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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與感恩祭 ~ 聖言宣讀三十載有感 

謝禮緯  

 

執筆之時正是甲年常年期的開始，常年期第二主日，歲次庚

子。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常年期第一主日就是主受洗節。

教會由聖言的降生（聖誕）以及向整個人類開放（主顯節）開始

慶祝，直到主基督開始宣佈救恩喜訊在子民前出現（主受洗）的

日子，開始了教會的常年期。教會常年期有兩段日子，一段是聖

誕後，另一段為復活後。 

作為聖言宣讀員的其中一份恩賜，就是能緊隨禮儀年曆，在

生活的起落中奔向上主。禮儀年曆若按主日可分為甲、乙、丙三

年，若按平日則分奇偶年。所以在禮儀年的聖言循環中，聖言宣

讀員及信眾都能跟從着螺旋天梯上走向天國。在經歷了十來個循

環後，有這難得的機會跟各位分享一下作為聖言宣讀員的一些感

想。 

相信有參與主日感恩祭的弟兄姊妹對聖言一定不陌生，畢竟

感恩祭正是以聖言及聖體聖血為核心，雖分兩部卻是一體；形態

雖有不同，但都是主基督。不過，在日常交談中似乎天主教教友

的其中一個標記，就是對聖經（聖言）不熟悉；當然，並非全部

教友都是也不是一個事實，至少筆者希望這只是一個印象而非事

實。其實很多時候與弟兄姊妹談及聖言內容，大家都是熟悉的，

只是對來自何經何典則不如其他宗派基督徒般熟悉。或者只能怪

教會安排得太週到，在各感恩祭中為信眾神益所安排的聖言，都

已在無形中進入各人心肺，郤未能熟悉聖經全貎。同時，招呼週

到的另一問題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情況變得普遍。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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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以執筆時的常年期第二主日為例，淺談慈母教會為眾

人的細心安排。在主受洗於子民前出現後的第一次常年期讀經，

教會在甲年福音選讀，為我們選了若望福音 1:29~34。內容是洗者

若翰作證耶穌是天主子並指出耶穌是「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

者」。若教友能翻一下到乙年時，教會在同一主日的福音選讀便

是若望福音 1:35~42，若翰為他的門徒再次指出耶穌是天主的羔

羊，而門徒隨即跟從耶穌。耶穌為我們這些在今世跟從祂的人

「轉過身來，看見我們跟着，便問我們說：『你找甚麼？』我們

說：『辣彼！你住哪裡？』耶穌對我們說：『你們來看看

吧！』」 其後，我們去找「自己的兄弟並向他們說：『我們找到

了默西亞』」並引領弟兄到耶穌前。到了丙年，教會延續這福音

到 2:1~12 亦即是一般認為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加納婚宴變

水為酒。這事標誌着基督傳教的開始，亦是天主的光榮第一次顯

示人前。在此補充另一說法：這奇蹟是若望福音所載耶穌所行的

第一個神蹟，而在對觀福音中並未記載，且這記載中耶穌已有門

徒跟隨。因此有聖經學者認為這不能排除耶穌在跟門徒一起時已

行過神蹟，所以準確說法是「變水為酒是若望所載耶穌行的第一

個神蹟」。不過，這無損我們相信這標示着耶穌傳教的開始，因

為若望福音中，耶穌的確在這事後便開始傳教工作。在這事中，

聖母提醒我們作門徒的：「他（基督）無論吩咐你們甚麼，你們

就做甚麼。」相信大家開始體會到慈母教會為各信友神益所付出

的苦心。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前的特倫多禮，聖言

選讀只有一個循環。為回應梵二在《禮儀憲章》中提出的――要

信友能實惠地參與感恩聖祭，教會把主日循環變為甲乙丙三年的

循環，好讓教友得到更豐富的聖言滋養。教會為一眾信友的神益

是費煞思量。安排太少，信眾對信仰可能留於表面。若安排太豐

富，又怕信友消化不良，循環變得複雜，難以得到天主從造世之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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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基督降生救贖行實的脈絡。筆者未能有幸參與編輯時的艱

