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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教區為響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呼籲和普世

教會一起踏入迎接第三個千禧年的來臨，教區聖年二

千籌備委員會和教區教理中心合作，配合邁向公元

2000 '三年準備期的第二年「聖神年 J '編訂一套採

用新編〈天主教教理〉作為學習資料的研習本，協助

教友團體聚會或個人研習。

研習本的第二輯是以「在聖神內」為主題，內容

共有十課。堂區可以用作教友「再慕道聚會 J 的課程，

每次聚會的時間約需一小時。同時堂區善會、信仰.]、

團體、學校的公教老師，亦可作為新編《天主教教理〉

研習聚會的參考資料，希望藉此能加深大家對聖神的

認識，接受聖神的恩賜和聖化，進入紀念基督降生二

千年的慶祝。

香港教區教理中心

教區聖年二千籌備委員會

1997年將臨期



在聖神內

目錯

內容大綱:

我信聖神 6 

《天主教教理} 683-688 

聖神與父子同性同體 10 

《天主教教理} 238-267 , 685-686 

聖神及聖子的聯合使命 14 

〈天主教教理} 689-690, 727 , 743 

四.聖神的名字、稱呼和象徵 18 

〈天主教教理} 691-701 

五.在恩許時期中的聖神和天主聖言 23 

《天主教教理} 702-716 

六.圓滿時期的基督之神 28 

〈天主教教理} 717-730, 744-746 

七.在聖神內的生命 33 

〈天主教教理} 740-741 , 2017 , 1433, 976, 1864 

八.聖神在全人類中的自我敢示 37 

〈天主教教理} 703 , 684 , 687 , 731 ,734-735 , 

749 , 1742 



新綠〈天主教教理}教友研習本(二) 3 

九.聖神在教會內 ..42 

〈天主教教理} 747, 737-739, 852, 768, 

1091-1112 

十.聖神的恩賜 47 

〈天主教教理} 1266, 1520, 1303-1304, 1433, 

1508, 1585-1589, 1831 , 736, 

1661 



6 

課題一:

我信聖神

教材: <天主教教理> 683-688 

聖經:格前 2:9國 12 ;迦 4:6

憲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唱:泰澤短誦:聖神請降臨(三次)

(二)討論:

1.你認識聖神是誰呢?

在聖神內

2. 聖神和我們的信仰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三)查經:

從格前 2 : 9-12 中，找出聖神和我們信仰

生活的關係。

(四)分享:

1. I 我信聖神」是什麼一回事呢?

2. 是否每一個人都相信聖神呢?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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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神怎樣臨在教會生活中呢?

(五) {天主教教理〉重點:

1 r 除非受聖神的感動，沒有一個人能說:

『耶穌是主.JJ J (格前 12 : 3 )。故此，

我們必須先受聖神的感動，才能跟耶穌

接觸。參閱〈天主教教理} 683 

2. 聖神藉祂的恩寵，是第一個在我們內激

發信仰並把新生命賜給我們的，這新生

命就是認識父和祂派遣來的耶穌基督。

聖神是天主聖三中最後被段示的一位。

《天主教教理} 684 

3. 相信聖神就是宣認聖神是聖三中的一

位，與父、子同性同體， r 並與聖父、

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參閱〈天

主教教理} 685 

4. r 除了天主聖神外，誰也不能明瞭天主

的奧秘 J (格前 2 : 11 )。如今，成示

天主的聖神，使我們認識基督、祂的聖

言、祂的活生生的話，但並不談及祂自

己。「曾藉先生口們發言的」聖神，使我

聽到父的話，但我們卻聽不到祂自己。

這種特有的神性謙虛，可以解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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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能接受」聖神，因為世界「看

不見祂也不認識祂 J '反之，那些信基

督的人認識祂'因為祂「寓居」在他們

內。參閱〈天主教教理} 687 

5. 教會是生活在她所傳授的宗徒信仰內的

共融，她是我們認識聖神的所在:

一在祂所段示的聖經中;

一在聖傳中，教父們一直是其有效的証

人;

一在祂所扶助的教會訓導當局中;

一在聖事性的禮儀中，聖神透過禮儀的

言語和象徵，使我們與基督共融;

一在祈禱中，祂為我們轉求;

一在建立教會的神恩和職務中;

一在使徒和傳教生活的標記中;

一在聖人們的見証中，祂藉此顯示祂的

聖德並繼續救世的工程中。〈天主教

教理} 688 

(六)聖經金句:

「為証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

遣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內喊說: [f'阿

爸，父啊! Jl J (迦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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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活回應:

1.每天都將自己的生活託付給聖神。

2. 時常呼求聖神幫助我們去承行天父的旨

意。

(八)結束祈禱: I 託付給聖神」的祈禱

「天主聖神，我靈魂的靈魂，我朝拜林。

求林光照、引導、堅強和撫慰我，教導我

應做的事和命令我去遵行。我願意將自己

完全交託在林的手中，只求林讓我知道林

的聖意。 J (梅思雅樞機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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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題二:

聖神與父子同性同體

教材: {天主教教理) 238-267 ' 685-686 

尼西亞信經

憲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二)分享:劃十字聖號有什麼意思呢?

