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排列經文

2. 重點意義

3. 欣賞和祈禱

4. 用宣讀技巧表達

道賞

傳教節
（通常於十月最後第二主日舉行）

（㆛年）

讀經一 依 60:1-6
答唱詠 詠 19:2-3, 4-5
讀經二 默 1:3-8
福音 若 17:11, 17-23

圖片：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道賞：同道共賞；我們一起欣賞
教會的祈禱和經文

道賞：道理同賞；共同欣賞教會
禱文和經文的道理

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 1919年教㊪本篤㈩㈤世《夫㉃大》㊪座牧函，㈲關福傳的方向

• 1922年教㊪比約㈩㆒世確立「萬民福音傳播部」（始於1622年）
• 1925年12㈪11㈰教㊪比約㈩㆒世以《Quas Primas》通諭宣布設立耶
穌基督君王節，於諸聖節前，10㈪最後的主㈰，為抗衡世俗放任主義。

• 1926年2㈪28㈰《Rerum Ecclesiae》通諭，勾畫傳教事業的藍圖。

• 1926年4㈪14㈰批准傳信部的請求，在每年10㈪最後第㆓主㈰（耶穌基
督君王節前主㈰）㈵別為福傳祈禱。

• 1926年10㈪28㈰（星期㆕）㈷聖㈥位㆗國主教，隨後的主㈰10㈪31㈰
慶㈷首屆耶穌基督君王節。

• 1927年首次在10㈪最後第㆓主㈰（耶穌基督君王節前主㈰），㈵別為
福傳祈禱，即首次傳教節。

• 教㊪比約㈩㆒世於1927年宣布聖德蘭與聖方濟．沙勿略同為「傳教
區的主保」，既以聖德蘭作祈禱福傳的榜樣，又以聖方濟．沙勿略作
行動福傳的榜樣，互相輝映。



資料：
https://www.vatican.va/archive/aas/
documents/AAS-19-1927-ocr.pdf

1926年4㈪14㈰
教㊪比約㈩㆒世批准傳信
部的請求，在每年10㈪最
後第㆓主㈰（耶穌基督君
王節前主㈰）㈵別為福傳
祈禱；採用1570年《羅馬
彌撒經書》「求傳揚信德」
彌撒。

https://www.vatican.va/archive/aas/documents/AAS-19-1927-oc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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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matteo-ricci-a-jesuit-missionary-everett.html

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matteo-ricci-a-jesuit-missionary-everett.html


羅文藻主教
首位中國籍主教
1685年晉牧於廣州
1691年卒於南京



书名 《民教相安》
书名 民教相安
作者 高步瀛陳寶泉編
版本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北洋官報局石印本
卷数 1册
下落 國家圖書館
内容
影印 检索该书影印古籍





剛恆毅樞機
1922年任首位宗座駐華
代表，1958年卒

1924年在上海舉行首次中國主教會議



1926年教宗比約十一世
祝聖六位中國主教



荷蘭籍本篤會士Fr. Adelbert
Gresnigt葛斯利神父設計

1931年香港華南總修院

1930年北京
輔仁大學

1930年開封河南總修院



Architectural Styles and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Thomas Coomans and 
Puay-peng H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58 (2018), pp. 81-109 (29 pages) Published By: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531705

荷蘭籍本篤會士Fr. Adelbert
Gresnigt葛斯利神父設計



王肅達（1963年卒）繪



雷鳴遠神父
1877年生於比利時
1901年來華，同年10月28日，
在北京晉鐸
1940年卒於重慶

「中國歸中國人，
中國人歸基督。」

「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



雷鳴遠神父於台北忠烈祠之靈位

圖片：https://www.wikiwand.com/fr/Dazibao及 https://www.storm.mg/article/919184?page=2

https://www.wikiwand.com/fr/Dazibao
https://www.storm.mg/article/919184?page=2


圖：https://www.pinterest.com/pin/545005992410581862/及
https://www.slideshare.net/pmartinflynn/virgen-de-sheshan-chinapptx及
https://www.dreamstime.com/catholic-church-shanghai-also-called-basilica-
notre-dame-sheshan-located-top-west-mountain-national-forest-park-
image103170910及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4%BD%98%E5%B1%B1%E8%BF%9B%E6%95%99%E4%B9%8B%E4%BD
%91%E5%9C%A3%E6%AF%8D%E5%A4%A7%E6%AE%B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hanghai, 
also called the Basilica of Notre 
Dame in Sheshan, is located on 
the top of the West Sheshan 
mountain at Sheshan national 
Forest Park, Sheshan. The church 
was built by French missionaries in 
1871, reconstructed in 1935, Rome 
in 1942 the imperial decree of the 
church as the apostolic temple, 
make it become the Far East 
Catholic pilgrimage center, it is `the 
first church in the Far East` 
reputation.

