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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蒙召升天節

潘家駿 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默十一 19a，十二 1-6a, 10ab；格前十五 20-26；路一 39-56 】

這個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十九主日，但在台灣教會，原本應於八月十五日慶祝的「聖母蒙召升天節」，為能讓更多信友

參與這重要節日，因此在宗座「聖事禮儀部」的特許下，將之移至最接近的主日慶祝。

「聖母蒙召升天」這端信理是教宗碧岳十二世在1950年欽定的，其意義是：我們相信榮福童貞瑪利亞在結束了塵世生命

之後，她的身體和靈魂已經一同被提升到天上的榮耀中，她在那裡分享她聖子復活的光榮，並成為基督徒復活的保證。在聖

母升天的奧蹟裡，同時也顯明了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將來所要到達的境界，那就是我們將來也要同聖母一樣，在天主的國裡與

基督共融，而聖母是先行我們一步，預先到達了這新天新地的境界。現在聖母正與天上的聖人們共融一起，成為一個諸聖相

通功的團體。因此，我們在祈禱中會祈求聖母的轉禱，也會祈求聖人的代禱，因為他們是一個已經在圓滿救贖當中的諸聖團

體。

 
在教宗碧岳十二世所頒布的《論聖母蒙召升天》的昭書中，他引用了教父達瑪森聖若望一段非常美麗的話，來向我們闡

明聖母蒙召升天的理由：「聖母在分娩時，既把持了童身不受損傷，死後也理當保存她的肉身不受腐朽。她既在胎

中孕育了造物主，一如親生子，所以理當居住在天主的帳幕裡；她既是天父所迎娶的新娘，所以理當住在天上的

洞房裡；她既然瞻仰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兒子，受了如箭穿心的痛苦……所以理當瞻仰祂與聖父高居寶座之上；

她既是天主之母，所以理當享有其子所擁有的權利，並被一切受造物尊敬為天主之母和主之婢女。」昭書還引用



了君士坦丁堡的聖日爾曼的一段話，來向我們說明聖母升天後，其生命所處的狀態：「聖母正如經上所載，美麗絕倫的

童身，完全貞節、完全神聖，整個就是天主的住所。因此，這童身永遠不會再歸於灰土；然而，由於是人性的身

體，必須經過改變，才能達到那不朽的超性生活；但也是這經過改變的同一人性身體，享有一個嶄新而極光榮的

存在，並保持完整無缺，享受一種完美的生活。」

以上透過教宗碧岳十二世《論聖母蒙召升天》的昭書，讓我們明白了聖母肉體靈魂蒙召升天的理由，同時也讓我們知道

聖母在升天之後，其生命所處的狀態。而在本節日的彌撒中，我們更要藉著三篇讀經，明白這項奧蹟所為我們帶來的生命及

生活啟發。

本節日第一篇讀經《默示錄》的內容，描述那出現在天上的大異兆。這異兆是有關一個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

顆星榮冠的女人以及她那即將出生的兒子，與一條代表著魔鬼的火紅大龍，浴血搏戰以致宇宙震盪、星辰墜落的慘烈景況；

這位女人雖獲享光榮與凱旋，但猶處於產痛與勞苦之中。在慶祝聖母蒙召升天的今天，教會安排這篇讀經，不僅為讓我們看

到人類正不斷走向天主祂那新天新地的光榮終向，也藉由這幅異像提醒我們，在走向新天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勇敢面對這

個世界因著罪而給基督徒帶來的信仰考驗和挑戰。

這些考驗和挑戰，遠的不說，以我們這深受世界趨勢影響的台灣地方教會來說，我國社會本來就不是以基督信仰為基礎

的社會，並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市場經濟、消費文化、個人主義、靈性冷漠主義等因素，再加上國內特有的泛政治化、民粹

主義等，在在都使得整個社會的信仰危機雪上加霜。再者，不只臺灣社會，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在生命倫理上，正面臨空前

