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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真耶穌教會室內空間之
宗教意象與符號運用

摘　　要

宗教傳播進入台灣本土後，因文化及環境的差異影響，逐漸發展出不

同的建築風格，教堂空間形式與宗教符號運用也隨著時間有了不一樣的演

化。真耶穌教會目前是台灣基督新教的第二大教派，近年由於教友人數增

加，教會的空間及敬拜的路徑也有向上提升的改變。本文是以設計者角度

研究，藉由真耶穌教會建堂實例案，探討秉持宗教意象所設計出符合現代

化功能及使用機能的教堂空間。

本研究最終達成從參與的四個實質案例中，將宗教組織的教義，抽離

符號的建構解析其意義的連結，從表面結構之下的宗教意涵，以實務設計

案例發展出設計符號的沿用結果。重新認識符號與象徵，研究追溯符號的

演變過程，作為日後宗教空間規劃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室內空間設計、宗教意象、符號運用、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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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Images and Symbols of True Jesus 
Chuches Interior Design in Taiwan

Abstract

　　After their localization in Taiwan, religions have often gradually developed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styles, spatial forms, and religious symbolism, which have 

evolved with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ue Jesus 

Church is currently the second largest new Christian sect in Taiwan. Because of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urch members in recent years, church space and worship 

pathways have been increased. This paper looks at examples of church construction 

by the True Jesus Chu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designer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church spaces that bear religious imagery while simultaneously designed to fulfill 

modern roles and practical functions. 

    This study ultimately develops an account of the continued usage of design 

symbolism in four actual design cases from examination of 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s 

of surface structures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religious doctrine and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symbols and signs, and 

the process of symbolic evolution, obtained in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lanning of religious spaces.

Keywords：Indoor spatial design, religious imagery, usage of symbols,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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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真 耶 穌 教 會 是 由 中 國 人 於

1917 年在中國北京創立的教會，

創會初期有張靈生（原名彬）、

張巴拿巴（原名殿舉）、魏保羅

（原名恩波）三位重要元老。台

灣的宣教工作則始於 1926 年，

由台灣當地黃呈聰（以利沙）等

人領導中國當地張巴拿巴等人，

於線西鄉十五張犁施浸 62 人，並

成立線西教會（現為伸港教會）

開始展開序幕。近年來由於經濟

結構的變化，人口遷移集中偏向

都會區，使得原有都市教會教友

人數迅速增加，原有空間已不敷

使用，所以才有了新的建堂案。

筆者也藉由永福、黎明、花壇、

高雄四個現代化教會建堂實務案

例來進行本論文之相關研究。  

於過去研究資料中得知，台

灣真耶穌教會之相關研究議題，

多為針對教會教堂分布及增加數

量關係或對建築空間型式與社會

文化、環境變遷之相互影響關

係，多屬社會性研究；或只對某

一地區之教會傳教的歷史背景作

文字上的敘述。也因為之前並沒

有其他研究者，研究過真耶穌教

會空間設計及宗教符號象徵的文

獻，期望藉由此研究能提供未來

宗教空間規劃的參考。主要目的

分析如下：

一、  提供設計者：灱 在未來教

堂空間規劃上的參考。牞

對教會建築能解讀出所代

表的語彙。犴 對真耶穌教

宗教符號的認識。

二、  教會及教友：灱 結合宗教

教義的精神空間會逐步增

加。牞 教友使用教會頻率

增加，非教友參觀人數增

加。犴 完善的空間設施，

讓教友更喜歡教會，也廣

納更多教友。

三、  一般大眾：希望藉由此研

究能讓大眾對真耶穌教會

有基礎的瞭解，並樂意與

教會互動，產生友好良善

的交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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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以 場 所 精 神 為 研 究 論

