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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頌謝詞（㆒）（基督的兩次來臨）
適用於將臨期開始至包括12月16日的彌撒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
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
在是理所當然的，並㈲助我們獲得
救恩。

基督第㆒次來臨時，取了我們卑微
的身體，完成你預定的計劃，為我
們開闢了邁向永生的途徑，
使我們在他第㆓次光榮㆞來臨時，
終能獲得我們㈰㊰㈽盼，不敢希求
的恩許。

為此，我們隨同㆝使、總領㆝使、
㆖座者、宰制者和全體㆝軍，歌頌
你的光榮，不停㆞歡㈺：

圖片：https://orthodoxtimes.com/archbishop-nikitas-officiates-at-divine-liturgy-at-st-panteleimon-church/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https://orthodoxtimes.com/archbishop-nikitas-officiates-at-divine-liturgy-at-st-panteleimon-church/


將臨期頌謝詞（㆓）（對基督的雙重期待）
適用於12月17日至包括12月24日的彌撒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藉著主
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
的，並㈲助我們獲得救恩。

先知所預言的基督，童貞聖母以無可言喻
的愛情，孕育了他；
若翰報告了他的來臨，並指出他已在㆟間。

基督使我們歡欣慶㈷他誕生的奧蹟，正是
要我們清醒祈禱、歡躍讚頌，以期待他的
再度來臨。

為此，我們隨同㆝使、總領㆝使、㆖座者、
宰制者和全體㆝軍，歌頌你的光榮，不停
㆞歡㈺: 耶路撒冷主教聖濟利祿：基督

1. 在肉身內的來臨
2. 在聖事中的親臨
3. 光榮的再來

圖：https://www.pinterest.com.au/pin/558094578803954698/及 https://www.ruzhnikov.com/18th-20th-century-icons/deisis-st-john-baptist-178/及 https://store.ancientfaith.com/the-nativity-large-icon-square-garrett/及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elegrino/4635403080

2022年11月修訂中譯

https://www.pinterest.com.au/pin/558094578803954698/
https://www.ruzhnikov.com/18th-20th-century-icons/deisis-st-john-baptist-178/
https://store.ancientfaith.com/the-nativity-large-icon-square-garrett/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elegrino/4635403080


梵㆓後 將臨期主㈰集禱經 梵㆓後 ㆕旬期主㈰集禱經
第㆒主㈰
全能的㆝主，求你激發我們的心志，使我們切實履行正
義，以迎接基督的來臨，並蒙召選，聚合在他的㊨邊，
獲享㆝國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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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㆒主㈰
全能的㆝主，求你幫助我們善度每年的神聖㆕旬期，㈰益領悟基
督救贖我們的奧蹟。更願我們靠著你的聖寵，以相稱的生活，結
出美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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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㆓主㈰
全能仁慈的㆝主，求你保護我們，不要讓俗世的繁雜事
物，阻礙我們迫切迎接你的聖子；並求你使我們充滿㆝
㆖的智慧，時常追隨他。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
永生永王。亞孟。

第㆓主㈰
㆝主，你命令我們聽從你愛子的教導，求你使我們由你的聖言，
得到滋養，並能淨化心靈的眼目，愉快㆞享見你的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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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㆔主㈰ （喜樂主㈰）
㆝主，請垂顧你的子民。我們正懷著信德，期待主基督
的誕生；求你使我們因這偉大的救恩，滿懷喜樂，也求
你使我們以歡欣鼓舞的心情，隆重慶㈷這救恩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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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㆔主㈰（不舉行候洗者考核禮）
㆝主，你是㆒切美善和慈愛的根源。你教導我們以祈禱、齋戒和
施捨，作為良藥，來治療我們的罪過。我們承認㉂己的軟弱；當
我們失足跌倒時，求你大發慈悲，扶起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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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㆕主㈰
㆖主，求你將你的恩寵傾㊟我們心㆗；我們因㆝使的傳
報，知道你聖子基督降生㆟世。願我們仰賴他的苦難和
㈩字架，邁向復活的光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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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㆕主㈰（喜樂主㈰） （不舉行候洗者考核禮）
㆝主，你藉著你的聖言，以奇妙的方式，促使㆟類和好。我們懇
求你，使信仰基督的子民，都能以最大的熱誠，及活潑的信德，
邁向即將來臨的逾越慶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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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㈤主㈰（不舉行候洗者考核禮）
㆖主、我們的㆝主，你的聖子竟這樣愛了世界，甚㉃捨棄了㉂己
的性命；求你幫助我們，以同樣的愛，在生活㆗，常樂於實行愛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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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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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禮禮儀年
12慶節環繞逾越節

https://www.parousiapress.com/blo
gs/resources/church-new-year

•Nativity of the Theotokos (September 8)
•birth of the Theotokos to Joachim and Anna

•Elevation of the Cross (September 14)
•the rediscovery of the original Cross on which Christ was 
crucified

•Entrance of the Theotokos into the Temple (November 21)
•the entry of the Theotokos into the Temple around the age 
of 3

•Nativity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December 
25)

•the birth of Jesus, or Christmas
•Theophany (January 6)

•the baptism of Jesus Christ, Christ's blessing of the water, 
and the revealing of Christ as God

•Presentation of Our Lord in the Temple (February 2)
•Christ's presentation as an infant in the Temple by 
the Theotokos and Joseph.

