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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們的教區為同應梵二的吁籲，先後成立了兩個延纘

培育委員會：一個為聖職人員，另一個為教友。這兩個委員

會的成員定期開會，審視時代徵兆，檢討目前神職人員或教

友的需要，策劃相關的進修講塵及聚會。事實上，早在四十

年前，當我在聖神修院擔任神學主任時，已受命負責聖職人

員廷壇培育委員會，且每年一月初便安排數天舉行司鐸學習

營，有超過百名神父參加。這既可幫助神父延纘培育，亦可

促進神父間的弟兄情誼。

去年，聖職人員延續培育委員會邀請了一位聖言會神

父貝文斯 (Fr. Stephen Bevans, SYD) • 於六月二日（星期

六）上午，為教區神父、會士、執事、修士主講教宗「信德

年」的宗座手諭《信德之門》的內容。

貝神父是美國芝加哥天主教聯合神學院「使命與文化」

的神學教授。他在講座中特別指出， 「信德」的內容，應從

三方面去界定，即：思想條文，心靈情感，生活行為。三方

面互相連縉：除非三方面都包含在內，否則不算是有實質內

汩計钓 「｛言f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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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貝神父的講話很有道理，且切合時宜，不但適

用於神職人員，也適用於一切教友。教區要求預備領冼者要

摹道一年半，但是教友在領冼後，仍當緡繒接受培育。除了

參加堂區或教區的善會或團體，以促進彼此間的支持和學習

外，也鼓勵他們多看靈修、教理和裨學書籍，或參加有關課

程。

我們的教區獲得天主福佑，也十分多謝大家上下一心

努力福傳，以致近年來，教區每年復活節前夕约有三千五百

成年人領受冼禮。但他們和我們還要壇噴接受培育。聖神修

院神哲學院（下稱學院）在新的學年開辦兩個全新課程

神學證書諜程與神學普及課程，期望能為教區的平信徒提供

更多適切的信仰培育機會。為了配合新課程的開辦，學院

與公教真理學會合作，出版一系列教材叢書。我覺得這不但

切合時宜，且屬必須。因此，我作為教區主教，鄭重推薦這

套教材，也祈求上主百倍答謝提供這套教材的作者及工作人

員，並使所有讀者能藉此加深訒識信仰，紈愛信仰，亦能在

生活言行上見証信仰和傳揚福音。

十湯漢樞機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



編者的話

「苫及神學教材系列」是聖神修院呻哲學院為推動神

學普及化旳嘗試。這套教材的面世，是為了配合本學院所

開辦的神學證書課程，同時也是為推廣神學本地化的一個努

力。

因此，整套教材有兩涸重要的元素：首先，它是一套

系统的寫作，為渴望進一步明晾天主教信仰的人，提供一個

理性的基礎。其次，它的設計是以「自學」模式為主，所以

內容力求深入淺出，讓讀者能從閲讀中學到相關的知識，從

而深化信仰，親近天主。

基於以上的元素，這一系列的教材在繼輯上均有幾個

相同的特色：

L 在內容上，整套教材包括了教義、聖雪、禮儀、倫

理及其他相關的科目。讀者既可專就其中一個範疇，由淺入

深，逐步學習，也可以綜合其位的範疇，以達觸類旁通之

效。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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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設計上，每一部書共分為十個單元部分，將學習

的內容以提綱挈領形式編寫，力求讓讀者可以循序漸進地認

識相關課題。

3. 在缢排上，每一個單元的開端部分均列出學習目標

及重點；在內容中提供思考問題，有助讀者反省學習內容；

在結尾部分則提供參考書目，讓讀者更容易尋找到延伸閲讀

的資料。

這個系列的教材帶有自學的色彩，讀者可以單純閲讀

這些教材，學習相關科目的知識。如果希望在學習的過程中

有所交流，甚至測試自己學習的成果，教材可配合本學院的

神學普及課程的授課和神學證書課程的輔助資料，達到更佳

的學習的效果。

教材得以順利出版，實有賴學院的教授鼎力支持，並

且獲得教會內不同的團體的相助，特別感謝在煽輯、校對、

排版上亻午出貢獻和努力的弟兄姊妹，及為編寫自學教材提供

了寶貴意見的曾婉媚博土和劉煒堅博土。

以中文寫作而有系統的神學教材，並不多見。我們希

望這套教材不僅有助天主教教友提昇自己對信仰的詔識和理

解，也希望拋磚引玉，在未來的日子裡，看到更多質素卓越

的中文神學教材。



單元一

導論

L 緒言

歡迎讀者開始研習有閭入門聖事的第三部分，即禮聖

冼聖事及堅振聖事後的認恩聖事，也是有閆入門聖事的最後

一項。這本書承接《入門聖事（一）》而來，兩書構成有閭

入門聖事的整體討論：另一万面，這本書也可視為獨立的著

作，因九在這本書裡，我們主要是探討感恩聖事，雖叭也會

提及它在入門聖事中的位置· 以及它與其他兩件入門聖事的

悶係，但是感恩聖事本身亦可視為一個完撃的課題。

在第一個單元裡，我們會先由感恩聖事的名稱入手，

才能好好梳理這件聖事的一些特質，而必須在釐清這件聖事

的若干芍質，以及有誾研究旳方法後，往後各單元的説明和

訂論，才能夠更加清楚明白。



2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單元後，應能：

• 瞭解感恩聖事不同名稱的含義；

• 掌捍本書研習禮儀的方法論。

3. 導論

思考：趼究禮儀，我們應該把焦黠放在過去的做法，

現在的處境，還是未來的發展呢？

這是本教材系列第四本有關禮儀的教材，而我們希望

在這個單元裡，先為讀者介紹有關禮儀的研習万法。實際

上，在過去的幾部書裡，採用的方法都是一致，只是我們沒

有清楚説明。

在天主教裡，禮儀是光榮天主的行動，而禮儀本身的

特質，也可以用光榮紅所言來形容： 「起初如何，今日亦

然，直到永遠。」這樣説的昚思是：要明白禮儀的真正含

意，我們首先要回到它「起初如何」 ，這不是要因循守舊，

而是要從源頭入手，讓我們明白到禮儀的施行，有什麼核心

的元素，足正如我們在其他神學課題上的討論，所包含的意

義，都是在初期教會時形成的，所以我們在禮儀上的討論，

同樣要問：起初如何？這是很重要的標準，為「今日亦然」

劃出較清楚的界線，也可以説，為我們今天的禮儀的做法，

提供穩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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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起初如何」代表的，是一個下變的核心， 「今

日亦然」的霎化，就是指在社會文化的變化裡，我們如何按

囝不變的核心，竹出相膺的霎化，而這個變生能夠把核心的

音義更好地表現出來。舉例來説，如果中國元宵節的意義，

是提供機會讓男女互相詔識· 找尋情侶。在古老的時代· 方

法就以女方遺下手巾來作為媒介，讓男女有機會互相訒識。

但是，這個遺下手巾與拿到手白的方式，只是表達這意義的

方式，而非官義本身。到了近代，即使我們仍然慶祝元宵

節，繼母保持這個意義，但是万式可能已不再透過手巾了。

這可以是餜贈朱古力，可以是發放短訊，各種與手巾截跃下

同的載體，但是當中的意義，仍然是一致的。反之，如果今

天元宵節的寶義巳徹底改髮，例如變成慶祝初生嬰兒的第一

年，那麼，即使過節仍鍶有遺下手巾拾嬰兒的做法，但這個

節日巳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了。

所以，我們説「今日亦然」 ，是指今天的禮儀，即使

在面貌上已豆和最初的做沄· 非常不同，但是我們仍然能夠

在歷史的軌洹七· 看到它如何和源頭銜接起來，也可以説．

唯有能夠銜接到根源，今天的禮儀才是「正石窟」的禮儀。幽

鍶，我們要小心使用「正確」一詞，因為這裡的正確，指的

是今天的禮儀，陔能把我們在起初就已經保存的核心意義鬪

滿地呈現出來· 才算「正確」。

如果我們能夠在「起初如何」和「今日亦然」兩者之

間，取得圓滿的連擊，才能夠有「直到永遠」的結果。這個

「直到永遠」 ，是指我們的禮儀行動，如果能夠保存禮儀旳

核心，這個禮儀就具有永匠的價值。這押説的永匠，並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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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禮儀做法會永遠不夏，而是指這些禮儀行動，因為能夠

呈現禮儀應有的本質，故此它們已紅有不朽的價值了。

以上從原則上説明硏習禮儀的基本方法，而落實在感

恩聖事的研習，我們首先要詔識到感恩聖事的本質，因此，

我們在本書裡，首先會探討舊约中的祭獻與宴飲，並且看看

這些禮儀元素到新约教會時期，有何演變，並且在這些變化

與不變當中，尋找感恩聖事的重要意義，而這有助我們確立

感恩聖事的價值。

不過，單從源流來看感恩聖事的含意，並不足以看到

全部的面貌，所以我們會褶續在歷史裡尋找，看看不同時

開，為恩聖事的施行，有什麼變化。為了解禮儀發展的歷

史，基本上我們採取兩種途徑：

(1) 從該歷史鬥期旳著作中察看當時的人如何論述感

恩聖事的施行：

(2) 從該時期的禮書文本，分祈比較當中的異同。

透過以上兩固途徑，我們便可對禮儀的轉變過程，有

所訒識，而這些之化的重要性，在於它們顯示在不同時期

裡，人如何理解感恩聖事的意義，而我們透過這些變化來窺

視不同的理解，正好豐富我們對於感恩聖事的含意的理解。

在探索根原與歷史回顧後，我們就會進入第三部分，

把我們探索的內容，以理性反省，也就是以神學的角度，把

這一切整理起來，成為一個較系統化的表達，並且進一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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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在這個神學模式下，我們在今時今日· 應誡如同理醇及

施行感恩聖事。

以上，可視為本書的路線圖，希望讀者能按圖索驥，

一路走向理解感恩聖事的目的地。

4. 感恩聖事的名稱

A< 思考· 彌撒是否等同於夜恩聖事？戍恩祭又是否等於

攷恩聖事？我們稱這聖事為聖體聖事又是否恰

雷？為什麼戍恩聖事會有這麼多的名字？

以上是我們這本書的學習路線圖，而在這個單元裡，

我們就會先從感恩聖事的名稱入手，以此為軸心，讓讀者對

於感恩聖巾有一個大欄的認誠。賄然，汀一個教友珅論士都

會在主日爹與彌撒，也就是參與感恩聖事'但是我們並不－

定是採用理性的角度來瞭解此事。故此，我們由名稱入手，

其實也是採用一個稍具系统的方法，諷大家再一次訒識這個

本已孰悉的禮儀。

我們這種説法，也為《天主教教理》支持，因為教理

這樣説： 「這聖事所具有取之不盡的富饒，可由其不同的

名稱表達出來。不同的名稱展現出此聖事的下同層面。」

(132t,) 

4.1 擘餅

擘餅，也有稱為分餅。我們不妨看看《天主教教理》

如何解說這詞： 「擘餅。如此稱之，因為耶穌採用了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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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猶太人用餐的靠有儀式：他以主人的身分，祝謝並把餅擘

開，分洽眾人，他刻意地在最後晚餐中這樣做了。耶酥復活

後，門徒就是因這動作而認出他來，初期的基督徒也用這個

説法來稱呼感恩聚會。他們藉著分餅來象徵：凡分食同一個

擘開的餅 基督 的人，就是進入與他的共融中，並在

值內形成一個身體。」 (J 329) 

這裡把「擘餅」這稱呼很簡要地説明，亦把感恩聖事

的其中一個重要核心點出來，號是擘餅，把麵餅擘開。這行

動，源自耶銩在最後晚餐的做法，而更深的根源，則是來自

猶太人獨有的用餐儀式。

在這裡，我們明白到這件聖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

儀式裡把餅擘開，分拾共食的人，這是重要的禮儀行動。

4.2 主受難利復活的紀念

也有人稱這件聖事為主受難和復活的纪念，而這裡的

重點在於「纪念」一詞，因為我們舉行感恩聖祭，原因就是

要纪念我們的主耶酥的死亡和復活。這個紀念可以再深入地

反省：耶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為我們帶來救恩，使我們得

以分享這份永恆的恩寵。

當我們思考感恩聖事「纪念」的意義時，這同時闊乎

兩個近乎矛盾的概念，就是「受難」與「光榮」 ，以及「死

亡」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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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丙如此，這個纪念是始於死亡，卻不是終於死亡．

反而是呼應生命。我們一殷對亡者的纪念，是死的纪念，

就是對一個已笠逝去的生命的記掛。但是，在感恩聖事中旳

紀念，卻是出死入生的纪念，因為我們紀念的對象是耶穌基

督，祂不僅死去，而且復活。同時「纪含」一詞在禮儀裡有

其特有的神學意義，這在《聖事神學》中已有介沼，我們會

在單元九裡再加以解説。

4.3 感恩祭

擘餅指向行動，纪念指向思想，而祭祀指向宗教。鼴

論是中外古今，不同的宗教都有祭祀的禮儀．甚至宗教味道

較淡的儒家，也有祭祖的行動。一役來説，祭祀是把一件物

件或動物，以殺掉或毀滅的万式，獻洽神明· 如把珍貴的物

品燒掉，化為輕煙，以上達天神之處，都是很多民族的祭祀

方式。在下文裡，當我們嘗試探討感恩聖事的人學幅度時，

會再多談一些。

正由於人性內有這種祭獻的特質，所以我們同樣會從

這角度來理解感恩聖事。在《夭王教教理》裡有這樣的説

明： 「神聖的祭獻（聖祭） 。如此稱之· 因為它是救主基

督的唯一祭獻的實現，並包括教會的奉獻：它也稱為弭撒

聖祭、 『讚頌之祭』 （希 13: 15) 、屬神的祭獻、聖潔的祭

獻，因為它完成並超越舊约的一切祭獻。」 (1330 J 

我們後來探討新约中的感恩聖事的起源，還會再提到

這觀點，而這種視感恩聖事為祭祀的看法· 一直都保持，即

使是今夭· 我們仍絪稱感恩聖事是感恩祭，也就是這個原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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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祭祀不同於其但祭祀的地方，就是在祭祀

以上，加入另一個重要的抨質：感恩。這正如《天主教教

理》所言： 「感恩禮 (Eucharist) 。如此稱之，因爲這

聖事是向天主謝恩的行動。這雨個希顾字 eucharistein (祝

謝：路22: 19 : 格前 11 :24) 及 eulogein (祝福：瑪26:26 ; 谷

14:22)• 讓人想起猶大人的 尤其用膳時候的 祝謝禱

詞，這些祝謝情詞官揚並讚頌天主創世、救贖和聖化的工

平呈 。 」 ( 1328) 

這裡點出感恩聖事另一個重要特質，就是「感恩」。

在上又中我們已提及，感恩聖事讓我們纪念耶穌基督的死

而復活，這個許質傾向於信仰的理念，即我們相信耶酥基督

的死而復活，但是我們對這信仰有何回應呢？「感恩」一詞

正好説明我們在此事上的態度。由於基督以自己的死拯救我

們，是餌條件的，而獲得這種救恩旳我們，應該感恩，是自

然的事情，而這也成為感恩聖事的重要待質了。

此外還必須一提的，是感恩聖事的原文 (eucharist) • 

也有「聖體」的意思。可能是基於這一飼多義的緣故，在過

往的中文翻譯上，也把這件原意是感恩的聖事，稱為「聖體

聖事」 ，而且更成為華語教會中的日常用語。

4.4 感恩眾會

感恩聚會這名稱為我們帶來感恩聖事的另一個特質，

就是這個行動，需要信友參與。這也是在早期教會已呾開始

的一個特質。在初期教會，因著纪念耶穌基督而聚在一起，

當時的相聚，未有固定的名稱，做法也未顯出規範，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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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別教友的家中，而到較後一點的時間，也有在聖堂內舉

行，而在不同的地方，亦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其中一個

重要的相同點，就是這都是教友的聚會，而逕個相聚，正能

突顯感恩聖事有形的一面。也就是説，教友聚在一起這個

行動本身，也是構成感巴聖事很重要的一環，所以《天主教

教理》這樣説： 「感恩聚會 (synaxis) 。如此稱之，因為感

恩（聖體）聖事是在信友聚會中舉行的，這是教會的有形表

達。」 (1329)

4.5 共融

感恩聖事的形式是教友的聚合，成為一個聚會。這只

是從形式上説明了感恩聖事的外在将質，卻末有説明這種相

聚的意義。正如我們在生活中下同的事清上· 都會有聚會，

如生日派對，一群好友親朋相聚在一起· 這也是聚會。那

麼，感恩聖事的相聚，有何不同呢？這裡正好指出，這個聚

會的匡形特質，是共融。

在此不詳哺説明共融在感恩聖事中的意義，簡單來

説，就是指在感恩聖事裡，巨一個教友透過領受聖體，得以

與基督緒合，而這種結合，就帶來所有基督徒的共融。正如

《天主教教理》所言： 「共融（領聖體）。如此稱之，因為

藉此聖事，我們與基督結合。基督使我們分享他的體血· 成

為一個身體：我們也稱之為神聖之物 (ta hagia; sancta) —— 
這是宗徒信經所説「諸聖相通」的原本寶義一－天使的食

糧、天上的食糧、常生之藥、天路行糧 (Viaticum) 」

(1 二B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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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彌撒

最後，我們不得不提的是，今天對感恩聖事最常用的

名稱： 「彌撒」。「彌撒」一詞，要到四世紀末才出現，原

又來自拉丁文 Missa• 因此，這個稱呼並不是由耶酥基督而

來，他在最後晚餐中建立感恩聖事時，也沒有用這個詞。我

們今天中文叫彌撒，就是由 Missa 一詞音譯過來，因此在字

面上並沒有任何含意。

這詞原本是「遣散」的意思，與 Missio 「派遣」 （及

英文的 Mission 「使命」）有著同一的字根。當時在睪閂的

法庭審訊結束或一個正式的聚會結束時，主持人會以拉丁

又 Missa fit 或 Missa est 這句話作為收緒，而這句話的意思就

是： 「你們可以走了。」這種正式緒束聚會的方式，很快亦

成為感恩祭的收緒語，當感恩祭完繕前，執事就會簡單宣佈

Jte Missa est• 代表整個糟儀正式完結。

這裡也可以插入一點其他知識，讓讀者對彌撒有多一

點理解。在最初的幾個世纪，彌撒已和現在一樣可以分為兩

部分，第一部分是聖道禮儀，由開始到神父講道結束為止，

而按當時的規定，慕道者與公開做補贖的人，都可以參加這

部分禮儀。但是，當聖道禮部分結束後，執事就會叫會眾中

的慕道者與公開做補贖的人雛開，而其他參與感恩祭直到最

後的人，則會等到執事宣佈 Ite Missa est 才會離開。因方第

一次遣散時的人主要是慕道者，所以這部分亦被稱為「慕道

者彌撒」 (Missa catechumenorum) 。而留下參與感恩祭直

到最後遣散的人，因為全是信友，這部分就被稱為「信友彌



單元一· 導論 n 

撒」 (Missa fidelium) 。所以原來 Missa -詞只是用作宣告

遣散的時刻，就漸漸用作感恩祭兩部分的名稱。

後來，由於基督信仰已経成為整個歐訓的主流，絕大

部分人都是在嬰兒時期領冼· 而慕道者的數目很少，這種

中途離開感恩祭的做法號漸漸在西方消失，而原本用來

遣散慕道者的這句話就被取涓，只剩餘完結前的遣散，而

Missa (彌撒）這詞亦成為整個感恩祭的名稱了。不過，這

句在整個禮儀完咭前的遣散句子 (Ite Missa est) 譯成為中

又後，也有其本地化的及也。因為中國人覺得叫人「回去

吧」不太禮貌，所以今夭的中文彌撒，往往都只説「彌撒

禮成」 ，又或是在説罷「願你們平安回去」後，仍然以「彌

撒禮成」作咭束。

另一万面， 「彌撒」一詞，讓我們同貯明白到感恩聖

事動態的一面，我們透過煊閏儀，得以與基督的聖體緒合，

並被派遣 (Missio) 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信仰，成為普世救

恩的標記（聖事） 。

4.7 小結

以上嘗試以不同的名稱，為讀者提供一系列有闊礱恩

聖事的特質的速寫，希望有助讀者理解感恩聖事的本質。

其實這裡並沒有把全部的稱呼都加以説明，例如很古

老的稱呼「主的晚餐」 ，這是由保祿提出的，按《天主教教

理》所言， 「如此稱之，因為這聖事連接著主在受難前夕與

門徒一起享用的晚餐；藉此我們預享那在天上耶路撒冷的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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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婚宴。」 (1329) 保祿提出「晚餐」來代表猶太人傳统使

用的擘餅，有其本地化的考慮，同時晚餐又突然感恩聖事中

共融的意思，再紲究下去，當中又有重現最後晚餐的含意。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稱謂，是「裨聖禮儀」 (Divine 

Liturgy) • 這名字強調迢聖事的裨聖，同時亦是教會最神聖

的服務（正因此，有東正教會將之翻譯為「事奉聖禮」） , 

「如此稱之，因爲在這聖事的慶典中，找到教會整個禮儀的

核心及最深刻的表達；在同一意義下，我們也稱這聖事為

鬪聖奧劻的慶典。又稱之為至聖聖事，因為它是聖事中的聖

事。這名稱也用於存放在聖體櫃裡祝聖過的餅泗。」 （《天

主教教理》 1330) 這個名字，也能譔我們明白到感恩聖事是

「聖事中的聖事」 ，代表我們信仰生活的泉源與高峰，有其

超然的位置。

這裡提出的稱呼，含意深遠，很值得我們思考，不

過，上文列出的各個名字，都代表陋恩聖事的不同咢質，如

果我們淙合來看看，能夠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理解。

簡甲來説，我們從有形一面來看，感恩聖事是由教友

相聚在一起的祭祀，當中最重要的行動就是擘餅；而從皿形

的一面來芷，這個相聚是共融的表達，也是為纪含基督的死

而復活，並且從中表達出我們對基督的感恩。最後，從整體

來説，我們也稱這個禮儀行動為彌撒，是我們信仰生活的高

峰。

繼而言之，這一件聖事的重點在於「感恩」 ，並透過

祭獻的万式，表達信眾對天主的大恩的感謝，所以採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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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聖事來稱呼，較能把聖事的含音清楚地表達出來。與此同

時，我們又不能否訒， 「聖體聖事」的稱謂巳経深入人心，

雖然這聖事的核心確是基督聖體，但是， 「聖體聖事」這名

字不但沒有把聖血包含在內，同時也把隼點過於集中在「聖

體」上，容易使人忘記了這件聖事，原是一個感恩和祭獻的

禮儀行動。正因為「聖體聖事」的名稱未能全面坦表達這

件聖事的意義，故此，在中文版的《天主教教理》中，就

以「感恩（聖體）聖事」來稱呼這聖事，而在這本書裡，

基本上按這方式來稱呼，只是簡化為「感恩聖事」 ，以避免

在稱呼上有所混亂。當然，有時為万便上文下理的表達，可

能會採用恫撒一詞來表達。

5. 從人學角度看感恩聖事

思考：在生活裡，你是否曾參與祭祀？這些祭祀由什

麼東西維成？包括什麼行為、有什麼祭品、由

誰來主持？這些祭祀與我們的威恩聖事，有何

相同的地方，又有何不同？

討論過感恩聖事的各個名稱後，我們亦如同《入門聖

事（一）》的進路，先從人學角度來理解感恩聖事。要知

道，當我們討論有闕聖體的問題時，往往很容易陷入玄之又

玄的解説裡，而我們不妨先從人性的角度入手，看看在不同

的文化裡，如何理解與感恩聖事有關的行動或物品，以此為

基礎，再討論神學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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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祭品

正如上文所言，祭獻是人類的普遍現象，不同的文化

都有此做法。關乎祭獻，有幾個元素，值得我們詔識的，首

先是祭品。

在人類的祭品裡，初果是其中一種重要的祭品。所謂

初果，就是指所用旳物品是屬於第一次生產出來的，例如田

土裡種植的農作物的第一次出產，可視為初果。有些時侯，

每一年的第一批產物，亦可視為當年的初果。把初果這概念

撣展開去，當我們以動物作祭品時，就是指頭胎的生物，如

一頭母羊所生產的第一胎小羊，亦可視為初果。

那麼，我們自然會閆：為什麼要用初果或頭胎來作祭

品呢？為何在不同的民族的祭祀裡，都有相同的做法？按阿

一些人類學家的研究，他們訒為，生育本來就代表生命力，

生命的本源，而初果則最能表現這種生命力，因為是第一次

生產，當中所莖藏的生命力，最為濃厚。正因如此，所以人

才把這珍貴的東西，祭獻拾自己所信仰的神。

以上的説明，解釋人為什麼要採用某些物品作祭品。

進一步則要問：為什麼要祭獻？祭獻的目的是什麼？有關這

一點，首先是基於依賴的心理。當人要向神祭獻，即代表人

對於超越現實的能力的一種信服，並且要依賴祂，並且希望

與祂結好。所以，第一個祭獻的原因，就是冀盼得到神的回

報，而在這種情況下，祭品可視為禮物，人送拾神的禮物，

希望用送禮的方式，與神縉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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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祭品視為禮物，從而得到神的回報，還有兩點值得

留寶。在較原始的宗教思想裨，這種回報是直接具體的，

所以人會設立不同職務的神，同時也設定與這職務有關的祭

品，於是神的回報也是與祂的職務相閼的。如農夫會拜祭土

地之神，祭品也是土地的出產，目的就是土地肥沃，出產增

加。這種做法，後來就發展到抽象的回報，而祭品同樣趨向

抽象。

另一點則是，當人過度確評這種祭品與回報的關係，

往往就把祭獻變成魔法式的行動，即人透過送禮，就會得

到回報，在這個模式下，神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反而是

受人幻制的愧儡，只要收到足夠的報酬,r, 就會拾予相應的好

處。這是很容易犯上的錯誤，卻是很多民俗信仰的基磴。

正因如此，有人詔為，我們對初果的理解，並不咽停

留在回報的角度，反應視為一種回饋及感恩。因為人本來

就是由神而來，人的出現，正是神分施自己的生命力，才創

造出人這種生靈，故此人把初果或首胎獻給神，代表人的感

恩，知道自己的生命來自神，故此要把生命再獻給神。正如

父母養育子女，子女成長後，基於感謝父母養育之恩而孝順

侍奉，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這樣理解祭品，其核心就是

感恩，感謝神拾予我們生命，以至幸福、平安等，這一切鄯

依靠神而來，故此要在祭祀中，獻上祭品，加以感謝。

5.2 祭禮

討論完祭品本身後，我們再進一步，看看人類一般會

採用什麼方法來把祭品獻洽裨明，並且探討當中的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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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神明並不存在人身處的物買世界裡，所以人送上祭

品，神明並不能夠如同親人朋友殷，親手接收。那麼，究竟

如何才算是把祭品獻上呢？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人把祭品放在神的塑像前，擺一

會兒，就拿回家中，自行處理，或是用掉或是吃掉，這就很

難譔人覺得，自己真的已把祭品獻洽神明。那麼，最能肯定

自己把祭品獻給神明的万法，就是把祭品毀滅。一般來説，

會採用兩種方法，一種是把活的動物殺掉，這秤做法，也隱

含把生命力獻洽神明的意思。另一種方法是把祭品燒掉，而

當把東西焚毀時，裊裊上升的煙，很容易讓人聨想到，這些

煙正是上升到神明的所在。

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在祭禮裡，往往會

把祭品銷毀，因為這是一種方法，磾定人真的把祭品獻給神

明了。

5.3 慶典

以上的討論，閭注的是人與神的關係，可以稱為噴向

的關係，即由下而上的連繫，重點放在人如何與神明連結。

但是，禮儀裡不僅有人與神明的幅度，還有人與人的幅度。

簡窋來説，繕大部分的宗教祭獻，並不是私人的祭獻，而是

信仰團體的祭獻。我們舉一個例子，就很容易明白這一點，

就是祭祖。拜祭祖先並不是儼格莒義下的神明祭獻，而是人

基於血緣閭係而衍生的祭祀，所以是很私人的祭祀。即使如

此，很少人會單獨地作祭祀，反而更多是與自己宗族的人，

一同祭祀，這足以説明，祭祀有其公共的幅度，就是指人與

人關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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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此，我們又可以從慶典的角度來理解祭祀。這慶典

的意思，就是指祭祀也包含了人與人之間的聊繫，而人囚神

明的緣故，一起共聚起來。這個聯繫，不是指人際關係的交

往，而是指人在神明下得以領悟，自己與其他人，同是宇宙

的一體。而在道天人交匯的宇宙裡，人官會到富中的奧妙，

並不禁追問人的根源和終向，以及人生的目的和意義。如果

有此領悟，則祭祀不僅是要取悅天上的神明，同時是要肯定

自己在世界上，要貫徹神明的任務，也就是使命了。

在這寳義下，祭祀就是慶典，意思是透過祭祀，讓人

更清楚地表達自己崇高的使命，而這一點社足以凌祝，又或

是説，祭祀是一種鼓勵，讓信者能更好地承受這使命，並且

加以實踐。

5.4 禮儀進餐

在祭祀浬，不同的宗教可能有不同的禮儀行動，來表

達自己由神明而來的崇高使命，或是自己對神明的心意，但

是當中都有一個共通的做法，號是信者共同進餐。這種聚餐

的特質，可與向神明祭獻連在一起。在上文中，我們討論過

向神明獻祭，是把祭品的生命力獻給神明，並且為確保祭品

是送拾神明，要把祭品銷毀。不過，許多地方的祭獻，往往

都不會把所有祭品燒掉，而會留下部分，成為信者的食物。

原因是祭品鏜過祭獻，其生命力已經不同，不再是單純的世

俗的生命力，更加添了神明的生命力。也就是説，在祭獻

中，經過儀式，祭品既轉化為獻洽神明的生命力，同時也轉

化為生命根源的載體，而信者把祭品吃掉，既代表人領受神

明的力量｀也為信者之間的聯繫，提供有力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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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對不朽的期盼

古今中外不少祭獻儀式裡，都會出現由死入生的過

程，不少神話中的主角，都有從死亡中重生的經歷，而不

少由此衍生出來的禮儀，亦有這種表達。從人類學的角度來

看，這是人對於死亡限制的反思，希望自己能夠突破生命的

限制，進入不朽，不用終結。如果咭合上文有關生命力的表

達，不難明白，在宗教儀式裡，人渴望得到由上天而來的生

命力，從而進入不朽。

5.6 小結

以上的五個小節，由祭品談到不朽的期盼，每一部分

都指出，人性如何理解自己在宗教儀式裡的表達，而這些

表達，並不是某一宗教的專利，反而是人性普遍的表達。因

此，當我們以此來審視感恩聖事，不難發現，感恩聖事也完

全符合這人類學基礎。在感恩聖事裡，我們同樣有祭品，也

把祭品獻給天主，而這裡祭獻是一個慶典，因為它把信友連

結在一起，讓我們一同得嘗基督的聖體與聖血，也就是共同

的聚餐，並且在這個祭獻裡，期盼得到不朽的生命。

不過，還要留意的是，雖然感恩聖事有人類學的基

礎，但瘟聖事並不僅是人性的表達，而同時是來自天主的啟

示，因為是由基督建立的，所以有其超越的幅度。我們在這

裡只想指出它的普遍性，而感恩聖事的獨抨性，我們在往後

的各個單元中，會逐步為讀者揭示出來。



重元一· 導論 ! 19 

6. 感恩聖事在入門聖事中的位置

思考：當我們统稱聖冼聖事、竪振聖事及成恩聖事為

入門聖事，你認為這是什麼意思？是指三件聖

事是一體，還是指三者該逐步泥行？

在此，我們亦簡單説明感恩聖事在入門聖事裡，有河

位置。這不妨由《天主教教理》説起： 「基督徒入門聖

事 聖冼、堅振和感恩（聖體）聖事，奠定整個基督徒

生命的基礎。『藉著基督的恩寵，人類分享天王性體，這囯

本性生命的肇始、發展和滋養有類似之處。信伉透過聖冼而

重生；藉著堅振而堅強，並在感恩（聖體）聖事中領受永生

之糧。如此· 藉著基督徒入門聖事，他們常能更豐盛地接受

天主的生命，並且邁向愛德的成全。-」 (1212) 

按閂教理的解説，聖冼譔我們得到重生，而堅振讓我

們堅強，至於感恩聖事，譔我們得到滋養，獲得生命之糧，

靈性生命可以好好成長 e 如果以一棵植物作比喻，聖洗和堅

振譔種子得到發芽生長的機會· 感恩聖事就是後來的薛溉誔

施肥，好讓植物欣欣向榮。

因此，三件聖事裡，聖冼和堅振是一次而永久的聖

事，故此其入門的意義很明頃。至於感恩聖事，由於我們會

重複參與，所以其入門的窘咪，有時候會被人忽略。當我們

透過聖冼與堅振，轉變自己的身分後，我們唬開始入門，卻

仍未完成，因為只有透過參與感恩聖事，領受基督的體血，

才能圓滿地與主結合，分享天主的生命，成為真王的基督

徒，這樣，入門的禮儀才得以完成。叭而· 「入門」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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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進入一個新境界，卻並非終點，正如入門聖事的英文

Sacraments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原意也是開始的意思。因

此，入門只是基督徒生命的開始，我們仍需要感恩聖事的不

斷滋養，才能邁向圓滿基督徒的身分。所以，感恩聖事瓿我

們時常憶記自己的入門鉕險，並且邁向天主，以求成聖。

7. 摘要

(1) 在導論裡，我們以光榮經來說明討論禮儀的方法，即回溯

根源，切合現況，從而達到永恆的含意。

(2) 續而，我們當試從成恩聖事的不同名稱，解說這件聖事

的特質，當中包括擘餅和纪念，焦點放在基督的最後晚餐

上，稱為祭祀和烕恩祭，較側重於當中的宗教成分，能夠

讓人意識到這事的神聖性；聚會和共融則重視囹體幅度；

彌撒則強調信徒該實踐信仰。我們最後採用「威恩聖事」

來統一這聖事的名字。

(3) 我們也從人學中對祭祀的看法，來審視戍恩聖事，而一

般的祭祀包括祭品和祭禮，這兩黠卻讓我們看到，烕恩聖

事的獨持，即在於祭品和主持祭獻的，都是耶穌基督。另

外，慶典、進餐及對不朽的期盼都是祭祀的重要元素，而

我們同樣可以在成恩聖事中找到這些特點。總括而言，成

恩聖事是一件豐富多面的聖事，為我們的信仰帶來深刻的

意義。

(4) 成恩聖事在入門聖事中的位置，按照教理的解說，聖洗

讓我們得到重生，而竪振讓我們竪強，至於成恩聖事，讓

我們得到滋養，而前兩者是一次性的，戚恩聖事卻是持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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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感恩聖事的舊約背景

L 緒言

看過單元一的簡介，我們對於感恩聖事的輪廓有點印

象，同時也明白這聖事的人性基礎，這也是聖事有形一面的

重要支持。因為基督建立的每一件聖事，都與人有密切的關

係，不可能截鈥分開的，反而對人性有所瞭解，更能明白感

恩聖事的內涵，為以後各單元的解説，奠定堅實的基礎。

由這單元開始· 我們進入歷史回顧的部分· 透過審視

不同時期的發展，以分析感恩聖事的內涵。在縊單元裡，我

們先看看耶酥以前的猶太文化，他們的祭獻與用餐禮儀，可

以作乃背景資抖，讓我們在審視耶祅建立感恩聖事時，更容

易掌握當中的重點，並能一脈相承地，瞭解後來教會禮儀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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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單元後，應能：

• 説明舊约裡的祭獻的內容：

• 説明猶太人用餐儀式及逾越節的內容：

• 指出猶太禮儀和感恩聖事有關的芍點。

1 導論

今天我們談感恩聖事，其真正的根源是耶穌基督在最

後晚餐中，與門徒分享麵餅和酒，由此而成的禮儀行動。故

此，從直搓連繫的角度，感恩聖事與舊约時期的禮儀並沒有

關係。不過，我們要明白，耶旺建立感恩聖事的行動，就是

在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中，而且新约教會在感恩聖事中，思

考耶穌基督的身分時，亦採用了不少猶太人對祭獻的理解，

這一點在《基督學（二）》中已有提及。正因為這兩個原

因，我們在正式介紹説明耶穌基督建立感恩聖事的行動前，

不得不先闢一個單元，説明感恩聖事的猶太文化背景。

在這單元裡，我們可以分開兩個部分。首先，我們為

大家介紹猶太人的祭獻，而這部分與上一單元的內容，可以

互相呼應，即我們不難從猶太人的祭獻中，看到上文提及的

人性幅度。

其次，我們剖析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的傳統，這包括

他們一貫的用餐儀式、祝褔文以及每年一度的逾越節晚餐。

這部分與耶穌基督最後晚餐的關係就更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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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單元仍然未進入感恩聖事的正式討論，卻是佷重要

的背景知識，有助我們詔識感恩聖事的特質。

4. 舊約中的祭獻

思考：舊約的祭獻，多數在哪裡舉行？由誰人主持？

當中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雖然沒有明確的歷史證據，但是我們可以結合聖紅的

記述，推斷以色列民在到達福地後，很快蕡開始向天王作祭

獻。我們在上一單元所提及有關祭獻的待點，同樣可以在以

色列民的祭獻中看到。當時的以色列民，都把田中首批的出

產及動物的頭胎獻給天主。同樣地，這種把初果獻給天主·

正代表以色列人視天主是生命的根源，而以民要把生命延

續，不論是人本身的生命還是農作物或牲口，都是天主的恩

賜。

正是源於這思想· 在舊约中會這樣説： 「不可遲延獻

你豐收的五穀和初榨的油：你子孫中的長子，都應獻哈我。

對於你牛羊的首生也應這樣行：七天同牠毋親在一起，第八

天應把牠獻給我」 （出22:28-29) 。

這段紅文，不少聖痘學者都指是出於很早期的源流，

足證以色列民很初期就已翌把自己生命的來源，與天主連咭

起來，故此要把首生者獻綸天主，代表自己承訒天主是生命

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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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表達，也可以見於肋未記： 「幾時你們進入了

