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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奧蹟

按臺灣教會的慣例，將原在六月廿九日舉行的「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節日」移至就近的主日慶祝。

聖伯鐸（伯多祿）和聖保祿是教會的兩大石柱，他們的聯合慶節在第三世紀就已經有了記載。本主日彌撒的「進堂詠」

開宗明義地向我們指出這個節日的特殊意義，它是這樣說的；「宗徒們在世時，用自己的鮮血建立了教會：他們飲了

上主的爵杯，成了天主的朋友。」 

「他們飲了上主的爵杯，成了天主的朋友。」這句話讓我們想起了在《馬爾谷福音》中，當載伯德的兩個兒子雅

各伯和若望要求耶穌賜他們在祂的光榮中，一個坐在祂右邊，一個坐在祂左邊時，耶穌對他們的回覆：「你們不知道你

們所求的是什麼；你們能飲我飲的爵嗎？」（谷十 38）當若望和雅各伯以「是」回應耶穌的邀請時，他們一點都不知

道究竟在回應甚麼問題。他們雖然跟隨耶穌快三年了，但他們幾乎不知道耶穌是誰。就如盧雲神父在他的《你們能飲這杯

嗎？》一書中所說的：「他們沒有把祂當成一個將要被出賣、凌虐而死在十字架上的領袖。他們也從沒有想到他們

自己的生命會是以無數漫長的旅行、嚴酷的迫害、遭輕視而心力交瘁，並以殉道作為基調的。他們第一個輕易的

『是』，後面得跟著許多困難的『是』，直到他們的爵完全乾了為止。」

儘管他們的認知完全錯誤，未來也將讓他們目瞪口呆，但他們還是被耶穌深深地觸動，在耶穌身上經驗到全新的事，是

超越他們一切所能想像得到的事；而在與耶穌一起傳揚天國的旅途中，才漸漸明白他們究竟在向甚麼說「是」。他們聽見耶

穌說要當僕人而不要當主人；又說要坐末位，而不要坐首位；又說要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不要操控別人的生命。面對所有這

些與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所建立的認知相衝突的價值觀時，每一次他們都得再一次決定：繼續跟隨祂？還是離開祂？從晚餐的

敘述中，我們看到「他們都從杯中喝了。」

他們繼續選擇跟隨耶穌，並直到他們的爵完全乾了為止。這些在晚餐桌與耶穌同桌共飲的門徒們，在生活中選擇真實地

參與耶穌的自我給予，同時有份於耶穌的苦難。雅各伯和若望兩兄弟以及其他門徒不僅在最後晚餐中飲了耶穌的杯爵，事實

上，從這些門徒後來的生命經驗，看到他們更是以生命暢飲了耶穌的「杯爵」。最後晚餐中的杯爵正是象徵性地表達了門徒



們將以他們的生命參與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給予，並有份於耶穌的苦難。

果然，伯鐸和保祿都是以最痛苦的方式在羅馬為主殉道：一位被倒著釘死在十字架上，一位則是在奧斯蒂亞路被斬首；

他們用整個生命回應了主耶穌的邀請，可以說他們真正配得起喝耶穌的苦爵。在擘餠及飲主杯爵的感恩祭慶祝中，我們可以

看到耶穌四個別具意義的行動：祂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交給門徒。這四個感恩祭的行動正是耶穌整個生命的寫照，同

