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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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懺悔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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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溫：
欣賞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乙年讀經
https://youtu.be/K1HgaRsAuRE?si=hmTJfZTw0zr7xLkp 

圖：https://www.ncregister.com/cna/pope-francis-prays-for-a-renewal-of-the-sacrament-of-reconciliation 

https://youtu.be/K1HgaRsAuRE?si=hmTJfZTw0zr7xLkp
https://www.ncregister.com/cna/pope-francis-prays-for-a-renewal-of-the-sacrament-of-recon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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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倫淫亂，排除於團體之外 excommunication
格前5:1-5
1我確實聽說在你們㆟間㈲淫亂的事，且是這樣的淫亂，連在外教㆟㆗
也沒㈲過，以㉃㈲㆟竟同㉂己父親的妻子姘居。2你們竟還傲慢㉂大！
你們豈不是更該悲哀，把行這事的㆟從你們㆗間除去嗎？3㉃於我，身
體雖不在你們那裡，但心神卻與你們同在，我好像親㉂在你們㆗間㆒
樣，因我們的主耶穌的㈴，已判決了行這樣事的㆟；4當你們聚會時，
我的心神也與你們同在，以我們的主耶穌的大能，5將這樣的㆟交與撒
殫，摧毀他的肉體，為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子㆖可以得救。 

格前5:9-13
9我先前在信㆖給你們㊢過：不可與淫蕩的㆟交結，10這話並不是泛指
這世㆖所㈲淫蕩的㆟，或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
若是這樣，你們就非出離這世界不可。11其實，我㊢給你們的，是說：
若㈲稱為弟兄的，是淫蕩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
或酗酒的，或勒索㆟的，你們就不要同他們交結；並且同這樣的㆟，
連㆒起吃飯也不可。12審斷教外的㆟，關我何事﹖教內的㆟，豈不該由
你們審斷嗎？13教外的㆟，㉂㈲㆝主審斷他們。你們務要把那壞㆟從你
們㆗間剷除。 

AD56



讀經（出於信德的祈禱，必救那病㆟）

恭讀聖雅各伯書（5:13-16）

弟兄姊妹們：

你們㆗間㈲受苦的嗎？他應該祈禱；
㈲心安神樂的嗎？他應該歌頌。

你們㆗間㈲患病的嗎？
他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他們該為他祈禱，
因主的㈴給他傅油：出於信德的祈禱，必救那病
㆟，主必使他起來；並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
蒙赦免。

所以你們要彼此告罪，彼此祈禱，為得痊癒。
義㆟懇切的祈禱，大㈲功效。——㆖主的話。

圖：https://www.catholic.com/tract/anointing-of-the-sick 

AD62以前

https://www.catholic.com/tract/anointing-of-the-sick


1965年



1969年



瑪16:18-19
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磐石），在這磐石㆖，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
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我要將㆝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所束縛的，
在㆝㆖也要被束縛；凡你在㆞㆖所釋放的，在㆝㆖也要被釋放。

瑪18:15-20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獨處的時候，規勸他；如果他聽從
了你，你便賺得了你的兄弟；但他如果不聽，你就另帶㆖㆒個或兩個㆟，為叫
任何事情，憑兩個或㆔個見證㆟的口供，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聽從他們，你
要告訴教會；如果他連教會也不聽從，你就將他看作外教㆟或稅吏。我實在告
訴你們：凡你們在㆞㆖所束縛的，在㆝㆖也要被束縛；凡你們在㆞㆖所釋放的，
在㆝㆖也要被釋放。我實在告訴你們：若你們㆗㆓㆟，在㆞㆖同心合意，無論
為甚麼事祈禱，我在㆝之父，必要給他們成就，因為那裏㈲兩個或㆔個㆟，因
我的㈴字聚在㆒起，我就在他們㆗間。」

若20:19, 21-23
正是那㆒週的第㆒㆝晚㆖，門徒所在的㆞方，因為怕猶太㆟，門戶都關着，耶
穌來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
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㆒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
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

AD70之後



《㆝主教教理》

1434 基督徒內心的懺悔，可以透過多元的方式來表達。聖經和教父們尤
其強調㆔種方式：禁食、祈禱和施捨，以表達㆟對㉂己、對㆝主、
對他㆟的關係的改善。連同經由聖洗或殉道所帶來的根本淨化，他
們也指出獲得罪赦的其他方法，就是：努力與近㆟和好，痛哭己罪，
關㊟近㆟的得救，請聖㆟㈹禱和實踐愛德，因為「愛德遮蓋許多罪
過」(伯前4:8)。

1435 皈依實現於㈰常生活㆗，就是和好的行動、關懷窮㆟、履行並維護
公道和正義、向弟兄承認㉂己的過失、弟兄間的規過勸善、檢討㉂
己的生活、省察良心、接受靈修指導、忍受痛苦、為正義而忍受迫
害(1)。每㆝背負㉂己的㈩字架、跟隨基督，是懺悔最穩妥的途徑(2)。
(1)參閱亞5:24; 依1:17
(2)參閱路9:23

