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的鐘聲 孝經說：「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國語說：「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
落。」--樹⽊有根，河流有源，⼈類有祖。但是我們的祖先
是誰？文化的根基⼜來⾃哪裡呢？ 474愛的⿎勵 1訂閱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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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祖傳」的信仰「上帝」是誰

 

「上帝」是誰？很多⼈⼀定問過這個問題，也曾經跟朋友爭論過這個問題，甚⾄爭論到⾯
紅⽿⾚、交情斷裂。⽽且⼤部份⼈⼀聽到「上帝」這個名詞，就會聯想到基督教。

⾸先，我們必須澄清，「上帝」是中華⺠族「祖傳」的信仰，並非外來的名詞。

「上帝」跟「屬靈的天」和老⼦的「道」意思很接近，指的都是宇宙的創造者、萬物的主
宰。1919年出版的《聖經》借⽤了「上帝」⼀詞翻譯「Jehovah…耶和華」，從四書五經的
觀點來看，這個翻譯非常符合中國正統文化的內涵。

雖然過去對⽤「上帝、或神」翻譯「耶和華」曾經發⽣過爭議，但在這篇文章裡我們先把
這個問題隔置，等以後再來討論。

到底中國「祖傳」的「上帝」是誰，古經怎麼說呢？

 
上帝是⾄⾼的神靈，祂是我們的主宰

  
《詩經》說：

  
上帝是皇，皇矣上帝：上帝是最偉⼤的、⾄⾼者（皇：代表最偉⼤、⾄⾼者之意）；

 上帝是依：上帝是我們的依靠；
 上帝是祗：上帝是我們敬畏的神靈（祗：代表虔誠、值得敬畏的神靈或聖靈也）。

《詩經》的注疏形容「上帝」是「昊天上帝，謂天皇⼤帝；天皇⼤帝，神之最尊者也，為
萬物之所宗，⼈神之所主。」即，上帝是天上最偉⼤的帝王，祂是萬神中最尊貴的神，是
創造萬物的宗祖，也是⼈類和萬神的主宰

。在這裡，「上帝」被定義為「最尊貴的神、創造萬物的宗祖、⼈類和萬神的主宰。」

⾄於《尚書》則認定「上帝」是祝福和懲罰的最⾼權威：

 
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命文王。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天休於寧王，興我⼩邦周。
 皇天上帝，改厥元⼦，茲⼤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由此可⾒，中國先⺠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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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但是萬物的創造者、⼈類和萬神的主宰，
祂更握有祝福和懲罰的最⾼權柄！

 
如今還留在天壇皇穹宇的「皇天上帝」四個⼤字就是在表明：在「天⼦」之上，還有⼀位
⾄⾼的統治者天⽗「上帝」，祂才是真正的主宰。換句話說，在天⽗「上帝」⾯前，「皇
帝天⼦」算老⼰？

 
 
上帝是屬靈的天，祂是「天⽗」
 
「上帝」和「天」的關係，從過去到現在⼀直困擾著中國⼈，可是⼤約在1500-1900年
前，⾺融、鄭⽞、顏師古等學者在《⼗三經注疏》裡分別說：
 
上帝者，天之別名。
昊天上帝，謂天皇⼤帝。
上帝者，天也；天，亦帝也。
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
天者，⾄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

當然，這裡所說的「天」是「屬靈的天」，有別於代表宇宙時空，如「今天、天地、天
體、天氣」等等我們平常慣⽤的「天」字，不過跟中國⺠間信仰所敬拜的「天公」意義上
很接近。

按照上⾯幾句話的時間次序來看，其實「上帝」和「天」的關係早在1900年以前⾺融的時
代（79-166年），甚⾄更早在2500年以前《尚書》、《詩經》成書的時代，就已經有了⼀
個很明確的答案：

 
上帝   ＝ 屬靈的天
屬靈的天 ＝ 上帝
 

華夏先祖不但⽤「屬靈的天」，也⽤「天⽗」形容「上帝」，比如

《易經》說：「乾，天也，故稱乎⽗。」
《尚書》說：「惟天地，萬物⽗⺟；惟⼈，萬物之靈。」
《淮南⼦》說：「聖⼈法天順情…，以天為⽗，以地為⺟。」
 

由此可⾒「天⽗」的觀念也是出⾃中國先⺠的信仰，並非外來的名詞！

天⽗上帝在中國古經裡是「沒有形象」的靈，不能⽤任何⼈事物去替代。關於這⼀點，
《毛詩正義》說：「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
意是说，天⽗上帝是無形的，任何有形的⼈事物都無法形容祂；但是為了彰顯上帝是「⼈
類主宰」的⾝份，乃以⼈道去模擬祂（即擬⼈化）。同時，祭拜上帝⼜配祀祖先的另⼀個
⽬的，是為了尊敬祖先在天之靈，希望祖靈在天上，永遠受到上帝的保護和祝福。 
 
古時候天⼦崇拜上帝的禮儀就叫做「郊社之禮」，孔⼦曾經說過「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諸掌乎。」⼤意
是說，郊社之禮乃是敬拜上帝之禮，宗廟之禮乃是追思祖先之禮；⼀個懂得敬拜上帝、⼜



知道如何追思祖先的⼈，治理國家就好像讀⾃⼰的⼿掌⼀樣容易！ 
《禮記》說：「天⼦將出，類乎上帝；天⼦將出征，類乎上帝。」⼤意是說，天⼦出巡或
出征之前，會向上帝禱告，祈求祝福。 可⾒敬拜上帝是多麼重要的⼀件國家⼤事！
 
祭天拜上帝時，祭祀者除了獻上珍貴的禮物之外（如⽜⽺豬三牲），更重要的獻禮則是恭
敬、誠實、聖潔的⼼、光明磊落的德⾏，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敬事上
帝；⾄治馨香，感於神明，⿉稷非馨，明德惟馨。存其⼼，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齋戒沐
浴，則可以祀上帝

。」既然祭祀以誠⼼為要，過份的誇張必有損社會風氣。

要瞭解上帝的屬性，最好的⽅法是把先秦的著作，尤其是四書五經，以及它們的註解拿來
仔細研讀，⽽且要⽤交互參考（Cross Reference）的⽅式，才能領會其中的真意。

中國先秦的哲學⾃成⼀格，外邦傳來的思想也許可以拿來參考，但是千萬不能⽤有⾊的眼
光，或先入為主的政治、宗教、迷信、或偶像崇拜的觀念去解讀，因為這樣做不但會誤
導，也容易扭曲原意！

 
 
  中國古經描述之『上帝』和『神』的關
係。
 
 
 天壇中間的皇穹宇，裡⾯刻有四個⼤字
「皇天上帝

」。

 

＜歷史典故的分享＞

在此，讓我跟⼤家分享幾個歷史的典故。

（１）張說的詩

張說是唐朝洛陽⼈，⽞宗時曾為宰相。
他寫了⼀⾸詩叫〈恩賜麗正殿書院賜宴
應得林字〉，內容如下：

東壁圖書府，⻄園翰墨林；誦詩聞國
政，讀易⾒天⼼。
位竊和羹重，恩叼醉醴深；載歌春興
曲，情竭為知⾳。

張說在這⾸詩裡特別提到兩件事：

誦詩聞國政：朗誦《詩經》，便能知道
國家的政事；
讀易⾒天⼼：研讀《易經》，便能看⾒天⽗上帝的⼼。

由此可⾒中國詩詞和易理的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