我賜給你們的地方，在那裡一有收穫，應把你們收穫的第

一束交哈司祭。司祭應拿這一束行搖禮，獻於上主面前，妤

為你們獲得悅衲 ．直到那一天，即直到你們給你們的天主

奉獻祭品的一天，你們不可吃新麥做的餅，烤的或新鮮的麥

手崽 ... 」 （且力23: 10-14) 。

按照文意，這裡是指把初果獻拾天主，而祭獻同樣與

人的飲食拉上關係，只是從否定的角度表達，也就是説，如

果不能好好祭獻，就不能吃某些食物。

以上簡單説明了以色列人祭獻的特質；以下我們可以

從肋未記中看看祭獻的種類和方式，進一步認識古猶太人的

祭獻。

4.1 祭獻的種類

思考：按照你所知，舊約裡有什麼方法，把祭品獻哈

天主？除了用火焚燒外，還有什麼方法，讓祭

品「送到」天主處？

要談舊约的祭獻，我們不妨看看舊勻的經文，當中共

列出五種祭祀的方式。

(I) 全燔祭：即火祭，要把祭品用火燒掉的祭祀方

式。 （參肋 1: 1-1 工 6:8-13; 8:18-21 及 16:24)

(2) 素祭：一般來說，全璠祭的祭品都是動物或飛

禽，而素祭裡的祭品，一般都是植物。（參肋2: 1-16及6: 1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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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 平安祭：以上兩種祭獻是以祭品的種類及祭獻的

方式來分辨，而在以下三種，則是從祭獻的目的來作分類。

平安祭的目的是要感謝天主的恩許。 （參肋3: 1-17; 7: 11-34) 

(4) 贖罪祭：這是因犯罪而作的祭獻，藉此而得到潔

凈。肋未記有閼這類祭獻的記述佔不少篇幅，原因是要贖

罪的名目很多，所以需要更詳细的説明。（參4:1-5, 13; 6:24-

30; 8: 14-17及 16:3-22)

（汩贖過祭：這預祭獻近於贖罪祭，只是針對的罪

行較輕，也傾向以罰款作為敖罪的條件。 （參肋5: 14-6:7 及

7:1-6) 

要留寶的是，以上五種祭獻的方式，是按昭肋未記的

記述來表達：如果我們用方法來分類，祭獻的方法主要是鯖

毀，而銷毀有兩種万式，一種是流血的宰殺，一種是燒掉。

在以上的各種祭獻的類別，只有素祭僅採用燒掉的方法，而

其他方法，往往都兩者兼備，即先把祭品宰殺，然後再燒

掉，分別只在於是全部燒掉還是部分燒掉，這也是全璠祭一

詞所代表的寶思，即在全燔祭裡，祭品是完全燒掉的。

以下我們討論祭獻的方式，主要是指奉獻牲口的祭

獻，原因這才是祭獻的主流。

4.2 祭獻的方式

以上説明猶太人祭獻的類別，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討

論的，是祭獻的万式。在解説這方式時，我們會同時指出·

這些祭獻如何顯出與後來感恩聖事有所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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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把猶太人的祭獻分為四部分：

(1) 把祭品帶到祭台前，同時保證自己所帶來的祭

品，完好無缺，是完美的祭品， 「如有人為還願，或出於自

願，洽上主奉獻牛羊作和平祭品，應是凱瑕的，方蒙悅吶；

身上不應有任何殘疾。眼瞎的或殘廢的，或斷肢的，或患潰

瘍的，或生痲疹的，或長癬所的：這樣的牲畜，你們不可獻

給上主；任何這樣的牲畜，不可放在祭壇上，獻給上主作火

祭。一腿太長或太短的牛或羊，你可獻為自願祭祭品；但為

還顾，必不蒙悅吶。此外，凡睪丸傷壞，砸碎，破裂，割去

的牲畜，你們不可獻給上主；在你們的地域內，萬不可舉行

這樣的祭獻，也不可由外邦人手內接受這樣的牲畜，獻給你

們的夭主作供物，因為身上殘廢的，有缺陷的，為你們不會

獲得悅納。」 （肋22:21-2門為什麼祭品要完美囍瑕呢？－

万面是代表要把最好的東西獻給至高者，另一万面也是以完

美來代表鉺罪，而以民要靠皿罪的祭品，為他們贖罪，以獲

得潔淨。

這正好是在新約裡，初期教會採用相近的意義來理解

基督的救贖，就是基督是完美疆瑕的人，並且犧牲自己，來

拯救我們。這可從希伯來書中看到： 「何況基督的血呢？他

藉著永生的神，巳把自己毫無瑕疵的奉獻於天主，他的血豈

不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為，好去事奉生活的

天主？」 （希9:14)

(2) 按肋未記所言， 「若有人獻牛作全燔祭，該獻一

條嶼瑕的公牛，牽到會幕門口，為在上主面前蒙受納悅；先

按手在全燔祭牲的頭上，使祭牲蒙受納悅，代自己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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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 1 :3-4) 故此，第二個行動，就是按手在祭品上，而這個

行動的目的，是代表這祭品代表自己，按手代表獻祭者把自

己的罪轉移到祭品身上，才把祭品燒掉，完成祭獻。

這種以祭品代替自己以贖罪的做法，漸漸發展成有閼

基督救贖罪人的思想。如果我們看依撒意亞書中的「上主僕

人」 ，當中即提到這位「上主僕人」 , 「當他犧牲了自己旳

性命，作了贖過祭時，他要看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上主的

旨意也藉他的手得以實現。」 （依 53: 10 J 隨後也再説「因

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作罪犯的中保，犧牲了自己的生

命」（依SJ: 12) 。

到了新勻時期，保祿以更明確地把這種祭獻行動背後

的精神，表達出來，就是「既然一個人替眾人死了，那麼眾

人就都死了」 （格後5:14) 。

(3) 按過頭後，奉獻者就要宰殺祭品， 「先按手在贖

罪祭犧牲的頭上，後在宰殺全燔祭犧牲的地方，將贖罪祭

犧牲宰了。」 （肋4:20) 按戸規定，奉獻者會自己親手把祭

品宰殺，以象徵這是奉獻者自己的生命。因此，宰殺的是祭

品，但是代表自身的死亡，而這也在後來，成為人們反省耶

酥基督死亡的意義。

(4) 到了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把祭品的血，灑在祭壇

上。按暄肋未記所言， 「因為肉軀的生命是在血內，我為你

們指定了血，在祭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為血具有生

命，故能贖罪。」 （肋 17: 11) 故此，謳血的意思，就是把

內裡的生命獻拾天主，而且這也間接說明，祭品必須被殺死

的原因，因為不殺生就難以把生命獻給天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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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流血贖罪就成為舊约裡祭祀很重要的一

環，因為要流血，才足以把罪赦免。這種看法，在新约教

會同樣被採納，耶穌自己也説： 「因為這是我的血，新约的

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 （瑪26:28)

5. 猶太人的川餐儀式

思考：中國人有何特定的用餐方式？在重要的宴飲

裡，有什麼特定的規定？如坐位的擺放，進食

的先後等，有何特點？

介招過舊约中的祭獻後，我們轉過來看看，猶太人的

用餐儀式。

也許讀者會感到奇怪，為什麼我們要談用餐？正如我

們今天會吃晚飯，卻不會扯到信仰的儀式。不過，為猶太人

來説，他們的用餐與宗教信伺有很密切的關係，這從舊约中

也可以看到兩者的連繫： 「幾時你吃飽了，應感謝上主你的

夭主，因為是他賜拾你這樣肥美的土地。」 （申 8:10) 能夠

得到飽足，是源於天主，所以進餐的根源是來自天主，唯有

得到天主的祝福，才能有美好的生活。

所以，為猶太人來説，用餐與信仰儀式，是一事的兩

面，而不是截然分開。進一步想，渲亦代表信何與生活的密

切關聨，而不是把生活與信仰區分，芷如我們把日常生活的

飲食，與感恩聖事的餅酒，嚴格區間，用音也許是好的，卻

有副作用，就是教友不視感恩祭為生活的高峰，反視之為另

一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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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為古代的猶太人來説，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但們的

生活就是來自天主，正如聖詠所言： 「你使青草和植物生

出，餵養牲畜，為給人服務。又使土地產生出五穀，美酒，

人飲了舒暢心神，膏油，人用來塗面潤身，麵餅，人吃了增

強心神。」 （詠 104:14-15) 在這裡，我們看到猶太人眼中的

天主，是萬物的創造者，而人正是依靠天主的創造，得享

美酒和麵餅，而這些餅酒，作者都説它們是讓人的「心神」

得到好處，而非身體，可見飲食不僅是指向物質，更指向心
爭

皐°

同時，這種表達亦顯示出天王與人的關係，非常密

切，因為天主關顧到人每天的需要，就是我們的飲食，而因

著這種關顧，天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主，而是我們生活裡

的天主。

如果我們説，以上的解説，點出用餐是天主的恩賜的

話，那麼，我們要再指出用餐的另一個含意，就是分享的象

徵。大地的出產是源自天主的恩賜，人因此要感謝夭主，而

正由於這是一份恩賜，人就應該與別人分享這些食物。前者

是人與天主的關係，而基於這關係，人與人都要互相分享，

不能把自己的收穫，視為一己之私。

以上解説用餐的涵意後，我們就要想想：既然獲得天

主的恩賜，我們該如何回應？為猶太人來説，他們就以祈禱

來回應。因此，在用餐前祈禱，不是讚美食物本身，而是讚

美天主給予食物。祈禱的目的，是把感恩之心表達出來，而

瑄為禮儀來説，也是很重要的。在禮儀中，我們往往太重視

禮儀的神聖幅度，正如我們用餐時祈禱，往往視之為神聖時

刻，未必重視當中感恩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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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並非説，這種感恩的祈禱，沒有神聖的意

味。當我們在祈禱中意識到天主的恩賜，這同時是神聖時

刻。因此，為猶太人來説，他們第一個施行禮儀的神聖地

方，就是家庭的餐桌。在猶太人的生活裡，在家裡可有三個

慶典：每天的用餐、每個安息日的慶祝，以及每年的逾越節

慶祝，都是在一張餐桌上開展的。明白這一點，為我們下文

理解逾越節的意義，會有所幫助。

6. 猶太人安息H晚餐祝福文

既然猶太人把自己的餐桌視為神聖的場所，那麼，在

行動上，他們又如何呈現這神聖的面貌？為猶太人來説，就

是祈禱。正如上文所提及的經文，人獲得飽食時，應該懂得

感恩，而方式就是向天主禱告。

猶太人在餐桌上的祈禤可稱為「餐後感恩」 (Birkat 

Hamazon) '這祈禱固然用於每天用餐後，同時也用於逾越

節晚餐的第三杯酒後，屬於儀式的一部分。

有闊「餐後感恩」的內容，由於按囯猶太人的傳統，

這些祈情並不採用文字記錄，所以我們今天不容易知道，古

代祈襦的內容。參閂今天的做法，這些禱文主要指向四個方

面作感恩，分別是為所得的食糧、為恩賜的福地、為以色列

國，還有是為天主的美善。這是祈禱文的主要方向，但是具

體的內容，可由祈褥者自由發揮，並沒有規定的內容。

有關猶太人「餐後感恩」的禤文內容，還可以有很多

討論，也有人提出有不同的格式與內容，只是為我們這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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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這些並非重點，就不再一－討論了。為我們來説，這種

祈禱方式最重要的意義是，它把我們的日常餐食與天主的恩

寵連緒在一起，誆我們明白到，天主是生命的根源，也是我

們今天得到维繫生命食樨的原因，而再進一步，我們從天

王處得到的，不廑是维持肉身的食糧，更是積神的食糧，而

這個思想，在耶酥手上得以發揮光大，也成為感恩聖事的重

。丶
、
L' 

7. 逾越節晚餐

也
思考：你曾否參與逾越節晚餐？你是否知道，這其實

是猶太人的節慶活動？在整個活動的過程裡，

你留意到什麼特別的地方？哪一個環節令你印

象深刻？

猶太人在餐桌上祈禱，把飲宴與感謝天主建結起來，

而這種思维更深刻、更大型的表達，就是每年一度的逾越節

晚餐。這也是我們在這單元裡的重點，因為初期教會有關感

恩聖事臼禮（義，是受到猶太人如越節禮儀的影響· 如果我們

要明白初期教會以什麼禮儀万式表達聖體及聖血的神聖勻便

不得不對逾越節禮儀有足夠的認識。

7.1 猶太宗教宴會

不過，我們這裡先要説明，什麼是猶太宗教宴會

(habura meal) 。這是指猶太人在宗教禮儀裡擧行的宴飲儀

式，並不是專指逾越節晚宴· 而是在各個節慶裡都適用的宴

會儀式。正如上文所言，猶大人把自己的進餐與感恩連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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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因此在但們的節慶裡，也有宴飲的儀式，只是不同的

節慶，在细節上有所不同。

要留意的是，這種宗教宴會並非純宗教性的禮儀，它

同時具備氥誼性質，即讓參加者有機會在此交流溝通，建立

友情。故此，我們不能純粹視之為禮儀。我們可以看看這類

宗教宴會的程序，會更容易明白：

（一）預餐（用以開胃的，有如今日的cocktail) '冼

手。

（二）主席誦經祝福麵包，同席者答以「阿孟」 ，然

後主席擘餅分全合大家。

（三）正式進食，各人自己飲酒或用水果而向天主謝

恩，用畢，再度冼手。

（四）餐後，主席取來第三杯酒，即「祝福之杯」 , 

與同席者作一段對話，然後向天主作一段很長的祈禱，其內

容分三部： (1) 為創造乙恩及由創造而來的諸恩惠感謝天

主， (2) 為出諠埃及，並為與天主訂立的盟约謝恩， (3) 

求天主繼纘扶助與保佑（這一部分在主後才增添的）。

（五）然後大家傳遞迢「祝福之杯」 ，分享同一杯酒。

（六）最後唱一首聖詠而散會。

我們在此不詳细解説各部分的意義，因為我們列出此

程序的主要目的，是為對囯逾越節晚餐的程序，藉此讓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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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逾越節晚餐的意義。所以，以下我們來介紹逾越節晚

餐。

7.2 逾越節的內容

在今天教會，我們一哎會採用「逾越節」這名字｀但

是也有稱之八「巴斯卦」 ，這是由阿刺美文中 Pascha 一祠

音譯而來的。在希伯來文裡，逾越節的名字，原來是指慶

節中所宰殺的羔羊。足節慶的傳統源遠氙長· 我們不在此姍

説，只是交代它的內容。

按照猶太的傳統，逾越節應在春分後第一個月圓日舉

行，而逾越節晚餐，就是指在尼散月十四日的晚宴。至於猶

太人的的越節晚餐程序，我們可參考他們的禮典· 如下：

L 祝聖慶日 第一杯酒

2 冼濯禮

3 青菜

4. 擘餅

5. 敍逕一—第二杯酒

6. 冼濯禮

7. 祝福鯛酵餅

8. 苦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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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萁酵餅苦菜包

10. 進餐

11. 尾盤 保留之餅

12. 餐後祝謝經－－第三杯酒

曰讚主詠 第四杯酒

14. 禮成

第 1 至4項，也有稱為預餐，當中由家長致辭，把第一

部分的食物準備好，但並不進食，而是聆輕家長講述今天節

日的意義，並且誦讀聖詠112首，叭後才飲用第二杯酒。接

著，家長對著囍酵餅誦翌，之後就可以進食了。這是進餐的

開首，而不少人訒為，耶酥在最後晚餐裡，祝聖麵餅，就是

在這個部分。

按昭傳统的做法，食物包括巴斯卦羔羊、囍酵餅和苦

菜，另外也可以連同果醬和酒進食，不過也有人指出，在聖

殿被毀後，由於沒有祭獻羔羊的地方，所以今天猶太人舉行

逾越節，已再沒有羊肉吃了。

進食到了尾聲，家長就會舉起第三杯酒，作為餐後的

祝謝，類似於宗教宴會中的祈褶，這也可以看到幾個餐桌儀

式之閆的關係。不少人都推斷，在耶穌的最後晚餐裡，耶穌

舉起杯作祝褔，就是逾越節第三杯酒的時刻。因此，耶酥祝

聖酒餅，可能並不是同時進行，而是在逾越節進餐的首尾兩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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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咭束部分，一殼末説，猶太人採用的是聖詠 11--1-

至 118首的內容，然後再來的是第四杯酒的頌詞，並且在頌

詞後飲下此酒，作為整個逾越節晚餐的結束。

7.3 今天在天主教內的逾越節晚餐

雖然與感恩聖事沒有直接關係，但是我們既然談到逾

越節晚餐，也不妨談談今天在教會內舉行這儀式的問題。

在香港，下少堂區或團體會在聖週四舉行逾越節晚

餐，於是也有人問：為何我們基督徒要舉行猶太人的宴會

禮儀呢？舉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耶穌基督曾經在這樣的

宗教宴會中，與門徒一起吃最後晚餐，並在最後晚餐裡｀

建立感恩堊事，而且吩咐門徒要「行此禮，為元念我」 （路

22: 19) 。雖鈥，教會按此逾越經驗，漸漸形成感恩聖事，

不再以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來作為教會的禮儀，但是，舉行

逾越節晚餐，有助我們瞭解當時耶酥如何建立感恩聖事，從

而啟發我們對這聖事的理解，所以舉行也有其積極作用。

首先，重新體驗耶酥如何建立感恩聖事，在感情上有

所得益。參與逾越節晚餐時，我們可以想像耶酥基督在二千

多年前的行動，讓我們能夠感同身受，真切地體味耶穌某督

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再者，透過逾越節晚餐，我們能夠更明白感恩聖事的

根源，並且在细節上瞭解感恩聖事。舉例來説，過去很長的

時間，我們受到達文西「最後晚餐」這畫作的影響，把耶託

與門徒飲宴的情況，設想為在一張長桌上。如果我們真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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訒識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就不難知道，真正的情況，是耶

穌與門徒是側臥圍食的。這些知識雖然不是直接與信仰有

關，但是有助我們瞭解實況。

不過，要留音以下三點：

(1) 逾越節晚餐並非教會本身的禮儀，因此不能視為

感恩聖事；

芊·
蠢·

(2) 如能由司鐸主持，往往能更好地表達該活動的意

(3) 應盡可能按猶太人的規矩來舉行，以示尊重。例

如不可在餐中食用豬肉和其他禁止進食的食物。

7.4 逾越節晚餐的含意

我們不妨列出幾個重點，讓讀者明白逾越節晚餐本身

的寶義，以及它與感恩聖事問的關係。

(1) 在逾越節晚餐裡，各種食物也有其含官。例如青

菜代表春天的氣息，而鹽水象徵猶太人在埃及所流的血汗淚

水，也就是奴役的象徵，同時，這也是紅海的象徵。

(2) 至於顯酵餅，在這晚餐裡，有一個問答的儀式，

由年幼的兒童向年長者發問，為什麼今天晚上只能吃皿酵

餅，而長者就會説明這是纪念猶太人由奴役之地走向福地的

緣由，讓年青一代明白自己民族的過去。有人評為，耶酥可

能也是在這環節裡，為門徒解釋聖體聖血的道理，説明自己

即將要面對的苦難，死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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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逾越節晚餐裡，有沆濯禮，就是要參與者冼

手，這象徵潔凈自己的內心，而到了耶穌手上，這不僅有潔

淨的官思，也是基於互愛的服務精神。

逾越節晚餐還有不少含寶，但是，我們並不是研究這

晚宴，所以我們在此不再探究下去，待下一個單元討論到祈

約中耶穌建立感恩聖事時，我們再回到這課題上。

8. 猶太禮儀的特色

思考；在你的印象裡，舊約所記述的猶太人祭獻，有

亻可特卫＆？

以上談到猶太人的祭獻、宗教宴會以及逾越節晚餐，

這一切可以疣稱為禮儀，都是猶太人透過一些既有的行動形

式，表達自己對天主的感覺。最後，我們嘗試總結地説明一

下，猶太人禮儀的特色，這可視為一個參考· 讓我們在反省

天主教的感恩聖事時，有更闊的視野。

8.1 禮儀與歷史的關係

正如我們在訂論聖經中有關「救恩史」的概念，猶太

人視自己的歷史為天主展現救恩的地方，因此，禮儀既然與

信仰有關，自然也與歷史有關。舉例來説，以色列人行割損

禮，原因是要纪念亞巴郎與天主建立盟約；整個逾越節晚餐

的核心，就是要讓以色列重新一次，體會自己的先祖，如同

由奴役之地逃脱。由此可見，猶太人的禮儀，是以歷史為本

的禮儀，而禮儀中的信仰表達，也有歷史的官義。在道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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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可以回憶單元一中談到「起初如何」這一點，而猶

太人的禮儀，正好表達這想法。

8.2 禮儀與生活的關係

既然禮儀有「起初如何」的特點，讀者不難想到，他

們的禮儀，同樣有「今日亦鈥」的含意，意思就是，這些

禮儀同樣與今天的生活有關，而不僅僅是有閼過去的回憶。

以色列人在逾越節晚餐裡，固然是要纪念出谷這個偉大的歷

史事實，但與此同時，也希望這種依霏天主而走向自由的精

神，在今天的以色列人中，仍然得以實踐。

8.3 禮僙與未來的關係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我們把禮儀的意義，只停留在過

去與現在，很容易把禮儀視為交易，即自己透過禮儀行動，

得以清冼自己的罪行，而且就此了縉。在這樣的設想裡，禮

儀成為人手中的工具，如同清潔的抹布，把抹布往自己的罪

上一抹，號解決閂題了。在舊約裡，不少先知都批評這想

法，如亞毛斯的名言： 「我痛恨厭惡你們的慶節：你們的盛

會，我也不喜悅：即使你們給我奉獻全燔祭和素祭，我仍不

悅衲：即使你們獻上肥牲作和平祭，我也不垂顧。讓你們喧

嚷的歌聲遠難我；你們的琴聲，我也不願再輕：只頤公道如

水常流，正義像川流不息的江河！」 （亞5:21-24) 為什麼這

些祭獻不是天主所愛，因為他們不是真心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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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禮儀需要有指向未來完美世界的荳識。祭

獻不是只看眼前的事情，而是讓我們得以瞻望未來的完美

世界。正如在舊约時期，先知們巳預告了在未來，舊的盟约

將被新的取代｀這新盟约的特點，是天主要派遣祂的受傅者

（默西亞） ，因著這位上王僕人的服從和受苦．以流血的方

式，建立這份新的盟约。而且，這新约不但是為以民的，

更是為普世萬民的，因而先知有這樣的預言： 「從日出到日

落，我的名在異民中大受閂揚，到處有人為我的名焚香獻

祭，並奉獻沌潔的祭品。」 （拉 1: 11) 故此，今天的禮儀，

預示未來的音義，這才是它的核心。

當然，從天主教的角度來説，猶太人的禮儀仍有不足

之處，在於位們未有接吶基督，所以要待新勺時代，我們才

能有一個真正指向未來，具末世注幅度旳禮儀。

9. 小結

上面所訂論的以色列民旳禮儀，包括了祭祀和宗教宴

會，兩者都是猶太人因著自己的信（口而施行的重要行動，

藉著這些禮儀，猶太人達到三種重要的效果，得到天主的喜

尻、建立夭主與人的關係、消弭罪過。不過，這些效果並不

是憑空而來· 也不是人的仃動所激發產生旳，而是需要人全

心全音旳投入，並且得到天主的接絪，才是一個真正有音義

的信仰行動。

這一切，啟發了新約教會的禮儀，議我們在認識新约

教會的禮儀時，有更多的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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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摘要

(1) 按出谷記和肋未記的內容，以色列民把田中出產的初杲
及動物的頭胎獻給天主，這代表他們相信天主是生命的

根源，一切產物都是來自天主的恩賜，而以民要把生命延

續，不論是人本身的生命還是農作物和牲口，都是天主的

恩賜。

(2) 按舊約的記迪，祭獻的種類包括全燔祭、紊祭、平安祭、

贖罪祭和贖過祭，當中包括兩種處理祭品的方法，就是流

血的宰殺和燒掉祭品。至於處理祭獻的程序，可以分為四

個部分：首先是把祭品帶到祭台前，而獻祭者要確保祭品

是完好無缺；第二個行動就是按手在祭品上，這行動是指

祭品代表自己；第三步，奉獻者就要宰殺祭品，最後一步

就是把祭品的血灑在祭壇上。

(3) 為猶太人來說，用餐與信仰儀式，是一事的兩面，而不是

截然分開，因為飲食不僅是指向物質，更指向心靈，因為

食物都是源自天主，所以進食正好顯示出天主與人的關

係，非常密切。得到恩賜的猶太人，就以祈禱來回應，故

此他們有特殊的餐桌祈禱，稱為「餐後戒恩」。由於這禱

文是當場發揮的，所以並沒有固定形式，而這禱文固熟用

於每天用餐後，同時也用於逾越節晚餐的第三杯酒後，屬

於儀式的一部分。

(4) 猶太人在餐桌上祈禱，把飲宴與戒謝天主連咭起來，而這

種思维更深刻、更大型的表達，就是每年一度的逾越節晚

餐。這種宗教宴會並非繞宗教性的禮儀，它同時具備聯誼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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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今天主教內有時也會舉行類似逾越節晚餐的禮儀，但要

留意，這並非教會本身的禮儀，因此不能視為成恩聖事。

如能由司繹主持，往往能更好地表達該活動的』意義。

(6) 最後，我們總括猶太人的禮儀特色，指出他們的禮儀與

猶太人本身的歷史有密切的關係，這是「起初如何」的表

達；他們的禮儀同樣是生活的反映，亦即「今日亦然」，

而這個結合，把禮儀指向未來的永遠，就是「直到永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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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耶穌基督與感恩聖事

L 緒言

本書的首三個單元可以視為全書的第一部分，即探訂

感恩聖事的形成過程。在單元一裡，我們從名稱和人學的角

度來思考：到了單元二，我們觀察猖太人的禮儀，而這些禮

儀，正好是新约教會所繕承並加以宴化的禮儀範本。到了單

元三，我們就要看看，新勾教會如何珅解感恩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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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誾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新約中「生命之糧」的言論與感恩聖事的關
係：

• 指出福音中「最後晚餐」的記述如何成為感恩聖事

的基礎：

• 解説新约裡「擘餅」的記錄及初期教會對感恩聖事

的理解。

3. 導論

在過去兩個單元裡，我們多次提及，新约中有關感恩

聖事的記述，與舊约有莫大的關係，原因很簡單，因為耶酥

和他的門徒都是猶太人，也生活在猶太人的社群裡，因此他

們的禮儀生活，自然是源自猶太的禮儀。只是，山於信仰生

活內容的改變，他們對於既有的做法，有所改變，而漸漸形

成自己獨特的做法。

不過，這種繼承較近於形式上的傳承，即耶酥與門徒

自然地接收那些禮儀的形式，但是他們表達的，並不完全是

在猶太人施行時所要呈現的意義，反而是因應耶穌與門徒的

信仰，改變了這些禮儀的窘義。

故此，我們如果要明白耶穌建立感恩聖事的內容，首

先要明白的，是耶穌本身如何理解聖體聖血的涵義。如果我

們不弄清楚這含寶，就不容易明白耶穌建立聖事的目的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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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耶酥與門徒的最後晚餐，從形式來

説，這就是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而耶酥在這個逾越節晚餐

上，建立感恩聖事。然而，如果我們單從逾越節禮儀的脈綹

去理解，便難以完全明白耶酥在這行動中的意義，尤其是餅

酒就是他體血的説話。

所以，在討論耶穌如何建立感恩聖事之前，我們先看

看福音裡有關生命之糧的言論，因為這些言論為我們理解最

後晚餐內耶穌基督的言行，十分重要。當我們明白這些有閼

生命之糧的言論，就會更好地瞭解，耶穌建立的感恩聖事，

是什麼意思。

最後，我們才會看新勻中其他有關擘餅的記述。擘餅

的行動，是在耶酥基督死而復活後才施行，這行動是在復活

的光隕下，得到神聖的意義，同時，我們探訂新约中有閼擘

餅的記述，有助理解門徒如何施行耶穌所建立的感恩聖事。

4. 生命之糧的言論

思考：你對新約裡「生命之糧」一詞有印象？這詞出

自哪一部福音？

在新約裡，記述有關聖體聖血言論的地方共有五處，

包括格前11:23-26• 路22: 14-20• 谷 14:22-25• 瑪26:26-29及若

望福音第六章。這些記述既有相近的地方，也有各自的不

同，因此可以互相對昭，為我們理解耶酥基督如何建立此聖

事的歷史面，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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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要理解聖體聖血的含意，不少學者都認

為，若望福音第六章的內容，才是關鍵。若望褔音記述有趣

的地方，是把論述聖體聖血的部分，抽離最後晚餐以外，反

而在記述五餅二角的奇蹟後，説明聖體聖血的道理。這安排

與其值三部褔音不同，原因是若望福音要説明「生命之糧」

的迫理，譔我們明白，耶穌基督確實是以他自身的血肉，作

為我們的永生食糧，也就是「生命之糧」 ，而這一點，是後

來感恩聖事的重要中心思想。故此，我們要细心看看若望褔

音第六章的內容。

在傳統裡，教會較重視對觀福音有關聖體聖血的記

述，原因是這些記述與今天感恩聖事的形式，有直接的關

係。不過，若望福音第六章有關「生命之糧」的記逑，在神

學上的意義卻更豐富。

若望福音這裡的獨到之處，是它刻意把增餅奇蹟與聖

體聖血連褚起來。記述過五餅二角的奇蹟後，若望寫到很多

人尋找耶跃，而當他們在葛法翁找到耶穌後，耶酥卻對他們

説：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尋找我，並不是因為看到

了神蹟，而是因為吃餅吃飽了。你們不要為那可損壞的食涇

勞碌，而要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勞碌，即人子要賜給你們

的，因為他是天主聖父所印證的。」 （若6:24-27)

若望聖史巧妙地運用砸個記述，把人的世俗需要，提

升到靈注的需要。在這裡，也指出人真正的需要，不是「可

損壞的食糧」 ，而是「永生的食柵」。由此，就帶進生命之

糧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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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意的是， 「生命之糧」的講道是耶穌在葛法翁會

堂教訓人時説的，發生在逾越節之前，而這並非偶然，反是

刻意安排，因為在這段時期裡，猶太人會讀到有關過紅海與

瑪納的記載，這正好呼應「生命之糧」的言論，所以當耶旺

在會堂講道，猶太人就問他： 「你行什麼神跡恰我們看，好

叫我們信服你呢？你要行什麼事呢？我們的祖先在曠野裡吃

過『瑪結』 ，正如經上所載的： u他從天上賜給了他們食物

吃。』」（若6:30-31)

而耶穌的回答就是：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並不是

梅瑟賜給了你們從天上來的食糧，而是我父現今賜給你們從

天上來的真正的食糧，因為天主的食糧，是那由天降下，並

賜給世界生命的。」 （若6:32-34)

這裡的意思不難明白：在古遠時，天主給予猶太人食

糧，但是這些食暹是可朽壞的，因為「瑪納」日出就會融

化，所以到今天，天主決意洽予世人由天上而來的食糧，這

是「真正的食糧」。當猶太人真的渴望得到這真正食糧時，

耶穌基督再出彆人之語： 「我就是生命的食糧：到我這裡來

的，永不會饑餓：信從我的，纘不會渴。」 （若6:35)

在這裡，聖徑學者曾紅有爭論，就是耶穌所指的食

糧，究竟是指他的血肉，還是指他的言論。因為在上文裡，

耶穌説「信從我的，總不會渴」 ，而有人詔為，這順從的只

能是言論，所以耶酥説自己是生命之糧，指的是自己的言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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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其道理，不過，當我們再看下去，就不難看出，

耶穌所言的生命之糧，並不停留在相信其言譁的地步。我

們不妨再看下去：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誰吃了

(phage) • 就不死。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

若吃了 (phage) 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我所賜給

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拾的。」 （若

6:50-51)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已經提及「我的肉」 ，這就更清

楚地表明，這不是指言論，耶穌要説的，確確實實是他的身

體。正因如此，猶太人才會感到大惑不解： 「這人怎麼能把

他的肉，賜洽我們吃呢？」 （若6:52) 如果當時的人評為耶

酥只是説自己的言論，就不會有此困惑。更重要的是耶酥的

回應：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 (phagete) 人

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 （若6:53)

在以上所引述的經文裡，耶穌所用的「吃」字，按希

臘文的原意，就是指「吃」和「食」的意思，而這個詞還

可以有所演繹，所以若望福音還再有補充，緡續説： 「誰吃

(trogon) 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

要叫他復活，因為我的肉，是真實的食品。」 （若6:54) 這

裡的中文譯本雖然都是用「吃」字，但是在希謄文中是另一

個詞，其寶思也是吃，卻是一個擬聲詞，近於「細咬」、

「阻嚼」的意思，而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吃食行動，不再是抽

象的表達了。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判斷，耶穌這裡所説的，

王是自己的血肉，而不是單純自己的言論。正由於耶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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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福音才會這樣描述門徒的反應： 「這話生硬，誰能聽得

下去？」 （若6:60) 並且因為耶酥這言論，很多跟隨者也離

開，不再跟隨耶鯀了。由這兩個反應，我們有理由相信，耶

穌所説的吃自身的白肉，並不是象徵性的説法，而是真實具

體的表達。

當我們看過若望福音第六章的分析，不難看出，若望

聖史要説明的，是耶穌在增餅奇蹟後，號準備建立感恩聖

事，而最重要的是，這聖事是以耶穌基督的血肉，作我們的

「生命之糧」 ，故此在最後晚餐裡，耶酥舉起麵餅，説「這

是我的身體」 ，並不是象徵的説法，而是一個真實的表達。

雖然，當時的門徒並不明白，最後晚餐中的餅酒如何轉化為

基督的體血，但是按照若望福音的敍述，我們確實可以瞭解

到，耶穌基督是如此表達自己的血肉是信者的生命之糧。

當我們明白聖體聖血的中心思想後，在下一節裡，我

們可以討論的是其他三部褔音，如何記述耶穌建立這件聖

事。

5. 主的（最後）晚餐一建立懣恩聖事

思考：在成恩聖事裡，主祭祝聖聖體聖血時，會唸什

麼經文？你可有想過，這段文字，是由耶穌口

中說出來？你是否知道，這段經文源自何處？

如果知道後，這讓你有何成覺？

在這裡，我們會透過格前和對觀福音的記述，看看耶

穌如何建立感恩聖事，並且在建立時，要表達什麼意思。而



52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我們會在下一節裡，再討論耶岈基督死而復活後，門徒在復

活基督的光囯下，如何按自己的生活處境，進一步體會和發

揮這件聖事的含意。由於兩者不容易分辨，並且互有關連，

竺別在此先提出，希望讀者較容易掌握。

5.1 格前11:23-26

在此，先看看這段涇文： 「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

也傳授洽你們了：主耶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祝謝了，擘開説： 『這是我的身體，九你們而捨的，你們應

這樣行，為記含我。一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説： 『這杯

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們每次喝，應這樣行，為記合

我。』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

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格前 11 :23-26) 

這段經文的內容我們很訥悉，因為今天的感恩聖事

裡，主祭必然會呤到。所以，我們不用太多的解説，而這裡

提及這段繹文，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保祿是在主後43年左

右領受這段銲文的，而在往後的傳教日子裡，他把這段經文

傳授名合其他教會團體，其中就包括格林多教會。不過，重要

的是，這代表經文距噩耶穌的離世，不超過十年，而從古代

的傳播過程來説，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翌文的內容櫛可能是

直接來自耶祅本人，而不是繕由門徒後來的修訂煽寫。

九什麼我們要特別提到這一點呢？原因是要説明對觀

福音裡的內容。由於三部福音的內容十分相近，故此有學者

訒為，三部福音其實是來自同一個源流，而這源流是一段禮

儀袒文。如果這是禮儀經文，就有人會問，它會否是徑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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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編訂，而不是原來真實歴史的版本。為此，格前的記述

就可以作為一個佐證，由於這四段繹文都十分相近，讓我們

有理由相信，這些繹文並不是後來的缢寫，而是按罔耶穌基

督本來的説法· 緝進經文裡．而當三部福音技述耶穌的最後

晚餐時，聖史就重新把這段它文· 寫進褔音裡。

5.2 對觀福音的經文

思考· 三部對觀福音也有闢於建立成恩聖事的記迪，

在你的記憶中，三者是否有分別？還是在細節

上都一樣？

三部福音中相關的霄文雖然很相近，但是细心分析.

也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表達方式，各自有不同的重點，而這

兩種表達方式，以及它們所強調的重心，可以互相補充。

5.2.1路加

按喧學者旳研究，路加福音與格前的相閆涇又是同一

種表達方式，而在這裡，我們集中討論路加福音的經文，讓

我們透過這些經文，訒識耶穌如何建立感恩聖事，並且説明

當中的含寶。

路加福音的記載，有幾點很特別，我們下妨哼解一下 .. 

