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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堂詠

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應當喜樂！
你們的寬仁，應當叫眾㆟知道：
主快來了。（斐4:4-5）

將臨期第㆔主㈰
（喜樂主㈰）

「方濟會資料」（Franciscan Sources）詳細描述了當時在格朝奧（Greccio）發生的
事情。聖誕節前十五天，方濟請了一位名叫若望的當地人，幫助他實現他的願望：
「請把嬰孩耶穌誕生在白冷的紀念，活現出來。讓我的肉眼盡可能看見這初生嬰
孩所欠缺和所需要的；他又如何躺在馬槽裡，睡在乾草堆上，由牛和驢陪伴著。」
就此，方濟的這位忠誠朋友立即按聖人的要求，前去準備。



教㊪方濟各
《美妙的景象》㊪座書函（Admirabile Signum）

㈲關聖誕馬槽的意義和重要價值

1. 聖誕馬槽的美妙景象，為基督徒如此親切，從不止息㆞令㆟驚訝和讚歎。聖誕馬槽描㊢耶穌的誕生，簡
單和喜樂㆞宣報㆝主子降生成㆟的奧蹟。耶穌誕生的場景就像活生生的福音，從聖經冉然升起。默觀聖
誕故事時，我們被邀請踏㆖㆒段靈性旅程，又被㆝主的謙抑㉂㆘所吸引：他為了與眾㆟會晤，而降生成
㆟。我們體會到他對我們的愛竟然如此偉大：以㉃他成為我們當㆗的㆒員，為使我們能與他成為㆒體。

藉此信函，我希望鼓勵大家繼續這美好的家庭傳統：在聖誕節前準備耶穌誕生的馬槽；也在工作場所、
㈻校、㊩院、㈼獄和巿㆗心廣場，繼續這習慣。豐富的想像力和創意，常常體現於各色各樣的材料，造
出美麗小巧的傑作。我們㉂童年就從父母和祖父母㈻到這充滿歡樂的傳統；它蘊含著民間熱心敬禮的豐
富靈修。我希望這習慣永遠不會消失，且無論在哪裡式微了，都可以重新復興。

2. 聖誕馬槽的起源，首先是根據福音所載，耶穌在白冷誕生的某些細節。聖史路加簡單的說：「瑪利亞便
生了她的頭胎㊚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裡，因為在客棧㆗為他們沒㈲㆞方。」（路2:7）因為耶穌躺
在馬槽㆗，故此，耶穌誕生的場景，就稱作「馬槽」；拉㆜文是praesepium（馬槽）。
㆝主子來到世㆖，躺在餵飼動物的「槽」。乾草堆成了他的第㆒張床，以揭示他就是「從㆝㆖降㆘來的
食糧」（若6:41）。聖奧思定和其他教父，被這象徵所打動：「躺在馬槽裡，他成了我們的食糧」（講道
189, 4）。事實㆖，耶穌誕生的場景，喚起耶穌生平的許多奧蹟，並與我們的㈰常生活緊密相連。

讓我們回顧聖誕馬槽的起源；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我們要想像㉂己在意大利里蒂（Rieti）附近的小鎮格
朝奧（Greccio）。聖方濟在1223年11㈪29㈰獲得教㊪何諾㆔世（Honorius III）批准了他的會規；大概
就在這次從羅馬回程路㆖，聖方濟停留在格朝奧（Greccio）。在較早之前，方濟也曾往訪聖㆞，於是
格朝奧（Greccio）的山洞就使他想起了白冷的山區。也㈲可能是這個「亞西西的窮㆟」，被羅馬聖母
大殿描繪耶穌誕生的彩石鑲嵌畫（馬賽克）打動了；據古老的傳統，聖母大殿保存了馬槽的㈭板。……



…… 「方濟會㈾料」（Franciscan Sources）詳細描述了當時在格朝奧（Greccio）發生的事情。聖誕
節前㈩㈤㆝，方濟請了㆒位㈴叫若望的當㆞㆟，幫助他實現他的願望：「請把嬰孩耶穌誕生在白冷的紀
念，活現出來。讓我的肉眼盡可能看見這初生嬰孩所欠缺和所需要的；他又如何躺在馬槽裡，睡在乾草
堆㆖，由牛和驢陪伴著。」1 就此，方濟的這位忠誠朋友立即按聖㆟的要求，前去準備。在12㈪25㈰，
來㉂各㆞的小兄弟（修士）和當㆞農莊的民眾來到格朝奧（Greccio），帶著鮮花和㈫把，照亮了那神聖
的㊰晚。當方濟來到時，他看到堆滿乾草的馬槽，㆒隻牛及㆒頭驢。在場眾㆟都在這聖誕場景前，經驗
到新的、難以形容的喜悅。司鐸就在這馬槽㆖舉行了感恩聖㉀，顯示出降生成㆟的㆝主子與聖體聖事間
的聯繫。在格朝奧（Greccio），沒㈲聖像；但耶穌誕生的場景就在現場的眾㆟前，活生生的重現出來2。
我們的傳統（聖誕馬槽）就是這樣開始了：眾㆟喜樂㆞環繞著這山洞，原來的事件（耶穌的誕生）與領
受其奧蹟的㆟之間，完全沒㈲距離。

