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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駿 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這個主日的福音瑪竇為我們敘述了一個意義非常豐富的事件，這個事件就是耶穌步行在海面上，而伯多祿也以同樣的方

式來與耶穌相會。第一篇讀經列王紀上則是講述天主在微風中顯現給厄里亞先知。第二篇讀經羅馬人書與前兩篇並沒有直接

的關係，是保祿自己敘述他因他的希伯來同胞缺乏信德而痛苦，並且為救他們，就是被詛咒，他也心甘情願。

第一篇讀經的背景是厄里亞先知殺了異教神巴爾的四百位假先知，致使信奉巴爾神的王后依則貝爾誓言要

殺死他，因此厄里亞先知的生命正處於非常困難和危險的時刻，所以他就逃到沙漠，到達天主的聖山曷勒布，

進入一個山洞裡，為在那裡過夜。天主邀請厄里亞等待祂的顯現，但這次天主的顯現方式卻與上主曾在西乃山

上，在全體以色列百姓面前的偉大顯現完全不同。那次天主是現顯在那讓整座山都顫抖的狂風中，如此而顯示了

天主的威能。但在這次厄里亞的事件當中，雖然也出現了強勁狂烈，甚至是可劈山裂石的暴風，但是天主卻不

在風裏；暴風過後有地震，天主也不在地震中；地震之後，是火，但天主也不在火中。最後，當出現輕微細弱

的風聲時，天主在微風中顯現了。於是，厄里亞用大氅遮住自己的面容，立在山洞的入口，聆聽天主的聲音。 
 
      這些經文教導了我們，天主可以用迥然不同的方式來與我們相遇。它可以是讓我們驚嚇的狂風暴雨的方式，也可以是如

輕柔微風，在我們內心深處輕聲細語的方式。總之，天主臨在於我們的生命中，不論是當我們面臨生命裡的狂風暴雨的時刻

時，或是生命裡的微風細雨，享受平安的時刻時。真好！天主都在，而且一直與我們同在。

而在本主日的福音裡，耶穌藉著祂那對人的無盡慈悲，以及祂那對人的無限仁愛，並以步行在海面上的行動，向我們展

示祂的天主性，在祂身上顯明了天主與我們同在。當民眾經驗到耶穌顯了增餅奇蹟之後，就熱情勃發，認定耶穌一定就是猶

太人渴望已久的默西亞，是他們征服敵人的救國偉人。有些人甚至大聲吶喊，要脅迫耶穌為王。門徒們心裡所想的原本就是

與群眾所渴望的相同，這也是他們跟隨耶穌的理由，所以對群眾的反應自然心有戚戚焉，而且喜形於色，因為這離他們所懷

有的俗世光榮和在權勢中分一杯羹的夢想又更進一步了。然而這與天父及耶穌的救世計畫是背道而馳的。耶穌所要建立的王

國是要救人靈魂，賜人永生的神國，而非只營求現世福利的國家。

耶穌為改正門徒們的想法，使他們明瞭祂的國不是在這世上，祂的國是神國，而祂是神國的君王，遂不管群眾的狂熱，

立刻催促門徒們先上船離開這裡，更好說，離開那個假象的光榮之地，也離開那個會讓門徒們陷入自我滿足的安逸之地。因

為要承擔耶穌的神國，就要學先會離開世俗的虛假光榮，走出屬神的安逸地帶。所以耶穌要門徒馬上上船離開這個會讓他們

墮入安逸的地方，讓他們親身經驗生命裡的顛簸，福音就這樣記載說：「那時，（門徒們的）船已經離岸幾公里了，

因為逆風，船受到波浪的顛簸。」

是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裡也都有一定的安逸地帶，在安逸地帶內的是我們熟識的人與事，是我們能力可以掌控的。