1436 感恩㉀與懺悔。我們在感恩㉀㆗，找到㈰常皈依和懺悔的泉源，並
得到滋養，因為基督的㉀獻在感恩㉀㆗臨現㆟間，使我們與㆝主和
好。感恩(聖體)聖事滋養並強化那些要活出基督生命的㆟。「聖體是
良藥，它從㈰常的過失㆗解救我們，並保護我們不犯大罪」(1)。
(1)特倫多(1551): DS 1638



《㆝主教教理》

1437 閱讀聖經、誦唸時辰頌禱禮和㆝主經：凡是真誠的敬禮或熱心的行
動，都能在我們內心重振皈依和懺悔的精神，㈲助我們得到罪赦。

1438 禮儀年㆗，補贖(懺悔)的㈰子和時期( ㆕旬期、逢星期㈤紀念主受難
的㈰子)是教會踐行懺悔的重要時刻(1) 。

這些㈰子尤其㊜合作靈修的操練(退省)及行善功，懺悔禮儀，為補贖
而做的朝聖，㉂發性的克己，如禁食和施捨、弟兄的分享(慈善和傳
教工作)等。
(1)參閱SC 109-110; CIC 1249-1253; CCEO 880-883



《天主教教理》1447

許多世紀以來， 教會在應用這由主所交付的權柄
的具體方式上，已有不少變化。在最初幾個世紀裡，
如果基督徒在領洗後犯了特別嚴重的罪過 (如崇拜
偶像、殺人或姦淫)， 為求和好，他們須遵守一項
極為嚴格的紀律，即懺悔者在接受和好之前，要為
自己的罪過，公開做補贖，往往為期多年。被收錄
於這類「懺悔者之行列」中的(只涉及某些重罪者)，
只有少數，而且在某些地區，一生只有一次機會。

在第七世紀，愛爾蘭的傳教士受到東方隱修傳統的
啟發，把「私下」懺悔的做法帶到歐洲大陸。懺悔
者在與教會和好之前，無須先公開地和長時間地去
做補贖。

從此，這聖事在懺悔者和司鐸之間以隱密的方式進
行。這種新的做法準備了重複這件聖事的可能性，
並因而開拓了經常定期領受這聖事的途徑。這樣的
方式，容許在一次聖事慶典中，同時赦免重罪和小
罪。教會至今仍大致上採用這懺悔的方式。（自
1215年）

1 2

3 4

圖：https://www.liturgicalartsjournal.com/2019/01/the-voyages-liturgiques-public-penance.html 及 https://twitter.com/VudatNation/status/1688548639193407490 

法國Rouen  主教禮書所載18世紀仍沿用的公赦罪

https://www.liturgicalartsjournal.com/2019/01/the-voyages-liturgiques-public-penance.html
https://twitter.com/VudatNation/status/1688548639193407490


《㆝主教教理》

1457 根據教會規定，「凡到達懂事年齡的信友，皆㈲責任㉃少㆒年㆒次，
誠實㆞告明經省察出來的、㉂己的重罪」。 誰省察到㉂己犯了死罪，
卻沒㈲先透過懺悔聖事而獲得寬赦，即使懷㈲很深的痛悔，也不可
以領聖體，除非他㈲充分的理由要領此聖事，但又無法找到聽告解
者。兒童在初領聖體之前，也應先領受懺悔聖事。



救主受難紀念
（聖周㈤）

㆝主，

你以你聖子、我們主基督的苦難，
解救我們脫離由遠古的罪所遺留給
我們的死亡。

我們出㉂塵㈯，也肖似塵㈯；
求你以恩寵聖化我們，
使我們㈰益與基督同化，肖似他
㆝㆟的模樣。

他是㆝主，永生永王。亞孟。

750年羅馬禮書398；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聖瞻禮六耶穌苦難聖
死 追憶救贖主苦難) 2024年7月26修訂中譯

格前15:21-23

格前15:47-49

圖：https://www.amazon.co.uk/Russian-Orthodox-Byzantine-Crucifix-Prayer/dp/B00N4IF2EO 

https://www.amazon.co.uk/Russian-Orthodox-Byzantine-Crucifix-Prayer/dp/B00N4IF2EO


1974年



圖：https://www.amazon.co.uk/Russian-Orthodox-Byzantine-Crucifix-
Prayer/dp/B00N4IF2EO 及 https://www.ncregister.com/blog/are-christ-and-
peter-both-rocks 及 https://www.hkskh.org/content.aspx?id=19&lang=2 及
https://onemoresoul.com/news-commentary/communion-received-on-the-
tongue-and-while-kneeling.html 

https://www.amazon.co.uk/Russian-Orthodox-Byzantine-Crucifix-Prayer/dp/B00N4IF2EO
https://www.amazon.co.uk/Russian-Orthodox-Byzantine-Crucifix-Prayer/dp/B00N4IF2EO
https://www.ncregister.com/blog/are-christ-and-peter-both-rocks
https://www.ncregister.com/blog/are-christ-and-peter-both-rocks
https://www.hkskh.org/content.aspx?id=19&lang=2
https://onemoresoul.com/news-commentary/communion-received-on-the-tongue-and-while-kneeling.html
https://onemoresoul.com/news-commentary/communion-received-on-the-tongue-and-while-kneeling.html


