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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主題心得 

人的空間從不同處境而觀：有宇宙學、數學與科學、天文學、文化神學、生命

哲學等等⋯ 

宇宙學：宇宙的起點源於《宇宙大霹靂起源論-1932 勒梅特》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解釋了宇宙早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輻射，由大霹靂產

生。 宇宙由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統－。 

數學：歐幾里得開發「平面幾何」（即二維平面）及「立體幾何」（即三維的空

間）。時間是四維，相對論稱為「四維時空」。科學家論述十維空間是減去我們

看得到的三維空間，還有七個維度。 

科學：哈柏定律是物理宇宙學-宇宙膨脹-是宇宙大霹靂的重要支持證據。 

天文學：黑洞的形成是取決於「恆星質量與其重力的抗𧗾程度」。 

文化神學：保羅蒂利希的《文化神學》認為空間力量巨大，創造與毁滅活躍，

有限空間與因神化了的空間而產生無限的要求，進而產生衝突。 

生命哲學：羅光總主教的《創造論》講述天主創造宇宙萬物，並保存、輔助、

照顧宇宙萬物。這種創生力使宇宙萬物常變動，生生不息。 

基督徒的神聖空間 

基督徒的神聖空間於敬拜時產生，在聖堂內的建築也可以令人產生神聖感覺，



基督徒也可於其他宗教活動（如參與明陣靈修、退修避靜⋯）上體驗神聖空

間。論及建築給基督徒有神聖的空間，可參考《建築十書》；此為西方「建築之

父」維特魯威·波利澳撰寫的手稿，後來給其他各國後人抄寫印刷。其中第九章

論及建築規範神聖空間。另一本由羅傑·斯克魯頓 於《建築美學》中論述建築

的風格、和諧、秩序的維護。這些都能讓我們明白多些空間的體會。 

宗教人體驗神聖空間 

佛陀時代的僧團從空間的面向言之，非依附在固定空間修行。禪宗對於宗教空

間似乎回到原始佛教以心為核心的信仰形式，而非以崇高的佛像，繁複的佛

典，以及帶著神祕色彩的儀式中，確立神聖。神聖在心中：心靈的淨化與提

升，慈悲的擴大與昇華，智慧的增長與運用，才是學佛之道。神聖到了禪宗，

不是完全廢止神聖空間。禪堂的素淨，禪院的靜謐，都是人人嚮往的神聖空

間。然而，禪宗強調心的啓發，灑掃應對無不是禪。百丈禪師的農禪生活，更

把大地萬物都視之為神聖處所。神聖在心，非在特定的空間。 

猶太祭司傳福音、舉辦儀式及赦罪在聖殿中。相對耶穌在社會中（如澡堂、家

裡、曠野），他顛覆了神聖空間在聖殿的傳統。耶穌的神在心中，他在三年的傳

道後殉道。耶穌復活顯聖於門徒家中。作為猶太人的基督徒使徒彼得及路加⋯ 

等人，仍到猶太殿堂禱告，可是到了晚上聚餐，在門徒家𥚃舉行儀式及祈禱。

他們與耶穌連結的心才是神聖的處所。活在基督裡，是他們最高的神聖處所。 

神聖是一種臨在，從對神聖主、到對聖物的附著，進而放諸於－切生活各領域



的神聖化。神聖物（聖禮、聖物、聖殿）只是假借工具，最重要是生活的神聖

化。1 

 

 

閱讀報告—《我與你》—布伯 

孔子的宇宙觀：「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意思是從空間看，宇宙吞沒

「我」，因「我」是－粒微塵；從思想上看，「我」包含整個宇宙。 

「我」的空間是由物質與靈性組成，由於有靈性，「我」會去追尋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是於不同人有不同意義。於布伯寫的「我與你」有更深層次的描述

靈性及空間與神聖。 

在《我與你 — 布伯》中談及如何聯繫雲裏的「你」，雖然「我」沒有看見

「你」，卻覺察到有誰在喊「我」。「我」考察一顆樹，想到陽光直射，樹木巋

然，或者溫潤的藍天底下⋯這棵樹有它的位置，時間有限，有它的方式、性

質；但觀察這些，「我」需要意志和恩澤。「我」在考察這棵樹的時候，被帶了

進去，同它形成了聯繫，這棵樹便不再是「它」。這股「－對－」的力量，把我

逮住了。不是禱告要聽時間的安排，倒是時間要聽禱告的安排。2 

空間以坐標形容：事物本身和作為事物的存有者，他知覺到周遭的事件，歷程

本身以及作為歴程的行為，由性質構成的事物，由片刻構成的歴程，以空間坐

 
1 神聖空間與神聖信仰 — 何日生（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2 2017copyright by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標定位的事物，以時間坐標定位的歴程，事物和歷程接壤於另一個事物和歷

程，以對方為尺度，和對方相互比較。3 

生命的意義與神聖的命運：為了存在，「你」需要神，而神也需要「你」。世界

不是神的棋局，「它」是神聖的命運。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人的位格的存

在，「你」和「我」的存在，都有神聖的意義。4  

屬靈的宇宙獨特觀念，是人類的宇宙才會成就可能。唯有如此，人才有辦法以

獨特的空間觀念，以自信的靈魂，建造聖所及人的棲所，以知道投身到「正

義」（ Dike）， 天國的道路也是我們的道路。5 

分享與友人的交流 

然而「我」要去尋找神聖的生活，我要如何尋找？我要活在怎樣的神聖空間？ 

信仰的目標是將理念付諸宗教神聖空間，如有物質的隔離，必須依靠內心的信

念。信仰要付諸生活中實行，天天祈禱讀聖經，聽神的聲音去親近神。要聽從

效法基督，就要靈修。我們要學習心𥚃柔和、謙卑 、寛恕、體恤、信靠順服

神、對人慈悲、服務他人、常常為人和事祈禱、愛神與愛他人如己。 

靈修不是單靠自己的力量，乃是要聖神帶領、幫助與成全。 

神聖空間幫助人向神敞開和順服，明陣靈修以迷宮路默想，以達到三重功能： 

 
3 《我與你—布伯》頁 31「二十九」 
4 《我與你。—布伯》頁 70「四十九」 
5 《我與你。—布伯》頁 47「三十六」 

 
 
 
 
   



淨化（Purgation）、啟發（Illumination）、與合－（（U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