https://www.pinterest.com/pin/545005992410581862/
https://www.slideshare.net/pmartinflynn/virgen-de-sheshan-chinapptx
https://www.dreamstime.com/catholic-church-shanghai-also-called-basilica-notre-dame-sheshan-located-top-west-mountain-national-forest-park-image10317091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D%98%E5%B1%B1%E8%BF%9B%E6%95%99%E4%B9%8B%E4%BD%91%E5%9C%A3%E6%AF%8D%E5%A4%A7%E6%AE%BF


教宗本篤十六世親撰
向佘山聖母誦（2007年）

㉃聖童貞瑪利亞，
降生聖言之母，又是我們的母親，
您在佘山聖殿被尊稱為「進教之佑」，
整個在㆗國的教會滿懷熱愛瞻仰您，
今㆝我們投奔您台前，求您護佑。
請垂顧這㆝主子民，並以母親的關懷
帶領他們，走㆖真理與仁愛的道路，
使他們在任何境況㆘，
都能成為促進全體㆟民和諧共處的酵素。

您在納匝肋順從主旨，說了「是」，
讓永生㆝主子在您貞潔的母胎㆗取得肉軀，
使救贖工程從此在歷史㆗展開，
您又懇摯㆞奉獻㉂己㈿助這工程，
讓痛苦的利刃刺透您的心靈，
直到最後的重要時刻，在加爾瓦略山㆖，㈩字架㆘，
當您聖子犧牲㉂己，使世㆟獲得生命時，
您佇立在祂身旁。⋯⋯

圖：https://westlachinesebible.files.wordpress.com/2012/05/e4bd98e5b1b1e88196e6af8de5838f.jpg

https://westlachinesebible.files.wordpress.com/2012/05/e4bd98e5b1b1e88196e6af8de5838f.jpg


⋯⋯
從那時開始，為㆒切在信仰㆗追隨您聖子耶穌
並跟著祂背起㈩字架的㆟，
您以㆒種嶄新的形式，成了他們的母親。
希望之母，您在聖週㈥的黑暗㆗，
仍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心，迎接復活節的黎明，
請將這分辨的能力賞給您的子㊛，
使他們在任何處境㆗，即使是最黑暗的時刻，
仍能見到㆝主親臨的標記。

佘山聖母，請援助那些在㈰常㈸苦㆗，
仍繼續相信、希望、和實踐愛德的㆗國教友，
使他們永不懼怕向世界宣講耶穌，
並在耶穌跟前為世界祈禱。
您以塑像的形態，矗立於佘山聖殿頂，高舉張開雙臂的聖子，
向世界展示祂對世㆟的深愛。
請幫助㆝主教友常作這大愛的可信見證㆟，
並使他們與教會的磐石伯多祿結合在㆒起。
㆗國之母，亞洲之母，現在直到永遠，請常為我們祈求。亞孟。

圖：https://westlachinesebible.files.wordpress.com/2012/05/e4bd98e5b1b1e88196e6af8de5838f.jpg

https://westlachinesebible.files.wordpress.com/2012/05/e4bd98e5b1b1e88196e6af8de5838f.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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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https://mission.catholic.org.hk/%E4%B8%BB%E9%A1%8C-theme/

亦可參考：!"#$% &'()*+,-./012.34567&184TRIPOD& 194& 20199:
（http://www.cultus.hk/writings/C-MaximumIllud.pdf）及

;<=>?@AB-CDEFGH0IJKhttp://catholic-dlc.org.hk/%E7%9F%A5%E5%89%8D%E6%81%A9-20210626_s.pdf及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bMYjSSh1Y

https://mission.catholic.org.hk/%E4%B8%BB%E9%A1%8C-theme/
http://www.cultus.hk/writings/C-MaximumIllud.pdf
http://catholic-dlc.org.hk/%E7%9F%A5%E5%89%8D%E6%81%A9-20210626_s.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bMYjSSh1Y


第一式

願㆝主憐憫我們、㈷福我們，並
以㉂己的慈顏容光，照耀我們；
為使世㆟認識他的道路，萬民得
知他的救贖。（詠67:2,3）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求傳揚信德」彌撒