點，主要是針對現代化建堂中，

如何運用教會宗教意象形式認知

與神聖空間之象徵符號進行研究

探討。本研究由文獻及田野調查

兩方面同時進行。由於主要在探

討現代化建堂的意義，因此選用

基本資料論述時，以當代的研究

資料為主要的整理與歸納。

貳、文獻探討

一、真耶穌教會的形構與演變

灱真耶穌教會由來

1900 年，在美國的堪薩斯、

德克薩斯、俄克拉荷馬諸州中，

基督徒聚會禱告時，開始發生了

說方言、身體震動、靈笑等奇妙

的現象，如＜使徒行傳＞二章所

記載的情形。他們就組織一小團

體，以初代教會的信仰開始傳

道，使這樣的教會和佈道所遍設

於美洲各地，另又有一部分人前

往英國作旅行佈道，由此成為聖

靈大降的「五旬節運動」之先聲。

1907 年， 五 旬 節 會 傳 來 中

國，次年該會美國牧師莫禮智在

香港發行《五旬節真理報》，傳

揚受聖靈的重要性。1911 年華北

有美國牧師賁德新在山西正定府

創立使徒信心會，發行《通傳福

音真理報》，強調基督徒必須受

聖靈的問題。於是有真耶穌教會

於 1917 年（民國 6 年）在北京

登記設立。並於 1926 年傳入台

灣，成為真耶穌教會目前在世界

各地中教會及教友人數最多的地

區。

牞�真耶穌教會的儀式空間的構

成真耶穌教會有五大基本教

義：「洗禮、洗腳禮、聖餐、

安息日、聖靈」。

杕�洗禮：強調「受浸」，而且

要面朝下受浸才有效。受洗

時只奉耶穌基督的名，因為

他們否定「三位一體」的神

學觀，而接受類似「神格一

體論」的觀念。

杌�洗腳禮：真耶穌教會很看重

洗腳禮，剛受洗的信徒都要

接受一次洗腳禮，認為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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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主有分」。「洗腳禮

成為聖禮的主要關鍵在於，

主對彼得所強調的「與主有

份」 (MEPOS)。「有份」一

詞，甚至在希臘文對照的希

伯來語，都包含著「部份」

與「分享」兩個意義。

杈�聖餐：對聖餐持「靈化說」

之見解。

杝�安息日：由於早期就受到安

息日會的影響，因此堅持安

息日為崇拜日。

杍�聖 靈： 聖 靈 觀 是 真 耶 穌 教

會最大的特色。認為早期使

徒時代的教會曾得到第一次

聖靈（稱為「秋雨」或「早

雨」）的澆灌，但是隨著教

會的世俗化，聖靈已經離去

了。直到現在，真耶穌教會

乃是第二次聖靈（即「春雨」

或「晚雨」）所建立的。

二、教義精神的探討

從會幕的構造為起源：周圍

是院帷，院帷外面是外邦之地，

裡面十地，當院帷立起來之後，

聖地和外邦之地，就很清楚分

開。所以院帷的主題是：分別為

聖。他本身有很多配件，藉著通

通結合在一起之後，才能立起

來， 而 顯 出 分 別 為 聖 的 力 量。

以此教訓我們，信徒在真理上，

靠著聖靈合而為一的重要；教會

若不能分別為聖，則淪為一般的

宗教團體，這種存在是對神的恥

辱。

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

黃基甸傳道

從出埃及記中可看出連上帝

都在作設計，依上帝的指示建造

會幕，內容是那樣細膩、那樣周

全、那樣環環相扣。單單根據聖

經的描述，就好比看到一張建築

設計圖一樣。當時的會幕，就是

今日教會的預表。所以當時建造

會幕的原則，也是今天建造教會

的原則。

三、精神象徵的研究

灱場所精神

諾 伯 休 茲 把 場 所 精 神 分 為

三 個 要 件： 杕 場 所 現 象（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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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e n o m e n o n  o f  p l a c e）。 杌

