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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聖樂專題講座 

主題 ：額我略一世與聖樂靈修 

講者 ：陳志明副主教 

內容  ：教宗大額我略一世的思想，深受聖奧斯定影響。他是一位隱修士，強調默觀

與生活的結合。為人謙遜，貢獻良多。直到今天仍然影響教會的禮儀生活，

就是額我略聖樂。本課題從靈修角度，幫助參加者了解當時的靈修特點，歷

史背景，及其對現代人有什麼啟迪。 

1. 靈修是什麼？ 

1.1 基督徒靈修是： 

認識天主眼中的我， 

從而每日努力學習肖似基督， 

藉著聖神，參與天主聖三的共融生命。 

1.2 

1.3 

 

 

1.4  

 

靈修是基督徒生活的表現。 

不同時代、國家的基督徒的靈修，靈修生活不同，表現多姿多彩。從歷史中，

可看到各時代的基督徒，對於他們的時代所作的信仰回應。如泰澤式的團體靈

修是回應當時法國青年的精神需要而形成的。 

任何時期的基督徒靈修的發展，都包含承先啟後這兩個因素。我們可從不同的

靈修生活中，找出適合自己的靈修。 

2. 前言： 

2.1 

2.2 

 

2.3 

2.4 

2.5 

額我略一世，本名就是 Gregorius，是拉丁文的拼法。 

540 年在羅馬出生，590 年 9 月 3 日 — 604 年 3 月 12 日擔任羅馬主教，604 年

3 月 12 日安息主懷 

通常稱為“大額我略”，因為他在事業、功德、學問方面，都出人頭地。   

教會尊稱他為「偉大的教宗」，他卻自謙為「天主眾僕之僕」。 

他曾說過：「工作能考證愛。那裏有愛，那裏便能成就大事。」 

3. 歷史背景： 

3.1 

3.2 

 

3.3 

額我略一世 (六世紀) 時代的意大利〈甚至整個西歐〉是一個動盪的時代。 

第四世紀初葉，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因基督十字聖號而打勝了一場帝國內部重

要的戰爭。他因此相信了基督徒，也成為教會在帝國內最有力的保護人。 

君士坦丁死後，他的繼任者不再是一位相信基督的人，教會又再次受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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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幸好這世俗的君主的控制和迫害期不太長久。戴奧陶西（Theodosius，公元

379-395）統一羅馬帝國為成為皇帝後，教會再一次得到自由。 

戴奧陶西臨死前把帝國交給了他的兩個兒子，羅馬帝國因此分為兩部份。這是

一次決定性的分裂，在歷史上再沒有統一的帝國了。 

東部的帝國 - 以君士坦丁堡為京城，取名「拜占庭帝國」，因為君士坦丁堡的

古名是拜占庭，她在公元 1453 年陷於土耳其人手中。   

西部的帝國 - 以羅馬為京城，但國運則不同於東部，因為在公元 476 年她落入

蠻族的手中。 

而西歐社會，就進入我們所熟悉的「封建時代」，再沒有中央的管理，而是由

不同的封建郡主各自統治自己的領地了。 

4. 教會生活 : 

4.1 

 

在這樣動盪的社會環境，促使教會更多關心教會的實際事務。這在西方教會，

特別重要，因為西羅馬帝國的崩潰，令羅馬主教要負起整個羅馬城一帶的管理。 

4.2 

 

在這個時期的靈修生活，以隱修傳統為主流，特別是本篤的隱修傳統。本篤的

隱修傳統在於重視工作。聖本篤是西方隱修生活之始祖，他鼓勵他的隱修士們

把時間三分，就是祈禱、閱讀和工作。 這三分應是所有隱修士的生活的全部。  

5. 禮儀語言 : 

5.1 

5.2 

 

 

5.3 

 

耶穌在最後晚餐用的是阿刺美文，然而中東一帶的人多以希臘文為主。 

至於拉丁文，就是當時一般平民所用的語言。由於教宗聖加理多一世 (Callistus 

I, 217-222) 出身撒丁礦場的奴工，深徹瞭解一般民眾的期待，於是規定至少在

羅馬，拉丁文該是禮儀語文，只是第四世紀才使禮儀拉丁化成功。 

當時所稱的禮儀，除了舉行彌撒時的禮式有所區分外，最重要的是使用的語

言。因此有以使用拉丁文為禮儀語言的地區為西方禮儀，以希臘語和其他東方

語言的禮儀為東方禮儀之別。 

6. 聖額我略：生平  

6.1 

 

