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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別會信德年講座（三）聖神篇 
 

2013 年 9 月 8 日 
李子忠 

 

 

重新探索所宣認的、慶祝的、付諸實行的和在祈禱中誦念的信仰內涵，又對信

仰生活加以反省，是每一個信徒的任務，尤其是在這一年。（《信德之門》9） 
 
為能有系統地認識信仰的內容，大家可以在《天主教教理》裏找到寶貴及不可

欠缺的工具。（⋯）信德年就是要致力於重新發現和研讀《天主教教理》裏面

那些有系統而又活躍地綜合起來的基本信仰內容。（《信德之門》11） 
 
 

＊＊＊   ＊＊＊   ＊＊＊ 
 
我信聖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祂和聖父聖
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祂曾藉先知們發言。 
 
我們對於天主聖三的奧蹟，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探討： 
1）聖三的「內在生命」（theologia）：即天主聖三親密生活的奧秘 
2）聖三的「外在工程」（oikonomia）：天主的一切工程，藉著這些工程天主

啟示自己並通傳祂的生命。 
透過「外在工程」，天主給我們啟示了「內在生命」；但反過來說，是「內在

生命」光照整個的「外在工程」。天主的工程啟示出祂本身是誰；反過來說，

在祂內在生命的奧秘的光照下，祂的一切工程都得以理解。 
由救恩計畫的開始直到完成，聖神都是與父和子一起工作。不過，只在子為贖

世而降生所開始的「末期」內，聖神才被啟示、賞賜、承認及接納為一個位格。 

 
聖三是一個信德的奧跡，是一個「隱藏於天主內的奧秘，除非由天主啟示，是

不能被人認識的」。無疑地，天主在舊約的過程中，已在其化工和啟示裡，留

下了祂是聖三的痕跡。然而聖三存有的內蘊，是一個只憑理智無法理解的奧秘，

連以色列的信仰在聖子降生及聖神被派遣前，也無從獲悉的。（教理 236-237） 
 
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面對這奧蹟，避免去理解，認為人理智所不能明白的都非真

理，所以只堅持「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申 6:4），或「真主唯一」

（伊斯蘭教每日誦念五次的經文）。 
 
 
我信聖神 
（從聖三的內在生命認識聖神） 
1）聖神是誰？  
說「我信聖神」就是宣認祂是聖三中的一位，與父、子同性同體（consub-
stantial），「並與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教理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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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是聖三中最後一位被啟示的：我們透過祂與聖父和聖子的關係才認識祂。

這可視為天主「俯就」的教育法：舊約清楚地宣示父，而較隱暗地提及子。新

約則彰顯子，只隱約地使人看到聖神的天主性。如今聖神在我們內居住，使我

們對祂有更清楚的認識。（教理 684） 
 
耶穌在受難和復活前，宣布要派遣另一位「護慰者」（Paraclitus）——聖神。

這聖神自創世之初已工作，祂「曾藉先知們發言」。耶穌升天後，祂要住在門

徒中，並在他們內教導他們一切，「把他們引入一切真理」（若 16:13）。這樣，

聖神就被啟示為與耶穌和聖父相關的天主的另一位。（教理 243）  
 
聖神是由聖父因聖子之名，或由聖子本身在回到聖父身邊之後，被派遣給宗徒

們和教會。聖神在耶穌受到光榮以後的被派遣，圓滿地揭露了聖三的奧跡。 
（教理 244） 
 
君士坦丁堡第二屆大公會議（381 年，原非東西方教會共同舉行的大公會議，

但在 451 年的加采東大公會議中被追認了其大公性）宣認：「我信聖神，祂是
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所發」。這樣，教會承認聖父是「整個天主性的根

