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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學生個人從牧會十幾載對教會的觀察，發現今日教會似乎對罪的警覺

性愈顯不夠敏感，造成對善與惡之間的模糊帶加增，使得教會很難實踐「世

上的光與鹽」的教訓!實質的因素，可能是信徒對「罪」因缺乏神學上的認

知與反省的能力，便只趨向對品格與道德的要求;或直指向撒旦魔鬼的作

為，鮮少反躬自省來面對罪的根源! 

因此學生將試著從整理基督教偉大神學思想家奧古斯丁在其著作《懺 

悔錄》中，從他個人親身的體驗並對人罪性的觀察，特別奧氏一貫對罪的

主張，一切罪的開端就是驕傲，而且大部份驕傲不是在邪惡中產生，反而

常常是在良善的行為中轉眼成為惡的源頭，
1
另外上帝所賜基督白白的恩典

以恢復墮落人性的主張。學生認為可作為今日教會對罪的認知和信仰的反

思，進而鼓勵教會能正視罪的本源，並在恩典裡積極的「趨善離惡」。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學生將以《奧古斯丁懺悔錄》(台北: 志文, 1992)，為本次研究的主要

文本，並參考其他相關著書及期刊。例如，對奧古斯丁的生平簡介有《聖

奧斯定傳》(吳宗文譯)、《奧古斯丁選集》(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以及《重讀奧

古斯丁<<懺悔錄>>》(曾慶豹著)等。在學生尋得的相關資料中，有關對本主

題的研究，有台神道碩論文即余裕明著〈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對邪惡問題

之探討〉(1980)。論文中對「邪惡的問題」有深入的探討，但其主要論點

在於解決全能者上帝，為何不阻止惡的發生，並從邪惡的性質和起源著

手，在文本中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法。學生個人認為這是很好的研究參考資

料，但學生將從教牧的觀點，在教會中信徒為何對罪總是不夠敏感或不願

正視之?這似乎在《懺悔錄》中可找出一些端倪，並試從奧古斯丁個人的經

驗，找出教牧可行的方法，來幫助信徒走出罪的困境，因耶穌基督的恩典

而能真正的自由!另外還有鄔昆如〈聖奧斯定的罪惡觀〉(哲學與文化月刊 )和

李錦綸〈從《懺悔錄》看奧古斯丁對人罪性的觀察〉(曠野雙月刊)等，可供學生

作為文本研究的參考。 

    所以本論文將從第一章的前言，表述個人對主題的關切及動機，第

二章將簡介奧古斯丁的生平，另一個重點是對文本《懺悔錄》的內容簡介

及評價。第三章則是本論文的重點，學生將以三個小段落;人罪惡的根源;

人罪惡的性質;人罪惡的解決方法，來分述奧氏在文本《懺悔錄》對罪的觀

點。最後在結論中，再提出今日基督徒對罪應有的正確認知與反省。本論

文之研究將以文本內容為主，再參照奧氏其他著作等資料以建構本文。 

第二章 奧古斯丁與《懺悔錄》 

                                                 
1林鴻信，《教理史(上)》，(台北:禮記出版社，1995)，254。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奧古斯丁懺悔錄&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聖奧斯定傳&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聖奧斯定傳&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吳%20宗文&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重讀奧古斯丁%3c%3c懺悔錄%3e%3e=Re-reading%20Augustines%20confessions&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重讀奧古斯丁%3c%3c懺悔錄%3e%3e=Re-reading%20Augustines%20confessions&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曾%20慶豹&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余%20裕明&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對邪惡問題之探討&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對邪惡問題之探討&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tocrequery.exe?61753de0a9a9f8a670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j_toc.exe?6a743dadf5bec7bb50a4e5a4c6202820a4eba55a2029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tocrequery.exe?61753da7f5c041bafa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j_toc.exe?6a743dc36db3a5202820c2f9a4eba55a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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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奧古斯丁生平簡介 

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生於西元三四五年，約十一月十三日。於北非的

一個帶迦德 (Thagaste)，在當時羅馬非洲總督管轄區奴米地省，今名為蘇亞拉

(Souk-ahras)。父親巴利西(Patricius)，是本城的一個外教人士普通市民，母名莫尼

加(Monique)，是信奉基督教的，奧氏自幼受母氏的薰陶。213 歲(C.E.367)進入馬

達烏拉（Madaura）學習雄辯術。16 歲(C.E.370)前赴迦太基就學，此時巳可看出

奧氏少年時的才華洋溢，同年父親過世。19 歲(C.E.373)那年，奧古斯丁受西塞羅

的《Hortensius》影響，引發他追求信仰摩尼教。但於 29 歲(C.E.383)與摩尼教主

教作神學思辨，發現這主教只有口才，沒有學問，無法解答他的問題。後來受新

柏拉圖主義鼻祖普羅提諾（Plotinus）之影響而放棄摩尼教。30(C.E.384)歲那年，

跟米蘭主教安波羅修學習天主教信仰與神學，在研究了各種宗教與哲學之後皈依

基督教。但要一直到了 32 歲(C.E.386)，生命有了悔悟。在隔年 C.E.382，年 33 歲

時受洗禮。3他在《懺悔錄》中，曾描寫他戲劇性的與主相遇，自此以後他便歸

向基督，並於次年受洗。在奧氏的生命中有兩位深深影響他生命的人物，一位是

為他流淚禱告多年之久的母親摩尼卡，另一位是米蘭的主教安波羅修。奧氏 34

歲(C.E.388)回到非洲過修道生活。42 歲(C.E.396)任北非希坡（Hippo）主教，任主

教期間任重道遠，不時為真理伸張公義之言，並留下許多曠世之作。年 76 歲

(C.E)，正值希波城被蠻族江達爾撒克遜族圍困，而病重且鬱鬱而終。4 

奧古斯丁是第五世紀時拉丁教父之中最富名氣之神學家，其影響不僅在天主

教會中，也在後來的改革教會教中。特別在其著作方面，可說是世界上最為豐富

者!目前尚有保存的共有二百三十二卷，每卷分十多章到三十多章不等，講道篇

約有四百篇，而這些也只是他講道詞的一小部份，因為當時的主教幾乎每天都要

講道。他的著作、書信、講道篇在(Migne)拉丁教父集中共佔十六大冊。若細分其

著作可分為四種，即文學書籍，其中最受後人喜愛的有懺悔錄十三卷;論教師一

卷;論秩序二卷等。第二種是哲學書籍，如反對學院派三卷;論幸福的生命一卷;

