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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堂詠

㆖主，你如果細察㆟的罪辜，
我主，㈲誰還能站立得住？
然而，以色列的㆝主，你寬恕為
懷，令㆟對你起敬起愛。（詠130:3-4）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圖：https://holycrossrc.com/ 

https://holycrossrc.com/


集禱經

㆖主，

求你時常以聖寵，引導和推動我們，
賜我們心志堅定，勉力行善。

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王。
亞孟。

額我略禮典（7-8世紀）966；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1150  聖神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2023年10月修訂中譯
圖：https://pastoraledisabili.chiesacattolica.it/2019/12/03/la-traduzione-biblica-in-caa-comunicazione-aumentativa-alternativa/ 

2024

https://pastoraledisabili.chiesacattolica.it/2019/12/03/la-traduzione-biblica-in-caa-comunicazione-aumentativa-alternativa/


思高聖經：《智慧篇》引言

《智慧篇》題名原為「撒羅滿的智慧」，因為作者有如《訓
道篇》的作者，把自己的訓誨教導歸於智王撒羅滿。這種於
人無害，假托古人名義著書立論的方法，在近東文學界中可
說是屢見不鮮的。但本書的真正作者究竟為誰，卻不得而
知。……
按現代《聖經》學者的論證，本書當寫於公元前150-120年之
間。（傅和德神父的意見，甚至是寫於公元前50年，也可能
是舊約的最後一卷。見《舊約導論》1994年）
本書可說是為僑居在希臘文化中的猶太僑民寫的：因此作者
的主要目的是為教訓並安慰國外的同胞，堅固他們的信仰；
其次作者也希望教外人士讀過他的著作後，更能瞭解猶太教
的真諦。

為此，作者特意用希臘文來著述，且採用了不少希臘哲學的
術語。因此本書的外衣，的確是一部希臘的文學名著，但骨
子裏的思想，卻是清一色的猶太宗教思想。



思高聖經：《智慧篇》引言

至於本書的分析，有數種不同的分法，不過較普通而又簡單明顯
的分法，乃是將本書分為前後兩編。

作者在前編（1-9章）闡述「智慧」的重要、性質與效能，以及世
人，尤其以色列人對她應有的態度；

在後編（10-19章）則以聖祖們的歷史，證明「智慧」的偉大成就，
以及對人類的裨益。

*為了中國神職界人士閱讀和引用的方便，本書的章節是依從《拉
丁通行本》；又凡在此【】中的經文是譯自《拉丁通行本》。

［《拉丁通行本》是指第四世紀經聖葉理諾（＋420年）所修訂後，
在西方教會所通用的拉丁文聖經譯本。這是羅馬教會禮儀沿用的
聖經譯本。］

……《新約》作者，雖未指明引用本書，但事實上，曾多次引用了
本書，為講明耶穌所啟示的真理。參閱羅9:19-23及12:12-22；格後
5:4及9:15；希1:3及7:25,26；伯前1:6,7及3:5,6等處。



讀經㆒（㈶富與智慧相比，分文不值。）

恭讀智慧篇 7:7-11

我曾祈求，㆝主就賜給了我聰明；
我曾㈺籲，智慧的神便臨於我身。

我寧要智慧，而不要王權和王位；
㈶富與智慧相比，分文不值。
無價的寶石，也不能與她相比，
因為，㆒切黃㈮在她面前，只不過是㆒
粒細沙；白銀在她跟前，無異㆒撮泥㈯。

我愛智慧，勝過愛健康和美色；
我認為她比光明，更為可取，因為，由
她而來的光輝，從不暗淡。

的確，㆒切美善，都伴隨智慧而來；
在她手㆗，握㈲數不清的㈶富。
——㆖主的話。

敬畏㆖主，是智慧的開始。(詠111:10)
敬畏㆖主是智慧的開始。(德1:16)
敬畏㆖主是智慧的根源。(德1:25)

圖片：https://www.pinterest.co.uk/pin/347692033723900422/ 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School_of_Athens 及 http://fccnaples.org/blog/science-based-spirituality-3-a-very-brief-intro-to-consciousness-theory/  

https://www.pinterest.co.uk/pin/34769203372390042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School_of_Athens
http://fccnaples.org/blog/science-based-spirituality-3-a-very-brief-intro-to-consciousness-theory/