場 所 結 構（The s t ructure  of  

place）。 杈 場 所 的 精 神（The 

spir i t  of  place）。

諾伯休茲在場所精神裡探討

強調，所有物體具有的本質、型

體、質感及顏色，由這些物體的

表面所組成的即稱之為「場所」，

因每處場所感的異化，所展現出

的環境特性也有所不同，也就是

場所本質。

每一個地點的存在也都有屬

於各個地點的神靈，成為地區信

仰的守護神。守護神分佈在聚落

的各個地點，也各自有守護的地

域及在此居住的子民。這邊的神

靈為人民的精神信仰與心靈寄

托。 1

牞宗教儀式與象徵符號

象 徵 體 系 的 文 化 還 是 社

1 參考資料：作者 Coral iReading 愛．閱

讀，http://www.ireading.cc/review/review.
aspx?rid=325702，2010/11/02 查閱

會 結 構 的 象 徵 體 系 2，Geertz

在 ´R e l i g i o n  a s  a  c u l t u r a l  

system´一文中提到「宗教是一

種象徵體系，目的在於確立人類

強有力、普遍與永恆的情緒與動

機。宗教建立的方式是文化系統

闡述關於一般存在秩序的觀念，

並且給這些觀念披上實在的外

衣，使得這些情緒和動機彷彿具

有獨特的真實性。」

此 外，Geertz 視 儀 式 為 一

種從世俗滑入宗教概念所界定的

意義框架中，儀式結束後又重新

回到世俗的世界，這種儀式的過

程，透過一套象徵符號體現了所

支撐的宗教觀的權威，引發信仰

者的情緒、動機以及一種宗教的

世 界 觀。 人 們 的 情 緒、 動 機、

道德與世界觀在儀式過程中被操

2 參 考 資 料： 網 址 http://oz.nthu.edu.
tw/~d929802/anthropology/cultural-topic/
cl_07.htm  Clifford Geertz 克里福得•紀爾

茲 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 , 象徵人類學代表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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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宗教又被儀式中的象徵符

號所操作，形成一種介於宗教

與文化體系之間的轉換（Geertz

稱 之 為 models  for  與 models  

of）。也由於儀式，使得宗教概

念得以真實化，宗教指引也就是

有道理的，也就是引導人們承認

儀式背後宗教觀的權威 3。

四、空間與符號的聯結

Ernst  Cassirer（恩斯特．卡

西爾）認為，宗教與神話之間並

沒有所謂的「從神話到宗教」的

突變點。神話從一開始起就是潛

在的宗教。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

淵源：生命一體化。他們之間的

差異，僅僅在於其類型的不同，

是人類生命形式的不同符號而

已。人的生命形式、文化形式與

生存空間形態構成了一個整體的

符號空間。4 空間類型與符號類型
3 參 考 資 料：Geertz, Clifford. 1973.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87-125.
網 址 http://oz.nthu.edu.tw/~d929802/
anthropology/cultural-topic/cl_07.htm  
2010/11/02 查閱

4 
朱文一，空間符號城市：一種城市設計理

論，台北市：淑馨，p59

之間的結合點構築了生命符號之

網，路徑空間的特點：1. 突顯路

徑屬性、2. 顯現場所屬性、3. 隱

含領域屬性。在路徑空間中，一

條條線型帶有強烈的指向性和連

續性的路徑屬性，形成了一條或

數條通往神的通道。顯示人是與

相對的固定目標（神）的融合，

人與神的融合構成了有限（人自

身）與無限（神）的一種個體性

的感情抒發路徑，所以路徑空間

是具有宗教的意涵。

五、哥德式的影響

由 於 教 會 建 築 在 最 早 的 時

期，因為遭受羅馬政府的逼迫與

打壓，所以以家庭式、暫時性的

聚會方式存在，並沒有正式的建

築形式出現。直到奧古斯都改變

政策，正式地將基督教納為國

教之後，教會才開始以公會堂

（Basi l - l ica），甚至異教神殿廟

宇，作為教會聚會之用，因此教

會建築是沒有固定的形式。一直

到哥德時期，基督教會才算是擁

有一個屬於「基督教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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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形式出現。

