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十一課：「通傳神聖的言語」之（4b）「天主教歷史上通用的語言 - 拉丁

語」 

（這是聽夏其龍神父網上講學視頻後所記錄的筆記） 

 

《前言》 

 

今堂是繼續「通傳神聖的言語」。夏神父在上一堂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説過，要講拉丁語是

非常之牽強，不過，拉丁語同這一個主題始終都是有些關係的。 

 

本課堂主題：認識拉丁語 

 

我們今堂的主題就是認識拉丁語，若果大家看過恩神父那個視頻，就會見到他的內心掙扎

了。他一方面好欣賞拉丁文化，及覺得它非常之重要，尤其是他講到無拉丁文就沒有歐洲

的文化，那麼，亦都沒有現在今日我們對西方傳統的文化之認識，以及受它的影響。但

是，另一方面，對於拉丁語作為彌撒的語言，他就非常之反對。因為那些不認識拉丁語的

人去參與彌撒，就得個「望」字而已。 

 

本課堂目的：認識天主教歷史上通用的語言 - 拉丁語 

 

大家都知道拉丁語同教會都是有掙扎的，它通用了千幾年那麼長久，所以難怪有好多人對

拉丁語的傳統非常之留戀，非常之不捨得，並堅持到要有拉丁語在教會裡面。 

 

本課堂內容： 

·拉丁語的凡俗與神聖 

·古漢語 - 拉丁語的比較 

·拉丁語的寶藏 

 

《拉丁語的凡俗與神聖》 

 

至於拉丁語的「凡俗與神聖」，我們作為基督徒已經知道「通傳神聖的言語」本身就是

「降生的聖言」。所以大家作為富二代，我們就已經有這個傳統，就是知道這個「神聖的

言語」了。那麼，拉丁語如何通傳神聖？那時候，教會曾經不斷肯定説，拉丁語有普遍

性、有不變性，以及它不是方言，所以人人都認識。因為其普遍性，以及並非方言，所以

曾經一段時間非常之普遍的。 

 

是的，拉丁語不是方言，時至今日它還不是方言。至於不變方面，其實拉丁語已經成為了

一種古文，就是沒有人以它作為母語，而是變成一種文言文，即是用文字去寫的語言，那

就是不變的。所有用它的，都要依據拉丁語的文法去講它、去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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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語是羅馬人作為征服者、統治者的語言。其實，當時希臘文是文化的語言，許多羅馬

皇帝都用希臘文説話和書寫。由於羅馬人透過征服其他部落使他們成為奴隸來工作、來擴

張領土，因此要與他們溝通。要他們學習拉丁語。 

 

語言是權力：拉丁語有幾個好出名的命令，都是好簡短的單音。那四個常用的命令是

dix、duc、fac、fer；dix是你現在快些説；duc就是你先行、你帶領；fac是做，而 fer

是搬運、現在搬。由於羅馬這四個拉丁語的命令好簡短，所以那些奴隸都會聽得懂 dix、

duc、fac、fer。聖保祿宗徒好明白，就是即使你瞭解個文字，識得發聲音的語言，但是

若果你沒有關愛、沒有互助，其實就只是一個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一個聲音而矣。 

 

語言本身帶有一種權力及操縱性。我們都聽過有「語言偽術」，而「偽術」的意思並非是

「藝術」。上一堂，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1928-）對人類知識提出了兩個很感興趣的

問題。今堂，我們都值得再反省的： 

第一個問題是，鑑於我們的證據如此有限，就是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只是根據好少的資

料，但是我們可以認識好多的東西，他感興趣何解會是這樣的，我們如何能夠知道這麼多

呢？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解釋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的證據，卻知道的這麼少。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説，我們的認知何以會有那麼好的智慧呢？而他的第二個問題其實是

問，何以我們人是那麼愚蠢的，知道了如此多的證據之後，還可以被他人操縱，被人用好

多語言去講到我們最終只是有一個選擇，而沒有其他的選擇呢？可以説，語言本身對我們

是有如此的困難的。 

 

凡俗的拉丁語 

 

我們今堂看看拉丁語，就由我們這一個凡俗世界使用的拉丁語去開始。因為我們生活在西

方文化的影響之下，根本是可以被好多拉丁語圍繞著的。 

 

