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家節

潘家駿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我們剛慶祝了「聖誕節」，緊接著這個主日，教會邀請我們慶祝「聖家節」。

聖教會在聖誕期期間制定這個慶日，具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讓我們透過聖家而更深入地認識降生成人的耶穌

基督，因為那道成肉身的天主子不僅降生在這個家庭，更是在這個家庭裡受到愛的培育，按照今天路加福音的記載就是：

「漸漸長大，強壯起來，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上。」

慶祝聖家節的第二個目的，就是要提醒我們家庭的重要及價值，並讓我們以聖家的精神作為榜樣，在我們的家庭生活

中將聖家彼此相愛，彼此共融的精神生活出來。特別是在離婚率節節升高，家庭價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傳統的家

庭制度正受到所謂的多元成家而逐漸摧毀的今日社會裡，聖家節的慶祝就顯得格外重要，並且深具意義。是的，聖家就像

暮鼓晨鐘一般，提醒我們一個中悅天主的家庭生活該當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同時也鼓勵我們的家庭要按照天主的召叫成為

聖的，好相似聖家這個家庭。 

在今天的第一篇讀經創世紀以及第二篇讀經致希伯來人書中，我們聽到了天主對亞巴郎家庭的計劃與召叫。天主揀

選了亞巴郎和他的妻子撒拉，在他們身上開始了祂的救恩計劃。在這救恩計劃中，天主許給亞巴郎一個兒子和如星辰一般

多的子孫，以及一塊土地。雖然亞巴郎是一個老得形將就木的人了，但面對這樣一個以人的理智來說，完全不切實際的許

諾，亞巴郎相信並且服從了，他動身前往一個完全未知的將來去了。我們習慣把亞巴郎的這條未知之路拿來與梅瑟帶領以

色列人出離埃及的道路相比較，而稱之為第一次出谷。雖然亞巴郎的出谷之路一路行來，滿是曲折坎苛，可是亞巴郎與那

原來不信但後來受了丈夫的信德感召而相信了的妻子撒拉，他們依舊信靠了天主。

亞巴郎和撒拉深信天主的許諾決不會落空，而促使他們能夠懷著信德如此堅信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他們常常透過祈禱來

與天主對話，也因此與天主保持著緊密的聯繫關係。所以在讀經一創世紀裡，我們就看到了亞巴郎和撒拉這對夫婦所組成

的家庭如何與天主在不斷的密切對話中，即使所面對的是生活裡的考驗不斷，甚至是面對祭殺自己兒子，把天主所賞賜的

禮物奉還給天主的如此椎心刺骨的嚴厲考驗，他們依舊保持著信德。而這能給我們今天的基督徒家庭帶來甚麼啟發？這對

夫婦的榜樣啟發我們，祈禱，而特別是家庭一起的祈禱乃是維持一個教友家庭之所以成為真正基督徒家庭的生命氣息和心

跳，它同時也是幫助我們的家庭成員結出纍纍信仰果實的最好方式。當家庭成員親密地聚在一起祈禱的時候，我們家裡的

大小就會學習並親身體驗到親近天主的意思是甚麼，而不讓「親近天主」只是駐留在信仰的概念中，或只是靈修書籍或兒

童要理班老師的口裡的一個詞彙而已，不！它會成為家人具體的日常生活經驗。在家庭祈禱中，我們的家人將在每天的生

活中真實經驗到天主的愛和祂的臨在。

如果說亞巴郎的家庭堪稱為信德的典範，那麼聖家可以說是這信德最完美的實現者。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樣，聖家也