源」。然而，聖神的永遠根源跟聖子的並非沒有關聯：「聖神既是聖三的第三

位，故是天主，與聖父、聖子是同一和同等，也是同性和同體……可是，我們

不能說祂只是聖父的神，卻該說，祂同時是聖父和聖子的神」。君士坦丁堡大

公會議的信經宣認說：「祂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教理 245） 
 
說聖神「是主及賦予生命者」，是指祂被派遣是為聖化童貞瑪利亞的母胎並使

她具有生育天主的能力、懷孕聖父的永生之子，而聖子在她胎中取得人性。聖

神也使信友藉聖洗而獲得新生命。（教理 485, 683） 
 
拉丁教會按一個古老的拉丁和亞歷山大的傳統的信經，承認聖神「由聖父和聖
子（Filioque）所共發」，所以誦念信經時用了「由聖父和聖子所共發」一語。

這形式的信經，逐漸地由第八世紀至第十一世紀進入了拉丁的禮儀 。1439 年的

翡冷翠大公會議清楚說明：「聖神的本質（nature）與存有（subsistance）同時

來自聖父和聖子，祂永遠發自聖父如同發自聖子…… 」。 （教理 246） 
 
拉丁禮引入「和聖子」一詞引入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的做法，至今仍構成

與東正教會間的分歧。東方傳統強調聖父乃聖神第一根源。在宣認聖神「發自

聖父」（若 15:26）時，便肯定聖神是透過聖子發自聖父。西方傳統則強調聖父

與聖子同體的共融（consubstantial communion），肯定聖神發自聖父和聖子

（Filioque）。 （247-248） 
 
 
（從聖三的外在工程認識聖神） 
2）聖神在天主的工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聖子及聖神的聯合使命） 
a）聖神在救恩史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教理 703-691, 702-731） 
﹣創造：天主聖言和祂的氣息是所有受造物生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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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許：向聖祖的恩許，揭開了救恩計畫的序幕 
﹣法律：賞賜法律猶如賜下一位「啟蒙導師」，是為領導子民歸於基督 
﹣王國：選民成為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而充軍 
﹣充軍：並非恩許的落空，而是所許諾的復興的開始 
﹣默西亞的期待：厄瑪奴耳篇（依 7:10-17; 11:1-2），上主僕人之歌（依 42-52） 
﹣若翰洗者：還在母胎中就已充滿聖神，又看見聖神降在基督頭上 
﹣童貞聖母：以聖寵準備瑪利亞，使她藉著聖神而懷孕，成了「女人」、「新

厄娃」、「眾生之母」、「整個基督」的母親。 
﹣基督：父的神所傅者（基督、默西亞），祂的全部工程其實是子和聖神的聯

合使命，在死而復活後，才完全啟示聖神 
﹣五旬節：主基督從祂的圓滿中，豐厚地傾注了聖神 
﹣教會：聖神繼續存在教會內，直至天國圓滿的實現 
 
b）聖神在耶穌的生活中 
當父派遣聖言時，也常派遣自己的氣息：這聯合的使命指聖子和聖神同時受派
遣，在此兩位雖有區別，但不可分離。雖然，是基督為人所見，成為不可見的

天主的有形肖象，然而是聖神把祂啟示出來的。（教理 689） 
 
耶穌是基督——「受傅者」，因為聖神是祂的傅油。最後，當基督受到光榮時，

祂能聯同父在光榮中派遣聖神給那些信奉祂的人。從此，聯合的使命，在聖子

的奧體上，即在父所收養的子女們身上展開：聖神使人成為嗣子的使命是使他

們與基督結合，並活在基督內。（教理 690） 
 
從起初直到「時期一滿」（迦 4:4），天主聖言和聖神的聯合使命雖是隱藏的，

但卻在進行中。天主聖神是為默西亞的時期作準備，聖神與默西亞雖然尚未完

全啟示出來，但對此已有應許，使人能期待二者的來臨，並在其顯現的日子，

予以歡迎。 （教理 702） 
 
c）聖神在教會內： 
教會是生活在她所傳授的宗徒信仰內的共融，她是我們認識聖神的所在： 
—在祂所啟示的聖經中； 
—在聖傳中，教父們一直是其有效的証人； 
—在祂所扶助的教會訓導當局中； 
—在聖事性的禮儀中，聖神透過禮儀的言語和象徵，使我們與基督共融； 
—在祈禱中，祂為我們轉求； 
—在建立教會的神恩和職務中； 
—在使徒和傳教生活的標記中； 
—在聖人們的見証中，祂藉此顯示祂的聖德並繼續救世的工程。（教理 688） 
 
基督和聖神的使命，是在基督的奧體和聖神的宮殿——教會內完成的。教會的

使命並不是基督和聖神的使命的附加品，而是其聖事。這聯合使命帶領基督信

徒在聖神內與父共融：聖神準備世人，先賜以恩寵，把他們引向基督。聖神又

把復活的主顯示給他們，使他們記起祂所說過的話，使他們明白祂的死亡和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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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聖神又把基督的奧跡呈現在他們面前，尤其是在聖體聖事中，為使他們和

好並與天主共融，好能結出「豐富的果實」（若 15:5,8,16）。（教理 737, 738） 
 
 
 
