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活期第五主日

潘家駿 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今天是復活期第五主日，這是我們從復活節之後的第五個機會，讓耶穌的復活再一次臨現在我們當中。是的，初期教

會的基督徒就常常這樣說：「我們的生活不能缺少主日。」說明白一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們的生活不能缺少與復

活主基督的相遇。」今天，復活的耶穌要在聖體聖事中與我們相遇，祂同時也要在天主的聖言中與我們相遇。

在本主日的若望福音裡，我們聽到耶穌講了一個比喻，祂說祂是真葡萄樹。這篇如此美麗的比喻是耶穌和門徒們吃完

最後晚餐之後，透過伯多祿的大哉問，而所開展的一系列「臨別贈言」中的一段贈言。伯多祿的問題是：「主！祢往哪

裡去？」這位大宗徒不是問：「主！我要何去何從？」他也不是問其他門徒可以往哪裡去，也不是問以色列國家要往那個

方向走，而是問耶穌要往哪裡去？這真是一個大哉問！因為這是一個跨越個人和族群，同時也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大問題。

這個問題不只是兩千年前伯多祿個人的問題，同時也是活在過去歷史中的人們，或是處在今日世界中的我們的問題。我們

無法逃避這項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正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人們所渴望得到解答的問題。作為基督徒，我們更是有義務

代表整個人類，與伯多祿一起去向耶穌提出這個大哉問。因為如果我們不知道「生命之主」要往哪裡去，那麼我們人生最

終的生命出路也將迷失在何去何從的困境裡。耶穌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極其珍貴以及完整無缺的回應，這些回應就記錄在若

望福音的第十四到十七章的「臨別贈言」當中。今天這段「真葡萄樹的比喻」正是其中一段的前半部，強調我們與生命之

主－主耶穌的關係。這一段比喻將要帶領我們去跟隨耶穌的去路及終向，好使我們能懷著祂所賜的恩寵緊隨祂的步履，御

著聖神的風，而讓我們的生命能夠分享祂戰勝死亡的榮耀，並偕同祂生活於天主內。

而這棵真葡萄樹到底與我們有何關係？在耶穌有關真葡萄樹比喻的這一席話當中，我們可以看見我們與耶穌的雙重關

係，而這雙重關係正是我們生命的明燈，能為我們的生命成長指引方向，同時也構成讓生命結實纍纍的要素：

第一重關係「剪」：果子是生命最明顯、也是最具體的記號，因此這位栽種的園丁、種植的天主，就要修剪那些能結

果子的枝條，好讓枝條能夠結更多的果實，甚至是結長存的果實。雖然我們都害怕、也都不情願被整枝、修剪，因為修剪

常令人感到痛苦，以致無法忍受。但是，如果不甘於讓生命一直處在荒年的欠收景況中，那麼就必須接受園丁的修剪。然

而天主這位園丁要修剪甚麼呢？祂要在我們的驕傲上修剪我們；祂要在我們的苦毒上修剪我們；祂要在我們的任性上修剪

我們；祂也在我們的壞脾氣上修剪我們：祂還在我們的嫉妒上修剪我們……等。

  
嫉妒別人、苦毒他人、對人任性、驕傲及發脾氣，其實傷得最深的正是我們自己。這些阻礙我們與他人建立關係的

習性，也會阻塞我們的生命與天主連上線，而讓我們的生命氣息窒礙難通，甚至積長出危害生命的惡性腫瘤。除了個人生

命，當然，天主也要在我們基督徒團體生活的肢體關係中修剪我們，祂要在破裂的團體生活中修剪我們，讓我們與人的關

係不是如同雜亂的枝子般張牙舞爪，而是彼此順服並和睦相處，使我們能真心懂得去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好，而不只是以

正義使者的姿態一意要去解決事情的問題。

    



第二重關係是「住」：葡萄枝條本身並不能結果子，它必須連結到葡萄樹幹上，時時接受葡萄樹汁液的養分供應，才

能結出果子來，因此耶穌這樣說：「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內。」耶穌說這樣的話並不是在耍弄玄虛，而是要表