(三)查經:

從尼西亞信經的經文中，找出:

1.天主聖三彼此間的關係。

在聖神內

2. 聖父、聖子、聖神在天主救恩計劃中

不同的工程。

(四)分享:

1.天主聖三彼此間的關係。

2. 天主聖三在天主救恩計劃中的工程。

3. 為什麼說天主聖三是一個奧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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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天主教教理〉重點:

1.天主聖三的奧跡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

主要奧跡。天主一一父、子、聖神，把自

己段示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

天主。《天主教教理} 261 

2. 天主子的降生給我們敢示:天主是永遠

的父，而子與父同性同體，就是在祂內

及同祂一起，同是唯一的天主。〈天主

教教理} 262 

3. 聖神是由父因子之名並由子「從父那裡」

(若 15 : 26) 被派遣的，這派遣顯示給

我們:聖神和父與子是唯一的天主。「祂

和父及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 J {天

主教教理} 263 

4. 藉著「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而領

受的洗禮恩寵，我們奉召分享真福聖三

的生命，此世固然處於信仰的晦暗中，

但死後將處於永遠的光輝中。〈天主教

教理} 265 

5. r 至公教會的信仰在於在聖三內欽崇唯

一的天主，在唯一天主內欽崇聖三，既

無位格的混淆，亦無實體的分離:事實

上，父、子、及聖神的位格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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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父、子、聖神的天主性卻是同一白色，

光榮相等，威嚴同是永遠的。 J {天主

教教理} 266 

6. 聖三在存有上既不可分離，在行動上也

是如此。但在天主的同一行動中，每一

位格顯示其在聖三中的特有行動，尤其

是聖子降生及恩賜聖神的神聖派遣。

〈天主教教理} 267 

(六)聖經金句:

「當護慰者，就是從父那裡要給你們派遣

的，那發自於父的真理之神來到時，祂必

要為我作証。 J (若 15 : 26) 

(七)生活回應:

1.除了主日唸信經外，這星期特別每天都

唸信經並深入默想。

2. 每天都找一個時間安靜下來，讓自己的

心靈進入與聖三的共融。

(八)結束祈禱:

唱「天主我們讚美林 J (頌恩 109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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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亞信經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

論有形無形，都是祂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

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祂在萬世之前，由聖

父所生。祂走出白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

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

祂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

祂因聖神由童負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祂

在般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難而被埋葬。祂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

祂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祂還要光榮地降來，

審判生者死者，祂的神國萬世無疆。

我信聖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

共發。祂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祂

曾藉先知們發言。

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

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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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

聖神及聖子的聯合使命

教材: {天主教教理> 689-690 ' 727 ' 743 

聖經:路4 : 14圖 19 ;若 16 : 5-15 

憲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在聖神內

唱 í 天主聖神 J (頌恩232首)。

(二)活動:聖神的噓氣(約 15分鐘)

方法:1.組長先準備一些吸管、白圖畫紙及

紅、黃、藍廣告彩各一小瓶。

(三)分享:

2. 在聚會時發給每人一張圖畫

紙，然後各自取一些顏色滴在圖

畫紙上，再用吸管將顏色吹成不

同的圖案。

1.欣賞各人的作品。

2. 分享剛才在活動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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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長作結:

本來是單調的一點點顏色，經過噓氣可

以使它成為一幅多采多姿，美麗的圖

畫。同樣，若我們願意與「聖子和聖神」

合作，我們也可活出一個更豐富的生

命。

(四)查經:

從路4: 14-19及若 16 : 5-15的聖經章節中，

找出: 1.聖子和聖神有什麼使命?

2.祂們的使命彼此間有什麼關係?

(五)分享:聖子和聖神的使命及彼此間的關係。

(六) {天主教教理〉重點:

1.從起初直到世代終結，當天主派遣聖子

時，也常派遣聖神:聖子和聖神的使命

是相聯合而不能分的。〈天主教教理》

743 

2. 當父派遣聖言時，也常派遣自己的氣

息;聯合的使命指聖子和聖神同時受派

遣，在此兩位雖有區別，但不可分離。

雖然，是基督為人所見，成為不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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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肖像，然而是聖神把祂段示出來

的。參閱〈天主教教理} 689 

3. 耶穌是基督一一「受傅者 J '因為聖神是

祂的傅油，自降生以後所發生的一切，

都是從這圓滿中發出的。最後，當基督

受到光榮時，祂能聯同父在光榮中派遣

聖神給那些信奉祂的人:把自己的光

榮，即把那光榮祂的聖神賜給他們。從

此，聯合的使命，在聖子的奧體上，即

在父所收養的子女們身上展開:聖神使

人成為制子的使命是使他們與基督結

合，並活在基督內。〈天主教教理} 690 

(七)聖經金句:

「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祂要把你們引

入一切真理。 J (若 16 : 13) 

(八)生活回應:

1.儘力使自己活出一個更豐富的生命。

2. 儘力找機會去參與傳揚福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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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束祈禱:

「仁慈天父!求林以聖神的真光，充滿我

們的心，並光照我們的認知，好能時常在

祂的慰藉中歡欣，因我們的主基督之名，

求林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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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題固:

聖神的名字、稱呼和象徵

教材: <天主教教理> 691-701 

聖經:若14 : 16 ' 26 ; 15 : 26 ; 16 : 7 ; 16 : 13 

羅8:9及14;15:19; 格前6 : 11 ; 7 : 40 ; 