(1) 路加福音的記述，比丐爾谷和瑪竇的記述，多f

一段，就是多了一杯酒的祝福。這一點讓我們相信，路加的

伎述近於歷史真實，因為正如上一單元晶述逾越節晚餐圧

言，在程序裡，王禮者會祝福三或四杯酒｀而路加記述多於

一杯酒的祝福，更貼近真實情況。



54 I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2) 在路加的記述裡，耶穌説「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

出的血而立的新约」 ，雖叭另外兩部褔音也提及「新约」一

詞，但從句子結構來看，路加更重視「立的新约」這重點，

而不是把重點放在流血上。關於這個側重點的不同，我們在

下一節中，連同閂爾谷和瑪竇的表達方式，緡壇討論。

5.2.2 馬爾谷和瑪竇

承授上一節，我們可以討論有關血與新约的問題。在

路加的表達裡，重點在於新约，而在馬爾谷的同一措述裡，

重點卻在於流血： 「這是我的血，新钓的血，為大眾流出來

的。」 （谷 14:24) 瑪竇與，巴爾谷的表達接近： 「這是我的

白，新勻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 （瑪26:28)

由此可見，它們的重點，都不是新约，而是流血。為什麼各

自有不同的重點呢？原來是要表達不同的官思。路加重視新

约的訂立，是要表達耶穌基督先知的一面，因為在舊约裡，

先知的宣講是以天人盟約為中心，而過去的歷史裡，以民屢

屢違约，令盟约不能滿全。因此，耶穌的來緝，正是要詼天

主盟约得以圓滿，而在堊體聖血裡，正是要表達這個新约的

精神，是基督以自己的血肉，成就這份新約，譔人得以走向

圓滿。

至於馬爾谷和瑪竇福音較重視「皿」 ，就代表耶鯀基

督司祭及祭品的身分。我們不妨看一段舊约的經文，會更容

易明白兩部福音的用意： 「梅琵取了一半血，盛在盆中，

取了另一半血灑在祭臺上，然後拿约書來，唸洽百姓聽，

以後百姓回答説： 『凡上主所吩咐的話，我們必要聽從、

奉行。』梅瑟遂拿血來灑在百姓身上，説： 看！這是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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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是上王本著這一切話與你們訂立的盟勻。』」

24:6-8) 

（出

從舊约裡可見，梅瑟以司祭的身分，為以色列民眾向

天主祭獻，其中的重點是灑血｀而血象徵盟釘本身。正如在

上一單元所言，以色列人極重視祭獻，而最能突出祭獻的犧

牲，就是羔羊的血了。所以，馬爾谷與瑪竇在耶酥建立感恩

聖事的表達上，側重「血」這個元素，代表他們重視耶穌基

督的司祭和祭品的身分，也是強調感恩聖事的祭獻与質。

以上分析兩個不同傳疣的側重點，並不是要指出其歧

異，而是要把它們放在一起，讓我們能更彎富地理解感恩聖

事的意義。羆論是重視新的盟勻還是基督作為司祭和祭品，

它們都是這事的特質，而且在後來的感恩聖事中，都得以進

一步發揮。

5.2.3 共通之處

雖叭我們説．路加與其餘雨部對觀福音代表兩個不同

的傳統，前者重視聖體聖血中盟勻意義· 後者重視聖體聖血

中的祭獻意義，但是，這並不代表兩者沒有共通之處。兩個

傳统的共通地方，就是都顯出耶酥基督的犧牲，是在舊约受

苦僕人的背景下表達的。

受苦僕人主要是諒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的敍述，該書很

詳細描述受苦僕人的處境，他如何受苦至死，胭罪而逝，

讀者可以在本系列叢書的《先知書》中得到更詳细的解説·

這裡就不多言。受苦僕人的一生．正好呼慮對觀福音裡所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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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酥基督的血是為大眾而傾流的。如果舊约裡的受苦僕

人，痛苦至死，沒有出路，那麼新约中耶穌基督的苦難，最

後卻帶來光榮，而且這光榮還普囯世人，這才是耶酥基督要

獻出自己血肉的重要意義。

5.2.4 社會實況

最後，我們也簡單地解説一下，由格前到對觀褔音所

記述的感恩聖事的建立，如何反映當時教會團體的禮儀。由

於當時是初期教會，聖事仍處於初形成的階段，我們不能直

接稱這個禮儀為感恩聖事，但是很有理由相信，當時的教會

團體，已經開始有相類近的禮儀。

圍繞格前 11 :23-25的記述，是保祿談到「主的晚餐」的

施行。這個晚餐的核心就是這一段經文，在當時的實況裡，

整個禮儀應該是分成兩邙分，第一部分在晚餐的開首，而最

後一部分，則在晚餐的結束時。這正好表達，當時格林多教

會舉行的「主的晚餐」 ，是一個真正的晚餐，教友會一起進

食，而晚餐可分為兩部分，就是晚餐本身與晚餐後的舉杯。

也就是説，在保祿的團體裡，他們是在聚餐時，以相

關的情文，來祝聖聖體，以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們交付的身

體：而在晚餐後，他們再以祝福之杯的行動，來紀念主耶穌

為建立新约而傾流的聖血。

到了馬爾谷褔音成書的時期，從社會實況的角度來

看，馬爾谷褔音正反映當時的教會，已經由「主的晚餐」轉

化為禮儀的表達。這從馬爾谷福音中有闕祝聖聖體聖血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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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可以看到。在格前的經文裡，我們看到仍然殘留逾越節

晚餐的程序，所以有兩杯酒的祝福；在馬爾谷褔音裡，祝聖

麵餅和酒只出現一次，並且是以平衡文的形式表達，這是很

明顯的禮儀表達方式。因此，到了馬爾谷福音成書的時期，

雖然雕開耶穌的升天不算太久，但是有關聖體聖血的表達，

已由纪念性發展至禮儀性。也就是説，最初的教友在晚餐中

祝聖餅酒，是為了纪念王耶酥的犧牲，於是重演他的行動，

但是這思想再發展下去，行動不僅是纪念，而是提升到閏儀

的表達。

那麼，馬爾谷褔音中耶穌建立感恩聖事的記述，有何

特點？簡單來説，馬爾谷福音在記述耶穌祝聖型體聖血前，

都有關乎餅與酒的記述，分餅代表基督恩寵的分施，人得到

天主的祝福，而分酒卻代表承擔基督的苦難，兩者互相補

足，代表我們要得到天主的恩寵，就不能不承受基督的苦

難，兩者不能分開。

及至瑪竇福音，當中記述耶穌建立感恩聖事時，經文

與馬爾谷相當一致，只是多了一句： 「以赦免罪過」 （瑪

26:28) 。由這句話可以看出，在瑪竇福音的團體裡，聖體

聖血的意義在於赦罪，所以耶穌建立此聖事，原因在於要眾

人得到罪赦。故此，信眾共聚在此，一同舉行這儀式，最後

就必須分享此杯，藉此得到罪赦。在此，基督救援的觀念浮

現，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教會團體的反思下，聖體聖血的

內涵，愈見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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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約中的擘餅

討論過新约中耶穌如何建立感恩聖事，以及聖史如何

理解這聖事後，我們進入這單元的最後一節，看看初期教會

如何施行這聖事。我們在解説新约有關感恩聖事的建立時，

巳經談過當中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實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

基督論，而在新約的其他地万，我們看到有關擘餅的描述，

這正代表仞期教會如何施行感恩聖事。當然，我們再重提一

次，這還未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感恩聖事，只可以説是聖事

的雛型。

在這裡，我們選擇其中兩個片段來説明，初期教會是

如何舉行感恩聖事，這就是路加福音裡的厄瑪烏事件和宗徒

大事錄中的擘餅記述。

6.1 厄瑪烏事件

路加福吾24: 13-35記述在耶紙死後，兩個門徒離開耶路

撒冷，前往厄瑪烏一地。他們在路上遇到復活的耶酥，但是

二人不能詔出耶穌，卻與他同行。在途中，復活的耶酥為他

們講解信仰的道理，並且在停下來時，與他們一起擘餅，而

在擘餅的一刻，門徒就認出這人是他們的師傅耶穌。雖然在

他們訒出耶酥的同時，耶穌就消失了，但是他倆回想路上的

一切，感到「心熱如火」。

這段經文的意義很豐富，不同的層面都有豐富的神學

內涵，但我們這裡只關注與感恩聖事有關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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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兩個門徒在路上一直都下能把耶穌辨認出來，

即使耶穌一直為他們解説自己的使命，如何由舊约開始一

直加以説明，門徒還是不能把耶穌的面貌訒出來。直到擘餠

的時劉，他們才能訒出基督。這正好説明，擘餅讓我們與基

督同在，或是説．分享聖體聖血時，我們才能夠真切地意識

到，基督臨在我們之中。由此可見，早在路加福音成書的時

代，聖體代表基督的真實臨在，已經是團體的共識了。

再者，這個擘餅的行動前，耶穌為門徒解説舊勻的穏

又，這也對唧今天的聖道禮。雖然耶穌九門徒解說時，池們

尚未能完全理解基督所説的道理，但是這些解説並不是沒有

意義的，因為門徒在認出耶酥基督後，再回想路上的一切，

「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洽我們講解聖竺的時候，我們旳

心不是火泰丸的嗎」 。這正好頭示聖言與聖體之間的閼係，是

互相引證、互相映昭，我們從視文裡認識耶穌基督，而在聖

體內體昧基督旳臨在。如果我們在紅文中能夠更深入地詔識

基督，就更能在聖體中體驗基督的臨在：這臨在又讓我們更

進一步明白三文。

從內容來説，基督為門徒講解舊勻塈文時，芍別反

問他們： 「歌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他的光榮

嗎」。這正好説明，我們要領受基督的體血，就要明白他

的苦難．而且要在生活上實踐池的教訓，承受因此而引致

的苦難，分享他的光榮。如果我們説，擘餅是我們得以分

享天主的完美恩寵，那麼，在領受以前，就要分擔他的苦

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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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是我們從厄瑪皂事件中看到有關感恩聖事的幾個牾

質，而在下一部分，我們來看看宗徒大事錄中的教會團體，

如何擘餅，並傳達什麼意義。

6.2 宗徒大事錄中的擘餅

如果我們説，在路加福音中，厄瑪烏事件的擘餅，是

當峙的信仰團體，藉此來表達自己對基督的信仰，故此富有

象徵性，並且以神學思想的表達為主：那麼，宗徒大事錄裡

有閼擘餅的記述，就具有更強烈的歴史意義，因為透過這些

片段，我們得以知道，在初期教會，信伺團體採用怎樣的方

法，來施行擘餅的禮儀。

在宗徒大事錄裡，有閼擘餅的記述，我們選擇三個段

落，一是宗2:42• 另一是宗20:7-12• 最後是宗27:33-35 。

在宗徒大事錄的第二章裡，路加以撮要的方式，説明

當時教會有何行動，就是： 「祂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

常團聚，擘餅，祈禱。」這四個元素，在《教會學》有詳细

的論述，它們全都很重要。在道裡，我們側重説明它在感恩

聖事發展中的竟義。由路加的記述，我們可以肯定，早在一

世紀時，擘餅這行動，已經是教會團體重要的行動。它的重

要性，等同「宗徒的訓誨」、 「時常團聚」及「祈禱」 ，是

教會所以成為教會，不可或缺的一個元素。我們可以想像

到，當時耶路撒冷的教會團體，呈現他們是一個團體的行

動，就是以宗徒為中心，團聚起來，聆聽宗徒的教導，然

後就是祈禱和擘餅進食。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四個元

素，同時是日後感恩聖事的重要元素，而不僅僅是擘餅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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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過，擘餅確是整個行動的核心。在今天的感恩聖事

裡，神父的講道就是傅承自「宗徒的訓誨」 ，而「祈禤」是

整個禮儀中再三出現的行動，至於「時常團聚」 ，這一點

可説是與「擘餅」關係密切，因為「擘餅」這行動正好代

表「團聚」 • 因為在後來的發展裡， 「聖體」忧是「共融」

的含意。

至於第二段經文，我們引述如下： 「一週的第一天，

我們相聚擘餅時，保祿便向民眾講道，因為他第二夭要走，

遂把話拖長，直到半夜。在我們聚會的那座樓上，有許多

煒。有個青年名叫厄日提巳，坐在窗台上，因保祿講道稍

長，就沉沉欲睡；及至訥踵後，就從三樓墜下：扶起來時，

巳經死了。屎祿下來，伏在他身上，抱住他説： 『你們不要

厝亂，因為他的靈塊還在他身上呢。』遂上去· 擘開餅，吃

了。又談了很久，直到天亮，這箋出發。他們把活了的孩子

領去，都非常快慰。」 （宗20:7-12)

如果説，第一段引文讓我們明白， 「擘餅」這行為在

教會團體的重要性，那麿，到了這段，卻告訴我們，在具體

上，當時的擘餅，是在「聚會的那罡樓」 ，而非聖堂內。這

不難明白，因為當時的教會仍然處於開始發展的時期，而且

不時受到迫害，所以仍未有自己公開和固定的地點來相聚擘

餅。

另外，擘餅的時間也不尋常，是在半夜以後，而且擘

餅似乎不僅是一個儀式，而是真正的進食，在這一點上，如

果我們再參考保祿在格林多前書裡指責格林多人在「主的晚

餐」裡飲食不當，破壞了這重要的纪念主的行動，那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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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理由相信，當時的「擘餅」 ，特意標示出「擘餅」這行

動，是具有象徵世的，而在擘餅後，他們會進餐，一同享用

食物並分享，所以「又談了很久，直到天亮」。

還可以留意的是，在這裡敍述「擘餅」一事，夾雜了

一個少年死而復生的故事。這樣的記述，並不是偶然，而是

作者要表達「擘餅」與死而復生的關係。這是從當時教會團

體裡，他們在信仰裡得到的一份經驗，而我們在説明福音的

內容時，已經清楚説明，擘餅與信仰基督之間的關係，而這

裡，只是採用了初期教會一個更具體真實的例子，加以説

明。

最後，我們可以看多一段： 「從那時直到天亮，保祿

一直勸眾人用飯説： 『你們一直卫饑期待，沒有吃什麼，到

今天已是第十四天了。所以我勸你們用飯；這與你們獲救有

關，因為連你們頭上的頭髮也不會失掉一根。』保祿説了這

話，便拿起餅來，在眾人前，感謝了天主，然後擘開，開始

吃。於是眾人都放了心，也都用了飯。」 （宗27:33-35)

同樣是擘餅，處境與上一節截然不同，當時的保祿，

正流落荒島，卻同樣施行擘餅的儀式，原因很簡單，因為

「這與你們獲救有關」。這一句語帶相關，指向兩個不同

的層次，一是指他們在荒島中可以得救，也代表他們因分

享基督的身體，可以獲得永恆的生命。在這一黯上，這與上

一段的竟思是相同的，都指出「擘餅」中的餅，讓分享的

人，得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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坌合而言，我們要説明兩點：

(1) 早在初期教會，擘餅已縹是教會的核心行動了。

雖然做法還未有常規· 因此有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點、

時間進行，但是教會以此作為信仰的核心和團體共融的標

記，卻是相當明確而清晰的。雖然沒有足夠的歷史文獻供我

們作證據，但是從初期教會的記述裡，不難看出，門徒與基

督一同生活的翌驗、最後晚餐的經驗，以至初期教會自身的

經驗，都凝聚在「擘餅」這行動上· 而由此逐漸禮儀化，逐

漸形成後來更成式的感恩聖事。

(2) 雖然在形式上，初期教會並未有一個恆常而固

定的禮儀，但是這行動明顯地包含了兩個元素： 「擘」與

「餅」。「餅」是物品，而「擘」是行動· 教會團體的信

者，透過逛個纪念基督的行動· 以分享伺一個餅，達至與基

督以至團體間的共融。宗徒大事錄中有關擘餅的記述，各有

不同的處境，卻仍然呈現同一個中心，就是分享這餅，人可

以分享基督的恩寵，得以脱灕死亡，走向永生。

1 綜合反省

在上文裡，我們簡單地説明了新约繹卷裡有關擘餅這

行動的官義· 也浞歷史角度· 理解初期教會究竟如何舉行

擘餅這一行動。到了這單元的最後一節，我們嘗試綜合地謊

明，在這時期，究竟教會團體如何理解這一禮儀行動。

口）祭獻：首先，由舊勺到祈约，擘餅這行動仍叭保

留了祭獻的含音，即使到了新约時期，這行動的祭獻成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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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減氐了，卻仍叭保留此一含寶。因此，擘餅中的餅，代表

耶穌基督，他就是這個神人盟约之間的祭品。這祭翟是在耶

穌基督死於十字架上時，切實地舉行。

這祭獻有別於過去的祭獻，因為它的祭品並非一般的

牲口或果實，而是天主子降生為人的耶祅基督。按照以色列

人祭獻的傳浣，獻洽天主的祭品，該是首生者或稱為頭胎，

而耶穌基督正是「萬有中的首生者」 • 是聖母的長子。我們

可以説，保祿在書信中採用「首生者」這名字，也有突顯其

祭獻的含意。

正因為這個與眾不同，最特殊的祭品，因此耶穌基督

所作的祭獻，雖然只是一次地在加爾瓦略山上施行，卻一次

而永遠有效。同時，這個一次而永遠· 同時是指基督的血為

我們冼淨罪惡，改變人類的命運。

因此，擘餅有其豐富的神學意義，這包括視基督為我

們的救主，確認他是天主子的身分，亦由於耶穌基督作為祭

品這特殊的含意，讓這個祭獻之成永匠的祭獻。

(2) 宴會：擘餅是初期教會團體的共同行動，因為它

除了是一個祭獻，也是一個感恩的宴會，正如基督與門徒一

起度過的最後晚餐。為新约教會來説，擘餅的另一個意義，

就是再一次品嘻與主一起的心靈盛宴，這一點，在「厄巧閂

路上」的敍逕，最能體現出來。

這種共聚仍然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但是與祭獻不

同，它更重視的是耶酥基督復活的一面，而這代表我們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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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與耶酥同宴共食而得以分享他的神堊生命，獲得永生。

在這個角度下，擘餅是一個喜樂的宴會，因為它預示我們將

會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在天國裡，得享圓滿的喜宴。

因此，在新勾時期，教會團體已翌對擘餅這行動，有

櫥其深切的詔識。他們明白到擘餅的雙重意義。一方面，

擘餅是祭獻，而這祭獻重新建立人與神的關係。因著基督的

犧牲，人得以和神再一次建立關係：另一方面，擘餅又是團

體的宴會，是教會共融的標記，代表信眾因著基督的死而復

生，以及參與他所建立的這阡聖事，得以與亻也建立最深切的

連繫，因而使基督與信眾，以至信眾之閆，成為一體。

道雙重的音義，由新勻時期開始，一直下去，成為後

來感恩聖事的重要含意。

8. 摘要

(1) 成恩聖事的雛型在新約教會裡逐步形成，而他們在形式上
確實借用猶太的禮儀，但是在思想上，卻是由基督而來，

故此我們要從新約裡尋找畋恩聖事的基本元素，這包括若

望福音中有間 r 生命之糧」的言論、保祿及對觀福音裡有

閼最後晚餐的敘述，以及福音與宗徒大事錄中有閭擘餅的

記載。

(2) 從理解聖體聖血的含意，不少學者都認為，若望福音第六

章的內容，才是間鍵。若望福音沒有在最後晚餐部分敘述

耶穌建立戍恩聖事，反而詳述了生命之糧的言論，放在五

餅二魚的奇蹟後，以說明聖體聖血的道理。若望福音刻意

把增餅奇蹟與聖體聖血連咭起來，讓我們明白到耶穌基督

的血肉是信者的生命之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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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對觀福音中有閼建立戒恩聖事的敘迪中，路加表達的重

黠是新約的碲咭，而馬爾谷和瑪廑更重視「血」．這就代

表耶穌基督司祭的身分．以及他以自身作為祭品，從而呼

應舊约中的祭獻。

(4) 不過，兩個傳统仍有共通的地方．就是都顯出耶穌基督的

犧牲，是在舊約受苦僕人的背景下表達的。

(5) 除了神學思想外，從不同傳統裡，也可以推論當時戒恩聖

事的實況，雖然在當時，聖事仍處於形成的階段。在格前

中踴示， r 主的晚餐」的做法，是一個真正的晚餐，教友

會一起進食。而馬爾谷福音則反映當時的教會，已經由晚

餐轉化為禮儀的表達。這從馬爾谷福音中有閼建立成恩聖

事的經文中可以看到。

(6) 擘餅是這件聖事的一偉重要元素．這在福音及宗徒大事錄

裡可以看到，以厄瑪島事件為例，彼此分享的餅酒被視為

基督的真實臨在，而要領悟這意義．便要好好聆聽學科

聖經的經文，並從經文中更深切地明白基督的臨在。擘餅

也代表我們得以分享天主的完美恩寵，而我們要領受這甘

美，就要同時分擔基督的苦難。

(7) 宗徒大事錄裡有間擘餅的記述，具有強烈的歷史意義，早

在初期教會，擘餅已經是教會的核心禮儀行動。雖然做法

還未有常規，因此有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點、時間進

行，但已經是以擘餅作為信仰的核心，圍體共融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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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後宗徒時代

L 緒言

我們透過新約經卷，對初期教會如何理解感恩聖事，

並且在具體擘餅上有何理解· 有一概略的認識後，就嘗試進

入感恩聖事下一個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是指在宗徒以後，教

會團體如何施行這聖事。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崮階段的重要

性，在於它嘗試在具體的生活裡，實踐耶呋基督對「擘餅」

逛行動所啟示的內容，並且在這過程裡，漸漸形成既定的禮

儀行動，成為我們下一個單元要討論的，四世玘以後的感恩

聖事。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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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在猶思定《第一護教書》中有開感恩聖事的情

況：

• 指出《十二宗徒訓言》裡有關感恩聖事的各項規

定：

• 解釋《宗徒傳承》裡有閼感恩聖事的説明：

• 悰合説明在此時閼感恩聖事的安排。

3. 導論

從教會歷史來説，宗徒後至四世纪初，教會是處於逆

境當中，不時受到大規模的迫害，即使在沒有迫害的時期，

教會仍趴未能在社會裡公開地傅教。因此，有關這時期的文

獻記錄，相對較少，而有關感恩聖事的記述，同樣不多。況

且，當時應該如何施行這聖事，仍然是在摸索的階段，所以

我們都只能從有限的資料押，加以梳理，為讀者呈現這時期

有閼感恩聖事的粗略輪廓。

不過，資料雖少，我們又不難發現，即使在做法的细

節上有所不同，但是整體而言，教會團體都是採用相類近的

方式來舉行感恩聖事，這也為我們理解後來的感恩聖事的禮

儀，提供重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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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卽元裨，我們嘗試透過述説這時期的文獻中嘰段

有關感恩聖事的內容，為讀者分析這時期感恩聖事的特點，

以及內裨表達的含意。

4. 初期教會實況

有關教會初期如何「擘餅」 ，除了新勻翌卷裨的記述·

其實沒有其他又獻看科。在上兩單兀裡提及宗2:42-47節就指

出耶路撒冷教會有「擘餅」的做法，而保祿亦指出格林多教

會有「主的晚餐」門做法，這些百料都訊我們知洹， 「擘

餅」是教會團體景會的重要行動之一。

如果還要補充的話，我們可以指出，在這吁期的教會

聚會，一般都是在教友的家中進行，這在《禮儀導諂》中

已有提及。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時的「擘餅」 ，同漾

是在教友的家中進行，屬於家庭式的聚會，而按声恪前的描

述，間接可以推想，這些家庭，一幔都是較為富有，才有足

夠的空間，讓不少人聚在一起，舉行禮儀。

簡單説明了背景實況後，我們會開始看看相閼的文獻

如何描述當時的「擘餅」 ，並且逐漸走向「感恩聖事」的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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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至四世紀的感恩聖事

5.1 猶思定«第一護教書»中的 r擊餅禮J

思考：是否還記得在《教父學》一書曾經提及的教父

猶思定呢？他是一位外邦基督徒，本身還是哲

學家，曾試把基督信仰以希臘文化來表達。他

寫的《護教書》，目的是向教外人解釋基督信

仰。

在有限的資料裡，猶思定 (Justin' 约 100-165) 在《第

一護教書》 (First Apology) 中有關「擘餅禮」的記述，幾

手是除聖經外，現存最古老的相關記述。由於猶思定是第二

世纪的人，徨的記述極其貼近初期教會的時期，所以我們可

以視此為一個重要的範本，為我們認識感恩聖事如何由最早

期的做法，過渡到清晰而固定的樽儀形式。

在該書的第67章，猶思定記述了當時的擘餅禮是如何施

行的，他當時所以要記述這事，是要向羅馬君主解釋天主教

信仰中的禮儀，是什麼的一回事。我們在這裡先簡述該段文

字，再逐一分析其所表達的內容。

首先，猶思定指出，當時他們是在日曜日 (Sunday)

裡聚會，也就是現今的星期日。由此我們可以推論，早在第

二世纪，教會團體的聚會，已經是在「主日」瑄概念下的日

子裡舉行。

再者，這聚會是「唯一的慶祝」 ，也就是説，雖然我

們不知道聚會人數的多少，但是在一個若干大的地域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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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聚在一起，一同慶祝，而不是個別的、私人的禮儀 e 故

此，早在二世纪，擘餅禮即使還未完全規定下來，卻已，刁三是

一個公開的澧儀，也是當時教會內唯一的慶典，由教會內的

所有人一同慶祝。

然後，聚在一起的人就會聆聽天主的聖言，按猶思定

的解説，就是唸宗徒的記述，或許是福音，或許是保祿書

信，以及誦讀先知書。同時，陔有講解的部分，因為有「主

禮的宣講」部分。在主禮講道後，就是祈禱的時刻，大家沾

起來，為自己及其他人祈禱，期盼彼此都能做到天主的要

求，得享永匠旳福樂。

然後，就由教友向主祭奉上麵餅、葡萄酒和水，主祭

「依其能力」閂樣奉獻禱告和感謝，由會眾同意並以「亞

孟」作回暉。此後，主祭就向參與禮儀的教友，送上聖體，

並留下一部分洽未能到場的人，在禮儀以後由執事送去給那

些教友。

猶思定的記述大致如上。這段記述雖然篇幅不長，但

是為我們晾解「感恩聖事」 ，有很重要的意義：

(1)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主日所舉行的感恩聖事，

在咭構上，和二世纪時猶思定所參與的擘餅禮，巳經沒有太

大的分別。當時的結構是：讀繕一講道－—祈禱—－祝聖酒

餅一－領受聖體。這結構，基本上就是今天我們每個主日都

痙歷的感恩聖事的結構了。所以，我們有足夠的證據支持，

今天的感恩聖事的形式，在近二千年前已竺初步奠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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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猶思定的記述抨，出現「主禮」一詞，可見當

時的禮儀，巳縊具組幟性，而我們可以推想，紐裡的「主

悶」 ，就是指主教。所以，在早期的擘餅禮裨，應該是由主

教主持一個區域（如用今天的劃分，可視為教區）裡的禮

儀，而所有教友都會聚集一堂，參與同一禮儀。

(3) 在猶思定的文字裡，他兩次提及「感恩」 ，其中

一次是指在聚會中信眾所分享的餅酒，當它們在主祭祝聖

後，就是一份「感恩」。猶思定直接以「感恩」來稱呼這些

祝聖了的餅酒，我們可以視之為神學上解釋聖體聖血的開

始。

(4) 在這時期，祝聖繻文並未固定，而是以主禮人的

「能力」自發作出，行一次也可以不同的，不過，這個自發

的禱文，必須包含對觀福音中成聖體聖血經中的雨句。

(5) 猶思定特別指出，在祝福餅酒後，會眾齊聲回應

「亞孟」 ，這是希伯來文的音譯，原意是代表參與教友的

「同心合宣」 ，也呈現了禮儀的共融幅度。這個「亞孟」 , 

也一直保留下去，成為今天教會禮儀裡的重要表達。

(6) 猶思定並沒有直接採用「擘餅」一詞，但是基於

記述中有説明信眾分吃麵餅，我們可以推論，聚會中有此擘

餅的行動。反之，這裡採用「感恩了」的餅酒來稱呼聖體聖

血，也許他更想表達的是，耶穌基督以他的體血為我們獻

祭，而我們孩以感恩之心，加以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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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從猶思定描述擘餅禮，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四恩聖事禮儀

的基本芍構。在這裡，已訌可以看到整個禮儀的兩部分，首先是近

似於今天的聖道禮儀，即讀經、講迫與一同祈襦：其後就是近似聖

罕禮儀，就是奉獻餅酒，祝聖成聖體聖血，並且分洽會眾。這芍構

在猶思走的描述中已經可以粗略看到，而直到今天，認恩聖事仍然

保持這個基本咭構。

5.2 {(十二宗徒訓jg})

,' 思考：同樣地，《十二宗徒訓言》也在《教父學》中提及，

你又是否有印象？為學召禮儀來說，這是很重要的一

本書，因為它記錄早期教會的禮儀，為我們極具參考

價值，當中包括有閼戚恩聖事的記迪。

由於《十二宗徒訓言》 (Didache· 也有譯作《十二宗徒訓誨

綠》）的成書年分不能確汜，因此我們把它放在猶思定《第一護教

書》之後，但是，兩書內有關感恩聖事的描述，應該是相近時代的

情況。

不過，《十二宗徒訓言》與《第一襄教書》有閆擘餅禮旳瑴

述，在重點上有很大的分別。在猶思定的記述裡，重要是清楚描

述整個擘餅禮的過程，但是《十二宗徒詞言》並沒有作出相近的

描逕。在《十二宗徒訓言》的第9及 10章，重點在於祝嗝星文的內

容，以下我們可以看看有關的翌文：

「關於聖餐（或作「獻感謝祭」） ，當這樣地祝謝：先拿起

杯來説： 1我們的父，我們感謝你，為了你僕人達味的聖葡萄樹之

故，它是你藉著僕人耶岈向我們表明了旳：願榮帰歸於你，直到永

遠。 再對著所擘的餅況： 『我們的父，我們啟謝你，与了生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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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故，它是你藉著你僕人耶穌向我們表明了的；願榮耀

歸於你，直到永遠。這所擘的餅，當初是麥子，曾散滿在山

崗，而後團合成為一個，同樣，但願你的教會也從地櫥聚合

起來，進入你的國，因為榮耀權柄靠著耶嵊基督歸於你，直

到永遠。」除了奉主的名受過洗的之外，噩論什麼人不許領

受這感恩了的。因為關於這事，王曾説過： 「不要把聖物給

J句。（王'57:6) 」 (9)

「你們吃飽之後，應這樣地感謝，説： －聖父啊，我

們感謝你，因為你賜你的聖名住在我們心裡，並且因為你將

知識，信心與永生，藉著你僕人耶昧向我們表明；願榮耀歸

於你，直到永遠。全能的天主啊，你為了你聖名之故，創造

了萬有，將飲食賜給世人，使他們享受，而感謝你，但對於

我們，你藉著你的僕人使我們得了屬靈的飲食和永恆的光。

我們特別感謝你，因為你是有能力的。顾榮耀歸於你，直到

永遠。主啊，求你記念你的教會，救它脱離所有兇惡，用你

的愛使它成全，使它合而成聖，從四方的風引它到你國裡，

就是你為它所預備了的國。囚為權柄榮耀都屬於你，直到永

遠。但願恩典降下，並願煊個世界過去。賀三吶於達味的上

主，凡聖潔的，可以來！不潔凈的，要海改。主必要來！亞

孟！」你們應讓眾先知昭他們的意思施聖餐。」 (10) 

我們從近兩段有關祝聖餅酒的經文中，可以看到當時

祝聖褡文的內容，呈現他們對耶穌基督的愛慕，因為在禮儀

裡，採用近似於主耶酥在最後晚餐的用語程序，就如同路加

福音中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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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酥接過杯來，祝謝了説： －你們把這杯拿去，彼

此分著喝吧！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非等到天主的國

來謳了，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耶酥拿起餅來，祝謝

了，擘開，遞給他們説：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

棄的。你們應行此禮，為纪念我。』晚餐以後，耶穌同

樣拿起杯來，説： ］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

约。．…．．」（路22: 17-20) 

在這段齿文裡有三個時序，分別是「耶酥接過杯來」、

「耶穌拿起餅來」、 「晚餐以後，耶跃同樣拿起杯來」 ，而

在《十二宗徒訓言》裡，囘樣有這三個時刻的不同祝福語，

就是在上文引述第9章中的「先拿起杯來説 。再對著所

擘的餅説 ．．」 ，和第 10章中的「你們吃飽之後，應這樣地

感謝，説．．．．．」。

可見當時的教會團體，在祝聖餅酒上，力求與福音中

的敍述一致。特別是「你們吃飽之後」 ，正好與路加福音

和格航有關主的晚餐的部分相呼應，可以看出，在《十二宗

徒訓言》一書的時代，感恩聖事仍然是與信友共餐連結在一

起的，即在禮儀裡，仍然有真正的用餐，不然就不會有「吃

飽」的説法了。所以，我們可以推想，在三、四世纪的感恩

聖事的雛型裡，雖然核心的建立聖體聖血、擘餅等做法，已

經與後來的做法一致，但是整個禮儀與今天仍有很多不同的

地方。

另外，在第9章裡，作者同樣把餅酒稱為「感恩了的」 , 

這與猶思定的表達很一致，而這裡更加清楚説明： 「除了奉

主的名受過冼的之外，駰論什麼人不許領受這感恩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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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當時對於感恩了的餅酒的理解，同樣是承縊了福

音中的表達，視為基督對人的祝福，人領受感恩了的餅酒，

得到的是一份基督的祝福，而這份祝福，只有奉主的名而受

冼的人，才能夠領受。雖然這裡沒有清楚説出，但從這做

広，我們已笞可以看到，當時對於「感恩」一事的共融性，

已痘出現。

最後一提的是，荳書的第 14章明確指出在「主日」會

有擘餅的痘會： 「在主日，你們當聚集擘餅祝謝，承認你們

的罪，而後你們的祭物方得潔淨。凡向同伴爭吵的，當禁止

他們與大家集會，直到他們重新和好為止，這樣你們的祭物

就不致污染。因為這是主所吩咐過的，他説： 『讎論何時何

地，要用潔凈的祭物到我面前來，因為我是大君王，在外邦

人中，我名是奇妙的。 」

故此，在此時期，在主日舉行感恩聖事，似乎已經開

始冇共識，而隨後提到向同伴五吵的，必須要重新和好，才

能出席，因為承訂自己的罪，信眾所奉獻的祭物方得潔凈。

由此可見，感恩聖事中共融的荇質，也開始為教會所意識

到，即這個禮儀行動，是要巨一個參與的教友，都要在生活

中活出同伴乙聞的共融，方能潔淨自己，在基督中得到共

圏，這想法在禮儀裡也成為要注意和 1#,;J心的地万。

5.3 希玻律«宗徒傳承»

瓦钅
思考：今天在戍恩聖事裡唸的經文，究竟是在什麼時

候出現的呢？你可有想過，它們是在一百年

前，還是一千年前出現？又或者，早在初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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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信者已經採用相同的經文呢（雖然語言不

同）？當你想到這可能性，對於經文，會否有

一種不同的威覺？

最後，我們可以看看希玻律 (Hippolytus• 约 160-235•

也有譯作依玻理）在《宗徒傳承》 (Apostolic Tradition) 中

對於「感恩聖事」的描逕，亦有助我們明白這聖事的發展過

程。

陔書的第四章詳剖地説明當時在舉行主教的聖秩聖事

後，隨即舉行「感恩」禮儀中旳平安禮，以及在奉獻中所

使用的涇文。當中平安禮的對笞，氫論是在儀式中的位置次

序，還是內容，與今天的禮儀已經沒有兩樣：

「祝聖經文後，新的主教與參禮者行平安禮，隨後執

事獻上閏品，新的主教在禮品上覆手、唸一篇經文（感恩

繕）感謝説：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教説：請舉心向上。

伝眾答：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教説：讓我們感謝主。

信眾答：這是閂所當然的。

「主教繼續説：天主，我們感謝你，藉茗你的愛子耶

酥基督，他是你按你的旨竟在最後時期洽予我們的救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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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者。他是與你同在的聖言，你藉著他創造了一切，並因

他而得到喜樂，你派遣他從天上降至貞女的胎中，藉聖神及

貞女的胎，降生成人，你宣佈他是你的聖子，為滿全你的官

願，帶洽你神聖的子民。當他受難時伸開雙手，為拯救那信

仰你的人脱離痛苦。

「他甘願捨身受難時，即為摧毀死亡，解除魔鬼的績

鍊，下降陰府，在光榮中宣示復活的時刻，他拿起麵飽向你

腮謝説：你們拿去吃，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而分開的。

同樣拿起爵杯説：道是我的血，為你們而煩流。你們這樣

做，是為纪念我。

「纪念他的死亡與復活，我們向你獻上這餅和酒，我

們感謝你，因為你使我們能在你面前侍奉你。我們也求你派

遣聖神藹於你聖教會的祭獻，藉聖神的豐盈而使參禮者合而

為一，持守真理的力量。我們讚美及光榮你，藉著你的子耶

酥基督，及教會內的聖神，光輝及榮耀歸於你，直到永遠。

亞孟。」 (4) 

如果我們细閲這段禱文，不難發現，當時如何理解有

關基督的祭獻。經文特剔重視聖神的臨在，在述説基督降生

時，提到聖裨，而在最後又提到聖神的臨在。由此可見，當

時的神學思想，有關聖神的概念，巳經成訥。

從感恩聖事的閂儀發展來看，雖然《宗徒傳承》只是

記述新主教受祝聖後的禮儀，但是從禮儀內容的完整和所呤

經文的成孰，我們不難推想，在此時期，感恩聖事的整個禮

儀的做法，巴綢趨向成孰，各部分也開始有系统，故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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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在大約四世纪左右，感恩聖事已經具備規模，有一個基

