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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的圖象取自一塊墓石上的雕刻，這基石大概是第三世紀末的作品，在

羅馬圖密蒂拉基督徒地下墓穴（Catacombs Domitilla）中找到的。此圖取材

於牧歌（田園詩），源自教外人士，基督徒用來象徵亡者靈魂在永生中得

到的安息和其福。

這圖象亦使人聯想到教理的意義：基督善牧以其權威（棍杖）帶領和保護

信徒（綿羊），用真理和諧的旋律（牧童笛）吸引他們，並使他們在「生命

樹」的蔭庇下休息。那樹就是救贖的十字架，它開做了天堂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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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略語

AA Apostolicam actuositatem 梵二〈教友傳教工作法令〉

AAS Acta Apostolicae Sedis 宗障公報

AF Lightfoot, Apostolic Fathers 黎福，《宗徒期後的教父〉

AG Adgentes 梵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

CCEO Corpus Canonum Ecclesiarum Orientalium 東方教會法典

CCL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Turnhout, 1953-) 

基督徒著作集成，拉丁系列

CD Christus Dominus 梵二〈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

CIC Codex Iuris Canonici 天主教法典

COD Conciliorum oecumenicorum decreta 大公會議法令

CSEL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Vienna, 1866-) 

教會拉丁作者集成

DH Dignitatis humanae 梵二〈信仰自由宜吉〉

DS H.Denzinger A.Schδnmetz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刃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 Rebus Fidei et Morum (Freiburg 

1965) 鄧辛格（施安堂譯），〈天主教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DV Dei Verbum 梵二 〈天主的屆全示教義憲章〉

GE Gravissimum educationis 梵二 〈天主教教育宣言〉

GS Gaudium et spes 梵三〈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IM Inter miri刃ca 梵二 〈大眾傳播工具法令〉

工β Lumen gentium 梵三 〈教會憲章〉

LXX Sεptuagint 〈七十賢士譯本〉

NA Nostra aetate 梵二《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OE Orientalium ecclesiarum 梵二〈東方公教會法令〉

OT Optatam totius 梵二〈司鐸之培養法令〉

PC Perfectae caritatis 梵二〈修會生活革新法令〉

PG J.P. Migne, ed., Patrologia Graeca (Paris 1857-1866) 

〈希臘教父學〉

PL J.P. Migne, ed., Patrologia Latina (Paris 1841 1855) 

〈拉丁教父學〉
PO Presbyterorum ordinis 梵二〈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

SC Sacrosanctum concilium 梵二〈禮儀憲車〉

SCh Sources Chr已tiennes 基督徒早期名著叢書

STh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多瑪斯，〈神學大全〉

UR Unitatis redintegratio 梵二〈大公主義法令〉

Vulg. Vulgate 聖經拉丁通行本



〈人類生命〉

〈人類救主〉

〈工作〉

〈天主子民信經〉

〈生命之神〉

〈平信徒〉

〈民族發展〉

〈傳福音〉

〈百年〉

〈和平於世〉

〈和好與懺悔〉

〈社會事務〉

<f吉德的奧跡〉

〈家直〉

〈婦女的尊嚴〉

〈救主的使命〉

〈教理講授〉

厄弗所

加采東

尼西亞一

尼西亞二

君士坦丁堡一

君士坦丁堡二

君士坦丁堡三

君士坦丁堡四

君士坦斯

里昂二

拉特朗四

拉特朗五

特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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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

維也納

藹﹔令翠

保祿六世，〈人類生命〉通諭

若望保得三世，〈人類救主〉通諭

若望保祿三世，〈工作〉通諭

保裸六世，〈夫主子民情經〉

若望保祿二世，〈主及賦予生命之神〉通諭

若望保祿二世，＜平信徒〉宗座勸諭

保祿六世，〈民族發展〉通諭

保待、六世，〈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宗座勸諭

若望保樣三世，〈百年〉通諭

若望廿三世，〈和平於世〉通論

若望保千余二世，〈和好與懺悔〉宗座勸諭

若望保綠二世，〈社會事務的關懷〉通諭

保樣六世， ＜ 1吉德的奧跡〉通諭

若望保祿二世，〈家雇〉窯座勸諭

若望保樣二世，〈婦女的尊嚴與聖召〉窯座書函

若望保千余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

若望保祿二世，＜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宗座勸諭

厄弗所大公會議

力日采東大公會議

尼西亞第一屆大公會議

尼西亞第二屆大公會議

君士坦丁堡第一屆大公會議

君士坦丁堡第二屆大公會議

君士坦丁堡第三屆大公會議

君士坦丁堡第四屆大公會議

君士坦斯大公會議

Et[昂第二屆大公會議

拉特朗第四屆大公會議

拉特朗第五屆大公會議

特倫多大公會議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維也納大公會議

藹﹔令翠大公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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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中樞機序

深山空谷，發出聲音，會生迴響，因為四周山壁接這聲音，

將它折固，引起共鳴。教理一詞的希臘文正有這迴響的意思。嚴

格地說，教理不是書本，亦非空談，而是信友團體，聆聽天主的

發言，產生的「迴響」，讓人聽到。天主曾向以色列民說話，而

在基督身上，有最決定性的話語，並在宗徒團體內，產生迺響﹔

同樣，天主的話也透過聖神，在歷代的教會中，產生迴響。教會

珍惜和保留這些迴響，並用文字，有系統地和完整地，記錄下

來，成為教理書。

在眾多的教理書中，教宗若望保標二世於九三年十二月八日

隆重地所頒布的〈天主敦敦理〉，特別重要。教宗稱它為「秉承

梵三精神最全面和深思熟慮的成果」、「近年教會的盛事」

「給整個教會珍貴的禮物」、「信德的交響曲」、「有價值而可

信的工具書」、「傳揚信仰的可靠準則」、「由聖經、宗徒聖傳

及教會的主！！！導當局而証實或闡明的J 。本人身為樞機，事前已有

機會參與諮詢，對教宗讚譽，深有同戚。這本教理書確是整個教

會通力合作的成果，反映教會的至公性。

這本書面世後，台灣主教團率先找人作翻譯，並由其屬下教

義委員會負責。我在九三年十月七日為香港教區成立專責小組，

推介此書。令人欣慰的是，這兩個組織很快地就分工合作，彼此

協調，完成這本教理書統一的中譯版。

台灣各位主教非常積極，他們分成小組，審閱各卷的譯文，

修改不善之處﹔最後，他們以主教團名義，送請教廷批准。教廷

亦提供一些寶貴意見，以作改善。同時，梵蒂岡出版社同意，此

教理書以同一的中譯版，由台灣主教團和香港真理學會，兩處各

自出版。

整個共同製作過程，長達三年，雖然冗長，卻帶來很多意想

不到的收穫。首先是加強了教理的培育。原來有關這教理書的中

文資料，已在不同的地方刊印，以作推介。此外，在各地華人團

體更以新教理為題材，舉辦研習會、培育營、交流會和課程等。



另一個收穫是中、台、港神學教授們的交流，他們就本書的交流

和討論，彼此聆聽，深入了解，異中求同，有利中文字申學用語的

定型和普及。

對各位的努力和參與，我深致謝意：同時對此教理書的中文

版，亦寄以厚望。首先，我希望每位從事教理講授工作者，不論

是聖職人員、修女、修士或平信徒，都以這教理書為參考的工具

和權威的標準’預備講授教理的材料，為教友和慕道者的信仰旅

程鋪路。其次，我們應向別人宣示自己的信仰。教會一向秉承基

督福音，以「人」作自己要走的路，在社群中成為文忱的動力，

跟所有善心的人一起，建立合乎人性的社會。當人們問及我們心

中懷有希望的理由，我們須隨時回答。這本教理書正好給予一個

較全面和有系統的答案。它一方面堅定我們對天圓的期待，也敦

促我們在現世實現天國。

此教理書出版，欣逢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與其說是一種巧

合，倒不如說是天主的安排。教宗提示整個教會，從一九九七至

一九九九年這三年中，加繁預備公元三千年的喜慶﹔九七年的主

題是基督，九八年的主題是聖神，九九年的主題是聖父。本書的

內容有很多材料，能幫助我們推動各種牧民措施。深盼這教理的

「迴響」’能激發我們對天玉的愛，日益加強﹔對祂的真理和奧

跡，深入體味。願天主的話引導我們，走向光明璀燦的天國。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洗者聖若翰誕辰日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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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振忠主教序

一九八五年一月廿五日，為紀念梵二閉幕廿週年，舉行了非

常規世界主教會議，與會的主教們在最後的會議中，提出要編一

本教理，像特倫多大公會議後編了〈羅馬教理〉一樣，使之成為

各地教理的參照本。由拉辛格樞機主教為首的編輯委員會，歷經

六年的努力，數易其稿，終抵於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

二年十二月八日隆重頒布了新編天主教教理。教宗推崇此書是一

本有價值的工具書，可促進教會的共融，成為傳揚信仰的可靠根

據外，並使天主子民在聖神不斷地呼召下更新，走上光明璀臻的

天國旅程。

主教團教義委員會在教宗頒布新編天主教教理後，即已開始

中文翻譯的艱鉅工作﹔由於它是一部大公的作品，教廷希望全球

應有統一的中文譯本，於是在從事中文翻譯時，除了台灣，還有

香港以及其他地區的華人共同參與翻譯的工作。先後經過 (1)

台、港、大陸三地的初譯稿：（2）分卷評審﹔（3）綜合評審等步

驟﹔再經過多次不厭其煩的校正審訂，定稿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才告完成，經過主教團批准後，呈送羅馬審核，並申請出版許

可。中文譯稿已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獲得教廷教理部國際委員

會的認可。

新編天主敦敦理中文譯本不是一人能夠獨力完成的，它是透

過一群熱心的神學、教理工作者及地方教會的區際合作，費時三

年才完成的。謹代表中國主教圈，向參加中文譯本工作的主教、

神父、修女、教友，表示真誠的謝意，特別向初譯的羅星塔、黃

↑罣憬、姚惠民、周國祥、陳雲棠諸位神父（周、陳三位于申父已安

息主懷）及陳愛潔小姐，最後接手校正、審訂的趙一舟、房志

榮、韓大輝三位神父，以及其他台、港幫助校對、審訂譯稿及打

字、編排等工作的諸位人士，致千萬分敬意與謝意，懇千斤天主報

答他們的辛勞。希望全球華人得因中譯本的出版，深獲其益﹔藉

著研習教理，不但加深自己的信仰，同時也傳遞信仰，使人因信

而成義，共沾基督救贖的恩典。



文字翻譯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攸關信仰教義的書，更是困

難。新編天主教教理翻譯的遣詞用字，都是經過長時間審慎推敲

研討而得來的。譯者己盡了最大心力，譯本中如仍有文詞欠妥或

未能盡意之處，尚千斤指正為盼。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九日

聖若瑟節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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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教理書是一個共同合作的成果，從翻譯、審閱至印刷都有

不少人幫「亡，兼有台灣及香港的代表密切跟進和協調。然而，除

了在「鳴謝頁」列出的人士外，國內國外也有更多的人，在不同

的層面和場合中，給我們寶貴的貢獻、意見和關懷，在此向所有

人一→致謝。

本書在編輯上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版面的設計基本上參

照英、法、意文版的做法。封面的標誌和內文的插圖由梵蒂岡出

日反于士提f共。

為了使譯文清楚，有時會將隱藏的主詞放在方括號內，遇有

特殊的詞或句，則將外文或中文的另一說法放在固括號內。希伯

來文和希臘文採用簡單羅馬拼音法。只有英文用正體，其他外文

則用斜體字。

有關教會的慣用語，我們盡量參照以往的中譯名詞，如：思、

高出版的中文聖經、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翻譯的教會文獻、地方教

會出版的禮儀典籍、于申學叢書、教理書等。然而，這些典籍難免

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本書引用文獻時會採取統一的原則，未必

完全符合以前的譯文。

注釋方面，我們用較小的字體放在每一段落之後，俾能易於

查考，這樣注釋號碼絕少會超過兩位數。所引用的文獻盡量詳細

說明，其出處則簡短表達，基本上所有的梵二文獻，用拉丁文名

稱前兩個字母的縮寫，其他的文獻則多用中文縮略語。

本書提供引文索引和主題索引。引文索引按聖經、教會文

獻、禮儀典籍和作者分類。主題索引參照英譯本的做法，將一些

主題再分小題，按中文筆畫排列。此外也有一個英漢對照表，包

括人名、文獻、著作、地方、主題及名詞，便於讀者查閱。

韓大輝神父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聖神降臨節靜山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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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寶庫〉

宗座憲令

為公布

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
所編訂的

〈天主教教理〉

若望保祿主教，天主眾僕之僕

作為永久紀念，
致可敬的弟兄們：

樞機主教，宗主教，總主教，主教，司鐸，

執事和天主子民的眾成員

信仰寶庫的保管是主託付給教會的使命，教會也時時貫徹執

行。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由我欣然懷念的前任教宗若望廿三

世揭開序幕以來，轉瞬已經三十年了。是次大公會議之目的與願

望是為將教會的宗徒和牧民使命清楚地闡明出來，並以福音真理

的光輝，引導所有的人尋求和接受基督的愛，這愛超越一切（參

閱弗 3:19）。

基於此，教宗若望廿三世為此次大公會議指定的主要任務，

是更妥善地保管、更清楚地解釋基督的教義的珍貴寶庫，使所有

基督信徒以及所有善意的人更易於接受。因此，是次大公會議不

應首先責斥現時代的錯謬言論，而應平心靜氣地展示信理的力量

與美書。他說：「教會在此大公會議的光照下，將增加其精神財

富。教會從它汲取了新的力量後，將會無憂無懼地瞻望著前途。」

我們應「欣然無恐地擔起我們的時代所需要的主作，循著教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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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將近二十世紀的道路上邁進」 1 。

賴天主的助佑，大公會議的教長們，以四年時間的辛勞工

作，為整個教會製作一套相當有分量的綜合訓導，包括教理的闡

述和牧民的指南。牧者和信徒們在此找到一些方針，為能「更新

思想、行為、習俗、道德力量、喜悅和希望，這正是大公會議的

目標」 2 。

大公會議雖已閉幕，但仍一直激勵著教會的生命。在一九八

五年，我能聲明：「我曾有幸參與大公會議及協助議程的進展，

梵二大公會議對我一直都是整個牧民行動的恆常指標，尤其在我

這幾年任職教宗期內，現在亦然。在職責上，我為適應每個教會

和整個教會，慎重地演繹出一些忠、於梵二和具體的應用方針。這

工作仍須不斷地追溯這個泉源」 3 。

依據這個精神，我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廿五日，藉大公會議閉

幕三十週年的機會，召集了一次非常規的世界主教會議。這次會

議之目的在於欣然紀念梵二所接受的恩寵和結出的精神成果，透

過深入研究它的訓導而使全體基督信徒更予以遵從，以及加強我

們的認識而付諸實行。

在是次會議中，與會的主教們發出共同的願望，「要編一本

教理（Catechism）或一套綜合全部天主敦信理和倫理訓導的摘

要，使之成為各地教理或綜合摘要的參照版本。這教義的陳述須

依據聖經和禮儀，表明確鑿的教理，同時又要適應現時代基督

信徒的生活」 4 。自從主教會議閉幕以來，我時時刻刻都在想著

這個心願，認為它「必定滿全普世教會和個別教會的一個真正需

求」 5 0 

其令人不得不由衷地感謝上主，因為今天我們能獻給教會一

套以天主教教理為名的書，這是一個參照版本，使教理講授按著

1 若望廿三世，〈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開幕詞＞ (11.10.1962): AAS 54 (1962) 788-791. 

2 保祿六世，〈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閉幕詞＞ (8.12.1965): AAS 58 0966) 7-8. 

3 若望保泠二世， 1985年 1 月 25 日講詞：《羅馬觀察報》（27.1.1985).

4 非常規T世界主教會議，〈行將結束的會議〉最後報告（7.12.1985) II,B,a,n.4. 

5 若望保待三世，〈非常規世界主教會議閉幕詞＞ (7.12.1985) n.6: AAS 78(1986)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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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活泉而更新。

禮儀革新了，西方天主教及東方天主教的法典重新編訂了，

現在這本新編的教理書將在整個教會生活的更新工程上，帶來極

重要的貢獻，這更新工程是梵二所要並付諸實踐的。

天主教教理是多方面合作的成果，其成熟的過程卻需要六年

的嚴謹工作，是在一個慎重開放的精神中，和懷著興致勃勃的熱

忱進行的。

一九八六年，我把計畫的任務交託給一個十二位樞機及主教

組成的委員會，由拉幸格 (Joseph Ratzinger）樞機領導，以完成

世界主教會議教長們所要求的教理。易外由七位教區主教、神學

和教理講授的專家組成編訂小組，來協助上述委員會的工作。

委員會負責提供指示，監察工作的進展，小心翼翼地伴隨著

接連九個草案的編輯過程。至於編輯小組方面，則負起執筆的責

任，依照委員會所要求的作各項修正並審查許多神學家、聖經學

家、教理專家、尤其是全世界主教們所提供的意見，以改善文辭

及內容。此小組確實使他們達到有效而令人獲益良多的意見交

換，以確保全書文本的統一和一致。

這個計畫曾作過廣泛的徵詢，對象包括天主教的全體主教，

他們的地方主教團或教！＆會議，神學院及教理學院。概括來說，

這個計畫受到主教們廣泛的接納和贊同，故此可以說這教理確是

整個天主教教會的主教團合作的成果，主教們慷慨地接受了我的

邀請，負起了他們的責任，共襄這直接關係教會生活的創舉。這

個響應在我心中蕩漾無限的欣悅，因為有這麼多和諧的聲音混合

在一起，確確實實表現出我們所稿的信德「交響曲 J 。這教理的

完成正反映出主教們團體的本質，見証了教會的至公性。

一部教理應該忠實地、有系統地提出全面的教導，其來源包

括聖經、教會活生生的聖傳，和真正的部︱導權，同樣地也採納教

父、聖師和教會聖人聖女們的遺訓，以便更妥善地明瞭基督的奧

跡，再度振興天主子民的信德。當然，要重視天主聖神在各時代

提示給教會的解釋，同樣亦須賴（吉德的光照協助我們透視新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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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一些從未發生過的問題。

因此這本教理包括了新和舊的事物（參閱瑪 13:52），由於信

仰常是同樣的信仰，而且又是新光的泉源。

要滿全這雙重的要求，天主教教理，一方面再度採取「古

代」的順序，即傳統的，也是教宗比約五世沿用過的順序，將教

理的內容分為四部分：一是信經，二是神聖的禮儀，以聖事為

主，三是基督徒的操守，以誡命為起點，四是基督徒的祈禱。但

另一方面，教理的內容卻常以「新」的方式表達，以符合我們時

代的要求。

教理的四卷是互相連貫的：基督的奧跡是信仰的對象（卷一）：

我們在禮儀行動中慶祝奧跡，而奧跡又藉此而恩臨人間（卷二），

奧跡的臨現是為開導並扶持天主子女如何行事（卷三），奧跡成

為我們祈禱的基礎，祈禱最獨特的表現是「我們的天父」。此

外，奧跡又成為我們祈求、讚頌和轉求的對象（卷四）。

禮儀本身就是祈禱：宣認信仰的適當場所就是在舉行敬天禮

儀中﹔聖事的效果一一恩寵，為基督徒的操守是不可替代的條

件，就如參與教會的禮儀要求信德一樣，如果信德不表現於行為

上，就是死的（參閱雅 2:14-26），這樣的信德亦不能結出永生的

果實。

閱讀天主教教理時，我們能把握到天主的奧跡和祂救恩計畫

中奇妙的一體性，也意會到耶穌基督是奧跡的核心，是天主的獨

生子，由聖父派遣，因聖神降孕，在至聖童貞瑪利亞的懷中降生

成人，作我們的救主。祂死而復活，時常親臨在教會內，尤其是

在聖事中。祂是信德的泉源，基督徒操守的模範和祈禱的導師。

天主教教理是我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批准的，今日以宗座權

力命令公布。它是教會信仰和天主教教理的有系統的陳述，這信

仰與教理是由聖經、宗徒聖傳及教會的訓導當局而証實或闡明

的。我承認它是傳揚信仰的可靠準則，因此它也是一本有價值而

可信的工具書，用來促進教會的共融。但願它能促進更新的工

作，這更新是聖神不斷呼召天主的教會所從事的更新，教會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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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肢體，正在走向光明璀燦的天國旅程中。

〈天主教教理〉之准印及公布是伯多祿繼承人給神聖而至公

的教會、所有與羅馬東座和平共融的個別教會，戶斤願意提供的一

項服務，這項服務在於支持及加強主耶穌所有的門徒們的信德

（參閱路22:32），也在於加強在宗徒信德內合一的聯繫。

所以，我要求教會所有的牧者，要求全體信友，在共融的精

神中接受這部教理，要勤勉士也善用它，以完成我們宣揚信仰，召

喚人皈依福音生活的使命。我把這教理交給他們作為一本可靠而

正確的參考書，以教導天主教道理，尤其是為編寫各地的教理

書。對所有希望更進一步認識救恩無限富饒的信徒來說（參閱弗

3:8），這本書也適合他們。對那些懷有神聖切願以致力大公運

動，尋求所有基督徒合一的人來說，這本書將給予他們一種支

援，就是準確地表明出天主敦信仰的內容及和諧－致。最後，這

本天主敦敦理書也是為所有人而寫，即那些詢問我們心中所懷希

望的理由（參閱伯前3:15），和那些想知道天主教信仰的人。

這本教理書並非為取代那些曾經由教會當局，即教區主教、

地方主教園、尤其經宗座合法批准的地方教理書。本書是為鼓勵

和協助編寫新的地方教理書，這些書要顧及不同的處境和文忙，

也要小心維護信仰的統一和忠、於天主教的教義。

在結束這篇推介〈天主教教理〉文告前，我祈求聖母瑪利

亞，她是降生聖言的母親，也是教會的母親，希望藉她大能的轉

求，支持整個教會，不論在任何層面，戶斤做的教理講授工作。在

當今的世代，天主召喚教會，作福音新傳的努力。但願其實的信

德之光能將人從無知、罪惡的奴役中救出，引導人邁向那唯一名

副其實的自由（參閱若8:32）：就是遵循聖神的引導，生活在耶穌

基督內的那分自由，在今世，在天國，和在面對面享見天主幸福

的圓融中（參閱格前 13:12﹔格後 5:6-8) ! 

寫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一日，梵二開幕三十週年紀念，在我

教宗任內第十四年。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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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u a 
「父啊！．．．．．．永生就是：認識諒，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

來的耶穌基督」（若 17:3）。「我們的救主天主，．．．．．．願意所有

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弟前2:3-4）。除了耶穌的名字

外，「在天下人問，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

（宗 4:12）。

一、人的生命：認識和愛慕天主

天主本身是無限的美善和真福，按祂純粹慈愛的計畫，自由 1 

地創造了人，使人分享祂的真福。為這緣故，祂時時處處接近

人。祂召喚及協助人去尋求祂、認識祂、並全力地愛慕祂。祂召

集所有因罪惡而分散的人，回到祂合一的家庭一一教會裡去。為

實行此事，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聖子作為贖世和救世者。天主

在祂內及藉著祂，召喚眾人在聖神內成為祂的義子，從而成為祂

真福的繼承者。

為使此項呼喚響徹整個大地，基督派遣了祂所遷的東徒，給 2 

予他們宣講福音的命令：「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

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

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28:19-20）。宗

徒們領受了此項使命，「出去到處宣講，主與他們合作，並以奇

跡相隨，証實所傳的道理」（谷 16:20）。

那些藉天主的助佑，接受了基督的邀請及自由地予以回應的 3 

人，也受了基督愛的驅使，到世界各處去傳播喜訊。這個由宗徒

們所領受的寶庫，曾由宗徒的繼承者們忠心耿耿地保管著。所有

信奉基督的人，都奉召把這寶庫哩世代代地傳授下去，一面宣揚

信仰，一面將之活在手足情深的施與受中，並在禮儀和祈禱中加

以慶祝 1 。

1 參閱宗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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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言

二、傳揚信仰：教理講授

4 教會很早就把使人成為門徒、為協助世人相信基督是天主子

的種種努力稱為數理講授，好使他們透過信仰，因祂的名而獲得

生命，以便在此世加以培育和教導，從而建樹基督的身體 1 。

1 參閱〈教理講授＞ 1; 2. 

5 「教理講授是對兒童、青年和成人的信仰教育，這教育特別

包括基督教義的傳授，它通常是以一種有組織和有系統的方式進

行，目的是引導他們度圓滿的基督徒生活」 1 。

1 ＜教理講授＞ 18. 

6 教理講授以教會牧民使命的某些要素有條理地組合而成，但

教理講授有別於這些要素。這些要素雖有教理的特性，但它們或

是為準備教理講授，或由教理講授而產生：就是福音的首次宣誓

或旨在引起信仰的傳教講道、尋求信仰的理由、基督徒生活的體

驗、舉行聖事慶典、教會團體的整合以及東徒和傳教的見証1 。

1 參閱〈教理講授＞ 18. 

7 「教理講授與教會的整個生命息息相關。教會不但在地理上

擴展，在人數上增加，更重要的，教會內部的成長和她對天主計

畫的回應，主要是取決於教理講授」 1 。

1 ＜教理講授＞ 13. 

8 教會更新的時期也是教理講授的重要時刻。事實上，我們看到在教

父們的偉大時代中，聖善的主教們都把致力於教理講授，作為他們職務中

重要的一分工作。這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濟利棒、金口聖若望、聖安博、聖

奧思定以及許多其他教父，他們的教理著作至今仍堪為典範 1 。

1 參閱〈教理講授＞ 12. 

9 教理講授的職務從大公會議中時常取得新的活力。關於這點，特倫

多大公會議是一個應予強調的例子：它在其憲章和法令中給了教理講授優

先的地位：它是〈羅馬教理〉的起源，此教理取了它的名字，成為基督教

義大綱的上乘之作 1 。它把教理講授在教會內系統地組織起來，又藉著聖

善的主敦和神學家們，如：聖伯多祿﹒嘉尼削（St Peter Canisius），聖嘉
祿﹒鮑祿茂（St Charles Borromeo），聖杜里比奧﹒莫格魯維豪（St



Turibius of Mongrovejo）及聖羅伯﹒白敏（St Robert Bellarmine）的功績，
受許多教理書終能出版。

1 參閱〈教理講授＞ 13. 

因此，若因梵三大公會議（教果保祿六世視梵二為現代的偉大教理） 1。

所產生的動力，而使教會的教理講授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是不足為奇

的。 1971 年的〈教理講授指南〉’世界主教會議先後處理「福音傳播」

(197 4）及「教理講授」 (1977）的課題，以及有關的宗座勸論：〈在新世界

中傳福音＞ (1975）和〈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 (1979）都可証明此，點。 1985

年非常規的世界主教會議要求「編一本教理或一套綜合全部天主教教義和

倫理訓導的摘要」 1 。教束若望保綠二世接納了主教會議的這個願望，認

為它「必定滿全普世教會和個別教會的一個真正需求」 2 ，並從速著手工

作，務使與會主教們的願望得以實現。

1 非常規世界主教會議，〈行將結束的會議〉最後報告（7.12.1985) II B a,n.4. 

2 若望保祿二世，〈非常規世界主教會議閉幕詞＞ (7.12.1985): AAS 78(1986). 

三、目標和讀者

這本教理的目標，是依照梵二大公會議和教會的整個傳統， 11 

把有關信仰和倫理的天主教教義的主要和基本內容，以綜合和有

系統的方式陳述出來。它的主要泉源是聖經、教父著作、禮儀

及教會的訓導。它的目標是給「各地教理或綜合摘要一個參照

版本」 1 。

1 非常規世界主教會議，〈行將結束的會議〉最後報告（7.12.1985) II B a,n.4. 

這本教理主要是為負責教理講授的人編寫的：首先是為作為 12 

信仰導師和教會牧者的主教f門，獻給他們當作一個工具，去盡好

他們教導天主子民的本分。透過主教﹛門，也獻給教理的編辜者、

可鐸和傳道員，當然為所有其他的基督信徒，本教理也是一部有

益的讀物。

四、結構

本教理的設計是從教理的偉大傳統取得靈感，它把教理講授 13 
分為四大「支柱」：即洗禮信仰的宣認（信經）、信德的聖事、

信仰的生活（誡命）、信徒的祈禱（我們的天父）。

前言 9 



卷一：信仰的宣認

14 那些藉信仰和洗禮而隸屬基督的人，必須在世人面前宣認他

們洗禮的信仰 1 。因此，教理首先講述毆示和信仰是甚麼：：透過

眉立示，天主轉向人類及把自己賞賜給人：透過信仰，人類則向天

主回應（第一部分）。信經總結了天主作為一切美善的主宰所賜

給人的各種恩典，祂也是造物主、救贖者和聖他者，並把這些恩

典按我們洗禮宣認的「三章」連貫起來，就是信奉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聖父、造物主：耶穌基督、祂的聖子、我們的主和救主：

以及在聖教會內的聖神（第二部分）。

1 參閱瑪 10:32：羅 10:9.

卷二：信德的聖事

15 教理的卷二講述天主的救恩，這救恩已由耶穌基督一次而永

遠地實現，並藉聖神臨現於教會禮儀的神聖行動中（第一部分），

尤其是在七件聖事中（第二部分）。

卷三：信仰的生活

16 教理的卷三敘述按天主肖象而造的人的最後終向：真福及達

至其福的旅程。這旅程是指順從法律和天主恩寵之援助的正直和

自由的行為（第一部分），以及按照天主十誠的昭示而去實現愛

德雙重誡命的行為（第二部分）。

卷四：在信仰生活中的祈禱

17 教理的最後一卷論及祈禱在信徒生活中的意義和重要性（第

一部分），並以主的禱文七項祈求的簡單詮釋作為結束（第二部

分）。事實上，在這些祈求中，可以找到我們該盼望，和我們的

天父樂於施予的一切恩惠。

五、應用此教理的實際指示

18 本教理的設計，是把整個天主教信仰作一有系統的陳述，因

10 前言



此，必須把它當作一個整體來閱讀。正文旁的許多參照號碼，及

書後的主題索引使人看到每個主題與信仰整體之間的聯繫。

很多次，聖經文句並不逐字引用，而只以「參閱」字眼在誼 的

腳中指明其出處。為了深入了解這些章節，必須閱讀那些文本。

聖經的引述是教理講授的工具之一。

某些段落使用較小字體，是表示這些解釋是屬於歷史和護教性質 20 
的，或者是教義的補充說明。

引証教父著作、禮儀、教會訓導或聖徒傳記時，都用較小字體 21 
印出。這些引証是為使教義的闡述變得更為充實。這些文字多

次是為直接的教理講授用途而選錄的。

在每個主題單元的結束，都有一系列的簡短文字以簡明的條 22 

文總結道理的要點。這些「撮要」的目的，是烏給各地方的

教理講授一些提示，以擬定綜合的和可供記憶的條文。

六、當作的編寫

本教理書的重點是放在教理的闡述上。事實上，其目的是協 23 

助人深入明瞭信仰。正是為這緣故，它導向信仰的成熟，使信仰

在生活中扎根，並透過見証而發揚光大 l 。

1 參閱〈教理講授＞ 20-22; 25. 

因教理講授對象的文11:: 、年齡、精神生活、及社會和教會環 24 

境的不同，教理在陳述和方法上該作適當的編寫，但本教理書基

於本身的目標，不打算實現此事。這項任務留待那些專用的教理

課本、尤其留給那些教導信友的人士去執行：

那些教導教理的人，必須「對一切人，成為一切」（格前9:22) ' 

為贏得眾人歸向耶穌基督．．．．．．首先，他們不要以為託付他們照

顧的靈魂都有同一的程度。因此不能用一成不變的方法，去教

導及增養信徒們真正的虔誠。該知道他們在基督內有些像剛出

世的嬰兒，有些像青少年，有的則看來己擁有一切力量，．．．．．．

那些奉召執行講道任務的，必須在傳授奧跡、信仰和倫理規條

的訓示時，使自己的語言吻合聽眾的智力和才能 1 。

1 〈羅馬教理〉導言 11﹔參閱伯前2:2.

前言 11 



愛德至上

25 為結束這段前言，宜牢記〈羅馬教理〉所宣布的以下的牧民

12 前言

原則：

整個教義和訓示的目的應導向永無止境的愛。我們可有系統地

陳述信仰、望德或本分，但最重要的是應時常強調害主的愛，

務必使人明白，任何基督徒全德的行動，無不是只以愛為起

點，亦只以愛為終點 1 。

1 ＜羅馬教理〉導言 10﹔參閱格前 13:8.



卷一
信仰的宣認



這是第三世紀初羅馬普麗西拉（Priscilla）地下墓穴的壁畫，是榮福童

貞瑪利亞最遠古的畫像。

在眾多最遠古的畫像中，這幅是以基督徒信仰的核心為主題：天主

聖子降生成人、生於童貞女瑪利亞的奧跡。

左邊有一個人的圖象，他正指著一顆星，那星是在童貞女和嬰孩之

上：這人是一位先知，大概是巴郎，他宣告：「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

由以色列將興起一權杖」（戶 24:17）。這代表舊約整個的期待，不口人類在

墮落後，向救主及贖世主的呼喊（參閱§ 27, 528）。

這先知的宣告實現於耶穌的誕生，祂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因聖神

降孕，生於童貞女瑪利亞（ § 27' 53, 422, 488）。瑪利亞帶祂來到世界，把

祂交給眾人。為此，瑪利亞是教會最純美的圖象（參閱§ 967）。





第一部分

「我信」一一「我們信」

在宣認我們的信仰時，我們這樣開始：「我信」或「我們 26 

信」。教會的信仰是指在信經中所承認的、在禮儀中所慶祝的、

在實踐誡命和祈禱中所生活的信仰。在闡述教會的信仰前，我們

先問「信」有甚麼意義。天主向人敢示自己，並把自己賞賜給

人，同時又給尋求生命終極意義的人充沛的光明，而信仰就是人

對天主的回應。首先我們要討論人類的這一尋求（第一章），然

後討論天主的敢示，這做示就是天主將自己顯示給人（第二章），

最後討論信仰的回應（第三章／。

第一章

天主為人是「可及」的

一、對天主的渴求

對天主的渴求己銘刻在人的心中，因為人是由天主及為天主 27 

而受造﹔而天主也不斷地吸引人，只有在天主內，人才能找到他 j刀， 1701

不斷尋找的真理和幸福。

人性尊嚴的最崇高之處，在於人被召叫與天主共高血。自出世之

初，人被邀與天主交談。如果不是天主以聖愛造生並保存他，

人便不存在。除非人自由地承認這聖愛，並將自己完全委身於

天主，否則不算完全地依照真理而生活 1 。

1 GS 19,1. 

1718 

人類在其歷史中直到今日，曾以許多方式，透過他們的信仰 28 

和宗教行動（祈禱、祭獻、敬禮、默想等等），表達他們對天主 843,2566 

的尋求。雖然有些表達方式是模糊的，但它們是如此普遍，以致 2095-2109 

人可以被稱為宗教性的存有：

天主為人是「可及」的 15 



天主由一個人造了全人類，使他們住在全地面上，給他們立定

了年限，和他們所居處的疆界﹔如他們尋求天主，或者可藉摸

索而找到祂﹔其實，祂離我們每人並不遠，因為我們生活、行

動、存在，都在祂內（宗 17:26-28）。

必 然而這種「與天主不可或缺及曹切的關係」 1 ，可以被人遺

2123-2128 忘、輕視、甚至明確地拒絕。這些態度可能源自不同的因自 2 : 

例如對世上邪惡的反抗、對宗教的無知或漠不關心、對世俗和財

3月 富的焦慮、 3 、信徒們的壞榜樣、敵視宗教的思想潮流以及犯罪者

的傾向 他們由於害↑自便躲藏起來，不敢面對天主 4及逃避祂

的召喚5 。

1 GS 凹，1. 2 參閱GS 19-21. 3 參閱瑪 13:22. 4 參閱劃 3:8-10. 5 參閱納 1:3.

30 「願尋求上主的人，樂滿心中」（詠 105:3）。即使人能忘記

2567,845 或拒絕天主，而天主卻不厭其煩地召喚每個人去尋找祂，好使人

能生存及找到幸福。但此種尋求需要人全力運用他的理智、正直

368 的意志，有「一顆誠懇的心」，而且也需要其他人的見証，以引

導他尋求天主。

主，你是偉大的，是堪受讚美的：你的美善是無限的，你的智

慧是莫測的。人要稱讚的，就是你。可是他是你造化中渺小的

一分子，到處帶著他死亡的命運，帶著他罪惡的痕跡，以及帶

著你抗拒驕傲者的憑証。但不管怎樣渺小，他還是要歌頌林。

是你激勵他在歌頌林時取得快樂，因為我們是為了你而受造，

除非安息在你內，我們的心將得不到安寧 1 。

1 聖奧思定，〈懺悔錄｝ 1,1,1: PL 32, 659-661. 

二、認識天主的途徑

31 人按天主的肖象而受造，又奉召去認識和愛慕天主，故凡尋

求天主的人，就可發現若干「途徑」去認識祂。人們也稱這些途

徑為「天主存在的証據」，但這些証明並非自然科學所尋求的証

明，而是「會集在一起而又令人信服」的論據。這些論據能使人

達致認知天主存在的確實性。

這些令人接近天主的「途徑」，其起點就是受造之物：即物

16 「我信」一一「我們信」



質世界和人。

世界：由世界的運行、演變、非必然性、秩序和美麗，可以 32 

認識天主是宇宙的起源和終向。 54,337 

聖保午是在談及其他民族時，曾斷言「認識天主為他們是很明顯

的事，原來天主已將自己顯示給他們了。其實，自從天主創世

以來，祂那看不見的美善，即祂永遠的大能和祂為神的本性，

都可憑祂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羅 1:19-20) 1 。

聖奧思定也說：「請你問問大地的美麗、海洋的美麗、以及到

處散佈稀薄空氣的美麗：問問穹蒼的美麗．．．．．．問問所有這些事

實。它們都會回答你說：不妨仔細看看我們，我們是多麼的美

麗。它們的美麗有如一首讚美詩 （ confessio） 。如今，這些受造

物雖然如此美麗，卻是可變的，除了那不變的至美（民1Jcher） 主

宰外，還有誰造了它們呢」 2 ? 

1 參閱宗 14:15,17﹔ 17:27-28﹔智 13:1-9. 2 聖奧宮、定，〈講道集｝ 241,2: PL 38, 1134. 

人：藉著對真理和美善的開放，藉著倫理道德的意識，藉著 33 

自由和良心的聲音以及藉著對無限和幸福的渴望，人正自問天主 2500, 1730 

是否存在。在這些情況中，他覺察到自己屬神的記號。「那存在 1776 

於他內的永生的種子，是不可能貶為純物質的」 1 ，人的靈魂除 1703 

唯一的天主外，沒有其他的根源。 366 

1GS18,1﹔參閱 14,2.

世界和人都証明他們並非自身的根源和終向，他們只分沾了 34 

那無始無終的「存在」。這樣，透過這些不同的「途徑」’人能

認識一個事實的存在，它就是萬有的根源和終向，即「大家所稱

的天主」 1 0 199 

1 s吼叫，2,3.

人有能力去認識一個有位格的天主的存在，但為使人能與祂 35 

親密交往，天主願意把自己做示給他，並賜給他恩寵，好能在信 50 

仰中接受這敢示。不過，天主存在的証據能準備人接受信仰，並

協助他確認信仰而不違反人的理智。 159 

天主為人是「可及」的 17 



三、教會有關認識天主的訓導

36 「我們的慈母聖教會支持及教導：人憑理智的自然之光能透

過受造物確實認識天主一一萬物的起源和終結」 1 。若無此種認

知能力，人將不能接受天主的眉立示。人有此能力，因為人乃按

355 「天主的肖象」而受造 2 。

l 梵一： DS 3004：參閱 3026﹔ DV6. 2 參閱創 1:27.

37 但是，人在歷史的處境中，單以理智之光去認識天主，將會

助。 遇到很多困難。

簡盲之，雖然人單憑自己的能力和自然之光，能確實而肯定地

認識一個有位格的天主，這天主以上智照顧和掌管宇宙，並將

自然律銘刻在我們心中，然而理智本身在有效地運用這種天賦

本能時，卻遇到不少的困難。因為，凡有關天主的真理和涉及

人與天主之問的關條，都絕對超越感宮的領域，當這些真理要

付諸實行及塑造生命時，便要求人自我奉獻和棄絕自己。原

來，人的心靈在尋求這些真理時，會受到感官和幻想的影響及

原罪的不良傾向而遭遇困難。因此，人很容易在這些問題上，

把他們不願意認為是其實的事，便以為是假的，或至少認為是

可疑的 1 。

1 比約十二世，〈人類〉通諭(12.8.1950): DS 3875. 

38 為此，人不但在超越他理解能力的事上，而且也在「本來並

2036 非不可理解的宗教和倫理的真理上，需要天主敢示的光照，使眾

人在目前的人類情況下，能毫無困難地、以堅定的確實性並絕無

錯誤地認識這些真理」 1 。

1 比約十三世，〈人類〉通論： DS3876﹔參閱梵一： DS 3005﹔ DV6﹔ S叮11,1,1.

四、如何談論天主？

39 在支持人類理智能夠認識天主的同時，教會也表達了她能向

朋 眾人及同眾人談論天主的信心。這個信心就是她與其他宗教、哲

學和科學，以及非信徒和無神論者對話的基礎。

40 由於我們對天主的認識有限，因此我們談論天主的術語也很

18 「我信」一一「我們信」



有限。我們只能從受造物，依照我們人性有限的認識和思維方式

去談論天主。

所有受造物都與天主有某些相似之處，尤其是依照天主肖象 41 

和模樣而造的人。因此，受造物的各樣美善（如它們的真、善、

美），都反映著天主的無限美善。故此，我們能從受造物的美善

中談論天主，「因為，從受造物的偉大和美麗，人可以推想到這

些東西的創造者」（智 13:5）。

213, 299 

天主超越一切受造物。所以談論天主時，我們的語吉要不斷 42 

地從一切限度、想像及缺陷中加以淨化，免得混淆那「不可言 泊， 300,

喻、不可了解、不可目睹、不可捉摸的」天主 1 。人類語言表達 370 

天主的奧跡，總是短了一截。

1 金口聖若望禮儀，「風粵、經」。

這樣去談論天主，我們的語言當然是以人類的方式去表達， 43 

在確實描述天主本身的同時，卻又不能表達祂無限的單純。事實

上，我們必須記得，「每當我們在造物主與受造物之間察覺到若

干相同之處時，就必發現兩者間有更大的不同之處」 1 ，而且

「我們不能明臼天主是甚麼，只能明白祂不是甚麼，及其他事物 206 

與祂的關條」 2 。

1 拉特朗四： DS806. 2 聖多瑪斯，〈反異教大全｝ 1,30. 

撮要

由於本性和召叫，人是一個宗教性的存有。因為他來白天主 的

及歸向天主，除非他自由地履行他跟天主的關係’他將不能

徹底地活出他的人性。

人受造是烏生活於與天主的共融中，在祂內人才能找到自己 45 

的幸福：「當我整個地與林契合時，我便沒有痛苦和憂慮。

當我的生命完全充滿林時，才是真實的生命」 1 。

1 聖奧恩定，〈懺悔錄｝ 10,28,39: PL 32, 795. 

人聆聽受造物的訊息和自己良心的聲膏，就能確實地知道天 46 

主的存在，祂是萬物的起因和終向。

天主為人是「可及」的 19 



47 教會教導我們：人類透過天主的工程，用理智的自然之光，

能夠確實地認識唯一真實的天主，我們的創造者和土主 1 。

l 參閱梵一： DS 3026. 

48 從受造物的各樣完美，即天主無限完美的模樣，我們確實可

以談論天主，縱然我們有限的語言無法完全表達祂的奧跡。

49 「受造物如果沒有造物主，勢必消失 _J 1 0 正因如此，信徒

們感受到在基督之愛的催迫下，把生活的天主之光，帶給那

些不認識或拒絕祂的人。

1 GS 36. 

第二章

天主來與人相遇

50 人藉著自然的理智，能從天主的工程確實地認識天主。然而

36 有另一種知識領域，人只憑己力是絕不能達到的，那就是天主的

敢示 1 。天主藉著完全自由的決定，把自己做示並賞賜給人，透

1066 露祂的奧秘和祂自太初就在基督內預定的造福人類的慈愛計畫。

祂派遣了祂的愛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和聖神，把祂的計畫完全

歐示出來。

1 參閱梵一： DS 3015. 

第一條

天主的啟示

一、天主啟示祂「慈愛的計畫」

51 「天主因著祂的仁愛和智慧，將自己做示給人，為使人認識

2823 祂旨意的奧秘。於是，人類藉著降生成人的聖吉基督，在聖神內

1996 達到天父，分享天主的本↑生」 1 。

1 DV2﹔參閱弗 1:9; 2:18﹔伯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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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的天主（弟前 6:16），願意通傳祂的 52 

神性生命給祂自由創造的人，使他們在祂唯一的聖子內，成為義

子 1 。天主把自己做示出來，是為使人有能力去回應、認識、和

愛慕祂’遠勝過他們本身所能做到的。

l 參閱弗 1:4 5. 

天主的眉立示計畫，是透過「彼此密切聯繫」 1和互相彰顯的 53 

「行動和言語」來實現的。此敢示含有一個特殊的「神性教育 1953 1950 

j去」：天主逐步地與人溝通，分段地準備人接受有關祂自己的超

↑生敢示，這毆示在降生成人的聖吉、耶穌基督身上和其使命上達

到高峰。

聖依勒內﹒旦昂多次以天主與人彼此相互適應的圖象，來談論

這神↑生教育法：「天主聖言在人間定居並成了人子，為使人習

慣了解天主，並使天主依照父的旨意習慣在人間設置寓所」 2 。

1 DV2. 2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3,20,2: PG 7/1,944：參閱 3,17 ,l; 4,12,4; 4,21,3. 

二、啟示的步驟

天主從太初使人認識祂

「藉著聖吉創造並保存萬物的天主，透過受造物，給人提供 54 

有關自己的恆久見証。此外，為了打開一條天主的救恩之路，天 32 

主從太初就把自己顯示給原祖父母」 1 。祂邀請他們與祂親密交

往，並給他們披上恩寵與義德的光輝。 374 

1 DV3﹔參閱若 1:3：羅 1:19-20.

這種做示並沒有因我們原植的罪而中斷。事實上，天主「自 55 

他們墮落之後，給他們許下救贖，重振他們對於得救的希望。同 397,410 

時，祂不斷地照顧人類，賜永生給所有恆心向善、尋求救恩的

人」 1 。

當人類因抗命而失去你的友誼時，你並沒有把他們棄置於死亡

的權下．．．．．．卻多次與他們訂立盟約2 。 761 

1 DV3﹔參閱創 3:15﹔羅 2:6-7. 2 ｛羅馬彌撒經書〉，戚恩、經第四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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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諾厄的盟約

56 當人類的一體性因罪惡而破碎後，天主首先設法逐一拯救分

的， 1219 散的人類。洪水後與諾厄所訂的盟約 1 ，表現出天主開始向各

「民族J ’即是向那些「按語言、宗族和國籍」（創 10:5）而群居

的人展開救恩計畫2 。

l 參閱重lj 9:9 10,16. 2 參閱創 10:20 31. 

57 由多元民族所組成的宇宙、社會及宗教秩序 1 ，目的是在

抑制墮落的人類的驕傲，他們同謀作惡 2 ，一如在巴貝爾塔那

樣幻想由自己建立其一體性。但由於罪惡 4 ，無論是多于輯侖或

是民族及其元首的偶像裝拜，都對這臨時的救恩計畫，不斷構

成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威脅。

1 參閱宗 17:26-27. 2 參閱智 10:5. 3 參閱創 11:4-6. 4 參閱羅 1:18-25.

58 與諾厄所訂的盟約為地上各民族都有效 1 ，直到福音在普世

674 獲得宣揚為止。聖經尊果「各民族」中若干偉大人物，如：「義

人亞伯爾」、預象基督君主 2兼司祭的默基瑟德 3 、以及義人

「諾厄、達尼爾、和約伯」（則 14:14）。聖經藉此顯示，那些按

2569 諾厄盟約生活，期待基督「把四散的兒女都聚集歸一的人」（若

11:52），能達到多麼高超的聖德、。

1 參閱創 9:16：路 21:24﹔ DV3. 2 參閱希 7:3. 3 參閱劃 14:18.

天主簡選亞巴郎

59 為聚集四散的人類，天主揀選了亞巳郎（Abram），召叫他離

的， 25月 開自己的故鄉、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父家 1 ，為使他成為亞巴辣

罕（Abraham)2 ，即是「萬民之父」（創 17:5）：「地上萬民都要

因他獲得祝福」（創 12:3 LXX)3 。

1 參閱創 12:1. 2 在中文的禮儀和聖經慣用語，亞巴郎亦即亞巴辣空，下文所採用的亞巴郎

是譯自外文的Abraham. 3 參閱迦 3:8.

60 由亞巴郎所生的民族，將是一特選民族，是天玉對聖祖許諾

760, 762 的受託者 1 ，這民族蒙召準備把所有的天主兒女，有朝一日都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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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一個教會內 2 ﹔這個民族將是那樹根，一旦外教人成為信 781 

友，都被接枝上去 3 。

1 參閱羅 11:28. 2 參閱若 11:52﹔ 10:16. 3 參閱羅 11:17-18,24.

舊約的聖祖、先知及其他人物，無論過去或將來，在教會的 61 

所有禮儀傳統中，常被尊奉為聖人。

天主立以色列為其子民

在古聖祖後，天主立以色列為自己的子民，把他們從埃及的 62 

奴役中拯救出來。祂與他們訂立西乃山盟約，並透過梅瑟給他們 2060,2574 

頒布自己的法律，好使他們明認及事奉祂為唯一其實及生活的天

主、眷顧一切的父親和正義的判官，並叫他們期待預言午的救主 1 。 1961 

1 參閱 DV3.

以色列是「屬於上主名下」（申 28:10）的司祭民族 1 。他們 63 

是「天主首先向他們說話的民族」 2 ，也是在亞巴郎信德內的 204, 2801, 

「長兄」民族。 839 

l 參閱出 19:6. 2 ＜羅馬彌撒經書〉，苦難日午後糧f義，隆重祈禱文第六禱詞。

天主透過先知們培養自己的子民去渴望救恩，期待那賦予眾 64 

人 1及刻在人內心2的新而永久的盟約。先知們宣布天主子民的 凹， 1965

徹底救贖，宣布它的一切不忠行為將被洗淨3 ，並宣布一個將包

括所有國家的救恩 4 。上主的窮人和卑微者 5尤其懷有此種希

望。聖賢的婦女們如撒辣、黎貝加、辣黑耳、米黎盎、德波辣、 489 

亞是內、友弟德和艾斯德，都對以色列的得救保持了熱切的希望。

在這方面最輝煌的肖象是瑪利亞 6 0 

1 參閱依 2:2-4. 2 參閱耶 31:31-34﹔希 10:16. 3 參閱則 36. 4 參閱依 49:5-6﹔ 53:11.

5 參閱索 2:3. 6 參閱路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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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穌基督一一「整個啟示的中保和圓滿」 1

1 DV2. 

天主藉祂的聖言說了一切

65 「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

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 J

102 （希 1:1-2）。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基督，是聖父的唯一、完美及決

定性的聖言，天父藉祂說了一切，除祂以外將不再有其他的話。

十字聖若望，步武許多人的後塵，以卓越的方式解釋希伯來書第

一章一至二節：

天主既把自己的聖子給了我們，而這聖子又是祂唯一和決定性的

聖吉，祂便藉這聖言，只一次就給我們說了一切，不再有更多的

內容．．．．．．因為過去曾局部地向先失吋守所說的，藉聖子已全音偉也說

516 出來，並將這一切，即祂的聖子給了我們。因此，誰還想詢問天

主，要求乎也給予于科見或毆示，不但做了一件糊塗事，而且也得罪

2717 了天主，因為他不定睛j封軍基督，卻去尋找其他的事物和新意 1 。

l 十字聖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 2,22,3-5: ＜時辰頌禱禮〉，將臨期第二週星期一誦讀。

不再有其他啟示

的 「基督的救贖工程，由於是新而永久的盟約，將永不會消

逝﹔而且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現之前，也沒有甚麼新的

公開歐示可期待了」 1 。不過，即使敢示已告完成，卻並未完全

94 闡明：這就有待基督徒的信仰，隨著年代逐步去吸取它整個的內

涵了。

1 DV4﹔參閱弟前6:14﹔鐸 2:13.

67 在過去的世代中，曾有一些所謂「私下」的敢示，其中有些曾被教

84 會當局所承認。然而它們並不屬於信仰的寶庫。它們的任務並非「改善」

或「補充」基督決定性的毆示，而是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協助人們

更圓滿地去履行基督的敢示。在教會訓導當局的指引下，信友們的意識應

刃 能辨認及接納，在這些私下的敢示中，那些是基督或聖人們向教會所作的

真正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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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信仰不能接納那些企圖超越或修正基督所完成的敢示的所謂

「毆示」’例如：某些非基督宗教和若干近代教派即奠基於此類「毆示」

撮要

天主由於愛，將自己啟示並賞賜給人。這樣，祂對人類有關 的

人生意義和終向的問題，提供了決定性和極其豐富的答案。

天主藉著行動和言語，把自己的奧跡逐步通傳給人而啟示了 69 

自己。

天主在受造物中賦予有關自己的的見証，此外，還親自顯現 70 

給我們的原祖。祂與他們談話，並在他們犯罪墮落以後，給

他們許下救恩 1並賜予祂的盟約。

l 參閱創 3:15.

天主跟諾厄訂立了一個在祂與一切生靈之間的永久盟約 1 ' 71 

直到世界的終結。

l 參閱直lj 9:16. 

天主簡選了亞巴郎，並同他和他的後裔訂立了盟約。祂把他 72 

們作為自己的人民，並透過梅瑟把自己的誡命啟示給他們。

祂又藉著先知們準備這人民領受那為整個人類預定的救恩。

天主派遣了自己的聖子把自己圈滿地啟示出來，並在祂身上 73 

建立了永久的盟約。祂是天父決定性的聖言，以致在祂以

後，再沒有其他的啟示了。

第三條

天主啟示的傳遞

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弟前2:4）、 74 

即耶穌基督 1 。因此，必須向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人宣講基督， 的l

從而使敢示達於地極：

因著祂仁慈的安排，天主使祂為萬民的得救所敢示的一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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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保持完整，並傳授給世世代代的人2 。

1 參閱若 14:6. 2 DV7：參閱格後 1:20﹔ 3:16-4:6.

一、宗徒聖傳

75 「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做示之完成者，命宗徒們把那曾

藉先知們預許、由祂本人實現互之親口宣布的福音，向一切人宣

講，藉此，而把天主的恩惠，通傳給他們，並以福音作為一切得

171 救的真理和道德規範的根源」 1 。

1 DV7﹔參閱瑪 28:19 20：谷的15.

宗徒的宣講

76 福音的傳遞，依照上主的命令，是以兩種方式進行：

口傳：「宗徒們以口頭的宣講、以榜樣和制度，將他們從基

督的口授、生活和行事上所承受的，或他們從聖神的提示所學來

的傳授給人」﹔

筆錄：「宗徒及他們的弟子們，在聖神的默戚下，把救恩的

喜訊輯錄成書」 1 。

1 DV7. 

藉宗徒繼承（apostolic succession）而延續

77 「為使福音在教會內時常保持完整與生生不息，宗徒們立了

861 主教們作為繼承者，並把自己的訓導職務交給他們」 1 。因為，

「以特殊方式寫在默感書上的東徒們的宣講，必須以不間斷的繼

承予以保存，直到時期的圓滿」 2 。

1 DV7,2﹔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3品1: PG 7,848. 2 DV 8,1. 

78 這種在聖神內完成的活生生的傳遞，稱為聖傅，因為它有別

174, 1124, 於聖經，縱使眼聖經有密切的關連。透過聖傳，「教會在它的教

2651 義、生活和敬禮中，把本身所是以及所信的一切，都傳言者萬世，

永重不朽」 1 。「敦父們的盲論証明了聖傳確實活生生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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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聖傳的豐富內涵滲透在教會實際生活的信仰和祈禱中」 2 。

1 DV 8,1. 2 DV 8,3. 

就這樣，聖父透過聖子，在聖神內所作的自我通傳，不斷在 79 

教會內臨現和進行：「過去曾說過話的天主，仍不斷地與祂愛子

的淨配交談﹔而福音的充滿生命的聲音，藉聖神而響遍教會，藉

教會而響遍全世界。聖神引領信友走肉一切真理，並使基督的話

洋溢於他們心中」 1 。

1 DV8,3﹔參閱哥 3:16.

二、聖傳與聖經的關係

一個共同的泉源

「聖傳與聖經彼此緊緊相連並相道，因為兩者都發自同一的 80 

神聖泉源，在某種情況下形成了同一事物，趨向同一目標」 1 。

兩者都使基督的奧跡在教會內臨在並使人受益，基督曾訐下要與

自己的門徒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28:20）。

1 DV9. 

兩種不同的傳遞方式

「聖經是天主的話，因為是在聖神的默感下寫成的」 1 。 81 

「至於聖傳，則保存了主基督及聖神託付給宗徒們的天主聖 113 

吉」’並把它「完整地傳授給他們的繼承者，俾在真理之神的光

照下，他們能以自己的宣講，把天主的話忠實地保存、陳述及傳

揚」 2 。

1 DV9. 2 DV9. 

於是，教會受託傳遞及解釋敢示，「並不單從聖經取得一切 82 
有關眉立示之事的確實性。因此，兩者都該以同等的熱忱和敬意去

接受和尊重」 1 。

1 D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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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聖傳與教會傳統

83 我們所說的聖傳是來自宗徒，是他們從耶穌的言行舉止所接受、及

從聖神那裡所學到而傳授的事。事實上，第一代的基督徒還沒有寫下新

約，而新約本身也証實了聖傳是一個活生生的傳授過程。

1202,2041, 與此不同的，是地方教會歷來所產生的神學、紀律、禮儀或敬禮方

2684 面的「傳統」。它們構成了具體的模式，透過這些模式，偉大的聖傳就能

以適當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時代表達。在宗徒聖傳的光照下，這

些傳統可被保存、修改，甚或依照教會訓導的指示予以放棄。

三、信仰寶庫的詮釋

信仰寶庫交託給整體的教會

84 蘊請立在聖傳和聖經裡的「信仰寶庫 1」（弟前 6:20），是宗

切， 871 徒們委託給整個教會的。「當全體子民依恃著它，並與自己的

2033 司牧團結一致，在宗徒的訓誨、共融、壁餅及祈禱上持之以恆，

即堅守、實踐及宣認所傳授的信仰時，主教與信徒間建立一種

閉朱的精神團結」 2 。

1 參閱DVlO,l﹔弟後 1:12-14 （拉丁通行本）． 2 DV 10,1：參閱宗 2:42.

教會的訓導當局

85 「正確地解釋書寫的或傳授的天主聖言的職務，只委託給教

888-8刃 會內活生生的訓導當局，」即是與伯多祿的繼承者一一羅馬教宗

2032-2040 共融的主教﹛門，「他們以耶穌基督的名義行使這權力」 1 。

1 DV 10,2. 

86 「但教會的訓導職務並非在天主的言語之上，而是為它服

務，這職務只教導所傳授下來的真理。因為，訓導當局因天主的

688 命令和聖神的助佑，虔敬地聆聽天主聖言，聖善地予以保管並忠

信地加以陳述。首︱︱導當局提出為天主敢示的一切當信之道，乃取

自唯一的信仰寶庫」 l 。

1 DV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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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們由於追憶基督向宗徒們所說：「聽從你們的，就是聽 87 

從我」（路 10:16)1 這句話，應順服地接納牧者們以各種方式所給 1548 

予他們的訓誨和指示。 2037 

1 參閱Iβ20.

信條

當教會訓導當局欽定信條時，亦即當它提出蘊藏在天主歇 的

示內的真理，或以確定方式提出的其他與這些真理有必然關連

的真理，而要求基督子民以堅定不移的信德同意予以接納時，

都是完全憑靠受自基督的權力。

在信條與我們的靈修生活之間有一種極密切的關連。信條是 89 

我們信仰道路上的明燈，它們照耀這道路，使之安全。反過來 2625 

說，如果我們的生活是正宜的，我們的理智和心靈將會敞開去接

納信條的光照 1 0 

l 參閱若 8:31-32.

信條間彼此的關條與協和，可從基督奧跡的整體敢示內 90 

浮現出來 1 0 應記得「由於天主教教義中的諸真理與基督信仰 114, 158 

基礎的關條有差別，所以它們之間有一個秩序或『等級』」 2 。 234 

l 參閱梵一： DS 3016; 1β25. 2 UR 11. 

信仰的超性意識

所有信徒都須了解和傳遞毆示的真理。他們接受了聖神的傳 91 

油，而聖神教導他們一切1並把他們呵！入一切真理」（若16:13）。 737 

1 參閱若~z:Z0,27.

「全體信眾．．．．．．在信仰上不能錯誤：『幾時從主教們直至最 92 

後一位平信徒』’對信仰及道德問題，表示其普遍的同意時，這 785 

一特性便藉著全體子民信仰的超↑生意識而流露」 1 。

1 1β12：參閱聖奧恩定，〈論天主對聖人們的預定｝ 14,27: PL 44,980. 

「事實上，天主的子民，藉著這種由真理之神所激發和支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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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的信仰意識，在神聖訓導當局的領導下．．．．．．完整地持守那一次而

永遠地傳給聖徒的信仰，以正確的判斷力更深入地加以體會，並

在生活上更完美地付諸實行」 1 0 

1 LG 12﹔參閱猶 3.

在信仰的理解中成長

94 賴聖神的助佑，對信仰遺傳下來的事跡和言語的領悟，能在

“ 教會的生活中增進：

2651 「藉著信徒們的反省和研究，他們把這些事放在心中默

想」 1 ：尤其是「神學的探討．．．．．．不斷地對敵示的真理作深入的

言忍言哉」 2 。

2038,2518 一一「藉著信徒們對精神事物所體驗到的深切領悟」 3 ：「天主

聖言眼閱讀它的人一起成長」 4 。

一一「藉著主教們的宣講，他們因所繼承的主教職位，接受正確

闡釋真理的神恩」 5 。

1 DV8,2﹔參閱路 2:19,51. 2 GS 62,8﹔參閱 44,2; DV 23; 24; UR 4. 3 DV 8,2. 

4 豆豆大額我略，〈厄則克耳先知書講道｝ 1,7,8: PL 76,843D. 5 DV 8,2. 

95 「因此，很明顯地，由於天主極明智的安排，聖傳、聖經及

教會的訓導當局，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且各按自己的方

式，在唯一聖神的推動下，共同有效地促進人靈的得救」 1 。

1 DV 10,3. 

撮要

96 宗徒們把基督委託給他們的一切，在聖神的默感下，用宣

講，也用著作，傳授給世世代代的人，直到基督光榮地再

來。

97 「聖傳及聖經組成一個天主聖言的神聖寶庫」 1 ，旅途教會

在這寶庫前，像對著一面鏡子，默觀萬有真源的天主。

1 DV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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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它的教義、生活和敬禮中，把本身所是以及所信的 98 

一切，都傳諸萬世，永垂不朽」 1 。

1 DV 8,1. 

整個天主子氏，藉著信仰的超性意識，不斷地領受天主啟示 的

的恩賜，日益深入地方口以研究和史圓滿地去生活。

正確地解釋天主聖言的責任，只委託給教會的訓導職務，就 100 

是教宗以及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們。

第三條

聖經

一、基督一一聖經的獨一無二的聖言

天主為把自己做示給人，慈愛地俯就人，用人類的言語向他 101 

們說話： 「因為天主的話，用人的語盲表達後，就相似人類的

語言﹔有如永生之父的聖言，取了軟弱的人性後，與人相似一

般」 1 。

1 DV 13. 

天主透過聖經的所有言語，只說一句話，就是祂的唯一聖 102 

盲，在這聖言內天主把自己完全說了出來 1 。 肘， 2763

要記得在整部聖經內是同一個天主聖吉，在所有聖經作者口中 426-429 

迴響的，也是同一個聖言。這聖盲從起初就與天主同在，故不

需要發音，因為祂是在時間之外 2 。

l 參閱希 1:1-3. 2 聖奧思定，〈聖詠漫談｝ 103,4,1: PL 37 ,1378﹔參閱詠 104﹔若 1:1.

為此，教會時常尊重聖經，如同尊重主的聖體一樣。她不停 103 

地從天主聖吉及基督聖體的建席中，給信友們提供生命之糧 1 。 1100, 1184 

1 參閱 DV21.

教會從聖經中，不斷地取得她的滋養與活力 1 ﹔因為透過聖 104 

經，她不只接受人的吉語，實在而論，接受的是天主的言語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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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聖經裡，天父慈祥地來與祂的子女相會，並同他們談

話」 3 。

1 參閱 DV24. 2 參閱得前2:13. 3 DV 21. 

二、聖經的默感和真理

105 天主是聖經的作者。「在聖經各書卷中所包含和陳述的天主

后文示的真理，是在聖神的默戚下而寫在其中的。

慈母聖教會基於宗徒的信仰，把舊約與新約的全部書卷，及

其所有部分，都奉為聖經和正典，因為是在聖神的默感下寫成

的，有天主為其作者，並這樣地交給了教會」 1 。

1 DVll﹔參閱若 20:31：弟後 3:16：伯後 1:19 21; 3:15 16. 

106 天主默戚了聖經的人間作者。「在撰寫聖經時，天主簡選了

人，利用他們的才幹和能力來替祂服務，為能藉著他們並在他們

內工作﹔他們是真正的作者，只寫下天主要他們寫下的一切」 1 。

1 DV 11. 

107 受默戚的書教導真理。「由於受默感的聖經作者所宣稱的一

702 切，應被視為聖神所宣稱的，故此應該聲明聖經各書，堅定地、

忠實地、無錯誤地教導真理，這真理是天主為我們的得救，而願

意寫在聖經裡的」 1 。

1 DV 11. 

108 可是，基督徒的信仰並不是一個「書卷的宗教」。基督教會

是一個天主「聖言」的宗教，這聖言「不是一個筆錄下來沉默的

文字，而是降生成人的生活聖吉」 l 。為使聖經上的話不要變成

死板的文字，生活的天主的永遠聖言一一基督，必須透過聖神，

「開敵我們的理智，使我們理解聖經」（路24:45）。

1 聖伯納﹒克理弗，〈歌頌聖母的講道｝ 4,11: PL 183’的B.

三、聖神一一聖經的解釋者

109 在聖經裡，天主是以人的方式向人說話。因此為正確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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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必須留心探討甚麼是聖經作者真正要肯定的，以及甚麼是

天主藉他們的話要表達的 1 。

1 參閱DV 12,1. 

為明白聖經作者的用意，應留意當時的環境和文忙，留意當 110 

時所用的「文學類型」’留意當時所慣用的感受、表達和敘述的

方式。「因為在聖經中，真理是以各種不同形式，即以歷史、先

知、詩歌或其他文學類型來陳述和表達的」 1 。

1 DV 12,2. 

不過，由於聖經是受默感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正確解釋 111 

原則，沒有這個原則，聖經將變成死的文字：「聖經既由聖神寫

成，就該藉同一聖神的助佑去閱讀和解釋」 1 。

為隨從默感聖經的聖神去解釋聖經，梵二大公會議給我們指

出了三項標準 2 : 

1 DV 12,3. 2 參閱DV12,3.

一、小心留意「整部聖經的內容和統一性」。因為，儘管組 112 

成聖經的各書互不相同，但由於天主計畫的一致，聖經是一個整 128 

體，而耶穌基督就是它的樞紐和心臟，這心是在祂的逾越節後敞 368 

開的 1 。

基督的心2是指聖經，正因聖經顯露了基督的心。這心在受難前

是關閉著的，因為那時聖經是隱晦的。但在受難後聖經變得明

朗，為使那些從中獲得領悟的人，懂得詳查和辨別如何去解釋

先知的話3 。

1 參閱路24:25-27,44 46. 2 參閱詠22:15. 3 聖多瑪斯，〈聖詠闡釋＞ 21,11. 

二、在「整個教會的生活聖傳」中閱讀聖經。根據教父們的 113 

格言：「與其說聖經寫在書卷上，毋寧說首先寫在教會的心頭上 81 

(Sacra Scriptura principalius est in corde Ecclesiae quam in 
materialibus instrumentis scripta） 」 1 。因為教會在她的聖傳

中，將天主的聖言存留在她活生生的紀念中，而聖神則按照屬神

的意義將聖言的解釋賜給她。

1 奧利振，〈自力未紀講道｝ 5,5: PG 12,45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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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三、留意「信德的相符」 1 。所謂「信德的相符」’是指信

90 仰中的真理彼此相符，以及與敢示的整體計畫相符。

l 參閱羅 12:6.

聖經中不同層次的意義

115 依照古老的傳統，聖經的意義可分為兩種：即字面的意義和屬靈的

意義，後者又分為寓意、倫理及末世的意義。四種意義彼此深深地相協

調，可確保教會活生生的讀經，產生豐富的內涵。

116 字面的意義。就是那來自聖經吉詞所表達、透過釋經學的正確解釋

110 規則所發掘的意義。「聖經的所有意義都以字面的意義為基礎」 1 。

1 sτ111,1,10,ad 1. 

117 屬靈的意義。基於天主計畫的一致性，不但聖經的文字，連它所敘

1101 述的事實和事件也可成為標記。

一、寓意。如果我們在基督身上認出事件的意義，就能對事件有更深入的

了解﹔例如經過紅海是基督勝利的象徵’因此也是洗禮的寓意 1 。

二、倫理。聖經所記載的事跡能引導我們正宜地行事。它們是為「勸戒我

們而記載下來的」（格前 10:11)2 。

三、末世。同樣，我們可看到事實和事件的永恆意義，讓它們引領（希臘

語anagoge） 我們邁向天鄉。這樣，塵世的教會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標記3 。

1 參閱格前 10:2. 2 參閱希 3:1-4:11. 3 參閱默21:1-22:5.

118 中古時代的一首短詩巧妙地總結了上述四種意義：

文字，事之所載：寓意，信之所賴﹔

倫理，行之所依﹔末世，心之所望。

（日位era gesta doeet, quid credas allegor泊，

Mo缸lis q世d agas, quo tendas anagogia) 

119 「釋經者的任務是依照這些規則，助人更深入了解和闡明聖

94 經的意義，俾能透過一些預先準備性的研究，使教會的審斷得以

成熟。因為，有關如何解釋聖經的一切，最後都應聽取教會的裁

決，她負有保管和解釋天主聖言的神聖使命和職務」 1 。

的 如果大公教會的權威不推動我，我就連福音也不會信 2 。

1 DV 泣，3. 2 聖奧恩定，〈駁斥摩尼派人的所謂基本書信｝ 5,6: PL 4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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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經正典

宗徒的聖傳使教會辨認出，哪些著作應該包括在聖經的綱目 120 

裡 1 。這完整的綱目稱為聖經「正典」’包括舊約四十六卷（若 1117 

把耶肋米亞及哀歌視作一書則為四十五卷）和新約三十七卷 2 : 

舊約四十六卷為：創世紀、出谷紀、肋未紀、戶籍紀、申命紀、若

蘇厄書、民長紀、盧德傳、撒慕爾紀上、撒慕爾紀下、列王紀上、列王紀

下、編年紀上、編年紀下、厄斯德拉上、厄斯德拉下、多俾亞傳、友弟德

傳、艾斯德爾傳、瑪加伯上、瑪加伯下、約伯傳、聖詠集、接言、自JI道

篇、雅哥大、智慧篇、德首JI篇、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哀歌、巴路克、厄則

克耳、達尼爾、歐瑟亞、岳厄爾、亞毛斯、亞北底亞、約納、米該亞、納

鴻、哈巴谷、索福尼亞、日合蓋、區加利亞、瑪拉基亞。

新約三十七卷為：瑪竇福音、瑪爾谷福音、路加福音、若望福音、

宗徒大事錄、羅馬書、格林多前書、格林多後書、迦拉達書、厄弗所書、

斐理伯書、哥羅森書、得撒洛尼前書、得撒洛尼後書、弟茂德前書、弟茂

德後書、弟鐸書、費肋孟書、希伯來書、雅各伯書、伯多祿前書、伯多祿

後書、若望一書、若望三書、若望三書、猶達書、默示錄。

l 參閱DV8,3. 2 參閱羅馬會議，〈遠瑪甦詔書｝ : DS 179﹔弱冷翠 (1442): DS 1334-1336; 
特倫多： DS 1501-1504. 

舊約

舊約是聖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經書是天主所默感的， 121 

具有永久的價值 1 ，因為舊的盟約從未被廢除過。

1 參閱DV14.

原來，「舊約的救世主程主要是為準備．．．．．．普世救主基督的 122 

來臨J 。舊約諸書「雖然含有一些短暫和不完美的事」’卻也顯 702, 763 

示出天主救恩之愛的整個字申↑生教育法。它們「表現了生活的天主 708 

意識、對人生有益的智慧以及祈禱的奇妙寶庫」﹔最後，在這些 刃68

書中「藉藏著我們得救的奧跡」 1 。

1 DV 15. 

基督徒尊崇舊約為真正的天主聖盲。對那些拒絕舊約、藉口 123 

說它已被新約所取代的思想（馬西翁主義 Marcionism），教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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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地否定。

新約

124 「天主聖言乃天主的德能，為使一切信奉的人獲得救恩，在

新約的經書中，它以卓越的姿態出現，並顯示它的能力」 1 。這

些經書傳給我們天主敢示的明確真理，它們的主要對象是耶穌基

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祂的事業、祂的教訓、祂的苦難和光榮

以及祂的教會如何在聖神的推動下開展2 。

1 DV17﹔參閱羅 1:16. 2 參閱DV20.

125 福音是整部聖經的中心，「因為它是有關降生成人的聖吉、

515 我們救主的生活和道理的主要見証」 1 0 

1 DV 18. 

126 福音書的形成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耶解的生平和訓誨。「教會毫不猶豫地肯定四部福音的歷史性，並堅

決地認為，它們忠實地傳授了天主子耶穌在人間的生活，直到祂升天那

日，為人類的永遠得救，實際所做和所教導的事」

76 二、口傳。「宗徒們在主升天之後，以更完善的領悟力，把主所言所行的

事傳授給聽眾們。他們享有這種領悟力，因為受了基督光榮事跡的教導，

以及受了真理之神的光照」

76 三、書寫的福音。「聖史們所寫的四部福音，有些是從許多口傳或筆錄的

資料中選出的，有些則是其他資料的綜合或按教會情況所加的解釋，但最

終仍保持著講道的格式，為常把有關耶穌的真實事件，傳報給我們」 1 。

1 DV 19. 

127 四部福音在教會內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禮儀對它的尊槳，

1154 它對世世代代聖賢們所發出的無可比擬的吸引力，足可証明此

點。

沒有甚麼道理比福音的文字更為美好、寶貴和燦爛的了。你們

要思量我們的主和導師、基督以自己的言行所教導和實踐的一

切，並把它默存在心中 1 。

2705 當我祈禱時，我特別在福音上稍作停留：我可找到為我可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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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所需要的一切。我時常能從福音中發現新的神光、發現隱

密和奧妙的意義2 。

1 聖女凱撒里，〈致聖女皇克爾德和聖女拉德貢德書） SCh 345; 480. 

2 聖女小德蘭，〈自傳手稿） A’的v.

新舊約的一體性

教會遠自宗徒時代 1 及其後在聖傳中，就不斷地透過預象 128 

法，強調新、舊兩約在上主計畫中的一體性。在舊約的天主工程 1094 

中，這預象法使人認出時期圓滿時，天主在其降生成人的聖子身 489 

上所完成的一切。

1 參閱格前 10:6,11﹔希 10:1：伯前 3:21.

因此，基督徒要在死而復活的基督光照下去閱讀舊約。預象 129 

法的閱讀披露了舊約的無窮內涵。然而不應忘記，它保持著吾主 仙

親自重新肯定的敢示的固有價值 1 。因此，也要在舊約的光照下 2055 

去閱讀新約。初期的基督徒教理講授經常都是這樣作的2 。根據

一個古老的說法：「新約隱藏在舊約中，而舊約則顯露在新約 1968 

中」 3 。

1 參閱谷 12:29-31. 2 參閱格前5:6 8; 10:1-11. 3 聖奧思定，〈論舊約首七卷的問題〉

2, 73: PL 34,623﹔參閱DV16.

預象法指出邁向天主之計畫完成時的那種動力，那時「天主 130 

將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8），例如聖祖們的蒙召及出

離埃及，並不失落他們在天主計畫中的本身價值，因為他們同時

是該計畫的中途站。

五、聖經在教會的生活中

「天主的話具有這麼大的效力和德能，以致成了教會的支柱 131 

和力量，鞏固教會子女們的信仰，成為他們靈魂的食糧及靈修生

j舌永久和清澈的泉源」 1 。必須「讓信友們廣泛地接觸聖經」 2 。

1 DV21. 2 DV22. 

「所以聖經的研究應視作神學的靈魂。同樣，宣遁的職務， 132 

天主來與人相遇 37 



94 即牧民的宣講、教理講授及一切基督忱的訓誨，其中禮儀的講

道，應佔有特殊的地位，這些都該從聖經的話語取得滋養和活

力」 1 。

1 DV24. 

133 教會「堅決而懇切地勸告所有信友．．．．．．要藉著多閱讀聖經，

2653 去學習『耶穌基督的卓越知識』（斐 3:8) ' II 因為不認識聖經，

1792 即不認識基督』」（聖熱羅尼莫） 1 。

1 《依t能意亞先知十八部詮釋〉前言PL 24,l 7B; DV 25. 

撮要

134 整個聖經是一本獨一無二的書，而這本書就是基督﹔「事

實土整個聖經都在談論基督並在祂身上完成」 1 。

1 休格﹒聖維多，〈論諾厄方舟｝ 2,8: PL l 76,642C. 

135 「聖經蘊藏天主的聖言，因為它是受，默感的，故確實是天主

的聖言」 1 。

1 DV24. 

136 天主是聖經的作者，因為是祂默感了一些人間作者。祂在他

們內、並藉他們而工作。這樣就使我們確實肯定，他們所寫

的絕無錯誤地教導得救的真理1 。

1 參閱DVll.

137 解釋受默感的聖經，首先必須留意，天主透過神聖的作者，

有意啟示我們有關救恩的事。門L由聖神所作的事，除非在

聖神的推動下，將不能完全明暸」 1 。

l 奧利振，〈出谷紀講道〉哇，5: PG 12,320. 

138 教會接受舊約四十六卷書及新約二十七卷書，並尊之為受默

感的書。

139 由於四部福音以基督為核心，故佔聖經的中心地位。

140 新約和舊約的一體性源於天主計畫及其啟示的一體性：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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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新約，新約則完成舊約﹔兩者相得益彰，兩者都是真正

的天主聖言。

「教會一直尊重聖經，如同尊重主的身體一樣」 1 ﹔整個基 141 

督徒生活在這兩件事上找到了滋養和規則。「林的語言是我

步履前的明燈，是我路途上的光明」（詠 119:105) 2 。

1 DV21. 2 參閱依 50:4.

第三章

人對天主的回應

藉著啟示，「無形的天主，以祂無窮的愛，像朋友般與人交 142 

談往來，為邀請他們與自己共融契合」 1 。對這項邀請的相稱回

應就是信仰。 1102 

1 DV2﹔參閱哥 1:15：弟前 1:17：出 33:11：若 15:14-1日巴 3:28 （拉丁通行本）．

藉著信仰，人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完全交付於天主。人以其 143 

整個存在向敢示的天主表示自己的同意 1 0 人對敵示的天主所作

的此種回應，聖經稱之為「信德的服從」 2 。 2087 

1 參閱DV5. 2 參閱羅 1:5﹔ 16:26.

第一條

我信
1814-1816 

一、信德的服從

在信德中服從（服從，拉丁文 ob-audire意指聽從）是自由地 144 

順從所聽到的聖言，因為它的真理是由天主所保証，而天主就是

真理本身。聖經給我們提示亞巴郎是這服從的典範，童貞瑪利亞

則是這服從最完美的實現者。

人封天主的回應 39 



亞巴郎一一「所有信者的父親」

145 希伯來書在極力褒揚先人們的信德時，特別強調亞巴郎的信

少， 2570 德：「因著信德，亞巴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

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那裡去」（希 11:8)1 。因

著信德，他以外鄉僑民身分居住在預言午的福地 2 。因著信德，撒

489 辣得以懷孕生下所許的兒子。最後，因著信德，亞巴郎把他的獨

子獻作祭品 3 。

1 參閱直lj 12:1 4. 2 參閱劃 23:4. 3 參閱希 11:17.

146 這樣，亞巴郎就實現了希伯來書對信德所下的定義：「信德

1819 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証」（希 11:1）。「亞巴郎

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羅 4:3)1 。靠著這堅強的

信德2 ，亞巴郎成了所有信者的「父親」（羅4:11,18 ﹔ 4:20)3 。

l 參閱劃 15:6. 2 參閱羅 4:20. 3 參閱盡U 15:5. 

147 舊約中充滿這類信德的見証。希伯來書褒揚了先人們的模範

839 信德，他們都因這褒揚而「作了良好的見証」（希 11:2,39）。可

是，「天主為我們早已預備了一件更好的事」’就是相信祂的聖

子、「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希 11:40﹔ 12:2）。

瑪利亞一一「那位信了的真有福j

148 童貞瑪利亞以最完美的方式實現了信德的服從。藉著信德，

494, 2617 瑪利亞接納了天使加俾厄爾向她報告和許下的事，相信「在天主

前沒有不可能的事」（路 1:37)1 ，並表示了自己的同意：「我是

上主的牌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 1:38）。依撒伯爾讚

506 美她說：「那信了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路

1:45）。因著這個信德，萬世萬代的人都要稱她有褔2 。

1 參閱劃 18:14. 2 參閱路 1:48.

149 在瑪利亞的一生中，直至最後的考驗 1 、即她的聖子耶穌苑

969 在十字架上時，她的信德從未動搖過。她從未中止相信天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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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會完成」。因此教會尊崇瑪利亞為信德最純正的實現者。 507,829 

1 參閱路2:35.

二、「我知道我所信賴的是誰J （弟後 1:12)

相信唯一的天主

信仰首先是人對天主的個人依附，同時，與此分不開的，就 150 

是自由地認同天主所啟示的全部真理。由於個人對天主的依附及

對祂所敢示的真理的認同，基督徒的信仰有別於對一般人的信

任。完全依賴天主及絕對相信祂所說的話，是正確和合理的事。 222 

反之，把同樣的信心放在一個受造物身上，卻是虛幻和錯謬的行

為 l 0 

l 參閱耶 17:5 6：詠 40:5; 146:3-4. 

相信耶穌基督、天主子

對基督徒來講，相信天主與相信祂所派遣的那一位、祂「戶斤 151 

喜悅的愛子」（谷 1:11），是分不開的﹔天主要求我們聽從祂 1 。

主親自對自己的門徒們說過：「你們要信賴天主，也要信賴我」

（若 14:1) 。我們能信奉耶穌基督，因為祂本身是天主，是降生成 424 

人的聖言：「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子，

給我們詳述了」（若 1:18）。因為「祂看見過父」（若 6:46），只

有祂認識父，並把父眉立示出來2 。

l 參閱谷 9:7. 2 參閱瑪 11:27.

相信聖神

若非分沾祂的聖神，我們無法相信耶穌基督。是聖神向人敢 152 

示耶穌是誰。因為「除非受聖神戚動，沒有一個人能說：『耶穌 243, 683 

是主』」（格前 12:3）。「聖神洞察一切，連天主的深奧事理祂也

洞悉．．．．．．除了天主聖神外，誰也不能明瞭天主的奧秘」（格前 2:

10-11）。只有天主完全認識天主。我們相信聖神，因為祂是天
主。

人對天主的回應 41 



232 教會不斷地宣認她對唯一天主，父、子、聖神的信仰。

三、信德的特色

信德是恩寵

153 當聖伯多棒、宣認耶穌是「基督、生活的天主之子」時，耶穌

552 對他說：「不是血和肉敢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瑪 16:17) 1 。

1814 f吉德是天主的恩賜，是祂所賦予的超性德行之一。「為達成這樣

1996 的信德，必須有天主恩寵的引導和協助，以及聖神內在的助佑。

2606 聖神感動人心，使它歸向天主，開敢心目，賜給『眾人同意與信

服真理的喜悅』」 2 。

1 參閱迦 1:15：瑪 ll:25. 2 DV 5：參閱奧倫j台第二屆會議： DS377：，梵一： DS 3010. 

信德是人性行為

154 只有靠聖神的恩寵和祂內在的助佑，人才能信，但信也的確

1749 是真正的人性行為。信賴天主及順從祂所敢示的真理，既不違反

人的自由又不違反人的理智。即一如在人際關係中，相信別人所

說有關他自己或自己意願的話，並信賴他們的許諾（如男女在結

婚時），從而建立彼此間的共融，也不違反我們的尊嚴。因此，

2126 「我們的理智和意志，以信德來向自我敢示的天主，表示完全的

服從」 1 ，從而與祂建立親營的共融，更不會違反我們的尊嚴。

l 梵一： DS3008.

155 在信德中，人的理智和意志與天主的恩寵合作：「相信是－

2008 種理智的行為，在意志受到天主恩寵的推動下，對天主的真理表

示同意」 1 。

1 STh 2-2,2,9﹔參閱梵一： DS 3010. 

信仰與理智

156 相信的動機並不在於敢示的真理，在我們的本性理智之光

下，顯得是真實和可理解的。我們相信是「由於敢示真理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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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權威，祂既不能錯誤，也不會欺騙」 o 「不過，為使我們 1063 

信仰的順從配合理性，天主願意聖神的內在助佑由敢示的外在証 2465 

據陪伴」 1 。例如基督和聖人們 2的奇跡、預言、教會的擴展和 548,812 

聖德、她的繁衍和穩定，「都是天主眉立示極確實的標記，適合每

人的理智」’這些外在証據都是「可信性的動機」，給我們証明

信德的認同「絕非心璽的盲目衝動」 3 。

1 梵一： DS3009. 2 參閱谷 16:20：希 2:4. 3 梵一： DS 3008-3010. 

信仰是確實的，比任何人類知識更為確實，因為信仰奠基於 157 

天主的話，祂是絕不騙人的。當然，做示的真理可能對人類的

理智和經驗顯得不明確，但「天主神光給予的確實性卻大於本

性理智之光所能給予的」 1 。 「一萬個困難也構成不了一個疑 2088 

互文」 2 。

1 STh 2 2,171,5,ad 3. 2 若翰亨利﹒紐曼，《自辯書〉。

「信仰尋求理解」 1 ﹔信仰的內在特色就是信者希望進一步 158 

認識他所信的那一位，並進一步理解祂所敢示的事。一分更深入 2705 

的認識要求一分更大的信德及日益熱切的愛。信德的恩寵開敢 1827 

「人的心目」（弗 1:18），為對敵示的內容擁有活潑的領悟力，那

內容就是天主的整體計畫和信德的奧跡，以及它們彼此之間與敵

示奧跡的中心一一基督一一的密切聯繫。如今，「為使人更深 90 

人地理解毆示，同一的聖神不斷地用自己的恩寵，使信仰更完

善」 2 。這樣，依照聖奧思定的說法：「我信是為理解，我理解 2518 

是為信得更好」 3 。

1 聖安瑟莫﹒坎特伯里，《論說篇〉前言： PL 153,225A. 2 DV 5. 

3 聖奧思定，〈講道集｝ 43,7,9: PL 鉤，257 258. 

信仰與科學。「即使信仰是在理智之上，但在信仰與理智之 159 

間，絕不能有真正的衝突﹔因為那敢示奧跡及傳授信仰的同一天 283 

主，也在人的心靈上賦予理智之光，祂不能否認自己，而真理也

不能違反真理」 1 0 「因此，每門科學的研究方式，若真的依照

科學方法和遵守倫理準則進行，決不會與信仰有所矛盾，因為俗 刀刃

世和信仰的事物，都來自同一的天主。再者，誰若謙虛和恆心地

探討事物的奧秘，在不知不覺中，就會被那位保持萬物存在，使

人對天主的回應 的



它們各得其所的天主的于所牽引」 2 。

1 梵一： DS3017. 2 GS 詣，2.

信德的自由

160 為能符合人性，「人對天主所作的信仰回應該是自願的﹔所

1738, 2106 以不能強迫任何不願的人接受信仰。因為信仰的行為，由於本身

的性質，該是自願的」 1 。「天主召叫人們以心神和真理事奉

祂，因此他們在良心上戚到對祂有責任，並非被迫．．．．．．這在耶穌

基督身上全面地表現了出來」 2 。事實上，基督曾邀請人接受信

仰和皈依，但絕不強迫他們去接受。祂曾為真理作証，但不願

「勉強那些拒絕真理的人去接受。祂的神國．．．．．．藉著愛的力量而

的 擴展，基督就是憑著這愛被高舉在十字架上，以吸引眾人歸向

祂」 3 。

1 DHlO：參閱 CIC 748,2. 2 DH 11. 3 DH 11﹔參閱若 18:37; 12:32. 

信德的必要性

161 相信耶穌基督和相信派遣祂來救贖我們的那一位，為得救是

的2 的7 必要的 1 。「因『沒有信德，不可能中悅天主』（希 11:6），也不

可能分享天主子女的福分。沒有信德，不可能成義，且除非『在

846 信德上堅持到底』（瑪 10:22 ﹔ 24:13），也沒有人能獲得永生」 2 。

1 參閱谷的：16﹔若 3:36﹔ 6:40 等等。 2 梵一： DS 3012：參閱特倫多： DS 1532. 

信德的持守

162 信德是天主白白賜予人的恩寵，我們有可能失落這分無價之

2089 寶。關於這點，聖保祿鼓勵弟茂德說：「你要打這場好仗，保持

信德和良心純潔：有些人竟檳棄了良心，而在信德上遭了覆舟之

災」（弟前 1:18-19）。為能在信德中生活、成長及恆心到底，我

1037,2016, 們必須用天主聖言滋養它﹔並祈求天主增強它 1 ﹔它該「以愛德

2573,2849 行事」（迦5:6)2 ，以望德作支持3及在教會的信德中植根。

l 參閱谷9:24﹔路 17:5﹔ 22:32. 2 參閱雅 2:14-26. 3參閱羅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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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是永生的開始

信德使我們預嘗榮福直觀的喜悅和神光，那是我們在此世旅 163 

居的目標。那時我們將會「面對面地」（格前 13:12）看見天主，

看見祂「實在怎樣」（若一 3:2）。所以，信德已經是永生的開 JO的

始：

現在我們有如在一面鏡子裡欣賞信仰的祝福，好像那些給我們

許下的及我們在信德中希望享受的美妙事物就在眼前一樣 1 。

l 聖巴西略﹒凱撒里亞，〈論聖于申｝ 15,36: PL 32,132﹔參閱 STh 2-2,4,1. 

可是，如今「我們只是憑信德往來，並非憑目睹」（格後5:7) ' 164 

我們認識天主「猶如藉著一面鏡子，模糊不清」（格前 13:12）。

雖然信德因所信的那位而受到光照，但卻經常生活在隱晦中。信 2846 

德也能受到考驗。我們生活的世界似乎時常與信仰給我們所保証

的相距甚遠，邪惡、痛苦、不義及死亡的體驗，似乎與福音的喜 309, 1502 

訊背道而馳，足以使我們的信仰動搖，並對它構成一種誘惑。 1006 

那時我們就該轉目注視信德的見証：亞巴郎「在絕望中仍懷 165 

著希望」（羅吐：18）而相信﹔童貞瑪利亞在「信德的路途上」 1 ' 

進入了「信德的黑夜」 2 ，參與了她聖子的痛苦及祂墳墓中的黑 2719 

夜：此外還有許多其他信德的見証。「我們既有如此眾多的証人

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種累贅和糾纏人的罪過，以堅忍的心’

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雙目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

耶穌」（希 12:1-2）。

1 LG58. 2 若望保祿二世，〈救世主之母〉通諭（25.3.1987) 18. 

第二條

我們信

信仰是一項個人的行為：是人對那主動自我做示的天主所作 166 
的自由回應。不過，信德並非一個孤立的行為：沒有人能夠單獨 的

去信，正如沒有人能夠單獨生活。沒有人能由自己取得信仰，正

如沒有人能由自己取得生命。信徒從他人身上接受信仰，也該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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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傳給他人。我們對耶穌和對世人的愛，促使我們去向別人談

論我們的信仰。這樣，信眾就像一條鎖鏈，每個信徒就像其中一

環。若無別人信德的支持，我不能去信﹔同樣，藉著我的信德，

我也支持別人的信仰。

167 「我信」 1 ：是每個信徒個別所宣認的教會信仰，尤其是在

1124 受洗的時候。「我們信」 2 ：是大公會議的主教們或更普遍地在

2040 信徒禮儀集會時所宣認的教會信仰。「我信」：也是我們的慈母

教會，在信德中回應天主，並教導我們說：「我信」’「我們

信」 0

1 宗徒信經。 2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希臘原文。

一、「主，懇請垂顧你教會的信仰」

168 是教會首先相信，並這樣支持、滋養、振奮我的信仰。是教

會首先到處宣認上主 1 ，我們藉著教會並在她內，也被引領去宣

認：「我信」、「我們信」。我們從教會接受信仰及透過洗禮接

12刀 受基督的新生命。在〈羅馬禮書〉中，洗禮的施行者問慕道者

說：「你向天主的教會要求甚麼？」答案是：「信德」：「信德

給你甚麼？」「永生 J 2 。

1 正如在首贊美詩〈天主，我們讚美你〉裡我們唱：「神聖的教會在世界各處稱揚你。」

2 ＜羅馬禮書﹒成人洗禮〉。

169 救恩只來自天主，但由於我們是藉教會而接受信德的生命，

7月 她是我們的母親：「我們相信教會是我們新生命的母親，而非相

2030 信教會是我們得救的創始者」 1 。教會作為我們的母親，也是我

們信仰的教育者。

1 浮士德﹒季茲，〈論聖干申｝ 1,2: PL62,ll. 

二、信仰的語言

170 我們並不信某些公式，而是信那些公式所表達，及信德讓我

們所「接觸到」的事實。「信徒的（信德）行為並不止於條文，

186 而是（條文所表達的）事實」 1 。可是，我們靠信仰公式的協助，

才可以接近這些事實。信仰公式能讓我們表達和傳授信仰，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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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加以慶祝、吸收及日益熱切地去生活。

1 STh 2 2,1,2,ad 2.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礎」（弟前3:15），忠信地保持「－ 171 

次而永遠傳與聖徒的信仰」（猶 3）。教會牢記基督的話語，並把 78，切， 84

宗徒們的信仰宣認世世代代傳授下去。正如一個母親教導自己的

子女說話，俾能去了解和溝通﹔同樣，我們的慈母教會也教導我

們信仰的語言，為使我們理解信仰及度信仰的生活。 l盯

三、信仰只有一個

教會自古以來，就透過許多語言、文化、民族和國家，不停 172 

地宣認唯一的信仰來自一個主、由一個洗禮傳下來，深信眾人只 的

有一個天主和大父 1 。聖依勒內﹒里昂是這種信仰的見証人，他

聲明說：

1 參閱弗 4:4 6. 

「事實上，教會雖已傳遍普世，直到地極，但她從宗徒及其 173 

門徒們接受了信仰．．．．．．並小心保存﹝這信仰和宣講﹞’猶如同住 830 

一屋﹔以同一的態度去信奉，好像只有一個心璽﹔以一致的聲音

去宣講、教導和傳授，就如具有同一口古」 1 。

l 聖依革力內﹒里昂，《駁斥異論｝＞ 1,10,1-2: PG 7 /1,549-552. 

「因為，即使世上的語言不同，聖傳的內容卻是同一的。無 174 

論是在德國的教會，或在西班牙、法國、東方、埃及、利比亞及 78 

世界中心所建立的教會，都沒有另一個信仰或聖傳．．．．．．」 1 。

「所以教會的訊息是真實和穩固的，因為她給整個世界指出了得

救的唯一途徑」 2 。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l,10,l-2:PG7/l,552-553. 2 同上 5，鉤，l:PG7/2,1177.

「我們從教會領受的這個信仰，須小心地保管。因為它像一 175 

個極有價值的寶藏，藏在一個珍貴的器血內，在天主聖神的推動

下，能不斷地充滿朝氣，連容納它的器血，也變得日新又新」 1 。

l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3,24,1：目 7/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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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176 信德是整個人對自我啟示的天主的個人的依附，要求理智和

意志順從天主透過祂的工程和言語，所作的啟示。

177 因此「信」涉及兩點，即信誰和信甚麼﹔相信真理（甚麼）

是由於信賴那証實真理者（誰）。

178 除了信天主，父、子、聖神外，我們不該信其他的神。

179 信德是天主的超性恩寵。為能相信，人需要聖神內在的助

f右。

180 「信」是人的自由及有意識的行為，符合人性的尊嚴。

181 「信」是教會的行為。教會的信德作前導，產生、支持及滋

養我們的信德。教會是所有信徒的母親。「除非有教會為

母，沒有人能有天主為父」 1 。

1 聖西彼廉，〈論公教會的統一｝ 4: PL 4,503A. 

182 「我們相信所有色含在天主聖言裡的訊息，無論筆錄或口

傳，及教會視為上主啟示而要我們信從的一切」 1 。

1 ＜天主子民信經＞ 20. 

183 信德為得救是必要的。天主親自肯定了此事：「信而受洗的

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谷 16:16）。

184 「信德是對將認識之事的預嘗，這事在來生將使我們得到幸

干晶」 1 。

1 聖多瑪斯，〈神學生岡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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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信經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

天地萬物的創造者。

我信父的唯一子、我們的王耶穌基督。

祂因聖神降孕，

由童貞瑪利亞誕生。

祂在比拉多執政日寺蒙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

祂下降陰府，

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

祂升了天，

坐在全能天王父的右邊。

祂要從天降來，審判生者死者。

我信聖神，

我信聖而公教會，諸聖的相遇，

罪過的赦免，

肉身的復活，

永恆的生命。

阿們。

信經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

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祂所創造

的。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

子。
祂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

祂是出白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其天主的真天主。

祂是聖父戶斤生，而非聖父戶斤造，

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

的。

祂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

天降下。
祂因聖神

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

而成為人。

祂在般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

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

祂正如聖經所載，

第三日復活了。

祂升了天，

坐在聖父的右邊。

祂還要光榮地降來，審判生者死者，

祂的神國萬世無疆。

我信聖神，

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

由聖父聖子所共發。

祂和聖父聖子，

同受欽崇，同享光榮，

祂曾藉先知們發言。

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票徒傳下來的

教會。

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

我期待死人的復活，

及來世的生命。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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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基督徒信仰的宣認

信經

誰說「我信」，就是說「我誓守我們所相信的」 o 信仰的共 185 

融要求一種標準的信仰語言，把所有信徒團結在同一的信仰宣認 171’ 949 

內。

在起初，宗徒時代的教會，就採用一些簡短而標準的條文 1 ' 186 

表達並傳授自己的信仰。其後教會也很快地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內

容，編成條目分明且有系統的綱要，特別給洗禮的候選者使用。

信經並非按照人的意見而寫成，而是按照聖經的重要內容編寫

而成的完整信德道理。就像芥菜的種子，在一顆小小的籽粒內

蘊藏著許多枝幹。同樣，這個信仰的綱要，也包含著所有蘊藏

於新、舊二約內真正虔敬的知識2 。

1 參閱羅 10:9﹔格前 15:3 5. 2 聖濟利千余﹒耶路撒冷，〈慕道期甄選者的教理講授｝ 5,12: 

PG 33,521-524. 

這些信仰的撮要稱為「信仰的宣認」，因為它們總結了基督 187 

徒所宣認的信仰。它們也稱為「我信 J "Credo”，因為「我信」

是這些撮耍的第一個字。它們也稱為「信經」’，Symbolum fidei”。

希臘語”sym加'1on刊是指一件被折斷之物件的一半（例如一個印章）， 188 
給人當作一種辨認的記號。被折的部分用來重新併合，以確定擁有該物件

者的身分。所以「信經」是信徒間彼此辨認和共融的標記。其後

"symbolon”也解作蒐集、收藏或摘要，故「信經」也是主要信仰真理的

集成。由此可見，它構成了教理講授的首要和基本依據。

首次的「信仰宣認」是在領洗時舉行。「信經」最初是洗禮 189 

時所用的信經。因為洗禮是「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瑪 28:19) 1237, 232 

而施行的，在領洗時所宣認的信仰真理，是根據它們與天主聖三

的關係而編排的。

因此信經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天主聖父及其奇妙他 190 

我信天主父 51 



工﹔第二部分論述耶穌基督及救贖奧跡﹔第三部分論述我們聖忱

的本原 聖神 1 。這些就是我們（洗禮）印記的三章」 2 。

1 〈羅馬教理＞ 1,1,3. 2 聖依勒內﹒里昂，〈手持徒論証｝ 100: SCh 62,170. 

191 「這三個部分雖彼此相連，卻各不相同。根據一個多次由教

父們引用的比喻，我們稱它們為條文。因為正如我們的肢體是由

某些關節加以區隔和畫分的，同樣，在信仰宣認方面，以條文一

詞稱我們以特殊和不同方式該信的真理，也是理所當然的」 1 。

依照一個由聖安博所証實的古老傳統，當時已習慣把信經分為十

二條，以宗徒的人數來象徵整個宗徒的信仰2 。

1 〈羅馬教理＞ 1,1,4. 2 參閱安博，〈信經的解說｝ 8: PL 17,1158D. 

