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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奧蹟

【依廿五 6-10a；斐四 12-14, 19-20；瑪廿二 1-14】

繼上個主日的福音，耶穌講有關惡園戶的比喻之後，本主日彌撒的《瑪竇福音》，耶穌又為我們講了有關婚宴與禮服的

比喻。這個比喻與上個主日福音中惡園戶的比喻，兩者具有非常重要的關係，如果我們把兩個比喻對照來看，就不難發現兩

者之間的關係。這兩個比喻同時向我們顯明天主的慈愛與公義並行，天主不僅是慈愛的天主，祂同時也是公義的天主，唯有

把這兩種特質聯合起來才能顯出天主的榮耀。

上個主日福音惡園戶的比喻中，耶穌向以色列的首領和官長們說明，他們疏忽對天主的忠誠，濫用天主賦予他們的權

力，因此審判必定會臨到他們身上。今天這則有關婚宴的比喻中，耶穌則是指出他們忽略天主對他們的慈愛憐憫，以致不尊

重天主賦予他們的特權，必難逃天主的審判。這個教導是耶穌冒著生命危險所講的，事實上，這些教導正一步步地帶領耶穌

走上十字架。只有耶穌才有如此的氣度，能把天主的慈愛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也只有耶穌才有這樣的膽量，能在天主公義

面前顯明人的罪惡是如此深重。  

本主日福音的比喻讓我想起了聽到的一則發生在許多年前的新聞，這則新聞是有一對未婚夫妻，他們興高采烈地到波士

頓的五星級凱悅飯店訂了昂貴的結婚喜宴，並且預付了一半的訂金  7500（約合臺幣22萬元左右）美金。就在他們回家準備

到郵局寄發喜帖的那天，準新郎竟然臨陣退縮，取消婚約，拒絕與未婚妻走入結婚禮堂。既傷心又憤怒的準新娘只好無奈地

到凱悅飯店準備取消酒席，但是飯店的公關經理卻告訴她，如果取消合約，飯店只能退還全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只能退還

1300 美元。飯店的公關經理同時提醒這位小姐，現在她只有兩個選擇，要嘛放棄剩下的訂金，要嘛讓酒席如期舉行。

這位小姐心裡想，要放棄剩下的訂金，實在心有不甘；然而要如期舉辦酒席似乎也太瘋狂了。不過這個準新娘愈想愈覺

得如期舉辦酒席這個點子還真不錯，但不是舉辦喜宴，而是來個大請客！她年輕時曾窮到無家可歸，還住進了收容中心。如

今，她找到了相當不錯的工作，也存了不少錢，因此她決定何不就用這些積蓄讓波士頓的窮人享受一頓難忘的凱悅大餐。就

在事件發生的那年六月的一個晚上，波士頓凱悅酒店舉辦了一場極不尋常的宴席，這位經歷未婚夫逃婚的準新娘把主菜換成

了「無骨雞」，用這道菜來消遣臨陣脫逃的新郎，暗諷他沒擔當又沒肩膀。這位小姐寄邀請函給各個收容中心的遊民、拾荒

者、有毒癮的人等，讓這些社會的邊緣人暫時拋開街頭生活的落魄與艱苦，能舒服地坐在五星級飯店裡喝香檳、吃大餐、品

嘗巧克力結婚蛋糕，並隨著樂隊的旋律起舞直到深夜。



這場五星級凱悅飯店宴席的請客對象和場景，倒是有點像本主日福音裡，耶穌所講比喻中的那場婚宴。這場有關天國婚

宴的比喻，耶穌苦口婆心地為我們述說著天主無限無量的恩寵，這恩寵就是以婚姻宴席的景像，降臨到我們因罪而本該成為

天主恩寵邊緣人的身上。這盛宴是免費的，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而且是天主以祂的兒子作為無限代價為我們掙得的無量恩

