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聖三節

潘家駿 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本主日我們又進入常年期主日。在聖神降臨後的第一個常年期主日，教會慶祝天主聖三節，也就是慶祝天主聖父、天主

聖子和天主聖神的節日。

在四旬期及復活期這兩個時期中，我們特別默想了天主聖父在救恩歷史中的創造和救贖工程，同時我們也在父的創造及

救贖工程中，默想了聖子耶穌的逾越奧蹟，這奧蹟使得救贖工程達致頂峰、臻至圓滿。在上個主日，我們則是慶祝了聖神降

臨節。而這個主日我們就是以天主聖三節的慶典，來總結天主聖三的整個救世工程。

每當我們想到或談到天主聖三時，很自然的就會想到天主聖三的奧秘。然而雖然歷代的教父和神學家們，不斷地試圖要

將這聖三奧秘的面貌用神學的語彙描繪出來，但總是很難用人的理智和思維來說得明白。不過，歷來有許多教父和神學家們

仍然用盡了各種比擬和想像，企圖要去抓住天主的面貌。例如：第四世紀的聖達修（St. Athanasius）就以泉源、河流和小溪

三者來比擬天主的三位一體。聖奥斯定則是以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來比擬。愛爾蘭的主保聖博德（St. Patrick）更是以三

葉草（也就是幸運草）來向人解釋天主的三位一體。事實上直到現在，神學家們對「三位一體」的奧秘仍然無法給一個十

分圓滿的解釋。因此，教會也只能把天主對有關祂自己的啟示，用人那極有限的語彙來描繪天主無限無量的性體：「祢和

祢的獨生子及聖神，只是一個主、一個天主，不是單獨一位，而是三位一體。祢的光榮，和祢聖子的光榮，與聖

神的光榮，毫無差別。三位分明，性體唯一，尊威均等。」（本節日專用「頌謝詞」）

的確，面對這天大的奧秘，想要完全用我們的理智去瞭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對我們人來說，天主的啟示是要我們

