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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亞社特別報導】梵蒂岡鐵路系

統是世上最短的國家鐵路系統，只有

一個小火車站，這個鐵路系統很少使

用，但梵蒂岡的火車站在5月21日開

放兩條僅300公尺長的軌道，以特別

慶祝國際明愛會60周年紀念，並為

明愛會全球人道工作籌款。

這一列名為「明愛快線」的火車，

在當天，同時也是國際明愛會第19

屆全體大會前，由位於聖伯多祿大教

堂後方的梵蒂岡火車站，開往翁布里

亞的奧爾維耶托，全程大約行駛100

公里。

這列火車有3個古式的頭等「明愛

級別」客車廂，以及兩個二等的「國

際級別」客車廂，供獲邀的貴賓、外

交官，以及捐款給明愛提供天災及人

為災難救援工作的支持者搭乘。

「明愛快線」客車廂以傳統的蒸氣

和電動機車拉動，並以服務窮人和需

要援助者的聖人命名。

梵蒂岡火車站乃是根據1929年教

廷與義大利達成的《拉特朗條約》所

興建。

教宗比約十一世在視察施工中的火

車站時，形容它為「世上最美麗的火

車站」。站內富麗堂皇，有8根綠色

大理石柱，均由同一塊大理石雕刻而

成。這位教宗從未搭乘過這條鐵路，

他擬興建的教宗火車也不曾建成。

教宗若望廿三世於1962年成為乘

坐義大利總統火車的首位教宗，往來

梵蒂岡國火車站和亞西西之間。若望

廿三世乘坐過的特等客車也成為明愛

快線的一部分。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曾在1979年

及2002年乘搭這條鐵路。

過去，人們將緊急救援物資從「教

宗月台」搬上特別的明愛火車，送往

義大利北部及其他地區的洪災災民。

由於梵蒂岡城政府、義大利國家鐵

路系統及國際明愛會的合作，明愛快

線才得以啟用。義大利國家鐵路系統

也是毗連羅馬火車總站的羅馬明愛露

宿者之家的熱心支持者。

「明愛快線」將於5月21日上午10

時由梵蒂岡國火車站開出，晚上7時

30分返回羅馬火車總站。梵蒂岡及

義大利之間的邊境將會特別開放予火

車通過。

澳洲駐教廷大使蒂姆．菲舍爾協助

發展明愛快線這個項目。他曾以私人

名義擔任鐵路公司董事，本身也是一

位火車愛好者。

上週，在一堂2小時的課程中，和幾位衛理

公會的弟兄姊妹們談聖像畫與靈修的禮

儀敬拜。當介紹聖像畫的製作技法時，在波

特蘭初次製作聖像畫的經驗，鮮活的湧上心

頭。那像初戀般烙印的記憶，如今回想還是

怦然心動。這就是為什麼我非常相信學習製

作聖像畫，能夠給基督信徒開啟另一扇與主

相遇的門扉。因此，本月的「聖像畫與祈禱

」主題，就讓我們一同來探訪聖像畫技法與

基督徒靈修的奧秘。

製作蛋彩聖像畫  層層基底最重要

以蛋彩繪圖的聖像畫，基本上是以研磨過

的粉末狀顏料（圖1）調和以蛋黃及水和酒

醋以1:1:1所調和的液體（egg emulsion），
然後依所需要的不同溼度、透明度等畫作所

想要呈現的效果，來決定另外所要加入的水

份。關於顏料的取得和分類，容後再深入的

介紹。此次只著重在整個聖像畫的完整技法

簡介。

一開始，需要一塊木板，大小依範本如3:4

或4:5等既定的比例來決定面積。厚度差不多2公分

就可以，除非面積非常大，那麼就多少加厚一些，

使整體型態看起來像一幅畫的比例即可。裁好木板

以後，選用一些像「池上便當」木片那麼薄的木片

就可以。裁切後以強力黏膠來製作畫框。在古時，

此畫框是使用鑿刀將木板鑿出框來的。接著，在框

內的木板上以美工刀輕劃出菱格狀（圖2）。有了這

些切割的淺溝，方便施作第一層動物膠。依比例將

兔子膠至於水中以待溶解（圖3）。接著將溶化的兔

子膠水隔水加溫（圖4），就成了可以施作的動物膠

（圖5），將膠薄薄的一層塗抹在木板上。隔夜，待

木板恢復乾爽以後，於已施作動物膠的木板上，平

放紗布，再塗以第二層動物膠（圖6）。這時，要避

免氣泡的產生，而且要將畫框角落的紗布盡量整平

。等動物膠乾了以後，紗布會像漿過一樣乾硬平整

（圖7.8）。這時，用美工刀將不平整的部分切開（

圖9），因為接著就要用石灰與動物膠混合的石灰漿

，（見圖10）薄薄的、均勻的塗抹在紗布上（見圖

11），一共約10-12層。等乾透後就可以看到白色的

畫板已經完成（圖12）。不過，還需要最費工的，

就是打磨的步驟。以不同係數的砂紙，細心的磨平

石灰板，直到如紙一般光滑。以美妝語言形容，就

是幫聖像畫作「去角質」的基底處理。

前面所提的每一步驟都不可以馬虎，我就曾親眼

見到有同學，因為抱著「大概就好」的心態，最後

她的聖像畫中的聖者成了麻子臉。這真的是有點尷

尬喔！就因為一開始「膚質」不佳，不論她的「粉

底」「BB霜」就是顏料打的有多麼厚，都回天乏術

了。因為，這些密密麻麻分布的小洞，會不斷將顏

料「吃」進去。所以，學到的教訓就是，即使眼前

看到的只不過是塗了石灰漿的木板，打磨時也要求

達到「膚如凝脂」的境界才行。這是聖像畫最耗費

體力的部份。

接下來因為版面的限制，技法介紹先停在這裡，

下一集再繼續。現在，讓我們先來說說這幅「非由