《聖方濟第㆒傳記》的作者，多默�薜拉諾（Thomas of Celano）㊟意到，當晚在這簡單又感㆟的（聖
誕）場景前，還發生了㆒個異象：「㈲㆒個在場的㆟，看見嬰孩耶穌親身躺在馬槽裡。」1223年聖誕節，
從這耶穌誕生場景回家的眾㆟，都充滿不可言喻的喜樂3。

3. 聖方濟以這簡單的標記（馬槽）作了偉大的福傳工作。他的教導感動了基督徒的心，並在今㆝繼續提供
㆒個簡單又切實的方法，來描繪我們信仰之美。事實㆖，這首次重現耶穌誕生場景的㆞方，表達且喚起
了許多情懷；格朝奧（Greccio）成了㆟靈的避難所，讓㆟藏身於山區的寧謐㆗。
為甚麼聖誕馬槽會激發如此驚歎，及感動我們如此之深？首先，因為它顯示了㆝主溫柔的愛：宇宙的創
造者謙抑㉂㆘，擔負了我們的弱小卑微。生命（誕生）的恩賜，為我們每次都是奧妙的；但當我們體會
到瑪利亞所生的兒子，就是每個生命的泉源，亦滋養著每個生命，就更覺奇妙。㆝主把耶穌賜給我們，
作我們的兄弟；他在我們徬徨和迷路時，來尋找我們；又作我們忠誠的朋友，常常陪伴在我們身邊。㆝
父把他的兒子賜給我們，為寬恕我們，並把我們從罪惡㆗解救出來。……

1參：多默�薜拉諾，《聖方濟第㆒傳記》84；方濟會㈾料469。
2參：多默�薜拉諾，《聖方濟第㆒傳記》85；方濟會㈾料469。
3參：多默�薜拉諾，《聖方濟第㆒傳記》86；方濟會㈾料470。



……在我們家㆗搭建聖誕馬槽，㈲助於我們重溫在白冷所發生的故事。當然，福音常常是我們瞭解和
反思這事件的泉源。同時，聖誕馬槽所描繪的，也幫助我們想像耶穌誕生的場景。這場景觸動我們的
心，使我們進入救恩的歷史，好像是當時事件㆗的㆟物；這事件在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都是活
生生和真實的。

從方濟會首創聖誕馬槽開始，耶穌誕生的場景便以㈵殊的方式，邀請我們去「感受」和「觸摸」㆝主
子降生成㆟所選擇的「貧窮」。聖誕馬槽含蓄的召喚我們跟隨耶穌，走謙遜、貧窮和克己的路；這路
引領我們從白冷的馬槽走向㈩字架。「馬槽」要求我們在㈲需要的弟兄姊妹身㆖，認出耶穌，並以慈
悲服事他（參瑪25:31-46）。

4. 現在，我想反省㆒㆘耶穌誕生場景的各㊠元素，好能欣賞它們更深層的意義。首先，寂靜的黑㊰，滿
布星星的背景。我們這樣描繪，不僅為忠於福音的記載，也是因為黑㊰的象徵意義。我們可回想㉂己
生命㆗所經歷過的「黑㊰」。儘管黑暗，但㆝主總不放棄我們，反而，他是在黑㊰㆗回答我們關於生
命意義的關鍵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為甚麼我生於歷史㆗這個時刻？我為甚麼要愛？我為甚麼
要受苦？為甚麼我會死？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主成為㆟。他的來臨，是要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
影㆗的㆟，引領他們的腳步（參：路1:79）。

耶穌誕生場景的景觀也值得談談。這景觀通常包括㆒些古屋廢墟；它們㈲時甚㉃取㈹了白冷山洞，而
成為聖家的居停之所。這些廢墟似乎是受到13世紀道明會士Jacobus de Varagine的「黃㈮傳說」
（Golden Legend）所啟發；這傳說提到異教徒相信：當㈲㆒位貞㊛誕㆘孩子之時，羅馬的「和平神
廟」就會倒塌。尤其重要的是，廢墟是㆟性墮落的可見標誌；所㈲㆒切都無可倖免的陷入毀壞，腐朽
和挫敗。這場景告訴我們，耶穌是這衰老世界㆗的新生；耶穌的來臨是為了治癒和重建，使世界和我
們的生活恢復原來的輝煌。……



5. ……我們該以怎樣的情感，去安排耶穌誕生場景㆗的山脈、溪流、羊及牧羊㆟！我們當記得，正如眾
先知所預言的，萬物都要因默西亞的來臨，而歡欣踴躍。眾㆝使和引路明星，都是記號，召喚我們出
發，前往山洞去朝拜㆝主。

