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phen-assignment03;神聖的時間 

 

 

我從 Dominic 學兄的記錄夏其龍神父網上講學視頻筆記所認識到的 

 

我得知「時間」這課題是很複雜的, 「時間和宇宙」它們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因為現在的宇宙覾念認為宇宙是運動的, 移動的, 會膨脹的, 而且正以高速地在

膨脹中, 是有開始及有終結的. 因此便改變影響了人對時間有不同的看法. 

 

夏神父就將時間分類為「宇宙時間」, 「人的時間」及「神聖時間」以便表述. 

 

「宇宙時間」離不開「量度」便要用計時器, 我們便想到時鐘了. 

從古時到現今, 時鐘有很多種類或構做但它一定有明確, 時, 分, 秒的指示出用

途是提供或指示給我們知道現在是什麽時間, 過去的及將來的. 因時間是運動的, 

沒有靜上的.. 

我對所有學者及專家們的理論及驗證不大了解或明白, 但可以信的是他們的理

據都是從宇宙空間出發的. 

這是上主的作為, 賜給我們智慧使有些人成為發明家創做出一些精準度很高的

計時器是用光去測量時間. 

 

人的時間是想了解那個因果的關係. 因為時間不斷地流逝, 但是人有其記億, 稱

為歷史, 就是說不只是現在, 亦包括過去及將來. 

我很同意夏神父將聖奥斯定對時間的言論概括如下: 

奧斯定說: 時間其實是心靈的延展來的. 他好哲理性地說, 現在所以在的原因將

不在, 即是現在有「現在」,因為是將會沒有「現在」; 由於將會沒有「現在」, 因

此才有「現在」. 那麽, 「將來」及「過去」都是不存在的. 他說, 在他小時候, 有

人教他有「過去」, 有「現在」及有「將來」; 尤其是讀文法, 文法上是有「過

去」, 「現在」和「將來」的. 但他說, 事實上, 那只是有「現在」, 就沒有「將

來」, 亦沒有「過去」的. 那麽, 過去的事物呈現在「現在」就是「記憶」, 現在

的事物呈現在「現在」是我們的「感覺」, 將來的事物呈現在「現在」有一個「期

望」.  

 

「神聖時間」就好像看一道虛掩的門, 當光在它下面透射出來, 我們就會看到那

個「神聖的時間」. 

我引用夏神父将但丁所講的言論概括如下: ［但丁覺得「神聖」就是「永恆之光」. 

他描述「光」是以各式各樣的情景去講它的. 他說「永恆之光」就是那個創造者, 

是他上到天堂那裡見到的. 那麽, 將來我們有機會上天堂, 就會見到那個「光」

了. ］ 



夏神父將伊利亞德所講的「神聖時間」概括如下: ［伊利亞德那本＜聖與俗＞的

書, 本身好著重講「神聖的時間」. 神父覺得伊利亞德所講最重點之處, 就是說

我們生活在「現在」, 但是如果我們是一佃「宗教人」的話, 我們生活在這個「現

在」藉著我們分享郡個「神聖時間」, 我們就可以去到永恆. 郡是我們知道「現

在」是暫時的, 有變化的. 「永恆」就是我們「現在」去期望的那個時間, 在那

裡, 「永恆」正在分享這個 「神聖」. 但是我們怎樣知道我們是這樣做呢？就是

藉著在我們這個凡俗的時間當中體驗到那個「神聖時間」. 於是, 我們就可以肯

定我們司以去達到「永恆」之「神聖的時間」. ］ 

 

夏神父將項退結對永恆的言論概括如下: ［項退結講人對永恆憧憬. 關於那個「永

恆」, 剛才伊利亞德都提到, 現在我們去追尋那個永恆, 而項退結就說對永恆這

個憧憬是一定會達到的. 他的結論就是我們肉體死了之後, 我們就會繼續可以企

望一個永恆的韋福. 

 

我的神聖時間 

 

時間與我及與永恆 

夏神父首先引用中國文化的一些對「時間」及對「永恆」的看法. 

 

“大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雖六不廢, 此之謂不朽.” 

＜左傳 -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有三「不朽」: 「立德」, 「立功」, 「立言」的講法. 其實, 這三「不

朽」是講人在世的一些貢獻, 使某人好像繼續存在一樣. 不過這三「不朽」並沒

有講時間及永恆的問題, 只是講要怎樣去做人而已. 

 

“不失其所者六. 死而不亡者壽.” 

＜道德經 - 33＞考子 

＜道德經亅所講「死而不亡者壽」, 那個. 「壽」可以理解為「長久的生命」. 若

果有「長久的生命」, 即使死了, 也不會消失的. 即是, 死了而不會消失的話, 那

就是「長久的生命」了. 

 

“見獨, 而後能無古今; 無古今, 然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大宗師＞莊子 

莊子說: 「無古今, 然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所謂 「無古今」, 就是看透古, 今

的時間而不執着. 這裡並沒有提及「將來」, 也許「今」亦包含了「將來」之意. 

