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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宣讀員技巧



基督不但臨在於聖體形象之內，而且
也臨在於自己的言語內。（禮儀：7）
因而在彌撒禮儀中恭讀聖經，實為
“基督借著自己的話，親臨於信友之
中。”（彌撒總論：55 ）



既然基督透過聖言向他的子民發言，
那麼，宣讀聖言者就是代表基督發
言。宣讀聖言，必須由稱職而合適
的人員來執行此職務。（彌撒總論：
101）



聖言宣讀員技巧

一) 心靈的準備：

二) 外在的條件：即宣讀者的準
備和技巧。

三) 表達



一)心靈的準備：



1. 閱讀聖經：時常與天主相通；熱愛
天主聖言；保持良好的心態。因為
這些都會影響宣讀的效果。另外，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宣讀者必
須有信德，“心裡相信，可使人成
義，口裡承認，可使人獲得救恩。”
（羅10：10）
同時應切記，宣讀聖言並
非純粹的朗讀。



2. 祈禱：宣讀聖言既是信仰的行動，
是天主藉聖言親臨於他的子民當中，
因此，聖言宣讀員除了在研讀經文
和技術方面有所準備外，更必須與
天主有著深切的默契。在宣讀聖言
之前，要先默想聖言並祈禱，讓天
主聖言感化自己，才能相稱地
隨聖神的引導，宣讀天主聖言。



3. 心理準備：在未站上讀經台前，一
定要想辦法鬆馳緊張，消除恐懼；
最佳方法是先作深呼吸，然後，把
氣慢慢呼盡，身體儘量放鬆。如是
者多做幾次，便會覺得整個人輕鬆
一些，不會那麼緊張。步向台前的
時候，稍作深呼吸，祈禱說：天主
聖神與我在一起宣讀天主聖言，我
還怕什麼呢！我必然可以讀得好的！



二) 外在的條件：即宣讀者的準備和技巧。



1. 宣讀聖言前的準備：在宣讀聖言前
必須要瞭解經文，最少也要知道經
文上的每一個字怎麼讀，徹底子解
經文，應仔細分析內容，研究語句。



A. 先了解內容：先了解當日各篇讀經
的關係，細緻地把聖經分成段落，
揣摩每個段落的內容和感情，亦要
照顧全篇的脈絡，以停頓、節奏把
段落重點和標點符號讀出來。頓、
逗、句、段要分得清楚，利用適當
的停頓和長短來表達這幾個符號。



聖家節乙年讀經
讀經一：恭讀創世紀 15:1-6;21:1-3
讀經二：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11:8,11-
12,17-19
第一、二篇讀經都提到亞巴郎的信德，
他遇到無法明瞭的事，如年老的太太撒
辣生依撒格、天主要他祭獻兒子等，他
總相信天主的話，毫不猶豫地實行了，
因此他成為信德之父。



福音：恭讀聖路加福音 2:22-40
聖家也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童貞女懷孕
生子、耶穌生在馬槽、牧童來朝拜、今
日福音西默盎與亞納的出現、西默盎預
言有利劍刺透瑪利亞的心靈，聖家沒有
抱怨質問天主「為什麼」。聖母不明白
時，只把一切默存在心中，反覆思量，
信賴天主的安排。



B. 研究語句：要研究每一句話的含意，
句與句的關連，及上下文的關係。
要找出每一句話的著重點，因為有
時一句話長達幾十個字；如果以同
樣的音量和聲調讀出，便會很平板，
也表達不出該句的意思。



2. 宣讀技巧： 發音準確，吐字清晰，
聲音響亮（彌總 :102 ）。梵二大
公會儀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准許
以方言宣讀聖言，其主要目的是使
信友易於聆聽，因而獲得神益。倘
若發音不準，吐字不清，聲音過低，
都會使聽眾難以明白，因而
影響宣讀的效果。



A. 聲調運用：念書式的宣讀使人懨懨
欲睡，因此，要牢記：你是宣讀聖
言，所以你必須按照應宣讀的經文
的意義來調校你的音調。你可以用
以下三種方法來處理：



1. 改變宣讀的速度：急速的宣讀，每
易招來更多錯漏，並使人把不住重
心，無法領略個中意義。因此，以
稍慢的速度宣讀是絕對必要的。你
仍然能夠藉著速度的變化來調節宣
讀的方式，例如：表示興奮時，
可以讀得快些；在重點語句或
分別段落時，速度較慢，以顯
示它的重要。



2. 改變音調的高低：即根據經文的意
思而變化音調的高低，例如提高音
調來表示情節的高潮；又以低音調
來表示莊重、嚴肅。



3. 改變宣讀的音量：宣讀時要留意音
量大小，要維持基本的中間音量，
足以讓誦讀的聲音清晰地傳入聽眾
的耳朵；但在這範圍內，仍可根據
經文中的感情，以音量的大小表達
出來。例如：以輕聲來表達柔和並
吸引聽眾的注意力；以洪亮的大聲
來強調重點。