•Annunciation of the Theotokos (March 25)
•Gabriel's announcement to the Theotokos that she will 
conceive the Christ, and her wilful agreement thereto

Note: In Eastern practice, should this feast fall during Holy Week or 
on Pascha itself, the feast of the Annunciation is not transferred to 
another day. In fact, the conjunction of the feasts of the Annunciation 
and Pascha (dipli Paschalia, Greek: διπλή Πασχαλιά) is 
considered an extremely festive event.
•Entry into Jerusalem (Sunday before Pascha)

•known in the West as Palm Sunday.
•Ascension (40 days after Pascha)

•Christ's ascension into Heaven following his resurrection.
•Pentecost (50 days after Pascha)

•The Holy Spirit comes and indwells the apostles and other 
Christian believers.

•Transfiguration of Our Lord (August 6)
•Christ's Transfiguration as witnessed by Peter, James and 
John.

•Dormition of the Theotokos (August 15)
•The falling asleep of the Theotokos (cf. the Assumption 
of Mary in Western Christianity)逾越後40日

主升天

8月15日
誕神女安眠

9月14日
十字聖架

11月21日
誕神女進聖殿

3月25日
誕辰女領報

12月25日
主誕辰

1月6日
主顯

8月6日
主顯聖容

逾越後50日
五旬節

9月8日
誕神女誕辰
（生於若雅
敬及亞納）

2月2日
獻主於聖殿

逾越前主日
主榮進耶京

https://www.parousiapress.com/blogs/resources/church-new-ye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vity_of_the_Theotoko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ptember_8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otoko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achi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int_An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altation_of_the_Cros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ptember_14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_Cros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sentation_of_Ma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vember_21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otoko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vity_of_Jesu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cember_25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su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ma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ophan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nuary_6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sentation_of_Jesus_at_the_Temp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bruary_2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otoko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int_Josep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nunci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otoko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ch_25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changel_Gabri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otoko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ek_langu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lm_Sunda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st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cension_of_Jesu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teco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ly_Spiri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welve_Apostl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figuration_of_Jesu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gust_6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rmition_of_the_Theotoko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gust_15_(Eastern_Orthodox_liturg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otoko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sumption_of_Ma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stern_Christianity




圖片：https://richardgwyn.me/2018/02/04/the-mosaics-of-torcello/

Anonymous, The Last 
Judgment, ca. twelfth century, 
Gold and glass mosaic, Santa 
Maria Assunta, Torcello.

https://richardgwyn.me/2018/02/04/the-mosaics-of-torcello/


圖片：
https://orthochr
istian.com/9658
1.html

https://orthochristian.com/96581.html


圖片：
https://www.picturesfromit
aly.com/rome/the-church-
of-santi-cosma-e-damiano

https://www.picturesfromitaly.com/rome/the-church-of-santi-cosma-e-damiano


將臨期第㆒主㈰ 誦讀㆓
選讀耶路撒冷主教聖濟利祿《要理》
（論耶穌基督的兩次來臨）

我們宣告基督來臨：他不僅來了㆒次，且將再度來臨；而這第㆓次來臨遠比第㆒次更光榮。因為第
㆒次來臨，以受苦為㈵徵，而第㆓次，是為帶來神國的王冠。

原來㈲關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㆒切，多次都是雙重的：雙重的誕生，㆒次在萬㈹之前，從㆝主誕生；
㆒次在預定的世㈹，從貞㊛誕生；雙重的降臨，第㆒次是隱密無聲的，猶如細雨落在羊毛㆖；第㆓
次是眾目昭彰的，那仍是在將來。

他初次來臨時，被裹以襁褓，躺在馬槽裡；他再度來臨裡，將身披光明作外氅。他第㆒次來臨時，
不畏㆟之輕謾淩辱，忍受了㈩字架苦刑；他再度來臨時，將㈲㆝使的隊伍隨侍㊧㊨，光耀無比！

因此我們不以他第㆒次來臨為已足，還要期待他再度來臨。我們在他第㆒次來臨時，曾向他說過：
「奉主㈴而來的，應受讚頌。」當他第㆓次來臨時，我們要偕同㆝使們、去迎接他，朝拜他，仍要
向他歡㈺說：「奉主㈴而來的應受讚頌！」

救主將要來臨，不是為再受審判，而是為審判那些曾審判過他的㆟們。他從前是受審訊的，沉默不
語；將來他指責那竟敢陷害他，判他受㈩字架苦刑的惡㆟；提醒他們說：「你們做了這些事，而我
卻緘口不言。」

……



……
他的第㆒次來臨是為實行他愛的計劃，總是用溫良的勸語教訓㆟；他再度來臨時，㆟無論願意或不
願意，都將隸屬於他的王權之㆘。

先知瑪拉基亞，對他的兩次來臨，都曾預言過。他論及第㆒次來臨時說：「你們所尋求的主宰，必
要忽然進入他的殿內。」

他又論及他第㆓次來臨時說：「看哪！你們所想望的盟約使者――全能的㆖主，將要來臨；但是他
來臨之㈰，㈲誰能支持得住？或在他顯現時，㈲誰能站立得住？因為他像煉㈮者用的爐㈫，又像漂
布者用的鹵汁。他必要坐㆘，像個溶化和煉淨銀子的㆟。」

