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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第二主日

潘家駿 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將臨期」是一個妥善準備心靈，熱心盼望、虔誠等待主耶穌來臨的時期。而我們正是以不同的形式在等候著主耶穌的

來臨，這些不同的等待形式包括：一、 我們是在慶祝主耶穌誕生的聖誕節等候祂；二、我們是在日常生活中等候祂；三、

我們是在世界窮盡時等候祂再度光榮地來臨。

所以本主日所選錄的第一篇讀經《依撒意亞先知書》，其內容就是在向猶太人宣告他們結束流亡巴比倫，返回耶路撒冷

的日子已經來到了的好消息，這項令人熱血沸騰的喜訊是如此宣告的：「你這位給熙雍傳喜訊的，請登上高山！你這位

給耶路撒冷報喜訊的，請大聲疾呼！高呼吧！不要畏懼，向猶大各城市報告說：你們的天主來了！」是的，在這

日子裡，天主將要親自引導流亡的以色列子民，穿過曠野，返回耶路撒冷。

依撒意亞先知巧妙且生動地把這個救恩事件，與聖祖雅各伯在為舅父拉班工作許多年之後返回本鄉的事件，兩者作了對

比。返鄉時，雅各伯讓艱苦的過往歲月所累積的大量牲畜和奴僕走在他的前面，猶如軍容盛大的浩蕩隊伍，引導著君王光

榮返鄉。先知就是將這幅雅各伯榮耀返鄉的景像，貼合在天主將帶領選民返回聖城的事件上，所以先知接著這樣宣告說：

「上主天主帶著威能來到，祂的手臂獲得了勝利；勝利的果實與祂同在，祂得到的酬勞在祂面前。祂要像牧人牧

放羊群。用手臂集合小羊，把他們抱在懷裡；祂溫和地帶領哺乳的母羊。」是啊！天主照顧他們正如雅各伯照顧他

的羊群一樣，如此細心、如此體貼、如此動人。

為猶太人而言，這天大的喜訊將為他們的憂苦和奴役帶來解放的寬心和安慰。然而事實上，對生命解放的盼望和寬心的

期待不只是兩千七百年前猶太人在流亡中的渴望而已，事實上，也是今日的我們的渴望。我們任何人都無法逃避這項渴望，

因為這個渴望正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人們心中最深，甚至深到連自己都不自覺，卻只能藉由盲目的行動汲汲營營地追求

物質、權力、名利、性愛等等的享受，並妄想可以從這些世俗的追求中去滿足的渴望，但結果卻是像無頭蒼蠅，飛進了家徒

四壁的房間裡却又找不著出口一樣，只能四處瘋狂飛撞，而讓生命不知所措。又或者是在信仰中去尋求這渴望的滿足：有人

跟隨佛陀的腳步，只為更深刻了解釋迦摩尼的法門；有人跟隨穆罕默德的腳步，走一條尋找阿拉的道路；有人是透過神聖的

婆羅門儀式，試圖洗淨靈魂；總之，就是要尋找那終極的平靜、寬心、安慰與永恆。

而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我們更是有義務代表整個人類去為這渴望的滿足向天主作出請求，一如距今兩千七百多年前，依

撒意亞先知向天主所曾經說出的殷切渴望：「天主啊！願祢衝破高天，親自降臨人間。」同時也如一千五百年前的聖奧

思定的渴望一樣，他在他的《懺悔錄》作品中就曾這樣向天主盡情地訴說他的渴望：「天主，祢造我們是為了祢，我們

的心如不安息在祢懷中﹐便不會安寧。」是的，除非讓我們找到天主，否則我們的生命就像牝鹿明明渴慕溪水，但卻只

能在生命的叢林裡亂跑亂撞，卻始終無法找到清泉。

所以，今天讀經一中依撒意亞先知的宣告，不僅要安慰天主的子民以色列人，這項好消息更是遠遠超越了時間和空間，

而向整個宇宙宣布了那永恆的天主就要進入時間和空間當中，好讓生活在空間及時間中的我們，能夠找到祂並留住祂。而為



能準備與祂相遇，天主藉依撒意亞先知的口向我們說出了祂的計劃：「祢們要在曠野中預備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上為

