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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奧蹟

【創十二 1-4；弟後一 8-10；瑪十七 1-9】

四旬期是一段充滿天主的愛與恩寵的時期。在傳統上，這段時期正是本堂神父們緊鑼密鼓地為候洗者作準備，準備他們

在復活前夕守夜禮中接受洗禮的最後預備期。為已受洗的弟兄姐妹們，這更是一段以祈禱、以鼓勵和以相伴的行動來陪伴候

洗者的時期，同時這也是一段自我再慕道和再皈依，與基督一起出死入生的時期。

在我奉派擔任本堂神父的幾年當中，每當四旬期間，我也總會按照教會所教導的方式，為候洗者善作洗禮的準備。而每

當主禮這些充滿生命的儀式時，我那心靈的眼目就恍若透過大片生命樹林的葉縫，總會瞥見二十歲時，我那年輕的自己正站

在石牌天主堂的祭臺前，與其他三位候洗者一起接受基督徒入門聖事；甚至更往前看到自己在十九歲那年，天主如何透過我

生命中的人事物，而讓我隱約聽見祂的召喚，並帶領我順從這召喚而來到了完全陌生的天主教堂，一路懵懵懂懂地在未知之

地找尋生命的道路。儘管當時向本堂神父的生命問路和對話，如今看來既天真也有點稚氣，却是這趟走上基督徒生命旅程中

最動人也最動心的回憶。

是的，聖洗聖事這條道路的起點就是在於天主的召喚。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和福音所形成的共同主題就是天主的召喚，

而此召喚正是一個人接受信德、領受洗禮、轉化生命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天主的召喚，人就不可能發生信德；而如果沒

有信德，那麼聖洗聖事就無法發生。在讀經一《創世紀》中，我們就聽到了天主對亞巴郎的召喚。亞巴郎聽從了天主的召

喚，離開故鄉，經歷了許多考驗，來到客納罕，而成為後來以色列人的先祖。天主的召喚雖然充滿挑戰，但卻也滿含許諾，

就如亞巴郎所領受的天主許諾一般：「我要使你的後裔成為一個大民族；我要降福祢，使你成名，使你成為一個福

源。」由此可見，接受天主的召喚及領受天主的許諾，在本質上就是一種信德的行動。

今天的《瑪竇福音》，則是更是進一步藉著耶穌榮顯聖容，而令我們親耳聽見天父的召喚與應許：「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從祂！」這同一的聲音也在主耶稣受若翰洗禮的時候曾經出現過，因此這帶領耶穌及其聽從者走

向十字架血洗的聲音，也將帶領所有相信基督、跟隨基督的人走向聖洗聖事，與基督一起出死入生。這件聖事就像明燦光亮

一如義德太陽的耶穌，要照亮我們生命裡的閽暗，要點亮我們因罪而暗淡的心靈，更要把耶穌潔白如光的衣裳披戴在我們的

身上，而將我們牽引到天主的國度裡。是的，天父這自天而降劃破我們生命夜空的聲音，正是為接受這召喚的人提出了保

證，這保證也是我們在今天彌撒的「集禱經」中所急切祈求的：「天主，祢命令我們聽從祢聖子的教導，求祢使我們

由你的聖言中領悟生命之道，得到心靈的淨化，享見祢的榮耀。」



現在就讓我們透過今天的《瑪竇福音》，與三位宗徒一起經驗耶穌顯聖容的榮耀，並循著那來自天上的聲音，深刻反省

一個領受洗禮成為基督門徒的人的生命之道。

按福音記載，在一座據現代聖經學者研究，應該是叫大博爾山的高山上，耶穌榮顯聖容於三位祂所揀選的證人：第一

位，將追隨耶穌十字架苦路的宗徒之長伯多祿；第二位，將成為第一個為福音灑下熱血的雅各伯；第三位，耶穌最喜愛的門

徒並寫下福音的若望。彼時，耶穌的面容改變，衣服發出光芒，並有代表舊約法律的梅瑟和代表著舊約先知的厄里亞顯現

出來，談論有關「耶穌的去世，即祂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這時有一片燦爛的雲彩籠罩了他們，並有聲音從天上