有一本難唸的經，除了一般家庭所沒有的考驗和曲折的命運之外，聖家也經驗到了一般家庭的問題，諸如孩子的教養問題

等。本慶日的福音就是向我們敘述，在耶穌誕生後四十天，若瑟和瑪利亞按照梅瑟的法律，帶著嬰孩耶穌上耶路撒冷去，

為把祂獻給上主。若瑟和瑪利亞獻耶穌於聖殿的這個行動，正是給所有做父母親的人們一個教導，這個教導就是：兒女是

天主賜與的偉大禮物。再也沒有比看著一個生命在恩寵和智慧上一天天的長大更加令人欣喜歡悅的禮物了。是的，兒女是



天主所賞賜的最奇妙禮物，他們是被天主所愛所疼的存在，所以他們應該獲得該有的尊重。為人父母者應該明白他們並不

是孩子的所有人，孩子是活的獨立個體，他們不屬於任何人，而是天主的恩賜，且這個恩賜繼續屬於天主，上主擔保他們

實現一個燦爛的生命。亞巴郎正是覺悟到這一個事實，所以讀經二希伯來人書提到天主試探他，要他獻出自己的寶貝兒子

依撒格時，他懷著信德表現出他真的願意將他的這個兒子獻給上主，因為他徹底地知道，他的這個兒子乃是天主賞賜給他

的奇恩異典、美妙恩賜，然而他實在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天主。

而家庭在擁有子嗣恩典的同時，也要求作父母的人要負起教育孩子的責任。因此當若瑟和瑪利亞按上主的法律，奉獻

了耶穌給天主之後，便帶著耶穌返回加里肋亞，到了他們的本鎮納匝肋。是的，父母對子女具有養育的責任，也具有教育

的權威。然而權威的英文是 authority，這個字的字源是拉丁文 augere，意思是「成長」。換句話說，權威與成長之間具

有一個連結的關係。小孩子所面對的第一個權威就是他的父母親，父母親對孩子具有權威，不單單只是因為他們生了這孩

子，而也是因為他們負責孩子的成長。所以今天的福音就是把這種父母的教育權威與成長的聯繫表達在嬰孩耶穌身上：當

嬰孩耶穌隨祂的父母返回加里肋亞納匝肋的家之後，「孩子漸漸長大，強壯起來，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

上。」

除了面對所有家庭都要面臨的有關孩子成長及教育問題之外，聖家也要面臨一般家庭所具有的試煉、挑戰和問題。而

不管是面對一般家庭都會遭遇到的困難也好，或是面對屬於聖家家庭本身的獨特問題也好，支持聖家的一股力量就是他們

對天主的信賴，他們把整個家庭交託在天主的旨意和眷顧當中，而天主也把那些在生活中隱晦不明的事件，或令他們痛苦

的事件，顯明在他們的信德眼光當中，而讓他們看見天主的旨意。換句話說，是信德幫助了聖家去相信天主對他們家庭的

計劃，並以彼此相愛的行動，共同承擔起家庭生活的重擔。聖母瑪利亞的「謝主曲」一直響徹在她的生活中，不論是憂喜

悲歡，甚至是面對今天褔音中西默盎對聖子耶穌以及有關她的預言：「聽著，這孩子已經被選定，祂要使以色列中許

多人跌倒並興起，並將成為人反對的目標－妳自己的心也將被一把利劍刺透－這樣使許多人心中的意念被揭露

出來」，即使如此，瑪利亞依舊是懷著信德，把這一切事默存在心中。

因此，聖家的家庭中即使有挑戰，仍然可以彼此寬恕，彼此祝褔，彼此擁抱，彼此傾聽。是的，只有天主的愛才能彌

補我們人那有限度的愛，並且在天主的愛內，我們便可以不再強迫及期待我們的家人付出超過他們能力所能給予的，因此

即使我們的父母親、丈夫、妻子、兄弟姊妹或兒女不是我們所期待的那麼完美，我們依舊可以彼此祝褔、擁抱、寬恕及互

相傾聽。

祈禱經文

在彌撒的一開始，藉著「進堂詠」，我們與牧人一起，懷著熱切的心情，急切地趕往馬槽，並詠唱著：「牧童急忙

前去，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以及躺在馬槽中的嬰兒。」（瑪二16）是的，我們與牧人一起，在今天的禮儀中找到了