192 在不同的世紀中，曾出現許多形式的信仰宣認或信經，以回

應不同時代的需求，有宗徒時代和古老教會的信經 1 、〈任何

人〉信經也稱聖亞大納修信經 2 、某些公會議（托利多，拉特

朗，里昂，特倫多）3或某些教宗的信仰宣認：〈達瑪甦信經＞ 4 

或保棒、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經＞ (1968）。

l 參閱 DSl-64. 2 參閱DS 75-76. 3 托利多第十一屆會議（675): DS 525-541：拉特朗四

0215): DS 800-802﹔里昂二： DS 851-861﹔比的四世，〈與我們連繫〉詔書(13.11.1564):

DS 1862-1870. 4 參閱DS71-72.

193 教會生活各階段的信經，沒有一篇可被視為已經過時或無用

的。由於信經是從信仰引申出來的不同撮要，它們今天仍協助我

們去達到和深化永恆的信仰。

在所有的信經中，下列兩個在教會的生活中，佔著極特殊的

士也位：：

194 宗徒信經。所以有這樣的名稱，因為它很合理地被視為宗徒

信仰的忠實撮要。它是羅馬教會古代的洗禮信經。它的偉大權威

是來自這個事實：「它是羅馬教會所持守的信經，此教會由宗徒

首長伯多祿坐鎮，並在此帶出共同宣信的方式」 l 。

1 聖安博，〈信經的解說｝ 7: PLl 7, 1158D. 

195 尼西亞﹒君士坦T堡信經。它有很大權威，由於它是最初兩

242’的， 屆大公會議（325及 381) 的成果。它至今仍為東西方各大教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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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 465 

我們將按照宗徒信經去陳述信仰，因為這信經可說是代表 196 

「羅馬最古老的教理」。不過在陳述時，會經常參照尼西亞﹒君

士坦丁堡信經作為補充，因為在許多方面，後者較為明確不口詳

細。

就像我們受洗那天，當我們將整個生命委身遵守「教理的規 197 

範」時那樣 1 ，我們該接受表達信仰的信經，這信仰賦予生命。 1064 

以信德去誦唸信經，就是與天主，父、子、聖神共融，也是與整

個的教會共融，她傳給了我們信仰，而我們則在她的懷裡信從：

這信經是一種精神的印記，是我們內心的默想，是常在的守護 1274 

者。它確實是我們靈魂的寶藏 2 。

1 參閱羅 6:17. 2 聖安博，〈信經的解說｝ l:PL 17,1155C. 

第一章

我信天主父

我們的信仰宣認由天主開始，因為天主是「元始和終末」 198 

（依 44:6），是萬有的根源和終向。信經由天主父開始，因為父是

天主至聖三位一體的第一位：我們的信經由創造天地開始，因為

創造是天主一切工程的肇始和基礎。

第一條

「我信全能者天主父，

天地萬物的創造者」

第一節我信天主

「我信天主」：這信仰宣認中的第一項聲明，是最重要和基 199 

本的。全部信經都談論天主，即使提及人和世界，也是因涉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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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緣故。信經的所有條文都繫於第一條，正如所有誡命都在闡

2083 釋第一條一樣。其他條文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那把自己逐漸敢示

給人的天主。「因此、基督徒合理地把信天主作為首先宣認的

事」 1 。

1 〈羅馬教理｝ 1品2.

一、「我信唯一的天主J

200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是以這句話開始的。承認天主的唯

2085 一性，植根在舊約的天主毆示中，它跟承認天主的存在是不可分

的，是同樣基本的道理。天主是唯一的：只有一個天主：「基督

徒信仰相信及宣認只有一個天主，祂無論在本性、實體、和本質

上都是唯一的 J 1 0 

1 〈羅馬教理｝ 1品2 。

201 天主向自己特選的以色列民敢示祂是唯一的：「以色列！你

2083 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當全心、全靈、全

力、愛上主你的天主」（申 6:4-5）。透過先知們，天主邀請以色

列和萬民歸向祂、唯一的主：「大地四極的人！你們歸依我，必

能得救，因為只有我是天主，再沒有另一個．．．．．．人人都將向我屈

膝，眾古都要指著我起誓。人都要說：『唯有在上主前有仁義和

力量』」（依 45:22-24)1 。

1 參閱斐2:10-11.

202 耶穌自己確認天主是「唯一的主」’應以全心、全靈、全

446 意、全力去愛祂 1 ，同時讓人明白祂自己也是「主」 2 。宣認

「耶穌是主」是基督徒信仰的特色。這對相信唯一的天主並無衝

152 突。相信那是「主和賦予生命者」的聖神，也不會對唯一的天主

造成任何分裂：

我們堅決相信並坦白宣認：只有一個真天主，祂是永遠的、無

42 限的、全能的、不變的、無法了解和不可言喻的父、子和聖

神：天主雖含有三位，卻只是一個本質、實體，或一個絕對純

全的本性3 。

1 參閱谷 12:29 30. 2 參閱谷 12:35-37. 3 拉特朗四 (1215): DS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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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主啟示祂的名字

天主向祂的子民以色列敢示了自己，使他們認識祂的名字。 203 

名字代表一個人的本質、身分及其生命的意義。天主有一個名 封的

字，而非一種無名的力量。祂透露自己的名字，就是使別人認識

祂﹔這是以某種方式把自己交付出來，使自己變得平易近人，能

被別人更親密地認識祂並以名字呼喚祂。

天主逐漸以不同的名字把祂自己敢示給祂的子民，然而在出 204 

離埃及訂立西乃盟約前，關於自己的名字，上主於焚而不毀的荊 63 

棘叢中向梅瑟所作的敢示，為新舊約都是基本的敢示。

生活的天主

天主在焚而不毀的荊棘中召喚梅瑟，對他說：「我是你父親 205 

的天主，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出3:6）。 2575 

天主是聖祖們的天主，祂曾召喚聖祖們，並在旅途上引導他們。

祂是信實而富於慈愛的天主，時常記起他們和自己的許諾：祂

來，是為怪救他們的後裔脫離奴役。祂是超越時空的天主，能夠

並且願意為這計畫施展祂的全能。 268 

「我是自有者」

梅瑟對天主說：「當我到以色列于民那裡，向他們說：你們祖

先的天主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時，他們必要問我：祂叫甚麼名

字？我要回答他們甚麼呢？」天主向梅瑟說：「我是自有者。」

又說：「你要這樣對以色列子民說：那『自有者』打發我到你

們這裡來．．．．．．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遠：這是我的稱號，直到

萬世」（出3:13-15）。

天主敢示自己奧秘的名字 YHWH 「雅威」、「自有者」’ 206 
是要告訴我們祂是誰，我們該以甚麼名字去稱呼祂。這個神聖的

名字是奧妙的，正如天主是奧跡一樣。是一個敢示的名字，同

時好像又拒絕一個名字：這正好表達天主的本質，祂無限地超 。

越我們所能了解和敘述的一切：祂是「隱密的天主」（依4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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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名字是不可盲喻的 1 ，然而也是與人親近的天主。

1 參閱民 13:18.

207 天主在歐示祂的名字時，也同時毆示了祂永恆不變的忠誠，

過去如何（「我是你父親的天主」出 3:6），將來也復如此（「我

將與你同在」出 3:12）。天主毆示祂的名字是「我是」’顯示祂

是一個時常臨在的天主，在祂的于民身旁極救他們。

208 面對天主那種令人迷惑及奧秘的臨在，人自覺渺小。在焚而

724 不毀的荊棘前，面對至聖的天主，梅瑟要脫去腳上的鞋，把臉遮

掩起來 l 。在「聖！聖！聖！」的天主榮耀前，依撒意亞先知喊

道：「我有禍了！我完了！因為我是個唇舌不潔的人」（依6:5）。

448 見了耶穌所顯的神跡，伯多祿喊道：「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

是個罪人」（路5:8）。但由於天主是聖的，故能寬恕那些在祂面

388 前自認有罪的人：「我不再按我的盛怒行事．．．．．．因為我是天主而

不是人，是在你中間的聖者」（歐11:9）。若望束徒也說：「縱然

我們的心責備我們，我們還可以安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

祂原知道一切」（若一3:19-20）。

1 參閱出 3:5 6. 

209 以色列子民為了尊重天主的神聖，不敢呼喚祂的名字。在閱讀聖經

時，天主所敢示的名字，被神聖的名號「上主」 （Adonai，希臘語 Kyrios)

446 所取代。耶穌的天主性就是藉這個名號宣示出來：「耶穌是主」

「慈悲寬仁的天主」

210 當以色列民犯了重罪，遠離天主去果拜金牛後 1 ，天主俯聽

2116, 2577 梅瑟的轉求，同意與一個不忠的百姓同行以顯示自己的慈愛2 。

梅瑟要求看見天主的榮耀，天主回答說：「當我在你前呼喊『雅

威』名號時，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面前經過」（出33:18-19）。

上主在梅瑟面前經過時，大聲喊說：「雅威，雅威是慈悲寬仁的

天主，緩於發怒，富於慈愛信實」（出 34:5-6）。梅瑟於是承認上

主是一個寬恕人的天主3 。

1 參閱出 32. 2 參閱出 33:12-17. 3 參閱出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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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玉的名字「我是」或「祂是」’表示出天主的信實，雖然 211 

人類犯罪對祂不忠及應受懲罰，但祂卻「對萬代的人保持仁愛」

（出 34:7）。天主毆示祂是「富於慈悲的」（弗 2:4），甚至賜下了 604 

祂的聖子。耶穌為救我們脫免罪惡而捨生時，顯示出祂也擁有上

主的稱號：「當你們高舉了人子以後，你們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

（自有者）」（若 8:28）。

唯獨夫主是絕對存有

世世代代以色列民的信仰發揚和加深了那蘊藏在上主聖名中 212 

的豐富內涵。天主是唯一的，除祂以外沒有別的神 1 。祂超越世 42 

界和歷史。祂創造了天地：「天地必要毀滅，而你永遠存在，萬

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樣破爛．．．．．．但是你卻永存不變，你的壽命無盡 469,2086 

無限」（詠102:27-28）。「在祂內沒有變化或轉動的陰影」（雅 1:

17）。祂是「自有者」，從永遠直到永遠，故此，祂時常忠於祂

自己和祂的許諾。

1 參閱依 44:6.

因此，從那不可言喻的名字「我是自有者」的毆示，蘊藏著 213 

只有天主是絕對存有的真理。七十賢士譯本及步其後塵的教會聖

傳，是從這種意義去了解天主的名字：天主是圓滿的存有，充滿 41 

各樣的美善，無始又無終。所有受造物都從祂那裡領受它們的存

在及所擁有的一切。只有祂是祂自己存在的基礎，祂所有的一切

也來自祂自己。

三、「自有者J 天主是真理和愛

天主、「自有者」’向以色列民流露祂是「富於慈愛和信實 214 

的」（出 34:6）。這兩個名詞以綜合的形式表達了上主聖名的豐

盈。在所有的工程中，天主常顯示出祂的仁慈、祂的和藹、祂的

恩寵、祂的愛情﹔也顯示出祂的信賴、祂的永恆、祂的信實、祂 1062 

的真理。「為了你的仁慈和至誠，我必要稱謝你的聖名」（詠

138:2)1 。祂是真理，因為「天主是光，在祂內沒有一點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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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1:5）﹔祂也是「愛」，如若望宗徒所教導我們的（若~4:8）。

l 參閱詠85:11.

天主是真理

215 「你聖言的總在岡確是真實無欺，你正義的一切判斷永遠不

2465 移」（詠 119:160）。「我主上主，唯有你是天主，你的話是真

理」（撒下 7:28）﹔為此，天主的許諾時常實現 1 。天主是真理本

1063,156 身，祂的話決不會欺騙。因此，我們可在一切事上，滿懷信心地

依賴祂聖言的真實和信實。罪惡的根源和人類的墮落是出自誘惑

397 者的謊言，這謊言使人懷疑天主的話、懷疑祂的慈愛和信實。

1 參閱申 7:9.

216 天主的真理就是祂治理整個受造界和掌管宇宙的智慧 1 。天

均 主既獨自「創造了天地」（詠 115:15），故唯獨祂能給予有關各受

32 造物真正的知識，因為一切受造物跟祂有關2 。

1 參閱智 13:1 9. 2 參閱智 7:17-21.

217 天主在歐示自己時，也是真實的：「在祂口中有真實的教

閻 部︱」（拉 2:6）。當祂打發自己的聖子降來世上時，「是為給真理

作証」（若 18:37）：「我們知道天主子來了，賜給了我們理解，

2466 叫我們認識真實的天主」（若－ 5:20)1 。

l 參閱若 17:3.

天主是愛

218 以色列民在他們的歷史過程中，發現天主把自己做示給他

們，又從各民族中選了他們歸屬自己，只是為了一個理由，就是

295 祂那無條件的愛 1 。以色列民透過先知們，明白天主仍然是出於

愛，而從未終止拯救他們2 ，也未終止寬恕他們的不忠和罪惡3 。

1 參閱申 4:37﹔ 7:8﹔ 10:15. 2 參閱依 43:1-7. 3 參閱歐2.

219 天主對以色列的愛可比作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 1 。這愛比－

239, 796 個母親對嬰見的愛更為強烈2 。天主愛祂的子民尤甚於新郎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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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 3 ：這種愛甚至將勝過最大的不忌、 4 ，以致賜下最寶貴的禮

物：「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若 3: 458 

16）。

l 參閱歐 11:1. 2 參閱依 49:14-15. 3 參閱依 62:4-5. 4 參閱則 16: ~｝： 11. 

天主的愛是「永遠的」（依 54:8）：「高山可移動，丘陵能挪 220 

去，但我對你的仁慈決不移去」（依 54:10）。「我永遠愛你，因

此我給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 31:3）。

但聖若望更進一步肯定地說：「天主是愛」（若~ 4:8,16) : 221 

天主的本質就是愛。時期一滿，當祂派遣了祂的獨生子和愛之神 7刀， 851

時，天主敢示了祂最深處的秘密 1 ：祂本身就是愛的永遠交流：

父、子、和聖神，而且預定我們也分享這愛。 刃7

1 參閱格前2:7 16：弗 3：今12.

四、信奉唯一天主的涵義

信奉唯一的天主，並以自己的整個生命去愛祂，會對我們的 222 

一生發生重大的影響：

認識天主的偉大和戚嚴：「天主何其偉大，我們不能理解」 223 

（約 36:26）。正因如此，天主該是「首先被事奉的」 1 。 400 

1 貞德，〈格盲〉。

在生活中稱謝天主：既然天主是唯一的，那末我們的存在和 224 

擁有的一切都來自祂：「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格前4:7）。 2637 

「我應該怎樣報謝上主，稱謝祂賜給我的一切恩祐？」（詠 116:

12）。

認識罪人的一體性和真正的尊嚴：因為眾人都是「按照天主 225 

的肖象和模樣而造的」（創 1:26）。

1700 1934 

善用受造物：信奉唯一的天主應引導我們善用一切使我們接 226 

近祂的事物，而捨棄一切令我們遠離祂的東西1 。 沙， 2402,

我主我的天主，凡使我遠離你的，請給我除去。

我主我的天主，凡領我歸向你的，請賜給我。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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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我的天主，請使我捨棄自我，並把我完仝獻給村戶。

1 參閱瑪5:29-30; 16:24; 19:23-24. 2 尼古拉斯﹒福露，〈祈禱〉。

227 在任何情況中信賴天主，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聖女大德

泊， 2090 蘭的一篇祈禱很巧妙地把這點表達出來：

何事擾你意？何物商L你心？

萬般皆易逝，唯主不移耳。

2830 心有天主者，堅忍百事成 o

1723 夫復何所求，有主心意稱 1 。

1 聖女大德蘭，〈詩集＞ 30. 

撮要

228 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中

6:4﹔谷 12:29）。「至高者必須是唯一的，就是沒有與祂相等

的．．．．．．如呆天主不是獨一無二的，就不是天主」 1 。

1 戴都良，〈駁斥馬西翁） 1,3,5: PL 2,27 4. 

229 對天主的信仰引領我們投奔祂，因烏祂是我們的起源和終

向，不讓任何事物超越或取代祂。

230 即使天主啟示自己，仍是一個不可言口命的奧秘：「假使你徹

悟祂的話，祂就不是天主了」 1 。

1 聖奧恩定，〈講道集） 52,6,16: PL 38,360; 117,3,5: PL 藹，663.

231 我們所信仰的天主，曾啟示祂是自有者﹔使我們知道祂是

「富於慈悲寬仁」的（出 34:6），祂本身就是真理和愛情。

第二節聖父

一、「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232 基督徒是「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而受洗（瑪 28:19）。受洗

腳，刀刃 以前，他們以「我信」去回答是否信仰聖父、聖子、聖神的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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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有基督徒的信仰以天主聖三為基礎」 1 。

l 聖凱撒里﹒亞爾，〈信經釋義〉（叮叮no 9): CCL 103,48. 

基督徒是因聖父、聖子、聖神之「名」（單數）而不是因祂 233 

們之「名」（複數）而受洗 1 ：因為天主只有一個，全能的聖父、

日住一的聖子及聖神：至聖三位一體。

1 維祺留，致全體天主子民書函（552): DS 415. 

至聖三位一體的奧跡是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核心真跡，是天 234 

主本身的奧跡。因此是所有其他信仰奧跡的泉源，是光照它們的 2157 

明燈。它是「信仰真理等級」中最基本和主要的訓示 l o 「整個 月

救恩史就是唯一的真天主：父、子、聖神自我敢示的歷史，使那

些遠離罪惡的人與祂重修舊好、合而為一」 2 。 1449 

1 聖職部，〈教理講授指南｝ 43. 2 向上 47.

在這一節裡，我們將簡略說明：（一）聖三的奧跡如何敢示 235 

出來，（三）教會如何把這奧跡定為信理，以及（三）聖父如何透

過聖子和聖神的使命，實現祂創造、救贖及聖忱的「慈愛計畫」 0

教父們把內在生命 （ Theola割的與外在工程（Oikonomia） 兩詞加以區 236 

別，前者是指天主聖三親密生活的奧秘，後者則指天主的一切工程，藉著 l。“

這些工程天主毆示自己並通傳祂的生命。透過「外在工程」，天主給我們

眉立示了「內在生命」﹔但反過來說，是「內在生命」光照整個的「外在工 259 

干呈」。天主的工程毆示出祂本身是誰：反過來說，在祂內在生命的奧秘的

光照下，祂的一切工程都得以理解。同樣，在人身上也有類似的情形。人

可透過他的行為將自己顯示出來，我們越是認識一個人，就越了解他的行

為。

嚴格來說，聖三是一個信德的奧跡，是一個「隱藏於天主內 237 

的奧秘，除非由天主毆示，是不能被人認識的」 1 。無疑地，天 50 

主在舊約的過程中，已在其他工和敢示裡’留下了祂是聖三的痕

跡。然而聖三存有的內蘊，是一個只憑理智無法理解的奧秘，連

以色列的信仰在聖子降生及聖神被派遣前，也無從獲悉的。

1 梵一（1869-1870): DS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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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位一體的天主的啟示

聖父由聖子啟示出來

238 在許多宗教裡，天主被呼號為「父親」。天主經常被視為

「眾神不口眾人之父」。在以色列，天主被稱為父，由於祂是世界

的創造者 1 ，再者，透過盟約和法律所施於祂的「長子」以色列

（出 4:22）身上的一切，天主更顯得是父親。祂也被稱為以色列君

2443 玉之父 2 ，尤其是「窮人之父」、孤兒和寡婦之父，因為他們都

受到祂慈愛的庇護3 。

1 參閱申 32:6：拉 2:10. 2 參閱撒下 7:14. 3 參閱詠 68:6.

239 以「父親」的名字稱呼天主，這信仰的語盲特別表明兩點：就是天

主是一切的根源和超越的權威，同時祂又愛護並眷顧祂所有的子女。天主

的這種慈父溫情也可以用母↑生的形象表達 1 ，這更能顯示出天主內在於世

界中，顯出天主與受造物之間的親會。信仰語言取自人類的父母經驗，因

父母在某種程度上，為人是天主的最初形象。但這經驗也顯示人類父母可

能破壞並扭曲父性或母，↑生的形象。所以要牢記天主超越人類的性別，祂既

370,2779 非男人也非女人，袖是天主。因此祂超越人類的父↑生或母性2 ，雖然祂是
這兩性的根源和典範3 。沒有人能成為像天主那樣的父親。

1 參閱依66:13﹔詠 131:2. 2 參閱詠27:10. 3 參閱弗 3:14：依 49:15.

240 耶穌敢示天主是「父」，其意義是前所未聞的：天主是父，

2780 不僅因為祂是造物主。祂永遠是父，是因為祂與其獨生子的關

441-445 像。同樣，子除非與父有永遠的關條，就不是子。「除了父外，

沒有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敢示的人外，也沒有人認識

父」（瑪 11 :27 ）。

241 為這緣故，東徒們承認耶穌是「起初就與天主同在的聖吉」’

「聖吉就是天主」（若 1:1) ﹔耶穌也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象」

（哥 1:15），是「天主光榮的反映，是天主本體的真象J （希 1:3）。

242 教會步武宗徒的芳蹤、依循他們的聖傳，於325 年的第一屆

ω 尼西亞大公會議中，承認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就是聖子與

聖父同是一個天主。 381 年於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二屆大公會

議，在制定尼西亞信經時保存了這項措辭，承認祂是「天主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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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祂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祂是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

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生同

體」 1 。

1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聖父與聖子由聖神啟示出來

耶穌在祂的苦難和復活之前，宣布要派遣另一位「護慰者」 243 

(Paraclitus） 聖神。自創世之初聖神早已工作 1 ，祂「曾藉先知們 683 

發言」 2 ，祂將住在門徒中，並在他們內 3教導他們一切 4 ，「把 2780 

他們引入一切真理」（若 16:13）。這樣，聖神就被敢示為與耶穌 687 

和聖父相關的天主的另一位。

l 參閱直lj 1:2. 2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3 參閱若 14:17. 4 參閱若 14:26.

聖神的永遠根源可從祂被派遣到現世的事上顯露出來。聖神 244 

或由聖父因聖子之名、或由聖子本身在回到聖父身邊之後 1 ，被

派遣給宗徒們和教會。聖神在耶穌受到光榮以後的被派遣2 ，圓 732 

滿地揭露了聖三的奧跡。

l 參閱若 14:26﹔ 15:26; 16:14. 2 參閱若 7:39.

宗徒信仰中有關聖神的部分，在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屆 245 

大公會議中曾宣認：「我信聖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 152 

所發」 1 。這樣，教會承認聖父是「整個天主性的根源」 2 。然

而，聖神的永遠根源跟聖子的並非沒有關聯：「聖神既是聖三的

第三位，故是天主，與聖父、聖子是同一和同等，也是同性和同

體．．．．．．可是，我們不能說祂只是聖父的神，卻該說，祂同時是聖

父和聖子的神」 3 。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的信經這樣宣言忍：「祂 685 

和聖父聖子同受欽槳，同享光榮 J 4 。

l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2 托利多第六屆會議（638): DS 490. 

3 托利多第十一屆會議（675): DS 527. 4 尼西亞﹒君士坦7堡信經。

拉丁傳統的信經承認聖神「由聖父和聖子 （Filioque） 所共 246 

發」。 1439 年的藹冷翠大公會議清楚說明：「聖神的本質與存

有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祂永遠發自聖父如同發自聖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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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發自獨一本原、藉著獨一噓氣．．．．．．這是由於凡父所有的，除了

父的身分以外，都在父生子時全給了子。因此，聖神的這種由子

所發，是自永遠中便從祂的父那裡所領受的，這父是在永恆中生

了子」 1 。

1 弱﹔令翠 (1439): DS 1300 1301. 

247 雖然「和聖子 （Filioque） 」一詞並沒有出現在 381 年君士坦丁堡所宣

認的信經中，但根據一個古老的拉丁和亞歷山大的傳統，早在羅馬尚未於

451 年的加采東大公會議承認及接受 381 年的信經前，教宗聖良一世已於

447年把它宣布為信條了 1 ，這種加入「和聖子」形式的信經的使用，逐

漸地由第八世紀至第十」世紀進入f拉丁的禮儀。可是，拉丁禮把「和聖

于」一詞引人尼屆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的做法，至今仍構成與東正教會問

的分歧。

1 參閱聖大良一世，〈何其美哉〉書函（447): DS 284. 

248 東方傳統特別強調，聖父乃聖神第一根源。在宣認聖神「發白聖

父」（若 15:26）時，便肯定聖神是透過聖子發自聖父 1 。西方傳統則強調

聖父與聖子同體的共融，肯定聖神發自聖父和聖子 （Filioque） 。西方傳統

也是「合法和合理地」這樣說2 。事實上，天主聖三在其同體共融的永恆

關條中，意味著聖父是聖神的第一本原，團為聖父是「沒有本原的本

原」 3 ﹔然而，由於祂也是獨生子的父，祂和聖子應是「聖神所發自的唯
一本原」 4 。這種合法的互補性，若不予以僵忙，就不會在同一的宣認奧

跡上，影響信仰的一致性。

1 參閱AG2. 2 弱冷翠 (1439): DS 1302. 3 蓊﹔令翠 (1442): DS 1331. 

4 參閱單昂二 (1274): DS 850. 

三、信理所表達的天主聖三

天主聖三信條的形成

249 聖三的眉立示真理從起初屬於教會活潑信德的根基，這主要是

683,189 依靠洗禮。這敢示的真理表達在洗禮信仰的規程中，並在宣講、

教理講授及教會的祈禱中定形。這類的定形的格式已在宗徒的著

作中出現，例如這致候詞：「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

的共融，與你們同在」（格後 13:13）所顯示的，也在感恩祭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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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採用了 1 。

l 參閱格前 12:4-6﹔弗 4:4-6.

在最初的幾個世紀裡，教會設法以更明確的格式去表達對天 250 

主聖三的信仰，一面為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一面為保護它免受 94 

各種錯誤的扭曲。這就是早期大公會議的工作，大公會議除了得

到教父們在神學探討方面的協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識

方面的支持。

為制定天主聖三的信fl奈，教會不得不借助一些來自哲學的概念，來 251 
發展一套專有的名詞：如「實體」、「位格」或「自立體」、以及「關

f象」等。教會這樣做，並非把信仰置於人類智慧之下，而是要賦予這些名

詞嶄新的意義，好去解釋一個難以吉喻的奧秘，「這奧秘無限地超越我們 170 

人類所能明白的一切」 1 。

1 ＜天主子民信經＞ 2. 

教會採用「實體」（有時也用「本質」或「本性」）一詞， 252 

來指明在一體中的天主本質：用「位格」或「自立體」一詞，來

指明父、子、聖神彼此間的實際區別﹔用「關係」一詞，來指明

三位的區別在於彼此間的關係。

天主聖三的信條

聖三是一個天主。我們並不宣認三個天主，而是一個天主有 253 

三位：「同性同體的聖三」 1 。天主三位並不分割同一的天主 2789 

性，而是每位都是整個的天主：「父享有與子一樣的天主性，子

享有與父一樣的天主性，聖神享有與父和子一樣的天主性，即本

性上是同一的天主 J 2 。「聖三的每一位就是這個事實，即是天 3月

主的實體、本質或本性」 3 。

1 君士坦丁堡二（553): DS 421. 2 托利多第十一屆會議（675): DS 530:25. 

3 拉特朗四 (1215): DS 804. 

天主三位確是彼此不同的。「天主只有一個，但不孤獨」 1 。 254 

「父」、「子」、「聖神」並不單指天主存在方式的名稱﹔實際 468,689 

上，祂們彼此確是不同的：「父不是子，子不是父，聖神不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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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子」 2 。祂們的分別在於與本原的不同關條，父是生者，子是

受生者，聖神是受發者3 。天主的一體是三位。

1 ＜遠，馬甦信經＞ : DS 71. 2 托利多第十一屆會議（675): DS 530:25. 

3 拉特朗四 0215): DS 804. 

255 天主三位是彼此關連的。由於天主三位並沒有分割同一的天

2刊 主性，三位的實際區別只在於彼此之間的關條：「在三位的相關

名字中，父是相對於子而言，子是相對於父而言，聖神是相對於

父和子而盲。不過就其關條而論及天主三位，應相信只有一個本

性或實體」 1 。事實上，「祂們的一體性，與祂們之間的關條並

不相抵觸」 2 。「由於這種一體性，父整個在子內，整個在聖神

內﹔子整個在父內，整個在聖神內﹔聖神整個在父內，整個在子

內」 3 。

1 托利多第十一屆會議（675): DS 528. 2 弱﹔令翠 0442): DS 1330. 3 同上： DS 1331. 

256 號稱「神學家」的聖額我略﹒納祥，把這段有關聖三信仰的

236, 684 總結傳授給君士坦丁堡的慕道者們：

84 首先，請為我保管這珍貴的寶庫，我曾為它生活和奮鬥，也願

與它同苑，它使我能忍受一切痛苦和看輕所有快樂：我是指對

聖父、聖子及聖神的信仰宣認。今天我就把它交付給你們。不

久之後，我要藉它把你們浸入水中並從水中提出。我要把這實

認給你們當作一生的伴侶和主保。我只交給你們一個天主和德

能，祂是三位一體，而三位都有區別。這天主沒有本質或實體

上的差別，也沒有等級上的高低．．．．．．三個無限都有同一的無限

本性。每位單獨來看，都是整個的天主．．．．．．三位一起來看也是

一個天主．．．．．．我尚未想到一個天主，聖三便讓我沐浴在祂的光

輝中：尚未想到三位，一個天主便充盈了我．．．．．．」 1 。

1 聖額我略﹒納祥，〈演講＞ 40,41：政：； 36,417. 

四、天主的工程和聖三的派遣

257 「啊！光明，當受讚美的聖三和一體的根源！」 1 。天主是

221 永遠的幸福、不朽的生命、永不消逝的光輝。天主是愛：父、子

和聖神。天主自由地要傳授祂幸福生活的光榮。這就是祂慈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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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2 ，是一項在創世以前已在祂愛子內擬定好的計畫，「預定 7月

7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弗 1:4-5），就是因那

「使我們成為義子的聖神」（羅 8:15），「預定我們與祂兒子的

肖象相同」（羅 8:29）。這項計畫是「在萬世以前．．．．．．已賜予我們

的恩寵」（弟後 1:9-10），而其根源就是聖三的愛。這愛彰顯在創

造的工程中，在人類墮落後的整個救恩史中，在聖子的使命中， 292 

在聖神及其透過教會而延續的使命中 3 ° 850 

1 〈時風情書宇卦，晚于壽3贊美詩〈至聖聖三，其冉的光芒〉。 2 參閱弗 1:9. 3 參閱AG2 9. 

天主整個的救恩工程是聖三的共同行動。事實上，聖三既有 258 

同一的本性，也只有同一的行動 1 0 「父、子、聖神並非創世的 686 

三個本原，而是一個本原 J 2 。可是，天主每一位依照本身的特

性而完成共同的工作。教會引述新約的話3宣認說：「我們只有

一個天主，就是聖父，萬物都出於祂而存在﹔也只有一個主，就

是耶穌基督，萬物都藉祂而存在﹔也只有一個聖神，萬物都在祂

內而存在」 4 。尤其在聖子降生及恩賜聖神的神聖派遣中，顯露

了天主位格的特性。

1 參閱君士坦7堡二（553): DS 421. 2 弱﹔令翠 (1442): DS 1331. 3 參閱格前 8:6.

4 君士坦丁堡二（553): DS 421. 

天主整個的救恩工程，是共同又是個別的主程，使人一方面 259 

認識天主三位的特性，另一方面又認識祂們共同的本性。同樣， 236 

整個基督徒生活也是跟聖三每一位的共融，無論如何也不能把祂

們分開。誰光榮聖父，是透過聖子在聖神內光榮祂﹔誰跟隨基

督，是因受到聖父吸亨 J l和受到聖神推動2而跟隨祂 o

1 參閱若 6:44. 2 參閱羅 8:14.

天主整個救恩工程的最終目的，就是所有受造物都能進入其 260 

福聖三的圓滿一體中 1 。但如今我們已被召叫，要成為至聖聖三 1050, 1721 

的寓所，主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 1997 

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若 14:23) : 

啊！我的天主，我所欽業的聖三！請幫助我完全忘記自己，為

能在你內定居，使我的靈魂好像進入了永恆的安寧和恬靜。

啊，我那永遠不變的天主！沒有甚麼能擾亂我的平安或使我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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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掠，反之，每分每秒都要使我更進入你奧跡的深淵！請安撫

我的靈魂，把它變成你的天空、你的可愛寓所和你的休憩之

處。但願我總別留下午示獨自一個，而是整個的我留在你那字里，

2565 在信德中警醒，全心欽果你，整個獻身於你的造他工程2 。

1 參閱若 17:21-23. 2 真福聖三依撒伯闊的祈禱。

撮要

261 天主聖三的奧跡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主要奧跡。天主一一

父、子、聖神，把自己啟示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

天主。

262 天主子的降生給我們啟示：天主是永遠的父，而子與父同性

同體，就是在祂內及同祂一起，同是唯一的天主。

263 聖神是由父因子之名 1並由于「從父那裡」（若 15:26）被派

遣的，這派遣顯示給我們：聖神和父與于是唯一的天主。

「祂和父及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

1 參閱若 14:26.

264 「父作為第一根源，聖神由父而發，而父作為給予子的永遠

恩賜，聖神發自共融的父和子 J 1 。

1 聖奧思定，如命聖三｝ 15,26,47: PL 42,1095. 

265 藉著「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而領受的洗禮恩寵，我們

奉召分享真福聖三的生命，此世固然處於信仰的晦暗中，但

死後將處於永遠的光輝中 1 。

l 參閱〈天主子民信經＞ 9. 

266 「至2教會的信仰在於在聖三內欽崇唯一的天主，在唯一天

主內欽崇聖三，既無位格的混淆，亦無實體的分離：事實

上，父、子、及聖神的位格各不相同，但父、子、聖神的天

主性卻是同一的，光榮相等，威嚴同是永遠的」 1 。

1 聖巨大納修信經： DS75.

267 聖三在存有上既不可分離，在行動上也是如此。但在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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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行動中，每一位格顯示其在聖三中的特有行動，尤其是

聖子降生及恩賜聖神的神聖派遣。

第三節全能者

在天主的所有屬性中，信經只提及祂的全能：承認這點對我 268 

們生命極為重要。我們相信這種全能是全面的，因為天主創造－ 222 

切 1 ，統御一切，無所不能﹔是富有愛心的，因為天主是我們的

父親2 ：是神奇奧妙的，因為當祂的全能「在軟弱中顯露」時

（格後 12:9)3 ，只有信德才能辨認。

1 參閱創 1:1：若 1:3. 2 參閱瑪 6:9. 3 參閱格前 1:18.

「乎也創造了所喜愛的萬物」（詠 115:3)

聖經多次肯定了天主的全面能力。祂被稱為「雅各伯的大能 269 

者」（創 49:24﹔依 1:24 等等）、「萬軍之軍的上主」、「大能、

有力的上主」（詠24:8-10）。若說天主對「天和地」（詠135:6）是

全能的，因為是祂創造了它們。所以祂無所不能 1 ，可隨心所欲

地處理祂的一切工程 2 。祂是宇宙的主宰，是祂給宇宙定了秩 303 

序，這秩序完全服從祂的安排和指使。祂也是歷史的主宰，可照

自己的喜愛統領人心和管治所發生的事3 。「你隨時可用你的大

能，有誰能抵抗你有力的手臂？」（智 11:22)

1 參閱耶 32:17﹔路 1:37. 2 參閱耶 27:5. 3 參閱艾 4:17b﹔ j瓷缸：1﹔多曰：2.

「赫憐憫眾生，因為你是無所不能的」（智 11:24)

天主是全能的父親。祂的父愛跟祂的能力互相輝映。因為祂 270 

在照顧我們的需要時，顯示了祂慈父的全能 1 ﹔透過接納我們為 2777 

義子，祂把自己賜給我們（「我要做你們的父親，你們要做我的

子女，這是全能的上王說的」格後 6:18）﹔最後，因著祂的無限

仁慈，祂自由地寬恕我們的罪惡，把祂的能力表露無遺。 1441 

1 參閱瑪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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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天主的全能絕非任意妄為的： 「在天主身上，能力和本

質、意志和理智、智慧和正義都是同一的事，因而在天主的能

力範圍內，不能做任何不符合天主的合理意願或明智理性的

事。」 1 。

1 STh 1,25,5,ad 1. 

外表無能的天主的奧跡

272 對全能的天父的信心，會因著邪惡和痛苦的經驗而受到考

妙，的 驗。天主有時似乎不存在，無能阻止惡事的發生。然而，天父以

609 最奧秘的方式顯示了祂的全能，就是藉著祂聖子的謙抑自下和復

﹔舌，戰勝了邪惡。因此，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天主的德能

和天主的智慧。因為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總比

648 人堅強」（格前 1:24-25）。當基督復活和受顯揚時，天父揭露了

「祂對我們虔信的人，戶斤施展的強有力而見效的德能是怎樣的偉

大」（弗 1:19-22）。

273 只有信德才能依附天主全能的奧妙安排。因著這信德，人誇

148 耀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來到自己身上 I 。童貞瑪利亞就

是這信德的至高典範’她相信了「在天王前沒有不可能的事」

（路 1:37），並頌揚上主說：「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祂的名

字是聖的」（路 1:49）。

1 參閱格後 12:9﹔斐 4:13.

274 「堅強我們的信德與望德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把『天主前沒

1814, 1817 有不可能的事』這個信念，深深地銘刻在我們的心靈上。因為凡

信經教我們信的事，無論如何偉大、不可思議，以及超越自然常

律的事物，只要我們的理智有了天主全能的意識，自然就毫無疑

慮地相信了 J 1 。

1 〈羅馬教玉皇＞ 1,2,13. 

撮要

275 我們同義人約伯一起，承認說：「我知道林事事都能，林所

有的計畫，沒有不實現的」（約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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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忠於聖經的見証，多次向「全能永生的天主」祈禱，堅 276 

信「在天主前沒有不可能的事」（創 18:14﹔路1:37﹔瑪的：26）。

天主使我們棄邪歸正，以恩寵與我們重修舊好並藉此來顯示 277 

祂的全能，（「天主，祥在仁慈及寬恕方面，充分地顯示了

祥的全能．．．．．．」） 1 。

1 ＜羅馬彌撒經書〉，第二十六主巳集禱經。

若不信天主的愛是全能的，如何相信父能造生我們，子能救 278 

贖我們，聖神能聖化我們呢？

第四節創造者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倉日 1:1) 。聖經就是用這幾句隆 279 

重的話開始的。信經也採用了同樣的話，承認全能的天父「創造

天地萬物，無論有形與無形」。所以我們首先講論創造者，然後

講論祂的創造，最後講論人類因犯罪而墮落，天主予耶穌基督就

是因此前來救贖我們。

創造是「天主一切救恩計畫」的基礎，是「救恩史的開 280 

始」 1 ，在基督身上達到了巔峰。反過來說，基督的奧跡對創造 288 

的奧跡也有決定性的光照，它揭露了「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創 1:1) 的目的：從起初天主就想到了在基督內新創造的光榮2 。 1043 

1 聖職部，〈教理講授指南＞ 51. 2 參閱羅8:18-23.

為此，逾越節晚上，慶祝在基督內新的創造時，讀經即以創世紀開 281 
始﹔同樣，在拜占廷的禮儀中，創世紀也是主的重大節日前夕的第一篇讀 1095 

經。根據古人的見証，為慕道者受洗而安排的訓導也遵循同樣的步，驟 1 。

1 參閱埃格里亞，〈聖地朝聖白記） 46:P臼 1,1047﹔聖奧恩定，〈教理蒙訕。 3,5: PL 40,256. 

一、有關創造的教理講授

有關創造的教理講授十分重要，它涉及人類和基督徒生活的 282 

基礎：事實上，它使基督徒信仰為每個時代的人所發出的基本問

題1 ，給予明確的答覆：「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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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起源為何？」「我們的終向是甚麼？ J 「一切存在的東

西將何去何從？」起源及歸宿這兩個問題，是不可分的。它們對

1730 我們的生活和行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和方向。

1 NA2. 

283 世界和人類的起源問題，曾是許多科學研究的對象，使我們對宇宙

159 的年代與幅度、生物的變遷、人類的出現等知識充實了很多。這些發現促

341 使我們更讚嘆造物主的偉大，戚謝祂的各項工程及賜予學者與研究者的聰

明不口智慧。他們可與撒羅滿同聲說道：「是祂把所有事物的正確知識賜給

了我，使我明暸世界的構造，和元素的能量．．．．．．因為教導我的，是造萬物

的技師 智慧」（智 7:17-21) 。

284 對這些研究的濃厚興趣，乃發自另一層次的問題、超越自然科學本

身的範圈。這問題並非只想知道物質宇宙何時及怎樣形成，人類何時出

現，而是要發掘這種起源的意義何在：它是發自巧合、盲目的命運、莫名

的需要呢？抑或受制於一位超越的、聰明的、良善的、稱為天主的存有？

如果這世界是來白天主的智慧和良善，那麼為甚麼有邪惡呢？它從何而

來？誰要對它負責？有沒有解脫？

285 關於宇宙的起源問題，基督徒信仰一開始就要面對各種與自己不同

的答案。事實上，在古老的宗教和文忙中，可找到許多有關起源的神話。

有些哲學家認為一切都是神，世界就是神，世界的變他即是神的變他（泛

2郎 神論）。有些則說世界是天主的一種必然流露，它由這根源發出，又回到

祂那裡。另有一些人則主張有兩個永存的本原：善與惡、光明與黑暗，兩

者不斷在搏鬥（二元論，摩尼派善惡二元論）。按照這些觀念的一些說

法，世界（至少物質哩界）是壞的，是墮落的產品，故此應予排除或揖棄

( n佳識論）。有些人承認世界是神所造，可是像一個鐘錶，造了以後，就
讓它自生自滅（自然神論）。最後，有些人不接受世界有任何超越的來

源，而認為它純粹是一種永久存在的物質組合（唯物論）。所有這些解釋

28 都在說明萬物起源問題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只有人類會探討這樣的問題。

286 毫無疑問，人的智力已能對宇宙起源的問題找到答案。事實

32 上，人的理智之光，透過天主所造的萬物，己確實地認識造物主

37 天主的存在， 1縱使這種知識多次為錯誤所隱蔽或歪曲。為這緣

故，信德前來堅強及光照理智，好能正確地了解這些真理：「因

著信德，我們知道普世是藉天主的話形成的，看得見的是由看不

見的他成的」（希 11:3）。

1 參閱梵一： DS 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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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真理對整個人生如此重要，以致天主因其慈愛願意把 287 

一切有關創造的知識，為自己子民的得救而且文示給他們。除了每 107 

人可對造物主擁有的自然知識外 1 ，天主還逐漸地把創造的奧跡

屆交示給以色列民。祂揀選了聖祖們，使以色列民離開埃及，在選

拔以色列時，也創造和塑造了以色列 2 ：祂顯示自己就是那世上

萬民和整個大地都屬於祂的那位，而且是祂獨自「他成了天地」

（音永 115:15 ﹔ 124:8; 134:3) 。

1 參閱宗 17:24 29﹔羅 1:19-20. 2 參閱依 43:1.

如此創造的敢示，就跟唯一天主與其于民所訂盟約的敵示和 288 

實現是不可分的。創造的敢示是走向盟約的第一步，是天主全能 280,2569 

的愛第一個和普遍性的見証 1 。此外，創造的真理在先知們的預

言 2 、在聖詠3和禮儀的祈禱、在選民的智慧反省中 4 ，越來越有

力地表達出來。

1 參閱直lj 15:5﹔耶 33:19 26. 2 參閱依哇4:24. 3 參閱詠 104. 4 參閱蔑 8:22-31.

在聖經有關創造的所有文字中，創世紀的前三章佔著極為獨 289 

特的位置。從它們的文體去看，這些文章可能有不同的來源。受 3月

默感的作者們把它們放在聖經的開端，是要用莊嚴的話，來表達

創造的真理，即在天主內受造界的起源和歸宿、它的秩序和美

善、人類的召喚、罪惡的悲劇以及得救的希望等。在基督的光照

下，依照聖經的統一性和教會的生活聖傳去閱讀，這些文字就成 111 

為解釋「起源」諸奧跡的教理講授的主要來源：就是創造、墮

落、及救恩的許諾。

二、創造是天主聖三的工程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創 1:1) 。這幾個聖經開首的字 290 

句，肯定了三件事：永遠的天主給了一切在祂以外存在的事物一

個開端。唯獨祂是創造者（希伯來語 bara一一創造，常以天主為

主詞）。凡存在的一切（以「天地」的格式來表達）都屬於祂，祂 326 

給予它們存在。

「在起初已有聖盲．．．．．．聖言就是天主．．．．．．萬物是藉著祂而造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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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成的，沒有一樣不是由祂而造成的J （若 1:1 一3）。新約敢示天主

331 藉著永遠的聖吉、祂的愛子創造了一切。「天上和地上的一切，

都是藉祂而造成的......~切都是藉著祂’並為了祂而受造的。祂

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祂而存在」（哥 1:16-17）。教會的信

703 仰也承認聖神的創造行動：祂是「賦予生命者」 1 、「造物者聖

神」 2 、「萬善的根源」 3 。

1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2 〈自寺辰頌禱禮〉，首贊美詩〈造物者聖神，請降臨〉。

3 拜占廷禮，五句節晚禱禮儀詩節﹔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292 在創造中，子和神的行動與父的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行動，

這在舊約 1 中已有所暗示，在新約中敢示出來，被教會的信仰規

範 （regula 丑dei) 明確地肯定：「存在的只有一個天主．．．．．．祂就是

聖父、天主、造物者、創作者、安排者。祂由自己、即藉著祂的

仰 聖言和智慧，藉著子和神有如『自己的雙手』創造了一切」 2 。

257 創造是天主聖三的共同工程。

1 參閱詠33:6: 104:30; 1'/U 1:2-3. 2 聖依勒內，〈駁斥異論｝ 2,30,9; 4,20,1: PG 7/1,822; 1032. 

三、「世界是為了天主的光榮而受造j

293 這是聖經和聖傳不斷教導和慶祝的基本真理：「世界是為了

3刃， 344 天主的光榮而受造」 1 。聖文德解釋道：「天主創造了萬物，不

1361 是為增加自己的光榮，而是把這光榮顯示和通傳出來」 2 。因為

天主除了祂的慈愛和良善外，並無其他創造的理由。「當愛的鑰

匙一打開祂的手，萬物隨即出現」 3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解

釋道：

759 這唯一的真天主，以其慈善和全能，及其最自由的決定，在起

初就從虛無中創造了精神和有形的兩種受造物，這並非為增加

自己的幸福或獲得甚麼美善，而是透過祂所賜予受造物的美

善，來顯示自己的美善4 。

1 梵一： DS 3025. 2 聖文德，〈神學集成講解｝ 2,1,2,2,1. 

3 聖多瑪斯，〈神學集成講解｝ 2，前言． 4 梵一： DS 3002. 

294 天主的光榮在於使祂的慈善得以顯示和通傳，世界就是因此

2809 而受造。天主使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這是祂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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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計畫的決定，為頌揚祂恩寵的光榮」（弗 1:5-6）。「因為天主

的光榮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生命就是享見天主：如果天主透 1722 

過創造的敢示，己能使世上的一切生物獲得生命，那顯示天父的

聖言，更能使那些看見天主的人獲得生命」 1 。創造的最終目

的，就是「創造萬物的天主，也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15:28) ' 

一面獲得祂的光榮，一面達致我們的幸福」 2 0 l如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20,7: PG7/1,1037. 2 AG2. 

四、創造的奧跡

天主以智慧和愛去創造

我們相信世界是天主按照祂的智慧造成的 1 ，而非任何需 295 

要、盲目命運、或偶然的產物。我們相信世界是發自天主自由的

意志，祂願使受造物分享祂的存在、祂的智慧和祂的慈善：「妳

創造了萬物，萬物都是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默4: 瓜，的l

11) 。「上主，你的他工，何其浩繁！全是你以智慧所創造」（詠

104:24）。「上主對待萬有，溫和善良，對祂的受造物，仁愛蔥、

于羊」 （音求 145:9) 。

1 參閱智 9:9.

天主「從無中J 創造

我們相信天主為了創造，並不需要任何預先存在的東西，也 296 

不需要任何援助 1 。創造也並非天王實體的必然流露2 。天主自 285 

由地「從無中」創造3 。

如果天主從已存在的物質中造出世界，那又有甚麼了不起呢？

一個人類的技師，當你給他材料時，他也會製造他想製造的事

物。反之，天主的能力正好在這一點上顯示出來，就是祂能從

無中，創造祂所喜愛的一切4 。

1 梵一（1869-1870): DS 3022. 2 同上： 3023-3024. 3 拉特朗固 0215): DS 800; 
梵一： DS 3025. 4 聖德奧斐羅﹒安提約墓，〈向奧都利証道｝ 2,4: PG 6,1052. 

天主「從無中」創造的信仰，可由聖經証明，是充滿許諾和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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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希望的真理。那七個兒子的母親曾在他們殉道時這樣鼓勵說：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出現在我的腹中﹔不是我給了你們靈魂與生

命，也不是我構成了你們每一個人的身體。世界的創造者，既然

形成了最初的人，賜予萬物以起源，也必仁慈債還你們的靈魂和

生命，因為你們現在為愛護祂的法律捨生致命．．．．．．我兒，請fCP視

天、俯視地，觀察天地間形形色色的事物！你該知道，這一切都

是天主從無中造成的，人類也是如此造成的（加下 7:22-23,28）。

298 既然天主能夠從無中創造，祂也能藉聖神賜予罪人靈性的生

13刀， 992 命，在他們內塑造一顆純潔的心 1 ，藉復活而賜予死去的人肉身

的生命，祂是「叫死者復生，叫那不存在的成為存在的那位」

（羅 4:17）。祂既然藉著聖言能從黑暗中發出光明 2 ，祂也能把信

德之光賜予那些不認識祂的人3 。

1 參閱詠51:12. 2 參閱劃 1:3. 3 參閱格後 4:6.

天主創造了和諧與美好的世界

299 由於天主是以智慧創造，祂的他主是有秩序的：「你處置－

339 切，原有一定的足度、數目和重量」（智 11:20）。在永遠的聖言

內、並藉著祂、即「看不見的天主的肖象」（哥 1:15）而受造的萬

物，是指向天主的肖象 l 一一人，並供人用，而人本身奉召與天

衍， 1147 主建立位際的關係。我們的理解力，由於分享天主的理智之光，

可以明白天主透過造他對我們所說的話2 ，雖然我們要用很大的

努力，謙恭地去面對造物主和祂的工程 3 。萬物出白天主的美

善，也分享這種美善（「天主看了認為好．．．．．．很好」：創 1:

358 4,10,12,18,21,31）。因為天主願意把創造作為禮物送給人，作為

2415 一種保留和託付給人的產業。教會曾多次須為創造的美善辯護，

包括物質的世界在內 4 。

1 參閱創 1:26. 2 參閱詠 19:2-5. 3 參閱約 42:3. 4 參閱大良一世，〈何其美哉〉書函：

DS286：布拉加第一屆會議： DS 455-463﹔拉特朗四： DSSOO﹔弱冷翠： DS 1333﹔梵一： DS 3002. 

天主既超越又臨在受造界

300 天主無限地大於自己所有的工程 1 ：「祂的威嚴遠比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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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 8:2），「上主的偉大，不可測量」（詠 145:3）。由於祂是至高 刃，m

和自由的造物主，是萬有的第一因，祂深入地臨在於所有的受造

物中：「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祂內」（東 17:28）。依照

聖奧思定所說的話，祂「比我最卓越的更卓越，比我最內在的更

內在J 2 。

1 參閱德 43:28. 2 聖奧恩、定，〈懺悔錄｝ 3,6,11: PL 32,688. 

天主保存和支持受造界

天主創造了萬物後，並沒有置之不顧。祂不但賜給它們存 301 

在，還時時刻刻地保存著它們，給予它們活動的能力，引導它們 1951, 396 

達到自己的終向。承認這種對造物主的完全依賴性，乃智慧、自

由、喜樂和信賴的根源：

的確，你愛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如果你憎恨甚麼，你必

不會造它。如果你不願意，甚麼東西能夠存在？如果你不吩

咐，甚麼東西能夠保全？愛護眾靈的主宰！只有你愛惜萬物，

因為都是你的。（智 11:24-26)

五、天主實現祂的計畫：天主的眷顧

受造界有其本身的長處和美善，但從造物主手中出來時，並 302 

非全部完成的。它「在過程中」 (in statu viae） 受造，邁向天主

為它指定的、仍須達成的最後的完美。天主引導受造物邁向這種

完美的各項措施，我們稱之為天主的眷顧。

天主以祂的眷顧保護及掌管所創造的一切，「智慧施展威力，

從地極直遠地極，從容治理萬物」（智 8:1) 。因為「萬物在祂眼

前都是袒露敞開的」（希 4:13），包括受造物將要實現的自由行

為在內 1 。

1 梵一： DS 3003. 

聖經的証據是一致的：天主的眷顧是具體和直接的關懷，祂 303 

關心一切，由最細微的事以至世界和歷史的大事。聖經極力強調

天主對事件演變的絕對主權：「我們的天主在天上居住，祂創造 269 

了所喜愛的萬物」（詠 115:3）﹔又談及基督說：「祂開了，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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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關﹔祂關了，無人能開」（默 3:7）﹔「人在心中盡可策畫多

端，實現的卻是上主的計畫」（嚴 19:21 ）。

304 我們可以發現，聖經的主要作者 聖神，多次把一些行為歸於天

主，而不提及第三因。這並非一種原始的「說法」，而是一種深入的方

2568 式，來提醒人有關天主的至高權威，和祂對歷史和世界的絕對主權 1 ，從

而教導我們對祂的信賴。聖詠的祈禱，就是教導這種信賴的偉大學校2 。

1 參閱依 10:5 15; 45:5-7﹔申 32:39﹔德 11:14. 2 參閱詠22; 32; 35﹔ 103﹔ 138 等等。

305 耶穌要求我們對天父的眷顧懷有赤子般的信賴，祂對自己子

2115 女們的需要照顧得無微不至。「你們不要憂慮說：我們吃甚麼，

喝甚麼，穿甚麼？．．．．．．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你們

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的」（瑪 6:

31-33)1 。

l 參閱瑪 10:29 31. 

眷顧與第二因

306 天主是自己計畫的最高主宰。不過，在實施計畫時，祂也利

1884 用受造物的合作。這並不表示祂的無能，而是顯示出全能天主的

i切 偉大與慈善。因為天主不但賜予受造物存在，也賜予它們這種尊

嚴，可以自主行動，彼此互為原因，從而合力完成祂的計畫。

307 對於人，天主甚至讓他們能自由地參與祂的照顧，把「管

l師， 373 理」和統治大地的責任託付給他們 1 。這樣，天主使人運用其自

的4,2427 由和理性，去完成創造的工程，使它更趨和諧，以造福他們和他

們的近人。雖然人類合作者多次意識不到這天主的聖意，然而藉

2738 著他們的善工、祈禱、甚至痛苦 2 ，他們能刻意地進入天主的計

的， 1505 畫。那時他們便全面地成了「天主的助于」（格前 3:9﹔得前 3:2)

和天國的合作者3 。

l 參閱盡lj 1:26-28. 2 參閱哥 1:24. 3 參閱哥 4:11.

308 天主在受造物的所有行動中運作，這真理跟天王為造物主的

信條分不開。祂是在第二因內及藉第二因而工作的第一因：「因

為是天主在我們內工作，使我們願意，使我們力行，為成就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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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斐 2:13)1 。這項真理並未削弱受造物的地位，反而予以

加強。受造物既來自天主的大能、智慧和慈善，一離開它的根源 970 

便一無所能，因為「受造物無造物主，勢必消失」 2 ﹔更不能沒

有祂恩寵的助佑而達到自己最後的終向 3 。

1 參閱格前 12:6. 2 GS 36,3. 3 參閱瑪 19:26﹔若 15:5﹔斐 4:13.

眷顧與惡的難題

既然全能的天父，是美好與和諧的宇宙的創造者，悉心照顧 309 

所有的受造物，那麼，為甚麼會有邪惡存在？對這個如此迫切又 帥，均

不可避免、如此痛心而又深奧的問題，任何倉卒的答案都是不足

夠的。唯有整體地看基督徒信仰，才有這個問題的答案：創造的

美好、罪惡的悲劇、天主耐心的慈愛。天主藉著各種盟約、祂聖

子的降生救贖、聖神的恩賜、教會的建立、聖事的力量，以及藉

著幸福生活的召喚，來與人類接觸。對這幸福的生活，自由的

受造物被邀事先同意，然而，由於一個可怕的奧秘，他們也可事

先迴避。基督徒的訊息中，沒有一點不對惡的問題部分地提出答 2805 

寞。

然而，天主為甚麼不創造一個沒有惡存在的完美世界呢？天 310 

主以祂無限的能力，常常可以創造更美好的事物 1 。可是，天主 的

以祂無限的智慧和慈愛，願意自由地創造一個「在過程中」的世

界，邁向它最終的完美。這種演變在天主的計畫中，會牽涉某些 1042-1050 

事物的出現及另一些事物的消失，有較為完美的，也有不甚完美 342 

的事物﹔有自然界的成長，也有敗壞。因此，只要受造物尚未達

致它的圓滿2 ，有物質的善，也有物質的惡。

1 參閱STh 1,25,6. 2 參閱聖多瑪斯，〈反異敦大全＞ 3,71. 

天使和人類，作為理性和自由的受造物，應該以自由的抉擇 311 

和高於一切的愛，走向他們終極的目標。因此，他們有誤入歧途 396 

的可能。事實上，他們確曾犯了罪。於是倫理的惡就進入了世 1849 

界，就其嚴重，「生來說，它與物質的惡不能相比。無論直接或間接

地，天主絕不是倫理惡的原因 1 。不過，為了尊重受造物的自

由，祂容許惡發生，並奇妙地從惡中引發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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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天主．．．．．．因為祂是至善的，絕不容許任何惡存在於自己的

工程中，除非祂有充分的能力和仁愛，足以從惡本身引出善來2 。

1 參閱聖奧思定，〈論人之自由｝ 1,1,1: PL 32,1221-1223; STh 1-2, 79,1. 

2 聖奧恩定，〈信望愛三德彙論｝ 11,3: PL 鉤，236.

312 這樣，假以時日，我們可發現天主在祂的全能眷顧中，能由

受造物所造成的惡果，甚至是倫理的惡果中，引出善來。若瑟對

他的哥哥們說：「叫我到這裡來的並不是你們，而是天主．．．．．．你

們原有意對我作的惡事，天主卻有意使之變成好事．．．．．．挽救了許

多人民的↑生命」（創 45:8 ﹔ 50:20)1 。整個人類所犯過的最大的倫

598-600 理惡，莫過於拒絕及殺害天主聖子，這是由全人類的罪過所造成

1994 的。但天主以祂極豐富的恩寵 2 ，從中獲取最大的善，就是基督

的光榮和我們的救贖。可是，惡並不因此而變成善。

l 參閱多 2:12-18 （拉了通行本）． 2 參閱羅 5:20.

313 「天主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羅8:28）。聖人們的見証

227 不斷地証實了此項真理：

聖女加大利息內﹒西恩那給「那些面對不幸的事而反感和抗拒的

人」說：「一切都來自愛，一切都為使人得救而安排，天主所

作的無非是為這個目的」 1 。

聖多瑪斯﹒摩爾在殉道前安慰他的女兒說：「除非天主願意，

甚麼事情也不會發生。我深信無論發生甚麼事，不管它外表看

來是多麼的壤，實際上常是對我們最好的」 2 。

朱利安﹒諾里奇也說：「我靠天主的恩寵學會要堅決地保守信

德，．．．．．．我應根據和熱切相信吾主在此刻所展示的一一一切都

會轉好」 3 。

1 聖女加大利肋﹒西恩、那，〈對話集＞ 4,138. 2 聖多瑪斯﹒摩爾，〈獄中書信〉。

3 朱利安﹒諾維奇，〈天主聖愛的敢示＞ 32. 

314 我們堅決相信，天主是世界和歷史的主宰，但祂所眷顧的人

1040 間旅程卻往往不為人知。只有到了終點，當我們完結局部的知

識、「面對面」地（格前 13:12）看見天主時，我們才能完全認識

這些道路，天主就是沿著這些道路，甚至經歷過壞事和罪惡的悲

切。 劇，要引導祂的受造物，抵達那最後的安息的祥和中 1 ，天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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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此而創造了天地。

l 參閱創 2:2.

撮要

天主在創世和造人時，已為祂全能的愛心和智慧留下初步和 315 

廣泛的痕跡，也初次宣布了祂的「慈愛計畫」，其目的是指

向基督內的新創造。

雖然創世工程特別歸於聖父，然而父、子、聖神同是創世的 316 

唯一及不可分的本原，也同樣是信德的真理。

天主獨力創造，是祂自由地及直接地創造了宇宙，無需任何 317 

其他的協助。

任何受造物都沒有無限的能力，足以名正言順地「創造」事 318 

物，就是使那未存在過的存在（傳統A庄之為「從無中創造」 1）。

1 參閱教學部，〈多瑪斯哲學論題〉法令： DS 3624. 

天主創造了世界，是為顯示及通傳祂的光榮。使祂的受造物 319 

能分享祂的真理、祂的慈善、祂的美麗，天主正是為了這光

榮而創世。

創造了宇宙的天主，藉著祂的聖言，「這以自己大能的話支 320 

撐萬有的聖子」（希 1:3），及藉著賦予生命的創造之神，繼

續保持宇宙的存在。

天主的眷顧就是祂以智慧和慈愛，引導萬物達到自己最後終 321 
向的各項措施。

基督勸我們要以赤子之情將自己交付給天父的眷顧 1 ，聖伯 322 

多祿宗徒也回應說：「將你們的一切掛慮都託給祂，因為祂

必照顧你們」（伯前 5:7)2 。

1 參閱詠55:23. 2 參閱瑪 6:26-34.

天主的眷顧也透過受造物的行動而運作。天主賜給人類自 323 

由，使能與祂的計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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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天主容許物質惡和倫理惡，這是一個奧跡。天主藉其聖子耶

穌基督予以闡明，聖子為了戰勝罪惡，死而復活。信德使我

們肯定，天主不會容許惡發生，除非祂從惡中引發出善。至

於祂所採取的途徑，我們只有在永生中才能完全得悉。

第五節天與地

325 宗徒信經宣認天主是「天地的創造者」’尼西亞﹒君士坦丁

堡信經則闡述：「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祂所創造的」 0

326 在聖經上，「天地」三字指一切的存有，整個的受造界，也

290 括在受造物之間的聯繫。聖經既把天地連接又將之區別：「地」

1023 2794 是人的世界 1 ，「天」或「諸天」這些詞可以指穹蒼2 ，也可指

天主自己的「地方」：所以，我們的「在天之父」（瑪 5:16)3 也

可指末世的光榮「天堂」。最後，「天」字也指環繞天主左右的

精神體受造物 天使所在的「地方」

1 參閱詠 115:16. 2 參閱詠 19:2. 3 參閱詠 115:16.

327 拉特朗第四屆大公會議的信仰誓詞肯定說：「天主在時間的

296 肇始，就從無中創造了精神的與物質的受造物，即天使和大地﹔

其後，祂又造了人類，具有靈魂和肉體，好像是集二者之大

成」 1 。

1 拉特朗四 0215): DS 800﹔參閱梵一： DS 3002﹔〈天主子民信經＞ 8. 

一、天使

天使的存在是信仰的真理

328 沒有肉身的精神體受造物，聖經過常稱之為天便。他們的存

150 在是信德的真理。聖經的証據一如聖傳的一致性同樣地明確。

天使是誰？

329 聖奧思定論及天使說：「天使一詞是指職務，而非本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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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問玄之這本性的名稱，則回答說是天神﹔如果問及職務，則回答

說是天使。按著他的本性是天神，按著他所執行的職務則是天

使」 1 。從他們的整個本質看來，天便是天主的侍從和使者。由

於「他們時常看到在天之父的面」（瑪 18:10），他們是「執行祂

命令的大能臣f槳，又是服從上主聖言的聽命公侯」（詠 103:20）。

1 聖奧恩定，〈聖詠漫談｝ 103,1,15: PL37,1348-49. 

他們由於是純粹精神體的受造物，具有理智和意志：是有位 330 

格 l和不死不滅的2受造物。他們遠比一切有形的受造物完美。

他們榮耀的光輝足可証明此事3 。

l 參閱比的十二世，〈人類〉過論： DS 3891. 2 參閱路 20:36. 3 參閱達 10:9 12. 

基督「聯同祂所有的天使」

基督是天使世界的中心。他們是「祂的天使」：「當人子在 331 

自己的光榮中，與祂的眾天使一同降來時．．．．．．」（瑪 25:31) 。天

使們是祂的，因為他們是藉著祂並為了祂而受造：「因為天上和 別

地上的一切，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

是率領者、或是掌權者、都是在祂內受造的﹔一切都是藉著祂，

並為7祂而受造」（哥 1:16）。他們更是祂的，因為祂使他們成為

祂救恩計畫的使者：「他們豈不都是奉職的神，被派遣給那些要

承受救恩的人服務嗎？」（希 1:14）。

天使們自創造開始 1及在整個的救恩史中，都曾或多或少地 332 

傳報道救恩，並為實現天主的援救計畫服務，如：關閉了樂園之

門 2 、保護羅特3 、極救哈加爾及她的孩子4 、及阻止亞巴郎下手

祭子5 ﹔法律是「藉天使的手」（黑 7:53）而傳報，他們引導天主

的子民 6 ，預告誕辰7和使命 8 ，以及庇祐先知等等9 ，以上只是

略舉幾個例子而已。最後，是加俾額爾天使預告了前驅（洗者若

翰）及耶穌本人的誕生 10 。

l 參閱約 38:7. 2 參閱直lj 3:24. 3 參閱創 19. 4 參閱劃 21:17. 5 參閱創 22:11.

6 參閱出 23:20-23. 7 參閱民 13. 8 參閱民6:11-24：依 6:6. 9 參閱列上 19:5.

10 參閱路 1:11,26.

降生的聖吉由誕生至升天，一生都活在天使的朝拜和服侍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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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當天主引領首生子進入世界的時候，說：『天主的眾天使

別 都要崇拜祂』」（希 1:6）。他們在基督誕生時所唱的讚頌歌，至

今仍不斷地在教會的歌詠中迴響著：「天主在天受光榮...... J 

（路 2:14）。他們保護了耶穌的童年 1 ，在曠野中侍候祂2 ，在山

圍祈禱中安慰祂3 ，那時耶穌大可讓天使從敵人手中將祂救出 4 ' 

如同過去發生在以色列一般5 。此外，又是天使們「傳播福音」

（路 2:10），向人宣布基督誕生 6和復活 7的喜訊。當基督再次來

臨時，由他們傳報8並為祂的審判在旁侍候 9 0 

1 參閱瑪 1:20: 2:13,19. 2 參閱谷 1:12：瑪 4:11. 3 參閱路22:43. 4 參閱瑪 26:53.

5 參閱加下 10:29-30; 11:8. 6 參閱路2:8-14. 7 參閱谷的：5-7. 8 參閱宗 1:10 11. 

9 參閱瑪 13:41 ﹔ 24:31：路口：8-9.

在教會生活中的天使

334 同樣，整個教會的生活都享有天使們的奇妙和有力的援助 1 0 

1 參閱于其 5:18-20﹔ 8:26-29: 10:3 8; 12:6-11; 27:23-25. 

335 在禮儀中，教會聯同天使去崇拜「聖！聖！聖！」的天

1138 主 1 ﹔呼求天使們的助佑（如追思禮儀中的「願天使導引你到天

堂．．．．．．」又或拜占廷禮儀中的「革魯、賓之歌」），並特別慶祝

某些天使的紀念日（聖彌額爾、聖加俾厄爾、聖辣法厄爾、護

守天使）。

336 

1020 

1 〈羅馬彌撒經書〉，「宮、聖、聖」。

人的生命由開始 1 至死亡 2 ，常由天使所保護 3 和代

禱 4 0 「每個信徒都有一位天使在他身旁作為保護者和牧者，為哥︱

導他達到永生J 5 0 從此世開始，基督徒生活已藉信仰，參與結

合於天主的天便和人類的真福團體。

1 參閱瑪 18:10. 2 參閱路 16:22. 3 參閱詠 34:8﹔ 91:10-13. 4 參閱約33:23 24; lili 1:12; 
多 12:12. 5 聖巴西略﹒凱撒里亞，〈駁斥歐諾彌書｝ 3,1: PG 29,656B. 

二、有形可見的世界

337 是天主創造了豐盈富庶、多采多姿及秩序井然的有形世界。

2月 聖經象徵式地把造物主的工程，描述成連續六天白守神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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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七天的「休息」中完成 1 。聖經在談及創造時，教導天主

為挂救我們所敢示的真理2 ，可使我們「認識整個造化工程的內

在本性、價值及其光榮天主的目的」 3 。

1 參閱直lj 1:1 2:4. 2 參閱DV 11. 3 工β36,2.

293 

一切都靠造物主天主存在。世界是天主藉其說話從無中創造 338 

時，才有了開始。一切存有、整個自然界、整個人類史，都奠基 297 

於這件開天闢地的大事：就是世界形成和時間肇始的原本起源 1 。

1 參閱聖奧恩定，〈論創世紀 駁斥摩尼派異端＞ 1品4: PL 35,175. 

每個受造物都有自己的美善和優點。對「六天」內的每項工 339 

程都這麼說： 「天主看了認為好」 o 「基於受造物的本質，萬 2501 

物能都有其穩定、其實、和美善的特性，也有自己的規律和秩 299 

序J 1 。各樣受造物在它們的本性內，各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出天

主無限智慧和良善的一線光芒。為此，人該尊重每個受造物的優 226 

點，以免濫用事物，從而輕視造物主，並為人類和他們的環境帶

來可怕的後果。

1 GS 36,2. 

受造物的彼此依賴是天主所願意的。太陽、月亮、樹木、花 340 

草、老鷹、麻雀：種類的繁多與差別給我們說明，沒有一樣受造 l刃7

物是自給自足的，它們只能相互依存，好能互補不足、相輔相

成。

宇宙的美麗。從萬物的差異和它們相互的關係，產生了受造 341 

世界的秩序與和諧。人類逐漸發現這些關條並將之視為自然律。

它們是學者們讚嘆的對象。受造物的美麗反映出造物主無限的美 283, 2500 

麗，應做發人類理智和意志的尊重與服從。

受造物的等級是由「六天」創造的次序來表達，從較不完美 342 

的到較完美的。天主愛祂的一切受造物 1 ，也照顧其中每一樣， 310 

甚至於麻雀。然而，耶穌說：「你們比許多麻雀尊貴多了」（路

12:6-7），又說：「人比羊貴重得多了！」（瑪 12:12)

1 參閱詠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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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人是創造工程的巔峰。聖經的敘述，清楚地把人的創造跟其

幼 他事物的創造分開 1 。

1 參閱創 1:26.

344 所有受造物息息相關，這是由於所有受造物都有同一個造物

293, 1妙， 主，而且都是為祂的光榮而受造的。

2416 
我玉，原買你因萬物而受讚頌，尤其是因太陽哥哥，它使白天出

現，以它的光照耀我們。它是美麗的，光輝燦爛，並向我們談

及神，至高的上主。

12月 我主，願妳因水妹妹而受讚頌，它很有用、謙虛、寶貴、和純

潔．．

我玉，願你因我們的母親大地而受台贊頌，她負載我們，滋養我

們，出產許多果實及色彩繽紛的花草．．．．．．

請你們歌頌干口音贊美我的天主，並謙虛地稱謝和事奉祂1 。

1 聖方濟﹒亞西西，〈太陽歌〉。

345 安息一一「六天」工程的結束。聖經說：「到第七天，天主

2168 造物的工程已完成」，「這樣，天和地都完成了」：天主「就在

第七天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為聖

日」（創 2:1-3）。這些出自默感的話，充滿著有益的教訓：

346 天主在創造時真立了一個基礎和一些持久不變的法律 1 ，信徒可滿懷

21的 信心地依賴這些法律，因為它們是天主盟約忠誠不變的標誌和保証2 。在

人方面，他該效忠這個基礎並尊重造物主刻於其上的法律。

l 參閱希 4:3 4. 2 參閱耶 31:35-37; 33:19 26. 

347 萬物是為了安息，也即是為了敬禮和呆拜天主而創造的。敬禮銘刻

1145-1152 在創造的秩序中 1 。聖本篤的會規說： 「別把任何事放在敬禮天主之

前」 2 ，這指出人的操心應有的秩序。

1 參間會！J 1:14. 2 聖本篤，〈會規） 43,3: PL 66,675-676. 

348 安息是處於以色列法律的核心。遵守誡命就是符合天主在造化工程

2172 中所表達的智慧和意願。

349 第八天。但為我們有了新的一天：就是基督復活的日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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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完成第一次的創造，第八天則開始了新的創造。這樣，創造 2174 

的工程在更偉大的救贖工程上達到了巔峰。第一次的創造在基督 1046 

內新的創造中，找到它的意義和巔峰，新創造的光輝比第一次創

造的更勝一籌 1 。

1 參閱〈羅馬彌撒經喜〉’逾越節勻，夜，請在莖一後的情詞。

撮要

天使是精神體的受造物，他們不斷地光榮天主並執行祂對其 350 

他受造物的救恩計畫。「天使協助一切有益於我們的事」 1 。

1 STh 1,114,3,ad 3. 

天使環繞著基督、他們的主，尤其在實現拯救眾人的使命上 351 

為祂效勞。

教會恭敬天使f門，因為他們能在現世的旅途上協助教會，並 352 

保護所有的人。

天主願意祂的受造物各不相同，各有所長，相輔相成，層次 353 

分明。祂預定所有物質的受造物以人類的利益為終向﹔整個

受造界通過人和人一起以天主的光榮為依歸。

尊重那銘刻在受造物中的規律及來自事物本性方面的關係’ 354 

乃明智的原則和道德的基礎。

第六節人

「天主照自己的肖象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象造了人：造 355 

了男人和女人」（創 1:27）。人在受造界中，享有獨一無二的地

位：（一）他是「按照天主的肖象」：（三）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

在他本性上合而為一﹔（三）被造成「男和女」﹔（四）天主把人

安置在祂的友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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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天主的肖象」

356 在一切有形的受造物中，唯獨人「能認識及愛慕自己的造物

1703,2258 主 J 1 ﹔人是「世上唯一的受造物，是天主為了人本身所要的」 2﹔

只有人奉召在知識和愛情上，分享天主的生命。人就是為這目的

225 而受造，而且也是人有其尊嚴的基本理由。

干部為了甚麼理由使人享有這麼大的尊嚴？肯定是那無窮的愛，林

295 因這愛注視了在你內的受造物，並深深地愛上他。因為你為了愛

而創造了他，為了愛而使他存在、具有品嘗林永福的能力 3 。

1 GS 12,3. 2 GS 24,3. 3 聖女加大利息內﹒西恩那，〈對話集＞ 4,13：參閱〈時辰頌禱禮〉，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誦讀。

357 由於人按照天玉的肖象而存在，每個人都有位格的尊嚴﹔他

的3 不只是一個物品，而是一個人。他能認識自己、擁有自己、自由

1877 地奉獻自己、並與其他的人溝通。他因恩寵而奉召與自己的造物

主訂立盟約，向祂作出無人可替代的信仰和愛的回應。

358 天玉為人創造了一切 1 ，但人被造是為事奉和愛慕天主，把

299, 901 整個受造界奉獻給祂：

有甚麼東西在受造時得到如此優過？只有人，因為人具有偉大

而奇妙的活生生形態，在天主眼中七七整個受造界更為貴重。天

空、大地、海洋及整個受造界都是為人而存在，而且天主對人

的得救如此重視，甚至連自己的獨生子也不顧惜。因為天主從

不間斷地提拔人到祂眼前，使他坐在自己的右邊2 。

1 參閱GS 12,1：鈍，3﹔鉤，1. 2 金口聖若望，〈講劃世紀的道理｝ 2,1: PG 54,587D『588A.

359 「事實上，只有在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跡內，才能真正解

1701 釋人的奧跡」 1 : 

388, 411 保樣宗徒告訴我們：有兩個人給了人類起源，就是亞當和基督．．．．．．

第一個亞當成了有生命的人，最後的亞當成了賦予生命的神。第

一個亞當為後者所造成，也從祂接受了靈魂而得以生活．．．．．．第三

個亞當在塑造第一個亞當時，在他身上刻了自己的肖象。祂擔當

了第一個亞當的角色並接受他的名字，以免失去祂按自己的肖象

而創造的本意。有第一個亞當，有最後的亞當：第一個亞當有一

個開始，最後的亞當卻沒有終結。因為這最後的亞當其實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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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因為祂說：「就是我，只有我是元始和終結」 2 。

1 GS 泣， 1. 2 金吉夏伯多祿，〈講道集） 117: PL 52,520B：參閱〈時辰頌禱禮〉’

零年期第二十九過星期六誦讀。

由於人類同出一源，因而形成了一個整體，因為天主「由一 360 

個人造了全人類」（宗 17:26)1 : 

我們所瞻仰的奇妙景象就是人類同出一源 天主．．．．．．：大家

都有同一的本性：由物質的肉身和精神的靈魂所組成：大家都

有同一的直接目標和在世的使命﹔同一的居所一一大地，它的

資源人人都能按自然的權利加以使用，以維持和發展自己的生

活﹔同一的超性終向一一天主，人人都要歸向祂﹔同一個達到

那終向的途徑：．．．．．．大家都是基督以同一贖價贖回來的2 。

1 參閱多 8:6. 2 比的十二世，〈至高司祭〉通諭（20.10.1939) 3：參閱 NAl.

225, 404, 
775, 831, 
842 

「人類的連帶責任與愛德的這條法律」 1 ，給我們保証所有 361 

的人，包括各式各樣的人、文他和民族，確實都是兄弟姊妹。 l刃9

i tc約十二世，〈至高司祭〉過論 3.

二、「靈魂和身體合而為一」

人是按照天主肖象而受造的，是一個同時具有物質和精神的 362 

存有。聖經以一種象徵性的語盲表達了這個事實：「天主用地上 11咐， 2332

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

的生物」（盒lj 2:7）。所以整個的人成為天主愛的對象。

很多次，靈魂一詞在聖經裡是指人的生命 1 ，或指完整的人 363 

的位格 2 。但也指人心內最隱密的3 、最有價值的4和特別使他成 17的

為天主肖象的一切：「靈魂」是指人的精神本原。

1 參閱瑪 16:25-26﹔若 15:13. 2 參閱宗 2:41. 3 參閱瑪26:38﹔若 12:27.

4 參閱瑪 10:28﹔加下 6:30.

人的身體分享「天主肖象」的尊嚴：它是人性的身體，正因 364 

為是一個屬于申的靈魂使它活起來，而且是整個的人要在基督的身 1004 

體內，成為聖神的宮殿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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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由肉體、靈魂所組成的一個單位。以身體而論，人將物質世

界各樣事物匯集於一身。於是，物質世界便藉人抵達其高峰，並

2289 藉人歌頌造物主。故此，人不應輕視其肉體生命，而應承認其肉

體的美善而加以重視﹔因為肉體由天主所造，末日又將復活2 。

1 參閱格前6:19 20; 15:44-45. 2 GS 14,1﹔參閱達 3:57-80.

365 靈魂和身體的結合是如此密切，以致該視靈魂為身體的「

形」（forma)l ：這表示基於靈魂，由物質組成的身體成為一個活

生生的人的身體。在人身上，精神和物質並非兩個本性連接在一

起，而是兩者結合而成獨一的本性。

1 參閱維也納 (1312): DS 902. 

366 教會教導我們，每個靈魂都直接由天主所造 1一一並非由父

1005 母所「產生」 而且是不死不滅的2 ：在死亡時靈魂與身體分

997 離，但並不因此而混滅，並會在末日復活時，重新與身體結合。

1 tt約十二世，〈人類〉通諭： DS 3896; ＜天主子民信經＞ 8. 2 參再說由寺朗五（1513): DS 1440. 

367 有時人會把靈魂與神魂（spirit) 加以區別，就如聖保祿這樣

2083 祝禱說：「將你們整個的神魂、靈魂和肉身，在我們的主來臨

時，保持得無瑕可指」（得前 5:23）。教會教導我們，這樣的區

別並不構成靈魂的二元↑生 1 。 「神魂」是指當人被創造時，人已

被賦予超性的終向 2 ，又指人的靈魂能被天主無條件地提昇到與

祂共融的境界3 。

1 君士坦7堡四（870): DS 657. 2 梵一： DS3005﹔參閱 GS 22,5. 3 參閱北約十二世，

〈人類〉通論： DS 3891. 

368 教會的靈修傳統也強調人心，即按聖經所指是「人的最深之

處」 1 ，人就是在那深處決定是否接納天主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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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耶 31:33. 2 參閱申 6:5﹔ 29:3﹔依 29:13﹔則 36:26﹔瑪 6:21：路 8:15﹔羅 5:5.

2331-2336 三、「祂創造了男和女J

天主所願意的男女平等與差異

369 男和女都是天主所造，也即是天主所愛的：就人性而論，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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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完全平等的，但按其男女性別而論，則各有不同。「成為男

人」和「成為女人」乃天主所願意的美好事實：男人和女人都有

不可剝奪的尊嚴，直接來自他們的造物主 1 。男女都是「按照天

主的肖象」所造，具有同等的尊嚴。在他們「成為男人」和「成

為女人」的事實上，反映出造物主的智慧和慈善。

l 參閱創 2:7,22.

天主絕非按人的肖象而存在，祂既非男人亦非女人。天玉是純神， 370 
因此在祂內並無性別。然而男和女的「美善」多少反映出天主無限的美 刃， 239

善：例如母親 1 、父親及夫君2的美善。

1 參閱依 49:14-15﹔ 66:13﹔詠 131:2-3. 2 參閱歐11:1-4：耶 3:4-19.

吋目互依存j 一一「兩者結合為一」

天主創造男和女在一起，願意他們相互依存。天主聖吉透過 371 

聖經的不同章節使我們明白這點。「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 1605 

與他相稿的助于」（創 2:18）。沒有任何動物能成為人「心心相

印」的助于 1 。天主取用人的肋骨「塑造」了女人，並帶她到男

人面前，激發男人的驚嘆之聲，使他不禁發出愛慕和共融的呼

喊：「這才真是我的親骨肉」（創 2:23）。男人發現女人是另一個

「我」’具有同樣的人性。

1 參閱直lJ 2:19 20. 

男人和女人是為了「相互依存」而受造的，但並非指天主造 372 

了他們「一半」和「不完整的」。天主造了他們是為使人們彼此

共高血，各人都能成為另一個的「助于」，因為就位格而言兩者是

平等的（我的親骨肉．．．．．．），就男女性別而言則是互補的。在婚

姻中，天主把他們二人結合，「成為一體」（創 2:24），好能傳宗 16刀， 2366

接代：「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創 1:28）。男女作為夫妻

和父母，將人的生命傳遞給子女，以獨一無二的方式協助了造物

主的造他工程 1 。

l 參閱GS50,1.

在天主的計畫中，男女奉召以天主「管理者」的身分去「治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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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2415 理」大地 1 。這項至高權利不該是任意妄為和破壞性的操縱。按

照造物主的肖象去「愛護一切所有」時（智 11:24），男女奉召去

參與天主對其他受造物的香顧。因此他們對天主所託付的世界，

有其責任。

1 參閱劃 1:28.

四、樂園中的人

374 第一個人不但造得好，而且與創造者處於友誼中，與自己和

54 其他受造物也和諧相處，此種友誼及和諧只有那在基督內新造他

的光榮才能超越。

375 教會按新約和聖傳的指示，在正式解釋聖經語言的象徵意義

時，教導我們原祖亞當厄娃原是被安置在一個「原始聖德和義

l卯7 德 J 的狀態下 1 。原始聖德的恩寵就是「分享天主的生命」 2 。

I 特倫多 (1546): DS 1511. 2 LG 2. 

376 人生的一切幅度原先都被這恩寵的光輝所強忱。那時只要人

10侃， 1502 留在天主的親密友誼內，就不必死亡 1 ，也不必受苦 2 。人的內

部和諧、男女間的和諧3 、第一對夫婦與整個受造界的和諧，構

成所謂「原始義德」的情況。

1 參閱創 2:17﹔ 3:19. 2 參閱劃 3:16. 3 參閱重lj 2:25. 

377 天主從起初就使人作世界的「主人」’首先使人在其自身作

2514 主，自律自重。人就其整個的存有而言原是完整有序的，因為不

受三重的貪慾支配 1 ，這貪慾使人受制於感宮的快樂、財物的貪

婪，並使人自恃而反抗理性的命令。

1 參閱若~2:16.

378 人與天主親切交往的標記，在於天主把人安置在樂園中生

24刀， 2427 活 1 ，「叫他耕種，看守樂園」（創 2:15）：工作並非痛苦 2 ，而

是男女跟天主合作，使有形的受造界達致完美。

1 參閱劃 2:8. 2 參閱劃 3:17-19.

379 因著我們原祖的罪，天主在其計畫中為人所預定的原始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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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諧，便完全失去了。

撮要

「聖父．．．．．．林按照林的肖象造生了人類，使人管理世界，統 380 

御萬物，事奉祥、唯一的造物主」 1 。

1 〈羅馬彌撒經書｝ '1鼓恩經第四式 118.

人被預定，要按降生成人的天主聖子的肖象一一「那不可見 381 

的天主的肖象」（哥 1:15）一一再造，好使基督在眾多兄弟姊

妹中作長于 1 。

l 參閱弗 1:3-6﹔羅 8:29.

人是「由靈魂和身體所組成的一個整體」 1 0 信德道理確 382 

認：作為精神的及不死不滅的靈魂，乃直接由天主所造。

1 GS 14,1. 

「天主造的人不是孤單的，祂自起初便造了『男人和女人』 383 

（創 1:27），他們的結合便成為人與人共同生活的雛形」 1 。

1 GS 12,4. 

啟示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在犯罪前原有聖德和義德：從他們 384 

與天主的友誼中，湧流著他們在樂園生活的幸福。

第七節墮落

天主無限慈善，祂的一切工程都美好，可是沒有人能倖免痛 385 

苦，不能倖免自然的災害 這些看來是繫於受造物本身的局

限，尤其不能倖免倫理惡的問題。究竟惡是從哪裡來的呢？聖奧 309 

思定說：「我自問究竟惡從何而來，我卻不知如何回答」 1 ，他

那辛苦的探討只有在皈依生活的天主後，才找到了出路。因為

「罪惡的奧跡」（得後2:7）只有在「虔敬奧跡」（弟前 3:16）的光

照下才能彰顯。天主的聖愛在基督身上做示出來，一面顯示罪 457 

惡的廣泛，一面也顯示了恩寵的盈溢2 。因此，我們應該面對惡

的來源的問題，方法是以信德的眼目，注視那唯一使邪惡敗退的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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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9 征服者3 。

l 聖奧恩定，＜'I鐵悔錄｝ 7,7,11: PL32,739. 2 參閱羅 5:20. 3 參閱路 11:21-22﹔若 16:11 ﹔

若－ 3:8.

一、「那裡罪惡越多，恩寵也越豐富」

罪惡的事實

386 罪惡存在於人類的歷史中：任何人企圖忽視或以其他名稱表

連這晦暗的事實，都徒勞無功。嘗試了解甚麼是罪惡，首先必須

1847 承認人與天主的深切關係，只有在此關係中，罪惡才露出它拒絕

與反抗天主的真相，這一直是人的生命和歷史的重負。

387 罪惡的事實，尤其是原罪的事實，只有在天主毆示的光照下

1848 才能明瞭。若無敵示給予有關天主的知識，將不能清楚地認出罪

惡，而只能設法把它只解作成長的缺陷、心理的弱點、錯誤或社

會組織不足的必然後果等。只有認識了天主對人的計畫，才能明

1739 白罪惡是妄用自由，天主賜給受造的人自由，是要人用來愛祂和

彼此相愛的。

原罪一一信仰的一項主要真理

388 隨著做示的進展，罪惡的事實也得以明朗。雖然舊約的天主

的1, 208 子民通過創哩紀所敘述的墮落史，已多少認識人類的處境的痛

苦，但未能了解這種歷史的終極意義。唯有在耶穌基督的死亡和

359 復活的光照下，它的意義才完全顯示出來 1 0 為能認識亞當是罪

惡的禍根，必須認識基督是恩寵的泉源。是復活的基督所派遣的

729 護慰者聖神，前來審判世界的罪2並敢示那位贖罪者。

1 參閱羅5:12 21. 2 參閱若 16:8.

389 原罪的道理可以說是福音喜訊的「反面」’這福音就是耶穌

422 是眾人的救主，眾人都需要救恩，而救恩是藉基督賜予眾人。有

基督心意的教會 1清楚地知道，破壞原罪的敢示，必損害基督的

奧跡。

1 參閱格前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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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墮落的敘述

墮落的敘述（創 3）採用了象徵的語言，但肯定是一宗原創性 390 

的事件，發生在人類歷史的肇始 1 。敢示使我們確信，整個人類 289 

歷史都刻著我們原祖自由所犯的原始錯誤2 。

l 參閱 GS 13,1. 2 參閱特倫多 0545-1563): DS 1513 ：比約十二世，〈人類〉通論：

DS 3897﹔保祿六世， 1966年7月 11 日演講： AAS 58 (1966) 654. 

二、天使的墮落

在我們原祖抗命性抉擇的背後，有一個誘惑者的聲音反抗天 391 

主 1 ，他為了嫉妒而使原祖陷入死亡 2 。聖經和教會聖傳視之為 2538 

一個墮落的天使，號稱撒嬋或魔鬼3 。教會教導我們，他起初是

好天使，由天主所造。「事實上魔鬼和其他邪魔，確實是天主所

造，原本是好的，但他們自己後來成了邪惡的」 4 。

I 參閱直lj 3:1 5. 2 智 2:24. 3 參閱若 8:44﹔默 12:9. 4 拉特朗四： DS800.

聖經曾談及這些天便的罪惡 1 。這種「墮落」在於這些受造 392 

的精神體，以自由的抉擇，徹底而無可挽回地拒絕天主及祂的神 1850 

圈。我們可從誘惑者對我們原祖所說的話，找到這種背叛的反

映：「你們將如同天主一樣」（盒的：5）。「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若－ 3:8），「又是撒謊者的父親」（若 8:44）。 2482 

l 參閱伯後2:4.

天使的罪之所以不能獲得寬恕，是由於他們在抉擇上具有無 393 

可挽回的特性，而並非天主無限仁慈的一項缺陷。「正如人死後 JO刀－1037,

不能再悔改，天使們在墮落後也不可能悔改」 1 。 1022 

1 聖若望﹒達瑪森，〈論芷統信仰） 2,4: PG 94,877C. 

那被耶穌稱為「從起初殺人的兇于」（若8:44），聖經証實了 394 

其不良影響，他竟企圖阻止耶穌執行天父委託給祂的使命 1 。 3月，540

「天主子所以顯現出來，是為消滅魔鬼的作為」（若一 3:8）。在 1月

這些作為中，後果最嚴重的，就是以謊吉誘騙了人類違抗天主的 2846-2849 

,b.._,6、《
口口弋＜ v 

l 參閱瑪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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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可是撒彈的能力並非無限的，他只不過是受造物而己，他有

309 大能是由於是單純的精神體，但始終是受造物，絕不能阻止天國

1673 的建立。撒嬋由於憎恨天主及祂在耶穌基督內的國度而在世上活

動，同時其活動給每人和社會帶來嚴重的禍患一一一精神性的及間

接地也包括物質性的，雖然如此，這活動卻是天主在其眷雇員下所

的 允許的，並會剛柔並重地引導人類和世界的歷史。天主允許魔鬼

28月－2854 活動乃是重大的奧秘，但是「我們知道，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

祂的人獲得益處」（羅8:28）。

三、原罪

自由的考驗

396 天主按自己的肖象造了人，並讓人享有祂的友誼。作為有靈

1730，卸 的受造物，人只有自由地服從天主，才能維持此種友誼。這就是

禁止人吃知善惡樹果子的意義，「因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

死」（創 2:17）。「知善惡樹」（創 2:17）象徵性地指出不可跨越的

界限，作為受造物的人必須甘願服膺，並懷著信心予以尊重。人

301 隸屬於造物主，應服從創造的規律和倫理法則，因為這些規律和

法則引導人使用自由。

人的第一個罪

397 人受了魔鬼的誘惑後，喪失了心中對造物主的信賴 1 ，並妄

1707，刃利 用本身的自由，違背了天主的命令。人的第一個罪就在於此 2 。

1850, 215 因此，每個罪都是一種違抗天主命令的行為，及對祂的仁愛缺乏

信賴。

1 參閱重lj 3:1 11. 2 參閱羅 5:19.

398 因這罪，人愛自己勝於天主，從而輕視了天主：他選擇了

2084 自己，而反對天主，不顧自身受造物的身分，因此罔顧了自己

的利益。最初在一種聖德狀態下構成的人，原來由天主預定在

2113 榮耀中圓滿地「分享神的生命」。但因了魔鬼的誘惑，他要「如

同天主」 1 ，但卻「不要天主，超越天主，不從天主」 2 。

1 參閱自lj 3:5. 2 墅，馬西摩，《兩可喜） : PG 91,1156C. 

的 基督徒信仰的宣認



聖經描繪了這第一次背命的悲慘後果。亞當和厄娃立即失落 399 

7原始聖德的恩寵 1 。他們害怕天主 2 ，對祂有一種錯誤的形

象，誤以為祂是唯恐失去自己特權的天主3 。

1 參閱羅 3:23. 2 參閱倉lj 3:9 10. 3 參閱創 3:5.

他們因原始義德所享有的和諧已遭破壞﹔靈魂上的精神官能 400 

對身體的控制也被摧毀 1 ：男人與女人的結合處於緊張狀態 2 ; 1607 

他們的關係將帶有私慾和奴役對方的傾向 3 。與受造物的和諧也 2514 

告決裂：有形的受造物開始與人疏遠和敵視4 。為了人的緣故，

「受造之物被屈服在敗壞的狀態之下」（羅8:20）。最後，那預先

明確地警告的抗命後果5將必實現：人要歸於土，即那用來塑造

人的土6 。死亡從此進入了人類的歷史 7 。

1 參閱創 3:7. 2 參閱創 3:11-13. 3 參閱創 3:16. 4 參閱劃 3:17,19. 5 參閱劃 2:17.

6 參閱直lj 3:19. 7 參閱羅 5:12.

602, 1008 

自從這第一個罪以後，世界便真的被罪惡的「入侵」所沖 401 

擊：加音殺死自己的弟弟亞伯爾 1 ﹔世界的普遍敗壞無不是罪惡 1865, 2259 

的後果 2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罪惡經常顯示出來，尤其是對盟

約的天主不忠，和觸犯梅瑟法律。即使在基督救贖後，罪惡在基

督徒中也從多方面顯露出來3 。聖經和教會的聖傳，不斷地提及

罪惡在人類歷史中的臨在和普遍性： 1739 

天主敢示所告知我們的，與我們的經驗正好吻合。的確，人若

觀察自己的內心，就會發現自己傾向於惡，沉淪於眾多淒慘境

況中：而這些境況決不可能來自美善的造物主。很多次，人因

不肯承認天主為其根源，﹛更破壞了那個使他走向自己最後目標

的應有秩序，同時也破壞了一切的和諧，不論是人本身的、人

與人之間的或人與整個受造界之間的4 。

1 參閱創 4:3 15. 2 參閱劃 6:5,12﹔羅 1:18-32. 3 參閱格前 1-6：默 2-3.

4 GS 13,1. 

亞當的罪對全人類產生的後呆

所有的人都被牽連在亞當的罪惡裡 o 聖保祿確認此事說： 402 

「因一個人的悸逆，大眾都成了罪人」（羅5:19）﹔「就如罪惡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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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人進入了世界，死亡藉著罪惡也進入了世界﹔這樣死亡就殃

及了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 5:12) 。但保祿宗徒把

430,605 罪惡與死亡的普遍性和在基督內得救的普遍性對比：「就如因一

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了罪﹔同樣，也因一人的正義行為，眾人

也都獲得了正義和生命」（羅5:18）。

403 教會步武聖保樣的後塵，時常教導我們，那壓迫著人類的重

2606 重苦難，以及他們那種向惡和向死的傾向，除非與亞當的罪拉上

關f奈，是不能理解的：這一切也與這個事實有關，就是亞當傳給

我們生下來就帶有的罪，這罪就是「靈魂的死亡」 1 。基於這項

1250 確實的信仰，教會也給未犯過本罪2的嬰兒付洗，以赦免罪過。

1 參閱特倫多： DS 1512. 2 參閱特倫多： DS 1514. 

404 亞當的罪如何成為他所有後裔的罪呢？整個人類在亞當內

360 「有如一個人的一個身體」 1 。由於這「人類的一體性」’眾人

都被牽連在亞當的罪內，正如眾人都被牽引進入基督的義德內－

50 般。無論如何，原罪的傳遞是一個我們不能完全了解的奧秘。可

是我們從眉立示知道，亞當不但為自己，也為整個的人性接受了原

始的聖德和義德。由於亞當和厄娃降服於誘惑者，犯了個人的

罪，但這罪損害了人性，他們則在墮落的情況下2把受損的人性

傳衍下來。這罪將藉傳宗接代而遺留給整個人類，就是傳遞一個

缺乏原始聖德和義德的人性。因此，原罪是以類比的方式被稱為

「罪」：它是「感染」而非「觸犯」的罪，是情況而非行動。

1 聖多瑪斯，〈有關惡的問題辯論＞ 4,1. 2 參閱特倫多： DS15日－1512.

405 原罪雖是人人所固有的 1 ，但在亞當的任何子孫身上，原罪

都沒有本罪的特性。它在於缺乏原始的聖德和義德，然而人的本

性並未完全敗壞：它只是在自己本性的力量上受到損害，要受無

知、痛苦和死亡權力的困擾，而且傾向於罪惡（這種對邪惡的傾

ρ15 向稱為「私慾偏情」）。聖洗在給予基督恩寵的生命時，把原罪

﹔條除，使人重新歸向天主。但原罪的後果，即墮落而傾向於惡的

1264 人性，仍留在人身上，並促使他展開屬靈的戰鬥。

1 參閱特倫多： DS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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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有關原罪傳衍的教義，主要在第五世紀，尤其在聖奧思定駁斥 406 
白拉奇主義的催促下，及在第十六世紀，為了對抗新教徒的改革而予以確

定。臼拉奇認為人無需天主，粵、寵的助佑，靠他自由意志的本性力量，就能

在道德上度一個善良生活：如此他把亞當罪惡的影響縮減為一個壞榜樣。

皮之，初期的新教改革者宣稱，人已徹底敗壞，他的自由已被原罪所毀

滅：他們認為每人所承受的罪和傾向於惡相同，是不能克服的私慾偏情。

于全會有 529年的奧倫治第三屆會議 1 及 1546年的特倫多大公會議2 中，特

別清楚地空布了聖經店主示的有關原罪的意義。

i 奧f命﹔台第一屆會議： DS 371 372. 2 特倫多： DS 1510-1516. 

一場硬仗

與基督救贖息息相關的原罪教義提供了一個角度，讓人可清 407 

晰地辨別人的處境及他在世上的行動。因著原祖犯罪的後果，魔 20口， 2852

鬼對人奪取了某種主權，雖然人仍能保持自由。原罪驅使人「成

為那握有死亡權勢者一一一魔鬼的奴隸」 1 。忽略人具有己受損害

且傾向於惡的本性，是在教育、政治、社會行動及習俗等方面， 1888 

造成嚴重錯誤的原因 2 。

1 特倫多（1546): DS 1511：參閱希 2:14. 2 參閱〈百年＞ 25. 

原罪及人類所有本罪的後果，使世界在整體上陷於一種為罪 408 

戶斤奴役的局面，這可用聖若望的措辭界定為：「世界的罪惡」

（若 1:29）。這措辭也可用來表達團體環境和社會結構對個人所造 1865 

成的負面影響，因它們都是人類罪惡的結果 1 。

1 參閱〈干口好與懺悔＞ 16. 

世界完全「屈服於惡者權下」（若一 5:19)1 的悲慘情況，使 409 

人生成為一場戰爭： 別6

整個人類歷史都充滿著反抗黑晴勢力的一場硬仗。如上玉所說

的，這個戰爭由世界創始起，將延續至末日。人既生活在這戰

場上，必須不斷作戰，始能堅定於善。同時，人除非仰賴天主

的恩寵，努力奮門，不能達到其內在的和諧2 。

1 參閱伯前5:8. 2 GS 3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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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j詢：沒有將他棄置於死亡的權下」

410 人在墮落後，並沒有被天主拋棄。反之，天玉還召喚他 1 ' 

刀， 705, 向他奇妙地預告邪惡將被制伏，而人也要由墮落中被救起2 。這

1609,2568 一段在創世紀中的記載曾被稱為「原始福音」，因為在那裡首次

宣布了救主默西亞，宣布了蛇與女人之間的搏門，以及她的一位

的 後裔的最後勝利。

1 參閱創 3:9. 2 參閱盒lj 3:15. 

