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誕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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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瑞和毛琳在市中心一起採購聖誕禮品時，在一家百貨公司的櫥窗中看見一幅耶穌誕生的景象： 

賴瑞：為什麼人們還在十二月廿五日慶祝耶穌的誕生？大家都認為祂出生的日子又不靠近那天。 

毛琳：我知道。那是宗教領袖挑選出來的基督誕生日──在祂死後三百年。 

賴瑞：那天在耶穌出生前幾百年就已經是個祭拜的日子了，例如在古埃及等文明中就是。 

毛琳：的確。那全跟冬至過去了有關：埃及人認為太陽正從白晝漸短的「疾病」中復原。 

賴瑞：在使用格列高利曆法[註]之前，冬至想必是落在十二月廿五日吧？ 

毛琳：沒錯。接著有古羅馬人把冬至看得更像太陽的重生；他們狂觀作樂、縱情聲色來慶祝冬至。 

賴瑞：跟一般羅馬假日沒兩樣！這麼說來，耶誕節真是個混和了許多國家文化的傳統及信仰的大雜

燴。 

毛琳：難怪有些忠貞的基督徒選擇對耶誕節視而不見，他們知道真相。 

賴瑞：是啊──之所以會採用十二月廿五日作耶穌的生日，是為了要讓受歡迎的異教徒儀式蒙上陰

影。 

[註]：由 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修訂成的現行太陽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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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琳和賴瑞繼續聊天： 

毛琳：看來耶誕節真有一段有趣的歷史。 

賴瑞：是啊。你知道在古歐洲，冬青和槲寄生原先是被異教徒用來當作豐收的象徵嗎？ 

毛琳：我知道啊──我還知道，對德國人來說，常青的「聖誕樹」也是生命的象徵，他們在樹上用蘋

果做裝飾。 

賴瑞：你曉得寄耶誕卡的傳統最先是在哪個國家採行嗎？ 

毛琳：曉得啊──英國。那聖誕老公公呢？ 

賴瑞：他是一位名叫尼可拉斯的慷慨主教，後來成為孩子和出海人的守護神。 

毛琳：很好！我去年才發現，我們向來認定為一身紅白裝束的聖誕老公公，其實是可口可樂精明廣告

的結果。 

賴瑞：沒錯。事實上，是美國將這些耶誕傳統照單全收，並將其結合成一整套大型歡慶節日的。 

毛琳：他們設法將一個本屬異教徒而帶有基督色彩的節日，轉變成今天我們認識的這個具有家庭色彩、

吃喝玩樂的日子。 

賴瑞：對啊。所以耶誕節沒有一般人想的那樣古老。 

毛琳：這是事實──但另一方面耶誕節又比一般人了解的古老得多。 

賴瑞：毛琳，耶誕節快樂！ 

毛琳：也祝你「太陽重生日」快樂呀，賴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