「我們且往白冷去，看看㆖主報告給我們所發生的事。」（路2:15）在㆝使報喜之後，牧羊㆟互相報喜。
從這寥寥數語，引伸出㆒個美好的教訓。牧羊㆟不像其他許多㆟，總為很多事情忙碌不已；牧羊㆟成
為首批證㆟，看到最要緊的事：救贖的恩典。正是最謙卑和最貧窮的㆟，迎接了降生成㆟的㆝主。牧
羊㆟回應了那為會晤我們而成為嬰孩耶穌的㆝主；滿懷愛慕、感恩和敬畏之情，動身前去會晤他。感
謝耶穌：㆝主和他子㊛的會晤，孕育了我們的信仰，並說明了它的獨㈵之美；這美，在耶穌誕生的場
景㆗，奇妙㆞表露無遺。

6. 習慣上，我們可在耶穌誕生的場景加上許多象徵性的人物。首先可以有乞丐，以及那些只求心靈富足
的人。他們都有權利去親近嬰孩耶穌；沒有人可以驅逐他們，或趕他們離開馬槽；馬槽為窮人充滿家
的感覺。事實上，窮人在這奧蹟中是優先的；他們往往首先認識到天主親臨在我們當中。

在耶穌誕生場景中有窮人和卑微人；這提醒我們：天主成為人是為那些自覺亟需天主的愛，並渴求天
主親近他們的人。良善心謙的耶穌（瑪11:29）在貧窮中誕生，並度著簡樸的生活，為教導我們認識到甚
麼才是必要的，並付諸生活。

耶穌誕生的場景清楚教導我們：不可被富貴及轉瞬即逝的逸樂所愚弄。我們看見黑落德的宮殿在背景
裡；他們充耳不聞歡樂佳音。天主誕生在馬槽裡，發動一場唯一真實的革命：愛的革命、溫良的革命，
為無依無靠的人及邊緣人士，帶來希望和尊嚴。從馬槽裡，耶穌以溫柔而有力的方式宣告：必須與窮
人分享；這是唯一途徑，邁向更富於人性和兄弟友愛的世界；在這世界裡，沒有人被排斥或邊緣化。

孩子們，甚至成人，常常喜歡在耶穌誕生的場景，加添一些福音沒有提及的人物。然而，這些幻想出
來的增添，正好表示在耶穌開創的新世界裡，足有空間容納合乎人性的、天主所創造的萬物。從牧羊
人到鐵匠，從麵包師傅到樂師，從打水的婦人到玩耍的兒童：這一切都訴說著「日常生活中的聖德」，
即喜樂地以非凡的態度，履行日常平凡的事務；耶穌就如此誕生，為與我們分享他的神聖生命。 ……



7. ……漸漸的，我們來到了山洞，我們看見瑪利亞和若瑟的聖像。瑪利亞作為母親，默觀著她的
兒子，並把他指示給每位來訪者。瑪利亞的聖像，使我們反思當㆝主敲她無玷聖心之門時，圍
繞著這少㊛的偉大奧蹟。瑪利亞以完全的服從，回應㆝使的傳報：邀請她成為「㆝主之母」。
她的話：「看！㆖主的婢㊛，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1:38）指示我們該如何捨棄㉂己，
全心相信㆝主的旨意。因著她所答的「是」（fiat），瑪利亞成為㆝主子的母親，無損她的童貞，
反而，感謝㆝主聖化了她的童貞。在聖母身㆖，我們看見㆝主之母沒㈲把她的兒子據為己㈲，
反而，是邀請每㆒個㆟聽從她兒子的話，並加以奉行（參：若2:5）。

聖若瑟站在瑪利亞旁，保護著嬰孩耶穌和他的母親。聖若瑟常常被描繪為手握棍杖或提著㆒盞
燈。聖若瑟在耶穌和聖母的生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是守護者，㈰㊰保護著㉂己的家㆟。
當㆝主警告他㈲關黑落德的威脅，他毫不遲延，立即起程逃往埃及（參瑪2:13-15）。㆒旦危險過
去，他就帶著聖家返回納匝肋；在納匝肋，他是孩童耶穌和少年耶穌的第㆒位老師。若瑟把環
繞著耶穌和㉂己淨配瑪利亞的偉大奧蹟珍藏心裡。若瑟是義㆟；他常常把㉂己託付給㆖主的旨
意，並付諸實行。

8. 在聖誕節，我們把耶穌聖嬰像放在馬槽裡，頓時，整個耶穌誕生的場景，變得生動起來。㆝主
以嬰孩出現，讓我們擁抱在懷裡。在軟弱和脆弱之㆘，他隱藏著他創造和轉化萬物的力量。這
看來是不可能的，卻成為了事實：在耶穌身㆖，㆝主成為嬰孩；這樣，他願意顯示他偉大的愛，
向所㈲㆟微笑，並溫柔㆞伸開雙手。

這嬰孩的誕生喚起了喜樂和驚訝，把生命的偉大奧蹟擺在我們面前。看到這對年青夫婦凝視著
這新生嬰孩，我們可以明白瑪利亞和若瑟的感受；在他們㊟視著耶穌聖嬰時，便感覺到㆝主在
他們生命㆗的親臨。

