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ISCOPE  專題論述 
  
 

 
1 

 

從捷克復活節看宗教世俗化 
 

孫吉箴、鄭得興

前言 

我們許多人可能都會認為西方人都是信

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然而捷克人可能是歐洲

最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民族，捷克全國人口不

到二成有宗教信仰，其中大多為天主教。不過

在捷克，復活節卻是家家戶戶幾乎都會歡慶

的重要節日，捷克人在復活節時並沒有濃厚

的宗教過節氣氛，那捷克與其他國家人民對

復活節的意義有何不同？ 

復活節最初其實是源自於多神信仰，本文

將釐清復活節為何被基督教化，並且探討復

活節的慶祝意涵；另外，涂爾幹(2011)在《宗

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表述「過去的神已經變

得越來越老朽了，已經壽終正寢了，而其他神

還沒降生。」過去捷克人的神(信仰)是誰？為

甚麼過去的神(信仰)已經逝去了？然而在這

個「個人意識」走向的社會，未來的人們還有

信仰嗎？甚至是未來的人們還需要神嗎？ 

這些問題不僅對捷克人而言是值得深思

的，在探討宗教與當今社會的關係時，宗教信

仰的現代意義為何，其實更值得廣泛注意。 

復活節的由來 

 

復活節最初並不是起源於基督教，早在基

督教之前，在埃及等各地民間就有將蛋染為

紅色以祭神、互相贈送代表祝福的習俗(韓婕，

2007)。復活節的起源來自於古巴比倫的傳說

人物「寧錄」(吳崇育：2014)，根據聖經記載，

寧錄是真神耶和華所賞識的義人挪亞的曾

孫：「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

(創世紀、十章、8 節)「他(指寧錄)從那地出來

往亞述去，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和尼

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創

世紀、十章、11~12 節)寧錄雖然是義人的後

代，但他的行事風格完全和耶和華背道而馳，

不但爭強好勝，更是建造亞述帝國首都尼尼

微這個罪惡城市「禍哉，這流人血的城，充滿

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拿鴻書、

三章、1 節) 

接下來是眾說紛紜的古巴比倫傳說，有兩

種說法，其一是古巴比倫王寧錄娶了自己的

媽媽撒米拉密斯(Semiramis)，其二是寧錄喜

歡上自己屬下奧尼斯(Onnes)的妻子撒米拉密

斯(Semiramis)，於是寧錄強迫奧尼斯自殺，自

己娶了撒米拉密斯(吳崇育：2014)，兩種說法

的結果都是寧錄最後在戰場上為敵人所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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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四散，撒米拉密斯為了讓寧錄復活，到處

尋找寧錄的屍塊，但最後遍尋不著寧錄的生

殖器官，所以復活計畫宣告失敗，撒米拉密斯

於是和人民宣稱寧錄已經升天，成為了太陽

神「巴力(Baal)」。巴力傳到各地時，轉化為

各個文化中不同的神，例如巴力同時是蘇美

人的風神「恩利爾」，希臘人的「巴勒斯

(Belos)」，巴勒斯就是後來希臘神話的眾神之

首「宙斯」(吳崇育：2014)。 

後來撒米拉密斯封自己為天后，宣稱自己

是從月亮來的，在春分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

從一個降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巨大月亮雞蛋裡

所誕生的，所以撒米拉密斯成為了月神

(Ishtar)。這時她懷孕了，她更稱自己是因為太

陽神巴力的陽光而懷孕，這個孩子是神聖之

子，也是新的太陽神巴力；孩子出世後，撒米

拉密斯將自己生的兒子取名為搭模斯

(Tammuz)。 

搭摩斯很喜歡兔子，因此兔子成為搭模斯

的吉祥物；長大成人的搭模斯和他的父親一

樣在戰場上戰死，撒米拉密斯宣布為了紀念

搭模斯並讓他復活升天，每年必須要有為期

四十天的「哀哭期」(吳崇育：2014)，聖經中

也有提到異教徒婦女們為搭模斯哭泣的景

象：「他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們口，誰

知，在那裏有婦女坐著為搭模斯哭泣。他對我

說，人子阿，你看見了嗎，你還要看見比這更

可憎的事。」(以西結書、八章、14~15 節) 

