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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奧蹟

【德十五 15-20；格前二 6-10；瑪五 17-37】

默想了本主日讀經一舊約《德訓篇》中有關如何遵守天主誡命、成為忠信之人的教導，到福音裡耶穌講到祂不是來廢

除，而是來成全舊約的法律，不禁讓我想起一則有關在信任中不斷攀高的小故事：

 一個小男孩在放風箏，一不小心，風箏與一棵高樹的樹枝纏在一起。他急忙奔回家裡，請求父親幫他把風箏從樹枝上

取下來。父親牽著他的手，並且對他說：「跟我一起來。」於是他們來到儲藏庫拿了梯子，就來到那棵纏著風箏的高樹底

下。父親把梯子靠在樹幹上之後，對小男孩說：「爬上去，自己把風箏取下來。」但是小男孩因為害怕，所以有些抗拒地

說：「不要！不要！我害怕會掉下來。」父親卻仍堅定地說：「不要害怕，我會為你扶好梯子，萬一你掉下來，我也會穩穩

地把你接住。」小男孩一聽父親的安全保證，心裡雖然還是恐懼，但害怕已經減輕了，於是鼓起勇氣一步步慢慢地順著梯子

往上爬，到了樹木頂端，從樹枝上拿起他的風箏。他爬下梯子，帶著滿足的笑容投向父親的懷抱，並向父親說：「我做到

了！」

是的，今天讀經一《德訓篇》的教導，正是為幫助我們登上耶穌成全頂峰的階梯，也可以說是在為今天的福音鋪路，它

就如《天主教教理》所說的：「預言和預示解除罪惡的工程，這工程將由基督完成，它給新約提供 形象、預象、象

徵，為表達隨從聖神的生活。最後，舊約的法律 藉著智慧書和先知書的教導，成為更完整的，並導向新約和天

國。」（1964）這篇舊約裡的智慧書這樣說：「上主在你面前放置了火與水，你可任意伸手選取。生死善惡，都擺

在人的面前；人願意哪樣，就賜給他哪樣。」因此可知，天主給人最大的恩寵之一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但人也必須對自

己的任意伸手自由選取，無論選擇生或死，都得做出決定並自負其責及承擔後果。

如果我們是按照天主的意願做出的決定，那麼我們就會走向生命，並與天主相結合，因為天主就是生命。相反地，如果

順從邪惡的誘惑，我們便是走向死亡，並永遠與生命、與天主分離。是的，我們是自由的，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生命的方

向，讓生命獲得越來越大的內心自由，然而也可以自由地選舉死亡的方向，而一點一滴讓我們內心的自由被摧毀掉。例如，

我們一旦自由地選擇開始染上惡習，那麼很容易就成了惡習的奴隸，並將一步步失去我們的自由。選擇惡習的人一開始都以

為是為了自己的益處和幸福，而運用自由所做出的選取，但是當人逐漸地成了惡習的奴隸時，就再也無法擺脫它了。於是，

真自由被假自由所取代，而自由人反而成了奴隸。

耶穌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把我們從罪的奴役中釋放出來，並帶領我們登上真自由的頂峰，讓我們的生命攀至天主法律的

成全之境。然而就如耶穌自己在本主日彌撒的《瑪竇福音》中所宣告的：「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除法律或先知：我