「這生命已顯示出來」（若㆒1:2），若望㊪徒用這句話總括了㆝主子「降生成㆟」的奧蹟。馬槽
讓我們看到並觸摸到這獨㆒無㆓、改變歷史進程的事件；從此，時間便以基督誕生前或後來記
述和數算。……



……㆝主的行徑真使㆟驚訝！他怎能放棄㉂己的榮耀，成為像我們這樣的㆟。這真使我們吃驚；我
們見到㆝主生活得完全與我們㆒樣：他像其他孩子㆒樣：睡覺、由母親哺乳、哭啼和玩耍！

㆝主往往使我們㈩分困惑；他真是不可預測的，常常做出我們意想不到的事。耶穌誕生的場景，展
示㆝主來到我們的世界，也同時讓我們反省：我們的生命該如何參與㆝主的生命。耶穌誕生的場景
邀請我們：如果我們想獲得生命的最終意義，就要成為耶穌的門徒。

9. 隨著主顯節的臨近，我們把三王的聖像放在聖誕馬槽中。從東方來的智者，看見那景星，就動身
前往白冷，去尋找耶穌，並獻上黃金、乳香、沒藥。這些珍貴的禮物喻意深遠：「黃金」是為尊
敬耶穌的王者身分；「乳香」是為他的天主性；「沒藥」是為他神聖的人性：他將經歷死亡和埋
葬。

當我們默觀耶穌聖誕的場景時，我們也被召叫去反省每位基督徒的福傳使命。我們每人都被召叫去
把這佳音傳給所有人，同時，以我們因認識了耶穌和他的愛，而獲得的喜樂，及以切實的慈悲善行，
為這佳音作證。

賢士教導我們：人要走過漫漫長路才能到達基督面前。賢士是富有的智者，從遠方而來，渴求永恆；
他們踏上漫長危險的旅程，引領他們到達白冷（參：瑪2:1-12）。他們在嬰孩耶穌君王面前，興高采
烈；他們沒有因周圍的貧窮環境而感到屈辱；相反，他們立即跪下朝拜了嬰孩耶穌。他們跪在嬰孩
耶穌之前，明白天主既以他的智慧治理和引導星辰運轉，天主也會引領歷史的進程：他推下權勢者，
卻提拔弱小卑微的人。當他們回到家鄉時，肯定會告訴其他人：他們奇妙地會晤了默西亞；藉此，
開始把福音廣傳萬邦。……



10. ……站在聖誕馬槽前，我們想起了㉂己小時候，是多麼急切等待著去搭建馬槽。這些記憶，使我們
更意識到，我們從那些將信仰傳給我們的㆟，獲得這珍貴的禮物。同時，也提醒我們㈲責任把同樣
的經驗，分享給我們的子孫。如何安排耶穌誕生的場景，並不重要：這場景可以年年㆒樣，又可以
年年不同。重要的是，耶穌誕生的場景要向我們的生活說話。無論在那裡，又以甚麼形式，耶穌誕
生的場景都向我們講述㆝主的愛；㆝主成為孩童，為的是使我們知道，他是如何的親近每㆒個㆟：
㊚㊛老幼；無論他們的狀況如何。

親愛的兄弟姊妹：聖誕馬槽是傳遞信仰過程㆗的㆒環；傳遞信仰的過程，既珍貴也需要付出。從童
年開始，在我們生命的每㆒階段，聖誕馬槽教導我們去默觀耶穌，體驗㆝主對我們的愛，感受並相
信㆝主與我們同在。因此，我們與他、他的子㊛、所㈲兄弟姊妹都在㆒起；我們感謝這嬰孩，他是
㆝主之子、童貞瑪利亞之子；我們明白了，也因此找到了真正的幸福。讓我們㈻習聖方濟，打開我
們的心，迎接這簡樸的恩寵，好使我們能在驚喜㆗謙誠祈禱：感謝㆝主與我們分享他的所㈲，他從
不留㆘我們孤獨㆒㆟。

教㊪方濟各
2019年12㈪1㈰
聖誕馬槽朝聖㆞、格朝奧（Greccio）
就任教㊪第㈦年

（㆝主教台灣㆞區主教團、香港教區合譯）

㆝主教香港教區㊪座署理湯漢樞機准 2019年12㈪17㈰





主禮致候

主禮：願救主來臨的喜樂與平安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教友，今㈰是將臨期第㆔主㈰，即傳統所謂的喜
樂主㈰。教會今㈰歡欣踴躍，因為救主基督的來臨，
已近在眉睫；另㆒方面，在㆓千年前已經降生成㆟
的基督，今㈰仍藉聖言、聖事和教會親臨我們當㆗。
現在讓我點燃將臨環的第㆔根蠟燭，以表示我們歡欣
準備，迎接救主的來臨。
（點燃將臨環第三根蠟燭）

