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家節

潘家駿神父（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慶祝奧蹟

我們剛剛慶祝了聖誕節，緊接著這個主日，教會邀請我們慶祝聖家節。

聖教會在聖誕期期間制定這個慶日，具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讓我們透過聖家而更深入地認識降生成人的耶穌基

督，因為那道成肉身的天主子不僅降生在這個家庭，更是在這個家庭裡受到愛的培育，按照今天路加福音的記載就是：

「漸漸長大，強壯起來，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上。」慶祝聖家節的第二個目的，就是要提醒我們家庭的重

要及價值，並讓我們以聖家的精神作為榜樣，在我們的家庭生活中將聖家彼此相愛，彼此共融的精神生活出來。特別是在離

婚率節節升高，家庭價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傳統的家庭制度正受到所謂的多元成家，而讓許多人的家庭觀念逐漸崩

毀的今日社會裡，聖家節的慶祝就顯得格外重要，並且深具意義。是的，聖家就像暮鼓晨鐘一般，提醒我們一個中悅天主的

家庭生活該當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同時也鼓勵我們的家庭要按照天主的召叫成為聖的，好相似聖家這個家庭。  

現在我們就透過今天的三篇讀經，一起來看看天主對我們家庭的救恩計劃是什麼？而我們又該如何在我們的家庭生活

裡，去回應天主的計劃，與天主的旨意合作？

在今天的第一篇讀經創世紀以及第二篇讀經致希伯來人書中，我們聽到了天主對亞巴郎家庭的計劃與召叫。天主揀選了

亞巴郎和他的妻子撒拉，在他們身上開始了祂的救恩計劃。而當時亞巴郎所處的情況是：他和妻子年紀都老了，早都過了生

育的年齡，可是仍然沒有子女，也沒有一片土地。在亞巴郎時代的希伯來文化，沒有兒子代表著恥辱，而沒有一片土地則表

示他將死無葬身之地。為亞巴郎個人或家庭的生命來說，一切都絕望了。然而就在這絕望的處境中，天主為亞巴郎開啟了一

條希望的道路。可是要跨過這希望的門檻，卻是挑戰重重。原來天主是要亞巴郎離開自己所已經熟悉並且習慣了的地方，往

天主所指給他的地方去，連在他出發時，他都還不知道要何去何從，甚至直到哈蘭城，天主都還沒有告訴他為什麼叫他離開

烏爾城。在這召叫的盟約中，天主許給亞巴郎一個兒子和如星辰一般多的子孫，以及一塊土地。雖然亞巴郎是一個老得形將

就木的人了，但面對如此的許諾，他仍然相信了。而「相信」是什麼？相信不只是口頭承認而已，真正的相信必然伴隨著一

個行動，而亞巴郎的行動就是「照上主的吩咐出發了」，他的「相信」按《天主教教理》的話來說，就是「在信德中服

從」。



面對這樣一個以人的理智來說，完全不切實際的許諾，亞巴郎相信並且服從了，他動身前往一個完全未知的將來去了。

我們習慣把亞巴郎的這條未知之路拿來與梅瑟帶領以色列人出離埃及的道路相比較，而稱之為第一次出谷。雖然亞巴郎的出

谷之路一路行來，滿是曲折坎苛，可是亞巴郎與那原來不信但後來受了丈夫的信德感召而相信了的妻子撒拉，他們依舊信靠

了天主。即使撒拉過了生育年齡，且向來就是石胎，亞巴郎也已年老，所以按本性說，實在沒有條件去獲得天主所應許的

兒子，然而他們不管本性的無能，仍然相信天主是忠信的，祂的許諾絕不會落空。後來天主的許諾實現了，賜給了他們一個

兒子依撒格。後來天主子降生成人，成為亞巴郎的後裔，更是使這許諾達到最高峰，想必也滿足了那從舊約時代就開始等

待，等待天主救恩實現的老亞巴郎的最深渴望。這因著救恩的實現而使得渴望得以滿足的喜樂，藉著今天福音裡的那位義人

西默盎的口，不只替亞巴郎，也替所有期待救恩的人們盡情地說出來了：「上主！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

罷！因為我已目睹你為萬民準備好的救主，就是啟示列邦的光明，以色列子民的光榮。」

亞巴郎和撒拉深信天主的許諾決不會落空，而促使他們能夠懷著信德如此堅信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他們常常透過祈禱來與

天主對話，也因此與天主保持著緊密的聯繫關係。所以在讀經一創世紀裡，我們就看到了亞巴郎和撒拉這對夫婦所組成的家

庭如何與天主在不斷的密切對話中，即使所面對的是生活裡的考驗不斷，但他們仍舊保持著信德。而這能給我們今天的基督

徒家庭帶來甚麼啟發？這對夫婦的榜樣啟發我們，祈禱，而特別是家庭一起的祈禱乃是維持一個教友家庭之所以成為真正基

督徒家庭的生命氣息和心跳，它同時也是幫助我們的家庭成員結出纍纍信仰果實的最好方式。當家庭成員親密地聚在一起祈

禱的時候，我們家裡的大小就會學習並親身體驗到親近天主的意思是甚麼，而不讓「親近天主」只是駐留在信仰的概念中，

或只是靈修書籍或兒童要理班老師的口裡的一個詞彙而已，不！它會成為家人具體的日常生活經驗。在家庭祈禱中，我們的

家人將在每天的生活中真實經驗到天主的愛和祂的臨在。

是的，如果說亞巴郎的家庭堪稱為信德的典範，那麼聖家可以說是這信德最完美的實現者。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樣，聖家

