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作⼀：「凡俗與神聖」 

莫沛欣 

從古⾄今，科學家不斷探索世界與宇宙的奧秘，⼤⾃然的規律、受造物

以⾃然的⽣態和本能孳⽣繁殖，⽣⽣不息。儘管⾄偉⼤的科學家都無法推翻創

造宇宙的主宰掌管著。基督宗教信徒相信⼀切宇宙萬物是天主所創造，所有受

造物從起初混沌空虛以⾄有秩序地⽣長發展，⼀直到末世都是受祂主宰的。祂

不但賜予⼈類源源不絕豐富的資源得以享⽤，更給予⼈能⼒及⾃由意志管治⼤

地。 

    《聖與俗》第三章「⼤⾃然的神聖性與宇宙宗教」中描述⼤⾃然透過⾃⾝的

結構展現其神聖性，⽽在⼈類透過⾃然的觀點，掌握對超⾃然的認識，同時亦

認識到⼈的有限性。⼈明瞭蒼天的無限性及⼤能，瞭解⼈沒能⼒達到⾄⾼處，

⼀些宗教⼈⼠相信這只有亡靈才能到的地⽅。不同的⺠俗對⾄⾼者有不同的稱

呼：天的擁有⼈、居天者、⾄⾼者、⾃有者、天王、天神 . . . 等。更有確認⼤

⾃然景象或受造物是神，如打雷、閃電等。當缺乏資源時便向相關的神祈求，

也有⾯對災難時轉向雅威。不過當不獲神的援助，便遠離該神轉向其他的神甚

⾄求眾神拯救。就如以⾊列⼈覺得天主未能滿⾜他們的渴求，便離棄天主轉拜

偶像 （出32:1-6）。 

不同的宗教對⼤⾃然有不同神聖象徵性的⼒量，有些是因著神話或傳

説，神主動向⼈啓示。比⽅説⽔、火、⼟、⼭、樹、⼭洞等的象徵。「⽔」在

基督宗教代表莫⼤的神聖性：天地的起初時「天主的神在⽔⾯運⾏」(創1:2)；

以⽔付洗信徒代表洗净罪惡及帶來重⽣的記號。所以⽔能整合有其深厚的意

義。早期教會的教⽗主張以⽔付洗有特別功效。戴都良主張以⽔付洗有净化的

神聖功效 ；⾦⼝若認爲藉著洗禮舊⼈被埋葬，出⽔後成爲新⼈。  他的説法正1 2

如保祿宗徒對羅⾺⼈說教：「我們藉着洗禮已歸於死亡與他同葬了，為的是基

督怎樣藉着⽗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 . . . 在新⽣活中度⽣」(羅6:4)。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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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洗禮儀帶有脫離罪惡象徵，重⽣成爲純潔的新⼈。然⽽，其他天主所創造