的問題，如人工避孕、代理孕母、胚胎幹細胞研究、墮胎等；在性別的議題上也是令人困擾，如多元性別教育、同性婚姻等

已經漫延了台灣社會。面對這些考驗和挑戰，教會要如何面對？

事實上，從耶穌建立教會以來，教會在不同的時代中，就持續不斷地生活在不同的考驗和挑戰中。然而，今天的讀經一

提醒我們，我們絕對不是單槍匹馬地在應付這場生死搏鬥，我們有基督和教會的母親聖母瑪利亞陪同我們一起，與我們步步

同行。而聖母已經一勞永逸地進入天上的光榮，但這並不意味著她遠離我們，與我們分離；相反地，她已經打破了肉體的限

制，因此她能更親密地陪伴著我們。偕同她，她要分享給我們一種憑著信德度過最艱難困苦時刻的能力，也要分享給我們施

行慈悲的能力，好讓我們能夠以彼此的寬恕、了解及支持去面對這個世界的考驗和挑戰。

的確，今天我們慶祝聖母蒙召升天節，而這節日給了我們在與罪惡搏鬥的辛苦中，獲得好大的安慰。因為就如教宗本篤

十六世在一次聖母蒙召升天節的道理中所說的：聖母蒙召升天正是表達了聖母已經與天主相共融合一，但她並不遠離我們，

她去的地方不是一個不知啥名、不知何處的宇宙星系，她反而更接近我們每個人。而正因為聖母瑪利亞與天主完全結合，所

以天主的心有多大，聖母的心也會那麼大，以致可以讓整個受造物都能進入她的聖心裡。所以，聖母瑪利亞親近我們所有的

人，她聆聽我們，幫助我們，她的心好寬、好深、好大，同天主的心一樣。

 
在讀經二《格林多前書》裡，保祿就用了「死亡」一詞，來概括一切由原罪而來的考驗和挑戰，他同時也以基督的復

活，來作為對這考驗和挑戰的回應：「在亞當內，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內，眾人都要復活。」是的，基督的

復活將戰勝罪惡，克勝死亡，令人從萬劫不復的死境中，敗部復活。而在有關復活的次序問題上，保祿做了這樣的說明：

「各人要依照自己的次第：首先是初果的基督；然後是在基督再來時屬於基督的人。」在保祿的這句話語之後，或

許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句，也就是那些屬於基督的人彼此之間也會有個次第。聖母瑪利亞一生都密切地參與了耶穌的苦難與死

亡，所以她理應領先我們所有的眾人；事實上，聖母蒙召升天正是表明了這項優先的權利。同時，聖母蒙召升天也為我們預

先宣告了新天新地的必將到來，並為這日子吹響了勝利的號角，「那時，基督將消滅一切率領者、一切掌權者和大能

者，把自己的王權交於天主父。因為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屈服在祂的腳下。最後被毀滅的仇敵便是死

亡。」

本節日福音則是聖史路加所記述的聖母往見表姊依撒伯爾，以及聖母在與依撒伯爾相會時所頌詠的〈謝主曲〉。雖然這

段福音並不涉及聖母蒙召升天的奧蹟，而是有關聖母因懷孕救主而對天主滿懷感恩情懷，但我們相信，聖母在蒙召升天的時

刻一定是也懷著相同的感恩情懷被舉升天。透過聖母的〈謝主曲〉，我們便得以窺見聖母內心對天主的感恩之情，並聽見

她內心對天主的讚頌之聲：「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靈歡躍於我的救主、天主，因為祂垂顧了祂卑微的使女，

今後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因為全能者為我作了奇事，祂的名號何其神聖。祂對敬畏祂的人們廣施慈愛，千秋

萬世。。祂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祂從高位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祂使饑餓者

飽饗美味，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因為祂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祂曾應許我們的祖