答唱詠 詠90:12-13, 14-15, 16-17

【答】：㆖主！讓我們飽享你的慈愛，歡欣鼓舞！（參閱詠90:14）

領：求你教導我們，數算㉂己的歲㈪，
使我們㈻習內心的智慧。
㆖主，求你歸來，尚待何時？
求你快來憐恤你的僕役！【答】

領：讓我們清晨就飽享你的慈愛，
歡欣鼓舞，㆝㆝愉快。
你以多少痛苦的歲㈪，來磨練我們，
求你也賜給我們多少歡樂的㈰子。【答】

領：求你使你的僕㆟，得見你的偉業；
給他們的子孫，彰顯你的榮耀。
願㆖主、我們的㆝主，廣施恩寵，
使我們工作順利，事業成功。【答】

㈻者估計聖詠90描述以色列
民在巴比倫充軍期間，或是
充軍結束，歸國後的悲慘處
境。作者以無限依恃之心，
祈求㆖主彰顯大能，扶助致
力復興家國的㆟。

1-6       感歎生命短促
7-12     承認己罪
13-17    求㆖主為民請命

韓承良，《聖詠釋義》



主日三年循環讀經安排（參見「彌撒讀經總論」92-110）
李子忠（15/9/2007）http://catholic-dlc.org.hk/20201111_8.pdf



福音（變賣你所㈲的㆒切，跟隨我！）

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10:17-30

那時候，耶穌正要起程，
㈲㆒個㆟跑來，跪在耶穌面前，問他說：
「善師，為承受永生，我該做什麼？」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善？
除了㆝主㆒個外，沒㈲誰是善的。

誡命你都知道：不可殺㆟，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不可做假見證，不可欺詐，
應孝敬你的父母。」

那㆟回答耶穌說：
「師父！這㆒切我從小就都遵守了。」
……

【長式】

圖片：https://www.pinterest.com/pin/466122630154415632/ 

https://www.pinterest.com/pin/466122630154415632/


……耶穌㊟視著他，就喜愛他，對他說：
「你還缺少㆒樣：你去，變賣你所㈲的
㆒切，施捨給窮㆟，你必㈲寶藏在㆝㆖，
然後來，背著㈩字架，跟隨我！」

那㆟聽了這番話，就面帶愁容，憂鬱㆞
走了，因為他㈲許多產業。

耶穌向㆕周㆒看，對㉂己的門徒說：
「那些㈲錢㈶的㆟，進入㆝主的國，是
多麼難啊！」
門徒就都驚奇耶穌這句話。

耶穌又對他們說：「孩子們！依恃錢㈶
的㆟，進入㆝主的國，是多麼難啊！
駱駝穿過針孔，比富㈲的㆟，進入㆝主
的國，還容易。」
……

【長式】

圖片：https://www.focolare.org/zh/news/2015/04/15/i-monaci-del-deserto/ 及 https://morganatkinson.com/last-days-of-thomas-merton/  

https://www.focolare.org/zh/news/2015/04/15/i-monaci-del-deserto/
https://morganatkinson.com/last-days-of-thomas-merton/


……門徒就更加驚奇，彼此說：「這樣，
誰還能得救？」

耶穌㊟視他們說：
「為㆟不可能，為㆝主卻不然，因為在
㆝主，㆒切都是可能的。」

伯多祿開口對耶穌說：
「看，我們捨棄了㆒切，來跟隨了你。」

耶穌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為了我，為了福
音，而捨棄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
或母親、或父親、或兒㊛、或田㆞，沒
㈲不在今生就獲得百倍的房屋、兄弟、
姊妹、母親、兒㊛、田㆞――連迫害也
在內，並要在來世獲得永生。」

——㆖主的話。

【長式】

圖片：https://morganatkinson.com/last-days-of-thomas-merton/ 及 http://artandfaithmatters.blogspot.com/2015/02/art-lectionary-carry-cross.html 

https://morganatkinson.com/last-days-of-thomas-merton/
http://artandfaithmatters.blogspot.com/2015/02/art-lectionary-carry-cross.html


