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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主日

潘家駿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彌撒讀經：依六二 1-5；格前十二 4-11；若二 1-12】

本主日彌撒《若望福音》的內容，為我們講敘在加里肋亞舉行的「加納婚宴」。若望描述耶穌帶著祂的首批門徒，第一

次參加公開的活動，就在一場婚宴中行了祂的第一個神蹟。這讓我們想到，天主在《創世紀》裡造了人之後，所行的第一件

事，便是結合亞當和厄娃成為夫妻，舉辦了人間的第一場婚禮，如此，才算完成了創造的化工，可見婚姻在天主的眼中是如

此重要。事實上，耶穌在加納婚宴行了第一個神蹟，也正是表達出天主重視婚姻的心意，祂更是藉著這神蹟親自證實婚姻乃

是《箴言》當中所說的「天主的盟約」（二 17），也就是夫婦在天主前所立的誓約（拉二 14）；更因著耶穌的親自赴宴，

而把婚姻提到最高的地位，成為新約的聖事。

在加納婚宴中，當這麼多賓客一下子來到這對新人的婚宴，使得酒不夠喝了，瑪利亞的細膩心思體貼察覺到這缺乏將給

新人帶來極度尷尬與困擾，於是為了顧全這對新婚夫婦的面子，除了要求聖子耶穌當堂顯個神蹟外，實在沒有其他方法可

想。因此，瑪利亞毫不疑惑耶穌開始救世工程的時刻已經到來，所以她滿懷信心向她的兒子說：「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給予的回應竟然是：「女人，這於我和妳有甚麼關係，我的時候尚未來到。」有釋經學家按照聖若望神學的

深意以及這段福音的上下文，為這句令人難以明白的話語作了如下的解釋：女人（事實上，按照猶太人的風俗，女人一詞這

並不含有輕視或拒絕的意味，反而有威嚴尊敬的涵義），在我和妳之間有甚麼分別呢？為何要這樣哀求呢？我苦難的時刻還

未來到。那時候我的全能必要受到約束，因為在那時候，我只受苦受死，可是那個時刻尚未來到，所以現在我能夠作一切屬

於我救贖人類使命的事。妳放心吧！我必要順從妳的意願。也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何瑪利亞可以毫不遲疑地對

僕役說：「祂無論吩咐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在這個神蹟中，我們也看到了耶穌如何回應及表揚瑪利亞轉求的全

能，同時也肯定聖母有分於祂的救世大功。

這個神蹟按照若望福音所說的，其結果是：「耶穌顯示了自己的光榮，祂的門徒就信從了祂。」神蹟在這裡向我

們顯示出一個事實，那就是創造力屬於天主，這裡更是透露出祂保祐人、助益人的恩寵是多麼地榮耀。梅瑟在埃及第一項的

救援事工，是行出一個審判的神蹟，使水變為血，在人的必需品上施以詛咒；基督的第一個神蹟則是使水變為酒，在人的日

常必需品上增加甜美與喜樂。於是加納婚宴的神蹟具有標記性，標記出新舊律法的對比，也標記出基督的工作乃是以天主的

恩寵和力量，在萬物上改變、增添，並成為榮耀。



在某種意義下，我們可以說在舊約裡，天主已經以律法為整個救恩史的婚宴準備妥當，但是卻未能實現，因為缺乏

「酒」。究竟什麼酒呢？愛情釀的酒！只有當擁有這愛情杜康，且酒缸充沛時，那麼盟約的婚宴才能真正實現。在舊約時

代，以色列民族尚未妥善準備這種以愛情釀的酒，來作為婚禮的慶祝與實現，反而因著以色列民族再三的不忠與背叛，讓耶

路撒冷這位新娘呈現的是一位被遺棄的新娘，以及一塊被蹂躪的土地的形象；以色列子民所經驗到的不是盟約，卻是與天主

的決裂。

天主並不放棄祂原有的救恩計畫，祂還透過今天的讀經一《依撒意亞先知書》，宣告了這以愛情佳釀所成就的盟約婚宴

將要完全實現：「你不再叫做『被遺棄的』，你的地區也不再稱為『荒涼的』；因為你要稱為『我可愛的』，你

的領域要稱為『已婚的』，因為上主喜愛你，你的領域將要嫁給祂。」顯然依撒意亞先知口中的新郎便是天主自己。

接著這位先知喜悅地繼續說：「青年怎樣娶處女，你的建築者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愛新娘，你的天主也要照

