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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廿二 20-26；得前一 5-10；瑪廿二 34-40】

時序漸進，這個主日已經踏入常年期第三十主日，距離甲年禮儀年度結束的日子，也就是常年期第卅四主日「基督普世

君王節」不遠了。「禮儀年」正是人生命周期的縮影，提醒我們生命有始，亦有終，整個宇宙世界也是如此，有開始也有結

束。

談到宇宙世界的終結，很自然地就會令人想起《默示錄》裡所預言的可怕景象，不得不令人對那位將在末日要來審判世

界的君王產生惶惶敬畏之情。然而，相對於這樣的末日景象，在禮儀年即將結束前的本主日讀經卻給人另一幅大相逕庭的圖

像，一幅充滿慈悲並滿溢愛情的圖像。或許在這舊的禮儀年度即將結束，新的禮儀年度尚未肇始之際，教會特意透過今天的

彌撒讀經，以這幅愛的圖像提醒基督徒，該當以怎樣的生命態度和生活方式預備自己，去面對那最終必將到來的審判，以獲

取那決不從我們生命中失落的天國。

從第一篇讀經《出谷紀》中，我們便可以嘗到天主祂那滿滿慈悲的滋味，以及品味到在那些順從天主教導的人身上，因

著活出天主的慈悲所散發出的濃濃人情味。在本篇讀經裡，上主要求選民要以心體心地善待外僑和孤寡貧窮，祂苦口婆心地

提醒以色列子民：對於外僑，不要苛待和壓迫，因為他們也曾在埃及僑居過；要善待寡婦和孤兒，否則天主的義怒將使他們

的妻子成為寡婦，使他們的兒子成為孤兒；在借錢給窮人時，不可索取利息；若是拿了別人的外衣作抵押，日落以前，應該

還給他，因為這是窮人唯一的舖蓋，沒有外衣，他怎麼睡覺呢？天主對以色列子民在面對弱勢者時必須以心應心的教導，真

是充滿了慈悲與慈愛，而這正是為了解本主日福音中耶穌教導的預備式。

本主日彌撒的《瑪竇福音》就是要透過有關天主的誡命中，哪一條是最大的誡命這個問題，引導出「愛天主和愛人」這

一體兩面的主題。這篇福音的一開始，聖史瑪竇告訴我們，在耶穌有力地回答撒杜塞人有關人將來要復活的問題，令這些人

啞口無言之後，法利塞人便趁勢圍聚耶穌身旁，想要上陣輪番考驗耶穌，也想在為難耶穌並讓耶穌感到難堪這件事上贏過撒

杜塞人。於是其中一名法學士就問耶穌說：「師傅，法律中哪條誡命是最大的？」這個問題之所以被提出，因為這根本就

是故意為難人的無解之題。鑒於梅瑟的法律中共有613條規則和禁令，其中包括365條禁令以及248條特殊要求，而要如何區

分哪一條誡命最大，就猶如你問一個人，誰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音樂家，或是最偉大的運動員，所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千樣百

種！因此，最大誡命的問題也成了法學士之間無止無休的無解命題。換句話說，怎麼回答都不是，如果硬要給出一個答案，

勢必會讓回答者變得灰頭土臉，不只兩邊都不是人，甚至處處都得罪人。

面對這個充滿險惡與詭計的陷阱問題，耶穌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

的、也是第一條誡命。」耶穌的答覆正是以色列子民每日兩次必得誦念的聖經經文，這兩節經文所包含的內容，也正是他們

的信仰根基和生活基礎。因此，他們不僅把這經文牢記於心，還牢牢地繫在手上，綁在頭上，以時時提醒他們。耶穌的這個



回答鐵定會令以色列人出乎意料之外，因為以色列人普遍認為，在眾多的規則和禁令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十誡。梅瑟在《申

命紀》中就曾解釋說，十誡是天主自己所頒布、並受到全體人民聽從的十條誡命。只有這些誡命是由天主自己所宣布的，其

他的誡命和禁令則是由梅瑟解釋並頒布給人民遵守的，因此並不是直接來自天主。所以，根據這個邏輯，耶穌回答法學士的

問題時，就是硬要選擇也應該選擇十誡中的其中一誡，特別是選擇第一誡：「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二十 
3；申五 6）這第一誡非常重要，禁止人朝拜其他的神明。