思高聖經：《希伯來書》引言
 
本書信文詞典雅華麗，立意高超優美，《新約》中沒有一部比本書更徹底詳盡地論
及新舊約之異同，基督大司祭的特質等問題的。

全書可分為三大段：

第一段（1:1- 4:13）：從新舊二約的頒布者來看，新約遠勝舊約（新約是直接由天主
子耶穌基督所頒布的，舊約則是藉天使和梅瑟為中間人）；

第二段（4:14 - 10:18）：從新舊二約的司祭來看，新約遠勝舊約（新約的司祭為基
督，遠超舊約肋未族的司祭），並且基督又自為祭品，遠非
任何祭獻可比；

第三段（10:19 - 13:25）：勸信友們務要堅持信德，特引《舊約》先賢的芳表，證明
信德的重要。末後以種種鼓勵向善的勸言結束了本書。



公元 70 年，聖殿被羅馬軍隊夷為平地，猶太人的司祭職務也就不復存在了。他們作為猶
太人，又信仰耶穌基督是默西亞，就會心中思忖聖殿被毀有甚麼含意？天主怎可讓這事
發生？
這樣可怕的褻聖，怎會是天主對他以色列子民的計劃？聖殿被毀之後一段時間，有一個
居住在意大利的猶太基督徒，對這些困惑和問題作出了回應，且著意要把他的回應廣傳
於流亡四方的同胞當中。他沒有留下名字，他的回應則被稱為「致希伯來人書」（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列入新約聖經之內。
「致希伯來人書」闡述了他的思想，說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取代舊約聖殿所舉行的祭獻；
基督的犧牲是一次而盡全功的祭獻，是獻給天主完美無玷的犧牲，且舉行這祭獻的司祭
也是完美無瑕的；這司祭就是耶穌基督；他不是靠祖先的特權當世襲的大司祭；他是天
主與新選民之間新而永久盟約的大司祭，是按默基瑟德（Melchizedek）的品位，作無始
無終的大司祭。教會因而是新的以色列民族，有全新的司祭職務，還有新的大司祭；耶
穌基督以自己完美無瑕的生活，以及他的死亡作為祭獻，而成為天主與人之間，最完美
的中保（中介者）（希 3:1－10:18）。
於是，基督徒因為信仰耶穌，領受了聖神，體驗到從罪惡的枷鎖中完全被釋放出來；這
是重複的古老（舊約）祭獻所無法實現的。此外，基督徒在崇拜中向天主奉獻讚美，彼
此分享財產，互通有無，就是不斷奉獻中悅天主的祭獻（希 13:15-16）。

(Joseph Martos, Doors To The Sacred, 中譯：《聖域門檻—聖秩聖事》)



乙年讀經二

序言 1:1-4
第一部分 1:5—2:18      概括性的基督論 2:9-11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聖者與被㈷聖者，都是
出於㆒源

第二部分

3:1—5:10      論基督大司祭
a. 3:1-6        基督，忠信可靠的大司祭

3:7—4:14   勸諭信友堅持信仰
b. 4:15—5:10 基督仁慈的大司祭

4:12-13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主的話可辨別㆟心㆗的
感覺和思念

4:14-16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我們要懷著依恃之心，走
近恩寵的寶座

5:1-6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你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
做司㉀

第三部分

5:11—10:39    論基督大司祭的特點
a. 5:11—6:20 勸勉性的序言
b. 7:1—28      一個更高超的司祭品位
c. 8:1—9:28＊一個更高超的司祭祭獻
d. 10:1-18  一個更高超的司祭祭獻效果
e. 10:19-39    勸勉性結束

7:23-28 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耶穌永遠長存，具㈲不可
消逝的司㉀品位

9:24-28 ＊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基督也只㆒次奉獻了㉂己，
便除免了大眾的罪過

10:11-14,18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他只藉㆒次奉獻，就永遠
使被聖化的㆟，得以成全

第四部分

11:1—12:13    對基督的信仰
a. 11:1-40      古代的信仰表率
b. 12:1-13      勸諭堅忍恆心

第五部分 12:14—13:18 勸諭信友追求聖德
結語 13:19-25

希伯來書高夏芳《新約聖經入門》



讀經㆓（㆝主的話可辨別㆟心㆗的感覺和思念。）

恭讀致希伯來㆟書 4:12-13

弟兄姊妹們：

㆝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效力的，
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
直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
且可辨別㆟心㆗的感覺和思念。

沒㈲㆒個受造物，在㆝主面前，不是明顯的；
萬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開的；我們必須
向他交賬。

——㆖主的話。

圖片：https://www.college.columbia.edu/core/content/romans/context 

https://www.college.columbia.edu/core/content/romans/context


獻禮經

㆖主，
我們懷著孝愛之情，向你獻㆖禮品和祈禱，

求你悅納，並引領我們邁向㆝國榮福。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良一世禮典（5-6世紀）174；
額我略禮典（7-8世紀）402；
1570羅馬彌撒經書1106 復活周瞻禮三副復活
1970年羅馬彌撒經書  復活期第七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2023年10月修訂中譯

