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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中的啟示 

丘建峰  

講道中的講者與聽者 

 感恩聖事中的聖道禮部分，以聖言為中心，而司鐸的講

道，正是要為教友闡述聖言，但如何闡釋才是好呢？教友又該如

可領受？本文嘗試借用杜勒斯（Avery Dulles）之《啟示的模式》

（Models of Revelation〔New York: Orbis 1992〕）一書中有關啟示

模式的解說，反思講道如何可以更圓滿地傳達聖言。該書以五種

模式來說明啟示，本文僅借用其架構，而非解說該書的內容，用

意並不相同。 

一、 文字 

無論是聖言宣讀還是講道，均是圍繞聖經的文字，而這些文

字正是啟示真理的載體。人與人的溝通，離不開文字，我們受益

於文字的傳意功能，也受限於文字的傳意功能。聖言宣讀時，我

們期盼宣讀者字正腔圓，因為我們想聽清楚讀什麼，不要把文字

弄錯了，因而誤解了經文。進一步，講道者是把聖經的內容準確

地解說，這屬於聖經的注釋，就是讓會眾明白聖經想說什麼。 

這可視為講道的第一也是最基本的任務：把聖言解說清楚。

雖然今天民智已開，台下的教友不少都是受過高深教育人士，但

真的對信仰內容有全面認識的人，仍然是少數。聖經的注釋涉及

語文、文化、神學及教會傳統的方方面面，不是受過較全面訓練

的人，並不容易入手解說經文內容，曾聽過神父解說「信與不信

不可共負一軛」的經文，把「軛」是什麼娓娓道來，指出在新約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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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軛」是怎樣一回事，由此發揮說明共負一軛的含意。也

有神父從整部福音的布局來說明當天經文的意思。以上只是舉出

兩例，實際上不少神父在講道台上，都意識到講道首要及基本的

元素，就是要為台下的教友，說明經文的意思，讓他們明白聖言

的意思。 

在這一層面，聖言宣讀是清楚明白，講道是說文解字。為我

個人來說，講道只要把好這一關，永遠都是合格的講道。這是最

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因為講道並不是表演，也不是學術探

討，亦非時事評論，它的核心是聖經，它的服務對象是聖言，如

果沒有這個基礎，講道即使再精彩，都不是一個禮儀裡的神聖行

動。 

在這一層面，受過良好訓練的司鐸，只要願意花工夫，必然

有可以讓教友增長信仰知識的地方。個人覺得，如果司鐸能把眼

光放得遠大，把講道視為一個十年廿年的長久計劃，不尋求一時

半刻的出色，不斷教育教友，單純在文字下工夫，已經足夠讓教

友明白更多聖言的涵義。 

以上是從講道者的角度來說，為聽道者來說，同樣需要意識

到文字層面的意義。按教父的教誨，「信仰尋求明瞭」，這個明

瞭的第一步，必然是識知明義。為天主教來說，由於在生活裡自

行研習聖經的人，相對基督新教來說，人數較少，所以更需要在

聖道禮中的講道裡，周復一周地，慢慢吸收有關聖經的知識。不

少教友會覺得，三年重複一次的經文，自己已經聽過多遍，不用

再聽。教友也許先要問：自己是否真的明白經文的內容呢？當耶

穌在臨別贈言中用「護慰者」稱呼聖神，此詞是什麼意思呢？如

果說講道者把經文解好是首要任務，這任務同樣適用於聽道者。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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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驗 

談到啟示真理，教友可能就浮現「二性一位」、「三位一

體」等詞語，又或是經常琅琅上口的「恩寵」、「召叫」、「救

恩」等等。啟示真理是概念、是名詞、是遙遠不可及的熟悉字

眼。不過講道都有這種「很熟悉但完全覆述不了」的特質。 

出現這種情況，正因為講道「太離地」，與教友的生活沒有

任何連結，只是純粹的道理，自然不容易讓教友對所聆聽的聖

言，在心裡反省思考。因此，講道是有對象的，啟示在此時此刻

展示，是有其特定的時空情境，而這就可以用「經驗」來蓋括。 

這經驗，可以是講道者的經驗，即他在準備這一次講道時，

閱讀這些經文，究竟有何個人的體會。當看到「人若為自己的朋

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 15:13）時，是否真

的關連到自己的交友經驗？看到「慈善的撒瑪黎雅人」（參路 10: 

25-37）的記述，是否有共鳴，從而想到自己的近人呢？ 

更重要的是，講道能否勾起教友自身的經驗。啟示本身包含

的是呼召與回應，如果文字是天主的呼召，聽者回應同樣是構成

啟示的一部分，而聖道禮中的講道，正是此時此刻的召叫，而每

一個聽者，都要嘗試回應這召叫。因此，講道是否能夠把這個

「此時此刻」突顯出來，關乎的往往是人的經驗。其中一位神父

被戲稱為「道具神父」，因為他幾乎每一次講道，都會用上一件

日常的物品，作為講道的引子。筆者認為這做法，正是意識到講

裡的「經驗」元素。天主的啟示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超越概念，正

如聖言成為血肉，講道也是聖言降生於每一個具血肉的教友身上

的過程，而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經驗裡，體驗到聖言的意義，從

而在自己的生活裡，拓展聖言的經驗。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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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講道者採用勾起聽道者經驗的方法來闡述聖言時，