3）聖神以什麼名字和標記出現？ 
a）聖神專有的名字 
「聖神」（Spirit）就是與父和子、同受我們欽崇和光榮的那一位的專稱。教會

從主那裡領受了這名號，並在她新子女的洗禮中予以宣認。 
「神」一詞譯自希伯來文 רוח（Ruah），其原意是氣息、空氣、風。耶穌正是

利用風的可感覺形象，來向尼苛德摩講述新而超越的那一位，祂是天主的氣息、

天主之神。另一方面，「聖」和「神」都是天主三位所共有的天主屬性。但聖

經、禮儀和神學術語卻把這兩個詞放在一起，指明聖神那無可言喻的位格，以

免與「聖」和「神」兩字的其他用途相混淆。（教理 691） 
 
b）聖神的稱呼 
當耶穌宣告和許下聖神的來臨時，稱聖神為「師保」（希臘文：Paracletos），

其字面意義是：「那被召到身邊者」“Ad-vocatus”（若 14:16,26; 15:26; 16:7）。

「師保」通常被譯作「護慰者」，因耶穌是第一個護慰者。主自己也稱聖神為

「真理之神」（若 16:13）。「聖神」這專稱在宗徒大事錄和書信中用得最多，

在聖保祿書信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另一些稱呼：恩許之神、嗣子之神、基督之

神（羅 8:9）、上主之神（格後 3:17） 、天主之神（羅 8:9,14; 15:19; 格前 6:11; 
7:40）；在聖伯多祿的書信中，則有光榮之神的稱呼（伯前 4:14）。（教理

692-693） 
 
c）聖神的象徵 
聖神既是那不可言喻的，故我們更容易以象徵來描寫祂，聖神都具有這些象徵

的特性（教理 694-701）： 
1）水——表示聖神所賜的生命的誕生和繁殖能力，即祂在洗禮中的行動。聖神

也是源自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湧出的活水，使我們得到永生。 
2）傅油——基督（希伯來文的 משיח「默西亞」）解說「受傅者」，即傅上天

主聖神的。耶穌以獨一無二的形式成了上主的受傅者：聖子所取的人性整個地

「被傅以聖神」。童貞瑪利亞因聖神懷孕了基督，聖神透過天使。基督治病施

救時，從祂身上發出的能力也是聖神的。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是聖神。 
3）火——象徵聖神的轉化能力。洗者若翰宣布基督就是那位「要以聖神和火付

洗的人」（路 3:16）。這聖神亦是耶穌所說的：「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我

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 12:49）。五旬節早上，聖神就是藉「火舌」

的形狀降在門徒們的頭上，使他們充滿聖神（宗 2:3-4）。 
4）雲與光——在舊約時代，天主藉忽明忽暗的雲彩顯現，這雲彩同時掩蓋著祂

的光榮。同樣，聖神降臨於童貞瑪利亞並「庇蔭」她，使她懷孕並產下耶穌。

在山上顯聖容時，聖神在雲中降來遮蔽耶穌和在場的人，天父「從雲中」發出

聲音（路 9:34-35）。耶穌升天時，雲彩把耶穌從門徒們的眼前接去 。 
5）印記——天主在基督身上蓋了祂的印（若 6:27），父也要在我們身上蓋上祂

的印。為了表達聖神的傅油在洗禮、堅振和聖秩聖事中的不滅效果，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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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ragis）在某些神學傳統中，也用來表示只能領受一次的這三件聖事所蓋的

