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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

图解

〈天主论 · 上帝观〉在改版时，特邀瑞士人张澄德修女

隐修院院长兼艺术家，尝试以此图像来表达天主圣三无限

奥迹的神学思想。

内古以来在中国思想文化的背景上，以天、地、人为三才，字符T万物的

变化，以天心赞天地之化育而生成。今口基督信仰在讨论天主川，亦不得

不论及地与人。希望以此阴、阳、合的图像，以及莲花、山水，附着不同的

颜色，来表达天主圣三(三一上帝)与我们同在，并走向无限|页|满的奥迹。

我们看图中的颜色与记号，黄色代表"阳桶色代表"阴

阴中有阳。红色代表阳、阴、舍的圣神，包容一切的一切，充满字前巾爱的

力量。莲花的顶上有一条浅绿色，从代表阴的情色而下，这指出天主子降

生为人的奥迹。上而两条红线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无限的生命力…·

八瓣莲花的标记，代表了/\生活品质的八个院|满范闸，莲花 1-1 1 有 pq 种颜

色深蓝色"表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分享天主的生命水监色"表示我

们领洗，归于耶稣基督，赤色表达信仰的神秘奥迹粉红色"表达人性

的温暖与共融。这问种颜色融合在花瓣中表示:社会、环境、物质、政治、

思想、艺术、伦理、宗教的均衡、整合及弹性。

底层下面有水表示生命的米源与象征，水有动态与温和的形象。莲

花间旁有着如同半月形的绿，以六种颜色(红色、黄色、米色、 ?f一咖啡、青

绿、深绿)表达宇市大内然巾的生命(轻柔、美丽、幽默、交谈勺共做)整介

于天士，圣神的居所巾，盼能带给读者一种宁静和平的信仰存悦，以反对天

主圣三(三一上帝)的敬慕之惰，同为"岳乐于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厄

下 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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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出版前言)

出版前言 I 

"天、地、人"是中国传统世界观中的三个主要元素。此种

世界观表示天界通过人类的媒介，而与地界相互交流、来往。

而"天"可以用"阳"表示，地可以用"阴"代表;人类不只处于二

界之中，并参与了阴阳二界所形成的动态宇宙生命。

就基督宗教的观点而言，天乃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地是自

然环境及其中所有的被造物。人类是天主照着自己的肖像所

创造的，他们必须靠着大地所提供的资源来生存。当我们思考

人类生存中不可缺少的三要素(即提供温暖的能源，水和食物

以及空气)时，就必然产生下列天、地、人之间互相交流的认识:

太阳能有如"阳代表三位一体的天主奥迹中的"父"(这是我

们在《天主论 ·上帝观》一书的第五篇中所作的讨论)。水和食

物都来自大地，所以有如阴代表耶稣基督，天父之子，人子和

大地之子，因袍将自己完全给予人类，所以成为人类生命的粮

食和灵性上的滋养。而空气和呼吸有如"气

圣神之力量。因此，宇宙和人类都紧密地连结在天主圣三的神

秘中。

在本丛书的第一部《神学中的人学》中，我们尝试从神学的

角度来了解人类。人类是从大地而来的(这是本丛书第三部的

主题) ，而人类的出现是经由天主圣三的爱和创造性的大能(这

是本丛书第二部的内容)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所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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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数百万年之间的突变、演化和适应过程。在第三部《地的

神学:基督信仰中的生态神学》中，我们探讨人类与整个自然

环境的多元关系，这是现代人极其关心的迫切问题。

当我们运用所i谓肯

的)问手和门川(ì波皮)川(Alv飞vin Tofflc盯r 所 f伺同导的)的慨念来看人类的;演寅化

H时才，我们便可以把人类在不同阶段中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种动

态的过程:在所谓"第一波"的阶段中，人类活在时间的周期

中，与大自然紧密连结在一起。在这个阶段中，人类以狞猎和

农耕为主要活动。现代人类处于"第二波"的阶段中。 此阶段，

人类发展了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经济活动和直线时间 (linear

time) 的观念，并对大地和自然环境带来某种程度的破坏。同

时，现代世界逐渐出现了第三波的迹象:地球上的人类渐渐

意识到全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渐渐兴起一种人类与整个宇

宙生命不可分的整体观念;渐渐强调人类与自然生界之间更自

然和友爱的关系;重视诸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经济发展也超

越了过去不断追求无限增长的观念，而达到一种更合乎正义、

更能维护大自然的原则(亦即所谓"可持续的发展"Csustain

ablc devclopment) 的原则)，为的是保护大地的自然环境

一一 人类共同的家。

如果编篡天、地、人三部，11，的神学努力能够对人类梦想的

实现 一一 即对三位一体的天主所寓屑的新天新地的理想的实

现 有所贡献，那么，这些努力就不算枉然了!



原!事 3

屈辱

中国传统的文化，恃别强调"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但是

在环保意识高涨的现代社会地"的重要性，门益突出。这也

就是作者再三揭禁"天地人合一"理想的主要动机，以及撰写人

学、上帝观、环境神学三本套书的基本态度。

三位一体的奥迹，是基督信仰团体的中心。我们深深体验

到:袖就是人生命的根源;袖始终在人的生命深处，引导着人

走向无限的生命。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信仰闭休，理应不断地反

省.信仰天主的中国基怦徒，生活在如此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

中，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到底是如何的面目，如何帮助他们更深

刻地认识、体验上帝;这是当前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神学教育

工作者刻不容缓的努力课题!

不可有认地，生活在每一个场合中的基督徒，往往过于按

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去描绘他们所信仰的真神。事实上，启示

中的上帝，在历史中，不断地向各地的教会向我通传，提出各种

发人深省的表白，进而要求人类悔改、革新及成长。以中国为

例，常常将天主归纳在整个字茵的一体中，比较容易忽略天主

启示中，父、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其次是过分强调伦理道

德的外在行为，反而忽略了天主在人心深处爱的驱动力。当

然，中国传统的信仰，仍然是以祈福免灾为中心，在如此的背封

中，培养朝拜及赞美天主的宗教气质，是需要不断努力的!

本书的撰写，原则上是从看得见的走向看不见的。我们经

过万物，尤其是经过人，走向天主的奥迹;按着旧约的启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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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启示，以及教会思想历史中的天主观，由浅到深，从外向

内，逐一分析解说。希望这样的说明，能在整个中国地方教会

的成长过程中，有所贡献。 也盼望读者们，能借着研读本书，而

更进一步地了解及体验天主的奥迹。

这本书原是根据本人十多年上课的纲要，为试将东阿文化

中有关"万有真原"的思想融于一炉，特邀曾是我"辅大"学生又

是国文老师的赵松乔先生，共同研讨整理撰写成书，志此圣职

人员与教友合作的成果。

此外，还特别感谢张春申神父，不辞辛劳地审阅，提供宝贵

的修正意见。也谢谢辅大的曾淑援、杨淑芳和陈瑞堂三位同

学，利用课余时间，协助誉写文稿，贡献意见。很感激姜其兰小

姐以特殊的细心再作最后的修订与校对。光启出版社(台湾)

的积极合作予以出版，也于此一并致谢。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和天主父的慈爱，以及圣神的共融，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格后 13:13) 。

与头;家才正
1989 年秋于辅仁大学



本书研读指南 5 

本书研读抬高

一、"天主论"为神学中的一门课程，因为天主上帝本身是基督

信仰中的基本奥迹，说明此种奥迹，也是培养基督信仰团体

的主要工作。本书为便利读者，研修的益处，特别将重要的

圣经经文，以及教会训导等文件，明列示出。其余的有关经

文、文件，仅列经节数码而己。

二、圣经诸书简称，均采自天主教思高圣经，附一"引用经书简

字表"(思高圣经 1977 页)。先列出简称，随后以阿拉伯数

字标出章节(如.若 3: 16 ， D~ <若望福音》第三章第 16 节) 。

其余教会训导文件方式雷同。

三、参考书目只是一些入门的基本资料，其它与内容直接相关

的参考资料皆列入正文注内。全章诸注，列在研究反省题

后，读者可依序自行查阅。

四、为便利阅读外文之名与书名，我们采用愤式排印。

五、本书为帮助读者，深入了解上帝的奥迹，特别附列图表。我

们相信，理论性的整体天主奥迹，若辅以具体的图像，必能

增加认识及体验的果效。盼望读者反复运用，切勿等闲

‘视"之。

六、每章结束，列有研究反行题。主要日的是帮助读者作全盘

性的整体复习，进而养成神学反省的习惯与能力。大抵而

霄 ， 一般神学虽然是学术性的工作，以忠、考为主，比较倾向

静态;但是神学也有动态的一面，那就是落实在实际的信仰

生活中。事实上，宗教生活的应用，涵盖的层面极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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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雨的体验与行动，祈祷、默想自然也是。所以在本书的

第三篇此第五篇后，我们特别提出两幅默想阁，目的也是尝

试突破神学的只是限于思考的川丁习 。

七、如此的神学研究，尝试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密切关系 。

经巾理论的研究， /-g身的实践，帮助我们对"场合"有更深入

的了解。 使我们更容易面对地方教会、社会环境，和整个中

国的现况，进而关怀世界人类未来走向。也使我们的神学

思想，真正落实在基督化生活的实践中。

八、为了方便基督新教的神学生阅读，所以在下页特别列出天

主教与基督新教的圣经新旧约各卷名称及其简称对照表。

盼望能对各位有所帮助，继续同心合力，迈向更合一的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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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新旧约各卷名称及其简称对照表

称
一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简
一创
出
利
民
申
书
士
得
撒
撒
王
王
代
代
拉
尼

新教名称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得记

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下

列王记上

列王记下

历代志上

历代志下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日约

天主教名称 简称

创世纪(共 50 章) 创

出谷纪 (40) 出

肋未纪 (27) 肋

户籍纪 (36) 户

申命纪 (34) 申

若苏厄书 (24) 苏

民长纪 (21) 民

卢德传 (4) 卢

撒慕尔纪上 (31) 撒上

撒慕尔纪下 (24) 撒下

列王纪上 (22) 列上

列王纪下 (25) 列下

编年纪上 (29) 编上

编年纪下 (36) 编下

厄斯德拉上 (10) 厄上

厄斯德拉下 (13) 厄下

( "厄斯德拉"亦称"乃赫米雅")

X
X

斯

X
X

x x 
x x 
以斯帖记

x x 
x x 

上
下

多
友
艾
加
加

多 f卑亚传 (14 ) 

友弟德传(16)

艾斯德尔 ( 10)

马加伯上(16)

玛加伯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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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一

简
一
的
诗
箴
传
歌

X
X

赛
耶
哀

X

结
但
何
用
摩
俄
拿
弥
鸿
哈
番
该
亚
玛

新教名称

约1nì己

诗篇

箴言

传道书

雅歌

x x 
x x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歌

x x 
以西结书

但以理书

何西阿书

约五耳书

阿摩司书

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

弥迦书

那鸿

哈巴谷书

西番雅书

晗该书

撒迦利亚书

玛拉基书

称
一

简
一约
咏
箴
训
歌
智
德
依
耶
哀
巴
则
达
欧
岳
亚
北
纳
米
鸿
哈
索
盖
臣
拉

8 

天主教名称

约们传 (42)

圣咏集(150)

箴育 (3 1)

训导篇(12)

雅歌 (8)

智慧篇 ( 19)

德训篇 (51)

依撒意亚 (66)

耶肋米亚(52)

耶肋米亚哀歌(5)

巴路克 (6)

厄则克耳 (48)

达尼尔 (14)

欧瑟亚(14)

岳厄尔 (4)

亚毛斯(9)

亚北Jlf亚 (1 ) 

约纳 (4)

米该亚(7)

纳鸿 (3)

哈巴谷(3)

索福尼亚 (3)

晗盖 (2)

臣加利亚 (14)

玛拉基亚 (3)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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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

天主教名称 简称 新教名称 简称

王!..)窦福音 (28) 玛 马太福音 太

马尔谷福音 ( 16) 元F口〈、| 马可福音 可

路加福音(24) 路 路加福音 路

若望福音(21) 若 约翰福音 约

宗徒大事录(28) 刀，士可' 使徒行传 徒

罗马书 ( 16) 罗 罗马书 罗

格林多前书 ( 16) 格前 哥林多前书 林前

格林多后书 ( 13) 格后 哥林多后书 林后

迦拉达书 (6) 迦 加拉太书 加

厄弗所书 (6) 弗 以弗所书 弗

斐理伯书 (4) 斐 昨立比书 旧t

哥罗森书 (4) 哥 歌罗西书 两

得撒洛尼前书 (5) 得前 帖撒~I尼迦前书 Ýl占前

得撒洛尼后书 (3) 得后 帖撒罗尼迦后书 贴后

弟茂德前书 (6) 弟前 提摩太前书 提前

弟茂德后书 (4) 弟后 提摩太后书 提j吕

弟锋书 (3) 锋 提多书 多

费JJ力孟书 (1 ) 费 肺利门书 门

希{rí来书(13) 希 希伯来书 来

雅各1rí 书 (5) 牙~ 雅各书 雅

们多禄前书 (5) {门前 彼得前书 彼前

伯多禄后书 (3) 伯后 彼得后书 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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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名称 简称 新教名称 简称

若望一书 (5) 右一 约翰一书 约一

若望二书(1) 若二 约翰二书 约二

若望一书 (1 ) 右-++-- 一 约翰一书 约一

犹达书 (1) 犹 犹大书 犹

若望默示录 (22) 默 启示录 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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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为了清晰和实用起见，我们将书目分为两节排列。第一节

是有关绪论的参考书刊，第二节是属于天主论各部分的研读书

籍。在每节之中再分成两个范围 ， 一是主要读物，其次是研究

题材。其它与内容直接相关的参考资料，皆列在正文的注内。

一、王要读物

(一)中文

查、绪论部分参考书刊

梵二大公会议文献，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 1O

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杜， 2001 ， 1 47 一 153。

德日进著，郑圣冲译， {神的氛围 } ，台北:先知， 1973。

佛兰克尔著，谭振球译， {从集中营说到存在意义} ，台中:

光启， 1973。

方东美著， {中罔人生哲学概要} ， 台北.先知， 1974。

罗光著中国对帝一天的信仰"{神学论集}31 期( 1977 

春)， 77 -103 页 。

甘易造著，叨镜译， {凝视天主} ，台中:光山， 1980 再版。

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著天主为人是‘可此'的"{天主教教

理》卷一第一部分第一章，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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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主教团， 1996 ， 15-20 页。

武金正著， {人与神会晤} ，台北:光启， 2000。

温保禄著， {信神的理由 }， 台北 光启， 2000。

(二 )西文

Baltazar, Eulalio R. "Thc Philosophy of Process. " Teil

hαrd αnd the Supernαturα l， Part II. Baltimorc: 

Helicon , 1966, pp. 77 - 209. 

Lonergan, Bernard. Method in Theology , London: Dar

ton , Longman & Todd, 1971. 

Parrinder, Geoffrey. Mysticism in the World's Re

ligion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Küng , Hans. Does God Exist? An Answer for Todα.y. 

London: Collins , 1980. 

Kcssler , Hans. Gott und dαs Leid seiner Scl的ifJfung:

Nαchdenkliches zur Theodizeefrage. Würzburg: 

Echter , 2000. 

二、研究题材

(一)中文

张春申著位际范畴的补充:中国神学的基本商榷"{神学

论集}32 期(1977 夏) ， 313-332 页 。

王宪治著， {道德经之自然现及其神学意义·中国本色化

神学方法论之探时}，台南:东南亚神学研究室，

1978。

(二)西文

Robinson , John A. T. "The End of Theis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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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of Being." Honest to God. London: SCM 

Press , 1963, pp. 29-44, 45-63. 

Nakamura , H. Wαys of Thinhing of Eαstern Peoples. 

Honolulu: East-West Ccntcr Press , 1964. 

Cox, Harvcy. "To Spcak is a Sccular Fashion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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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从来浸青人瞻仰过天王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瞬，口、万变，深受科技 jU、考控制的时

代，当人类第一个太空人成功退回地球后，他竟然趾高气扬地

说在浩瀚无边的穹苍中，我真的没找到上帝，上帝是不存在

的我们不能再认，他没看到天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

是他的结论就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圣若望宗徒也有类似的体

验，他说过:

从来没有人瞻仰过天主……(若 14:12)

但是他却为天主的存在勇于作证，至死不悔。甚至在他的福音

中，再三强调·我们可以看见天主!

斐理伯对她说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

意足了。"耶稣回答说 "斐理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

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

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若 14:8-9)

至今感人肺腑，沁人心脾。

圣保禄为了劝勉他的爱徒弟茂德，自然而然地露出，他对

天主尊崇和敬爱的情怀，他说.

……具福，唯一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独

享不死不灭，住于不可接近的光中，没有人看见过，也不能

看见的天主。(弟前 6:15-16)

在一般中国社会中，人们不一定会有如此清楚肯定的说

法。中罔传统的总想，有天、也、人三者的现念·人是天地之间

的中介，人也是天地之问的交往点，人如同天地的镜子，人更是

体验上帝存在的特殊媒介 l。大体而论，中同是一个"敬天"的

民族，在古典著作中，1ll然古不到"刊I j圭万物"的说法，但不能再

认其中到处流露着造物主创造的也想，俯拾皆是。诸如1 . 

天生羔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盐1怠。((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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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呆民})

可惜后来俗化忠想盛行，在儒家忠想的主导中产生了"天

人合一"的也想架构，渐渐忽视了造物者的存在，而想巾人的一

而，去谋求与大自然、造物主的合一。

页、认知上的困难

生活在现代的人们，虽然充满着焦虑和矛盾，但也试罔从

各方面去寻找上帝，接近天主。可是事实上仍然有以下的几方

面认知上的困难:

〈一)8/1亡王义

现代社会一切讲求速率，人们的脚步无形中也跟着加快。

整天为着生活而奔波，为赚更多的钱即使鞠躬尽瘁，也在所不

辞。"我很忙!没时间"变成了人与人交谈的口头禅，也成了

社会地位成功人物的象征。人都在忙着，谁也不敢闲着，仿佛

你闲着就成了无能的人。试图终日为名、幸IJ 操劳，谁又肯费，心

思索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生根本问题?更逞论天主的存在!中

国名诗人陶渊明那种‘禾菊东篱下，悠然几南山"的悠闲情怀，

是值得生活在忙碌中的人们多多仿效的。《大学》上不也有"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的名训吗?事实上，现代社会上，也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
人，已经在更努力地往人生的深处去找寻。

(二〉图像王义

科技的发达，文叨的进步，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对人们的影

响，似乎一天比一天重大。 屯视广播、报章杂志、漫阿书刊、录像
带、 CD、电脑网络等借着各种管道，以新颖、美观、 ZÿJ人的方式吸
引控制着人们的感官。在我们的思考领域中，无形中制造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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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象居而(laycr of imagcs) ，使我们的心灵，从浅层到深层，很

难互通。 这也是今门世界人心门益茫然、傍徨的主要原肉。

(三〉实证王义与科学王义

2见 f-t人一般的观念是，除非经过五宫的体验，那不是真正

的知识。 除非运用逻辑分析、归纳方法所得到的论证，其余的

都不是可靠的、有价值的知识。 所以上帝存在的问题，自然而

然就成了理性推理以外的非理性感觉的事实。只能够说在这

个阶界中有信仰者的存在，但一般人却不容易接受信仰者所相

信的教义，这就是实证主义所造成的误导作用 2。 现代科学大

师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cin. 1887-1955) 在 1937-1941 年

之间，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科学与宗教"。在这篇论文中，爱

氏主张:知识与信仰之间没无法调和的冲突。 但是他也从四

个角度上去攻击人格神(位格神)的观念:第一、这个观念对宗

教，不是非有不可的;第二、它是原始迷信的产物;第三、它白相

矛盾;第四、它与科学的世界观相抵触 3。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科学语育与神学语言的对立上，清楚地

了解，人们在讨论或接受天主存在的事实上，所遇到如〔表一〕

所列的必然闲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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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科学语言与神学语言的对立

科 学语言 神 学 语 言

1.为生布提出最基本的需求。 1 为人生提出虽|员|满的荣景。

2 强调理论性，正确性。 2. 强调实践。

3. I可是什么? 3. 1'1可做什么?

4. 在有限的时空巾，持续不断地 4.终极关怀，最高 U 标。

研究发展。

5 客观的依靠事实，且是可试验 5 有主体性、历史性、不能重复

的思想。 的、唯一不二的经验。

6 研究大自然宇宙的结构，属于 6. 吸引人整体方而的答复与投入.

自然科学部门 。 属于艺术方而美、善的部分。

7. 现在的事实。 7. 未来的目的。

8 描写、解释的言语。 8. 邀请、劝勉、鼓励的话语。

〈囚)1山理学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宗教的神，有人竟然认为这完全是人

类所制造出来的产物，宗教纯属幻象性的投射作用。弗洛伊德

(Sigmund Fre ud , 1856- 1939) 在 《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把宗

教比作小孩对父母的依赖，人长大成熟后，自然就会摆脱一些

儿童期的行为与观念。 人类发展到"科学时期"之后，必然会而

对自己，肯定自我，取代宗教中对天主的信仰和依靠。 弗氏更

刻薄地说，宗教不但是个人神经病忧郁症的表现，也是社会性

高度的神经病症。 所以他肯定地下结论宗教是一种社会性

的幻想，企图来解决人类内心对生存的怕惧。"

事责真的如此吗?人们都这样想吗?我们可以从台湾同

际教育研究委员会所作的一项问卷调查报告得知其中梗概 飞

问题中有关宗教方面的项目，非宗教信仰者多数认为·有人撞

受宗教，是因为个人感情方面的失败所导致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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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神论

过去几十年来，认为天主不存在所持用的各种方式，真是

光怪阳i f骂，百象杂|冻。 不可讳，- í 地，无神论的论调，造成了人们

对天上的疏离。宗教的退化，人与天主的垂直关系被贬低了，

但是相对的人与人的平行关系，却并未改营。无神论的影响，

似乎也对有信仰的人，造成相当的困惑和迷惘，我们不能忽视

这一个问题，本书将另有专章叙述(第一篇第三章) ，在那里我

们将作更详尽的说明与论述。

釜、愚人在J~\申说:浸青天主!

不论中外肯今，总有些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的理由

几乎千篇一律看不见，摸不到，等于零"。然而，每当我们陌

对井然有序的宇宙，壮丽瑰奇的山河……时，我们不能不联想

到那就是造物主的创造与安排。好像我们在画廊里而对着一

幅杰出的作品，我们不能不联想到画家是谁?我们有权利知

道，也有义务知道。

肆、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看不见的美善

!门约《轩慧篇》的作者说得好.

凡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真正的愚人，因为，他们未能

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有者;注意了工程，却不认识

工程师，反而认火、风、流动的空气、运转的星辰、洪流的巨

涛、天上的光休，为统治世界的神。 如果有人因这些东西

的美丽而着边，奉之为神;那兰人，他们就应知道:这些美物

的主宰更是美丽，因为，全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创造的。

如果有人惊奇这些东西的力量和效能，就应明白:创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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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东西的更有能力;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

推想这些东西的创造者。 不过，这种人的罪尚较轻微，因

为，他们寻找天主，也有意找到.却一时误入了这途:这或

许是由于他们所几的世物实在美丽，因此在专务研究祀的

工程时，只追求外表，但他们仍然不能推辞无过·因为他

们既然能知道得如此渊博，甚至能探究宇宙.为什乞不能

及早发现这些东西的主宰?智 13:1 -9) 

圣保禄也追随智慧篇的作者，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

看不见的美善，袖就是万物的创造者:

其实，自从天主仓IJ 世以来，也那看不见的美善，即她永

远的大能和地为神的本性，都可凭她所造的万物，辨认洞

察出来，以致无可推语。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却没有以

她为天主而予以光荣感谢，而他们所思所想的，反成了荒

谬绝伦的;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他们自负为智

者，反而成了愚蠢。 (罗1:20-22)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Vatican 1, 1869-1870 年)在《天

主之子〉宪章中，更重申宣示天主圣教会对天主存在独一无二

的f言仰 6.

圣而公的、由宗徒传下来的罗马教会，相信并明认:

有一个具的、生活的天主，天与地的创造者，又是天与地的

主宰，是全能的、永远的、无限的、不能予以彻悟的、在理智

与意志以及在一切美善方面，是无限的;也既是独一无二

的，完全单纯的，是不能变的神休，那就应该被宣称为:论

事实论本质，都与世界不同(有区别) ，在她自己内以及由

她自己，是至福的，且是无言可喻地超越在除她以外所存

在的，所能想像的万有之上。 (DS 3001) 

因此我们论释天主的奥迹，一定是从看得见的走向看不见

的，我们经过万物，尤其是经过人，走向天主的奥迹。 我们这样

描绘说明，完全是依靠一个基督信仰的立场。 这个信仰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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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更是有充分理由的，{IT绝不是完全依靠逻辑推论的结

巢，反而是一个人整个的基本抉择。天主论(上帝论)就是耍深

入浅州地说明神的奥迹。 在传统的神学课程中，天主论(J二帝

论)包括:天主三位一体，天主创造者，天主提升者，此天侦论。

但是我们却以五篇来发挥本论释:

第一篇绪论

第二篇 旧约启示中的天主观

第三篇 新约启示中的天主观

第四篇 教会思想历史中的天主观

第五篇系统说明:

注解

天主，中尔如何行动?

天主，称是谁?

天主，称是什么?

1 参阅:谷寒松著， {神学中的人学)(台北，尤启， 1990 再版) 。

2 Cf. B. Casper, "Die Unfähigkeit zur Gottesfrage im po

sitivistische口 Bewusstsein " ， J. Ratzinger (Ed.) , Die Frαge 

nαch Gott , Quaestiones Disputatae 56 (Freiburg: Herder , 

1973), pp. 27-42. 

3 爱因斯坦著，刘君灿译， (人类存在的目的H 台北 晨钟， 1976) , 

31-39 页 。

4 Cf. Kenn巳 th Cauthen , Science , Seculαnzαtion αnd God: 

Toward α Theology of the Future (Nashville and New 

York: Abingdon , 1969) , pp. 82-83. 

5 对该项调查作答的对象，这定为台湾 28 所大专院校的男女学

生，发出的问卷 5 ，000 份，回收 4 ，385 份。

6 施安堂译: <夭主教训|导文献选集)( 台北， 1975) ，第 3001 条，以

后本书均简称 DS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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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绪论中，我们要研究讨论一些有关天主论(上帝观)的

入门问题:首先以市慎、客观的态度去深入地反行，人是再能

够体验到天主的存在?其次再探讨，人类在体验中是再真的能

够认识天主。当然我们更要面对一个事实，在这个大干世界

中，不少的人认为没有神的存在，人生全是虚无飘渺，我们又该

如何去应对作答?因此本绪论共分四章，依次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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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验天主

大抵而言，体验二字给人的印象好像简明易懂。但是当我

们愈思考愈接触 ， 便愈会发现其中蕴藏了不少的妙理。为了精

确地认识，因此先说叨体验的本身是什么?然后再看如何去体

验神的存在?在这项解释中有两个原则要说明:一是这项体

验到底具有什么特别的网素?二是在这体验中，神又共有如何

的而貌?其次，我们再扩大论释范用从整个人类去鸟|瞰，人对

上帝的问题会提些什么问题?最后在祈祷、灵修氛闸里，去揣
摩天主唯美至善的真相。本章共分网节:

第一节体验(experience )是什么?

我们从三个步骤来阐述体验的真义，从狭义到广义 ， 再从
广义到最广义去发挥1.

一、狭义的体验

狭义的体验，就是一般所谓的"经验"。如果我们反行到人

的理性生活，我们自然会发现，就如同学者较详细说明的·人
内在的意识动力 (dynamism of consciousncss) 2 ，很明显础，
包括五个相互渗透、不容颠倒秩序的基本因素.经验、了解、判
断、决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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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人类撞触万物的初步阶段，也是一个基本人门的相

遇。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衡量:一方而是从外在的万物 1 1伍

到人们内在的 73识阶界; )J 外是以人为主体，迈步走向莹莹众

生。如果人只伴阳在初步经验的千而仁，他可能经验到不少的

新鲜事物，但那只如同过口云炯，毫无实际效用，不能发挥经验

中的潜在能力。

如果你要发挥经验的潜在能力，那你就必须走向了解的过

程，然后再作明智的判断，最后决定忖诸行动。 也只有如此，这

个经验才真正是属于你的，一切整合融会在你生存的时空中，

这就进入了广义的体验境界。

二、广义的体验

人无论经验些什么、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往往是整体性的

临在，整个人在活动。换育之 ，是涵盖他思想、情感、口标理想、

价值判断的临在。人绝不可能只是经验，而没有其它的过程!

譬如一位年轻的母亲初次分娩，当她知道她所生的是个男孩的

时候，她不可能只是经验到生理上的生产过程而已。 她更会联

想到许许多多，)L其是在中罔传统古老的社会中，童男轻女的

观念，让她喜悦万分。 她在亲朋好友中，无形中伦理关系、社会

地位提高改善了!她更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她也仿佛看到了

自己美好的未来。从这个例子中，可以让我们举一反三，了解

到广义的体验，是涵盖整个人丰富的存在，绝不是残缺不全的!

我们需要从狭义的体验(经验) ，走向广义的体验。

三、更广义的体验

人除了经验以外，更是整个人整体性地活动。但是我们必

须再次放开胸怀，扩大视野去面对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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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幅度，包含了无数过去的经验所累积的暂

;tJ结品 。 当我们赞赏一个人很有经验的时候，通常意谓着对他

过去的经验敬佩信任，现了巨的判断Jf确无误‘未来的发蜒充满

着希望。 这是整体性的、历史性的发快，着主过丘，但也对砚

在、未来共有无限的渴望。我们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万而去说

明 2 ;

(一〉论 过去

1、从个人来看

我们常说某人f故事经验丰富，通常是指当事人过去阅历渊

博，在他的心胸里蕴藏着无数的经验。这些智慧的结品，自然

而然成为他为人处事上丰富的统一力量和意忐性的动力。也

就因为他经验丰富，当他撞触新的事物时，他具有某种他人所

没有的标准来整理化合，如此他的体验更内在化了!

2、从团体来看

人既然是生活在各种关系的领域中，自然要在与别人的共

融中成长。我们也看到某些 1 ，1"1 体的确具有自己独恃丰富的经

验。就如同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凡是中华民族的成

员，也都认为自己家世淋|远，见解不凡。无形中，在中国的这个

大团体中，这种体验成了一种共同标准，以整合一切新兴的事

物观念。 由此我们要提醒注意，如果中国人民只主视现在与未

来，却忘记了辉煌的过去，那难免就会丧失某些衡量新经验的

标准，那实在令人惋惜不己。

(二〉论 现在

现在是最真实的，也是过去与未来的润滑动力。如果人类

没有现在的体验，那人类的过去或是未来，都将如同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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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J1T 1茧楼一般。

1、从个人看

我们现在从信仰的足而来半例说明·就如一位 fr~友，现在

和未来的希望理想，都如同无根的浮萍随江流失。一个人内称

为基仔徒，但对耳lí 稣).!i仔的信仰，现在却不能把活;发生活的体

验呈现出来 ，他只是生活在过去教会信仰的概念中 ， 对未来自

然也就毫无盼望。试问这样的基督徒，当然就是难让他去宣扬

耶稣基怦的福青了!因为他根本缺乏现在活生生的动力 ， 其余

的也就不必谈了。

2 、 从团体看

如果一个信仰|羽体，不能体验到现在的社会趋向，人性需

求，他们又如何去透视未来，掌握未来?说得清楚些，现在的体

验就是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渴望，最落实最实际的交界点。必

须经验现在，了解现在，才能对未来作出最好的判断决定。这

对信仰|牙| 体而言，是相当主要的关键问题，不能不戒惧谨慎。

(三〉论 未来

未来仿佛是人类体验中最迷惘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说人对

未来绝对没有体验的可能性。对未来的体验，是涵盖在一种对

未来的渴望中，是在门常生活中对叨天会更好的一种渴望与期

盼。俗语常说 "生活得很有意义言下之意，也是对未来的

逅封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希望。未来就如同人对空气的需求，

事实汗 (F.， 人人币't;: , fr 11:11最不容易观念化、语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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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如何体验?

·在说叨描述体验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在我

们个人的体验中，是再真的会有天主的出现?如果真有，袖又

是一位怎么样的天主?

一、十丸个问题

在以下我们所列的罔表中，包含着十九个问题，皆询问在

您的体验中，天主是怎样的天主?如果读者lg忘的话，欢迎您

逐题反复自问，帮助您更深入地意识到您本来的体验 3。

使用本表时，请读者参考应用以下的注解:首先请注13: 有

三个可能性，左边的分很、尚、不太 三个程度，右边的也

是。如呆您的答复不属左也不属右，那就请在"中"的这一恪勾

一个\/。譬如第一行的整个句型是我体验中的天主是很

容忍的，欢迎我的。"如果您同意，就请在左边的第一格"很"下

句"\/"，其余的依此类推。



16 第一篇结论

〔表二〕我体验中的天主是 ...

我体验中的天主是
很 尚

不 rþ 不 尚 很
我体验巾的天主是

…神 太 太
. . . . . . . . . . . .神

1 容忍的，欢迎我的 严格的、市判我的

2 不管我的 !照顾我的

3 {以水的 女口火的

4 慈爱的、悲悯的 忌邪和义思的

5 内在于历史反宁市的 至超毯的

6 静态的 动态的

7 f象根源的 {象 u 的 I也的

8 J;变的 不变的

9 父性的 母性的

10 如高山的 似大海的

11 远离我的 亲近我的

12 年老的 年轻的

13 共体的，活生生的 概念化的，抽象的

14 在研Wl生礼仪中的 在门 ~ITI'生活中的

15 f故我朋友的 绝对的、陀严的主宰

16 同IJ ~虽的 柔弱的

17 你、我关系中的 一体中的

18 不断要求更多的 不动摇的，隐定的

19 三位一体的"父、子 一个天主的
和圣神"

--



二、统计分析

在台湾经济发展与生活

的同意度为.

1、科学技术越进步，越能使我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同 意

非常同意

其 r匕牛~

平均数

2、经济发展与科学进步，导致

法，这使我觉得要解决人民

神明(神)。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同 2 寸~、
非常同意

其 r匕i-. 

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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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质研究中 l ，调查者对下列论点

体会到神叨(神)的力量。

川一叫一川一叫一叫一叫一川一川
对人的罪和善恶标准有不同的看

罪和有一个荠恶标准，就需要有

3.2% 

24.0% 

20.9% 

19.4% 

27 .4% 

3.9% 

1.3%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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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发展、科学发达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所做的都有

限，这使我觉得需要有精神上的寄托(神明)和一个无限的力

量支叶我们。

非常不同忠 0.9 0也

不 同 于专 10 .4 0/0 

有点不同志 10.9% 

有点同意 24. 1% 

同 意 42. 1% 

非常 同 意 10.9% 

其 r匕,>-.. 0.6% 

平均数 4.32% 

4、我认为事业成功，能使我们成为更有办法的人，所以不需要

有什么宗教信仰。

非常不同志 9.4% 

不 同 君; 44.3% 

有点不同志 24.3% 

有点同志 8.6% 

同 意 12.0% 

非常同意 l.4% 

其 r匕,>-.. 

平均数 2.74% 

JA以仁的统 i十分忻里，我们可j晰地看出，在所调查的人员中，

绝大多数的人涵盖地体捡到:有一股力量，一个标准，苟安寄托!

人绝不可能只靠自己就能独自生活|员|满的。读者对于以上多达

1400 位社会上各阶层代表的回答统计，是再也能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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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若干 天主问题"的出发点
(人为门么会问有关天主的问题?

人类在生存的时空领域中，为什么一直都在探询有关天主

问题的答案，在描述这个主题的时候，有两个口标需要厘定:

般人的口常生活体验指出，神的临在，千真万确，共有信

证的目标。换言之，就是指出相信神的存在，和一般人的

体验，是分不开的事实，特别着重发挥广义体验中天主的

真面目。

·在从事某一方面神学研究，描述天主奥迹时，事实上己经

间接地在发挥一种天主的真雨目。各种不同的体验，如同

轮轴似的，最后却一致肯定:上帝是实在的神，不是一种

幻想。我们体验的天主，更不只是一种概念或幻想，而是

一个千真万确、言之有物的事实。

一、良j山的事实

中罔文化中最宝贵的特质，就是强调人有良心。良心指的

是本然之善心也，也就是人所有的本来的善心。良心乃是对我

们的育行举止，以及我们对本分实践与再的一种实际判断标

准。人在行善做好事时，内心舒畅泰然;但人在为非作歹时，内

心愧疚不安。这种感觉，一般称为良心发现，因为普通所况的

良心，就是伦理善恶的标准。这个判断的尺度，是不可侵犯的

最高权威，绝不是人所能凭空杜撰的。良心不但能指导个人的

言行，更是社会安定的主要力量。

除恶就善，取是舍非，是人人应该尽的本分，是与生俱来

的。就在这类体验中，人已经深深地被触及到那光明的 1 1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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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人们的体验中，能继续发挥体验的潜能，经历一段必然

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去问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哪来的?一

个绝对奥秘的问题，就如此归根究底地呈现在我们的脑向中

了。

二、万物的奥姊

在前面我们己经提到智慧篇作者的动人反省 5。 圣保禄在

雅典也同样公开地宣示向己的信仰，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大好信息作证。他的话语正是人类共同的体验·

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天主，既是天地的主宰，就不

住人手所建的殿宇，也不受人手的侍候，好像需要什么似

的，而是她将生命、呼吸和一切赏给了众人。中也由一个人

造了全人类，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给他们立定了年限，和

他们所居住的疆界;女口他们寻找天主，或者可以摸索而找

到她;其实她离我们每人并不远，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

在，都在她内 。 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的原来我们也

是袍的子孙。 (宗 17:24-28)

以上所描绘的信念，基督宗教代代相传地宣讲，在梵蒂冈

第一届大公会议中，仍然依据此一基本信念，重申人的理智，能

从万物去认识天主，肯定天主的存在:

同一"慈"母圣教会，坚信并教诲人，说·天主 一 万

物的本末 终始，用人本性的理智之光，从受造物方

面，能确切予以认识;因为"自从天主创世以来，她那看不

见的美善……都可凭她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罗1:

20) 。 但她的明智与善良，乐意用另外的超性途径，向人类

启示了自己，并启示了自己意志的永远决策，盖(保禄)宗

徒说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

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枪，藉着她自 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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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说了话" (希 1:1-2) 。 (DS 3004) 

固然，这该归功于天主的启示，使人人对那属神的，对

那人的理智本身不是不能获知的事理，即使在人类的现在

情况里，也都能容易地以正确无误的坚确性，予以认识

(见: {圣多玛斯神学大全》一，第一题第一节)。可是， 启

示，并不因此缘故，而应被称为 :绝对必要的;但天主由于

自己元限的善良，曾安排(曾提拔)人，抵达超本性的目的

地，也就是为了使人类，分享那完全超越人理智所能明了

的、属神的真福;那就走(经上所记载的): "天主为爱祀的

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 (格

前 2:9)0 (DS 3005) 

谁若说，一个、具天主，我们的造主与(上)主，借着她

所造的万物，不能确切地，为人理智的本性之光所认识，应

予绝罚。 (DS 3026)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启示宪章》中(1965. 9. 18) ，仍
然一脉相承，继续揭示此一信仰.

天主愿意借启示，把自己以及其愿人类得救的永远计

划显示并通传与人就是为使人分享天主的美善，这美善

完全超过人类智能的领悟"。

神圣的公议会承认"天主，万物的根源及归宿，借人类

理智的本性之光，从受造物中确实能够被认识"(参阅罗1:

20) ;但仍训示说关于那些原本为人类所能通达的天主

事理，而在人类现实的状况下，能够容易地、确切地和无讯
地被所有的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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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恶性的事实

为什么人生不如25之事十之 有八 九? 多少人又问为什么

在世上会有扰攘不安的情事?为什么会有痛苦，疾病和死亡?

上帝真的允许罪恶与痛背存在吗?神是罪恶的根根 l吗?常常

有人问，善良的天主为什么创造了如此败坏的世界?有时，人

的痛苦如同浮沉在苦海中，无法自拔，放纵恶性的行为，仿佛人

们的整个思想、生活都被其束缚着。 正义之士常常会在失望，

甚至绝望的哀痛中，发出怒吼，他们说:如果真有天主存在，绝

不会发生如此的坏事 6 , 
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某处集中营，纳粹军官当众绞死三位

无辜善良的百姓。 其中两位很快断气身亡，唯有一位青年，痛

苦地挣扎了半个多小时才眩目安息。 群众亲眼目睹这惨绝人

寰的酷刑时，有句低沉哀痛的话从耳后传来天主!称到底

在哪里?!"这与《圣咏》作者的哀叹，几乎不谋而合: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称为什么舍弃了我?林又为什

么远离我的恳求，和我的哀号。 ……至于我，成了微虫，失

掉了人形;是人类的耻辱，受百姓的欺凌。 凡看见我的人

都戏笑我，他们都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信赖上主，上主

就应救他;上主既喜爱他，也就该拯救他。 (咏 22:3 ， 7-9)

谁也不能再认，有恶性的痛背存在。 虽然有人消极地再认

神的存在，但从积极方面去而对痛苦，也有它深刻的意义与价

值。 许多人在痛昔的深渊里，常有"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的心态。 痛苦也常使繁忙的人类，比较慎重地面对人生的基本

主主义 。 痛苦更有净炼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人愈能看清人心

最深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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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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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害们乃是人之常情。惧怕是一种问剧性、吁续的、不

真实的，并且通常对某些想法、情况以及外抖的物体，有强烈的

情绪上的不愉快，甚至痛背的感受。人通常在而且寸三件大事

时，好像开始感觉到个人的无奈与不安·

1、人是有限的

人面对井然有序的宁市大地，反而更加感到个人的渺小，

如同沧海一粟。从他内心的深处自然觉得自己不是向有的

付1 自己而来的 反而是由袖而来的。如果人类真诚地

而对自己，应该承认，人类对自己的存有，没有最后绝对的把

握，那种恐惧害怕，常常持续地在人心中盘旋。如同哲人所说:

"人好像被投入虚空中在这个体验中，有人就渐渐伸手去寻

找那个最后的寄托。

2、人 的罪

事实上，人犯罪时就侵犯了自己良心的判断。而 IL许多人

认为，人不但得罪了自己的良知， 同时也开罪了一位比人更大

的奥秘。每当犯罪违背这项绝对的标准时，所产生的反应就是

害怕。人在良心不断的责备中，绝对得不到心灵上的平安，可

是人-直在寻找那真正心灵的半安。除非人找到那最后的依

靠，再则绝对是无济于事的。

3、人会死

从古到今，人人都想要逃避死亡，但是最后人人都要而对

死亡。中国的秦始皇，派遣童男童女，到海中仙岛找寻长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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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药丹，就是最好的例证。人们每每想到死亡时，就会坐立

不安，愁肠百结，那是人类最悲哀的结局。

人类常要而对人的绝对有限、罪恶痛苦二的深洲、死亡的威

胁。 多少怦者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逃避走脱，但正如《圣咏》所

说的:

人在富贵中绝不能久长，将与牲畜无异，同样死亡。

(咏 49 : 13) 

人们在这种困境中，除了内心的焦虑不安， 也不得不问:

为什么会如此? 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平安、幸福? 此时

此刻，人已经接触到天主问题的边缘了 ! 圣奥斯定曾经说过·

"我们的心得不到称 ， 就惶惶不安 7"

〈二〉基本的信赖

1、个人方面

在人心中有一个基本的依赖的态度，那就是一直在肯定生

活是好的，中国传统的思想也是如此肯定"人生是善的" (Life 

is good. )。那意谓着.人从早到晚，为人行事，都有一股奥妙

无比、合乎理智的氛围和力量，支持着你，激励着你，让你勇往

直前，努力向上。这股基本的信赖，是从哪里来的?绝不是我

们个人所能创造的，而是一种 比我们伟大，而又支持我们活生

生的冲力，无论人多么软弱、悲观，人还是会继续奋斗努力不

懈。试问是什么力量能让他如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股巨

大无比、无限至上、值得我们依赖的根源力量。

2、 社会方面

人是属于社会的，人绝不可能离群索居。人心灵上最大的

期望就是共融，两人和乐地相处。小孩从幼到大，在家庭、在学

校、在社会，在在都需要依赖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导和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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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 具体而言，根据学者的研究，人一般性的常识，至少有百

分之八十，是从他人学习而来的，那也就是对其他权威的某本

的信任。 唯有这种态度，你才能有学习的效呆。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除非你能真诚地信任别人，谦逊地服

从权威，似乎你不能度过一个完整的生活。 譬如人是在一个家

庭中 tH 生的，家庭是人世间社会的雏型，也是人相遇的第一个

社会，然后学校、社凶、国家推而广之。试问人问是再真有一股

力量，潜移默化地让你信赖，值得你信赖依靠?虽然这个社会

充满太多的不值得信赖的人、 事、物，但是你仍然信任你的父

母、师长、朋友……这种完全向善值得信任的力量是哪来的?

根源又是什么?

3 、 宇宙方面

人在某方面来说，是依靠着宇宙，人进入的世界是一个比

他早存在几十万年的时界。 当他进入这世界时，他便受到这个

世界种种力量的滋养、影 H向 。 的确，这宇宙比人先存在，常支持

着人 ! 人是被"抛入"宇市的 ，也分享宇宙的各种成呆，人在生

存之初就得依赖着宇帘。

人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我们一直相信地球环绕着太阳

循转，绝不会脱离轨道。物质的宇宙，充满了无限的宝藏，有着

使用不尽的能源和潜力。我们活得自然愉快，对这个字市有着

无限的依赖，我们相信人与万物能和谐地相处在一起。 没有这

种信念，你绝对生活不下去，你也绝不能只依赖自己而生存，必

须对自己、对社会、对宇宙要有一种基本的信赖。

最后，我们要郑重地请问，这种切都是美好的"基本信

任和依赖，是从哪里来的?其基本根源又是什么?

(三〉潜意识及无意识的动刀

按近代心理学家的解释 ，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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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本我之内包括一些生物性或本能性的冲动，此等冲动亦即

推动个人行为的原始动力。 弗洛伊德称此原始动力为欲力Oi

bido) ，就是 n 欲的力量。 但是他的门生亚德勒(A. Adlcr, 

1870-1937) 与朱恪 (C. G. Jung. 1875 -1961) 却发 H兰州不同

的理论。亚德勒J主张名与 非iJ是原始动力，强 i周个人忘识的"力

争上游"(striving [or supcriority) 才是行为的主要内动力。

他不像弗洛伊德那样重视生物性或本能性的因素，转而强调人

格发展的社会肉素。

荣格是瑞士的心理学家及精神科医生，对分析心理学十分

有贡献。他的学说超越了心理学，并影响了人类学、哲学及神学

等其它领域。现在我们依从本章论释的基本观点"人类如何发

出对天主的问题? "将他的思想整理归纳为以下的五个步骤:

1.他强调人类行为中，有心灵意识与潜意识的部分，但认

为人类的行为除了剌激之外，还有其它的因素。诸如

需求、感情、冲动、判断等……他认为这许多因素中，有

一个中心的力量，能使各种不同的因素整合为一体，人

渴望去向我实现 (sc1f-rc alization)。这股中心的力

量，具有始与终的两雨，是开始的动力，也是完成日标

的冲力。

2. 在他一生的研究中，发现真我象征 (sclf-symboU与无

限神叨的象征之问，有很多相似雷同之处。人类描写

自我时，常常运用自然抖的景象与实物，同样在宗教体

验的描绘上也是如此。譬如我们赞美心地光明的人，

常用青天内门;对有品德，受人仰慕的人美称高山封

行。狮子是万悍之王，自然也引用到人间的权力象征。

在宗教体验方而，先知|厄则 J'OT Jn PIJ 个轮子，代表天主

的大能(则1: 15-21)。圣 U 在法蒂王'-!J显现f1J ，路;齐亚

所见的旋转太阳，以及圣旺祷文中的黄金之殿、晓明之

旦，与犹太人视天主为犹太王国的狮子一样，都有异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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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之妙。欧洲肯老的哥德式教堂的彩色破璃商，每

当艳阳高!!~时，五彩缤纷的罔案，仿佛将人内在的心灵

与无限的神明，紧紧地融合在-起，奇妙无比。

3 朱恪认为，人类在其深层的潜意识里， JL有·共边的某

底，他称之为"集体潜 25iJl"。集体;苔，出识中臼 fr 了各

种"原型 "(archctypcs) ，这是心灵的真再某础，也是制

造象征的所在;而在人生各种原型中，有关天主奥秘的

原型，是最基本的，也具有管理的作用，换 fï 之，就是原

型中的原型。

4. 这个最高的原型，不是人的理智所推论的结果，而是完

全深植在人们的潜意识内。荣格根据他的 11市床经验，

35 岁以上的心理病患，他们通常所提出的最后、最深

的问题，常是宗教性的。他们在自己意识的平而上，所

商对的问题是，他们是再愿意接受在潜意识中己存在

的、一直在推动人类，走向无限奥秘的最高原型。

5，这个具有无限奥秘的原型，可以落实在不同的名称和

想像中。那就要看人在他的具体的宗教历史中，有什

么忠想、名称、概念、想像、图像，可以共体表达他对这

无限奥秘原型的体验和感受。

总而言之，荣格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和无限丰I/I I!f]之间，有相

通点。借着原型，人与神有了交往点。他相信宗教在人类生命

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因为经巾宗教体验，可以使人们有能力
表现出潜意识的需求。

五、存青及荠存育的经验

存有的原始意义是指真实的存在，因 1'(存有者首先指存在
者。广义来说，存有者也包括可能者。我们愿意从多方而来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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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在宁市中，有我们个别的存在，这是不可

推翻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再认的，我们也不能常常在这里。

过去的不在这里吨未来的也不在这里，这与我们现在绝对的在

这里，其中并没有必然性的|可果关系 。 我们不是必然的在这

里，涵盖忠谓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推敲。

往过去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从别的力量而来的，绝不

是自有而来的 。 同样地，未来不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死亡。 死

亡从古到今，关系到每一个人，是人人关切的大事!而对不在

这里的未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未来完全是绝对空虚的;或

是事实存在，只是口前没有彰显表现出来而已。

譬如，当一个人进入一问完全陌生的黑暗房屋时，他可以

说，里雨根本没有任何东两存在，但是他也可以说，我看不见任

何东西，但并不再认有物品存在的可能性。 我看不见是因为屋

内的物品，外在的形体没有显露表现而已。 话说回来，人类生

活在宇市中大房问内，说未来绝对的虚无，那是他个人的主张。

我们必须尊重他的感觉。

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类认为，未来的不在这里，是包

含着某种事实，那就是永恒的存在。 就像过去的不在这里，我

们接受相信那个一脉相承的力量，一直延续到现在。 同样的，

未来的不在这里，让我们更明显地看到，人不再只是依靠现在

存有的力量走向未来，也是依靠着在未来中的奥秘的吸引力，

走向未来。

六、爱的经验

人人都承认爱有许多种: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啡、夫妻

共手足之间、朋友问、对社会、对罔家的热情均称为爱。 对动物

或事物的喜好，通常也称为爱，这是爱字的广义用法。 狭义的

爱，是指23忐之肯定价值，并创造价值的原始力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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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片往今来，多少诗人、文豪赞美爱的伟大!许多可歌可泣

的爱情故事，至今仍然被人歌颂传扬。 爱是建立人类和睦相

处、安尉乐业最主要的动力，正如雅歌>8:6- ，所说·

请将我有女口印垒，放在仕的心上，有如印主、放在你肩

上，因为爱情猛击口死亡，妒爱顽如阴府 它的焰是火屿，是

上主的火焰。洪流不能熄灭爱情，江河不能将它;中去…·

圆满的爱要求一切的一切。世界上任何其实的宗教，都异

口同声地肯定，爱是人生最基本珍贵、值得追求的动力。 释迦

牟尼慈悲为怀的而目，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喜讯。 伊斯兰教中的

伊斯兰这个字的本义，就是爱。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同的仁

和爱就有相通之处。在真正的爱与被爱之中，男女之情、朋友

之义、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安诈，处处都让人类对现在、未来充

满了希望与光明。这股无限的力量、爱情的氛用笼罩在人的生

活时空中，因此许多人赞成《若望一书》作者所说的"天主就是

爱"( 4:8) 。

它、美的吸引力

每当我们俏律于湖光山色中，面对青绿的稻 m ，葱郁的树

木以反起伏的山峦，或者是汹涌的波涛，你会有些什么样的感

受?碧空中横卧的彩红，夜晚的股洁月色，点，iIE辰，使你不得

不沉思默想，这一切太美好了!无论我们欣赏大自然的美，人

的美，或者艺术品的美，一个正常的人，首先的反应就是惊讶赞

叹， r皿口无言。 这一切实在比我伟大，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实在

无法控制它，而且我只有心悦诚服地承认、接受、赞美它的存在

和神圣。 换句话说，美的吸引力是天主的挝、方!当真正的美，

真正地呈现在我们而前时，我们似于只有五体投地，毫无其它
的选择可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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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的存在动力

〈一〉申国思想

't' I司思想比较依据关性的体验，是由人而冲，下学而上边

的寻求。如同孟子所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

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 · 尽心篇 》上)

尽其心，知其性，至于知天，是哲人按照他的理性反省到人

生基本的因素，肯定人的心、性和上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0。

(二〉超验思想派

人如按理性(理性、意志)本身内在动力的方向走，他最后

就达到面对而享见天主的口标:这是人心深切的渴望。

1、从理性方面来看

消极地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缺乏责任感，也不关

心道德的层而，他就没办法，借着理性的动力来探索上帝的存

在。 因为他既无法真正叨向人的本性，自然更谈不到去认识神

了。理性本身内在动力的口标，就是使人能而对雨地见到生活

的天主，好清楚地认识地。不论人是存清楚意识到理性的这导

向，也不管人能忘识到的深度是多少，反正，每个人理性的最深

渴望是认识无限，享见神的容貌 ~出价纪》的作者早己在书

中，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渴求(见阳 33: 1 8 - 23) 。 在其它的宗教

里，这类的呐喊也是很梓边的。

2 、 从意志方面看

有一些人是以意志的动力作为对天主问题进行反省的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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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布隆代尔 (M. Blondc l, 1 86 1 -1949) 就是这些学者中著

名的一位。他分析所有宁市内的行动，在人的经验、|二而上他发

现一个特殊的辩证事实·一方而是罪和死亡，而 JJ 一方而不可

怀蜒的，人是有着自由志忐的。这是事实!这门付1 丘，ι使我们

所做的-切从刹那进入了水归，共有了绝村的价的。下是仔着

矛盾 一方而人是走向死亡、虚无;但另一方而，义经过 r人自

由意志的选择，人所做的事共有了绝对性和1无限性。这辩证在

受造物的范围内无法协调。

布隆代尔想了好久，最后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来表达他的

结论，这字是"纯粹的行动"。这是一种完全洁净的、不会消失

的、完全自由和绝对的行动，是人经过存在的核心作了一个基

本抉择而产生的 ! 换育之，布隆代尔是假定人在迫求上总是竭

尽心力的。若是人尽心竭力地追求，他即在自己的态志和行动

的动力中逐渐上升，直达绝对无限的动力和行动。这就是我们

所谓的"神"或是"天主"。

3、从人心的倾向来看

人心的倾向是在人体验中所经验到的最拌边的动力。人

心通常是追求着幸福、斗L安、喜乐、安全、友谊、爱情、和千、协

调、真荐美，以及不死不灭的生命。这可以说是在积极地迫求

着救恩!无论谁，他最深的动力就是追求。在生活里，有的人

不管他是如何积极地追求在生命中的一切;但是，可能一辈子

都未平心静气地回到内心的深处，体会那股迫求的力量来自何

方。但是，在生活的韵律里，有些人不免要问 (E 下变万化的

世界里，在万事万物中，我究竟要些什么?我不断地在组织、制

造，究竟有也什么意阳?这类问题，在人，c，.、深处不断出向人提

出挑战。他们被一句话层荡着 .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但是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对

他有又什乞益处?谷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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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人们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天主的问题

了。最后:我们内心最深的"我"寻求着一个"协没有一个

"别人"能充全满){我们内心的这个追求。 我们的"勺小j、我 "1忠ι慕

着一个"大1协本

我们超越，祝圣我们，充满 JE切 fnì芮溢生命的"称"。

丸、特殊的经验

最后在结束本节之前，特别提出一些在社会上人所共知，

而又无法再认的事实。这些现象是人的科学新知所无法解释

答复的，许多人不禁好奇地要问:那奇怪的力量到底是从哪里

来的?

(一〉占L童等等的现象

在台湾各地，每逢民间传统的神诞建醺时，常常会看到许

多光着上身，以刺球或钞剑劈背，全身抖擞又血迹斑斑，眼睛半

闭站在神舆后面，威风凛凛地随着出巡的人物，这就是 I~L 童，占L

主又称做值占L或是值子。 I~L童是一种自信神灵附身，并处于恍

惚入迷状态 (ecstasy) ，作预育 l与L示的巫师 11 。

一般在民间宗教信仰中，多数信徒相信占L童是人神之问的

媒介。 他在两个世界中，借着各种形式和方法，尽力地表达他

在神的领域中所感触的一切。当他充当媒介时，他是完全不自

主的，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操纵着他，仿佛整个身心处在恍惚的

境界中。这个事实，我们很难分析共有多少的心理因素和文化

背坛，但事实确切，人们又该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存

在呢?

(二〉台北的-in医生

住在市区的一位急功好义的医生，他是热心的佛教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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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积极地参与信徒的诵经法会，每个月参加两次，他都能体验

到一股神奇的力量附着在他的身上。他从来不会阿网，可以说

毫无美术的技能与涵养;但是在信徒诵经祈祷声中，那!世神奇

的力量自然降 11布在他身上。平常惯用右手的他，如今却灵巧地

运用起左手而起同来，在元全宁静的气氛里，一幅一|闹精美的

作品，呈现在大众的眼前。

当人们访问他时 ， 他坚定地说: 我是完全跟随神的力量

去做的在台湾，医生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也必须具备各项

优越的条件。这位医生真实的现象，我们很难去分析哪些是他

个人记忆所遗留的因素?哪些又是外在无限力量的支援?

〈三〉一些l山理现象

梦，根据学者通常的研究，认为梦是在睡眠之中，部分脑机

能活动的精神现象。 人在睡眠时，大脑皮质部，即主观判断、推

理等高层思考活动的部分休息了，而较原始的脑机能却仍在继

续活动，因而产生梦的境界。

但在一般社会中，我们常听到托梦或梦中显现的事实。譬

如在海港，一位年轻的船员太太，突然在梦中看见她的丈夫全身

是火。结果事后查证，她的先生的确不幸在那个时刻，在挪威的

海上航行时遇难身亡，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问，这又如何解释呢?

又如·人常在催眠过程中问及有关天主的问题;中国常说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的巧合;还有，当人突然觉得莫名其妙
的清醒、目瞪口呆……等等奇妙的经验，实在是很难运用人的
理智，以及科技的知识去作圆满的解释。 虽然许多科学家见多

识广，但他们仍然对以上的现象大惑不解。而对这些现象，也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这些力量到底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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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宗教体验中的天主面目

所谓宗教体验，可以从两方而来描述，首先作 tl圳市性的宗

教比较，然后再详细说明宗教体验的特有肉素.

一\宗教比较

宗教， rcligion ， 这个英文字，来 自拉丁的 religio ，具有与

神来往或神人之间关系的意义。宗教的定义随着各人不同的

体验，而见仁见智，各说各话 12。宗教是人类与神交通时的感

情、行为与经验的累积。宗教与整个人类有血肉相连的关系，

但是因为人类生活、文化、 j力史背景的不同，所以宗教体验，自

然也就不同了。

中华民族自商周以来，宗教的气息就非常浓厚。他们的宗

教意识以三类神明为对象，但是扮演最高主宰的仍然是上帝，

袖是启示者也是审判者。天与帝可以互换使用，天是万物的本

原，天在生人时，同时也赋给人道德的本性。春秋战罔时代，天

的概念丧失了本有尊荣的地位。天的概念又被人主新赋予新

的理解，新的体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虽然如此，天创造万

物、天操赏罚大权的传统观念，仍然深植在每个中同人的脑海

中。儒家思想中的天，是个有灵的主宰，生生不息，共有位恪

性，但也强调经由人类的努力，可以达到与天合一的最高境界。

道家以"道"为宁市万物的根源道生一 ， 一生二，二生二，三生

万物"(道德经 42 最 )0 m常变动，乃生万物。

恬迈阿家iii 然对天的体验出发点不同，但是两家1:[1都以

"气"为万物构成的要素，中国肯代的忠想家，许多都是从气的

角度去说明万物的根源和结果的。在一般的民间宗教体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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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信徒所敬拜的神叨是何方神圣，最后都体验到这神明是一

种无限真实的寄托，也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标准，更是一股保佑

平安，诸事)1顷遂的力量 1 3。

对印度宗教来说，早期吠陀的宗教恃色是趋向 一神，甚至是

一元论者， ill 然神的名字很多，但神却是唯一的。 j口 WJI吠陀强调

宇市灵魂与绝对合而为一，绝对进驻在每一事物之中，内在于众

生之内，是不死的内在指导者。摩揭陀人的早期宗教也想，最重

要的是相信业与轮回的教义，个人之生死、死生就是轮回，轮回

与生死都是受个人的业力所支配的。而业力之形成与运作是得

自创造主的思想，与信仰者虔诚的信心相结合而成的。复多时

代(î更多王朝 Gupta Dynasty，约公元四至八世纪 )，{F\导敬爱

信仰神的理念，即是以有利的育行，泛爱众生，宽恕他人，以神为

人格神，为活生生的救世主，要相信神的恩惠1-1。

同样发源于印度，而又超越印度传统宗教的就是佛教，佛

教又有小乘及大乘两大宗派之分。小乘佛教强调{依衣靠自力，以

智慧达到"觉悟

他力。大乘佛教强调人类相互的关系，人绝不是孤立的，得靠

他力的引度。佛陀是救世主，倡导慈悲与爱。尤其是大乘佛

教，在汉朝传入中国以后与道教信徒，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

-方而适应了中国的固有思想和精神，而全盘中罔化了，{Q另

-方面;它深入了民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思想 15。

伊斯兰教是第六、七世纪，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的-种宗教。

他宣扬-神教义，并自认为是神的使者。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
是认主独一，知主公道，信服圣人，命人行好，止人干歹，远奸近
贤。伊斯兰教信徒对神的体验，认为:有，确然实有;未见，从
未得见;唯无二;绝对，无偶;无始，万始之始;无终，万终之
终;无方位，无处非其方位，无所不在，无所在，无形，无色，无
味;无相似，无相类，无如何，无比拟，有神则物生，有物则神显。
他们也始终认为，由人类的五种感觉器官所感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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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依靠理智所想像出来的，都不是安拉(阿拉) ，安拉是人类

无法了解其奥秘的一种精神体。 伊斯兰教的圣典〈芮兰经> ，强

调 fljJ为宁市的创造者，有绝对的权威。 神是公正的，仁慈的，神

盼望人在时时能洁身自守，死盯才能入天同 。 伊斯兰教徒也深

信神是最后的审判者，天屯的天使也会随时记录人的开恶诸

行，所以尽力为善助人的人，一定能得到神的信任和11导报的 16。

以上简单扼要地将各大宗教对神的体验做了概括性的比

较之后，我们总捐来说 1 Î . 

东方宗教比较趋向一体性的、内在宇宙的、心理体验的、非

位际性的。

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比较倾向以神为中心、在历史

中、靠启示答复、位际性交谈式的。

最后我们必须要强调，每一个宗教对神的体验，有它的可

贵处，更有它的不可替代的特性。 我们只能用各种不同的描

绘，去表达对绝对无限奥秘的体验。 今日各大宗教的信徒，必

须要有彼此学习、相互尊敬的心理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在不同

的路途中，走向本原。

二\泛 神论

在东同方宗教比较研究中，向然而然会遇见一个共同的现

象。 一般学者，称它为泛神论 (pa丑theism)18。泛神论一词，源自

两个希腊字 pan(所有的，伞部的)与 theos( 神) 。 泛神论认为

神与宁市之全体为同一的，并否认神为一种与世界有别而币独存

在的精神实体。 换句话说泛神论认为，只有唯一的实体或大自

然 ， L!fJ 一个由其自身而存在的绝对永恒、无限、非位格的行有。

共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它的特色，从如此的角度来说叨。

人类而对天地人合一中的一，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第

一种立场是绝对一二元论 (dualism) ，就是认为最后一切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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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而是二，亦即是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 -个绝对对立的

原理。 第二个立场是一神论(theism)基本上肯定，无限的神创

造有限的万物，把一解释为一个无限的神在爱中与有限的受造

物合而为一。此种立场，我们亦可称为相对的 一千 元论、在无限

与有限的整合中，仍然保存无限与有限的个别差异。 第二种立

场，就是本段专门研究的泛神论，他们否认以上所谓的，无限与

有限的个别差异，把一切归纳为绝对的一。

泛神论具体的模式，基本而言，大略分为静态式泛冲论与

动态式泛神论两大类。静态式描写万有的状况;可J态式叙述万

有的过程。

1、静态式泛神论

我们跟随传统的观点，分为三种:

( 1) 万有神论

主张宇宙万物和神浑然成为一体，万物皆具有神性。

·万有在神论

就是所谓 pan-cn-theism，主张一切万物，都存在于神内，

甚至一切都称为神。综合而育，以神为最后的原理。

·神在万有论

就是所谓 theo-panism ， 主张神存在于万物中，甚至和万

物变为一个。综合而霄，以万物为最后的原理。

(2) 唯扮i之神论

企图使神完全消失在物质世界中，那就是一般所谓的唯物

论(materialism) 。

(3) 唯也走神论

企图使神完全隐藏在精神世界中，那就是一般所谓的唯心

论(ide alism) ，有人也称之为泛理主义 (pan-log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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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动态式泛神论

(1) 交出:之神论

主张个人灵魂是从天主的 4((本流出来的学说。主张习11却

从不坐的绝对者流出，主要的忘义不是创造，而是从 4(质光伞

一样的恨源，自然地流出。

(2) 进T匕泛神论

认为神(精神体)透过世抖的变化过程，逐渐实现自己各方

而的潜能，达到圆满的自我理想。

在以上描述有关泛神论的多种形式中，有的是比较哲学性

的，而有的却属于宗教性。哲学性的，一般来说，忠想因素多;

宗教性的，大抵而言，体验因素居多。事实上，宗教体验的内

涵，真是多彩多姿，而宗教体验的层而，也相当多元化，虽然有

时乍看，似乎相互矛盾冲突，但是在今日宗教交谈的友好气氛

中，泛神论的思想潮流，是在各大宗教比较之后，值得研究分析

的主要课题。何况在我们走向体验天主，认识上帝的道路上，

泛神论的主张，是必然而对的问题之一。

三\宗教体验

我们生活在奇特的时代中，一方而寻找自己的根源，一方

面又安努力奔波自己的生活现实。在宗教研究和宗教生活中，

也有类似的冲突和紧张。心理学、现象哲学以共比较宗教学已

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一些共同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人

类各种不同宗教传统的基础。一个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比较各种宗教的传统，然后描述他们在哪些事上是相同的，

在哪些事上又是不同的。例如一个人他可以把基督信友对三

位一体神的观念与伊斯兰教一神的观念加以比较，当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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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同宗教传统的信友对神的体验和来往加以比较，我们不能

再认的，各种宗教体验必有它的特殊性。

但也有许多的学者认为，所以宗教上的树J f.t, fll ，肖峰经验，
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网为时、 J也不同而形成的地方主

义。 所有宗教在本质上，常常有其相同之处〔 多少宗教中的圣

人和思想家，他们都体会到所有对神和神的经验的描述都是不

完美的。 那用来描述那个经验的语言及宗教象征，都是次要的

和外表的，因为神超越一切 19。虽然如此，我们仍尝试利用以下

表格，作为世界各大宗教民族对神不同体验的综合说叨·

〔表三〕世w各大宗教对神的不同体验

根 道 浩然之气

超越我们 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内

无(日本 MU) 1、口，- ~丙4 领情

沉默 x'Jìf号 内在和谐

万有真原 万物形成过程 一体

目标 道路 希望

仁(以仁为本) 丰? (隐l 何以知|仁) 勇(勇以行仁)

我们虽然综合为以上三个类型，但是它们之问并不共有排

斥性。您可以选择您认同的任何一个类型，或者其中的某一个

单项。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事实上每一个宗教，并不时定

在某→个类型，它的重点会随着时空而有所转变。但是对一位

基督徒而言，当他看到这三方而的体验时，他会逐渐地认清天

王圣三的真正用貌，或是对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有个别而

丰富的体验。

我们肯定附抖各大宗教，都有他们~丰ljl米住的独特体验，但

是也有共同互通的本质 : iJ[)就是人与他所信仰的神之间的一种
对话和沟通，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祈祷。祈祷是人跳，LH 了自我走
向永恒，向绝对的自我开放。不单信徒可以祈祷，就是一个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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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人也可以祈祷，因为当他"问天"、"呼地"或者向着一个超越

向我，不可捉摸，而又若有若无的"第三者"表示愤慨、感叹、仰望

的时候;又当他在静观生命的奥秘，或在庄严的宁市中，怀着高

UI仰止的惊讶之情时，他L'.在作一些无声的祈祷了 20。

近年来，某抨宗教各抖的祈祷方法，口益精进。 许多热心

信友也在其它宗教的祈祷方式中，寻找奔赴天主的途径，效果

颇为良好。有灵修学家主张，以七个步骤来体验基督信仰中天

主的奥秘。这个方式简单易学，从表面的意识，引领人到达更

深的意识;也可以说从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到达另一个超越自

我的意识 基督的意识，然后在天主父内获得更深的意识，

丰也是一切意识最终的根源。这个方法过程，很能帮助我们体验

无限真神的奥秘。

第一步:我起程寻觅我的内在。第二步:我完美地意识

我自己。第三步:从这意识的深处，我向基督的意识展开。第

四步.我慧、忠、在地人性和天主性的满盈中。第五步:我与袖

一起奔向父。第六步·在父内，如同在我的根源内，我失去了

自己……第七步:终于，在袍迸射喷涌的圣神中，我回身转向

受造物·… ..我既已寻得了根源的蹊径，便向所遇到每一个人指

路 21 。

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会安心祈祷的，如历代虔诚的佛教徒多

注重修行打坐，吃斋念佛。 如今只要我们能具有祈祷的真心诚

意，肯静下来收敛心神;然后反省自己心灵的空虚，怀着依赖上

帝的恩爱之情 22; 我们必定能跳出自我，默想生命的奥义。 最后

我们一定也能见到神的真正而目 。

研究反省题

1.在我具体的生活中，上帝的问题如何发生?