聽道者不要用觀看表演的心態來看待這類表達，而該回到自己的

生活裡，尋找共鳴的經驗，從而進一步深化自己對經文的理解，

這就是啟示在個人身上發揮的啟示了。 

在香港，由 2019 年下旬至 2020 年上旬，繼反送中抗爭到疫

症流行，不少教友都在聖道禮中，深有感受。過去周復一周聆聽

的聖言，在巨大的困境中，突然閃出耀眼的光芒，照亮教友的灰

心。聖言一直都能在我們的人生中發生作用，形成經驗，只是我

們未必能夠意識到，而講道的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正是把這種呼

召與回應，指點出來。 

厄瑪烏路上的記述，正好為講道中的經驗幅度，提供最佳的

佐證：「當衪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

的心不是火熱的嗎？」（路 24: 32）講解聖經為何可以令聽者心熱

如火？因為這不是外在的道理，而是內在生活的印證。 

三、 超越性 

當我們討論到講道當中有關經驗的幅度，必須要小心的是：

講道不是人生教練課。聖言要成為血肉，是指一種臨在，超越的

天主臨在時空所限的歷史裡，卻不代表，這聖言從此就受限於時

間與空間。因此，講道固然關乎我們每一個人實在的經驗，但它

並不是人生經驗的總結，不僅是一種生活的智慧，更有其超越人

生的一面。 

這種超越性，在聖經裡俯拾即是：亞巴郎獻子，以色列民出

谷，先知蒙召，聖母領報，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要數下去還有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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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長的名單。這些人都是面對天主的召叫，而這召叫源於生

活，卻超越日常性的想像。 

如果說講道裡的經驗層面是倫理上的指引與反省，必須要緊

記，講道裡還有超越性的指引，而二者是在矛盾中尋找一致。舉

例來說，慈善的撒瑪黎雅人往往談到「誰是近人」，這固然是要

我們反思如何關顧身邊的人，但它同時邀請我們無條件地關顧別

人。關心身邊人，是人生經驗，無條件幫助人，是超越人性的歷

練，沒有足夠的信德，不容易做到。況且，超越性是指出聖言中

的無限幅度，因此近人可以不近，他們不僅是身邊的人，也是遠

在天邊需要照顧的弱者。 

在這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正是由經驗到超越的佐證。對

於聖言的理解，往往都始於個人的經驗，因著自身所經驗的愛與

關懷，我們學會關心照顧與自己有關係的人，就是「老吾老」的

來由，但是，人性不僅止於此，而是可以擴而充之，由關係自己

的長輩，到關心別人的長輩，到關心世界上的長者。這種擴展，

正是超越性的呈現。 

信仰中的信望愛德都是超越性的，這是指天主給予我們的能

力，是沒有止境，而講道正要啟發教友，意識到身為信者的無限

可能。這種取向正需要與「經驗」的幅度保持張力，因為二者都

是教友需要意識到，卻又不能只取一端。筆者只是平信徒，沒能

在祭台上講道，只有聽道的經驗，但個人覺得，如何平衡「經

驗」與「超越」這兩個向度，是真正考驗講道者的地方。如果講

道只談超越性，往往流於說教，內容八古，聽者其實沒有放在心

中，所以也有講道者刻意以生活經驗入手，較容易引起教友的注

意，但這裡又要小心，不要把信仰變成了人生智慧。如要兼顧兩

者，不妨從歷史性入手。 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聖言中的啟示  

| 47 | 

回到聽道者身上，超越性的困難，正在於它對教友既有生活

的挑戰甚至「顛覆」。「經驗」的幅度是找到共鳴，而「超越

性」卻要聽道者嘗試從天主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生活，究竟自己

距離圓滿的聖潔，還有多遠，而每個主日聆聽聖言，就是要我們

捨絕自己，活出基督。有趣的是，如果講道是單純超越，教友往

往都較接受，因為這種超越好像只是一種理論，一種很遙遠的東

西；當講道真的把「經驗」與「超越」兩個幅度放在一起，簡單

來說，就是直接指出教友在生活裡要如何做，才是回應基督的召

叫時，教友往往是抗拒的。這種抗拒，其實就是張力所在，也是

信仰在這個講道裡對我們的挑戰。基督徒要不斷聖化自己，而在

聖道禮裡，聆聽聖言，是聖化重要的一環。 

四、 歷史性 

在原來有關啟示的模式裡，歷史性是指向救恩史，即如何看

到天主介入歷史的作為，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道成肉身的耶穌

基督了。在此，筆者把歷史性界定為更長的時間內的理解，這是

相對於個人的一個幅度。無論是「經驗」還是「超越」，在講道

裡，往往會把焦點放在此時此刻的個人層面，而未必能關注到在

較長時間內的意義。然而，啟示的意義並不只是此時此刻的個人

得失，聖言固然在這一刻透過聖言宣讀及讀道向教友展示出來，

但它帶來的意義，可以是長期性的，也可以是透過更長的時間，

才能真正顯示出它的真實意義。 

正如天主在以色列民族裡不斷的介入，一次又一次帶領他

們，期盼以民能夠走上天主的道路，而以民所以成為選民，正因

為他們不僅在自己的民族興旺時看到天主，更在陷入困境裡找到

天主。從舊約裡可以看到，以民對天主的理解，不是出於一時三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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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經驗，亦不是某一時期的超越經驗，而是在自己的民族歷史