樣喜愛你。」

依撒意亞先知的宣告在加納婚宴得到了進一步的確定，因為加納婚宴已經為我們預示，那為完成及實現盟約婚宴的愛情

佳釀就要傾流，並充沛酒缸。但是宴席總管所讚嘆的好酒要從哪裡來呢？這個時候。在場的聖若望肯定說他不知道，而事實

上，此時此刻誰都不知道。說實在的，只有等到耶穌受難時才能揭開謎底，因為這好酒正是從耶穌祂那被刺透的肋旁傾流出

來的，此刻這盟約的美酒才算準備妥當，盟約的婚宴──也就是感恩祭宴才正式開始，不僅如此，這從耶穌五傷所流溢出的

聖血也要肆意奔流，成為其他聖事的根源。加納婚宴水變為酒正是準備我們去接受更大、更驚人的變化，就是麥麵餅變成耶

穌的聖體，葡萄酒變成耶穌的寶血；同時也向我們宣告了新盟約的奧蹟，這奧蹟就是建立在耶穌的無限愛情上，耶穌把這愛

情完全表露在祂的激情和受難當中，以致於無怨無悔地為我們傾盡了祂的聖血；祂不為自己保留一丁點兒什麼，連最後一滴

血也任由我們吃喝下去。

我們可以說，在加納婚宴，耶穌把水變成酒，把「沒有酒了」變成充沛滿盈的好酒，並不是用奇蹟去完成，而是用了

祂的整個生命去轉化的，也只有這為我們捨命的愛情才能把我們生命中的水變成酒，在我們的生命裡無中生有。「沒有酒

了」是新郎新娘的莫大恥辱，生命的窮盡也是我們每一個亞當後代的窘迫，並且這場人生悲劇每一天都在世界裡上演。從

「有酒」到「無酒」，這種痛苦滋味沒有人得以倖免，因為人生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在亞當裡的生命總會有走到窮途

末路的一天，生命裡最大的窮途末路就是死亡，無人得以逃脫。

面對人類的困境，放在加納婚宴現場的石缸讓我們看到了舊約律法的限度。按照《若望福音》的描述：「在那裡放著

六口石缸，是供猶太人行洗潔禮用的；每口缸可盛兩三桶水。」這幾句話把我們帶入舊約律法的氛圍當中。這個舉行

婚宴的家庭擺放了六口石缸，顯示他們遵守了律法，但連屢行的力量都沒有，因為六口缸是空的，並沒有水。七是完美的數

字，六是尚未完成、尚未全備的數字。六口石缸象徵猶太律法的不完滿，耶穌到世界上來，解決了律法的不完整，以祂盟約

的新酒取而代之。祂將律法的不完美，變為恩寵的完美。在舊約，天主公義的律法是追討罪債的，也因此梅瑟在埃及人身上

所行的十個災難神蹟，第一個神蹟是水變血，血是腥臭的，是恐怖的；但在新約，天主慈愛的恩寵是賜福的，也因此主耶穌

所行的第一個神蹟是水變酒，酒是醇香甘美的，是令人欣喜快樂的。

就是耶穌，只有祂能把我們那原是充滿絕望的生活，變成一條通往希望的道路；把那原是受悲傷、憤怒、羞辱和懊悔所

控制的生活，變成一條完全彰顯天主大愛的道路。在天主的愛中，我們：

1. 生命本質改變：酒與水的化學成分是完全不同的，雖然外面的色澤可能相同，但它們的性質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重生不是量變，乃是質變；不是外面的裝飾改良，而是我們的人性分享了耶穌的天主性。

 
     2.生命價值改變：水釀成酒之後，酒的價值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亞當裡的生命，其價值如何呢？從本體構造而

言，人是卑微的（詠一O三  14）；從所占空間而言，人是渺小的（依四十  15）；從生命進程而言，人是短暫的

（約十四  1-2）；從生存品質而言，人是虛空的（詠六二  9）。只有在基督裡，人的生命才有了永恆的價值，祂的

十字架恢復了人的尊嚴，天主願意用祂兒子的寶血來救贖我們。因為如此重價，所以我們成為貴重；按生命，我

們成為天主的兒女；按愛情，我們成為天主眼中的瞳仁，掌中的明珠；按創作，我們是成為敖非爾精煉的黃金。 
 
    3 .生命品味改變：水淡而無味，酒醇香甘美，基督的生命會讓人嘗到屬神的滋味。生命的品味是由生

命的本質所決定的，水就是水，酒就是酒，即使把水灌裝在茅臺酒的酒瓶裡，水仍舊是水。酒能使人親

和，素不相識的人在酒中可能成為朋友，仇敵在酒中可能一泯恩怨；酒也能激發愛情，在《雅歌》中，

酒正是愛情的代名詞；酒更是聖神的標記，唯有聖神的內住和充滿，我們生命的品味才會有質的改變。 
 
     4. 生命功用改變：石缸變酒缸便是功用的改變。按猶太人潔淨條例，水缸裡的水是用來洗手洗腳，是與污穢發生關係

的，現在卻是用來供應美酒。基督徒應當是供應愛的器皿，帶給人的不應該只是法律，更是喜樂、生命和愛。

 



     5. 生命關係改變：在這個神蹟中，主與我們的關係改變了。不知不覺中，主在我們生命中的身份變了，由客人成為主

人，就如《若望福音》所描述的：「祂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要讓主在我們的生命裡，生活上，凡事居