來不是要廢除，而是要成全」，由此可見，祂不但不廢止或貶抑舊約法律的道德規範，反而更釋放它深藏的潛力，並提

出嶄新的要求。因此，耶穌並不外加新的規範，卻直接改造行為的根，也就是改革人心，是在這樣徹底的生命更新裡，人選

擇潔與不潔，也是在那裡，形成信、望、愛三德，並偕同此三德，修練其他的美德，而把舊約的法律導向圓滿（參：《天主

教教理》，1968），同時也令舊約法律完成它最終極的目標，以及它所要成就的果效，也就是基督。



因此，透過彌撒中這篇採自耶穌「山中聖訓」當中一部份的福音，我們聆聽耶穌的諄諄勸勉與聲聲呼喚；聽見祂勸勉我

們的生命登上梯子，呼喚我們的生命不斷攀爬，一如前述故事中的小男孩一般，為得到生命中的珍寶，而勇往更高處攀升。

尤其是在我們與天主及與他人的生命交往關係中，更要不斷攀向更高超的境界，走向成全，而不讓我們只是滿足於生平無大

志、只求六十分的「起碼主義」當中，以為處在梯子的最低階就心滿意足了。因為耶穌在福音的法律已經使得舊約法律成全

了，同時也淨化、超越並達致完美。在「山中聖訓」中耶穌所傳授的八端真福裡，已經履行了天主的許諾，並讓這許諾帶著

我們不斷提升，猶如羽翼一般振翅導向「天國」。這便是向那些妥作準備，願以信德接受此新希望的人，即：貧窮的、謙卑

的、哀慟的、心裡潔淨的、為了基督而受迫害的人所宣告的盼望，並為他們所規劃出通往天國的神奇道路。（參：《天主教

教理》，1967）  

因此之故，我們可以明晰洞見耶穌不是為成全法律而成全法律，祂成全法律的目的，是為讓祂的教導成為我們攀登生命

高峰的嚮導與指標，讓祂的訓誨成為我們生命達至更高境界的道路與法門，引領我們超越舊約法律所要求的境界，而獲得

永恆的救恩。為此，祂藉著宣告法律的永恆性，實際上也同時永遠保證了我們與天主盟約關係的永存性：「我實在告訴你

們：即使天地都過去，法律的一撇或一畫也決不會過去，全部都要成就。」因此，不是我們滿足並且實現法律的要

求，而是基督為我們成全了法律。是的，天主的誡命是由基督來成全的，而這就是基督的福音。

緊接著，耶穌進一步用「你們一向聽說……我卻對你們說……」的對比格式來具體地闡明他如何成全了舊約法律，

而這成全的法律正是耶穌為我們所標示出的真自由之路，同時也是經由這途徑所要達到的高峰之境。在這個主日及下個主日

的彌撒福音中，我們聽到耶穌共用了六個對比的格式言論（這個主日四個，下個主日兩個），來闡明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天

主之間關係的成全：

第一個對比格式：「你們一向聽過對古人說：『不可殺人!』誰若殺了人，應受裁判。我卻對你們說：凡向自

己弟兄發怒的， 就要受裁判，誰若向自己的弟兄說「傻子」，就要受議會的裁判；誰若說「瘋子」，就要受地

獄烈火的罰。」耶穌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羞辱和輕蔑的話語會嚴重扭曲人的自我認同的信念與價值，因而產生根源性的

傷害；這傷害有時候比一刀斃命還要深遠。

第二個對比格式：「你們一向聽說過：『不可姦淫!』 我卻對你們說：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

裡姦淫了她。」因為任何不正當的慾望，那怕只是星星之火般的點點慾望，也會燎原成邪惡大火，而撕裂人與人之間彼此

的關係。

第三個對比格式：「法律又說過『誰若休妻，就該給她一張休書。』我卻對你們說：若不是為了犯姦的緣故，

休妻便是促使她犯姦淫；誰若娶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因為婚姻的終極目標就是體現天主的愛，透過夫妻的彼

此相愛，見證天主在人類歷史當中的救恩大能，而夫妻之愛基本上正是救恩效能的展現。因此這愛是比死亡更強的愛，這愛

是永不失落的愛。

第四個對比：「你們又一向聽過對古人說：『不可發虛誓，向上主所許的誓願都要實踐！』我卻對你們說：

總不可發誓：不可指天，因為天是天主的寶座； 不可指地發誓，因為地是祂的腳凳；不可指耶路撒冷發誓，因

為它是偉大君王的城市；也不可指你的頭發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白或變黑。」耶穌更進一步具體地說：

「你們說話要這樣：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如果再多說，便是出於邪惡。」 是的，每一個謊言都會導致我們與他人

關係的破裂，或許在地上的人際關係中，偶爾可以僥倖成功，但是我們卻無法隱藏聖神鑒察我們內心所隱藏的思想、動機和

行動。要讓你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如同許多政客一般，花盡心思用話術或文字遊戲來愚弄

人，或以陰謀詭計來投機取巧，卻只該讓基督的真理成為我們心裡的正直與誠實，讓不實的話語遠離我們的嘴唇。

歸根究底，透過耶穌所講論的這幾個對比格式，我們終於可以領悟到：法律的成全乃是屬基督的工程，而這尤其表達在

山中聖訓裡。但除了是基督的工程之外，這也是聖神的工程，藉著聖神，這被基督所成全的法律，乃成為內在的愛德律，就

如同《希伯來書》說的：「我必要與以色列家訂立新約……。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明悟中，寫在他們的心頭