哥德式教堂高聳的尖塔、細

長的樑柱及大尺度的開窗等構建

元素，不僅創造了一種強調垂直

性的結構系統，更在心靈精神層

次塑造了「仰望上帝」、「盼望

天國」的空間情境。是在造型、

構造、精神三方面相輔相成的形

式，形成了一種獨屬於基督教文

化的完美建築形式，哥德式教堂

的種種元素也因此成了基督教教

會建築的最佳形式典範。

參、 教堂演變的脈絡探

討

一、教會與外部環境關係演變

教會建築獨有的形式符號，

使其在都市天際線上以及社區涵

構中，展現極明顯的地標性格，

進而傳達出權威性與超越性。不

過在宣教發展中，「本色化神學」

卻極力強調教會必須捨下原有的

傳統與形式，向當地文化認同，

正如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精

神，才能將福音向異文化領域傳

播。

梵二革新後，教堂建築的基

本原則是：強調其功能性。也就

是依照新訂禮儀的需要而做聖堂

建築的設計：「在建築聖堂時，

務必注意，使能適於禮儀行為的

執行，以及信友的主動參與」5 依

照以上的原則，新聖堂的興建特

別注意內部的設計，重要部分的

佈置，使信友能容易聽到、看到、

主動地參與禮儀的進行 6。因為禮

儀不再是神職獨攬禮儀的行動，

而是整個參禮團體的行動。

二、敬拜路徑的改變

隨著都市化人口的集中、教

會的成長以及在神學上的思考，

一個完整的教會應具備「宣揚福

音、禮拜、教育、交誼、服務」

的基本功能。教會面對社會發展

的多元化以及因應而生的各種需

求，體認到信仰不單是心靈終極

的關懷，宗教的關懷也應納入人

們生活所面臨的全面性問題。

5 
〈禮儀憲章〉p.124，參新《彌撒總論》

p.288 
6
參閱新《彌撒總論》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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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延伸空間設計，真耶穌

教除了敬拜上帝之外還很注重橫

向的溝通，就必須有足夠的空間

讓大家停留、交談。另外基督教

有社教的功能，所以有教室的安

排。還有針對不同對眾的團契小

型聚會空間、慶典時的準備空

間，以及交誼、住宿、餐飲等空

間，這些功能的整合及動線的規

劃，如何使其順暢，是設計上非

常重要的考慮。

三、教堂風格的變化

自禮儀運動發起之後，尤其

是在梵二禮儀革新後，在許多地

區出現了不同造型的聖堂，但是

並無一致的模式，可綜合稱之為

現代式。不過，有一種明顯的趨

勢，那就是聖堂建築的本地化。

所謂本地化的聖堂，是利用本地

的建材、技術、合乎本地文化的

建築方式和藝術，同時也與本地

人民生活環境相協調。  

台 灣 早 期 的 教 會 建 築 便 在

「本地化」的影響下，將台灣本

土建築形式、材料、構造等融入

教會建築裡。本地教會建築發展

中，除了混雜本土色彩的教堂形

式外，具強烈象徵性的教會建築

形式也經常出現在城鄉之間。具

有符號象徵性的教會建築形式，

傳達了教義的重要內涵。「本色

化神學」就是按著某一群體的獨

特處境，以其固有的思維方式去

思想有關神的事，並用其文化中

的素材來將這些思想表達出來。

四、小結

聖 使 徒 保 羅 曾 命 名 教 會 是

「基督的身體」，說明了耶穌和

教會聚會之間關係的重要名稱，

而教堂的建築是將這意義具體化

的呈現出來。在《舊約》聖經中，

神曾明確指示摩西：「他們為我

建造一座聖所，而我要住在他們

中間。」換言之，教堂就是「上

帝與人共同居住的地方」，所以

必須能表現出神之住所的神聖，

以及人之住所的溫暖，惟有在此

兩者和諧的狀態下，才有可能在

其中安心的祈禱與奉獻。

Lefebvre,  H.（ 雷 福 伯 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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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他的「空間的創造」觀念

時，提到三種空間的呈現型態：

「空間運作」spat ia l  pract ice，

「 空 間 再 現 」 representat ions 

of  space， 以 及「 再 現 空 間 」

representat ional  spaces。其中第

一種是空間運作的實際狀態，第

二種是科學家，社會工程師空間

的再現理念，第三種則是文學哲

學所描寫的空間樣貌。「再現空

間」就是：

「這是直接從生活關連的意

象與象徵中所獲得的空間。因而

是「居住者」與「使用者」的空

間，也是藝術家，一些作家，哲

學家描述而且渴望超越描述的空

間。這些空間被外在現實控制，

只能被動體驗，因而想像力尋求

加以改變並將其變成自己的專

屬。」
7

也就是說今日的教堂設計，

未必要模仿緣起的教堂呈現長方

形巴西利卡式或拜占庭式教堂，

但傳承數千年蘊含於內的豐富象

徵語彙，卻是不可捨棄的重要文

化遺產。它是信徒們集體的記

憶，也象徵著教會的傳統。現今

的教堂建築應該反映出這個時代

信徒的共同宗教經驗，用當代的

建材、當代的宗教語彙，將教堂

空間再現出來。
7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The Spaces 
of Postmodernity 140-141。