411 基督徒聖傳在這段聖經上，看到一種「新亞當」的宣示 l , 

j跤， 615 祂藉著「苑在十字架上」的聽命（斐 2:8），綽綽有餘地補償了亞

當的抗命 2 。此外，教會的許多教父和聖師，在「原始福音」戶斤

宣告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基督的母親瑪利亞、「新的厄娃」。她

以獨一無二的方式，從基督戰勝罪惡的成果中，成為第一個受惠

州 者：使她預先被保護不受原罪的任何站污 3 ，並在她整個塵世的

生命中，藉著天主的特別恩寵，也未犯任何罪過 4 0 

1 參閱格前 15:21 22,45. 2 參閱羅 5:19-20. 3 參閱比的九世，〈莫可名言之天主〉詔書

(8.12.1854): DS 2803. 4 參閱特倫多： DS 1573. 

412 但為何天主不阻止第一個人犯罪呢？聖大良一世回答說：

圳， 395 「基督無可言喻的恩寵給了我們的利益，大於魔鬼因妒忌向我們

所奪取的」 1 。聖多瑪斯﹒亞奎納也說：「在犯罪後沒有甚麼可

272 阻止人性被召向一個更高的目標。因為天主允許惡，為能從中取

得更大的善 2 。為此聖保祿說：『罪惡在那裡越多，恩寵在那裡

1994 也格外豐富』（羅5:20）。聖週的「逾越頌」唱道：『幸運的罪過

啊，你竟然為世人賺得了如此偉大的救主！』」

1 聖大良一世，〈講道集） 73,4: PL 54,396. 2 STh 3,1,3,ad 3. 

撮要

413 「天主並未造死亡，也不樂意、生靈滅亡．．．．．．但因魔鬼的嫉

妒，死亡才進入了世界」（智 1:13 ﹔ 2:24）。

414 撒禪或魔鬼及其他邪魔，乃是故意拒絕事奉天主及其計畫的

墮落天使。他們反抗天主的抉擇是決定性的，他們企圖拉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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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背叛天主。

「天主造了人於義德的狀態下，但因惡魔的誘惑，人在有史 415 

之初，使i監用自由反抗天主，並企圖在天主以外達到自己的

黨冬向」 1 。

1 GS 13,1. 

亞當作為第一個人，因著他的罪過，失去了原始聖德和義 416 

德，這聖德和正義是他原來非但為他自己，也是為全人類而

J妾受的。

亞當和厄娃因著他們第一個罪，損害了人性，並傳給他們的 417 

後代，因此後代也缺乏原始的聖德和義德。這種缺乏就稱為

「原罪」。

原罪的後呆，就是使人性的力量變得脆弱，又要受無知、痛 418 

苦及死亡之困擾，而且傾向於罪惡（這種傾向稱為「私慾偏

情」）。

「我們根據特倫多大去會議，認為原罪是與人性一起傳下來 419 

的，『不是藉效尤，而是藉生育』，因此是『人人所固有

的』」 1 。

l 參閱〈天王子民信經＞ 16. 

基督從罪惡所取得的勝利，賞給我們的利益比罪惡所奪去的 420 

更大：「罪惡在那裡越多，恩寵在那裡也格外豐富」（羅 5:

20）。

依照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乃由造物主的愛所創造和保存﹔ 421 

人雖不幸陷於罪惡的奴役，卻為戰勝惡魔的基督，以其十字

架及復活所釋放．．．．．．」 1 。

1 G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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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信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

喜訊：天主派遣了祂的兒子

422 「但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

389 於法律之下，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

位」（迦 4:4-5）。這就是有關「天主子、耶穌基督」（谷 1:1) 的

喜訊：天主春顧了自己的民族 1 ，實現了祂向亞巴郎和他的子孫

2763 們所作的許諾2 ，而且超越了所有的期待：竟派遣了自己的「愛

子」（谷 1:11）來。

1 參閱路 1:68. 2 參閱路 1:55.

423 我們相信和宣認：納區肋人耶穌，在黑落德玉和凱撒奧古斯

都時代，是一位在自冷出世的猶太人，生於以色列的女子，他從

事木匠工藝。後來於提庇留為王、般雀比拉多總督執政時，在耶

路撒冷被人釘死。祂確是降生成人的天主永遠之子，祂「來自天

主」（若 13:3），「白天降下」（若 3:13; 6:33），「且在肉身內降

世」（若一4:2），因為「聖吉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我們

見了祂的光榮，正如父獨生子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從祂

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若1:14,16）。

424 受了聖神恩寵的感動和聖父的吸引，我們相信耶穌並宣認：

的 「你是基督，永生天主之子」（瑪 16:16）。這是聖伯多祿所宣認

泌 的信仰，在這信仰的警石上，基督建立了祂的教會1 。

1 參閱瑪 16:18：聖大良一世，〈講道集｝ 4,3: PL 54,151; 51,1: PL 54,309B; 62,2: PL 54,350C-

351A; 83,3: PL 54,432A. 

「宣布．．．．．．基督那不可測量的豐富福音」（弗 3:8)

425 傳授基督徒信仰，主要是宣講耶穌基督，好能引人信奉祂。

首批門徒一開始就滿腔熱忱地要宣講基督：「我們不得不說我們

850，問 所見所聞的事」（東4:20）。他們邀請各時代的人，都要進入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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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共融的喜樂：

論到那從起初就有的生命的聖言，就是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

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一一這生命

已顯示出來，我們看見了，也為祂作証、且把這原與父同在，

且已顯示給我們的永遠的生命，傳報給你們一一一我們將所見所

聞的傳報給你們，為使你們也同我們相連：原來我們是同父和

祂的子耶穌基督相通的。我們給你們寫這些事，是為叫我們的

喜樂得以圓滿（若一 1:1-4）。

教理講授的中心：基督

「在教理講授的中心，我們主要是講那一位，祂就是納臣肋 426 

人耶穌、聖父的獨生子．．．．．．祂曾為我們受苦而死﹔復活後，如今 lq98 

時常同我們一起生活﹒．．．．．講授教理就是揭開在基督身上天玉的整

個永恆計畫．．．．．．這就是設法了解基督的吉行舉止和祂所行奇跡的 3日

意義」 1 。教理講授的目的是：「使人．．．．．．與耶穌基督共融：只

有祂能在聖神內引導我們歸向聖父的愛，使我們分享天主聖三的 260 

生A口口」

1 ＜教理講授＞ 5. 2 同上 5.

「在教理講授中，戶斤教導的是降生的聖吉、天主子基督一－ 427 

其他一切都是以祂為依據的．．．．．．只有基督施行教導，其他的人不 2145 

過是祂的代言人，讓基督藉他的口教導．．．．．．每個傳道員應把耶穌 876 

奧妙的話貼合在自己身上：『我的教訓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

者的』（若7:16）」 l 。

1 ＜教理講授＞ 6. 

所以那奉召「講解基督」的人，首先應尋求「認識基督」的 428 

呆高價值，也要準備損失一切，「為賺得基督，為結合於祂」’

並要「認識基督和祂復活的德能，參與祂的苦難，相似祂的死，

也希望得到由死者中的復活」（斐3:8-11）。

從這種對基督的認識與愛慕，自然地湧出一種願望：去宣講 429 

基督及「傳播福音」’並引導別人信奉耶穌基督而說：「是」’ 851 

同時，使人感到需要日益深入地認識這信仰。為此，依照信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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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首先介紹耶穌的主要名號：基督、天主子、主（第二條）。

然後信經宣認基督生平的主要奧跡：就是祂的降生（第三條）

祂的逾越奧跡（第四及第五條）和祂的受顯揚（第六及第七條）。

一、耶穌

第二條

「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

我們的主」

430 耶穌按希伯來語解說：「天主極救」。天使加俾額爾在預報

210 救主誕生時，說祂的名字要叫耶穌，這名字同時表達了祂的身分

和使命 1 。由於「只有天主才能夠赦免罪惡」（谷 2:7），祂要藉

自己降生成人的永遠聖子耶穌，「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

402 捶救出來」（瑪 1:21) 。這樣，在耶穌身上，天主總是吉祂的整個救

恩史，以造福人類。

1 參閱路 1:31.

431 在救恩史中，天主不但救以色列「擺脫奴役」（申 5:6），使

他們離開埃及，而且也救他們脫離罪惡。因為罪惡常是對天主的

1850,1441, 一種冒犯 1 ，只有天主才能赦免 2 。因此以色列民，由於日漸意

388 識到罪惡的普遍性，除了呼求救主的名字外3 ，不能找到其他救

援。

l 參閱詠51:6. 2 參閱詠51:4,12. 3 參閱詠79:9.

432 耶穌的名字，表示天主自己的名字臨現在祂降生成人的聖子

589, 2666, 身上 1 ，好能普遍而確實地補贖罪過。這是唯一能夠帶來救恩 2

389 的神聖名字，而且能被眾人呼求，因為藉著降生，祂己與眾人結

161 合3 ，以致「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

白守」 （宗 4:12)4 。

1 參閱宗 5:41﹔若三 7. 2 參閱若 3:18﹔乎有 2:21. 3 參閱羅 10:6-13. 4 參閩東 9:14﹔雅 2:7.

104 基督徒信仰的宣認



救主天主的名字每年由大司祭，以犧牲的血灑在至聖所 1 的 433 

贖罪蓋後呼求一次，以補贖以色列的罪。贖罪蓋是天主臨在的地 615 

方 2 。當聖保祿說耶穌「是天主公開立定，使祂以自己的血，為

信仰祂的人作贖罪祭」時（羅3:25），是表示藉祂的人性，「天主

要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格後5:19）。

1 參閱月力 16:15-16：德 50:20﹔希 9:7. 2 參閱出 25:22：肋 16:2：戶 7:89﹔希 9:5.

耶穌的復活光榮了救主天主的名字 1 ，因為如今耶穌的名字 434 

完全表達了它的至高能力，它是一個「超越其他所有名字的名 2812 

字」（斐 2:9-10）。邪神惡魔害怕祂的名字 2 ，而耶穌的門徒們是

藉祂的名字施行奇跡3 ﹔因為他們因祂的名向天父所求的一切， 2614 

天父都應允他們4 。

l 參閱若 12:28. 2 參閱宗的：16 18; 19:13-16. 3 參閱谷的：17. 4 參閱若 15:16.

耶穌的聖名是基督徒祈禱的核心。所有的禮儀祈禱文都以這 435 

格式結束：「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o 「聖母經」也以「爾 2667-2668 

胎子耶穌並為讚美」作為巔峰。東方教會常作的心靈祈禱、即那 2676 

稱為「耶穌禱文」的，說：「主耶穌基督、天主子，可憐我罪 2616 

人」。不少基督徒臨死時口中只呼號「耶穌」的名字，如同聖女

貞德那樣。

二、基督

基督一詞來自希伯來語「默西亞」的希臘譯文，解作「受傅 436 

者」。若非因為耶穌完全實現了這詞所表達的神聖使命，它將不 690, 695 

會成為祂的專有名字。因為在以色列，那些為執行天主賦予的使

命而奉獻於主的人，才因天主的名而被傅油。例如：君王 1 、司

祭 2 、以及少數的先生日 3 。而默西巨的情況應是最傑出的，因天

主派遣了祂，是為正式建立祂的神國4 。默西亞應被上主的神所

傅油 5 ，在同一時刻中成為君王、司祭 6和先生日 7 。耶穌以其司 711-716, 

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功能，實現了以色列對默西亞的期望。 783 

1 參閱撒上9:16﹔ 10:1 ﹔ 16:1,12 13：列上 1:39. 2 參閱出 29:7：肋 8:12. 3 參閱列上 19:16.

4 參閱詠2:2﹔宗 4:26 27. 5 參閱依 11:2. 6 參閱區4:14﹔ 6:13. 7 參閱依 61:1;

路 4: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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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天使肉牧人們報告那誕生的耶穌，乃是天主向以色列所預言午

1刃， 486 的默西亞：「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祂是

主默西亞」（路2:11）。從起初祂就是「父所祝聖並派遣到世界上

來的」那一位（若 10:36），祂是貞女瑪利亞所懷孕的「聖者」

（路 1:35）。若瑟被天主召叫，要「娶他的妻子瑪利亞」，因為她

已懷孕，「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瑪 1:20），務使那

「號稱基督」的耶穌，生於達味默西亞後育中的若瑟的妻子（瑪

1:16)1 。

1 參閱羅 1:3：弟後 2:8﹔默 22:16.

438 耶穌被祝聖為默西亞顯露了祂的神聖使命。「這是祂的名字

727 所指示的。因為在基督的名字內，已暗示了那位傳油的、那位被

傅油的以及那位傅油本身：那傅油的就是聖父，那被傅的就是聖

子，且是在聖神內被傅，聖神本身就是傳油」 1 0 祂從永遠被祝

刀5 聖為默西亞，在其現世生活中顯露出來，就是當若翰給祂授洗

時，就是當天主「以聖神和德能傅了祂」（宗 10:38），「使祂顯

示於以色列」（若 1:31) ，作為他們的默西亞。祂的工作和說話將

顯示祂是「天主的聖者」（谷 1:24﹔若 6:69﹔宗 3:14）。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3,18,3: PG 7 /1,934. 

439 許多猶太人，甚至一些懷有與他們共同期望的其他民族，在

別『529, 耶穌身上看到了天主許給以色列 1 的默西亞、「達味之子」的基

547 本特徵。耶穌接受了祂應得的2默西亞名號，但有某種保留，因

為當時一部分的人，用一種過分人性的觀念3去看此名號，主要

是政治性的觀念4 。

l 參閱瑪 2:2; 9:27; 12:23; 15:22; 20:30; 21:9,15. 2 參閱若 4:25-26: 11:27. 

3 參閱瑪22：“ 46. 4 參閱若 6:15﹔路 24:21.

440 耶穌接受了伯多祿承認祂為默西亞的信德宣認，並預告人于

552 那已迫近的苦難的日子 1 。祂藉「白天降下的」（若 3:13)2人子的

超然身分，揭露了祂默西亞王槽的真正內容，正如祂藉受苦僕人

的救贖使命所揭露的：「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

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20:28)3 。為此，祂的王榷的

550 真正意義只有在祂高懸在十字架上時4才顯示出來，但只有當祂

106 基督徒信仰的宣言忍



復活後，祂的默西亞王權才能由伯多祿在天主的子民前當眾宣 445 

布：「所以，以色列全家應確切知道：天主己把你們所釘死的這

位耶穌，立為主，立為默西亞了」（宗 2:36）。

1 參閱瑪 16:16 23. 2 參閱若6:62﹔達 7:13. 3 參閱依曰：10-12. 4 參閱若 19:19 22; 

路23:39 43. 

三、天主的獨生子

天主子在舊約裡’是給予天使 1 、特選的民族 2 、以色列的 441 

兒女 3以及他們君王 4的一個名號。它表示一種義子的名分，即

指在天主與受造物之間，建立特殊親切的關條。當所詐的默西亞

君王被稱為「天主子」時5 ，按照這些章節的字面意義，並不一

定意味著祂是超越人性的。那些以此觀念指耶穌為以色列的默西

亞的人6 ，大概他們所想說的也不外如此 7 。

l 參閱中 32:8 CL.XX）：約 1:6. 2 參閱出 4:22﹔歐 11:1：耶 3:19﹔德 36:11﹔智 18:13.

3 參閱申 14:1：歐2:1. 4 參閱撒下 7:14﹔詠 82:6. 5 參閱編上 17:13﹔詠 2:7.

6 參閱瑪 27:54. 7 參閱路23:47.

但當伯多祿承認耶穌「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瑪 16:16) 442 

時，卻是另一回事，因為耶穌隆重地回答他說：「不是肉和血啟 刀2

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瑪 16:17）。同樣，保祿在說到自己

在大馬士革路上的歸他時，也說：「從母胎中己選拔我，以恩寵

召叫我的天主，卻決意將祂的聖子做示給我，叫我在異民中傳揚

祂．．．．．．」（迦 1:15-16）。「他即刻在各會堂中宣講耶穌，說祂是

天主子」（宗 9:20）。耶穌的神聖身分，自始 1就是宗徒信仰的核

心 2 ，並首先由作為教會基礎3的伯多祿所宣認。 424 

1 參閱得前 1:10. 2 參閱若 20:31. 3 參閱瑪的：18.

伯多祿所以能辨認耶穌默西亞天主子的超越特性，是因為耶 443 

穌清楚地讓此特性被了解。在公議會前，面對控告者的質問：

「那麼，你就是天主子了？」耶穌回答說：「你們說了，我就

是」（路 22:70)1 。很久以前，祂就自稱是認識父的「子」 2 ，有

別於天主過去給自己子民所派遣的「僕人」 3 ，且超越天使 4 。

祂把自己作兒子的身分眼門徒的分闊，而從不說「我們的父」 5 ' 

除非命令他們：「所以你們應這樣祈禱：我們在天的父」（瑪6:9) : 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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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調了這種區別說：「我的父和你們的父」（若20:17）。

l 參閱瑪26:64：谷 14：“－62. 2 參閱瑪 11:27﹔ 21:37-38. 3 參閱瑪 21:34 36. 

4 參閱瑪 24:36. 5 參閱瑪 5:48﹔ 6:8; 7:21：路 11:13.

444 福音敘述了在兩個隆重的時刻：基督受洗和顯聖容時，聽到

刀6,554 了父的聲音，稱祂為自己的「愛子」 1 。耶穌自稱為「天主的獨

生子」（若 3:16），並用這稱號肯定祂先前存在的永恆性2 。祂要

求人們信「天主獨生子的名字」（若 3:18）。基督徒的這種宣

認，己在百夫長面對十字架上的耶穌而發出的驚歎中出現：「這

人真是天主于」（谷 15:39）﹔因為只有在逾越奧跡中，信徒才能

給予「天主子」這稱號終極的意義。

1 參閱瑪3:17﹔ 17:5. 2 參閱若 10:36.

445 是祂復活後，祂那天主子的身分，在其受顯揚的人性的大能

的 中才顯露出來：「按至聖的神性，由於祂從死者中復活，祂被立

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羅 1:4)1 。宗徒們可以承認：「我們見

了祂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充滿恩寵和真理」（若1:14）。

1 參閱束 13:33.

四、主

446 在舊約經書的希臘文譯本中，天主敢示給梅瑟 1 的那無可言

喻的名字「雅威」（YHWH），譯成了’，Kyrios’，「主」。由那時

209 起，主就成了最適用的名字，來表示以色列的天主的神性。新約

利用「主」的這個圓滿意義的名字稱呼父，但新穎的是，也用來

稱呼耶穌，藉以承認祂是天主2 。

1 參閱出 3:14. 2 參閱格前 2:8.

447 當耶穌跟法利塞人辯論聖詠第一百一十篇的意義時 1 ，祂含

蓄地把這名號歸給自己，但對祂的東徒們2卻明顯地披露自己這

548 名號。在祂的公開生活中，祂以行動克服自然、疾病、魔鬼、死

亡及罪惡，都顯示了祂天主性的至高權能。

1 參閱瑪22:41-46﹔亦參閱宗 2:34-36：希 1:13. 2 參閱若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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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中，很多次，有些人走到耶穌跟前，稱祂為「主」。 448 

這個名號表示那些親近耶穌的人，對耶穌的一種尊敬和信賴，期

待著祂給予他們援助和痊癒 1 。在聖神的感動下而發出此種稱 208,683 

呼，則表示對耶穌天主性奧跡2的承認，與復活的耶穌相遇，則

成了朝拜：「我主，我天主！」（若 20:28）因此，這稱呼帶有一

種喜愛與傾慕的色彩，成了基督徒傳統的特點：「是主！」（若 641 

21:7) 

1 參閱瑪 8:2; 14:30﹔ 15:22等等。 2 參閱路 1:43﹔ 2:11.

教會把「主」的神聖名號歸於耶穌，在初期的信仰宜辭－ 449 

開始 1就確認：天主父應享有的德能、尊裝和光榮，也適合於耶

穌 2 ，因為祂「具有天主的形體」（斐 2:6），而聖父也顯示了耶 的

穌這種尊威，使祂從苑者中復活，並在自己的光榮中 3顯揚祂 o 653 

1 參閱乎有 2:34 36. 2 參閱羅9﹔5﹔鐸 2:13﹔默 5:13. 3 參閱羅 10:9﹔格前 12:3﹔斐 2:9-11.

基督徒從其歷史的開始，在肯定耶穌為世界和歷史之主的身 450 

分時 1 ，也要求我們承認：人不該絕對地把自己個人的自由，屈 668-672 

服於任何地上的權力下，而只應屈服於天主聖父和主耶穌基督： 2242 

凱撒並非「主」 2 。「教會深信，人類整個歷史的樞紐、中心和

宗旨，就是在於她的主和導師身上J 3 。

l 參閱默 11:15. 2 參閱谷 12:17：，采 5:29. 3 GS 10,2：參閱GS45ι

基督徒的祈禱也以「主J 的名號作為特色，無論在邀請祈禱 451 

時：「願主與你們同在！」或在結束祈禱時：「因我們的主耶穌 2664-2665 

基督」。甚或在充滿信賴與希望的呼喚中： ＂Maran atha’，「主

己來了！」或 ＂Marana tha’，「主，請來吧！」（格前 16:22) ' 

「阿們，主耶穌，你來吧！」（默22:20)

撮要

2817 

「耶穌」這名字，意指「天主拯救」。那位生於童貞瑪利亞 452 

的嬰孩名叫「耶，蛛」’「因為祂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

罪惡中拯救出來」（瑪 1:21) 。「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剔的

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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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基督」這名號，意指「受傅者」、「默西亞」。耶穌是基

督，因為天主「以聖神和德能傅了祂」（宗 10:38）。祂是要

來的那一位 1 ，是「以色列所希望的」對象（宗 28:20）。

1 參閑時 7:19.

454 「天主子」這名號，意指耶妹基督與天主聖父的唯一及永遠

的關係：祂是聖父的獨生子 1 ，祂本身也是天主 2 。要成為

基督徒，必須相信耶蛛基督是天主子3 。

1 參閱若 1:14,18; 3:16,18. 2 參閱若 1:1. 3 參閱7f;8:37﹔若－ 2:23.

455 「主」這名號，意指天主的至高權威。宣認及呼號耶4錄為

主，就是相信祂的天主性。「除非受聖神感動，沒有一個人

能說：『耶錄是主』」（格前 12:3）。

第三條

「耶穌基督因聖神降孕，

由童貞瑪利亞誕生」

第一節天主子降生成人

一、為何聖言成為血肉

456 我們以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承認聖言「為了我們人

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祂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

肉軀，而成為人。」

457 聖言成了血肉，是為拯救我們，使我們與天圭和好：是天主

607 「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若－4:10）。

「父打發了子來作世界的救主」（若－ 4:14）。「祂顯示出來，是

為除免罪過」（若一3:5) : 

385 我們的本性患了病，需要醫治﹔墮落了，需要救起：死了，需

要復活。我們失去了曾擁有過的財富，必須再還給我們：沉逃

在黑暗中，需要給我們帶來光明：成了俘虜，我們期待一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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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了囚犯，我們期待一個援助﹔做了奴隸，我們期待一位

解救者。難道所有這些理由都不重要嗎？既然人類己處於一種

極端可憐與不幸的處境中，難道還不足以感動天主，使祂下降

深入我們的人性來看顧它嗎 1 ? 

l 聖額我略﹒尼擻，〈教理講述） 15: PG 45,48B. 

聖吉成了血肉，是為使我們因此認識天主的愛：「天主對我 458 

們的愛在這事上己顯示出來：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 刀

世界上來，好使我們藉著祂得到生命」（若~4:9）。「天主竟這

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

亡，反而獲得永生」（若 3:16）。

聖言成了血肉，是為作我們聖德的模範：「你們背起我的 459 

輒，跟我學日巴．．．．．．」（瑪 11:29）。「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 520’的

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若 14:6）。在顯聖容的山上， 2012 

聖父命令說：「你們要聽從祂！」（谷 9:7)1 。事實上，祂是真褔 1717, l仰

的典範和新誡命的準則：「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

樣」（若 15:12）。這愛要求確實的自我奉獻，去作祂的追隨者 2 。

1 參閱申 6:4-5. 2 參閱谷 8:34.

聖言成了血肉，是為使我們「成為有分於天主性體的人」 460 

（伯後 1:4）：「因為這就是聖吉成了人、天主子成了人子的理 1265, 1391 

由：為使人進入與聖吉共融和領受天主義子的名分後，成為天主

的子女」 1 。「原來天主子成了人，是為使我們成為天主」 2 ' 1988 

「天主的獨生子，為了要使我們分享祂的天主性，便取了我們的

人性，為的是成了人之後的祂，能使人成為天主」 3 。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3,19,1：目 7/1,939. 2 聖亞大納修，〈論道成人身＞ 54,3: 

PG 25,192B. 3 聖多瑪斯，《小品＞ 57：聖體聖血節 1 4. 

二、聖言降生成人

再引用聖若望的話：「聖吉成了血肉」（若 1:14）時，是把天 461 

主聖子取人性，為在人性內救我們這一事實稱為「道成人身」 653,661 

(incarnation）。教會以聖保祿戶斤記載的一首歌曲來讚頌降生的奧 449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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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祂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

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自勻，卻使自己空虛，

取了奴f冀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祂貶抑自己，

聽命至亮，且死在十字架上（斐2:5-8)1 。

1 參閱〈時辰頌禱禮〉，第一、三主日第一晚禱聖歌。

462 希伯來書也談及同樣的奧跡：

為此，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犧牲和素祭，已非你所要，卻給

我預備了一個身體。全﹔擂祭和贖罪祭，已非你所害，於是我

說：看，我己來到．．．．．．為承行你的旨意（希 10:5一7)1 。

1 希 10:5-7，引述詠 40:7 9 （口α）．

463 信奉天主子真的降生成人，乃識別基督徒信仰的標記：「你

90 們憑此可認出天主的神：凡明認耶穌為默西亞，且在肉身內降世

的神，便是出於天主」（若~4:2）。這是教會一開始就有的令人

欣喜的信念，致使她高唱「偉大的虔敬奧跡」：「祂出現於肉

身」（弟前3:16）。

三、真天主又是真人

464 天主子降生成人是唯一及無與倫比的事件，但並不是說耶穌

基督一部分是天主，一部分是人：也不是天主性和人性的模糊的

混合產物。祂確實成了人，但仍是真正的天主。耶穌基督是真天

主，又是真人。教會在最初的幾個世紀裡，必須維護和澄清這端

88 信德的真理，以對抗那些想把它歪曲的異端。

465 最初的異端倒不是否認基督的天主性，而是否認祂的人性

（唯識主義的幻象論）。從宗徒時代起，基督徒的信仰就強調天主

子「在肉身內」 1 的真正降生。但到了第三唾紀，教會必須在安

提約基召開的會議中，駁斥保祿﹒撒莫撒達（Paul of Samosata) • 

聲明耶穌基督是因本性、而非因繼鬧而成為天主子。 325年的第

一屆尼西亞大公會議，在其信經中宜認天主子是「聖父所生，而

242 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並譴責了亞略（Arius），他認

為「天主子來自虛無」 2 ，而且是「與聖父非同性同體的」 3 。

l 參閱若一4:2-3：若二 7. 2 尼西亞一（325): DS 130. 3 尼西亞一（325): DS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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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斯多略的異端認為，在基督內一個屬人的位格與天主子屬 466 

神的位格結合。與他持相反意見的，是聖濟利祿﹒亞歷山大和

431 年於厄弗所召開的第三屆大公會議，他們宜認「聖吉在其位

格內，跟那具有理性靈魂的肉體結合為一的時候，便成了人」 1 。

基督的人性除了天主子的屬于申位格外，別無其他的主體，而這人

↑生是祂在受孕時攝取而成為自己的。因此，厄弗所大公會議於

431 年宣認，瑪利亞由於在自己胎中懷了成為人的天主子，故確

實成了天主的母親：「說她是天主之母．．．．．．當然不是說聖盲的性 的

體或其天主性，是出生於聖童貞。而是說，那個由她所生的具有

理性靈魂的聖肉身，已與天主聖盲合成一位，故聖言按肉身而

言，可說是受生的那一位」 2 。

1 厄弗所（431): DS 250. 2 同上： DS 251. 

基督一↑生論者聲稱，基督的人性，由於被天主子的屬神位格 467 

所攝取，便停止存在。駁斥這項異端的，有 451 年在加采東召開

的第四屆大公會議，它這樣宣認：

步武聖教長的後塵，我們一致教導人相信：同一聖子、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具有完全的天主性和完全的人性，是真天主而又

是真人，即具有理性的靈魂和肉身，按其天主↑生而言侖，與聖父

同一性體：按人性而論，則與我人同一性體，即「在各方面與

我們相似，只是沒有罪過」（希 4:15）。祂按天主性而言侖，是在

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但按人性而論，則在近哇，為了我們

並為了我們的得救，由天主之母童貞瑪利亞所生。

我們該承認：在同一基督、玉、獨生于身上，具有兩個本性，

彼此毫不混淆、毫不變更、毫不分割、毫不相離。但兩個本性

的區別絕不因它們的結合而消失，反而能保持各自的特性，結

合在同一個位格和主體內 1 。

1 加采東（451): DS 301-302. 

自從加采東大公會議後，有些人把基督的人性視作一個位格 468 

主體。為駁斥這些人， 553 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五屆大公會

議，發表了有關基督的聲明：「只有一個主體（或位格）．．．．．．就

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聖三中的一位 J 1 ＇因此，在基督人性內 254 

的一切，都應歸屬於祂的天主↑生位格，作為自己的主體2 ，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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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奇跡，而且也包括痛苦3甚至死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其

肉體被釘於十字架上者，乃是真天主、榮耀的主和聖三中的一

位」 4 。

1 君士坦丁堡二（553): DS 424. 2 參閱厄弗戶斤（431): DS 255. 3 參閱君士坦7堡二：

DS424. 是同上： DS432.

469 這樣，教會宣認耶穌是不可分的真天主和真人。祂確實是天

212 主子，成了人、成為我們的弟兄，但並不因此而中止其為天主、

我們的主：

羅馬禮儀唱道：「過去所有的，如今仍保存﹔過去沒有的，如

今則攝取」 1 。金口聖若望的禮儀則這樣歌頌和詠唱：「啊，天

主的獨生子和聖吉！你是不死不滅的，但為了我們的得救，你

卻甘願在天主聖母童貞瑪利亞胎中降生成人。你是永恆不變

的，卻成了人並被人釘死。啊，基督天主！你以你的苑亡戰勝

了死亡，你是聖三中的一位，與聖父聖神同受光榮，求你拯救

我們」 2 ! 

1 ＜時辰頌禱禮〉，元且日晨禱對經：參閱聖大良一世，〈講道集） 21,2-3; PL 54,192A. 

2 拜占廷禮，禮儀詩節〈啊，獨生子〉。

四、天主聖子如何是人

470 由於在聖子降生的奧妙結合中「人性被攝取，但並不因此而

消失」 1 ，使得教會在過去的世紀中，承認基督人性的完整事

實，它具有理智和意志的各項功能﹔教會同樣一有機會就提醒我

們，基督的人↑生隸屬於攝取它的天主子的屬神位格。祂在這人性

516 內所是和所做的一切，都來自「聖三中的一位」。因此，天主子

626 把祂在聖三內的位格存在方式，傳授給祂的人性。故此，在其靈

魂內一如在其肉身上，基督都以人的方式表達聖三的屬神舉止 2 : 

天主聖子．．．．．．用人的手工作，用人的理智思想，用人的意志行

2599 動，用人的心去愛。祂由童貞瑪利亞誕生，確實成了我們中的

一個，除了罪惡外，完全與我們相似3 。

1 GS 22,2. 2 參閱若 14:9-10. 3 GS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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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靈魂和祂人性的知識

亞坡林﹒勞提西亞（Apollinarius of Laodicaea）認為，聖言在 471 
基督內取代了靈魂或神魂的位置。針對這項錯誤，教會宣認永遠

的聖子，也取了一個人的理性靈魂1 。 如

l 參閱達瑪甦一世，致東方主教書函： DS 149. 

天主子所攝取的人性靈魂，具有真正人類的知識。由於是人 472 

的知識，它本身不可能是無限的，它要在時空內按它生存的歷史

情況下運作。為這緣故，天主子成了人後，能夠「在智慧、年齡

和恩寵上，漸漸地增長」（路2:52），而且也須詢問一些在人生處

境下靠經驗才能獲知的事情 1 。這完全符合祂取了「奴僕形體」

（斐 2:7），甘願貶抑自己的事實。

1 參閱谷6:38﹔ 8:27﹔若 l1:34 等等。

不過，同時，天王子的這種真正人性的知識，表達了祂位格 473 

的屬神生命 1 。「天主子的人性，不是憑自己，而是憑它與聖言

的結合，在基督的位格內，認識及顯示那一切適合於天主的事

情」 2 。首先，就是成了人的天主子，對其天父的那種親密和直 240 

接的認識3 。天王子即使在祂的人↑生認知中，也顯示出屬于申的洞

悉力，透視人心中隱密的思想4 。

1 參閱大額我略，〈女口水一般〉書函（600): DS 475. 2 聖馬西摩，〈疑問篇｝ 66: PG 90, 

840A. 3 參閱谷 14:36：瑪 l1:27﹔若 1:18﹔ 8:55等等。 4 參閱谷 2:8﹔若 2:25﹔ 6:61 等等。

由於基督的人性知識與天主性的智慧結合於降生聖言的位格 474 

中，基督完全明白祂要來做示的永恆計畫 1 。祂在這領域說不知

道的事2 ，在別處卻聲明祂沒有使命予以揭露3 。

1 參閱谷 8:31; 9:31; 10:33-34; 14:18-20,26-30. 2 參閱谷 13:32. 3 參閱手表 1:7.

基督的人性意志

同樣，教會在第六屆大公會議中 1 ，宣認基督有兩個意志和 475 

自然地有兩個本性的運作，即天主，「生的和人性的，兩者並不對

抗，卻互相合作，務使降生的聖盲，聽從父命，以人性願意接受 2008,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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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跟天主聖父和聖神，為了我們的得救2所決定的一切。基督的

人↑生意志，「絕不抗拒或勉強追隨，反倒甘心服從全能天主的意

原頁」 3 。

l 君士坦丁堡三（681). 2 參閱同上： DS 556 559. 3 同上： DS556.

基督的真正的肉身

476 由於聖言成了血肉，取了真正的人性，基督的肉身就有了局

的州的， 限 1 ，因此基督人性的外貌可被「描繪出來」（迦 3:1) 。在第七

2129-2132 屆大公會議上，教會承認以「可敬而神聖的形象」 2去表達基督

是合法的。

1 參閱拉特朗會議（649): DS 50吐． 2 尼西亞二（787): DS 600 603. 

477 同時，教會時常在耶穌身上，明認「那不可見的聖吉出現在

我們有形的肉身上」 1 。事實上，基督肉身的個人特徵’表達出

天主子的屬于申位格。這些特徵構成了祂肉身的輪廓，以致可描繪

在一張聖像上而受人尊棠，因為尊呆聖像的信徒，「實際上是尊

崇那聖像所表現的人物」 2 。

1 《羅馬彌撒經書〉，「聖誕節頌謝詞二」。 2 尼西亞二： DS 601. 

降生成人的聖言的心

478 耶穌在祂的生活、痛苦和受難中，認識並愛了我們每一個人

487 和所有的人，並為了我們每人奉獻了自己：「天主子愛了我，且

划 為我捨棄了自己」（迦2:20）。祂以人的心愛了我們眾人。為此，

2669 為了我們的罪和我們的得救而被刺透 1 的耶穌聖心，「是被視為

766 那無限慈愛的主要標記和象徵，神聖的救贖主就是以這愛不斷地

愛永恆聖父和所有的人」 2 。

1 參閱若 19:34. 2 比約十二世，〈耶穌聖心敬禮〉通諭(15.5.1956): DS 3924﹔參閱〈奧體〉

通諭（29.6.1943): DS 3812. 

撮要

479 到了天主所定的時刻，聖父的獨生于、永遠的聖言，即聖

父的聖言和實體肖象降生成人，取了人性，並不失落祂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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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

耶，妹基督在其唯一的天主性位格中，是真天主又是真人﹔為 480 

這緣故，祂是天主與人之間的唯一中保。

耶穌基督有兩個本性，即天主性和人性﹔兩者並不相混淆， 481 

卻結合於天主聖子唯一的位格中。

基督由於是真天主和真人，使具有完全符合和順從天主理智 482 

和意志的人性理智和意志，而天主的理智和意志是祂與聖父

和聖神所共享的。

因此，降生成人是天主性手阿、性在聖言的唯一位格內奇妙結 483 

合的奧跡。

第二節 「因聖神降孕，由童貞瑪利亞誕生」

一、因聖神降孕

天使向瑪利亞報喜，揭開「時期圓滿」（迦 4:4）的序幕，就 484 

是恩許的實現和準備工作的完成。瑪利亞奉召去孕育那位「在祂

內住有整個圓滿的天主↑生者」（哥 2:9）。對她的疑問「這事怎能 再l

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路 1:34），天主給的回應是藉聖神的

能力：「聖神要臨於你」（路 1:35）。 721 

聖神的使命常聯合於聖子的使命，並與之配合 1 ，聖神既是 485 

「主及賦予生命者」’祂被派遣是為聖他童貞瑪利亞的母胎並使 689, 723 

她具有生育天主的能力、懷孕聖父的永生之子，而聖子在她胎中

取得人性。

1 參閱若 16:14 15. 

聖父的獨生子，由於在童貞瑪利亞胎中受孕成人，就是「受 486 

傅者 基督」’祂在人生的開始，便是「基督」’即在祂人性 437 

生命的開端受聖神所傳油 1 ，縱使這種身分是逐步地向牧童2 、

賢土 3 、洗者若翰4及門徒們 5顯示出來。所以耶穌基督的整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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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都顯示出「天主怎樣以聖神和德能給祂傅了油」（宗 10:38）。

1 參閱瑪 1:20; 2:1-12﹔路 1:35. 2 參閱路2:8-20. 3 參閱瑪2:1-12. 4 參閱若 1:31-34.

5 參閱若 2:11.

二、由童貞瑪利亞誕生

487 有關瑪利亞的公敦信仰，是基於有關基督的公敦信仰，但有

如 關瑪利亞的公教教導，卻闡明了有關基督的公敦信仰。

瑪利亞的預選

488 「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迦 4:4），但為給祂預備一個

身體 1 ，祂願意和一個受造物自由合作。因此，天主從永遠就選

擇了一位以色列的女兒，一位住在加里肋亞﹒納區肋的猶太少

女，成為自己聖子的母親，「她是一位己與達味家族中一位名叫

若瑟的男子訂了婚的童貞女，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路 1:26-

27) : 

仁慈的天父願意聖子在降生成人之前，先取得那已被預定為母

親者的同意。這樣正如過去是一位女人促成了死亡，同樣也是

一位女人促成了生命的來臨2 。

1 參閱希 10:5. 2 LG 56：參閱 61.

489 在舊約的歷史中，瑪利亞的使命曾由一些聖善的女人予以準

722 備。起初有厄娃：雖然她背了命，但獲得了恩許，她的一位後裔

的’的 要戰勝那惡者 1 ，並且要成為眾生之母 2 。由於這個恩言午，撒辣

雖已年者也懷孕了一個兒子3 。天王為顯示祂忠於其恩許，相反

一切人性的期望，選擇那被視為無能和軟弱的是：撒慕爾的母親

64 亞納5 、德波辣、盧德、友弟德、艾斯德爾及許多其他婦女。瑪

利亞「在那些誠心期望並承受天主救恩的卑微貧苦人中，高居首

位．．．．．．這位傑出的熙雍女兒，在長期的企盼恩許後，時期終於屆

滿，其立新的救恩秩序」 6 。

1 參閱劃 3:15. 2 參閱創 3:20. 3 參閱直lj 18:10-14; 21:1 2. 4 參閱格前 1:27.

5 參閱撒上 1. 6 I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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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胎無染原罪

為能成為救主之母，瑪利亞「從天主那裡’領有各種相稱於 49。

這項崇高職位的恩賜」 1 。加俾額闊天使在給她報告喜訊時，向

她請安說：「充滿恩寵者」（路 1:28）。事實上，瑪利亞為能以信 2676,28刀

德自由地同意給她傳報的召叫，必須得到天主恩寵的完全支持。 2001 

1 LG 56. 

在過去的世紀中，教會意識到瑪利亞既充滿了恩寵 1 ，在她 491 

受孕時就已蒙受了救贖。這就是教宗比約九世於 1854 年所宣布 仰

的始胎無染原罪的信條：

榮福童貞瑪利亞，曾因全能天主的聖寵和特恩、，看在人類的救

主耶穌基督的功績分上，在其受孕之始就被保護，未受原罪的

任何污染2 。

1 參閱路 1:28. 2 比約九世，〈莫可名吉之天主〉過諭： DS2803.

瑪利亞在「受孕之始便賦有的這些獨特的聖德光輝」 1 ，完 492 

全是來自基督﹔她是「因自己聖子的功勞，奇妙地獲得了救贖之 2011 

恩」 2 。聖父「在天上，在基督內，以各種屬于申的福分，祝福了 1077 

她」（弗 1:3），超越任何受造物。天主「在創世以前」’已在基

督內揀選了她，為使她「在天主面前，藉著愛而成為聖潔無瑕

的」（弗 1:4）。

1 LG 56. 2 1β53. 

東方傳統的教父們，稱天主之母為「全然聖善的」 493 

(Panhaghia） ，尊崇她為「沒有絲毫罪污，好像被聖神塑成的一

個全新的受造物」 1 。瑪利亞因天主的恩寵，在她的一生中，從

未犯過任何本罪。

1 Iβ56. 

「願你的話成就於我」

瑪利亞接獲天使報訊，她將要藉聖神的德能生下「至高者的 494 

兒子」。雖然她不認識男人 1 ，但她仍以「信德的服從」（羅 1:5) 26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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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深信「在天主前沒有不可能的事J ：「看！上主的女卑女，

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 1:37-38）。這樣，由於同意了天

968 主的話，「瑪利亞成了耶穌的母親，全心接受了天主救世的旨

意，不受任何罪惡的阻礙，並整個獻身於她的聖子和其事業，與

祂→起，在祂權下，藉全能天主的恩寵，為救贖的奧跡服務」 2 。

正如聖依勒內所說的：「她因服從而成為自己和全人類得救的

原因」。不少古代的教父，也同他一起強調：「厄娃抗命的死

結，因瑪利亞的服從而解開：貞女厄娃因缺乏信心所束縛的，

也因貞女瑪利亞的信心而獲得了釋放」 3 。他們把瑪利亞與厄娃

726 比較，稱瑪利亞為「眾生者的母親」’並多次聲稱說：「因厄

娃而死亡，因瑪利亞而獲得生命」 4 。

1 參閱路 1:28 37. 2 Iβ56. 3 Iβ56：參閱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3,22,4: 

政：：； 7 /l,959A. 4 Iρ56. 

瑪利亞一一天主之母

495 在福音中瑪利亞被稱為「耶穌的母親」（若 2:1 ﹔ 19:25) 1 ，在

她的聖子誕生前，在聖神的感動下，她也被稱為「吾主的母親」

（路 1:43）。因為，瑪利亞藉聖神的工作所懷孕成人的，並且按肉

身而盲，真實地成了她兒子的那一位，就是聖父的永生之子、聖

466,2677 三的第二位。教會承認瑪利亞確實是天主之母 C Theotokos) 2 。

1 參閱瑪 13:55. 2 參閱厄弗所（431): DS 251. 

瑪利亞一一童貞女

496 在最初表達信仰的條文中 1 ，教會就宣認耶穌是只憑聖神的

能力，在童貞瑪利亞的胎中受孕，而且也肯定了這事的具體狀

況：耶穌是「非由男人精子，而是藉聖神之功」 2所受孕的。在

貞女懷孕這件事上，教父們看作是一個標記，認為祂確是天王之

子，帶著一個與我們相同的人性來到世上：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第二世紀初）說：「關於我們的主，你們

堅決相信，祂按肉身而言，確是生於達味的後裔3 ：天主子依照

天主的旨意和能力 4 ，確實生於一位貞女．．．．．．按其肉身，確實在

般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確實受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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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也確實復活了」 5 。

1 參閱DS 10 64. 2 拉特朗會議（649): DS 503. 3參閱羅 1:3. 4 參閱若 1:13.

5 聖依在內爵﹒安提約墓，〈致斯米納人書｝ 1 2: AF II/2,289-293; SCh 10,132-134. 

福音的敘述 1認為貞女懷孕是件屬于申的工作，超越任何理智 497 

和人類的能力 2 ，天使對若瑟這樣說：「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

於聖神」（瑪 1:20），這是指他的未婚妻瑪利亞。教會在這事上，

看到了天主藉先知依撒意亞的口所作的許諾獲得實現：「看，有

位貞女要懷孕生子。」 3

1 參閱瑪 1:18-25：路 1:26-38. 2 參閱路 1：“－ 3 依 7:14. 貞女一詞源於依 7:14的希伯來

文，不定解作貞女，而七十賢工本將之譯為貞女，瑪竇 1:23是引用這希臘本的翻譯。

馬爾谷福音及一些新約書信沒有提及瑪利亞童貞懷孕一事，有時會 498 
引起疑惑。有人甚至會間，這是否只是傳說而己，或毫無歷史根據的神學

構思。關於這疑問，必須回答：對耶穌由貞女嚷孕的信仰，曾在非信徒、

猶太人和外教人那裡 1 ，遇到了強烈的反對、嘲笑和誤解﹔它在其他民族

的神話裡找不到動機，也不能符合當時的思想。這事的意義只有通過信仰

才能了解，信仰在那「各奧跡相互的關連」 2上，即在基督的全部奧跡 90 

中，由祂的降生至祂的復活，看到這種意義。聖依納爵﹒安提約基對這種

關條作証說：「此世的元首忽視瑪利亞的童貞和生育，正如他忽視主的死

亡：三個響亮的奧跡都是在天主的絨默中完成的」 3 。 2717 

l 參閱聖猶思定，《與猶太人特肋弗對話錄｝ 99,7: PG6,708-709; J葉利t辰，〈駁斥吉爾松書〉

1,32’的： PG 11,720 721 等等． 2 梵一： DS 3016. 3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厄弗所人

書｝ 19,1: AF II/2,76-80; SCh 10,74﹔參閱格前 2:8.

瑪利亞一一終身童貞

對貞女生于這分信仰的深忙，使教會宣認，即使在生下成為 499 

人的天主子後 1 ，瑪利亞仍保持著其實和永久的童貞 2 。因為基

督的誕生「並未損害她童貞的完整，反而予以聖他」 3 。教會的

禮儀慶祝瑪利亞為「終身童貞」 （Aeiparthenos)4 。

1 參閱聖大良一世，〈言麗直閣下自甘吉〉書函（449): DS 291 ﹔ 294﹔臼拉奇一世，〈人類〉書函（557):

DS442﹔拉特朗會議（649): DS 503：托利多第十六屆會議（693): DS 571; ~t約四世，〈自研謀些的

人〉憲令 (1555): DS 1880. 2 參閱君士坦了堡二： DS 427. 3 Iβ57. 4 參閱Iβ52.

這稱號有時引起反駁，乃因聖經曾提及耶穌的兄弟姊妹 1 。教會時常 500 
認為這些章節並不指童貞瑪利亞的其他見子：因為雅各伯和若瑟，「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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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兄弟」（瑪 13:55），乃是基督的一個門徒瑪利亞的兒子2 ，她就是被強

調地稱為「另一個瑪利亞」的那位（瑪 28:1）。依照舊約3並不罕見的表達

方式，兄弟是指耶穌的近親。

1 參閱谷3:31-35﹔ 6:3﹔格前 9:5：，迦 1:19. 2 參閱瑪 27:56. 3 參閱創 13:8﹔ 14:16﹔ 29:15等等．

501 耶穌是瑪利亞的獨生子。可是瑪利亞的精神母性 1卻擴展到

969 祂來拯救的所有的人：「她生了一個兒子，天主使『祂在眾多弟

970 兄中作長子』（羅8:29），他們就是信徒們，瑪利亞以母愛，協助

他們誕生和培育的工作」 2 。

1 參閱若 19:26-27﹔默 12:17. 2 1β63. 

在天主計畫中瑪利亞的童貞母性

502 在整體的敢示的脈絡中，信德的眼光發現天主在其救世計畫” 中，要祂聖子生於一位貞女的奧秘理由。這些理由既關乎基督本
身和救贖的使命，也關乎瑪利亞對這使命的接納，以造福眾人。

503 瑪利亞的童貞顯示出天主在降生奧跡中的絕對主動性。耶穌只以天

422 主為父 1 。「祂所攝取的人性，從未使祂與聖父分離．．．．．．按天主性而盲，

祂是天父的親生子，按人↑生而言，祂是聖母的親生子，但無論按天主性或

人性，祂總是天主子」 2 。

1 參閱路2:48-49. 2 斐烏利會議（796): DS 619. 

504 耶穌是因聖神的庇蔭而在童貞瑪利亞的胎中降孕，因為祂是展開新

359 創造的那個新亞當 1 ：「第一個人出於地，屬於土，第二個人出於天」

（格前 15:47）。基督的人↑生在祂降孕時，便充滿了聖神，因為天主「把聖

神無限量地賞賜了祂」（若 3:34）。從祂 被救贖人類的元首 2一一的

「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若 1:16）。

1 參閱格前 15：“－ 2 參閱哥 1:18.

505 新亞當、耶穌由童貞女降孕，開始了因信德而在聖神內的個子的新

12衍 生。「這事怎能成就呢？」（路 1:34)1 。分享天主的生命，「不是由血

氣、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男慾，而是由天主」（若 1:13）而來。接受這

生命的方式是童貞的，因為這生命完全是由聖神賞賜給人的。人類蒙召與

天主締結婚約的意義2 ，在瑪利亞的童貞母，世上完全實現了。

1 參閱若 3:9. 2 參閱格後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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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是貞女，因她的童貞是信德的標記，表示她「不受任何疑慮 506 

動搖」 1 的信德及她完全獻身以順從天主的意願2 。因她的信德，她成了 148,1814 

救主之母：「瑪利亞接受基督信仰時，比懷孕基督肉身時更為有褔」 3 。

1 LG 63. 2 格前 7:34-35. 3 聖奧恩、定，〈論神聖守貞之道｝ 3:PL 鉤，398.

瑪利亞既是童貞女又是母親，因她是教會的形象和最完美的實現 1 : 507 

「教會．．．．．．由於忠信接受天主的聖道，也成為母親：教會藉著講道和聖洗 967 

把不朽的新生命帶給那由聖神所孕育、天玉所產生的子女。教會也是貞

女，她完全遵守著對淨配許過的諾言」 2 。 149 

1 參閱Iβ63. 2 1β64. 

撮要

在厄娃的後裔中，天主簡選了童貞瑪利亞為其聖子的母親。 508 

這位「滿被聖寵者」是「救貝貴的最卓越成果」 1 ﹔在她受孕

之始，便已完全免於原罪的站污，並在她一生中，絕無任何

本罪。

1 s二 103.

瑪利亞確實是「天主之母」，因為她是降生成人的永遠天主 509 

子的母親，而聖于本身就是天主。

瑪利亞「在受孕、懷胎和生育聖子時都保持著童貞，她是童 510 

貞母親和永遠的貞女」 1 ﹔她整個的存有是「上主的碑女」

（亞各 1:38) 。

1 聖奧恩、定，〈講道集＞ 186,1: p口8,999.

童貞瑪利亞「以自由的信德和服從，與天主救人的計畫合 511 

作」 1 。她「以整個人類的名義」 2說了「願你的旨意承

千于」。因了她的服從，她成了新的厄娃，眾生之母。

1 Iβ56. 2 STh 3,30,1. 

第三節基督生平的奧跡

關於基督的生平，信經只談及降生奧跡（降孕及誕生）和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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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奧跡（受難、被釘、死亡、埋葬、下降陰府、復活及升天）。

對耶穌的隱居生活和公開生活的奧跡，則並未明確地提及，然而

1163 有關耶穌降生和逾越的信仰條文，能夠闡明基督的整個塵世生

活。「論及耶穌所行所敦的一切，直到祂．．．．．．被接去的那一天」

（宗 1:1-2），我們都該在降生和逾越奧跡的光照下去觀看。

513 教理講授可按情況而發揮耶穌奧跡的所有豐宮內涵，這裡只

426,561 指出基督生平各項奧跡的某些共同因素（一），以勾畫耶穌的隱

居生活（二）和公開生活（三）的主要奧跡。

一、基督的整個生平是奧跡

514 許多有關耶穌的事，可引起人們好奇的，沒有記載在福音

中。對於祂在納臣肋的生活，幾乎隻字不提﹔就連祂的公開生

活，也有一大部分沒有敘述 1 。那些記載在福音中的，是「為叫

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祂的名獲得

生命」（若20:31) 。

l 參閱若 20:30.

515 福音是由一些最先信奉耶穌的人 1所寫的，他們願意與別人

126 分享他們的信仰。由於藉信仰認識了耶穌是誰，在祂的整個塵世

生命中，他們能察覺並使人察覺祂奧跡的痕跡。從祂誕生時用的

福樵 2 ，直到祂受難時飲的酸醋3 ，以及復活時留下的積布 4 ，在

耶穌的生平中都是祂奧跡的標記。透過祂的舉止、祂的奇跡、祂

的言語，顯示了「在祂內，其實地住有整個圓滿的天主↑生」（哥

609, 774 2:9）。這樣，祂的人↑生顯示出是「聖事J ’即是祂天主性和祂所

帶來之救恩的標記和工具﹔在祂塵世生活中可見的事，都引人察

477 覺祂那天主子的身分和祂救贖使命的不可見的奧跡。

1 參閱谷 1:1﹔若 21:24. 2 參閱路2:7. 3 參閱瑪 27:48. 4 參閱若 20:7.

耶穌奧跡的共同點

516 耶穌的一生都在啟示天父：祂的吉語和行動、祂的絨默和痛

65 苦以及祂的生活和談話的方式。耶穌可以說：「誰看見了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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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見了父」（若 14:9），而聖父也可以說：「這是我的兒子，我

所簡選的，你們要聽從祂！」（路9:35)1 。由於我們的主降生成

人，為承行父的旨意2 ，祂奧跡的最小痕跡也給我們顯示「天主 2708 

對我們的愛」（若－ 4:9）。

1 參閱瑪 17:5﹔谷 9:7. 2 參閱希 10:5 7. 

耶穌的一生都是救贖的奧跡。救贖主要是十字架上流血 1 的 517 

成果，但這奧跡是在基督整個的生命內運作：祂降生時成了窮 606, 1115 

人，藉此使我們因祂的貧困 2而成為富有的：祂在隱居生活中，

以服從 3賠補我們的悸逆﹔祂用祂的話淨化祂的聽眾 4 ﹔祂藉著

治病和驅魔，「承受了我們的脆弱，擔荷了我們的疾病」（瑪 8:

17)5 ﹔祂以復活使我們成義 6 。

l 參閱弗 1:7﹔哥 1:13-14﹔伯前 1:18-19. 2 參閱格後 8:9. 3 參閱路2:51.

4 參閱若 15:3. 5 參閱依 53:4. 6 參閱羅 4:25.

耶穌的一生都是「將萬有總歸於祂身上」的奧跡。耶穌所 518 

言、戶斤行、所受的一切痛苦，其目的都在於使墮落的人類恢復其 668,2748 

原始的召叫：

當基督降生成人後，祂把人類的悠久歷史總歸於自己身上，並

為我們開闢了達到救恩的捷徑。這樣，我們在耶穌基督身上，

將重新獲得我們在亞當身上所失去的，即是成為天主的肖象與

模樣 1 。也正因此，基督才經過了生命的各階段，藉此恢復眾人

與天主的共融2 。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3,18,1: PG 7 /1,932. 2 同上 3’的，7: PG 7 /1,937; 

參閱2，泣，4:PG7/l,784.

我們與耶穌奧跡的共融

基督的整個豐饒「是為每個人的，並成為每個人的財富」 1 。 519 

基督並非為自己，而是為我們活了祂的一生：從祂「為了我們人 7刃， 602

類，並為了我們得救」的降生，直到「為了我們的罪」（格前 15:

3）的死亡，及「為了使我們成義」（羅4:25）的復活。即使現在，

祂也是「我們在父那裡的護慰者」（若－ 2:1），「因為祂常活

著，為我們轉求」（希 7:25）。祂藉著一次而永遠地為我們所做所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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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一切痛苦，常「在天主面前，為我們轉求」（希9:24）。

1 ＜人類救主＞ 11. 

520 耶穌在祂的一生中，顯示出祂是我們的模範 1 ：祂是「完美

459,359 的人」 2 ，邀請我們成為祂的門徒而追隨祂﹔祂藉祂的謙卑，給

2607 了我們一個可效法的榜樣3 ﹔藉祂的祈禱，吸引我們祈禱4 ：藉

祂的貧窮，叫我們自願地接受貧乏和迫害5 。

1 參閱羅 15:5﹔斐 2:5. 2 GS 38. 3 參閱若 13:15. 4 參閱路 11:1.

5 參閱瑪 5:11 12. 

521 基督所生活過的一切，祂要我們能在祂內活出來，而祂也要

2715 在我們內將之活出來。「天主子藉著降生成人，在某種程度上與

1391 每個人結合」 1 。我們奉召與祂形成一體：祂為了我們並為作我

們的模範，把祂在肉身上所生活過的一切，傳授給我們，因為我

們是祂的肢體：

我們應在我們身上延續，並完成基督生活的各個階段和種種奧

跡，也該時常析求祂，使袖的奧跡在我們身上，也在祂整個教會

中得以圓滿完成．．．．．．因為天主聖子願意我們分享祂的奧跡，使祂

的奧跡在我們身上，以及在祂整個教會裡擴展和延續，祂這樣

做，是藉祂願意施予的恩寵，和藉著祂利用這些奧跡在我們身上

發揮的效應。這就是祂願意在我們身上完成這些奧跡的途徑2 。

1 GS 22,2. 2 聖若望﹒歇德，〈論耶穌的王國〉﹒參閱〈時辰頌禱禮〉，常年期第三十三週

星期五誦讀。

二、耶穌童年和隱居生活的奧跡

預備期

522 天主子來到世上是如此重要的事，以致天主願意用很多世紀

凹， 762 作準備。祂把「先前盟約」（希 9:15）的儀式、犧牲、形象和象

徵，都集中在基督身上﹔又藉在以色列不斷出現的先知，加以宣

布：此外，也在外邦人的心中激發對祂來臨的隱約期待。

523 混者聖若翰是主的直接前驅 1 ，被派來給祂準備道路2 。他

712- 720 是「至高者的先知」（路 1:76），是眾先知中最大的 3 ，也是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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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 4 ﹔他揭開了福音的序幕5 ﹔他在母親的胎中，便已接納

基督的來臨 6 。他成為「新郎的朋友」（若 3:29）而覺得非常高

興，並指出基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若 1:29）。他以

「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路 1:17）走在耶穌前面，他以宣講及使

人悔改的洗禮，最後藉殉道7為祂作了見証。

1 參關于長 13:24. 2 參閱瑪 3:3. 3 參閱路 7:26. 4 參閱瑪 11:13. 5 參閱宗 1:22;

路 16:16. 6 參閱路 1:41. 7 參閱谷 6:17-29.

教會每年在舉行將臨期禮儀時，就在實現對默西亞的這種期 524 

待：藉著參與對救主第一次來臨的長期準備，激發信徒們對祂第 1171 

二次來臨的熱切願望 1 0 教會藉著慶祝前驅的誕生和殉道，認同

他的願望：「祂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J （若 3:30）。

l 參閱默22:17.

聖誕的奧跡

耶穌生於貧苦的家庭、在一個卑陋的馬槽中誕生 1 ：純樸的 525 

牧人們就是這事的首批見証人。在這樣的貧窮環境中顯示了上天 437,2443 

的光榮 2 。教會不斷地歌頌那一夜的光榮：

今天貞女給世界帶來永恆，大地給至高者獻出馬棚。

天使歡唱，牧童頌揚，星光前導，賢士來朝。

你為了我們而誕生，永恆的天主，小小的聖嬰 3 ! 

1 參閱路2:6 7. 2 參閱路2:8 20. 3 拜占廷禮，歌者羅馬諾斯的禮儀詩歌。

在天主前「變成像嬰孩那樣」’乃是進入天圓的條件 1 ：因 526 

此我們必須自謙2 ，變成小孩﹔而且，還須「由上而生」（若3:7) ' 

即由天主而生3 ，好「成為天主的子女」（若 1:12）。當基督在我

們內「形成」時4 ，聖誕的奧跡就在我們內完成了。聖誕就是這

種「奇妙交換」的奧跡：

多麼令人口莫賞的交換！人類的創造者取了有靈的肉軀，甘願生

於童貞女，不由人道而出生，將自己的天王佳賜給了我們5 。 460 

l 參閱瑪 18:3-4. 2 參閱瑪 23:12. 3 參閱若 1:13. 4 迦 4:19.

5 ｛時辰頌禱禮〉’聖誕八日慶期晚禱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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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童年的奧跡

527 耶穌於誕生後第八天所受的割損禮 1 ，乃表明祂隸屬亞巴郎

580 的後裔、隸屬盟約的子民、服從法律2並有參與以色列敬禮的資

1214 格，這些敬禮，祂以後一生都會參與。這個割損標記乃是「基督

受割損」’即洗禮3的預象。

1 參閱路2:21. 2 參閱迦 4:4. 3 參閱哥 2:11 13. 

528 主顯節顯示耶穌是以色列的默西亞、天主子，以及世界的救

439 主。此慶節將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和加納婚宴 1 ，連同東方「賢

士」 2來朝拜耶穌的事件一起慶祝。在這些代表四周其他民族的

「賢士」身上，福音看到了那些因聖吉降生成人而接受了救恩喜

訊的國家的初果。賢士們到耶路撒冷來朝拜猶太人的君王3 ，顯

示出他們在達味之星4的默西亞之光照下，到以色列來尋找將要

成為萬國之君5的那一位。他們的來臨是在表明，除非轉向猶太

711-716, 人 6並接受他們記載在舊約中有關默西E的許諾7 ，他們將不能

122 認識耶穌，並朝拜祂為天主之子和世界的救主。主顯節顯示「天

下萬民都進入古聖祖們之家」 8並獲得以色列人的尊鑽9 。

l 參閱〈時辰頌禱禮〉，主顯節第二晚禱謝主曲對經。 2 瑪 2:1. 3 參閱瑪 2:2.

4 參閱戶 24:17﹔默 22:16. 5 參閱戶 24:17-19. 6 參閱若 4:22. 7 參閱瑪 2:4-6.

8 聖大良一世，〈講道集） 23: PL 54,224B：參閱〈時辰頌禱禮〉，主顯節誦讀。

9 ＜羅馬彌撒經書〉’逾越節守夜，讀經三後的禱詞。

529 獻耶穌於聖殿 1 ，顯示祂是屬於上主的首生子2 。西默盎和

583 亞納代表整個以色列人的期待，前來與他們的救主相遇（拜占廷

439 的傳統如此稱呼這事件）。耶穌被認為是期待已久的默西亞、

「異邦的光明 J 和「以色列的榮耀」，但也是「反對的記號」 0

的 向瑪利亞預告的痛苦利劍，宣布了另一種祭獻，完美而獨一的，

即十字架的祭獻：這祭獻將給予「天主在萬民之前早準備好的」

救恩。

1 參閱路2:22 39. 2 參閱出 13:2,12 13. 

530 逃往埃及和無罪嬰孩遭屠殺 1 ，顯示黑暗向光明作出反抗：

「祂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祂」（若 1:11）。基

574 督的一生帶著受迫害的記號。祂自己的人將與祂分擔這個命運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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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從埃及回來 3使人想起出谷事件 4 ，並表明耶穌是決定性的解

救者。

l 參閱瑪2:13-18. 2 參閱若 15:20. 3 參閱瑪 2:15. 4 參閱歐 11:1.

耶穌隱居生活的奧跡

在耶穌的大半生中，祂都體驗極大多數人所處的生活環境： 531 

過著平凡日子，毫不顯赫，從事手工，履行猶太的宗教生活，服 2427 

從上主的法律 1 ，在團體中過活。關於這整段時期，只給我們敢

示耶穌「屬祂父母管轄」’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寵上，漸漸地

增長」（路2:51-52）。

l 參閱迦 4:4.

耶穌在服從祂的母親和養父時，完善地遵守了天主第四誠。 532 

這種服從是祂以赤子之情服從天父的在世肖象。耶穌每天對若瑟 2214-2220 

和瑪利亞的服從，宣示並提前了聖週囚的服從：「不要隨我的意 的

願．．．．．．」（路 22:42）。基督在日常隱居生活的服從，己展開了那

因E當的抗命而破壞的重建工程 l 。

1 參閱羅 5:19.

納臣肋的隱居生活，容許每人能在日常生活的最平凡方式 533 

上，與耶穌共融：

納區目力的聖家是一所學校，在那裡我們開始學習耶穌的生活，

這是讓我們學習福音的學校．．．．．．首先它給我們的一課是靜默， 2717 

但願我們恢復對靜默的重視，這是心靈上不可缺少的寧靜氣

氛．．．．．．另一課是家庭生活，納區肋教導我們甚麼是家庭，甚麼 2204 

是愛的交流，甚麼是家庭簡樸而平實的美，以及其神聖而不可

侵犯的特點．．．．．．﹔另一課是工作，啊！納臣肋「木匠之子」的

家！在你這裡，我們希望了解並宣告那雖嚴厲卻具救贖效能的

勞作．．．．．．﹔最後，我們要向全世界的工人致敬，並向他們推薦 2427 

一位偉大的模範’就是他們那位身為天主子的長兄 1 。

1 保祿六世， 1964年 1 月 5 日在納區肋的演講：參閱〈時辰頌禱遭〉’聖家節誦讀。

在聖殿中尋回耶穌 1是打破了福音有關耶穌隱居生活絨默的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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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2599 唯一事件。在這事上，耶穌使人約略看到祂那完全獻身於天主子

使命的奧秘：「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嗎？」（路2:49)

964 瑪利亞和若瑟「不明臼」祂的話，但以信德接受了，而瑪利亞則

在耶穌的整個隱居生活內，「把這一切默存在心中」（路2:51) 。

1 參閱路2:41-52.

三、耶穌公開生活的奧跡

耶穌受洗

535 耶穌的公開生活 1 ，是若翰在約但河為祂授洗時開始的2 。

719-720 若翰「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罪之赦」（路 3:3）。一大群罪人：

稅吏、軍人3 、法利塞人、撒杜塞人4及娟妓5 ，都到他那裡去受

洗。連耶穌也來受洗，若翰猶豫不決，但耶穌堅持著，終於受了

701 洗。於是聖神藉鴿子的形象，停在耶穌身上，「並有聲音從天

438 上」說：「這是我的愛子」 6 。這是耶穌作為以色列的默西亞和

天主子的顯示（Epiphany）。

1 參閱路3:23. 2 參閱察 1:22. 3 參閱路3:10-14. 4 參閱瑪 3:7. 5 參閱瑪 21:32.

6 :E,!§3:13 17. 

536 耶穌受洗，是祂接受及開始祂那受苦僕人的使命。祂讓自己

606 與罪人們並列 1 ，祂已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若 1:29），並

1224 提前了祂那殘酷死亡 2的「洗禮」’祂來原是為了「完成全義」

（瑪 3:15），就是完全服從天父的旨意：為赦免我們的罪而甘願為

444 愛的緣故接受死亡的洗禮 3 。對祂的這種接受，父的聲音宣告

727 說，完全喜愛祂的兒子4 。耶穌自成孕之初已完全充滿的聖神，

739 從天降下及停留在祂身上5 。耶穌為全人類將是聖神的泉源。祂

受洗時，因亞當的罪而被關闊的「天為祂打開了」（瑪 3:16)

水也因耶穌和聖神的降下而被聖化，是新創造的前奏。

1 參閱依53:12. 2 參閱谷 10:38﹔路 12:50. 3 參閱瑪26:39. 4 參閱路3:22﹔依 42:1.

5 參閱若 1:32 33﹔依 11:2.

537 基督徒藉聖洗聖事而與基督同仕，祂藉自己的洗禮提前了祂

1262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應進入謙卑的自我貶抑和悔改的真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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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一起浸入水中，好能同祂一起上來，由水和聖神而重生，在

聖子內，成為聖父鐘愛的兒子，「在新生活中度生 J （羅 6:4) : 

我們藉洗禮與基督一同進入墳墓，好能與祂一起復活：我們與 628 

祂一起下降，好能與祂一起上升：我們與祂一起上升，好能與

祂一起受顯揚 1 。

在基督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使我們明白，在浸水後，聖神從高天

飛向我們，並且有父的聲音接納我們，成為天玉的子女2 。

1 聖額我略﹒納祥，〈演講｝ 40,9: PG 36,369B. 2 聖依拉幸lj ﹒波阿帖，《瑪竇福音詮釋〉

2,5: PL9,927. 

耶穌受誘惑、

福音敘述耶穌在接受若翰的洗禮後，隨即有一段時期獨自退 538 

居曠野：耶穌在「聖神的催促」下，留在曠野裡禁食四十天之

久，與野獸在一起，並有天使服侍祂 1 。這段時期行將結束之

際，魔鬼前來三次誘惑祂，企圖動搖祂以天主為父的態度。耶穌 394 

擊退了這些攻擊一一它實際上綜合了亞當在樂園裡及以色列在曠 3月

野中所受的誘惑，於是魔鬼就離開祂’「再等時機」（路4:13）。

1 參閱谷 1:12-13.

聖史們揭露了這宗奧妙事件的救贖意義。耶穌是新的亞當， 539 

在受誘時吃立不搖，而第一個亞當則順從了誘惑。耶穌完全履行 397 

了以色列的使命：一反過去在四十年曠野旅途中激怒天主的人 1 ' 

基督顯示自己為天主的僕人，在一切事上服從天主的旨意。這

樣，耶穌就成了魔鬼的征服者：祂把「壯士﹔困起來」，然後劫掠 385 

他的家 2 。耶穌在曠野裡對誘惑者所取得的勝利，提前了祂藉苦

難所取得的勝利，這苦難是祂以赤子之愛服從天父的至高表現。 609 

1 參閱詠95:10. 2 參閱谷 3:27.

耶穌所受的誘惑，顯示出天主子是默西亞的意義是甚麼，它 540 

與撒嬋給祂提出的以及人們 1希望給祂的那種意義截然不同。因 2119 

此，基督為我們戰勝了那誘惑者：「因為我們所有的，不是一位 肘， 2849

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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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過試探的，只是沒有罪過」（希 4:15）。教會每年藉四十天的四筍

期，與耶穌在曠野的奧跡聯繫一起。

1 參閱瑪 16:21 23. 

「天國已臨近J

541 「若翰被監禁後，耶穌來到加里肋亞，宣講天主的福音說：

2816 『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吧！』」

加 （谷 1:15）。「基督為承行聖父的旨意，在世上揭示了天國」 1 ' 

如今，聖父的旨意是「提拔人類，分享天主的生命」 2 。祂為進

行此事，把人類眾無到祂的聖子、耶穌基督身邊。這個會眾就是

669, 768, 教會，她在世上成了「天圓的幼芽和開端」 3 。
865 

1 LG 3. 2 Iβ2. 3 Iβ5. 

542 基督是在「天主之家」聚會的人群的中心。祂以自己的言

2233 語、藉昭示天國的徵兆，並派遣門徒，召集人們來到祂身邊。祂

尤其藉自己逾越的偉大奧跡：即是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復活，

實現祂神國的來臨：「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

789 歸向我」（若 12:32）。「所有的人都奉召與基督合一」 1 。

1 參閱Iβ3.

天圓的宣告

543 所有的人都被召進入天圈。此默西亞王國首先宣告給以色列

的子民 1 ，但這是為接納天下萬邦的人民而建立的 2 。為能進

764 去，必須接受耶穌的訓誨：

主的訓吉好比播在田裡的種子：凡以信德聆聽訓言，加入基督

小小羊群的，就接受了天主之國。然後種子就以本身的能力發

芽茁壯，直到成熟3 。

1 參閱瑪 10:5-7. 2 參閱瑪 8:11 ﹔ 28:19. 3 Iβ5﹔參閱谷 4:14,26-29﹔路 12:32.

544 天國屬於賓窮人和弱小者，即那些以謙虛的心去接受它的

709, 2443, 人。耶穌被派遣，「是為向貧窮人傳報喜訊」（路4:18)1 。祂稱

2546 他們為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 5:3）﹔天父喜歡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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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對智慧和明達的人所隱瞞的事，敢示給「小孩子」 2 。耶穌從

馬槽到十字架，一直分擔窮人的生涯﹔祂忍受飢餓 3 、口渴 4和

貧乏5 。而且，祂更與各類的窮人認同，並把為他們所作的愛德

善工，作為進入天國的條件6 。

l 參閱路 7:22. 2 參閱瑪 11:25. 3 參閱谷2:23-26：瑪 21:18. 4 參閱若 4:6-7: 19:28. 

5 參閱路9:58. 6 參閱瑪 25:31-46.

耶穌邀請罪人去赴天圓的喜宴：「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 545 

罪人」（谷 2:17)1 。祂請他們悔改，否則不能進入天國，但在吉 14的，珊，

行中卻向他們顯示天父對他們的無限仁慈2 ，以及「對一個罪人 1846, 1439 

的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路 15:7）是極大的。這種愛情的最

好証明，就是祂為「赦免罪過」（瑪 26:28）將犧牲自己的生命。

1 參閱弟前 1:15. 2 參閱路 15:11-32.

比喻是耶穌訓誨的特色 1 ，祂用來召叫人進入天國。祂利用 546 

比喻請人赴天國喜宴 2 ，但也要求一個基本的選擇：為獲得天 2613 

國，必須「賣掉」所有的一切3 ﹔只憑口說不夠，還需有行動4 。

比喻對人來說有如鏡子：他像一塊旱地，或是像一塊好地接受聖

言呢 5 ？他如何利用所接受的天賦呢 6 ？耶穌和天國在此世的臨

現，隱藏在這些比喻的核心。必須進入這天圓，意即成為基督

的門徒，才能「知道天圓的奧秘」（瑪 13:11）。對於那些「外 542 

人」 7 ，一切都是越8 。

1 參閱谷4:33-34. 2 參閱瑪 22:1-14. 3 參閱瑪 13：“ 45. 4 參閱瑪21:28-32.

5 參閱瑪 13:3-9. 6 參閱瑪 25:14-30. 7 谷 4:11. 8 參閱瑪 13:10 15. 

天國的徵兆

耶穌以許多「德能、奇跡和徵兆」（宗 2:22），來証實自己的 547 

訓誨，這些奇跡和徵兆顯示出在祂身上天國己臨現了。它們証明 670 

耶穌就是所預許的默西亞 1 0 439 

l 參閱路7:18-23.

耶穌所行的奇跡，証明是父派遣了祂 l ，它們促使人們信服 548 

祂 2 。那些以信心求祂的人，祂答允他們所求的3 。於是奇跡使 156 

我信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 133 



2616 人對那位履行天父事業者的信德，更為堅定：它們証實祂是天主

574 子 4 ，但也可能成為一些人絆倒的原因 5 。奇跡不在於滿足人們

447 的好奇心或奇幻的願望。雖然祂的奇跡是這麼明顯，但耶穌仍被

某些人拒絕6 ，甚至被人指控祂藉魔鬼的能力行奇跡7 。

1 參閱若5泊﹔ 10:25. 2 參閱若 10:38. 3 參閱谷 5:25-34; 10:52等等。

4 參閱若 10:31-38. 5 參閱瑪 11:6. 6 參閱若 11:47-48. 7 參閱谷 3:22.

549 耶穌把一些人由飢餓 1 、不義 2 、疾病和死亡 3的人世痛苦中

1503 捶救出來，藉此展示了默西亞的徵兆﹔但祂並非來消除此世的所

440 有痛苦 4 ，而是把人類從更大的奴役，即罪惡的奴役中，拯救出

來 5 ，因為罪惡妨礙他們作為天主子女的召叫，並造成世上種種

的奴1~ 。

1 參閱若 6:5 15. 2 參閱路 19:8. 3 參閱瑪 11:5. 4 參閱路 12:13-14：若 18:36.

5 參閱若 8:34-36.

550 天國的來臨挫敗了撒彈的王國 1 ：「如果我仗賴天主的神驅

394, 1673 魔，那麼，天主的國己來到你們中問了」（瑪 12:28）。耶穌藉驅

魔使一些人擺脫了魔鬼的控制2 ，提前了耶穌對「這世界元首」

俐，加6 （若 12:31) 的偉大勝利。天主的國將藉著基督的十字架而正式建

立：「天主已在十字架上為王」 3 。

l 參閱瑪 12:26. 2 參閱路8:26-39. 3 《時辰頌禱禮〉’聖週晚禱讚美詩〈君王的涯旗＞ c 

「天國的鑰匙」

551 耶穌開始公開生活的時候，就簡遲了十二個人同祂一起，參

切 與祂的使命 1 ：祂使他們分享自己的權力，派遣他們「去宣講天

765 主的國，並治好病人」（路9:2）。他們常與基督的國聯合一起，

因為基督透過他們領導教會：

我將王權給你們預備下，正如我父給我預備了一樣，為使你們

在我的國裡，一同在我的建席上吃喝，並坐在寶座上，審判以

色列十二支派（路22:29-30）。

l 參閱谷3:13-19.

552 在十二個宗徒中，伯多樣佔首位 1 ，耶穌交給了他獨特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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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藉著聖父的眉立示，伯多祿宣認說：「宇航是默西亞，永生天主 880, 1刀，

之子」’於是主對他說：「你是伯多祿（整石），在這整石上， 442 

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瑪 16:18）。基督

「活石」（伯前 2:4），確保祂奠基於伯多祿的教會將戰勝死亡的

權勢。伯多祿由於他所宣認的信仰，成為教會不可動搖的基石。 424 

他領有保持信仰完整和堅固自己弟兄的使命2 。

1 參閱谷 3:16; 9:2：路 24:34：格前 15:5. 2 參閱路22:32.

耶穌交給了伯多祿一項特殊的權力：「我要將天圓的鑰匙交 553 

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 381 

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 16:19）。「掌鑰的權能」是指

治理天主之家，即教會的權力。「善牧」（若 10:11）耶穌在復活

後，確定了此項任務：「你牧放我的羊群 J （若 21:15-17）。「束 1445 

縛和釋放」的能力，是指他有權赦免罪過、宣布有關教義的見解

及作出教會內有關紀律的決定。耶穌透過宗徒們的職務交給了教

會此項權力 1 ，尤其是透過伯多祿的職務，只有他一個人明確地 側，如

受託管理天國的鑰匙。

1 參閱瑪 18:18.

天圓的預嘗：耶穌顯聖容

從伯多祿承認耶穌是默西E 、永生天主之子那天起，師傅耶 554 

穌「就開始向門徒們說明：祂必須上耶路撒冷去．．．．．．要受許多痛

苦，並將被殺，但第三天要復活」（瑪 16:21) 。伯多祿反對此項

預告 1 ，其他的東徒根本無法明白 2 。就在這脈絡下，發生了耶

穌顯聖容的奇事。在一座高山上，耶穌顯聖容於三位由祂簡選的 697,2600 

証人：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 3 。耶穌的面容和衣服發出光芒，

並有梅瑟和厄里亞顯現出來，談論「耶穌的去世，即祂在耶路撒

冷必要完成的事J （路 9:31）。有一片雲彩遮蔽了他們，並有聲音

從天上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從祂！」 444 

(fil各 9:35）。

1 參閱瑪 16:22 23. 2 參閱瑪 17:23﹔路9﹔45. 3 參閱瑪 17:1 8﹔伯後 1:16-18.

耶穌只短暫地顯露了祂的聖容，以確定伯多祿所宣認的事。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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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也宣示了「為進入祂的光榮」（路24:26），必須先經過耶

刃而， 2583 路撒冷的十字架。梅瑟和厄里亞曾在山上見過天主的光榮﹔法律

和先知曾預告默西亞的苦難 1 。耶穌的苦難乃是父的旨意：子以

257 天主僕人 2的身分去執行。雲彩是指聖神的臨在：「整個聖三都

顯現了：父以聲音、子以人形、聖神以雲彩」 3 : 

高山之巔，你顯聖荐，門徒目睹，既害且驚，

竭盡所能，默思爾榮。耶穌基督，天主聖言。

爾後被釘，頓悟緣由，明白苦難，實干示自願。

毅然宣誦，明告世人，你是父光，照射四方4 。

1 參閱路24:27. 2 參閱依 42:1. 3 STh 3，筍，4,ad 2. 4 拜占廷禮，顯聖容節禮儀詩歌。

556 在開始公開生活前：受洗﹔在開始逾越節前：顯聖容。耶穌

的受洗「顯示了我們第一次重生的奧跡：我們的洗禮」﹔而顯聖

容則「是第二次重生的聖事：我們的復活」 1 。從現在開始，我

1003 們已藉著在基督奧體的聖事內活動的聖神，參與主的復活。耶穌

顯聖容使我們預嘗基督光榮的來臨，「祂要改變我們卑賤的身

體，相似祂光榮的身體」（斐 3:21）。但也提醒我們，「必須經過

許多苦難，才能進入天主的國」（宋 14:22) : 

當伯多祿渴望與基督留在山上時，還不明瞭此事2 。啊，伯多

祥、！這分福氣，基督是為你苑後保留的。如今祂卻對你說：下

去到世上勞碌，到世上服務，到世上被人侮辱和釘死。生命降

下為被殺苑，糧食降下為感受飢餓，道路降下為感到旅途辛

勞，泉j原降下為感受口渴，而你竟拒絕受苦嗎3?

1 STh 3,45,4,ad 2. 2 參閱路9:33. 3 聖奧恩定，〈講道集） 78,6: PL 詣，492 493. 

耶穌上耶路撒冷

557 「耶穌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來到，祂遂決意面朝耶路撒冷

走去」（路 9:51)1 。這項決定顯示祂上耶路撒冷準備受死。祂三

次宣布7祂的苦難和復活 2 。面朝耶路撒冷走去時，祂說：「先

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路 13:33）。

1 參閱若 13:1. 2 參閱谷 8:31-33; 9:31-32; 10: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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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提及了在耶路撒冷殉道的先知們 1 ，但仍不停地呼籲耶 558 

路撒冷回歸到祂那裡去：「耶路撒冷！．．．．．．我多少次願意聚集你

的子女，有如母雞把自己的幼雛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卻不願

意」（瑪23:37b）。當祂望見耶路撒冷時，祂哀哭那城，再次表達

了祂心中的願望說：「恨不得在這一天，你也知道有關你平安的

事：但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隱藏的」（路 19:41-42）。

1 參閱瑪23:37a.

耶穌以默西亞身分進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如何迎接自己的默西亞呢？耶穌幾雷拒絕了人民想 559 

立祂為王的企圖後 1 ，祂選擇了時間，詳細地準備以默西亞身分

進人「祂祖先達味」（路 1:32）的京城2 。人們歡呼祂為帶來救恩

的達味之子（「賀三納」解作「啊，請救我們吧！」’「請給我

們救恩！」）。如今，「光榮的君王」（詠24:7-10）騎著一匹驢

駒3進入自己的城：祂沒有用詭計和暴力，而是用那為真理作証4

的謙遜去征服熙雍的女子 祂教會的象徵。為此，那天祂王國

的子民就是孩童5和「天主的窮人」，他們就像天使們向牧人們

所宣告的一般 6 向祂歡呼。他們的歡呼聲：「因上主的名而來 333 

的，應受讚頌」（詠 118:26），被教會用在感恩祭禮儀的「聖， 13刀

聖，聖！」中，作為紀念主逾越的序幕。

l 參閱若 6:15. 2 參閱瑪 21:1-11. 3 參閱直 9:9. 4 參閱若 18:37.

5 參閱瑪21:15-16﹔詠 8:3. 6 參閱路 19:38﹔ 2:14.

耶穌榮進耶路撒冷顯示出天國的來臨，這是君王默西亞即將 560 

以自己死亡和復活的逾越去實現的王國。教會在聖枝主日藉著慶 550,2816 

祝耶穌榮進耶路撒冷，開始偉大的聖週。 1169 

撮要

「基督一生是持續不斷的訓誨：祂的靜默、祂的奇跡、祂的 561 

舉止、祂的祈禱、祂對人類的慈愛、祂對幼童和窮人的偏

愛、祂為救贖世界而在十字架上甘心作出的自我犧牲，以及

祂的復活，都實現祂的話並完成祂的啟示 l 」

1 ＜教理講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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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基督的門徒必須肖似祂，直到基督在他們內形成 1 。「為此

我們被納入祂生活的奧跡內，效法祂，歸於祂的死亡和復

活，直到與祂共享勝利。 2 」

1 參閱迦 4:19. 2 1β7,5. 

563 不論牧童或賢士，由於他們跪在白冷馬槽前，並朝拜那隱藏

在軟弱嬰兒身上的天主，才能在現世遇見天主。

564 耶穌藉著對瑪利亞和若瑟的服從，及長期在納臣肋的那種卑

微工作，給我們樹立在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聖德榜樣。

565 耶絲從祂去開生活開始，在受洗時，就是整個獻身於救贖工

程的「僕人」’這工程將藉祂苦難的「洗禮」而完成。

566 在曠野中所受的誘惑，顯示耶穌一一謙卑的默西亞，藉著完

全順從天父的救恩計畫，而戰勝撒禪。

567 基督在世上已為天國揭開序幕，「天國清楚地由基督的言行

及臨現昭示給人們」 1 。教會就是這天國的幼芽和開端，它

的鑰匙交由聖伯多祿係管。

1 1β5. 

568 耶穌顯聖容的目的，是鞏固宗徒們的信德以面對苦難：登上

「高山」是為準備登上加爾瓦略山。基督一一教會之首，昭

示其身體在聖事中所蘊藏和彰顯的事：即「光榮的希望」

（哥 1:27) 1 ° 

1 參閱聖大良世，〈講道集｝ 51,3: PL 54,310C. 

569 耶穌雖知道為了罪人的重大叛逆要接受殘酷的死亡 1 ，但仍

心甘情願地上耶路撒冷去。

1 參閱希 12:3.

570 耶穌榮進耶路撒冷，頭示君王，默西亞神國的來臨﹔祂被兒童

和心謙的人迎進祂的京城後，準備以自己死而復活的逾越奧

跡來實現此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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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耶穌基督在比拉多執政時蒙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被安葬J

基督的十字架及復活的逾越奧跡，是東徒們及後世教會應向 571 

世界宣揚的喜訊之核心。天玉的救恩計畫，藉著祂聖子耶穌基督 1067 

的贖罪死亡，「一次而永遠地」完成了 1 。

l 參閱希 9:26.

教會忠於耶穌在其逾越節前後對「全部經書所作的解釋」： 572 

「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祂的光榮嗎？」（路24:26- ” 
27’的－45）耶穌的苦難採取具體的歷史性形態，由於祂曾被「長

者、司祭長和經師棄絕」（谷 8:31) ，他們把祂「交給外邦人戲

弄、鞭打及釘死」（瑪20:19）。

因此，信仰能設法探討福音書所忠實傳遞的，耶穌死亡的 573 

情形 1 ，並靠其他歷史資料予以証明，這樣能進一步地了解救贖 凶

的意義。

l 參閱 DV19.

第一節耶穌和以色列

在耶穌的公開活動初期，一些法利塞人和黑落德黨人，聯同 574 

一些司策和經師，就已商討要除掉祂 1 。耶穌因了某些行為（驅 刀。

魔、赦罪、安息日治病、對法律潔與不潔的誡條所作的獨特解

釋，與稅吏、公開與罪人的交往）2 ，曾被居心不良的人懷疑為附

魔者3 。祂被指控：說褻潰的話4與做假先知 5 ，這些宗教罪行， 591 

按照法律本該處以用石頭砸死之刑 6 。

1 參閱谷 3:6. 2 驅魔：參閱瑪 12:24﹔赦罪：參閱谷 2:7﹔安息、日治病：參閱谷 3:1-6﹔解釋潔

淨的意義：參閱谷 7:14-23﹔與研吏和罪人為伍：參閱谷 2:14-17. 3 參閱谷3:22：若 8:48;

10:20. 4 參閱谷 2:7﹔若 5: 18; 10:33. 5 參閱若 7:12; 7:52. 6 參閱若 8:59; 10:31. 

因此，為一般的天主子民（苦 7:48 49），尤其為耶路撒冷的宗教首 575 
長，即若望福音所多次稱呼的「猶太人」 1 ，耶穌的許多吉行是一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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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記號」（路2:34）。當然，祂跟法利塞人的關條並非只是爭辯性的﹔有

些法利塞人叫祂提防可能發生的危險2 。耶穌稱讚了一些法利塞人，例如

谷十二章三十四節所記載的經師，並多次在法利塞人的家中吃飯3 。耶穌

993 肯定了由這些天主子民的宗教優秀分子所認同的道理：如死人的復活 4 ' 

虔誠的方式（施捨、祈禱和禁食）5 ，視天主為父親的習慣，以及愛主愛人

誡命的重要性6 。

l 參閱若 1:19﹔ 2:18﹔ 5:10﹔ 7:13﹔ 9:22; 19:38; 20:19. 2 參閱路 13:31. 3 參閱路 7:36﹔ 14:1.

4 參閱瑪 22:23 34﹔路 20:39. 5 參閱瑪 6:2 18. 6 參閱谷 12:28一34.

576 在許多以色列人的眼中，耶穌的行動好像反對選民下列的基

本制度：

一一須遵守法律書明文規定的一切誡命，此外，對法利塞人來

說，還加上其口傳的解釋。

一一耶路撒冷聖殿的主要特色，是它被視為天主以超越方式寓居

的神聖地方。

一一信奉唯一的天主，無人可分享祂的光榮。

一、耶穌與法律

577 耶穌在山中聖訓的開始，在新盟約恩寵的光照下，講解西乃

1965 山上天主於第」次盟約中所頒布的法律時，作了鄭重的聲明：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

1967 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即使天地過去了，一撇或一畫也決不會

從法律上過去，必待→切完成。所以，誰若廢除這些誡命中最小

的一條，也這樣教訓人，在天國裡，他將稱為最小的﹔但誰若實

行，也這樣教訓人，這人在天國裡將稱為大的（瑪5:17-19）。

578 因此，以色列的默西亞一一耶穌，既是天國中最大的，按照

的3 祂自己所說的話，就應該全面地遵守法律，連最小的誡命也不例

外 1 。祂也是唯一可以做到此事的人 2 。猶太人自認從未能夠遵

守全部法律，因為難免會違反最小的誡命3 。因此，每年的贖罪

節，以色列子民都為了自己違反法律而向天主求恕。事實上，法

律構成了一個整體，就如聖雅各伯所說的：「誰若遵守全部法

律，但只觸犯了一條，就算是全犯了」（雅2:10)4 。

l 參閱瑪5:19. 2 參閱若 8:46. 3 參閱若 7:19：宗 13:38-41; 15:10. 4 參閱迦 3:1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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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不但照字面、而且按精神去遵守全部法律的原則，原是法利塞 579 

人所珍視的。他們在以色列中提出了這個原則，促使耶穌時代的許多猶太

人，懷有極大的宗教熱忱 1 。而這熱忱，若不淪為一種詭辯的「偽善」 2 , 

能準備人民接受那前所未聞的天空的干予頁，就是將由唯一的義者，替所有

罪人3完全地遵守法律。

l 參閱羅 10:2. 2 參閱瑪曰：3-7：，路 11:39 54. 3 參閱依 53:11：希 9:15.

圓滿地完成法律，只能是那位神聖立法者之工作，祂就是生 580 

於法律管轄下的天主子 1 。在耶穌身上，法律不再是刻在石版 527 

上，而是寫在祂作為僕人的「心頭上」（耶 31:33），祂「忠實地

傳報其道」（依 42:3），藉此，成了「人民的盟約」（依 42:6）。

耶穌完成法律，甚至承受了「法律的咒罵」（迦 3:13），這咒罵是

由那些「不持守律書上所記載的一切」的人（迦3:10）惹來的﹔因

為基督的死亡，是為「補贖在先前盟約之下所犯的罪過」（希 9:

15）。

l 參閱迦 4:4.

耶穌被猶太人和他們的精神領袖，視為「拉比」（師傅）1 。很多次， 581 
祂提出一些有關猶太拉比解釋法律方面的辯論2 。但同時祂又不能不與法

律學士1if突﹔因為，祂並不滿足於提出與他們一樣的解釋：「因為祂教訓 2054 

他們，正像有權威的人，不像他們的經師」（瑪 7:28 29）。在祂身上，一

如在西乃山上，有同樣的天主聖盲發出，這聖言在西乃山上便梅瑟書寫法

律，並在其褔山上3再次被人聽到。它並不廢除法律，而是使它完成，以

囑神方式給予它最後的解釋：「你們一向聽過對古人說．．．．．．我卻對你們

說」（瑪5:33-3哇）。耶穌用這同樣的天主的權威，否定了法利塞人「人的

傳統」（谷 7:8），因它們「廢棄了天主的話」（谷 7:13）。

1 參閱若 11:28; 3:2﹔瑪 22:23-24,34-36. 2 參閱瑪 12:5; 9:12：谷 2:23 27：路 6:6 9﹔若 7:22-23.

3 參閱瑪 5:1.

此外，耶穌也完成有關食物潔淨與否的法律，這對猶太人的日常生 582 
活十分重要﹔耶穌以屬于申的解釋揭露它的「教育」 1意義：「凡從外面進

入人內的，不能使人污穢．．．．．．這是說一切食物都是潔淨的．．．．．．凡從人裡面

出來的，那才使人污穢。因為從裡面，從人心裡出來的是些惡念」（谷 7: 368 

18-21）。耶穌以屬于申的權威，決定性地解釋法律，往往會與某些法學士衝

突。雖然祂用一些屬于申的徵兆，來証明祂的解釋，但他們並不接受祂的解 548 

釋2 。這點在有關安息日的問題上尤為顯著：耶穌多次應用經師的辯論方

法3 ，說明祂為事奉天主 4 、為服務近人5所做的治病工作，並不觸犯安 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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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日的規定。

1 參閱迦3:24. 2 參閱若 5:36; 10:25,37-38; 12:37. 3 參閱谷 2:25 27﹔若 7:22 24. 

4 參閱瑪 12:5﹔戶 28:9. 5 參閱路 13:15 16; 14:3-4. 

二、耶穌與聖殿

583 耶穌一如在祂以前的先知們，對耶路撒冷的聖殿顯示了最深

529 切的尊重。祂誕生後四十天，被若瑟和瑪利亞呈獻於聖殿（路 2:

534 22-39）。祂十二歲時，決定留在聖殿裡，為提醒父母，祂必須從

事祂父的工作 1 。祂在隱居生活中 2 ，每年，至少為過逾越節，

都上耶路撒冷去。就連在祂的公開傳教生活中，為過猶太人的大

慶節3而定期去耶路撒冷。

l 參閱路2:46-49. 2 參閱路2:41. 3 參閱若 2:13-14; 5:1.14; 7:1,10,14; 8:2: 10:22-23. 

584 耶穌前往聖殿，作為與天主相遇的特選地方。對祂來說，聖

2599 殿是祂天父的住戶斤，祈禱的地方，祂看見殿院成了商場 1 ，便大

發義恕。祂把商人由聖殿裡驅逐出去，是因為受了對天父妒愛的

催促：「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為商場。門徒們就想起了經上記載

的：『我對你殿宇所懷的熱忱，把我耗盡』（詠69:10）」（若 2:16一

17）。在祂復活後，宗徒們仍對聖殿保持著宗教上的尊呆 2 。

1 參閱瑪 21:13. 2 參閱宗 2:46; 3:1; 5:20 21 等等。

585 然而耶穌受難之始，曾宣布這座美妙的建築物將被毀滅，竟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 1 。這裡是在宣告最後時期的一

個記號2 ，祂將以自己的逾越揭開最後時期的序幕。但當祂受大

司祭審問時3 ，這預言被假見証歪曲地引用，當祂被釘在十字架

上時4又作為侮辱祂的笑柄。

1 參閱瑪24:1-2. 2 參閱瑪 24:3﹔路 13:35. 3 參閱谷 14:57 58. 4 參閱瑪27:39-40.

586 耶穌從未敵視過聖殿 1 ，祂曾在那裡講過主要道理 2 ，而且

還願意聯同伯多樣一起繳納殿稅3 ，而伯多祿是祂所立的教會的

797 基石4 。更進一步，祂把自己視同聖殿，視作天主在人間的永久

住所5 。為此，祂身體的被殺6 ，就是宣告聖殿的毀滅，這毀滅

顯示救恩史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到了時候，你們不在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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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若 4:21)7 。

l 參閱瑪 8:4; 23:21：路 17:14﹔若 4:22. 2 參閱若 18:20. 3 參閱瑪 17:24 27. 

4 參閱瑪 16:18. 5 參閱若 2:21：瑪 12:6. 6 參閱若 2:18←22. 7 參閱若吐：23 24; 

瑪27:51：希 9:11：默 21:22.

三、耶穌與以色列對唯一天主和救世主的信仰

1179 

法律和耶路撒冷聖殿，固然能夠成為以色列宗教首領「反 587 

對」 1 耶穌的機會，然而為這些人來說，真正的絆腳石2卻是祂

在贖罪上的角色，贖罪是天主的至高工程。

l 參閱路2:34. 2 參閱路20:17-18﹔詠 118:22.

耶穌親切地與稅吏和罪人吃飯 1 ，一如對法利塞人一樣 2 ' 588 

這使法利塞人甚為反感。針對那些「自充為義人，而輕視他人

的」（路 18:9）法利塞人 3 ，耶穌聲明說：「我不是來召叫義人， 545 

而是召叫罪人悔改」（路 5:32）。而且祂還向法利塞人進一步強

調，由於罪惡那麼普遍4 ，那些自以為不需要救恩的人，已成了

看不見自己的瞎子5 。

1 參閱路 5:30. 2 參閱路 7:36; 11:37; 14:1. 3 參閱若 7:49; 9:34. 4 參閱若 8:33 36. 

5 參閱若 9:40 41. 

最令法利塞人反感的，是耶穌將祂善待罪人的慈悲視為天主 589 

自己對罪人的態度 1 0 祂甚至使人明白，與罪人們同桌共席 2 ' 

是要讓罪人參與默西亞的宴席3 。不過，尤其耶穌在赦免人罪的

時候，祂使以色列的宗教首長處於進退維谷的困境。他們在震驚

中，不是恰當地說過：只有天主才能赦罪嗎 4 ？耶穌既然赦罪， 431 1441 

或是祂說了褻潰的話，因為祂只是人，卻自稿與天主平等5 ﹔或

是祂說了實話，而親身使天主的名字臨現和顯示出來6 。 432 

l 參閱瑪 9:13：歐 6:6. 2 參閱路 15:1-2. 3 參閱路 15:23-32. 4 參閱谷 2:7.

5 參閱若 5:18﹔ 10:33. 6 參閱若 17:6,26.

只有耶穌的天主身分才能解釋下面如此的絕對要求：「不隨 590 

同我的，就是反對我」（瑪 12:30）：同樣，當祂說到：「這裡有

一位大於約納的．．．．．．這裡有一位大於撒羅滿的」（瑪 12:41 42) ' 

「這裡有比聖殿更大的」（瑪 12:6）時﹔或當祂談到自己，提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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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稱默西亞為自己的主時 1 ，及當祂說：「在亞巳郎出現以前，

253 我就有」（若 8:58）﹔祂甚至說：「我與父原是一體」（若 10:30）。

l 參閱瑪 12:36,37.

591 耶穌要求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長們，要因祂所完成的父的工程

而相信祂 1 。然而這樣的信德行為，必須在天主恩寵的吸引下h

526 經過奧秘的自我死亡而「由上重生」（若 3:7）才能產生。這樣一

個皈依的要求，面對著許諾如此不可思議的完成 3 ，可使人明白

574 猶太公議會對耶穌的悲劇性的誤會，而認為祂是褻聖者，應受死

刑 4 。它的成員這樣作，是出於「無知」 5和「硬著心」（谷 3:5;

羅 11:25）的「不信」（羅 11:20）。

1 參閱若 10:36-38. 2 參閱若6：“－ 3 參閱依 53:1. 4 參閱谷 3:6﹔瑪 26:64 66. 

5 參閱路 23:34﹔宗 3:17一18.

撮要

592 耶穌並未廢除西乃山的法律，而是使它完成 1 0 祂這麼圓滿

地完成它 2 ，以鼓揭露它的終極意義 3及補贖觸犯法律的罪

i是 4 。

1 參閱瑪 5:17-19. 2 參閱若 8:46. 3 參閱瑪 5:33. 4 參閱希 9:15.

593 耶穌尊重聖殿，在猶太人的節日中去聖殿朝聖，祂用一種妒

愛愛了這座天主在人間的住所。聖殿是祂奧跡的預象，祂曾

預言聖殿的毀滅，以顯示祂本身的被殺及救恩史的新紀元的

開始，那時祂的身體將是最後的聖殿。

594 耶穌所完成的行動，如赦免罪過，顯示出祂自己就是救世

主、天主 1 。幸些猶太人不承認祂是降生成人的天主 2 ，只

看祂是「一個把自己當作天主的人」（若 10:33），便斷定祂

是一個褻聖者。

1 參閱若5:16 18. 2 參閱若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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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一、耶穌受審

猶太當局對耶穌不同的看法

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領中，不祇是法利塞人尼苛德摩 I ，或顯要阿黎 595 
瑪特雅人若瑟’暗中作了耶穌的門徒2 ，而且為了耶穌的緣故3 ，在首領

中長期地存有不同的意見，以致在耶穌受難前夕，聖若望能說，在首領

中，「仍有許多人信從了祂」’縱使其方式很不完善（若 12:42）。此事毫

不令人鷺奇，只要想到主旬節翠日，「司祭中也有許多人，服從了信仰」

（宗 6:7），而且「有幾個法利塞黨人也信了」（宗 15:5），以致聖雅各伯對

聖保祿說：「在信敦的猶太人中盈千累萬，都是熱愛法律的人」（宗21:20）。

1 參閱若 7:50. 2 參閱若 19:38 39. 3 參閱若 9:16 17: 10:19 21. 