圖：https://slmedia.org/ch/blog/pope-with-
repentant-trusting-hearts 

24 Hours for the Lord': 
Celebration of 
Reconciliation with Pope 
Francis | March 17th, 
2023
https://www.youtube.com/l
ive/IIyv-
9G3e5A?si=oOjthKHFSC
mW0xO1

㆕旬期第㆔主㈰
（不舉行候洗者考核禮）

集禱經
㆝主，
你是㆒切美善和慈愛的根源。
你教導我們以齋戒、祈禱、施捨為良藥，治
癒我們的罪過。
我們俯首認罪，求你仁慈寬恕，並扶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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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lmedia.org/ch/blog/pope-with-repentant-trusting-hearts
https://slmedia.org/ch/blog/pope-with-repentant-trusting-hearts
https://www.youtube.com/live/IIyv-9G3e5A?si=oOjthKHFSCmW0xO1
https://www.youtube.com/live/IIyv-9G3e5A?si=oOjthKHFSCmW0xO1
https://www.youtube.com/live/IIyv-9G3e5A?si=oOjthKHFSCmW0xO1
https://www.youtube.com/live/IIyv-9G3e5A?si=oOjthKHFSCmW0xO1


圖：https://www.britannica.com/story/why-do-people-say-amen-at-the-end-of-a-prayer 及
https://redeemercitytocity.com/articles-stories/starting-a-prayer-revolution 及
https://prayerclust.com/prayers-for-church-growth/ 及 https://christianmentalhealthinitiative.org/a-
prayer-for-the-black-community/ 及 http://www.saintsinrome.com/2013/08/st-bonaventure.html 及
http://catholic-dlc.org.hk/st/Jan/28/28.htm 及 https://cruxnow.com/vatican/2022/03/confession-is-more-
about-gods-forgiveness-than-our-sins-pope-says 及 
https://www.phew.tw/article/cont/phewshare/inspiration/quotes/11760/2021071411760 

意識省察
1.感恩
2.祈求光照
3.反省/回顧
4.治瘉/悔罪

5.展望/定志

七罪宗是那七樣？
答 就是驕傲、慳
吝、色迷、忿怒、
嫉妒、貪饕、懶惰。

原生家庭的影響身
的
扭
曲

身 → 心

原始性格

（男、女、三型
九格）及其際
遇

  
（電影《孽緣》、
《本能》）

https://www.britannica.com/story/why-do-people-say-amen-at-the-end-of-a-prayer
https://redeemercitytocity.com/articles-stories/starting-a-prayer-revolution
https://prayerclust.com/prayers-for-church-growth/
https://christianmentalhealthinitiative.org/a-prayer-for-the-black-community/
https://christianmentalhealthinitiative.org/a-prayer-for-the-black-community/
http://www.saintsinrome.com/2013/08/st-bonaventure.html
http://catholic-dlc.org.hk/st/Jan/28/28.htm
https://cruxnow.com/vatican/2022/03/confession-is-more-about-gods-forgiveness-than-our-sins-pope-says
https://cruxnow.com/vatican/2022/03/confession-is-more-about-gods-forgiveness-than-our-sins-pope-says
https://www.phew.tw/article/cont/phewshare/inspiration/quotes/11760/2021071411760


圖：https://www.heraldmalaysia.com/news/pope-francis-
confession-is-a-place-of-forgiveness-not-threats/41162/1 及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46694/pope-francis-
prays-for-a-renewal-of-the-sacrament-of-reconciliation 及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46694/pope-francis-
prays-for-a-renewal-of-the-sacrament-of-reconciliation  

https://www.heraldmalaysia.com/news/pope-francis-confession-is-a-place-of-forgiveness-not-threats/41162/1
https://www.heraldmalaysia.com/news/pope-francis-confession-is-a-place-of-forgiveness-not-threats/41162/1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46694/pope-francis-prays-for-a-renewal-of-the-sacrament-of-reconciliation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46694/pope-francis-prays-for-a-renewal-of-the-sacrament-of-reconciliation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46694/pope-francis-prays-for-a-renewal-of-the-sacrament-of-reconciliation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46694/pope-francis-prays-for-a-renewal-of-the-sacrament-of-reconciliation






