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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一本正教信仰簡短指南，是用現代生動通俗的語言寫成。第一章是講正教會最基本的信仰真
理：其中講了信仰、上帝、耶穌基督、聖靈、教會、洗禮和死者的復活。第二章是用來講道德的話
題：舊約的十誡，真福誡言，對上帝的愛，對近人的愛，罪和懺悔，家庭倫理的問題，孩子的教育，
女性在教會中的地位。第三章講述祈禱和事奉上帝的禮儀，教堂和聖像，教會日曆和教會節日，聖奧
秘和禮儀。本書既可以作為洗禮前的教理學習，也可以作為洗禮後的教理學習。對於那些想系統化一
下自己關於正教會知識的人，本書將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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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教理

生了大量新問題，人們在尋找簡單明瞭的答案；還有，一

些新的教會標準文本被制訂了出來，這些在19世紀是沒有

的，今天有了，而且是不能被忽略。（2）

所以，新的「教理問答」的出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有長而詳細的，短而精幹的，集體編撰的以及個人撰寫的

等等。

你現閱讀的《正教教理》，是在思索歸納了正教信仰

後，針對現代人特徵，用簡練的語言闡述出來的一種嘗

試。由三章組成。

第一章談論基礎的正教信理：信仰、上帝、耶穌基督、

聖靈、教會、洗禮及死者的復活。

第二章談論道德的話題︰舊約的十誡，來自於耶穌基督

山中聖訓的真福訓言，對上帝的愛，對近人的愛，罪和懺

悔，家庭倫理的各種問題，孩子的教育，以及女性在教會

中的地位。

第三章講了祈禱和事奉上帝的聖禮，教堂和聖像，教曆

及教會節日，聖體血禮及其他的教會禮儀，聖奧秘和其他

儀式。

好，上路吧。

這個修煉之路我們將一起走過——你們和我，本書作

者，一個俄羅斯正教會神職事奉人員。

願主耶穌基督在此修煉之路上親自引導我們！

2 例如在����年通過的「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及「俄羅斯正教會對待其他
教會關係的基本原則」（互聯網上都可以查到）

你決定領洗了？
你決定讓你的孩子受洗？
你是否已在幼年受洗，但在信仰方面未受過正式教導？
你是否想在教堂裡敬獻蠟燭，但不明白事奉上帝聖禮儀的含義？
你是否已屬於正教會，但還未明白教會教理？
你是否曾嘗試拜讀聖經，但不明白其中含義？
你是否會在教堂出現，但從來沒有懺悔？
你是否已常去教堂，懺悔並領聖體血，但有許多不懂又想更深入瞭解的
地方？
這本為你而寫的書會涉及到上面所有列舉的話題。

「$BUFDIJTN」（教理問答）一詞來源於希臘語。字面上的意思是

「宣講」「教導」。也可以這樣講，「教理問答」就是用簡短易懂

的形式來闡述基督信仰的基本教理。

「教理問答」就是信仰的指南手冊。教理問答不是去證明什麼，

它的任務是闡述和解釋。

「東方大公正教會教理」是一部有名的教理問答，著者是聖菲拉

列特（4U��1IJMBSFU�PG�.PTDPX），著名的教會活動家及神學家，於 

����������年間任莫斯科都主教。他的「教理問答」(1) 直到現在還具

有重要意義，對基礎的正教信理闡述方面得到了教會高級機構的確

認並具有權威性。

但此教理自出版後已過了大約兩百年。這期間人的思維方式已發

生了徹底的變化；有一些話題已失去了現實意義；但與此同時又產

1 「東方大公正教會教理」，第一版是����年出版，第二修正版是����年出版。後面簡稱為：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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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是建立在耶穌基督訓誡基礎上的完整體系。教會
把這些訓誡用神學的語言思考並陳述出來，這就是教義——信
仰教導的真理。對這些教義的認同是加入教會的必須條件。

我們將根據「信經」的內容來一步一步掌握基督教理， 
「信經」是對基礎的基督教理的精煉陳述，是在四世紀的時
候最終定形的。

我信唯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天地
及一切有形無形萬物的創造者。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
生子，在萬世之前由父所生，出
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上帝的真
上帝，受生而非被造，與父同一本
元，萬物藉祂而造成。
祂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
救，從天降下，由聖靈和童貞瑪利
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
祂為了我們，在龐提比拉多手下被
釘十字架，受難而被埋葬。
依聖經所言，在第三日祂復活了，
升了天，
坐在父的右邊。
祂將在榮耀中再來，審判生者死者，
祂的國度萬世無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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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堅信另外一個世界的存在，堅信超力量的存在。信

仰——這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於上帝交流的基礎上。信

仰是以人與上帝的個體相遇為前提的。

通向信仰的路是神秘的且在很多方面不可解釋的過程。

然而在基督教傳統裡有著這樣的觀念：每個人在靈魂天性

裡都有著宗教感。拉丁作者特土良（德爾圖良，5FSUVMMJBO，公

元�至�世紀）將靈魂稱為「天性是基督的」。（�）另一位西方

作者，聖奧古斯丁（4U��"VHVTUJOF�

PG � )JQQP，公元 �世紀）寫到： 

「上帝你為自己創造了我們，我們

的心將不會平靜，只有在你中才能

平靜」。（�）可以這樣講：每個人對

信仰都有內在的天生親近感，與生

俱來地追求自己的創造者。但即便

如此，每個人天性裡具有的宗教意

識不是都可以顯現出來的。

信仰是人們心中燃燒的火焰。信

仰的火焰在一個又一個世紀裡激勵

人們去捨生取義作出英勇行為。在

信仰的支撐下有些人堅守自己的信

念，並為了信仰時刻準備奉獻自己

的生命。信仰是靈性的力量，幫助

殉道者忍受至殘酷的折磨，幫助那

些送上十字架的人走過最後時刻，

有尊嚴地迎接臨死一刻。這不僅僅

是在古代發生，並非久遠的年代也

發生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投入用

� 特土良《護教者》��

� 古斯丁《懺悔錄》���

1.信仰
「信經」是從「我信⋯⋯」開始的。這顯示出了信仰是人

和上帝之間關係的基礎。

什麼是信仰？
很多人稱自己為信徒。但同時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宗教的

基礎是什麼，不知道區分與其他宗教的區別。有些人講： 

「我不去教堂，但上帝在我心中」。關於人是如何想像

上帝的問題，會經常聽到一些模糊的答案：「我信仰那些光

明的善良的」；「我信善。因為最主要的是做一個好人。 

至於去不去教堂，遵守不遵守各種儀式規矩並不重要。」

為何「心中有上帝」還不夠呢？為何信仰某種抽象的遙遠的

美好開始還不夠呢？因為信仰不僅僅是知識理性地堅信上帝

我信聖靈，主，生命的賦予者，自父
而發，祂與父及子同受敬拜同享榮
耀，祂曾藉先知們發言。
我信唯一、神聖、大公、傳自使徒的
教會。我宣認唯一赦罪之聖浸。
我期待死者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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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不知道要到那裡去。因著信德，他旅居在所應許的地域，

好像是在外邦⋯⋯因為他期待著那有堅固基礎的城，此城的工

程師和建築者是上帝⋯⋯因著信德，亞巴郎在受試探的時候，

獻上了依撒格⋯⋯他想上帝也有使人從死者中復活的能力。」 

（希��︰����、��、��）

這裡使徒保祿引用了聖經創世紀裡的一段敘述，上帝答應一

百歲的亞巴郎和他從未懷孕的妻子撒辣，將會賜給他們兒子，

這對垂暮的老夫妻多年等待這神聖諾言的完成，多年等待的兒

子出生後，在從幼年長大後，上帝試探亞巴郎：「帶你心愛的獨

生子依撒格往摩黎雅地方去，在我所要指給你的一座山上，將

他獻為全燔祭。」收到這個指令之後，亞巴郎就和兒子及僕人

上路了。

第三天他遠遠看到了上帝指定的地方，就對僕人說：「你們同

驢在這裡等候，我和孩子要去那邊去朝拜」。當依撒格看到亞

巴郎並沒有帶獻祭的羔羊，就問父親：「看，這裡有火有柴，但

是哪裡有作全燔祭的羔羊？」亞巴郎回答到：「我兒！上帝自會

照料作全燔祭的羔羊。」

最後，父親和兒子來到上帝指定的地方，亞巴郎

捆好依撒格，把他放到祭壇上，伸手舉刀準備宰獻

他。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到了天使的聲音：「不可在這

孩子身上下手，不要傷害他！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

畏上帝，因為你為了我竟連你的獨生子也不顧惜。」 

（創��︰����）

亞巴郎被稱為「所有信徒的父親」是完全正確的 

（羅�︰��）。聖經的首一卷書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敘述他的生平 

（創��︰�������︰�），他是一個絕對無限對上帝忠誠的模範。他

用自己的生命顯示了什麼是信德以及信德應該是什麼樣的！信

仰意味著信任、熱愛、聽從。信徒信奉上帝更勝於信自己，愛上

帝更多於愛自己，竭力完成祂的指令更強於自己的意願。

來抹殺人們心中的信仰，那些堅守信仰的人有神職、修士和平

信徒，被滅絕了生命。

信仰是內在的熱量，是將自己創造性能力、整個生命奉獻給

更高境界理想的意願。信仰幫助藝術家、建築家、音樂家、詩

人、作家創作出偉大精彩的藝術作品。基督教信仰長久以來潤

澤了人類文化生活並使之碩果累累，許多偉大的藝術作品是在

至高境界信仰激勵下產生的。

信仰——聽從上帝
使徒保祿給出了以下定義：「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

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因著信德，我們知道普世

是藉上帝的話形成的，看得見的是由看不見的化成的。」 

（希��︰�、�）

再譬如說聖經中是這樣說先祖亞巴郎的︰「因著信德，亞巴

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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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和「聖傳」

上帝啟示的兩個步驟在聖經 

（#JCMF）（4）中是有所表現的。聖

經分成了兩個部分：舊約和新約。

舊約是很多書的合集，講自創世

以來人類的歷史以及上帝的選民以

色列人的歷史。先知書在這合集中

佔據重要的位置，預告了救世主的來臨。

新約包括：四福音書，講了耶穌基督的生平、受難、死亡及復

活；宗徒大事錄書，講了基督教會的早期的生活；使徒書信（�）

講述基督信仰和道德；聖使徒保祿書信，則是更廣泛地展開了

神學和道德的內容；啟示錄則是預言之書，講了世界歷史的終

結和基督的第二次來臨。

教會認為聖經所有書卷是受聖靈默感下而寫成：書的作者

是人，但他們是在聖靈（�） 的協助下書寫，是受聖靈默感的。

「聖經」是基督信仰的權威的不可置疑的信仰源泉。她是 

「聖傳」的一部分，只有在聖傳內部才可以對聖經進行正確的

詮釋。

「聖傳」是指通過筆頭或口頭在正教會裡，在信徒中一代一

代傳遞的信仰教理、聖奧秘、儀式、道德規範以及所有多樣的

靈性經驗。

� 聖經（#JCMF），源自希臘語的「βιβλία / CJCMÓB」，意思是「書」。

� 使徒書信亦稱為大公書信（$BUIPMJD� &QJTUMFT）。「$BUIPMJD」這一字有多重意思。
此處的意思是這些書信並不是給具體的某個教會團體（羅馬人，格林多人等等）。

�� 關於聖靈後面會講到。

上帝的啟示

基督教信仰並不是人類創造和智慧的結晶。它建立在上帝

啟示的基礎之上，就是建立在「上帝隨自己意願給人類開啟

的部分，為了他們能正確地為獲得拯救而信仰祂並相稱地敬

拜祂」。（�）

使徒保祿這樣表達上帝啟示本質：「上帝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

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

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希�︰���）這意味著上帝對自己的

開啟是逐步地分步驟的：第一步上帝是通過先知來啟示，第二步

是通過聖子，就是耶穌基督。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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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惟獨事奉祂。」（瑪�︰��、路�︰�）經師問「一切誡命中，哪

一條是第一條呢？」耶穌答到：「第一條是：以色列！你要聽！上

主我們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

（谷��︰�����）——這就是第一誡命！

使徒保祿說：「除了一個上帝外，沒有什麼神。因為雖然有稱

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下⋯⋯可是為我們只有一個上帝（�），

就是聖父，萬物都出於祂，而我們也歸於祂；也只有一個主，就

是耶穌基督，萬物藉祂而有，我們也藉祂而有。」（格前�︰���）

舊約中對上帝的理解

舊約中的上帝——完全不是抽象的人和遙不可及的無個

體的力量。祂是永生的上帝（撒上��︰��、��；列下��︰��），

祂永生且積極，祂「不打盹也不會睡著」（詠���︰�），「祂總

不疲倦，決不困乏」（依��︰��）。

舊約中的上帝——名為聖者（依��︰��），祂的名「神聖而可

畏」（詠���︰�、��︰�）。上帝在聖經中被稱作和藹慈善的（詠 

��︰�、���︰�、���︰�、瑪��︰��），就是說是良善的：祂是絕對的

善，是所有善和聖的源泉。

上帝——「全地的審判者」（創��︰��）；祂「與一切有

血肉的人，進行審判，將惡人交給刀劍」（耶��︰��）。祂——

公正的審判者，「對怙惡的人終日怒嚇」（詠�︰��）；祂登上寶

座審斷是非曲直（詠�︰�）；祂「將此人貶抑將那人高舉」

（詠��︰�）；祂給驕傲的人施以應得的禍災（詠��︰�）。

在許多舊約的篇章中，用隱喻的手法將上帝講成一種類似

� 這些話的含義如下：「儘管天上不同的想像物和地上被神化的物體被叫做上帝，
但事實上上帝只有一個」。這裡使徒指出了多神教的不同形式。屬於多神教的有
古希臘的和古羅馬的宗教。直到現在還有所謂的多神教的宗教，例如印度教、道
教、耆那教、神道教等等。

2.唯一的上帝——父
及創造者

「信經」是這樣開始的：我信唯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天

地及一切有形無形的創造者。

上帝唯一

「信經」首先確認了基督信仰最基礎的教義：上帝是 

唯一的。

基督教是一神論的宗教（�）。信奉唯一上帝的基督教是從古猶

太人的宗教裡繼承過來的，聖經舊約裡有記載。

舊約的上帝是一個且是唯一的：「在我以前，沒有受造的

神；在我以後，也決不會有。我，只有我是上主，我以外沒有救

主。」（依��︰�����）梅瑟法律的第一條是：「我是上主，你的

上帝⋯⋯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在申命

記中上帝是這樣談自己的：「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上

帝，是唯一的上帝；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上帝。」 

（申6︰���）

耶穌基督不至一次指出了舊約裡關於唯一上帝的誡命的重要

性。對於誘惑的魔鬼祂是這樣回答的：「你要朝拜上主，你的上

� 一神論——信仰唯一的上帝。其他一神論的宗教有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有時基督
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被稱為「亞伯拉罕諸教 / 亞巴郎諸教」，因為在三個宗教
中都尊敬亞巴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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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錢嗎？（��）但若沒有你們天父的許可，它們中連一隻也不會

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一一數過了。所以，你們不

要害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呢！」（瑪��︰�����）。

關於自己天上的父，耶穌是這樣說的︰祂是「慈悲的」 

（路�︰��），祂「對待忘恩的和惡人，是仁慈的」（路�︰��），祂

「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

的人」（瑪�︰��）。

任何人類的善與上帝的善都是無法比擬的。耶穌講了這

樣的意思：沒有人是善的，只有上帝是善的（瑪��︰��； 

谷��︰��）。但同時祂號召追隨者效仿上帝的完全（瑪�︰��），

提醒他們應當與上帝一樣慈悲（路�︰��），締造和平的人要成

為上帝的子女（瑪�︰�）。

在舊約宗教的基礎上耶穌建立了新的宗教——眾人成為上

帝的子女。成為上帝的子女是在聖靈作用下發生的︰「因為凡受

上帝聖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靈，並

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

們呼號『阿爸，父呀！』（��）聖靈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

們是上帝的子女」（羅�︰�����）。

上帝的特性

聖經證明了上帝是不可被認識的：「啊！上帝的富饒、上

智和知識，是多麼高深！祂的決斷是多麼不可測量！祂的道

路是多麼不可探察！有誰曾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有誰曾當

��� 銅錢（BTTBSJPO�� ਕııȐȡȚȠȞ���ɶʧʧʖʦʞʟ），即零錢。
��� 阿爸（"CCB���ȺȻȻȺ���ɶʘʘʖ）：阿拉姆語，意思是「父」。

於人的存在，有臉、眼、耳、手、腳

和呼吸；上帝看、聽、講、行走、轉

身、轉彎、想起、遺忘、惱怒、平息、

驚奇、悲痛、憎恨和後悔。

在這些隱喻的語言中含有的是

與上帝個體相遇的經驗，是祂經

常性的參與我們生活中的感覺。

古人感覺到上帝與自己同在——

祂是君王和元首，出現在他們的

事奉上帝的禮儀中和節日中，在

日常生活中幫助他們。古人嘗試

著用可以用的材料，例如是用了

人的形象和概念，來表達他們與

上帝交流的經驗。

新約中對上帝的理解

在新約裡被耶穌基督啟示的上帝，首先是作為我們天上的

父。在舊約裡「父」這個名號有時是指上帝（依��︰��），

還有一個意思是︰祂是以色列人的父。在新約裡堅定且重複

地說：上帝是所有人的父（�）。

上帝對每一個人都有構思，每一個人在祂的眼裡都有價

值。對上帝來說，沒有人是多餘的，沒有任何一個人不值得祂

的關注和愛。上帝記得祂每一個創造：「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

�� 在瑪竇福音裡，耶穌訓道中用「天上的父」（通常與「你們的」和「我的」連用）
總共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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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全宇宙的創造者

上帝創造了宇宙，五光十色。太陽、月亮、星辰、星系——所

有可見的宇宙是由獨一全能的上帝創造的，「天地及一切有形

無形萬物的創造者。」

上帝是萬有的主宰，因為不僅創造了世界萬物，而且將

她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她關心她，支持她的存在。世界因

著與自己造物主的聯繫得以存在：脫離了上帝，世界本身不

可能存在。上帝的創造之言將世界帶入了存在，莫斯科的聖

菲拉列特把這存在形象比喻為鑽石橋，所有創造物都放在上

面，這橋立在「上帝無限性的深淵下面，自己渺小的深淵上

面。」（��）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在聖阿列克謝聖體尋獲日的講詞〉��《語錄和講話》
莫：�����第二集����頁

過祂的顧問？」（羅��︰�����）上帝的本性和本質是不可

理解的，但即便如此，在漫長的歲月中上帝通過自己的行為

向人類開啟了自己，通過了先知，通過祂自己所派遣者，即

耶穌基督（希�︰���、�︰�）。

根據聖經，上帝是不可見的。舊約裡上帝對梅瑟說：「我

的面容你決不能看見，因為人看見了我，就不能再活了。」

（出��︰��）但是新約裡不可見的上帝通過自己的子顯示了

自己。這種顯示的本質在若望福音裡是這樣表達的：「從來

沒有人見過上帝，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者，身為上帝的，

祂給我們詳述了。」（若�︰��）

耶穌基督講：「上帝是靈」。（若�︰��）這意味著上帝不

具有軀體，非物質的，不受限於時間和空間。莫斯科的聖

菲拉列特（��世紀）說：「上帝是靈，永恆、全善、全宰、正

義、全能、全在、不變、完全自足（��）及至福」。（��）

在新約裡講：「上帝是光，在祂內沒有一點黑暗。」（若一�︰�）

「光」一詞在這裡是隱喻：光象徵善，黑暗代表惡。這裡的光不

是指人類通過視覺可以感受到的光。使徒保祿認為上帝「住於

不可接近的光中，沒有人看見過，也不能看見」（弟前�︰��）。神

學家聖額我略（4U��(SFHPSZ�UIF�5IFPMPHJBO，�世紀）將上帝與太

陽相比：「上帝是至高之光，不可接觸，不可言說，智慧不能理

解，語言不能講出的光，照耀著全部理性的自然體。祂處於靈

性的世界，太陽處於感官的世界。」（��）

新約見證到「上帝是愛」（若一�︰�、��）。祂擁有的

愛不僅僅是給予那些外部跟祂有關聯的：祂在自我內部，在

本身存在裡是愛。同時，祂的愛在外部體現。上帝之愛的表

現，其中一個是創造世界和人。

��� 完全自足（QFSGFDUMZ�GVMM），意即沒有缺陷。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 神學家額我略：《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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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應當釋放出善並繼續移動」。（��）上帝「不滿足於

靜觀自己，由於自己滿盈的全善並決定要有某些東西，享受

祂的善行並參與到祂的全善之中」。（��）

作為絕對的善，上帝願意被造物出現並投身於這種善。作

為愛，上帝意願是祂的愛廣泛傳播並澤被祂所創造的世界。

創造世界和人

聖經裡講到了世界和人的創造。聖經是這樣說的：「在起初

上帝創造了天地。」（創�︰�）接下來講了上帝創造了光並將光

與黑暗分開，創造了天空，海洋和陸地，天空中的群星，海中的

魚，地面上的爬蟲和動物，天空中的飛鳥（創�︰����）。最後， 

「上帝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上帝的肖像造了人：造了

一男一女。上帝祝福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 

（創�︰�����）

聖經關於創造的六天未必要從字面上去理解。在聖詠

裡有：「因為千年在你的眼前，好像是剛過去的昨天。」 

（詠��︰�）使徒伯多祿是這樣說的：「在上帝前一日如千

年，千年如一日。」（伯後�︰�）聖經裡的六天可以理解為

六個連續創造的步驟，是逐步展開的，就像畫家的鉅作。其

中每一個步驟需要多長時間就延續多長時間，完全沒必要理

解為通常的一個晝夜（況且，太陽是在第四天才出現的）。

聖經裡關於上帝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樣造人的信理，是

基督信仰關於人和人終極命運的基礎信理。上帝的肖像特徵

可以從人的以下特徵看出︰理智、自由意志、區分善惡的能

��� 神學家額我略︰《語錄》��，�

��� 大馬士革的聖約翰︰《正教教理闡述》���

並不是所有人都信仰宇宙是由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

宇宙是自我出現的，不受任何管理。宇宙裡造物主的存在

是通過信仰來向人們展示的，正是如此「祂永遠的大能和

祂為神的本性，都可憑祂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 

（羅�︰��）

世界以自身的偉大和多樣性證明了自己是有創造者的。

就好像一幅畫，沒有畫家自己不會出現，宇宙沒有創造者就

不可能出現。就像鐘錶一樣，沒有工匠就不可能面世，不被

啟動就不可能轉動，宇宙不被創造不被管理就不可能存在。

為什麼是上帝創造了世界？正教神學家是這樣回答的：世

界被創造的原因是上帝的全善，為此「只靜觀自己移動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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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絕對完成上帝旨意的，能在

上帝和人之間從事中介功能的天

使。邪惡天使是指由於自己的傲

慢從上帝那裡跌落並與上帝作對

的那些。它們所有的力量用來與

上帝的意志對抗，阻止人們信仰

真理和追隨上帝的誡條。

這些邪惡天使被叫作惡魔，

其中最主要的是欺騙者魔鬼，或

稱撒但（��）。他首先反對上帝，

吸引了許多其他天使跟隨自己，

並引誘了最早期的人類亞當和夏

娃，他以蛇的形象出現，並誘導

他們不聽從上帝（創�︰����）。

邪惡不是上帝創造的：起

初上帝創造的一切，「樣樣都 

很好」（創�︰��）。邪惡是智慧之

物的自由意志帶來的——先是魔

鬼，後是人。惡在這個世界存在的

程度只能是到上帝允許的程度，在上帝劃定的範疇內。

上帝的垂顧

上帝對人類和整個世界的關心，在基督教神學語言裡被稱

為上帝的垂顧。上帝的垂顧是指上帝給予了每個人以生命，

��� 魔鬼（%FWJM���ȽɂɒȻɈɄɈɑ���ʚʞʖʘʤʡ），希臘語，意思是詛咒者，欺騙者。「撒旦」的
意思是「敵人」。

力、創造性潛力、天生內在對上帝作為自己創造者的追求。

至於模樣通常理解為人應該追求的目標︰人們被召喚聆聽上

帝並完成祂的誡命，改變自己使自己愈來愈相似於上帝。

上帝是愛，祂在人內部鑲嵌了愛的能力。祂按夫妻一對創

造了最初的人類，以愛的紐帶將

夫妻雙方連繫，訓導他們生育繁

殖，充滿大地。沒有愛，生命是

不可能延續的。人降生到世上，

是男女相愛的結果。還是幼兒

時，他黏著父母，愛的紐帶將他

們連在一起：還未學會講話，他

就有了愛的能力。長大後，他進

入婚姻，生命的循環又在他的後

代裡得到延續。通過這種方式，

上帝鑲嵌在人類內部的愛和對愛

的能力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

幸虧由於愛，生命才得以一代一

代薪火相傳。

有形和無形世界

聖經裡講在創造有形的世界

的同時，上帝也創造了無形的

世界，天使——無肉體的靈——處於其中。人死後靈魂

也去向這個世界。

天使（��）有善良和邪惡之分。善良天使是指那些事奉上

��� 「天使」來自於希臘語「ਙȖȖİȜȠȢ���BOHFMPT」，意即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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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來。在舊約裡上帝是這樣講自己的：「上主，上主是慈

悲寬仁的上帝，緩於發怒，富於慈愛忠誠，對萬代的人保

持仁愛，寬赦過犯、罪行和罪過，但是決不豁免懲罰。」 

（出��︰���）

上帝知道一切；對於祂沒有任何事可以隱瞞；祂看將來就

像看現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生命中的一切都是預設的。

基督信仰不信預定，運氣和命運。上帝能預知人的所有的事

情，不論好壞。但這並不意味著，站在善與惡前面，人已被

預定了選擇善與惡：選擇是取決

於人的自由意志。

只趨善的上帝意願與善惡交集

的人的意願疊加，在最後形成了

每個人的命運。同時上帝關心每

一個人，包括那些故意走邪路的

人，祂不放棄自己的垂顧。

墮落的後果

最初人類的違命和墮落的後

果是被逐出樂園（創�︰��）。

從那時起直到今天，人類已不是

處在上帝剛創造他們時的那個狀

態，而是處在墮落的狀態。由於

最初人類違背了上帝，在世界裡

出現了惡，這樣在每一個人面前

出現了兩條路：善與惡。在善路

上得到上帝的訓導，天使會幫助

給予了發展和靈性成長的條件，在善事中幫助他們，將世界

上存在的惡最終送達到善的後果。

垂顧是管理存在一切的上帝的意旨。這種垂顧是用兩種方

式來執行的。其中上帝的意志是無可爭議的善，施行起來是

沒有阻礙的。如果在世界上發生了惡，則不是上帝的意願，

只是祂的允許，是因為人阻礙了上帝旨意的實現。（��）

經常聽人講：「一切皆為上帝旨意。」這不對。上帝的旨

意只有趨善；惡是與之矛盾的。人故意或不故意行惡，是有

意識或無意識對抗上帝的旨意。這種情況下上帝的垂顧可以

這樣來起作用的︰上帝能將人的惡行化為某種善事。

有時會有人問：「上帝為什麼不懲罰罪人、犯罪者和惡

棍？為何允許罪惡存在？為何允許壞蛋生活在好人中間並做

壞事？」答案並不是因為上帝沒發現且縱容罪惡，而是祂的

恆久忍耐。在聖詠中這樣講：「上主富於仁愛寬恕，極其慈

悲，遲於發怒。他絕不會常常責問，也決不會世世憤恨。祂

沒有按我們的罪惡對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過犯報復我

們。」（詠���︰����）

如果上帝想自動清除人天性裡任何罪惡苗頭，祂就要限制

了人的自由意願了。這就會把人變成了木偶了，那麼人類社

會就成了木偶劇院。上帝期待的是人類在生命中的每一步都

連續不斷地選擇良善——不是因為被逼，而是由於自己的自

由選擇。惡總是違背上帝意願的，但上帝不總是消滅罪惡，

是因為尊重人的自由和他們選擇的權利——這是上帝自己賦

予他們的權利。

但同時，沒有一件罪惡的事情是沒有後果的，如果人犯

了罪又沒有去懺悔，他肯定會受到懲罰：或是在此生，或是

��� 大馬士革的聖約翰︰《正教教理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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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野獸中，是可咒駡的；你要用肚子爬行，畢生日日吃土。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她的

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你要傷害他的腳跟。」（創�︰�����）

夏娃的「後裔」，就是說嫡系後代，戰勝魔鬼和邪惡，永

遠救贖人類「脫離罪惡、詛咒和死亡」（22），祂就是耶穌基

督。古人一個又一個世紀地等待祂的來臨，先知預言了祂的

到來。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他。在惡路上欺騙者魔鬼及其幫兇會竭力打倒人類。

在舊約裡關於這兩條路是這樣說的：「我已將生命與死

亡，祝福與詛咒，都擺在你面前；你要選擇生命，為叫你和

你的後裔得以生存；你應愛慕上主你的上帝，聽從祂的話，

完全依賴祂。」（申��︰�����）對於來到世界上的每一個

人，上帝都是這樣呼喚的。但人類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重

複著亞當和夏娃的錯誤：寧願聽從人類敵人的暗中誹謗，也

不聽上帝的聲音。

現存在著用哲學意識流來否定人類的罪。他們認為人類問

題的存在是由於不當的教育：如果他們被詳細闡明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他們將只會做善事。（��）

然而基督信仰是這樣認為的，惡深入於墮落人類的天性和

心裡（谷�︰�����）。使徒保祿說罪生存於人的內部：「我

所願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願的惡，我卻去作。但我

所不願意的，我若去作，那麼已不是我作那事，而是在我內

的罪惡。」（羅�︰�����）消除自己的罪，與罪的現象作鬥

爭是擺在每一個基督徒面前的最重要的道德任務。然而在這

場鬥爭中人不是孤單的：上帝親自幫助他。

等待救世主

上帝經常為人類的靈魂及其得救而鬥爭。古代人類從亞當

時代就知道這些並生活在希望中，他的一個後裔將戰勝邪惡

和魔鬼。在基督信仰的傳統裡，就是以此含義來理解上帝對

引誘夏娃的蛇說的那些話：「因你做了這事，你在一切畜牲

��� 這些說法裡產生了啟蒙時代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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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基督  
在信經中關於耶穌基督是這樣說的：ߞךޑЬओᑋ

୷࿎ǴޑࡆᐱғηǴӧШϐҗР܌ғǴрԾӀܴޑӀ

ܴǴрԾޑࡆࡆǴڙғԶߚǴᆶРӕҁϡǴ

ނᙖ᭘ԶԋǶ᭘ࣁΑךॺΓᜪǴࣁ٠Αךॺޑள௱Ǵவ

Ϻफ़ΠǴҗဃᡫृูکᅦճڗ٥ளԺ᙮ǴԶԋࣁΓǶ᭘ࣁΑ

ᜤԶশရǶ٩ဃڙǴࢎӭЋΠଝΜӷॺǴӧᚳගКך

ق܌ǴӧಃΟВ᭘ൺࢲΑǴϲΑϺǴ֤ӧРޑѓᜐǶ᭘ஒ

ӧᄪᝬύӆٰǴቩղғޣԝޣǴ᭘ޑ୯ࡋШคಖǶ

誰是耶穌基督？為何是祂在基督信仰中佔據了中心位置？

為何信經的一半篇幅講及祂？我們對祂有何了解並且來源何

處？耶穌將自己稱作人子和上帝之子（若�：�����）（��）。

這些名號意味著什麼？

3.1.  人子  
耶穌基督是所有曾經生活在地上的人中最著名的。沒有

任何一個人被描寫被講述像講祂一樣多。用來談及祂的有書

本、畫作、音樂、電影，在傳道中講到祂，網路中講到祂。

然而更厲害的是為紀念祂建造了眾多教堂，有二十多億的人

呼叫祂的名號。基督信仰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宗教。

�� 「人子」：耶穌基督在福音書裡最基本的一個自我稱號。但從猶太語翻譯過來只
是「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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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

關於耶穌基督材料最主要的來源是四福音書——瑪竇、

瑪爾谷、路加和若望福音。福音書是親眼見到耶穌基督地面

生活的那些人的見證，也可以說是建立在這些見證的基礎之

上。聖經所有書卷中，福音書在教會裡最具權威性，被最多

閱讀且最受禮敬的。四福音書合集禮儀本是事奉禮的必須的

一個部分︰她被高舉出來讓信徒禮敬，她被敬吻，作為一種

虔敬的象徵。

從這些書中，我們首先了解到的是耶穌基督是一個真實

的歷史人物，而不是一個被塑造出來的文學人物（以前對基

督信仰的批評者曾試圖這樣假設）。祂出生在一個具體的時

間——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年代和猶太君王黑落德時期。祂的

出生地是伯利恆城（瑪�︰�；路�︰���），隸屬於羅馬帝國

猶大省。

耶穌基督的出生

耶穌基督以一特殊的超自然方式出生。祂的母親是瑪利

亞，猶太女子，與丈夫若瑟定親。天使向瑪利亞顯現並告訴

她將生子，此子被稱作至高者的兒子，祂的國度萬世無終。

瑪利亞問天使：「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廕你。」

（路�：�����）

與聖經敘述相對應的，在信經裡講耶穌基督是由聖靈和童

貞瑪利亞而降生。教會堅信，瑪利亞儘管和若瑟訂了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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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福音者路加，可能是七十 
使徒之一，使徒保祿的門徒

成書年代︰一世紀

著福音者路加象徵︰牛

3. 路加福音 

基督來到世上不是只拯救猶太人，而是
拯救全人類。路加提供了救主在地上的
家譜，追溯至第一個人類——亞當。
路加福音中的情節和比喻，顯出了基督
對外邦人的慈悲。

特點︰
大量的比喻。

作者︰著福音者神學家若望，十二
使徒之一，基督所愛的門徒

成書年代︰一世紀

著福音者若望象徵︰鷹

4. 若望福音 

若望福音對首三部福音作出增補，最完全
地展示了基督與猶太人的對話，以及他每
年往耶路撒冷的朝聖。

特點︰
展示基督的神性尊威
包含了基督長篇的對話
包括了其他著福音者沒有提及的情節
最遲寫成的福音

四福音都有空前的古籍抄本數量，被一世紀至二世紀的眾基督徒無條件地接受。

現存最古老的福音抄本，年代可追溯至二世紀初。

包含了新約全書的最古老抄本是西乃抄本（$PEFY�4JOBJ，四世紀）。以四福音為核心的新約
正典書目，被紀錄於公元���年舉行的勞狄刻雅地方會議（5IF�$PVODJM�PG�-BPEJDFB）中。
新約全書書目於公元���年在君士坦丁堡舉行的第六次大公會議被定立。

福音的真實性

作者︰著福音者瑪竇（肋未）， 
十二使徒之一

成書年代︰一世紀

著福音者瑪竇象徵︰天使

1. 瑪竇福音 

基督是應許的默西亞（.FTTJBI），以色列
的救主。瑪竇經常向讀者提及舊約聖經的
預言，並強調這些預言全數在基督身上應
驗。基督的家譜是源自達味王以及先祖亞
伯辣罕。

特點︰
大量舊約聖經預言。

作者︰著福音者馬爾谷，可能是七十 
使徒之一，使徒伯多祿的門徒

成書年代︰一世紀

著福音者馬爾谷象徵︰獅子

2. 馬爾谷福音 

使徒馬爾谷應羅馬異教徒的要求寫下這
福音書。他主要的目的是為基督的神蹟
寫下生動有力的記述，強調基督的無所
不能。為使內容能被正確理解，著福音者
在他的敘述中使用了一些拉丁文詞彙。

特點︰
篇幅最短的福音書。

四福音      
福音（希臘文原義︰「好消息」）——新約聖經中的四卷聖書。

福音記述了基督在地上的生命、祂的受苦、受死與復活，並展現了祂關於救恩以

及天國的教導。

福音由使徒瑪竇、馬爾谷、路加和若望寫成。他們通常被繪在四個有翼活物象徵

之旁，這是出自先知厄則克耳的神視。（則�︰����）
瑪竇、馬爾谷和路加福音被稱為對觀福音或符類福音，因為這三卷福音中記述的

事跡頗為相符。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4 14 0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五年的時候，在約旦河岸出現了一個先知，呼籲人們懺悔並給

他們施洗——浸到約旦河中，象徵著對罪的洗淨。在教會傳

統裡把這位先知稱為施洗者若翰或先知若翰——四福音書和

其他的歷史資料都有佐證（比如生活在一世紀的羅馬猶太歷

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 5JUVT�'MBWJVT�+PTFQIVT）。

若翰對來到的人們說：「我固然用水洗你們，為使你們悔

改；但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位，比我更強，我連提祂的鞋也

不配，祂要以聖靈及火洗你們。」當耶穌來到了約旦河，為

並未和他完婚而繼續是個童貞女。

教會稱她為「永貞童貞女」，就是

說永遠保持童貞。

「耶穌」是這孩童出生時的名

字，猶太語譯文的意思是「上帝

拯救」。希臘語「基督」在新約

中多次使用指耶穌，意思是「受

膏者」（��）。這指出了耶穌的司

祭（��）、先知和君王的尊嚴，指

出了祂對於以色列人和全人類的

使命。

伴隨著耶穌基督的出生還有特

別的超自然的徵兆：天使向牧羊

人告知了祂的出生（路�：����），

賢士從東方跟從神秘星星的指引

來朝拜他（瑪�：����）。

耶穌降生第八天，按照猶太傳統應受割禮（路�：��）。

到了第四十天瑪利亞和若瑟將祂帶到耶路撒冷的聖殿， 

「獻給上主」。接待他們的是長老義人西默盎，預言耶穌成為

「啟示異邦的光明」和成為以色列人的榮耀（路�：�����）。

耶穌的受洗和出來訓道

在羅馬皇帝提庇留（5JCFSJVT�$MBVEJVT�/FSP）（��）執政第十

��� 「受膏者」︰希臘語「ɎɉɂɊɋɗɑ���DISǟTUØT」，翻譯自猶太語「ʮʕ ʑ́ʝ ʩʧʔ ˪���PƗãvDত」（若�，��）

��� 在古以色列司祭是通過傅膏而從事神職的事奉（出��，��），（列上��，��），
（撒上��，�、��︰��等等）。

��� 提庇留統治羅馬是從西元��年�月��日到��年�月��日。他執政的第��年是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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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出來傳教所行的奇蹟構成了四福音書最本質的部

