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

潘家駿 神父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禮儀年乙年的主日福音慣常宣讀馬爾谷福音，不過從本主日開始一直到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共五個主日，則是穿插了
若望福音第六章五餅二魚的奇蹟以及有關生命之糧的言論。

        若望福音的增餅奇蹟與對觀福音所敘述的略有不同，其最獨特的部份就是省略了那最能讓我們認出聖體聖事的「擘
餅」標記。「擘餅」這個姿態是聖體聖事最突出、也是最具意義的姿態之一，甚至在路加的兩部作品路加福音及宗徒大事

錄大中就直稱聖體聖事為「擘餅」（路廿四35；宗二42）。若望福音將耶穌的擘餅行動省略掉，目的就是要把我們的注意

力聚焦在耶穌分餅給眾人的行動上。

        「分餅」提醒我們，在我們每次領聖體時，我們應該想到千萬因缺乏糧食和億萬因缺乏愛而受苦的人。當我們吃飽

穿暖，得到很好的照顧，在享受大地的成果和兄弟姊妹的友愛時，我們也應該要想到許多人們正忍受物質上、情緒上的貧
困。如果我們能在聖體聖事中認出耶穌來，那麼我們不也應該能夠在許許多多飢餓和缺乏的男女老少身上認出耶穌來嗎？
如果我們不能把對耶穌臨在於餅酒之內的信仰轉化為愛德的行動，那麼我們仍然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或充其量只是會把
耶穌束縛在祭台的九摺布上或聖體櫃內，而無法透過生活把耶穌顯示給人的假基督徒而已。

        然而我們常常對將信仰轉化成行動，並透過行動將耶穌顯示給人缺乏信心，因為我們常常覺得我們的學識能力不夠、
口才能力不佳、聰明程度不高、愛的能力不夠，因此不足、不配、不堪、不能、不行、不敢承擔起把耶穌顯示給人的基督

徒使命。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看看今天的福音要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面對一大群人要吃飯的問題，在今天的福音中，我們聽到耶穌提了一個問題：「我們從哪裡買餅給這些人吃呢？」

斐理伯的反應是：「就算買兩百塊銀幣的餅，也不夠每人分一口啊！」而安德肋的回應是：「這裡有一個小孩子，
他有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但是為這麼多的人，這算得什麼呢？」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三種不同的回應態度，而這三

種態度不正是今天教會裡活生生的三種態度嗎！

        斐理伯的回應是一種放棄式的不合作態度。耶穌的問題是要他想一想哪裡可以買餅，但他想的卻是有沒有錢可以買
餅；沒有錢，何來談得上哪裡買餅，所以他放棄，因為為他來說，沒有錢就是等同沒有辦法。他不願意合作，因為他算計
過，結果是不可能。

         安德肋所持的態度是敷衍式的半合作態度。雖然他知道小孩子有五個餅和兩條魚，而他也知道這位兒童願意慷慨地奉
獻出來，但想一想實在無濟於事，所以在言談中他表達出至少已經努力計算過了，結果是徒呼奈何，還是算了吧。

        那位兒童所持的態度則是甘心樂意式的全心合作態度。因為他對耶穌有足夠的熱心與信心，雖然他知道他所能給的全
部就是那麼一點點，但他知道耶穌會有辦法。

        不管你是哪一種態度，我們繼續從福音領受耶穌的啟發。原來按照若望福音的記載，這些食物是來自一個在群眾中的
小孩子。所以這更讓我們看到這個增餅奇蹟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有關微小事物，但卻具有無比價值的故事。我們的世界總
喜歡明顯偉大、令人印象深刻以及精心調製的事物。然而天主卻是選擇了被世界所忽略，甚至是最被看不起的微小事物和



微小人物。在這個故事當中，門徒們面對這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卻要如何飽足這麼多群眾的疑問和困惑，讓我們在門
徒們身上看到了一個如同你我一樣的，會算計的世人的心靈。門徒們的這句話好似在對耶穌說：「老師，難道祢不會算
嗎？這麼簡單清楚的答案，難道祢算不出來嗎？五個餅和兩條魚，怎麼可能夠這麼一大群人吃呢？不用算也知
道啊！」然而為耶穌來說，這些餅和魚卻已經足夠了。於是我們在對觀福音中的增餅奇蹟中聽到耶穌對門徒們說：「你們
給我拿來！」之後「吩咐群眾坐在草地上，然後拿起那五個餅和兩條魚，望天讚頌了，把餅分開，遞給門徒，門
徒再分給群眾。」（參：瑪十四19；谷六41；路九16）