不滅「神印」。 
6）手——耶穌藉覆手治好病人及祝福孩童。宗徒們因祂的名字同樣行事。更明

顯的是藉著宗徒們的覆手而賦予聖神。希伯來書把覆手列入其教導的「基本內

容」裡。教會在聖事的呼求聖神禱詞中，保存了這種賦予聖神的標記。 
7）手指——是耶穌「仗賴天主的手指驅魔」（路 11:20）。《造物者聖神，請

降臨》的讚美詩，呼求聖神為「父的右手指」。 
8）鴿子——在洪水後，諾厄放出的鴿子嘴裡啣著綠色的橄欖樹枝回來，表示陸

地重新可以居住。當基督受洗後從水裡出來時，聖神以鴿子的形狀降下，停在

祂上面。聖神降下並居住在受洗者的純潔心靈中。在基督徒的繪畫中，傳統上

以鴿子形象來表示聖神。 
 
 
4）說聖神「曾藉先知們發言」是什麼意思？ 
從起初直到「時期一滿」（迦 4:4），天主聖言和聖神的聯合使命雖是隱藏的，

但卻在進行中。天主聖神是為默西亞的時期作準備，聖神與默西亞雖然尚未完

全啟示出來，但對此已有應許，使人能期待二者的來臨，並在其顯現的日子，

予以歡迎。因此，教會在閱讀舊約時，是在其中尋找那「曾藉先知們發言」的聖

神，要對我們所說的有關基督的事。 
「先知」一詞，是指那些在生活上宣講，在撰寫聖經時（無論舊約或新約），

受到聖神默感的人。 （教理 702） 
 
 
5）五旬節發生了什麼？ 
五旬節那天，主基督從祂的圓滿中，豐厚地傾注了聖神，這聖神是以天主性位格

的身分顯示、賞賜、和通傳給人的。這一天，天主聖三被完全啟示了出來。從那

天起，基督所宣布的神國開放給那些信從祂的人。他們在信仰和卑微的肉軀中，

已參與聖三的共融。聖神藉著祂那無止境的來臨，把世界帶入了「末期」，即教
會的時期，而教會則是一個已承襲的、但尚未圓滿的神國。（教理 731-732） 
 
 
6）聖神在我們的生命中做什麼？ 
「天主是愛」（若一 4:8,16），而愛是第一個恩賜，它包括所有其他的恩賜。

這分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羅 5:5）。而

愛的第一個效果就是赦免我們的罪。聖神的共融在教會內（格後 13:13）還給受

洗者因罪而失落的天主模樣。（教理 733-734） 
 
聖神賜給我們嗣業的「抵押」或「初果」，即聖三本身的生命，這生命在於愛

人如同天主愛了我們一樣。我們接受了「聖神的德能」（宗 1:8），因著這種德

能，天主的子女才能結出果實。「聖神的果實，就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

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 5:22-23）。「聖神是我們的生命」：我

們越是棄絕自己，就越能「依照聖神的引導而行事」（迦 5:25）。藉著與聖神

共融，聖神使人變成屬神的，使人恢復義子的地位，敢稱天主為父，有分於永

遠的光榮。（教理 73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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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包括： 
a）整個教會及其每一肢體，被派遣去宣布、見証、實現並傳揚聖三共融的奧跡。 
我們眾人都領受了唯一和同樣的聖神，我們彼此之間並與天主都融合為一。聖神

親自把那些彼此有別的人引歸為一……並使大家在祂內顯出是一個整體，引領眾

人達致精神的合一。（教理 738） 
 
b）由於聖神是基督的傅油，是基督——身體的頭——把祂傾注在自己的肢體上，

以便滋養、醫治他們，在彼此的服務上加以組織，賦予他們活力，派他們作証，

聯同他們與自己一起奉獻給聖父及為整個世界轉求。是基督藉著教會的聖事，把

祂的聖神，即聖化者，通傳給自己的肢體。（教理 739）〔教理卷二〕 
 
c）在教會聖事中給予信徒們的這些「天主妙工」，將遵從聖神在基督內結出它

們新生命中的果實。這即是在聖神內的生活：恩寵與成義，德行與誡命（教理

740）〔教理卷三〕 
 
d）「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以

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羅 8:26）。聖神、天主工程的技師，乃祈禱的

導師。（教理 741）〔教理卷四〕 
 
 
7）堅振聖事是什麼？ 
堅振和聖洗及感恩（聖體）聖事共同組成「基督徒入門聖事」，我們必須維護

這三件聖事的一體性。為使聖洗的恩寵達到圓滿，接受堅振聖事是必要的。事

實上，「因著堅振聖事，受過洗的人與教會更完善地連結起來，又因受到聖神

特別力量的充實，更責無旁貸地以言以行，去宣揚並維護信仰，作基督真實的

見証人」。（教理 1285）  
 
堅振聖事加增與加深聖洗的恩寵：  
—更深入地扎根在與天主的父子關係裡，呼號：「阿爸，父呀」；  
—更緊密地與基督結合；  
—在我們內加增聖神的恩賜；  
—與教會的連繫更趨完美；  
—賦予我們聖神的特別力量作基督的真實見証人，以言以行傳揚並維護信仰，