傳教節
（禱文可選用以下任何一式）

第二式

請在列邦㆗，傳述㆖主的光榮；
請在萬民㆗，宣揚他的奇功。
因為㆖主偉大，應受讚美。（詠96:3-4）

進堂詠



㆝主，

你願意所㈲㆟都獲得救恩，並認識真理。

求你垂顧你如此眾多的莊稼，派遣工
㆟前來服務，向㆒切受造物宣講福音。

願你藉生命的聖言團聚你的子民、藉
聖事的德能支援他們，使他們在救恩
和愛德的道路㆖，攜手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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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求傳揚信德」彌撒

第一式

傳教節
（禱文可選用以下任何一式）

或

㆝主，

你派遣你聖子來到㆟間，作為照
世的真光。

求你將預許的聖神，傾㊟㆟心，
播種真理，激發信德，使眾㆟藉
洗禮獲得新生，加入你唯㆒子民
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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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禱經

2022年10月修訂中譯 2022年10月修訂中譯



集禱經

㆝主，

你願意你的教會，成為使普世萬民得救的聖事，
以延續基督的救世工程，直到今世的終結。

求你激發信眾的心，使能響應你的召叫，負起
向萬民傳布救恩的迫切使命，促使所㈲民族共
成㆒家，作你的子民，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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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教節
（禱文可選用以下任何一式）

第二式

2021年10月修訂中譯



「教會之外沒㈲救恩」

847. 這㊠肯定並不涉及那些非因他們的罪，而未認識基督和教會的㆟：

㆒個㆟若非因己罪，而不認識基督的福音及其教會，卻能真心誠意㆞尋
求㆝主，在㆝主恩寵的感召㆘，按照良心的指示，努力承行㆝主旨意，
也能獲得永遠的救恩(1)。

(1)LG16；參閱信理部，致波士頓總主教書函(8.8.194)：DS3866-3872。

848. 「雖然㆝主㈲祂㉂己知道的方法，能夠引導那些非因己罪而不認識福音
的㆟，獲得那為㆗悅㆝主所不可缺少的信德(1)；可是向眾㆟傳播福音，
仍是教會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她神聖的權利」(2)。

(1)參閱希11:6.
(2)AG7; 參閱格前9:16.

《㆝主教教理》





思高聖經：《依撒意亞》引言

以色列民族史上最著名的先知依撒意亞，約在公元前765年左右生於耶路撒冷。由本書的內容，尤其
由他與朝內官員的往還，以及他在政治上的廣泛影響，可以推知，他出身於貴族。他在烏齊雅王駕崩
那年（公元前740年）蒙召，執行先知的任務，先後凡四十年，歷經約堂、阿哈次和希則克雅三代。
同時在以色列國還有歐瑟亞，在猶大國有米該亞，任先知的職務。

要認識當時以民的歷史環境，需要閱讀列下15-20章及編下26-32章所記載的史事。在公元前八世紀，亞
述帝國佔據了整個小亞細亞，近迫巴力斯坦邊境，威脅以民南北二國進貢納稅。以色列王培卡黑，為
脫離亞述的勢力，與大馬士革王聯盟，且唆使猶大王阿哈次參戰。但因阿哈次拒絕這一要求，二王遂
進攻耶路撒冷（公元前736-735年）。在這危機中，阿哈次不聽依撒意亞的勸戒，反而求救於亞述王
（依7章）。如此，不但導致了以色列國的淪亡（公元前722年），而且使猶大國繳納更重的貢稅。在
希則克雅王執政時，猶大為擺脫亞述的重軛，與埃及和其他鄰邦聯合（30-32章），並與反抗亞述的新
巴比倫締交（36-39章）。結果亞述大舉進攻，圍困耶路撒冷，幸賴天主特殊的保護，耶京及全猶大得
免於難。此時，依撒意亞卻預言了本國將來的滅亡，及巴比倫的充軍（39章；列下20:12,19）。

猶大國正像以色列一樣，免不了要受天主的懲罰，因為舉國上下，尤其政府首長，背棄了天主，不再
依賴他的助佑，反而依賴人世間的政治；百姓以各種迷信、妖術和多神崇拜，來代替對惟一上主的敬
禮；人倫道德一敗塗地，法律秩序絕無僅存。耶路撒冷儼然變成了古代的索多瑪和哈摩辣（1:9;3:9）。