明道學術論壇 7(2):91-114(2011)

101

圖 1  建立理論架構圖

在《新約》聖經中，耶穌曾

提示一個新的朝拜聖所：「精神

和真理。」也就是關於信仰的精

神和真理，是如同一座新教堂，

所需要的是一個正確的「詮釋」，

也就是理解。並知道如何辨識、

喜歡，並與他溝通，甚至進而生

活於內。這種對於審美符號的詮

釋學，正是筆者研究的目的，也

是再現空間的精神依據。

肆、現有案例分析

一、聖堂空間設計

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

近年來真耶穌教會位於都會區內

的教會，教務蓬勃發展，教友人

數增加迅速，原有教堂空間不敷

使用，只得另覓土地建設新教

堂。本研究以下列四個新的建堂

案作為實物案例執行成果與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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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四個建堂案現存問題

早期傳教的講臺空間僅由一

個抬高的地板界定範圍，並由木

隔柵加以隔開區分。日據中期後

則是在講臺兩側增加小室，以凸

顯講臺為一個高且凹入的空間。

講臺空間基本上都由矩形所構成

的，大多數的教堂以倒圓角或倒

斜角的方式處理，其因素為倒角

有利於聲音傳播及視線集中。

根據張立夫的論點 8，教會的

禮拜形式可分為兩種類型：祭司
8 《教會禮拜更新手冊》，1986 年，台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行，P8

型及先知型。祭司型注重儀式，

以祭獻為中心，聖餐是禮拜的高

峰；先知型則較注重宣講真理，

以講道為中心，講道為禮拜堂的

高峰。

真耶穌教會為先知型的禮拜

儀式，是以講道為中心。強調禮

拜中「宣揚上帝」的主旨，藉由

宣揚以招聚信徒為設計禮拜堂的

重點。因此禮拜堂是以講桌為中

心。主要元素為：灱 講桌、牞 聖

餐桌、犴詩頌階梯、犵主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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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宗教意象的象徵符號來源表

主

題
圖片 引用 象徵 設計 符號運用

1

登

頂

之

山

台

中

市

永

福

教

會

聖經記載，耶

穌在耶路撒冷

城外的橄欖山

登頂到天堂。

攀登聖山的朝

聖 之 旅， 代

表的是渴望、

啟蒙和塵世慾

望的拋棄；在

精神方面，山

頂聯結了全然

自覺的象徵意

象。

主牆採用義大利復古面米

洞石，天然風化的質感，

與遠在東方聖城耶路撒冷

的「哭牆」遙遙呼應。砂

岩上抽象的「星」符號則

傳述著耶穌誕生時天空所

出現之異象，連結「生命

的企盼」。同時也藉由光

影、材質建立起空間之神

聖符號。東側加強光源的

運用，再現「光」於神聖

空間中「希望」、「光明」

之意象。

星字形符

號、哥德

式 尖 拱

窗、光的

運用、搖

籃 的 喻

意、聖城

的聯想、

向上延伸

的希望。

2

天

梯

之

境

台

中

市

黎

明

教

會

聖經上描述，

雅各夢到一座

有天使爬上天

堂的梯子，在

天梯頂端，上

帝賜與雅各祝

福。梯子後來

成為上下天堂

的象徵。

梯子或階梯代

表 前 往 卓 絕

之境的通道，

每一梯級或臺

階，代表心靈

的不同階段，

是攀登之路上

自我覺醒的新

層面，象徵精

神與物質或自

覺與無意識之

間的溝通。預

示連接天與地

的耶穌。

主牆上方隔柵形式的鋁條

設計，一方面在機能上有

遮光、導引光線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精神層面上有

著宣示不同階段有不同的

人間與天堂道路象徵。

攀 登 之

路、自我

覺醒的新

層面、百

合花飾磚

象徵高雅

聖 潔 涵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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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

