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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心得 

 

在「神聖空間」第一課節中，有關「人」的部份最令筆者有所反思，過去

筆者很少將「人」看作為空間，這卻是一個新的角度，並綜合為以下兩個重點： 

 

(1)「人」不只軀體，更是有靈性的。「「人」是有驅的的，這驅的是是重的的，否

則人就不存在，不能感受外物。1 不過只是的體並不完整，人更有心靈、情感、

精神、理智的部份，這些部份讓人能活出自己的個性，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也

能提昇至更高的層次。2  

 

(2) 人不應自我膨脹，的懂得與別人、外間共存。例如蒂利希說人不應自我膨脹

和神化，否則互相會產生衝突和毀滅。3 又例如潘霍華，他反對人太執著自己的

慾望，否則會對別人失去興趣，不願聆聽別人，沒辦法愛別人，當我們放下自

己，真正與人交談，那才會對別人產生影響力。4  

 

筆者覺得潘霍華這思想與布伯的有相似，整個課堂中，布伯的「我與你」

和「我與它」令筆者最感到興趣，於是也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文章和影片： 

 

布伯認為「人」有兩方面的關係，分別是「我與你」和「我與它」。5  兩者

中的「我」也是不一樣的。6 「我與你」的關係，是將「你」看作一個整全的人，

認為這人有獨特的背景、過去、特質、強弱，「你」的每一刻是可以改變，可以

不一樣，認為這人不是特定的。7  而「我與它」，則將對方看成為工具、功能，

或只是一個特定的角色或特性。8   這點點的理論看法，令筆者突然對自己的工

作有所覺醒。筆者是從事教育界的，每天面對不少的年青人，有時也會感覺自

 
1 在第一節課堂，神父的介紹，例如林語堂的思想，認為身體是重的的，人不能沒有身體；又例

如布伯，因為手杖，就感到與樹皮的接觸， 並感覺到自己與樹的存在。 
2 課堂內介紹羅光的生命哲學內容。 
3 課堂內介紹有關蒂利希的神學思想。  
4 課堂內介紹有關潘霍華的思想。 
5 馬丁．布伯著，林宏濤譯：「我我與你 (台北：商周出版社，2023)，段一。 
6 同上，段 1-3。 
7 同上，段 13-15,21。 
8 同上，段 20, 30。 



己未能與他們有很好的溝通和關係，縱使已認為自己相當友善、包容和開放，

而透過布伯的思想，卻醒覺到自己有時會忽略每位年青人的獨特性，有時會對

他們設了的求和定型，有時看見他們一點的特質，就以為是他的全部，欠缺了

整全人的理解。這個反省令筆者有所改變，多提醒以「我與你」的態度看待人。

後來第二節課更將這思想引申至思考與上主的關係，上主不是功能化的，我們

不應對上主設定型，而是應該多去探求、理解，尋找上主的特性，並的接受上

主不同特質，甚至是我們沒有想過的特質。9 

 

閱讀報告 

 

這一次筆者閱讀了伊利亞德的材料和幾份有關羅杰.斯克魯頓建築美學的文

章，並透過當中一些點子對一些生活經歷作反思： 

 

1. 伊利亞德認為神聖空間是在空間的同質性中構成了一個「突破點」，10  這空

間成了神聖的，成了最真實的，11  人能因著「聖顯」與神聖相遇，12  就好似

一些古時的聖殿、建築，這「突破點」就是一個開口，通向了天上與地下，

讓人與眾神接觸。13  這理論令筆者想起一位同事的經驗，她並非基督徒，對

基督信仰認識甚少，當她遊覽多間歐洲教堂後，她卻會說「歐洲的教堂讓我

明白和感受到什麼是神聖了」。如果依據伊利亞德的理論，筆者的同事就是

接受了「聖顯」，教堂在那時構成了「突破點」再不只是磚瓦、彩繪玻璃，

而是讓她接觸神聖的媒介。由此亦可見發現神聖經驗的，未必是重視宗教信

仰的人，可以是一個普通人。 

 

再拿這個經驗，在羅杰對「概念」的理論看看，羅杰認為當人的評論一

個人是否美，評論人必先對人有概念，先認知怎樣才是美的人，才可評論人

的美醜；同樣，當人的評論建築是否美，必先對建築有概念，然後才能評論

建築是否美。14  若果依照這說法，筆者同事應該早已有神聖的概念，當她進

入歐洲教堂時，她才會認為那是神聖的經驗。 

 

