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兩單元是幫助學員了解「神聖」及「凡俗」的概念。「神」是超越⼈的感官，因此，如何
認知、如何相信有神的存在這問題，就成了⼈類對不可⾒的事實的挑戰。「聖」是⼀種體
驗、⼀種境界，也可說是與神相遇的境況。「凡」是⼈類可⾒、可接觸的物質世界，「俗」
可以是說在世的⼈建立的規範，以維系與其他⼈的交往。

課堂內容簡略述說⼈類的歷史。現代⼈相信宇宙是在137億年前，發⽣了⼤爆炸（Big Bang)
後出現的，⼈類居住的地球則是在45億年前出現，⽽⼈類⽂明歷史卻以數個時間點作劃分：
13世紀，蒙古成吉思汗建立了⼀個橫誇歐亞的⼤帝國，雖然無意，但實際上促進了⽂化交
流。因着⼗字軍東征（1095-1271），阿拉伯國家作了橋樑，把在⻄歐地區失落的古希臘及
古羅⾺的⽂化傳到⻄歐。

聖多瑪斯．阿奎那因着與亞⾥斯多德的哲學相遇，寫成「神學⼤全」，⾄今還影響着天主教
的神學思想。這時期可以說是⻄⽅的神聖時期。

18世紀以降，⻄⽅由神聖進入凡俗，數次不同形式的⼯業⾰命，對⼈類的⽣活模式起了翻天
覆地的改變。⽣活上的改善，令現代⼈產⽣驕傲，不再承認有超越⼈的神，不願意讓他者規
範⾃⼰，在⽣活中各領域，例如是非對錯、道德價值觀等剔除神聖，以個⼈所思所想為中
⼼，神仿彿是阻礙著⼈的⾃由。

可惜的是，「消除神聖」之後，⼈還是感覺焦慮迷茫，仍要⾯對痛苦、⼈的終向問題等。可
幸的是，仍然有些現代⼈，以修道⽅式傳揚福⾳，成為神聖與凡俗的中間⼈，令世⼈感染神
聖。

接下來簡述的是：從凡俗與神聖的⾓度看基督信仰。基督徒相信的神是三位⼀體的真神 — 
天主，⽽天主的第⼆位，聖⼦耶穌基督，從聖⺟瑪利亞因着聖神（天主的第三位）的德能，
取了⼈性，降⽣成⼈，與他的天主性結合在⼀位格內，這聖顯時刻讓神聖滲入凡俗。這位真
⼈真天主，為⼈類經歷痛苦、死亡，其神聖更表現在他⽣命中斷時作為⽣命的完成。耶穌基
督的復活令凡俗的世界進入神聖。

教會作為基督信仰團體在世上的組織，為基督信仰的表達定下信理，例如在公元325年尼⻄
亞⼤公會議欽定基督與天⽗「同體」，431年厄弗所⼤公會議確定瑪利亞「天主之⺟」的稱
號，⼜如在451年加⾤東⼤公會議頒佈耶穌基督的天主性及⼈性合在⼀位格中。

基督徒在多種⾏動上能突顯神聖幅度，例如參與聖事、敬禮等，尤其在聖體聖事中，司鐸將
⽇常的飲食：酒、麵餅，藉着聖神帶進聖神奧蹟中。基督徒予飢餓者飲食，特別顯出⾏動的
神聖性。

課堂介紹了數位學者對凡俗神聖的反思，深刻印象的有：⿊格爾認為聖俗基本上是對立的，
神聖世俗分隔開來，但前者並沒有驅逐後者；卡⻄爾認為聖⾔（logos)下降凡俗，將感性世
界精神化，賦予屬靈意義；關⼦尹提及宗教感之內涵為：1）謙卑原則 — 承認⼈⾃⾝的有限
性，及2）崇敬原則 — 卽對神聖事物保留崇敬、冀盼與讚嘆的空間，並且應該對其他宗教有
較⼤的體諒。宗教感的體現可以令⼈⼼轉化。



讀畢這課題令我反思為何社會越發展起來，⼈類就越將神聖剔除開去？伊利亞德的《聖與
俗》：宗教的本質第三章，描述了原始⺠族的宗教感，他們可能沒有現代⼈那樣具有對天⽂
宇宙的認識，然⽽，他們的⽣活就是與超越的神明有着深深聯系。他們對天、⼤地及各類天
象⼼存敬畏，這豈是現代住在⽯屎森林的⼈所能感受的。及⾄天主⾃我啟示，⻄⽅曾經歷神
聖時期，然⽽，當社會越進步，⼈們越覺⾃⼰無所不能，亦難以承認有神的存在。

那麼，現代⼈⼤部份是無神論者嗎？相信不是。在詹徳隆編的《宗教教育：理倫，現況與前
瞻》中，理解到「⼈⼀旦放棄了上帝…會儘快地找⼀個⾃⼰創造的或幻想的絕對現實或⼒量
來代替他…將內在性予以絕對化，藉以替代上帝為存在的根本主張。」（p.24)
然⽽這個構建出來的代替品並不能滿⾜⼈類追求超越的與⽣俱來的本性。

現代很多非宗教⼈的悲哀相信就是⾃我封閉，未能向⾄善者開放，因此，⼈，無論物質、地
位如何豐盛、崇⾼，內⼼仍不免有所⽋缺。他們未必⼈⼈都是由於驕傲⽽否認神，更⼤可能
是隨着神聖被⼤環境剔除，⽽誤墮虛無，只以⾁眼能夠⾒到的為可信，未能超越感觀，以不
可⾒的真實作為⼈類的終向。

然⽽，神聖不會放棄凡俗，因為每⼈的內⼼也有神聖的基因，只要懷着善⼼，發現⽣活點滴
中的真善美，從⽽跟隨，最終必能找到真正的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