達出祂和門徒們之間，以及門徒們彼此之間的合一共融關係，同時也表達出祂就是我們的「生命泉源」。而在具體的方法

上，祂又是如何與我們的生命合而為一？祂如何成為我們的生命泉源？祂乃是以那為我們犧牲性命，成了我們的生命食糧

的方式，而成了我們的生命泉源，並使我們的生命與祂合而為一！

    
 這「住」在基督內的經驗正是若望宗徒非常寶貴的生命經驗。從他最初聽了若翰的作證之後，就與安德肋一起來尋找

耶穌，並且當耶穌邀請他們來看看的時候，按若望福音的記載，「他們於是去了，看了祂住的地方；並且那一天就在

祂那裏住下了。」（若一35-42）經過三年與耶穌住下的經驗，他終於真正地認識了耶穌。所以在他的第一封書信中，他

就是用了耶穌在今天福音中的類似表達，而這樣向我們分享這「住」的生命經驗，他說：「誰遵守天主的命令，就住在

天主內，天主也住在他內。」（若壹三24）在這篇書信中，若望正是以「住」來作為自己與耶穌彼此關係的註解，他住

在耶穌內，同時也讓耶穌住在他內，而使得自己的生命隨時暢通上耶穌的生命，因此，他的生命活得何等不同。

在我們基督徒的具體生活中，我們要如何來到耶穌的面前，並且住在祂內，與祂的生命連結？我們需要讀經、需要祈

禱，更需要感恩聖事的滋養，如果我們不讀經、不祈禱，甚至缺少了聖體聖事，生命就會枯乾，不知道主耶穌的心意和想

法。因此我們需要讀經、祈禱，更需要感恩聖事，好使我們能成為一個住在耶穌生命裡面，而耶穌的話也常活在我們生命

裡的人。

    
    就讓我們來親近耶穌，因為祂是我們的救主。

    就讓我們來學習耶穌，因為祂是我們的老師。

    就讓我們來追隨耶穌，因為祂是我們的上主。

    就讓我們住在耶穌裡，因為祂是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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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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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穿白色或金色祭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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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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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聽到耶穌講了一個比

喻，祂說祂是真葡萄樹，但是這棵真葡萄樹並不是獨影孤枝的，因為有我們作為祂的枝子。葡萄枝條與樹幹本身有

著一份密不可分的聯繫，並且彼此生命相屬，枝條若不連在葡萄樹上，憑自己是結不了果實的。本主日的福音就是



以耶穌在臨受死之前所講的這個具有深刻意義的比喻，來幫助我們再一次與復活的主基督相遇，並且更進一步讓我

們的生命與祂的生命連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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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真的親近我們的主耶穌，並意識到祂

深深地愛著我們，與我們如此接近？就讓我們在上主前，省察我們與耶穌的關係。」

5. 應唱或念「光榮頌」及「信經」。

6. 主祭講道時，應闡明耶穌善牧的精神，及司鐸、執事和修道聖召的意義。

7.  本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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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今天的福音裡向我們說：『誰住在我內，我的話也存在你們內，那麼你們無論求甚麼，儘管求吧，就會給

你們成就。』是的，只有與耶穌連上線，住在祂內，我們才會正確地祈求，因為那與耶穌一體的聖神會引導我們按

照天父的旨意祈求。現在就讓我們向天主獻上我們的祈禱。」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

主，祢賞賜我們真葡萄樹－祢的聖子耶穌基督；祈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並使我們的聲明結實纍纍。以上所求，是

靠我們的主基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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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我們舉心向上，向天主聖父謝恩，因為祂賞賜給我們祂的聖子耶穌基督，作為我們的復活主以及真葡萄樹，而

使我們能與祂之間，以及我們彼此之間合一共融。」

9.  感恩經可用第一式及第三式。特別是第一式，其中有一段非常美的特別為新領洗者的禱文：「……我們特別為所有

從水和聖神再生的人們奉獻，他們全部罪過已獲得赦免……。」同時，採用「復活節頌謝詞（一）~（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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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頁312）最後的結束

派遣用語可選用以下格式，並與「彌撒禮成」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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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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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期禮儀空間的布置，如插花，可以以基督

復活作為主題：「一周的第一天，天還很早，婦女們便攜帶預備下的香料，來到墳墓那理，見石頭已由墓穴滚開

了」。（路廿四1-2）圖片中金黃色花材代表光及復活的基督，石頭代表墓穴。



一週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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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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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周六） 中華聖母 慶日 （白） 
    
1924年，全國主教在上海召開教務會議，會議中決定將全國奉獻於聖母，並敬奉她為「中華聖母」。事後經聖座認

可，於是全國敬禮聖母為中華主保，尤其鼓勵信友們在五月間到聖母朝聖地朝聖，並在「禮儀日曆」中訂定特敬聖母的日

子。我主教團乃決定於五月第二主日（母親節）前一天，即週六，為「中華聖母慶日」。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禁止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2.  在復活期內，應加倍關注新教友釋奧的培育：（作法請詳見本專欄「復活期第二主日」，《成人入門聖事禮典》

235-239）

3.  在復活期，教會特別強調聖體聖事（入門聖事及和好聖事的最高峰），因此牧者應該向教友們宣講和幫助他們了解

這件聖事。同時，教會嚴格地要求在這段時期要為教友病人送聖體。另外，這段復活期也是一段準備兒童初領聖體

的最好時期，可以在這段時期的一個主日中讓兒童初領聖體。

4.  在教會的傳統中，復活期也是一段邀請神父祝福教友的家的時期，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段滿含生機的牧靈時期。

本堂神父應該盡可能地走訪教友家庭，作牧靈拜訪。神父可以以《祝福禮典》中的「每年探訪家庭所舉行的祝福儀

式」，來與信友家庭一起祈禱並祝福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