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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主聖三的愛流

「相信天主聖三，對我們的生
命有什麼意義呢？」這是一篇
在「信德的光」系列之內的新
文章。

2021年10月30日

——奧蹟之中的奧蹟

——眾愛中之大愛

——聖母瑪利亞與天主聖三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意識到，一切存在
的東西都起源於聖父、聖子和聖神。
我們因著天主聖三的名字受了洗而成
為基督徒。我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
按照耶穌自己的說話：因父及子及聖
神之名（瑪28:19），以十字聖號為
標誌。但相信天主聖三，對我們的生
命有什麼意義呢？它怎樣影響著我們
的日常生活、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工
作、我們的休閒呢？

雖然我們只有日後在天家才能明白天
主聖三如何是我們真正的家，明白我
們的生命如何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
內（哥3:3），但是我們的基督宗教信
仰已經指引著我們步向這個天主聖三
的奧蹟。這個奧蹟含有我們所有問題
的答案，並且會告訴我們自己到底是
誰。天主聖三的奧蹟深入地改變我們
對世界的看法，和改觀了我們的存
在。它以一道強烈的光芒照亮了本身
可以被視為平庸或微不足道的事物。
對天主聖三的堅信所帶來的眾多層面
中，我們將在本文談及兩個有緊密關



聯的：這個奧蹟是如何的深邃，和人
性的愛的天主性價值。

奧蹟之中的奧蹟

從起初，神學家們、聖人們和那些對
天主有過強烈的感受的人，都表現過
他們對天主聖三這個奧蹟
（Mysterium Trinitatis）有特別的偏
愛。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經常談到
一些奧妙的事蹟，雖然我們只是指一
些難以理解的事物，例如一部偵探小
說裡究竟罪犯是誰，又或一個數學方
程式或一個難題的答案是什麼等。在
這些東西裡，奧蹟這個術語意味著我
們認知事物的能力是有局限的。但是
當我們談到天主的奧蹟時，我們不單
是談到關於我們自己的事，最重要的
是關於天主自己和祂的無限深奧。天
主的奧蹟的不可思議性，並非因為它
是黑暗模糊的。相反，是因為它的光
芒太猛烈了。我們的理智正如我們在
猛烈陽光下仰望太陽一樣，被弄得眼
花繚亂。



一個在中世紀時代盛行的、成了一些
偉大畫作主題的虔誠傳說，講述聖奧
思定有一天沿著沙灘散步，深思著天
主如何既是三位同時又是一體的。他
遇到了一個小孩子，正在用一個貝殼
將海水一舀一舀地從大海倒進他在沙
灘上挖掘了的一個小洞口中。他問這
個小孩他正在做什麼。小孩回答說，
他正在試圖把整個大海的水都舀進洞
口裡。聖奧思定這位聖教會中的偉大
教父就試圖使這個小孩明白那是多麼
不可能的事。但是這個男孩子卻回答
說，人若試圖理解天主聖三這個奧
蹟，會是更加荒謬啊。天主的奧蹟浩
瀚如大海，光芒耀眼如太陽。進入這
個奧蹟意味著「沉沒於無窮愛的大
海，」[1]「跳入那無限的海洋裡。」
[2]

聖施禮華在一次教理旅程中指出談論
天主的正確方式：「當有人向你說，
他不理解天主怎可既是三位又是一體
時，你應該回答說：我也不理解啊，
但是我熱愛這個奧蹟，而且敬拜這個



奧蹟。假若我能夠理解天主是如何的
偉大，假若天主竟然可以完完整整地
裝進我這個可憐的腦袋裡面，那麼，
我的天主將會是一個很細小的東西。
然而，祂確實是容納── 祂想容納 ──
在我的心裡面，容納在我那個不死不
滅的靈魂的深處。」[3]一個可以讓人
完全理解的天主將不會是一個奧蹟，
而是一個很細小的東西。基督宗教的
悖論就是，雖然我們的理智無法理解
那無限的天主聖三，但是祂住在我們
內，住在我們的心裡面。

理解聖父、聖子及聖神這個奧蹟之所
以是困難的，並不是因為這個奧蹟是
荒謬怪誕的，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天主
的大愛的奧蹟：是三位之間如何互相
共融。我們的天主是一個偉大的奧
蹟，因為祂就是愛：在祂內一切都是
一個完美和永恆的偉大恩賜。祂創造
了的宇宙，乃是這個大愛的一種表
達。透過這個世界和在我們周圍的
人，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需要
信德才能領悟這個真理。假如沒有天



主的啟示，即使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也
無法發現這個真理。這不是說我們要
相信一些荒謬怪誕的東西，而是指我
們進入這個奧蹟的個人的層面，而我
們只有敞開我們的心扉才能做得到。
「天主，我感謝祢，因為祢是如此的
偉大，以至不能裝進我的腦袋中，我
也感謝祢，因為祢裝進在我的心裡
面！」[4]