獨語錄二卷;論自由意志三卷;包括對話九篇在內。第三種是神學書籍，如論靈魂

不滅論一卷;論真宗教一卷;論善一卷。又有以十六年時間才完成的三位一體論十

五卷，和花十三年才完成的上帝之成二十二卷。最後一種是雜類，如八十三題集，

書信類都歸在此類。值得一提的是，奧氏在晚年時寫了二卷《修訂》(Retractationes),

將自己著作的年代、原因、內容及當修改之處都清楚的交待，可作為我們研究其

著書及思想時最好的嚮導，此乃後人也少見的著作。
5
在西方思想史上，奧古斯

丁不僅僅被理解為基督教神學家，他的思想地位與柏拉圖、康德並列，可謂在他

以後，沒有一位思想家敢忽略他的影響。6甚至有人想像在天國裡主擺設的大筵

席上，主會邀請因謙卑坐在末位的奧古斯丁說:『你在教父中對後代發生了最大

                                                 
2
 巴爾迪，《聖奧斯定傳》，吳宗文譯，(出版社:聞道出版社)，1992，1-2。 

3 聖奧古斯丁著，《奧古斯丁懺悔錄》，徐玉芹譯，(台北:志文,1992)，395-7。 
4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402。 

5
 巴爾迪，《聖奧斯定傳》， 315-6。 

6
 曾慶豹，〈序〉，《重讀奧古斯丁<<懺悔錄>>》，(出版社：橄欖，2012)，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A6%E5%A4%AA%E5%9F%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1%9E%E7%B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1%9E%E7%B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5%B0%BC%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F%8F%E6%8B%89%E5%9C%96%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F%8F%E6%8B%89%E5%9C%96%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7%BD%97%E6%8F%90%E8%AF%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3%A2%E7%BE%85%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F%8F%E6%82%94%E5%BD%95_(%E5%9C%A3%E5%A5%A5%E5%8F%A4%E6%96%AF%E4%B8%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3%A2%E7%BE%85%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C%E5%9D%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7%b4%e7%88%be%e8%bf%aa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7%b4%e7%88%be%e8%bf%aa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90%b3%e5%ae%97%e6%96%87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8%81%9e%e9%81%93%e5%87%ba%e7%89%88%e7%a4%be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奧古斯丁懺悔錄&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7%b4%e7%88%be%e8%bf%aa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7%b4%e7%88%be%e8%bf%aa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曾%20慶豹&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重讀奧古斯丁%3c%3c懺悔錄%3e%3e=Re-reading%20Augustines%20confessions&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o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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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所以你應當坐在首位上。』7 

當然我們可以說奧氏對後世有如此大的影響也是「時勢造英雄」，因為在當

代人類的需要之關鍵時刻，上帝親自選召祂的僕人，使用他的天賦異稟在個人的

心靈和生命裡體驗了人的軟弱和無助，在悔改歸主之後，且能以深入的哲理論述

真理，而能如此深遠廣闊的影響著後世人類! 

 

第二節 關於《懺悔錄》 

    如上述奧古斯丁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根據奧氏本人提

出《修訂》的著作，至 427年，已有二百三十二卷，共九十三冊書，而書札和佈

道言論尚不在內。8所以奧氏響響之偉大，在乎他神祕的虔敬生活，而這種生活

雖說在他所有的著述上都能看得見，但發揮得最圓滿的，要算是《懺悔錄》了。
9
可說自文藝復以後是奧氏一部廣受大家歡迎的代表性作品。

10
 

《懺悔錄》原名“Confessiones”，按拉丁文 Confessor 的意思，意指「見證」

(witness)，而且是自希臘文那裡翻譯過來帶有殉道(martyr)的那種公開意義的「見

證」，所以有人把《懺悔錄》翻譯成《證言》(The Testimony)。懺悔在祈禱的語

式中是一種「坦白」，或者是「公開」自己的罪行。首先即是「坦白地說出」這

個動作，而種種「說出」的都是過去的；其次，說出自己的罪行就已經是某種責

罰，也是抵罪(expiation)的開始，這種坦白地說出正是對自己進行拷問的方式，

即要求記憶起自己的罪行。悔罪即意味著尋求寬恕，都有因為犯下了罪過而表示

悔恨，請求上帝寬恕的意思，而 Confession 更強調認罪和坦白，通過坦白來獲得

寬恕。11  

     本書共十三卷，以內容言，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第一卷到第九卷，

是敘述他自己從出生到悔悟的生活，特別是對罪惡的懺悔，並透過懺悔和和祈禱

來讚美神的恩典。第二階段是第十卷，以他身為希波主教的身份懺悔並感謝神。

最後的階段是第十一卷到第十三卷，是註解創世記第一章，並讚美神的部份。12我

們可以看到因為他作此書自傳的目的，完成是在從他親身經驗去証實並見証上帝

在罪人身上的奇妙恩典，所以他只寫到歸主得救，就不在寫自己的生平了。13 

對於懺悔錄的成書年代，據學者考證，應在 400 年左右，在奧氏升任主教之

後，即 395 或 396 年，至 401 年之間。14 又按學者曾慶豹研究，本書很可能是寫

於奧氏母親摩尼卡逝世十年之後，也正是他當上希波大主教的第二年。奧氏似乎

是以《懺悔錄》作為告慰天上母親的靈魂，這也許就是奧古斯丁寫作此書最大的

                                                 
7
 奧古斯丁著，《奧古斯丁選集》，載氏著，湯清，楊懋清、湯毅仁等譯，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