……



……
依撒意亞在聖殿蒙召時所見的神視(6章)，為他的一生留下了最深刻的印像。當時他忽然領悟了上主超絕的
威嚴及至聖性，同時意識到自己和百姓的罪孽。自那一刻起，先知確悉自己是「萬軍的上主」，「以色列
的大能者」，「以色列的聖者」的使者及代言人。於是便開始勸勉百姓改惡遷善，並以忠誠倚恃的心，歸
向惟一的救主，天主。先知自被召之日起，即知道自己的宣講，不會得到甚麼效果：至聖的上主必要消滅
猶大國民(3:8;5:13;6:11)；但滿懷信仰的先知，仍舊依賴天主給與祖先的許諾，確信天主不會完全剷除自己的
百姓，必留下一些「殘餘」，在審判中經過淨煉而成為聖善忠信的遺民，由他們中將要出生未來的救主默
西亞(2:1-5;4:2-6;7:10-17;9:1-6;11:1-9)。這位默西亞將要完成救贖的大業(42:1-7;49:1-9;52:13;53:12)。

本書可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依撒意亞（1-39章）依撒意亞本人的預言； BC 740-700年】是由一些較小的預言集編成的，但沒有依
照時代先後的次序來編纂(1-35章)，其後有一篇帶有歷史性的附錄(36-39章)；

第二部分通常稱為「安慰書」，共分兩段：

前段【第二依撒意亞（40-55章）依撒意亞門下弟子寫於充軍巴比倫末期BC 540-538年間】描寫天主藉波斯
王居魯士，將百姓由充軍的苦患中釋放出來(40:1-49:13)，並藉「上主的僕人」解放他們於罪惡(49:14-55:13)；

（依撒意亞四篇「上主的僕人」詩歌，見於依42:1-9; 49:1-7; 50:4-9; 52:13—53:12 ）

後段【第三依撒意亞（56-66章）再由依撒意亞門下弟子寫於充軍回國後，約BC 450年】頌揚默西亞要建立
的神國，及「以色列聖者的熙雍」，即那要作為萬民中心的新耶路撒冷(56-66章)。 …..



……
無論在《舊約》或《新約》中(德48:25-28；瑪3:3;8:17；路4:17等處)，或在古時猶太教和基督教會的傳
說內，都以前後兩部同為依撒意亞的著作。同樣，1947年，在死海西岸谷木蘭山洞中所發現的《依
撒意亞》，其希伯來文抄卷，和最古的希臘譯本，亦都以依撒意亞為全書的作者。但這並非說先知
親筆寫了一切；由8:16得知，先知曾委託他的門人弟子，將自己的預言暫為收藏。可能在充軍的末期，
先知的後輩子弟將這些預言宣布出來，並稍事修改，為使人更易瞭解，或為更適應當時的環境，這
都不妨礙稱依撒意亞為全書的作者。

諸先知中，影響新約教會最深刻者，首推依撒意亞，因為他曾論及默西亞的誕生(7:14;9:6;11:1)，他超
絕的本性和使命(7:14;9:5;11:4;42:1-7)，以及他贖罪救世的大業(53章)。故此依撒意亞堪稱為「舊約中的
福音宣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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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第一依
撒意亞

第二依
撒意亞

第三依
撒意亞



讀經㆒（㆖主的榮耀已照耀在你身㆖。）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60:1-6

耶路撒冷啊！起來炫耀吧！
因為你的光明，已經來到；
㆖主的榮耀，已經照耀在你身㆖。

看啊！黑暗籠罩著大㆞，陰雲遮蔽著萬民；
但㆖主卻照耀著你，
他的榮耀，要彰顯在你的身㆖。
萬民要奔赴你的光明；
眾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輝。
……

圖：https://www.pinterest.com/pin/516647388493501901/

與主顯節當日相同

https://www.pinterest.com/pin/516647388493501901/


……
舉目向㆕方觀望吧！
他們都聚集來到你這裡；
你的眾子，要從遠方而來，
你的㊛兒，要被抱回來。

那時，你見到這情形，必要喜形於色，你的
心靈，必要興奮愉快，因為，海洋的珍寶，
都要歸於你，萬民的㈶富，都要歸你所㈲。

成群結隊的駱駝，以及米德楊和厄法的獨峰
駝，要齊集在你境內；牠們從舍巴，滿載黃
㈮和乳香而來，宣揚㆖主的榮耀。
——㆖主的話。

圖：https://www.calvaryfullerton.org/Bstudy/23%20Isa/1999/23Isa60a.htm

https://www.calvaryfullerton.org/Bstudy/23%20Isa/1999/23Isa60a.htm


答唱詠 詠19:2-3, 4-5

【答】：高㆝陳述㆝主的光榮。（詠19:2）

領：高㆝陳述㆝主的光榮，
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
㈰與㈰侃侃而談，
㊰與㊰知識相傳。【答】