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領對於耶穌所持的態度並不一致1 。法利塞人曾經 596 
威脅那些跟隨祂的人將被逐出會堂 2 。對那些害怕「眾人都會信從祂，羅

馬人必要來，連我們的聖殿和民族都要除掉」（若 11:48）的人，大司祭蓋

法提議並預言說：「寧可叫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滅亡」（若 11:49 1753 

50）。公議會以耶穌是褻聖者的罪名，宣布祂「該死」（瑪 26:66），但公

議會由於失去了處死的權力 3 ，所以把耶穌交給了羅馬人，控告祂政治叛

亂 4 ，如此祂與被控「造反」的巴辣巴（路 23:19）被置於同等地位。大司

祭向比拉多所施的惘嚇，也屬於政治性的，就是要他定耶穌死罪5 。

1 參閱若 9:16; 10:19. 2 參閱若 9:22. 3 參閱若 18:31. 4 參閱路23:2.

5 參閱若 19:12,15,21.

耶穌的死亡不能歸咎全體猶太人

福音所敘述的耶穌及其受審過程確有其歷史的複雜性，只有 597 

天主才知道與此案有闋的人（猶達斯、公議會、比拉多）的個人

罪咎。縱使受人操縱的群眾曾呼喊 1 ，宗徒在聖神降臨後勸人悔

改時也作全面的指責2 ，但我們還不能把責任歸咎耶路撒冷的全

部猶太人，因為耶穌自己曾在十字架上寬恕了他們3 ﹔伯多祿效

法了祂，承認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以及他們首領的「無知」（宗 3: 1735 

17）。我們更不能由民眾的呼聲：「祂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

孫身上」（瑪 27:25) （它只是一種認可的格式）4 ，而在時空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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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擴展至其他的猶太人身上：

教會很恰當地在梵三大公會議中宣布：「他們在基督受難時所

犯的過錯，不應毫無辨別地歸咎於當時生活的全體猶太人，也

839 不可責怪今日的猶太人．．．．．．不應將猶太人視作被天主遺棄或被

詛咒的，就好像這事出自聖經」 5 。

1 參閱谷 15:11. 2 參閱宗 2:23,36; 3:13-14; 4:10; 5:30; 7:52; 10:39; 13:27-28﹔得前 2:14-15.

3 參閱路 23:34. 4 參閱宗 5:28; 18:6. 5 NA 4. 

所有的罪人造成基督的苦難

598 教會在其信仰的訓導及聖人的見証中，從未忘卻「每個罪人

確實是使神聖救主受苦受難的兇手和刑具」 1 。想到我們的罪觸

犯基督本人 2 ，教會毫不猶豫地把耶穌苦難的最嚴重責任歸咎於

基督徒，而基督徒卻往往把此責任完全推給猶太人：

1851 我們應把那些繼續再次失足犯罪的人，視為犯了這種嚴重過失

的人。因為是我們的罪使基督受十字架的苦刑，那些沉溺於邪

惡的人，無疑地是「重新在心內釘天主子在十字架上，並凌辱

祂，因為祂在他們心中」 3 ，我們該承認，在此情況下，我們的

罪較諸猶太人的罪更嚴重，因為保祿曾為他們作証說：「如果

他們認識了，決不至將光榮的主釘在十字架上」（格前2:8）。反

之，我們基督徒雖承認自己認識祂，但當我們以行為否認祂

時，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耶穌身上下毒于4 。

也不是魔鬼釘耶穌在十字架上，而是你和魔鬼一起釘死祂’而

且當你沈迷於惡習和罪惡時，你再次釘死祂5 。

1 〈羅馬教理｝ 1,5,11：參閱希 12:3. 2 參閱瑪25:45：宗 9:4-5. 3 參閱希 6:6.

4 ＜羅馬教理｝ 1,5,11. 5 聖方濟﹒亞西西，〈勸言｝ 5,3. 

二、在天主救恩計畫中基督救贖性的死亡

「按天主預定的計畫耶穌被交付」

599 耶穌的慘死並非環境不幸的巧合的偶然結果。它屬於天主計

517 畫的奧秘，正如聖伯多祿在五旬節第一次講道中，向耶路撒冷的

猶太人所解釋的：「祂照天主己定的計畫和預知，被交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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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2:23）。聖經的這句話，並不表示那些「交付耶穌」（黑 3:13)

的人，只是天主預先寫好的劇本的消極執行者。

時間的每一刻都真真實實地呈現在天主面前。所以祂「預 600 

定」自己的永遠計畫時，也包括每人對祂恩寵的自由自應：「實

在，黑落德和般雀bt拉多，與異民和以色列人 1 聚集在這座城

內，反對你的聖僕人耶穌，反對你的受傅者，實行了你的手和計

畫所預定要成就的事」（宗 4:27-28）。天主允許了他們的盲目行 312 

為 2 ，以完成祂救恩的計畫3 。

1 參閱詠2:1 2. 2 參閱瑪 26:54﹔若 18:36; 19:11. 3 參閱宗3:17-18.

「按聖經所載祂為我們的罪而死」

天主透過義者僕人 1之死的這項救恩計畫，曾預先在聖經上 601 

被宣布為救贖普世的奧跡，即是解救人類脫離罪惡奴役的奧跡2 。

聖保祿在一次信仰的宣言忍中，聲稱他曾「領受了」此項訊息，即

「基督照經上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格前 15:3)3 。耶穌的 652 

贖罪苑亡特別應驗了受苦僕人的預言 4 ，耶穌自己也在受苦僕人 的

的光照下，去解釋祂生命和死亡的意義 5 。祂復活後，把聖經的

這項解釋教導厄瑪烏的門徒6 ，然後也教導宗徒7 。

1 參閱依曰：11：宗 3:14. 2 參閱依曰：11-12﹔若 8:34-36. 3 參閱宗 3:18: 7:52: 13:29; 

26:22 23. 4 參閱依曰：7 8﹔宗 8:32-35. 5 參閱瑪 20:28. 6 參閱路24:25-27.

7 參閱路24:44-45.

「天主使祂替我們成了罪人J

因此，聖伯多綠能在天主的救恩計畫內寫出宗徒的信仰： 602 

「該知道：你們不是用能朽壞的金銀等物，由你們祖傳的虛妄生

活中被贖出來的，而是用寶血，即無站無瑕的羔羊基督的寶血。

祂固然在創世以前就被預定了的，但在這最末的時期為了你們才

出現」（伯前 1:18-20）。隨原罪而來的人類罪惡，受到了苑亡的 400 

制裁 l o 天主派遣自己聖子取了奴僕的形體2 ，即是那因罪惡而

墮落及被誼定要死的人類形體3 ，「天主使那不認識罪的，替我 519 

們成了罪，好叫我們在祂內成為天主的正義」（格後5:21) 。

1 參閱羅 5:12：格前 15:56. 2 參閱斐 2:7. 3 參閱羅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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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從未有人指責耶穌犯過罪，耶穌說：「你們中誰能指証我有

罪 J 1 ，但在祂常與父契合的救贖之愛中 2 ，祂接受我們因罪遠

離天主的處境，致使祂能以我們的名義在十字架上說道：「我的

天主，我的天主，你為甚麼捨棄了我？ J （谷 15:34﹔詠 22:2）。由

2572 於祂跟我們罪人如此團結一致，「天主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反

而為我們眾人把祂交出了」（羅 8:32），為使我們「因著祂聖子的

死，得與天玉和好」（羅 5:10）。

1 若 8:46. 2 參閱若 8:29.

天主主動地顯示祂救贖普世人類的愛

604 天主為了我們的罪而把自己的兒子交出時，顯示了祂對我們

訓， 2009 的計畫是一項慈愛的計畫，先於我們的任何功績。「愛就在於

18ρ 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祂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做贖罪祭」（若－ 4:10)1 0 「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

候，就為我們死了，這証明了天主怎樣愛我們」（羅5:8）。

1 參閱若一4:19.

605 這愛不是排斥性的，耶穌在亡羊比喻的結論中說過：「同

樣，使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喪亡，決不是你們在天之父的意願」

（瑪 18:14）。祂強調「交出自己的生命，是為大東作贖價」（瑪20:

402 28）：這「大眾」一詞並不表示有所限制，只是把整個人類與捨

生救他們的唯一救贖者相對而已 1 0 教會追隨宗徒們的首I／誨 2 而

帥， 27刃 宣認，基督為所有人而死，沒有一個例外，「無論過去、現在或

將來，沒有一個人，基督沒有為他受過苦的」 3 。

1 參閱羅5:18-19. 2 參閱格後5:15：若－ 2:2. 3 革爾西會議（853): DS 624. 

三、基督為我們的罪將自己奉獻給天父

基督將整個生命奉獻給天父

606 天主于「從天降下，不是為執行祂的旨意，而是為執行派遣

517 祂來者的旨意」（若6:38），「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看，我

己來到．．．．．．天主，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我們就是因這旨意，

148 基督徒信仰的宣認



藉耶穌基督的身體，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得到了聖他」（希 10:

5-10）。聖子在降生之初，就把天主的救恩計畫納入自己的救贖

使命中：「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完成祂的主

程」（若 4:34）。耶穌為「全世界的罪」（若~2:2）而作的贖罪 536 

祭，是祂眼聖父共融之愛的表現：「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生

命」（若 10:17），並且「為叫世界知道我愛父，父怎樣命令我，

我就照樣去行」（若 14:31) 。

這種遵從天父贖世慈愛計畫的願望，激勵著耶穌整個的生 607 

活 I ，因為祂那贖罪的苦難正是祂降生的理由：「父啊！救我脫 457 

離這時辰吧！但正是為此，我才到了這時辰」（若 12:27）。「父

賜給我的杯，我豈能不喝嗎？」（若 18:11）。而且當祂被釘十字

架上，在一切完成之前2 ，祂還說：「我渴」（若 19:28）。

l 參閱路 12:50: 22:1日瑪 16:21 23. 2 參閱若 19:30.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若翰答應在罪人中為耶穌施洗後 1 ，便望著祂，指出祂是 608 

「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若 1:29)2這樣，他顯示耶穌也 523 

是那默默地被人牽去宰殺3 、承擔大眾罪過的受苦僕人4 ：逾越

節羔羊是第一次逾越節5使以色列民得救的象徵。基督的一生都 517 

表達祂的這項使命：「服事人類，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

贖價」（谷 10:45）。

1 參閱路 3:21：瑪 3:14-15. 2 參閱若 1:36. 3 參閱依 53:7：耶 11:19. 4 參閱依 53:12.

5 參閱出 12:3 14﹔若 19:36：格前 5:7.

耶穌自由地擁抱父的救贖之愛

耶穌在其人性的內心深處，由於懷有天父對人的愛，祂就 609 

「愛他們到底」（若 13:1) ，「因為為自己的朋友捨掉↑生命，再沒 478 

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 15:13）。這樣，在祂的苦難和死亡

中，祂的人性成了天主之愛的自由和完美工具，這是天主願意人 515 

得救的愛 1 。事實上，為了愛天父和愛天父所願拯救的人類，祂

自由地接受了祂的苦難和死亡：「誰也不能奪去我的↑生命，而是 27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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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甘心情願捨掉它」（若 10:18）。由此耶穌自由地走向死亡的時

候2 ，顯示出天主子的至高自由。

1 參閱希2:10,17 18﹔ 4:1日 5:7 9. 2 參閱若 18:4 6﹔瑪 26:53.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預先自由地奉獻祂的生命

610 耶穌甘願自我奉獻的至高表現，就是在「祂被交付的那一

766 夜」（格前 11:23），當祂與十二位東徒吃晚餐的時候所作的 1 : 

耶穌在受難前夕，當祂還是自由的時候，就把這與宗徒們共進的

1337 最後晚餐，作為祂甘願白獻於父 2 ，以拯救人類的紀念：「這是

我的身體，為你們而交付的」（路22:19）。「這是我的血，新約

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瑪26:28）。

l 參閱瑪 26:20. 2 參閱格前5:7.

611 祂在這時所建立的聖體聖事，將是祂祭獻的「紀念」 1 。耶

1364 穌也將宗徒們包括在祂的奉獻中，並要求他們，把這祭獻持續下

13利， 1566 去 2 。藉此，耶穌把自己的東徒們建立為新約的司祭：「我為他

們祝聖我自己，為叫他們也因真理而被視聖」（若 17:19)3 。

1 參閱格前 11:25. 2 參閱路 22:19. 3 特倫多： DS 1752; 1764. 

山園祈禱

612 耶穌在最後晚餐自我奉獻時 1所預嘗的新約之杯，稍後在山

刀2,2600 園祈禱時2從父的手中接受下來，使自己「聽命至死」（斐2:8) 3 。

耶穌祈求說：「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吧！」（瑪 26:

39）。祂藉此表達了祂人↑生對死亡所懷的恐懼，因為祂的人性一

如我們的人性，原是註定為承受永生的。此外，祂的人性與我

們的人惶不同之處，是前者完全免於罪惡4 ，而罪則是死亡的成

因 5 ：但最重要的，耶穌的人性是被「生活的」（默 1:17)6 「生命

之源」（宗 3:15）的天主性的位格所攝取。耶穌藉人↑生意願去承行

1009 天父的意願7 ，接受了祂贖罪性的死亡，為的是「在祂身上，親

自承擔我們的罪過，而上了木架」（伯前2:24）。

1 參閱路22:20. 2 參閱瑪 26:42. 3 參閱希 5:7-8. 4 參閱希 4:15. 5 參閱羅 5:12.

6 參閱若 1:4; 5:26. 7 參閱瑪 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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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死是唯一和決定性的祭獻

基督的死是逾越祭獻，藉此「除免世罪的羔羊」（若 1:29)1 613 

完成了人類決定性的救贖 2 ，它又是使人與天主重新共融的3新 1366, 2009 

約祭獻 4 ，藉那「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瑪 26:28)5 的血，

使人與天主重歸於好。

1 參閱伯前 1:19. 2 參閱格前 5:7：，若 8:34-36. 3 參閱出 24:8. 4 參閱格前 11:25.

5 參閱日力 16:15 16. 

基督的這個祭獻是唯一的：它完成及超越一切其他的祭獻 1 。 614 

它首先是天主父自己的恩賜：是父把自己的兒子交出，為使我們 529, 1330 

與祂重修舊好 2 0 這祭獻同時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的奉獻，祂自 2100 

願地並為了愛情3 ，藉著聖神4奉獻自己的生命5予聖父，為賠補

我們的抗命行為。

1 參閱希 10:10. 2 參閱若－ 4:10. 3 參閱若 15:13. 4 參閱希 9:14.

5 參閱若 10:17-18.

耶穌以祂的服從代替我們的抗命

「正如因一個人的悸逆，大眾都成了罪人﹔同樣，因一個人 615 

的服從，大眾都成了義人」（羅5:19）。耶穌服從至死，藉此完成 1850 

了受苦僕人對他人罪過的承擔，祂「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 的3

罪祭」並「承擔大眾的罪過，使多人成義，因為祂承擔了他們的

罪過」 1 。耶穌賠補了我們的過錯並為我們的罪向父作了賠償2 。 411 

1 參閱依 53:10 12. 2 參閱特倫多 (1547): DS 1529. 

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祂的祭獻

是基督那「愛到底」（若 13:1) 的愛，給予祂的祭獻以救贖、 616 

賠補、贖罪、和補償的價值。祂在奉獻自己的↑生命時，認識和愛 478 

了我們眾人 1 0 「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因我們曾如此斷定，既

然一個人替眾人死了，那麼眾人就都死了」（格後5:14）。無論甚

麼人，即使是最聖的，也不能承擔眾人的罪過，並為所有人自作

祭獻。唯有在基督身上的天主子位格一一一既超越又包含眾人，且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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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使祂成為人類的元首一一才能為所有人作出救贖的祭獻。

1 參閱迦2:20﹔弗 5:2,25.

617 特倫多大公會議教導說：「祂那在木架上的極其神聖的苦

1992, 1劫 難，為我們賺得了成義」 1 ，並強調基督祭獻作為「永遠救恩之

源」（希 5:9）的唯一特色。而教會在尊最十字架時，唱道：「萬

福，十字聖架，唯一的希望！」 2 。

1 特倫多： DS 1529. 2 《時辰鎮干壽禮》，聖週晚禱讚美詩〈君王的准旗＞ 0 

我們參與基督的祭獻

618 十字架是基督的唯一祭獻，基督是「天主與人之間的唯一中

保」（弟前 2:5）。但因天主子降生成人，「在某種程度上，與每

個人結合在一起」 1 。「聖神給眾人提供參加逾越奧跡的可能

1368, 1460 性，但其方式只有天主知道」 2 。基督叫自己的門徒們背起他們

的十字架跟隨祂3 ，因為祂為我們受了苦，給我們留下榜樣，叫

307, 210。 我們追隨祂的是跡4 。事實上，祂願那些首先受惠者也參與祂的

964 贖罪祭獻5 。此事以最完美的方式在祂的母親身上完成，她比任

何人都更密切地與基督救贖的苦難奧跡相連6 。

十字架以外，沒有其他上天之梯 7 。

1 GS 泣，2. 2 GS 22,5. 3 參閱瑪 16:24. 4 參閱伯前 2:21. 5 參閱谷 10:39：若 21:18 19; 
哥 1:24. 6 參閱路 2:35. 7 聖羅撒﹒干iJ馬，〈奇妙的生命〉，魯、汶 1668年。

撮要

619 「基督照經土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格前 15:3）。

620 我們的救買賣來白天主對我們主動的愛，因為「是祂愛了我

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若－ 4:10）。

「原來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天主和好」（格後5:19）。

621 耶穌為救我們而甘願犧牲了自己。在最後晚餐中，祂預先表

達及實現了此項犧牲：「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

（亞各2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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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救貝貴在於此：祂「來．．．．．．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 622 

贖價」（瑪 20:28），就是「愛祂自己的人到底」（若 13:1) ' 

為把他們「由他們祖傳的虛妄生活中救貝賣出來」（伯前 1:18）。

耶穌藉服從父，「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斐 2:8）的那種愛， 623 

完成了受苦僕人的贖罪使命 1 ，使許多人成義，因為祂承擔

了 f也們的罪過2 。

1 參閱依 53:10. 2 參閱依曰：11﹔羅 5:19.

第三節耶穌基督被埋葬

「這原是出於天主的恩寵，使祂為每個人嘗到死味」（希2:9）。 624 

天主在祂的救恩計畫中，安排了祂的兒子，不但「為我們的罪死

了」（格前 15:3），而且也「嘗到死味」’就是在祂於十字架上斷

氣及復活之間的那段時期經驗死亡，靈魂與肉身分離的處境，基 JO的， 362

督死後的情況就是埋葬和下降陰府的真跡。這就是聖週六紀念的

奧跡，基督被安放在墓穴裡 1 ，顯示天主在完成 2人類的救恩，

給宇宙帶來和平後3 ，進入「第七日」偉大的安息中 4 。 349 

1 參閱若 19:42. 2 參閱若 19:30. 3 參閱哥 1:18~20. 4 參閱希是：4 9. 

基督的身體留在墓中

基督在墓中的逗留，構成了兩個狀態的真實聯繫，一是逾越 625 

前的能受苦狀態，另一個是復活後現有的光榮狀態。這同一位

「生活者」可以這樣說：「我曾死過，可是我如今卻活著，一直

到萬世萬代」（默 1:18）。

天主子並沒有阻止死亡把靈魂與身體分離，一如自然界所發生

的，但祂以復活把兩者重新結合起來，為的是在祂身上，成為

死亡與生命的相遇，阻止在祂身上產生死亡的自然分解，而祂

自己則成為那分離部分重新結合的根源 1 。

1 聖額我略﹒尼t斂，〈教理講述） 16: PG 45月D.

由於曾被殺害的「生命之原」 1就是同一位「死而復活的生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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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650 活者」 2 ，天主子的屬于申位格必須繼續攝取祂那因死亡而分開的

靈魂與肉體：

事實上，在基督死亡時，靈魂曾與肉身分離，但獨→的位格並

未因此被分為兩個，因為基督的肉身和靈魂，一開始就以同等

地位存在於聖言的位格上﹔故在死亡時，雖然兩者分離，但仍

各自留在聖盲的同樣和唯一的位格中 3 。

1 參閱宗 3:15. 2參閱路 24:5 6. 3 聖若望﹒達瑪森，《論正統信仰｝ 3,27: PG94,1098A. 

「你絕不讓你的聖者見到腐朽」

627 基督的死亡是真實的死亡，因為它結束了祂的塵世生活。

10仰， 1683 但由於祂的肉身跟聖子位格的結合，並未受到其他屍體一般的

遭遇，因為內也不能受死亡的控制J * ＇所以「天主的能力使
基督的肉體免遭腐朽」 1 。對於基督可以同時說：「祂從活人的

地上被剪除」（依 53:8），並說：「我的肉軀無憂安眠，因為你

絕不會將我遺棄在陰府，你也絕不讓你的聖者見到腐朽J （詠

16:9-10)2 。耶穌「第三天」（格前 15:4﹔路 24 ：“）3 復活就可

証明此點，因為一般相信由第四天起，屍體會開始腐爛 4 。

* 7長 2:24. 1 STh 3,51,3. 2 參閱宗 2:26-27. 3 參閱瑪 12:40﹔納 2:1﹔歐 6:2.
4 參閱若 11:39.

「與基督同葬」

628 聖洗的原始和圓滿的標記是浸水，它有效地表示基督徒進入

郎， 1215 墳墓，與基督死於罪惡，以獲得新生：「我們藉著洗禮己歸於死

亡與祂同葬了，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

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 J （羅 6:4)1 。

1 參閱哥 2:12：弗 5:26.

撮要

629 耶穌為造福每個人而嘗到了死亡的滋味1 ，死而被埋葬的那

一位確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

1 參閱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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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被埋在墓中的期間，祂天主性的位格仍繼續統攝著被 630 

死亡所分離的靈魂和肉身。為此，基督死後的身體，並「沒

有見到腐朽」（宗 13:37）。

第五條

「耶穌基督下降陰府，

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

耶穌曾下降到地下的陰府：「那下降的，正是上升的那一 631 

位」（弗 4:10）。宗徒信經在同一信仰條文內，宣認基督下降陰府

及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因為在祂的逾越中，祂使生命從死亡的

深淵裡湧出來：

你的聖子、基督，

由陰府中再升起，

向人類大放寧靜的光明，

祂永生永王。阿們 1 。

1 〈羅馬彌撒經書〉’逾越節守夜，「逾越頌」 0

第一節基督下降陰府

新約曾多次聲明耶穌「從死者中復活」（宗 3:15：羅 8:11：格 632 

前 15:20），這假設祂在復活之前，曾逗留在死者的居所 l 。這是

宗徒的宣講給予耶穌下降陰府的首要意義：耶穌像眾人一樣認識

了死亡，並以祂的靈魂抵達了死者的居戶斤，與他們相遇。然而祂

是以救主的身分下去，向那些被拘禁在陰府中的靈魂傳報喜訊2 。

1 參閱希 13:20. 2 參閱伯前3:18-19.

基督死後所降到的死者的居戶斤，聖經稱之為陰府、 Sheol 或 633 

Hadesl ，因為在那裡居住的人不能見到天主 2 。原來在等待救贖

者期間，這是所有死者的命運，無論他是壞人或義人3 ﹔但這不

表示他們的命運是一樣的，正如耶穌在「被送到亞巴郎懷中」 4

的貧窮拉臣祿比喻中所闡明的。「正是這些義人靈魂，他們在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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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郎懷中期待他們的解救者，並要由下降陰府的耶穌所解救」 5 0 

1033 耶穌下降陰府，並非為救那些下地獄的人6 ，也非為毀滅地獄 7 ' 

而是為拯救那些先祂而去世的義人8 。

1 參閱斐2:10﹔宗 2:24：默 1:18：弗 4:9. 2 參閱詠6:6﹔ 88:11 13. 3 參閱詠89:49：織上 28:19:

則 32:17-32. 4 參閉路 16:22 26. 5 《羅馬教理：＞ 1,6,3. 6 參閱羅馬會議（745): DS 587. 

7 參閱本篤十二世，〈致亞美尼人小冊＞ 0341): DS 101 l﹔克萊孟六世，致安慰者及亞美尼信

友書函﹝墨基大］： DS 1077. 8 參閱托利多第四屆會議（625): DS 485﹔參閱瑪 27:52-53.

634 「同樣也給死者宣講了這福音．．．．．．」（伯前 4:6）。下降陰府

使救恩的福音宣布達至圓滿境界。它是耶穌默西亞使命的最後階

段，這階段在時間上是濃縮的，但其其實意義卻無限廣闊，把救

605 贖工程伸展至所有時代和地區的人，因為所有得救的人都有分於

祂的救贖。

635 所以，基督下降到死亡的深淵 1 ，為使死者聽到天主子的聲

音，凡聽從的，就必生存 2 。身為「生命之原」（宗 3:15）的耶

穌，「毀滅了那握有死亡的權勢者一一一魔鬼，並解救那些因死亡

的恐怖，一生當奴隸的人」（希 2:14-15）。如今，復活的基督，

「持有死亡和陰府的鑰匙」（默 1:18），「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

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斐2:10）。

今日大地一片寂靜，萬種無聲，一一片荒涼。萬積無聲，因為君

王睡著了﹔大地寂靜顫嘿，因為天主在肉軀內安眠，而日成醒了

從古以來的長眠者．．．．．．祂去找尋原祖亞當，好像找尋亡羊一

般。祂願意去訪問那些處於黑暗中，坐於死影下的人們。天主

及其聖子，去把被俘的亞當和厄娃，從痛苦中解救出來．．．．

「我是你的天玉，我為了你做了你的子孫。你這睡眠者，醒來

吧！因為我之所以造生你，不是要你久居陰府。從死者中復活

起來吧！我是死者的生命」 3 。

1 參閱瑪 12:40：羅 10:7﹔弗 4:9. 2 參閱若 5:25. 3 參閱〈古代聖週六的講道詞〉：

PG 43,440A, 452C﹔〈時辰頌禱禮〉，聖週六誦讀。

撮要

636 信經說「耶穌下降陰府」’乃宣認耶，妹確曾死亡，並且是為

我們而死，祂藉此死亡戰勝了死亡和「握有死亡權勢的」魔

鬼（希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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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死後，聯同與天主性位格結合的靈魂降到死者的居所， 637 

給那些先祂而去的義人們開啟了天門。

第二節基督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

「我們現今也給你們報告喜訊：就是那向祖先所應詐的恩 638 

言午，天主己給我們作他們子孫的完成了，叫耶穌復活了」（宗 13:

32-33）。耶穌復活是我們對基督信仰的至高真理，初期基督徒團 ” 
體相信這是主要的真理，並以此而生活，聖傳視此為基本真理而

傳遞下去﹔此真理由新約的文件予以確定，作為與十字架一起的 6刀， 991

逾越奧跡的主要部分去宣講：

基督自死者中復活，

以祂的死亡戰勝了死亡，

把生命賜予死者 1 。

1 拜占廷禮，逾越節禮儀詩節。

一、歷史性和超越性的事件

基督復活的奧跡是一件真實的事件，它有歷史可尋的跡象， 639 

如同新約所証實的。早在公元 56年期間，聖保祿己能給格林多

的基督徒寫道：「我當日把我所領受而又傳授給你們的，其中首

要的是：基督照經上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

經上記載的，第三天復活了，並顯現給刻法，以後顯現給那十二

位」（格前 15:3-4）。這裡，聖保祿談及他在大馬士革歸他後 1 ' 

所聽到的有關復活的生活的傳授（tradition）。

1 參閱手表 9:3-18.

空墓

「你們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祂不在這裡了，祂己復活 640 

了」（路24:5-6）。在有關逾越事件的範圍中，所遇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空墓。這事本身並非一個直接的証據，因為基督的身體不在

墓中可能有其他的解釋 1 。話雖如此，空墓為眾人卻構成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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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標記。門徒們對它的發現乃邁向承認復活事跡的第一步。

首先是熱心婦女們2 、接著伯多祿也發現了空基3 。「耶穌所愛

的那個門徒」（若20:2）肯定說：「進了空的墳墓，看見了放著的

積布」（若20:6），「一看見就相信了」（若 20:8）。這預設他曾証

999 實過空墓當時的情形4 ，認為耶穌遺體不在墓中，不可能有人從

中故弄玄虛﹔而耶穌也不只像拉臣祿那般，只是回復了塵世生活

而已5 。

1 參閱若20:13：瑪 28:11-15. 2 參閱路 24:3,22 23. 3 參閱路24:12.

4 參閱若 20:5 7. 5 參閱若 11:44.

復活基督的顯現

641 最先遇見復活的基督的，是瑪利亞瑪達肋納和熱心的婦女

們 1 ，她們在聖週五的傍晚，前去傳抹了耶穌的遺體2 ，當時由

於安息日的來臨，祂的遺體便於聖週五傍晚匆匆被埋葬 3 。因

此，婦女們是首先向宗徒們4報告基督復活的使者。耶穌稍後才

553 向他們顯現，首先向伯多樣，然後向十二束徒5 。伯多祿奉召要

鞏固其他弟兄的信德6 ，故比其他果徒先看到復活的基督，而且

448 就是根據他的見証，團體可以喊道：「主真復活了，並顯現給西

滿了」（路24:34,36）。

1 參閱瑪28:9 10：若 20:11 18. 2 參閱谷的：1﹔路 24:1. 3 參閱若 19:31,42.

4 參閱路曰：9 10. 5 參閱格前 15:5. 6 參閱路 22:31-32.

642 所有在逾越節那幾天所發生的事，要求每個宗徒，尤其是伯

多祿，建立由逾越節早上所開始的新紀元。作為復活基督的見

659, 881 証，他們一直是建立祂教會的基石。首批信徒團體的信仰，建基

於具體的、為基督徒所認識的、而且大部分仍生活在他們中間的

860 人的見証上。基督復活的這些証人 1 ，首先是伯多祿和十二位宗

徒，但不只是他們：保祿曾清楚地說過，除了顯現給雅各伯和眾

宗徒外，耶穌還同一時間顯現給五百多位弟兄2 。

1 參閱宗 1:22. 2 參閱格前 15:4 8. 

643 面對這些見証，我們不能在物理秩序之外去解釋基督的復活，也不

能否認它是一宗歷史的事件。這點可從以下的事實清楚得知，即門徒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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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經過他們師傅所預告的苦難，和十字架上之死亡的徹底考驗 1 。苦

難所引起的震驚是如此深刻，以致門徒們（至少其中幾個）不敢立刻相信

復活的消息。福音並沒有戶j我們描述一個受了神秘意識的亢奮所摟住的團

體，卻向我們講述了一群失落的2 、驚恐的 3門徒們，因為他們沒有相信

那些由墳墓回來的熱心婦女，「婦女們的這些話，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無

稽之談」（路24:11)4 。當耶穌在逾越節晚上顯現給十一個宗徒時，曾「責

斥他們的無信和心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祂由死者中復活後，見了祂的

人」（谷 16:14）。

1 參閱路 22:31 32. 2 他們面帶愁容：路24:17. 3 參閱若 20:19. 4 參閱谷的：11,13.

即使面對著耶穌復活了的事實，門徒們依然有所懷疑 1 ，此事在他們 644 
看來是如此不可能，致使他們以為是見了鬼魂2 。「他們由於歡喜，還是

不敢信」（路2是：生1) 。多默受了同樣懷疑的考驗3 ，瑪竇將此事與耶穌在

加里肋亞最後的一次顯現放在一起，指出當時「有人遷，心中疑惑」（瑪28:

17）。因此，將復活說成是宗徒們信仰（或輕信）的「產物」’這假設是

沒有根據的。反之，他們對復活的信仰，是在天主恩寵的推動下，來自耶

穌復活事實的直接經驗。

1 參閱路24:38. 2 參閱路 24:39. 3 參閱若 20:24-27.

基督復活後的人性狀況

復活後的耶穌透過觸摸 1和一起用膳2 ，與自己的門徒們建 645 

立了直接的關條。祂請他們辨認祂不是鬼神3 ，尤其請他們查驗

祂給他們呈現的復活後的身體，就是那曾受折磨和被釘的同一身 999 

體，因為仍帶著苦難的痕跡4 。然而這個原有及真實的身體，卻

同時擁有光榮身體的新特性：它不再置身於時空，而能按自己的

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可隨意臨現5 ，因為祂的人性已不能再被

扣留在地上，如今它只隸屬天父屬于申的權下 6 。也是為這緣故，

復活的耶穌能絕對自由地照祂喜歡的去顯現：以園丁的形象7或

以其他為門徒們所熟悉的形象8 ，都是為激發他們的信德 9 。

l 參閱路24:39：若 20:27. 2 參閱路24:30,41-43：若 21:9,13-15. 3 參閱路 24:39.

4 參閱路24:40﹔若 20：鉤，27. 5 參閱瑪28:9,16-17﹔路 24:15,36：若 20:14,19品： 21:4.

6 參閱若 20:17. 7 參閱若 20:14-15. 8 參閱谷 16:12. 9 參閱若 20:14,16; 21:4,7. 

基督的復活並非恢復塵世的生活，像祂在逾越節前所行的復 646 

活奇跡那樣：如雅依洛的女兒、納因的青年，以及拉臣祿。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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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4 都是奇妙的事跡，受惠的人因耶穌的能力，又回復「正常」的塵

549 世生活。但到了某個時刻，他們又會重新死去。基督的復活本質

上則完全不同，在祂復活的身體上，祂從死亡的狀態進入另一個

超越時空的生命。耶穌的身體在復活時，充滿了聖神的德能：在

祂的光榮中分享天主的生命，以致聖保祿說到基督時，能稱袖是

「天上的人」 1 。

1 參閱格前 15:35-50.

復活是超越性的事件

647 逾越節的「逾越頌」唱道：「啊，黑夜，只有你知道基督由

陰府復活的時刻。」因為，沒有人是復活事件的目擊証人，也沒

1000 有聖史敘述此事。無人能說出具體上它是怎樣發生的。至於它最

內在的要素：那通往另一生命的經歷，則更非五官所能察覺的。

歷史事件可透過空墓的標記，和宗徒們與復活基督的相過來確

定﹔但在那些超越歷史的成分上，復活同樣地仍是信仰奧跡的核

心。為此，復活的基督並不顯現給世界，而只顯現給自己的門徒

們 1 ，即「顯現給同祂一起，從加里肋亞往耶路撒冷去的人：這

些人就是現今在百姓前給祂作証的人」（宗 13:31) 。

1 參閱若 14:22.

三、復活一一聖三的工程

648 基督復活是信仰的對象，因為它是天主親自投入創造和歷史

2月， 989 中的一種超越的干預。在這件事上，天主聖三一起工作，同時又

顯示各自的特色。此事是藉著聖父的能力而完成，祂「復活了」

663 （宗 2:24）祂的兒子基督，這樣，祂完美地將其人性及其肉身融入

445 在聖三中。耶穌「按至聖的神性，由於祂從死者中復活，己正式

被立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羅 1:3-4）。聖保祿強調藉聖神的

272 工程而顯示的天主的德能 1 ，聖神復活了耶穌己死的人性，叫它

進人上主光榮的境界。

l 參閱羅6:4﹔格後 13:4：斐 3:10：弗 1:19-22：希 7:16.

649 至於聖子，祂藉本身天主性的能力使自己復活。耶穌宣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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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必須受許多苦、死亡、然後復活（含有主動之意）1 。祂在別處

清楚地聲明：「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我有權捨掉

它，我也有權再取回它來」（若 10:17-18）。「我們相信．．．．．．耶穌

死了，也復活了」（得前4:14）。

1 參閱谷 8:31: 9:9-13; 10:34. 

教父們是從基督的天主性位格去看復活，這位格跟祂那因死 650 

亡而分離的靈魂和肉身仍結合在一起：「由於天主性體的單一性 626 

一一它存在於人的兩個部分，這些部分又重新結合起來。這樣，

死亡是因人組合部分的分離而產生，而復活則是因兩個分離部分 1005 

的結合而完成」 1 。

1 聖額我略﹒尼撿，〈論基督復活｝ 1: PG 46,6178：參閱迦太基會議： DS325：亞納大修二世，

〈寫冗長的信〉書函（497): DS 359：賀米斯遠，〈在其中〉書函（521): DS 369﹔托利多第十一屆

會議： DS 539. 

三、復活的救恩意義和重要性

「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 651 

信仰也是空的」（格前 15:14）。復活首先確認基督所行和所敦的

一切。所有的真理，甚至那人類理智最難領悟的都會找到解釋， 129 

因為基督藉復活決定性地証明祂天主性的權威，正如祂應詐的。 274 

基督的復活，實現了舊約 1和耶穌自己生前 2所作的許諾。 652 

「正如聖經所載」這句話（格前 15:3-4 及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 994 

經），是指基督的復活應驗了這些預盲。 601 

1 參閱路24:26 27 ,44 48. 2 參閱瑪 28:6：谷的：7﹔路 24:6 7. 

耶穌天主性的真理，由祂的復活所証實。祂曾說過：「當你 653 

們高舉了人子以後，你們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自有者）」（若 8: 445 

28）。被釘者的復活，証明了祂確實是「我就是那一位（自有者）」

’是天主子及天主本身。聖保樣能向猶太人宣布說：「那向祖先

所應詐的恩許，天主已給我們完成了，叫耶穌復活了，就如在聖

詠第二篇上所記載的『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宗 13:

32-33)1 。基督的復活與天王子降生的奧跡有密切的聯繫。依照

天主永遠的計畫，復活是這降生奧跡的完成。

1 參閱詠2:7.

461,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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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逾越奧E亦有兩個層面：基督藉死亡救我們脫離罪惡，藉祂的

復活使我們獲得新生。這新生首先是那使我們重新獲得天主恩寵

1987 的成義 1 0 「因為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了，我

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羅 6:4）。成義在乎戰勝罪惡的死亡

1996 及重新享有聖寵2 。其次，它完成義子的承繼，因為人成了基督

的兄弟姊妹，正如耶穌在復活後親自稱呼其門徒們那樣：「你們

去，報告我的弟兄 J （瑪 28:10﹔若 20:17）。人成了基督的兄弟姊

妹，不是出於本↑生，而是出於恩寵，因為這種義子身分使人實在

分享唯一聖子的生命，而這生命在祂復活時已完全顯示出來了。

1 參閱羅4:25. 2 參閱弗 2:4-5：，伯前 1:3.

655 最後，基督的復活 或復活的基督本身，乃是我們將來復

989 活的本原和泉源：「基督從死者中實在復活了，做了死者的初

果．．．．．．就如在亞當內，眾人都苑了，照樣，在基督內，眾人都要

1002 復活」（格前 15:20-22）。在期待此事的完成時，復活的基督生活

在祂信徒們的心中。在祂內，基督徒嘗到「未來世代的德能」

（希 6:5），而他們的生命也被基督提昇到天主生命的懷抱 1

「祂替眾人死，是為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替他們

死而復活了的那位生活」（格後5:15）。

1 參閱哥 3:1 3. 

撮要

656 相信復活，是相信一個事件，這事件一方面確曾由遇見過復

活的基督的門徒給予歷史的見証﹔另一方面就基督的人性已

進入天主的光榮而論，是奧妙的超越性事件。

657 空基及放在那裡的檢布，本身已表示基督的肉身，因著天主

的能力已擺脫了死亡和腐朽的束縛。這些都準備門徒們去與

復活的主相遇。

658 基督、「死者中的首生者」（哥 1:18），是我們復活的本

原，這復活從今日起是藉我們靈魂的成義 1 、日後是將藉我

們肉體的復甦而完成2 。

1 參閱羅 6:4. 2 參閱羅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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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耶穌升天，
坐在全能者天主父的右邊」

「主耶穌給他們說了這些話以後，就被接升天，坐在天主的 659 

右邊」（谷 16:19）。基督的身體在祂復活的那一刻就已受到光 ω 

榮，正如祂己永久享有的那些新而超性的特徵所証實的 1 。然而

在祂跟自己門徒們親切地吃喝2 、向他們教導天國道理3的四十

天中，祂的光榮仍被隱蔽在普通人性的形象下4 。耶穌最後一次

的顯現，是以祂的人性不能回轉地進入天主的光榮來結束，這光 66 

榮以雲彩 5和天 6作為象徵，如今祂就在那裡，坐在天主的右邊 697 

7 。在立保祿為宗徒 8的最後一次顯現中，祂以完全例外和獨特 642 

的方式，顯現給那個「像流產兒」（格前 15:8）的保樣。

1 參閱路24:31：若 20:19屆． 2 參閱宗 10:41. 3 參閱宗 1:3. 4 參閱谷 16:12：路 24:15﹔

若 20:14 日﹔ 21:4. 5 參閱宗 1:9：路 9:34 35：出 13:22. 6 參閱路24:51. 7 參閱谷的：19;

宗 2:33; 7:56：詠 110:1. 8 參閱格前 9:1﹔迦 1:16.

在這段時期復活基督的光榮的隱蔽性，可從祂對瑪利亞瑪達 660 

月力納所說的那些奧秘的話中透露出來：「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裡，

你到我的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我升到我的父和你們的父那裡

去，升到我的天玉和你們的天主那裡去」（若 20:17）。這表明在

復活基督的光榮與被高舉至聖父右邊的光榮之間，有著不同的顯

示。具有歷史兼超越性的升天事件，標誌著祂由一個境界進入了

另一個境界。

這最後一個階段跟第一個階段，即道成人身白天降下的階段 661 

有密切的聯繫。只有「出自父的」基督 1 ，才能「回到父」那裡 叫

去。「沒有人上過天，除了那白天降下的人子」（若 3:13)2 。只

靠自己本性的力量，人類將不能到達「父的家裡」（若 14:2），不

能獲得生命和天主的幸福。唯有基督能給人打開這條門徑，「給

予我們堅強信心，凡是首領和本原所在之處，我們作祂肢體的， 792 

也要與祂結合在同一的光榮中」 3 。

1 參閱若 16:28. 2 參閱弗4：今10. 3 ＜羅馬彌撒經書〉，「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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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至於我，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

我」（若 12:32）。被高舉在十字架上，是表明和宣示耶穌要被舉

1545 升天，也是升天的開始。耶穌基督、新而永久盟約的唯一司祭，

「並非進入了一座人于所造的聖殿．．．．．．而是進入了上天本境，今

後出現在天主面前，為我們轉求」（希 9:24）。在天上，基督永久

地執行祂的司祭職，「因為祂常活著，為那些因祂而接近天主的

1137 人轉求」（希 7:25）。作為「未來鴻恩的大司祭」（希 9:11），祂

是那光榮在天之父的禮儀的中心和主角 1 。

l 參閱默 4:6 11. 

663 如今，基督已坐在父的右邊。「在父右邊是指天主性的光榮

和尊位，那位在萬世之前作為天主子、與父同性同體的，如今在

648 降生成人，及祂的肉身受到了顯揚後，帶著肉身坐在那裡」 1 。

﹞聖若望﹒遠瑪森，〈論正統信仰｝ 4,2: PG 9哇， 1104C.

664 坐在天父的右邊是指默西亞于申圓的揭幕，實現了達尼爾先知

541 有關人子的神視：「那萬古常存者賜給祂統治權、尊榮和國度，

各民族、各邦國及各異語人民都要事奉祂：祂的王權是永遠的王

權，永存不替﹔祂的國度永不滅亡」（達 7:14）。從那時起，采

徒們便成了「萬世無疆的神國」 1 的見証。

1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言經。

撮要

665 基督的升天，標誌著耶穌的人性已決定性地進入天主的神聖

領域，並將從那裡再次降來 l ，但在此期間，人的肉眼不再

看得見祂 2 。

1 參閱宗 1:11. 2參閱哥 3:3.

666 耶蛛基督一一教會的頭，先我們而抵達父的榮耀王國，為使

我們一一祂的肢體，懷著將有一日與祂永遠相處的希望而生

活. 0 

667 耶穌基督既一次而永遠地進入了天上的聖殿，便以中保身分

不斷為我們轉求，以確保聖神源源不是色地傾注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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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耶穌要從天降來，審判生者死者」

一、祂還要光榮地再來

基督已藉教會為王

「因為基督死而復生了，正是為作生者和死者的主」（羅 14: 668 

9）。基督的升天表明祂在自己人性內，分享了天主本身的能力和

權威。耶穌基督是主，祂持有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權柄。祂「超越 4月

一切率領者、掌權者、異能者、宰制者」，因為父「將萬有實於

祂的腳下」（弗 1:20-22）。基督是宇宙和歷史的主宰 1 。在祂內人

類歷史甚至整個受造界都「總皇帝」於基督 2 ，達到其超越性的完 3月

美境界。

1 參閱弗 4:10：格前 15:24,27-28. 2 參閱弗 1:10.

作為主，基督也是教會一一祂的奧體 1 的元首。祂被舉升天 669 

及受顯揚，而圓滿地完成了祂的使命後，仍留在世上，留在祂的 792,1088 

教會內。救贖是基督藉聖神的德能，對教會2施行權力的泉源。

「基督神國已經以奧妙的方式臨現於教會內」 o 教會「在這世上 划

是天國的幼芽和開端」 3 。

1 參閱弗 1:22. 2 參閱弗 4:11-13. 3 Iβ3; 5. 

從耶穌升天後，天主的計畫進入了完成階段。我們已經是在 670 

「最後的時期了」（若－ 2:18)1 。「所以，世界的末期已經來

到，世界的革新已無可挽回地被確定，而且在某種意義下，確已 1042 

提前實現﹔因為教會已在今世擁有聖德，雖不完善，卻是真正的 825 

聖德」 2 。基督的神國透過那些伴隨教會宣講3的奇跡和徵兆4 ' 547 

已顯示出它的臨在。

1 參閱伯前4:7. 2 LG 48,3. 3 參閱谷的：17-18. 4 參閱谷 16:20.

萬物在期待一切總歸於基督

基督神國雖已臨現於祂的教會內，但仍未透過「帶著威能及 671 

我信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 165 



莫大光榮」（路 21:27）之君王的來臨而完成 1 。這個神國仍然受

到邪惡勢力的攻擊 2 ，即使這勢力已被基督的逾越所徹底征服。

1043 幾時萬物還未屈服於祂 3 ，「幾時還未出現充滿正義的新天新

769’的 地，旅途中的教會，在其聖事和屬於今世的制度內，仍將帶有此

世易逝的面目，並生活在受造物之中，這些受造物正在呻吟痛

苦，期待著天主子女的顯揚」 4 。為此，基督徒們祈禱，尤其是

1043,2046, 在感恩祭中 5催促基督再來6 ，對祂說：「吾主，來吧！」（格前

2817 16:22﹔默 22:17,20）。

l 參閱瑪 25:31. 2 參閱得後 2:7. 3 參閱格前 15:28. 4 Iβ 鉤，3﹔參閱伯後 3:13﹔

羅 8:19-22：格前 15:28. 5 參閱格后的 11:26. 6 參閱伯後3:11 12. 

672 基督在升天前，強調以色列所期待的，建立默西亞光榮神國

的時間，尚未來到 1 。這神國照先知們所說的 2 ，應帶給眾人正

732 義、仁愛與和平的最後秩序。依上主所盲，目前是聖神和見証的

時刻 3 ，但也是一個標誌著「急難」（格前 7:26）和邪惡考驗 4的

時刻，連教會也不能倖免 5 ，此時刻也開始了最後時期的戰f3j 6 0 

2612 這是一個期待和警醒的時期 7 。

1 參閱宗 1:6-7. 2 參閱依 11:1-9. 3 參閱宗 1:8. 4 參閱弗 5:16.

5 參閱伯前 4:17. 6 參閱若~2:18; 4:3：弟前 4:1. 7 參閱瑪25:1-13：谷 13:33-37.

基督光榮的來臨：以色列的希望

673 從基督升天之後，祂在榮耀中的來臨逼近了 1 ，縱使「父所

1040,1048 決定的時候和日期」（宗 1:7)2不是我們應當知道的。這種末世的

來臨可在任何時間完成3 ，縱使這種來臨及在來臨之前的最後考

驗受到「延擱」 4 。

1 參閱默 22:20. 2 參閱谷 13:32. 3 參閱瑪24：“：得前 5:2. 4 參閱得後 2:3一12.

674 默西亞光榮的來臨懸於歷史的每一刻 1 ，直到「全以色列」

承認祂（羅 11:26：瑪 23:39），可是他們「有一部分執迷不悟」

（羅 11:25），「不信」（羅 11:20）耶穌 o 聖伯多祿在聖神降臨後，

對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說：「你們悔改，並回心轉意吧！好消除你

們的罪過，為的是使安樂的時期由上主面前來到，祂好給你們派

遣己預定的默西亞耶穌，因為祂必須留在天上，直到萬物復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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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對此，天主藉著祂古聖先知的口早已說過了」（宗3:19-21) 。

聖保祿也回應說：「如果因他們被遺棄，世界與天主和好了，那

麼，如果他們蒙收納，豈不是死而復生嗎？」（羅 11:15）。繼其

他民族全數進入天圓後2 ，猶太人也「全體」（羅 11:12 ）分享默 840 

西亞的救恩，這將使天主子民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弗 58 

4:13），在祂內「天主將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8）。

1 參閱羅 11:31. 2 參閱羅 11:25﹔路 21:24.

教會最後的考驗

在基督來臨前，教會將要經歷一個動搖許多信徒信仰的 1最 675 

後考驗。那陪伴她在世旅程的迫害 2 ，將揭露在冒牌宗教的方式 769 

下的「邪惡的奧秘」，它給人提供一種表面解決問題的方法，但

要付出背棄真理的代價。最大的冒牌桌教就是假基督，即是一種

冒充的默西亞主義：人追求自己的榮耀而取代天主及在肉身內降

世的默西亞3 。

1 參閱路的：8﹔瑪 24:12. 2 參閱路21:12：若 1日19 20. 3 參閱得後2:4 12﹔得前 5:2-3﹔

若二7：若~2:18,22.

每當有人企圖在歷史中實現默西亞帶來的希望時，假基督的這種欺 676 
騙就在世上形成了，因為這希望只能超越歷史透過末世審判實現出來。縱

使它以溫和的形式出現，教會也檳棄這種歪曲未來神圓的所謂「千年主

義」 1 ，尤其檳棄「本身邪惡」 2的，在政治形式下的俗世默西亞主義。 2425 

1 參閱（吉理部，〈千年論〉法令 (1944): DS 3839. 2 參閱比約十一世，〈買賣世主〉通諭

(19.3.1937): GS 20 21. 

教會除非透過這最後的逾越，追隨主的死亡和復活 1 ，將不 677 

會進入天國的光榮中。所以，天國不是因著教會逐步上進、在歷 1340 

史上凱旋而獲得的2 ，而是因著天主制伏惡者的最後放縱而確立 2853 

的 3 ，這事將使祂的新娘從天降下h 這一天，主對惡者叛逆的

勝利，將在這暫存世界最後宇宙性的動盪之後h 採取最後審判

的方式6 。

1 參閱默的：1 9. 2 參閱默 13:8. 3 參閱默20:7 10. 4 參閱默 21:2 4. 

5 參閱（自後 3:12-13. 6 參閱默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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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1041 二、為審判生者死者

678 循著先知 1和若翰 2的路線，耶穌在祂的道理中宣講了末日

1470 的審判。那時各人的行為 3和心中的秘巒 4將會顯露出來。那時

因輕視天主恩寵5而犯的不信之罪將受懲罰。對近人的態度將披

露出對天主恩寵與慈愛的接納或拒絕6 。耶穌將在最後一天說：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 ~！§ 25:40）。

1 參閱達 7:10：岳 3-4：按 3:19. 2 參閱瑪 3:7-12. 3 參閱谷 12:38 40. 4 參閱路 12:1 3; 

若 3:20-21：羅 2:16﹔格前 4:5. 5 參閱瑪 11:20 24; 12:41 42. 6 參閱瑪 5:22﹔ 7:1 5. 

679 基督是永生的主。由於祂是世界的救贖者，決定性地審判人

類行為和心思的全權隸屬於祂。祂以自己的十字架「賺得」了這

權柄。父也「把審判的全權交給了子」（若 5:22)1 。如今，子來

到世界不是為審判，而是為極救 2 ，並賜予在祂內的生命 3 。凡

1021 在今世拒絕恩寵的每一個人，他己審判了自己 4 ，按照他的作為

而受報應5 ，甚至也能因拒絕愛的聖神而永遠自我判決6 。

1 參閱若 5:27﹔瑪 25:31﹔然 10:42﹔ 17:31：弟後 4:1. 2 參閱若 3:17. 3 參閱若 5:26.

4 參閱若 3: 18; 12:48. 5 參閱格斯J 3:12 15. 6參閱瑪 12:32﹔希 6:4 6; 10:26 31. 

撮要

680 主基督如今已透過教會為王，但今世的一切事物尚未歸屬於

祂。基督王國的勝利在邪惡的勢力作最後的攻擊前，不會來

到。

681 世界窮盡時，在審判日子中，基督將在光榮中降來，為完成

善對惡的決定性勝利，但兩者就像麥子與葬于一般，將在歷

史的過程中一起成長。

682 光榮的基督於末日來審判生者死者時，將揭露各人心中的隱

秘，並依照他的行為和對恩寵的接納與拒絕，予以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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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三第

我信聖神

「除非受聖神感動，沒有一個人能說：『耶穌是主』」（格 683 

前 12:3）。「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內喊說： 424,2670 

『阿爸，父啊！』」（迦 4:6）。這種信仰的知識，只有在聖神內 152 

才能得到。我們必須先受聖神的感動，才能跟耶穌接觸。祂先於

我們及在我們內激發信仰。藉著我們的洗禮一一信仰的第一件聖

事，在教會內的聖神親密而個別地將生命傳給我們。那生命是源

於父，並在子內賜給我們的。

聖洗賜給我們於天主父內、藉著祂的兒子並在聖神內重生的恩 249 

寵。因為那些有天主聖神的人，被引到聖言、即子那裡，而子

則把他們介紹給聖父，而父則賜給他們不朽的生命。所以，沒

有聖神，就不能見到天主子﹔沒有子，就沒有人能接近父，因

為子就是父的體認，而認識天主子只有透過聖神才行1 。

1 聖依勒內﹒里昂，〈宗徒論証｝ 7: SCh 62,41-42. 

聖神藉祂的恩寵，是第一個在我們內激發信仰並把新生命賜 684 

給我們的，這新生命就是認識父和祂戶斤派遣來的耶穌基督 1 。然

而聖神是聖三中最後一位被毆示的。「神學家」聖額我略﹒納祥 必

將以天主「俯就」的教育法解釋這種進展：

舊約清楚地宣示父，而較隱暗地提及子。新約則彰顯子，只隱

約地使人看到聖神的天主性。如今聖神在我們內居住，使我們

對祂有更清楚的認識。誠然，當父的天主性還未宣認的時候，

就公開地宣揚于，當子的天主↑生尚未被承認的時候，就加上了

聖神，是不明智的，團為都是附加的包袱 恕我這樣大膽地

說．．．．．．只有透過「由光榮至光榮」的逐步進展，聖三的光輝才

顯得更為晶瑩燦爛2 。

1 參閱若 17:3. 2 聖額我略﹒納祥，〈神學演講｝ 5,26: PG 36,161C. 

相信聖神就是宣認聖神是聖三中的一位，與父、子同性同 685 

體，「並與聖父、聖子同受欽棠，同享光榮」（尼西亞﹒君士坦

丁堡信經）。為此，聖神的神聖奧跡已在聖三的「內在生命」 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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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logia） 內討論過，這裡我們只從天主的「外在工程」

( oikonomia） 來討論聖神。

686 由救恩計畫的開始直到完成，聖神都是與父和子一起工作。

2月 不過，只在子為贖世而降生所開始的「末期」內，聖神才被毆

示、賞賜、承認及接納為一個位格。於是，這項在基督一一一新創

造的「首生者」和元首內所完成的天主計畫，是因著聖神的傾注

而實現人問：教會的形成、諸聖的相通、罪過的赦免、肉身的復

活和永生。

第八條

「我信聖神」

687 「除了天主聖神外，誰也不能明瞭天主的奧秘」（格前2:11) 。

243 如今，敢示天主的聖神，使我們認識基督、祂的聖吉、祂的活生

生的話，但並不談及自己。「曾藉先知們發言的」聖神，使我們

聽到父的話，但我們卻聽不到祂自己。我們只在祂向我們做示聖

言並準備我們在信仰中接受祂的行動中，才認識祂。給我們「揭

露」基督的真理之神「不講祂自己」 1 0 這種特有的神性謙虛，

可以解釋為何「世界不能接受」聖神，因為世界「看不見祂也不

認識祂」﹔反之，那些信基督的人認識祂，因為祂「寓居」在他

們內 2 。

l 參閱若 16:13. 2 參閱若 14:17.

688 教會是生活在她所傳授的宗徒信仰內的共融，她是我們認識

聖神的所在：

在祂所毆示的聖經中﹔

一一在聖傳中，教父們一直是其有效的証人﹔

在祂所扶助的教會訓導當局中：

一一在聖事性的禮儀中，聖神透過禮儀的言語和象徵，使我們與

基督共融：

一一在祈禱中，祂為我們轉求﹔

在建立教會的神恩和職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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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在使徒和傳教生活的標記中﹔

一 在聖人們的見証中，祂藉此顯示祂的聖德並繼續救世的工

干呈 。

一、聖子及聖神的聯合使命

被父派遣到我們心中的那一位，即祂兒子的聖神 1 ，確實是 689 

天主。祂與聖父、聖子同性同體，無論在聖三的內在生命中，或 245 

在施與世人的愛中，都是不可分的。但在欽業那賦予生命、同↑生

同體、不可分的聖三的同時，教會也宣言忍位格的區別。當父派遣 刃4

聖言時，也常派遣自己的氣息：聯合的使命指聖子和聖神同時受 485 

派遣，在此兩位雖有區別，但不可分離。雖然，是基督為人所

見，成為不可見的天主的有形肖象，然而是聖神把祂做示出來

的。

1 參閱迦4:6.

耶穌是基督一一「受傳者」，因為聖神是祂的傅泊，自降生 690 

以後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從這圓滿中發出的 1 。最後，當基督受 436 

到光榮時2 ，祂能聯同父在光榮中派遣聖神給那些信奉祂的人：

把自己的光榮 3 ，即把那光榮祂的聖神 4賜給他們。從此，聯合

的使命，在聖子的奧體上，即在父所收養的子女們身上展開：聖

于申使人成為刷子的使命是使他們與基督結合，並活在基督內。 788 

傳油的概念提示我們．．．．．．在聖子與聖神之間並無任何距離。事

實上，正如在身體表面與所傳的油之間，無論理智或感官都察

覺不到有任何媒介，同樣，聖子與聖神的接觸也是直接無間

的。因此，誰想藉信仰與聖子接觸，必須先藉接觸與聖油相

遇。原來沒有甚麼部分不是由聖神所覆蓋的。因此，凡承認子

為主的人，是在聖神內接受主，而聖神從各方面，迎接那些在

信德中接近子的人5 。

1 參閱若 3:34. 2 參閱若 7:39. 3 參閱若 17:22. 4 參閱若 16:14.

5 聖額我略﹒尼撤，《論聖神） 3,1: PG 45,1321A B.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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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神的名字、稱呼和象徵

聖神專有的名字

691 「聖神」就是與父和子、同受我們欽雪慧和光榮的那一位的專

稱。教會從主那裡領受了這名號，並在她新子女的洗禮中予以主

主刃 1 。

「神」一詞譯自希伯來文刊Ruah”，其原意是氣，息、空氣、風。耶穌

正是利用風的可感覺形象，來向尼苛德摩講述新而超越的那一位，祂是天

主的氣息、天主之神2 。另一方面，「聖」和「神」都是天主三位所共有

的天主屬性。但聖經、禮儀和神學術語卻把這兩個詞放在一起，指明聖神

那無可言喻的位格，以免與「聖」和「神」兩字的其他用途相混淆。

l 參閱瑪28:19. 2 參閱若 3:5-8.

聖神的稱呼

692 當耶穌宣告和許下聖神的來臨時，祂稱聖神為「師保」，其

字面的意義是：「那被召到身邊者」 ＂Ad-vocatus’，（若 14:16,26 ﹔

1433 15:26 ﹔ 16:7）。可市保」通常被譯作「護慰者」，因耶穌是第一個

護慰者 1 。主自己也稱聖神為「真理之神」（若 16:13）。

l 參閱若~z:i.

693 「聖神」這專稱在宗徒大事錄和書信中用得最多，在聖保祿

書信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另一些稱呼：恩許之神 1 、鬧子之神2 、

基督之神（羅 8:9）、上主之神（格後 3:17）、天主之神（羅 8:9,14 ﹔

15:19：格前 6:11 ﹔ 7:40）﹔在聖伯多樣的書信中，則有光崇之神的

稱呼（伯前4:14）。

1 參閱迦 3:14﹔弗 1:13. 2 參閱羅 8:15﹔迦 4:6.

聖神的各種象徵

694 水。水的象徵表示聖神在洗禮中的行動，因為在呼求聖神後，水就

12月 成了有殼的新生聖事的標記：正如我們的首次誕生是在水中進行，同樣洗

禮的水也確實表明：我們神性生命的誕生，是在聖神內賜給我們的。「我

們都因一個聖神受了洗，又都為一個聖神所滋潤」（格前 12:1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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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本身也是活水，祂源自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1 ，並在我們內湧出活 2652 

水，使我們得到永生2 。

1 參閱若 19:34：若一→ 5:8. 2 參閱若 4:10 14﹔ 7:38﹔出 17:1-6：依曰：1：巨 14:8：格前 10:4﹔

默 21:6; 22:17. 

傳油。傅j由的象徵也有聖神的﹔函意，甚至成了祂的同義詞 1 。在基督 695 
徒的人門禮中，傳油是堅振的聖事標記，故東方教會稱堅振為「傅油」 0 12刃

但為了理解它的圓滿能力，必須回到聖神所完成的第一次傳油，即耶穌的

那次傅泊。基督（希伯來文的「默西亞」），解說「受傳者」，即傳上天 436 

主聖神的。在舊約中，有不少上主的「受傳者」 2 ，其中首要的就是達味

君王3 。但耶穌以獨一無二的形式成了上主的受傅者：聖子所取的人性整

個地「被傅以聖神」。耶穌被聖神立為「基督」 4 。童貞瑪利亞因聖神懷

孕了基督，聖干申透過天使，宣布祂在誕生時已是基督5 ，並催促西默盎前

往聖殿去見上主的受傳者6 。基督治病施救時，充滿了聖神7 ，從祂身上

發出的能力也是聖神的8 。最後，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是聖神9 。現在 1504 

耶穌的人性己戰勝死亡並被立為默西亞 10 ，祂大量傾注聖神，直到「聖

者們」與天主子的人性結合，建立「完美的人，達到基督圍滿年齡的程

度」（弗 4:13）：即聖奧思定所說的「整個的基督」 794 

1 參閱若~2:20,27﹔格後 1:21. 2 參閱出 30:22-32. 3 參閱撒上 16:13.

4 參閱路4:18 19：依 61:1. 5 參閱路 2:11. 6 參閱路2:26-27. 7 參閱路4:1.

8 參閱路 6:19; 8:46. 9 參閱羅 1:4﹔ 8:11. 10 參閱束 2:36.

火。水表示聖神所賜的生命的誕生和繁殖能力，火則象徵聖神行動 696 
的轉他能力。「激烈如火」的先知厄里亞，「他的吉詞熾熱和火炬」（德 1127 

48:1），因他的祈禱使天火降在加爾默耳山的祭品上 1 ，這事件是聖神之火 2586 

的預象，火能改變所接觸的東西。「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走在上主前 7月

面」（路 1:17）的洗者若翰，宣布基督就是那位「要以聖神和火付洗的人」

（路 3:16），這聖神就是耶穌所說的：「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我多麼切

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 12:49）。主旬節早上，聖神就是藉「火舌」的

形狀降在門徒們的頂上，使他們充滿聖神（宗 2:3-4）。靈修傳統將保存這

火的象徵，把它當作最能表達聖神行動的象徵之一2 ，「你們不要熄滅聖

神！」（得前 5:19)

I 參閱列上的：38-39. 2 參閱十字聖若望，《愛的活火焰〉。

雲與光。這兩個象徵在聖神顯現時是分不間的。在舊約時代，上主 697 
臨現的記載裡，生活的天主救主是藉忽明忽暗的雲彩而做示出來的。這雲

彩卻同時掩蓋著祂光榮的超越性：在西乃山上與梅瑟一起 1的時候、在會

幕門口 2 、在曠野的行程中 3 ，與撒羅滿一起在聖殿被視聖的時候 4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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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今，所有這些預象都由基督在聖神內實現。聖神降臨於童貞瑪利亞並「庇

554 蔭」她，使她懷孕並產下耶穌5 。在山上顯聖容時，聖神在雲中降來遮蔽

耶穌、梅瑟、厄里亞、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並「從雲中」發出聲音

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從祂！」（路 9:34-35）。最

後，在耶穌升天那一日，同樣的雲彩把耶穌從門徒們的眼前接去6 ，並在

659 祂帶著光榮再來時，敢示祂為人子7 。

1 參閱出 24:15-18. 2 參閱出 33:9-10. 3 參閱出 40:36-38﹔格前 10:1-2.

4 參閱列上8:10-12. 5 參閱路 1:35. 6 參閱奈 1:9. 7 參閱路21:27.

698 印記。這是一個與傅油相近的象徵。事實上，天主在基督身上蓋了

1295月1296 祂的印（若 6:27），同時在基督內，父也要在我們身上蓋上祂的印 1 。為了

1121 表達聖神的傅油在洗禮、堅振和聖秩聖事中的不滅效果，印記 （sphragis)

在某些神學傳統中，也用來表示只能領受一次的這三件聖事所蓋的不滅

「于申印」

1 參閱格後 1:22：弗 1:13﹔ 4:30.

699 手。耶穌藉覆手治好病人 1及祝福孩童2 。宗徒們因祂的名字同樣行

292, 1288 事3 。更明顯的是藉著宗徒們的覆于而賦予聖神4 。希伯來書把覆于列入

1300,1573, 其教導的「基本內容」裡5 。教會在聖事的呼求聖神禱詞中保存了這種賦

1668 予聖神的標記。

1 參閱谷 6:5; 8:23. 2 參閱谷 10:16. 3 參閱谷的：18：宗 5:12; 14:3. 

4 參閱宗 8:17 19; 13:3; 19:6. 5 參閱希 6:2.

700 手指。是耶穌「f丈賴天主的手指驅魔」（路 11:20）。如果上主的法律

2056 是「用天主的于指」（出 31:18）寫在石版上，那麼託付給宗徒們所保管

的、「以生活的天主聖神所寫的基督的書信，不是寫在日版上，而是寫在

血肉的心版上」（格後3:3）。〈造物者聖神，請降臨〉的讚美詩，呼求聖

神為「父的右手指」

701 吉鳥子。在洪水後（洪水象徵洗禮），諾厄放出的鴿子嘴裡耐著綠色的

1219 橄欖樹枝回來，表示陸地重新可以居住 1 。當基督受洗後從水裡出來時，

535 聖神以鴿子的形狀降下，停在祂上面2 。聖神降下並居住在受洗者的純潔

心靈中。在一些聖堂裡，聖體是被保存在懸於祭台上的鴿于形狀的金屬容

器內（columbarium） 。在基督徒的繪畫中，傳統上以鴿子形象來表示聖

神。

1 參閱創 8:8-12. 2 參閱瑪3:16 （平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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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恩訐時期中的聖神和天主聖言

從起初直到「時期一滿」（迦 4:4），天主聖言和聖神的聯合 702 

使命雖是隱藏的，但卻在進行中。天主聖神是為默西亞的時期作 122 

準備，聖神與默西亞雖然尚未完全敢示出來，但對此已有應詐，

使人能期待二者的來臨，並在其顯現的日子，予以歡迎。因此，

教會在閱讀舊約時 1 ，是在其中尋找 2那「曾藉先知們發言」的 107 

聖神，要對我們所說的有關基督的事。

「先知」一詞，依教會的信仰是指所有在生活上宣講，在撰寫聖經 243 

時（無論舊約或新約），受到聖神默感的人。猶太傳統把聖經分為法律（梅

瑟五書）、先知（相等於我們的歷史書和先知書）及著作（尤其是智慧文

學，特別是聖詠） 3 。

1 參閱格後3:14. 2 參閱若 5:39,46. 3 參閱路 24：“－

在創造中

天主聖言和祂的氣息是所有受造物生存的根源 1 。 703 
292 

聖神的特性就是管理、聖化及賦予受造物生命，因為祂是與

父、子同體的天主．．．．．．祂有主宰生命的權能，因為祂既是天

主，就在父內透過子保管整個受造界2 。 291 

1 參閱詠33:6; 104:30﹔創 1:2﹔ 2:7﹔苛If 3:20-21﹔則 37:10. 2 拜占廷槽，主日晨得第二式，禮儀

節士寸
土
－
口

「至於人，是天主用自己的手（就是子和聖神）塑造了他．．．．．． 704 

並在塑造的肉體上描繪了自己的形象，務使那可見的也帶有天主 泌

的形象」 1 。

1 聖依勒內﹒里昂，＜＊徒論証｝ 11: SCh 62,48-49. 

恩訐之神

人自從被罪惡和死亡毀容後，仍是「天主的肖象」’聖子的 705 

肖象，但已失掉了「天主的光榮」（羅 3:23）和「模樣」 o 向亞巴 的

郎所作的恩許，揭開了救恩計畫的序幕，在其最後階段，天主子

將親自取得這「肖象」 1 ，並將再賜予它光榮，即是「賦予生 2809 

命」的聖神，而恢復人跟父相似的「模樣」。

1 參閱若 1:14﹔斐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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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超出人的一切期待，天主應許要給亞巴郎一個後裔，作為

6。 他信德的和聖神能力的成果 1 0 普世萬民都要因這後裔而蒙受祝

褔 2 。這後育就是基督 3 ，在祂內聖神的恩寵要使「那四散的天

主兒女都聚集歸一」（若 11:52）。天主以誓詞 4保証要賜下祂的

愛子昨日賜下「恩詐的聖神．．．．．．為使天主所置為制業的子民，蒙

受完全的救贖」（弗 1:13-14)6 。

1 參閱倉lj 18:1 1日路 1:26-38,54-55﹔若 1:12-13﹔羅 4:16 21. 2 參閱直lj 12:3. 

3 參閱迦3:16. 4 參閱路 1:73. 5 參閱創 22:17 19：羅 8:32﹔若 3:16. 6 參閱迦 3:14.

在天主顯現和法律中

707 由聖祖至梅瑟’及由若蘇厄至開展大先知使命的神視中，天

主的顯現照亮了恩許的途徑。基督徒傳統時常認為在這些天主顯

現中，天主的聖言讓人看到和聽到祂，聖神的雲向時將祂敢示，

又將祂「遮蔽」

708 天主的這種教學法尤其在頒布法律時表現出來 1 0 天主賜

1961-1964, 下法律猶如賜下一位「敢蒙導自恥，是為領導子民區勒令基督（迦

122 3:24 ）。可是，由於法律無法挽救那缺乏天主「模樣」的人，

加上由法律而引發對罪惡的日漸增強的意識 2 ，便燃起了對聖

2585 神的渴望。聖詠上的磋嘆可以証明此點。

l 參閱出 19 20﹔申 1 11: 29 30. 2 羅 3:20.

在王國和充軍中

709 作為恩許和盟約標記的法律，理應能統御那出自亞巴郎信德

的子民的心靈和制度。「如果你們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盟約，

你們為我將成為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出 19:5 6)1 。但白

連味之後，以色列順從了誘惑，要成為一個像其他國家一樣的主

2579 圓。不過，向達味所應許的主國 2 ，將是聖神的工程，它屬於那

544 些神貧的人。

1 參閱伯前 2:9. 2 參閱撒下7：詠 89﹔路 1:32 33. 

710 遺忘法律及不忠於盟約導致人死亡：充軍看來是恩許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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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實際上卻顯出天主救主的奇妙信實，在聖神的引領下，也是

一個所許諾的復興的開始。天主子民必須承受這一淨化 1 ﹔在天

主的計畫中，充軍己帶著十字架的影子，而由充軍回來的貧苦

「遺民」’是教會最鮮明的預象之一。

1 參閱路24:26.

期待默西亞及其聖神

「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依 43:19）。先知的路線是循著 711 

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期待默西亞，另一個則宣告新的神：兩者都 64,522 

匯聚於小小的「遺民」身上，即那些期待著「以色列的安慰」和

「耶路撒冷的救贖」（路2:25,38）的貧苦民眾 1 。

上面己談過耶穌如何實現有關祂的預言，下面我們只集中在那些更

顯示默西亞與其聖神的關條的預盲。

1 參閱索 2:3.

所期待的默西亞面容的特徵在厄瑪奴耳篇 1（「依撒意亞因為 712 

看見了他（基督）的光榮」：若 12:41) ，尤其在依撒意亞先知書 439 

第十一章一至三節中己開始顯露出來：

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

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芽。

上主的神，

智慧和聰敏的神，

超見和剛殼的神，

明達和敬畏仁主的神將住在祂內。

1 參閱依 6 12. 

默西亞的特徵特別在「上主僕人」的詩歌中敢示出來 l 。這 713 

些詩歌昭示耶穌苦難的意義，並指出祂以甚麼方式傾注聖神，好 601 

能賦予大眾生命：不是以局外人的身分，而是藉著接受我們「奴

（黨的形體」（斐 2:7）。藉著接受我們的死亡，祂把自己的生命之

神通傳給我們。

1 參閱依 42:1-9：瑪 12:18 21﹔若 1:32 34﹔再參閱依的：1 6﹔參閱瑪 3:17﹔路 2:32﹔最後參閱

依 50:4-10﹔ 52:13-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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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為此，基督開始宣講福音時，把依撒意亞的這篇文字應用在

自己身上（路4:18-19)1 : 

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

因為祂給我傅了油，

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

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宣布上主恩蔥、之年。

1 參閱依61:1 2. 

715 直接有關派遣聖神的先知記載，乃是天主用恩詐的言語，以

加 慈愛和忠誠的語調 1 ，向自己子民的心靈所說的神論。聖伯多祿

則在五旬節早上宣揚這些神論的實現。依照這些恩許，在「末

1965 期J 天主聖神將要更新人心，在他們心中寫上新的法律，祂要緊

集四散和分裂的子民，並使之干口好﹔祂要轉他先前的創造，而天

主將與人類和平相處。

1 參閱則 11:19; 36:25-28﹔ 37:1-14：耶 31:31 34：另參閱岳 3:1 5﹔宗 2:17 21. 

716 「貧窮」的人 1即那些謙卑、溫良、完全信賴天主奇妙計畫

的百姓，即那些只期待默西亞正義而非世人正義的人，這些人在

預備基督來臨的恩許期間，最終是聖神隱秘使命的偉大成就。他

368 們那種受聖神淨他和光照的心，就是在聖詠中戶斤透露的。在這些

窮人中，聖神要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路 1:17）。

1 參閱索 2:3﹔詠 22:27﹔ 34:3﹔依 49:13; 61:1 等等。

四、圓滿時期的基督的神

前驅若翰、先知和洗者

717 「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來的，名叫若翰」（若 1:6）。若

523 翰「還在母胎中就已充滿聖神」（路 1:15,41），這是由於基督的

緣故。祂剛由瑪利亞因聖神而受孕。於是瑪利亞對依撒伯爾「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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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就成了「天主對自己百姓的眷顧」 1 。

1 參閱路 1:68.

若翰就是「那位要來的厄里亞」（瑪 17:10-13）﹔聖神之火在 718 

他內使他成為那要來的上主的前驅。聖神在前驅若翰身上完成了 的

「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百姓」（路 1:17）的工作。

洗者若翰「比先知還大」（路7:26），在他身上聖神完成了祂 719 
「藉先知們的發言」。若翰也結束由厄里亞所開始的先知時期 I 0 

他宣布以色列的安慰近了﹔他是要來的安慰者的「聲音」（若 1: 2684 

23)2 。一如真理之神要做的，若翰來「是為給光作証」（若 1:7) 3 。

依若翰的看法，聖神就這樣完成了「先知們的探求」和天使們的

「渴望 J 4 ：「你看見聖神降下，停在誰身上，誰就是那要以聖

神施洗的人。我看見了，我便作証：祂就是天主子．．．．．．看，天主 536 

的羔羊！」（若 1:33-36）。

l 瑪 11:13 14. 2 參閱依 40:1 3. 3 參閱若 15﹔26﹔ 5:33. 甚參閱伯前 1:10 12. 

最後，聖神藉洗者若翰的預示，開始了那偕同基督並在基督 720 

內要實現的事：即重新還給人天主的「模樣」。若翰的洗禮是為 535 

使人悔改，那藉水和聖神而受洗的卻是新生命的誕生 1 。

1 參閱若 3:5.

「滿被聖寵者，喜樂吧！ _J 

至聖天主之母、終身童貞瑪利亞，是子和聖神的使命在圓滿 721 

時期的傑作。由於聖神準備了瑪利亞，父才首次在救恩計畫中，

找到聖子和聖神能在人類中居住的寓所。為此，教會聖傳多次把 484 

智慧書上最美麗的章節貼合在瑪利亞身上 1 ：瑪利亞在禮儀中被

哥大頌和描述為「上智之座」

聖神要在基督和教會內完成的「天主妙工」都在她身上展示

出來。

1 參閱后ii: 8:1-9:6：德 24.

聖神以自己的聖寵準備了瑪利亞。「住有整個圓滿天主性」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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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哥 2:9）的那一位的母親，確實適宜是「充滿聖寵的」 o 作為最

謙卑和最能接受全能者無可言喻恩賜的受造物，她的始胎無站純

粹出自恩寵。加俾額爾天使有理由地祝賀她為「熙雍女子」

2676 「你應歡樂！」 1 。當瑪利亞懷著永遠的聖子，在聖神內高唱聖

歌 2 向父戚恩時，就是整個天主子民，也即是教會在向天主戚

恩。

1 參閱索3:14：巨 2:14. 2 參閱路 1:46 55. 

723 聖神在瑪利亞身上實現聖父的仁慈計畫。瑪利亞就是藉著

485 聖神而懷孕，並生下天主子。她的童貞由於聖神的德能和她信

506 仰的力量，成為獨一無三的多產的根源 1 0 

1 參閑時 1:26-38﹔羅 4:18-21﹔迦 4:26-28.

724 聖神在瑪利亞身上，顯示聖父的愛子已成了貞女之子。瑪利

208 亞是天主決定性顯現的火中荊棘：她充滿聖神，顯示出在卑微肉

2619 驅中的聖言，更讓那些窮人1和萬民的首批代表2認識祂。

1 參閱路1:15 19. 2 參閱瑪 2:11.

725 最後，聖神藉瑪利亞開始使「天主慈愛的對象」 人 1 ’

的 與基督共融。謙卑的人常是首先接受祂的：如牧童、賢士、西默

盎干口亞納、加納的新婚夫婦和首批門徒。

l 參閱路2:14.

726 在聖神結束這項使命時，瑪利亞成了「女人 J 、新厄娃、

494, 2618 「眾生之母」、「整個基督」 1 的母親。她以這種身分，與那十

三位一起「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1:14），直到「末期」的黎

明，即聖神在五旬節早晨，藉教會的出現而揭開的末期。

1 參閱若 19:25 27. 

耶穌基督

727 在圓滿時期內，子和聖神的全部使命可包括在這事實內，即

438’的， 子由降生那一刻起，便是父的神所傳者：耶穌是基督、默西亞。

536 
信經整個第二章都應在此光照下閱讀。基督的全部工程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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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子和聖神的聯合使命。這裡只提及耶穌恩許派遣聖神以及主獲

得榮耀之後恩賜聖神之事。

耶穌只有在自己因死亡和復活而受到光榮時，才會完全敢示 728 

聖神。不過祂是逐步地揭露聖神。即使當祂表示自己的肉要為世

界的生命而成為食糧時，祂對民眾所作的訓言也如此 1 。此外，

耶穌也向尼苛德摩2 、撒瑪黎雅婦人 3和向那些參加帳棚節的人

提及聖神 4 。當祂向門徒講論祈禱5 ，他們將來要作的見証時， 2615 

也公開地談到聖神6 。

1 參閱若6:27,51,62-63. 2 參閱若 3:5-8. 3 參閱若4:10,14,23-24. 4 參閱若 7:37 39. 

5 參閱路 11:13. 6 參閱瑪 10:19-20.

耶穌唯獨到了祂受光榮的那時辰，才應許聖神的降臨，因為 729 

祂的死亡和復活將實現向先祖們所作的許諾 1 ：聖父因耶穌的析

禱將賜下另一位護慰者、真理之神。聖父因耶穌的名字派遣聖

神﹔耶穌將從父那裡派遣祂，因為祂出自父。聖神將會來臨，我

們將會認識祂，祂將時常與我們在一起，住在我們中問：祂將教

導我們一切，使我們記起基督對我們所說的話，並且祂為耶穌作

証﹔聖神要把我們引人一切真理，並光榮基督﹔祂要指証世界有 388,J的

關罪惡、正義和審判。

1 參閱若 14:16 17,26; 15:26; 16:7-15; 17:26. 

最後，耶穌的時辰到了 1 ：耶穌在以自己的死亡戰勝死亡的 730 

那一刻，把自己的氣（神）交在父手中 2 ，這樣，「當祂藉著父的

光榮，從死者中復活後」（羅6:4），就能立刻向門徒們「噓氣」

賞給他們聖神3 。從那個時辰起，基督和聖神的使命就是教會的 850 

使命：「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若20:21)4 。

1 參闇若 13:1 ﹔ 17:1. 2 參閱路 23:46﹔若 19:30. 3 參閱若 20:22. 4 參閱瑪 28:19﹔

路 24:47 48：宗 1:8.

五、末期中的聖神和教會

五旬節

五旬節那天（逾越期七週結束時），基督的逾越就在聖神的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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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 767 傾注中完成，這聖神是以天主性位格的身分顯示、賞賜、不口通傳

1302 給人的：主基督從祂的圓滿中，豐厚地傾注了聖神 1 。

1 參閱采2:33-36.

732 這一天，天主聖三被完全敢示了出來。從那天起，基督所宣

244 布的神國開放給那些信從祂的人。他們在信仰和卑微的肉軀中，

672 己參與聖三的共融。聖神藉著祂那無止境的來臨，把世界帶入了

「末期」，即教會的時期，而教會則是一個己承襲的、但尚未圓

滿的神圓。

我們看到了其光，接受了天上的聖神，我們找到了真正的信

仰：我們欽果那不可分的聖三，因為是聖三拯救了我們 1 。

1 拜占廷禮，五旬節晚禱禮儀詩節（領聖體後重複）。

聖神一一天主的恩賜

733 「天主是愛」（若~ 4:8,16），而愛是第一個恩賜，它包括所

2月 有其他的恩賜。這分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

在我們心中了」（羅5:5）。

734 由於我們因著罪惡已經死亡，或至少已受了傷，故此愛的恩

1987 賜的第一個效果就是赦免我們的罪。聖神的共融在教會內（格後

13:13）還給受洗者因罪而失落的天主模樣。

735 於是聖神賜下我們桐業的「抵押」或「初果」 1 ，即聖三本

1822 身的生命，這生命在於愛人如同天主愛了我們一樣 2 。這愛 3 是

在基督內新生命的本原，這生命成為可能的，因為我們接受「聖

神的德能」（宗 1:8）。

1 參閱羅8:23：格後 1:21. 2 參閱若~4:11-12. 3 格前 13.

736 因著聖神這種德能，天主的子女才能結出果實。那位把我們

1832 接在真正葡萄樹上的，必要使我們結出「聖神的果實，就是仁

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

5:22一23）。「聖神是我們的生命」：我們越是棄絕自己 1 ，就越

能「依照聖神的引導而行事」（迦5:25）。

1S2 基督徒信仰的宣認



藉著與聖神共融，聖神使人變成屬神的，使人重返樂園、恢復

義子的地位、敢稱天主為父、能分享基督的恩寵、被稱為光明

之于、能有分於永遠的光榮2 。

1 參閱瑪 16:24-26. 2 聖巴西略﹒凱撒里亞，《論聖神｝ 15,36: PG 32,132. 

聖神和教會

基督和聖神的使命是在基督的奧體和聖神的宮殿一一一教會內 737 

完成的。此後，這聯合使命帶領基督信徒在聖神內與父共融：聖 787-798 

神準備世人，先賜以恩寵，把他們引向基督。聖神又把復活的主 JO刃－1109

顯示給他們，使他們記起祂所說過的話，使他們明白祂的死亡和

復活。聖神又把基督的奧跡呈現在他們面前，尤其是在聖體聖事

中，為使他們和好並與天主共融，好能結出「豐富的果實」（若

15:5,8,16）。

因此，教會的使命並不是基督和聖神的使命的附加品，而是 738 

其聖事：整個教會及其每一肢體，被派遣去宣布、見証、實現並 850, 777 

傳揚聖三共融的真跡（這將是下一條的論題）：

我們眾人都領受了唯一和同樣的神，就是聖神，我們彼此之間

並與天主都融合為一。因為我們人數雖然眾多，並且基督讓父

的神和祂自己的神居在我們每人身上，然而這唯－一不可分的神

卻親自把那些彼此有別的人引歸為一．．．．．．並使大家在祂內顯出

是一個整體。正如基督的神聖人性能力可使那些祂所寓居的人

變成同 A身體，同樣那住在眾人身上的唯一而不可分的聖神，

也引領眾人達致精神的合~1 。

1 聖濟利祿﹒亞力山卓，〈若望福音詮釋｝ 12: PG7 4,560-561. 

由於聖神是基督的傅油，是基督一一身體的頭一一把祂傾注 739 

在自己的肢體上，以便滋養、醫治他們，在彼此的服務上加以組 1076 

織，賦予他們活力，派他們作証，聯同他們與自己一起奉獻給聖

父及為整個世界轉求。是基督藉著教會的聖事，把祂的聖神，即

聖化者，通傳給自己的肢體（這將是教理卷三的論題）。

在教會聖事中給予信徒們的這些「天主妙工」，將遵從聖神 740 

在基督內結出它們新生命中的果實（這將是教理卷三的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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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

對，而聖神卻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羅 8:26）。聖

神、天主工程的技師，乃祈禱的導師（這將是教理卷囚的論題）。

撮要

742 「為証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

神，到我們心內喊說：『阿爸，父啊！』」（迦4:6)

743 從起初直到世代終結，當天主派遣祂的聖子時，也常派遣聖

神：聖子和聖神的使命是相聯而不能分的。

744 時期一滿，聖神在瑪利亞身上完成了基督來到天主于民中的

各項準備。透過聖神在瑪利亞身上的工作，父賞給了世人厄

瑪奴耳，即與我們同在的天主（瑪 1:23）。

745 天主子降生時藉著聖神的傅油 1 ，被祝聖為基督（默西亞）。

l 參閱詠2:6-7.

746 耶，妹藉著祂的死亡和復活，被立為光榮中的「主和默西亞」

（宗 2:36）。從祂的圓滿中，祂把聖神傾注於宗徒和教會身

上。

747 聖神是基督元首在自己肢體上所傾注的，聖神建立、 i鼓勵並

聖化教會。教會是聖三與人類共融的聖事。

第九條

「我信聖而公教會」

748 「基督為萬民之光，本屆神聖大公會議，因聖神而集合，切

願向萬民宣布福音，使教會臉上所反映的基督之光，照耀到每一

個人」 1 。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憲章〉是以這幾句話作為序

幕。大公會議藉此顯示，涉及教會的信仰條文，完全靠有關耶

穌基督的信仰條文而定。除了基督之光以外，教會別無其他的

光。按照教父們所喜愛的一種圖象：教會好像月亮，它的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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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太陽反射過來。

1 LG 1﹔參閱谷 16:15.

涉及教會的條文，也完全靠有關聖神的條文而定，此聖神的 749 

條文是在教會條文之先。「事實上，在指出聖神是一切聖德的泉

﹔原及賜予者之後，我們現在宣認是聖神以聖德裝飾了教會」 1 。

依照教父們的說法，教會是「聖神開花結果」的所在2 。

1 〈羅馬教理） 1,10,1. 2 聖依玻理，〈宗徒傳承） 35: SCh 11,118. 

相信教會是「至聖J 、「至公」’她又是「唯一」和「從宗 750 

徒傳下來的」（如在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中所增添的），與 811 

對天主父、子互之聖神的信仰是不可分的。在宗徒信經中，我們宣

信一個聖教會（Credo.. . Ecclesiam） ，而非把教會作為信仰的最終 的

對象（not believe in the Church），如此可避免把天主及其工程混

淆，並可清楚地把天主賜予教會的一切恩惠歸於祂的仁慈 1 。

1 參閱《羅馬教理） 1,10,22. 

第一節天主計畫中的教會

一、教會的名稱和圖象

「教會」一詞（『＇ ekklesia’，來自希臘語冶k kalein＂ 「喚出 751 

來」），有「召集」的意義：是指民眾的集會 1 ，通常具有宗教

的目的。它是一個多次在希臘文舊約中使用的名詞，指聚集在天

主前的選民會眾，尤其指西乃山的會眾，以色列就在那裡接受了

法律，並被天主立為自己聖潔的子民 2 。初期的基督徒團體自稱

為「教會」’承認自己是該會眾的繼承者。在教會內，天主從世

界各地「召集」自己的子民。英文的℃hurch＂和德文的 ＂Kirche"

皆來自另一個類似的希臘字刊Kyria妞”，意指「屬於主的會眾」。

1 參閱奈的：39. 2 參閱出 19.

在基督徒用語中，「教會」一詞，是指禮儀的集會 1 ，也指 752 

地方團體2或整個的普世信友團體3 。事實上，這三種意義是不 JI甜，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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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可分的。「教會」是天主在整個世界所聚集的子民。她存在於地

方團體之中，並在禮儀的聚會中實現，尤以戚恩祭的聚會為主。

教會的生命源自聖吉及基督聖體，且藉此而成為基督的奧體。

1 參閱格前 11:18; 14:19品，34,35. 2 參閱格前 1:2;16:1. 3 參閱格前 15:9﹔迦 1:13﹔斐 3:6.

教會的各種象徵

753 在聖經上，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彼此相聯的圖象和預象，天主

的做示透過這些圖象，來表達教會取之不盡的奧跡。舊約的多種

781 圖象，是一個基本概念的不同表達，就是「天主子民」。在新約

裡 1 ，所有這些圖象有了一個新的中心，因為基督成了這個子民

789 的「頭」 2 ，因此這子民就成了祂的「身體」 o 環繞著這中心

的，有各種不同的圖象：「或取自羊棧、或取自農場、或取自建

築物、甚或取自家庭及婚嫁」 3 。

l 參閱弗 1:22﹔哥 1:18. 2 參閱Iβ9. 3 LG6. 

754 「教會是一個羊棧，它的唯一必經之門就是基督 1 0 教會也是一個羊

857 群，天主親口預言自己是它的牧人2 ，祂的羊群雖由其他牧人管理，但始

終由基督親自領往牧場餵贅，祂是善牧和眾牧人之首3 ，祂曾為羊群捨掉

自己的↑生命 4 。

1 參閱若 10:1 10. 2 參閱依 40:11：則 34:11 31. 3 參閱若 10:11﹔伯前 5:4.

4 參閱若 10:11 15. 

755 「教會是天玉的莊由或農場（格前 3:9）。在這農場裡生長著古老的橄

欖樹，古聖祖們就是它神聖的根﹔猶太人和外邦人 1 ，無論過去或將來，

都在它內修好。教會也是天上農夫所栽培的特選葡萄園2 。基督是真葡萄

795 樹，給樹枝帶來生命和繁殖力：我們就是樹枝，藉著教會留在站內，沒有

祂，我們便一無所能3 。

1 參閱羅 11:13-26. 2 參閱瑪21:33-43（平行文）﹔依 5:1-7. 3 參閱若 15:1 5. 

756 「教會也多次被稱為天主的建築物（格前 3:9）。主耶穌把自己比喻為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右（瑪21:42)1 。教會就在這基石

857 上由宗徒們所建立（格前 3:11），並在它身上取得團結和合一。這座建築物

有各種不同的名稱：如天主的家庭所居之屋（弟前 3:15）：天主在聖神內

的寓所（弗 2:19-22）﹔『天主與人共居的帳幕』（默 21:3）。尤其被稱為聖

797 殿，教父們稱它為石砌的聖戶斤。在禮儀中，此聖殿亦喻之為「聖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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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耶路撒冷。我們就是它的活石，要在此世形成一個屬于申的殿宇（伯前 1045 

2:5）。聖若望在欣賞新天新地時，看見這聖城從天上由天主那裡降下，

『就像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默21:1-2）。

1 參閱宗 4:11：伯前 2:7：詠 118:22.

「教會又稱為『天上的耶路撒冷』和『我們的母親』（迦 4:26)1 ，也 757 
被描繪為無王占羔羊的無站淨自己（默 19:7﹔ 21:2,9 ﹔ 22:17），基督『愛了她，並 507, 796 

為她捨棄了自己，為使她成為聖潔的』（弗 5:25-26），又和她訂下不毀之 1616 

約，不斷地『養育照顧她』（弗 5:29）」 2 。

1 參閱默 12:17. 2 I正主 6.

二、教會的起源、創立和使命

為探討教會的奧跡，我們首先默想她如何在天主聖三的計畫 758 

中孕育，並在歷史中如何逐步具體實現。 刃7

父心中孕育的計畫

「永生之父，按照祂的智慧、仁慈、自願而奧秘的計畫，創 759 

造了宇宙，並決定提拔人類，分享天主的生命J 0 祂在自己聖于 加

內，召喚眾人分享這生命：「凡信奉基督的，祂願召集他們在聖

教會內」。這個「天主的家庭」’按照天父的安排，在人類歷史 1655 

各階段逐步建立和實現。因為教會「在創世之初已有預象，在以

色列的民族史和舊約裡，她已被奇妙地準備好了，並在這末期內

建立，藉聖神的恩賜顯示出來，且於世界末日光榮地完成」 1 。

1 Iβ2. 

自創世之始就已預示的教會

初期的基督徒曾說：「世界是為了教會而創造的」 1 。天主 760 

創造世界，是為使人與祂的生命共融，這共融是透過在基督內的

「召集」實現，而這「召集 J 就是教會。教會是一切事物的目 294 

標 2 ，連慘痛的事，如天使墮落和人犯罪等為天主所言午，只是當 309 

作機會和媒介，展示出祂全部的力量和要賜給世人的無限慈愛：

正如天主的意願指向創造，而有世界﹔同樣天主的意願指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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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有教會3 。

1 參閱f可而馬牧者，〈牧者的神視） 2,4,1: PG 2,899﹔參閱亞里斯提德，〈護教書） 16,6; 

要猶思定，《護教書） 2, 7: PG 6,456﹔戴都良，〈護教書） 31,3; 32,1: PL 1,508 509. 

2 參閱聖厄比法尼，〈駁斥八十異端） 1,1,5: PG 41,181C. 3 克萊孟﹒亞力山卓，

〈導師） 1,6,27：民：； 8,281. 

舊約中準備的教會

761 當罪惡破壞人與神，以及人與人之間共融的那一刻，天主便

刀 開始聚集祂的子民。教會的聚集可說是天主對罪惡所造成的混亂

的反應。這種聚集己秘智地在各民族中進行：「凡在各民族中，

敬畏祂而又履行正義的人，都是祂所中悅的」（宗 10:35)1 。

l 參閱Iβ9﹔ 13﹔ 16.

762 聚集天主子民的遠程預備是由亞巴郎的蒙召開始，天主許下

山，522,6。 他要成為「一個大民族」的父親（創 12:2)1 。而近程預備則由選

擇以色列為天主的子民開始2 。藉著以民的被選，她將成為各民

64 族未來合一的標記3 。然而先知們一一早就控訴以色列毀了盟約

及變得好像一個娟妓 4 。他們預告將有一個新而永久的盟約5 。

而「基督就建立了這個新的盟約」 6 。

1 參聞自lj 15:5 6. 2 參閱出的：5 6﹔申 7:6. 3 參閱依 2:2-5﹔米 4:1-4.

4 參閱歐 1：依 1:2 4﹔耶 2等等。 5 參閱耳目 31:31 34﹔依 55:3. 6 Iβ9. 

耶穌基督創立的教會

763 聖子的任務是當時期一滿，履行父的救恩計畫﹔而這就是祂

「使命」的動機 1 。「主耶穌藉宣布喜訊開創了祂的教會，就是

別 聖經上歷代所預言午的天主之國業己來臨」 2 。為奉行天父的旨

意，基督在世上揭開了天國的序幕。教會是「已臨現於奧跡中的

基督王國」 3 。

1 參閱Iβ3﹔ AG3. 2 LG5. 3 LG3. 

764 「這王國在基督的言、行和臨在上，已清楚地顯示於人

的 了 J 1 0 接受耶穌的話，就是接受「天主之圓」 2 。天圓的幼芽

和開端，就是耶穌前來召集在自己身邊的那「小小羊群」（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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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祂就是這羊群的牧者 3 。他們組成了耶穌的真正家庭 4 。對

這樣聚集在祂身邊的人，祂教導他們新的「待人接物方式」’及 1691 25咒

他們專有的祈禱5 。

1 Iβ5. 2 Iβ5. 3 參閱瑪 10:16: 26:31﹔若 10:1 21. 4 參閱瑪 12:49.

5 參閱瑪5 6. 

主耶穌賦予自己的團體一個結構，它將持續到天國的圓滿完 765 

成。首先是簡選十二宗徒，以伯多祿為他們的首領 1 0 他們代表 860,551 

著以色列的十二支派2 ，是新耶路撒冷的基礎 3 。十二宗徒4及其

他門徒 5參與基督的使命和權力，同時也分擔祂的命運6 。基督

透過所有這些行動，準備及建立祂的教會。

1 參閱谷 3:14-15. 2 參閱瑪 19:28﹔路 22:30. 3 參閱默21:12-14. 4 參閱谷 6:7.

5 參閱路 10:1-2. 6 參閱瑪 10:25﹔若 15:20.

教會主要是誕生於基督為我們的得救而完全的自我交付，這 766 

交付提前在建立聖體聖事時實行，後來在十字架上完成。「教會 的，帥，

的開始和發展，由被釘十字架的耶穌敞開的肋旁所流出的血和 1340 

水，作為象徵」 1 。「因為從安眠於十字架的基督肋旁，產生了 617 

整個教會這奇妙聖事」 2 。正如厄娃是由熟睡中亞當的肋骨所形

成，同樣，教會是由死於十字架的基督被刺透的心誕生3 。 478 

1 Iβ3：參閱若 19:34. 2 SC 5. 3 參閱聖安博，〈路加福音闡釋）＞ 2,85-89: PL 15,1583 1586. 

由聖神彰顯的教會

「聖父委託給祂兒子的工程在世上完成後，就在五旬節那 767 

天，派遣聖神前來不斷地聖化教會」 l O 從那時起，「教會公開 731 

呈現於民眾之前，並開始藉著宣講，向萬民傳播福音」 2 。教會

本質上是傳教的，為了救恩而「召集」一切人，被基督所派遣， 849 

使萬民成為門徒3 。

1 Iβ4：參閱若 17:4. 2 AG 4. 3 參閱瑪 28:19 20; AG2; 5 6. 

為使教會能實現她的使命，聖神「用聖統和各種神恩，建設 768 

及督導教會J 1 0 「因此，教會擁有其創始者的恩寵，忠實地道

守祂仁愛、謙遜和刻苦的誡命，接受肉萬民宣講和建立基督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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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主王國的使命，而教會在世上是這天國的幼芽和開端」 2 。

1 Iβ4. 2 Iβ5. 

在榮耀中達到圓滿的教會

769 「教會只有在天上的光采中」’即當基督光榮地再來時，

671 2818 「才圓滿地實現」 1 。直到那個日子，「教會要在世界的迫害與

天主的安慰中，繼續自己的旅程」 2 。此世，她自知是在充軍，

675 遠離天主3 ，「渴求完美的天國，並全力期望在光榮中與其君王

結合」 4 。教會的以及世界藉著教會要達到的圓滿境界，必須經

過許多大考驗，才能在光榮中完成。只有那樣，「所有的義人，

1045 從亞當開始，『從義人亞伯爾直到最後一個被選者』，都將在天

父面前，團聚在普哩的教會內」 5 。

1 Iβ48. 2 聖奧思定，〈天主之城｝ 18,51: PL 41,614﹔參閱 Iβ8. 3 參閱格後5:6﹔

LG 6. 4 LG 5. 5 Iβ2. 

三、教會的奧跡

770 教會置身於歷史，但同時又超越歷史。只有「用信德的眼

叩 光」 1 ，才能從她可見的事實中，察覺到一個精神的、帶有屬于申

生命的事實。

1 〈羅馬教理＞ 1,10,20. 