格後3 : 17 ;伯前 14 : 4 ;格前 12 : 13 ; 

路4 : 18-19 ;宗2 : 3-4 ;瑪3 : 16 

憲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二)活動 r 看標記猜意義」

1.將組員分成兩組比賽。

2. 組長出示一些教會常用的標記(例如:

魚、白鴿等) ，請組員猜猜它們代表的

意義。(可參閱附圖第 56 頁)

3. 組長講出有關聖神的象徵。

(三)查經:

第一組:若 14 : 16 & 26; 16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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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伯前14 : 4 。

第二組:羅8:9&14; 格前6 : 11 & 7 : 40 ; 

格後3 : 17 ;從以上的聖經章節

中，找出有關聖神的名字、稱呼

和意義。

(四)分享:

聖神不同的名字、稱呼和它們所代表的意

義。

(五) {天主教教理〉重點:

甲.聖神的稱呼:

1. r 聖神」就是與父和子、同受我們欽

崇和光榮的那一位的專稱。教會從主

那裡領受了這名號，並在她新子女的

洗禮中予以宣認。參閱《天主教教

理} 691 

2. 當耶穌宣告許下聖神的來臨時，祂稱

聖神為「師保 J '其字面的意義是:

「那被召到身邊者 J "AD
VOCATUS" (若 14 : 16,26 ; 15 : 26 ; 

16:7) 0 r 昌平保」通常被譯作「護

慰者 J '因為耶穌是第一個護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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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己也稱聖神為「真理之神 J (若

16 : 13) 

3. r 聖神」這專稱在宗徒大事錄和書信

中用得最多，在聖保祿書信中，我們

也可以找到另一些稱呼:恩許之神、

桐子之神、基督之神(羅8 : 9) 、上

主之神(格後3 : 17) 、天主之神(羅

8:9， 14;15:9; 格前6 : 11 ; 7 : 40) ; 

在聖伯多祿的書信中，貝11 有光榮之神

的稱呼(伯前4 : 14) 

乙.聖神的各種象徵:

1. r 天主的手 J .耶穌藉著覆手治好病

人及祝福兒童。宗徒們因祂的名同樣

行事，藉著宗徒們的覆手賦予聖神。

參閱〈天主教教理} 699 

2. r 天主的手指 J : <造物者聖神，請

降臨>的讚美詩，呼求聖神為「父的

右手指」。參閱〈天主教教理} 700 

3. r 水 J .水的象徵表示聖神在洗禮中

的行動，因為在呼求聖神後，水就成

了有效的新生聖事的標記。水表示聖

神所賜的生命的誕生和繁殖能力。參

閱〈天主教教理} 694 &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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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 火 J .象徵聖神行動的轉化能力。

五旬節早上，聖神就是藉著「火舌」

的形狀降在門徒們的頭上，使他們充

滿聖神。參閱〈天主教教理} 696 
5. r 傅油 J .基督(希伯來文的「默西

亞 J ) ，解說「受傅者 J '即傅上天

主聖神的。參閱《天主教教理} 695 
6. r 印記 J .這是一個與傅油相近的象

徵。事實上，天主在基督身上蓋了祂

的印，同時在基督內，父也要在我們

身上蓋上祂的印。參閱《天主教教理〉

698 
7. r 雲與光 J .這兩個象徵在聖神顯現

時是分不間的。參閱〈天主教教理〉

697 
8. r 鴿子 J 在基督徒的繪畫中，傳統

上以鴿子形象表示聖神。參閱〈天主

教教理} 701 

(六)聖經金句:

「這聖神就是我們得桐業的保証，為使天

主所畫為制業的子氏，蒙受完全的救贖，

為頌揚祂的光榮。 J (弗 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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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活回應:

1.在遇到困難或是不如意的時候，特別呼

求和依靠聖神。

2. 願意成為聖神的工具，向四周的人通傳

天主的慈愛。

(八)結束祈禱:

唱. r 求造物主聖神降臨 J (頌恩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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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

在恩許時期中的聖神和天主聖言

教材: {天主教教理> 702-716 

聖經:詠104 : 30 ;創 12 : 3 ;迦3 : 24 ; 

則36 : 24-27 ;依 11 : 1-2 

憲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唱: r 爾眾萬邦 J (頌恩 114 )。

(二)活動:猜「舊約人物」

23 

方法:組長講出一些提示，然後請組員猜。

例如:誰是信德之父、誰曾在埃及做首相、

誰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誰是最

後一位民長、誰是以色列最偉大的

君王、四位大先知等。

(三)舊約歷史背景簡介:

天主召選亞巴郎一一>以色列十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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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一>西乃山立約一一>民長時代一一>建

立王國一>王國分裂及充軍一一>先知時

代一一>期待默西亞

(四)查經:聖神在舊約中扮演的角色:

1.在創造中(詠104 : 30) 

2. 在人犯原罪後(創 12 : 3) 
3. 在天主顯現和法律中(迦3 : 24) 

4. 在王國和充軍中(則36 : 24-27) 
5. 在期待默西亞的時期中(依11: 1-2) 

(五)分享:

1.為什麼說聖神是「恩許之神」呢?

