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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玫君  圖／光啟文化事業 引領走向成聖之路

神秘的聖像畫 

▲在火馬車中上升的先知厄里亞／俄羅斯聖像

畫再製版／諾夫哥羅德學院／蛋彩繪於橡木板

45.5x61.5cm (1989年)。（P.62）

▲書中詳盡介紹貼金箔的器材與完成樣式。（P.7）               ▲書中詳盡介紹聖像畫繪製的顏料及其成品。（P.9）

台灣宗教開放多元 基督宗教信仰仍較難接受
【天亞社．台北訊】據台灣內政部公布的統計結

果，台灣有多達27種宗教信仰，反映民眾在宗教上

多元化的現象。然而，寺廟數量比教會教堂多出3倍

，也表明台灣民眾遵奉傳統，民性保守，改變宗教

信仰比較困難。

內政部對宗教寺廟、教會、教堂的統計顯示，

台灣地區寺廟近1萬2000座，教堂和教會總數只有

3000多座，其中基督教會佔四分之三，天主教堂不

到四分之一。

直至去年底，寺廟及教會教堂總數較2009年增加

100多座，近10年來增加兩千六百多座，主要為寺

廟；平均每縣市寺廟、教會教堂有近700座。

以每萬人口計算，寺廟及教會教堂為6.6座，其中

以連江縣72座最多、澎湖縣約21座居次，接下來是

台東縣、金門縣、宜蘭縣和屏東縣，都是漁業人口

較多的縣。

在內政部登記的宗教種類共有27種，包括：佛教

、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歷史悠久的

五大宗教；也有源自本土或本土色彩強烈的一貫道

、儒教、彌勒大道；另外，還有不少外來宗教，如

天理教、摩門教及統一教等。

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莊慶信告訴天亞

社，天主教進入台灣已有151年，真正興盛時期是

1949年大量大陸民眾隨著國民政府來台開始，不少

國籍和外籍神職人員，從大陸轉進台灣，只是本地

人民性保守，遵奉傳統習俗，改變宗教信仰困難，

反之，大陸移民比較開放，移居陌生地方後容易接

受新的宗教。

莊慶信指出，天主教在各宗教的統計中似乎比較

弱小，其實佛教有大乘、小乘及藏傳等。道教更有

很多宗派，包括不少掛著道教名號的民間宗教。基

督教也有很多教會，如長老會、信義會及浸信會等

。至於天主教只有一個，屬於普世教會。

這位宗教學者說，台灣民眾受到傳統習俗約束，

即使接受天主教信仰後，願意修道的也很少，導致

傳教人員一直依賴外來的神父和修女，早期是來自

歐美和中國大陸，最近十多年則來自菲律賓、越南

、南韓及印度等亞洲國家，甚至還有非洲神父。

內政部指出，在教會教堂方面，按宗派，以基督

教佔逾七成六最多，天主教佔二成二，其他如猶太

教、正教等僅44座，佔1%。按縣市別分，以台北市

460座最多，高雄市307座居次，花蓮縣301座為第

三。

佛教和道教等認定的信徒總數近99萬人，基督宗

教的教徒人數近58萬人，宗教信徒共計150多萬人

，佔總人口2300多萬的7%。

基督宗教神職人員，共計6000多人，本國籍者

5000多人，其中天主教神職人員逾1100人，外籍天

主教神職人員有600多人。

內政部長江宜樺表示，台灣寺廟或教會教堂的密

度相當高，與世界各國相比，誠屬罕見，不僅展現

出本地人包容多元宗教的文化特性，也顯示出各宗

教在這塊土地上相互尊重、交流融合的珍貴價值。

【天亞社特別報導】主要基督宗派和梵蒂岡一起

組成的聯盟，6月28日推出傳播信仰規則守則，目

的在減少伊斯蘭教及其他宗教對教會改變其教徒信

仰所產生的敵意。

這份5頁的守則自2005年以來經過多番討論後，

近日由世界基督教議會、一名羅馬天主教高層神長

和世界福音派聯盟在日內瓦的記者會上發布。

這本手冊敦促「希望分享天國喜訊」的基督徒，

在傳教或純粹公開見證自己的信仰時，要「與所有

宗教建立尊重與信任的關係」，並務求傳教方式適

應當地情況。

守則重申，他們有權改變他人的信仰，或宣傳自己

的信仰，以及尋找歸依者，但亦敦促信友摒棄「以欺

騙和強制手段等不恰當方式來實踐使命」，並指出這

種行為「違背福音，可能給他人帶來痛苦」。

這本題為《多元宗教世界中的基督徒見證：對行

為的建議》的手冊發行時，正值許多國家尤其伊斯

蘭教國家，少數基督徒社群與佔多數的其他宗教社

群之間，關係日趨緊張。

這種緊張往往由公開和隱密的傳教活動觸發。他

們積極促使非基督徒歸依，因而常遭當地宗教如：

伊斯蘭教、印度教或佛教等領袖譴責為他們信仰的

敵人。在一些伊斯蘭教國家，伊斯蘭教徒若改變信

仰可能會面臨死刑，而宣講宗教的基督徒往往被指

褻瀆，也可能被判處死刑。

近年，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印尼及其他國

家，襲擊教堂的事件趨多，因為教堂被視為改變他

人信仰的活動地點，不少基督徒因而喪生。

該守則最初由日內瓦世界基督教議會推廣；議會

包括不同的基督教會及正教會。

新守則指出，改變他人信仰是「聖神的工作」，基

督徒在涉及其他宗教時，「在行為上應忠信、慈悲、

寬仁、謙遜，且克服一切傲慢、驕傲和輕蔑」。