既是可見的又是精神的教會

771 「唯一的中保基督，在世上創立了祂的聖教會，並不斷地支

827 持她。她是一個信德、望德和愛德的團體，也是一個可見的組

織。藉著教會，基督把真理與恩寵灌輸給眾人」 o 教會同時是：

1880 一一「由聖統組織建立的社團和基督的奧體：

一一可見的會眾和精神的團體：

954 一一地上的教會和富有天上神恩的教會」

這些幅度「形成了一個由人性和神性成分組成的單一複合

體」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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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特徵’是兼有人性與神性，是有形的與無形的，努力工

作而又專心默禱，置身於世上，卻又邁向天鄉。不過這一切，

凡是人性的，應從屬於神性的，有形的應從屬於無形的，工作

應從屬於默禱，現世的事應從屬於我們所邁向的未來聖城2 0 

多麼謙遜！何等業高！香柏之幕，天主聖所﹔地上小築，天上

華宮﹔土牆茅舍，皇家宅院：死者之體，光明殿堂﹔傲慢之

徒，不屑一顧﹔信者尊敬，基督淨配！她雖憂鬱，卻實亮麗，

耶京少女，疲憊蒼白，長期流亡，忍受痛傷，終有一日，苦盡

甘來，佩戴草飾，天闕盛裝3 。

1 Iβ8. 2 SC 2：參閱希 13:14. 3 聖伯納﹒克理弗，〈論雅歌的講道｝ 27,14: PL 183,920D. 

教會一一天主與人共融的奧跡

基督是在教會內，完成並敢示祂的奧跡，作為天主計畫的目 772 

標：「使萬物總歸於基督」（弗 1:10）。聖保祿把基督與教會的聯 518 

婚稱為「偉大的奧跡」（弗 5:32）。由於她像新娘般的與新郎基 796 

督結合 1 ，教會本身也成了奧跡2 。聖保祿在默觀這奧跡時，寫

道：「基督在你們中，作了你們得光榮的希望」（哥 1:27）。

1 參閱弗 5:25 27. 2 參閱弗 3:9 11. 

在教會內，人類透過「永存不朽的愛」（格前 13:8）與天主共 773 

融，這是教會的目標。此目標支配教會內作為聖事工具的一切，

這工具與要消逝的世界是相連的 1 。「她的結構完全是為基督肢 671 

體的聖德而設，而聖德則按『偉大的真跡』而衡量，在這奧跡內

新娘以愛的禮物回報新郎的恩賜」 2 。瑪利亞在「邁向聖德的路 972 

上」超越我們眾人，她是教會的真跡，如同「沒有瑕疵、沒有皺

紋之新娘」（弗 5:27）的教會奧跡。為此，「教會的瑪利亞面貌先

於伯多祿面貌」 3 。

1 參閱Iβ48. 2 ＜婦女的尊嚴＞ 27. 3 ＜婦女的尊嚴與聖召＞ 27. 

教會一一普世救恩的聖事

希臘語刊mysterion”一詞，曾以 ＂mysterium＂（ 奧跡）及”sacramen- 77 4 
tum＂ 聖事兩詞譯成位T文。在以後的解釋中，聖事一詞進一步表達救恩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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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形標記，而奧跡一詞指謂救恩的隱藏事實。在這意義下，基督本身就

是救恩的奧跡：「除了基督外，別無其他天主的奧跡」 1 。祂那聖善和具

515 聖化能力的人性救贖工程就是救恩聖事，這聖事在教會諸聖事中自我顯示

2014 和運作（在東方教會中稱這些聖事為「神聖奧跡」）。七件聖事是聖神藉

1116 以賦予基督恩寵的標記和工具，基督是教會的頭，而教會則是袖的身體。

所以教會擁有和分施她所象徵的無形恩寵。就是在這種類比的意義下，她

被稱為「聖事」

1 聖奧恩定，〈書信集｝ 187,11,34: PL 詣，846.

775 「教會在某種意義下是在基督內的聖事，就是說，她同時是

與天主親密結合的、又是整個人類一體性的標記和工具」 1 。成

為人類與天主親密結合的聖事，就是教會的第一個目標。由於人

360 類之間的共融植根於與天主的結合，教會也是人類一體性的聖

事。在她內，這種一體性已經開始，因為她聚集「各邦國、各支

派、各民族、各異語的人」（默 7:9）﹔同時，教會也是這種尚未

圓滿完成的一體性的「標記和工具」。

1 Iβ1. 

776 作為聖事，教會是基督的工具。教會在基督手中是「救贖眾

1088 人的工具」 1 ，是「普世救恩的聖事」 2 。藉此，基督「既顯露

又實現天主愛人的奧跡」 3 。教會是「天主愛護人類計畫的實

現」 4 ，這計畫是要「使全人類成為天主的唯一子民，組成基督

的唯一身體，建成聖神的唯一聖殿」 5 。

1 Iβ9,2. 2 Iβ 鉤，2. 3 GS 45,1. 4 保祿六世， 1973年6月 22 日講詞。

5 AG 7,3﹔參閱Iβ17.

撮要

777 「教會」一詞有「召集」的意義，是指天主聖言所召集的會

眾，以組成天主的于民﹔他們受了基督聖體的滋養後，本身

也成了基督的身體。

778 教會既是天主計畫的途徑又是目標：曾在創世時預示、在舊

約中準備、建基於耶穌基督的言行、憑著祂的贖世苦架和復

活而實現，她藉著聖神的傾注顯示為救恩的奧跡。當世上所

有被救買賣者在天上的榮耀中成為一個會眾時，教會才圓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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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1 。

1 參閱默 14:4.

教會是可見的又是精神的，既是有聖統組織的社團又是基督 779 

的奧體。她是「唯一的」’同時由人性和神性組成。教會的

奧跡就在於此，只有？還、信德才能接受。

教會是在此世界的救恩聖事，是天主與人共融的標記和工 780 

具。

第二節教會一一天主子民、

基督奧體、聖神宮殿

一、教會一一天主子民

「在各時代各民族中，凡是敬畏天主、履行正義的人，都是 781 

天主所悅納的。可是天玉不願人們彼此毫無聯繫，個別地得到聖

他和拯救，而要他們組成一個民族，真實地認識祂’聖善地事奉

祂 o 因此，祂為自己選擇了以色列民族，與他們訂立盟約，並逐

步地培育它﹒．．．．．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準備及預示要在基督身上完成

的那新而永久的盟約．．．．．．就是以祂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約，從猶太

人和其他民族號召人民，使他們不是因血肉、而是因聖神組成一

個天主的子民」 1 。

1 Iβ9﹔參閩東 10:35﹔格前 11:25.

天主于民的特徵

天主子民有些特徵，使它有別於歷史上所有的宗教、種族、 782 

政治或文化集團： 871 

是天主的子民：天主本身並不屬於任何民族。但祂從那些從 2787 

前不是一個民族的人中形成了一個民族：「特選的種族、王家的

司祭、聖潔的國民」（伯前2:9）。

一一要成為這子民的成員，不是藉自然生育，而是「由水和聖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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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由上而生」（若 3:3-5），就是要信仰基督和接受洗禮。

的 一一一這個子民以耶穌基督（受傅者、默西亞）為元首（頭）：因為

同樣的油一一聖神，從頭流到身體，這身體就成為「默西亞的子

民」。

1741 一一「這子民的身分，就是做天主自由于女的尊嚴：天主聖神在

他們心中，有如住在殿堂裡。」

一一「這于民的法律，是像耶穌愛了我們那樣的去愛別人的新

1972 誡命」 1 。這是聖神的「新」法律（羅8:2：迦 5:25）。

849 一一這子民的使命是要成為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2 ，「形成全人

類合一、希望和得救的強勁種子」

769 一一「最後，這子民的終向就是天主王國，即由天主親自在世上

創立、繼續擴展、並在世界末日由祂來完成的天主王國」 3 。

1 參閱若 13:34. 2 參閱瑪 5:13 16. 3 Iβ9,2. 

司祭、先知和王者的子民

783 耶穌基督是父傅以聖神的那一位，並被立為「司祭、先知和

的’的 君王」 o 整個天主子民參與基督這三重職務，並承受由此產生的

使命和服務的責任 1 。

1 參閱〈人類救主＞ 18-21. 

784 人藉信仰和洗禮而加入天主子民的行列，即參與這子民的唯

1268 一聖召、司祭的聖召：「主基督，這位由人間選拔的大司祭，把

新的子民組成『一個事奉天父的司祭之國』。因為，領洗的人因

β指 著重生和聖神的傳油，都被祝聖為精神的聖殿和神聖的司祭」 1 。

1 LG 10﹔參閱希 5:1 5﹔默 1:6.

785 當天主的神聖子民「不能失誤地依附那一次而永遠地傳給聖

徒們的信德」 1 ，並深入理解這信德而成為基督在此世的証人

92 日寺，「也參與基督的先知職務」。這參與特別是由於對信德的超

↑生意識，此意識屬於全體子民，包梧平信徒及聖統。

1 Iβ12﹔參閱猶 3.

786 最後，天主的子民也參與基督的王者職務。基督執行祂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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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藉祂的死亡和復活 1 ，吸引眾人到祂眼前。基督、宇宙的君

玉和主宰，成了眾人的奴f羹，因為祂「不是來受服事，而是服事

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 20:28）。為基督

徒，「為玉」就是「服務」 2 ，尤其是在「貧窮和受苦的人身 2449 

上」’教會在他們身上，看到「她那貧窮和受苦之創始者的肖 2443 

象」 3 。天主子民按照這種與基督一起服務的聖召去生活，就能

實現它「王者的尊嚴」。

所有在基督內重生的人，都因十字架的記號而獲得王者的尊

嚴，藉聖神的傅油而被視聖為司祭。因此並非只有我們職務的

獨有服務，因為所有的基督徒，有了屬于申的神恩及運用他們的

理智，就被認為是這王者種族的成員，參與司祭的職務。一個

靈魂管理它的身體，使它服從天主，難道不是王者的職務嗎？

向天主奉獻一顆純潔的良心，在自己的內心祭台上向祂呈上我

們敬禮的無王占祭品，難道不是司祭的職務嗎4?

1 參閱若 12:32. 2 參閱 LG36. 3 LGS. 4 聖大良一世，〈講道集｝ 4,1: PL 54,149. 

二、教會一一基督身體

教會是與耶穌的共融

耶穌一開始就使自己的門徒們參與祂的生活 1 ：祂給他們敢 787 

示天圓的奧秘2 ：使他們分擔祂的使命，祂的喜樂3和憂愁、4 。耶

穌還提及一種更親密的共融：「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 加

內．．．．．．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若 15:4-5）。此外，祂又宣布

一種在祂與我們之間的神秘而其實的共融：「誰吃我的肉，並喝

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若 6:56）。

1 參閱谷 1:16 20; 3:13 19. 2 參閱瑪 13:10 17. 3 參閱路 10:17-20.

4 參閱路 22:28 30. 

當耶穌的有形臨在在門徒前消失，並沒有留下他們為孤兒 1 。 788 

祂許下要與他們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 2 ，祂又為他們派遣了聖

神 3 。在某種意義下，與耶穌的共融變得更為密切：「因為祂賦 690 

予聖神後，把從各民族所召集的兄弟組成了祂奧妙的身體」 4 。

1 參閱若 14:18. 2 參閱瑪 28:20. 3 參閱若 20:22：宗 2:33. 4 L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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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以身體比喻教會，更能說明教會與基督之間的警切關係。教

521 會並不只是圍繞在祂的四周，而是在祂的身體內與祂結合為一。

基督身體、教會的三種面貌應予以特別強調，就是：所有肢體因

與基督結合而彼此團結一致：基督是奧體的頭：教會是基督的淨

配。

「只有一個身體」

790 凡回應天主聖盲，成為基督身體的肢體的信徒們，都密切地

947 結合於基督：「在這奧體內，基督的生命分施於信徒們。藉著聖

事，他們以奧妙而其實的方式，與受難而榮耀的基督結合」 1 。

1227 這在聖洗干口聖體中顯得尤為其實。我們藉著聖洗，與基督的死亡

1329 及復活聯繫 2 ，藉著聖體，「我們實在分享主的身體，被提升至

與祂共融並彼此共融」 3 。

1 LG7. 2 參閱羅6:4-5﹔格前 12:13. 3 LG 7. 

791 身體的合一並不排除肢體的多元性：「在建立基督的身體

的 時，肢體不同，職務也各異。聖神只有一個，祂為了教會的利

的7 益，按照祂的富裕和職務的需要，分施不同的恩惠」口奧體的一

體性在信友間產生並激發愛德：「因此，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

肢體都同它一起受苦﹔一個肢體受到光榮，所有的肢體都感到快

樂」 1 。最後，奧體的一體性克服一切的人性分裂：「凡是領了

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

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

個」（迦3:27-28）。

1 LG 7,3﹔參閱格前 12:26.

「這個身體的元首是基督」

792 「基督是身體一一教會一一的頭」（哥 1:18），祂是創世和贖

669 世的根源。祂被高舉到父的榮耀中，「在萬有之上」 主要在

1119 教會之上一一「祂獨佔首位」（哥 1:18），藉著教會，把自己的王

國伸展至萬事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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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把我們融合在祂的逾越事件裡。所有肢體都該勉力效法 793 

祂，直到在他們身上「形成基督為止」（迦 4:19）。「為此，我們 661 

被納入祂生活的奧跡內．．．．．．如同身體與頭連在一起那樣，我們與 519 

祂的苦難迪在一起，同祂一起受苦，為能同祂一起享受光榮」 I 0 

1 1β7,5：參閱斐 3:21：提 8:17.

基督也照顧我們的成長 l o 為使我們向著祂一一我們的頭 794 

一成長2 ，基督在其身體一一一教會內，安排了一些恩寵和職務， 872 

藉此使我們能在得救的路上互相幫助。

1 參閱哥2:19. 2 參閱弗 4:11-16.

所以，基督與教會形成「整個的基督」（Christus totus） 。教 795 

會與基督是一體。聖人們對這一體性有很強烈的意識： 的

讓我們歡樂吧！讓我們感謝天主！因為祂不但使我們成為基督

徒，而且也使我們成為基督自己。弟兄們，你們當否留意，天

主給了基督作為我們的元首，是賜給我們多大的恩典？你們踴

躍喜樂吧！我們己成了基督。既然祂是頭，我們是肢體，祂和

我們就成了完整的人．．．．．．圓滿的基督：頭和肢體。而且是何等

的頭，何等的肢體？是基督和教會1 。

我們的救主把自己視為單一和相同的位樁，因為祂跟聖教會融合

為一2 。

頭與肢體可說是單一和相同的奧妙位格3 。

聖女貞德對其判官們所說的一句話，總結了聖師們的信仰並表

達了信徒的常識：「依我的看法，耶穌基督與教會完全是一

體，不該產生困難」 4 。

1474 

1 聖奧思定，〈論若望福音｝＞ 21,8: PL 35,1568. 2 聖大額我略，〈約伯傳詮釋〉前言，1,6,4:

PL 75,525A. 3 STh 3，鉤，2,ad 1. 4 ｛聖女貞德的審訊記錄〉。

教會是基督的淨配

基督與教會、頭與身體的一體性，也涉及個人關條中兩者的 796 

區別。這種情況多次以新郎和新娘的形象來表達。基督是教會的 757 

新郎，這題材早已為先知所準備並由若翰宣告過 1 。主也自比作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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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谷 2:19)2 。聖保祿宗徒把教會和每個信徒一一一基督身

772 體的肢體，比作「許配於」主基督的新娘，好能與祂具有同一的

1602 聖神 3 。教會是無站羔羊的無王占新娘叫「基督愛她，並為她捨

棄了自己．．．．．．為使她成為聖潔的」（弗 5:25-26）。基督以永遠的

1616 盟約與教會結合，並像自己身體一般的不斷加以照顧5 。

這就是完整的基督（頭與身體），由眾多肢體形成一體．．．．．．無論

是頭或是肢體說話，總是基督在說話：或是以「頭」的角色發

盲，或是以「身體」的角色說話。經上是怎樣寫的？「二人成

為一體。這奧跡真是偉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弗5:31一

32）。基督自己也在福音上說過：「他們不是兩個，而是一體

了」（瑪 19:6）。因為正如你們所知道的，他們雖然是兩個，但

在婚姻結合中卻成了一個．．．．．．作為頭的稱為「新郎」’作為身

體的稱為「新娘」 6 。

1 參閱若 3:29. 2 參閱瑪 22:1-14; 25:1-13. 3 參閱格前6:15 17﹔格後 11:2. 4 參閱默22:17﹔

弗 1:4; 5:27. 5 參閱弗 5:29. 6 聖奧恩、定，〈聖詠漫談） 74,4: PL36, 948-949. 

三、教會一一聖神宮殿

797 「正如我們的心神，即我們的靈魂對我們肢體的關條，聖神

的 對基督肢體、基督身體，即教會的關條也是一樣」 1 。「身體各

部分的彼此聯繫，以及各部分之與其至高元首的密切結合，應歸

功於基督之神作為其隱藏的原動力。因為祂整個地存在於元首、

586 存在於身體及存在於每個肢體內」 2 。聖神使教會成為「生活的

天主宮殿」（格後6:16)3 。

「天主的恩寵」曾託付給教會．．．．．．在她內存在著基督的共融，

就是擁有聖神、不朽的保証、我們信仰的確定、上升到天主台

前的梯子．．．．．．因為，哪裡有教會，那裡就有天主聖神，哪手里有

天主聖神，那裡就有教會和各樣恩寵4 。

1 聖奧思、定，〈講道集） 267,4: PL 38,1231D. 2 比約十二世，〈奧體〉通諭： DS 3808. 

3 參閱格前3:16-17﹔弗 2:21. 4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3，鈍，1: PG7 /l,966. 

798 「聖神是一切生命活動的原動力，也確實是使每個不同肢體

737, 得救的原動力」 1 。祂用許多方法，使整個身體在愛德中建立起

1091 1109 來2 ：藉著「有建設能力」（宗 20:32）的天主聖言，藉著賴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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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身體的洗禮3 ，藉著能發展和治癒基督肢體的聖事，藉著在

各種恩寵中「居於首位」的「宗徒之恩」 4 ，藉著使人行善的美

德，最後，藉著稱為「神恩」的各項特殊恩寵，使信徒們「能 791 

適當地並爽，↑夫地承受對教會的各項革新和發展有益的工作和任

務」 5 。

1 比約十二世，〈奧體〉通論： DS 3808. 2 參閱弗 4:16. 3 參閱格前 12:13.

4 1β7,3. 5 1β12,2﹔參閱AA3.

神恩

無論是特殊的或是單純微小的神恩都是聖神的恩寵，它們直 799 

接或間接地有益於教會，用來建設教會、造福人群，及滿足世界 划， 2003

的需要。

不但是那些領受的人，連教會的所有成員都要以感恩之心去 800 

接納神恩。因為它們為整個基督身體的宗徒活力和聖德，是一個

奇妙的恩寵富源，只要它們實在是來自聖神的恩寵，而且完全依

照聖神的真正策勵，即是依照愛德 神恩的真正標準 1 去實

施。

1 參閱格前 13.

根據這種意義，可見分辨神恩常是必需的。一切神恩必須請 801 

示並服從於教會的牧者，「他們的職責，並非在熄滅聖神，而是 894 

考驗一切，擇其善而取之」 1 ，務便一切不同而互補的神恩，都

能合力謀求「公眾的利益」（格前 12:7)2 。 1905 

1 1β12. 2 參閱 I正； 30：仰的 5:12,19 21: ＜平仿徒手 24.

撮要

「耶穌基督為我們捨棄了自己，是為救贖我們脫離一切罪 802 

惡，洗淨我們，使我們能成為祂的選民」（鐸 2:14）。

「你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 803 

民族。」（伯前2:9)

人透過信德和洗禮，加入天主的子氏。「所有的人都奉召參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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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天主的于民」 1 ，為的是在基督內「人類共成一家，成為

唯一的天主于民」 2 。

1 LG 13. 2 AG 1. 

805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死而復活的基督藉著聖神和祂在聖事的

行動，尤其在感w..祭中，把信友的團體建立為自己的身體。

806 在這同一的身體內，有不同的肢體和職務。所有肢體都彼此

聯繫，尤其是那些受苦的、貧窮的及被人折磨的肢體。

807 教會就是這個身體，而基督是她的頭：教會藉著祂、在祂

內、並為祂而生活，祂則偕同教會並在教會內生活。

808 教會是基督的淨自己：基督愛她並為她交付了自己，並以自己

的血潔淨她，基督使她成為所有天主子女多產的母親。

809 教會是聖神的宮殿。聖神有如奧體的靈魂，既是她生命的根

源，又是一體多元性及各種豐富恩寵和神恩的源頭。

810 「這樣，普世教會就主現出是『在父、子和聖神的結合中聚

集而成的民族』」 1 。

1 Iβ4，引自聖西彼廉，《論主禱王） 23: PL 4,553. 

第三節教會是唯一、

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

811 「這是基督的唯一教會，就是我們在信經中所承認的唯一、

750 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1 0 這四個彼此緊密相連的

特徵2 ，顯示出教會及其使命的主要面貌。它們並非由教會自己

凹， 865 加上去的，而是基督透過聖神，使祂的教會成為唯一、至聖、至

公、從宗徒傳下來的，而且也是基督召喚她去實現這些特徵。

1 I正； 8. 2 參閱信理部，致英國主教書函： DS2888.

812 只有藉著信德才能承認，教會是從它的神聖根源取得這些特

郎， 770 徵。不過，它們在歷史上的表現，卻是清楚地向人類理智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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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號。梵一大公會議說：「教會藉著她卓越的聖德．．．．．．藉著她

至公的一體性和自乞立不搖的穩定性，本身已是一個偉大與永久的

可信理由，也是她神聖使命的一個無可反駁的証據」 1 。

1 梵一： DS 3013. 

一、教會是唯一的

「教會唯一性的神聖奧跡」 1

1 UR2. 

教會在其起源上是唯一的：「這個奧跡的至高典範和根源， 813 

就是父、子、聖神一個天主於三位之中」 1 。教會在其創立者方 的， 766

面而言是唯一的：「降生成人的聖子．．．．．．曾藉祂的十字架使人類

與天主和好，使萬民重新成為一個民族和一個身體」 2 。教會在

其「靈魂」方面而言亦是唯一的：「聖神寓居於信徒內，充滿及 797 

管理整個教會，使信徒們如此共融團結，及使眾人如此密切地與

基督契合，以致成為教會合一的根源」 3 。因此，唯一↑生實是教

會的本質：

多麼奇妙的奧跡！只有一個宇宙的天父，一個宇宙的聖盲，及

一個到處相同的聖神：也只有一個成了母親的貞女，就是我所

稱呼的教會4 。

1 UR 2,6. 2 GS 78,3. 3 UR 2,2. 4 克萊孟﹒亞力山卓’〈導師｝ 1,6,42: PG 8,300. 

一開始，這「唯一的」教會就是多元的，或來自不同的天主 814 

恩賜，或來自領受恩寵者的差異。在同一個天主子民內，聚集著 凹， 873

許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忙。在教會的成員中，也有不同的恩寵、職 1202 

務、身分和生活方式：「在整個教會的共融下，也有個別教會的 832 

合法存在，享有自己獨特的傳統」 1 。這種多姿多采的差別，並

不違反教會的唯一性。不過，罪惡及其後果卻不斷地威脅著教會

合一的恩寵。聖保綠宗徒也曾勸人「以和平的聯繫，保持心神的

合一」（弗 4:3）。

1 Iβ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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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哪些是合一的聯繫呢？「在一切之上．．．．．．尤該有愛德，因為

1827 愛德是全德的聯繫」（哥3:14）。但旅途中教會的合一也需要有形

凹， 837 可見的共融來保証：

的 宣認由宗徒們所傳下來的唯一信仰﹔

一一共同舉行敬天之禮，尤其是聖事：

藉聖秩聖事的宗徒繼承，維持天主之家的手足和諧1 。

l 參閱UR 2; LG 14; CIC 205. 

816 「基督的唯一教會．．．．．．就是我們的救主在復活後，委託伯多

祿牧放，由他和其他宗徒負責傳揚和管理的教會．．．．．．這個在此世

建立及組織得有如社團的教會，就是天主教會，由伯多祿的繼承

者及與他共融的主教們管理」 1 : 

梵二大公會議的大公主義法令解釋道：「基督的公教會是救恩

830 的總匯，唯有藉此教會能獲得團滿的得救方法。事實上，我們

相信主把新約的一切恩惠，都託付給以伯多祿為首的宗徒團

體，為建立基督在世的唯一身體﹔凡以某種形式屬於天主子民

的人，都該全面地加入這身體」 2 。

1 LG 8,2. 2 UR 3,5. 

合一的創傷

817 事實上，「天主的這個唯一教會，從起初就出現了若干分

裂，聖保祿宗徒曾以嚴厲的話加以責斥﹔但在其後幾個世紀中發

生了更多的紛爭，有規模不小的團體與公教會脫離了全面的共

融﹔對於此事，有時雙方都難辭其咎」 1 。破壞基督身體合一的

2089 分裂（就是異端、背教、裂教）2 ，都是因人類的罪惡而發生的：

哪手里有罪惡，那裡就有分歧、裂教、異端、爭論。反之，哪裡有

德行，那裡就有團結、共融﹔眾信徒藉此就能形成一心一德3 。

1 UR 3,1. 2 CIC 751. 3 奧利？辰，〈厄則克耳先生日書講道） 9,1: PG 13,732. 

818 今天，那些生於此等分裂的團體「及受過基督信仰教育的

人．．．．．．不能責以分離之罪，天主教會應以兄弟般的敬愛包容他

1271 f門．．．．．．藉在聖洗內接受信仰而成義的人，與基督結成一體，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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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享有基督徒的名義，天主教徒理應承認他們為主內的弟兄」 1 。

1 UR 3,1. 

此外，「不少聖他和真理的因素」 1 ，「可在公教會的有形 819 

界限之外找到，例如聖經記載的天主聖言，聖寵的生命，信、

望、愛三德及聖神的其他內在恩寵和有形的要素」 2 。基督之神

利用這些教會和教會團體作為救恩的工具，這工具的力量是來自

基督賜予公教會的豐富恩寵和真理。所有這些恩典都來自基督並

導向基督 3 ，這些恩寵本身要求「大公統一」 4 。

1 Iβ8,2. 2 UR 3,2：參閱Iβ15. 3 參閱UR 3. 4 Iβ8,2. 

邁向合一

基督一開始就賞給教會合一之恩，「我們深信它在公教會內 820 

永保不失，並希望每天不斷增長，直到世界末日」 1 。基督時常

給予教會合一的恩寵，但教會必須時常祈求，並努力保存、加強

及改善基督對她所要求的合一。因此，基督自己曾在受難時千斤 2748 

禱，並為自己門徒們的合一而不斷地祈求天父：「父啊！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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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17:21) 。尋求所有基督徒重新合一的願望乃基

督的一項恩賜，也是聖神的呼籲2 。

1 UR 4,3. 2 參閱UR 1. 

教會為能適當地予以回應，必須： 821 

持續地革斬，日益忠實地跟隨其聖召。這革新是合一運動的力量 1 。

內心的皈依，「度一個更符合福音的生活」 2 。因為肢體對基督恩寵 827 

的不忠，是導致分裂的原因。

公共的祈禱，因為「內心的皈依、生活的聖善、加上為基督徒合一的 2791 

公私祈禱，應被視為整個大公運動的靈魂，也能合理地稱為屬靈的大公主

義
一一←手足間的彼此認識4 。

一一一信徒們，尤其是司鐸們對大公主義的培育 5 。

在不同的教會和團體中，神學家進行對話，基督徒彼此接觸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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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之間彼此合作，在不同的領域內為人類提供服務7 。

1 參閱UR6. 2 參閱UR 7,3. 3 UR 8,1. 4 參閱UR9. 5 參閱URlO.

6 參閱UR 4; 9; 11. 7 參閱UR 12. 

822 「促進教會合一，是整個教會內牧者和信徒們所關懷的」 1 。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使所有基督徒和好而歸屬於基督的唯一教

會，這項神聖目標超越人的能力和本領」’因此必須將我們的全

部希望，「寄託在基督為教會的祈禱，父對我們的慈愛，以及聖

神的德能上」 2 。

1 UR 5. 2 UR 24,2. 

三、教會是至聖的

823 「我們相信教會．．．．．．是聖善的，毫無缺陷。因為與父和聖神

妙， 796 被稱為『唯一聖者』的天主子基督，愛慕教會有如自己的淨配，

為她捨棄了自己，為能聖他她：又為了天主的光榮，祂使教會與

自己結合而成為自己的身體，並使她充滿聖神的恩寵」 1 。因此

946 教會是「天主的聖民」 2 ，她的成員被稱為「聖者」 3 。

1 Iβ39﹔參閱弗 5:25 26. 2 工β12. 3 參閱宗 9:13﹔格前 6:1：“： 1.

824 教會不但與基督結合，也被祂所聖仕﹔藉著祂並在祂內，教

會也具有聖化的能力。教會的一切行動，都集中於此項目的，

「就是在基督內聖化人靈及光榮天主」 1 。在教會內可以找到

的 「圓滿的得救方法」 2 。我們就在她內，「藉著天主的恩寵而獲

得聖德」 3 。

1 SC 10. 2 UR 3,5. 3 Iβ48. 

825 「教會已在世擁有聖德，雖不完善，卻是真正的聖德」 1 。

670 在她的成員身上，完善的聖德仍須追求。「既有這麼眾多而奇妙

2013 的得救方法，所有的信徒，無論甚麼地位和環境，都被天主召

叫，各按自己的途徑，修德成聖，效法全善的天父」 2 。

1 Iβ 鉤，3. 2 Iβ11,3. 

826 愛德是聖德的靈魂，所有的人皆被召成聖：「愛德領導一切

1827，如8 成聖的方法，賦予活力，並導向它們目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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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教會有一個身體，由各種不同的肢體組成，她並不缺

少最重要的、最高貴的肢體。我了解，教會有一顆心，而這顆

心愛火炎炎。我明白，唯有愛能促使教會各肢體活動﹔如果愛

熄滅了，宗徒們便不再傳揚福音，殉道者將拒絕傾流鮮血．．．．

我了解，愛懷抱一切的召叫，愛是一切，愛囊括一切時間和

空間．．．．．．總言之，愛是永恆的 2 ! 

1 Iβ42. 2 聖女小德蘭，〈自傳手稿｝＞ B3v. 

「聖善純潔，絕無罪污的基督，從未犯過罪，降來世上，祇 827 

為補贖人罪。教會將罪人緊緊地抱在懷裡。因此，教會雖是聖 14刃－1429

的，仍常須淨煉，不斷努力補贖和更新」 1 。教會的所有成員， 的

包括聖職人員，都要自認為罪人2 。在所有的人中，直到世界末

日，罪惡的芳子仍會跟福音的好種子混在一起3 。所以教會聚集

所有已接受基督的救恩，但仍在聖德路上努力前進的罪人：

教會是聖的，縱使在她懷中仍有罪人，因為她除了聖寵的生命

外，別無其他生命。教會的成員活出這恩寵的生命得以聖他：

離開這生命，便陷入罪惡與混亂，這罪惡與混亂阻止教會發出

聖德的光輝。所以教會為這些罪惡受苦和做補贖’同時也有能

力以基督的聖血和聖神的恩賜，去醫治她的這些子女4 。

1 LG 8,3﹔參閱UR3﹔ 6. 2 參閱若~i:s 10. 3 參閱瑪 13:24-30. 4 ＜天主子民信經＞ 19. 

冊封一些信徒為聖人，就是隆重地宣布那些信徒曾英勇地修 828 

德行，並曾忠於天主的恩寵而生活過。教會藉此承認在她內的聖 1173 

德之神的能力，並支持信徒們的望德，給他們提供聖人作為模範

和代禱者 1 0 「聖人和聖女，常是教會歷史最困難的時刻中，革

新的泉源和起點」 2 。因為，「聖德是她宗徒工作和傳教神火的 2045 

秘密泉源和不能錯誤的準則」 3 。

1 參閱Iβ40﹔ 48-51. 2 ＜平信徒＞ 16,3. 3 同上 17,3.

「雖然教會在童貞瑪利亞身上，已經達到了她那無站無疵的 829 

完美地步，但信徒們卻仍須努力克服罪惡，增進聖德﹔因此，他 1172 

們要舉目仰望瑪利亞」 1 ：在她身上，教會已是完全聖荐的。 972 

1 Iβ65﹔參閱弗 5: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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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會是至公的

「至公」的意義

830 「至公」是指「普遍」’並有「全部」或「完整」之意，教

會的「至公」含有雙重意義。

教會是至公的，因為基督臨在於她內。「哪裡有耶穌基督，

7刃， 那裡就有公教會」 1 。在她內，存在著與「頭」結合的整個基督

的－816 的身體2 。這表示教會由基督那裡領受了「圓滿的得救方法」 3 : 

宣認正確和完整的信仰、圓滿的聖事生活、以及從宗徒繼承過來

的職務。在這種基本意義下，教會在五旬節那天已是至公的 4 ' 

而且直到基督再來那天，仍將繼續如此。

1 聖依在內爵﹒安提的基，〈致斯米納人書｝ 8,2: AF II/2,311; SCh 10,138-140. 

2 參閱弗 1:22 23. 3 UR 3; AG 6. 4 參閱AG4.

831 教會是至公的，因為基督派遣她向全人類傳教 1 : 

849 
所有的人都奉召參加天主的子民。因此這個子民應遍及書世，

涵蓋萬代，成為獨一無三的子民。這樣就能實現天主的計畫，

360 祂一開始就創造了一個統一的人性，並決定把散居各地的子

女，最後重新聚集起來．．．．．．這個閃爍在天主子民身上的普及

性，是主自身的恩賜，公教會藉此得以有效及持續地努力，把

518 全人類及其全部優點，在聖神的合一內，總歸於基督元首2 。

1 參閱瑪 28:19. 2 Iβ13,l 2﹔參閱若 11:52.

每一個別教會都是「至公的」

832 「基督的教會真正臨在各地區性的信友的合法團體中，這些

的 團體與他們的牧人結合一起，在新約中也稱為教會．．．．．．。在這些

教會團體中，信徒由基督福音的宣講而匯票，並舉行主的聖餐奧

跡．．．．．．這些團體，無論如何渺小貧窮，或散處窮鄉僻壤，基督都

811 親臨其中，因祂的德能而組成唯一、至聖、至公、從東徒傳下來

的教會」 1 。

1 Iβ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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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個別教會，首先是教區，是指一個基督信徒的團體， 833 

在信仰和聖事上跟繼承宗徒的該教區主教團結共融 1 0 這些個 886 

別教會是「普世教會的縮影J ﹔「唯一的公教會就在它們中間，

並由它們集合而成」 2 。

1 參閱CDll﹔ CIC 368 369. 2 1£ 23. 

個別教會由於跟她們中的一個教會，即「在愛德中主持」 1 834 

的羅馬教會共融，就成為完全至公的。 「羅馬教會由於她的神 882, 1369 

聖首席權，每個教會，即每個地方的信徒，都要以她馬首是

瞻」 2 。「因為，自從降生的聖言下降到我們這裡後，散佈在各

地的所有基督教會，都把這在羅馬的偉大教會視為唯一的根基，

因為，根據救主的許諾，地獄的門決不能戰勝她」 3 。

1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羅馬人書） 1,l:AF II/2,192; SCh 10,108. 2 聖依革力內﹒里昂，

〈駁斥異論） 3品2: PG 7 /1,849﹔參閱梵一： DS 3057. 3 聖馬西摩，〈神學與爭論性小品〉：

PG 91,137 140. 

「可是我們必須留意，不要以為普世教會是個別教會的總和或聯 835 
邦。教會基於其召喚及使命，是普哩的，但當她扎根於不同文化、社會和

民族時，便在世界各地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和面貌出現。」 1地方教會彼此

協調的各種豐富的教會紀律、禮儀傳統、神學及靈修遺產等，「更清楚地 1202 

顯示了一個完整教會的至公性」 2 。

1 ＜傳福音＞ 62. 2 1£ 23. 

誰屬於至公的教會

「所有的人都奉召參加天主子民主言至公的合一．．．．．．公敦信 836 

徒，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聖寵所要拯救的全體人類，都 叫

以不同方式屬於或導向這個教會」 1 。

1 1£ 13. 

「凡有基督的聖神，接受教會的全部組織及其所有的得救方 837 

法，同時在她有形的組織內，以信仰、聖事、教會行政及共融的 771 

聯繫，而與藉教宗和主教們治理教會的基督相結合的人，便是完 的， 882

全加入了教會的團體。可是即使加入了教會，但不堅守愛德的，

也不能得救﹔因為他只是身在教會內，而非心在其中」 1 。

1 I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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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 「對於那些已經受洗、享有基督徒美名，但不明認全部信

仰 仰，或不在伯多祿繼位者的領導下保持共融合一的人，教會自知

有多種理由，仍與他們相連」 1 。「他們既信奉基督，並有效地

1271 接受了聖洗，便與公教會建立某種共融，縱使不很完善」 2 。對

於東正教會，這種共融是如此深切，「只差少許就能達致圓滿，

1399 好能一起舉行主的感恩、祭」 3 。

1 Iβ15. 2 UR 3. 3 保祿六世， 1975年 12 月 14 日演詞：參閱UR 13-18. 

教會與非基督徒

839 「至於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也以各種方式走向天主的子

856 民」 1 。

教會與猶太民族的關係 o 新約中的天主子民一一聖教會，研

63 究自己的奧跡，發現自己與猶太民族的關條 2 ，「天主首先給他

們說了話」 3 。猶太教與別的非基督宗教是不同的，猶太人的信

的 仰已經是對天玉在舊約中的做示的回應。對猶太民族而言，「義

子的名分，光榮、盟約、法律、禮儀以及恩言午，都是他們的，聖

祖也是他們的，並且基督按血統說，也是從他們來的」（羅9:4-5) ' 

因為「天主的恩賜與召還是決不會撤回的」（羅 11:29）。

1 LG 16. 2 參閱 NA4. 3 〈羅馬彌撒在星書〉，苦難日午後禮儀，隆重祈禱文第六禱詞。

840 此外，我們想到將來時，舊約的天主于民與天主的新子民都走向相

674 似的目標：即期待默西亞的來臨（或再來）。然而，這種期待一邊是期待

默西亞的再來，祂已死而復活，被承認為主和天主子。另一邊所期待的末

597 期的默西亞面目仍被遮蔽：這一期待伴以對耶穌基督無知或誤解的悲劇。

841 教會與回教徒的關係。「天主的救恩計畫，也包括那些承認

造物主的人，其中首先要推回教徒，他們自稱具有亞巴郎的信

仰，和我們一樣地欽崇唯一的、仁慈的、末日要來審判萬民的天

主」 1 。

1 Iβ16：參閱 NA3.

842 教會與非基督宗教的聯繫’主要在於人類共同的根源和終

360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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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既使全人類住在世界各地，萬民同出一源，共成一家，同

時也只有一個最後的終向：天主。祂的照顧、祂仁慈的見証和

祂救世的計畫，廣被全人類，直到被選者聚集於聖城 1 。

1 NAl. 

教會承認其他宗教，仍「在幽晴和形象中」尋找一個未識之 843 

神，但天主離他們並不遠，因為是祂賜給眾人生命、呼吸和一 月

切，並願眾人都得救。因此，凡在其他宗教內所發現的「任何真 856 

和善」’教會都視之為「接受福音的準備，也是天主的恩賜，以

光照每人，使他獲得生命 J 1 。

1 1β16：參閱NAZ﹔〈傳福音＞ 53. 

然而在他們的宗教行為上，人們也顯露出錯誤和缺陷，歪曲 844 

7在他們身上的天主肖象： 29 

世人屢次受惡魔欺騙而致神智昏毯，以言荒吉取代天主真理，捨

棄造物主而侍奉受造物，或醉生夢死，好像沒有天主似的，終

於墮入絕望的深淵裡 1 。

1 Iβ16﹔參閱羅 1:21,25.

正是為了重新聚集所有因罪惡而四散和逃失的子女，父願號 845 

召整個人類加入祂兒子的教會。教會是人類重獲救恩及合一的地 30 

方。她是「和好的世界」 l ’是一艘「張聞主十字架的帆，在聖 切

神的吹動下，在此世穩定航行的船」 2 。教父們所喜愛的另一個

圖象：教會是諾厄的方舟，只有它能從洪水中挂救世人3 。 1219 

1 聖吳忠定，〈講道集｝ 96, 7,9: PL 38,588. 2 聖安搏，《論守貞｝ 18,188: PL 16,311. 

3 參閱伯前3:20 21. 

「教會之外沒有救，恩」

應如何了解一再被教父們所肯定的話呢 1 ？按正面的解釋， 846 

表示全部救恩，都由基督元首，透過祂的身體 教會而來：

神聖大公會議．．．．．．訓示：根據聖經和聖傳，這個旅途中的教

會，為得救是必需的。因為只有基督是人類的中保和得救的途

徑：袖在祂的身體一一一教會內，和我們在一起。祂曾明白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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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1257 調了信德和聖洗的必要性，同時也確認了教會的必要性，而聖

洗則是進入教會的門。因此，誰若知道公教會是天主藉耶穌基

督創立的，是得救的必經之路，而不願加入或不願在教會內恆

心到底的，便不能得救2 。

1 聖西f皮廉，〈書信集＞ 73月· PL 3,1169; ｛論公教會的統一｝ : PL 4,509-536. 

2 1β14﹔參閱谷 16:16﹔若 3:5.

847 這項肯定並不涉及那些非因他們的罪，而未認識基督和教會

的人：

一個人若非因己罪，而不認識基督的福音及其教會，卻能真心

誠意地尋求天主，在天主恩、寵的感召下，按照良心的指示，努

力承行天主旨意，也能獲得永遠的救恩 1 。

1 1β16﹔參閱信理部，致波士頓總主教書函（8.8.1949): DS 3866 3872. 

848 「雖然天主有祂自己知道的方法，能夠引導那些非因己罪而

1260 不認識福音的人，獲得那為中悅天主所不可缺少的信德 1 ：可是

向眾人傳播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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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至公性的要求一一傳教使命

849 傳教的命令。「被天主派遣到萬民之中，作為『普世救恩聖

738, 767 事』的教會，為了本身至公性的基本要求，並為了服從其創立者

的命令，努力向全人類宣講福音」 1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

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

咐你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王思 28:19-20) 。

1 AGl：參閱瑪 16:15.

850 傳教使命的起源和目的。主的傳教命令的最後根源，在於至

257 聖三位一體的永恆之愛：「旅途中的教會本質上即具有傳教使命

730 的特性，因為依照天父的計畫，教會本身導源於子的使命和聖神

的使命 J 1 。而傳教使命的最終目的，無非使人參與父與聖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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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父子的愛之神內的共融2 。

1 AG2. 2 參閱〈救主的使命＞ 23. 

傳教的動機。天主愛所有的人，教會一向從這愛中，取得傳 851 

教心火的力量和職責：「因為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格後 訓， 429

5:14)1 。因為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 74, 217, 

（弟前 2:4）。天主願意眾人因認識真理而得救，而救恩可在真理 2104 

中找到。那些順從真理之神的感召的人，已踏上了得救之路﹔然

而受託保管這真理的教會，必須迎合他們的願望，把真理帶給他 890 

們。正因為教會相信誓世的救恩計畫，她才必須是向外傳教的。

1 參閱 AA6﹔〈救主的使命＞ 11. 

傳教的途徑。「聖神是整個教會使命的主角」 1 ，是祂在傳 852 

敦的途徑上引導教會。教會「必須世世代代的繼續發展基督本身 2044 

的使命，祂被派遣，正是為給窮人傳報喜訊。在基督之神的引導

下，教會應遵循基督所走的同一道路：就是貧窮、聽命、服務、

犧牲的道路．．．．．．一直到死，並從死亡中勝利地復活」 2 。這樣，

「殉道者的鮮血就成了基督徒的種子」 3 0 2473 

1 ＜救主的使命＞ 21. 2 AG 5. 3 戴都良，《護教者｝ 50,13: PL 1,603. 

可是，「即使在現代，教會也深知，在負責宣講福音者的人性弱點 853 
及其所宣講的福音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 1 。只有不斷地利用「補贖 1428 

和更新」 2 ，在「十字架的苦路上前進」 3 ，天主的子民才能拓展基督王

國 4 。因為「正如基督在貧窮與迫害之下，完成了救贖的工程，教會也奉 2443 

命走同樣的道路，把救恩的成果帶給人類」 5 。

1 GS 43,6. 2 Iβ8,3；參閱 15. 3 AG 1,3. 4 參閱〈救主的使命＞ 12 20. 5 LG 8,3. 

教會由於她的使命，「向全人類一起前進，和世界體驗同一塵世命 854 
運﹔教會，可以說猶如人類社會的酵母和璽魂，使人在基督內革新，成為

天主的家庭」 1 。因此，傳教工作要求忍耐，先向民眾和尚未信奉基督的 幻的

團體宣講福音 2 ，接著建立基督徒團體，使它成為「天主臨現世間的標

誌」 3 ，並創辦地方教會4 ，同時要展開本地他運動，把福音融人民族的 204 

文忙中5 ，其中當然也有失敗的例子。 「至於個人、團體、和民族方面，

教會只能逐步地去接近滲入他們，然後把他們納入大公的圓滿中」 6 。

1 GS 鉤，2. 2 參閱〈救主的使命＞ 42-47. 3 AG 15,2. 4 參閱〈救主的使命＞ 48-49. 

5 參閱同上 52 54. 6 AG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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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教會的傳教使命要求對基督徒的合一作出努力 1 。因為，「基督徒的

821 分裂，阻止了教會在那己領洗而不與教會共融的分離子女中，實現她固有

而圓滿的至公性。更有甚者，教會本身就在其實際生活上，從各方面都難

以表達她完美的至公↑生」 2 。

1 參閱〈救主的使命＞ 50. 2 UR 4,10. 

856 傳教任務要求跟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展開互相尊重的對話 1 。信

839 徒們可從這些對話中使自己受益，學習更清楚地去認識「在各民族中所發

現的任何真理與恩寵，就像是天主親臨的跡象」 2 。因為，他們向那些未

843 認識福音的人宣講福音，就能鞏固、補足、提升天主在個人和民族問所散

佈的其與善，並能洗淨他們的罪過與邪惡，「使天主受光榮，魔鬼敗亡，

人類得幸福」 3 。

1 參閱〈救主的使命＞ 55. 2 AG9. 3 AG9. 

四、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857 教會是從東徒傳下來的，因為是建立在宗徒們身上的，這具

75 有下列三重意義：

一一無論過去或現在，教會常是在「宗徒的基礎上」建立的（弗

2:20)1 ，宗徒們是基督親自簡選和派去傳教的証人2 : 

171 教會藉著住在她內的聖神的助佑，保管和傳授來自宗徒們的

首，，誨 3 、美好的寶庫和健全的道理4 ﹔

直到基督再來，教會透過宗徒們在牧民使命上的繼承者一－

880,1575 世界主教團，繼續受到宗徒們的訓誨、聖他和引導﹔而普世主教

團則「由司鐸們輔助，並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和教會的最高司牧團

結」 5 。

永恆的善牧，你不離棄你的羊群，卻藉聖宗徒們不斷予以守護，

使由于加選派為神聖子代表而作羊群司牧的，治理你的羊群6 。

1 參閱默21:14. 2 參閱瑪28:16-20：宗 1:8：格前 9:1; 15:7 8：迦 1:1 等等。 3 參閩東 2:42.

4 參閱弟後 1:13-14. 5 AG 5. 6 ｛羅馬彌撒經書〉，無徒頌謝詞 。

宗徒的使命

858 耶穌是聖父的使者：當祂一開始自己的任務，「就把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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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人召來．．．．．．選定了十三人，為同祂常在一起，並為派遣他 到

們去宣講」（谷 3:13-14）。從那時起，他們就成了祂的「使者」

（這就是希臘語冶pas的Joi”的意義）。耶穌在他們身上繼續自己的

使命：「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若 20:21)1 。所 425, 1086 

以他們的職務是繼續執行祂的使命，祂對十二位宗徒說：「誰接

是內你們，就是接納我」（瑪 10:40)2 。

1 參閱若 13:20; 17:18. 2 參閱路 10:16.

耶穌把宗徒們的使命與祂受自父的使命連結在一起：正如 859 

「子不能由自己作甚麼」（若 5:19,30），卻由派遣祂的父那裡接

受一切﹔同樣，耶穌所派遣的那些人，沒有祂也不能作甚麼 1 ' 

他們從祂那裡接受使命及完成它的能力。基督的宗徒們知道天主

使他們「成了新約的僕役」（格後3:6）、「天主的僕役」（格後6: 876 

4）、「代基督作大使」（格後5:20）、以及「基督的服務員和天主

奧秘的管理人」（格前 4:1) 。

1 參閱若 15:5.

在宗徒們的職務中，有不能傳下去的一面：就是成為主復活 860 

的特選証人和教會的基礎，但也有持續下去的一面：基督答應要 642 

同他們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l o 「基督託付給宗徒們的神聖

使命，將延續到世界末日。因為他們所應傳授的福音，對教會來 765, 1536 

說，常是她整個生命的根源。因此．．．．．．宗徒們要留心選擇自己的

繼承者」 2 。

1 參閱瑪 28:20. 2 1β20. 

主教是宗徒的繼承人

「宗徒們為使委託給他們的使命，在他們死後仍能繼續，就 861 

把他們已開始的工作，像遺囑一般，留給自己的直接助手，託付 77 

他們去完成和鞏固，並叮囑他們照顧整個羊群，因為聖神己委任

他們去牧養天主的教會。所以東徒們還定了這些人，並吩咐他們 1087 

在去世後，要有其他可靠的人繼承他們的職務」 l 。

1 1β20：參閱宗 20:28：聖克萊孟教宗，〈致格林多人書） 42;44: PG 1,29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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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正如由主單獨委託給采徒之長伯多祿的職務，藉其繼位者

880 的傳遞而繼續存在，同樣，管理教會的宗徒們職務，也藉主教聖

的6 秩不斷地持續下去」。所以教會訓示：「主教們因天玉的制定，

繼承宗徒們的職務，作教會的司牧：聽從他們的，就是聽從基

督：拒絕他們的，就是拒絕基督及那派遣祂來的」 1 。

1 Iβ20,3. 

宗徒工作

863 整個教會都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因為透過聖伯多祿和宗徒們

900 的繼承人，她與其根源保持著信仰和生活的共融。整個教會都是

從宗徒傳下來的，因為她被派遣到整個世界：教會的所有成員，

2472 即使方式不同，都參與這個使命。「因為基督徒的召叫，本質上

就是從事宗徒工作的召叫」。「所謂宗徒工作，就是奧體為傳揚

基督神國於普世所進行的所有活動」 1 。

1 AA2. 

864 「既然教會整個宗徒工作的根源是天父所派遣的基督，那

麼，宗徒工作的成效（無論是聖職人員的或是平信徒的）自然取

828 決於他們跟基督生命的契合」 1 。按照各人聖召、時代需求、以

824 及聖神的不同恩賜，宗徒工作能有極多的方式，然而愛德，尤其

1324 是從感恩祭中吸取的愛德，常是「整個宗徒工作的靈魂」 2 0 

l 參閱若 15:5﹔ AA4. 2 AA 3. 

865 教會在她最深和最終的白我認同上，是唯一、至聖、至公、

凹， 541 從宗徒傳下來的，因為「天國」或「天主之國」 1 ，在她內已存

在，並將在世界末日完成：天國己在基督身上來臨，並奧妙地在

那些結合於基督的人心中發展，直到天國於末日全面地顯示。那

時所有被祂救贖的、在天主前「因愛德而成為聖潔無瑕」的人

（弗 1:4），都將聚集，作為唯一的天主子民、「羔羊的新娘」（默

21:9）、「從天主那裡降下的具有天主光榮的聖城」（默21:10-11) 、

以及「上面刻著羔羊十二宗徒十二個名字的十二座基石的城牆」

（默21:1丑）。

1 參閱默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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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教會是唯一的：她只有一個主，宣認一個信仰，藉著一個洗 866 

禮而獲新生，形成一個身體，由一個聖神賦予生命，及持有

同一希望 1 ，當那希望完成時，所有的分歧將會消失。

1 參閱弗 4:3 5. 

教會是至聖的：至聖天主是她的創立者﹔她的淨配基督為了 867 

聖化她而把自己交付給了她﹔而聖德之神又賦予她生命。雖

然她懷有罪人，但她是「由罪人組成的無罪者」。在聖人們

身上，教會的聖德得以顯揚﹔在瑪利亞身上，教會已經是完

全聖的。

教會是至2的：她宣講完整的信仰，擁有及施行圓滿的得救 868 

方法﹔她被派到萬民中，關心一切的人，懷抱各個時代﹔教

會「在本質上就具有傳教使命的特性」 1 。

1 AG2. 

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她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上：即那「羔 869 

羊的十二宗徒」（默21:14），故此是不能毀滅的 1 ，在真理

方面是不能錯誤的。基督透過伯多祿和其他宗徒，以及他們

的繼承者，即教宗和世界主教團來管理教會。

l 參閱瑪 16:18.

「這就是基督的唯一教會，我們在信經內所承認的唯一、五 870 

聖、至2 、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她存在於天主教會內，

這教會是由伯多祿的繼承人及與此繼承人共融的主教們所管

理，雖然在此有形的組織外，仍存有許多聖化及真理的要

素」 1 。

1 L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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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基督的信徒一一聖統制，

平信徒，獻身生活

871 「是那些藉洗禮加入基督奧體的人，他們組成天主的子民，

1268-1269 因此他們各按自身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職務，

782-786 依各自身分奉召執行天主賦予教會在世界上要完成的使命」 1 。

1 CIC 204λ﹔參閱 LG 31. 

872 「所有基督信徒，因為皆重生於基督，享有地位及行動的真

的4, 794 正平等，基於此平等眾人各按其固有的身分及職務，共同建立基

督的奧體」 1 。

1 CIC 208﹔參閱 Iβ32.

873 主在其身體的肢體間所願意有的差別，本身是為了維持它的

帥， f刃7 團結和執行它的使命。因為「教會內的職務雖有區別，使命卻是

一致的。基督給了宗徒們及其繼位者，以祂的名義和祂的權力，

訓誨、聖f七和治理的職務。但是平信徒，由於分享了基督的司

祭、先知和王者的職務，在全體天主子民的使命中，也對教會和

世界執行他們特有的任務」 1 。此外，從聖職人員和平信徒中，

也「有一些基督信徒，因實行福音的勸諭．．．．．．獻身於天主，並以

他們特殊的方式從事教會救世的使命」 2 。

1 AA 2. 2 CIC 207 ,2. 

一、教會的聖統結構

為何有教會職務

874 基督自己就是教會內職務的根源。祂建立了教會，並賦予她

1544 權力、使命、方針和目標：

主基督為了確保天主子民的牧養和成長的方法，祂在其教會內

設立了各種職務，以謀求全體的利益。事實上，這些擁有神權

的人員，是為他們的弟兄服務，好使所有屬於天主于民的人．．．．．．

都能獲得救恩 1 。

1 I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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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聽到祂，又怎能信祂呢？沒有宣講者，又怎能聽到 875 

呢？若沒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講呢？ _J （羅 10:14-15 ）。無論

個人或團體，沒有人能向自己宣講福音。「信仰是出於報道」（羅 166 

10: 17 ）。沒有人能給予自己宣講福音的諭令和使命。主的使者並
不是因個人白骨盤或、而是因基督的權威去講言舌和行動﹔他不是以

團體成員的名義、而是因基督的名義向團體講話。沒有人身E給予

自己恩寵，這必須受他人員曾予和賞賜。這就假定須有由基督授權

和給予資格的恩寵分施者。主敦和司鐸從祂胡耀領受以基督元首 1548 

身分Un persona. Christi Qipitis）封于輯可使命和能力（楠草）：

執事的也芳體領受服務天主子民自切量，在與主教及其司鐸的共

融中，執行為宇宙義、聖言和愛德的「服務J (diaconia）工作。教

會傅在充稱這種職務為「聖事」﹔透過它，基督的使者們就能藉天

主的恩賜，去實于于和給予那他們自己所不能實于于和給予的一切。

教會的晴敏是透過專有的聖事而賦淨的。 l邱

服務的特色與教會聽愴的聖事性質息息相關。聖職人員由於 876 

全面隸屬那賦予使命不E榨力的基督，故確實是「基督的備受」 1 , l刀J

就像基督為了我們而甘幫閑文了「奴僕白勻形體」（斐 2:7）一般。因為

聖職人員為之服務的聖言和恩寵，並不是他們自己的，而是基督 的

的，是基督為了他人而論合他們的，他;ff粥甘噸昂之為眾人的僕役2 。

l 參閱羅 1: 1. 2 參閱格前 9:19.

同樣，集體的特色 C collegial character） 也是教會職務的聖 877 

事性質所固有的。事實上，主耶穌一開始祂的傳教生活，就選定 的9

7十二人，「他們既是新以色列的種子，也是聖統制的起源」 1 0 

他們一起被選，也一起被派遣，他們兄弟般的團結，將為一切基

督信徒作出兄弟般共融的服務﹔它有如聖三共融的一種反映和見

証 2 。為此，每個主教都在主教圍的範圖內執行職務，與羅馬的

主教 聖伯多祿的繼位者和主教團的首領共融。司鐸們則在主

敦的領導下，在教區的司鐸圍內執行他們的職務。

1 AG5. 2 參閱若 17:21一23.

最後，個人的特色也是教會職務聖事性質所固有的。基督的 878 

僕役們在共融中行動，正因為他們也常以個人的方式去行動。每

人都是個別地被召喚：「你來跟隨我」（若 21:22)1 ，為能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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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中，成為個別的見証，向那賦予使命者負起個人的責任，

1484 「以祂的名義」、為一些人服務：「我因父．．．．．．之名給你付洗」

「我因父．．．．．．之名赦免你的罪」

1 參閱瑪4:19,21﹔若 1:43.

879 因此在教會內，聖事性的職務是一項以基督名義去執行的

服務，它具有個人的特質，與團隊的形式。此事既可從主教團

跟其元首一一星伯多綠繼位者之間的聯繫上証實，也可從以下

兩件事的關連中証實：主教對自己地方教會的牧民職責，及整

個世界主教團對普世教會的共同關懷。

世界主教團及其元首教宗

880 基督選立了十二人，「組成了一個團體或一個固定的集團，

552, 862 從他們中選了伯多祿作為他們的首領」 1 0 「由於主的規定，就

如聖伯多祿和其他宗徒們組成了一個宗徒團﹔同樣，繼承伯多祿

的羅馬教宗和繼承宗徒們的主教們，彼此間也形成一個整體」 2 。

1 LG 19﹔參閱路 6:13﹔若 21:15-17. 2 工..G 22﹔參閱 CIC 330. 

881 主只選了西滿，賜名為伯多祿（警石），主使伯多祿成為祂

助 教會的警石。祂把教會的鑰匙交給了伯多綠 1 ，使他成為整個羊

群的牧人 2 。「然而，賜予伯多祿的束縛與釋放的這項職務，無

642 疑地也賜給了那與其首領相連結的宗徒團」 3 。伯多祿及其他宗

徒的這個牧民職務，構成了教會的基礎，將由主教們在教宗的首

席權下延續下去。

1 參閱瑪 16:18 19. 2 參閱若 21:15 17. 3 Iβ22,2. 

882 教宗 羅馬主敦和聖伯多祿的繼位者，「是主教們和信友

834, 1369, 群眾的一個永久而可見的統一中心和基礎」 1 0 「事實上，羅馬

837 教宗，以基督代表及整個教會司牧的職務名義，對教會有完全

的、最高的、普遍的權力，能時常自由地使用」 2 。

1 LG 23. 2 LG 22﹔參閱CD2﹔ 9.

883 「世界主教團若不以羅馬教宗為其首領．．．．．．便毫無權力」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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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主教團「對整個教會也擁有最高和完全的權力，但這項權

力除非獲得羅馬教宗的同意，便不能執行」 2 。

1 1β22﹔參閱 CIC 336. 2 LG 22. 

「世界主教團在大公會議時，以隆重的方式行使它對普世教 884 

會的權力 J 1 0 「除非被伯多祿的繼承者批准、或至少接納，大

公會議便不能召開」 2 。

1 CIC 337,1. 2 Iβ22. 

「世界主教團由於由許多人組合而成，表示出天主子民的多 885 

樣性和普遍性：由於是聚集在唯一的元首下，表達了基督羊群的

一體性」 1 。

1 Iβ22. 

「主教們個別地來說．．．．．．每位都是其個別教會可見的統一中 886 

心和基礎J 1 。這樣，他們在司鐸和執事的協助下，「只對那些 1560, 833 

託其管理的部分天主子民，行使其可牧權」 2 。可是，由於作為

世界主教團的成員，每位主教都應對所有教會表示關懷3 ，首先

是「妥善管理他們自己的教會，如同是普世教會的一部分」，從

而促進「整個奧體、也就是各教會總體的利益」 4 。這種關懷尤

應包括窮人5 、因信仰而受迫害者，以及往世界各地去工作的傳 2448 

教士。

1 Iβ23. 2 LG 23. 3 參閱CD3. 4 Iβ23. 5 參閱迦 2:10.

彼此接近而又屬同一文化的個別教會，可形成教省或更廣大 887 

的集合體，即宗主教區或地區 1 。這集合體的主教們，可以在主

教會議或教省會議聚會。「同樣，今天各地的主教團能以許多有

效的方式作出貢獻，使團隊的精神得以具體地實現」 2 。

1 參閱〈宗徒準則） 34. 2 Iβ 詣，4.

訓導的職務

主教們不口他們的合作者司鐸們，按照主的命令 1 ，「具有首

要的職責，即向萬民宣講天主的福音」 2 。他們是「信仰的先

85-87, 
2032 2040 

888 

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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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給基督帶來新的門徒」’是宗徒信仰的「其確的導師，擁有

基督的權威」 3 0 

l 參閱谷 16:15. 2 PO 4. 3 1β25. 

889 為使教會由宗徒們所傳授的信仰保持純真，身為真理的基

92 督，願意教會分享祂的不能件錯性。天王子民「透過信仰的超↑生

意識」，在教會活的訓導的指引下，「毫無失誤地依附信仰」 1 。

1 參閱Iβ12; DV 10. 

890 訓導的使命，是與天主在基督內和其子民所訂之盟約的特性

的l 息息相關的﹔它該防範各種錯誤和缺失，保証他們可以無誤地宣

認真正信仰的客觀可能性。因此訓導當局的牧民任務在於留心看

1785 管，務使天主的子民能生活在使人自由的真理內。為完成此項任

務，在有關信仰和道德的事上，基督賦予牧者們不能件錯的神

恩。使用這種神恩能有多種方式。

891 「幾時世界主教圓的首領、羅馬教宗，以全體信徒最高牧者

和導師的身分，在信仰上堅定其弟兄們，以決定性的行動，宣布

一項有關信仰或道德的教義，便以自己職位的名義，享有這種不

能錯誤的神恩﹒．．．．．幾時世界主教團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共同執行這

種最高的訓導權」’尤其在召開大公會議時，「那許給教會的不

能錯誤的神恩，也留在他們中」 l 。當教會透過她的最高訓導當

局，宣布一些「為天主所做示的當信之道」 2或基督的教訓時，

信徒們便該「以信德的服從去贊同這些論斷」 3 。這種不能錯誤

之神恩涵蓋了天主敵示的整個寶庫4 。

1 LG25﹔參閱梵一： DS 307 4. 2 DV 10,2. 3 1β25,2. 4 參閱 LG25.

892 教宗和主教在執行普通訓導權中提出－種訓導，引人在信仰

及道德上對敢示有更好的了解，這時即使沒有作出不能錯的論

斷，也沒有以「決定性的口氣」表達意見，天主仍然扶披與伯多

樣繼承人共同施敦的宗徒們的繼承者，更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扶披

羅馬的主教、整個教會的牧者。信友們對這種普遍的訓導該「以

東教敬重的心情去依從」 1 ，這一依從雖然有別於信德的服從，

但確是後者的延伸。

1 1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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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化的職務

主教負有「最高司祭職的恩寵分施者」 1的責任，尤其是在 893 

他自己奉獻或藉他的助于、可鐸們所奉獻的感恩祭中。因為感恩 1561 

祭是個別教會的生活中心。主敦和司鐸們以他們的祈禱和工作、

以宣道和聖事的職務去聖先教會，也用他們的榜樣去聖忙，「不

是做託你們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範」（伯前 5:3），好

能「與託給他們照顧的羊群，一起進入永生」 2 。

1 Iβ26. 2 LC互訪，3.

管理的職務

「主教以善言、鼓勵、榜樣，而且也用權力和神權，以基督 894 

代表的資格管理託付給他們的個別教會」 1 ，可是他們行使這種

權力時，應本著他們導師所固有的服務精神2 ，為了建樹的目的 801 

去執行。

1 Iβ27. 2 參閱路22:26-27.

「主教們以基督名義所行使的這種權力，是他們本有的、正 895 

常的及直接的權力，縱使它的執行最終是由教會的最高當局所規 的8

定」 1 。但主教們不應被視為教宗的代表，教宗對全教會的正常

和直接權力並不取消主教們的權力，反倒予以鞏固和維護。主教

的權力應在教宗的領導下，與整個教會在共融中執行。

1 Iβ27. 

基督善牧將是主教牧民職務的模範和「典型」。主教深知自 896 

己的軟弱，「能同情無知和錯誤的人，他不會拒絕聆聽那些隸屬 的。

於他的人，他照顧他們真如自己的子女．．．．．．信徒們要順從主教，

就像教會順從耶穌基督、耶穌基督順從天父一樣」 1 : 

你們眾人要追隨主教，如同耶穌基督追隨天父，追隨長老們如

同追隨窯徒們一樣：至於執事f門，要尊重他們如同尊重天主的

法律。沒有主教，任何人都不要進行一些有關教會的事2 。

1 LG 27,3. 2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斯納米人書｝ 8,1: AF II/2,309; SCh 1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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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信徒

897 「所謂平信徒，是指除了聖職人員及教會所認可的修會人員

的 之外的所有基督信徒﹔他們藉洗禮與基督合成一體，成了天主的

子民，以其自己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可祭、先知不口王者的職務，

在他們的職分內，履行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和世界上的使命 J 1 。

1 LG 31. 

平信徒的召叫

898 「平信徒的固有召叫在尋求天圓，他們在暫世性的事務上，

封的 依照天主的計畫加以處理．．．．．．。所以，特別要靠平信徒去光照和

處理那些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暫世性事務，務使這些世事都能按照

基督的旨意去完成和發展，並能讚頌造物主和救世主」 1 。

1 Iβ31,2. 

899 當需要尋找和發明一些途徑，把基督的的教義和基督徒生活

2442 的要求滲入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時，基督平信徒的創意就變得

格外需要。這創意是教會生活的一項正常因素：

平信徒是站在教會生活的最前線﹔藉著他們，教會是社會的生命

力。為這緣故，他們特別該有一個日益清晰的意識：自己不但屬

於教會，而且還是教會，即是一個在唯一首領、教宗，及與他共

融之主教們領導下的在世的信友團體。他們就是教會1 。

1 比約十二世， 1946年2月 20 日講詞： AAS 38 (1946) 149：節錄於〈平信徒＞ 9. 

900 平信徒，一如所有的信徒，因著聖洗和堅振，從天主那裡領

863 受了傳教工作的任務﹔因此平信徒，無論是個人或社團，都有責

任和權利去從事此項工作，使救恩的屬于申訊息，能在全世界被眾

人認識和接納。在一些只有透過他們，才能使人聽到福音和認識

基督的情況下，這項任務便變得更為迫切。在教會的團體中，他

們的工作是如此需要，如果沒有它，牧者們的宗徒工作，很多次

都不能達到圓滿的效果 1 。

1 參閱I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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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可祭職

「平信徒由於獻身於基督及被聖神所傳油，接受奇妙的召叫 901 

配以適當方法，讓聖神在他們身上產生日益豐碩的成果。因為他 784,1268 

們的一切活動、祈禱、宗徒事業、夫婦和家庭生活、日常操作、

身心的休閒一一只要在聖神內活出來，甚至生活的種種考驗，若

能耐心地忍受，也能變成『因耶穌基督而中悅天主的屬神祭品』

（伯前 2:5）﹔這一切在舉行肢，習、祭時，與主的聖體一起虔敬地獻

於父。這樣，當平信徒到處以聖善的生活朝拜天主時，就把世界 3月

奉獻給天主」 1 。

1 LG34﹔參閱 Iβ10.

「當父母以基督徒的精神度婚姻生活，並對他們的子女施行基督仕 902 
的教育時」 1 ，就是以特殊的方式參與聖化的任務。

1 CIC 835,4. 

平信徒若有所需的資格，可永久地接受讀經職和輔祭職 1 。「倘若敦 903 
會有此需要，在缺乏聖職人員時，即使不是讀經員或輔祭員的平信徒，也 11的

能擔任他們的職務，就是執行宜道工作、主持禮儀祈禱、並按法典規定，

施行聖洗和分送聖體」 2 。

l 參閱CIC 230,1. 2 CIC 230,3. 

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先知職

「基督執行祂先知的任務，不但藉聖統．．．．．．而且也藉平信 904 

徒，使他們成為自己的見証，賦予他們信德的意識和宣道的恩 7的， 92

寵」 1 。

教導一些人接受信仰，是每個講道者、也是每個信徒的責任2 。

1 Iβ35. 2 STh 3,71,4,ad3. 

平信徒也透過福傳工作去執行他們先知的使命，就是以「言 905 

語和生活的見証」去宣講基督。這種藉平信徒而進行的福傳工 2044 

作，「具有一種特殊的風格和非常的效力，因為它是在世俗的普

過環境中完成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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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宗徒工作不祇在於生活的見証：真正的東徒必尋求機會以

2472 言語去宣講基督，無論是向信徒．．．．．．或向不信的人2 。

1 LG 35,1.2. 2 AA 6,3﹔參閱AG15.

906 在平信徒中，那些有能力和受過適當訓練的，也可在教理講授的培

2495 育 1 、聖學的教導2 ，和在社會傳播方面，提供他們的協助3 。

l 參閱 CIC 774; 776; 780. 2 參閱CIC 229. 3 參閱CIC 823,1. 

907 「信徒根據自己的學識、能力及聲望，有權利甚至有時也有義務將

其有關教會利益的見解表達給教會的牧人，並告知其他信徒，但須顧全信

仰和善良風俗的完整、對牧人的尊敬、公益和個人的尊嚴」 1 0 

1 CIC 212,3. 

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君王職

908 基督藉著服從至死 1 ，給了門徒們主者的自由，「為使他們

786 以克己和聖德的生活，在自己身上戰勝罪惡的王國」 2 。

凡能克制自己肉體、統取自己靈魂，不讓自己沉溺於私慾偏情

的，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可被稱為玉，因為他能自律。他是自

由及獨立的，不讓自己被有罪的奴役束縛3 。

1 參閱斐 2:8 9. 2 LG 36. 3 聖安博，〈聖詠第一百一十八篇闡釋｝ 14,30: PL 15,1403A. 

909 「此外，平信徒也要集中他們的力量，去挽救世界上引人犯

1887 罪的風俗和生活環境，使它們都能符合正義原則，不但不妨礙、

而且有助於修德行善。這樣一來，就能把道德的價值灌注在人類

的文紀末日活動中」 1 。

1 Iβ36,3. 

910 「平信徒也能感到被召或真實被召去與他們的牧者合作，為

服務教會的團體，促進它的成長和活力，按照上主要施予他們的

799 恩寵幸口神恩，而執行各項不同的職務」 1 。

1 ＜傳福音＞ 73. 

911 在教會內，「信徒能按法典規定，協助行使管治白守權力」 1 ，如出席特

殊會議2 、教區會議3 、牧民委員會4 ，執1T堂區的牧民工作5 ，協助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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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6 ，以及參與教會的法處工作 7 。

1 CIC 129,2. 2 參閱CIC 443,4. 3 參閱CIC 463,1,2. 4 參閱CIC 511; 536. 

5 參閱CIC 517,2. 6 參閱CIC 492,l; 536. 7 參閱CIC 1421,2. 

信友們必須「仔細分辨，何者是教會成員所應有的權利和義 912 

務，何者是社會公民所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要設法把兩者加以協 2245 

調，切記在任何暫世，性的事務上，都要受基督徒的意識所引導，

因為人類的所有活動，包括暫世，性的在內，都不能脫離天主的宰

制」 1 。

1 Iβ36,4. 

「這樣，每個平信徒，由於所領受的恩寵，『按照基督賜恩 913 

的足度』（弗 4:7），成了教會使命的見証和活的工具」 1 0 

1 Iβ33,2. 

三、獻身生活

「囡福音勸論的誓願而形成的生活地位，雖不屬於教會的聖 914 

統組織，卻無可置疑地是教會生活和聖德的一部分」 1 。 2103 

1 1β44,4. 

福音勸諭、獻身生活

福音勸諭以多種方式向每個基督的鬥徒提出。所有信徒奉召 915 

所修的圓滿愛德，要求那些自由地接受獻身生活聖召的人，要為 1的－1974

天國而度獨身的貞潔、神貧和服從的生活。「獻身事主生活」的

特徵，就是在一個被教會認可的恆常的生活方式上，發願遵守這

些勸諭1 。

l 參閱 LC, 42 43; PC 1. 

因此，獻身生活是一種體驗「更親密J 獻身的方式，它植

根於聖洗，並完全奉獻於天主 1 0 在獻身生活中，基督的信徒

們在聖神的推動下，立志更親近地跟隨基督，把自己奉獻於至

愛的天主，為服務天國而追求圓滿的愛德，並在教會內預示及

916 

2687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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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未來世界的光榮 2 。

1 參閱 PC5. 2 參閱 CIC 573. 

一棵枝條繁茂的大樹

917 「就像一棵由天主種植的樹，在主的園地裡奇妙地生出很多

2684 枝條，同樣，在教會內也發展了各種獨居和團體生活方式的不同

的修會家庭，其精神財富有益於其成員，並造福整個的基督身

體」 1 。

1 LG 43. 

918 「早自教會初期，已有男女信徒實踐福音勸論，為能更自由地追隨

基督，更忠誠地效法祂’各人以自己的方式，過著獻身事主的生活。其中

有許多人，在聖神的感召下，或度獨居的生活，或創立了修會。教會就以

自己的權力，欣然予以接受和批准」 1 。

1 PC 1. 

919 主教們常要留心分辨聖神託給教會有關獻身生活的新恩寵：

只有宗座有權核准新形式的獻身生活 1 。

1 參闇CIC 605. 

獨修生活

920 獨修者雖非時常公開地發願遵守三個福音勸論，但「嚴格的

從世界隱退，以慎獨的械默，勤行祈禱與補贖’奉獻自己的生

命，以光榮天主及拯救世界。」 1 。

1 CIC 603,1. 

921 獨修者向所有人指出教會奧跡這一內在層面，就是與基督有

2719 個人的親密來往。獨修者的生活雖隱於世人眼前，卻是對他為之

獻身的那一位所作無聲的宣講，因為基督是他的一切，這是一項

2015 特殊的召叫：在曠野裡藉著精神戰鬥本身，找到被釘十字架者的

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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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的貞女與寡婦

從宗御寺付報台，就有基督葫勻貞勢磅辦峙，受了主自守召喚， 922 

以身JL,i!勻更大自由，把自己完全奉盧棒合祂，蝴閉挖「為了天國」（瑪 1618-1620 

19:12），在教會白嗎臨下，各自以置身革講學主守﹒貞的方式來生活。

＊參閱格前7:34-36. ＊＊參閱若望餌三千象二哇，〈獻身生活＞ 7. 

「貞女們立定繁隨基督的善志，依照教區主教批准的禮儀慶 923 

典，奉獻於天主，奧秘地許配於天主子基督，並委身為教會服 的7

務」 l 。透過這隆重的禮儀（貞女的奉獻禮），「貞女便成為受祝 1672 

聖的人」，有如「教會愛基督的超越標記，這天上新娘的和未來

生活的末世形象」 2 。

1 CIC 604,1. 2 《主教禮喜﹒貞女奉獻禮〉，導言 1.

「與其他獻身生活的方式相似」 1 ，貞女會規定在世俗中生 924 

活的女性（或修女），要按照各人地位和賜予她們的不同神恩，

從事祈禱、補贖、服務兄弟姊妹及宗徒工作2 。為忠實地遵守自

己的善志，貞女們可以互相聯合而成為團體3 。

1 CIC 604,1. 2 《主教禮書﹒貞女奉獻禮〉’導言 2. 3 參閱CIC 604,2. 

修會生活

修會生活在基督教會的最初幾個世紀中發源於東方 1 ，並在 925 

教會依法成立的修會中實現出來2 。修會生活具於其他獻身生活

方式，其不同點是：敬禮的特質、誓守福音勸諭的公開承諾、團 1672 

體的友愛生活以及為基督與教會之結合所作的見証3 。

1 參閱UR15. 2 參閱CIC 573. 3 參閱CIC 607. 

修會生活﹔原於教會的奧跡。這是教會從主那裡所領受的恩 926 

惠。教會把這恩惠作為一種固定的生活方式，給予那些被天主召

叫、誓守福音勸諭的信友們。這樣，教會就能彰顯基督並承認自

己是救主的淨配。修會生活應邀以不同的形式，透過現代的語 796 

言，表達天主慈愛本身。

所有的修會會士，無論「豁免」與否 1 ，都在其牧民的職務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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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 ，投身於教E主敦的合作者之列。從福傳之始，教會在傳教

854 上的建樹和擴展，需要各種形式的修會生活3 。「歷史証明了修

會各支j辰，由古老的隱修會、中世紀的修會以至現代的修會，在

傳播信仰和建立各地的新教會方面，功績彪炳」 4 。

1 CIC 591. 2 參閱CD33 35. 3 參閱AG 18; 40. 4 ＜救主的使命＞ 69. 

在俗獻身團體

928 「在俗獻身團體是一個獻身生活的團體。在此種團體內，基

督徒生活在俗世中，追求完備的愛德，特別從內部努力使世界聖

f七」 1 。

1 CIC 710. 

929 透過一種「完善和全面獻身於此種聖化工作的生活J 1 ，這

類團體的成員，「在俗世及從俗世中」參與教會的褔傳工作，在

901 俗世中他們的臨在就「像酵母般」 2發生作用。他們「基督徒生

活的見証」，在於「照天主旨意去處理暫世性的事務，並以福音

的力量去滲透哩界。」他們以神聖的承諾接受福音勸諭，並在他

們中保持俗世生活方式3本有的共融和友愛。

1 比約十二世，〈眷顧之母〉束座憲令（2.2.1947). 2 PC 11. 3 參閱CIC 713,2. 

使徒生活團

930 除了各種形式的獻身生活外，「尚有使徒生活團，這些圍的成員不

發修會聖願，而追求團體本身使徒目的，共同廈于足生活：並依照本有的

生活方式，藉遵守團規而追求完備的愛德。在這些團體中，某些團體的成

員〔依其團憲規定〕道行福音勸論」 1 。

1 CIC 731,1.2. 

獻身與使命：宣告那要來的君王

931 藉洗禮而奉獻於主的人，把自己交給至愛的天主後，就使自

己更親密地獻身事主及造福教會。藉著獻身事主的地位，教會把

基督顯揚出來，並顯示聖神如何奇妙地在她內工作。因此，那些

228 基督徒信仰的宣認



誓守福音勸論的人，首要的使命是善度他們的奉獻生活。但「他

們因獻身為教會服務，故有責任依照其本會固有的方式，以特別

形式從事傳教事業」 1 。

1 CIC 783﹔參閱〈救主的使命＞ 69. 

教會是聖事，就是天主生命的標記和工具，在她內獻身生活 932 

顯示出是救贖奧跡的特別標記。「更親密地」跟隨和效法基督、 775 

「更清晰地」顯示祂的謙虛，就是要「更深入地」，在基督的心

內，親近自己同時代的人。因為，那些在這「更狹窄」的道路上

行走的人，以他們的榜樣鼓勵自己的弟兄，使這見証光耀奪目，

「若無其福的精神，便不能改造世界，並把它獻給天主」 1 。

1 Iβ31,2. 

無論這種見証是公開的，有如修會生活那樣，或是半公開 933 

的，甚至隱藏的，對所有的獻身者來說，基督的來臨常是他們生 672 

活的根源和旭曰：

因為天主的于民在此世並無永存的國度．．．．．．修會生活向所有信 769 

徒昭示，天上的福樂在此世已出現，為基督救贖所獲得的永恆

的新生命作証，預告將來的復活及天國的光榮 1 。

1 工β44,3.

撮要

「依天主建立的制度，基督信徒中有些人在教會盡聖職，依 934 

法典稱之為聖職人員，而其他人則稱為平信徒。」從這兩種

人當中，有些基督信徒誓守福音的勸諭，獻身子天主，以此

方式實踐教會的使命1 。

1 CIC 207,1.2. 

基督為了宣示信仰及建立祂的國度，派遣祂的宗徒和他們的 935 

繼承人。基督讓他們分擔祂的使命，他們則從祂那裡獲得權

力，以祂的身分行事。

主使聖伯多祿成為祂教會的有形基石，祂把教會的鑰匙交託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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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羅馬教會的主教，聖伯多祿的繼承者，是「世界主教

圓的首領、基督的代表、普世教會現世的牧人J I 。

1 CIC 331. 

937 教宗「由於天主的制定，享有最高、完全、直接與普遍的權

力，以照顧人靈」 1 。

1 CD2. 

938 主教是聖神所立的宗徒的繼承者，「每位主教是其個別教會

可見的統一中心和基礎」 1 。

1 LG23. 

939 主教在其合作者司鐸和執事的協助下，專責封信仰作權威的

訓導，舉行敬天之禮、尤其是感恩祭，並以真正牧者的身分

領導他們的教會。同教宗一起、在他的領導下關心所有的教

會，也是他們分內的事。

940 平信徒由於他們「生活於塵世，從事俗世的事務。天主召叫

他們，是要他們充滿基督的精神，以酵母的方式、在世上從

事宗徒工作」 1 。

1 AA 2,2. 

941 平信徒分享基督的司祭職：他們日益與祂結合，把聖洗和堅

振的恩寵拓展至個人、家庭、社會及教會生活的各層面，並

實現天主向所有受過洗的人所作的成聖召叫。

942 平信徒因他們的先知使命，「也蒙召在一切事上和在人類社

會中，成為基督的見証」 1 。

1 GS 43,4. 

943 平信徒因他們的王道使命，有權力，要以克己和聖德的生

活，在世俗和自己身上戰勝罪惡的勢力 1 0 

1 參閱Iβ36.

944 獻身事主的生活，其特徵是在教會所認可的固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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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h 開誓守神貧、貞潔、服從的福音勸諭。

那些曾經困聖洗而歸於天主，並將自己交付給至愛天主的 945 

人，在獻身生活中，更親密地投身於天主的事業，並致力造

福整個教會。

第五節諸聖的相通

宗徒信經在宣認了「至公的聖教會J 後，再加上「諸聖的相 946 

通（諸聖的共融）」 1 。這信fl呆在某程度上是闡明上述的信條：

「如果沒有諸位聖人組成的會眾，教會又將是怎樣的呢？」 2 。 823 

諸聖的相通正是教會。

1 譯者註：「相通」是按信經所用之詞，另較為現代的用法是「共融」’此處兩詞可互用。

2 尼塞大，〈信經的闡釋｝ 10: PL 52, 871B. 

「由於所有信友組成一個身體，他們彼此分享所有。．．．．．．我 947 

們應這樣相信在教會之內有各種財富的共享。然而，在肢體中，

最重要的是基督，因為祂是元首．．．．．．因此，基督的功勞過傳給所 7月

有肢體，而這種傳遞是透過教會的聖事而進行的」 1 。 「正如這

教會是由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治理，她所領受的一切益處須成為共

同的資產」 2 。

1 聖多瑪斯，〈宗徒信經闡釋＞ 10. 2 ＜羅馬教理＞ 1,10,24. 

因此，「諸聖的相通」一詞包含兩種緊密相連的意義：「神 948 

聖事物 （ sancta） 的共享」和「聖人們 （ sancti） 之間的共融」。 1331 

東方禮的主祭在領聖體前舉揚祭品時通常宣布：「 Sancta sanctis! 

（看，那神聖事物給神聖的人）」 o 信友 （ sancti) 由基督的體血 （sane臼）所

養育，為能在聖神的共融CKoinonia） 內成長，並把這共融通傳給世界。

一、神聖財富的相通

在耶路撒冷的初期教會團體裡’門徒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 949 

誨，時常團聚，壁餅，祈禱」（東 2:42) : 

在信德內的共融。信友的信德是教會受自宗徒的信德，這是 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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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寶藏，在彼此分享時更趨豐盛。

950 聖事的共融。「所有聖事的效果屬於所有的人，因為每件聖

1130 事都是神聖的連繫，使所有人合而為一並與基督結合，尤其是聖

洗，它好像是門，人通過它而進入教會。聖人的共融，也就是聖

事的共融......。這『共融』的名稱可應用於每件聖事上，因為每

1331 件聖事都使我們結合於天主．．．．．．。但這名稱較諸其他所有聖事更

適用於感恩祭，因為主要是以感，恩、祭，共融才達致圓滿」 1 0 

1 〈羅馬教理｝ 1,10,24. 

951 神恩的共融：在教會的共融裡’聖神為了建立教會而「給各

799 界信友分施．．．．．．特別的恩寵」 1 。不過，「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

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 2 。

1 LG 12,2. 2 格前 12:7.

952 「他們把一切都歸公用」（宗 4:32）：「真正的基督徒所擁有

2402 的一切，都應視之為與眾人共享的財富。他應時時準備，熱切援

助周遭有急需和可憐的人」 1 。基督徒是上主產業的管理人2 。

1 〈羅馬教理｝ 1,10,27. 2 參閱路 16:1,3.

953 愛德的共融：在諸聖的相通中，「沒有一人是為自己而生

1827 的，也沒有一人是為自己而死的」（羅 14:7）。「若是一個肢體受

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若是一個肢體蒙受尊槳，所有的肢

體都一同歡樂。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格前 12:

26-27）。「愛不求己益」（格前 13:5)1 。我們與全人類（包括生者

死者）的團結建基於諸聖的共融。在這團結中，我們以愛德所做

2011，師， 最微小的行動，給眾人帶來裡益。一切罪惡都危害造共融。

1469 
1 參閱格前 10:24.

二、天上教會和世上教會的共融

954 教會的三種狀態。「基督門徒中一部分還在現世旅途中，他

771 們期待著主在威嚴中與眾天使降來，摧毀死亡，使一切都屈服於

JO刃， 祂的時刻﹔一部分已經度過此世而在煉淨中，最後，另一部分在

1023 光榮中，瞻仰『在圓滿真光中三位一體的天主的真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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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每人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共融於同樣的愛主愛人

之德中，向我們的天主詠唱同樣的光榮之歌。因為凡屬於基督

並充滿祂聖神的人，形成一個教會，在基督內互相扶持，就如

一個整體2 。

1 Ll主的：參閱弗 4:16. 2 Iβ49﹔參閱瑪 25:31﹔格前 15:26 27﹔蓊冷翠 (1439): DS 1305. 

「旅途中的人，和安眠於基督平安內的兄弟姊妹們的連繫， 955 

絕不會中斷，而且，按照教會永恆的信仰，這一連繫會藉著神益

的互通而加強」 l 0 

1 Iβ49. 

諸聖的代禱。「天鄉的居民因與基督之間的聯繫較為密切， 956 

他們有助整個教會在聖德的根基上更加鞏固．．．．．．。他們不斷地為 1370, 2683 

我們轉求天父，把他們在世上靠著天人之間的唯一中保耶穌基督

所立的功勞獻給天主．．．．．．。所以，他們的手足關切之情，對軟弱

的我們大有助益。」 1 : 

莫悲傷，莫哭泣，我死後，會對你們更有益：

念在茲，助在茲，其成效，超過我生活在世 2 。

在今生，我無力，在天上，我會造福於大地3 。

1 Iβ49﹔參閱弟前 2:5. 2 聖道明的遺盲，參閱茹爾丹，〈道明會士守則＞ 93. 

3 聖女小德蘭，〈遺言〉。

與天上諸聖共融。「我們紀念天上的神聖，並不僅是為了他 957 

們的模範，而是要藉著于足之愛的實行，益發加強整個教會在聖 1173 

神內的團結。一如旅途中基督徒的共融使我們更接近基督，同

樣，與諸聖的相遍，使我們和基督相連，從基督那裡，就如從他

們的首領那裡’湧出一切恩寵以及天主于民本身的生命。 j 1 : 

我們朝拜基督，因為祂是天主之子：但我們敬愛殉道烈士，因

為他們是主的門徒﹔他們曾以出類拔萃的愛，效法吾主，奉祂

為君王，為師傅 o 願我們能成為他們的伴侶和他們的問道2 。

1 Iβ50. 2 ＜聖玻里加殉道錄｝ 17: AF II/3,396; SCh 10,266. 

與亡者共融。「旅途中的教會深深體會耶穌基督整個奧體的 958 

我信聖神 233 



1371 這種共融精神，從基督教會的初期，便以極大的熱誠，孝敬追念

JO刀， 1689 已故的人﹔『為此，他為亡者獻贖罪祭，是為叫他們獲得罪赦』」

（加下 12:46)1 。我們為他們祈禱，不但幫助他們，也使他們為我

們的益處所作的代禱得以奏效。

1 u; 50. 

959 在天主唯一的家庭裡。「我們都是天主的兒女，都在基督內

1027 組成一個家庭，當我們因彼此的相愛、同聲讚美至聖聖三而彼此

共融時，就是回應教會的親切召喚」 1 。

1 l£51：參閱希 3:6.

撮要

960 教會是「諸聖的相通」：這措辭首先是指「神聖事物」’尤

其是聖體聖事，「藉這聖事，信友們的合一得以表達和實

現，他們在基督內結成一體」 1 。

1 Iβ3. 

961 「諸聖的相通」也指「諸聖」在基督內的共融，祂「為一切

人而死」’以致每人在基督內及為基督而作的或忍受的一

切，為眾人都有效益。

962 「我們相信所有基督信徒們的共融，即那些在此世作旅客

的，那些在淨煉中的亡者，以及那些在天堂上享真福的，共

同形成的獨一教會。我們相信在這共融中，充滿慈志和仁愛

的天主及諸聖不斷地聆聽我們的祈禱」 1 。

1 ＜天主子民信經＞ 30. 

第六節瑪利亞一一基督之母、教會之母

963 論述了童貞瑪利亞在基督與聖神奧跡裡所擔當的角色後，現

484-507, 在宜於細看她在教會奧跡裡的地位。「的確，童貞瑪利亞．．．．．．被

的－726 認為並尊奉為天主和救主的真正母親．．．．．．。她也確為（基督）肢

體的母親．．．．．．因為她以愛德的合作，使信友在教會內得以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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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以基督為首的身體的各肢體」 1 0 「．．．．．．基督之母，教會之

母」 2 。

1 Iβ53：參閱聖奧思定，〈論神聖守貞之道｝ 6:PL 鉤，399. 2 保祿六世， 1964年 11 月

21 日吉需吉司。

一、瑪利亞對教會的母愛

〔瑪利亞〕在世上與她的兒子完全結合﹒

瑪利亞對教會的角色與她跟基督的結合是不可分的，由此可 964 

見：「母子在救贖工程中這一結合，從童貞聖母懷孕基督開始，

直到基督死亡，都一直表露無遺」 1 。這結合在基督受難的時刻

尤其顯著：

榮福童貞在信仰旅途上前逛，忠實地保持7她和聖子間的契 534 

合，直到十字架下，她站在那裡，不無上主的安排，和她的獨

于一起受了極大的痛苦，以慈母的心腸將自己和祂的犧性聯繫 618 

起來，熱情地同意將親生的兒子奉獻為犧牲品：最後，在十字

架上臨死的基督，用這句話，將她賜給門徒作為母親：『女

人，請看妳的兒子』（若 19:26-27)2 。

1 Iβ57. 2 Iβ58. 

瑪利亞在聖子升天後，曾「以其祈禱協助了正在出生的教 965 

會」 1 。我們看到瑪利亞聯同宗徒和一些婦女，「也以她的祈

禱，求賜聖神，這聖神在她領報時已將她置於自己的蔭庇下」 2 。

1 Iβ69. 2 Iβ59. 

在蒙召升天時．．．．．．

「最後，被保護未染原罪瑕疵的無站童貞，在結束了人間生 966 

活的過程後，身靈一同榮召升天，被上主權升為宇宙之后，使她 叫

與她的聖于、萬君之主、罪惡與死亡的征服者，更形相似」 1 。

榮福童貞的升天，是奇妙地分享聖子的復活，也是其他基督徒復

活的先聲：

妳分晚時，保全童貞：妳安眠日，不棄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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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母后，匯生命原，賴妳轉禱，死裡逃生2 。

1 Iβ59：參閱It約十二世，〈欽定聖母升天〉宗座憲令（1.11.1950): DS 3903：參閱默 19:16.

2 拜占廷禮，聖母安眠節（8 月 15 臼）禮儀詩節。

在恩寵秩序中，她是我們的母親．．．．．．

967 由於童貞瑪利亞完全接受天父的旨意，即其聖子的救贖工程

2679 以及聖神的整個活動，她成了教會信德與愛德的模範。因此，她

507 被「尊為教會最崇高、最卓越的成員」 1 ，她甚至是教會「典

型」 （ typus） 的實現2 。

1 LG53. 2 1β63. 

968 就教會和整個人類而言，她的角色更形遠大。「她以服從、

494 信德、希望和熾熱的愛情和救主無與倫比地合作，為重建人靈的

超↑生生命。因此，在恩寵的秩序內，聖母是我們的母親」 1 。

1 LG 61. 

969 「瑪利亞為母親的這個職分，在恩寵的救恩工程中，一直延

l紗， 501 續不斷：從天使來報時，她以信德表示同意，她並且毫不猶疑地

在十字架下堅持此一同意，直到所有被選者獲得榮冠的時候。事

1370 實上，她升天以後，祂在救恩中的角色從未中止過，她以一再的

轉求，繼續為我們獲取永生的恩惠。．．．．．．因此在教會內，人日于求

榮福童貞為辯護者、輔助者、救急者、中保J 1 0 

1 Iβ62. 

970 「瑪利亞之為人類慈母的地位，絲毫不遮掩或削減基督為唯一中保

2008 的意義，反而突顯其力量。因為榮褔童貞對人們所有的任何有益的影響，．

．．．是來自基督的豐富功績，依憑基督的中保身分，完全從屬於這種身分，

並從而吸取其全部力量」 1 。 「任何受造物都不能和降生成人的聖言及救

1545 主相提並論：不過正如基督的司祭職以不同方式為聖職人員和信眾所共

事，天主的唯一美善實際上也以不同的形式分佈於受造物之中，同樣的，

308 救主的唯一中保身分並不排除，反而激起受造物的合作，此合作發自唯一

的源頭」 2 。

1 1β60. 2 1β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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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榮福童貞的敬禮 2673-2679 

「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褔」（路 1:48）：「教會對榮福童貞的 971 

孝愛是基督徒敬禮的本質」 1 。榮褔童貞「理當受到教會特別的 1172 

最敬。從很古老的時代，榮福童貞已被尊以『天主之母』的榮

銜，信友們在一切危難急需中，都呼求聖母，藉此投奔她的護

佑．．．．．．。這項敬禮．．．．．．雖具絕無僅有的特徵，但對降生的聖言，

對聖父及聖神的欽崇禮，仍然有本質上的區別，而且聖母的敬禮

特別能促進這項欽裝禮」 2 。教會對聖母的敬禮包括敬禮天主之

母的禮儀慶節 3以及敬禮聖母的經文，例如：玫瑰經的內容是 2678 

「整部福音的撮要」 4 。

1 保祿六世，〈聖母敬禮〉宗座勸諭（2.2.1974)56. 2 LG 66. 3 參閱SC 103. 

4 參閱保綠六世〈聖母敬禮〉宗座勸諭42.

三、瑪利亞一一教會末世的聖相

論述了教會、其起源、使命和終向後，我們的總結最好是轉 972 

向瑪利亞，從她身上默觀教會在其奧跡中、在其「信仰的朝聖旅 773 

途」上的面貌，以及旅途終結時達至天鄉的境況。瑪利亞「在至

聖與不可分的聖三光榮中」’「在諸聖的共融中」 1 等候著教

會，這教會尊敬瑪利亞為主的母親和自己的母親： 829 

耶穌的母親現在身靈同在天上安享榮福，她正是教會將來圓滿

結束時的預象與開端﹔同時，在此人世，她給旅途中的天主子

民明白指出確切的希望與安慰，直到主的日子來臨的時候2 。 28刀

1 Iβ69. 2 Iβ68：參閱伯後 3:10.

撮要

瑪利亞領報時說「爾旨承行」 （Fiat） ，並接納降生的奧跡， 973 

已經在其聖子所要完成的整個工程上合作。哪裡聖于是救主

和奧體的元首，那裡瑪利亞就是母親。

榮福童貞瑪利亞在結束其塵世生命後，她的身體和靈魂同被 974 

提升到天上的榮耀中，她在那裡已分享她聖子復活的光榮，

成為奧體所有肢體復活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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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我們相信榮福天主之母、新的厄娃、教會之母，在天上繼

續對基督的肢體執行其母親的任務」 1 。

1 ＜天主子民信經＞ 15. 

第十條

「我信罪過的赦免J

976 束徒信經把赦免罪過的信理不但與聖神的信理，也與教會以

及諸聖相通的信理連繫起來。復活的基督給宗徒派遣聖神時，將

自己赦罪的神聖權柄授予他們：「你們領受聖神吧！你們赦免誰

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言佳的，就給誰存留」（若20:22-23）。

（教理卷二將清楚論述如何藉著聖洗、懺悔聖事和其他聖事，尤其是

感恩祭，以獲得罪赦。因此，這裡只須提及幾項基本的資料。）

1263 一、只有一個聖洗為得罪赦

977 我們的主把罪過的赦免、信仰和聖洗連繫起來：「你們往普

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谷的：

15-16）。聖洗是赦罪的第一件和主要的聖事，因為它使我們結合

於基督﹔基督為了我們的罪而死，為了我們的成義而復活 1 ，好

使「我們也同樣在新生活中度生」（羅6:4）。

1 參閱羅 4:25.

978 「當我們作出首次信仰的宣認，接受那潔淨我們的洗禮時，

我們所得到的罪赦是那樣圓滿和完整，以致我們再沒有任何罪過

需要洗糕，不管是原罪，抑或是因我們意願所犯的本罪，我們也

無需做任何補贖．．．．．．。然而，聖洗的恩寵並不使人擺脫本性的一

1264 切軟弱。相反地，我們仍要抵抗私慾偏情的衝動，因為它們不斷

使我們陷於邪惡」 1 。

1 〈羅馬教理｝ 1,11,3. 

979 在對抗犯罪的傾向時，誰有足夠的勇氣和警覺來避免罪惡的

每一傷害呢？「如果教會必須有赦罪的權柄，便不應視洗禮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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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方法，來使用從耶穌基督所領受的天國鑰匙。教會應可以赦 1446 

免所有悔罪者的過錯，因為直到生命末刻，他們仍會犯罪」 1 0 

1 〈羅馬教理＞ 1,11,4. 

藉著懺悔聖事，領了洗的人可以與天主並與教會和好： 980 

教父們很合理地稱懺悔為「產痛的洗禮」 1 。對那些在領洗後

跌倒犯罪的人來說，為靈魂的得救，懺悔聖事是必需的，正如

聖洗本身是為那些尚未重生的人一樣2 。

1 聖額我略．在內祥，〈演講〉鉤，17: PG 36,356A. 2 特倫多 0551): DS 1672. 

二、鑰匙的權力

1422-1484 

基督在復活後派遣祂的宗徒，「因祂的名向萬邦宣講悔改， 981 

以得罪之赦」（路 24:47）。宗徒們及其繼承者為實踐這「和好的

職務」（格後5:18），不但向人宣告天主的寬恕，這寬恕是基督為

我們賺取的，且呼籲人們皈依和相信，同時藉聖洗向他們通傳罪

赦，也藉從基督得到鑰匙的權力，使人可與天主並與教會和好： 1444 

教會領受了天圓的鑰匙，是為在教會內藉基督的血和聖神的行 553 

動赦免罪過。是在這教會內，那因罪惡而苑的靈魂得以重生，

好能與基督一起生活，是祂的恩寵救了我們 1 。

1 聖奧思定，〈講道集） 214,11: PL 詣，1071-1072.

任何罪過，不管如何嚴重，聖教會沒有不可赦免的。「任何 982 

人，無論如何罪大惡極，只要真誠悔改，都應滿懷信任地，期望 1463 

得到寬恕」 1 。基督為所有的人而死，祂願意寬恕之門在教會內 605 

時常為那些悔改的人敞開 2 。

1 ＜羅馬教理＞ 1,11,5. 2 參閱瑪的：21-22.

教理講授要盡力喚醒並培養信友相信復活的基督賦予教會－ 983 

分無比偉大的恩賜：藉著宗徒及其繼承人的職務，教會有真正寬 1442 

赦罪過的使命和權力：

主願意祂的門徒具有極大的權力：祂願意祂卑微的僕人因祂的 1465 

名完成祂在世時所做的一切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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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沒有把這權柄交給天便，也沒有交給總領天便，卻交給了

司鐸。．．．．．．天主自高天認可地上司鐸所做的一切 2 。

如果罪過在教會內不蒙赦免的話，那就沒有希望，沒有永生與

永遠釋放的希望。戚謝天主，祂給了教會這樣的恩賜3 。

1 聖安↑導，〈論懺悔） 1,15: PL 16,477A. 2 金口聖若望，〈論司祭識） 3,5: PG 鉤，643A.

3 聖與思定，《講道主長） 213,8: PL 鉤，1064.