上；我要做他們的天主，他們要做我的人民。」（希八 8-10）因此，耶穌所成全的新約法律乃是聖神賜予我們的恩寵，

並藉著對基督的信德而領聖的，且透過愛德而實踐。（參：《天主教教理》，1965-1966）  

因此，要獲得如此的真自由，其實唯有「愛」，也就是對天主完美的愛以及對人慷慨的愛。只有這樣的愛，才能見心明

性地了悟真自由的真覺心法；也唯有在這愛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也只有付出這樣的愛，人才能擁有真正的自由。這自

由可以使人甘心去做必須做的事，甚至在愛的驅使下，情願去做比法律所規定的更多的事。事實上，耶穌正是這「愛」的完

美實現者，所以祂大聲宣告「我來不是為廢除法律或先知，而是為成全。」或更好說，這宣告本身就是對我們的許諾，許諾

生命若沿著祂為我們所實現的途徑，那麼我們也將攀爬至成全的預許福境。

走向生命預許福境的攀高智慧，有時會讓我們有限度的人懷有懼高的怕懼，特別是當我們一味地注視高處時，更是讓我



們害怕到手心冒汗。然而小男孩如果要拯救他的風箏，那麼他就必需改變他的想法，轉移他的注意力。在聽到父親的鼓勵之

前，他只注意到樹木的高度以及這個高度所可能帶給他的危險。而在聽到父親的鼓勵和保證之後，他雖然還是有些害怕，但

他已將注意力由樹木的高度轉向父親的愛的深度，所以他敢往上爬。耶穌在今天福音的講道中，為我們指出了作為一個門

徒如何跟隨祂的方法。我們要相信耶穌，相信祂在我們向上爬高的生命步履中，步步護守著我們，即使跌落，祂也要穩穩接

住，並引領我們的步履直到安全的境地，好讓我們敢不斷地往上攀登。藉著聖事，耶穌將賜予我們勇往實踐的恩寵，而尤其

在彌撒中，透過聖體聖血的滋養，祂賜予我們往更高靈性生命攀登的力量。

這就是基督信仰的智慧，這個智慧常令世俗的價值觀覺得衝突與驚怪，因為世俗所盛行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處世原則。

塵世常常認為，幸福是與邪惡共存的，是透過私利的追求，甚至不惜傷天害理而獲得到的。去年（2019 年）12月，臺灣以

「亂」字歸結了過年一年社會的現實景況；這個字逼使我們再度回顧過去一年的社會面貌與心靈風景所充斥的亂象，這些亂

象諸如：政客的選舉謊言、網軍瞞天大謊地帶風向等，然而基督信仰的智慧則是要求與這些謊言徹底決裂的；是就說是，非

就說非。聖保祿宗徒在讀經二《格林多前書》中更是告訴我們，只要有了這個智慧我們就會得到美好的事物：「天主為愛

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是的，如果我們沿著耶穌所指出的階梯道路，我們就

必定能獲得內心最深的平安與喜悅，並在愛德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一步步登上成全的高峰。