要走出自己的安逸地帶是極不容易的，年紀愈大愈難。心理學家認為，人若願意走出自己安逸的地帶，就會有新的學習和新

的成長。同樣地，我們也有靈性生命的安逸地帶，而這是我們所習慣的、所認識的、所能掌控的，這些習慣可能包括了我們



祈禱的習慣，上教堂的習慣，參與善會團體的習慣，與相同的弟兄姊妹相同的交往習慣和模式等等，都已經習慣到讓這些屬

神的生活成了單調的例行公事，同時也把我們的屬神的生命定型了，再也無法成長了；雖然我們想改變現狀，但卻又無力回

天，因為要走出屬神的安逸真的並不容易。然而如果我們願意用心聆聽天主的聲音，並回應天主的召喚，走出屬神的安逸地

帶，那麼我們的靈性生命就會成長，就如同亞巴郎所經驗的一樣。

是的，門徒們被丟入風雨飄搖的海中，我們的生命也常是如此。有時候天主也會允許我們的生活陷入困難的景況中，而

迫使我們走出自己的安逸地帶，目的就是要我們在靈性生命上成長！就如同老鷹會把小鷹推出溫暖的巢窩一樣，要它們走出

安逸地帶，學習讓生命飛翔。當他們從巢窩掉下來的那一時刻，一定充滿不安和恐懼，但卻是學習在天空自由飛翔的必經過

程。

接著，福音記載，在天快亮時，耶穌在海面上行走，往門徒那裡走去，門徒們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行走，他們的反應是：

「很驚慌，說：『是個妖怪！』並且嚇得大叫起來。」福音作者把門徒的反應描寫得如此生動，讓讀者恍如身歷其

境，也好奇地想要知道門徒們究竟看到了甚麼？而能在水面上行走的東西有可能是什麼？在恐怖電影裡，從海上來的大都

不是甚麼好東西；要嘛就是打不死的怪物，要嘛就是要毁壞世界的哥吉拉（Godzilla）。而猶太人更是相信海就是邪惡的代

表，陰間不就是位於海的深處嗎？所以門徒們以為他們看到了甚麼妖魔鬼怪，所以船上的門徒們真的嚇壞了！耶穌立刻對他

們說：「放心！是我。不必害怕！」

為我們基督徒來說，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有什麼事是可以讓我們依憑而不再害怕的？是有一棟舒適的房子？還是有一

部可以任意往來的車子？是儲藏室中有足夠的的日用品？是冰箱中有足夠的食糧？還是衣櫥裡掛滿了琳瑯滿目的衣服？是我

們每個月的薪水？或是銀行裡儲蓄了足夠的存款可以自由運用？是考上了好的學校？還是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或是找到了心

儀的結婚對象？或是書架上有足夠的書？這些我們都在汲汲營營的追求，但一旦擁有了，我們的生命似乎仍然不安、仍然害

怕。

當耶穌步行海面，走向門徒的時候，祂自己簡潔地給了我們這個問題的答案：「放心！是我。不必害怕！」原來生

命裡有基督就可以不再害怕。在耶穌那裡，我們便可以用那在天主內的方式去想、去說、以及去行動，而不是以一個充滿恐

懼的世界的方式去想、去說、以及去行動。耶穌在今天福音中，以一種非常堅定的語氣告訴我們說：「不必害怕！」這也

是天使佳播向聖母瑪利亞所說的話；也是天使向那些去探視耶穌墳墓的婦女們所說的話：「不必害怕！」這話同時也是耶

穌顯現給我們時，所要向我們說的話：「是我，不必害怕！害怕不屬於天主。我是愛的天主，一個邀請你們去接受

喜樂、平安和感恩的天主。就讓你的恐懼害怕隨風飄逝吧！」

耶穌給了我們「不必害怕」的許諾，但這與對生活是不是持樂觀的態度無關。耶穌當然不希望我們懷著悲觀的態度

去面對生活，但是耶穌的許諾也不是應許我我們可以樂觀地生活。樂觀的人碰到下雨時會說：「多美好啊！萬物會欣欣向

榮。」看見同樣的雨水，悲觀的人會說：「萬物都會被淹沒。」耶穌既不樂觀，也不悲觀。耶穌是叫我們不必害怕，不必害

怕不是因為我們可以對生命中的苦難視而不見，甚至是自我催眠，不，不必害怕是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承擔了生命中最大的

恐懼，也就是十字架和死亡，並且從這個受難和死亡的絕望之地，耶穌向我們講述盼望和生命。祂已經從這個腐爛並充滿惡

臭和幽暗的死亡之地走了出來，陪伴我們航行在那顛簸世海的生命旅程中。是的，這盼望不是基於「樂觀」，而是建基在耶

穌的許諾上，也就是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天主都會一直陪伴我們，而這位天主是愛與生

