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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正教會在斯拉夫人中傳播，  

是所有拜占庭成就中最偉大的一項。」  

法國拜占庭史學家狄爾（Diehl）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筆者本身為俄文學習者，對於俄羅斯文化懷抱濃厚的興趣。但筆者發

現一個相當現實的問題：如果不理解東正教的宗教觀念，將無法完整深入

研究俄羅斯歷史與文化的本質，無法理解俄國人的思維，更無法真正欣賞

俄國藝術與文學所表達的深層宗教涵義。然而，這個現實問題卻不易被解

決，因就臺灣目前整個大環境而言，對於研究東正教教義與文化的資料普

遍缺乏，更遑論有更深入比較探討。因此在臺灣進行相關議題之研究具相

當大的侷限性。  

 

    在臺灣的東正教中文資料，無論從英譯而來，抑或來自中國，皆常造

成 臺 灣 中 文 讀 者 常 有 讀 其 詞 卻 不 明 其 義 的 挫 折 感 ， 甚 至 對 東 正 教

（Православие）、天主教（Католицизм）及新教 (Протестанство)的認知產

生混淆。又因來自中國的東正教資料多譯自蘇聯無神論時期的俄文文獻，

因此對於東正教教義及整體源自拜占庭之歷史文化介紹並不盡然正確，難

免混淆視聽。由於曾經讀過不少並非正確的東正教相關資料，因此筆者決

定進行與東正教相關的論文寫作，因唯有透過深入研究，才能彌補自身對

東正教認知的不足。  

 

 

 

                                                 
1 龔方震，《拜占庭的智慧》。臺北：新潮社文化事業，2003，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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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祈禱詞在信眾的體內注入敬畏上帝之情，激發起嚴守其誡  

命之渴望及對上帝之敬愛。基督親臨於禮儀中，祂所做之一切及  

為我眾所承受的苦難都呈現在我們的面前＜…＞祭獻前的行動禮  

儀象徵基督受難前所經歷的事件，祭獻之後的行動則是救世主所  

說：「父的恩許」（使徒 1：4）即是將聖靈降臨在信眾身上＜…＞  

基督徒的靈魂無論生抑或安息都因這個侍主聖禮而得益，因此整  

個侍主聖禮是救恩工程的計畫＜…＞」 2。  

 

    由這段出自聖尼柯拉‧喀瓦西拉斯（St Nicholas Cabasilas）對「侍主

聖禮」「祈禱文」的解釋意義中，我們可以瞭解聖禮所扮演的重要性，以及

祈禱詞之深刻意涵。因此筆者遂決定以《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祈禱文

（Б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ургия Святого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ого）（以下簡稱「祈禱

文」）為研究對象。  

 

    筆者曾閱讀「祈禱文」的三個中譯本，因筆者非基督徒，而無法瞭解

「祈禱文」中所表達的象徵意義。在因緣巧合下，筆者閱讀了教會斯拉夫

文版的「祈禱文」，發現其中詞彙在中譯後與俄文原義並不相同，這間接表

示，中譯後的語義並不完全符合由拜占庭帝國傳入羅斯的希臘文版本。承

蒙來自俄羅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МГУ, ИССА），本身為虔誠東正教教

徒的馬琳娜‧盧媔采娃（Марина Витальевна Румянцева）教授的輔導與協

助，筆者決定重新中譯「祈禱文」，整理其中教會斯拉夫文的特點，分析其

詞彙的象徵同義現象及其內在的反義性。筆者衷心希望透過這一份研究論

文，能開啟臺灣另一扇追尋、探索俄羅斯文化的靈魂之窗。  

 

貳、研究目的  
 

    本論文的研究對象為東正教《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祈禱文」，研究

目的如下：  

 

                                                 
2 聖尼柯拉‧喀瓦西拉斯著，默耕譯，《A Commentary on the Divine Liturgy》（《事奉聖

禮釋義》）。香港：香港聖彼得堡羅堂，2007 年，頁 46-51。本論文主要參考本書的中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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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目的一：因時空及地理等因素，臺灣人多數普遍對東正教感到陌

生，甚至將之與天主教抑或新教混淆。因此為臺灣人介紹東正教《聖金言

諾望侍主聖禮》及其相關宗教背景知識，為研究重要目的之一。  

 

    研究目的二：彙理釐清本「祈禱文」中教會斯拉夫文之句法、詞法、

詞彙多義性及修辭特性。這份歸納整理可作為翻譯教會斯拉夫文相關文獻

的參考資料。  

 