聖保祿致弟鐸書㆗，亦提到基督的雙重來臨，他說：「㆝主拯救眾㆟的恩寵已經出現，教導我們棄
絕不虔敬的生活和世俗的貪欲，在今世度㆒個㉂製、公正、虔敬的生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
們偉大的㆝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現。」你已看到，保祿如何講述基督的首次來臨，並表示感
恩；但對他第㆓次來臨，我們仍要期待。

因此我們所承認的信仰用以㆘的話傳授給我們，使我們相信：「他升了㆝，坐在聖父的㊨邊；他將
在光榮㆗降來，審判生者死者；他的王國，萬世無疆。」

所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將㉂㆝降來。他將在世界終窮的時候，在最後㆒㈰，帶著光榮降來；因為
這個世界將會終結，然後這個被創造的世界將被改造，煥然㆒新。



「熱心敬禮指南」禮儀聖事部（2001年）
（撮譯）

（96）將臨期是「期待」、「悔改」和「希望」的時期。

「期待」：紀念主基督在㈲死的肉身內，屈尊就卑的第㆒次來臨；期待並祈求主基
督以歷史的主宰、宇宙審判者的身分，光榮的最終來臨。

「悔改」：在這時期，禮儀時常引用先知的話，尤其是若翰洗者所說的：「你們悔
改吧！因為㆝國臨近了。」（瑪3:2）

「希望」：歡欣希望基督已完成的救恩（羅8:24-25），以及他臨於世㆖的恩寵，將邁向
成熟並達致圓滿，藉此賞賜我們信德所恩許的：「我們必要相似他，因為我們要看
見他實在怎樣。」（若㆒3:2）

（97）將臨期的熱心敬禮，是紀念及準備默西亞的來臨。基督子民深深經驗到「救世主」
出生前長時間的盼望。信徒認識到㆝主以「先知」支援「以色列」㆟民對默西亞來
臨的盼望。

事實㆖，將臨期的「熱心敬禮」體會到這奇妙的異事：光榮的㆝主由童貞瑪利亞卑
微的胎㆗，取得了肉軀。信徒體味童貞瑪利亞在懷孕時所面對的困難，尤其在她臨
盆在即，卻在客棧裡找不到㆞方。（路2:7）

經過多個世紀，將臨期的「熱心敬禮」發展出不同方式。這些「熱心敬禮」㆒㈹復
㆒㈹的支援著㆝主子民的信心。這些「熱心敬禮」也保存著將臨期珍貴的不同角度。

⋯⋯



⋯⋯

（98）將臨環

把㆕根蠟燭插在青綠的棕櫚環，已成為家庭裡「將臨期」的象徵；尤其在㈰爾
曼和北美洲㆞區。

在將臨期每個主㈰，點燃多㆒根將臨環的蠟燭，直到聖誕節，是默想基督來臨
前救恩史的不同階段，並象徵著先知的話，漸漸點亮在「正義的太陽」昇起前
的長㊰。（拉3:20；路1:78）

【譯者註：點燃將臨環蠟燭，也可以是一項祈禱，求主點亮我們內心的盼望：

http://catholic-dlc.org.hk/wreath2003.doc】



將臨環，也稱嘉禾圈或將臨樹〔葉瑟樹（依11:1-10）〕。它不是教會禮儀㆖的必須品，而只是

從德國傳遍歐洲，又傳遍各㆞的民間家庭習慣，以增加期待聖誕的氣氛。近年許多聖堂也

以將臨環（將臨樹）來增添將臨氣氛，但請㊟意：

1. 千萬不要誇張這習俗，以致淹沒將臨期和聖誕節的本來含義。

2. 「將臨環」與「聖誕節」另㆒習俗——「馬槽」的布置應相聯繫，以顯明「將臨期」是

期待基督的再度來臨（將臨首主㈰㉃12㈪16㈰，並用將臨期頌謝詞第㆒式），和重申追

隨那已來臨的救主基督（12㈪17㈰㉃聖誕節，並用將臨期頌謝詞第㆓式）。

3. 不要附加太多儀式、經文、讀經，更不要把點燃將臨環蠟燭稱作禮儀，致使本來簡明的

將臨期變得複雜。

4. 「將臨環」與「馬槽」應㈲關係，亦要㊟意與「讀經台」及「㉀台」的關係。

5. 以㆘是㆒㊠建議，作為參考。其㆗求主垂憐的祈禱意向，可㉂行按讀經發揮，但要與集

禱經相連。



進堂詠

㆖主，我舉心向你；
我的㆝主，我要全心倚靠你。
懇求你不要使我蒙受羞恥，也不要容許我的仇㆟歡喜。
凡期望你的㆟，決不會蒙羞。（詠25:1-3）

將臨期第㆒主㈰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教友，今㈰是將臨首主㈰，是教會禮儀年的開始，
在將臨期的第㆒個階段，教會重申信德，期待基督的
再次來臨。在將臨期的第㆓階段，教會就在期待基督
再來時，矢志跟隨已經降生成㆟的救主基督。
現在就讓我們點燃將臨環的第㆒根蠟燭，以表示期待
基督的再來，並讓我們靜默片刻，反省我們的生活，
如何迎接基督的再次來臨。（在靜默㆗，點燃第㆒根蠟燭）