Cave canem 小心一隻狗（Beware of the dog!）即是提防惡犬的意思。狗在拉丁文是
canem，而英文的 canine, kennel都是同狗有關的。Cave就是小心，而拉丁文的 v同 u
都是一樣通的。所以，cav其實就是 cau，而英文以 cau開始的字就有 caution，即是小
心。Cave canem 小心惡犬；我們不知不覺地，在學習英文的時候，就已經是受到拉丁文
的影響了。 
 
Pisces 雙魚座，是個星座來的。英文的 piscine是養魚池，而 piscatorial是漁業，這
都是同拉丁文的 pisces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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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是一個汽車的牌子，而它本身是獎勵的意思。那麼，英文就是僱傭兵，英文還
有 mercy 憐憫，其實都是同賓士汽車那個牌子的拉丁文有關的。 
 
Vox就是聽筒，vocis – 英文的 voice 聲音及 vocal 聲樂都是由 vox而來的。 
 
Corona是王冠的意思 – Corona Virus （Covid 19）新冠肺炎病毒 
 
Stella，有好多女孩的名字都叫做 Stella – 在西班牙有個好著名的地方叫
compostella，是一個朝聖的地方；英文的 constellation 星座也是由此而來的；Stellar
恆星是直接由拉丁文 Stella 來的。 
 
力士香梘，夏神父説他自小就已經用了。Lux本身是光明的意思，所以那肥皂取其意是能
夠幫你洗得乾淨；有不少飯店叫做 Lux；其實，lux是一個顯示光度的單位，而另外一個
拉丁文 lumen 流明都是顯示光度的單位來的。 
 
有一種噴霧的電子煙叫做 pax。Pax本身是和平的意思。有個好著名的 Pax Romana羅馬的
和平，不過，有關 Pax Romana，大家就要好小心知道它是甚麼的意思，因為當羅馬人征
服了周邊的民族，而周邊得民族不再去騷擾它的邊境的時候，那就説是 Pax Romana，這
個其實是一個征服者的講法。 
 
Acqua水 - aqua – 而 aquatic水生、 aquaculture水產養殖、aqualung水肺、
aquarium水族箱，這些都是由 acqua變出來的。 
 
Vita是生命的意思。vita-min維他命、 vitasoy維他奶、vital 活力、aqua vitae生命
之水，這些都是由 vita變出來的。 
 
Sinequanon是一個時裝的牌子。Sine是一個介詞，qua是一個動詞，而 non則是一個副
詞去形容前面的動詞。Sinequanone 意思是若果沒有它就不成了；把它作為一個時裝的牌
子，那公司真的想得到。因為你無我就不成了，就不會追上潮流。 
 
另外一個牌子是 aquascutum。aqua剛才講過是水，而 scutum就是個盾。英文有一個已經
好少用的字 scutage：（在封建社會）封臣向其領主支付的金錢，以代替兵役。 
 
Finis terrae是一個地方名字，意思是天涯海角。 
 
pro bono，pro是一個介詞，而 bono是公益；pro bono就是為了公益。那些律師免費幫
你打官司，或者免費提供意見的時候，他就會説 pro bono。 
 
ASICS是一個日本運動鞋的牌子，那是用一句拉丁文的成語所組成的：Anima sana in 
corpore s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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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好多凡俗世界的人，利用拉丁語去作為推銷他們的牌子，去令人認識
的方法。 
 
summa cum laude就是優才生。Summa在英文是 sum，即總和的意思。拉丁文 summa是在
最高最頂的意思。為何英文總和會用這個字呢？因為拉丁文計數的時候，其總和是放在最
頂之處，而不是放到最後的，但是英文的 sum就是放到最後。 
 
凡俗世界所用的拉丁語，我們好多時都可以接觸到的。 
 
凡俗與神聖之間 

 
horas non numero nisi serenas  
I do not count the hours unless they are sunny 
(The sundial on the façade of Hill of Tarvit Masion)   
古老的日晷，是利用太陽光照射在針上的影來顯示時間的。因此，有太陽就可以看到時
間，無太陽就看不到了。其實，它是要表達出我們做人需要樂觀的，陰天我們是不計算
的，晴天才計算吧！ 
 