    研究目的三：研究「祈禱文」中詞彙內部的象徵同義性及反義性，除

可以瞭解教會斯拉夫文不同於拉丁文翻譯而所被賦予的詞義獨特性。同時

藉由揭示宗教詞彙的象徵意義，有助於翻譯及幫助中文讀者較易瞭解俄羅

斯文學藝術作品中所試圖傳達上帝與人類的互動關係。  

 

第二節  研究限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限制  
 

    筆者擬定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之前，必須先說明研究限制如下：  

 

    一、本論文的研究對象為《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祈禱文。筆者以由

希臘文翻譯成教會斯拉夫文的「祈禱文」版本為主，進行中文翻譯。因此

本論文進行之相關研究，都需以希臘文譯成教會斯拉夫文的「祈禱文」版

本是準確無誤為基礎。至於希臘文譯成教會斯拉夫文的「祈禱文」之相關

細節，因非本論文研究重點，故不進行討論。  

 

    二、本論文目的是初步匯整「祈禱文」中教會斯拉夫文之詞彙及語法

特點。因將教會斯拉夫文與現代俄文以詞法及語法之角度進行比較探討，

非本論文研究重心，故不進行深入討論。  

 

    三、本論文主要任務為探討「祈禱文」中教會斯拉夫文內部之宗教象

徵意義。然而筆者非東正教教徒，更非神學家，並無親身超然體驗，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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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正剛起步，因此無法在現階段完整且清楚界定分析在「祈禱文」

中的所有詞彙。  

 

    四、教會斯拉夫文與現代俄文在句法及詞彙已經產生不少轉變，因此

參考現代俄文的語言學來探究、分析「祈禱文」中的教會斯拉夫文將無法

達到完全的滿足。  

 

    五、本論文所研究出的「祈禱文」詞彙，其同義現象及反義現象之結

果，係以東正教教義文化出發，綜合參考立哈喬夫之文化學、象徵預象及

阿普列祥同義詞理論的研究成果。因此這份研究成果並不一定符合其他語

言學家所提出的同義詞理論及反義詞理論。  

 

貳、研究途徑  
 

    一、語言文化學  

 

    俄羅斯著名學者利哈喬夫 3（Д. С. Лихачёв, 1906-1999）以研究古俄羅

斯文學與西元十世紀至西元十七世紀俄羅斯文化史著稱，本論文選用其文

化研究理論，分析「祈禱文」中教會斯拉夫文所展現的同義詞特點。  

 

    二、象徵理論  

 

    本論文綜合韋勒克（Rene Wellek, 1903-1995）及華倫（Austin Warren, 

1899-1986）所合著之《Theory of Literature》（《文學論》）中所提出的「象

徵理論」及東正教司鐸克羅托夫（Яков Кротов）提出「預象」觀點作為探

討「祈禱文」中象徵的理論基礎 4。  

 

 

 
                                                 
3 為盡量屏除不客觀之情感因素影響本研究，故筆者選用俄羅斯著名語言文化學者利哈

喬夫之語言文化學理論來研究本「祈禱文」之體裁修辭獨特性。  
4 本論文「象徵理論」選用韋勒克、華倫及司鐸克羅托夫觀點，係其皆提出象徵（預象）

闡釋宗教詞彙之觀點，故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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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語言學理論  

 

    本論文選用俄羅斯語文學學者阿普列祥（Ю. Д. Апресян, 1930-）著作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詞彙語義學》）一書中所提出之同義詞理論

與諾維科夫（Л. А. Новиков）所著之《Семан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語

語義學》）中提出的反義詞理論作為研究「祈禱文」中詞彙的象徵同義詞現

象及反義現象的理論基礎 5。  

 

參、研究方法  
 

    闡明本論文研究限制後，筆者擬說明本論文之研究途徑：  

 

    一、文獻分析法：本論文寫作之始，筆者重新翻譯《聖金言諾望侍主

聖禮》祈禱文，以瞭解其宗教儀軌及「祈禱文」之內容及宗教詞彙在中譯

後的謬誤。筆者同時閱讀研究古俄羅斯文學及教會斯拉夫文的期刊專書，

以理解「祈禱文」中教會斯拉夫文的詞彙及句法特色。  

 

    二、整理歸納法：此方法主要使用於本論文之第三章以歸納整理「祈

禱文」中教會斯拉夫文之句法、詞法、多義性及修辭的特性。  

 

