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與俗」讀書報告 

文章主要講述世界各地的宗教，他們怎樣在大自然中體會神聖。他們的共通點

和我們的信仰有點相似： 

1）他們相信神創造這個世界之後就離開，在天上休息，不再理會人間的事。有

點像我們的天主，創造者世界之後，第七日就休息。 

2）之後管理的任務，交託其他眾神，很多來自大自然，例如山神，河神，雷

神…. 等等，甚至乎祖先，當人遇到困難或災難的時候就會向祂們祈求；如他

們的許願失敗，人才會想起最高的神「天」或叫創造神。希望至高的天神能夠

救援他們。有點像舊約時代的以色列民，離棄上主，拜偶像，當遇到挫敗時，

開始悔改，歸向上主，望上主寬恕並幫助他們離開困境。 

3）水的神聖，文章中提及人類在水域生活的信仰，而水，在創世記記載（創

1:2），天主創世之前，祂在水面上運行，所以水不只對人類，對所有萬物都是

生命的起源。還有， 「亡水水域」，文章裏有提及洪水，或洲陸的定期淹沒的宗

教神話，對人類來說，可以象徵亡水，代表聖洗聖事，亡於舊我，重獲新生。 

4）土，很多宗教認為人類為土地所生，而創 2:7，天主用灰土造人。 

5）太陽，許多宗教都有太陽神，只是名字不同，而太陽亦象徵著自主與全能，

主權，全知的。而他們的英雄神話故事是以太陽爲其結構的。英雄被比作太 

陽，主角像太陽一樣，對抗黑暗，降至亡水的陰府，並得勝凱旋回來。就像我

們主耶穌基督一樣，祂下降陰府，戰勝亡水和黑暗，復活得勝。而聖教會亦把

太陽節改為救主耶穌的誕生日。 

我的反思和感想： 

無論不同的宗教或信仰，都有同一的共同點，可以在大自然中體會這位最高的

天神，造物主。祂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給我們，我有沒有感恩或珍惜祂所𧶽的

一切？吃飯有沒有祈禱呢？（尤其是外出吃飯的時候。） 

記得第一堂提及人類經歷幾次工業革命，發展至今日的社會。科技雖然為我們

帶來不少方便，但某程度它破壞了大自然和我們的生活。如，泥土，文章中以

前某些部落視泥土是大地母親，為不想破壞，拒絕耕種。但是，現在的水和泥

土受到化學，幅射等污染，亦感嘆以前的人對其視如神聖，而今日的無視。 

人不堪的事就是當自己是神，樣樣要自己話事，無論在家中，朋友，甚至乎國

家，為了利益，傷害他人，種下仇恨，輕則影響友誼和他人關係，重則動武，

發動戰爭。這是科技的錯？還是我們自私？ 

曾有人說過，一把刀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視乎我們的一念。這令我們想起

真福卡洛，阿庫蒂（Carlo Acutis），善用互聯網做福傳。 

主耶穌基督亦教導我們要「神貧」，只有渴求天主的精神，放下自欲，一心事奉

天主，善用「俗世」的金錢、權力、名譽，科技等，造福世界，幫助窮苦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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