2. 依你的看法，现代的中国人如何问天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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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经作者们应用许多阁像，来表达他们对天主的体验

(比如:天主是我们的泰山、磐石等等) ，我用付么罔像

来叙述"我的天主"?

4. 从第问节综合各种宗教体验表里，你的体验比较撞近哪

一种?

5. 从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层而起，我们愈来愈感到人的心

理结构确实复杂。个人和民族的心理结构，必然相互影

响，甚至进而影响其个人与民族的神观，你认为你自己

的心理特色，如何影H向你的天主观?

6. 中国传统思想怎样影响我对"上帝"的看法?

7. 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华民族缺乏很深的宗教感?别的民

族，譬如印度民族则似乎相反。)

8. 有人说我体验到天主，有人说我知道有天主，这两个说

法有什么异同?是再能够证叨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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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认识天主

我们愿意以五个步骤，来说明认识天主的主题。首先要标

明认识的特色，之后，借一份具体的研究报告，来了解中国人如

何认识天主?在这样的描绘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问题:

人在认识天主的过程中所关切的基本因素，就是所谓的类比，

在这个基础上，人的思想是可以踏上所谓的天主论证之路的。

当然，最后经过类比、心思的净化，人自然就能看到天主的奥

秘，在宇宙内所留下来的痕迹。

第一节认识的特色

二\从狭义到广义

在神学中的人学研究中，已经指出人在比较动态的状况

中，具有五个幅度方面的关系.物质幅度，生物幅度，精神幅

度，大我幅度，超越幅度，各有其内在的根源，五者互相渗透，彼
此消长。

同样人的意识动力也包括五个彼此相互关联，而且各共特

色的基本因素(经验、了解、判断、决定、行动)。
狭义的认识，包括了解和判断。了解就是明白，看清某件

事物的真相，纳入理智的范畴，内在人的认识主体内。判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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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了解和肯定 (affirmation) ，简言之，判断就是认识主体中的

一种肯定，把所认识的在: f本真相和认识主体，决定性地结合在

4起。

广义的认识，立L谓认识的主体，是在多|幅度此多关系中去

运作发Jtto 人在而对相当抽象的事物时，仍然离不n时空桂架

的限制，同时当他在推论某一事理时，多少受到个人内在身体

健康、心理情绪，以反外在社会肉素共体环境的影 "I~J 。换言之，

如果有人在具体生活的历史过程中，颠沛流离，辛苦备尝，多少

痛苦悲伤，残阳在他的记忆中;在这种心理的背景下，绝对会影

响他而对人生最终极关怀的大事，更会直接影H向他对神的开放

的态度。人没有体验到被爱的温馨，事实上他很难去享受无限

神叨的爱。

在从狭义走向广义的认识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认识

包括理论与实践两方雨的幅度，关系至为密切;是相互寓居，彼

此辅助的 l 。

二\从个体到央副

在传统理性主义也想、中， jι想家往往将个别主体，当作确

定性主要的来源共标准。理性主义形上学的基础，是主体和本

休。但在1世界思想、门趋多元化的今门，传统的以个人为中心的

且想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对整体的认识。更巾于近代在自

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等不同的学术领域的新发现，使得

另一种也想典型愈加兴起飞

i斗二多学者越来越肯定地走向较为动态的也想领域，在这个

典电里，各种传统山想的主安肉素仍然汗在，相互会通、消长、

作 111 ~ 在如此的 j41 想氛 l书|中，认识不只是个别主体的行动，反

而是休戚相关的、互为辅助的、分享共融的行动。职是之故，这

个行动态i冒着包介某种实践，所以现代的一些学者，以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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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共副!性的实践 (communicativc praxis )3。

三\从形下到开乡土

人的认识有不同深度的层面:自然科学研究五官中客体

的分析。人文科学较深入研讨人内在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关系。

哲学寻找在科学形下所涵盖形上的根源及目标。形上学是追

究宁市万物的根本理由，从一切万物的基本上着想。换句话

说，形上学就是探讨事物的永恒和普边的学问。

自从康德开始公开提出反对并存认形上学以来，近代哲学

除了士林哲学以外，几于没有一派不对形上学采取某一方雨的

保阳和怀疑。)L:其是当代的新实证论，更是宣布了形上学的死

刑。加上近代向然科学的进步，以及形上问题说辞的分歧，使

得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有关探讨事物永恒性和普应性的学问，

变得相当玄妙。

事实上，近代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愈发达，人类追求自

我根源的渴望愈强烈。存在主义的产生就是明证之一。

上而我们己经描述:认识包含了解和判断，判断又是一种

肯定。这种肯定必须要求一些证明。为了证明神的存在，我们

不能用科学上的实验，因为冲的问应超乎形巴之上;我们也不

能用数学上的公式，因为神是没有质量的。事实上，为了说明

神的存在，哲学方而的论证最可靠。哲学的分类又以形上学为

最高，形上学的理由也最恰当。因为形上学迫求万物的根源，

自然而然就上溯到造物之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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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天与合天"研究的结果

认识上帝与人的成长过程密切有关。生活体验愈丰富，认

识上帝愈清晰。上面的研究报告，我们选定人的感受供您作为

参考 5.

一\意见综合整理

在一般天主教的天主观中，您认为最难让中国人欣然接受

的是什么样的天主?

根据青年同学们问卷答复，综合整理如下:

·从虚无中创造万物，井和人有位际关系的天主。

. 三位一体的天主。

· 天主第二位圣子降生成人，成为我们的救主天主。

. 宽恕我们罪人的天主。

· 叫死人复活的天主。

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中同人最难J妾受的天主观念，

研究小组取了三种对象不同、内容相关的问卷调查，综合列表

如下， f共您参考.

\ 



优

先

次
序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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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中国人最难接受的天主观念

1977 年
优

1980 年
优

1980 年
先 ;t 

辅大学生 次 辅大学生 次 神学生
序 j子

我们是罪人 1 三位一体的天主 三位一体的天主

从虚无中创造万 天主第二位圣子
叫死人复活的天

物并和人有位际 2 降生成人成为我 2 
主

关系的天主 们的救主天主

从虚无中创造万 天主第二位圣子
天主三位一体 3 物并和人有位际 3 降生成人成为我
的奥迹

关系的天主 们的救主天主

死后的肉身复活
叫死人复活的天 宽恕我们罪人的

4 
王

4 
天主

天主第二位圣子 从虚无中创造万

降生成人成为我
宽恕我们罪人的

物并和人有位际5 5 
们的救主天主

天主
关系的天主

图表注解

. 1977 年的辅大同学，对"我们是罪人"采取极大的保罔态

度，认为这是他们最难以按受的观念。 但是三年后，

1980 年的辅大同学与神学生，对罪的感受，迥然不同，认

为这是信仰内在的问题，并不是最难以撞受的。

. 1977 1是 1980 的辅大同学与神学生，对五项最难撞受的

天主观，排列优先次序，相当不同;但对"三位一体的天

主"却比较一致，认为是最困难接受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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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本应思想与基督信仰的结合

基怦信息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义化，这是无可置疑的。一

方面，牧灵工作者向人宣讲福音时，必须先认识对象，自我调

整，才能与之接近，使之领受。换句话说，基督信仰为在某些人

中深深扎根，碰到他们的文化，必会谋求融入。另一方雨，浸润

在当地文化中的人，碰到基督信仰，也必会因为某些冲突而有

所挣扎、分辨、探索，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也就是说，基督信仰

所担负的使命，是成仓各种文化，而不失本有之内涵与特质。

我们说过中同文化的特色，是重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道

德。这伦理生活的要求、道德的观念，要靠诚意、正心使之表现

于生活之中。而如何达于化境，就有赖长期修养，获致人性内

在的和谐了。而对这样的文化，带有西方色彩的基督信仰，如

何融入，即是我们今门 地方教会的课题。

在提出融合之道以前，我们愿将本研究所显示，中国传统

中某些思想碰到基怦信仰时，所产尘的一些特殊现象，先以〔表

五〕忠实地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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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中国传统思想与基督信仰相遇的特殊现象

题号 题 目 人数 百分比

当您在生活中友生 l 深切 JC II[ lifl ， j 的嘀持

13 时，您的态皮边常是怎悖的? 181 61.66 0
0 

(3) 全心忻求天主

{f.您作重大的抉择或计划时，缸.c.、i1t 的第一
14 个反应倾向于 191 64.97% 

(1)以向己的良心为主

16 
一般中国人对神的概念是怎样的?

143 48.63% 
(6) 赏善罚恶、降福消灾的神

22 在您向天主的祈怖中， fE党和 ìjt较有来往? 148 60.34% 
(1) 就是天主

25 
fg对天主的信仰是否影响了您的生活?

201 68.37% 
(2) 稍微受到影响

26 
您在生活中向天主祈祷多半倾向于

(1)祈佑 191 64.97% 

您觉得中国人通常以什么态度米敬神? 32 10.88% 
30 (1) 敬而远之

224 76.19% 
(2) 求降桶消灾

天主教所信仰的天主，您认为哪一方面的天

31 主最能吸引中国人?
129 43.88% 

(1)藉着基 15 的启示而出现的伦也道德这一

方雨的天主

!fJ:. f开体验到的天主圣神，多主1" 如何参与您的

35 生活? 102 34.690
/0 

(1)地光照我的心灵，呼唤我的良心

"天主圣言成了血肉降生人问'\您认为是什么
37 尹'hTuljhi- ? 83 28.230/0 

(2) 天主的精神、能力降在耶稣基仔这个人身七

天主教的教义中，您认为最难让中间人欣然
44 f主受的是什么? 100 3.\'01 0; 0 

(4) 我们是罪人

注 题目下带号短句为答案之一 ，右P-r 回答该答案人数。

hU表五〕中可以看出，在基督信仰下，中罔思想中的几个

特殊名词不断地出现，例如:良心、伦理道德、赏善罚恶、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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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灾等等。这些名词都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要传统，年轻一代

既然仍受影响，传扬福音时，就不能忽视。

那么，如何?专用祖先的宝贵遗产，使能发扬~~怦的真道?

有不少先进者已多方研究。 我们发现可行的途径似是·先{故

概念的比较，如分析福音所说的"爱"与中同所说的"仁'\福音

所谓的"圣神"与中国所谓的"气"等等的异同;再作且想的对

J!有，就是探察基督信仰所云位格、启示、召唤与中国所云一体、

和谐等等思想的离合点;然后，取用概念相同、忠想相合的中国

惯用语汇与象征，在生活实况中具体表达基督的思想与精神。

以上结论使我们想起， 1976 年出版的《建设地方教会草案》

中，有一段宝贵的资料:

1.透过天主的启示加强中国文化的天道信仰。

2. 以福音精神充实及圣化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

识。

3. 融合中西传统思想之苦华，为世界开辟新机运。

4. 在社会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协助中国传统的道德观适应

新的环境。

如此明确、具体的建议，使我们对地方教会的发展，怀有无

限的希望。但愿所有天主子民，早问有此共识，进而携手戮力，

使那美丽的远景能真正在我们的地方教会中实现 60

第三节类比的道路

一个婴儿在未出生之前，在母胎孕育中，[]J:亲的爱滋润他，

包容他，孩子却看不到母亲，等他出生后，他才慢慢看到旺亲慈

祥的面貌。人也是一样，人在生活中被那无限的奥秘所包容滋

润，但是人却不能直撞看到袖真正的面貌，好像中间有一层布

幕遮掩住，一直要等到死亡后，才能享见大慈大悲的天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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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是绝对无限的，人如何能以思想来把握住天主?诚

然，如《道德经》所云: 适可道，非常逗，名可名，非常名"( {道

德经第一章)。

可见在有限与无限问有着一种张力，若要t 、ht':这种张力，

肯先安看人表达忘义和了了语的关系。通常人们以下雨的几种

方法来表达意义和言语问的关系.

·同义同声的言语使用法 (univocity)

譬如说人"。我们讲·张三是北方"人

都是以"人"这个字来表达同样的事实。

·同义不同声的言语使用法(synonymity)

譬如说"天"和"乾"指的是同一回事，但是并不同声。这类的

字甚多，譬如地和坤上帝和天主"……等。

·不同义同声的育语使用法(cquivocacy)

用的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意义不同。如高"这个

字的运用，能说:泰山很高，或是:高 xx 先生。

· 类比法·

类比法是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它内蕴着一种辩证性;是肯定，

也是再定，稍微差强地说，是-种同义也不同义的同声使用

法。这方法在通常的事上常常运用，也在论及天主的上下文

中运用着。

的确，在许多人的感受上，天主的奥迹是抽象的、深奥的和

不可言喻的。但是为了认识天主，最直接具体也是最常用的方

法，就是"类比法"。什么是类比的说法呢?类比 (analogy) 包

捐三个因素.肯定、再定与卓绝的肯定。我们对天主的认知，
应把三者集合在一起，在人有限的 I且想下，对超越人意念的那
奥秘的认识，才算稳定。

人在宇宙和人的经验中，叨了他的价值和美苦，并肯定天

主具有这-切美善。但人要再定哪些东西呢?我们应槟弃在
宇宙和人生经验中有限和拟人之事，这些事物实在与天主奥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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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称，我们都应该再定。如此我们对受造物的性质作一净

化，肉为上帝具有一切受造物的美霄，但是神所有的美荠的方

式，远远比受造物来得超越卓绝，天主内在的 i刀美霄，都是绝

对|员|满无缺的岳。

一\入世之间的类比

在常人生活平而上，这种类比的运用是常见的，譬如说.

"泰 山很高

涵，在某种意义下是相同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不同

了。前者是指在度量上的高，后者则指的是-种精神状态，在

涵养上的深度。由此可见，有交合的部分，但是并不完全相同。

〔图六〕人世之间的类比

泰山很

二\人与天王之间的类比

很的于

修先

养生

在论及天主的上下文中，类比的运用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

熟悉的。由于天主是这样的绝对、超越，如此地充满动力和无

限，是常新的、生命之源，人实在无法用任何词汇来完全表达

池。 但是中也又是在人的历史中，藉着耶稣基怦把自己启示给了

我们。这启示的主，需妥用一套育语来表达，来说明袖自己，来

使信友们尽可能体会、了解、洞察天主的奥秘。在论及天主的

上下文中运用这套言语，可分三个步骤，经过这三个步骤使人

大概知道他要认识的对象究竟有何种面貌?这三个步骤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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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肯定法 (the way of affirmation) 

肯定法是讲论这对象是什么!如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所

以袖和受造物必有相同点，再则'人无j法去对天主有认识的起入点ltl

( 参阅若一 1: 1-4 ;希1: 1-2)

2、否定法 (the way of negation) 

在肯定了丰也是什么之后，马上又追加叙说·其实袖也不只

是什么!这能以中国传统中形上学无的思想来表达 9。因为

受造物是有限的，天主是无限的，于是在某方面向然袍与受造

物有相同点，但却没有受造物的缺陷和有限，这在描写受造物

的观念中是无法说清的。于是我们说.袖也不是什么。教宗

依诺森三世，曾在拉特朗第阿届大公会议中 (1215 年 11 月

11-30 日)教导说: 在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若指出相同点，

应同时指出更不相同的地方"(DS 806) 。

3、卓绝法 (the way of eminence) 

这是运用于导定法后更积极的一雨，主(1-同袖不但是什么，也

不但不是什么，而日-还超越什么。换句话说:袍简直是完全别

的-位，是别的一种存有 (totally different being) ，是超过人
们的想像、了解、推理的能力的，在袍面前人的育语显得十分多

余，人最好只是朝拜和赞美。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天主之子》宪章中教导我们时所

说的，就是卓绝肯定天主的至真至善至美.

〔有一个完善的天主，与世界不同〕圣而公的、由宗1走传下的

罗马教会，相信并明认有一个真的、生活的天主，天与地的

创造者，又是天与地的主宰，是全能的、永远的、无限的、不能

予以彻悟的，在理智与意志以及在一切美善方面，是无限的;

她既是独一无二的、完全单纯的，是不能变的神休，那就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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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称为:论事实本质，都与世界不同(有区别) ，在她自己

内以及由她自己，是至福的，且是无言可喻地超越在除她以

外所存在的、所能想像的万有之上。 (DS 3001) 

现在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上面三个步骤的运用。譬

如:天主是真善美，这里用的是肯定法，因为人们多多少少都

知道何谓真善美。这是人在生活中常接触到的。所以有此一

说:天主是真善美，人们就从经验中给了天主一个轮廓。但是

天主也不完全像人类想像中的那种真善美，因为人的知识是有

限的，而天主的真善美超过这种有限，所以说:天主不是……

用的是再定法。最后论及天主的真善美是绝对圆满的，完全超

过人思想中想像的，这是所谓的卓绝法。

下面利用图表来综合说明类比法的意义:

〔图七〕类比法意义综合说明

肯定法 否定法

神 1--…-一一~飞\| 神

人

的认识

卓绝法

神

~无限的奥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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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奥迹

在详细地说叨类比之后，自然就是碰到现代人们常用的一

个词汇 奥迹 (mystcry) 10。奥边往往会给人一种神秘的感

觉，是人所不能元全了解的。一般而言，不能了解，不能解择的

就是奥迹。事实上，如此诠释奥迹一二字的意义，就未免过于简

单化，缺乏深入探讨奥迹最神圣的内在意义。

(一〉从天万面来看

天主是奥迹，就是说天主的性质，是唯一绝对，超越万有的

动态存有。天主的神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袍绝不是人的

有限思想、理智、意志所能控制、管理的对象。换言之，袍绝不

是人所能面对的客体。天主是不用计划的、不可管理的、不能

操纵的宇市造物者。丰也虽然是那么超越伟大，但是中也仍然自我

启示，在爱的氛围里亲"负于万物的历史中，去拯救人类，走向光

明的未来。

〈二〉从地万面来看

在万物之 中， 有一种生生之德。这种奇妙的动力，催促着

万物去追求更美好、更圆满的理想境抖。人类不断地迈向进步

和谐中，苟日新，叉口新，门日新，人类永远生活在希望里。 但

是谁也不能杏认 ， 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一股破坏秩序、生

命、未来的恶势力，它使人们濒临痛苦、绝望、压迫、不义、罪恶、
死亡……等种种的不幸。我们也可称它为恶性的奥迹。它是

阻碍人类进步幸福的头号敌人。

(三〉从人万面来看

人往往以敬畏的态度，面对天、地的奥秘，那真是令人胆颤

而又醉心的体验。但是当人们面对恶性奥迹时，也常有恐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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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无能为力的遗憾。人若是以信仰的态度，去战近天、地的奥

秘，生活在爱的氛网里，那他才能真正地体验到天、地、人三者

的至高奥迪。事实上，人愈撞近这个奥边的内匪，愈喜欢运用

神挝、、奥秘、奥妙、奇妙、玄妙、中IjJ奇……的词汇，来表达他内心

的无比震憾的感受。

奥边不是人的理智jU、考所能完仓剖析的课题，也不能完全

容纳在人的理智推论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人，将奥迹了解

为不可认识的对象的理由。奥迹不仅仅是一种神秘的体验，更

内涵天主实际参与人类救恩计划的动态事实。虽然一般社会

大众多用神秘、奥秘来表达他们的赞叹，但是我们认为奥迹二

字，更具动态的幅度。奥迹是类比忠想相当共体的应用表现。

说实在的，人们在 H 常生活中，很少运用类比这个词汇，多半使

用奥迹来表达对天主神挝、的体验，其实奥迹二字，就已经是最

好的类比应用了。

第四节 天主存在的论证

一\论证的基础

传统的实体形上学，主要探讨"是什么询问:人、生命、

精神、神…·究竟是什么?比较静态，不太容易表达 1阶界上比

较动态的一而。而 1 1.，实体形上学的出发点是哲学性的，而不

是神学性的;乃是ht 于人的理科 JLl、考，以哲理为基础，而非以天

主的启示为准绳 11 [kj 为上述的弱点，许多学 fi"1也来越肯定地

走问较为功态的"关系形仁宇"。 这并不是志 ii? 若干吁认传统实

体形上学的价值，而是因为且想典范的转变，神学家尝试从另

一个角度解释天主的奥挝、。 天主存在的论证，基本上也如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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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多数神学家所走的方向，采用实体形上学与关系形上学互相

补充的说法。 学者有许多的说法，我们慨略地归纳为下列三

种

二\三种哲学性的论证

〈一〉存育哲学

譬如，我在所以有我，我的存有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不

是抽象的观念，而是由直接的体验所确知的 12。 仔有是理怦生

活的条件，也是感情生命的基础。所以认识论以"存有"为对

象，形上本体论也以"存有"为主要内容。从事实问到原肉。这

是人人都有的基本思想路线。存有哲学所探究的是:为什么

有存有物?他们为什么存在?论证的路线从呆溯源到肉:

1、宇宙论的论证

中国古代学者常称宁市为天地万物， {易经》上所讲的宁市

变化，也就是讲天地万物的变化。 宁商是林林总总各种物质体

的总和，当人们而对海阔天空的大千世界时，不禁要问，为什么

会有存有物而没有虚物呢?事实上，人们惊讶地看到承认有存

有物，但不了解为什么有?本来是可以没有的 13。

Why are therc beings and not nothing? 

人的理智的确有限，我们亲眼目睹了各种存有物。 但是我

们也真的难以理解，那存有物所以存有的奥秘和力量。 在如此
的状况下，人只有以下三种可能的态度:根本不问不币1]，信口
开河地妄加杏认，心悦诚服地承认宁市有一个无限的奥秘。

2、目的论的论证

大抵而育，我们将万物称为一个宇帘，人们常会好奇地问，
万物的繁衍不息、井然有序，到底为了什么?万物与宇宙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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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又是什么?为什么会是一个条理分明的宁市，而不是一个

混沌不开的宁市 11?

Whv is thcrc a cosmos and not chaos? 

附着现代门然科学的努力研究，愈来愈多，愈来愈丰富的

大自然工[相，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其让人门瞪口呆。诸如·奇

妙的原子结构，伟大的生命繁殖过程，中程或远程的口标。口

的论论证的主要问题就是:难道这些秩序、结构、有口的过程，

都是毫无理由 ，全属偶然的?口的论的答复是再定的 ! 这些企

不是偶然来的，而是有一个无限存有精心设计组合的。

〈二〉王体哲学

主体哲学的中心焦点就是:有认识的、有自 由 的、负责的

人本身。和上而说明的存有哲学，最大的不同是:存有哲学特

别注意人所而对的存有物，主体哲学特别强调有哲学思想者就

是认识的主体本身。接下来，我们引用康德Ommanucl Kant, 

1 724- 1048) 的概念为例:

1、从纯理性批判来看

康德希望指州理性的更大作用，把它的地位提高到非纯粹

的知识之上。 他以为我们所获得的知识，都必然会受到感官狭

往的歪 ， 111。所以 "纯粹"的理性，不从感官而来，并Jl是独立在

一切感官经验之外，纯悴的知识生来就共有，不需要经验作为

阶梯，它是天赋的心灵形式 15。

康德的先验分析论，早己使任何学术性的形上学，成为不

可能。挂着，他在先验辩证论中，探川一些支配推理也考的"理

性榄念"(Vcrnunftbcgriffc) 或舰念时， J差 i正而攻占当时的理

性主义的形上学，并门-指 :H这种形上学的理性推论只是一种超

验的表象 (transccndcntal appcarancc)而已。它们是从一些

虚伪的推理演绎出来的下面三个观念:宇市论的观念，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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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现象之总体的 1甘:W观念;心理学的观念， ap 作为 1ι想主体

之绝对统一体的自我观念;神学的观念，即上帝观念，以之作为

我人所JLI想的一切对象之无条件的最后条件。

这些观念有其积极f主义，它们乃是作为规范的认识原则，

也就是说，它们在继续不断迸蜒的也想、中，推动我们也近于绝

对的统一系统，虽然我们水且无法达到这个日标。 然而，忠辨

的理性无法找出这些观念的矛盾，因此神的观念仍是纯理性的

理想 (Ideal der reincn vernunft) ，此一说法遂为"非理性形

上学"开启了一扇大门，此种形上学企图证明自由意志、灵魂的

不朽性，和神的存在皆是实践理性的要求和假定 (postu

latc)。因此我们肯定地认为，神的观念，是纯理性的准则和理
4- 16 
巳，、。

God as regulativc idea of pure rcason. 

2、神是实践理性的要求和假定

人不能纯粹依靠理怦的思考，正如孔子所说的吾尝终

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30

章)。所以人常常会自问:我应i该亥去{做故些什么?中罔传统的哲

学是先讲"行"而j后吕#训讲1:" 有欧沙讪讪洲H、.，传统的哲学是光#讪讲↓丰二"有"而后讲

行

知，后者是行。

实践理性，巾字而看"实践"二字，是"去做"的意思。 而做

的行为，关系着人的道德、伦理问题。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便
是康德讲论的道德哲学。

康德的道德哲学， i叫才 i论仑的主题是"恙志向巾"\、"关魂不死"\
、

神的存在

如下:

• )康隶德认为人的理性直J撞妾告诉人"应行善避恶

千真万确的，为实践理性的无上命令(忖cate吨gorical i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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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ve) ，人有遵守此良心律的义务。

·但人有自由，虽然人的理性，明认此规律的存在，而人屡次

故意地为非作歹，违背此规律。其原因，人有意志的自由，

意志能决定做任何向己愿意做的事件，不管它是善或恶。

.人既能遵守此良 J心心律，行荠避恶，或故意违背此"无上命

令

接受"行善受赏，作恶受罚"的处置。

.事实上，现实的生活，屡次见到违背良心律的恶人，安享福

乐;遵守"无上命令"者，遭难受苦一一 此一现象，康德认

为必不是事情的最后结果。换育之，现世生活的结束，不

是人最后的结束，必在肉身死亡后，该有一个灵魂存在;此

灵魂不死不灭，他要等候人现世生活后的最末裁判，真的

受赏或受罚。

·世人皆有良心律，此无上命令，不是来自普通世间的人，必

来自至高无上的神。换育之，只有最高的神才能付给世上

每一个人"行善避恶"的良心律。也只有此最高的神能或

在生前、或在死后赏赐或处罚世间"行善避恶"或"行恶避

善"的人们。故世间有一位最高的神存在着 17。所以我们

说，神是实践理性的要求和假定。

God as postulate of practical reason. 

(三〉精神哲学

1、说明

有的哲学家特别强调一切存有物质中的一体性。从古代

以来，最普遍的主张，就是所谓的唯心论，认为一切最深的真相

就是精神，也可以称为生命。宇宙的物体，不是精神体，但是不

能说是没有精神。首先我们人就有精神，而且也可以说是精神

体;其他物体的生命，也都具有精神的特色，不能一切以物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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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精神哲学主张，人不但是形体物，还是生活物。 人对自己、

对大 自 然还有认知的能力，有抽象观念、共相观念。 人能自我

反省、自我意识，可认知无形之理。

人的精神是由身体彰显而出，因为人的心灵和身体相互渗

透。心灵的活动便借着身体的神经和器官进行。 心灵 !41维的

本质远远超越物质和时空以外。 而且，人有自由，自由乃受心

灵主宰，心灵本体便是自由，自由不受物质的限制 ， 心灵也就是

精神。 中国儒家哲学传统，也肯定心灵为精神，理学家习惯称

心灵为"神"。老子以"道"为无物道"就是精神。 宋朝的名儒

张载，更以为气的本体为神，神指的就是精神 18。

2、坎特布雷总主教、安瑟莫的主张:假定存在哲学所肯

定的实相

安瑟莫主教，是从信仰的立场推论，肯定精神充满万物之

间，甚至包括人的理性思想概念在内。 他认为:在人的概念世

界中，有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是比一切的概念更伟大更绝对的

概念。 这个概念，无所不包，更是无法想像的。 因为安瑟莫的

思想绝对肯定了精神的至高无上，自然而然， 也就指出这个绝

对精神本身的存有，是一个不可推翻的记号。他甚至认为"即

使是愚蠢的人也确信"我们的思想中有这样的概念存在。

以上系统的论述，严格而论，虽然不是一项所谓神的存在

的论证，但却是一个神的存在的记号。 因为在我们的思想中，
对天主存在记号的描绘，往往不是论证性的，反而是一种内在
意念的呈现与表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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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天主圣三(三一土帝)奥迹
在宇宙内的痕迹

按照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人最难接受的天主观，就

是三位一体 20。事实上，在不少基督徒信仰中，天主圣三的奥迹

是相当抽象的和不可言喻的，并且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很难拉上

关系。但是三位一体的奥迹 ， 无论人们如何不容易去深入了

解，它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21 ， 也是最深的教理。我们依据古代

教父们、中古时代神学家及灵修神秘家直到今 日 的宗教心理学

家的研究心得，而尝试以象征图像来发挥圣三的奥迹。在下文

我们建议如此解析: 天主是爱，三位一体的奥迹就是无限爱的

奥迹。在这无限爱的奥迹内，父是爱的给予者，子是爱的接受

者 ， 圣神则是爱的合一者。这父、子、圣神因爱而是一体的奥

迹，就是人类历史的来源、推动力与目标。

这样的说法若还感到抽象，可从三方面帮助读者体验圣三

奥迹在宇市的痕迹 -

一\从人与人的来往申

1.给予者(父) ，接受者(子) ，礼物、恩惠(圣神)。

2. 个体的存在(父) ，双方的归属(子) ，结合为一体(圣

神)。

3. 给爱者(父) ，受爱者(子) ，爱(圣神)。

4. 我(父) ，你(子) ，我们(圣神)。

5. 丈夫(父) ，妻子(子)，孩子(圣神)。

6. 亚当(父) ，厄娃(子) ，亚伯尔(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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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当(父) ，亚们尔(子) ，厄娃(圣神) 。

以上的各种观点是依照各神学家宗教生活的休验和文化

背封的影响而发挥的，但有不同的神学家从不同角度来看，而

指出以上观点有其太物化的趋向或限度。

二\从个人内在的生命申

1.人内在的三种官能:记忆(父) ，理智(子) ，意志(圣

神)。

2. 人内在的三种力量:存有(父) ，认识(子) ，意愿(圣

神)。

3. 人内在的三种行动:精神(父) ，内在育语(子) ，爱(圣

神)。

4. 人内在的自我意识·内在的意识动力(父) ，聆听育语及

判断(子) ，自由决定(圣神) 。

5. 人的内心(父)，人的身体(子) ，人的灵魂(圣神)。

人类文化宗教历史中，人人对内在生活敏感度不同，而有

些人可从内在多元及丰富的因素比较容易想到天主圣三。

三\从宇宙万物申

阳阴合

1.太阳(父) ，阳光(子) ，温暖(圣神)。

2. 烛焰(父) ，烛光(子) ，热(圣神)。

3. 树根(父) ，树枝(子) ，果实(圣神)。

4. 水泉(父) ，江河(子) ，滋润(圣神)。

有人主张中国古书中，也有三位一体的初步思想。 比如我
们借用佛家的"体、相、用"三种概念来类比性地讲论天主圣三
的妙理叫"体"指本体，佛家也称为"真如是指天主奥迹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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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事实，即是"父" "相"指具体地在外在所呈现的形象，在基

督信仰中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天父的启示者用"是功用，

指圣神在万物中的运作，换言之，是将天父及子内在化于宇宙

万物巾，也可称为氛围、气氛。这是一个年轻神学家值得参考

的神学尝试。在近日中国基督宗教还有些神学家靠着〈道德

经〉、儒家的传统及今日中西哲学交流的灵感等继续研究较为

本地化对天主圣三奥迹诠释的可能性。

此外，要想协助身处中国文化下的同道们接受圣三的奥

迹，我们认为同样也得了解他的思想背景、信仰历程及对天主

特有的经验，使能按照自己信仰的方式，体会到奥迹中的天主

圣三。

最后，我们要强调:理论的说明固然重要，最重要的还是

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去体验天主圣三的作用。毕竟外在给予

的推理概念，只飘浮于人的意识中，对生命很难产生深刻的影

响 23。

研究反省题

1.我们认识行动的特色，必然影响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有

的人倾向抽象性、理论性、演绎性;有的偏重具体性、实

用性、归纳性。你认识自己的行动，比较趋向哪一种?

2. 今日的学术知识范围，愈来愈大，神学也在内。一个人

不可能认识一切，所以彼此交换的需要，日益显著。 你

认为神学家，应该和哪一些学科和学者，密切合作?

3. 现代人强调学术科际合作，你认为在神学范围以内和以

外，应该如何与别的学术，进一步地合作共融?

4. 你自己认为最难让中罔人接受的天主，是什么样的天

主?

5. 天主教的思想、历史中，在认识无限奥秘的过程中，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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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使用类比法。为什么新教的思想家，大抵而言，不

喜欢运用类比法?

6. 在你具体的信仰生活必神学思想中，你何时何地运用类

比的思想?

7. 你认为天主存在的论证，哪一个论证的效呆最大?哪一

种思想类型，比较接近你的思考内涵?

8. 现代的中国人，可能比较容易接受哪一种天主论证的类

型?

9. 你认为在宇宙中那么多的现象中，哪一种比较容易帮助

你认出天主真正的面目?

10. 虽然有那么多的论证，指出神的存在，但是为什么还有

人怀疑神的存在，甚至怀疑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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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无神伶

在上一章里，我们描写如何体验上帝的存有，也说明了人

从体验走向认识神的大道。但是环顾四周，为数不少的人却正

在走向相反的途径 一一 无神之路，他们不认识神，甚至妄加再

认，采取全盘子号定的态度。如今我们必须面对今 日世界日益流

行的普遍现象 一一一 无神论，作一系统分析与反应。 现在以三

个步骤来阐述，首先说明无神论的主要形式，此后详细检讨无

神论的起因，最后提出对无神论的反应与指正。

第一节 无神论的定义及形式

今日的无神论形形色色，从可有可无的态度到完全再定，

甚至到攻击任何宗教信仰的立场，其影响之大相当惊人 l。它

不只是毁灭传统的宗教信仰的道德原则，甚至妄想改造人性，

建立新的秩序和价值体系。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

1965 年) ，曾对此一问题，作了详尽的剖析 2.

..无神论一词泛指极不相同的事实。有人公然否

认天主，有人则认为人不可能对天主有所肯定;另一些人

则尝试以绝不相宜的方式研讨天主，致使天主这问题根本

失掉意义。又有许多人擅自越出了实证科学的界限，试图

专靠实证科学来对天主有所说明，或者，反过来，拒绝承认

任何绝对具理。还有人对人的价值，予以过分的夸张，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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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信仰天主一事，显得毫无意义，对他们来说，肯定人要比

否认天主更感兴趣。更有人替自己捏造了 一个他们所不

愿接受的天主，而这天主 同福音内的天主全不相像。最

后，另 一些人根本无意谈天主的问题，因为他们对宗教似

乎从未感到任何不安，亦不明了何以必须注意宗教问题。

此外，无神论有时出自人们对世间的不幸所做的强烈的抗

议，有时却为了人们对某些人性的价值，极尽崇拜的能事 ，

居然认为这些价值是绝对的，而将这些价值误认为是天

主。现代的文明亦往往令人难以走近天主。这并非现代

文明本身固有的恶果，而是因为这文明令人过度为尘世所
牵连....

一\无神论的足义

按今日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哲学，并在基督启示的光照之

下，我们应区分和澄清下列几个名词所代表的意义。

〔表八〕无神论、有神论、反神论定义

无神论

有神论

反神论

不信

信仰(信)

反信仰

无宗教

宗教

反宗教

有神论，在思想价值的平面上，视神为世界的创造者和天

主。信仰，原则上是个人自由的态度，是整个人问最高价值的

关系。宗教，这里所说的是狭义的宗教;是有神论和信仰在时

空中的具体化、制度化。有神论、信仰、狭义的宗教，可统称为

广义的宗教。

无神论， 再定神，狭义育之:在他思想价值观中没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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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无信仰是对信仰的医乏，缺乏对超越价值的奉献，和自

由决定的关系。表达不信的方式甚多，我们将在下一段论及。

无宗教主义是对宗教的匮乏;广义育之，无宗教主义包含无神

论、无信仰和狭义的无宗教主义。

反神论，是以反抗的态度向有神论挑战;反信仰，是以一种

反抗的态度向信仰挑战;反宗教，是以一种反抗宗教的态度向

宗教挑战。广义的反宗教主义包括反神论、反信仰，以及狭义

的反宗教主义。

二、无神论的形式

在比较详尽地研讨各种无神论的现象时， 我们发现，每一

种无神论都具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观念。

(一〉实践无神论

实践无神论是在实际生活上，生活得像一个无神论者。所

以，纵然在理论上接受神存在的概念，但是，在他的具体生活上

却看不见任何来自他信仰的影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有神论

者。在具体的生活上毫无影响:在我们生活、家庭、 |主| 体、国

家、重要的决定上，从来没有正视过神的存在。所以神的概念

在人生活的事件上，不占任何角色。实际来说:不论有神与

杏，人的生活依然故我。在这种生活形态里，天主实际上是死

的，虽然在他的概念里，天主好似依然存在着。 再进一步来看:

这种无神论遍及今人的生活中，普及的程度实在令人吃惊，沉

缅声色之娱，物质消费和享受的情态迎及各处。这是战近实践

无神论的状况(见咏 10:4; 14; 53:2)。人依靠的不是天主，而是

他自己的马(依 30:16); 信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稚戚的诺言
(耶 17 : 5) 。

实践无神论常常暗示着转向虚假、偶然、暂时的神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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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富饶、政治权力、财富、名誉、发展……等等。这是一种内

容中空的有神论，是在新旧约中先知们为了保全雅威唯一绝对

的尊戚，不遗余力所攻击的对象。 从社会调查中看出，实践无

神论可能与中国社会中的人文主义和唯物论有关。调查指出，

人们今 日的价值体系，依次是.家庭一一幸福及安伞 世

抖的和平 内在的和谐 一一 舒服的生活……等等 3。

〈二〉人文无神论

这类无神论的最基本态度，是以人取代神。为此，人从不

给神罔任何余地!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反神论。人文无神论可

巾几个角度来说明。首先在理论方面:人根本不需要关于神

的任何假说。在感情方面:他们主张一定没有神的存在，再

则，世界上哪会充满着恶?卡缪认为若是在这情况下还有神存

在的话，那简直是"荒谬之神"了!再由自由和权力意志方面

看:一定没有任何超过人的神存在，所以尼采、萨特……等人

的主张，人是自由与意义之本源。最后由伦理方面观之·如果

神存在的话，无疑，人应对这神负责，那在这负责的行为内，就

己包含了这人对自己的最深疏离了。于是，神是无法存在的。

主张这种方法的有费尔巴哈，他以"人类即新神"的说法来强调

这个论点。

〈三〉宇宙无神论

各种宇宙无神论，最基本的理论是一样的。它们认为宇宙

(共体而言就是世界)是唯一的现实，除此以外，别无现实的存

在，宇宙人类就是存有。宇宙无神论，我们以为在中国的思想

史中亦若隐若现。譬如有人把宁宙、万物、神，浑然视为一体，

于是万物皆"圣

这一类的。古今哲人中，能在斯多噶、王阳明、斯诺萨、黑格尔

等人的思想里找到这些瘦迹，而民间普及的印度宗教信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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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生及生命的核心观念里也有这种色彩。 也有一些人想，世

界上没有任何神明，一切都是物质，物质是唯一的存在，于是想

取消任何非物质的因素。这一类的人是纯粹的无神论者。 因

为只有物质存在，生命没有其它的原理，没有任何神的干预。

这一类 的思潮，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原子主义，及费尔巴

晗…..，等人的思想中发现。

(囚〉理论性的无神论

他们以为世界上的一切，能够也应该可以由宇宙内的各种

定律来解释说明清楚 5。这种为人治学的态度，涵盖三个层面:

1、 科学主义

以今日进步的科学研究为主，说明大自然、人的存在、生命

的种种现象。他们认为，除了五官所能接触的世界以外，没有

其它值得人类重视注意的事物。弗洛伊德将宗教视为人类基

于心理的需求所产生的观念，就是例证之一。

2、封闭的理性主义

封闭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人类认识的唯一泉源，感觉认

识中的感觉，只是含混而迷糊的概念。譬如笛卡尔，就是以数

学原理为基础，采用演绎的方法。简言之，封闭的理性主义，是

把知识局限在人类利用概念及推理的特有思想方式上，并且把
这种认识，视为一切认识及一切存在的最高标准 6。

3、不可知论

这是-种哲学主张，认为超感觉之物是不可知的;因此再

定形上学成为一门学问的可能性，更杏定神的可知性。不可知
论并不再定在人类的经验领域之外，可能(甚至可以想像)存有
某物，然而(对人类的心智而育) ，一个(超越的)存有物存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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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人们对它的本质之确实认知能力却被再定。 因此人类知

识限制在这个物质情界中，对于超越者的知识，由于无法体会

类比知识的可能性，尤其fd: 只能阳待非理性的直觉、感受或"信

仰"去解决 7。

〈五〉政j色无神论

在人文无神论中，那些力主若神存在，则与人的自由、权力

意志或人的伦理上的圆满有冲突的学者，有朝一 口取得政权，

统治国家时，一定强有力地攻击宗教和神。

(六〉虚无论

着重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人生虽不是浮萍，但是却有一份

浓郁的飘浮和空虚的感觉。 正如古波斯诗人罗拜杰中的句子

所云茫然入尘世，如水向前流，不知缘何来，不知水源头。

茫然入尘世，如风之吹只是，掠过沙漠与大荒，不知复吹向何

方? "他们再定人生意义，甚至抛弃对人生意义的迫寻，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虚无论 (nihilism ) 。 但是必须澄清的，那不是有神

论者的空虚感。 有神论者的空虚感是宗教成长过程中必经的

阶段。

虚无论者，再定了人生的意义，等于把人扔进虚无迷幻的

深讲|大海中，甚至走向绝望失落的途径。生活在极端的悲观主

义里，再认一切人类在人生旅途中所依靠的无限大能。 当然在

芸芸众生中，我们很难去清楚地分辨谁是虚无论者，在学术思

想界，亦复如此。 但是我们绝不能摊以轻心，因为这股思想逆

流，已为人类带来了莫大的误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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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无神论的起因

整体而 rl ，无神论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由于各种情综

复杂的因素所造成的。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于宗

教，尤其是在某些地区，对基督宗教的误解蔓延而成的。 因此

有信仰的人们，对无神论的产生，的确负有不少直撞或问撞的

责任。 信徒对信仰生活的忽视，对教义所做的虚妄诠释，或者

是自己在宗教、道德及社会生活上，没有做出好的榜样，处处都

会使未信的人们产生怀疑甚至妄加再认神的存在。

其次有政治上的、理智上的、心理上的、哲学上的，也有神

学上的原因，这一切起因在今日已经不是个别单纯的存在着，

却都是混合而且彼此掺杂着。下面我们试从各方面来说明这

些起因 :

一\神话

肯先，神话能是无神论的起因之一。在切'史上我们观察到

-件简单的事实·许多原始宗教的教主{门，是以一种非理性的

或是过分拟人化的方法，来把神介绍给同胞。 有时这些现象不

只是在原始宗教中，在别的宗教中也有，甚至在中国远古的宗

教神话故事中也看得到。 于是生活在这些宗教境遇中的知识

分子开始考虑了:这些神话真实的成分有多少?或者只是一

些用来控制群众，恐吓儿童的故事和恶梦?在这种情况下若走

到极端，这-群知识分子在再定那些非常恃妹的神话，连带的
也将神的存有， 一并存定了 。 于是神话成了无神论的起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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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端的一神论王义

基督徒的信仰，基怦徒的神，虽然和神话描写中的神全然

不同。但是在基仔徒的文化中，新 Wl 约中的一神论，在某种形

式下，好似接近上面说过的那些外邦人的神话 ! 这现象使得有

些在精神生活上非常高超、纯净和细腻的人，再定了基督徒的

天主观和宗教制度 8。这也形成了无神论的起因之一。

三、知识相信仰的区分

无神论更深远的起因，似乎是蕴涵在中世纪末叶对于信

仰和知识的区分中。 当时认为知识最确实的形式，是来自客

体本身的显明性。信仰虽然也是理智的行动，但并不是最确

实的，因为它缺乏内在的明显性，它靠的只是天主启示的权威

而已。信仰的内容，因为是奥迹:像三位一体、降生、恩

宠……等等，所以没有清晰明显的可能。一个人的理智能接

受这样的信仰内容，是因为天主也向他显示了袍的权威。因

此圣多玛斯说除非人的理智看到某一信仰是应该相信的 ，

理智无法接受。 9 "

在传统的信证神学中，在信仰行动前先要了解一些因素。

这一连串的因素是基本神学的主题，譬如:历史性的启示有无

可能?若是可能，是再可信呢?耶稣基督是天主的使者吗?袍

的宣讲和奇迹在历史的平面上能证明吗?圣经又是怎样的一

本书呢?……等等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对这一类问题的知

识，只能说是伦理性的确定。信仰是绝对确定的，肉为是恩宠

通过意忐而影 H向理智撞受 10。所以在信仰的层次上，理智是意

忐的俘虏，这只是因为在意志上有"虔敬愿意信仰"(piusaf

fcttus credulitatis) 的态度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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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分析下的结论是:根据多玛斯的思想，在信仰的平

面上，理智从他们己内在的本性中疏离了，所以信仰和理科好

像是对立的。这理论深远地影响以后数附纪，直到今门。这对

立使得理智要求着得到自身的独立自主，这倾向导致科学的发

展，这发 j氏在有的人的，也想中走向极端，于是成了再定宗教和

信仰的意义的人文科学主义。这又是一种无神论的起因。

四、生活的经验

人在世界上生活的各种经验，也会是无神论的起因之一。

首先是一种相对和暂时的经验，毕竟是再真有一个超越的奥

迹?这经验是再是确实的?不会是一种主观主义吗?有时候

人对自我的体验倒像是被织入一个大的宇宙或大自然有机体

里，他觉得自己这样就是圆满的和被珍爱的，他也不觉得在这

有机体上之需要有一个天主。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却有着

完全不同的经验，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经验是相当确实的。究竟

哪一种人的经验才是真确实的呢?可能无神论是相当正确的，

可能黑格尔的精神发展辩证法是真实的。

基本上，人的经验是无法完全解说的。对在人类生命中这

种不能完全解答的问号，我们岂能就简单地以"神"一字了结?

或者是我们应该对这种人类天性中的奥秘完全地肯定及尊重?

对这问题海德格尔的意见是:对于人本质的定义，永不能是一
个答案，而只能是一个问题 12。

其次是一种矛盾、纷乱和分裂的经验，在人的生活中，人常

面对着三种问题:在存在平面上对于病痛和死亡的闲扰;在精

神平面上对于荒谬无意义和孤独的因扰，在伦理平而上对于罪
和1罪恶的闲扰。在这一切问题前人觉得恐惧和焦虑。这恐惧
和焦虑能使-个人完全失望。于是有人问若是有天主，她
怎能如此忍心地让人类历史中发生这一切不幸?她怎能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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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让人肩负这沉重的生命担子呢? "最后，结论就出现了:

"神到底是不愿意，还是无能力阻止恶的友生?如果她无

能力阻止，那社就是无能的;也若有能力加以阻止而不阻止，那

她就是邪恶的 。 她若能够阻止，而且愿意阻止恶的发生，世界

哪里来的恶? " 

这岂不是引 出 了无神论的逻辑推论 13。

挂着我们要论及的是一种责任和自 由的经验。若是没有

神能把人从不幸中救出来，人就得自己掌握住他的命运和将

来。 这种自由是不允许任何一位像立法者一般的天主来干涉

和限制的!也不允许要求人要交出一份良心的帐日。如果神

是实有的，人对世界的责任就消失了 ，也毫无内容了。 不少人

在放弃宗教的当时有着一种体验，他们经验到自己好像是从一

种压力中被释放出来。 这释放使他对这世界有了一种新的约

定，是自由和责任感的约定。

最后，在人的生活中还有一种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经验 ，

这经验也能使人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这经验的来源是因为在

世w上对立多元的，也想潮流日益增加，在这些多元的哲学思

潮、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之前许多人无所适从，对这新兴的多元

意识无法抗衡，于是，只有从这时空 Jfz. }.il潮中退出。所谓的退

出就是力主怀疑论与不可知论。 这退出究其根源，多多少少受

到结构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鼓励和支持，因为结构主义是想在世

坪内在的系统和结构上友砚其最终意义。而在今门，极端的结

构主义，在哲学方雨，有关神的超越现实是以怀疑论和不可知

论的现 .r;:Z来解释。 科学主义却使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有形

的、可见的、可感觉到的，以及巳显出的 1世界中 。 于是在怀疑及

不可知的论点下，无神论就如此形成了 。 上而介绍的都是在生

活的种种经验中引起的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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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冶因素

政治因素也会引起无神论的产生。 由于圣经的 jll 示和希

腊人时于真理和知识的探索，基怦徒们发展了今门的科学精

神。 由于有这种科学精神，才产生了今 H 的文叨，和与它有关

的一切。 例如复杂的社会大机构，经济权柄和生活的奢侈……

等等。 基督宗教的国家借着这种科学精神及勤奋的工作，发展

得很快，且日益茵壮。早在几世纪前，他们已经利用其它国家

民族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国家，他们运用高压的手段为的是得

到这些资源。所谓的高压是包含着不公义、屠杀、利用、暴力、

镇压、以及贬低当地的知识分子..…·等等不光叨的手腕。

在这情况中，基督徒们建构了一些天主的假而目，这事实，

以宗教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他们这样做，为

的是给这些不公义的社会结构一些合法的气息!今 H 有一些

我们用来传播福音的框架，即和那种使人无法接受的社会秩序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这样，问题发生了:因为基督宗教的

国家为了统治上的便利，塑造了神的一些面貌，并且在这框架

中宣传着福音。

为此，如呆有人叛乱，反对政府和国家，他同时也背弃了基

督徒的神。那我毫不觉得惊奇，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神的真正

面貌己经被统治者歪 il1l 了!他们为了掩饰自己在政治结构上

的不公义，无法不创造一些神的假面貌来自我辩护。 他们不断
攻击宗教的原因实在是来自这类政治性的宗教缘由，他们在当
时情况中认为:宗教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结构，是能过去
的，是来自人类所受到的疏离压迫，在这种疏离过去了之后，宗
教也该有个结束了。 于是无神论就如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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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深隐的因素

若是论及导致今门无神论产生的最深隐因，绝不是在于教

义上、政治上或是社会上种种因基督徒的有罪或是错谬态度的

后果。在我们深入探讨后，恍然大悟。原来，对犹太主义和基

督主义怀有最深破坏性的，莫过于唯物或是唯心一元论，它们

是从内在彻底地相反犹太基督徒的神观。梵蒂冈第一届大公

会议的《天主之子》宪章，对"天主"有着如下的教导:

有一个真的、生活的天主，天与地的创造者，又是天与

地的主宰，是全能的、永远的、无限的、不能予以彻悟的、在

理智与意志以及在一切美善方面，是无限的;她既是独一

元二的，完全单纯的，是不能变的神体，那就应该被宣称

为:论事实论本质，都与世界不同(有区别)。在她自己 内

以及由她自己，是至福的，且是无言可喻地超越在除他以

外所存在的，所能想像的万有之上。 ( DS 3001) 

这是我们信仰中的神观不可缺的内容。这内容在它本身

具有着一种张力，这张力是天主的绝对超越，超越得与受造物

如此截然不同的张力。天主是绝对超越的，受造物却是如此的

偶然、有限。在人的思想、伦理道德及信仰生活中，人不容易将

这些张力整合，反而更易于走向任何一种唯心或是唯物的一元

论。确实，在一元论中，逻辑系统是比较容易建构起来的。 理

论的架构也比较明显，通传起来也比较容易。这种一元论才是

我们信仰上的威胁，它似是而非的面貌，使接受的人走向无神

王义。

在古今哲人中，主张唯心的思想家有:巴美尼德斯 ( Par

mcnides) 、伯罗汀 (Plotin) 、斯比诺萨(Spinoza) 、王阳明、费希

特(Fichte) 、黑格尔 (Hegel)'…..等等。

主张唯物的思想家有:古希腊原子论者、麦特利 (La M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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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e) 、费尔巴哈 (Fe uerbach ) 、狄德洛 ( Diderot) 、巴克宁 ( Ba

kunin)o … 00 等人。

第三节 对无神论及虚无论的反应

在介绍了各种无神论的形式，以及形成无神论的主要起因

之后，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工作，是设法了解那些反对无神论的

主要意见。 在这些意见中他们试图从各方面去消除反抗有神

论的主张。包括:从宗教社会学、深度心理学、科学主义、对恶

的经验、人文主义、政治经济的不正义、虚无主义、不可知论、怀

疑论……等等。

我们承认，我们无法以有说服力的、具有内在明显性的合

理逻辑论题，来剔除无神论。 我们也没有积极的、令人信服的、

合理的明显性，去澄清无神论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最后

无神论者之所以选择无神论，是基于一种基本抉择。 这种抉择

并没有办法以合理的内在明显性来反证的。

事实上，有神论毫无用武之地，也不能反证。 马丁 · 布伯

(Martin Buber) 的故事把这事表现得很清楚: 一位博学的启

蒙运动者听到 Rabbi Levi J izchak of Berdithccv 的消息，便

去拜望他。 当他进到拉比的房间时，听见他一面走一面在沉思

中说但是，她毕竟是真的"(他是在讲着他信仰的真理)。

那位学者昕到这话就颤抖着，拉比转向他，非常平静地说:
"我儿!那些梅瑟法律的学者，那些你笑过他们，认为

他们在你身上浪费不少唇舌的人，他们实在无能把天主和

祀的王国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老实说我也不能。 但是，

请考虑一下 可能那是真的 1 4 " 

面对如此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再次声明:在第二章"认

识天主"的阐释中，我们竭尽心智地表达出，人透过理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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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出天主是绝对存在的。信仰符合人对自己最深和最彻底的

询问。对天主的信仰是一种绝对个人的、自由的、不可迫悔的、

负责的向生活的天主圣三元仓投)1顶和献身。这投)I[页和献身，包

fT着一种完全的信任，是一种超过理性的全然信赖。于是，更

好说我们在这里，是解棒我们对天主的体验。在j力史批判思想

的光照下，面临着虚无主义、不可知论反怀疑论，我们接受一个

事实，这事实是.从人的体验看来，对于信仰本身，人的理性不

能要求一种内在的明显性，和有说服力的基础。我们接受这个

现实:人类存在的本身，实在是大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我们能从超验法 (transcendental method) 指

出:绝对的怀疑论、实用主义，或是康德的"批判把人的认识

及决定狭义地限制在直接、可感觉的经验中，而存定了他自己在

人类意识动态上的能力。这是人类在认识上最内在的结构，它

包含着一种隐密的需要。人需要有形上能力的可能。就是说:

在理智上，人的理智能有行动，是先假定都有一个绝对基本的普

遍概念:就是"是"(即.存有)。在意志上，人也需要有一个绝

对的价值，作为标准。再则，难以对一个有限的价值，作一个决

定。这是所谓"有形上能力的可能"的需要!至于是再把这两种

假定当作一个现实，那是属于人自由选择的范围了 15。

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文件的光照下 16，我们经过反省

作出具体的结论如下:

·人类的知识是有能力从偶然的现实中得到客观和需要

的真理的。借此能到达一个批判的实在论，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人都能够借这能力而到达。进而言之，人能合理

地指出"万有真原" 上帝的存在。袖是人类最高价

值的根源和标准。

更共体的有神论的假说指出信仰的合理性。这假说能表

达在下述几个简短的形式中:

·若是天主存在，对于充满问号的人类，存在的最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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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成问题了 。 因为天主是一切存在的基础，是存在

本身。

·若是天主存在，那么人类存在的现实就是相当有把握

的。 天主是一切现实最终的堡垒。

·若是天主存在，那不断发蜒的现实就是不会没有门标

的。 天主就是它们最终的口标。

·若是天主存在，那出现在存在与不存在的边缘上的世拌

现实，就没有归于虚无的危险。天主是所有存在现实的

本身。

在这假说的背封中，我们能更进一步说:

一\在积极万面

1.天主的存在能给人类的生命一种最内在的合一与认间，这

能攻破所有虚假和死亡的威胁!因为天主是人存在的最

终和绝对的泉源。

2. 天主的存在应该给人类生命一个最终的意义，相反空虚、空

无、无意义和荒谬的威胁。因为天主是人存在的最终意义。

3. 天主的存在应该给生命带来一种益处和价值，排除一切罪

恶、毁灭、消失的威胁。因为天主是最终的价值，拥有人存

在的一切希望。

4. 天主的存在是这样的:

(a) 袖不为时空所限制。

(b) 地并不像一个自然神论的天主，高高在上，远在世坪之

外，就像一个绝对对立的"东西"一般。

(c) 丰也是绝对超越和内在的，无限和绝对的存有，但是却出

现在有限和相对的现实中。

(d) 是-切中最真的事实.在最极致的意义下，袖是"万有

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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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消极万亩

1. 天主的存在指出所有的现实:无论是我、是宇市、是社会 ，

都无法与其根源一致。

2. 天主的存在指出:有限的现实本身不能当作自己的基础，

也不能说明自己的意义和目标。所以无论在本质上或在

存在上，它都需要一个绝对和最后的基础、意义和目标。

三\信仰的步骤

1.是属于位际的平面。在这平面上不只是有客观的理论判

断，也有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假设包含着潜意识的评

价、本能的驱使、价值的倾向、兴趣……等等。

2. 包括整个的人。

3. 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是基于人类存在的可疑点。在今日，

我们应该找出引起争论点的可能性。

4. 是一个过程。不断地由不信走到信，从迷信到信任，由怀

疑到安全，从理性主义到完全信任地向绝对超越的奥迹开

放。

5. 接受信仰上的挑战。

由上文对无神论的探讨，无形中对于我们自己的信仰有着

一种挑战。这挑战也可当作读者们研究反省之用 17.

1.我们需要一个批判性的自我反省，我们应当自问·

·我们对天主面貌的了解(描绘)是再是成熟的?我们能杏

在人类的理智前面合理地解说袍?

·我们的生活是再真实地证明了天主的存在?无可推语的

一件事实是.不论基于多少其它理由，如在政治上、伦理

上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事实上，基督徒是引起近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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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的原因之一。

2. 为了要在理论上回应无神论，我们需要知道无神论的理

由、起因和形式。

3. 我们需要有内心开放的态度，因为之所以产生有神论和无

神论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是基于人的基本抉择!这一类

的事无法仅以理智的辩论加以解决。

4. 我们更需要有一个谨慎的鉴定:与各种无神论，不论是交

谈或是合作，一定是有意义的吗?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准

备?而且决定是在什么条件下，在哪一个层次上进行交谈

和合作?

总而育之，我们针对虚无论的反应，是肯定事实的意义，和

人生的意义 Oife is good)。面向无神论，我们绝对肯定神是活

着的，而且神也是绝对无限的爱的奥迹(God is l ove) 。

研究反省题

l.说实在的，在我的生活中，是存有无神论的现象呢?

2. 在我们今日的中国社会上，哪一种无神论产生的影响最

大?哪一种是比较少看到的?

3. 有不少人主张某一种的无神论，我们不敢说他们完全错

了，你认为他们在哪一方面有道理呢?

4. 如果无神论在某一方面有道理，为你个人，或为信仰团

体(教会) ，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5. 和各种无神论者交谈时，你认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态度?

6. 请你反省，在你认识的人当中，他们对神的态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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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f!.!J 章 神学研究方法提妥

任何学术工作，都有它固定的领域和特殊的属性。 每种学

术领域内也都有它本有的规律和发展的步骤，有时强调归纳，

有时侧重演绎。天主论当然也不例外!在这一章里，我们比较

具体、清晰地说明，本论释的思想脉络，以及资料结构的基本动

机。虽然方法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进行的方式和步骤，但它

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可是在现代的思潮中，也应该注意方法

的运用，正如孟子所说:

离类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

之耳恙，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 (孟子·离委上》一章)

我们了解，在思想发展的过程里，本身己经涵盖思想内的

基本和先验的因素。换言之，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和描述天主的

奥迹，是因为人们 已经拥有具体的体验、特殊的人生观、肯定的
信条，和行动实践的计划。基于以上的理由，天主论也以如下
的步骤去阐释神的奥迹:首先我们提出一些神学方法应该涵
盖的幅度，其次再详细地介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进而说
明本论前后五篇安排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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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方法中的幅度

一\普世'1 1生本地化 l

〈一〉普世11尘神学就是天主的知识

普世性神学就是天主的知识。 在在:体的意义之下 ， 天主的

知识是指以天主为对象的知识;而在主体的意义之下，则指天

主自己所拥有， J1又借着圣宠传授给人的知识。天主将自 己启

示给人的时候，袍的启示方式是适合每个人的情况的 2。反过

来说 ， 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形体和心灵体验大不相同 ，所以基

仔徒都有自己的神学忠想和对上帝的体验。哪里有基抨徒反

付自己的宗教体验，那里就有基怦徒在发挥自己的神学思想。

但是基督徒的神学工作者，必须在研究神学时，把握以下

三项重要的闲素·

1. 站在学术平而上，坚恃启示真理的精义，也就是实证神

学的工作。 研究圣经与教会内各种文献 ， 提 出符合圣

经、却iI 号:权所肯定的信仰内容。

2. 运用推论的方法，追根究底，逐步推向 比较系统化、 连贯

性的论释，了解、说叨在实证神学工作中，所定断的信仰

内容。

3. 共体地运用所认定的信仰内容，真正地帮实在现代的社

会中。 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是最后的努力方向 ，做

扯做光，影响社会 ， 改 7导社会。

任何神学工作者，在去;怦个人神学 j41想时，应该注意以上

的三个基本因素，再则难免会误入歧途，造成不必耍的误导作

用，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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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而娘和适应

本地化基仔 {言 {(p 得传到一个地方，逝'且都要经过阿个阶

段:仿效和适应。巾的效到 jB应，是显示地方教会运渐成熟的

象征。所谓适应，就是教会本地化的问题。其实教会 4<!-也化，

从有教会以来就在每个不同的时空中展开，在希 IJ苦地监;形成希

腊化教会，在罗马帝同形成罗马教会……但在网史过程中，由

于教会中人为的缺失，在某段时间内似于丧失了这个ífi:耍的特

性。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本地化才再度受到各界

的重视 3。最近几十年，各地方的教会，在本地化的努力上，都

有了相当令人鼓舞的成就。

中国教会最近也体验到神学本地化的重要性，地方教会的

各界人士，在不同的领域中积极地努力参与，透过中同的语言

文字、固有观念、传统思想、风俗习惯来表达教会的共同信仰。

今日中国的思想，包括大文化和副文化两个层而，如何运用传

统的一体范畴、阴阳互补、心善论、良心观、天地人三才以及天

下为公的和谐模型，去共体地配合普世性的三个神学要素，是

值得重视和努力的工作 飞 如同一个人的人性，是存在于一个

具体的人身上，又如同中罔文化是共体地存在于次(日IJ)文化

中。同样的普世的方法，应该落实在具体的地方性基怦徒的反

省中。更实在地说，是落实在个人和社会的现实生活当中，这
是我们相当强调的方法之一。

二\交谈央副

在今门的社会和世抖中，交谈 (dialogue) 已成为拌遍使用

的常见词汇。交谈一二字 ， 一般而霄，是指人与人之间语芹的交
往，也是彼此认识的肯要条件。借着交谈，人们相互共融、给
予、接受。交谈也因着主观客观的条件，有了不同的发展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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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境界是在共同的行动中彼此尊贯，将个人的思想、体验、

口标毫无保阳地通传给对方。 至于信仰上的交谈，所指的是基

仔宗教各教会间，彼此分享对某怦信仰的理解、表达、体现而谋

合一的行为。 主主怦徒们在从事神学 jLL想、工作时，要特别注意各

方面的交谈。 梵以后，教会怦 半办了多次的研究会议，专家

们也发表了相当丰富的著作报告，提供我们研究参考，更可以

在梵一二有关的文献中，找到共同的指南 飞

〈一〉与社会交谈

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生活。 真正的交谈，不只是

在语育、观念方面认识社会的概况;更进而要求整个人对社会

抱着无限的关注，具有挑战性的技入，全心全力的参与，甚至共

同的付诸行动，和平而共有建设性地从事社会的改革工作。 神

学工作者，如果热心参与社会生活，了解社会的发展实况，那他

所从事的，就是实在的场合神学 (contextual theo logy) ，使神

学能够真正地适应某一种特定境况，譬如社会状况、政治状况;

也进而能够提出完全符合基督福音精神的主张，影响社会，引

导社会。 例如:美罔主教团和一些其它国家主教团，最近所发

表有关和平、正义与经济发展的牧函，对各国社会造成了相当

正面积极的影响飞

〈二〉基督徒之间的交谈

生活的上帝，经过人具体的行为说话。上帝也经过人的有

限，甚至分裂、敌对的行为讲话。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基督徒

十六世纪以来的分裂现象，也不是完伞排除在上帝无限爱的奥

迹以外;从某一方面来说，也具有它特殊的神学意义。 事实上 ，

不同的基督徒团体，在阿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养成了一些习

惯，也发挥了一些思想的基本倾向 ， 具体地在教会生活中表达

出来。今日的基督徒，在从事神学的工作思考时， 就不能不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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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个具体的事实，作更多更深的交谈。在一个信仰基础

上，却有多元化思想的发展，我们更应该加强彼此认识，荠志:地

进行沟通。

在交谈中彼此以同等的地位相处，明轩而有耐心地进行沟

通的工作。在完全和谐、合作、兄弟友爱的气氛中交谈，比如圣

保禄宗徒所说.

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在爱中彼此担待，尽力以和

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弗 4:2-3)

唯有如此，才能促使全体基督徒之间，兄弟般的情谊，完全

流露洋溢出来。也唯有借着彼此尊重相互友爱的交谈，能促使

教会按照上帝仁慈的旨意，趋向于完整的合一。

(三〉与其官宗教交谈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结合日益密切，各民族间的

交往更是日益增加。教会自然也要用心考量，她对其它宗教的

态度。在今日的教会中，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被大家所认定，那

就是各民族原是一个团体，同出一源;各民族也同有一个最后

的归宿，就是万有之神。袍的照顾、慈善的实证，以及救援的计

划，普及万民万族万地。 也就是说，在每个不同的社会里 ， 各个

不同的宗教中，万有之神都在推动广扬袖天同来 1 1伍的伟大理
中目

何况每一种宗教思想，信仰生活，都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时

空内。-个神学工作者，不可能完全透视一切无限的奥迹。因
此神学工作者，必须共备开阔的胸襟，正如中同俗语所说:有
容德乃大。他应该进-步地去了解其它宗教的思想基础、礼仪
规范、教理教义。抱着尊敬谦卑的心情，接受体验其它宗教的
生活。也唯有如此，你才能接触到，在他们生活中，工作的上帝
的真正面貌。所以基督徒神学工作者，要主动积极地和其它宗
教界交谈，借着深化的交谈，更能让我们的思想概念，完整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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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

综合来说，交谈共础是相当重要的工作条件 ! 与社会的交

谈，与基怦徒之间的交谈 ，和其它宗教的交谈，是一体三雨的行

动，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共融性的实践 (communicativc pra

x i s) 。

三\人的存在，神的答复

人生活在现实的情景中，而临的疑难实在千头万绪。无论

从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政治信仰等

任何一方面去探寻神，总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怅然感叹。

但是神学工作者，往往能够运用智慧，从千头万绪中理出一些

头路。他们在人的存在所涵盖的问题中，从两个方向去寻求问

题的答案:

肯先是从具体的生活历史中，探索个人与团体与社会种种

问题、张力与困难，找出人类的终极关怀 (ultimate conccrn) , 

进而得到一个信仰圆满的答案。那个信仰中的答案，就是自我

通传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也是保禄·用立克 (P. Tillich)所

惘行的相关法 (mcthod of corrclation)í。

另外一个思想的方向，是从人存有本质有关的一些特性出

发。换言之，人所以能够推论，也想、追求价值、止于至善 ， 是因

为某些本然的因素。譬如拉内主张:人在事物中的精神，按着

内在的动力， 一直在不断地忠想超越自己，也一直在尽力地追

求绝对的奥秘。这奥秘可能会发言，人在完全虚心地聆听袍的

向我启示。藉着天主的向我通传与爱的有|唤，那潜伏在人类内

心深处的动力，就会达到无比例i甫的境界。这也就是拉内所发

挥的超验法(transccndcntal mctho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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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去现在未来

神学研究是以在回史巾，并透过 jjj史显示自己的天主为对

象，所以神学是经常与救忠史有关的 。 传统的神学， 111: 点放在

研究过去。如同一般的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有影响力的事

实，以显示人的意义和价值。过去的历史遗阳下许多足迹，可

供人类追索、探究。同样的，神学亦如此，凡是与救恩史有关的

民族、人物、地理、文字记载……等等，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自

然而然地偏向过去的人、事、地、物。 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

人的存在，往往依靠记忆，记亿使人的生活过程，变为一体。反

过来说，记忆丧失，也会导致自我意识模糊。神学工作者，事实

上极其需要整个信仰团体记忆中的认同。

他首先必须站立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基础上，知道自己是

谁，更知道自己所信仰的是什么。但另一方而，人不能完今依

靠记忆生活，他必须面对现在，为未来设想。神学工作者，在发

挥自己的神学思想时，不仅要注意过去和本源，也要有继往开

来的精神。不断地以同样的努力，注意现在的社会生活，也要

迈向未来的发展取向。简而育之，神学工作者，需要特殊的怦

慧、较多的时间去发现天主在未来的而貌。天主是过去的天

主，也是现在的天主，更是未来的天主，天主永远是崭新的。

五\神(医生活

人除了生活的空间，更有内在的幅度。 人透过信仰，答复

上帝的召唤，欢迎天主的圣育进到他内心，指引他。 这个时候，
天人真的合二了!借着洗礼，人被撞纳到教会的 1-1-1 体中，并撞
受圣神的恩赐，使他成为上帝的儿女。随着生活的体验，不断
地成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修生活。神修生活，事实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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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神的生活化的来往，而且是一个自知如此而又自愿如此的

来往，而且随着岁月的增长 H 益成熟圆满。

神学工作者，在探索上帝与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他必须要

注意，这位向我通传完伞是爱的上帝，如何在人内在的最深处

工作着?地怎样接近人、指导人、培养人、锻炼人、提升人、责备

人、安慰人、鼓励人、光照人、吸引人。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 自

然又能体验到上帝的另一种面貌。孟子，也曾有类似的体验: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孟子·告子下》十五章)

在基督的信仰中，保禄宗徒表达同样的体验:

那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窘

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

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载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直于死地，

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

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罗 8:35-37)

这种体验，正是现代神学工作者理应注意发展的方向，也

就是关注整个人类内心深处，渴望与神交往的幅度。如同一些

神学家所说的，神学应该是一门祈祷、朝拜、赞颂的学问。

六\理论与实践并重

在一般神学传统的研究方法中，往往特别注重理论发展，

而忽视实践力行。 近代的神学工作者，不少的专家，却主张实

践力行在先，理论研究其次。 在如此尖锐对立的状况下，教会

当局始终抱恃理论与实践并茧的观念.在理论中有实践，在实

践中有理论。 这个整体观念，相当重要。职是之故，我们特别

另设一节详加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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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整体方法:理论与实践并重

首先提出一些基本原则 9，然后按照这些原则，进而解释天

主奥迪本论释的排列结构。

一、基本原则

(一〉注意彼此渗透相互寓居的五个整体因素

人类的意识动力包括五个彼此相连，而且各具特色的基本

因素 一一经验、了解、判断、决定、行动。事实上神学方法中理

论(了解、判断)与实践(决定、行动、经验)内在的关系，至为密

切。学术性神学不应与实际世界、社会环境、教会生活脱离隔

绝。

回顾往昔，过去的神学方法由理论出发，应用到基督化生

活的实践中，不容易呈现显著的效果。今日有些神学家有鉴于

此，极力主张神学当由默祷及践行体验生活的天主为起点，然

后再反省，理解行动中教会的奥迹，与福音的真义;他们愿意与

穷苦贫困的人们一起默想、聆听、实践天主的圣言。

综合而言，神学工作并不限于一种方法。神学工作者应当

学习彼此尊重彼此所运用的方法，进而沟通、了解、共融。未来

各种形态的神学，不论从理论走向实践，或由实践走向理论都
应当包含上述的五个因素，而理论与实践，则是必须涵盖的两
个基本层面。

理论与实践的密切不可分，颇为类似中同的阴阳观念 10。

正如宋儒邵康节所说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
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得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 {观物
外篇)。更相似圣父、圣子、圣神三位，并立并存，以最密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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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彼此内成为一体 (circumincession) 11 ，当 然更共有动态

性的辩证作用 12 。

(二〉以实践刀行EO证理论墓础，走向更"广义的体验"

本!ti:纪以来，合一运动兴起，不仅仅是基怦宗教问的"合一

神学将神学方法引入新的里程碑;在基怦徒与非基督徒的沟

通上，也必然包含信理神学方法上的改变。如佛教的禅定、顿

↑丹等的修持与内境，促使神学方法注意体验的过程;伊斯兰教

信仰与社会生活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也影响到注意宗教生活与

家庭、社会、政治生活的合一;非洲民间宗教，着重在同|体共融

中体验生命的活力，也影响到今日神学注意闭体生活体验的重

要。

体验是相当迫切需要的，也是人类接触万物的初步阶段。

综合而育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量:一方面是从外在 11伍到人们

的内在意识中;再一方而是以人为主体，走向外在的大千世界。

而理论就是将事实引到主体，实践却是将主体领到同周的社会

中。这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缺一不可。人从狭义的体验，

走向广义的体验，甚至迈入更广义的体验，理论与实践都是不

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只有理论基础(了解、判断) ，没有实践力

行(决定、行动、经验) ，那人类只有停阳在初步的相遇阶段，不

可能有更高更好的体验，那更谈不上认识的境界了。

〈三〉科际整合建立本地化、场合化神学

广义来说，神学是理论，属学术无疑;但以研究角度来说，

有实证中111学、信理神学与实用神学。 Lû然我们可以透过向上的

探讨与向下的证明两种方式，进行理论的查证的工作。但是事

实上也极需要通过教会的实践，诸如信仰生活、关修生活、使徒

工作、见证生活，鉴定理论是再与现实社会脱节。我们一再友

现完整而富于活力的神学，是绝对不能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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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把主体带到主体以外的世界中。

再者，而对日趋繁复的世界，个人无法了解所有的问题。

必须向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

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多种专业知识的人，按

每人能力共同参与神学反行;甚至要联合信仰实践者、他徒工

作者，乃至其它宗教信徒，在更深的默祷气氛中，一起体验、相

互沟通、彼此修正，使这项以教会名义为人类全体所做的使徒

性服务，成为一项科际、乃至实践完全整合的团队工作。

今日神学教育若仍以理论为主，是再会有助于神学生融入

具体生活，使其产生整体性的基督徒见证?若不能达此口的，

谁来负责?神学教育工作者是有该与其他培育、领导者有所沟

通?那些只靠个人兴趣研读神学而无团体支持者，又当如何?