首位。這樣，酒用盡時，危機的局面就可能變為轉機，甚至是良機。

 
      若望福音第一章及第二章的開頭加納婚宴，與創世紀第一章及第二章的開頭彼此相呼應。舊創造的第七日是安息日，是

歡暢、喜樂、安息的日子，是創造的節日，是永恆天主的盛宴；而新創造的第七日是婚宴，這婚宴遙遙指向那救贖的終極，

亦即羔羊的婚宴。舊創造的總結是「好」：「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新創造的總結也是「好」：

「你卻把好酒留到現在。」天主不只要給我們酒，還要給我們好酒，並且把將水變酒的耶穌賜給了我們。

祈禱經文

常年期的詠唱或祈禱經文，並不特別指出特殊禮儀時期的主題及特色，而是按各不同的禮儀行動（如進堂、集禱、呈現

禮品、領聖體後等）而詠唱或祈禱，就是如前面所說的，是對基督的全部奧蹟作綜合性的慶祝。

因此一開始「進堂詠」就這樣詠唱著：「天主！普世都要朝拜祢，歌頌祢；全球都要歌頌祢的聖名。」（詠六五 

4）這首進堂詠從第八世紀，就一直使用在「主顯節之後第二主日」，雖然現在這個主日的名稱已經改變，稱為「常年期第

二主日」，但在禮儀年中仍舊維持相同的位置。

「集禱經」也普遍性地把我們的祈禱呈向天主台前：「全能永生的天主，天地萬物的統治者，求祢仁慈地俯聽祢

子民的哀禱，使我們今世得享祢所賜的平安。」禱詞中的「天」與「地」則是從創世紀一 1 及哥羅森書一 16 的靈感而

來的。

「獻禮經」按照準備餅酒的禮儀行動，而祈求天主：「上主，求祢賞賜恩寵，使我們虔誠地舉行這感恩祭，因為

每次舉行這祭獻的紀念禮，便是在我們身上實施祢救恩的工程。」這闋禱詞與聖周星期四主的晚餐彌撒中的獻禮經非

常相似。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第一首出自很有名的聖詠廿二「上主是我的牧者」：「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宴

席，在我頭上傅油，使我杯爵滿溢。」這首領主詠讓我們想起天主為我們所準備的宴席與杯爵，而感恩經第一式中的成

聖血經文：「晚餐後，祂同樣把這珍貴的杯，拿在祂神聖而可敬的手中……」正是回應了今天的領主詠。這第一首領

主詠強調了共融禮（領聖體禮）的象徵，而第二首領主詠則是強調這共融禮（領聖體禮）的愛的果實：「我們認識了，也

確信了天主對我們所懷有的愛。」（若壹四 16）

「領聖體後經」則是向我們指出領受這「共融聖事」後，聖神的德能我們身上所結出的纍纍果實：「上主，我們飽享

了同一的天降神糧，求將祢的聖愛之神傾注我們心中，使我們藉祢的愛能心心相印，精誠團結。」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綠色祭披。

2. 　詠唱「光榮頌」及「信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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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納婚宴，耶穌把水變

成酒，把『沒有酒了』變成充沛滿盈的好酒，並不是用奇蹟去完成的，而是用了祂的整個生命去轉化的，也只有這

為我們捨命的愛情才能把我們生命中的水變成酒，在我們的生命裡無中生有。是的，就是耶穌，只有祂能把我們那

原是充滿絕望的生活，變成了一條通往希望的道路；把那原是受悲傷、憤怒、羞辱和懊悔所控制的生活，變成了一

條完全彰顯天主大愛的道路。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在感恩聖祭當中，暢飲耶穌所為我們準備的愛情釀的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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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考驗來的時候，我們的信仰生活常常就會陷

入『沒有酒』的窘境當中，也就是無法活出醇香甘美的信仰生活。為此，我們祈求上主的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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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以生命把水變成酒，實現了愛情的盟約，這實現的愛情盟約也將聖化了我們的生活，而使得讓我們生命中的

水變成酒也成為可能。現在就讓我們向天主呈上我們的祈禱。」

　　 　　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的聖子臨在加納婚宴，並施行了第一個奇蹟，我們祈

求祢臨在我們的生命中，並藉著祢的聖子，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為我們實現新的奇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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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



們感謝天主聖父，因為祂不只要給我們酒，還要給我們好酒，並且透過感恩聖繼而把那為我們將水變酒的耶穌賜給

了我們。」

7. 　應在堂區事務報告時，提醒教友 1 月 18-25 日為「基督徒合一祈禱周」，並邀請他們為基督徒合一祈禱。

8. 　本主日「禮成式」可舉行隆重降福禮。請見《主日感恩祭典（丙）》頁 324-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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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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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讀經採雙數年。

2. 　本周必行紀念日：

　　1 月 21 日（周五）聖雅妮貞女殉道紀念日 紀念日（紅）

3. 　 請注意：18-25 日為「基督徒合一祈禱周」。周間彌撒感恩經可採用「修好感恩經」第一式或第二式，也可採用

「教會邁向合一」感恩經。以上經文見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的《感恩祭典補篇》頁 9-29。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除殯葬彌撒之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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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本日，或本禮儀時期

的顏色。（「羅馬彌撒經書總論」第 34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