本的範式，而不再是自由地，如同《第一護教書》所記述

的，由主禮按自己能力自發説出禧文的時代了。

另外，在陔書裡還保留其他有關感恩聖事的早期資

料，其中包括：

(1) 分送聖體是主教的職務，所以希玻律説： 「主教

應親自分送聖體洽全體信友」 ，不過，這已經不是絕對的做

法，因為這裡也指明，只有主日的祭獻，才是應該由主教分

送聖體，如果是平日的話，就「遵垕主教的指示」 ；另外，

如有需要，可由神父分送拾教友。

(2) 聖體齋這做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這本書，因為

希玻律指出，領受聖體前「不許吃任何東西」。不過，他並

沒有指明，要在多久以前，就開始不吃東西。

(3) 書中還提及要小心保護聖體，以及不要傾倒聖

血。由此可見在這時期，教友巳經很重視聖體聖血，不容有

一絲一塊的漏失或玷污了，這為日後聖體聖血的「質變論」

發展，奠下了基礎。

5.4 小結

以上我們介沼過三本在二至四世纪寫成的基督徒著作

中有關感恩聖事的部分，希望讀者能夠對這時期的感恩聖

事，有一個較全面的印象。由於三本書並不是系统地描述感

恩聖事，所以我們獲得的資料，免不了有點零碎。不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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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可以綜合地説明三本書的共通地方，從而明白，當時感

恩聖事的發展。

我們不難看到，三本書在细節上的分別，例如有些提

及在感恩聖事後保存聖體，送給未能參與聖事的教友，但

是其但就沒有提及：有些提及在祝聖餅湮以外，還有東西可

吃。雖然三者在儀式上並未能完全一致，但是三者提到祝聖

餅酒，卻是很近似的。即使用詞並不完全一樣，但是也可以

看到四個重要元素： 「拿起」、 「感謝」、 「分開」及「交

名合」 ，而這些正是我們日後理解感恩聖事的重要元素，而道

些元素，早在此時期，巳經清楚地呈現出來。

這裡也可以看到，感恩聖事的內在含意，不但壇含在

新勻經卷裡，信眾團體在教會生活裡，也漸漸形成一個表達

這件聖事內容的万式，而且逐步固定下來，讓信眾可以更容

易地投入這個禮儀當中，領受聖事的恩寵。

6. 感恩經

思考：我們不時也會聽到「戒恩經」這詞語，但你是

否知道，它確實指的是什麼呢？戍恩經是戒

恩聖事中聖祭禮儀的經文，究竟由哪一部分開

始？另外，我們還提到有好幾款不同的威恩

經，又是由何而來呢？

在上一個單元裡，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囍法綜合説

明，在新约經卷裡，有關感恩聖事中的不同元素，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到了宗徒時期，已經逐漸形成後來感恩聖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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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分的禮儀，而從上文可見，在二世紀時，我們已經可以

看到今天感恩聖事的雛型了。我們從以上三本書的內容，已

坵可以看到許多今天感恩聖事的重要元素。

在這裡，我們再進一步説明感恩聖事另一個重要的構

成元素，也是感恩聖事的核心，就是感恩經。在早期教會

的禮儀裡，信眾如同猶太的用餐聚會那樣，作一祝福祈禤，

但是在第二世纪開始，祝福的因素漸漸消失，祈禱的中心思

想，趨向「纪念」 (anamnesis) '也就是王念耶酥基督為

我們的犧牲，這成為禮儀的中心。

正由於這個「纪念」的因素，很自然地，耶穌基督為

我們建立聖體聖血的言語行動，就連帶成為這禮儀的核心。

要明白，纪念與聖體聖血的建立，可説是彼此呼應的，因為

兩者有內在的必然閼係。如果沒有真正的犧牲，建立聖體聖

血的行動就沒有根基；如果沒有建立聖體聖血的言行，纪含

耶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又未必能把當中的深意，圓滿

地發揮了。

這兩個元素都很重要，而由此發展出來的經文，帶有

強列的感恩色彩，因為纪念基督的苦難，重點在於它帶來的

救恩，是人顯以回報的，故此這是一個感恩的行動。因此，

感恩經就在三世纪漸漸形成，亦是整件感恩聖事裡榻重要的

部分。

在這時期，感恩經包括以下幾部分：感恩作為開始，

傌後是纪念，把呈獻的食物與纪念基督連結起來。隨後的祈

禱指向感恩（祝聖）後的酒餅的效用，期吩人得以聖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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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是聖三頌，而會眾以亞孟作回覆，完成整篇感恩經。由

於資料不多，我們萁法進一步説明此時期的感恩經的內容，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感恩視在這時期已經存在，並且很明

確地是屬於禮儀的部分，而後來的禮儀發展，也是由此而來

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此時期，感恩經的主體已得構成，

故此可以看到，這經文可謂伴著教會成長，教會團體在感恩

聖事中，透過感恩經的禱文和相關的禮儀行動，與基督連結

起來，成就共融的教會。

7. 摘要

(1) 在這單元裡，我們以《第一護教書》、《十二宗徒訓言》

及《宗徒傳承》三書的內容，說明在二至四世纪的戒恩聖

事。

(2) 猶思定在《第一護教書》裡的有闕「擘餅禮」的記述，幾

乎是我們現存最古老的相闆記述。在該書的第 67章，猶思

定記述了當時的擘餅禮是如何紇行，很值得我們參考。

(3) 該書指擘餅的聚會是教會內唯一而公開的禮儀，而有間的

程序，首先是讀經，然後是 r 主禮的宣講」，繼而祈禱，

再有平安禮，然後是祝聖酒餅以及領受聖體聖血。今天戍

恩聖事的形式，在當時已經基本成型了。

(4) 該書有「主禮」一詞，代表這聚會是由神職負責；「成

恩」一詞說明禮儀的性質；「亞孟」一詞代表了圍體的幅

度，都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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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十二宗徒訓言》記述初期教會舉行的吹恩聖事，應是傳

承了福音的傳统，故此祝福經文的內容，與主耶穌在最後

晚餐的用語程序非常相似，和路加福音中的程序「耶穌接

過杯來」、「耶穌拿起餅來」、「晚餐以後，耶穌同樣拿

起杯來」一致。不過，在此書中的戒恩聖事，仍然是與信

者共餐連咭在一起。還有把已祝聖的餅酒稱為 r 戒恩了

的」，開始顔出聖體聖血的含意。最後，有「主日」一

詞，可見當時已有固定的日子舉行成恩聖事。

(6) 《宗徒傳承》詳細地說明當時的「戍恩」禮儀中的平安

禮，以及在奉獻中所使用的經文，而當中的經文多次提到

聖神，可見有闆聖神的概念已經成熟。這書還保留其他有

關戒恩聖事的早期資杜，包括分送聖體是主教的職務，聖

體齋的做法以及要小心保護聖體，不要傾倒聖血，都是後

來戍恩聖事要表達的內容的重要根源。

(7) 由以上三本書，我們可以看到，在二至四世纪，成恩聖事

的主體已經成型，教會已經有共識如何纪念基督的聖死與

復活。另外，我們簡單說明戍恩經的起源及其由祝福轉化

為以纪念為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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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

第四至八世紀的感恩聖事

L 緒言

以上幾個單元裡有閼感恩聖事的討論，都是以回顧的

角度來解説富時下同文獻中相閆的內容。所謂回顧，是指我

們從今天已迁成型的感恩聖事的角度，回看當時的情況，而

在歷史裡，當時並未有我們今天心目中的感恩聖事，只是在

一個建立的過程裡。這也是各位讀者在閲讀前面幾個單元時

要留意的地方。雖然我們已，江採用「感恩聖事」一詞來形容

當時的禮儀，但是，如果按今天感恩聖事的規格來説，他們

在儀式上頗有不同，原因是當時在禮儀聖事上的表達，仍在

發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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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了這個單元開始，我們才正式進入一個以「禮儀」角度

來思考的感恩聖事。因為，由四世纪開始，教會得以公開傳

教，並且成為羅馬帝國的主流信仰。在穩定的環境裡，原來

有關擘餅的禮儀，得到進一步發展，而逐步成為一個規範化

的禮儀，就是我們今天所指的「感恩聖事」了。由這單元開

始，直到梵二《禮儀憲章》的改革的好幾個單元，我們從歷

史發展的角度，逐一審視感恩聖事的發展，妤讓我們鑑古知

今，更好地明白今天的感恩聖事。

2. 單元H標

讀者閌畢本單元後，應能：

• 説明四至六世纪的感恩聖事的基本程序：

• 説明六至八世纪的感恩聖事的抨點。

3. 導論

思考：四世纪開始，教會得以公開傳教，因此進入高

速發展的階段，並且成為羅馬帝國的主流信

仰。這個背景，對纪念基督而舉行的擘餅禮，

有什麼影零呢？你認為在這種背景下，教會禮

儀的發展，有何趨向？

由第四世纪開始，教會得以自由傳教，並且成為睪馬

國教，於是教會裡的神職人員，社會地位不斷提升，甚至成

為了國家裡顯貴階級，教會的有形組纖部分，因此受到世俗

風氣很大的影響，而在禮儀上也不例外，這在感恩聖事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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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明顯，很多本來是世俗宮廷的禮節，也逐漸滲入教會的

禮儀裡，而且相關的影響很全而，甚至影響到感恩聖祭的方

式。由四世纪到八世纪這幾百年，感恩聖事的方式，由樸素

轉向華麗，並且特別注重其莊嚴的一面，再加上細節甚多，

規矩愈發森嚴，緒果信眾不容易參與，教友可説是曲全情投

入這聖祭，逐漸變成旁觀者。

另外一點要留意的是，由教宗達馬蘇 (Damasus) 在任

時 (366-384) 起，羅馬教會開始改變禮儀的語言，由希顾

文改為拉丁文。此一改變成為未來千多年西方教會的主流，

感恩聖事的語言一直保持使用拉丁文，直到梵二以後。

以下，我們即就這四百年的發展，為讀者展示感恩聖

事的演變。

4. 建築與惡恩聖事

思考：為什麼建築物會影響成恩聖事的施行？試想

想，在讀者所在的地區，威恩聖事是在哪裡舉

行？即使同樣是在聖堂內舉行，不同的聖堂，

是否會為教友帯來不同的威受？

初期教會舉行感恩聖事，往往都是在私人的地万，甚

或隱蔽地方，原因是教會當時不能公開傳教，所以團體的聚

會和感恩聖事，就只能隱密地舉行，其中一個舉行感恩聖事

的地點，就是羅馬城下的墓穴，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

這些地下墓穴裡，找到當年舉行感恩聖事的痕跡。不過，當

教會逐步走向公開的過程裡，聚會地點就不用隱秘。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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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教會的教友，部分也是上層社會的人，值們有能力提供

地方，作為舉行教會團體聚會專用的地方。

及至四世纪，教會可以公開傳教，及至成為圍教時，

信眾發現其祂宗教的廟宇，並不適用。在這一點上，也可

以讓我們進一步明白感恩聖事的特點。其他宗教場所的不適

用，原因是那些廟宇，往往沒有足夠的空間，讓信眾一同出

席。由於大部分的宗教的廟宇，鄂是以崇拜神明為主，而非

信者的共聚，所以廟內的空間不用大多。

正因如此，基督徒要自行設計自己聚會的場地，而當

時就採用了「大葭」式的建築。有關這建築的特點，在《禮

儀導論》已經詳细説明，這裡就不再重複，重點在於説明，

這類建築所以成為當時教會聚會的主流，正由於它適合舉行

教會的感恩聖事。由這時期開始，感恩聖事的施行，就是在

專屬的建築物內舉行，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言的「聖堂」了。

聖堂的設計，主要也是為了讓感恩聖事更好地舉行，這做法

一直到今天，仍然保存下來。

5. 四至六世紀的感恩聖事

上單元介沼四世纪前的礱恩聖事，讓我們明白那時期

的禮儀的若干峙點。而在四世紀開始，教會內已編出現不同

的禮書，以下我們簡單地綜述當時禮儀的基本面貌及約點，

而當我們把這個時期的禮儀，與下一個單元的八世纪後的禮

儀作一比較，就更容易明白兩者的不同，及有何演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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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進場

按閂猶思定的描述，當時並沒有很明確的進場儀式，

只是主禮網過教友進入聚會場所，並加以問候，而到了這時

期，就演變出進堂式，即有致候詞、進堂詠及集禱弳等。

5.2 讀經

正如上一甲元所描述，在初期教會的感恩祭中，讀經

已經是重要部分，到了這時期，讀經仍然是聖事中的重點，

而更能顯出其重要性，在於由此時期開始，對於讀繕台的位

置，也有所規定。由於讀繕很重要，而要所有會眾都能夠清

楚聆聽，在何處讀經就是重要的事情。在西方教會，較常的

做法是把讀經台設置在較高處，甚至有時會選小孩子來讀

經，因為當時縉馬的聚會場所，是空洞的大殿，音調較高較

尖的聲音能傅得更遠。

當時的讀經數目未有完全確實下來，但是也漸漸近似

於今天的做法，就是一篇舊约，一篇新约以及福音。當時誦

讀福音已經是很嚴肅的事情，信眾要起立，可能已誦唱亞肋

路亞，作為福音前的歡呼。

在讀經以後，主禮同樣會講道。如果我們從今天留下

來的教父著作來看，講道是翡常重要的，教父都花大量的心

血精力準備講道，所以這也應是當時感恩聖事中很重要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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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信友禱文

顧名思義，信友禱文是信友才可以參與的祈禱，墓道

者在信友禱文開始前，便被遣散，這在當時是很嚴格執行

的。另外，當時的信友禱文不一定以今天的形式進行，即不

一定是由一位教友出來説明祈禱的意向，也有是以一同祈禱

的方法，近似今天唸玫瑰經的方式來進行。

5.4 呈獻禮品

當時呈獻禮品的做法未有一致，有些地方堅持要執事

才可以呈獻，但是也有地方是由教友奉上，甚至是很多教友

一同把自己的日常食品，奉獻上去。在過去，這些禮品的呈

奉是非常莊嚴的，有些地方，甚至會在禮品上刻有奉獻者的

名字。

5.5 感恩經

感恩網是感恩聖事中重要的部分，也有稱這是整個感

恩禮的高潮。在這時期，感恩經有進一步變化。當時的感恩

鷗有以下的部分：

(1) 謝恩：感謝天主賜給我們的一切，紵別是作為奉

獻的餅酒；建立感恩禮記逕，這是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傳承

自對觀福音的敍述，重現當日耶穌基督祝聖酒餅的行動：

(2) 纪念：指出今天的共聚代表我們對耶穌基督為我

們所做的一切，牾別是他為我們犧牲生命，被釘在十字架上

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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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領受的懇求：表達我們對於此聖體聖血的渴求：

聖三頌，代表我們相信此聖事裡同樣有聖三的蠹在：

(4) 亞孟：代表我們對整段感恩經的認同，而且是在

此時才表達亞孟，有人稱這為「大亞孟」 ，以突顯它的重要

性。

在四至六世纪這時期，我們又看到感恩繹的發展，加

入了以下的部分：

(5) 「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 」 ：道段經

文來自依撒意亞先知書6:3• 代表聖神臨在於祭品上，加強

聖化的官思。

(6) 代禱：這部分豐富了感恩經的祈禱成分，同時加

強表達這台祭獻是整個教會的共融的含意。

要留意的是，當時的感恩經並未有劃一的格式，這裡

只是提出例子，説明感恩紅的發展，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概

念來理解當時的清況。實際上，當時不同的地方教會的感恩

經，雖然在主體上很相近，但經文的內容和何時誦唸經文，

都各有不同的。

5.6 擘餅及其他

在感恩經裡的「亞孟」以後，就進入擘餅的行動，而

擘餅的行動，在這時期已紲規定由主教或神父來做。擘餅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含意，是從分享中呈現合一的精神，即我們

雖然把餅分亨，但這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在睪馬，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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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會把感恩聖事中祝聖了的聖體派送到其地堂區，投入

聖爵之內，這正要表達各地方會與教宗共融合一的精神。

在當時，誦唸天主徑有兩個不同的重點。有人重視「我

們的日用糧」 ，強調聖體聖血與每天生活的關係；另一種就

側重於「寬恕」 ，這可能是與當時的社會實況有閭，因為教

難不斷，在教會內外，教友都很容易有仇恨的對象，而在與

主共融的禮儀裡，正好讓我們學習基督這份寬恕。

正因如此，當時還有一個做法，等同於今天感恩聖事

中的平安禮，就是「平安之吻」。顧名思義，當時的互祝平

安，是以親吻來表達的，這也可以讓我們反思，一個禮儀行

動，如何才能以當地的習俗行為，圓滿地表達出來。

5.7 領理體

在當時，主禮首先領聖體，然後是其值神職人員，最

後才是教友。當時領受聖體是同時領受聖血的，一殷來説，

由主教及神父負責分送聖體，而執事負責持杯，讓教友領受

聖血。

領受聖體聖血是很莊嚴隆重的，因為在對答之間，送聖

體聖血者向教友説「基督聖體聖血」 ，教友回嗎「亞孟」 , 

即再一次肯定耶穌基督的復活，故可視為信友再一次的個人

宣信，其意義是深刻的。正因如此，領受聖體聖血的過程要

保持嚴霑，當時的男教友會兩手交疊領受，而女教友還要用

布把手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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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結束

在當時，緒束前一般都會祈禧並由執事宣布遣散。為

當時的羅馬禮來説，在領受聖體後，有兩次祈禱，都可以視

為咭束前的祈禤，而指向兩個不同的意向。在領受聖體後的

第一個祈禱，祈求的是獲得聖體的功效：在降福時的祈禱，

則代表期盼天主的祝褔。

今天在感恩聖事裡採用「在平安中離去吧」一語，是

源自東方教會的傳統，而在東方禮裡，他們同樣會在這句遣

散的説話前，作一祈禤。

以上簡單地説明了四至六世纪時，感恩聖事的發展情

況，我們不難看出，這與今天旳感恩聖事，分別已經不大，

整體的結構已緝完善了。

6. 六至八世紀的彌撒

思考：如果有機會看到主教或教宗主持成恩聖事，是

否留意到他們的衣著，與我們印象中的西方

古代君主，有相近的地方？又是否有留意到，

他們的權杖、戒指等儀仗品，也近似古代君主

的？為什麼有這種情況？

以上介紹了感恩聖事在四至六世纪的形成，當時的做

法與我們今天的感恩聖事相當接近，不過這情況沒有维持

許久，到了勻六世纪，就有所謂「莊嚴彌撒」的出現。這情

況的出現，與教會得以公開傳教，以及逐漸成為社會上層一

分了，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不在此重複記述這時期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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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教會成為權貴，禮儀因此附有教化與炫耀的作

用，原來樸素的禮節愈發繁重，要有條不紊地舉行一台感恩

聖事，自然要依靠足夠的指引，而在七世纪出現的《睪馬禮

規》 (Ordo Romanus Primus) '就變得很重要，這文件也

是以下我們説明當時彌撒形式的依據。《躍馬禮規》本身只

是把當時感恩聖事的主要程序加以解釋説明，是一本實用的

書，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讓本來並不是行曜馬禮的地區，改

行躍馬禮時，更容易施行。但是，到了今夭，這本禮儀指南

卻成為我們瞭解感恩聖事發展的重要參考了。

還有一點要提到，當時的禮儀採用的言語，已經由希

臘文轉變為拉丁文。由於禮儀與生活有很密切的閼係，所以

採用的言語，與它的生活也有很密切的關係。當時的社會，

已經以拉丁文為主要的言語，所以感恩聖事裡採用拉丁文是

很自然的事。在下文裡提及當時的用詞，也是拉丁文，讀者

要注意。

在此，我們不一－細説這時期的感恩聖事的各項程

序，具體來説，它與上一節所提到的，沒有太大的分別。以

下只是指出當中的幾個峙點，讓我們明白到，當時感恩聖事

的華麗與莊嚴。

(1) 進場：在過去的禮儀裨，並沒有很明確的進場部

分，也有可能，主禮者本來就在禮儀舉行地點內，但是在六

世紀甚或更早時，進場已成為莊嚴彌撒很重要的開始。不

過，在《羅馬禮規》中有相關説明的，是教宗主持禮儀的程

序，所以我們不能就此而視進場為當時所有地方舉行感恩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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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做法。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往後的日子裡，這種

做法也漸漸成為不同地方主教主持感恩聖事時的常規了。

按《羅篤禮規》的説明，教宗進場，既有聖詠團詠

唱，也有執事持香進入，縊開始成為我們今天的常規了。同

時，也可如《聖域門檻：感恩（聖體）聖事》一書所描述：

「教會的崇拜已成為國家的宗教典禮，一些皇家排場，如寶

座、出遊時有火炬和焚香伴隨 。」 (39頁）這也是此時

期禮儀的特色，並且一直影響至今。

(2) 在這時期，開始出現垂隣頌和光榮經。垂憐頌最

早出現在529年，由主禮與教友的對答發展出來，成為獨立

的一個環節。光榮經本身的歷史很早，初期教會已經有這痘

文，但是要到了六世纪，它才在感恩聖事中採用。

(3) 有關聖道禮儀，這時期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當

中包括「答唱詠」的出現，當時也稱「答唱詠」為「陸階

痘」 ，原因是當時領答唱詠的位置，是在一個台階上。當

時雖有管風琴，但並非用來伴唱，而是作為鐘聲的作用，

如同我們今天使用音樂來提醒教友在某一時刻要有某一行

為。

至於誦讀福音，按《黽启禮規》的描述，就很能顯出

這時代的禮儀的繁瑣了。在詠唱亞肋路亞時，除了負責讀經

的執事外，還有兩位輔祭、三位副執事一同陪伴他，走到讀

經台，而且在讀經完畢後，還要由一位副執事拿著聖經，讓

每一位台上的人親吻聖經，才把聖經收好。這做法很難讓人

不覺得繁瑣。



98 ;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另外，在四世紀時，主教講道是重要的部分，但是到

了《離馬禮規》，它不再是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不再講

道，這也是此哼期的禮儀被評為極度禮節化的其中一個原

因。

還可以留官，在部分教會傳統裡，信經開始加入禮儀

裡，成為感恩聖事的一部分，但是還未全面實施。

(4) 過去的信友禱文已經在這時期消失了，反而呈獻

餅酒的儀式，笈成冗長而繁瑣。這裡不詳述呈奉過程的種種

紐節，簡單來説，就是參與者幾乎逐一上前呈奉禮品，而且

也講究身分，並不是每一個教友都有資格當奉獻者。

(.5) 這時期的感恩經已經定下來，是由教宗大額我略

(St. Gregory the Great' 约.540-604) 敲定的。值得留寶的

是，教宗大額我略把過去的次序有所更易，變成先唸天主

紅、平安禮，再到擘餅，與今天更相似。

(6) 七世纪開始， 「除免世罪的夭主羔羊」 (Agnus 

Dei) 開始成為禮儀歌詠的一部分，也一直流傳到今天。

(7) 在這時期，領聖體聖血不是普遍的現象，不少人

都是一年才領一次聖體，而部分地區，主教只會在聖體聖血

前隆重祝福教友，然後只有少數教友會留下，領受聖體。當

時領受聖體也有次序之分，主教、神父、執事，最後才是教

友。

總括來説，這時期的感恩聖事受到宮廷禮儀的影響，

變得繁瑣，而更重要的是傾向禮節化，即重視外在的儀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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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內在的精神，使教友由參與者變成觀賞者，與早期教會

的「主的晚餐」 ，相距甚遠。

7. 簡述不同禮儀傳統

在以上兩節，我們為讀者介縉過四至八世纪的感恩聖

事的程序及其內裡的含意，但是要留意的是，以上的程序都

是指羅馬禮，而我們一殷在解説感恩聖事的禮儀時，都是以

羅馬禮為範本，但是讀者要留意的是，教會內感恩聖事的禮

儀，即使已經有一個基本的表達方式，但並不是完全劃一或

统一的禮儀。由四世紀開始，不同的地區也漸漸在感恩聖事

中滲入了各自的禮儀傳統，即在基本上相同的儀式裡，各自

加添了自己地方教會的不同做法。我們一般以該地區的重要

城市作為這些不同禮儀表達的名稱。

在東万，分別有耶路撒冷、安提约基雅及東敍和亞的

禮儀傳統：西方就是我們今天仍然沿用的罷鳥禮、米蘭閆及

西班牙禮。這些不同地方的感恩聖事的襦儀做法，有些已翌

式微，但是也有些是繼續為人所採用的，如米蘭禮仍然在意

大利米蘭教省的某些地方施行。不過，這些禮儀雖有不同，

但各自有其歷史文化的原因，卻氘損感恩聖事的本質，加上

我們這本書只是入門介紹，所以就不作進一步的説明了，這

裡只是諷讀者知道，離馬禮並不是教會內唯一的禮儀，即使

在禮儀上，我們都是在多元中合一的。

雖然在後來，羅馬禮成為西方教會內的主流，但是在

發展過程裡，不同地區仍然保持若干自身禮儀的特殊傳统，

例如在希臘禮的傳统裡，就很重視在感恩聖事中的祈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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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在感恩聖事當中採用連禱的方式，甚至在感恩涇當中，

也採用默禱的方式來進行。

8. 感恩經第一式

在上一個單元，我們討論到感恩經，而重點在於感恩

經內容要表達什麼重要的含寶，而在這裡，我們要説明今天

所採用的「感恩經第一式」 ，也是在文獻上所見，第一個成

文而規範的感恩經。

感恩經第一式，在今天的羅閂禮彌撒經書的四式感恩

經中，是較少使用的一式，但是，它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式，

源頭可以追溯到四世纪，而我們相信，這篇感恩愆並不是一

時一刻完成的，而是在漫長的歷史裡，逐漸改進完善，而在

七世纪時，在教宗大頫我略手上，才得到確定。

在這裡，我們不把全段徑文列出，讀者想看全文，可

以在今日的《信友彌撒經書》中看到。感恩痘第一式的特

點在於有一段很長的紀念聖人名單的祈禱。這做法，早在四

世纪末巳繕出現，當時的感恩聖事中，主禮會在感恩涇的部

分，為教會、為在世的主教及為奉獻彌撒的人祈禱，這種做

法，後來就演變成為纪念聖人祈禱的經文，而這些能夠列

入名單中，為教會在感恩聖事中纪念的，自然是重要的聖人

了。所以，感恩纏第一式不僅在禮儀上很重要，為教會歷史

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因為這名單譔人巧識到當旿的一些教

會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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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者研究，詔為感恩f':r.第一式與米蘭禮及東方的

亞歷山大禮都有關係。與米蘭禮的閼係，在於感恩經第一

式的部分內容，與米蘭主教聖安博 (St. Ambrose, 339-397) 

在《論聖事》 (De Sacramentis) 中記述的感恩繻很相似，

究竟是誰承襲誰的內容，今天不得而知，但是卻可以因此肯

定，兩者是有關連的。另外，上文提到感恩紘第一式裡的為

諸聖祈禤的涇文，與東万亞歷山大禮的感恩經中的代禤，幾

乎完全一樣｀也可以證明，二者是有關連的。

感恩殛第一式的出現，為感恩聖事來説，有以下幾個

重要的意義：

口）在過去，感恩齿並沒有固定的形式，主禮者可以

按團體的傳羌．甚或是個人的感受，加以發揮。但是，在教

會的發展過程裡，正如我們在有關教義的科目所學，在早期

教會裡有不少異端出現，而這些異端的思想，有可能在禮儀

中出現，特別是關乎基督的身分，例如在感恩繹中容許自由

發揮，便有可能讓異端得以傳播。所以，到了七世纪，教

會終於把感恩紅的範式定下來，其中一個原因，是避免異端

的表虐。但是，它亦代表個人在團體裡自由發揮的機會收罕

了。

(2) 如果説限制異端是從較負面的角度來理解感恩竺

的訂定，那麼，從正面來説，感恩經的訂定，也代表教會整

體意識的提升，教會開始音識到，在祭台上呤感恩涇，不是

個別人的信仰宣言，而是整個教會的信仰表達。故此，把感

恩繻規範，不一定是為了限制個人，而是要我們的官卽更

清楚地集中起來。所以，在第一式裡的元念諸聖名單，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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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的拉丁文名稱為 Communicantes' 原意是指「與諸聖共

融」 ，正好顯出感恩經的教會團體幅度。

9. 小結

來到八世纪，由耶酥基督親身主持的最後晚餐，一直

在教會團體裡重現，由保祿的「主的晚餐」 ，到後宗徒時

代的樸素聚會，發展到四世纪後，這禮儀真正地成為我們今

天感恩聖事的雛型，並且因時代的因素，變得更複雜瑣碎。

為禮儀的發展來説，形式的訂定是一件好事，但如果過猶不

及，則會把原來的意義淡化甚或掩蓋了，如何可以平衡兩

者，是每個研習禮儀者都要反思的一點。

10. 摘要

(1) 四世纪開始，教會得以公開傳教，這一改變對成恩聖事也

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施行戒恩聖事的地黠，由過去的隱

蔽地方改為專用場地，就是今天的聖堂。

(2) 四至六世纪的戒恩聖事，基本咭構包括進場、讀經丶信

友禱文、奉獻、成恩經、擘餅、領聖體及結束等部分，

與我們今天的成恩聖事相比，差別不大，只是在細節上有

出入。在戒恩經的部分，這時期加入了「聖、聖、聖，上

主，萬有的天主」及代禱兩部分。

(3) 至於六至八世纪的威恩聖事，整體有走向宮廷禮節的趨
向，即很重視細節，強調華麗的表達以及不同人的身分階

吸。我們今天按七世纪出現的《羅馬禮規》，對這時期的

戒恩聖事的泥行，有較具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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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四至八世纪，完整的戍恩經開始出現，就是今天的戒恩

經第一式，雖然在今天的禮儀裡，較少採用，它卻是教會

第一個正式承認的戍恩經。這烕恩經是由大額我略頒布

的，相信與米蘭禮及柬方的亞歷山大禮都有間係。戍恩經

的正式出現，代表過去聖事中的禱文由主禮者自由發揮的

時代的完咭，也有助防範異端，捍衛正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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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

中世紀到梵二的發展

L 緒言

回顧前面的五個單元，我們可以説，感恩聖事發展到

八世纪，基本的形式已經定下來，到了八世紀時，當時感恩

聖事的程序，與我們今天的程序相比較，大致上已鄉相同。

不過，架構相同，卻仍然有不同的細節，而在細節中又會顯

出不同時代的取向。在這單元裡，我們會繼嘖審視感恩聖事

的發展，如何在繼承過去的模式的同時，又因自己的時代而

作出怎樣的修訂。在這單元以後，我們就進入到當代的感恩

聖事，所以讀者可以按囯這個時代的軌跡，對今天所參與的

感恩聖事，有深一層的體會了。故此，我們在這單元裡，會

介縉梵二以前的歷史發展，並旁及禮儀發展所呈現的神學思

＊目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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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單元後，應能：

• 指出在特倫多大公會議前的感恩聖事的特點；

• 説明特倫多大公會蟻對感恩聖事思想發展的影響；

• 指出特倫多大公會議後感恩聖事的基本程序：

• 簡介梵二大公會議《禮儀憲章》為感恩聖事帶來的

改革方向。

3. 導論

在這單元裡，我們會把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來加以説

明，首先是八至十五世纪，這時期是感恩聖事愈發離開教友

一般生活的過程，而第二部分就是特倫多大公會議，因為該

會議的決議，嚴格地指明感恩聖事的禮儀應該如何施行，這

做法影響深遠，所以要花點篇幅，加以説明。最後是特倫多

大公會議以後到梵二的發展，這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

是對聖體的熱心敬禮，我們也會略加説明，而有關敬禮的思

想，則會到最後一個單元，再作解説。

4. 特倫多大公會議前的發展

由八世纪到十六世纪痔倫多大公會議的感恩聖事的演

變，要用這麼短的篇幅來説明並不容易，我們只是把當中幾

個重點指出，如讀者還想再進一步訒識，要再找其他專書，

加以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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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羅馬禮成為標準

思考：按照教廷頒布的《柬方教會法典》 (Code of 

Canons of Oriental Churches' 拉丁文簡稱

CCEO)' 天主教內有廿二個東方禮的教會，

他們都有自己的禮儀，例如馬龍禮、拜占庭禮

等，而在他們的禮儀裡，戒恩聖事的做法，與

我們羅馬禮是有分別的。這種差異，你認為是

好事還是壞事？

從歴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在上文介紹的感恩聖事

禮儀，王要都是曜馬禮的形式，而這種禮儀在當時的西方，

逐漸成為主流，許多地區都接受這種表達。不過，同樣地，

採用其他本地傳统禮儀的地万仍然不少。到了八世纪，以位

丁文來施行旳黽男禮感恩聖事．卻逐步成為整個歐洲的禮

儀，原因是查理曼大帝 (Charles the Great' 约747-814) 期

望以宗教力量來幫助自己管治國家，希望吮一以羅馬禮的方

法來舉行感恩聖事，有助把全部國民都團咭起來。

為達成這目的，查理曼大帝還有一項有關禮儀的重要

變革，就是缢寫一本標準化的禮儀書，因為只有這樣｀才

能夠把他心目中的禮儀全面推廣出去。結果，查理曼大帝以

一本教宗主持彌撒的禮儀書為基礎，加入羅馬禮儀與不同地

方的傳统，成為一本禮儀書｀這就成為歐訂一段長時間的禮

規。

這做法的影響很大，一方面，促成後來對禮規劃一性

的發展，把感恩聖事視為一套一縴不苛的儀式：另一方面·

由於禮儀的語言採用拉丁文，但那時歐汨地區很多地方其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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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使用了本身方言，普通平民並不使用拉丁文，社會裡的

低下階層也不懂拉丁文，於是以拉丁文舉行的感恩聖事，令

到大部分的教友都鷦法明白，對於整個禮儀的進行，他們都

如同觀眾，這也促使下一個扞點的出現。

4.2 主禮形象的改變

我們上一個單元討論四至八世纪的感恩聖事，當時的

禮儀雖然已趨向繁瑣，但是整個禮儀仍然是以團體為中心，

主禮的言行舉動都是為整個團體服務，其中最能顯示這點

的，就是主禮在誦晗經文時，是要讓所有人聽到，因為全部

人都是天主子民，大家是同樣受到召叫來參與感恩聖事。

但是，九世纪以後，主襦的形象開始不同，他不再是

一位帶領大家一同參與禮儀的主持，而是回到猶太人的傳统

裡，是祭祀中的大司祭，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分野，就是大司

祭需要獨自進入至聖所，與天王共處的。這做法，一直也為

東方教會所採用，因為他們強調成聖體聖血的奧秘性，所以

主禮進入至聖所裡，自行成禮。但是在西万教會，由初期教

會以來，並沒有採取這種表達的方式，要到了九世纪開始，

才有此趨向。這種做法本身是中性的，即沒有必然的好壞，

閆題是在中世纪時，緒合當時司鐸在社會上高漲的地位，結

果主禮獨自進入至聖所，不僅是行使自己的職務，更加是代

表他們高人一等的身分象徵。

在這種觀念下的禮儀行動的改變，結果促使這時期的

感恩聖事，漸漸變成主禮司鐸的獨園戲，而禮儀的演變，

乜加劇這種廎向，如在晗感恩痘時，禮書規定主禮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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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以後，主教就自行低聲誦唸感恩經，而不是高聲朗

讀。這規定正好説明，主禮誦唸感恩經，並非帶領團體一同

誦哈，反而好像是他自己與天主的交流了。順帶一句，正由

於當時的禮儀書有這種寫法，令人漸漸誤會感恩經由「聖、

聖、聖」以後才開始，其實這看法並不正確。

另一個影響到會眾參與的禮儀改動，就是這時期的教

堂，把祭台建在東面的牆壁，原因是要朝東方祈禱和祭獻。

在過去，教堂或有此設計，卻並不是紺定，原因是我們的信

仰本身並沒有規定朝拜雪要有戶定亡万向。但是，由九世仝

開始，這做広漸漸形成規定。由氘軻拜是向東方，於是主禮

在感巴聖事裡，同樣是面朝東方的祭台，至於會眾則在西

面，也苴是主禮的背後，與主禮一同朝向東万，而不是如今

天這樣，工禮與會眾面對面。這種設計，同樣是顯示主禮形

象的改變。在早期，主禮面對會眾，甚或在會眾的圍纜中主

持感恩聖事，與會眾一同參與；在這時期，主禮帶領會眾參

與，他成為天人之間的唯一橋樑，而在道種表達下，實則是

進一步削弱感恩聖事裡共聚共融的意識，也就會削弱會眾的

參與感。

4.3 感恩理事中的私禱

正由於會眾在感恩聖事的參與感不強，結果就出現私

禱的做法，這是承接上一點而來的。由於感恩聖事逐漸變成

主禮的獨腳戲，於是在禮儀中，愈來愈多细節，是主禮自己

的默禧，甚或是為自己祈禱，當中的主流思想，就是主禮本

身也是一個罪人，難以堪當為基督的代表，所以在擔任司祭



llO :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的行一個環節間，需要好好祈禱。這包括在進台時要默禧聖

詠42篇、到達至聖所時、聖祭開始前都要作默禱。在十一世

纪，禮儀書上更列出司鐸在開始彌撒前及結束後，應默禱片

刻。這些祈禱，都是為自己做好準備，以擔任司祭這職務。

我們可以想像到，這樣的感恩聖事，為參與的會眾來

説，再增添距離感，也加添了神秘感。因為在整個禮儀裡，

會眾會不時見到主禮自己靜默起來，卻不會與他們有所交

流，亦不會得知，主禮正為什麼意向而祈求。在這情況下，

會眾很不容易投入感恩聖事裡。於是，在禮節繁瑣的感恩聖

事裡，會眾如同旁觀者般，只是觀看神職及其他有職務的人

員，做相關的禮節，要在這樣的惰況獲得信仰的力量，並不

容易。正因如此，在這時期，開始有大量有關禮儀行動的崮

想，以幫助會眾更能投入感恩聖事，例如把主禮抬手橫伸，

視為基督釘十字架的象徵，主禮默禱又代表山園祈禱等等。

由於對感恩聖事的架構及涵義缺乏評識，這一切噝想往往都

是隨意、雜亂，甚至流於迷信。

除了這些聯想外，另一個參與方式，就是會眾在感恩

聖事裡，自己默默地唸經。也是在這個時期，誦唸玫瑰經的

做法，漸漸得以發展，最後大行其道，成為天主教一個重要

的傳統。原因是在這時期的感恩聖事裡，會眾鉰法有足夠參

與感，為彌補這種投入感不足的缺失，就以私禱作為代替。

於是，在一台感恩聖事裡，主禮及有閭的人員在祭台上，如

同表演一樣，會眾則是台下的觀眾，而由於「這台戲」並不

容易臍解，感覺不能投入，於是會眾就默呤經文，以保持自

已的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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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私彌撒