B. 停頓：宣讀時，停頓是十分重要的
一環，常可收畫龍點睛之效。停頓，
即故意地不發出聲音，更能吸引聽
眾的注意。排山倒海式的宣讀令人
雙耳倦累，適時的休止會使你讀得
容易些，也使聲音更具吸引力和親
切感，就是使聽眾更易瞭解你宣讀
的內容。



1. 宣讀前的停息：讀經前停息一下，是
絕對必要的，既可使自己集中精神，
又能掌握到聽眾的注意力；聖言宣讀
員千萬不要匆匆忙忙地開始。應稍等
一下，讓聽眾安定後，注意力集中在
你的時候，才開始宣讀。



2. 宣讀中的停頓：在準備經文時，我們
已劃分出經文中不同的思想，例如分
為段、小節等。在宣讀時，應儘量利
用適當長短的停頓來表達思想的差異
起落。例如：分切段落的停頓處應該
較長；分切句子或一組思想的停頓則
較短。



落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落雨天，留客天，
留我不留?



落雨天留客，
天留我不留。



3. 強調式的停頓：停頓可以用來強調即
要宣讀的字和語句，並產生衝擊性的
效果。但要留意如停頓得太多，也會
令人覺得支離破碎，難以理解。



C. 問句運用的技巧：遇著問句時，有些
人仍一貫地平鋪直述，有很多人習慣
只將最後一個字的音韻提高來解決；
但都不是最好的方法。請嘗試在後面
輕輕的加上“呢”、“麼”、“嗎”
等虛字。
按照上下文的情況，加以處理，
就會發現比較容易為人瞭解
及接受。



3. 儀表。衣著，儀表，站姿等，也
應相當注意，以示對聖言的尊敬。



A. 衣著與儀表：上台讀經前，應先
檢查自己的儀容和服飾是否端莊
及整齊；選擇一件合適的衣服是
必須的。



B. 上落讀經台：上台時應不疾不徐的步
向祭台中心，先鞠躬，然後從容不迫
地步上讀經台。上落台階要小心，以
免跌倒。行路和站立的姿勢也要留意，
有些人行路左搖右擺，站立時身體不
定或雙腳擺動等等。我們要戒除所有
不雅觀的小動作，要行得自然，
站得端正。



C. 站立的體態：站立
在讀經台前的你，
必須是一個身形端
正的你，有些人站
立時喜歡把身體的
重量只放在一隻腳
上，給人一種不太
平穩的感覺。



因此，要把身體
的重量平均放在
兩隻腳上，雙手
可放在經架上，
並可用手指跟著
讀到的地方，以
便抬頭望信友後
能找回經文。



D. 使用麥克風：行到讀經台時，要調校
好麥克風的位置才開始讀經。麥克風
的距離不需要太近，大約是半尺，小
聲的可以稍近；大聲的可以稍遠，要
視自己的音量而定。校好麥克風後再
稍稍停頓，瀏覽四周，使信友亦集中
注意力，然後才開始宣讀聖言。



三) 表達



1. 集中精神：聖言宣讀員無論在工作、
家庭、感情或任何方面都可能有困擾，
在宣讀聖言時都要摒除所有雜念，集
中精神去讀。集中精神除了可把經文
讀好外，也可知道自己在讀什麼，讀
了什麼字。如果讀錯了，自己會立刻
醒覺。如果讀錯的字有很大影響，就
一定要更正重讀。



2. 面部表情：面部表情要和經文的感情
配合，不而要誇張和造作，只要瞭解
經文的內容和含義，便自然會有相應
的表情流露出來。有些聖言宣讀員喜
歡微笑，微笑是好的，但不是必須的，
所以不用刻意去笑。



將臨期第三主日乙年讀經一

依撒意亞先知書
吾主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上

主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
喜訊，治療破碎了的心靈，向俘虜宣告
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宣布上主恩慈
的喜年。



3. 眼神：讀經時宜適度的和台下的聆聽
者以目光保持聯繫，不要只顧望著經
文。抬頭望向聽眾也有技巧，要自然，
視線可落到某一個人或某一堆人身上，
使他們感覺到你是望著他們說話，這
才是溝通和交流的好方法。



4. 語氣堅定：聖言宣讀員所宣讀的是天
主聖言，是天主的話。在讀出每句話
的時候，都有聖神在背後支撐著，還
怕什麼？有這信念，便自然表現得有
信心，語氣堅定。



聖言宣讀員要平時多練習，做妥一切準
備工夫，熟習經文，才好站上讀經台。
而事後受人批評也常事，應當以謙和之
心去聆聽分析。合理的建議當然要接受，
其他閑言可一笑置之，不必多加辯護，
把已經盡力做好的一切，都奉獻給天主，
讓天主完成他的工作，這樣才是對天主、
對自己和信友負責，才能善盡宣讀聖言
的職務，堪作天主的好工具。



實 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