寵。這比喻同時教導我們要好好珍惜這份受邀的契機，並且刻不容緩地把握住機會回應天主的這項邀請，準備好心靈為能盛

裝赴天國的宴席，分享天主的無垠大愛，有分於祂的無限救恩。

從耶穌這則天國婚宴比喻中，可以領略到天主對人類預定的計畫，真是一個充滿天主愛情的偉大計畫，這計畫的終向就

是讓我們分享天主聖三圓滿的共融。這計畫完全超乎人的生活經驗，是我們腦袋瓜子無法想像的，因此耶穌只能藉著人的生

活所能經驗到的婚宴來做比喻，透過辦桌、擺設筵席的比喻方式向我們表達天主的無上恩寵。事實上，整部聖經常採用宴席

的圖象，幫助我們理解和體會天主賜予的豐盛共融恩寵，將為我們帶來何等喜樂。

為耶穌的這則比喻作預備和鋪路的第一篇讀經《依撒意亞先知書》，就這樣慷慨大氣地形容天主的計畫說：「在熙雍

山上，萬軍的上主要為萬民擺設盛宴，備有豐美的食物和醇清的陳酒；食物是精選的，陳酒是上等的。祂要在這

座山上掀去那遮住萬民的喪帕，和那掩蓋各國的斂布。……祂要永遠消除死亡，上主要從每個人的臉上拭去眼

淚，要由整個地面除去祂民族的恥辱。」這將是一場光榮絕美的盛宴，食物是如此豐富，陳酒是何等醇清，已經到達人

所能想像得到的極致豐美，卻又遠遠超越人所能想到的。至於那些被天主邀請參與盛宴的賓客，則是不分萬國，不限萬民，

全部都被邀請。這裡，《依撒意亞先知書》中所提到的「末日喜宴」，指的就是默西亞時代的來臨；末日喜宴除了象徵默

西亞時代的富庶繁榮之外，更意味著天主救恩的普遍性。七百年後，依撒意亞先知的這段預言在耶穌基督身上實現了，祂將

召集普世萬民，建立祂的聖教會，邀請人在祂的掌舵下，共乘這艘航行在世海中的大船，共赴永恆天國的盛宴。

耶穌順著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如山谷迴音一般，以本主日福音中的比喻，一方面表明舊約和新約的一致性，一方面也

正式宣告末世天國業已經來臨。這個比喻描述一位國王為自己的孩子辦婚宴，他先後兩次打發僕人邀請客人赴宴。頭一批僕

人指的是舊約的先知們，而第二批僕人指的是耶穌的門徒。當頭一批僕人向人邀請赴宴時，客人們推辭拒絕；當第二批僕人

用主人殷勤誠懇的邀請催促他們赴席時，他們仍是不理不睬，執意做自己的事，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甚至有的竟把僕人

抓住，凌辱之後殺死了。對不理的賓客，國王也置之不睬；面對公開忘恩負義的，就派兵消滅他們。在此，耶穌透過比喻不

僅指出救恩歷史中，以色列民族的忘恩背義，同時也指出耶穌門徒將遭遇到的迫害。

既然被邀請的客人不識抬舉，拒絕了國王的婚宴，但盛宴已經準備好了，該有人來享用，於是國王就吩咐僕人，往大馬

路上去把所有遇到的人都請來赴宴。僕人奉命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人，不分好壞都請了來。那些拒絕受邀請的客人代表的是以

色列民族，他們原是天主特選的子民，是天主首先邀請來赴婚宴的人，然而他們傲慢自負，把天主賞賜給他們的恩寵白白浪

費了。但是天主的許諾不會因為猶太民族的背信失約就失去效驗，所以在猶太民族拒絕了天主的邀請，甚至殺死了天主的獨

生子耶穌基督之後，天主轉而邀請萬民來赴祂天國的婚宴。

耶穌的比喻描述到這裡時，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我們或許都還很安穩地坐在天國的所在地－耶穌的婚宴當中。因為我們

都很確定自己就是耶穌邀請並回應這邀請的客人，因此我們以為可以有恃無恐地安坐宴席。然而故事可還沒結束呢！就在我

們安心地置身婚宴喜慶中時，在比喻的結尾處，卻發現我們已經從座位上跌落地板，因為我們腳底下的婚宴紅地毯已被抽走

了，而我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跌到了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原來就在我們覺得一切都平平安安的時候，這位為兒子