《㆝主教教理》

1465 司鐸在舉行懺悔聖事慶典時，所完成的職務，就好比尋找亡羊的善
牧，為㆟包紮傷口的慈善撒瑪黎雅㆟，等待並迎接浪子回頭的慈父；
也如同㆒位正義的法官，無所偏私，作出公平而仁慈的判決。簡言
之，司鐸是㆝主憐愛罪㆟的標記和工具。

1466 聽告解者並非主㆟，而是予㆟寬恕的㆝主的僕㆟。這聖事的施行㆟，
應與基督的意願和慈愛相結合(1)。他對基督徒的行為操守、㆟情世
故，應㈲深透的了悟，對跌倒的㆟懷㈲尊重和靈敏的心；他應熱愛
真理，忠於教會的訓導當局，並以耐心帶領懺悔者邁向治癒和完全
成熟。他應為懺悔者祈禱、做補贖，並把懺悔者託付給仁慈的主。

(1)參閱PO 13













格後5:17-21

















































《㆝主教教理》

1482 懺悔聖事也可在團體慶典㆗舉行。

以團體慶典的方式舉行時，會眾㆒同準備告明，並且為所接受的
寬恕，㆒起感謝㆝主。這樣，個別告明和赦罪的部分安排在聖道
禮當㆗；讀經、講道、共同省察、㆒起祈求㆝主的寬恕、以㆝主
經祈禱、[個別告明和赦罪]，然後同謝主恩。以團體慶典的方式來
舉行這聖事，更能清楚表達出懺悔的教會性。

不論慶典以甚麼方式舉行，懺悔聖事按照它本身的性質，是㆒㊠
禮儀行動，故常是公開的教會行動(1)。

(1)參閱SC 26-27



團體懺悔聖事禮儀 

全體詠唱合適的聖歌

致候及導言（可參考以下內容）

主禮：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主的慈愛，聖神的共融與你
們同在。（格後13:13）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弟兄姊妹：基督徒的㆒生就是要善度與㆝主、與
㆟，及與萬物共融合㆒的生活。但是㆟誰無過，所以
㆝主聖父藉聖子耶穌，教導我們不斷悔改，使我們在
他的聖神——愛情的推動㆘，回到㆝父愛的懷抱。現
在我們來到㆝主面前，再㆒次反思我們的生活方向，
和省察㉂己的思言行為。讓我們首先祈求㆝主的幫助。
（默禱片刻）

主禮：全能的㆝主聖父，你藉基督的教導，甦醒我們的心智，
求你以聖神光照我們的明悟，使我們認清該走的道路，
並㈲勇氣重新踏㆖正途，回到與你和眾㆟共融合㆒的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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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亞孟。

下載：http://catholic-dlc.org.hk/reconcil_2.doc 

編印：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 准印：香港主教胡振中樞機 1998年12月3日

http://catholic-dlc.org.hk/reconcil_2.doc


聖道禮（或選讀其他合適章節）

恭讀聖瑪竇福音 25: 31-46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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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切的民族，都要聚在
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如同牧㆟分開綿羊和
山羊㆒樣：把綿羊放在㉂己的㊨邊，山羊在㊧邊。

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邊的說：
我父所㈷福的，你們來吧！
承受㉂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
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
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
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
我在㈼裏，你們來探望了我。⋯⋯

團體懺悔聖事禮儀 



⋯⋯那時，義㆟回答他說：
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了你饑餓而供養了你，或口渴
而給了你喝的？
我們甚麼時候見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體
而給了你穿的？
我們甚麼時候見你患病，或在㈼裏而來探望過你？

君王便回答他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的㆒個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然後他又對那些在㊧邊的說：可咒罵的，離開我，到
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裏去吧！
因為我餓了，你們沒㈲給我吃的；
我渴了，你們沒㈲給我喝的；
我作客，你們沒㈲收留我；
我赤身露體，你們沒㈲給我穿的；
我患病或在㈼裏，你們沒㈲來探望我。⋯⋯

團體懺悔聖事禮儀 



⋯⋯那時，他們也要回答說：
主啊！我們幾時見了你饑餓，或口渴，或作客，或赤
身露體，或㈲病，或坐㈼，而我們沒㈲給你效㈸？

那時，君王回答他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沒㈲給這些最小㆗的㆒個做
的，便是沒㈲給我做。
這些㆟要進入永罰，而這些義㆟卻要進入永生。」
——㆖主的話。

團體懺悔聖事禮儀 



講道及省察
按福音訊息，提示生活的反省，特別注意生活的方向和目標，並激發坦誠和解的心，尤其是
皈依上主，與自己、他人、家庭、社會、大地等各方面的修和，並考慮有關的改善方法。