時也是跟隨耶穌、學做耶穌的伯鐸及保祿兩位大宗徒的生命寫照。當然，所有聽從耶穌，遵循二位宗徒的傳承及訓誨，並虔

誠地舉行這擘餠及喝主杯爵聖事的人，也都受邀活出這同一的生命。

現在就讓我們藉由這四個行動，一起進入耶穌的生命中，也進入伯鐸和保祿的生命中，並以宗徒們的生命做為我們的借

鏡，好讓我們可以借鏡觀形，觀照及型塑我們的生命。

一、被拿起的耶穌、被拿起的伯鐸和保祿、被拿起的我們

按初期教會舉行感恩祭的習慣，「拿起」麵餅的意思是從眾多信友家裏帶來奉獻的自製麵餅中「揀選」一個餅，作為祝

聖基督的聖體之用，其餘的餅則作為賙濟窮人之用。

從耶穌的生命裡，我們看到天父從太初就揀選了祂這位寶貴的兒子，成為世界的救主。「揀選」表達了一種特殊的關

係：表達耶穌是被挑選出來，並且受到天父的眷愛照顧。

所以，這天父的揀選與我們在社會上所習以為常的挑選，是不一樣的。在這個社會上，「挑選」意味著有些人是選不上

的，這挑選往往會帶來兩個極端的結果：一個極端是被選上的人會唯我獨尊，以為只有自己是擁有恩寵的菁英分子；另一個

極端是落選的人會將自己壓縮到生命的角落，認為自己一無是處，而自暴自棄。然而天父的揀選卻不是如此；在天主的國裡

沒有競爭和比較，在天主的國度裡每個人都可以發覺到自己是獨特而寶貴的，每個人都能看得見並且懂得欣賞別人也是蒙天

主揀選的。也因此，天父從太初就揀選了祂的兒子，天主子來就是要讓我們共享這揀選之福，伯鐸和保祿就是深深地分享了

這被天主揀選的福分。

伯鐸在初蒙耶穌召選時，他和他的兄弟安德正在海裡撒網捕魚。當耶穌前來召叫他，要他去得人如得魚時，他立刻捨棄

了網，跟隨了耶穌。伯鐸為人性格直爽，熱情卻容易衝動，開始時就像一塊頑石，始終不捨自己的劣根性。他同時也是一位

話多的人，一遇事就要說，一有機會就要說，就是說錯了也要說，他如果不說話，是非常難過的事。他更喜愛說大話、出主

張、行動怪異，但主耶穌仍舊眉頭都不皺一下地就揀選了這塊頑石，並耐心琢磨他、教導他，終於使他成為主手中堪用的器

皿。今天的《瑪竇福音》中，更是讓我們看到了伯鐸如何被耶穌揀選，成為建立教會的磐石。

伯鐸是耶穌所揀選的，而保祿自己也在《迦拉達書》中曾經這樣肯定地說：「從母胎中祂就已選拔了我。」（迦一

15）也因此，即使保祿在福傳的過程中經歷了三個大考驗：第一個考驗是，他覺得自己被大部分的猶太弟兄姐妹們所棄絕；

第二個考驗是，團體內部彼此相互的對立；第三個考驗是，他常常要面對挫折所產生的內在痛苦。然而保祿非常肯定的事

是，即使週遭的事物都將毀壞，他蒙揀選的事實絕對不容抹去。即使在他口吐真言，強烈宣洩自己的痛苦時，也確信他所領

受的揀選。而在聖神恩寵的感召下，他在判斷事物以及接受考驗時，他被揀選的這項事實就愈益真實而堅定。

二、祝福的耶穌、祝福的伯鐸和保祿、祝福的我們

耶穌是被祝福的。當祂在約旦河受洗，有聲音從天上說：「祢是我的愛子，我因祢而喜悅。」（谷一 11）這祝福成

了耶穌生命的支柱。無論遭逢什麼事，或讚美或責難，祂都緊緊地抓住那祝福，祂總記得自己是天父所喜悅的子女而感謝天

主。

耶穌來到世界，就是要與我們分享那份祝福。祂要開啟我們的耳朵，聽見天父對我們說：「你是我的愛子，妳是我的愛

女，我因你而喜悅。」我們如果聽得到，也能信得過這聲音，那麼在我們的生命旅途中，尤其是在生命暗淡之際，仍能活出

蒙受祝福的天主兒女的生活，並且有能力和別人分享這份祝福，讓我們的生活時時刻刻都能成為一首對天主詠恩讚頌的謝主

曲。

伯鐸和保祿也都分享了這份天主的祝福，這祝福讓他們在困苦磨難中愈益堅強。宗徒們所面臨的傳教環境非常惡劣也

非常困難。耶穌甚至直接對伯鐸這樣說：「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給你束上腰，帶你往你不想去的地方