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從祂！」

這段福音之所以特別提到了梅瑟和厄里亞，因為耶穌榮顯聖容奧蹟與天主在舊約的兩次顯現有一個聯繫：一次在焚而不

毀的荊棘中顯現給梅瑟，一次是在輕微細弱的風聲中顯現給厄里亞。然而，雖然新舊約的天主顯現彼此間有一貫的聯繫，但

卻也藉之而凸顯出本質的不同。耶穌榮顯聖容的奧蹟並非如同舊約的兩次顯現，舊約的顯現是天主向梅瑟及厄里亞顯現，但

在新約中的顯現，卻是天主在耶穌身上天主性的自我顯現，並向三位同耶穌一起上山的門徒彰顯了自己的天主性面貌。

    然而，耶穌為何改變祂的容貌，向門徒彰顯自己的天主性面貌？祂是要隨著容貌的改變而改變甚麼現況嗎？還是要因

著容貌的變化反而更堅定些甚麼嗎？關於面容改變這件事，就讓我想到許多年以前的一則新聞。這則新聞報導一名中國青年

利用矽膠面具，打扮成白種老人，使用他人的登機證及假護照登機，偷渡加拿大從事黑工。當然，他改變面容的目的是為了

改變自己的命運。另外，今日醫美市場發展蓬勃，因為許多人都希望能藉由容貌的改變，而使得人緣、情緣、事業緣、錢緣

也能隨之變得更好，也因此，就算負債也要接受整容手術。這些

無論是登機變像或登債山變容的人，他們就想改變自己的命運，然而今天福音裡耶穌的改變容貌，其目的卻是足足相

反，耶穌反而是要堅定天父在祂身上的旨意與使命。

 
天父在耶穌身上的旨意與使命是甚麼？其實在梅瑟和厄里亞與耶穌的交談中，就已經透露出天主旨意的端倪，同時也顯

明了天父賦予耶穌的使命。這旨意與使命瑪竇並沒有明說，但路加則是說得很清楚明白：「他們出現在光耀中，談論耶

穌的去世，及祂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路九 31）事實上，在發生耶穌榮顯聖容事件的前六天，《瑪竇福音》

就記載了耶穌首次預言天主的旨意及祂的使命，也就是受難和復活。而伯多祿面對這宣告的反應是：「主，千萬不可！

這事絕不會臨到祢身上！」（瑪十六 22）耶穌的回應是：「撒旦，退到我後面去！你是我的絆腳石，因為你所體會

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瑪十六 23）

想必耶穌願意門徒們能體會並堅定天主的事，而不是人的事，所以緊接著苦難及復活的預言的六天之後，就讓這件奧蹟

在三位門徒面前發生了。藉由梅瑟和厄里亞這兩位代表舊約的法律和先知，表明耶穌受難及死亡的使命乃是聖經天主聖言的

預言和應驗，一如在厄瑪烏的道路中，復活的耶穌「於是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祂的話，都給祂們解

釋了」（路廿四 27）一樣，讓天主隱晦難明的旨意，同時也讓耶穌祂那無以明說的使命，終於變得可以體會。

然而作為天路客的基督徒在面對天主旨意與使命時，即使心有體會，但仍常會感到焦慮，而這焦慮也常會成為我們繼續

前行的絆腳石，就如同伯多祿所經驗到的一樣。的確，當耶穌顯聖容時，的確確定了伯多祿之前對耶穌的宣認：「祢是默

西亞，永生天主之子。」所以，伯多祿以為可以避開十字架，享受耶穌光榮的時刻已經到了，也因此他向耶穌說：「老

師！我們在這裡真好！讓我們搭三個帳棚，一個為祢，一個為梅瑟，一個為厄里亞。」原來伯多祿將這短暫的光榮

誤認成終於可以不必再繼續前行的永恆榮耀，然而從天而降的聲音答覆了他的要求：「這是我的愛子，我所揀選的，你

們要聽從祂！」這天父的聲音將伯多祿拉回到了耶穌和一切願意跟隨及聽從耶穌的人的使命裡，而耶穌默西亞的使命就是

必須先經過苦難和死亡，於極度受辱的情況下，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同時也在完全榮耀的光輝裡，從死亡中復活。