社，1968)，42。 
8
 巴爾迪，《聖奧斯定傳》，258。 

9
 華爾克，《基督教會史》，謝受靈、趙毅之譯，(出版社:基督教文藝，香港:九龍)，1990，286。 

10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3。 

11
 曾慶豹，〈序〉，5。 

12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4。 

13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選集》，30。 

14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3。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7%b4%e7%88%be%e8%bf%aa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7%b4%e7%88%be%e8%bf%aa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曾%20慶豹&PG_LINE=10&PG_NO=1&SR_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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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所在，因而《懺悔錄》全書處處「流著淚」祈禱，宛如母親為他所流的淚一

般。15
 

    以下是學生對文本《懺悔錄》各卷的重點摘要;卷一是歌頌上帝，記述初生

至十五歲的事蹟。談到幼兒雖然純真，但靈魂巳然存在著嫉妒等罪惡，同時也為

著少年時代的罪與惡感到懺悔。16卷二則是論到他青年時期的情慾之罪而行出來

的放縱生活，同時也回憶和夥伴們共同犯下的偷竊。 

 

我願回憶我過去的污穢和我靈魂的縱情肉欲，並非因為我流連以往，而是

為了愛你，我的天主。因為我喜愛你的愛，才這樣做︰懷著滿腔辛酸，追

溯我最險惡的經歷，為了享受你的甘飴，這甘飴不是欺人的甘飴，而是幸

福可靠的甘飴；為了請你收束這支離放失的我、因背棄了獨一無二的你而

散失于許多事物中的我。17
 

 

奧氏相信可以寬恕這等罪與惡，除非是上帝的恩典和憐憫，並為此感謝上帝。18
 

卷三則是記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學時的生活，在學習過程中陷入不純潔

的愛，過著熱衷戲劇的生活，然而卻在十九歲那年，閱讀了西塞羅的《荷爾登休

斯》，產生對真理的愛。他提到「這本書轉變我的思想，使我的祈禱轉向祢，使

我的希望和志願徹底改變……我開始起身歸向祢。」19卷四是奧氏懺悔他自十九

歲到二十八歲在卡爾他各任教的九年生活。因在這期間他皈依摩尼教，甚至大發

熱心誘使其他人也加入，爾後也為此感到羞恥不巳。在本卷特別提到被他誘導入

摩尼教的摰友之一，在臨時之前因醒悟而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使他深受感動，他

真是為此友人深深的哀傷悲慟。20卷五，記述他二十九歲時隨著對當時天文知識

的認識，開始對摩尼教的世界觀產生懷疑，就連該教唯一的碩學法斯托斯主教，

奧氏也開始對其學問之淺薄感到失望。如奧氏所言:「那個法斯托斯，本來對許

多人是『死亡的羅網』，卻不知不覺地解脫了束縛我的羅網。」21卷六是敘述其

母親摩尼卡來到來蘭，及三十歲時的情形。特別是後來深受安普羅休講道的影

響，如其所述「他堅強有力的語論把祢『麥子的精華』、『歡愉之油』和『和醇的

酒』散發給祢的子民。我不自覺地受祢的引導而走向他，使我自覺地受也引導而

歸向祢。」22其心逐漸傾向上帝。但由於結婚或戀愛之事，靈魂的疾病再度惡化，

也為死亡和將來要面對的審判感到恐懼不安。 

卷七記述他三十一歲時的情形。他逐漸從迷霧中覺醒，並覺悟自由的意志是

罪惡的原因，但此時仍對神的本性及罪惡的起源問是感到沈重及苦惱。他懺悔道

                                                 
15

 曾慶豹，〈序〉，11。 
16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4。 
17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47。 
18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5。 
19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63。 
20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5。 
21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10。 
22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20。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曾%20慶豹&PG_LINE=10&PG_NO=1&SR_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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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說我們所以作惡的原因是由於自由意志，我們所以受苦的原因是出於祢公

正的審判……我力圖從深坑中提高我思想的視線，可是我依舊沈下去;我一再努

力，依舊一再下沈。」23後來他開始閱讀聖經，尤其是保羅致羅馬人書，解開了

他許多的疑問。卷八是敘述奧氏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三十二歲。也描述當天從同

鄉朋提齊亞努斯聽到埃及的修道者安東尼，和讀其傳記而領悟的兩名大臣的故事

而感動萬分，並正為自己感到羞愧而無法忍受內心的苦悶，因而走向庭院流下悔

恨之淚時，此時如奧氏所憶: 

 

……帶著滿腹辛酸痛哭不止。突然我聽見從鄰近一所屋中傳來一個孩子的

聲音……反複唱著:『拿著，讀吧!拿著，讀吧!』我的面色立刻變了……我

找不到其他解釋，想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開書來，看到哪一章就讀

哪一意。……我抓到手中，翻開來，默默讀著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

耽於酒色，不可溺於淫蕩，不可趨於競爭嫉妒，應被服主耶穌基督，勿使

縱恣於肉體的嗜慾。』……我讀完這一節，頓覺有一道恬靜的光射到心中，

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24 

 