        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耶穌行動中的一個極重要的關鍵要素，也就是耶穌望天讚頌了。耶穌並沒有停留在人的橫向關
係上，也就是祂並沒有駐足在門徒因世俗的價值觀而帶來的挫折當中，卻是採取縱向的關係，祂抬頭望天讚頌天主，而也
就是在與天主的聯繫中，耶穌確信了這微末的五餅二魚雖然在世俗的眼光中，只是從微小的人身上所奉獻出的微小事物而
已，然而卻是天父所賜予的禮物和祝福。這五餅二魚既然是來自天主的禮物和祝福，那麼就一定足夠餵飽所有的人。也因
此，耶穌分餅和魚，而竟然可以「讓眾人任意吃」。

        是的，在這個微小人物所奉獻的微小事物當中，我們卻是看到了天主的慷慨。這些禮物不僅為眾人足夠有餘，甚至把
吃剩下來的碎塊收集起來，也足足地收集了十二滿筐。這向我們顯明了一個奧秘，也就是如果我們願意慷慨地給予我們所
擁有的，即使我們所擁有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事物，甚至是少到讓我們自己覺得只是「只有」，但天主卻要使它增多增長。

然而，如果門徒一直保留著那五個餅兩條魚而不給耶穌的話，那麼，就一直只能是「只有」，情況永遠不會改變。但是如

果我們像門徒們一樣，願意把我們的「只有」交給耶穌，那麼我們手中所擁有的「只有」就會成為許多人的祝福。當我們

願意奉獻出自己的「只有」，把它交在耶穌的手中，就可以成就大事。因此，慷慨地把你手中的「只有」交給耶穌吧！是

的，在你不能，但是在天主凡事都能。 

        不用懷疑，這是天主的方式，同時也是我們被天主召叫去活出來的方式。天主給了我們每一個人一點愛人的能力、一
點知識、一點能力、一點勤勞等作為禮物，為的是能向人分享，而當我們向別人分享得越多，我們就會越發現到，別人所
得到的竟然比我們所分享的還要多。是的，天主的小禮物總是在我們給予的過程中不斷地增加。

        同時，當我們願意慷慨地分享我們所擁有的小禮物時，我們就會讓耶穌的榮耀透過我們愛的行動而顯示出來；就如福
音中因著這位小孩子的慷慨行動，而讓這增餅奇蹟顯現出耶穌的榮耀一樣。從群眾在增餅奇蹟裡所獲得的和所看見的，我
們看見了耶穌的榮耀，這榮耀顯示出耶穌是先知，所以當群眾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的確是那位要到世界上
來的先知。」這榮耀也顯示出耶穌是君王，所以群眾最後的反應是要來強迫祂作國王。這榮耀更是顯示出祂就是基督，在

路加福音中增餅奇蹟之後，伯多祿就馬上宣認了耶穌是「天主的受傅者」（九20）也就是默西亞、基督、救世主的意思。

        事實上，這個增餅的奇蹟，也為我們宣告了另一個更偉大的增餅奇蹟，同時也為這更偉大的增餅奇蹟開了路，這更偉
大的增餅奇蹟就是耶穌留給我們的感恩聖事、聖體聖事；在這聖體聖事中，耶穌的增餅奇蹟就不曾中斷過。就讓我們懷著
如同兒童般的驚奇和無上感恩的情懷，感謝天主讓我們擁有如此的榮寵，能在聖體聖事中經驗那令人驚異的增餅奇蹟，並
享受那要使我們獲得生命、且是更豐富生命的生命之糧的飽飫。

祈禱經文

    
        聖詠作者在「進堂詠」中宣告天主時常居住在自己的聖所，給無依無靠的人備妥房屋，將居住在祂聖所內的天主子民
聯合成為一體，並賜與他們力量和權能：「住在聖殿內的天主，使孤苦的人有屋可住；祂要將力量和權柄賜與祂的
子民。」（詠六七6-7, 36）是的，在感恩祭的一開始，天主召集我們，聚集在祂的聖所內，形成一個基督的身體，祂要賜

給我們所需要的恩寵。這首「進堂詠」從第八世紀以來直到今天，就一直被使用在聖神降臨節之後的第十一主日。

        在這個主日的「集禱經」中，我們向天主祈求，懇求天主廣施憐憫，使我們在祂的引領下，善用世上易於消逝的財
物，以獲取永存不朽的賞報：「天主，仰賴祢的人必蒙助祐；離開了祢便一無保障，一無是處。求祢廣施憐憫，
使我們在祢的引導、照顧下，善用世物，得享永生。」這種對天主的依賴讓我們想起了聖詠作者對天主的信賴：「上
主，祢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難所；祢是我的天主，我所一心依靠的磐石；祢是我的護盾，我救恩的
角，我的堡壘。」（十七3）而對事物的態度，也讓我們想起格前七31：「享用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因為這世
界的局面正在逝去。」這闋禱詞是梵二重新編寫的經文，禱文的前半部是根源自第八世紀禮書中聖神降臨節之後第四主