2. 聖神和默西亞有什麼關偉、呢?

(六) {天主教教理〉重點:

1.在天主的創造中，天主聖言和祂的氣息

是所有受造物生存的根源。參閱〈天主

教教理> 703 

2. 人是天主用自己的手(就是子和聖神)

塑造了他......並在塑造的肉體上描繪了

自己的形象，務使那可見的也帶有天主

的形象。參閱〈天主教教理>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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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神是恩許之神:自從人因為犯罪被罪

惡和死亡毀容後，雖仍是天主的肖像 J ' 

但已失掉了「天主的光榮」和「模樣」。

天主向亞巴郎所作的恩許，揭開了救恩

計劃的序幕，在最後階段，天主聖子將

親自取得這「肖像 J '並將再賜予它光

榮，因為「賦予生命」的聖神，將恢復

人跟天主聖父相似的「模樣」。參閱〈天

主教教理} 705 

4. 天主應許亞巴郎一個後裔，作為他信德

的和聖神能力的成果。普世萬民都要因

這後裔而蒙受祝福。這後裔就是基督，

在祂內聖神的恩寵要使「那四散的天主

兒女都聚集歸一 J (若 11 : 52) 。天主

以誓詞保証要賜下祂的愛子和賜下「恩

許的聖神.......為使天主所置為制業的子

氏，蒙受完全的救贖。 J (弗 1 : 13 圖 14 ) 

參閱〈天主教教理} 706 

5. 基督徒傳統時常認為在天主的顯現和法

律中，天主的聖言讓人看到祂和聽到

祂'聖神的雲同時將祂段示，又將祂「遮

蔽」。參閱《天主教教理}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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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王國和充軍的歷史中，遺忘法律及不

忠於盟約導致人死亡:充軍看來是恩許

的落空，實際上卻顯出天主拯救者的奇

妙忠信，在聖神的引導下，又開始一個

復興的許諾。天主的子民必須承受這一

淨化:在天主的計劃中，充軍已經帶著

十字架的影子，由充軍回來的貧苦「遺

民 J '是教會最鮮明的預象之一。參閱

〈天主教教理} 710 

7. 在期待默西亞及其聖神的時期中，默西

亞的特徵特別在依撒意亞先知「上主僕

人」的詩歌中段示出來。這些詩歌昭示

耶穌苦難的意義，並指出祂以什麼方式

傾注聖神，好能賜予大眾生命:不是以

局外人的身分，而是藉著接受我們「奴

僕的形體 J (斐2 : 7) 。藉著接受我們

的死亡，祂把自己的生命之神通傳給我

們。參閱〈天主教教理} 713 

(七)聖經金句:

「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他;當他犧

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罪祭時，他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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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上主的旨意也藉著

他的手得以實現。 J (依曰: 10) 

(八)生活回應:

1.在痛苦中不抱怨，仍然堅信天主的恩許

和慈愛。

2. 幫助貧窮弱小者，時常為受苦的人祈

禱。

(九)結束祈禱:

「聖神，請林降臨於我們的心並聖化它。

窮人的慈父，請林降臨，賜給我們各人的

需要。

美善的策劃者，請林降臨，賜給我們神慰。

思維的真光，請林降臨，光照我們的心目。

靈魂的撫慰者，請林降臨，賜給我們慰藉。

心靈甘餘的賓客，求抹不要離開我們。

生命真正的憩息，求林振奮我們。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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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六:

圓滿時期的基督之神

教材: <天主教教理> 717-730 , 744-746 

聖經:路 1 : 5-14 ; 7 : 24-28 ; 1 : 26-38 ; 

瑪 1 : 18-24 ;若6 : 60-63 ; 3 : 5-8 ; 

4: 21-26; 7: 37-39; 14: 15-17; 

16 : 5-15 ; 19 : 28-30 ; 20 : 10-23 

憲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唱. I 我們全心感謝天主 J (頌恩 110首)。

(二)分享:

1.聖神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作過些什

麼?

2. 為什麼稱聖神為「基督之神」呢?

(三)查經:

1.聖神在基督前驅若翰洗者身上的工作:

(j;各 1: 5-14; 7: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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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神在基督之母瑪利亞身上的工作:

(路1:26-38)

3. 耶穌基督和聖神的關係:

a. 降生(瑪 1 : 18-24) 
b. 耶穌宣講聖神

(若6 : 60-63 ; 3 : 5-8 ; 4 : 21-26 ; 

7 : 37-39 ; 14 : 15-17) 

c. 死亡(若 16: 5-15; 19: 28-30) 
d. 復活 (20 : 10-23) 

(四)分享:

1.查經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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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查經的過程中，有些什麼特別的感

受?