再進一步的發展就是感恩聖事的個人化，這首先是「私

彌撒」 ，在這時期開始盛行起來。所謂私彌撒，是指司鐸為

個人的虔敬理由而舉行的感恩聖事，這類感恩聖事，往往都

是只有司鐸與輔祭參與的。除此以外，就是「亡者彌撒」 , 

顧名思義，就是九逝世者所獻的感恩聖事，但是在當時的情

況，這都是特別為某一死者而舉行，並不是普遍意義下的亡

者感恩聖事，所以也具私人的寶味。大量具私人性質的感恩

聖事，進一步削弱這件聖事的團體感，霎成非常個人的行

為，這也改變當時人對感恩聖事的理解。

同時，由於大量的個別、私人的彌撒出現，這又影響

聖堂的設計，就是同一聖堂內，會設有很多個细小的祭台，

以供縊些個人或私人彌撒的進行。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感恩

聖事的程序沒有太大的改變，卻因為參與者的不同，整個理

解也不一樣了。

4.5 領受理體

在珥時期，關於領受聖體，有以下幾點可以留意：

(1) 由於罪惡感的緣故，這時期的教友，不敢領受聖

體，甚至達到一年也不領受一次。這情況的出現，主要是教

友繒覺得自己是有罪之身，未能完全鯛罪，故此不堪領受聖

體。結果到了十三世纪，教會指令教友每年至少要領受堊體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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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了這時期，以皿酵餅作為聖體的做法，也成為

躍馬禮教會的主流。使用囍酵餅，固然有對應福音的意思，

因為在路加褔音裡，記述逾越節晚餐是在餌酵節那一天準備

的。不過，使用肌酵餅也有其實際的原因，就是羆酵餅能夠

保持較久，而在領受聖體者甚少的情況下，可以避免聖體變

壞的問題。也是由這時開始，我們今天領受的圓形麵餅，開

始出現了。

有趣的是，在初期教會裡，聖體往往是有酵的麵餅，

但是自十一世纪開始，西方教會使用嶼酵餅來作聖體後，究

竟應該用無酵還是發酵的麵餅作聖體，開始成為神學問題。

(3) 口領聖體這方法，就是在八至十二世纪這段時間

形成，並且最終取代了手領聖體的做法，原囷是口領聖體令

人覺得更能表示自己對聖體的尊敬。同時，到了十三世纪，

就不再給教友領受聖血。本來，在希臘的禮儀傳統裡，是有

如同今夭領受聖血的万法，就是把聖體浸進聖血祥，然後領

受，但是早在七世纪開始，西万教會已纏表示不同意這種領

受方法，而到十三世纪，就連聖血也不再給予教友。

正由於領受聖艚的方法有所改變，結果出現了不同的

傳统，於是到了今天，該如何領受聖體，仍有其討論以至爭

議的情況。

4.6 敬禮

在這時期，教友愈來愈少領受聖體，反而是以「望」

彌撒的心態來參與，於是在整台彌撒裡，變得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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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舉揚聖體的一刻。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當時的感恩聖事

裡，主禮唸感恩經時，以默哈為主，即使並非默唸，拉丁文

也不是大部分教友能掌握的。於是，在整個彌撒裡，最矚目

的時刻，就聚匡到舉起聖體的一刻。按記述，當時還採用不

同的方法來突顯這時刻，如鐘聲，或在聖體後襯上布匹，以

突顯聖體等，目的都是讓會眾得以清楚看到聖體。

強調舉揚聖體的做法，固然哈予教友一個投入感恩聖

事的機會，但是這種投入，仍然是旁觀者的投入，而且這做

法，就更強化了教友對物品的崇拜。

感恩聖事本為整個團體的共聚，卻漸漸演變成為神職

的個人活動；由於當時的教友甚少領受聖體，而在感恩聖事

裡的參與感亦不足，於是教友開始趨向一禪以個人虔敬為主

的參與方式，即重視聖體巡遊或朝拜，重視降福的行動，甚

至對各式各樣的聖人、聖像、聖恫都有極大的熱情，加以崇

敬，而且非常熱心呤經，甚至在感恩聖事裡都是持續地崆玫

瑰經。這種做法與感恩聖事中缺乏教友積極主動參與的空間

有著密切的關係。

4.7 小結

我們不妨引用羅國輝神父在他的文章〈從歷史角度看

梵二後彌撒和聖體禮儀的新精神〉中的一段話，為這時期感

恩聖事的發展，作一小緒： 「這時期，神學上強調『彌撒』

為祭獻的行動，和｀聖體聖事』是耶穌基督真正臨在於餅酒

形內：在靈修上，熱心「望 I 彌撒和朝拜聖體卻比實領聖體

更受推崇！與此同時，良苦不齊的神職人員，對彌撒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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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事有近乎買賣和迷信的附會解釋和不良行為，最後在宗教

改革時，受到新教徒的攻擊。」

從這段話裡，我們可以看到這時期的禮儀發展，帶來

以下兩個重要的影響：

(l) 為感恩聖事的神學反省來説，這時期重視這聖事

是一次祭獻，這有助我們反省這聖事的本質：而重視聖體，

為我們瞭解基督在聖體中的真實臨在，也有一定的價值。在

這兩點上，這時期的禮儀發展有其貢獻。

(2) 在信仰生活上，由於整個禮儀成為神職人員的個

人活動或表達，一殻教友不能從中得到信仰的力量，於是參

與聖事時，就形成一種以旁觀為主的心態，而在教育不足的

清況下，信仰就趨向迷信，令教會內出現不少的閂題。當

然，這不僅是禮儀的閆題。

5. 特倫多大公會議

思考：特倫多大公會議在十六世纪召開，它在教義和

禮儀上都有很重要的訓導，並且影僭往後幾百

年教會的發展。就你所知，這次會議整體有何

特色？這特色是否影響到這次會議對戍恩聖事

的訓導？

要談巧倫多大公會議對感恩聖事發展的影響，我們必

須明白當時的歷史實況，而這在《教會史》裡巳經有所敍

述，我們只指出最重要的一點，差是教會出現了腐化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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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並要面對宗教改革的抗戰，而其中一個挑戰，就是對禮

儀裡的繁又縟節的反感，以及聖體是基督真實臨在的否定。

為回應馬丁路德的挑戰，特倫多大公會議有很多重要

的決議，而其中一個與感恩堊事有閼的，就是會蟻希望能制

定一個完整的彌撒禮儀，而且這禮儀是以拉丁又進行，以避

免禮儀使用万言，因為這近芒閂丁路占的主張，璧是以地万

語言來傳播信仰。

二過努力（妥，佟於在 1570年．教宗比勺五世出版了 (I 竺囿

馬彌撒經書；； (Mis sale Romanum) '並思定除咋誤地區的

禮儀有超過兩百年的焊统，否則都要一致採用《黽启弭撒訌

書》。因此，這書成為往後幾百年，羅馬天主教的彌撒檸

準，所有彌撒都按此來舉行。雖然這部國往後也有所修訂．

但是主體並沒有太大的改岌，而在下文，我們也可以按此潜

的記述，説明這時期的彌撒的約點。

5.1 彌撒的兩種方式

在嘔書裡把感恩聖事在禮儀行動上的表達方式，分為

「詠唱」與「誦唸」兩種形式，雖叭兩者在禮儀上的規定是

相同，而経書上冇這樣的分別，主要是想突出當以「詠唱」

的方式擧行弳撒時，詠唱的部分能夠突出重要的禮儀行動。

這樣的劃分，同時又巧妙地把公開的彌撒與私彌撒分別開

來。因為在私彌撒裡，基本上都是採用誦屹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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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進堂

按昭徑書的規定，在這時期的彌撒的進台部分，包括

進台詠、默唸聖詠43首、親吻祭台，並且在莊嚴隆重的彌撒

裡上香，而在上香前，會先祝福香料。

5.3 理道禮儀

按翌書的規定，我們會看到：

(1) 第一篇讀經：由主禮誦讀，或是由副執事或讀經

員詠唱。當時稱這個讀經為書信 (epistle) • 不過選出來的

也不一定是宗徒的書信。

(2) 福音由主禮誦讀或詠唱，而在福音前後，會由執

事詠唱「求你凈化我的心和我的唇」和「願福音之言除免我

罪」。不過，氫論是前後的詠唱還是讀廓內容，為一般不

懂拉丁文的教友來説，都是難以明白的，反而是透過福音前

後，主禮及執事的行動，可以對這部分多點瞭解，這包括高

舉福音書、劃十字聖號以及向褔音書上香。這也可以看到，

當時彌撒的細節，與今天的彌撒已經很相似。

(3) 在 1.570年出版的《羅用彌撒經書》，並沒有提及

「講道」一環，由此可見，為當時的彌撒來説，這已經不

再是必須的環節。不過，當主禮請道時，在講道前，會先脱

下祭披，走下祭台，走到處於信友席當中的講道台宣講。這

時期講道不再成為必要的一部分，原因仍然是在於語言的問

題。如果明知絕大部分參與者都不明白自己所言，主禮很難

有動力作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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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經在王日或重要的節慶時會詠唱或誦屹，但是

信友禱文則取消，只會與主禮一同祈禱。

5.4 呈獻禮品

在這裡，奉獻是神職人員的工作，不是由教友來呈奉

的，而且神職人員在呈奉過程祥，還有各自專屬的私禱，在

行動中默屹。雖然流於瑣碎，但是這些私滘並非漫氘目的，

它們主要指向「纪念」和「呼求聖褲」兩個彌撒裡的重要元

素。

在奉獻的禮品安放好後，就要向禮品、祭台相主禮獻

香。按經書所言，這一次獻香是彌撒中最重要的一次。這種

做法· 不是羅馬禮本來的做広，但是由查理曼王朝開始，就

被採用，並且在十一世纪成為常態，而經書也把它衲進璀丐

禮內，成為常規的做法。

5.5 感恩經

經書中的感恩經內容，與上文所述的沒有太大的差

異，只是更清楚地確認擧揚聖體聖血的行動，列明在「聖、

聖、聖」以後，是舉揚聖體聖血，並且在舉揚後，會再詠唱

「聖、聖、聖」 ，舉揚時還要伴以搖鈴。

整個感恩經禱文主要都是默旳的，所以教友只能從主

禮的行動中理解彌撒的進展，這些行動包括在唸禱文的途

中，主禮會鞠躬、曲膝、在祭品或自己身上劃十字聖號。直

到最後，主禮會大聲唸聖三頌，以便會眾知道該回應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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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天主經及平安禮

天中經的部分，在不同的情況，會加入不同的祈禱元

素：平安禮的範圍就愈發狹窄，到了這時期，只允許神職人

員闇互祝平安，而且是按序而施行，甚至為了更有秩序，會

採用一坞名為「平安匾」的木板，毎一個神職人員輪流親吻

它，視為平安吻。

5.7 領理體

由於領聖體的會眾甚少，所以渲裡談領聖體，主要是

訣主禮的閆題。主禮會先以三段禱詞作祈禱，才領聖體，而

在領聖體後，又會再吩一小段聖詠或福音的經文，完成整個

領聖體的過程。

雖然按坐書的規定，大家應該領富次感恩聖事中祝聖

的聖體，但是這做法並不普遍，原丙始終是領聖體的人太

少，因為聖體總有留存的問題。這惰況讓感恩聖事與分享基

督體血的象徵閼聯被削弱了。

按袒書的規定，在領聖體後經後，是由紈事宣布遣

散，才再由主禮降福。當彌撒緒束，主禮就離開至聖所，但

禮儀並不就此完緒，因為主禮還要私下誦崆若望褔音的序言

部分，作為完縉和離開祭台的祈蓿。

以上只是把《離閂彌撒徑書》的一些重點列出來，目

的是讓讀者看到，感恩聖事中的禮儀的變易，從而明白，禮

儀的行動是有變動的可能，只是我們要明白它們本身有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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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且在改夏中，能夠儘量保留原寶。這部經書所訂定的

禮儀，成為往後四百年的彌撒標準，它的好處，是不會再有

分歧差異，可避免做出不當的行動｀並且有效減少各種穿鑿

附會的迷佑，但是過於一致和標準，又令儀式笈得僵化，欠

缺活力。又由於規定使用拉丁文，會眾的參與仍趴不大，芍

果在彌撒裡，神職人員自顧自以拉丁文祈祸唸錫文，信友又

自己在唸那些紈心虔誠的禤又，各自在同一台彌撒中，用自

己的万法恭敬天主，雖然也是出自虔敬，但為感恩聖事作為

整個教會團體共融一致地向天主作公共敬禮這本質來説，忧

有所欠缺。

6. 特倫多以後到梵二大公會議

,,' 
思考：特倫多大公會議後，教會判畋恩聖事建立相當

完善的禮規，為何後來還需要要變更呢？在這

時期．發生什麼事情．讓教會對於成恩聖事的

施行，有不同的看法？

眾所同知· 梵二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為過去一干

多年的感恩聖事的禮儀帶來革新，重新設定感恩聖事的準

則，這在下一節會加以説明。在這一節，我們要説明的，是

《禮儀憲章》寫成罰的蘊釀期。要知道，任何變革也不會是

突叭而來，而是有其脈綹和發展的，我們要介紹的十九至廿

世纪的感恩聖事禮儀的發展，就是這個禧釀時期。

不過，這部分的介沼，與以上各個時期的歴史介紹，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在以往的介紹裡，我們都會解説諗

時期的彌撒宅節· 但在這部分，卻只會談到對禮儀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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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在這時期，有關的禮儀革新仍然在壇釀中，仍未有真

正的改動，所以在這一節裡，我們會談到不同人對禮儀改革

的觀點，卻不是感恩聖事禮儀本身的變動。

從外在的環境來説，傳教士把信仰傳到世界各地，是

引起禮儀改革的誘因。因為傳教士到了美洲、東南亞或中

國，他們發現要以拉丁文來舉行感恩聖事，並不容易，而採

用當地的語言來舉行感恩聖事，亦看不出有什度毛病，反而

更容易引起共鳴。在這背影下，引發歐洲本土的禮儀運動。

另外，在歐洲本地，由於工業革命加速了城市化，教

育亦逐漸普及起來。教友人口由本來的佃農為主，開始轉變

為有不少的知識分子，他們有機會了解拉丁文，進而了解彌

撒經文的意義，並且開始反思，感恩聖事如何與教友的生活

有更緊密的連繫。以上各種因素，逐漸促成了禮儀運動。

禮儀運動是由法國本篤會士祁朗赭 (Dom Prosper 

Gueranger, 1805-1875) 發起的。他的一套著作《禮儀年》，

引發了當時教會內的神職或教友，一同反思禮儀的寶義。他

們重新發掘出禮儀裡的其徨幅度，評為禮儀不只是一種儀式

或裨秘的行動，而是為教友的信仰生活也有意思的，而這個

思想，影響到後來的禮儀改革。在這時期，因應這運動，不

少人都嘗試回到傳統當中，發掘在初期教會時，禮儀為教會

團體有何意義，而這原本的內涵，在今天的教會團體內，又

如何可以呈琨出來。因此，他們嘗試尋找新的形式來表達禮

儀本有的精神，這種探索並未即時見效，卻為新的感恩聖事

的禮儀，帶出一條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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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二以前，這些有閼禮儀更新的探討，都是零零星

星的，然而，卻顯示出教會內渴望改革的意願。當中包括教

宗比约十世重新恢復主日的重要地位，以免主日的重要性被

當時盛行的聖人慶典掩蓋掉。這也是自中世纪以來主日感恩

聖事的一個問題。該時期由於重視聖人，所以當主日遇上聖

人慶日時，則全以聖人慶日方式舉行感恩聖事，但當數量太

多時，幾乎每個主曰都是聖人慶典，就再難有主日的含意。

因此，比约十世大刀闊斧，刪掉很多在主日舉行的聖人慶

典，朝拜天主再次成為主日的王題。

另外，也有神學家嘗試編寫彌撒的禮儀小冊子，為一

設教友解説感恩聖事的內容，這做法很受歡迎，在比利時，

教友們很快人手一本。這小毌子讓祂們能夠按感恩聖事的內

容程序，一步一步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而非一本呤經祈禱

的手冊：這樣可避免教友纘纘在彌撒裡，只是在唸自己的經

文。這做法成為榜樣，漸漸影響到其他歐洲國家，而教友開

始希望自己可以明白感恩聖事做什麼，於是就用自己本國的

語言，來翻譯彌撒的內容，當時稱為「對話彌撒」 ，而這可

説是後來禮儀語言本地化的先驅。

7. 梵二禮儀改革

思考：梵二大公會議中，《禮儀憲章》是第一部頒布

的文獻，你認為頤示了什麼？是代表禮儀的問

題最簡單，還是代表教會就禮儀的改革，最為

迫切呢？你又是否知道，《禮儀憲章》帯來的

最大改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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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了梵二大公會議，誠會議茄布了《禮儀憲

章》，為天主教的禮儀作出巨大的改革，而為感恩聖事來

説，這憲章的影響更是氫與倫比。《禮儀憲章》在第47-58

節裡專論感恩聖事的舉行，當中的核心，是重視教友的參

與。為糾正過去「望」彌撒的心態，憲章裡指明感恩聖事的

禮儀行動，要讓教友能夠投入其中，而不是以旁觀者的心熊

來參與，當中的神學思想，指出感恩聖事是整個教會以基督

為中心的慶典，教會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投入其中。為達到這

目的，憲章指出幾個重要的改革方向：

(1) 要把彌撒俄式簡化，致力回復初期教會的原貌。

按教父的傳統，加上今天的需要，重建禮儀，力求讓彌撒能

夠充分表達它作為感恩聖事的內容，讓教友可以投入。

(2) 重視讀紅。正如上文所言，中世纪以來的彌撒，

雖然仍然有讀經，但是採用拉丁文並且加上大量的儀式行

動，反而不再把重點放在天主聖言的意義上。因此，憲章指

明要在一定的年限內，讓教友在彌撒裡能有系统地聆聽天主

聖言。

(3) 重視教父學。這是指要努力研究教父時代的禮

儀，透過教父學的研究，以求更清楚明白感恩聖事的意義，

以及各種禮儀行動的原來意義。同時，透過教父學的研究，

明白古代不同的傳統，背後有什麼官義，能有助今天禮儀的

改革。正如今天教會主要使用的幾式感恩鉭，其實各自也有

其歷史淵源，要深切明白這些感恩經各自獨特的地方，不能

不加以探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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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振講道及信友褶文。教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裡，不再規定主禮者要在彌撒中講道，而且把信友禱文除

掉。針對煊情況，憲章指明要復興這兩個部分，原因是這些

都是感恩聖事中重要的元素，不應捨棄。憲章沒有再進一步

清楚屏釋兩者在感恩聖事中的意義，但是卻明確指出兩者應

該保留，並加以發揮。

(5) 語言本地化。憲章指出，需要教友明白的部分，

可以考慮使用當地的語言。如果詳细一點看《禮儀憲章》在

這一點上的説明，我們會發現，它並不是一刀切地，叫我們

把感恩聖事中的所有部分，都採用本地言語，但是憲章中相

關的討論頗為複雜，我們在這裡，不糾纏於哪些部分陔用什

麼語言的問題，反而想指出最重要一點：感恩聖事需要教

友的參與，他們的參與，包括透過讀經、講道等可理屏的內

容，進一步訒識天主。所以，《禮儀憲章》特別指明在這些

部分，可用本地的語言。

(6) 領受聖體聖血。自中世纪以來，教友已形成參與

感恩聖事卻不領聖體的習慣，而聖血的領受就更加罕有，因

此，憲章提到教友每一次參與感恩聖事，都應領受聖體，並

且在可能的情況下，領受聖血。憲章還特別提到，應該領該

台彌撒所祝聖的聖體。這是要強調感恩聖事的整體性，教友

所領受的聖體，該是來自他所參與的感恩聖事中所祝聖的，

才能更圓滿地呈現當中的含亶。

(7) 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説，《禮儀需章》改革感

恩聖事的禮儀，也為團體的共融帶來新的理解。以上提及各

種有關感恩聖事的改革，如語言、講道等，淙合起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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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團體感，就是讓參與感恩聖事的教友，覺得自己是屬於

這個團體，評同自己是基督身體的一個肢體，而與其他肢體

是相連的。感恩聖事是一個共融的標記，這也是梵二禮儀改

革的其中一個重要方向，而且到了今天回看，在這一點上，

是相當成功的。

以上的解説，希望有助讀者明白感恩聖事由中世纪到

梵二大公會議的變化，而明白這演變，有助我們下一個單元

裡，學習梵二後感恩聖事的新精神。不過，這裡也要説明一

點：有閼禮儀的變化，飼可合訒，在探討的過程中都會出現

不同的評價，但是這些評價要兼顧兩方面：一是禮儀的核心

價值，二是當時的社會實況。因此，我們不該輕率地對某一

時期感恩聖事的禮儀，全盤否定，因為它們的出現，也許偏

離了原有的意義，卻也有它們的時代因素，而研究彌撒，更

重要的是，就不同時代的變化，詔識這時代與禮儀之閼的關

係。鑑古知今，這為今天感恩聖事的發展，方有所裨益。再

者，當我們視整個感恩聖事的變化過程是一個整體時，則可

以從宏觀的角度審視不同時期的演變，更能不限於一時一地

的得失，明白天主也是讓我們在禮儀的歷史中向前邁步，在

起起跌跌中，達到與天主、與人更圓滿的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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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摘要

(1) 特倫多大公會議前的戒恩聖事的發展，首先是羅馬禮成

為標準，絕大部分地區都採用羅馬禮，亦視此判禮儀的桿

準。另外，主禮的形象由過去的主持聖事逐漸變為司祭，

戒恩聖事中的祭獻成分，逐步增加。

(2) 由於成恩聖事採用拉丁文以及有更多的默唸經文的做法，

咭果會眾逐漸變成聖事的旁觀者，難以投入禮儀當中。為

彌哺這種疏離畋，會眾開始在彌撒裡祈禱誦經。另一個

發展，是私彌撒的興起，即神父只偕同輔祭就舉行戚恩聖

事。

(3) 領受聖體方面，中世纪以來，由於罪惡戒，教友傾向不敢

領受聖體。同時，口領聖體這方式，也是在這幾個世纪裡

興超，並且成為傳統。

(4) 由於教友不敢領聖體，於是他們以不同的聖體敬禮來表達

自己的信仰熱諴，其中一個就是重視舉揚聖體的做法，另

外亦引申至不同形式的敬禮，包括對聖人、聖髓等。

(5) 總括來說，這時期的威恩聖事偏重祭獻的成分，好處是強

調聖體聖血是基督的真實臨在，壞處則是形成教友以旁觀

心態來參與，並且有迷信的傾向。

(6) 在特倫多大公會議後，教會頒布新的彌撒禮典，首先申明

兩種主要的表達方式，就是「詠唱」與「誦唸」，在公開

的彌撒裡，兩者會並用，而在私彌撒裡，就只會使用誦唸

的方式。

(7) 禮典就戒恩聖事的各個部分，都有所說明，進堂的做法有

所規定，在聖道禮儀裡的讀經也有規定，但是卻沒有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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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一環，可知在此時期，講道不再是氖恩聖事裡必須的

部分。戍恩經的部分，禱文都是默唸的，而平安禮只允許

神職人員互视平安。按規定，教友應領聖體，但是實際上

領的人很少。在領聖體後經後，是由執事宣布遣散，才再

由主禮降福。

(8) 禮典的好處，是不會再有分歧差異，可避免做出不當的行

動，並且有效減少各種迷信，但是過於一致和標準，又令

儀式變得僵化，欠缺活力。

(9) 在梵二以前，已經有很多閼手禮儀改革的呼聲，從外在

的環境來說，傳教士把信仰傳到世界各地，是引起禮儀改

革的誘因，而內部來說，禮儀運動成為推動改革的重要因

素。

(10) 梵二頒布《禮儀憲章》，當中闢手戚恩聖事的部分，有以

下各黠：要把成恩聖事的儀式簡化、致力回復初期教會的

原貌，這也是要求有閼改革時要回到教父的傳统當中。因

此，戒恩聖事重視讀經、重振講道及信友禱文，並且允許

語言本地化，還要求教友領受聖體聖血，並且重新重視戒

恩聖事的共融性，發展當中的圉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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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緒言

單元七

梵二後感恩聖事的

基本結構及選擇（一）

在過去的四個單元裡· 我們回顧了感恩聖事祠儀的歷

史發展，這些過去有關感恩聖事的做法與規定，以及富中所

呈現的特質，都是很好的材科，讓我們可以更清楚明白今時

今日的感恩聖事。而在這個和下一個單元裡，我們會為讀者

解説今天的感恩聖事的程序，希望有助明白這件聖事在信仰

中的竟義，並且在往後的單元裡，反省思考感恩聖事的含

寶，期盼能讓這聖事的表達，愈趨圓滿。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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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這單元後，應能：

• 説嗚《彌撒經書縛論》對感恩聖事的主要觀點；

• 扼要説明感恩聖事的程序；

• 解釋開端有何內容及其意義；

• 指出聖道禮儀包括那些部分，並能説明讀經、講

道、信繹及信友禱文的意義。

1 導論

思考：今天我們要說明戒恩聖事的舉行如何可以符合

規定，就不得不提到《彌撒經書總論》，因為

它為我們今天舉行烕恩聖事提供清楚的指引。

你是否記得這本書？它包括什麼內容？有何重

要性？

讀者在本系列叢書《禮儀導論》的單元九裡，已經

研習過《彌撒經書總論》 (Institutio General is Missalis 

Romani• 以下簡稱《繹論》） ，當時我們就稱這《總論》

是一幅「地圖」 ，帶領大家進入感恩聖事裡。在這裡，我們

會更進一步，看看今天按照《彌撒徑書得論》而舉行的感恩

聖事，如何呈現基督的救恩。

正如《禮儀導綸》中所言，這部在1969初次頒布的《綱

論》，在過去也曾作兩次的修訂，最新的是於2002年起生效

的版本，這些在《禮儀導論》中也有提及。以下，我們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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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新版的《罰撒亞書總論》説起，然後再談到今天感恩聖事

的具體實行万式，並且透過對比過去的做広，探究感恩聖事

的重要內容。

4. {(彌撒經書總論»妞何看感恩聖事？

如果我們拿上文提及，在 1570年出版的《黽馬彌撒豆

書》與新版的《罽撒經書綱論》比較，兩者有一個根本的分

別。十六世兄的彌撒涇書開首是年曆，之後一章開宗明義，

就是「弭撒禮規」 ，為證明一台彌撒應該如何舉行，才符合

正規，但是《纘論》考慮旳是教義、霞修· 要説明禮規背後

的深層意義，之後才述説一台彌撒應如何舉行。

在《彌撒勻書綱論》的前言裡，它對翡撒的描述，並

不僅是有關禮儀行動的説明，而是加入喪個重要的元素｀首

先是有關感恩聖事的主體，不再是主禮的司鐸，而是整個信

仰團體。在單元五裡，我們提到中世纪盛行的私彌撒，整台

彌撒只有司鐸和輔祭，每個司鍔都可以在沒有教友參與的情

況下開恫撒。到了《總論》，它強調感恩聖事是團體聚會，

不是個人的店動，而是天主子民這團體一起的慶祝，這才是

感恩聖事的常態。當然，在特殊的原因下· 教會仍容訐司鐸

單獨開彌撒．但是這並不是常罪。

重視團體在感恩聖事中的意義，是《淝論》的一大特

點。此外，《苧論》提供在感恩聖事儀式裡的不同選擇，當

中包括四式的感恩經。為什麼要有四式以供選擇呢？這正是

由於教會團體即使舉行同一個禮儀，仍鍶會有不同的需要·

故此禮儀中包含了變化，正好能回應這些需要。如果我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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詝，團體是感恩聖事的主體，則不同的團體有其獨特的生活

實況，要更好地在感恩聖事裡呈現他們的生活實況，不同的

禮儀表達是重要的。

既然感恩聖事為團體而存在，那麼主持感恩聖事的司

鐸，或是感恩聖事中負責其他職務的人員，都是為服務團體

而存在。這就改變了一貫以來，主禮在彌撒中的形象，特別

是中世纪以來所形成的主祭形象。

以上簡單説明《繒論》的核心，是以團體為中心，而

由此出發，我們對於感恩聖事要表達的意義，可以有不同的

角度和方向，正如我們在單元一解説感恩聖事的不同名字時

所呈現的不同含意，感恩聖事內裡所蘊含的音義極其豐富，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説明。以下，我們嘗試從禮儀不同環節的

具體做法入手，説明《纘論》中所描述的感恩聖事的禮儀。

5. 感恩聖事的禮儀及含滋

要説明梵二後的感恩聖事的禮儀如何呈現其中的重要

含窘前，我們先簡單説明禮儀程序：

(l) 開端：進堂詠、懺悔禮、垂憐頌、光榮頌和集禱

繹。

(2) 聖道禮儀：誦讀新舊勻繕書和福音、講道、信友

惰文。

(3) 聖祭禮儀：基本上是按基督在最後晚餐時所做的

來舉行，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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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 ：由信友呈奉禮品：

「感謝」和「奉獻」 ：根據「感恩經」祈

襦、祝聖祭品；

-、 「分享祭品」 ：以天主约、平安禮作準備，

擘餅、分杯，分領主的聖體聖血。

(4 I 閆成遣散。

這其實是我們今天熟悉旳感恩聖事禮儀· 如果讀者並

未參與過其池形式的感恩聖事的禮儀，在沒有比較之下勻

並不會感到這裡的表達，巳雪是簡化了。如果想有確切的感

受，不妨找機會參與特倫多拉丁文顗撒（或稱脱利騰彌撒，

是咢匡禮的特殊形式） ，自然會明白兩者的分別。不過，這

種比較正不是我們在這裡要説的重點，而在下文中，我們嘗

試看看禮儀不同部分所代表的寶義。

5.1 開端

思考 每個主日，我們在戍恩聖事開始之前，究竟儆

什麼準備？或許說，我們是否意識到自已需要

準備參與威恩聖事，還是覺得只要禮儀開始時

按程序做該做的事，就已經足夠？

今天的感恩聖事，間始時必然有進堂詠。為什麼我們

要一同歌唱呢？因為，這是最簡單也最直接的万法，讓參與

者意識到，我們正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感恩聖事的基礎是

團體，我們是一個團體，用呻學一點的字眼，我們是天主子

民，而在感恩聖事裡，這團體正一同準備好· 參與關乎基督



134 钅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的慶典。所以《總論》也這樣説： 「進堂詠的作用是開始聖

禮，並促進參禮者間的團咭，以及將他們的心靈導入該禮儀

時期或慶節的奧蹟中，它又同時伴隨主祭與輔導人員的進堂

遊仃。」 (47) 

按照這段文字，我們要想想，感恩聖事裡該選用什麼

歌曲，能讓人把心靈導入禮儀的奧蹟裡，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覬進堂詠從感覺入手，讓我們寶識到這是一個團

體的禮儀行動，那麼，往後的各個部分，雖然各自有其禮儀

上的意義，但是仍然保持團體的意識。羆論是懺悔禮、垂隣

頌、光榮頌，背後也保持一個「在團體中表達」的含意，而

非個人的意向，所以，在整個開端禮的咭束，正正是「集禱

幺眾, ,rr. J 

按閂《總論》所言，在集禱經時， 「全體與主祭一起

先靜默片刻，使各人意識到自己站在天主台前，並在心中提

出自己的意向。」 (54) 在這裡，有兩個重點我們要留意。

首先是一起在天王台前，這顯出團體的集合，是因天主而

來，我們所以在感恩聖事裡，是因為天主，天主使我們聚在

一起。其次是靜默中的意向，這靜默是回應主禮説「請大

家祈禱」 ，如果我們不靜下來，就不可能真的祈褶，因此，

在具體施行時，這裡應該有足夠的時間，請教友靜下來，這

時間應該足夠譔大家「在心中提出自己的意向」 ，再由主禮

誦唸集禱笠的經文，把個別的意向，以團體的方式，投向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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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聖事叮開首部分· 在此以共同的祈禱結束，鍶後

就是聖道禮儀。

5.2 聖道禮儀

在這裡，我們會先介紹聖道禮儀不同部分在禮儀上的

重點，陝後再為讀者分享當中的含意，而這部分，是為我們

更好地參與擘祭禮，並且反思整個感恩聖事的含音。

5.2.1 諝賣钅涇

"' 
思考：你是否留意到成恩聖事的讀經有何特黠？我們

一共讀多少篇經？什麼時候讀馬爾谷福音？為

什麼有這些安排？當我們聆聽福音時，又應該

抱什麼態度？

聖道禮儀包含了讀坵、答唱詠、褔音前歡呼、信友禱

文及信往。為教友來説，聖道禮儀的重心在於聆聽天主的聖

言，而這也是為感恩聖祭作準懽，因為在聖言中得到心靈的

冼滌，準備好自己的心神· 万能完完全全地領受基督聖體臨

於自己的身體內。所以，這裡雖然先介沼聖道禮儀，卻要記

住，這部分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整個感恩聖事的一部

分。

自梵二以後，感恩聖事中的讀經，要求能譔教友更廣

泛地阡識聖繕的內容，因此，教會重新缢訂讀經的內容，旨

在讓教友能全面地認識天主聖言。因此，讀經的霍排，基本

上分為兩組，就是主日和節慶的選涇系统，以及平日彌撒的

選翌系统。不過，兩者並下是毫囍關係，我們可以視平日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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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痘內容，正在補充主日及節慶的選經，如果我們兩者都參

與，就能更圓滿地理解天主聖言。

在這押，我們先説明主日及節慶的讀經系統：

(1) 以三年為一個循環，分為甲、乙、丙三年；

(2) 合共有三篇讀經，讀繹一通常選讀舊约、讀經二

則會選讀宗徒書信，而讀經三剛選讀福音。另外，在讀縹一

以後，會選讀或唱答唱詠。

(3) 在福音的部分，特別明顯突出甲、乙、丙三年的

分野，因為甲年會讀瑪竇福音，乙年會讀馬雨谷福音（兼讀

若望福音第5章） ，而丙年是路加福音。每個主日及節慶的

讀縹，是以福音為中心，所以選讀的舊约是呼應福音，而宗

徒書信，一方面是呼應福音，一方面也盡量能夠保持連續

芷。

(4) 至於在將臨期、聖誕期、四旬期、復活期的主日

和其他節慶的感恩聖事，三篇讀弳的安排，就變成以主題為

中心，即選讀的三篇讀經，都符合這個詞殊日子的重要主

題，透過讀繻，讓參與彌撒的教友明白這個特殊日子的奧

蹟。可以留意的是，在這些時期，往往都是選讀若望福音，

而在復活期，讀經一就會按囯教會的傳統，選讀宗徒大事

錄。

（刃也許教友曾在主日彌撒裡，只聽到兩篇讀經，原

因是在有需要時，如希望更多時間講道，在主教的允許下，

可以只選讀兩篇聖經，當然，其中一篇必須是福音。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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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選讀兩篇与文，也應該留意兩者之問門相關吁膺，而

不應只考慮選讀短的。

以上是主日及節慶的讀經安排，至於平日彌撒，一般

都是兩篇讀弓，而以兩年為一個循環，選讀舊勻和宗徒冑

信，郎單數年會讀一咀，而雙數年會讀另一組。在讀豆－

後，如同主日彌撒般，會讀或唱答唱詠。至於福音部分，選

自囚部福音，內容每年都相同。在常年期的平日弭撒，選讀

的万法足以連噴讀下去為主的，至於將臨期、聖誕期、四旬

期、復活哨和其他慶節，與王日彌撒一樣，以符合該時明的

主題為標準，採取不同的二文。

由於平日的感恩聖事的讀涇有其持繒性，所以在一殷

情況下，都笠選讀指定的縊文，只有在特殊的需要時，例

如是待定的小團體或有主題的退省等情況· 可按主題選讀聖

經。

綢括來説，為教友能全面地訒識聖紅．的內容，又兼顧

特殊情品旳需要．整個聖道禮儀的選讀系统，正好符合以上

兩個要求，既能讓教友訂識到新舊约聖芬的內容，又能針對

他們的特殊需要，形成一個合理的聖言學習過程。我們可以

説，現在的安排，既能讓整個教會都聆聽同一的聖言，卻又

兼顧到個別人士的需要，可以選讀更切合富時需要的紅文。

梵二後的感恩聖事的聖經選讀，促使神職、信友下能

對聖言膚淺了解，甚至只在感恩聖事中讀涇：反之，它要求

匪體和個人應下漸在感恩聖事內外加深研讀、分享、默想祈

襦和生活聖言 以聖言來指導生活，以生活來印証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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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可以説，梵二彌撒的聖道禮儀的精神是聖言生活的精