我們的天主修平一條大路！所有的深谷要填滿，所有的山陵要剷平，隆起的高地要剷為平原，崎嶇的地面要闢成

坦途！上主的光榮要顯示出來，每一個人都要看見。」七百年後，這項計劃藉由本主日福音中洗者若翰有別於猶太經

師傳統的新穎方式實現了；若翰正是那在曠野中呼喊者的聲音，他呼喊說：「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修直祂的條路。」

為什麼這條來與天主相遇的道路要從曠野裡開始？我想是因為鑒於我們所生活的世俗社會，缺乏能夠讓我們認清我們自

身位置和處境的適切地方，反而總是無時無地地透過傳播媒體，透過學校教育，透過他人的期待，而讓我們習慣性地以為當

下就是歷史的高峰，而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也因此我們常常不自覺的將自己視為衡量萬物的尺度。於是，我們總活在浮誇

自負而不斷地陷入自我所構築的謊言當中，這些謊言我們都很孰悉：我只要賺足了多少錢，我就可以心滿意足了！我只要擁

有了某某人，我的人生就找到幸福了！只要我考上了最好的學校，我的未來就前途無量了！ 我只要買下那件漂亮的衣服，

我的衣櫃就真的滿了！好像我只要怎樣，這個宇宙就會自然繞著我運行，萬事萬物就會繞著我計畫的軌道行走。因此，我們

所生活的世俗社會只會讓我們想到我、我、我……的自我中心，然而蒼蒼茫茫的曠野代表了一切超越我們的事物，也會誠實

並赤裸裸地教導我們去認清我們是如此卑微，即使我們擁有了這一切，我們的生命還是會繼續燥動不安，還是在不斷追求。

事實上，生命即使擁有了這一切，但如果缺少了天主，那麼殘忍地說一句，曠野裡的一如所有、一無所能仍然是我們真實的

生命景況。

因此之故，在這將臨期期間，教會透過禮儀，而把我們置身在曠野的默想當中。天主要我們跟隨洗者若翰的腳步，並注

意聆聽他那在曠野裡為準備我們迎接上主來臨的呼聲，好好默想「所有的深谷要填滿」是指甚麼？「深谷」可以是指我們在

天主面前所有生活行動上的空缺，換句話說，就是一切我們在思、言、行為上的缺失，對我們該想而沒有去想，該說而沒有

去說，該行而沒有去行的一切疏忽。而我們的這些生活行動有了空缺，其最大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很少與圓滿連上線；

而只有天主是圓滿，因此我們空缺的根本因由就是我們少了向天主的祈禱，或者根本就沒有祈禱。將臨期正是一個我們填滿

這個山谷，填補這個空缺的最佳時機。就讓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少划一點手機，少一些時候守候在電視螢光幕前，少依賴

一會電腦，因為這些機械多少都會迷惑我們的感官心竅，讓我們逃避生命的現實景況。我們常常是為了滿足一些渴望而好花

許多時間盯著大小螢幕，然而結果反而忽略了許多生活中的真實感受和念頭，因此常常如飲糖水一般，越喝越渴，而這些沒

有獲得滿足的真正渴望就會不時牽動我們的心緒，導致我們在夜裡愈來愈難以入眠。所以，寧可多利用一些時間在熱心祈禱

上，為靈性生活保留它應有的位置吧！除此之外，我們生活行動出現空缺的另外原因，也可能是因為我們對他人，而特別是

那些最需要被幫助的人不夠慷慨。因此，多多善用這段充滿盼望的時期，把我們從耶穌那裡所領受的盼望許諾，藉著我們的

慷慨賙濟，而分享給人吧！

是的，不僅深谷要填滿，而所有的山陵也要剷平。我們的自私、驕傲、忿怒、色慾、忌妒、吝嗇等私慾偏情就如同一座

座高山一般，把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千山遠隔了；而我們的仇恨、不正義、自我中心、以及冷漠就如同一座座丘陵，讓我們無