(五) <天主教教理〉重點:

1.由於基督的緣故，若翰在母胎時已充滿

聖神。參閱〈天主教教理} 717 
2. 若翰就是「那位要來的厄里亞 J (瑪 17 : 

10-13) ;聖神之火在他內使他成為那要
來的上主的前驅。聖神在前驅若翰身上

完成了「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百姓 J (路

1 : 17) 的工作。《天主教教理}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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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後，聖神藉著若翰洗者預示在基督內

要實現的事:即重新還給人天主的「模

樣」。若翰的洗禮是為使人悔改，那藉

水和聖神而受洗的卻是新生命的誕生。

參閱〈天主教教理} 720 

4. 時期一滿，聖神在瑪利亞身上完成了基

督來到天主子民中的準備。透過聖神在

瑪利亞身上的工作，父賞給了世人厄瑪

奴耳，即與我們同在的天主。(瑪 1 : 23 ) 

〈天主教教理} 744 

5. 聖神藉瑪利亞開始使「天主慈愛的對象」

一一人，與基督共融。謙卑的人常是首先

接受祂的:如牧童、賢士、西默盎和亞

納、加納的新婚夫婦和首批門徒。〈天

主教教理} 725 

6. 天主子降生時藉著聖神的傅油，被祝聖

為基督(默西亞) 0 {天主教教理} 745 

7. 耶穌只有在自己因死亡和復活而受到光

榮時，才會完全段示聖神。不過祂是逐

步地揭示聖神。即使當祂表示自己的肉

要為世界的生命而成為食糧時，祂對民

眾所作的白1I 言也如此。此外，耶穌也向

尼苛德摩、撒瑪黎雅婦人和那些參加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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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節的人提及聖神，當祂向門徒講論祈

禱，他們將來要作的見証時，也公開地

談到聖神。《天主教教理} 728 

8. 耶穌藉著祂的死亡和復活，被立為光榮

中的「主和默西亞 J (宗 2 : 36) 。從祂

的圓滿中，祂把聖神傾注於宗徒和教會

身上。〈天主教教理} 746 

(六)聖經金句:

「天主是神，朝拜祂的人，應當以心神以

真理去朝拜祂。 J (若4 : 24) 

(七)生活回應:

1.祈求聖神使我們也成為基督的前驅，將

耶穌基督帶給尚未認識他的人。

2. 依靠聖神的助佑在生活上勇於為基督作

見証。

(八)結束祈禱: ï 向聖母瑪利亞求獲聖神」

領:至潔童負瑪利亞，藉著聖神，聖言由

妳取得肉軀，降生成人，妳真是天主

之母。請為我們祈求聖神。

答:聖神請林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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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至潔童負瑪利亞，當妳和宗徒們在晚

餐廳祈禱時，妳充滿了聖神。請為我

們祈求聖神。

答:聖神請林降臨。

(唸聖母經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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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七:

在聖神內的生命

教材: {天主教教理> 740-741 ' 2017 ' 1433 ' 976 ' 

1864 

聖經:羅8 : 26 ;若 16 : 8-9 ;若 15 : 26 ; 

宗2 : 36-41 ;若20 : 22-23 ;谷3 : 28-29 

憲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o

(二)分享:

1.這個星期的特別新聞或世界大事。

2. 基督徒怎樣看這個世界。

(三)查經:

從羅8 : 26 ;若 16 : 8-9 ;若 15 : 26 ;宗2:

36-41 ;若20 : 22-23及谷3 : 28-29 中，

找出:聖神怎樣幫助我們的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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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享:

1.聖神怎樣幫助我們的信仰生活呢?

2. 我們怎樣生活在聖神內的生命呢?

(五) {天主教教理〉重點:

1. r 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

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以無可言

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 J (羅 8 : 26) 

聖神，天主工程的技師，乃祈禱的導師。

〈天主教教理) 741 
2. 自逾越節以後，聖神「要指証世界關於

罪惡所犯的錯誤 J '就是世界沒有相信

父所派遣來的那一位。但是，同一的聖

神雖指証罪惡，祂同時也是施慰者，賜

給人心懺悔和皈依的恩寵。〈天主教教

理) 1433 

3. 聖神的恩寵賦予我們天主的正義。祂使

我們藉著信德和聖洗，與基督的苦難和

復活相結合，而使我們分享祂的內在生

命。〈天主教教理) 2017 

4. 復活的基督給宗徒派遣聖神時，將自己

赦免罪的神聖權柄授予他們: r 你們領

受聖神吧!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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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 J (若

20 : 22-23) 參閱〈天主教教理> 976 
5. I 誰若褻潰聖神，永遠不得赦免，而是

永久罪惡的犯人。 J (谷3 : 29) 天主的

仁慈固然無限無量，但誰若故意拒絕天

主的仁慈，不願悔改，就是不接受罪過

的寬恕和聖神所提供的救援。這樣的固

執頑強能夠導致死不悔改，永遠喪亡。

〈天主教教理> 1864 

(六)聖經金句:

「誰若褻潰聖神，永遠不得赦免，而是永

久罪惡的犯人。 J (谷3 : 29) 

(七)生活回應:

1.當自己感到軟弱的時候，立即呼求聖神

轉化我們的心。

2. 每天早晨都祈求聖神賜給我們一顆新的

心和新的精神，去開始新的一夭。

(八)白發性祈禱:為世界及各人自己的罪過，

祈求天主寬恕。

答句: I 賜我一個心 J (頌恩28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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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束祈禱: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林的名受顯揚;願林的國

來臨;願林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

上。求林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柏: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

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

凶惡。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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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題八:

聖神在全人類中的自我毆示

教材: {天主教教理} 703 , 684 , 687 , 731 , 734-735 , 

749 ' 1742 

聖經:創 1 : 1-2 ðt 2 : 7 ;格後3 : 17 ; 