先：永久眷顧亞巴郎和他的家族。」

這首多少可以讓我們具體地探觸到聖母的祈禱深度的〈謝主曲〉，真是一首充滿奇思妙想，並且滿含革命意涵的讚歌。

上個世紀初出生在蘇格蘭的神學家威廉巴克萊（William Barclay）就曾經為我們指出，聖母的〈謝主曲〉是世界上最富革命

色彩的一首讚歌。他說這首讚歌其實就是在宣揚基督的三種革命，這革命根本性地顛倒了世界所高舉的價值與秩序：



第一種革命：猶太人等待默西亞，等待一個大能的君王能以武力推翻羅馬帝國的政權，帶給他們一個兵強馬壯的國家。

而全能之君果然來臨了，但不是以人所想望的方式來臨，也不是按人所期待的方式完成拯救。這位君王不是出生在皇宮裡，

卻是出生在差點流落街頭的馬廄裡；這位君王不是把石頭變成麵包自給自足，卻是倚靠婦女們的接待過日子；這位君王不是

愛人都得到回報，卻是被人拒絕厭棄、甚至被自己的門徒出賣；這位君王不是面對苦難不痛不癢，卻是焦慮痛苦到祈禱時

汗如血滴下；這位君王不是不能從十字架上下來，卻是預先對門徒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這位君王降卑自己成為

人，只為了破碎自己成為愛。是的，基督也要在基督徒的內心裡種植這樣的謙卑，而把驕傲置諸死地，這是最根本的道德革

命。

第二種革命：基督下放權力，祂不僅降生與我們一起成為人，更是降至最卑下、最貧窮的地步。而要真真正正地從內心

深處去感受和了解耶穌如此這般地降生成人的行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整個人每分每秒都在抗拒卑下；拒絕貧

窮。我們可能不介意去幫助和關懷卑下或貧窮的人，但要我們降至最卑下和最貧窮的境地，與卑下的人一樣卑下，與貧窮的

人一樣貧窮，是我們絕對不想幹的事。然而，不用懷疑，這卻是耶穌選擇讓人認識天主的愛的方式。這是最徹底的社會革

命。

第三種革命：瑪利亞所相信的以色列的天主，是一位照顧祂子民物質需要的天主，也是一位因祂的子民在埃及備受壓迫

而動容的天主，更是一位在曠野中用瑪納餵養他們的天主，而現在這位一直照顧他們的天主就要派遣救世主，在她腹中成

孕，降生成人；這位救主將延續天主的慈悲救援行動，使飢餓者飽饗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這是最有效的經濟革

命。

在慶祝聖母蒙召升天的今天，一方面透過聖母的〈謝主曲〉，提醒了我們每位基督徒，應該在內心深處為每一個人及世

界孕育上述的三種改革，好讓新天新地預先實現在我們當中。另一方面也感謝她在我們的信仰朝聖之旅中總是陪伴我們，讓

我們能步履她的信德芳蹤，努力像她：像她一樣忠實地相信，相信天主的奇蹟，也相信在人不可能的事，在天主凡事都能；

像她一樣謙卑，而能敞開心懷讓聖神在我們內植入新的生命；像她一樣成為器皿，而能讓天主聖言透過我們的生活，降生在

人群中；像她一樣成為僕人，而能讓基督之光透過我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世界；甚至像她一樣崇高，而能讓基督的福音經由