    三、語言分析法：「祈禱文」為東正教精神的精粹，充分表達宗教的真

正內涵。故筆者試圖依「圈內人」6（emic）之態度，設身處地領略、體驗

東正教之內涵精神，以求中譯「祈禱文」能貼近原意。筆者更近一步採用

                                                 
5 各國語言學家所提出「同義詞」與「反義詞」的相關理論並不少。俄羅斯語文學家阿

普列祥之同義詞理論，除了在俄羅斯、美國，甚至在中國皆具一定學術地位，又因其研

究深入且廣闊，符合我們這份分析「祈禱文」詞彙的初步研究。再者，由於學者所提出

的同義詞定義及其著重於「概括－具體」（родо-видовые）及「具體－具體」

（видо-видовые）的同義詞研究關係，有助於筆者在中譯「祈禱文」的過程中，釐清詞

彙意義的細微區別性，故筆者最終選用之為理論參考。語言學家諾維科夫所提出的反義

詞定義清楚且明確，且並不與阿普列祥的同義詞理論產生矛盾，故本論文選之作為探討

反義詞之理論基礎。  
6 筆者並非 東正教教徒，但試圖以「圈內人」之態度，體 會該宗教之 內涵精神性。關於

「圈內人」之定義，根據新澤西州 立羅格斯大 學宗教系教 授于君方的 解釋，即「＜…＞

雖非信徒，但盡量設身處地站在信徒的立場。＜… ＞設身處地將自己變成宗教信仰者，

去體驗、感受他們的宗教。」。關於「圈內人 」之研究角度可詳見： 于君方，＜ 宗教學

研究方法＞ ，http://www.gaya.org.tw/hkbi/topic/topic1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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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分析法，以「圈外人」 7(etic)之客觀角度研究教會斯拉夫文的象徵多

義性，以求中肯分析詞彙之象徵同義性及反義詞中內部同義性，提供嶄新

的研究視角。 

 

第三節  文獻評論  
 

    探討東正教教義、研究《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之相關書籍資料、語

言學之同義詞及反義詞理論，教會斯拉夫文之研究相關理論書籍都是本論

文研究的文獻分析資料，主要分為下列四方面：  

 

    一、語言學  

 

    採用俄國語言學家阿普列祥著《詞彙語義學》與諾維科夫著《俄語語

義學》之中所提出的同義詞及反義詞語言學理論作為分析「祈禱文」中詞

彙探討基礎。  

 

    由列姆涅娃（М. Л. Ремнёва）、薩韋利耶夫（В. С. Савельев）、菲利切

夫（И. И. Филичев）所合著的《Старославянский и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и》（《古斯拉夫文與教會斯拉夫文》）以及伊佐托夫（А. И. Изотов）

所著的《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教會斯拉夫文》）中，所提出關於

教會斯拉夫文的句法、詞法及語義特點可作為整理「祈禱文」教會斯拉夫

文的參考書籍。  

 

    二、文學理論研究  

 

    以美國學者韋勒克及華倫所合著之《文學論》其中所提出的「象徵理

論」及司鐸克羅托夫提出「預象」觀點為分析詞彙的象徵意義的理論參考。 

 

                                                 
7 「圈外人」之定義，根 據新澤西州 立羅格斯大 學宗教系教 授于君方的 解釋，為「 ＜…

＞客觀地，非信仰者的立場＜…＞站在「圈外人」的眼光和立場，可以透過語言文字去

研究該宗教的經典，然後再從史學、考古學、社會學、藝術史等不同角度，去尋找這個

宗教的發展過程。」；「 圈外人」之 相關研究觀 點，詳見： 同註 6。  



 7

    三、語言文化研究  

 

    以利哈喬夫研究中古俄羅斯文學及俄羅斯文化史的著作為主要文獻。

例 如 ，《 Культура Руси времени Андрея Рублева и Епифания 

Премудрого(конецⅩⅣ -ⅩⅤв.)》（《安德列．盧博留夫及聖智慧者葉皮凡尼

時代的羅斯文化（西元十四世紀末到十五世紀）》） 與達維多娃（Н. В. 