剛剛過了 D-day（諾曼第登陸的日子）八十週年，在登陸的紀念碑上有句拉丁語，而這句
拉丁語是英國人的幽默來的。 
nos a gulielmo victi victoris patriam liberavimus:  
We, once conquered by William, have now set free the Conqueror’s native land 
(1939-1945 Bayeux War Cemetery) 
- 諾曼第：1066年，愛德華死後，諾曼第的一個公爵威廉入侵英格蘭。紀念碑上寫着
「我們曾經被威廉征服，現在解放了征服者的祖國。」這個幽默是相當深的，因為法國人
統治了英國，而把法國的文化（拉丁文化）帶了去英國。又英國經過了百多年之後，英國
的士兵在諾曼第那裏登陸救了法國人，讓他們可以離開那個獨裁統治。 
- 1944-2024 諾曼第登陸 80 週年紀念日；年齡 18 - 98歲 
 
miserando atque eligendo 
pitying and choosing 
(papal coat of arms) 
教宗的徽上寫着「憐憫和選擇」。教宗的意思，可能是説，上主你憐憫了我，但是你又選
擇了我。有關教宗那個徽號，我們是需要小心的。其實，在中世紀，那些君王、地主都有
這樣的徽號給他們的士兵作為徽章的。教會內用這樣的徽號，其實是沿用那個傳統，至於
那個傳統是怎樣來的，我們是需要知道的；士兵的徽章上有旗，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從那裏
來的。 
 
nisi dominus frustra (Psalm 127:1), frustration挫敗感 
in vain unless the Lord 
(Shing Mun Reservoir, HK –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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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門水塘（1937年建成）的一個紀念碑上寫着：「除非是上主，不然是白費的」。
這個也是英國人的幽默；雖然我們建成了這個水塘，但是你不下雨，建了水塘也是白費
的。 
 
hodie mihi cras tibi：死者對生者說話，procrastinate拖延 
Today me, tomorrow for you 

(General De Sucre, Bolivia) 

在玻利維亞一個墳場的入口上面寫着：「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墳場這個寫作，亦都是代

替亡者在墳場內對那些生者説，這個墳場今日為我埋葬，而明天就要為你埋葬你的軀體

了。 

 

這幾個拉丁文的講法，可以讓我們去默想生死之間的一些東西。 

 

教會與拉丁語 

 

教會將拉丁語作為教會的語言，一直都是堅持的，而直至二十世紀，其掙扎就好明顯了。

其實，拉丁語是經歷了好幾個階段的。 

Greek à Latin à Local Language： 

首先，拉丁文的字母是由希臘字母變出來的，最後亦繼承了希臘的文化。然後，正如恩神

父所講，拉丁文並沒有死，它只是變成了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

這些都是拉丁語的子孫。隨後： 

Bible Vulgata：有拉丁文聖經 

Scribes – Charlesmagna (747-814)： 又有查理曼將拉丁文的字母，好快地用手寫出

來。以前，拉丁文是要一棟一棟地寫的，好花時間。查理曼就將拉丁文的字母好像中國寫

草書一樣，現在我們所寫那些 ABCD都是查理曼當時推出的拉丁語之寫法。 

Universities：那時，歐洲的大學生都需要學拉丁文，因为上课是用拉丁文的。由于欧洲

每个国家都好细小，而各自有自己的方言，因此，学生唯有学了拉丁文才可以上大学，致

使拉丁文成为欧洲重要的语言。 

Gregorian Chants：在教会内，有额我略曲是用拉丁文唱的，而在礼仪中全部都是唱拉丁

文的圣乐，好多不懂拉丁文的人，也会唱拉丁文的额我略曲。 

 

Pius XI, 1922-1939：教宗庇護十一世指出拉丁文應該是教會的官方語言，因為拉丁文是

通用的、不變的、非方言的，所以可以作為教會的唯一語言來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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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e Pius XII, (1876-1958)：教宗庇護十二世指出拉丁文可作為教會合一的標記，並且

大家都用拉丁文去講信理，那就不會亂説了。 

 

 
 

John XXIII, 1958-1963 《禮儀》憲章, 1963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於 1962年再重新指出拉丁文的普片性、不變性，以及非方言性。教宗

之所以強調拉丁文的重要性，主要是教會內開始有人覺得拉丁文已經不重要了。 

 

 
 

Pope Paul VI, Sacrificium Laudi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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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梵二都仍然説，應該保存使用拉丁語。不過，又開放説在民眾參與的彌撒內，可以用