另外，神学院过去一直有其回定的研究内容，如)~示论、基督

论、教会论……若关心实践，是再当面对教会实践上所遇到的

实际重大问题，来反省信仰的传统内容?凡此种种，如果都能

顾到，大家所渴望的本地化、场合化的神学就能诞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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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综合图表

〔图九〕理论实践相互寓居图

推论

实证斗/应用
神学

理论

艺
术
、
宗

教
)

(
政
治
、
经
济
、
社
会
、

会
素

\不
同
范
围

践
社
因

\
(
国
家
、
因
际
)

i

实

\

体
动

个

大
社
会

4
J
/

的
\

团
活

石
，
，
，

社
团

\
，
/
气
在

/
2

\
/
\
·
←
'
，

家
庭

气
/
飞

b
/

二

J
\
人

/
活
素
\
工

作

卢

J
\

J〈
烟
f
/
，
丁
办

凶

-
e

、

个
现
平

-

2
4

4111Ill--

i 

叫咄
咄川
法

~实
'

素

\善
恶
判
断

均
削
引
\
/
\

姐
们
(价
值
王
张

/
实
理
容

\
/

践

\
\
伽
/

基
本
抉
择

/
\
/

{
头

/
飞
飞
/

的
U

A
\

咱
/

素
\
情

民

/

因
飞

i
lhv

人
理

八
门
川

、
L

活

望动感



第四章神学研究万法提要 103

图表注解

·理论与实践相互影响，彼此消长，相互寓居。

·理论与实践交会的部分，在今口的学术理论中，实在难

以解释，分析到底。

·神学工作者，个人与 1 -1 1 体，都在具体的生活中，不断地去

寻求平衡、整合、弹性，来避免极端的态度，或是重视实

践忽视理论。

二、本论内在结构

基督信仰中的天主论，系天地人三部fItl中论天的一部，前

后共分五篇。我们首先从体验、实践出发，也就是第一篇绪论

所阐述的主题.体验天主、认识天主、无神论、神学研究方法提

要。

然后再追本溯源，探寻整个信仰团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所认识的上帝，而且定断有关上帝的信理。第二篇|门约启示中

的天主观，第三篇新约启示中的天主观，以及第四篇教会信仰

历史中的天主观，正是基于此一信念所发挥的重点。

基于以上稳固的基础，我们特别尽力，寻找一个比较系统

的解说，以便能够和整个神学界，有一致而整体性的了解，这就

是第五篇系统神学的反省。最后再走向实践体验，正是本书的

结束篇章。我们运用辩证螺旋性的神学思想方法，完全是一种

抛砖引玉的尝试，尚请各位多多指教!

研究反省题

l.在上面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普世性本地化、交谈共融、人

的存在，神的答复、过去现在未来、神修生活、理论与实

践并重)中，你认为哪一个原则，在你个人生活和地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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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里比较难以实行?

2. 一般而言，不少的神学工作者，好像在实行网体合作上

存在一些困难，你认为问题的症结到底发生在哪里?

3 如果 IJl 体合作，会带来哪些共体的益处?

4. 在传统中，神学往往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在今门讲

求科际合作研究(in te rdisci plinary coopc ra tion) 的

思想中，神学该如何重新调整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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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我们使用"本地化"一坷，是因为意义比较客观地方"二字包

才舌整个的社会生活，也包括所谓的场合(context) o "本位化"

在今日的语言中， 难免给人一种过于主观的印象，所以我们为

了避免误会，不子采 用。 基督教神学工作者所使用的"本色

化

2 拉j徒走菜著，王秀谷等译，儿《神学:得救的学问H 台中:尤启，

1974) ， 19-25 页 。

3 中国台湾主教团秘书处， (建设中国地方教会草案H 台北.天

主教教务协进会， 1976) 。

4 张春中中国神学中的一体范畴"(神学论集>32 期 (1977 秋) , 

313-331 页。张春中等， (教会本位化之探讨H 台中:光启，

1981)。方东美， (中国人生哲学概要H 台北 先知， 1974) 。

5 参阅:梵二大公会议文献，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 《大

公主义法令〉及〈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等文件。

6 U. S. Bishops Pastora1 Message and Letter , "Economic 

Justice fo 1' all: Catho1ic Socia1 Teaching and the U. S. 

Economy" , Origins , vo l. 16, No. 24 , November 27 ， 1986。

7 P. Tillich , Systemαtic Theology , 1, 10th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6) , Int1'oduction , Experi

ence and Systematic Theo1ogy , pp. 40-46. The Method 

of Corre1ation , pp. 59-66。

8 K. Rahner , Foundαtions of ChristiαnFαLt儿 An Introduc 

tion to the Idea of Christiαnity (N. Y.: The Seabury Press , 

1978), Int1'oduction , pp. 1-23. Chapte 1' 1, The Hearer of 

the Message. pp. 24 -43。

9 谷寒松千言理耳中学方法的再反省"(神学论某>73 期 (1987 01'.大) , 

389-405 页 。

10 Cf. Jung Young Lee , "The Yin-Yang Way of Think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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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Method for Ecumenical Theology." G. H. Ande

rso口， Th. F. Stransky (Eds.) , Mission Trends , No.3 , Third 

World Theologies (N. 了 Paulist Press , 1976), pp. 29-

38。

11 辅大神学著作编译会， <英汉信理神学词汇H 台北 光启，

1986) 。

12 C. Boff, Theology αnd Prαxis: Epistemological Foundαtion 

(Orbis Books , N. Y.: Maryknoll , 1987), esp. pp. 221-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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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篇中，我们要述说 i门约的天主观，以 .&1口约对"三位

一体"天主观的预备 l 。 |门 约的天主观，除非在新约的光照中去

探讨，是无法得到清晰的领惰的。但是旧约中述及的宗教体验

及这些体验的表达方式，都能帮助我们体认天主的属性和袍的

创造行动。这种探讨，也能帮助读者准备好一种进入新约之天

主奥迹启示的心灵状态。

述说旧约启示中上帝的面貌，原则上可以运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依据主题来说明天主的内涵。譬如从天主的名

字、天主的存在与本质、天主的属性、天主启示自己与在宁市行

动中的方式去着手 2。第一」种方法是我们本篇所采用的，尽量

按照以色列子民认识天主的版史过程，逐渐描绘展现天主的奥

迹。从地召唤亚巴郎(亚们拉罕) ，悔瑟(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民

离开埃及开始，一直到人类信仰门渐成熟，具有相当完整的天

主观为止。

如此动态的描绘形容，对于个人信仰的成长共有莫大鼓舞

的力量。也可以借着以色列子民与上帝相遇的过程，帮助个人

以及团体，反省自己认识天主、信仰上帝的心路历程。 IR 约启

示中的上帝观，给予我们极为丰富的主义和启发的作用。我们

更可以借着以色列子民的体验，比照自己对天主的体验。换句

话说，一个信仰的网休，不一定从一开始就会共有完美整体的

天主观，在这一方而，以色列的历史给了我们相当的激励。上

帝并不急于完全展现自己的而貌， f也是永恒时间的主宰。中也有

充足的时间，借着天人的往来相遇，慢慢掀开自己神秘的面纱 ，

让你心悦诚服地体验袍的爱，认识袍的真、善、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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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主启示台身的臭述

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在每个民族历史中，推动和实践袍

的救恩计划。为使整个人类了解袍的爱的行动，所以袍特别选

定以色列民族，作为袖启示和实践的对象。基于以上的理由，

我们首先描写天主启示的方法，随后我们特别依据以色列的历

史进展，以五个步骤，慢条斯理地形容天主的面貌。相信在如

此的描绘中，我们也不难见到相当整体性的上帝观。

第一节启示的方法

今门世界，相当注重大众传播媒体。在传播中，将音讯传

达到受播者途中的工具或方法， 同 新月异，一 门 千里。但是我

们常常忽视，媒体本身也具有资讯的功能。当你在表达，选择

运用媒体的时候，就已经显示 出你选择运用的基本态度了( t hc 

medium is t he messagc) 。

天主是至超越的，人之所以能认识天主，元4号是 由 于天主

主动地先自我启示;所以我们首先耍讨论，天主自己启示给以
色列的方法。同样的，天主在向我启示所用的方法中，已经涵
盖显露了向己的真正的面目 l。正如圣保禄宗徒在《希们来书》
开宗明义所说自甘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
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希 1 : 1 )。

天主以行动、说话、显现、神视，以及在宇宙中的启示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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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来启示展现自己大慈大悲的而容。

一\天王行动

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向我)J 示，最基本的是借着在以色列

子民历史上的救援行动逐步展开。 以色列的民族史，严格而

论，就是一部宗教史 一← 天主关爱人类的救恩史。 我们将天

主在以色列历史中的行动，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袖召唤先祖、

袖解救子民、袍建立王国、地派遣先知、袖重建熙雍。至于每个

阶段的史实和神学意义，以后将在第二节更详尽地说明。

二\天王说话

旧约中的雅戚，好像是一个喋喋不休的天主。袖借着先知

们，不断地对以色列人说话，再三地声明自己与以色列间不寻

常的关系(依 6:8; 耶 1:9 ， 20:7 -9 ， 23:29 ， 28:11; 户口:7-8; 出

4:16 ， 7: 1;亚 3:7-8) 。 通常是以西乃 山的约书为谈话的内容

(出 6:8) ，先知们在宣告天主言语时通常是用"上主这样说"或

是"上主的断语"这一类的格式。前者在《耶!的米亚先知书》中

出现了 157 次左右，在 《厄则 ft耳先知书》 中出现了 125 次左

右;后者在《耶肋米亚先知书》中出现了 180 次左右，在《欧瑟亚

先知书》中有 1 次(欧 6:5) 。

三\神视\梦

神视在|门约中的功用，是用来补充天主借着i吾芹启示的不

足。 神视把自示的内容，共体地加以发挥此描绘。 这描绘再发

展和铺张，就形成了默示神视的文学类型。 最著名的一处是依

撒意亚先知蒙受有叫的神视(依 6:1)。于公元前约 750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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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毛斯先知书》中，也一连串记载过五个神视(亚 7: 1 -3 ， 7:

4-6 ， 7:7-9 ， 8: 1- 3 ， 9: 1 -8) 。

梦和神视 2 并不相同， I门约中的梦，在古圣祖时代怦经被视

为天主 )J 示的方法之一(创 20:3 ， 28: 1 2 ， 3 1: 11 ， 37:5 ， 40:8)0 l.ú 
然有少数先知怀疑梦的真实性(耶 23:26-28 ， 27:9) ，需要分辨、

整理。但一般而言，仍然将神视与梦视为天主启示的方法，正

如《户籍纪》所记载的: 上主说:你们听我说，若你们中有一

位先知，我要在神祝中显现给他，在梦中与他说话" (户 12:6) 。

囚\天王显现给人

以色列的天主是一位无限至高的活神，宁也能运用各种的方

法，来表现袍亲 自 的|陷在。譬如，天主亲自显现给亚巳郎:

亚巳郎九十九岁时，上主呈现给他，对他说我是全

能的天主，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我要与你立

约，使你极其繁盛。" (创 1 7: 1 -2)

天主召唤梅瑟，亦复如此:

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的火焰中显现给他，他远远看见

那荆棘为火焚烧，而荆棘却没有烧毁。(出 3:2)

上 主 同梅瑟面对面地谈话，就如人同朋友谈话一

样……(出 33 : 11 ) 

但是在旧约中，有另外一个传统，因为上帝是属神的、无法

目睹的存在，所以人无法真正看到袍的面容。

又说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因为人看见了我，就

不能再活了。"上主又说看，靠近我有个地方，你可站

在那块磐石上，当我的荣耀经过时，我把你放在磐石缝里，

用我的手遮掩你，具到我过去。当我缩回我的手时，你将

看见我的背后，但我的面容，却无法看见。"(出 33: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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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门约圣经中的上帝，永远是位隐藏的大神，以色列伟

大的先祖梅瑟只能看见袍的背后，先知依j散意亚(以赛亚)也仅

能看见地衣裳的边缘(依 6:1 ) 。 ιi然在|门约圣经中有两个不同

的传统，但我们必须肯定，没有一个幸节，能清楚地刻划表现出

天主的真i正面貌 3。

五\在宇宙甲的启示

古代大部分地方性的宗教，他们崇拜的神，多半是代表各

种自然力人格化的神。例如巴比伦的三位主神就是太阳 (Sha

mash) 、月亮 Osh tar )%117.!(( Ea) ，如今这种现象仍然极为普遍。

但是我们信仰的上帝，却是创造天地万物无所不能的大神，蓝

天白云、日月星辰、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不是袍的造化，受袍

的孕育。所以旧约圣经有许多章节，清楚地表示上帝与宇宙大

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上帝是借着宇宙大自然向人类向我启

示、满有大能的神。

你们举目向上，看看是谁造了这些呢?是她按照数 目

展开了她的万军，按照次序一一点名，在这强而有力和威

能者前，没有一个敢缺席的。(依 40:26)

《圣咏》的作者(譬如第 8; 19; 29; 104; 148 篇等)也一直采

用诗歌的体裁，赞美亲临宇宙的神能。巴比伦王拿步高将三位

信仰天主的青年，投入火窑中。 他们虽然雨对痛背难熬的火

刑，可是他们仍然|时出赞美天主化工的诗歌(达 3:51-81)。真

的，正如《箴育》作者所说的， JL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愚人 ! 因

为他们竟然不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无所不能的上帝

(怦 13:1-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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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启示的历史

以色列民的历史，和| 天主的救忠、史是齐头并进的。 天主(背

着以色列民历史中的人物、史实和启示，实践池拯救人类伟大

的计划。 所以 ， 要认识了解天主救恩的计划，必须先从认识了

解以色列民的历史开始。 这是相当重要的步骤。 圣经的 旧约 ，

正是以色列民历史最好的典籍 ， 我们理应细心地研究默想。

一、先祖的体验

以色列…...的救恩历史，是从天主主动召唤以色列之父亚

巴郎揭开序幕的:

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

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 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祝

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 "(创 1 2: 1- 2)

亚巴郎相信了上主，当他离开阶兰的时候， 他已经是 75 岁

高龄的老人。在亚巴郎的信仰体验 中 ，上帝是许诺必践的大
神，是要求人们绝对信服的上主。

亚巴郎相信了 上主 ， 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创 15:6)

亚巴郎所认识的天主，更要求信仰袍的人，牺牲自己的一

切。甚至命令亚巴郎将向己的独生子依撒格作为祭献的礼品
(创 22:1-2) 。 他毫不疑虑地去做了 ， 完全听从天主的旨意，天
主再次降福他说·

因为你作了这事，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我必多多祝

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 ， 如天上的星辰，如海边的沙粒。 你
的后裔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地上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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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祝福。(创 22: 16 -18)

亚巴郎的儿子依撒楠，所体验的天主，是一般的、普通的 ，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极为平凡的。在淡泊无奇的门常生活中，信

仰神的|陷在祝福。天主不一定常用特殊的行动启示自己，中也只

是在平凡的生活中，慢慢地旦示自己的大能。

但是依撒格和他妻子黎贝加，所生的两个儿子(厄撒乌和

雅各伯)中的雅各伯，就大不相同了。雅各伯的一生，的确多彩

多姿，他以诡计巧夺属于长子的祝福。这个事件，也表示天主

在召唤人时，并不一定按照人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规矩，上帝的

行动是有目标的。袖也经过人的智慧，不断地向前推动袍的救

恩计划，建立团聚袖未来的子民 ，变成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基石。

雅各伯的上帝，愿意有一个民族慢慢地诞生。在雅各伯与

天使搏斗的夜晚，天主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一一以色列(创

32:23-32)。以色列的意思，就是"雅戚"上主的力量。雅各伯

的十二个儿子，正是以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根源。雅各伯在

救恩史上，始终占有极大的地位和影响。天主也一直耐心地眷

顾袍的子民，若瑟就是很好的范例(创第 37-47 章)。

二\梅瑟的雅威

(一〉天王是一个"我"

"我"的概念是人由生命中"你一 我"的经验里获得的。 旧

约启示的天主是一个主体的"我

过于天主说i话舌的时候。 l门约旦天主在说话中行动及工作，借着

说话，天主教训及领导以色列的领袖。袖恐吓但是也许诺，袖

创造也统治，袍判决但是也祝福万民。天主在说话的时候，常

常用"我"这个第一人称代名词来称呼自己。本来，在希们来文

里通常不用代名词，所以那常用的"我

戚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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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乃山，稚成对梅瑟的自我介绍是·我是天主，你

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除我以外，你不

可有别的神出 20:2-3)

可见雅戚在启示时，自显为与人交往的"一位

体的"我"飞。 第二依撒意亚也多次E革京11: 复这说法(依 43丘:1口1 、 2历5 ， 4咄8:

1臼5 ， 5日1:汪12引) 0 {创世纪》的作者称人为天主的肖像(创 1:26) ，"肖

像"最后意味着天主与人的你一我关系。 旧约也多次应用

"心"一字来暗示天主是 一位"。对一切民族而言，飞中"表示人

的中心、 意志、理性和感情所在(创 6:6; 撒上 13:14; 耶 3:15 ， 6:

8 , 15:1, 31:20; 咏 23:11; 约 36:5……)。在《欧瑟亚先知书》里，

天主不断地运用这个字来自我表达:

厄弗辣因!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抛掉你?

我怎能使你如同阿德玛，待你如同责波殷?我的心已转

变，我的五内己感动。(欧 11:8)

若是我们把这类感人的话，与天主绝对超越的性质相连，

发觉这位绝对超越的天主，是一位绝对自由的、含有细腻的爱

的荣耀君主。 这位充满荣耀、爱和自由的天主，愿意启示自己。

这是袍的奥妙计划(弗 1:3-14) 。

(二〉上帝的名字

以色列人也和其它原始民族一样，认为名字代表一个人的

-切。 它代表有此名字者的本身，因此名字表达性格、角色等
等。没有名字的人，不但缺乏存在的意义，并JL不能算是真正
的存在者(创 2:18-23 ， 27: 36) 。 名字就等于一种力量。 天主
在完成创造时，给受造物·日、夜、天、地、海取名(创1:3-10) , 

袖委派亚当为每一个走兽起名(创 2:20) 。 那么 IR 约中，天主自
己有什么名字呢?以色列圣祖们，也以不同的别号，来称呼他
们心目中所敬服信仰的天主·
1.闪族中普通名字 EL. ELO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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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这个称呼，几乎是指所有闪族的神抵。 作为专有名词 ，

指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神，好像中同的"老天爷"、"天

公"、"玉皇大帝"似的，仿佛有些太宗高，使人敬而远之。

所以为了共体化、地方化，以色列民的圣祖们就在 EL 之

后加上了不同的称呼。 如: EL ELYON 至高者天主

(创 14:22) 、 EL ROI 看顾人的天主(创 16:13) 、 EL

SHADDAI 全能的天主(创 17 : 1， 35: 11 ， 48:3) 、 EL

BETHEL (创 37:7) 、 EL OLAM--一 永恒的天主(创 21 :

33) 。

· 值得注意的是， ELELYON-至高者天主，是亚巴郎的

神，也是撒冷王默基瑟德的神(创 14:20-22)。这个事实

不仅证明以色列民族的天主是"审判全地的主" (创 13:

25) ，而且证明天主愿意在以色列民族以外被承认为天主，

并且受到崇拜。不过这个事实可说是例外的;大部分的情

形是:外邦人的众神不是神(耶 2: 11 ; 列下 19 : 18) 。

·旧 约中与 EL 意义相同，并且共同的名字是 ELOHIM。

后者是前者的复数;这种复数用法，并非是一个"尊位多

数"\。在希{们门来文中根 i本非没有"尊位多数

神教的遗迹，因为在以色列民族的心理中，对这样重要的

问题，如此含糊，是不可忍议的。这一个复数形式的定义，

可能来自闪族的普边观念，他们以为神是具有各种复杂的

力量的。

最后，在旧约中， EL 和 ELOHIM 事实上只有当地以雅戚

YAHWEH 之名启示自己给袍的子民时，才能认为是真天主 5.

天主训示梅瑟说:我是雅戚。 我曾显现给亚巴郎、依

撒格和雅各伯为"全能的天主"( EL SHADDAI)，但没有
以"雅戚"的名字将我启示给他们。 (出 6:2-3)

2. 以色列民族中特有的名字 YAHWEH

天主在以色列民族中特有的名字是雅戚 YAHWEH;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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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称从何而来?为了让读者清楚地了解，我们比较详细地说

明如下:

'YHWH 其实是从动词 HAWAH 而来的， ~忘5立r~ I忠ι是"我

是

以色列民很尊f贡贡在r.:这个名宇，认为不可公斤地宣 ìJi这个奇妙

的名称，于是用了问个字旺 ( TETRAGRAM) YHWH 来

代替地:

〔图十)雅威希伯来文子音字母

jJ)jJ~ 
H W H Y 

· 按希 fn来文书写习惯，是从不T 向左愤写，那这四个希们来

文的子音字母，若以英文青译就是 YHWH ， 读作 (Ya

hwch) 。 犹太人认为这个名字极为神圣，读经时因为避讳

直称，所以用另外一个名称 Adonai 来代称。后来的人又

把 Adonai 一字中的稍为改变的元音字母捅入 YHWH 中
就成为 YcHoWaH7。

· 在 《 出宁宁纪)3: 1 3 -15 中 ，天主回答的 "Eych asher cye h" 

三个字，英文是 " r am who r am" ， Eych 是单数的第一人

称，意 ，也是:我是 ;asher 是关系代名词。 如果把 eych 当

作机数的第三人称，那就成为 YHWH(Yahwch ，牙!t戚)
了 。

· 雅戚的主要意义，若按希们来文(不是按希腊哲学、形上
学)来解释 8，以及以色列的救足l、史来说，雅 J成就是-袖在
这里，袖与我们同在，袖现在动态地iI伍在，丰ú!.将来也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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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 9，宁也是完全自由的，是人不可操纵的神。

i)J态地 11自征

to be active Jy prescnt 

(三〉天王是解版的天王

梅瑟是以色列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他出生在一个被压迫

的民族中(出 1:8-22) ，靠着法老女儿的保护，不但由水中被

救，获得生存的机会( 出 2:1-10 ) ，而且还接受了完整的宫延的

教育。梅瑟并没有因为自己优越的地位，而忘记了自己民族的

痛苦。 他尽力地悍卫希伯来人，但也因为如此而亡命异乡 ， 漂

泊在旷野之中。就在这个艰难险~踵的时刻，天主显现给他。 将

向己的名字和救赎计划启示给他，让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救

自己的同胞，脱离埃及法老的奴隶统治。

梅瑟接受天主的召唤后，第一个付诸的行动，就是解救 自

己的 同胞。他勇敢地站在法老的面前，述说天主的伟大，和自

己的坚定信仰。法老不信，百般刁难，天主为了达到解救子民

的目的，不得不展现袖大能的手臂，给予埃及人十次致命的打

击( 出第 5- 1 2 章)。天主是解救的天主，以色列人借着天主的

大恩，梅瑟的领导，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束缚，走上了自己光明的

大道。

(囚〉上帝是逾越的神

天主是解救的天主，袖为了保护以色列子民，藉着袖上智

的干预，终于摆脱了埃及法老的压迫。其中干预行动最显著的

一次，就是第十次.消灭埃及人的长子和一切头胎的牲畜 (出

11:5 ， 1 2: 1 2 、 29-30)。天主吩咐梅瑟，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

和门帽上。天主在那天夜里，走遍了全埃及，杀死了埃及内所
有的长子和头胎的牲畜，可是却越过了涂有羊血的以色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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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对埃及人来说，是→次空前绝后的浩劫;但对以色列民

而言，却是严肃而隆重的拯救记号(出 12:27 )。

雅戚上主为了保护天主的子民，自己亲自逾越了以色列民

各家的门帽。借着第一次的逾越，以色列子民才能真正地脱离

奴隶的闲境。这是以色列救恩、史上的伟大事迹。天主使他们从

奴隶走上自由，更使他们从埃及经过红海，走向自由，横越沙漠，

进入雅戚许诺的福地 流乳流蜜的地方。天主的子民，虽然

在旷野中盘桓了四十年，经历了无数的危机、叛变、背教，此起彼

伏，但最后终于都越过了、解决了。上帝是真正逾越的神。

(五〉雅E就是建立盟约的神

在以色列宗教生活的经验中，有一个轴心，这轴心就是盟

约 10。在信仰的过程中，以色列渐渐明白，雅威对整个人类及全

世界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以色列占有中心的地位。雅戚拣

选了以色列，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乡土，雅威是他们真正的大

神，西乃山的盟约，天主所颁布的法律被视为以色列的宪法(出

19 : 1 -9 ， 20:3-17 ， 24: 1 - 11 )。西乃 山 的盟约是一切其它盟约

的典型。

这盟约是雅威主动和人建立的。因这条约的订立，替人类

开展了→个远大的前途。在盟约的行为上，袍透露了自己的心

意---对人类无限的爱情和全能。在早期，天主曾和诺厄立
约(创 9:8-17) ，也与亚巴郎育定许诺(创第 15 章)。在西乃山
盟约之后，天主许给达味鸿恩(撒下 7: 1-1 6)。在先知书中，也
屡次提到盟约(依 49:1-9 ， 55:1-5 ;耶 3 1: 31 - 34; 则 16:16 ， 34:
23- 32; 欧 2:20) 11 。

总而育之，盟约乃是双方性的。雅戚必然忠实地履行袍的
许诺(出 19:4-6) ，同样地，以色列子民更应当遵守约定，力行
天主所颁的法律。再则就如《民长纪}2:20 所需:

因此上主对以色列民大发忿怒说.因为这百姓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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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与他们祖先缔结的盟约，没有听从我的声音。

三\达昧(大卫〉的天王

(一〉建立王国

在现代释经学及历史研究的千雨来说，以色列离开埃及 ，

到建立王国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在这里我们根据圣经的宇

义，简单地综合说: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越过沙漠，在若苏

厄的领导下征服客纳罕，进入福地。十二支派在舍根举行会

师，重新订立以色列子民与雅威上主所立的盟约(苏 24:2-

27)。若苏厄死后，以色列进入民长(士师)时期，民长不是民选

的，也不是世袭的职位，而是天主的召唤，主要在领导选民歼灭

敌人，渡过危机。诸如德波辣和巴辣克、基德红、三松，撒慕尔

是最后一个民长。

在民长的推动下，以色列民安物阜，成为一个相当团结、民

主、向由的社会。但是在国际的大环境中，以及培肋舍特人的

日益猖獗，甚至毁灭了史罗城，夺去以民的约柜后，充分暴露了

以色列民长制度的无能。 以色列子民愈来愈体认到民长和先

知，不能应付危机四伏、千变万化的罔际情势。为了生存，延续

命脉，他们迫切地需要成立一个国家，推选一位新的领袖.

以色列众长老使联合起来，往辣玛去见撒慕尔，对他

说看，你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们不走你所走的路。如今

请你给我们立一个君王治理我们，如同各国一样。

(撒上 8:4-5)

j散慕尔听了极为不悦，他认为雅j或是唯一的罔王，不需要

另外立王。在祈求天主与在人民的坚恃下，他终于选立撒乌耳

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撒上 10:17-27)。以色列的君主政
体，正式巾他开始确立奠定，这是以色列民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撒乌耳与撒慕尔的冲突，以及日后的妒恨达味(大卫)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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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撒乌耳悲剧的收场。撒乌耳自刷身亡后，以色列各支派便在

赫贝龙拥护达昧为王(撒下 5: 1- 5)，他是以色列王罔真正的建

立者。让我们慎贡地反行这段史实，我们不能不赞叹天主的伟

大，如此盖尔小固，竟然能够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系，实

在是不可忠议的。从此以后，以色列的宗教体验，也把君王的

名号，应用在对上帝的称呼上了:

上主为 王，以尊威作衣冠， 上主身着德能，腰束大权。

她奠定了大地尘寰，大地尘寰不再摇撼。(咏 93: 1 )

请在万民中高呼: 上主为 王! 她稳定寰宇，使她不再

动荡，她以正义公道来治理万邦。(咏 96: 10 )

我是上主，你们的圣者，以色列的造主，你们的君王。

(依 43: 1 5)

另外，在咏 98:6b ， 24:7 -10 , 29: 10 , 47:3 - 9 , 48:3 , 74: 12 , 84: 

4 ; 依 6:6 ， 52:7 ;耶 1 0汀， 10 ; 素( 3: 1 5; 臣 14:9; 拉1: 14 等章节中，

均有类似的表达 12。

(二〉许诺一位伟大的后裔

在以色列的传统中，有一个代代相传的新希望，深桐在每

-个天主选民的心灵里。那就是伟大的天主，必然会差遣一位

伟大的人物，来拯救、关爱、治理袖的子民。地上的万邦万民都
要归顺袖，譬如雅各怕在祝福十二个儿子时，很早就提到这一
个新希望说:

权杖不离犹大，柄杖不离脚间，直到那应得权杖者来

到，万民都要归顺抱。(创 49: 10 ) 

以后雅威也借着纳堂先知向达味说:

我要作他的父亲，他要作我的儿子;若是他犯了罪，我

必用人用的鞭，世人用的棍 ， 来惩戒他;但我绝不由他收回

我的恩情，就如在你以前由撒乌耳收回我的恩情一样。你
的家室和王权，在我前面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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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撒下 7:14-16)

这是圣经中早期明确地预霄，未来的默阿亚 13，是达昧的后

裔。以色列民期待"雅戚"上主所派遣的，是一位受傅者，他名

叫默两亚，也叫达昧之子，或是君王默西亚。就肉为这个许诺，

天主对达昧特别关爱，也一直延 j延到他的日代身上。也肉为这

个许诺，使以色列子民，门夜期盼着伟大的默两亚的来!恼。

(三〉天主是仁慈、慈悲、 1台悯关l山、恩待人的神

在描写天主的仁慈时，圣经作者所使用的名词，都是取自

人的意识和经验。诸如达昧和战士乌黎雅的妻子←一 巴特舍

巴发生奸情之后，巴特舍巴怀了孕。达昧满面羞惭无地自容

(撒下第 11-12 章) 0 {圣咏》第 51 篇，在信仰团体之中，把它

归于达味在纳堂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之后，所作的

一篇忏悔诗歌。全诗结构精巧瑰丽，达味交叉使用 HSD 、

RHM 两字，充分表达出他内心对天主仁慈的丰富体验。

旧约圣经也特别用这两种说法，来描写天主的仁慈。每种

说法各有其不同的韵味.

1. HSD: 父性的爱，指天主对以民永恒不变的，有创造力量的爱

第一种说法是用"盟约的爱"(HESED) 这个名词来表达

"良善"的深度。当两个人彼此以良苦的态度相对待时，他们不

仅互祝平安，同时亦忠于对方，这是因为他们有内心的承诺，也

是因为他们要忠于自己的承诺。 这是因为"盟约的爱"是以诚

作基础，所以它又含有"恩宠"或"爱情"的意思。 虽然所谓承诺

同时共有道德和法律的意味，但这不改变以上对于"盟约的爱

所下的定义。

在|门约圣经里，当 hcscd 这个字用在天主身上时，它总是

与天主同以色列民族所订立的盟约有关。在天主方而，这个盟

约乃是天主给以色列民族的礼物和恩宠。不过，既然是一个盟

约，这就表示天主业己承诺要信守这个盟约，因此"盟约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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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取得了一个法律的内涵。在天主方面，只要以色列民族毁

约，不信守它的条款，天主便无须实践其法律上的承诺。但是，

就是在这里，当"盟约的爱"被免除其法律上的义务时，显示了

它的更深邃的一而 且归其原来的雨日，就是说，它是"给予"

的爱，比叛逆更有力量的爱，是比爱更有力量的恩宠。

面对着无信的"我的儿女们" (参阅哀 4:3 、 6) ，天主的，忠诚，

简单地说，也就是对袖自己的忠诚。这由 hesed 与 cmct( = 恩

宠与忠诚)两词屡屡相联出现，可以为证。因为在 |门 约旦，这两

个字可视作同义字(参阅 出 34:6; 撒下 2:6 ， 1 5:20; 咏 25: 10 ， 40:

11-12 ， 85:11 ， 138:2; 米 7:20) 。

以色列家族，我做这事并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我

的圣名。(则 36:22)

为此，以色列民族虽然因毁弃盟约而满被罪恶，不能基于

法律上的公义，向天主要求盟约的爱;但他们能够继续，也不

能不继续，怀着希望和信心去获得它，因为信守盟约的天主是

真正地，为自己的爱负责。这种爱的结果是宽恕和复义，就是

重建内心的盟约。

2. RHM(母胎): 天主的母性之爱

在旧约的词汇里，用以界定"仁慈"的第二个字是 RAHA

MIM。这个字与 hcsed 有不同的韵味。 hcscd 所强调的是对

自己的忠诚以及对自己的爱之负责态度(这个态度具有阳刚的
特性 )0 rahamim 按其字根系表示一个母亲的爱 (rchem = 母
亲的子宫)。从母子之间的原始联结点上，产生了母;-g与其孩
子之间的特别关系，一种特殊的爱。我们可以说，这种爱完全
是-种恩赐，不是报答，它乃是内心的一种不得不然的倾向， 即
内心的-种迫切的需要。它可以说是"盟约的爱"之阴柔一雨，
以别于其阳刚-面。在这个心理背景之寸.. ， rahamim 影响所
及可包括如下各种性'情:良善、细心、忍耐和决心宽恕别人的
那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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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门约圣经用 rahamim 这个字来谈论天主时，它正是指

问天主的以上各种属性。 《依撒意亚先知书》记载 -

妇女岂能忘掉自己的乳婴?初为人母的岂能忘掉亲

生的儿子?纵然她们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向 !

(依 49: 1 5)

这种忠诚而不能被打 倒的爱，由于 U性的神秘力量，以种

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在 |门约圣经里.它表现为从危险中，尤其

从敌人手里，解救出来的救恩，也表现为对个人反对整个以色

列民族所犯的罪的宽赦;最日它表现为决心履行其(末甫的)诺

言和希望，不论人对天主是再忠实。 正如《欧瑟亚先知书〉所记

载的·

我要从心里疼爱他们。(欧 14:5)

在 旧约圣经的用语里 ， 还有其它的说法，以不同的方式表

达同样的基本内涵。不过上述的两个名词特别值得注意，它们

很叨显地显示出其原始的拟人化一面 11。 而达昧的体验，却是

颇共代表性的描绘。

囚\派遣先知的天王

达味逝世以后，撒罗满继位(列上 1: 39 )。在他登位之初，

南方的埃挨一颇不振，北方的亚述帝国仍未强大。 由于他善于

利用同际情势，所以造成撒罗满王罔极为辉煌的时代。 他建立

了圣殿，对于以色列敬拜雅成真神的贡献功不可没。 撒罗 j芮死

后，罔家却发生了分裂。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北分裂. 北国

以色列与南罔犹大。

政治上的分裂，同样导致宗教上的差异。 事实上，达味及

撒岁 ;前在 1 11'时，各罔的信仰与神道，就纷纷地传入以色列王罔 。

悔瑟以来，为消灭邪教和异端所作的努力，几乎功亏一笋 ， 土崩
瓦解。 罔外的神道，五花八门，以色列宗教所遭遇的危机， R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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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就在这个危机网伏的关键时刻，伟大先知 天主发

言人 一 的时代来 11白了。以色列子民借着先知的不断激励，

培养了纯正的信仰，坚决反对多神的异端，也使以色列子民，进

而体验而他们所信仰的上帝，不但是勇往直前的神，也是门新

又新的天主。

(一〉宗主史革新

当撒罗满年老的时候，这些妻妾迷惑了他的心，勾引

他去崇拜别的神……(列上 11 :4)

撒罗满王晚年时代，由于他的妥协放任政策，使得各种不

同的神道，源源流入国内。他竟然不能阻止新后建立崇拜偶像

的庙宇，甚至供给后妃们崇拜各式神道的祭品，实在荒唐可悲。

他死后，南北分裂，到了北国依则贝耳的时代，昨尼基巴耳教侵

入，引起了不少的冲突和悲惨事件，这也是以色列充满灾难的

时期。圣经中不少的章节记载了当时先知们仗义直育的英勇

事迹，如列上第 13-15 章等等均是。

当阿哈布为王时，他竟然要为邪神建立寺庙(列上 10:30-

33)。先知厄里亚临危受命，挺身而出 。 厄里亚名字的意思就

是我的上主是雅戚"。 厄里亚严厉地谴责阿附布和依则贝

耳的恶行，甚至在加尔默耳 山 与 巳耳教的先知比试(列上 18:

21- 40)。天主俯昕了先知厄里亚的祈祷，以色列民在愤怒中，

把那 450 个巴耳先知全部杀掉。 随后天降甘霖，也结束了以色
列国长达三年的久早不雨。

以后的欧瑟亚先知，步武前贤，继续执行天主代言人的神

圣使命。 他借用婚姻，来象征以色列民对雅戚上主的不忠。雅
域上主是JB信的，而以色列却是不忠的妻子。欧瑟亚是以色列
第二个，以婚姻来形容以色列子民与雅戚上主之问所建立的盟
约的先知。 他坚决地以为以色列的国破家亡、信仰危机、道德
沦落，是→个十分怜爱自己妻子的丈夫，为希望妻子回头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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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给予她的一些惩罚。〈欧瑟亚先知书》的主题，多是描写以色

列子民，在宗教信仰方面门渐堕落，不断地走向外邦人所崇拜

的偶像、假神。 他虽然严厉地指责以民，但他仍然安慰鼓励他

们，肉为天主永远是仁慈和荐的(欧 14:5-8) 。

j力i 1-t先知不断地攻古异教、 多 tl~教的偶像崇拜共敬奉外邦

邪神等事。 他们常遵照芮乃山盟约的精神(出第 20 章)、上主

圣洁的教义(依第 6 章， 43:8-13) 、偶像乃虚无的道理(依第 46

章;巴第 6 章) ，及崇拜邪神使人道德堕落等原理，来对抗异教。

圣经作者，尤其是历代先知不断讥讽异教人，因为他们敬

拜木、有、金、银，人手制造的神像(见咏 115:4-8 ， 135:15- 18;

巴第 6 章;依 40:18-20 ， 4 1:6-7 ， 42: 1 7 ， 44:9-28 ， 45:16-20 ，

57:3-9; 耶 10:3-11 ，第 44 章;则 6:8; 智第 13-15 章等)。

关于多神教，圣经上最严厉的批评是《圣咏》第 96 篇第 5

节所云:万邦的众神尽属虚幻，但上主却造成了苍天 15 , 
先知们再三提出的劝告呼吁，以色列!你要听: 上主

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 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

主你的天主。(中 6:4-5)

至今仍然深具警戒之意，影响后代甚巨 。

(二〉促进正义

以色列真正完美的宗教生活，是让雅戚天主在盟约中 ，借

着法律，做唯一的神，唯一的上帝。雅戚的诫命，如果真能成为

以色列子民，言行思虑的准则。 那以色列的生活，才能真正走

向安康、和平 (shalom) 的境界。 事实上，每一个人民，都应该拥

有为他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诸如食、衣、住、行、育、乐六项

基本需求的满足。 也只有如此，才有真正的美满、幸福的生活

可育。 正义的真谛包含两个层而:第一个层面是基本正义，就

是以色列的上帝，袖能影 H向人类每一个层面的每一种生活。 袖

渴望天主的选民，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团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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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要真正力行上帝的旨意，遵守中也盟约中的法律:

如果你们听从这些法律，谨守遵行，上主你的天主，必

照她向你祖先起的誓，对你守约施恩。 她必爱你，祝福你，

增加你的人数，在向你祖先起誓，许给你的土地上，祝福f牛

身生的子女，仲地内的出产、五谷、酒、油，以及牛羊的生

产 。 (中 7: 12-13)

第二层面是这基本正义的具体表达。

以上的基本正义，必须要彻底、具体地落实在重要的社会

问题上，方能发展人类互助、合作、服务、牺牲的道德力量。使

智者、强者、富者去扶助愚者、弱者、贫者;男女之间具有彼此尊

重的素养;人与人之间协同合作，大家都能遵守法制规范，这也

就是我们所称的，正义的第二个层面:具体的正义。如果违反

以上所说的重要原则，譬如众暴寡、强凌弱、压迫女性、奴隶制

度、利用法律作奸犯科等不合理的事情，这都是我们所称的具

体不正义。 先知们谆谆告诫、反复吁咛的就是消灭社会上具体

的不正义，促进以色列子民过着以正义为准则的生活。 事实

上，正义对以色列天主的选民，具有救恩、幸福、和平的多种涵

意。天主要求的是:

只应追求公道与正义，好叫你能生存，占有上主你的

天主赐给你的土地。(中 16:20 ) 

然而上主仍然等着向你们花皂，仍高兴向你们表示怜

爱，因为上主是正义的天主，凡依赖袍的人是有福的 。

(依 30: 18) 

凡要夸耀的，只应在"知道和认识我"这件事上夸耀，因

为在地上是我，上主，施行仁慈、公道和正义。 (耶 9:23)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天主的选民，并未完食进行天
主的旨意。 以色列、犹大南北两国的社会上，充满了邪恶暴力
和不合理的现象。 先知们声色俱厉，所谴责的就是这些:

他们的行为不能使自己归向天主，因为邪淫的心神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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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在他们内，致使他们不认识上主。 (欧 5 :4)

上主这样说 为了以色列再三再四犯罪，我不收回成

命，因为他们为了银钱出卖义人，为 一双鞋，出卖无辜的

人。 他们把穷人的头踏在尘土里，侵夺卑微人的权利; 儿

子与父亲走近同一少女，以致亵渎了我的圣名;他们靠近

每个祭坛，躺在抵押者的衣服上，在他们的神庙内喝剥 削

来的酒 。 (亚 2 : 6-8)

虽然如此，可是先知们仍然苦口婆心，重 申天主仁慈的许

诺，要求以色列子民遵行正义:

正义的功效是和平 ， 公平的硕果是永恒的 宁静和安

全。(依 32: 17) 

人啊 ! 己通知了你，什么是善，上主要求于你的是什

么:无非就是履行正义，爱好慈善，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

(米 6:8)

〈三〉照顾贫穷困苦的人

我确知上主必为受压迫的人仲冤，也必为贫穷的人主

持正义的判断。 (咏 140:13)

在旧约的圣经中，虽然有各种不同的传统记载，和书写方

式。 但是却一致显示，雅成上帝对贫穷困苦的特别关注( 申 15:

1-11 ; 约 29: 12- 17; 咏 69:34 ， 72:2 、 4 、 1 2 - 24 ; 箴 14:21 、 3 1 ;依 3:

14 -15 ， 1 0:2; 耶 22:16; illI 7:9-10 等) 。 这是雅威行动上的主要

特质，地喜欢走近贫苦的人，站在穷困人群的中间 ，与他们同行。

面对物质文明 H 益进步的今天，我们必须特别留意上帝照顾贫

穷困背人的心愿。 重视贫穷的问题，也就是时下所谓的:

"p1'efe 1'cntia l option fo 1' thc poo1'. "16 

我们进一步地去观察上帝雅戚的行动，我们会立刻发现，

袖实在愿意做人类中每一个人的天主。 袖渴望人们都生活在

袍的正义保护中。所以严格来说，在袍的心中，绝对没有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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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见，人人都是平等的、尊贵的。在袍的慈爱里，更没有高

等次等之分。若是从人的方面来看，有些人在他们的具体生

活中，好像根本不需要雅成的救恩，但也有些人，实际地体验

到，他们多么渴求天主的拯救、照顾、宽挝、、护佑，甚至为他们

发言。

既然天主爱世上所有的人，丰也更愿意和每一个人同行，那

丰也当然"首先"走向贫穷人的需要。虽然每个人都需要，但是因

为贫穷的人首先"承认自己需要袍的协助，自然而然地，天主

"首先"去帮助那些需要袖帮助的人，这也是人之常情。这绝不

意味着，天主不照顾富有精明、才智双全的人。简而言之，那些

真正体验到需要雅威上帝的慈爱的，无论是在物质、心理、良

心、社会关系、政治方面，都是袖最乐意最"优先"关爱的对象。

你们应保护受苦的人和孤儿，为贫穷与可怜的人主持

正义。(咏 82:3-4)

(囚〉生活的天王

天主不喜欢任何人丧亡，地造人的目的是为他(她)的生

存。天主曾为人立了地堂和生命树，树上的果实使人"永远生

存" (创 3:22)。即使应该禁止犯罪的人以自己的方法撞近生命

树，但以后天主仍不放弃保证给人生命。天主给袍的子民提供

了"生命的道路" (箴 2:19f; 咏 16:11 ;申 30:15; 耶 21:8) 。

这些道路是上主的"法令和规定;遵守的人必因此获得

生命"(巴 3:14)。因为这些道路是正义的路，而"正义引向生

命"(箴 11:19) ，"义人必因忠信而生活" (哈 2:4) ，反之恶人将由
生命册"上抹去(参阅咏 69:29)。这种生命在以色列的想望

中，只是现世的长寿。然而，一如土地是上主所赐予袍子民的
土地，同样，如果以色列忠信不渝，天主便为之保用的"生命和
长寿"(申 4:40f) ，代表世上唯一的、"远超地上一切国家"(申
28:1)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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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生命虽然完全活在世上，但首先并不由世物滋养，而是

由亲近天主开始。袖是"活水之泉"(耶 2:13 ， 17:13) 、"生命之

源" (咏 36:10) 、"袍的爱情胜于生命" (咏 63:4) 。 义人也宁愿

生时住在袍的殿宇中，胜似其它一切幸福。对先知们说来，生

命便是"寻求上主" (亚 5 :4;欧 6:1-2) 。

以色列因罪而从死亡所得的生命经验，多于她由现世幸福

生活所得的。因为即便在死亡中，以色列仍然发现天主不断召

叫他们走向生命。厄则克耳在充军的痛苦中宣称天主"绝不喜

爱恶人丧亡

道以色列好像一群尸体，但他宣报天主要把气息注入这些枯骨

里，它们便要复活 (37:11- l4)。可见在罪恶与死亡不可分解的

铁律间，存有一条裂痕，人能够为自己的罪恶而死，但仍能期待

某种生命。

安提约古 ·厄圣法乃的迫害证实了先知的观点，指出人为

了忠于天主可以一死。这种为天主而受的死，不但不使人远离

天主，反而借着复活引人达到生命:

天主要将灵魂和生命还给他们·…..他们要畅饮永不

泪竭的生命。(加下 7:23-26)

他们从长眠的尘土中"将醒起来"、"发光有如穹苍的辉耀"

(达 12:2)lí ，迫害者却将沉沦于"永远的恐惧中"。

(五〉神圣的天王

因为是我上主领你们由埃及地上来，为做你们的天

主: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肋 11:45)

天主有很多属性，可以代表袍的本质。但是最具有代表

性，并且以包括其它属性的，可能就是天主的神圣性 18。

天主的神圣表示什么?在此我们且注意一下文字的用法。

因为圣经文学中的"圣"与中国经典中的"圣"有不同的含义。

中文的"圣"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指学问的造诣极深;二指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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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养到了极点。因此可以说:中文的"圣"停阳在人的层面;

但是圣经中的"圣"则上指神的幅度。在旧约希们来文的用法

上圣"(qodesh ， qadosh) 共有两种含义: 一、上帝向身是最

真最需最美的，综合而 r î ，他是最神圣的。 、凡是一切在匪

的、以特别的方式归纳到上帝的领域内的，我们也称之为圣的 。

这个神圣美善的天主，选择了以色列人，做袖"特殊的产

业"司祭的国家"和"圣洁的国民" (出 19:5-6)。以色列既然

是神圣天主的产业，同时也是"属于上主天主的圣民如同《 申

命纪》上很多地方所讲的:

因为你们是属于上主你天主的圣民，上主你的天主由

地面上所有的民族中，拣选了你作自己特属的子民。

(中 7:6)

另外也可以参阅:申 14:2 、 21， 26:19 等处。这个召选使得

以色列，与其它民族有别。以色列既属于神圣的天主，那么以

色列也应该把这个神，当作生活的准则。因此~J的未纪〉和别的

旧约书卷一再强调天主是至圣的，以色列子民也应该是圣洁

的。

你们应该表现为圣洁的，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是

圣的。(肋 11:44)

你告诉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

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圣的。你们每人应孝敬母亲和父

亲，应遵守我的安息日。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你们不

要归依偶像，也不要为自己铸造神像，我上主是你们的天

主。(肋 19:2-4)

万军的上主必因正义而受尊崇，至圣的天主必因公平

而显为圣。(依 5:16)

上主，愿苍天称赞你的奇事，圣者的集会赞美你的忠

义!在云彩之中，谁可与上主相比?天主的众子，谁能同

上主相似?在圣者的集会中，天主令人惊恐，她伟大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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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她四周的神圣。(咏 89:6-8)

圣!圣!圣!万军的上主!她的光荣充满天地!

(依 6:3)

(六〉忌邪义怒的天王

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为我，上主，你的天

主是忌邪的天主;凡恼恨我的，我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

直到儿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出 20:5)

看哪!上主的名由远方而来，她怒火如焚，浓烟冲天;

她的口唇满了敌'氏，她的舌头有如吞噬的火焰。

(依 30:27)

这是一种拟人法的描写，其实它所要表达的，是雅戚，是至

圣、绝对的天主。所以袖彻底地反对和惩罚罪恶，连外邦人也

不例外(创 13:13 ， 18:20; 依 1:10 ， 3:9 ， 26:11 ， 42:13 ;申 18:12 ， 4:

24 , 5:9 , 6:15 , 32:16 ;亚 2:1; 则 16:42; 智 5:17; 出 34:14; 苏 24:

19; 码1: 2) ;雅威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人不遵守盟约，怀疑雅戚的

能力(出 32:7; 户 25; 申 11:16 ， 29:19; 依 9: 11 ， 10:5 ， 14:6; 耶 4:4 ，

17 :4 ;则 5:13 ， 7:13 ， 25:17; 欧 5:10 ， 8:5; @ 1:15) 。

巾于共体的宗教经验， In 约中并不将雅戚义怒的描写，置

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先知的训导里也不是信仰的中心。圣经中

对天主忍耐的强调，使得对天主义怒的描绘得以缓和(户 14 :

18; 耶 15:15 ;岳 2:13; 纳 4:2; 鸿1: 3 ;咏 86: 15 ， 103:8 ， 145:8; 箴

15:18) ，雅戚常强调自己的不计以往(耶 3:12)及绝大的仁慈(依

54:6-8) 。

……雅戚，雅成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友怒，富于慈

爱忠诚……(出 34:6)

这一切与袍的怒气比较，后者显得无足轻重。仿佛又把前

而的易怒、忌邪整合在雅戚上帝圣爱的奥迹中。但不能再认的

是，这些现象又显出雅威是共有无限生命的天主。地实在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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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切行为， IR约的作者以优美的文学技巧，通传给读者一

些本来是相当抽象的信理内容。今 H 人对天主的问题相当敏

感，论此天主时，宣讲者一方而[，吁然应消除其神话性的肉素，但

是另外一方雨，也不可将天王原有的而貌，弄得模糊不清。

Ct)走向未来的天王

在旧约圣经中上主的 H 子'一概念的产生，充分表达了

以色列子民，对天主的期盼。天主不仅仅现在临在，将来亦必

临在。午也是现在的上帝，又是未来的天主。上主的问子，是天

主显示自己的威严和公义的 H 子。先知们经常预报上主的 H

子，有时描写这日子，如同世界末日的审判。有时把这日子与

默西亚的来临连结起来，也有时描写得有如天主的战斗和胜

利。以色列子民，虽然多次叛离了天主，但是他们从历史的体

验中，仍然相信，上帝会宽恕他们，会重新救援他们。天主即使

在义怒中，仍然慈悲为怀:

……我愿在那些时日之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 一

- 上主的断语一一 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

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作他们的天主，他们要作我

的人民……(耶 31 :31-34)

以色列罪恶深重，内心外表都破坏了天主的诫命。天主是

公义的，选民一样要接受惩罚，要毁灭败亡。但事实告诉我们，

以色列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刻，天主仍然赐给他们新生的希

望:

我要把你们从异民中领出，从各地聚集你们，领你们

回到你们的地域。那时，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洁净你

们，净化你们，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 我还要赐给你

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的肉

身内取去铁石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内的心。 我要将我

的神赐于你们五内，使你们遵行我的规律，恪守我的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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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一实行。(则 36:24-27)

这是走向未来的天主，给以色列子民最伟大的神的许诺。

未来的门子，只要天主的选民，恪遵上帝的诫命，未来的一切都

是美好的(依 2: 1-5; 米 4:1-3; 依 60 :3 ， 66:22 ;四 8:3 、 20-22 ，

14:16-17)。天主是走向未来继续创造的大神(依 45:6-8 、 18 、

21-24)。天主更借着先知依撒意亚，庄严隆m~地宣布.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

们;她肩上担负着王权，弛的名字要称为神奇的谋士、强有

力的天主、永远的父、和平之王。袍的王权是伟大的，达味

的御庄和他王国的平安是无限的，她将以正义与公平对王

国加以巩固与保持，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上主的热忱必

要完成这事。(依 9:5-6)

伟大的上帝，因着袍的热忱，必要完成这伟大的许诺。在

第二依撒意亚中有四首"上主仆人"的诗歌:依 42:1-9 ， 49:1-

9 ， 50:4-11 ， 52:13-53:12。综观这些诗歌的内容，也同样涵盖

着，雅威上主走向未来的幅度。这不但是以色列子民的福气 ，

更是人类最大的盼望和寄托。

五\重建熙雍的天王

以下的历史事件，都和熙雍 19 有不可分的关系.

· 公元前 931 年， 是以色列民族衰亡的开始，且往后的数

百年，以色列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 公元前 721 年，亚述王攻陷北国首都撒玛黎雅城，将近

三万的选民被迫迁徙，北同随之而亡。

·公元前 597 年，巴比伦王罔攻耶路撒冷，犹大同投降，贵

族和技术人员勒令充军巴比伦。

·公元前 587 年，巴比伦再攻圣城，城墙被拆。圣殿付之

一炬，犹太人第二次被充军，犹大国宣告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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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而看来，以色列民族似乎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但是事

实上，大慈大悲的天主并未弃之不顾，中也仍然用袍的大能，庇护

着她的子民，地一直在开展新的场合，新的生命。

(一〉复兴以色列

因为上主必定要重建熙雍，且要显现于自己的光荣

中 。 (咏 102:17)

领导以色列难民最伟大的先知厄则克耳，是和耶苛尼雅王

一起，随同第一批难民同时被掳的(公元前 597 年) 。 厄则克耳，

是司祭之子，生活严肃，行动积极，充满了先知精神。 他继续培

育以色列子民的信心，他不断鼓励流落异乡的同胞们说，天主

一定会再施恩德，拯救他们重返故乡的。 他代表整个以色列民

族，向大公无私的天主忏悔。 在如此深入的真诚的宗教体验

中，他再度体认到天主的仁慈美善，和既往不咎的胸怀。他得

到天主的启示(则 37: 1- l4)一一 枯骨复生的神视，使他心中惊

喜若狂，更增加了他的勇气和信心!

我要在异民中显示我的光荣，万民要看见我所施行的

惩罚，看见是我举手打击了他们。从那天起，以色列家族

必要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 异民也要知道以色列家

族元军，是为了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违背了我，我远掩面

不顾他们，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全都丧身刀下。 我按他

们的罪过和恶行对待了他们，掩面不看他们 。 为此吾主上

主这样说:现今我要转变雅各伯的命运，怜恤以色列家

族。为我的圣名而大发妒火。当他们安居自己的地域中，

没有人来惊扰时，他们将忘记自己的耻辱和违背我所犯的

一切抗命之罪。 当我从各民族中把他们领田，从他们敌人

的地方聚集他们，在众异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圣时，他们

必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因为我将他们放逐于异民之

中以后，又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地方，一个也没有留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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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我不再掩面不看他们，因为我将我的神已倾注于以

色列家族 吾主上主的断语。(则 39:21-29)

以色列子民以往的罪恶，先知虽然一再提到，绝不隐瞒;但

是先知所宣示的，不是罚恶却是天主的再救肢，死里2日:生的新

希望、以色列民族的再复兴.

以色列群山，你们要给我的百姓以色列生出枝叶，结

出果实，因为他们快来到了。看!我借同你们、眷顾你们，

使你们得以耕种、得以播种，在你们那里增加全以色列家

族的人数，使城邑再有居民，废墟得以重建。我要在你们

那里，使人和牲畜的数目增多，他们要增加繁殖;我要使你

们再有居民，如同昔日一样，优待你们胜过先前，女口此，你

们便承认我是上主。(则 36:8-11)

〈二〉建立人类的新希望

天主委托先知们，将袖对人类的计划逐渐地启示出来。每

个民族都将他们本国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唯有以色列民族，

注意到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及将来可能有的结果。因为按先知

们的教导，掌管人类历史是大能的天主。

选民犯罪作恶，遭天主谴责;敬拜邪神，更道上帝严惩。以

民的许多朝代兴盛又衰落，唯有宗教屹立不摇。先知们对那些

忠诚敬拜天主的少数选民，加以鼓励(参阅依 10:20-21) ，振奋

他们的精神，并向他们保证，天主所以惩罚他们，完全是出自爱

心;若他们心甘情愿，巾天主手中撞受惩罚，这惩罚反而成为恩

惠，天主定会实现袍的许诺。

由于先知们的预言，以色列人对默西亚即将来临的希望，

门渐加深稳固，许多人竟因此而重振他们对天主的热心。|问约

的最后一位先知达尼尔曾预言 20

我仍在夜间的神视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

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远即被引到她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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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赐给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

及各异语人民都要侍奉拙。袍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

不替;她的国度永不灭亡。 (达 7:13 -14)

我们综观以色列的例史，从亚巴郎蒙受天主有 i唤、离开乌

耳开始，到梅瑟领导出竹、若揭;厄占领桶地、达昧建立王罔、南

北分裂、巴比伦充军，一直到劫后余生，重返故土……这弱小的

民族竟能够历经数千年而流传不己，实在让人赞叹上帝的奇妙

大能。以色列子民虽然作恶多端，违背天意，但是他们仍然相

信，体验上帝是生存力量最大的泉源:

难道你不知道，或者没有听说: 上主是永生的天主 ，

是创造地极之主吗?她总不疲倦，决不困乏，她的智慧高

深莫测。丰也赐给疲倦者力量，赐给无力者勇气。少年人能

疲倦困乏，青年人能失足跌倒;然而仰望上主的，必获得新

力量，必能振奋高飞如几鹰，疾驰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

倦。(依 40:28-3 1 )

借着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发展史实，我们能够肯定地相信，

唯有雅威上帝，才是人类永恒的希望。袖是昔日的主，也是今

日 的主，更是明 日 的主，袖将永受钦崇，大受显扬。

因为从 日 出到 日 落，我的名在异民中大受显扬，到处

有人为我的名焚香献祭，并奉献洁净的祭品，因为我的名

在异民中大受显扬 万军的上主说。(才立 1 : 11 )

六\天玉是充满荣耀和光荣的天王

在以色列民族长期与天主的相遇中，雅戚上帝逐渐脱现出

袍的真正面貌。以色列子民在 |门约圣经中，特别使用 KABOD
-字，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丰富体认 21。在希伯来文原意中荣耀

本来有"份量"的意思 ， 讲的是一个事物或存有物的重量、重要
性、财富、价值、光荣、尊敬、权柄……等等(创 13:2 ， 31: 1 ， 45: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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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上 3: 1 3; 约 1 9:9 ， 29:1 - 25; 依 16:14 ， 1 7:3 ， 35:2 ， 60:13 ， 62: 2 ; 

咏 8:6 ， 2 1 :6 ， 66:2 ， 1 06:20 ， 11 5: 1 ;编上 16:28; 编下 32:33 ) 。 这个

字有两个互相补充的意义:

〈一〉天王的至圣末日绝对的权柄与存青

圣经中依 35: 1 -4; 户 14:2 1 ;咏 29: 1- 3 ， 97: 1 -6 都描写上

帝的尊严、能力，与圣德的光辉。 威严、光明、能力、表现这四个

观念，与天主的光荣是不可分离的，而且是同时存在的，也不是

依次而有的。 这是希伯来文的特色，是其它文字所无的。就因

为如此 ， 其它任何文字，不能将这个希伯来名词，圆满地表达出

来。 在希伯来人的观念中，天主的光荣是一个比较动态的观念。

(二〉天主的 KABOD 是显现给人的荣耀

天主光荣显现的对象，经常是人，几时天主显示光荣，天主

就必然有救赎的行动。

1、经过宇宙的形象及历史中的行动所显示的荣耀

雅戚往往用两种方法来显示向己的荣耀. 一种是袖运用

各种形式显现自己的荣耀，因为雅戚早已临在于人生活的世界

里，与人同在。当地被认出来之时，天主的荣耀就显现出来

(出 24: 16- 17; 申 4: 11 ， 5:22; 出 29:43 ， 40:34 ;肋 9:6、 23; 户 14:10 ，

16:19 , 17:7 , 20:6 ;列上 8:11; 则 2:2 ， 9:3 ， 1 0: 1 8 ， 43:25 ;咏 97 : 6) 。

其次，雅戚的动作和化工本身也显露出袍的荣耀(州 14:18 ， 16:

7; 咏 19:2 ， 96:3 ， 72:19 ， 104:3 1， 113:4;依 35:2 ， 62:7) 。

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天主的雷鸣在显示庄严，上主

临到 澎湃的水面。 上主的声音具有威权，上主的声音具有

庄严。 (咏 29:3-4)

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凡有血肉的都会看见:这是

上主亲口说的 。 (依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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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天主都显示袖关爱、脊顾、拯救、圣

化、治理袍的子民。 正如上帝自己所说的:

他们要知道: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将他们领 出埃

及，寓居在他们中间 。 (出 29:46 ) 

2、以色列的答复

以色列瞻仰雅戚的光荣，是从国王的光荣那一观点出发

的。 先知看见主的宝座崇高，袍的王袍长尾铺满圣所，色辣芬

天使侍立左右高呼着袍的光荣(依 6:1-3) 。 天主的光荣是吞

噬的火，也是赤裸裸地揭露受造物的污秽、虚无和极端脆弱性

的圣德。 天主的光荣凯旋了，但并非要摧毁受造物，反之，它要

净化大地，使之再生，也愿充满大地。厄则克耳所见的异象，指

出天主的光荣离开圣殿的超越性的自由(则 11:22-23) ，而后

光照圣神所更新的团体(则 36:23 - 25 , 39:21 - 29) 。

《依撒意亚先知书》最后部分，将天主光荣的两方面连在一

起:天主固然在圣城中为王，这圣城是袖以大能所复兴，并以

其鉴临所光照的:

耶路撒冷，站起来!大放光明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

来到，上主的光荣已经照在你身上。(依 60:1 ) 

耶路撒冷眼见自己在大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依 62:7; 巴 5:

3)。天主的光荣由耶路撒冷照射天下万邦，他们都要目迷神眩
地奔向耶路撒冷(依 60:3) 。 在流亡时期的先知书里，在王朝时
代的圣咏里，在各默示录里，天主的光荣达到了一种普遍的幅
度，而有末世的风味:

我要聚集各种语言邦国，它们都要见到我的光荣!

(依 66:18)

在光芒四射的背景中，出现"既无美姿，又无光荣" (依 52:
14) 的雅威仆人的容貌，这一角色所接受的使命便是将天主的
光荣照射到地极你是我的仆人，我要在你身上显示我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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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依 49:3)22 0 然而承认并颂扬天主的光荣、原是人的天职。
|门约歌颂造物主的光荣、歌颂国王的光荣、歌颂救主的光荣、歌

颂以色列圣者的光荣(咏 147:1) 0 I门约痛斥那遮掩天主光荣的

罪恶(依 52:5 ; 则 36:20) ，也)!J.{见到上帝的光荣被整个宁前所承

认。

天主，息称的尊高，彰显于天，忠、林的光荣，普 '1各尘寰 !