領：不是語，也不是言，
是聽不到的語言；
它們的聲音傳遍普世，
它們的言語達於㆞極。【答】

圖：https://store.ancientfaith.com/creation-of-light-medium-icon/

https://store.ancientfaith.com/creation-of-light-medium-icon/


詠19(18) 讚主頌 傳教節丙年答唱詠

1 達味詩歌，交與樂官。
2 高㆝陳述㆝主的光榮，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
3 ㈰與㈰侃侃而談，㊰與㊰知識相傳。
4 不是語，也不是言，是聽不到的語言；
5 它們的聲音傳遍普世，它們的言語達於㆞極。

由觀察萬物
讚美天主
（ELOHIM）

諸天讚美天主

㆝主在㆝為太陽設置了帷帳，
6 它活像新郎㆒樣走出了洞房，又像壯士㆒樣欣然就道奔放。
7 由㆝這邊出現，往㆝那邊旋轉，沒㈲㆒物可以避免它的熱燄。

太陽的軌道

8 ㆖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暢快㆟靈；㆖主的約章是忠誠的，能開啟愚蒙；
9 ㆖主的規誡是正直的，能悅樂心情；㆖主的命令是光明的，能燭照眼睛；
10㆖主的訓誨是純潔的，永遠常存；㆖主的判斷是真實的，無不公允；
11比黃㈮，比極純的黃㈮更可愛戀；比蜂蜜，比蜂巢的流汁更要甘甜。

求主可憐：
上主
（YHWH）
以完備無缺
的法律光照
世人

讚頌法律

12你僕㆟雖留心這㆒切，竭盡全力遵守這㆒切，
13但誰能認出㉂己的㆒切過犯？求你赦免我未覺察到的罪愆。
14更求你使你僕㆟免於㉂負，求你不要讓驕傲把我佔㈲；如此我將成為完㆟，

重大罪惡免污我身。

默想上主法律
的價值；懇求
上主寬赦過犯
和罪愆

15㆖主，我的磐石，我的救主！願我口㆗的話，並願我心㆗的思慮，常在你前
蒙受悅納！

熱切短禱

韓承良，《聖詠釋義》



思高聖經：《若望默示錄》引言

《若望默示錄》是《新約》經書中惟一的《先知書》。列於正經之末，好似以此書作印璽，封閉了天主對人類的公開啟
示。照體裁而論，本書似乎是一封長函，其實是屬於先知書的一種默示錄文體。

《若望默示錄》的題名，並非出於原著；但由本書序言看來，意思是說：耶穌基督給若望的啟示。本書的作者若望一名，
見於書中數次（1:1,4,9;22:8），他就是若望宗徒。關於他的小史，見《若望福音》引言。

本書的對象很明顯是小亞細亞省的「七個教會」（2;3兩章）。作者以這「七個教會」象徵全教會。寫書的動機，固然是
作者直接受命於天主（1:11），但也是為適合當時教會的需要，因為各處的信友，尤其小亞細亞的信友的處境極為惡劣，
他們外受敵人的迫害和敵視，內受邪說和冷淡的威脅（2;3兩章）。由此可以明瞭本書的目的，即是以基督的光榮顯示和
最後勝利，來堅固那些信德動搖的信友，並鼓勵為信德而受難的義士。

本書寫作的時間，如聖依肋乃所說，是在多米仙皇帝晚年。若望見神視的地方，無疑是在帕特摩島（1:9）。似乎他也在
此島上寫了此書，時間大約是公元96年。

歷來講解本書的人都感覺十分困難，因為本書是一部先知書（22:18），所載的預言雖是「可信而真實的」（22:6），但
在未實現之前，定難明瞭；何況大部份預言在末世時方能實現，又何況多是以神秘的異像、數字、比喻和象徵寫出的，
更是難上加難。雖然如此，本書的寫成既是為了信友的神益，當然人人要讀，祇是閱讀時應懷着信德和誠心敬意，如此
其中的奧義方可彰明較著；如此，有關天主、基督、教會等異像，對於信徒，另外對於遭受迫害的人，纔有莫大的安慰；
同時他們的明悟必受神光燭照，心中的愛火自然會漸漸燃起。的確，「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
是有福的」（1:3;22:7）。