勇敢宣認基督的名字，且決不以十字架為恥。 （教理 1302） 
 
 
8）什麼是聖神七恩？ 
基督徒的倫理生活是由聖神的恩賜所支持。聖神的恩賜是持久的傾向，使人溫

順良善，隨從聖神的推動。聖神的七恩是：上智、聰敏、超見、剛毅、明達、

孝愛和敬畏天主。七恩的圓滿乃歸屬於基督、達味之子。七恩使領受的人德行

完備，並達致完美的境界。七恩使信徒溫順良善，爽快地隨從天主的啟發。 
（教理 183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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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個神恩首先出現於依 11:1-3，指默西亞將具有撒羅滿般的上智與聰敏（即

對天主隱奧的實體的洞燭和鑑別善惡的機智），達味的超見與剛毅（即執行王

權時應有明晰的決斷和剛強），三聖祖與先知的明達、孝愛和敬畏天主之情

（即所謂「智慧的肇端」，虔敬和篤信）。 
 
「上主之神」是六種神恩？抑或是七種神恩？根據希伯來文聖經，無疑地是六

種，但希臘和拉丁通行本將「敬畏」一詞，分作「敬畏」和「孝愛」，則成了

七種。 
 
9）什麼是聖神的果實？ 
聖神的果實是聖神在我們身上形成的美德，作為永遠光榮的初果。教會傳統列

出十二個：「仁愛、喜樂、平安、忍耐、〔容忍〕、良善、〔厚道〕、溫和、

忠信、端莊、節制、〔貞潔〕」（迦 5:22-23 拉丁通行本）。（教理 1832）  
 
與「本性私欲的作為」（迦 5:19-21）相對抗的是「聖神的效果」（迦 5:22-
23），即聖神在信友心內所結的善果。這些善果拉丁通行本載有十二種。希臘

原文只載有九種，可分作三類：（1）前三種是聖神居於人靈的善果；（2）中

三種是信友待人的善果；（3）後三種是信友在行為上所表現的善果。 
 
「關於這樣的事，並沒有法律禁止」（迦 5:23），這話的意思是說，照這樣生

活的人，就用不著法律了，因為人若有這九樣美德，必然是在天主聖神的引領

之下生活，故此法律為他是多餘的。正如聖奧思定所說的金石良言：「你只管

愛，就可任意行事」（Ama et fac quod vis）。 
 
不要以為「隨聖神行事」，結出這麼多善果，只是一種理想，其實並不是一種

理想：因為凡領過洗禮的信友，已把「舊人」置諸死地。過一種隨聖神引導的

新生活，治死肉身的邪情，成了信友的自然義務。  
 
 
10）神恩是什麼？ 
在聖事的恩寵以外，尚有特別的恩寵，叫做「神恩」（Charism），這是聖保祿

所採用的希臘文的名稱，是指寵幸、無條件的恩典、恩惠。不論性質如何，不論

其如何出奇，就如行奇跡或言語的神恩，神恩總是指向聖化恩寵的，其目的是為

了教會的公益。神恩為愛德服務，愛德建樹教會。（教理 2003） 
 
無論是特殊的或是單純微小的神恩都是聖神的恩寵，它們直接或間接地有益於教

會，用來建設教會、造福人群，及滿足世界的需要。它們是奇妙的恩寵富源，但

必須是實在來自聖神的恩寵，而且完全依照聖神的真正策勵，即是依照愛德——
神恩的真正標準去實施。（教理 799-800） 
 
一切神恩必須請示並服從於教會的牧者，「他們的職責，並非在熄滅聖神，而是

考驗一切，擇其善而取之」，務使一切不同而互補的神恩，都能合力謀求「公眾

的利益」（格前 12:7）。（教理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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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的共融：在教會的共融裡，聖神為了建立教會而「給各界信友分施……特別

的恩寵」。不過，「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平信

徒也能感到被召或真實被召去與他們的牧者合作，為服務教會的團體，促進它的

成長和活力，按照上主要施予他們的恩寵和神恩，而執行各項不同的職務」。

（教理 910, 951） 
 
在教會的傳統中，有各種獻身生活和聖秩的神恩，準備他們去執行使命。主教在

領受聖秩者的頭上覆手，並以特定的祝聖禱詞祈禱，呼求天主將聖神傾注於領受

聖秩者身上，並賜與相稱其職務的神恩。（教理 924, 1565, 1573） 
 
聖神賜給某些人有治病的神恩，以顯示復活之主恩寵的力量。不過即使是最懇切

的祈禱，也不常會治癒一切疾病。因此，聖保祿從主那裡學習到，「我的恩寵為

你足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格後 12:9）；忍受痛苦就是：

「在我的肉身上，為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

1:24）。（教理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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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