神，值得我們大家反省。

5.2.2 有關讀經的反省

一個人所以會成為信友，原因是他接受天主的召叫，

並且作出回應。召叫與回應，本來就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深刻

經歷，所以在聖迫禮儀裡，我們面對天主聖言的召叫，其重

點亦在於回應。

從這角度來看，對於聖道禮儀中的做法，我們就會有

不同的理解。每一篇讀經後，教友都要有所回應，這正是召

叫與回應的表達方式。在第一篇讀經後，我們或以聖詠或以

聖經中的聖歌來回應，這回應應該是出自內心的，而不是只

把文字讀出或唱出來。

同樣地，在讀經二後，福音前歡呼也是一種回應：褔

音後，我們説基督我們讚美你，也是對褔音的回應。到了神

父的講道，這在一方面，是司鐸作為我們的代表，以人間的

語言回應天主的聖言，另一方面，又是深化的召叫，由神父

按聖言的含意，向我們進一步發揮，所以在講道後，我們就

以「信友禱文」來作回應，因應天王之言，我們要為世界、

為社會、為團體、為個人祈禱，廓意加以回應。

因此，我們不應把聖道禮儀視為單向的傳道過程，而

該理解到，教友在這禮儀中的位置，就是對天主召叫的回

應。故此，我們在聆聽過程裡，需要在自己的內心裡回應這

些説話，细心體味當中與我們生活有關的言語。有時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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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太著重於讀7己和講疸當中的運理，而忘記聖道禮儀並芸訌

教，而是在一個盛宴或是一場祭獻中，天王向我們説話。

因此，有神學家特別指出，在聖道禮儀裡，我們要留意的，

是一份愛。聖繹的內容與神父的講道，最核心的訊息是一份

愛。正如這是一場天國的盛宴．參與的人是天主子民，是一

個閼係葬常緊密的一家人，那麼，在宴會裡，我們的談話，

重點不一定在於傳達的訊息，而是代表一份關係。也許你聽

到的只是絮語，但瑄就是親人的閼懷。同樣地，在聖道禮儀

裡聆聽讀紅．我們要明白，卻更要感受，因為語言背後是天

主的大愛。

另一個值得留官的地万，是在聖道禮儀裡，我們有詠

唱的部分，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突顯禮儀的慶祝部分，因為

在我們的日富亭驗裡，在慶祝的時候，我們都會歌唱，會把

重要的內容大聲地宣講出來。所以，按規定，福音前歡呼是

應該以詠唱的方式表達，正出於這種慶祝的理解。

5.2.3 講道

思考：有人抱怨主日神父的講道很沉悶，因此想參與

一些口才出眾的神父主禮的成恩聖事；也有人

主張參與戒恩聖事是天人交往，不應被講道左

右，而要更專注於禮儀本身。究竟，講道的重

黠在於什麼？

聖道禮儀不僅是讀智，也包括講道（或稱為講經） , 

兩者是互相呼應的。在過去的歷史裡，講道曾經從感恩聖

事中消失，但是梵二以後，這成為感恩聖事程序的一部分·

在主日及重要慶節的彌撒裡，主禮必須講道，而在特別的時



140 !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期，講道應與這時期的奧蹟有關係，即要按該時期的相關教

義道理，加以説明演懌。值是，要注意，正如上文所言，

讀經的內容並非純粹的教理講授，同樣地，講道的內容，也

不是純粹教義的説明，而是要以慶祝的奧蹟和教會的祈禱為

核心，向教友作出召叫，並且期盼教友的回應。對講道的回

唧，就是信友襦又。

因此，《纘論》這樣描述講道： 「講道是禮儀的一部

分，為滋養信友生活是需要的，膺極力推崇。咽依所慶祝的

奧蹟及聽眾的幷殊需要，闡釋所讀的聖曰、彌撒常用鉭文，

或本日彌撒的專用經文。」 (65) 

這裡的説明是綜合性的，即指講道的目的，是為教友

的益處，而它的方法，就是解説感恩聖事中的讀蜆的內容。

如果要更细緻地説明，如何做才是一個合適的講道，按照潘

家畯神父的説法，可以分為以下的各個層面：

(l) 詮釋層面：為教友得以明白感恩聖事中的讀徑內

容，講道有責任闡明賅段痙文的含寶，咢別是部分經文有不

容易明白的地方，講道的解説，有助教友明白。

(2) 牧靈層面：這段經文為今天的團體，為在座的教

友來院，有何意義？這就是牧震或牧民的層面，正如耶穌宣

讀依撒寶亞先知書後，稱這段縛文在今天實現，就是此含意

了。

(3) 宣講層面：正如宗徒的宣講要帶出復活的官義，

講道亦要帶出基督的復活與得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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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歷史層面：這裡是指講道要從救恩史的歷史角度

來説明，在這一點上，講道也有教理講授的含意。

(5) 聖事層面：講道同時要把信仰的奧蹟表達出來，

讓人明白信信的超越，也可以説是神秘的一面。

(6) 先知層面：講迫可幫助教友思考，這經文如何計

劃未來，這計劃不是指日常性的計劃，而是如何計劃讓天國

臨在。乜可以說，透過講經，讓教友尋找在自己生活裡，什

麼是夭王的啟示，而按這啟示，能活出夭國的幅度。

(7) 見證層面：提出個人或團體的實陷具體例子，可

以作為三文佐證。

＼）鼓勵層面：向教友提出勸勉或鼓勵，情感上幫助

大冢更好地實踐信仰。

以上八點都是講道要表達的內容，但是要留意，並不

是在每一次講道中，都要包括以上的八個層面，這也是不

切實際的。關鍵是講道者在心中應該有這些層面在心，在巨

次的講道裡的適當地万，把這些層面帶進去。同樣地，教友

如果能對這些講道層面有所訒識，就能更好地明白講道的內

容，從而達到《總論》裡所言，讓縊文滋養教友的信仰生

^ 
叩°

另外，我們還可以討論「證道」的做法。這一點，實

質就是指見證的層面，而今天的社會變化多端，因此有人

訒為，也可以由教友按他們生活裨的真實經驗，為經文作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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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以就有「證道」的出現。要留意的是，講道是主禮的

責任和權利，所以即使有教友亻午「證道」 ，也只能是輔助

性，不能取代了主禮的「講道」部分。在形式上如何處理，

這要按不同地方的規定，但是纘的原則，是不能只有教友來

解説當天的經文。

最後還可以一提，在講道完結後，應該有適當的靜默

時間，讓教友能夠有時間沉澱反省剛才聽到的內容，轉化成

自己信仰的養分。

5.2.4 亻言钅蓖

講道後的默想完畢，就是唸信坦的部分。在行動上，

這是誦吩經文，但是我們也會稱這為「信德的宣韶」。在

感恩聖事裡唸的信經有兩款，一是宗徒信經，一是尼西亞信

痘，前者較短而後者較長，但是兩者都可以在主日誦唸。此

外，在符別的日子，例如在復活慶典上，信經部分也可以採

用對答的形式。

誦崆信經有兩個重要的意義：團體與回應。一同唸信

經而不是個別地、內心地唸，正是要顯出團體的幅度，代表

我們都是同心一德，享有共同的信仰，屬於同一個團體，也

就是天主子民。另一個意義，就是回應天主的召叫，在聆聽

了天主聖言，以及主禮的講解後，我們一同以響亮的聲音唸

以「我信」為開首的經文，代表我們接受天主的教訓與指

導。所以，重新一次宣認我們的信仰，並不是鉺諝的重複，

而是在此時此亥lj' 我們對天主的邀請的真實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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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信友禱文

信友禱文與講道一樣，在初期教會是團體聚會重要的

一部分，但是在中世紀就漸漸消失，而到了梵二以後，再

度復興起來，《繡論》的第69-70節説明「信友禤文」的做

法，也是確立了信友禧文是感恩聖事中的一環。

按瞑《纘論》的指示，信友禱文的次序是：為教會的

需要、為政肘、為全世界的得救、為遭受各種困難的人及為

地方團體。

信友悄文是一種「公禱」 ，既代表教會團體對天主召

叫的回應，也代表這團體如何關心真實的世界，可視為教會

與世界關係的橋樑：渲共禱文公開表達了信友在生活中實踐

信仰的意廊。

在歷史上，信友禱文的意向，最初是由執事負責宣讀

的，我們亦可推斷，大概也是由執事負責編寫，因為他們理

應最了解信友的需要，而到了今天，由於信友惰文的主體是

信友，所以由亻口友中佔大多數的平信徒來負責，也是很適宜

的，這也表現出在梵二以後，教友在感恩聖事裡的參與。如

果可以的話，禱文的內容，最琤想是由教友來壎寫，因為

禱又的取向，應該與教會團體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

們自身來編寫也是最適切的。那麼，內容應陔是什麼？－方

面，我們不宜採用完全脱瞎現實世界的內容，因為信友惰文

期盼教會與世界有所聯繫：另一万面，又不應把禱文變成新

聞報導般，長篇大論地説明現實社會發生的種種，而應陔是

從信仰的角度看社會的事情，把生活和信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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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操作上，《總論》也提供了例子，讓我們可以

明白賅如何缢寫相關的禱文，但這也僅是參考，因為教會團

體生活的內容，有其各自不同之處，關注的社會事務亦各有

不同，不可一概而論。至於由誰來負責編寫信友惰文，較佳

的安排，是由堂區內不同的信仰小團體輪流負責，因為這有

助堂區內不同團體的祈禱意向，都有機會表達。如果在施

行上有困難，可由負責禮儀的小差缢寫。採用預先制訂的祈

情，可以更统一和確保內容的正確，但是就有損信友禱文本

來期盼信仰與生活結合的表達了。

5.2.6 小結

至此，有關聖道禮儀的部分，我們就解説完畢，而綜

合以上所言，不難看出，梵二以後的聖道帶儀，重視聖言對

教友的召叫，同時也重視接受召叫的教友的回應，在整個聖

道禮儀裡，就是這種來來往往的召叫與回應，豐富了教友的

信仰反思，並且能進一步思考在生活裨，如可把聖言扎根，

實踐天主的救恩計劃，讓天國臨在。

6. 摘要

(1) 本單元探討現今的戒恩聖事的內容及意義，首要的是有關

彌撒的主體，不再是主禮的司鐸，而是整個信仰囿體。因

應不同的圉體有不同的需要，因此《彌撒經書總論》在部

分的儀式裡提供了不同的做法，可以讓人有所選擇，更好

地服務匱體。

(2) 按《彌撒經書總論》的解說，成恩聖事可以分為開端、聖
道禮儀、成恩禮及禮成遣散四部分，在這單元，我們先介

炤開端和聖道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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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端是指我們要在天主台前集合．重點是表達天主子民是

蒙召而來，並且成為一個屬主的圍體。另外，開端的最後

部分．是主禮邀請大家祈禱，即要大家靜心，準備好迎接

天主的聖言。

(cf) 聖道禮儀包括讀經、答唱詠、講道、信經及信友禱文。

在這部分．核心是召叫與回應。每一篇讀經都是天主的召

叫 故此我們以答唱詠及其他歌詠回應；講道同樣是天主

的召叫·我們則以信經與禱文回應。

(5) 讀縊的溈排以三年作循環．好讓教友能全面地認識聖練的

內容。讀経有三篇，第一篇是舊約，第二篇是新約書信，

第三篇是福音，主禮可因應需要，把讀經烕為兩篇。

(6) 講道的內容應回應當天的讀經，目的不是純粹教義的說

明· 而是要以慶祝的奧蹟和教會的祈禱為核心，向教友作

出召叫 互且期盼教友的回應，也就是信友禱文。講道可

以從八個層面來發揮，包括詮釋經文、牧靈、宣講、歷史

認識、聖事角度、先知性洞見、見證生活及鼓勵教友等。

在講這完咭後，應該有適當的靜默時間．讓教友沉澱。

(7) 信縊也稱為「信袍的宣認」，有兩篇．一是宗徒信經· 一

是尼西亞信經，兩者皆可誦唸。誦唸信經有兩個重要的意

義：囷體與回應，即指全教會都是唸同一信經，而這宣認

是對天主聖言的回應。

(8) 信友禱文與溝道一樣．在中世纪消失了· 而在梵二後再度

復興。信友禱文的次序是：判教會的需要、判政府、為

全世界的得救、為遭受各種困難的人及為地方囹體。雖紈

《總論》有提供編寫的內容參考，但是最圄滿的做法，是

由罔體內的教友親自撰寫，更能顔出其與生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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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八

梵二後感恩聖事的

基本結構及選擇（二）

1. 緒言

參與感恩聖事是我們信仰生活的高峰，也是毎個教友

在主日和節慶都會參與的禮儀，所以要深入訒識，自然需要

多一點的篇幅。在這單元裡，我們繼纘解説感恩聖事的基本

緒構，承接上一單元有關聖道禮儀的介紹，在這單元裡，開

始聖祭禮氰的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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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閌畢本單元後，應能：

• 指出聖祭禮儀的不同部分的名稱及施行內容；

• 説明整個聖祭禮儀的重點：

• 指出感恩聖事中各項職務的工作重點。

3. 導論

在這單元裡，我們會介縉感恩聖事裡的聖祭禮儀及禮

成派遣的部分。在中文裡，我們很多時稱感恩聖事為聖體

聖事，於是往往會產生錯誤的印象，詔為在整個感恩聖事

中，就只有成聖體及領受聖體這部分，才是聖事。正因如

此，在這書裡，我們按《天主教教理》的表達万法，稱這

聖事為「感恩聖事」。 （如果要更準確，就是「感恩（聖

體）聖事」 ，但教理這樣寫，只是讓凸用「聖體聖事」的

人，知道正是指同一件聖事。）採用這名字的主要考慮，是

希望讀者明白，這聖事的核心確是聖體聖血，但整個聖事的

重點，在於感恩，所以這也可以稱為感恩祭，原因正在此，

感恩基督為我們做的一切，是辶個聖事的重點。

明白這點，為我們這個單元來説相當重要，因為我們

將在這裨介紹的聖祭禮儀，正是成聖體聖血及領受聖體的部

分。這是很莊嚴的禮儀，但是它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整個

感恩聖事的其中一音同分。如果沒有聖道禮儀的準備，我們不

能好好地投入聖祭禮儀；在聖疽禮儀裡，天王以袒的聖言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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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我們的心靈，為的是在聖祭禮儀裡，我們能更好地接受基

督的血肉，而基督正正就是成了血肉的天主聖言。

以下，我們開始為讀者介縉這個重要的禮儀旳刻。

4. 聖祭禮儀

"' 思考：在信友禱文後，我們進入奉獻的環節，就是聖

祭禮儀的開始。你覺得聖道禮儀與聖祭禮儀，

是否緊密地連咭起來呢？還是覺得是兩個各不

相干的環節？如果想讓人更清楚明白這兩部分

是有關係的｀你認為可以做些什麼呢？

在聖洹禮儀後，感恩聖事進入聖祭禮儀的部分，而這

部分包括呈奉、祝聖聖體聖血和領受聖潤三部分，這分類

方沄，是按！：：：門論》而來的，首先是「拿起」 即呈奉禮

品；其次是「感謝」 ，即「感恩繹」 ：其三是「擘餅和交哈

門徒」 ，即「領主」 （領聖體聖血） 。從根（原來看，這是按

祈勻的説上來作分類，更能回到信仰的傳沉。不過，每個細

項裡，還可以作細分的部分，我們在下又再一一說明。

梵二以後的禮儀改革，在聖道禮儀與聖祭禮儀之間如

何聯繫，也有討論。有人認為，現今的做法，兩者似乎不太

能流暢地連节起來，好像聖道禮儀落幕，聖祭灃儀就開始。

這想法當竺是不對的，因為「聖言」是指向「聖祭」，我們

以聖言作準備，進入聖祭。不過，為讓教友更能言識到兩部

分的關係，也有人建議在信茭襦文以後，向教友提示，回應

聖言的最佳万去· 就是把我們自己，連同餅盾· 呈奉到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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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有人提出，我們可以考虐米蘭禮的傳统，在信友禱文

之後，先互祝平安，再呈奉祭品，會讓整個過程更能表達當

中的含意。

錐然這些提議在禮儀改革時沒有被採用，但是它們背

後的精神，我們亦陔留意，就是要把聖道與聖祭禮儀連繫起

來，不要簡單地視為各自獨立的兩部分，唯有這樣，我們才

是完整地參與感恩聖事。

4.1 拿起：呈奉

聖祭禮儀的第一部分是呈奉，而這又可以分為兩個小

節：預懽禮品和遊行。一般來説，我們都把這個禮儀部分，

聚隹在遊行的部分，就是獻上禤品的部分，值我們在此先談

談預備禮品。

當我們回顧歷史有關這呈奉禮品的發展，會更加珍措

今夭由教友作呈奉的安排。在初期教會，早奉的行動是很

樸素的，教友所獻的，就是自己所製的麵餅，而在領受聖體

後，那些未有祝聖成為聖體的麵餅就會分施拾窮人，故此呈

獻的物品與它所代表的寶義，非常簡單直接地與整個感恩祭

的內涵吻合了。

可惜的是，到了中世纪，教友愈來愈少領受聖體，這

個呈奉的行動，就脱離了群眾，變成純粹是主禮與輔祭的活

動，也就失去共同呈奉的含意。到了梵二以後，教會力圖重

新建立這個美好的傳統，因此，在預備禮品時，要留意以下

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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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準備在這台彌撒中使用的餅酒，都應該是在當天

感恩聖事中呈奉的，而不是使用其他日子祝聖過的。換言

之，呈奉上祭台的餅酒必須是未祝聖的。

(2) 今天的呈奉，不止是餅酒，也有其他東西，如果

全都一併準備妤，可以一同獻上，但在擺放上要留意，下能

把所有的祭品都放在祭台上，只有餅酒才該如此。

在預備禮品後，就是遊行，即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呈

奉。氜昭麟而言，呈奉是指一個實際的行動· 就是把聖祭的

用品，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餅酒，送到祭台，這就是呈苲

的行動。按E召《總論》所言，最合適的做法，是讓教友負責

呈奉餅酒，再由主禮收納，轉放在祭台上。呈奉的，不僅是

直接用於祭相的物品，也包括為教會及貧窮者所收集的尉儀

與禮品。

由教友呈上，交給主禮，再奉上祭台，這行動本身也

有其象徵的倉義，就是指整個團體與司祭一同呈奉，把自

己也獻上。所以，有形的祭品有其皿形的含意，代表我們

願意把自己獻上，而從實際的層面來説，教友參與王日的

感恩聖事，就是挖自己過去一星期的生活，完全地獻給天

主。在此，我們也可以説，聖道禮儀與聖祭禮儀的連繫，即

在於此：在聖道禮儀裡，我們以聖言淨化自己過去一星期旳

生活，方能在聖祭禮儀裡，把這生活獻洽天王。明白這道理

後，在呈奉的過程裡，參與聖事的所有人郡要態度端正，不

能只以旁觀者的身分，觀看負責禮儀的人呈奉禮品，而要思

考自己能把什垕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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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教會團體的角度來理解呈奉這行動，我們還可

以留意呈奉中另外兩個重要的含意：

(1) 感謝：在奉上祭品時，我們要意識到這些祭品的

根源，其實也是天主，正如經文所言： 「上主，萬有的天

主，你賜給我們的食糧，我們讚美你。」這又回到整個感恩

聖事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涵：召叫與回應。我們所得的祭

品，其實是來自天主，而我們又要把這些祭品，回蹟拾祂。

在這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意識到這個事實，並因此感

謝。

(2) 分享：呈奉本身可視為分享，即我們把自己所有

的，分洽天主，但是因為天主的崇高，我們通常都是以奉

上、獻上的角度來理解。但是，呈奉其實也有分享的含意，

所以在聖祭中，我們最後會分亨餅酒；餅酒以外，我們獻上

的金錢或其他物品，都是給予其他人享用的，所以呈奉包含

了分享的涵義。

4.2 懣謝：感恩經

!~ 
思考：在戍恩經的部分，教友有何參與呢？我們會一

起唸哪些經文？又會一同唱哪些歌呢？另外，

又有什麼經文，是主禮獨唸，並不是教友唸

呢？為何有這些規定？它們有何意思？

在過去多個單元裡，我們都有提及感恩經，而到了梵

二以後到今天，我們一共有九式的感恩經，可供不同的感

恩聖事作選用。在一殷的感恩聖事裡，主要是選用第一至四



鼠元八· 梵二後感恩聖事的基本結福及選擇（二） ! 153 

式· 而其他五式，是為一些較芍殊的情況而設的。一至四式

感恩經有其深厚的教會傳統，而後五式則是因應當代一些特

殊狀況修訂而成的· 例如兒童彌撒。

在梵二以後，感恩經的結構已涇固定下來，今天的感

恩辶雖有多佽，但都依據這固有結構而可以分為以下的幾部

分。由於不同的感恩繹有不同的次序，我們以下並不是純粹

按先後次序來説明的，請讀者加以留官：

(l) 霽謝：這主要是表現在「頌謝詞」內· 如果主禮

能夠以歌詠旳方式來表達，應採用唱的方式來開始這「頌謝

詞」的罰分· 就更顯其讚頌的韻味。從含寶來説，在感恩写

部分，以頌謝詞開始，代表主禮連同整個團體，為天主的救

慰工作而讚頌天主· 表示感謝之情。當然· 在不同的主日

裨，因咽不同的主題，也可以採用其他題材來作為感恩的對

象，旦是從恨本來説，感謝「天主的救恩工作」仍然是王要

目的。

按餌三書，今天有多式的頌謝詞，可供主禮選擇. 代

表我們對於天王救惹的不同層面和方向的理解，但在此不一

一吧説，讀者有興趣，可自行找來品味一下。

(2) 歡呼：具體的表達就是一同高唱「聖、聖、

聖」 ，而這代表我們整個團體，偕同聖裨，一同歡呼。洹

歡呼是感恩竺的一部分，並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禮瓖

裡，教友該同主禮一同高聲詠唱，才能圓滿地表達這份與

王相偕的喜悅了。這裡也引申出另一個要留意的地万：在感

恩聖事裡，不少歌唱的部分，教友都應該投入地高唱，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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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保特氣氛，而只是整個團體投入禮儀的自然流露。所

以，感恩聖事中的歌詠，並不是屬於歌詠團的，而是整個團

體的。

(3) 呼求聖神：這是屬於教會的特別襦文，透過經

文，我們把本身的信德表達出來，祈求聖神聖化這些祭品，

讓它們成為聖體聖血，也就成為我們救恩的泉源。

(4) 祝聖聖體聖血：這段來自新勺的繹文內容，保留

了教會深厚的信仰傳统，一代又一代地留存下來，成為我們

信仰的核心。誦唸這段經文，代表我們藉耶酥基督的説話與

行動，又一次完成基督在最後晚餐時為我們舉行的祭獻，並

且在當時，他已經吩咐門徒，要為纪念他而舉行這祭獻。有

關聖體聖血的敍逕，涵義豐富，在神學上，這裡有兩方面的

重大意義：紀念和奉獻。我們要多重地理解，才能在參與此

敍述時有更深刻的體會。

(5) 纪念：教會按昭耶酥基督的吩咐，在禮犧裨纪念

他為我們行的奇蹟，從而分享他的恩寵。按繹文的內容，我

們是「每次吃這餅，飲這杯，就是傳報你的聖死，期行你光

榮的來臨」 ，也就是纪念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因而相信他將

會光榮地再來。這纪念具有三重的向度，就是過去、現在與

未來。基督的死亡是過去，我們在現在纪念他，而他光榮的

再來就在未來。這一切都在感恩經中呈現出來。

(6) 奉獻：時常都要｛启記，感恩聖事的主旋律是呼召

與回應，即使在感恩經中，我們纪念基督的同時，不僅停留

在恩寵的接受，也要回應，這就是奉獻的意義。不過，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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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茫中奉獻的含意，比我們想像中更複雜，因為這不僅是我

們全體的奉耜，也是基督的祭獻，而且是一次而永久的祭

獻，所以《天王教教理》這樣表達：

「感巴箔也是教會的祭獻。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參與

她元首叮奉鬢i 。教會偕同基督完全奉獻自己。她縉合於基督

的代禱，乃全人類祈求天父。在感恩祭中，基督的祭獻也成

為祂肢禮的祭獻。信友的生活，他們的讚美、痛苦、祈禱、

工作，都門基督的讚美、痛苦、祈禧、工作，及性整個的奉

獻芍合，因而獲得新的價值。基督的祭獻瘧現在祭台上，使

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可以與祂的奉獻相情合。」 (1368 J 

這理訟的是整個感恩聖祭，但同時也適用於感恩竺中

有關聖們平 lII1 的部分，代表著基督與我們，他的肢體，一

同祭獻。而這奉獻所以有寶義，必須結合我們在聖這禮儀中

的反省。當我們在聆聽天主之言時，反省到自己的生活，那

麼，到了這旿気，生活裡的喜樂與悲傷、成功與失敗，才能

夠真真實實地作為祭品，奉獻洽天主。

此外，我們從福音中可以看到，基督對於這段祝聖約

文的重視，就是指明要門徒在往後要重現這情狀，所以

《天主教教理》這樣説： 「耶穌命令要重複祂的行動和話

語， 「直到祀再來』。這命令不但要求我們懷念耶穌及祂所

做的一切，且是針對由宗徒和他們的纘承人所舉行的禮儀慶

典，纪念基督、袒的生活、祂的死亡和復活、以及祂在父前

的代禱。」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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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轉求：也可以稱為求恩，其基礎是在土文説到的

纪念與奉獻上。當我們纪念基督為我們做的一切，同時又把

白己的一切獻上，這代表我們與天主縉合，而在禮儀裡，這

笮合是以充滿聖裨來表達，也是上文提及「呼求聖神」的含

意。在此基礎上，我們求恩。這求恩代表我們不僅顧及聚集

於祭台前的教會成員，也包括其他人，以至整個世界。轉求

把感恩的福度更大的提升擔展，由這裡的一個小小的團體，

提升到整個人類，包括在生的、已亡的、在天上的，一切都

是我們求恩的對象。

(8) 聖三頌：感恩經結束於聖三頌，而背後的音義，

是頌讚。在經文上，主禮唸：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

和榮匯、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並聯合聖神，都

歸於你，直到永遠。」我們則回答「亞孟」。這裡要留意的

是，這是一份讚頌，而不僅僅是一段經文，所以我們在唸的

時侯，應保持一份喜尻，把這份讚頌大聲地唸出來，又或是

更好地，以頌唱的方法，就是以三重詠唱的万法，將這肯定

的答覆唱出來。由於這是感恩經的結束，也有人稱這是「大

亞孟」 ，指整個感恩經的美好收縉。

總括來説，梵二後所制定的感恩羥，為今天的聖祭禮

儀，帶來良好的作用。感恩焊簡潔清晰，含意非常明確，不

僅主禮能夠清楚瞭解它的含寶，教友亦然。當教友能夠清楚

神父所唸鉕文的含意，自然能夠以自己的心神來回應，當中

所唸的如「聖、聖、聖」及「亞孟」 ，不再是意思不明的答

句，反而該是教友自己內心感受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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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以（妥的感恩豆，正好説明我們今天對禮儀行動的

理解。在過去，禮儀中的語言，不用明白，也不用高聲表

達，固妖可以説是因為這一切都是向天主發言，所以沒有説

明的必要，但是為教友來說，這狀況往往會把禮儀中的語言

魔法化，也社是説，它們好像是有魔法的，只要按此痙文一

崆，壁會產生某些效果，而有關建立皇體聖血的敍述，就更

容易有此誤解。梵二以後的感恩經· 譔我們明白，這些並非

魔法，而是天人之間的交流。在此行動裡，王禮透過行動與

語言｀就是拿起餅酒，並讚頌感謝天主的恩寵，表達基督為

我們而死，再以復活來改元我們的生活的一切，我們在明白

這些行動相語言時，也以我們的行動和語言來回應，表達我

們的託周、感謝以至強烈的感恩。

正因為感恩兮的涵義這麼豐富，所以當我們與主禮一

同祈惰時，我們是一同參與一件真實的奧蹟，而我們的回

應，万代表我們更堅定地與主緒合。這正是《禮儀為章》 4S

節圧説的積神： 「信友要藉著經又和禮節，深深體會基督的

奧蹟，有官誠地、虔誠地、主動地參與這神聖行動 感謝

天主，向天主奉獻細玷的祭品． 奉獻自己，通過基督，與

天主及弟兄融合為一，彰顯天父為萬有中的萬有。」

4.3 擘餅：領受聖體

這裡要解説一下標題。雖然我們把這部分稱為「擘

餅」 ，但是也包括領受聖體，所以道部分有兩個主要的行

動，就是主禮的擘餅，以及會眾的領受聖體，由兩個不同的

主體出發。其次，行文上我們採用領受聖鶻，但是這也包括

領受聖血的，下文會再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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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教會，這部分的禮儀很簡單樸素，就是上文提

到的兩項：主禮擘餅，然後由會眾領受。但是，經過千多

年的發展，這部分加入許多不同的禮節，梵二以後，當中不

少仍然得以保留，於是在禮節的角度來看，這部分有四個行

動：天主經、平安禮、擘餅禮及領聖體禮。

部分人認為，如果把平安禮放在聖道禮儀及聖祭禮儀

之間，為禮儀來説，更為自然順暢。不過，這是意見而已，

在此提及，只希望能令讀者多作思考。

4.3.1 天主經

思考：為何我們在領受聖體前，要一同唸天主經？你

認為這個禮儀行動，有何作用？

從禮儀的角度來看，在唸天主經之前，主禮會有一段

導言，這是重要的，因為它能夠帶領我們，更好地進入天

主涇的內容裡。因此，主禮在導言部分，雖然可以按經文昭

讀，但是更好的做法，是有一段切合當時狀況的導言，以幫

助會眾在誦唸時，更能盡情表達天王經的含意。

那麼，在這裡唸天主經，我們要領悟與認識的是什

麼？首先， 「賜名合我們日用的食糧」 ，能譔我們更深刻地珅

解聖體九生命的寶義，就是作我們靈性生命的日用糧。這也

讓我們聯想到若望福音有關生命之糧的內容，這可作為我們

領受聖體聖血的重要準備，因為如果不能領悟聖體聖血的內

在含意，便會令這禮儀行動失卻了原有的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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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也是讓我們悔罪的時刻，如同豆上所言 q 「 ,k

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我們不妨想

想，這首要的對象，就是站在你身邊的其他教友了。在這領

受聖體前的時刻，我們首先要彼此接納對方· 因為主耶穌命

令我們要役此相愛。同時，我們也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這代表我們明白天王才是生命的

根凋，卽官聽從祂的教導，避免作出錯誤的行為，並把自己

交託全天王。為此，我們看到領受聖體前的重要準備：與人

相好，舆天王和好。唯有保恃這一份愛的閼係，這麼領聖體

才堪稱為真正的共融。

4.3.2 平安禮

思考．有人認為平安禮為教友帚來互動．讓禮儀的氙

氛更好，也有人認為今天的平安禮已經不受控

制，教友往往離開座位，在聖堂內四處走動，

互相問好，破壞禮儀的莊嚴氣氛。你有何意

見？

在慣儀裡互祝平安是一件很美麗的事情，也讓我們能

夠很實在、具體垃感受到祝福。不同的地區，就平安閏該如

何施行，有不同的做法，由於部分做法過於「氦情」 ，令人

擔心會影響輅個感恩聖事的進行，所以《總論》有所指令，

對此作出規範，指示「各人宜只向自己身旁的人，拮謹地

行平安禮」 (82) 。不過，如果教友未能夠從中感到這份平

安，這便值得我們反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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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祝平安建基於共融。我們彼此互祝平安，並不

是與鄰居在升降機口相遇而打個招呼，而是我們相信，彼此

都是主內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們是在主內互祝平安，正如耶

穌基督教導他的門徒那樣。要知道，在平安禮後，在場的所

有人，都會分享同一個餅、同一杯酒，也就是在基督內彼此

分享。所以，這互祝平安並非交誼活動，它代表我們是一個

團體的含官。

(2) 有些教友在平安禮時得到一份平安，也有人覺得

只是一個禮貌的招呼，自己內心的困難、情緒與不安，都不

能囚這行動而消除。同樣地，我們可以回到新勻中耶酥與門

徒的處境，在耶穌的廛別贈言中（若14:27-31) , 位祝褔門

徒平安後，鬥徒並不能在真實生活裡，得到平安，反而面對

更多的挑戰，因為隨之而來，就是耶穌被捕，苦難史的開

始。所以，我們得不到平安，與門徒的處境相近。那麼，平

安禮的目的是什麼？有人評為，這是一種末世性的平安，即

基督所給予的平安，要待我們在天國裡，方得圓滿地表達。

這説法符合我們對教義的理解，也可以幫助大家感受這平安

禮中，該如何體會這份平安。也就是説，這平安不一定在這

一刻就實現，但是你要相信，你終歸會獲得這份平安，而在

這一刻，我們透過禮儀，預嘗這種圓滿的平安，有助我們在

未來接受天國裨的平安。

4.3.3 擘餅

按閂《彌撒翌書繼論》，在禮儀裡，該有擘餅此一行

動，但是，讀者如回想一下，在萼恩聖事裡，我們並不是太

明確地，看見主禮有此擘餅的行動。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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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現今感思聖事裡採用的麵餅往往很小很薄，不容

易做出所有教友都清楚看到的擘餅動作：

(2) 受中世纪傳統所影響，個別主禮仍然視擘餅為私

人的行動，而下能兼顧到當中的團體意義。

如果我們按暄《纘論》的解説，麵餅膺該有「真正食

物的樣子」 ，所以今天為方便領聖體而製的，是小而圓的麵

餅。可是這些叮小的麵餅，並不適合作擘餅的行動，所以應

該有一個大一點· 更近於真正麵餅的聖體，杼讓擘餅這禮儀

的標記更加清楚地呈現。

在東方教會裡，他們是採用真實的麵包來作聖體，這

做法，為西方教會來説，就更加不容易，因為氫酵麵餅在擘

開時會有很多餅碎，難以處珅。不過，瞭解不同的傳吮· 為

我們反省禮儀的施行，很有官思。

4.3.4 領聖體

思考：有人主張只能夠口領聖體，也有人主張應手領

聖體；有人茫為只領聖體已經足夠，又有人茫

為必須兼領聖體聖血。為什麼就領受聖體聖血

一事，我們有這麼多不同的主張？你認為核心

的問題是什麼？

首先可以談，領聖體的安排，應該避免輪候太久。這

不僅是由於集會秩序問題，也涉及禮儀的表達。既然我們是

共領聖體，那麼，應該盡最大的能力，讓大家都在相近的時

間內領受勻才能更明確地表達這共領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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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人提出，如果領受者眾多的話，就應保特一個近

於遊行的列隊方式，這能呈現領聖體的行為，是一個團體的

行動，而不是個人的行為。道些安排的問題，都涉及具體情

況，我們該盡量表達禮儀的精神，再按實障的肽況，加以施

行。

同時，正如上文所言，感恩聖事當中領受的聖體，最

好是該台彌撒上祝聖的聖體，而不是留下來的，因為這能

更圓滿地表達同餐共桌的意思，就是我們在分享同一的餅和

杯，那度，基督陘在於我們所奉獻的祭品中，再由我們領

受，共融的意思就能更清楚地表達。

今天有關領聖體這禮儀行動，有兩個討論的佳點，一

是領受的方式，二是領聖體是否該兼領聖血。

由於在閂倫多大公會議以後，一般領聖體的万式，都

是教友下跪，並且以口領聖體，即神父把聖體送到領受者

口中，領受者的手不會觸及聖鶻。這做法有相當長的歴史，

甚至有部分教友訒為，這才是正確的做法。但是，在梵二以

後，教會開始接受以手領聖體，即教友走到送聖體者前，迭

聖體者把聖體放到教友手上，教友再放到口中。然而，支持

口領聖體者訒為聖體極為神聖，生怕用手接聖捫，會玷污了

聖體，因此鼓勵口領聖體。

原則上，兩種万式都可行，並無誰對誰錯的問題，當

然，不同的教區有不同的處珅，最終要看教區的決定，但是

從禮儀原則來看，兩種方法都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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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兼領聖血的問題。按禮儀的原則，兼領聖體聖

血是最圓滿的表達· 因為這符合基督在最後晚餐的吩咁，

所以是最佳的做法。所以《纘論》也這樣說： 「兼領聖體聖

即·能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的聖事之意義。因為，依此方

式， 「感恩祭宴－的標記才能更完美地顯示出來，而吾主以

其聖血訂立「新而永久之盟勻』的旨意，也更清晰地表達出

來。而感恩祭宴與在天父國內之末世聖筵間的閼係· 也更為

明顯。」 (2/'\ 1) 

其實，早在十二世圯未，天王教徒就傾向參加彌撤而

不領聖體，或為方便或謹慎的緣故，只領聖體而不領聖血。

在往後的日子裡，這做法成為天主教的常態，邰一直受到其

他宗派的指責。抨倫多大公會議在決議裡清楚表達，基督臨

在餅酒乙形下，皿論是領受聖體還是聖白，已是領受了整個

基督的人性和天主注。而到了梵二以後，我們則從標記所象

徵的意義出發，訂為更應陔兼領聖體聖血。

不過．在現實的清況下，要能妥善地領受聖體聖血，

需要不少考慮，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日子裡，教友都是只領聖

體，不領聖血，所以也有人主張，單純繽聖體即可。

關於領受方式與兼領聖血的閒題，我們可以考慮以下

幾點：

(l) 《知撒經書網論》 283及387節説明，主教團和本

地主教可自行釐定兼領聖體聖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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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牧民上，兼領聖體聖血的精神不只是儀式上的