撮要

984 信經把「罪過的赦免」與對聖神的信仰宣認聯繫起來。原

來，當復活的基督把聖神賜給宗徒們時，也把赦罪的權柄交

託法合f也作可了。

985 洗禮是獲罪赦的第一件和主要的聖事：它使我們與死而復活

的基督結合，並賜給我們聖神。

986 依照、基督的意願，教會擁有赦免已受洗者所犯之罪的權柄，

通常由主教和司鐸們在懺悔聖事內執行。

987 「司鐸和聖事純粹是赦罪的工具﹔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唯

一救恩的主宰及分施者，藉著這些工具清除我們的罪污，並

賦予成義的恩寵」 1 。

1 〈羅馬教理） 1,11,6. 

第十一條

「我信肉身的復活J

988 基督徒的信經一一藉此，我們宣信父、子及聖神，相信其創

世、救援和聖化的工程一一一漸漸邁向一個高峰，就是宣告在末日

死者肉身的復活和永生。

989 我們堅決地相信，也堅決地希望，就如基督確實從死者中復

的 活和永遠地活著，同樣義人在死後，將永遠與復活的基督一起生

活，同時在末日基督會使他們復活 1 。我們的復活就如祂的－

648 樣，將會是至聖三位一體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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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位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聖神住在你們內，那麼，那使

基督從死者復活的，也必要藉那住在你們內的聖神，使你們有

死的身體復活（羅 8:11)2 。

1 參閱若 6:39-40. 2 參閱得前4:14：格前 6:14：格後4:14：斐 3:10 11. 

「肉身」一詞是指人的軟弱和可朽愷 1 0 「肉身的復活」意指人過 990 
世後，那不滅的靈魂不但將活下去，而且我們「可朽的肉身」（羅 8:11) 364 

也將重獲生命。

1 參閱盡lj 6:3﹔詠 56:5﹔依 40:6.

從開始，肉身復活的信仰一直是基督徒信仰主要的因素。基 991 

督徒深信「死者復活，信者靠山，相信復活，我們存活」 1 : 的

我們既然傳報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復活了，怎麼你們中還有人

說：死人復活是沒有的事呢？假如死人復活是沒有的事，基督

也就沒有復活：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

白勻，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但是，基督從苑者中實在復活

了，做了死者的初果（格前 15:12-14,20）。

1 戴都良，〈論肉身之復活｝ 1,1: PL 2,841. 

一、基督的復活與我們的復活

復活的逐步啟示

死者的復活是天主向祂的子民逐步揭示的。對亡者肉身復活 992 

的希望，本身是信仰的必然後果，即相信天主創造了整個的人， 297 

包括靈魂和肉身。天地的創造者也是那信守盟約者，即祂與E巴

郎及其子菁、所訂的盟約。就是在這雙重的透視下，復活的信仰開

始呈現出來。瑪加伯殉道者在就義時宣認：

宇宙的君主，必要使我們這些為他的法律而殉難的人復活，獲

得永生（加下 7:9）。天主會使人復活，為懷著這種希望的人，死

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加下7:14)1 。

1 參閱加下 7:29﹔達 12:1 13. 

法利塞人 1和不少與主同時代的人 2己期待復活。耶穌堅定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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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地教導復活的道理。對那些否認復活的撒杜塞人，祂這樣回答：

「你們因為沒有明瞭經書，也沒有明暸天主的能力而錯誤了」

加 （谷 12:24）。復活的信仰奠基於對天主的信心上，因為「祂不是

一個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谷 12:27）。

1 參閱宗 23:6. 2 參閱若 11:24.

994 然而，更重要的是耶穌將復活的信仰繫於祂個人身上：「我

就是復活和生命」（若 11:25）。在最後一天，耶穌自己將使那些

曾經信從祂 1 、吃過祂的肉、喝過祂的血的人復活 2 。祂在世時

646 己給了復活一個標記和保証，就是使一些去世的人活過來3 ，並

以此宣告祂自己的復活，不過祂的復活屬於另一層面。祂以「約

納的標記」（瑪 12:39），聖殿的標記 4 來論述這件絕無僅有的

652 事：祂宣告在死後第三日必會復活5 。

1 參閱若5:24 25; 6:40. 2 參閱若 6:54. 3 參閱谷5:21-42﹔路 7:11 17﹔若 11.

4 參閱若 2:19 22. 5 參閱谷 10:34.

995 基督的見証人，就是「祂復活的見証人」（宗 1:22)1 ，曾經

860 「在祂從死者中復活後與祂一起飲食」（宗 10:41) 。與復活基督

655 的相遇突顯了基督徒對復活的希望。我們將像祂一般，和祂一

起，並透過袖，復活起來。

1 參閱宗 4:33.

996 基督徒對復活的信仰一開始便遭到誤解和反對 1 0 「沒有其

叫 他的教義像肉身復活的教義一樣遭到那麼多反對」 2 。一般都相

當容易接受人死後，他的位格繼續以精神主體的方式存在，可是

怎能相信這明顯可朽的身體，竟然復活起來承受永生呢？

1 參閱宗 17:32：格前 15:12 13. 2 聖奧恩定，〈聖詠漫談〉駒，2,5: PL 37,1134. 

死者如何復活？

997 「復活」究竟有甚麼意義？死亡，即靈魂和肉身的分離，使

沁 人的肉身墮入腐忱的過程，而他的靈魂卻與天主相遇，雖然靈魂

仍在期待與他受光榮的肉身結合。天主以其全能決定性地再賜我

們的肉身不可腐朽的生命，使肉身因耶穌的復活而再度與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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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結合。

誰會復活？所有死去的人：「行過善的，復活進入生命﹔行 998 

過惡的，復活而受審判」（若 5:29)1 。 1038 

1 參閱達 12:2.

如何復活？基督是連同祂的身體一起復活：「請你們看我的 999 

手和腳，確是我！」（路 24:39）但祂並不因此而返回塵世的生 640 

命。同樣，在祂內，「那些現今具有身體的人都要連同身體一起 645 

復活」 1 ，不過這個身體將會轉忙為榮耀的身體2 ，成為「屬于申

的身體」（格前 15：“）：

可是有人要說：死人將怎樣復活？他們將帶著甚麼樣的身體回

來呢？糊塗人哪！你所播的種子若不先亮了，決不得生出來：

並且你所播種自勻，並不是那將要生出的形體，而是一顆赤裸的

籽粒．．．．．．。播種的是可朽壞的，復活起來的是不可朽壞的：－

．．．的確，這可朽壞的，必須穿上不可朽壞的﹔這可死的，必須

穿上不可死的（格前 15:35-37,42,52-53）。

1 拉特朗四 (1215): DS 801. 2 參閱斐 3:21.

這個「如何」超出我們的想像和推理，只有通過信仰才可了 1000 

解。但參與感恩祭已使我們預嘗基督給我們身體帶來的轉他： 647 

正如麥麵餅是大地的產物，在人呼哀天主予以祝福後，不再是

普遍的餅，而是聖體，由兩件事實合成，即地上的和天上的﹔

同樣我們的身體領受了聖體就不再是可腐朽的，因為它們有復 1405 

活的希望 1 。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18,4-5: PG 7 /1,1028-1029. 

何時復活？最圓滿的復活是「：在最後的一天 J （若 6:39- 1001 

鉤，44,54 ﹔ 11:24），「在世界窮盡時」 1 。事實上，死者的復活和 1038 

基督再度來臨密切相關： 673 

因為在發命時，在總領天使吶喊和天主的號聲響起時，主要親

自由天降來，那些死於基督內的人先要復活（得前4:16）。

1 Iβ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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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一起復活

1002 基督固然在「最後一天」使我們復活，但是我們在某種程度

上確實已與基督一起復活了。其實，靠聖神，基督徒現世的生

655 命，己分享了基督的死亡和復活：

你們既因聖洗與祂一同埋葬了，也就因聖洗，藉著信德，即信

使祂由死者中復活的天主的能力，與祂一向復活了。．．．．．．你們

既然與基督一間復活了，就該追求天上的事，在那裡有基督坐

在天主的右邊（哥2:12﹔ 3:1）。

1003 基督徒通過聖洗與基督結合，己真正地分享復活基督在天上

1227 的生命 1 ，不過這生命仍「與基督一向藏在天主內」（哥 3:3）。

2796 「祂使我們同祂一起復活，在基督耶穌內使我們和祂一同坐在天

上」（弗 2:6）。我們既在感恩祭中領受基督身體，得到滋養，也

就屬於基督的身體。當我們在最後一天復活時，我們也將「與祂

一同出現在光縈之中」（哥3:4）。

1 參閱斐 3:20.

1004 在等待這一天時，信徒的肉身和靈魂早已分享了「在基督

364, 1397 內」的尊嚴。因此須尊重自己的身體和他人的身體，尤其在身體

受苦時：

人的身體是為主，主也是為人的身體。天主既使主復活了，祂

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們復活。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

的肢體嗎？．．．．．．你們已不是屬於自己的了．．．．．．。所以務要用你

們的身體光崇天主。（格前6:13 15,19-20) 

二、死在基督耶穌內

1005 為跟基督一同復活，必須跟基督一向死亡，必須「出離肉身

624,650 與主同住」（格後 5:8）。在這「出離」（斐 1:23），即苑亡中，靈

魂與肉身分開。靈魂將會在死者復活之日再與身體結合1 。

1 參閱〈天主子民信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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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面對死亡，人在世之謎變得極為深奧」 1 。在某種意義 1006 

下，肉身的死亡是自然的事，但就信仰而盲，死亡事實上是「罪 164 1500 

過的代價」（羅 6:23)2 。為那些在基督恩寵內死去的人，死是參

與主的死亡，為能參與祂的復活3 。

1 GS 18. 2 參閱創 2:17. 3 參閱羅 6:3 9﹔斐 3:10 11. 

死亡是在世生命的終結。我們的生命是由時間計算的，在時 1007 

間的進程中我們會成長、老忱。就如所有在世的生命一般，死亡

是生命自然終結的表現。從這觀點看死亡意味著在我們生命中有

一分迫切感：事實上，記起自己的必死性，提醒我們，生命有

限，時日無多。

在你年輕的時日，你應紀念你的造物主，．．．．．．灰塵將歸於原來

的土中，生氣將歸於天主，因為原是天主之所賜（副1[12:1,7）。

死亡是罪過的後果。作為對聖經 1和聖傅的正確解釋者，教 1008 

會的訓導當局認為苑亡是因人的罪過而進入世界2 。雖然人具有 401 

一個可死的本性，但天主曾預定人不死。因此死亡曾經與造物主 376 

的計畫背道而馳，死亡作為罪惡的後果進入了世界3 。 「倘若人

沒有犯罪，本來可免除肉身的死亡」 4 ，現在肉身的死亡成了人

的「最後大敵」’務必將之克服5 。

1 參閱創 2:17; 3:3﹔ 3:19﹔智 1:13﹔羅 5:12; 6:23. 2 參閱特倫多： DS 1511. 3 參閱智 2:23 24. 

4 GS 18,2. 5 參閱格前 15:26.

耶穌基督轉化死亡。即使耶穌身為天主子亦經歷過死亡，因 1009 

為這是屬於人的處境。儘管祂面臨死亡曾感到恐懼 1 ，祂仍然完 ω 

全而自由地順從父旨，踏上了死亡之路。耶穌的服從把死亡的詛

咒變為祝福 2 。

1 參閱谷 14:33-34：希 5:7-8. 2 參閱羅 5:19 21. 

基督徒死亡的意義 l的1-1690

因著基督，基督徒的死亡就有了積極的意義。「為我，生活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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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 1:21) 。「這話是確實的：如果我

們與基督同死，亦必與祂同生J （弟後 2:11）。這裡正道出基督徒

1220 死亡的基本新穎處：通過聖洗，基督徒已在聖事的方式下「與基

督同死」’為活出新生命﹔同時，如果我們在基督的恩寵內死

亡，這肉身的死亡完成「與基督同死」，如此也使我們在基督救

贖行動中完全與祂合為一體。

死於基督，是我所冀，勝過為玉，統治大地。

祂為我死，我要追尋，祂己復活，吸引我心。

我將出生，領受光明，到達彼岸，才是真人 1 。

1 聖依在內爵﹒安提約基〈致羅馬人書） 6,1-2: AF II/2, 217 220: SCh 10,114. 

1011 死亡是天主召喚人到祂那裡的時候。為此，基督徒可感受到

1025 聖保祿對死亡的那分渴望：「我渴望求解脫而與基督同在一起」

（斐 1:23）﹔他同時能將自己的死亡，按基督的榜樣轉化為服從和

愛慕天父的行動 1 : 

我在世的渴望已被釘在十字架上．．．．．．在我內湧出活水，濃濃地

對我說：「來罷！到父那裡去！ 2 」

我切願見到天主，為見到祂，必須先苑3 。

我不死，我進入生命4 。

1 參閱路23:46. 2 豆豆依納爵﹒安提約墓，〈致羅馬人書） 7,2: AF II/2,223 224; 
SCh 10,114 116. 3 聖女大德蘭，〈生命之書＞ 1. 4 聖女小德蘭，〈遺吉〉。

1012 基督徒對死亡的看法 1在教會的禮儀中以卓越的方式表達出

來：

主，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變，並非毀滅：我們結束了塵

世的旅程，便獲登永遠的天鄉2 。

1 參閱得前4:13 14. 2 ＜羅馬彌撒經書〉，「追思、亡者頌謝詞一」。

1013 死亡是人在世旅途的終結，也是恩寵幸口慈愛的在世期限屆

滿，這恩寵和慈愛是天主施予人，為使人能按照天主的計畫去實

現他現世的生命和決定他的終局。當「我們人生唯一的在世旅

程」 1結束後，我們不再返回任何其他的塵世生活。「人只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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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希 9:27），故此，沒有死後「再投胎」的事。

1 Iβ 鉤，4.

教會鼓勵我們準備迎接死亡的一刻（她在古老的諸聖禱文 1014 

中為我們祈求：「上主，免我們於摔死」），並（在聖母經中）干斤

求天主聖母，「在我們死的時候」為我們轉禱，又將我們交託 2676-2677 

給聖若瑟、善終的主保：

在每個行動，每個思想中，你應該表現得一如即將在今日去世一

般。如果你有正宜的良心，你就不怕死亡。若你要逃避死亡，倒

不如遠離罪惡。如果今天你不準備死亡，明天你將變成甚麼 1 ? 

願我主受讚美，因為沒有一個生存的人可逃脫肉身死亡姊姊。

禍哉！那些在死罪中過世的人！相反的，那些尋求你至聖旨意的

人是有福的，因為第二次的死亡不再使他們受害2 。

1 《師主篇＞ 1,23,1. 2 聖方濟﹒亞西西，〈太陽歌〉。

撮要

「肉身是救援的關鍵」 1 。我們信天主、肉身的創造者，我 1015 

們信降生成人的聖言、肉身的救贖者。我們信肉身的復活、

創造和肉身得救的完成。

1 戴都良，〈論肉身之復活） 8,2: PL 2,852. 

死亡使靈魂與身體分離，但在復活的時候，天主將要賦予我 1016 

們已轉化的身體不朽的生命，使這身體再度與靈魂結合。正

如基督復活了，活到永遠，在最後日子我們都將同樣復活。

「我們相信現在的這個身體將會真正地復活」 1 。在墳墓中 1017 

我們播下的種于是一個可朽的身體，可是一個不朽的身體將

會復生 2 ，它是一個「屬神的身體」（格前 15:44）。

1 里昂二： DS854. 2 參閱格前 15:42.

由於原罪的後泉，人該經歷肉身的死亡，「倘若人沒有犯 1018 

罪，本來可免除肉身的死亡」 1 。

1 GS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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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耶穌、天主子，完全而自由地服從父的旨意，甘心為我們受

死。祂以死亡戰勝了死亡，如此祂為眾人打開了救贖之門。

第十二條

「我信永恆的生命」

1020 基督徒將自己的死亡與基督的死亡連在一起，他把死亡看成

1523-1525 走向基督的路途、進入永生的門徑。當教會向臨終的基督徒最後

2677, 336 

一次念出基督寬恕人的赦罪經、傅了最後一次強紀之油，並讓他

領受臨終聖體，好使基督陪伴他，作他旅途上的食糧，教會向他

﹔且不口ttM呆証說：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要離開這個世界了，讓你的靈魂去吧，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全能的天主父創造了你，永生之子耶穌

基督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同時又恩賜你聖神。願你今天能寓

居在神聖耶路撒冷的平安中，借同童貞瑪利亞、天主之母、聖

若瑟、所有天使、聖人．．．．．．願你回歸到造物主那裡，是祂從塵

土中將你塑造出來。當你離開這個生命，願童貞瑪利亞和所有

天使聖人來迎接你．．．．．．願基督的容顏向你展露蔥、光和欣悅，願

你從今天開始永遠享受真褔 1 。

1 病人傅油禮及牧民照顧，「交付靈魂經」

一、私審判

1021 死亡是人生旅程的終結，人生是自由抉擇的時期：接受或拒

絕天主在基督內顯示的慈恩 1 。新約談到審判時，所採用的基本

1038 脈絡是迎接基督第二次的來臨。可是新約也屢次肯定，人死後馬

679 上就按其生前的功過和信德得到報應。貧窮拉臣祿的譬輸得口基

督在十字架上向右盜所說的話3 ，同樣還有其他新約的章節4都

談及靈魂的終局 5 ，一個人的終局可以與另一個的不同。

1 參閱弟後 1:9一10. 2 參閱路 16:22. 3 參閱路23:43. 4 參閱格後5:8：斐 1:23﹔

希 9:27; 12:23. 5 參閱瑪 16:26.

1022 每個人從死亡一刻開始，就在其不朽的靈魂上，將其一生呈

393 報基督的私審判，領受永遠的報應：或者經歷一個煉淨期 1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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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接地進入天堂的榮褔2 ，或者直接自我判罪、墮入永罰 3 。

在人生的垂暮時，我們將按愛德受害 4 。 1470 

1 參閱里昂二 (1274): DS857 858﹔弱冷翠 (1439): DS 1304 1306：特倫多（1563): DS 1820. 

2 參閱本篤十二世，〈讚美天主〉憲令 (1336): DS 1000 1001﹔若望廿二世，〈不要對這些事〉

詔書 (1334): DS 990. 3 參閱本篤十二世，〈讚美天主〉憲令： DS 1002. 

4 參閱十字聖若望，〈光與愛之言論＞ 64. 

二、天堂

那些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人，在完全煉淨之後，將 1023 

與基督永遠生活在一起。他們將永遠地肖似天主，因為他們是面 954 

對面地1看到天主「實在怎樣」（若－ 3:2) : 

讓我們以宗座權威斷定以下信條：在天主全面性的安排下，所

有在基督受苦前過世的聖者的靈魂﹒．．．．．和所有接受基督聖洗的

信者靈魂，只要在他們死亡時，無須受煉淨的．．．．．．，或假若他

們不論過去或將來尚須受煉淨的，在死亡後已煉淨過的所有靈

魂﹒．．．．．即使在肉身復活和公審判前一一一在主救世主耶穌基督升

天之後 的所有靈魂，不論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都會與

基督一起活在天國和樂園中，同聖善的天使在一起。在吾主耶

穌基督受苦受死後，這些靈魂，在榮褔直觀中直到現在，仍然

面對面地看天主的本質，不需任何受造物作媒界2 。

1 參閱格前 13:12：默 22:4. 2 參閱本篤十二世，〈讚美天主〉憲令： DS 1000; Iβ49. 

與天主聖三的這種完美生活，與聖三、童貞瑪利亞、天使和

眾真福這種生命與愛的共融，稱為「天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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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 

260, 326, 
2734, 1718 

活在天堂就是「與基督在一起」 1 。被選的人「在祂內」活 1025 

著，可是仍然在祂內保存著，更好說，找到他們真正的面貌、他 1011 

們自己的名字 2 : 

因為生命就是與基督在一起：哪裡有基督，那裡就有生命，那

裡就有天國3 。

1 參閱若 14:3：斐 1:23：得前 4:17. 2 參閱默2:17. 3 聖安搏，〈路加福音闡釋＞ 10,121: 

PL 15,18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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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耶穌基督以祂的死亡和復活為我們「閒做」了天堂。享受其

福的生活就是圓滿地得到基督救贖工程的果實。基督接受那些信

賴祂和忠於祂意願的人進入天上的榮耀。天堂是真福者的團體，

7刃 在其中所有的人都與基督合為一體。

1027 與天主並與所有在基督內眾生的幸福共融的這個奧跡，超過

”, 1720 一切理解和表達。聖經用一些圖象為我們講述這奧跡：生命、光

明、平安、婚宴、天國的美酒、天父的家、天上的耶路撒冷、樂

園：「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間，人心

所未想到的」（格前2:9）。

1028 由於天主的超越性，除非祂自己揭示祂的奧跡予人直觀，同

1722 時給人直觀的能力，否則祂實在怎樣，是不能見到的。教會稱造

的 種瞻仰天上榮耀中的天主為「榮福直觀」。

這將不是你的榮耀和福樂嗎？就是被容許參見天主，得到那榮

譽，分享救恩和永光的喜樂，與主基督、你的天主在一起．．．．

在天國裡，置身於天主的義人和朋友之中，享受那賺得的、永

不腐朽的喜樂 1 。

1 聖西彼廉，〈書信集） 58,10,1: PL 4品7B.

1029 在天上的榮耀中，其福者會滿懷喜樂地繼續完成天主對其人

956,668 群和整個受造界的旨意。他們已與基督為王：與祂一起「他們必

要為主，至於無窮之世」（默22:5)1 ° 

1 參閱瑪25:21-23.

三、最後的煉淨或煉獄

1030 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的，但尚未完全淨他的人，雖

然他們的永遠得救己確定，可是在死後仍須經過煉淨，為得到必

需的聖德，進入天堂的福樂中。

1031 教會稱被選者最後的煉淨為煉獄，那絕不可與被判入地獄者

阱， 1472 的處罰相比。教會特別在藹冷翠 1和特倫多 2大公會議中欽定有

關煉獄的信條。教會的聖傳參照聖經某些章節3談到煉淨之火：

有關一些輕微的罪過，我們必須相信，在公審判前是有煉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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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那自稱為「真理」的一位曾肯定過，假如有人口裡褻潰

聖神，不論今世或在來t墅，都不會被赦免的（瑪 12:31) 。由此引

申有某些罪過可在今世得以赦免，另一些則在來世得以淨f肘。

l 參閱弱﹔令讀（ 1439): DS 1304. 2 參閱特倫多 (1563): DS 1820; (1547): DS 1580; 

另參閱本篤十二世，〈讚美天主〉憲令： DS 1000. 3 參閱格前3:15﹔伯前 1:7等例子。

4 聖大額我略，〈對話集｝ 4,39: PL 77,396. 

這煉獄的訓導是依據為亡者祈禱的做法，對此聖經早已說

過：「為此，他（猶大瑪加伯）為亡者獻贖罪祭，是為叫他們獲

得罪赦」（加下 12:46）。教會自始便紀念亡者，為他們奉獻祈

禱，尤其是感恩祭 1 ，為使他們得到煉淨，進入天主的榮福直觀

中。教會也鼓勵人為亡者行施捨、得大赦和做補贖：

讓我們援助和懷念他們。假如約伯的兒子能因父親的犧牲而得

到淨f凹，那麼為何我們懷疑為亡者的奉獻不會帶給他們安慰

呢？我們無須猶疑去幫助亡者，為他們獻上祈禱3 。

l 參間里昂二（1274): DS 856. 2 參閱約 1:5. 3 金口聖若望，〈格林多前書講道集〉

41,5: PG 61,361C. 

四、 t也﹔說

1032 

958 

1371 

1479 

除非我們自由地選擇愛天主，就不能與祂契合。假如我們犯 1033 

嚴重的罪過反對祂，反對近人，反對自己，我們就不能愛祂：

「那不愛的，就存在死亡內。凡惱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殺人的：

你們也知道：凡殺人的，便沒有永遠的生命存在他內」（若－ 3:

15）。我們的主早已說過，假如我們不對貧窮者、弱小者在其急

需中施予援手，我們就會與祂分離 1 。若人在大罪中過世時沒有 1861 

悔意，沒有接受天主的慈愛，這表示他藉著白由的抉擇永遠與主

分離。換言之，就是將自己排除與天主和真福者的共融之外，這 393 

種決定性的、自我排除的境況就稱為「地獄」 633 

1 參閱瑪 25:31,46.

耶穌屢次談到「地獄」，「不滅的火」 l ，這火是為那些至 1034 

死不肯相信、不肯悔改的人而保留的，在火裡他們的靈魂和肉身

都會一起喪亡2 。耶穌嚴厲地宣布，祂「要差遣祂的天便，將一

我信聖神 251 



切作惡的人收集起來，．．．．．．扔到火窯裡」（瑪 13:41-42），並宣

判：「可咒罵的，離開我，到永火裡去吧！」（瑪25:41)

l 參閱瑪5:22,29﹔ 13:42,50：谷 9:43 48. 2 參閱瑪 10:28.

1035 教會訓導聲明地獄的存在和永久性。那些在死罪中過世的靈

393 魂會立刻下地獄，受地獄的苦痛，就是「永火」 1 。地獄主要的

痛苦是與天主永遠的分離，因為人只可從天主那裡得到生命和福

樂，人是為此被創造，並不斷地渴求這生命和福樂。

l 參閱聖亞大納修，〈不拘誰〉信經＇ DS76：君士坦丁堡主教會議： DS 409,411; 

拉特朗四： DS 801：里昂二： DS858﹔本篤十二世，〈鑽美天主〉憲令： DS 1002; 

弱冷翠： DS 1351﹔特倫多： DS 1575; ＜天主子民信經＞ 12. 

1036 聖經和教會訓導對地獄的聲明是為喚起人的責任，人以永遠

1734 的歸宿為目標，該負責地運用他的自由。同時這些聲明成為請人

1428 皈依的迫切呼籲：「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為寬門和大路導入喪

亡﹔但有許多的人從那裡進去。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是

多麼狹！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瑪7:13-14）。

我們不知道何時何日，我們必須遵從主的勸告，時常警惕，期

望在結束了我們現世生命的唯一旅程之後，能與主同赴天宴，

並加入受祝福者的行列，不要像懶惰的惡f羹，被貶入永火及外

面的黑暗中，那裡將有「哀號切齒」 1 。

1 1β 鉤，4﹔瑪 22:13﹔參閱希 9:27﹔瑪 25:13,26，鉤，31-46.

1037 天主並沒有預定任何人下地獄1 。因為下地獄是故意離棄天

162 主的行為，亦即大罪，在大罪中罪人至死不悔改。在風恩祭和信

1014, 1821 友每日的祈禱中，教會懇求天主的仁慈，祂並不願意「任何人喪

亡，只願眾人回心轉意J （伯後 3:9) : 

主，所以我們懇求你，惠然收島內，你的僕人和你全家所奉獻的

這項禮品，使我們一生平安度日，脫免永罰，並得列入你簡選

的人群中2 。

1 參閱奧倫治第二屆會議： DS397﹔特倫多： DS 1567. 2 ＜｛羅馬彌撒經書〉，風恩經第一式 88.

678-679 五、最後審判

1038 所有亡者復活之後，不論「義人或惡人」（黑 24:15）都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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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最後的審判。「那時候凡在墳墓裡的都要聽見他（人子）的聲 10肘， 998

音而出來：行過善的，復活進入生命﹔作過惡的，復活而受審

判」（若5:28-29）。那時基督「將在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

一切民族，都要聚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如同牧人分

開綿羊和山羊一樣：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邊，山羊在左邊．．．．．．這

些人要進入永罰，而義人卻要進入永生」（瑪25:31,32,46）。

面對作為真理的基督，每個人與天主的其實關條將決定性地 1039 

披露無遺 1 。最後審判將毆示每個人在現世所行的善或未盡的本 678 

分，及其最終後果：

壞人的一切惡行都記錄下來，他們卻不知道。末日，「天主將

不會保持絨默」（詠50:3) ......祂轉向惡人，向他們說：「我曾

將我可愛的窮人為你們放在世上。我就是他們的首領，在天上

坐在我父的右邊，可是在地上我的肢體卻提飢受餓。假如你們

曾施捨過給我的肢體，你們的施捨本該到達他們的首領處。當

我將可愛的窮人放在世上，我是要他們成為你們的運輸者，將

你們的書行搬到我的寶庫裡，你們卻沒有將任何東西交到他們

于上，為此你們從我身上也得不到甚麼」 2 。

1 參閱若 12:49. 2 聖奧思定，〈講道集） 18,4,4: PL 詣，130-131.

當基督榮耀地再來時，就有最後的審判。只有天父知道那日 1040 

子和時辰，只有祂決定基督何時再來。通過祂的聖子耶穌，祂將 637 

對歷史作出決定性的發吉。我們將知悉整個創世工程和救恩計畫

的終極意義，同時將明白天主的眷顧，怎樣通過奇妙的途徑，引 314 

導萬有邁向最後的目標。最後審判要敢示天主的正義，勝於任何

受造物戶斤行的不義，因為祂的愛比死亡更強烈 1 。

1 參閱歌 8:6.

當天主還賜給人「悅納的時候和救恩的日子」（格後 6:2) 1041 

時，最後審判的訊息呼喚人皈依。它散發對天主聖善的敬畏，使 1432 

人為天國正義而獻身，宣告「所希望的真褔」（鐸2:13）、主的再 2854 

來，「因為祂要來，在祂的聖徒身上受光榮，在一切信眾身上受

讚美」（得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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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天新地的希望

1042 在時期的終結，天國將達到圓滿。公審判之後，靈魂和肉身

769,670 受到光榮的義人將與基督永遠為王，而宇宙自身也將得以更新：

那時教會．．．．．．將在天上的光榮中，才圓滿地實現，那就是萬物

復興的時候，也就是和人類緊相連接、又藉人類以達其終向的

310 普世萬物，將和人類一起，在基督內達到圓滿境界 1 。

1 1β48：參閱束 3:21﹔弗 1:10﹔哥 1:20：伯後 3:10 13. 

1043 這個奧妙的更新將使人類和世界都得以轉忱。聖經稱之為

671 280 「新天新地」（伯後 3:13)1 ，就是天主計畫決定性的實現，「天

518 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弗 1:10）。

1 參閱默21:1.

1044 在這個新宇宙 1 、天上的耶路撒冷裡，天主寓居在眾人當

中。祂「要拭去他們臉上的一切眼淚：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

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默

21:4)2 。

1 參閱默21:5. 2 參閱默 21:27.

1045 就人而論，這個圓滿將是人類成為一體的最終實現，這人

775 類的一體性是天主創造之初就願意的，也是旅途教會「作為聖

1404 事」 1戶斤象徵的。那些曾與基督結合的人將組成得救的團體、天

主的「聖城」（默21:2）、「羔羊的新娘」（默21:9），這團體不再

受罪惡、不潔2 、私愛所損傷，因為這一切只摧毀或傷害地上人

們的團體。榮福直觀將是福樂、平安和彼此共融的永不枯竭的泉

源，因為在直觀中天主將向被選者無窮無盡地顯示自己。

1 1β1. 2 參閱默21:27.

1046 就世界而論，敢示肯定人和物質世界具有深遠的共同歸宿：

349 凡受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懷有希望，脫離敗

壞的控制。．．．．．．因為我們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

歎息，同受產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這已蒙受聖神初果

的，也在自己心中嘆息，等待著我們肉身的救贖（羅8: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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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可見的宇宙本身也因而註定要得到轉化，「為使世界本 1047 

身恢復原來面貌，去為義人服役，不會再有任何障礙」’並分享

義人們在復活的耶穌基督內的榮耀 1 。

l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5,32,1: PG 7 /2,1210. 

「對大地及人類終窮的時刻，我們一無所知，亦不知萬物將 1048 

如何改變。但為罪惡所王占污的這個世界的面目，必將逝去。我們 673 

可從歐示得知，天主將替我們準備一個新的住所、新的天地，那

裡正義常存，幸福將要滿足並超出人心所能想到的一切和平的願

望」 1 。

1 GS 39,1. 

「但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僅不應削弱，而且應增進我們建 1049 

設此世的心火。因為新的人類大家庭的雛型，是滋長發育在今世

的，並己能給予人一些新天地的預象。故此，現世的進步雖然與 2820 

基督主國的廣揚有其分別，但就現世的進展而論，它有益於改善

人類的社會，故此，極為有利於天主的王國J 1 。

1 GS 39,2. 

「事實上......~切出於自然和人類努力所結的美果，我們把 1050 

這些美果遵從主的命令並在祂的神內，傳播到世上。其後，當基 1709 

督將永恆而普遍的王國交還聖父時，我們要再度看到這些美妙的

成果，將是毫無王占污而光輝奪目的」 1 。那時天主在永生中將成

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8) : 

實存而真正的生命，是父通過于在聖神內將天上的恩賜，傾注

在眾生中，一無例外。又因著祂的仁慈，我們，作為人，也領

受永生的不朽許諾2 。

1 GS 39,3：參閱 LG2. 2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慕道期甄選者的教理講授｝ 18,29: 

PG 33,1049﹔參閱〈時辰頌禱禮〉，常年期第十七週星期四誦讀。

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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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生者和死者的審判者。根據祂在人死亡那－~1J所做的 1051 

私審判，每個人在其不朽的靈魂上會領受永遠的報應。

我信聖神 255 



1052 「我們相信所有在基督恩寵內死去的靈魂．．．．．．是死亡彼岸的

天主子氏，在復活的那天，當這些靈魂和自己的肉身重新結

合時，死亡將被決定性地征服」 1 。

1 ＜天主于民信經＞ 28. 

1053 「我們相信在天堂上，圍繞耶穌和瑪利亞的眾多靈魂組成天

上的教會，他們在那永恆的真福中，看見天主實在怎樣，同

時他們以不同的程度與眾聖天使聯合，一起跟榮耀中的基督

執行天主的統治，他們以手足之情的關懷，為我們轉禱，扶

持我們的軟弱」 1 。

1 ＜天主子民信經＞ 29. 

1054 那些在天主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而尚未完全煉淨的人，雖

然他們永遠的得救已確定，在死後要經過煉淨，為能獲得必

需的聖德，進入天主的榮耀。

1055 因著「諸聖相通」的事實，教會將亡者交託給天主的仁慈，

為他們奉獻祈禱，尤其是感恩聖祭。

1056 教會效法基督，提醒信友那「憂傷和痛苦的永遠死亡」 1 ' 

就是「地獄」

1 聖職部，〈教理講授指南＞ 69. 

1057 地獄最主要的痛苦在於永遠與天主分離，人只有在天主內，

才能有生命和福樂，人為此被造，對此渴求。

1058 教會祈禱，勿讓任何人喪亡：「主，請不要讓我有一刻與林

分離。」假如「沒有人能自救」是真實的話，那麼，天主

「願意所有的人得救」（弟前 2:4）和「為天主一切都可能」

（瑪的：26）也是同樣地真實。

1059 「至聖的羅馬教會相信和堅決宣認，在去審判之日，所有的

人都連同自己的身體，出現在基督審判座前，對自己的行為

作交代」 1 。

1 里昂二 (1274): DS 859﹔特倫多： DS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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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期的終結，天主的王國將達到圓滿。義人將與基督為 1060 

王，其身體和靈魂受到榮耀，直到永遠，同時整個物質世界

都會轉化。天主必在永生中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8）。

阿們（AMEN)

信經與聖經的最後一部書（默示錄）一樣 1 ，以希伯來文 1061 

「阿們」結束。「阿們」也多次出現在新約祈禱文的結尾。同 2856 

樣，教會的祈禱文都以「阿們」結束。

1 參閱默22:21.

「阿們」與「信」的字根，在希伯來文裡是相同的。這字根 1062 

表示堅固、可靠、忠實。因此，不難明白「阿們」可以說是天主 214 

對我們的信賓和我們對天主的信靠。

在依撒意亞先知書裡，可找到「其實的天主」’依字面講起 1063 

來就是「阿們的天主」’表示天主忠於祂的許諾：「所以那在地 的

上為自己求福的，要向其實（阿們）的天主求褔」（依 65:16）。我

們的主也時常用「阿們」 1 ，有時還重複使用 2 ，為強調祂教導

的真實性，祂的權威是建立在天主的其實上。 156 

1 參閱瑪 6:2,5,16. 2 參閱若5:19.

信經最後的「阿們」是表示再說不口肯定最先的兩個字：「我 1064 

信」 o 信，就是對天主的話、許諾、誠命說「阿們」’那就是完

全把自己交給具有無限慈愛及完全信實的那一位。基督信徒每天

的生活是對我們洗禮中宣認的「我信」說「阿們」： 阱， 2101

願信經對你有如一面鏡子。在鏡子中看看你自己：看你是否相

信你聲稱所信的一切。願你天天以你的信德為樂 1 。

1 聖奧恩、定，〈講道集） 58,11,13: PL 38,399. 

耶穌基督自己是「阿們」（默3:14），祂是天父對我們之愛的 1065 

決定性「阿們」﹔祂攝取並完成我們對父的「阿們」：「一切天

主的恩詐，在祂內都成了『是』’為此也藉著祂，我們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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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使光榮藉我們歸於天主」（格後 1:20）。

全能的天主聖父，

一切崇敬和榮耀，

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

並聯合聖神，

都歸於神，直到永遠。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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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基督奧跡的慶典



這是第四世紀初，聖伯多棒和聖馬爾塞萊努斯（Marcellinus）地下墓

穴的壁晝。

畫中描繪耶穌與患血漏的婦人相遇。這婦人多年受病痛煎熬，在此

刻觸摸到耶穌的外衣，「一股能力由祂身上出去」（參閱谷 5:25-34），使

婦人得到痊癒 o

教會的聖事迄今仍延續基督在世完成的工程（參閱§ 1115）。聖事就

如這些出自基督身體的能力，為治療我們罪惡的創傷，並為賜予我們基

督的新生命（參閱§ 1116）。

這圖畫象徵天主子神聖和救援的力量，祂通過聖事的生命拯救整個

的人，靈魂和肉身。





為甚麼有禮儀？

在信經裡，教會明認聖三的奧跡和聖三對所有受造物的「慈 1066 

愛計畫」 1 ：天父為了世界的得救和祂聖名的光榮，派遣祂的愛 50 

子和聖神，來完成「祂旨意的奧秘」。這就是基督的奧跡2 ，這

奧跡依照一個計畫，在歷史中敢示和實現。這計畫是天主上智的

「安排」’聖保祿稱之為「奧秘的計畫」 3 ，而教父的傳統則稱 劫

之為「降生聖言的工程」或「救恩計畫」

1 參閱弗 1:9. 2 參閱弗 3:4. 3 參閱弗 3:9.

「這救贖人類和圓滿地光榮天主的工程，曾藉天主在舊約子 1067 

民中所行的奇妙工程預告出來，由主基督予以完成﹔尤其是以祂

的逾越奧跡，即祂光榮的苦難、從死者中復活、光榮升天，來完

成這工程，如此，『中也以聖死摧毀了我們的死亡，並以復活恢復

了我們的生命』。事實上，基督安眠於十字架上時，從祂的肋旁

湧流出整個教會這奇妙聖事」 1 。因此，教會在禮儀中慶祝的核 571 

心是逾越奧跡﹔基督藉此奧跡，完成了救贖我們的工程。

1 SC 5,2﹔參閱聖奧恩定，《聖詠漫談｝ 138,2: PL37,1784-1785. 

教會在禮儀中宣布和慶祝的就是基督的奧跡，為使信友能在 1068 

世界上見証這奧跡’並依此生活：

事實上，藉著禮儀，尤其在戚恩聖祭中，「我們得救的工程得

以實現」，因此，禮儀最能促使信友在他們的生活中表達並昭

示基督的奧跡，和真教會的純正本質 1 。

1 SC 2. 

「禮儀」一詞何義？

「禮儀」一詞，原意是「公共的工作」’「代表人民和為人 1069 

民所做的服務」。在基督徒的傳統上，「禮儀」意指天主的子民

參與「天主的工程」 l 。我們的救主、大司祭基督，透過禮儀，

在祂的教會內，借同教會並藉著教會，繼續救贖我們的工程。

1 參閱若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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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 在新約中，「禮儀」一詞不但用來表示敬神之禮的舉行 1 ' 

也意指福音的宣布 2和愛德的實踐 3 。所有例子都顯示出禮儀與

事奉天主和服務人群有關。在舉行禮儀慶典時，教會是僕人，肖

783 似她的主一一唯一的「禮儀執行者」（Leiturgos) 4 ，分享祂司祭

（敬禮）、先知（宣布）與王者（愛德服務）的職務：

因此，理應視禮儀為耶穌基督司祭職務的執行。在禮儀中，藉

著有形可見的標記，且按每一標記專有的方式，表示並實現人

的聖他﹔同時，在禮儀中，也是耶穌基督的奧體，包括元首及

其肢體，實行完整的公開敬禮。所以，一切禮儀慶典，由於是

基督司祭及其身體 一教會的工程，當然是最卓越的神聖行

動，教會的任何其他行動，都不能以同樣的等級干口名義眼禮儀

的效能相比5 。

1 參閱宗 13:2：路 1:23. 2 參閱羅 15:16 ：斐 2:14-17 ,30. 3 參閱羅 15:27：格後9:12：斐 2:25.

4 參閱希 8:2,6. 5 SC 7 ,3 4. 

禮儀是生命的泉源

1071 禮儀是基督的工程，也是其教會的行動。禮儀實現並顯示，

1692 教會是天主和人類經由基督而共融的有形標記。禮儀促使信友投

身教會團體的新生活，並要求信友「有意識地、主動地和有實效

地參與」 1 。

1 SC 11. 

1072 「禮儀並不涵蓋教會的全部行動」 1 ：在禮儀之前，先該有

福音宣講、信德和皈依，禮儀才能在信友生活中結出果實：在聖

神內度新生活，承擔教會的使命，並為教會的合一服務。

1 SC 9. 

祈禱與禮儀

1073 禮儀又是參與基督在聖神內向天父的祈禱。所有基督徒的析

禱，都可在禮儀中找到它的泉源和終向。藉著禮儀，人的內心扎

根並建基於天父在祂愛子內「愛我們的大愛」（弗 2:4)1 。這是

2558 同一的「天主奇妙工程」，在任何時代，在聖神內（弗 6:18），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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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祈禱，得以活現和深入人心。

1 參閱弗 3:16-17.

教理講授與禮儀

「禮儀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 1074 

泉源」 1 。因此，禮儀是天主子民傳授教理最卓越的場合。「教

理講授在本質上跟整個禮儀與聖事行動緊密連繫’因為基督耶

穌在聖事裡，尤其在聖體聖事中，以全部的力量和行動，改造人

美頁」 2 。

1 SC 10. 2 ＜教理講授＞ 23. 

禮儀的教理講授，目的是引導人進入基督的奧跡（mysta- 1075 

gogy，釋奧），從可見的到不可見的，從表示的象徵到被表示的 426 

實體，從「聖事」到「奧跡」。這樣的教理講授該是本地和區 774 

域性的教理工作。本教理書乃給整個教會應用，在其不同的禮節

與文化中 1 ，展示整個教會有關禮儀的基本和共逅的道理：第一

部分解釋「禮儀就是奧跡，就是慶典」﹔第二部分介紹七件聖事

和聖儀。

1 參閱以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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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聖事性救恩計畫

五旬節那天，聖神的降臨使教會呈現於世界面前 1 。聖神的 1076 

恩賜開創了「分施奧跡」的新時期：教會的時期。在這時期裡，

基督藉著祂教會的禮儀，彰顯、臨現和通傳祂救恩的工程，「直

到祂再來」（格前 11:26）。在這教會的時期，基督一直以適合這

新時期的嶄新方式，在教會內並借同教會生活和行動。祂藉著聖 739 

事而行動：這就是東方和西方傳統共稱的「聖事性救恩計畫」﹔

即在教會「聖事」禮儀的慶典中，通傳（或分施）基督逾越奧跡

的果實。

因此，我們首先要闡明「聖事的分施」之意義（第一章）。

這樣，更能清楚顯示禮儀慶典的性質及其外觀的要點（第二章）。

l 參閱故二 6﹔ LG2.

第一章

教會時期的逾越奧跡

第一條

禮儀一一天主聖三的工程

一、禮儀的根源和終向一一天父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祂在天上，在基 1077 

督內，以各種屬神的祝福，降福了我們，因為祂於創世以前，在 4刃

基督內己簡選了我們，為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的﹔又

由於愛，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

子的名分，而歸於祂，為頌揚祂恩寵的光榮，這恩寵是祂在自己

的愛子內賜予我們的」（弗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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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降福（blessing）一詞，用於天主時，是指天主賦予生命的行

2626 動，而天父就是生命的根源，祂的降福既是言語也是恩賜（ bene-

dictio, eu-logia，說好話）﹔用於人類時，是表示人在感恩中向其

造物主的欽崇和交付，稱為「頌揚」或「讚頌」。

1079 從時問的開始至終結，天主的整個工程都是降福。受默感的

作者，藉頌揚世界初創的禮儀詩歌，以至天上耶路撒冷的讚美

詩，宣布救恩的計畫是天主一個極豐厚的降福。

1080 自起初，天主就降褔所有生物，尤其是男人和女人。雖然人

的罪使大地受到「詛咒」，但天主與諾厄和所有生物所訂的盟

約，卻恢復這個令大地充滿生機的降福。人類的歷史原先邁向死

亡，然而，自亞巳郎開始，天主的降褔卻貫穿人類的歷史，為使

人類再回到生命及其根源：由於亞巴郎一一「信者之父」藉信德

承受了降福，救恩的歷史就開始了。

1081 天主的降福透過一些驚人的救恩事件顯露出來：依撒格的

誕生﹔離開埃及（逾越和出谷）﹔恩許賜予福地﹔選立達味﹔天

主臨在聖殿裡﹔充軍的淨他以及「卑微的遺民」的回歸。法律

書、先知書和聖詠交織出選民的禮儀，以紀念天主的降福，同時

透過讚頌和感恩，回應天主的降福。

1082 在教會的禮儀中，天主的降褔圓滿地顯示出來並過傳給人：

天父受到稱頌和欽祟，因為祂是創造和救恩的一切祝福的根源和

終向﹔祂藉著那為我們降生、死亡和復活的聖言，使我們洋溢祂

所賜的福澤﹔並藉祂（基督）在我們心中傾注那滿載一切恩賜的

恩賜：聖神。

1083 因此，我們了解基督徒禮儀的雙重幅度，就是天父無條件賜

2627 給我們「屬神的福澤」’和我們對祂作出信德和愛的回應。一方

面，教會為了天父「那不可吉喻的恩賜」（格後9:15），聯合她

的主，在「聖神的推動下」（路 10:21) ，以欽崇、讚美和感恩來

頌謝天父。另一方面，在天主的計畫圓滿地完成之前，教會將不

1360 斷向天父呈上「祂恩賜的獻禮」’懇求祂派遣聖神降臨到這些禮

品上，降臨於教會、信徒以及全世界，使天主賜與的這些恩惠，

藉著結合於司祭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並藉著聖神的德能，結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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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果實，以「頌揚祂（天父）恩寵的光榮」（弗 1:6）。

二、禮儀中的基督工程

受光榮的基督．．．．．

基督「坐在聖父的右邊」，把聖神傾注在祂的身體一一教會 1084 

之內。於是，基督透過自己建立的聖事，通傳祂的恩寵。聖事是 662 

人可以感覺到的標記（言語和行動），是我們現實人↑生所能觸及

的。聖事憑基督的行動和聖神的德能，有效地實現其標記所表達 1127 

的恩寵。

基督在教會的禮儀裡主要是表明和實現祂的逾越奧跡。耶穌 1085 

在世的時候，藉著祂的教導和行動，宣講和預告祂的逾越奧跡。

當祂的時辰一到 1 ，祂經歷了一件在歷史中永存不朽、獨一無二

的事件：祂「一次而永遠地」（羅 6:10﹔希 7:27; 9:12）死亡、被埋

葬、從死者中復活、升天，並坐在天父的右邊。這是千真萬確的

事件，在我們的歷史中發生了，至今仍是那樣無與倫比的：其他

所有的歷史事件，一經發生，隨即消逝，淹沒在過去的歲月裡。

但是，基督的逾越奧跡不會停留在過去的歷史中，因為祂已藉著

自己的死亡摧毀了死亡，於是，基督本身的一切 祂為全人類 別

所做和所受的苦 都分享了天主的永恆，超越萬世，臨現人

間。十字架和復活的事件長存不朽，並吸引眾人歸向生命。 1165 

1 參閱若 13:1: 17:1. 

．．．從宗徒的教會起﹒．．．．．

「猶如基督為父所派遣，同樣祂又派遣了宗徒們，使他們 1086 

充滿聖神，不僅要他們向一切受造物宣講福音，宣布天主聖子 858 

以其死亡與復活，從撒旦權下，並從死亡中，把我們解救出

來，移置在天父的國內﹔並且要他們以全部禮儀生活的核心

祭獻與聖事，來實現他們所宣講的救世工程」 1 。

1 以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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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因此，復活的基督賜給宗徒們聖神，把祂的聖忙權能賦予他

們 1 ：他們成為基督的聖事標記。藉同一聖神的德能，他們把這

861 權能授予他們的繼承人。這「宗徒繼承」建構教會的整個禮儀生

1536 活﹔宗徒繼承本身是聖事性的，通過聖秩聖事得以傳遞。

1 參閱若20:21-23.

．．．．．．臨在世上的禮儀中．．．．．

1088 「為完成此大業」一一一分施或通傳祂的救恩、工程，「基督常

776, 669 與祂的教會同在，尤其臨在於禮儀行動中。如此，祂臨在彌撒聖

祭中，臨在司祭身上，『祂曾在十字架上永遠地奉獻了自己，而

1373 今祂仍藉著司祭的職務親作奉獻』﹔而祂在感恩祭餅酒形下的臨

在，更達至極點。祂又以其德能臨在聖事內，因而無論是誰付

洗，實為基督親自付洗。祂臨在自己的吉語中，因而在教會內恭

讀聖經，實為基督親自發言。最後，教會祈禱及歌頌時，祂也

臨在其間，正如祂所許諾的： r哪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

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 18:20）」 1 。

1 SC 7. 

1089 「基督為完成光榮天主和聖先人類的偉大工程，無時不與教

7必 會結合，因為教會是基督至愛的淨配，呼喚祂為自己的主，並通

過祂向永生之父呈奉敬禮」 1 。

1 SC 7. 

．．．．．．參與天上的禮儀

1090 「在人間的禮儀中，我們預嘗並參與那在天上聖城耶路撒冷

1137-1139 所舉行的禮儀，我們以朝聖者的身分向那裡邁進，那裡有基督坐

於天主的右邊，作為聖所及真會幕的巨僕﹔我們借同天朝全體軍

旅，向上主歡唱光榮的讚歌：我們尊敬並紀念所有聖人，希望加

入他們的行列：我們也期待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一一我們的生命

出現，那時，我們將同祂一起出現在光榮之中」 1 。

1 S<二 8﹔參閱 LG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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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儀中的聖神和教會

在禮儀中，聖神是天主子民f吉德的導師，「天主的傑作」 1091 

新約聖事一一的工匠。聖神在教會中的願望和行動，就是使我 798 

們活出復活基督的生命。聖神激勵我們作出信德的回應，當祂

在我們身上遇到這信德的回應時，便會實現一種其實的天人合

作。藉此，禮儀成為聖神和教會的共同行動。

聖神在透過聖事分施基督奧跡時，猶如在救恩史的其他時期 1092 

一樣，以同樣的方式行動：祂準備教會與主相遇﹔祂便會眾以信 737 

德紀念基督，並把基督彰顯給他們：祂以其轉忱的德能，使基督

的奧跡臨在並實現﹔最後，共融的聖神把教會與基督的生命和使

命結合為一。

聖神準備教會接納基督

聖神在聖事的救恩計畫中完成舊約的預象。既然「在以色列 1093 

民族的歷史和舊約中，已經奇妙地妥善準備了」基督的教會那 1 ' 762 

麼，教會的禮儀保存了舊約中的一些敬禮的要素，作為其完整和

不可取代的部分：

主要是宣讀舊約： 121 

以聖詠祈禱： 2585 

一一特別是紀念一些救恩事件及預象，這些事件和預象已在基督 1081 

奧跡中得以圓滿實現（許諾與盟約、出谷與逾越、王國與聖殿、

充軍與還鄉）。

1 1β2. 

有關主的逾越教理講授 1是依據這個新舊約的彼此協調而建 1094 

構的 2 ，其後的宗徒和教父也依據此講授教理。這教理講授揭露 128-1月

了一直隱藏在舊約文字之下的基督奧跡。它被稱為預象法（typo-

logical) 的教理講授，因為它以預象（figures, types）作出發點，

顯示基督的「新」。這些預象以第一個盟約的事實、言語和象

徵，宣告了基督。在真理之神指導下，以基督為起點，回頭再讀

舊約，這些預象的真貌就得到揭曉3 。正如洪水和諾厄方舟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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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聖洗帶來的救恩 4 ，雲柱、過紅海亦然：擊石出水是預示基督

的屬于申恩賜 5 ﹔同樣，在曠野降下的瑪納則預示聖體聖事一一

「天上來的真正食糧」（若6:32）。

l 參閱DV 14-16. 2 參閱路24:13 49. 3 參閱格後3:14 16. 4 參閱伯前 3:21.

5 參閱格前 10:1-6.

1095 因此，教會「今日」在她的禮儀中，尤其在將臨期、四旬期

281 以及最隆重的逾越節之夜，重讀和重活這些救恩史中的偉大事

的 跡。但這要求教理講授幫助信友開放自己，好能「心領神會」救

恩計畫，按照教會禮儀所展示的並要我們把它活出來的那樣。

1096 猶太禮儀與基督徒禮儀。如果我們對猶太人至今仍宣認和實踐的信

仰和宗教生活，有較深刻的認識，當有助於更深入了解基督徒禮儀的某些

層面。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來說，聖經是禮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宣言賣天

主的聖言，回應聖言，讚頌祈禱和為生者死者代禱，懇求天主的憐憫。聖

1174 道禮儀專有的結構，乃源自猶太人的祈禱。時辰頌禱禮以及其他禮儀禱詞

和經文，都與猶太人的祈禱文有相似之處，甚至最受我們敬重的祈禱文，

1352 包括「我們的天父」（主禱文），也是如此。同樣，感恩經也受到猶太傳

統模式屆主發。猶太禮儀和基督徒禮儀的相互關係，以及內容上的差異，尤

見於禮儀年中的大慶節，如逾越節。基督徒和猶太人都慶祝逾越節：猶太

840 人所慶祝的，是歷史上的逾越節，這為他們來說，仍要朝向未來邁進的﹔

為基督徒來說，這逾越節已在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中完成了，但仍在不斷期

待著它最終的圓滿。

1097 在新約的禮儀中，所有的禮儀行動，尤其是感恩祭和聖事

慶典，都是基督與教會的相遇。舉行禮儀慶典的會眾在「聖神的

共融」中得以團結合一，因為聖神把天主的子女團聚在獨一無二

的基督奧體內。禮儀超越人類親屬、種族、文化以及社會的關

條。

1098 會眾應當準備自己與主相遇，成為「準備妥善的子民」。這

種心靈上的準備，是聖神與會眾，尤其與主禮者之間的共同行

1430 動。聖神的恩寵是要振興人的信德、心靈的皈依，以及對天父旨

意的順從。這些準備都是先決條件，為能接受禮儀慶典本身所帶

來的其他恩寵，以及禮儀慶典所預定以後產生之新「生命」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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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使會眾紀念基督的奧跡

聖神和教會在禮儀中共同行動，以顯示基督和祂的救恩工 1099 

程。禮儀是救恩奧跡的紀念，主要在感恩祭中，並以類似的方式

存在於其他聖事中。聖神是教會活﹔發生動的「記憶力」 1 。 91 

1 參閱若 14:26.

天主聖言。聖神賦以所宣布的聖言生命，首先是使參與禮儀 1100 

的會眾，「紀念」救恩事件的意義。

在舉行禮儀時，聖經是極其重要的。因為所宣讀並藉講道所解 l凹， 131

釋的經文，以及誦唱的聖詠，都是從聖經而來﹔經文、祈禱和

禮儀詩歌，也是由聖經所眉立發和潛移默忙而來﹔還有動作與象

徵’都是從聖經中取得意義 1 。

1 S<二 24.

聖神依照宣讀者和聆聽者的心靈準備，恩賜他們心領神會天 1101 

主聖言。聖神透過那些構成禮儀慶典的吉語、行動和象徵，使 117 

信友和主禮者與基督一一天父的聖言和肖象一一建立活生生的關

係’為使他們能把在慶典中所聆聽、默觀和所做的一切，在自己

的生活裡實踐。

「救世的聖言，滋養基督徒心中的信德：信德，使基督徒 1102 

團體誕生並成長」 1 。宣讀天主聖言並不止於教導，它邀請人作

出信德的固應，就是首肯與獻身，好能進入天主與祂子民的盟 的

約。再者，聖神賦予團體信德的恩寵，並使之堅強和成長。參

與禮儀的會眾，首先是在信德中的共融。

1 P04. 

紀念 （Anamnesis） 。禮儀慶典常常涉及天主在歷史中救恩性 1103 

的干預。「這敢示的計畫，藉彼此內在緊害聯繫的行動和言語形 1362 

成．．．．．．。言語則宣布工程，可t闡明其中所含的奧跡」 1 。在舉行

聖道禮儀時，聖神便會眾「紀念」基督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按照

禮儀行動的本質以及各教會的禮儀傳統，每次舉行禮儀慶典都會

透過長短不同的「紀念禱詞」 （Anamnesis） ，來「紀念J 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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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仕工。聖神就這樣喚醒教會的記憶，從而激發戚恩和讚頌

（「光榮頌」 Doxology）。

1 DV2. 

聖神實現基督奧跡

1104 基督徒禮儀不但紀念所有拯救我們的事件，並且把它們實現

10的 和臨現於此時此地。我們慶祝基督的逾越奧跡，不是重複這奧

跡，重複的是慶典。聖神傾注在每個慶典中，實現這獨一無二的

奧跡。

1105 呼求聖神禱詞 （Epiclesis） ：司鐸藉此禱詞呼求聖父派遣聖他

11刀 者聖神，使奉獻的禮品成為基督的體血，並使領受基督體血的信

徒，自身也成為獻給天主的活祭品 1 0 

1 參閱羅 12:1.

1106 「呼求聖神禱詞」連同「紀念禱詞」’是每次舉行聖事慶

典，尤其是感恩祭的中心：

1375 你會問：麵餅如何成為基督的身體，而酒又如何成為基督的寶

血呢？那麼，我對你說：是聖神介入並完成這事件，這是超越

一切言語和思想的。．．．．．．你只要明白這是聖神的工程就夠了，

正如主曾藉聖神，經由祂並在祂內，從童貞聖母那手里，取得了

肉軀一樣 1 。

1 聖若望﹒達瑪森，〈論正統信仰） 4,13: PG鈍，1145A.

1107 在禮儀中，聖神轉忱的德能促進天國的來臨和救恩奧跡的圓

2816 滿完成。在等待及希望之中，聖神使我們確實預嘗到天主聖三的

圓滿共融。天父應允教會呼求聖神的祈禱而派遣聖神：聖神把生

命賦予所有接納祂的人，並從現在起，為他們立下獲得面司業的

「 f呆言正」 1 。

1 參閱弗 1:14﹔格後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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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的共融

聖神在所有禮儀行動中的使命，就是使團體與基督合而為 1108 

一，以形成祂的身體。聖神好比天父的葡萄樹的汁液，使枝條結 788 

出果實 l 。聖神與教會之間的密切合作，在禮儀中確實地實現。 1091 

祂一一共融之神一一圓滿無缺地居住在教會之內。因此，教會是 775 

與天主共融的偉大聖事，把分散各地的天主子女重新團聚一起。

聖神在禮儀中所結出的果實，就是與天主聖三的共融，和信友之

間的弟兄共融，二者響不可分2 。

1 參閱若 15:1-17﹔迦 5:22. 2 參閱若一 1:3-7.

「呼求聖神禱詞 J ，也是祈求天主使會眾與基督奧跡的共融 1109 

達到圓滿的效果。「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和天主的慈愛，以及聖

神的共融」（格後 13:13）應常常存留在我們當中，並且在感恩祭

以外結果實。因此，教會祈求聖父派遣聖神，使信徒藉著靈性上

的轉忙，肖似基督，藉著促進教會的合一，並透過見証及愛德服

務分擔教會的使命，如此以生活作為獻給天主的活祭品。 1368 

撮要

在教會的禮儀中，天主聖父受到讚頌和欽崇，因為祂是一切 1110 

創造和救恩祝福的根源。祂在愛子內降福我們，賜給我們聖

神，好使我們成為祂的義子。

基督在禮儀中的行動是聖事性的，因為祂救恩的奧跡藉著聖 1111 

神的德能，臨現在禮儀中﹔又因為祂的身體，亦即教會，如

同聖事（標記和工具）一樣，聖神在她內分施救恩的奧跡﹔

且因為旅途中的教會通過其禮儀行動，已在此世以預嘗的方

式參與天上的禮儀。

聖神在教會禮儀中的使命，就是準備會眾與基督相遇﹔使會 1112 

眾以信德紀念基督，並把基督彰顯給他們﹔使基督的救世工

程，藉著轉化的德能臨在和實現﹔並使此共融之息，在教會

內結出美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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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教會聖事中的逾越奧跡

1113 教會的整個禮儀生活以感恩祭和聖事為核心 1 。在教會內有

1210 七件聖事：聖洗、堅振（或傳油）、感恩（聖體）、懺悔、病人傅

油、聖秩及婚姻2 。本節將從信理的角度說明教會七件聖事的共

同點。至於有關舉行聖事慶典的共同要素，將在下一章說明。每

件聖事的獨特之處，則在第二部分闡明。

l 參閱 SC6. 2 參閱里昂二（1274): DS 860﹔弱冷翠 (1439): DS 1310﹔特倫多（1547): DS 1601. 

一、基督的聖事

1114 我們「依從聖經的訓導，宗徒的傳統以及．．．．．．教父們一致

的想法」’宣認「新約的聖事，皆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建立

的」 1 。

1 特倫多 (1547): DS 1600 1601. 

1115 不論是耶穌在世的隱居生活或公開傳教，祂的所言所行都具

512-560 有救援的力量，因為它們已提前了祂逾越奧跡的力量。這些言行

宣告並準備，祂在完成一切時所要賜給教會的救援。基督生平的

每個真跡，皆構成基督現在藉著祂教會的僕人，在聖事中所分施

的一切的基礎，因為「在我們救主身上有形可見的一切，都已通

傳到祂的奧跡中」 1 。

1 堂大良一世，〈講道集｝ 7 4,2: PL 54,398A. 

1116 聖事是從基督一直活著及賦予生命的身體上「湧流出來的力

1504, 774 量」 1 ，也是聖神在基督奧體一一教會一一內的行動：聖事確是

天主在新而永久的盟約中的「傑作」

1 參閱路5:17﹔ 6:19﹔ 8:46.

二、教會的聖事

1117 聖神引導教會「進入一切真理」（若 16:13），因而教會作為

天主奧跡的忠信管家，漸漸認出這個從基督所接受的寶藏，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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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何「分施」’此寶藏就如教會準確地認出聖經的正典和信理 120 

一樣 1 。如此，教會經過不同世代，在她眾多的禮儀慶典中，辨

認出七個禮儀行動，按專有的神學名詞來說，它們就是主所建立

的聖事。

l 參閱瑪 13:52﹔格前 4:1.

聖事是「教會的」，有雙重意義：聖事是「憑教會」和「為 1118 

教會」而存在的。聖事「憑教會」而存在，是因為教會本身是基

督行動的聖事，亦即基督藉著派遣聖神在教會內行動。聖事

「為教會」而存在，是因為它們是「構成教會的聖事」 1 ﹔又因 1396 

為聖事，尤其感恩（聖體）聖事，把與天主共融的奧跡，就是把

本身是「愛」、也是「三位一體」之天主的共融奧跡，顯示並通

傳給人類。

1 聖奧思定，〈天主之城｝＞ 22,17: PL41,779﹔參閱S甘汁，64,2,ad3.

由於教會聯同元首基督形成「一個獨一無二的奧妙位格」 l ' 1119 

因此教會是作為一個「有機組織的可祭團體」 2在聖事中行動： 7刃

通過聖洗手口堅振，信友成為司祭的子民，有資格舉行禮儀﹔另一

方面，「有些信友經由聖秩聖事的祝聖，因基督的名義，以天主

的聖言和恩寵，牧養教會」 3 。

1 比約十二世，〈奧體〉通諭（29.6.1943). 2 Iβ11. 3 Iβ11, 2 . 

晉秩職務（ordained ministry），或稱「公務司祭職」 1 ，是 1120 

為聖洗的司祭職服務。公務司祭職保証在聖事中，是基督親自藉 1547 

著聖神，為教會而行動。天父將救世的使命交託給祂降生成人

的聖子，再由聖子將之交託給宗徒們，宗徒們又交託給其繼承

人﹔他們領受耶穌的聖神，為了因祂的名義和身分而行動2 。因

此，聖職人員是聖事性的連繫，使禮儀行動與宗徒們的吉行連

接起來，並通過宗徒與基督的言行連接起來：基督是聖事的根源

和基礎。

1 Iβ10,2. 2 參閱若 20:21 23：路 24:47﹔瑪 28:18-20.

聖洗、堅振和聖秩三件聖事，除了賦予聖事恩寵外，還賦予 1121 

聖事的神~D或「印號」’信友藉此分受基督的可祭職，並按照不 1272,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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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 同的身分與任務，成為教會的一分子。這令人肖似基督和教會的

印號，由聖神所實現，是永不會磨滅的 1 ：這印號時常存留在信

友內，成為他們領受恩寵的積極準備﹔它又是天主照顧的許諾和

保証，且是欽崇天主和服務教會的召叫。為此，這三件聖事是不

可重複領受的。

1 參閱特倫多 (1547): DS 1609. 

三、信德的聖事

1122 基督派遣了祂的宗徒，是要他們「因祂的名，向萬邦宣講悔

改，以得罪之赦」（路 24:47）。「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

849 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瑪 28:19）。付洗的使命及行聖

的6 事的使命，已蘊含在宣講福音的使命中，因為聖事須先以天主聖

言和信德作準備﹔而信德就是對天主聖言的順服：

天主的子民，首先是藉生活的天主的聖言集合起來．．．．．．’宣講

聖言，為施行聖事是不可缺少的，因為聖事是信德的聖事，而

信德是由聖吉產生並滋養的 1 。

1 PO 4,1 2. 

1123 聖事的目的是為聖先人類、建設基督的身體，最後也是為向

天主呈奉敬禮﹔但聖事也是記號，有習！！導的效用。聖事不僅預設

1154 已有信德，而且藉言語、物品來滋養、加強並表達信德，所以稱

為信德的聖事1 。

1 SC 59. 

1124 教會的信德先於信友的信德﹔信友是應邀來加入教會的。當

166 教會舉行聖事慶典時，就是宣言忍受自宗徒的信仰。因此有一句古

1327 者的格言說：「祈禱律就是信仰律」 (lex orandi, lex credendi) ' 
或依照第五世紀普洛斯柏﹒阿基桂丹 1 的說法：「祈禱律制定信

仰律」 (legem credendi lex statuat supplicandi) ：祈禱之律就是
信仰之律，教會怎樣祈禱就怎樣相信。所以，禮儀是神聖的和活

78 生生的聖傳之構成因素2 。

1 〈論推土長主教權威書） 8: PL 51,209. 2 參閱D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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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任何聖事的儀式不可由施行人（minister）或團體按自 1125 

己的喜好而改變或操縱﹔甚至教會的最高權力亦不得任意更改禮 1205 

儀：只有在服從信仰並虔敬地尊重禮儀奧跡的情況中，始可作某

些改變。

此外，既然聖事表達和發展教會內信仰的共融，那麼，祈禱 1126 

律 （lex orandi) 就是為尋求恢復基督徒合一而作交談的一個必要 切

準則 1 。

1 參閱UR2﹔ 15.

四、救恩的聖事

在信德中相稱地舉行的聖事慶典，賦予聖事所表徵的恩寵1 。 1127 

聖事是有效的，因為基督在聖事中親自行動：是祂在付洗，是祂 1084 

在聖事中行動，過傳聖事所表徵的恩寵。天父常聆聽祂聖子的教

會的祈禱，教會在每件聖事的呼求聖神禱詞中，表達她對聖神 1105 

德能的信德。就如火會使接觸到的一切性為火焰，聖神也使順服 696 

於祂德能之下的一切，轉化為天主的生命。

l 參閱特倫多（1547): DS 1605; 1606. 

這就是教會戶斤肯定的意義 1 ：聖事因其本身而見效，事效性 1128 

(ex opere opera的：依字面解釋，指由於行動已完成的事實），就

是說，基於基督一次而永遠完成的救援工程而產生效果。由此可

知，聖事「並非由於施行人或領受人的義德，而是由於天主的德

能所實現」 2 。當一件聖事慶典是按照教會的意向而舉行時，基 1584 

督和祂聖神的德能在聖事中、透過聖事而行動，無需依靠施行人

的個人聖德。可是，聖事的效果仍要視乎領受聖事者的準備情

﹔兄。

1 參閱特倫多（1547): DS 1608. 2 STh 3’的，8.

對信者來說，教會明確地指出，新約的聖事為救恩是必需 1129 

的 1 。「聖事的恩寵」是由基督賦予的聖神的恩寵，且每件聖事 1257,2003 

有其專有恩寵。聖神﹔台癒干口轉f七領受聖事者，使他們肖似天主

子。聖事生活的果實，就是那使人成為制子的聖神2 ，把信友與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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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聖子、救主活潑地結合為一，並使他們分享天主的生命。

1 參閱特倫多（1547): DS 1604. 2 參閱伯後 1:4.

五、永生的聖事

1130 教會慶祝主的奧跡，直到「主再來」和「天主成為萬物中之

萬有 J 的時日（格前 11:26 ﹔ 15:28）。自宗徒時代起，禮儀就以聖

2817 神在教會內的嘆息說：「主，請快來！」 （Marana tha ！ 格前 16:

22）而邁向其終結。因此，聖事分享了耶穌的意願：「我渴望而

又渴望，同你們吃逾越節晚餐，．．．．．．非等到它在天主的國裡成全

了，我絕不再吃」（路22:15-16）。在基督的聖事中，教會已領受

950 了她桐業的保証，已經在分享永遠的生命，儘管仍在「期待所希

望的幸福，和我們偉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菜的顯現」（鐸

2:13）。「聖神和『新娘』都說：『主耶穌！來罷．．．．．．來罷。』」

（默 22:17,20）。

聖多瑪斯將聖事標記的不同幅度綜合如下：「聖事是紀念性的

標記，紀念過往，亦即基督的苦難﹔是指示性的標記，指出基

督苦難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效果，就是恩寵﹔是預示性的標記，

因為它預先宣告即將來臨的縈耀」 1 。

1 STh 3,60,3. 

撮要

1131 聖事是產生恩寵的有效標記，由基督建立並交託給教會。透

過聖事，天主的生命分施在我們身上。舉行聖事時之有形儀

式，~徵並實現每件聖事專有的恩寵。聖事會在那些準備妥

當的領受者身上，產生效果。

1132 教會作為一個司祭團體，舉行聖事慶典﹔這團體是由聖洗的

司祭職及聖職人員的司祭職共同組成。

1133 聖神以天主聖言和信德為聖事慶典作準備，這信德使人妥善

地準備，心靈領受天主聖言。為此，聖事強化並表達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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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事生活的效果既是個人的，又是教會的。前者是使每位信 1134 

友因天主而得到在基督耶穌內的生命，後者是使教會在愛德

和見証的使命上成長。

章第

逾越奧跡的聖事慶典

禮儀的教理講授首先是了解聖事性的救恩計畫（第一章）。 1135 

在這光照下，聖事↑生救恩計畫的慶典才能顯示出其新意。因此，

本章的內容是論述教會的聖事慶典的舉行。我們將通過不同的禮

儀傳統，探究七件聖事慶典的共通點﹔至於七件聖事各有各的特

點，將在後面論述。這有關聖事慶典的基本教理，將回答信徒對

這課題所提出的主要問題：

一一誰舉行禮儀慶典？

如何舉行禮儀慶典？

一一何時舉行禮儀慶典？

何處舉行禮儀慶典？

第一條

教會的禮儀慶典

一、誰舉行禮儀慶典？

禮儀是「整個基督」（Christus totus） 的「行動」。凡現在舉 1136 

行禮儀慶典者，己跨越此世的標記，參與天上禮儀。那天上的禮 7肘， 1090

儀慶典完全是共融和慶祝（feast）。

天上禮儀慶典的舉行者 2642 

在教會禮儀中恭讀的聖若望默示錄，做示我們「在天上安 1137 

置了一個寶座，有一位坐在那寶座上」（默4:2）的「上主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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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6:1)1 。然後是那「曾被宰殺而現今站著」的羔羊（默5:6)2 : 

662 就是被釘十字架、死而復活的基督，祂是真正聖殿的唯一大司

祭3 ，「同時是奉獻者，又是被奉獻的﹔是賦予者，又是被賦予

的」 4 。最後，「那生命的河流，由天主和羔羊的寶座那裡湧

出」（默 22:1) ，這是聖神最美麗的象徵之一5 。

1 參閱則 1:26 28. 2 參閱若 1:29. 3 參閱希 4:14 15; 10:19 21 等。

基金口聖若望禮儀，〈感恩經〉。 5 參閱若 4:10 14﹔默 21:6.

1138 「總歸」於基督的萬有，參與讚頌天主的職務，也參與天主

335 計畫的完成：他們是天上的掌權者1 ，所有的受造物（四個活物），

新舊約的僕人（三十四位長老），天主的新子民（十四萬四千人）2 ' 

1370 尤其是「為了天主的聖言而被殺」的殉道者（默6:9-11），天主聖

母（女人）3 ：羔羊的淨配4 ，最後是「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夠

數清，是來自各邦國、各支j辰、各民族、各語言的」（默7:9）。

1 參閱默4 5﹔依 6:2-3. 2 參閱默7:1-8; 14:1. 3 參閱默 12. 4 參閱默 21:9.

1139 當我們在聖事中慶祝救恩的奧跡時，聖神和教會使我們所參

與自勻，就是這永恆的禮儀。

聖事禮儀慶典的舉行者

1140 聖事慶典的舉行者是整個團體，即基督的身體聯合其元首。

752, 1348 「禮儀行動並非私人行動，而是教會的慶典，教會則是『合一的

聖事』’就是在主教的領導下，集合並組織起來的神聖于民。所

以，禮儀行動屬於教會全體，顯示教會全體，並涉及教會全體：

1372 但教會每一個成員，按其身分、職務及具體參與的不同，其在禮

儀中的行動也不同」 1 。因此，「禮儀本身的性質，是要有信友

在場主動參與的團體慶典，該盡可能強調團體的慶祝，這要比個

人或近乎私下舉行更為優先」 2 0 

1 SC 26. 2 SC 27. 

1141 舉行慶典的會眾，是受過洗禮者的團體，他們「藉著重生

及聖神的傅油，被祝聖為屬神的聖殿及神聖的司祭，為能透過

1120 基督徒的一切工作而奉獻屬神的祭品」 1 。這「普通司祭職J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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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基督唯一大可祭的職務，由基督的全部肢體所分享 2 0 

慈母教會切願引導所有信友，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參與

禮儀慶典，因為這是禮儀本質的要求，也是基督信眾藉聖洗而

獲得的權利和義務，他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 1268 

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伯前2:9)3 」 4 。

1 Iβ10,1. 2 參閱Iβ10; 34; PO 2. 3 參閱伯前2:4-5. 4 SC 14. 

但是，「每個肢體都有不同的作用」（羅 12:4）。有些成員蒙 1142 

天主的召叫，在教會內並藉著教會，為團體作特殊的服務。這些

僕人藉聖秩聖事被簡選手口祝聖：聖神亦透過聖秩聖事，使他們有

資格以基督元首的身分，為教會全體成員服務 1 0 聖職人員猶如

基督司祭的「聖相」（icon）。由於教會聖事是在感恩祭中得以圓 1549 

滿實現，那麼，主教的職務也是在主持感恩祭時最為明顯﹔與主 1561 

敦的職務相通的司鐸職務和執事職務也是如此。

1 參閱P02; 15. 

此外，為使信友普通司祭職能充分發揮其不同的服務功能， 1143 

還有其他特殊職務。這些特殊職務不是經由聖秩聖事祝聖的，他 如

們的任務是由主教按禮儀傳統和牧民需要而制定的。「輔祭員、

讀經員、釋經員以及歌詠團的成員，都是在履行真正的禮儀職 1672 

務」 1 。

1 SC 29. 

因此，在聖事慶典中，全體會眾都是「禮儀執行者」 1144 

(leitourgos） ，各人按自己的職務行事，但都在「聖神的合一」之

中，而聖神在眾人內工作。「在禮儀慶典中，無論是聖職人員或

信友，每人按照儀式的性質和禮儀的原則，完成屬於自己的職

務，只作自己的一分，且要作得齊全」 1 。

1 SC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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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舉行禮儀慶典？

1333-1340 標記與象徵

1145 聖事慶典是由標記和象徵交織而成。按照天主有關救恩的神

刀 ↑生教育法，標記和象徵的涵義植根於創造工程和人類文忙，在舊

約事件中明確地指示出來，並在基督本人及其工程中得到圓滿的

做示。

1146 人類世界的標記。標記和象徵在人類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

362,2702 置。人既是肉身的和精神的存有，所以人要透過物質的標記與象

徵’來表達和洞悉、精神的事物。人也是社群的存有，所以需要標

1879 記和象徵，如語吉、姿勢、行動等，來與他人溝通。人與天主的

關條也是一樣。

1147 天主通過可見的受造物向人說話。物質的宇宙呈現於人的理

299 智前，為使人能從中看到造物主的跡象 1 0 光明和黑夜，風和

火，水和土，樹木和：栗子都在講述天主，同時象徵祂的偉大和親

切。

1 參閱智 13:1：羅 1:19一20﹔宗 14:17.

1148 作為受造物，這些有形可見的事物，能用來表達天主聖他人

類的行動，以及人類欽業天主的行動。同樣，透過人類社會生活

的標記和象徵，如：洗源和傅油、共食一餅、共飲一爵，也能表

達天主的臨在和聖化行動，及人類對造物主的感恩之情。

1149 在人類的各大宗教中，往往見到他們的東敦儀式具有發人深

的 省的宇宙和象徵幅度。教會禮儀需要、採納並聖先受造物和人類

文忱的成分，使它們享有恩寵標記、在耶穌基督內新創造的尊

貴

1150 盟約的標記。選民由天主接受了獨特的標記和象徵’來標誌

1334 他們的禮儀生活：這些標記和象徵不再只是宇宙季節循環的節期

和社會活動的慶典，而是盟約的標記﹔是天玉為祂于民完成的偉

大工程的象徵。這些舊約禮儀的標記，計有：害。損禮、君王和司

祭的傳油和祝聖禮、覆手禮、祭獻，尤其是逾越節。教會視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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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為新約聖事的預象。

基督所用的標記。主耶穌在講道時，時常利用受造界的標記 1151 

來使人認識天國的奧跡 1 。祂用物質的標記或象徵的姿勢，來醫 的j

治病人或說明祂的道理2 。祂給舊約的事件和標記，尤其給出谷

和逾越節的事跡，賦予新的意義 3 ，因為祂自己就是這些標記的

意義。

1 參閱路8:10. 2 參閱若 9:6﹔谷 7:33『35: 8:22 25. 3 參閱路 9:31: 22:7 20. 

聖事的標記。自聖神降臨以後，聖神通過祂教會的聖事標記 1152 

進行祂的聖他工程。教會的聖事不但沒有廢除宇宙和社會生活中

多采多姿的標記和象徵’反而加以淨化和融合。此外，教會的聖

事滿全舊約的預象（figures; types），表達並實現基督所實行的救

恩工程，預示和提前體現天上的光祭。

言語和行動

聖事慶典是天主子女在基督和聖神之內跟天父相遇。這相遇 1153 

一如透過言語和行動的交談。即使象徵性的行動本身已是一種語 刀

言，但仍需要天主的聖言和信德的回應來配合這些行動，使之充

滿生命，好使天國的種子能在良好的土地裡結出果實。禮儀行動

標示出天主聖言所表達的：即同時表示天主無條件的邀請，和祂

子民信德的回應。

聖道禮儀是聖事慶典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為培育信友的信 1154 

德，我們應重視天主聖言的標記：記載聖言的經書（讀經集或褔 1100’的

音書）﹔對聖言的敬禮（福音書遊行、上香、伴以燭光）﹔宣讀聖

盲的地方（讀經台）：清晰地宣讀聖言，讓人清楚聆聽和領會﹔

聖職人員的講道，這是宣讀聖言的延續﹔會眾對聖盲的回應（歡

呼、聖詠默想、禱文、信仰宣示．．．．．．）。

正如標記與訓導是緊密相連、不可分開的，同樣，禮儀中的 1155 

吉語與行動也繁密相連、不可分開，以實現它們所表徵的一切。 1127 

聖神不但激發信德，給人智力來明瞭天主聖盲，並且透過聖事實

現聖吉所宣講的天主的「奇妙工程」：聖神使父由祂愛子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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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重現，並通傳給人。

歌詠與音樂

1156 「普世教會的音樂傳統是無價之寶，超越其他的藝術，而配

合言語的聖歌，更是隆重禮儀的必需或組成要素」 1 。受默感而

創作的聖詠，常以樂器伴奏來詠唱，已經是與舊約的禮儀慶典密

不可分。教會延續並發展這個傳統：「你們要以聖詠、詩詞及屬

神的歌曲，互相對談，在你們心中歌頌讚美主」（弗 5:19)2 。

「歌詠者做的是雙重的祈禱J 3 0 

1 SC 112. 2 參閱哥3：“ 17. 3 參閱聖奧思定，〈聖詠漫談｝ 72,1: PL 36,914. 

1157 歌詠和音樂，「若越能與禮儀行動密切地結合」 1 ，便越能

發揮其作為標記的功能和意義。在採用歌詠和音樂時，要根據以

2502 下三個主要準則：表達祈禱的優美，便會眾同心合意地參與禮

儀，以及發揮慶典的隆重特質。如此，歌詠和音樂，與禮儀中的

言語和行動，都具有同一目的：光榮天主和聖他信友2 。

傾聽你們的讚美詩，聆聽你們的歌唱，優美的音律，贖贖迴旋

在你們的聖堂！我喜極而泣，感動莫名！琴音在我耳中盪漾，

真理湧入我的心房，虔誠的浪潮在我胸懷澎牌，我熱淚盈眶，

湧流到面頰上，但卻深深戚到美好與安詳3 。

1 SC 112,3. 2 參閱 SC 112. 3 聖奧思定，〈懺悔錄｝ 9,6,14: PL32,769 770. 

1158 天主子民舉行禮儀慶典時，各種標記（歌詠、音樂、言語和

1201 行動）和諧地運用，若越能以當地固有的豐富文化來表達，就越

1674 能表達其意義，收到更豐富的效果 1 0 因此，「本土忱的宗教歌

曲，亦應小心推行，以便在熱心善工內，甚至在禮儀行動中，根

據教會的準則，讓信友能夠引吭高歌」 2 。但是，「聖歌的詞句

必須符合教會的道理，而且最好取材於聖經及禮儀資料」 3 。

1 參閱 SC 119. 2 SC 118. 3 SC 121. 

476-477, 聖像
2129-2132 

1159 聖像一一禮儀用的聖相（icon），所描繪的主要是基督。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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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描繪那無形無象、深不可知的天主﹔但天主子降生成人，開

創了圖象的新「救恩計畫」

昔日，﹝人們﹞絕對無法藉著圖象來描繪沒有形體的天主。但是

現在，祂取了肉軀，使人看得見，而且與人一起生活，我就能

夠依照可見的天主而描繪出祂的「圖象」。．．．．．．藉著他所顯露

的面容，我們就能瞻仰主的光榮 1 。

1 聖若望﹒達瑪森，〈有關聖像的演講｝ 1,16: PG 96,1245A. 

基督徒的聖相學，是把聖經藉著言語所傳達的福音訊息，透 1160 

過圖象描寫出來。圖象與吉語互相闡明：

為了簡短地表達我們信德的宣認，我們完整地保存教會傳授給

我們的所有文字、或非文字的傳統。其中一個傳統就是以圖象

作為表達的形式。這傳統因堅信天主聖言降生成人是真實無妄

的，故其圖象的表達與福音事跡的宣講配合。這是有用和可取

的，因為那些互相闡明的事情，無疑地反映彼此的意義 1 。

1 尼西亞二（787): COD 111. 

禮儀慶典中的一切標記均與基督有關：天主聖母及其他聖人 1161 

的聖像也是如此。聖人的聖像表示基督在眾聖者身上受到光榮，

並顯示出「眾多如雲的証人」（希 12:1) 。他們繼續參與世界的救

贖’而我們也與他們團結合一，尤其在聖事慶典當中。通過聖人

的聖相，我們的信仰得到做迪，深信依照「天主肖象」被造的

人，最終會轉仕成為具有「天主的模樣」的人 1 ，甚至連天使

們，也要總歸於基督：

我們隨從天主敢示的道理，經神聖教長的訓導，以及公教會的

聖傳，也深知聖神寓居在主宣傳統裡，我們以堅定正確的態度欽

定神聖可敬的聖相，正如那珍貴並賦予生命的十字架的聖相，

不管是畫像或是碎石縷飯，或由其他任何材料製成的，都須安

放在天主的聖堂內，不管是在祭器或祭衣上，或懸掛在牆壁上，

或裝配在鏡框裡﹔更不管它們被安放在室內，或通道上﹔同樣，

對我們的主、天主、救世主、耶穌基督的圖象，和我們的至濛

天主聖母、天使、諸聖和義人的圖象，亦該如此 2 。

1 參閱羅8:29﹔若－ 3:2. 2 尼西亞二（787): DS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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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聖像的美麗和色彩激發我的祈禱。對我的眼睛來說，這

2502 是賞心樂事，正如原野的景緻，激發我的內心光榮天主」 1 。瞻

仰聖相，與默想天主聖言和詠唱禮儀讚美詩連結一起，促成慶典

標記的和諧，使所慶祝的奧跡銘記於心，然後在信友的新生活裡

表達出來。

1 聖若望﹒達瑪森，〈有關聖像的演講＞ 1,27：目 94,1268A,B.

三、何時舉行禮儀慶典？

禮儀時令

1163 「慈母教會自信有責任，在每年規定一些日子，以神聖的紀

念，慶祝其天上淨配的救世大業。在每週稱為『主日』的那一

天，紀念主的復活﹔並且每年一次，以最隆重的逾越慶典，連同

主的榮福苦難，紀念祂的復活。教會在一年的週期內，展示基督

泊 的整個奧跡。．．．．．．教會如此紀念救贖的奧跡，給信友揭示主的德

能與功績的富饒，並使奧跡能以某種方式，時常活現臨在，使信

友親身接觸，充滿救贖的恩寵」 1 。

1 SC 102. 

1164 自梅瑟法律以來，天主的子民已經知道以逾越節開始，在規

定的慶節紀念救主天主所行的奇跡異事，為此而戚謝祂，以此作

為永遠的紀念，並且教育後代子孫的行為要與此相符合。在教會

的時期裡，亦即處於基督己一次而永遠所完成的逾越，和這逾越

在天主國裡得到圓滿完成的時期裡，教會在固定的日子所舉行的

禮儀慶典，都帶著基督奧跡的新意。

1165 當教會慶祝基督的奧跡時，以「今天 J 一詞來標示她的干斤

2659,2836 禱，此詞迴響著主所教導她的祈禱 1和聖神的召喚2 。「今天」

是屬於生活的天主的：人蒙召進入的這個「今天」，就是耶穌逾

JO的 越的「時辰」﹔祂貫串並支撐著整個歷史：

生命在萬物中開展，一切都光明燦爛：祂是黎明的黎明， j彌漫整

個宇宙，祂閃亮在「曉星」之先，在眾星之前，不死不滅、無際

無涯，偉大的基督照耀萬物，光芒勝過太陽。祂為信仰袖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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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光明的日于，恆久而永不熄滅的光明：奧妙的逾越節 3 。

1 參閱瑪 6:11. 2 參閱希 3:7 4:11：詠 95:7. 3 聖依玻理，〈論逾越｝ 1 2: SCh 27,117. 

主的日子 21月－2188

「教會按照宗徒傳統，自基督復活的那天開始，在每個第八 1166 

日慶祝逾越奧跡，這天理當地稱為主的日子，或『主曰』」 1 0 13的

基督復活的那天，同時是「一週的第一天」’紀念創造天地的第

一天﹔又是「第八天」’基督在這一天度過其偉大安息日的「安

息」後，就開創了「主所安排的」那一天，那「沒有黑夜的日

子」 2 。「主的聖餐」是這個日子的中心，因為整個信友團體藉

此與復活的主相遇﹔祂邀請信友參與祂的盛鐘 3 : 

主的日子，復活的日子，基督徒的日子，是我們的日子。它稱

為主的日子，因為主就在這一天，凱旋地升到父的身邊。如果

其他民族稱這日子為太陽的日子，我們也樂意承認：因為今天

世界之光升起，今天正義的太陽出現，它的光芒帶來了救罩、4 。

1 SC 106. 2 拜占廷禮。 3 參閱若21:12﹔路 24:30. 4 聖熱羅尼莫，〈復活主日講道〉：

CCL 78,550,52. 

主且是禮儀聚會最卓越的日子。在這一天，信友團聚一起， 1167 

「聽取天主的聖言，參與感恩祭，藉此紀念主耶穌的受難、復活

和受享光榮，以戚謝天主，因為祂曾『藉耶穌基督從死者中的

復活，重生了我們，為獲得那充滿生命的希望』（伯前 1:3）」 1 : 

啊！基督，當我們默想林在這神聖復活的主日所完成的奇跡異

事，我們就說：主日這一天當受讚美，因為在這一天，開始了

創世的工程．．．．．．世界的救贖．．．．．．人類的更新．．．．．．。在這一天，

天上人間一同歡躍，整個宇宙都充滿光明。主日追一天當受讚

美，因為在這一天，樂團之門大開，亞當和所有被流放的人，

都能無恐無懼地進入其內 2 。

1 SC 106. 2 范﹛槳，〈安提約基雅的敘利亞已課〉第六冊，夏季 193B.

禮儀年度

復活的新時期，從逾越節三日慶典開始，一如始自光明的泉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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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8 源，以它的光輝充滿了整個禮儀年度。由此泉源﹝三日慶典﹞的

前後延伸出來的整年，都逐漸藉著禮儀而改變面貌。這的確是

「上主恩慈之年」 1 。救恩計畫正在時問中進行，但自從這計畫

在耶穌的逾越及聖神的降臨中完成後，歷史的終結便「以預嘗的

方式」提前了，天主的國也進入了我們的時代裡 o

1 參閱路4:19.

1169 因此，逾越節不只是眾多慶節中的一個：它更是「慶節中的

慶節」、「慶典中的慶典」，正如感恩（聖體）聖事是「聖事中

1330 的聖事」（大聖事）一樣。聖亞大納修稱逾越節為「大主日」 1 ; 

560 東方教會稱聖週為「大星期」 o 基督在復活奧跡中毀滅了苑亡，

以祂的強大能力滲透我們的舊時代，直到一切都完全順服於祂。

1 聖亞大納修，《有關慶節的書信）＞ 329: PG 詣，1366A.

1170 尼西亞大公會議（325 年）上，所有教會都同意在春分之後、首次月圓

（后散月十四日）後的主日，慶祝基督徒的逾越節。由於計算尼散月十四

日的方法各異，東西方教會慶祝逾越節的日子便不時常一致。目前，西

方教會和東方教會正尋求協議，好能重新選定一個共同的日子來慶祝主

自守f室j舌。

1171 禮儀年虔展開唯一逾越奧跡的不同層面﹔此情形尤其在環繞

524 著降生奧跡的一組慶節中（天使報喜節、聖誕節、主顯節）顯示

出來。這一組慶節紀念我們救恩的開端，並給我們通傳逾越奧跡

的初果。

禮儀年中的聖人慶節

1172 「在每年的週期中慶祝基督的真跡時，聖教會以特殊的孝

971 愛，敬禮天主之母榮褔瑪利亞，因為她和她兒子的救世大業，有

2030 其不可分割的關係。教會在瑪利亞身上，仰慕並稱揚救贖的最卓

越成果，就像在一幅完美的圖象上，欣然瞻仰教會自己所期望達

成的完美境界」 1 。

1 SC 103. 

1173 教會在每年的週期中紀念殉道者及其他聖人時，就是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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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宣揚逾越奧跡」﹔他們「曾與基督同受苦難、同享光 如

榮。教會向信友表揚殉道者和聖人的芳表典範’以吸引眾人，通

過基督，歸向天父，並藉殉道者和聖人的功績，求得天主的恩

豆主 J 1 

1 SC 104﹔參閱以二 108﹔ 111.

時辰頌禱禮（日課）

我們在感恩祭中，尤其在主日的聚會中，慶祝基督的奧跡 1174 

一一祂的降生和逾越。這奧跡亦透過時辰頌禱禮，即舉行「神聖 2698 

日課」的慶典 1 ，貫串並聖化每日的不同時辰。時辰頌禱禮是按

照宗徒要「不斷祈禱」（得前 5:17﹔弗 6:18）的勸告而編成的，

「其目的是使日夜全部過程，藉著讚美天主而聖化」 2 。這是

「教會的公共祈禱」 3 ，信徒（聖職人員、修會會士和教友）藉

此履行他們在領洗時所接受的王者可祭職。「時辰頌禱禮是『以

教會核准的方式』舉行的，實在是新娘對新郎的傾訴心聲，也是

基督借同祂的奧體，向天父的禱告」 4 。

1 參閱 SC 83 101. 2 SC 84. 3 SC 98. 4 SC 加．

時辰頌禱禮的目的是作為全體天主子民的祈禱。在時辰頌禱禮中， 1175 
基督自己「藉著祂的教會，繼續執行祂的司祭任務」 1 ﹔各人按照自己在

教會的身分及其生活狀況來參與：獻身於牧職的司鐸，他們蒙召專務祈

禱並服務聖吉2 ：修會會士以他們度奉獻生活的特恩3 ﹔全體信徒各按所

能，勉力而為：「牧者們應設法使主要的時辰，尤其是晚禱，在主日及較

隆重的慶節，在聖堂內以團體方式舉行。敦勸平信徒，或是與司鐸一起，

或是信友彼此集合在一起，甚或個人，也舉行時辰頌禱禮」 4 。

1 S(二 83. 2 參閱臼二 86﹔ 96﹔ P05. 3 參閱以二 98. 4 SC 100. 

舉行時辰頌禱禮時，不但需要心口合一地祈禱，還應「對禮 1176 

儀及聖經，尤其對聖詠，真有更豐富的認識」 1 。 2700 

1 SC 90. 

時辰頌禱禮的讚美詩及禱文，將聖詠整合在教會時期爭里，以 1177 

此表達所慶祝的時辰、禮儀節期或節日的象徵意義。再者，每個 刃86

時辰所宣讀的天主聖言（連同「短對答詠」），及在某些時辰所

逾越奧跡的聖事慶典 289 



誦讀的教父和靈修導師的作品，更深入地顯示出所慶祝的奧跡的

意義，幫助「祈禱者」領會聖詠並準備在靜默中祈禱。誦讀聖言

(lectio divina） ，即「誦讀並默想天主聖吉、使之轉化為祈禱」

的行動，就這樣扎根在禮儀慶典中。

1178 時辰頌禱禮作為感恩祭的延續，並不排除其他敬禮，反而要

1378 求天主子民以補充的方式去踐行不同的敬禮，尤其是對聖體聖事

的朝拜和敬禮。

四、何處舉行禮儀慶典？

1179 新約「以心神和真理」（若 4:24）的敬禮，並不局限於特定的

地方。整個大地都是神聖的，並已託付給人類子孫。最重要的

是，當信徒聚集在同一地方峙，他們就是聚在一起的「﹔舌石」’

586 為建築「一座屬神的殿宇」（伯前 2:4-5）。基督復活的身體是屬

神的殿宇，從祂那裡湧出生命活水的泉源。通過聖神與基督結合

成一體，「我們就是生活的天主的聖殿」（格後6:16）。

1180 當宗教自由的實踐不受限制時 1 ，基督徒興建專為最敬天主

2106 的殿堂。這些有形可見的聖堂不單是集會的場戶斤，而且標誌和顯

示在這地方生活的教會，它是天主與在基督內和好及團結的人們

之共同居戶斤。

1 參閱DH4.

1181 「舉行感恩祭和供奉聖體的祈禱之戶斤，也是信友聚會之所﹔

2691 在此，天主子、我們的救主備受欽槳，祂為我們臨現祭台上作祭

獻，為支持和安慰信友。這祈禱之所應保持整潔美觀，適合祈禱

及舉行感恩慶典」 1 。在這「天主的居所J ’一切用以組合此居

所的真理與和諧的標記，應顯示基督在這地方的臨在和行動2 。

1 P05：參閱SC 122 127. 2 參閱欲二 7.

1182 新約的祭台是主的十字架 1 ，由那手里清流出逾越真跡的聖事。在作為

617, 1383 聖堂中心的祭台上，十字架的祭獻藉著聖事的標記而臨在。祭台也是上主

的餐桌：天主的子民應邀人席2 。在某些東方禮儀中，祭台亦是墳墓的象

徵（基督真的死 f ，也真的復活了）。

1 參閱希 13:10. 2 參閱〈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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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體櫃應「予以最大的尊敬，放置在聖堂裡最顯貴的地方」 1 ；）聖體 1183 
櫃的尊貴、位置與安全2 ，應有助信友朝拜那其實臨在聖體聖事內的主。 1379, 2120 

聖化聖油（香膏myron)3 ，由於傳用此油是「天恩聖神之印記」的聖 1241 

事標記，所以傳統上，聖化聖泊要恭敬地保存在聖所中妥善的地方。候洗

者聖油和病人聖油也可保存在同一地方。

1 < f吉德的奧跡＞ 0 2 SC 128. 3 Myron是東方禮用語，中文常譯作香膏，即加了香

料和祝聖過的泊。

主教座位（cath吋ra）或司鐸的座位，「應表達他們主持聚會和桶前斤 1184 
攤哺協」 1 。

讀經台：「由於天主聖言是如此尊貴，因此讀經台應安置在聖堂中 103 

適宜的增方，有助於宣讀聖吉﹔並且在舉行聖道禮儀時，使信友的注意力

能自然轉向讀經台」 2 。

1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71. 2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72.

天主子民的團體由聖洗開始﹔因此，聖堂應有舉行聖洗慶典的地方 1185 
（聖洗問），並有助信友紀念聖洗誓願的聖水池。

來自聖洗之生命的更新，要求懺悔。因此，聖堂應適合於表達懺悔

和接受寬恕，為此目的，便需要有適宜的地方來接待懺悔者。

聖堂也應是邀請信友來靜思默禱的地方，以延續感恩祭的隆重于斤 2717 

禱，並使之深入內心。

最後，聖堂具有末世性的象徵意義。我們須跨越一道門檻， 1186 

以進入天主的居戶斤。這道門檻象徵人由那受罪惡傷害的世界，跨 1130 

進新生命之世界的通道，每個人都蒙召進入此新世界。有形可見

的聖堂象徵父的住處﹔天主于民正邁向父的住處，在那裡，天父

「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珠」（默21:4）。因此，聖堂也是所有

天主子女的居戶斤，它為眾人大開歡迎之門。

撮要

禮儀是整個基督一一色抬頭和肢體一一的工程。我們偉大的 1187 

司祭，在天上的禮儀中，偕同榮福天主之母、宗徒、所有聖

人和已經進入天國的廣大群眾，不斷地予以慶祝。

在禮儀慶典中，全體會眾都是「禮儀的執行者」，但每人各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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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職。由聖洗而來的司祭職是整個基督身體的司祭職。但

有些信徒領受了聖秩聖事，是烏代表作為身體元首的基督。

1189 禮儀慶典由標記和象徵所構成。這些標記和象徵取材於受

造界（光、水、火）、人的生活（洗游、傅油、掌餅）以及救

恩史（逾越節的儀式）。這些宇宙的元素、人類的儀式、紀

念天主的舉動，被納入信仰的世界裡，並由聖神的力量所攝

取，成為基督救贖和聖化行動的傳送工具。

1190 聖道禮儀是慶典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慶典的意義就表達於所

宣讀的天主聖言中，以及為回應聖言所做的信德承諾上。

1191 歌詠與音樂跟禮儀行動緊密相連。要善用歌詠與音樂的準則

是：表達出祈禱的優美，使信友團體同心合意地參與，以及

發揮禮儀慶典的神聖特色。

1192 在我們的聖堂和家中供奉的聖像，是為了激發並滋養我們對

基督奧跡的信德。透過基督的聖像和那些描述祂救恩工程的

聖像，我們所欽崇的是基督。通過榮福天主之母、天使和聖

人的聖像，我們所尊敬的是其所代表的人物。

1193 主日、「主的日子」’是舉行感恩祭的主要日子，因為這是

基督復活的日子。這是舉行禮儀聚會最卓越的日子，這是基

督徒家庭團聚的日子，這是歡樂、休假的日子。主日是「整

個禮儀年的基礎與核心」 1 。

1 SC 106. 

1194 教會「在一年的週期內，展示基督的全部奧跡，從降孕、

誕生，直到升天，聖神降臨，以至期待著光榮的希望：主的

再來」 1 。

1 SC 102,2. 

1195 地上的教會在禮儀年中，安排一些日子來紀念諸位聖人，首

先是天主聖母，然後是宗徒，殉道者和其他聖人，藉此表達

教會與天上的禮儀聯合一致。教會光榮基督，因為祂在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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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光榮的教會成員身上完成了祂的救贖。聖人的榜樣激勵

教會在歸向天父的道路上邁進。

舉行時辰頌禱禮（日課）的信友，藉著聖詠祈禱、默想、天主 1196 

聖言、聖歌及讚美詩等，與我們的大司祭基督結合，如此與

祂不斷地為普世所作的祈禱聯合一起，共同光榮天父，並為

整個世界求得聖神的恩賜。

基督是真正的天主聖殿、「天主光榮的居所」﹔透過天主 1197 

的恩寵，基督徒自己也成為聖神的殿宇，建立教會的活石。

世上的教會需要場地，好讓信友團體聚集在一起：我們有形 1198 

可見的聖堂，是聖地，是聖城一一天上耶路撒冷一一的預

象。這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們在旅途中邁進的目標。

教會是在這些聖堂裡，舉行去共的敬禮，以光榮天主聖三， 1199 

聆聽天主的聖言並謹歌讚頌，主土自己的祈禱，奉獻基督的

祭獻﹔祂藉聖事臨現在聚會當中。聖堂也是默想與個人祈禱

的主也方。

第二條

唯一的奧跡與多元的禮儀

不同的禮儀傳統與教會的至公性

自耶路撒冷的初期教會團體，一直到主的再來，忠於宗徒信 1200 

仰的天主的各教會，在各處慶祝同一的逾越奧跡。禮儀中所慶祝

的奧E亦是唯一的，但慶祝的形式卻是多元的。 2625 

基督奧跡的豐饒是如此深不可測，任何禮儀傳統都無法予以 1201 

完全表達。不同的禮儀傳統的萌生和發展歷史，見証了令人驚奇 2663 

的互補性。當各教會在信仰和信德的聖事中共融，生活出這些禮

儀傳統時，她們彼此充實，並在忠於整個教會的聖傳及共同使命 的8

之下，不斷成長 1 。

1 參閱〈傳福音＞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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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 由於教會本有的使命，產生了多元的禮儀傳統。地域和文忱

的 相同的各個教會，共同透過具有特殊文化風格的表達方式，慶祝

1674 基督的奧跡﹔也就是在「信德寶庫」（弟後 1:14）的傳統上、禮儀

的象徵上、弟兄共融的組織上、對奧跡的神學理解上、及多元的

聖德模式上，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由於教會被派遣到各種民族

及文忙中，並扎根於其中，所以，基督 萬民的光和救贖，

得以透過各地教會的禮儀生活，向當地的人民和文他顯示自己。

835 教會是至公的，因此，她能將各文他中一切的真正豐饒予以淨t

1937 之後，並將之整合於她唯一的奧跡中 l 。

l 參閱Iβ23; UR4. 