天主，愿称在天上备受举扬，愿称在地上彰显荣光。

(咏 57:6 ， 12)

上主，愿林的一切受造物称谢称，上主，愿一切圣徒们

赞美称，宣传称王国的光荣，讲述称的威力大能，让世人尽

知林的成能，和林王国的伟大光荣。(咏 145:10-12)

t\唯一而超越的天王

在以色列的历史发展中，最让以色列子民感到震荡痛苦的

经验，就是第六世纪巴比伦充军的悲惨史实。我们可以运用宗

教生活主要的三个因素·教义信条、伦理规范、礼仪崇拜，来阐

明这个震荡痛苦的内涵意义。第一，就教义信条而言，以色列

子民面对巴比伦帝国泛神论的气氛，不得不起而悍卫自己信仰

的对象。 第一二，从伦理规范来说，外邦的生活方式，缺乏盟约法

律的精神，与以色列时时强调盟约的观念相当不同。第三， 以

礼仪崇拜为准，在异乡外方，根本没有耶路撒冷圣殿礼仪崇拜

的氛围。

就在如此艰难险峭的环境中，一些思想家，譬如厄则克耳

先知和所谓的第一二依撒意亚，他们面对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背

景和历史变故，于是痛定忠痛，做了一些基本的宗教反省。经

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色列子民终于从痛苦中领悟，蜕变突

破，产生了一个本当成熟的天主观，也就是我们所描述的唯一

而超越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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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惟一的天王

|门约的天主论是一种一神论，所谓的一神论主味着他们信

仰的内容是唯一的真福。换言之，他们认为除了天主以外，没

有别的神。这是旧约新约共同的基本信仰，但是这信仰的内容

由经验形成概念，巾模糊到肯定，却经回了一段相当长的宗教

反省过程。从梅瑟时期开始，雅戚的造形就不甚清晰(出 20:

3) ，在以色列民族的观念中，他们祖先的天主 一一 雅戚，一方

面肖似客纳罕地方的最高神明 (EL) ;另一方面却是半游牧民

族的特别神。所以以色列在占领了福地之后，受到了四周的物

质文明、宗教观，以及敬礼的习俗的影响，慢慢地开始崇拜巴

耳、阿斯坦以及肺尼基 一一 亚述 巴比伦的神叨(民 2:

11 -13 ， 3:7 ， 11:24; 列上 14:22-24 ， 16: 31- 34; 列下 3:27 ， 2 1:

2-7) 。

在这段宗教腐败的时期，先知们群起而攻之，竭力反对这

种对异神的敬礼。众所周知的厄里亚和巴耳光知们的斗法大

会，就是最好的写照(列上 18:21-40)。在厄里亚大获全胜之

时 雅威是天主"的声音震撼了犹大地域(列上 18: 39 )。整个

旧约与此相对应的是万神尽属虚幻"(亚第 1-2 章， 9:7; 欧

2:2- 5; 依 2:8 -18 ， 第 6 章， 10:10 ， 19:3; 咏 96:5) ，"外邦人的神

都是虚无"(耶 2:5 ， 10:8 、 15 ， 14:22 ， 16:19) ， "别的神是非神" (耶 2:
11 ， 5:7) …...等思想。

加以第二依撒意亚先知的强调(依 41:28 ， 43:10 ， 45:21 ;耶
10:6-8) ，以色列信仰中，绝对的唯一天主论逐渐成熟。

为叫从日出到日落之地的人都知道:除我之外，再没

有另 一位。我是上主，再没有另 一位;是我造了光明，造了
黑暗;造了幸福，降了灾祸:是我上主造成了这一切。诸天

请由上滴下甘露，望云彰降下仁义，愿大地裂开生出救恩，
愿正义一同 出生!我上主创造了这事。(依 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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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门当以色列民诵读《申命纪》时，唯一天主的信仰再度刻

划在以色列人的心灵上(申 6:4) 。 近东古老民族都有不少歌颂

神创造工程的神 11 11 ，但是，以色列在唯一天主的信仰中，体认到

雅威和那些丰I~叨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因为雅 J成是唯一的， 由此

可见无论是哪种宗教和文化中的泛神论和多神论，都与我们的

信仰内容无法相容。

(二〉至超越的天王

在说明了旧约的唯一天主论后，我们要说明以色列如何在

历史过程中，体认这个唯一天主的超越性的。对于雅戚的超越

性，以色列人从两种经验中去体认和综合:袍超越空间，袖更

超越时间，袖是至圣的。

1、天主起越空间

以色列人在生活中，发觉周围近东的神抵，都只属于某一

个固定的地区，但是他们的雅威却不是如此。 袍不只是以色列

祖先，在游牧时期或半游牧时期的保护神，中也也不限于某些地

域、人民和固定的界限。 于是，他们领会到雅戚本身是超越一

切界限的神，没有一个国家的神，能和雅戚比较。丰也是如此地

宽、广、高、 j泵，不能为人世间所完全包容和限定(亚 9:3; 咏第

139 章;列上 8:26-27; 约 11:7-9; 智 1:1-7) 。 为此，米该亚和

耶!的米亚先知说:对天主而言，即使圣殿成了一堆废墟，也无

妨碍(米 3:12; 耶 7:12) ;太阳和月亮只是服役于宇宙的光体(创

1: 14-19; 依 40:26 ， 45:12) ;万民与雅戚相比也不过只像是一滴

水和一粒沙(依 40:15-18) ……

巾这些经文传递州，以色列人体会到他们的雅戚，本身是

超过一切创造的神。 万物绝对不是从中也身上流出来，而是被袖
所创造，于是雅戚绝对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一切地方、一切空

间、 一切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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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主超越时间

以色列也体会到，雅威不但超越空间，也超越时问。?也是

永恒的，有充沛生命力的天主。 l韦|绕在以色列民周遭的神;氏，

因为是属于宁市的，在宁市内，因此，也隶属于时间的过程。在

古代近东流传下来的神话里，传说这些神抵也诞生也死去，雅

威并不相同，丰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哈1:12 ;依 26:4 ， 33: 14 ，

40:28 , 44:6 , 48: 12; 耶 10:10; 申 33:27; 达 12:7 ; 咏 9:8 ， 10:16 ， 29 :

10 ， 90:2-4 、 9 ， 93:2)。世界始于天主的创造(创 1: 1 ;依 40:23) , 

但是创造者天主的生命则不属于宇宙内的这些限制， f也本身是

生活的天主，是永远生活着的耶 10:10)

渐渐地，以色列人领悟到，雅戚自身生命的圆满，是袖之所

以是永恒的根由。任何事，连人的罪恶在内，都无法减损这有

无限活力的生命(约 7:20 ， 35:6) ，也没有任何事能增加些许这生

命本身的活力(约 35:6 ， 22:2; ITff 7:5; 依 1:11)。这种说法易于

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雅威是永恒静止不动的;其实

在圣经中，希伯来人常常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描述，来描绘雅

威。旧约的作者很少提及雅威静止不变的一而(撒上 15:29; 拉

3:6)。相反，他们不怕把-个富于人情味的雅戚，活生生地隐现

在旧约章句的深处。旧约的字里行间，也不缺用于描绘雅成感

情表现的各种方法(创 6:6; 出 32:12 、 14; 撒上 15:11 ;耶 4:28 ，
26:3 、 19 ， 31:20; 欧 11 :8) 。

这种描绘生动地表达了以色列人信仰的内容:他们所信

仰的天主，是→个无法言喻难以描绘的，充满生命力的雅戚。
袍的生命力，是绝对超越时间界限的，为此中也是永远的现在，这
现在包背过去和将来。为此，在时间中不断变化的受造物，无
法尽包这活泼的生命。换育之，雅威是如此地丰富，在袍内蕴
涵着无数的变化，而却不属于变化。 总而言之，午也是一位绝对
超越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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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省题

l. 你认为通常中罔j对史中，和l'用什么方法来}J 示向己?

2. 天主用各种特殊的方式，去主动接近每一个人，而你认为

天主接近你的特色在哪里?

3. 以色列祖先对雅戚的体验，和中国一般的宗教体验，最明

显的相同处和不同点何在?

4. 在梅瑟出谷体验中的天主，就是一位解救的天主!这个

体验和你的宗教信仰生活，有什么关联?

5. 从达味以来，以色列逐步发挥默西亚的图像。在我们中

国历史上，或是你个人的生活中，是再对未来也有类似的

图像?

6. 在旧约先知宗教体验中，雅威是促进正义的天主。你以

现代人对正义的解释，和先知们所强调的正义，可再作一

综合性的比较?

7. 上帝在以色列子民充军之后，重建了他们的宗教生活。

这样的事实，给我们面对日益复杂、多元化的人类，有什

么启示?

8. 现代人很少使用光荣来描写天主的面目，你用什么现代

的、比较本地化的说法，来表达这种体认?

9. 一般中国的宗教体验，多半是把神归纳到宇市内，是比较

一体性的。 我们身为中国基督徒，如何将唯一、绝对超越

的天主观，更加具体地落实到本地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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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梵二， {启示宪章〉第一章， 2-6 号。

2 思高圣经学会编著， {圣经辞典}<香港:忠高圣经学会， 1975) , 

659-660 页， 975-976 页 。

3 参阅:玛 17:2-9; 若1: 18 ， 6:46 ， 2 1: 1 、 14; 弟前 6:16。

4 参阅:罗 1:18-21。

5 圣经神学辞典编译委员会译， {圣经神学辞典H 台中:光启，

1980) ， 1-5 页。

6 有学者提出 HAWAH 在古代闪族语言中，可能代表闪电雷霆

之神的动作:降下、吹。

7 示"编辑委员会编著，{救恩史:从耶稣到亚巴郎H香港:明爱

印刷训练中心， 1987) ， 55-57 页。

8 关于雅成的名称，在历史上有多种的解说。忠高圣经中译为

"我是自有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认为这种译法，比较富有哲

学性的意味，但是并不能完全顾及梅瑟当时的救恩景况，和符

合希伯来文本身的特色。因为在希伯来文中没有一个抽象性

的哲学性的名字。读者可以参考 依 52:6; {若望福音》 中"我

是"的经节，玛 26:20; 默1:48，都是以具体行动的含义，来应用

之。

9 在新约中，四十多次用了雅成(主、上主)此名称，大部分是指向

未来:将来妾与我们同在的神。

10 房志荣 古代近东的盟约制度"{神学论集}7 期 (1971 春)， 1-

6 页 。 罗兰德富著，扬世雄译， {古经之风俗及典章制度}<台中:

光启， 1981)。韩 JJ<. 良， < 出谷纪释义H 台北·思高圣经学会，

1984) 。

11 耶稣实现人与天主之间的圆满的"新盟约有羔羊的血、有盟

约的血(玛 26:28; 路 22:20; 格前 11:25 )。

12 新约的作者， 一方面把天主的王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若 18:

36-37) ，另一方面把它归于天主(父)(玛 5:35 ;弟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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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13 同注 2 ， 1089-1091 页 。

14 若望保禄二世 1980. 11. 30 ， 第二个通渝， <富于仁慈的天主)(台

北 中国台湾主教团秘书处， 1981 )，特别研读第二章及第 52

7主， 13-19 页， 71-75 页 。

15 同注 2 ， 229-231 页 。

16 J. Eagleso口， P. Scharper (Eds.) , Pueblααnd Beyond (N. 

Y.: Maryknoll, 1979), Evange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s 

Present and Future: Final Document of the Third Ge ner

al Confer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Episcopate , P ue

bla , January 27-February 13, 1979, esp. Part VI , Cha

pter 1, A 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 D. Dorr, Op

tion for the Poor: A Hundred Yeαrs of Vaticαn Social Teα

ching (Dublin , 1983)。 保禄六世， {八十周年公函 ) ， 1971 年 ，

23 号。 请参考:第一篇第四章注 6 的文件，及第二章， 87- 95

亏。

17 同注 5 ， 9-13 页 。

18 同注 2 ， 660-662 页 。 同注 5 ， 647-651 页 。 夏伟旧约伦理特

质及其在基督徒伦理生活的应用 飞神学论集}72 期 (1987 夏 ) ，

233-248 页 。

19 同注 2 ， 900-901 页 。

20 葛立模编辑， <预许的默西亚H 台中:天主教教义函授中心，

1980) 。

21 同注 2 ， 220-222 页，并向注 5 ， 282-287 页 。

22 耶稣基督是夭主雅成的"光荣"之化身 锋 2:13; 得前 2:12; 路

2:9 , 9:32-35 ;若1:14 -18 ， 11:14-18 ， 12:28 ， 17:24; 格后 4:6; 默

2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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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章 天主创造和保存天地

以色列信仰的天主观，是借着对在历史中雅戚救援行动的

反省慢慢产生的。以民自己体认，他们之所以能侧身于近东强

有力的政权里，只有雅戚的全能可以解释(出 20:2; 申 26:5 - 9;

苏 24:16-18; 撒上 12:6; 耶 16:4 ， 3 1 :2; 欧 2: 1 7 ， 11 : 1， 1 3:4)。以

色列的神学家，在雅戚的救援和照顾的创造行动里，一日比一

日 更清楚地领悟到，雅威所创造的不只是为以色列的，它包含

整个世界和宇宙;因此天下万有，是统属于雅威的，是袖所创造

及保存的。严格而论，在以色列的经验里，雅戚的创造行动就

是袖救援计划的内在因素。这一切是以色列，在它的信仰过程

里， 经历那漫长的旷野路途后领悟出来的。天主是一切民族、

-切 目标、任何时代的创造者和保存者 !

第一节 天主创造天地万物

我们预备分六个步骤来说明:首先观察以色列问周近东

民族，有关宇宙来源的神话及神学;其次说明天主借育语创造
的事实;再解释动词 bara 的意义;进而叙述天主从虚无中，创
造~切的伟大事工;万有时间开始;最后阐述天主创造的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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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宇宙来源的神话及学说

这主题详细的讨论是属于宗教历史或哲学历史的范围。

神话本身并非毫无f主义，它对 1.-1 1 体生活的影 H向相当大，带给平

常的生活一个稳间的基础。 因为神话的内容是解释万物的出

生，以及万物和神的关系，这些知识 ， 对于 日 常的生活是十分重

要的。可以说，是形成一个民族生活的、人生价值观的基础。

所以 ， 每一个民族和宗教，都有他们论及宇宙来源的神话，这神

话通常我们称之为创造论。

(一〉创造神话的神

创造神话中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造物主，在这点上以色

列和四周的民族没有分别。 但是在整个的创造论里，却有着它

的特殊点:以色列创造论里的雅戚，绝不是一个受造的神，也

没有白发论的色彩。 换言之，在以色列民的信仰里，一切都是

雅成创造的。 除了雅威所创造的受造物以外，不可能有任何自

动生出的存有物。 而雅戚的创造与其他神抵是截然相异的，袖

是由虚无中创造了一切 。

〈二〉神话申描写的四种创造万法

1、生产式的创造论:台IJ 2:4a (toledot) 

它运用"族谱"的形式来说明天地的创造，谓之曰 这是

创造天地的族谱"。 在人知识的范围里，生产可以说是最高等
的创造工作。 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中国都有相同的宇宙
起源论。 中国的创造论，能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中窥得A其
端倪。 盘古本人被喻为肯生子。《道德经)42 章中所谓的"逗生
一，一生二 ， 二生二，三生万物或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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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飞，其所谓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理学家认为天地开始以前只有一气，气在在氧激荡而生天地阴

阳，……诸如此类的芹语此想像，都可能是在中同文化中反映

生产式的创造论。

2、战争式、胜利式的创造

巴比伦的创造神话，描述在高处 (Enu-ma-elish) 神与神之

间的战争。 他往往把这战争分为两期，在第二期结束时方有世

界的创造。 马尔杜古 (Mar也lk)将女神帝晗玛 (Diamat) 打死

后，把她的尸体分成两半，撑起一半来变成天，另一半则是地，

以后方是星辰和人类的创造。在《创世纪》中可能罔有这种战

争式创造神话的痕迹，它称之为‘深渊"(创 1:2)。但是根据学

者的研究， {创世纪》里的中心传统比巴比伦的神话来源更古

老。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的创造神话中似乎也阳有战争或创

造神话的痕迹。他曾以自己的身体撑住创造的天地，按《五运

历年纪》的记载，他死后的尸体分割如下气成风云，声为雷

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月支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

脉为地理，肌肉为国土，友是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全玉，

精髓为珠石，汗流为雨泽"。中国古代也用无形无像的昏暗混
沌为天地的开始。

3、工作式的创造

描绘这类创造的方法有二种:一是描写在创造中的分离

工作， 譬如《创世纪》中天主对穹苍和深渊的分离，昼和夜的分
离……等，另一种是以"人是由土形成的"这类的言语，来说汁:
工作式的创造。据宗教学家和考肯学者的探讨，在肯埃共和非
洲尼罗河上游，很早就有陶匠神话的流传， {创 11t纪》中雅戚的
创造故事很可能是受到它的影H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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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以言语创造

在以色列民周围的神话里，传统很早就有以育语创造的类

型存在。 但是以色列人在运用时，有其在信仰中所赋予的特

包，使得它远超过其它古老宗教的思想局限。 在以色列民的宗

教休验里，他们的创造论特别强调育语的创造，在下文里我们

将要特别提出这类的创造来讨论。

二\天王以言语创造

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创 1:3)。在《创世纪〉第一章里

曾经八次，用过这种说法，来表达天主以育语创造的事实(创 1:

3 、 6 、 9 、 11 、 14 、 20 、 24 、 26) 。 经过今日的释经学者研究，发现《创

世纪》第一章成书时期，是以色列人放逐后。旧约的记载反映

出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体验里，从亚巴郎开始一直到在巴比伦放

逐的时期，雅戚的话在他们当中从未间断过。这话，一如雅戚

自己曾经说过的，不能空空地返回，一定要完成派遣它的使命

(依 55:11 )。天主的育语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启发民长，领导

先知，批判以色列的行为，……这现象显出了这育语的创造性

(亚 5:8 ， 9:6; 依 17:13 ， 40:26 ， 41:4 ， 44:27 ， 48:3 、 13 ， 50:2; 咏 104:

5-9 , 147: 4 ， 148:5; 约 38:11; 友 16:14; 德 39:17 ， 42:15 , 43:5、

10 , 16:26) 。

在〈智慧篇》作者的祷告里，也育及天主以育语创造的事实

(智 9:1-2) 。 在《圣咏》中，对这事实有如此一个优雅的结论·

因天主的一句话，则诸天造成，因上主的一口气，万物

生成;因她一友言，万有造成，也一出命，各物生成……

(咏 33:6 ， 9)

据学者的研究，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古埃及有 卡大
(ptah) 神创造宇宙说。 据记载，卡大神以口给万物起名，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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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被创造。换育之，世界是由卡大神的理智、精神以及口舌

所创造的。这类神话普遍地流传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域，但是在

描述上并不是如此清楚。《创世纪》第一章的作者，是有干知晓了

古埃及的创造神学传统而加以延用，至于此点，今日无法得到

精确的历史资料。

但是，即使如此， <创世纪》第一章还是有它独特的领悟

一一育语的创造性。所以往往在记载一件事实(创1:16-18)

之前，定有一个注释(创 1:14-15) 以显出雅威言语的创造性。

譬如太阳"、"月亮"在以色列四周的信仰中是神体，在《创世

纪》第一章中以色列民纠正这种观念，在注解里称其为"光体

说明太阳、月亮也是受造物之一;并说明在宇宙中它们的两种

作用 :一方面是光体，另一方面是借其区分"昼夜"\、"日月"\、

"季年

上文的分析能(使吏我们清楚， <创世纪》第一章作者的独立思

想。这里蕴含着他们的育语神学，指出受造物的言语性。 说明

人在育语的氛围中，渐渐成长的事实，是以言语来表达自己并

且化身在育语里。言语是在"你一我"的关系中方有意义;就是

借了"你→我"的交往，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这种人间言语的

创造能力的来源，实在是分享天主言语的创造力。 因为，人的
青语是天主圣育的回音。

三\天王创造

为描写雅戚的创造动作，旧约作者，特别运用了一个特殊

的动词 bara。 这个动词是专门只属于描述雅戚的创造动作，
不能运用在其他存有物上。 由此可见，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
雅戚的创造是如何特殊的一桩事。这动词在旧约里出现 48 次 2
之多，通通是指有关天主的创造工程。

《创世纪》第-章的作者，和第二依撒意亚先知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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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是同时代的人，都是放逐巴比伦的犹太信徒。《创世纪》

的作者，注意的是万物的开始，第二依撒意亚的作者，却把重点

指向未来|员l满的救援。其实最先运用 bara 一词来说叨雅戚对

袖选民的创造，只是在第二依撒 23 亚先知书之中(依 43: 1 ，

1 5)。开始它指的是救援历史中，惊人的新创造行动，以后方才

运用来指出雅戚对宁市的创造。它意味着雅威不只是创造宇

宙的起始，也创造它的完成;雅戚创造了整个宇宙过程的出发

点。在这出发点上虽然有时间的伊始，雅威的创造行动本身，

却没有时间的限制，因此这创造的行为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

一一 更是未来的。这育语的创造，肇始于绝对的虚无和自 由，

袖创造时毫不费力，也不用任何原料。

为了更具体地阐释天主的创造，bara，我们稍微注解《创世

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构造:

(-)(创世纪〉申的雅威典

《创世纪》中的雅戚典，是相当古老的传统(创 2:他-25) 。

作者是一(群)居住在内陆的人，他(们)的文笔活泼，且富有人

情味。在文体上采用较生动的故事直接的描绘，这类型的描绘

我们称之为"溯源预言 (retrospcctive prophecy)" 。 它没有意

忠要给我们一个严格的历史性报导，而是答复作者生活时，几

个迫切的问题。譬如:人究竟是恶的或是善的?从何处来?

在世上又有什么任务和使命?男女问的吸引力来自何处?女
人的尊严·….，等等。

在《创世纪》里雅戚典的作者以陆地作为出发点(创 2:4b-

25) ，在创造的工程中，人是第一个，在人的周围雅戚逐步创造
了形形色色的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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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雅威典的创造论

图表注解

·请注意第三圄·只有附地的动物，显出作者们是群尉于内

陆地带，只注意到内陆的动物类。

l.对于创造人的描绘，雅戚典的作者，大概运用了古埃此和

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故事，来表达他们信仰领悟。 更好说

在作者潜意识中，已经有埃及的陶匠，用旋转剧板造成人

的那首"致陶神之歌"存在。这是在他生活的环境中，早已

普遍流传的一种通俗创造图像。-日当作者在反省中，彻

悟雅威对人的创造，是整个的人，包含这个人的物质和精

神的幅度。于是作者自然地运用在潜意识里原有的创造
图像来表达他的信仰领悟，宣称 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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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形成了人，在他的鼻孔内吹一 口生气，人就成了 一个有

灵的生物"(创 2:7) 。 上文中所用的动词"形成"( yasar) , 

原文是用来描写陶院的工作。

2. 对于乐园的描绘也是一种拟人法，它的境界完仓反映出， 居

住在沙漠地区的人，门度向往的理想住所。 这段的中心意

义，是传递作者对于"人性善恶问题的领悟。 作者在信仰

中，体认到人性在雅戚的创造计划里是善良的，在宇宙中能

获得他真正的幸福，完全的和谐在人的身上，充满了天主的

许诺和希望。更好说，作者在信仰中，相信人的理想境界，

在历史的终点时，一定能获得。但是，他却将这理想境界置

之于历史的开端，称其为"乐园(依 25:6-8; 玛 22:2-10;

若 6:5 1 -54; 格前 15:54-55; 默 7: 16- 1 7 ， 2 1 :4 ) 。

论到人的使命， {创世纪》用"耕种者守乐园" (创 2: 1 5 ) 的言

语来描绘人与乐园的关系。 它说明:一方面不只享用乐

园和地上的物质、植物及动物。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守乐

园。这意味着人不只是有权利用地上的种种，也应保护

它，因为人需要自然的环境来滋养其生命。这实在触及今

日人类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神学基础，颇能令人深省己身的

职责。

3. 在这理想境界里，作者描绘人和天主的友谊。 他将此作为

这境界中最宝贵的恩惠。 在雅戚与人的来往中，我们发现

盟约思想的模型:天主首先提出要与人订立盟约的建议，

袖提出盟约条件的内容;人自由地签定了，但是又失约，人

受到处罚，却又再得到新的预许。 经过圣经学者的研究认

为，这是作者在以色列民族的神学反省里，将两乃 山盟约

的体验，迫溯到人类的原祖和雅戚的往来上。 巾此可几以

色列的信仰是肇始于盟约的体验，慢慢地推想到创造的问
题。 雅戚典的作者，很明显地将天主创造人的化工 ， 整合
在盟约的来往里。 对于"知善恶树"的描写，显然地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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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普遍的有慧潮流影响。

4. 对于女人的创造，雅戚典的作者，传递着一个非常主要的

讯息 在天主的创造中，女人和男人基本上是千等的。在

当时，这是一个相当超越时代的忠、想·一种在女性尊严上

的社会精神革命。肉为主另轻女的观念，在当时早就根深

蒂固地衍生在以色列的习俗民情中。在这一段里，雅戚典

的作者也说明男女互相吸引的来源，是因为二人本是一

体，来自同一的亚当，所以二人有成为一体的吸引力和动

力。

综合言之，雅威典的作者，在《创世纪》中，以拟人法宣布雅

威创造一切的信仰(创 2:4b-25) ，也能当作描绘原祖背命和人

类初期罪恶的引言。在某种意义下，{创世纪》的前十一章，是

古圣祖事迹、出谷以及西乃盟约的序 ill~ 。在数百年后，一些思

想家，要以比较学术性的方式，来叙述同样的信仰。

(二)(创世纪〉申的司祭典

《创世纪》中，有另外一个源流描绘创世论，这iJJ、流我们称

之为司祭典(创1:1-2:4a)。司祭典的作者们，是一些相当注

意礼仪生活的神学家，居住在沿海地域。这部分材料，丑 剧比

较客体性，且系统化的描述，它的编写让人觉得像是一首圣歌

似的，可以说是一部信仰反省的杰作。

1认、天主是中心

天主一说一 看

心的地位。文中不断地重复"天主一说一看
了这部分的构造、格式和恒架。文中显出天主根本不必和别的
神战斗，也不需要任何原料，只要天主愿茫，以育语一说归，万
物就存在。这表示司祭典的作者，彻底排除任何一种"流出
说\或是"出生说"。在这部分显示的天主观，是相当成熟和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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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争的。

III 然在表达的过程里，作者从未用过哲学上的第-因 ，或

是第闲的术语来表达。但是他们的天主观，已相当明显地，

且示 H"， 天主是绝对第一肉的内容。天主让一切的受造物，各依

其能力来行动，但是他们最终的某础，绝对是在天主身上。 每

次的创造完成后，司祭典的作者描绘天主欣赏其作品说 天

主看了……认为好"(创 1 :4 、 10 、 1 2 、 1 8 、 2 1 、 25)最后还加上

个结论说天主看了她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 "(创 1:

3 1 )。这些言语中通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理内容.天地内的

罪恶不是来自天主。 由此观之，二元论在我们的信仰启示中，

毫无立足余地。

2、 混 j屯

在以色列问周的思想和宗教神话里，常常有一种混沌

(chaos , tohuwabohu )在创造前出现，是所谓的无形的空虚。

在其它宗教中，他们的神抵，是巾这混沌中渐渐浮显出来。 在

浮旦之后，这神就得与此无形的空虚混沌战争，在战胜后方能

控制和统治这混i屯。可祭典中创造的天主则与这情况截然相

异，袖共有绝对的 J戒严和德能。丰也不但不是浮显于1昆沌中，亦

无需战争;袖只需友霄，万事随即就绪。地以育语的创造打破

了世间的混汕。

3、六天

作者以六天的方式，描写天上地下万物的受造，是以拟人

说法表达他的信仰。从太初 i昆 i屯，一直到人的出现，这一切假
定天主创造者，为万物存在的基本原肉(就是绝对的第一网) 。
讪计先以川才问的创造，分开光和黑暗，其次则使空间 出 现。 空
间中先是:水 穹苍 一 水，以后是海洋陆地。此时宇宙间时空
的分割工程己就绪。于是开展装饰的工程 以光体、动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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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最后达到创造的高峰·人类的被创造。然后就是漫长

神圣的安息门 3。

在创1u纪、里，讨祭典叙述各种动桐物被创造门、t，才二 j三月1

过 $J ~司 bara，也没有说到任何的祝市(创 1:25) ， fll. jl 1E j!iî 写
天主决定创造人的时候，去[J j孟川 一种隆茧的方式， )10 1二 J l: j们金，
天主妥按其肖像造人，门提 Jt节'理共统治其它受造物(包IJ 1: 

26)。它三次运用 bara 一字来说叨天主对人的创造，并 川-提 出

这是天主的肖像 4。

4、"第七天"

司祭典的作者如此说·

..到了第七日，天主造物的工程己经完成了，就在

第七问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

日，定为圣口，因为在这一天，天主停止了池所行的一切创

造工程。(创 2:2-3)

第七天没有所谓晚上与早晨，这是等于说第七 H 是天主的

"现在" 。

这一节圣经，是注解司祭典创造论的关键，可祭典的作者

把全部的创造工程，放在六 门工作此一 口安，|3、的恒架里。 为的

是要给以色列的礼仪生活和拌通生活节奏一个印证(出 20:8-

11 ) ，说明以色列是如此地效法了天主，连整个生活的韵律都是

在天主内的。他更进一步把第七门祝圣为安息门，使其完全属

于天主，属于-个与以色列订有救援和创造盟约的天主。司祭

典的作者们曾经六次用了"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天"

等育语(创1:5 、 8 、 13 、 19 ， 23 、 3 1) 。
这格式反映在当时圣殿中的礼仪生活实况|付。古j 祭典的

作者，编写《创世纪》时，在圣殿里已经有了早晨与晚上的伞'届
祭祀(出 29:38-42; 户 28:2-8)。晚上的祭献为的是纪念晚上
tt'，埃及的奇迹(申 16:6) ，早晨的祭祀为的是纪念芮乃山上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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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户 28:6)。每天半行这祭献是一种追念礼。 ífî: 演以色列的

救援工程。 这些文学的框架，对我们通传了下述的信理内容

创造工程是天主救援计划的内在网素，在以色列的哲人中并不

J巴 ))j ~尘中的救惯于H 创造，划分为内种前后的行动、两个层次或

51问个阶段。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都把它归之于这一位充满食

能和l慈爱的上帝唯一和自由的行动。

四\天王从虚无申创造

天主的创造是从虚无中的创造。 这描述可说是， 旧约天主

论此创造神学的结论。 lú:1 然在以色列的思想里，从来没有"虚

无"这类的抽象名词和概念。但是在《创世纪》里用过"以育语

创造"、"混沌、黑暗、深渊"、"洪水、灭世…·等名词，在其深处

要表达的，不过是这种绝对虚无的境界。 事实上也除非如此，

天主就不是真的天主，受造物也不是非必然的受造物 (conting

cnt being) 。

在论到"天主从虚无中创造"这个主题之前，应讨论有关

"无"的种种。 对于"无

达 (i语吾育、说法方而)的方法或是存有的角度。 在思想表达的方

法里，能运用哲学的抽象法或是拟人法。 圣经中对"无"的思想

表达，在初期一直是运用拟人的方式，而到了旧约末期，受到希

腊文化的影响，方才渗入了一些抽象的概念来表达。在存有的

角度上来看无"又可分为"绝对的无"和"丰相H对的无"二。所谓

"绝对的无

"有

造的"无

者了解虚无的种类，我们以一图表来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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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虚无的种类

语言说法方而

存有方面 一

(……) 非仔有物

拟人的说法(形而下)

空虚、深渊

(…的虚无
(否定存有物的实在性及可能性)

相对或积极的虚无

(只否定存有物的实在性)

本来相对的"虚无"是一种哲学的概念，来自希腊的哲学思

想，被运用在由希腊文写成的圣经中。它先假定了"存有"和

"存有物"。在《智慧篇》 曾如此描写着: 称全能的手，既能从

无定形的原质中选出了世界……(智 11 : 1 8)。原质一词在当

时意味着"万物无形之成分"; (玛加伯书》中的"从无中"造成

(加下 7:28) ，描绘天主是从相对的虚无中创造了万物。在这样

的信仰基础上，以色列子民和基抨徒及伊斯兰教徒，都不能提

受任何的泛神论。

五\万物青时间的开始

〈创世纪〉一开始就提出天主创造的工程起初，天主创造

了 天地" (创1:1)。这个工程标明一种绝对的开始， rh 此为起

勺切时间都归于受造物的范围中。 《创世纪》的作者，彻底
地肯定天主的超越性。"上主天主创造天地… . .的时候"(创 2:

4 )。说明天主在此时问之前早己存在。凡是在时间内持续蜒
开的-切，都属于天主水恒的计划。先为人类创造了万物，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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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导人的命运，趋向一个永恒的口标。

时间是天主的工程，作为攸关我人类历史的一种框架。

《创刊 1: 纪》的七天，无疑地共有一种教育的口的。 敦促人圣化安

，巳、 门，也提供人二种有关宗教时间的看法，万物在时间内逐渐

元成圣化 5。圣经的作者们，深深体认到，时间与空间肇端于天

主的创造。在天主未创造万物以前，既无时间，也无空问可育。

时间和空间只当作虚空，要劳上帝以袖的造物，尤其是人来补

充，使人终归能承受袖的永恒性。

时间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也不只是一种分秒和分秒的

重叠，而是尘世延续的标准。就如实际所呈现的:最先是一种

宇市时间，以人类的来。而为中心，继而便是一种历史时间，人类

在此时间内世代相传，走向自己的目的。天主对宇宙时间和历

史时间而育，是绝对超越的。人生活在物性时间、想像时间、心

理时间、甚至宗教时间内，但天主却生活在永恒内，绝对的现

在，绝对的临在中。

圣经的作者，使我们更深地了解，上帝的时间观，绝对超越

人类度量的时间观。他将上帝超越性的意识，与天主介入历史

中的确切性，完全协调一致。 上帝是超越的神，也是在历史中

向由行动的神，上帝永远世世常存，自古直到永远，背在!今

在 ! 水在 6 , 
吾主，从永远到永远，称作了我们的靠山。群山尚未

形成，大地寰球尚未生出，从永远直到永远，林就已经是天

主……因为千年在林的眼前，好像是刚过去的昨天，好像

我夜里的一史时间。(咏 90:1-2 、 4)

我的日子女。日影倚抖……然而上主啊，林永远常存 !

(咏 1 0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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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造的目的

在 In 约圣经中，关于创造的道理，很显然的不是抽象的奇

思异想，而是具体的宗教信念。主要在激发人类，答复天主爱

的呼唤。 人们经由创造的奇工妙化，进而发现天主无限的美善

和大能:

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

西的创造者。(智 13:5)

旧约圣经的作者，仿佛不用"目的"、"目标"的词汇，来直接

答复天主创造的目的。他们反而提到受造物的目的，就是光荣

歌颂无限美善的天主(参阅约 37:7; 咏 103: 20-21, 148:1-2; 

依 6:1-4; 则第 10 章 )7。

严格来说，天主雅戚的创造，和天主启示的方法，有着血肉

相连，密不可分的关系。袖从虚无中创造了一切。在旧约时

代，说出创造道理的本体的，乃是玛加伯七位致命者的母亲。

她对她那行将致命的最小的儿子说:

我恳求你仰视天，俯视地，观察天地问形形色色的万

物!你该知道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

(加下 7:28)

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绝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幸福，更不是

为了争取自己的私利，袖是真正大公无私的。丰也愿意把自己的

完善通传给袖要创造的万物 8。

旧约在创造里所见的，首先是天主计划及救援历史的开

端，是天主所建立伟业中的第一个行动。以后在以色列历史
中，各种行动还要源源不绝地继续下去。换句话说，创造行动
只是天主在爱中自我给予的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天主的创
造行动，涵盖在更大的救恩计划中。我们也可以将这创造行
动，视为天主救恩计划中的近程目标。一个更伟大更奇妙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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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标，必须经过近程口标的完成，方能完全实现。天主救恩

的历史，绝不会停阳在眼前，丰也更要朝着末世圆满的境界前进。

天主创造的口的，显然只是一个副口的，工具日标而已。

第二节天主保存宇宙尘寰

一、依靠天王妖搏，否则归于虚无

这信仰其实是从另外一面，来描绘天主创造宇宙的信仰内

涵。从绝对虚无中，被创造出来的万物，常常是需要创造者天

主的支持的，再则万物就只能又归于虚无。由此观之，天主的

创造行动和保存、治理、照顾世界的行动，是无法分割的。这是

同一个行动的几面，进一步来说，保存、治理和照顾世界的行动

和工作，能够说是天主在现在的创造行动。对于一个如此绝

对和超越的天主，袍的行动不像受造物的行动一般，得分为几

个阶段进行:有创造、有保存，有管理……等等。

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宗教经验里，首先体会到盟约天主的照

顾、关怀，支援、解救、慈爱，以及历史上的种种领导。在这些体

验里，以色列人方才慢慢地了解天主的创造工程。(请参阅申

11:14-15; 约 37:1-13; 咏第 24 ， 46 章， 74:16 ， 104:27-30 ， 136:

8 ， 14õ:15; 依 46:9-11; 达 2:20-22 等经文。)

二\永不疲倦困乏，智慧莫测高深

在《创世纪》讨祭典的记载里，似乎会给人一个"自然神论"
的印象(创 2:3)。可祭典说天主创造宇宙以后，就开始了袍永
恒的休息，好似天主不再工作。这正是自然神论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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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误会。司祭典的作者，在此处无意论具有关天主保

存管理，以及照顾世抖的信仰。他们只是要给以色列的安旦、

口， 一个神学上的基础，把它建立在天主创造的奥迪、上。 可祭

典作者的天主观，不可怀疑的，绝无自然神论的色彩。这能在

同时代的 《第一二依撒芳:亚先知书》中，所表达的信仰里反映出

来。他们的天主一定是一位水生的天主，创造地极的主，永不

会疲倦和困乏，并且有莫测高深的智慧(依 40:28-3 1 )9。

三\天王参与一切

天主的照顾是普通的，遍及一切的受造物，它是一种直接、

实际和普遍的支持。这行动我们也可以称为"天主的参与"

(concursus)。换育之，无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袖内。

论及受造物的行动时，应该辨别在此行动内，受造物本身的能

力，和来自那内在天主的支持。(受造物本身，我们通常称之为

第二因，天主则是第一因。)它们并不是一种平行的机械性行

动，因为二者间有本质上的区别，更好说是一种彼此的渗透，它

们各采用自 己的独特功能使整个受造物活动。第一因是天主

赋予并支持万物的存在的存有。第二因是受造物各按自己的

能力实现天主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运用一些抽象的言语把天主和受造物的共同

创造，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圣经里，通常不会运用这类的概念。
希伯来人，惯常以普通生活圈子里的家常话，来表达这深邃的
意义。实际上，在绝对创造者天主和受造物真正自由的合作、
参与的问题上，假若只是用客观本质性的分析，一定无法达到
让人满意的答案。若是运用生活平面上的位格，或是"你一我"
的位际关系为出发点来讨论，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因为在经验
里我们体会到，受造物越接近绝对创造的天主，就越自由，这是
在"你-我"的关系中方能清楚说明的。启示中的天主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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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一位天主。

四\眉命论毫无立足余地

在这种创造论中，宿命论是没有立足余地的。11l然基怦徒

们，在口头上也口口声声地，用一般的习俗但语来把他们生命

中的闲苦、灾祸、恶运归之于"命运"。似乎假定了在天主照顾、

保存和治理的行动以外，尚有一个超过人力、异常残酷的权柄

存在着。事实上，这都是些无意识的言语，经由上述的剖析，更

清楚地能领会到宿命论所以毫无立足之处的理由。

现代进化思想的发展，虽然绝对不是圣经的内容。连在

《创世纪〉描绘天主创造工程的两章里，也毫无意愿要涉及此

事。因为十九、二十时纪新兴的进化问题，只是科学、哲学以及

部分信理神学的对象，但是圣经的信仰并未反对进化的定律 ，

何况它本身的重要思想，也很合乎进化的看法 10。在这一章里，

我们寻获旧约经文内隐藏的天主面目。袖是绝对超越万物的

唯一的天主，但也是绝对临在于万物内的盟约的天主。袖是唯

一的创造、支持、管理以及照顾天下万物的天主，最后袖要亲身

完成宇前的过程。

研究反省题

1. 今天社会普遍强调有效的目标管理，可是我们看旧约的

作者，好像没有清楚地描写天主创造的口的，为什么?

在他们的宗教文化中，又如何去表达天主创造的目的?

2. 现代的科学文叨，对神话采用相当保罔，或反对的态度。

但是宗教界却一直在运用神话，请问为什么?在你的实

际宗教生活中，又有些什么神话的因素?

3. 中国的传统思想比较倾向一体范畴，很少讲到神直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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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然而旧约作者却强调上帝以言语创造。试问这两种

显然不同的观念，如何影响两方雨的文化此宗教生活 ?

4. 在女权运动高涨的现代， In 约作者一方而强调天主按照

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有另有女，男女平等。 f.Q另 一方

面不可再认的，也有重男轻女的种种说法，请问如何使

这两方面协调配合?

5. 创造行动的天主，在第七天休息了，袍所涵盖的意义是

什么?对今日忙碌的人类，又有些什么启发的意义?

6. 旧约中说:天主从虚无中创造; ~训道篇》作者又说:

"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训111 :2); ~道德经》曾说元，名

天地之始"(第 1 章) ;佛教强调解脱。而另一方而，整个

旧约圣经的上帝启示，一上来就描写雅威积极肯定受造

物的真、善、美。请问如何去整合这些不同的思想传统?

7. {道德经》常常爱用水、深谷来象征至高的道。旧约的作

者，却比较喜欢以火、山来描写雅戚的尊严，我们如何去

促进这两个宗教文化的交流会通?

8. 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事实上，今日的基督徒，也参与

如此紧张忙碌的社会生活。我们要问，从信仰和神学的

立场，如何从忙碌狭隘的时间观，走向更丰富的完整的

时间观?

9. 社会上不少人，具有宿命论的态度生死由命，富贵在

天\在旧约圣经信仰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去净化提升

宿命论的观点?

10. 旧约的信仰，和有神论的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原

则上信仰是一致的。 但是这样的信仰，好像和佛教真正

原始的道理，趋向绝对的一元论 (absolutc monism) , 

有基本的差异。我们应该如何继续与其它各宗教交谈，

共同推动人类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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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参阅 房志荣创世纪前 11 章中的叙述部分"， (神学论集)11

期(1972 春)， 1 -22 页，特别 参 阅 3-5 页;罗光中国古代创

造天地人物的神话"， {神学论某}20 期 ( 1 974 互)， 273-283 页 ，

特别参阅创造天地的神话， 274-279 页 。

2 最多在:哇rJ 1: 1 、 2 1 、 27(二 次)， 2:3 下 ， 5: 1 下 ， 6:7; 第 二依 40:26、

28 ， 4 1 :20 ， 42:5 ， 43: 1 、 7 、 T5 ， 45:7(二 次)、 8 、 1 2 、 1 8 ， 48:7 ， 54:16(二

次)， 57: 1 9 ， 65: 1 7 、 1 8(二次) 。

3 这七 日 创造工程的描写，其实是角锥形的，为了让读者清晰了

解，特别绘制图哀，刊载在〈神学中的人学}，第 二篇第一章 中，

请对照参阅 。

4 参阅:谷寒松， {神学中的人学H 台湾尤启社版) ，第 二篇第二

章"人是天主的肖像"， 179- 1 9 1 页 。

5 同上 ， 300 -308 页 。

6 忠高圣经学会编著， (圣经辞典)(香港 思高圣经学会， 1975) ，

334-34 1 页 。 圣经神学辞典编译委员会译， {圣经神学辞典〉

(台中:光启， 1980) ， 637-639 页 。

7 新约有关光荣颂赞天主创造的经文，如:路 2: 1 3 -1 4; 默第 4

章， 5: 11 - 14 ，第 1 9 章等。

8 参阅: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天主之子宪章} ， DS 3002 ，施

安堂译， <夭主教会1)" 导文献选集} ， 734 页 。

9 在耶稣基督的言行中，有些能够印证这一事实。 当犹太人批评

她在安息日治病时，她曾经以此为自己辩驳过，她说 "正如父

到现在一直工作着，我也如此"(若 5: 1 -9) 。

10 同注 4 ， 71-1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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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日约对"三位一体"

天主况的预备

旧约圣经的作者们，从来没有提到三位一体的天主，这完

全是新约以后的神学思想。虽然旧约圣经，从未使用"三位一

体天主"这六个字。但是如果站在新约耶稣的启示，和圣神在

初期教会中的体验立场上;我们再去详细地研读旧约圣经的著

作，自 然就会发现，其中隐藏了三位一体的痕迹和要素。 在旧

约圣经的著作中，有一些观念、词汇，就是后来初期教会，运用

描述天主父、子、圣神(圣灵)奥迹的基本素材。

第一节雅威"父亲"

-\阜期

在以色列信仰中，他们称雅戚为父，纯粹是由于天主自由

地选择了以色列为袍的子民，并且立了盟约，不断地 q伍在于他
们之中照顾他们。

你对法老说: 上主这样说 ·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我

今你，让我的儿子去崇拜我。 你若拒绝放他们走，我又必

要杀你的长子。 (出 4 :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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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前的先知时期，父的称号已经开始在民间普遛运用了

(依1:2 ;欧 2: 1， 1 1: 1-9)。当时也有称雅威为国王的父亲的记

载(撒下 7:14; 申 14: 1， 32:1-4) ，这种用法，在字面上表达，雅

成愿意将国王收纳作为向己的嗣子，不断地指导他、护佑他。

内涵的关系实在极为密切。

二\放逐前后

以色列在公元前 721 年，亚述王攻陷北国肯城撒玛黎雅城
后，三万选民被迫迁徒;随后公元前 597 ， 587 年二次充军巴比

伦，都是以色列子民莫大的浩劫和灾难。天主的选民，痛定思

痛，于是对天主的体验更加深化明悟，尤其是在祈祷中，更表达

了他们对天父的忏悔和期待:

从今以后，你要向我喊说我父，称是我青年时的良

友。"……我曾想过:多么愿意待你像一个儿子，赐给你

赏心悦目的土地，列国中最美好的领土!我以为你会以

"我父"称呼我，不会转身远离我。(耶 3:4 ， 19)

他要称赞我说"称是我的大父，是我救恩的磐石，是我

的天主。"(咏 89:27 ) 

类似的经节尚有耶 2:27 、 31:9 、 20; 依 43:6 ， 45:1 1， 49:15 等处。

三\晚期

雅威是父亲，是以色列整个子民的父亲，到了以色列晚期，

更是达到体验的最高峰:

如今求称从天垂顾，从林光荣的圣所俯视!林的热

爱，林的大能和林的同情，心在哪里呢?求称不要停止称的

慈悲，因为称是我们的父亲;亚巴郎虽不认识我们，以色列

虽不记得我们，林上主却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自古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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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就是称的名依 63: 15-16)

类似的经节还有依 64:7; 多 13:4; 德 23:1 、 4; 科 18:13 等

处。

第二节 雅威在以民中行动的四种媒介

一、雅鼠的便看

雅威的使者，在旧约的描述里，显得高于其他的天使，占有

特殊的高位。 他帮助以色列人(出 14:19 ， 23:20 ， 32:34 ;户 20:

16 ) ，保护和领导义人和先知(创 24:7 、 40; 列上 19:5; 列下1:3 、

5) ，同时他也是一个施行惩罚的使者(撒下 24:16-17 ;列下 19:

35)。在旧约记载里，发现有的时候，这使者和派遣他的雅戚成

为一个(创 16:9 、 13 ， 31:11 、 13)。学者们在研究上述种种情形

后，认为在古以色列时期，宗教思想是相当具体，他们运用上文

中， 对雅戚使者的种种描述，来表达他们在信仰上一个相当重

要的领悟。因为他们领悟到，不可测量的雅戚，渗入了人类世

界和历史中。到后期雅戚的神渐渐地替代了雅威使者的角色。

二\雅鼠的神

"神"一字本身拥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但是在本文中，我们

只能把焦点放在对于天主三位启示的准备上。在 In 约旦所描
绘的"神"是见不到、听不到的，但却是充满了活力如风似气般

的雅戚动力，而人常是住在雅戚这直接行动的范 l有内(怦 1:7 ; 

咏 139:7) 。

这神是雅威的神，袖启示以色列的领袖，坚固他们(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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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6:34 ， 11 :39 ， 1 3:25 ， 1 4:6 、 1 9 ， 1 5:14; 撒上 11 : 6 ; 列上曰: 12; 列

下 2: 1 6)。丰也是先知们的助佑(户 11 :25 - 29 ， 27: 1 8; 撒上 10:6 、

10 ， 16: 1 4; 撒下 23:2; 编下 20:11 ;则 2:2 ， 3:24 ， 11 :5) 。 地要住在

将来的雅成仆人默阿亚(依 11:1-5 ， 42: 1 -9) 和先知(依 61:

1 -3) 内 。 默西亚时代本身是一个充满神的时代(依 32: 15-

20 ,44:3 , 59:21 ,63: 1 4; 耶 3 1: 31- 34; 则 36 : 24-28 ， 37: 14 , 39: 

29; 岳 3: 1 -2; 盖 2:5) 。

在 |门 约里还把"神"和"育语"一起称为启示的媒介(撒下

23:2; 依 59:2 1 ; !ffi. 7: 1 2; 箴1:23 ) 。 由上文的叙述可以知道，神

是雅戚在人类历史中，尤其是在以色列历曳中的动力和能力。

丰也是雅戚救援、创造和领导以色列的无名无位格的氛围 ， 在 旧

约中，对于神的启示只限于此。

三\雅鼠的言语

在上文里，我们已经讨论过雅威"以育语从虚无中创造"的

信仰。本文要讨论的是旧约的育语，如何预备新约的天主圣

霄，这圣育就是耶稣基督。 在 |门约中几乎有网百次左右以断语

的格式表达"雅戚的育语"(dabar) 。 天主的育语通常有三个作

用:创造、指导以色列民，以及光照先知们。创造的部分以前

早已提及，本文稍微要发挥的是指导与光照的作用 。

首先，从旧约的记载中，能看出语育在历史中指导着以色

列人的足迹:借着梅瑟在西乃山上盟约的订立，开始一种育语

的交往(出 19:20; 申 34:10; 出 20:1 ， 24:3 、 4 、 8 ， 34:1 、 27) ，十诫其

实就是天主的十句话。 圣经上是如此地描写着.梅瑟"把盟约

的话写在版上"(出 34:28) ，这十句话是以色列品格的标准， 它

使以色列成为雅戚的特殊选民(申 4:5) 。

换育之，雅戚的育语是以色列的生命和希望(撒上 3: 10 ， 9:

27 , 15:26 ;撒下 7:4; 耶 1:4 ， 5:14 ;欧 6:5) 。 其次，雅戚的育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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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光!!在和启发先知们(依 5:9 ， 21:2 、 10; 则 2:8 ， 3:12 、 24 ， 10:5 ，

33:22; 耶1: 11 ， 14:14 ， 15:19 ， 23:21 、 32 ， 26:12 、 15) ，在这情况下

先知的言语及象征性的行动，方能说是表达天主育语的内容

(列上 11:29; 依 20: 1;耶 19: 1;则第 4-5 章;欧1:2-4)。其实

在旧约里天主的"育语"比"神"更显得位格化，在我们的天主观

里，雅戚育语的观念，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雅威的智慧

"智慧

天主观有关。天主的育语和智慧是相互渗透的，在古以色列的

思想里，智慧一词，通常只是运用在与道德有关的范围内。直

到放逐以后，以色列对自己的天主观加以反省，方才发现智慧

和天主间的关系(耶 10:12; 约 6:12-25 ，第 28 章;智 7:22 、 30 ，

第 8-9 章;箴 1:20-23 ， 9:1-6; 德 1:4 ，第 24 章)。在一些圣经

章节里，圣经作者论及智慧时，似乎已将其视作一位。虽然这

位格化己清楚、真实到何等程度，今日无法知晓，但是智慧位格

化的启示，已由隐含状态渐渐展露呈现出来 1。

研究反省题

l.以色列是以父为主的社会体系，所以自然地以父来称呼

雅戚。如果另外有一个社会，是以母为主的社会体系，

我们是再也可用母来称呼雅戚?

2. 以色列的救恩体验，是雅威主动的行动，动态性的|陷在，

所以用言语来形容袍的推动力量。如果有另外一种的

体验，是比较静态的，譬如东方社会，那该用什么象征和

原型来表达天主三位一体的奥秘?

3. 在希伯来文中，所谓的神 (ruah) ，是阴性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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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c)。有一些女神学家，依靠这个文法中的事实，不断

地强调在基督信仰中的圣神(圣灵) ，应该是属于阴性类

的，这样的推论是再正确?

4. 在我国传统的社会中，极为强调做人的怦慧，多方面相

似 |门 约的智慧传统。 1.0.另 一方面，以色列的科者，发挥

了一个特殊的智慧观，试问这个特殊的智慧观，对天主

奥迹的启示和描写，有些什么承先启后的作用?

5. 中国人相当困难接受三位一体的天主观念，到底又是什

么原因?

注解
1 在耶稣基督身上，雅威的‘言语"和"智慧"化身成人(若 1:1-

18; 哥 1: 1 5 ;希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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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思想的历史中，有一句名言新约涵盖在 IFI 约 中，

旧约却在新约中彰显。我们的信仰，有追根究底的基础;也有

迈向未来的展望。 旧约启示中的天主观，为我们奠定了根深蒂

同的基础，但是新约启示中的天主观，却是我们现代基督徒最

高的信仰准则。若是运用语育学加以注释，新约信仰团体的育

语，就是准则性的言语 (refcrcntial language) 。 换句话说，举

凡神学思想、训11导文件，最后都应归纳整合在这项准则性的育

语中，如此才是正确无误的。

人类所应用的育语，有很多层面:一是日常生活中的育

语，二是科学性的育语，三是哲学性的育语，四是宗教性的育

语。宗教性的语育特别喜欢运用象征、棉话等方式来表达。 我

们清楚地发现，教会内的训导者和神学家们，常常依靠某一种

哲学性的言语，来诠释天主);j示中的奥迹，我们通称之为辅助

性的言语(aupiliary languagc) 。

但是在新约时代信仰的 111 f本中所使用的育语，一般而论，

不是科学性的言语，也不是哲学性的言语，反而是 H 常生活中

的育语，加上宗教信仰的体验。

本篇在旧约启示天主观的基础上，着重新约时代信仰团体

准则性育语的研究的归纳，特别分为三章论述.首先述说耶稣

世上生活中的天主观，其次再研讨初期教会的天主观，最后总

结新约圣经天主观，作一鸟瞰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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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p练世上生活中的

天王札

耶稣是在袍的尘世生活中，启示着天主。可见若是一个基

督徒，要更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天主是怎样的一个天主，只有先

进到耶稣的生活里去探讨 1。为此我们的出发点就放在耶稣的

尘世生活里。在正式进入主题前，先要说明在这探讨过程上的

一些特色:一如读者们所知，四部福音基本材料的来源，是宗

徒们在各个教会中，对复活基督的宣讲。

这些口头宣讲，经过了几十年，在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中，

逐渐成为一段段的成文文件;被圣史收集，经过编辑，方成为今

日的四福音。因此如果要找出在历史中，耶稣基怦的育和行，

需要大费周章。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新约的内容纯属虚构，在

历史上毫无价值。

以上种种只不过是要说叨，四部福音是在复活的经验和信

仰中，面对一些教会现实的需要，宣讲历史中耶稣的育和行之
产物。如果我们要进入耶稣言行里去寻觅袍所启示的天主，这
位耶稣，应该是最原始的。在历史中行动的耶稣，是在复活的
信仰中，宗徒们宣讲的基督的最原始的一雨。因此在探讨的过
程当中，我们要借重圣经注解。

其次在新约里，有不同的文学类型，有属于史料记载的、有

属于宣扬喜讯的、有属于宣信方式的，也有的是已经渗入神学
反省的部分。所以要找到在历史中耶稣的身影，不能不考虑



176 第三篇新约启示申的天王观

到:新约的文学类型、生活实况和各圣史的编辑神学。

更何况希伯来人的文学有一个特色，他们通常不会运用

些抽象的概念，来说明耶稣其怦所(J 示的天主。一如:今日 他

们所常用的一些语汇，譬如 一位"、"休"、"关系"等等，却运

用拟人法，来说明天主的奥秘。 事实上，耶稣基怦本身是这启

示奥迹的焦点，因为一方面耶稣以育以行，向我们述说天主奥

迹的内容;而另一方面这奥迹本身，也不断地向我们启示着耶

稣是谁。袖常是我们进入到圣三奥迹的关键。

第一节 耶稣的世上生活与喜讯的宣扬

耶稣并未运用一套神学育语来启示天主父，袍运用的是袖

一生的事迹:袍的育语、袍的行为、袍的生活态度、袍的苦难、

袍的复活等等。 这一切都是在宣扬父的行动。只要注意一下

福音中的耶稣，我们就能够发现袖倾全力启示和宣讲袖自己在

人中的特殊点。这也是袖和当时的法利塞人、犹太人发生冲突

的关键，最后，也是构成池被钉十字架上的肯要症结 2。

一\ ãß鱼末的各字

耶稣，是以色列社会中相当普遍的男性名字。梅瑟的继承

者若苏厄，希伯来文写成 Yehoshua (Yahwch+yeshua) 。

Ycho 就是雅戚 Yahwch; yeshua 是 yasha 动词的名词，意为

救援、救贱。 当两个字结合时，某些字母产生变化，最后成为

Ycshua，雅戚救援。 希们来义，意为天主拯救了末世的选民。

往j吕希腊文译成 Icsous ，拉丁文译为 Icsus ，英文译成 Jesus ，

中文译为耶稣。

新约福音的作者，在福音开始之时，就明白宣示耶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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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路 1:31 ) 

满了八天，孩子应受割损，远给她起名叫耶稣，这是她

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路 2:21 ) 

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因为中也要把

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玛 1:21 ) 

二\耶鱼末的天玉是寻求丧亡者的天王

在福音里我们曾经看过不少的比喻:亡羊的比喻(路 15:

4-7) 、失钱的比喻(路 15:8- 10) 、债户的比喻(路 7:41-43) 、

浪子的比喻(路 15:11-32)3、家主的比喻(玛 21:1-13) 、法利

塞人和税吏的比喻(路 18:9-l4)。这些比喻都能令那些聆听

耶稣宣讲的人，体会到天主是一个寻求丧亡者的天主。在这些

比喻里，耶稣要显示的，是天主充满爱情的一面。 袍向丧亡的

人、在困苦里的人、犯过罪的人，怀着无限的慈爱。

总而言之，袖是站在穷人中间的天主，这与当时在法利塞人

的法律主义中所显示的天主面貌截然不同。在税吏和法利塞人

的比喻里，耶稣指出了在天主前外表循规蹈矩、向庄自重的法利

塞人，更需要天主的怜爱和宽恕(见路 18:9- l4) 。丰也暗示着实

际上每个人都需要天主的慈爱，天主也无条件地要广施慈爱。

袍表示在天主心目中，不分法利塞人、撒玛黎雅人和外邦

人，也不分义人和罪人。就是这样，耶稣渐渐启示了天父的真

面目，也启示了人在天父前的真面目。如此当耶稣在世生活

时，袖借着与贫穷人，与被驱逐的人，与当时社会所轻视的人来

往，启示了-个崭新的天主，这位天主，是一个在人群中生活着
和工作着的天主。 山中圣训的部分，论及天主对人类的照顾
(玛 6:25-33)。在这一段育论中，我们能领会耶稣所宣扬的天
国，这是-个天地人合一的境界;是因着天主父主动的爱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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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使得人能克服恶势力，获得 H 门新的精神境界。 这是人心

最深的渴望和需求，也更是人类所追求的圆满所在。

三\耶稣所教导的是一个要求悔改相信仰的天王

若翰洗者被捕以后，耶稣走遍各处宣布天国的来 11伍 ， 并要

求人悔改(谷 1 : 14- 15) 。 这要求，与当时许多犹太人对默西亚

的憧憬大相适庭。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在政治、物质方面的解救

者，耶稣却刺透这渴望，进到更深的层面。袖要帮助人类 ， 真实

地面对三大难题:接受有限、罪的赦免、征服死亡。这三大难

题， 比政治性的默西亚，来得更重要。

人面对耶稣的宣讲，需要一个基本的力量，就是信仰。 以

信仰和信赖，获得天主的扶助和救援(玛 9:22; 谷 5:34 ， 10:52;

路 7:50 ， 8:48 ， 1 7: 1 9 ， 18:42) 。 这信仰的伊始，在于人和耶稣相

遇的刹那。 耶稣在袍的宣讲和奇迹中，已经开始启发人们归向

天主的信仰。 在耶稣身上呈现出天主的标记，袖是一个解救

人、治愈人、宽恕人的天主，是一位能驱魔、能使人从死者中复

活的天主。 耶稣宣讲福音时，信仰的种子，己隐隐地播在听众

的心 田里，但尚未萌芽。 人们称耶稣为先知(路 7: 16)、默西亚

(码 11 :4-6) 、天主子(码 14:33; 谷 15:39 ) 。 在这些称号中，多

多少少有初期教会，对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信仰。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天主如何经过耶稣接近人，那么，就可

以看出这蕴藏着天主圣三的奥迹·天主、耶稣以及袍身上射出

的一股能力(件 5:30; 路 6: 1 9 ， 8:46) ，耶稣复活后，这力量被视
为"圣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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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王是耶鱼末的父亲

在四部福音中耶肾、 174 次称天主为父。对观福青和《若望

福音机除非经过精细的研究，我们很难分辨出，明阳县是耶稣生

前的部分，哪些是在复活后信仰中的言语。但初期教会一些主

要的言论和传承，一定都归于生前的耶稣。《马尔谷福音》记

载，耶稣在山园祈祷时，称天主为"阿爸，父啊"(件 14:36 )在

阿拉美语中，这是家庭圈子里，日常惯用的昵语，是父子间的亲

密称呼。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天主是绝对的超越。一个犹太

人，绝无可能以这种称呼来呼唤天主。若耶稣以这称呼来呼唤

着父，通传了袖内心的一种体验，体验到袍和父有一种特殊的

关系，是唯一的和特殊的亲密关系。这种经验让袖胆敢称天主

父为"阿爸，父啊这称呼也包含了，袖对父无条件的奉献和

服从。

因此，耶稣也曾以:若不成为孩童，无法进入天国的教训

来启示我们，应以何种关系，来和生活的天主接近(玛 18:3; 谷

10:15 ;路 18:17)。但是当耶稣向我们启示天主父时，丰也很技巧

地区分了我们与父的关系，与袖和父之间的关系。丰也H音示着我

们之称天主为父，是与耶稣之称天主为父，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基督复活后，这一点 日益明显，宗徒们也逐渐明白，我们和父的

关系，与耶稣与父的关系实在不同。这在地于复活当天，对玛

利亚所说的话中，表达得相当透彻(若 20:17 )。耶稣在世界上

生活时，常常一个人独自去祈祷 4; 这种行为令人觉得丰也是生活

在父的氛围里。宗徒们被感染了，请耶稣教他们祈祷，耶稣教

他们的是对父的祷告，一种最完美的祈祷方式(路 11:1-4; 玛
6:9-13) 。

若略为检查有关的记载，我们会发现耶稣在世生活的时

候，从来没有和袍的门徒们一起念过天主经。虽然如此，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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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整个的教会，却常在圣神内，藉着基督，借同基督，向父如此

祈祷着。路加圣史在默观耶稣，描绘耶稣的一生时，论及耶稣

的祈祷，他这样描写着耶稣因圣神而欢欣"(路 10:21-22)5。

这一句话，虽然也有路加编辑神学的因素，却也是以一种方法

通传对耶稣的经验。可见，耶稣给门徒们的印象，是一个常常

在圣神中，向父祈祷着的耶稣。今日，我们很难确定，对于耶稣

和父的关系，宗徒们体验到何种的程度;对于耶稣在世界上，论

到袖和父之间的关系，是超乎人所能把握住的范围。

可见若是我们真要体验耶稣与袖父的关系，只有借着默祷

和瞻仰，进到耶稣的心灵状态中，变化我们的心灵如同耶稣的

心灵。在这种变化中，体验着耶稣和父的来往;在这样的体验

里，我们方能名副其实地与耶稣一起称呼阿爸，父啊， "此

刻在生命的深处我们也许能稍微体会到我们和父的关系，但是

还是无法用概念和理论去表达。为此，若我们愿意更深刻地认

识父，认识父和子的关系，认识我们和父的关系，只有进入到耶

稣的言行和祈祷中，再则是不容易达到的。

第二节耶稣与圣神(圣灵)

耶稣在世的时候，袖很少直接提到圣神，尤其是有位格的

圣神。所以在这里我们运用新约记载中，所显示的一些痕迹 ，

来探讨耶肾、和圣神之间的关系 6。

一\权威和动力

权威和动力，这两个词是在圣经中，常常用来描写耶稣事

迹的两个词汇。尤其在《马尔谷福音》中，常常运用权威(谷 1:

22-27 ， 2:10) 、能力(谷 5:30 ， 6:2 、 14 ， 12:24; 路 5:17) 来表达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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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行奇迹以后，给人的一些体验。可见在最老的传统里，没有

运用圣神一词，来表达耶稣身上的力量;却用权威和能力这两

个词汇，来表达这种对于圣神的原始经验。在耶肾、与法利塞人

争论驱魔能力来源的部分，怦经运用过天主的"神"一字(均 12:

28)，但是在该处，希腊原文里神一字并没有冠词。这表示到

窦在此，并不是狭义地表达圣神，只是要表达经验到耶稣有超

人的权柄。在其它福音的平行处，可以印证这个事实。其它福

音运用"手指"(路 11:20)来表达同样的意义。在|门约里面手

指"意味着天主在宇宙内和救恩史内的化工(咏 8:4 ， 144:1; 依

17: 8; 出 8: 15 ， 31:18 ; 申 9: 10; 达 5:5) 。

二\亵渎圣神

按照今日释经学者的研究，好像福音里只有这一次记载了

耶稣论及圣神，并且是一个狭义的、有位梢的圣神。 福音中有

这么一段记载:在耶路撒冷的经师们毁谤耶稣，指控袍依靠魔

王的能力来驱魔时，耶稣在回答中宣称唯有亵读圣神的罪不得

赦(见谷 3:28-29; 玛 12:31-32; 路 12: 10) 。 在这一段圣经中，

耶稣警告那些绝对不肯接受袖凭超人的权威和能力行事的人。

池警告他们:这无疑就是反对天主和圣神。这圣神，本来就在
人心中工作，使人能向天主开放，接受袍的启示。 由此观之，这

实在是在圣经里，唯一的一次耶稣直接论到圣神。

至于其它论及圣神的篇幅，大部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宗

徒们在圣神的体验中，回顾历史中耶稣的育行，加上的注解(件
13:11 ;路 11:13)。也有的是宗徒们在遭受迫需的时候，体会到

坚强和扶助他们的圣神，于是将这经验广为通传(件 13:11 ; 玛
2:20 ; 路 12:12)。对圣经略为熟悉的读者，会发现在《路加福青》
中论到圣神的章节，与其它对观福音平行的部分相比较，可看
出那只是《路加福音〉在编辑时，圣神神学的痕迹。例如 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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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关恒心祈祷的劝谕里，路加把《玛窦福音》所谓的"好东西"

(玛 7: 11 )注解成为圣神(路 1l :1 3) ，诸如此类的情形，在《路加

福音》中屡见不鲜。

三\ ãß稣是一但神恩者

虽然在最初的传统里，圣史们并没有把耶稣在世上行奇迹

治愈人的能力称之为圣神。但是在整部福音中，却把耶稣描写

成为一个充满圣神的宣讲者，和行奇迹者。换言之，把袖描写

成一个神恩性的人物。这现象在整部福音中呈现，尤其出现在

对耶稣受洗奥迹的一段描写中 7。

初期教会，宗徒们在宣讲的需要中，形成了对耶稣受洗奥

迹的整体描绘，并且进一步运用在付洗的象征内。在领洗的要

理讲授中，它要说明信友们是天父的儿女，也领受了天主的神

(罗 8:15-16 ;迦 4:6)。领洗本来就是效法着耶稣的洗礼，于是

耶稣是洗礼的根源;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圣洗，是因为有耶稣

领洗的奥迹在先。耶稣受洗时，在袖身上发生的种种，也必在

我们身上重新出现。

耶稣领洗这段奥迹的内容之一，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在约

旦河领洗，就是公开表示袖有先知之神，也是神恩性的人物。

从此正式施行，地宣讲天国来临的使命，开始救恩的新纪元。

鸽子在 旧约中，是以色列子民的象征(欧 ll : ll; 咏 68 : 19; 歌 2:

14 ， 5:2 ， 6:9)。新约的教会，在圣神(圣灵)丰富的经验中 ，相信
基督徒凶体在圣神内所集合的新以色列，这个新以色列，也如

同耶稣一样，是神思性的网休。

耶稣受洗之后，玛窦、马尔谷两位圣史记载，圣神立刻引袖
到旷野里去(谷 1:12; 到 4:1 ) 。 马尔谷记载的圣神，显得相似旧
约中所描写的，是一种力量和能力(参阅则 3: 14; 民 3: 10 ， 11:

29 ， 14:6; 耶 20:7)0 <路加福音》则更明显地强调，耶稣不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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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神思者，池简直就像是圣神的主人。

玛窦有一次就提出过，耶稣是真正有圣神的人(玛 12 :17-

21 千行于依 42: 1 -4) 。 但是路加更清楚地描述了这一点(路 4:

14-21 平行于依 61:1-2) 。 在整部《路加福音》中，最后一次捉

到圣神的经文里，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是路加故意提出 了天主

圣三之间的关系(路 10:2 1 )如果我们把对观福音其它平行的部

分作一比较，却发现《玛窦福音》只字未提。可见这只是路加的

圣神神学，他愿意强调圣神的事工。

基于上面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得知耶稣自 己，只有一次清

楚地论及圣神。最老的传统，并未清楚地称耶稣行事的能力为

圣神;但是，把耶稣视为一位神恩性的人物，一位拥有圣神的

人。路加却更清楚地描绘，袖不只是一位拥有圣神的人， 而是

圣神的主人，换言之，圣神是耶稣的精神。

研究反省题

1.拉丁民族在为男性施洗时，有时就用耶稣作为他的圣

名。日耳曼民族、 中华民族却没有这样的习惯，请问为

什么?在这背景里所隐含的宗教态度又是什么?

2. 耶稣曾经运用 比喻、故事和格育……宣讲袍的福音，试

问这福音的中心概念，究竟是什么?

3. 今日社会中，有些基督徒将耶稣视为社会、政治的改革

者。究竟耶稣当时如何去参与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

生活?

4. 耶稣的生活行为，总给我们一种相当稳茧的感觉。中tÞ，从

不猜忌怀疑、犹豫不决、事后懊悔·…..袍这种生活态度

的基础，究竟在哪里?

5. 耶稣和所谓的罪人、穷人、社会边缘人有很亲密的往来。

这样的友谊，会给我们如何的启示?袍到底是一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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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天主?

6. 圣神充满耶稣，另一方面耶稣发出圣神，我们如何从神

学的角度，去整合这两方雨的论点?

7. 基本上，耶稣生活在父和圣神的氛用中，同时也接受当

代的宗教制度。 这样的事实，为今口的教会生活，带来

哪些自我反省的素材?

8. 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和亚洲一般的宗教生活有什么异

同?严格而论，基督宗教的特色究竟是什么?

9. 耶稣亲密地称呼天父为阿爸，父呀在这样的称

呼中，耶稣所表达的真实涵义是什么?在我们中国的思

想传统中，可以用哪些象征或原型，来帮助表达耶稣本

来的用意?