此刻他心靜如清澈無風的湖面，他終於領悟了!卷九是他三十三歲時皈依基督教

後至母親病逝一段事蹟。在他母親辭世的前幾天，母子倆還談到天國的神聖與美

麗，奧氏回憶母親堅定信仰和慈愛的一生，在讚美母親和代禱中結束。 

卷十是反省現任希波主教的自己，其次是檢討自己的行為、思想、感情，反

省到情慾、好奇心、傲慢的三個誘惑是阻礙了通往真理之路。25卷十一至十三，

則詮釋《舊約創世紀》第一章，瞻仰上帝六日創世的工程，並尋求上帝創造天地

之前因後果，為此而展開詳細的時間論，解釋了過去、現在、未來靈魂的記憶、

直視和期待的意識作用。最後在奧氏祈禱中結束了《懺悔錄》:「主上帝，請祢

賜給我們和平---既然祢把一切賜與我們---憩息的和平，安息日的和平，沒有黃昏

的和平，因為這此美好秩序到達終點後，就會消逝，在它們身上有早晨，也有黃

昏。」26 

    關於本書的評價，雖然在當時有人批評奧氏身為主教，還去寫這類的書籍，

曝露自己自幼以來的罪惡，豈不令人輕視。但從歷代對《懺悔錄》的評價，大都

讚嘆有嘉，可証明奧氏的初衷「願將自己的一切歸功於上帝!」27是正確的。因此

書可謂西方十大經典之一，其宗教、文體、思想、寫作風格以及深刻的人生經歷

對神學、哲學或其他學門影響深遠。雖為晚期拉丁文學的代表作，但也是古代西

方文學名著之一。另外《懺悔錄》也開啟了近代的「笛卡兒主義」，又啟迪了廿

世紀「諸現象學運動」，包括胡賽爾、海德格、阿倫特、呂格爾、德希達、馬西

                                                 
23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50。 
24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98。 
25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7-8。 
26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392。 
27

 巴爾迪，《聖奧斯定傳》，317。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7%b4%e7%88%be%e8%bf%aa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7%b4%e7%88%be%e8%b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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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卡布托等人都分享到了此書的睿見。28提到奧古斯丁的著作，學界無例外地

會認為《三位一體》(De Trinitate)、《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和《懺悔錄》

並列為他所有的著作中最為重要的三部，堪稱作「神學三部曲」，其中又以《懺

悔錄》被說成是最為廣泛被人閱讀和討論得最多的一本。29這似乎也說明了這本

書的價值不僅可理解為奧古斯丁的「自傳」，當中豐富的神學思想，更在後世諸

多不同領域中影響甚大。 

 

第三章《懺悔錄》中對罪的觀察 

論及基督教神學思想對「罪」的研究，奧氏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要認

識他的原罪觀，《懺悔錄》可說是他處理這主題最重要的著作，但極少有會從這

本書出發來研究其建構原罪論過程中所提出的經驗與根據。30我們可以從文本中

看出似乎奧氏對人性有相當深刻的觀察，他成功的透過個人不同的成長的經歷，

並以神學的洞察力，來釐清人性中「罪」的關鍵所在。0 

 

第一節 罪惡的根源 

我們從文本《懺悔錄》中雖然無法看出奧氏對罪惡根源的直接論述，但我們

可以從他敘述幼兒到青年時期不斷的犯下罪行，特別他觀察自己似乎一開始自幼

就巳經帶著不可忽視的罪惡; 

 

      上帝啊!請祢俯聽我，人的罪惡真可恨!一個人說了這話，祢就憐憫他，因

為祢造了他，但沒有造他身上的罪惡。 

      誰能告訴我幼時的罪惡?因為在祢面前沒有一人是純潔無罪的，即使是出

世一天的嬰亦復如此。誰能向我追述我的往事?不是任何一個小孩都能嗎?

在他們身上我可以看到記憶所不及的我。……對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審慎的

人不順從我有害的要求，我發怒，要打他們、傷害他們，責罰他們不屈從

我意志的種種行動在當時能視為是好事情嗎?……可見嬰兒的純潔不過是

肢體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無辜……。31 

 

從文本中似乎可看出奧氏認為人的罪惡根源，從生命發生的那一刻即巳開始，連

嬰孩的純真也只是因為作惡的能力有限而巳。32我們也可以從奧氏較早期與摩尼

教的爭辨時所寫的著作《論自由意志》，明顯看出奧氏主張此原罪的看法;「就

是那從一人入了世界，又傳給眾人的罪」，33奧氏從他對人罪性的觀察，進而將

之理論化，主張這樣的罪性藉由遺傳代代相傳。另有學者認為因奧氏對原罪概念

                                                 
28

 曾慶豹，〈序〉，1-2。 
29

 曾慶豹，〈序〉，3-5。 
30

 李錦綸，〈從《懺悔錄》看奧古斯丁對人罪性的觀察〉，《曠野 ( 雙月刊 )》，第 125 期，(2003

年 10 月)， 10。 
31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29-30。 
32

 李錦綸，〈從《懺悔錄》看奧古斯丁對人罪性的觀察〉，11。 
33

 奧古斯丁著，〈教義手册〉，載氏著，湯清，楊懋清、湯毅仁等譯，《奧古斯丁選集》，432。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曾%20慶豹&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曾%20慶豹&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tocrequery.exe?61753da7f5c041bafa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j_toc.exe?6a743dc36db3a5202820c2f9a4eba55a2029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tocrequery.exe?61753da7f5c041b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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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明確的定義，所以不容易掌握其中論點。但從以下幾個層面，仍可探究其成

熟的原罪論。 

 

一、 亞當的罪及對它的懲罰是會遺傳的; 

二、 嬰兒的靈魂是有罪責的; 

三、 嬰兒的罪是真實的、嚴酸的，是通過生育而遺傳的; 

四、 洗禮是一切人，包括嬰兒，得救的必要手段。34 

 

從聖經中保羅並沒有針對罪是如何遺傳給後代子孫之論述，然而奧氏為了要解釋

一個連自由意志都還沒有的嬰兒也會有原罪，因而提出原罪是「經由性交過程中

的可恥的貪慾而來，由於要生育後代必須先經過性交，而性交是免不了有情慾(或

性慾，貪慾的一種)，由此情慾而生的後代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原罪。」
35
這種將