領：主基督，你的來臨，帶來㆟類永恆的喜樂。㆖主，求
你垂憐。

眾：㆖主，求你垂憐。（也可唱「垂憐頌」第一節）

領：主基督，你的來臨，實現了㆝主對我們的拯救。基督，
求你垂憐。

眾：基督，求你垂憐。（也可唱「垂憐頌」第二節）

領：主基督，請幫助我們滿懷喜樂，以純潔的心神，迎接
你的來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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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㆔主㈰





集禱經

㆝主，

我們正殷切期待主基督的聖誕佳節，
求你賜我們滿懷喜樂，歡欣慶㈷這
偉大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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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一世禮書（5-6世紀） 1356

將臨期第㆔主㈰
（喜樂主㈰）

2022年12月修訂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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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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將要聽到；啞吧的舌頭，必要歡㈺。）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35:4-7

你們要告訴心怯的㆟說：
「鼓起勇氣來，不要畏懼！
看，你們的㆝主！報復已到！
㆝主的報酬已到！他要親㉂來拯救你們！」

那時，盲㆟將會看見，聾㆟將要聽到；
那時，瘸子必要跳躍如鹿，啞吧的舌頭，
必要歡㈺。

因為，曠野裡，將流出大㈬；沙漠㆗，將
湧出江河；㈫熱的沙㆞，將變為池沼；乾
旱的㆞帶，將變為㈬源。——㆖主的話。

荒野和不毛之㆞必要歡樂，沙漠必要欣喜，
如花盛開，盛開得㈲如百合，高興得歡樂
歌唱，因為它們將獲得黎巴嫩的光華，加
爾默耳和沙龍的美麗；它們將見到㆖主的
榮耀，我們㆝主的光輝。你們應加強痿弱
的手，堅固顫動的膝……(依35:1-3)

豺狼棲息的洞穴將生出蘆葦和菖蒲。那裏將㈲㆒條大路，稱為「聖路」，不潔的㆟不得通行：這原是他百
姓所走的路，愚蠢的㆟也不會迷路。那裏沒㈲獅子，猛獸也不㆖來，路㆖遇不到㆒隻野獸，獨㈲被贖出的
㆟們行走。㆖主所解救的㆟必要歸來，快樂㆞來到熙雍，永久的歡樂臨於他們頭㆖，他們將享盡快樂和歡
喜，憂愁和悲哀必將遠遁。 (依35:7b-10)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乙年讀經一



讀經㆒（㆝主要親㉂來拯救我們！）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35:1-6,10

荒野和不毛之㆞必要歡樂，沙漠必要欣喜，
如花盛開，盛開得㈲如百合，高興得歡樂
歌唱，
因為它們將獲得黎巴嫩的光華、加爾默耳
和沙龍的美麗。它們將見到㆖主的榮耀、
我們㆝主的光輝。⋯⋯

圖：https://adamhung.weebly.com/babylonia.html及 https://www.madisonchurchofchrist.net/q2-bible-study-pages/week24

https://adamhung.weebly.com/babylonia.html
https://www.madisonchurchofchrist.net/q2-bible-study-pages/week24


⋯⋯你們應加強痿弱的手，堅固顫動的膝，告訴心
怯的㆟說：
「鼓起勇氣來，不要畏懼！
看，你們的㆝主！報復已到！
㆝主的報酬已到！他要親㉂來拯救你們。」

那時，盲㆟將會看見，聾子將要聽到；
那時，瘸子必要跳躍如鹿，啞吧的舌頭，必要歡㈺。

㆖主所解救的㆟必要歸來，快樂㆞來到熙雍；
永久的歡樂，㈲如冠冕，戴在他們頭㆖。
他們將盡享快樂和歡喜，再沒㈲憂愁和悲哀。

因為曠野裏將流出大㈬，沙漠㆗將湧出江河，白熱的沙㆞將變為
池沼，炕旱的㆞帶將變為㈬源，豺狼棲息的洞穴將生出蘆葦和菖
蒲。那裏將㈲㆒條大路，稱為「聖路」，不潔的㆟不得通行：這
原是他百姓所走的路，愚蠢的㆟也不會迷路。那裏沒㈲獅子，猛
獸也不㆖來，路㆖遇不到㆒隻野獸，獨㈲被贖出的㆟們行走。
（依35:6-9）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乙年讀經一

——㆖主的話。 圖：https://www.madisonchurchofchrist.net/q2-bible-study-pages/week24及
https://www.pinterest.com/pin/318489004877741947/

https://www.madisonchurchofchrist.net/q2-bible-study-pages/week24
https://www.pinterest.com/pin/31848900487774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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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146:7, 8, 9, 10