那麽, 基本上我們若果看得闊, 看得透古, 今, 我們就能夠達至「不死不生」的境

界. 

 



“君子有終身之憂, 無一朝之患也.” 

＜孟子 -離婁章句下 - 28＞孟子 

孟子說: 「君子有終身之憂, 無一朝之患也」. 而俗語有云: 「人無遠慮, 必有近

憂」. 這講法與孟子所說的不同, 孟子認為, 人一生之中就只有長遠的憂慮而已. 

就是要怎樣去化好一個人, 而能夠圓潘也繕生命. 「無一朝之患」, 就是不要把

每曰的小麻煩放在眼內. 其實, 常常需要掛慮的是終身那件事, 就是我們要怎樣

去行仁義, 怎樣去做個完美的人. 

 

我與時間 

 

夏神父給大家一個例子, 他覺得人生就好像有橙, 有攪拌機, 然後, 榨出來就是

鮮榨的橙汁了. 現在, 我們是一杯或者是半杯的鮮榨橙汁. 那個鮮榨橙汁裡面有

橙那些物質, 有物質的身體, 但是亦都有個時間, 時間的轉變, 時間的圻磨, 或

是時間對我們的要求. 那個橙及攪抉機兩個盧一起, 之後, 我們就變成鲜搾橙汁

了. 那麼, 這一杯或者半杯的鮮榨橙汁呢? 自己歛, 或是分一些給他人飲, 又或

者飲完把空杯乘載更加豐盛的生命呢. 

 

羅光＜時間了 

「內在時問」=”本體的時間” 

引用夏神父說: 羅光就有分「外在時間」及「本體的時間」, 而時間本身的存留

是個計算. 所以, 一般那個物質, 那個宇宙的時間, 其存留就要計算. 但是, 那個

能夠計算的, 只是一個外在的時問. 羅光認為那個「外在時間」要有一個準則, 而

這個準則就是「本體的時間」. 由於「本體的時間」是與那個「外在時間」不同

的, 因此, 「外在時間」是根據那個「本體的時間」去作為一個準則, 去存留, 然

後才可以有的. 因為「本體的時間」同個「存在」是合在一起的. 那麼, 就算是

宇宙及我們物質的世界, 都是一種「存在」即是正在分享一個本體的「存在」, 所

以, 亦都正在分享「本體的時間」. 

 

尼采: 有道柱門叫做「剎那」. 而這道栓門的前綬都是通往永恆的. 這遵門瘁就

叫做「剎那」, 這個「剎那」就是「永恆」的匯聚點. 

 

牧職憲章 - 死亡的奧蹟 

面對死亡是人生最大的謎. 人不獨為痛苦及肉體的逐漸肢解所折磨, 其尤甚者是

害怕自己永遠消逝於無形. 但人性內所有不可能歸屬於純物質的永生的種籽, 卻

起而對抗死亡. 現今的延年益壽技術成就, 不可能滿足人心所有不可抑制的永生

的期望. 

 

天主曾經並仍在召叫人們以其整個的人性昄依衪, 與衪共融於一個永不腐朽的



天主的生命中. 同時, 又畀予人們同自己去世的可愛弟兄們, 再度團圓於基督內

的可能,, 並令我們希望他們已在天主內享有真的生命. 

 

永遠消逝,  永生 

梵二的牧職憲章就提出了死亡, 出生, 一路成長, 直到年老, 那是一個奧蹟來的. 

即是, 作為一個基督徒, 就不會有一個永遠的消逝, 因為有永生. 

 

死亡以暴力的方式進入了這個世界 

 

趟可式:  生死教育 -害怕死亡 

 

害怕死亡可以是由於下列四項恐懼: 

(1) 未知的恐懼 

(2) 失落及分離的恐懼 

(3) 死亡的形貌及死亡過程的恐懼 

(4) 未了心願的遺憾及對人生過程的悔恨, 來不及補救之恐懼 

 

耶稣與時間 

出生:  進入時空 (人性) 

受洗, 禁食, 誘惑: 進入世界 (貼地) 

招收門徒:  建立團體 (傳授) 

宣講天國:  揊示方向  (指導) 

奇蹟:  驗證信心 (昇華) 

進入耶路撒冷:  堅守使命 (勇氣) 

死亡:  修建道路完畢 (犧牲) 

 

耶稣在世的時間按照推測有 33年. 這 33年當中, 出生, 死亡是兩個最重要的時

刻, 但是在生死之間這段時問, 衪講了, 做了好多事情, 是照天主的旨意而行的, 

這是衪做了一個好榜樣給我們, 為我們指示道路才可到達天國, 我們應當聽從

祂. 

 

基督徒與神聖時間 

 

褼儀 

聖事 

祈祷, 默想 

善行 

 



我的結論 

我們天主的信徒, 是要心中有天主, 口裡常說孝愛天主, 便要做好福傳工作及善

行, 活出墓督, 跟隨耶稣基督的教導. 放下自我, 多做善工, 心安理得.  這樣行

事便無憂恐懼, 安然面對死亡.  正如在聖經中我們所讀過的那些宗徒們或聖人

們的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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