我們的言行而實現在人們當中。 

是的，在這瞻仰聖母被接升天，最終完成塵世旅程的日子裡，給了我們一個確切的希望，確保天主對我們的永生許諾絕

不會在半空中掉落。就讓我們依靠聖母母親般的轉禱，祈使我們不僅盼望永恆的新天新地，也在這個走向新天新地的朝聖旅

途中，熱切地渴慕天主。而對天主的渴慕能使我們成為不知疲倦的朝聖者，並讓聖母的〈謝主曲〉在這朝聖途中所遇見的各

種處境裡，響起。

祈禱經文

1. 前夕守夜感恩祭

彌撒的一開始，藉著「進堂詠」，我們高歌讚頌聖母瑪利亞，因為天主的無上恩寵，使聖母被高舉於眾天使之上，永遠

分享基督的勝利：「瑪利亞，今天你被高舉到眾位天使之上，同基督凱旋進入永恆的天鄉；人間對你的讚美，有

口皆碑。」這首「領主詠」的靈感是來自《聖詠》八七 3：「天主的聖城！人們論到你，曾經說了許多光榮的事。」

正如聖城耶路撒冷的聖殿是天主臨在的寓所，而童貞瑪利亞的胎腹也是天主親臨的居室。因此在她的升天中，被高舉於眾天

使之上。這首「進堂詠」是梵二之後才編入《感恩祭典》當中的。

在「集禱經」中，聖神使我們回憶起天主賜予童貞瑪利亞的無比恩寵和榮耀，並祈求因聖母的轉求，使我們能獲得救贖

之恩，與聖母同享升天的光榮：「天主，祢特別垂愛謙遜的童貞瑪利亞，簡選她作祢唯一聖子降生的母親；今天又

加給她無比的榮耀。求祢因她的轉求，使我們能分享祢的救恩，日後也能與聖母一樣榮登天廷。」這闋禱詞是出

自 1733 年法國知名的客呂尼（Cluny）本篤會隱修院所使用的彌撒經書。其靈感是來自《路加福音》一 48，聖母宣告天主垂

顧了祂婢女的卑微；同時也受到《羅馬書》一 3 的啟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裔。」

     
聖母以她的一生完成了她完全的奉獻，她沒有私自為自己留下任何天主所賜予的種種，甚至連兒子也給了世界。因此，

從她身上能夠流溢出和好之泉，並且讓那些願意從這泉源裡汲水的人，都能活出福音的寬恕與修好，因此在「獻禮經」中，

我們這樣祈禱：「上主，在這天主之母升天的慶辰，我們呈獻這修好與讚頌之祭，求祢悅納，使我們獲得罪赦，

永遠向祢稱謝不盡。」這闋禱詞是根源自米蘭的聖安博禮。

在「領主詠」中，我們以前夕守夜感恩祭中福音裡耶穌向群眾所說的話：「可是那聽天主的話而遵行的人，更是

有福的」，來宣告那懷孕了永遠聖父之子的胎腹是有福的：「童貞瑪利亞的淨胎，懷孕了永恆天父的聖子，真是有

福。」（參閱路十一 27）這首「領主詠」在梵二之前的彌撒經書中就已經存在了。



領了共融聖事之後，「領聖體後經」說出了我們預嘗天國的生命經驗，並祈求我們因聖體的滋養，而能脫免一切凶惡：

「主，我們的天主，在這天主之母升天的慶辰，我們分享了祢天國的聖筵；懇求祢廣施慈恩：使我們脫離一切災

禍。」這闋禱詞出自羅馬禮的傳統。

2. 本日感恩祭

彌撒一開始，「進堂詠」以默示錄中若望在天堂所看到的大異像，作為我們所歌頌的內容，而他所看到異像圖像就是指

向聖母瑪利亞：「天上出現了大異像：有個女子身披太陽，腳踏月亮，在她頭上戴著十二顆星的冠冕。」（參閱默

十二 1）這首「進堂詠」在梵二之前就已存在彌撒經書內了。本節日的「進堂詠」還可以有第二個選擇，也就是我們與眾天

使一起歡欣踴躍於瑪利亞的升天：「我們要在主內喜樂，歡欣慶祝瑪利亞的節日，眾天使也為她的升天歡躍，同聲

讚美天主聖子。」這是梵二之後新編入彌撒經書的經文。

這個節日的「集禱經」一方面讓我們想起天主在聖母的身上所賜予的恩寵，一方面也祈求天主讓我們也能分享聖母的光

榮：「全能永生的天主，祢賜給了祢的聖子之母－無玷童貞瑪利亞特殊的恩惠，使她靈魂和肉身光榮地升天；求

祢也賞賜我們，今生常仰慕天鄉，來世得與她同享榮福。」這闋禱詞在梵二之前就已存在彌撒經書內了。「今生常仰

慕天鄉」一句的靈感應是來自《哥羅森書》三 2：「你們該思念天上的事，不該思念地上的事。」

在呈獻禮品時，我們以「獻禮經」祈求天主，使我們能時常仰望天主：「上主，但願我們出於真誠、虔敬的奉獻，

上達於祢臺前；仰賴蒙召升天、榮福童貞瑪利亞的代禱，求祢以聖愛之火燃燒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永遠嚮往