本書的結構緊湊嚴密，布局極有規律，段落亦甚分明。本書除序言（1:1-20）和結語（22:6-21）外，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先以神視作為引論（1:9-20），以後是給七個教會的七封書信（2;3兩章）。
第二部份詳列有關世末的神視，共分五組：即七印、七號角、七異兆、七金盂，以及基督與大巴比倫的戰爭（4:1-19:10）。
第三部份記敘基督與教會的最後勝利（19:11-22:5）。



多米田（Domitian, 51-96 A.D.）

主后81年開始，逼迫的浪潮再起，當時的羅
馬皇帝是多米田，他是一個好逼迫的皇帝，尤以
他在位的末期為甚。他自稱為神，用金銀作自己
的像放在京城各處，命令百姓敬拜，要求百姓以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稱呼他。他下令大規模搜
捕基督徒，將他們處死，就是連他表弟的一家也
不能幸免。他的表弟革利文斯被判處死刑，而他
的妻子則被放逐到一小島上，他們的兩個兒子，
本來被指定為皇位承繼人，也從此銷聲匿跡。這
個家庭為他們的信仰，所付出的代價真是不少。
使徒約翰也被他流放到拔摩荒島上，后來當多米
田被人刺殺后，約翰才獲釋，那時年97歲。

圖片：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mitian

資料：http://www.pcchong.com/mydictionary1/special/historyofchristianity3.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mitian
http://www.pcchong.com/mydictionary1/special/historyofchristianity3.htm


由序言(默1:1-3)開始，至尾語(默22:6-21)結束，全書顯
然可分兩部：第一部是序幕，旨在淨化心靈，包括致教
會七書；(1至3章)第二部是正文，即相對七個印、七號
角、三異兆、七個盂的啟示。(4至22章)兩部各有一篇精
心雕琢的導言。首篇導言是人子的異像，狀如受傅的司
祭、君王、先知；次篇導言是天庭的異像，包括寶座、
書卷、羔羊。

默示錄的走筆有引人注意的一點，就是每一段敘事既自
顧又前瞻，換句話說，敘事既有其自身的內涵，同時又
包含後繼的題旨，而接著的敘事正是發揮了前段的含意。
這樣七號角發揮了七個印的含意，三異像發揮了七號角
的含意，而七個盂又發揮了三異像的含意。這後浪推前
浪的文勢，顯然有意使讀者摒氣凝神地期待大結局的來
臨，那就是羔羊的婚禮，新耶路撒冷的降來。

兩個前導，四個七數的敘事，一個三數的敘事，加起來
共有七個章節。每個章節一方面講述天主如何臨於人類
的歷史，同時又為下一個章節開啟了承先啟後的門路。
由此可見，默示錄是一部包含七個啟示的經典，給我們
揭示了，在天主和基督內，人類歷史的意義；同時也給
我們指點了，如何從天主的角度看事件的演進，以便對
人類的歷史有個整體的透視。

1:1-3 序 回合

1:4-3:22 序幕 導 言：人子的異像，狀如受傅的司祭、
君王、先知

致（小亞細亞）七教會書

1

2
4-22章 正文 導 言：天庭的異像：寶座、書卷、羔羊

(5:1-14)
七個印 (6:1—8:1)
七號角 (8:2—11:19)
三異兆：女人與紅龍 (12章)

海上及地下來的獸 (13章)
被選者與羔羊為伍 (14章)

七個盂 (15:1—18:24)

3

4
5
6

7
大結局：羔羊的婚宴 (19-20章)

新天新地 (21:1-8)
新耶路撒冷 (21:9-27)
生命之水 (22:1-5)

22:6-21 尾語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spirit/S019e.htm

作者：若望、僕人(默1:1)；傳統說是若望宗徒，但應
該是「若望傳統」、「若望圈子」
收信人：多米仙大帝在位末年，基督徒被受迫害。作
者以默示文學方式，向受迫害者暗示天主的國永遠常
存，基督最後能克勝一切，衪才是一切的終向。