日的禱詞，禱文後半部的靈感則是藉自第五世紀禮書中平日的頌謝詞。

        在團體向天主獻上餅和酒時，我們在「獻禮經」中祈禱天主：「上主，求祢接受我們這原來取自祢恩賜的獻禮；
但願這神聖的奧蹟賴祢聖寵推動，聖化我們現世的日常生活，引導我們邁向永恆的福樂。」這闋禱詞源自第八世

紀禮書，它與彌撒中準備餅酒時的讚頌禱詞具有相同的意義：「上主，萬有的天主，祢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祢；



我們將大地和人類勞苦的果實－麥麵餅呈獻給祢，使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

        在領共融（聖體）禮的行動中，「領主詠」透過聖詠的作者提醒我們天主對我們那不為自己保留一丁點甚麼，連最後
的一滴血也任由我們吃喝下去的愛情：「我的心靈，請歌頌上主，請你不要忘記祂的一切恩寵。」（詠一○二2）本

主日的另一首「領主詠」是節錄自瑪竇福音的真福八端：「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心地純潔的人
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瑪五7-8）當我們分享基督體血的時候，我們就經驗到了天主的憐憫，並且遇見那

在我們當中的天主。這是一系列採自真福八端經文的「領主詠」之一。這兩首「領主詠」是梵二之後全新的安排。

        在「領聖體後經」中，我們這樣祈禱：「上主，我們恭領了聖體聖事，為永久紀念祢聖子的苦難；懇切求祢；
使祢聖子以無限愛情所賞賜的神恩，促成我們的得救。」這是梵二之後新編的禱詞，其靈感是源自聖蒙福有關基督受

難及聖體聖事的作品。聖蒙福司鐸的紀念日是在四月廿八日，這個自由紀念日是在2002年版的《羅馬彌撒經書》中新增添
上去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牧徽上的銘文Totus Tuus（全屬於祢）就是來自於聖蒙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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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的眼裡，我們人究竟算
甚麼？天主能夠透過我們而把祂的祝福給人嗎？儘管我們只是天主所造的無垠宇宙中的一粒微塵．但卻是受到天主特別
的青睞。今天的禮儀向我們顯示．天主將透過我們以及我們獻給天主的小禮物．而使許多人獲得祝福。如果我們願意慷
慨地給予我們所擁有的，即使我們所擁有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事物，但天主要讓這些小禮物在我們給予的過程中不斷地增
加，一如今天的福音中祂所展現的增餅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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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是慷慨地將天主賜予我的恩寵奉獻出
來，而將天主的祝福帶給人？或是吝嗇地只為自己保留這恩寵？讓我們在天主面前反省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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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顯現
五餅二魚的奇蹟，飽飫那些尋求食物和智慧的群眾。現在就讓我們藉著祂，而把我們的需要呈獻到天主台前。」同時可
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奇妙地飽足了祢子民的飢餓；我們祈求祢，以祢的智慧飽飫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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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感恩
聖祭當中，我們將聽見耶穌再一次對我們說：『這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這一杯就是我的血，將為你們
和眾人傾流。』讓我們感謝天主聖父恩賜我們耶穌基督這天大的禮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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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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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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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音樂

        適用於彌撒中的曲調不是以動不動聽，或是喜不喜歡作為選曲的標準。禮儀中所用的歌曲曲調自有其客觀的選曲標
準：「聖樂愈能和禮儀行動相調諧，才愈見神聖；就是使祈禱更覺得甘飴，促進會眾同心合意，使聖禮更顯莊嚴隆重。」
（《禮儀憲章》第112號）換句話說，就是要達到唱彌撒的境界，而不是讓詠唱來讓彌撒暫停，然後再以一首與彌撒經文無
關的聖歌來填補空檔。如果歌曲選擇不當，用類比的方式來說，那麼就猶如籃球比賽期間，教練叫暫停，為讓球員喘口氣
或傳授戰略；暫停時間，場上就由啦啦隊表演來填補空檔一樣。



一周禮儀

1.　平日讀經採單數年。

2.　這周遇到的必行紀念日：

        7月29日（周三） 聖曼德  （白）

        7月31日（周五） 羅耀拉•聖納爵司鐸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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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