1203 教會目前應用的各禮儀傳統或儀式有拉了禮（主要是羅馬的儀式，

但亦有某些地方教會的儀式，如安博﹝米蘭﹞的儀式、或一些修會的儀式）

以及拜占廷 (Byzantine）禮、亞歷山大（Alexandrian）禮或科普替（Coptic)

禮、敘利亞（Syriac）禮、亞美尼亞（Armenian）禮、瑪洛尼（Maronite）禮

和加色了（Chaldean）禮。「神聖公會議，忠、於傳統，鄭重聲明，慈母聖

教會以同等的權利和地位，看待所有合法認可的禮儀，願其保存於後世，

並能全面發展」 1 。

1 SC 4. 

禮儀與文化

1204 禮儀慶典應配合不同民族的天賦和文他 1 。為使基督的真跡

2684 能「曉諭萬民，使他們服從信德」（羅 16:26），此奧跡應在所有

854, 1232 文他裡宣布、慶祝和生活出來。如此，文他不但不會被消除，反

而藉著基督得到救贖、變得更完美2 。千千萬萬的天主子女，借

2527 同並藉著他們那已被基督提昇和聖忱的文化，走到天父面前，並

在同一的聖神內光榮祂。

1 參閱SC 37-40. 2 參閱〈教理講授＞ 53. 

1205 「在禮儀中，尤其在聖事禮儀中，含有不能改變的成分，那

JJ25 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並由教會保管。然而，禮儀也含有可變的成

分﹔教會有權，甚至有時也有義務加以改變，以適應最近接受福

音的各民族文他」 1 。

1 若望保祿二世，〈第廿主年〉呆座書函（4.12.1988）的：參閱 S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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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的多元性能成為豐富的泉源，但也可能挑起緊張、彼 1206 

此的誤會、甚至分裂。在這一方面，要清楚了解禮儀的多元性，

不應損害教會的團結合一。禮儀的多元？生只有在忠於共同的信

仰，教會從基督所接受的聖事標記，以及聖統的共融下，才能表

達。在適應不同文他時，要求心靈的皈依，且在必要時，要放棄

一切有遠大公信仰的積習」 1 。

1 若望保祿二世，〈第廿五年〉宗座書函 16.

撮要

禮儀慶典勉力以教會所在地的人民的文化來表達，這是適當 1207 

的做法﹔但不可屈就於文化之下。從另一角度看，禮儀本身

也能產生並塑造文化。

經合法承認的各種不同禮儀傳統或儀式，由於它們都標誌並 1208 

通傳同一的基督奧跡，而顯示教會的大去性。

確保禮儀傳統「一體多元化」的準則，就是：忠於宗徒的聖 1209 

傳，亦即在宗徒傳下來的信仰和聖事上共融，這共融是藉著

宗徒繼承而得到闡明和保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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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會的七件聖事

新約聖事是由基督建立的，共有七件，就是聖洗、堅振、感 1210 

恩（聖體）、懺悔、病人傅泊、聖秩以及婚姻。七件聖事涉及基 1113 

督徒生命中的所有階段，以及一切重要時刻：它們產生、滋長、

治癒基督徒的信仰生命，並賦予使命。這樣，自然生命的各階段

與靈性生命的各階段之間，有著某些類似之處1 。

1 參閱 STh3，伍，1.

按照這類比，我們將首先闡明基督徒入門的三件聖事（第一 1211 

章），然後是治療的聖事（第二章），最後論及為信徒的共融和使

命而服務的聖事（第三章）。當然，這並不是唯一可行的次序，

但它讓我們看到七件聖事組成一個有機體，而每件聖事在其中都

有它的重要位置。在這有機體中，感恩（聖體）聖事佔有獨特的

位置﹔它是「聖事中的聖事」：「其他所有聖事的安排，都是以 1374 

戚恩（聖體）聖事為其終向」 1 0 

1 參閱 STh3’的，3.

第一章

基督徒入門聖事

基督徒入門聖事一一聖洗、堅振和戚恩（聖體）聖事，奠定 1212 

整個基督徒生命的基礎。「藉著基督的恩寵，人類分享天主性

體，這與本性生命的肇始、發展和滋養有類似之處。信徒透過聖

洗而重生：藉著堅振而堅強，並在感恩、（聖體）聖事中領受永生

之糧。如此，藉著基督徒人門聖事，他們常能更豐盛地接受天主

的生命，並且邁向愛德的成全」 1 。

1 保祿六世，〈分享天主↑生體〉宗座憲令 (15.8.1971): AAS 63 (1971), 657﹔參閱〈羅馬禮書﹒

成人入門禮典〉總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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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聖洗聖事

1213 聖洗是整個基督徒生命的基礎，進入在聖神內生活之門

(vitae spiritualis ianua） ，以及通往其他聖事的大門。藉著聖

洗，我們從罪惡中獲得解放，重生為天主的子女，成為基督的肢

體，加入教會，並分擔她的使命 1 ：「聖洗是在聖言中，藉著水

而重生的聖事」 2 。

1 參閱話﹔令翠： DS 1314; CIC 204,1; 849; CCEO 675,1. 2 《羅馬教理＞ 2ι5. 

一、怎樣稱這聖事？

1214 我們根據這聖事的主要儀式，稱它為聖洗：施洗（希臘文：

baptizein） 含有「沒入水中」、「浸入水中」的意思﹔「浸入」

628 水中象徵慕道者（望教者）被埋葬於基督的死亡中，又藉著與祂

一起復活，從死亡中出來 1 ，成為「新的受造物」（格後5:17﹔迦

6:15）。

1 參閱羅 6:3 4：哥 2:12.

1215 這件聖事亦稱為藉著聖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禮（鐸3:5) ' 

因為它象徵並實現那由水和聖神的再生：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

1257 「沒有人能進天主的國」（若3:5）。

1216 「這洗禮稱為光照，因為誰接受這（教理）教導，心靈就蒙

受光照」 1 0 受洗者在洗禮中接受了聖盲，即接受了「那普照每

口的 人的真光」（若 1:9），在「蒙受光照」（希 10:32）之後，成為「光

明之子」（得前5:5），也成了「光明」本身（弗 5:8) : 

洗禮是天主恩賜最美麗、最奇妙的禮物．．．．．．。我們稱它為禮

物、恩寵、傅油、光照、不朽的衣服、重生之洗、印記，以及

一切最寶貴的東西。它是禮物，因為它是贈予那些一無所有的

人的：它是恩寵，因為它是賜予罪人的：它是聖洗，因為罪惡

被埋葬在水中﹔它是傳油，因為它是神聖和王家的（那些受傳者

就是如此的）：它是光照，因為它是燦爛的光輝：它是衣服，因

為它遮蓋了我們的羞恥：它是水洗，因為它洗游我們﹔它是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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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因為它保護我們，且是天主主宰我們的標記2 。

1 聖猶思、定，〈護教書｝ 1,61,12：四 6,421. 2 聖額我略﹒納祥，〈演講｝ 40,3-4: 

PG 36,361C. 

二、救恩史中的聖洗

舊約裡有關聖洗的預象

教會在逾越節的守夜禮儀祝福洗禮用水時，隆重紀念救恩史 1217 

上的偉大事跡，這些事跡已預示聖洗的奧跡：

天父，．．．．．．你以不可見的德能，在聖事中實現奇妙的救世工

程：你在救恩歷史中，以多種方式，藉著你所創造的水使人認

識洗禮的恩寵 1 。

1 〈羅馬彌＃敦經書〉’逾越節守夜：〈祝福洗禮用水〉。

自創世之初，水一一這卑微而又奇妙的受造物 已是生 1218 

命和孕育生命的泉源。聖經說天主之神「孵卵式地」運行水上1 : 344,694 

你的神在創世之初已運行在大水之上，使大水富有聖忱的德能2 。

l 參閱直lj 1:2. 2 ＜羅馬彌撒經書〉，逾越節守夜：〈祝福洗禮用水〉。

在諾厄方舟上，教會看到藉聖洗使人得救的一個預象。的 1219 

確，「當時賴方舟經由水而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生靈」（伯前 7肘， 845

3:20）。

于加曾藉洪水預告了使人重生的洗禮，你今天如同昔日，用水結

束了人的罪惡，開始了義人的新生 1 。

1 〈羅馬彌撒經書〉’逾越節守夜：〈祝福洗禮用水〉。

如果泉水象徵生命，海水就是死亡的象徵。因此海水可以是 1220 

十字架奧跡的象徵 o 藉這個象徵’聖洗象徵與基督的死亡結合。 JOJO 

尤其以色列子民越過紅海 從埃及的奴隸生活中獲得真正 1221 

解放的事件，宣告了聖洗所帶來的解放：

你使亞巴郎的子孫越過紅海而不濕雙足，擺脫了奴隸生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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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約選民受洗獲得自由的預象 1 。

1 〈羅馬彌撒經書〉’逾越節守夜：〈祝福洗禮用水〉。

1222 最後，橫渡約旦河也預示了聖洗：天主子民藉此接受福地的

恩賜：這福地是天主預許給亞巴郎的子孫的，它是永生的預象。

這繼承福地的許諾在新約中得以實現。

基督的洗禮

1223 舊約的一切預象都實現在基督耶穌身上。祂在約旦河接受洗

者聖若翰的洗禮後 1 ，開始公開生活。祂在復活後，賦予宗徒們

232 這個使命：「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

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瑪28:19一20)2 。

1 參閱瑪 3:13. 2 參閱谷 16:15-16.

1224 我們的主自願接受聖若翰為罪人所施的洗禮，以「完成全

凶 義」（瑪3:15）。耶穌此舉顯示出祂的「自我空虛」（斐 2:7）。在

起初，天主創造天地時，那運行水面的聖神，現在降臨基督身

上，作為新創造的序幕，而聖父顯示耶穌是祂的「愛子」（瑪 3:

16-17）。

1225 基督以祂的逾越，為全人類開做了聖洗的泉源。事實上，耶

穌早已談及祂將在耶路撒冷所應受的苦難，視之為祂當受的「洗

766 禮」（谷 10:38)1 0 耶穌被釘十字架上，從祂被刺透的肋旁流出血

和水（若 19:34），就是新生命的聖事 聖洗和聖體的象徵 2 : 

從此，我們可「由水和聖神而生」，好能進入天主的國（若3:5）。

看，你在哪裡受了洗﹔看，洗禮從哪裡來的﹔不是從基督的十字

架，不是從祂的死亡來的嗎？這正是整個奧跡的所在：祂為你而

受死。是在祂內，你才被贖回：是在祂內，你才得到拯救3 。

1 參閱路 12:50. 2 參閱若~5:6 8. 3 聖安博，〈論董事） 2,2,6: PL 16,425C. 

教會內的洗禮

1226 自五旬節聖神降臨那天起，教會舉行並施行聖洗聖事。聖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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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祿向驚愕的群眾講道，宣告說：「你們悔改罷！你們每人要以 849 

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

（宗 2:38）。宗徒和他們的合作者為所有相信耶穌的人授洗：不論

是猶太人、敬畏天主的人或是外邦人 1 。洗禮常常與信德有著緊

密的連繫 o 聖保祿在斐理伯坐監時，對他的獄警宣告說：「你信

主耶穌罷！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聖經接著記載：「獄警立刻

領了洗，他的親人也都領了洗」（宗 16:31 33）。

1 參閱宗 2:41; 8:12 13; 10:48; 16:15. 

按聖保綠所說，信徒藉著洗禮與基督的死亡結合，與基督－ 1227 

同被埋葬，也一向復活： 7” 
我們受過洗歸於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於祂的死亡。我們

藉著洗禮己歸於死亡與祂同葬了，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

榮，從死者中復活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羅6:3-4) 1 。

接受了洗禮的人，就「穿上了基督」（迦3:27）。藉著聖神，

洗禮是淨化、聖f仁和使人成義的水洗2 。

1 參閱哥2:12. 2 參閱格前 6:11; 12:13. 

聖洗因此是一種水洗﹔在這水洗中，天主聖言 那「不可 1228 

朽壞的種子」 產生祂賦予生命力的效能 1 。聖奧思定在論及

洗禮時說：「天主的吉語，與物質成分結合，就成為聖事」 2 。

1 參閱伯前 1:23﹔弗 5:26. 2 聖奧恩定，〈論若望福音〉帥，3: PL 35,1840. 

三、如何舉行聖洗聖事慶典？

基督徒的入門

白菜徒時代起，人們就須經過入門過程，才可以成為基督 1229 
徒。這過程包含幾個不同的階段，所需的時間可長可短﹔但常應

包括下述要素：聖言的宣講與接受福音，從而皈依，宣認信仰，

接受洗禮，獲受聖神的傾注和領聖體。

基督徒入門方式在不同時代，按照不同情況，具有很多不同方式。 1230 
在教會最初的世紀裡，基督徒入門方式已有很大的發展，它有漫長的慕道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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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教期）和一連串的準備儀式，透過這些禮儀，標誌出慕道者培育過

程中的不同階段，最後是舉行基督徒人門聖車的慶典。

1231 在嬰孩洗禮已成為慣常方式的地方，這聖事的舉行，以非常簡略的

方式，綜合基督徒入門式的各準備階段而一次完成。然而，嬰孩洗禮，按

其性質而言，要求接受聖洗後的慕道期。這不只關係到在洗禮後需要給予

13 敦理講授，而且洗禮的恩寵在那人成長的過程中，也需要發展。這正是教

理講授的適當時期。

1232 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上，控丁教會恢復了「分為若干階段的成

人慕道期」 1 。我們能在〈成人入門禮典） (1972）中找到有關的禮節。此

外，大公會議也准許「在傳教區，除了沿用基督徒傳統所提供的人門禮要

1204 素外，也可以採用各民族習用的人門要素，只要這些要素能夠適合於基督

徒的禮儀」 2 。

1 SC 64. 2 SC 65﹔參閱SC 37 40. 

1233 總之，今天在所有拉丁禮和東方禮的教會中，基督徒成人入門都是

由進入慕道期開始，一直到達它的最高峰：在同一慶典中，接受聖洗、堅

1290 振和感恩（聖體）三件聖事 1 。在東方教會的禮儀中，基督徒嬰孩入門禮以

聖洗開始，隨即接受堅振和感恩（聖體）聖事﹔在羅馬禮的教會中，嬰孩

在受洗後要接受幾年的教理講授，才以堅振和戚恩（聖體）聖事完成基督

徒入門過程的最高峰2 。

1 參閱AG14﹔ CIC 851; 865; 866. 2 參閱CIC 851,2; 868. 

慶典的釋義（釋奧）

1234 聖洗聖事的含意和恩寵，都藉它慶典的儀式清楚顯示出來。

信友隨著慶典的行動和話語，專心參與，便會逐漸進入並獲得這

聖事在每個新受洗的人身上所意指及實現的豐富﹝恩寵﹞ o

1235 在慶典開始時畫十字聖號，是以基督的印號，印在領受者身

仰， 2157 上，為顯示出他將是屬於基督的，並表示基督藉十字架為我們贏

得的救贖恩寵。

1236 宣讀天主聖言，是以后立示的真理，光照候洗者和會眾，並

激發信德的回應，這信德是與聖洗不可分割的。的確，聖洗特別

1122 是「信德的聖事」，因為它是進入信仰生活大門的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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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既然象徵使人從罪惡並從引誘人犯罪的魔鬼于中獲得解 1237 

放，因此，主禮者向候洗者行一次（或多次）的驅魔禮，然後給 1673 

候洗者傅抹候洗聖油或覆手，候洗者也明確表示棄絕魔鬼。如此

作好準備，候洗者可以宣認教會的信仰，然後將透過聖洗「託 189 

f寸」給教會1 。

1 參閱羅 6:17.

主禮藉呼求聖神禱詞，來亨見聖洗禮用水（或在施洗時，或在 1238 

逾越節守夜禮）。教會呼求天主，藉祂的聖子，使聖神的德能降 1217 

臨在這水上，好便接受洗禮的人，能「由水和聖神而生」（若3:5）。

之後，就是聖事的必要儀式：就本義而言，洗禮透過與基督 1239 

的逾越真跡結合，象徵並實現受洗者死於罪惡，進入至聖聖三的 1214 

生命。洗禮以意味深長的方式 三次浸入水中一一一來完成。但

自古以來，教會也可在候洗者頭上三次倒水來施洗。

在拉丁教會中，施洗者向候洗者注水三次，同時說：「（名字），我 1240 
因父、及于、及聖神之名，給你付洗。」而東方禮的方式是：候洗者轉向

東方，司鐸說：「天主的僕人，（名字），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受

洗。」每當呼號聖三每位的名字時，把受洗者沒入水中，並扶起。

傳聖化聖油。這油加上香料，由主教祝聖，象徵賦予新受洗 1241 

者天恩聖神。新受洗者已成為基督徒，就是說：受聖神「傅油」 1294 1574 

的，與基督結成一體，受傅成為司祭、先知和君玉 1 。 783 

1 參閱〈羅馬禮書﹒幼兒洗禮＞ 62. 

在東方教會的禮儀中，洗禮後的傅油禮就是傳油（堅振）聖 1242 

事。在羅馬禮中，洗禮後的傳油則是預告第二次的傅油：將由 1291 

主教以聖他聖油戶斤施行的傅油禮，即堅振聖事，此聖事可以說

是為「堅定」並完成洗禮的傅油。

白衣，象徵受洗者已「穿上基督」（迦3:27），與基督一起復 1243 

活了。燭光一一從復活蠟燭上引燃的，表示基督光照了新受洗

者。在基督內，受過洗的人已成為「世界的光」（瑪5:14)1 ° 1216 

現在，新受洗者在唯一的聖子內，成為天主的子女。他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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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9 資格以天主子女的名義祈禱說：我們的天父。

1 參閱斐 2:15.

1244 初領聖體。新教友成為天玉的子女，穿上了婚禮的禮服，被

邀參與「羔羊的婚宴 J 1 ，領受新生命的食糧一一基督的體血。

1292 東方教會對保持基督徒入門聖事的完整合一，常有著活潑強烈的

意願，因而讓所有新受洗的人，甚至包括嬰孩，接受堅振及領聖

體。這使人想起主的話：「讓小孩子到我眼前來，不要阻止他

們」（谷 10:14）。拉丁教會則只允許那些已到達懂得運用理智年

齡的人領聖體，但為表示聖洗聖事指向感恩（聖體）聖事，故攜

同新受洗的嬰孩走到祭台前，以主禱文（天主經）祈禱：「我們

的天父」。

1 黑吠 19:9.

1245 隆重的祝福禮結束聖洗慶典。在為初生嬰孩施洗時，母親祝

福禮佔有特殊的位置。

四、誰可受洗？

1246 「唯有未接受過洗禮的人，才能接受洗禮」 1 。

1 CIC 864; CCEO 679. 

成人洗禮

1247 由教會創始之初起，在福音新傳的地方，成人受洗是最正常

的情況。準備成人受洗的慕道期，佔有重要的位置。基督徒的信

仰與生活的人門過程，應當準備慕道者（學道者）接受天主在聖

洗、堅振及感恩、（聖體）聖事中賦予的恩賜。

1248 慕道期或培育慕道者的目標，在於幫助慕道者回應天主主動

的。 的召喚，並融合於一個教會的團體，帶領他們走向成熟的皈依及

信仰。這關係到「整個基督徒生活的訓練．．．．．．藉此使門徒與其導

師基督契合。因此慕道者應適當地學習進入救贖的奧跡並練習度

福音生活，並應透過在各階段逐次舉行之神聖禮儀的引導，投入

304 教會的七件聖事



天主子民的信德、禮儀及愛德生活」 1 。

1 AG14：參閱〈羅馬禮書﹒成入入門禮典｝＞ 19; 98. 

慕道者「已和教會相連結，屬於基督的大家庭，他們經常 1249 

度著信、望、愛的生活」 1 。 「慈母教會也以愛護關切之情，猶 1259 

如懷抱自己的兒女一樣，去懷抱他們」 2 。

1 AG 14,4. 2 LG14,3﹔參閱 CIC 206; 788,3. 

嬰孩洗禮

嬰孩在誕生時已有墮落的人性，並被原罪所王占污，因此他們 1250 

也需要在聖洗聖事中重生 1 ，好能由黑睹的權勢中獲得解放，被 403 

帶入天主子女的自由國度2 ，因為全人類都蒙召進入這國度。嬰

孩洗禮尤其顯示出天主無條件地施予的救贖恩寵。如果教會和父 1996 

母不在嬰孩出生後盡快讓他接受洗禮，便剝削了嬰孩成為天主子

女的無價恩寵3 。

1 參閱特倫多 (1546): DS 1514. 2 參閱：哥 1:12-14. 3 參閱CIC 867; CCEO 681; 686,1. 

基督徒的父母體認到讓嬰孩受洗，正符合他們身為撫養者的 1251 

職責，即養育天主所託付給他們的生命 1 。

1 參閱Iβ11; 41; GS 48; CIC 868. 

為嬰孩施洗，是教會自古以來的傳統，自第二世紀起，己可明顯証 1252 
實其存在。很可能在宗徒開始宣講福音的期間，當全「家」受洗時 1 ，也

一併替嬰孩施洗2 。

1 參閱宗 16:15,33﹔ 18:8﹔格前 1:16. 2 參閱信理部，〈牧民行動〉訓︱令： AAS 72 (1980). 

信德與洗禮

洗禮是f吉德的聖事 1 。然而，信德需要信徒的團體。每位信 1253 

友只有在教會的信德內，才能夠相信天主。為接受洗禮所要求的 1123 

f言德，還不是完美和成熟的信德，只是一個開始，仍須繼續發

展。慕道者或其代父母被問：「你向天主的教會求甚麼？」他 168 

回答說：「信德！」

1 參閱谷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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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 所有受洗的人一一無論是兒童或成人，受洗後，信德仍須在

2101 他們身上成長。因此，教會每年在逾越節之夜，重宣聖洗的誓

原頁。受洗前的準備，只是帶領人到達新生命的門檻。洗禮則是基

督內新生命的泉源，從它湧出整個基督徒的生命。

1255 為使洗禮的恩寵得以發展，父母的幫助十分重要。代父或代

1311 母也擔當同樣的角色﹔他們應具有堅定的信德，能夠並準備好協

助新受洗者 不論是兒童或成人，走上基督徒生活的道路 1 。

他們的工作確實是教會的職責 （ officium)2 。整個教會團體也應負

起部分責任，去發展和保護﹝受洗者﹞在洗禮時所接受的恩寵。

1 參閱CIC 872 874. 2 參閱SC67.

五、誰可施洗？

1256 聖洗聖事的正權施行人是主敦和司鐸，在拉丁教會內，也

包括執事 1 0 在必要時，任何人，即使未受洗，只要他具備應

1752 有的意向，都能夠以天主聖三之名施洗牢。應有的意向，就是

願意履行教會在施洗時所做的一切。教會看出這可能性的理

由，是因為天主願意普世白守人都得救 2 ，而且為獲得救恩，洗

禮是必需的3 。

1 參閱CIC 861,1 ﹔ α吏。 677,1. *CIC 861,2. 2 參閱弟前2:4. 3 參閱谷16:16 ﹔
聽令翠：IE 1315﹔尼各老一世，不育關你的詢問〉覆文（866): IE 646 ; CIC 861,2. 

六、聖洗的必要性

1257 主親自肯定，人為獲得救恩，聖洗是必要的 1 。祂也命令門

1129 徒向萬民宣講福音並為他們授洗2 。為那些已經聆聽到福音而可

訓， 846 能要求聖洗聖事的人來說，為獲得救恩，洗禮是必要的3 。除了

聖洗以外，教會不知道還有甚麼方法可確保人們能進入永恆的福

樂：因此，教會小心翼翼，唯恐忽略主所託付的使命，讓所有能

夠受洗的人都「由水和聖神重生」。天主把救恩與聖洗聖事緊密

相連，但祂自己卻不受祂的聖事所束縛。

1 參閱若 3:5. 2 參閱瑪28:20：參閱特倫多 (1547): DS 1618; LG14;AG5. 
3 參閱谷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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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來確信那些為了信仰而致命的人，雖然沒有接受水 1258 

洗，而是透過他們為基督而死、並與基督同死，而受洗的。這是 2473 

血洗，如同願洗一樣，雖然沒有聖事形式，卻結出聖洗的果實。

慕道者在受洗前去世，只要他死前明顯表示過受洗的渴望， 1259 

連同他的悔罪和愛德，雖未及受洗，也肯定得救。 1249 

「由於基督是為所有的人而死的，而人最終的召叫，實際上 1260 

又只有一個，就是天主的召喚。因此，我們必須說，聖神給眾人

提供參加逾越奧跡的可能性，但其方式只有天主知道」 1 。凡是

不認識基督福音和祂教會的人，只要按照他們所曉得的，尋求其 848 

理並承行天主的旨意，都能得救。我們可以假設，這樣的人，如

果知道洗禮是必要的，他們一定會明確地渴望洗禮。

1 GS 泣，5﹔參閱Iβ16﹔ AG7.

至於還未受洗而夭折的兒童，教會只好把他們託付給天主的 1261 

仁慈，一如在他們的葬禮中所表達的那樣。事實上，天主的仁慈

是那麼偉大，祂願意所有的人得救 1 ，而且耶穌這麼喜愛孩子，

祂曾說：「讓小孩子到我眼前來，不要阻止他們。（谷 10:14）」

因此，我們有理由希望這些未受洗而死去的兒童，也有得救的途

徑。不過，教會仍迫切地再三要求：不可阻擋兒童藉著聖洗的恩 的。
賜，來到基督眼前。

1 參閱弟前 2:4.

七、聖洗的恩寵

聖洗的各種效果，透過聖事有形可見的儀式表達出來。沒人 1262 

水中的行動象徵死亡和淨忙，也象徵重生和更新。所以，聖洗的 1234 

兩個主要功效，就是游除罪惡和在聖神內重生 1 0 

1 參閱宗2:38：若 3:5.

為赦免罪惡

藉著聖洗，一切罪惡，包括原罪和本罪，甚至應受的罪罰， 1263 

都獲得赦免 1 。事實上，在重生的人身上，沒有甚麼會阻止他們 977,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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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天王之國，無論是亞當的罪、本罪、或罪的後果（其中最嚴

重的是與天主分離）。

1 參閱弱﹔令翠 0439): DS 1316. 

1264 在受過洗的人身上，仍留有某些罪惡的現世後果，例如痛

苦、疾病、死亡，以及由生命所遺傳的軟弱，如性格的弱點等，

976, 2514, 還有犯罪的傾向﹔就是聖傳所謂的私慾偏惰，或隱喻地說是「罪

1426 惡的溫床 J (fames peccati) ：「我們要與私慾偏情搏鬥：為那些

不順從、反而以基督耶穌的聖寵竭力反抗的人，私慾偏情是不能

405 加害他們的」 1 。事實上，「競賽者如果按規矩競賽，將得到花

冠」 2 。

1 特倫多 (1546): DS 1515. 2 參閱弟後 2:5.

「新的受造物」

1265 聖洗不但游除所有的罪惡，而且使新受洗者成為「新受造

505 物」（格後5:17）、天主的義于 1 ，也就是「成為有分於天主的性

呵。 體的人」（伯後 1:4），成為基督的肢體2 ，並與祂同為繼承人（羅

8:17），聖神的宮殿3 。

l 參閱迦哇：5 7. 2 參閱格前 6:15: 12:27. 3參閱格前6:19.

1266 天主聖三賜予領洗的人聖化的恩寵，即成義的恩寵：
1992 

1812 一一藉著三超德，使他能相信天主，寄望於天主並愛慕天主﹔

1831 一一藉著聖神的恩賜，使他能依從聖神的推動而生活和行動﹔

1810 藉著倫理的德行，使他能在善中成長。

這樣，基督徒整個有機的超性生命，都植根於聖洗之中。

結合於教會一一基督的身體

1267 聖洗聖事使我們成為基督身體的肢體。「從那時起．．．．．．我們

782 彼此不是同一個身體的肢體嗎？」（弗 4:25）聖洗使我們與教會結

合成一體。從聖洗池中誕生了唯一的新約天王子民，它超越所有

國家、文f七、種族和性別，自然的或人為的限制：「我們眾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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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個聖神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格前 12:13）。

受過洗的人都成了門舌石」’為「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成 1268 

為聖潔的司祭」（伯前 2:5）。由於洗禮，他們分受基督的司祭

職，也分受祂先知和王者的使命。他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 1141 

的可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為宣揚那由黑暗中召叫他

們，進入祂奇妙之光者的榮耀」（伯前 2:9）。聖洗使信友分享普 784 

通司祭職。

受過洗的人成7教會的肢體﹔他不再屬於自己（格前6:19) ' 

而是屬於為我們死而復活的那一位 1 。從那時起，他己蒙召在教

會的共融裡互相順從2 ，彼此服事 3 ，還應「信服並聽從」教會

的領袖（希 13:17），以敬愛之情看待他們 4 。正如聖洗帶來責任

和義務，同樣，受過洗的人在教會懷中也享有權利j ：領受聖事，

接受天主聖言的滋養，並獲得教會靈性上的支持和幫助5 。

l 參閱格後 5:15. 2 參閱弗 5:21﹔格前 16:15 16. 3 參閱若 13:12 15. 

4 參閱得前5:12-13. 5 參閱Iβ37; CIC 208-223; CCEO 675,2. 

1269 

871 

「受過洗的人重生成為天主的兒女，應該在人前宣示他們透 1270 

過教會，由天主所接受的信仰」 1 ，並參與天主子民的使徒和傳 2472 

教活動2 。

1 1β11. 2 參閱LG 17; AG7; 23. 

基督徒合一的聖事性聯繫

聖洗建立了所有基督徒之問共融的基礎，包括那些還未完全 1271 

與天主教會共融的基督徒：「事實上，他們既信奉基督，並有效 的，切

地接受了聖洗，便與天主教會建立某程度的共融，縱使不很完

善。．．．．．．藉在聖洗內接受的信仰而成義的人，與基督結成一體，

因而應當享有基督徒的名義，天主教徒理應承認他們為主內的弟

兄」 1 。「因此，聖洗在所有藉洗禮而重生的人中間，建立了合

一的聖事性聯繫」 2 。

1 UR 3. 2 UR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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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磨滅的神印

1272 受過洗的人，因聖洗而與基督結成一體，肖似基督 1 。聖洗

1121 為基督徒蓋上不可磨滅的靈性印記（神印），表示他隸屬於基

督。雖然罪惡能阻礙聖洗結出救恩的果實，但任何罪惡都不能拭

去這印記2 。人只可受洗一次，不能重複受洗。

1 參閱羅8:29. 2 參閱特倫多 (1547): DS 1609 1619. 

1273 信友藉聖洗與教會合成一體，接受聖事的印號，這印號祝聖

他們去履行基督徒的東教敬禮 1 0 聖洗的神印賦予基督徒能力和

1070 義務，使他們活潑地參與教會的神聖禮儀來事奉天主，並且藉聖

潔的生活和愛德行動的見証，履行由聖洗而有的司祭職2 。

1 參閱LG 11. 2 參閱Iβ10.

1274 主的印號 （Dominicus character)l 是聖神為我們蓋上的印

197 號，「以待得救的日子」（弗 4:30)2 。「事實上，聖洗是永生的

印號」 3 。如信友能「保存這印號」到底，即忠於聖洗的要求，

2016 就能「帶著信德的印號」 4 ，懷著受洗時的信德離開此世，在復

活的希望中，期待著享見天主的幸福：這就是信德的完成。

1 聖奧思定，〈書信集＞ 98品： PL33,362. 2 參閱弗 1:13-14：格後 1:21 22. 

3 聖依勒內﹒里昂，〈宗徒論証） 3: SCh 62,32. 4 ｛罷馬彌撒經書〉，戚恩、經第一式 97.

撮要

1275 基督徒的入門由三件聖事一起完成：聖洗聖事展開新的生

命﹔堅振聖事堅強這生命﹔感恩（聖體）聖事以基督的體血

來滋養門徒，為使他日益與基督同化。

1276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烏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投

洗，教育1）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瑪 28:19-20)

1277 聖洗使人在基督內誕生，獲得新的生命。按照主的旨意，聖

洗就如教會一樣，為得救思是必要的，是聖洗引人進入教

會。

1278 聖洗的必要儀式，是把候洗者沒入水中，或在他頭土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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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呼號聖三的名字，即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聖洗的效呆，或聖洗的恩寵，是一個極豐富的事實，包括： 1279 

原罪和一切本罪的赦免，經此誕生而獲得新的生命，成為天

父的義子、基督的肢體和聖神的宮殿。基於同樣的事實，受

過洗的人與教會一一基督的身體一一結成一體，並分享基督

的司祭職。

聖洗在人的靈魂印上不可磨滅的神印。這印號祝聖受過洗的 1280 

人，去履行基督徒宗教敬禮。由於這神印，聖洗是不可重複

d妾受的 1 。

l 參閱特倫多： DS 1609; 1624. 

凡是為了信仰而致命的人，慕道者，或任何人一一即使未認 1281 

識教會，但受到恩寵的推動，誠心尋求天主，並努力承行祂

旨意的人一一雖然未及受洗，也可得救1 。

1 參閱Iβ16.

自古以來，就為嬰孩施洗，因為洗禮是天主的恩寵和禮物， 1282 

不需要先有人的功績。嬰孩是在教會的信德內受洗。進入基

督徒的生命，可獲得真正的自由。

至於那些未受洗而夭折的嬰孩，教會的禮儀邀請我們信賴天 1283 

主的仁慈，並為他們的得救而祈禱。

在必要時，任何人都可以施洗，只要他們有意向做教會所做 1284 

的事，並須注水在候洗者頭上，同時說：「我因父、及子、

及聖神之名，給你投洗。」

第二條

堅振聖事

堅振和聖洗及戚恩（聖體）聖事共同組成「基督徒入門聖 1285 

事」，我們必須維護這三件聖事的一體性。因此，我們應向信

徒解釋，為使聖洗的恩寵達到圖滿，接受堅振聖事是必要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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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因著堅振聖事，他們﹝受過洗的人﹞與教會更完善地

連結起來，又因受到聖神特別力量的充實，更責無旁貸地以言以

行，去宣揚並維護信仰，作基督其實的見証人」 2 。

1 參閱〈主教禮書﹒堅振禮〉前言 1. 2 參閱Iβ11﹔〈主教禮書﹒堅振禮〉前盲 2.

一、救恩史中的堅振聖事

1286 在舊約時代，先知己宣布上主的神要居住在萬民所期待的默

702-716 西亞身上 1 ，使祂履行救贖人類的使命 2 。當耶穌接受若翰的洗

禮時，聖神降臨在祂身上，這是一個標記，指出耶穌就是要來

的那一位，祂是默西亞、天主子3 。基督因聖神降孕，祂的整個

生命和使命，是在完全與聖神的共融中實現。這聖神是天父「無

限量地」賜給基督的（若 3:34）。

1 參閱依 11:2. 2 參閱路4:16-22：依 61:1. 3 參閱瑪 3:13 17﹔若 1:33-34.

1287 聖神的這一切富饒不應只屬於默西亞，也應傳送給默西亞的

739 全體子民 1 0 基督曾多次應許要傾注聖神2 ，祂的應言午在逾越節

那天首先實現了（若 20:22），接著，在五旬節那天更以驚人的方

式實踐3 。宗徒們充滿聖神，聞始宣講「天主的奇事」（宗2:11) ' 

伯多樣宣布：聖神的傾注就是默西亞時代的標記 4 。當時，凡相

信宗徒的宣講而受洗的人，都接受了聖神的恩賜5 。

1 參閱則 36:25 27﹔岳 3:1-2. 2 參閱路 12:12﹔若 3:5 8; 7:37-39: 16:7-15：宗 1:8.

3 參閱宗 2:1 4. 4 參閱宗2:17-18. 5 參閱宗 2:38.

1288 「從那時起，宗徒為了完成基督的意願，藉著覆手，把聖神

699 的恩賜傳送給新受洗的人，使洗禮的恩寵達到圓滿 1 。因此，在

致希伯來人書中，把覆于禮，連同洗禮的道理，都列入培育基督

徒的基本教材中 2 。天主教傳統理所當然地承認覆于是堅振聖事

的始源：此聖事以某種方式，使五旬節聖神降臨的恩寵在教會內

綿延不絕 J 3 。

1 參閱宗 8:15 17; 19:5 6. 2 參閱希 6:2. 3 ﹛呆祿六世，〈分享天主性體〉宗座憲令。

1289 在很早以前，為了更確切地表明聖神的恩賜，除覆于外，還

6刃 有傅抹加香料的油（聖化聖油）。傅油禮闡明了「基督徒」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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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意就是「受傅油者」’這名稱源於基督本身，祂就是「天

主以聖神傅了」的那位（宗 10:38）。傅油禮一直流傳至今，東 436 

方和西方的教會同樣遵行。因著上述的理由，在東方，這聖事

稱為傳油（chrismation) ＇ ~P傅抹聖先聖油（ chrisma） ，或香膏 1297 

(myron） 。在西方，則稱為堅振（confirmation）：表示它對聖

洗聖事的硨這恕，也同時強化聖洗的恩寵。

東方和西方兩個傳統

在最初的幾個世紀裡，堅振通常與聖洗在同一慶典中舉行：這就是 1290 
聖西彼廉所稿的「雙重軍事」 o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尤其是嬰孩洗禮的

次數終年不斷地增加，鄉村堂區的數目增多，教區的範圍日廣，以致主教

不能主持所有的聖洗慶典。在西方，由於希望把「聖洗的完成」留給主

敦，所以把這兩件聖事在不同時間分開舉行。東方教會則維持這兩件聖事 1233 

的一體性，所以，是由付洗的司鐸施行堅振聖事。但在這種情況下，主禮

司鐸只能使用由主教祝聖的「香膏」來施行這聖事 1 。

l 參閱CCEO 695,1; 696,1. 

羅馬教會的一項習慣逐漸發展成西方現行的禮規，該習慣是：在洗 1291 
禮後傅兩次「聖他聖油」。第一次傅油，是在受洗者由洗禮池出來時，立 1242 

即由司鐸施行：這次傳油仍要由主教在新教友額上第二次傳油來完成 1 。

如今保留了由司鐸以聖他聖油施行的第→次傅油禮，它與聖洗的儀式連結

在一起，象徵受過洗的人分享基督先知、司祭和王者的職務。如果是為成

人施洗，便只施行一次聖洗後的傳油：這就是堅振聖事的傅油禮。

l 參閱聖依隨時，好宗徒傳／羔） 21: SCh 11,80 95. 

東方教會的做法，是更強調基督徒入門聖事的一體性。拉T教會的 1292 
做法則更清楚地表達出新基督徒與主敦的共融：因為主教是其教會唯一 1244 

性、至公↑生和宗徒，性的保証人和僕人，由此他連接著基督教會的宗徒起

源。

二、堅振聖事的標記和儀式

在堅振聖事的儀式中，該細想傳油的標記，以及它所象徵的 1293 

和所蓋下的屬于申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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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傳油，就聖經上和古代的象徵來說，含義豐富：油是富裕 1

和喜樂 2的標誌，它潔淨（在沐浴前後的傳油）和滋潤身體（為運

動員和角力者的傳油）﹔它是治癒的標記，因為它在予解瘀腫和傷

口的痛楚3 ﹔它也帶來美麗、健康和力量的光彩。

1 參閱申 11:14等。 2 參閱詠23:5﹔ 104:15. 3 參閱依 1:6﹔路 10:34.

1294 在聖事生活裡，「傅油」也有上述的含意。在洗禮前，傅上

1152 「候洗聖油」，象徵淨化和強他﹔給病人傳油表示治療和安慰。

洗禮後，在「堅振禮」和「聖秩授予禮」中傳以「聖他聖油」’

是祝聖的標記。藉著堅振聖事，即那些接受了傅油的基督徒，

更圓滿地分享耶穌基督的使命，充滿聖神的富饒，使他們的生命

更能散發出「基督的馨香」 1 。

1 參閱格後 2:15.

1295 藉著傅油，領受堅振者接受了一個「記號」’就是聖神的印

698 記。印記代表個人的印倌 1 ，是他權力的標記 2 ，是他擁有某物

的標記 3 。因此，士兵蓋上他們將領的印記，奴隸蓋上他們主人

的印記。印記証實一個法律行為 4 ，或一分文件 5 ，並在某些情

況下，有保會作用 6 。

l 參閱創 38:18：，歌 8:6. 2 參閱創 41:42. 3 參閱申 32:34. 4 參閱列匕 21:8.

5 參閱耶 32:10. 6 參閱依 29:11.

1296 基督宣稱自己是天父所印証的 1 0 同樣，在基督徒身上也蓋

1121 了印：「那堅固我們向你們在基督內的，並給我們傅油的，就是

天主：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並在我們心裡賜下聖神作為保証」

（格後 1:22)2 。這聖神的印記標示出我們整個屬於基督，永遠加

盟為祂服務，也標示出天主的許諾，要在末世的重大考驗中，保

護﹝我們﹞3 。

1 參閱若 6:27. 2 參閱弗 1:13; 4:30. 3 參閱默 7:2-3; 9:4：則 9:4 6. 

堅振聖事慶典的舉行

1297 聖化聖油的祝聖是一個重要的行動，它雖在堅振聖事以前舉

1183 行，但在某種意義上，也算是堅振慶典的一部分。主教在聖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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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聖油彌撒，為他的整個教區祝聖聖他聖油。在東方教會裡， 1241 

聖油祝聖的禮儀甚至保留給宗主教主持：

安提約基禮用下述的「呼求聖神禱詞」來祝聖聖化聖油（香

膏）：「（聖父．．．．．．請派遣聖神），降臨在我們，及在我們面前

的油之上，並予以聖忙，好為那些接受它的傳油和印記的人，

成為神聖的香膏、司祭的香膏、王者的香膏、喜悅的傅油、

光明的衣服、救恩的外鹽、屬神的恩賜、靈魂和肉身的聖先、

永存的褔樂、永不磨滅的印記、信德的護盾、無敵的盔甲，

以抵抗魔鬼的一切惡事」。

當堅振聖事慶典與聖洗聖事慶典分開舉行，一如羅馬禮所行，堅振 1298 
聖事禮儀以領堅振者重宣洗禮誓詞及宣認信仰開始，清楚顯示堅振是在聖

洗之後舉行1 。如果成人受洗，則立即接受堅振、參與感恩祭並領聖體2 。

1 參閱 SC 71. 2 參閱CIC 866. 

在羅馬禮中，主教給全體領堅振者覆手，這手勢從黑徒時代 1299 

就象徵恩賜聖神。主教覆手呼求聖神的傾注：

全龍的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請你垂顧這些己受洗

者：藉著洗禮，宇航己從罪惡中拯救了他們，你以水及聖神使他

們重獲新生。就如你曾許諾的，如今求你傾注你的聖神於他們 1831 

身上：圓滿地賜給他們那曾停留在你聖子耶穌身上的聖神，也

就是智慧和聰敏之神、超見和剛毅之神、明達和孝愛之神﹔使

他們充滿敬畏天主之神。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1 。

1 《？教禮書· 12,2'.振禮｝ 25. 

隨後，就是堅振聖事的必要儀式。在拉丁禮中，「聖振聖事 1300 
的施行，是覆手時領堅振者額上傅以聖先聖油，說：『請藉此 699 

印記，領受天恩聖神』 （Accipe signaα1Jum demi 中iritus

品ncti） 」 1 。至於拜古廷禮的東方教會，袒乎求幫申白骨壽詞之後，

以「香膏」傅在領堅振者身體上、最具象徵的部位：額上、眼睛、

鼻子、耳朵、口唇、胸膛、背上、雙手、雙足等﹔每次傅油時說：

「元恩、基會申的印記」 （ Sigi坦白Jum doni 中＇irit的品nctis）＊ 。

1 傍三千象六世，〈分享天主性體〉宗座憲令。 * Rituale 戶r le 臼iese orientali di 
rito bizantino in lingua greca, Pars Prima (Liberia 國i trice Vaticana, 1954) 36. 

最後以半安禮結束里振聖事禮儀，象徵並表不與半故去之所有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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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在教會內的共融1 。

1 參閱聖依玻理，＜＊徒傳承｝ 21: SCh 11,80-95. 

三、堅振聖事的效果

1302 從堅振聖事慶典的舉行，可得知此聖事的效果是：聖神特

731 別傾注在接受堅振者身上，正如昔日五旬節那天，傾注在宗徒

身上一樣。

1303 從這一事實，可知堅振聖事帶來聖洗恩寵的加增與加深：
1262-1274 

它使我們更深入地扎根在與天主的父子關係裡，使我們呼

號：「阿爸，父呀」（羅8:15）﹔

一一它使我們更緊密地與基督結合：

它在我們內加增聖神的恩賜﹔

一一它使我們與教會的連繫更趨完美 1 ; 

一一它賦予我們聖神的特別力量作基督的其實見証人，以言以行

2044 傳揚並維護信仰，勇敢宜認基督的名字，且決不以十字架為恥2 : 

因此，你必須謹記，你接受了屬于申的印號，就是領受了智慧和聰

敏之神、超見和剛接之神、明建和孝愛之神、及敬畏天主之神：

你該謹守你所接受的。天主父已在你身上蓋上了祂的印號：主

基督巳堅定了你，並把祂的保証 聖神，放在你的心裡3 。

1 參閱 LG 11. 2 參閱弱冷翠（1439): DS 1319: Iβ11﹔ 12. 

3 聖安博， 〈言命奧跡｝ 7,42: PL 16,419. 

1304 堅振聖事就如它完成的聖洗聖事一樣，只可接受一次，因為

1121 堅振聖事在人靈上蓋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屬神的印號一「神

印 J 1 ，這是耶穌基督蓋在每個基督徒身上的聖神之印記，為他

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好使他成為基督的見証人2 。

1 參閱特倫多 0547): DS 1609. 2 參閱路24:48-49.

1305 這「神印」使在聖洗中所接受的「普通司祭職」更趨完美。

1268 「領堅振的人接受了力量，這力量使人公開宣認基督，猶如職

責所在 （quasi ex of丑cio） 」 1 0 

1 STh 3, 72,5,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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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誰可接受堅振聖事？

凡受過洗而尚未接受堅振的人，均可並應該接受堅振聖事1 。 1306 

既然聖洗、堅振和感恩l （聖體）聖事合成一個整體，那麼「信友 1212 

就有義務在適當的時候接受堅振聖事」 2 。雖然缺了堅振聖事和

戚恩、（聖體）聖事，聖洗聖事當然還是有效且有效益，但基督徒

的人門過程終究尚未完成。

l 參閱CIC 889,1. 2 CIC 890. 

歷來，拉丁教會習慣，以「辨別是非的年齡」作為接受堅振聖事的 1307 
參考。但倘若遇有死亡危險時，儘管他們仍未達到辨別是非的年齡，也

應給嬰孩施行堅振聖事 1 。

l 參閱CIC 891; 883,3. 

雖然有時稱堅振聖事為「基督徒成熟的聖事」，但決不能把 1308 

信仰上的成熟與生理上的成熟相混淆，也不應忘記，聖洗的恩寵 的。

是無條件地賜給人，又是人無功而獲選的恩寵，無須「認可」便

生效。聖多瑪斯對此事這樣說：

生理的年齡不可作為靈魂成熟程度的鑑別。因此，即使在童

年，人亦可達到靈性上的成熟，正如智慧書上說：「可敬的老

年並不在於高壽，也不在於以年歲來衡量」（智 4:8）。很多兒童

年紀尚輕，卻因接受了聖神的力量，而勇敢為基督奮門，甚至

傾流自己的血1 。

1 STh 3, 72,8,ad 2. 

堅振聖事的準備，目的是引導基督徒與基督更親密地結合， 1309 

並更熱烈地親近聖神，熟悉祂的行動、祂的恩賜和祂的呼召，好

能更勝任地承擔基督徒生活上的使徒責任。為此，堅振聖事的教

理講授，應致力於喚醒對耶穌基督的教會，即對普世教會和堂區

團體的歸屬感。堂區團體對於領堅振者的準備，負有特殊的責

任 1 。

1 參閱〈主教禮書﹒堅振禮〉，前言 3.

領堅振者必須處於恩、寵狀態，首先宜接受懺悔聖事，好能潔 1310 

淨自己，以接受聖神的恩賜。應以更熱心的祈禱，妥作準備，好 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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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順從和待命的心，接受聖神的力量和恩寵 1 。

1 參閱宗 1:14.

1311 正如受洗，準備接受堅振聖事的人宜物色代父或代母，好能

1255 得到靈性上的協助。為強調聖洗聖事和堅振聖事的一體性，最適

宜由同一人擔任堅振聖事和聖洗聖事的代父或代母 1 。

l 參閱〈主教禮書﹒堅振禮〉，前言 5﹔ 6﹔ CIC 893,1,2. 

五、堅振聖事的施行人

1312 主教是堅振聖事的原本施行人 1 0 

1233 在東方禮，通常是由付洗的司鐸，在向一慶典中施行堅振聖

事。但該司鐸要用由宗主教或主教所祝聖的「聖化聖油」來施行

堅振聖事，這表示教會的宗徒↑生合一，而其連繫藉堅振聖事得以

加強。在拉丁教會中，同樣的規定也適用於成人的洗禮，或於接

納一位己在其他基督徒團體受過洗的人與教會完全共融，而該團

體並無有效的堅振聖事2 。

1 參閱Iβ26. 2 參閱CIC 883,2. 

1313 在拉丁禮，堅振聖事的正權施行人是主教 1 0 如有需要，

1290 主教雖然可把施行此聖事的權柄授予一些司鐸 2 ，但通常由他

親自施行最為恰當，不要忘記，就是基於此理由，才將堅振聖

事與聖洗聖事在時間上分開舉行。主教是宗徒的繼承人，接受

了圓滿的聖秩聖事，由他們施行堅振聖事，正好顯示出堅振聖

1285 事的效果是使領堅振者與教會、與教會的宗徒起源、及與教會

為基督作見証的使命，更密切結合。

1 參閱CIC 882. 2 參閱CIC 884,2. 

1314 如有基督徒處於死亡的危險，任何一位司銬在勻肯接甘為他施行

1307 星空辰 1 。事實上，教會不鵰襄她的的可一位子女，即使是特己最小

的，在離開人世前，仍未由聖神以基督圓滿的恩賜而得到成全。

1 參閱CIC 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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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當時，在耶路撒冷的宗徒，聽說撒瑪黎雅接受了天主的聖 1315 

道，便打發伯多祿和若望往他們那裡去。他們二人一到，就

為他們祈禱，使他們領受聖神，因為聖神還沒有降臨在任何

人身上，他們只因主耶穌的名受過洗。那時，宗徒便給他們

覆手，他們就領受了聖神」（宗 8:14-17）。

堅振聖事使聖洗的恩寵得以圓滿。它是賦予聖神的聖事，使 1316 

我們更深入地扎根於與天主的父子關係裡，更堅固地成為基

督的肢體，吏牢固地與教會連繫，更密切地與教會的使命相

聯合，幫助我們以言以行來見証基督徒的信仰。

如同聖洗聖事一樣，堅振聖事在基督徒的靈魂上蓋上神印或 1317 

不可磨滅的印記﹔因此，人一生只可領受一次堅振聖事。

在東方禮，付洗後隨即施行堅振聖事，然後參與感恩祭﹔這 1318 

傳統強調基督徒入門三件聖事的完整合一。在拉丁教會中，

這聖事為已達到辨別是非年齡的人施行，並通常保留由主教

舉行慶典，以表示這聖事加強領受者與教會的關係。

已經達到辨別是非年齡的堅振聖事候選人，應宣認信仰，處 1319 

於恩寵的狀態，懷有領受這聖事的意向，並妥作準備，以便

在教會團體和現世事務裡，擔任基督門徒和見証人的角色。

堅振聖事的必要儀式，是在受過洗的人額上傅以聖化聖油 1320 

（在東方禮，也傅在身體其他部位土），依照羅馬禮，施，行

人同時覆手說，：「請藉此印記＋領受天恩聖神」 （Accipe

signaculun1 doni Spiritus 品·ncti) ，而在拜占廷禮，施行人

則說：「元思聖神的印記J (Signaculumdoni Spiritus品ncti） 。

當堅振聖事慶典與聖洗聖事慶典分開舉行時，為表達這兩件 1321 

聖事的關連，重宣聖洗誓願是其中一種方式。堅振聖事在感

恩祭中舉行，有助於強調基督徒入門聖事的完整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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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感恩（聖體）聖事

1322 感恩（聖體）聖事完成基督徒入門過程。凡因聖洗而提昇到

1212 主者司祭的尊嚴，藉堅振而更深入肖似基督的人，透過感恩祭，

與整個團體一起參與主自己的祭獻。

1323 「我們的救主，在祂被出賣的那一夜，在最後晚餐中，建立

了祂體血的感恩祭禮，使十字架的祭獻得以永留於後世，直到祂

再度來臨。主同時把祂死亡復活的紀念，託付給祂所摯愛的淨配

一一教會。這是仁愛的聖事、團結的標記、愛德的聯繫、逾越的

1402 宴會，『在此宴會中我們以基督為食糧，使心靈充滿恩寵，並獲

賜將來榮福的保証』」 1 。

1 SC 47. 

一、感恩（聖體）聖事一一教會生活的泉源與高峰

1324 感恩（聖體）聖事是「整個基督徒生活的泉源與高峰」 1 0 

864 「至於其他聖事，以及教會的一切職務和傳教事業，都與感恩

（聖體）聖事緊密相聯，並導向這聖事：因為至聖的感恩（聖體）

聖事含有教會的全部屬于申寶藏，也就是基督自己，祂是我們的逾

越」 2 。

1 1β11. 2 P05. 

1325 「戚恩（聖體）聖事是與天主生命相通、與天主子民共融合

775 一的有效標記及最卓越的源頭，教會是藉此而存在的。感恩（聖

體）聖事既是天主在基督內聖先世界的高峰，也是人在聖神內敬

拜基督，並藉著基督敬拜天父的高峰」 1 。

l 聖禮部，〈聖體豆豆跡〉訓︱令 6.

1326 最後，藉著戚恩慶典（彌撒），我們已與天上的禮儀相融

1090 合，且預嘗永生，在那時，天主將是萬物之中的萬有 1 。

1 參閱格前 15:28.

1327 簡言之，戚恩（聖體）聖事是我們信仰的總綱和綜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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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思想方式與戚恩（聖體）聖事相符合﹔反過來說，感恩（聖體） 1124 

聖事亦堅定我們的思想方式」 1 。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18,5: PG 7 /1,1028. 

二、怎樣稱這聖事？

這聖事所具有取之不盡的富饒，可由其不同的名稱表達出 1328 

來。不同的名稱展現出此聖事的不同層面。我們稱這聖事為：

感恩槽（Eucharist) 。如此稱之，因為這聖事是向天主謝恩 2637 

的行動。這兩個希臘字 eucharistein （祝謝：路 22:19﹔格前 11:24) 1082 

及 eulogein （祝福：瑪 26:26﹔谷 14:22），讓人想起猶太人的一一

尤其用膳時候的一一一祝謝禱詞，這些祝謝禱詞宣揚並讚頌天主創 1359 

世、救贖和聖化的工程。

主的晚餐 l 。如此稱之，因為這聖事連接著主在受難前夕與 1329 

門徒一起享用的晚餐﹔藉此我們預享那在天上耶路撒冷的羔羊婚 1382 

宴 2 。

壁餅。如此稱之，因為耶穌採用了這源自猶太人用餐的特

有儀式：祂以主人的身分，祝謝並把餅壁開，分給眾人3 ，祂刻

意地在最後晚餐中這樣做了 4 。耶穌復活後，門徒就是因這動作

而認出祂來 5 ，初期的基督徒也用這個說法來稱呼戚恩聚會6 。

他們藉著分餅來象徵：凡分食同一個壁聞的餅 基督 的 790 

人，就是進入與祂的共融中，並在祂內形成一個身體7 。

感恩緊會（synaxis）。如此稱之，因為戚恩（聖體）聖事是在

信友聚會中舉行的，這是教會的有形表達8 。 1348 

1 參閱格前 11:20. 2 參閱默的：9. 3 參閱瑪 14:19; 15:36：谷 8:6,19. 4 參閱瑪 26:26;

格前 11:24. 5 參閱路24:13-35. 6 參閱宗 2:42,46﹔ 20:7,11. 7 參閱格前10:16-17.

8 參閱格前 11:17-34.

主受難和復活的紀念。

神聖的祭獻（聖祭）。如此稱之，因為它是救主基督的唯一

祭獻的實現，並包括教會的奉獻﹔它也稱為彌撒聖祭、「諧頌之

1330 
1341 

祭」（希 13:15)1 、屬神的祭獻 2 、聖潔的祭獻3 ，因為它完成並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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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超越舊約的一切祭獻。

神聖的禮儀。如此稱之，因為在這聖事的慶典中，找到教會

整個禮儀的核心及最深刻的表達﹔在同一意義下，我們也稱這聖

1169 事為神聖奧跡的慶典。又稱之為至聖聖事，因為它是聖事中的聖

事。這名稱也用於存放在聖體櫃裡祝聖過的餅酒。

1 參閱詠116:13,17. 2 參閱伯前2:5. 3 參閱拉 1:11.

1331 共融（領聖體〉。如此稱之，因為藉此聖事，我們與基督結

950 合。基督使我們分享祂的體血，成為一個身體 1 ：我們也稱之為

948 神聖之物（臼 hagia; sane臼）2一這是宗徒信經所說「諸聖相

1405 通」的原本意義 天便的食糧、天上的食糧、常生之藥3 、天

路行糧（Viaticum) · · · · · · 

1 參閱格前 10:16 17. 2 〈宗徒封信每錄｝ 8,13,12: PG 1,1108﹔〈十二宗徒訓吉｝ 9,5;10,6:SCh 

248,176 178; 248,180. 3 聖做內爵﹒安捷的基，〈致厄弗所人書｝ 20,2: AF II/2,87; SCh 10,76. 

1332 神聖的彌撒 （Missa） 。如此稱之，因為這實現救恩奧跡的禮

849 儀，在結束時派遣 （missio） 信友，好使他們能在日常生活裡實踐

天主的旨意。

三、救恩史中的感恩、（聖體）聖事

餅酒的標記

1333 藉著基督的話語和祈求聖神，使餅酒成為基督的體血，是成

1350 恩禮的核心。教會忠於主的命令，為紀念祂，繼續做祂在受難前

夕所做的：「祂拿起餅來．．．．．．」’「祂拿起一杯葡萄酒．．．．．．」

直到祂光榮地再來。餅酒以超乎我們理解的方式成為基督的體

血，餅酒的標記也繼續象徵天主創世的蔥、恩。因此，在獻禮中，

11衍， 11叫 我們感謝造物主賜給我們餅酒 1一一「人類勞動」的成果，但它

們首先是「大地的產物」和「葡萄樹的果實」’是造物主的恩

賜。教會在「君王司祭J 默基瑟德「帶來餅酒」（創 14:18）的行

動中，看到了自己獻禮的預象2 。

1 參閱詠 104:13-15. 2 參閱〈羅馬彌撒經書〉，感恩經第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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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時代，人把餅和酒，與大地的其他初果一起呈上，作 1334 

為祭獻，這表示對造物主的知恩。但是，在「出谷」事件裡，餅 11月， 1363

和酒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以色列人每年在逾越節所吃的無酵

餅，是紀念天主解救他們倉皇逃離埃及﹔也紀念天主在曠野降下

瑪納，使以色列人時常謹記，要靠天主的聖吉作為生活的食糧1 。

最後，日用的食糧是預許福地的出產，是天主信守祂許諾的保

証。猶太人在逾越節晚餐結束前舉起「祝福之杯」（格前10:16) ' 

為酒帶來的慶節般的歡樂，增添了末世的幅度，亦即期待著默西

亞降來重建耶路撒冷。當耶穌建立戚恩（聖體）聖事時，祂賦予

祝福餅和酒的行動一個新而決定性的意義。

l 參閱申 8:3.

在增餅奇跡裡，主﹝拿起餅來﹞祝謝後，璧開，交由門徒分 1335 

給群眾，讓他們吃飽：這預示祂感恩（聖體）聖事的獨特食糧是 1151 

如此豐盛，取之不盡 1 。在加納婚宴上變水為洒的標記2 ，己預

告耶穌受光榮的時刻。它顯示在天父的國裡婚宴的圓滿，在那

裡，信友暢飲那成為基督寶血的新酒3 。

1 參閱瑪 14:13 21; 15:32-39. 2 參閱若 2:11. 3 參閱谷 14:25.

耶穌首次預告感恩（聖體）聖事時，使得門徒分裂，如同祂 1336 

預告受難時一樣，引起他們反感：「這話生硬，誰能聽得下去

呢？」（若 6:60）戚恩（聖體）聖事和十字架向是絆腳石。這是同

一的奧跡，不斷成為分裂的原因。「難道你們也願走嗎？」（若

6:67）：主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經年累月地在迴響著。祂愛的遨

請使我們發現，唯有祂才有「永生的話」（若6：“）﹔誰以信德來 1327 

接受祂感恩（聖體）聖事的恩賜，就是接納祂自己。

感恩（聖體）聖事的建立

主既然愛了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當祂知道時辰己 1337 

到，要離開世界回到父那裡去時，祂在晚餐中為他們洗腳，並交 的

給他們愛的命令 1 。為留給他們這愛情的保証，為使他們與自己

永不分離，並且為讓他們參與祂的逾越，祂建立了感恩（聖體）

聖事，作為祂聖死與復活的紀念，並吩咐祂的宗徒要舉行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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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直至祂的再來：「於是將他們立為新約的司祭」 2 。

1 參閱若 13:1-17 ,34-35. 2 參閱特倫多 (1562): DS 17位

1338 三部對觀福音和聖保祿，都給我們傳述了感恩（聖體）聖事的建立：

至於聖若望，他則記載了耶穌在葛法翁會堂，為準備建立J式，蔥、（聖體）聖

事所說的話：基督指明自己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生命之糧 1 。

1 參閱若 6.

1339 耶穌選擇了逾越節來實現祂以前在葛法翁所預告的：把自己

1169 的體血賜給祂的門徒：

無酵節日到了，這一天，應宰殺逾越節羔羊。耶穌打發怕多祿和

若望說：「你們去為我們預﹛需要吃的逾越節晚餐罷！」．．．．．．他們

去了，．．．．．．並預備了逾越節晚餐。到了時候，耶穌就入席，＊徒

也同祂一起。耶穌對他們說：「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難以

前，同你們吃這一頓逾越節晚餐。我告訴你們：非等到它在天主

的國裡成全了，我決不再吃它。」．．．．．．祂遂拿起餅來，子兄謝了，

學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你們要這

樣做，來紀念我。」晚餐以後，耶穌同樣拿起杯來，說：「這杯

是用我為你們所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路22:7-20)1 。

1 參閱瑪26:17-29：谷 14:12 25﹔格前 11:23 26. 

1340 耶穌與宗徒在逾越節餐宴上舉行這最後晚餐時，給猶太人的

1151 逾越節賦予了決定↑生的意義。事實上，新的逾越，就是耶穌通過

死亡和復活到達父那裡，這在最後晚餐中提前實現，且在﹝今天

677 的﹞感恩祭中慶祝。感恩祭完成猶太人的逾越節，並提前實現教

會在天圓的光榮中最終的逾越。

「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j

1341 耶穌命令要重複祂的行動和話語，「直到祂再來」。這命令

不但要求我們懷念耶穌及祂所做的一切，且是針對由宗徒和他們

訓， 1363 的繼承人所舉行的禮儀慶典，紀念基督、祂的生活、祂的死亡和

復活、以及祂在父前的代禱1 。

1 參閱格前 11:26.

1342 從一開始，教會就一直忠於主的命令。關於耶路撒冷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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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宗徒大事錄這樣記載：

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壁餅，祈禱。．．．．．．每天

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殿，也挨戶壁餅，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

起進食（宗 2:42,46）。

2624 

基督徒尤其在「一週的第一天」 主日，即耶穌復活的日 1343 

子，團聚一起「壁餅」（宋 20:7）。自那時起，直到今天，感恩 1166, 2177 

（聖體）聖事慶典一直綿延不斷﹔如今，在教會裡，我們在各處都

可以參加這具有同樣基本結構的感恩祭。它依然成為教會生活的

中心。

如此，感恩祭一次一次地舉行，次次都在宣告耶穌的逾越 1344 

奧跡，「直到祂再來 J （格前 11:26）﹔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經 1404 

過十字架的窄門而前進」 1 ，走向天上的盛宴﹔那時，所有被選

的人將在天國裡坐席。

1 AGL 

四、感恩祭的禮儀慶典

世代相傳的彌撒

從第三世紀起，我們已有殉道者聖猶思定的見証，他描述了 1345 

感恩祭程序的基本輪廓。直到今天，這輪廓仍完好地為各大禮儀

族群所保存。聖猶思定曾在公元 155年左右，向外教皇帝虔誠者

安多尼（Antoninus Pius）解釋基督徒所做的：

在我們稱為「太陽日」這天，住在城市和鄉間的信眾，都前來聚

集在同一地方。

按照時間許可，誦讀宗徒的記載和先知的著作。

讀經者讀畢，主席便教導和勉勵會眾仿行這些美好之事。

然後，我們一同起立祈禱：為我們自己．．．．．．，也為所有其他的人

祈禱，無論他們身在何地，好使我們都能正宜地生活和行動，並

忠於誡命，以獲得永壇的救恩。

祈禱結束後，我們彼此親吻。

基督徒入門聖事 325 



然後，有人遞上餅與一杯混合了水的酒，交給眾弟兄的主席。

他接過餅酒，便因于及聖神之名，光崇稱頌宇宙之父﹔並以相當

長的時間戚恩（希臘文： eucharistian） ，使我們堪當領受這些恩

賜。

當他祈禱和感恩完旱，全體會眾便高聲回應：「阿們」

主席感恩、與民眾回應之後，我們中那稱為執事者，就把祝謝過的

餅以及酒不口水，分給在場參禮的人﹔也帶給那些不在場的人 1 。

1 聖猶思定，〈護教書） 1,65 67: PG 6,428 429. 

1346 戚恩祭禮儀按照它的基本結構展開，這結構歷經許多世紀，

一直保存到今天。它包含著兩大部分，這兩大部分基本上形成一

個整體：

一一會眾梟合，聖道禮儀，包括宣讀聖經、講道和信友禱詞﹔

一一感恩禮儀，包括呈獻餅酒、有祝聖效果的戚恩祈禱（感恩經）

和領聖體禮。

的 聖道禮儀和感恩禮儀，共同組成「一個整體的敬禮行動」 1 ; 

事實上，在感恩祭裡’為我們擺設的建席，既是天主聖吉的建

席，也是主的身體的室主席2 。

1 SC 56. 2 參閱DV21.

1347 這不就是「復活的耶穌跟門徒所共進的逾越節晚餐」的情節

嗎？復活的耶穌與他們同行時，給他們講解聖經，然後與他們同

席進餐時，「祂拿起餅來，祝謝了，壁開，遞給他們 J 1 0 

1 參閱路 24:13 35. 

禮儀慶典的進行

1348 所有信友聚集一起。基督徒來到同一地方舉行戚恩聚會。此
1140 聚會之領導者是基督自己，祂是戚恩祭的主要執行者（principal

agent）。祂是新約的大司祭，是祂親自以不可見的方式主持整個

1548 感恩慶典。主教或司鐸則是以基督元首之名 （in persona Christi 

capitis） 代表祂主持聚會，在宣言賣聖經後講道，接受獻禮並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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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經祈禱。所有的人在慶典中，都各按其分，主動參與：宣言賣聖

經、呈獻禮品、送聖體聖血，全體會眾則以「阿們」顯示他們的

參與。

聖道禮儀的讀經包括「先知的著作」，即舊約聖經和「宗 1349 

徒的回憶錄」，即宗徒書信和福音。宣讀聖經後就是講道，勸勉 1184 

眾人接受聖言，並切實當作天主的話來領受 1 ，且付諸實行。隨

後，為全人類代禱，正如宗徒所說的：「首先我勸導眾人，要為

一切人懇求、祈禱、轉求和謝恩，並為眾君王和一切有權位的人

代禱」（弟前2:1-2）。

1 參閱得前 2:13.

呈獻禮品：然後有時以列隊方式，把餅酒帶到祭台，由司祭 1350 

以基督之名在底恩祭中奉獻，使之成為基督的體血。這正是基

督在最後晚餐中所做的行動：「拿起餅和杯來」 o 「唯有教會能 1359 

向造物主獻上這純潔的祭品，即以感恩之心，向造物主獻上祂所

創造的」 1 。祭品呈獻到祭台，是沿用默基瑟德的舉動，並將造

物主的恩賜交託在基督的手中。是基督在祂的祭獻裡，使人類的 “ 
獻祭達致完美。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18,4: PG 7 /1,1027﹔參閱拉 1:11.

從起初，基督徒帶來為感恩祭用的餅酒，也同時帶來他們 1351 

的禮物，為分給有需要的人。這奉獻（捐獻）1 的習慣是合乎時代 1397, 2186 

的，是由基督的榜樣所做發的，祂成了貧困的，好使我們成為富

有的 2 : 

那些富裕的，和願意的人，按照各人的能力捐獻。收集的捐

獻，交給主席，用來幫助孤兒寡婦、病人或因其他原故而有所

置乏的人，如囚犯、移民等。總之，是援助所有貧困的人3 。

1 參閱格前 16:1. 2 參閱格後8:9. 3 聖猶思定，〈護教書｝ 1,67,6: PG 6,429. 

感恩經 （anaphora） ：藉著感恩、經一一戚恩和祝聖的祈禱，我 1352 

們到達慶典的中心和高峰：

在頌謝詞裡，教會藉著基督、在聖神內，感謝聖父﹔感謝祂所做的

一切工程：創造、救贖和聖仕的工程。整個團體連同天上的教會、天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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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全體聖人，不停地讚頌天主，向祂高日昌「聖、聖、聖」。

1353 在呼求聖神禱詞（epiclesis） 裡，教會祈求聖父派遣祂的聖神（或祂聖

1105 忱的德能）1 降臨於餅酒之上，使餅酒藉著聖神的德能成為耶穌基督的聖

體聖血，並使那些分享戚恩祭宴的人，成為一心一體（某些禮儀傳統把呼

求聖神禱詞編排在紀念禱詞﹝anamnesis﹞之後）。

1375 在建立聖體聖血的教述裡，基督所言所行的力量，以及聖神的德

能，使基督的聖體聖血，也就是祂在十字架上一次而為永久所完成的祭

獻，以聖事的方式，臨現於餅酒形下。

1 參閱〈羅馬彌撒經書〉，感恩經第一式 90.

1354 在隨後的紀念禱詞裡，教會紀念耶穌基督的苦難、復活和光榮地再

1103 來：將聖子為使我們與天玉和好的祭獻，呈獻給天王父。

954 在求恩禱詞（intercessions）裡，教會表示感恩祭是天上人間的整個教

會一起舉行的，包括生者、死者：並與教會的牧者，即教東、教區主敦

和他的司祭團及執事、以及普世主敦和他們的教會，團結合一。

1355 在領聖體禮部分，唸完主禱文（天主經）及單餅後，信友領

1382 受「天上的食糧」和「救恩之杯」一一即基督的體和血，祂「為

世界的生命」（若6:51）把自己奉獻出來。

這餅酒是「祝謝過的」（古老用法是採被動式 eucharisted），因

1327 此，「我們稱這食糧為祝謝過的餅（eucharist）：只有相信我們

戶斤講的是真理，受過洗而獲得罪赦和重生，並按基督的教訓而

生活的人，才可分享這食糧」 1 。

1 聖猶思定，〈護教書＞ 1，前，1-2: PG 6,428. 

五、聖事性的祭獻：感恩、紀念、臨現

1356 基督徒從開始便舉行感恩祭。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有不

同的禮儀傳統，但感恩祭的本質從未改變，因為我們自知受命於

主，為主的命令所約束：祂在受難前夕吩咐說：「你們要這樣

做，來紀念我」（格前 11:24-25）。

1357 我們為紀念祂的犧牲（祭獻）而舉行慶典，來遵守主的追項

命令。這樣做，我們就是向天父呈獻祂自己所賜給我們的：祂創

造的恩賜 餅和酒，而這餅和酒藉著聖神的德能和基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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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成了基督的體血﹔基督就是如此其實而奧妙地臨現。

因此，我們應把戚恩祭視為：

向父的感恩和讚頌﹔

一一基督及其身體所作祭獻的紀念：

一一－基督藉其聖言和聖神德能的臨現。

向父的感恩和讚頌

1358 

感恩祭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救贖我們的聖事一一也是 1359 

為感謝天主創世工程的讚頌之祭。在感恩祭裡，經由基督的死亡 293 

和復活，將所有天主鐘愛的受造物，呈獻給天父。通過基督，教

會便能為感謝天主在受造物和人類中所做的美好和正義的一切，

獻上讚頌之祭。

戚恩祭是呈獻給天父的感恩之祭，是對天主的讚頌，教會藉 1360 

此表達她對天主的知恩，感謝祂的一切恩惠，也感謝祂藉創造、 1083 

救贖和聖他所完成的一切。感恩祭首先是表達 r感恩」的心意。

感恩祭也是讚頌之祭，教會藉此以萬物之名頌揚天主的光 1361 

榮。這讚頌之祭只有通過基督才得實現：基督把信徒與祂自己、 294 

連同祂的讚頌和代禱結為一體，好能藉著祂、借同祂，向天父

呈獻讚頌之祭，並在祂（基督）內豪受悅納。

基督及其身體一一教會一一所作祭獻的紀念

在教會 基督的身體一一的禮儀中，感恩祭是基督逾越的 1362 

紀念，是祂唯一祭獻的實現和聖事性的奉獻。所有的感恩經中，

在建立聖體聖血的敘述之後，都有一端稱為紀念 （anamnesis） 的 1103 

千壽詞。

按照聖經的意義，紀念不但意指回憶往事，也是宣告天主為 1363 

人類所完成的奇跡異事 1 。在舉行這些事件的禮儀時，這些事件 l。”

透過某種方式而得以臨在和實現。以色列子民就是以這種方式，

了解他們出離埃及的事件：每當他們慶祝逾越節時，出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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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臨現在信徒的記憶中，如此促使他們的生活符合這事件。

1 參聞出 13:3.

1364 紀念在新約中得到了一個新的含義。每當教會舉行感恩祭

611 時，就是在紀念基督的逾越奧跡，這奧跡亦藉此而臨現：基督

JO釘 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遠完成的祭獻萬古常新 1 0 「每次在祭台上

舉行基督一一我們的逾越羔羊一一在十字架上所作的祭獻，就是

實行我們得救的工程」 2 。

1 參閱希7:25-27. 2 Iβ3﹔參閱格前5:7.

1365 由於感恩祭是基督逾越的紀念，所以它也是一個祭獻。感恩

2100 祭的祭獻特質顯示在基督建立這聖事的話上：「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而捨棄的」﹔以及「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

1846 約」（路22:19-20）。在戚恩祭中，基督戶斤交付的身體，就是祂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所交付的身體：所交付的血，就是祂「為大眾傾

流，以赦免罪過」的血（瑪26:28）。

1366 所以，感恩祭是祭獻，因為它使十字架的祭獻重現（臨到現

的 場），因為它是十字架祭獻的紀念，也因為它應用十字架祭獻的

果實：

﹝基督﹞我們的主、天主，以代禱者之身死在十字架祭台上：祂

藉此一次而永遠地奉獻自己給天主父，為人類實現祂永恆的救

贖。可是，祂的死亡不應使祂的司祭職中斷（希 7:24,27），於

是，祂在最後晚餐，即「祂被交付的那一夜」’願意留給教會

祂鐘愛的淨配←一一個有形可見的祭獻（正如人↑生所要求

的），以便重現祂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遠地所完成的流血祭獻，

使此祭獻的紀念一直流傳至世界的終結（格前 11:23），並使其救

贖效能應用在我們身上，赦免我們每日所犯的罪過1 。

l 特倫多 0562): DS 1740. 

1367 基督的祭獻和感恩、祭的祭獻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祭獻：「所

1545 奉獻的祭品是同一個，如今藉司祭的職務作奉獻的，和當時那

位在十字架上作自我奉獻的，是同一位，只是奉獻的方式不同

而已」 1 0 「而且由於在彌撒中所完成白守神聖祭獻裡，同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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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其中，以不流血方式自作樹生﹔祂昔日以流血方式在十字架

自有探台上一次而永遠地奉獻了自己．．．．．．這祭獻是真正的贖價J 2 。

1 特倫多(1562): IB 1743﹔參閱希 9:14,27. 2 同上。

感恩祭也是教會的祭獻。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參與她元首的 1368 

奉獻。教會借同基督完全奉獻自己。她結合於基督的代禱，為全

人類祈求天父。在感恩祭中，基督的祭獻也成為祂肢體的祭獻。 6月， 2031

信友的生活，他們的讚美、痛苦、祈禱、工作，都與基督的讚

美、痛苦、祈禱、工作，及祂整個的奉獻結合，因而獲得新的價 1109 

值。基督的祭獻臨現在祭台上，使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可以與

祂的奉獻相結合。

在地下墓穴的畫象上，教會常被畫成一位正在祈禱的婦人，她伸開

雙臂祈禱。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伸開雙臂，教會也藉著基督、偕同基

督、在基督內，奉獻自己，並為全人類代禱。

整個教會都與基督的奉獻和代禱結合。教宗擔負著伯多祿在 1369 

教會中的職務，他與每次舉行的感恩祭相連合，在感恩祭中，他 834,882 

被稱為普世教會合一的標記和僕人。地方主教常是感恩祭的負責 1561 

人，即使由司鐸主持的也是如此﹔誦唸戚恩經時，提及他的名 1566 

字，表示他在他的司鐸團當中，並由執事所協助，是個別教會的

首領。團體也為所有聖職人員祈禱，他們為團體，並偕同團體，

奉獻感恩祭獻：

唯有由主教，或由他所授權的人所主持的戚恩祭，才被視為是

合法的 1 。

基督信徒的屬神祭獻，是藉著司鐸的職務，與唯一中保基督的

祭獻結合而完成﹔就是說，這祭獻是藉司鐸的手，以整個教會

的名義，在感恩祭中，以不流血的聖事方式所奉獻的，直到主

再來臨2 。

1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斯米納人書｝ 8,1: AF II/2,309; SCh 10,138. 2 PO 2,4. 

與基督祭獻相結合的，不但是現世的信友，也包括那些已經 1370 

在天上受光榮的信友：教會紀念榮福童貞瑪利亞，以及所有聖人 鉤， 969

聖女，並聯同他們，一起奉獻戚恩祭。在感恩祭中，教會一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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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下，偕同瑪利亞，與基督的奉獻和代禱相結合。

1371 戚恩祭也為去世的信友一一「那些在基督內逝世，卻尚未完

駒， 1689, 全淨忱的信友」一一而奉獻 1 ，好使他們能進入基督的光明和平

1032 安裡：

把這身體隨便埋在哪裡吧！不要為它煩惱！我只要求你們，無論

在那裡，都要在主的祭台前紀念我2 。

然後，﹝在感恩經中﹞祈禱時，我們為己亡的神長、主教，總

之，為所有先我們而安息的人代禱，我們相信由於那神聖可敬

的犧牲者之臨現，我們為亡者獻上懇禱，這為他們的靈魂是有

極大益處的。．．．．．．當我們為亡者向天主呈上祈禱時，即使他們

曾是罪人，．．．．．．我們獻上那為我們的罪而自作犧牲的基督，如

此使人類之友一一天主一一垂憐亡者，也重憐我們3 。

1 特倫多（1562): DS 1743. 2 聖婦莫尼加臨終時對聖奧思定及其兄弟的遺言：聖奧忌、定，〈懺

悔錄） 9,11,27: PL 32, 775. 3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釋奧期的教理講授＞ 5,9 10: 

PG 詣，1116B-1117A.

1372 聖奧思定巧妙地概括了這端信理，鼓勵我們日益圓滿地參與

1140 感恩祭中所慶祝的我們救主的祭獻：

這個完全得到救贖的城市，亦即諸聖的聚會和團體，經由大司

祭呈獻給天玉，作為普世的祭獻。這位大司祭取了奴僕的形

體，在受難中，為我們眾人奉獻了自己，使我們成為這偉大元

首的身體。．．．．．．這就是基督徒的祭獻：「我們雖多，在基督內

只是一個身體」（羅 12:5）。教會不斷地以教友都熟知的祭台上

的聖事重行（reproduce）這個祭獻﹔教會也很明白，隨著她所奉

獻的，她自己也被奉獻了 1 。

1 聖奧思定，〈天主之城＞ 10元： PL41品3.

基督藉其聖言和聖神的德能臨現

1373 「那已死、或更好說已復活，現今在天主右邊，代我們轉求

的基督耶穌」（羅 8:34），以不同的方式臨現於祂的教會內 l ：在

祂的聖吉中，在教會的祈禱中，因為「哪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

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的：20）﹔在貧窮、病

弱和被囚禁的人當中（瑪 25:31-46）﹔在祂所建立的聖事中，在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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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聖祭中，並在聖職人員身上。但「最高峰，是祂臨現於感恩、 1088 

（聖體）聖車的餅酒形下」 2 。

1 參閱Iβ48. 2 SC 7. 

基督臨現於感恩、（聖體）聖事的餅酒形下，其方式是獨一無 1374 

二的。祂提昇感恩（聖體）聖事，使之超越其他聖事，成為「靈 1211 

性生活的圓滿，和所有聖事的終向」 1 0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身體和血，連同祂的靈魂和天主性，即整個基督，真正地、真實

地、且實體地」 2蘊藏於至聖的感恩（聖體）聖事之內。「我們

稱這種臨在為其實的，這說法並非是排他性的，好似其他的臨在

是不真實的﹔但這臨在是最卓越的，因為它是實體的臨往，而且

既是天主、又是人的基督整個地藉此臨現」 3 。

1 STh 3, 73,3C. 2 特倫多（1551): DS 1651. 3 ＜信德的奧跡＞ 39. 

基督是藉著餅酒的轉變成為基督的體血，而親臨在這聖事 1375 

裡。教父們堅決確認這是教會的信仰：是基督的話及聖神的行 1105 

動，有效地促使「餅酒轉變成為基督的體血」。因此，金口聖

若望宣告說：

使所奉獻的（餅酒）成為基督體血的，不是人，而是那為我們釘

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自己。司祭擔任基督的角色，說出基督的

這些話，然而，這些話的力量及恩寵，卻是天主的。基督說： 1128 

「這是我的身體」。是這句話把奉獻的禮品轉他﹝成了基督的體

血﹞ 1 。

聖安博談論這種轉變時說：

我們要相信這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那祝謝﹝的話﹞所祝聖

的。祝聖的力量遠勝於自然的能力，因為藉著祝聖，自然的事

物被轉變了。．．．．．．基督的話，既然可以使那不存在的成為存在 298 

的，難道不能轉變那些已經存在的東西，成為另一種截然不同

的存在嗎？給予事物原來的本質，跟改變它們的本質，是一項

驚人的壯舉2 。

1 金口聖若望，〈論猶達斯負責耶穌｝ 1,6: PG 49,380C. 2 聖安博，〈論奧跡＞ 9,50,52: 

PL 16,422-423. 

基督徒入門聖事 333 



1376 特倫多大公會議綜合天主教的信仰，聲明說：「因為我們的

救主基督說過，祂在麵餅形內所奉獻的，真是祂自己的身體。所

以，教會一直確信，如今在這神聖大公會議，再度予以宣布：藉

著餅與酒的被祝聖，餅的整個實體，被轉變成為我主基督身體的

實體﹔酒的整個實體，被轉變成為祂寶血的實體。這種轉變，天

主教會恰當地、正確地稱之為餅酒的實體轉變（ transsu bstan tia -

ti on）」 1 0 

1 特倫多 (1551): DS 1642﹔參閱瑪 26:26等節，谷 14:22等節﹔路22:19等節﹔格前 11:24 等節。

1377 基督在感恩（聖體）聖事中的臨在，始於祝聖餅洒的那一

刻﹔同時，祝聖的餅酒形持續多久，基督的臨在就持續多久。基

督是整個地、完全地臨在於餅形及酒形內，而且是整個地、完全

地臨在於每一分之內，所以，學餅並不把基督分開 1 。

1 參閱特倫多： DS 1641. 

1378 感恩（聖體）聖事的敬禮。在彌撒禮儀中，為表達我們的信

1178 德，確信基督其實臨在於餅酒形下，在許多敬禮中，我們以屈膝

或深深鞠躬，作為欽最主基督的標記。「天主教會一直不斷地履

的 2628 行對成恩（聖體）聖事的梟敬之禮，不但在舉行彌撒時，也在彌

撒以外，包括：極細心地保存祝聖過的麵餅（聖體）﹔明供聖體

讓信友隆重朝拜﹔舉行聖體遊行等」 1 。

1 ＜信德的奧跡＞ 56. 

1379 聖體櫃原來是為把「聖體」佮當地保存起來，好在彌撒外，把聖體

1183 送給病人或那些不能到場參與彌撒的人。教會由於對基督其實臨在於聖體

聖事內的信德日益加深，而意識到默默朝拜臨現聖體聖事內之主的深意，

2691 因此，聖體櫃必須放置在聖堂內特別尊貴的地方：它的構造應強調、並顯

示基督其實臨在於這聖事的事實。

1380 基督願意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繼續臨在於教會內，是極為恰當

的。基督以可見的方式離開屬於自己的人時，願意給予我們祂聖

669 事，性的臨在﹔祂為拯救我們而要在十字架上奉獻自己時，願意我

們能保有祂愛的「紀念」’祂愛我們「到底」（若 13:1) ，甚至獻

出自己的生命。事實上，祂藉著在聖體聖事中的臨在，奧妙地留

478 在我們中問：祂就是曾經愛了我們，並為我們而捨棄了自己的

334 教會的七件聖事



那一位 1 。祂藉著表達和通傳這分愛的標記，仍存留在我們中

問：

教會和世界極需要聖體聖事的敬禮。耶穌在這愛的聖事內等待

我們。我們不要吝晉時間，要在朝拜聖體中與祂相遇，在充滿 2715 

信德的默觀中與祂相遇，賠補世界的種種罪過。我們永不要停

止對聖體的朝拜2 。

1 參閱迦2:20. 2 若望保綠二世，〈主的筆席〉書︱萄（ 14.2.1980) 3. 

「臨在於這聖事內的，是基督其實的肉身和基督真實的寶 1381 

血。聖多瑪斯說：『我們不能靠戚官，而只能靠信德來理解這 156 

種臨在﹔但信德卻要依靠天主的權威』。因此，聖濟利祿註解路

加福音第廿二章十九節『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時，

說：『不要問道事是否真實：而要以信德來接受救主的話，因為

祂是真理，祂不會撒謊。』」 1 : 

虔誠朝拜，隱形的天主，我叩首至地，

你確實臨在麵酒形下，我決不懷疑﹔

我心全部屬於林，翁合神聖意，

瞻仰怖的奧妙，我不勝欣喜。

我想看你、摸你、嘗干示，但都難以履及，

日佳能聆聽你的話語，覺得無比甘話。

我相信天主聖子所說的一切，盡屬真理：

沒有任何事物，可與此真理之吉相比2 。

1 STh 3,75,l﹔聖濟利祿﹒亞力山卓，《路加福音詮釋｝ 22,19: PG 72,912﹔〈信德的奧跡＞ 18. 

2 聖多瑪斯，聖歌〈我虔誠欽崇你〉。

六、通越的宴會

215 

彌撒是祭獻性的紀念 在它內延續十字架的祭獻，同時也 1382 

是領受主的體血的神聖宴會，兩者是不可分的。然而，感恩祭獻

的慶典，全是為指向信友藉著領聖體與基督親辛苦結合。領聖體， 950 

就是接受基督本身：祂曾為我們犧牲自己。

教會舉行戚恩祭所聚集團繞的祭台，代表著同一個奧跡的兩 1383 

面：主獻祭的祭台和主的餐桌。很明顯，基督徒的祭台就是基督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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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象徵：祂臨在於信友的聚會當中，奉獻自己，作為我們和

好的犧牲品：祂同時交付自己，成為從天上賜下給我們的食

糧。聖安博說：「如果基督的祭台不是基督身體的肖象，那麼是

甚麼」 1 ？他在另一處又說：「祭台代表﹝基督的﹞身體，而基督

的身體就在祭台上」 2 。禮儀在許多祈禱文中，表達祭獻和共融

宴會（領聖體）之一體性。羅馬教會在她的感恩經中，這樣祈

禱：

全能的天主，我們懇切求你命令你的聖天使，將這祭品捧到你至

高的祭台上，呈獻於神神聖的尊威台前：賜我們凡參與這祭獻

的，領受了神聖子的聖體聖血之後，得以充滿一切天恩和聖寵 3 。

1 聖安博，〈論聖事） 5品7: PL 16,447C. 2 堂安博，〈論聖事） 4ι7: PL 16,437D. 

3 ＜羅馬彌撒經書〉’ J武粵、經第一式 96.

「你們大家拿去吃j ：領聖體

1384 主再三邀請我們，囑咐我們在感恩（聖體）聖事中接受祂：

2835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祂的血，在

你們內，1 便沒有生命」（若6:53）。

1385 為回應這項邀請，對如此偉大和神聖的時刻，我們必須準備

自己。聖保祿、勸勉我們要省察自己的良心：「無論誰，若不相稱

地吃主的餅，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體和主血的罪人。所以人

應先省察自己，然後才可以吃這餅，喝這杯﹔因為那吃喝的人，

若不分辨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格前 11:27-29）。

1457 凡明知自己身負大罪的人，必須先接受和好聖事，才可領受主

的體血。

1386 面對著如此偉大的聖事，信徒只可懷著一分熾熱的信德，謙

虛地重複百夫長的話說：「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裡來，只要你

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癒」 1 。在金口聖若望的神聖禮儀

（彌撒）中，信友以同樣的心神祈求：

732 啊，天主子，讓我今天在你奧妙的晚餐中，與林共融吧。我不

會向你的仇敵揭示那奧秘，也不會像猶達斯那樣親吻你。但

是，會像那好強盜一樣，向你呼喚：「耶穌，當你進入你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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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請紀念我」。

1 〈羅馬彌撒經書〉’領聖體禮，應邀領聖體的回應禱文：參閱瑪 8:8.

為能相稱地接受這聖事，信友應遵守自己教會所規定的聖體齋 1 。外 1387 
在的態度（姿勢、服裝）應表達出尊重、莊嚴和喜樂之情，因為此刻基督 2043 

要成為我們的貴賓。

1 參閱CIC 919. 

信友如果具有所需的準備h 參與彌撒時領聖體 1 ，這才符 1388 
合感恩、祭本來的意義。正如梵三大公會議所說：「極鼓勵信友更

完善地參與彌撒，就是在司鐸領受聖體聖血之後，信友們也接

受在同一祭獻中的主的身體」 2 。

*CIC 916-917: AAS 75 (1983 II) pP.165－ ~66. 1 參閱 CIC 917﹔信去司令崗一日裡只
可再領一次聖體﹝參閱 Pontificia 臼mnissioαx:lici Iuris Canonici Authentice 
Interpretando, Re.平χnsa ad pro1刀•sita dub旬， 1: AAS 76 (1984) 746]. 2 s:: 55. 

教會規定信友「應該在主目和慶節參與神聖宇宙義（彌撒）」 1 ' 1389 

並以和好聖事做準備，每年至少、領受感恩（聖體）聖事一次。如 2042 

果可能的話，就在復活期內履行 2 。但教會積極鼓勵信友在主

日和慶節，或更經常地，甚至是每日都領受感恩（聖體）聖事。 2837 

1 OE 15. 2 參閱CIC 920. 

由於基督是聖事，「生地臨在於餅酒形下，因此即使單以「餅 1390 

形」領聖體，也是以得到戚恩祭的全部恩寵。基於牧民理由，以

這種方式領聖體，己合法地成為拉丁禮教會普遍的習慣。但是，

「如兼領餅、酒兩形，則領聖體的標記更能圓滿地表達其標記的

意義，因為這種方式使戚恩宴會的標記更明顯地表示出來」 1 。

這是東方禮領聖體的通常方式。

1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40.

領聖體的效果

領聖體加強我們與基督的契合。在領聖體禮中所領的聖體 1391 

（聖血）帶來的主要效果，是與耶穌基督親習結合。事實上，主 460 

說：「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若 6:56）。在基督內的生活建基於戚恩宴會：「就如那生活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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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樣，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

活」（若 6:57）。

在主的慶節，信友領受聖子的聖體時，彼此宣布喜訊：永生的

保証已經賜下，正紅天使肉瑪利亞瑪大肋納說：「基督己復活

了！」現在，生命和復活也都賦予那領受基督的人1 。

1 范傑’〈安提約基雅的敘利亞E課〉第一冊，通用經文 237a-b.

1392 一如物質的食糧滋養我們的肉身生命，領聖體同樣奇妙地滋

刀口 養我們的靈性生命。共融於復活基督的身體，即「那藉聖神得到

生命，也藉聖神賦予生命」 1的身體，能保存、增強並更新基督

徒受洗時所接受的恩寵生命。此生命的成長，需要聖體來滋養。

聖體也是人生旅途的食糧﹔直到我們臨終的時候，它將是賜予我

1524 們的天路行糧 （ viaticum） 。

1 P05. 

1393 領聖體使我們與罪惡分開。領聖體時所領的基督身體，是

“ 「為我們而交付的」：所喝的血，是「為眾人所傾流的，以赦免

罪過」。因此，感恩（聖體）聖事若不同時潔淨我們所犯的罪，

並保護我們免陷於將來的罪，就不能使我們與基督結合，。

「我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就是宣告玉的死亡」（格前 11:26）。

我們宣告主的死亡，就是宣告罪惡的赦免。如果祂每次傾流祂的

血，都是為了赦免罪惡，我們就應時常領受祂的聖血，為使我們

的罪常得赦免。正因為我們時常犯罪，就應時常獲得治療 1 。

l 聖安博，〈論聖事） 4,6,28: PL16,446A. 

1394 正如肉體的食糧用以補充消耗的體力，同樣，感恩（聖體）

1863 聖事堅強那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減弱的愛德，此受振奮而具有活力

的愛德除去小罪 1 。由於基督把自己交付給我們，因而璽新激發

1436 我們的愛，使我們能擺脫依戀世物的偏情，而植根於祂：

由於基督因愛為我們而死，當我們為紀念祂的聖死而舉行聖祭

時，祈求聖神降臨，把基督那分愛賜給我們：基督正是因為這

愛，願意為我們而死，我們謙恭地祈求：靠這愛的力量，因領

受聖神的恩賜，我們能夠「把世界看作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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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樣我們也為世界而被釘在十字架上」。．．．．．．接受了這愛

的恩賜後，我們便死於罪惡而活於天主2 。

1 參閱特倫多 0551): DS 1638. 2 聖褔京斯﹒路司帕，〈駁斥法比央的作為｝ 28,16 19: 

CCL 19A,813 814. 

戲，蔥、（聖體）聖事，藉著它在我們內所激發同樣的愛德，保 1395 

護我們免陷於將來的大罪中。我們越分享基督的生命，越增進 1855 

與基督的友誼，就越不容易因大罪而與祂分離。感恩（聖體）聖

事的目的，不是為赦免大罪，因為赦免大罪是和好聖事本身的 1446 

事。感恩（聖體）聖事本身，是那些與教會圓滿地共融的人的聖

事。

奧體的合一：感恩（聖體〉聖事塑造教會。那些領受這聖事 1396 

的人，與基督更緊密地結合。基督更藉此把他們與所有的信徒結 1118 

合，成為一個身體 教會。領聖體更新、堅強、深化這分藉聖

洗已實現的、在教會內的結合。在聖洗聖事中，我們蒙召成為一 1267 

個身體 1 。感恩（聖體）聖事實現這個召叫：「我們所祝福的那祝

福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學開的餅，豈不是

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因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

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格前 10:16-17）。 7月

如果你們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祂的肢體，那末，這放在主

的餐桌上的，便是你們的聖事﹔你們所領受的，是你們的聖

事。面對你們所領受的，你們回答：「阿們」（「是的，這是真 1064 

的！」）。這樣回答，你們就予以肯定。因為你們聽到「基督的

身體」這句話，回答「阿們」，你們就該成為基督身體的一個

肢體，好使你們的「阿們」真的成為名副其實 2 ! 

l 參閱格前 12:13. 2 聖奧思定，〈講道集｝ 272: PL38,1247. 

感恩（聖體）聖事促使我們關心窮人：為能真實地領受基督 1397 

為我們交付的體血，我們當在最窮苦的人身上認出基督，他們是 2449 

基督的兄弟姊妹 1 : 

你己品嘗了主的血，卻沒有認出你的兄弟姊妹。如果某人被認

為堪當參與聖餐，而你卻認為他不配分享你的食物，那麼你就

侮辱了這聖餐。天主從你的罪惡中解救了你，並邀請你來這裡

基督徒入門聖事 339 



生席，可是你卻沒有因而變得更慈悲2 。

1 參閱瑪 25:40. 2 金口聖若望，〈格林多前書講道集｝ 27,4: PG 61,230-231. 

1398 感恩（聖體〉聖事與基督徒的合－ 0 聖奧思定面對如此偉大

的真跡，讚嘆道： 「啊！仁愛的聖事、團結的標記、愛德的連

817 繫」 1 。由於教會的分裂使信徒不能共同參與主的聖餐，我們因

而體驗到很深的痛苦：這種痛苦越深，我們就應越迫切地向上主

祈求，使所有信基督的人早日回復圓滿的合一。

1 聖奧思定，〈論若望福音｝ 26,6,13: PL 35,1613﹔參閱 SC47.

1399 東方教會雖尚未與天主教會圓滿地共融，卻仍懷著極敬愛之情舉行

838 感恩祭。「這些教會雖與我們分離，卻仍保有真正的聖事，特別由於宗徒

繼承而保有的司祭職和厲恩（聖體）聖事：此等聖事使他們和我們密切地

聯繫」 1 。在聖事上 (in sacris） 有某種共融，因此在感恩（聖體）聖事上，

「在適當情形下，經教會當局核准，不但可行，且應加以鼓勵」 2 。

1 UR 15,3. 2 UR 15,3﹔參閱 CIC 844,3. 

1400 始自因宗教改革而與天主教會分離的教會團體，「特別是因為欠缺

1536 聖秩聖事，而未能將感恩（聖體）聖事真跡的固有本質，完整地保存下

來」 1 。因此，對天主教會來說，在感恩（聖體）聖事上，與這些團體相

通共融（主領聖體），是不可以的。然而，這些教會團體「在舉行聖餐、

紀念主的死亡和復活時，宜認這聖餐象徵與基督共融的生命，並期待基督

光榮地來臨」 2 。

1 UR 22,3. 2 UR 22,3. 

1401 如有嚴重的需要，天主教聖職人員可按照教區正權人的權

1483 衡，為尚未完全與公教會（天主教）共融、卻自願提出請求的其

他基督徒，施行感恩（聖體）、懺悔、病人傳油等聖事﹔不過他

1385 們必須有適當的準備 1 ，並能表示對這些聖事所持的信仰與天主

教會相同。

1 參閱CIC 844,4. 