也有一本難唸的經，除了一般家庭所具有的困擾及煩惱之外，甚至也經驗到了一般家庭所沒有的考驗和曲折的命運。譬如：

因為當時皇帝的一道諭旨，就迫使得若瑟和即將生產的瑪利亞，千里迢迢，風塵僕僕地趕往白冷，到了白冷卻又被拒於客棧

門外，最後只得安身在又溼、又冷、又髒、又臭的馬棚裡，並在那裡產下了耶穌。但聖家家庭的困境並未就此解除，緊接著

因為黑落德王的逼迫，聖家不得不逃往埃及。而聖家從埃及回來後，卻因為害怕黑落德的繼承人阿爾赫努的迫害，只好退避

到加里肋亞的納匝肋居住。聖家就在這顛沛流離，驚惶不安的情況下，完成了他們家庭的出谷紀。

除此之外，聖家和一般的家庭一樣，也要面臨孩子的教養問題。本節日的福音就是向我們敘述，在耶穌誕生後四十天，

若瑟和瑪利亞按照梅瑟的法律，帶著嬰孩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為把祂獻給上主。若瑟和瑪利亞獻耶穌於聖殿的這個行動，正

是給所有做父母親的人們一個教導，這個教導就是：兒女是天主賜與的珍貴禮物。再也沒有比看著一個生命在恩寵和智慧上

一天天的長大更加令人欣喜歡悅的禮物了。是的，兒女是天主所賞賜的最奇妙禮物，他們是被天主所愛所疼的存在，所以他

們應該獲得該有的尊重。為人父母者應該明白他們並不是孩子的所有人，孩子是活的獨立個體，他們不屬於任何人，而是天

主的恩賜，且這個恩賜繼續屬於天主，上主擔保他們實現一個燦爛的生命。亞巴郎正是覺悟到這一個事實，所以讀經二希伯

來人書提到天主試探他，要他獻出自己的寶貝兒子依撒格時，他雖然極度不捨，但仍懷著信德表現出他真的願意將他的這個

兒子獻給上主，因為他徹底地知道，他的這個兒子乃是天主賞賜給他的奇恩異典、美妙恩賜，然而他實在不屬於自己，而是

屬於天主。

而家庭在擁有子嗣恩典的同時，也要求作父母的人要負起教育孩子的責任。因此當若瑟和瑪利亞按上主的法律，奉獻了

耶穌給天主之後，便帶著耶穌返回加里肋亞，到了他們的本鎮納匝肋。是的，父母對子女具有養育的責任，也具有教育的權

威。然而權威的英文是 authority，這個字的字源是拉丁文 augere，意思是「成長」。換句話說，權威與成長之間具有一個連

結的關係。小孩子所面對的第一個權威就是他的父母親，父母親對孩子具有權威，不單單只是因為他們生了這孩子，而也是

因為他們負責孩子的成長。所以今天的福音就是把這種父母的教育權威與成長的聯繫表達在嬰孩耶穌身上：當嬰孩耶穌隨祂

的父母返回加里肋亞納匝肋的家之後，「孩子漸漸長大，強壯起來，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上。」

除了面對所有家庭都要面臨的有關孩子成長及教育問題之外，聖家也要面臨一般家庭所具有的試煉、挑戰和問題。而不

管是面對一般家庭都會遭遇到的困難也好，或是面對屬於聖家家庭本身的獨特問題也好，支持聖家的一股力量就是他們對

天主的信賴，他們把整個家庭交託在天主的旨意和眷顧當中，而天主也把那些在生活中隱晦不明的事件，或令他們痛苦的

事件，顯明在他們的信德眼光當中，而讓他們看見天主的旨意。換句話說，是信德幫助了聖家去相信天主對他們家庭的計

劃，並以彼此相愛的行動，共同承擔起家庭生活的重擔。聖母瑪利亞的「謝主曲」一直響徹在她的生活中，不論是憂喜悲

歡，甚至是面對今天褔音中西默盎對聖子耶穌以及有關她的預言：「聽著，這孩子已經被選定，祂要使以色列中許多

人跌倒並興起，並將成為人反對的目標       妳自己的心也將被一把利劍刺透       這樣使許多人心中的意念被揭露

出來」，即使如此，瑪利亞依舊是懷著信德，把這一切事默存在心中。

聖家對天主的信德，使他們有能力在艱困貧苦的環境中，靠著天主的愛去彼此相愛。因為天主的愛是無條件的愛，只有

這愛才能幫助他們渡一個聖善的家庭生活。今日有許多家庭發生問題，是因為我們習慣依靠我們自己，然而即使是面對我們

自己的家人，我們的愛仍然是那麼有限，我們可以滿足彼此最深切渴望的能力竟是那麼地薄弱，可是我們對彼此愛的渴求卻



是那麼地強烈，以致我們對彼此的限度常常視而不見。我們忽略了我們人無法像天主那樣可以給予我們絕對、無限、無條件

的愛，所以當彼此無法滿足對方所渴望的愛時，寬恕的眼光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懷疑的眼光；傾聽的耳朵不見了，取而代