聖家！這首採自瑪竇福音的進堂詠，是梵二之後才使用在《彌撒經書》中的。

本主日的「集禱經」先讓我們想起，天主以聖家作我們家庭生活的美好榜樣，接著祈求天主幫助我們的家庭也能培

養出同樣的家庭美德，終身以愛互相維繫，將來也能在天上的家園歡聚：「天主，祢曾將聖家卓絕的榜樣指示給我

們；求祢仁慈的賞賜我們，使能現世追隨聖家互愛互助的家庭美德，將來也能歡聚在祢的天廷，同享永恆的報

酬。」這闋禱詞是梵二後全新編寫的禱詞。

在聖家節的「獻禮經」中，我們祈求天主悅納我們的獻禮，並因童貞聖母和聖若瑟的轉求，堅固我們的家庭，使我們

時常在祂的平安與幸福中生活：「上主，我們在這聖家節日向祢獻上這贖罪的禮品，求祢悅納；並懇求祢因童貞聖

母和聖若瑟的轉禱，恆常保祐我們的家庭，恩賜平安與幸福。」這闋禱詞中的祈求，並不是祈求天主要如何地俯允我

們認為我們家庭所需要的，而是祈求天主俯允童貞聖母和聖若瑟為我們家庭所轉求的。這闋充滿信德的禱詞是延用梵二前

所用的禱詞，只是作了細微的改變。

當我們領受共融聖事時，我們同時藉著「領主詠」，詠唱著：「我們的天主出現在人間，與人同居共處。」（巴

三38）這首出自巴路克先知書的領主詠，其在思高聖經中的翻譯是：「從此智慧在地上出現，與世人共相往還。」這

讓我們想起了若望福音「序言」中所說的：「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一14）這宣告與耶穌針對

增餅奇蹟（若六1-15）所作的宣告：「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若六51），

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僅如此，這個宣告同時也與接下來有關生命之糧的言論中，耶穌對群眾的挑戰有關：「我實

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祂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六53）因此，歡迎智慧－天主

聖言成了血肉的耶穌，就是意謂著歡迎那從天而降的真糧的耶穌；同時也是歡迎那在聖體聖事中，與我們同居共處、共相

往還的耶穌。這首領主詠是梵二後新編入的經文。

最後，天主以天上神糧堅強了我們之後，在「領聖體後經」中，我們祈禱天主使我們能夠如同聖家一樣，彼此扶持，



共同經歷世間的試煉，日後與聖家同享永恆的幸福。我們這樣祈禱：「仁慈的天父，祢以天降神糧加強了我們的力

量；求祢賞賜我們能效法聖家的榜樣，使我們經過現世的憂患後，幸能與聖家歡聚在永生的天鄉。」一如獻禮

經，這闋禱詞也是延用梵二前所用的禱詞，只是作了細微的改變。其中「現世的憂患」一詞表達，所指出的正是我們在紅

塵世間所遇到的，一切足以阻礙天主的話在我們的生命中成長的試煉。這讓我們想起了馬爾谷福音四18-19：「那撒在荊

棘中的，是指人聽了這『話』後，世俗的焦慮，財富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貪慾進來，把『話』蒙住了，結不出

果實。」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白色或金色祭披。

2. 聖家節雖是「慶日」第二等慶節，但因為是在主日舉行，所以要念三篇讀經，同時除了誦念「光榮頌」之外，也要

宣念「信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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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所舉行的聖家節彌

撒慶典中，我們將看到聖家如何為我們基督徒家庭立下了一個中悅天主的家庭生活的最佳典範。透過本慶日讀

經中有關亞巴郎家庭所領受的考驗，以及耶穌誕生後四十天，若瑟和瑪利亞按照梅瑟的法律，帶著嬰孩耶穌上

耶路撒冷去，為把祂獻給上主的這段福音，教導了我們基督徒家庭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去尋求天主的旨意，並服

從這旨意，甚至是必須以犧牲來作為奉獻的時候，仍舊全心順服。如此，我們家庭的生命也將如同耶穌的生命

一樣，『漸漸長大，強壯起來，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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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讓我們祈求上主的寬恕，因為我們

常常在家庭或團體中有意或無意地傷害到彼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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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是我們的天主，祂永遠信守祂的盟約；現在就讓我們向忠信的天主呈上我們的祈禱。」可以用下列類似的

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在聖殿裡，透過祢的聖子耶穌基督，向義人西默盎和女先知安納啟示了祢為萬