去相信，而非去全部理解。所以，早在第四世紀，當小亞細亞的隱修士Evagrius Ponticus在埃及沙漠隱修期間，他就曾經

這樣形容過天主說：「天主是不能被我們的心靈抓住的，如果天主能夠被我們的心靈抓住，那麼天主就不是天主

了。」而第十五世紀的著名靈修著作《師主篇》也有異曲同工的類似說法：「取悅天主聖三要比知曉聖三的神學更重

要。」真是一語中的！我們人有限的思維永遠無法完全明瞭天主的奧秘，也很難去度量天主的思想和行徑。在人的有限經

驗裡，沒有任何類似的事情可以與天主相比擬，因此一切的比擬和憑空的想法，都無法完全抵達天主。

然而，雖然我們的思維有限，永遠無法明瞭天主的奧秘，或理解祂的思想與行徑，但是我們的心却是可以認出祂的臨

在，以及祂在我們生命中的化工，因為我們可以讓天主的愛充滿我們，在愛中稱祂為父，並在他人而特別是窮苦的人身上認

出基督來。所以我們能否取悅天主聖三，關鍵就在於「愛」以及我們怎樣跟別人分享這天主的愛。這種對聖三之愛的妙覺



圓悟讓我想起了東方教會的一闋禮儀禱文：「讓我們彼此相愛，所以我們就能以合一的心靈宣信父、子、聖神，這

性體唯一、不能分割的三位一體。」的確，如果要窮盡人間的詞彙來形容天主聖三，那麼應該非「愛」字莫屬了。啊！

原來「愛」才是能見心明性地抓住天主的真覺心法！人的心靈無法抓住的天主，但為祂的所有子女，天主卻是反過來一個

勁敞開為父為母的愛與疼惜。

慶祝天主聖三節的重點除了在於默想天主聖三愛的奧秘之外，本主日彌撒所提供的三篇讀經更是要讓我們經驗到這愛的

大能，並因這愛而賦予我們的使命。是的，這是天主聖愛的節日，這節日邀請我們分享及接受天主慷慨的愛，並以愛還愛。

在第一篇讀經《申命紀》中，梅瑟提醒以色列選民，天主為他們行了前所未聞的奇恩異典。藉由這提醒，梅瑟幫助以色

列選民看到天主的大愛，如何具體地展現在他們出谷的事件裡。最後，梅瑟向他們揭示這位愛他們並主動走向他們的天主的

身分說：「所以今天你們該知道，也要牢記在心：天上地下，只有上主是天主，除祂以外，再沒有別的神。」這

天主之愛真是令人驚訝！人真是何德何能？區區受造物竟蒙上主、唯一的天主如此寬仁厚愛！

然而天主的寬仁厚愛不只於此，祂的愛還要令我們更加驚奇。這愛到底的愛情竟促使祂派遣祂的聖子來到我們當中，並

以祂那在十字架上的祭獻，而與我們訂立了足以令我們驚奇得目瞪口呆的生命盟約，這盟約要把我們引入天主兒女的生命

中，分享耶穌祂那「這是我的愛子」的生命。這十字架上的祭獻總會讓我想起第十五世紀俄國聖像畫作者安德烈·魯布烈夫

（Andrei Rublev）的天主聖三聖像畫。畫面中天主聖三的畫像圍坐著一個祭台，在祭台上擺立了一個金色的聖爵，在聖爵裡

面則是畫上一隻象徵基督祭獻性死亡的血紅羔羊的身體。透過這幅聖像畫，這個聖爵提醒我們，基督徒在基督的祭獻也就是

感恩聖祭中，被圓滿地引領進入那與天主聖三的相遇和共融當中。這幅血紅羔羊的影像也總會讓我們想起聖史若望在福音中

所寫下的感想：「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

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若三16-17）而每當我們在感恩聖祭中紀念

起基督的祭獻並與這祭獻相遇時，我們的整個心神就要迫不及待地與主祭司鐸一起高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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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歸於天主聖父，直到永遠。阿們。」

是的，天主就是以如此的愛向我們啟示了祂那深邃的奧秘，這是超越人理智範圍的奧秘，因此必須由天主自己以愛的行

動將這聖三的奧秘通傳給我們。天主不僅讓我們在祂的愛中經驗這奧秘，更邀請我們去參與這奧秘，且活出這奧秘。如果我

們不親身參與並活出這奧秘，那麼即使我們的道理學得再多，神學懂得再深，這樣的奧秘為我們個人而言仍然只是虛構的，

而我們所認識的天主也只是我們自己網路虛擬出來的幻象罷了。

因此在本主日彌撒的福音中，聖史瑪竇為我們敘述耶穌在升天之前，賦予了我們大使命，這使命就是：「天上地下的

一切權柄都交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我的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我所吩咐你們的

一切，都要教導他們遵守。」透過這福傳使命的實踐，我們便能參與及活出天主聖三愛的奧秘，因為就如教宗方濟各在

他的勸諭《福音的喜樂》中所說的「福傳使天主的國體現在我們的世界裡。」（176）所以，福音的宣講「有其清晰的

社會性內容：因為在福音的核心中有團體生活和對他人的委身。最初的宣講內容已包括一種直接的道德內含，也

就是以愛德為中心。」（177）換句話說，在福音的傳揚過程中，「接納救恩信息和顯示手足真情，兩者之間有著密

不分的紐帶。」（179）是的，耶穌所賦予我們的使命，就是從我們自己走出去，走到我們的人類同胞，擁抱我們的弟兄

姊妹。

但如何讓這天主聖三的愛連結到我們的生命中，好使我們能承擔起這大使命，以愛還愛呢？在這大使命的派遣中，耶穌

已經清楚地表達了基督徒藉著洗禮而讓生命歸屬於聖父、聖子、聖神，並且與天主聖三的每一位產生了生命的聯結：我們與

信德和救恩的本源－天主聖父有關係，因為祂給我們再造一個新生命；我們與那將受洗者接納到祂的教會裡的天主聖子有關

係，因為祂拯救了我們；我們與天主施予受洗者最大恩惠－天主聖神有關係，因為祂把天主性的生命通傳給我們，使我們成

為天主的兒女。

在今天彌撒的讀經二《羅馬書》中，聖保祿宗徒就是以他那被聖神轉化而歸屬於天主聖三，並與聖三的愛相連結的生

命，親自向我們見證說：「我們受聖神推動而向天主呼叫：『阿爸，父啊！』是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

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兒女。既然是子女，便是繼承者，是天主的繼承者，是基督的同繼承者。」是的，在聖洗聖事中