本地的語言。那麼，只要開了這一句説話，可准予相當部分用本地語言，於是全世界都採

用本地語言。其實，當時用拉丁語去做禮儀是相當之不方便的，只因教會堅持，所以大家

才勉強去做而已。因此，當梵二一講可以將相當部分用本地語言，全世界都開始用本地語

言了。雖然説要保存使用拉丁語，但是事實上梵二之後大家開始都是用本地語言。這個就

是恩神父最開心的時候，他就是要放下拉丁文作為禮儀的語言的。 

 

 
 

1966年的時候，教宗保祿六世仍然説拉丁文是好有價值的，因為保存了好多靈脩及基督

徒的一些文化。 

 
 

John Paul II, 1978 《天主教法典, 198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引用了一句説話，那是有少少幽默的。他引用了西塞羅的一句拉丁文：

「其實，懂得拉丁文並非好出色，不過，不懂拉丁文就好醜怪了。」 

 

 
 

1983年的《天主教法典》説明，修士不只專心學習其本國語言，而且要通曉拉丁文。此

法典到現在是仍然使用的。不過，事實上，上個世紀 70代之後，入修院的修士是不需要

讀拉丁文的；有些部分讀拉丁文，只是選修科。現在香港修院，拉丁文是選修科而已。如

今的修士實在太多東西要學習，而無暇兼顧去讀拉丁文。夏神父説，他是最後一批要用拉

丁文上神學和哲學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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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ict XVI, 2007 

教宗本笃十六世於 2007年指出，神父无需要得到主教的批准，可以举行 1962年的拉丁文

弥撒。 

 

他於 2013年，就用拉丁文宣布自己要辭職：「我作為羅馬的主教及伯多祿的繼承人，現在

我將樞機團當時交給我作為教宗的任務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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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拉丁語和古漢語 

 

第二部分是關於比較拉丁語和古漢語。夏神父説，他提出這個話題，就是因為我們純粹去

講拉丁語，大家好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不知道在説什麼。其實，對於古漢語，我們都

不是那麼認識的。因為自從五四運動之後，我們的漢語又出現了白話文，就根本上同西方

的語法是連在一起的，差一點就連那個中文的寫法都用拼音去代替了。不過，結果就無事

了。 

 

雖然我們對於古漢語都不是那麼認識，但是同拉丁語比較，就反而因為大家都是一個古

文，那就有相似的地方。我們看看吧！「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從「不在高」去想想，

語法上「山不在高」，山是個名詞，而「不在高」是什麼意思呢？大家想下「在高，有仙

則名」，其實，這座山之所以有名，即是有名氣，並「不在高」。「不在高」就是一個情

況，它並不是在高那樣的情況當中，而是有神仙，它就會有名了。所以，若果只是説「山

不在高」，那是講不通的。 

 

拉丁文 Mons non consistit in altitudine, habeat immortals, statim 

celebrabitur，同樣是山不在於它的高度，而是有神仙就有名了。不過，拉丁文有特別的

地方，就是它是用一個被動式的字，即是有名在中文是看不到它是主動式，或是被動式

的。但是拉丁文就要用被動式，即是山之有名，是被人們認識、被人們崇拜，那就山有名

不在於高，而是有仙。因此，用拉丁文是可以幫我們去瞭解古漢語的。當然，好多時我們

看古漢語都喜歡用英文的翻譯去看，才會明白。其實，就是同樣的原理，因為西方的語言

有語法，那就令到我們知道個名不在高，而是名在有仙。那麼，拉丁語就好清楚可以幫助

我們了。 

 

 
 

拉丁語和古漢語都是「文言文」，即都是用文字去溝通的。對於拉丁文，孩子並非是一出

世，由媽媽教他拉丁文，而是需要讀文法書，要去上堂學習的。但是，拉丁語和古漢語在

語法上是兩個極端不同的系統。 

 

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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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漢語特色》 

 

古漢語釐定詞在句中的功能依靠 

· 詞序 - 即安排詞的先後次序是好重要的。 

· 靈活的詞類 - 每個詞可以是動詞、可以是名詞、可以是形容詞，甚至乎可以是連詞。

例如：「之」可以是動詞，去的意思；也可以是連詞，就是把兩個詞連在一起的。 

· 多功能的虛詞 – 名詞、動詞及形容詞都是實詞，而其他的連詞和介詞則屬於虛詞。 

 

