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神聖時間 

科學家通過實驗和觀察，提出了現代物理學對時間的理論，如愛因斯坦在 20 世紀初提出，狹義相對論

和廣義相對論。狹義相對論主要關注相對運動和光速不變的情況，而廣義相對論則更廣泛地涵蓋了引力

和時空彎曲的效應。引力場是由物體的質量和能量所產生的力場，它使得其他物體受到引力作用並朝向

該物體運動。根據廣義相對論，這種引力作用實際上是由時空曲率所引起的，就是物質和能量會扭曲周

圍的時空，就像放在彈性物體上的重物會使其彎曲一樣，而時空曲率可以解釋許多引力相關的現象，例

如行星繞日運動的軌道、時空彎曲導致的引力透鏡效應等，顛覆了牛頓對時間和空間的觀念，揭示了時

間和空間是相互關聯的，形成了時空 

的統一整體。時間的流逝速度取決於觀察者的運動狀態和所處的引力場。這意味著時間並不是絕對的，

而是相對的，不同的觀察者可能會感受到不同的時間流逝速度。 

 

科學家的研究不僅改變了我們對時間的概念，還對宇宙的起源和演化、黑洞和宇宙學等重要問題提出了

新的見解。霍金主張科學能夠以實證和實驗提供更具體、更可靠的證據來回答一些哲學和神學問題。我

想試問科學家可否替哲學家解答時間的本質、時間的流逝和時間與人類生活的關係等問題。 

 

聖奧斯定在懺悔錄 (卷十一，14-20) 對於「時間是心靈的伸展」論證: 

時間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過去的時間已經不存在，將來的時間還未存在，因此存在的只能是現在的

時間。但現在就是時間，那麼時間就被定格在一個點上，就變成了永恆，時間就消失了。而現在作為時

間而存在的原因是即將不存在，因此現在也不存在。 

準確地說：時間應該分為「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和「將來的現在」。這三類存在我們心中，

別處找不到；過去事物的現在便是記憶，現在事物的現在便是直接感覺，將來事物的現在便是期望。」 

人唯有在時間中(時)，透過心靈的延展(思)，才能感受到天主永恆的(愛)。 

根據聖奧斯定對時間論證，我明白人應該憑著「過去的現在」的記憶，設定「將來的現在」的期望生命

的計劃，透過「現在的現在」的真實感覺，好好的生活在這永恆完美的現在。在它裡面，沒有『過去』

的消逝威脅，也沒有不健全的『將來』掛慮。」走向永恆就是去向幸福的生命，也就是人心靈嚮往的終

極，即是使自己的心靈能安息在天主內。 

 

18 世紀哲學家康德認為時間是一種直觀內在感覺的形式，它不是實物，而是存在於我們思維的結構中。 

 
19 世紀哲學家尼采認為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存在於一個無限循環的時間輪迴中，每一個時刻都是無限

重復的走向永恆，並在每一次循環中停在「 剎那」時要重新詮釋自己的存在。 

 

20 世紀哲學家海德格的著作《存在與時間》中，他提出了「此有」這一概念，認為時間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的計

量，可明確地依照鐘錶的使用來調整自己的時間，這是人類「此有」的基礎。海德格爾將時間分為三種模式：過

去、現在和未來，對「此有」的已展現、當展現、未展現來羅織出結構。他嘗試論述存有的時間性，以及以時間

性作為視角能夠窺視到的存有動態。並認為人類存在於時間的流逝中，這種存在方式被他稱為“時間性” 。 

 
伊利亞德在他的《聖與俗》中探討宗教與時間的關係。他將時間視為宗教體驗中的重要元素，認為宗教的儀式可

以將人們從凡俗時間中進入神聖的時間和空間中。每一個宗敎節慶、所有禮儀中的時間，都是將發生於過去的神

聖事件，也就是發生於「在起初 J ( " the beginning")的秘思性過去，再次實現於此時，藉著節慶中的宗敎性參與，

使得參與者由凡俗期間中突顯出來，並且又一次地完成了秘思性時間的再度實現，因此神聖時間可以無限地重複、

無限地循環。在節慶中，生命的神聖幅度被恢復，參與者經驗到人類存在的神聖尊嚴，是神聖的受造者。 

基督宗教的禮儀，展現在這段已為天主子降生成人所祝聖的歷史性時間中(即在般比拉多為猶太總督的期間)。 

我很同意伊利亞德的看法，我身為一個基督徒，一年中循環生活在重要的宗教節日，禮儀年是以將臨期第一主日

開始，分為將臨期、聖誕期、四旬期、復活期、常年期，並以常年期第三十四週做為結束。在此不同的時期中，

除主日的慶祝外，又插入了不同的慶節與紀念日。將臨期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期待的時間，開始以期待喜悅的心情

準備迎接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和祂的第二次降臨。聖誕期的目的在紀念基督的「道成人身」，這是救恩的開始，也



是人性與神性交換的起點。聖三有了救世的計畫，聖母與聖子又順服的承行主旨，於是，事就這樣成了，基督徒

選擇這時刻來迎接真正的光－－－救世主耶穌。耶誕節結束後常年期的開始，這時期我們循著聖經的教導，遵循

著耶穌在世時的生活軌跡，不但聖化了我們的行為，更追隨著耶穌親近了天父。復活前的準備是 40 天，從「聖

灰禮儀」開始一直到復活節前夕。四旬期中，我要時常祈禱、刻苦、作補贖和守齋，除為記念耶穌的苦難及救恩，

並準備好自己的心來迎接復活的耶穌所帶給人類的救恩。耶穌的死和被埋葬，第三天祂復活了，這才是整個救恩

事件的高峰。復活後的耶穌，顯示給婦女、門徒和宗徒，耶穌教導他們關於復活的意義：耶穌戰勝死亡，因祂是

神、是生命的主人，死亡對生活的天主無能為力，毫無阻礙，祂復活了。因着對基督復活的盼望，我們不會絕望。

我相信，祂將人類從死亡中解救出來，基督的復活保證了我們他日也能復活。死亡再不是人類的終結，反而復活、

永生才是人的盼望。 

參與禮儀的時間中，我便重獲基督生活、苦難和再復活時的起源時刻；然而，這時刻卻不再是一個秘思性的時間，

而是般雀比拉多為猶太總督的時間同樣的，對基督徒而言， 神聖日曆無止盡地重演著基督在世時相同的件，而

這些事件曾眞實發生在歷史中，它們卻不再是發生在初時間(即起初時)的事實，但為基督徒而言，時間因著基督

的誕生而更新了，因為至尊貴的神，降生建構了人在宇宙中的一個新情境。這些時間段不僅僅是在日常生活中的

時間分割， 更是宗教信仰與實踐的重要時段。 

 此外，基督教的禮儀和儀式也對個人和社會的生活產生了影響。 例如，基督教的婚禮、洗禮、彌撒等儀式都成

為了個人生活中重要的轉捩點，同時也成為了社會文化中的重要儀式，影響著社會的道德和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