但是耶穌並沒有選擇這第一誡，甚至連十誡中的任何一誡都沒有選擇，耶穌卻選擇了十誡之外的誡命來回答。我們要如

何解釋耶穌的這個選擇呢？

我們現在先試著瞭解耶穌的動機。十誡的內容主要都是一些禁令法律：不可這樣，不可那樣，基本上都是消極的法律式

誡命。雖然如此，十誡當然十分重要，因為它規定了一些禁令，違反這些禁令便自絕於與天主的關係之中。因此，誰若想使

生活符合天主的旨意，就必須遵守十誡。但是，耶穌並沒有選擇這些消極誡命中的任何一條，因為祂願意為人提供一個更充

滿活力、更正面積極的生命態度。消極的十誡法律並沒有真正地表現出這個積極的態度，因為其中的誡命都是禁令。當然，

如果能夠遵守十誡律法已經真的很好了，但是耶穌對我們的期待不止於此，祂願意為我們提出更能振發我們生命的準則，

能夠振發人生命的唯有「愛」。因此，耶穌選擇了《申命紀》中的愛的誡命：「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

主。」（申六 5）
    
這裡的「全」就是全部、全然的意思。所以「全心」就是將整個情感歸向天主，就如同耶穌一樣，祂對天父的情感沒有

絲毫歪曲隱密的企圖，因為祂的心靈與天父緊密結合。「全靈」就是傾盡意志遵守天主的教訓，並全人全身地去完成天主

的旨意，一如耶穌一樣，一心只求完成天父的旨意，因此祂無論作什麼、說什麼，都表明祂是如何以全靈愛天父的心聲：

「我由我自己不作什麼；我所講論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訓我的，派遣我來者與我在一起，祂沒有留下我獨自一

個，因為我常作祂所喜悅的事。」（若八 28-29）「全意」則是善用祈禱與思想去尋求天主的旨意，就如耶穌ㄧ般，睡覺

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卻永遠有在祈禱裡並在與天父的思想交流中去尋求天主旨意的地方；因此，耶穌即使身處黑暗中，仍

然能夠利用任何時間與地點，作為祂與天父親密交往的時空；也因此，即使周遭陰影重重，祂卻藉著祈禱而能撥雲見月，在

陰翕中仍能明識天主的旨意。

愛天主就是要像耶穌這樣全心、全靈、全意去愛，而不是大概、大約、差不多去愛就夠了，不，這是不夠的！那做為

天主創造萬物根源的人子在《默示錄》裡就曾經這樣說過：「我知道你的作為，你也不冷，也不熱；巴不得你或冷或

熱！但是，你既然是溫的，也不冷，也不熱，我必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三 15-16）如果處在不冷、不熱的半

吊子中，那麼就會被天主吐出去啊！

緊接著，就在這愛天主的基礎中，耶穌更是買一送一，進一步地引用了《申命紀》及《肋未紀》裡另一項闡明愛的誡

命，補充了法學士所沒有問到的問題：「第二條和它相似：你應當愛人如己。」說完這話，耶穌又以極其權威的語氣作

了結論：「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耶穌對全部法律的綜合，就是以對天主的愛和對人的愛這一體兩

面的圖象描繪出來。對猶太人尤其是對法利塞人來說，法律就是人得救的唯一途徑，耶穌卻向我們指出，最大的誡命就是

「愛」，以愛天主和愛人來回應天主對人的愛情，才是整個救恩計劃的圓滿。

愛天主是愛自己和愛他人的前提，我們先認識、接受並體驗了天主的愛，然後才有能力去愛人如己，因為天主就是一切

愛的根源，天主在創造我們時，就已將祂的愛隨著祂的氣息通傳到我們的生命中，使我們成為祂的肖像。但是捫心自問，我

們是不是做到了作為天主肖像該做的事？就算曾經做了，又有多常做到呢？要記得，接受耶穌今天在福音中對我們的諄諄教

誨，並且遵循而行，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然而我們卻常常反其道而行！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非但沒有專注在天主的愛上，跟

自我和好，反而跟其他人爭戰不休，在你、我之間製造一波又一波的恐懼與不安，以帶著恐懼的眼光來看待彼此。所以我們

的生活就常處在一種無法愛人，甚且令人費解的仇恨與敵意當中，心裡的不滿更是常常龐大到無法擺脫，不管走到哪裡，都

如影隨形，彷彿一大片烏雲，遮去了生命的過去與未來。

要完成天主按照祂的肖像創造我們的目標和境界，就一定需要天主的恩寵，需要來自天主的愛的能力。耶穌已經透過聖

體聖事將自己恩賜了我們，好教我們能與祂的生命合而為一，能夠像祂一樣地愛天父，也能夠像祂一樣地愛我們的近人，耶

穌將自己的體血獻給我們正是為了讓我們有能力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在聖體聖事中接納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內，這是祂付出

最大愛的時刻，也是祂為拯救我們而將自己奉獻給天父的時刻，更是祂獻出自己的體和血作為我們的精神食糧和飲料的時

刻。就在此一時刻，耶穌使我們擁有了愛的生命與能力：一個有能力去愛天主，天主同時也要將這對祂的愛形塑成對他人生

命祝福的行動。

在這篇道理的最後，我向大家分享一個因著愛天主的行動，天主卻讓這愛的行動成為他人生命祝福的真實故事。

當以色列 1939 年建國之後，有許多猶太人從世界各地回到以色列，其中有一對世居西班牙的夫婦，他們的職業是麵包



師傅。為了要感謝天主護祐他們全家平安回歸祖國的恩寵，就想要作些什麼來回報天主的愛，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有什麼

