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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  

潘志明  

 

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 St. Cosmas and St. Damian 

瞻禮紀念：9月 26日 

主保聖人：醫生和藥劑師 

 

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兩位是極古老的殉道聖人，文字記載有

關聖人的生平事蹟並不多。然而，在感恩經第一式紀念諸聖中，

兩位聖人卻鮮有的被包括在內：「我們聯合在一起，首先紀念卒

世童貞榮福瑪利亞 ──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主之母，並紀念聖

母淨配聖若瑟，及你的聖宗徒和殉道者：伯多祿和保祿、安德

肋、雅各伯、若望、多默、雅各伯、斐理伯、巴爾多祿茂、瑪

竇、西滿和達陡、理諾、格來多、格來孟多、西斯多、高爾乃

略、西彼廉、老楞佐、克利叟高尼、若望和保祿、葛斯默和達

彌盎，以及所有聖人；藉他們的功勞和祈禱，求賜我們在一切

境遇中，蒙受你的護祐。因我們的主基督。亞孟。」紀念諸聖

包括十二位宗徒、初期教會的五位教宗，以及三至四世紀教難時

期殉道的主教、執事和平信徒。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便是在羅馬

皇帝戴克里先殘害基督徒的時代為主殉道。然而，教難時期有成

千上萬的基督徒為主殉道，為甚麼教會選擇這對孖生兄弟平信徒

的名字放在感恩經之內？兩位聖人的殉道時間大概是主後 287 年

或 303 年，經歷初期教會十次教難中最嚴重的一次。聖葛斯默和

聖達彌盎生前極受人愛戴和尊重，他們以自己的職業～醫生～幫

助病人，不收分毫，被稱為「無銀」醫生（the silverless）。不難

想像聖人殉道的事蹟和對聖人的敬禮廣泛流傳，因聖人的代禱而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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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病癒的奇蹟不計其數。東羅馬帝國皇帝儒斯定年一世

（Justinian I，527-565）在六世紀便是因聖人的代禱從危疾中得到

痊癒，為感謝聖人的恩典而重修居魯斯城，並在拜占庭建造聖殿

奉獻給聖人，成為朝聖的熱門地方。同時教宗斐理斯四世（Felix 

IV, 526-530）也在羅馬以聖人之名興建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大

殿，大殿內拱形天花的馬賽克繪畫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由聖伯多

祿聖保祿引薦兩位聖人到耶穌基督普世君王跟前，馬賽克保存至

今，是羅馬最有價值的藝術。 

感恩經第一式大概在四世紀出現及發展，並在六世紀完成。

從禮儀經文的傳承和歷史建築，可以肯定兩位聖人的真實存在，

是為主殉道的烈士。教會將兩位聖人的名字放在感恩經第一式之

內是順理成章，以表達對兩位聖人崇高的尊重。  

葛達二聖的奇蹟故事往往成為畫家的題材，最廣為人知的畫

像相信是「下肢奇蹟」（The miracle of the leg），在十六世紀先後

六次被畫家繪畫。相傳在六世紀有一位白人執事儒斯定

（Justinian）在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大殿工作，突然得了重病，有

一腳受到感染壞死，他被送到聖堂隔離，希望天主可以治癒他。

他在夢中得到兩位聖人的治療，接受膝上截肢和肢體移植，最經

典的是聖人將聖堂附近一位剛過世的埃賽俄比亞黑人的下肢移植

到這位白人執事身上。病人睡醒過來發現自己痊癒了而且得到黑

人的下肢，便去附近那位黑人的墳墓看過究竟，見到自己壞死的

下肢在黑人身上，證實兩位聖人在他身上行了奇蹟。 

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是生於公元三世紀的亞拉伯人，兩位孖

生兄弟在小亞細亞的西里西亞伊斯肯德倫灣的海港行醫，而且分

文不取，贏得極大稱譽。聖人從贈醫施藥中傳揚主的福音，宣告

救恩，醫病治靈，使許多人靈魂肉身獲得治癒，信主而受洗的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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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計其數。事實上，四世紀的醫學水平不高，很多病症都是