一旦領受天主聖神，我們就擁有釋放的恩寵，不再作罪惡的奴隸，也不再陷入萬劫不復的永死恐懼當中，而是作天主的子

女，因此我們能同耶穌一起成為永生的繼承人。我們既是天主的子嗣，那麼就注定要步舞父親的後塵，繼承祂的愛，把祂恩

賜給我們的愛情分享給人，成為教宗方濟各在他的勸諭《福音的喜樂》中所説的：毫不畏懼地向聖神的妙工開放的「充滿

聖神的福傳者」（259）。

多麼殊勝榮寵！我們竟然能夠成為天主的繼承者，成為基督的同繼承者。或許我們會誠惶誠恐地自問：怎麼可能？然而

就如有一次照鏡子時，突然驚覺自己與我那去逝的父親極其相像。看著我自己的容貌，我突然看見了十五歲那年我見到的父

親容貌。他自卑、自負但又信心十足，我對他崇拜但又批評，我愛他卻又怕他。當我在鏡中看到我自己的容貌時，我驚呼我



們兩個人怎麼會那麼像。我在震驚我和父親的相似處時，我也體會到我是他的兒子，我必需繼承他受人尊敬、懼怕、讚美、

誤會……就像我父親一樣。

同樣地，我們既是那位愛我們到底的天主的兒女，所以我們擁有祂的DNA（遺傳基因）；盼望我們那一天在照我們心

靈的那一面鏡子時，我們也會驚覺到，我們與三位一體的天主是何等地相像啊！

會的，一定會的。

祈禱經文

 彌撒的一開始，「進堂詠」就詠唱出今日慶典的核心奧蹟，即天主聖三的奧蹟：「讚美天主聖父，唯一聖子及聖

神，因為祂向我們施展了仁慈。」這首進堂詠並沒有標明出處，但其靈感很明顯地事來自多俾亞傳：「......你們該讚美

天主，感謝祂，顯揚祂！該在眾人前把祂為你們所做的一切好事歸功於祂，為讚美歌頌祂的聖名；該向眾人隆重

地宣示天主的工程，不要遲緩感謝祂！」（多十二6）   

「集禱經」中，我們對那派遣聖子和聖神到世界上來的天父，這樣祈禱：「天主聖父，祢把真理的聖言及聖化的聖

神派遣到世上來，向世人啟示了祢偉大而奇妙的奧蹟；求祢幫助我們明認此真實的信仰，認識無限榮耀的永恆聖

三，敬拜全能的唯一天主。」這闋滿含聖三論幅度的禱詞，是以一闋羅馬禮的古老禱詞作為基礎編寫而成的。   

「獻禮經」祈求天主聖化我們所奉獻的有形可見的禮品－餅與酒，好能藉著這些被聖化的禮品來轉化我們的生命，使我

們也成為奉獻給天主的真正永恆禮品：「上主，我們的天主，我們正向祢呼號；求祢聖化這些禮品，藉著它，也使

我們本身成為奉獻給祢的、永遠不朽的禮品。」在梵二之前的特利騰彌撒經書中，就已使用這闋相同的獻禮經。

我們因領洗成了天主的子女，既是天主的子女，自然是祂恩寵的繼承人， 所以在「領主詠」中，我們基督徒如此確信

著：「為證實你們確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中，呼喚說：『阿爸，父啊！』」

（迦四6）我們在領洗時，不但成了天主的兒女，同時也領受了那由聖父和聖子所共發的聖神。天主聖神在我們的心內作

證，並叫我們體會到像耶穌與天父之間的父子之情。所以，天主聖神使我們在祈求天主時，敢用耶穌自己所用過的對天父的

稱呼：「阿爸，父啊！」

團體藉著「領聖體後經」，祈求靠著所領受的聖體，以及我們對聖三的信仰，而獲致肉身及靈魂的康健：「上主，我

們的天主，但願我們所領的聖體，和對永恆天主聖三及其不可分，合而為一的信仰，促成我們靈魂與肉身的得

救。」這闋禱詞是從羅馬禮的傳統發展出來，而被使用在現行的感恩祭典當中。                          

禮儀行動

1.　本節日，主祭穿白色或金色祭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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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大部分的教友來

說，或許天主聖三節的慶祝不如聖誕節、復活節或聖神降臨節的慶祝那麼能夠感動人心，但是這個節日卻是所有這

些節日的總結。這是唯一的天主向我們顯示父、子、聖神三個愛情面貌的節日。我們可以稱呼祂阿爸父，一如耶穌

所教導的；我們可以在基督內稱呼祂為兄弟或朋友，一如耶穌稱呼我們的；我們可以在聖神內稱呼祂為我們的氣

息。如果我們要以一個詞來總結天主的屬性，那麼我們可以與聖若望宗徒一起宣信說：天主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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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祈求慈愛的天主，原諒我們常疏於對祂

以愛還愛。」

4.　本節日詠唱或誦念「光榮頌」和「信經」。

5.　 這個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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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天主的子女，同耶穌一起成為天父恩寵的繼承人；現在就讓我們在聖神內，帶著我們的祈禱走向天主聖

父。」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的聖子耶穌許諾我們，要天天同我們在一起，直到

世界的終結。祈求祢俯聽祢子女們的祈禱，向我們顯示祢的信實與慈愛，並讓我們喜樂於祢的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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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感恩經，讓我們讚頌天主聖父、天主聖子和天主聖神，祂們是如此地無限偉大，卻又是如此地降尊親近我們。就讓

我們藉著基督，偕同基督，並聯合聖神，向天父獻上我們的讚頌和感恩。」

7.　 感恩經可用第一式及第三式。同時，採用「天主聖三頌謝詞」，這闋神學精密、源自第八世紀論及天主聖三的古老



禱詞非常艱澀難懂，遠超乎我們的理智所能理解的，但很能把我們引入聖三的奧蹟當中。

8.　最後的結束派遣用語可選用以下格式：

　　1)  去傳揚上主的福音吧！

　　2)  平安回去，在生活中光榮天主吧！

　　3)  平安回去吧！

禮儀空間

禮儀空間可以以花飾佈置一幅東方教會或西方教會有關天主聖三的聖像畫。

一周禮儀

「基督聖體聖血節」原本在「天主聖三節」後的周四舉行，但因為在我們的地方教會，當日非當守法定節日，所以移至

「天主聖三節」後主日舉行。

本周遇到的必行紀念日：

5月31日（週四） 聖母訪親慶日（白）

6月  1日（週五） 聖猶定殉道（紅）

   
禮儀須知

1.　本節日禁止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