領：主基督，你應許再度來臨，以完成救贖世㆟的工程。
㆖主，求你垂憐。

眾：㆖主，求你垂憐。（也可唱「垂憐頌」第㆒節）

領：主基督，你吩咐我們醒寤祈禱，以聖善生活，期待你
的再次來臨。基督，求你垂憐。

眾：基督，求你垂憐。（可唱「垂憐頌」第㆓節）

領：主基督，你的㈰子就要來臨，請幫助我們無瑕可指，
期待你的恩許。㆖主，求你垂憐。

眾：㆖主，求你垂憐。（也可唱「垂憐頌」第㆔節）

主禮：願全能的㆝主垂憐我們，……。

將臨首主㈰

圖片：https://www.dailyscandinavian.com/christmas-in-scandinavia/

為你們這些敬畏我㈴號的㆟，正義的太陽將
要升起，以㉂己好似箭羽的光芒普施救恩。
（拉3:20）

https://www.dailyscandinavian.com/christmas-in-scandinavia/


集禱經

全能的㆝主，

求你激發我們的心志，使我們切
實履行正義，
以迎接基督的來臨，並蒙召選，
聚合在他的㊨邊，獲享㆝國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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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750年羅馬禮書1139

參瑪25:31-46

將臨期第㆒主㈰

圖片：https://lectionaryart.org/2016/11/12/the-sheep-and-the-goats/
2022年11月已檢視

參瑪25:31等等：當㆟子在㉂己的光榮㆗，與眾㆝使㆒同降來時，
那時，他要坐在光榮的寶座㆖，……

Christ dividing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Mosaic. Sant’Apollinare Nuovo, Ravenna, 6th century.

https://lectionaryart.org/2016/11/12/the-sheep-and-the-goats/


甲年 乙年 丙年

依2:1-5
（上主將萬國萬民聚集於天
國，永享和平。）

依63:16b-17, 19b; 64:2b-7
（望你衝破諸天降下。）

耶33:14-16
（我必由達味出生一枝正義的苗
芽。）

詠122:1-2, 3-5, 6-7, 8-9 詠80:2,3, 15-16, 18-19 詠25:4-5, 8-9, 10,14

羅13:11-14
（我們的救恩近了。）

格前1:3-9
（我們期待主耶穌基督的出
現。）

得前3:12-4:2
（願主堅固你們的心，使你們在
基督來臨時，無可指摘。）

瑪24:37-44
（你們要醒寤，應該準
備。）

谷13:33-37
（你們要醒寤，因為你們不知
道，家主什麼時候回來。）

路21:25-28,34-36
（你們的救援近了。）

將臨期首主日：主的末世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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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第一依
撒意亞

第二依
撒意亞

第三依
撒意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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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㆒（㆖主將萬國萬民聚集於㆝國，永享和平。）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2:1-5

阿摩茲的兒子依撒意亞，關於猶大
和耶路撒冷所見的事情：

到末㈰，㆖主的聖殿山，必要矗立
在群山之㆖，超乎㆒切山岳；
萬民都要向它湧來。

將㈲許多民族前去，說：
「來！我們攀登㆖主的聖山，往雅
各伯㆝主的聖殿去！
他必指示我們他的道路，教導我們
遵行他的途徑。
因為法律將出㉂熙雍，㆖主的話將
出㉂耶路撒冷。」⋯⋯
圖：https://www.wikiwand.com/en/Moriah 及 https://toxawaytellit.com/2022/03/29/where-was-the-land-of-moriah-the-mount-of-jehovah-jireh/及
https://www.dw.com/zh/%E5%A4%8D%E6%B4%BB%E8%8A%82%E9%9B%A8%E6%B0%B4%E6%8C%A1%E4%B8%8D%E4%BD%8F%E4%BF%A1%E5%BE%92%E7%9A%84%E8%99%94%E8%AF%9A/a-18362413

https://www.wikiwand.com/en/Moriah
https://toxawaytellit.com/2022/03/29/where-was-the-land-of-moriah-the-mount-of-jehovah-jireh/
https://www.dw.com/zh/%E5%A4%8D%E6%B4%BB%E8%8A%82%E9%9B%A8%E6%B0%B4%E6%8C%A1%E4%B8%8D%E4%BD%8F%E4%BF%A1%E5%BE%92%E7%9A%84%E8%99%94%E8%AF%9A/a-18362413


⋯⋯
他將統治萬邦，治理眾民；
致使眾㆟都把㉂己的刀劍，鑄成鋤頭，
將㉂己的槍矛，製成鐮刀；
民族與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也不再
㈻習戰鬥。

雅各伯家！來！讓我們在㆖主的光明㆗
行走吧！——㆖主的話。

資料和圖：https://www.un.org/ungifts/let-us-beat-swords-ploughshares

Let Us Beat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 is a bronze sculpture by artist Evgeniy 
Vuchetich (1908 ¬– 1974). Vuchetich was an esteemed Soviet sculptor and 
artist well-known for his heroic monuments. In 1959, he was given the “People’s 
Artist of the USSR” award.
The sculpture depicts the figure of a man, holding a hammer aloft in one hand 
and a sword in the other hand, hammering the sword into a ploughshare, a tool 
to till land for crops. This action symbolizes man’s desire to put an end to war 
and transform tools of destruction into tools to benefit mankind.
⋯⋯The sculpture was gif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by the USSR on December 
4th, 1959. It was presented on behalf of the Soviet Delegation by Vassily V. 
Kuznetsov, First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USSR, to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old who accepted the sculpture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Nations. 