古漢語的教學法是「聲律啟蒙」：背誦教學法，訓練兒童掌握「對偶」來體驗詞類。譬

如：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雲和雨、雪和風都是名詞來的；而晚形容照，晴則形

容空，所以晚照和晴空是兩對有形容詞的詞語。對於古漢語，只要你背熟了這些「對

偶」，你就能夠體驗如何去編排「詞類」了。 

 

再者： 

三對六（三和六都是數字），箭對弓（箭和弓都是名詞），嶺北對江東（北和東都是方

向）。 

人間對天上，清暑殿對廣寒宮；「人間的殿」與「天上的宮」也是相配對的。 

兩岸對一園，曉煙對春雨，楊柳對杏花，綠對紅（兩者都是顏色）。 

「兩鬢」是形容那個「客」，而「一蓑」是形容那個「翁」。 

 

夏神父給大家看這個古漢語的背誦教學法，那是要讓大家知道古漢語與拉丁語的語法是完

全不同的。 

 

   
 

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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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與回言終日」；「與」是連詞，亦是介詞。 

「吾與回言終日」：我同回整日在談話，這樣「與」就是一個連詞。 

「吾與回言終日」：我對着回整日在講話，這樣「與」就是一個介詞了。 

「與」字可以有這兩個的意思、兩個功能，但是就沒有説出來。 

 

「夫無徳義將何以哉！」；「夫」= 那麼 （這個「夫」是一個助動詞）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夫」= 若  （這個「夫」是一個介詞） 

 

改變詞性： 

名詞後面有「介詞+賓詞」的組合是，這個名詞的詞性就可能臨時改變行為動詞。 

例：「館於虞」；「館」本來是名詞，由於後面有「於（介詞）+ 虞（賓詞）」，因而「館」

改了詞性變成動詞。 

 

我們可以看到古漢語的語法並不清晰，而拉丁語的語法則不同，是非常清晰的。。 

 

《拉丁語特色》 

 

拉丁語遠比古漢語不同，就是非常公正嚴謹，名詞就是名詞、動詞就是動詞，一看就知，

而無需要讓人去猜度。教會認為拉丁語不變，因為那個語法是不變的。它每樣東西講出來

都好清楚，實説實話，不像古漢語那樣，可以是如此的意思，又可以有另外的意思，即是

可以有變化的。拉丁語的詞類容易釐定及有清晰的語法功能：名詞、代詞、形容詞、動

詞、副詞、介詞、連詞及嘆詞，即是你一看就知道了。而詞類在句字裏面的功能亦都是好

清楚的，名詞可作主語和賓語；動詞可作謂語；形容詞可作定語和補語；副詞可作狀語，

即是你要熟讀了它本身是什麼的詞類，還有是什麼的功能，那麼，你就會好清晰了。而詞

序則是拉丁語麻煩之處，它放棄了詞序，就是每個詞在一句裏面是可以前後任意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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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食飯、飯食我、食飯我、我飯食，全部都是一樣的意思。就是每一個字，你放在那裏都

是一樣的意思。它為了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弄成拉丁語非常之複雜。但是它得到的好

處，就是無論你怎樣放你的字，它的意思都是一樣的。它就用那個屈折，即是每個詞的詞

面那裏變了不同的樣子，而屈折出來的繁複詞樣用作固定詞的語法功能（因為拉丁語不靠

詞序來釐定句中詞的功能）。在實踐上，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古漢語的賓詞）需

要屈折；而介詞、連詞、副詞、嘆詞（古漢語的虛詞）則沒有屈折。 

 

詞序 

 

有關詞序，舉一個例子： 

勇者就是 fortes；帮助就是 iuvat；命运就是 Fortuna 

那麼，無論這些詞是怎樣去放：命運、幫助、勇者；勇者、命運、幫助；幫助、勇者、命

運；全部都是由 iuvat 幫助這個動詞去看那一個詞可以做主格。由於 iuvat 第三位是單

數，因此它那個動詞的主格就應該是單數第 3位。在那三個字當中，由於 fortes勇者是

復數，而 Fortuna 命運是單數，因此唯有那個 fortuna 可以做這個 iuvat的主格。因為

invat這個變，就是如此把三個詞扣住，所以不計次序是怎樣的。 

 

 
 

屈折（inflectio） 

 