憲會內容:

羅8 : 21 ;格前12 : 3 ;格前2 : 11 ; 

若 14 : 15-17 ;宗2 : 33-36 ; 

格後13 : 13 ;羅 8 : 13-17 

(一)開始祈禱。

(二)活動: r 尋找耶穌 J (15分鐘)

方法:發給每人一張圖片(見附圈第 57

頁) ，看看他們能否找到耶穌的面

貌。

分享:1.剛才「尋找耶穌」時的感受。

2. 各人在認識耶穌及接受聖洗聖

事的過程中，曾經有過些什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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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體驗。

3. 導師帶出: r 除非受聖神感動，

沒有一個人能說: Ii'耶穌是主dI J 

(格前 12 : 3) 。能夠認識耶穌，

領受洗禮實在是聖神的很大恩

賜。

(三)查經: (分組查經)

1是 : 1.創 1 : 1-2&2 : 7 ; 才各f愛3 : 17 ; 

羅8 : 21 ;格前2 : 11 

2. 若 14:15-17; 宗 2 : 33-36 ; 

格後13:13; 羅8:13-17

找出:聖神怎樣在人類中段示祂自己。

(四)分享:

1.聖神怎樣段示了自己。

2. 你認為聖神給你最大的恩賜是什麼呢?

(五) {天主教教理〉重點:

1.聖神的特性就是管理、聖化及賦予受造

物生命，因為祂是與父、子同體的天

主......祂有主宰生命的權能，因為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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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主，就在父內透過子保管整個受造

界。〈天主教教理} 703 

2. 聖神藉著祂的恩寵，是第一個在我們內

激發信仰並把新生命賜給我們的，這新

生命就是認識父和祂所派遣來的耶穌基

督。然而聖神是聖三中最後一位被段示

的。參閱《天主教教理} 684 

3. 聖神曾藉先知們發言，使我們聽到父的

話，但我們卻聽不到祂自己。我們只有

在祂向我們段示聖言並準備我們在信仰

中接受祂的行動中，才認識祂。參閱〈天

主教教理} 687 

4. 五旬節那天，基督的逾越就在聖神的傾

注中完成，這聖神是以天主性位格的身

分顯示、賞賜和通傳給人的:主基督從

祂的圓滿中，豐厚地傾注了聖神。〈天

主教教理} 731 

5. 由於我們因著罪惡已經死亡，或至少已

受了傷，故此愛的恩賜的第一個效果就

是赦免我們的罪。聖神的共融在教會內

(格後 13 : 13) 還給受洗者因罪而失落

的天主模樣。聖神賜下我們桐業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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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或「初果 J '即聖三本身的生命。

參閱〈天主教教理} 734&735 

6. 聖神是一切聖德的泉源及賜予者，祂以

聖德裝飾了教會。參閱〈天主教教理〉

749 

7. 聖神藉著恩寵的運作，教育我們走向屬

靈的自由，使我們在教會內和在世界

上，作祂工程的自由合作人。參閱〈天

主教教理} 1742 

(六)聖經金句:

「手也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真理之神，因為

世界看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

祂，因為祂與你們同在，並在你們內。」

(若 14 : 17) 

(七)生活回應:

1.勉力做天主自由的子女，克勝罪惡的誘

式。

2. 在這個星期內，為愛天主特別做一些克

己的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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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束祈禱:

「賦予生命者聖神，請賜給我們永恆生命;

真光之源的聖神，請ì1奈除我們的愚昧;

無限愛德的聖神，請燃起我們的愛火;

聖德泉源的聖神，請聖化我們的靈魂;

聖父、聖子和聖神，請常寓居於我們的心

中。 J (唸一遍光榮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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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九:

聖神在教會內

教材: {天主教教理> 747 ' 737-739 ' 852 ' 768 ' 

1091-1112 

聖經:宗6: 卜的& 54-60 

感恩經第三式的經文

聚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唱: I 主啊!我相信在禮儀中 J(頌恩75首)。

(二)分享:

1.你認為「禮儀」是什麼一回事?

2. 你自己是以怎樣的心態去參與禮儀?

(三)查經: (分組查經)

A. 宗 6 : 1-15 & 54-60 

1.初期教會為什麼要選出七位執事?

2. 這些執事主要負責什麼工作呢?

3. 這些執事需要俱備些什麼條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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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怎樣知道斯德望充滿聖神呢?

5. 殉道者為教會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

6. 聖神在教會中有什麼使命呢?

B. 在感恩經第三式的經文中，找出聖神在

教會禮儀中的使命。

1.在奉獻的禮品中:

2. 在聖體聖事中:

3. 與天上教會的共融中:

4. 聖神在教會的禮儀中，有什麼使命呢?