撒米拉密斯因此訂定春分月圓後的第一

個星期日為搭模斯復活紀念日，稱為 Ishtar 

Sunday(吳崇育：2014)，民眾以雞蛋和兔子來

慶祝。 

復活節的「基督教化」 

早期的教會是於猶太人傳統節日逾越節

當天紀念耶穌的受難與犧牲，並沒有「復活

節」這個節日，聖經中也無提及必須慶祝耶穌

復活；逾越節的計算方式是猶太曆的尼散月

(約我國國曆四月左右)的 15 號(吳崇育：

2014)，猶太曆依照月亮變化而定，故每年的

逾越節皆會有 18~30 個小時的誤差(信望愛選

民事工差會：2012)。 

後來，包含羅馬在內具有深厚影響力的部

分教會以耶穌在星期日復活為由，將紀念耶

穌受難的儀式改到逾越節後的星期日，連帶

著慶祝耶穌復活，然而仍有教派堅持遵守傳

統，只過逾越節，這其中的爭執不斷

(WorldsLastChance 教會)。 

公元 325 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尼

西亞城召開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此次基督

教大公會議決議訂定復活節的固定計算方

式，從此復活節被訂於春分後的第一個月圓

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這樣的計算方法恰巧

與 Ishtar Sunday 重疊，於是復活節的慶祝儀

式中就混入了許多巴比倫的習俗，例如復活

節彩蛋、復活節兔等等，甚至使用和 Ishtar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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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發音的 Easter 來稱呼這個節日(吳崇育：

2014)。 

宗教世俗化 

涂爾幹(1999)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中闡明宗教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反映社會所

有的面向，是人們集結和生活相關的一切再

表現出來的象徵，「宗教反映著社會的所有方

面，甚至是最卑鄙無恥、最令人生厭的方面，

任何東西都可以從宗教中找到。」(涂爾幹，

1999) 

