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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主日

潘家駿 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復活期五十天應該被視為是一個整體的逾越節大主日的慶祝，因此復活期的主日必須嚴格地聯繫到復活節日。所以，雖

然本主日的福音是發生在受難的前夕，也就是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的臨別贈言，但這段福音仍然應該要在逾越奧蹟的光照下去

默想。事實上，透過這些天主聖言，我們能夠更深刻地進入基督的逾越奧蹟當中。

本主日的福音（若十四1-12），耶穌以極其溫柔的方式談了祂的苦難，談了祂的逾越奧跡。面對這個人的理智無解的奧

跡，耶穌以門徒們所熟悉、單純而又吸引人的方式說出來，祂說：「我去，原是為你們在我父的家中預備地方；我去

了，為你們準備了地方以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為的是我在那裏，你們也在那裏。」

耶穌去為門徒預備地方，這的確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祂用什麼方式去預備呢？祂是藉著自己的痛苦、苦難，當然也是

藉著祂的復活，來為門徒預備地方的。從這裏我們可以明白，耶穌為我們預備的地方也是在祂那受了極刑而後復活了的身體

內。正是在祂自己的身體內為我們預備了地方。由於祂為我們在祂自己的身體內預備了地方，因此，我們都成了祂身體的肢

體。我們也可以說，耶穌為我們預備的地方是祂自己的心。祂允許祂的心被刺傷，從某種意義來說，祂這樣做是為了令我們

得以進入祂的心中，為了將祂的心賜給我們。

我們仰慕耶穌體貼入微的愛，我們也同樣仰慕祂的慷慨寬宏，因為祂為我們預備地方，需要祂付出極大的代價。雖然如

此，祂仍然懷著無限的愛付出了這代價。若望說：「他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若13，1），這

是說，耶穌愛世人愛到了極點，因而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來為他們預備地方。

從另一方面來說，耶穌告訴門徒，祂是到天父那裏的道路。祂說：「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往那裏去的路。」多默問

祂說：「主！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耶穌回答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一位導遊會告訴我們：「請跟著這條路走」，耶穌卻是說：「我就是道路」。一位老師會告訴我們：「接受這個

真理」，耶穌卻是說：「我就是真理」。父母親可以對我們說：「享受我們給你的生命」，耶穌卻是說：「我就是生

命」。因為耶穌是天主，所以他可以這樣向我們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沒有耶穌我們就什麼都不能做：沒

有了耶穌道路，我們的生命就沒有出路；沒有了耶穌真理，我們就沒法認識生命的終極目的；沒有了耶穌生命，我們就成了

行尸走肉。然而問題是：我們要到哪裡去找尋耶穌道路、耶穌真理、耶穌生命？

事實上，當我們身處感恩祭中時，我們就是已經走在耶穌道路、真理、生命當中了。在感恩祭中，我們就是透過耶穌，

與天父相遇（透過聖言和祭獻）。在大聖三頌中更是把這透過基督與天父的相遇舉到了最高峰：「全能的天主聖父，一

切崇敬和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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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們對天父的敬拜

乃是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的敬拜。而我們之所以可以藉著基督敬拜天父，因為基督是道路；我們之所以可以偕同



基督敬拜天父，因為基督是真理；我們之所以可以在基督內敬拜天父，因為基督是生命。

是的，透過耶穌，我們便可以到達並居住在天父愛的家中。

祈禱經文

基督徒團體在彌撒的一開始，透過「進堂詠」這樣詠唱著：「請你們向上主高唱新歌，因為祂行了奇事；祂已將

自己的正義顯示給萬民。阿肋路亞。」（詠九七1-2）這闋進堂詠可以上溯至第八世紀。這首聖詠預告了基督的復活，

這訊息啟示給了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集禱經」這樣祈求：「天主，祢拯救了我們，又收留我們為義子；求祢仁慈地垂顧祢所鍾愛的子女們，使所

有信仰基督的人，都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繼承天國永恆的產業。」這闋禱詞重複常年期第廿三主日的集禱經。不過

在2002年版的《羅馬彌撒經書》當中，這個主日則是以復活期第四週星期六的集禱經代替：「全能永生的天主，求祢使

逾越奧蹟，不斷地重現在我們身上；我們已藉洗禮獲得再生，求祢幫助我們，結出豐碩的果實，邁向永生的樂

園。」  
                                                                                                                                                                                                                           
「獻禮經」中，我們的團體祈禱著：「天主，祢藉此神聖禮品的交換，容許我們分享祢獨有的至尊天主性，求

使我們常以祢所啟示的真理，為我們生活的準則。」這闋禱詞求天主藉神聖祭獻的交換，使我們能分享天主的唯一至

尊天主性，並在生活中對祂的真理持守不渝。這闋禱詞可以回溯至第八世紀。

「領主詠」的靈感是來自這個主日的福音：「主說：我是真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誰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