原罪從情慾(性交)而遺傳給下一代的解釋，當時受到伯拉糾派強烈的批評與挑

戰，但都在奧氏的辨解中一一抵擋。但後來有伯拉糾的追隨者朱利安，認為奧氏

的原罪觀可能是一種譴責婚姻和生育的危險，而奧氏在其回擊時，似乎也有些比

之前較軟化的觀點，承認在無罪的伊甸園裡，可能存著一種無邪的性慾。36然而

從現今的學者中，我們可看出對奧氏原罪論更中道的評價; 

 

      基於「原罪」的觀點，奧古斯丁對於情慾的禍患特別譴責，因為他相信人

的罪是透過肉體而代代遺傳，因此促成生殖的情慾，正是罪的「禍源」之。

或許奧古斯丁的觀點過於偏激，無視於上帝創造兩性相互吸的光明面， 

……奧古斯丁遺責情慾如此嚴厲，可能與他自己曾經當過浪子，陷入情慾

的世界無法自拔有關，當他在信仰上開始悔改，認真地走基督徒的道路以

後，自然對情慾可能導致的禍患十分敏感。37 

     

我們從文本《懺悔錄》內容除了看到奧古斯丁對人罪性的觀察中，一方面認

為原罪帶給人隨落而產生了罪惡，另一方面他強調人因濫用自由意志而促使罪惡

發生。對於罪惡的根源在《懺悔錄》書中奧氏進一步的說明; 

 

  我聽說我們所以作惡的原因是由於自由意志，我們所以受苦的原因是出於

祢公正的審判，……不過有一點能略略提高我，使我接近祢的光明的，便

是我意識到我有意志，猶如意識我在生活一樣。因此我確知我願意或不願

                                                 
34 周偉馳〈導言〉，《論原罪與恩典: 駁佩拉糾派》，奧古斯丁，周偉馳譯，(香港:道風書社,2005)，

xxxiii-xxxiv。 
35 周偉馳〈導言〉，xxxv。 
36 周偉馳〈導言〉，xxxvii。 
37 林鴻信，《小教理》，(台北:禮記，1996)，64。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論原罪與恩典:%20駁佩拉糾派=On%20original%20sin%20and%20grace:%20against%20the%20pelagians&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周%20偉馳&PG_LINE=10&PG_NO=1&SR_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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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做某事，是出於我自己，而不是另有人要我如此。我也日益看出這是我

犯罪的原因。38 

 

從這裡我們可以略見奧氏對人犯罪的原因有一個清楚的認知，即是人的自由意志!

如同奧氏在〈論兩個靈魂---駁斥馬尼該人〉提到對罪的定義，「按天主所啟示

的聖經記載:我們先該下一個『罪』的定義:罪是屬於自由意志的事，所以，罪即

相反正義的意志，或自由地沒有覆行正義之事。」39。此外，奧氏也認定這自由

本身是一種中性的能力(media vis),它即可轉向信仰，也可轉向不信。40也就是說其

最終結果是在於人如何去使用它。41雖然奧氏在本文中沒有直接提到至善上帝為

何會賜人這自由意志的原因，但我們可以在其較早期的著書《獨語錄》(西元 387

年)42找到他的看法，「如果人是善的，且他只有意願才能行正當，那麼他應當有

一自由意志，否則他不能行正當。……人不可能無自由意志而正當地生活，這是

上帝之所以賜予它的充份理由。」43奧氏主張人有擇善避惡的自由意志，但卻行

出選擇罪惡的必然。44而為何會作出如此必然的選擇，奧氏的答案是「驕傲」。

也就是說雖然意志本身是中等之善，但若意志從不變之善轉向它自己的私善，或

外在、低下的事物，就是犯罪了。因它若想作自己的主，便會轉向外物，就變得

驕傲、貪慾。這樣看來，所謂中等之善決不是惡事，所謂的惡是意志背棄不變之

善而轉向可變之善。45 

 

      原祖二人在明明違命之前，先在心中巳有了惡念，因為若沒有惡意，就不

會做出惡事。何為惡意的開始，豈非驕傲:『因為驕傲是一切罪惡的起源』

(德.拾.十五)。何為驕傲?豈非是忘自尊大?自尊自大是放棄了當隨從的原

因，而成為自己的原因，太放縱自己，就會這樣。46 

 

在文本中奧氏從個人與同伴結伙行竊的經歷，他深刻感受到這些行為僅是滿

足自己的罪惡，享受犯罪的樂趣;不再乎這些果子，在乎的是罪惡本身，也在乎

多人合作的犯罪行。47奧氏便提出這便是人「驕傲」的本質，妄自尊大的反對神，

便是倒行逆施地模仿神。48特別是在一群人一起的時候就會產生「共犯效應」，

                                                 
38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50。 
39

 施安堂，《教父神學選集》，(台北:安道社出版，1972)，582。 
40 奧古斯丁著，《論原罪與恩典: 駁佩拉糾派》，64。 
41

 余裕明，〈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對邪惡問題之探討〉，道學碩士學位論文。台灣神學院,1980，

14。 
42

 成官民，(序)，《獨語錄》，奧古斯丁著，成官泯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8。 
43

 奧古斯丁著，《獨語錄》，110。 
44

 林鴻信，《落葉隨風---論忘我》，(香港:道風書社，2008)，101。 
45

 奧古斯丁著，《獨語錄》，152。 
46

 聖奧古斯丁，《天主之城》，吳宗文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服份有限公司，2008)，第十四

卷，第十三章，496-7。 
47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52-57。 
48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55。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論原罪與恩典:%20駁佩拉糾派=On%20original%20sin%20and%20grace:%20against%20the%20pelagians&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AU&S_KIND=B&SEARCH1=余%20裕明&PG_LINE=10&PG_NO=1&SR_BR=
http://library.taitheo.org.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對邪惡問題之探討&PG_LINE=10&PG_NO=1&SR_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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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狽為奸改變了犯罪的環境，提供個別犯罪者一種錯覺而來的正當性。49奧氏稍

後也表明;「可惜我妄自尊大，起來反抗祢，我挺著似圍了堅盾的頸項，自我的

主直闖，……我的囂張使我和祢隔離，我浮腫的臉面使我睜不開眼睛。」50由此

可知，「驕傲」是奧古斯丁所認為一切罪惡的根源。51 

    在這一段奧氏與同伴結伙行竊的經歷中，我們似乎可看出奧氏對罪另一重的

深刻觀察，認為人的罪性會趨使我們為作惡而作惡，是一種毫無目的作惡行為，

而且是單單為了滿足自己罪性的作惡。因為他確知當時犯行根本不是為了喜愛或

需要吃這些果子，而只是在乎罪惡本身，和在乎多人合作犯罪行為帶來的樂趣。

好似在醜陋的罪性中欣賞偷竊與罪惡，甚至是享受犯罪的樂趣。52可惜，文本中

奧氏較少處理這一點，而未能理出較完整的觀點，因此學生感到相當婉惜! 