拜占庭事奉聖禮：大進堂禮

2023年10月9日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二周舉行
拜占庭禮彌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1_sqaNpOo

2024

如今我在為你們受苦，反覺高興，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
為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1:24)
所以弟兄們！我以㆝主的仁慈請求你們，獻㆖你們的身體當作
生活、聖潔和悅樂㆝主的㉀品：這纔是你們合理的敬禮。你們
不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己，為使你們能
辨別甚麼是㆝主的旨意，甚麼是善事，甚麼是悅樂㆝主的事，
甚麼是成全的事。(羅 12:1-2)圖片：https://orthochristian.com/81873.html 及 https://arizonaorthodox.com/2017/09/22/eucharist-mystery-

memorial-sacrament-symbol/ 及 https://diaconateinchrist.typepad.com/diaconate-in-christ/page/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1_sqaNp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1_sqaNp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1_sqaNpOo
https://orthochristian.com/81873.html
https://arizonaorthodox.com/2017/09/22/eucharist-mystery-memorial-sacrament-symbol/
https://arizonaorthodox.com/2017/09/22/eucharist-mystery-memorial-sacrament-symbol/
https://diaconateinchrist.typepad.com/diaconate-in-christ/page/2/


The Proskomidia involves the preparation of wine, water, and five loaves of 
bread called “prosphora.” The prosphora consists of two pieces of dough 
joined together (symbolizing the two natures of Christ: Divine and human) they 
are made of flour, water, and yeast. The Eastern Church uses leavened bread 
(i.e. bread which rises because of the yeast in it) for Holy Commun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belief that the faithful are partaking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Resurrected (Risen) Christ.

The priest takes the 1st loaf of prosphora and cuts a large cube out of the 
center of it, which is marked with the insignia IC XC HI KA (meaning: “Jesus 
Christ the Conqueror”). This cube is called the Lamb (“Ahnets” in 
Ukrainian): it is this piece of bread that will be consecrated during the Eucharist.

After cutting out the Lamb, the priest cuts across into the bottom of it saying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is offered as a 
sacrifice,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and for its salvation.” He then pierces into 
the right side of the Lamb, with the words, “One of the soldiers pierced His 
side with a spear, and at once blood and water came out. He who saw this has 
borne witness about it, and his witness is true” (see John 19:34). Immediately 
after this, the priest takes the wine and water and pours them into the Chalice.

The priest then takes the 2nd loaf of prosphora and cuts a large triangle out of 
it, commemorating the Mother of God, “Theotokos”. This piece is placed to 
the right of the Lamb, with the words, “The Queen stood at Thy right side all 
glorious, clothed in golden robes.” 資料：https://presentationukrainiancc.com/faith/our-liturgy-explained/ 

圖片：http://sspp.ca/wp-content/uploads/2019/01/proskomedia-notes.pdf 及
https://arizonaorthodox.com/2021/07/29/instructional-proskomedia-scheduled-for-sunday-august-1/ 

https://presentationukrainiancc.com/faith/our-liturgy-explained/
http://sspp.ca/wp-content/uploads/2019/01/proskomedia-notes.pdf
https://arizonaorthodox.com/2021/07/29/instructional-proskomedia-scheduled-for-sunday-august-1/


Nine smaller triangular pieces are then cut out of the 3rd prosphora, which commemorate:
I) St. John the Baptist;
2) the Prophets and all Forefathers of the Old Testament;
3) the Apostles;
4) the Church Fathers and all Eastern Church Illuminaries;
5) all Martyrs;
6) all the Monastic Fathers and Mothers
7) all Saints not concerned with material gains;
8) Sts. Joachim and Anna, the parents of the Mother of God; the saint or saints whose memory is being commemorated 
that day,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 St. Volodymyr the Great;
9.) the Church Father whose Liturgy is being celebrated on that day (i.e., St. John Chrysostom or St. Basil the Great).

Pieces are taken out of the 4th prosphora for the bishop of the diocese, the civil authorities of the country, and all living 
members of the Church. 

Pieces are then taken out of the 5th prosphora for the deceased members of the Church. In Churches where the laity bring 
prosphora for the service from home, they will also submit, to the priest, a list of names of living and dead members of the 
Church, whom they wish to have commemorated during the Proskomidia.