第章耶稣世主生活中的天王观 185 

注解
1 如此地探讨，绝不是从零开始，逐渐发挥有关天主的知识。若

从基督徒本身而言，我们已经生活在基督信仰的团体中。在这

个团体中，再次重新研究耶稣的天主观，显而易见地，教会信仰

团体，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研究。

2 请注意，我们真实的出发点，不是耶稣对自己的了解，反而是耶

稣自 己亲身对天父的体验及意识。在如此的出发点上，已经涵

盖两个相互有关的趋向 · 一是由上而下(耶稣是由天父派遣而

来的) ，二是由下而上(耶稣又回到天父的身边)。

3 浪子的比喻的高峰在第 20 节 b-c，说"他离 得还远的时

候……热情地亲吻他"。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富 于仁慈的天

主》第四章 5-6 号。

4 谷 1 :35 ， 6:46 ， 14:32-毡 ，路 3:2 1 ， 5:16 ， 6:12 ， 9:28-29 ， 11:1 。

5 玛 11:25-27 ，此祈祷虽有 〈若望福音》的风格，但无疑的两福音

的独立传统。另参阅:若 10:15 ， 1:18 ， 3:31- 35 ， 3:11 ， 8:38。

6 参阅: 王敬弘马尔谷和玛窦福音中的圣神"<神学论集}39 期

(1979 春)， 11-12 页路加福音中的圣神论"<斗中学论集}40 期

(1979 夏)， 135-147 页若望福音中的圣神"(上、下 H神学论

集}4 1 、 42 期 (1979 秋、冬) ， 305-322 页、 457-475 页。

7 谷 1:9-11 ;玛 3:13-17; 路 3:21-22; 若 1:29-33。参阅张

春中耶稣受洗奥边的解释"(福音新论)(台中:光启， 1973) ，

78-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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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那练复活后初期教会

的天主况

在这部分，我们要探讨初期教会如何体会、宣扬和陈述天

主的奥迹。基督信仰的产生源于三个事件的发生: (1) 耶稣在

世的生活和受难 ;(2) 复活耶稣的显现 ;(3) 对圣神的体验。这

三件事实，是初期教会在宣讲福音时，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基

督徒，论及天主奥迹的标准。在这些标准里，初期基督徒的生

活团体，日益深彻地渗透到天主的奥迹中。同样，这也是我们

信仰生命深入的必经历程。

现在我们就应用初期教会流传下来的宣讲和陈述资料，来

研究我们信仰的天主观。全文分两部分述说:首先研究耶稣

复活对于了解天主奥迹的重要性;其次，研究教友在初期教会

生活中，所体验到的圣神行动。

第一节 耶稣的复活和天主的奥迹

耶稣的苦难和复活，是了解天主奥迹的主要关键。在新约

的记载里，通常以两类文字类型，传达耶稣的喜讯:一是书信，
~是福音。这两种文学类型所宣传的喜评，拥有一个共同的核

心:耶稣受难一复活一升天。这逾越的过程，是初期教会一提

及基督时，必定包含的原型。无论人们用什么名号来称呼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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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默两亚、或人子、或天主子…...在最深处都是愿意表达纳 臣

IJ力的耶稣，虽然死了，但是池却复活了，而且坐在天主的右边。

在这时期，对于耶稣幕怦与父之间的关系，很少能像教父

时期一般，运用比较系统化的神学方式来反行和表达。 通常'只

是运用充满象征性的文字，以必 一些拟人法的文学类型，来表

达复活的耶稣基督和天主父的关系。 下文我们要渐次介绍这

些表达方式:

一、坐在天王的"右边"

这句话源自 《圣咏}110 篇，在新约中屡次运用这种说法(参

阅罗 8:34; 格前 15:25; 哥 3: 1;弗 1:20; 希 1:3 ， 8:1 ， 10:12 ， 12:2 ; 

们前 3:22; 宗 2:34 ， 5:3 1， 7:55)。这句话意味着复活的耶稣，已

经被提升到天主的尊位，坐在天主的右边 1，分享天主的威权。

天主要复活的耶稣，和袖一起"坐在苍天之上的最高处"(咏

113:5) ，这是一种犹太人惯常运用的表达法。

这说法是表示耶稣和雅戚之间， 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但是

却不断定这关系的性质。 换育之，这句话并不以狭义的神学词

汇，来说明雅威和复活的基怦是完全同等的、一体的，或是仍有

l丘别。通常新约的作者，不应用哲学或形上学的概念，来说明

耶稣基督和天主父之间的关系。

二\天王的"肖像"

在《希{!Í来人书中，作者怦以"天主光荣的反映，本体的具

像" (希 1:2-3) ，来描绘复活的基怦。 在《哥罗森人书〉中，保禄
则称地为"不可见的天主肖像" (哥 1:15 )。其中表达两个主要
的意义·一是耶稣某怦与天父之间的独一无二的关系 ; 二是耶
稣基怦在受造物中的地位及使命。若望也同样地表达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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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看见我

的，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若 12:44-46) 。

且i然新约的描述，常以作用的角度，来阐明耶稣复活对于

全人类的影 H向，很少去分析耶稣和天父的关系 。 不过在上述引

用的几段记载里，己明显地jll 示了这关系本身的性质。 新约在

描绘"肖像"的章句里，易于使人联想到 《创世纪》里的 一些情

况。在《格林多人前书》说到"肖像"(格前 11:7) ，是反映着创世

纪中，天主对人的创造工程(创1:27)。它意味着创造工程的高

峰，是耶稣的复活 ; 人的创造，只是为这高峰铺路(罗 4:17; 创 1:

3; 格后 4:6)。如此，经过了神学家的反省，和几届大公会议中

的研究，我们发现"肖像"一词的内涵，实在很丰富。这么一来，

"肖像"对一位基督徒而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懂得的一种静态

的像，却是内蕴着生命动力的一种实现。

三、耶稣是"天王子"

这描绘把我们带进天主和耶稣基督关系的深处。在希腊

文化地区，也有所谓"天主子"的说法，但是和 I FI 约犹太思想中

的截然相异。希腊文化中的"天主子

然受到神的特殊保扩护但是和那一位神并没有本质或存有同等

的关系。他们没有任何盟约的联系，和应尽的义务，是独立的。

但是初期教会，称耶稣为"天主子

称的那种"天主子"飞。为了能把这内容说明清楚，我们暂n口分为

两部分进行:肯先解释天主子比父小的观念，接着探讨天主子

与父同等。 如果从受造物比较静态的、强调在质量上耶稣基督
与天主父是有干同等的问题，那就会相当令人难以理解。 所以我
们应该从无限的、神的奥迹本身来说明，也就是从比较动态的、
属于爱的关系的不同上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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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王子好像出父"1J \" 

首先我们先将有关的经节列州.

若 6:57 子因父而生活

若 4:34 完成父的旨意

若 5: 19 、 30 子由父而作

若 8:49 子尊敬父

若 8:55 子认识父，遵守义的话

斐 2:5- 11 子空虚自己，听命至死

格前 15:28 子要屈伏于天父

希 5:7-8 子从苦难中，学习了服从

若 12:27 求父救子脱离痛苦

若 14 : 28 父比子大

以上所列的经节中，清楚地表达出天主子比父小的观念。然

而我们同样在耶稣受诱惑的记载里(码 4:1-11; 路 4:1-13) ，也

能发现蕴含相当丰富的神学内容，探讨"天主子"是什么意思?

圣史们把当时不正确的天主子观念，放在魔鬼的育语里表

达出来。魔鬼在前两次使用诱惑的育语里，己经反映出来，这

是一个完全独立、不属于天主、任意运用向己权柄的"天主

子"二。但这类型的"天主子

战里，更显出了魔鬼所称的天主子的全貌，他是一个充满了物

质、政治气息的天主子，是一位充满世俗思想的天主子，宁愿为

崇拜受造物而与天主分裂。耶稣的回答，更清楚地说明 ，袖与

这类的天主子绝对无法共存的立场(参阅玛 4: 10 ) 。

在受诱奥迹的描述中，有两个现象可当引人注目:首先，

在整个记载里，没有用过天主的名号，通常耶稣称天主为"上
主，天主其次，耶稣答话的圣经章节，明显地是经过了选择。
圣史特别选择这些古经，为的是要衬托出"子"是属于"上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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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主权之下。在这些经文里，显出在初期教会意识里，认为

天主子的昕命、服从、被贬抑…. ..等等，都与天主子的尊戚毫无

矛盾和冲突。

由新约整体现之，所谓耶稣为"天主子比父小"的忘义，可

以由两个角度来阐明。首先，从人的一方而现之，耶稣是比天

主父"小这点相信读者已经相当清楚。但是，更进一居说，以

天主奥迹方面观之，耶稣也是比天主父"小"。这类说法完全不

涉及质或量上的大小，而是按圣三内在生活生友的前后关系而

论，因为子是由父所生，父是万源之掘，袖是子的根源。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无法再认在初期教会信仰里，有"天主

子比父小"的概念存在。但是这只是新约中启示"父一子"的关

系的一面。 它还有另一面的存在，这一面强调的是父子间的平

等关系 2。

(二〉天王子与父同等

在新约中有许多种方式，揭示出天主父与耶稣同等的关

系。耶稣启示自己与父的关系时，曾说过父将一切交与我，

除父外，无人认识子;除子及子欲启示之人外，亦无人认识父"

(玛 11 :27)。袖也曾经表示过，父已经给袖天上地下的一切权

柄(玛 28: 18)。这两段经文，与达尼尔先知中的人子神视(达 7:

13- 14)相互呼应。

上述一类的经文，要说明耶稣之所以能有这种尊戚，之所

以能坐在雅戚的右边，只因为袖"认识"父。"认识"一词的原

意，是全部存有的互相寓屑，是一种彻底的互相渗透和完美爱
的支持。最后要达到的，是一种相互的完全认识，所谓的父
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若 4: 14)。表达的是父子间最亲密的合
二，是-种你在我内，我在你内的合一(若 17:21)。这种父子同

等的关系，在新约其它记载中也屡见不鲜(斐 2:6; 希 1:3; 哥 1:
15-20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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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约作者称ãß稣为"王"

王rr约中称慕怦为"主 "(Kyrios) 的名号，其实是以另一种形

式，暗示这种平等的关系。归于应用次数的频繁，反映出这名

号，在当时教会生活中，是相当地普边;同时，也反映出这信仰

的内容，在初期教会的生活里，巳经根深蒂固。几乎在新约每

一部著作中，都有如此的称呼:

玛 7:21 、 22 ， 8: 2 、 6 、 25 ， 14:28 、 30 ， 20:23 ， 25:37

谷 10:51 ， 16:19

路 2:11 、 26 ， 5:8 ， 11: 1， 19:8 ， 20 :42 ， 22 :44 、 6 1， 24:3 

若 4:49 ， 6:34 ， 9:38 ， 13:13 ， 20:28 ， 21:7

宗 1:6 、 21 ， 2:36 ， 4:33 ， 7:59 ， 9:5 ， 10:4 ， 11:17 ， 15:11 、 26 ，

16:31 , 19:5 , 20:21 , 26:15 , 28:31 

罗 1 :4、 7 ， 5:21， 6:23 , 7:25 , 13:14 , 16:20 

格前1:2 ， 5:4 ， 6:11 ， 8:5 -6 , 11:23 , 12:3 

格后1:2 ， 4:5 ， 8:9 ， 13: 13 

迦1:3 ， 6:14 、 18

弗 1:2 ， 3:11 ， 5:20 ， 6:24

斐 1: 2 ， 2:11

哥 1:3 ， 2:6 ， 3:17

得前1:1， 2:19 ， 4:1 、 2 ， 5:9 、 23 、 28

得后 1: 1， 2: 1, 3:6 、 18

弟前 1:2 ， 6:15

f向前1:3 ， 3:15

雅1: 1 ， 2:1

f向后 1:2 ， 8 ， 2:10 ， 3:18

犹 4 ， 17 ， 25

默 17:14 ， 19:16 ， 22:20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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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多的章节中，新约教会绝对肯定地宣布.耶稣是

主。也就是意谓着耶稣就是雅戚，或者完全属于雅戚的 3。

五\新约中六次记载称ãß稣为"天王"\"J二帝"

新约著作中，有六处经节记载，直接称呼耶稣为"天主"。

我们按照新约著作的最近研究，可以肯定地说:

ho(冠词) + theos(天主) =ho theos (the God)。那是专

门的名词，表示就是天主父。有关经节分别说明如下:

·罗 9:5:

..她(基督)是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

主"0 (天主前没有冠词。 〕

·若 1:1 : 

..圣言就是天主。

("天主"在希腊原文，是述词，意为属于天主性体的，所

以可译为圣言就是天主"0 J 
·若 1:18:

..身为"天主"的......

〔没有冠词，有的手抄本没有这句话。〕

·若 20:28:

我主，我"天主" , 
〔有冠词，是呼格+我的。〕

·若- 5:20: 

我们也知道天主子来了，赐给我们理智，叫我们认识那

真实者;我们确实是在那具实者内，即在她的子耶稣基

督内，她即是"真实的天主"和永远的生命。

〔有冠词，形容词+天主。按上下文意思，可能指天主

父，也可能指耶稣基督。 〕

·锋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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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们"伟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稣基

督光荣的显现。

〔有;因词，形容词+天主，是说耶稣基督是天主，也是救

主。〕

在这几段新约旦，叨显地表达出，新约作者和初期教会的

信仰，这信仰内涵是耶稣基仔和天主父同等。

六\〈若望福音〉的特殊看法

若望著作，多次或隐或显地表达出，耶稣与父平等的事实。

在记载耶稣治好无助的瘫子之后，若望便描述犹太人，积极地

想杀害耶稣的动机，因为丰也不但在安息日治病，称天主为父，并

视自己的工作为天主的工作，简直是与天主认同成为同一的工

作者(若 5:16-18)。这些事情，是促使犹太人杀害耶稣的主

因。因为这种称天主为父，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态度，在犹太

人的天主观中，是一件亵读的事，理应被处死以示众(玛 26:
62-65) 。

《若望福音》中还有一个特色，圣史常运用"我是"育语辞 ，

来表达耶稣与雅j或同等的事实。"我是"(ego eimi)一词，在圣

经中初次出现是在〈出件纪)，雅戚用它来向梅瑟向我启示 (出

3:13-15)。在释经学上，这词有很多的注解，有人以形上学的

意义来解释，有人认为雅戚用这词来自称，为的是避免说出自

己真正的名字等等。事实上，要懂得这个词的涵意，应该从希

们来人的思想方式，和《 出于于纪》的上下文着手。

在希(门来人的思想里我是"并不是表达抽象的"存有"。

他们用这个字，来通传一种共体的经验，意思是"我在这里"、

"我|陷在"、"我使某件事物存在"…，..从《归作纪》整体的记述观

之，这句话运用时，要表达的意思是"我和你们在一起"(出 3 :

12) , "我使你们存在我就是你们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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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出 3:15-16) ， "我和你们

一起往将来行走"。在若望圣史，把这名号运用在耶稣基怦身

上，显叨地是前意要反映《出谷纪》中的内容。 下面我们要介绍

部分《若望桶青》 中， 一连串"我是"的运用.

在海上行走时，门徒们害怕，耶稣向他们说是我 (cgo

eimU……反映的是与人同在的天主(若 6:20) 。

袍以"我是生命的食粮……"来表达，在袖身上雅戚自 身要

成为维持人神性生活的食粮。换言之，雅戚在耶稣内保存我们

(若 6:35 、 48 、 5 1) 。

袖以"世界的光"来自我比喻(若 8:12 ， 9:5) ，暗示自己是圆

满的法律、智慧和天主的言语，因为在旧约里，以色列子民的

"光"是法律、智慧和天主的言语(甘112:13; 德 4:18-19 ， 6:23; 咏

第 119 ， 105 篇)。在这里，耶稣表示自己才是"真光"(若1:41-

51, 12:35-36) ，因为天主是光，而耶稣是天主光明在世界中的

显现(弗 5:8-14; 斐 2:15-16; 弟前 6:15-16; 若一 1:5 ) 。

耶稣也以善牧自居(若 10:11 、 14) 。 在旧约里，善牧是雅戚

自己， 袖向称为以色列的牧人，袖要亲 自牧放他们、保护他们、

喂养他们(依 40:11; 则 34:11-16 、 23-31) 。 在旧约中也预育

过未来的牧人(依 9:1-6 ，则 10:1-9) ，这预育是天主对梅瑟祈

祷的答复(户 27:15-17) 。 这预言今日在耶稣身上实现，雅戚

要藉着耶稣牧养袍的百姓(玛 2:6 ， 9:36 ， 25:31 ;谷 14:27; 路 15:

4-7 ; 希 13:28; 伯前 2:24-25) 。

与犹太人辩论时，耶稣也曾经自我肯定说我是那一位"

(若 8:24-28 ， 13:19 ， 18:5)。这种自我肯定的方式，暗示着这位
耶稣基督，与 《出谷纪》中显示自己名字的雅威是同等的 。 但是

这不是表示袖与雅威是一位，因为耶稣很清楚强调袖来自天
王，是雅戚在人类历史中的显现。从这些强调里也可以看出

来， <若望福音》强调的是同等，但是有区分的两"位"。
面对拉臣禄的坟墓，耶稣隆重地宣布·旧约活生生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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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胜过死亡的上帝就在这里，说我就是复活"(若 11 :25) 。

最后我是道路、具理、生命"的自称，可以说是若望-连

串"我是"的综合。 这句话在若望神学中的意思是:耶稣主主督

是启示天主父的，袖本身就是这 )J 示。 换句话说，袖本身就是

真理。 若是真理就能给人带来天主父的生命，这生命就是光和

爱。 于是耶稣成为整个人类通向天主父的道路。 可见"我是

在耶稣稣、的育语中 ， 一方而表示白己与天主是同等的，但是另

方雨又表示这同等，并不是毫无区分的一位。

在这信仰内容澄清之后，我们发现流传己久的一个通俗概

念，应当加以修正:在新约的启示中，父一 子 一 神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个三角形， 而是一条生生不己的生命线。

〔图十三〕生生不己的生命线

天主义→都练基督天主子→圣神( →我 1'i]

第二节 初期教会对圣神的体验

在救恩史中，很早就预育了要将圣神赐予选民的恩惠。 不

论在 In 约传统中，或是犹太教的传统中，都有这样的痕迹。 依

撒意亚在晚年时，预言默西亚要领受天主的神(依 11 : 1- 2 ) ，第

二依撒意亚，也预育上主要把袍的神赐给人(依 44:3) 。 厄则克

耳先知，则多次提到未来选民，所领受的新精神(则 36:26 -27 ，

37:14 ， 39:29; 耶 30 :33) 。 岳厄尔先知，通常人们称他为圣神先

知，网为在距圣衬I降临事件友生前同百年左右 ， 他已描绘圣神

降临在宗徒身上的意义(宗 2: 1 7 - 2 1 ; 岳 3: 1- 5) 。

在这种背景的准备下，整个救恩史迈入了新约的阶段，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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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现的时期 11伍到人问。下面我们就借着分析新约的记载，使

圣神在初期教会生活中的行动彰显出来。我们选用最具代表

性的三个传统来作分析.保禄、路加丰n若望 l 。

一\保禄书信申的圣神观

〈一)pneuma 的三种使用Jj式

保禄论及圣神，常常使用希腊文的 pneuma，在详细研究

中，我们清楚地了解 pneuma 有三种使用方式·

1 、 p丑euma

这个词，就是中文的"神魂心灵心神精神心

情" "心飞心思"(迦 6:18; 格前 2:11 、 12 ， 4:2 1， 5:3 、 4 、 5 ， 7:34 ，

16:18; 格后 2:13 ， 4:13 ， 7:1 、 13 ， 12:18; 罗 1 :9 ， 8: 16; 斐 4:23; 费

25; 哥 2:5 ; 弗 4 :23; 弟后 4:22)。这一种用法，是属于人学的范

围，指出人身体内在组织的成分，和人的精神因素:

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将你们整个的神

魄、灵魂和肉身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无瑕可

指。 (得前 5:23)

pneuma 表达人和神的连贯性，和旧约圣经上 ruah 的观

念，基本上是一致的。表达人整体的和雅戚上帝，有密不可分

的亲密关系 。

2、 to pneuma 

to 是冠词，中性的，天主圣神是主体性天主的神.

你们已不属于肉性，而是属于圣神，只要天主的圣神

住在你们内。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如

果基督在你们内，身体虽然因罪恶而死亡，但神魂却赖正

义而生活。再者，如果那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神，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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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内;那么，那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也必要藉那住

在你们内的圣神，使你们有死的身体复活。(罗 8:9-11)

另外可参阅·格前 2:11 、 14 ， 3:16 ， 6:1 1， 7:40 , 12:3; 格后 3:
6 ， 6:3 ， 13:13; 步; 9:1 ， 14:17 ， 15:13 、 16 、 19 等处。天主圣神就是

出于天主的圣神(格前 2:12; 斐 3:3; 得前 4:8; 罗 8:9 、 11; 斐 1:

19; 格后 3:17; 迦 4:6; 罗 5:5)。每次该注意保禄书信的上下文，

以便分析其意义。

这个用法属于"神学

活的来游源、，和最深湛的推动力。意谓将基督徒的新生活和上帝

最深的奥迹结合在一起。反过来说，也就是天主最深的奥迹，

皆充分展现在基督徒的实际生活中。

3、 pneumata

多数表示各类的神恩(格前 2:13 ， 9:1 1， 10:3 、 4 ， 12: 1， 14:1, 

15:44 、 46; 罗 1:11 ， 7:14 ， 15:27; 弗1:3 ， 5:19; 哥1:9 ， 3:16) ，或有

此神恩的、属神的人(迦 6:1 ;格前 2:13 、 15 ， 3:1 ， 14:37)。使用

时，多半没有冠词。耶稣本来是一位神恩性的人物，初期教会

的神恩者，在某一方面相似耶稣，而且又是一切神思生活的模

范。换句话说，在某一而表现充满神恩的耶稣的面目。

(二〉三处"神恩"的比较

接下来，我们将整个的保禄书信中，提及神恩的三处，作一

综合表格，以便读者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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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保禄书信三处神恩综合表格

梢的i 12:8-10 恪前 12:28-30 罗 12:6-8

(1) 刊慧的言语 (1) 宗徒

(2) 知识的育语:… (2) 先知 4……·…" (1) 况预言

:γ'"吵.

(仍ω3剖)教师 .• .. ….........\ν .. ….川叶.吵， (ω3盯)教导

(ω3盯)1信言 ，心心 :γ.… .. 卡卜.. ….…. . (性ω4钊)行异能的 付4) 劝勉

(付ω4份)治病 4←←←←.川…….. …….川….….才卜.….， (归仰5日H治台病的

(5) 行奇迹‘.....; (6) 救助人的 (5) 施予(分给)

(6) 先知话‘……… (7) 治理人的←:…… (6) 监督

(7) 辨别神恩 …·叶 (7) 行慈善

(8) 说各种语言~..... .…, (8) 说各种语言的

(9) 解释语言4………..刊的解释语言的

(三〉神恩lliï lliï观

保禄在论叨各种神恩时，从牧灵的立场与地方团体的需要

面讲起:

1. "语言之恩"(格前 12:10 、 28 、 30 ， 13:1 、 8 ， 14:2 、 4-6 、 13-

16 、 18 、 23 、 26 、 39; 罗 8:26-27) 。

2. "先知之恩"(棉前 14: 1， 11:4-5 , 12:28-29 , 13:9 , 14:3-

5 、 15 、 19 、 22 ， 24-25 、 29-33) 。

圣神充满宣扬福音者(得前1:5 ;格后 12:12; 罗 15:18-

19; 迦 3:5) 。

3. 保禄一方面赞美神恩，另一方面却将神恩整合于教会制

度之内。最大的(格前 12:31a) "神恩"是爱(格前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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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步.' 5:5 ， 8:9 、 10; 迦 5:22)。圣神使信友获得 自 由 (罗

8·2 ，迦 5: 1 8 ， 2 :4， 4:2 1 -3 1) ，圣神是信友的新氛!啊，亦是

他们自巾意识生活的最深动力(得前1:5 ;迦 3:5 ， 6:1 ;格

前 6: 11 ， 1 2:13 、 16、 19; 斐 1: 27 ;哥1: 8 ;弗 2:18、 22 ， 4:30 ， 5 :
18 ， 6: 1 8) 。

4. 圣神临在的效果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 L~ f号、温和、

忠信、柔和、节制(迦 5:22-23 、 25; 罗 14:17) 和爱德(哥

3:14; 罗 5:5 )。保禄以爱德作为辨别神类的基本原则。

5 . 不可再认，在教会内亦有假神恩(得后 2: 1 -2; 格后 12:

2-3)的存在，不能不加以辨别厘清。

6. 两个辨别神类的标准 5 .

· 热心与正确的信仰在一起(格前 12:3 ;若- 4:1-3; 斐

2:5-8; 格前 1: 18-31) 。

·神恩的整体性

一切的神思是和谐的，在人身上助其成长(格前 12:

4-7 、 12-30; 罗 12:4-8; 弗 2: 18-22 ， 4 :4 -5 ， 4:6-

25; 哥 3:11 、 15; 迦 3:28) 。

7. 保禄认识三个深度不同的圣神行动 :

· 圣神是基督化生活最深的动力。

· 圣神促进信友团体之整体化。

· 圣神针对团体的好处，施予不同的神恩。

靠这三个不同行动，保禄视圣神为:

· 圣神是"二位"(格前 2:10 、 11; 迦 4:6; 罗 8:9 、 11 、 15; 弟

后1: 14 ;恪前 6:19 ， 2: 13 ， 3:16; 罗 8:26-27) 。 以上的

章节很明显的表示圣神是"一位"。但是保禄多次把

"罪" (罗 5:2 1， 6:12 , 7:12 、 20) ， "肉性" (罗 8:6-9) ，或

"法律" (罗 7:7 、 22; 迦 3:24) 当作"一位所以上面关

于圣神的记载，不完伞清楚地指示狭义的"一位"。

·圣神是氛围、能力、动力，是天主父藉着复活的基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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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徒中行动。袖是天主"父"的圣神(格前 2:10-

14 , 7:40 , 3:16 , 6:19 , 12:3 ;迦 3:14; 步.' 5:5 ， 8:9-11; 格

后1:21 、 22 ， 3:3; 得后 2:13) 。 袖是王在怦的圣神(迦 4:

6; 罗 8:9-11; 格后 3:17 ;斐1: 19) 。

· 圣神不同于天主父和耶稣某怦:

圣神是"初呆" (步.' 8:23) ，是"抵押" (格后1:22 ， 5:5 ;另J

1:14 )。基抨藉着圣神而行动，但不能说圣神藉着基督

来行动(罗 15:18)。基督是新生命(斐1:21 ;迦 2:20;

哥 3:4) ，圣神是此生命的"活力" (弗 3:16-19) 。

·格后 3:17 的注解:

"主就是那神，主的神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在这

里，保禄好像把基督和圣神视为一位。在历史上，对

于这一经节，有不少的注解。从上下文来说，我们认

为比较合理的解说是:保禄将梅瑟视为旧约时代的

代表，而耶稣却是新约时代的代表。如果有人跟随梅

瑟，专从字面了解经书，那根本就无法深度地把握经

书的真义和精髓。但是人要是借着信仰，接受了耶稣

基督，就能从耶稣的精神中，深入地了解圣经的真谛

和精义，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 从

如此的观点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保禄所说的是，耶稣

基督带来圣神。

二\〈宗徒大事录〉申的圣神观

许多新约注解家，称《宗徒大事录》是一部圣神的福音。 本

文基于篇幅上的限度，对于《宗徒大事录) ，无法提供一个在注
释学角度上较为详尽的讨论。只有在假定这一切的前提下，我
们直接陈述原文内有关圣神的训诲 6。
圣经学者在研究后，多半主张原来《路加福音》与 《宗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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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录)，是一个著作的两部分。 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及基督运动

的启发，全书分为两部分:首先论及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程，

在耶路撒冷的死亡，以及光荣的复活升天，其次论及圣神降临

后，宗徒们充满圣神的德能，为基怦作证，直至地极的史实(宗

1:8) 。 第二部分，就是今 门所谓的《宗徒大事录》。

〈二)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强调耶稣诞生、成长、生活在圣神氛围 中、

最后许诺(路 1 : 15 、 35 、 4 1 、 67 、 80 ， 2:25-27 ， 4: 1 、 14 、 18 ， 10:21 、
11:13……)。

看，我要把父所恩许的，遣友到你们身上;至于你们，

你们应当留在这域中，直到佩戴上自高而来的能力。

(路 24:49)

〈二) (宗徒大事录〉

《宗徒大事录》中，路加描写圣神在初期教会发展中的行动 :

1、圣神行动的一般性记述:

• 1: 5 : 若翰固然以水花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

因圣神受洗。

• 2:4: 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

外方话来。

. 2:38 伯多禄便对他们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

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

受恩惠。

• 4:8 那时，伯 多 禄充满圣神. .

. 6:10 但是他们敌不住他(斯德望)的智慧，因为他藉

圣神说话。

. 8:15- 1 7: 他们(伯多禄与若望)二人一到，就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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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使他们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

人身上，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 那时，宗徒便

给他们覆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

. 8:29: 圣神就向斐理伯说 "你上前去，走近这辆车

子!

• 8:39: 当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主的神把斐理伯提

去，太监就再看不见他了 。

• 9:17: 阿纳尼雅说……扫禄兄弟!……友显给你的耶

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叫你充满圣神。

. 10:44-45: 伯多禄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神降在所

有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受过割损与伯多禄同来的信

徒，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

• 11:24: 因为他(巴尔纳伯)是好人，充满圣神和信德，

如此有许多人归附了主。

• 13 : 2: 他们敬礼主和禁食的时候，圣神向他们说你

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扫禄来，去行我叫他们行的

工作。

. 15:8: 洞察人心的天主，已为他们作了证，因为赐给了

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宗徒会议时，伯多

禄答辩的话)

• 15:28: 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

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

• 19 : 2: 向他们说:‘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

有? "他们回答说连有圣神，我们都没有昕过。 "

• 19:6: 保禄给他们覆手，圣神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

讲各种语霄，也说先知话。

• 20:22-23: 看，现在，我为圣神所束缚，必须往耶路撒

冷去，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圣

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说，有锁链和患难在等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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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 圣神既在全群中立你们为监督，牧养天主用自

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

羊群罔心。

什1 上雨的经文，读者们就能强烈地体会到，圣 tljJ行动的力
量和功能。

2、圣神降临特殊性的描绘(宗 2:1"-'13) : 

圣神降临事件的描绘，是圣史以一种文学类型，来表达综

合袍的信仰和神学。他愿意借此，向读者说明，圣神降临到整

个初期教会的奥迹。其实在《宗徒大事录》中，路加曾经多次记

载圣神的降临。这些记载意味着，在教会的创业时期，圣神不

断地 l陷在教会的深处领导着大家(宗 4:8 ， 6:3 、 5 、 10 ， 7:55 ， 8:29 ，

11:28 ， 13:4 ， 15:28 ， 16:6 ， 20:28)。路加把这种在初期教会中，圣

神常常 11旬在，领导着教会的事实，综合起来把它描写成为一天

的事，称那天为"五旬节日" (宗 2: 1)。

这种文学技巧在路加的著作中，是相当特殊和普遍的。在

他的福音中，也常把一些事件时空化:他把耶路撒冷，描写成

为救援历史的中心;耶稣显现给宗徒长达四十天之久(宗1:3) , 

然后被举升天(宗1:9 ;路 24:51)。在其它福音中，记载复活后 ，

耶稣马上就遣发圣神(若 7:29 ， 20:22; 玛 27:50-53) ;但是路加

却戏剧化地，要以具体的描绘，来表达那不可见的，非人力所能

掌握的圣神降临奥迹，所以有了传统的"四十天"…...等字句的

出现。 不过对于圣神降临的事件，路加实在是运用了最适合当

代教会的表达方式。

在圣神降临的事件中，有语言之恩的记载。这记载，一方

雨同然是反映初期教会中，充满语言神思的现象;另一方面则

是要表达，福音如何藉圣神的德能，传入了世界各种不同语系

的地区。之所以将圣神降临事件置于五旬节日，一来是因为当

时犹太教习俗，是在巴斯卦节后的第五十日，纪念天主在西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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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颁布法律(出 19:18-19); 再加上在宗徒时代的犹太思想

里，两乃山上颁布法律时，有风、有火、也有舌头，而Jl传说天主

的圣77分成七十个舌头，这七 1-个舌头分布于天下七十个罔家

民族上，于是每个民族，都能以自己的语言，聆听天主的法律。

这两个传统影响路加表达的方式，形成描绘圣神 11伍在的基本文

学典型。

综合而言，圣神降临的记载(宗 2: 1-13) 有如一肯交响乐

的序 rlli ，它包括主导旋律 (Leitmotiv) ，就是圣神降临于宗徒时

代的教会身上。我们以下页的图表，指出路加在描写圣神降临

中，所运用的不同的思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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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路加描绘的圣神降临中心思想表

拉旦、历史 出住离开幢上梅山瑟// 沙模问十年

及经红海走 旷野经验

向新生活 法律

以色列十二支派

出 19:16-24 参阅:

出 24 思高圣经 104 页

以色列旷野行程图

五十天

犹在俨-1 ìM~丑一-1 1ïl1J1r l 1 ~jil1l-

路加神学

出 12

肋 23:10

申 16:1-8

肋 23:16

申 16:9-12

I I 耶稣升天

I I 体验复活
耶稣走向 I I 的耶稣
救恩中心 r、 在世约

耶路撒冷?γ 四十天

路 3:21-22 路 4:14、k 路 22 路 24:

耶稣受洗路 9:51 I 23 50-53 

24 

肋 23:33

申 16: 13-15

主主主王一
到巴勒斯坦

在耶路撒冷

新以色列/新子民

圣神领导信仰团体

则 36:26-27

岳 3:1-5

宗 2: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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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利1保禄对于圣神的神学看法大同小异，保禄多半描述

圣神在信友身上的作用， <宗徒大事录〉却阐述圣神在教会|才|体

友展过程中的作用和行动。

(三〉结论

·圣神是初期教会生活的基本动力和氛|抖 。

.信友们借着洗礼领受圣神(宗 1:8 ， 2:33) 。

·圣神是传教方向的指南(宗 10:19 ， 11:12 ， 16:6-10 ， 21:

4 、 11 ， 23:9) 。

·天主父藉着耶稣基督赐予圣神。

·圣神充满了每一位福音宣讲者(宗 4:31 ， 7:55 ， 13:4 、 9 ，

11:28) 。

三、若望著作中的圣神观

(一〉入门说明

若望的圣神观，应该在若望的神学，和历史背景中去了解。

所以我们首先看若望神学的信仰时界观，再论及若望福音中的

真理之神及护慰者，最后作一个简短的结论。

若望的著作是一部深湛的神学著作，非我们的育语一时所

能育尽。所以我们综合若望神学中信仰世界观耍点，以图表说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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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若望著作圣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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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父 (ho theos) 是爱"(若- 4:8) 的事实，是新旧约启

示的高峰。 圣言之所以降生成人，为的就是要给人类启示这意

想不到的奥迹。 为此，若望神学中，基抨就是启示天主者。换

言之，基怦本身就是真理。 若望常运用一些对立的言语，来衬

托出这思想。 譬如说:光和黑暗、生命和死亡、真理和谎育、爱

和憎恨。 而在若望描绘中的圣神，使这一切在基抨身上启示具

体化、今 日化。 换言之，圣神的角色，是使天主父及基督的光一

生命一真理一爱能通传，并实现在信友的身上。 最后，在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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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学中，由于针对当时诺斯底主义的异端i 也初步反省了信

仰知识的来源和其性质。

在这种若望神学和历史背封上，我们耍进一步地讲解，圣

神4(身的作用和行动。

(二〉圣神是真理之神

在若望的看法里，圣神是真理之神(若 14生:1口7 ， 1臼5:2却6 ， 16 :北13ω) 。

所谓的"真理

13ω) ，而是指出，天主父本身是存有的这个事实。由于天主父本

身是真理的根源，所以属于真理的人，是由于天主父的(若 18:

37; 若- 2:21， 3:19; 若 7:17 ， 8:47; 若- 3:10 ， 4:1-3 ， 5:19)。因

此可以说，天主父本身是"光

1:丑划5ω) 。 由于"圣育"的降生，在人世间的出现，这事实通传给了世

界;天主父存在的事实在通传之际，圣育本身也成了真理(若

17: 7 ， 14:6 、 9- 11)和光(若 8:12) 。

圣神的角色，是使天主父和耶稣基督的"真理"和"光

体地在现在实现出来，这时圣神也成了真理(若一 5丘:6ω)。耶稣

基督在世上对天主父的光 爱一生命和真理已全盘地启示了，

袖显示给门徒们袖从父那里所接受到的一切(若 13:15)。因

此，从启示本身而论，圣神的来 11伍，并没有添增什么，袖主要的

作用是使聆听的人，更深地深入和了解这启示的内容(若 16:

12-14) 。

(三〉强调辨剧神类、提出两个标准

论及神类辨别的需要和方法，若望与保禄恃有同样的观点

(格前 12:3) ，他也提出了道理的真确性和爱，来作为辨认的标
准(若二 4:2-3 、 12-13; 格前第 13 章) : 

你们凭此可认出天主的神·凡明认耶稣为默西亚且

在肉身内降世的神，便是出于天主;凡否认耶稣的神，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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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天主，而是属于假基督的，你们已听说过她要来，现

在她已在世界上了。(若- 4:2-3) 

(囚〉爱是天王最深的奥迹、圣神为此作ìiE

可是在若望的神学里，圣神虽然是出白天主父(若 15:26 ，

14:16 、 26) ，而且是来自耶稣基抨的派遣(若 15:26 ， 16:7-8 ， 20:

22) ，却不能称之为"爱的神"。因为在若望神学中，爱是天主最

深的奥迹，只能指天主父本身。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天主父

(若 1:18; 若- 4:8) ，还爱的奥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示给人的

(若第 13 章)。圣神的角色是为这奥迹作证的，使人能认识天

主父，和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若 17:3) ，所以袖本身不是爱

之神，而是为这爱作证的。

(五〉圣神是护慰者

除此以外，若望也称圣神是"护慰者" (若 14:16 、 26 ， 15:26 ，

16:7) ，这意味着圣神是一位扶持者、帮助者、赐给助佑者(若一

2:1)。耶稣基督本身，也曾经被人称过为护慰者，这称号表达着

袖转求的身份(罗 8:34; 希 7:25)。护慰者这个词，囊括了在新

约中论及圣神常用的一些词汇及其内容。譬如:鼓励(格前

14:3; 斐 2: 1)、劝勉(岁 12:8; 弟前 4:13 ， 6:2; 宗 13:15 )、劝戒(锋

1:9 )、规劝(锋 2:15) 、劝慰(希 13:22)……在困苦中是护慰者圣

神，把耶稣宣布的福音和救援，实现于人身。丰也就是以这样的

方式，使耶稣基督启示的天主奥迹，门益深入教会生活中。

(六〉圣神是和好与平安之神

若望认为平安，就是耶稣所祭祀的果实(若 16:33) ，与世界

所谓的平安意义不同。|门约视天主的临在，为平安最大的恩惠

(肋 26:12; 则 37:26)。若望则依据旧约的这种观念，给人们指
出，平安的根源与事实，完全是耶稣亲临同在的结果。这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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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神学相当突出的观点。当 门徒们与耶稣即将别离的前夕，处

处充满着悲愤忧愁，耶稣却安慰他们说: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

(若 14:27 ) 

耶稣更明白地指 出 ，讪给人类带来此同下了和平，而这种

和平，是世界所不能赐予的和千:

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 在

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

(若 16:33)

(仁〉结 论

可见在若望的著作里，隐约地显出，圣神是从天主父藉着

耶稣基督而来的"一位"。袖和天主父和基督，是同一个奥迹，

同"一体"7。除上之外，在启示的过程里，圣神常有袖独特的使

命。袖使信友们渐渐地从内在去认识启示、体会启示、生活在

启示中。所以更好说，丰也是一个氛围，在这氛围内，天主父藉着

基督继续启示自己。圣神光照人，使人认识耶稣基督及天主

父。圣神把信徒逐渐地引入天主的启示，有着活泼的了解，因

此袖亦是神学知识的导师。

在研究过保禄、 《宗徒大事录》以及若望著作的圣神观后，

读者对于启示中的圣神观，基本上己经有了一个通盘的整体认

识，这时可以说，已经走近了，进入天主圣三整体奥迹的门槛。

研究反省题

1.旧约中的以色列，如同其它的闪族一样，非常强调一神

一位论。 初期教会在天主观上，有些什么革命性的突

破?

2. 初期教会，如同耶稣使用父、子的词汇来表示耶稣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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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关系。这个说法，究竟表示什么意义?是再可以使

用其它的词汇，来表达同样的意义，如阴阳、母女……?

3. 在新约不同的著作中，有耶稣小于天父的说法。 很明

显，这和教会的信仰(父、子同性同体)不合，而对这个难

题，试问我们该用什么神学方法去说叨?

4. 按照初期教会的体验来说，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特色是

什么?

5 . 保禄、路加、若望的圣神观有什么异同?又为了什么而

有所相同，也为了什么而有所不同?

6. 哪一种圣神观， 比较合乎中国本地化的宗教体验?

7. 初期教会在宣扬新的天主观时，遇到了什么困难?今 日

的我们，又碰到些什么困难?

8. 按照初期教会对圣神的体验来说，圣神的内涵非常丰

富。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我该如何去分辨圣神的

工作?

9 .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和教会中，先知神恩并不特别显明。

为什么会有人如此说?在今日的教会生活中，又有些什

么根据?

10.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气"的概念。那在你的信仰体验

中的圣神，是再相似这样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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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解
1 关于"右边"参看.哇1J 48: 13-20 ; 咏 80: 18 ， 45: 1 0 ;列上 2:19 0

2 教宗亚德拉二世，督肋才丁第十一届会议，公元 675 年， DS 536-

537 ，"同样，因为是天主，所以她与父平等，但因为他是人，所以

她比父小。"施安堂译， (天主教会句11 导文献选集)， 205 页。

3 参阅 "Jesus as Lord" , Theological Dictionαry of the New 

Testαment III , 1068-1095。

4 G. T. Montague , The Holy Spirit: Growth of α Bib lical 

Trαditio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 976) 。

5 参阅:圣依纳爵，(神操)， "辨别神类的规则(甲纽及乙纽)"。此

规则是为个人内心方面的辨别神类而写的。保禄宗徒特别提

出的是团体的。参阅:房志荣译， (圣依纳爵神操H 台中.光

启， 1978) 。

6 王敬弘宗徒大事录中的圣神"(神学论集)47 期 (1981 春) , 

13-29 页。

7 佛劳伦萨大公会议(Florence ， 1439- 1445 年)中也曾论及此一

观点说，天主内的一切，除了关系的对立外，是完全一致的。参

阅 DS 1330 条。"位"、"休"以及以后的"性"、"三位一体禽'等字

放在引号内，是因为这些词汇，不是圣经本有的语言，而是教会

思想家所应用的哲学概念 ， 来表达对天主的体认。是在教会历

史中，不断演进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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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约天主况的交攻:

义、子、圣神

在描写旧约天主观时，我们曾经说过，旧约是"三位一体"

信仰的预备。 旧约著作中，一些观念、词汇，就是后来初期教会

运用描述天主观的基本素材。经过研究耶稣世上生活中的天

主观，以及耶稣复活后初期教会的天主观之后，在本章内要作

综合性的探讨。初期教会对"天主圣三"的信仰，实在来说是一

项突破性的发展 ! 首先我们说明新约天主观的特色，然后再介

绍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信条。最后我们要提出一个值得你在经

纬万端中，仔细推敲的课题天主圣三"或是"三位一体"的天

主观，是再能够真正地表达初期教会对天主的信仰?

第一节 新约天主观的特色

我们曾讨论耶稣世上生活中，以及耶稣复活后，初期教会

的天主观。 下面我们要在这些背景上，讨论新约中对天主的启
示，也就是要指出新约天主观的特点:

二\在墓琶内的创造

在初期教会里，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自己是一个新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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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格后 5: 17 ; 迦 6:15; 弗 2:10 、 1 5 ， 4:24 ;哥 3:3 、 10; 若 3:5) 。

为此，他们有着日日新的渴望，这个渴望表示.我们常常追求

着一种新的创造，新的改造机会，期望着经验到一种新的存在。

这种经验是来自天主父在耶稣某怦内的启示。换句话说，就像

雅 J;& 自 由 地进入以色列民的历史中，创造了以色列;同样地由

于耶稣基督的宣讲、行动、死亡和复活 ， 袖替人类制造了一个新

的机会 ， 使人与天主重归于好。由于人与宇宙的休戚相关，这

种受造物的具体经验，使人领悟到不只是人，整个的宇宙和万

物，都是在基督内，不断地更新(格前 8:6 ， 15:45-49; 哥 1 : 15-

20; 另j 1:10 、 20-22 ， 4:8- 10; 希 1:2; 若 1 : 1- 4)。在分析下列

经文后，读者更能体会这内容:

〈一)(格林多前书〉

在《格林多前书》里，保禄表达这思想说:

可是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袍，

而我们也归于她;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藉她

而有，我们也藉她而有。 (8:6)

在这一段里万物藉着基督"指的是基督是创造的媒介，

"我们也……"这"我们"指领过水洗的教友。

〈二)(哥罗森书〉

在保禄致《哥罗森书》中，有一段赞颂辞 ( 1:1 5 -20) ，本来是

初期希腊教会礼仪生活中的圣歌。这首圣歌的主题是赞颂基

怦是万物的创造者(哥 1:15- 18a) 及世界的救援者(l:18b-

20)。在保禄的神学中，并不区分基督降生前，及降生后的行

动，他注曰的是在逾越奥迹中的耶稣，袖是唯一的。具体的可

经验到的基督，只是一位。所以对保禄而霄，袖的创造救援行

动，只是同一启示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而已。在分析一些有关的

介词之后，这首圣歌的中心意义便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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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说，耶稣基悻是所有肯生受造物中的一f位立。而是指出袖在万物

中独 I与首位(哥1:18a) ，这也就是《哥罗森书》中所谓的乎也在

万有之先就有 o 在她内"原文是 e n a u to , "c n "有两种用法:

一个是用以表达工具因的介系词(等于藉着) ;一个是用以表达

地方的介系词。若将他们作为一个表达工具因的介系词，这一

句话可以解释为:基督是万有生命的媒介，是天地的存有，以

及存在的中保。因为创造工程往往在"现在

说万有都赖她而存在"飞(哥1:17竹)。若将其视为表达"地方"

的介系词，就可以说基督是万物的中心，是万有的调和点和

焦点"。

"一切都是藉着她而受造的(哥 1: 16) :这一句指出基督

在创造时的媒介作用。在当时的人都认为，{哥罗森书》内提及

的上座者掌权者……等，是宇宙内不同层次的各别掌管者，在

保禄的信仰里，表达这些都是藉基督受造的。

"一切都是为了她 (eis auton) 而受造的"(哥1:16c) :这

-句话的内涵相当丰富，它包含着三个互补互成的意义:基督

是万物的末世主(弗1:10 、 20-22 ， 4:10) ，是万有的继承者(希

1:26 ) ，是天上地下万物的目标。袖吸引万有，丰也是宇宙过程的

圆满。

(三)(希伯来书〉

在保禄致《希伯来书》里，有一段很隆重的序育(希 2-3) 。

在这序言里，有三句相当有分量的话 "天主立了毡，为万有
的继承者"(希1:2b) , ..天主藉着她造成了宇宙" (希 1:2c) ，"她

以自己的大能的话支撑万有" (希 1:3c)。"天主立了袍，为万有

的继承者"(希1:2b) ，这句话要表达的可能是讲，耶稣基督被高
举到天父的右边(希1:3d) ，因此成为万有的继承者。之所以能
如此，因为"她以自己大能的话支撑万有"(希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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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在希们来文是 bara ，所以，希 1: 2c 清楚地表达，基督

是雅戚创造行动的工共或媒介;希1:3c 所表达的是 ， 天主以育语

创造的大能。 在这里， <希伯来书》的作者把雅戚的言语，放在基

怦的身上，说天主藉着她造成了宇宙 o 支撑原文运用的

时态是现在分词，表示某怦藉着袍的话，永恒地保存万有，这意

味着基怦末世的王权在创造万物之际其实己经肇始了。

(囚)(若望福音〉

《若望福音》序言的基础，很可能是当时一肯通俗的圣育赞

美歌(若 1:1-4) 0 <若望福音》的作者，以旧约的言语和智慧的

传统思想来纠正诺斯底派的二元论。受到希腊文化洗礼的新

柏拉图派犹太神学家斐罗，认为天主和万物间，有一个非神非

人的中保，他称之为"道 "( Logos) o <若望福音》的作者，运用此

词汇先净化它的内容，宣布它与天主同等，然后说明"万物是藉

她而造成的" (若 1 :3a) ，并且强调"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袖而

造成的"(若 1:3b) 。

前一句指出，一切受造物是藉圣育受造的，而圣育本身却

不是受造物，袖是唯一创造的媒介。圣育在若望的思想里，不

只是创造的媒介，也是人的生命和光，这就是所谓的救恩。 因

此，对若望而言，创造和救思是不可分的，换育之，创造和救援

是同一启示奥迹的两雨。

在上文中提及的在《哥罗森书》 、 《希伯来书》 、 《若望福音》

中的章节，都含有古老圣歌的成分。 它们的主题，是一种宇宙

基督论，这宁宙基督i仑的形成，是希腊文化中的 Logos 思想 ，和

l门约传统的汇合。 初期教会，很早就将宇宙基抨论、光荣基督

论，以及救援基抨论融为一炉。 这样对某督的创造行动，才有
一个较整体的了解。 它表达无论是创造、降生为人，耶稣在世
的生活、死亡一复活一升天、末世的新创造等等，都是同一的天
父在基督内的救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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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里，已将天主第二位，在创造工程中的一切，描绘得

相当详细。 下面将要讨论到，三位一体的天主，在创造工程

中的相互合作。

二、创造者是"三但一体"的天王

新约中全盘继承旧约里，雅戚创造天地万物的信仰。在耶

稣基督的启示里，雅:威是天主父，是三位中的第一位，所以在新

约的信仰里把创造的工程最后全归属于父(码 11:25 ， 13:19; 宗 4:

24 ， 14:15 ， 17:24; 罗 11:36; 格前 8:6 ， 15:28; 格后 6:18; 弗 3:9; 希

1 :2; 默 4:8-11)0 {默示录》中也曾经九次用过"全能者"的称号，

它表达着在历史过程里，从始到终的完成都是在天主父无比戚

能的手中(默 1:8 ， 4:8 ， 11:17 ， 15:3 ， 16:7 、 14 ， 19:6 、 15 ， 21:22) 。

直到宗徒时代以后的教会，在信经里尚用"全能者"的名

号。可见在我们的启示信仰中，创造工程的最后根源是天主

父。这根源在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启示出来，所以在时

间中的创造工程里，袖占有中心的地位。这内容在前文中己有

较详尽的描绘，此处不再赘述。

耶稣启示着天主父，在基督内的启示和行动，藉圣神深度

化和内在化。圣神是天主第三位，通常袖不是直撞可触占主的对

象，而是使天人合一的氛围及媒介。这是在新约中，圣神的行
动和作用，教会信仰中曾经宣称万有是圣父藉圣子在圣神
内造成的"。

爱自
足

王天二
二

旧约中论及的天主，和新约中论及的天主，在许多属性和行

动上是相同的。对于二者的共同点，此处不拟再重复。新约中
的天主论，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天主是爱"。这可以说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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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的启示中，是一个宗教革新(若- 4:8 、 16)。在新约中启示的

天主(就是天主圣父) ，是一个宽恕人的天主，袖是慈悲的，是至

拜的、慈爱的，是充满爱情的天主 ;f也是生l、宠的天主，给予人希望

和平安，中也安慰人，是救主，池愿意一切的人得救。 这几于是超

于人们想像的一位天主。 新约中能如此地描绘，实在是某于宗

徒们，对于耶稣基抨的认识。 在这认识中，信仰天主对人的爱 ，

因此作证这样的天主，是实际存在的天主(若- 4:16a) 。

天主对人的爱 ， 是绝对自巾的;人对天主的这种爱，是无权

要求，而只能谦虚地接受。袍运用与袖全然不相称的受造物，

来启示其奥迹(格前 1:18-25 ， 1:26-29; 格后 12:9 ， 13:4; 玛 11:

25)。这行动，使人领会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

(格前 1:29)。因为与父同等的圣育，居然成了血肉(若1:14) 。

袍空虚了天主的形体，取了奴仆的形体(斐 2:5-8; 格后 8:9) , 

使得天主的奥迹，在我们眼前揭露，从此我们方才知道天主实

在是怎样的-位天主。

天主是永恒不变的爱，丰也爱的计划在人类历史中逐渐展露

显现。耶稣是这过程的中心及焦点(件 1:15 ;罗 10:4 ， 5:8; 若-

4:9; 锋 3:4; 若 3:16 ， 13:1) ，我们在圣神内分享天主爱的生活(罗

5:5) ，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格前 15:28) 。

第二节 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信条

对于新约中论及圣三的这许多章节里，共有代表性的信条

一共有三个，分别记载在玛 28: 19 ; 恪前 12 :4 -6; 恪后 13:13; 在

下而我们要分别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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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玛窦福音}28: 19

、玛窦福音》保存了初期教会，在圣洗礼仪中通用的信条格

式。 最初在教会生活里， 宗徒们只以耶稣其悍的名(宗 2:38 ， 10:

48) ，或是以主耶稣的名(宗 8:16 ， 1 9:5; 格前1:13 ， 15) 特人授

洗。一般而论，以耶稣名字授洗，就足够清楚地，使人们把教会

的洗礼，与其它宗教的斋礼加以 l丘别 。 但是在希腊文化地区

里，传扬福音的人，渐渐觉得需要更清楚地以三位的名来付洗，
以表达其信仰内涵。在这种礼仪生活实况中，产生了以天主

父、耶稣基督、圣神之名忖洗的礼仪经文，并保存在《玛窦福音》

的这部分记载中。

在当时人的思想里，名字不单单是一个称号，它也是表达

那存有物的所在。于是，若是他的名字在那里，表示他也在那

里(户1:2~42; 耶 14:9; 默 3:5 ， 11:13) 。 那时如果在一个人的

身上，呼喊天主的圣名，就表示这个人是属于天主的(撒下 12:

28; 依 4: 1， 44:5)。再加上以色列人认为，天主的名字，其实就等

于天主自己(出 3: 1 4 ;咏 28:1; 依 1 2:4 ， 20:23 ;申 12:5; 到 6:9; 若

12:28 ， 17:6; 希 1 3: 1 5 ;斐 2:9; 默 3:12 ， 14: 1， 22:3) 。

在这种思想背最中，如果我们在福音的记载内，得知初期

教会是以天主圣三的名，替万民施洗的。那就表示，他们对于

圣洗圣事信仰的内容是·受洗的人在圣神内(迦 4:6; 罗 8:15) , 

藉着耶稣基抨(罗 6:3~10 ， 8:29; 迦 2:20 )已经全归于天主父。

若是如此，我们的领洗即相似于耶稣的受洗(玛 3:13~17) 。 耶

肾、的受洗，是圣洗奥迹的根源，而我们只不过是分享这奥迹。

二\ 〈格林多自1书}12:4~6

在《格林多前书》里，保禄虽然一开始按圣三区分"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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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分"及"功效但是不久，又将三者提合而用(格前 12 : 10) , 

并归之于天主父(格前 12:28 - 3 1 )。其实在这一部分里 ， 对我

们最有价值的资料，在于读者能看出，即使是在演讲式的辩论

里，保禄还自然而然地想到，父一子一圣神三位。 这意味着保

禄深信·若是要真正叨向教会生活里，多元性丰ql恩的现象，除

非回到天主奥边的本身，是别无他途的。这奥迹就是天主父、

耶稣基督及圣神。

三\〈格林多后书)13:13

在《格林多后书)，记载的是一个相当长的祝福词 ， 另有一

个比较短的祝福(格前 16:23; 迦 6: 1 8; 斐 4:23; 得前 5 : 28; 得后

3:18)。很明显的，格后 1 3: 1 3 的祝福包括三部分·

(一〉耶稣基督的恩宠

罗 1 :5 、 7 ， 3 : 24 ， 5:2 、 20 ; 迦 4:5; 弗 2: 1 0:

一 成义的人一一一

一自 巾的人 一-一一

-属神的人一一一

一在基抨内的人 一

(二〉天王父的爱

若- 4:8; 另j 1:3-10 

(三〉圣神的相通

=新的受造物

相通表示国聚(宗 2:42) ，汇合或合一(格前 1 :9; 若- 1:3;

斐1:5 ， 2:1) 、关系(格后 6: 1 4; 若一 1:6 - 7) ，参与或分享 (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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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费 6; 斐 3:10; 格前 10:16) 。

这一段祝福词，可以说是一条相当隆重的信条，也可说是

保禄神学的综合。

虽然每一个时代，都应当以自己的概念和思想，来表达天

主的奥迹，同时在每一时代的表达中，教会也都依赖训导权的

鉴定，使自己确知所表达的，就是天主藉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

内容。但是终究启示的源泉，还是自圣经中流出。故此，而对

着当代生活的挑战，询问天主的奥迹，对此世代的意义时，最终

还是应当回到，启示的根源 一一圣经中去反省，找出天主要在

这时代中所展露的面目 。

现在我们就先用一个综合的图表，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整

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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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天主圣三综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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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格前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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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初期教会是否相信"天主圣三"

一\圣三

(一〉新约中提及天王圣三的章节

玛 28: 19

路 24:49

若 14: 16-17 、 26 ， 15:26 ， 16:7-11 、 12-15

宗 2:32-33 、 38-39 ， 5:31-31， 7:55-56 , 10:38 , 11:15-17 

罗 5:1-8 ， 8:9- 11 、 14-17 ， 14 : 17 -18 , 15:15 -16、 30

格前 2:6- 16 ， 6:11 ， 6:15-20 ， 12:3 ， 12:4-6

格后 1:21-22 ， 13:13

迦 4:4-6

弗 1:3- 14 、 17 ， 2 : 18-22 ， 3:14- 19 ， 4:4-6 ， 5:15-20

得后 2:13- 14

锋 3:4-7

希 2:2-4 ， 10:29-3 1

伯前1:1-2 ， 2:4-5 ， 4:14

若- 3:23-24 ,4:11-16 ,5:5-8 

犹 20-21

在列出如此多的章节后，我们发现新约主要的著作，几乎

都提到"天主圣三"。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多样的证据 (mul

tiple attestation) ，可以证明，初期教会，普遍肯定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圣三"的信仰。我们该仔细阅读及默想这些经文，

培养我们对于天主圣三的正确信仰。没有任何大公会议的训
诲，或神学家的深妙理论，能够代替这基本的、充满活力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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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启示是教会信理的标准和根基(准则性的语言)。

(二〉天王观的革新

新约的一位论，沿袭 In 约的天主观，在耶稣身上，对这-位

的天主观启示了真实的意山。《申命纪》中的 "1肝 "(shema) ，综

合了旧约的信仰，它说:

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

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中 6:4-5)

《依撒意亚先知书》多次继续强调天主是世界唯一的神，在

袖以外没有别的(依 40:25 ， 43:10-12 ， 44:6-8 ， 45:3 、 5-6 、

14-22 ， 46:5 、 7 、 9 ， 48:11)。在耶稣生活时，一位经师曾问及耶

稣，一切诫命中肯要的一条为何?耶稣用来答复的就是《申命

纪〉的这段记载(谷 12:29-32) ，这一切的现象表示，在耶稣生

活时代的犹太人，很清楚地相信:天主是一位的天主。这种天

主观在新约其它地方，也屡次出现过(若 17:3 ， 5 :44; 格前 8:4 、

6 , 15:28 ;罗 3:30 ， 10:12; 迦 3:20; 弗 4:4-6; 弟前 1:4-5 ， 1:17 ， 6 :

15; 得前1:9; 雅 2:19; 犹 25; 默 15 :4;宗 17: 25) ，但是并不妨碍

三位一体的启示内容。

肉此，在新约中显出圣史们，一方而运用传统的说法，如:

"祖先的天主" (宗 3:13 ， 5:30 ， 22:14) 、"以色列的天主"(玛 15:

31 ;路 1:68; 宗 13:17; 格后 6:16; 希 11:16) 、"亚巴郎、依撒格、雅

各伯的天主"(谷 12:29; 路 20:37; 宗 3:13 ， 7:32; 玛 22:32) 、"我

们的天主"(行 12:29; 路 1:78; 宗 2:39 ， 3:22 ;格前 6:11; 得前 2:

2 ， 3:9; 得后1: 11-12; 弟前 1:1 ;希 12:29; 伯后1: 1 ;默 4:1 1， 5:

10 ， 7: 3 ， 12:10 ， 19: 1-5) 、"我的天主" (路 1:47 ;罗1:8; 格后 12:

21 ;斐 1:3 ， 4:19 ;默 3:12)。但是另一方雨，他们也用"主耶稣基

督的天主义" (罗 15:6; 格后1:3 ， 11:31 ;弗 1:3) ，或者是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弗 1:17)这一类的说法。

巾上雨的分析，我们可以下结论，在耶稣基督的启示里没



第三章 新到天王观的突破:父、子、圣神 227 

有一个笼统、模糊或抽象的"一个天主"的看法。反而是共体

的，在人类历史中行动着的一位，袖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示

给世界的天主父。这是新约中的 Jd 示。但是，在传统的神学

中，许多论释，把启示中的三位置之一旁。 在实际运用 H才，统统

当作为"一个天主"。这态度影 III~J 了天主论、创时论、恩宠论和1

末世论， 也影响了历代教友的神修生活。迄今，天主三位一体

的信仰，在教友生活中尚未达到意识化的程度。这现象可能是

来自教会对信友大众神学教育上的不足。

耶稣使天主圣三的奥迹更明显化，池使人意会到一个天主

有"三位"。在耶稣基督的生活里，袖渐渐地把旧约中的"一位

天主"、"雅戚"启示为天主父。新约运用的词汇是天主 (ho

theos)。它指出天主父，就是天主第一位。这是一个新的启

示。因为耶稣这项新的启示，促使犹太人决定钉死耶稣。耶稣

的被钉，除了宗教制度和政治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是，袖修正

了犹太人传统的、绝对一位天主的信仰。

由圣经的记载里，显出耶稣基督生活时，屡次以言语、以态

度来通传新的天主观(玛 26:62-66; 若 8:59 ， 10:30 - 31 , 19: 

7)。耶稣复活后，初期教会在圣神的光照下，口复一 日更清楚

地看出来，耶稣启示的天主观，有着一个改变。在天主的奥迹

内，不只是有天父，也有子和圣神。启示中的天主，虽然是"三

位'\却是一个奥迹、一个事实，是"一体"的真天主。启示中的

天主，是一个完整的天主，袖不但在向外的行动中自我表现，也

拥有其内涵。

为此，论及天主的奥迹时，不能断然地分割为两部分:一

个是真实的，天主的内在奥迹;一个是向外的，天主在历史中的

行动。耶稣降生为人的奥迹，把天主奥迹的整体，完全启示给

了我们。换句话说，在永恒生活中，和在人类历史中的天主是

-致的，这是"三位一体"、奥迹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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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王的11白本

关于天主"性体"的问题，新约的作者很少捉到。 肉为通常

新约运用动态的拟人法，来表达初期教会的信仰。 在(门后 1:4

中， lil 然提及冈 暂W\:分享天主性体，按圣经学者的研究，这是

一封后期方才完成的书信，作者已经受到相当多的希腊义化影

H向 。 但是虽然在全部的圣经中分享天主的性体"的芹语只在

此处出现，其内容却分布在圣经中其它章节内(若一 1: 1 3 ， 3: 2 、

9; 若 15:4 ， 17:22-23 ;罗 8: 14- 17) 。

在这些章节里所表达的内容，是相当符合希腊"本质一本

性一本体"论的思想的。保禄书信中，多处也有近似这思想的

说法。 譬如在论此外邦人的得救时，他认为从创世以来，天主

永远的大能，以及天主性都能凭所创造的万物认出(罗 1 :20) 。

为此，外邦人也能认识天主，若是如此，如果外邦人再定天主 ，

无法进入救援，那全是咎由自取。

论」是耶稣基督，他也曾经说过，池具有天主的形体(斐 2:

6) ，在基督内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哥 2:9)。这一切，其实都是

从各个角度，去说明了"天主是什么可其实"天主性"一词是在

人静态的思想里塑造出来的概念，是运用一种抽象的推理，来

描绘天主三位的生活奥迹;它要表达的，是在天主内的生活中 ，

融合三位成为→体的合一性，使三位成为一体的、唯一的天主

奥迹。

在希腊的也想潮流中，只要想到 "tl卡"这个字，就会联想到

"多神一体"的神，这是一种彻底的泛神论。 "神"或是"天主性"

对希腊人而言，是表示宁市万有的集体性。 多神论 (polythe-

ism) ，指出宁市中的天主性，是无法并存的。 人类宗教历史的

现象，为我们说明一件事实.多半的人意识到他们是继续不断

地，在追求一个有位格的绝对对象，迫随的是一个"你绝对的

一位。 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启示，满足了人的需求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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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交往的对象，是有位格的天

主，三位一体的奥迹:父、子、神。若是这启示真能满足人最深

的渴望，表示出启示的天主，实在是人真正的救援。传统上所

谓的"天人合一\表达的是其怦救思积极的一雨，若以前雨的

罔表来说明，可以说:天主边请人分享池"什1下往上"的生命过

程。 这邀请对人来说，是人最高的尊严所在。

研究反省题

1.初期教会，肯定一切都在基督内创造。在中国本地的传

统中，是再有一些思想，帮助我们理解、认同这样的信

仰?

2. 为什么初期教会，特别强调天主是爱、耶稣是爱、圣神是

爱?

3.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

是干杏吁有一个更好、更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说法?

4. 在你的信仰体验中，你比较倾向父、子、圣神三位的天

主，或是倾向一个天主?这与你的灵修生活，和技入社

会有什么关系?

5. 天主圣三这个说法，为什么有时会造成天主三位三体的

思想误差?

6. 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好像生活在一位一体的天主观中?

7. 每一个时代应该重新再问.启示中的天主三位奥迹，在

我们这时代中是什么意思?给我们生活解答什么?带

来什么希望?怎样把天主圣三的奥迹，当作我们信仰生

活的中心?