6.2 

6.3 

 

6.4 

 

出生於羅馬的貴族家庭，他的家庭過去已有兩位任羅馬主教，而他很年輕時就

任職羅馬總督。他並不喜歡世俗的權勢，反而一心為教會服務，於是棄俗隱修。 

是第一位成為教宗的隱修士，在他做教宗時，仍念念不忘隱修的生活。 

575 年，他把自己在西連山上的家轉變成一間隱修院，並在西西利創辦了六間

隱修院。 

在他為執事的時候，在公元 579 年，被委派君士坦丁堡任教廷公使，他在此仍

繼續過著隱修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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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6.8 

 

6.9 

6.10 

在公元 586 年，回到羅馬，當選為聖安德肋修院院長。 

590 年被選為教宗，在任共 14 年。 

他處事賢明，並且以堅強的信德傳揚天主教福音，照顧窮人。 

他以教宗的身分，不斷地從事歸化異教者的工作；他和當代的邪惡對抗，保衛

教廷俗世的財產和羅馬主教的首席地位。 

他派遣本篤會會士，到英倫傳道，使英人皈依基督。 

雖然是天生的默觀者，但努力實踐他自己所選的座右銘: 天主眾僕之僕。 

7. 聖額我略：著作 

7.1 

 

7.2 

7.3 

7.4 

大額我略給後世留下相當豐富的著作：850 封書信；牧者守則 ，討論司鐸職。

聖人行傳、聖經註釋、福音講道，以及倫理學、神學等作品。 

他的著作是針對每一個人的-----普通教友、隱修士和神職人員。 

他的教導主要的資料來源是聖經、奧思定和格西安。 

他的教導的主流思想，是有關生活情況的基本問題。 

8. 聖額我略：思想 

8.1 大額我略是西方教會最後一位教父。他與聖奧思定、聖安博，及聖熱羅尼莫（葉

理諾），同為拉丁教會四大聖師。 

8.2 大額我略的思想主要是繼承聖奧思定的思想而來，而且他所處身的時代，社會

動盪不安，因此他有強烈的末世色彩，特別重視個人的神修，而且思想也較接

近神秘主義。由於教會要管治社會，在神秘的另一面，他又顯出作為領袖的務

實作風。 

8.3 

 

在祈禱上致力結合神秘與務實的思想 

 在思想上，是近於隱修士，特別重視祈禱。 

 強調一種走向神秘主義的越禱，即趨向神魂超拔的祈禱，透過深度的祈禱，

與天主有神秘的接觸。 

 又強調在生活中的祈禱，即生活即祈禱的思想，認為在工作中可以親近天主。 

  以默觀生活為優次。 

8.4 在靈修上大額我略指出基督徒 

(1) 首先要努力抗拒邪惡和極力控制情緒和激情。(避惡) 

(2) 第二步是要在德行上有進步，不論是在道德上和神學上。(行善) 

(3) 最後的成全境界是聖神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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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積極和默觀生活的觀點： 

8.5.1 

 

有關生活的教導 

 大額我略認為積極的生活，適宜砥礪道德品行，而道德品行反過來，卻可

作為靈魂度默觀生活的準備。他列舉積極生活的活動如下： 

 「救濟饑餓者、以智慧之言教導無知識的人、糾正錯誤、引導驕傲的人返

回謙虛之道、照顧病人和供應他們的需要、照顧我們的屬下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默觀生活中，人盡力保持對天主和近人的愛。大額我略說，

為獲取救恩，積極的生活是必須的，因為沒有善工，沒有人可以得救，但

為立功勞，神學德行也是必須的。默觀生活是成就神學德行的生活。 

 大額我略說：「默觀生活在功勞上比積極生活更大……雖然積極生活是好

的，默觀生活更好。」  

 任何情況和各種不同階層的人，都可以過默觀生活。 

  他警告傳道人，不要因為投身於默觀而忽略對他人的服務，也不要因為熱

心進行傳道工作而忽略了默觀。 

8.5.2 

 

愛的教導是雙面 

基督徒應該「能過度到默觀生活，然而又不致於放棄積極生活……那達到默觀

境界的人，並不放棄善工的活動而借此活動造福他人。」  

 在大額我略看來，天主和人對立，在聖神內，透過基督，人的救恩使人與天主

結合。大額我略勸勉基督徒默觀基督神性與人性的奧秘，他的痛苦和光榮。 

不過，人的救贖工作，是基督返回父那裏後，派遣聖神來完成的。聖神就是真

正的禮物，他借著他的七種恩賜，在人的靈魂之內工作，成功地把人從恐懼領

向智慧，靈魂可透過默觀享受與天共融。 

8.5.3 

 