分。總體來說我們在福音書中找到了超過三十段耶穌所行

奇蹟的完整描述（不包括伴隨祂生活和傳教的超自然事件

的簡短陳述）。其中包括：多次治癒病人；將魔鬼趕出附魔

者；三個死人的復活；幾個見證耶穌控制自然界的事件（水

面行走，平息風浪和對無花果樹的詛咒）；還有其他幾個超

自然的事件（水變葡萄酒，用五個餅餵飽五千人以及用五

餅二魚餵飽七千人）。

至於耶穌所行奇蹟的總數，則是無法計算的︰如果不是

成千次，至少有幾百次。福音書中有許多地方可以見證這

受若翰的洗，若翰阻止他說：「我本來需要受你的洗，而你

卻來就我嗎？」但耶穌回答到：「你暫且容許吧！因為我們

應當這樣，以完成全義。」此時若翰才同意給祂施洗。當耶

穌從水裡起來的時候，「忽然天為祂開了，若翰看見上帝聖

靈有如鴿子降下，來到祂上面。又有聲音由天上說：『這是

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瑪�：�����、谷�：����、

路�：�����）此時耶穌大約三十歲（路�：��）。

受洗後，祂來到了曠野，四十晝夜不吃不喝。那裡魔鬼試

探祂，祂抵住魔鬼所有誘惑，戰勝魔鬼的控制。（瑪�：����、

谷�：�����、路�：����）

祂傳道時開始的話語，與施洗者若翰對民眾講的話是一樣

的︰「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瑪�：�、�：��）很快

在耶穌有了許多門徒和追隨者，祂選了其中的十二人，稱為

使徒（路�：��）。人群追隨著祂，被祂的神跡和訓道所吸引。

耶穌基督的奇蹟

奇蹟——這是耶穌基督活動的一方面，在祂的人生中引起

了周圍人的最大興趣。祂在加里肋亞的施教使「祂的名聲傳

遍了整個敘利亞。人就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種疾病痛苦煎熬

的、附魔的，癲癇的、癱瘓的，都給祂送來，祂都治好了他

們。於是有許多群眾從加里肋亞、『十城區』、耶路撒冷、

猶太和約旦河東岸來跟隨了祂。」（瑪�：�����）隨著時間

的推移，祂的榮耀不斷增加，有些祂治好的人加入了門徒的

隊伍，其中包括一些婦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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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所有請求耶穌醫治的具有堅定的信仰：有一些

動搖猶豫，還處在信與不信的中途。但主幫助他們堅定信

仰。一個人將他的兒子帶到祂面前說：「你若能做什麼，你

就憐憫我們，幫助我們吧！」耶穌回答他說︰「『你若能，』

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小孩的父親立刻含淚回答

說：「我信！請你補助我的無信吧！」（谷�︰�����）治好了

小孩的重病的同時，耶穌也治好了他父親的靈性病症——

缺乏信仰。

主的易容

在耶穌基督所行的奇蹟中， 

主的易容佔據著重要的位

置——「耶穌帶著伯多祿，

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單獨

帶領他們上了一座高山，在他

們面前變了容貌：祂的面貌發

光有如太陽，祂的衣服潔白如

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亞也顯

現給他們，正在同耶穌談論。

伯多祿就開口對耶穌說：『主

啊，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

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個帳棚：

一個為你，一個為梅瑟，一個

為厄里亞。』他還在說話的時

候，忽有一片光耀的雲彩遮蔽

了他們，並且雲中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一點，從中可以看出祂所行的醫治和驅趕魔鬼是具有普

遍性的。（��）

奇蹟和信仰

福音書中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講過耶穌拒絕對某個人的醫

治。但當祂被要求行徵兆來證明祂的大能大力時，祂是拒

絕行奇蹟的。當魔鬼在曠野中試探祂的時候，耶穌沒有行

任何一個魔鬼想要的奇蹟。祂拒絕了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

的要求的「來自天上的徵兆」（瑪��︰���、谷�︰�����）。

法利塞人似乎是為了信祂而要求奇蹟的，但據祂的傳道，

只是信仰才是行奇蹟的必要條件：奇蹟是結果，而不是信

仰的原因。耶穌對祂的門徒說：「假如你們有像芥子那麼大

的信德，你們向這座山說：『從這移到那邊去！』它必會移過

去的；為你們沒有不可能的事。」（瑪��︰��）對於有信仰的

人來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事。奇蹟可能就是他生活中的

現實——如此明顯和無爭議，就像周圍的世界一樣。

耶穌多次要求需要醫治的人要有信仰，或者說檢驗了他

們的信仰。祂問要求醫治的瞎子：「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

（瑪�︰��）祂也是如此經常去確認被醫治者的信仰力量：

「你的信德救了你」（瑪�︰��；谷��︰��）；「啊！婦人！你

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願望的，給你成就吧」（瑪��︰��； 

路�︰��）；「女兒，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你的疾病必

得痊癒」（谷�︰��；路�︰��）；「起來，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

（路��︰��）；「你看見吧！你的信德救了你。」（路��︰��）

��� 參看：瑪�︰�����、�︰�����、�︰��、��︰��、��︰�����、��︰�����、��︰�、��︰��； 
谷�︰�����、�︰��、�︰�����、�︰�����、路�︰�����、�︰�����、�︰��、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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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甚至會引起驚奇：「看，現在你明明的講論，不用什麼比

喻了。」（若��：��）

要想明白比喻的含義，鑰匙就是信仰。這樣理解祂的比

喻就像理解祂的奇蹟一樣。如果誰的心變成石頭了，那眼就

看不到了，耳朵也聽不到了，比喻的含義也是隱藏起來了 

（瑪��：��、谷�：��、路�：��、

若��：��）。就像耶穌的奇蹟沒

有讓文人和法利塞人相信祂訓道

的真實性，同樣祂比喻中所陳述

的道理也沒使他們信服祂是上帝

派遣來的彌賽亞。但不同的是，

由於堅定的信仰，許多人見證了

耶穌的奇蹟，聽祂寓言的人明白

了祂的拯救身份。

耶穌比喻的永恆意義是其能

夠幫助人們更瞭解上帝，接近

祂，熱愛祂。在這些寓言裡上帝

以擁有權柄的統治者出現，對

祂的部下具有絕對的權力：祂給

予每個人祂認為需要的，然後

要求每個人計算如何花費了所

得到的（瑪��：�����）；祂無情

地懲罰那些對抗祂意志和沒完

成祂命令的人（瑪��：�）。但同

時祂又是忍耐而有豐盛慈愛的

父，準備著擁抱那些懺悔的罪人 

（路��：��）。上帝熱愛人們就像愛

自己的創造物和孩子，許多寓言都

以各自的方式開啟了這個真理。

的，你們要聽從祂！』」（瑪��︰���；谷�︰���；路�︰�����）

正是由於這次神跡，基督的門徒們被展示了，祂那隱藏在

人類軀體下面的神性。基督內的上帝榮耀以一種特殊的可見

的方式顯示出來。基督因自己神性，天性所具有的光也被顯

示出來。（��）

據聖額我略．帕拉馬（4U��(SFHPSZ�1BMBNBT，���世紀）的

信理，易容山上所見的光並不是通常物理學上所講的光：這

是上帝的特殊行動，借此上帝顯示出自己的存在。上帝之光

改變人並使人易容，「觀察到光的並不是用有感知的視覺看

到的，而是上帝之靈的力量改變後的視覺」。（��）

耶穌基督的比喻

耶穌在福音書中是以師傅的形象出現的︰雲遊的傳道者，

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向人們傳講上帝的國度。耶穌在

自己的話中經常用一些日常生活和自然世界中的一些形象和

比較。祂的話語鮮明、美好且充滿詩意。

祂很多的傳道是用比喻的形式來進行的——簡短的故事，

通過打比方及比較來表達這個或那個靈性道德真理。福音書

裡這樣的寓言不少於三十則。用寓言作為基本形式來傳達靈

性道德真理，這對耶穌來說是如此有自己的特色，以致於福

音作者專門說：「耶穌用比喻給群眾講解了這一切，不用比

喻就不給他們講什麼」（瑪��：��）；「耶穌用許多這樣的

比喻，按照他們所能聽懂的，給他們講道。若不用比喻，祂

就不給他們講什麼⋯⋯」（谷�：��）當耶穌不用比喻時，

��� 關於基督的兩性看下面有關的章節。

��� 聖額我略．帕拉馬︰《論道》中關於「上帝的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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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往耶路撒冷路上說的比喻

基督在耶路撒冷最後數天說的比喻

ȣᏂ ����͡˟ᥔ˟͡�������������ɢȀ˟͡���������������ܼʫࢷ

  ČఓࢷแݔĉĀȣᏂ  ɢ 10:30-37 
  ͤ͋ȷƤĀȣᏂ  ɢ 11:5-8 
  ƃƢܐǂĀȣᏂ�  ɢ 12:16-21
  ⃛՝Āᘀĉ�  ɢ 12:35-40
  ฑķȇăฑᘀĉĀȣᏂ  ɢ 12:42-48
ᆑĀȣᏂ     ܼ 10:1-18ڒ  
  ăʨưĀƃɒư࠳  ɢ 13:6-9
  ϘଋȇܲଋĀȣᏂ  ɢ 14:7-11
  ၰଋĀȣᏂ  ɢ 14:16-24
  ӚୁĀȣᏂ  ɢ 14:28-30
  řǙຝĀȣᏂ  ɢ 14:31-32   
  ୬֓ĀȣᏂ 14-18:10 ࢷ  ɢ 15:1-7   
  ˫̭ĀȣᏂ  ɢ 15:8-10
  ̧ŔĀȣᏂ  ɢ 15:11-32
  ăฑƱĀϯŝ  ɢ 16:1-12
  ĂᘀăĨƂ້ȕǂ  ɢ 16:13
  ֲራȇӘ᮰ᢁ  ɢ 16:19-31
  ƃůĀᘀĉ  ɢ 17:7-10
  ăץಉЋ  ɢ 18:1-8
  ʑϙ௹ĉȇ᳐  ɢ 18:9-14
  ԼᬿʕĀȣᏂ 16-20:1 ࢷ
  ʈМઘݫŔĀȣᏂ  ɢ 19:11-27

ȣᏂ ͡˟ᥔ˟͡�������������ɢȀ˟͡�������������ُ҇ୌࢷ

  ƨĊɰŔĀȣᏂ 32-21:28 ࢷ
  ႋضԼдĀȣᏂ 41-21:33 ࢷ  ɢ 20:9-19 ୌ 12:1-9 

  ӰၰĀȣᏂ 14-22:1 ࢷ
  ƃɒư࠳ĀȣᏂ 36-24:32 ࢷ  ɢ 21:29-33  ୌ 13:28-32 
  ŝǂȇග 24:43 ࢷ   ୌ 13:32-37
  ฑᘀȇضᘀ 51-24:45 ࢷ

  ʈٿƕĀȣᏂ 13-25:1 ࢷ
  뺸ୁһʘ뺹ĀȣᏂ 30-25:13 ࢷ

  ŕŷඨಉ 46-25:31 ࢷ

基督的比喻

ĤךġĀȣᏂ뼷ĄĈ͵ءǋĀтƂͱϜҶ뼷Ⴙȭġಽō׃ƦۍĉٺિĀ֜
ղ뼷ˋዓȲ峭Āĉ֏Ф˟͡Āǋץ뼶

救主傳道時關於加里肋亞的比喻

Ęੈȇĉ��������������������������������������Đř

ŕŷඨಉ��������������������������������������š๗ۭĀѐʇ

比喻的主題︰

ȣᏂ ͡˟ᥔ˟͡�������������ɢȀ˟͡�������������ُ҇ୌࢷ

  Ĥඣȇඣ  4 : �9ࢷ� ɢ�5 : 33�35   ୌ�2 : 18�20  
  ĤҘۘć        17-16 : 9 ࢷ  ɢ 5 : 36-39   ୌ 2 : 21-22   

     
  ŞĘĀ॰뼵ȘʆĀʾ   16-13 :5 ࢷ  ɢ 8:16, 11:33 ୌ 4:21-25   
 ͪĘĀΝ뼵ݽĪĀࠈ       ɢ 14:34-35 ୌ 9:50
    

  ӭঢ়Ӛćᬨ܉ĘȣᏂ  27-24 :7 ࢷ  ɢ 6:47-49     
  ȣᏂ    ɢ 7:32ٿĘɰى  
  ƨĊૡᘀĉĀȣᏂ  35-18:21 ࢷ  ɢ 7:36-50    

  ĂřĢȠڋȣᏂ        29-24 :12 ࢷ  ɢ 11:17-22  ୌ 3:23-27   
  ՂƥŝȣᏂӍȺŴҽȣᏂ  
  ఓƝĀȣᏂ  23-1 :13 ࢷ  ɢ 8:4-15     ୌ 4:1-20
  ←ŔĀȣᏂ  43-24 :13 ࢷ    
  ఓƝţၛĀȣᏂ     ୌ 4:26-29  
  ᕪŔĀȣᏂ  32-31 :13 ࢷ  ɢ 13:18-19  ୌ 4:30-32  
  ᔓيĀȣᏂ  35-33 :13 ࢷ  ɢ 13:20-21  ୌ 4:33-34  
  ŞƏɱĀȣᏂ  44 :13 ࢷ   
   46-45 :13 ࢷ  ੶ĀȣᏂܤ  
  ఓȃĀȣᏂ  50-47 :13 ࢷ   
  ƨĊ༯ŔĀȣᏂ  14 :15 ࢷ  ɢ 6:39-40    

ηޑКേ Ϩൾ༜ЊޑКേ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5 15 0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具體的語言表達；它不可能局限於時間和空間；它不是指此

世、現時和外部，而是指出世、將來和內在。天國是指充滿

人們日常生活和相互關係的非視覺的真實性，通過人周圍的

事物和現象體現出來，給予他們生活的意義和認可。

耶穌基督講天國是指人的內在體驗。一天有個法利塞人問

祂：「天國何時來臨？」祂回答：「上帝國的來臨，並非是

顯然可見的；人也不能說︰看呀，在這裡；或在那裡。因為

上帝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路��︰��）

宣告上帝國來臨的時候，耶穌給人們開啟了新的生活，

其中心是上帝。但是耶穌關於上帝的消息不僅僅局限於號召

人們聽從上帝。否則就不會從根本上區別於舊約先知給人們

帶來的消息了。因為他們也講了要懺悔，要改變思想和生活

方式，講了上帝在歷史上的行動，講了祂在人們中出現。舊

約的上帝也是真實的上帝，只是遠離人類居住，在天上，雲

外，在雷聲和閃電中體現自己的榮耀。

耶穌關於天國的全新的消息是祂將天國由幻想變為現實。

然而不僅僅是天國︰祂將天國的上帝顯示給了地上的人們，

給他們開啟了此之前還不可見的神秘的深奧的不可認識的上

帝容貌（��）。天國不僅僅是將來的現實了，而是成了人們現

在此刻地上和時間中的維度。

使徒保祿把這種維度稱為「主基督耶穌內的永生」（羅�︰��）。

不只是在上帝內的生命，而是指在基督耶穌內是永生的，因

為不是人死後才開始，而是從此地就開始了，從人們開始信

仰基督並成為祂的門徒，並持續到永恆。

耶穌在宣講天國的同時，向人們展示了自己。同時也啟示

了通向上帝的道路。祂這樣講述自己：「我是道路、真理、

��� 「上帝容貌」在本「教理問答」中是比喻式用法，就像舊約中講上帝的手、腳和
眼一樣。

除了這些，寓言還講述上帝的獨生子。在寓言裡祂表現為

智慧的師長，又是良善的牧人（若��：����），出外尋找迷失

的羊，找到了，扛在肩上並為找到而開心（路��：���）。寓言

裡祂展示出，就像上帝派遣祂去葡萄園收葡萄，為了完成上

帝的旨意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瑪��：�����）。

最後寓言還講了人如何建立與近人之間的關係。祂號召寬

恕，就像父親原諒了自己迷失的兒子一樣，就像上帝寬恕了

欠債的人一樣（瑪��：��）；對待別人的災難要像撒瑪黎雅

人對待陷入強盜之手的人（路��：�����）；要像得到許多

赦免的人去愛（路�：�����）；用上帝的視角看人，細看靈

魂的深處，看出他們中上帝的肖像。

天上的國度

耶穌訓道和寓言的基本的話題是天國，或者說上帝的國。

耶穌在那裡也沒有給出天國的定義，但是通過了一系列的形

象、比較和寓言來展示其本質。

祂很多比喻通常是以這樣的問題開頭的：「上帝的國相似

什麼？我要把它比做什麼呢？」（路��：��）或者用對問

題的答案：「天國好像一粒芥子⋯⋯天國好像酵母⋯⋯天國

好像是藏在地裡的寶貝⋯⋯天國又好像一個尋找完美珍珠的

商人⋯⋯天國又好像撒在海裡的網⋯⋯」（瑪��：��、��、��、 

��、��）。

在耶穌基督的宣講中，天國有著包羅萬象的深刻含義：不

僅不能將之簡化為現在，也不能僅指將來，不能僅指地上的

現在，也不能僅指永恆；它不具有地上的具體特徵，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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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況，允許違反這些規條。法利塞人堅信，只能在耶

路撒冷朝拜上帝，只有猶太人才是上帝的預選並註定要被

拯救。撒瑪黎亞人和他們爭吵，認為不應在耶路撒冷朝拜

上帝，而應在革黎斤山（.PVOU�

(FSJ[JN）上。這些爭論又一次

引起了武裝衝突和死亡。

耶穌講到︰「到了時候，你

們將不在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

冷朝拜父⋯⋯然而時候要到，且

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

將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父，因為

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祂的人。」 

（若�︰�����）

祂訓導說，敬拜上帝不應簡化

為機械式完成某些數量的規條，即使它們被上帝的威信所聖

化。宗教生活的本質是尋找天國：人的所有追求都應服從這

個主要目的。耶穌號召要懺悔——內在的重生，這就不僅僅

局限於完成這個或那個外在的規條。

梅瑟法典和安息日的爭論

耶穌和敵對者的爭論會經常涉及到梅瑟法典（��）的具體規

條。有一個規條是這樣說的：「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

�� 梅瑟法典是指梅瑟五書中的法律和規條的總合，特別是出谷記、肋未記、戶籍記
和申命記。梅瑟五書是指舊約的前五書。

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若��：�）

天國是與耶穌本人、祂的事工、祂的宣道及祂的見證不可

分的。最終天國的展示與其是通過耶穌的訓導，不如說通過

祂的救贖大功，每部福音書都是敘說此事來結尾的。

耶穌的敵對者

四福音書都講了，在耶穌和當時以色列的神職高層的代表

大司祭們、法利塞人和經師們之間都存在著尖銳的衝突。在

祂開始講道時就發生了衝突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加尖銳。

耶穌和祂的敵對方的爭論涉及了宗教生活的本質。信仰

是什麼？上帝需要什麼樣的敬拜？經師和法利塞人堅信信仰

是規條的總合，是書面法律和口頭相傳中規定的，人應該無

條件遵守。但是規條是如此之多，法利塞人制定了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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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殫纏住已經有十八年了，安息日這

一天，就不該解開她的束縛嗎？」 

（路��︰�����）

法利塞人認為，做善事只能根

據計畫來，甚至於行奇蹟都需按

規定來。對於他們來說善事不是

最終目的：儀式是最主要的，遵

守規則，依照梅瑟法典和「長老

的言傳」。對於耶穌來說注意的

中心一直是人——在路上迎接祂

的，或在家裡，或在會堂，需要

幫助的人在這裡、此時，而不是在將來某個時候。耶穌從

不從這些人身邊走過去。如果這些人求助於祂，祂就立即醫

治：安息日對這些醫治不構成障礙。

關於潔和不潔的爭論

法利塞人自認為「區別」於一般人（「法利塞」原意是 

「被區分的」），更靠近上帝的人。他們最主要的關注點是

在與某些人或某些不潔的人接觸的時候不要受到玷污。不潔

之人和物的清單包含在舊約裡；在這個清單上法利塞人又增

加了無數的具體細節。著福音者所言︰「法利塞人和所有猶

太人，都拘守先人的傳授：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吃飯；從街

市上回來，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飯；還有其他許多按傳授應

拘守的事：如洗杯，洗壺，洗銅器等。」（谷�：���）

耶穌訓導到，玷污和罪惡的源頭不是來自於人的外部，而

六天應該勞作，作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為恭敬上主你的

上帝當守的安息日。」（出��︰����）這個規條的含義是在

一周中有一天是為安息日，人應該奉獻給上帝，將人間的所

有事務和操勞降到最低。但法利塞人將這個規條變成了僵化

的教條：他們規定了人們在安息日可以走路的最長距離，還

有牽涉到安息日的許多限制，法利塞人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

事奉上帝。

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立的，並不是人為了安息日。」

（谷�︰��）作為手段的東西不應轉變為目的。外部的規條

只是為了達到內在目的的工具。而祂的訓道正是為了這些

內在的目的。祂允許祂的門徒在安息日走過麥田，掐麥穗

吃，而法利塞人不允許這些。對於法利塞人的懊惱，耶穌回

答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瑪��︰����）

耶穌進行的許多醫治都發生在

安息日，這並不是祂故意破壞安

息日的靜默的戒條，而是因為祂

在安息日走進會堂，那裡聚集了

許多人，很多人請求祂醫治。

有一天祂治好了一個患了十

八年傴僂病的婦人，她一直不

能直腰。這時會堂長「氣惱耶穌

在安息日治病，便給眾人說道： 

『有六天應當工作，你們在這些

日子裡可以來治病，但不可在安

息日這一天』」。耶穌回答道：

「假善人哪！你們每一個人在安息日，有不解下槽上的牛

驢，牽去飲水的嗎？這個女人原是亞巴郎的女兒，她被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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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據瑪竇、瑪爾谷、路加福音書的記述，奧秘晚餐為逾越

節晚宴（��），晚宴上「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

門徒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身體。』然後，又拿

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由其中喝吧！因

為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我

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喝這葡萄汁了，直到在我

父的國裡的那一天，與你們同喝新酒。」（瑪��：�����； 

谷��：�����）祂教導門徒說：「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

我。」（路��：��）

這個訓道正是聖體血奧秘的基礎——教會主要的聖 

奧秘（��）。

根據若望福音，在晚餐開始前，耶穌脫去自己身上的外

�� 猶太人的逾越節是為了紀念以色列人從埃及做奴隸中逃了出來。在這一天會吃一
種無酵餅以及逾越節羔羊肉。

�� 在第三部分會談到這個話題。

是內部。祂說：「不是從人外面進入他內的，能污穢人，而

是從人裡面出來的，才污穢人⋯⋯凡從人裡面出來的，那才

使人污穢，因為從裡面，從人心裡出來的是些惡念、邪淫、

盜竊、兇殺、姦淫、貪吝、毒辣、詭詐、放蕩、嫉妬、毀

謗、驕傲、愚妄：這一切惡事，都是從內裡出來的，並使人

污穢。」（谷�：��、�����）

耶穌可憐世人的無能，原諒了罪婦（路�：�����） 

和淫婦（若�：����），與稅吏和罪人共食（瑪�：��；谷�：��）。但

祂對法利塞人是嚴厲的，無情地揭露了他們的偽善，稱他們

為「地獄之子」、「假善人」、「瞎眼的」，把他們比作墳

墓︰「外面看來倒華麗，裡面卻滿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樣的污

穢。」（瑪��：�����）

拉匝祿死了四天後，耶穌復活了躺在墓穴裡的拉匝祿，耶

穌和法利塞人的衝突達到頂點。司祭長和法利塞人就決定殺

害祂（若��：�����）。在一段時間內他們詳細考慮了這個

決定，在耶穌坐在小驢上，隆重地在人群熱情洋溢的喊叫聲

中進入了耶路撒冷，合適的時機出現了。那時「全城鬨動，

說：『這人是誰？』群眾說：『這是加里肋亞納匝肋的先

知耶穌。』」（瑪��：����）。司祭長和法利塞人「頒發命

令︰如果有人知道祂在那裡，就該通知他們，好去捉拿祂。」 

（若��：��）

奧秘晚餐

在耶穌被捉拿之前的最後一個夜晚，祂和祂的門徒吃了最

後一頓飯，後來被稱為奧秘晚餐。我們可以通過四部福音書

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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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斐�：�）。
耶穌被猶太公議會（��）判處

死罪並按羅馬總督龐提比拉 

多（��）的宣判被釘十字架。在

審問中祂並沒有辯護，沉默地

忍受責難和嘲笑，受到了戲弄

和鞭打。

耶穌被釘十字架。祂在痛苦

的折磨中死去。當羅馬士兵把

祂釘到十字架上時，祂祈禱說： 

�� 猶太公議會：由大司祭和��個法官組成的最高法院。

�� 那時猶太被羅馬的地方官統治，職位是總督。

衣，「把水倒在盆裡，開始洗門徒的腳，用束著的手巾擦

乾」（若��：���）。

然後祂又說出了自己最後的訓道，大部分是關於愛的話

題：「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

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

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正如父愛了我，

同樣我也愛了你們；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如果你們遵守我

的命令，便存在我的愛內，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

祂的愛內一樣⋯⋯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

愛了你們一樣」（若��：�����，��：����、��）。

基督留下這些遺言，辭去了此世界，將祂的門徒留給 

了後代。

受難、死亡和埋葬

耶穌多次預告了自己的死亡。祂知道，祂來到這個世界是為

了「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祂迎接了死
亡，服從了自己父的意願。

從人性來說，耶穌害怕死亡。在被

抓前夜祂對門徒講到：「我的心靈憂

悶得要死，你們留在這裡同我一起

醒悟吧！」祂向自己的父祈禱說：「我

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吧！

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瑪��：�����）這時「祂的汗如同血
珠滴在地上」（路��：��）。在知道死
亡的不可避免後，祂順從了父的意

願。祂是絕對聽從父的意願：祂「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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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

��：��）在十字架上祂向父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
麼捨棄了我？」（瑪��：��、谷��：��）
教會確信，耶穌沒有被上帝父有片刻的拋棄，而是為了拯救

人類，祂應體驗痛苦的磨難——不僅是肉體上的磨難，還有靈

性的磨難。耶穌自願接受磨難的杯並應該將之喝盡。人類命運

可能遭受的磨難和嚴厲考驗是上帝的遺棄——祂的沉默，祂被

人錯誤認為的缺席。

耶穌十字架的磨難在最高程度上體現了祂與所有受難者的

緊密聯結，包括那些懷疑上帝存在、埋怨上帝的、抱怨的以及

受折磨的人。耶穌不投訴不抱怨、不懷疑不動搖，但祂感到的

不可忍受的身體疼痛加大了，這是由於祂以人的角色在臨死前

與恐懼獨處的道德痛苦。祂沒有被上帝拋棄，但祂需要經歷被

上帝拋棄的感覺，因為祂「應當在各方面相似弟兄們，好能在關

於上帝的事上，成為一個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以補贖人民的

罪惡。祂既然親自經過試探受了苦，也必能扶助受試探的人。」

（希�︰�����）
對耶穌來說在祂經受嚴重的考驗之時上帝仍然是父。據路

加福音，在十字架上耶穌最後的話是︰「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

托在你手中。」說完這話他放出了靈魂（路��︰��）。
耶穌的身體被從十字架上取下並被下葬，按傳統放在洞穴

裡。在安息日，剛好與猶太的逾越節重合，祂的身體被置於墓穴

中，跟隨著的婦女，「依照誡命安息」。（路��︰��）

復活

在一周的第一天（後來在俄羅斯的傳統裡被稱作「主日」） 

婦女們來到耶穌的墳墓，為了給祂的身體塗抹上香液。

她們發現墓穴空了，天使告知她們耶穌復活了（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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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後兩個門徒伯多祿

和若望跑到墓穴，並發現只有耶

穌留下的殮布（若��︰����）。然後

復活的耶穌直接在墓穴旁顯現給

了瑪利亞瑪達肋納（��）（谷��︰�； 

若��︰�����）、從墓穴離開的其他婦

女（瑪��︰����）、去鄉下的兩個門徒 

（谷��︰�����）及一群門徒（谷��︰��、

路��︰�����、若��︰�����）。八天後耶

穌又顯現給門徒（若��︰�����），然後

不止一次顯現給了不同的追隨者群體（若��︰����、格前��︰���）。

最後在加里肋亞的山上顯現給門徒，並對他們講：「天上地下

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

子及聖靈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

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這

之後，「就被接升天，坐在上帝的右邊」（谷��︰��）。

耶穌基督的復活是使徒帶來世上最主要的消息，祂親自挑

選的門徒是為了繼續祂的偉大事工。耶穌的復活是他們傳道的

主要話題。對於早期教會這個事實的意義是如此的顯而易見

和絕對，以致於使徒保祿對格林多的基督徒說：「假如基督沒

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 

（格前��︰��）

迄今為止，耶穌基督的復活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髓。基督教神

學都是集中在這個事件周圍的。在教會禮儀日曆上所有一周年

期的節日都是處在「復活節」之下的，被稱為「節中之節」和「隆

重之上的隆重」。

�� 瑪利亞瑪達肋納是耶穌基督的一個女門徒，在所有跟隨祂的女性中她是被經常提
到的一個（瑪��︰��、��；��︰�、谷��︰��、��；��︰�、�；路�︰�、��︰��；若��︰��、 
��︰�、��︰�����）。

ဃ
Ⴝ
ฝ
Ƕ
߮
ᛥ
ථ
Ƕ

ԃ
Ƕ

ឫ
३
న
ζ
ܭ
ဃ
ო


1497

ཀ
ε
ճ
Ƕ

ԃ
Ƕ

ဃ
҆
ኇ
η

ԯ
໒
ើ
୷
ᛥ
Ƕ

1499



6 56 4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上帝之子成為人之後，將我們

變成了自己天父的子女，祂成了

我們的親戚和弟兄（��）。

耶穌基督在自己的位格裡結合

了時間與永恆、屬地上的與屬天

上的、人性和神性。祂的人性特徵

完全與我們一樣，但沒有罪：像其

他人一樣，祂吃喝（瑪�︰�����）、

感到詫異（瑪�︰��、路�︰�）、感

到疲累（若�︰�）、睡覺（瑪�︰��、

谷�︰��）、發怒（谷�，�）、生氣 

（谷��︰��）、高興（路��︰��）、

哭泣（若��︰��）、悲傷、恐懼和憂

愁（瑪��︰�����、谷��︰�����）。

然而祂一切人性特徵的表現內卻

沒有罪的組成成分。

基督的兩性

兩性——神性和人性——結合在耶穌基督內，是「不混

淆、不改變、不可分、不相離」。這就意味著，基督內的兩

性是相互之間不是混淆的，從中組成了某種新的自然特徵，

其中任何一方不吞併另一方；雙方結合時並不改變。耶穌基

督自從由聖靈取得肉軀的那一刻起，內裡的這兩性就沒有片

刻的分開，並且永不分開。

耶穌基督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的位格，神性和人性和諧

�� 新神學家聖西蒙：《道德之語》��。

3.2. 上帝之子
對於基督教會來說，耶穌基督不僅僅是人。祂是取得肉軀

的上帝。信仰耶穌基督為上帝和救世主，基督徒因這一點區

別於非基督徒。

耶穌——上帝的獨生子

教會信仰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若望福音是這樣開始：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上帝同在，聖言就是上帝。聖言在

起初就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

一樣不是由祂而造成的。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光

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絕不能勝過祂。」（若�︰���）「父懷裡的獨 

生者」（��）理解為對此世界來說不可見的上帝（若�︰��）。

根據信經，上帝之子是所生而非被造：區別於人和天使，

祂非上帝所造，永久地與上帝同一的。所有上帝的所造物的

本質是與上帝不同的，但上帝之子是「與上帝同一性體」，

就是說父與子是同一上帝本質。

據上帝的特性，祂是由父所生，但不是時間中的所生，

而是永恆中。子一直與父同在：並沒有父在沒有子存在的時

刻。作為人祂由至聖童貞女瑪利亞和聖靈降生在某一個具體

的時刻。

耶穌——神人

上帝的獨生子，主耶穌基督是神人，即既是神又是人。祂

不是一半人或是一半神，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

�� 「父懷裡的獨生者」（ʇʩʯʞʟ�ʘ�ʣʛʚʦʛ�ʄʨʭʛʢ）是隱喻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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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入我的肋膀，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有信的人。」 

多默回答祂說：「我主！我上帝！」（若��︰�����）

在信經中耶穌被稱為「唯一的主」和「出自真上帝的真 

上帝」。這些稱呼用來強調父與子的同等榮耀。

信經中的「萬物藉祂而造成」指明了上帝之子參與了世界

和人的創造。若望福音裡這樣說︰「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

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祂而造成的。」（若�︰�）使徒

保祿是這樣談論子的：「上帝藉著祂造成了宇宙」（希�︰�）。

教會信仰在上帝父創造世界的時候，上帝之子參與了上帝的

創造過程。

耶穌——出自光明的光明

在信經裡耶穌基督被稱為「出自光明的光明」。上帝是光 

（若一�︰�），基督也是光。因此在福音書裡說：「那普照每

人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若�︰�）耶穌自己對門徒說：

「我是世界的光。」（若�︰��）祂對人群講自己︰「幾時你們

還有光，應當信從光，好成為光明之子。」（若��︰��）

子之光和父之光，是統一的上帝之光。聖菲拉列特解釋說：

「看著太陽，我們看到光。由此光中又產生光芒，在所有太陽周

圍的空間裡可見到，但那個，是另外一種光，不可分的，同一特

性。類似於此，上帝父是永恆的光；由祂生下上帝之子，也是永

恆的光，但上帝父和子是同一永恆的光，不可分的，同一的上帝

特性」。（��）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且堅固地集合在祂內。這就是基督神學不會把永恆的上帝之

子，從於時間中誕生的人耶穌中分開的原因。儘管童貞女瑪

利亞誕下了作為人的耶穌，但她被稱為誕神女，因為永恆的

上帝之子和誕生在時間中的人耶穌是具有同一個位格。

耶穌是主和上帝

教會稱呼耶穌基督，就像稱呼天上的父一樣：主和上帝。

剛開始用這兩個名號叫耶穌的是出自使徒多默的口，就是在

耶穌第一次顯現給門徒時那位缺席的門徒。當門徒們對他

說見到主時，他回答說：「我除非看見祂手上的釘孔，用我

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祂的肋膀，我絕不信。」過

了八天，當所有的門徒都在的時候，耶穌來臨了，對多默說︰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裡來，看看我的手吧！並伸過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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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基督用自己的死亡從魔鬼手裡

贖回了人類（��）。還有一些認為這

種述說是對上帝的侮辱並理由充

足地反對到：這是一個怎樣的魔

鬼，以致於為了人類的拯救要求

這麼高的代價？（��）

四世紀的時候確認了以下關於

救贖的理解：人由於因罪而墮落，

受了魔鬼的奴役；人為了得到救

贖，需給魔鬼付補償贖金；作為

人的耶穌基督做了贖金；魔鬼接

受了用祂來交換人類，但在人性

的「誘餌」下基督隱藏了神性的

「鉤」，魔鬼吞下後，但不能承受

了：這樣上帝迷惑了魔鬼（��）。這

樣詮釋很美麗並且閃爍著智慧，

在當時具有減輕對救贖奧秘理解

的困難，但對於現代人來說它已

未必能說明這個奧秘的本質了。

在中世紀在拉丁西方有種理論，上帝之子的十字架死亡為

了必須滿足上帝父的公義。理論的實質如下：人因自己的罪

是如此的激怒了上帝，他們在上帝面前所欠的是如此之大，

任何自己的善工和勞役都不能還清了。為了滿足上帝的公

義，平息祂對人類的憤怒，需要祭品，上帝之子貢獻了它。

�� 奧利金︰《瑪竇福音注釋》��︰�

�� 神學家額我略︰《語錄》��︰��

�� 尼斯的額我略：《大宣講詞》�����

耶穌——救贖者和拯救者

教會將耶穌基督稱作救贖者和拯救者，因為祂的受難和死

亡具有救贖性質。使徒伯多祿寫到：「你們不是用能朽壞的金

銀等物，由你們祖傳的虛妄生活中被贖出來的，而是用寶血，即

無玷無瑕的羔羊基督的寶血。祂固然是在創世以前就被預定了

的，但在最末的時期為了你們才出現。」（伯前�︰�����）

使徒保祿在《聖經．羅馬書》中講到耶穌基督「為了我們的過

犯被交付，又為了使我們成義而復活。」（羅�︰��）。後來又寫到

祂死亡的救贖性質：「當我們還在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指定

的時期為不虔敬的人死了。為義人死，是罕有的事：為善人或許

有敢死的；但是，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

這證明了上帝怎樣愛我們。現在，我們既因祂的血而成義，我們

更要藉著祂脫免上帝的義怒，因為，假如我們還在為仇敵的時

候，因著祂聖子的死得與上帝和好了；那麼在和好之後，我們一

定更要因著祂的生命得救了。」（羅�︰����）

救贖的理論

上帝以肉身來到這個世界是「偉大的虔敬奧跡」（弟

前�︰��）。多年以來神學在努力破譯她。建立了不同的

救贖理論，並以此試圖來解釋那些超越了人類智商可能

理解的東西。

例如，有些神學植根於「救贖」（贖金）的字面含義，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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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聖菲拉列特如是說︰「上帝之子是通過自己的傳道、自

己的生命、自己的死亡和復活完成了我們的拯救。」（��）

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力量獲得拯救：這是基督教神學其中

一個公設。為了得到拯救和達到與上帝的連接，就需要救世

主。耶穌基督成了全人類的救世主，為了人類受難和死亡。

祂的上帝恩寵（��）拯救了信仰祂並按祂的誡條生活的人。

在回答基督是為了整個人類受難和死亡這個問題時，莫斯

科的聖菲拉列特寫到：「主耶穌基督從自己這方面，為了全

民把自己作為祭品，給所有人帶來恩寵和拯救。但只有那些

自己自願參與到祂受難中的人，才能利用到這些⋯⋯我們因

自己充滿生機的心靈信仰參與到耶穌基督的受難和死亡中，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45 基督神學裡對於「恩寵」理解為是一種特別的上帝力量，作用於人身上並帶領他
獲得拯救。