的宇宙規律，與及世界各地的⽣物循環地⽣長亦顯示其神聖性，令⼈體會到在

宗教内的意義。主耶穌基督道成⾁⾝降⽣到⼈的歷史中親⾃為天主作證，祂更

絕對謙卑地以⾝作則接受以⽔受洗，使這象徵性成爲更深厚的神聖意義。 

⼟地對不同的宗教來説含有不同的意義，以各⾃的⽅式或名號歌頌⼤

地，譬如「⼤地之⺟」、「⼤地之歌」等。⼟地供給萬物⽣命，養育各種受造

物。⼈類從⼟⽽⽣，死後歸於⼟。在世界不同的地域都有習俗將初⽣嬰孩放在

地上與⼤地之⺟接觸，渴望藉著其慈愛的⼒量保護孩⼦。亦有習俗當孩⼦在成

長中有病時都會被放在地上，渴望病⼈得到重⽣、更⽣、再⽣，這亦含有宗教

性意義。⾄於⼤地以女性作爲象徵是跟女性的⽣育能⼒有關，亦富有神聖性，

有賴於⼟地的聖潔。近期⼀⾸在印度譽爲國歌的歌曲Va n d e M a t a r a m 

(Motherland).  歌詞内容向國⼟敬拜及親吻，她供應⼈⺠⼤⾃然的資源。從錄像3

中可看到印度⼈對國⼟的熱愛，欣喜地歌頌⼤地之⺟。有宗教主張宇宙是天神

和⼤地之⺟的神婚結果。故此，從歷史到現代⼈類視婚姻為模仿宇宙的神聖結

合。 

⾄於植物，作者認爲在凡俗中不能暗示宇宙⽣命的整體，只可展示⽣與

死的系列。以⽣命的宗教性觀點來説，樹顯示⽣命、⽣長、成果。不過宗教的

歷史記載有⽣命樹、永⽣樹、長⻘樹等表達宗教⼈視為優越和神聖。 植物的規

律變化，顯示⽣命和創造的奧秘。有⺠俗向植物崇拜的儀式，强調的是宇宙奧

秘的預兆，就是植物性⽣命即將復甦的記號。整體來説，少數⼈對⼤⾃然剔除

神聖性，⼈類對⼤⾃然的美作思考仍保留宗教魅⼒。在道教中，⼭、⽔、樹、

洞等有古老的宗教觀念，結合了圓滿與隱居，成爲⾄福仙境的縮影。 

對與⽇、⽉、星辰在宇宙中聖顯的現象，象徵著⾃主與全能、主權、全

知的宗教意義。在歷史神話中，英雄被比作太陽，太陽神成爲理智的記號。在

剔除神聖的過程中，基督宗教在宇宙和⽣命的宗教意義體會上，已有深度和全

⾯的改變，並不完全拒絕這些宗教意義。 

基督徒當處於凡俗與神聖之間的張⼒中，應學習辨別正確的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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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中提及宗教的禮儀中，⼈以五官感受神聖和超越性的臨在，繼⽽

透過⾝體的動作回應。  作者强調宗教教育的必要，在當代的理性主義的神學4

與哲學教育的影響下，著重邏輯推理及概念建構。按作者的分析，象徵是⼀種

可⾒、具體的符號指向不可⾒、抽象的領域的意義結構。故此，象徵在⼼理分

析中指向潛意識中欲望的衝⼒。 ⽽宗教教育與宗教理論是以經典與本⼟傳統故

事為依歸，對於經典與本⼟傳統故事的解讀，不能限於理性的邏輯與理論，將

之視為迷信的神話，應從隱喻、象徵與敘事理論中得其真諦，明瞭其道理。  5

筆者的家⺟在多年前跟隨⺠間信仰，記得我在年輕時，⺟親必在七夕節

及中秋節晚上擇時辰拜⽉光；在⼤除夕夜必在凌晨時分拜天。她的信仰及習慣

主要是跟隨她⽗⺟，及後來她的家姑⽽作的。個中意義她不曉得，從來沒有思

考，單純是跟隨⺠間的傳統信仰習慣。近年家⺟已被筆者説服下皈依天主教，

她從聖經中學習到⼤部分的内容描述是歷史中的真實事件。況且基督宗教不單

只是導⼈向善，卻經常談愛，關⼼⾃⼰與天主的關係。以往⺟親向⺠間崇拜的

偶像品神時⼤多為⾃⾝，但基督宗教卻常為別⼈祈禱，即使不認識的⼈，甚⾄

仇⼈。以往的⺠間宗教對於死亡後的狀況較令⼈不安。⺟親以前害怕死亡，往

往不願提及因爲不吉利及帶來悲傷。但基督宗教對死亡具正⾯的態度，有盼望

復⽣的希望使她改變了意念。據筆著觀察，⺟親從逐漸剔除⼀些沒意義的所謂

神性拜祭，以⾄決定皈依天主。主要是她過去缺乏宗教教育，沒仔細辨別；藉

著天主的恩典⺟親的理智提升，認識天主的真理⽽從舊⼈改變，成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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