(四)分享:

1.聖神在教會內的使命。

2. 聖神在教會禮儀中的使命。

3. 教會的禮儀與基督徒生活的關係。

(五) {天主教教理〉重點:

1.聖神是基督元首在自己肢體上所傾注

的，聖神建立、激勵並聖化教會。教會

是聖三與人類共融的聖事。《天主教教

理} 747 
2. 聖神準備世人，先賜以恩寵，把他們引

向基督。聖神又把復活的主顯示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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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使他們明白祂的死亡和復活。聖神

又把基督的奧跡主現在他們面前，尤其

在聖體聖事中，為使他們和好並與天主

共融，好能結出「豐富的果實 J 0 (若

15:5 ， 8 ， 16) 參閱《天主教教理} 737 
3. 整個教會及其每一肢體，被派遣去宣

佈、見証、實現並傳揚聖三共融的奧跡。

參閱《天主教教理} 738 
4. 聖神是整個教會使命的主角，是祂在傳

教的途徑上引導教會。教會必須世世代

代的繼續發展基督本身的使命，祂被派

遣，正是為給窮人傳報喜訊。在基督之

神引導下，教會應遵循基督所走的同一

道路:就是貧窮、聽、命、服務、犧牲的

道路......一直到死亡，並從死亡中勝利

地復活。這樣，殉道者的鮮血就成了基

督徒的種子。《天主教教理} 852 

5. 為使教會能實現她的使命，聖神「用聖

統和各種神恩，建設及督導教會」。因

此，教會擁有其創始者的恩寵，忠實地

遵守祂仁愛、謙遜和刻苦的誡命，接受

向萬民宣講和建立基督與天主王國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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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而教會在世上是這天國的幼芽和開

端。〈天主教教理} 768 

6. 聖神在教會禮儀中的使命，就是準備會

眾與基督相遇;使會眾以信德紀念基

督，並把基督彰顯給他們;使基督的救

世工程，藉著轉化的德能臨在和實現。

聖神又使團體與基督合而為一，以形成

祂的身體，並使此共融之恩，在教會內

結出美果，就是與天主聖三的共融，和

信友之間的弟兄共融。參閱〈天主教教

理} 1108&1112 

(六)聖經金句:

「不是你們揀選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

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

(若 15 : 16) 

(七)生活回應:

1.更有意識地去參與主日的感恩祭。

2. 回應聖神的邀請，在這個星期內，特別

找機會做些愛德的服務。

(例如:探望病人、獨居老人等。)

3. 祈求聖神賜勇氣和力量去與別人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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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束祈禱:

唱「傳揚福音歌 J (頌恩268首)。

感恩經第三式

I 上主，所以我們懇求林，藉著聖神，祝聖

我們獻給林的這些禮品，使成為林的聖子、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我們遵照祂的命令，

舉行這項奧蹟。

... ....請垂顧林教會的奉獻，並接受這贖罪的犧

牲，求林使我們領受了聖子的聖體聖血之後，得

以充滿祂的聖神，在基督內成為一心一體。

... .....願聖神使我們成為林永恆的祭品，得與林簡

選的人，首先與天主之母童負榮福瑪利亞、林的

聖宗徒及光榮的殉道者，以及全體聖人，共同繼

承天國的產業;我們深信他們的轉求，使我們不

斷地獲得助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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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十:

聖神的恩賜

教材: {天主教教理} : 1266 ' 1520 ' 1303-1304 ' 

1433 ' 1508 ' 1585-1589 ' 1831 ' 736 ' 1661 

聖經:宗2 : 38 ;迦5 : 22-23 

經文:聖事的經文

憲會內容:

(一)開始祈禱。

(二)分享:

1.你覺得聖神賜給了你一些什麼的恩賜?

2. 我們可以怎樣加深和聖神的關係，接受

聖神的恩賜呢?

(三)查經: (分組查經)

A. 從宗2 : 38 ;迦5 : 22及堅振聖事的經文

中，找出:1.聖神的恩賜。

2. 聖神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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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修和及病人傅油聖事的經文中，找

出:聖神的恩賜。

C. 從聖秩及婚姻聖事的經文中，找出:

聖神的恩賜。

(四)分享:

1.聖神在聖事禮儀中的恩賜。

2. 七件聖事所給予我們的使命。

(五) <天主教教理〉重點:

1.天主聖三賜予領洗的人聖化的恩寵，即

成義的恩寵:

一藉著三超德，使他能相信天主，寄望

於天主並愛慕天主;

一藉著聖神的恩貝易， {吏他白色f衣1是聖神的

推動而生活和行動;

一藉著倫理的德行，使他能在善中成長。

〈天主教教理} 1266 

2. 堅振聖事在人靈上蓋了一個不能磨滅

的，聖神的印記，就是領受了智慧和聰

敏之神、超見和剛毅之神、明達和孝愛

之神、及敬畏天主之神;它賦予我們聖

神的特別力量作基督的真實見証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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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行傳揚並維護信仰。這聖神七恩使

信徒溫順良善，爽快地隨從天主的段

發。參閱《天主教教理 }1303-1304及 1831

3. 因著聖神的德能，必要使我們結出聖神

的果實，就是: r仁愛、喜樂、平安、

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

(迦5 : 22-23) 。參閱〈天主教教理〉

736 

4. 在修和聖事中，聖神一方面指正罪惡，

但祂同時也是施慰者，賜給人心懺悔和

皈依的恩寵。參閱〈天主教教理} 1433 
5. 在病人傅油聖事中，首要的恩寵，就是

安慰、平安和鼓勵的恩寵，為克服病重

或年老體弱時所面對的種種困難。這恩

寵是聖神重振病人對天主的信心和信

德，並堅強他抵抗凶惡的誘惑、失望的

誘惑和死亡的恐懼。主藉聖神的力量給

予病人這種助佑、帶領他的靈魂獲得治

癒;如果天主願意的話，也使他的身體

痊癒。參閱《天主教教理} 1520 
6. 聖秩聖事賦予特殊的聖神恩寵，是使領

受聖秩者肖似基督:司祭、導師和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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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聖秩者就是成為基督的僕人。〈天