在正教的傳統裡這種救贖的述說是不能被接受的。東方教

會的教父們是這樣說的：基督將自己作為祭品獻給上帝父，

並不是因為上帝需要這個祭品，而是我們需要：「我們為了

重生需要上帝化為肉身並受難」（��）。就是說不是上帝父需

要，而是我們需要十字架的死亡。為了拯救我們需要這樣的

上帝——被釘上十字架的上帝，而不是其他的。

上帝之子在十字架的死亡是上帝對人的愛的結果：「上帝竟

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

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這些話語完全徹底地揭開

了上帝化為肉身和救世主十字架死亡的「偉大奧秘」。從這裡

我們可以得出上帝把自己的子作為祭品，是因為對全世界的

愛，而不是僅僅針對某個單獨的民族和某個團體。

拯救

從這些話裡可以得出結論，拯救和永恆的生命只是那些

信仰基督的人的榮耀。在升天之前耶穌對祂的門徒講：「你

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

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谷��︰�����）沒有信仰基督

是上帝和救世主的，沒有受洗的和不遵守祂戒條生活的，拯

救是不可能的。

拯救——是基督教神學最重要的詞條。上帝化為肉身據

信經所言是「為了我們的得救」。為了這個目的上帝之子生活

在地上，施行奇蹟，訓導群眾，受難，在十字架上死亡並從死

�� 神學家額我略︰《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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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對人們說：跟隨上帝，緊緊抓住祂，永不放手——

你將永遠不會被溺斃。所以上帝是這樣的︰不僅僅是遠望同

情，而是分享他們生活中的痛苦和磨難——這些，神人耶穌

基督給人們開啟了。

愛的祭品

上帝之子作為救贖祭品的預像是亞巴郎獻祭的歷史（��）。

這章談及的是亞巴郎和依撒格是上帝意旨的完成者。如果亞

巴郎知道這個意旨，那麼依撒格則完全服從父親的意志，儘

管父親的行動與正常思維是對立的，與普通人的道德標準是

對立的，與傳統家庭倫理是對立的。但我們從依撒格的口中

聽不到任何異議的聲音（只有這問題令我們困惑）。他默默

地躺上了祭台，認為這是上帝的意旨，剛好也與父親的意志

一樣。

這段聖經如何反映出基督的受難和死亡？在受難史中給我

們呈現的是上帝之子，祂一開始就知道祂來是「為大眾做贖

價」（瑪��︰��、谷��︰��）。祂知道，祂應該完成派遣祂

的父的意志（若�︰��、�︰��）。祂所有的人間生活都是為

到這個時辰，祂才來到世上（若��︰��）。如果在舊約裡，

天使在最後的時刻才阻止了亞巴郎那砍向兒子的手，那麼這

事在上帝的獨生子身上沒發生：父的決議得以完成，為了全

人類，祂的獨生子作為祭品，成了拯救的贖價。

�� 參照上面所講。

因著聖奧秘參與到其中，這其中就隱密包含著耶穌基督因受

難和死亡而帶來的拯救力量，通過把肉身連同邪情和私欲釘

在十字架上了」（��）。為什麼耶穌基督的受難和死亡對於我

們來說是具有拯救力量？聖人是這樣回答的：「因為祂復活

了，通過這給我們的神聖復活奠定了基礎」（��）。

在基督教裡拯救不能僅僅理解成上帝來到人間提供幫助。

上帝並不止於拋下救生圈給那些遇溺者，然後同情地看著他

們是如何費力地爬出來：祂反而是親自跳入人類生活的狂風

暴雨的海浪，為了人們能抓住祂並因此得救。

�� 這裡「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釘在十字架上」是使徒保祿的說法（迦�，��）。意思
是與邪情和私欲作鬥爭。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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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主耶穌，你來吧！」（默��：��）：新約的最後一

卷書默示錄以這呼聲為結尾，看來是聖事奉禮儀的來源。

對基督徒來說，救世主的第二次降臨並不會成為恐

懼的原因。基督徒愉快地等待著這一天，那時「祂要拭

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

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 

（默��：�），「最後被消滅的仇敵便是死亡」，「上帝成

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基督的第二次來

臨是上帝對魔鬼的最終勝利，善良戰勝邪惡。基督徒的注意

力在關注著此事。

關於人和上帝新的啟示

耶穌基督化為肉身、世上的生活、受難和死亡是關於人類

的新啟示。耶穌給人類呈現上帝之形，同時給他們呈現的是

真正的人之形。祂示範了，人可以是什麼樣的，以及應該是

什麼樣的。對於基督徒來說，耶穌基督是精神和道德的絕對

完美的理想。

耶穌基督的受難和十字架的死亡是關於上帝的新啟示。祂

顯示了人們從來沒見過的上帝之形。人類是第一次知道如此

的上帝︰為了人類而流血，受難和十字架上的受恐懼折磨的

死亡。

基督徒的上帝不是哲學自然神論者所謂的上帝：創造了

世界，建立了自然規律，然後離開，讓世界按照自然規律發

展（��）。也不僅僅是舊約的上帝：祂積極參與到人類的生活

中，行了奇蹟和預像，但同時遙遠不可及、不能且不可理

解、不可見、及引起了恐慌悲傷和恐懼的上帝。基督教以新

的方式啟示了那個上帝：祂不是高高在上看著人類受折磨，

而是進入人類的折磨之中，將這些攬上身並為人類死亡。

基督的第二次來臨

在活著的時候耶穌就對門徒預言了，在歷史的終結祂將

在榮耀中再來，對每個人進行臨終審判（瑪��：�����）。

教會早期基督徒的生活中充滿著對基督的第二次降臨的等

�� 可以將�����世紀發展這種觀點的西方哲學家稱為自然神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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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都不得赦免。（瑪��︰��、谷�︰��、路��︰��）

當耶穌還未受到光榮時，祂的門徒們還未領受聖靈 

（若�︰��）。基督的死亡和復活是是祂門徒領受聖靈的

必要條件。在與門徒們的告別交談中講到了，話題之一就

是護慰者的降臨：「我也要求父，祂必會賜給你們另一

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祂是⋯⋯真理之靈」 

（若��︰�����）；「當護慰者，就是我從父那裡要給你們

派遣的，那發於父的真理之靈來臨時，祂必要為我作證」 

（若��︰��）；「當那一位真理之靈來時，祂要把你們引入

一切真理，因為祂不憑自己講論，只把祂所聽到的講出來，

並把未來的事轉告給你們。祂要光榮我，因為祂要把由我所

領受的，傳告給你們。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為此我

4. 聖靈  
信經裡如是寫︰ߞךဃᡫǴЬǴғ፟ޑڮϒޣǴԾРԶ

วǴᆶРϷηӕڙལࡨӕ٦ᄪᝬǴ᭘මᙖӃޕॺวقǶ這些

話表明了聖靈是上帝，受信徒們對父和子一樣的敬拜。

聖經裡的聖靈

在舊約裡已單獨提到聖靈了。在創世紀之時，「上帝的

靈在水面上運行」（創�︰�）。聖靈造了人（約��︰�），

我鼻中尚有聖靈賦予的生氣（約��︰�）。聖靈和上主的靈

是「智慧和聰敏的靈，超見和剛毅的靈，明達和敬畏的靈」 

（依��︰�）。

然而關於聖靈的真正啟示是在新約裡。在耶穌基督的地上

生活裡，聖靈經常伴隨祂同行。在祂降生之前，天使顯現給

童貞瑪利亞說：「聖靈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 

（路�︰��）耶穌由童貞女和聖靈而降生。（瑪�︰�����）他說跟

著來的祂將要以「聖靈和火施洗」。（瑪�︰��、谷�︰�、路�︰��）

在耶穌受洗的時候聖靈猶如鴿子降在祂身上並居於祂內。 

（瑪�︰��、谷�︰��、路�︰��）受洗後耶穌被聖靈引至曠野為受

魔鬼的試探。（瑪�︰�、谷�︰��、路�︰�）

在自己的宣道裡耶穌多次講到了聖靈的作用。祂預示說祂

的門徒將受到迫害，但告訴他們不要提前想說什麼，因為他

們說的不是他們自己說，而是聖靈（瑪��︰��、谷��︰��、

路��︰��）。耶穌警告說，凡出言干犯聖靈的，在今世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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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提前說的事件發生在五旬節那天，火舌降臨在了使徒

身上，「眾人都充滿了聖靈，照聖靈賜給他們的話，說起外方

話來。」使徒伯多祿這時講到：「諸位以色列人！請聽這些話︰

納匝肋人耶穌是上帝用德能、奇蹟和徵兆⋯⋯給你們證明了

的人。⋯⋯你們藉著不法者的手，釘祂在十字架上，殺死了

祂；上帝卻解除了祂死亡的苦痛，使祂復活了，因為祂不能受

死亡的控制⋯⋯祂被舉揚到上帝的右邊，由父領受了所恩許

的聖靈；你們現今所見所聞的，就是祂所傾注的聖靈。」他們

一聽見這些話，「就心中刺痛，遂向伯多祿和其他使徒說： 

『諸位仁人弟兄！我們該作什麼？伯多祿對他們說：『你們悔

改吧！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們的罪

過，並領受聖靈的恩惠。」（宗�︰����）

聖靈在教會中的作用

教會的使命起於五旬節並一

直延續到今天，聖靈在其中連

續起著作用。聖靈在教會中起

作用是基督教理不被歪曲的保

證，祂的事工是被祂的門徒和

追隨者得以繼續的保證。基督

作為教會的行動且具生命力的

頭，是通過聖靈的作用來實現領

導的。聖靈是耶穌留在教會裡的 

「另一位護慰者」：祂永遠與你

們同在（若��︰��）且祂不憑

自己講論，而是以基督之名講論 

（若��︰�����）。

說；祂要由我領受而傳告你們」（若��︰�����）。

在自己復活後，耶穌顯現給門徒並通過噓氣向他們派來

了聖靈，說「你們領受聖靈吧！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

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若��︰�����）同時

祂命令門徒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許，

即你們聽我所說過的：『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幾天

以後，你們要因聖靈受洗⋯⋯但當聖靈降臨於你們身上時，

你們將充滿聖靈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

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宗1︰���）

ဃ
ᡫ
फ़
ᖏ

٬
২
ي


ଭ
ᖻ
լ
Ƕ
׆
ᛪ
Ƕ
Μ
Β
Ш
इ
Ƕ



8 18 0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如果福音書主要講的是基督人間事奉的事，那麼宗

徒大事錄主要見證的是聖靈在基督教會裡的作用。聖靈

對信徒的作用在宗徒大事錄裡是這樣寫的「充滿聖靈」 

（宗�︰�、�︰��、�︰��、��︰�、��︰��）和「領受 

聖靈」（宗�︰��、�︰��）；還講到聖靈降臨於虔信者身

上（宗�︰��、��︰��、��︰��）。聖靈隨著洗禮的降臨：

當使徒保祿在格林多向一群門徒講道時，他們「就因主耶

穌之名領了洗。保祿給他們覆手，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 

（宗��︰�）

教會信仰聖奧秘都是在聖靈的作用下完成的。其中包括

在聖體血禮儀中，餅和酒在聖靈的作用下成了基督的身體和

血（��）。聖靈的恩寵通過主教的覆手使人成為事奉的神職人

員。每一個受洗的人在敷油禮中都接受了「聖靈恩典的印

記」（��）。

聖靈的力量在許多聖人的生活中都有顯現，從古代到不久

之前。偉大的俄羅斯聖人沙羅夫的塞拉芬（4U��4FSBQIJN�PG�

4BSPW，��世紀），對前來拜會的買辦莫托維洛夫說，基督

徒的生活目標應該是追求獲得聖靈。當莫托維洛夫問這意味

著什麼時，他看到在他眼前的聖人易形了，好像基督一樣：

他的面龐光耀過太陽，散發著溫暖和香氣。至聖的聖人是這

樣為與那位驚奇的來訪者的交談作結的：「正確信奉上帝和

祂的獨生子在上帝面前是被獎勵的。會因此被給予自上的豐

富聖靈恩寵」（��）。

�� 聖體血禮儀是基督教會的重要的事奉禮，在禮儀中餅和酒成了基督的身體和血，
在後面會詳細講到。

�� 關於洗禮和傅油（膏）禮，後面會詳細講到。

�� 沙羅夫的聖賽拉芬和莫托維洛的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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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5..  聖三一 
在升天之前，耶穌告知門徒是以 

「父及子及聖靈之名」為人授洗（瑪 

��︰��）。這裡聖三一的三個位格以

簡短的形式被一起提及。比這更早父、

子及聖靈給人們顯現：是耶穌從若翰

那裡受洗的時候。那時父發聲，聖靈

以鴿子的形象降臨於上帝之子身上。

上帝唯一，但於三個位格中

關於上帝唯一，但於三個位格中的教理，在教會存在的早期

就已形成的格式。這個教理的基礎是耶穌基督對自己父和聖靈

的提及，特別是若望福音裡有多處這樣的地方。使徒保祿書信

中我們也會見到多次提及到了上帝的三個位格。其中的一封書

信是這樣結尾的：「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和上帝的愛情，以及

聖靈的相通，常與你們眾人相偕。」（格後��︰��）

「聖三一」一詞在新約中並沒有。但它出現在基督教神學中

並不遲於二世紀，並很穩固地成為了基督教會的神學詞彙。這

詞彙的意義是上帝唯一，但在三個位格中被榮耀。

信奉聖三一絲毫不是貶低信奉唯一的上帝的一神教。聖三

一並不意味著三個上帝，這是唯一的上帝。這其中聖三一的

每一個位格並不是上帝的一部分，而是全部的上帝。這樣，

父——上帝，子——上帝，聖靈——也是上帝。三個一起——

唯一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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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耶穌基督祈求的禱文有很多。其中之一的例子是所謂

的耶穌祈禱文：「Ьओᑋ୷࿎ǴࡆϐηǴኇኈךΓǶ」 

在禮儀中有許多禱文是祈求耶穌基督的。

向聖靈祈求的禱文是許多基督徒在開始各種事情時念

的禱文：

向聖三一的三個位格祈求的禱文是聖體血禮儀中古老的

贊詞，並會加入到許多其他禱文中：「ဃࠌࡆǴဃࠌεૈ

ॺǶ」這被認為是每一個稱呼是指ךǴኇኈޣғ҉ࠌǴဃޣ

向聖三一當中的其中一個位格：第一個是指上帝父，第二個

指子，第三是指聖靈。然而禱文一起是指唯一不可分的聖三

一。

還有一篇類似的禱文：

這裡的「主」是指父，「君宰」是指子，「聖者」是指聖靈。

Ķ天上的君王，護慰者，真理之靈，無所不
在，充盈萬有者，聖善的寶藏，賦予生命
者；求你降臨並居住在我們內，洗淨我們一
切的污穢，聖善者啊，拯救我們的靈魂。ķ

「至聖聖三，憐憫我們；主，清除我們的罪
惡；君宰，赦免我們的過犯；聖者，因你的名
垂顧並醫治我們的病弱。」

聖三一之中，神性之源是父：子由祂所生，聖靈自祂 

而發（��）。子的生和聖靈的發都不是發生在時間中的事件：

這是子和聖靈的位格特徵，是祂們永恆就擁有的特徵。 

教會信仰上帝一直處在三個位格中，這個真理在舊約中未被

顯明︰但主耶穌基督向人們顯明了這個真理。

聖三一的三個位格永恆地處於愛的連接中，並處於思想

和行動的同一中。祂們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衝突、矛盾

和分歧。耶穌是這樣講述與父的相互關係的：「我實實在在

告訴你們︰子不能由自己作什麼，祂看見父作什麼，才能

作什麼；凡父所作的，子也照樣作，因為父愛子，凡自己

所作的都指示給祂。」（若�︰�����）關於聖靈耶穌講到︰ 
「祂要光榮我，因為祂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給你們，凡

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為此我說：祂要由我領受而傳告

給你們。」（若��︰�����）

上帝之子是所有人類「在父那裡的護慰者」（若一�︰�）。 
但聖靈「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祂是按照

上帝的旨意代聖徒轉求」（羅�︰�����）。

對父、子及聖靈的祈禱文

在祈禱中信徒向父、子、及聖靈以及聖三一三個位格一起祈求。

對父祈禱的禱文有前面提及的「我們在天上的父」（��）。

其他的例子有神父在聖體血事奉禮中念的禱文：他們主要是

向上帝父祈求。

�� 耶穌基督訓道說：聖靈「自父而發」（若��︰��）。所以信經裡與之對應的是聖靈 
「自父而發」。但拉丁西方在基督誕生的第二個千年裡流傳的教理是聖靈「自父
和子而發」，並將之定成教義，在東方正教會遭到推翻，認為是與聖經是矛盾的。

�� 參見有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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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成立

瑪竇福音裡講到有一次耶穌問自己的門徒：「人們說人

子我是誰？」門徒回答到：「有人說是施洗者若翰，有人說

是厄里亞，也有人說是耶肋米亞，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穌

問他們：「你們說我是誰？」西滿伯多祿回答說：「你是基

督，永生上帝之子。」耶穌回答他說：「約納的兒子西滿，

你是有福的，因為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

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

會，陰間的門絕不能戰勝她。」（瑪��︰�����）

東西方基督教會對這段有不同的詮釋。在西方強調了伯多

祿在使徒教會中的地位，是基督在地上的全權代理人，是羅

馬主教中的首席。在東方流傳的是另一種解釋：教會是建立

在信仰耶穌基督神性的基礎上的，將這個敘述出來的是伯多

祿的話。伯多祿自己在書信中堅持認為教會的基石是基督而

不是他（伯前�︰�）。

為什麼需要教會？

教會被需要首先是因為需要引導人群奔向上帝，向他們開

啟天上的父，使他們與基督相連，以聖靈的恩寵哺育他們。

教會在我們面前開啟了福音的深邃和美麗，幫助他們將救世

主的訓誡轉化為現實。通過聖洗、聖體血禮儀和其他的教會

聖奧秘引導人們走向天國，使之在我們的生活中變為現實。

幸虧教會這個王國，她像一粒芥子，在我們中間生長，長成

大樹（瑪��︰�����）；她像酵母（瑪��︰��），使我們的生活變

得充實和有意義。教會被稱為「地上的天」並非偶然的。

6.  教會 
在信經裡是這樣表達的：ߞךǵઓဃǵεϦǵԾ٬

২ޑ௲Ƕ

何謂教會？

教會是基督訓道的保護者和祂拯救事工的繼續者。教會是

祂活躍存在的地方，是祂與追尋者見面的地方。基督通過今

天的教會滿全地顯現給信徒，以前是通過她顯現給自己的門

徒的：祂在教會中的存在並無減

少，祂的恩寵並未收縮，祂的拯

救力量並未耗盡和減弱。

對教會的信靠是基督徒應遵守

的基本教義之一。甚至有一種說法

指「沒有教會就沒有基督教」（��）。

要知道基督教不僅僅是理性承認

基督本身和其教理的偉大。基督

教意味著首先要成為祂門徒團體

的一員。而這個團體就是祂成立

的教會。

基督教不能僅僅歸併為道德教

導，或是神學，或是事奉上帝。

也不是全部列舉的總和。基督教

是神人基督通過祂的教會的個體

啟示。

�� 這話來自於聖殉道者聖伊拉裡雍（特羅伊茨基），於����年受難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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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

自都是肢體。」（格前��︰�����、��）

基督是教會身體的元首（弗�︰��）。

祂將信仰中的生者死者收納到自

己的身體內。快樂和福樂的主要

源泉就處於其內。

教會的兩性

教會植根於地，但起源於天。

類似於教會的創始人耶穌基督具

有神人二性一般，教會也分為兩

個：地上的天上的。

地上的教會是「來自上帝而建立的人的團體，他們因正教

信仰，上帝律法，神品和聖奧秘而結合」（��）。天上的教會

包括靈界的居民，即是天使、聖人和所有在真正信仰中離世

的。

有時地上的教會被稱為「戰鬥中的教會」（是指處於與

世界上邪惡做鬥爭的狀態），或者是「行修的教會」（處於

行程中），天上的教會被稱為「歡慶的教會」（是指已達目

的，戰勝了邪惡）。

教會的獨一性

教會是獨一的，因為她是根據唯一的上帝的形象而建立

的。在地上她只能有一個。教會參與成員信仰的統一性和聖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教會是必要的，因為是為了讓上帝的恩寵和力量使人們變

得更好。很多人來到教會時靈性空虛，迷茫，沒有過真正人

類生活的能力。幸虧參加了事奉上帝，祈禱，領聖體和其他

聖奧秘他逐步改變了。教會幫助人們與永恆的上帝交流，克

服人們與祂之間的鴻溝。教會點燃人們的心，這火焰鼓舞他

們去從事善工和創造性的工作。

教會是必要的，因為是為了改變世界。一個人若不改變舊

我，是不可以改變世界的。我們經常會有想改變周圍人的情

況。也不乏這樣的情況，家庭的破裂是由於夫妻雙方都想改

變對方，而不是改變自己：一方給另一方開處方，提議對方

怎樣才能變得更好，但最終導致家庭破碎，是因為他們不能

達成應有的默契。

教會幫助人們感覺到他們不是孤單的個體，不是單純為改

變別人，而是感覺自己是統一集體中的一員，在聖靈的協助

下每個人修煉自己，按照基督的形象肖像來互相幫助並改變

自己。加入教會後，人們就像進入一股洪流之中，他會被帶

著達到目的，就是靈性的完美。這樣人不但不會失去獨立性

和自由，正相反，他會獲得新的力量去挖掘從上帝那裡得到

的靈性和創造的潛能。

教會——基督的身體

使徒保祿把教會定義為基督的身體（哥�︰��），像一個活着

的肢體，在這裡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的功能，自己的使命和事

奉（格前��︰�����）。保祿是這樣說的︰「就如身體只有一個，

卻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

是這樣。因為我們眾人⋯⋯都因一個聖靈受了洗，成為一個身

體，又都為一個聖靈所滋潤。原來身體不只有一個肢體，而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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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神聖性

按照創建者上帝的肖像而創立的教會是神聖的，因為上帝

的本性是神聖的。教會的神聖性並不因為祂的成員有罪而受

損。教會的神聖性完全不是建立在她地上成員的總體事工

和善工上的，而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神聖性上的，教會是祂

的身體。

因為神聖的本性，所以教會會聖化她的每一個成員。這種

聖化是通過教會的聖奧秘發生的，包括懺悔禮和聖體血禮。

在懺悔禮中人們在上帝面前懺悔自己的罪，並得到上帝的寬

恕，上帝幫助他脫離這些罪——儘管有時不是即時性的。在

聖體血禮中，人們將以餅和紅酒形式體現的基督領受到自己

的內心。

耶穌基督對自己的門徒說︰「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

味，可用什麼使它再鹹呢？它再毫無用途，只好拋在外邊，

任人踐踏罷了。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

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

屋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

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的在天之父。」（瑪�︰�����）

在這段經文裡指出了基督徒在世界中應起的作用。就像

身體中的靈魂，他們應使世界生活充滿靈性。就像食物中的

鹽，他們應呼籲人們努力，以使他們的生活充滿內容，充滿

意義，預防人類社會因敵意、藐視、衝突及報復而受損害和

破壞。教會在地上的存在，這群人被召選來按更高的道德律

法來生活，高於地上法律中所寫的要求，應當從社會的內部

來易容，使它改良，將人類提升到更高處。

基督徒被召喚來追求成聖達至完美。耶穌講：「所以你們

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 

體血禮儀的統一性保證了全世界教會的獨一性（��）。

使徒保祿將教會與基督的獨一性比做妻子和丈夫的獨一

性。他隱喻地將教會描寫成純潔的處女，許配給了唯一的丈

夫，即是基督（格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身體的拯救者，

祂「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以水洗（��），藉言語，來潔淨

她，聖化她，好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現一個光耀的教會，沒有瑕

疵，沒有皺紋，或其他類似的缺陷；而使她成為聖潔和沒有污

點的。」教會服從基督就像妻子服從丈夫，基督培養撫育她， 

「因為我們都是祂身上的肢體，祂的骨祂的肉。」（弗�︰�����）

�� 關於感恩祭後面會講到。

�� 就是洗禮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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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別中都是大公性的——普世的，地方的，主教區的和堂區

的。在普世教會和地方教會的層面上教會的大公性體現在主

教們、其他神職和平信徒信仰的統一（��）。在地方教會的層

次上教會由主教團體管理，團體中每一個不是僅僅代表自己

個人，而是代表自己的教會團體，包括神職和上帝的子民。

教會的神品教階

做了教會的成員就意味著與教會的教階處於統一之中了：

主教和司祭，上帝委託他們牧養自己的羊群。

教會教階不應理解為置於上帝所托產業之上而控制它的權

力。對於此使徒伯多祿說：「所以我這同為長老的，為基督

苦難作證的，以及同享那將要顯示的光榮的人，勸勉你們中

間的眾長老︰你們務要牧放上帝託付給你們的羊群；盡監督

之職，不是出於不得已，而是出於甘心，隨上帝的聖意；也

不是出於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於情願；不是做托你們照管

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範。」（伯前�︰���）

就像平信徒一樣，主教和司祭同為基督身體中的肢體。

但他們有特別的事奉：代表人們他們站在上帝面前舉行聖體

血禮，在劃分給他們的範圍內管理教會，對信任他們的靈魂

進行牧養的事工。所以使徒保祿號召信徒聽從教會的教階︰ 

「你們應信服並聽從你們的領袖，因為他們為了你們的靈

魂，常醒悟不寐。」（希��︰��）（��）

�� 「DMFSHZ / ʠʡʞʦ」是指除了主教之外的所有神職代表（現代也可包括主教）。平信
徒是指沒有神職和修士身份的教會成員。

�� 神職人員在教會裡享有聲譽，但沒有任何一個是沒有罪性的︰任何一個神職都可
能在某事上犯錯誤。為了這種錯誤的改正在教會裡有著這樣的體系：例如，主教
可以指出司祭的錯，在他不悔改的情況下可以對他進行處罰；主教可以被主教團
處罰。對神職的判與罰有一個專門機構：教會法庭。

這種呼召似乎不可完成，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絕對完

善。如果沒有教會的話，它確實不可完成。教會是神聖和完

善的，她聖化和完善她的成員。而基督作為她的元首，帶領

祂的每一個有此願望的成員走向神聖和完善。祂不但指出了

路，而且帶領祂的追隨者走這條路。

教會的大公性

教會是大公的教會（��），因為她遍布了整個世界，對每一

個人都是開放的，不論他的種族和社會地位。耶路撒冷的聖

基里爾（4U��$ZSJM�PG�+FSVTBMFN，��世紀）寫到：「教會被稱為

大公的是因為她遍佈天下，從大地的這端到那端；因為到處

是滿全地傳遞人們應該知道的信理，關於可見不可見萬物及

天上和地下的信理；因為所有人類被帶領走向真理的信仰，

不論頭領和下屬，學者或普通人；因為普世罪人都在醫治靈

魂和身體的罪，而教會在事中、語言中和各種靈性的天分中

都具有完美的狀態。」（��）

普世教會是由許多地方教會組成的，地方教會又是由主教

管理的主教區構成的。堂區屬於主教區，堂區是教會團體，

由神父管理。

教會的大公性是教會最重要的特徵（��）。她存在的所有級

�� 「大公」的希臘語的「καθόλου」被翻譯成「ʧʤʗʤʦʣʖʵ」，是「ʠʖʨʤʡʞʭʛʧʠʖʵ」的詞
根，是西方教會����年從東方分離後保留下來的。東方教會用古希臘語「ʠʖʪʤʡʞ�
ʭʛʧʠʖʵ」來稱呼自己。但在����年分裂以後她自我基本稱呼為「ʥʦʖʘʤʧʡʖʘʣʖʵ」。 
也不泛在一個稱呼裡同時用兩個形容詞。例如，俄羅斯正教會在����年前正式稱呼是
「ʆʤʧʧʞʟʧʠʖʵ�ʅʦʖʘʤʧʡʖʘʣʖʵ�ɹʦʛʠʤ�ʀʖʪʤʡʞʭʛʧʠʖʵ�ɸʤʧʨʤʭʣʖʵ�ʌʛʦʠʤʘ 」̡。

�� 耶路撒冷的聖基里爾：「宣講的信理」��︰��

�� 「ʧʤʗʤʦʣʤʧʨʲ」（大公性 / $BUIPMJDJUZ）是在��世紀被斯拉夫派用到神學裡。其可
以指 �）教會的普世性質，遍佈全世界；�）她在存在的各個層次中具有教會的滿
全性；�）教會是由主教團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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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不被認為合法，聖事不被認為有效。

然而使徒的教階繼承性並不是自動的，亦非如同魔法一

般：按手祝聖並不是獨立

於教會外的自治路徑。使

徒們所扶立的主教和司祭

是經過整個教會同意的，

這個同意與有合法的按手

禮相比，並非次要因素。

使徒繼承性的路徑只有存

於教會裡才是有效的：在

教會外就失去功效和意

義。所以教會不承認那些

脫離了教會的團體具有使

徒繼承性的存在，儘管他

們形式上的按手祝聖的繼

承未曾中斷過。

教會是使徒的教會，還

因為教會保存了使徒的信

理並將它傳遍了世界。沒

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改變這

些，這是使徒在救世主基

督的話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教理。基督神學可以發展和完善，

但這基礎永遠是基督信理，是由使徒們保存和傳遞的。

教會的教階由三級組成：主教、司祭和輔祭。主教是使

徒的直接繼承者。司祭和輔祭就不是了。司祭從主教那裡得

到事奉的權力，得到他的允許並以他的名義舉行聖事和聖奧

秘。輔祭是輔助主教和司祭舉行聖事，但不能獨立舉行這些

聖事。

使徒的教會

里昂的聖愛任紐（4U�� *SFOBFVT�PG�-ZPO，�世紀）寫到： 

「在教會裡就可以得到的真理，就不需要從別處尋找。在教

會裡，就像處於寶藏中的富人，使徒都已經奠定屬於真理

的一切。每一個願意的人都可以從中喝到生命的水。」（��）

教會是使徒的教會的原因，是教會肩負著主耶穌基督命令

祂的門徒所行的傳道和洗禮的使命。（瑪��︰��）

儘管普世教會的創建人是主耶穌基督本人，但首批地方教

會的創建人是使徒和使徒們的繼承人。在教會存在的早期，

使徒開始按手於司祭（��）和主教，為讓他們管理使徒傳道後

而建立的地方教會。這樣就在教會裡奠定了使徒的繼承性的

基礎。

教階的使徒繼承性是正教會關於教會的教理裡的關鍵概

念︰哪個教會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會呢？只有那連續地繼承了

始於使徒的教階的教會。如果沒有這種繼承或者某個時候中

斷了，則這個教會的團體就不可能被認為是真正的，她的教

�� 里昂的聖愛任紐：「反對異端」�，�，�

�� 司祭（QSFTCZUFS / πρεσβύτερος）在希臘語是「長者」的意思。在古代教會以此來
稱呼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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Ƃʞ࣍

Ƀ̦Ȟ

Ƃ࣍ 
Ƃǣ�u�資深的執事࣍ 
 ę࣍Ƃ�u�牧首下的資深執事

Б̦Ȟ

 զՂ࣍Ƃ
 զՂę࣍Ƃ�u�資深的修士執事

。Ƃ�u�在主教主祭的聖儀中輔助主教࣍ࣟ 
 ᙶƾՂ�u�在禮儀中負責讀經和頌唱。
 ȭ�u�禮儀中各助手最通用的稱呼。他們鳴鐘召集信友前來
崇拜上帝、在禮儀時協助祭壇的事務。鳴鐘的責任有事會托付特
別的侍從——鳴鐘者。

͵ĚȭλĈύ̦ȞিܥʟɩȺ̖য়뼷ޢݹ჻Վѣᎌ뼶

教會侍從

�Б̦Ȟ

�զՂѣᎌ
 ۬Իѣᎌ�u�隱修院院長
Իѣᎌ�u�在古時，掌院司祭ࡾ 
是著名隱修院的院長，而現代則
是院中最有聲譽的修士司祭或是
院長。

ѣᎌʞ

Ƀ̦Ȟ

 ѣᎌ
 ęѣᎌ�u�司祭中為首者， 
通常為有聲譽的司祭
 ǣƳѣᎌ�u�鮮有頒授的特 
殊職銜，授予至有資格與聲譽
的司祭，通常是主教座堂的主
管司祭。

2. 司祭
亦稱「長老」，教會中第二位的神品

3. 執事
教會中最低階的神品

s�ǂ͵Ǐ̦Ȟিܥƥġ܍Ӑ࣍Ƃ뼶
s࣍�Ƃć̓౮Šিܥƥġ჻Վǂ͵ͱѣᎌ뼶
s�̓౮թăĂǭ̀đ࣍Ƃ჻ՎɖǄ뼶

͵ĚĀ̦ܟĉ˳ć̦Ȟিܥ
ƥġȦīą֊Ā̖Ȏয়ာ뼷
Ĩǂ̯িܥӍ̓౮뼷͵֠۴
ĉႹඐ͵ƱూӍϯȗ͵ĚƂ
Ө뼶̦ȞɻդĈƁ쉫ǂ͵뼵ѣ
ᎌ뼵࣍Ƃ뼶ˤʋ뼷ƼɄ̦ܟĉ
˳ƻŒĦ뺸Ƀ̦Ȟ뺹쨞ǢӰ̦
�ĉ˳쨟ŗӍ뺸Б̦Ȟ뺹ܟ
쨞ǢţЩॕզĀѣᎌ쨟

正教會聖統

神職人員

s�ǂ͵ύǂ͵ڰĚ˛ś뼷ćǂ͵Ā̦Ȟিܥƥġƻ뼶
s�ćཫٞ࠸ƌͳ̘Փġ뼷ŮĈॕզՂƷĨŪĦǂ 뼶͵
s�ǂ͵Ĉܧǂ̯ǨĈĀিܥӍ౮К뼶
s�ǂ͵ʘ˩Ą͵ҞӍȺࠧҞƥϘ뼷ᆑѵ͵ҞġĀ۴ࠧҞӍॕզ֤Ʉ뼷
Țǂ͵ģĻŗǏ͵ҞŗʋᑞǄڂޏ͵ĚȡͱĄ͵ҞȡĀޢܟ뼶
s�჻ȗǂ͵Ąǂ 뼷͵ĄԨĂʞȢܧǂ͵ͱͳᆑĀՎƋ뼶�

 1. 主教
(希臘文原意︰監督)
教會中最高階的神品

ǂ͵ܟᖷ쉫

 ǂ͵
 ęǂ͵�u�榮譽主教主教銜
�ĝǂ͵�u�主要城市、地區或省份的主教、或至有榮譽的主教銜
 ᆑϘ�u�當地正教會的主教長

五旬節、聖靈降臨眾使徒身上 
之日，亦被稱為教會誕生之日。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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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UIPEPY」（正教的）既指信仰，又指教會。它來自

於希臘語的形容詞「PSUIPT」，意思是「正確的」，和名詞

「EPYB」，這有兩個意思：「意見」和「榮耀」。字面翻

譯希臘語「0SUIPEPYZ」的意思就是（關於上帝的）正確觀

點和正確信理。但斯拉夫的翻譯更注重這個詞表達的另一個

含義：正確榮耀（上帝）。在斯拉夫傳統裡以此強調了對信

仰理解的優先特徵，特別的禮儀特徵。作為正教基督徒，意

味著不僅要有對上帝的正確的看法，而且要正確地榮耀祂。

正教教會就是那個唯一、神聖、大公和傳自使徒的教會，

教會是關愛的母親

對基督徒來說教會是靈性的母親。教會的祈禱和關心將伴

隨他走過整個生命的歷程。當嬰孩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他被

帶到教堂接受洗禮和敷油。當他童年時，他可以參加聖體血

禮，到了有意識的年齡參加懺悔禮。教會祝福人生命中每一

次重要的事件，包括婚禮。當人們生病時，神父來給他進行

病傅禮，教會的團體在聖禮儀中為他祈禱。當人臨終時，神

父來給予他最後的聖體血並為他能平和地離開地上生活而祈

禱。當人處在死亡中，教會陪伴他走最後一程，此後並未忘

記他，繼續為他祈禱，是為了上帝施予他福樂和永恆生命。

像一個關愛的母親，教會帶領基督徒過地面的生活，並給

他打開通向天國的大門。在遠古就形成了的准則並非偶然：

「如果教會對誰不是母親，那麼上帝也不是他的父」（��）。

當然啦，上帝也關愛不在教會內的和教會附近的人。但在教

會裡上帝與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與人互動，只有在教會裡才

能有與祂的真正連接。這首先發生在教會的聖奧秘中。

信仰和教會。正教

信仰和教會是緊密聯繫著的。在正教神學裡是這樣講的：

「這是使徒的信仰，這是聖教父們的信仰，這是正教的信

仰。」這三個定義顯示出了真正基督信仰的本質和特徵，同

時也指出了教會的性質。

�� 這是一種改編說法，來自於殉教者迦太基的西普裡安（居普良）的「關於教會唯
一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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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由耶穌基督創立，是信經裡講到的教會。基督的信理，使

徒和聖教父們（��）的信理，這些教會都保存在純正不受損的

狀態下（��）。

�� 聖教父是用來稱呼那些奠定並表述出教義性教理的古代教會的神學家。特別有成
果地表述出教理的時間為古代教會時期（�至�世紀）和大公會議時期。在古代教
會時期奠定了基本的教理，在七次大公會議期間這些教理為了反對異端被明確了
出來。

�� 至於那些脫離了統一的正教會的團體，俄羅斯正教會是這樣界定的：「以聖教父
們的話語正教會確認：只有在基督教會裡才可能獲得拯救。但同時那些脫離了正
教會統一的團體，從沒有被認為完全失去了上帝的恩寵。教會交流的斷裂不可避
免地傷害恩寵的生活，在脫離的團體裡也不是恩寵的生活完全消失。正教會接受
其他團體過來的信徒有時不需通過洗禮奧秘就與其有關係。儘管統一受到破裂，
還剩下某些不完全的交流，這些為回到教會的統一提供了可能性⋯⋯」（「俄羅
斯正教會對待其他教會關係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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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聖洗禮
信經裡講：࠹ךᇡ೨ϐဃǶ