8. 启示中的天主，和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有哪些相互

吻合的地方?启示中的天主，又在哪些方面，能够答复

满足中国人的渴求及愿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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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初期教会的天主观相当丰霄，内在包括许多张力 ， 常常

超过人的表达，而在你的信仰思想和生活体验中 ， 又会

产生哪些比较偏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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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圣三的默想

一一 图解

我们人类与上帝之间，有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生活、行动、

存在都在她内"(宗 17:28) 。 因此，我们喜欢知道天主是谁?天

主是怎么样的?但是天主的奥秘，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

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玛 11:27)。子将天主启示给我们，父、

子及圣神。虽然这是一个启示，但是天主是奥秘的，这启示只

能略微表示天主的本性而已。

不少的艺术家，想把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用绘画的方法表

现出来。 虽然这样的作品和圣经的话，不能把天主的奥迹完全

表达出来，可是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更撞近上帝的奥迹。

一幅很有名的三位一体圣像，就是东欧人 Andrej Ru

blj ev ，在 1400 年所画的。那时东欧境内战祸连年，民不聊生。

东欧的这位艺术家要在画面上表现的，是要人效法天主圣三和

和睦睦生活的榜样。

※ ※ ※ 

他画了三个有翅膀的人，代表天主。一切受造物中，人是

最好的天主肖像，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模样被创造的(创 1:27;

格后 3:18) ，特别也因为天主的圣子降生为人取了人性。
天主不是三个天主，而是一个天主!可是又要承认我们所

说的，有父、子、圣神的分别。这些分别是在彼此对立的关系
上，但这又是永远分不开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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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张像的基本构罔方法，是长方形、|拥形和三角形。中 间

的那一位，他的位置是在长方形构阁中间的直线上。两旁二人

的头部，各在长方形构图的交叉线上。用交叉点作中心，如果

画一个圆形，可能这三位都包含在内，圆形是一种天主的象征，

是表示一致和永远。

在这一张像里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等边三角形，主也是
三位一体古老的象征。该图中间的人，上半身两旁的线条，配

合三角形的两边。三角形下面一条线，就是桌子上面的一条横

线，旁边两人坐在三角形基座的两个角上。

※ ※ / ※ 

图中三位的姿态，彼此都有关系。中间那一位的头，和他

头上的树，都是向着左边的。右边弯着身子的那位和他后面的

山，都是向着左边的。左边的那一位，他基本的姿势，和头上的

房子是直的，但是他的头是向着右边另外的两位。我们也注意

到他的手、腿、脚都向着右边。 中间的人，上身也是向着右边。

让我们现在看三位的于势，左边那位手掌在怀中，手指向着右

边作降福状。 中问者的手指，以同样的姿势向着右边这位，他

撞受左边那一位的降福，又转到右边那一位。右边那位手指的

姿势，是将这个降福又转到左边的那一位，他们不是在一起没

有关系的三位。作者借着他们彼此相向，身体的姿态，将他们

连成一起，成为一个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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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三位中间的桌子上，有一个圣爵。作者主视这一件主耍

的东同，所以他把圣爵的形状，三次呈现在雨雨上:先有圣白，

以后在桌而上， 作l 左右J人的腿和膝部形成另一圣前阁形，又

由左右两个足垫处，形成另一个圣爵的形状。

※ ※ ※ 

让我们注意圣像上的颜色，三位共有的颜色，就是监色。

三位翅膀空隙处都有浅蓝色。中间一位的衣服上，有最深的蓝

色，另外两位衣服上的蓝色比较少。在这张画上，最强烈的颜

色，就是中间那位穿深红色的。他的深红色的衣服上，阿有一

条金黄色的带子，这会使深红色更加突出，显得格外强烈。一

切的颜色都很调和，表示快乐的浅色也比较多。

※ ※ ※ 

刚才我们论到圣像画雨的结构和色彩，现在让我们来说明

圣像的内容和神学。

这张圣像使我们想到亚巴郎迎接三位客人，就是迎接天主

(创第 18 章)。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自然会想到三位一体

的天主。头上的光圈，有很白很亮的强光，这表示天主是光(若

-1:5)。三位分享一样的光。三位的脸都是一样的年轻，表示

在三位-体的天主内，无前无后，无大无小，是背在、今在、水在

的。这年轻的三位，具有融合两性的力和美。在天主内没有男
人和女人的分别(迦 3:28; 哥 3:11) ，而是融合在完满的一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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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位 l韦|绕在二张桌子旁，在桌上有一个圣前，有他们共有

的食暇。三位衣服上都有监色，三位都带着一支权杖，这表示

三位同一个天主性，但是仍有三位的分别。三位的翅腾， 也同

样是金色的。

※ ※ ※ 

左边的那位象征天主圣父。他的上身坐得比较直。他手

中的权杖和头上的房子都是直的，这都强调那一位上身直的姿

势。他的外表是金红色的。这颜色和直的形状都表示袖是起

源，是一切生命的本源。父生子，父发言，父藉着圣子因圣神创

造天地万物。

后面的一棵树，就是亚巴郎的客人在树下休息的那一棵树

(创 18:4， 8) 。

左边的那位，袖衣服上只有一点浅蓝色，因为天父"住于不

可接近的光中，没有人看见过，也不能看见的"(弟前 6:16)。在

最后晚餐时，斐理伯求耶肾、说主，把父显示给我们耶稣回

答说斐理伯，谁看几了我，就是看几了父" (若 14:8-9) 。 在

基督内，天主显现给我们。"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 间，

我们见了她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

(若 1:14 )。中也是天主本体的真像(希1:3 ;哥1: 15 )。

※ ※ ※ 

肉此，中间那一位，就是代表天主第位，袍的衣服上，蓝
色显得特别突出， ZE:jLl、就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为我们显现出来
了。上衣另一半是深红色的，使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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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 在他后面的树木，使我们想到乐园中的生命树(创 2:9)

和耶稣的十字架。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耶稣的十字架，是用乐

同中生命树的木材做成的。

※ ※ ※ 

右边的那位代表天主圣神。 袍的姿势表示:完全的牺牲

和服从。 袖脸部的表情，表现良善和安慰，圣神就是安慰之神。

袍的外衣是绿色的，表示圣神充满天地，袍的德能，养育生化万

有，使万物充满生生之德及浩然正气。

※ ※ ※ 

我们默想了三位的特点，同三位内彼此的关系，就是牺牲、

服从、感谢、爱的关系。天地万物都参与这个三位一体内的生

命，天地万物要和圣子和圣神，把自己献给父，服从袖，和圣子

圣神感谢池所赐给的生命。圣子和圣神要把天地万物带到父

那里去，就是到阿爸父的居所去。

※ ※ ※ 

在桌子上有一个充满血的圣爵，就是耶稣基督牺牲的记

号。 虽然只有天主圣子降生做人，但是耶稣救世大业，就是天

主三位在永远爱中所决定的。 我们看到这张天主三位的像，好

像在讨论救赎大业的计划。 如同一切的生命，从圣父那里开

始，同样，救赎大业也从父那里开始。 圣父的手指，很坚决地指
向圣爵。 是一个命令，也可以说是一个邀请。 圣子了解这个命
令，袍将头倾向圣父，表示同意接受。 天主圣神就是护卫者，表

示袖同意合作的态度。救赎大业要在十字架上完成。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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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头已经准备好了，它也和圣子一起倾斜阳向着圣父，表示

同志接受。

依撒主亚先知问默两亚: 仲的服装怎乞成了红色，你的衣

服好似一个踏酒醉的呢? "默两亚答复他说因为唯独我一人

践踏了酒晖，我的人民中，没有一个与我在一起"(依 63:2-3) 。

※ ※ ※ 

在三位的面容上，我们注意到良苦，但是也有忧伤。这表

示对十字架的痛苦，他们作了严酷的决定。这忧伤也表示当时

东欧人受战乱之苦，如同开始己讲到的。我们想像这画像中 ，

天主的忧伤也表示出作者的忧伤。仿佛在他的生活中，受了很

多的痛苦;但是他依靠着信仰过了艰难险山尉，又因着天主的精

神，他接受了这些痛苦。

※ ※ ※ 

我们继续从这幅圣像看去，只有一个入口，就在画像的下

方。因为三位的翅膀将后雨都围了起来，好像是一道墙。从圣

像下雨看，在两排JÊ垫中间有一个空隙，那就是狭窄的入口处 ，

如同圣爵形状。由下向上扩大，那向两旁伸展的线条，直到祭

台那里。祭台面也有圣爵的形状，在祭台上继续哥耳哥达的祭

献，借着这个祭献，我们参与三位一体的生命。

※ ※ ※ 

东正教把殉道者的骨骸，一小部分放在祭台前面中间。我

们不但借着礼仪，参与三位一体的生命，也将我们整个的生活 ，

作为祭品，如同致命者，为天主作证到死。我们因天主圣父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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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子，虽圣神之名领了洗，要为三位一体的天主作证。我们看

到圣像的入口，经过圣髓，到了祭台上，这表示我们如同致命

者，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参与天主三位的交谈。

※ ※ ※ 

圣神叫我们向圣父说阿爸，父呀" (罗 8: 1 5)

因着圣神、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去父那里，参与天主三位一

体的圣宴。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藉着基督，

借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称，

直到永远。

阿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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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启示中的天主观，精微奥妙幽深通彻，给人一种既博

大又精傲的感受，天主有时远在天边，可是有时却也近在眼前。

新约启示中的天主观，是以耶稣基仔为启示者(袖是人，也是天

主) ，藉着耶稣的育行，于是有了最大决定性的突破。父、子、圣

神三位一体的信念，日渐稳 l白发展，成为初期教会坚信不移的

信仰准则。不可讳育地，这项信理神学的发展，正向人类的语

育、灵修以及社会生活，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而又崭新的挑战。

每一个时代理应根据它特有的文化背景，以当代的思想、

语育、社会体验，重新诠释旧约、新约所启示的天主观。也唯有

如此，才能将天主圣三的情理奥迹，落实在具体的，地社会和文

化的脉络中。抚今追昔，不少的思想家、神学家，殉精竭虑、呕

尽心血，不断地探索着这一伟大的圣三奥叭。 我们生活在今日

中国的基督徒们，更应该步武前贤，在本地化的大前提下，从我

们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体验中，去发挥能吸引中罔人，而又深

共实际生活意义的天主观。

如果我们要从事这项庄严而又伟大的圣工，毫无疑问的 ，

我们必须要走向历史。 回顾某怦信仰的大团体，在芹往今来

中，对于天主观到底面对些什么问题和挑战?为什么教会能在

历史的风暴中，屹然决然地坚持在耶稣基仔的 )J 示中，所肯定

的天主奥迹，就是父、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中心信仰?为了帮助

读者系统地了解，所以我们分成古代、中吉、近代及梵二前后四

个阶段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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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的天主观

在这一章，我们要先介绍古代思想和社会的背景，因为这

是引发当时天主观不同思想及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以后我们

再简述当时有关天主论的异端，和教会的立场，最后作一综合

性的结论。

第一节 思想及社会背景

本章所涉及的社会背景，是公元第二世纪以后的几个世

纪。生活的环境，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地中海沿岸。公元第一

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繁盛达到最高峰，然后日渐衰微。长达一

百年的战事，使得罗马帝国东、西两边都受到日耳曼民族的威

胁，人力与资源受到压榨，结果引起经济的危机。主位操在军

人手上，同室操戈，民不聊生。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 306 年即

位，为罗马帝国带来新的气象。他雄才大略，政绩卓著。但在

他死后，罗马帝国又走向分裂倾亡的旧路。

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 312 年，颁布《米兰诏书} ，认定基督

宗教为合法的宗教，并且于 325 年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彻底

审查争论，另外迁都君士坦丁堡，把罗马的政教文化推广到东

方，这都是他的丰功伟迹。罗马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几乎是套
用希腊的模式。罗马人除了强调法律和政治管理之外，也相信
每样东西都有不同的神来代表。甚至在人一生当中，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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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件，也都受到神的影响。当罗马势力扩展时，希腊的宗

教也更具影 H向力，罗马人甚至把许多希腊神认同为罗马自 己的

神明。希腊文化，也想，对罗马帝同的影 H向，可见一斑。

在这个辽阔的帝罔内，多宗族的汇集，多语言的沟通，甚至

多宗教的信仰，使得罗马文化儿有相当的多元性。但是希腊思

想，却是整个罗马文化的 U体 (matrix)。就在这个社会背景

上，我们要较详细地介绍当时的一些思想潮流。事实上本文

内，所讨论的一切思想和一切学说，都是混淆地存在于当时的

社会环境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有的相当模糊不清，经过教

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反省和讨论，方才形成个别独立的思

想。 有关当时的思想背景，我们分五点来介绍:

一\希腊哲学思想

希腊哲学开始是探讨客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努力

去寻找宇宙中的"一就是说一个支持形形色色之多元现象的

根由。先是注意外界的大自然，后来转移到人类的本身。希腊

哲学鼻祖泰利斯 (Thalcs. 624? -546 B .C.) 主张宇宙的本原

物质是水，水是触发一切存在者生成变化的唯一实在。巴美尼

德斯 ( Parme nides ， 544? -460? B.C.)认为唯一的实在，宇宙

的本质，就是"存有

实在的非存有"是不实在自的甘，也就是无。

苏格拉底 (Socratcs. 470-399 B.C.)关，心仨的是"灵魂

望使灵魂趋于至善。他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认为灵魂的核心

在于理性，而理性最主要的问有功能，就是为苦恶培养深邃的

有1 慧。柏拉罔 (Plato ， 427-347 B.C.) 强调观念(idca)本身是

水恒的存在善"的观念是超越一切的最高观念，个体虽然有

生有灭，但观念却永恒如一;人ili然有生有死，人的观念却永恒

存在。亚里斯多德 (Aristotlc ， 384-322 B.C.) 体认到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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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无疑地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在他自身里面。但是"神"是绝

对的口的，所以袍包含一切较低的目的，丰也是绝对完美的，也是

一切运动和变化的原肉。也就是如此，中也是第一运动者，所以

袖自己是不动的 ( motor immobilis) 。

综合而言，希腊也想历史中的天主观，从早期浓厚的位格

性宗教情操，逐渐走向比较哲学性、位格性不明确的统合观念

中。巧合的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也有类似的历程:一般

学者同意，早期的中国人对神的观念，相当清楚地肯定有位际

性的面目。孔子也接受周代对天的信仰，信仰天主是人间的主

宰，虽然他对天的详细性质，并未做详尽的谈论。后期的中国

思想家，也如同希腊人一样，把袖归并在一个综合的观念中。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般民间的百姓，仍然生活在多"神"

的、位格化的现实里。

二\诺斯底王义

在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中，产生了诺斯底主义。希腊思想

非常强调理智、知识和默观。在当时比较悲观的社会氛围中，

人人渴求借着知识 (gnosis)得救，从此可以了解为什么诺斯底

主义的思想，渗透了当时一切其它的学派，也进入到教会中，影

响了基督徒的信理神学。我们在教会里称受到诺斯底主义影

响的思想，为诺斯底派 l。诺斯底主义最基本的思想是最高的

神，完全和宇宙万物隔绝，袖和物质世界毫无关系，是绝对的唯

-的神。袍与万物的中介是言语，这中介是来自唯一的存有

物，通常袍的作用有两个:一方面袍证明了唯一神，与万物之

间是有距离的，互不相关;另外一方面，丰也本身就是唯一神与宇

市连接的桥梁。

在这样的思想影 "lúJ 下，当时教会在第三县第问世纪之间，

产生了摩尼派。摩尼派的教主是摩尼 (Mani ， 215-275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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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摩尼派极力主张极端的二元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二元

组成，这二元他们称之为神 · 拜神和恶神。 人类历史，就是善

神和恶神斗争的历史。

三\多神论

当时教会所处的环境中，有种种自然宗教的多神论，如 同

我们民间宗教。严格而论，这些所谓的"神多是由人而神化

的，目的在祈求国泰民安，驱邪纳福。当一个多神论的信徒接

受基督信仰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把信仰中的父、

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当作三个天主，这种背景很可能也影

响到当时的信理神学。

四、犹太教

教会内的基督徒在教会初期时，有相当多的是犹太教的归

化者，他们有着深远俞犹太教思想背景。在犹太教中雅威是一
位一体的天主，雅威是一位，只有一个天主。这种天主论，在犹

太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对教会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当时教会

的礼仪、祈祷以及思想都显明地受到这种一位一体天主论的影

响。

五\无神论和唯物王义

在当时的忠想背景;中，虽然没有"一二十世纪一般清楚的无

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存在，但是它们存在的事实是无法再定的 ，

于是它们也影响到了当时信理神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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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异端与澄清

在上文描述的 ι想背it中，我们要讨论在第时纪教会的

生活里，有关天主论方而产生的异说，以及教会当局的答复 2。

这一部分我们分为三点讨论:首先，我们要介绍当时教会中的

信仰准则，其次我们介绍当时教会神学家和教会当局的答复。

一、信仰准则

在当时的教会里，除了有许多信条的存在之外，还有一些

所谓信仰准则的出现。这信仰准则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基督徒

信仰的重点和中心，也为的是说明由宗徒传下来的真正信仰所

在。当时记载这些信仰准则的文件相当多。

譬如:圣克莱孟教宗在致《格林多前书》中，就曾经说过:
"我们信仰的不是只有一个天主、一个基督、一个倾注恩宠于我
们的圣神吗? "安提约基亚的圣依纳爵主教在他给厄弗所人、

马尼西人、脱拉里亚人、斯明纳人的书信中，都挺过基督的信仰
准则。相传圣史若望的弟子，圣鲍理嘉在他的祈祷中也捉到了
父、子、神的关系 3。儒斯定的《辩护真教书》里，也多次提到我
们的基本信仰在于:我们深信耶稣基督是真天主的儿子，我们
深信我们拥有先知的圣神 4。

除了这一些资料之外，在当时教会生活里，有所谓的宗徒
书信。这里面记载的，可能是最古老的信仰准则了。上而这样
写着我信父:管理宇宙者，耶稣(我们的救主)及圣神(护慰
者) ，圣教会及罪之赦。 5"在这短短的几个字里，它包含了当时
教会生活里的信仰内容。圣依雷内在他的驳斥异教人书里，所
表示的基本信仰，正如宗徒书信中所描述的一般。他叙述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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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及其门徒传授下来的信仰说·

有一个天主，全能的义，社造了天地海洋，以及海中 的

一切;我们还相信有一位天主子，她为了我们的得救，降生

为人取名耶稣 i 我们还相信圣神，社藉着先知们预言了 天

主的措施。 6

付1 上而的一些记载，我们己经能够对初期教会生活里的信

仰准则，得到一个大概的认识。

二\异踹

无论是圣经的记载，或是初期教会的信条和信仰准则 ， 在

开始都是用拟人法的文学方式来表达。用一些普通生活上的

语气，来说明耶稣基督的启示。当然这一类的育语适用于希伯

来人的生活背景，但是对希腊人来说却是不够的，因为它并不

能够解答哲学和形上学里的难题。信仰是为普世的，它不被时

间和空间所限制。这意味着它也应该能够解答，在希腊罗马文

化中，哲学和形上学胁形式下，所引起的有关信仰的难题。

在教会传入了希腊罗马地区之后，当地版依的教友们，自

然会要求以形上学的用语，来表达信仰的内容。在这样的情况

之下，教会的神学家尝试着以客观的概念，用当代的形上用语

来讲解、保护启示的奥迹，这种工作是相当艰巨的。他们一方

面得排除当时在教会生活中，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产生的种
种异说;另外一方而又得吸收异说中有用的思想和概念，运用

这些思想和概念来表达圣经中的信仰内容。

天主的奥迹，是绝对超越一切的，但是另一方面，人的语言
也是相当有限的。 人常依靠着某些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判断来生活。 这也就让我们了解，为什么在教会中，古往
今来，自然有些信徒，所发挥的信仰观念，会有某些差误的原因
所在。 虽然我们称他们为异端，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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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品德、学识、精神，仍然有值得我们

学习效法的地方。我们应该从教会认为他们观念有差误的所

在，进一步深入地探求原委。如此才能帮助我们，在中国文化

的背景下，去发展合乎圣经启示，而又本地化的信理神学。

J主督信徒四体肯定地宣信， lf~稣基仔是真天主也是真人。

在犹太人的一神论，和希腊宗教哲学所强调"一"的背景下，古

代教会中，有一些神哲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中，开始再认耶稣真

天主的面目，以下我们将介绍一些错误的学说:

(一〉天王-fû一体论

这个思想的来源，是希伯来的信仰，和希腊人的思想综合

而成的。 Monarchianism 这个字是由希腊文两个部分所组

成 monos 意为唯一， archein 是做君主的意思，整个字义就

是唯一的君主。现在我们要介绍几种不同的一位一体论，如能

力的一位一体论 (dynamic monarchianism) ，形式一位一体

论(modalist monarchianism) ，和夸大的形式一位一体论 (ex

aggerated monarchianism = Sabellianism) 。

1、能力的一位一体论

能力一位一休论的学者，极力主张基督是一个纯粹的人。

天主的能力在袖内以特别的方式在行动，丰也本身没有天主性。

袍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由于天主加于袍的特殊神力。因此，这
学说保持了天主唯一性的原则，但实际上却槟弃了基督的神性。

2、形式的一位一体论

这-派的学者，主张唯一的天主，是以不同的方式启示给
人。普拉塞亚 (Praxeas ，约三世纪初)主张，天主创造者的能
力，是不可分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和天主父一位一体的，同
个创造者。在这样的观念下，产生了圣父受难的学说，这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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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历史上被称为天父受苦主义 (patri passianism)。因为若

是如此，在十字架受难的耶稣基督，也可以是圣父，更好说是圣

父以圣子的形式表达而己。 因此这个学说取消了圣父圣子问

的监; 另 IJ 。

3、夸大的形式一位一体论

萨培里 (Sabe llius ，约 250 年质于利比亚)是这一派的代

表，他认为天主只有一个位楠，可是有三个角色。所谓的三个

角色是:唯一的天主是圣父，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圣

父在救恩历史中以救主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就是圣子;袖在圣化

的工程中，以推动感化分施神恩的角色出现时，就是圣神，这是

天主自我启示的三种不同形式。

不可讳育地，这种思想很能引起中国教友的认同，因为我

们也很强调万有归一的观念，结果很容易导致将父、子、圣神视

为天主奥迹本身以外的现象，只不过是救恩历史当中，所出现

的三个面目而己。 在这样的看法中，严格而论，圣三反而不是

天主本身内在的奥迹j这就是此种理论基本的错误所在。

平心而论，这些异端不能够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在他

们的学说里也实在提出了一些圣经的根据(依 45:5 ， 44:24 ， 4 1:

4; 默 1 :8; 若 10:30 ， 1 4:9-10) 。 问题是在于他们，对于这些圣经

的意义，并没有深入地研究和注解，只是断章取义地去解释。

在这些理论中，基督与圣神，不被承认是天主圣三中的一位，反

而只是一位一体天主的出现。

(二〉附属说

附属说是当时有关天主问题的另一种异端，它和萨培里夸
大的形式一位一体论，刚好是完全相反的学说。 它承认天主内
有互相区别的三位，但是反对第二位和第三位与圣父是同性同
体的。对于附属说的异端，我们以几个代表人物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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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马西翁和华伦丁

马两翁 (Marcion ，约 85-160)和华伦丁 (Valcntin) 是第

一二世纪诺斯底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想的共同点是-都主张耶

稣基抨和圣神，与创造者天主不同体，也不同性。

〔图十八)马西翁和华伦丁的天主观

国 日
出

2、亚略派

亚略派的异端是开始于亚力山大的司锋亚略 (Arius ， 336

年毁) ，他约在公元 312 年担任亚力山大里亚某堂区的本堂。

他深深地受到犹太思想家斐罗 (Philo ， 50 年毁)的影响。斐罗

认为 Logos(道)是第一个受造物，是天地人间的中介。这一派

异端非常影响到教会内对于父、子关系上的神学反省。 他们是

以诺斯底派多神论，以及新约中拟人的说法，作为整个思想背

景。在圣三的神学上，他们要反省的基本问题，是论及在救思

中的启示工程，以及在作用上基督和父的存在关系。 亚略说:

"我们朝拜袍，并不是因为她是天主，而是因为她在一切受造之
上。 "7 很明显的，这思想否定了基督真正在天主的平面上，因

此基督所给与的救援，也失掉真正的价值。

这一类的问题以前在宗待时代的教舍里，从来没有讨论

过。亚略派在他们背景中反行着，主张圣言不是永恒的圣育，
也不是圣父所生的。袖是圣父在创造万物之前，由虚无中所
"造"的，于是在本质上父与子不相同，因此子不是天主。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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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略派的思想，是一种本地化的神学反省，想把福音带进希腊

文化宗教的脉络中。

〔图十九)亚略派的天主观

Logos 

3、马赛道尼派

唯一的真天主

创造者

天主父

宇宙一万物

飞\与人交往的
(中介)

马赛道尼派，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马赛道尼 (Macc

donius ， 364 年段) 。 他们将附属说的主要思想，运用在圣神上。

这一派的结论是，圣神也不是天主，是一个受造物，由父所造
的。在这样的主张中，就再认了教会最深的奥迹，意思是说，如
果圣神不是天主，教会就不是分享父与子的内在生命的团体，

只是一般的受造物。

在上文里，我们介绍了第二~三世纪在教会内论到天主论
的主要异端。下一部分，我们就要讨论在当时的教会神学家及
训导当局对于这些异端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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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会及神学家的澄清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而对着当时的异

端，教会当局和一些教会神学家们，所持的态度。 (f介绍的过

程里，我们的重点是，按着整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去介绍，所以不

免把教会神学家和训导当局的定断交互混合。事实上在一个

信理的定断上，教会训导当局，和教会神学家的角色是分工合

作、相辅相成的!定断信理的职责，是在教会训导当局的特殊

训导权上。

神学家们一方面借着研究反省，显露启示中所涵盖的意

义，来帮助训导保护信仰;另外一方面说明教会定断信理的意

义，确定信仰的准确性。本文要介绍的一些教会思想家是儒斯

定、依雷内、戴尔都良、教宗狄奥尼修、达马苏、圣奥斯定以及波

哀丢斯。 在当中我们也介绍两个大公会议对于圣三论的定断:

尼西亚大公会议和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

(一〉儒斯足

{雷斯定 (Justin ， 165 年殉道)的思想，从表而来看相当接近

亚略的附属说。论及圣三，儒斯定在他的宇市救援附属说里，

曾经-方面努力去保持耶稣基督天主性的权柄和权威;可是另

夕卡-方面他却只把圣父视作唯一绝对的主体，他认为子及圣神

是属于第二及第三等，出于天主父的意志。虽然儒斯定反对犹

太教和天主一位一体论的说法，但是他整个思想系统，是沿袭

柏拉图的思想方式。在他的思想中，他认为父商人世太远，居
住在不可名言的无垠奥秘内 。 干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降生于人
问的圣言，就相似于马西翁的第二等天主运用在圣神身上就
成了马赛道尼派的学说。
基于这几点，有人以外表来定断儒斯定的思想，认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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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亚赂的附属论。不可再认的，在儒斯定的理论里，他尚未

清楚地区别救恩工程，和天主三位内在的关系。但是至少，他

坚决地保存着耶稣某怦天主性的仅柄和权威，换言之， 他坚决

主张耶稣某怦是天主。 这和1 附属it又是截然不同的。

〈二〉侬 雷内

依需内(Ircnac us ，约 140-202 年)在与诺斯底主义的辩

论中，是一位功臣。在他的反行里强调圣子是水恒地生自天主

父，换育之，他特别重视天主的唯一性。这方面使人误认其为

天主一位一体论的拥护者，其实他的，巴想也是在摸索中。一方

面他以圣经为反省的准则，描写救恩、历史中的天主三位，他以

为圣子和圣神实现天主的启示 8，犹如天主父的"手"。 9

另一方面，他虽然也主张圣子是由圣父所生的，但是他却

认为如此神圣的奥迹，不是人能有资格去以理智渗透、探求的，

所以最好只以敬畏的心来接受。

〈三〉戴尔部良

戴尔都良 (Tcrtu llian ，约 160-230 年) ，是两方教会天主
圣三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坚决反对天主一位一体论，在他的学

说旦他主张天主是神休，唯一的神体，但是并不等于说是"一

位"。他认为:天主是救恩历史中的三位，借着救恩历史三位

的行动，我们方才能体会天主内在生活里三位间的关系，是以

何种形式存在的。 他认为天主三位的内在生活秩序，确定了袖

向外的救恩行动。

在戴尔都良的著作里，我们友现他也讨论到圣三神学的基
本难题，这难题就是怎样解说天主三位问的合一和同等。在他
的理论中，他以圣子和圣神在救忠历史中的受造为出发点开始
推理。 戴尔都良认为 圣子和圣神是在救恩史中，因着救恩的
差遣，得以完全的实现。 如果这真是戴尔都良的看法，那么他



第一章击代的天主观 253 

的学说便会流于类似附属论的学说:肉为好像子与神的实砚

是在救恩史的过程里，而不是在圣三最初的生活内。于是子和

圣冲只是圣父的两个部分 10。

事实上， 戴尔都比在反行的当初，并未能清楚区分圣 F 利l 圣

神的内涵出发，此其创造行动之间的区别。在这情形下，他Jl ì去

避免呈现附属论的色彩。除了附属论的色彩外，他的学说也使

人觉得接近一位一体论的异说，因为他认为天主是神休，但是这

个神体也有袍特有的表示实体，这表示的实体就是子和圣神。

若是如此，子和圣神，好似和天主父，不在同一个平雨上 11 。

虽然戴尔都良也曾经用过日光和果树的比喻，来论及父、

子、圣神之间的关系。可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样的比喻并不

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平心而论，戴尔都良的学说里且然有他

的欠缺，不免阳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有时偏近附属论;有时

又偏近一位一体学说，但是他仍旧是在信理的正统思想中 12

〈囚〉教宗狄奥尼11多

教宗狄奥尼修 (St. Dionysius ， 258-268 任教宗) ，为了澄

清在当时东方教会中，对于三位一体信理思想上的争论，怦经

写信给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狄奥尼修教宗在这一封信中，提醒

要保存信仰上平衡的状态:他强调天主有三位，三位是一个天

主的信仰。 这封信在尼西亚大公会议前，是教会声明三位一体

信仰的重要文件(参阅 DS 112-115) 。

这是正直的，讨论(如何)驳斥他们;盖他们把天主教

会所宣讲的最伟大的"一神"道理 (一神体制) 拆

散分裂成为三个德能，三个分开的实体 (hypostasis)及三

个天主性休。因为我们听说:有些在你们那里花训、宣讲

圣道的人们，竟成为这种意见的导师.我可以这样说，他

们确是攻击萨培里的谬论中心(却过了火)。原来，萨培里

亵圣妄言:子就是父，父就是子，而他们却恰恰相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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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宣讲三个天主，因为他们把一个天主，分成彼此完全

分离的三个实体。 其实，圣言必须与万有的天主(父)合而

为一，而圣神亦(必须)留住在天主(父)内·如此， 三位的

天主合为一个万有的天主，这就是说·三位好像都在顶

，点，总归于一个全能的天主。

原来马西翁的主张是愚蠢的，他把一体分成三个原

始，这固是魔鬼的而不是基督的真实徒弟的道理，或是说 :

他们的邪说与救主的教训完全不合。的确，他们明知圣经

上固有所记载圣三(的道理 )λ，但"三个天主

上或在盖新斤约上，都;没支有讲过。 (DS 112) 

〈五〉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

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在公元 325 年于小亚细亚的尼西

亚 (Nicaea)城召开。这是在亚略异端的威胁中，教会召开的第

一届大公会议。参与的主要人物中有亚大纳修 (Athanasius ，

295-373) 。 当时讨论的中心问题在于耶稣基督的天主性。对

于尼阿亚大公会议我们要分两部分来介绍。第一部分我们介

绍在尼阿亚大公会议里信理的教训，以及在这个大公会议里所

共有的特色;其次我们要介绍在这次大公会议中所引起的一些

问题(参阅 DS 125-126) 。

1、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重要教训

尼西亚大公会议采用凯撒勒雅的安瑟们 CEusebius of 

Caesarea) 的信经，并加深"同实体"(传统翻译"同性同体" )面

对亚赂的错误主张。 其教训可以归纳为阳条，为说明便利，特

别先列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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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廿〕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重要教训

生发 (proccssion )

/\ 
生(子) 发(圣神)

generatlOn splratlOn 

·子的永恒"生友所谓子的永恒生发，意味着子的生发，

不受一切时空和变化的局限。问题的焦点在于，这生友是

"创造"还是"生"。

·子的生发就是"生袖是父所"生"的，而非所"造

实的由天父实体所生，所以是一种真实的生。生是生物界

基本的事实，意谓某一种生物，是由另一种生物而来。将

"生"字以类比应用在天主父的奥迹中，真正要指出的是由

父而来的。换言之，父是子真正的根源。大公会议以实体

(ousia) 的概念来排除亚略异端创造的出生思想，在大公

会议中强调丰也是独生子，以表示耶稣基督称天主为父，与

我们称天主为父是有差别的。

·父与子是"同实体"的·大公会议谓:

耶稣基督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

明，出自具天主的具天主。 ( DS 125) 

这都表达着:袖和父是‘同实体的"(同性同体的 )(homo

ousios)。同时在文件中谴责了天主子是可以变化的异端

(参阅 DS 126) 。

·父藉子创造万物.大公会议这样表达着:

我信全能的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

她所创造的。……我信耶稣基督，万物是藉着她而

造成的。 (DS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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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阿亚大公会议里，对于子已经清楚地说出了，丰也是在永

恒中巾父所生的，是与父同实体的，父藉着子创造万物，这就是

我们信理的内容。

2、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重要特色

· 尼西亚大公会议，排除了犹太教和诺斯底派的天主→位

体论。在天主论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从此净化

了犹太基督徒天主观的包袱。

· 教会训导权在尼西亚大公会议里，第一次运用哲学和形上

学的概念(ousia 实体) ，来维护传统的信仰。这种方法打

破了三百多年来教会以圣经的拟人法，来宣扬启示信仰的

习惯。这种创新，当时引起了许多教会内人士的不满。

·尼西亚大公会议直接地定断了，天主父与天主子有相同的

完全一样的实体。在这种定断里，同时暗含地定断父子实

体是"一致的"。这种种的定断为的是要强调只有一个天

主性，如果不是一致的实体，那么无异于主张有两个天主。

3、概念的澄清

尼阿亚大公会议首次运用实体(ousia)一致来说明传统信

仰。对这个字的来龙去脉，及引用后的争论我们简述于后:

需要澄清的概念有二个:就是 ousla 和 hypostasis。 在

说明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下面的问位教父特别有贡献: 亚大纳

修 (Athanasius ， 295 - 373) 、巴西略 (Basil ， 329 - 379) 、纳齐盎

的额我略 (Gregory of Nazianz ， 329!330- 390) 、尼 沙 的额我

略(Gre gory of N yssa , 335 - 394 ，巴两略的弟弟)。为了更清
楚起见，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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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廿一〕安提约基亚、尼西亚、亚历山大里亚会议

有关 ousia ， hypostasis 运用的注解

Ousia hypostasis 

268 年安提约基亚会议
位格一 自立体 位楠、自立体I、昆[川m

(subsiste n cc) 性体、实体

性体( nature ) 转变其意义为专称〔位
325 年尼西亚大公会议

实体 (subs tance) 格 J ，但尚未成形

362 年亚历山大里亚 性体 (nature) 位格 (pe rson )

地仄会议 本质(esse nce) 自立体 (subsistence)

实体(substance)

图表注解

• ousia 在 268 年的意义是位格、自立体，但在 325 年尼西

亚大公会议时， ousla 已经相当清楚地表达"实体"的意

思，以后这个意义没有改变过。

• hypostasis 在第三世纪，有时表示是性体、实体的意思 ，

有时也有 自 立体的意思，但是到了第四世纪时，却愈来

愈清楚地走向位格、自立体的意义。

·主要的转变 ， 有两方面:从 OUSla 方面看，它本来指出

"自立体"的意义，慢慢走向右边 hypostasis 的意义范围

中。 而从 hypostasis 方面而育，它本来指出"性体"、"实

体"的意义，却也逐渐走向左边 OUSla 的意义范围中。

4、引起的问题:对 homo-ousia (同实体)的争论

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神长们，清楚地肯定父、子有相同的、一

致的性体。但是他们所使用的 homo-ousia 却带来一些引起争

议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诸多的争议?原来 homo 在希腊原文
中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相 同"或"相似" (h omoi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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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ccific) ;第二个意义是"一个"(numcric)。如果他们把

homo 和 ous1a 连在一起，这个字所表达的概念，也同样有了二

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类似方雨的一致性 (spccific idcnti

ty) ，第一千个意义是数字方而的一致性 ( numcric idc ntity) 。

网为当时在教会内，有一些人本来就反对天主子与天主父

是同等的，尤其是反对父与子是"同体的

亚大公会议所用的 hom丑no-o∞u泊山s白10ωs 的字面上大作文章，采用第

个意义，即"相同"的宇义，完全不接受第二个意义，就是"一个"

的信念。而且也有一些人甚至反对使用 ous1a 表达父、子的关

系，所以教会内，就产生了以下四个重要的派别:

• Homo-ousians ( 同体派、 同性同体派)(就是正统派 )

• Homoi-ousians (Homoe-ousians (实体相似论派)

• Homoians (相似派)

. An-homoians (亚略派)

前两个是接受用 ous1a 来表达父子间的同体，后两者则

存。 四派中只有同体派，是保持了教会的正统道理。在此我们

不必详细说明二百多年辩论的具体过程，最重要的是在君士坦

丁堡第二届大公会议 (553 年) ，才定断了天主父、子与圣神数字

方阳的一致性说:

如果谁不信父及子及圣神，共具一个性体 (physis) 或

实体 (ousia) ，且共具一个德能， 一个权力，而那应受钦崇

的是一个共同性体的圣二，是在三个位格内的一个天主性

休，那么，这样的人，应予绝罚。因为(只)有一位天主父，

万有都从她而造生的;也(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万有是

藉她而造生的;还有一位圣神，万有都在地内。

(DS 421) 

(六〉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

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 (381 年)的主要日的是要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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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圣神派的错误。反圣神派是半亚略派的一种，他们的学说是

以附属说作基础的 。 主要的学说是视圣神为受造物。 君士坦

丁慢第一届大公会议针对此错误，定断圣神与父、子的同实体

性，说明圣神是真天主，是天主的第三位。 对于这一次大公会

议，我们分两部分来介绍:肯先，我们要介绍了巨这届大公会议

里信理方面的教导;第二部分我们介绍在这次大公会议里雨的

特色。

1、大公会议在信理方面的教导

·我信圣神，袖是"主这个"主"是与天主父、天主子在同

一平面上的"主"。

·是"赋予""生命"者:大公会议，要说明圣神不是受造物，

袖与基督一般，是创造者，是赋予生命者。

·由父所"发意味着圣神拥有天主的性体，因为袖是由天

主父所"发"的，于是丰也不是创造物，因为袖如天主子一般，

是以父为袖生命的根源 13。

·袖和父及子同受钦崇，同受光荣:这一句的内容，意味着

再度强调圣神也是天主。

·丰也曾借先知们发言.这说法来向凯撒勒雅的安瑟姆的信

经。 一如旧约中雅戚借先知发言，同样在新约中圣神借着

宗徒们发言。在旧约的观点中，发言者一定是上主天主，

因此发言的圣神也是天主(参阅 DS 1 50 ，即今 H 弥撒中

的信经)。

2、大公会议的主要特色

·这一次的大公会议，运用实体一字，平息、了教会内的神辩

论和党派之争·由于尼西亚大公会议，运用实体性体一

字，引起教会内有党派的纠纷。这些事情的发生，使得以

后的大公会议，不再以狭义的哲学术语，来表达信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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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恢复了原来的方法，运用圣经准则性的表达方式。

这两届大公会议可说是互补互成的。

· 在 381 年的大公会议里，保护了教会本身的生命动力 一

圣神。 基怦徒的信仰 j立识，敏感地察觉到反圣神派有1信仰

上形成的危机。 l司为如果宅中中不是真天主，那么领洗、信

仰生活、教会中的神 ，也等等，都不是在基仔内分享圣父的

生命。 这时，基抨徒的生活无疑是一种空洞而无内容的生

活。

· 这届大公会议借着它的信经，深刻地影响了教会的传统信

仰。一直到今日，一切主流派的基督徒们运用着这个信

经，当作我们宣信的内容。

· 在 38 1 年大公会议时， 东方教会的天主论也已经渐形成

轨。

Ct)款宗达玛苏

教宗达玛苏 ( DamaSl屿， 366-384 任教宗) ，在 382 年召集

罗马地区会议，排除古代反对三位一体信仰的各种学说。 他强

调:父、子、圣神之间的位恪虽然有差别，但是都是同一性体，

共有同一权能、 同一尊戚，是常存在的。 同时他极力反对一切

有关子与圣神是受造物的学说， Up再定基督和圣神的天主性的

一切异端(参阅 DS 152-177 ): 

谁若不说:父及子及圣神，具有一个神性、权力、尊

戚、能力， 一个光荣、主权， 一个王国，且具有一个意志与其

理，那么他是异教人。 ( DS172)

谁若不说 父及子及圣神，是真的三位，是平等的 、常

常生活的，包含有形无形的一切，拯救一切者，那么他是异

教人。 ( DS 173) 

教宗如此的宣告，虽然不是定断的信理，也不是在大公会
议中隆重地宣布，但是却表达了当时教会信仰的主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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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圣奥斯足

1、生平及神学说明

圣奥斯定 (St. Augustinc , 354 -430) ，在北非的努米底亚

省的塔加斯特，也就是今门的阿尔此利亚诞生。家庭体而{且不

富有，父亲是外教人，母亲莫尼加 (Monica)却是极为热心的教

友。年轻的圣奥斯定，好学、任性、狂热，沉迷于享乐。他被摩

尼教蛊惑，前后长达九年，天主救援的工程确属奇妙，在他母亲

莫尼加不断的祈祷下， 387 年 34 岁的奥斯定，终于被天主的圣

宠战胜，领洗加入圣教会。从此以后，他为了维护天主的真理

不遗余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忏悔录》一书，更是他名

满中外，家喻户晓的一本代表作。他的著作浩如烟海，尤其是

关于圣三的道理，更是不胜枚举 14。

奥斯定的圣三论，为教会圣三神学开拓了一个新纪元。 他

主要的特色，是运用人内在心理中的因素，来表达天主圣三的

奥迹，他也采用关系范畴，说明天主内位格的真谛。虽然这并

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三论，但是也是奥斯定的精心杰作。他

论圣三，空前地，不以天主父、子、圣神的关系为出发点，而以唯

-含三，单纯的天主性为出发点，如此一来，附属说就从此被根

本地推翻了。他不仅接受圣神昭示我们的一切，他进而又运用

理智，尝试进入奥迹的核心。 400 年时，他在《忏悔录》里指出:

具有存在、认识和意愿的人，是圣三的肖像比。为使读者更易明

白，我们将奥斯定的圣三论以图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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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廿二〕奥斯定圣三论

一个天主

灵魂的三个(属性) 三个"能力" 天主三位

esse 一存有 mens- 精神 圣父

(memoria) (记忆)

nosse 一认i只 notitia 一内在， 言语 圣子

(in te lli gentia)(理智)

ve lle 一 意愿 amor一爱 (圣神)

(volu口 tas)( 意志) 恩惠

图表注解

· 从比较静态的角度上看，基本上两个图表是相互补充的。

奥斯定强调人的心理，有三个能力，就是记忆、理智和意

志。这三个能力依靠灵魂的三个属性·存有、认识、意愿。

.从比较动态的角度上看，奥斯定主张天父如同人在记亿

中，包括整个丰富的生命。同样的，但是类比地说，天父以

记忆涵盖无限丰富的生命，意思是说丰也就是根源。如同在

人的平而上，精神靠着记忆，创造一个内在的育语或思想。

类比地说，天主父因为是精神的根源，产生一个内在的肖

像。换育之，天主父产生一个内在的、完全表达自 己的育
语，这就是所谓的一天主子。结呆是，父在子内，完全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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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面目。按照奥斯定的心理模式，意志是人精神生活

合一的力量，因此力量运用在天主圣三的身上，就是父和

子借着意志、相互合一的爱，友生圣神。

2、评估反省

挂着我们要进行评估与反节，借着这个过程，我们妥指出

奥斯定圣三论的特殊贡献，和一些应该补充的地方.

甲、 f尤点

·他是第一个用人的内在生活体验去发挥圣三的奥迹，这是每

个人都能亲身领会到的。正如他说的林的父，称造了天

地，称用以造天地的智慧，就是子。她从称所生，等于称，并且

和称是同样永远的……为了我相信天主有三位，我在称的圣

经里，寻求圣三的迹象。旷'奥斯定不像其他思想家，多用大自

然的比喻说明，如太阳、阳光、温暖、水泉、江河、滋润等等。

·他用人内在自我意识中心理的因素，来诠释圣三的奥迹。 意

思是说，人的心理因素，是天主圣三创造的痕迹及回应，因此

人的内在心理生活是天主圣三生活的肖像。

·他也很清楚地指出，爱不必是内在的，也是向外超越自己的

行动。 他所标榜的爱，是一种超性的爱。奥氏不仅要追求认

识真理，还要自己爱，和引人爱真理。

·在人类有限的思想范畴中，我们只能用多种的角度去描绘天

主圣三的奥迹，奥斯定的圣三论已为我们指出了许多不可缺

少的范畴。

• <圣三论〉是奥斯定关于神学最渊博的著作，写作的时间长达

十六年，全书十五卷 17，内容精湛丰富，别开生而。 他为天主

圣三的奥迹，指出了一个开朗的、强而有力的观念，开 JiJ了 一

条新的坦途。 他的贡献和影响是深远的，一直到今天， J力-久
不衰 18。

我们无论运用何种模型、罔像、比喻来阐明天主圣三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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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都会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论

i吾 · 子罕 } 1 0) 的惘然。 但是从事神学工作研究者，毫无异议地

势必绞尽脑汁，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途径，帮助此时此地的

教会，更有意义地生活在父、子、圣神的新生命中。 基于如此庄

严的使命感，我们也可看出圣奥斯定在圣三神学的理论中，有

一些值得补充的地方·

L : 弱点

· 圣奥斯定由于一生很深的心理体验 l9，他自然而然地强调人内

在的生活。 也因为这个缘故 ，他可能不够注意，人生其它重要

的层面，譬如人与人之间社会性的交往、物质的实际存在。

· 因为他深受柏拉图主流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很强调不死不灭

的精神界。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圣三论，就缺乏

具体、动人的救恩历史性。

. 他发挥天主内在的精神生命，借着心理上三个精神性的能

力，来表达天主圣三的关系，难免使圣神成为比较趋向抽象

化、哲学性的概说。 就如他所说的，人的记忆和理智，是意志

行动共同的基础。 同样的，他也认为父及子是圣神的共同来

源。 这样的说法和东方教会圣经准则的语霄，就有了某一方

阳的距离。

(丸〉波哀丢斯

i皮哀丢斯 (Boëthius ，大约 480 - 525) 是拉丁思想主流的

哲学家。 他在西方思想界最特殊的贡献，是有关位格主体的解

说。 他认为:圣三的奥迹中，很清楚地把父、子、圣神和位格亲

密地连结在一起。 在如此的架构中，自然强调天主父、子、圣神

每一位独特的主体性。

天主三位独特位格(主体)的思想，必然与两方的奥斯定和

晚期东方的学者，比较强调性体共融及关系的思想，产生某些
出入。 所以波哀丢斯有关位格(主体)的杰出贡献，就没有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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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教会应有的重视，教会深怕波氏的思想，会产生天主三位

三体的误导作用。不可讳育地，波哀丢斯补充发挥了古代的思

想理论，把自己独特的，IU、想，阳传给中肯世纪的神学家，影响不

能不说是相当地深远。

第三节 古代圣三论的整体观

段阶个一
一
一
我们回顾一下，圣三论的发展历程，大约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

特别阐释天主奥迹中的"三反对一位一神论。一位一神

论的思想背景，是由旧约思想和希腊文化的背景综合而成的。

(二〉第二个阶段

注意保护、解释天主父、子、圣神之间的平等关系。亚略派

认为基督不是真天主，而只是一个受造物。这是教会中最危险

的异端。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召开，适时地绝罚了亚略异端，清

楚而坚定地宣信:

我信。在一无二的主，耶稣基督……她是圣父所生，而

非圣父所造，是与圣父同实体的(同性同体的)……

天主有三位，是同等的，一个实体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亚

略派的思想逆流，在东方和两方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向，所以教

会的思想，不得不特别强调天主内在一个绝对的生命奥迹，一
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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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教会的神氏和神学家们，注重研究三位之

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希腊的教父采用对立的关系，说明天主圣

三彼此之间的区别:给予、撞受、被发。 换句话说，在一个天主

内在的生命中，有生者、被生者、被友者。奥斯定的圣三论，就

是这个阶段中的代表作，他要解释在一个天主奥迹的性体中，

究竟有什么三方面的区别?奥氏一方面也步武希腊教父，采用

关系解释奥迹。但是他独特的贡献，是在应用人内在的心理因

素，去发挥天主圣三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他所谓的"心理圣三

论"(psychological Trinitarian theology) 。

二、东万西万教会圣三论的比较

(一〉东万载会

东方教会一般神学的思想，是以启示及救恩史中的"三位"

为推理的出发点。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天主圣三生动地生

活在他们的周围。如同一个生活在圣神的氛围中，藉着基督迈

向天主父的实际生活体验。是非常共体的，绝对不是抽象的;

是投入历史，绝对不是远避现 Ht;更是热心参与，绝不徒托空育

的。所以在东方教会隆重的礼仪经文中，清楚地表达:

在圣神的共融中，藉耶稣基督，赞美光荣天父。

随着时代的演进，以及各种思想逆流的出现，东方教会为

了 澄清教会的信理，他们才论到三位在本质 (essence) 、性体

(nature)及实体 (substancc) 方雨的一致性。一般来说，他们

把天主的一致性，归于天主父为 nlF. -的根源，天主父是第二和

第二位的唯一根源。 第位付1父所生，第三位是由父藉着子而

发的(不是"共子" ) 。 以后更进而主张"天主三位之间的交流
论"20，希腊文是 perichoresis; 拉丁文有二个翻译，一个是比较



第一章 击代的天王观 267 

静态的 circuminscssl0，一个是比较动态的 Clrcummccs

SlOn。是指圣父、圣子、圣神三位，并立并存，以最密切的方式

在彼此内，成为一体的天主。譬如在礼仪中，他们清楚地表达

对天主圣三如此的信仰.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比较晚期的神长)XJ.ι想家们，更特别注 ifi: 父、子、圣抑的内

在关系，但仍然保持早期教会主视启示及救恩历史性的特色。

而对亚略派等忠想的挑战，他们进而发挥天主圣三彼此渗透、

相互寓居关系中的一体性。由此，他们又同时主张天主圣三，

在奥妙的共融中，向外的一致行动性。但是东方教会，比西方

教会更肯定天主圣三，在一致的行动中，仍然保有三个不同的

面目。晚期的东方教会思想家，也开始强调天主最深的绝对的

性体及实体，这和西方教会的主张，有了某些相似处。

(二〉西万主员会

两方教会的圣三论，如同奥斯定等 · ….-他们是以三位的内

在生活为反省的出发点，以性体的一致性作为推理的开始。西

方教会就是拉丁教会，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与初期教会

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密切，所以比较早走到 由性体发挥天主

圣三奥迹的思路，自然而然地，由一个性体走向三个位格化。

-般而言，西方教会的天主圣三论，比较抽象不太具体，比较远

避现实缺乏投入历史的精神。 也常常是有本位主义，脱离积极

参与、实际行动的倾向。

事实上，自从奥斯定圣三神学出现后，在教会内一直到今

天，天主的唯一性、一体性渐渐成为信仰神学的中心。教友们也

愈来愈只向"天主"祈祷，这位天主在教友单纯的信仰知识里，仿

佛只是-位一体的天主。对于天主圣父，永恒救股人类的计划，

耶稣基督降生为人的奥迹，以此圣神特殊11布在的体验，缺乏独特
和鲜明的亲身体验。三位天主似乎只是在圣三的内在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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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价值，在外在的活动中，天主好像只是一位而己。

在如此的历史过程中，教会的圣三奥迹，和我们的具体生

活，慢慢地产生了距离，甚至相当脱节。 事实上在我们的信仰

1--1- 1 体中，如此的天主圣三论，代代相传，给教友们的感觉 ， 好像

我信天主存有就是了 。 至于是一位、两位、三位，那就不是那么

重要了，这些伤脑筋的问题还是阳给神学家们去讨论吧! 这样

说来，天主圣三不再是信仰、灵修的核心了，这是值得我们去重

视的危机 !

总而言之，东西方教会在神学历史演变的过程中 ， 有完全

相 同的信仰立场 ， 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 由于文化背景、 历史

因素的不同，因此在思想方法上也有了不同的出发点。东西方

教会的主张，绝不是对立的，反而是相辅相成的。若是从比较

的立场去衡量，以教会的信仰 、灵修生活来看 ， 东方教会的出发

点比较适合恰当，也比较撞近新约初期教会主要的启示 内涵。

不少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一个有"位格"的天主，尤其是三位一体

的、绝对超越受造物平面的天主。我们赞成将天主奥迹之生活

体验列为优先 ，但是同时也不可忽略神学反省的重要性。

三\教会文献申圣三论的综合

君士坦丁堡第二届大公会议 (553 年) ，相当清楚地综合了

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对天主圣三奥迹的不同传统主张。 从圣

父、圣子、圣神三位出发，来强调袖们之间的一个性体:

如果谁不信父及子及圣神，共具一个性体 (physis) 或

实体 (ousia) ，且具有一个德能， 一个权力，而那应受钦崇
的是一个共同实体的圣三，是在三个位格内的实体，那乞

这样的人，应予绝罚 。 因为(只)有一位天主父，万有都从

她而造生的;也(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万有是藉着她而

造生的;还有一位圣神，万有都在她内的。 (DS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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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到了多雷锋 (Tolcdo)第十一次地区会议 (675 年)时，

再度精细地注释天主圣三的道理。 首先强调 . 天主父，不从任

何开始，而圣子却从中也诞生;还有圣神，也是从地(父)所发的。

为此，地(父)本身就是整个天主实体的泉源与开始 (DS 525) 。

其次承认:子出自父的实体，没有开始，在万1比之前受生，

而不是受造，子与父共有一个实体，为此父是永远的，子也是71<.

远的。 是完全的父，完全的子，父在无贬损无分割的情况下，生

了子，因为只有一个天主实体，故不能产生一位不同等的子

(DS 526) 。

接着讨论圣神是圣三中的第三位，与父及子，共是一个同

等的天主，共有一个实体，也共有一个性体。圣神既不是发自

父而成为子，也不是发自子，而成为受祝圣的受造之物，而是由

父与子共发的 (DS 527)。最后总结天主圣三的奥迹说:

这是圣三论传承上的说明:圣三不该被说、被信为

‘三重的而该被说、被信为"圣三"而已。 这也不能是正

确的说法，说:圣三在一个天主内，但该说:一个天主圣

三。在三位的名字关系方面来说，父对子，子对父，圣神则

对父与子而言。

这三个关系，就是所谓的"三位，但被信为:一个性

体 (nature) 或实体 (substancc)。我们讲"三住

"三个实体但我们讲:一个实休，而有三位。因为父之

为父，不是对己，而是对子而言;子之为子，不是对己，而是

对父而言;相仿地，圣神之为圣神，也不是对己，而是对父

与子而言，因此，圣神被称为父与子的神。

同样，当我们说"天主"时，不是对个别的(一位)而言，

如同父对子，或子对父，或圣神对父与子一样，而是整个天

主(一体)而言。 (DS 528) 
这是综合西方教会天主论，最有系统的宣告，多雷锋的会

议虽然是一次地区性的会议，但是它在天主圣三论的思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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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是相当主要，不可忽视的。

研究反省题

1. 希腊罗马的文化思想，直撞影 IIlúJ 了教会对天主奥迹的解

说。在这个背封下，你认为中国文化思想，可能影响中

国教会对天主奥迹解说的程度如何?

2. 如同古代教会而对新的思想挑战，他们永远坚持信仰的

准则，当作圭泉绝不动摇。现代的中国基督徒，针对同

样的挑战，又i亥运用何种语育方式，去表达教会对天主

圣三信仰的准则性?

3. 每一个文化体系，都具有他们的特色，及某一方面的有

限，不一定能完全表达对天主圣三信仰的整体性。 如今

我们想，在中国的文化思想范畴中，大概在哪一方面比

较接近天主奥迹的核心，又在哪一方面比较不容易表达

得完全?

4. 古代的教会采用关系、位格、性体，相互寓居、彼此渗透

等概念说明天主圣三的奥迹。是再我们在中国也可以

尝试运用，譬如阴、阳、气、生命的思想模型，来发挥天主

圣三的奥迹?

5. 在研究古代教会的天主观中，我们清楚发现两个重点:

一个强调内在天主的奥迹，另一个重视救恩历史性。 我

们在共体信仰灵修生活中，该如何主新整合这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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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历史学者一直在努力寻找，诺斯底主义具体形成的步骤。我们

目前所了解的诺斯底主义，是比较问才妄的 。

2 奥脱著，王维贤译，天主教信理神学 》上册(台中 尤启， 1967) , 

88-91 页(一至三)、 92-93 页(一至七)、 106-107 页(二)。另

参阅 施安堂译， {希腊拉丁教父神学选集H 台北， 1972) ,880-

890 页"综合性目录"、"天主圣三(一至四)"。

3 施安堂译， {希腊拉丁教父神学选集) ，同注 2 ， 25 ，第 80 条。

4 同上，第 113 、 117 、 150 条。

5 施安堂译， {天主教会训|导文献选集H 台北 1975) (以后简称

DS) ，第 1 条。

6 同注 3 ，第 191 条。

7 以下是亚略的基本主张，如

(1)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Father was solitary ; the 

Son did no t. always exist 

(2) The Logos was created by the will of the Father be

fore times and aeons. 

(3) The substances (ousia) of the Father , the Son and the 

Spirit are divided, different and separat.ed in nature 

and the differ from and do not parLicipate in 巳 ach

other. 

(4) God should create us through him as through an ins

trument. 

8 圣依宫内， (驳斥异教人书〉三书 8: 3 ，四书 38:3。原 文摘自

Patrologiae Graecae , Latine tantum Editae , Tomus V。

9 圣依宫内， (驳斥异教人书 》四书 2:1 。

10 同注 3 ，第 376 条。

11 同注 3 ，第 374 条，第 37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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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注 3 ，第 337 条 -378 条。

13 本次大公会议，按着东方教会的传统，并未说圣神是由父"及

子"所共发，这是神学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争议的问题，也就是

"及子 "(filioque) 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章详细说明 。

14 同注 3 ，神学综合性目录 一一 圣三论"， 1694-1682 条。

15 奥斯定著，反枫译， <忏悔录H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手土， 200 1) , 

251 页。

16 同上， 247-248 页。

17 The Trinity (De Trinitate) , Book 1 却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 1962)。

18 圣奥斯定在神学上的影响至为深远，随后将在第二章列表说明

之。请看〔表廿六〕。

19 <忏悔录》一书，是了解奥斯定心理历程的最佳著作。

20 奥脱著，王维贤译， <天主教信理神学}，同注 2 ， 125-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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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古时代的天主观

一般而论，中古时代的教会和社会中，对天主本身的存在

和属性，少有争论。真正争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比较无限创
造者和有限受造物之间的问题，二是天主内在生命的描绘与了

解的问题。前者为中国建立基督化神学思想相当重要，后者是

发挥基督徒灵修生活的关键所在。本章依然先介绍思想及社

会背景，异端与教会的渣清，最后就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的圣

三神学，做一比较。

第一节 思想及社会背景

在这一部分，我们无法详细说明中古世纪七百年来的教会

及神学历史。基于解说的需要，我们选择几个实际的例子，来

说叨天主论方面主要的变迁。当时的教会是文化以及文明的

媒介及领导者，换言之，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神化"的社会。当

时领导神学界的是经院派的思想潮流，它不只是接受了奥斯定

学派传下来的柏拉图思想传统，同时也因阿拉伯哲人的一些哲

学家，譬如亚维衬那 (Avicenna ， 980-1037)和亚戚洛哀(Aver

roes , 1126-1198) ，使得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加入交流。中古世
纪的末叶，不论在政治上、在哲学上、在科学上，已开始铺平迈

向俗化运动的路途，形成了今日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先

锋。 在天主论的信理神学上，当时还有三个问题未能全然澄

清，这些问题形成了许多派系间不断的辩论，这三个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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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在的矛盾

‘三位一体"的信盟，好像有内在的矛盾，三位之间有实在

的 l丘别，但三位中的每一位都和1唯一的天主性一致，如此又似

乎是应该有三个天主性。

2、圣神出于父及子，或是父藉子?

圣神究竟是出于天主父和子?或是出于父藉着子?

3、内在与向外的和谐性

圣三的内在生活和向外行动，其和谐性究竟如何?

第二节异端与澄清

一\异踹

当时在教会中，天主论有关的争论有二-一二元论和天主圣

四论。

〈一〉二元 论

十一世纪至十三情纪时，古老的诺斯底派和摩尼派的二元

论又死灰复燃。广义的二元论，指实在界存着许多对立，通常
指一元 i仑的另一极端，就是肯定纯粹不相关的元性。诺斯底
派与摩尼派的-二元论，认为宁市间有两个非被造的水久起源 :
以拜来自荐的起源;恶来自恶的起源。物质是由魔鬼从虚无中
创造的。中古时代在法同南部以亚勒比城(Albi)为中心，有亚
勒比根派，主张宇宙二元论、基怦幻象论与厌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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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囚 论

有关天主内在的生活，若亚敬 ( Joachim de Fiorc ，约

1130- 1 202) 提出一个有问题的说法。他主张在天主内，除了

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以外，还有第问个实体，那就是天主的性

体。 若按若亚敬的主张推论，结果在天主内就有"问个"一体

(quaternitas) 了 1 。

二、款会及神学家的澄清

在这一部分内，就如前文的讨论，我们是按照历史的发展

介绍教会训导权的定断，以及神学家们的反省。读者们自然能

分清在信理的定断上教会训导权的权威，与神学家的反省之

间，可信性与正确度，是有程度上区别的。

〈一)}IT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

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 ( 12 1 5 年) ，是由教宗依诺森三世所

召开的。在这届大公会议里强调，天主从虚无中创造，以及天

主三位一体的信理，前者为的是排除二元论的异端 (DS 800); 

后者为的是排除天主圣囚的异端 (DS 804)。在这一届大公会

议中颁布的信理，成了日后经院神学家讨论天主论的基准点。

我们坚决相信并坦白承认:只有一个真天主，全能

的、无限伟大而无可变史的、无法予以彻悟的、全能而无可

言喻的父及子及圣神。虽有三位，却共有一个本质 (es

scnce) 、 一个实体 (substance) 、或一个完全单纯的本性

(nature) 。

父元由而(自有) ，子只由父，圣神则由父及子·父没

有开始，常常没有终结。父是生者，子是受生者，而圣神是

受发者: (三位)都是同一性体的，同等的，同是全能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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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远的。

一个万有之源 (principium) :一切有形与无形的，以

及神体与形体的创造者，她以自己的完全德能，同时在时

间的开始时，从无中创造了神体与形体。即天使与世物，

且到后来，造了人类，好像集精神及肉体之大成。

原来天主所造的魔鬼，以及其他恶魔的本性是善良

的，但他们因自己的恶意而成为恶者。人却因恶魔的唆使

而犯了罪。

这个圣二，按共有的性体而论，是分不开的，而按三位

的特性而论，是有区别的。她首先由梅瑟、圣先知们以及

其他忠仆，依照非常精密的时间程序，向(历代)人类，传授

救援的道理。 (DS 800) 

但我们由于会议的赞同，我们相信，并与彼得隆巴一

起承认·这某种无上的"有"拉丁文 (res)，无法予以彻悟

的、也无言可喻的"有实实在在就是父及子及圣神:这

无论是按一起而言，或分别而言，总是三位，所以，在天主

内，只有圣三 ，没有"圣四"。

因为三位中无论哪一位，都是那个"有 "(res) ，即共有

一个实体性、一个本性、一个性休。唯有这"天主性体"是

一切的共有的原始，除此以外，便不能还有别的原始。 而

且，这个"有

而父是那生者，子走那受生者，圣神走那受友者，因此区别

是在位格方面，统一是在性体方面。 (DS 804) 

〈二〉圣多玛斯·阿奎那

圣多玛斯 ·阿 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 1225/4-

1274) ， 是意大利的贵族，但放弃了一切荣华富贵，进入了道明

会。圣召的过程极为 lil=r折动人。他是圣大雅博 (Alber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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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约 1193- 1280) 的学生，曾在科隆、巴黎、那波里等地教

书。最后几年担任教宗的顾问，在往里昂第二届大公会议(1274

年)途中去1哇。圣多玛斯身材魁梧雄伟，平门却寡育好深jι。

他接受、融会、修正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创造有秩序、深刻

的道理著名于世。他是上承教父们神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被

誉为"天使圣师"。圣多玛斯的《驳异大全HSummα Contra

Gentiles 另名 《护教大全} )和 《神学大全HSummα Theologi

cα)最有名。他发挥了奥斯定的圣三论，并且比较详细地解说，

天主两个内涵生发的不同理由，同时他把天主的内涵生发，借

着创造、差遣的行动与受造的历史连接起来。

1、思想体系

甲、基本砚，念道资

多玛斯进一步尝试解释，三位一体信理中，在逻辑上好像

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信仰中，我们说圣父是天主，

圣子是等于子，子也等于圣神…...

父子圣神

\11/ 
性体

如此推论的结果，必然与教会传统信仰圣三的道理，大相

径庭。但是又如何去解说，三位之 间有实际的分别，却又只是

拥有同一的性体?多玛斯运用存有的两面，就是相关和绝对的

角度，来解释三位一体的信理，本身并无逻辑上的矛盾。

因为论及三位有实在的区别，是在相关的平而上，就是所

谓的 esse ad"; 而袖们之所以有同一的性体，是站在绝对的平
面上说的，就是所谓的 esse in "2; 相关的平面与绝对的平丽，

是两个不可交合的平面，为此在逻辑上并没有矛盾的地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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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解说是神学家们原则上都接受的，对于多玛斯的解释，我们

尝试以用表达如下·

〔图廿三〕多玛斯绝对、相关的解释

绝对"一体"

(csse in) 

至于圣三内在生活和外在行动间的和谐问题，多玛斯己经开

始叨内，能以天主的内涵生发，是创造行动的最深根由为 出发开

始反省。若是如此，万物之所以应归回天主父，也是由于他们被

创造的最后根惊是父。但是多玛斯的反省只到此为止，他并没有

进一步地去发挥这个思想，最后他又重蹈古人覆辙，简捷地以传

统的归名法去解释。综合而言，就是将天主圣三向外的一个行

动，多而表现，归纳到天主三位不同的名下。

而对着两种貌似对立的解释，多玛斯运用亚里斯多德的系

统哲学作为其理论的骨干，奥斯定的圣三论作为其外衣，创造

了他自己的圣三神学。

他的思想发展经过一个过程，最初论及"圣子及圣育"之间的

关系，是在诠释彼得 · 隆巴 (Petcr Lombard ， 约 1095 -1160)所
著的《格言录) (Sententiae ) 一书。当时他认为圣子圣育不能放
在同一个平面上运用，只有圣子能够表达袖自立的性质。这意味
着在他的圣三论里，当解释父子的关系时 子"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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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潜能} (De Potentiα) 一书中，多玛斯领会到育语的

基本特色，是一种关系。这时在他的神学系统中 ， 渐渐地把圣

古坟圣子放在同一平而上交换使用。最后，在他的《神学大伞》

(Summα Theologicα)一书中，向"肯语"的概念推论町，在精神

中繁衍的观念，从此多玛斯的论释运用"圣言"一词的范 |韦|远远

超过"圣子"。

多玛斯大胆地运用人类的心理，去形成圣三论的系统神学

解释，主要是有关天主内两种生发的问题。

他尝试运用理智和意志，来解释天主内的这两种生发。他

认为其中之一是相似人的理轩，另一是相似人的意志。两种生

发都各有其存在及其活动的最后主体 ( principium quod) ，就

是我们称之为个别的位格，{D.都具有同一的存在和行动本原

(principium quo) ，这本原就是天主性。从不同的层面来看，

这本原在第一种生发里，显出相当类似理智的特色，而在第二

种生发里却相似于意志。现在我们要分别描述两种生发:

L、王在-种主友

曾经有人批判多玛斯的理论，倾向于理性主义和本质主

义。实在地说，多玛斯是从精神体内在的两个能力:理科与意

志出发，强调精神体内在的育语及整合。多玛斯认为:在第一

个生发的活动中，父生内在的言语，是池完全的自我表达。

换句话说，父是天主内生命的第一个行动主体，子则是袍

的对象，性体是这生发、行动和存在的本原。就是说:这产生

是一种透过同一性体形成的行动，是一种主体对主体，位格对

位格的行动，在这情形下性体位格化。严格而论，性体本身没

有产生行动，是父本身在产生。

为了清楚说明圣子生发时的天主性恃色，应当强调父子的

同性同体。 在此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多玛斯在圣三

神学上，对于生发的反衍，能让我们看出，父之产生子，是有异

于诺斯底主义无意义的流出，和视圣子为受造物的亚略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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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第二种生发

在描述圣神时，多玛斯原则上迫随圣奥斯定，从精神内在

的能力出发。 就是说 如同天主子，经过理轩内在的青语，圣

神是靠着精神体的意志而发的。 换言之，天主绝对的精神，认

识者天主父，与被认识芹语之间的结合，完全是在爱中结合的 。

天主父在生子时，也赋予圣子发圣神的能力。职是之故，多玛

斯在这个传统中，将天主父和天主子当作好像完全平等的来

源。 就像父和子深奥的共融，是充满喜乐，最高的幸福。

但是如此父与子是平等的来源思想中，多玛斯也如同圣奥

斯定一样，感觉到此一思想与圣经传统不完全一致的现象。 因

为新约圣经中一直在肯定，天主父是圣子的根源，也是圣神的

根源，因此奥斯定自己修正他对圣神生发的说明，在《圣三论〉

第 15 章中，他说圣神是以父为根源的 "3。同样的，多玛斯也

修正他原来认为父子完全一致的说法，认为父是天主圣三

的根源 "40

丁、本质性和椒，念中主汗动

所谓本质性的行动 (essential act)是先于三位存在于天

主内。至于所谓的"先

"先

所i谓同概念性的行动 ( notional a剖ctυ) ，是由一个或是两个主

体所生发的。这种概念性的位格行动，能够有两种方式表达 :

主动或被动。换句话说，是生或是被生;给或是接受。将其运

用在圣三论上，可以这样说:在父子的关系上，从父的一面来

看是主动的产生，在子的一面来看是被动地生;在父子和圣神
之间的关系上，在父子一方面来看是主动地发出，在圣神一方
而来看，则是被动地发出。

多玛斯运用概念性的行动，来描写三位的关系，以及袖们
之间主动和被动的产生和发生性。本质性与概念性行动之间
的区别，在现实并不存在。前者给行动一个纯粹的本质，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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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限定行动的本质是什么?他们之间 的差别可以这样描述」

本质性的行动不产生任何自立体，和本质全然一致。概念性的

行动，则以产生另一位，作为它的口标。 本质性的行动是概念

的行动的本原，而这本原在其存在和活动的最后主体中达到完

成。本质性和概念性的行动，就像性体和佳格一般，是彼此相

关相系的，它们表达三位一体天主静态与动态的两面，这三位

借性体中的互相交融而结合。

〔表廿四〕本质性和概念性行动

Esse in 
性体 本质性的行动 本质 存在和活动的本原

nature essential act essence pnnclp lUm quo 

Esse ad 
位格 概念性的行动 关系 在在和活动的最后主体

person notio na l act re lation principium quod 

戊、卢1 ~iÆ主友和万份之间的联互

论到天主圣三的内涵生发和万物之间的联系，多玛斯认为

在圣三的内在生活里，父认识向己，在认识自己当中生圣言。

而在救恩的历史中，父在圣育内认识所有的一切， ap万物是在

圣育内受造的。圣育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和根源，圣神也是如

此。在圣三生活内，父和子彼此愿意和爱，在愿意和爱当中发

生圣神。在救恩史中，父、子在圣神内愿意有世界万物的存在。

再次地说，如同在天主内，圣神是父及子愿意共融的结合;同样

的，圣神也是万物和天主结合的力量。

由此可见，天主内涵出发是创造 5 万物最深的理由，此内涵

生发也是万物归向天主的最根本理由。为使读者更清楚了解，

现将多玛斯对于天主圣三的内涵生发和可物的联系，绘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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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廿五〕多玛斯内涵生发和万物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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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反省

甲、才犬 点

· 多玛斯是重视传统的人物，也是上承教父神学家中最伟大

的一位学者。他以当代从希腊传进来的亚里斯多德哲学

概念，重新反钉在基怦信仰传承中的天主圣三奥迹，是众

所敬佩的伟大贡献。 他对每一个时代的基抨徒，都有重大

的启发意义。

·多玛斯以改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创造有秩序、合逻辑的

道理问名于世。 他强调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神学，承认理性
的权利，但也坚持将理性无条件地为信仰天主服务。 他尽
量地解答一些逻辑上的矛盾与难题，几世纪以来，被赞誉



第二章申击时代的天主观 283 

为"天使圣师"。

·将天主向内向外的行动，多方整合融通，产生和谐而不矛盾

的理论架构。 尤其是他以天主的内涵出发，为创造行动最

深的根巾，开始论释天主圣三的奥迹，贡献最大。 使得后代

的基仔徒信仰 1，1'1 体，对天主圣二奥迪的认识，不再停滞在完

全抽象的平而上，而能走在更共体、更生动的大边上。

L、弱点

·多玛斯的天主圣三论，是以人内在的精神体:理智和意志

两部分为出发点。因此论释的结果，可能不够叨显表达启

示性救恩历史行动中，天主圣三的真正而口。

·虽然多玛斯依照传统圣经强调，天主父是天主圣三的根

源。但是综合而霄，他的圣三论，仍然不能完全摆脱比较

抽象、封闭的观念范畴。

·由于多玛斯天主圣三神学基本的论点，导致他的天主圣三

论，比较难以肯定天主父、子、圣神个别和万物之间的关

系，再加上倾向归名论，因此和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灵修见

证、入世生活有了距离与隔阂。

〈三〉圣文德的圣三论

圣文德 (St. Bonavcnturc ， 12 1 7/ 1 221-1274，又译波那文

都拉) ，方济会士，他是十三世纪的著名神学家，有"炽爱圣师"

的美称。他不像多玛斯只跟随奥斯定的心理圣三神学，他反而

从奥斯定的第二个圣三论的模型，继续发挥，就是从爱的奥迹

出发。 奥斯定认为爱有三个要素:爱者、被爱和爱本身 6。 圣

父就是爱者，圣子是被爱者，圣神就是爱的合一。 如此论述，比

较清楚表示，天父是爱的最后根源，天主子是应受爱，和父一起

发出圣神。

在描述圣多玛斯与圣文德代表性的天主圣三神学主张后，

特别将他们的思想传承，以图表说明如下:



-
284 第四篇教会思想历史甲的天王观

〔图表廿六〕多玛斯、文德思想传承表

圣经

↓ 父子神

希腊教会

奥斯定

(关系)

亚里斯多德 心理圣三论

\ / 
理智、意志(爱)

• 

彼得 · 隆巴

(1095? - 1160 ) 

• 

多玛斯

(1224- 1274) 

• 

经院学派

爱的奥迹

\ 
爱、意愿

• 

安瑟莫

(1033- 1109) 

• 

圣维克多的理查

(+ 1173) 

• 

海尔斯的亚历山大

(1 185? - 1245) 

• 

圣大雅博

(约 1193- 1 280)

• 

圣文德

(1217- 1274) 

• 

思高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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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教会闭体思想家的努力，协助信仰团体及教会训导

权，继续宣讲天主启示中的真而目。

三\款会信仰的宣告

(一〉扭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

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 ( 12 1 5 年)，对圣事生活、神职人员

的培育革新以及推动社会正义，均有明确的规定。而其中所颁

布的"信仰宣育

刁\:

为此，虽然，父是个别的一位，子是个别的一位，圣神

是个别的一位，但(这三位)不是个别的实体，而父的实体

就是子的实体，也就是圣神的实体。才安公教会的正统信

理，相信圣三是同实体的。盖父从永远生子时，就把自己

的实体给了袍，诚如她亲口所证实的‘那赐给我的，超越一

切"(若 10:29 )。

既然父的实体，是不能分开的，完全纯一的，那就不能

说，父把一部分的实体给了子，而把另 一部分的实体，保留

给自己。也不能说:父在生子时，曾把自己的实体，传于

(圣)子，而不保留给自己;否则的话，父就不再是实体了。

由是观之，子虽在受生时，领取父之实体，但丝毫无损于父

之实体;这样父与子，共有同一 实体;女口此，义与子及父子

所共友的圣神是同一个"有 "(res)o (DS 805) 

这次大公会议的信仰宣言，为我们从事神学反省，指出了

两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原则:

甲、相用与支禾相用的原则

在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若能指出他们有共同相似的地

方，应同时指出他们之间有更不相同的地方(DS 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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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类比的房、则

一方而肯定受造物，与创造者天主圣三，有相同的地方，再

则的话，根本不可能论此有关天主圣三的奥迹，另一方雨，我们

应该常常注意，在论述天主圣三奥迹中，要再定有限的、拟人

的、相似受造物的肉素。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耍不断地净炼我

们的思想，实在地说，天主与我们有相似的一雨，但是同时有更

不相似的一面存在。

(二〉里昂第二届大公会议

里昂第二届大公会议，是公元 1274 年，在法国召开的。圣

多玛斯原是本届大公会议的顾问，不幸在路途中病逝。在天主

三位方面，本届会议，一方面继续传统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圣神

的来源部分，有了与东方教会合一的准备，我们将在下一节特

别详加说明。

(一般性宣言)我们相信圣三:父及子及圣神，一个全

能的天主，且在圣三内，有一个完全的、同本质的、同实体

的、同永远的、同全能的天主性;她(天主圣三)具有一个意

愿、一个权能、一个尊威;也是一切受造物的创造者;天下

万物，无论有形无形、也不拘形体、或神休，由袖而出、在她

内、藉着她而存在。我们相信，在圣二内的任何一位是具

的、圆满的、完全的天主。 (DS 851) 

(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针对雅各卑派的文告

公元 1442 年， {请歌颂主》诏书中，针对雅各卑派的文告

(DS 1330-1331) ，大概是圣三论最详细的综合·

由我们的主救主之言所创立的罗马圣教会，坚决地相

信、承认并宣讲一个全能的、不能变的、永远的具天主，义

及子及圣神，共有一个本质而(分为)三位:

父是不受生的，子则由父所生，圣神则由父及子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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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父不是子或圣神;子不是父或圣神，圣神不是父或子，

而父只是父，子只是子，圣神只是圣神。

唯有父从自己的实体生子，唯有子是只由父所生者，

唯有圣神是只由父及子同时所共发者。这三位是一个天

主而不是三个天主.因为三位共有一个实体、一个本质、

一个性体、一个天主性 (divinitas) 、一个无限、一个永远，

那里没有王相对立关系，那里一切都是一个(unum) 。

(DS 1330) 

这是一篇伟大的天主观和传统的圣三论的宣告，我们要特

别注意其中的一项重要概念，那就是:天主内的一切，除了关

系的对立外，其它都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天主父、天主子、圣

神个别的三位，有实在区别对立的关系。此次大公会议突破了

传统在位格方面的限制，将位格视作一个理性的自立体。如今

我们清楚地体验到，在绝对天主的平面上，位格不但是自立体，

也是关系的互通。如此的原则，也将位格思想带入更有朝气，

和比较整体性的新境界。

基于天主统一性，整个的父在子内、也在圣神内，整个

的子在父内、也在圣神内，整个的圣神在父内、也在子内。

(DS 1331) 

父是无本原的本原·…..子是有本原的本原。

(DS 1331) 

天主圣三是我们生存的最深奥迹，所以和中国信徒息息相

关。我们中国信徒可以从过去的西方信理历史学习，但不-定

要应用他们的 出发点及推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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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东西方教会圣神论的比较

一\两种出发点

东西方教会圣三论的不同，主要关键问题在于.究竟圣神

是由父独发的?或是由父及由子所共发的?事实上，这个问题

在圣多玛斯和圣文德时代，尚未定论。东方教会传统思想特别

强调，人在历史中的育语，如同人外在的言语，常常需要借着呼

吸实现。东方教会的思想家，从如此具体实例出发，去体认圣

神的根源。父是内在的根源，袖向外派遣袍的育语，就是子。

为完成袍的救赎工程，袖需要圣神的协助。在这样的思想中，

圣神很明显的是由父而发的，也是藉着降生为人的子而给予

的。所以他们不用"及由子"的说法，而用"由父藉子"的观点，

来表达对圣神根源的认识 7。

西方教会，基本上从内在的精神生活及育语出发，强调内

在的精神体，再加上当时罗马帝罔西部，还有亚略异说的存在，

于是不断地强调"及由子"的表达方式，造成了东西方教会圣三

论的主张不同。

二\"及自子气filioque)辩论的历史

(一〉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

公元 381 年，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所公布的君士

坦丁信经(DS 150) ，论到圣神时如此说·

又信圣神，她是主及赋予生命者，圣神是由父而友的，

她与父与子，同受钦崇，同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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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信经是一切基督徒信仰的表白，但是很明显的，公元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信经，并没有"及由子"的说法。

〈二〉各地区性毅会会议

在一些地区性的会议中，西方教会慢慢开始将"及由子"的

字样加入有关的信仰宣告中。

1、多雷锋第三次地区会议

说:

例如多雷锋第三次地区会议 (Toledo III , 589 年)就开始

我们确信父"是那(位)从自己的实体，产生与自己

同等同永远的"子但也自己是生子者 (genitor) ，并不是

那"受生者"(口atus)，即不是不受生的受生者 (natus in

genitus)。而是论位:父是那位生子者，子是那位受生

者;但(父与子)二位共有一个实体 子是出于父，而父自

己，不出于任何(原始)。

"子"没有时间的开始，也无所逊色，因为子与父是平

等的，同是永远的，存在于一个天主的实体。同样，我们该

相信"圣神

与子，共有一个实体;但在天主圣二中，圣神是第二位…·

她与父与子，共有一个天主的本质。因为这是圣三:一个

天主，是父及子及圣神。 (DS 470) 

2、多雷锋第十一次地区会议

多雷锋第十一次地区会议 (Toledo XI， 675 年) ，特别列出

圣神的来源说.