去。」（若廿一 18）而保祿遇到的困難也不遑多讓，這些困難諸如：民眾的怨懟多變、朋友的出賣、週遭的陰謀等等情

況，尤其還要在混淆的教義和訴求中，疲於分辨誰是真宗徒，誰又是假宗徒。

這種種生命中的黯淡景況都曾給兩位宗徒造成了內心的混亂、憂傷和驚慌，但宗徒們從不喪氣，他們堅信是在基督內蒙

受祝福，並時時向天主獻上感恩的人。他們相信在基督身上，天主把一切都給了他們，他們不缺少任何恩賜（格前一 7）， 



且受「各種屬神的祝福」所祝福（弗一 3）。這種任何事物都將失落，唯獨天主的祝福可以確定且堅信，讓他們的整個

生活成為可以時時處處向人分享復活基督生命的生活。

三、被破碎的耶穌、被破碎的伯鐸和保祿、被破碎的我們

耶穌在十字架上被破碎，但祂沒有把受苦與死亡當成惡事，想要奮力逃避；相反地，祂接納受苦、死亡，把生命中的受

苦和死亡視為祂的使命。

談到耶穌的使命，還記得嗎？當耶穌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審時，比拉多問祂到底做了什麼事時，耶穌回答說：「我的使

命是為給真理作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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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十八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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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關係也就是在福音中天父自己所揭示「這是我的愛子」的一

種關係，這關係同時也是耶穌渴望我們領受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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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們破碎。保祿，伯鐸都有類似的遭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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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被破碎的。在生活中多少也都會經歷到心靈的破碎、意志的破碎、關係的破碎，以及因生病帶來身體的破碎。

然而要如何面對這些痛苦呢？耶穌要我們接納自己的破碎，如同祂接納十字架作為祂的使命一般。祂要我們不要把破碎看成

是由天主而來的詛咒，以為是罪有應得，而是接受它，將之放在天主的降福之下，那麼它將成為我們成聖與煉淨的器皿。如

此，生命的破碎反倒成了進入新生命的入口。

四、被交付的耶穌、被交付的伯鐸和保祿、被交付的我們

耶穌被交付給了世界。祂蒙受揀選、祝福，然後被破碎、交付給了世界。耶穌的生與死就是二位宗徒的生與死，當然，

也是我們的生與死。天父的愛子從太初就被揀選，在十字架上被破碎，以致祂一人的生命卻能得倍增，成為世世代代、各地

各方人士的生命之糧。

本節日福音的一開始，耶穌問自己的門徒說：「人們說人子是誰？」耶穌明明知道人們認識祂就是納匝肋人耶穌，卻

仍問：「你們說我是誰呢？」因為祂知道人們心目中所認識或所尋找的對象，與他們實際上所所認識或所找到的對象之間

有著極大的差距，而聖伯鐸及聖保祿兩位宗徒飲了耶穌的杯爵，讓他們的生命被揀選、被祝福、被破碎、被交付，為我們證

明了耶穌就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作為在感恩祭中吃喝耶穌體血的我們，我們也被邀請去活出這同一的生命，向