好東西可以奉獻給天主，最後他們終於想到可以奉獻他們麵包坊製作的麵包給天主。這或許是個好主意，於是就決定從次日

開始，把第一批出爐的熱騰騰麵包送到會堂奉獻給天主。就在這同一天，他們會堂的管理員，也向天主作了一個祈求日用糧

的祈禱，因為他每天忠心為天主工作，但收入卻遠遠不足以養家活口，如果天主不另外賞賜麵包，那麼就得去找另一份工作

來養活家人。當他第二天到會堂工作的時候，他發現講道臺下面有一包東西，一打開發現是麵包，他高興天主聆聽了他的祈

禱，並喜悅地將麵包帶回去給家人當食物。就這樣一連幾個月過去了，有一天他來的比較早，因此撞見麵包師傅來放麵包，

一經詢問原委，結果兩人都感動得哭了。原本對天主單純愛的行動，但天主竟讓這愛祂行動成為別人生命裡的豐滿祝福。

道理的一開始，我們提到了末世，而末世的景象究竟是可怕，還是充滿盼望，都取決於我們怎樣去回應天主的愛情。今

天的福音裡，耶穌的答案不僅顛覆了法利塞人的思維，也為所有聆聽福音的人帶來挑戰：這項愛的誡命到底是要成為我們的

生命，抑或只是淪為我們所熟悉的教條呢？這項誡命到底跟我們生命的關係是要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還是淪為信仰的知識

而已呢？判斷的準則是，因為每一段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以及愛人如己的生命故事，都該當是一個轉型改變

生命的故事，如果在愛過之前與愛過以後都還是同一個人，就表示我們愛得不夠，仍然讓耶穌的誡命停留在某種層次的教條

上或信仰知識上。

讓我們一起祈求天主，求祂讓這「二等於一」的愛的誡命在我們生命中發光發熱，好讓我們在生活中為祂的愛作見證，

使愛的盼望常在人間！

祈禱經文

本常年主日的「進堂詠」出自聖詠：「願尋求上主的人滿心喜悅。你們要尋求大能的上主，時常想望瞻仰祂的

慈顏。」（詠一O四 3-4）聖詠的作者鼓勵我們要尋求上主和祂的德能，要時常不斷追求天主的儀容，而當我們聚集一起慶

祝感恩祭時，我們就是如此做了。這首進堂詠是梵二之後才安排在這個主日詠唱的，但從第八世紀的禮書中直到現在的《感

恩祭典》，這首聖詠同時也出現在四旬期第四週星期四的禮儀中。除此之外，這首聖詠在過去還出現在九月份星期六的四季

齋期中，或許是因為這個理由，所以梵二的彌撒經書將之安排在禮儀年尾聲的一個主日當中。

我們在這個主日的「集禱經」中，祈禱天主增強我們的信、望、愛三德，並且使我們愛慕天主的誡命，為獲得祂所應許

的救恩。我們這樣祈禱說：「全能永生的天主，求祢堅定我們的信德，加強我們的望德，激發我們的愛德，使我們

愛慕、遵守祢的誡命，以獲得祢的恩許。」這闋禱詞源自第六世紀的禮書，原使用在七月份的早、晚禱當中。在一些禮

儀傳統裡，這闋禱詞被使用在聖神降臨節之後的第十四個主日。有關信、望、愛三德，我們可以在《格前多前書》十三 13 
及《得撒洛尼前書》一 3、五 8 中看到。而在《聖詠》一一九 97 中，我們也聽到了聖詠作者的愛慕成了我們的愛慕：「上

主，我是多麼愛慕祢的法律。」

 
我們在「獻禮經」中，祈禱天主垂顧我們所奉獻的禮品，使我們所旅行的職務，能愈顯天主的光榮。我們這樣祈禱：

「無限尊威的天主，求祢垂顧我們的獻禮；並使我們為盡職而舉行的祭祀，益增祢的榮耀。」這闋禱詞是以第六世紀的禮書

中，一闋使用在七月份平日的禱詞作為藍本，而把第二部份稍做修改，使之更符合今日的氛圍。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首「領主詠」來自聖詠。我們與聖詠的作者一起，因天主的救恩而歡樂，並頌揚祂的名