行動，而是讓信友確實地、完整地、有意識地參與這新约的

奧蹟，藉領主的體血而結盟，與天王和弟兄融合為一，並在

生活上踐行這新盟約。

(3) 任何方式都要以最能表達禮儀行動背後的精神為

王，從這一點出發，領受聖體聖血是較佳的做法，至於口領

還是手領，並非關鍵。

(4) 領受的行動或姿勢，除了是表達行動的意義外，

也涉及領受人本身的感受，以及目睹者的感受。從此角度來

看，我們可以這樣判別：站領已能明確表達信仰，如個別教

友採跪領方式，以表達自身的感受，教會是接受的。所以教

友自身有何感受，直接影響他傾向如何領受，我們不需要強

加區分。領主的意義在於共融合一，如果因為不同的領受聖

體方式而帶來不和和分裂，便完全失去了領受這件聖事的意

義。當然，如果某一領受万式，造成秩序閂題，則要再加斟

酌。

還要留意的一點是，分送聖體聖血的問題。即使現場

的司鐸人數不足，教友眾多，教友仍然不可以自行去取聖

體聖血。現在的處理方法，是讓部分平信徒協助分送聖體聖

血，諠是一殼稱為「非常務送聖體員」的服務。為何必須要

有人送聖體聖血呢？這是為了強調團體的重要性，因此要有

一個人把聖體送洽另一個人，而不應是每個人自取的做法。

纘括來謊，梵二後感恩聖事中聖祭禮儀的儀式，很有

寶識地按閂基督所建立的方式，藉著「拿起」、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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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開及交恰」的行動和禱又，把基督建立的「新勻祭宴」

的精神，完全表達出來。當然，教會所設計的禮儀是那麼细

心，但是當中的精神是否能夠落實在一個真實的境況裡，把

基督的精神呈現並傳到每一個教友身上，這就全賴主持者和

參禮者的態度和行動以及教友的禮儀培育了。

5 禮成派逍

在單元一裡，我們介綹感恩聖事也被稱為彌撒時，亦

提及最後禮成派遣的意思，這押不再重複，只是指出幾點在

具體進行時要留寶的地方。首先，有關團體活動的報告，噸

在「禮成式」前宣布。「禮成式」包括致候禮、降福禮和遣

散禮，而在特定的節日，降福禮還會以隆重的形式來施行。

完成禮成式後，就會由主禮或執事遣散會眾了。雖然禮規並

沒有規定，但是今天的一般做法，也會在派遣後唱一首歌，

以歌聲伴隨退堂的遊行。

6. 感恩聖t中的各項職務

思考．你有沒有在戌恩聖事裡擔任任何職務呢？會否

是輔祭？還是送聖體員？抑或參與讀經，或是

領經等？試想想，一台彌撒需要多少教友的協

助｀才能圄滿地完成？

以上論及梵二以後感恩聖事中的各個部分及其合音，

在這一節裡，我們訂論在感恩聖事裡，不同人的職務，這也

是梵二以後才出現的課題。因為由中世纪開始，彌撒中的職

務，幾手由神職人員、輔祭及歌詠團包辯了。匱是，在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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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按昭《總論》所言：「為舉行彌撒 主的聖筵，極

須妥善安排，務使聖職人員與信友，都能各按其位，妥善參

與，以獲得更圓滿的效果。」 (17) 

因此，討論感恩聖事中的職務，九我們參與感恩聖事

是有音義的，因為它表明：我們每一個參與者，都有其職

分，我們都不是旁觀者，而是為聖言和聖體服務的一分子。

以下，讓我們看看不同人在感恩聖事裡的職務。

6.1 神職人員

這裡所言的神職人員，是指主教、司鐸及紈事，他們

在感恩聖事中各有不同的職務，要詳細瞭解，讀者可以參閲

《總論》第92-94節，我們這裡沒有足夠篇幅加以説明。從

原則來説，三者各有不同的工作，並且在彼此的合作下，讓

彌撒得以圓滿地舉行。

不同的神職人員，在感恩聖事中各有工竹，首要的是

主禮，值不管是由主教或司鐸主禮，他們其貫有同一的職

務，就是在萼恩聖事裨，以基督司祭的身分獻祭，在感恩聖

事中履行他們的「公務司祭職」 ，這一點，説來很簡單，其

實含音很深遠。自中世纪以來，弭撒禮儀趨向宮廷化，出現

了愈來愈多的繁瑣禮節以及代表權貴的物品衣飾，緒果主教

或司鐸在彌撒中的身分，變得高高在上，如同君王一般。這

個形象，並不能有效地表達感恩聖事本有的含官。所以，今

天教會強調主禮的司祭身分，是代表基督主禮，這首先是一

個「代表」 ，真正主持感恩聖事的，仍然是基督，這就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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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聖祭的意思，很清楚地表達出來。再者，惑恩聖事的核心

是基督，如果不能圍繞這核心，禮儀行動並沒有什麼意思，

這亦有助我們哼解司祭在尼戈巴堊事中的職務。

如果按昭《頌論》的解説，主禮在感恩聖事中的首要

工作，就是王特禮儀。這也代表主禮是為聖言服務，而非接

受他人的服務，所以竺書也指明，主閆的座位要顯出他是主

持者，而不膺以安坐寶座的形式出現，就是要突出王閆的主

持身分。其次就是帶領祈禱，宣講喜訊，並且主持獻祭。

此外，在感恩聖事中，輔助主禮舉行禮儀的，首要是

執事．其主要的職務包括宣讀褔音、有時在王禮委託下講

道、在聖祭中協助主禮、分送聖體聖血、遣散會眾等。

6.2 信友

也許讀者在領冼前的慕疸班裡，已丘聽説過教友分享

基督的普逞司祭識此一説法，而最能呈現此瞰務的，自傌

是在感恩聖事當中，因為這就是天王教徒的祭獻，而在《＃恩

論》旳95節中也指出，教友不是間接地參與祭獻，而是與主

禮一同奉獻· 並且與全體會眾· 共融於天主之內。

這樣泣．並不表示每一個參與的教友，也在感恩聖事

中有具體的工作，而是指我們都要專心投入在感恩聖事裡，

既要好好透過聖言反省自己的生活· 也要在奉獻叮把自己的

生活獻出，這才是真實的參與。具體來説，就是全清投入於

對答的經文、祈禱和歌詠，虔誠地奉獻祭品及領受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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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今天的感恩聖事裡，教友蔗實可以有具體的

工作可做，這包括輔祭員、聖言宣讀員、宣讀信友禱文、領

経員、歌詠團、領唱員，以及負責接待工作，维持秩序和收

集獻儀等，都是教友可以在感恩聖事中協助的工作。在這些

工作中，有些是具有正式的「職位」 ，如輔祭、送聖體員及

讀經員，而其他工作，同樣需要教友的支持。

7. 總結

思考：你閱畢以上有間今天戒恩聖事各部分的禮儀及

其含意的介紹後，自覺對於每星期都參與的這

件聖事，有什麼新的看法？

在以上兩個甲元裡，讀者對今天的感恩聖事，該有所

詔識，這九我們參與這聖事，也有所幫助。在這裡，我們嘗

試綰合坦説明梵二以後的感恩聖事，為我們帶來什麼意義。

(1) 梵二後的感恩聖事，要説是更新，不如詡是恢復

感恩聖事本來的面貌，就是回到感恩聖事是團體共融的意

思，讓我們以基督為中心，按基督的吩咐，成為合一的團

體。有關禮儀的各個項目的安排，都是指向這個目的，而不

是一才重單沌的外在行為。

(2) 整個感恩聖事的禮儀安排，回應我們的信口經

驗，就是呼召與回應。信仰就是回應天主的召叫，而在感

恩聖事裡的各個禮儀行動，均讓我們重新經驗這份召叫，同

時又再一次作出回應。感恩聖事要求我們以嚴肅的態度來參

與，即在於要聆聽天主之言，以及回應這聖言，都需要我們

很認真地對待，才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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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者，感恩聖事激勵我們，讓我們可以反思自己

的生活，如何成為獻給天主的祭品，同時藉著這件聖事，我

們能夠得到力量。感恩聖事不是一些行動的沮合，而是我們

透過這行動，獲得力量，這才是最重要。

(4) 感巴聖事和聖體聖工芷非兩件可以分開的事情，

這特別是當我們既採用翌撇一詞，也使用聖體聖事一詞時，

於是有錯覺，誤以為兩者有分別。實質，兩者是同一件事，

我們不能把兩者分開，所以我們在感恩聖事中領受聖體是琿

所富然的事情，雖然也有在感恩聖事以外領受聖體的做法，

在單元十，我們再加以討論。在感恩聖事裨，我們既透過禮

儀行動，體會到團體的共融與合一，也領受聖體聖血，溟我

們緒合於基督內，參與天人間的盟约，雨者可謂相輔相成。

感恩聖事是每個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泉源與高峰，我們

透過領受聖體聖血，與主與教會縉為一體。在這禮儀行動

中，我們既得以窺見奧績的所在· 又為自己的生活汪入聖神

的氣息，這就正如往厄瑪烏路上的雨個門徒，終於在主耶穌

擘餅時，得以見證基督復活後的面貌，也因此得到力量 q 回

到宗徒之間，為主作見證。期盼冝－位參與感恩聖事的教

友，在得嚐基督旳身體後. 同樣能為主作見證，在生活中見

證天國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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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摘要

(1) 在這單元，我們討論聖祭禮儀和禮成派遣。聖祭禮儀包括

呈奉、成聖體和領受三部分，這分類方法，是按《總論》

而來的，首先是「拿起」 即呈奉禮品；其次是「戒

澍」，即「成恩經」；其三是「擘餅和交哈門徒」，即「領

主」（領聖體聖血）。

(2) 自梵二禮儀改革後，就有討論聖道禮儀與聖祭禮儀之間如
何聯繫，但未有定論。在聖祭禮儀裡，首先是呈奉，這包

括了預備禮品和遊行。預備禮品就是預備該台彌撒裡的麵

餅及其他奉獻的物品（如有），而遊行就是指奉上祭品，

最佳是由教友負責，交哈主禮，再放在祭台上。這個行動

象徵整個圉體偕同司祭一同奉獻，而且所有人都把自己獻

上。另外，奉獻還隱含兩個重要的意思：戒谢天主的一切

賜予，因方我們所得的也是來自天主；分享我們所得的，

在囹體內彼此互通。

(3) 成恩經是聖祭禮儀的第二部分，首先是在「頌謝詞」中表

達成謝的意思，再以高唱「聖、聖、聖」來表達歡呼。然

後是畊求聖神的特別禱文，以此來表達信德。殭而祝聖聖

體聖血，當中的經文源自新約，是來自教會深厚的信仰傳

统，我們信仰的核心。之後是轉求，是教會求恩的時刻。

然後是聖三頌，代表畋恩經的結束。成恩經的涵義豐富，

既是纪念基督帯來的光榮，而這光榮指向過去、現在與耒

來，冏時也是奉獻，並且是圉體與基督的祭獻。

(4) 擘餅包括天主經、平安禮、擘餅及領聖體四部分。唸天主

經的重黠在於兩黠，一是日用糧的閼顧，讓我們更深刻地

明白聖體聖血與我們生命的意義，就是我們靈性生命的日

用糧。另外，天主經也讓我們悔罪和免受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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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安禮的互相祝福是美麗而實在地讓人吸受到彼此的共

融，同時要明白這種平安具末世性，要待基督再來時方能

圄滿。

(6) 擘餅的行動，應當明啁地讓參禮者看見，好讓這樗記更加

清楚地呈現出來。

(7) 領聖體時，應盡量讓會眾在相近時間領受．好使共頜的意

思圓滿呈現。在領受方式上，首先是口領與手領的問題，

由於十二世纪開始，教友已習慣口領，故梵二以後，有人

視口領方為正確，實則兩者沒有對錯之分。其次是兼領聖

血的問題，按梵二以後的訓導，同時領受聖體聖血是較囿

滿的樗記，不過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顧慮和做法，所以主教

可以按自己教區的情況，發出指引。

(8) 至於禮成派遣，含意在單元一已說明，而在綑節上，宣布

事項要編排在「禮成式」前。「禮成式」包括致俟禮、降

福禮和遣散禮，而在特定的節日，降福禮還會以隆重的形

式來泥行。

(9) 最後我們略談戒恩聖事中的各項職務。過去成恩聖事的職
務全由神職擔任，但在梵二以後，強調每一個參與者都有

其職務。主教和司鐸的最重要職務就是以司祭的身分代表

基督主禮，故真正主持成恩聖事的，仍紈是基督。至於信

友，有具體實在的職務可參與，但是更重要是全心投入這

聖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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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九

感恩聖事的神學

1. 緒言

在上兩個單元裡，我們以感恩聖事的結構為主線，為

讀者介紹今天的彌撒程序及其中的含意，冨中已涉及有關

的神學思想，但是並未以淙合、整體的角度來討論。到了這

單元，我們號要為讀者介沼整體上來看，該如何理解感恩聖

事。因此，從瞭屏感恩聖事的禮儀神學來說，單元七至九，

可視為一個整體，同時，本單元也可以視為感恩聖事探訂的

最後一個單元，因為下一個甲元，我們要討論的是聖體敬禮

與外送聖體的課題，雖然也與聖體有密切關係，卻已經是感

恩聖事以外的延伸，所以，把這單元視為一個段落，也是合

迴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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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閡畢本單元後，暱能：

• 從祭獻角度説明感恩聖事的特質；

．從逾越宴會的角度説明感恩聖事的特質：

• 解釋感恩聖事裡的末世意義。

1 導論

正如這本書一貫的主張，我們主要稱這件聖事為感恩

聖事，而不是聖體聖事或弳撒，背後是有其神學意義的，而

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感恩」一詞，這也是這聖事最重要的

意義，所以我們也會稱這聖事為感恩禮或感恩祭等名字，因

為這更能突顯感恩聖事的神學幅度，就是突出當中「感恩」

的含意，我們感謝天主的大恩，諷我們得以分享崆的恩寵，

因此有這聖事，而透過參與這件聖事，我們會恩寵上加恩

祀。

由這一點開始，我們可以作出很多分析，而在下文

押，我們嘗試按曰《天主教教理》的內容，加以梳理，為

大家提襦挈領地，帶出整件感恩聖事的神學意義。要留意的

是，這個譫明只是一個大繻式的表達，因為感恩聖事所醞含

的意義，太豐富了，每一個细節都可以再深入探究下去，我

們在這裡，只是為讀者指出大路之所向，至於再走下去的風

景如何，有待讀者自行透過閲讀相關的文獻、書籍和文章，

力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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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恩聖事作為祭獻

思考：當我們說烕恩聖事是一個菸獻，你是否可以找

到證據支持這說法？在畋恩聖事裡，有什麼事

物、行動、人物，讓你戒到這是一場祭獻？

要討論感恩聖事此一禮儀行動的神學，我們又回到單

元一中有關此禮儀行動的名字。名字賦予意義，這一點在感

恩聖事上，尤為明顯，因為當我們稱它為不同的名字，往往

代表我們如何珅解此聖事的本質，而在這岬，我們首先會談

的是祭獻。由舊勻到新勻，我們都可以看到，祭獻在信仰中

的重要性，所以，富我們要談感恩聖事的神學意義，不能不

從祭獻説起。

如果我們從形式上來看，祭獻就包括奉獻者、祭品、

司祭和接收祭品的神。在道過程中，奉獻者把祭品交給司祭

以某些方法銷毀，代表獻洽神。在人類的傳统裡，祭品必須

貴重或有象徵意義，而把貴重的東西銷毀（例如燒掉） ，代

表郝官為神付出更多。

這是一般理解下的祭獻，而為我們的禮儀來説，祭獻

有更深層的寶義。在一般的祭獻裡，奉獻者尋找祭品獻給

神明，祭品是在奉獻者的掌控之下，它是屬於奉獻者的。但

是，在我們的感恩聖祭裡，祭品卻是獨特的，因為這是耶嵊

基督的自我犧拌。所以，我們是為纪念基督的犧牲而舉行此

慶典，而我們所以有這禮儀行動，是因為我們聽從基督的吩

附： 「你們要這樣做，來纪念我」 （格前 11 :2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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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是耶穌基督的囑咐，我們要舉行這聖祭，所以

《天主教教理》這樣説： 「我們為纪念祂的犧牲（祭獻）而

舉行慶典，來遵守主的這項命令。這樣做，我們就是向夭父

呈獻祂自己所賜洽我們的：祂創造的恩賜 餅和酒，而這

餅和酒藉著聖神的德能和基督的話語，成了基督的體血；基

督就是如此真實而奧妙地臨現。」 (1357) 

由這段説話，我們可以看到三個重要的元素：感恩、

纪念和臨在。

4.1 惡恩

感恩聖事最重要的意義當然是感恩，而我們要感恩的核

心，就是基督的犧牲獻祭，這一切又源自天主的救恩工程，

所以追溯根本，我們該為此而向天父感恩。因此， 「在感恩

祭裡，經由基督的死亡和復活，將所有天主鍾愛的受造物，

呈獻給天父。通過基督，教會便能為感謝天主在受造物和人

類中所做的美好和正義的一切，獻上纘頌之祭。」 （《天主

敦教理》 1359) 值得留意，這裡又一次出現呼召與回應的

交流。基督的死而復活是召喚，而我們得到這份恩寵的信

眾，就以受造物來回應；天主所創造的受娼物是恩賜，我們

把自己的美好和正義加在其中，回應天主，就是對天主的召

叫的回應。

從這角度來反省感恩聖事作為一個祭獻，由夭主作為

根源而感謝，我們可再進一步，思考基督如何既為司祭，又

為祭品這雙重身分，而這王好代表基督為我們施行此聖事，

又爲此聖事而犧牲，他為我們做的，是一個整全的祭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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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此，我們會稱感恩聖事為「感恩祭」 ，當中感恩二字，

突出我們對此祭獻的理解。我們在此祭獻裡，要感謝基督為

我們的救贖。在感恩祭裡，我們與基督一起，把我們的生命

獻給天主，好使我們身上重現他的死亡和復活。在此，我們

首先要感恩的，是基督的降生、苦難死亡與復活，沒有他在

人世間的所行，人類血從得以救贖。

4.2 紀念

思考：我們常在教會內聽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是「一次而永久的祭獻」，你如何理解雷中的

一次與永久這兩個詞呢？既然是一次而永久，

為什麼我們說在成恩聖事中會重複這祭獻？

纪念，在禮儀聖事中同時有回憶與重現的含意，這在

《聖事神學》的單元二裡已有譁盡的解説。如果细看其他

宗教和文化，祭獻同樣是一個纪念，中國傳統拜祭先祖，是

纪念祖先的人生，並且感謝他們賜與後人生命。在拜祭中把

祭品燒掉，代表這一次祭獻的完成，後人對祖先的期盼、感

謝、求恩，在祭祀的過程裡，得以表達，並且完成。正如在

清明、重陽拜祭先人，灑酒、奉食品等，再行以鞠躬上香等

閏儀行動，就完成這一次的祭獻，表達這刻的感受。

怛是，在我們愨恩聖事裨的祭獻，卻有「一次而永

久」的含寶。這説法源自新勻： 「他萁須像那些大司祭一

樣，每日要先為自己的罪，後為人民的罪，祭獻犧牲；因為

他奉獻了自己，只一次而為永遠完成了這事，因為法律所立

為大司祭的人是有弱點的：可是在法律以後，以誓言所立的

聖子，卻是成全的，直到永遠。」 （希7: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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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舉行聖祭禮儀時，我們固然是纪念基督，但是

同時又是讓基督的祭獻，重新在祭台上出現。所以，我們稱

基督的祭獻是「一次而永久」 ，就是指向這種重現。

我們形容感恩聖事的祭獻為一次而永久，因為耶酥基

督釘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圓滿地為人贖罪，議人在罪惡中解

救出來，所以只此一次，就能夠永遠地解決人得救的問題。

那麼，為何我們仍然要在每台弳撒裡，擧行聖祭？因

為這是一份「纪念」 ，讓我們重新回憶起基督的犧牲。但

是，在天主教的神學裨，這個纪念是超越時空的，並具真實

的福度。也就是説，我們相信，基督在加爾瓦略山上的犧

牲，是一次而永久地生效，因此在每一台彌撒裡，其使人得

救的效果也是真貫地重現在此刻的祭台上。

再者，這個一次而永久的祭獻，是源自基督件為祭獻

本身。在其他的祭祀裡，獻祭者奉上的祭品，每一次都不

同，但是在感恩聖祭裡，我們只有一個祭品，就是耶穌基督

本身。因此，我們不可能有別的一台這樣的祭獻，因為我們

不可能有另一個基督。所以《天王教教理》這樣形容：

「圯含在新约中得到了一個新的含義。每當教會舉行

感恩祭時，就是在纪念基督的逾越奧跡，這奧跡亦藉此而臨

現：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遠完成的祭獻萬古常新。尸每

次在祭臺上舉行基督 我們的逾越羔羊 在十字架上所作

的祭獻，就是實行我們得救的工程 II 。」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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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當我們説感恩聖事是纪念時，這纪念同時包括

一般意義下的兄會，以及重現兩種含意，與一般的祭獻· 並

不枏同。

4.3 基督的臨在

在上一段教理涅，巳豆出現「翦現」一司，也同是指

在感恩聖事中的祭獻，基督親臨其中。這個真實瘟在的基

礎，是來自新约的記述。在最後晚餐裡，耶酥明確地指出，

當中的餅與酒，是他的肉身和血（參路22: 19-20) 。早在初

期教會，佑者已翌意識到這份親廌的感覺，而後來就成為教

會用信的道理。如果我們按町土林裨學的解説方式，被祝聖

後的餅和酒的本質 (substance' 或譯作實體）已成了基督的

體血· 而酒餅的外形仍得以保存，因為那只是實體的外表屬

性 (properties' 哲學上稱為附屬體 accidents) • 並非事物

的本質，因此祝聖餅酒的後果，是一種「形上」的改妥，音

思是外形上仍是餅酒，實體上卻已三成為基督的體血，而這

就是神學上的「質笈論」 (transubstantiation) 。要留意的

是，這個外形與實體並不是截然二分，而是緊密連結在一起

的，即只能在餅酒的外形中，基督的「實體」万可存在。

及至馬丁路德的出現，值反對教會的觀點，否定基督

真實臨在聖體聖血之內，再次引起有關聖體聖血的爭論。

在答倫多大公會議裡，教會因而宣告： 「誰若否認，我們的

主耶酥基督的體和血，連同祂的靈魂和天主臣，從而蹩個基

督，真正地、實在地、且本質地隱藏在至聖聖體聖事內· 而

説：祂只是標詝式地、或象徵式地、或只以茫能方式（臨在



180 :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聖體聖事內） ，那麼，這種人應受絕罰。」 （《教會訓導文

獻選集》 1651)

在這裡強調臨在是「真正地、實在地」的，但是具體

是指什麼，並沒有説明。於是，裨學家嘗試以不同的方式

來説明，上文提及「質變論」的解説，就是其中一種神學演

繹。這種解説，一方面嘗試説明什麼是「質變論」 ，一万面

又帶來各種問題。神學上的訂論愈發複雑，甚至嘗試解釋內

在的分子成分等。我們在此借用張春申神父的看法，簡單説

明這個重要的教會道理。

張春申認為， 「質變論」中有關本質的改變，要説明

的，並不是餅酒本身的材料的改變，而是要説明聖體聖血的

真實存在。也就是説，當我們説這是基督的聖體聖血，是指

它的真實的實體存在，而不是指它的精神。至於如何理解當

中的改變，都只能是一種演繹，不能把事情完全説明。

故此，我們可以按《天主教教理》來理解此一聖事的

奧秘： 「所以，感恩祭是祭獻，因為它使十字架的祭獻重

現（固到現場） ，因為它是十字架祭獻的纪念，也因為它應

用十字架祭獻的果實： ＝〔基督〕我們的主、天主，以代

禱者之身死在十字架祭臺上；性藉此一次而永遠地奉獻自

己哈天主父，為人類實琨祂永恆的救贖。可是，祂的死亡

不應使祂的司祭職中斷（希7:24, 27) • 於是，祂在最後晚

餐，即「钅直被交付的那一夜」，願意留給教會 祂鍾愛的

淨配一－一個有形可見的祭獻（正如人性所要求的） ，以便

重現祀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遠地所完成的流血祭獻，使此祭

獻的纪念一直流傳至世界的終結（格前 11 :23) • 並使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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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效能暉用在我們身上．赦免我們目日所氾的罪過。』」

(1366) 

為我們末説， 「質變园」的核心，是讓我們明白，基

督的犧牲沒有離開我們的生命· 他的血肉冇每一次的感恩聖

事裡，仍9大真實地滋查我們的靈魂，這個與王相偕，天人共

聚的時刻，就是「質變論」傳達的重要訊息。

由於在聖祭裡，基督的瘟在是真實的臨在，因此我們

可以從中得到以下的信仰意義:

口）我們與基督一同祭獻。在聖祭裡，犧牲的是基

督，但是從教會學的角度，基督就是教會的頭，而我們就是

基督的身體，故此我們也是祭獻的一部分。這亦符合我們對

感恩聖事的理解：在朝撒裡，天王召叫我們，我們以全叭的

奉獻，回應天主。故此，正祭獻屬於整個教會，我們「藉著

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 ，號是指向這個一體的奉獻

了。故此，我們行一個人在擂撒袒，不是被動的旁觀者，而

是屬於奉獻者，不僅把奉獻獻上，也獻上自己。為什麼我們

時常都要強調，在感恩聖事裡，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是很

重要的，這即在於，沒有我們的投入，教會就不能以圓滿的

万式作出祭獻。

(2) 其次是指向整個教會裡每一位神職和教友旳連

緒。關於這一點，《天主教教理》這樣解説： 「整個教會

都與基督的奉獻和代禱結合。教宗擔負苫伯多祿在教會中的

職務，他與每次舉行的薦恩祭相連合，在嶧恩祭中，他被稱

為普世教會合一的標記和僕人。地方主教常是感恩祭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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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由司鐸主持的也是如此；誦念感恩繼貯，提及他的

名字，表示他在他的司鐸團當中，並由執事所協助，是個別

教會的首領。團體也為所有聖職人員祈襦，他們為團體，並

偕同團體，奉獻感恩祭獻： ．…「基督信徒的屬神祭獻，是

藉著司鐸的職務，與唯一中保基督的祭獻結合而完成；就

是説，這祭獻是藉司鐸的手，以整個教會的名義，在感恩祭

中，以不流血的聖事方式所奉獻的，直到主再來醞。 」

(1369) 

這裡固然涉及司鐸在聖祭裡的身分，但是更重要的

是，這裡要指出我們每一個教友，在感恩聖事中，藉基督的

祭獻，建縉在一起，把普世教會的合一表達出來。

(3) 基督的靠在，更把這感恩聖事由此時此刻，連擊

到亡者身上。我們透過基督的祭獻，得以與天上的聖者一同

祟拜天主。所以《天主教教理》這樣説： 「與基督祭獻枏結

合的，不但是現世的信友，也包括那些巳烴在天上受光榮的

信友：教會纪念榮福童貞瑪利亞，以及所有聖人聖女，並聯

同他們，一起奉獻感恩祭。在感恩祭中，教會一如在十字架

下，偕同巧利亞，與基督旳奉獻和代禱相結合。」 (1370) 

5. 感恩聖巾是逾越宴會

,• 思考：有人認為戍恩聖事是家人的宴會，所以可以隨

意一點，以溫情為先，不用太箸重規矩；也

有人認為，正是因為是家人的相聚，我們要更

著緊一黠，把每一樣事都做好。這兩種理解方

法，你傾向哪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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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採用「祭獻」的角度來分析感恩聖事帶哈我們

的神學官義，核心是某督的范在與全心的奉獻。但是，感恩

聖事不僅是一個祭獻，只談這一面，差件聖事的意義就未能

完整地表達。故此，《天王教教理》亦指出 「彌撒是祭獻

性的纪含—－在它內延噴十字架的祭獻，同時也是領受主的

體血的神聖宴會，兩者是不可分的。」 (U82J 

也就是説，感恩聖事中， 「祭獻」與「神聖宴會」這

兩個面貌，罡是不可或缺的· 同時是我們深切體味領會感恩

聖事的重要万向。在上文中，我們已辶況明祭獻所蘊含的深

刻寶義，在此，我們開始探訂神聖宴會的含意。

當我們以祭獻的角度來理解感恩聖事時，感恩聖事中

的祭台，就是獻祭的祭台：但是，當我們以神聖宴會的角度

來理解的話，祭台就有另一個含官：主的餐桌。我們所以加

上「主的」 ，正是要回應保祿在他的書信裡，提及值與信眾

一同舉行的感恩禮儀為「主的晚餐」 ，因為這不是尋常的晚

餐，而是屬於主的。

我們視感恩聖事是「王的晚餐」 ，並不是後來的信友

自己構想出來的做法，而是按照主耶酥的吩咐。因為在四部

福音裡，耶託與門徒的最後晚餐，都是非常重要的記述，而

在這次晚餐中：

「但們正吃的時候．耶酥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閼，

遞哈他們説： 『你們拿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

杯來，祝謝了，遞哈他們，他們都從杯中喝了。耶酥對他們

説: 『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 為大眾沇出來的。 i J (谷

14:22-24' 也可參考瑪26:26-2<)及路22: 14-.2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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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望保祿二世的《主啊，請和我們一起留下來吧！》

牧函亦以相同的万式來理解感恩聖事作為勺巾聖宴會」的表

達： 「毫皿疑問，感恩祭最明顯的荇徵，就是它的＼宴席 l

的特徵。感恩祭產生於聖週四晚上，即在一個逾越節晚餐的

場合中。就結構而言，感恩祭的特性，在於它同桌共食的意

義： 你們拿去吃罷 然後，又拿起杯來 ．遞給他們

説：你們都由其中喝罷 」 （瑪26:26, 27) 。這特點清楚

表達出：天主願意與我們共融，以及我們要在這共融中，發

展彼此閆的共融。 d (14) 

如果我們説，以上的記述，只是説出餅酒象徵基督的

血肉，那麼，若望的記述就更清楚地説明在「主的晚餐」裡

的言義：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

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 （若6:53)

故此，感恩聖事中領受聖體聖血，是一個真實的飲

食，讓我們得以分享主的血肉，從中獲得生命。因此，這不

僅是一場祭獻，也是一場宴會，蓺我們因著吃喝主的血肉而

獲分享天主神聖的生命。

那麼，當我們從「神聖宴會」的角度來理解感恩聖

事，我們要注意什麼？

首先，在這宴會裡，我們獲得的糧食，並不是尋常的

日用糧，而是生命之糧，所以我們要好好準備自己， 「為

回應這項邀請，對如此偉大和神聖的時紅，我們必須準備自

己。」 （《天主教教理》 1385) 這裡的準備是指我們內心的

準備，即要以自己的良心自我質詢，究竟自己是否有罪。如



鳳元九· 感恩聖事的神學 ; 185 

果自己身負大罪，就不可以領受聖體聖血。當然．我們更值

得细察的，是自己的狀況· 如何可以保持更美好的狀況，誤

基督聖體進入自己的內心。

正因如此· 《天主教教理》教導我們： 「為能相稱地

接受這聖事·信友應遵守自己教會所規定的聖體富。外在的

態度（姿勢、服裝）應表達出尊重、莊嚴和喜樂之情，因為

此刻基督要成為我們的貴賓。」 (1387) 

這正好説明，我們要由外到內，好好準備參與這盛

宴。由於我們稱感恩聖事為「神聖宴會」 ，不少人因此爭

論，這是一家人聚首一堂的晚飯，為什麼我們要有這麼多外

在的規限呢？這裡正好説明· 外在的規限匯證與內心相稱，

而不是空有外表的。在能力所及之時，以詔真的外表來赴

宴，是應有之義，但是我們下應只停留在這個層面的要求·

而不求內心的投入。要明白，沒有內心的尊重、莊嚴和喜

樂，外表並不能夠讓我們真正地參與這個天主的宴會。

反過來説，既然這是一場宴會，是主的晚餐，那麼，

每一個參與者都應賅共聚同食，這才符合宴會的含意。所以

《天主教教理》指出： 「信友如果具有所需的準備，每次參

與彌撒都領聖體，這才符合感恩祭本來的意義。正如梵二大

公會議所説： 極鼓勵信友更完善地參與盤撒，就是在司鐸

領受聖體聖血之後，信友們也接受在同一祭獻中的王的身

體。』」 (U88)

在梵二以悛，教會糾正過去的一些信友習慣，要求教

友在每一次參與感恩聖事祉應領受聖體，原围是這領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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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養我們的信仰，有莫大的益處。如果説入門聖事讓一個

人進入教會，得到全新的生命，這還是一個開始，這新生

命要成長，必須獲得食糧。沒有滋長靈性生命的食糧，這個

由基督恩寵所塑造的新生命，就不容易成孰了，而感恩堊事

裡的聖體聖血，王是滋養靈性的重要食糧。故此《天主教

教理》這樣説： 「一如物質的食糧滋責我們的肉身生命，

領聖體同樣奇妙地滋養我們的靈性生命。共融於復活基督

的身體，即『那藉聖神得到生命，也藉聖神賦予生命』的

身體，能保存、增強並更新基督徒受冼時所接受的恩寵生

命。此生命的成長，需要聖體來滋養。聖體也是人生旅途

的食糧；直到我們臨終的時候，它將是賜予我們的天路行糧

(viaticum) 。」 (1392)

聖體如何滋養我們的靈性生命，讓我們在人生旅途

上，一直沿基督的步伐，向天國進發呢？這可以分開消桴和

積桴兩方面：

(l) 從消極的角度來説，領受聖體，使我們有音識地

與罪惡分離。正如上文所言，由於領受聖體是莊嚴之事，教

會要求領受者先好好反省，確定自己沒有大罪的情況下，方

可領受聖體。因此，當我們有規律地，每星期的主日都準備

領受聖鶻，實質就是不斷的反省自己的內心，讓自己免於罪

惡。所以，如果教友渴摹基督的聖體，自然就要好好省察自

身，遠離罪惡，以免讓自己不能領受基督的體血。

(2)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感恩聖事是我們信仰生活的

泉涼與高峰，而領受聖體號更加是最神聖的時刻，因為造物

主，天主親自來到我當中，與我結合為一。因此，透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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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事，特別是領受聖體，讓我們可以得釘力量，激發我們的

愛德，在世俗生活裡緡嘖基督徒的任務，所以《天主教教

理》這樣謊明： 「正如肉體的食糧用以補充消耗的體力，

同樣，感恩（聖體）聖事堅強那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減弱的愛

德｀此受振奮而具有活力旳愛倦除去小罪。由於基督把自己

交付給我們，因而重新激發我們的愛，使我們能擺脱依4瓦世

物的偏情，而植根於他 : 『由於基督因愛為我們而死，

當我們為纪合他的聖死而舉行聖祭時，祈求聖神降臨，把基

督那分愛賜洽我們：基督正是因為這愛，願音為我們而死．

我們謙恭地祈求：靠這愛的力量，因領受聖神的恩賜｀我們

能夠「把世界看作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同樣我們也為世

界而被釘在十字架上」。 接受了這愛的恩賜後，我們便

死於罪惡而活於天主。」」 (1394) 

(3) 另一個更重要的滋養作用，就是在不斷領受聖體

的過程裡，我們既與基督趨向合一，也與教會走向合一。因

為當我們領受基督的生命，我們與基督的閼倍就更深，這種

深切的契合，讀我們可以在人世冏更好地效1去基督，活出基

督的精神。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與基督有更深的縉合，社愈能

從罪惡中脱身。從實例來祝，當我們持噴不斷地領受聖體，

就會寶識到基督在自己之內，這有助我們意識到自己基督徒

的身分，並且日復日地，提升這竟識。在這一點上，我們更

容易明白感巴聖事也是入門聖事之一的官義，它是指向入門

後的不斷前進。每一次領受聖們，都讓我們重溫自己入門吁

的深刻經歷，那出死入生的神聖時刻，該在領受聖體時，得

到重新的喚醒，以求我們在生活裡，保持基督徒的身分以及

活力。故此，感恩聖事的作用，在於讓我們更深切坦與基督

＾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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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明白及意識到，我們不僅與基督

合一，也是與整個教會合一。故此《天主教教理》這樣解

説： 「奧體的合一：感恩（聖體）聖事塑造教會。那些領受

這聖事的人，與基督更緊花地結合。基督更藉此把他們與

所有的信徒結合，成為一個身體 教會。領聖體更新、堅

強、深化這分藉聖冼巳實現的、在教會內的結合。在聖洗聖

事中，我們蒙召成為一個身體。感恩（聖體）聖事實現這個

召叫： 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共緒合於基督的

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因

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

共用這一個餅」 （格前10:16-17) 。」 (1396) 

這裡清楚説明，我們藉感恩聖事而緒合為一，不過，

要留意的是，這緒合是由基督而來，故此我們是由聖體而合

一。在感恩聖事裡，我們一同參與，而透過領受聖體，深刻

地體會感受到自己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而其惶的信友，同

樣是基督身儒的一部分，所以我們都是一個身體。

教琤特別指出，我們這種合一的經驗，其根源來自聖

冼聖事。因為聖冼聖事，我們方得以進入教會，成為基督身

體的一部分，而感恩聖事只是重新喚起我們基督身體已經成

為這個事實的經驗，讓我們可以禮纘走基督徒的路。

這裡也正好説明，為什麼只有領冼的信友，才可以領

受聖體聖事，因為這聖事與聖冼聖事，有密不可分的閼係。

唯有巳涇成為一體，才可以分享基督身體，因為這分享，是

與聖冼的行為，有直接的誾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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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是否所有領受聖冼聖事的信友，如基督教或東

正教的信友，都可以領受我們感恩聖事中的聖體呢？或者反

過來，我們可否在他們的禮儀裡，領受聖體？如果按照教理

的解説，由於東正教以及基督教派與我們天王教未能圓滿地

共融· 而感恩聖事所代表的，卻是圓滿的共融，所以他們如

要在天主教的彌撒裡領受聖事，有一定的限制，以下按教琤

1399-1400條的説法，簡單説明：

A) 東正教的教友，在適當的情況下，如得到夭主教有

閱方面的允許，可鼓勵他們與我們一起舉行感恩聖事，並且

領受聖體。

B) 基督新教對禮儀的了屏，由於與我們對感恩聖事有

甚大的差距· 同時他們並沒有保持有效的聖秩聖事，所以在

一殷情況下並不能互領聖體。

當然，以上都是指一設的情況，如有特殊情況，教會

法保留有酌情的做法。

6. 惡恩聖事的未世意義

思考：有人以「在地若天」來形容成恩聖事，即指我

們雖然活在地上，卻因為戍恩聖事，如同活在

天堂。你對這說法有何戍受？又或問，我們是

否真的能在吸恩聖事裡成到自己已身處天國？

以上嘗試從「祭獻」與「神聖宴會」這兩個角度，九

續者介縉感恩聖事的神學寶義。以上的兩個説沄，都從具

體進入抽象，由感恩聖事的禮儀行動的某些持質，解説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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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相信讀者也能結合自己參與感恩聖事的經驗，有所得