【答】：㆖主，請你來，拯救我們。（參閱依35:4）

或「亞肋路亞」

領：㆖主為被欺壓的㆟辯護；
㆖主賜食物給飢餓的㆟；
㆖主使被囚的㆟，獲得㉂由。【答】

領：㆖主開啟瞎子的眼睛；
㆖主使傴僂的㆟挺身；
㆖主喜愛正義的㆟。【答】

領：㆖主保護旅客；
㆖主扶助孤兒寡婦；
㆖主迷惑惡㆟的道路。【答】

領：願㆖主永遠為王！
熙雍，你的㆝主萬壽無疆！【答】



1亞肋路亞！
我的靈魂，你要讚美㆖主，

1-5節：凡投靠和依賴
上主的人，是真有福的。
詠103:1; 104:1, 35

2在我㆒生，我要讚美㆖主，
㆒息尚存，我要歌頌㆝主。

詠104:3

3你們不要全心依賴王侯大臣，
也不要依賴不能施救的世㆟；

詠118:8,9

4他的氣息㆒斷，就要歸於灰㈯，
他的㆒切計劃，立刻化為烏㈲。

詠21:19; 加㆖2:63

5凡是以雅各伯的㆝主為㉂己扶助的㆟，
以㆖主㆝主為㉂己希望的，是㈲福的㆟！

詠144:15

6㆖主創造了㆖㆝與㆘㈯，海洋和其㆗的所㈲㆒切。
他持守信實，㆒直到永久。

6-10節：讚頌上主，語
氣漸進至10節為高峰

7㆖主為被欺的㆟作辯護，
㆖主給饑餓的㆟賜食物，
㆖主使被囚的㆟得㉂由。

詠103:6

8㆖主開啟瞎子的眼睛，
㆖主使傴僂的㆟直身，
㆖主愛慕那正義的㆟。

詠145:14

9㆖主對旅客加以保護，
㆖主支持孤兒和寡婦，
㆖主迷惑惡㆟的道路。

10願㆖主永永遠遠為君王！
熙雍！你的㆝主萬壽無疆！

詠146(145)

《聖詠釋義》，韓承良

希臘及拉丁譯本加上「哈蓋和匝
加利亞的歌」，可見是充軍後的
作品，且充滿阿剌美語風，文體
多為同義並行體

聖詠集最後五篇，詠146(145) 、
147(146-147)、148—150均以
「亞肋路亞」（Hallelujah）作開端，
又稱「小阿肋耳」即「小讚美集」
或「希臘阿肋耳」，
以識別於詠113(112)—118(117)又稱
「大阿肋耳」即「大讚美集」或
「埃及阿肋耳」）

將臨期第三主日甲年答唱詠



思高聖經：《雅各伯書》引言

本書的作者雅各伯（1:1），即是「主的兄弟」（迦1:19）、耶路撒冷的主教（宗15:13-21）、次雅各伯
宗徒（谷15:40）。

關於這位宗徒，《福音》上僅記載他是十二宗徒之一，又說他和主有親戚的關係；他有一兄弟，名叫
若瑟，同是阿耳斐的兒子（瑪10:3；谷3:18；路6:15）；他的母親名叫瑪利亞（瑪27:56；谷15:40;16:1），
是聖母瑪利亞的「姊妹」（若19:25）。因為「姊妹」和「兄弟」等詞，在希伯來語文上含意頗廣，雅
各伯究屬「主的兄弟」中的那一等級（瑪13:55；谷6:3），不得而知。

在《新約》其他經書內，關於這位宗徒的記述卻比較多：耶穌復活後，像伯多祿一樣，獲得了主的特
別顯現（格前15:5-7）。公元39年同伯多祿一起在耶京接待了從大馬士革歸來的保祿（迦1:18,19），與
伯多祿同稱為教會的柱石（迦2:9）；公元49年以耶京主教的身份同伯多祿一起主持宗徒會議（宗15:6-
29）；公元58年於耶京又接待了第三次傳教歸來的保祿（宗21:18）。此外，從聖傳得知雅各伯因他過
人的熱誠，曾被稱為「義人」。公元62年，被人用石頭砸死，為主殉道，葬於聖殿附近，聖教會每年
5月3日慶祝他的瞻禮。

本書的收信人是「散居的十二支派」，從這種說法可知此信是寫給猶太基督徒的，他們僑居在巴力斯
坦外不遠的敘利亞、塞浦路斯島、基里基雅等地（宗11:19;15:23,41）。……



……
宗徒寫此信的動機，似乎是因為他聽到了信友們當時處於道德墮落的可憐光景中，因為有人祇着重於
信德，而輕忽了善行，所以寫這信的目的，即是要糾正他們對道德的錯誤觀念，同時勸勉他們要勇敢
忍受來自各方的種種困苦災難。

本書信雖是以相當流利的希臘文寫成的，但很顯然是屬於閃族的文學作品，因為和《智慧書》的風格
很相接近，多對偶的句子和美妙的比喻（如1:6,11,23;3:3-5），喜用具體的例證（2:2-4,15,16），尤多引
用《舊約》（2:21,25;5:10,11,17）。對作者本人來說，本書充份顯示出作者對拯救人靈的熱誠，對貧窮
人的同情，在信仰方面的堅定，在困苦災難中的喜樂。

關於寫作的時間，經學家尚未有定論。有人見本書論及成義時，說明除需要信德外，還需要善行，因
而主張本書寫於公元60-62年，即寫於《羅馬書》之後；不過也有人以為本書寫於公元45-49年之間，即
在耶京公會議之前，因為那時對成義的道理尚未發生爭論。從本書內容看來，似乎後一說較為可取。
寫作的地點可說是耶路撒冷。