之的是竊聽的耳朵；擁抱的心懷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暴力的拳頭相向；赤誠的祝褔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惡毒的咒罵。最

後家庭破碎了，即使不破碎，在夫婦之間，或父母子女之間，或兄弟姊妹之間也是充滿了裂痕。

由於聖家信賴天主的眷顧，並且體驗到天主愛我們那麼深，不計較我們是誰，不計較我們做了什麼，祂仍然繼續愛著我

們。因此，聖家的家庭中即使有挑戰，仍然可以彼此寬恕，彼此祝褔，彼此擁抱，彼此傾聽。是的，只有天主的愛才能彌補

我們人那有限度的愛，並且在天主的愛內，我們便可以不再強迫及期待我們的家人付出超過他們能力所能給予的，因此即使

我們的父母親、丈夫、妻子、兄弟姊妹或兒女不是我們所期待的那麼完美，我們依舊可以彼此祝褔、擁抱、寬恕及互相傾

聽。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白色或金色祭披。

2. 　 聖家節雖是「慶日」第二等慶節，但因為是在主日舉行，所以要念三篇讀經，同時除了誦念「光榮頌」之外，也要

宣念「信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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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所舉行的聖家節彌撒

慶典中，我們將看到聖家如何為我們基督徒家庭立下了一個中悅天主的家庭生活的最佳典範。透過本慶日讀經中

有關亞巴郎家庭所領受的考驗，以及耶穌誕生後四十天，若瑟和瑪利亞按照梅瑟的法律，帶著嬰孩耶穌上耶路撒冷

去，為把祂獻給上主的這段福音，教導了我們基督徒家庭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去尋求天主的旨意，並服從這旨意，甚

至是必須以犧牲來作為奉獻的時候，仍舊全心順服。如此，我們家庭的生命也將如同耶穌的生命一樣，『漸漸長

大，強壯起來，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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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讓我們祈求上主的寬恕，因為我們常常

在家庭或團體中有意或無意地傷害到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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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是我們的天主，祂永遠信守祂的盟約；現在就讓我們向忠信的天主呈上我們的祈禱。」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

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在聖殿裡，透過祢的聖子耶穌基督，向義人西默盎和女先知安納啟示了祢為萬民準

備好的救主，祂是啟示列邦的光明，以色列子民的榮耀。我們祈求祢也將這恩寵顯示給我們，並俯聽我們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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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就讓我們向天主聖父謝恩，因為祂賞賜我們聖家作為我們所有家庭愛與奉獻的典範。唯願我們的家庭生活也都能成

為信德的實現者，一如聖家一樣。」

7. 　 頌謝詞由「聖誕節頌謝詞」（一）（二）（三）中擇一使用，並配合感恩經第一式或第三式。若採用第一式，則在

「紀念諸聖」的部分，採「聖誕節及八日內」的專用經文（見《感恩祭典》83 號）

8. 　彌撒結束時，可採用「聖誕節隆重降福禮」。（請見《主日感恩祭典（乙）》頁 310-311）。

9. 　最後的結束派遣用語可選用以下格式，並配合「彌撒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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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日，除了保留馬槽的布置之外，也可以布置「聖家」或是「獻耶穌於聖殿」的聖像畫。

一周禮儀

12 月 28 日（周一）諸聖嬰孩殉道 慶日  紅色

12 月 29 日（周二）、12 月 30 日（周三）及 12 月 31 日（周四）是八日慶期的第五、第六及第七日，採八日慶內 12 月

29 日、30 日及 31 日彌撒，念「光榮頌」、「聖誕節頌謝詞」，以及若採感恩經第一式則採用「聖誕節及八日內」的專用經

文。主祭穿白色或金色祭披。



1 月 1 日（周五）天主之母節

本節日是聖誕節八日慶期的最後一日，聖誕八日慶期是以一年的開始作為結束，這一天教會慶祝「天主之母節」。

本周周六（1 月 2 日）開始進入聖誕期平日，本日紀念聖西略及聖國瑞納祥主教聖師。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慶祝聖家節，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2. 　聖誕節八日慶期內禁平日追思彌撒，但可行殯葬彌撒和婚禮彌撒（但聖誕節和天主之母節另有規定）。

3. 　天主之母節，除殯葬彌撒之外，禁其他彌撒。

4. 　1)   1 月 2 日起的聖誕期平日，遇有聖人任選紀念，可選擇平日日課及彌撒，或按日曆及殉道錄（Martyrologium）所

載，本日聖人的日課及彌撒。（《日課總論》244 號；《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5b 號）

   　2)   只有出於真正需要或牧靈效益，才可舉行合適於該需要的「求恩彌撒」或「敬禮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

論》376 號）。

   　3)  禁平日追思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