懺悔禮
省察默禱後，全體跪下悔罪。

主禮：讓我們跪㆘向㆝主和弟兄姊妹表示我們的懺悔：

主禮：㆖主，你奉命來拯救懺悔的㆟。㆖主，求你垂憐。
眾：㆖主，求你垂憐。

主禮：基督，你來召喚罪㆟。基督，求你垂憐。
眾：基督，求你垂憐。

主禮：㆖主，你在㆝父面前，為我們祈求。㆖主，求你垂憐。
眾：㆖主，求你垂憐。

主禮：讓我們遵從㆖主的訓示，從心裏寬恕別㆟，並祈求㆝父寬恕
我們的罪過：

眾：我們的㆝父......（㆝主經）。

主禮：㆝父，求你從㆒切凶惡㆗拯救我們，幫助我們彼此寬恕，使
我們仰賴你的仁慈，獲得罪過的赦免，並在聖神的引導㆘，
重獲共融之恩。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團體懺悔聖事禮儀 



個別告明、赦罪和補贖
主禮：讓我們懷著痛悔的心，彼此㈹禱。請準備好告明的弟兄姊妹

到修和室／告解亭。

個別前往告明。會眾可在靜默中祈禱，或聆聽一些聖經章節，加深反省，切勿嘮叨。

感恩祈禱
告罪完畢，會眾集合。如果可能，主禮可給予大家一點共同的補贖，作為團體的行動。然後
邀請大家互祝平安。

主禮：各位弟兄姊妹，㆝主聖父寬恕了我們的罪過，重新把我們團
結在基督奧體之㆗，並賜給我們在聖神內共融合㆒。願主的
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請大家懷著感恩的心互㈷平安。
互祝平安後，可唱合適的聖歌讚美天主，例如聖母讚主頌。

主禮：讓我們偕同聖母㆒起歌頌㆖主，因為他在我們身㆖施展了大
能，救贖了我們：（頌恩299首）

主禮：全能的㆝主聖父，我們感謝你藉主耶穌基督，寬恕了我們的
罪過，並以聖神的恩寵，引導我們彼此重歸於好。求你幫助
我們善度你子㊛的生活，在世㆖繼續為你的慈愛，作㈲效的
見證。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團體懺悔聖事禮儀 



㈷福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願全能的㆝主，聖父、聖子、及聖神降福你們。
眾：亞孟。

主禮：讓我們讚美㆖主。
眾：我們感謝㆝主。

禮成。可唱合適的聖歌。

團體懺悔聖事禮儀 

24 Hours for the Lord': Celebration of Reconciliation 
with Pope Francis | March 17th, 2023
https://www.youtube.com/live/IIyv-9G3e5A?si=oOjthKHFSCmW0xO1

https://www.youtube.com/live/IIyv-9G3e5A?si=oOjthKHFSCmW0xO1


《㆝主教教理》

1483 如㈲嚴重的需要，可用包括集體認罪和集體赦罪的團體慶典來舉行
和好聖事。

所謂嚴重的需要，包括死亡的危險逼近、沒㈲足夠的時間，讓㆒位
或數位司鐸聽每㆒位懺悔者的告明。這嚴重的情況也包括懺悔者㆟
數眾多，無法㈲眾多的聽告解司鐸，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聽每個
㆟的告明，致使懺悔者非因㉂己的過失，長期被迫得不到聖事的恩
寵，或不能領聖體。在這情況㆘，信友為能㈲效㆞接受赦免，應立
意在㊜當的時候，再個別告明㉂己嚴重的罪過(1)。

教區主教可鑒定那些情況符合需要，可以舉行集體赦罪(2)。但如果只
是因為在大慶節或朝聖時，㈲大量信友，則不得視為㈲足夠的嚴重
需要(3)。

(1)參閱CIC 962,1
(2)參閱CIC 961,2
(3)參閱CIC 961,1





《天主教法典》







(A) 下午1一3時 

Fr Ronald Solis
6, 8, 9, 10, 12, 14, 17, 19, 24, 26

Fr Miguel  Diez 狄明杰神父
13, 15, 16, 20, 21, 22, 23, 27, 28, 29, 30, 31

Fr Paul Chung
7

公教進行社小堂
中環地鐵站A出口干諾道中15號大昌大厦3字樓

2024年8月份 
 可辦中文告解 的日子和時間 

(B) 下午5一7時 

Fr Paul Chung:
6, 8, 9, 26, 28

Fr Ronald Solis:
7, 12, 15, 21, 29

Fr Miguel Diez 狄明杰神父
13, 14, 16, 19, 20, 22, 23, 27, 30

(6代表8月6日，8代表8月8日，9代表8月9日，餘此類推。）



參照法典條文 罪行（delictum） 處罰性質
1. 1364, §1 背教、異端，或裂教 LS
2. 1367 拋棄、拿取或保存聖體以作褻瀆 LS（保留給宗座）
3. 1370, §1 對教宗施以暴力 LS（保留給宗座）
4. 1378, §1 聖職人員赦免違反第六誡罪的同犯 LS（保留給宗座）
5. 1378, §3 未領司鐸聖秩而擅自舉行感恩祭；不