祢。」這闋禱詞在梵二之前就已存在彌撒經書內了。

我們伴同聖母瑪利亞，在「領主詠」中以「謝主曲」向天主謝恩並讚頌天主的偉大： 「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因

為全能者為我作了奇事。」（路一 48-49）當我們領聖體聖事時，我們也是有福的，因為令人驚嘆的天主也在這彌撒中，

為我們的生命中行了奇事。這首「領主詠」也出現在梵二之前得彌撒經書中。

「領聖體後經」讓我們預見末世復活的光榮：「上主，我們恭領了賜人救恩的聖事；仰賴蒙召升天、榮福童貞瑪

利亞的代禱，求祢引導我們邁向復活的光榮。」 其中「仰賴蒙召升天、榮福童貞瑪利亞的代禱」一句讓我們想到在

迦納婚宴上，瑪利亞作為代求者的重要角色。是她具有母親般的注意力，所以才發覺到人們的需要，於是在兒子面前干預

（參考若二 3-4），在此我們也把我們的盼望放在聖母的代禱當中。這闋祈禱也是來自梵二之前的禮書。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白色或金色祭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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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慶祝聖母升天

節，而這節日給了我們在與罪惡搏鬥的辛苦中，獲得好大的安慰。正因為聖母瑪利亞與天主完全結合，所以天主的

心有多大，聖母的心也會那麼大，以致可以讓整個受造物都能進入她的聖心裡。所以，聖母瑪利亞親近我們所有的

人，她聆聽我們，幫助我們，她的心好寬、好深、好大，同天主的心一樣。在今天的彌撒中，我們偕同聖母，一起

用生命高唱謝主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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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生活中常常忘了要以聖母作為我們生活

的榜樣和嚮導，如同她一樣，事事依靠天主，樣樣感謝天主。現在就讓我們祈求上主的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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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精神，以下列類似的話語來邀請會眾提出意向：「聖母

瑪利亞宣告了天主的偉大，因為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大能，並且祂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現在就讓我們投奔天主

台前，尋求祂的扶助。」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使基督從死者中復活，並且藉著

祂，而使所有屬於祢的人獲得救恩，來到祢的身邊。祈求祢消除一切邪惡的勢力，並俯允我們的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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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同

聖母瑪利亞，我們感謝天主聖父在她身上行了大事，而透過我們的耶穌主基督，天主聖父也在我們身上繼續施展祂

的大能，行這同一的大事。」

7. 　頌謝詞採用「聖母升天頌謝詞」。感恩經宜採用第一式或第三式。

8. 　彌撒結束時，可舉行「聖母慶節降福禮」。請見《主日感恩祭典（甲）》頁 315-316「聖母慶節降福經文」。



禮儀音樂

就如《禮儀憲章》所說，「教會在瑪利亞身上，仰慕稱揚天主救贖的卓越成果，就像在一幅清晰的影像上，教會欣然

瞻仰著它自己所期望完全達成的境界。」（第 103 號）因此在禮儀歌曲的選擇上，進堂詠和領主詠還是應該選擇與稱頌天主

有關的歌曲；奉獻詠可以選用聖母的「謝主曲」，「謝主曲」請見《主日詠讚》頁 162-173（共六式）或《聖母敬禮經歌選

集》頁 176-178（共三式）；而禮成詠則可以選擇與聖母有關的歌曲。

一周禮儀

1. 　平日讀經採單數年。

2. 　本周遇到的必行紀念日： 

        10 月 14 日（周一）聖國柏司鐸殉道 紀念日 （紅）

禮儀須知

1. 　本節日可行殯葬彌撒，但禁其他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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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