法自由地走向他人，向人敞開我們的心胸。因此，要趁這段天主恩寵滿滿的時期，學習洗者若翰，不只以言語，更是用行動

來預備上主的道路，以簡樸和悔改的生活為主的來臨作出生活的見證。「悔改」不僅指的是單一事件的悔過，它所指的更是

整個生命態度的轉變，整個生活由別的方向一百八十度完完全全轉向天主，並且走向天主。

而天主也要在我們這條轉向祂的道路中親自奔向我們，如同在蕩子的比喻中，當慈愛的父親遠遠看見蕩子歸來時，就動

了憐憫的心，跑上前去一樣，天主也要這樣奔向我們，擁抱我們，為治癒我們生命中的破碎，安慰我們生活中的挫折。洗者

若翰就是這樣為我們見證了這位大能者的能力說：「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位，比我能力強，我連彎腰給祂解鞋帶子也

不配。我用水洗你們，祂卻要用聖神洗你們。」是的，我們所等待的救主，是一位具有權威，備有大能的救主，祂可以

透過聖愛之神－聖神那如熾火一般的愛情力量，在我們的心中不斷傾注天主的愛，而將我們的整個生命改變，並將我們提

昇而進入讀經二《伯多祿後書》所說的「正義常存的新天新地」。是的，耶穌的愛會讓我們的曠野成為花團錦簇的新天新

地。

最後，我要告訴你們一則從一位老神父那裏聽來的簡短故事。這是一則古老的非洲故事，故事是這樣說的：有一位神父

注意到一個生活於沙漠曠野過著游牧生活的貝督因人（Bedouin），他有一個非常古怪的舉動。這個貝督因人常常直躺在地

上，並且把耳朵緊緊貼壓在沙漠的沙土上。神父覺得很奇怪，就問他說：「先生，請問你究竟在做什麼？」這位貝督因人就

站起了身子回答道：「朋友，我聽到曠野在哭泣；它渴望當一座花園。」

所以，你的渴望實現了嗎？

祈禱經文

從第八世紀以來，每一年的將臨期第二主日，都是以依撒意亞先知書三○19, 30）作為「進堂詠」，來開啟今天的彌

撒：「熙雍的人民，請看，上主要來拯救萬民；上主將使人聽見祂威嚴的聲音，並使你們心中滿懷興奮。」上主

將要來臨的許諾，很能夠表達出出這個時期對基督來臨的氛圍與視野。

                                                                                                                                                                                                                   



在這樣的氛圍與視野中，我們將會更敏於自己的軟弱，但同時也更渴望天主的助祐，因此在「集禱經」中，我們這樣祈

禱說：「全能仁慈的天主，求祢保護我們我，不要讓塵世的繁雜事務，阻礙我們為迎接祢聖子應有的準備工作；求祢使我們

充滿天上的智慧，常能追隨祢的聖子。」這闋禱詞的最早版本是在第八世紀的禮書中，專門使用在將臨期的經文當中發現

的。

在這個主日的「獻禮經」中，我們祈禱天主惠然收納我們卑微的獻禮和祈禱：「上主，沒有祢仁慈的助祐，我們便

一無所能；求祢悅納我們卑微的禮品和祈禱，恩賜我們行善的力量。」這闋禱詞出自第八世紀的禮書，與本主日的集

禱經源自同一個系列，不過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出現在彌撒經書當中。特利騰大公會議（1545-1563）之後，再度將之使用

於將臨期第二主日，直至今日。這趣禱詞不僅使用於本主日，同時也使用於 12 月 17 日之前的將臨期每個周二和周五。

這個主日的「領主詠」，我們與巴路克先知一起，懷著盼望期待：「耶路撒冷，請起來，站到高處，遙望那將從天

主那裡給你降來的喜樂。」（巴五 5；四 36）這首領主詠從第八世紀始，就已經使用在本主日了。而之所以將之使用在將

臨期，因為這裡特別提到了從天主那裡「降來」的喜樂，而我們最大的喜樂就是基督的降臨。

在參與了這奧蹟，領受了神糧之後，我們這樣懇切祈求上主：「上主，我們領受了神糧，得到了滋養，求祢使我

們因參與這奧蹟，能以祢的智慧去審斷世事，更樂於尋求天上財富。」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其他主禮的禱詞，這闋禱詞