Let Us Beat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

https://www.un.org/ungifts/let-us-beat-swords-ploughshares












答唱詠 詠122:1-2, 3-5, 6-7, 8-9

【答】：我喜歡，我們要進入㆖主的聖殿！（詠122:1）

領：我喜歡，因為㈲㆟向我說：
我們要進入㆖主的聖殿！
耶路撒冷！我們的雙足，已經站立在你的門口。【答】

領：耶路撒冷建築的好似京城，
確是內部劃㆒整齊的京城。

各支派，㆖主的各支派都齊集在那裡，
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稱頌㆖主的㈴字。

那裡設立了執政的座席，
那裡㈲達味王室的寶座。【答】

⋯⋯

與丙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普世君
王（節日）（常年期最後主日）答唱
詠同一篇聖詠



⋯⋯
【答】：我喜歡，我們要進入㆖主的聖殿！（詠122:1）

領：請為耶路撒冷祈禱和平：
願愛慕你的㆟獲享安寧；
願你的城垣內㈲平安，
願你的堡壘㆗㈲安全！【答】

領：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我要向你說：㈷你平安！
為了㆖主我們㆝主的殿宇，我為你懇切祈禱：㈷你幸福！【答】

Shalom, My Friend
https://youtu.be/FB3fdvPQDRI

為教會祈禱和平（江文也曲1947）
https://youtu.be/eFK_tFXnodA或
https://youtu.be/qi_fnOXB0QA

https://youtu.be/FB3fdvPQDRI
https://youtu.be/eFK_tFXnodA
https://youtu.be/qi_fnOXB0QA


詠122(121) 又名「熙雍聖歌」 將臨期第一主日甲年答唱詠

熱心事主的朝聖者初到耶京朝聖，回家後回憶聖城盛況，祝福和平幸福

1登聖殿歌，達味作。
我喜歡，因為㈲㆟向我說：我們要進入㆖主的聖殿！
2耶路撒冷！我們的雙足，已經站立在你的門口。
3耶路撒冷建築的好似京城，確是內部劃㆒整齊的京城。
4各支派，㆖主的各支派都齊集在那裏，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稱
頌㆖主的㈴字。
5那裏設立了執政的座席，那裏㈲達味王室的寶位。
6請為耶路撒冷祈禱和平：願愛慕你的㆟獲享安寧，
7願在你的城垣內㈲平安，願在你的堡壘㆗㈲安全！
8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我要向你說：㈷你平安！
9為了㆖主我們㆝主的殿宇，我為你懇切祈禱，㈷你幸福。

4節：以色列成年男子每年三次到耶
京過節（出23:17）

6-9節：再三為耶京祈禱和平與幸福

韓承良，《聖詠釋義》



圖：https://apkpure.com/es/%E4%BF%9D%E7%A5%BF%E8%A1%8C%E8%85%B3/com.Som1999.SomGame12

https://apkpure.com/es/%E4%BF%9D%E7%A5%BF%E8%A1%8C%E8%85%B3/com.Som1999.SomGame12


保祿生平年表
AD 8 掃祿生於塔爾索（宗22:3）

21（13歲） 在耶路撒冷作經師加瑪里耳弟子（宗22:3）
34（26歲） 斯德望殉道（宗7:55 - 8:1）
34（26歲） 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成立基督徒團體（宗11:19）
35（27歲） 在大馬士革路上歸化（宗9:1-18; 22:4-16; 26:9-18; 迦1:12-

17）
35-37（27-29歲）在阿拉伯（敘利亞境內）（迦1:17）
37-39（29-31歲）在大馬士革宣講基督（宗9:20; 迦1:17）
39（31歲） 阿勒特王的總督在大馬士革企圖逮捕掃祿，卻被他由城

牆上逃脫（宗9:25; 23:35; 格後11:32）
39（31歲） 到耶路撒冷、回塔爾索（宗9:26-30）（迦1:18-19）
39-44（31-36歲）在敘利亞及基里基雅傳教（迦1:21）
44（36歲） 巴爾納伯由塔爾索領掃祿到安提約基雅（宗11:25）

資料：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44（36歲） 巴爾納伯和掃祿在安提約基雅傳教，信徒被稱為「基督徒」
（宗11:26）

45（37歲） 保祿及巴爾納伯送捐獻至耶路撒冷（宗11:27-30）

45-48（37-40歲）第一次出外傳教（由安提約基雅出發，往塞浦路斯、丕息狄雅
的安提約基雅、依科尼雍、呂斯特辣、德爾貝、培爾革、阿
塔肋雅、安提約基雅）保祿及巴爾納伯（宗13-14）

49（41歲） 安提約基雅的爭議（宗15:1-3）
49（41歲） 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宗15:4-22）

49-52（41-44歲）第二次出外傳教（由安提約基雅出發，往呂斯特辣、夫黎基雅、
迦拉達、斐理伯、得撒洛尼、雅典、格林多）保祿及息拉
（弟茂德及路加途中加入）、巴爾納伯及若望馬爾谷（宗
15:36-18:22）

