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為禮儀的更新，似乎今天本會唱頌〈三一

頌〉最多的禮儀是火葬禮。〈三一頌〉

（Doxology），英文原詞出自希臘文，意思即

「榮耀」（doxa），目的乃基督徒於崇拜時讚美

三一上帝。

有趣的是，我們最常唱頌的〈三一頌〉調

子，竟然和一首來自瑞士的歌曲融合起來。這

首瑞士音樂已有五百年歷史，來自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主導創作的《日內瓦詩篇集》

（Genevan Psalter），大家也可在《普天頌讚》

（1978年版）第20首〈稱謝歌〉找到。

它的調名（Tune Name）很有趣，叫Old 

Hundredeth。如果對聖詩學略有認識，就會知道

所有帶「Old」字的調子，都是來自《日內瓦詩

篇集》，而「Hundredeth」其實是指早期這調是

於英國用作頌唱詩篇第一百篇的。

該調子只有短短四句，音樂結構為A B C D

式，即四句旋律不相同。每行有八個音調，因此

樂句可與詞句配合，而第一行和第二行，以及第

三行和第四行末尾是押韻的。因古老的聖詩是沒

有曲譜，主要是給人朗誦，後來才加上曲調來唱

頌。至於詞句方面，英國人Thomas Ken所寫的

詞句流傳至廣，參英文曲譜：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三一頌 的沿革
而當福音傳到中國的時候，這首短頌也傳到

中國來。

在中國歷史中，新教的第一套詩集，由馬

禮遜編寫的《養心神詩》中，〈三一頌〉已經存

在。在一八五四年版《養心神詩》中，〈三一

頌〉是這樣的：

「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敬拜上帝父、子、聖神；

 誦讚三位一體上帝，

 尊名流傳直到萬世。」

1854年版《養心神詩》

上面還註腳說：「此一首是教普天下之人

民當敬拜上帝，蓋此上帝其位雖三，其實則一性

一體一志一德一權一榮。安得不獨尊其名，而流

傳萬世？」這首歌的譯本，已經結合了上述詩篇

一百篇的調子和〈三一頌〉，相信也是傳教士在

家鄉所唱的版本。

當時浸信會羅孝全牧師，即在廣州的粵東施

蘸聖會，他修改這歌為：

「讚美真神是聖父爺，讚美耶穌救世聖主，

讚美聖神風為聖靈，讚美三位是一聖神。」

洪秀全「參考」了這首歌，作為太平天

國每天早晚、每週禮拜、每次戰爭唱頌的「國

歌」。可惜因華人不諳半音和格律，因此詩歌

沒有了 F a和 T i的音調，並由3 2個字變了3 4個

字，被評為「七梗八調」，歌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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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教 牧 養 委 員 會 屬 下 聖 樂 事 工 執 行 委 員 會三一頌 的沿革
「讚美上帝為天聖父。讚美耶穌為救世聖主。

讚美聖神風為聖靈。讚美三位為合一真神。」

在一九〇〇年代風行一時的〈三一頌〉，則是：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也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頌他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

「讚美聖父，仁愛之源，讚美聖子，救世景尊#，

讚美聖靈，過化存神*，大哉！大哉！三妙一身。」

「讚美上主，萬福之本，天下萬民，天上萬軍，

皆當恭敬，一致同聲，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景尊」二字來自唐代景教術語，景即

「至大之光」，景尊即真光之主。

*「過化存神」即與繞樑三日意思相若，即

聖人所教化之處，皆存留其信念精神。

可惜在翻譯時沒有考慮《日內瓦詩篇集》

的押韻特色。今天本會使用的喪禮版本〈三一

頌〉，並不屬於上述的任何一個翻譯，而是：

「讚美天父愛世慈恩，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經查考這個版本出現自《宣道詩》或《生

命聖詩》，而非我們的官方詩集，又或一九三六

或一九七八年的《普天頌讚》。我們未能得知原

因，可能那是更早期的詩歌翻譯，被引入至本會

的固定禮文後，不再修改的原因。

以下這個二〇一七年版本的粵譯，承載著

《日內瓦詩集》的傳統：「合符當地語言、押

韻、文字簡單」，或許能夠為這首接近五百年的

經典吹來新風，盼大家能共賞。

「讚美聖父曾創眾生，基督拯救塵世罪人，

訓慰之師聖靈導引。歌頌奇妙三一真蘊。」

〈三一頌〉於崇拜常編排在結束前唱頌，歌詞

表達了「上帝是萬福之根，全宇宙的生靈都感謝

讚美。」的意蘊。願我們在唱頌〈三一頌〉時，能

發自內心感謝上帝，歸榮耀予三一真神。

到此欣賞由本會會友錄製的《獻禮文》

http://www.methodist.org.hk/chmusic/doxology

明顯地這個版本被很多浸信會或小群教會的

詩歌本所引用，但到一九三六年版《普天頌讚》

則有三個版本，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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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家庭都有長者或病人辭世，如何幫助他們尊嚴地離開世界，近年不少人關注這個

課題。英國《經濟學人》於二〇一六年曾做了一個「死亡質素指數」（Quality of Death 

Index），在全球八十個國家或地區之中，排首三位依次為英國、澳洲及新西蘭，香港排名廿

一，在亞洲也低於日本、新加坡和台灣。

究竟甚麼才算「尊嚴化」，對逝者及其家人又有何意義？在法律上、醫護上、生活上又有甚麼準備？香

港獨立記者陳曉蕾女士，為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三冊書《香港好走 怎照顧？》、《香港好走 有選

擇？》、《平安紙》。本講座適合所有關心此課題的弟兄姊妹出席。詳情如下──

日　　期：二〇一七年六月十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　　點：本會九龍堂（九龍加士居道40號）

講　　員：陳曉蕾女士（香港獨立記者，多年來關心及探訪生死課題，著有多本相關書籍）

主　　持：吳思源先生（本會九龍堂義務教士）

回　　應：梁梓敦先生（資深社工，從事生死教育，九龍堂會友）

費　　用：全免

截止日期：六月五日

報名查詢：請致電2528 0186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或黃浩哲先生

本 會 信 徒 培 訓 部 屬 下  生 命 教 育 專 責 小 組 主 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