無法醫治，必需依靠上主的憐憫和救援。兩位聖人藉精湛醫術和

對天主的信德，結合治療與信仰，讓病人身、心、靈得到痊癒，

極受人民敬重。 

當時的羅馬皇帝戴克理先（Diocletian）針對基督徒發動教

難，這是天主教史中最駭人的一次迫害 —— 焚燒聖書、禁止欽崇

天主、拘禁信徒在監牢、剝奪公民權利，如果拒絕背教便會被折

磨至死。當時兩位聖人被帶到西里西亞總督李修斯（Lysias）前，

被控告謠言惑眾，傳播異端，卒被判死刑，且受很大的痛苦。他

們被釘在十字架上、被火焚燒、被掉進海裡、被投石，卻奇蹟地

毫無損傷，最後聖人被斬首而殉道。相傳他們的三位弟弟也一同

殉道。聖人被埋葬在敘利亞的城市居魯斯。在文藝復興初期 

（1438-1440），道明會修士兼意大利畫家真福安傑利科  Fra 

Angelico 將聖人的殉道史繪畫成六幅畫像，從兩位聖人受審判、

被施行各種酷刑，最後被斬首、被埋葬，現分別存放在德國慕尼

黑老繪畫陳列館、愛爾蘭都柏林國立美術館、法國巴黎羅浮宮以

及意大利佛羅倫斯聖瑪爾谷美術館。 

今天世界各地有不少聖堂恭奉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為主保聖

人，香港荃灣葛達二聖堂在 1969 年建堂，便是奉兩位聖人為主

保。當時建堂經費由德國埃森教區捐贈，葛達二聖堂為答謝埃森

教區，便奉埃森教區的主保聖人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為堂區主

保。葛達二聖堂塔形外牆有兩位聖人的馬賽克，聖堂內在祭台後

方有兩位聖人的雕像。每月第四個星期一堂區會舉行葛達二聖主

保彌撒，為醫護人員及病人祈禱，並在彌撒後誦唸葛達二聖禱

文，祈求兩位聖人代禱。禱文是當年主任司鐸甘寶維神父在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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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從羅馬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大殿取得大殿使用的主保禱文，並

翻譯成中文。禱文對公教醫生特別有意義： 

「主耶穌，祢使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兄弟二

人，成為最優秀的醫生。他們懸壺濟世，分文不

取，只因他們相信，當他們照顧病人時，就是照

顧著祢。他們幫助人認識信仰，向人傳達愛的訊

息，贏得了眾病人的心。我懇求祢，透過聖人的

代禱，賞賜我，也能善用自己的特殊技能，作為

光榮祢的工具。我也祈求祢，藉著聖人的代禱，

幫助所有醫護人員，增強他們慷慨救人的精神。

請教導所有基督徒，能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去服

侍祢，並帶領迷途的人，走上皈依之路。聖葛斯

默和聖達彌盎，請為我們轉求，亞孟。」 

「 懸 壺 濟 世 ， 分 文 不 取 。 」 兩 位 廉 施 聖 人 （ Holy 

Unmercenaries）的行徑，在現今社會似乎不可能，醫生也要生活

吧，如何分文不取？筆者更著重「分文不取」的精神，醫治病人

的第一考慮是為病人最大益處的治療方案，而不是賺得多少，這

也是「希氏誓詞」提到的首要原則。當私家醫生遇到負擔能力有

限的病人，會否願意減收診金，甚至贈醫施藥？又會否「揀症

睇」，將風險高而賺得不多的病人打發走？ 

「當他們照顧病人時，就是照顧著祢。」當醫生遇到喋喋不

休的病人，會否繼續耐心的傾聽？遇到吹毛求疵的病人，會否更

細心的解釋？遇到斤斤計較的病人，會否懷著體諒的心，如同照

顧耶穌一樣？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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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幫助人認識信仰，向人傳達愛的訊息。」醫生著重醫

術，以治療身體為目標，心靈健康往往被忽略，可能這被視為超

越醫生的責任，能夠觸碰到信仰更少。兩位聖人的芳表提醒我

們，照顧病人身體同時要幫助病人在治療過程中找到人生的終

向，找到天主。的確，今天就是治好了，他朝總有死亡的一天，

在病苦中是最容易令人反思人為甚麼生在世上，聖依納爵就是在

肉體的痛苦中找到天主而皈依。筆者有一位基督徒醫生朋友，他

是一位放射診斷科醫生，時有癮君子因注射毒品而傷及血管，需

要照超聲波作診斷。筆者朋友最喜歡為這一類病人服務，在照超

聲波的數分鐘時間，向病人熱切宣講耶穌的救恩，希望病人棄絕

惡習，跟隨基督。 

「透過聖人的代禱，賞賜我，也能善用自己的特殊技能，作

為光榮祢的工具。」不單是醫生，所有跟隨基督的兄弟姊妹作任

何事，都是為光榮天主，愈顯主榮。讓我們一起祈求聖葛斯默和

聖達彌盎的代禱，好好使用天主所賞賜的塔冷通，將天主是愛的

訊息廣傳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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