本書可分為三篇訓辭：
第一篇（1:2-25）：真正的喜樂何在；
第二篇（1:26-3:12）：真正的虔誠何在；
第三篇（3:13-5:12）：真正的智慧何在。
最後為一極有關係的附錄：即關於病傅聖事的公佈（5:14,15），以及對於服事病人，為他人祈禱及弟
兄間的勸善規過等勸言。



雅各伯書 讀經二

天主及主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伯，
祝散居的十二支派安好。

1:1

一
忍受苦難
聽天主的話而實行

1:2-18
1:19-27

1:17-18, 21-22, 27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乙年

你們務要按這聖言來實行。

二

勿以貌取人，勿重富輕貧 2:1-13 2:1-5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乙年

㆝主不是選了世俗視為貧窮的
㆟，使他們繼承所預許的國嗎？

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 2:14-26 2:14-18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乙年

沒㈲行為的信德，是死的。

慎言 3:1-12

三

從上而來的智慧 3:13-18 3:16—4:3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乙年

正義的果實，是在和平㆗種植
的。

爭端的根由 4:1-12
指責為自己製造安全者 4:13-17
警戒富人 5:1-6 5:1-6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乙年
你們的㈶產腐爛了。

四

勸勉信友忍耐 5:7-12 5:7-10
將臨期第三主日丙年

該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的來
臨已接近了。

有關病人傅油及彼此代禱 5:13-18
勸善規過的益處 5:19-20

雅各伯書 參：高夏芳，《新約聖經入門》



恭讀聖雅各伯書 5:7-10

弟兄姊妹們：

直到主的來臨，你們應該忍耐。

看，農夫多麼忍耐，期待田㆞裡寶貴的出
產，直到獲得時雨和晚雨。
你們也該忍耐，堅固你們的心，
因為主的來臨已接近了。

弟兄們，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們受審判；
看，審判者已站在門前。

弟兄們，應以那些曾因㆖主之㈴講話的先
知們，作為受苦和忍耐的模範。
——㆖主的話。

讀經㆓（該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的來臨已接近了。）

求雨經
主，聖父，宇宙的創造者，風雲雨露完全
是禰㆖智的安排，現在旱象嚴重，禾苗枯
萎，㆟民叫苦，我們㈵別懇求禰，賜㆘甘
露，滋潤大㆞，使風調雨順，㈤穀豐登，
滿足我們的㈰用食糧。阿們。

求晴經
全能永生的㆝主，從創世之初，禰就向㆟
類許㆘救恩，求禰幫助我們堅信禰，既許
必踐。使我們不斷努力更新，㈰益領受禰
的救恩，當前雨量過多，使㆟民遭受嚴重
的災難，懇求禰緩於發怒，仁慈照顧，放
射陽光，使㆟民安居樂業。以㆖所求是靠
我們的主基督。阿們。資料：https://ppfocus.com/0/cub917985.html

https://ppfocus.com/0/cub917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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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的神臨於我身㆖，派遣我向貧苦
的㆟傳報喜訊。（依61:1）

眾：亞肋路亞。

將臨期第㆔主㈰
（喜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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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要來的那㆒位，或是我們還要等候另㆒位？）

恭讀聖瑪竇福音 11:2-11

那時候，若翰在獄㆗聽了基督所行的，就派
遣他的門徒去問耶穌說：「你就是要來的那
㆒位，或是我們還要等候另㆒位？」

耶穌回答他們說：
「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
瞎子看見，跛子行走，
痲瘋病㆟得到潔淨，
聾子聽見，死㆟復活，
窮苦的㆟得聞喜訊。
凡不因我而絆倒的，是㈲福的！」⋯⋯

圖：https://sicutlocutusest.com/2012/12/05/leave-john-in-jail-matthew-11-2-11/及
https://ideeanunciai.wordpress.com/2016/12/05/terceiro-domingo-do-advento-ide-contar-a-joao-o-que-estais-ouvindo-e-
vendo-sao-mateus-11-2-11-dia-11-de-dezembro-de-2016/

依 26:19; 29:18; 
35:5; 61:1

https://sicutlocutusest.com/2012/12/05/leave-john-in-jail-matthew-11-2-11/
https://ideeanunciai.wordpress.com/2016/12/05/terceiro-domingo-do-advento-ide-contar-a-joao-o-que-estais-ouvindo-e-vendo-sao-mateus-11-2-11-dia-11-de-dezembro-de-2016/


⋯⋯
他們走了以後，耶穌就對群眾講論若翰說：
「你們出去到荒野，是為看什麼呢？
為看隨風搖曳的蘆葦嗎？
你們出去到底是為看什麼？
為看㆒位穿細軟衣服的㆟嗎？
啊！那穿細軟衣服的㆟，是在王宮裡。
你們究竟為什麼出去？
為看㆒位先知嗎？是的！
我給你們說：而且他比先知還大。

