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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一）：試介紹一位你認為對今代教會啟發性特大的一本教父著作。

奧思定是西方拉丁四大教父之一，著作豐碩多元，據奧氏親自編撰的兩卷《修

訂》（Retractationes），至公元四二六年，已有九十四種不同類別的作品。其中較

為重要的著作類型，包括：哲學性、辯論性、牧民性、教義、歷史神學、釋經及

自傳式的作品。

此外，還有二百多封書札及五百多篇講道。在他眾多的著作中最為後世傳誦

的，是他以自傳形式寫成的《懺悔錄》。

《懺悔錄》（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本解作「承認、認罪」之意；在教

會的文學中，更有承認天主的偉大，有歌頌天主的意義。此書除了是古代西方文

學名著外，更天是一本對今代教會（或許說歷代教會更為貼切）啟發性特大的一

本教父著作。

全書共十三卷，若以內容而言，可分為兩部分：卷一至卷九記述了他出生至

三十三歲母親病逝的一段歷史；卷十至卷十三，則寫出奧氏自己著述此書時的思

想情況。

第一部份的內容概要，大約為：卷一以歌頌天主的偉大作起點，然後記述出

生、幼年、童年及至十五歲的事蹟，此時奧氏已流連歧途，自知年少惡劣。卷二、

三記述自己青年時期及在迦太基求學時的生活，此階段為奧氏深受慾情及罪惡束

縛之時期。卷四、五記述他赴米蘭前的教書生涯，此階段的奧氏追求星相命理，

更不相信耶穌降生成人，認為屬幻象而已。卷六、七記述他思想上轉變的過程，

此階段的奧氏開始探究罪惡是甚麼，亦開始感到天主恩寵的臨在。卷八則記述他

一次肉體與精神鬥爭的起因、經過及結果。卷九記述了他皈依天主後至母親病逝

的一段事蹟。

第二部份的內容概要，大約為：卷十是奧氏分析自己著此書時的思想情況。

卷十一至十三，則詮釋舊約《創世紀》第一章，天主創世的偉大工程，尤以天主

賜光明予混沌黑暗的天地來比喻救恩藉天主聖三光照人內心的罪惡，從而獲享永

恆的平安，以歌復天主來結束全書。



奧思定不僅在書中流露了自己真誠的懺悔及真摯的情感，而且對自己的行

為、思想和對天主的信仰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和反省。歷代教會的重要神學思路

和天主奇妙的救恩均滲透著書中的每一卷內：

卷一第一節：寫出信仰的重要「因為你造我們是為了你，我們的心如不安息

在你懷中，便不會安寧。」

卷二第三節：寫出信仰之先要悔改、之後要生活信仰「如果一人真心懺悔，

遵照信仰而生活，那麼還有誰比這人更接近你的雙耳呢﹖」

卷三第八節：寫出人心內的罪惡及天主的聖潔「主要的罪行，根源都由於爭

權奪利，或為了耳目之娛，或為逞情快意‥‥‥我的至尊至甘的天主，生活於這

些罪惡，便是侵凌了你的「十弦琴」，你的「十誡」。

卷四第十六節：寫出永生是信徒的終極盼望「你的永恆即是我們的安宅﹗」

卷五第七節：寫出天主拯救化工的奇妙「你的雙手並沒有放棄我；我的母

親‥‥‥用日夜流下的眼淚為我祭獻你。」

卷六第十一節：寫出罪的工價乃是死亡「我拖延著不去歸向天主，我一天一

天推遲下去不想生活生你懷中，但並不能推遲每天在我身上的死亡。」

卷七第十八節：寫出耶穌基督的降生成就了救恩，並以自己的體血建立信徒

的感恩祭獻「我擁抱了天主與人類之間的中保，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他是在

萬有之上，世世代代應受讚美的天主﹗』（羅 9：5）‥‥‥他因為是『聖言成了

血肉』（若 1：14），以自己的血肉作為我們的飲食。」

卷八第五節：寫出人有自由的抉擇「獻身於你的愛比屈服於我的私欲更好。」



卷九第十三節：寫出天主無量的恩寵「如果有人想計算自己真正的功績，那

麼除了你的恩澤外還有甚麼﹖」

卷十第四十三節：寫出耶穌乃真人真天主「他站在死亡的罪人與永生至義的

天主之間，他死亡同於眾生，正義同於天主，他以正義與天主融合，而又甘心與

罪人同受死亡，藉以消除復皈正義的罪人的永死之罰‥‥‥他以人的身份擔任中

間者，若以天主的『道』而論，他又與天主相等。」

卷十一第六節：寫出理智為信仰服務「理智的內在耳朵傾聽你永恆的言

語‥‥‥為你的永恆意志服務，傳達你的永恆意志。」

卷十二第七節：寫出天主是三一的主宰「除了你三位一體、一體三位的天主

外，沒有一物可以供你創造天地‥‥‥由於你的全能和全善，你創造了一切美

好」。

卷十三第七節：寫出聖子與聖神導引人歸向天主「『基督的愛超越一切，為

叫你們充滿天主的一切富裕』（弗 3：19）‥‥‥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愛好，我