宗教、神、信仰這些都是涂爾幹所認定的

社會共識，宗教世俗化是指工業社會中不再

存在著社會共識。宗教世俗化被認為是從傳

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必經過程，人們開始質

疑、不再相信宗教，它縮小成人類文化的一個

範疇，宗教不再是生活的主宰，例如君權神

授，相信君王的權力是神所揀選的這件事就

是一種社會共識，在現代社會中不再出現君

權神授，這是一種失去社會共識，也就是宗教

世俗化的表現。 

農業社會常常是一家人或者甚至全村的

人皆從事相同的工作，例如全家人一起耕種

一塊土地、全村人都是礦工，這樣單純、同質

性高的生活促使人與人之間連結緊密，並且

社會以「家戶」為單位，生活圈也幾乎重疊，

在這樣生活單純、極少外在刺激的情況之下，

人們通常會毫無質疑的繼承父母或家族的信

仰、價值觀，如果改變信仰，也經常是一個家

族一起改變，甚至是一整個村落一起改變，例

如常常可見台灣原住民經由傳道士宣道，整

個部落從原本的祖靈信仰轉變為天主教或基

督教信仰。信仰在農業社會也經常是劃分不

同種族的標誌，農業社會的人們願意為心中

的真理而戰，為了真理而奉獻生命是崇高而

神聖的，這樣的情感放到工業社會通常只會

被商人海撈一筆或者被訕笑。 

工業社會中每個人所從事的工作性質都

不同，例如服務業、工業等等，因此相對農業

社會來說，個體的獨立性、異質性提高，在經

濟獨立的前提之下，個體自主性也會相對提

升，加上外在的刺激，例如科學發展，故人們

開始質疑原本所依存的社會共識，不再原原

本本的接受篤信從父母而來的信仰，宗教成

為個人的價值觀，無法保有對於所有人共通

的意涵，甚至可以說社會共識正逐漸崩解了。 

雖然原本的社會共識漸漸消失，但人們

依然是需要社會共識的，現代社會中飄渺無

根的人們反而更需要一個新的社會共識來填

滿失去人與人緊密聯繫的空虛感，而這個新

的價值觀必須是建立於個人意識高漲之上，

目前社會的普遍信仰是科學與資本主義，科

學是影響宗教世俗化的重要因素，因為宗教

是人們解釋世界的一種方式，科學與資本主

義取代了原本的信仰，比方說以前中國人相

信打雷是天公要劈死壞人，現在科學證明打

雷是因為閃電通過空氣而同時釋放高能量，

將周圍的空氣急劇膨脹產生衝擊而形成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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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積雲所帶的電達到一定程度，就會穿過空

氣放電，使兩種電荷中和。但從另一角度來

看，科學也是一種新興信仰，是一種嶄新的詮

釋世界方式，例如相信人類是從猴子演化而

來的，而不是神所創造的；隨著資訊科技的進

步，人與人之間透過 3C 產品和網路可以很輕

易的聯絡、交換近況與資訊「儀式必須保證信

仰不能從記憶中抹去，必須使集體意識最本

質的要素得到復甦。」(涂爾幹，1999)當從日

常生活中就可以得到集體意識的復甦時，人

們便不需要儀式了，所以節日的慶祝已經失

去傳統時候為對方祈求好運的功能，也因為

科學，不再相信這些儀式能夠有甚麼效用，漸

漸地對失去社會共識的人們來說節慶只是單

純的假日。 

除了科學，另一影響現代社會宗教世俗

化的重要因素是資本主義，社會學家韋伯

(2009)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中闡述新教喀爾文教派教義恰恰與資本主義

不謀而合，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是國家繁榮的

基礎，努力工作是個人在世的使命，世俗的成

功可以作為個人被上帝「揀選」的一個標誌。

新教促使人們追求更多、更高效率的財富累

積，使得工具理性也同時得到充足的發展。韋

伯所提出的工具理性概念是指人們為了追求

一個目標用各種手段方式去達成它，行動者

從效益最大化的立場來考慮，並漠視人類精

神層面的想法，隨著資本主義和工具理性同

時發展的狀況下，讓宗教對人們的影響力漸

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們追求財富、成就的

直接慾望，而非先前的「榮耀上帝」和「證明

自己的價值」。物質與金錢成為人們考量的首

位，於是工具理性逐漸走向極端化，工具理性

不再是幫助人們的工具，而是套在現代社會

上的枷鎖；人類社會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

會的過程中，個人意識的抬頭造就人與人之

間多數的時間只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活，少

了被宗教強大影響力的制約，可以說改信了

「金錢」導致在節日的慶典方式上也有了極

大的改變，人們不再相信遵循宗教、祈求好運

的「功效」，與其做這些不知道是否真正有用

的事，不如做其他具有實質意義的行為，例如

與朋友聚餐等等，所以時至今日，節慶對多數

人而言只是單純的「放假」、與家人朋友的聚

會，或是形式上的習慣準備過節的食物、用

品，而不在乎節日真正代表的意涵是什麼。 

宗教世俗化不僅僅是宗教從人民的「天」

縮小為個人本身的「特質」，它也同時代表社

會理性化的過程，不再相信祈禱、獻祭、做善

事就能改變，而是相信可以計算的、可以被系

統化的東西，並自己完成，值得注意的是理性

化被現代社會過度詮釋為好的發展，雖然理

性化帶給現代社會高速的經濟、科學各項發

展，但當人們以為自己跳脫宗教盲目時，殊不

知自己跳進理性的圈圈，一樣是一種盲目，理

性化被錯誤假設為是一種絕對進步，社會學

家韋伯(2009)對於理性化的未來並不是那麼

樂觀，他認為理性化最終將人們驅趕至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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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己建造出來的「鐵籠」(Iron Cage)裡，人