命的天主，在祂內沒有死亡，沒有恐懼。

福音的第二部分特別突出了伯多祿的角色。伯多祿一聽耶穌說：「放心！是我。不必害怕！」於是馬上回應：「主

啊！如果是你，就讓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裡吧！」伯多祿這一路跟隨耶穌以來，前不久才親眼目睹了耶穌的大能

力，從增餅奇蹟餵飽五千人，現在又看到耶穌步行海面，伯多祿開始不甘心像船上其他的門徒一樣，只是看見和聽到耶穌的

大能，他進一步祈求耶穌賜給他同樣的能力，去作人所不能作到的事。但我們就像其他的門徒們一樣，在風雨飄搖的生活

中總是祈求天主速來為我們平息風浪，幫助我們解開生活的困境，來帶領我們平安地到達彼岸，所以我們的祈禱常是這樣

的：「天主！醫治我的疾病！」「天主！賞賜我找到工作！」「天主！恩賜我的兒子回頭！」「天主！恩賜我的另一半更愛

我！」等等，然而伯多祿的祈禱更大胆、更勇敢，他不單只是滿足於看見天主的能力，還更上一層樓，他要得著這能力，作

人不能作的事。

耶穌俯允了伯多祿的祈求，祂以命令的語態對伯多祿說：「來吧！」伯多祿就真的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是

的，要從船上熟識的安逸環境走出來，下到海中，實在需要強大的勇氣，而這勇氣一定是來自於他對耶穌絕對的順服和信

心。這順服是會讓人五體投地的順服，而這信心也是會讓人驚訝得目瞪口呆的信心！ 雖然伯多祿最終還是掉入了海裡，耶

穌也責備他是小信德的人，但是這個事件成了伯多祿屬靈生命成長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同時也讓我們看清了我們

人性裡的軟弱，而更加懂得謙遜並契而不捨地依靠天主。

透過本主日的福音，我們也都同伯多祿和門徒們經歷了一趟風雨顛簸的生命之旅，這趟旅程讓我們更加確信我們的生命



不論何時、何地、發生何事，耶穌都會一路陪伴在我們生命的旅程中；而為那些渴望在靈性生命成長的人，耶穌也會賦予他

勇氣和力量；祂更要在我們消沉於世海的時候，伸手拉住我們，一如祂拉住了伯多祿一樣。

是的，我們的天主不是虛無的，不是遙遠的，也不是縹渺的，祂是如此真實、如此確定、如此親近！

祈禱經文

彌撒以對天主祈求援助來作為開始，在「進堂詠」中我們一齊呼求天主：「天主，求祢回顧祢所立的誓盟，永遠不

要拋棄窮人的性命；天主，求祢速來處理祢的案件，千萬不要忘了那尋求祢者的呼聲。」（詠七三20, 19, 22, 23）
這首「進堂詠」至少從第八世紀就已開始使用，一直到梵二之前，都在聖神降臨後第十三主日的彌撒一開始被詠唱著。 

這個主日的「集禱經」這樣祈禱：「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能稱祢為父，深感榮幸；求祢在我們心中培育祢義

子的精神，以承受祢所預許的天堂產業。」這闋禱詞是從聖安博禮（米蘭禮）轉藉到羅馬禮中使用的，它也使用在復

活期第二週星期一的「集禱經」中，不過 2002年版的《羅馬彌撒經書》已經以另一闋禱詞來替代了。在聖安博禮中，這闋

源自第六世紀禮書的禱詞使用在復活節週的星期六，其主要的靈感是來自羅馬書八14-17：「因為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

是天主的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

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既是子女，便是承繼者，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

的同承繼者；只要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與祂一同受光榮。」另外，在瑪竇福音六9 和路加福音十一1-2中，耶穌教