著。但是，到了這一點，我們從末世的角度來説明感恩聖事

的意義，為讀者來説，可能有點抽象了。

所謂「末世」 ，在本教材系列叢書的《末世論》中會

詳细説明，這裡簡單介紹。耶酥在旦時，宣講天國已經臨現

在人間，即指他的降生，代表天主已燝臨現於這世界，人的

區滿救恩亦因著他的死亡復活而出現了。但是，這世界未有

足夠的準備，把這份救恩完全地接約，因此，由耶穌來到，

直至人類救恩達到圓滿的中間這段時期，就是末世。

在這時期，信友意識到天主的圓滿救恩，但是自身未

能迸到這份圓滿，如果採用神學的術語，我們正處於「已經

但未完成」的張力神。這張力，在不同的神學課題上都會提

到，但是在感恩聖事裡，這種張力卻是以很具體而實在的万

式，譔我們感受到。

如果我們對這種張力有點明白，看《天主教教理》的

説法，就更容易領會： 「教會在一篇古老的禱文內，詠讚感

恩（聖鴨）聖事的奧跡： 『啊！聖宴席上，基督是珍餚，他

的苦難今纪念，干寵充滿我們的靈魂，未來生命的保證，也

賜給我們」。假如感恩祭是主耶酥逾越的纪念；假如我們在

祭台前領聖體，使我們充滿『一切天恩與聖寵』 ，那麼，這

聖事也就讓我們預享天上的光榮。」 (1402) 

在這一條裡，教理採用「預享」一詞，正好説明感恩

聖事的末世性意義及其在這音義裡的重要性。在人世裡，我

們並不能明白及繹歷「天上的光榮」 ，唯有在感恩聖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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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督的壞牲，令我們得以預嘗。這種在現世丘歷天國，兢

是末世一詞的重要含意，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唯有透過這聖

事，才可以得到這份很特殊的感受。這也正好説明，爲什麼

《禮儀憲章》指禮儀行動是整侗教會生活的泉源與高峰（參

10節） 。因為在禮儀行動中· 我們可以預嘗天回的味道，而

在眾多的禮儀行動裡，感恩聖事是最能讓我們有此感受的。

但是要留窘的是，在感恩聖事裡的預嘗，畢竟也只是

一時性的，這份體會，其實是強大的動力，議我們可以在自

己的生活裡，擴展天國。所以，感恩聖事不是獨立於我們生

活以外的信仰經驗，反而是我們聖化這個世界的重要起點。

所以《天王教教理》這樣説： 「對『正義常居其中的新天新

地 的莫大希望，我們除了感恩（聖體）聖事之外，沒有其

他更確定的保證和更明顯的標記。事實上· 巨次舉行這奧跡

的慶典， 『實行我們得救的工程d '我們所「擘開的那同一

個餅，是常生的良藥，抗除死亡的解毒劑，使我們永遠活在

耶穌基督內的食糧一」。 (1--1-05)

感恩聖事是我們所期盼的基督再來，也就是「新天新

地」 ，的最明確的標記。在感恩聖事押，基督以餅酒的外形

臨在我們道個共融的團體中間，我們凝視司祭高舉的餅酒，

心裡賅泛起基督再來的信念。既然基督能臨在此餅酒的外形

內，他必眾在將來，由雲彩上再臨在這世界，為我們帶來新

天祈地。

明白感恩聖事中的末世意義，這禮儀行動能帶給我們

強大的力量，好面對生命，甚至能對抗人最大的恐懼：死

辶。所以在《王啊，請和我們一起留下來吧！》的牧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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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這樣説： 「在感恩祭中，基督使那在加爾瓦略山上一次

而為永遠的祭獻，為我們重現。基督雖以復活王的身分，在

感恩祭中臨現，卻帶茗祂受難的標記，而每台彌撒聖祭，

便是祂苦難聖死的－紀念 ，正如在成聖體聖血後的歡呼

詞所提醒我們的： 「我們傳報你的聖死，我們歌頌你的復

后 …』。感恩祭使過去緝現，同時又叫我們朝向未來：當

歷史終縉時，基督的再次來臨。這個『末世』荇性，令聖體

聖事具有引人入勝的動力，並使基督信友滿懷希望地完成現

世的旅程。」 (15) 

7. 總結

聖事是天主奧秘的標記，可以發揮演爆的地方太多也

太深，我們在這裡，只是按昭《天主教教理》所提供的脈

咯，略作發揮，望讀者因此能更稽極地投入感恩聖事裡，深

切地體味「在地若天」的末世性意義。

在這裡，我們最後會以共融此一角度，總緒以上的內

容。氘論從祭獻、宴會及末世性的角度來説明感恩聖事的神

學意義，背後也不能離開這個禮儀行動，是基督與整個教會

的共同行動。所以在《彌撒經書總論》一開始的地方，號清

楚説明「舉行彌撒，是基督及按聖统制祖織起來的天主子民

的行動」 (16) '也就是説，在感恩聖事裡，我們是與耶跃

基督一起行動，這是一個屬於「我們」的行動。

因此，黼論指向「祭獻」還是「宴會」 ，實質上，都

是指由基督所召集，議天主子民一同共聚的一個團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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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按垕基督的吩咁共聚，亦相信他會如他應訐殷，因我

們的共聚而臨在我們當中，而我們因此能夠以信德作回應，

吁求聖神聖化奉獻的餅酒成為基督的血肉· 並且藉此而與基

督、與眾人，合而為一。故此，感恩聖事一方面體現教會作

為天主子民及基督身體兩個奧蹟· 同時也是基督與教會的共

同行動。在這一點上，讀者不妨參考本教材系列叢書的兩冊

《教會學》．囚為不從教會學的角度來理解· 不容易明白這

種共同行動與團體共融的深度。

最後．讀者必須留音的是，因為篇幅所限，這裡只能

扼要地把感恩聖事的神學，作一概括的介紹。讀者如欲進

一步探究，可自行研讀潘家峻神父的《感恩聖事：禮儀與神

學》 （第三、四章）和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出版的《聖域門

檻：感恩（聖體）聖事》 (7, 9, 10章） 。此外，近年教宗也

頒布了數份談及感恩聖事的文件，當中的《愛德的聖事》忥

座勸前、《活於感恩祭的教會》通諭、《王的筵席 論聖

體聖事的奧蹟和敬禮》牧比，對於進一步理解感恩聖事的神

學思想，有相當大的幫助，值得细心研讀。

＆摘要

(1) 戒恩聖事在神學上最重要的一黠，是威恩，這從名稱上已

經可以明白。由這而發展，我們從祭獻、宴會與末世三個

方向說明成恩聖事的神學意義。

(2) 烕恩聖事是一場為戍恩而作的祭獻，當中在表達成恩之

外，還包括纪念和臨在的幅度。戍恩方面，首先該為此而

向天父成恩，進而要戍謝基督的救贖。纪念同時有回憶與

重現的含意，當舉行聖祭禮儀時，固然是纪念基督，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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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又是讓基督的祭獻，重新在祭台上出現。所以，基督

的祭獻是「一次而永久」，就是指向這種重現。

(3) 在氖恩祭獻中，有基督的親臨，尤其在祝聖的餅酒內，這

也是「質變論」要說明的事情．而這說法的核心，是讓我

們明白，基督的犧牲沒有離開我們的生命，他的血肉在每

一次的戒恩聖事裡，仍然真實地滋養我們的靈魂。因他真

實的臨在，我們哨白到：我們與基督一同祭獻，因此我們

也會和每一個教友連結起來，以至與亡者及天上諸聖一同

祭獻。

(4) 如果以神聖宴會的角度來理解戒恩聖事，祭台就是主的

餐桌。故此，領受的聖體聖血是真實的飲食，讓領受者獲

得生命的滋養。既然是神聖宴會，參與者也要好好準備自

己，同時也應一同飲食，所以每一位教友都該領聖體聖

血。

(5) 成恩聖事滋養我們的生命，從消極的角度來說，領受聖

體使我們有意識地與罪惡分離；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領受

聖體讓我們可以得到力量。最後，在不斷領受聖體的過程

裡，我們既與基督趨向合一，也與教會走向合一。

(6) 所謂末世，是指我們活在天國「已經臨現但仍未完成」的

張力裡，而這應用到戒恩聖事上，指我們一方面已在這聖

事裡「預享」天上的光螢，但這只是預享，未是圄滿，尚

待我們的努力。這份體會是強大的動力，讓我們可以在生

活裡致力擴展天國。因此，成恩聖事是我們所期盼的基督

再來，也就是「新天新地」的明確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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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外送聖體及聖體敬禮

L 緒言

讀者完成以上九個單元後，應該對感恩聖事有了概括

的認識，明白在一般情沅下· 我們該如何理解及參與感恩聖

事。不過，禮儀與生活息息相關· 而在實阡生活上，我們既

有渴望領受基督身體而不能參與感恩聖事的清況，也有教友

期盼在感恩聖事以後，繼續表達自己對基督的熱愛和渴望。

因暉這些情況｀教會出現「外送聖體」及「聖髀敬禮」的做

法。

討論這兩個課題，一方面是譔讀者弄明白這兩個情況

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可以應用以上九個單元所學，好能更深

入理解這事的言義。要們迫· 一般情況下，感恩聖事包括整

個彌撒的內容，雖然當中領受聖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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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全部。那麼，我們如何在感恩聖事以外，領受聖體？這

需要連結以上所學，作一周全的思考，才能在對應生活實際

所需之餘，又能不違感恩聖事原來的意義，是我們在這一單

元中要關注的地方。

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這單元後，應能：

• 簡單説明能夠在霄恩聖事外聖體獨立存在的原因；

• 扼要介沼外送聖體的歷史、做法及原因：

• 指出有哪幾種聖體敬禮的方法；

• 説明聖體敬禮的精神及意義。

1 導論

思考＇你曾否擔任 r 非常務送聖體員」？曾否為患病

或老弱者送聖體，讓他們即使不能夠參與戒恩

聖事，仍能領受吸恩聖事的恩寵？另外，你曾

否參與聖體敬禮？對於以上兩種與聖體有間的

行動，你是否有想過，為什麼聖體可以脫離戒

恩聖事而存在，讓我們在戍恩聖事外領受或朝

拜呢？

在這一單元押，我們要討謊的是兩個情況：一是在感

恩聖事外送攣體，二是聖體敬禮。闢於這兩個情況，我們主

要是按筐教會的兩份文件來解譫，一是聖禮部的《梵二後彌

撒外送聖體及聖體敬禮禮規及指示》 (Holy Commun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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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 of the Eucharist Outside Mas~ · 以下簡稱為《外送》

文件） ，二是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宗座牧函《王啊，請和我們

一起留下來吧！》 (Mane Nobiscum Domine) 。透過這兩份

文件，我們可以理解這兩種情況的具體做法，以及做法背後

的原因。

在這裡，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感恩聖事的恩寵如何

謊溢並延芍在彅撒以外？也就是在彌撒以外，我們如何可以

透過基督的臨在而與惶保持共融？用較直接的説法，就是我

們如何保諭｀聖體仍是聖體呢？不弄清這問題，肌論是外迅

聖體也好，聖體敬禮乜好，都缺乏足夠的基礎。囚此，我們

要先花一點篇幅，説明感恩聖事如何由團體的共餐，發展為

禮儀行動的過程，並且略加況明，這發展過程裡，我們又如

何由以教會學為主的思想，逐漸走向基督學，抨別是要瞭解

基督在聖體裡的真實臨在. {直才能夠肯定有關聖體在感恩聖

事外的不同行動。

在初期教會時， 「主的晚餐」是教友一同聚餐，正因

如此，恪林多教會才被［呆祿斥責，認為他們不能好好共融，

而在格前口 23-26裡，我們正好看到，當昉玘念基督的晚

餐，除了餅酒的祝褔外，還有一頓正式的餐宴，而發生問題

的，正是這頓餐宴。

有學者訂為，要全體教友一起吃飯這做法，可能產生

不少的問題，故此在禮儀往後的發展裡，感恩聖事就由團鶻

共餐的做法· 走向純粹慶祝玘念的禮儀行動了。當有這改變

後，感恩聖晶的神學表達，也有所不同了。在f呆祿時，基督

的泣現不僅是在餐桌上的餅酒中，還在圍澆餐桌吃飯的信眾



200 : 入門聖事（二） 感恩聖事

當中，也就是在基督學外加入教會學的幅度，兩者都同時並

重。在保祿的表達裡，徨以「主的晚餐」來表達基督的感恩

聖事，可謂把教會、基督、聖事及救恩各種要素，都巧妙地

連緒起來，而在這樣的表達下，不單祝聖後的餅酒是基督的

身體，整個聚會團鴨都應該被稱為「基督身體」。

不過，這只是有關感恩聖事的其中一種表達，而在新

勾裡，我們從對觀福音看到的，是以基督臨在為主的表達，

即重視在禮儀裡，纪含基督本身，而漸漸擺脱了共餐的部

分。

這種取向日漸成為主流，在過去的單元裡，我們介紹

感恩聖事的發展，如猶思定的著作及《十二宗徒訓言》中的

感恩聖事，都是以聖體為王的表達形式。當感恩聖事的核心

雯成聖體的話，教會內就衍生出單純地領受聖體的做法。如

果讀者還記得的話，在介紹希玻律的《宗徒傳承》時，書裡

指明我們要謹慎地收藏在感恩聖事裡祝聖的聖體： 「不可諷

不信的人，或老鼠或其他動物吃，也不可讓它掉落地上或遺

失了，因為這是基督的身體，它應陔由信友們領受，且不可

軛賤它」 (37章）。

這記述為我們説明，聖體可以獨立存在於感恩聖事以

外，而這一點，正是我們在下文裡，訂論感恩聖事以外的外

送聖體及聖鶻敬禮的重要基礎。因為，只有我們能承訒聖體

本身的獨立性，那縻，才有可能外送聖體，或是敬禮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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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送聖體

在頒布《外送》又件的訓令裡，聖禮部指出： 「彌撒

中之感恩祭的舉行是蜇撒外聖體敬禮的根諒與目的。彌撒以

後保存聖體的王要珅由是，透過領聖體使不能參與彌撒的信

友，芍別是病人與老人，能唄基督及他在面撒中所奉獻的聖

祭相結合。」

這讓我們明白到以下茂點：

(I) 外送聖體或聖體敬禮的合理世· 在於感恩聖事．

而只有感恩聖事才能使被祝聖的餅酒成為基督身體，外送聖

體及聖體敬禮才因此變得可能。故此，文件中指感恩聖事本

身，是這兩種做法的「根原與目的」 ，是非常重要的。

(2) 一般情況下，在感恩聖事中領受聖體，才是常

態，而這正好説明，外送聖體最重要的目的，是讓未能出席

感恩聖事的人，仍能得以領受生命之糧並能與基督結合。

(3) 這個帶有補救性的做法，其主要的對象，是病人

和老人，也就是説，一殷教友，都應該盡力參與感恩聖事。

以上幾點，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説明外送聖體與感恩

聖事間的闈係。在《外送》文件裡，再一次強調外送聖體

與感恩聖事的閼係： 「要节心訓導教友們瞭解，弼撒外領聖

體，也是與永久延纘十字架祭獻的彌撒相結合，同時也是參

與天主擺設的聖筵，在此聖筵中严天主的子民，藉著領受主

旳聖鶻聖血而分享逾越聖祭的恩惠，重訌天王與人類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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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聖血所立的新而永久的盟勻；並以信德和望德，象徵並預

示天父之國的末世盛筵，同時也宣報主的聖死，直到他的再

來。」 (15)

明白核心的道理後，我們就可以談談有關外送聖體的

具體做法。首先，外送聖體的最佳人選是司鐸及執事，但是

在有需要時， 「依法任命的輔祭，可以抨殊職員（指非常務

送聖體員）的身分送聖體。每當司鐸或執事或輔祭都不在場

時，為了信友牧靈的利益，教區教長如評為必要，可授予其

他約殊職員迏聖體的權力。」 （《外送》 17) 這也是現今不

少教區的做法，就是委派教友擔任這職務，代表教會為有需

要的教友送聖體。

至於領受聖體的時間、地點，如果參閆《外送》文

件，都有所規定，我們在這裨就不一一加以説明。讀者如有

興趣，可以自行找文件來研讀。

還要留意的是，雖然外送聖體並不是在感恩祭內進

行，但是領聖體的準備，按《外送》文件的規定，嗎陔如同

在感恩聖事裡一樣，例如領聖體者該守聖體齋，聖體聖血的

領受方式與感恩聖事內相同等等。這也正好反映這做法背後

的原則，就是這聖體的根源，仍然是感恩聖事，所以我們要

以同樣的嚴肅態度與禮儀行動來對待。

因此，外送聖體其實是一才重以牧民為主的做法，而它

所以可以施行，在於我們肯定在感恩聖事裡的聖體聖血有其

效用，並且可以延續在聖體內，故此即使離開了感恩聖事，

教友領受聖體，同樣可以分享天主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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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體敬禮

思考：一般來說，不少教友都曾參與在聖堂內的朝拜

聖體的靈侈活動，這是最常見的聖體敬禮。不

過，還有其化聖體敬禮的方式，你是否也知遁

或曾經參與呢？可否加以說明？

5.1 聖體與敬禮

嚴格來説．聖體敬禮也可以屬於外送聖體的一種，所

以有些分類，把兩者歸為同一類別，原因是兩者都是把聖體

帶離感恩聖事以外。不過，我們這裡把兩者加以分別，万便

讀者理解。

「聖體敬禮」 ，也有稱為「天堂的敬禮」 ，原因是這

個敬禮的對象，是真實而具體的基督聖體｀所以這稠敬禮，

本來該是天堂中才能擁有的，故此，有人言乃為，這是一切敬

禮中最蔚貴的，同時也是天王教內，最為教友所愛戴的其中

一種其心敬禮。

正如我們在上文的導論中所言，這敬禮的根源，在於

我們相信耶酥基督真實地臨於餅酒的形下，而在感恩聖事

後，這些餅酒號不再是人世間的餅酒，而是基督的血肉。基

於這迫琿，聖體舉血號是基督的血肉，以餅洎的形顯示出

來。

正因如此，聖體敬禮才是可能的，因為在這餅的外形

之內，其實是真正的基督，我們的敬禮才是真實地與基督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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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回顧

在今天香港，大部分的聖堂都有聖體櫃，其中一個作

用，就是把感恩聖事裡未為教友領受的聖體，好好保存，

以便在適當的日子，外送拾有需要的教友，又或是作敬禮之

用。不過，在初期教會，團體並不傾向把聖體保存來作敬禮

之用，主要是留給病患者領受。但是，這種保留的做法，就

慢慢演變成為聖體敬禮的根源了。

初期教會時代未有聖堂，纪念主的晚餐往往在某一位

教友家中舉行，而要保留的聖體，自然也是保留在教友家

裡，而上文提及要好好保留聖體的《宗徒傳承》，也是這個

時期的作品。到了四世纪，教會得以公開傳教，聖堂出現，

聖體自然不再保留在個別教友的家裡，而是存放在聖堂裡。

當時，一般是把聖體保存在聖物間，也就是今天我們稱之為

「祭衣房」的地方，這在當時，就如同今天的小堂般。在六

世纪時，主慣進堂時，會向這小堂敬禮，這可説是聖體敬禮

的起點。

到了八世纪，正如上又記述感恩聖事的發展，部分教

友開始不在感恩聖事裡領受聖體，原因是覺得聖事極為神

聖，而自己因為強列的罪疚感，所以不敢領受聖體。煊種做

法一直延續下去，而且在後來的日子裡，為堅持聖體是基督

真實的醞在，又保持不領聖體的做法，咭果就開始出現在感

恩聖事外的聖體敬禮，以及聖體遊行。

在興起初期，這些敬禮還是與彌撒連起來，可謂是感

恩聖事的延續。但是，發展下去，敬禮逐漸與感恩聖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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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走向獨立。有人訒為這是由於教友本身不懂拉丁又，因

此搞不懂感恩聖事的內容，自然不明白感恩堊事與聖體的關

係，而把聖體視為獨立的存在。在特倫多大公會議後．由於

要抗衡丐丁路德否定聖體是基督的真實瘟在，聖體敬禮就更

加盛行。

這旿期的聖體敬禮到了過分狂熱的地步，不少地方把

聖體敬禮取代了感恩聖事，也有大量有關聖體犁血的神奇事

蹟流博，把這個具深刻信仰官義的禮儀，笈成近乎迷信的行

為。

在梵二大公會議以後，教會作出重大的禮儀改革，丘

用本地語言來舉行感恩聖事，重新鼓勵教友在感恩聖事裡領

受聖體聖血，致力把聖事與信仰生活結合起來，讓教友度更

有意義的信仰生活。不過，正因如此，聖體敬禮又由全面狂

熱的那一端，搖擺到近乎消失的這一端。因此，在 l ()73年，

教廷聖禮部茄布《外送》文件，為聖體敬禮作出指示，既有

鼓勵信眾繼墳這個歷史悠久的氫心敬禮，亦為這敬禮訂定規

範，妤使我們可以更符合信仰地參與這敬禮，屯瀆在聖體前

祈禱，發揮共融精神。

以上簡單回顧這些有關幸體敬禮的歷史，作為我們下

文討論的重要基礎。以下，我們説明現今的聖體敬禮。

5.3 聖體敬禮的方式

從最根本、原始的角度來看，聖體敬禮，差是把聖體

恭敬地放在一顯眼的地方．讓教友向聖體朝拜· 這就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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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万式。由四世尼開始，在存放聖體的地方，會放置一盞

燈，目的是要告訴教友，聖體放置在此，而在敬禮興起後，

這就代表耶穌基督在此，提醒經過的教友，要加以敬禮。到

了中世纪，教友很鷗清地渴望親眼看到聖體，於是在感恩

聖事裨，祝聖麵餅後會舉揚聖體，繼而有抬起聖體沿街遊行

的做法，並且在這些做法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敬禮方式，

而我們在這裡，按《外送》文件的解説，淙合説明不同的万

式。

5.3.1 明供聖體及聖體降福

這可説是最普遍的一種聖體敬禮的方式，而一般來

説，明供聖體和聖體降福可包括以下四部分：

(1) 明供：負責人把聖帕從聖體櫃請出，安置在聖體

光座後，再把光座放在祭台上。安置以後，王禮會向聖體獻

香，表示敬寶。

(2) 敬拜：這是朝拜聖體的部分，敬禮者可以選擇採

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聖體的敬意，並沒有必然的做

法，但不少人都喜歡以靜默的方式來表達。除此以外，以誦

痘作祈禱、涌讀聖經、講道等方式，都可以採用。

(3) 降褔：在敬拜之後，由主禮再度向聖體獻香，並

誦念聖體降褔禱詞，然後以聖體降褔會眾。

(4) 請回：敬禮完畢，還需要有一個把聖體恭敬地謂

回聖體櫃的步驟，一般來説，在主禮把聖體從聖體光座中移

出，送回聖體櫃的過程裡，教友可以一同詠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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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明供聖體及聖體降福的基本流程，由此而衍生

出的方式很多，我們亦不在此一一詳細説明，只是略加介

紹。

隆重明供聖體：一種每年應最少舉行一次，非常正規

的禮儀，當中包括開啟禮，而在朝拜期間，可採用日課祈

禱、聖三頌惰、玫瑰仁誦禱障方式。由於這種敬禮在聖堂內

聖行，所以在舉行期間，如果聖堂要舉行感恩聖事，就要把

聖鶻先請回聖髀櫃內了。最後，敬禮要有咭束禮，這可以選

擇在感恩聖申內及7旦屆行。

守聖時：在明供聖體以外的額外敬禮，就是指在正式

明供聖體齶·向聖體祈禱一小時，這做法是由聖弳中耶穌的

話所啟發得來的。在福音裨，耶穌帶同門1走到革責瑪尼山園

祈禱，但是門徒頠法與耶穌一同祈禱，繹是睡著了，因此耶

穌就訓責伯多祿和其祂門徒： 「你不能醒痞一個時辰嗎？你

們醒昭祈褡罷」 （谷 l ..1.:37-3t1) 。由此，敬禮聖體者就推廣

是種敬禮方法，為回應耶穌的命令，成為一種聖體敬禮的万

式。

修會團體中的朝拜聖體：這是指在修會團體內，以團

體內成員輪流接力的万法，長時間的聖體敬閆，一万面是

朝拜基督，另一万面也顯出團體的幅度。同時，這種修會朝

拜，其敬禮的祈禱意向，往往也是為整個世界，是一種很有

音義的聖體敬禮。

四十小時敬禮：這是相富古老的敬禮傳統，相傳由十

四世纪開始，就有此做法，其來源是汜念耶酥在曠野四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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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隱，以及對抗魔鬼的誘惑。有人訒為，教友以輪替的万

式，持續四十小時的敬禮，為教友深切體會基督臨在於聖體

上，有積極的意義，所以鼓勵教友每年都進行一次。

5.3.2 聖體遊行

除了明供聖體的做法，聖體遊行是聖體敬禮的另一種

常見的方式，而且這種方式的傳統也很久遠。早在中世纪甚

或更早，教會就有不同的遊行，往往是把聖觸或其他宗教物

品舉出示眾，以顯示信仰墊情的高昂。

另外，為垂危者恭送聖體，在中世纪也是一件大事，

可謂是遊行的雛型。另外，更近於聖體巡遊的做法，差是在

這時期的聖週四，有遷供聖體的做法，就是把聖體由舉行嶧

恩聖事的祭台，広到供奉聖體的祭台，以便在聖週五的禮儀

中讓教友領受。這種做法，正正為聖體遊行提供一個範本，

可以説，後來的聖體遊行，正是由此衍生出來。

後來，聖體遊行這做法，與聖體聖血節連上關係。這

裡有很長篇的發展過程，而我們不妨引用2叩 1年聖禮部頒布

的《民間紈心敬禮與禮儀指南》 (Directory on Popular Piety 

and the Liturgy: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中的解説，有助

我們明白兩者的連結： 「基督聖體聖血節的遊行形式是聖體

遊行的典型代表，它是感恩禮慶祝的延墳：彌撒後傾刻，教

會以在彌撒中祝聖的聖體巡行，就是為使信友們能公開宣

訒自己的信閂，以及朝拜至聖聖體。信友們了解及鄲知到這

遊行所具有的固有價值，也就是透過這儀節而意識到自己是

與主同行的天主子民，並且向那巳繹真正成爲可厄瑪奴耳」

（天主與我們同在）的基督宣發我們對祂的信德。」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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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聖體遊行的舉行，更適合於基督聖體聖血餉或

臨近此節日時舉行，這能夠帶來更深刻的信仰意義，為教

友的信仰生活，提供一份舌力和啟發，所以教會亦推薦這種

做法，只要在實際的施行上，留意如何可以讓聖體保特其尊

榮，讓參與者及旁觀者都能夠感受到基督鵾在的意義。

王由於要保持聖體的嚀嚴，所以要留意舉行遊行的時

間、地點和整個秩序，各個項目都要審慎思考安排。也因乃

要保證聖體的莊嚴得以淮持，所以最好的舉行時閼，是在感

恩聖事佼· 並且在正式遊行前，對聖體作較長時間的敬拜，

也是一侗可取的做法。

5.3.3 聖體大會

這是一種較近年才開始的敬禮聖體的做法，起源是法

國一位女教友，她致力鼓勵教友到有聖體奇蹟的地万朝聖，

作聖體敬禮。第一屆國際聖體大會在 1881年舉行，並且逐漸

形成既有的桿序，也帶來重要的宣義。由於聖體大會的內容

相當多而瑣碎，我們不在此説明了，而聖體大會此一聖體敬

禮的形式· 更重要的寶義是代表我們在着世教會的幅度下，

敬禮聖體。

5.3.4 小結

以上簡單地介紹了幾種聖體敬禮的方式，其實在細節

上，還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但是匯論哪一種聖體敬禮的方

式，其核心都是一個：敬拜者相信，耶穌基督真實地龍在聖

體內，而透過敬禮聖體，我們再一次罹訒並堅固自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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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正如上文一直強調的，聖體敬禮是感恩聖事的延續，因

此，當我們在感恩聖事裡，能夠與主相偕，那麼，聖體敬禮

也是這交流共融的延纘而已。

故此，對聖體最深的敬閆，就是勤領聖體，透過領受

聖體聖血，與天主結合，轉化自己生活。在領受聖體之餘，

再以敬禮的万式，表達自己對耶酥基督的愛，這份愛意就更

深，也更甜蜜了。

5.4 聖體敬禮的精神利意義

思考：你是否支持聖體敬禮？有人認為，既然我們可

以在成恩聖事裡領受聖體，再要崇拜聖體，容

易形成迷信的思想；也有人認為，在傾受聖體

以外，加上聖體敬禮，有助心火高燃。你有何

看法？

正如上文所言，我們如要談聖體敬禮的精神和音義，

其實脱離不了感恩聖事本身的精神和意義。因為聖體敬禮並

不是一個獨立的行動，它的施行，是建基於感恩聖事裡祝聖

的聖體。只是在教會發展的傳統裡，我們接受這些聖體具有

其獨立性，是因為餅酒內的基督，並不因感恩聖事的結束而

改變，基督仍然不變地保留在聖體內，所以就有聖體敬禮的

可籠性。

故此，要談聖體敬禮的精神，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

敬禮是否譔教友更深刻地明白感恩聖事的意義，從而更熱心

及投入地參與感恩聖事，這才是它最重要的意義。如果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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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只顧敬禮聖體，甚至覺得只要敬禮聖體就足夠，不用參與

感恩聖事，這就偏瞎了聖體敬禮的精神了。

要明白，聖體敬禮是為叫我們對基督的真實臨在，產

生莫大的熱情，而這份點情，該驅使教友更熟心地參與感恩

聖事和領受聖體，以及在生活裡活出基督，這才是聖體敬禮

的真正效益。故此，在敬禮聖體時，我們應能更深入地默想

感恩聖事的意義，反省聖體為我們信仰生活的芭義，為自己

做好準借，待下一次領受聖體時，能有更深的得著。

從這角度來看，參與聖體敬禮，應該會議教友更好地

生活，尋找到在生命裡實踐基督的方向。所以，蛄誠投入

聖體敬禮的話，就該能夠熱誠投入信何生活，更団意愛主愛

人，這才符合聖體敬禮的意義。

故此，《天主教教理》肯定聖體敬禮的育義： 「教會

和世界極需要聖體聖事的敬禮。耶穌在這愛的聖事內等待我

們。我們不要吝嗇時間，要在朝拜聖體中與他相遇，在充滿

信德的默觀中與他相遇，賠補世界的種種罪過。我們永不要

停止對聖體的朝拜。」 (1380) 

我們可以留音到，在教理中，採用「相遇」一詞，這

是相當有意義的。因為在聖體敬褶中，我們渴望與基督連芍

起來，尋找自身在基督內的深切體會，所以自身應該有足夠

的動機和盾力，才能主動地與主相遇。

縛括而言，聖體敬禮與感恩聖事必然緊密地聯繫起

來，這才能夠議我們在敬禮中體會到聖體豐富的內涵。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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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正視聖體的根靡，在敬搏裡能夠與主相遇，深切地感受

到基督給予我們生命的食糧，也深切地體會到位的深厚愛

情，並相聚於此天人宴會之中，這樣的敬禮，具有巨大的能

量，讓我們內心更愛主，也讓我們可以在教堂以外，為主而

傳揚他的聖言。

以上，我們從聖體敬禮與感恩聖事一脈相承的角度來

解説聖體敬禮的精神，不過，這只是它的一面。我們可以

想想，如果聖體敬禮只是彰顯感恩聖事的精神，那麼，我們

必然要問，為什麼我們要敬禮聖體呢？不如直接參與感恩聖

事，領受聖體聖血吧？

故此，教會在提倡敬禮聖體時，特別重視「虔敬」一

詞。一般來説，敬禮時的姿態都是屈膝跪拜，這樣的做法，

正是要顯示信者對基督的深厚相信，是一份虔敬，就是深切

地相信的一種自然流露。故此，聖體敬禮一方面固然與感恩

聖事深深連褚，但是在另一方面，卻與霞修緊扣起來。在今

天的生活裡，甚至在主日裡，我們都生活在匆匆忙忙之中，

往往不能夠好好地靜下來，深刻地感受和體咪自己與基督的

深厚友誼。我們生活在繁瑣的生活裡，甚至在參與感恩聖事

旿，都未必能好好地靜下來，結果這聖事本來是要為我們的

生活注入動力的，因為我們欠缺專注而落空了。

正因如此，聖體敬禮實則是提供一個途怛，讓我們有

時間和空閆，累積自身對基督的敬意，漸漸形成一份虔敬

之心。雖然我們在道理上明白，聖體在餅酒的形下是基督的

聖體聖血，但是知識上的認知訒同，不應只停留在理注的層

面，要真真正正讓自己得到基督的辛化，必須同時要在感性



單元十· 外送聖體及聖體敬禮 ! 213 

上、壹性上訒同這個事實，而在這一點上，堊體敬禮提供了

一個良好的機會，讓我們在長時期的靜默裡，回到自己內心

深處，意識到自己與基督的閼係。

6. 總結

輒論是外送聖體還是聖體敬禮，兩者都有一個共通的

地方，就是它們都具有牧民的考慮。我們所以要外送聖體，

是囚為有教友未能親到聖堂參與感恩聖事，所以由初期教會

開始，就有此牧民的措肥，目的是有助於教友的神益。至於

聖體敬禮，即在於聖體是基督的真實臨在，故譔教友以不同

的万法與聖體「相遇」 ，同樣是為教友的神益。由此可見，

禮儀有其內在的真理性，所以教會配合時代的變遷與教友的

需要，在不同的時代為感恩聖事、外送聖體和聖體敬禮作出

合適的指引，這樣才能保持禮儀本有的生命力，同時賦予教

友發鱈發光的動力。

故此，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的日子裡，胭論是感恩

聖事，還是聖事外的禮儀和熱心敬禮，都會按時代的箋遷而

有所更易。許多時候，特別在今天重視知識的時代，未來禮

儀上的變更，都需要對禮儀有深刻訶識的人士作出判別。旦

是，我們仍然要牢記，紐禮儀的變更，目的仍然是要譔它在

牧民上能發揮更佳的效果，讓教友的神修有更大的益處。

從這個角度來看聖體敬禮，我們不得不説，今天仍叭

應該有這個禮儀行動，不僅是「陔有」 ，而且是需要的。因

為它能配合感恩聖事，讓教友的信仰有更大的能量，更能活

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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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整個入門聖事的介紹，告一段落。我們希望透

過知識的學習，讀者能夠更清楚明白三件聖事為我們信仰成

長的閼係，而這個訒知，只是一個開始，更重要的是，學而

後行，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去完成由入門開始了的信仰歷

程，褶笮深化信仰，擴展天國。

7. 摘要

(1) 本單元介炤兩種在威恩聖事外敬禮及領受聖體的情，兄：一

是外送聖體，二是聖體敬禮。聖體可以離開戒恩聖事獨立

存在，在於我們相信基督真實的臨在，並不因禮儀的完咭

而不再存於聖體內。

(2) 外送聖體源自畋恩聖事，因朽只有成恩聖事才能讓餅酒成

為基督的血肉。這做法是為幫助病患及長者領受聖體，屬

哺投性的措施。外送聖體以司鏵及執事為最佳人選，但可

委任教友擔任，而領受者應以在戒恩聖事裡領受的做法領

受聖體。

(3) 回顧聖體敬禮的歷史，初期教會在家裡舉行戒恩聖事，

餘下的聖體儲在家裡；待聖塗出現，便把聖體存放在聖堂

內的特定地方。在六世纪時，主禮進堂時，會向這存放聖

體的小堂敬禮，這可說是聖體敬禮的起黠。到了八世纪開

始，教友多不領聖體，於是透過敬禮來堅持聖體是基督真

實臨在的信仰，發展下去，就出現聖體敬禮及聖體遊行。

(4) 在聖體敬禮興起的初期，這些敬禮還是與成恩聖事連繫起

來，可謂是戍恩聖事的延續，到了中世纪至梵二以前，聖

體敬禮走向狂熱，甚多聖體聖蹟被渲染。在1973年，教廷

發出指引，既鼓勵信眾繼續這個歷史悠久的禮儀行動，亦

為這敬禮訂定規範，好使我們可以更符合信仰地參與這敬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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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體敬禮的基本做法，是把聖體恭敬地放在頤眼地方，讓

教友向聖體朝拜。具體來說，主要的敬禮方法是明供聖體

及聖體降福，這包括明供、敬拜、降福及請回部分。由此

衍生不同的做法，包括隆重明供聖體、守聖時、修會圍體

中的朝拜聖體以及四十小時敬禮。還有其他敬禮，如聖體

遊行、聖體大會。

(6) 敬禮聖體最核心的精神，是讓教友更重視戒恩聖事，而非

取代或削弱。透過敬禮聖體，教友對聖體有一份強烈的熱

情，這促使他們更熱切地投入基督的聖事裡。具體來說，

這熱情又可以用「相遇」來表達，即我們在敬禮裡與基督

相遇，交談、溝通，從而建立更深的戒情。在態度上需要

「虔敬」，以表達一份深刻的信仰，這也是聖體敬禮的重

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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