堂

之

橋

彰

化

縣

花

壇

教

會

聖經上描述，

大洪水發生後，

上帝答應挪亞

和方舟會安全

的逃離，方舟

被視為教會的

象徵，而彩虹

則是不讓萬物

毀滅的象徵。

彩虹是捉摸不

定極具有靈性

的，一眨眼即

消失。象徵的

意義非常多，

包括：希望、

和平、神聖及

崇拜對象。彩

虹是通往天堂

之橋，而橋的

那一端是智慧

的根源。

主牆上七道層次溝槽，內

嵌單色黃光設計，透出素

雅的光芒，在聖殿上敘述

象徵彩虹之約的意象。

彩虹的象

徵、智慧

的根源、

哥德窗型

的沿用。

4

升

天

之

雲

高

雄

市

高

雄

教

會

耶穌復活四十

天後，帶領門

徒去伯大尼，

當舉起手為他

們祝福時，忽

然就被帶到天

上，直到從一

朵雲中消失。

雲霧可象徵的

點出天神的存

在。

基督教認為雲

霧指明上帝的

存在，象徵神

的所在。

採用白色雲型大理石營造

靈性的聖堂，講台上石造

講桌，象徵聖經記載橄欖

山上的凹陷岩石，據說是

耶穌留在地上的最後一個

足跡。

神 的 所

在、雲霧

的義涵、

靈性的象

徵。

以符號視覺設計的路徑反向

帶回空間設計之中，讓身在其中

的參與者能在視覺中履行宗教象

徵的精神並能瞭解最重要的意

義。例如，從哥德式教堂的拱圈

基本畫法當中，我們就可將它視

為一個基礎符號，將這個象徵哥

德的視覺符號帶入設計，可以從

傢俱、空間甚至在建築的形構中

來轉化。

祈禱是人類個人或群體與神

靈相通的主要手段，常透過特定

的儀式或象徵性的方式來進行。

宗教祈禱儀式中，祈禱者都會以

身體某種姿勢或手勢來表示對神

的服從與敬意。祈禱時，通常也

會用特定方式集中祈禱者的精

神。所以虔誠祈禱時的手勢也是

為尖拱形式的另一個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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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哥德象徵轉化設計成果表

照片及說明

哥

德

拱

形

的

符

號

運

用

與

轉

化

主堂講台刻紋 主堂花檯刻紋 廊道壁拱造型

主堂窗型 線型分割窗型 一樓大門刻紋

拱頂天花架構 楣樑及額枋 拱圈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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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符號

灱�由「擷取符號」意涵詮釋視覺

新意

人類存在的一個顯著特徵就

在於創造並且使用了符號 9。所

謂「符號」，不同文化背景的理

9 
參考資料：網址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http://www.ctcwri.idv.tw/INDEXA3/A304/
A30404/Aû040ÿ06.ÿtm ÿ  格式塔心理學派

用異質同構論解釋審美經驗的形成。由外

部事物、藝術樣態、人的知覺組織活動以

及內在情感之間，這幾個領域的力的作用

模式達到結構上的一致時（異質同形），

就有可能激起審美經驗。

論形態也會有不同的定義；就其

一般性來說，符號是一種代碼。

符號系統即是代碼的組合系統。

人類由於代碼系統的創造才使意

義的表達有了可能。但是，另一

方面來看，由於有了作為代碼系

統的符號的使用，人類對觀念意

義的把握必須經過一定程式的轉

換，這便會使意義的準確理解又

遇到障礙。因此瞭解符號深層的

內涵意義便是研究中最重要的課

題。

表 3  宗教意象與符號應用表

類別 型式 宗教意象 應用設計地點

1

數

字

與

形

狀

數字 7 力量強大而神秘，與完美有關。
永福教會

前庭階梯

數字 8
數字 8 以八角形的方式呈現時，就是

代表聯合神與地上的耶穌。

永福教會

負責人辦公室主桌

圓形
最完美的形狀，無窮無盡、沒有起始

和終點，是完全平衡的整體。

永福教會

鐘樓

尖拱型

哥德式建築的尖頂、高塔形式具有召

喚遠方信眾之意。尖拱型為哥德式精

神象徵，虔誠祈禱之意。

永福教會

拱圈入口、大門、外觀楣樑及額

枋、主堂拱頂天花、外窗、傢俱飾

樣、宗教教育教室廊道壁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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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