默示錄



恭讀默示錄 1:3-8

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
而又遵行書㆗所記載的，是㈲福的！
因為時期已臨近了。

若望致書給亞細亞的㈦個教會：
願恩寵與平安，
由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者，
由在他寶座前的㈦神，
並由那原為忠實的見證、死者㆗的首生者，
和㆞㆖萬王的元首，耶穌基督，賜與你們。
⋯⋯

讀經㆓（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主㆝主這樣說。）

圖：https://www.conformingtojesus.com/charts-maps/en/map_of_the_seven_churches_of_asia.htm

https://www.conformingtojesus.com/charts-maps/en/map_of_the_seven_churches_of_asia.htm


⋯⋯
耶穌基督愛了我們，並以㉂己的血，解救
我們脫離我們的罪過，使我們成為國度，
成為司㉀，以事奉他的㆝主和父；
願光榮與權能歸於他，直到萬世萬㈹。阿們。

看，他乘著雲彩降來，眾目都要瞻望他，
連那些刺透了他的㆟，也要瞻望他；
㆞㆖的各種族，都要哀悼他。
的確這樣。阿們。

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
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的，全能者㆖
主㆝主，這樣說。——㆖主的話。



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賜㆘了㉂己
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獲得永生。
（若3:16）

眾：亞肋路亞。

傳教節



思高聖經：《若望福音》引言

關於第㆕部《福音》的作者若望的生平，我們知道得比前㆔聖史較為詳盡。

若望是加里肋亞㆟，大概生於貝㈵賽達村，家庭相當富㈲；父㈴載伯德，母㈴撒羅默，㉂幼操
漁業為生，心㆞坦白虔誠。跟隨耶穌以前，曾作過洗者若翰的門徒（若1:35-39）。他和他的哥哥
長雅各伯，同時蒙耶穌召為㊪徒（瑪4:21,22），因兄弟㆓㆟性情暴燥，耶穌給他們起㈴叫「雷霆
之子」（谷3:17）。㉂從他蒙召為徒以後，始終跟隨了耶穌，直到加爾瓦略山㆖，在那裏臨死的
耶穌將㉂己的童貞母親，托付給了這位童貞門徒（若19:26,27）。耶穌升㆝後，他先在耶路撒冷
（㊪3:1-4:31），後在撒瑪黎雅（㊪8:14-25）宣講福音。

㉂古相傳，聖母逝世後，他去了厄弗所，在那裏住了很久。羅馬皇帝多米仙在位時（81-96年），
他曾被解送㉃羅馬，為主受過油鍋煎熬的酷刑，然而毫髮未損；後被流配㉃帕㈵摩島（默1:9）。
乃爾瓦皇帝在位時（96-98年），獲赦重回厄弗所。於㈵辣雅諾皇帝（98-117年）在位第㈥年（104年）
平安去世，享壽約百歲。聖教會每年12㈪27㈰慶㈷他的瞻禮。

若望是第㆕部《福音》的作者，不但可由極古老的傳說證明，而且也可由《若望福音》的內容
證明。作者雖然由於謙遜，從未提及㉂己的姓㈴，也未明言㉂己是㊪徒；但從本書內容可證明
他確是耶穌的門徒，且是「耶穌所愛的門徒」（21:20-24）。由前㆔《福音》得知耶穌共㈲㆔位愛
徒：伯多祿、長雅各伯與若望㆔㆟（谷5:37; 9:2; 14:33）。我們確知本《福音》的作者不能是伯多祿，
因為伯多祿在本書內顯然與作者㈲別（13:23; 20:2; 21:7,20）；也不能是長雅各伯，因為他已於43年
為主殉道（㊪12:2）；所以本書的作者，祇能是㊪徒若望。他大概在㊢了《默示錄》後，於公元
100年㊧㊨，在小亞細亞 厄弗所城編著了本《福音》。⋯⋯



⋯⋯
㉃於編著的目的，作者已明言：「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主子，並使
你們信的㆟，賴他的㈴得㈲生命。」（20:31）因為在第㆒世紀末葉，㈲些邪教徒否認耶穌是㆝
主子，若望為堅固信友的信德，並為防止信友陷於這種異端，遂在本書序言內，即刻申明㆝主
子耶穌的先存性，和降生成㆟的奧跡（1:1-14）。他為證明耶穌的㆝主性，㈵別着重洗者若翰、
㈩㆓位㊪徒及耶穌㉂己的證言，故很少記載耶穌所行的奇跡。