們精神的垢污構成了我們重重煩累，使我們下沉，而你的聖神使我們嚮往你的安

寧，拯拔我們上升，使我們舉心向上。」

最後，在卷十三第十一節中，奧思定歸回謙遜之中去洞察和明瞭這三而一，

一而三的奧蹟「誰能明徹全能的天主的三位呢﹖‥‥‥沒有內心的和平，誰也不

能得其真諦。」

從教父聖奧思定以懺悔作生命的祭獻，常召喚我們當今的信徒，以謙遜的心

去回應天主永不止息的恩寵。從教父聖奧思定的一生中，我們更淸楚看見，天主

對我們的愛是天主救恩之源，但這份愛的對象是人，所以它不應只是出於天主的

一廂情願，而是要人能藉祂的愛而發之於情。天主的而且確白白俯就了祂的愛、

祂的善意；只要我們能以謙卑的心，時常反省和祈禱；才能感應天主是愛和遠離

罪惡。



題目（二）：教父們何時開始顯著地有東方及西方之分﹖試概括描述兩組教父的

特徵。

「我們既有如此眾多如雲的證人，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種累贅和糾纏人

的罪過，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雙目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

完成者：耶穌。」（希 12：1-2）歷代教父留下的善表、著作及典範，正洽如此段

經文所描述：是教會中如雲彩般的見證人。

教父們將天主藉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藉美善的信仰生活和豐碩的著作表

揚及延續於後世，引領著世世代代的信徒與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結合為一，重建失

落了的信、望、愛德，度聖三一體的聖善生活。上至宗徒時代，下至西方的義濟

道（+636）和東方的大馬士革若望（+749），即約二至八世紀內，凡所傳播的教

義正確、生活聖德，被教會公認及年代遠古的，都被尊稱為教父。較突出的有東

方希臘教父納西盎的額俄略、巴西略、金口若望、亞大納削；西方拉丁教父有：

盎博羅削、熱羅尼莫、奧思定及大額俄略。

而教父們何時開始顯著地有東方及西方之分呢﹖大約是三世紀。公元 395

年，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方，但導致有東、西方教父之區別的主要因素不是政

治方面，而是地域、語言、和神學思想上的分別。

以地域而言，東方教父分佈於以希臘語言為主的地區，主要地點有敘利亞、

亞歷山大里亞、小亞細亞的安提約基亞、卡巴多細亞及耶路撒冷等地。較著名的

教父有亞歷山大里亞的亞大納削、濟利祿，安提約基亞的金口若望、卡巴多細亞

的巴西略、其弟弟額俄略及好友納西盎的額俄略。他們三人均受奧力振的影響，

而奧力振可謂東方教父中影響最大的一位教父。還有，是耶路撒冷的濟利祿。

西方教父則分佈於以拉丁語言為主的地區，主要地點有北非的奧思定，他可

謂西方教父中影響最大的一位。義大利有盎博羅削、熱羅尼莫及大額俄略，法國

的波亞疊及西班牙的依西多利。



神學思想上，東西方教父亦各放異彩。東方教父重視奧蹟及和諧，強調神學

和信徒的靈修生活之相互配合；西方教父則重視概念和分析，強調理性與信仰的

協調。

基督學的討論上，東方神學強調降生的神學，著重基督耶穌的降生及光榮；

西方教會則強調救援的神學，著重基督的救贖與人的罪惡之關係。

聖三學的討論上，東方神學著重聖父在聖三中的主導地位，而西方神學則著

重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強調聖子在聖父遣發聖神過程中的角色。

若以神學思想的發展而言，東方較西方為早，當生於公元 150年的亞歷山大

的克來孟及生於公元 185年的奧力振致力於推動亞歷山大的「學府神學」工作，

從事神學上理性的探討、研究聖經並尋求釋經的方法時，西方教父在神學上的討

論多針對實際的信仰問題及禮儀生活。因此，西方的神學探討工作較東方緩慢。

但到第三世紀，卻得到卓越的成就，進入其後第四、第五世紀的黃金時代。而東

西方的教父們中，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首推東方的奧力振及西方的奧思定。

奧力振在同時代的東方教父們中最為突出的，是他著重事物間的關係，尋求

動態中的和諧，無論看天主、宇宙或人均以動態觀出發。此外，他著重一個操練

性、研究性的神學，從研讀聖經開始，進入天主的奧秘，默觀天主，在神修經驗

中進入天主的氛圍之中。這也代表表著東方神學重視奧蹟、和諧及神修的幅度。

奧思定則匯集了西方教父及西方神學的精髓於一身。他的思想和作品均深化

和整理了當代的信仰文化。他既談及信仰與理智的互動「相信為能明瞭，明瞭為

能相信」，也論及教會、聖事、聖統組織，更不忘論說自由與恩寵，並人生最重

要的實務：尋找天主，認識自己。這正正代表著西方教父既重概念和理智的分析，

也著重實際的信仰生活。

教父們在信仰的探索上，雖然未臻於至善的境地，但卻成為教會信仰的先

祖、聖言的護衛者、真理的闡釋人。尤以奧思定的真誠懺悔、讓我們看到他因天

主永恆不變的愛，並母親不住的眼淚作為祭獻，「卸下各種累贅和糾纏人的罪

過」，以創始成終的聖子耶穌作為生命的終極方向，並堅定不移的信心，留下了



傳道者優美的踪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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