許多活躍分子認為，伊斯蘭教國家並不存在宗教自

由。然而，新守則指出，宗教自由和「公開宣認、實

踐、傳播及改變信仰的權利」建基於人性尊嚴。

鑑於許多國家的宗教機構和人士在履行使命時受

到限制，守則呼籲各國政府「確保宗教自由獲得恰

當而全面的尊重」。

基督徒守則呼籲摒棄不恰當的傳教方式

有機會藉著翻譯《神祕的聖像畫

》這本書，來為聖像畫在華人

世界的朋友們服務，內心非常喜悅。

首先要感謝聶書嵐女士寫了這本好書

，也「寫」了裡面的聖像畫。英文用

write books也用write icons。看過本書

後，相信讀者將會找出為什麼明明是

「畫」聖像畫，卻要用「寫」來形容

，這是怎麼一回事？另一位要感謝的

是光啟社已故前社長鮑立德神父。是

鮑神父選了此書來向華人世界介紹聖

像畫這門天主教會內古老、也幾乎被

遺忘的藝術與靈修。

了解神學與美學的絕佳工具書

為了解聖像畫的神學與美學，本書

是非常好的工具書。 這本書不只展現

藝術性的美學，更蘊含了深邃的神學

基礎：連結「基督徒成聖」與天主降

生成人奧跡之間的關係。所謂「認識

」聖像畫，其實就像愛上一個人的過

程，包含悸動、摸索、懂悟與對此份

愛「欣悅臣服」。就像愛從來就不只

是感覺，也是一種發現和被發現的經

驗，是兩個獨立的位格/個體，互相尋

找並找到對方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

聖像畫神學與美學所要展現的，她將

教導我們有關天主愛人的故事，更將

引領我們深入成聖，也就是與我們所

愛的對象──天主──同化的過程。

透過本書，我們有幸能朝這成聖的旅

程向前邁進。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一、聖像畫歷

史、神學、技法簡介。二、聖像畫主

題導覽。凡對繪畫有興趣的讀者，應

該會先翻閱有關製作聖像畫的說明。

雖說本書對製作聖像畫技法做了完整

的介紹。但是，為了真正領略製作過

程中的靈修精神，還是需要親力親為

，經過實際的操作後，才能領悟透過

製作聖像畫、以畫員的精神來接近天

主、在天主內祈禱的那份靈修體會。

聖像畫敬禮的釋疑解惑與領略

書中也對「聖像畫之爭」的始末做

了概要性的回顧。在第8世紀前後，

贊同及反對聖像畫的兩股勢力在教會

內造成極大的動盪；相對的，也為基

督論與基督徒成聖等議題，立下更實

際的辨明方向。這部份最大的爭議，

在於聖像畫敬禮是否涉及「偶像崇拜

」的問題。對於教會在這方面的訓令

與指示，聶女士在書中有很清晰的舉

證和介紹。

緊接著，在介紹聖像畫主題之前，

聶女士帶領讀者領略拜占庭教堂建築

內，有關東方禮儀中聖堂空間的布置

法則。在天主的家中這些聖像畫以他

們應有的位置，像我們展示教會如同

小宇宙的位階架構，其目的就在詮釋

「在地若天」的禮儀精神，了解這些

配置背後的意義有助於教友在家中舉

行個別性的聖像畫敬禮。

恭寫聖像畫的技法與默想祈禱

聶女士是位充滿聖像畫傳承精神的

畫員，她不但寫聖像畫，同時也祈禱

，而這祈禱就是她本人因受教會信德

的陶冶，所養成個人信德生活的表現

。這種信友與教會信德的共同體現，

在本書後半段，介紹聖像畫主題的部

份可以看出端倪。通常，在每一篇介

紹中，聶女士首先會介紹該幅畫的名

稱（或許是希臘文的原意），接著她

會指出特殊技法的表現方式。

當然，她也不忘詳盡援引與該幅聖

像畫有關的聖經章節，或東正教教會

的禮儀詠讚資

料。這樣的

帶領目的是為

了讓讀者可以

領略聖像畫本

身，不但具有

教理講授、禮

儀標記的功能，

更具有讓讀者一

步步開展、一窺

聖者「成聖／肖似天主」（theosis）

的過程。所以，有時候也會讀到對畫

中聖者的生平介紹。這就是聖像畫的

另一功能；讓觀畫者在對神聖的氛圍

心領神會之餘，更在心中激起了效法

聖人精神、向靈修境域邁進的決心。

讓聖神帶領碰觸屬於神性的愛

這本書同時是知識性、也是靈修性

的。在知識層面，本書讓讀者增加對

天主及諸聖人的認識；在靈修層面，

本書適合慢慢細讀、咀嚼書中所引用

禮儀經文或聖經章節。在靜默中、於

內心僻靜的角落，藉著所讀所見的，

去碰觸那一份神性的愛。繼而，我們

的心被喚醒，開始懂得什麼是祈禱？

請注意！是「被」喚醒，因為是聖神

在其中工作。

這是一本讓人一次只看一幅畫、只

讀一段文字、選擇一人獨處、點上一

根細臘，到擁有一份莫名的感動、滴

下悔罪的淚並與天主促膝談心的書。

這個世界的野心往往很大，容易忽略

身邊小小的物件。如果讀者能把書中

一幅小小的畫拿來，在心中放大，為

聖神布置一個足夠、寬敞、舒適的空

間，這樣或許我們也可以經驗到基輔

（Keiv）那批使節所談論的：「我們

無法確知自己是在天堂或人間，……

只知道在那時，天主來到了祂子民的

中間。」（見《神秘的聖像畫》第10

頁）到那時，在天主子民的聚會中，

我們將同聲讚美造我們的天主，並親

切地稱呼彼此為手足，因為我們體驗

到──我們共有一位天父！阿們。阿

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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