舉辦婚宴的國王進來巡視坐席的賓客，看見一位沒穿婚宴禮服的人，於是就把他丟到外面的黑暗當中。至此，整個比喻才逼

使我們去反省：我在比喻中到底扮演哪一個角色？是那些準備好自己，盛裝赴宴的人？還是那位雖然受邀赴宴，卻尚未準備

好，就衣衫襤褸地跑來赴婚宴的人？

這件禮服為參加天國婚宴的人真的那麼重要嗎？當然重要！為赴天國的婚宴，我們該穿上的禮服就是基督，如聖保祿

宗徒在《迦拉達書》中所說的：「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迦三 27）穿上基督又是甚麼意

思？我從福音中找到了一幅耶穌的自畫像，就是耶穌在山中聖訓中所楬櫫的精神：神貧的、哀慟的、溫良的、饑渴慕義的、

憐憫人的、心裡潔淨的、締造和平的、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參：瑪五 3-10）如果我們隨時把耶穌的這個自畫像放

在眼前，我們就會了解穿上基督是什麼意思。

一、穿上神貧的耶穌

耶穌的貧乏不是指經濟或社會的貧窮。耶穌神貧，因為祂自由地選擇了無能，而非權勢；選擇了脆弱，而非防禦；選擇

了依賴，而非自足（參：斐二 6-7）。耶穌也邀請我們願意接受洗禮，穿上基督，活出這神貧的精神。

二、穿上哀慟的耶穌

耶穌為摯友拉匝祿的過世而哀慟（若十一 33-36）；耶穌也為那引起人心痛苦的悲劇而哀慟（路十九 41-44）。耶穌與哀

傷的人一同哀傷，與哭泣的人一同流淚。耶穌也邀請我們與哀傷的人一同哀傷，與哭泣的人一同流淚。



三、穿上溫良的耶穌

即使耶穌在批判假冒偽善的態度，並且勇敢地抨擊欺騙、虛榮、操縱及壓迫的時候，祂的心腸卻是溫柔的。祂不折斷壓

傷的蘆葦，也不吹滅將殘的燈火（瑪十二 20）。耶穌來是為回應人的痛苦，治療人的傷口，並且賜勇氣給灰心的人。身為

跟隨耶穌的人，我們也要像耶穌一樣溫柔。

四、穿上饑渴慕義的耶穌

耶穌渴望一個公義的世界，在這世界中每個人都能以弟兄姐妹，天主的子女彼此相對待。耶穌向我們所指出的天國之

路就在於給饑餓的人吃飽，給赤身露體的人蔽體，探望生病的或坐牢的（參：瑪廿五 31-46）。耶穌渴慕一個公義世界的到

來，祂盼望我們也有同樣的渴慕。

五、穿上憐憫人的耶穌

耶穌展現的憐憫之心出自平等相待的心，祂願意與我們一起感同身受，正如祂使納因城寡婦的獨子從死裡復活，因為祂

從心底感受到那位母親的哀傷（路七 1-17）。如果要知道如何向弟兄姐妹們展現憐憫的心，就要看耶穌怎麼做。

六、穿上心裡潔淨的耶穌

心裡潔淨意謂著只求完成天父的旨意。耶穌無論作什麼、說什麼，都表明祂只追求天父所喜悅的事（若八 28-29）。耶

穌以天父的喜歡作為祂的歡喜，因此祂的心思與天父緊密結合。心裡潔淨能使我們分享耶穌真正的屬神視野。

七、締造和平的耶穌

耶穌所締造的和平與世界所給的平安是有所不同的，祂的平安可以存在於烽煙遍地的世界，甚至是在無法解決的困境

中。這平安是耶穌藉著捨棄自己的生命，為我們賺得的平安。我們願意像耶穌一樣，為了帶給人平安而獻出生命嗎？

八、穿上為義而受迫害的耶穌

耶穌沒有指控人，人卻把祂當成控告者；耶穌不譴責人，卻令人感到罪疚、羞愧；耶穌不判斷人，卻令人感受到審判。

因此，這些人欲除之而後快，讓耶穌活著，等於就是承認自己的罪過。如果我們要穿上基督，就要隨時準備好與耶穌一起背

負十字架。

以上是我們從真福八端這幅耶穌的自畫像中，所觀照到的耶穌基督色彩斑斕的生命樣貌。在你心目中最能吸引你的是哪

一個樣貌？你這位基督徒最想用哪個樣貌來打扮生命？盼望我們都能向聖神開放，好讓祂在我們因罪而蒼白的生命中，將基

督的生命樣貌一件一件地穿上。

耶穌的比喻結束了，但我們聽眾的生命故事才正要開始呢！你準備好了嗎？這是我們該決定是否準備穿上基督，赴天國

婚宴的時候了。

祈禱經文

在本主日的「進堂詠」中，我們與聖詠的作者一起歌頌上主的仁慈；懷著對天主仁慈的信賴，我們開始我們的祈禱：

「上主，祢若細察人的罪辜，我主，又有誰還能站得住？以色列的天主，然而你一向寬恕為懷。」（詠一二九

3-4）這首進堂詠從第八世紀始直至梵二之前，一直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廿二主日。

在這個主日的「集禱經」中，我們祈禱天主以聖寵引導、推動我們，使我們能堅心定志地專務善功，禱詞是這樣說的：

「上主，求祢以聖寵引導我們，支援我們，使我們時時處處專務善功。」這闋禱詞最早出現在第八世紀的禮書中，專

們使用在早禱和晚禱的經文中。而在一些較早的教會禮儀傳統中，這闋禱詞也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在準備餅酒的禮儀行動完成時，我們在「獻禮經」中這樣祈禱：「上主，求祢接受我們信眾的祈禱和奉獻；使我

們虔誠舉行聖祭，以贏得身後天國的榮耀。」這闋禱詞首次出現在第八世紀的禮書中，專們使用在復活節之後的星期

二。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首「領主詠」來自聖詠：「富翁變成赤貧，忍饑受餓；尋求上主的人安享福樂，一