7.1.  洗禮——教會的聖事
首先對洗禮需要了解的是：這不是簡單的儀式。聖浸——

是聖奧秘。用教會的語言來說，聖奧秘是一種聖事，在聖事

中上帝通過司祭賦予人直接的作用，給予他自己的恩寵。

洗禮是七個奧秘中的一個。其他的還有：傅聖油、聖體

血、懺悔、神品、婚配、病傅（��）。聖浸——第一個聖奧

秘，從它基督徒開始了生命。它開啟了通向教會的門，給予

通向其他聖事的通行權，使他成為教會的成員。

洗禮——是靈性的出生。對前來交談的尼苛德摩耶穌自

己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見到上

帝的國。」尼苛德摩不明白救世主的話就問：「人已年老，

怎樣能重生呢？難道他還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嗎？」耶穌回

答道︰「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水和聖靈而生，不

能進入上帝的國，由肉生的屬於肉，由靈生的屬於靈。」 

（若�︰���）

聖浸使人與上帝相連，給予他對抗魔鬼的力量，過上基督

徒方式的生活。洗禮後並不會令人免於病痛，但可以幫助他

消滅靈性上的病症，用基督教語言來說就是罪，它會負面地

影響人的靈性的身體的所有機體。許多病都是罪惡生活方式

�� 關於傅油禮將在本節裡講，其他的將在第三章���節裡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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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信慕道

洗禮之前通常是宣信慕道——學習基督信仰的真理。這過

程通常持續一段時間，從幾小時幾天到幾個星期幾個月，甚

至幾年不等。

在宗徒大事錄裡記載了一位太監，他是埃塞俄比亞女

王的總管，他坐在車上讀「依撒意亞先知」中講關於到來

的基督（依��︰���）。使徒斐理伯走到車前問：「你明

白所誦讀的嗎？」總管回答說：「若沒有人指教我，怎麼 

能夠？」斐理伯請求與他同坐。那時斐理伯「便開口，從這

段經文開始，給他宣講了耶穌的福音。」他們來到一個有

水的地方，太監問：「看，這裡有水，還有什麼阻擋我受洗

呢？」斐理伯答說：「你若全心相信，便可以。」太監說： 

的直接或間接後果。教會幫助人們免於罪惡，來增強醫治作

用，以此來使他靈性和身體都變得強壯。

教會信仰，在洗禮後人的所有罪都被赦免。在他洗禮後所

犯的罪，他可以通過懺悔禮清除。

新約中的洗禮

從歷史順序上來看，若翰的聖洗早於基督徒的洗禮。 

（瑪�︰����、谷�︰���、路�︰����）從內容上來看， 

若翰的洗禮是「悔改的洗禮，為得罪赦」。（路�︰�）

在耶穌從若翰那裡受洗之後，

祂「和門徒來到猶太地，同他們

一起住在那裡施洗。」（若�︰��）

很快祂就將施洗的權力轉交給了

祂的門徒。（若�︰�）升天前祂

命令門徒教導萬民並為萬民施

洗。（瑪��︰��）按照耶穌親

自的命令，門徒們開始傳教並

通過洗禮接受信者入教。正是聖

浸——把身體浸入水中——代表

著象徵自己加入教會的行動，正

是洗禮打開了通向完全參加教會

生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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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和成年人的洗禮

嬰兒的受洗——這是在使徒時代教會裡就有的習慣。有時

會聽到這樣的觀點說：嬰兒受洗是對孩子個體的一種侵犯，

應讓孩子長大，然後他自己決定他信仰什麼。這不對。母親

用乳汁餵養孩子，並不等到他自己這麼要求。送孩子去上

學，並不是因為孩子想這樣，是因為應該這樣。自嬰兒時代

人需要的不僅僅是生理上的餵養，還需要靈性的哺養。上帝

的恩寵在孩子意識到之前，就開始在孩子身上起作用了。剝

奪孩子的上帝恩寵存在是不被允許的。

「我信耶穌基督就是上帝之子。」這些話就是簡短的宣信，

已足夠來領洗。使徒為太監施洗，然後聖靈降臨到他身上。 

（宗�︰�����）

現在宣信慕道同樣是在洗禮之前。特別重要的是，成年人

要有意識地來受洗，而不應僅僅把洗禮當作一種可以參加的

儀式，卻不明白當中的含義。正因為如此，才需要提前準備。

如果是小孩子受洗，當然不需要有意識的信仰。但這就需

要他的父母和他的教父教母有這樣的信仰。父母應當準備好

在信仰中教育孩子，教父教母要協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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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中，大齋期的禮儀中留下了為這些準備接受聖啟蒙者的

祈禱文，在偉大星期六的聖事奉中需從黑色的祭披換成光明

的祭披。

現在只要與神父商定好，洗禮可以安排在任何一天。想受

洗或讓嬰兒受洗的，需來到教堂告訴神父本人，或是那些在

蠟燭櫃檯工作的人，或是專門接受洗禮申請的人。他們會解

釋為了洗禮聖事什麼是必須的；需提前準備十字架和白色的

洗禮長袍。

受洗人應認識信經（如果是嬰兒，則至少父母中的一

個，或是教父教母中一個應該知道），能念出來，知道

所念的含義。

教父教母

教父教父只有已是信徒的才

可以擔任——他應該是基督徒，

經常懺悔，領聖體血（��），努力

按福音和教會教理生活的人。 

信異教的，屬於其他基督信仰分

支的，或根本沒有信仰的人是不

能充當教父教母的。也不應選那

些非踐行的正教徒，就是指那些

僅僅是形式上屬於正教會的人。

�� 基督的聖奧秘是指餅和酒在聖體血禮裡聖化成了基督的身體和血。

有時有的成年人不知道自己是否受過洗︰他覺得自己嬰兒

時受過洗，但不確定。此種情況應該告訴神父。如在這種情

況下受洗，除了正常的洗禮形式外，還會加上一句：「如果

未受洗」。

如果在嬰兒時受過洗，然後許多年無信仰的生活後，又回

到了教會，重新受洗就不需要了。信經裡是這樣的：「宣認

唯一的聖浸」。這強調了洗禮聖事的唯一性和不可重複性。

甚至那些脫離了教會的人，這個奧秘的恩寵也不會消失，當

他又回到教會時，恩寵會恢復其作用。

聖浸——這是上帝的印記，是任何東西不可以洗去的。但

同時應該記住，那些不去教會的人，事實上洗禮會在這些人

身上失去作用，對那些不懺悔不領聖體血的，不按基督徒方

式生活的人，對那些在可能的情況下不按福音教導生活的人

也一樣。

在古代教會，聖浸奧秘通常在重大節日舉行，特別是復活

節。復活節之前的一段時間是洗禮的準備期。在這些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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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加入了教會，不論他是嬰兒還是成年人。領洗之後，就

成了教會的一員，就有了隨之而來的權利和義務。

洗禮是人生命中的一件特別重要的事，甚至不亞於出生

來到這個上帝的世界裡。受洗日是值得慶賀和紀念的日子。 

聖詠裡這樣寫：「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

舞喜歡。」（詠���︰��）

同時也不應該這樣認為：領了洗之後，或是孩子受洗後就

完事了。相反，這時基督生活的路才剛剛開始。這條路與生

命是一樣長的。更甚的是，此路死後還未結束，還會延續至

永恆。

7.2.  洗禮的過程和傅聖油禮
與古代教會傳統相符，現代聖浸聖奧秘分為兩部分：宣信

禮和洗禮。宣信禮是指一系列的祈禱文和洗禮前的聖禮（��）。 

宣信禮可以獨立於洗禮，但在具體操作中，習慣上不隔開地位

於洗禮前。

宣信禮的開始

宣信禮開始的祈禱文是為了受洗者充滿信、望、愛：念此

祈禱文時，神父按在他的手上。其後是一系列的詛咒——針

�� 慕道的最主要的一部分︰準備受洗被稱為 $BUFDIFTJT / ʤʙʡʖʮʛʣʞʛ。

不一定需要教父教母兩個人，只有一個也可以（這種情況

下此人就需要與受洗人是同一性別）。

洗禮是偉大道路的開始

我們不應被動的受洗，或是因為周圍都是受過洗的人，

或是因為父母的要求，或是因為朋友建議而受洗。讓孩子受

洗，不應為了他不生病，學習好以及聽父母的話。受洗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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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領者，對抗掌權者（��），對抗這黑暗世界的霸主，對抗天

界裡邪惡的鬼神。」（弗�︰�����）

洗禮後開始挑戰魔鬼，人們受到恩寵的力量，這使他將來

消滅自身的罪並克服來自魔鬼的誘惑。在宣信禮的祈禱文中

強調了魔鬼淩駕於人的權力乃是假像和幻覺，人們在得到恩

寵的力量後會輕易地克服誘惑。

與基督的連接

在與撒旦的決裂禮完成後，

受洗人轉向東方（對著至聖

所），隆重的宣佈自己與基督

的連接。神父會問三次：「你

與基督連接嗎？」，他回答：

「我連接了」。這之後受洗人

宣讀信經（或是教父教母以他

的名義宣讀）。然後神父叫他

叩拜上帝——父及子及聖靈，

並宣讀祈禱文，祈求上帝召喚

他參加聖浸奧秘。這時宣道禮

結束。

�� 「率領者」，「掌權者」這裡是指不同的魔鬼力量。

對的是魔鬼，非面向上帝：在這些詛咒中神父要求魔鬼離開

受洗人並從此再也不要觸碰他。跟隨詛咒後是兩段祈求上帝

的兩段祈禱文：神父祈求上帝從受洗者身上趕出不潔之靈，

消滅所有魔鬼的影響，打倒撒旦於他的腳下，賦予他在撒旦

和不潔之靈前的勝利，開啟他內心的眼，用福音的光照耀

他，為他設立護守天使以使他脫免任何魔鬼的行動。

然後神父以按十字架的形式向受洗者吹氣，向上帝

祈求：「驅趕走所有隱藏和棲息在他心裡的邪惡和不潔 

之靈。」根據基督教理，人心不僅是善也是邪惡的來源地 

（谷�︰�����），所以在洗禮前，心應該以上帝的恩寵清洗

乾淨。

與撒旦的決裂

接下來是與撒旦的決裂禮。神父使受洗者的頭轉向西方

並問：「գࢂցᜫཀక๊ኜѿϷޑؤϪճࣁǴϷჹдޑ

һኀǴϷдޑលԳکдଷޑᄪǻ（��）」。受洗者回答： 

「క๊Ƕ」此問答要重複三次。「գςక๊Αኜѿ༏ǻ」 

此問答同樣要重複三次。然後神父叫「క๊ΑǼؤעςך」

受洗者向撒旦吹氣和吐唾沫。這種古老的儀式在現在有時會

引起微笑，但這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與撒旦決裂，此人開

始挑戰它，並公開宣布此時此刻他站在了上帝這邊。基督徒

生活並不是甜蜜的度日，而是靈性的鬥爭，是與黑暗邪惡的

力量戰鬥。使徒保祿講到：「要穿上上帝的全副武裝，為能

抵抗魔鬼的陰謀，因為我們戰鬥不是對抗血和肉，而是對抗

�� 墮落的天使就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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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特別時刻就是洗禮。

水在洗禮中起著特別的作用：作為純潔和洗淨的象徵， 

它清洗人的身體，同時使他的靈魂脫免於罪惡並在靈性上重

振他。正教會的洗禮需要完全浸入水中。除非在幾個例外

情況之下，洗禮才可以通過淋水或是灑水來完成（例如病危

者，連接著呼吸機等等）。（��）

走入水中象徵死亡，從水中出來象徵復活。根據教會 

教理，人受洗後是重新出生了，「已脫去了舊人和他的 

�� 由於各種原因如果洗禮中用的是淋水或灑水，則之後就不能補償性的再浸水了，
再來一次洗禮，因為洗禮只能有一次。

水的聖化

接下來就是聖浸禮本身了，以祈求和關於水的禱文開始：

為使水以聖靈的力量、行動和降臨而聖化；為使水充滿解脫

的恩寵和約旦河的祝福；為使聖三一潔淨的力量降臨；為使

水獲得驅趕可見與不可見的敵人的誹謗力量。還會加上關於

教會團體和關於受洗者的禱文：為使他配得起上帝的國；為

使他成為光明的子民和永恆福樂的繼承者；為使他成為基督

死亡和復活的參與者；為使他到末日審判前都能無損地保留

洗禮的衣袍和與聖靈的聯姻。

在祝聖水的祈禱文裡神父首先是因著上帝的偉大而榮耀

祂，因著祂對人類的善行而感謝祂，其中主要是神人基督降

臨人間。紀念基督從若翰那裡所受的洗禮。神父祈求聖靈的

恩寵降臨於水中，並使水成為「擺脫的水，聖化的水，可清

潔肉體和靈魂的水，解開鐐銬的水，原諒罪過的水，啟發靈

魂的水，再生的洗禮池的水，靈魂複生的水，收為義子恩典

的水（��），不朽外衣和生命源泉的水」。

洗禮

在浸入水中之前有傅油禮：在受洗者的額頭、眼睛、

耳朵、鼻、嘴、胸、手和腳上以十字架的形式傅油。然

後神父將他浸入水中三次，並念：「ޑࡆႼΓȐࢌࢌȑ

�� 成為上帝的子女是通過洗禮奧秘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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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那位「以自己的血解

救我們脫離我們的罪過，

使我們成為國度，成為事

奉上帝和祂的父的司祭」 

（默�︰���）。

耶穌基督自己集中了君王

和司祭的職份，基督徒被號

召來控制罪的情欲，用自己

的生命來事奉上帝，並以感

恩的心情歸還祂從祂那裡得

來的恩典，在這個意義裡基

督授予了祂的追隨者成為君

王與司祭的權力。

洗禮列隊行進， 

頌使徒傳和福音書

在傅油後，所有聖奧秘的參與者——神父、受洗者和教

父教母——要圍著洗禮池行進三圈。以前人們在復活節前

夜受洗後，身著白色的長袍莊嚴地進入教堂，會眾歡迎他

們。行進儀式從那個時候就保留了下來。

接下來是誦讀使徒保祿的羅馬人書：「我們受過洗歸

於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於祂的死亡。我們藉著洗禮

作為，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即

是照創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

（哥�︰����）

傅膏禮

在正教會裡聖浸奧秘是與另一

個奧秘——傅膏禮連著的。在受

洗者從水中出來，穿上象徵清潔

和重生的白襯衣後，就進行傅膏

禮（據傳統，受洗者會戴上十字架）。

傅膏禮聖奧秘中，人得到「聖靈恩典的印記」。在念這

篇祈禱詞的時候，神父在他的額頭、眼睛、耳朵、鼻、嘴、

胸、手和腳傅上聖膏，聖膏（油）是一種有特殊成分的香

油。聖膏是在牧首（地方教會的首領）直接見證下準備出來

的，然後分配給各教區，每座教堂從主教那裡領取。這樣通

過受祝聖的油，除了接受聖靈的恩典外，象徵性地實現了牧

首、主教、神父和信眾之間的聯繫。

傅膏——一種古老的傳統：在舊約裡先知給君王傅膏

施以王權；通過傅膏神父獲得舉祭權。在新約裡肋未人

專享繼承神品（��）的權利被取消，所有基督徒被認為是 

「特選的民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 

（伯前�︰�）。相應的，傅膏施以王權的古老傳統就改變

其中的含義了，傅膏可以用在每一個人身上了，只要跟隨

�� 肋未人的神品被稱為舊約的神品：根據規條，司祭只有來自於肋未人的後裔，從
父親傳給兒子。

࠶
ѭ
ථ
Ƕ
Μ
Β
Ш
इ
Ƕ

Ь
௲
ࡼ
ࢱ
Ƕ

ଭ
ᖻ
լ
Ƕ
ဃ
ଭ
ᅟ
ك
ے
Ь
௲
০

Ƕ

ဃ
ᆯ
ဃ
༫
ઝ



1 1 91 1 8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8. 死者的復活
信經的結束語是：ךයࡑԝޑޣൺٰکࢲШޑғڮǶ 

Ƕߐߓ

對死後生活的信仰
所有有名的古代宗教信仰都確信死後的存在。但對死後生

已歸於死亡與祂同葬了，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

從死者中復活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如果我們

藉著同祂相似的死亡，也與祂結合，也要藉著同祂相似的

復活與祂結合，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舊人也與祂同釘在

十字架上了，使那屬罪惡的自我消逝，好叫我們不再作罪

惡的奴隸，因為已死的人，便脫離了罪惡。所以，如果我

們與基督同死，我們相信也要與祂同生，因為我們知道：

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就不再死；死亡不再統治祂了， 

因為祂死，是死於罪惡，僅僅一次；祂活，是活於上帝。

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在基督耶穌裡活於上帝

的人。」（羅�︰����）

這段保祿書信總結了洗禮奧秘，同時也展示了其內在

的含義。使徒保祿形象地把在洗禮池裡浸水比作上主的死

亡。由於洗禮的奧秘，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復活就成了基

督徒靈性經驗的一部分。同時使徒強調了洗禮的道德含義

是罪惡的死亡及復活到「全新的生活」。

之後就是恭讀福音書，講的是基督授令門徒們以父及子

及聖靈之名授洗的誡命（瑪��︰�����）。這段經文佐證

了洗禮奧秘是上帝的制定。同時還提醒了基督在教會的永

恆存在：「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瑪��︰��）。

恭讀福音書後，在含義上洗禮就結束了。但在現在的具

體做法上緊跟其後還有一個儀式，在古代教會是在洗禮後

的第八天才舉行的：從受洗者身上拭去聖膏和剪下少許頭

髮以象徵對上帝的服從。舉行「入教會禮」：新受洗者被

帶到帝王門前，向救世主和聖母下跪拜。新受洗的男嬰可

以抱入至聖所環繞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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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說，彼世永恆的生命優於此世。此世生活中，善良參雜

著邪惡，快樂總是伴隨著磨難。在永恆的生命中沒有這些：

義人在那裡將見到上帝的面容，處於永恆的福樂和平靜中。

人是為了永生而被創造的，這種永生是因為信仰基督而獲

得的。通過對基督的信仰，死亡的力量被克服了，人軀體死

亡，靈魂繼續活著，進入了另外一個更加精彩更加完善的世

界，即基督的國度，根據信經所言是「萬世無終的」。

但不是所有人死後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在臨終審判上每個

人的靈魂將得到最終的判決。

臨終審判和死後的獎懲

主耶穌基督在自己即將受難前是這樣說的：「當人子在

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那時，祂要坐在光榮

的寶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彼此

分開，如同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樣：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

命的理解是不同的。例如有一些東方宗教認為，靈魂可以從

一個軀體轉移到另一個軀體，其中可以從人的軀體到動物的

軀體。

基督教否認這種想法，理由是人的靈魂和身體一次性集合

並且是永遠的。在死亡的時候靈魂離開身體，為了開始在另

一個世界的獨立存在。

死亡——跨入了永恆的生命

多個世紀以來，死亡意義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人類。為什

麼人會死？為什麼不能逃避死亡？有可能不死嗎？基督教是

這樣回答的：死亡——跨入了永恆的生命，對於事奉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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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山羊在左邊。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祂右邊的說：『我

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

國度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

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

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

我。』那時，義人回答祂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

饑餓而供養了你，或口渴給了你喝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

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的？我們什麼時

候見你患病，或在監裡而來探望過你？』君王便回答他們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然後祂又對那些在左邊的說： 

『可咒駡的，離開我，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

去吧！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的；我渴了，你們沒有

給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沒有收留我；我赤身露體，你們沒

有給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監裡，你們沒有來探望我。」耶穌

是這樣結束的：「這些人要進入永罰，而那些義人卻要進入

永生。」（瑪��︰�����）

這個訓導開啟了基督教關於死後獎懲的教義的實質。人的

永恆生命是他在地面生命的延續：如果此岸他愛了上帝，彼

岸他將與上帝在一起。如果在地上他做了上帝的敵人聽從了

魔鬼，那麼在死後他將處於魔鬼的淫威之下。

上帝沒有創造邪惡，也不是地獄的創造者。地獄是眾魔鬼

和故意與上帝意志作對的人建立的，他們選擇了邪惡的路放

棄了善良的道。上帝「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

理」（弟前�︰�）。但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上帝不會違背

人的意願，強行拯救人。有些人對抗上帝拯救自己的願望，

他為自己和周圍人建立了地獄——首先是在地上建立，然後

在來世的生命裡他們繼續這個地獄。

ന
ࡕ
ቩ
ղ

ဃ
Ⴝ
ฝ
Ƕ
߮
ᛥ
ථ
Ƕ
Μ
ϖ
Ш
इ
Ƕ



1 2 51 2 4

正教教理 第一章：信仰教導

基督用自己的復活戰勝了死亡，對所有人無一例外，開啟

了通向永恆生命之門。如果死後不是所有人可以到達天堂，

這是因為不是所有人選擇了良善的上帝之路。上帝不是趕人

去天堂，也不會趕人去地獄。人死後的命運完全是人自己的

選擇。臨終審判時上帝會對所有人下判決書，但這個判決書

是人自己交出來的——根據自己的行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對復活的信仰

「期待死者的復活」指出所有人都要復活這個基督信理。

關於復活使徒保祿是這樣說的：「就如在亞當內，眾人都死

了，照樣，在基督內，眾人都要復活；不過各人要依照自己

的次第：首先是為初果的基督，然後是在基督再來時屬於基

督的人，再後才是結局；那時，基督將消滅一切率領者、一

切掌權者和大能者，把自己的王權交於上帝父。因為基督必

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屈伏在祂的腳下。最後被毀滅的仇

敵便是死亡。」（格前��︰�����）

教會信仰，普世復活將是身體的復活：人在肉體中復活。

在舊約裡約伯說：「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活，我的辯護人

在地上站立。我的皮膚雖由我身上脫落，但我仍要帶肉身

看見上帝。」（約��︰�����）依撒利亞先知書裡講：「亡

者將要誕生，墓中之人將復活，塵土中人將要歡欣︰因自

你的朝露是他們的醫治︰但目無上帝的土地將要喪亡。」 

（依��︰��）在厄則克耳先知書裡比喻地呈現了全民復活的

圖像：先知看到田野裡無數死人的骨頭；隨著上帝的下令骨

頭與骨頭連接起來，有了血管和肉；最後上帝吹進了生命之

靈，然後他們就活動起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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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權威性的俄語聖經翻譯本名為「至聖主教公會版」，於��世紀在莫斯科的聖
菲拉列特主教負責下翻譯。莫斯科的宗主教區就印刷的這個版本。

復活的身體是什麼樣的呢？像現在這樣子還是其他樣子？

基督教神學並未給出一個準確答案。可能外表改變了，就像

復活的基督外表改變了一樣，以致於祂最近的人也沒能一下

子認識祂。（路��︰��、若��︰��）

對死亡的勝利

基督徒並不恐懼死亡，因為知道基督戰勝了死亡。這種信

心表現在復活節贊詞裡：

基督敲了每個人的心門，但並不是所有人給祂開門。那

些對他的訓道有反應的人，祂就賜予他們天上之國並與自己

的父待在一起：「看，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

而給我開門，我要進到他那裡，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

坐席。勝利的，我要賜他同我坐在我的寶座上，就如我得勝

了，同我的父坐在他的寶座上一樣。」（默�︰�����）

阿門

信經是以「阿門」作結的。這個古猶太語的意思是「真

的」。它是從舊約聖經裡延用下來的，在基督禮儀裡常聽到

這個詞。這裡的「阿門」是表達對信經內容的同意。

基督自死者中復活，以死亡踐滅了死亡， 
向墳墓中的人們，賜予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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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誡命

舊約的誡命和基督徒道德

對上帝的愛和對近人的愛

罪和懺悔

家庭倫理

孩子的教育

教會中的女性

基督徒生活是追求靈性功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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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基督都給予改正的機會。使徒保祿是這樣強調的︰「耶

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是為了拯救罪人。」（弟前�︰��）

主在十字架上寬恕了懺悔的強盜。（路��︰�����）

耶穌並未在自己的道德律法和規定中給予詳盡且機械式的

總結。而這種總結，法利塞人和經師卻想來建立，然而耶穌

的態度卻完全不同。祂的道德主題的訓導是給予靈性發展的

方向，但完全不是號召詳細規定人的一生，限制自由。正相

反，這些給予了人內心的靈性自由，而這個自由只會因罪惡

和欲望的奴役而被剝奪。

許多道德和社會話題在使徒保祿書信裡和其他聖教父的作

品裡都有涉及，但他們並沒有想給基督徒製造一本詳盡的道

德問題指南。

在本章節裡我們將不會講述整體生活道德的話題（�）。 

只會涉及到一些個人和家庭禮儀的原則性問題，談它們在基

督教中是如何理解的。

� 關於正教會社會理念可以參看「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

在歷史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像耶穌基督那樣，對人類社會靈性道
德的發展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在祂完全不具有任何社會改革者的
特徵下，祂的訓誡是多個世紀人相互關係體系中發生深刻徹底改
變的原因，不僅僅在個人道德層面，還有社會層面上。

耶穌沒有號召廢除奴隸制，但由於基督教所理解的人生而平

等，奴隸制最終被取消了。祂沒有號召改變政治制度和法典改

革，但由於基督教，人類社會建立的法律體系，成了許多國家人

類活動的基礎。耶穌不是社會權利的活動家，但在基督教信理

裡有著這樣的對人權的理解，它使婦女和兒童成為完整的社會成

員，使社會人權上的不平等被更除，消除民族和種族歧視，還消

滅其他一些古代社會上層建築中的不足之處。

社會的變更始於每個人的道德面貌的變更。舊約的誡命是為了

保護靈性的健康和以色列民族的完整：為了此目的，在必要情況

下，甚至犧牲個人。聖經裡有特色的表達是「應由民間剷除，因

他違犯了我的約」（創��︰��）。違反了上帝律法的是需要被消

滅剷除的，因為這是危害整個民族的多餘且危險的因素。

在新約裡，每個人在上帝的眼裡都是有價值的。上帝的訓誡

不是針對某一個民族，而是整個人類，具體表現是對某一具體的

人。對於基督教來說沒有多餘的人，沒有為了其他人的利益可以

消滅的人。每一個靈魂都是極具價值的，甚至對於根深蒂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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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好使你在上主
你的上帝賜給你地方，延年益壽。
7/不可殺人。
8/不可姦淫。
9/不可偷盜。
:/不可做假見證，害你的近人。
21/不可貪你近人的房舍。不可貪念你近人
的妻子、僕人、婢女、牛驢及你近人的一切。!

Ȑ出��ǽ����ȑ

這十誡構成了舊約道德的基

礎。這些對於基督徒仍具有重

要性，耶穌與富有的青年的談

話證明了這一點，「有一個人來

到耶穌跟前說：善師！我該行什

麼善，為得永生？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叫我善師？除了上帝以

外，沒有一個良善的。如果你想

進入永恆生命，就該遵守誡命。

他就問：什麼？耶穌回答：不可

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

可做假見證，應孝敬父母，應

愛你的近人，如愛你自己。」 

1. 舊約十誡
在舊約裡，基督教倫理是有很早的歷史。在出谷紀

裡講了十誡，上帝通過梅瑟給予以色列人民的。具體 

如下（略有縮減）：

2/我是上主你的上帝⋯⋯除我之外，你不可
有別的神。
3/不可為你製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
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這些像，也不
可敬奉，因為我，上主，你們的上帝是忌邪的
上帝；凡惱恨我的，我要追討他們的罪，從父
親直到兒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孫。凡愛慕我
和遵守我誡命的，我要對他們施仁慈，直到他
們的千代子孫。
4/不可妄呼上主你上帝的名，因為凡妄呼祂
名的人，上主決不讓他們免受懲罰。
5 /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六天應該勞
作，做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為恭敬上主
你的上帝當守的安息日；你自己、連你的兒
女⋯⋯都不可作任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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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殺人的禁令在基督教裡仍具有特別意義，這個還延伸

到那些因為各種原因想自己尋死的。根據教會的教理，自殺

是非常嚴重的罪（�）。與自殺一樣的還有所謂的主動自願的

安樂死——用別人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

教會一直號召和平，認為戰爭是邪惡的，殺人是罪孽和犯

罪。但同時，為了保衛祖國和近人，在戰爭中殺敵人（�）並

不是犯罪。戰士的功勞是被教會高度評價的：有些戰士被封

為聖人，他們在聖像中手持武器（�）。在戰場中為了別人而

奉獻自己生命的戰士，教會用耶穌談論自己的話獻給他們：

「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 

（若��︰��）

關於孝敬父母的訓誡在基督教裡同樣得到了保留 

（瑪��︰���、��︰��、路��︰��）。同時耶穌也強調，對

祂的愛乃是超過一切與父母的關係：「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

我，不配是我的；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不配是我的。」

（瑪��︰��）如果父母敵對基督教信仰，努力說服孩子不要

跟隨基督，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在對基督的愛和父母意願之

間才需要進行選擇。

� 根據「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9**︰�），「那些因人的侮辱或者因為其他
心胸狹窄的原因而故意自殺的人是不能到基督徒葬禮和事奉禮紀念的⋯⋯如果自
殺者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非清醒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說有心理疾病，在主
管的大神父調查之後可以對他進行教會祈禱。但同時我們需要記住，許多自殺得
到周圍人的同意，是因為不能忍受折磨和同情心的發作。教會與使徒保祿一起呼
籲：你們彼此應協助背負重擔，這樣你們就滿全了基督的法律（迦�︰�）」。

� 關於教會對安樂死的看法，參見「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9**︰�）。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同時也參見《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
念》（9***︰�）。

� 例如四世紀初在迫害中受難的偉大的殉道者常勝者格奧爾吉和迪米特裡．索盧恩
斯基，生活在四世紀的殉道者若望．沃伊恩，����� 在庫理科夫戰役中犧牲的修士
亞歷山大．佩列斯韋特和安得列．奧斯利亞比亞以及其他的。

（瑪��︰�����）耶穌講了梅瑟十誡第六、七、八、九誡和

第五誡，加入了愛近人的誡條。

耶穌高度評價了舊約的誡條，但祂還是給祂的追隨者提

了一條他們不需要完成這些的路徑。這是一條靈性完善的路

徑，祂給富有的青年指出來了，但他不想走：「你若願意是

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

上；然後來跟隨我。」（瑪��︰��）耶穌提出來的道路，並

沒有推翻梅瑟律法，但可以帶領人走得更遠——到達靈性完

善的頂峰。

耶穌與梅瑟律法的關係在山中聖訓得到了完全的展開。這

個關係有兩方面。一方面祂講：「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

法律和先知；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我實在告訴你

們︰即使天地過去了，一撇或一畫也決不會從法律上過去，

必待一切完成。」（瑪�︰�����）另一方面，我們繼續往下

看，正是山中聖訓證明了，基督的道德訓道不是重複、擴展

及直接延續舊約道德。

舊約被完全地收入聖經裡，並保存其作為上帝啟示的重要

性，這是人類發展的某個階段給予的啟示。但許多舊約關於

道德的定立，在基督教傳統裡被重新定義，有一些已被改變

或失去了意義。

例如關於安息日的訓誡，舊約裡的理解，在基督教傳統裡

基本被改變了。但同時週六在基督教禮儀日曆裡仍是一個重

要的日子，此日紀念所有亡者，聖週六（復活節的前一天）

是用來紀念主耶穌基督在墓穴中的安息，此事的預像是第七

日上帝放棄一切勞作的安息。基督徒用特別方式獻給上帝的

是日子是主日（�）。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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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
上帝的子女。
9/為義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
們的。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駡迫害你們，捏造一切
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
21/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
是豐厚的。（瑪�ǽ����）

這些內容首先推翻了人們普遍承認的關於幸福的設想。人

們認為幸福與物質狀況有關，與職業活動的成功與否有關，

與家庭的富足有關，與沒有問題、困難、考驗及悲傷有關。

2. 真福誡命

福音書保存了許多救世主的聖訓。其中山中聖訓具有特殊

的地位（瑪���）。這期間祂提出道德律法，召喚追隨者要

按此去生活。

山中聖訓可以稱為耶穌的自畫像，祂所提出的準則，祂在

生活中就是這麼踐行的，那些品質是祂自己所具有的。

一系列的真福在聖訓中被開示，這是耶穌基督靈性道德信

理中的最高精華：

2/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3/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4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 
土地。
5 /饑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 
飽飫。
6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 
憐憫。
7/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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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人的正義是上帝公義的一個反映。上帝的公

義具有非時間性和永恆的特徵，在上帝給予在時間中人的訓

誡裡反映出來了。「饑渴慕義」是指那些熱切完成上帝訓誡

的人，是指全心尋找真理源泉上帝的人，是指那些根據自己

的力量和地位消滅非法和支持被無端欺負的人。

基督徒應該是憐憫的人，學上帝的「寬恕和憐憫」 

（詠���︰�）。憐憫不應僅僅表現在內心，更應表現在具

體的事情中，就是基督提醒各位關於臨終審判的事情：讓餓

的人吃，給渴的人喝，收留客人，給赤身露體的人穿，看顧

病人或是探訪監牢裡的人（瑪��︰�����）。關於信德應體

現在善事中，雅各伯是這樣說的：「正如身體沒有靈魂是死

的，同樣信德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

心裡潔淨為人類打開了看到上帝的路徑：祂本質上是不可

見的，但會開啟給溫馴、溫良和心理潔淨的人。心理潔淨不

是憑一己之努力可以獲得，必須有上帝的幫助：「上帝，求

耶穌訓道認為，真正的幸福（真福）是與外部因素是沒有關

係的：它是人的內部狀態，是因自己的品質而呈現的狀態。

在這個排列裡面的第一條是神貧，可理解成溫馴——一種

特殊的內部靈性狀態，是因為記得上帝和感覺到祂的存在。

溫馴完全不是被動和自卑的同義詞。基督徒被召喚需具有積

極的生活狀態和從事善工，如果他想起了自己在靈性和物質

方面的擁有，但這些善工他不應記著自己的功勞，而是多虧

了上帝。溫馴是與驕傲對立的（自信，認為超人一等），驕

傲是人與上帝之間的絆腳石，會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帶來不

協調。

關於「哀慟的人是有福」的聖訓，指出了基督徒須有忍耐

地經歷痛苦，無懼不幸和磨難，不應在生活中一味追求快樂

和滿足。在磨難中要看到上帝之手並在上帝存在的感覺中追

求安慰。基督徒的哭不是因為委屈和憤恨，不是因為灰心和

失望，而是因為意識到了自己的罪（懺悔的哭）或是因接近

上帝的興奮（感動的哭）。

溫良——在達到這個境界後就可獲得內心靈性的平靜。

耶穌說：「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

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

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因為我的軛是柔和

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作為溫良的榜

樣，救世主號召自己的門徒模仿祂。使徒伯多祿是這樣對婦

女說的：「你們的裝飾不應是外面的髮型、金飾或衣服的裝

束，而應是那藏於內心，基於不朽的溫柔，和寧靜心神的人

格」（伯前�︰���）。溫良是內心美麗的特徵，男女都是必

須的。

基督宣講饑渴慕義，就是說在所有的事中都需要尋找義，

正義。在舊約裡公義是上帝本身品質之一：祂是公義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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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舊約的誡命和基督
徒道德

山中聖訓中，基督將道德標準提高了，遠遠超過了舊約

中倫理道德的標準。基督在山中聖訓裡提到的道德律法具體

地補充了，在有的情況下改正和改變了舊約中的梅瑟律法。

謀殺和憤怒

耶穌對門徒講：「你們一向聽過給古人說：『不可殺人!』

誰若殺人，應受裁判。我卻對你們說：凡向自己弟兄發怒

的，就要受裁判；誰若向自己的弟兄說：『傻子』（�），就

要受議會的裁判；誰若說：『瘋子』，就要受火獄的罰。」

（瑪�︰�����）

如果舊約禁止謀殺，因為它是人仇恨、敵意和輕視的極端

激烈的表現，那麼耶穌則指出了會導致謀殺的原因。人應該

从自己的靈魂裡去除憤怒，禁止對近人說侮辱性的語言，為

了不讓衝突有任何災難性後果，並在它產生的地方，即是在

自己的心裡將之消滅。

� 傻子（Raca / ૧ĮțȐ / ʦʖʠʖ）︰猶太語，「空洞的人」。

你再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重獲正義的精神。」

（詠��︰��）上帝等待人類的是懺悔和痛悔的心：「上帝，

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上帝，你不要輕看痛悔和謙卑

的赤心。」（詠��︰��）

基督的門徒被召叫來締造和平，就是給周圍的人帶來和

平。為此，他本人需具有內在的平和，不動搖的靈性力量。

就像沙羅夫的聖塞拉芬所說：「獲得平和的靈，你周圍無數

的人將得救。」締造和平者是指自己內心和平的人，不以怨

報怨的人。如果那裡發生衝突，他將盡全力去平息。

基督警告自己的門徒，他們應該準備好被迫害。在無數世

紀裡，教會受到無數外來力量的迫害：在教會存在最初的三

個世紀就是這樣，羅馬帝國無數的國家機器想將她消滅，二

十世紀的蘇聯也是一樣，教會受到了最嚴厲的迫害。

那怕是在和平愜意的時間，基督徒仍須挑戰此世關於幸

福、道德、善與惡的歪理。山中聖訓所展示的真福十端顯示

出，基督徒的道德觀只是在某些方面與所謂的全人類的道德

觀重複。如果全人類的道德觀是

為了保證內部完全不同客體的和

平共處的話，那麼基督徒的道德

觀是為了讓人追求成聖和靈性的

完美，讓人連接在不會斷的兄弟

之愛的鏈條裡，「為認識上帝父

和基督的奧秘」（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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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那個作出退讓並犧牲自己利益，阻止衝突進一步發生的

人。在總體社會意識中，此人看起來可能被打敗了，但他個

人對邪惡的勝利對他來說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此時他的個人

利益可能受到傷害。

不用武力對抗邪惡原則不應理解為對世界中邪惡的消極。

基督徒應該與自己身內的邪惡作鬥爭，與家庭內社會上國家

的邪惡作鬥爭。他被召喚去保護受欺負的被激怒的，在危險

的情況下保護祖國，保護教會免於淩辱。

對敵人的愛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基督教倫理道德在救世主以下的話中體

現出來：「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

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

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祂使太

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

人。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稅吏

不是也這樣作嗎？」（瑪�︰�����）

這個呼召在發出的上下文中具有社會和政治維度：停止把

別的民族想像成自己民族的敵人，停止把多神教和異族的人

想像成上帝的敵人，這對於猶太人來說簡直是失去了立足之

地，失去了身份辨認的組成因素，失去了為民族身份確認而

鬥爭的動力。

耶穌通過自己訓道，首先是努力挪開聽眾思維的框框，使

他們明白，祂的傳道是具有總體特徵的。耶穌並沒有將對敵

人的愛和對近人的愛對立起來：祂將對近人的理解擴大了，

發誓和謊言

基督禁止發誓和說謊：「你們又一向聽過對古人說： 

『不可發虛誓！要向上主償還你的誓願！』我卻對你們說：

你們總不可發誓⋯⋯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

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瑪�︰�����）魔鬼在

新約裡被稱作邪惡的，它是所有邪惡和罪的起源。魔鬼也是

謊言的總領。在此世魔鬼的謊言是與上帝的真理是對立的：

人一入謊言的道路，便是為魔鬼服務了。

不用武力對付邪惡

基督倫理的一個重要原則總結在如下的山中聖訓一段

話裡：「你們一向聽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卻

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

你就把另一面也轉給他。那願與你爭訟，拿你的內衣的，

你連外衣也給他。若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兩

千步。求你的，就給他；願向你借貸的，你不要拒絕。」 

（瑪�︰�����）

這裡基督反對相應報復的原則，而這卻是許多道德體系的

基礎。在舊約所寫的社會文化環境裡，這個原則對於預防不

相稱的報復就很重要了。但基督提出了新的原則：不應以惡

報惡。

為什麼耶穌訓導不要以惡報惡？因為惡不能醫治惡：要

想根除惡只有用善來對抗它。兩人之間發生衝突，從基督教

的觀點來看，並不是報復了施暴人的人獲得了道德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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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門徒的世界裡——即是在教會裡——方可全方位的 