我们也信圣神;她是圣三中之第二位，与父及子，共是

一个，同等的天主，共有一个实体，也共有一个性休。但

袍，即不受生，也不受造，而是由二位(父与子)所共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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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与子的神。又信:这一位圣神，即不是不受生者，也

不是受生者:假设我们说，圣神是不受生者，那么，我们就

说:有两位父了 。 假设我们说，圣神是受生者，那么，我们

就说.有两位子了 。 可是，圣神，也不只是义的神，也不只

是子的神，而是父与子的神。

圣神，不是由义发出而进入子的，也不是友自子而成

了圣化受造之物，而是由父与子所共友的，因为，圣神被认

为:是(父与子)二位的爱与圣德。

为此，这位圣神，被信为·是(父与子)两位所派遣， 一

如子为父所派遣一样，但她并不小于父及子，如同子，因其

所取的肉体 (肉性) ，被视为小于父及圣神。 (DS 527) 

3、公元 796 年的一次中欧地区会议

796 年，一次中欧的地区会议，在皇帝大加禄的推动策划

下，也如此表示:

父是真天主，实际而真实地走父……她从自己，即从

她自己的实体，没有时间，没有开始地生了真实的、永远

的，与自己同等而同实体的子。

子是具天主，实际而真实地是子:中也在万世之前，没

有时间，没有开始而由父所生……而且，从来没有"元有子

的父

圣神是具天主，实际而真实地是圣神……她不受生，

也不受造，而是没有时间，无可分离地，由父与由子所共友

的 。 抱在过去、现在、将来常与父及子是同一实体的，同是

永远的、平等的 。 从来;没支有"无有圣神的父与子

;没支有"无有父与子的圣神"二。 (DS 617) 

这也许和后期的亚略也想的再度出现具有密切的关联。
教会特别强调圣神不但是由父，也是由子而发的，绝不是完全
为了反对东方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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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公元 897 年东方教会召开的地区会议

897 年，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傅两 (Photius) 召开

地区会议，宣布拉丁教会所定圣神是"什1 父及巾子"所共发的信

理为异说。

(三〉款宗本笃八世

教宗本笃八世 ( Bencdict VIII , 1012-1024 年任教宗)正式

在 1014 年 ，将"及由子"列入弥撒信经中:

……我信圣神，她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

共友。她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她曾借先知们

发言…·

(囚〉东万教会

1054 年，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弥盖·塞鲁来 (Mi

chae l Cerularius) ，决定性地拒绝"及由子"的说法，于是东西

方教会正式分裂。

三\大公会议的澄清

(一〉里昂第二届大公会议

1274 年 ，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二届大公会议，对于天主圣

三的信理，作了下列的定断 :

·圣神是由父JJZ 由子所共发的 (DS 853) 。

.圣神是永恒被"发生"的 (spiration) 。

·圣神从永世之初，借一次共发，而非两次共发，出于父与

子，父与子为同一本原而非两个本原 ( DS 850) 。

由父及由子"的意思是圣神的发生是一致的，有一个本

原，有两个发生者:父及子主动的"发生"(spirare) 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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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在唯一的"发生"圣神中只有一个 esse in" (一

个本原， 一个行动) ，但有两个"csse ad" (两个发生者) 。

(二){弗罗伦萨合一大公会议

佛罗伦萨合一大公会议，是 1439 至 1445 年，在意大利召

开。 这个合一的大公会议，说明了三位一体的信理。是随着里

昂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导。 在这里，我们只列出面对希腊人的

合一文f告号 (DS 130∞0-1302引) ，这个文告愿意把拉丁教会的"由父

J及走由子

(父与子共友圣神)所以，我们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圣三

之名，由这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核准，我们定断这个信仰的

具理，伴所有基督信徒，都该予以信仰与接受，并该这样承

认:圣神是永远地出自父与子，且同时从父与子，拥有自

己的本质 (essentia)及自立存有 (esse subsistens)。而

永远地从父与子，即从一个原始，从一个嘘气所友。

(DS 1300) 

为此我们宣布·那些圣师以及教父所说的，圣神由父

藉子所发，应女如口此领悟，即子

之自立休的"原原、因 "(aitia) ，按拉丁人子"是圣神之自立

体的"原始"(principle) ，如同父一样。再者，父因为把

一切所属于父的 除了父性以外 一一 在生子时

都给自己的独生子，所以"子"在永远生于父中，也永远由

父接受发圣神的"能力 " 0 (DS 1301) 

此外，我们还定所:为了宣布真理起见，并为当代的

需要，这"反由子 "(filioque) 字句，合情合理地，被加入信

经。 (DS 1302) 。

从以上三段大公会议的宣传中，我们清楚地体认到，希腊
语言与拉丁语育的不同。 更具体地说，希腊文比较精致地表达
圣父是无本原的本原，就是所谓的 arche ，英文就是 origin;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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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有本原的本原，就是所谓的原因 aitia ，英文就是 causc 。

:HL丁教会却把两个意思皆称为原始 pnnClplUm，英文就是 pnn

ciplc , 2:为本原、原理。

佛罗伦萨合一大公会议最大的贡献，就是了解双方教会所

使用语育的不同，进而原则上彼此撞纳。所以教会双方都承认

" 1走 向子"是合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东方教会已经将"& m

子"列入他们的信经里，事实上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维系着他

们古老的传统思想。换句话说，教会在信仰的表达方式上也许

略有不同，但并不意谓着信仰内容的不同，反而更说明了，在信

仰的表白上，存有多元化的表达方式而已。

研究反省题

1.中古时代教会思想家，运用哲学概念说明天主圣三的

奥迹，这样的作法有什么优长和缺点?

2. 中古时代教会思想家，原则上运用两个模式，那就是精

神和爱，来阐述天主圣三的奥迹，你比较倾向哪一种模

式?

3. 除了以上两种模式外，你认为还有其它的模式可以运用

在解释天主圣三的奥迹上吗?

4. 在 中古时代的大公会议当中，你认为哪一些宣告和说

明，特别对天主圣三的奥迹，具有时代性的意义，或者具

有推陈出新突破性的观念?

5. 东方教会，西方教会，为什么在圣神的问题上，争辩了那

么久?到底是人为的有限，不能清楚表达，还是天主圣

神借如此的争辩，要启示我们些什么?换句话说，是不

是争辩的本身，只有消极的一而，还是共有更积极的意

义?

6.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背景上，曾有人提出运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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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释圣神本身及作用，你认为如此的尝试，在哪一方

而合乎你的体验?又在哪一方面可能不一定能帮助你

认识和搜受圣神?

注解

1 相关资料可参阅 DS 803-808 中的相关说明。

2 拉丁文 esse 意为存有; "ad" 是一个介坷，表示相关的意思;

"ln"也是一个介坷，是指出存有内在绝对自主的一面 。

3 奥斯定 ， De Trinitαte ， 'RJ, 17 ， 26。

4 多玛斯，1. Sent. , d, 28, q. 1, a , l:III. Sen t., d, 25 , q. 1, a , 2。

5 多玛斯分两种创造的概念: (1) 主动创造 (cre a tio acti va):pro

ductio entis ex nihilo sui et subjecti 从存有物的本身及质

朴的虚无(才旨在一切存有物开始前的彻底虚无)所制造，又说:

emanatio totius entis a causa universali , quae est De us 

整个存有物由普遍的原因的流出，这原因就是天主 (S. Th. 1, q. 

45 , a. 1c) o (2) 被动创造 (creatio passiva): creatio...non 

est nisi relatio...ad creatorem ut principium sui esse 创造

不是别的，就是对创造自己存有根源的关系。

6 奥斯定 ， De Trini归化， 咽 ， 10, XI , 2。

7 Yves Congar, 1 Belieue in the Holy Spirit , Vo l. III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 1983)。本书对东西方教会有关圣

神论的历史与比较，相当具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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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丘代的天主况

近代的天主观，是产生在一个多元思想的背景里。所以本

章我们先介绍近代天主观产生的背景;之后再介绍在这背景

中，产生的错误思想和教会的溢清;最后我们要特别讨论梵蒂

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有关天主论文件中的一些概念。

第一节思想及社会背景

近代欧洲的思想，是处于一种百家齐鸣的状态，在中古末

叶兴起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俗化运动，到近代还没

有结束。他们是以人为整个人生宇宙的中心，在这样的思想氛

围中，产生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主观主义。一元论也以两种

方式在近代的思想界里呈现，这两种方式是唯心和唯物。

今口的唯心论又分二种:一种是静态的唯心论，一种是动

态的唯心论。静态的唯心论主张唯有精神是存在的，原则上这

种主张和王阳明 ( 1472-1529) 的学说相同。动态的唯心论以

黑格尔 (G. F. W. Hege l, 1770-1831) 为代表，他把万物视为

精神绝对化的过程媒介。他们认为精神在个人内，在社会、艺

术、宗教和哲学中渐渐成为自己，变化为神。唯物论和唯心论

持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物质是绝对的，视物质为神。

最后进化主义"是祟格尔的辩证法、达尔文的进化论以

及唯物论的混合。海克尔 (E. Haecke l, 1834-1919)是进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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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有一个不是来自创造的永恒物质

切生物，包括植物、动物、人的身体、灵魂，都是从这水恒物质纯

机械性地演化出来的。 在这种且想背封中，产生下而我们要介

绍的异端。

第二节异端

一、静态的泛神论

静态的泛神论，主张万物都是绝对的一体。代表人物是斯

宾谐沙 ( Baruch Spinoza , 1632- 1677 犹太人)的泛神论，影响

了莱辛 (G. E. Lessing , 1729-1781)的天主三位论:天主圣三

是人的自我意识之绝对化表达。 在莱辛的宗教相对论中，基督

只是受造物而己，并不是天主内的一位。

二\动态的泛神论(惟111\王义〉

〈一〉谢林

ì~j林 (Fr. W. Schelling , 1775- 1854)运用演绎法，来讨论

天主圣三，他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为出发点向下推论。 他认

为绝对精神本身，必定视自己为客休，使自己在宇宙中完全实

现。 所以按照谢林的看法，天主本质上，需要宇宙使袍成为三

位。

(二〉黑格尔

黑格尔主张天主是一个生活的、生生不己地自我实现的本

体。 通常有生命的本体，一定会衍生袍的生命力，中也需要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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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于是产生了有限的存有物。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存有

物，是精神本体的过程因素。在这过程中有限的自我渐渐变成

了无限。按黑格尔的看法，天主圣三是这"成为过程"里的因

素，他把天主父，比喻为绝对的精神体，子是绝对精神体在有限

的宁市内自我实现的行动，圣神则是精神体i员|满的向我意识。

三\三值一体神学上的偏差

(一〉士菜马赫

士莱马赫 (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 , 1768-1834) 

也属于浪漫主义时代 l 的人物。论及信仰真理的标准，他认为

应该以宗教经验和主观感觉为主，而不是精神体为主。这样一

来，三位一体论失落了客观真理的价值。

(二〉罗斯米尼

罗斯米尼·塞尔巴蒂 (A. Rosmini Serbati , 1797-1855) 

认为人的理智，在启示的基督上，能够真正地了解天主圣三的

奥迹。就是说天主三位，是存有的三个最高等的实现形式。这

三个最高等的实现形式是:实在性 (reality) 、理性 (ideality)

和伦理性 (morality)。这种说法可以称之为"半理性主义"

(semirationalism)。他思想的出发点是个人与社会，其目的

是意欲提高个人与社会的生活，并使其趋向圆满。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力伺伦理生活，以为伦理是基督化

生活最重要的平面，若是推动伦理及文化的进步，就等于促进

天国的到来。换句话说，他认为人，伦理文化的圆满，就是天国

的到来，宗教、哲学、神学的功能都只是为此。在这样的思想

里，他无法接受传统的圣三论，他以为基督只不过是人的历史

经验，圣神则完全是属于人的内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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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东.~至德

安东 · 农德 (A. Günthcr , 1 783 -1863) 的圣三论，是以;在

恪尔的也想为某础。他认为绝对的精神休，是在一种向我发展

过理中计先透明自 己， 然后把自己对立，最启主体和在体综合。

他运用的是黑格尔的相对辩证法，以天主父代表肯定，天主子

代表再定，天主圣神代表综合。

正(肯定(thesis- 天主父)

反(否定 (antithesis - 天主子)

合(综合 (synthesis - 天主圣神)

这种说法最后是一种三神论 ( tritheism) ，安东衰德再认了

天主三位(向外)活动的一致性。

(囚)1写穆斯

论及创造的行动，衰德和罗斯米尼都主张，只是基于天主

的良荐，使得天主自己不得不创造。在这种思想形式中，褒德

杏认天主三位向外活动的一致性。他认为创造只是第二位的

工程，圣化和归依则是第三位的职责，与其他二位毫无关系。

海穆斯 (G. Hcrmes ， 1775-183 1 ) 受到这两位学者的影响，主

张人受造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天主得到自 己的光荣，就是说人

并不是天主得到光荣的工具。对这个意见衰德也相当赞成，他

认为如果天主创造万物的最后目的，是为了袖自己的光荣，那

就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自私。

第三节教会当局的训导

教会训导当局对于上述错误的理论加以纠正，我们把有关

的地方会议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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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隆地区会议(1860 年〉

科隆( Colognc 德同)地区会议斥责泛神论，宣件天主创造

万物的自由，创造的动机和口的。

二\教宗庇护九世

甲、斥责理性主义

教宗庇护九世 (Pius IX , 1846-1878) 在《你杰 出的》简诏

中 (1857 年 6 月 15 日)斥责衰德 (A. Günther) 的理性主义及

天主圣三论(参阅 DS 2828) 。

Z 、谴责夫洛夏每的理性主义

教宗庇护九世以《在最严重错误中》公函 (1862 年 12 月 11

日)公开谴责当时慕尼黑 (Münche口)大学教授夫洛夏每 (Ja

kob Frohschammer, 1821 -1893) 的理性主义(参阅 DS

2850-2854) 。

丙、谴责泛神论

教宗庇护九世以《一切邪说谬论汇集H1864 年 12 月 8 门)

(DS 2901-2980) 斥责了当代最普边的一些错误的命题 ， 譬如

-般泛神论思想.

没有至高无上的、极明智的、极具远见的与万物不同

的神明;而"天主"就是万物的性体，所以是千变万化的，

且天主"在实际上，就在人内，就在世界内，而且，万物就

是"天主万物就有天主的性体本身;天主牙和口世界，是同一

(东西)卜一一一"物

善和恶、公义和不公义，都是同一东西。 (DS 2901) 

丁、反对二分法的宇宙观

庇护九世，也针对当时与泛神论持相反立场的异说·主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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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天主的领域，截然分成千二个部分，再认天主在人内或宁宙内

一切的行动。对此，他同样严格地加以训斥(参阅 DS 2902) 。

三\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天王观和创造论

梵蒂|对第一届大公会议 (1869- 1870 年) ，是教会历史上最

重要的几届大公会议之一。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要讨论梵蒂冈

第一届大公会议文件中的天主论和创造论:

{有一个完善的天主，与世界不同}圣而公的、由宗徒

传下的罗马教会，相信并认明:有一个具的、生活的天主，

天与地的创造者，又是天与地的主宰，是全能的、永远的、

无限的、不能予以彻悟的，在理智与意志以及在一切关善

方面，是无限的，也即是独一无二的、完全单纯的，是不能

变的神休，那就应该宣称为:论事实论本质，都与世界不

同(有区别) ，在她自己内以及由她自己，是至福的，且是无

可言喻地超越在除她以外所存在的、所能想像的万有之

上。 (DS3001)

我们根据以上大会所宣告的重要提示，特别说明以下几个

要点.

(一〉天王是不能变的精神体

所谓不能变的精神休应该分为两面来解释:一面是消极

的不变性， 一而是积极的不变性。基于多玛斯的理论，天主是

绝对不能变的精神体:天主的内在生活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

多玛斯所以这样定论，网为他把他整个的圣三论，建立在天主

的纯粹实现、绝对单纯和袍的无限完荠上。

以这种理论的形上学来看，改变是包含着潜能、组合与不

完美。所以对多玛斯来说，天主的内在生活，是绝对不能够改

变的。这只是-种消极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的主义，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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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天主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差遣。也没有把生活的天主圣三，

内由启示的行动，作为神学忠考的出发点。

至于积极的天主不变性，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天主的爱藉

{r耶稣某怦的降生、死亡与复活的奥迹，在人类历史中表达。

而川经过圣神抚触人心，天主的爱是绝对的， I员|满无缺的。但

是所谓天主三位，在受造物幅度上的变化过程，是一种类比性

的说法。因为天主三位，在受造物幅度上的变化，一方面和我

们的变化过程相似，另一方面却绝然不相似。因为天主之所以

为天主，是因为袖是一个与我们有绝对区别的另一个存有。

教会论及三位的创造，曾经这样说父、子、圣神并非创

造诸物的三个本原，而是一个本原。庇护十二世把本原更详

细地解释，他把本原解释为"主动因 "(DS 38 14)。在这里除了

"主动因"的一致性之外，天主圣三的每一位，能够按照袍的特

殊性，和受造物有实在的，而且彼此之间不同的关系。在这种

关系里，就会产生所谓的对比性的变化过程。这变化的过程，

是绝对的爱发生在受造物的幅度上的现象。

(二〉天王事实上、本质上和于自育区到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在这里所谓的区别，我们特别以下

表显示:

〔表廿七〕天主事实上、本质上和宇宙有区别

天主 宇宙

自有存有(物) 分享存有物

无限存有(物) 有限存有物

绝对存有(物) 相对在有物

必然非有(物) 可能存有物

存有与本质一致 存有与本质有形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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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区别不是忽略天地人合一的观念，而是提醒我们在合

一当中，不能再认区别的存在。

(三〉天王创造的目的

1.天主凭着自己的良霄，与伞能的力量，完全内们地，从虚无中

创造了两种受造物。 并非为增长自己的幸福，也并非为得到

自己的幸福，而是借着给予受造物的完善，来彰显袖自己的

完善 (DS 3002; 3025)。在这一份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

声明中，首先我们先要分辨清楚·

(二it二 〕一个行动的不同角度

(二动问日的(fi…ntis) >
一J作本身的日的 (finis operaationis) "'l 

t作品的日的(finis operis)(狭义 J 广义)

2，一般而言，动机是指激发行动或发生动作的原因，是推动人

行动的内在因素。 口的意味着非一切的行动志愿所指向 的

价值、理想和事物，是人行动所要达到的终向 。 譬如，一个人

很想更深认识天主(动机) ，遂努力研究神学(行动) ，以便获

得更多有关神的知识(目的)。

动机:在生活中，我们都曾经验过引起行为的动机很多，有

基于生理需求的动机，如饥饿、渴、疲倦·…"也有属于心理需
求的动机，如爱、归属、安全感、自尊……等。 然而对天主而
言，冈为中也就是绝对无限爱的奥迹，所以袍的一切计划和行
动都只源于一个"爱"的动机;天主的一切创造和救赎工程是
由于天主绝对自由的爱之决定，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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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可细分为(甲)动作者的目的:指行动主体借着动作

所要达到的价值和成就。(乙)动作本身的目的: 是行动主

体透过动作本身所产生的价值或成就。(丙)动作成果 (作

品)的目的: 就是行动者情动作所产生的客体成果，以其存

在答复行动者的指望。换言之，动作者的口的是与动作成呆

的口的相连的。例如:一位基督徒由于对天主及教会的热

忱(动作者的动机) ，愿意研究神学，以便更有效地服务教会

(动作者的目的) ;借着神学的钻研，增加了信仰的知识(动作

本身的目的) ，终于培育成一位优秀的牧灵人员，有助地方教

会的建设(动作之作品的目的)。事实上，它们只是同一整体

的几面，彼此不能分割。

目的又可分为近程目的、 中程目的和远程口的，它们构

成一个整体，在同一的过程中，逐步迈向最终的口的。

3. 综合而育，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推动救恩史的唯一动机，只是

"爱"。袍的最终目的就是新天新地的圆满到来，天地人合一

的圆融实现。然而在这近程中，天主首先展开了袍的创造

工程，从虚无中创造了万有(近程日的)。接着，天主子自己

降生成人，进入人类历史，与人同行，使人更深地认识了天主

的爱是何等广宽高深(中程目的)。天主一直参与着万有的

进化，直至末世圆满，天主成为万有中的万有，创造工程完成

(远程目的)。以上是从过程面来描写天主创造的日的。现

在我们试从内在面来看天主创造工程的日的。因为天主就

是爱，所以创造者天主创造万物的曰的是为爱的"内我给

予"\。而创造行动本身的目的就在爱的"生命通传、交流和共

日融虫"\。受造物本身的口的便是"分享天主的爱和生命

天主爱的奥迹，在白己身上彰显天主的光荣。

谁若不相信，世界与在世界的一切，以及精神与物质的

一切之物，是按照他们的整个实体由天主从无中 (ex nihilo) 
造生，或说天主以不完全自由的意志、必然地创造万物，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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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必然地爱自己，或否认世界之被造，是为天主的光荣· 则

应予绝罚。 (DS 3025) 

4. 经院神哲学将"光荣"分内在的和外在的光荣。 所谓天主内

在的光荣是来自天主自己的显砚，把原来的无限美苦分给受

造物，并在受造物身上彰显 ，这是天主内在的光荣。所谓天

主外在的光荣是来自天主之外的，是受造物对天主自我显现

的答复，这答复能来自无理性的受造物，和有理性的受造物。

来自无理性受造物的可称之为隐性的 (obj cctive)光荣，因

为它们以其存在本身及其洋溢的完善，反映创造者天主的光

荣。来向有理性受造物的是显性的 (formal)光荣，因为他们

能以理性认识天主的美善，而将光荣归于天主。 为此依雷内

(Irenacus) 曾说充满生命的人是天主的光荣"2。 他的意

思是说在生活的人身上，天主显示着自己的光荣，因为当人

以其整个存在答复天主之时，就是光荣天主。为易于了解起

见，绘图如下:

〔图廿八〕内在与外在的光荣

光荣
JK 

内在于天主的 外在于天主的 ( -1品性的(人

(天主本来的无限美苦)

天主的

彰显与自我给予

(在受造物身上的H 认识天主)

受造韧

的答复

\ -隐性的(人不

认识天主，借

着自然存在光

荣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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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天王用他的香顾，保护他所创造的一切事物

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文件中，这一句话能够这样来

解降:因为人的思考是在时间的范罔里，所以不知不觉地把天

主的创造行动，放在受造物的开始。 而开始另外)种行动就是

保存、眷顾、治理及完成的工作。 从神学的整体观而言，应注意

下面两个可能发生的不恰当的想法:

(a) 自天主圣三内的存有来说，有两个错误:

·把时间的限制归于天主存有上。

·把天主的行动过分拟人化，忽略了天主是绝对的第一因，

绝对单纯的存有。袍的行动和属性，是完全与天主的存

有一致的。

(b) 自 天主圣三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爱的行动来讲，必须注意

这说法是类比的。

·一方面肯定天主圣三，在历史过程中，实实在在地行动;

·一方面要再定，因为丰也是无限绝对爱的奥迹，所以袍的行

动(眷顾、保护……) ，和受造物不一样。

·换句话说，袖并不必如同人类原兴夜寐，惨淡经营般地行

动。进而育之，袍的一切行动，从深处观之，都是袖无限

绝对的临在，和爱的表现。我们人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概

念上，为了帮助认知，才把如此的 11伍在，分成好几个不同

的行动。

研究反省题

1.近代的人类社会，存在不少无神论现象，或是无所谓主

义，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但事实上，又有不少的信仰

团体，包括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等，都不断地肯定创造天

地万物的神绝对存在。 试问如此的肯定，会对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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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带来什么益处?另外，在某一方雨，会有损害吗?

2. 基怦徒们的天主观，和本罔民间宗教的神观，究竟有些

什么异同?

3 在东方的文化背封中，相当强调天地人合一的观念，比

较排斥分立的础;但。基督徒们依据新 |门约的启示 ，如何

去作进一步的整合，一方面强调合一，而另一方面又注

重其间的区别?

4. 我们常常以有限的思路，来探求无限天主的奥迹。因此

把许多有限的、有区别的行动，无形中也运用在天主无

限的行动上，诸如天主创造、保存、眷顾的行动等。请问

如此的运用方式，事实上涵盖些什么神学上的问题?

5. 近代的教会当局，多半面对西方思想家的意识形态进行

对话，比较少提到东方(中国、印度)或是南方(什才非t闯闯到沙讪洲，~叫H札1 ，、拉

丁美 v讪i十忡f

训导文件中的天主观?

6. 梵一大公会议的天主观，对中国文化思想及社会生活，

会带来何种程度的贡献、协助、修正及挑战?

7. 尼采宣称上帝已经死了，弗洛伊德把神当作人类下意识的

反射作用。这些立场，在哪一方面包含一些值得我们注意

的思想，而又在哪一方而是我们基督徒绝不能接受的?

注解:
1 布鲁格纳著，项退结编译， (西洋哲学辞典H 台北:华香 园，

1988 二版) ， 466-467 页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2 依雷内的话出自 Avd. H aer. IV, 20 , 7 有关光荣的说法，读者

或许认为，这不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事实上这是教会信仰 团

体，在聆听 1日约、新约作者的宗教体验之后，所运用的表达言

词。本书在第二篇 1日约启 示中的天主观中，曾详加讨论，希望

多加反复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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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 拙 .， ~ι ' 三人
月3 叼章 凭一则后的九王况

梵二大公会议 ( 1962- 1965 年)在教会的历史上，是最"开

放的

(Paul V盯1 ， 1963-1978 任教宗)所说梵二本身就走一件不

朽的事实"飞( 196臼5. 12. 15); 且其成就确实非常可观，不仅文献众

多:四部宪章、九项法令、三篇宣育;且其内容、精神，更令人兴

奋!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给教会开辟了新的里程碑，相信在

天主圣神的领导及推动下，必定会迅速地结出更丰硕、更美好

的果实。本章原则上讨论二十世纪前后的天主观，以梵二为基

准点，作梵二前、梵二后的讨论。

第一节 思想及社会背景

-\工商业发达

十九世纪由于工商业的突飞猛进，使得多数的社会群众，

越来越与教会远离。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诸如泛神、无

神论、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的影响流传，使得人们逐渐远离宗教
的熏陶。过去以为人们生活贫困，遂致对宗教漠不关心，但事

实上生活水准提高后，有些人反而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
对超越的事理更加冷淡。虽然表面看来，教会的前途暗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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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但是天主的救赎工程从不因环境的影响，退缩不前，反而更

加积极有为。

二\神学复兴

本世纪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事迹，莫过于神学的复兴。圣教

会的传统道理，自数世纪来逐渐晦暗不明，但经由神学家们的

努力，又使它重现光明。另外一方面神学家也努力答复唯物哲

学的问题，使人们了解圣教会的信仰，对人世间的困苦，绝非漠

不关心。在教会学科的各个领域内，神学研究工作者，通力合

作，使教会的信仰与现代科学，与历史批判的发明融会贯通，毫

无抵触。同时尽量运用现代知识界所易领会的话语，阐明教会

对上帝信仰不变的信条。

三\圣经学异军突起

圣经学的复兴也是特点之一，教宗庇护十二世 (Pius XII , 

1939-1958 年任教宗)在他著名的《圣神嘘气HDivino A f-
lante Spiritu , 1943 年)通谕中，邀请圣经学家利用批判学、考

古学等的进步所提供的一切新方法，以便对圣经作更精确的认

识。由于圣经学的发达，也使得基督信仰团体，重新体验深思，

IR 约圣经、新约圣经中的天主观，也就是说重新寻找启示中的

天主之原始面目。事实上， I门约和新约启示中所显示的上帝，

袍积极参与救恩计划的每一个过程，丰也是生活的天主，更是满

有大能的上帝。

囚\走向自由民王平等

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潮，推动着人类继续走向尊重人权、幸



第四章梵二前后的天王观 309 

福、均富的境界。这是一种进步，但也满布着矛盾与痛苦:这

是世界走向 H 趋团结的时代，但也是罔家主义加剧的时代;是

包容、自由、民主和摆脱殖民主义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暴力、极

权和奴役的时代。事实上，人权民主的最深基础，必定涵盖在

天主的奥迹中，在人世间时时与人同行的天主，亦是按照自己

肖像创造男女的上帝。教会信仰凶体体验到天主圣神丰富的

恩惠，信仰团体更逐渐领会到教会和耶稣基督与圣神的关系;

也就是天主圣三的面目，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本世纪的教会信

仰和灵修生活中。

第二节梵二的天主观

梵二大公会议，是二十世纪教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大事。

大公会议本身认为是应天主圣神而集会，愿、向万民宣布福音，

这福音就是天主如此爱护这个世界 :

天主竞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

凡信袍的人不至灭亡，反而获得永生。(若 3:16)

梵二既然是以圣经的启示，来觉醒和复兴她整个教会的生

活。因此她的特质，不再是纯理性方面的哲学论证，反而是福

音性的天主父、子、圣神在人类中的象征。所以梵二很少提到

天主圣三内在的生活，却不断地强调救恩、历史中的天主圣三。

-\〈教会宪章〉

梵二《教会宪章H简称教会)在绪育中，如此宣告1.

圣父委托圣子在世间应完成的工作结束之后(若 17:

4) ，五句节日圣神被遣来，永久圣化教会，使信仰的人，藉

着基督，在同一圣神内，得以走近圣父面前(弗 2: 1 8)。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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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是生命之神，奔向永生的水泉(若 4: 14 ， 7:38-39 ) ，圣

父藉着袍，使那些因罪恶而死亡的人得到生命，直到他们

有死之身在基督 内复活之日(罗 8:10- 11 ) 。 圣神住在教

会内，又住在信友的心里，好似住在圣殿 内 一样(格前 3:

16 ， 6: 1 9) ，在他们中祈祷，证实他们义子的身份(迦 4:6; 罗

8: 15- 1 6 、 26) 。 圣种把教会导向全部具理(若 16 : 1 3) ，团结

在共融和服务的精神内:用圣统阶级和各种奇能神恩，建

设并督导教会;又用自己的成果装饰教会(弗 4: 11-12; 格

前 12 : 4; 迦 5:22) 。 圣神以福音的效能使教会保持青春的

活力 。 不断地使她革新，领她去和净配(耶稣)作完全的结

合。 实际上圣神和教会都向主耶稣说请来"(默 22:

17) 

所以，普世教会就好像"一个在父及子及圣神的统一

之下，集合起来的民族 。 (教会 4 号)

在论天上教会与旅途教会共融中说.

基督徒的一部分正在现世旅途中，另 一部分已经

度过此世而在净炼中，另一部分则在光荣中，面见"三

位一体的天主具像飞教会49 号)

宪章继续指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圣神，基抨徒通过

与圣神的关系，和中也在一起，在袖内祈求天父。

二、〈权职宪章〉

梵二文献中， 第二个基本文件就是《牧职宪章H简称现

代) ，其中同样有圣经天主观的说法。 尤其是绪育的头几句话 ，

就自 然地列出圣经当中的天主而目 -

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穷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

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 愁
苦和焦虑。 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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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反映。 教会是由团结在基督内的人类所组成。 他们

在走向天父之国的旅途上，由圣神所领导，并接受向人类

宣报福音的使命。 因此，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

史，具有密切的联系 。 (现代 1 号)

《牧职宪章》特别关心某怦徒的合一，人类的统一，向然把

这"一"归纳到天主圣三 ， 一个爱的奥迹内:

以慈父的情肠关注人人的天主，立意要求所有的人组

成一个家庭，要求人们以弟兄之谊彼此看待，每人都是依

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 天主曾"由一个人造了整个人

类，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宗 17:26) ，并召叫他们趋向一

个宗旨，就是天主。

因此，爱天主爱人是第一条最大的诚命。圣经教训我

们，爱天主不可能同爱人分离其它的任何诫命，都包括

在这句话里，就是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所以，爱就是

法律的满全"(罗 13:9-10; 若- 4:20) 。 人类的互相从属

日益增加，以及世界日形统一，使证明这点的重要性。 何

况，主耶稣曾祈求圣父说好使他们合而为一……就如

我们原是一体一样"(若 17:21-22) 。 因着这些话，主耶稣

为我们开拓了一个理智无从透视的境界，在天主圣二的互

相契合与天主义子们在具理及爱德内的王相契合之间，暗

示某种类似点。

这类似点昭告我们一项事实-在这大地上，唯有人是

天主为人的本身而喜爱的受造物。 故人类唯有忠诚地舍

己为人，始能达到困满。 (现代 24 号)

在论反教会在现代1it界内的任务时，首先讨论教会和 tltw

的关系，说明教会在天主圣三内的生活·

出源于永生圣父之爱，为救主基督创建于时间内，并

在圣神内团结为一的教会，其宗旨是人类来世的得救，故

这宗旨唯有来世始能圆满达成。 (现代 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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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示宪章〉

《教会宪章》与 《牧职宪章> ，是梵二文献中的两大支柱，其

它的文献均根据《教会宪章》与《牧职宪章》延伸发挥应用。诸

如 ( J臼示宪章H简称启示)在讨论启示的本质时，自然就提到圣

经中天主圣三的本有面目:

天主因祀的慈善和智慧，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并使

人认识她旨意的奥秘(弗 1 :9)。因此人类藉成为血肉的圣

言基督，在圣神内接近父，并成为参与天主性体的人(弗 2:

18; 伯后 1: 4)。所以不可见的天主 (哥1: 1 5 ;弟前 1 : 17) 为

了她无穷的爱情，借启示与人交谈，宛如朋友(出 33: 11 ; 若

15: 14 、 1 5; 巴 3:38) ，为邀请人同她结盟，且收纳人入盟。

这启示的计划借内在彼此联系的动作和言语形成;以

至天主在救援史里所兴办的工程，彰明并坚强了用言语所

表明的道理及事物;而言语则宣讲工程，并阐明其中含有

的奥迹。关于天主以及人类得救的深奥真理，在基督内照

射出来，基督是全部启示的中介及满全。(启示 2 号)

四\〈币L仪宪章〉

《礼仪宪章H简称礼仪)在提到礼仪与教会奥迹时， 同样重

申礼仪是信友表达基督奥迹最隆重的方式:

借着礼仪，尤其在感恩庆典中屁行我们得救的工

程

教会的纯正本质，并昭示给他人。原来教会的本身就是属

人的同时也是属神的，有形兼无形的，热切于行动，又潜心

于默祷，存在于现世，却又是出世的。

不过，其属人的成分，应该导向并从属于神为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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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导向无形的，行动导向默观，现世的是为了我们所

追求的未来的城邑。所以，礼仪既能使教内的人，每日建

设成以吾主为基础的圣殿，成为在圣神内的天主的住所，

而达到基督困满年龄的程度，奇妙地鼓励他们宣扬基督;

礼仪又能把教会显示给教外的人，好像树立于各国之间的

挂旗，将散居的天主儿女，齐集庭下，直到同属一找一牧。

(礼仪 2 号)

第三节梵二后的天主观

梵二以后有关天主的神学思想，颇为丰富，我们特别选择

以下四种，作代表性的介绍:

一\教宗(果禄六世

完成梵二的工作，人人有责，使梵二推行的革新能够实际

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是大会重要的指标。教宗保禄六世最大的

责任，就是领导教会实践梵二的革新精神和具体计划。

(一)(天王子民的信经}Ü968 年 6 月 30 日)

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 , 1963 -1978 任教宗)在信德年闭

幕典礼中宣布了《天主子民的信经):

所以我们信天主在永恒生子;我们信子，天主的圣言，

在永恒受生;我们信圣神，是发自父及子的永恒之爱，而非

受造的一位。因此在彼此永恒而相同的天主三位中，充满

唯一天主的生命和真福，自有而非受过者所特有的尊敬和

光荣。为此必须"在三位中钦崇唯一的天主，在天主唯一

的性体中，钦崇天主的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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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我主耶稣基督，她是天主子。 她是永恒的圣

言，在万世之前由父所生，与父同性体，万物是藉她而造成

的……我们信圣神，她是主及赋予生命者，址和父及子，同

受钦崇，同享光荣。 她曾借先知们发言，她是由基督在复

活和升到父那里以后，派遣给我们的，她光照、圣化、保护

并管理教会，只要教会的成员不远离圣宠，她使净化他们。

她的 工作深入心灵深处，使人能适合回答基督的召唤 :

"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仲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 (玛

5 :48)2。

以上 《天主子民信经〉的表白，虽然不是定断的信理 ， 但是

教宗在革新信仰生活一年的结束，如此隆重地宣布，有他特殊

代表性的意义。换言之，他运用教会最高训 11 导权的地位，为信

仰附体作综合性的声明，以为信仰团体主要教义。 他如同耶稣

所说的，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 |门 的东西

(码 12:52) 。

(二) (在新世界申传福音)XJ]谕 (1 975 年 2 月 8 日)

教宗保禄六世论到宣讲福音的内容·

宣传福音主要是以简单及直接的方式，在圣神内向耶

稣基督所启示的天主作证，证明天主在她的圣子 内 爱世

界，她在降生的圣言内使万物生存，召叫它们进入永生。

这样可能为很多人证实了的天主是他不知其名而崇拜，及

由于感觉偶像的空虚而内心深处寻求的不知名的天主。

如果能够这样证明造物主，为人不是一种无名及渺茫的能

力，也是元分地宣传福音。 她是父亲 "……使我们得称

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们也真是如此"。 如此，我们在天主

内彼此是弟兄姊妹。 (26 号)

论到宣讲福音精神时主申:

没有圣神的行动，宣传福音是不可能的 。 天主圣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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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臣肋耶稣受洗时降在她身上，同时圣义的声音 一一 这

是我可爱之子，我所喜悦的 - 外表显示出选择耶稣及

派遣抱。"耶稣由圣神引领在地开始传道以前，在旷野

中经历决定性的战斗及极度的考验。 她"以圣神的能力"

回到加里肋亚，开始在纳臣肋讲道，将依撒意亚的一段圣

经引用在自己身上 "主的神在我身上"。

随后她又宣布说这段圣经今天实现了"。她向她

即将派遣出去的门徒们嘘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 "是

圣神的安慰使教会滋长。圣神是教会的灵魂，是她给信友

们解释耶稣的教训，及耶稣服务的深远意义。而今天也如

同教会开创时期一样，圣神在每位容许也占有及领导的宣

传福音者身上行动。圣神启示人自己不能发现的言语，同

时圣神也准备听众的心灵开放及接受天主圣言及宣布的

天国。

宣传福音的技术固然好，但是即使最进步的技术也不

能代替圣神安样的行动。宣传福音者最完备的准备如果

没有圣神也不能发生效用。没有圣神，即使最动人的辩论

术对于人心灵也是无能为力。没有袍，以社会学及心理学

为基础，最发展的计划也很快地无用武之地。

现在我们在教会内生活在一个圣神特宠的时代。不

拘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在设法更清楚地认识袍，正如圣经

中所启示的。人们感觉在她的启示之下十分幸运。他们

聚集在她的四用，需要让她领导。如果说圣神在教会全部

生活中，有特出的地位，那么也是在宣传福音的任务上最

活跃。宣传福音工作在五旬节早晨隆重地在圣神启示之

下开幕，并不是偶然的。 (75 号)

从以上的文件中，可以充分显示教宗保禄六|让继续友挥梵

二的天主观，也就是在救恩历史中的天主奥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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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毅宗若望保禄二世

教宗若望保禄千世(John Paul II , 1978- 任教宗)在他

的通i俞及许多道理中，不断地述说天主的奥迹。他继承梵二的

精神，努力推动教会的革新，他以中央牧人的身份，向今门生活

多元化的人类宣讲福音。

(一)(人类救王〉通谕(1979 年 3 月 4 日)

这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思想的基本蓝图，他在〈人类救主》

通谕的 7- 12 号中，论及救赎的奥迹，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当我们从大公会议的训导，重新反省此了不起的文件

时，我们连一刻也不忘耶稣基督，生活天主之子，成了我们

与天父的和好。是袍，也是她一人，满足了父的永恒的爱。

那父性自起初就表达在创造世界，给予人创造的一切富裕

并使人成为"稍逊于天主"、在人"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被

造之中。袍，且唯有站满足了天主的父性，和人以废除第

一次盟约，以及天主以后"多次与人订立盟约

的爱。

世界的救赎 一一 造物因而更新的这爱的惊人奥迹

走，从根本上，在一个人心 长子(基督)的心中的

正义的圆满，为使它能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公义，他们自永

恒被注定在长子内成为天主的子女，并被召获得恩宠和

爱。借着在加尔瓦略山，耶稣基督 一个人，童负玛利

亚之子，被认为是纳臣肋若瑟之子 "离开"世界的十字

架，也是天主永恒父性的清新表示，天主在基督内再与人

类，与每一个人接近，给予他至圣的"真理之神"。

这个在救赎臭边上烙上不灭印记的天父的启示和圣

神的流露，说明基督的十字架和死亡的意义。创世的天主

被启示为救赎的天主忠于自己的"天主，并且如袍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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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日所启示的，忠于爱人和爱世界的天主。

凡含有正义的事，她不会放弃对它的爱，因此"为了我

们(天主)使她(圣子)不认识罪的成了罪"。假女如口丰祀也1!!. ~.没支有罪

的却"成了罪

就走袍自己，因为"天主是爱"二。

况且，爱比罪、比弱点、比"受造的空虚"更大;它比死

亡更强;它是常准备起身而宽恕，常愿起立而迎接浪子，常

追求"天主子女的显才扬易

扬。此爱的启示也被描写成仁慈，而在人的历史，这种和

仁慈的启示取了形体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 (9 号)

教宗灵活运用圣经的话语，和历史中救恩神学补偿论的一

些概念，来表达他对天主圣三的基本认知和解说。强调耶稣基

督的爱和仁慈，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和重大转机。

(二)(论现时代的数理讲授)J!.J谕 (1979 年 10 月 16 日)

教理讲授一向是教会首要的任务之一，而在基督复活后、

升天前，耶稣给宗徒们的一项最后嘱托，就是往普天下去传播

福音。教宗强调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师傅:

世界主教会议第四届大会多次强调，所有真正的教理

讲授应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在此不妨陈述"以基督为中

心"的两个意义，这两个意义彼此不冲突，也不排除，而是

彼此王补的。

我们首先要说，在教理讲授中心，我们才找戈到一个位格，

即纳臣肋耶稣的位格，她是天父的o唯往一子，充 i满药圣宠矛和口具

理

理及生命

教理讲才投圭的首要目标，正女如口圣保禄及现代神学所惯用

的词汇，乃是"基督的臭秘"飞。讲投教理，乃走引领人在各

个幅度追究这臭私秘、使他们明白......夭主内在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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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能同众圣徒领略基督的爱是多么宽、广 、高 、深，

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过人所能知道的·…..并充满天上

的一切富裕"。 这也是在基督的位格中，揭露天主在地内

所完成的一切永久计划。 也是设法了解基督的行动及语

言的意义，及她所行的奇事，因为它们一方面隐蔽， 一方面

揭示她的奥秘。在这种意义之下，教理讲授的决定性 目

标，乃是不只使人与耶稣基督接触，而且也与她相通和亲

密交往，只有她能引导人在圣神内爱圣父，并使我们分享

圣二生活。 (5 号)

(三)(富于仁慈的天王〉通谕(1980 年 11 月 30 日)

教宗在描写他的思想基本蓝图之后，继续发挥天主仁慈的

面曰:

虽然"天主住在不可接近的光明中

对人说话自从天主创世以来，袍那看不见的美善，即袖

y永;j( i远4的大能和 4她也为神的本性，都可凭她所造的万物，被辨

认审察出来"。 这种用人的理智，借着有形世界里的生物

作媒介，所得到有关天主间接而不完整的知识，远非以"面

见天主"圆满的境界可比。

圣若望写逗‘"勺‘;没支有人见过天主

那在父怀里的 z拉虫生子，才把父启示给我仇们.丁。这种"启 示"

乃是有关天主性体的最深奥秘的启示 一一 一体而又三

位，被"不可接近的光"所围绕着。

可是，由于基督的启示，我们特别在天主对人的爱中

认识她:即在袍的广爱世人中认识拙。也就是在这里，她

的无形的性休，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变成可见的了 ，其可

见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了借着其它一切受造物所显示出来

的天主性体:天主性体是在基督身上， 藉着基督，藉着基

督的行动和言语，最后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亡及复活，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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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的了。 (2 号第一段)

〈囚)(人的工作〉通谕(1981 年 9 月 14 R) 

在以上的通谕背封中，本通 i俞专门讨论人的工作，教宗为

纪念"新事"九十周年(1891-1981) ，特别说明在历史的现阶段

中劳资之间的冲突、工人的仅利和工人灵修的因素·

人因工作而参与造物主天主自己的行动的具理，耳耶F稣

基督特别予以宣才扬易 一 在纳匣肋，许多最初的听众对耶

稣"惊讶地说:丰她也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所赐给丰她也的是

什兰么认样的智慧?….…..….川.她不是那个木匠吗?

但宣讲而且用行动表达丰她也的‘福音

慧的t舌。

因此，那也是"工作的福音

自己，一个工人，一个像纳臣肋若瑟一样的木匠。假如我

们在祀的言语中找不到工作的特别命令一一 反而是在有

一次她禁止别λL太忧虑工作和生活 一-可是基督自己的

生活就是最好的宣讲:她属于"工人界她尊敬人的工

作。

可以说她以爱来看人的工作和各种不同的工作，在每

一种形态的工作上，也看到人相似造物主，及义的天主的

特殊面目。不是她说我父是因丁"吗?不是她多次在

祀的训导中，提到在旧约《创世纪》里己说过的有关工作的

基本真理吗? (26 号)

(五)(家庭团体>j:)J谕(1981 年 11 月 22 日)

1980 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是教会深切关心家庭的标记。

而《家庭|封体》劝谕，是该次会议的资料及整理。首先论到今日家

庭的光明面和阴影面，第二部分指出天主对婚姻及家庭的计划:

天主依照她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借着爱"而使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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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为了爱"而召叫人。

天主是爱，而在她内过着一种位际相爱共融的奥迹。

依她自己的肖像造了人类，并继续使之生存时，天主在男

人和女人的人性里铭刻了爱和共融的圣召，也赋予他们能

力和责任。 因此，爱是每一个人基本的和天赋的圣召 。

(11 号)

〈六)(王及赋予生命者一圣神〉通谕(1986 年 5 月 18 日)

《人类救主》是以基督为中心， {富于仁慈》是以天父为中

心，本通谕则是以圣神为中心，发挥他的天主观:

事实确是如此，我先前发表的 《人类救主》及《富于仁

慈的天主》两个通谕，其动机与灵感来自这段劝告"我们

的得救大事因子而完成，而父派遣子来世上，为的走世界

藉着丰她也而获救

荣天主大父"\。 从这劝告而来，现在再论及圣神的通谕。

圣神友自父及子，与父及子同受钦崇和赞美:她是天主第

三住，走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是教会革新的泉源及动力。

这通谕是拟自大公会议成果的核心，因为借着大公会议，

由于讨论教会本身，及教会在世界的训导文献，推动我们

借着福音、教义们及礼仪，更深入领悟天主圣三奥秘，经由

基督在圣神内，归向圣父。 (2 号第二段)

Ct){论救王之母〉通谕(1987 年 3 月 25 口)

救主之母在救恩计划中有其确切的地位，教宗也基于此一

体认，反省圣母在基督奥迹中的角色: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也在天上，

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弗 1:3)0 {厄

弗所书 》中的这几句话，启示天主父的永恒计划，她在基督

内救赎人的计划。这是普世的计划，有关所有依天主的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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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和模样造成的男人和女人(创 1:26) 。

有如大家都包括在天主"于起初"的创造工程中，大家

也自永恒就包括在天主的救恩计划中。此救恩在"时期一

满

是"我主耳耶F 稣基督之父

"在创世之前，在基督内已才拣东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她

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的。他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

定，预定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份而归于袍，

为颂扬她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她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

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她爱子内，藉她爱

子的血，获得了救赎和罪过的赦免。"(弗 1:4-7)

(7 号第一段)

(j \)(论社会事务关杯〉通谕(1987 年 12 月 30 日)

本通谕虽并不特别阐释天主观的因素，但事实上却处处存

有教宗所论释的天主观。他在通谕结论的祝福词中说:

在至圣天主圣三的面前，我将本篇通谕，托付给圣母

玛利亚，我愿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动关怀投入促进真

正民族发展的伟大事业中。 (49 号第四段)

三、新的面目

基督宗教的神学，在教会的历史中，是从欧洲开始发展。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充满活力与热忱的传教运动，使得基督宗

教在世界各地广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方教会依次成

长。他们逐渐体认到神学本地化的重要，重新运用自己本地的

神观，和启示中上帝的面目比较对照。本书中曾不断提供中国

教会有关天主圣三的体认与反省，故在此不另专论。只是介绍

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有关天主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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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

综合非洲不同种类的神现:上帝是唯一的、最高伞能的、

起初就有的、水存不亡的、不可测量的;中也是伟大的至一、何大

的精神、充满生命者、存有的来 j原;地是创造者、管理生命者、决

定万物的力量;丰也是我们的主、祖先的祖先、非洲的天主. . .

大抵而言，天主完全 1 1伍在生命奥迹中，是人类尘活同体中

最高慈爱的力量和精神。在今日非洲不同种族的地方教会中 ，

部分学者正运用如此的神观翻译圣经 4。

〈二〉黑人

黑人的天主观，有其痛背的内涵，满布被奴役压迫的惨痛

体验。 他们心目中的上帝 ， 是属于社会边缘人的天主，更是支

持社会边缘人的上帝!袖参与了黑人们每一阶段的痛苦历程 ，

也渴望他们早日脱离苦海，为平等美好的明日继续奋斗!肯定

黑色是美好的，是天主所创造的，袖是一切黑人最大的后盾 5 , 

(三〉扭丁美月11 1 1

从拉丁美洲数百年来的版史发展而育，原始民族、列强殖

民地、独立自主建国各个阶段，基督宗教一直在宗教文化上享

有特殊地位。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是一个深受基

督宗教信仰影响的大社会。然而事实上，在拉丁美洲的社会

中，一般而言，贫富之间的悬殊，社会的不公不义，却是特别的

显著。

因此在这样的背封上，打丁美洲对天主而口的体认，是从

事实旧友，他们认为:天主是站在贫穷人身边的天主，是以穷

人为优先的天主，是解除罪恶、解除种种窒息人性障碍的天主。

拉丁美洲的神学，直称耶稣基督为解放者，是充满希望的天主，

更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天主。因为唯有藉着袖的死亡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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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然后人类才可以从罪此罪的后果中，完全获得拯救。所以

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才能使人从死亡中得到生命，将不义化为

lE义，从非人成为真正的人。耶稣主在怦藉着圣神，将我们带到

天父和世人商前，使我们与天父和好，也与耐人相交往来 6。

〈囚〉亚洲|

亚洲地区对天地万物主宰的体认，丰富多元而又悠久。限

于篇幅，我们仅就印度，作一概略性的说明:

印度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据考古学家

的考证，己有五千年以上。印度的地理环境，似乎是宗教信仰

易于产生和普遍流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世界历史中，我们还

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像印度一样，如此长期孕育在宗教影响力

量之下。当然现代的印度，如同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也在改

变中，但是早期吠陀的宗教，他们相信在多神中，有一位最高的

真福。由于他们崇拜自然，又称为自然神。趋向一神教，甚至

是一元论者，也含有宇宙一体的观念。虽然神的名字很多，但

神却是唯一的。

到了印度教时期，他们进而归纳宇宙的力量为:创造

(sat)生命、参与 (cat)生命和保护 (ananda)生命三类，各有一

神掌管主宰。要以神为人格神，为活生生的救世主，要相信袍

的恩怨。……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印度宗教主要的特

色:一方面是绝对超越的;但另一方而，神也是助人解脱远离

幻象世界的。大抵而言，印度的神观，与耶稣基督降生为人的

神观，在某些层面是不易配合的 7。事实上，近代的印度人，一

般而言，对耶稣的生平育行，颇有好感，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先

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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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女

世界各地童男轻女的观念，如同人类的例史一般古老。譬

如印度早期吠陀神学的性质，完全偏重阳性，而阴性的神却属

于附属地位。中国、以色列亦不例外。旧约中的十诫，将妻子

当作男人的产业，与房产、 田地、仆人、姆女、牛驴同列。虽然在

以色列的文学中，有德波辣、雅厄耳、阿塔里雅、胡耳达、友弟德

及艾斯德耳等杰出 的妇女领袖，甚至在"箴育"八章 22-31 节

中认为:女人是天主智慧的肖像，但仍掩不住重男轻女的思想

观念。

新约时代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女性的地位有了基本

上的转变。在福音记载中，充分显示耶稣对妇女的重视，妇女

们首先报告了耶稣复活的喜讯，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历史的

演变，教会也如同人类的大社会，以男性为主。虽然在教父、 中

古时代也曾有以母性、妇女的角度来探讨天主奥迹的，但是一

般教会的主流思想，至今仍未完全接受来自妇女角度的思想。

随着时代的进步，妇女求知的欲望日益提高，在研究圣经、

神学、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界，杰出的妇女比比皆

是。因此在今日教会的大团体中，妇女的发育愈来愈强，也愈

来愈有影响力。她们在研究圣经时，必然注意到有关妇女的记

载，而且从妇女的角度，再次研究圣经中的中心主题，她们自然

强调妇女在释经方面的贡献和调整。

因着她们的努力研究，使我们更容易觉察到，过去教会团

体重男轻女的思想应用。强调天主是父，耶稣是男人，导致整

小天主观是阳性的。 结果以父、子为主要的思想范畴。如今借

着妇女神学家的努力，也有男性神学家(譬如:鲍夫 )8，将天主

的面目，扩大范畴使其多元化、多样化·有父、子、圣神传统的

范畴，也有母、女、圣神的新体认……也有互相通流的天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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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神学的尝试，我们将在第五篇中做一比较开放的阐释。

研究反省题

1. 二十世纪圣经学复兴，学者利用批判学、考古进步的新

方法，对圣经中的天主观作了更贴切的体认和阐叨。

试问，这对梵一天主观，提出何种挑战和反省的余地?

2. 二十世纪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伏尸千万。

在如此惨烈的经验中，不少的人丧失了对天主的信心，

认为如果有天主存在，绝不可能让如此惨绝人寰的事实

发生;但是也有另一些人，却更肯定自己对天主的信仰。

试问我们该用何种天主观，来整合这两种对立的反应?

3. 一个信仰团体具有什么教会观，往往多少也会影响到人

的天主观，譬如教会是金字塔模式，那天主自然就高高

在上。梵二采取了一个崭新的抉择，愿意教会如同耶稣

所说:要做世界的盐和光，和社会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试问，这样的抉择如何影响了教会的天主观?

4. 梵二的文献:四部宪章、九项法令、三篇宣言，给人的印

象是开放、进步、民主。请问，在这里涵盖什么样的天主

观?

5. 回顾历史，教会的天主观确实深受犹太人和西方人的影

响。在今日的世界，许多地方教会开始起步，以他们的

文化思想体验来反省上帝的奥迹。如果在两种背景中

的天主观有所冲突，那该如何整合?

6. 基督宗教的思想家，常常是男性的，所以天主观也比较

倾向阳性的、刚性的神学思维。如果今后女性神学家积

极、大量参与神学研究的行列，你想基督信仰中的天主

观、上帝的面目，会成为什么样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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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l 中国台湾主教团秘书处编译，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手土， 200 1) ， 2-3 页 。 本书所用梵二文献

译文均采自该书，请自行查阅对照。

2 参阅 ，中国台湾主教团教义委员会， {天主教的信仰H 台北:上

智， 1982) ， 253 -262 页 。

3 <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台南:闻道)。下面所提到的文件如

〈人类救主》、 《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 〈富于仁慈的天主〉、 《人

的工作〉、 《家庭团体〉、 〈主及赋予生命者一一圣神〉、〈论救主

之母》等，均为中国台湾主教团秘书处出版。

4 参阅 Karl Müller , Theo Sundermeier (Eds.) , Lexikon 

Missionstheologischer Begriffe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 1987), pp. 7-16。

5 同上， 437-443 页 。 本处所指黑人是以肤色为主，包含世界各

地黑人。

6 同上， 247-260 页 。

7 同上， 152-164 页。

8 参阅 Leonardo Boff, The MαternαlFαce of Go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 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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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圣三的奥迹，在有些人的体验中，是相当鲜活具体的，

袖似乎充满了一切。但不可讳芹的，在某些人的感受上，天主

圣三的奥迹却是抽象的、深奥的和不可言喻的，正如老子所云: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事实上，天主圣三的奥迹是基怦宗教

信仰的中心，是救恩的 jjUJJ虫，是水生的圆满!所以我们镇而不

舍地从旧约、新约和教会信理历史中的天主观，去寻求了解，深

入探索。目的就是帮助读者，对天主圣三信仰的内涵，作进一

步的理解，并且能引起信仰生活深一层的共鸣和体现。

本篇是作者意图对教会己定断之圣三奥迹信理，作一系统

的解释。故我们必首先假定某些条件:

迹:

·我们假定"从人到天"的思想途径(人地天合一) ，因为人是

天主的肖像，而大自然是天主创造的痕迹，因此我们先从

人的体验方面来探讨，然后再由大自然方面加以补充说

明。《神学中的人学》一书可帮助读者了解"从人到天"的

思想途径。

·我们从救恩的天主圣三，诸如天主创造天地、亚巴郎蒙召、

梅瑟出谷、达味建国…...耶稣诞生……复活升天、五旬节

圣神降临的历史事实中，循序渐进地走向天主(内在)奥迹

的真相。

·我们应该注意:无论用何种理论，最重要的是而对今日人

生及信仰生活的实况，去体验天主圣三的奥迹。换句话

说，人会在自我的生活中，体验天主圣三的奥迹。综合而

言，我们的今日人生及信仰生活，就是神学反省的主要氛

围，我们希望在系统说明中的上帝，也能面对、答复现代许

多人无神论的困惑和疑难 1 。

·本书一如《神学中的人学》书中，针对人的主题所提出三个

问题:人，你从何处来?人，你是谁?人，你是什么?

现在我们亦复如此，也以三个问题来描述天主圣三的奥



天主，称如何行动?

天主，称是谁?

天主，称是什么?

注解

第五篇系统说明 329 

1 参阅 Walter Kasper , The God of Jesus Christ (New 

York: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 1984) ，特别注意

315-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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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主，称如何行动?

天主做了些什么?传统性的答复是天主先创造，然后才有

救恩史的工程。如同先有舞台的建立，然后戏剧随之演出 。 这

就是一般所称的第一种观念，创造是肯要的行动。 但向从十九

世纪以来，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救恩历史的概念，把创造行动视

为次要的，附属的记载。主要的记载是从亚巴郎的蒙有和由于宇

开始，这就是与前者不同的第二种概念，解救以色列才是主要

的行动 l。直到最近，不少学者对第一和第二种观念，认为有补

充的余地，主张要用整体性的观念，来看天主的创造和救恩的

行动 2。我们在以下的论释过程中，将以三个步骤来叙述，天主

做了什么?

第一节 天主圣三行动的意向 (意图)程序

天主圣三完全是与众不同的，袖是绝对的真善美，丰也是永

远生活的。 由 于圣三外在行动的样式，和内在生活是一致的。

如此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天主的行动，按照人时空的限制，设定

先后程序。 但是我们在此特别强调意向程序

的奥迹为出发点，以人的有限信仰思考，采用类比的说法，来设

想袍做了什么?严格而论，本章所论及的意向程序、实现程序、

三个行动幅度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为了说明清楚，所以先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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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程序 Corder of intention) 。 天主圣三行动的意向程序，具

有下列五个因素:

一\天王圣三绝对自由爱的计划

在基督宗教信仰中，最基本的、不可测量的、不可理解的，

我们只能怀着朝拜的、感恩的心情去接受的，就是上帝的爱。

由天父藉着圣子(圣育)在圣神内，完全自由的决定向外"给

予，让普世人类参与袖爱的合一计划。正如《若望一书}4:8 所

育天主(父)是爱"。 这启示在圣神的光照下，正是教会信友

生活、灵修最大的泉源和动力，也是世人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

最佳媒介。

二\以耶稣基督为申lω

天主圣三爱的计划，是以降生为人的圣育，耶稣基督为中

心。天父要向受造物向我给予，就派遣了袍的独生子进入其

中。 只有耶稣基督，是这爱的给予的媒介与表达者，耶稣基督

才是万物的模范因 Cexcmplary cause) 0 <哥罗森书}1:15-20

节写得最为传神，基督就是万有的根源与终向.