     另外，對於文本中對「自由意志是罪惡的根源」的論述，若比較後來奧氏

與伯拉糾爭辨時所寫的《論本性與恩典》，其中對自由意志的論述有比前者較為

緩和的看法， 

 

      因為我們並不否認人的本性能無罪，我們也不說，人是沒有能力成為完美

的;因為我們承認，人有能力進步，不過要靠著上帝的恩典，藉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我們說，靠著祂的幫助，人能達到上帝所以創造他去達到的

聖潔和快樂。53 

 

在當中奧氏不再認為自由意志為完全的敗壞，是沒有改變的可能性，而是轉向「恩

典」帶來轉變的絕對性，這也是文本《懺悔錄》書中，未能看到的轉變。這可能

就是因為當時奧氏為駁斥摩尼教對罪與邪惡的錯誤觀點時，過於強調罪與邪惡是

從受造者誤用善的自由意志而來的極端表達。然而到了後期與伯拉糾的爭辨中，

奧氏為重申「恩典」的重要性，而重新表述人的本性雖遺傳了先祖的罪性，而沒

有可能不犯罪的本性，但得依靠上帝所賜基督白白的恩典而得蒙拯救。 

 

第二節 罪惡的性質 

    奧古斯丁對惡的本質，採取了柏羅丁的學說，認為世界整體來看是「善」，

而每一個階層本身看來也是「善」。然而「惡」的發生是因為遠離了「善」源，

因而無法分受到「善」。54所以奧氏肯定在至善的上帝裡，惡是不可能存在，就

連祂所創造的一切都應該是好的，「對於祢，上帝，惡總是不存在的;而且不僅

對於祢，對於祢所創造的萬物也如此，因為在祢所造的萬有之外，沒有一物能侵

                                                 
49

 李錦綸，〈從《懺悔錄》看奧古斯丁對人罪性的觀察〉，11。 
50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57。 
51 林鴻信，《小教理》，63。 
52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54-57。 
53

 奧古斯丁著，〈論本性與恩典〉，載氏著，湯清，楊懋清、湯毅仁等譯，《奧古斯丁選集》，385。 

54
 鄔昆如，〈聖奧斯定的罪惡觀〉，《哲學與文化 ( 月刊 )》vol:17，(1990 年 5 月)，408。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tocrequery.exe?61753da7f5c041bafa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tocrequery.exe?61753de0a9a9f8a670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j_toc.exe?6a743dadf5bec7bb50a4e5a4c6202820a4eba55a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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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或破壞祢所定的秩序。」55在這樣的基礎之下，奧氏指出他所追究的罪惡，就

一定不是實體;因為如果是實體，那就是不能朽壞的實體，且肯定是至善。因為

上帝一切的創造都是好的，而且沒有一個實體不是祂的創造。56所以奧氏找出一

個答案;「我探究的惡究竟是什麼?發現惡並非實體，而是敗壞的意志叛離了最高

的本體，即是叛離了祢，上帝，而自趨於下流，是委棄自己的肺腑，而表面膨脹。」
57
正如奧氏在《天主之城》所言:「惡劣意志的成因;不是成因，而是缺因，不是

生產力，而是缺乏力。遠離至高之物，親近次等之物，就開始有惡意志了。」58 

    在奧氏的觀察中，在上帝以下的萬物，有一重要特性，即不是絕對的「有」

(即真實)，也不是絕對的「無」(虛無);它們是「有」，因為它們來自至善的上

帝。但它們也不是「有」，因為它們並不是「自有」的。59唯有真正的「有」是

常在不變的有，而它們是易變且可朽壞的。 

 

      只有祢是絕對的存在，同樣只有祢才真正認識:祢不變地存在著，不變地

願意著;祢的本體不變的認識、願意著;你的理智不變地存在、願意;祢的

意志不變地存在、認識著;在祢看來，受祢光照的可變受造物，要和你一

樣認識祢不變的光明，這是不合理的。60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奧氏主張善良的來源是上帝，且人是被上帝所造，理當也是

善良的，然而人是受造之物而有限，這「有限」雖不是人罪惡的來源，卻在當有

限的人想要和無限者有同樣的地位時，就犯罪墮落了。奧氏在其〈論自由意志〉

對此有更清楚的說明; 

 

      那麼，一切的善都是從上帝而來，所以凡存在之物，莫不是從上帝而來。

因此那被我們共同看為罪的移動，乃是一種有缺憾的移動，而缺憾是從虛

無而來。你若觀察它的源起，就可知道它不是從上帝而來。
61
 

 

奧氏用哲學性思考和表達方式，主張善是實體，而惡不是實體，不過是缺乏

善的狀態。這樣善是實的，惡是空的，只有在沒有善的地方才是惡，奧氏巧妙的

用否定和負面來式來了解惡，以善良來定義缺乏善的罪惡，這意味著善良必定勝

過邪惡。62因為只要善良出現之處，邪惡即立時消失，就如光一出現，黑暗便即

刻消失。對善良勝過邪惡有十足的信心，這也意味著改邪歸正的關鍵在於回歸善

                                                 
55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64。 
56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63-4。。 
57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66。 
58