築

物

實

體

方位
聖經上多次提到上帝在東方。大多數

教堂的經線軸是東西向。
高雄教會

門廊
門廊是便於從事世俗事物的地方，以

前有重要的社區功能。
永福、高雄教會

中殿
會眾在船中的乘客身分意味著教士和

人民一起航向神。
永福、高雄、黎明、花壇教會

台階 提高的平台暗喻與神的接近 永福、高雄、黎明、花壇教會

3

精

神

 象
徵

十字型
最廣泛認知的基督宗教象徵，也是基

督犧牲的象徵。

永福教會：玄關立地十字窗、三角

楣彩繪十字窗、塔樓十字招牌

高雄教會：外觀十字窗

黎明、花壇教會：外觀招牌

鴿子 是神的聖靈與和平的象徵。
永福、高雄、黎明、花壇教會：聖

靈月刊及信封平面

火焰 代表聖靈。 永福教會大門雕刻

彩虹
彩虹是神不讓萬物毀滅的承諾象徵。

也是天堂之橋的象徵。
花壇教會主堂

百合
代表聖三位一體（聖父、聖子及聖靈）

的象徵，也是聖潔的象徵。
黎明教會主堂壁飾

玫瑰
玫瑰令人聯想到基督教的精神，玫瑰

的刺則象徵棘冠與基督殉難。
高雄教會大廳壁飾

荊棘 神同在的神聖顯現啟示、委任及應許。永福教會玄關天花板

藤籃
對下一代撫育、教育與照顧無微不至

之象徵。
永福教會夾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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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宗教建築的空間解釋，與一

般室內設計所著重於抽象視覺及

現代美感分屬不同層級。宗教空

間強調場所精神，場所形式上擁

有獨特的哥德精神象徵，精神空

間則有屬於聖靈的崇高性與禮儀

互動中所產生神聖性象徵。室內

空間形式是因循著宗教教義及宗

教傳統承襲而來，整體建築空間

文化是與歷史現象相關聯的，所

以與宗教意象及傳統符號的關係

是密不可分的、是具有超越性質

的。本研究對建築符號有深刻、

具體廣泛的認識所進行的每種可

能解釋，是為了創造深具內涵意

義且能延續，並賦予建築空間一

個充滿生命力的傳統。

圖 3  宗教建築空間形式意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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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的抽象性讓寄寓的物象

提升更高一層詩的意境，畢竟抽

象的心理效果是較為豐富自由且

深具意涵的。而符號的通用性讓

創造者與使用者能產生相同的認

同感，引導使用者的認識並參與

其中，達到宗教上的體驗，另外

也能產生宗教意象思考聯結的作

用。

本文中的四個實務案例，除

了將符號象徵運用在空間設計

上，另外也將實體象徵引入設計

空間中。永福教會一走進入口玄

關 處 時， 右 側 是 立 地 十 字 窗、

頭上是荊棘天花利用「異質同

構 10」形式，讓人聯想耶穌的救

贖之路，而另一寓意便是「與神

同在」的精神象徵。最後還是要

將教堂空間主體性帶入氛圍象徵

之中。其中最特殊的是以前真耶

穌教會從來不曾在室內設置十字

型象徵，此次一樓玄關立地十字

窗與外觀三角楣上彩繪十字窗，

算是突破傳統的設計，很榮幸也

很開心教會採納了設計的建議。

10 格式塔心理學派用異質同構論解釋審美經

驗的形成。由外部事物、藝術樣態、人的

知覺組織活動以及內在情感之間，這幾個

領域的力的作用模式達到結構上的一致時

（異質同形），就有可能激起審美經驗。

圖 4  永福教會入口玄關立地十字與荊棘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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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是反射歷史的鏡子，每

座建築物、每個空間都隱藏著豐

富的故事，反映時代的價值觀。

教堂的特質具有特定的型態特

徵，因為宗教的神聖性賦予永恆

的使命。所以現今的教堂，需要

有能力去創造傳統，並設法讓自

己在世界中標示出身份的特殊記

號，要以信心展示自身對神聖崇

高的表達，才能達成傳統與創新

的融合及延續不滅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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