人見證耶穌。

願二位宗徒的生命經歷也成為你、我的生命歷程。

祈禱經文

1. 前夕守夜感恩祭

在「進堂詠」中，歡欣鼓舞地詠唱出今日我們之所以讚頌天主的原由：「我們要歡欣慶祝宗徒之長聖伯鐸，及萬民

導師聖保祿的節日，他們將基督的福音傳報給我們了。」這首進堂詠指出二位宗徒的在教會的突出角色。這是梵二之

後全新編寫的作品。

在這個節日的「集禱經」裡，首先提出了天主藉兩位宗徒的宣講，賜給了教會信仰的初果，同時也祈求天主因二位宗徒

的轉求，而助祐我們邁向永恆的救恩：「上主，我們的天主，祢藉著聖伯鐸與聖保祿奠定了信仰的基礎；求祢也因

他們的轉求，使我們珍視所接受的信仰，以得永生。」這闋禱詞源自第六世紀古老禮書中聖安德肋宗徒慶節的禱詞，

只是把安德肋宗徒的名字改成了兩位宗徒的名字。

雖然我們無功可恃，但賴天主的仁慈垂顧，我們在「獻禮經」中仍然這樣祈禱著：「上主，我們今天為慶祝聖伯鐸

和聖保祿兩位宗徒的節日，在祢的祭壇上供奉禮品；我們雖然無功無德、深感徨恐，但仰賴祢的仁慈，敢求祢賞

賜我們救恩。」這闋禱詞是採用第六世紀古老禮書中，使用在埋葬聖保祿遺骸的羅馬聖保祿大殿裡，專為此節日禮儀而編

寫的禱詞。

「頌謝詞」表明了這個節日的慶祝奧蹟：「因為祢恩賜我們今天歡欣慶祝聖伯鐸及聖保祿兩位宗徒的節日；伯

鐸首先明認了對基督的信仰，並為以色列子民建立了初期的教會；保祿澈悟了信仰的真義，並響應祢的召喚，作

了萬民的導師。如此，他們各以不同的訓誨，聚萬民為一家，擴展了基督的教會。他們現在同受普世的尊敬，獲

得了同樣的冠冕。」這闋頌謝詞從第六世紀禮書中的禱詞借用了一些思想，不過基本上仍是一篇在梵二後新編寫的禱詞。

其靈感來自瑪十六 16-19（伯鐸宣信及耶穌立伯鐸為教會的磐石）；迦一 15-16（保祿受召）及二 7-8（保祿受召向萬民福



傳），弟前二 7（保祿被立為宣道者和宗徒），弟後一 10-11（保祿被立為宣講者、宗徒和導師），羅一 1（保祿為萬民傳播

福音的使命，以及蒙召作宗徒）；弟後四 8（勝利的冠冕）。

「領主詠」把我們帶到若望福音描述耶穌復活顯現，委托主的羊群給伯鐸時，與伯鐸的對話當中：「若望的兒子西

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主啊！祢無所不知，祢曉得我愛祢。」（若廿一 15, 17）這首領主詠首先出現在第八世紀的

禮書當中，但是使用在本日而非前夕彌撒當中。

在兩位宗徒的光照之下，我們祈求透過此一天上的聖事獲得力量：「領聖體後經」祈求天主 「上主，昔日祢曾以宗

徒的教誨，照亮祢信眾的心靈；求祢使我們的信德，藉所領受的天上聖事而日益堅強。」這闋禱詞源自巴黎彌撒經

書，在梵二之後收錄至羅馬彌撒經書當中。

2. 本日感恩祭

在「進堂詠」中，我們宣告了今日慶典在教會中的特殊意義：「宗徒們在世時，用自己的鮮血建立了教會：他們

飲了上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這首進堂詠讓我們想起了耶穌對雅各伯和若望這對兄弟的要求：「你們能飲我