類會被科層體制、官僚、周延縝密的法章規定

給壓垮，所以宗教已不是維繫社會的道德力

量，宗教世俗化並不是全然文明象徵，反而必

須謹慎思考人類是不是正逐步淘空原本支撐

自己的信念，忽視感性合理性之間的平衡。 

宗教對於捷克人的意義轉變 

(一)歷史層面的影響 

西元 845 年 1 月，即有 14 名波西米亞貴

族前往雷根斯堡晉見路易二世，並接受天主

教的洗禮。捷克在西元 929 年時建國，波西米

亞的君王溫徹拉斯一世是由其祖母柳吉米拉

一手拉拔長大，受到祖母的影響，溫徹拉斯一

世篤信天主教，溫徹拉斯一世一邊使波西米

亞人民從原本的傳統信仰改信天主教，一邊

增收稅賦、穩固邊疆，使得社會穩定，布拉格

成為當時數一數二的貿易大都市(鄭得興，

2017)。 

波西米亞在西元 1310 年開始接受盧森堡

家族的統治(周力行，2015)盧森堡家族是日耳

曼人，對於波西米亞人來說，是個不折不扣的

外來者，這些日耳曼國王中最受人民愛戴的

君主是查理四世，查理四世將布拉格的發展

推向高峰，他建造「石頭橋」(也就是後來的

查理橋)、成立查理大學，同意提升布拉格主

教教區躍為大主教教區，從此布拉格大主教

能夠為波西米亞的君王進行加冕。 

查理四世相當尊崇聖溫徹拉斯，也就是溫

徹拉斯一世，他不但修築聖溫徹拉斯禮拜堂，

更是將自己的兩個兒子都命名為溫徹拉斯；

查理四世為波西米亞翻開史上最為繁華的一

頁(鄭得興，2016)但好景不長，查理四世逝世

後，溫徹拉斯四世繼任，此時波西米亞王權低

落，貴族紛紛覬覦皇權，行事風格較為軟弱的

溫徹拉斯四世疲於面對這些權力鬥爭，無暇

好好治理國家，人民漸漸感到不滿(鄭得興，

2016)；溫徹拉斯四世在胡斯的宗教改革運動

的開頭時，出於政治立場是抱持著贊成的態

度，但在天主教教會群情激憤的撻伐壓力下，

他終究任憑胡斯於 1415 年被判刑燒死。 

宗教改革運動影響波西米亞人深遠，胡斯

是一名出身清寒的神學士，他靠著自己念完

查理大學神學院學士學位後，到布拉格的伯

利恆禮拜堂做牧師，當時布拉格的禮拜堂皆

以日耳曼人為主要服務對象，並沒有使用捷

克語講道的教堂，於是胡斯開始使用捷克語

講道，便吸引了許多捷克人前來聽講；胡斯批

評天主教教會腐化、崇尚階級制度、剝削貧苦

百姓、買賣贖罪卷等等，他極力宣揚宗教平等

的概念，這樣的概念獲得捷克普羅大眾與貴

族的支持(鄭得興，2016)，但卻得罪了大主教，

胡斯被認為是異端份子。 

儘管一開始有溫徹拉斯四世的支持，但後

來溫徹拉斯四世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贊同了

教會販賣贖罪卷的行為，無法保證胡斯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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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胡斯只好離開布拉格逃到南方暫時避難。

(鄭得興，2016) 

