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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幾乎每一次提到「天主聖三」，不管我們瞭不瞭解，或者瞭解多少，多半都會先謙虛一下，

然後說這是一個非常深奧的道理，是一種愈講會愈迷糊、愈瞭解會愈不清楚的奧蹟，然後

再說一些故事，譬如像是教會的聖師聖奧斯定，遇見一個要把整個海水舀進在沙灘上用手

挖出的小洞當中的小孩，用來比喻天主顯現給聖奧斯定，告訴他想要瞭解天主聖三的道理，

是一件近乎不自量力、也不可能明白的奧蹟。所以既然連這位偉大的神學家都不可能懂得

的道理，理所當然的我們就不需要去白花力氣、自找麻煩的去懂得明白。於是祗要一碰到

天主聖三這個困難題目時，往往一筆帶過。雖然我也不懂，但我總覺得這樣處理實在有點

推委及不負責任，既然身為基督徒，就算是不懂，總要去儘量認識衪。如果說「何必要認

識衪，我祗要愛衪就夠了。」要是這樣講，就太不合邏輯了。試想，當我們願意去接近、

去愛一個人的話，那有不想去認識的道理？更何況是天主？如果我們愈認識天主，祗會愈

愛衪；要是選擇不去認識、也不想認識，要說去愛衪，我真不知道要從何而愛？如何去愛？

所以想要去愛，應該就會想要去認識；想要認識天主，就是信仰的出發。既然我們都是領

過洗的基督徒，就不能不去認識我們信仰最根本的基礎──三位一體的天主。 

 

二、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 

 

教會的禮儀年度，在一年循環的教會生活中，隨著季節的變換，有著各種不同的禮儀時期、

慶節，和禮儀日。教會把這樣的循環稱作禮儀年度，簡稱為「禮儀年」。教會的禮儀年是

以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分別為將臨期、聖誕期、四旬期、復活期、常年期，並以常年期

第三十四主日做為禮儀年度的結束。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教會在復活期結束，常年期再開始時，首先慶祝的就是天主聖三節。這

個節日是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 1334 年所設定的。它的原意就是希望正視及鞏固我們信仰

的根基，那就是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所謂一體指的是「實體」，也就是天主的本性和

本質。衪是永遠、無限、全能、不變、無法瞭解和不可言喻的唯一本質、實體，及絕對純

全的本性。三位指的是位格或「自立體 」，也就是同性同體的父、子、聖神。他們之間

有實際上的區別，所以父不是子，子不是父，聖神也不是父或子。因為父是生者，子是受

生者，聖神是受發者，但是他們彼此相連，三位的實際區別只在於彼此之間的「關係」。

在三位相關的名字中，父是相對於子而言，子是相對於父而言，聖神是相對於父和子而言。

然而天主聖三並沒有分割同一的天主性，因著相互的關係，他們只有一個本性或實體，由

於這一體性，父整個在子及在聖神內；子整個在父及在聖神內；聖神整個在父及在子內，

因此每一位都是整個天主，不能分割，而且祗要其中一位存在，其他兩位絕對存在，並且

是必然絕對的存在。 

 



歷史上最初的兩次大公會議對三位一體教義的確定上貢獻良多。它們分別是公元 325年的

第一屆尼西亞第一次大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以及公元 381 年第二屆君士坦丁堡

第一次大公會議（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尼西亞大公會議宣認了聖子的天主性，衪與聖父是「同性同體」。這次大公會議摒棄了

「亞略異端」（Arianism）。在亞略的學說中，聖言（子）只是聖父在創造萬物以前，由

虛無中所造的，從本質而言，聖父與聖子不同。耶穌基督就是由這個聖言與人的肉身結合

而成。因此，在他的學說中，耶穌既非真人，也非真天主。亞大納削（Athanasius）對亞

略異端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他從救援論的角度出發，維護耶穌基督完全的天主性，因為只