無所缺。」（詠卅三 11）當我們領聖體的時候，就更加證明了聖詠作者的先知性話語，因為只有基督聖體真正能夠滿足我

們最深的渴望與需要。「領主詠」的另一個選擇則是出自若望壹書：「上主顯現時，我們必要相似祂，因為我們要看

見祂的真像是怎樣的。」（若十三 2）。是的，就是在領聖體當中，我們不僅看見了我們的救主，並將祂邀請到我們的生

命當中，好讓我們可以在生活中活出祂的面貌，相似他。以上兩首領主詠都是梵二之後全新安排的。



當領了聖體（共融）聖事之後，我們在「領聖體後經」中，祈求天主俯聽我們卑微的祈禱：「尊威的天主，祢在這聖

祭中，以祢聖子的聖體聖血養育了我們，懇求妳也恩賜我們分享祢的神性。」這闋禱詞同時也使用在四旬期第五週

的星期六，其根源源自第六世紀的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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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回應了主耶穌對

我們的邀請，來參加感恩聖祭，祂竭誠歡迎我們來赴祂的盛宴。祂邀請所有的人，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出席這宴

會。有些人不敢來，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受我們的歡迎，或是認為自己不夠好，不配赴宴；又或是有些人並

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邀請的。耶穌邀請我們要去歡迎所有的人，並使他們賓至如歸，就如耶穌使我們賓至如歸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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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享有被耶穌邀請赴祂盛宴的恩寵，但我們

常常忽略要以相稱的生活來作為赴婚宴的禮服，卻常常讓我們的生活變得像似衣衫襤褸，而辜負了主耶穌賜給我們

的恩寵。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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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

我們是誰，天主都邀請我們參與祂的盛宴。願我們的生活都能穿上婚宴的禮服，相稱地參與主的宴會，致使天主能

歡欣地回應我們的祈禱。」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是祢子民的善牧。祢在我們面

前擺設了宴席；在我們的頭上傅油，使我們的杯爵滿溢。我們祈求祢援助我們的這一切需要，並使我們的生活能相

稱地領受祢賜予給我們的眾多恩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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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現在正受耶穌的邀請，去分享祂的祭獻。這意謂著我們受耶穌邀請，去接受祂的生命和祂的愛，同時也偕同耶穌，

把我們自己奉獻給天父，也彼此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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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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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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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禮儀

1. 　平日讀經採單數年。

2. 　這周遇到的慶日及必行紀念日：

 　   10 月 17 日（周二）安底約･聖納爵主教殉道  紀念日（紅）

 　   10 月 18 日（周三）聖路加聖史  慶日（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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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