西元 1414 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吉格穆

德邀請胡斯參加康士坦斯會議，這場宗教會

議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目前教會的分歧，吉格

穆德皇帝向胡斯保證會聽取他的建言並且無

論他說了甚麼最後都可以平安返回波西米

亞，在這樣的保證下，胡斯動身前往康士坦

斯，沒想到他才剛抵達目的地就被議會以異

端的罪名關進大牢裡，隔年(1415 年)7 月 6 日

被處以火刑。(周力行，2015)吉格穆德皇帝的

出爾反爾和胡斯的死讓波西米亞人無法接

受，他們向康士坦斯議會連署表達抗議，群眾

的憤怒之情無處宣洩，西元 1419 年軟弱的溫

徹拉斯四世逝世，胡斯派革命正要在布拉格

掀起滔天巨浪(鄭得興，2017)。 

西元 1419 年 7 月 30 日發生「布拉格第一

次擲窗事件」教士哲立夫斯基率領群眾攻擊

布拉格新城的市政廳，將反對胡斯派的官員

窗戶拋下，此事件是胡斯派革命的正式開端

(鄭得興，2016)。胡斯派整體而言大致分為兩

派：激進的塔波爾派(Tabor)、溫和的聖杯派

(Calixtines)。溫徹拉斯四世逝世後，日耳曼皇

帝吉格穆德預備前往布拉格繼承波西米亞國

王，此舉更加引起胡斯派的反彈，胡斯派戰將

濟之卡(Jan Zizka)率領了胡斯派軍隊打敗了

吉格穆德皇帝的軍隊，更是打敗了十字軍；後

來在不斷的戰爭之下，民怨四起，聖杯派

(Calixtines)便和吉格穆德皇帝妥協，達成一起

打敗塔波爾派(Tabor)的決議，結束為期 15 年

的胡斯運動(周力行，2015)。 

15 世紀，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透

過繼承，斐迪南一世入主波希米亞，但是波希

米亞人多半皈依胡斯教派，篤信新教，新教徒

與一意推行羅馬天主教的斐迪南一世一度陷

入了緊張。西元 1603 年，魯道夫二世為了博

取波西米亞的支持而頒布「聖詔」下令寬容波

西米亞的新教，但這份如意算盤並沒有成功，

魯道夫二世最後被其弟弟馬嘉斯奪走了皇

位，馬嘉斯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很快地便和

波西米亞貴族們起了衝突(周力行，2015)，過

沒多久皇權就被斐迪南二世奪走了。神聖羅

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是狂熱的天主教徒，

他不斷迫害非天主教徒，促使原本在新教與

天主教之間的衝突越發劇烈(鄭得興，2016)。

西元 1618 年「第二次布拉格擲窗事件」激動

的波西米亞貴族將信奉羅馬天主教的議員丟

出窗外，此事件是整個歐洲新教與天主教之

間三十年戰爭的導火線(周力行，2015)；新教

徒在三十年戰爭中戰敗，未戰死的新教徒不

是離開家鄉就是被迫改信天主教。 

(二)捷克宗教意義的轉變 

從三十年戰爭之後，波希米亞淪為奧地利

統治下的一個行政單位，捷克人民原信奉的

胡斯教派信仰被迫改宗為天主教，天主教成

為奧地利統治捷克三百年來的宗教意識形

態，十九世紀捷克民族復興運動，特別標舉捷

克的胡斯精神作為對抗奧地利的天主教，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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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人將天主教視為奧地利外來統治者的迫害