Thus, through the Proskomidia, the whole Church is represented on the Diskos: the Mother of God, the Saints,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at the center Christ,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s of the world”.

4th

4th 5th

1st

2nd 3rd

圖片：https://www.chrysostomliturgy.org/proskomedia 

https://www.chrysostomliturgy.org/proskomedia


東方拜占庭禮教會，在感恩經㆗，於㈷聖聖體聖血後，祈求獲得聖㉀實效之時，也紀念諸聖：「我們再次為信仰㆗安
息的祖先、聖祖、㊪主教、先知、㊪徒、傳道者、聖史、殉道者、宣信者、苦行者和所㈲在信德㆗離去的正義者，把
這讚頌之㉀呈獻於你；㈵別為㉃聖無玷榮福㆝主之母，卒世童貞瑪利亞，也為前軀和先知洗者聖若翰、諸位榮福聖㊪
徒、今㆝所㈵別紀念的（某某）和你的全體聖徒；藉他們的祈禱，㆝主，請你憐視我們。」[36]

不單如此，禮儀開始，在準備㉀餅，把㉀餅切開，排列於聖體碟㆖的時刻，已在祈禱㆗，按序紀念諸聖[37]

1   ㆝使
 2   聖若翰洗者及先知們
 3   聖伯多祿、聖保祿及㊪徒們
 4   聖巴西略及聖主教們
 5   聖斯德望及殉道諸聖
 6   聖安當及諸隱修聖祖
 7  聖葛斯默、聖達彌盎及諸異能者
 8  聖若亞敬、聖亞納及聖祖們
 9  當㈰聖㆟(……藉他們的祈禱，㆝主，請保護我們)

a 主教及各級聖職㆟員
 b ㈵別紀念者 (奉獻聖㉀者)
 c 舉㉀者㉂己
 d 亡者

如此，聖者的奉獻和㈹禱，並非過去的事，而是歷久常新的，今㈰仍與生者和亡者㆒起，奉獻於㆝主前，㈲益於生
者和亡者的得救。於是，無論聖者、生者、死者的㉀獻，都共冶㆒爐，在基督萬古常新的聖㉀㆗，被㆝主聖神所改
變，成為基督的㉀獻和聖體，體現出基督徒的㉀獻與基督的㉀獻的㆒體關係，又體現出諸聖相通功，共成㆒個基督
身體（格前10:16-17）的意義。
[36]The Divine Liturgy of Saint John Chrysostom, 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 Massachusetts, 1985, 22-23⾴。
[37]Casimir Kucharek, The Byzantine-Slav Liturgy of St. John Chrysostom: Its Origin and Evolution, Alleluia Press, Combermere, Ontario, Canada, 1971, 273-308⾴。

不要忘記手足
聖㆟敬禮：信仰的見證者

羅國輝
神思 第四十八期 二零零一年二月 17-44頁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spirit/S049D.htm#_ftn36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spirit/S049D.htm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spirit/S049D.htm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spirit/S049D.htm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spirit/S049D.htm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spirit/S049D.htm


領主詠

富翁竟成了赤貧，忍飢受餓；
尋求㆖主的㆟，卻不缺乏任何福樂。
（詠34:11）

或

㆖主顯現時，我們必要相似他，
因為我們要看見他實在怎樣。（若㆒3:2）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圖：https://olmparish.org/blog/2017/5/10/celebrating-first-communion-may-crowning-and-mothers-with-joy-faith-and-love 2024

https://olmparish.org/blog/2017/5/10/celebrating-first-communion-may-crowning-and-mothers-with-joy-faith-and-love


領主後經

尊威的㆝主，
請俯聽我們卑微的祈禱；

你既以聖子的體血養育我們，
求你賜我們也能分享他的㆝主性。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良一世禮典（5-6世紀）525；
1970年羅馬彌撒經書  四旬期第五周星期六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圖片：https://orthodoxreflections.com/tag/marriage/ 2023年10月修訂中譯
2024

https://orthodoxreflections.com/tag/marriage/


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10月12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乙年讀經 (10月17日)

10月19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主日乙年讀經 (10月24日)
欣賞傳教節乙年讀經 (10月24日)

10月26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乙年讀經 (10月31日)

11月2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乙年讀經 (11月7日)

11月9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乙年讀經 (11月14日)

待續….

公佈：9月28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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