有耶穌是真正的天主，祂才能承擔眾人的罪過，並使人透過祂分享天主的生命。最後，在

亞大納削的努力下，亞略的學說被公元 325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所摒棄。大公會議確認聖

子由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DS125，126）。大公會議強調的是聖子

完整的天主性。此外，聖父沒有一刻的存在是沒有子的，聖子是出於父同一的本體，而不

是有區別的在物質上、或精神上分享父的天主性。 

  

三、理解三位一體的天主 

 

基督徒曾經用很多種不同的比喻去理解天主聖三： 

1. 最常用的方式是用一個等邊三角形來形容天主聖三，它是三邊相等，三角相等，但只

有一個三角形。 

2. 聖派翠克用三葉酢醬草對天主聖三的比喻，梗子是天主，三片葉分別代表了父，子，

聖神。 

3. 也有用點燃蠟燭的火舌作為比喻，火的本身，以及它所散發的光和熱作為代表。 

4. 用光解釋，光的本身，它是粒子但也是波動，它有速度也有能量。 

5. 用切開的蘋果，以果皮、果肉及果核作為比喻。 

6. 用樹本身的樹根、樹幹和樹枝來解釋。 

7. 用河流包括主流、支流和溪澗來表達。 

8. 以自己為例，雖然是自己，但自己又是丈夫（妻子），又是父親（母親），又是兒子

（女兒）。 

9. 用發電機作比喻，以電的運轉、負載及能量來表達。 

10. 用水的不同形態，固體、液體、氣體來敍述三位，而水為本體。 

 

但是無論用怎樣的概念或者形象來解釋都有所欠缺，因為這些畢竟是用有形和有限的東西

想要去解釋無形無相的天主。因此有人嘗試從聖經的教導，以另外一個層面去理解「天主

是愛」的道理，所以父是無條件地給，子是全然服從的接受，父、子愛的共融散發出聖神，

既使三者之間有所不同，但卻只有一個絕對的愛的關係。正因為在天主內有一切的美善和

幸福，不需要任何其他一切，要是天主祗有一位一體，沒有共融，沒有互動，孤獨寂寞，

死氣沉沉，怎麼可能說在衪內有一切的美善和幸福呢？但是天主是三位一體，有著位際間

互動的關係和共融，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們人與人之間，如果能用愛去把握夫

妻、血親、姻親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使彼此無私地為對方完全付出、也完全整個的接納，

那麼我們就能活出愛的高峰，分享天主聖三愛的生命力。因此，一個人要是對愛的體驗越



深，就越能夠明白天主聖三內在的生命，以及他們之間共融互動的關係。的確，人的言語

有限，但愛的經驗無窮；無限的聖三本身，正需要無窮的愛去體驗。 

 

基督徒的信仰是以天主聖三為基礎。每一位望教友，在領洗之前，必須先回答教會向他提

出的三重問話：「你是否相信天主聖父、聖子和聖神？」在望教友回答：「我信。」之後，

才領受洗禮。剛出生不久的嬰兒，或病重不能回答的病人，由父母及代父母替他們回答：

「我信。」 之後，教會就因「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使他成為

基督徒。教友領洗時，是因著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的「名」（單數）受洗，而不是

因 著他們三個名字（複數）受洗。 

 

四、向天主聖三的祈禱 

 

Gloria Patri, et Filio, et Spiritui Sancto. Sicut erat in principio, et nunc, 

et semper, et in saecula saeculorum. Amen. （欽頌榮福，天主聖父，及聖子，及聖

神，吾願其獲光榮，厥初如何，今玆亦然，以迨永遠，及世之世，阿們。）這闕聖三光榮

頌，或者單獨頌唸，或在玫瑰經當中，它能使我們意識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意念、

工作、言語，或行為應該祗有一個目標，就是祗為光榮天主而做。要是做出來的事或說出

來的話是替天主丟臉的話，答案很簡單，是做還是不做？說還是不說？ 

彌撒是最直接的祈禱，彌撒中的經文是教會的寶庫，在彌撒感恩祭中，有三篇直接向天主

聖三祈禱的經文： 

第一篇是進堂第一式的致候詞：「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同在。」 

第二篇是感恩經結束時的聖三頌，神父一手執聖爵，一手執聖體盤，然後高聲的唸著：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祟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並聯合聖