導們徒祈禱時，也教導他們稱天主為「我們的天父」。在厄弗所書一5和迦拉達書四4-7中，則是提到我們因著耶穌基督，

所得到的義子名分和地位。

                                                                 
在團體向天主呈獻餅和酒時，我們在「獻禮經」中祈禱天主：「上主，我們呈獻到祢祭台上的這些禮品，原本都

是祢的恩賜；求祢惠然接受，並以祢的全能，使這奉獻成為我們得救的聖事。」第八世紀的禮書中，這闋禱詞是被

使用在四旬期第二主日的禮儀中。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領主詠」來自聖詠一四七：「耶路撒冷，請你讚頌上主，因為祂用最好的麥麵

使祢飽餐。」（12, 14）宴享這感聖事，我們參與耶路撒冷對天主的讚頌。這首「領主詠」是梵二之後全新的篇排。第二

個「領主詠」則是來自本主日的若望福音：「主說：我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
（六51）至少從第八世紀開始，一直到梵二之前，這首「領主詠」就被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十四主日，以及四旬期第一週星

期四。

透過這共融的聖事，我們在「領聖體後經」中祈求天主：「上主，我們領受了祢聖子的聖體、聖血；但願這聖事

帶給我們救援；並仰賴祢真理之光的照耀，堅強我們的信心。」這闋禱詞首次出現在第八世紀的古代禮書中，是為敬

禮聖宜博司鐸殉道（8月13日）。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綠色祭披。

2.　 主祭在致候詞之後，可以用下列類似的導言，導引信友們更深地進入信德的奧蹟之中：「當我們的生命處在懷疑中

的時候，天主是不是在？當我們的生命處在混沌裡的時候，天主是不是在？當我們對信仰遲疑的時候，天主是不是

在？當我們的生命處在風雨飄搖的時候，天主是不是在？今天的讀經加福音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答案，天主臨在於

我們的生命中，不論是當我們面臨生命裡的狂風暴雨的時刻，或是生命裡的微風細雨，享受平安的時刻時。真好！

天主都在，而且一直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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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消沉於罪惡深淵的時候，我們與伯

多祿一起大聲呼號：主啊！救命啊！現在就讓我們祈求上主伸開祂那大能的手，拉住我們。」

4.　詠唱「光榮頌」及「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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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在風雨飄搖中的門徒們，耶穌賦予了他們勇氣和力量；祂更是在伯多祿失掉信心浮沉大海的時候，拉他一把。現

在就讓我們祈求上主，當我們消沉於世海的時候，伸手拉住我們，一如他拉伯多祿一把一樣。」同時可以用下列類

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是創造天、創造地、創造海的天主，祢有權柄命令大自然的力量遵循祢的旨

意而行。祈願我們的祈禱能夠獲得祢的歡心。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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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就讓我們同聲合意地向天主表達我們祂的信德，因為祂賜給了我們祂的聖子耶穌基督，以作為我們的救贖者和生命

旅途的陪伴者。」宜採用感恩經第一式、第三式或第四式。（按「彌撒經書總論」第365號d項：「感恩經第四式：



附有不可變換的頌謝詞，扼要地陳述整個救恩史。本感恩經可用於沒有專用頌謝詞的彌撒，以及常年期的主日。這

感恩經因其結構關係，不得加念為亡者的特殊經文。」）若採用感恩經第一式及第三式，則頌謝詞可採用「常年主

日頌謝詞」（一）~（八）。

7.　本主日「禮成式」可舉行隆重降福禮。請見《主日感恩祭典（甲）》頁 314-315「季節降福經文－常年期」。

8.　最後的結束派遣用語可選用以下格式，並與「彌撒禮成」配合使用：

       1)  去傳揚上主的福音！

       2)  平安回去，在生活中光榮天主！

       3)  平安回去！

一周禮儀

1.　平日讀經採單數年。

2.　本周遇到的必行紀念日： 

       8月14日（周一） 聖國柏司鐸 紀念日 （白）

       8月15日（周二）聖母升天節  節日 （白）

      在台灣地方教會，為方便教友都能夠參與，因此此節日移至主日（即在今年的常年期第十九主日）慶祝。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可行殯葬彌撒，但禁其他亡者（紀念）彌撒。亦可行「禮典彌撒」， 如婚禮彌撒、發願彌撒等。

2.　 周間舉行「求恩彌撒」（Missa votiva），可採用適合彌撒的顏色，也可採用本日或本禮儀時期的顏色。（《羅馬彌

撒經書總論》第 34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