此外，若望也並無意重述前㆔《福音》已記述的事，所以他祇補充了前㆔《福音》所未記載的
事，㈵別是耶穌在耶京㆒帶傳教時所發生的事跡，和所講的言論。

本書固然是㆒部史書，但卻另具㈲㆒種㈵殊的風格，蘊藏着深奧的意義與玄妙的神㈻，因此，
本書在古時，就㈲「神性的福音」的雅號。

本書先以序言開端，這序言可說是全部福音的前奏（1:1-18），
然後在第㆒部分內，敘述耶穌如何將㉂己顯示給世㆟（1:19-12:50）；
在第㆓部分內，敘述耶穌如何將㉂己顯示給㊪徒（13-17章），以及藉苦難聖死和復活，受到光
榮而返回父懷等事（18-20章）；
最後用㆒篇附錄，以耶穌賦給伯多祿統轄全聖教會的元首職權總結全書（21章）。



恭讀聖若望福音 17:11, 17-23

那時候，耶穌舉目向㆝說：
「聖父啊！求你因你的㈴，保全那些你所賜
給我的㆟，使他們合而為㆒，正如我們㆒樣。

⋯⋯
「求你以真理㈷聖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來，
照樣，我也派遣他們到世界㆖去。

我為他們㈷聖我㉂己，
為叫他們也因真理而被㈷聖。
⋯⋯

福音（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來，照樣，我也派遣他們到世界㆖去。）

圖：https://www.oclarim.com.mo/zh/2018/07/06/priest-pray-for-pope-francis/

https://www.oclarim.com.mo/zh/2018/07/06/priest-pray-for-pope-francis/


⋯⋯
「我不但為他們祈求，而且也為那些
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祈求，好
使他們都合而為㆒。

父啊！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
使他們也在我們內合而為㆒，
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
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

「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
為叫他們合而為㆒，就如我們原為㆒
體㆒樣。

我在他們內，你在我內，使他們完全
合而為㆒，為叫世界知道：
是你派遣了我，並且你愛了他們，如
同愛了我㆒樣。」——㆖主的話。

圖：https://www.dreamstime.com/church-logo-loving-god-unity-christ-image123263986

https://www.dreamstime.com/church-logo-loving-god-unity-christ-image123263986


㆖主，

你聖子為救贖世㆟，犧牲㉂己，
求你看他分㆖，使萬民獲得救恩。

願他們從㈰出到㈰落，到處頌揚你
的聖㈴，並向你呈㆖唯㆒的㉀獻。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
的祈禱。亞孟。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求傳揚信德」彌撒

㆖主，

求你悅納你教會為普世㆟類的得
救，所獻㆖的祈禱和禮品，
㆒如你曾悅納了你的聖子，為救
贖世㆟，所獻㆖的光榮苦難。

他是㆝主，永生永王。亞孟。

第一式

傳教節
（禱文可選用以下任何一式）

第二式

獻禮經

2021年10月修訂中譯

2022年10月修訂中譯



主說：你們要教導萬民，
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㆒切。

看！我同你們㆝㆝在㆒起，
直到今世的終結。（瑪28:20）

第一式

傳教節
（禱文可選用以下任何一式）

第二式

領主詠

列國萬民，請讚美㆖主；
㆒切民族，請歌頌㆖主。
因為他的仁愛，厚加於我們；
㆖主的忠誠，必要永遠常存。
（詠117:1-2）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求傳揚信德」彌撒

或

主說：你們往普㆝㆘去，向㆒切
受造物宣傳福音。（谷16:15）



㆖主，

我們領受了救贖的聖事，得到滋養；
求你使我們賴這永恆救恩的助佑，
信德㈰增。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
們的祈禱。亞孟。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求傳揚信德」彌撒

㆖主，

我們懇求你，藉我們所分享的聖
宴，聖化我們，
求你使普世萬民，藉教會的聖事，
接受你唯㆒聖子在㈩字架㆖所帶
來的救恩。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
們的祈禱。亞孟。

第一式

傳教節
（禱文可選用以下任何一式）

第二式

領主後經

2021年10月修訂中譯 2021年10月修訂中譯



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2022年10月18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主日丙年讀經(2022年10月23日)
或
欣賞傳教節丙年讀經

2022年10月25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丙年讀經(2022年10月30日)

2022年11月1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丙年讀經(2022年11月6日)

2022年11月8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丙年讀經(2022年11月13日)

2022年11月15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日）丙年讀經
(2022年11月20日)

待續….

道賞

公佈：2022年10月4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