革除私慾偏情： 七罪宗 (驕傲、慳吝、嫉妒、忿怒、迷色、貪饕、懶惰) 

大額我略很重視革除私慾偏情。他認為神修的首要任務，就是能去掉這七個人

根本的罪源，這才可以開始走向天主的路。能摒棄七罪宗後，人就可以進入修

德的階段。 

8.5.4 信望愛三德 + 四樞德 + 聖神七恩 

大額我略按照教會的傳統，強調三種超性之德，即信望愛三德，又強調四樞德，

即智德、義德、勇德和節德。最後，他以聖神七恩作為修德之果，人應該做到

聖神七恩般，就可以走近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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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靈修重點： 

9.1 避世： 大額我略告訴我們成聖的唯一捷徑就是：擺脫一切世俗的牽

掛，退入曠野，全心齋戒、祈禱及尋找天主。 

9.2 聖言的重要： 聖額我略名言：「天主聖言跟閱讀它的人一起成長」。 

9.3 具體實踐聖言： 「當我們給與貧窮者必需的物品，我們不是施予他們我個人

的慷慨，我們是還給他們原來是他們的東西。與其說我們完

成一項愛德的行為，不如說實行正義的行為。」 

10. 聖額我略：貢獻 

10.1 重視司鐸的工作 

除了神修思想外，大額我略十分重視司鐸的工作。他在《牧司訓話》中，指責

那些單純隱居的司鐸，認為他們也應該為牧民工作出力。 

他對於司鐸，仍然著重他們的精神生活，認為他們的靈修是一切工作的根本；

但是靈修的果實應該是在工作中呈現，所以他重視牧民的工作。 

10.2 重整聖教音樂 

大額我略還有一項頗特殊的貢獻，就是額我略聖樂(Gregorian Chant)。 

他編撰聖歌集，重整聖教音樂。 

他努力收集及整頓各地方教會的禮儀歌曲，使之集合於羅馬禮儀內，最後成為

整個羅馬天主教的官方禮儀聖樂。  

11. 

 

額我略聖樂有什麼特點呢？ 

(1) 它可以謂是一種忠實表達經文的歌曲 

(2) 其旋律是超脫的、冷靜的、毫無人間的欲念。它並不重視聽覺上的美感，

也脫離了誇張的成份，與一般只為娛樂或欣賞而創作的樂曲有別。 

(3) 而且它純粹只為禮儀慶典而創作，所以有人稱它為實用音樂。 

12 聖樂 

12.1 

 

12.2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聖樂在禮儀改革中，加以細心考慮，並說明了它在

禮儀中的任務；《禮儀憲章》中， (第六章) 論聖樂，訂立了一些原則及規定。 

為使禮儀憲章的原則更為顯明，執行禮儀憲章的委員會，奉教宗的命令，曾詳

細地研究了聖樂及其任務的幾種問題，並寫了《宗座禮儀部訓令 - 論聖禮中的

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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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1. 

《禮儀憲章》第六章 論聖樂 

聖樂的尊高 112 節  

 普世教會的音樂傳統，成了隆重禮儀的必需或組成要素。 

 無論是聖經，或是教父、都曾稱揚過聖樂。 

 聖樂越和禮儀密切結合，便越神聖，它能發揮祈禱的韻味，或培養合諧的

情調，或增加禮儀的莊嚴性。 

 聖樂的目的就是光榮天主、聖化信友 

14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顧慮到聖樂的目的，《禮儀憲章》特定一些規定： 

隆重禮儀 113 節 

如果神聖敬禮隆重地以歌唱舉行，有聖職人員參加，並有民眾主動參與，

則禮儀行動便顯得更典雅。 

關於使用的語言 36 節 

可是在彌撒內或在行聖事時，或在禮儀的其他部分，使用本地語言，多次

為民眾很有益處，可准予廣泛的使用…… 

關於彌撒 54 (拉丁及本地語言); 

在民眾參與的彌撒內，可准予相當部分的本地語言。但要設法，使信友們

也能用拉丁文共同誦念成歌唱，彌撒常用經文中屬於他們的部分。 

關於聖事 63 主節:  