屈折是拉丁語複雜的地方。拉丁語稱為屈折語，因它借助「詞」的詞樣變化來建立語法關

係。 

名詞的屈折稱為變格法（declination） 

動詞的屈折稱為變位法（coniugatio） 

 

名詞、代詞、形容詞 - 變格法 

 

有三類：陽類、陰類、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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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數：單數、複數 

可屈折成六個格：主格、屬格、與格、賓格、奪格、呼格 

 

 
 

Mensa即是一張枱 table，從表中可以看到有十個變化。其實，你識得 mensa枱這個字，

你還需要同時識得它那 10個變化，就是要知道它的功能：單數、復數與主格、屬格、與

格、賓格、奪格，那才可以運用得到的。 

 

動詞 - 變位法 

 

動詞的變位法就更加複雜了。 

 

動詞內含有五個屬性：態、式、時、位、數 

 

態：主動、被動（同一個字，你要知道它是主動態，還是被動態） 

 

式：無定式、直述式、命令式、情意式 

 

拉丁語的時： 

有六個時間：現在；常過；將來；全過；先過；未過 

在拉丁文，常過是很常用的，意思是在過去已發生而延續至今的事； 

現在是過去的延續； 

將來是現在的伸延（羅馬人是好實際的，將來的你就不用告訴我了）； 

夏神父説，我們學過相對論，其實，在拉丁文化裏面就有相對論： 

全過是強調發生了的事並已完成了； 

先過是在過去發生的事之先已經發生了的； 

未過是在未來時間發生前會完成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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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第一、第二、第三 

 

數：單數、複數 

 

   
 

命令式：夏神父先前講過 dix、duc、fac、fer這四個命令式的常用詞，那是主人對奴隸

的命令式。奴隸是不可以説不懂的。 

 

現在實際上發生的事就是直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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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式是好誠實規矩的，就是尚未發生、還未是真實的事，只是你正在想或者好可能的

事，這全部都是用情意式。所以那個動詞本身你用了情意式，我就會知道你是告訴我，不

是真實的東西，而是在一個想像中的東西，只是一個你想要的東西，或者可能的東西，所

以是那麼複雜的。 

 

同一個動詞，它又可以變成一個形容詞，也可以變成一個名詞的，所以拉丁文的動詞是非

常複雜及非常之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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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神父表示，它講那麼多，是要讓大家瞭解一下，而並非是要嚇怕大家。若果逐步逐步的

去學，大家就會越學越感到有興趣的，因為它將人的整個思維的結構可以在語法中表達出

來。西方的科學何以那麼犀利，原因是那些學者、文人、讀書人，他們讀書之前就要學拉

丁文，就要全部認識所有規則、架構、思維、邏輯。他們一開始就要思考，從理論到實

際。 

 

古漢語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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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漢語的態 

 

   
 



18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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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間關係，有關「古漢語的時」、「古漢語的態」及「相同」，夏神父就不多作解釋

了，請大家自行閲讀資料。 

 

 

拉丁諺語（寶藏） 

 

凱撒 Julius Caesar, 100 BC – 44 BC 

 

Veni, vidi, vici.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 

 

這是凱撒一個好霸道的講法。當然，好威風、好英雄。但是有英雄的世界，其實，並非是

美滿的世界來的，因為有人是會去征服另外一些人。凱撒將羅馬人那個共和制度變成了君

主制度，他自己想做獨裁者，已經取了個名銜，但是結果被人謀殺了，而是要他的養子奧

古斯都才可以成為了第一個元首。羅馬人最初有皇帝，然後凱撒，後來就變了共和。所謂

共和，就是不再有皇帝，大家都是自由人，然後他們哋選一些人輪流去統治，那就是純粹

自由人選一些人去管理這個國家。但是去到凱撒，他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傾向那些貴族的。

於是，他對平民百姓説，你們擁護我做獨裁者吧！那麼，我就不會讓你們受到那些貴族的

欺負。結果人民喜歡他，雖然他做不成皇帝，但是他將羅馬的共和制度變成了君主的制

度。第一個君主又不是做皇帝，而是做元首，意思就是説，我是羅馬人的第一個首席公

民，即是元首。 

 

西塞羅 Cicero,106 BC–43 BC De Officiis 

 

西塞羅是不贊成凱撒要推翻共和制度這個做法，結果，他就被凱撒的同黨後來執政的時候

殺了他。他有句好出名的説話： 

 