辛，卻由這成果中得到了半生人的信仰滋潤，實是天主的特別恩

賜。 

教會的甲、乙、丙年福音選讀是按三部對觀福音分配，亦即

甲年選讀瑪竇福音，乙年為馬爾谷，丙年則是路加。但教會在常

年期開始卻在三年都選用若望一個連續的片段，我相信是因為在

若望福音開始時便指出耶穌基督是天主的真光，他進入世界並與

人同住 (若 1:1~5) ，實在是回應並提醒我們信眾，在這主日之前，

教會一起慶祝的聖誕節，正是慶祝照世真光進入我們當中，使我

們不再在黑暗中行走。順道補充一點，在希伯來文中，「聖言成

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 1:14) 的「中間」一詞並不是概念

上的中間，更不是之間，而是具體地如當日出谷時，天主的約櫃

在每次以色列人安營時，放在各帳幕的中間一樣，是真正的中心

點。這是若望為回應舊約時天主如何與以民一起出谷，在這末世

那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以我們的面貎來到我們中間，成為我們

生活的中心，與我們一起走這往天國流奶流蜜之地的出谷之路。 

我們要不再在黑暗中行走，便要跟隨主基督，按他吩咐的去

做。教會（福音中的若翰，預示教會先知的身份）為我們指出除

免世罪的天主羔羊的所在，我們要走向他。主一定會轉身看着我

們問：「你們找甚麼？」我們要向在感恩祭讀經台和祭台上的

主，講出我們所要找的是他，我們比當時的門徒更幸福的是不單

可以叫耶穌為辣彼，且在聖神的驅動下，因着基督救贖我們而得

的義子名份，還可以向天父喊出：「阿爸、父啊！」主耶穌給我

們的邀請是：「你們來看看罷！」我們要去和主一起生活，看他

的行事作為，好能成為他、成為基督、成為天主真正的肖像，如

創世之初時天主創造的人一樣(創 1: 26)。 作為基督的門徒，我們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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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天主住在哪，因為在聖洗後、在聆聽到聖言中、在聖體聖血

內，我們的身體成為天主進入的宮殿，我們不要讓主成為無家可

歸者。我們要時常看看這為主所住的地方是保養得如何？我們亦

要看主的所行所做，同時謹記聖母的囑咐：「他（耶穌）無論吩

咐你們甚麼，你們就做甚麼。」因為主說：「不是凡向我說『主

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

人，才能進天國」 (瑪 7:21)。我們要實行的便是向身邊的人分享

我們已找到默西亞、我們的救贖，同時邀請他們來看看。或許這

是作為聖言宣讀員的一種祝福，一般參與者很少有機會在聆聽某

一年讀經時，同時讀上其他各年的福音及聖言選讀；其實教會並

沒有限制教友同時看各年讀經。但作為聖言宣讀員同時參閱各年

讀經，有時候成為必要。因為羅國輝神父在禮節司訓練時，要求

聖言宣讀員不只是宣讀，而是當參與感恩祭的教友不明白當日聖

言選讀的關係時，聖言宣讀員有責任向教友解釋。因此很多時候

我都會看把四篇讀經及前後各年讀經看完以找出連結，多年下來

就慢慢窺見教會傳承的美和為天國子民神益所費的心思。 

慈母教會的禮儀是建基於聖言的，特別是感恩祭。正如一位

神父在講授禮儀時明確指出，若任何禮儀的終向不是基督，不管

那是多麼細心的安排與精彩的演繹，那也只是一場表演。我們要

時常謹記感恩聖祭是以十字聖號開始，因為這是天主以聖神印在

我們身上的印記，是表示我們是屬於他的、為他所揀選的。若不

是天主在他的俯就善意下向我們揭示他自己，我們是無從得知這

全善的根源並歸向他。所以，當我們在禮儀中，以義子的身份向

讀經台和祭台舉起我們的心時，我們要提醒自己，唯有他是我們

的終向，而在禮儀中所行所言都只為歸向他，從現今直到世界終

結。有人也許認為天主教是以禮儀為主，所以對聖言是比較不重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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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這是對禮儀的不理解，就如前面所說，禮儀是以聖經為基

礎的，一台感恩祭正好反映着若望在默示錄裡所描述末世時基督

得勝的景象。按史考特�韓（Scott Hahn）――史考特原來是一位

新教福音派的牧師，他研究了默示錄超過二十年，卻因着參與感

恩祭而更清晰地看懂默示錄，並於 1986 年被接納加入大公教會的

大家庭――的說法，感恩祭正是了解默示錄的關鍵所在。在此引

述史考特書中的一段

1
。希望這段文字能讓各兄弟姊妹在往後參與

感恩祭時有更多的默觀且與主更靠近。 

 

「…我也只是在開始參加彌撒以後才發覺這部經卷(默示錄)