得有效行使赦罪權而擅敢行使之，或
擅敢聽告解。

FS或F（按其罪之輕重）

6. 1382 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
被其祝聖為主教者

LS（保留給宗座）

7. 1388, §1 聽告解司鐸直接洩漏秘密 LS（保留給宗座）
8. 1388, §2 通過翻譯或其他方式由告解中得知罪

過的人洩漏告解秘密
FS或F（按其罪之輕重）

9. 1398 凡蓄意墮胎並完成墮胎行為者 LS

絕罰*（十三項）
LS (latae sententiae)  自科絕罰（犯某項罪行後立即觸發的絕罰）   七種
FS (ferendae sententiae)  經教會有關上司證實罪行後才科處的絕罰   兩種
F (facultative) 教會上司認為罪行情況嚴重才科處的絕罰   兩種

*有關那些教會上司可免除刑罰（包括絕罰），參照法典1355條1-2項及1356條1-2項。教區教長（Ordinarius loci：教區主教及副主教等）可授權
聽告解司鐸寬免非保留給宗座的刑罰（在香港教區即如此）。



以下罪行經教會有關上司證實後，犯事者可被科處「絕罰」或其他較輕的刑罰：

10. 1366 父母或代父母者，使子女受非天主教的
洗禮及教育

11. 1372 向大公會議或世界主教團控告羅馬教宗

12. 1385 違法利用彌撒獻儀獲利
13. 1390, §2 向教會上司誣告他人犯了罪行或損害他

人名譽

資料：http://catholic-dlc.org.hk/reconcil_10.doc 

http://catholic-dlc.org.hk/reconcil_10.doc


罪的人學
                           羅國輝



被天主的愛所
觸動(意志)，
思想和判斷
自己的生活
(理智)，
重組生命
的方向
(基本抉擇)；
這也是知罪、
蒙恩、得救的
過程。
(羅5:5-11, 
6:1-14, 
迦2:15-21)

入門聖事
洗禮 (出死入生) 
(愛的抉擇)

在聖神內生活
(在愛內生活)
(羅8:5-11;
迦4:6-7, 5:16-25)

婚姻 / 
神品 / 
獻身
(愛的發展)

病人聖事
(終極關懷)

最
終
是
永
恆
的
愛

告解(治癒聖事)
(再決擇去愛)

　　　　　　聖體
(愛情的結合、滋養、行糧及良藥)



什麼是「罪」 
（電影：《七罪宗》）

七罪宗：驕傲、慳吝、
迷色、忿怒、貪饕、嫉
妒、懶惰

2008年，教宗重新演
譯「七罪宗」：污染環
境、吸毒、基因改造、
導致社會不公義、太富
有、墮胎、戀童



什麼是「罪」 
1.「罪」：

．破壞、欠缺「美」、
「善」

．達不到「存在」目的，
未能一矢中的；失去方
向，離開天主

．「好」、「善」未能
得到發展；不圓滿



什麼是「罪」 

2. 中國人對「罪」的觀念：

   罪＝犯戒條，戒條：禁止人作惡事     
（例：殺人放火）

以「惡」、「毒」、「壞」、「歹
毒」、「狠毒」、「沒良心」、「沒
人性」來表達

（以剪報、新聞為例，反省當中罪的種類
及成因） 



罪的成因：身心靈的扭曲 
身的扭曲

身體或生理的影響（XYY、……）
身體有缺陷的人，如何看待生命，如
何從缺陷中，找到價值及意義
（「祥仔——玻璃人」故事）



原生家庭的影響身
的
扭
曲



身的扭曲

（自殺個案、單親、多親、獨生子女、兄弟
角力、男女角力、電子遊戲中學習及成長：
假大空、色情暴力）

．原生家庭與人的成長，息息相關，包括：
 人與自己的關係
    人與他人的關係
    （尤其家庭成員、朋友、伴侶、同事）
 人與社會的關係
 人與神的關係



身的扭曲

．影響著人的「自我」形成、親密度、疏
離感、責任感、對人的觸覺、情感表達，
以及行為思想的模式

．擺脫原生家庭所帶來的陰影和不自由：
 消極遺傳
 逃避成長
 積極求變



身 → 心

原始性格

（男、女、三型
九格）及其際
遇

  
（電影《孽緣》、
《本能》）



身 → 心：「心」病
．成長過程中有很多缺口和傷口，需要填補
和醫治，需要跨越，需要放下，需要學習

．面對成長障礙時，人可以無知、麻木、不
自覺……逃避、放縱、沉溺，抑或覺悟、重
新分辨和選擇，尋求改變及助力、跳出框框、
蛻變、重獲自由。

．重整自我，需要學習、需要榜樣，及內在
的力量(自力和他力)。



靈的扭曲

．三仇：
  1) 魔鬼
 2) 肉身 （自身）
  3) 世俗 （集非成是）
  例如：墮胎 → 殺人？
  胎兒 → 醫療垃圾
  何謂成功？ 錢、權力、慾的「黑洞」
  