使用本地語言施行聖事及聖儀，時常為民眾非常有益 

關於日課 101 節, 114 節 

注意設法，使在以歌唱進行的任何禮儀行為中，信友大眾都能實行自己份

內的主動參與。 

作曲家的任務 121 節 

曲調應適用於不僅使較大小的歌詠團，並能促進全體聚會信友的主動參

與。歌詞，必須符合教會的道理，而且最好由聖經及禮儀資料中取材。 

14.7 積極參與 

《禮儀憲章》也特別要求信友「完整的、有意識的、主動的、實惠的參與禮儀。 

15. 歌詠團的使命與靈修： 

15.1 梵二強調所有信友都蒙召為「聖徒」，每人在其不同的生活中都有活出「基督

全德」（天主子女的真正面貌）的天賦使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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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梵二也強調指出，此種修德成聖並非只為獨善其身，而是要兼善天下—教會整

體都應盡力，將「福音」帶給尚未「認識天父和祂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的兄

弟姐妹。 

15.3 「在俗」是教友的特點。教友的本有使命，是要在世俗事務中，照天主的計劃

去安排，而企求天主之國。天主要他們以福音精神執行自己的職務，好像酵母，

從內部聖化世界，以生活的實證，反映出信望愛三德，將基督昭示給他人。 

15.4 聖奧斯定 

聖奧斯定勸勉歌詠團成員時說： 

「當你們歌頌天主時，你們要整個人歌頌祂， 

你們的聲音要歌頌祂， 

你們的心靈要歌頌祂， 

你們的生活要歌頌祂， 

你們的行動要歌頌祂。…… 

你們不應以你們的舌頭，卻應以你們的生活去唱這首新歌。」 

15.5 真福若望保祿二世要求聖詠團的團員說： 

「你們的使命，就是在禮儀中，以標準的歌詠方式唱聖樂，也鼓勵信友踴躍參

與，一同歌頌。因此，你們應著眼的，不只是音樂藝術這一面，同時，更是信

仰和虔誠那一面；是整個被救贖的人，是整個基督徒…… 是聖神賜予你們能

使祈禱更美、能以神聖的喜樂、以感人的音樂和歌唱使這祈禱洋溢於外…… 

聖神這種內在活動的佳果，就是一個『新人』，一個必須呈現造物主肖像和唱

出『一首新歌』的人；是一種『新生活』，團體共融的新生活，使團體能以智

慧彼此勉勵和鼓勵，能一同從心裡帶著感恩之情歌頌主」。 

15.6 教宗本篤十六世為慶祝宗座聖樂學院創立一百週年紀念，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一

封致聖座教育部部長澤濃樞機主教的信函中表示:「教會是禮儀真正的主題，為

此，聖樂必須能帶動民眾主動參與，回復禮儀的祈禱、莊嚴和美麗的意義。」 

16. 金句 

「請眾向上主歌唱新歌」(詠 98：1) 

17. 今日啟迪： 

17.1 成聖自己： 

(1) 效法聖額我略勤勉自律的芳表，盡好自己的責任。 

(2) 學習擺脫世俗的牽掛，主動地參與禮儀，使之成為祈禱生活。 

(3) 熱愛聖言，活出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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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聖化他人： 

(1) 在團體中，友愛共融，彼此勉勵和鼓勵。 

(2) 以祈禱的心，帶領信友們進入祈禱的氣氛、禮儀的神聖氛圍、與天主相遇，

藉由唱或是誦念的聖言和聖體聖血得到滋養。 

(3) 不但以聖詠，要藉著對人的愛心、對主的信心，及生活中的奉獻，把與主

契合的精神，流露出來，潛移默化，好能帶動教友們主動參與禮儀、活出

聖言。 

17.3 轉化世界： 

以生活、以行動歌頌主，關懷弱小、服務人群、見證福音。 

 

18 參考資料： 

 (1) 歐邁安（Jordan Aumann）《天主教靈修學史》 

(2) 劉志明著《現代聖樂與教會》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2010，第一章：早期聖樂

的發展，(三、歌曲初期的傳播與發展) 

(3) 《禮儀憲章》 (第六章) –論聖樂，羅馬聖座 

(4) 《禮儀聖部訓令》– 論聖禮中的音樂，宗座禮儀聖部 

(5) 《梵蒂岡電台訊》- 教宗本篤十六世表示聖樂的發展要忠於傳統並給予禮儀

尊嚴 http://www.radiovaticana.org/ci1/articolo.asp?c=492027 

(6)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樂委員會網頁

http://www.musicasacra.org.hk/course/tk1213_menu_tw.html 

(7) 聖樂文集《教宗與聖樂》；梁雅明神父著，蔡詩亞神父主編：香港公教真理

學會出版：1994 年八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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