨化⼈⼼的功能 

閱讀參考 
1 ”凡俗與神聖” 課程筆記 

2. 天主教教理(2018) 公教真理學會, 香港3. 

3  [聖與俗 : 宗敎的本質](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伊利亞德] (Mirceam Eliade) (著) ，

楊素娥(譯) ，出版社： 桂冠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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