裡，長時間的反思，終於看到天主如何啟示他們，該怎樣理解人

生。 

因此，講道如何平衡「經驗」與「超越」，不妨帶領教友從

自己整個人生來思考。聖言不僅在此時此刻降在，更在整個生命

中臨在。相同的經文，每三年就會重複出現，但它可以在同一個

語境，為教友帶來新的體會，而這些體會彼此之間是可以扣連起

來。 

歷史性固然關乎時間，但也可以指向整體。教會是旅途中的

教會，意思就是教會團體在歷史中前進，每一個教友也是這個旅

行團的成員，要彼此扶持，教會方能走在正確的路上，邁向天

國。講道要帶出團體的幅度，因為聖言要教導的，不是每一個個

別的人，而是教會。同樣地，講道者不僅是向一個個教友講道，

更要意識到，他們是在教會團體內活出聖言，如果不能帶給教友

這個意識，「經驗」與「超越」往往亦難以平衡了。 

以「困難」為例，香港過去一年，先是政治動盪，繼而疫症

橫行，這些事情為每一個香港人來說，都是莫大的困難。如果講

道時把重點只放在經驗上，強調聖言在此時此刻的作用，固然會

帶來安慰或鼓勵，但亦可以是流於個人情感上的發洩，如在過去

一年裡，不少教友都會在臉書引述主日經文，如提到惡人必遭報

的文句，不少教友就覺得內心安慰。問題在於，不同人對於惡人

的理解，各有表述，這種源自經驗的解說，正是講道者要小心處

理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當下的經驗，只談超越性，

一切的困難都可以是天主的祝福，一切問題都會在救恩中得到釋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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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這些道理沒有錯，因為天主是超越現世的一切，但為仍然活

在現世的教友來說，這些說法不能真正帶領他們在此時此刻，更

好地做一個基督徒。 

所謂「歷史性」，就是要在此時此刻，看到更長期的進程，

而這個進程，就是超越性的體現。正如人類的歷史也是一個進

程，如果我們只著眼於某一個特定時刻的光明與黑暗，執著於

此，就難以看到天主救恩的整個計劃。放在講道與聽道上亦如

是：關顧當下的經驗的同時，亦要能夠指出這刻的領受，在整個

人生的關係。如果肺炎是一個巨大的困難，聖言必然會照顧到每

一個人當下的心情，但也要反省這困難的時代徵兆，它帶給我們

什麼意義，這樣才能平衡「經驗」與「超越」的向度。 

五、 位際性 

以上四個角度，都是從講道的內容構想來解說，即「該說什

麼」及「該如何聽」」。不過，講道並不同於一般的演說，亦不

同於講課，因為講道的核心是天主與人的關係。講道的最終目

的，是讓人與天主相連。無論是說文解說也好，經驗分享也好，

注視永生也好，著眼前方亦好，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向喜好，

各有自己的演繹方法，而聖道禮的意義，並不在於我們個人，而

是在於「我們」。感恩聖事是共融的標記，這不僅見之於基督的

身體，也同樣呈現在聖言當中。因此，以上四個角度，都是較

「技術性」，但最終要回到的，仍然是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

也就是位際性了。 

啟示是一個呼召與回應，這就是一份關係。在講道中，天主

透過聖言，首先是召叫了講道者，而講道者的講道，是第一度回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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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同時也是天主透過講道者的「言」，向我們發出召叫，而聽

道者把講道聽進心中，就是與講道者連結起，亦是一份回應，可

視為第二度的回應。在聖道禮裡，講道不僅是教導訓誨、經驗分

享，而是由司鐸用人間的語言，連結起天主聖言，再由這象徵二

性一位的神聖言說，每一個聆聽者連結起來。講道者由自己的人

生中領悟聖言的神性，聽道者從聖言裡啟建自己的人性，這是一

份環環相扣的關係，而關係的根源，是聖言，是言說聖言者，是

聆聽聖言者。 

六、 小結 

奧利振曾經感嘆，我們在彌撒裡對聖體必恭必敬，卻讓聖道

禮中的聖言散落一地，未免可惜。有形可見的聖體確實較容易保

持恭敬之心，而聲音傳來的聖言，無形無色，確實容易一時失

神，所以講道者如何講道，確實有助我們領受聖言，但更根本的

是，我們是否準備好聆聽這個由世界、由人心中發出的聖言，相

信台上恭讀的經文及講道，足以左右往後一星期、一個月、一生

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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