人手所繪」聖像畫的故事。

面紗轉印留聖髑  默想聖容感慈恩

這幅聖像畫在不同的地方有著相似卻有著差異的

名字。例如，希臘文稱此畫為「mandylion」意思
為「穿上」。指基督的面容被轉印到一塊布上。這

典故也就是經常被提及的《非人手所繪》，希臘文

是Acheiropóietos。在俄羅斯傳統中，稱之為「蓄著
濕鬍鬚的基督」。為什麼會是濕的鬍鬚呢？原來，

傳說中有一位君王，名阿博高魯斯，他居住在依第

斯，長年受皮膚病之苦，極可能就是癩病。他聽聞

先知耶穌治好了許多病患。於是懷著希望差遣自己

的親信阿納尼亞，帶著一封邀請函前去拜會耶穌。

因聚集的群眾實在眾多，阿納尼亞實在無法靠近耶

穌。於是，便攀爬到一塊巨大的石頭上，想說至少

要畫下耶穌的面容。可是，由耶穌的面容所散發出

來的光芒，使他無法如願以償。結果，耶穌發現並

把他叫到跟前，說祂無法動身到依第斯；但是，不

久的將來，祂門徒中的一位，將會前去拜會王。耶

穌接著要來一塊布和一盆水，將擰乾的布料覆蓋在

自己的臉上後，耶穌的聖容奇蹟似地被直接轉印到

布料上，而成了一幅「非人手所繪」的聖容畫像。

阿納尼亞攜帶這塊面紗回到依第斯，在那裡這塊聖

容面紗「mandylion」成了最神聖的聖髑──具有醫
治神力的神聖印記。（以上故事節錄自The Mystical 
Language of Icons，光啟出版社將於6月出版本書的
中譯本）

這個故事有沒有使我們聯想到聖經中或教會中流

傳下來的許多典故呢？例如：苦路中為受盡苦刑

、滿臉汗水與血水的耶穌擦臉的聖婦物洛尼加（

Veronica）、往前努力奔跑，為了見耶穌，攀爬到一
棵野桑樹的匝凱（路19:1-10）等。這些故事感動過

我們，同樣在默觀「蓄著濕鬍鬚的基督」、「非人

手所繪」、「聖容面紗」（mandylion）時，耶穌從
聖心中所發出的話語，再次溫暖尋找祂聖恩的人。

祂在萬頭鑽動中，仍能一派輕鬆，彷彿在祂眼中全

天下都靜止了，在祂眼前唯獨只有匝凱……耶穌看

著匝凱，對著他，也對著你我說：「今天救恩臨到

了這一家，因為他也是亞巴郎之子。因為人子來

，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看著畫中的耶

穌，願我們的眼中也唯獨只有耶穌，這位因著愛以

濕巾沾濕了祂的鬍鬚的耶穌。

■文．圖／盧玫君（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梵蒂岡明愛快線開駛
聖像畫技法與聖容默想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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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木板

圖3  溶化後的兔子膠

圖4  加溫兔子膠 圖5 膠水與板子

圖6  在紗布上膠

圖7  修整

圖8  修整

圖9  切開多餘紗布圖10  膠與石灰混合

圖11  充分攪拌均勻

聖容面紗《非人手所繪》

▲聖容面紗 諾夫哥羅學院  12世紀  莫斯科

【梵蒂岡電臺訊】聖座促進基督信

徒合一委員會主席科赫樞機主教日

前訪問了位於日內瓦大公運動中心

的世界基督教會理事會，這是他對

這個理事會的首次官方訪問。

科赫樞機應世界基督教會理事會秘

書長特韋特牧師的邀請，在他所主

持的聖座部門兩位成員的陪同下，

從5月8日至10日與這個大公運動機

構各部門人員、世界信義宗聯合會

和改革教會世界聯盟的負責人，以

及博塞大公運動學院的師生會晤。

宗教新聞社報導世界基督教會理事

會發表的公告寫道，在各項會晤中

，科赫樞機都強調了接納基督信仰

教會開啟對話的成果的重要性，因

為這些成果是對所簽署過的歷史性

協議是一種檢驗，為今後所要走的

進程鋪了第一段路，基督信仰教會

和基督信徒也要在這條路上認識到

由對話取得的進展和結論。

科赫樞機在大公運動中心的小聖堂

，以祈禱結束他在日內瓦的訪問。

科赫樞機作結論說，在今天的世界

上，基督信仰的見證該當有大公運

動的成分。

【天亞社．加德滿都訊】基督教和

天主教的信徒5月4日展開一年一度

40天的全球守夜祈禱活動，為尼泊爾

的未來祈禱。

天主教團體，包括聖母升天堂的基

督之侶成員和神恩復興祈禱小組，也

加入這個全國祈禱活動。

首席協調員巴布．加萊牧師表示，

這項活動始於2003年，今年有不同

主題，祈禱地點包括咖啡館、河排筏

和多家教堂。參加者也將爬山、騎摩

托車，也有為兒童設計的特別活動，

以及長途賽車，預計約100輛摩托車

參加。40天的活動預定在聖神降臨日

結束。

賽事主管比什努．卡納爾牧師表示

，他希望今年的賽車比去年的125公

里更遠一些。去年的賽車確實提高了

公眾意識，因為這項活動號召人們祈

禱，所以各個地方社群都鼓勵我們繼

續下去。

尼泊爾基督徒展開40天的守夜祈禱

科赫樞機主教首訪

世界基督教會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