 聖奧古斯丁，《天主之城》，415。 
59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62-3。 
60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366。 
61

 奧古斯丁著，〈論自由意志〉，載氏著，湯清，楊懋清、湯毅仁等譯，《奧古斯丁選集》，265-6。 
62

 林鴻信，《教理史(上)》，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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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也就是回歸到善的源頭---上帝。63如同聖經的話語記載在約翰壹書一章 5

節至 7 節:「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

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

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在至善的源頭就沒有惡，因為祂本

是創造一切萬物的上帝。 

奧氏相信上帝本體的不能朽壞，甚至連一切的朽壞也不能損害我們的上帝，

因為上帝如果能朽壞就不成為上帝了。不僅如此，上帝更是善的本體，因此奧氏

肯定上帝即沒有創造惡，罪惡的根源更不可能是從至善的創造者而來!64因此奧氏

指出上帝所創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僅管一切創造物並非相同，但從各別或是總體

來看一切都是美好的。65在這種一切善都是上帝而來的前提下，就連自由意志也

應當是善的，因為它是由上帝所賜的的一種善。然而這種「缺憾」就是受我們意

志的管理，簡單講;你若畏懼它，它可能就會勝過你而趨惡;然而你若不要它勝

過，凡你不要的事都不會發生。66 

最後學生以課堂中林鴻信老師對此主題說明的圖解表述之。 

                                       

 

 

 

 

 

 

 

 

 

 

第三節 罪惡的解決 

    奧古斯丁相信人犯罪作惡是因自己妄用自由，是一個背向至善，而選擇次善

的意志轉向，這罪若要得敕免則非人自己的能力所及，必須要上帝的恩典和憐

憫。而上帝恩典和憐憫的最高表現，就是親自降世，由耶穌基督以自己的死亡和

復活，來代替罪人以贖罪。也就是說，奧氏對罪惡的解決之道，主張「他救」，

而非「自救」，因為救恩是來自上帝，而不是來自人本身。
67
因此奧氏認為; 

 

      我們理應交付於罪惡的宿犯，死亡的首領，因為是他們誘惑我們，使我們

尤而效之，離開真理。這樣可憐的人能做什麼?『誰能挽救他們脫離死亡

                                                 
63

 林鴻信，《落葉隨風---論忘我》，104。 
64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17。 
65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64。 
66

 奧古斯丁著，〈論自由意志〉，載氏著，湯清，楊懋清、湯毅仁等譯，《奧古斯丁選集》，266。 
67

 鄔昆如，〈聖奧斯定的罪惡觀〉，411-2。 

(善):上帝(至善、至有) 

                          

人  / 教會 

 

 

(惡):罪惡(虛無/至惡) 

有 

無 

http://wwwtoc.ces.org.tw/cgi/toc/tocrequery.exe?61753de0a9a9f8a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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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體?』只有憑藉祢的恩寵，依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是祢的聖子，

和祢同屬永恆，……『我們的罪狀因此一筆勾銷』。68 

 

在文本《懺悔錄》雖然奧氏強調救恩是來自天上而不是來自人，但奧氏似乎 

強調一個「自救」的方案，那就是利用自由意志趨向善，而首要便是對自己的罪 

惡認罪懺悔，看起來整本《懺悔錄》就是他對上帝的悔罪和頌揚中完成。
69
因奧 

氏相信慈悲的天父，對於一個罪人的悔改，比較對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更加

歡喜。此外，我們可從奧氏對恩典(恩寵)的解釋了解他的觀點; 

 

      聖寵是天主白白地賜予人的恩賜。除非天主白白地賜人聖寵，聖寵就不得

被稱聖寵。是以聖寵之所以被稱為聖寵，因為聖寵是天主白白地賜予人的;

這樣，你在領受聖寵之前，你不需要行什麼善工。因為如果天主在賜你聖

寵之前，需要你的善工，那末，天主的聖寵，巳不是白白地賜予你的聖寵，

而是你的善工的賞報;但事實上，我們應得的報應，祈有受罰而巳!70 

 

雖然奧氏深信這是人脫離罪惡的重要途徑，但他也誠實的表示，悔改醒悟確

實不是容易的事;「我並不為別人的意志所束縛，而我自己的意志卻如鐵鍊一般

束縛我。敵人掌握著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條鐵鍊緊緊地將我縛束，因為意志敗

壞，遂生情欲，順從情欲，漸成習慣，習慣不除，便成為自然了。」71甚至在他

年輕時雖然清楚自己的罪惡，也感受到自己非常痛恨這此罪惡，卻發現自己是多

麼病態到不願脫離惡的處境。 

 

      可是我這個不堪的年輕，在我進入青年時代之際巳沒出息，那時我也曾向

祢要求純潔，我說:「請祢賞賜我純潔和節制，但不要立即賞給。」我怕

祢答應而立即消除我好色之心，因為這種病態，我寧願留著忍受，不願加

以治療。72 

 

奧氏深受這樣的病態心疾所苦，他甚至開始嚴厲的斥責自己，用盡自己的力量在 

地上打滾，為的是想把束縛他的鎖鍊在翻滾中全部折斷，最後仍有幾條無法掙

脫，依舊緊緊的束縛著他。此刻他開始轉向神; 

 

我在心中自言自語說:『快快解決吧，快快解決吧!』我的話似巳具決定

性，……我再鼓足勇氣，幾乎把握到了，不，不，我並沒有達到，……我

                                                 
68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72。 
69

 鄔昆如，〈聖奧斯定的罪惡觀〉，411。 
70

 施安堂，《教父神學選集》，555。 
71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88。 
72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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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遲疑著，不肯死於死亡，生於生命;舊業和新的生命的交替，舊的在

我身上更覺積重難返，越接近我轉變的時刻，越是使我惶恐……。」73 

 