工具。胡斯精神到了十九世紀已不是一種宗

教信仰型態，而是作為民族文化復興中建構

捷克國族認同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捷克進入第一民主共

和，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許多捷克人

都寧願選擇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因為他們在

歷史上受制於奧地利政權之故，他們放棄了

天主教信仰，但是他們並非全都回復對胡斯

宗教的信仰，反而捷克人民在進入二十世紀

的自由民主政體，他們一併選擇了放棄宗教

信仰。 

他們唾棄過去統治民族的宗教，但同時也

放棄了自己民族過去的宗教信仰，因為這些

宗教對捷克人民而言都不具有宗教救贖的功

能。也就是說，對捷克人民而言，舊有的神明

已不再具有意義，但他們也不期待新的神明

出現，他們的生活態度變得很務實，尤其在歷

經過德國納粹的統治(1939-1945)及共產政權

的執政(1948-1989)，捷克人民更重視活在當

下的生活價值，而不是去編織各種救贖的夢

境。歐洲的基督教節日對捷克人而言成了生

活上的歡慶，宗教神聖的儀式成了捷克日常

社會的世俗功能，例如增加了節日趣味、家人

團聚及朋友聚會的內涵。 

(三)捷克復活節的特殊習俗 

1.捷克人繪製復活節彩蛋，並在自家烘烤

羊形麵包(周力行，2015)就筆者於捷克親身觀

察而言，捷克人較少於復活節市集購買任何

節慶用品，大多都自己製作。 

2.捷克男生會在復活節時拜訪女性友人，

並利用柳枝或是樹枝輕輕抽打女生的小腿或

臀部(周力行，2015)，這象徵為女性帶來好運、

活力與美麗，而女生會以一杯烈酒或糖果作

為回禮。 

3.有些男生會對女生潑水，潑水的意涵同

於用樹枝輕打女生，都是帶來好運、活力與美

麗之意。 

結論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捷克的信仰之路走來

曲折，從傳統民間信仰到天主教再到新教，又

再回到天主教，接下來還必須面對 40 年共產

黨的無神論，捷克人過去的神是耶和華、耶

穌，共產主義曾經有一度也成為捷克人的社

會共識，捷克人的宗教世俗化遠比我們想像

的更早，可以說他們早就對宗教失去信心，而

宗教就是社會共識，他們所相信的社會共識

經常帶來不好的結果，天主教帶來迫害、腐

敗，基督教帶來長時間的戰爭，共產黨帶來言

論不自由、獨裁統治，正是因為這些負面結

果，讓捷克人不再相信虛無縹緲的神或主義；

對於捷克人而言，他們的歷史非常重要，這樣

特殊的歷史背景形塑了捷克人的民族性，捷

克人是實際的、是願意先屈膝等待機會的，這

樣實際的、對於宗教不信任的個性更加深宗

教世俗化的程度，信仰宗教的目的應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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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社會穩定，但捷克以往的統治者一再的

撕裂這樣的認同；在捷克當地隨處可見教堂，

雖然有很多教堂但捷克人幾乎沒有上教堂的

習慣，甚至是不喜歡教堂，因為教堂是以前統

治者所留下來的建築，對捷克人而言，教堂是

以前欺壓自己的民族的象徵，也是戰爭的象

徵。 

復活節的「基督教化」一部分的原因來自

歐洲不間斷的權力鬥爭、宗教紛爭，公元 325

年的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訂定復活節的計算

方式，這個會議的與會者大部分是羅馬人，沒

有猶太人，羅馬人原本就自認為比猶太人位

高一階，處處想打壓猶太人，於是尼西亞公會

議改變復活節計算方式，藉此壓制猶太人的

教會(吳崇育：2014)，這便是權力的爭奪影響

了宗教，印證了涂爾幹所說宗教是社會的反

映，這一個宗教上的轉彎，也影響了後世慶祝

復活節的集體意識。 

捷克人原本慶祝復活節的集體意識是祈

求多產、美麗、長壽、慶祝耶穌復活等等，經

過捷克獨特的歷史與現代社會主要的價值

觀，以及資本主義與科學的加速宗教世俗化

下，可以發現比起慶祝耶穌的復活或祈求好

運等等，現在的捷克人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

處的時光，這個脈絡進而能夠解釋為何捷克

人是歐洲最少人擁有信仰的民族；以前的社

會共識已然過去了，不管是耶和華或是耶穌，

都只徒留下一個形式，捷克人正自行塑造新

的社會認同，相信自己實際所擁有的或可以

做的事，不再仰望高高在上的神、主教、貴族，

延續胡斯精神，創造能夠把握住的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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