杯嗎？」（谷十 38；瑪二十 22）而這伯鐸和保祿兩位宗徒不只在主的晚餐中喝了耶穌的「杯」，更是以殉道為主作了見

證，這象徵性地表達了他們參與耶穌的自我給予，和有份於耶穌的苦難。此首頌歌是梵二之後全新編寫的作品。

在這個節日的「集禱經」裡，我們祈求能遵從這兩位為我們帶來信仰的宗徒的訓誨：「天主，祢今天賜給了我們歡

欣鼓舞的心情，慶祝聖伯鐸及聖保祿的慶節，祢的教會首先由他們接受了信仰；求祢恩賜我們在一切事上，遵從

他們的教訓，以繼續發揚祢的教會。」這闋禱詞是以第六世紀禮書中的禱詞作為藍本，編寫而成的。不過這禱詞原是為

聖史若望的節慶日而編寫的，梵二之後將此禱詞中的名字和結尾處作了修改，以適合今日的節日使用。

在「獻禮經」中，祈願兩位宗徒的祈禱，能伴隨著我們所呈獻的禮品，我們與兩位宗徒同聲向天主祈求：「上主，我

們偕同聖伯鐸、聖保祿兩位宗徒懇切求祢，聖化我們向祢呈獻的禮品，並使我們虔誠地舉行這聖祭。」這是梵二

之後新編寫的禱詞。

「領主詠」節錄了今日慶節彌撒的福音，再一次把我們帶回到耶穌與伯鐸的對話當中：「伯鐸向耶穌說：祢是基

督，永生天主之子。耶穌回答說：你是伯鐸，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瑪十六 16, 18）從這彼此生命

相屬的對話中，我們聽見了伯鐸對耶穌的宣信，也聽到了耶穌對伯鐸的肯定。而藉著聖體（共融）聖事，我們也與兩位宗徒

一起向耶穌宣信，同時形成基督的身體－教會。在第八世紀的禮書中，這首領主詠被使用在前夕的守夜彌撒中。

「領聖體後經」祈求天主讓初期教會的精神能夠活化在我們當中，並去活出教會初興時，門徒們的信仰生活經驗：「上

主，我們恭領了天上之糧，懇切求祢：使我們在教會中，常能遵循二位宗徒的訓誨，虔誠地舉行這分餅的聖事，並賴祢慈愛

的照顧，使我們精誠團結，一心一德。」這闋禱詞源自巴黎彌撒經書，其靈感來自《宗徒大事祿》中，對宗徒團體的描述：

「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擘餅、祈禱。」（宗二 42）這是一個被耶穌復活的精神所吸引，並在生活中

去實現這種精神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中，成員們以一種新的態度和精神，也就是以耶穌復活的精神－亦即愛和寬恕去彼此相

待。他們將這精神具體體現在生活中的方式，按《宗徒大事祿》中所說的，就是「同心合意」。而所謂的「同心」，就是

以愛將彼此的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然而這愛並不是在腦海中想想，或是嘴巴裡說說就罷了，這愛是必需以具體的行動將信

德顯示出來，因此「合意」便是指出了那在信德中的合一。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紅色祭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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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一的基礎，就在於

教會成員對各自不同的恩寵彼此尊重。今天我們在同一的慶典中，同時紀念伯鐸和保祿兩位宗徒。雖然他們的性

格、背景、使命和服侍天主的方法迥異，但教會仍然將兩位大宗徒放在一起慶祝。就讓我們向兩位大宗徒致敬，並

向他們學習，互相尊重彼此不同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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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教會是神聖的，但她同時也是罪人

的教會。就讓我們效法伯鐸和保祿，懺悔我們的罪過，並且祈求上主的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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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的天使拯救了伯鐸，他也要拯救那些敬畏天主的人，現在就讓想起天主的大能，並向祂呈上我們的祈禱。」

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將祢的教會建立在聖伯鐸這塊磐石上；祈求祢聆聽這些因



信德而聚在這裡的信友們的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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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我們偕同整個伯鐸及保祿的教會，也讓我們偕同所有因著伯鐸和保祿的信德而獲得堅固的信友們，同時偕同所

有受到伯鐸和保祿的傳教熱誠而鼓舞的人們，一起參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祭獻 。」

7. 　宜採用感恩經第一式、第三式，並採用頌謝詞可採用「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專用頌謝詞。

8.　      本主日「禮成式」可舉行隆重降福禮。請見《主日感恩祭典（甲）》頁  316「季節降福經文－聖伯鐸、聖保祿

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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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禮儀

1. 　平日讀經採單數年。

2. 　本周遇到的慶日：

    　7 月 3 日（周一） 聖多默宗徒 慶日（紅）

禮儀須知

1. 　本節日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2. 　 周間舉行「求恩彌撒」（Missa votiva），包括周六特敬聖母彌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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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