是的，耶穌的苦難的確是一個黑暗晦澀的奧秘，因為這奧秘呈顯了罪的惡毒以及人的軟弱；但這奧秘也是無比的光明，

因為它向我們揭示了天主無限無量的大愛與慈悲，也向我們揭示了天主聖父為愛我們而將自己的兒子交付出來，同時也向我

們揭示了聖子耶穌為愛我們到底，而全心順服天父的旨意，獻出自己的性命。耶穌的顯聖容，更是讓我們預先嚐到了耶穌復

活的光榮，同時也向我們預告了耶穌祂那原是代表著失敗、絕望和死亡的十字架將轉化為勝利、希望和生命的記號，而所

有願意聽從耶穌的人也都將經歷這轉化的過程，並且活出這同一的道路。因此，這是一條受苦的道路，但也是通往醫治的道

路；這是一條流淚的道路，但也是一條從悲傷哭泣化為歡欣踴躍的道路；這是一條羞辱的道路，但也是一條彰顯天主大愛的

道路；這是一條死亡之路，但卻也是通往復活生命的道路。

然而為活出這十字架上的真裡，我們必須如同耶穌一樣，走出我們自己，從高山上下來，回到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裡，

在一個缺乏信德的世界裡活出這真理。而什麼是十字架上的真理？當耶穌站在彼拉多面前受審時，彼拉多問祂：「祢做了

什麼事呢？」耶穌回答祂說：「我的使命是為給真理證，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凡屬於真理的必

聽從我的聲音。」而耶穌所講論的真理就是祂與天父之間一種真實而親密的愛的關係，這關係也就是今天福音中天父自己

所揭示的：「這是我的愛子」的一種關係，這關係也是耶穌渴望我們領受的關係。然而每當我們對這真理的渴望得到滿足



時，我們就得以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愛和寬恕隨時準備好讓這世界定我們的罪，把沉重的十字架加在我們身上，伯多祿、保

祿、巴爾納博、雅各伯和安德肋，甚至耶穌的母親聖母瑪利亞，都有類似的遭遇，因為他們選擇在世界中聽從耶穌的聲音，

活出十字架的真理。

耶穌在大博爾山顯聖容，為使門徒們在面對未來的苦難，活出十字架的真理時，都能想起這恩寵的滿盈的時刻。也希望

藉著今天的福音，耶穌基督能把我們每一位帶上大博爾山，經歷頂峰經驗。就如同伯多祿、雅各伯、若望的大博爾山經驗一

樣，他們看見耶穌顯聖容，衣袍潔白發亮，就想永遠留住那一刻；同樣地，期待天主也藉著今天的的彌撒而把這一刻頂峰經

驗恩賜給我們，好教我們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當感覺天主離我們很遠，萬事似乎皆虛無時想起這一恩寵的時刻。是的，今