Numquam se minus solum quam cum solus esset 



20 
 

You are never so little alone as when you alone 

「當你獨自一人時，你永遠不會如此孤獨。」 

 

他想孤單是在羣眾當中受到羣眾的抵制。於是，你就覺得自己孤單，但是當你自己一個人

的時候，其實，那是自由自在沒有人去給你壓力，所以是最不孤單的。 

 

他寫了一篇論文《論晚年》 

晚年有好多壞處： 

首先，它使我們失掉積極的追求； 

第二，它使身體變弱； 

第三，它剝奪了幾乎所有的肉體快樂； 

第四，離死亡不遠。 

 

但是他好特別地對死亡有如此的看法，認為：幼年的死，像被撲滅的強烈火焰；但老人去

世，就像燃料耗盡後，自行熄滅。正如蘋果沒熟時很難從樹上摘下來，但成熟時，它們會

自行掉落；因此，對於年輕的人來說，死亡是暴力的結果，而對於老的人來說，死亡是成

熟的結果。死亡是「成熟」的想法令我愉快。他還有另一個講法：其實，越接近死亡就越

覺得好似已經離開了陸地去航海好久了，在啟航的漫長的歲月後，現在開始見到陸地，就

快要上岸，終於返回自己的家鄉那裏。所以，當西塞羅被人謀殺的時候，他的態度都是相

當平淡，並不那麼記掛，當然，他是有些痛苦的。甚至有些記載：他對那個士兵説，你由

我這塊骨那裏插下去吧！就是讓他可以死得快些。 

 

西魯斯 Publilius Syrus (fl. 85-43 BC) - 來自敘利亞的奴隸 

 

西魯斯本身是一個來自敍利亞的奴隸，但是他識得拉丁文好犀利，而且他最喜歡作那些諺

語，即是好容易上手講出來的拉丁語。 

 

Beneficium accipere libertatum est vendere 

To accept a favour is to sell freedom 

「接受恩惠就是出賣自由」 

 

Brevis ipsa vita est sed malis fit longior 

Our life is short but is made longer by misfortunes 

「我們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因不幸而變得更長。」 

生命本來是好短的，不過，有好多苦難就令到我們的生命覺得好長，即是好難過。 

 

Bis dat qui cito dat 

He gives twice, who gives promptly 

「給予快的人給予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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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點給予窮人，就等於雙倍給他。即是，如果你要施捨給窮人，那就快點做吧！不要拖

延了。你快點做的時候，其實是可以幫到他的。 

 

利維烏斯 Titus Livius Patavinus (64 0r 59 BC – AD 17) 

 

Potius sero quam numquam 

It’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遲到總比不到好（遲到好過無到）」 

 

Caligula卡里古拉，第三任皇帝，4年皇帝，去世，28歲；繼任 

提比略·提比略，繼承奧古斯都·奧古斯都（耶穌出生），提比略（耶穌死亡），卡里古拉

第三位皇帝 

 

Orderint, dum Metuant 

Let Them Hate, So Long As They Fear 

「讓他們仇恨吧，只要他們害怕我」 

其實，一個統治者説出這樣的話，人民就會好痛苦。 

 

Pontius Pilatus 比拉多 

 

彼拉多在耶穌死的時候，他就在十字架上那個罪狀牌寫耶穌是猶太人的君王。猶太人問

他，他就説：「我寫了就寫了」你不要再問了，我不會改的。 

Quod scripsi, scripsi 

What I have written, I have written 

 

Seneca塞內卡 - Nero尼祿（第五任皇帝）的老師，69歲，殉道者 

要求割斷靜脈自殺。斯多葛主義－努力實踐德行是達成幸福的必要且充分條件. 

De ira論憤怒，.... 

 

Necesse est multo timeat, quem multi timent, - De Ira (II, 11) 

He must necessarily fear much the one, whom many fear. 

「他必須害怕很多，很多人都害怕他」 

 

Maximum remedium est irae mora. – De Ira (II, 28) 

Delay is the greatest remedy for anger. 

「治療憤怒最好的方法就是拖延」 

 

Magna pars hominum est, quae non peccatis irascitur sed peccantibus. – De Ira 

(II,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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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are angry with the sinner and not with the sin. 

「大多數人對罪人、而不是罪惡感到憤怒。」 

 

Omnes mali sumus. Quidquid itaque in alio reprehenditur, id unusquisque in suo 

sinu invent. – De Ira (III, 26) 

We are all sinful. Therefore whatever we blame in another we shall find in our 

own bosoms. 