民準備好的救主，祂是啟示列邦的光明，以色列子民的榮耀。我們祈求祢也將這恩寵顯示給我們，並俯聽我們

的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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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我們向天主聖父謝恩，因為祂賞賜我們聖家作為我們所有家庭愛與奉獻的典範。唯願我們的家庭生活也都

能成為信德的實現者，一如聖家一樣。」

7. 頌謝詞由「聖誕節頌謝詞」（一）（二）（三）中擇一使用，並配合感恩經第一式或第三式。若採用第一式，則在

「紀念諸聖」的部分，採「聖誕節及八日內」的專用經文（見《感恩祭典》83號）

8. 彌撒結束時，可採用「聖誕節隆重降福禮」。（請見《主日感恩祭典（乙）》頁310-311）。

9. 最後的結束派遣用語可選用以下格式，並配合「彌撒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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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日，除了保留馬槽的布置之外，也可以布置聖家的聖像。

禮儀音樂

應按照聖誕節慶期及本節慶的精神，以及「進堂詠」和「領主詠」的經文來作為選曲的標準。切記！禮儀中的音樂是

為讓教友更積極、主動、有意識地參與每一項屬於該禮儀應有的禮儀行動和祈禱，而不是如同籃球比賽的暫停，穿插與籃

求賽事無關的啦啦隊表演一般，插入與禮儀行動無關的一些歌曲。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我們是在唱彌撒，而不是在彌撒

當中唱歌。



一周禮儀

1. 聖誕節八日慶期的第七日

    本周周一（12月29日）是聖誕節八日慶期的第五日，採八日慶內12月29日彌撒，念「光榮頌」、「聖誕節頌謝

詞」，以及若採感恩經第一式則採用「聖誕節及八日內」的專用經文。主祭穿白色或金色祭披。

2. 天主之母節

    本周周四（1月1日）是聖誕節八日慶期的最後一日，聖誕八日慶期是以一年的開始作為結束，這一天教會慶祝「天

主之母節」。

    應注意的是，在臺灣教會，本節日不是當守的法定節日，但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教友參禮的時

間，為教友安排彌撒。

3. 本周周五（1月2日）開始進入聖誕期平日，本日紀念聖西略及聖國瑞納祥主教聖師。 
    彌撒中的福音出自聖若望福音一整個系列的章節（一19-二1-12 ），這整段福音可以整體地分成七個部份，並分別從

1月2日至7日誦念：1. 洗者若翰向猶太人見證耶穌（19-28節） 2. 洗者若翰向他的門徒見證耶穌（29-34節） 3. 耶穌

召叫安德及其他門徒（35-39節）4. 召叫西滿伯鐸（40-42節）5. 召叫斐理（43-46節）6. 召叫納塔乃耳（47-51） 7. 
迦納婚宴，耶穌顯示天主性的第一個記號（二1-12）。

    事實上，聖若望好像有意把這七段經文與舊約創世紀中天主的創造作一對比，而讓我們看到聖言降生成人所帶來的

新的創造。這七段可以分成三個範疇，一是洗者若翰的見證；一是耶穌的召叫；最後則是新創造的第七天，耶穌在

迦納婚宴行了第一個奇蹟，顯示了祂光榮的天主性。

    這六天彌撒中的整個福音向我們預示了若望福音的結語：「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

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祂的名獲得生命。」（若廿31）

    不過，因為今年的主顯節是在1月4日（主日）慶祝，因此在主顯節之後就採用主顯節後專用經文，而不採用以上讀

經。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慶祝聖家節，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2. 聖誕節八日慶期內禁平日追思彌撒，但可行殯葬彌撒和婚禮彌撒（但聖誕節和天主之母節另有規定）。

3. 天主之母節，除殯葬彌撒之外，禁其他彌撒。

4.   1)  1月2日起的聖誕期平日，遇有聖人任選紀念，可選擇平日日課及彌撒，或按日曆及殉道錄（Martyrologium）所

載，本日聖人的日課及彌撒。（《日課總論》244號；《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5b號）

      2)  只有出於真正需要或牧靈效益，才可舉行合適於該需要的「求恩彌撒」或「敬禮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

論》376號）。

      3) 禁平日追思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