天就是天主恩寵流溢的「那一刻」，天主將以源源不絕的聖洗的恩寵與我們寫下了祂與我們之間的海誓山盟。

最後，當這三位門徒與耶穌從山上下來之後，他們彼此討論：從死者中復活究竟是什麼意思？願在這四旬期裡，我們對

「從死者中復活」這句話的了解都能愈來愈深刻，並深刻到我們這受洗的生命中。作為一名基督徒，生命的刻度絕不止於

歲月所抹去的青春容顏，而存留在臉上那些皺紋的痕跡而已，或者只是紅塵人世裡生死死生的恆現迷悟罷了。想一想，我們

這與基督同死同生的生命已經到達哪裡？或者是說，我已經在復活生命歲月的哪一個刻度上？

不管我們的生命歲月已經在哪一個刻度上，就讓我們的生命時時轉目凝視「面容發光有如太陽，祂的衣服潔白如雪」的

基督，祂已經藉著聖洗聖事，讓我們分享了祂榮耀的容貌，祂要使我們生命中的水變為酒，苦難變為祝福，死亡變為永生。

祈禱經文

彌撒一開始就詠唱著：「上主，我一想到祢，心裏就說，我尋求祢的慈顏，我切望仰瞻祢的慈顏，求祢不要轉

面不顧。」（詠廿六 8-9）這首「進堂詠」表達我們渴望目睹天主的容顏，而這渴望將進一步帶領我們與三位門徒一起，在

大伯爾山上經驗耶穌顯聖容。這個主日的「進堂詠」還有另一個選擇：「上主，求祢念及祢的仁愛，祢一向就以慈悲為

懷。不要讓我的仇人向我誇耀，以色列的天主，求你救我們脫離一切災禍。」（詠廿二 2, 3, 22）這是傳統以來一直

使用在這個主日的「進堂詠」，表明了在這個雖處曠野，但恩寵滿盈的時期，我們需要天主的保守堅固。               

在「集禱經」中，我們求賜我們所需要的靈性眼目，好讓我們能看見天主的光榮：「天主，祢命令我們聽從祢愛子

的教訓；求祢賞賜我們，今世深蒙祢聖子的培育，來日在天上，以淨化了的靈性之目，無限歡欣地瞻仰祢的榮

耀。」這闋梵二之後為本主日特別新編寫的禱詞，與這個主日的福音耶穌顯聖容有一細針密縫，緊密相連的關係。

在「獻禮經」中，我們這樣祈禱：「上主，求祢因我們所作的奉獻，洗刷我們的罪污，聖化祢信眾的身心，好

能虔誠地準備將要來臨的逾越節。」這闋禱詞在第八世紀的禮書中原使用於四旬期第三主日，梵二之後將之編輯在四旬

期的第二主日中使用。

「頌謝詞」為我們明示了今天慶祝的奧蹟：「基督向門徒預告了自己的死亡，在聖山上給他們顯示了自己的光

輝，為彰顯法律和先知所作證的真理：人必須經過苦難，才能到達復活的光榮。」這闋美麗的經文是梵二之後，特

別為了與四旬期第二主日的福音前後呼應、相互回響。其中基督的「光輝」源自於若望福音十七 22；格林多後書四 6；斐理

伯書三 21；希伯來書二 9。禱詞中的「聖山」則是在伯多祿後書一 18中提到。

「領主詠」節錄自瑪竇福音耶穌顯聖容中的片段，而與這個主日的福音作了一個連繫：「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的，你們要聽從祂。」（瑪十七 5）這首領主詠是梵二後新的安排。

藉著「領聖體後經」，我們感謝天主讓我們現在在地上就預嘗了天上的事物：「上主，我們在至聖聖事中分享了祢

聖子的榮耀，由衷地向祢稱謝，因為祢使我們身在塵世，卻已嘗到了天上的神味。」這闋禱詞源自第八世紀的禮

書，在好幾個世紀的不使用之後，梵二再度拿來使用在這個主日裡。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紫色祭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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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基督徒來說，四旬

期是一個充滿天主恩寵，並憑著這恩寵而去改變自我、轉化生命及變化形貌的時期。將我們自滿、自私和罪咎的形

貌轉化為喜樂、愛與分享的面貌；將我們世界裡原本不正義、仇恨的面貌轉化為正直、仁慈與友誼的面貌。我們常

常害怕改變、特別是要我們透過犧牲自我來改變的時候、更是如此。但今天耶穌顯聖容卻是為我們顯示出一條生命

的轉化之路，因為個事件讓我們看到耶穌默西亞使命的完成乃是必須先經過苦難和死亡，並於極度受辱的情況下，

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而顯聖容，讓我們預先嚐到了耶穌復活的光榮，同時也向我們預告了耶穌祂那原是代表著失