實現。

愛——這是一種內在的感覺，與其說是理性的不如說是感

性的。因此人很難強迫自己去愛誰，強迫自己去愛敵人，即

使理性上他明白這個是必須的。對敵人之愛不是通過自我勉

強這個方式實現的，也不可能是人決定的與近人相處方式後

的結果，這樣而不是那樣。毋庸置疑，為達到對敵人之愛就

需要對自己做工作，但僅僅做工作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具備

「適宜的環境」，以便人在其中發展這種素質。這種環境就

是教會。

耶穌給予的道德準則首先在教會——祂門徒的團體裡實

行。但基督徒不可能成為這樣的，如果只與自己一樣的人在

一起：他應該吸收這些道德準則用於生活中，哪怕是處在不

知道這些準則的人中。

對敵人之愛的教理不應被用來拒絕保衛祖國保衛真理的 

藉口。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寫到：「鄙視上帝的敵人，擊敗

祖國的敵人，愛你自己的敵人」（�）。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五旬節後��周的話〉。

其中包括敵人。祂的訓導要傳遞的主要思想如下：對他人的

關係不應該受他們對我們的態度的影響；愛不應當一定是相

互的；善不一定只能是報答式的。在體現愛和做善事上，基

督徒被召喚要主動，而不是被動後主動：他不應僅僅是對感

覺和別人的行動有反應，自己須成為愛和善的源頭。

耶穌體現的就是這種行事方式。成千上萬人來投奔祂，

祂與他們交談，治好他們的病，洞察他們的需求，對他們顯

示愛和善心，不期待回報的愛、感謝和獎勵。祂的關注和愛

不會忽略任何種類的人群，包括稅吏和妓女。甚至於法利塞

人和經師都得到祂的關心：嚴厲地不遷就對待法利塞人，指

出了他們醜惡的現象，耶

穌也不拒絕與他們交往，

回答他們的問題，參訪他

們的家並與他們坐同一張

桌子。至於為壓迫者和欺

壓者祈禱的訓誡，祂自己

在十字架上就這樣為釘他

上十字架的人祈禱了。 

（路��︰��）

關於對敵人之愛的聖

訓是基督教道德內容的精

髓：這集中體現出了其他

的基督訓誡。正是對敵人

之愛的信理徹底更新了舊

約關於愛和道德的概念，

以及該如何建立與近人的

關係。這個訓誡奠定了新

的世界秩序的基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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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解成在上帝前犯罪，需要被寬恕：為了寬恕就需要進行

舉祭。

耶穌帶來了新的宗教來換除對偶像進行的祭祀，前提條件

是不同的了：祂提出的與上帝的關係不是建立在虧欠和恐懼

的感覺上，而是建立在愛和忠誠上。對上帝的愛佔據了人整

個身體的心、靈、智，不應表現在祭獻上，而是表現在對近

人的愛上。祂所講的基本標準是愛和善的事業，而不是祭獻

和宗教儀式，臨終審判分義人和罪人，分開綿羊和山羊的就

是據此標準。（瑪��︰�����）

法學士只是問一條最大的誡命，但耶穌在自己的回答中補

充了第二條。這顯示出了，對祂來說對上帝的愛和對近人的

4. 對上帝的愛和對
近人的愛

兩個主要的誡命

在兩條誡命裡耶穌看到了舊約律法的實質，祂在與法學

士的交談中提到了，法學士問：「師傅，律法中那條誡命是

最大的？」耶穌回答到：「『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

主你的上帝。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 

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律法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

誡命。」（瑪��，�����）

這兩條誡命都來自舊約（申�︰�、肋��︰��），但後來它

們有了新的內容和補充。在舊約裡「近人」理解為同部族的

人，那個民族的子孫。耶穌所講的誡命已擴展了含義，「近

人」可指任何人，不論他的民族和宗教屬性。

在瑪爾谷福音裡，講述的同樣的事件，耶穌的談話人是這

樣講的：「那經師對耶穌說：『不錯，師傅說的實在對︰祂

是唯一的，除祂以外，再沒有別的︰應以全心、全意、全力

愛祂，並愛近人如自己，遠超過一切全燔祭和犧牲。』耶穌

見他回答的明智，便對他說：『你離上帝的國不遠了。』」

（谷��︰�����）

與耶穌談話的人提到獻祭，並非偶然。這些祭祀是在古以

色列形成的，那時的宗教生活被理解成是屬於法律範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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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祂召喚人們能為近人奉獻自己的生命（若��︰��）。為

了別人而奉獻自己的生命——這是基督徒之愛達到的頂峰。

愛——是基督倫理道德和神學的基本概念。基督教經常

被稱為愛的宗教，是指愛的教理是核心思想和價值。使徒神

學家若望說：「上帝是愛。上帝對我們的愛在這事上已經顯

出來︰就是上帝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來，好使

我們藉著祂得到生命」（若一�︰���）。通過自己的受難和

死亡耶穌「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若��︰�）。在奧秘晚餐上祂給自己的門徒留了一條「新

命令」，要他們彼此相愛（若��︰��）。

這新命令新穎在什麼地方？在於基督召喚自己的門徒彼

此相愛，此愛不是建立在相互關係上普通的愛，而是犧牲的

愛，不需要報答的愛。祂言語中的愛不是指一個民族具有愛

和被愛總體特徵的愛。這也不是指具有血緣關係和友誼紐帶

的人之間存在的自然之愛。基督所講的愛是具另外品質的，

此愛包含了所有上面所列舉的不同種類的愛，並且超越了他

們，具有超自然的特徵。此愛的源頭不是人的感覺和激情：

她的源頭只能是上帝。

基督教理所講的愛在教會裡才能被完全實現，只有在教會

的空間裡他們被召喚跟基督本人學習愛。他們被召喚的愛不

應只施及教會成員。她應涵蓋到所有人，沒有例外，包括個

人的具體敵人。基督徒不應將人區分為朋友和敵人，自己人

和外人。對他來說，都是自己人，近人和親人。他被召喚來

愛每一個人，不管對方報之以愛，或者沒有。

愛是一條誡命的兩部分：一種愛沒有另一種都不可想像。在

對上帝的愛中會發現有對近人愛的表達和自然延伸。使徒神

學家若望是這樣提醒的：「假使有人說︰我愛上帝，但他卻

惱恨自己的兄弟，便是撒謊的；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

兄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上帝。我們從祂蒙受了這命

令︰那愛上帝的，也該愛自己的弟兄。」（若一�︰�����）

基督徒對愛的理解

舊約號召人們愛近人就像

愛「自己」，在這個召喚裡

是舊約倫理的頂峰。因為經

師的問題裡特別地涉及到了

梅瑟法典，耶穌指出了這個

誡命是兩個靈性道德高峰中的

其中一個。考慮到每個人都愛

自己希望自己好，耶穌在山中

聖訓中，在總結了舊約中對近

人關係的原則後，總結出了規

條：「所以，凡你們願意人給

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

做︰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 

（瑪�︰��）

但是在耶穌自己關於愛的訓道裡聽到的是另一種聲音，發

出的是另一種曲風，不同於梅瑟法典裡道德訓誡中滲透的那

種。總之，耶穌號召愛近人不僅僅要像自己，而且要超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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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講，「凡是犯罪的，就

是罪惡的奴隸」（若�︰��）。

罪奴役人們，使他們依賴於罪的

習慣，愛好，依賴於「肉身的貪

慾，眼目的貪慾，以及人生的驕

奢。」（若一�︰��）

在現代醫學語彙裡「依賴性」

這一術語，是指人對某樣東西擺

脫不了的需求：毒品依賴，酒精

依賴，電腦遊戲依賴等等。有一

些依賴是與心理障礙有關，但通

常是人對罪的內在習慣是各種依

賴的基礎。例如，酗酒和吸毒用

教會的觀點來看是罪的現象，因

為它們會導致個人的完全崩潰，

靈性的死亡（��）。

不同形式的依賴性通常是互相聯繫著的︰僅僅用機械的

方法和藥品使人擺脫了一種依賴性，就可能使人掉入另一種

依賴性之中。罪也是這樣相互聯繫的，一罪通常會導致另一

罪。例如，使徒保祿就強調了過分使用酒精和淫亂之間的

關係（弗�︰��）。迦太基的西普裡安（居普良，5IBTDIVT�

$�DJMJVT�$ZQSJBOVT�PG�$BSUIBHF）寫到：「貪財之心剛被打

敗，淫欲之心又起；淫欲之心被壓住，虛榮心又起；擊敗了

虛榮心，憤怒又佔據了我們，傲慢被削弱，又沾上酒癮——

敵意破壞共識，嫉妒侵蝕友誼」（��）。

單憑自己的意志力或是自我強迫的力量是不可能戰勝 

�� 關於教會對待酗酒和吸毒的態度，參見「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9*︰�）。

�� 迦太基的西普裡安（居普良）：《關於死亡的書》。

5.. 罪和懺悔
罪

在基督道德教理裡對於罪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義。「罪」

一詞的意思完全不只是指犯罪或是違反了民事法律。罪是指

人違反了任何一條上帝確定的道德律法，或是背離了上帝給

他確定的目標（�）。

罪使人遠離上帝並導致靈性的死亡。就像使徒雅各伯說

的：「每個人受誘惑，都是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餌誘；

然後，私欲懷孕，便產生罪惡；罪惡完成之後，遂生出死亡

來。」（雅�︰�����）

人的罪是各種各樣的，並不具有完整的分類。在早期的基

督教作品裡，有這樣的一個觀點，來源於情欲的罪可總結成

八大類：貪吃、淫亂、貪財、發怒、悲傷、苦悶、虛榮、傲

慢（��）。在西方傳統裡此教理得到了發展，罪分為致命的，

就是非常嚴重的，和非致命的，稍微不那麼嚴重的。有時罪

可分為三類：反上帝的，反近人的，反自己的。

罪又分為有意和逼迫的。有意的罪是指人有意識的情況下

做的：就是他明白這樣或那樣的行動是違反上帝的律法的並

做了。逼迫的罪是指人違背自己的意願違反自己的意志的情

況下而完成的。

� 希臘語的「ਖȝĮȡĲȐȞȦ」，在參照了斯拉夫語的「ʙʦʛʫ」，字面翻譯成「錯過目
標」（原意是指弓箭手射箭沒射中目標）。

�� 天梯者約翰：〈關於與八個主要情欲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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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法不同的是使徒伯多祿，三次背主，但他為自己背主痛

哭起來（瑪��︰�����），向祂表明了自己的愛，並以後來

的生命和受難的死亡證明了自己的功德（若��︰�����）。

懺悔在承認了罪行的事實和對之後悔後，還未結束。懺

悔是一個完整的靈性系統，包括每天對自己的檢查和分析，

對所犯下的罪和罪惡的思想的遺憾，並在盡可能的情況下，

改正罪惡的因，為了靈性的改正須經常對自己自省。說出

罪的。在與罪的鬥爭中不能僅依賴自己：當祈求上帝的幫助

以及在信仰和聖經裡汲取力量。使徒保祿說：「所以要站

穩！用真理作帶，束起你們的腰，穿上正義作甲，以和平的

福音作準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還要拿起信德做盾

牌，使你們能以此撲滅惡者的一切火箭；並戴上救恩當盔，

拿著聖靈作利劍，即上帝的話。」（弗�︰�����）

在基督教裡，罪被理解成一種病。罪作為一種靈性之病經

常會是身體之病的後果。相應的，靈性的康復會影響人的所

有靈性身體的器官。主耶穌基督在醫治一個癱子時指出這一

點：「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瑪�︰�）對另外一

個祂治好的病人說：「看，你已痊癒了，不要再犯罪，免得

你遭遇更不幸的事。」（若�︰��）

懺悔

教會號召不要責備人的罪，而是幫助他們意識到罪並醫治

他們。醫治罪的藥就是懺悔。

沒有一種罪是不可以被懺悔治癒的。主耶穌基督說： 

「一切罪過和褻瀆，人都可得赦免。」（瑪��︰��）而褻瀆

聖靈的罪被理解為頑固地違背上帝的旨意，有意識地與上帝

發生衝突，不願意對罪進行懺悔和改正。

懺悔不同於後悔。對所犯的罪的後悔未必是有益的。為

了三十吊銀錢出賣了救世主的猶達斯，後悔了並將錢還給了

司祭長和長老，說：「我出賣了無辜的血，犯了罪了！」 

（瑪��︰���）但這種情況下，他並沒有懺悔並回到基督門

徒的團體，而是接著犯了嚴重的罪，加重他的罪：自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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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反要餓死！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去，並且要給他說︰父

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把

我當作你的一個傭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親那裡去了。他離

的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動了憐憫的心，跑上前

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兒子向他說：父親，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了！父親

卻吩咐自己的僕人說︰你們快拿出上等的袍子給他穿上，把

戒指戴在他手上，給他腳上穿上鞋，再把那只肥牛犢牽來宰

了，我們應吃喝宴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

得了。」（路��︰�����）

在這個寓言裡的懺悔是逐步逐步展開的，始於浪子開始回

歸到自己，想起自己的父親並決定回到他那裡。然後就是從

懺悔後意味著改變自己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以非罪惡的

言行替換罪行，接受基督教道德價值的體系，執行上帝的 

戒條，不停地不但在行動上追求善，而且要在思想和感覺上

也一樣。

使徒保祿號召基督徒「就該脫去你們照從前生活的舊人，

就是因順從享樂的慾念而敗壞的舊人，應在心思念慮上改換

一新，穿上新人，就是按照上帝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實的正

義和聖善的新人。」（弗�︰�����）通過懺悔來進行內在靈

性的復興可導致完全的人的道德複生（��）。

上帝是寬恕罪的

懺悔使人回歸到上帝那裡，上帝愛世上每一個人，在等

待他脫離罪惡的生活方式並歸於祂那裡。在舊約裡上帝說： 

「決不喜歡惡人喪亡，但卻喜歡惡人歸正，離開邪道，好能

生存。」（則��︰��）

在新約裡關於懺悔的寓言是浪子的故事，是耶穌去耶路撒

冷的路上說的：「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那小的向父親說：父

親，請把我應得的一份的家產給我吧！父親遂把產業給他們

分開了。過了不多幾天，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

就往遠方去了。他在那裡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財。當他把

所有的都揮霍盡了以後，那地方正遇著大荒年，他便開始窮

困起來。他去投靠一個當地的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莊

田上去放豬。他恨不能拿豬吃的豆莢來果腹，可是沒有人給

他。他反躬自問：我父親有多少傭工，都口糧豐富，我在這

�� 希臘語的「NFUBOPJB / ȝİĲȐȞȠȚĮ / ʢʛʨʖʣʤʞʵ」翻譯成斯拉夫語和俄語是「懺悔」，
字面直譯是：改變智慧，改變思維方式。

�� 具體看懺悔那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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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一起釘上絞架時，意識到了以前生活的罪並向祂呼喚：

「主啊，當你來為王時，請紀念我！」耶穌回答：「我實

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路��︰�����）

但同時，懺悔不能拖延到以後，因為死亡會突然的到來。

在回答因比拉多的命令而被殺害的加里肋亞人的事時，耶穌

說：「你們以為這些加里肋亞人，比其他所有的加里肋亞人

更有罪，才遭此禍害嗎？不是的。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

悔改，你們都要同樣喪亡。」（路��︰���）

人永恆生命的命運是與人在地上如何度過生命是息息相

關的，是與上帝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息息相關的。不同於 

「人犯了罪就一定要受到相應的懲罰」的民事法律，只要人

真心懺悔，改邪歸正，上帝使人免於罪的懲罰。

6.家庭倫理
基督關於婚姻和離異的教理

在山中聖訓中耶穌講到：「你們一向聽說過：『不可

姦淫！』我卻對你們說：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

已在心裡姦淫了她⋯⋯又說過：『誰若休妻，就該給她休

書。』我卻給你們說：除了姘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

是叫她受姦污；並且誰若娶被休的婦人，就是犯姦淫。」 

（瑪�︰�����）

語言到行動。然而寓言的主角不是兒子，而是象徵著上帝的

父。當人回到上帝那裡並進行懺悔時，上帝不會審判他，而

是張開雙臂接受他。

寓言顯示，懺悔是人和上帝的

相向行動。父親在寓言裡不僅僅

是耐心的等待，當兒子快到的時

候：他看見了兒子，跑上前去。

從父親的話語裡聽不到一個字的

審判和責備。

主耶穌基督說：「我不是為審

判世界而來，乃是為拯救世界。」

（若��︰��）對通姦的女人耶穌

說：「婦人，他們在哪裡呢？沒

有人定你的罪嗎？⋯⋯我也不定

你的罪；去吧！從今以後，不要

再犯罪了！」（若�︰�����）當

法利塞人期望耶穌審判用名貴香

液抹祂腳的罪婦時，耶穌沒有審判而是對她說：「你的罪

得了赦免⋯⋯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路�︰��、��）

那些因著施洗者若翰的訓道而懺悔的人，耶穌對著法利塞人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要在你們以先進入天

國，因為若翰來到你們這裡履行了正義，你們仍不相信他，

稅吏和娼妓倒相信了；至於你們，見了後，仍不悔悟去相信

他。」（瑪��︰�����）

懺悔永不嫌遲

何時懺悔都不會嫌遲，甚至罪大惡極的罪犯在生命的盡頭

懺悔了，就會得到上帝的寬恕。善盜就是這樣的例子。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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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離婚才能被允許，或者因為其他幾個少數原因，一

方或者雙方維持婚姻成為不可能的了（��）。

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婚姻只有在配偶一方去世才被允許，或

者在其他的教會規定的特殊情況才可以（��）。但對於神職人

員來說，在任何情況下，第二次婚姻都是不可能的。

家庭——「小教會」

在基督教傳統裡，家庭被理解成「小教會」。這種概念

是建立在使徒保祿的教理上的，他稱他那時的基督教家庭為 

「家內的教會」（羅��︰�、格前��︰��、哥�︰��）。在不

同年代的基督教家庭被召喚來把理想的愛付諸實施，而這些

愛是他們在教會裡通過讀聖經學會的。夫妻雙方被召喚來將

家庭生活建立在堅實的福音所傳的道德教理上。

�� 在《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9︰�）中，離婚的理由除了通姦和其中一方
已經有了新的婚姻外，還提到了：丈夫或妻子脫離了正教會；反自然的惡習；沒
能力過夫妻生活，婚前就有或故意自殘的後果；患了麻風病或梅毒；長期無消息
的失蹤；被判刑，失去一切權利；不可治癒的嚴重心理疾病；一方惡意不理另一
方；患了愛滋病；被醫療證明了的長期的酗酒和吸毒；妻子在丈夫不同意的情況
下墮胎。

�� 在《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9︰�）裡強調：「離婚作為一種極端手段，
只有夫妻雙方的行為觸犯了教會認定離婚的理由」。而且，「如果婚姻的破裂已
既成事實，特別是雙方分開居住，家庭的恢復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了，因著教父的
同情，教會離婚才被允許。教會絕對不鼓勵二婚。而且在正式的教會離婚後，根
據教典，只允許無錯的一方二婚。那些導致婚姻破裂有錯的一方只有在懺悔和完
成一定懲罰後才被允許，這些需與教典規則相符。只有在特殊情況下，第三次婚
姻才被允許，按照大聖巴西略的規條，懲罰的日期要加長」。懲罰的形式是教會
機構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制定的。

這裡救世主首先指出了能導致肉體上的罪和違背夫妻

間忠誠的原因：這些原因來自於人的內心，來自於邪惡

的看著別的婦女的目光。除此，主原則地反對離婚，除

了一種情況，就是夫妻中有一方違反了夫妻間的忠誠。

又一次，法利塞人問耶穌：「許不許人為了任何

緣故休自己的妻子？」引用聖經中關於人的創造祂回

答：「你們沒有念過：那創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們一

男一女？」並陳述了創世紀中的話︰「為此，人要離

開父親和母親，依附自己的妻子，兩人成為一體⋯⋯ 

（創�︰��）為此，凡上帝所結

合的，人不可拆散。」法利塞人

不甘休繼續問︰ 「那麼，為什麼

梅瑟還吩咐人下休書休妻呢？」 

（申��︰�）耶穌回答到：「梅瑟

為了你們的心硬，才准許你們休

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如今我

對你們說：無論誰休妻，除非因

為姘居，而娶另一個，他就是犯

姦淫；凡被娶的，也是犯姦淫。」

（瑪��︰���）

這種處理方式甚至對於救

世主的門徒甚至都太嚴格了 

（瑪��︰��）。同時基督所訓導

的關於婚姻的戒規，教會是按照

原樣來遵守的。教會典章是依據

婚姻關係的唯一性和不可撤銷性

的設想。只有因為有救世主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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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誰的出生權，從教會的觀點來看都是嚴重的罪，擔責的

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同謀（��）。

用具有墮胎作用的避孕藥物也是嚴重的罪（��）。

在正教會傳統裡，婚姻被看為男和女的聯結，是建立在

相愛的基礎之上，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生育和培養小孩。任

何在現代社會流行的「替代」模式的同居，都不能認為是婚

姻，都不可能得到教會的祝福。

�� 教會對墮胎的態度參見《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9**︰�）。

�� 《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9**э�）裡這樣講：「有些避孕藥實際上具有墮
胎的功效，人為的扼殺了胚胎的早期生命，據此這就適用於墮胎的判斷了。有一
些材料並不是扼殺懷孕的生命，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與墮胎等同起來。在界定了
對非墮胎的避孕工具的態度後，基督徒夫婦應該記住，人類的延續是上帝設定的
婚姻連接的主要目的之一。由於自私故意拒絕生孩子將使婚姻失去價值，無疑是
一種罪」。

基督徒的婚姻聯結是在「主內」的聯結。使徒保祿寫到： 

「然而在主內，女不可無男，男也不可無女，因為就如女

人是出於男人，同樣男人也是藉女人而生；但一切都出於 

上帝。」（格前��︰�����）

對於每個家庭來說上帝特別的恩典就是孩子。在聖詠裡

是這樣說的：「的確子女全是上主的賜予，胎兒也全是祂

的報酬。」（詠���︰�）救世主是這樣講孩子出生的喜

悅的：「婦女生產的時候，感到憂苦⋯⋯既生了孩子，因

了喜樂再不記憶那苦楚了，因為一個人已生在世上了。」 

（若��︰��）

堅持每個人生命的絕對價值，基督教道德觀堅決禁止墮

胎，並視之為謀殺。出生權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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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磨石，繫在他的頸上，沉在

海的深處更好。世界因了誘惑 

有了禍，誘惑免不了要來，但

進行誘惑的那人是有禍的。」 

（瑪��︰���）

在這些話裡主指出了，在天

國裡評判一個人優劣的標準，

不同於在地上評判一個人的標

準。用了一個孩子來做榜樣：

他比成年人更符合在山中聖訓

描繪出來的理想。基督徒被召

喚來信仰上帝——自己的父，就像年幼的孩童信任自己的父

母一樣。

救世主也這樣來提醒成年人撫養孩子的責任。對未成年人

行淫是最嚴重的罪。罪惡的誘惑「應該會來」，不是因為這

7.  孩子的教育
在古代社會，兒童被認為是不完全的社會成員。基督教徹

底地改變了對待兒童的態度。在文明社會所定下來關於兒童

尊嚴與權利的概念，其中的基礎是基督教的概念。

基督和孩子

耶穌基督教導了如何關心和關注孩子：「你們小心，不要

輕視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因為我告訴你們：他們的天使在天

上，常見我在天之父的面。」（瑪��︰��）

在福音書中，救世主的生活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有

人給耶穌領來一些小孩子，要祂撫摸他們；門徒卻斥責他

們。耶穌見了，就生了氣，對他們說：『讓小孩到我跟前

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上帝的國正屬於這樣的人。我實在

告訴你們：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上帝的國，決不能進

去。』耶穌遂抱起他們來，給他們覆手，祝福了他們。」 

（谷��︰�����）

另一個情節也不乏典型性：「就在那時刻，門徒來到耶

穌跟前說：『在天國裡究竟誰是最大的？』耶穌就叫了一個

小孩來，使他站在他們中間，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

若不變成如同小孩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天國。所以，誰若自

謙自卑如同這一個小孩，這人就是天國中最大的。』『無論

誰因我的名字，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但無論

誰，使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個跌倒，倒不如拿一塊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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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中培養起來的，把教會當作自己精神家園的孩子，

一生對無信和惡習都有強大的免疫能力。當然，即使最典型

的基督教教育也不能百分百保證，人到一定年齡以後不會離

開教會。但無論如何，即使這樣，在童年打下的堅實的信仰

基礎會繼續保存在他靈魂的深處，哪怕是像福音寓言裡的浪

子一樣（路��︰�����），在他不記得天上的父，且不想回

到天上的父身邊的時候。

基督教家庭孩子的教育應當建立在愛之上，而不應在暴

力和強迫之上。應當使孩子學會自由獨立地去選擇善和消滅

惡。通常的錯誤是在孩子不聽父母話的時候，或在其他有過

是上帝的旨意，而是因為在世界裡好壞糾纏在一起，罪惡的

誘惑就像莠子一樣與小麥長在一塊田裡（瑪��︰�����）。

但是播種誘惑的人是要承擔個人責任的，如果這種誘惑涉及

到了小孩，這種責任將無可比擬地加深。

對孩子基督徒式的教育

對孩子進行基督徒傳統教育是植根於一個信念——孩子需

要上帝的恩寵並不亞於成年人。孩子靈性的成長不亞於身體

的成長。這就是基督徒父母在孩子年幼的時候就要讓孩子歸

附於教會。

在孩子受洗後，首先需要做的是讓他領聖體。不同於其他

的基督信仰，他們認為只有孩子到了有意識的年齡才能領聖

體，正教會允許吃奶的孩子領聖體，因為堅信儘管他們沒有

對周圍現實的理性理解，但拯救的恩寵會對他們起作用的。

嬰兒在領聖體後，就要定期進行領聖體了，最好至少每個主

日都領，這是為了不要讓領聖體成為了一種稀缺的事（��）。

在孩子快要到有意識地年齡的時候，需要用最簡單的事例

向他解釋基礎的正教信仰。孩子從哺乳的年齡就應該知道在

天上有上帝，在看著他聽著他，最主要的是在愛著他。在孩

童的時候就應該認識聖像中的耶穌基督，聖母，一些備受尊

敬的聖人，並了解其來龍去脈。要讓孩子從早年開始讀聖經

（哪怕是簡化版的），為的是上帝的話語深深地滲入他的意

識中。閱讀聖人傳記和基督教作品都是很有益的。

�� 經常領聖體血的小孩通常會習慣教會的氣氛和聖奧秘的。相反，那些不常被帶來
領聖體的小孩，在領聖體時可能會有壓力。教堂和禮儀的氣氛不要嚇著孩子和要
對小孩有親和力，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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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於善事中的自由，是認識真理中的自由。基督對自己的

聽眾說：「也會認識真理，而真理必會使你獲得自由。」 

（若�︰��）認識真理，使孩子趨向教會不但不會破壞孩子

的自由，相反，這會給予他靈性的自由，會幫助他在少年和

青年時期對抗有害的外部影響，並保持內在的核心，使他不

偏離善的道路。

8. 教會中的女性
對於舊約的道德，或者對於古代流行的道德觀來說，基督

教的道德教理在很多方面來說都是革命性的。鮮明事例之一

是基督教對待女性的態度。

失的時候將上帝的形象強加於孩子身上。更重要的是教孩子

愛上帝，愛基督和教會。為了達到此目的，家庭系統的教育

方式需建立在愛之上。這意味著不僅僅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之

上，還有建立在上帝之愛上的靈性之愛，將家中所有成員集

合為統一的「家中教會」。

使徒保祿的書信中包含有簡單的建議，有關家庭生活和

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作子女的，應該事事聽從父母，

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哥�︰��）；「你們作子女的，要

在主內聽從你們的父母，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孝敬你

的父親和母親——這是附有恩許的第一條誡命——為使你

得到幸福，並在地上延年益壽。』你們作父母的，不要惹

你們的子女發怒；但要用主的規範和訓誡，教養他們。」 

（弗�︰���）

這種訓導反映的是一種教育方式，此方式是多年來多個民

族所具有的，但現在有些社會裡起了爭論︰他們把孩子的自

由和獨立放在了第一位，而不管什麼外部的因素。宗教會經

常被理解成強迫孩子接受這種或那種世界觀的方式，接受這

種或那種道德準則。還有些人會爭論教會教育孩子的權利，

認為，這是損害了他們的自由。

基督教對自由的理解

在基督教裡自由是關鍵概念之一。使徒保祿如此說︰「弟

兄們，你們蒙召選，是為得到自由；」但同時又加了一句：

「但不要以這自由作為放縱肉欲的藉口。」（迦�︰��）基

督教所理解的自由並不是脫離和自由於道德標準之外，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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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與瑪利亞瑪達肋納交談（若��︰�����）

以及與其他跟隨自己的婦女交談（瑪��︰����）。

在四福音書裡關於基督受難和死亡以及祂的復活的描

述中，跟隨耶穌的婦女形象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耶穌被

抓的那個時候，男門徒都「撇下祂逃跑了」（瑪��︰��），

而婦女們則繼續跟隨著祂。她們站在耶穌的十字架旁邊 

（瑪��︰��、谷��︰�����），她們在一周的第一天清早來

到祂的墳墓，為了用香料撫抹祂，她們配得上首先看到祂的

復活（瑪��︰����、谷��︰����、路��︰����、若��︰����）。

男門徒正是從婦女那裡得知了基督的復活。

在基督復活後，十一個門徒「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

利亞並祂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使那些在祂生前與祂有關係的人結合了

起來成了一個團體（宗�︰��）。其中有所有使徒，耶穌的

親戚，包括祂的母親，以及那幾個「婦女」，她們在加里肋

亞事奉了祂。

所有基督的使徒是男性，但至少在教會的歷史上有些女

有種觀點廣泛流傳，教會看不

起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

堅持保持過時的族長規章。這種

對教會的評判是不符合事實的。

正是在基督教的傳統裡女性

開始扮演的角色，已經在很大

程度上與男性齊平了。使徒保

祿說：「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

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

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

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

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 

（迦�︰�����）

基督和婦女

跟隨基督的除了男性門徒還有女性門徒，她們的名字是

有名的：「以後，耶穌走遍各城各村講道，宣傳上帝國的喜

訊，同他在一起的有那十二門徒，還有幾個曾附過惡魔或患

病而得治好的婦女，有號稱瑪達肋納的瑪利亞，從她的身上

趕出了七個魔鬼；還有約安納即黑落德的家宰雇撒的妻子，

又有蘇撒納，還有別的許多婦女。」（路�︰���）

在福音書的行文裡有些篇幅是談及婦女的。我們看到

耶穌與撒瑪黎雅女人交談（若�︰����），與瑪爾大和瑪

利亞交談（路��︰�����、若��︰�����），與罪婦的交談 

（路�︰��），與被抓到的淫婦交談（若�︰�����），與

患血漏的婦女交談（瑪�︰�����），與客納罕婦人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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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並不是所有人在教會裡都進行同樣的事奉，「上帝在教會

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

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說

各種語言的。眾人豈能都做宗徒？豈能都做先知？豈能都做

教師？豈能都行異能？豈能都有治病的奇恩？豈能都說各種

語言？豈能都解釋語言？」（格前��︰�����）

在教會存在的各種事務中，女性的工作有著特殊的地位。

女性不能擔任主教和神父，但她可擔任修道院的院長，可以

領導教會的詩班，可成為神學教授，以及其他重要的職務，

其中包括教會的管理。

母性——女性特殊的使命

就像在家裡一樣，根據教會的教理，男性和女性不是具

有不同的權利，而是具有不同的使命。這只是講婦女，「藉

著生育，必能得救。」（弟前�︰��） 

生育和教育孩子是女性的特殊使

命。毋庸置疑，男性參與其中，但

此處女性肩負著特別的責任。只有

女性可以做母親，家庭中沒有任何

人可以替代，就像父親一樣，有其

不可替代的使命。

至於教會對待女性態度可以根據

以下來判斷：教會將聖母放到一個

非常高的位置，榮耀她超過了任何

一個聖人，甚至超過了天使。至聖

誕神女——基督之母，教會之母。

性被尊為「等同使徒」的（例如瑪利亞瑪達肋納、格魯吉亞

的光照者聖尼娜 4U��/JOB�UIF�&OMJHIUFOFS�PG�(FPSHJB、正信者

聖女大公奧爾佳 4U��0MHB�PG�,JFW）。在多個世紀以來，只是

根據男性這條線來進行使徒教階的繼承，神品也是男性來從

事。但這完全不是輕視婦女。這說的不是不同的權利，而是

不同的使命。

女性在教會裡的事奉

使徒保祿指出，「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聖靈所賜；職

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

的上帝，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聖靈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

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格前��︰���）接下來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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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督徒生活是追求
靈性功勳之路

在山中聖訓裡救世主教訓自己的門徒：「你們不要在地上

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在地上有蟲蛀，有銹蝕，在地上也有

賊挖洞偷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裡沒有蟲

蛀，沒有銹蝕，那裡也沒有賊挖洞偷竊。因為你的財寶在那

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瑪�︰�����）耶穌以此來教導

人不要綁在物質財富上，社會地位和其他的地面享樂上，但

要一直尋找天上的國。

救世主說到：「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他或是要恨這

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

事奉上帝而又事奉錢財（��）。」（瑪�︰��）追求地上的財

富，狂熱地想發財是與事奉上帝不能並存的。在教階價值裡

處於第一位的應該是上帝；所有其他的福樂只能處於第二和

更低的位置。

耶穌號召自己的門徒不要纏身於地上的紅塵瑣事，提醒他

們關於上帝的眷顧：「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它們不播種，

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裡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他們；

你們不比它們更貴重嗎？⋯⋯關於衣服，你們又憂慮什麼？

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既不勞作，也不

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代所披

�� 錢財（.BNNPO�/ ȝĮȝȦȞ઼Ȣ /�ʂʖʢʢʤʣʖ），源自阿拉姆語 ʮʕʮˣʰʕʠ�/ NǋNǯOǋ。

以她的面孔教會榮耀母性——女性不可剝奪的榮耀和優勢。

聖母懷中抱著的聖嬰，溫柔用臉頰貼著她的臉頰——這就

是正教會給予所有基督女性最理想的形象。這個形象在所有

的正教教堂裡都以不計其數的不同方式出現，具有偉大的靈

性吸引力和道德力量。教會存在一天，她就會提醒女性關於

她們地上生命的使命——母性和教育孩子（��）。

�� 在舊約裡無小孩被認為是「人間的恥辱」（路�︰��）：沒有後代的夫婦被看成罪
人，上帝不給予後代是為了懲罰他們的罪。在基督教裡沒有小孩並不被看著是來
自上帝的懲罰，夫妻一方或雙方不能生育無論如何不能來當離婚的藉口。教會號
召沒有孩子的夫婦來收養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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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所以你們不要憂慮說：我

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

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你們先該尋求上帝

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瑪�︰�����）

救世主的這些話並不是禁止人們勞作和養活自己和孩子︰

祂是警告不要被勞作所奴役，不要把勞作看成最終目的。那

些沉湎於將自己所有精力和健康都投入在紅塵事務而不顧靈

性修煉的人，是與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基督教描繪的是另

外一種理想畫面：人生活在地上，但不沉湎於生活瑣事和

過分操心地上的事務，並追求「上帝的國和它的義德」， 

時刻記著天上的父，與其是依賴自己的力量，不如依賴上帝

的眷顧。

耶穌訓導說：「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為寬門和大路導

入喪亡；但有許多的人從那裡進去。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

的窄，路是多麼狹！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瑪�︰�����） 

祂還說：「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腳使你跌倒，砍下它

來，從你身上扔掉，為你或殘或瘸進入生命，比有雙手雙

腳，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剜出它

來，從你身上扔掉，為你有一隻眼進入生命，比有雙眼而被

投入到永火中更好。」（瑪��︰���）這個比喻指出了基督

徒為了消滅自身的錯誤傾向，所需要的不妥協和決斷。

基督徒的生活是靈性鬥爭和獲得靈性成功的路經。但這個

鬥爭中人不是孤軍奮戰。上帝自己幫助他克服誘惑和迷惑，

驅除自身的缺陷，走從事善工的路，如果有人向祂尋求幫

助，記住祂的許諾：「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

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

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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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裡我們講過教會有兩個維度——地上的維度和天
上的維度（�）。它們之間有著深奧的內在聯繫，就像靈魂和
肉體在人內的關係。天上的教會，歡樂的教會，通過地上的
行修的教會展示自己；地上教會的生活是天上教會生活的反
映，並會在天上繼續；對於地上的人來說天上的國由於教會
才變成了現實。

現在我們講講天上的教會由誰組成以及地上的教會是如何
組建的。我們只講最必要的少部分，這些對於那些剛走上基
督生活道路的人是必須知道的。

1. 誕神女和聖人
基督徒所敬的不僅僅是上帝，還有天使和聖人——他們已

不是簡單事奉上帝了，而是達到了特別的靈性完美，已經成

聖了。

� 參加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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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和彌額爾。每個人在出生之時起，護守天使就開始值守，