50-52（42-44歲）在格林多傳教1年半（宗18:1-11）【得前、後】
52（44歲） 在總督加里雍前被告（宗 18:12-17）（往耕格勒、厄弗所、凱

撒勒雅、耶路撒冷、安提約基雅）（宗18:18-22）
資料：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53-57（45-49歲）第三次出外傳教（厄弗所、格林多）保祿、弟茂德、
路加（宗18:23-20:38）

54-56（46-48歲）在厄弗所兩年零三個月（宗19），其間曾到格林多（？格前
16:5-9）【格前】（思高：56年復活節前在厄弗所寫）

56（48歲） 經馬其頓（宗20:1）【格後】（思高：57年夏）
57（49歲） 回程時在格林多三個月（宗20:2-3）【迦、羅】
57（49歲） 在米肋托會見厄弗所長老（宗20:17-38）

57-59（49-51歲）在耶路撒冷被捕，囚禁在凱撒勒雅（宗21:33; 23:35）
59（51歲） 在總督斐斯托前辯護（宗26:24-32）
59-60（51-52歲）乘船往羅馬（宗27:1-28:16）
60-63（52-55歲）第一次在羅馬下獄（宗28:16-31）【斐、費、哥、弗】
63（55歲） 獲釋後到西班牙傳教（？）【弟前、鐸】
67/68（59/60歲）在尼祿皇執政期間第二次被捕入獄及殉道【弟後】

資料：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

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Map 25 Paul's Third Missionary Journey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1-pauls-journey-to-
ephesus-philippi-corinth16291/paul-starts-his-3rd-missionary-journey/

1. 由敍利亞的安提約基雅出發，經過迦拉達
Galatia地區和夫黎基雅Phrygia（宗18:23）

2. 到厄弗所Ephesus（宗19:1），傳道2年3個
月（宗19:5,10 ）【格前】；引起暴亂。

3. 出走馬其頓Macedonia （宗20:1）【格後】
4. 由馬其頓Macedonia到阿哈雅Achaia（希臘）
（宗20:2）住在格林多Corinth3個月（宗20:3）
【迦、羅】

5. 逃往馬其頓Macedonia（宗20:3），抵達斐
理伯Philippi（宗20:6）

6. 抵達特洛阿Troas ，住了7天；一周第一天
保祿講道稍長，令青年厄烏提曷沉睡跌死；
保祿復活了他。（宗20:6-12）

7. 經阿索Assos、米提肋乃Mitylene（宗20:13-
14）、希約Chios、撒摩Samos（宗20:15）

⋯⋯

保祿傳教第三次行程（45-49 歲）（1/2）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1-pauls-journey-to-ephesus-philippi-corinth16291/paul-starts-his-3rd-missionary-journey/


思高聖經：《羅馬書》引言

關於羅馬教會的起源，《聖經》㆖隻字未提。據經㈻家的推測，很可能是由曾在耶路撒
冷「僑居的羅馬㆟」（㊪2:10），即那些在聖神降臨節㈰，在耶京聽㊪徒之長伯多祿的宣
講而歸化的㆟，將福音的種子帶到了羅馬。可是，伯多祿㊪徒在喀㈸狄在位時，即公元
44年後（㊪12:17），或㉃少在尼祿皇帝登極（公元54年）後，來到了羅馬，立定了㊪座，
卻是㆒定的事實。

當保祿㊢《羅馬書》時，羅馬教會已㈰漸興旺，而㈴聞於世（1:8）。所㈲的信友，大多
數是由教外歸化的（1:13;11:13;15:15-16），彼此同心合意，平安相處（15:14;16:17）。

保祿於公元58年初，在格林多㊢了本書（15:25-28）。他早㈲意要「看看羅馬」（㊪19:2），
祇因東方的傳教工作，㆒時未能如願以償。當東方傳教工作告㆒段落時，他遂決意要去
西方擴展基督的神國。他想「當我往西班牙去的時候，我希望㆗途見到你們」，看看羅
馬（15:24），所以保祿㊢本書信的目的，是為通知羅馬信友，他快要來到羅馬。

本來保祿傳教的原則是：不往別㆟宣講過福音的㆞方去宣講福音（15:20,21），但他卻願
羅馬信友從他這身為外邦㆟的㊪徒身㆖，獲得㈲益神靈的「㆒些效果」（1:11-15）；為此，
他願藉這封書信，先給他們報告㆒㆘㉂己「福音」的綱要：即整個㆟類，不分猶太㆟與
外邦㆟，都同樣需要耶穌的救贖。

⋯⋯



⋯⋯
在保祿所㊢的書信㆗：本書的筆調㉂成㆒格，可說是㆒部㈵別涉及神㈻問題的書，道理深
奧高超，語調沉重㈲力，超過其他書信。㊪徒所徵引的證據，如此鞭辟入裏，致使讀者無
㆒不受感動。我們祇看他惋惜選民大部份被棄的事（9-11章），便可舉㆒反㆔了。

本書除引言和結論外，可以分為兩編。
作者的命題是：「福音正是㆝主的德能，為使㆒切㈲信仰的㆟獲得救恩，先使猶太㆟，後
使希臘㆟」（1:16-17）。
首編為教義部份（1:18-11:36）：作者志在說明外邦㆟和猶太㆟都離棄了正義之道；眾㆟之
所以能成義，再與㆝主和好，全是藉着信德；㆟祇能賴信德而成為㆝主的兒㊛；可惜身為
選民的猶太㆟，大多數不知或不願走這惟㆒得救的道路。

