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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聖的時間  

第三課提供的參考資料，當中提到印度。印度是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印度人的信仰分

別 有：佛教、印度教、回教、還有一些拜濕婆神的教。我曾經在印度住過半年，身邊有許許多

多 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其中以回教及印度教最為普遍 。  

半年來經常來往住家和工場的路上，必須經過不同的廟宇，其中有許多廟宇場所和我擦

身 而過，所以對他們的宗教有些許認識。  

我家人經營工場，幾百員工中，分別篤信回教或者印度教，幾乎沒有無神論者 。為了尊重 

員工的信仰，工作時間內他們都可以自由按自己的信仰作出崇拜活動。回教徒每日會按時放下 

手上工作，跪地朝拜，期間印度教徒會繼續工作；而印度教徒會花一整日參加特定節日崇拜， 

當中有唱歌跳舞，有時會通宵達旦 。這時候，回教徒必須日以繼夜的工作以彌補人手不足，大 

家都沒有怨言。相信這就是彼此尊重大家的信仰。我作為僱主只有尊重，別無他法 。  

我被邀請參與他們的宗教節慶，參加者唱歌、跳舞跟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活動，曾經有一次 

經歷幾日幾日活動，大家全神貫注，精神非常澎湃。參加者藉由儀式，進入虔誠真摯的崇拜活 

動，由凡俗時間過渡到神聖的時間，他們都感受到神靈的臨在和被祝福。當中的儀式感是我這 

個局外人（非他們的宗教）所不能理解的。即使我臨在，即使大家都在同一時空裏，我仍是在 

自我的凡俗時間內，他們卻在他們的神聖時間內。  

凡俗時間和神聖時間可以共融，生活、經濟活動可以如常，誰也不管誰。這大概就是大

家 都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的寫照。  

由於過去所受的教育是社會應用科學，所有思維都是所見所聞。宗教距離我好遠好遠。

求 學和工作期間，大部份時間都在天主教機構工作，後來更成為天主教徒。宗教、神聖才在

我生 命中出現。 

今堂課程最深刻的是：[現在]才是存在，[過去]是記憶，[未來]是期望。時間不是物的本

身， 基於這一點，時間只是人內在感覺而已。「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正正就是

說明時 間是心靈的延展；而神聖的時間就是與心中的神靈作千萬年的交流和延展。  

作為基督徒，我相信耶穌基督的降生成人，相信神聖時間可以逆轉，相信天主耶穌的降生 

與救贖。每當彌撒進行聖祭時，耶穌說：「這就是我的身體，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

的 血，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不但是儀式，也是神聖一刻的逆轉， 2000 多年以來天主教主日彌撒

都 有這個環節，這正正呈現以紀念聖子耶穌的降生和救贖。作為一個基督徒，參加主日彌撒和

主 的親密對話，就是我的神聖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