天主為怎麼將自己隱藏在自己的奧蹟
中呢？事實上，祂不是在隱藏著自
己。即使在人與人之間，一個人若要
瞭解另一個人的靈魂深處，也只能夠
透過他自願地揭示自己的內心、他的
記憶、夢想、憂慮、和恐懼而已。即
使以上所說的一切有一部分是可以從
他的外表揣測出來，但是要一個人去
領會我們自己的內心深處，就需要我
們做一個自我的「啟示」；而分享這
個「啟示」的人也需要真正地理解和
吸收這個「啟示」。我們不應該因為
天主的奧蹟超越我們而感到驚訝。它
的光芒需要我們的眼睛去慢慢地適應



它。因此，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
要學習怎樣「在別人的聖地之前脫下
鞋子」，[5]那麼，在天主聖三這個奧
蹟面前，我們首要的態度就是謙遜和
深切的敬意，因為我們正在進入的地
方正是「自由」和「恩賜」，而這個
「自由」和「恩賜」正是一切愛、和
大愛的泉源。

眾愛中之大愛

聖施禮華在1963年寫下「世上唯一的
真愛就是天主的大愛！」[6]。將自己
沉浸於三位一體的天主的奧秘之中，
使我們在真光（若1:9）內認識世界和
歷史。就像我們先嘗試在黑暗中辨認
一篇文章，然後再轉換到一個光天白
日的環境中閱讀它，我們就會發現之
前我們真的怎麼也看不懂。天主是愛
（若一4:16），因為祂是三位之間的
永恆的共融，毫無保留的互相奉獻：
以一種完全的和自由的自我奉獻關
係，三個位格通過絕對和永恆的、自
由且全然的互相奉獻來結合。世界的



意義和每一個人的存在的意義都依賴
這真正的自由，這「至聖聖三的
愛。」[7]

聖父真的生了聖子，不僅僅是把祂所
擁有的，而是把祂的全部送給了聖
子。天主的第一位就是那絕對存有的
聖父，那無限的聖父，以至祂所生的
聖子不但肖似聖父，而且與聖父同性
同體：即聖子自己也是天主，是永恆
的和無限的。聖子 ──這個聖父的完
美肖像 ── 將新生的自己奉獻給聖
父，也就是說，祂對自己獲得了的恩
賜作出回應，將自己完全地給予聖
父，就像聖父將自己完全地給予了聖
子一樣。而聖父與聖子之間永恆不變
地互相奉獻的恩賜就是天主聖三的第
三位聖神了。聖神就是把第一位聖父
和第二位聖子結合在一起的那個大
愛，而且祂也是天主，因為祂也與祂
們合而為一。因此，我們的天主是一
個三位一體的天主，正是因為祂是完
全無盡的愛，因為祂是完美的，毫無



保留的，絕無條件的恩賜：是我們都
夢想著的大愛。

聖奧思定雖然也開始意識到人的思維
的局限性，但是他用來解釋天主聖三
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瞥見聖三之間的
契密生命。他在他的《論聖三》專著
中指出，愛總是意味著愛人者、被愛
者、和他們之間的愛情的共存。[8]同
樣，要談到一個恩賜時，也必須有一
位賜予者、一位接受者、和那件所授
予和接受的恩賜或禮品。只有當三者
都同時出現時，才可以有愛。而當這
個「愛情」或「恩賜」是無限的，並
因此而進入了天主的奧秘時，這三個
措詞都會是無限的、完美的。因此，
我們的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正因
為祂就是「愛」。從這無盡的愛所產
生了的，同時又指引著回歸於它的，
就是「我們都渴望的無限，嚮往的永
恆。」[9]

基督徒用來形容天主聖三的其中一個
形容詞是「聖」。天主是神聖和快樂



的滿盈，而且祂願意與人分享祂的滿
盈，這就是祂創造了萬物的原因：以
期分享祂那無限的喜樂。我們周圍的
世界，以及每一個人的存在，都是源
於那永恆的、相互賜予的大恩，就是
聖父、聖子和聖神的永恆生命。我們
的存在，是因為天主聖三愛了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人的價值是無限的。從
這個角度看，「愛是天主創世的起始
源因和其終極目標，這對我們來說真
是太好了。這個愛絕對是一個毫無私
心的愛，因為天主並不需要我們。相
反，是我們需要祂。」[10]

由於世界的受造乃是源於天主聖三彼
此之間的大愛的滿溢，為那些相信天
主聖三的人來說，生命的意義其實就
是愛。因此，正如教宗方濟各最近在
回想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導時所
強調的，[11]人類所有的真愛，歸根
究底都是以天主聖三為歸宿的。所
以，對於基督信仰而言，家庭的最基
本的重要性不僅是在倫理道德層面或
社會學方面。夫婦之間的、可以產生



結晶品的愛情，就是導向他們與天主
聖三這個奧秘的相遇：「三位一體的
天主是愛的共融，而家庭就是其活靈
活現的反映。」[12]