「我們都是有罪的。因此，無論我們責備別人甚麼，我們都會在自己的心中找到。」 

 

Vespasianus維斯帕先 - 兒子 Titus 提圖斯摧毀了耶路撒冷第二聖殿，凱旋門，猶太教

燈台 menorah七枝燭台 

維斯帕先對羅馬公共小便池（羅馬下層階級將小便倒入盆中，隨後倒入污水池）的尿液徵

收尿液稅。從這些公共小便池收集的尿液被用於製革、羊毛生產，也被洗衣工用作氨的來

源，以清潔和增白羊毛託加袍。尿液的購買者要繳稅。 

 

Pecunia non olet 

Money does not stink 

「錢不臭」 

 

小普林尼 Plinius younger  

 

小普林尼有兩件事好出名的。其實，那兩件事出名就是因為他好勤力地去寫信。 

- 西元 79 年的維蘇威火山爆發，他看到噴出来的煙就好像一個冬菇；现在原子彈爆發都

是这樣的冬菇雲，那都是他首先描述的。 

- 詢問關於基督徒的官方政策：他曾經是個在小亞細亞的官員。當時有個法例就是凡基督

徒都要捉拿，他覺得好似不公平，因為他們又沒有犯罪。於是，他就寫信問皇帝究竟要怎

樣處理。皇帝回覆説，若果無人告發，就無需要捉拿。若果有人告發，就問他們是否願意

向皇帝獻些祭品，願意的話，就放過他們。他寫的信有一句好出名的説話，中文可以講：

「貴精不貴多」。 

 

Non multa, sed multum. 

Not many, but much. 

「貴精不貴多」 

 

波伊提烏 Boethius  

 

Si deus est, unde malum? 

Si non est, unde bonum? 

If there is god, where does the bad co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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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re is no god, where does the good come? 

「如果有神，邪惡從何而來？」 

「如果沒有神，善從何而來？」 

 

Descartes笛卡爾(笛卡兒) - 懷疑 

 

Cogito, ergo su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故我在」 

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1596 - 1650 

 

利樂蘭 Lorenzo Ricci  

利樂蘭 Lorenzo Ricci (1703 -1775) 

利樂蘭是耶穌會的總會長，他講了一句說話： 

Sint ut sunt, aut non sint 

「寧為玉碎 不作瓦全」 

 

驅逐耶穌會士 

1758 年從葡萄牙驅逐耶穌會士  

1764 年從法國 

1767 年從西班牙驅逐耶穌會士  

1773 年教宗克萊門特十四世解散耶穌會 

- 在俄羅斯帝國，葉卡捷琳娜大帝拒絕分發教宗的解散耶穌會的文件，甚至公開捍衛耶穌

會免於解散。 

 

                                                                                                                                                                                                                                                                                                                                                                                                                                                                                                                                                                                                                                                                                                                                                                                                                                                                                                                                                                                                                                                                                                                                                                                                                                                                                                                                                                   

十八世紀拉丁語科學著作 

 

* Newton牛頓 - definit and indefinit article 

 

《牛頓的物理定義物質的量起源於同一個物質的密度和大小聯合起來的一種度量》，他是

用拉丁文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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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naeus 林奈 - 二名分類法 

林奈將植物、動物及礦物三種世界上的東西分類是用形容詞和名詞兩個合成一齊就定了該

件物的名稱。所以，現在我們好多學名：植物的學名、動物的學名、礦物的學名都是用他

那個方法用拉丁文作為最後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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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奈以德訓篇的經文作結束他的著作： 

Opera DOMINI omnia sunt optima, 

Nec licet dicere quid hoc, quorsum hoc? Omnia enim in usus suos create sunt.

（Syrach.XXXIX: 21,26） 

上主的一切化工，都美妙絕倫；他所指定的，無不依時成就。人不可說：「這是什麼？這

有什麼用處？」因為一切，都要在預定的時候，被人發見。（德訓篇 39：21） 

 

 

【聲明：此文乃根據夏其龍神父的視頻講學內容所寫的非正式授權之中文筆記。旨在提供

給「了解神聖」網上課程的學員學習，並非作公眾傳閱之用。如有錯漏，一切都以夏神父

的講座原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