．但在天主聖神的觸動下，人可以棄絶罪惡，
跟隨基督。



脫離罪惡的束縛：

 基本抉擇：確定邁向真、善、美、聖的
追求

 需要「自力」及「他力」



脫離罪惡的束縛：「自力」
真、善、美、

聖

真誠面對：

不再騙自己

騙人

謙遜：

開放自己

認識真相反省

決心改過

不斷學習

和鍛鍊

改變生活

環境及生態

自力



良醫 / 神師

良朋 

（良伴）

天主：教會

      祈禱

      聖言

       聖事 

他力

脫離罪惡的束縛：「他力」



人選擇離開罪惡的過程

1. 理性層面
人的理智，藉著學習、薰陶、天主聖
言，受到光照，良心得到啓發、反省
和滋養

2. 感性層面
 被愛所觸動，產生動力，懷有希望

（《古惑仔》，人內心經歷善惡的爭鬥，
深受良心困擾，在內疚、不被寬恕、良心
受嚴厲譴責下，選擇自殺。）

 （電影《風月俏佳人》）



人選擇離開罪惡的過程
3. 意志的堅持和操練
．十誡、四規、八福的操練
．每日省察、祈禱
．每周五克己補贖、守齋自律
．每主日參與彌撒、領聖體
．每年四旬期：
‧守齋克己，以獲得控制本能的力量和心靈的自
由（《天主教教理》2043）（清心寡慾，對
抗私慾徧情）

‧祈禱
‧行愛德



與天主互動

．人需要在「靜」中，回到內心，尋回自
己，認識自己；在「祈禱」中，體味天主
的愛，讓天主的愛，醫治我們生命的傷痛，
寬恕我們的罪過，獲得自愛及愛人的動力；
透過「服務」，去愛主愛人。

    靜：歸心     自己
  祈禱：歸天     天主
  服務：歸人     別人



與天主互動

天主是真理（嚴父），也是仁愛（慈母）

．「真理」與「仁愛」是良藥
．生活在天主面前（「製藥雖無人見，存
心自有天知」）

．不能單靠自力，更需要天主的光照、警
戒、愛、寬恕、醫治和接納



與天主互動

「聖神七恩」：上智、明達、超見、剛毅、
聰敏、孝愛、敬畏

「聖神十二果實」：仁愛、喜樂、平安、
忍耐、容忍、良善、厚道、溫和、忠信、
端莊、節制、貞潔



與天主互動

德行：行善避惡的恆久習慣。

向天主之德：信、望、愛

行為之德：「四樞德」：智德、義德、 
 勇德、節德



與天主互動

以愛人的本分，克服罪性。

．「形哀矜」（饑者食之、渴者飲之、裸
者衣之、收留旅人、照顧病人、探望囚
者、埋葬死者）

． 「神哀矜」（解人疑惑、教導愚蒙、勸
人回改、安慰憂苦、赦人侮辱、忍耐磨
難、為生者死者祈求）



知罪、蒙恩、得救
知罪（承認自己的不足，知對錯）

  â
痛悔（求寬恕、求醫治）

  â
定改（補贖的行動）

  â
告明（天人互動：承認及接受自己）

  â
被寬恕和接納，和好、重新開始

  â
皈依（身心靈的整合）

  â
補贖

非僅內疚，而是「真誠」歉意、作出補償、補救、修補、
補贖、改善有缺陷的處境，以助人達於「至善」



皈依

1. 基本皈依 （大皈依／基本抉擇）
  入門聖事：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
督在我內生活；我現今在肉身內生活，
是生活在對天主子的信仰內；他愛了我，
且為我捨棄了自己。 (迦2:20)

棄絶罪惡 → 宣認信仰
 死於罪惡 → 活於天主



皈依

2.不斷皈依
  禁食、祈禱、施捨 → 告解 → 共融聖
事（離開罪惡）

3.臨終的皈依
 告解 → 臨終大赦 → 病人傅油 →
天路行糧





一. 反思：多瑪斯（理性良心）

                  聖文德（意志良心）

二. 閱讀：

聖經神學辭典 s.v. 寬恕(201) 、救贖(202) 、
                                   贖罪(203)、 和好(204)、罪(206)

聖經辭典          s.v. 罪(2082)、罪赦(2083)



《天主教教理》1471

教會關於大赦的教義和實行，都跟懺悔聖事的效果緊密
相連。

甚麼是大赦？「大赦，是在『罪過已蒙赦免』後，因罪
過而當受的暫罰，也在天主前獲得寬赦。按照指定的條
件，準備妥當的信友，通過教會的行動，獲得暫罰的赦
免。教會是救恩的分施者，藉著自己的權力，分施並應
用基督及諸聖的補贖寶庫」。