敗、絕望和死亡的十字架將轉化為勝利、希望和生命的記號，而所有願意聽從耶穌的人也都將經歷這轉化的過程，

並且活出這同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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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時候會掩住我們心靈的耳朵，不願去聆

聽耶穌的聲音，因而疏忽了作為一名基督徒的使命。現在就讓我們祈求上主的寬恕，準備好我們的心靈，為能虔誠

地舉行聖祭。」

4. 　彌撒取消「光榮頌」。

5. 　彌撒或日課禮儀均取消「阿肋路亞」。

6. 　 這個主日「信友禱詞」的導言，主祭可以運用四旬期的精神，以下列類似的話語來邀請會眾提出意向：「我們聆聽

天父愛子的聲音，並順服這聲音的引導，帶著我們的祈禱，來到天父跟前。」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

友禱詞：「上主，感謝祢召喚我們在信德中接受了洗禮；我們祈求祢助祐我們能夠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之道。以上所

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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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

恩經中，我們感謝天主聖父讓我們在感恩祭中攀登大伯爾靈山，隨著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三位宗徒，經驗耶穌顯

聖容，擁有頂峰經驗。」

8. 　 感恩經可採用感恩經第一、三式：或是「修好感恩經」第一、二式（請見主教團禮委會編譯《感恩祭典補篇》），

但頌謝詞應採四旬期專用的頌謝詞，本主日採「基督在聖山顯容」頌謝詞。

禮儀空間儀音樂

不以花卉裝飾祭台及其他禮儀空間。風琴或其他樂器只可用作伴奏歌唱。（「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13）

一周禮儀

緊接著主日之後，在耶穌顯聖容奧蹟的引導下，基督徒團體繼續四旬期的操練。

     
在星期一的一開始即是以聖詠廿六來作為對主日福音的回應：「上主，我喜愛祢所住的聖殿，就是祢那榮耀寄居

的地方……上主，求祢救助我、憐憫我。因為我的腳已踏上坦途，我要在集會中讚頌上主。」（8, 11-12）這是伯

多祿的話：「老師，我們在這裡真好！」的迴響；而這復活光榮的預嘗，也鼓勵我們勇敢地面對每一天生活當中的十字

架。

這周彌撒中的禱詞基本上是在祈求天主的保護，幫助信友們克服罪的誘惑，善度聖潔的生活，實踐愛德。

而第一篇讀經依序節錄自達尼爾先知書（周一）、依撒意亞先知書（周二）、耶肋米亞先知書（周三、四）、創世紀

（周五）及米該亞先知書（周六）；其中有三篇讀經是向天主的祈禱：節錄自達尼爾先知書的經文是一篇犯罪的人對天主的

告白，以及天主對罪人所顯示的仁慈；節錄自米該亞先知書的經文也是在讚揚天主的仁愛寬恕；而節錄自耶肋米亞先知書的

經文，則是在先知遭受敵人合謀陷害時，祈求天主對遭難的人的保護和對罪人的寬恕。其他經文則是涉及悔改、信賴天主以

及耶穌的預像        舊約裡的若瑟等主題。 至於福音，則是對應每一天的讀經一，而選自路加福音和瑪竇福音。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禁殯葬彌撒及其他彌撒。

    2. 　 自「聖灰禮儀日」至「基督苦難主日」（聖枝主日）前的「四旬期平日」，優先於「聖人紀念日」，因此，這期

間的聖人紀念日只可按禮書指定的方式慶祝。（《日課總論》237-239；《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5a）

    3. 　 四旬期間，只有出於真正需要或牧靈效益，才可舉行適合於該需要的「求恩彌撒」，但不得用於主日、聖灰禮儀

日與聖周。（《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