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宇宙中作為我的處境」綜合主題分享                        Eugenia 

 

宇宙無盡的奧秘，是科學通過許多不同的途徑、各種測量、數據及實驗仍無法揣摩，仍

待宇宙學家探索實相，而最基本的疑問是宇宙的起源，廣泛被接納的是「大霹靂」言

論：一個極熾熱的奇異點爆炸，從混沌中出現秩序，創造出宇宙、物質、能量、空間和

時間。  

 

對宗教人來說，整個世界是一個神聖的世界，宇宙的創生是最大的聖顯
i
；相信天主允許

宇宙按照一套定律而演化，創造從無中生有，如陽光行經一億五千萬公里，發散合適的

幅射抵達地球表面；在地球某處穿透大氣層和土地，植物藉光合作用成為陸地生物的食

物鏈，完美平衡地符合人類居住的宇宙。法國神父德日進在「人的現象」中提出：整個

宇宙一直在變和獲得新生，其中人類利用心智推動進化，努力創造，有別於其他生物

界，推斷未來人類更進一步超越自己。 

 

人類身處宇宙的十維時空，與能量、物質、空間、時間混成一體。「空間」當中，人其實

也是一個「空間」，佔用「空間」
ii
，如老子說「唯吾有身也」， 人的身體和靈魂集合成

了「自我」。自我生命的顯露，乃向求真、求美、求善三方面發揚
iii
。自我可能成為「在

意欲中我為自己而存在；其他的物體與我相對立，因而是對我的限制。」
iv
封鎖或規範了

「神聖空間」，可能成為「我」的限制；有人為了慾望，將心目中認為是自己應有空間加

以「神化了」，振振有詞去奪取屬於他人的土地：日本軍國主義(1942) 、德團納粹軍國

主義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併吞克里米亞半島等(2014)。慾望，並不一定需要執著它。過

於執著於自己的慾望，很容易阻止我們成為我們應該成為和能夠成為的人
v
。 

 

現今社會，到處充斥著各種娛樂糖衣，大眾媒體利用資訊及娛樂作工具，擁有灌輸及操

縱群眾「慾望」的力量。一種「單向度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支配群眾的消費心態，創

造「虛假的需要」宣傳，取代了人的「真實的需要」，似乎向人指引一種更美好的生活。

一款流行品牌的「手提電話」，不停的洗腦廣告，效果立竿見影：公共場所手持新手機的

人，觸目可見。人自覺是「自由選擇」，且追上潮流，豈不知已成為馬庫塞所說的：你我

都可能逐漸變成扁平、蒼白的「單向度的人」。人承認在自身內，有一個精神的靈魂，人

並非爲一種由物質條件及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幻想所愚弄，而是要觸及事實的真相。 

 

每個人都是一個「我」，「我」除了是物質，還有靈性。人需要生活在「我與你」的關係

中，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我--你」的相互性不僅表現於人與人，同時也包括人與物、人

與神之間。「我與你」的相遇給「言談」創造了機會。 

「我--你」，「你」可以是一棵樹，與樹相見，建立相互密切的關係，如朱光潛說的「美

感經驗中的移情作用」，由我及物，同時也是由物及我，欣賞藝術家在創造作品中表達出

「物我同一」的境界，可能他們與物之間亦處於此等關係中。 

「我--你」的「你」可以延伸到永恆、無處不在的「天主」。從創造、啟示和救贖行動

中，天主與我們建立一種直接的關係，「你」經由恩寵與我相遇，「愛」存在於「我--

你」的關係中。「我--你」對話之間沒有任何目的、沒有貪婪，只有純淨真誠。「你」的

回應是無上恩寵，「我」必持尊重和等待的態度。 

 



朝聖，雖被少數的神學界列入膚淺的熱心敬禮，對平信徒來說，朝聖者更易覺得接近基

督，更易體驗基督和教會的臨在。一生渴望能親歷耶穌生活、死亡及復活的「神聖空

間」-以色列朝聖，希望多或少會領悟出：圓滿的救恩在心靈中展開。2014年第一次跟團

到以色列朝聖。一年半前惡補聖地資料及體能妥善訓練。出發那天，以巴衝突升級，團

隊如常出發。到達以色列，氣氛緊張，到處荷槍實彈軍人上車查驗護照、路上多處安

檢，再看見八米高的「以巴高牆」，心中難過。晚上香港傳來對以色列發「黑色」旅遊警

告，當晚全團留守酒店，誠心為以巴雙方早日和平祈禱，遠處隱約傳來斷續的砲聲，心

中唏噓地問：人呀! 你為何如此對待主的「神聖空間」？。想起這件往事，因為剛好看

到馬丁．布伯最著名的一句話是：「所有真正的生活皆是相遇。」(All real living is 

meeting) ， 他認為人的需要是實現與他人或他物發生「我--你」的關係。馬丁．布伯

是猶太人，依據「相遇」哲學，布伯給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注入新精神，呼籲猶太人不可

把阿拉伯人當作仇敵、仇恨的物件，要與他們建立相遇關係，兩民族組成一個國家
vi
。但

遺憾是，2024 年今天，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砲轟仍然持續。 

 

朋友的分享：「神聖空間」  

有一年，到了法國南部一個修院避靜，修院原本有一座聖堂，不知什麼原因或土地業權

問題，最後被「他方」清拆了。修院外，有一間穀倉，修士們就改用穀倉代替被拆去的

聖堂開彌撒。朋友形容穀倉沒有華麗的改裝，只簡單放了祭台、十字苦像和幾把椅子。

用鐵皮做屋頂，屋角還有破洞，下雨會漏水，沒有通訊設備、當然更無 WIFI。一個簡陋

的穀倉，一種寧靜神聖的氛圍，當凝視苦像，人不經意放下「自我」及一切負累，舉心

向上，全心進入讚頌、默想、或感恩祈禱中，與天主的渴望相遇。- 以上是朋友分享他

最難忘的「神聖空間」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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