「大赦可赦免『部分』或『全部』的暫時罪罰，依此可
分為『限大赦』和『全大赦』」。信友可獲得大赦，以
裨益自己，或用來救助亡者(1)。

(1) 保祿六世，＜有關大赦的教導＞宗座憲(1.1.1967)令準則1-3



1973年前使用的羅馬禮赦罪經



中世紀時，聽告解司鐸教育程度不一，故出現許
多協助聽告解司鐸的「聽告解指南」和「補贖
書」，在已有嚴厲方式外，又可有較方便的「替
代方式」，尤其是當時的所謂「善工」，如施捨、
祈禱和捐建教堂（如16世紀重建聖伯多祿大殿），
包括「大赦券」等。

（今日的「教宗祝福狀」亦是因捐助宗座愛德哀
矜事工。）





１９７１



當時，告解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是怕受罰下地獄、煉獄。

額我略彌撒







1983

1924年上海中國主教
會議制定，參照1566
年《羅馬教理》及聖
白敏St. Robert 
Bellarmine (1542-
1621年)《要理問
答》；1934年出版並
通行全國；香港於
1936年推行。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為天主教徒，天主並沒有預定任何人下地獄。因為
下地獄是人故意離棄天主，至死不悔改的結果。教
會不斷在主的聖餐、在日常的祈禱中，為罪人祈求，
因為「天主不願意任何人喪亡，只願眾人回心轉
意。」（伯後3:9；《天主教教理》，1992年，1037） 



除非我們自由地選擇愛天主，就不能與他契合。假
如我們犯嚴重的罪過反對天主，反對近人，反對自
已，我們就不能愛天主，就是將自己，排除與天主
和聖者的共融之外，這種決定性的、自我排除的境
況就稱為「地獄」。（《天主教教理》，1992年，1033）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今天你就要
與我一同在
樂園裡 

所有罪過──即使是小罪──都促使人對受造，物形成不健
康的依戀，這種依戀，不論在現世，抑或在死後，即那稱
為在煉獄的狀態中，都必須予以淨化。這種煉淨，解除罪
惡的「暫罰（暫苦）」。上述兩種罪罰（罪苦），不應視
為天主外加於人的報復，而是源自罪惡本質的後果。出自
熱心愛德的皈依，能使罪人完全淨化，以致再沒有任何罪
罰（罪苦）存留。（《天主教教理》，1992年，1472）



罪惡蒙寬赦，與天主的共融得以恢復，都使罪
過的「永罰」獲得赦免。但是，「暫罰」仍然
存留著。
基督徒應竭力接受這些暫時的罪罰如同恩寵，
耐心忍受各樣的痛苦和考驗，當那一日來臨時，
安詳地面對死亡。
人應透過仁愛的工作、祈禱和各種懺悔行動，
努力完全脫去「舊人」，穿上「新人」(1)。 
（《天主教教理》，1992年，1473）

(1)參閱弗4:22,24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故此，天主教徒，要幫助自己和別人，隨時妥備
善終，捨棄俗世的一切，力行愛德，全心歸向上
主，也常常為亡者祈禱：

凡諸信者靈魂，賴天主仁慈，息止安所。亞孟。[1]
[1] 《要經彙集》，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1953年，36頁。



從「生命的流
溢」到「永恆
的生命」

方濟說：「我的孩子們，我向你們說再見，
你們要敬畏上主，你們要常留在主內。將來
你們要受窘難及誘惑，但凡堅持於他已開始
的生活的人，是有福的。我現在走向上主，
我將你們託付於他的慈愛。」 



與天主聖三這種完美的生活，即與天主聖三、童貞
瑪利亞、天使和眾聖者這種生命與愛的共融，稱為
「天堂」。天堂是人最後的歸宿，也是人最深的期
盼的圓滿實現，是決定性和至高的幸福境界。
（《天主教教理》，1992年，1024）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天主教的生命禮儀，就是一個整體的「生命過度儀式」：

──從生命的「無」，到「有」，又到「豐盛的生命」：
「洗禮」、「堅振／傅油」、「主的聖餐（聖體）」，

──再發展到「生命的流溢」：「婚姻」、「聖秩」／獻身，
──再邁進「永恆的生命」：「懺悔」、「病人傅油」，以
及「葬禮」，

──做聖者：在天上，與天主及天主所愛的眾人一起，繼續
造福人間，並為眾生祈求，猶如聖母瑪利亞，為我們祈求：

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
求天主。阿們。（聖母經）



被天主的愛所
觸動(意志)，
思想和判斷
自己的生活
(理智)，重組
生命的方向
(基本抉擇)；
這也是知罪、
蒙恩、得救的
過程。 
(羅5:5-11, 
6:1-14, 
迦2:15-21)

入門聖事
洗禮 
(出死入生)

(愛的抉擇)

堅振
(在聖神內生活)

(在愛內生活)
(羅8:5-11;
迦4:6-7, 
5:16-25)

婚姻 / 
神品 / 
獻身

(愛的發展
和流溢)

病人聖事

(終極關懷)

最
終
是
永
恆
的
愛

告解(治癒聖事)
(再決擇去愛)

聖體 
(愛情的結合、 滋養、行糧及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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