神，都歸於禰，直到永遠。」 

第三篇是神父在領聖體前，合掌注視聖體默唸著：「主耶穌基督，永生天主之子，禰遵照

聖父的旨意，在聖神合作下，藉禰的死亡，使世界獲得生命，因禰的聖體聖血，求

禰救我脫免一切罪惡和災禍，使我常遵守禰的誡命，永不離開禰。」 

 

五、結論 

 

如果祇是把天主聖三的道理和衪們內在互動的生命當作學問研讀，而不能將學到的知識、

理解與內涵，應用到自己生活上，或者影響周遭人的話，充其量天主聖三還是天主聖三，

我還是我，聖經裏「天主是愛」的教導，祗不過是一頁紙張罷了。對於「天主竟這樣愛了

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三 16）

的教導，相信更不會引起內心深處的悸動。因此我們在生活上必須對天主聖三有所回應，

才不枉為天主所愛的基督徒。所以我們必須明暸天主聖三的救贖工程，倒底跟我們自己和

我們的生命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吳智勳神父在「聖三內的生命與工作」証道中，畫龍點睛

的指出天主聖三與我們的緊密又親密的關係： 

 

第一：天主聖父解答了我存在的問題。天主是自有的，其他都是受造物，耶穌教我們稱天

主為父，就是表達天主聖父是我生命的根源。父母雖然生育了我，但他們是協助天



主去創造，除了天主外，無人有能力創造生命。因此，我的生命是天主的恩賜，生

命不是父母所擁有的產業，亦非父母的權利，更不應用科技去操縱生命，因為天主

是我生命的來源。 

第二：天主聖子回答了我救贖的問題。每一個人都像亞當一樣有反叛性，傾向只愛自己、

只欣賞自己。但天主聖子的來臨，住在我們中間，以自己的生命，邀請我們好像祂

一樣去愛。當我們從基督的十字架上領略到那份愛的時候，我們才有足夠的能力與

動機，離開自我、離開罪惡，不再為自己而生活，而是為基督生活。我們既在耶穌

基督內得到自由與救贖，因此我們稱天主聖子耶穌基督為救主。 

第三：天主聖神回答了我信仰的問題。信仰是一件奇妙的事，人實在很難明白，在同一個

家庭長大的兄弟姊妹，為什麼一個信，一個不信呢？同一間學校讀書的同學，為什

麼有些學生願意接受這個信仰，有些就絕不相信？為什麼一個從前喜歡恥笑宗教、

抨擊宗教的人，突然間能夠改變，接受耶穌基督？聖保祿宗徒告訴我們，這就是聖

神的工作，聖神推動我們能夠喊叫「阿爸，父呀」，能夠承認「耶穌是主」。 

 

所以，天主聖三不是一個推理的抽象名詞，它放在教會的信經裏面，除了要堅固我們的信

仰，更提醒我們在信仰生活中，天主聖三跟我們是息息相關的。孔子在中庸裏說：「道不

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為道」，意思是說：「中庸之道是離人不遠的，假使有人遵

行中庸之道而遠離了人群，那就不可能稱之為道了。」同樣的道理，天主聖三絕對離我們

不遠，天主聖三的愛跟我們是緊緊相連的。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每次唸「因父及子及

聖神之名」劃十字聖號的時候，要提醒自己， 我們是受洗的基督徒。我們的一言一行要

為天主聖三的光榮去做。阿們！         （摘錄自：曾刊登天主教週報的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