內，他就結許多的果實。阿肋路亞。」（若十五1, 5）這首領主詠是梵二《彌撒經書》全新的安排。

「領聖體後經」這樣祈禱著：「寬仁的上主，祢在此聖事中賜給了我們天上的食糧；求祢扶助我們，使我們藉

此奧蹟獲得充分的力量，能革除舊習，善度新生。」這闋禱詞源自第五世紀的禮書，原來是聖神降臨節之前的禱詞，

祈求天主從敵人手中救助，使之獲得安全，同時強調靈性生命的成長。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白或金色祭披。

2.　 主祭在致候詞之後，可以用以下類似的導言導引信友們更深地進入信德的奧蹟之中：「你的生活要往哪個方向走

去？到底甚麼是你生活的目標？這些問題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終極的問題，但是很多人卻是不知道如何給這

問題一個答案，常常會在這個問題上跌倒。然而我們基督徒卻不該如此，因為我們擁有耶穌，而他就是我們的道

路、真理和生命。在今天的感恩聖祭中，祂要向我們顯示出這條生命與真理的道路。」

3.　 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引言，來幫助信友們進入「懺悔詞」當中：「我們雖然知道那條通往天主和通向人的康莊道

路，但我們卻常常選擇自私的偏狹道路；現在就讓我們祈求天主寬恕我們，並改變我們。」

4.　可以灑聖水禮代替懺悔禮；所用聖水最好當場祝福，祝福經文請用「復活期」祝福禮。

5.　應念或唱「光榮頌」及「信經」。

6.　 這個主日「信友禱詞」的導言，主祭可以運用本主日讀經及福音的精神，以下列類似的話語來邀請會眾提出意向：

「我們因著洗禮而成為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現在就讓我們體現普通司祭職的職務，為教會和世

界的需要，向天主呈上祈禱。」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在祢的聖子耶穌基督

身上，向我們顯示了走向祢的道路；請助祐我們能領悟真理，並恩賜我們永恆的生命。以上所求，是靠

我們的主基督。」

7.　 在「感恩經」開始之前，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話語作為導言，引領信友們進入感恩聖祭的頂峰經驗當中：「藉

著基督，我們走向天主聖父；偕同基督，我們奉獻祂的讚頌之祭。祂使我們成為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

祭、聖潔的國民，代表整個世界向天主聖父獻上這感恩聖祭。」

8.　 感恩經可用第一式及第三式。同時，採用「復活節頌謝詞（一）~（五）」。第一篇頌謝詞取自碧岳五世的《羅馬

彌撒經書》（即梵二以前所用的經書），其他四篇均取自古代的禮書。每篇以不同的表達方式來強調耶穌逾越奧蹟

的不同幅度。

9.　最後結束禮的降福，可採用「復活期隆重降福禮」。（降福經文請見《主日感恩祭典（甲）》頁312）

禮儀空間及音樂

禮儀音樂的選擇以及禮儀的服飾的穿著均應散發出歡樂的氛圍來。至於禮儀空間。整個復活期，直至五旬節結束，復活

蠟燭應放置在讀經台或祭台旁邊；在較隆重的禮儀時刻點燃，即在彌撒、團體頌念晨禱及晚禱時。



一周禮儀

整個復活期的讀經一都來自宗徒大事錄（十四-十五章保祿初次出外傳教），這週也是如此。透過初期教會的見證，而

明白復活的基督如何在第一個基督徒團體中生活著，並引領祂的追隨者。復活期宣讀宗徒大事錄，乃是教會非常古老的習

慣。聖奧斯定在他的《講道集》中就提到：「在復活節開始讀本書的讀經，這是教會一直以來奉行的習慣。」

這周平日的福音與主日福音都是若望福音，耶穌在最後晚餐發表臨別贈言的脈絡中（若十四27-十五21）。這些受難之

前的事件對於還原這五十天的逾越向度，是非常寶貴的補充，也幫助我們更能專注於復活的基督，以及我們在祂內的新生

命。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禁止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2.　有關復活期的禮儀牧靈詳見本專欄復活期第二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