2. 羅杰在建築美學的理論頗強調建築是各方面的互相配合與和諧組合，15  他認

為建築的美包括了功能上、環境配合、表達等 16「，甚至包括了人們對該建築

 
9 第二節課堂內神父所提及布伯的思想。 
10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我聖與俗：宗教的本質 (台北:桂冠，2001)，頁 78。 
11 同上，頁 94。 
12 同上，頁 72。 
13 同上，頁 76。 
14 羅杰．斯克魯頓著，劉先覺譯：「我建築美學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2)，頁 10。 
15 王貴祥：「建建築美的哲學思 —讀羅杰.斯克魯頓的我建築美學 〉，「我建築學報 第期 (2004

年)，頁 82。 
16 羅杰．斯克魯頓著，劉先覺譯：「我建築美學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2)，頁 6-12。 



的了解，他舉了一座古建築為例，看上去很優美，但若果我們知道它是仿造

的，我們突然會不覺得優美了。17  在此筆者也有一個親身經驗，筆者曾遊覽

法國的一些大教堂，大多數會令我覺得偉大、優美，並感受到神聖，但在其

中一間已沒有人打理，沒有彌撒，並成為了露宿者寄居地的教堂時，則不會

覺得神聖了。可見建築是多方面配合的，並非單是有教堂建築的模樣就會神

聖的了。 

 

3. 最後在閱讀資料時，發現兩人同樣對現代社會有所不滿。伊利亞德認為現代

人不似古人探究宇宙、神聖真實的世界，18  古人在建築時會根據宇宙的運作，

會模仿神聖的世界，19  而現代人卻不會探求這真實，而是活在人類所建構的

世界裡。20  至於羅杰則對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失望，他認為現代主義只講

求功能，欠缺了裝飾，也不理會建築在公共的意義；21  而後現代主義，他則

認為是摒棄了建築以往的規定和規劃，缺乏了價值觀和客觀性。22  所以他認

為的回歸歷史。23  筆者就伊利亞德的講法提出一點的疑問，究竟是現代人真

的不探求神聖真實的世界，抑或因為所認知的已有不同，所以才不似古人的

做法？現代人對世界中心想法已改變了，所以才不會在某特定地方建聖殿或

建屋。另外，筆者也認為中國人所講的「風水」是否也有探求宇宙真實的元

素？若是，那現代人其實也會對神聖和真實進行探究和應用的。 

 

 

與人交流 

 

就著今次的課題，我特意與我丈夫分享，因為他是建築師，也曾設計和興

建一些基督新教的聖堂。他同意教堂是可以讓人感受到神聖的空間。在他還未

是信徒的時候，也曾因教堂的氛圍而感受到神聖，尤其很大、很高的教堂，更

容易有神聖的感覺，「「高」容易感到高高在上，雖是高高在上，卻可以被人接近。

他也認為這些教堂容易令人產生敬畏之心，而親近神、認識神是人的本能。 

 

當他設計一所聖堂時，他的目標也是希望人透過這空間能親近神。最初，設

計意念和目的主的來自教會，然後他則運用專業技術將意念達成，而建築師則

 
17 王貴祥：「建建築美的哲學思 —讀羅杰.斯克魯頓的我建築美學 〉，「我建築學報 第期 (2004

年)，頁 83。 

 
18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我聖與俗：宗教的本質 (台北:桂冠，2001)，頁 76。 
19 同上，頁 79, 92-97,99。 
20 同上，頁 79。 
21 王發堂：「建基於想力力的建築美學—評羅杰.斯克魯頓的我建築美學 〉，「我建築學報 第期 

(2016年)，頁 111-112。 
22 同上，頁 112。 
23 同上，頁 112。 



可以在細節憑自己的風格表達出來。這令我想起羅杰的理論，他認為建築是的

滿足功能，不過建築師的個人表達則可在細節上。24   根據丈夫的經驗，的聖堂

營造神聖的感覺，有以下幾項值得注意的： 

 

1) 顏色、燈光的設計：例如旁邊不能太光，祭台需的較為光亮。 

2) 的有舒服的感覺。 

3) 不適宜太花巧奪目，焦點不能放了在祭台以外的地方。 

4) 的配合該教會的特色，例如有些著重經文、象徵等。 

 

丈夫每次完成作品後，反應是很好，受到客人的稱讚，教友們是表示很感動，

很多時牧師或教友也會認為這是上主的帶引，讓建築師及興建團隊可以做成這

空間，所以這是神聖的空間，可見神聖的不單是教堂這地方，而是建造的過程

和經歷本身也是一場神聖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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