因此，基督徒知道任何事實都不是一
個抽象的一件事或一個普遍的觀念，
而是三位一體這個共融：一個光輝
的、愉快的共融。所有現實的根由，
最深奧的真理，都是在於人與人之間
的相互關係。幸福的真諦是一個奧
秘，而這個奧秘正正是藉由這些相互
關係而開始被顯露出來。人生的意義
就是存在於這些深厚關係之中。友
誼、為他人服務、手足之情、各式各
樣的愛，不僅僅是出於一顆善心的美
言或善行。認真小心地培養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就是最務實和有效的實踐方
法，因為所有實事都是基於三位一體
的。對比之下，罪惡本質上就是膚淺
的，並且看不到什麼才是生命中真正
是重要的。罪惡是我們遠離其他人，
並涉及真正有關存在的一種短視，而
我們都必須糾正這種短視。天主聖三



這個啓示，以及從這個奧蹟展現出來
的信仰，正是我們一貼眼睛的膏藥。
它給我們指出怎樣在生命中能真正地
得勝，以及如何幫助他人爭取到永恆
的生命。

聖人們的眼光遊走於天國和世上之
間；他們知道自己像其他人一樣是個
罪人。聖人們認識到在愛與服務中才
能找到自我的滿足。一個諸如擁抱等
表示愛情的動作，或諸如握手等表示
禮貌的動作，就是相似天主聖三彼此
之間的愛，因為這些動作顯示出一個
為對方服務、一個給對方獻出自我的
渴望，正如天主聖三之間一樣。耶穌
對斐理伯說：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
了父。（若14:9）誰看見了子，也就
看見了父，因為父在子內，子在父
內：祂們就是天主大愛的圓滿。這就
是天主聖三的生命，就是天主召叫了
我們去分享的生命。聖父的生命就是
將自己的生命賦予聖子；聖子的生命
就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來感恩聖父；
而聖神就是這個生命。



在天主聖三的大前提下默觀世界，會
給我們帶來一個新的景象：如果萬物
都是源於天主，那麼現實的起始和終
結就是聖父對聖子的愛、和聖子對聖
父的愛。聖經描述天主的神在水面上
運行（參閱創1:2），就是要讓我們窺
見這一點。天主聖三的大愛擁抱整個
宇宙。而第四部福音的序言以更明確
的方式，以天主聖言降生成人來講述
創造的故事，說明萬物是藉著祂而造
成的（若1:3）。基督的身為天主之
子，反映在萬物中，而且萬物都是歸
向於祂（參閱弗1:10）。遙遠的星
星、深沉的大海、最高的山嶺、最美
麗的野花，都向我們訴說出天主聖父
將偉大的恩賜統統都給予聖子而生了
祂。每一個受造物都是這個聖父與聖
子之間的永恆大愛的一個圖示。整個
受造界都在訴說基督，正如在禮儀經
文中意譯聖保祿所說的：「天主按照
祂的措施，時期一滿，就使一切重歸
於基督。」[13]



因此，我們可以默觀世界及其歷史，
甚至默觀它最普通和平淡的方面，視
它為與天主相遇的地方，視這種默觀
為實踐天父在基督內托付給了我們的
孝道。藉著天主聖三，基督徒知道他
們是天主的「合作者」，在基督內是
萬物的繼承人，與基督合作使一切受
造物歸向天父，深切感恩天父的恩
賜。這就是每台彌撒，即最真實的聖
體聖事的敬禮的中心。藉著它，受造
界恢復其根源── 天主聖三的關係。

聖母瑪利亞與天主聖三

聖施禮華曾經說過：「我努力透過在
地上的『三位一體』：即是耶穌、瑪
利亞和若瑟，以去到在天上的天主聖
三那裡。前者似乎更易於讓人接
近。」[14]聖家三口彼此之間的愛，
彼此互相無私的關係，給聖施禮華在
默想至聖聖三時作指引。他沿著這條
「河流」向上走以求找尋其源頭，從
聖家三口的互愛之中找到大愛── 眾
愛之愛。



瑪利亞的一生完全被天主聖三所籠
罩，完全因著愛而得以改觀。瑪利亞
獲得了自己的所有，並在聖神的助佑
下，在基督內把一切歸還給天主聖
父；而聖神本身就是愛，而且這個愛
庇廕了她（參閱路1:35）。瑪利亞是
一個受造物，是一個居於巴勒斯坦的
女子，可是她內裡的一切都孕育著
愛：即是那永恆的、聖父與聖子之間
所共發的大愛。因此，瑪利亞是所有
受造物、和整個世界歷史中最崇高的
天后。世界上的一切都託付給了她的
無玷聖心，因為沒有人比她更加認識
世界，或比她更能透過和三位一體的
天主中的每一位親密和諗熟的交談來
改變世界。藉著瑪利亞，我們生活於
「天主聖三心中…滲入天父之心、揭
開新幅度的途徑，此幅度能照明及改
變具體的狀況，」[15]使基督成為
「世界的心。」

Giulio Masp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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