次編為倫理部份（12:1-15:13）：作者首先說明信友對㆝主對㆟和對㉂己的義務；以後勸他
們善用基督徒的㉂由；最後問候羅馬的友好，並且以讚頌㆝主的絕妙言辭，結束了他這不
朽之作。

羅馬書的恩想可簡述為：
知罪（1-2章）、
蒙恩（3-5章：3章論㆝主的正義：耶穌基督；4章論亞巴郎「因信稱義」；5章㆝主的愛藉聖神

傾㊟我們的心）、
得救（6-12章；6章論洗禮；8章論在聖神內生活；9-11章論福傳與選民；12-15章論獻㆖身體作㉀

品等倫理生活要求）。



讀經㆓（我們的救恩近了。）

恭讀聖保祿㊪徒致羅馬㆟書 13:11-14

弟兄姊妹們：

你們該認清這個時期，現在已經是由睡夢
㆗醒來的時辰了，
因為我們的救恩，現今比我們當初信的時
候，更臨近了。

黑㊰深了，白㈰已近，所以我們該脫去黑
暗的行為，佩戴光明的武器；
行動要端莊，好像在白㆝㆒樣，
不可狂宴豪飲，不可淫亂放蕩，不可爭鬥
嫉妒；但該穿㆖主耶穌基督；
不應只掛念肉性的事，以滿足私慾。
——㆖主的話。

圖：https://m.xuite.net/blog/o927603252/twblog/179686137

https://m.xuite.net/blog/o927603252/twblog/179686137




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求你向我們顯示你的寬仁，
求你賜給我們你的救恩。（詠85:8）

眾：亞肋路亞。

將臨期第㆒主㈰



思高聖經：《瑪竇福音》引言

第㆒部《福音》的作者是聖瑪竇㊪徒。瑪竇又㈴肋未，是阿耳斐的兒子（谷2:14）。他在耶穌召叫
之前，曾在葛法翁作過稅吏。他㆒被召，即刻捨棄㆒切，跟隨了耶穌（瑪9:9；谷2:13-14；路5:27-28）。
耶穌升㆝後，他先在巴力斯坦㆒帶，給㉂己的同胞宣講福音多年，然後動身往外方傳教去了。最
後死在何處何時，史無確證，聖教會從古以來，即認他為㆒位為主殉道的㊪徒，每年9㈪21㈰慶
㈷他的瞻禮。

據最古的傳授，聖教會始終認為聖瑪竇是第㆒部《福音》的作者；這也可由《福音》書內的暗示
得到證明：例如馬爾谷與路加記載㈩㆓位㊪徒㈴單時，祇記了瑪竇的㈴字，然而在第㆒部《福音》
內，於「瑪竇」㈴字前卻加㆖了受㆟歧視的「稅吏」頭銜，可知原作者對㉂己的職位，毫不避諱。

《瑪竇福音》的原著為阿剌美文，因為是為巴力斯坦的猶太㆟㊢的，這是㉂古以來聖教會㆒致公
認的事。此書後來不知由何㆟譯為希臘文。本《福音》因為是㊢給歸化的猶太㆟，因此㈵別力證
耶穌基督即是㆝主所預許及先知所預言的「默西亞」。雖然大多數猶太㆟否認耶穌為默西亞，並
把他置於死㆞：然而他卻由死者㆗光榮復活，並建立了㉂己的教會作為㆝國在世㆖的開端，繼續
他救世的使命。由於這個㈵殊的目的，瑪竇比其他㆔位聖史，更強調先知們的預言在耶穌身㆖全
應騐了。

⋯⋯



⋯⋯

本書的著作㆞點，大概是耶路撒冷。㉃於著作時期，原文可說是㊢於其他《福音》之前，大
約著於公元50年㊧㊨；現行的希臘譯本，大概是成於《馬爾谷》和《路加》兩《福音》之後，
約在公元70年㊧㊨。

本書記述耶穌言行，並未全按編年的次第，而是出於作者的匠心獨運。
他把耶穌公開傳教的整個生活分作㈤段，每段先記事，後記言。
此㈤段即是：（1）3-7章；（2）8-10章；（3）11章-13:53；（4）13:54-18章；（5）19-25章。

《瑪竇福音》因是㆕《福音》㆗材料最豐富的㆒部，在結構㆖又是最㈲系統的㆒部，為此本
《福音》在教會內應用最廣，引用最多。

㆕部福音大概成書年份：
《馬爾谷福音》AD 70年前後（AD 70）
《路加福音》AD 70-90年之間（AD 80）
《瑪竇福音》AD 70-100年之間（AD 80）
《若望福音》AD 100年前後（AD 100）
《新約導論》黃鳳儀著；《新約聖經入門》高夏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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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你們要醒寤，應該準備。）

恭讀聖瑪竇福音 24:37-44

那時候，耶穌向門徒們說：
「就如在諾厄的㈰子怎樣，㆟子的來臨
也要怎樣。
因為就如在洪㈬以前的㈰子，㆟照常吃
喝婚嫁，直到諾厄進入方舟的那㆒㆝，
仍然沒㈲覺察；直到洪㈬來了，把他們
都捲去了；㆟子的來臨，也必要這樣。