在他走向上帝的路上幫助他，保護他免於邪惡。

聖人

基督徒向聖人祈禱。所有基督徒都被召喚成聖，但只有極

少數可以達到目的，「因為被召喚的很多，被挑選的少。」

（瑪��︰��）有人問耶穌：「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嗎？」耶穌

回答：「你們竭力由窄門而入吧！因為將來有許多人，我告

訴你們︰要想進去，而不得入。」（路��︰�����）

聖人是那些挑選了通向永恆生活的「窄門」，並通過此

路一直走到了底，並成為了千萬基督徒模仿的榜樣。他們以

誕神女

聖人之首是至聖誕神女。教會禮敬她，「她的尊榮超越了

赫儒文，榮耀遠逾於塞拉芬」，就是說以至潔和至聖超越了

所有天使。

以上帝之母之名人類迎接希望拯救人類的上帝；上帝給

予了人類自己的獨生子，而人類給予了上帝以聖和完美著稱

的最偉大形象的她。基督聖誕節的一篇贊詞裡是這樣唱的：

「基督，什麼可以奉獻給你，因著你出現於地而為人？所有

你的創造物都有奉獻：天使——歌唱，蒼穹——星星，文

士——禮物，大地——洞穴，沙漠——畜櫪，而我們是——

至潔之母」。

許多教會節日是為紀念她的，為紀念她還畫了不計其數的

聖像。至聖誕神女在上帝之子面前為人類而代禱。在每個禮

儀裡向她念祈禱詞，基督徒堅信她聽到這些祈禱詞並對之有

所反應。

天使

在祈禱詞裡基督徒也向天使祈禱（�）。教會的教理將天使

分為很多等級，包括天使長，塞拉芬和赫儒文（�）。有一些

天使，由於在聖經裡有提及，其名字就很有名，例如加俾額

� 參見有關天使的章節。

� 不遲於五世紀出現的教理認為天使分為三大等級九品，一等級有三品。第一等
級，最高及接近上帝的：塞拉芬，赫儒文和寶座天使；第二等級：統權天使，大
能天使，威德天使；第三等級：宰制天使，統領天使，普眾天使。但要知道這個
教理並未被教會教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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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被稱作最後一個先知和第一個

基督徒殉道者）。

教會禮敬使徒，使徒是指基督

的直接門徒，是祂直接挑選的。

據福音所言，耶穌挑選了十二

位使徒（瑪��︰���、谷�︰�����、 

路�︰�����），後來又挑選了七十位

（路��︰�）。十二使徒中的一個

成了出賣者，在基督復活後挑選

了另一位代替了他（宗�︰�����）。

然後主以奇特的形式召喚保祿來

事奉，這之前他是迫害教會的人

（宗�︰����）。使徒伯多祿和保

祿被定為首席使徒，十二使徒中

的其餘的人和七十使徒都享有教

會的普遍禮敬。教會以特別的方

式禮敬四福音書作者，瑪竇和若望是屬於十二使徒，瑪爾谷

和路加屬於七十使徒之內。

很久很久以前，教會就禮敬殉道者了。許多使徒，包括伯多祿

和保祿，生命都是以殉道者形式結束的。基督教會存在的最初

的三個世紀時受迫害的時期，殉教是普遍現象的功勳。對教會

的迫害定期出現，最近的是二十世紀，世界上又出現了一批殉道

者，見證了在嚴峻的考驗和受難的情況下對基督的忠誠。屬於

殉道者的有常勝者格奧爾基，西路安的德米特裡，德奧多爾·季

羅恩，許多基督徒以他們的名字命名。

宣信者（宣信磨難者）是指那些為了基督而遭受磨難的，

但無畏地經受了折磨，但並未死亡而盡享天年者。

主教聖人是指那些具有主教頭銜的聖人。其中有呂基亞的彌

拉城大主教聖尼古拉（4U��/JDIPMBT�PG�.ZSB），或稱施神跡者尼

自己的生命和所獲碩果證明了：成聖並非不是不可達到的理

想境界，而是所有信徒所應該努力的標準。聖人所達到的成

果並不是獨立完成：上帝親自幫助了他。在回答「誰能得救

呢？」主這樣回答：「在人所不能的，在上帝是可能的。」

（路��︰�����）有時候，好像基督徒的靈性道德要求超過

了人的能力。但聖人證明了不是這樣的，人如果不僅僅寄希

望於自己的力量，而信仰上帝，寄希望於祂的幫助，「一切

都是可能的！」（谷�︰��）

在教會日曆裡將聖人分為幾類：根據生活的時間，他們所

帶來的碩果，及他們所獲得的稱號。舊約教會和新約教會的

聖人是有區分的。

舊約時期的聖人首先指那些義人，在舊約中提到的亞巴郎、

依撒格、雅格伯、梅瑟、達味王及其他。基督教會還禮敬先知

厄里亞和厄里叟，他們在聖經裡被講到，還有那些書被收入聖

經中的先知：依撒意亞、耶勒米亞、厄則克爾、達尼爾已經其他 

��「小先知」。舊約義人的系列鏈條是以施洗者若翰收尾的，而

他又是在新約前夕以自己的名開啟了基督徒聖人的名單（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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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羅斯聖愚——聖愚巴西略（4U��#BTJM�'PPM�GPS�$ISJTU），

紅場上有名的教堂與他的名有關。彼得堡女聖愚克賽尼亞

（4U��#MFTTFE�9FOJB�PG�4U��1FUFSTCVSH）就廣受人們的尊敬（�）。

在聖人中不泛有國王和王后，

大公和女大公正信者。他們有些

人是因著自己的成聖而被讚頌，

有一些是因為對教會所做的善工。

例如君士坦丁大帝（$POTUBOUJOF��

UIF�(SFBU，��世紀）受讚頌，是因著

他基督教會在三個世紀的迫害後

得到了自由。基輔大公聖弗拉基米

爾（4U��7MBEJNJS，���至 ���世紀）因

他使俄羅斯受洗而受讚頌。這兩

個所提及的聖人都被稱為「等同使

徒」：教會以此方式讚頌他們所行

的類似使徒的功績。

蒙難信徒是指那些不是由於基

督而受難，而是模仿祂忍受磨難和

死亡。作為蒙難信徒我們禮敬正

信者聖波里斯王子和格列布王子

（4UT��#PSJT�BOE�(MFC，���世紀）。在 �����年被槍殺的俄羅斯沙

皇尼古拉二世（$[BS�/JDIPMBT�**）和他的妻兒被稱為「皇家蒙難

信徒」。

處在天國中，聖人與上帝同在，享受永恆福樂。但他們沒

忘記他們地上的兄弟姐妹，聽到他們的祈禱，提供幫助並在

上帝的面前為他們代禱。

� 「#MFTTFE / ʗʡʖʜʛʣʣʱʟ」有時是指沒有聖愚行為的聖人，譬如指大公會議時期的
著名神學家（聖奧古斯丁，西方的聖熱羅尼莫4U�� +FSPNF。東方的聖迪爾多勒）。
同樣把莫斯科的聖瑪特羅娜也稱為「ʗʡʖʜʛʣʣʖʵ」，因聖愚對她來說非主要功德。

古拉（俄羅斯傳統裡稱為「中悅上

帝者尼古拉」，生活於四世紀，還

有他的同代人亞歷山大的亞大納削

（4U��"UIBOBTJVT�PG�"MFYBOESJB），大

聖巴西略（4U��#BTJM� UIF�(SFBU），神

學家額我略，聖金口約翰（4U��+PIO�

$ISZTPTUPN）以及其他的後來的主

教聖人。那些主教和司祭以殉道方

式結束自己生命的被稱為神職殉

道者。

修士聖人是指那些修士，以苦

修生活而著稱，已具洞見能力，

行神跡，還具其他靈性恩典。其中

包括修道生活的創建人：安東尼 

（4U��"OUIPOZ�UIF�(SFBU）、帕霍梅

（4U��1BDIPNJVT）、瑪加里（4U��.B�

DBSJVT）和大伊拉里昂（4U��)JMBSJPO� UIF�(SFBU），他們生活在

四世紀，還有俄羅斯修道生活的創始人：安東尼（4U��"OUIP�

OZ�PG�,JFW）和洞窟修道院的費奧多西（4U��5IFPEPTJVT�PG� UIF�

$BWFT，���世紀）以及更後來的修士聖人：拉多奈哲的聖謝爾蓋 

（4U��4FSHJVT�PG�3BEPOF[I），沙羅夫的聖塞拉芬以及阿托斯山

的聖西路安（4U��-VDJBO）。而那些以殉道方式結束自己生命的

修士聖人被稱為修士殉道者。

聖愚是用來稱呼那些在生前就有特別功勳的聖人，他們採用

了一個愚蠢的面具，為了承受人們的侮辱和傷害。在這個面具

下有著偉大的靈性恩典，譬如說預言的恩典。特別有名的拜占

庭聖愚——安德肋（4U��"OESFX�PG�$POTUBOUJOPQMF / 4U��"OESFX�

UIF�'PPM�GPS�$ISJTU），聖母帡幪節（�）的設立就與他有關。最有名

� 參加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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ĒĉƧǜ̹ಿĂ
Ơ뼷ٍƺڇʟђĊř
ŝȇĉΦᶱ֘Ⴙ뼶
ʈϹߑǟĦҀ̓Āղ
ೂ뼷˩ćĒĉĀ
Ɏ҆ġśƌ뼶

Ⴘੌ͠Ąŗƃ२Šȁ
ƱూসܐƦշǩĀ
Ⴙಿ뼶ʘ˩ģ̞ಗą
ŦȏĈֳܬয়ာƦŒ
ǊăʴĀĉ뼶
Ⴘੌ͠ʘ˩ćɎ҆
ġಲōۺᘴ뼶

5. 聖主教 
（Saint Hierarchs）

ŗȓץĀŀƜŠš
͵ҞĀᆑѵշǩ뼷
ƺ̝Ȣ͵ыǏܸࡉ
ȇŒഛ뼶
ĒĉćɎ҆
ġǻϼђӝǂ͵�
ᎌ뼶

11. 廉施者

（Unmercenaries）

8. 顯行靈蹟者 
（Miracle Worker）

ȢКčĹ뼷׃Ǆ֊ຢ
͠թăĄο˩̖Ȏ뼷
ȁĦňĠĉģĈੌ
Ǆ̦ຢĀয়ာ뼷Ʀƻ
ğȑĀ̦ຢĄƻ९
ĦĉĀȺġĂ
Ċʰɫ뼶

6. 善信者（Faithful）

řȇȓܼŀƜព
뼵ٰཱྀǄƂ뼵ҰӐ
͵ĚȇƱూ뼷ƻऒĦ
Ʊ͠뼶ڒ
ćɎ҆ġŴĵĠǺ
ਗঌ៹뼵ǻϼϺ뼶

9. 等同使徒
（Equal-to-Apostles）

7. 先知（Prophets）

۴ϵƢǳĘੈĀǋ
гƢŗɡԉΦ뼷̀ Ę
ੈĀ˛Φ߰гțࡣƥ
չɞۆ뼶͵Ěऒך
ʈԖʞϵƢŗӍĤך
ĀϵƢܼҀ͠Ħ
ĉ뼶
ϵƢćɎġ˩Ƌ
̯Όਲ뼷ĘǚϴōȺ
٪Ҷ뼶

10. 聖愚 / 蒙福音 
（Fools / Blessed）

ཟĦąႹĀ՚т
ƦȾąዽڗĀ֜ղ뼷
ćҶДǄĦĘൗڟӑ
뼶ć̘ՓĘ뼷Ĉܐ̭
ȏĉצƻĦఁ˟
͠뼷Ƨ̖ٞƀࠠĀɴ
뼵িٞǭ뼵҇ߡڲ࠸
ඟǅǅ뼶࠸̖
ఁ˟͡ćɎ҆ġ˩
ϼōۂ˖뼶

十品聖人   
ȢƧ͵ĚǨ͵ 뼷֠ǨĈĉĝŗ֭֫ĘੈĀ֜ղŠղҜŪ뼶ƔƦĉƏǚĀĘੈ֜ղ
ȁĦĉĀҔƦฬفą뼶ႹಿŀЄĀϝԆďĄȶӚŴʮƏĀĘੈ֜ղ뼷đȼī
ٓĘੈ뼶
ćĤךƾġ뼷ǨĈಽō֊ƥয়ȇĘੈԔʸĀĝƻĦ 뼶ಿ͵ĚĢȺŧ˧Ԫ
ćĀ̻ĊȘ݂ġ뼷ďǢ̓ĉ뼶ƌĲ뼷Ăǩ୬͠đīǃƻऒĦĉĀધ 뼷ೢ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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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徒（Apo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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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殉道者（Mar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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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義人（Right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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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敬者（Ven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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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聖人的聖髑被完整地保存和安放於某個教堂，因這些

聖人在這裡行了並帶來了功績。有些聖髑被分解成小塊轉送

給了其他地方和教堂。

天上的庇護者

人們在洗禮之後，會起這樣或那

樣的教名。通常這名字是與自己本

來名字是一樣的，但有些情況下，

它們是不同的。

在洗禮聖奧秘裡起的名字，這名

字的聖人就是他的天上的庇護者。

要注意不要將這個聖人與護衛天使

混淆，天使是上帝給每個人安排

的。以某個聖人命名的命名日有時

被簡單的稱作「天使日」，但正式

也該稱作「命名日」。

正教會裡對聖人的禮敬

有時候會有人批評正教會說：如果教會把聖人看作是上

帝和人之間的中介，那麼人沒有中介如何與上帝交流？這個

當然是空洞且沒根據的批評。教會承讓直接與上帝交流的經

驗。而且把這看作是每個基督徒靈性生活的基礎。教會不認

為對聖人的禮敬會妨礙人與上帝之間的祈禱交流。人無論在

家或在教堂，祈禱的最基本的部分是面向上帝的。但同時基

督徒也向聖母和聖人祈禱。

聖髑

聖髑是指聖人們的遺留物。聖人的遺體在經歷多年或幾

個世紀不腐爛並不少見（儘管不腐爛完全不是成聖的必要特

徵，就好像成聖不是將不腐爛作為其必然後果一樣）。

聖人的聖髑，不論其保存的完好程度，都被尊為聖物︰人

們向聖髑叩拜，祈求神聖的力量來醫治疾病。這些叩拜的內

因是對恩寵的信仰，聖物擁有這些恩寵，不僅使靈魂而且還

有身體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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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耶穌基督教會了自己的跟隨者如何稱呼上帝父並以以下語

言向祂祈禱：

這段祈禱文在基督教會裡被稱作主禱文。在所有基本的

禮儀裡都會被頌讀或唱誦出來，而基督徒每天在家裡的祈禱

都會以此文字向上帝祈求。前面幾句是用「你」來稱呼，而

後面是「我們」。在主禱文裡我們向上帝父呼求，為了祂的

名，本身神聖的名在我內得到榮耀；為了祂的國成為我們生

活中的現實；為了祂的旨意在我們身上得以實現，並在天使

的世界裡也得以實現。我們向上帝祈求每天的日用糧；祈求

去除身上的罪，遠離那誘惑和魔鬼的威權。

對於正教徒來說，聖人就是基督教的活的踐行者，他們

的生活方式就是崇高的道德範本。而且，教會認為聖人在離

世後仍然活在教會裡，堅信他們活在教會裡是向他們祈禱 

的原因。

2.  祈禱   
祈禱——這首先是與上帝的交

流。祈禱的形式首先是交談和說

話：是用文字來表達的。

祈禱——這通常是對話：不僅

包括信徒對上帝的話語，還包括

上帝的回答。

祈禱——這不是單行道，而是

人與上帝相向而行。

傾聽上帝，感覺上帝中的父，觸

及到祂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

這些是祈禱的真正的意義。上帝

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回應祈禱，

但任何基督徒的真正真心的祈禱

都不會得不到上帝的回應。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

如於天。我們的日用糧，求你今天賜給

我們；寬免我們的罪債，猶如我們寬免

虧負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

但救我們脫離那邪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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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憐憫我」，「上帝之子，憐憫我」。還有一

些更短一點的「求主憐憫」（禮儀中經常用到），可以自己祈禱

用。經常的念誦這些禱文可以幫助人們時時刻刻不忘上帝。

使徒保祿呼召說：「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 

（得前�︰�����）。這些話語描寫的是基督徒的生活，首先

由於感覺到上帝的存在就會充滿經常的快樂；其次基督徒被

呼召去不斷祈禱，而不是偶爾祈禱：這種理想狀態是將耶穌

祈禱文用到實際中去；第三，基督徒被召喚來萬事感謝上

帝：不只是因著順利、成功和快樂，也要因痛苦和磨難，這

些是上帝讓他的信念經受考驗和磨難。

如何正確祈禱？

有時人們會講：「我不祈禱，因為我不會祈禱。」或者

說：「我不祈禱，因為不會斯拉夫語。」事實上，為了向上

帝祈禱，我們不一定要知道這些語言，我們用平時自己講和

思考的語言就行了。儘管在教堂事奉禮用的是特別的禮儀語

言，但在家裡祈禱未必要用這種語言。跟上帝的交流方式可

以像與父母、孩子和近人交流一樣。最根本的是我們的祈禱

需要真實、虔誠和真心。

祈禱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可以在家庭環境裡，也可

以在教堂裡，站著，看著聖像，劃著十字聖號。就是右手的

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合攏在一起，無名指和小拇指彎曲到掌

心，先從額頭開始，後胸，再右肩後左肩（6）。在一些特殊

情況下可以坐著祈禱（例如在交通工具上），甚至可以躺著

（例如因生病而躺在床上）。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不做祈禱

的外在形式，不張開口，完全用內

在心智祈禱。

耶穌祈禱文

在正教傳統裡，從很久遠的年代

就開始用耶穌祈禱文。全部的內容

是這樣：「主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憐

憫我罪人。」還有一些縮減本：「主

� 在俄羅斯教會舊禮儀派裡的堂裡，用的是舊禮儀，大拇指是彎曲在無名指和小指
上的。這種手指方式叫「兩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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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呼召自己的追隨者不僅僅為近人祈禱，還為仇

人和迫害你們的人祈禱（瑪�︰�����）。祈禱是對人類的邪

惡、嫉妒和敵意的萬能的回答。人們經常會這樣認為邪惡才

能戰勝邪惡。但基督卻是這樣訓道的：只有善可以戰勝邪

惡。正好祈禱是獲得這種勝利的強大工具，因為由於幫敵人

祈禱去除了我們心中的敵意和對他們的蔑視，然而這正是和

解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環節。

基督徒不僅僅為生者祈禱，也為逝去的人祈禱。這種祈

禱很重要，首先是對那些去了另一個世界的人，他們的死後

的命運由上帝來決定。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有著親情、愛、

友誼的紐帶，與其他人的職業關係上的聯繫。在生前我們同

感恩祈禱，懺悔祈禱和祈求祈禱

祈禱詞根據內容來分可分為：感恩祈禱，懺悔祈禱和祈求

祈禱。

經常有人把沒有上帝幫助就不能獲得的成就，歸為自己的

能力和勞動。人們經常在自己的生命中看不到那個一直在關

注他的上帝。學會為了上帝的善行而感謝上帝是很重要的，

學會在我們的生活中看到祂的參與。

許多聖人寫的祈禱詞是有一種懺悔特徵。每次在睡前，基

督徒應回憶過去的一天並祈求上帝原諒所犯的錯誤。在最合

適的時間裡在懺悔禮中說出這些錯誤。

祈求祈禱可能具有很多不同的內容。人可以祈求上帝在靈

性生活中幫助自己，以及不同類型的物質需求中幫助自己。

不應羞於向上帝祈求一些微不足道的請求。但祈禱不應看著

是僅僅是獲得物質需求的工具。在祈禱中直接面對上帝和上

帝交流這個事實是非常重要的。

為別人祈禱

基督徒被呼召來不僅為自己祈禱，也為他的近人祈禱——

父母、孩子、親戚、近人、同時、領導或者部下。教會歷史

上有很多這樣的情況，母親的祈禱將孩子從死亡中拯救了出

來，妻子向上帝祈求得重病的丈夫恢復，即使醫生已下病危

通知書。為近人的祈禱是對他們提供幫助的一種實際方式，

是善事的一種，而不需要人們的物質付出，而只是善意的心

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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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祈禱？

有時會有人問：如果上帝已知道我們對祂講什麼，哪還

需要祈禱嗎？我們祈禱不是為了告知上帝祂不知道的，我們

祈禱是為了與上帝分享什麼對於我們是重要的，什麼是痛苦

的。上帝會永遠聽到我們的祈求的。人們的生活不僅僅取決

於上帝的旨意，還有人自己的意願和他向上帝祈求什麼。總

之人的生活是上帝和人共同的結果。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目的是將個人意願與上帝的旨意完全統

一起來。所以「按照你的旨意（上帝）」的請求所表現的態

度，應該出現在所有的祈禱詞之中。我們可以祈求上帝一切

我們所需要的，但最終自己須完全遵守上帝的旨意，應當牢

記，上帝比我們自己更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由於這個原因有時人未必從上帝那裡得到他所祈求的。

如果我們祈禱，但得不到我們所祈求的，這並不意味著上帝

聽不到我們的祈求：祂聽到，只是不這樣處理。對上帝的堅

信可以幫助度過各種疑惑，例如上帝的沉默，有時我們會覺

得，祂好像並不理睬我們。就像父母一樣，聽到了孩子的所

求之後，但有時不理睬他們一樣。上帝會一直聽到的，但有

時不會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回應。

在與上帝的交流中我們既要接受意外之喜，又要承受失望

之情。這種情況並不是上帝沒有這大能來完成我們的祈求，

而是我們不願接受這事實，祂不完成此願，意味著就應該這

樣，這就是祂神聖的旨意。

情我們的近人，同樣在他們離開後，我們也應該同情他們。

除此外，為逝去的人祈禱，對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也很

重要。這會幫助我們克服失去近人的痛苦，不失去與他們

的聯繫，當我們自己跟隨他們進入永恆的時候可以恢復與

之聯繫。

祈禱不應是表面做樣子

主耶穌基督對祂的門徒講：「當你祈禱時，不要如同假善

人一樣，愛在會堂和十字街頭立著祈禱，為顯示給人；我實

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了他們的賞報。至於你，當你祈禱

時，要進入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你的

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你祈禱時，不要嘮嘮叨叨，如

同外邦人一樣，因為他們以為只要多言，便可獲得垂允。你

們不要跟他們一樣，因為你們的父，在你們求祂以前，已知

道你們需要什麼。」（瑪�︰���）

在祈禱中不要嘮嘮叨叨，並不意味著不可以長時間祈禱。

耶穌自己有時候徹夜祈禱（路�︰��），且早期的基督徒集

會祈禱經常是從晚上開始直到早上（宗��︰����）。救世主

訓道的真正含義是指，祈禱中不要講多餘的話，而應該集中

注意力於最主要的部分。

提醒了在祈禱中不要像假善人般的裝模作樣，主同時說出

了上帝的全知——上帝已提前知道了你的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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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會生活
教會是指唯一、神聖、大公和傳自使徒的教會，也可以指

具體一個地方，就是教堂。

教會生活

人們有時對教堂的認識僅僅局限地認為，他們有特殊的情

況下才去——孩子洗禮，親人的薦亡儀軌，為病人的懇禱儀

軌，在考試前去點蠟燭等等。當然這些本身也很重要，但教

會生活不應該局限於此。

教會生活應該具有定期性——至少重大節日和主日要參加

禮儀和領受基督的聖奧秘。正教徒的生活不應該僅僅按照國

家的節假日、個人的事件、職業或家庭來生活，更應按照教

會日曆來生活。對於他來說，教堂不應只是在上下班途中看

一眼的地方，或是只因特殊事件才出現的地方，而應該成為

他與上帝交流的地方，與教會其他成員交流的地方。

對上帝之堂的愛

聖詠裡是這樣說的︰「我有一事祈求上主，我要懇切請求

此事︰使我一生的歲月，常居住在上主的殿裡，欣賞上主的

甘飴慈祥，瞻仰上主聖所的堂皇。」（詠��︰�）這些話表

達了那些熱愛上帝追求與祂交流的靈魂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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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體血禮文本中，東方被稱為「真理的太陽」和「屬天

的東方」。

教堂內部通常分為三部分：至聖所，中堂和前廳。有

時候中堂和前廳在建築上已沒有區分了。至聖所和中堂

之間通常是用聖像壁隔開的。

教堂——上帝的居所：「上主住在自己的聖殿」（詠��︰�）。 

人們去教堂不是「這樣被安排」，或是「被要求這樣」。無

論是基督，無論是教會對任何人沒有任何要求。基督徒靈魂

的自然狀態是嚮往上帝的殿堂，熱愛事奉上帝和祈禱。就像

古代的聖詠所講的：「我喜歡，因為有人向我說：我們要進

入上主的殿」（詠���︰�），當聽到鐘聲時，告知教堂的

禮儀開始時，基督徒就感到高興，就心甘情願地放下農活， 

趕向教堂。

4.  正教教堂   
正教教堂——是舉行上帝事奉禮的地方，是人們通過祈禱

和教會聖奧秘投身於上帝的地方。

正教教堂的建築特色

教堂有用木頭，石頭或其他材料建成。從外觀來看，

它們之間可能區別特別大，但從正教教堂的建築結構上

來看，有一些共性：它們有帶十字架的穹頂，或者幾

個。正教教堂很容易就可以與普通不具祭祀作用的建築

區分開。有一些教堂還建有鐘樓。

所有正教教堂，除非極個別的特例，至聖所是朝向東

方的。這具有深刻的含義：東方代表著基督，在禮儀和

Љ
ᛥ
ᓅ
ॡ

௲

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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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外觀  

͵ࠧʋҋͱͨĈăǜ뼷Țঞݯᆯ̆͵ࠧӚĀڂޏʅצ뼶

1 . 半圓廳（Apse）
ʞǏ͵ࠧĀʀૻߑ뼷
ʘ˩Ūͤࠥ 뼶֜ᎌೱȫ
ǽćˤफ़ʮ뼶

2 . 構體
（Cube）

͵ࠧĀǂɄ뼶

3 . 札科瑪拱
（Zakomara）

ཫٞ࠸͵ࠧӚĀ̖
ɡ뼶͵ࠧʋૻĀĂˌ
뼷ŪͤࠥͱৈЪ֜뼶

4 . 鼓形座（Drum）
͵ࠧƥĘˌ뼷ᢧڊ
ӚǏȺĘ뼷ᢧڊĘǞ
ᒧӐʈϹߑ뼶ࠥǝʘ
˩ǟࠥჾՏͱĠ�
ǚɄ뼶

5 . 穹頂（Dome）
ᢧڊӐǏ॥ǝĘ뼷Ęǚ
ᒧӐʈϹߑ뼷ŪĦ͵
ࠧƥڊ뼶ཫٞ࠸Ā̘
Փġ뼷�

ᢧڊĠŪߋ୷֜뼶

͵ࠧĀᢧ̻ڊʔͨĈ
ăǜ뼷ͨĈǋץ쉫̄
ᢧڊͳȩ໓ᜡႹĀ
̦ĉȕȡ뼵Ɓᢧڊͳȩ
ƁĂĀƁʞϜ뼵ͅ ᢧ
˗Ⴙȇͳȩ໓ᜡڊ
˟͡ō͠뼵ւᢧڊͳ
ȩւিܥȇւơę
ȓĚڰ뼷صᢧڊͳȩ
ǅĐص 뼵̹ʈƁᢧڊ

ͳȩ໓ᜡႹȇʈȕ
̹ಿ뼶ģĈ͵ࠧӚĈ
ƑĠĀᢧڊ뼷ăļૼ
Ŕňᅺȑ뼶

6 . 鐘樓
（Bell tower）

͵̖ࠧȎƬęĀઐȀ
Ӛ뼷֘צܩӚǏʋ
फ़Ę뼶ҙ֛ܸڊӚĈ
ҙب뼶

7 . 大門（Portal）
ӚĘѴ̟Ū͵ࠧĀ
Ɍˍ뼶

8 . 門廊（Porch）
͵ࠧɌˍĈŧǽКͱ
হКĀɟኃ뼷Ӛī
ȣŞǚđƬ뼶

2. 四方

ǝŪ˗ƶࠧ͵
뼷֜ͳȩȘʆƥȥ

Ǐ͵Ěʮ뼶מ͝

1. 十字穹頂

͵ࠧĀʈϹ֜ǝ�
ͳȩႹĀʈϹߑ뼷�
ĉಽˤύূ�
�ĀĨƺġض
ƻၠݡ뼶

4. 舟形

ˤ֜КĄ͵ࠧăǜˌŒĀԜٝĦ̖
ɡ쉫ǡफ़Ĉҙ֛Ӎη 뼵ࠧġȇᎌ
ೱಪ֏ŪĂϟ뼶Ēȩą͵ĚၑĄݡ
য়ƥ༔뼶

5. 四方基座八芒星

͵ࠧĀǉȕڜŪԖ൝ရϙƥ
ɪƥ 뼷֜ʟĉǇˋĘ 뼶ੈ

6. 混合型

Ē͵ࠧểʸăǜ͵ࠧ
֜КĀӚ̖ೂ뼶
ȶ࿇ŠرʸăǜĀӚ
֜КĄĻǄĀ뼶

3. 圓廳

ǝŪࠥࠧ͵ 뼷֜ͳ
ȩ͵ĚĀࠥ 뼵͝ȇĘ
ੈƥкĈō�
ăĻŒ̚�
ĀԔॊ뼶

正教教堂  

Ȣ͵͵ࠧĄĦĘੈ̖ȎƦѴĀӚͱبŔ뼶
ȓ۴Ā௵߯뼵ƂŠ̓౮ĝć͵ࠧƏڍǄ뼶

歷史   

Ϙࣩ߯ભ४Ⴙ͵ࠧǏමՂ
ହࣼęੈܬĪӚӐ뼶ćˤƥ
ǡ뼷௵߯ĝĄڍݦܥǄĀ쉫
ćႹಿŝġ뼵ćͪೄġ뼵
ćŞĪᄫġͱĄֹɞϙج

Ӛġ뼶
ཫٞ࠸ǉĂǝ܉ઔ͵ࠧćȓ
ʻ�����ŭ뼷̢ǅǜ̹ಿĀ
ȓ៓ӘМُĀܬĪӚ
Ǐ჻뼶ˤ͵ࠧǩĦƇĂ͵
ࠧ쨞$IVSDI�PG�UIF�5JUIFT���
%FTZBUJOOBZB쨟뼷ȁĦ៓Ә

МُŗȺʴɌĀʈƥĂ
ӚŪթέ֔ˤ͵ࠧ뼶�

教堂類型 

͵ࠧӚŒĦ̻ĊՏ뼷ͨ Ĉ
뼶ץ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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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聖所及其所屬物件

至聖所首先是為了神職人員（主教、司祭和輔祭）和教工

（頌經士、亞輔祭和幫堂）用來舉行禮儀之用。進入至聖所

必須得到有關的祝福，只有神職人員才可以觸碰祭台。

祭台（�）是位於至聖所中間的台。在禮儀中神父站在前

面，在上面用來放聖物——為了感恩祭準備的祭餅和紅酒。

在祭臺上放有聖經，在禮儀中的某個時候需拿出至聖所來頌

讀和讓信徒們禮敬。在祭臺上還有祭台九折布——這是一塊

特殊的絹布，上面有主教的簽

名（這簽名顯示了本堂屬於哪

個具體教區，並表明本堂的神

父得到主教的祝福可以舉行事 

奉禮）。俄羅斯教會的傳統，在

九折布的中間縫有殉道者或是聖

人的聖髑。這體現了在殉道者墓

穴舉行聖事奉禮的古老傳統。這

傳統今天的體現就是殉道者或者

聖人的聖髑置於祭臺上並得到它

的聖化。

在至聖所的左邊是預備祭 

品台，在上面神父準備感恩祭的

祭餅和酒。

� 通常是立方體或者平行六面體。

聖像壁

聖像壁——就是掛有聖像的牆

壁。聖像壁有單層聖像的，還有

好幾層的。一層聖像的聖像壁中

間是帝王門，平時沒有禮儀時是

關閉著的，當有禮儀時，在某個

特定的時刻是要打開的。帝王門

的右手邊（地面層）是耶穌基督

的聖像，左邊是至聖誕神女的聖

像。接著所掛的聖像可以是節日

或者聖人聖像，與本堂紀念誰有

關，或者其他與本聖堂有關的具

有重要意義的聖像。在最低一層

還有南門（右手邊）和北門（左

手邊）：它們是用來在禮儀中和

平時至聖所的出入。

如果聖像壁是多層的，則第二層

是主要教會節日的聖像（節日層），

第三層有救世主，聖母，先知若翰及使徒的聖像（懇禱層）（�），

第四層——先知（先知層），第五層——舊約義人（先祖層）。

不同教堂的聖像壁的聖像主題會有所區別，但聖像壁的

總體含義是一致的。聖像壁不僅僅是至聖所與教堂中堂的間

隔。聖像是通向另一個世界的窗口：救世主、聖母和聖人通

過聖像永恆地注視著我們。

� 這一組中間是救世主，右邊是聖母，左邊是施洗者若翰的聖像，斯拉夫語為
「ɞɟɢɫɭғ ɫ」，源自於希臘語「įȑȘıȚȢ」，意思是「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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Ɏ҆ٝǏˤԉ뼶ĒȏɎ҆֘͵ĚŭᆱĀơۖ́
ԉ뼷֘ ʃĂūصύܩ 뼷˧ͱ֘ƂຢţŀĲ 뼶ۖ֘ ŭ
ᆱͱׁ܈ĲۖĀǉĂવĀɎ 쨞̢̓ŕڽƶ쨟Ąඅ
̦ƕඅŀ뼷֘ ƂຢţŀĲۖƥŷĄඅ̦ƕɖ 뼵ࠧඅ
̦ƕʟΣ뼵Ⴙܰŀ뼵ႹʟҀ뼵ႹͲ 뼵̗Ә᮰ᢁ
֯Ɯ뼵ǂɖΝ뼵ǂకʈߑ뼵Ⴙ֯Ɯ뼵ႹĐ뼵
ͅᐐ·뼵ŗӍඅ̦ƕȫʜ쨞ˤɎ҆ắԉƶК

ൗٝǏχ̌ޣ쨟뼶ʘ˩٤·Ɏԉ
Ě̞ಗڍધĘǂʈϹߑ·ŗӍඅ̦
ƕ⾑⾒·뼶٤·ɎĻȇྲྀ́Ɏι
Җʞ 뼶ٝ

9.  祈求聖像  

ĒĄ❫Āǂԉ뼷ȺǂʛĄႹĀ
ʾધǞࡣŗӍดĦĉƦྲྀᄂ뼶
ˤԉƥġĦȫАɱǝĘĀႹ뼷
ȺޣڽˉƶĄˋ峭ྲྀ́ĀĉɎ
쉫̓ڽƶĦඅ̦ƕ뼵ɻʟĐُ̹

Ӎ̹ಿရĠᢁ뼷ޣƶĦҀܼ͠뼵ɻ
ʟĐ̹Ȁ⋺ᣢُӍ̹ಿ̝ᢁ뼶Ŵĵ
ƥŷĄĉ뼵ƅ͠뼵ॕզՂͱʈȕ
̹ಿĀɎ҆뼶

10. 先知列  

ԉġȫǽą۴ךϵƢĀɎ 뼶̓Ŵ
ĵĝĦႹǟս뼷̞ ಗąР뼵କ
뼵Рۆ뼵᮰Ȁϙۆ뼵ϵƢᣢƀ͝࠸
ڲ 뼵ُᣢצՍӍȺŴϵƢ뼶ġĄ
අ̦ƕ뺸ೂምƥي뺹Ɏ 뼷̓ͳȩǨ
Ĉ٪ҶൗǢ͝Ƽ뼶

11. 聖祖列  

ˤԉ༛ĈךƾġĘੈۛļၦ
ئझʑƥǡĀץĉ뼷̞ ಗąۆȋ뼵
ᣢ뼵ۆရ 뼵ُۆရޛᅺ뼵֘ ఓϜ뼵ݔ
ͨရ뼵ᣢӍչၦ؞뼶

12. 幛頂  

ʈϹߑͳȩąݡǂᕍূĀᄢდ뼶

聖幛  
11

10

9

8

6

12

❬ĄٝĈ̻ԉɎ҆Āذ뼷ǳᎌ
ೱŠ͵ࠧĀǂđˌŒŧ뼶ƌ͓ƾ
۬КĀͅڜචćʈͅʈԣȘ݂Āཫ
Ū뼶֜ٞͅ࠸ ڜචġĀɎԉ뼷Ăڜ
ĂڜˋĘࢼ࿇뼶

5

1.  皇門  

ͳȩĘੈřʇĀɌ 뼶̱ćɟĘ뼷༛Ĉඅ̦ƕ
ʟΣ쨞ͳȩĤךƥ˧쨟뼷ŗӍ˗ʞō˟͡͠ͱ
ĄীզƂ້̓Āĉ̇ˍךʫŗӍę
ֹɞߔ뼶

2.  最後晚餐  

̓ĀġķĄɄӉƂ뼷ǏŕŷȐԐĀ
ɎƥĪڍǄ뼶

3.  基督與福音  

Ƨư͵ࠧĀᎌೱĄĦ݂ЯݡȘǂŀːġĀ
ƂɫƦ 뼷͓ĒƂɫĀɎ҆ďĚȫǽǏ
ˤ 뼶̌

4.  誕神女聖像畫  

Ƨư͵ࠧĀᎌೱĄĦ݂Яඅ̦ƕɎ҆ͱ
අ̦ƕŀːġĀƂɫƦ 뼷͓ĒƂɫĀɎ
҆ďĚȫǽǏˤ 뼶̌

5.  執事門  

͵Ěʘ˩ćˤɟĘ༛ĘɻʟĐ 뼵̹ͱĄϘ
ƅ͠ę࣍Ƃٞ؞ʫӍƳᤍᗤ뼷ͱĄၦӍۆ
ඣ뼶ǆғƥගͱĚƻ༛ǏЀɟ뼶

6.  當地禮敬的聖人之聖像  

7.  教堂所紀念之聖人聖像  

༛Ĉ͵ࠧǨ݂Яƥĉͱ٤·뼶

8.  慶節聖像列  

ʈȕę٤·뼷̢ Ⴙȇඅ̦ƕŀːȶđƂຢ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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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쉫Ȣƶ֜ĀᎌфҘĘ༛Ĉ
ႹĪዑĀŰբ뼷ҘĘ
ĈĘ⣙뼷թɬĈ͵ҞȢ

͡˟፴뼶ٝĈہǂ͵Āܧ
Ό뼵ᎌೱʈϹߑŗӍɄ
≬뼶Ʉ≬ɚĈĪĀ
Ʉ뼷ǨŗĘǂŴĢŹĄ˩Ԫ
Ǐ͵ࠧʮ뼶

ւΨࠈu

ĈւቢࠈĀࠈ뼶ւቢࠈȫ
ǽćᎌࢴƥĘ뼷ͱӐǏ
ᎌࢴƥŷ뼷ǚšɟ뼶ւΨ
ġ뼵ŷčٝǏʅٝǏĚࠈ
໓ɢఓһፑġ뼶ւΨࠈղ
ೂąć̦ƒŝܼʫ̦˷ġĘ
ੈĀւ֊쨞չ�쉫�쨟뼵ղ
ೂą֊ĀւƝয়ာŗӍ͵
ĚĀւিܥ뼶

ᎌೱʈϹߑu

ęՏĻƘĀʈϹߑ뼷Ę༛
ႹƻకʈϹߑĀɎ뼶ć̓౮
ӾԉǄƘĲ뼷ᎌೱʈϹߑĚύ
ᎌೱġ΄śč뼶අ̦ƕɎ҆
ȇᎌೱʈϹߑĀʞٝš뼶ᎌ
ೱʈϹߑᒧǏᎌࢴƥŷ뼷Ӑ
ćǏχƬ 뼷̌ӐǏᎌࢴƥޣ
뼷ܸǚšɟ뼶අ̦ƕɎ҆

뼶ܸڽƥࢴᒧӐćᎌצ

٪ѥࢴu

٪ѥࢴʞǏᎌೱЀ뼷
ᎌࢴĀڽƶ뼶٪ѥᎌȞ̓౮
쨞1SPTLPNJEJB쨟ďćĒࢴĘ

ɖǄ뼷ĦɄӉিܥ٪ѥ݄
Ќ뼶ɄӉিܥǨ̀ƥ،
ȫǽćˤࢴĘͱࢴॶ뼶

6  ❬u

ኰĘ̻ԉɎ҆Ā 뼷ૻ๙ʇ
Š͵ࠧĀ๙ʇĂƠ뼷ǳᎌೱŒ
śč뼶❫ĘĈƁɟ뼷ŒȎĄ
Ƃϒɟ뼶࣍ƂЀɟŗӍ࣍ɟ뼵

ɟu

ղೂĐࠧƥɟ뼶

u

❫ŷĀŔǳɟŠᎌ
Œŧ뼶ć۴̓ɖǄĲ뼷ࢴ
❫ĚƻǙŧͱহĘ뼶❫
Ěȁ˅·ūƦĈǨƑƘ뼶ć
ĘĀĲՋ뼷ߑǂǧćʈϹݡ
໓ɢఓһፑĀŔഛŪƨ
ͤ뼷ղೂĐࠧƎǢĦ͙ΐ
ႹĀĉŧ뼶

Ϯƅu

Ϯƅ�
"NCPO뼷ֿЏᇟД
ʅץĦ뺸ф뼵Ƭƥ̌뺹�
ĄʞǏ❫ǡƶĀͤࠥ֜Ϯ
뼷Ȣšōɟ뼶˟͡ćϮ
ƅфĘƻ߰ք뼷ΨᄂȇϮƅ
ģćˤ̌ɖǄ뼶

❬ǡ

❫ǡ
4PMFBT뼷ֿЏᇟД
ʅץĦ뺸Ƭƥ̌뺹���뼷Ą
❫ǡƬǏŞǚƥ̌뼷๙ʇŠ
͵ࠧĀ๙ʇĂƠ

3

4

5

6

7

8

9

10

祭壇  
ᎌೱ쨞"MUBS뼷ӘࣼДϹ۷ʅץĦ뺸Ƭ̌뺹쨟ĄůǟˋĘੈଠᎌĀੜ뼶
ć͵ࠧĀˬǍġ뼷ᎌೱͳȩąĐ 뼶ࠧᎌೱĀǂɄĄᎌࢴ뼷͵ ĚŕǂđĀ
ƂuuɄӉƂďĄćᎌࢴĘɖǄ뼶ᎌೱ࠷ʀ뼷ƦūśŠࡆᚎďĄʾǆĀ
ʦ 뼷̶ĄႹȺġĂĊ֜ղ뼶

2

1

Ʉᘴ

ʈϹߑ

Ʉ≬

ϒɟ

˟͡Ό

ᎌфҘ

6.�❬

8. 