主教教理> 1585 
7. 婚姻聖事是象徵基督與教會的結合。它

賜予夫妻恩寵，使他們以基督愛教會的

愛彼此相愛。如此，這聖事的恩寵成全

夫妻之間的人性愛情，強化他們之間那

不可拆散的結合，並在邁向永生的旅途

中聖化他們。〈天主教教理> 1661 

(六)聖經金句:

「聖神的果實，就是:仁愛、喜樂、平安、

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

(迦5 : 22) 

(七)生活回應:

1.領受修和聖事，讓聖神充滿及更新自己

的心靈。

2. 勤領聖事和時常祈禱，祈求聖神的恩賜

聖化我們。

3. 祈求聖神推動我們去活出聖神的果實。

(八)結束祈禱:

「聖神，請林降臨，賜我智慧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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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請林降臨，賜我明達的恩典。

聖神，請林降臨，賜我超見的恩典。

聖神，請林降臨，賜我剛毅的恩典。

聖神，請林降臨，賜我上智的恩典。

聖神，請林降臨，賜我孝愛的恩典。

聖神，請林降臨，賜我敬畏的恩典。」

(唸一遍光榮頌)

堅振聖事覆手禮的經文

主禮:全能的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林

以水及聖神使這些子女擺脫罪惡，重獲新

生。求林派遣施患者聖神到他們心中，賜

予他們智慧和聰敏之神、超見和剛毅之

神、明達孝愛和敬畏之神。

堅振聖事傅油禮經文

主禮: (某某)請藉此印記+，領受天恩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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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和聖事的悔罪及赦罪經

告罪者:天主，為了我所犯的一切罪過，和失職

怠惰，我全心痛悔:因為我如此得罪了

林，極仁慈、極崇高的天主，我現在依

靠林聖寵的助佑，全心定志，善作補贖，

以後再不敢犯罪，並逃避一切犯罪的機

合。
回

司鐸:天上的慈父，因祂聖子的死亡和復活，使

世界與祂和好，又恩賜聖神赦免罪過，願

祂藉著教會的服務，寬恕你，賜給你平安。

現在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赦免你的罪

過。

病人傅油聖事經文

主禮:慈愛的天主!求林垂顧林的僕人(某某)

他滿懷信心，即將領受傅油聖事;願聖神常

與他同在，使他全心信賴林，勇敢接受病苦，

恆心祈禱，愉快地期待著主的恩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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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聖主教的禱詞

主禮:洞察人心的大父，求林使這位蒙林選為主

教者，妥善牧養林的神聖羊群，在林前執

行大司祭的職務，無可指責，日夜不懈地

事奉林;願他時常邀得林的仁慈垂顧，並

奉獻林聖教會的禮品;願他藉聖神的德能

享有大司祭的職權，按照林的命令，赦免

罪過;按照林的旨意，分配職務;按照林

賦予宗徒們的權柄，解除各種束縛;使他

以溫良和純潔的心悅樂林，藉林的聖子耶

穌基督向林獻上馨香之祭.....

聖秩授予經文

主教: 1.......上主，現在求林體恤我們的軟弱，

賜給我們履行宗徒及司祭職務上所需的助

手。全能的天父，我們求林把司鐸的職位

授予林這(幾)位僕人，在他們心中振興

聖德之神，使他們由林接受這項輔助之

職，在生活中樹立善表，作眾人的模範'

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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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他們成為我們主教職位的忠誠合作

者，使福音聖道，藉著他們的宣講，傳至

天涯海角，並賴聖神的恩佑，在眾人心中

產生實效。願他們和我們一起作林聖事的

忠誠分施者，使林的子民藉著重生的水泉

而得到更新，從林的祭壇得到滋養，並使

罪人與林修好，病人得到支持和撫慰。

... J 

祝聖執事經文

主教 I 上主，現在求林垂顧這(幾)位領受

執事職務、供職於林聖壇的人。我們求林

遣發聖神於他們，使他們因聖神七恩而強

化，忠實執行服務的工作。...... J 

婚姻聖事祝福新人的經文

主禮: I 聖父，林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人類，使

男女相愛結合，繼續林的創世工程;林對

林子氏的信實和仁愛，成為夫婦相愛的典

範;林更藉主基督對教會堅定不移的愛，

鞏固了基督徒夫婦的婚姻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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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父，現在我們求林把婚姻聖事的豐厚

恩寵，賜給新郎新娘，降福他們能夠真誠

相愛，善度婚姻生活，實現基督的救世偉

業。

上主，求林使他們合而為一，福佑他們的

家庭充滿基督精神，教他們互相扶持，並

以福音的訓誨，教養他們的子女。

願他們歡樂時讚美林，憂苦時投靠林，工

作時蒙林助佑，困難時得到林撫慰，在信

徒聚會時向林祈禱，在生活中為林作証;

願他們白首偕老，與各位在場的親友，共

享永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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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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