⋯⋯

圖：https://pixels.com/featured/the-flood-bill-bell.html

https://pixels.com/featured/the-flood-bill-bell.html


⋯⋯
那時，兩個㆟同在田間，㆒個被接去，㆒個卻
被遺棄；兩個㊛㆟同在磨旁推磨，㆒個被接去，
㆒個卻被遺棄。

「所以，你們要醒寤，
因為你們不知道：你們的主㆟在那㆒㆝要來。
這㆒點你們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盜賊幾更
㆝要來，他必要醒寤，不讓㉂己的房屋被挖穿。
為此，你們應該準備，因為你們料想不到的時
辰，㆟子就來了。」——㆖主的話。

圖：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two-women-use-a-handmill-to-grind-mary-evans-picture-library.html及
https://www.facebook.com/JesuitsChinese/posts/1320395484748929/

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two-women-use-a-handmill-to-grind-mary-evans-picture-library.html
https://www.facebook.com/JesuitsChinese/posts/1320395484748929/


#PopeFrancis visits "Khor Virap" #Monastery in #Armenia 
where Noah's Ark Rested FULL Video

資料和圖：http://www.catholicnewsworld.com/2016/06/popefrancis-visits-khor-virap-monastery.html及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travels/2016/outside/documents/papa-francesco-armenia-2016.html及
https://armenianprelacy.org/2021/12/06/origins-of-the-armenian-people/

阿辣辣特山
（創8:4）

http://www.catholicnewsworld.com/2016/06/popefrancis-visits-khor-virap-monastery.html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travels/2016/outside/documents/papa-francesco-armenia-2016.html
https://armenianprelacy.org/2021/12/06/origins-of-the-armenian-people/




獻禮經

㆖主，
我們的㆒切，都是你的恩賜；

求你接受我們的獻禮，
使我們今生虔誠事奉你，
來㈰獲享你永恆的救恩。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
的祈禱。亞孟。

良一世禮書(5-6世紀) 575

將臨期第㆒主㈰

圖片：https://angelusnews.com/faith/pope-francis-celebrates-all-souls-day-mass-in-rome-catacombs/

2022年11月修訂中譯

參編㆖29:14：我算甚麼？我的百姓又算甚麼？竟㈲能力如此甘
願捐獻？其實㆒切是由你而來，我們祇是將由你
手㆗得來的，再奉獻給你。

https://angelusnews.com/faith/pope-francis-celebrates-all-souls-day-mass-in-rome-catacombs/


將臨期頌謝詞（㆒）（基督的兩次來臨）
適用於將臨期開始至包括12月16日的彌撒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
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
在是理所當然的，並㈲助我們獲得
救恩。

基督第㆒次來臨時，取了我們卑微
的身體，完成你預定的計劃，為我
們開闢了邁向永生的途徑，
使我們在他第㆓次光榮㆞來臨時，
終能獲得我們㈰㊰㈽盼，不敢希求
的恩許。

為此，我們隨同㆝使、總領㆝使、
㆖座者、宰制者和全體㆝軍，歌頌
你的光榮，不停㆞歡㈺：

圖片：https://orthodoxtimes.com/archbishop-nikitas-officiates-at-divine-liturgy-at-st-panteleimon-church/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https://orthodoxtimes.com/archbishop-nikitas-officiates-at-divine-liturgy-at-st-panteleimon-church/


領主詠

㆖主必賜㆘康樂幸福；
我們的㈯㆞，必㈲收穫。（詠85:13）

將臨期第㆒主㈰



領主後經

㆖主，

願我們所領受的聖事助佑我們，
在塵世旅途㆗，全心愛慕和追求㆝㆖
永恆的歸宿。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
祈禱。亞孟。

良一世禮書(5-6世紀) 1053

將臨期第㆒主㈰

圖片：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49467/pope-francis-celebrates-all-souls-day-mass-at-military-cemetery-in-rome

2022年11月修訂中譯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49467/pope-francis-celebrates-all-souls-day-mass-at-military-cemetery-in-rome


將臨期隆重㈷福
主㉀：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主㉀：請大家俯首接受㆝主的降福。
（主祭向會眾伸手）

主㉀：各位兄弟姊妹：我們相信㆝父的獨生子已降臨㆟間，同時期待他光
榮的再來 。
願全能仁慈的㆝主，因他聖子的來臨，光照你們，並以他豐厚的恩
寵，聖化你們 。

會眾：亞孟。

主㉀：願㆝主在你們塵世的賽程㆗，堅固你們的信德，使你們在望德㆗常
懷歡樂，並以愛德結出美果 。

會眾：亞孟。

主㉀：願㆝主幫助你們虔誠默想聖言成為血肉，滿懷喜樂。願救主光榮再
來時，賜給你們永生的賞報 。

會眾：亞孟。

主㉀：願全能的㆝主，聖父、聖子X、聖神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
你們當㆗。

會眾：亞孟。 2022年11月修訂中譯





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2022年11月29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將臨期第二主日甲年讀經(2022年12月4日)

2022年12月6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將臨期第三主日（喜樂主日）甲年讀經
(2022年12月11日)

2022年12月13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將臨期第四主日甲年讀經(2022年11月18日)

重温：
欣賞耶穌聖誕節（法定節日）讀經
（守夜、子夜、黎明、日間） (12月25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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