1. χƬ̌

10. ❬ǡ

Ѐɟ

9. ϮƅᎬ

5.�٪ѥࢴ


ᐧ

ַ

ෂ

ɪ

ࣥ

ཅ�

3. ւΨࠈ

4. ᎌೱʈϹߑӍᎌೱɎ҆

2. ᎌࢴ

7.�ɟ

      χƬ̌u

χƬ̌Ħᎌೱʀܸ뼶ǂ͵ć
ǂ͵Ƃ້̓ĲǍġĚАć
ٝǏֈƬ̌Āǂ͵ǝĘ뼷Ʀ
դᎌĀ̦ܟĉ˳צАćƨ
ॶ뼶ćĂݎĀࠧҞġ뼷ǂ͵
ǝĚղೂȡŞȫǽćχƬ
̌뼷˾̌ٝĈɎࠈӍǣ
ᄥቋ뼷ƨॶĈࣂѣᎌАĘĀ

ᏑŔ뼶χƬ̌ղೂą̦ƒŝ
ܼʫĀ̦˷쉫ĘǂȫաǏɱ
ǝĘ뼷ǻॶАō۴මȇѣ
ᎌ뼶쨞չ�쉫�쨟

ᎌࢴu

ᎌࢴʞǏᎌೱġ뼷Ȣš
ɟ뼶ɄӉƂďĄć
ᎌࢴĘɖǄ뼷ࢴĘٝ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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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壁畫上的形象是「不識字者的福音書」：可以在上面描繪

出聖人，講述這個或那個神聖事件。儘管我們現代人都會閱

讀，但這些神聖的畫作還未失去其存在的意義。

5..  聖像和十字架

上帝是靈（若�︰��），祂是無形的。然而基督歷史上最

重要的事件是上帝化為肉身，就是上帝以人體來到這個世

界。由於上帝化為肉身，「聖言成了血肉」（若�︰��），

在上帝之子耶穌基督裡人們見到了神聖不可見的上帝形象。

聖像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就來自於這個真理。描繪出不可

見的上帝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描繪出顯示給人們的有形的形

象。所以，可以描繪耶穌基督和有關他生活的事件。在主顯

節裡可以這樣描繪聖靈：在耶穌從水裡出來的時候，聖靈以

鴿子形象顯示給人群。在聖像裡可以描繪聖母、聖人、不同

的聖經和教會故事。

對聖像的禮敬

在正教教堂裡聖像受到特別的禮敬。對聖像的禮敬不僅僅

是虔誠的傳統︰這是教義。在八世紀這個教義的宣佈，剛好

在祭台的後面（有時在祭臺上）放的是七連燈。這是效仿舊

約會幕聖所裡（�）和耶路撒冷聖殿裡的器物（出��︰�����）。

教堂的基礎部分

在聖像壁前是突起的高臺部

分，是禮儀中神職行走的部分。

中間部分帶圓弧突起的部分叫講

道台——神父站在上面講道。在

左右兩邊是唱詩班的位置，禮儀

中詩班通常處於那個位置。

教堂的牆壁有時用壁畫來裝

飾，描繪的是舊約新約裡的神聖

故事。通常壁畫的主題是與本教

堂紀念誰或是某個事件是有關聯

的。壁畫一排一排排列，類似乎

聖像壁。

在主至聖所隔壁可能有附加至聖所，通常與主至聖所並

列，或者在主體教堂內被作為一個單獨的部分隔離出來。 

有時稱主祭台副祭台。

教堂的建築結構和內部陳設提醒信徒們的是那個無形的世

界，存在於這個有形世界之外。在基督教建築和符合美學的

聖禮儀形成的那個年代，許多信徒並不能夠文字閱讀，聖像

� 會幕（5BCFSOBDMF� /� ɋɤɢғ ɧɢɹ）是可以移動的聖所，在耶路撒冷聖殿建立之前，在
古以色列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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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聖像者對聖像禮敬者迫害的結束。把反聖像行為判為異

端，教會賦予了聖像的描繪和聖像禮敬的神學意義，這些行

為在久遠的古代就已經存在了。

聖像崇拜與偶像崇拜沒有任何共同點，沒有任何一點違反

梅瑟法典裡的第二誡：「不可為你製造任何彷彿天上、或地

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出��︰�）。這個戒條是

為了反對虛假的神，因為古代人會本能地神化動物，生活中

的物品或是自然力量，並敬拜它們。基督徒敬拜的是唯一無

形的上帝。

對於反聖像者的攻擊，教會聖教父們堅持了對唯一上帝的

敬拜和對聖母及聖人們的禮敬是有區別的。基督徒們敬拜上

帝，唯一的榮耀聖三。對於聖人的禮敬，但並不神化他們，

並不像敬拜上帝一樣敬拜他們，更不像敬拜偶像。

禮敬聖像是這樣表現的︰信徒在聖像前祈禱，鞠躬，親吻

聖像。所有這些行為並不是敬拜帶有顏料的木頭，而是對上

面所描繪的人物。就像教會的聖教父們所言：「給予形象的

榮耀上升到原始形象」。

聖像的神學、禮儀和道德意義

實際上聖像風格相互會有所區別，但聖像與其他繪畫作

品的區別，是聖像是按照「教會法典」來繪製的，「教會法

典」是千百年來教會規則的匯總。

聖像不是肖像畫，不需要準確地表達出這個或那個聖人的

外貌形象。我們不知道古代聖人的長相，但我們手頭會有教

會在不久前所封聖聖人的人物照片。比較照片和聖像，可以

直觀地向我們展示出來，聖像只是竭力保存聖人們最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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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聖母、天使和聖人的聖像

耶穌基督的聖像可能是不同的類型。在「全能救世主」

聖像中，耶穌基督坐在寶座上，手裡拿著一本敞開的書。在 

「厄瑪奴耳救世主」描繪的是長著長卷髮的小孩。在「力量

拯救者」的聖像中祂坐在至聖臺上，周圍圍繞著赫儒文和塞

拉芬眾天使。

聖母的聖像同樣具有不同的類型，有些抱著年幼耶穌，

有些沒有。在「感動」聖母像裡，描繪的是聖母的臉略有偏

轉，而年幼耶穌的臉頰是靠著她的臉頰的。在「指路者」

聖像中，聖母和耶穌都是面對著觀眾，聖嬰的手舉著做的

是祝福的姿勢。「徵兆」聖像裡，聖母面對著觀眾，年幼

耶穌在圓圈裡。當聖像裡只有聖母時，通常這些聖像歸於 

「祈求類」。

全能者基督
十五世紀。

救主厄瑪奴耳
十九世紀末

威嚴救主
安德烈．魯布烈夫。 

����年

外貌特徵。在聖像中的他，但不同於實際的他：他的特徵已

被聖像化了。

聖像對人顯示的是他在易容和聖化的狀態：「聖像是人在

聖靈恩寵去除肉慾，全部聖化之後的人的形象。所以肉體是

按另外一種本質的狀態描繪的，是與人可腐朽的肉體是不同

的。聖像表達的是清醒的基本的靈性經驗，完全避免任何狂

喜地表達某種靈性現實。如果恩寵照亮了所有人類，所以他

的靈-魂-體的組合充滿祈禱並處於上帝之光裡，那麼聖像就

是刻畫出這個類似於上帝的活著的聖像」（��）。

聖像就其本身的作用是禮儀性的，其也是禮儀的空間——

教堂不可分離的部分，也是禮儀的必須有的部分。每個教會

節日都對應著相應的聖像，包括聖人的紀念日。

聖像包含著深刻的道德內容。例如，至聖聖三的形象，除

了象徵性地指出了上帝的三位一體，還更重要地提示我們關

於靈性的統一，我們作為唯一教會下的成員，救世主親自呼

籲我們要達到靈性的統一。至聖聖母安息的聖像，除了表現

了教會節日裡的具體的歷史事件，還表明了在基督教裡死亡

被認為是走向了永恆的生命，基督在那裡等待信仰祂和完成

祂誡命的人。

�� 烏斯佩恩斯基：《正教的聖像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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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聖像被稱為行奇蹟的︰是指那些發生奇蹟的聖像，譬

如治癒了好多人的聖像。有些聖像與戰役的勝利有關，與從

危險中得救有關。屬於行奇蹟的聖母聖像除了上面所提的，

還有「所有痛苦者的快樂」，「對死者的處罰」，「偶然的

驚喜」以及許多其他的。救世主的、天使的和聖人的也有行

奇蹟的。

對十字架的禮敬

對十字架的禮敬在正教會裡具有特殊的位置，它從死刑的

刑具變成了救贖的工具和對死亡勝利的象徵。十字架是基督

教的主要象徵物：人們向它叩拜，在它前面祈禱，它是具有

行奇蹟的力量的。

十字架的禮敬是具有多個世紀的神學基礎的。在使徒保祿

的書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字架。關於救世主被釘十字架的講道

稱為「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為我們得救

先知匝加利亞可敬者阿索斯山的
西盧安

聖帕拉斯克娃顯行靈蹟者聖尼閣老

聖母的聖像除了上面說的，還因來源地及禮敬的地方而有

所區別。有名的有弗拉基米爾的聖母像，斯摩棱斯克的，科

斯特羅馬的，伊韋爾的和其他地方的。所有這些聖像都有自

己的歷史，並以創造了許多奇蹟而著稱。

天使在聖像中通常是帶翅膀的年輕人的形象。有些級別的

天使在聖像中有特別的形象：赫儒文——多目，賽拉芬——

六翅。

教會榮耀的聖人在聖像中也有所描繪。在描繪聖人時存在

著一些規則。例如主教聖人需著主教的服裝，殉道者需手持

十字架，修士聖人需著修士服，先知需手持羊皮卷。在一幅

聖像裡也可描繪幾個聖人。

誕神女
取自祈求聖像列

「徵兆之母」指引徒步者之誕神女頓河「柔和誕神女」
聖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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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的祈禱文。許多在禮儀中的祈禱文不只是給釘在十字架

上的耶穌，還有給主的十字架（��）。

正教會保持了在禮儀中和在家祈禱過程中，用手劃十字架

聖號的習慣。這個習慣是聖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徒

在祈禱中劃十字，在開始所有事情前也劃十字。在將餅和酒

聖化成基督的血和肉時，在洗禮奧秘中將水聖化時，以及其

他聖事在完成時，是一定要劃十字聖號的。

在正教傳統裡會有不同的幾種形式的十字架。最通常的十

字架是簡單不帶裝飾的交叉十字架︰在古代教會這種十字架

最常用。在俄羅斯教會裡八端十字架也很普遍，最上面短的

一橫象徵著寫著字的小木板：「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

王」，下面的一小橫是救世主腳的支撐。有的十字架描繪的

是在「哥耳哥達」山上，有兩個

支撐：左邊是刺穿救世主肋骨的

長矛，右邊是送到祂嘴邊帶著海

棉的長棍。除了這些有特色的十

字架外，在教堂裡經常會有「釘

著耶穌的十字架」，就是救世主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形象。

每個基督徒都會在衣服裡面戴

一個貼身十字架。正教會的神父

在戴在神父長袍外面（��）。主教

在禮儀中，除了主教胸章外（��）， 

�� 對十字架的祈禱並不是神化物件，而是
對救世主富有詩意的讚頌，祂為了世界的拯
救把血灑在了十字架上。

�� 大聖巴西略：《關於聖靈》��。

�� $PXM���ɃɈɌɃɈɘɄȺ�是指修士、輔祭、司祭以及主教穿的帶有寬大袖子的外袍。

�� 主教胸章（1BOBHJB� ��ʅȺɆȺȼɕȺ）是指橢圓形帶有聖母肖像的像章。有時會是救世主
或一個聖人的形象。

的人，卻是上帝的德能」（格前�︰��）。關於自己保祿寫

到：「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因為藉著

基督，世界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我於世界也被釘上十

字架了。」（迦�︰��）據使徒的教導，基督「以十字架誅

滅了仇恨，也以十字架使雙方（人和上帝）合成一體，與上

帝和好」（弗�︰��）。在這裡和很多其他情況下，使徒在

自己的書信中提到十字架，十字架成了救世主十字架死亡的

同義詞了。

一年中有幾天教會是用來禮敬十字架的：大齋期的第三周

是十字架禮敬周，舉榮十字架節，還有其他幾個奉獻給十字

架的節日。每個星期五和主受難周的每天都有念紀念基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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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會節日
教會都有自己的教曆，其中有節日和紀念聖人的日子。教

曆中的每一天都是用來紀念某件神聖事件或某些聖人。

教曆中的節日

教曆中節日的安排，是為了通過在一年中主的節日，

讓主耶穌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一一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同

時通過誕神女的節日，我們接觸到至聖誕神女的生活中

的事件。除此外，每天我們還紀念古今的各位聖人。

節日又分固定日期的和不固定日期的。固定日期的節日就

是每年的節日日期不變。不固定日期的就是每年節日日期不

一樣。不固定日期的節日與每年復活節的日期有關。

有些節日被稱為大節日。其中有每年的十二節日加上復

活節：

�� 聖母誕生節（�月����日）
�� 舉榮十字架節（光榮十字架節�月�����日）
�� 聖母進堂節（��月��日���月�日）
�� 聖誕節（主降生節��月��日��月�日）
�� 主顯節（主領洗節�月����日）
���主進堂節（主進聖殿節�月����日）

還有十字架。教堂的穹頂上和

鐘樓上都安放有十字架，在正

教徒的墳墓上也有十字架。 

在公開場合安放的讓人們禮敬

的十字架被稱為禮敬十字架，

像這樣的地方，比如公共墓

地，紀念脫離危險之地，紀念

曾經有教堂之地，或者將要建

築教堂之地。

對十字架的禮敬成為了千百

年來正教會生活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對十字架的禮敬與釘在

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密不可分，

在禮儀文本裡十字架、受難、

被釘和復活的主題通常是交錯

在一起的。

基督的十字架是拯救的源

泉，它驅除魔鬼，通過它上帝

的祝福傳遞給信徒。然而通過十字架的力量並不是它本身的

力量：通過十字架的力量是來自於主本身的。從十字架流出

的拯救，源頭不是十字架本身，而是因為在上面釘了世界的

救世主，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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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領報節（天使報喜節�月��日��月�日）
�� 主進聖城節
��.主升天節
��� 五旬節（聖三一節，聖靈降臨使徒節）
��� 主易容節（�月�/��日）
��� 聖母安息節（�月��/��日）（��）

非固定日期的節日

最主要的非固定日期的節日是基督復活節。救世主的復活

是發生在猶太人慶祝逾越節的日子。逾越節是一個古老的節

日（為紀念以色列人從埃及逃離出來），在基督教傳統裡這

預像著基督的復活（由於基督的復活，信仰基督的人——新

以色列人實現了從死亡到生命的過度，從時間到了永恆，從

地上到了天上）。

復活節的日期是在四世紀形成的規則上計算出來的：在這

�� 固定日期的節日標注的都是舊曆和公曆。公曆又叫額我略曆，是羅馬教皇額我略
十三世在����年開始利用的，代替了以前的儒略曆，那是羅馬獨裁者儒略．凱撒
在西元前��年採用的，被稱為舊曆。在公曆和舊曆間相差��天，在��世紀會增加
一天。到時以舊曆為基礎的節日，公曆日期會有所改變。

些日期的基礎上選第一個滿月後的主日，就是春分後第一個

滿月。復活節可能是公曆�月�日到�月�號這��天中的任何一

天（��）。

根據復活節的日期計算出大齋期開始的時間。它開始於

復活節前的七個星期，結束於

拉匝祿週六前夜，就是救世主復

活了拉匝祿那天（若��︰����）。 

緊接著就是主進聖城節，在復

活節的前一周慶祝︰此節是為

了紀念耶穌基督在自己的十字

架死亡前節隆重地進入耶路 

撒冷。

緊接著跟隨的是主受難周，

每天都紀念耶穌基督在地上生

活的最後的日子和小時（星期

一到星期四），紀念祂十字架

的死亡（聖週五）和安葬（聖

週六）。在聖週六的禮儀中開

始從受難周的痛苦轉移到基督

復活的歡樂。

�� 舊曆就是�月��日到�月��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十二大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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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教會的一周年的開始

於九月份結束於八月份，所以

聖母誕生節是一年的第一個節

日，聖母安息節是最後一個節

日。

十二大節日中屬於主的節日

的，除了上述的還有舉榮十字

架節︰此節日是為了紀念亞使

徒葉琳娜在四世紀的時候尋獲

主的十字架。

除了固定日期的大的主的節日，

教會每天都會紀念聖人。有時紀

念特別受尊敬的聖人，例如行神

跡者聖尼古拉（��月� / ��日和 

�月������日），在整個教會都特別

隆重慶祝這個節日。除此之外，在某一個具體的國家、地區

或是某一個教區，甚至是某一座教堂都可能有自己特別尊敬

的聖人。

如果某座教堂是為了紀念某位聖人，則紀念這位聖人的日

子是此堂的堂節。如果教堂是為了紀念某個節日，則此節日

就是堂節。如果某個教堂有幾座祭台，是分別紀念不同的聖

人和節日，則這個教堂就有幾個堂節。

教會節日不同於世俗的，因為它們與其說是飽吃一頓的

藉口，還不如說是為了靈性的喜悅，此日信徒來到教堂在聖

體血奧秘中與基督連接。但同時如果齋戒在飲食方面有所要

求，但在節日時這種限制通常會被取消。

根據復活節的日期計算出主升天節的日期（復活節後的 

第��天），此節為紀念耶穌基督的升天，也算出五旬節 

（復活節後的第��天），為紀念聖靈降臨眾使徒。

固定日期的節日

最主要固定日期的節日是聖誕節（主降生節）。是為了紀

念主耶穌基督由童貞瑪利亞誕生，降臨於這個世界。

過 ��天就紀念主割禮日，定其為節日是為了紀念在主降生

後第八日所發生的事（路�︰��）。

過了���天就是主進堂節，是為了紀念聖嬰耶穌被帶到了

耶路撒冷的聖堂（路�︰�����）。主進堂節被認為既是主的

節日，又是聖母的節日。

聖母領報節在聖誕節的前�個月發生。是為了慶祝天

使長加俾額爾顯現給童貞瑪利亞，報告她基督由她降生

（路�︰�����）。

主易容節是為了紀念在三部福音書裡都記述的事件，在門

徒的眼前耶穌易容了，祂的臉像太陽一樣發光（��）。

屬於聖母節日的，除了聖母領報節和主進堂節外，還有聖

母誕生節，聖母進堂節和聖母安息節。

聖母帡幪節（��月����號）也是大節日，但不是十二大節

日之一。這個節日是為了紀念上帝之母在君士坦丁堡的弗拉

赫爾教堂顯現。見證人是聖愚安德肋，是他對來參加禮儀的

人講出來的。

�� 會在另外章節講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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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周和一天禮儀的循環
含有教會節日的周年禮儀循環中，包括一周和一天禮儀 

循環。

一周的禮儀循環

在一周（��）的禮儀循環中，每天都是有一個主題的。主日

是用來紀念基督的復活的。主日是禮儀周的第一天，也是重

要的一天：這天永遠是節日。週一教會來紀念聖天使，週二

紀念先知若翰，週三週五紀念耶穌基督的受難（就是此原因

週三和週五為齋日，週三猶達斯同意出賣耶穌，週五救世主

被釘十字架），週四紀念使徒和受難主教聖尼古拉，週六紀

念所有逝者。

一天的事奉禮循環

教會在一天中進行的事奉禮儀循環是：抵暮課，暮時課，

子夜課，向晨課，時課（一時，三時，六時和九時）及聖體

血禮儀。抵暮課和向晨課在主日前夜合併成一個禮儀，稱為

徹夜祈禱。在古代教會，徹夜祈禱是持續一個晚上的，在現

代各區的教堂裡都是傍晚開始和結束，通常持續兩到三個小

�� 「一周」（ʣʛʚʛʡʵ）一詞在教會斯拉夫語的意思是「主日」，另外的意思為「不
用勞作」。

齋戒

在有些節日之前，就開始了齋戒的日子：復活節之前有大

齋期和一個主受難周的�周，聖誕節有��天的聖誕前齋戒，

安息節有兩周的安息齋戒。使徒齋戒的日期每年長短不一︰

它開始於陰曆（五旬節一周後開始），而結束是按公曆來算

（聖伯多祿和保祿的紀念日——�月��日/�月��日）。

除了連續多天的齋戒，還有單日的齋戒：全年的週三和

週五（��），舉榮十字架節和先知聖若翰的受難日（�月��日 

�月��日）。

齋戒又分嚴格齋戒和普通齋戒

日：嚴格齋戒要求只吃植物性的

食物，普通齋戒允許吃魚。

在得到神父的祝福後，遭受疾

病折磨的人可以放鬆齋戒，同樣

對於孕婦和其他有足夠理由的人

也可以。

�� 在所謂的免齋周，週三週五的齋戒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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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ǜƲūൗʦЯ܈ġĀƂɫ
ͱĉ

1.�ǂū����
基督復活

2.�̠Ă���
眾天使

3.�̠ȕ�
若翰洗者

4.�̠Ɓ��
猶達斯賣主，齋戒

5.�̠˗�
眾使徒與聖尼閣老

6.�̠ͅ��
十架苦難與基督聖死，齋戒

7.�̠ԣ�
至聖誕神女、全體聖人、薦亡

     周
二

                    周三            
     

    
  周

四
   

   
    

     
     

     
 周
五

   
    

    
    

    
     周
六                            主日                        周

一

一周
禮
儀

之
始

1.�ੰǭŭʇ߯౼տ

• 俄羅斯教會使用儒略曆，

即所謂的「舊曆」。

• 現時，儒略曆比額我略曆

「遲」��天。
• 教會年曆以�月��日為始。
• 固定的年循環包括了固定

日子節日的崇拜禮儀。

2. οੰǭŭʇ߯౼տ

• 此與慶祝復活節的日子有關。

正教的復活節為�月�日至�月�日
之間。

• 這非固定循環包括了大齋期 

（及其之前三周）的崇拜禮儀、 

復活節、五旬節之前的時期以及 

聖三一節本身。

͵ĚŭᆱġƲĂĐĝǭǟăǜ
Ā·ū뼷ͱʦЯăǜĀĉ뼶

2. 

3. 

周循環  

年循環  

 6  ��ǉƁĲӜ

時間︰早上九時
意義︰記念聖靈降到
使徒身上
類型︰每日、大齋期、
皇時課、復活節

7  ��ǉԣĲӜ

時間︰中午
意義︰記念基督被釘
十字架
類型︰每日、大齋期、

皇時課、復活節

8 ���ǉصĲӜ

時間︰下午三時
意義︰記念基督十字
架上的死亡
類型︰每日、大齋期、
皇時課、復活節

Ƃ້̓

事奉聖禮超越時間所
限，並不綑綁在日循
環之中，可以在早晨
或是在特定的情況下
在傍晚舉行。
時間︰可以不同方式
開始，開始時間通常
在早上七時至十時
意義︰舉行聖體血
奧秘
類型︰聖金口若望事
奉禮、大聖巴西略事
奉禮、預先祝聖禮儀

正教會聖禮  

Ⴙಿć̓ƥġ뼷ȇŴĵĀՆҜǂɖɌিࣖĀդઽ뼷ĒĄۛļĲǍĀ͓
ŗӍিܥ쨞ĦϘ͠ĄɄӉিܥ쨟ĀڍǄƦРŪĀ뼶̓ŒĦƁĊ౼տ쉫
ū౼տ뼵̠౼տӍŭ౼տ뼶িצܥĄњӐĀ뼷ɸɾˤȘĀĲǍ뼶�

ૌ͋ྲྀᄂ졭"MM�OJHIU�WJHJM졮
特殊的禱告禮儀，於大節日及主日前夕舉行。 
包含了抵暮課、嚮晨課及第一時課。
時間︰通常於下午五時開始

6

12

18

   
   

  傍
晚

   
   

    
     

       
                                  早

晨
                                            日間                              

24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事
奉

聖
禮

一
日
聖
禮
循
環
之
始

4
2

根據教規的
聖

禮
時
間
 *

徹
夜
祈
禱

3

5

6

7

8

1

類型︰每日、大齋期、

皇時課、復活節

� 時鐘時間的表示方式
可以追溯至古代區分一
日時刻的方式。今時今
日，時鐘表示的時間已
與其他的崇拜聖禮結
合︰第一時課與嚮晨課
結合、第三及第六時課
與事奉聖禮結合。

1. 日循環  
 1 ᇰ졭7FTQFST졮ࢂ   
時間︰傍晚

意義︰為度過的一天向

上帝感恩

類型︰每日、節日、小型

2 ���ȐӜ졭$PNQMJOF졮
時間︰晚餐後

意義︰為罪的赦免、睡

前禱告 

類型︰大型、小型

3  ��ġ͋Ӝ졭.JEOJHIU�
0GGJDF졮
時間︰午夜 / 早晨前的晚

上任何時份

意義︰記念基督在革責瑪

尼園的禱告，以及提醒

最後審判的存在

類型︰每日、周六、周日、

復活節

4 ��ᄳࡆӜ졭.BUJOT졮
時間︰早上

意義︰為度過的晚上向

上帝感恩、為新的一天

禱告

類型︰每日、節日、復活節

 5    ǉĂĲӜ��

時間︰早上六時 

意義︰為來臨的一天祈

禱、記念亞當被逐出樂

園、記念基督將被大司

祭蓋法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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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會禮儀的特別之處

所有正教會禮儀的組成元素︰包括教堂的建築結構、聖

像和壁畫、教堂用具、誦經和唱詩、隆重的遊行和教堂的鐘

聲，不是為了分散信徒的注意力，相反而是為了調整他們

進入祈禱的狀態，使他們進入讚頌上帝的狀態，因為教會認

為，參與的不僅僅是地上的教會，還有天上的教會，不僅僅

是人，還有天使。

在禮儀中人的所有感覺都參與其中：首先是聽覺和視覺，

還有觸覺（觸摸聖像和聖物），嗅覺（香爐中的乳香）和味

覺（領聖體時，領祝聖的餅和飲聖水的時候）（��）。

正教禮儀的特別之處是其連續性。一篇贊詞接著一篇贊

詞，沒有停息，輔祭的祈禱，詩班的歌聲，神父的祈禱和讚

頌，整個禮儀一氣呵成。其中充滿著深奧神學內容的拜占庭

禮儀文本，穿插著另一個時代另一種調式所寫的聖詠，還有

聖經的頌讀和神父的講道。

聖事奉禮在大多數俄羅斯教會裡是用斯拉夫語來完成的。

在其他一些國家是用當地的語言來完成的（在摩爾達維亞使

用摩爾達維亞語，在日本使用日語等等）。

�� 但同時一個或幾個感覺器官的損傷並不影響參加上帝事奉聖禮。現在正在為失聰
者、失明者和聾啞人士特別定制的事奉聖禮。

時，一時課通常與向晨課連在一起，三時課和六時課在聖體

血禮前頌念，九時課在抵暮課前頌念。

在所有教會禮儀中頌念聖詠來自於舊約裡的聖詠

集。聖詠集裡所有���篇聖詠，根據規章，一周在教

堂裡應頌念一遍（大齋期一周兩遍）。特別為抵暮

課、向晨課和時課挑選的聖詠是這些禮儀的基礎。

除了這些聖詠，在這些禮儀中所頌唱的贊詞大部分

是頭一千年基督作者所作，是為了紀念教會節日和

紀念不同聖人。

Псалтир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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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聖體血禮（感恩祭）
每天的禮儀循環中最重要的是聖體血禮，其中有教會最

重要的聖奧秘：對聖体血進行祝聖的那部分。-JUVSHZ（聖體

血禮）希臘文原意是「集體之事」：此詞從遠久年代就是

事奉上帝的意思，集會時會掰餅並紀念奧秘晚餐。&VDIBSJTU�

（感恩祭）的意思是感恩：神父和信眾此時所念祈禱詞的總

體特色是感恩。

88..11.. 聖體血禮（感恩祭）——教會
存在的基礎  

聖體血禮（感恩祭）是最主要的教會聖奧秘。這是「奧秘

之上的奧秘」，因為這是教會生活的核心內容和基礎，在此

之上建立起了教會的巨廈。不參加聖體血禮（感恩祭），人

的拯救和進入永恆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了。

關於這方面的內容主耶穌基督自己講到：「我是生命的

食糧⋯⋯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

必要生活直到永遠。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

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

吃人子的肉，不喝祂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

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

活，因為我的肉，是真實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實的飲料。

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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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不是司祭僅僅給信徒舉行的聖事：這種無血的祭

獻是神父代表全體信眾奉獻給上帝的。

聖體血禮（感恩祭）中的餅和酒

聖體血禮（感恩祭）中的餅和酒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就

著神父和整個教會的祈禱聖靈降臨於它們之上，其就成了基

督的身體和血。

對於感恩祭中的餅和酒在祝聖（��）後變成了基督的真正的

身體和血（而不是象徵性的），這是教會的一個原始信仰。

在正教會裡這個信仰被神聖地保留著。在祝聖後餅和酒僅保

持外形和物理特性，但本質上已成了救世主的身體和血。感

恩祭奧秘被稱為「神聖的奧秘」或者「神聖的恩典」，就是

為了強調這是教會的聖物，是上帝施予人們寶貴和奧妙的恩

典。

通過領聖體來與上帝連接

耶穌在奧秘晚餐上對自己的門徒說：「我是葡萄樹，你

們是枝條。」（若��︰�）人們通過信仰耶穌基督是上帝和

救世主，通過領受祂的身體和血，通過參與教會的生活，通

過完成祂給予的誡命，來實現與基督進行特別的超自然的方

式的連接：就像葡萄藤和葡萄樹的關係，人們可以嫁接祂身

�� 祝聖（ʥʦʛʡʤʜʛʣʞʛ）字面意思是「改變」，將一種東西變為另一種。

聖體血禮（感恩祭）是奧秘晚餐的復興和延續，在奥秘晚

餐上以餅和酒的形式耶穌給予了門徒自己的肉和血。

在救世主復活後，祂的門徒在每周的第一天集會來掰餅紀念

祂。感恩祭掰餅於晚上開始，可以延續到早上（宗��︰����）。 

感恩祭具有隆重事奉禮的性質。它的基調是感恩。在它之

後要念舊約福音和持續很長世間的講道（宗��︰�、��），

唱「聖詠、詩詞和屬靈的歌曲」（哥�︰��）。掰餅和聖化

餅和酒那一部分在感恩祭餐的最後——掰開餅並懷念耶穌 

基督。

隨著時間的推移，感恩祭逐步變成了具有禮儀性及完整

事奉上帝特徵的禮儀。但聖體血禮（感恩祭）保留了感恩

祭的特徵。

教會相信在每次的聖體血禮（感恩祭）中，基督自己站在

那裡，是教會她的頭。正是祂，是聖體血禮（感恩祭）的舉

祭人，通過站在那裡的神父和主教來執行。

教會的所有成員都要參加聖體血禮（感恩祭）。聖體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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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聖教父把在上帝恩寵下人們在神聖的頂峰獲得的存

在的新性質稱為神化（5IFPTJT），這種狀態就是指人由於與

上帝的連接而獲得了上帝的特徵。要達到這種狀態的有效方

法之一是領受基督的聖奧秘。

通過領聖體後，天上的上帝不僅從天上降到人間，而是居

住在人的身體和心內，聖化和光照他的內部，易容人的特徵

並以自己創造生命的存在來充滿他。

聖金口約翰這樣描寫聖體中基督的血：「這血是以君王的

鮮花盛開的形式給予我們的；會產生不可思議的美，不會使

靈魂枯萎，不斷澆灌和餵養⋯⋯這血是值得領受，使我們遠

上，吸取祂的活的汁水，哪怕枯乾死亡的枝條都可以重生。

通過領受基督神聖的奧秘，信徒接受上帝的本身。上

帝之子的血和肉進入自己的血和肉，顯示出了自己與上帝

的完全的連接——這種結果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達到。通

過祈禱我們與上帝交流，向祂敞開自己的心扉，聆聽祂的

回答。通過善工我們可以中悅上帝，得到祂的垂青。然而

只有領受上帝的聖體，我們才可以與上帝在精神上和肉體

上連接看，接受祂與己內，這樣我們的身體與祂的身體連

接，體內流著祂的血。

根據聖教父們的訓道，信徒們通過領聖體成為了上帝的

親人，與祂連接在一個肉體裡。上帝之子通過化為肉身，

成了我們的兄弟，由於領受聖體我們成了祂的弟兄，通過

祂的肉體附入了祂的神性：「自從從肉體上成為了我們的

親人並使我們成為祂神性的參與者，祂使所有的人都成了

親人⋯⋯」——新神學家聖西蒙（��至��世紀）這樣寫

道——「就像夏娃取了亞當的肉和骨，他們是同一個肉體 

（創�︰��），同樣基督給我們自己的肉體為了我們連接在

祂的肉體上⋯⋯」（��）

另外有一個聖人寫到：「在肉體上你是我們的親人，在你

的神性上我們是你的親人⋯⋯連接起來我們成為一家，就是

說我們是親人，我們都是你弟兄⋯⋯你與我們從現在直到永

遠在一起，是每個人成為居所，你居住在每個人裡⋯⋯我們

每個人與你單獨相處，救世主，你與所有人，與每一個人單

獨相處，一對一⋯⋯以這種方式我們所有成員都是基督的成

員⋯⋯我們一起變成上帝一樣，與上帝在一起。」（��）

�� 新神學家聖西蒙：《道德之語》�。

�� 新神學家聖西蒙：《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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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並從主那裡得到寬恕。信徒應參加聖事奉禮前夜的晚禱，