號。我們這樣詠唱：「我們要因祢的勝利而歡呼，奉我們天主的名豎起旗幟。」（詠十九 6）聖體聖事使我們充滿了

喜樂，並且激發我們向天主謝恩。第二首「領主詠」出自《厄弗所書》：「基督愛了我們，並為我們將自己交出，當作

馨香的祭品，獻給天主。」（弗五 7）在感謝基督為我們祭獻了自己的同時，我們分享了基督的聖體聖血。這兩首領主詠

在梵二彌撒經書中，都是全新的安排。

領了聖體（共融）聖事，我們在「領聖體後經」中，這樣祈求說：「上主，求祢使聖體聖事所蘊含的富藏，發揮在

我們身上；並使我們藉目前所舉行的禮儀，真能獲取它的神效。」在這闋禱詞中，我們懇求天主，使聖體聖事所蘊藏

的恩寵，在我們身上發揮力量，並使我們獲得所領聖事的實效。這闋禱詞來自第八世紀的禮書，是一闋使用在特殊的秋天彌

撒中的禱詞。長久以來，這闋禱詞一直都是在羅馬禮傳統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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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愛天主？我們一

定會回答：『當然！這是甚麼奇怪的問題嘛！』然而不用這麼急著回答，我們可以先想一想，是否我們有足夠的

證據，可以證明我們真的是以全心、全靈、全意在愛著上主我們的天主？面對這個問題，你可以自我測驗一下：在

面對你另一半的缺點時，你的耐心有多大？你是否真的從心裡寬恕了得罪你的那個人？你是否可以愛傷害你的那個



人？你的這些有形可見的近人正是不可見的天主的樣子！在這台彌撒中我們祈求耶穌，讓我們能夠在我們近人身上

認出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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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很難在人，而特別是得罪我們的人身

上去愛天主，我們祈求天主也請求弟兄姊妹寬恕我們的過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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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今天教導我們要愛天主，也要愛人如己。現在就讓我們在愛中走向天主，同時也是在愛中將我們對近人的關

懷呈獻在天主台前。」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是我們的力量、我們的保障、我們

的護盾、我們的救援、我們的磐石；我們祈求祢，以愛垂顧那愛祢的人們，並且俯聽他們的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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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

的感恩聖祭都讓我們再一次經驗到，耶穌因祂無限的愛情，為我們祭獻了自己的生命。現在就讓我們在感恩聖祭當

中，為這無以言喻的愛情感謝天父，並隨著基督愛的祭獻，而把我們對天主和對人的愛也奉獻給天主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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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堂務報告時，應公告周三「諸聖節」的彌撒時間，並鼓勵教友們來參加這兩個重要的慶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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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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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的必行紀念日和節慶日：

進入「煉靈月」的這周將舉行兩個重要的節慶日，一是「諸聖節」，一是「追思已亡」。同時，也有一項信友為煉靈求

「全大赦」的相關規定，值得我們的注意。

11 月 1 日（周三） 諸聖節

教會禮儀年已經進入最後的一個月，整個基督徒團體將目光轉向那些已經凱旋地生活在天堂的聖人們。在諸聖節的彌撒

中，我們特別向天堂的所有公民，包括那些沒有出現在教會禮儀年曆節慶日中的聖人們，表達我們的敬意。這個節日如果落

在主日的話，那麼就在主日慶祝。彌撒結束時可採用專為諸聖節的隆重降福禮（見《主日感恩祭典》頁608）。

在我們的堂區，恭奉那些聖人的畫像或塑像？或許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將這些聖像加以裝飾，幫助信友們比平常

更多注意到這些信仰的先輩和模範。 

在臺灣地區，本節日不是當守的法定節日，但為信友的神益，堂區宜在方便教友參禮的時間，為教友安排彌撒。

本日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11 月 2 日（周六） 追思已亡

緊接著諸聖節之後，我們為所有已經去世，但還在等待救贖的亡者的靈魂祈禱。教會傳統以來就相信有關煉獄的信仰

（參考《天主教教理》1030-1032），而這信仰正是我們今天慶典的依據與基礎。11 月 2 日如果落在主日的話，那麼就在主

日舉行「追思已亡」。而不管是在平日或在主日舉行，「光榮頌」及「信經」均不必誦念。

「追思已亡」在禮儀上不稱為「節日」或「慶日」，更好說是為亡者的「代禱」。按教宗本篤十五世，於1915年8月10
日的宗座憲令，所有司鐸今天均獲准舉行三臺彌撒，惟須在不同時間和情況下舉行。司鐸可於其中一臺彌撒，自由為某人獻

祭，並收取獻儀，但不得在第二臺和第三臺彌撒再收取獻儀。第二臺彌撒該為所有已亡信友奉獻。第三臺彌撒該為教宗意向

奉獻。（《彌撒經書總論》第 204d 號） 



在臺灣地區，本節日不是當守的法定節日，但為信友的神益，堂區宜在方便教友參禮的時間，為教友安排彌撒。

11 月 4 日（周六） 聖嘉祿．鮑榮茂主教  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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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