也是源自第八世紀的禮書中，專為將臨期使用的一系列禱詞。這闋禱詞除了使用在本主日之外，也使用在 12 月 17 日之前的

將臨期每個周二和周五。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紫色祭披。

2. 　 主祭在「致候詞」之後，可以用以下類似的導言導引信友們更深地進入信德的奧蹟之中：「今日的世界是一個典型

的網路世界，人們彼此的溝通越來越快速，訊息的互通也越來越便利。然而，我們是否如同這網路世界的建設一

樣，也努力去建構及修直我們的生活網路，好使我們能夠一路走向天主，同時也一路走向我們彼此？是的，作為基

督徒，我們就是那不斷走在皈依天主，也走在我們彼此互相扶持的道路上的朝聖客。今天洗者若翰從曠野裡呼喊的

聲音，就要把我們從睡夢中喚醒。他呼喚我們要準備上主的道路，使這條走向天主的道路能夠又直又順暢，這是一

條皈依之路、正義之路、得自由之路。」

3. 　 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引言，來幫助信友門進入「懺悔詞」當中：「為了我們生活中的深谷沒有填平，山陵沒有剷

平，以致阻隔了我們走向天主、走向他人的道路，為此我們祈求天主的寬恕。」

4. 　不念「光榮頌」。是為了使人在聖誕節詠唱這首原來只使用在聖誕節的詩歌時，歡欣的程度能夠加倍。

5. 　可在彌撒之前或念「集禱經」之前，點燃兩根紫色蠟燭。

6. 　 詠唱「阿肋路亞」。雖然這段時期的禮儀色調與「四旬期」相同，都是紫色，但是仍然詠唱表達歡欣的「阿肋路

亞」，因為更強調這是一段喜悅和熱誠期待的時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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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許諾必會賜下甘露，土地必將豐收；正義要在上主面前開路，平安要緊隨祂的腳步。現在就讓我們懷著信

心，祈求天主以祂的慈愛俯聽，並以祂的正義俯視我們的祈禱。」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

「上主，祈求祢藉著俯聽我們的祈禱，而讓我們享見祢的仁慈與正義。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另外，對基督兩次來臨的渴望和期待，也會加深我們對世界和平及社會正義的追求和維繫。所以在「信友禱詞」要

特別為那些受苦、貧窮及受迫害的人祈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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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就讓我們滿懷喜樂的心情，偕同那已經在我們中間的主耶穌基督，向天父謝恩。」

9. 　採用「將臨期頌謝詞（一）」，並配合「感恩經」第一式或第三式。

10.   彌撒結束時，可採用「隆重降福禮」。請見《主日感恩祭典（乙）》頁 310「季節降福經文－將臨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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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空間

1.　  禮儀空間的布置，以及用花卉布置祭台時，應有節制，要符合這時期的特色，避免提前盡情展現聖誕節的喜慶。

（《主教行禮常典》第  236  號）

2. 　花的布置以「預備上主的道路」作為主題。 

       
3. 　 若堂區供奉洗者若翰的態像或圖像，則可以加以裝飾或點上蠟燭；否則可以臨時布置一幅洗者若翰的聖像畫於適宜

的空間，如讀經台之前。

禮儀音樂

使用風琴和其他樂器時，應有節制，要符合這時期的特色，避免提前盡情展現聖誕節的喜慶。（《主教行禮常典》第 

236 號）

一周節慶

一周期間的禮儀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經文，不論是彌撒中的禱詞、聖詠或讀經，都是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準備上主道

路的最好靈修滋養。這段時間，我們可以勤於參加平日彌撒，或是誦讀《每日頌禱》的早禱及晚禱，透過彌撒及「時辰祈

禱」來親炙這些經文；這是一個把我們的生活節奏整合於禮儀慶祝的絕佳機會。

這周遇到的節日和必行紀念日有：

12 月 7 日（週一）聖安博主教聖師  紀念日 （白）

12 月 8 日（週二） 聖母始胎無原罪  節日 （白）

因著全能天主的特恩，聖母因救主耶穌基督的功勞，預先就完全免染原罪，而成為完全聖潔無瑕的。今天是第一等慶

節，雖然為我們臺灣地方教會，這節日並非當守的節日，但是當日為很多人是周休二日假日，因此堂區或許可以改變一下時

間，方便更多的教友來參與這個盛大的節日。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禁止舉行與聖事或聖儀一起舉行的「典禮彌撒」，及殯葬彌撒。（「彌撒經書總論」第 380 號）

2. 　將臨期期間平日可舉行婚禮，但應有所節制。（《婚姻禮典》導言第 32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