所以，我們不應該只滿足於問說：「為避免犯罪，我不應該做什麼？」我們應該更留心耶穌對我們說話的聲音：「順著

天主恩寵的梯子，往上爬！」

祈禱經文

我們在堂區為主日的感恩祭選擇「進堂詠」時，常常忽略了《感恩祭典》中每個主日提供的「進堂詠」。這首常以聖詠

來詠唱的進堂詠雖然在以另一首聖歌代替時，就不用頌念或詠唱出來，但這首進堂詠所呈現出來的精神及意義應該成為我們

選擇替代歌曲的重要基礎和依據。禮儀一開始的「進堂詠」就以聖詠來準備好我們的心靈，為幫助參禮者意識到彼此是基督

的奧體，同時也以此聖詠來伴行主祭與輔禮人員的遊行，有時候，這詠唱也開宗明義地向我們宣告今天所要慶祝的奧蹟。

我們在本主日感恩祭的一開始這樣詠唱著：「求祢速來拯救我，作我避難的磐石，我安全的居室。因為祢是我的

力量，我的避難所；為了祢的名，求祢領導我，指引我。」（詠三十 3-4）這闋充滿殷殷盼望呼求響聲的禱詞，從第八

世紀到梵二大公會議，都一直使用在「聖灰禮儀星期三」之前的主日進堂詠中。

這個主日的「集禱經」向我們指出了天主所樂意寓居的處所，從這天主樂居之所，禱詞為我們描繪出如何悅樂天主的生

活藍圖，即賴天主恩寵善度虔誠、正直的生活：「天主，祢樂於住在誠樸、正直人的心中。但願賴祢恩寵的助祐，我

們也能度虔誠、正直的生活，使我們的心靈，真能成為祢所喜愛的居所。」這闋禱詞源自第八世紀的禮書中，一闋

使用於耶穌升天之後的那個主日的禮儀中，因此禱詞的內容涉及耶穌升天後所到達的天主居所。這闋禱詞也和《若望福音》

中葡萄樹的比喻，兩相呼應、相互共鳴：「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愛內，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而存在祂的愛內一樣。」（十五 10）這闋禱詞的另一個版本也出現在貞女通用彌撒的集禱經當中，所強調的正是「天主

樂於居住在人們純潔的心中」。

「獻禮經」碰巧回應了這個主日的福音，福音中耶穌潔淨了痲瘋病人，我們也祈求上主藉此祭獻淨化我們因罪而負傷

的生活：「上主，但願這祭獻淨化我們，革新我們的生活；並求使我們今世遵循祢的旨意，來世獲享永恆的賞

報。」這闋禱詞是以一闋出現在第六世紀禮書中的頌謝詞作為基礎，加以改編而成的。這闋頌謝詞原本是使用在主教的祝

聖禮。

「領主詠」有兩個選擇，一是具歷史屬性的《聖詠》七七 29-30，這聖詠讓我們想起天主在曠野中賜下的瑪納，同時也

想到了永生之糧的預像：「他們吃了，而且吃得很飽，天主完全滿足了他們的需要；但他們卻貪得無厭。」另一首

則是更進一步引用若望福音三 16，而指出那永生之糧的實現：「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駛

帆信他的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

「領聖體後經」則指出聖體聖事是真生命的泉源與滋養，我們懷著如牝鹿渴望清泉一般，向上主發出渴慕之情：「上

主，祢以天上美食養育了我們，恩賜我們享有真正的生命；求祢使我們仍時時渴求這真生命的泉源。」這闋禱詞

直接出自第八世紀的禮書，這是一闋傳統以來最典型的領聖體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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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喜歡律法？律法不是使

我們不自由嗎？然而今天的天主聖言告訴我們，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生命或死亡。我們也一再地看到耶穌如何自由

地為生命作出選擇：在祂接受若翰洗禮的時候；在祂四十天曠野守齋受到魔誘的時候；在祂受難前夕於山園祈禱的

時候。耶穌自由地選擇了天主，也選擇了祂的使命，同時祂也選擇了生命。耶穌也邀請我們自由地選擇生命、選擇

愛，並且在祂內並偕同祂，走向成全，登向生命的高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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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獻禮物的時候，若是在那裡想起有弟兄姐妹

對你不滿，就該把你的禮物留在祭壇前，先去與弟兄姐妹和好，然後再來獻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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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獻禮物之前，讓我們與那些得罪我們的人和好，並以和平的禱詞來為教會和世界的需要祈禱，向上主呈上我們

的和平心願。」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是一切律法的根源，而遵循約法，全心尋

求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我們祈求祢，使我們能行徑堅定，遵守祢的章程，並欣然承行祢的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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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我們感謝天主聖父，因為祂將祂的法律刻寫在我們的心板上。偕同耶穌，我們把我們對生命的選擇呈獻到天

主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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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旬期再過一周多就要來臨了，堂區報告時，可以提醒及邀請教友們，把去年在聖枝主日祝福後，擺放在家裡或插

在十字架苦像上的聖枝拿回到教堂來；這些聖枝將燒成灰燼，為在四旬期的開始（聖灰星期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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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去傳揚上主的福音吧！

  　  2 )  平安回去，在生活中光榮天主吧！

  　  3 )  平安回去吧！

一周禮儀

1. 　平日讀經採單數年。

2. 　本周所慶祝的必行紀念日：

  　   2 月 14 日（周二）聖啟祿隱修士及聖默道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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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間舉行「求恩彌撒」（Missa votiva），包括週六特敬聖母彌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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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