丰也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因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

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她内受

造的 一切都是藉着袍，并且是为了她而受造的。

抱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是赖她而存在，她又是身

体 教会的头:她是元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为使她

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 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居在

她内，并藉着她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

己重归于好，因着她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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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圣神为天王圣三爱的计划的动力

起初天主造了天地，大地还是混沌空虚，天主的衬I{E水而

上运行。 天主的神 天主圣神 是创造行动的氛|啊，弥

漫大地的浩然正气;更好说是人内在的爱、温暖、力量、关怀、合

一;……而且是宇宙中活生生的力量，是人与人共融合一的集

中力。圣神更是教会有力的完成者，教会由于圣神的临在和活

动，充满了活力和天主的德能。圣神创造、赋予生气、领导并完

成教会，教会由袖得到起源、存在和支持，综合而言，天主圣神

是天主圣三爱的计划的动力和氛围。

四\天王圣三爱的计划申的程序

父的本性是爱，最高度"存有"的本身，就是爱，在爱的计划

中，内涵丰盈而博大。 我们采用拟人的说法，描绘其中因素之

间的程序。具体而言，天主愿借着爱，使天下万物在基督内合

而为一" 这是第一程序。此处所谓的"第一不是强调时间上

的肯位， 而是生命上的意义，为了达到合一之爱。紧撞着，有了

人的到来，我们称之为第二程序。基于人类的诞生，因此也相

继有其它受造物的存在 · …. .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受造物，按如

此的程序，继往开来，循序渐进。

五\末世圆满

从天主来看，创造者的口的，就是绝对爱的给予的圆满实

现;从受造物来看，受造物的目的便是分享这绝对爱的圆满实

现。 创造行动本身的近程目标，是使受造物存在;中程曰标便

是保存受造物，及人类历史的过程;至于远程目标，就是新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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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这新天新地，虽然在行动程序上，放在最后，但是在意向程

序来看，却是放在一切其它的前雨。换句话说，就是肯耍的因

素。 新天新地来 1 1伍的时刻，那就是末附圆满最高境界的实现。

这是我们共同努力、期盼的一天，上帝既然许诺，中也必实现许

诺。

第二节 天主圣三行动的实现程序

在说明意向程序之后，接下来描绘天主如何实现袍的爱的

计划，这就是所谓的行动实现程序 (order of realization)。天

主在时空中行动，袖参与受造物在各个幅度上的历史过程，而

且有袍的目标，我们以四点作较为详细的说叨:

一\时空框架

时间在不同存有物演变的过程中，均有它独有的特质，愈

靠近生命精神，尤其是爱，愈是集合的、凝聚的。换句话说，时

问愈在物质平面，愈是缺少中心主力;愈到精神层雨，愈有整体

崭新的而貌呈现。也唯有在爱的行动中，存有物方能真正叨显

地超越时空的先后大小领域，走进绝对永恒的现在。空间与时

间有不可分的关联。 从时问而言，天主圣三的行动起自天地万

物的创造，经天人交往的!对史，终于天国圆满的实现;从空问来

说，神的↑甘:界在穹苍之上，天人交往的特定领域，新天新地的境

坪。 在在说明时空的主要。 天主爱的行动，虽然超越时空，但

地却在时空中与天地万物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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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参与

宁市渐渐地形成，是冈为天主圣三的主动参与，中也是"绝对

第一因"。参与的 1主义是无限绝对的上帝，运用各种不同的深

度， 11而在天下万物的每一个进化过程。袖在虚无中创造一个原

始的潜能。丰也以普通的参与，支持着整个救恩计划的进行。袖

以进化的参与，来设置植物、动物的到来。丰也以特殊的参与，建

立一个位际关系，就是人类的诞生。袖以救恩的参与，运用多

种不同的方式推动人类救恩的历史。最后全能的真神，利用末

世的参与，圆满地显现，为世界人类带来新天新地。

三\关系平衡

在关系界中，有物质幅度关系、生物幅度关系、精神幅度关

系、大我幅度关系、超越幅度关系等等。人是由这先存的幅度

关系的某一部分凝聚而成。藉着三位二体的上帝所建立的爱

的关系的 1 1伍在，使这自始至终，彼此互属的幅度关系，从内在的

根源中渐次展现。事实上，最深的内在根源关系，就是超越幅

度，也就是三一真神，父、子、圣神，以无限的爱与人所建立的密

切关系。这五种幅度彼此互相沟通、影 H向、交融、同化。每一个

幅度，必有参与其它幅度的行动，每一个幅度都有把自己所含

的意义，表达在另一个幅度上的需要。它们完全是整体的、不

可分的，更是五者相互平衡的。

四\全福贵界

人与其行动之对象的关系越强，则其自身的存在感也就越

强;真正的全福能使人生的意义，得以圆满的实现。唯有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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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关系得以圆满的境界，才能是人的全福。真正的全福不一

定要求客观世界，或神本身的改变。只要人改变，也许已是改

变了人与大自然宇宙、人与人，甚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了 3。这

是三一真神，在人类历史中最后的口标，虽然在意向程序是第

一优先。正如《格林多前书} 15:28 所言

万物都屈伏她以后，子自己也要屈伏于那使万物屈服

于自己的父，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

《默示录}2 1: 1-7 更具体地描绘全福境界的完美:

随后，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

地已不见了，海也没有了。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域，从

天上喝天主那里降下，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

娘。我听见由宝座那里有一巨大声音说这就是天主与

人同在的帐幕，她要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要作弛的人民，

他亲自要‘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天主;也要拭去他们眼

上的一切泪痕，以后再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

号、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

那位坐在宝座土的说看，我己更新了一切。"又

说:叫小写下来!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她又

给我说已经完成了!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元始和终

末，我要把生命的水白白地赐给口渴的人喝。胜利者必要

承受这些福份:我要作他的天主，他要作我的儿子。"

此外，{默示录}22:1-5 也有类似永远福乐的记载。

第三节 天主圣三行动的三个幅度

在说明天主圣三行动的意向程序、行动程序之后，我们发

现在天主圣三爱的行动中，亦有三个不同的幅度存在。换句话

说，我们绝对不可以，也不能够将时空中的天主圣三奥迹，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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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混合而谈，一概而论。我们以三个思想来说明这三个不同

的幅度:

一\不可分的三个幅度

依据圣经与教会的训导，天主圣三在向外行动时，是以一

体行动的。简言之，就是一个爱的行动!整体性的、彼此不分

离的，但却各按其位格的特色来行动，所以万物皆罔有圣三的

痕迹。在神学历史中，曾经对此问题有过不少的解释方法，我

们只能运用有限类比的说法，来说明此绝对的爱的奥迹。基于

此一需要，我们划分三个幅度，以便比较详细地解释天主行动

的真相。

二\有区剔的三个幅度

(一〉在上帝奥迹中的两个"生发"

第一个生发的是: 父生子

第二个生发就是: 父藉子发圣神

这两个生发就是所谓的内在的天主圣三(immanent Trin

ity) ，也是以下要描写的两个差遣，以及天主在宇市行动中的核

心奥迹。

(二〉在自由爱之决定申的两个差遣

我们怀着朝拜的心情，从天主的救恩史中的两个差遣为出

发点，来认识天主的生活行动。借着两个差遣，天主绝对的爱

的奥迹出现在受造物中。换句话说，永恒今在的天主圣三，因

着这爱的决定，让受造物分享、参与袖最深、内在、神圣爱的生

命。从受造物而言，我们称之为两个差遣，亦即天主圣育第二

位来到人间，降生为人，圣神随之降 11伍。综合而霄，两个"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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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主圣三爱的奥迹本身，两个"差遣"本质上与"生发"为同

个奥迹，但应加上天主圣三有关救恩计划之自由爱的决定。此

向付1 爱的决定是我们朝拜、赞颂、感谢、永远惊讶不元的对象。

〈三〉在时空中的行动

如呆要解释救恩历史，必然要牵涉到时空的概念和内涵，

事实上，圣神具体地在人的每个生活时空中行动。是袍，在人

类的历史中 ，展现出不断的光照、感动、劝勉、启发的幅度;也是

纳臣!的人耶稣，展现出除了罪以外，和我们一样生活作息的幅

度;更是父、子、圣神在具体信仰团体中 ， 展现出不断临在的幅

度。总而育之，虽然是三个有区别的幅度，但绝非分裂的、孤立

的。基于以上的解说，我们接着要探讨天主是再会变的问题。

三\天王是否会变

(一〉类比的重要性

天主圣三的奥迹，深奥而不可育喻 ， n唯在有应用"类比法

是比较↑恰合当的方法。我们已在第一篇绪论中，详加说明，请读

者前后参照。

(二〉天王绝不会变

变化是人以及其它一切事物的基本特性，因此它一直是学

者努力了解的主题，变化和存有之间的关系便成了主要的论

点。变化是由已经成功的"实现

的。变化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当然也有变化的日的存

在，还有不同的变化形成。如呆深入研讨，世界上必须有一个

绝对不变、超越一切变化的最后基础。亚里斯多德称它为"不

动的主动者"( unmoved movcr)。多玛斯更进一步找到独立

自存的存有(上帝)的概念，它即是变化的最初起点，又是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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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目的 4。从以上的基础中，我们认为:

1.天主绝不可能时有时无，袍背在今在永在，绝不如受造物

是从虚无中创造的 。

2. 上帝的本体至高无上，绝不会改变，正如雅各们所说:

一切美好的赠与，一切完全的恩赐，都是从上，从光明

之父降下来的，在她内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 (雅1: 1口7)

3. 天主是最单纯的，所谓"单纯

同以上所言，任何变化，都有预先意含着变化的潜能。天

主是纯实现的，没有任何潜能，所以袖是永不变的。丰也绝

不像受造物，是从某一种的潜能，慢慢实现自己的存有，也

就是一般所称的进化变。

4. 天主是万有的，袍是一切万物之源，一切都是从袖而来的。

所以袍绝不像受造物，因为缺乏某些而有了变化，亦即俗

称的附体变。

〈三〉天王也会变

1.天主在袍绝对自由的救恩计划中，因为丰也是心甘情愿

的，完全自由的，所以我们说天主也会变。诸如耶稣降

生为人，圣神降临就是最好的例证。

2. 在第三个时空幅度中，才有所谓丰富的行动，我们应该

特别留意。绝不可将上帝，放置在受造物有限的时空眶

架内，天主仿佛也受到时空的限制，那就差之毫厘，失之

千里了。换句话说，在描写宇宙行动的变化中，不仅要

注意时空的意义与内涵，也要兼顾第一和第二个幅度。

唯有如此方能兼顾周全，准确地表达天主的真相 5。

研究反省题

1.人在行动之前，按正常情况，往往先定好日标，然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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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计划，付诸行动。我们如何按人的行动模式，应用

在天主行动的幅度上?

2. 人在计划中，往往将最后的目标，放在第一优先，那么在

天主爱的计划里，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3. 为什么行动的程序和意向的程序，好像是顺序倒置的，

是存在我们人生具体的生活中，也是如此?

4. 我们如何应用参与的概念，来说明天主救恩过程中的行

动内涵?

5. 有人主张天主内在的三位是"救恩历史中的三位，如

果太强调"是"关系，那意谓着上帝必然来到历史中。另

一方面，若根本不强调"是"关系，那就将天主内在奥迹

和救恩历史中的天主，划分成毫无关系的两面。我们如

何应用神学上的解说，去阐明"是"的真谛?

6. 绝对的天主，如何实实在在参与受造物的变化过程，天

主本身是再也跟着改变?

注解

1 譬如 Gerhard von Rad, Old Testαment Theology , 1-11 

(London: SCM Press , 1977)。

2 譬如 Claus Westermann, Crea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 1974)。

3 温保禄讲述，李秀华笔录， (救恩论入门 )(台北·光启， 1985) , 

41-71 页。

4 参阅:布鲁格编著，项返结编译， (西洋哲学辞典H 台北:华香

园， 1988 二版)， 78-79 页 "Becoming 变化、变动"。

5 参阅:谷寒松， (神学中的人学H 台北:光启， 1990 再版) ，第二

篇第二章之综合图， 139 页。

回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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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主，称是谁?

在人类的历史中，天主愿意向人揭示袍自己是谁，在这漫

长的启示过程中，天主永远走在人前，引导人进入袖无限奥迹

的堂奥中，慢慢地揭开自己神秘的面纱，展露袍的面容。首先

天主向亚巴郎启示自己是唯一无二的神，与人往来宛如朋友，

建立你 我之间爱的关系。时期一满，袍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

到世界上来，天主子耶稣基督以其整个生活给人显示出天主是

父、是爱。门徒们在对耶稣逾越奥迹和圣神降临的体验交织

中，恍然顿悟我们所信仰的唯一天主，是一个爱的奥迹，在同一

奥迹内，父、子、圣神三位是一体;也就是说，绝对无限爱的奥

迹，是"一"而又"三"的天主。我们得承认有限的人无法完全洞

悉圣三内在的奥迹，但正因着这奥秘是如此美善醉人，深深地

吸引着我们不得不往深处继续追寻。

在本章里，我们尝试以中国"阴、阳、合"的范畴图像，类比

地描写天主圣三内在的奥迹。这是儒道佛三家所提供丰富宗

教哲学传统中可以发挥许多不同解释中的一个。本章也阐述

三和一的奥义，最后讨论圣三的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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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阳一阴一合(父一子一圣神)

〔图廿九〕太极图

在中国的文化思想里，有一个极为生动传神的图像

阴阳太极图 1。整个太极以圆形表示，是一个整体，圆常表示无

始无终，周行不息。圆中又分黑、白两部分，白色代表阳，黑色

代表阴，但非绝对的，因自中带有黑点，黑中也含白点，表示阳

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两半是以一起伏的 rllì 线结合在一起，

阴阳相交极富动感和交流感。

我们所信仰的绝对无限爱的奥迹 "一"而"三"的天主，

在这无限的奥秘内，有着对立的张力与合一的和谐 2 ， DP 父 一一

爱的给予者，是无根源的根源，父生子，父把一切(除了父性外)

全部都给予子 3。 子 一← 爱的接受者，是有根源的根源，子由

父而来，也要回到父那里去。 在父子互爱的交流激荡中，在给

予和接受的关系中，蕴含着合一的动力，趋于完全的共融

- 圣神。 圣神是合一的生命力，使相爱的双方结合成为"我

们"的一体，但又各能保持独特的自我，彼此渗透交融，又不消

失自我。在人类生活中的爱之奥秘就在此:超越自我，成全对

方，共同创造新的生命。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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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类比地说:太极的整体就是无始

无终、永远现在的唯一天主。 阳象征父 ， an爱的给予者，代表

阳刚之爱，但在阳刚中也包含阴柔，即在爱的给予中也有接受

的一雨。 "阴"象征子，即爱的战受者，代表阴柔之爱，然在阴柔

中也介阳刚，即在爱的接受中有给予。 因为爱与被爱、给予与

撞受原是一个奥秘的两而，是一个互动的生命，没有阳也就没

有阴，没有阴也就没有阳。阴阳是相生相成的，父子的关系也

是相生的。"合"象征圣神，即阴阳相交合一的动力，是爱的奥

迹合一的面目。在阴阳互动的过程中，万物化生万物负阴而

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42 章) ，表示阴阳为一切生生的本

源，是万有生命的两个原理。为此，我们可以说，在万物内都存

向着天主圣三的痕迹，天主寓居在整个的宇宙中。

我们把如此富于生命力的太极图，应用在天主圣三奥秘的

解释上，一方面确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领悟圣三的堂奥，而且

以一颗中国人的灵思与圣三相遇，实在倍感亲切!同时，若以

此充满灵气的东方图像回馈普世教会，相信定必有它独特的贡

献和价值。但另一方而，我们也得承认任何人间的图像和象

征，都无法完美无缺地把天主圣三的内在生命淋漓尽致地表

达。我们需要对这些图像有所再定、净化提升井超越它的限

度，才能更卓绝地进入圣三的生命中。譬如，我们应排除太极

图中阴阳所指向的性别区分，因为在天主无限爱的奥秘内并无

另女性别之分。我们也不应把阴阳两部分太物化，视为形下的

东西，因为它们原是形上的图像，象征一个动态的生命，涵盖两

股独特而又不可分的力量。 此外，初期教会和圣经都一直采用

父子关系的图像来描述天主的奥迹，此乃基于当时社会是以男

性为主，这种传统说法固然有它的例史价值，我们应予尊军和

接纳，但不能太绝对化，毕竟这仍是人问有限的表达。 如果今

天有人感到亲密的母子(母女)图像更能帮他体验天主爱的奥

迹 一一 爱的生命之交流、共融、合一，我们也不应排拒。 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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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主的奥迹是如此丰盈，即便穷尽人间一切语育图像，仍无

法尽述天主富饶之一二。最后，面对这无限绝对爱的奥迹，我

们要低头朝拜。

第二节三一真神

一"及"多"是人类思想基本问题之一，面对如此重要的问

题，思想家如何去精确地说明"一"及"多"的涵义?一种说法

是绝对的一种说法是绝对的二，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多

元论。我们在解说天主圣三奥迹时，应该应用两个说法，才

能表达教会传统的信仰:

圣三"是"一个天主 (trinity in unity) 

一个天主"是"圣三 (unity in trinity) 

此外，在第四篇教会思想历史中的天主观中，我们曾经详

细解说东、西方教会圣三论的不同处:

·东方教会是从具体的救恩历史中，所体验到的父、子、圣神为

出发点，来说明"三位一个天主"。

·西方教会是从一个天主的性体为出发点，来说明一个天主内

的三位，就是"一体三位"。

·东方教会将"一"归纳到天父，因为是袖生子，袖藉子也发圣

神，所以丰也是子和圣神的根源，天主奥迹合一的基础。因此

毫无异议地将天主的一，归到天父身上。

·西方教会却将"一"放在天主的性体上，是比较抽象的、哲学

性的论点，不怎么清楚地表达具体生动的救恩体验。所以在

说明天主圣三的奥迹上，也就难免具有比较抽象的意味。

·平心而论，东西方教会两种传统论点，都各有所长，若能彼此

对照，必能发挥相得益彰的效果。问题主要决定在我们是从

哪个角度，去说明天主圣三的奥迹?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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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要避免有"除了天主圣三，还有其它所谓‘天主性，"

的论调，好像在天主爱的奥迹中，还有"第四位"天主的存在。

第三节圣三是"三个"位格

一\(立格说明

天主是三个位格，当然是从人的位格事实出发，以类比的

思考方式，去推论上帝的位格。我们也唯有运用此一方式，才

能清楚明了位格的真相和意义，进而体认到人位格的有限性和

不圆满性。在人学中，有关人的位格，曾整体地以五个因素说

明位格的意义 4 . 

〔表卅〕位格的五要素

较
自立体 sub-sistence 

静 统一(性)(整体性) m-slste口ce

态 个体(性) (独一性) solo-sistcncc 

较 关系(性) (位际性) con-s lstence 
动

态 行动者 ek-sistence 

在上帝方面，异也有关系(三个实在有区别的关系)、自立体、

行动主体(一个行动，三个行动者) ;彼此渗透，相互寓居。人是

有限的、整体性的一个单位，然而天主却是父、子、圣神彼此渗

透，相互寓居的爱的奥迹。换句话说，父、子、圣神不是三个单

独整体，绝不是三个天主，而是一个天主。为了帮助读者综合，

特别以下表对此说明:



. 
346 第五篇系统说明

〔表卅一〕人的位格与天主位格的比较

人的"优格" 天主的"位格

较 sub-s istc ncc (íl 立体) sub-s i st巳 ncc (门立体)

市P 1 口 -sistcncc (整体性)} pC l'l -S l stc 口 cc"}彼此渗透

?t:已之，、 so l o-sistcnc巳(到一性)} "tri-sistcncc "}相吃离时

较 con-s i stence 关系) con也 i s tcnce (关系)
动 c k-sistence (行动者) ek-sistencc (行动者)
关，已ζ4、

二 \神学澄清

我们从有限多数人的位格出发，抽取位格的普通概念。如

果我们在神学思辩上，将此抽取方法直接应用在天主圣三的平

而上，结果将父、子、圣神当作完全一样的三个位格。但是此结

论完全不符合天主圣三的奥迹， ap父、子、圣神是三个实在有区

别的爱之关系。所以，在无限的天主奥迹平面上，不能直接应

用受造界平而上的普通概念(共同因素)去了解天主圣三的奥

迹。

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神是一位，这个说法所涵盖"一位"

的意义，并不一样。因为父、子、圣神之间，本来就不同，但人类

在有限的思考范畴内，不得不运用位格的概念，去解说天主圣

三的奥迹。事实上我们几乎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是有缺失

的，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一些神学家们为了避免以上的缺

失 ， 误认三个位格是三个天主，因此斧底抽薪，根本避免使用位

梢的概念，而改用其它说法来代替，诸如:

1.巴特(K. Barth) 说: 天主 I}才在"位格"是存有的形式 (a

modc of bcing) 。

2. 拉内(K. Rahncr)有三种说法，尝试避免使用"位格"一词;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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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的自立形式 (a distinct mode of subsistcnce) ; 

· 有关系的共体存在形式 (a rc lative concretc modc of 

cxisting) ; 

• I陷在的三而形式 (a triplc modc of bcing thcrc) 。

3. 汉斯·昆 (H . Küng)认为天主内的位格:

· 天主比位格更丰富 (God is more than a pcrson) ; 

· 天主不能不如位格那么丰富 (God is not lcss th an a 

person ) ; 

· 天主是超位格的 (God is transperson al) 5o 

以上相当抽象的神学描绘，提醒我们在无限的天主奥迹平

面上的位格，与有限人生的位格，是绝对不同的。一般而育，神

学界大致认为，除非有足够的理由 ，再则最好不用位格概念来

描写天主是谁。因为以上相当抽象的说词，事实上难以表达启

示信仰中，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的父、子、圣神，如何可以作为

召唤和答复、爱的往来的主题，又如何能做人类祈祷诉求的对

象;所以虽然在运用位格概念的过程里，要注意它的类比性。

但在表达基督信仰中的天主圣三，位格仍然是不可样代的基本

概念。

三、但际关系

在解释圣经中基督的启示，和教会传统的信仰时，我们始

终强调的是:天主只有一个，是独一无二的;若是在解释的过

程中，天主不只是一个而成了三个，那就完全不对了 。 耶稣告

诉我们天主的特点是·父、子、圣神;教会传统一直以三位一体

来表达天主内在的关系，更以位格的概念立说叨天主圣三的区

别性。若是从以上位格的说叨 ， 我们就能移体认位格丰富的意

义和内涵，在天主内圆满卓绝的平面上，满有彼此渗透相互高

居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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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教会的神哲学思想中，位格的概念，往往集中在自

立性、整体性、独一性和行动主体性方面。 如果我们以此为思

想范畴，所谓位格，自然就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 这也

是两方基督徒常用的灵修方法，亦称之为位际的方式。

但在东方的灵修体验中，往往强调的不是分立而是一体，

不是对话而是渗透，不分你我而是合一，祈祷往往是向内的，是

对天主的一种体验，是天地人合一，相互寓居的体验 6。

直觉上，彼此渗透相互寓居，仿佛不是对话式的、主体与主

体之间的交谈。如此的位际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超位际关

系'\就是不强调对话式交往的关系，但是由于基督信仰的特

质，我们不可把它叫作"非位际关系'。这种超位际关系(一体

性关系)可以和一般位际关系互相补充。

基于以上体认，如果我们把位格的涵义，不集中在某一项

特定因素上:如自立体、整体性、独一性、位际性、行动主体性，

而是从五个因素综合而言，那从天主与我们的关系来看，就不

需要超位际关系的概念，因为位格本身包括某一方面的交谈，

也含有彼此渗透、亲密临在(你在我内，我在你内)的关系。

所以无论何种方式，都是位际关系，而且在天主绝对的奥

迹而育，父、子、圣神彼此渗透相互寓居，是位格卓绝的真相表

达。 因此从人而论，具有天主与人的关系 11伍在，也有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来往，多少含有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个体的区别性在

内。

事实上人是有限的，唯有藉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人，使整

个人类分享了天主的救恩，建立了与天主来往的关系，超越某

些位格来往的藩篱。 所以基督徒们，也能分享与天主彼此渗

透，相互寓居的亲密关系，这是人类最大的福份和机缘。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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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省题

1 如何才能妥当地描述天主和人的位格，其中的相通和

不同处?

2.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背景下，如果不用位格的概念来描述

天主圣三的外在行动，那你将采用什么概念说法，来代

替位格原有丰富的意义?

3. 在东方世界，宗教体验极为浩繁，其中有的特别强调一

元论。在这个背景下，自然有人说无限的奥迹是非位际

的。你认为基督徒而对如此的休验，会有什么感受和回

应?

4. 为什么在描述天主内在的生活时，有作者主张可以将

父、子、圣神的来往，当作超位格的来往?其中所表达的

真正涵义又是什么?

5. 如果运用比较丰富的位格概念，那又如何去说明位际关

系的意义?

6. 交谈式的位际关系，和彼此渗透相互寓居的位际关系，

二者究竟有什么不同?是再基督徒可以选择其中之一，

来表达基督信仰丰富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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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又主，称是什么?

在进入主题之前，以往我们曾经参照圣经的教训，和一般

宗教的体验，认为天主是生命、神是道、上帝是绝对的一、神是

光、上帝是爱、天主是精神，……这是所有基督信徒一致公认的

基本答复。接下来我们分别以系统神学的方式，进一步说明天

主是什么。首先指出好像有矛盾、有问题的三位一体;其次尝

试天主圣三内在系统的解说。

第一节 "三位一体"是否矛盾

一\难题所在

就一般数学逻辑而言，有以下的基本原则:如果 141 等于

丁，乙等于丁，丙等于丁，那结论是甲也等于乙，乙也等于丙，甲

乙丙丁统统完全一样，这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 但是就说明

天主三位一体的奥迹而霄，天父是天主，天主子也是天主，天主

圣神也是天主，若是按照以上数字逻辑推论，那天主父是天主

子，天主子是圣神，结果三位就完全一样，毫无区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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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卅二〕甲乙丙丁相等

乙 丙

丙乙

ZJ 
H
H
H
H

丁

、
、

如果依照以上的推演，那在天主父、子、圣神之间就完全没

有区别了。另外按照如此的结论，仿佛除了父(用)、子(乙)、圣

神(丙)以外，还有第四个(丁) ，就是所谓的天主性。事实上，按

照一般数学逻辑所描述的天主圣三，完全不合乎圣经和教会的

基本信仰，这就是我们必须注意辨明的所在。

二\难题解答

1.数学逻辑，在有限的事物比较中，是正确的。但是在无限

的奥迹里，必须要运用类比的 JLL想来发挥，方能有拔云见

门之效。

2. 一般而言，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将父( I jJ )、子(乙)、圣神

(丙)当作三个独立单位来比较。但在真正的天主奥迹中，

她们是绝对分不开的，是三位彼此渗透相互寓居的。

3. 在以上数学逻辑比较中，虽然有甲、乙、丙不同的名称，事

实上结论却是 q3 = 乙 =丙。 易言之，他们是完全相同的单

位。 不过在天主无限的奥迹内，绝不能说父、子、圣神如同

以上结论所说的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说父、子、圣神是三

位，乃是运用位格的概念，以类比的方法，说明天主的奥

迹，也就是父有父性的位格，子有子性的位格、圣神有圣神

的位格。 父、子、圣神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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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以上的数学逻辑推论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将父(叩)、

子(乙)、圣神(丙)和第四个所谓天主性(丁)互相比较。 若

单纯就数学观念而芹，就有了第问个单位的存布。 但是在

天主无限的奥迹内，除了父、子、圣神以外，绝没有第问个

存在。 谁也不能再认人在有限的且想范畴内，不得不如此

设想，事实上在无限的奥迹 |材，绝不是如此的 l 。

第二节 天主圣三内在奥迹

一\在回空限制申说明无限的奥迹

因为我们生活在时空的范畴内，从有限的体验，来认知事

物。 因此也就难免在论无限上帝的奥迹时，将某些因素分开，

排列在时间的直线上:

·比较动态的说法:天主的奥迹(先)有生发， (再)有关系，

(才)有位格·…. . 等，相当显著地将三个因素，排在时间先后

的顺序中。若是将此三个因素，置于空间的范阳，那就是我

们所谓的天主性。

·比较静态的观点:天主的奥迹(先有)天主性， (然后)将父、

子、圣神排列在此一空间中， (以后)再以生友和关系来说明

袖们三位之间的生命。

在这里，我们的系统说明，也难免受到时空恒架的影响。

但是基本上必须特别清楚意识到此-事实，那就是天主圣三内

的奥迹，绝对是圆满的，永远现在的。 我们虽然运用生发、关

系、位格、天主性来解说天主内在的奥迹，但并不意谓有时空的

先后顺序，纯粹是为了解说的明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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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王是推一的神

这是一般宗教所共同认知的基本事实，最高的神应该只有

一位。 这也是基抨宗教一致肯定的，如同圣经上所说的.

以色列 ! 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

(中 6 :4)

我是上主，再没有另 一位;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虽

然你还不认识我，我却武装了你，为叫从日出到日落之地

的人都知道:除我之外，再没有另一位。我是上主，再没

有另一位。(依45:5-6)

我与父原是一体。(若10:30 ) 

我们从静态的体验来看，天主就是"一上帝就是"道若

是从动态上去说明天主的奥迹，丰也就是一个现在正在实现中的

事件。而以哲学的概念来表达，就是通常所谓的 esse ln ，是站

在绝对的平丽而言，指出袖们之间有同一的性体。拉丁文 esse

意为存有， ln 是指出存有内在绝对自主的一面。

三\天王是两个内涵"生发"

(一〉生发(Procession )

如果从思想的历史着手了解，至少可从四个角度来说明。

此处所用的生发，包括两个爱的内在动态关系.子是产生的，

圣神是发生的。 "生发"二字是由产生的生、发生的发结合而成

的综合概念。

1、东方教会传统

东方教会神学传统，一般而言是以天父为唯一的根源和出

发点。 第位是父所生，第三位是由父藉着子而友的，天父是

子的派遣和圣神遣发的根源。 所以东方教会在解说天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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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发时，重点放在天主父和天主三位交流的论点上。简言

之，东方教会没有把内涵生发的意义，具体落实在救恩历史中。

2、士林神学传统

士林神学传统比较倾向以天主内在的天主性，来说明内涵

的两个生友。譬如从圣奥斯定以后到二十世纪的神学家们，比

较常用来发挥天主圣三的图像，就是以人内三种官能、三种力

量、三种行动来说明。就如三个力量而言(存有、认识和意

愿) :整个存有是一个行动，好像是父，丰也是一切的根源;认识

是子的来源;意愿是圣神的来源。又如三个行动(精神、内在的

育语和爱):每一个人都有精神，有如父;人内在的精神发出内

在的育语、概念、范畴和了解时，此为圣育，就是子;在人的行动

中也有意志，决定的一面，这就是爱的流露，完全相似圣神。一

般而育，多是从性体方面去说明其中的蕴涵 2。

3、亚洲思想背景(印度、中国)

一体范畴是中国文化的特性，表达天人之间的基本方式是

"合"、"无间"、"一体天地人合一是中国思想迫求的生活目

标，这与基督的信仰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人说天的生生之德流

行万物，遂成宇宙;以基督信仰来看，生生之德，通过复活的基

督，贯注一切;天人一体的基础是耶稣基督，宇宙整体的基础也

是耶稣基督。中国人也强调生命中的"气以基督信仰来看，

这"气"就是圣神，就是推动宇宙运行不息的力量。

4、爱的奥迹

我们尝试从爱的本身来说明两个生发，这和以上论述是相

互补充的。爱的奥迹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圣经的启示.天主就

是爱。父的本性是爱。爱的本身，其实就是圣经及历代大公会

议中屡次赞扬的天主性。袖是完全与众不同的，绝对的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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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永远生活的。经过j启吕示，我们才恍然大懦，最高"存有"的

4本~二身，原来就是"爱"二。天主父是绝对爱的"自我给予

这绝对爱自的甘"白我搔受

天主，实在是一个绝对的爱，是"自我给予"、"向我 J主受"和

"向我合一"的无限生命爱的奥迹。

〈二〉说明

在爱的本身内在生命中，基本上具有两个行动:

1、展开 Cexpansion ， "ek"-stasis ) 

展开意谓爱的给予，具体地说就是天主父将一切，毫无保留

地给予出来。教会信仰团体，称这爱的给予为生，这也就是我们

所描述的第一个生发。这爱的完全给予，在第一个动力中，含有

接受与答复两个幅度。这爱的接受与答复，就是被生的，在教会

信仰来看，就是被生，具体地说，意谓子是由父而生的。

在爱的第一个行动中，具有爱的给予，和接受与答复两个

幅度。在如此说法中，父是给予者，子是接受者。 在给予中有

搜受，在接受中有给予，如同中国的阴阳，在阳(给予)中有阴

u妾受) ，在阴(接受)中有阳(给予)。

2、集合 Ccontration ， "in飞tasis )

集合就是天主奥迹，在爱的行动中所表现的第二面，意谓

父子的合一，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爱的合一。教会f信言仰闭体，将

爱的合一称之为"发

说，父和子之问展开开绝对包7介斗父与子之问的集合。既然展开

包含集合，生也同样包介发，所以子巾父而生，包含父与子也发

圣神，因为父与子是合一的。如果我们将"集合"应用在救恩历

史受造物的平面上，圣神就成为受造物及救恩历史中合一原

因，使受造物和父子完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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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王的三个关系

这两个内涵生发包含三个彼此之间有对立、又确有分别的

关系。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以两个图表示之.

〔表卅三〕三个关系

父对子关系 =主动的产生

=父的特殊面=父爱的给予"

展开

子对父关系 :被动的产生

=子的特殊面=子爱的接受" J 

圣神 由于父子关系 =被动的发生

= 恩惠 =圣神爱的合一"

〔图卅四〕爱的奥迹

| 爱的奥迹|

J\ 
动态说法 静态说法

爱的实现(事件)实体

{两个关系 {一个性体两个作用

) 集合

{三个关系 {一个存有 (essein) ，三位(巳ss巳 ad)

在结束本段以前 ， 我们以四个角度利用图表，再次说明主

体、关系、生发和爱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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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卅五〕主体、关系、生发、爱的区分

主体 关系 生 发 爱

父 关系(阳) 父的特殊而=主动的产生 爱的给予

子 关系(阴) 子的特殊商=被动的产生 爱的接受

圣神 关系(合) 圣神的特殊面=被动的发生 爱的合一

请读者注意阴阳合的思想运用，其目的乃帮助我们了解:

在给予中有接受，但在接受中也有给予。两者是彼此渗透的，

绝不是对立的、二分的。

五\天王圣三内所谓的"第四个关系"

在神学历史及一般对天主圣三的想像中，很容易产生一种

所谓的"第同位"的概念，即:两个内涵"生发"除了父、子、圣神

三个关系以外，尚包含(导致)第四个实在的关系，就是父藉着

子(汲由子)发圣神的关系。换言之，就是天主父与天主子向圣

神主动的关系。按着这种主张，第四个实在的关系应该是"第

四位"。但在教会的正统信仰及神学分析中，在天主圣三中没

有所谓的"第四位"。如何较整体性地解释·为何没有"第四

位"?神学上解释的主要原则是:在天主圣三内的"一位"是一

个有实在区别"对立"的关系，如同以上所解释的。所谓第四个

实在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

面"与"子的特妹面"是一致的，没有真正的区别或对立，因此不

能成立所谓的"第四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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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王圣三内四个特征五个表记

1、特征(proprie ta te s ) 

指出天主父、子、圣神三位中，某一位独有的特殊之处:

·无起源(无本游、 inascibility) ì 
" 、 扣 父的两个特征

. 主动产生 (active generation) J 

·被动产生主动答复 (passive generation)} 子的特征

· 被动发生 (passive spiration)} 圣神的特征

2 、 表记 (notions )

提出天主父、子、圣神三位中，共同或有区别的特殊处。易

育之，五个表记包括上面四个特征，比较着重其中的区别。如

今再加上一个父与子共同的因素，就是袖们主动的发生圣神，

就是所谓的主动的发生 (active spiration) ，这也是父与子共

有的特征，我们合称五个表记。

它\综合图表

在唯一的天主，两个生发及三位的事实的信理下，我们可

以得到一个结论·三位彼此之间有交流、渗透和寓屑。 为清楚

起见，可作下列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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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卅六〕一个天主 ; 两个生发 ; 三个实在、对立、

有区别的关系 ; 四个特征 ; 五个表记

天主

一个天主(一体、一个本质、一个性、

一个自立存有 ( esse in) ) 

~\ 

两个生发三个

实在对立有区

别的关系等于

三(个)位格

(esse ad) 

山
阳l

、
哼'
'l

寸
叉
土1

γ
子

r

父

• 

在绝对的爱中

自 由决定差遣

子和圣神 (两

个差遣) ，所以

内在的圣三也

是救恩历史中

的圣三。

同个特征 f -- --- 7…-… ·i……--才

问 个
~-

-------~-------‘…- -, 
实在关系

五个相 ( ...L......j…-…;....j 
无
起
源

主
动
产
生

被
动
产
生

主
动
发
生

被
动
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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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省题

1. 在一般中罔的社会也想中，比较强调实际运用、共体表

达。譬如就科学而言，应用科学盛，理论科学少，就是

明例。在信仰的半而上，信徒常问我信天主到底有什

么用?很少问我信的天主究竟是什么?在如此的基本

思想趋向中，如何影 H向神学工作者对天主的说明?

2. 为什么总有人觉得三位一体是有矛盾的?理智上认为

天主是一位一体的，或是三位三体的，天主三位一体好

像与一般逻辑推理不合。试问这样的看法，真正的问题

症结到底在哪里?

3. 在描述天主内在的奥迹时，有人从天主性出发，有人从

三位着手，也有人从生发立论，更有人从关系发挥。请

问我们该用什么思想方式，来说明这些不同的论点，并

且进一步指出其中正确的地方，或是缺失的所在?

4. 在现代教会 H 趋本地化的时刻，我们本应聆听本地的思

想内涵，吸取菁华，使福音更容易在当地生根。请问在

中国文化中，有哪些素材可以帮助我们述说天主的奥

迹?阴阳合的理念可以帮助国人认知体验天主内在的

奥迹吗?

5 . 为什么在天主的奥迹内，一而说位格就是关系，三位就

有三个关系;但是另一而按系统的解释，拥有同个关系，

如何说明这第四个关系，不是新的第四位?

6. 神学历史中，神学家一直探讨天主内在的特色，认为有

四个特征五个表记，其中所含的意义是什么?和我们又

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7. 我们在系统说叨中提出三个问题:天主，称如何行动?

天主，称是谁?天主，称是什么?尤其是第三个天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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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的问题，比较抽象难解，所以许多人认为没有必

要提出，结果造成天主圣三慢慢隐没了。请问你以为如

何?

注解

1 参考:教义圣部， 1972 年 2 月 21 日，{论天主圣三及基督的奥

迹}o DS 1330-1331, DS 804 0 DS 综合性目录 B ， l，天主

(按其性体)只有一个 ;B ， 2，天主(按位格而言)有三位。

2 参 l河 谷寒松天主圣三臭i在中的天主圣神"{神学论集}48 期

(1981 夏) ， 233-243 页。

3 参阅:张春中， (中国灵修垒议)(台中:光启， 1978) ，第二讲"天

主圣三"， 27-34 页。谷寒松圣三的奥迹与人生"{神学论集》

25 期 (1975 秋)， 377-38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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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叼章 棋会教义?舌虫信仰

信仰是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体验认知，在人类历史中启

示自己的天主圣三。 信仰也是一种相遇，借着启示记录，更能

使我们与三一真神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不可再认，本篇系统说

明的前三章，在描述注解天主圣三内的奥迹时，比较倾向抽象

化的育语，类似辅助性语育。 大抵而言，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

活相关不大。 现在，我们运用另一种方式，先从教会启示的记

录中加以综合整理，然后以系统神学式的短型定义，来答复本

篇所探讨的三个问题·天主，称如何行动?天主，你是谁?天

主，称是什么?

第一节 文献撮要及短型定义

我们尝试在旧约、新约，及《天主教会训iI导文献选集》 中，找

寻有关天主圣三的特性和作为。 借着这些启示性的记录，帮助

我们更深入地，默想体验天主圣三伟大的奥迹和爱的行动。 以

下的表列虽然不一定十分周全，但我们尽量把握要点，加以撮

耍，梵一及梵二有关的文献，前已详注，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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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最要

〔表卅七〕历史文献撮要表

性质 神学意义 圣经及训导当局

元 天主不但充满大地，并且超越大地，因为抽 出 13:14
所
是纯精神体，所以不受任何限制。天主超越 咏第 139 篇

不

在 任何界限，因为丰也是绝对的无限，地对一切 列上 8:27

的 的受造物拥有完完全全的自由。 耶 23:24
天

王
箴 15:3

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更是万物的根源。万 创 35:11
~ 物所有的，天主不但全有，而且达到无限。尤 耶 32:27
，月且匕匕

的 其是在耶稣死亡复活的过程中，地所彰显的 玛 19:26

天 大能及爱的力量，足以使万物无一不在她爱 路1:37
王 的氛围巾。 整部圣经、信经

全是有力的佐证

天主在无限的光明巾，对自己完全的透明。 约 34:21-22
1、电』
地更主动完全地渗透到万物 l卡，因为天主的 咏 7:9 ，第 139 篇

生口

的 爱是无限的爱。 所以袖的全知，就成了袍参 耶 11:20

天 与照顾人类历史的基础，不但没有限制人的 智1:7

3二 罗 11:33-36
自由，反而更扩展了人的自由 。

DS 3001 ,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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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仁慈广施大地厅物，袍的一举一 出 34:6

动都是出门地对人类的慈爱。 天主的 申 3 1: 6

爱 ， 不断滋润苍生，特别是对软弱无助、
O;]C 144 :8-9 

145:9 
犯罪堕落的人的爱，更是无微小至。 爱

路 1:76-78
比死亡更有力量，爱比罪更有力量。耶 5:35-36 

稣的逾越奥迹 ， 是天主爱人类最高峰的 15:7 

表现。 耶稣的比喻及

对罪人的言行

罗第 9- 11 章

弗 2 :4

希 2: 1 7

若- 4: 16 

天主是存在者 ， 袍的存在就是袖的本质，
出 3: 14

咏第 90 ， 1 02 篇
袍的本质就是袖的存在。 因此袖绝对超

玛 16: 1 6
越一切有限的过程，天主是永远现在的、 弟前1:17

绝对的现在。袖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 伯后 3:8

的天主。 默 4:8

教会礼仪祈祷

rr更是多见

DS 3001 

天主千方百计流露袍的爱，为使人类受
出 9:27

益 ， 使万物蒙恩。 是善必赏 ， 有罪必罚。
咏 89: 1 5

147:6 
袖一切向外的行动和内在的旨意，无非 f:& 9:6 , 1l :31 
要使人人成义。 天主别人类关怀的最高 45:8 ,60:13 

表现，就是藉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 6 1: 3 、 10

架上，使得整个人类得以成义。
62:2 

耶 23:6

玛 5:6

罗第 1 - 11 章

DS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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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中

天主是最完全的，是有限的受造物所无 咏 99:3 、 5 、 9

法接近的。但地绝非只是隔离或超植了 11< 6:16 ,6:3 
J又"- 若 17:11 、 19-24

的
一切 ，地实在拥有一切的富裕生命。地·

的前 1:16- 1 6
共有绝对不 JjJ 侵犯的尊戚，但中ú!.又是吸

天
2:9- 10 

引人一切的根源。 弟前第 6 章
王 默 4:8

天主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源，天主的荣
出 19:12

耀也是受造物光辉的泉源。天主的荣耀 33:21-22 
荣 是显示袍的尊严、能力、圣德的光辉。地 若 12:32

先在 吸引自由的受造物归向袍的光荣。亲rr约 格后 3 :4 -4:6

的 的启示，便是将天主的荣耀与耶稣的人
罗 6:4

性连结在一起。天主的荣耀完全 11布在耶
得后1:8- 10

天
锋 2:13

王 稣的身上，尤其是耶稣复活的奥迹，将天

主的荣耀发挥到最极致。

天主在爱中实践中也的诺言，中也忠实地履 出 34:6
，也 行?也 i古以色列和人类的盟约。在全部救 咏 36:6

赎史Jj-l，天主的忠信永恒不变，而人类去!l
格后1:19-20

的 常表不忠。耶稣基督为忠信坚持到死，
得前 5:23-24

得后 3:3
天 我们必须依靠袍的忠信，为能与地同生 希 10: 23

王 同王。

'. 
无 是类比的、甜定的说法。要表达的是最 整个|问约、新约

F民 后卓绝的、积极的、不可育喻的、不 I可操 启示中所涵盖

的 纵的、小 IIJ 计划的、丰富的、圆满的、爱的
的奥迹均能表

天
达此一天主的

奥迹。 属性 DS 3001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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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天主不是人的五官内的有限辑:休，
出 33:18-23

中也是 手n ïTJ 见的万物完全不一样的实体。
持 14:9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借着信仰
弟前 6:11

清楚地看到天主真正的面貌。
DS 800 , 3001 

天主在自己绝对的奥迹中，是绝不可能
户 23:19-20

有所谓受造物的变化。中也绝不受任何外
件 13:3

在的影响，使自己得到本身所没有的。
雅 1:17

但在绝对的、自由的、爱的行动巾，天主

能参与人软弱、需要支持的生活。

人们常问 "天主!称究竟在哪里? "有

时天主所包含的面目，好像是根本不存 咏 22:2-3

在似的。事实上，袖是在主动地、默默地 依 45:15

邀请自由的受造物去寻找袍的玄妙。中也 55:8 

也曾经借古今中外的圣贤伟人们美好的 玛 11:25

生活见证，显示袍的存在和大能。 耶稣 罗 11:33

钉死并被埋葬后，好像袍已经不存在了，

但最后我们终于叨白，袍的爱永远是支

持天下苍生的。

基于天主圆满的自我透明和袖在万物中
轩 7:7-30

爱的参与行动，袖一方面能够体察宇宙
箴第 8 章

和人类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地也能细心
格前第 1-2 章

地注意宇市人类历史个别的具体丽。 天
格后 3:18

主轩慧表现的最高峰，就是耶稣基督 l埠
哥1: 15

世为人，保禄称基督为"天主的科慧"就
希1:3

是这个道理。 因为天主把自己的科慧藉

着基督的死亡、复活给人全然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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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爱的别立，反而是天主爱的热忱和激
箴 14:29

'愤 15:18 
世，也叉.' 

烈的表达。换句话说，愤怒的天主阳对受
依 30: 27-33

的
造物的自由行为、内在反应和关怀。耶稣 玛 5:22
基督 ， 是使人类脱免愤怒的最大保障，使 罗 5:9

天
我们真正成为得救的人 ! 格前 13:5

王 哥 3:8

弟前 2:8

锋 1 :7

二\短型定义

本表以综合性的定义来答复三大问题:

〔表卅J~)短型定义

定义 说明

爱的事件 给予、接受、合一

(an event of love) (阳 阴合)

永远现在的 绝对超越时空的限制

绝对生命的道 真、善、美、圣

万物的创造者 生生之德

与我们同在的 厄玛奴耳 雅戚

在我们内的 万有 Ijl 的万有

在我们前面的 许诺的、末世的、常新的

=位一体的奥迹 彼此渗透、相互寓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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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落实在信仰生活中的天主观

人类历史中的各大宗教，共同认定抖1叨是人类生活的主

宰，袖无所不在，且包容一切。无论哪一种宗教，以 )Jz.}jj代的神

学家，都勤勉不懈地，运用一切智慧和言语，去做系统的说明与

发挥。如今我们愿意将以前诸篇所叙述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观，

具体地落实在今日的社会生活中，尝试以三个步骤作进一步的

剖析。

一\上帝与人的恐惧

(一〉育限

综观今日世界，科学愈发达，文明愈进步，人的内心却日益

空虚，更觉得人生渺茫，无所归宿。为什么今天许多人的内心，

竟会产生如此虚无的感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体验到

自我的有限。因着如此深刻的认识，事实上不少的人们，需要

一个真正的超越"有限"的"无限"寄托。

从基督宗教信仰的观点而言，这个人们所向往的无限寄

托，就是我们所称的万有真原 照顾保存一切万事万物的

天主;更具体地说，丰也就是我们在旧约和新约历史中所记载的，

经常特别照顾贫穷和绝望人们的天主。袍值得我们信赖依靠，

也唯有袍能让我们走向永恒无限的未来。

(二〉罪恶

上帝创造天地，原来一切都是美荐的，因此我们坚定地相

信人生是善的但是不幸的是，人类在起初却犯了罪。人

们放纵自己的情欲，违背了良知，事实上是违反上帝美好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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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从此人类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犯罪的

事实?

有的人主张 . 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罪恶的压力。

因此不少人经常向我安慰，或者将自己的过错合理化，甚至向

我麻醉逃避现实。 m事实上，如此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斗在恶的

难题。许多具有宗教体验的人士，异口同声地认为人绝不能依

靠自己的努力，从根本上去解决犯罪的问题。

他们认为，人们犯罪就是执意去违背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

真善美境界。所以要解决犯罪的行为，必须面对，符合这个真

善美整体力量的标准和本原。在基督信仰中， 这个力量的泉

源、行为标准，就是启示中三位一体的天主。而且在旧约圣经、

新约启示中，最动人心弦的就是天主对罪人的宽恕，袍的慈爱

美善，包容一切的罪恶过错。

所以我们认为，面对人类内心的恐惧，如果要想彻底克服，

最可行的途径，就是相信、按受那启示中的上帝，三位一体的天

主。因为中也最能接纳罪人，也最能宽恕罪人。也就是因为我们

经常面对不断地宽恕我们的天主，所以我们也能经常宽恕别人

的过错。唯有如此，才能将人类犯罪的事实，拨乱反正，做到弊

绝风清的美好境界。

(三〉死亡

人的空虚，来自有限及罪恶的具体体验，但是人们尚可将

其抛诸脑后，置之不理;但是人类面对死亡，却总有万般的无奈

和l 焦虑。 如同许多哲人所说:人的一生都必有"铁定会"死亡

伴随着。 而对死亡，是人生最大的迷惑，也是人人皆必面临的

结局。

从古到今，人类不知做了多少对抗死亡的尝试与努力，运

用各种的方式，延长人类的生命，但是到头来，一切都是枉费心

机。 人类的平均寿命，虽然增加，但是人人最后都要死，无一幸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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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没一侥存。正如近代哲学家提醒我们的:人从出生就开始

走向死亡(M. Heidegger) 。

每一个人都要而对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死亡!对人

类而育，这是最有限，最无奈的黑暗势力，万事皆空的铁定事

实。不少的学者和慈苦人士，协助人们而对死亡，解除死亡的

恐惧，但是在社会上，却有不少的人，视死如归，勇于接受。其

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秉持一个信念:死亡不是人生过程

的结束，反而是整个人生的转折点。

在基督信仰中，我们更能肯定，死亡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永

远生活、创造生命的天主，照顾保存整个的人生。尤其是在耶

稣基督死亡复活的过程里，具有上帝对死亡确定性和创造性的

答复。天父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确定性地进入末世的永恒境

界。

生活在基督复活信仰中的基督徒们，相信耶稣临在于每一

个人的死亡中，成为每一个人战胜死亡的力量。就是这股宏大

的动力，驱使人类在爱中，跟随耶稣基督，相信也能眼袖一起复

活，一同进入天父的光荣中。唯有藉着袍，才能在普世人类心

中化育、鼓舞 ， 朝向天父不断成长、迈进，彻底击碎死亡的黑暗

与势力。

二、上帝与会曰人类生活

〈一〉自孤独到共融

现代人拥有的财富、技能及经济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同样

的，现代人心的动荡不安和生活激变，也是前所未有的。人摆

脱不了都市化的影响，在大都市生活的人，几乎完全让人类自

己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产品，和现代紧张生活步调所牵制。过

度机械化的工作和行为，迫使人们生活日益形同机器。

人与人之间疏离冷漠，人与大自然之间也是格格不入 ，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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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似乎对上帝毫无感觉。人类几乎无法避免孤独的痛背，所

以许多人士竭尽心智，恫育与人共融的精神，诸如基督徒基层

信仰 1-1 1 体就是一例。共础的氛|抖，是教会和修会生活一直所强

调注重的。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雨上，巾于同际

往来的密切，事实上，可以乐观地预见明门的世界，各民族同

家，甚至整个大人类，将比现在更共融。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肯定，尊重每一个地方

性的独特性，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如果从基督的信仰，再反

省如此的现象，我们会逐渐发现，三位一体天主的面目，会适时

展现。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认定，人类是天主的肖像，每一个

人都有其独特性。正如在三位一体上帝的奥迹中，父、子、圣神

都有袖独特的一面，但是同时天主圣三又是一个爱的共融 ， 一

个完全绝对爱的奥迹。

从如此的基督天主观来看，人类生活当中，个人、小团体、

甚至整个国家、民族，都有其独特性;但是个人、小团体……也

要和其他的个人、小闭体……走向共融互爱的境界，成为一个

人类的大家庭。也唯有天主圣三 父、子、圣神 一一 的共

融，才能促进民族之间的共融、宗教之间的共融、基督徒之间的

共融。

(二〉从君王到民王

人类在民权方面奋斗的历史，坚决地肯定了愈来愈民主化

的事实。至于促进口益民主化的动力何在?我们愿意举出下

列数点:首先是来自希腊人，特别注重强调，每个人都有独立

，也考此追寻真理的能力。严格而论，真理不属于任何一个独特

的阶级，这也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特别发挥的论点。

其次是在旧约和新约的启示中，不断地肯定人是上帝的肖

像，是袖最神圣尊严的基础。每一个人都可以和天主直接地往

来，而且还代替天主管理整个宇宙万物。如此的精神，导致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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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人都是乎等的，人人都具有共同的使命，来处理人生中、宇市问
的事务。这样的心理基础，是人类走向民主平等最重要的根

幕。

最后，世界各地教育的普及化，也是促进民主 lfi: 耍的良好

条件。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可以摆受教育，借着教育的普及，

民智大开。更多的人，有机会有能力，参与整个社会的生活。

更多的人，愿意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技能，

造福桑梓。

在整个人类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上帝面

貌，在随着时代呈现自己。在犹太思想中，强调天父是根源，好

像比子、圣神更大，结果产生了附属说。但是教会也一直在

努力，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信念，那就是父、子、圣神是完全平

等的三个关系，一起共同行动;是绝对爱的奥迹的给予、接受与

A一口。

(三〉从失望到希望

关系、结构、过程三个范畴，乃是人不可分的三面实相。在

现代的思想潮流中，学者们不断地强调，人是在过程中。 过程

包括大自然进化的因素，人类的历史脉络，社会的兴衰存亡等

层雨。事实上，今日人类正而临多元的资讯(第三疲)、核能过

度发展和有限的环境资源等困境。

不少的兀对朝夕共处的世界，由不满到失望，最后产生绝

望。如此沮丧的气氛，逐渐造成社会性的恐惧，如同黑影笼罩

着整个群众。不少的善男信女，社会公益同体，振臂疾呼:保

护生态环境，谨慎使用核能!他们进而以实际行动，促进"正义

和平与环保这些苦心人士和 k1"l体组织，据了解并不舍是共有

宗教信仰的。

在基督信仰的光照下，我们发现一个事实·生活在人类过

程中的天主，好像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丰也是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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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泉源，就是我们所称的天父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我们

清楚地见到死亡和复活的逾越。不少的人在死亡中创造了崭

新的生命;多少人为了真理、自巾，反更理想的↑世界，牺牲了生

命，唤醒了更多的人勇往直前。由于他们的牺牲奉献，促使人

类重新考量周遭的价值，譬如人权、和平、环保·…..我们在如此

奥妙的逾越过程里清晰地察觉，经过死亡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袖真正伟大的慈善面貌。换句话说，复活的耶稣基抨永远与生

活在痛苦奋斗中的人类，站在同一战线上。袖的为人类死亡和

光荣的复活，如同替人类播下一颗永不灭亡、充满希望的种子。

在人类奋斗的英勇事迹中，多少英雄志士，面对艰难险阻、

摧残挫折、牢狱迫害、甚至酷刑死亡，他们都毫不畏惧，面不改

色，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云鼎锺甘如佑，求之不可得"。

试问这股正义的力量，来自何处?又如《玛加伯下》第七章所记

载的，母子八人壮烈殉难的史迹，更能证明此一事实。这一股

磅畸力量，就是在基督信仰历史当中，我们所体验的，圣神角色

的Jj伍在所致。

三\」二帝与申国基督徒

(一〉款会本地化

中华文化的菁华，以天地人合一为中心思想，再由法天产

生人道，作为我们为人处世之道。这与天主教的信理神学和伦

理神学颇相符合;如果有人协助促进中华文化，就是宣扬天主

教义的初步工作。不过中国文化所讲的天地关系，比较注重现

世生活。

我们要以天主教天地人的关系和启示，予以补充和圣化，

使中国文化提升到整个和圆满的境界。基督信仰的上帝观具

有两个幅度·一是普世性的，另一方面就是地方性的。换句话

说，一方面上帝包容一切，涵盖普世，所以福音也会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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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上帝也是具体地临在于具体的时空中，所以袍的

福音也要本地化。

教会的普世性，如同梵千二文献所说:普世教会就好像"一

个在父及子及圣神的统一之下，集合起来的民族" (教会 4) 。

(旦教会也有共体性，就是在此时此地的地方教会。 十几年

以来中国地方教会决定以"建设地方教会"为各种工作的指标。

"地方教会"的概念，在梵二大公会议的文件中早已出现，而在

强调个别与地方教会的特质声中，渐渐地更受注意。所以建设

地方教会，并非只是教会内部的建设工作，而是要求教会更彻

底地面对社会。

在建设地方教会草案中，具体而明晰地指出未来教会本地

化的努力方向:

· 透过天主的启示，加强中国文化中的"天道"信仰。

· 以福音精神，充实及圣化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

. 融合中西传统思想之菁华，为世界开辟新机运。

· 在社会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协助中国传统的道德观适应新环

境 1。

(二〉基督徒的合一

推进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一，乃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

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之一。 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只有一个，

是唯一的;基督徒共同的使命，也只有一个，都是同一个圣神所

赐予的(格前 12:4 ) 。 所以我们宣讲上帝的福音，也要求我们合

一(格前 1 :10 ;若 18:21-22) 。 但是合并不是统一，如同在上帝

的奥迹内，有父、子、圣神实在区别的三位，一个爱的奥迹。

同样地，在多元的基怦徒 1d:1 体制度中，理应活出一个奥迹，

那就是在共同信仰的天主内谋求合一。 我们愈宣讲如此的三

位一体上帝观，就是在绝对爱的奥迹中给予、接受、合一;我们

就愈能培养出，促进基督徒之间成熟完美的上帝观。 我们拥有



376 第五篇系统说明

一个至善至美的天主，三位彼此共融和谐的天主;上帝绝不喜

爱分裂纷争，地愿、众人都合而为一。

中同未来的走向，或许可以在且想多元化的发蜒中，保存

精神内涵的合一性，门求发脱茵壮。主幸怦徒在建设新中同的努

力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给社会大众，带来新的希望与力量。

就如 同在天主爱的奥迹中，有无限的张力，同时又共有和谐的

统一性。盼望未来的中罔社会，能学习生活在多元的张力中，

同时又能体验到在张力中的和谐感 2。

(三〉参与社会建设

在基督信仰中，天主和世界万物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耶

稣基督是整个人类的中心，基怦徒团体一一-教会，愿意将天

父、耶稣、圣神的临在，明显地扩散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因此

基督徒，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积极参与社会各项的建设，遵照

耶稣的指示，要做社会大家庭的光和盐，更要做人中的酵母，只

问耕耘，不问收获。

初期教会本来是一纯粹宗教信仰的团体，但后因基督宗教

成为罗马帝国国教，所以走上了神化的过程，教会领导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各种生活。近代由于理性主义的影H向，社会生

活的诸多领域，也因而逐一巾神化教会的管理下走出，各自建

立起相当独立的结构与领域，这就是我们所称的"俗化过程"。

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类，愈来愈敏锐地察觉到，在如此繁

杂的社会中，事实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领域。诸如政治领域、 T 

经济领域、艺术领域、宗教领域……不胜枚举。领域虽然不同，

但若说彼此之间的关系完全隔绝，那又与事实不符。因为每种

范围都是人生的一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换句话说，就

是承认各种领域相互有关，而且都与宗教有关。

基督徒凭借着自己对天主圣三的信仰，愿意将基督的福

音、爱的奥迹，通传到每一个领域中，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



第四章 融会主E义活出售j(O 377 

艺术……也唯有如此，才能将不断创造的天主，解救人类疾苦

的耶稣基督，还有鼓舞圣化我们的圣神，持续不断地播种到社

会的每一个角落中，更唯有如此，社会国家的建设才能落实在

富足安康的境界中，世砰才能真正走向和千幸福的康庄大道。

(囚〉提高生活日质

在科技及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下，人类生活不仅方式在

变，人际关系在变，连人生价值也经常在变。人类生活的真正

品质到底如何?是大众一致关切的问题!尤其近几年来，中国

人愈来愈意识到，应该以中国人的眼光或中国民情，来看生活

品质。中国传统思想生活，对生命的奥迹，具有深刻的体验，并

且形诸于观念，那就是阴阳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说的阴阳，是指接受的阴，和给予的阳;

在阴中有阳，在阳中有阴，同时并存，生生不息。在目前工业化

影响下的社会，似乎过分强调阳的给予因素;却忽略了阴的接

受因素，如此对合一共融会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在基何信仰

里，天主的奥迹，有阳(爱的给予)、阴(爱的接受)、合(爱的合

一)。为了迈向高素质的生活，努力恢复、发展生命三雨的奥

迹，是值得注意的课题。

另外传统思想重男轻女，以父为主的社会环境，和基仔信

仰主要的概念，有所雷同。但是在近代的社会趋势中，女性基

督徒，愈来愈积极参与各个领域的活动，贡献显著。传统的以

父、子为主的思想体系，是受到某个社会的影响而作的有限言

语表达，不一定是启示的内容。换句话说，那只是神学上类比

使用的术语而已。如果有一些神学家，采用母、女的阁像，类比

地运用在天主奥迹的说明上;我们不应该毫不考虑地加以拒

绝，反而值得我们共同去探讨如究才是。

如果我们将上帝的奥迹，以母亲的图像说明、预料将会为

生活素质，带来新的因素:柔和的、温馨的、充满慈爱的、布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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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活力的。试观今门的社会，实在需要如此的上帝面貌。过

去那些过分忧械化、僵硬、刚烈的生活方式，极需新的调适和注

入。让我们的社会更充满祥和、温情，真正达到"富而好礼"的

美好境地。

今天许多的人，常以生活品质来衡量人生的优劣。一个素

质高的生活，必须合于三个标准:

· 各种组成因素平衡(right proportion ) ; 

· 生活整合程度完美无缺 (dynamic integration ); 

·对环境变迁及内外在的挑战，调适能力高强( creative 

flexibility) 。

如果以这三个标准的最高境界而育，从基督的信仰来看，

那就是圆满，无限的奥迹 一一一 上帝。

袖在爱的给予、接受、合一上完全平衡发展。

袖虽然是父、子、圣神三位，但却是一个天主。丰也在主动参

与人类救赎的过程中，愈来愈走向合一、整合的最高境界，就是

新天新地的来 11伍。

袖更是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尊重人的自 由抉择。不断地

适应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丰也能经过人的罪恶，创造新的生命。

袖恃续不断地，参与在人类各个生活层面上。中也也会调适

我们个人成长的过程，和某一民族文化的发展 ， 这就是生活素

质最极致的表现。

研究反省题

1.在慕迫者昕迈的过程里，一般而芹，都是从|门约第一章

研究讲论天主的事，如此似乎不够尊重慕迫者己有的

对天主的体验。 在培养个人、 14 ] 体信仰时，该如何将教

会的信仰与个人己有的体验基础配合?

2. 在礼仪的经文中，教会大部分均向天主或上主(就是圣



第四章融会毅义活出信仰 379 

父)祈祷诉求，比较少向圣子，更少直战而向圣神，为什

么教会有如此的祈祷倾向?

3. 为什么在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现，往往和某些特定宗教

标准经文内的神观，有一些州入?在某怦宗教信仰内，

也有如此距离，为什么?又如何去解释这些 lH 入?

4. 在每个基督徒个人的信仰旅程中，对天主体验各有不

同，你如何描述你自己的天主，袖有一个什么样的而口?

5. 我们在基督宗教信仰的历史中，清楚地看到不少不同的

教派出现。在如此分裂的历史的出发点上，彼此之间有

什么不同的上帝观?特别是在不同的教派生活中，又展

现了什么不同的上帝面目?

6. 常育道:基督宗教分裂是一项灾祸、不幸，但时过境迁，

我们愈来愈体验到在祸中有福。因为在多元的教会团

体传承中，才能展现出更丰富的上帝面日。我们要问:

什么才是圣经信仰准则所肯定的面目?

7. 基督徒面对其它宗教的神观，例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应

该具有何种态度与素养?什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而

我们又能贡献些什么?

8. 如果我们将信仰历史文件中的天主，和中罔宗教历史中

神观比较一下，在哪一方面两者相当接近，而在哪一方

面又有相当的距离?

9. 按照圣经作者的观点，他们所信仰的真神雅戚，和袍的

以色列子民，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有密不可

分的关联。但是综观教会的历史，中同的历史也有如此

的现象，就是有时把宗教放在政治、经济……以外的世

界。人们强调"政教分离

10. 降生为人的圣育，和降临的圣神，圣 1七世界入世到底;但

从另一方面看来，又是绝对的奥迹，与世界截然不同是

出世(超世)的。基督徒个人与团体，该如何培养既入世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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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出tI士的平衡观念?

11.教会历史中，有时好像过分强调出世，因而也养成一种

阳性t的灵修方式。 今门的教会，在梵突破性的灵感推

动下，愿意发挥积极入陡的服务精神。 试问:这会影 H向

整个教会的灵修生活和灵修方式吗?如何影响?

12. 今门教会愈来愈成熟地肯定，每一个信徒都是教会主要

的成员，每一个信徒都分享教会入世的使命，在这个基

础上，信徒灵修应该涵盖哪些主要的灵修因素?

13. 灵修生活往往有信理的基础，西方有它的基督信仰基

础 ， 东方也有自己的思想理念。如果基督徒继续发挥东

方灵修的方式，那么应该注意哪一些基督信仰的基本因

素呢?

14 . 面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现况，基督徒们的上帝观，究竟对

整体发展有何种程度的贡献?

注解
1 赵松乔编著， (珍惜今天，明天会更好一一台湾天主教的前途

与命运)(台南:阅道， 1987) ， 42-47 页。

2 为了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基督徒的合一，特别请参阅以下

两篇文章:房志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大公主义的

天主教原则"{神学论集}65 期 ( 1 985 秋)， 461-496 页，谷寒松，

"福音传播工作与大公主义"(福音文集H 台北-中国台湾主教

团传教委员会， 1987) ， 188-199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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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奥迹的默想

一- 图解

图中的黄色，代表天主，圣父。流动的线条，黄白相问，布

满画面，作底，是想表达那鲜活之爱、生命与光明的万源之源。

袖就是如此无形无像、超人知觉地处处都在，袖永在宇宙的根

处支持、保育着一切。其中突显而摆动的白色粗线，指天父创

生的爱。在奥迹的正中央，写着一个爱字的地方，白线摇漾

而过，黄色显得最深，说出:这无处不在的天主圣父，即是天主

奥迹的核心、爱的泉源。

虽阿者无心，图内却显出一个事实:正中黄色图形，象征

母亲子宫孕育的胎儿。如果读者喜欢这样默想，就可如此意

会。因为由神学严格分析起来，生命既源白天主，就可以称袖

为我们的"母亲"。

在天主奥迹的核心深处，父因爱的完全给予而生了子，子

是父爱的完整接受者。所以天主子耶稣基督屡道我说的，

是我在父那里所看见的(若 8:38); ..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

父" (若 14:9)。橙色阁环就代表子，天主第二位。

也在同一个中心，父子的爱:圣神，藉子由父发出，并使父

子结合在爱内。红色宽环就代表圣神。

这父、子、圣神三位的超绝奥迹，因爱的满溢，而创造了宇

宙;并从无限深处涌出，把自己传给表层的有限受造物。

绿色，由大大的"人"字左边一撇，与摆动的向线、橙色的内

环、及红圈交会的地方开始，向着记号移动，又继续朝三个十字
架上行，或随人宇右边一捺旋转于外圈代表的是创造行动及受

圃



382 第五篇系统说明

选的宁市万物。 这受造宁市片1 物质到生命，包括创化的颠峰 ，
高贵、 j虫特的人类。

天它父、子、圣中Ijr共同元成的宁市创造，是父无芹的计划，

由于J.~ 达，平神使之先 j走。 所以圣经说 u在起初已有圣

言..…万物是藉着她而造成的" (若 1: 1- 3) 。

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

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她内

受造的: 一切都是藉着袍，并且是为了袖而受造的。她在

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地而存在。(哥1:16-17)

橙色辐射光芒，发向橙色内阁，就表示一切存在袖内，在父
之圣7育亏内。

宇甫最肖似天主的"人

旅途中难免迷途，于是当时期一 j满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

子未，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把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

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 (迦 4:4 -5) 的记号，就在表达降生奥迹。
由绿色笼罩，是说基抨"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

似，形状也一见如人" (斐 2:7)。所以这时天主性(橙色)隐而不

见。

耶稣真是"厄刮奴耳与我们同在的天主。 袍的人生道路

直指耶路撒冷，那个地终被仇敌钉死十字架上的地方。表现闹

天主了解人的软弱无知，同情人为罪所奴役的背痛，愿在那象

征天主|陷在之地，慷慨担荷人类罪恶的一切苦果;以便人类普

迥获得黯放，欣然奔赴光叨，附饮天主永不 j固竭的生命甘泉。

三个十字架指的袖的死亡，那里的绿色益加深了，地人性的发

j眨达到了恨致。

于足，第 兰天的早晨，讪复活了，阁中空坟表示.耶稣其怦

死亡与复活的 iiI越奥迹， M 汁:了他的天主性。 那就是 在坟基

碰到象征天父的黄色之处，橙色的现了。 天父半扬了耶稣，使

池的死亡中， 经巾死亡，升抵光荣与水生之境。

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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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跟着耶稣其怦走，我们就能随地一同复活， 一同

迸入天父的光荣中 。 阁中复活后的耶稣，人(绿色)而天主(橙

巳)的耶稣其怦， 1吁- ..人"字 jIJ边那 tria i委近尖处进入 r奥迪的中

， L、

红色代表的圣训，伴随者天主的创造行动， J(t I的玛利亚，纳

læ !Jh 的主贞女，使天主子得以降生成人;地以德能与使徒的活
力充满耶稣，推动袖承行父的旨意(路 4: 1 - 1 2); 地在普世人类

心中化育、鼓舞，使向着天父不断成长、迈进。

巴斯卦奥迹可说进一步为袖打开了进入人心的所有门户，

于是"圣神降 I 1伍"发生了。红线就表示圣神那无边无量的活力:

袖支恃人类，环抱整个宇市(图中表现在淡色环区外的第二道

红闸上)。这一切都因耶稣的死亡复活而成为可能。

耶稣死亡与复活的果实新的创造"于焉展现。图上以

淡色环区代表，在两个圣神的红罔之间。整个的天地万物由是

在父、子、圣神之"神的氛罔"中生存、悸动。画者试图以黄色

底、橙色光芒及红色环闹表达。

这也是教会的领域与使命:在天地万物之间作"天主的

同"或"神的氛围"可见的标记。

末 l监事实表达在: ")，人\"宇的右边一捺，通过代表降生奥迹

的"捺

爱之救f援麦计划决定性实现的时刻。 到那时，人类必会经过一个

不可知的美妙跳脱，看见墨晴尽消，光明一片。人类发展既达

到了|员|涡，万象也将各归Jt所，和谐共存。图内，除以星星、月

亮表达; I nJ l 者，是养蜂专家，特别在"新天新地"(默 2 1: 1 )绘出她

心爱的蜜蜂，栖息枝上，也说尽此25; 。

最后圣神(红线)环拥一切，表示万物都耍被池引入圣父、

圣子之爱的最深、亲密之共融中。这就是圆满的水福。

跟我们一同默想而渐感兴味盎然的读者，必会注意到:整

个构阁包括着一个友自极深处的向外旋动，以及又回归天主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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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t深处的向内回转。这生动地表达出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其实

经验。一个幕抨的迫随者走向天主的奥迹，就是一个"内在而

不断深入的路程" 来 自天主奥迪、深处的圣子、圣忡，引领人从

表雨的忠识，到达更深的忘识。

也可以说从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到达另一个超越自我

的意识 二二 基督的意识，然后在天主义内获得更深的意

识。 她是一切意识最终的根源。

这不可能是刻意之作，而该是天主加添的恩赐。困者自己
也这样承认。

同样，也非出有意，中央摆动的白线两边，表达出神学上意

味深长的差异:右边，代表天主创造并通传以爱的世界，左边，
则指出最深的、超越的天主三位一体奥体之本身。换句话说，

应当承认天主绝对超越，其创造纯出自由，即使没有人类，袍仍

然存在;另一方面，袖又普在人类的生活中，与人有着互爱、亲
密的关系。

注:本图由瑞士籍张澄德、伯美娟两位艺术家与谷寒松神父共

同设计。 由张澄德修女绘图。



Ei主 J r'"11tE 谷寒松神父，奥地利籍耶

稣会士，罗马宗座圣经学院圣经硕士，

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 。 现任辅仁大学神

学院信理神学教授及研究所所长、神学

著作编译会主任、中国(台湾)麻风服

务协会理事长、中国台湾生态关怀者协

会理事、 天 主教新事社会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 神学著作丰富，散见于教会内外

各大书报期刊等。

E;}~I ~， t ，- 基督启示的父、子、圣神的天主，是一切宗教信

仰团体最关切的奥迹，更是基督信仰的基本奥迹。

本书经由理论的研究、现身的实践，使神学思想落实在

基督化生活的实践中，进而培养基督信仰的团体。

本书首先从人类具体现况出发，试图在圣经著作和历代

神学家的系统诠释里，寻找天主真正的面貌。其次，透过系

统神学的方法，就"天主，称作什么??' "天主，称是谁? " 

"天主，称是什么?三方面，更深入地阐述天主圣三的奥

迹 。 且辅以具体的图象及研究反省题，以增加读者的认识及

体验的效果 。

本书 系 《天地人合一》三步曲中的第二部，与《神学中

的人学》、 《基督信仰中的生态神学》为一系列著作 。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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