中許多讓人大惑不解的部分逐漸變得清楚明白。不久以後，我看

看看

看

到

到到

到默示錄的祭壇(默 8:3)，身穿祭衣的長老 (4:4)，燈臺 (1:12)， 香

料 (5:8)，瑪納 (2:17)，金盂 (16章)， 主日崇拜 (1:10)，對榮福童

貞瑪利亞特別的敬禮 (12:1~6)，「聖、聖、聖」 (4:8)， 「光榮

頌」 (15:3~4)，十字聖號 (14:1)，亞肋路亞 (19:1，3，6)，聖言宣

讀 (第 2~3章) 和「天主的羔羊」 (在默示錄中耶穌被喚作羔羊不下

二十八次) 的意義。這些並非干擾敍述或附帶的細節；它們全然是

默示錄的本質和主題。」 

 

與史考特相似的情況，為筆者在感恩祭中經驗的是最後晚餐

的部份。在感恩經中有關主在最後晚餐的敍述：…他拿起麵餅

來，祝福了….這是我的身體…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

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相

                                                           

1  史考特�韓, 羔羊的聖宴 ~ 彌撒：凡塵中的天國, 清泉出版社 第 60頁 (Scott Hahn, The 

Lamb’s Supper ~ The mass as Heaven on Earth, Crown Publishing Group)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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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參加過感恩祭的弟兄姊妹對這敍述一定不陌生。當中「紀

念」一詞其實並未把原文 Zikkaron 的全部意義翻譯出來，這是在

文字轉譯時必然出現的限制，就算是英文版本的“in memory of 

me”都未能把原文的意思完全表達。因為原文所用的紀念 

Zikkaron 不單單只是一個用腦力所作的回想，或是心有所感的情

緒反應，亦非只是在重演一件歷史事件。當然，在感恩祭中按基

督的命令重行最後晚餐的事實，固然是歷史的重現，也是我們對

他降生救世的感恩，同時是我們回想這一切的時候。但原文有更

深一層的意義是，當我們按主的命令舉行這奧蹟時，主真實地重

臨、重生（re-live）於我們當中，我們亦同時與二千多年前，當時

的主耶穌在耶路撒冷與門徒的最後晚餐連結，並且我們都回到了

當晚與主一起在晚餐廳經歷那時刻。這是一個穿越時空的時刻，

這不是一個現代人在模仿最後晚餐而重演的時刻，更不是為演給

別人看的一套把戲。並且，這個主為我們犠牲前所作最後聲明的

時刻，是從古到今、從今日到未來，由基督來臨前已嚐死味的先

祖與旅途中的教會，以及得勝的教會一起聯合所重現的時刻。我

們眾人在這晚餐的「重現」中一起聯合於主內，直到世界的終

結。筆者每到此處已感動至淚流滿面，因為自己的不堪當，在領

聖體聖血時更是以最大感恩的心去迎領主。「主，我當不起你到

我心裏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瘉。」(參 路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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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筆者想以史考特所引的一段《禮儀憲章》作結： 

 

「在人間的禮儀中，我們預嘗那天上的，參與那在聖城耶路

撒冷所舉行的禮儀，我們以旅人的身份向那裏奔發，那裏有基督

坐於天主的右邊，作為聖所及真會幕的職司；我們偕同天朝全體

軍旅，向上主歡唱光榮之曲；我們追念着諸位聖人，希望有分於

他們的團體；我們也期待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救世者，直到祂――

我們的生命的出現，而我們也同祂出現在光榮之中」

2 

 

天主，你對受造物無微不至的慈愛，從創世之始就從未消

失，反而與日俱增。你不吝嗇地揭露你的一切，為的是讓來自塵

土的我們能分享你無限的愛。這份愛由隱含於基督降生前的猶太

歷史到你愛子以我們的形象降生，且為救贖大眾死在十字架上時

顯露人前，這愛未有一絲減退。世人曾令你失望、痛心，但你卻

信守對亞巴郎、諾厄、雅各伯、達味的誓言，你不再毁滅受造的

生靈，更打發你的愛子為使眾人得賞義子的名份。從聖言降生成

為血肉後直到現今，天天都與我們在一起，仍然只為彰顯你的

愛；叫我們不再在黑暗中失去受造時的光輝。求你叫我們在聖祭

中、生活上、讀聖言時，每分每刻都尋找與你契合的機會，好能

達到你在我內、我在你內如聖三在愛中共融般，因為愛而成為一

體，成為照世的光明。因你的愛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

及聖神永生永王。 亞孟。 

 

                                                           

2  《禮儀憲章》，8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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