關於這㆟，經㆖記載說：
『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
預備你的道路。』

「我實在告訴你們：
在婦㊛所生的，沒㈲興起㆒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
但在㆝國裡最小的，也比他大。」——㆖主的話。

圖： https://www.museodelprado.es/en/the-collection/art-work/christ-between-the-virgin-mary-and-saint-john-the/9a4eca15-07b3-40d5-a0a9-00fa8b20a705

列下1:8
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帶：
（厄里亞先知）

參拉3:23-24

由洗者若翰的㈰子直到
如今，㆝國是以猛力奪
取的，以猛力奪取的㆟，
就攫取了它，因為眾先
知和法律講說預言，直
到若翰為止。若是你們
願意接受，他（若翰）
就是那位要來的厄里亞。
㈲耳的，聽罷！（瑪
11:12-15）

https://www.museodelprado.es/en/the-collection/art-work/christ-between-the-virgin-mary-and-saint-john-the/9a4eca15-07b3-40d5-a0a9-00fa8b20a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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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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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https://www.review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11521555_web1_RELIGIOUSART-DEC25-18-bt02.jpg

https://www.review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11521555_web1_RELIGIOUSART-DEC25-18-bt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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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第㆔主㈰ 誦讀㆓
選讀聖奧思定主教《講道集》 （若翰是聲，基督是言）

若翰是聲音，而主「在起初就是聖言」；若翰只是暫時的聲音；基督從起初就是永生的聖言。沒㈲言，聲又
算什麼呢？只㈲無意義的，㆒無用處的聲響而已。那無言的響聲只是刺耳，並不使㆟心受益。但是，如果要
使我們的心受益，必須㊟意事理的程序。如果我思想我要說什麼，那言已在我們的心裡產生。但是當我想向
你發言時，我就設法把我心裡所想的，傳入你的心裡。

因此，當我願意把我的心內的言傳給你，而使它留在你的心裡時，我就用聲音：就是用此聲音，我向你說話：
於是我的聲音，就把言的意義傳到你那裡；當我的聲音，使你明白言語的意義時，它就消逝了；但那聲音所
傳給你的言已留在你心裡，同時仍留在我的心裡。

故此，在我的言語傳到你那裡之後，這個聲音，不是好似給你說：「他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嗎？聲音
的發出，是為言語服務，使㆟聽到後，就立即消逝，言也好像說：「我的喜樂已滿足了。」我們該記住言語；
而不要讓我們心㆗所形成的言語消逝。

你願看到㆒個暫時的聲音，及聖言永存的㆝主性嗎？若翰的洗禮如今在哪裡？他的職務完成，然後就離去了。
如今我們慶㈷的是基督的洗禮。我們都信仰基督；我們都希望在基督內得救：這是那聲音傳給我們的信息。

因為聲音與言語不易辨別，若翰本㆟曾被誤認為基督。這是聲音被誤認是言語；可是聲音提出聲明，以免得
罪言語，他說：「我不是基督，也不是厄里亞，也不是先知。」㆟們問說：「那末，你究竟是誰？」他說：
「我是曠野裡㈺喊者的聲音：修直㆖主的道路吧！」這「曠野裡㈺喊者的聲音」，就是那打破沉默的聲音。
「修直㆖主的道路」無非是說：「我之所以發出㈺喊，是要使㆖主進入你們心裡；但是如果你們不修直道路，
他就不願意進入。」

所謂「你們要修直道路」不就是說：你們要熱誠祈禱嗎？你們要㈲謙虛的思想嗎？你們要㈻習若翰謙遜的榜
樣。㆟們想他是基督，他卻聲明說：他並不是㆟們所想的基督；他並不將錯就錯，以抬高㉂己的身價。

假如他說：「我是基督」，很容易使㆟相信，因為他說話以前，㆟們已經那樣想。可是，他否認了；他承認
㉂己是誰：他承認㉂己與基督不同；他貶抑了㉂己。他知道救援在那裡。他明白，㉂己是㆒盞燈，唯恐被驕
傲的暴風所吹熄。



獻禮經

㆖主，

求你藉此聖㉀，達成基督建立這聖事
的心願，賜給我們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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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469

將臨期第㆔主㈰
（喜樂主㈰）

2022年12月修訂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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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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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long-termcare.com/Article/Detail/3466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https://www.ilong-termcare.com/Article/Detail/3466


領主詠

告訴心怯的㆟說：「鼓起勇氣來，不要畏懼！
看，你們的㆝主，他要親㉂來拯救你們！」
（依35:4）

將臨期第㆔主㈰
（喜樂主㈰）



領主後經

㆖主，

求你廣施慈恩，以這聖事的助力，
滌除我們的罪過，準備我們迎接
即將來臨的佳節。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
們的祈禱。亞孟。

額我略禮典（7-8世紀）789；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639

將臨期第㆔主㈰
（喜樂主㈰）

2022年12月修訂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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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com/VaticanNews/status/1593235789097205761/photo/2

https://twitter.com/VaticanNews/status/1593235789097205761/photo/2


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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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賞

公佈：2022年11月15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