直到上帝親自出手，透過特別的經歷，讓奧氏自己意志中的鐵鍊斷開，頓時覺的

有一道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奧古斯丁對罪的解決，只有一個即是---上帝的恩典。

如同奧所說;「只有吾主耶穌基督天主的恩寵，才能由現世的不幸中救我們，這

是耶穌名字的意義，就是救世主。」74，而且那是不需人付上行為的代價，且是

由上帝發動，人只有接受。因為恩典是驅動人向善的力量，只要人接受了上帝的

恩典，意志便會從罪惡中被釋放出來。75這個恩典不單讓我們從原罪中得釋放，

也從一切我們所犯的罪中得到釋放。因為奧氏認為;「上帝沒有過去與未來的限

制，上帝是活在永遠的現在，所以赦免人的罪也是永遠的赦免，不只是赦免過去

的罪，同時也是赦免將來的罪，因為過去和將來對上帝而言並沒有障礙。」76 

 

第四章 結論 

  奧古斯丁從他對人罪性的觀察，主張罪性藉由遺傳代代相傳。認為人的罪

惡從生命發生的那一刻即巳開始，連嬰孩的純真也只是因為作惡的能力有限而

巳。為了要解釋一個連自由意志都還沒有的嬰兒也會有原罪，因而提出原罪是經

由性交過程中的可恥的貪慾而來，由於要生育後代必須先經過性交，而性交是免

不了有情慾，由此情慾而生的後代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原罪。 

奧氏對人罪性的觀察中，看出一方面原罪帶給人隨落而產生了罪惡，另一方

面是人因濫用「自由意志」而促使罪惡發生。他以哲學性的思考，相信上帝本體

的不能朽壞，甚至連一切的朽壞也不能損害祂，因為上帝如果能朽壞就不成為上

帝了。不僅如此，上帝更是善的本體，因此奧氏肯定上帝即沒有創造惡，罪惡的

根源更不可能是從至善的創造者而來。然而這自由本身是一種中性的能力,它即

可轉向信仰，也可轉向不信，也就是說其最終結果是在於人如何去使用它。雖然

人有擇善避惡的自由意志，但卻行出選擇罪惡的必然。之所以會作出如此必然的

選擇，奧氏的答案是「驕傲」。也就是說雖然意志本身是中等之善，但若意志從

不變之善轉向它自己的私善，或外在、低下的事物，就是犯罪了。因它若想作自

己的主，便會轉向外物，就變得驕傲、貪慾。這樣看來，所謂中等之善決不是惡

事，所謂的惡是意志背棄不變之善而轉向可變之善罷了。 

因此;奧氏肯定在至善的上帝裡，惡是不可能存在，就連祂所創造的一切都

應該是好的在這樣的基礎之下，奧氏指出他所追究的罪惡，就一定不是實體;因

為如果是實體，那就是不能朽壞的實體，且肯定是至善，因為上帝一切的創造都

是好的，而且沒有一個實體不是祂的創造。這樣善是實的，惡是空的，只有在沒

                                                 
73

 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懺悔錄》，195-8。 
74

 聖奧古斯丁，《天主之城》，947。 
75

 林鴻信，《教理史(上)》，252-3。 
76

 林鴻信，《教理史(上)》，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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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善的地方才是惡。奧氏巧妙的用否定和負面的哲學性思考來方式來了解惡，以

善良來定義缺乏善的罪惡，這意味著善良必定勝過邪惡，因為只要善良出現之

處，邪惡即立時消失，就如光一出現，黑暗便即刻消失。對善良勝過邪惡有十足

的信心，這也意味著改邪歸正的關鍵在於回歸善良，也就是回歸到善的源頭---

上帝。 

奧氏相信人犯罪作惡是因自己妄用自由，是一個背向至善，而選擇次善的意

志轉向。這罪若要得敕免則非人自己的能力所及，必須要上帝的恩典和憐憫。而

上帝恩典和憐憫的最高表現，就是親自降世，由耶穌基督以自己的死亡和復活，

來代替罪人以贖罪。也就是說，奧氏對罪惡的解決之道，主張「他救」，而非「自

救」，因為救恩是來自上帝，而不是來自人本身。此外奧氏似乎也強調人要為自

己的罪惡認罪懺悔，因這是利用自由意志來趨向善以遠離惡。至終奧古斯丁對罪

的解決，只有一個即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不需人付上行為的代價，且是由上

帝發動，人只有接受的。這恩典驅動人有向善的力量，只要人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意志便會從罪惡中被釋放出來。這個恩典不單讓我們從原罪中得釋放，也從一切

我們所犯的罪中得到釋放。 

學生從文本中發現奧氏對罪另一重的深刻觀察，即奧氏認為人的罪性會趨使

我們為作惡而作惡，是一種毫無目的作惡行為，而且是單單為了滿足自己罪性的

作惡，好似在醜陋的罪性中欣賞偷竊與罪惡，甚至是享受犯罪的樂趣。因文本中

奧氏較少處理這一點，而未能理出較完整的觀點，讓學生感到相當婉惜。另外，

在於文本中對「自由意志是罪惡的根源」的論述，若比較後來奧氏與伯拉糾爭辨

時所寫的《論本性與恩典》，其中的論述有比前者較為緩和的看法，在當中奧氏

不再認為自由意志為完全的敗壞，是沒有改變的可能性，而是轉向「恩典」帶來

轉變的絕對性，這也是文本《懺悔錄》書中，未能看到的轉變。 

    最後，學生從本研究中的反思;基督徒首要認知自己得蒙救贖，得以脫離罪

的本源，是在乎上帝透過耶穌基督所賜白白的恩典!但我們仍有罪性，仍有可趨

向惡的自由意志，所以就當求主賜下力量，運用善的意志，竭力趨善避惡。偶爾

若被過罪所勝，也當在聖靈的引導下即時回轉向至善光明，而不是軟弱的躲在暗

處，趾高氣碩的架禍他人或輕描淡寫的歸結在倫理道德而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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