在家頌念祈禱書中會有專門的一章「預備領聖體血禮儀」。

許多基督徒在領聖體前會齋戒一天或幾天。

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以上所列的規條在神父的祝福下

可以放鬆或全部赦免，例如得了重病。基督教會本身並不是

教條地對待宗教生活的，在耶穌基督生活的年代，法利塞

人就是具有教條的特徵：完成了規條就是中悅上帝。準備聖

體血禮最重要的一點是，上帝看著人心，看著他的內心狀

態：祂等待著我們的愛，而不是機械地完成這個或那個規

條。代表上帝的智者這樣說︰「我兒，將你的心交給我。」 

（箴��︰��）準備聖體血的規條並不是最終目的：而是為

離魔鬼，召喚天使和天使的君王來到我們身邊。哪裡有君王

的血，魔鬼就從哪裡逃離，而天使亦在哪裡雲集。十字架上

所滴落的血洗滌普世⋯⋯這血是我們靈魂的拯救。靈魂因其

而洗滌；因其而美麗；因其而燃燒。其使我們的智慧比火還

明亮。其使我們的靈魂比金子還純。因血的流淌使我們可以

到達天國。」（��）

領聖體血前的準備

在聖體血奧秘前需要提前準備。關於這個使徒保祿提醒

到：「為此，無論誰，若不相

稱地吃主的餅，或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體和主血的罪人。

所以人應省察自己，然後才可

以吃這餅，喝這杯。因為那

吃喝的人，若不分辨主的身

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 

（格前��︰�����）

為了好好地準備領聖體，

有長期以來形成的規矩。首先

在領聖體的早上不能吃喝：要

餓著肚子領聖體。除此外在領

聖體前（前一個晚上或當天早

上）要懺悔，為使靈魂脫離罪

�� 聖金口約翰：《若望福音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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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聖巴西略事奉聖禮和聖金口約翰事奉聖禮的區別在於神

父在祭台前所念的祈禱詞有部分不同。由於在實際的禮儀中

這部分祈禱詞是神父自己頌念，並不需要信徒聽到，所以信

徒幾乎感覺不到這兩個事奉禮的區別。先備祭品事奉禮和其

他兩個事奉禮的區別在於少了感恩祭奧秘的那部分：信徒所

領受的聖體是在前一個完整事奉禮裡準備好的。

聖體血事奉禮從神父在至聖所裡預備祭品開始。先預備

感恩祭的餅和紅酒，在準備過程中要頌念一系列的專門的

祈禱詞。

聖事奉禮通常分為兩部分：慕道者部分和信徒部分。在古

代教會，第一部分是允許慕道者參加的，就是指那些準備受

洗並進行過慕道禮儀。在聽到「慕道者請離開」時，他們需

要離開教堂，剩下的全是信徒，然後他們參加感恩祭奧秘和

領聖體。

聖事奉禮慕道者部分

聖事奉禮慕道者部分首先是具有訓道的意義。開始於「ᢌ

ႨᘜܭРϷηϷဃᡫޑ୯ࡋǴԾϞԿ҉ᇻǴϷܭШ」，緊

接著就是大連禱：關於平安、教會、世俗和精神政權、教堂

及懷著信德尊崇者、良好氣候、為了上帝恩寵幫助和保全我

們而進行祈禱。接著就是聖詠���和���以及贊詞《獨生子及

聖言》⋯⋯」，指的是耶穌基督，上帝之子，「為了我們的

拯救」而成為人。然後是真福（瑪�︰����），接著就是小

入祭，即請出福音書儀式。

了讓人獲得應有的狀態，清潔靈魂和內心，並相稱地領受聖 

奧秘。

需隔多長時間領聖體？

正教徒需隔多長時間領聖體？這問題有不同的答案。在古

代教會信徒在每個感恩祭之後都領聖體血：因為受洗的基督

徒認為，如果參加了事奉禮而不領聖體的話，就好像沒參加

一樣。有些時候在有的國家形成了不經常領聖體血的習慣，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準備的規條太過嚴格。現在許多信徒每個

主日和重要的節日都領聖體血。這種情況下，具體的規條信

徒可與自己的靈師（��）或教堂的神父商量。

8.2. 聖事奉禮的舉行方式
正教會裡有三種形式的聖事奉禮：「大聖巴西略」，「聖

金口約翰」和「先備聖體血」。大聖巴西略聖事奉禮一年舉

行十次：聖誕節前夜，主領洗節前夜，大聖巴西略紀念日，

大齋期的主日，受難周的大週四和週六。在一年剩下的日子

裡，除了大齋期的平時日子裡，都舉行聖金口約翰事奉聖

禮。大齋期的週三和週五都是舉行先備聖體血事奉禮。大齋

期的週一、週二、和週四皆不舉行事奉聖禮。

�� 靈師是指正教徒經常懺悔的神父，在一些特別的情況下會向他諮詢。可能的情況
下，正教徒都應有自己的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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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事奉禮的不同類型  

事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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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ˍךʫƂ້̓�

編修者︰聖金口約望

舉行日期︰全年，除非法規另定。

2.��ęֹɞߔƂ້̓�

編修者︰大聖巴西略

舉行日期︰一年十次︰聖誕節前夕、主顯節前夕、若聖誕節及主顯節剛好是主日

或周一，該節之正日也會使用大聖巴西略事奉禮；大聖巴西略慶日、大齋期第

一、二、三、四及五主日、聖周四及聖周六。

特點︰司祭在祭壇所念之禱文較聖金口約望事奉禮之禱文為長。因此，唱經班

所有誦唱會較為緩慢或持續較久。

3.��٪ϵƂ້̓�

編修者︰大聖額我略

舉行日期︰大齋期周三及周五，以及期間記念特別被尊敬的聖人的日子剛巧是

平日時。

特點︰預先祝聖事奉禮並非進行主聖體血奧秘的事奉禮，因為禮儀中並沒有

進行聖體聖血的祝聖。然而，基督的聖體聖血在這事奉禮亦有被派發，這聖體

聖血是在上一次完整的事奉聖禮中祝聖的。

於主教事奉禮中的持典侍從

正教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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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禮

聖事奉聖禮的最主要部分是感恩禮，是以使徒保祿的

話語為基礎的祝福語開始的：「ᜫЬओᑋ୷࿎ޑৱᚲǴ

РޑࡆཁངǴаϷဃᡫޑӅᑼǴᆶգॺӕӧ」（試比

較：格後��︰��）。詩班回應︰「ΨᆶգޑЈᡫӕӧǶ」 

接著的是古老的禮儀頌唱「ᡣךॺᖐЈӛ」和「ᡣךॺ

གᖴЬ」。

在詠唱三聖頌之後（ဃࠌࡆǴဃࠌεૈޣǴဃ҉ࠌғ

。ॺ），後面就是就是頌讀宗徒大事錄和福音書ךǴኇኈޣ

緊接著是一系列的連禱以及神父自己輕聲念的祈禱詞。聖事

奉聖禮的慕道者部分於「ኀၰޣፎᚆ໒」結束。

聖事奉禮信徒部分

接著開始的是聖事奉禮的信徒部分。進行大入祭儀式，把

提前為感恩祭準備好的聖體血從至聖所請出，然後又請入至

聖所。

在大入祭過程中詩班唱的是赫儒文之歌：「ךॺ༫ઝӦ

ᄆᡉᇲᏂЎǴӛࡼϒғޑڮဃΟୠΟဃႨǴӧᡣךॺ

։ЦǴ᭘ޑॺஒᖐඦԖךቾǶӢԜǴޑԖ܌ΠϞғܫ

җፏࠔϺ٬คёـϐ܍ၩǶߓԻၡ٥。（��）」赫儒文之

歌表現了教會信仰聖事奉禮的參與不僅僅是地上的人們，

還有天使。

在大入祭之後是奉獻祭品祈禱，然後是信經（現在通常是

信眾一起頌唱）。在感恩祭前信眾一切隆重地頌唱信經，表

明了教會的觀點：正確的信德和對教會基礎教義的宣認是與

上帝連接的必要條件。

�� 猶太語「亞肋路亞」意思是「讚頌上帝」。就像「阿門」一樣，這些詞沒有翻譯
過來，直接用在事奉禮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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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經是神父是在詩班唱贊詞的時候頌念的（大聖巴

西略事奉禮的祈禱詞明顯長過聖金口約翰事奉禮，但內容

相似）。經文的內容有：感謝不可目睹、不可思議、不可

測度創造世界和人的上帝；感謝祂在人們墮落之後沒有拋

棄我們，而是顯現給人們，給我們派來先知和導師；最特

別感謝的是祂派來了祂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

亡，反而獲得永生」（若�︰��）。回應主耶穌基督生命和

拯救事工中主要的事件：從出生、十字架的死亡、復活、

升天到第二次來臨（以這種方式在祈禱中將過去和未來連

接起來）。以特別的方式紀念了奥秘的晚餐，耶穌將自己

的身體和血奉獻給了門徒。

神父念祈禱詞的音量只要保證至聖所裡的人聽到，主耶

穌基督在奧秘晚餐上所講之詞神父需大聲頌唱：「գॺ৾ѐ

ӞǴ೭يޑךࢂᡏǴࣁգॺԶ⊈໒Ǵа೨խၸ」；「գॺ

җځύസǴ೭ޑךࢂՈǴཥऊϐՈǴࣁգॺکΓࢬǴ

а೨խၸ」。這之後神父祈禱聖靈降臨在信徒身上和聖體

上，為使之成為基督的身體和血。

從此時開始，祭臺上擺的就不是餅和酒了，而是救世主的

身體和血。

然後是領聖體血的準備：相應的祈禱詞和贊詞，這之後是

在領聖體之前頌唱這。（《主禱文》）「РޑॺӧϺך」

篇祈禱詞具有特別的含義，因為其中有這樣的詩句「ךॺޑ

ВҔᙂգϞϺ፥๏ךॺ」。這裡的日用糧不是指我們日常

的飲食，按照救世主的話來說這糧是「那由天上降下，並賜

生命給世界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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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聖體血

在高聲頌唱「ဃނᘜܭဃޣ」之後，在至聖所裡神職開

始領受聖體，「ဃނᘜܭဃޣ」是指聖體只是給予「聖者」

的，意思是給予那些信仰基督並受洗的人。在古代教會「聖

者」是指所有基督徒；現在這提醒我們所有基督徒所具有的

神聖稱號。

在神職人員領完聖體之後，打開帝王門，端出盛有基督

聖體血的爵杯給信徒們領聖體。他們每一個人虔誠地來到爵

杯前，兩手臂放在胸前作十字架形狀，大聲說出自己的名字

然後張開口，以便神父可以將盛有基督聖體的小勺子放到嘴

內，並帶有少量基督之血（��）。然後領聖體之信徒親吻爵杯

的底部並離開，去喝溫開水咽下所有的聖體。

基督的身體和血是偉大的聖物。對其要小心和虔誠對待。

在領受聖體後不應立即投身正常的日常應酬中。要儘量保持

因與上帝連接而獲得那種內心世界的狀態，這一點很重要。

理想中的狀況是基督徒無論何時都不要失去這種靈魂的平

靜，為的是上帝的神聖不要受到邪惡和罪惡行為的侮辱，應

記住，上帝不是在旁觀察他，由於他領受了聖體，上帝在他

裡面。

�� 在領聖體血的時候，除了自己的名字，不宜再講其他話了:譬如感謝神父，問問題
等等。嘴在接盛有聖體的匙羹的時候，不宜亂動或者幫神父的忙：應站立不動，
張嘴接匙羹。這之前或之後劃十字都不宜，以免碰到聖杯。

૧
ሦ
ဃ
ᡏ
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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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懺悔  

奧秘精髓︰
向上帝宣認你的罪，並接受寬恕

主要禮儀︰
懺悔者說出自己的罪後，主持這聖奧秘並見證這懺悔的司祭會誦念

兩篇禱文。第一篇禱文包括了「使他與聖教會修和並連合」的字

句，而第二篇禱文則被稱為「赦罪禱文」。

5. 傅油  

奧秘精髓︰

藉上帝之恩治癒靈魂和身體的疾病

主要禮儀︰
誦念七篇使徒書信及福音經課。每讀畢一篇後，司祭為病人誦念一篇

禱文，並在病人的額頭、臉頰、胸口和兩手塗上聖油。在誦念所有經

課後，司祭把打開的福音書放在病人的頭上，祈求他的罪被寬恕。

6. 神品  

奧秘精髓︰
藉著主教的按手，信徒得到舉行聖奧秘的恩賜

主要禮儀︰
神品奧秘於事奉禮中進行。受按立者最後穿上對應其新獲神品的祭

衣，而舉行此奧秘的主教（或主教們）宣告︰「"YJPT！」（希臘文
原義︰「他是堪當的！」）眾司祭與信徒皆以三次「"YJPT！」 
（「他是堪當的！」）作回應。

7. 婚配  

奧秘精髓︰
婚姻的祝福是共同走向上帝的道路

主要禮儀︰
婚配聖奧秘進行時，司祭在新郎新娘頭上放上冠冕，誦念這祈求三

次︰「上主我們的上帝，以光榮與榮譽為他們加冕。」

七聖奧秘   

ĘੈĀয়۬ۛļিࡣܥĖĉĀǻĘ뼶িܥύႹͱĄ峭Ā̹⛱ǨӚӐ뼷Ħ
đϐȼĉʮćĀŀЄ뼶�

1. 洗禮  

奧秘精髓︰
加入教會，在基督內誕生

主要禮儀︰
浸沒於水中三次，司祭如是說︰「上帝的僕人 

（某某）受洗，因父；阿門。及子；阿門。及聖靈 

之名。阿門。」

2. 聖膏  

奧秘精髓︰
聖化全身，賜予聖靈之恩

主要禮儀︰
司祭於新領洗的信徒的額頭、雙眼、雙耳、胸口、雙手、腳掌上以

十字形的方式塗上聖膏，塗上時如是說︰「聖靈恩賜的印記。 

阿門。」

3. 聖體血  

奧秘精髓︰
信徒與基督的聯合

主要禮儀︰
在聖體血奧秘的禮儀中，餅酒化為基督的真聖體真聖血，

並讓信徒領受。禮儀的核心是誦念感恩經禱文，並祝聖餅

酒。這段禱文中，教堂中的信徒只會聽到基督在最後晚餐

中建立聖體血奧秘時所說的話︰「你們拿去吃，這是我的

身體，為你們而被擘開，以赦免罪過！阿門。你們都由其

中喝，這是我的血，新約之血，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

免罪過！阿門。」（參　瑪��︰�����）

第三章：教會和禮儀正教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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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出自瑪竇福音中救世主的山中聖訓來對照自己，

以及用其他聖訓來檢查自己。這些聖訓就像鏡子一樣，

從中我們看到參照理想道德標準一切人的不足。

懺悔禮可以以向上帝祈禱的形式或與神父對話的形

式。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容。陳述事情的情況和相

關的因素，懺悔中不需講出罪的細節。不應在懺悔中講

述別人的罪和埋怨別人。不應將懺悔變成討論問題、生

活困境和神學問題。懺悔首先是要講自己的不足、罪和

缺點。解決和改正以及得到寬恕的前提，是懺悔人具有

強烈的意願去改正它們，至少要

去與它們鬥爭。

經常會有這樣的人，一次次

懺悔，一次次講同樣的罪。這並

不意味著懺悔是徒勞的。脫離罪

惡並不會自動的得到的。罪是靈

性的病症。就像對待身體上的病

症一樣，重要的是首先要正確診

斷：這個診斷是人自己在懺悔中

做出的，但神父會幫助他。然後

也重要的是說出自己靈魂疾病的

症狀，以便醫生能拿出靈魂的藥

物。至於治癒，有時這是一個長

期複雜的過程，有可能延續很長

時間。

人越是接近於上帝，就越會

感到自己的罪性和不完美，就會

更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的缺點。 

9.  其他的奧秘和禮儀
    

我們已經講述了三個奧秘：第一部分裡談及了洗禮和

傅油（膏）禮，前面談及了感恩祭禮儀。還剩下四個奧

秘和其他的教會禮儀需要講一下。

9.1. 懺悔禮  
懺悔禮中信徒需要將自己的罪說出來，而神父需

因着上帝之名寬恕他。許多人看不到自己的罪和不

足。人缺失對自己批判性評價的能力（同時對別人

的不足却過度關注），這是一種流行的精神疾病。

對此主耶穌講到：「為什麼你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

屑，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樑竟不理會呢？或者，你怎麼

能對你的兄弟說︰讓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來，而你

眼中卻有一根大樑呢？假善人哪！先從你眼中取出大

樑，然後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瑪�︰���）

懺悔醫治這種病。懺悔不是非中肯地自我評判和自我

鞭撻：它需要用清醒、正義和評判性眼光來評判自己。

這種眼光沒有上帝的幫助是很難獲得的。所以在大齋期

裡的一段祈禱文是這樣的：「ЬୟǼፎךډ࣮ך٬Ծρ

「Ƕлޑ٠όाຑղԾρޑ

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罪是懺悔禮的最重要的一個前提。

為了看到自己的罪，需經常用福音書來檢查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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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配聖事是由兩部分組成：訂婚儀式和婚禮儀式。

訂婚儀式可以獨立於婚禮儀式外，也可以直接安排在婚

禮儀式前面。在訂婚儀式中一對的雙方互相發誓忠於對

方，神父頌念祈禱詞使上帝祝福他們的婚姻。

婚禮本身在結構上很類似於聖事奉禮：這是由於在古

代教會婚禮儀式經常在聖事奉聖禮之後舉行，所有信眾

都要參加這個奧秘（現在通常是單獨於事奉禮之外，未

婚夫妻的雙方親戚參加）。婚禮儀式中需將桂冠戴在未

婚夫妻頭上，並包含一系列的祈禱文和請求，通過這些

來展示了婚姻結合的含義。

也通過了頌使徒保祿給厄弗所的書信節選展示了這

個含義：「你們作妻子的，應當服從自己的丈夫，如同

服從主一樣，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

頭，祂又是這身體的救主。教會怎樣服從基督，作妻子

的也應怎樣事事服從丈夫。你們作丈夫的，應該愛妻

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自己⋯⋯作丈夫的

也應當如此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一樣；那

愛自己妻子的，就是愛自己⋯⋯這奧秘真是偉大！但我

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總之，你們每人應當各愛自己的

妻子，就如愛自己一樣；至於妻子，應當敬重自己的丈

夫。」（弗�︰�����）

在這些話中我們不要只看到反映出來的古代族長制度

的內容：丈夫是家裡的頭，而女性在家處於從屬地位。

而重點首先是夫妻間的忠誠：丈夫對妻子的愛應當具有

與信奉聖三一上帝的天主教徒、古代東方教會教徒和新教徒聯姻，但條件
是婚姻需在正教會裡祝福，需要以正教信仰來培養孩子」。關於正教徒與
非基督徒的婚姻，在此文裡是這樣講的，教會不給他們舉行婚禮，「同時
承認這是合法的，不認為他們是處在不正當的同居關係中」。

使徒保祿認為自己是罪首（弟前�︰��）。懺悔使人深

深感覺到罪：這種情況下，在別人身上他會發現越來越

少的不足，即使發現，也能夠將罪和罪人分開，病和病

人分開。

懺悔這是對價值性的重新評估，看自己和周圍人的眼

光的根本性變化。真正的懺悔並不會導致沮喪和失望。

相反，懺悔會帶來內心真正的興奮，就像久病痊癒的人

的感覺。

懺悔禮的最後是神父在懺悔者頭上頌念解決祈禱文，

文中有主原諒他所有的罪。這些祈禱文起作用的前提是

懺悔者的真誠。人如果有虛偽的羞恥或其他的想法，懺

悔中向神父隱瞞這罪或那罪，他就不會得到上帝的寬

恕，靈性治癒的奧秘就不會發生。

99..2.2.  婚配
婚配聖事是為結為夫妻的一對所舉行的奧秘。教會的

教理是這樣說的：「婚配聖奧秘中，未婚夫未婚妻在自

由的情況下在神父和教會前互相承諾忠誠，就像基督和

教會精神聯姻一樣他們的夫妻結合得到祝福，並得到真

誠同心合法生育以基督徒的方式教育小孩的恩寵。」（��）

根據古代教會的教典，只允許正教徒參加婚配的 

聖事（��）。

�� 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教理問答」

�� 但同時在《俄羅斯正教會基礎社會理念》（9︰�）裡這樣講：「植根於教
父救世的想法，無論過去和現在俄羅斯正教會都會找到可能性，讓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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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дготовил Михаил Козлов

͵ࠧʮĀӰ뼷āĵĚ̹ůŗĪ، 쉫ˀ

婚配聖奧秘 

ӰԜিܥĄȢ͵ĚւƝিܥĀȺġĂƝ뼶ǉĂơӰԜĄćǐԼƥġɖ
Ǆ뼷ǨŗӰԜĀǋץďĄǳȵƕԔʸ뼷Ħđƫ֯ĖʅحĀǛǐ뼷̞ಗಽōŀ
čРĖ뼶ء

1. 婚戒 

戴上婚戒的聘定禮在教堂外廳的婚禮舉

行之前進行。婚戒在祭壇的聖祭桌上被祝

聖，而婚戒的交換就象徵了神聖的祝福以

及堅決走在已選定的道路上。

2. 婚燭 

正在融化的蠟燭象徵了轉瞬即逝的人

生，但呼召以光明的信仰和火熱的愛德

燃燒。婚燭在慣例上會被一生保存著，

代表著兩人的靈魂為永恆作準備。

ćɋʿ͵Ěġ뼷ӰԜিܥĄۛļĤඣĤ
ٞ࠸ĂǜពʟɄӉƦȥŪĀ뼶֭֫ཫۉ
Ȣ͵ĚĀʑܩ뼷Ӱ̓ăĚćʿڍǄ뼵
ăĚćūĀǡඃ뼵ǂūǡඃŗӍ
ę·٤ǡඃڍǄ뼶͵ࠧĀӰ̓ĄĤĉćӰ
९̌९ŷćѣᎌĀѤЁĪɖǄĀ뼶 3. 冠冕 

婚配聖奧秘之名源自「冠冕」，是神聖

榮耀的形象，賞予那些謙卑地承受一同

生活的難處的夫婦。婚姻常被稱為通常

靈魂拯救的帝王之道。

4. 共飲杯 

為記念福音中化水為酒的神蹟 

（若�︰����），夫婦共飲酒於一杯的做法
因此而建立，象徵為生兒育女而聯合二

人，以及祝福二人喜樂且能得到共同生

活而生的喜樂。

5. 基督聖像畫及誕神女聖像畫 

婚配聖奧秘完成後，夫婦二人被贈予基督

聖像畫及誕神女聖像畫。這兩幅聖像畫是

愛德的形像，普世因此愛德而得到救贖，

並需將此愛德好好保存，一生不忘。

正教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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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了完整，從單獨到聯合。這種連接的發生是由於

夫妻雙方互愛的力量和上帝恩寵的作用。

將水聖化成酒也是將生活中的普通日子變成節日

的象徵。得到基督祝福的聯姻，主是在無形之中參與

的，應成為不結束的節日，夫妻雙方相互在對方中發

現上帝的影像，不斷地將一起的日常生活變成節日。

9.3. 病傅禮

病傅禮是對重病病人舉行的聖奧秘。

在使徒雅各伯書裡講：「你們中間

有患病的嗎？他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該為他祈禱，因主的名給他傅油︰

出於信德的祈禱，必救那病人，主必

使他起來；並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 

（雅�︰�����）

根據這些古代教會的做法，病傅禮奧秘要幾個神父

參加（教會規章要求七個）。他們來到病人那裡，頌

念醫治祈禱文，並給他傅聖油。並頌讀福音及使徒書

信節段。

現在在許多教堂裡，有「集體傅油禮」，多個神父

給有意參與的人（不一定是重病人）舉行儀式。

犧牲性，他應當關心她，愛她就應像基督對教會負有犧

牲和自我奉獻的愛，而妻子則應當盡力不要傷害丈夫。

福音書裡還講了耶穌基督在加里肋亞加納的婚宴上將

水變成了酒（若�︰����）。這段是強調了婚配的奧秘

特徵。在奧秘裡物質的東西都充滿著上帝的存在，通過

聖靈的聖化具有醫治的性質：餅和酒聖化成基督的身體

和血，香油聖化成了聖膏，正常的水聖化成了聖水。同

時參加聖奧秘的人也會發生聖化：洗禮中受洗者從舊約

的人聖化成新約的人，得到重生；在感恩祭中他聖化為

基督肢體的器官，與基督連接。在婚禮聖事中兩人聖化

成了「一體」（創�︰��），同一個身體，從不完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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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會裡只有具有相關質素和

神學教育的男性可以從事神職，

而且沒有與教典衝突的人才可以

被按手（��）。輔祭和司祭可以是

已婚的，但必須是在祝聖前結

婚。主教只能來自於無婚姻的神

職（��）。

9.5. 教會的聖事
神職所舉行的一系列儀式都屬於教會聖事。聖奧秘與

其他禮儀的差別並不屬於基督信仰本質的差別︰這種區

別是相對的並且是在很晚才出現的。所有教會生活都具

有奧秘性質，有許多聖事並不屬於奧秘聖事之一，但同

樣具有奧秘的性質。

例如，剃度成修士的儀式，按過程和內容來說就類似

於洗禮奧秘。修士是指那些脫離塵世、發誓不婚、放棄

恆產、投身教會、蒙招祈禱和過苦修日子的人。想成為

修士只有經過一定儀式後才行，儀式中他被給予了新的

名字，從他身上脫去日常衣服，穿上特別的修士服裝，

他以前的所有罪都被赦免，並成為修士團體的一員。

�� 其中包括他的第二次婚姻或他的妻子是第二次婚姻。

�� 在俄羅斯正教會裡所有主教都是修士身份。

在傅油禮奧秘裡神父不僅為治癒病人祈禱，也為寬恕

他們的罪而祈禱。有一種說法就是在傅油裡他們遺忘的

罪也得到寬恕，這樣傅油禮就成了懺悔禮的一種補充形

式。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懺悔禮和病傅禮是兩種不同

的奧秘：第一個聖事醫治的是靈性上的疾病，第二個聖

事醫治的是身體上的病弱。但同時兩者相互聯繫，身體

上病弱的治癒必須先治癒靈性上的疾病，傅油禮中不僅

有醫治的祈禱詞，還有關於寬恕罪過的祈禱詞。

以前普遍認為病傅禮只是在臨終前舉行的一種儀式，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病傅禮給快要死亡的人舉行可能是

為了上帝施行奇蹟並使他生還。但此禮及病人的懺悔儀

式和領聖體儀式決不是「臨別贈言」。

9.4. 神品聖事
在神品聖事裡有三個儀式只有主教才能舉行的是： 

按手祝聖輔祭、司祭和主教。前兩個只要一位主教就可

以了，最後一個需要不少於兩位或三位主教。所有這些

儀式都是在聖事奉聖禮裡舉行的，極其隆重及具有特別

的祈禱文和形式，意思是醫治人們病弱和彌補貧弱的上

帝恩寵將此人放在了事奉的位置上了。

教會信仰安排某人在神職位置上的是上帝自己，上

帝的恩寵通過主教（們）的按手禮傳遞到了那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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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黃色）— 紀念基督上主的聖日、主日

紅色 — 復活節、記念殉道者的日子

藍色 — 誕神女節慶（記念誕神女的日子）

綠色 — 五旬節、聖靈節、紀念日

白色 — 聖誕節、主顯節、升天節、主易聖

容節、悼亡周六、記念天使的日子

紫色 — 主日、大齋期周六、紀念上主十字

架的聖日

黑色 — 大齋期平日

為配合不同節日的祭衣顏色 

6.���অೲʈϹߑ졭1FDUPSBM�$SPTT졮

司祭的主要象徵就是帶有基督形象的僕

役。胸佩十字架的原型是裝有聖髑的十字

形盒子，一世紀的信徒常將之佩戴在胸

口。在俄羅斯正教會，司祭在十八世紀時

才開始佩戴胸佩十字架。

ɬ졭#FMU졮ߍ���.7

腰帶繞在祭袍和前披聖帶外，象徵了基督

在最後晚餐時為眾門徒洗腳時束在腰間的

手巾。

8.���ӝচ졭"SNCBOET졮

綉花窄衣袖，象徵戴在基督上的手銬。

졭/BCFESFOOJL졮ܕ���.9

為司祭的勤勞而贈予的第一件獎賞。這方形的

衣飾，以帶子繞在臀部。股衣象徵了四福音，就

是上帝的話語，而司祭應把上帝的話語裝配成

聖靈的利劍。股衣在十六世紀時出現在俄羅斯

教會，而在其他教會皆無這種獎賞。

5

7

9

6

司祭禮儀服飾  

Ȣ͵ѣᎌć̓౮Ĳϼō̖ȎĀ˖뼶
Ēȏ˖ۍāĵĞŐāĵႹ뼷թ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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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ᎌໞ졭1IFMPOJPO졮

祭披的希臘文原義為「發亮」，在俄語被稱

為 riza，意即「外袍」。

祭披用於禮儀，無袖，穿在上半身。這象徵

了般雀。比拉多披在救主身上的紫袍。

2. ��ǡໞɬ졭&QJUSBDIJMJPO졮

前披聖帶的希臘文原義為「圍繞頸項」，

是繞在脖子的長闊帶子，兩端縫在一起，

垂在身前。司祭不穿前披聖帶，就不能舉

行任何禮儀、奧秘或儀式。

3.���ƶඉ졭&QJHPOBUJPO졮

方盾是教會的獎賞。這呈菱形的板子的其

中一角掛在司祭肩上，並用帶子繞於臀

上。方盾象徵了上帝的話語是「聖靈的利

劍」（弗�︰��）。

4.���ᎌᒾ졭"MC졮

長而輕巧的袍子，象徵了救主的長袍。這源

自舊約時代大司祭的禮儀服飾。長衣是司祭

穿在內層的衣物，在主持事奉禮時穿著。

1

2

8

3

4

ſӘᚖน졭,BNFMBVLJPO졮ج���.5

卡美拉瓊帽是教會的獎賞，或紅、或紫、或黑

色。這帽由中東的駱駝毛帽子演化而來，象徵

基督的茨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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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聖水儀式是在主顯節這一天來舉行的，內容類別似

於感恩祭奧秘。神父和團體祈禱聖靈降臨於水，使水聖

化為聖物，信徒虔敬地飲用它，用以潔淨和聖化靈魂和

肉體，並用它來灑滌自己的家。

與瀕危和死亡的有關的儀式也是極具偉大意義。教

會特別關注那些瀕死的人，用愛來呵護他們。特別重要

的是對於瀕死但還有意識的人，應趕快請來神父給他來

做懺悔和領聖體。經常家屬們在最後一刻才叫來神父，

似乎是忌諱用死亡來「驚嚇」瀕死的人。這是不正確甚

至有點褻瀆的態度，因為此瀕死的人經常得不到臨別祝

詞。根據教會的教理，人不應害怕死亡，如果他正在死

亡，而自己意識不到，那就不應該對他隱瞞這些。神父

可以幫助他死得有尊嚴、無畏懼且平靜地迎接結束，用

懺悔清潔自己的良心並在進入到永恆前領受基督的身體

和血。

當人釋放靈魂後，神父為他頌念專門的祈禱詞，然後

（通常是第三日）是安魂祈禱儀式。此時會將他的遺體

抬入教堂，親人來告別遺體。然後抬到墓地交予大地：

神父也參與整個儀式之中。

還有其他的教會聖禮，與人生活中的各種事件有關，

例如祝聖樓房、住宅、汽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孩子上學

前的祈禱，為求健康的懇禱儀式，為逝去的人的不同祈

禱儀式。這些儀式和聖事是神父就信徒的要求而做的：

幸虧了這些儀式，人生活中的不同過程和事物得到了教

會的聖化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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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種順序讀聖經，可以幫助你適應她，感覺到她

內部的韻律，抓住新約和舊約之間的內部聯繫。接下來

你自己就可以單獨遨遊於聖經之中，選擇自己感興趣的

章節。

爭取每天頌讀聖詠集——幾篇或者哪怕是一篇（�）。 

聖經中的聖詠包含有不同的祈禱文——痛苦的、高興

的、短的或長的。祈禱的不同的情感音律在其中都有反

應，無論人處於什麼靈性狀態，或者情緒和身體狀態之

中，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章節。

每天開始於祈禱，並以祈禱結束。我們祈禱需要用的

書叫「正教祈禱書」。其中有早禱晚禱和一些特別的祈

禱文，例如領聖體前後的祈禱文，以及我們生活中需要

的不同祈禱文。但也不要局限於印在書上的祈禱文：可

以用自己的語言祈禱。除了自己個人祈禱外，家庭祈禱

也很重要：這可以讓家庭結合成一個整體，幫助家庭成

員感受到自己是「家庭教會」的成員。

如果你已婚，你的另一半還沒有進入信仰和教會的

話，請記住「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聖潔的，不

信主的妻子也因弟兄而成了聖潔的」（格前�︰��）。 

不要嘗試強迫自己的近人信仰上帝，不要暴力拖他們去

教會，不要用訓誡或者辱駡來說服他們。僅僅以基督徒

的方式生活，做善工，去教堂，與近人分享你所獲得的

恩寵，當他們看到信仰是如何積極地影響你的，他們自

己會追隨信仰和教會。

與你的孩子分享你所知悉的一切。不要擔憂他們接觸

� 在斯拉夫語的聖詠出版中，將所有聖詠分為20集，有些信徒習慣一天讀一
集。

作為基督徒不能僅僅是會背信經，僅僅是定期去教堂，
懺悔和領聖體，而需要的是像基督徒一樣地生活。像基
督徒一樣的生活意味著不是按「此世」的標準生活，而
是按另外一種規則和律法。這就需要做好逆流而上的準
備，需要靈性的英雄主義，如在直接迫害的情況下就要
做宣信者和殉道者。耶穌就是第一個走這條道路的人，
給自己的跟隨者也是指出了這條道路。

爭取每天閱讀福音書，一節（�）或者哪怕是幾行。將

福音書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書桌上或床頭櫃上）並盡

可能多的閱讀。通過這些閱讀基督將無形地出現在你的

生活中，祂那充滿生命力的聲音將出現在你的耳中，並

在你的心中來回應你。福音書是精神生活的學校。即使

你熟讀福音書了，甚至已經背上了，有時新的內容會突

然給你開啟。

根據多數人的經驗，想給你建議的是：如果你手中的

聖經是舊約新約合一起的，不要一下從頭到尾讀完它。

而是從新約開始讀：首先是讀四福音書，然後是宗徒大

事錄和使徒書信。在讀使徒保祿書信前讀舊約的前兩

卷——創世紀和出谷記。然後再回讀福音書，這之後開

始讀保祿書信。

� 在現代出版物中福音書都是以章節來分的，但在禮儀中福音書是根據具體
某一天所要頌讀的福音內容以選節來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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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平靜和高興的力量去忍受痛

苦，有自信地解決產生的問

題。這不會使你比別人更成

功，但會給予你所有生活以含

義和內容，也包括不可避免降

臨到每個人身上磨難。這些磨

難和考驗不會打垮你，因為信

仰的堅實支柱支撐著你，你不

會在失望和沮喪中倒下。

在困難的時刻，教會就會

來幫助。在疾病降臨時，教會

幫助你平靜地對待病患；安慰

失去親人的痛苦，通過祈禱和

對死者的紀念幫助你保持與他

們的緊密聯繫；祝福你任何事

都有個好的開始；鞏固你做善

工；教你辨別出危險和誘惑，

分清惡和善。

教會能讓你的所有生活轉變成喜慶的日子。別

忘掉上帝。活在基督內：用祂的身體和血哺養自己

的靈魂，從祂汲取聖寵的力量，從祂學會智慧、忍

耐、平和、溫馴和善心。立即去做善工，與邪惡做

鬥爭。不要做言語上的基督徒，而是要做行動上的

基督徒。

願主永遠與你們同在！

教會和信仰的時候會不懂什麼或者受驚嚇。參加教會生

活對他們來說有百益而無一害。在接下來的生活裡他們

會感謝你，因你在信仰中培養了他們，給予了他們最重

要的：上帝。

爭取一周不少於一次去教堂參加事奉禮，不要錯過任

何節日。研究一下禮儀，弄明白含義，不要藉口不懂教

會語言。讓教堂成為你和你的家庭的靈性家園。

爭取定期懺悔和領聖體。清潔自己的心和靈魂遠離積

累的罪，不要怕在上帝和神父面前開啟自己的心扉。懷

著對上帝的敬畏和信仰來到聖體血杯爵前，領受上帝到

自己的內心。極仔細對待基督的身體和血這些聖物︰在

領聖體後那種與上帝接近的特別驚奇的狀態，不要讓塵

世的操心和心情波動吞沒。

盡自己的能力遵守教會所規定的齋戒。教會規定這些

並不是為了虐待和折磨你們，而是為了你們身體和靈性

上的健康。但是要記住，無論是自動遵守齋戒或是改善

身體狀況，這些都不是最終目的。最重要的是靈性的健

康，不是用任何東西來換和替代的。教會生活的所有系

統都是為了人能有所收穫。

教會生活不應該是負擔，而應該是喜悅。請永遠記

住使徒保祿的話：「應常歡樂，不斷祈禱，萬事感謝」 

（得前�︰�����）。讓這句話成為你的座右銘吧。不要在沒

有歡樂的地方尋找歡樂：在娛樂中，在金錢中，在淫蕩中

和性欲中尋找。要在真正有娛樂的地方尋找：在上帝中尋

找，祂是所有快樂和幸福的源泉。塵世的快樂來得快去得

也快，關於上帝的快樂是「誰也不能奪去」（若��︰��）。

教會內的生活也不是沒有問題和痛苦，但會給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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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圖片蒙以下人士及機構允許使用︰

克謝尼婭．貝洛娃修女 - Q�����
謝爾蓋．沃羅寧 - Q�����
麥森．赫布執事 - Q�����
艾杜瓦德．戈爾德耶夫 - Q�����
安娜．丹妮洛娃 - 封底
弗拉基米爾．葉什托金 - Q������������������������ （馬賽
克照片）, ��������������� （馬賽克照片）
瓦列里．扎哈羅夫 - Q�����
米哈伊爾．濟科夫 - Q�����
亞歷山大．伊戈寧 - Q�����
阿列克謝． 伊斯馬洛夫 - Q�����
尤利婭．馬科維舒克- Q����������������
德尼斯．馬漢科 - Q�����
弗拉基米爾．奧爾洛夫 - Q�����
莫斯科及全俄羅斯牧首區新聞處 - Q���������������������
�����������
安德烈．拉珊洛夫大司祭 - Q�����
安德烈．里巴科夫 - Q�����
奧蕾絲雅．桑佐娜娃 - Q�����
聖彼得堡神學院 - Q�������������
耶蓮娜．塞蘇娃 - Q����
波琳娜．特伊斯 - Q�����
謝爾蓋．季托夫 - Q����
娜傑日達．特卡琴科 - Q�����������������
娜塔莉亞．費多羅娃 - Q�����
聖幛相片（Q���������）由傢俱公司/JLPMBFò�TV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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