Давыдова）著作《Евангелие 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福音書及古

俄文學》） 及 科羅柳克 （В. Д. Королюк）所著之 《Сказание о начале 

славян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斯拉夫文之書寫探源故事》）等書中提出研

究 中 古 世 紀 羅 斯 的 文 學 及 體 裁 特 點 ； 季 亞 琴 科 （ Г. Дьяченко）編著之

《Полный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完整教會斯拉夫文詞典》）將

為彙整「祈禱文」中詞彙意義的考據；斯捷潘諾夫（Ю. Степанов）所著

之東西方宗教文化研究著作：《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常

數：俄羅斯文化詞典》）與梅奇科夫卡亞（Н. Б. Мечковская）之《Язык и 

религия》（《語言與宗教》）等書籍，其內容提出語言與宗教之相互關係，

故將為論文參考文獻。  

 

    四、東正教教義及東正教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之研究  

 

    《聖經》 8中文版、司鐸塞拉芬‧斯洛博茨基所編之《Закон Божий》

（《上帝十誡》）、布爾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所著之《Православие》（《東

正教》）及安東尼‧阿勒維索波洛斯神父（Father Anthony Alevizopoulos）

所著《The Orthodox Church, it is faith, worship and life》（《正教的精神與靈

性》）等為筆者瞭解基督宗教教義與文化的最主要參考依據；聖尼柯拉‧喀

瓦 西 拉 斯 所 著 之 《 A Commentary on the Divine Liturgy》（《 事 奉 聖 禮 釋

義》）、克拉索維茨卡亞（М. С. Красовицкая）所著《Литургика》（《侍主

聖禮學》）、格拉斯洛夫（И. В. Гласлов）及卡什金（А. С. Кашкин）合著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огослужение－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для клириков 

                                                 
8 筆者採取各部經典之譯名及縮寫，主要參考網站「中文和合本聖經查詢系統」：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Doc/abbreviation.html；「正教會聖經全書目錄」：

http://orthodox.cn/liturgical/bible/canonlist_cn.htm。在《新約》中所使用「約翰」及「約

安」之譯稱，筆者在本論文中統一使用「諾望」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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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 мирян》（《東正教侍主聖禮之實務操作  聖職人員、教會工作人員及修士

專用》）、格奧爾吉耶夫斯基（А. И.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所著《Чинопоследование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ургии》（《侍主聖禮說明》）等相關資料因關於「侍主聖

禮」的研究及釋義將為筆者探討東正教「侍主聖禮」儀軌內在精神意義及

論述「祈禱文」中的詞彙意義的重要參考資料來源。  

 

    斯 科 利 亞 列 夫 斯 卡 雅 （ Г. Н. Скляревская ） 所 編 著 《 Словарь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о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東正教教會文化詞典》）、盧緬采娃

（ М. В. Румянцева） 所編 《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лексики》（《俄中東正教詞彙詞典》）等將成為筆者中譯詞禱文及瞭解慈禱

文意義的參考工具書。  

 

    以上書籍將成為本論文重要參考文獻。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論文共分為六章：第一章為緒論，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

方法與限制、文獻評論及研究架構；第二章介紹東正教教義及「侍主聖禮」

在基督宗教信仰中之重要意義、聖職人員系統及「祈禱文」編撰者－聖徒

聖金言諾望之介紹；第三章則從詞彙角度、語法角度、修辭角度三方面整

理《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祈禱文」中教會斯拉夫文；第四章將探討《聖

金言諾望侍主聖禮》「祈禱文」中詞彙之象徵同義現象；第五章則延續第四

章之研究結果，繼續探究「祈禱文」中詞彙的內部反義現象；第六章為結

論。  

 

    第二章將介紹東正教相關背景資料。俄羅斯莫斯科以第三羅馬自居，

因此東正教教會完整繼承源自拜占廷的宗教儀軌。在本章節中，將介紹「侍

主聖禮」在東正教教徒信仰中之神聖意義，認識《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

「祈禱文」編撰者－聖徒聖金言諾望（Святой Иоанн），瞭解這位聖徒為

何被封予「聖金言」（Златоуст）之名號及其對於基督教信仰的貢獻。筆者

同時擬介紹參與「侍主聖禮」之「聖職人員系統」（иерархия）與教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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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及舉行「聖餐禮」之地點與所敬用之聖器（ священные предметы/ 

сосуды）。  

 

    第三章將對《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祈禱文中教會斯拉夫文詞彙進行

整理。首先將先介紹教會斯拉夫文在俄羅斯文化歷史的重要地位，因筆者

在翻譯過程中有感於教會斯拉夫文與現代俄文具有顯著差異性，遂以「句

法」、「詞法」、「多義現象」及「修辭」四角度彙整「祈禱文」之文字特性。 

 

    第四章主要將探討《聖金言諾望侍主聖禮」》祈禱文詞彙宗教象徵同義

性。  

 

    第五章以第四章論述為基礎，繼續深入分析「祈禱文」中反義詞多義

性及其之內部宗教象徵同義現象。  

 

    第六章為論文的研究結論。筆者在第六章後將提出本論文之預期學術

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