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課:主題「神聖的時間」的閱讀簡報 Fernando (14/5/2024） 

作者伊利亞德在神聖時間與秘思講法。  

 

世俗時間也像空間一樣，既不是均勻的，也不是連續 一，過去一分一秒就是過去，人只是活正當

下，將來是未知的。  

 

對宗教人士來說，時間也像空間一樣，既不是均勻的，也不是連續 

 

因為宗教人在節日紀念神聖儀式之前，那節日進行的神聖時間並不存在。 藉着創造構成當今世界

的各種現實，眾神也建立了神聖的時間，因為與受造物同時代的時間必然因着眾神的臨在和活動

而神聖化。 因此，宗教人士生活在兩個時代， 更重要的是，神聖的時間，出現在循環時間的矛

盾方面，可逆且可恢復，一種永恆的神話存在， 定期透過儀式重新整合產生。 

 

就天主教每年都有節慶分將臨期、聖誕期、常年期、四旬期、聖周、復活期、五旬節、常年期。

這是神聖時間以節日時間來間隔，是週期性的。本質上，神聖時間是可逆的，分有甲、乙、丙年

。因此，神聖時間是無限期可恢復、無限期可重複的。參與宗教在節慶中的參與意味着擺脫普通

的時間所據有的連貫和持續性，並重新整合由節慶本身重新實現的神話時間。  

 

作者指出非宗教人看時間 

 

既不能呈現出斷裂，也不能呈現出神秘，時間構成了人最深刻的存在。 它與他自己的生命相連，

因此它有開始和結束，那就是死亡，他生命的消滅。 無論他所經歷的時間節奏如何，無論其強度

差異有多大，無宗教信仰的人都知道它們始終代表人類的經歷，其中沒有任何神聖存在的空間。  

 

對於現代社會的非宗教人士來說，什麼時間是更難以用幾句話來形容的  

 

因為他們沒有信仰生活，人生的意義和目的只是追求物質的富足，沒有精神寄託，俗語所謂快活

不知時日過。但人生順逆境倚秩而成，偶遇失敗挫折便會迷失方向，是痛苦的時間真不好過。 

 

在節日中神聖的存在 

 

參與者透過再次學習神或神話祖先如何創造人類並教導他各種社會行為和實際工作，恢復了存在

的神聖維度。 從一個角度來看，歷史時間的這種週期性出現——尤其是它對宗教人的整體存在所產

生的後果——可能看起來是對歷史的拒絕，因此也是對創造性自由的拒絕。無論是社會的、文化的

、技術的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各個原始社會在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所接受的作為一系列新的神聖

啟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理解這種神聖行為的重複的宗教意義和手勢。現在，似乎很明顯的

是，如果宗教人士感到需要無限期地重複相同的行為和姿勢，這是因為他渴望並試圖與他的神親

近地生活。  

 

人渴望與神界相通  



 

在定期與諸神同時代，當我們研究城市、寺廟和房屋的宇宙象徵意義時，我們表明它與世界中心

的概念密切相關。 中心的象徵意義所隱含的宗教象徵意義似乎是這樣的：人渴望在一個向上開放

的空間中擁有自己的居所，即與神界相通。 簡而言之，生活在世界中心附近就等於生活在盡可能

接近眾神的地方。 如果我們分析宗教節日的意義，我們會發現同樣的渴望接近神的願望。 重新

整合神聖的起源時間就相當於與眾神同時存在，因此生活在他們的存在中——即使他們的存在是神

秘的，因為它並不總是可見的。 在神聖空間和神聖時間的體驗中可以讀到的意圖揭示了一種重新

整合原始情境的願望——諸神和神話祖先在場，即參與創造世界或組織世界。 

 

 

對猶太教來說，時間有其要求 ，局並將結束: 

猶太教把循環時間的想法拋掉在了後面。 因此雅威不再在宇宙時間中顯現（如其他宗教的神一樣

），而是在歷史時間中顯現，這時間是不可逆轉的。 歷史上雅威的每一次新顯現都不再可以還原

為早期的顯現。 
 

耶路撒冷的陷落表達了雅威對祂的子民有憤怒，但這不再是撒瑪利亞陷落時雅威所表達的憤怒。 

他的舉動是對歷史的個人干預，並且只對他的人民，即雅威所選擇的人民，揭示其深刻的意義。 

因此，歷史事件獲得了一個新的維度。 

 

基督教在重視歷史時間方面走得更遠   

自從天主聖子道成肉身，也就是說，自從他接受了歷史條件下的人類存在以來，歷史就獲得了被

神聖化的可能性。 福音書所喚起的錯覺時間是一個明確定義的歷史時間——般爵比辣多擔任猶太總

督的時間——但它因基督的存在而被神聖化。 當如今的基督徒參加禮拜時間時，他恢復了基督生活

、受苦和復活的伊魯卡時間——但這不再是一個神話時間，而是般爵比辣多統治猶太的時間。  

 

對基督徒來說，神聖的日曆也無限期地重複着  

基督存在的相同事件──但這些事件發生在歷史中； 它們不再是在時間的起源、「一開始」發生

的事實（但我們應該補充一點，對基督徒來說，時間隨著基督的誕生而重新開始，因為道成肉身

在宇宙中建立了人類的新處境）。這等於是說，歷史揭示了自己是天主存在的一個新維度論。猶

太教對歷史的評價，尤其是先知。在世界上。 歷史再次成為神聖的歷史——正如它被設想的那樣，

但是是從神話的角度，在原始和古老的宗教中。因為天主對歷史的干預，特別是他以歷史人物耶

穌基督的化身，有一個超歷史的目的——拯救人類。 黑格爾繼承了猶太基督教的意識形態，並將其

應用於整體的普遍歷史：普遍精神不斷地在歷史事件中表現出來，並且只在歷史事件中表現出來

。 這樣，整個歷史就變成神顯了。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必須如其所是地發生，因為普遍精神如此

希望它發生。  

 

 

由此，通往二十世紀歷史主義哲學各種形式的道路就打開了  

 

 我們目前的研究到此結束，因為所有這些對時間和歷史的新評價都屬於哲學史。 然而我們必須

補充一點，歷史主義是作為基督教的分解產物而出現的。 它賦予歷史事件這是源自基督教的觀念

,決定性的重要性，但也賦予歷史事件本身決定性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否認它有任何揭示超歷史



的、救世論意圖的可能性。儘管時間不再被視為一個圓，但這些現代哲學中的時間再次披上了印

度和希臘永恆輪迴哲學中的可怕的「我」的面紗。 時間徹底去神聖化了，它本身表現為一段不穩

定且轉瞬即逝的持續時間，最終導致無可挽回的死亡。  

 

 

 

  

跟朋友的分享： 

 

數月前，我應邀参加了一個玫瑰經祈禱組，並邀請堂區教友参加。有位領洗两年的教友要求讓她

和女兒也參加。我問她的原因，她說道在她慕道時，衞導師告訴慕道者要守神聖時刻。因為受洗

皈依基督是要秉持多祈禱、讀聖經、參與彌撒、愛人如己、維護生命。她更強調衛老師是位勤於

學習，教學雙長的好教友，他孜孜不倦的與人分享，鼓勵學員和家人一起熱心祈禱、行善功，使

日進於德。小朋友在良好宗教家庭長大的有福的。衞兄弟的確是堂區的好教友，我要效法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