七、感恩、（聖體）聖事一一「未來光榮的保証」

1402 教會在一篇古老的禱文內，詠讚感恩（聖體）聖事的奧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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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聖宴席上，基督是珍韻，祂的苦難今紀念，聖寵充滿我們 ρρ 

的靈魂，未來生命的保証，也賜給我們」 1 。假如戚恩祭是主耶

穌逾越的紀念：假如我們在祭台前領聖體，使我們充滿「一切天 1130 

恩與聖寵J 2 ，那麼，這聖事也就讓我們預享天上的光榮。

1 千斤濤經文，〈啊，神聖的建席＞ 0 2 《羅馬彌撒經書〉，感，恩、經第一式 96.

最後晚餐中，主親自轉移門徒的目光，朝向將來在天國裡圓 1403 

滿實現的逾越奧跡：「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

汁了，直到在我父的國裡那一天，與你們同喝新酒」（瑪26:29)1 。

教會每次舉行感恩慶典時，就憶起這個許諾，並轉目朝向「那要

來的一位」（默 1:4）。她在祈禱時呼求祂的來臨，說：「主，來 671 

罷！ (Marana tha! ）」（格前 16:22）「主耶穌，來罷！」（默 22:

20）「願你的恩寵降臨，並願這世界過去！」 2 。

1 參閱路22:18：谷 14:25. 2 ＜十二宗徒訓言｝ 10,6：凱克 248,180.

教會知道，即使現在，主以感恩（聖體）聖事的方式來臨， 1404 

祂就在此聖事中，就在我們中間。然而，這臨在是遮掩住的。因

此，我們舉行感恩祭的慶典，是在「期待著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

穌基督的來臨」 1 ，並祈求「將來在天圓，永遠同享你的光榮： 10剎

那時你將擦乾我們的眼淚，因為我們要親眼看見你、我們的天 1028 

主，永遠相似于示，無窮盡地讚美神。因我們的主基督」 2 。

1 《羅，馬彌撒經書〉，主禱文後的附禱經﹔參閱鐸 2:13. 2 ＜羅馬彌撒經書〉，感恩經第三

式 116：為亡者祈禱。

對「正義常居其中的新天新地」 1的莫大希望，我們除了戚 1405 

恩（聖體）聖事之外，沒有其他更確定的保証和更明顯的標記。 1042 

事實上，每次舉行這奧跡的慶典，「實行我們得救的工程」 2 ' 

我們所「學開的那同一個餅，是常生的良藥，抗除死亡的解毒 1000 

劑，使我們永遠活在耶穌基督內的食糧J 3 。

1 參閱伯後3:13. 2 Iβ3. 3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厄弗戶斤人書｝ 20,2: AF II/2,87: 

SCh 10,76. 

撮要

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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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

血，必得永生．．．．．．他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若 6:51,

54,56）。

1407 感恩祭是教會生命的中心和高峰，因為在感恩祭中，基督把

祂的教會及所有的肢體聯合於祂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遠

地、主獻給天父的讚頌和感惡之祭﹔基督藉此祭獻，把救恩

傾注給祂的身體一一一教會。

1408 感恩祭的慶典該常包含：宣讀天主聖言﹔感謝天主父所賜的

一切福分，尤其是賜給我們祂的聖子﹔祝聖餅酒﹔並藉領受

主的體血，而參與這禮儀宴會。這些要素共同組成一個整體

的革主希望：千于委力。

1409 感思祭紀念基督的逾越，即由基督的生活、死亡和復活所完

成的救世工程，這救世工程透過禮儀行動得以臨現。

1410 基督一一新約永恆的大司祭一一親自藉著司祭的職務，主獻

感恩聖祭﹔而且也是那真實臨現於餅酒形下的同一基督，作

為感恩聖祭的祭品。

1411 只有那些有效領受聖秩的司祭，才能主持感恩祭，祝聖餅酒

成為主的體血。

1412 麥麵餅干口葡萄酒是感恩（聖體）聖事的必要標記。司祭呼求

聖神怠然降臨餅酒之上，並恭誦祝聖的話，即耶穌在最後

晚餐所說的：「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這

一杯就是我的血．．．．．．」

1413 藉著祝聖，餅酒發生實體轉變而成為基督的體血。生活的、

光榮的基督，祂的體血、連同祂的靈魂和祂的天主性，真正

地、真實地、且實體地臨現於祝聖過的餅酒的形下 1 。

l 參閱特倫多： DS 1640; 1651. 

1414 感惡祭，由於是祭獻，也為賠補生者死者的罪過而獻，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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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天主賞賜的屬靈或屬世的恩息。

願意在聖體共融中領受基督的信友，須處於天主寵愛的狀態 1415 

中。覺察自己身負大罪的信友，除非先接受和好聖事得到罪

赦，不應領此聖事。

領受基督的體血，能力口強與主的契合，得赦免小罪，並受護 1416 

佑免陷重罪。由於領受這聖事的人，與基督的愛的連繫得以

加強，這聖事便能加強教會一一基督奧體一一的閻結合一。

教會積極鼓勵信友在參與感恩祭時領聖體。教會規定信友 1417 

每年至少領聖體一次。

既然基督臨現於祭台上的聖事中，我們就該以朝拜之禮來尊 1418 

崇祂。「朝拜至聖聖事（聖體），是對我們的主基督感恩的

証明、愛情的標記、欽崇的本分」 1 。

1 ＜信德的奧跡＞ 66. 

基督由於已經離世回歸天父，就在感恩（聖體）聖事中賜給 1419 

我們一項保証，保証將來與祂共享光榮：參與聖祭使我們與

祂以心體，心，使我們有力量跋涉今生的旅途，渴求永生，並

使我們現在就與天上的教會，與童貞榮福瑪利亞和全體聖人

結合為一。

第二章

治療的聖事

藉著基督徒入門聖事，人接受了基督的新生命。然而，我們 1420 

是「在瓦器中」保存這生命的（格後 4:7）。目前，這生命仍是

「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哥 3:3）。我們仍居住在「地上的寓

所」（格後 5:1) ，容易受到痛苦、疾病和死亡的支配。這天主子

女的新生命可能因罪惡被削弱，甚至因而喪失。

主耶穌基督是我們靈魂和肉身的醫生，祂赦免了癱子的罪，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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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恢復他身體的健康 1 。耶穌願意祂的教會，藉著聖神的力量，

也為教會本身的肢體，繼續祂醫治和救恩的工程。這就是兩件治

療聖事 懺悔聖事和病人傅油聖事一一的目的。

1 參閱谷2:1-12.

第四條

懺悔與和好的聖事

1422 「誰去領受懺悔聖事，便能得到仁慈天主寬恕他得罪天主的

980 罪過，同時與教會和好，因為他們的罪過損傷了教會，教會卻以

仁愛、書表和祈禱，幫助他們悔改」 1 。

1 Iβ11,2 

一、怎樣稱這聖事？

1423 它稱為悔改（皈依）聖事（Sacrament of Conversion），因為

1989 它以聖事的方式實現了耶穌邀請人皈依的召叫 1 ，它是人因犯罪

而遠離天父後，回歸天父 2的路徑。

1440 它稱為懺悔聖事（Sacrament of Penance），因為它祝聖基督

徒罪人在個人及教會層次上的皈依、懺悔及補贖的步驟。

1 參閱谷 1:15. 2 參閱路 15:18.

1424 它稱為告解聖事（Sacrament of Confession），因為罪人在司
1456 鐸（或主教）前告明並認罪，是這聖事的要素。從更深的意義來

看，這聖事也是一種「頌揚」’即感謝和讚美天主的神聖，以及

祂對罪人的仁慈。

1449 它稱為寬恕聖事（Sacrament of Forgiveness），因為藉著司

鐸（或主教）在聖事中赦免罪過，天主賜予懺悔者「寬恕與平

安」 1

1442 它稱為和好聖事（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因為它賦

予罪人天主的愛：天主使罪人與祂和好：「與天主和好吧」（格

後 5:20）。誰依靠天主的仁愛而生活，就是準備好自己回應主的

344 教會的七件聖事



召叫：「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瑪5:24）。

1 〈羅馬禮書﹒懺悔禮＞ 46: ＜赦罪經＞ 0 

二、為甚麼受洗後還需要和好聖事？

「你們因著主耶穌基督之名，並因我們天主的聖神，已經洗 1425 

淨了，已經祝聖了，已經成了義人」（格前6:11）。我們該體會到 1263 

天主在基督徒入門聖事中所賦予的恩賜是何等偉大，好能清楚知

道，對「穿上了基督」（迦3:27）的人來說，罪使他們離開天主多

麼遠。但是，聖若望束徒也說：「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

就是欺騙自己，真理也不在我們內」（若~1:8）。主曾親自教導

我們這樣祈禱：「請寬恕我們的罪過」（路 11:4）：主把「我們互 2838 

相寬恕」’跟「天主寬恕我們」二者相連。

自反依基督，領受聖洗的重生、聖神的恩賜、及基督聖體聖血 1426 

之糧，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的」（弗 1:4），正如

教會一一基督的淨配一一一樣，「在祂面前是聖潔和沒有污點

的」（弗 5:27）。然而，我們在基督徒人門聖事中所接受的新生

命，並沒有消除人性的脆弱和軟弱，也沒有免除人犯罪的傾向， 405, 978, 

即傳統所稱的私慾偏情 1 。這種私慾偏情仍存在於受過洗的人身 1264 

上，他們要依靠基督恩寵的助佑，在基督徒的生活裡，接受考

驗，不斷戰門。這戰鬥就是皈依的戰鬥’以邁向上主不停召叫我

們奔赴的聖德和永生2 。

1 參閱特倫多 (1546): DS 1515. 2 參閱特倫多 (1547): DS 1545; Iβ40. 

三、受洗者的皈依（悔改）

耶穌召叫人皈依。這召叫是宣布天國來臨的必要部分：「時 1427 

期己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罷！」（谷 1:15) 541 

在教會的宣講手里，這召叫首先是對那些尚未認識基督及祂福音的

人發出的。同樣，聖洗也是首次和基本皈依的主要場所。藉著信 1226 

從福音和通過聖洗 1 ，人棄絕罪惡並獲得救恩，即所有罪過得蒙

赦免，並獲得新生的恩賜。

1 參閱宗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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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 基督召叫我們皈依，這召叫仍不斷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迴響。

1036 這再次的皈依，是整個教會從不間斷的任務，「她將罪人緊緊地

切 抱在懷裡，因此，她雖是聖的，但常須淨煉，不斷努力悔改和更

新」 1 。這悔改的努力不但是人的工作，也是一顆「痛悔之心」

的行動（詠 51:19）：這顆痛悔的心受到恩寵的吸引和感動2 ，而

1996 回應天主的仁愛，因為祂先愛了我們3 。

1 1β8,3. 2 參閱若 6:44﹔ 12:32. 3 參閱若－ 4:10.

1429 聖伯多祿三次否認主後的皈依可資証明。耶穌以無限仁慈的

目光對他的注視，促使他痛悔流淚（路22:61) 。在主復活後，伯

多祿又三次肯定自己對主的愛 1 。這再次的皈依又具有團體幅

度﹔由此可見，主對整個教會的召叫：「你悔改吧！」（默 2:

5,16) 

聖安博談論這兩種皈依時說，在教會內「有水和渡的皈依，就

是洗禮的水和悔改的淚」 2 。

1 參閱若21:15-17. 2 聖安博，〈書信集｝ 41,12: PL 16,1116B. 

四、內心的懺悔

1430 耶穌召喚人皈依和懺悔，正如在祂以前的先知，首先不是針

1098 對外表的行動，如「灰士和苦衣」、禁食和克己，而是心靈的皈

f衣、內心的懺悔。沒有此種皈依和懺悔，懺悔的行動是沒有效果

的，且是虛偽的﹔相反地，內心的皈依催促人以可見的標記、舉

動和悔罪的行為予以表達 1 。

l 參閱岳2:12 13﹔依 1:16 17﹔瑪 6:1-6’的可18.

1431 內心的懺悔是徹底重新釐定整個生活的方向，回頭並全心皈

l的l 依天主，停止犯罪，棄絕邪惡，對我們所曾犯的惡行感到厭惡。

同時，內心的懺悔需要有改變生活的渴望和決心’期待天主的仁

慈，信賴祂恩寵的助佑。這樣，隨著心靈的皈依，產生真有神益

的悲痛和憂傷，即教父們所稱的靈魂或精神上的苦痛（如imi

368 cruciatus） ，和心靈的痛悔 （compunctio cordis)l 。

I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676-1678; 1705﹔〈羅馬教理＞ 2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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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是遲鈍而頑硬的，需要天主恩賜人一顆新的心 1 。皈 1432 

依首先是天主恩寵的工作，是祂使我們的心歸向祂：「上主，求 1989 

你叫我們歸向你，我們必定回心轉意」（哀 5:21) 。天主賜給我們

重新開始的力量。當我們發現天主的愛是如此偉大時，我們的心

靈才因罪惡的可怕和嚴重而震驚，開始害怕因罪惡而冒犯天主並

遠離祂 o 人的心靈因注視被我們的罪所刺透的那一位而皈依祂 2 : 

我們要目不轉睛地凝視基督的寶血。要知道，在祂父親前，祂

的聖血是多麼寶貴的，因為這為了我們的得救而傾流的血，為

舉世人類爭取了悔改的恩寵3 。

1 參閱則 36:26-27. 2 參閱若 19:37：巨 12:10. 3 聖克萊孟教宗，〈致格林多人書＞ 7,4: 

PG 1,224. 

自逾越節以後，聖神「要指証哩界關於罪惡所犯的錯誤」 1 ' 1433 

就是世界沒有相信父所派遣來的那一位。但是，同一聖神雖指証 729 

罪惡，祂同時也是施慰者2 ，賜給人心懺悔和皈依的恩寵3 。 692 1848 

1 參閱若 16:8 9. 2 參閱若 15:26. 3 參閱宗 2:36-38﹔參閱〈生命之神＞ 27 48. 

五、基督徒生活中多元的懺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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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 
尤其強調三種方式：禁食、祈禱和施捨 1 ，以表達人對自己、對天主、 1969 

對他人的關僚的改善。連同經由聖洗或殉道所帶來的根本淨忙，他們也

指出獲得罪赦的其他方法，就是：努力與近人和好，痛哭己罪，關注近

人的得救2 ，請聖人代禱和實踐愛德，因為「愛德遮蓋許多罪過」（伯

前4:8）。

1 參閱多 12:8﹔瑪 6:1 18. 2 參閱雅 5:20.

皈依實現於日常生活中，就是和好的行動、關懷窮人、履行並維護 1435 
公道和正義、向弟兄承認自己的過失、弟兄間的規過勸善、檢討自己的生

活、省察良心、接受靈修指導、忍受痛苦、為正義而忍受迫害 1 。每天背

負自己的十字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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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祭與懺悔。我們在感恩、祭中，找到日常皈依和懺悔的泉源，並 1436 
得到滋養，因為基督的祭獻在感恩祭中臨現人間，使我們與天主和好。感

恩（聖體）聖事滋養並強他那些要活出基督生命的人。「聖體是良藥，它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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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常的過失中解救我們，並保護我們不犯大罪」 1 。

1 特倫多 (1551): DS 1638. 

1437 閱讀聖經、誦唸時辰頌禱禮和天主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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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我們得到罪赦。

1438 禮儀年中，補贖（懺悔〉的日子和時期（四旬期、逢星期五紀念主受

540 難的日子）是教會踐行，懺悔的重要時刻 1 。這些日子尤其適合作靈修的操

練（退省）及行善功，懺悔禮儀，為補贖而做的朝聖，白發性的克己，如

2043 禁食和施捨、弟兄的分享（慈善和傳教工作）等。

1 參閱臼二 109-110﹔ CIC 1249-1253; CCEO 880『883.

1439 耶穌以「蕩子」的比喻（路 15:11 24），淋漓盡致地描寫了暇依和懺

545 悔的過程。「慈父」是這比目前的核心人物。兒子被一種虛幻的自由所迷

惑，離棄父家﹔在揮霍盡了他的財產之後，就陷入極大的痛苦中：為了自

己要替人放豬而感到莫大的羞辱，尤有甚者，就是竟然想拿豬吃的豆英來

果腹：這蕩子反省自己所失去的幸福：十分後悔，並決定回到父親面前承

認自己的過失﹔走上回家的道路：父親又喜悅、又慷慨地迎接他：這些都

是皈依過程固有的特點。上等的袍子、戒指以及歡宴，象徵這嶄新的生

命、一個純淨、高尚、並充滿喜樂的生命，也象徵人回頭歸向天主，回到

父家一一教會一一一的情形。唯有基督的心洞悉天父深厚的慈愛，才能以如

此純樸美麗的方式，向我們眉立示天父那深不可測的仁慈。

六、懺悔與和好的聖事

1440 罪惡首先是冒犯天主，斷絕我們與祂之間的共融，它同時傷

1850 害與教會的共融。因此，皈依需要天主的寬恕，並與教會和好。

這就是懺悔與和好聖事以禮儀所表達和實現的 1 。

1 參閱 LG 11. 

唯獨天主能寬赦罪過

1441 唯獨天主能寬赦罪過 1 。由於耶穌是天主子，祂論及自己時

270’的l 說：「人于在地上有權柄赦罪」（谷 2:10），並施行這神聖的權

589 柄：「你的罪赦了 J （谷 2:5﹔路 7:48）。此外，祂依據祂天主性的

權能，把這權柄賜給人2 ，使他們能以祂的名赦罪。

l 參閱谷 2:7. 2 參閱若 20:21-23.

348 教會的七件聖事



基督願意祂的整個教會在祈禱、生活和行動中，成為寬恕與 1442 

和好的標記及工具，這是祂以自己寶血的代價為我們獲得的。然

而，祂把赦罪的權柄交託給宗徒去執行，首︱︱示宗徒負起「和好的 983 

職務」（格後 5:18）。宗徒「以基督的名」被派遣，而「天主親

自」通過宗徒，勸勉並要求說：「你們與天主和好吧」（格後 5:

20) ! 

與教會和好

耶穌在其公開生活裡不但赦免罪過，也向人展示這寬恕的效 1443 

能：祂使蒙寬恕的罪人重返天主子民的團體，因為罪惡曾使他們

遠離這團體，甚至被隔絕。關於此事的一個明顯標記，就是耶穌

接納罪人與祂同席，甚至，祂自己坐在罪人們的建席間，這行動 545 

以令人震驚的方式同時表示天主的寬恕 1 ，以及罪人重新回到天

主子民中間 2 。

l 參閱路 15. 2 參閱路 19:9.

主賦予宗徒分擔祂赦罪的權柄時，也賦予他們使罪人與教會 1444 

重歸於好的權柄。基督鄭重地跟西滿伯多樣所說的一番話，清楚 981 

表達出這任務的教會幅度：「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

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 16:19）。主「賜給伯多祿束縛與釋放的

這項職務，也賜給了那與其首領相連結的宗徒團（瑪 18:18﹔ 28:16一

20）」 1 。

1 工β22,2.

束縛與釋放意指：凡被你拒絕與你共融的人，也被拒絕與天 1445 

主共融﹔凡你重新接納與你共融的人，同樣天主也接納該人與祂 553 

共融。跟教會和好與跟天主和好，兩者是不可分的。

寬恕的聖事

基督建立懺悔聖事，是為了祂教會所有犯罪的肢體：首先是 1446 

為那些在領洗後，犯了嚴重的罪過，因而喪失了聖洗的恩寵並 979,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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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教會共融的人。懺悔聖事給予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再次皈

1990 依和重新獲得成義的恩寵。教父們把這聖事形容為「覆舟後一一

喪失恩寵後 的第二塊救生板」 1 。

l 戴都良，〈論懺悔） 4,2: PL 1,1343：參閱特倫多 (1547): DS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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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少變他。在最初幾f屆世紀手里，如果基督徒在領洗後犯了特別嚴重的罪

過（如果拜偶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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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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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 這聖事的紀律及舉行這聖事的慶典，經歷了許多世紀的改

變﹔從這些改變中，可辨別出一個共同的基本結構。此基本結構

包含兩個同樣重要的要素。第一個要素是人的行動，即人在聖神

引導下的皈依，就是痛悔、告明和補贖﹔另一個要素是天主透過

教會的介入而行動。教會藉著主教及其司鐸，以耶穌基督之名赦

免罪過，並定下補贖的模式，還為罪人祈禱並與他一起贖罪。因

此，罪人在教會團體中獲得治療，並重新被接入教會的共融裡。

1449 拉丁教會所用的赦罪經文正表達出這聖事的基本要素：仁慈

M肘，泌 的天父是寬恕的泉源。祂藉著聖子的逾越及聖神的恩賜，通過教

會的祈禱和服務，讓罪人得到和好：

天上的慈父，因祂聖子的死亡和復活，使世界與祂和好，又恩

賜聖神赦免罪過：願祂藉著教會的服務，寬恕f示，賜給你平

安。現在，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赦免你的罪過 1 。

1 《羅馬禮書﹒懺悔禮） 46: ＜赦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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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懺悔者的行動

「懺悔聖事要求罪人甘心情願接受所有這些要素：以心痛 1450 

悔﹔以口告明：以行為表現完全謙遜和具有效果的補贖」 1 。

1 〈羅馬教理＞ 2品21﹔參閱特倫多（1551): DS 1673. 

痛悔

在懺悔者的種種行為之中，首先是痛悔。痛悔是「內心的傷 1451 

痛和厭惡所犯的罪過，並且立志將來不再犯罪」 1 。 的l

1 特倫多 (1551): DS 1676. 

如果痛悔是來自那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的愛，則稱之為「完美 1452 

的」（上等）痛悔（愛德的痛悔）。這樣的痛悔赦免小罪﹔如果悔 1822 

罪者下定決心盡快接受告解聖事，那麼，這樣的痛悔也能赦免大

罪 1 。

1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677. 

所謂「不完美的」痛悔（或「下等痛悔」），也是天主的恩 1453 

賜，聖神的推動。這樣的痛悔是由於考慮到罪惡的醜陋，以及害

怕受到永罰和其他懲罰的威脅（因害怕而發的痛悔）。當良心如

此受到震撼，遂能引發內心的轉忙，在恩寵的推動下，被引導

完成懺悔的過程，藉「聖事」而獲得罪赦。然而，只有「不完美

的」痛悔，並不能赦免重罪，但這樣的痛悔使人作好準備經由懺

悔聖事，而得到罪赦1 。

1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678;1705. 

接受這聖事前，宜先在天主聖盲的光照下，當察自己的良心。為此， 1454 
可在研讀十誡中，和在福音與宗徒書信的倫理教導當中，找到最合適的

章節，如：山中聖訓、宗徒白骨l梅等 1 。

1 參閱瑪 5 7﹔羅 12-15：格前 12-13﹔迦 5﹔弗 4-6.

告明罪過

即使純粹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告罪這行動也能釋放我們，並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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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使我們更容易與他人和好。透過告罪，人真誠地面對自己所犯的

1734 罪過，承擔其責任，藉此重新向天主打開心門，並開放自己，尋

找教會的共融，以開展嶄新的未來。

1456 向司鐸告明是懺悔聖事的必要部分：「懺悔者必須告明所有

18刀 用心省察出來的大罪，即使是最隱密的，如違反十誡中最後兩誡

的罪過 1 ，因為有時這些罪過會更嚴重地傷害靈魂，且比那些公

開的罪，更為危險」 2 。

當基督信徒盡力告明所有記得的罪過時，無可置疑地，他們是

1505 把這一切罪過放在仁慈的天主前，以獲得寬恕。誰不這樣做，

並故意隱瞞自己的某些罪過，便不能通過司鐸獲得赦免﹔因為

「如果一個病人羞於向醫生揭示自己的傷口，醫生就不能為他

所不知的病對症下藥」 3 。

I 參閱出 20:17﹔瑪 5:28. 2 特倫多 (1551): DS 1680. 3 聖熱羅尼莫，〈習︱︱道篇詮釋〉

10,11: PL 23,1096：特倫多 (1551): DS 1680 。

1457 根據教會規定，「凡到達懂事年齡的信友，皆有責任至少一年－

2042, 1385 次，誠實地告明經省察出來的、自己的重罪」 1 。誰省察到自己犯了死

罪，卻沒有先透過懺悔聖事而獲得寬赦，即使懷有很深的痛悔，也不可以

領聖體2 ，除非他有充分的理由要領此聖事，但又無法找到聽告解者3 。

見童在初領聖體之前，也應先領受懺悔聖事4 。

1 CIC 989﹔參閱特倫多 (1551): DS1683; 1708. 2 參閱特倫多 (1551): DS1647: 1661. 

3 參閱CIC 916; CCE0711. 4 參閱CIC 914 。

1458 會明日常的過錯（小罪），雖然沒有嚴重需要，但教會仍積

1783 極勸勉這樣做 1 。事實上，定期哲明小罪，有助於培養我們的良

心，對抗惡習，讓基督治癒我們，在聖神的生命中不斷進步。如

果我們經常藉此聖事，接受天父慈悲的恩賜，便會促使我們像祂

那樣慈悲 2 : 

誰明認自己的罪過，．．．．．．就已經與天主一起行動了。天主指責

你的罪過﹔如果你也承認自己的罪過，你就是與天主聯合一

起。人和罪人可以說是兩個事實：當你聽到「人」’這是天主

所造成的：當你聽到「罪人」’這是「你」、人自己所造成

的。消滅你所做的，好讓天主主E救祂所造的．．．．．．。當你開始厭

棄你所做的，你的善行已經開始，因為你承認你的惡行。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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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承認惡行開始的。你履行真理，便邁向光明3 。 2468 

1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680; CIC 988,2. 2 參閱路6:36. 3 聖奧思定，〈論若望福音〉

12,13: PL 35,1491. 

補贖

很多罪惡傷害到近人，我們應盡量予以賠補（例如：償還偷 1459 

取的物品、重建被排謗者的聲譽、補價種種傷害等），單是正義 2412,2487 

就這樣要求：更甚者，罪惡也傷害罪人自身，使自己軟弱，且傷

害與天主以及與近人的關係。赦罪去掉罪過，但未補救所有因罪

過而造成的混亂 1 。被解除罪惡後，罪人仍應使靈性的健康完全

復元。他為此應該做些事情，以彌補他的罪過：他應以適當的方 1473 

式來「賠補」或「補償」他的罪過。這樣的賠補也稱為可甫贖」 0

1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712. 

聽告解者在指定補贖時，應考慮到懺悔者的個別情況，並使 1460 

他能藉此獲得神益。補贖應盡可能符合所犯罪過的嚴重性和性

質。它可包括祈禱、奉獻（捐獻）、仁愛的行動、為近人服務、 2447 

甘願克己犧牲，尤其以忍耐接受我們應背負的十字架。這樣的補

贖，幫助我們更肖似基督﹔祂獨自地，且一次而永遠地，補贖了 叫

我們的罪過 1 。補贖也讓我們與復活的基督成為共同繼承人，

「因為我們與祂一同受苦」（羅8:17)2 : 

但我們為自己的罪所做的補贖，並非我們自己做的，而是透過

耶穌基督而做的：事實上，我們只憑自己，一無所能，仰賴

「加強我們力量的那位，才能應付一切」（斐 4:13）。因此，人

沒有甚麼可誇耀之處，所有的「誇耀」’全在於基督．．．．．．。我 2011 

們藉著「結出與悔改相稿的果實」（路 3:8），在祂內做補贖﹔悔

改的果實從祂而來，經由祂奉獻於父，且因祂而蒙父悅色內3 。

1 參閱羅 3:25：若~2:1-2. 2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690. 3 特倫多 (1551): DS 1691﹔參

閱格前 1:31﹔格後 10:17：迦 6:14.

八、這聖事的施行人

基督既把和好的職務託付給祂的宗徒 1 ，於是宗徒的繼承人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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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 主教，以及主教的合作者 司鐸，繼續執行這職務。事實

上，主敦和司鐸，由於聖秩聖事，享有「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赦免一切罪過的權柄。

1 參閱若20:23：格後 5:18.

1462 赦免罪過使罪人與天主和好，也與教會和好。自古以來，主

886 教是個別教會可見的領袖，因此，名正言順，他就被視為主要地

1567 擁有和好權柄及職務的人：他是懺悔紀律的監督者 1 。他的合作

者一一司鐸一一依照教會的法律，在他們從自己的主教（或修會

會長）、或從教宗所接受的職務範圍內，執行赦罪的權柄2 。

1 1β 詣，3. 2 參閱CIC 844,1; 967 969; 972; CCEO 722,3 4. 

1463 某些特別嚴重的罪過會被處以絕罰（incur excommunication）：這是

教會給予最嚴厲的處罰，即罪人不得領受聖事，及執行某些教會行動。並

且，按照教會法律，只有教宗、地方主教或獲得他們授權的司鐸，才能給

予赦免 1 。此外，為有死亡危險者，任何一位司鐸，即使被解除了聽告解

982 權，都能赦免垂危者的任何罪過2及絕罰。

1 參閱CIC 1331; 1354 1357; CCEO 1431; 1434; 1420. 2 參閱CIC 976; CCE0725. 

1464 司鐸應鼓勵信徒領受懺悔聖事，而且每當基督徒合理地要求

這聖事時，應隨時樂意為他們舉行這聖事 l 。

1 參閱CIC 986; CCE0735; P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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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 羊的善牧，為人包紮傷口的慈善撒瑪黎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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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鐸是天主憐愛罪人的標記和工具。

1466 聽告解者並非主人，而是予人寬恕的天主的僕人。這聖事的

的1, 2690 施行人，應與基督的意願和慈愛相結合 1 。他對基督徒的行為操

守、人情t些故，應有深透的了悟，對跌倒的人懷有尊重和靈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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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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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這職務的呆高干口微妙，以及對人應有的尊重，教會宣布 1467 

所有聽告解的司鐸，必須對懺悔者所告明的罪過絕對保守秘密， 2490 

否則將受到極嚴厲的處罰 1 。他不可運用在告解時所知道有關懺

悔者生活的事情。這個秘密不容許有任何例外的情況，因此稱之

為「聖事的封印」，因為懺悔者向司鐸所說的一切，都由聖事予

以「密封」起來。

1 CIC 1388,1; CCEO 1456. 

九、聖事的效果

「懺悔聖事的所有功效，在於使我們重新生活在天主的恩寵

中，並使我們在至密切的親情裡與祂結合」 1 。因此，這聖事的

目的和效果就是與天主和好。那些懷著痛悔之心，虔誠地接受懺

悔聖事的人，「得到良心的平安和寧靜，且獲得莫大的精神安

慰」 2 。事實上，與天主和好的聖事帶來真實的「靈性復活」

恢復天主子女的尊嚴及生命中的各種恩賜，其中最寶貴的，就是

天主的親情（路15:32）。

1 〈羅馬教理＞ 2,5,18. 2 特倫多 (1551); DS 1674. 

1468 

2305 

這聖事使我們與教會和好。罪過所傷害或破壞的于足共融由 1469 

懺悔聖事予以彌補或恢復。從這意義上說，懺悔聖事不但治癒那 953 

些重新被接納與教會共融的人，也為教會生活帶來充滿生命力的

效果，因為教會曾因她部分的肢體犯罪而受害 1 。懺悔者重新被

接納，或被鞏固於諸聖的相通之中﹔他們一一不論是處於旅途中

或已活在天鄉裡 藉著基督身體所有活肢體彼此之間的神益交 949 

流，得以堅強2 。

我們應注意，與天主和好也帶來其他方面的和好，使其他因罪

惡所導致的分裂得以補救：蒙赦免的懺悔者在心靈深處跟自己

和好，在那裡回復最深的真貌：眼弟兄們和好，儘管他曾虧負

並傷害了他們：跟教會和好：眼整個受造界和好3 。

1 參閱格前 12:26. 2 參閱Iβ48-50. 3 ＜和好與懺悔＞ 31. 

在這聖事裡’罪人面對天主仁慈的審判，透過某種方式預嘗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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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1039 到今世終結時所要受的審判。因為是在現世，我們面臨生命或死

亡的抉擇，只有通過皈依的道路，才可進入天圓，在那裡絕不容

許重罪存在 1 。罪人藉著悔改和信德皈依基督，出死入生，「並

且不受審判」（若 5:24）。

1 參閱格前5:11﹔迦 5:19 21：默 22:15.

十、大赦

1471 教會關於大赦的教義和實行，都眼懺悔聖事的效果堅密相連。

甚麼是大赦？

「大赦，是在『罪過己蒙赦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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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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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揖益自己，或用來救助亡者h

* CIC 994. 

罪罰

1472 為明瞭教會有關罪罰的教義和實行，我們應知道罪惡帶來的雙重後

1861 果。重罪使我們喪失與天主的共融，因而不能享有永生，故永生的喪失稱

為罪的「永罰」。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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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煉獄的狀態中，都必須予以淨忱。這種煉淨解除罪惡的「暫罰」。上述兩

種罪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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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 1 。

1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712-1713;(1563): 1820. 

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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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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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參閱弗 4: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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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聖的相通

在天主恩寵的助佑下，基督徒在力求淨化自己的罪過、聖先自己 1474 
時，並不是獨自一個人。「每個天主子女的生命，都在基督內，藉著基 946-959 

督，以一種奇妙的方式，與所有其他基督徒弟兄的生命相連繫’彼此活於

基督奧體超↑生的合一共融之內，猶如在一個奧妙的位格內一樣」 1 。 795 

1 保祿六世，〈有關大赦的教導〉宗座憲令 5.

在諸聖相通中，「信友，不論是已經到達天鄉的，抑或還在煉獄中 1475 
做補贖的，又或仍在現世旅途上的，在他們之間存在著一分恆久的愛的

連繫，以及豐富地交流著所有美好的事物」 1 。在這奇妙的交流中，一個

人的聖德能使他人受益，遠超過一個人的罪過為他人造成的損書。因此，

靠諸聖相通的助力，可使那痛悔的罪人，能更早且更有效地淨他罪罰。

1 保祿六哇，〈有關大赦的教導〉宗座憲令 5.

我們也稱這些諸聖相遇的精神財富為教會的寶庫，它「不是一筆訐 1476 
多世紀以來累積的物質財富，而是基督為把全人類從罪惡中解放出來，並 617 

為達成人與天父的共高血，在天父面前付出的補贖及其功績的無窮無盡的代

價。是在我們的救主基督之內，存有祂救贖的豐厚補贖和功績」 1 。

1 保祿六世，〈有關大赦的教導〉宗座憲令 5.

「同樣，榮褔童貞瑪利亞和諸聖人在天主前的祈禱和善功也在這寶 1477 
庫內，此祈禱和善功在天主面前確實有巨大的、無法估量的、歷久彌新的 969 

價值。他們追隨基督，藉著祂恩寵的力量，聖忙自己的生活，完成天父交

託他們的使命。這樣，他們達成自己的得救，同時也共同努力為基督奧體

的其他肢體的得救作出貢獻」 1 。

1 保綠六世，〈有關大赦的教導〉束座憲令 5.

藉教會獲得天主的大赦

教會依據她由基督耶穌得來的束縛和釋放的權柄，給予大赦：她為 1478 
了個別基督徒的中卑益伸出援手，並為他們開敢基督和諸聖人功績的寶庫， 981 

讓他們從仁慈的天父獲得他們罪過暫罰的赦免。教會不但願意透過大赦幫

助基督徒，並且鼓勵基督徒實踐虔誠、補贖和愛德的工作 1 。

1 參閱保祿六世，〈有關大赦的教導〉宗座憲令 8﹔參閱特倫多： DS 1835. 

既然那些處於煉淨過程之中的已亡信友，是諸聖相通的肢體，我們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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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能幫助他們的一種方式，就是為他們獲得大赦，好免除他們罪過的暫罰。

十一、懺悔聖事慶典的舉行

1480 如同所有聖事一樣，懺悔也是一項禮儀行動。這聖事的禮儀

通常包括以下的要素：首先可鐸致候並祝福，然後恭讀天主聖

言，為光照懺悔者的良心，激發痛悔之惰，並規勸他們懊悔自己

的罪過﹔接著是告明，懺悔者承認自己的罪過，並向司鐸告明，

然後接受司鐸給予的補贖：司鐸赦免懺悔者的罪過﹔最後，讚美

感謝天主，蒙寬恕者在司鐸的祝福下離去。

1481 拜占廷禮採用多種祈求式的赦罪經文，美妙地表達出寬恕的奧跡：

1449 「天主曾藉著先知納堂寬恕了懺悔的建味﹔也曾寬恕痛哭的伯多祿、用

眼淚擦乾耶穌雙腳的妓女，以及稅吏和浪子。願這同一天主藉著我這罪

人寬恕你，在今世及來世﹔願祂使你走到祂威嚴的審判座前時，不會受

到任何譴責。祂當受頌揚，直到永遠。阿們。」

1482 懺悔聖事也可在團體慶典中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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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感謝天主。這樣，個別告明和

赦罪的部分安排在聖道禮當中：讀經、講道、共同省察、一起祈求天主的

寬恕、以天主經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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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 式舉行，懺悔聖事按照它本身的性質，是一項禮儀行動，故常是公開的教

會行動 1 0 

1 參閱 SC 26 27. 

1483 如有嚴重的需要，可用包括集體認罪和集體赦罪的團體慶典來舉

1401 行和好聖事。所謂嚴重的需要，包括死亡的危險逼近、沒有足夠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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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眾多，無法有眾多的聽告解司鐸，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聽每個人

的告明，致使懺悔者非因自己的過失，長期被迫得不到聖事恩寵，或不

能領聖體。在這情況下，信友為能有效地接受赦免，應立意在適當的時

候，再個別告明自己嚴重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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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信友，則

不f尋視為有足夠的嚴重需要3 。

l 參閱CIC 962,1. 2 參閱CIC 961,2. 3 參閱CIC 961,1. 

1484 「個別且完整的告明及赦罪，仍是信友與天主和教會和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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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佐一、通常之方式，除非身體上，或倫理上無法履行，才可免除

這樣的告明」 1 。這不是沒有更深的理由的。基督在每件聖事中

行動。祂親自對每個罪人說：「孩子，你的罪赦了」（谷 2:5) ; 

祂是醫生，關心每個需要祂2醫治的病人﹔祂使人恢復健康，並

重返於弟兄的共融之中。因此，個別告明是表達與天主及教會和

好最意味深長的方式。

1 〈羅馬禮書﹒懺悔遺＞ 31. 2 參閱谷 2:17.

撮要

878 

「在逾越節那天晚上，主耶蛛擷現給祂的宗徒，並對他們 1485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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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若 20:22-23）。

在領洗後所犯的罪，是藉著稱為悔改、告解、懺悔或和好 1486 

的聖事，而獲得赦免。

誰犯罪，就是有損天主的榮耀及慈愛，也有損自己被召成為 1487 

天主子女的尊嚴，以及教會靈性的福祉，每位基督徒都應是

教會的活石。

以信德的眼光看，沒有比罪更嚴重的惡事，也沒有甚麼能比 1488 

罪給罪人自己、教會和全世界帶來更壞的後泉。

人在犯罪失去與天主的共融後，再與祂恢復共融，此種行動 1489 

源於富於慈志的天主的恩寵，祂關心人類的得救。人應為自

己和他人祈求這分珍貴的恩賜。

回頭歸向天主的行動，稱為皈依和懺悔，包含對所犯的罪過 1490 

感到痛心和厭惡，並決意定改，將來不再犯罪。因此，悔改

涉及人的過去和未來﹔此悔改因仰望天主的仁慈而強化。

懺悔聖事由懺悔者的三個行動以及司鐸的赦罪所構成。懺悔 1491 
者的三個行動是痛悔、告明或向司鐸明認罪過、立志作補贖

並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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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懺悔（也稱痛悔）應發自信仰的動機。如果這懺悔是源於愛

天主之情，我們稱之為「完美」的痛悔（上等痛悔）﹔但若

是建基於其他動機之上，則稱之為「不完美」的痛悔（下等

痛悔）。

1493 誰若願意與天主及教會和好，就應在仔細省察自己的良心

後，向司鐸告明所有記得而又未曾告明的重罪。雖然小罪不

需告明，但教會仍非常鼓勵告明小罪。

1494 聽告解者建議懺悔者作某些「補贖」或「懺悔」的行動，為

彌補由罪過所造成的傷害，並恢復相稱於基督門徒身分的生

活習慣。

1495 只有從教會掌權者獲得赦罪權的司鐸，才能因基督之名赦

罪。

1496 懺悔聖事的屬靈效果色括：

一一罪人與天主和好，並藉此重獲恩寵﹔

－一一與教會和好﹔

一一赦免因死，罪所帶來的永罰﹔

一一一至少赦免罪過帶來的部分暫罰﹔

一一良心的平安和寧靜以及靈性的安慰﹔

一一增加神力，以面對基督徒的挑戰。

1497 為與天主及教會和好，個別而完整地告明重罪，然後赦罪，

仍是唯一、通常的方式。

1498 藉著大赦，信徒能為自己和煉獄的靈魂獲得因罪過所帶來的

暫罰的赦免。

第五條

病人傅油

1499 「司鐸為病人祈禱和傳油時，是整個教會將病人託付給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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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並受享光榮的主基督，求祂撫慰、救助病人：教會更勸導病人

藉著甘願參與基督的苦難和死亡，也獻出一分力量，為使天主于

民受益」 1 。

1 1β11：參閱雅 5:14-16﹔羅 8:17：哥 1:24﹔弟後 2:11-12：伯前4:13.

一、病人傅油在救恩史中的基礎

人類生命中的疾病

疾病和痛苦往往是人生命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人在生病 1500 

時，將體驗到自己的無能、限度和終極。一切疾病都能使我們隱

約地看到死亡。 1006 

疾病能使人陷入焦慮不安，甚至有時對天主感到失望和怨 1501 

↑良，但他也能藉此反省自我。疾病也可使人更趨成熟，幫助他辨

別並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疾病時常激發人追尋天主並歸向

天主。

在天主前的病人

舊約中的人，是面對天主，度其病痛的生活，是在天主面前 1502 

傾吐其對疾病的哀怨 1 ，也是向祂、生與死的主宰，懇求治癒2 。

疾病成為皈依的途徑3 ，而天主的寬恕是治癒的開始 4 。以色列

經驗到，疾病是以一種神秘的方式與罪過、邪惡相連，然而，按 164 

照天主的法律，對天主的忠誠能使人恢復生命：「我是醫治你的 376 

上主」（出 15:26）。先知悟出痛苦也有為他人贖罪的價值5 。最

後，依撒意亞宣布天主要給熙雍預定一個時間，那時祂將赦免

一切過錯並治好一切疾病6 。

1 參閱詠38. 2 參閱詠6:3﹔依 38. 3 參閱詠38:5﹔ 39:9,12. 4 參閱詠32:5﹔ 107:20﹔

谷 2:5 12. 5 參閱依 53:11. 6 參閱依 33:24.

基督一一醫生

基督憐憫病人，並多次治好各種殘疾的人 1 ，這些都是清晰 1503 

的標記，顯示「天主眷顧了祂的百姓」（路 7:16）以及天國臨近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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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耶穌不但具有治病的權能，也有赦罪的權能2 ：祂來治癒整

1421 個人，包括靈魂和肉身：祂是病人所需要的醫生3 。祂非常憐愛

所有受苦的人，甚至與他們認同：「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

（瑪 25:36）。祂對病人優先的厚愛，在每個時代，都不斷地喚起

2288 基督徒，特別關注所有在肉身或靈魂上受苦的人。主的這種關愛

是促使我們不懈地努力安慰病人的力量來源。

1 參閱瑪4:24. 2 參閱谷 2:5-12. 3 參閱谷 2:17.

1504 耶穌常要求病人要有信德 1 0 祂利用標記來醫治人：唾沫和

的， 1116 覆于 2 ，泥土和水洗3 ，病人設法前來觸摸祂4 ，「因為有一種能

力從祂身上出來，治好眾人」（路6:19）。如此，基督繼續透過聖

事「觸摸」我們，為醫治我們。

1 參閱谷5：“，36﹔ 9:23. 2 參閱谷 7:32-36; 8:22 25. 3 參閱若 9:6-7.

4 參閱谷 1:41; 3:10; 6:56. 

1505 基督看見那麼多的痛苦而大受感動，不但讓病人觸摸祂，並

親自承擔他們的苦痛：「祂承受我們的脆弱﹔擔荷了我們的疾

病」（瑪 8:17)1 。然而，祂沒有治好所有的病人。祂治癒病人是

天國來臨的標記。這些治病事件宣告一種最徹底的治癒：即藉著

440 基督的逾越，戰勝罪惡和死亡。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負了所有罪

過的重擔2 ，並除去了「世罪」（若 1:29），而疾病只是世罪的後

果之一。基督藉著十字架上的苦難和死亡，賦予痛苦新的意義：

那 從此，痛苦可使我們肖似祂並結合於祂為救贖世人所受的苦難。

1 參閱依53:4. 2 參閱依曰：4-6.

「你們要治癒病人...... _J 

1506 基督邀請門徒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跟隨祂 1 。門徒由於跟隨基

督，對疾病和病人有了新的看法。耶穌要門徒參與祂的貧窮、且

859 為人服務的生活。祂讓門徒參與祂憐憫、治癒的職務：「他們就

出去宜講，使人悔改，並驅逐了許多魔鬼，且給許多病人傅油，

治好了他們」（谷 6:12-13）。

1 參閱瑪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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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主重複此派遣（「因我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可 1507 

使人痊癒」谷 16:17-18），並藉著教會以呼求祂的名所實行的標

記予以肯定 1 。這些標記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顯示耶穌確是「拯

救人類的天主」 2 。 430 

1 參閱宗 9:34; 14:3. 2 參閱瑪 1:21﹔宗 4:12.

聖神賜給某些人有治病的特殊神恩 1 ，以顯示復活之主恩寵 1508 

的力量。不過即使是最懇切的祈禱，也不常會治癒一切疾病。 798 

因此，聖保祿從主那裡學習到，「我的恩寵為你足夠了，因為我

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格後 12:9）﹔因為忍受痛苦意指：

「我在我的肉身上，為基督的身體 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戶斤 的

欠缺的」（哥 1:24）。

l 參閱格前 12:9,28,30.

「你們要治好病人！」（瑪 10:8）教會從主手中領受了這任 1509 

務。她透過照顧病人、陪伴病人、為病人代禱，努力實踐此項任

務。教會相信基督是靈魂和肉身的醫生﹔祂的臨在能給予生命。

這種臨在特別活躍在聖事中，並且以極獨特的方式臨在於感恩

（聖體）聖事﹔此聖事是賜人永生的食糧 1 ，聖保祿也曾暗示過聖 1405 

體與肉身健康的關條2 。

1 參閱若 6:54,58. 2 參閱格前 11:30.

東徒時代的教會在當時已有一個為幫助病人的專用儀式，由 1510 

聖雅各伯說明：「你們中間有患病的嗎？他該請教會的長者們

來﹔他們該為他祈禱，因主的名給他傅油：出於信德的祈禱，必

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來：並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 1117 

（雅 5:14 15）。聖傳從這儀式中認出它是教會的七件聖事之一 1 。

1 參閱依諾森一世，〈如果教會法制〉書i去I (416): DS 216：蓊冷翠（1439): DS 1324 1325; 

特倫多 (1551): DS 1695-1696; 1716-1717. 

病人的聖事

教會相信並宣認七件聖事中，有一件特別用來堅強、安慰那 1511 

些忍受病苦的人，就是病人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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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病人傅油是由我們的主基督建立的，作為真正新約的聖事之

一：這在馬爾谷福音中 1 ，固已間接提及，而主的弟兄雅各伯宗

徒，就把它介紹給信友們並予以公布2 。

1 參閱谷 6:13. 2 參閱雅 5:14 15﹔特倫多（1551): DS 1695. 

1512 在禮儀傳統中 包括東方禮和西方禮一一得到証明，自古就有用

祝福過的油施行病人傅油。歷經多個世紀的演變，病人傅油逐漸只為臨終

者了。因此它獲得「終傅」的名稱。雖然有這樣的轉變，禮儀從沒有忘記

為病人祈求上主，如果康復有益於他的得救，就賜他康復 1 。

1 參閱特倫多（1551): DS1696. 

1513 〈病人傅油禮儀〉宗座憲令於 1972 年 11 月 30 日頒布 1 ，按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規定，羅馬禮從此以後遵守以下禮規：

病人傅油聖事是給那些病重的人施行的，施行者在病人的前額

和雙于上，傅抹祝福過的油（橄欖油或其他植物油），同時以下

列經文祈禱一次：「藉此神聖傅油，願無限仁慈的主，以聖神

的恩寵助佑你，祂既赦免你的罪過，願祂拯救你，使你重新振

作起來」 2 。

l 參閱 SC 73. 2 參閱CIC 847,1. 

二、誰領受和誰施行這聖事？

病重情況．．．．．－

1514 病人傳油「並不只是臨終者的聖事。所以，凡信友因疾病

或衰老、開始有死亡的危險，便確實到了領受此聖事的適當時

刻」 1 。

1 SC 73﹔參閱 CIC 1004,1; 1005: 1007; CCEO 738. 

1515 病人領過傅泊，痊癒後如再次陷入重病，可再次領受這聖

事。在同一疾病中，如病情再度惡仕，也可再領受這聖事。病人

在施行有危險的手術之前，宜領受病人傅油。同樣，可為身體顯

然漸趨衰弱的年長者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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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要請教會的長老來」

唯有司祭（主敦和司鐸）是病人傳油的施行人 1 。牧者有義務 1516 

向信徒教導這聖事的益處。信友宜鼓勵病人請司祭來，為領受此

聖事。病人應在牧者和整個教會團體的幫助下作好準備，領受聖

事。要邀請教會團體陪伴病人，特別要以祈禱和弟兄姊妹般的殷

勤照料病人。

1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697; 1719; CIC 1003; CCE0739,1. 

三、如何舉行這聖事慶典？

如所有聖事一樣，病人傅油是團體的禮儀慶典 1 ，可在家 1517 

裡、醫院或聖堂舉行，可單獨為一位、或同時為一群病弱人士施 1140 

行。病人傳油聖事很適宜在感恩祭一一主逾越的紀念 當中舉

行。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合適，舉行這聖事慶典前，可先舉行懺

悔聖事，而在傳油禮後領受感恩（聖體）聖事。由於此聖事是基

督逾越的聖事，它常應是塵世旅途中最後領受的聖事，即是「越

過」此世到達永生之路途上的「行糧」（臨終聖體）。 1524 

1 參間以二 27.

聖吉與聖事是一個不可分開的整體。慶典開始時，首先是懺 1518 

悔罪過，隨後就是聖道禮儀。基督的話語、宗徒的見証，喚醒病

人和團體的信德，祈求主賜予聖神的力量。

此聖事慶典主要包括以下部分：「教會的長老們」（雅 5:14) 1519 

在靜默中給病人覆手﹔在教會的信德中為病人祈禱 1 這是此

聖事專有的呼求聖神禱詞：並用祝福過的油（如可能的話，是由

主教祝福的）傅抹病人。

這些禮儀行動指出此聖事賦予病人的是何種恩寵。

1 參閱雅5:15.

四、這聖事慶典的效果

聖神的一項特別恩賜。這聖事的首要恩寵，就是安慰、平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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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安和鼓勵的恩寵，為克服重病或年老體弱時所面對的種種困難。

這恩寵是聖神的恩賜﹔聖神重振病人對天主的信心和信德，並堅

強他抵抗凶惡的誘惑、失望的誘惑和死亡的恐懼 1 。主藉聖神的

力量給予病人這種助佑，帶領他的靈魂獲得治癒﹔而且如果天主

願意的話，也使他的身體痊癒2 。再者，「如果他犯了罪，也必

得蒙赦免」（雅5:15)3 。

1 參閱希 2:15. 2 參閱讀﹔令翠 (1439): DS 1325. 3 參閱特倫多 (1551): DS 1717. 

1521 結合於基督的苦難。透過這聖事的恩寵，病人領受了力量和

1535 神恩，與基督的苦難更緊密結合：在某種意義下，他蒙受祝聖，

而肖似救主的救世苦難並結出果實。痛苦是原罪的後果，現在獲

1499 得一種新的意義：痛苦成為參與耶穌救世工程﹝的一種方式﹞。

1522 教會的恩寵。領受這聖事的病人「藉著甘願參與基督的苦難

和死亡，也獻出一分力量，為使天主子民受益」 1 0 教會慶祝這

953 聖事時，在諸聖相連中為病人的樟益代禱。病人自己則透過這聖

事的恩寵，為聖他教會並為了全人類的益處而作出貢獻：教會為

了人類而受苦，並藉著基督，奉獻自己給天主父。

1 Iβ11,2. 

1523 為步入人生旅途的最後階段作準備。如果病人傅油是施給那

1020 些忍受嚴重病苦和衰弱的人的聖事，那麼，就更有充分理由施給

那些將近「離世的人」 1 。因此，這聖事也曾被稱為終傳聖事

(sacramentum exeuntium)2 。病人傳油聖事使我們完成從受洗

就已開始的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人生旅程。病人傅油聖事，使基

1294 督徒整個生命中所接受過的各項傅油得以完成：聖洗的傳油是我

們獲得永生的印証：堅振的傳油則堅強我們，好能在生命中奮

1020 門：這最後的傳油就給我們塵世生命作最後的裝備，好像堅固的

宣壘，在我們進入父家前，面對最後搏鬥時，保護我們3 。

1 特倫多（1551): DS 1698. 2 同上： DS 1698. 3 向上： DS 1694. 

五、臨終聖體（天路行糧）：基督徒最後的聖事

1524 除病人傅油外，教會也給予那些即將離世的人感恩（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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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事，作為天路行糧（臨終聖體）。在回歸天父的這一刻所領受 1392 

的基督聖體聖血，含有特別的意義和重要性。按照主的話：「誰

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

（若 6:54），基督的聖體聖血是永生的根源和復活的德能。在此，

感恩（聖體）聖事一一基督死亡和復活的聖事一一是「由死亡通

往生命」、「從現世邁向天父」的聖事 1 。

1 參閱若 13:1.

同樣，正如聖洗、堅振和感恩（聖體）聖事組成一個整體， 1525 

稱為「基督徒入門聖事」，我們可以說，當基督徒的生命臨近終 1680 

結時，懺悔聖事、病人傳油聖事和感恩（聖體）聖事 天路行

糧（臨終聖體） 組成「準備前往天鄉的聖事」，或「完成現 2299 

世旅途的聖事」 0

撮要

「你們中間有患病的嗎？他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讓他們為 1526 

他祈禱，因主的名給他傅油：出於信德的祈禱，必救那病

人，主必使他起來﹔並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

（牙（主 5:14-15）。

病人傅油聖事的目的，是賦予特別的恩寵給重病或因年老而 1527 

受為苦考驗的基督徒。

在信徒因疾病或年老而開始處於死亡危險的時候，肯定就是 1528 
領受傅油的適當時刻。

當基督徒為重的時候，他就可以領受傅油聖事。縱使他領過 1529 

這聖事，只要病情惡化，也可再領。

只有司祭（司鐸和主教）可以施行病人傅油聖事，他們所採 1530 

用的油須由主教祝聖，或在必要時，由主禮司鐸祝聖。

舉行傅油聖事的必要儀式是：主禮司祭（司鐸或主教）在病 1531 

人的前額和雙手（羅馬禮）或身體其他部分（求方禮）傅抹聖

油，同時以禮儀禱詞，求使病人獲得這聖事的特別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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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病人傅油聖事的特別恩寵具有以下的效果：

一一胃病人為自己以及整個教會的益處，與基督的苦難結合﹔

一一帶來安慰、平安和勇氣，好能以基督徒的精神，忍受疾

病或年老的痛苦﹔

一一→口病人未能藉懺悔聖事而蒙赦免的話，他的罪過可因此

得寬赦﹔

一一→口果有助於其靈魂的得救，可恢復病人的健康﹔

一一－準備逾越此世，進到永生。

章三第

為共融服務的聖事

1533 聖洗、堅振和感恩（聖體）聖事是基督徒入門聖事。它們是

1212 所有基督門徒共同聖召的基礎﹔他們被召成聖，並實踐向世界傳

福音的使命。這三件聖事賦予人必要的聖寵，使人在邁向天鄉的

旅途生活中，能依照聖神的指引而生活。

1534 有兩件聖事一一聖秩和婚姻 是為其他人的得救而設立

的。雖然它們同樣地有助於其個人的得救，但也是通過其為他人

服務而達成的。這兩件聖事賦予領受人在教會內一項特殊使命，

並用來建立天主的子民。

1535 透過這兩件聖事，那些已經在聖洗和堅振聖事 l 中蒙受祝

784 聖，而享有全體信友所共有的普通司祭職的人，能夠接受特殊的

祝聖。那些接受聖秩聖事者蒙受祝聖而成為牧者，因基督之名，

「以天主的聖吉和恩寵牧養教會」 2 。另一方面，「基督徒夫

婦，為善盡他們身分的職責，藉特殊的聖事而增強力量，一如已

蒙受祝聖一樣」 3 。

1 參閱LG 10. 2 LG 日，2. 3 GS 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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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聖秩聖事

聖秩（ordo）是聖事，藉此聖事，基督所託付給宗徒的使命， 1536 

得以在教會中繼續執行，直到世代的終結。故此，它是宗徒職務 860 

的聖事。它包括主教職、可鐸職、執事職三個等級。

﹝有關基督對宗徒職務的創立和使命，見上文（874 ......等號）。這裡

只論及此項職務如何透過聖事的途徑而傳遞﹞。

一、為何稱這聖事為聖秩聖事？

在古代羅馬，拉丁文 Ordo是指一些確立的的公務團體，特 1537 

別是管理團體（governing body）。 Ordinatio則指被納入一個這

類的團體（Ordo）。在教會也有一些確立的團體，聖傳依據聖經從

古以來就稱之為 taxeis （希臘文），拉丁文是 ordines （聖秩） 1 。

於是，禮儀中說到 ordo episcoporum （主教聖秩） • ordo pres-
byterorum （原意是「長老聖秩」’中文一般稱「司鐸聖秩」），

ordo diaconorum （執事聖秩）。其他的團體也用 ord。這個名

詞，諸如：慕道者、貞女們、夫婦、寡婦等。 923, 1631 

1 參閱希 5:6; 7:11：詠 110:4.

加入教會中一個這樣的「團體」’是經由一項稱為 ordinatio 1538 

（入團禮）的儀式來達成﹔這是一項宗教和禮儀行動，是一種祝

聖，或祝福，或一件「聖事」。今日， ordinatio 一詞則專用在

使一個人加入主教行列、司鐸行列或執事行列的聖事行動上，並

且此聖事行動超越純粹由團體所作的選立、指派、授權或任命﹔

因為這聖事行動賦予聖神的恩賜，使領受者能行使「神權」

(sacra potestas)l ﹔這神權只能透過教會來自基督自己。這授秩 的

禮 （ ordinatio） 又稱為祝聖禮 （ consecratio） ，因為這是基督本人為

了祂的教會，將領聖秩者從眾人中選拔出來，授予他神榷。主教

的覆手聯同祝聖禱詞，就是構成此祝聖禮的可見標記。 699 

1 參閱I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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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恩史中的聖秩聖事

舊約的司祭職

1539 天主將選民立為「一個司祭的國家，一個聖潔的國民」（出

的：6)1 。在以色列子民當中，天主由十二個支派中選出了一支，

就是肋未支派，把他們還拔出來，專作禮儀服務2 ，而天主本身

就是他們的產業 3 。當時有專用儀式來祝聖舊約最初的司祭 4 ' 

司祭的「設立是為人行關於天主的事，為奉獻供物和犧牲，以贖

罪過」 5 。

1 參閱依 61:6. 2 參閱戶 1:48-53. 3 參閱蘇 13:33. 4 參閱出 29:1-30﹔防 8.

5 參閱希 5:1.

1540 這可祭職的設立是為宣講天主聖吉 1 ，並藉奉獻犧牲和干斤

2099 禱，與天主重建共融的關係。可是，這司祭職郤不能帶來救恩，

需要不斷地重複獻祭，也不能獲得決定性的聖1t2 。這決定性的

聖先只有藉基督的祭獻才可以實現。

1 參閱拉2:7 9. 2 參閱希 5:3; 7:27; 10:1-4. 

1541 但是，教會的禮儀將亞郎的司祭職和自力未支派的服務，一如

七十個「長老」 1 的建立，都視為新約晉秩職務的預象。因此在

拉丁禮中，教會在授予主教聖秩的祝聖經文中祈禱說：

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你曾以恩寵的吉語，訂定了教

會規範﹔妳從起初就預定使亞巴郎的後裔，成為神聖的子民，你

設立了君王和司祭，使他們常服務於林的聖所······ 2 

l 參閱戶口：24 25. 2 ＜主教禮書﹒主教聖秩授予禮〉詣，祝聖經文（參照 1989修訂版）。

1542 在司鐸聖秩授予禮中，教會祈求：

主、聖父．．．．．．遠在舊約時代，你就以神妙的聖禮，創立了多種職

務。你委派梅瑟和亞郎，管理及聖先押的于民，你又簡選一些

人，賜予他們職位和名分，與梅瑟和亞郎聯合，以協助他們的工

作。為此，你在曠野手里，將梅瑟的神能賦予七十位賢士，使他們

充作他的助手，讓他更容易管理你的于民。同樣，你將亞郎的職

槽，完整地交給他的子孫，按照可祭的律例，供職於會幕，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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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祭的職務﹔而這會幕的祭獻，正是未來美好事物的預象 1 。

1 ＜主教禮書﹒司鐸聖秩授予禮＞ 22 ，祝聖經文（參照 1989修訂版）。

在授予執事聖秩的祝聖經文中，教會宣認：

全龍的天主．．．．．．林建立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且使這身體的肢

體享有天上不同之神恩，各司其職，又因聖神而奇妙的結合成

一體，成為新的聖殿，不斷成長與擴大。宇航建立了三個聖秩職

分，使聖職人員為你的聖名而服務。猶如當初你曾揀選月力末的

子孫，在你的聖殿中供職...... 1 。

1 〈主教禮書﹒執事聖秩授予禮＞ 21 ，祝聖經文（參照 1989修訂版）。

基督的唯一司祭職

1543 

舊約可祭職的所有預象都在耶穌基督身上找到了圓滿的實 1544 

現，祂是「天人之間唯一的中保」（弟前 2:5）。基督徒聖傳視

「至高天主的司祭」默基瑟德（創 14:18）為基督司祭職的一個預 874 

象。祂是唯一「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可祭」（希 5:10 ﹔ 6:20) ' 

祂是「聖潔、無罪、毫無瑕疵的」（希 7:26）。祂「只藉一次奉

獻．．．．．．就永遠使那些被聖仕的人得以成全」（希 10:14），也就是

藉祂在十字架上的唯一祭獻。

基督贖罪的祭獻是唯一的，是一次而永遠完成的，卻在教會 1545 

的感恩祭中臨現。基督的唯一可祭職也是一樣：此可祭職藉著 1367, 662 

公務司祭職而臨現，基督司祭職的唯一↑生並不因此而削減：

「而且只有基督自己才是真正的司祭，其他的都只是祂的僕

人」 1 。

1 聖多瑪斯，〈希伯來書詮釋＞ 8,4. 

參與基督唯一司祭職的兩種方式

大司祭和唯一中保一一基督一一使教會「成為一個司祭的國 1546 

度，事奉祂的天主和父」（默 1:6)1 。整個信友團體，就其本身

而言，是司祭性的。信友實行他們由聖洗聖事接受的司祭職，每 1268 

個人依照自己的聖召，參與基督作為司祭、先知和君玉的使命。

$i共融服務的聖事 371 



他們是藉聖洗和堅振而「被祝聖為．．．．．．神聖的司祭」 2 。

1 參閱默 5:9 10：伯前 2:5,9. 2 Iβ10,1. 

1547 主教及可鐸的公務或聖統司祭職，與所有信友的普通司祭

1142 職，雖然「兩者各按其自己的方式都分享基督唯一的司祭職」 1 ' 

卻有實質上的分別，但「彼此有連帶關係」 2 。這從何說起？信

友們的普通司祭職實行於發展聖洗的恩寵一一亦即信、望、愛三

1120 德的生活，順應聖神的生活。公務司祭職是為普通司祭職服務

的，致力於發展所有基督徒聖洗的恩寵。公務司祭職是基督用來

不停地建立並領導教會的方法之一。因此，公務司祭職是透過它

專有的聖事一一聖秩聖事一一而授予的。

1 LG 10,2. 2 LG 10,2. 

以基督元首的身分

1548 聖職人員為教會服務時，是基督自己臨現於祂的教會，作為

的，加 祂奧體的頭、祂羊群的牧者、贖罪祭的大司祭、真理的導師。這

正是教會所要表達的：因聖秩聖事的效力，司祭「以基督元首的

身分」而行動 1 : 

聖職人員真正擔任同一耶穌基督司祭的職務。如果聖職人員基

於他所領受司祭職的祝聖，而確實肖似大司祭，那麼他就享有

以基督自己的權能而行動的權力，因為他代表基督 （ virtute ac 

persona ipsius Christi)Z 。

基督是一切司祭職的泉源：舊約的司祭只是基督的預象，而新

約的司祭卻是以基督的身分而行動3 。

1 參閹Iβ10﹔ 28﹔ SC 33; CD 11; PO 2; 6. 2 比的十二世，〈天主中保〉通諭（20.11.1947):

AAS 39 (1947) 548. 3 STh 3,22,4c. 

1549 藉晉秩職務，特別是司鐸職和主教職，基督作為教會元首的

臨在，就會在信友團體中成為有形可見的 1 0 搜照聖依納爵﹒安

1142 提約基的美妙說法：主教是「父之典型」 （ typos tau Patrou） ，他

好像是天主聖父活的肖象2 。

1 參閱LG21. 2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特拉里亞人書｝ 3,1: AF II/2,157 158; 

SCh 10,112﹔參閱〈致馬尼西人書｝ 6,1: AF II/2, 118 119; SCh 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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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其聖職人員身上的這種臨在，不應被認為好似這人己 1550 

被保護，而免除任何人性軟弱，支配慾、錯謬，甚至罪惡的危 896 

害。聖神的力量並不以同樣方式保証聖職人員的一切行為。可

是，在施行聖事時，聖神卻賦予這種保証，為的是即使聖職人員 1128 

雖有罪亦不能阻止恩寵的效果：聖職人員有許多其他行為仍存留 1584 

著人恆的痕跡，這些行為不常是忠、於福音的標記，也因此會損害

教會宗徒事業的效果。

這司祭職是公務性的。「這項由主交託給祂子民的牧者們的 1551 

職務是一項道地的服務」 1 。這服務完全與基督和人群有關﹔它 876 

完全從屬於基督及祂唯一的司祭職，它的建立是為了人群和教會

團體的益處。聖秩聖事賦予一種「神權」’這權力就是基督的 1538 

權力。為此，這權力的行使，應依照基督的榜樣來衡量，祂為了

愛而成為最卑微的干口眾人的僕役2 。「主曾經清楚地說過，照顧 608 

祂的羊群就是愛祂的証明」 3 。

1 I正主 24. 2 參閱谷 10:43 45﹔伯前 5:3. 3 金口聖若望，〈論可祭職｝ 2,4: PG 鉤，635D﹔

參閱若 21:15-17.

「以整個教會的名義」

公務司祭職不僅具有在信友團體前代表基督一一教會元首－ 1552 

一的職責，而且當他把教會的祈禱呈獻給天主時 1 ，尤其奉獻感

恩祭時2 ，他也是以整個教會的名義而行動。

1 參閱以二 33. 2 參閱LGlO.

「以整個教會的名義」’這並不表示司祭們是團體所指派的 1553 

代表。教會的祈禱和奉獻是不可與其元首基督的祈禱和奉獻分離

的。這常是基督在教會內並藉著教會所行的最拜：是整個教會，

即基督的奧體，「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在聖神的

團結中，向天父呈上祈禱並奉獻自己。整個身體一 頭和肢體 7刃

(caput et membra）一在祈禱和奉獻自己，正因為如此，那些

在奧體內，特別作祂僕人的，不但稱為基督的僕人，亦稱為教會

的僕人。這是由於公務司祭職代表基督，故此亦能代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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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秩聖事的三個等級

1554 「由天主所設立的教會職務是分等級去執行的，這些執行人

的6 員從古以來就被稱為主教、司鐸和執事J 1 。教會在禮儀中、在

其首II導以及其恆常的實踐中所表達的天主教教義，承認在公務上

分享基督司祭職的，共有兩個等級，就是：主教職和司鐸職。而

執事職則是為輔助及服務他們的。為此，「司祭」（sacerdos）一

詞實在的用法是指主敦和司鐸’而非執事。不過，天主教教義教

導，兩個分享司祭職的等級（主敦和司鐸）和服務的等級（執事），

的8 三者都是透過稱為「授予聖秩」的聖事行動，亦即透過聖秩聖事

而授予的：

所有的人須尊敬執事就女口對耶穌一樣，尊敬主教如對天父的肖

象，尊敬司鐸就如對天主的議會和宗徒團一樣，因為沒有他們

就沒有教會可言2 。

1 1β28. 2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特拉里亞人書） 3,l:AFII/2,157-158; SCh 10,112. 

主教聖秩授予禮一一聖秩聖事的圓滿

1555 「據聖傳証明，從教會初期就一直通行的不同職務中，首要

仰 的就是那些被立為主教職位的，因為他們從開始就綿延不絕地由

宗徒一脈相傳下來，且被視為宗徒繼承的傳遞者」 1 。

1 LG 20. 

1556 為完成他們的崇高使命， r宗徒們在聖神降臨時因基督而滿

862 涯特殊傾注的聖神，他們又以覆于禮，把聖神的恩寵傳授給他們

的合作者，這聖神的恩賜藉主敦的祝聖禮，一直流傳到今天」 1 。

1 1β21：參閱宗 1:8: 2:4﹔若 20:22 23﹔弟前 4:14：弟後 1:6 7. 

1557 梵二大公會議訓導說：「在主教祝聖禮中授予聖秩聖事的圍

滿，這在教會的禮儀傳統中，並按教父的說法，稱為至高的司祭

職，神聖職務的全部（summa) J 1 ° 

1 1β21,2. 

1558 「祝聖主教時，連同聖仕的職務，也授予訓導和管理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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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事實上．．．．．．覆手禮和祝聖經文賦予聖神的恩寵，並留下 切

神印，致使主教們卓越地、有形可見地代表基督自己，作為導 1121 

師、牧人和大司祭，並以基督的身分行事 Un Eius persona 
agant） 」 1 。「所以，主教們因所領受的聖神，成為信仰的真正

導師、大可祭及牧人」 2 。

1 Iβ21. 2 CD 2,2. 

「一個人基於主敦的祝聖禮，並藉與主教圓的首領及其他 1559 

團員的聖統共融，成為主教圓的一分子J 1 0 主教聖秩的集體本 877 

質（collegial nature）和特性，尤其在教會古代的習慣中表現出

來，即在祝聖一位新主教時，請來多位主教參與祝聖2 。今日，

為合法地祝聖一位主教，需要羅馬主敦的特殊參與，因為他是所 882 

有個別教會在唯一教會內共融之最高、有形可見的聯繫，同時，

他又是它們自由的保証。

1 I1互 22. 2 參閱Iβ22.

每位主教，身為基督的代表（vicar），對於那託付給他的個 1560 

別教會，負有牧者的職責，但他同時與所有主教弟兄集體地負有 833, 886 

關懷所有其他教會的責任：「雖然每位主教只是託付給他照顧的

那一部分羊群本有的牧者，但按天主所制訂的，他既身為宗徒的

合法繼承人，就與其他主教共負教會的宗徒使命」 1 。

1 比的十二世，〈信德的禮物〉通諭（21.4.1957): AAS 49 (1957) 237﹔參閱LG23﹔ CD4﹔ 36﹔ 37﹔

AG5﹔ 6﹔ 38 。

前述的一切，正說明為何主教所主持的戚恩祭具有特殊的意 1561 

義，它表達團結一起圍繞祭台的教會，由代表基督一一善牧和教 1369 

會元首 的主教所主持 1 。

1 參閱 SC 41 ﹔ Iβ26. 

司鐸一一主教們的合作者一一聖秩授予禮

「基督是聖父所祝聖和派遣來到世上的，祂藉宗徒們並使他 1562 

們的繼承人一一主教們←一分享祂的祝聖和使命。主教們又把自

己的職務，合法地按不同的等級，委託給教會不同的成員」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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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們的職務以從屬的等級交給司鐸們：他們被納入可鐸聖秩

中，成為主教聖秩的合作者，去履行基督所託付的宗徒使命」 2 。

1 LG28﹔參閱若 10:36. 2 PO 2,2. 

1563 「由於司鐸的職務與主教聖秩緊密相連，因而分享基督親自

建立、聖先和治理祂奧體的權柄。為此，司鐸們的可祭職雖以基

督徒入門聖事為先決條件，卻是由另一件特殊的聖事所授予。透

1121 過聖秩聖事，司鐸們藉聖神的傳油，烙上特殊神印，使他們肖似

基督大司祭，能以基督元首的身分行事」 1 。

1 P02. 

1564 「司鐸們雖未達到司祭職的最高峰，在執行分內職權時又從

屬於主教，但司鐸們和主教們在司祭的尊位上連在一起，也因著

聖秩聖事，按照至高永遠大司祭基督的肖象 1 ，他們是被祝聖為

“ 真正的新約司祭，去宣講福音，牧養信友並舉行禮儀慶典」 2 。

l 希 5:1-10; 7:2吐﹔ 9:11-28. 2 1β28﹔參閱聖依諾森一世，〈如果教會法制＞ (416): DS 215; 

聖額我略﹒納祥，〈演講｝ 2,22: PG 35,432B. 

1565 司鐸經由聖秩聖事，分擔了基督交託給宗徒們向書世傳福音

849 的使命。「司鐸們在領受聖秩時所得的神恩，準備他們不只去執

行一種限定的使命，而是廣大普遍的救世使命，『直遠地極』 J 1 0 

「故在他們內心應有準備可到任何地方去宣講福音」 2 。

1 PO 10. 2σr20：參閱宗 1:8.

1566 「司鐸們行使其神聖職務的最高峰，是在感恩祭中或感恩緊

1369 會的ynaxis） ：在那裡他們以基督的身分行動，宣布祂的奧跡，

把信友們的祈禱和他們元首基督的犧牲聯合一起。同時，在彌撒

聖祭中，透過他們使唯一的新約祭獻臨現並產生實效，直到主的

611 再臨：這就是基督曾一次而永遠地把自己當作無王占的犧牲而奉獻

於天父的祭獻」 l O 他們由這唯一的祭獻汲取整個司鐸職務的力

量 2 。

1 LG28：參閱格前 11:26. 2 參閱 P02.

1567 「司鐸們是主教聖秩謹慎的合作者、助于和工具，奉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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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子民服務，與他們的主教組成唯一的司祭團，分擔不同的 1462 

職務。在每一個地區的信友團體中，他們可以說是代表主教， 2179 

並以完全信任和慷慨的心胸與他聯合，分擔他的部分職責和關

懷，並在每日的操勞中付諸實行」 1 。司鐸們若不從屬主教，與

他共融，就不可行使職榷。在領受聖秩時，他們向主教應、許服

從，並在禮成時，主教向他們祝平安，表示主教視他們為合作

者、兒子、兄弟和朋友，他們應向主教回以敬愛和服從。

1 LG 詣，2.

「司鐸們因授秩禮都加入司鐸的行列，彼此藉這聖事性的于 1568 

足關條密切團結，尤其在所服務的教區，在當地的主教領導下， 的7

以特殊的方式組成唯一的司祭團」 1 。可祭團的一體性，按慣例

有其禮儀的表達，即在授秩禮中，主教為領秩者覆于後，司鐸們

也為他覆手。

1 POS. 

執事授秩禮一一「為人服務」

「在聖統制中，等級最低的是執事，他們所領受的覆手， 1569 

『不是為作司祭，而是為服務』」 1 。在執事聖秩授予禮儀中，

只有主教為候選人覆于，表示執事在「服務」的任務上特別與主

教聯繫在一起2 。

1 LG29﹔參閱CD15. 2 聖依玻理，〈奈徒傳承｝ 8: SCh 11,58 62. 

執事以特殊的方式分享基督的使命和恩寵 1 。聖秩聖事給他 1570 

們蓋上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號（「神印」），使他們肖似基督：基 1121 

督自己曾成為「執事」’亦即眾人之僕2 。在執事的許多職務之

中，特別有：輔助主敦和司鐸舉行神聖奧跡的慶典，尤其是感恩

祭﹔分送聖體，証婚並祝福婚姻，宣言賣福音和講道，主持葬禮，

並獻身於各種愛德服務工作3 。

1 參閱 LG41﹔ AA16. 2 參閱谷 10:45﹔路 22:27﹔聖玻里加﹒斯米島內，〈致斐理伯人書＞ 5,2: 

AF II/3,330; SCh 10,210. 3 參閱LG 29; ~克 35,4﹔ AG16.

自梵二大公會議以來，拉丁教會恢復了執事職，「作為聖統固有及 1571 

為共融服務的聖事 377 



1579 永久的一個等級」 1 。此職在東方教會則是一直保持的。終身軌事職可授

予已婚人士，它為教會的使命構成一項重要的富源。其實，對那些在教會

內，不論在禮儀及牧民生活中，或在社會及慈荐事業上，實踐真正服務職

責的人來說，「讓他們藉宗徒傳下來的覆于禮得到堅固，與祭台更密切地

聯繫起來，這樣，他們靠著執事職之聖事恩寵，更有效地履行職務」 2 ' 

是適當而有益的。

1 1正主鉤，2. 2 AG 16,6. 

四、聖秩聖事慶典的舉行

1572 由於主教、司鐸或執事的聖秩授予禮，對個別教會的生活是

很重要的，因此盡量要求有較多的信友參禮。最好是在主日並在

主教座堂舉行，並且以適合於該慶典的隆重禮儀舉行。主教、司

鐸、執事三項聖秩授予禮，遵從同樣的進行程序，都是在感恩祭

中進行。

1573 聖秩聖事的必要儀式，為主教職、可鐸職和執事職，都是主

699 教在領受聖秩者的頭上覆手，並以特定的祝聖禱詞祈禱，呼求天

15的 主將聖神傾注於領受聖秩者身上，並賜與相稱其職務的神恩 1 。

1 參閱比約十二仗，〈聖秩聖事〉吾吾座憲令（30.11.1947): DS 3858. 

1574 就如在所有的聖事中，授秩慶典也有一些附加的儀式。雖然這些附

加儀式在不同的禮儀傳統中有顯著的差異，但都有共同點，就是表達聖事

恩寵多方面的意義。比方，在拉T禮中，開端儀式包括：領聖秩者的推介

及甄選、主教訓話、詢問領聖秩者、言者聖禱文等，這些儀式表明該候選人

的挑選是符合教會的常規，並導人隆重的祝聖禮。祝聖禮之後的其他儀

1294 式，則以象徵的方式表達和完成所實現的奧跡：為主敦和司鐸有傅「聖他

聖﹔由」禮，作為聖神特別傅油的標記，聖神使他們的職務成效卓著：把

福音書、戒指、禮冠和牧杖交給新主教，表示他負有宜講聖言的宗徒使

796 命，並表示他對教會一一基督淨配一一的忠貞，以及他牧養主的羊群之責

任：把聖盤及聖爵交給新司鐸，表示他是奉召把「聖潔的于民的獻禮」呈

獻給天主﹔把福音書交給新執事，表明他已領受了宣講基督福音的使命。

五、誰可授予聖秩聖事？

1575 基督簡選了宗徒們，使他們分享祂的使命和榷力。基督被提

857 昇到天父的右邊後，並未離棄羊群，仍通過宗徒們，不斷照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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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羊群：並且，時至今日祂仍然透過這些繼續祂工作的牧者們

領導羊群 l o 故此，是基督「恩賜」一些人作宗徒，另一些人作

牧者2 ，祂通過主教們繼續行動3 。

1 參閱〈羅馬彌撒經書〉’宗徒頌謝詞一。 2 參閱弗 4:11. 3 參閱Iβ21.

既然聖秩聖事是﹝賦予﹞宗徒職務的聖事，那麼，是由身為 1576 

宗徒繼承人的主教們，去傳授「聖神的恩賜」 1 ，「宗徒繼承」 的6
(apostolic line)2 。有效地被視聖的主教，即是從宗徒一脈相傳下

來的主教，可有效地授予聖秩的三個等級3 。

1 LG21ι 2 LG20. 3 參閱依諾森三世，〈按照他的模範〉書函 (18.12.1208): DS 794; 

拉特朗四： DS802﹔ CIC 1012; CCEO 744; 747. 

六、誰可領受聖秩聖事？

「唯有受過洗的男性（ vir） ，才得有效地領受聖秩」 1 。主耶 1577 

穌選立了一些男人為組成十二宗徒的團體2 。宗徒們亦同樣簡遲 到

合作者3繼承他們的職責 4 。世界主教團偕同在司祭職上與他們 側， 862

相連的司鐸﹛門，使十二宗徒團體不斷臨在並實現，直到基督再

來。教會認識到她已被主自己的這個選擇所約束。為此，讓女性

領受聖秩是不可能的5 。

1 CIC 1024. 2 參閱谷 3:14-19﹔路 6:12-16. 3 參閱弟前 3:1 13﹔弟後 1:6﹔鐸 1:5 9. 

4 聖克萊孟教宗，〈致格林多人書｝ 42,4; 44,3: PG 1,292 293; 300. 5 參閱〈婦女的尊嚴〉

26-27：信理部，〈婦女與聖秩〉聲明（15.10.1976): AAS 的（ 1977) 98-116. 

沒有人享有領受聖秩聖事的權利。事實上，沒有人可以擅自 1578 

取得這職位，這該是由天主親自召選的 1 。誰以為自己有被天主 2121 

召喚擔任晉秩職務的徵兆，應謙虛地將其意願請示教會當局﹔因

為只有教會有責任和權利去呼召人領受聖秩。就如每項恩寵，人

只能把這聖事視為無條件的恩賜去領受。

1 參閱希 5:4.

在拉丁教會中，除終身執事外，所有聖職人員通常都是選自 1579 

度獨身生活的信友，他們願意「為天國」（瑪 19:12）保持獨身。 1618 

他們奉召為了「主的事務」 1而全心奉獻自己，把自己完全地給

予天主和人群。獨身是新生活的標記：教會的聖職人員正是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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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服務而被視聖。以欣喜的心來接受獨身生活的人，必能喜

2233 氣洋洋地宣布天主之國 2 。

1 參閱格前7:32. 2 參閱PO 16. 

1580 在東方教會，很多世紀以來都實行不同的法制：只有主教才

是選自獨身者，已婚的可被視聖為司鐸和執事。這樣的習慣歷

來都被視為合法。這些司鐸在他們的團體中執行職務，亦很有成

效 1 。但另一方面，司鐸的獨身在東方教會也很受尊敬，不少司

鐸也為天主的國而自願選擇獨身。日佐在東方教會，一如在西方教

會，己領聖秩者就一概不可以再結婚。

1 參閱PO 16. 

七、聖秩聖事的效果

不可磨滅的神印

1581 這聖事因著聖神的特殊恩寵，使領受者肖似基督，使他成為

1548 基督的工具，服務祂的教會。通過授秩禮，一個人得以作為教會

元首基督的代表，執行祂司祭、先知、君王的三重職務。

1582 就如聖洗手口堅振聖事一樣，聖秩聖事這種對基督職務的分

1121 享，也是一次而永久授予的。聖秩聖事正如聖洗手口堅振聖事，也

給予一個永不磨滅的神印。為此，聖秩聖事不可重複授予，亦不

可暫時授予 1 。

1 參閱特倫多： DS 1767; Iβ21: 28; 29; PO 2. 

1583 一位有效領過聖秩的人，因重大理由，可被解除他與聖秩有關連的

義務和職分，或被絮止執行職務 1 ，但嚴格地說，他並不是重回平信徒的

身分 2 ，因為聖秩白守神印是永久的。自授秩當日起，他所領受的聖召和使

命就永遠銘刻在他身上7 。

l 參閱CIC 290 293; 1336,1,3° .5。： 1338,2. 2 參閱特倫多： DS 1774. 

1584 由於終究是基督透過聖職人員去行動和實行救世工作，故此

1128 縱使聖職人員有不堪當之處，並不會阻礙基督的行動 1 。聖奧思

定對此曾鐸鏘有力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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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驕傲的聖職人員，他該與魔鬼併列，但基督的恩寵並不因

此受站污，凡通過他而流出的一切，仍保持其純潔和清澈，且 1550 

流到肥決之地．．．．．．聖事的神能實在如同光一般：那些受光照的

人，是接受純潔的光，縱使光穿過污穢之物，也不受污染2 。

1 參閱特倫多： DS 1612：君士坦斯： DS 1154. 2 聖奧思定，〈言命若望福音｝ 5:15: PL 35,1422. 

聖神的恩寵

這聖事所賦予特殊的聖神恩寵，是使領受聖秩者肖似基督： 1585 

司祭、導師和牧者﹔領受聖秩者就是成為基督的僕人。

對主教來說，這恩寵首先就是勇力之恩（即拉丁禮祝聖主教 1586 

禱詞中的「領導之神」）：這恩寵使他如同父親和牧人，不遺餘

力地、謹慎地領導和保護他的教會，無私地愛所有的人，並優

先愛護貧窮、患病和有需要的人 1 。這恩寵驅使他向所有的人宣 2448 

講福音，作群羊的榜樣，領導他們踏上成聖之路﹔在感恩祭中，

與親作司祭和祭品的基督認同，不↑白為羊群捨生：

洞察人心的大父，求你使這位蒙你選立為王敦的僕人，妥善牧 1558 

養你的神聖羊群，在你前執行大司祭的職務，無可指責，日夜

不懈地事奉宇航：願他時常邀得你的仁慈垂顧，並奉獻林聖教會

的禮品：！聽他藉聖神的德能享有大司祭的職槽，按照神的命

令，赦免罪過：按照林的旨意，分配職務：按照你賦予宗徒們

的權柄，解除各種束縛﹔使他以溫良和純潔的心悅樂怖，藉綿

的聖子耶穌基督向你獻上馨香之祭﹒..... 2 

1 參閱〈主教禮書﹒主教聖秩授予禮＞ 26：「祝聖經文」﹔參閱CD 13; 16. 2 ＜主教禮書﹒

主教聖秩授予禮＞ 26：「祝聖經文」﹔參閱聖依玻理，〈宗徒傳承｝ 3: SCh 11,44 46. 

在司鐸授秩禮中，戶斤賜予的神恩，可從拜占廷禮的禱詞表達 1587 

出來。主教覆于時，所用的禱詞中有以下的話： 1564 

上主，求宇航以聖神的恩賜充滿這位于拉躍升到司鐸行列的僕人，

使他士甚當服務怖的祭壇，無可指責，使他宣告你天國的福音，

善盡傳報你真理之盲的職務，向你奉獻精神的禮品和犧牲，藉

重生的洗禮更新押的子民﹔好使他在你唯一聖子，我們偉大的

天主、救主耶穌基督第三次來臨之日，能前去與祂相遇，並從

你無限的美善中，領受他忠於職守的賞報 1 。

1 拜占廷禮，〈禮儀書〉’聖秩授予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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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 至於執事，「聖事恩寵給予他們必需的力量，使他們在與主

15的 教及其司鐸團共融中，為禮儀、為福音並為愛德工作 r 服務』

(diakonia） ，以服務天主的子民」 1 。

1 參閱LG29.

1589 面對司祭職務和恩寵的暴高，聖師們已戚覺到皈依的迫切

性，好使他們的整個生活符合那位以聖事立他們為聖職人員的

主。因此，當聖額我略﹒納祥還是年輕司鐸時，就呼籲說：

要潔淨他人，須先潔淨自己﹔為能教導他人，須先受教導﹔要

照亮他人，須先變成光：要使人接近天主，自己應接近天主﹔

要聖仕他人，自己先須成聖：帶領人要親切，勸導人要謹慎1 。

我知道我們是誰的服務人員，處在甚麼樣的地位，奔向甚麼目

標。我知道天主的偉大，人的軟弱，但也知道他的潛力 2 。

﹝那麼司鐸是誰呢？他是﹞真理的護衛者，他與天使一同侍立，

與總領天使一起光榮天主，使祭獻的犧牲升到天上的祭台，分

軍基督的大司祭職，重新塑造萬有，以﹝天主的﹞肖象重建萬

460 物，為了天國再造萬物。最後，更偉大的，就是他被神性化，

他也使人神性化3 。

亞爾斯本堂神父聖維雅納說：「是司鐸在世上繼續救贖的工

程﹔．．．．．．如果我們真正明白地上的司鐸，就不↑白為愛而苑：．

1551 司祭職正是耶穌心裡的愛」 4 。

1 聖額我略﹒納祥，《演講｝ 2,71: PG35,480B. 2 同」二 2,74: PG 鉤，481B.

3 同上 2,73: PG 35,481A. 4 諾德，〈維雅內 亞爾斯本堂神父＞ 100. 

撮要

1590 聖保祿對其門徒弟茂德說：「我提醒你把天主藉我的覆手所

賦予你的恩賜再熾熱起來」（弟後 1:6），「誰若想望監督的

職分，是渴草一件善事」（弟前 3:1) 。又對弟鐸說：「我留

你在克里特，是要你整頓那些尚未完成的事，並照我所吩

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鐸 1:5）。

1591 整個教會是一個司祭子氏。藉著洗禮，所有的信友分享基督

的司祭職。這種分享稱為「信友的普通司祭職」。基於這普

通司祭職，並為了服務這普通司祭職，而有另一種分擔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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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的方式：就是經由聖秩聖事所授予的職務，其任務是以

基督元首的名義和身分在團體中服務。

'h務司祭職與信友的普通司祭職在本質上有剔，因為前者是 1592 

賦予一種神權以服務信友。聖職人員藉著訓導 （munus 

docendi) 、 禮.i義 （munus liturgicum） 手口非主耳我管 E里（mm﹞us

regendi) 為天主的子民服務。

從教會初期，晉秩職務的授予及執行分為主教、司鐸及執事 1593 

三個等級。經由聖秩授予禮而賦予的職務，烏有機組織的教

會，是不能替代的：沒有主教，司鐸和執事，就沒有教會可

-7" 1 0 
0 

1 參閱聖依島內爵﹒安提約基，〈致特拉里亞人書｝ 3,1: AF II/2,157-158; SCh 10,112. 

主教領受聖秩聖事的圓滿，這使他晉身於世界主教圈中，並 1594 

且在所託付給他的個別教會中，成為可見的首領。主教們作

為宗徒們的繼承人和世界主教圍的一分子，在伯多祿繼承人

一一一教宗一一職權的領導下，分擔宗徒的職責和整個教會的

使命。

司鐸們在司祭的地位上與主教們相連，同時又在履行牧職 1595 

上，從屬他們。他們奉召作主教們謹慎的合作者。他們圍繞

自己的主教，組成一個司鐸圍，聯同主教共同承擔個別教會

的責任。他們由主教指派負責一個堂區團體或某項指定的教

會工作。

執事們是聖職人員，專事教會的服務工作﹔他們沒有接受2 1596 

務司祭職，但授秩禮賦予他們在聖言服務、禮儀服務、牧職

管理以及慈善事務土重要的任務。這些任務應在主教牧權的

領導下去執行。

聖秩聖事的授予是通過覆手禮及其後的隆重祝聖禱詞，呼求 1597 

天主賜下聖神的恩寵，為使領聖秩者能善盡職務。技秩禮賦

予一個不可磨滅的聖事神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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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 教會的聖秩只授予領過洗的男性，他們執行這職務的合宜性

需得到確認。召請人接受聖秩是教會當局的責任和權利。

1599 在拉丁教會中，司鐸的聖秩通常只授予那些準備甘心情願度

獨身生活的候選人，同時他們須去開表明心意，為愛慕天主

的國並為服務人群而保持獨身。

1600 聖秩聖事的三個等級皆由主教授予。

第七條

婚姻聖事

1601 「男女雙方是藉婚姻盟約結合為終身伴侶，此盟約以其本質

指向夫妻的福祉，以及生育和教養子女，而且兩位領洗者之間的

婚姻被主基督提升到聖事的尊位」 1 。

1 CIC 1055,l：參閱GS 錯，1.

一、天主計畫中的婚姻

1602 聖經是以天主按照自己的肖象創造男人和女人而開始 1 ，最

369, 796 後以「羔羊的婚禮」（默 19:7,9）的神視完成。從始至終，聖經講

論婚姻及其「奧跡」：婚姻的建立和天主所賦予的意義﹔婚姻的

起源和目的﹔婚姻在整個救恩史中的各種實現﹔罪惡給婚姻所帶

來的種種困難：婚姻如何「在主內 J （格前 7:39）、在基督與教會

訂立的新盟約中 2得到更新。

1 參閱直lj 1:26 27. 2 參閱弗 5:31-32.

受造界中的婚姻

1603 「夫妻生活及恩愛的密切結合是由造物主所建立，並由祂賦

371 予固有的法則。婚姻的創立者是天主自己」 1 。婚姻的聖召己銘

2331 刻在男人與女人的本性上，造物主親手所創造的人就是這樣。

雖然長久以來，婚姻在不同的文忙、社會結構和靈性態度上經歷

無數變忙，但它並非是一種純粹人為的制度。這種多元性，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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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忘記婚姻的共同和永恆特徵。儘管婚姻制度的尊嚴未能在各

處以同樣的亮度彰顯出來2 ，所有文他都認為婚姻結合是相當偉

大的。「因為個人及社會的幸福跟健全的婚姻與家庭生活，緊密 2210 

相連」 3 0 

1 GS 鉤，1. 2 參閱GS 47,2. 3 GS 47,1. 

天主因著愛而造了人，也召叫人去愛：這是整個人類最基本 1604 

和與生俱來的聖召。因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象和模樣而造成的 1 ' 3刃

而天主本身就是愛 2 。天主這樣造了男女，他們互相的愛情成為

反映天主對人類絕對和永恆之愛的肖象。在造物主的眼中，這

愛，↑育是美好的，非常美好的 3 。這愛情得到天主的祝福，目的是

使它不斷衍生，並實現於照管受造物的共同工程之中：「天主祝

福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創 1:

28）。

l 參閱肩lj 1:27. 2 參閱若~4:8,16. 3 參閱倉lj 1:31. 

聖經確定男女是為了對方而受造的：「人單獨不好。」女 1605 

人是男人的「親骨肉J ’就是說，與他平等的她，與他最親近 372 

的她，是天主賜給他作為「助于」的，如此她代表那「救助

我們的天主」 1 。「為此，人要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

子，二人成為一體」（創 2:18-25）。這意味著他們兩人的生命

永連結合在一起，主曾親自說明這種結合，祂使人想起造物 1614 

主「最初」的計畫：「這樣，他們不是兩個，而是一體了」（瑪

19:6) 0 

l 參閱詠 121:2.

罪惡統治下的婚姻

每個人在他週遭或在他自己內，都會經驗到邪惡。這經驗 1606 

也會在男女關條上感覺到。他們的結合時常受到紛爭、支配慾、

不忠、嫉妒和衝突的威脅，這可能逐漸導致仇恨和決裂。根據

不同的文他、時代和個人，這種混亂現象可能以一種或多或少

的尖銳方式出現，也可能或多或少得以克服，但它似乎具有一種

普遍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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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 我們沉痛地看到的這混亂現象，根據信仰，並非來自男女的

1849 本性，也不是來自男女關條的本質，而是來自罪惡。原罪使人與

400 天主決裂後，第一個後果就是破壞了男女之問原先的共融。他們

的關條被彼此的怨建立所扭曲 1 ：造物主原先恩賜他們互相喜愛 2 ' 

卻變成支配對方和貪婪的關係 3 ：男女要生育繁殖和治理大地的

美好聖召 4 ，已添上懷孕和謀生求食的痛苦5 。

1 參閱倉lj 3:12. 2 參閱創 2:22. 3 參閱劃 3:16b. 4 參閱直lj 1:28. 5 參閱會lj 3:16-19. 

1608 然而，受造界的秩序雖遭嚴重擾亂，但仍然存在。為治癒

55 罪惡的創傷，男女需要恩寵的助佑﹔天主既是無限仁慈的，祂從

不拒絕施恩 1 。沒有恩寵的助佑，男女便不能實現他們生命的彼

此結合，為了這種結合，天主才「在起初」創造了他們。

1 參閱倉lj 3:21. 

在舊約法律教育法下的婚姻

1609 天主是那麼慈悲的，從沒有捨棄罪人。隨著罪惡而來的處

的 罰，「懷孕的苦楚」（創 3:16）、「汗流滿面」地辛勞工作（創 3:

19），也構成限制罪惡損害的良方。人在墮落以後，婚姻有助人

克服自我封閉、自私、對個人逸樂的追求，而使自己向他人開

放、彼此互助、自我犧牲。

1610 在舊約法律的教育法下，涉及婚姻專一性和不可拆散性的道

1963,2387 德良知得以發展。族長和君王的多妻制度仍未明確地被放棄，然

而，天主給梅瑟的法律旨在保護女人，反對男人任意支配女人。

即使如此，按照玉的話，此法律仍帶有男人「心硬」的痕跡：為

這個緣故，梅瑟准許人休妻 1 0 

l 參閱瑪 19:8：市 24:1.

1611 先知們在夫婦專一和忠貞的愛情的形象下，看到天主與以

刀， 2380 色列所訂立的盟約 1 ，於是準備選民的良知，加深他們了解婚

姻的專一性和不可拆散性 2 0 盧德傳和多俾亞傳，以感人的記

2361 載，見証了婚姻的崇高意義、夫妻之間的忠貞與恩愛。聖傳時

常在雅歌一書裡，看到人類愛情的獨特表達，而至視之為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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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愛的反映一一一那「猛如死亡」之愛，「洪流也不能熄滅」之

愛的反映（歌 8:6-7）。

1 參閱歐1-3：依 54; 62﹔耶 2-3﹔ 31﹔則 16﹔ 23. 2 參拉 2:13 17. 

在主內的婚姻

天主與其子民以色列之間的婚姻盟約，為那新而永久的盟約 1612 

預作準備。在此新盟約中，天主子藉著降生成人，犧牲性命，與 521 

祂所f丞救的人類以某種方式結合在一起 1 ，如此，為「羔羊的婚

宴」（默 19:7,9）預作準備。

1 參閱GS22.

耶穌在公開生活之始，准祂叮親的請求，在個婚宴 k施 1613 

行了第一個標記（神跡）1 。教會對耶穌在加納婚宴的臨在，認為

非常重要。這裡，她看到對婚姻之美好的肯定，並意會到一個宣

告：自那時起，婚姻要成為基督臨在的有效標記。

1 參閱若2:1→11.

耶穌在宣講時，明確指出男女結合的原義，一如造物主自起 1614 

初所願意的那樣。梅瑟准許人們休妻，是對人的心硬作出讓步 2336 2382 

1 0 男女之間的婚姻結合是不可拆散的：是天主親自制定的：

「凡天玉所結合的，人不可拆散」（瑪 19:6）。

1 參閱瑪的：8.

對婚約的不可拆散↑生這種明確的堅持，曾使人戚到困惑， 1615 

並且看來好像是一項不能實現的要求 1 。可是，耶穌沒有加給夫 2364 

婦一項不能承受的重擔2 ，比梅瑟法律更沉重的擔子。祂來恢復

受造界被罪惡所擾亂的原有秩序，親自賦予人力量和恩寵，好能

在天主圓的新幅度中度婚姻生活。夫婦是藉著追隨基督、犧牲自

我不口背負自己的十字架 3 ，才能「領悟」 4婚姻的本義，並在基

督的助佑下，把它生活出來。基督徒婚姻的恩寵是基督十字架所 1642 

產生的果實，十字架是整個基督徒生活的泉源。

1 參閱瑪 19:10. 2 參閱瑪 11:29-30. 3 參閱谷 8:34. 4 參閱瑪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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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 關於這一點，保祿宗徒用以下的話清楚地說明：「你們作丈

夫的，應該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為

聖先她」（弗 5:25-26），又立刻接著說：「『為此，人要離開自

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三人成為一體』。這奧秘真是偉

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弗 5:31-32）。

1617 整個基督徒生活帶有基督與教會夫妻之愛的標記。使人加入

796 天主子民團體的聖洗，已經是一項婚姻奧跡：它可以說是婚禮前

的沐浴 1 ，接著就是婚宴一一感恩祭。基督徒婚姻則成為有效的

標記，是基督與教會締結盟約的聖事。既然婚姻象徵並通傳恩

寵，那麼，兩位受過洗禮者之間的婚姻就是新約的真正聖事2 。

l 參閱弗 5:26 27. 2 參閱特倫多： DS 1800; CIC 1055,2. 

為天國而守貞

1618 基督是整個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基督徒跟基督的關f系，比

2232 跟其他家庭的或社會的關條更為重要 1 。自教會開始，已有些男

1579 女放棄了婚姻的莫大好處，為要追隨羔羊，無論祂到那裹，都常

跟隨祂2 ，為關注上主的事情，為盡力中悅祂3 ，為迎接新郎的

來臨4 。基督曾親自邀請某些人追隨祂度這種生活，而祂本身就

是這種生活的模範：

有些閹人，從母胎生來就是這樣﹔有些閹人，是被人聞的：有

些閹人，卻是為了天國而自閹的。能領悟的，就領悟罷！（瑪 19:

12) 

1 參閱路 14:26：谷 10:28 31. 2 參閱默 14:4. 3 參閱格前 7:32. 4 參閱瑪 25:6.

1619 為天國而守貞，是聖洗恩寵的一種擴展﹔是一項有力的標

922-924 記，象徵人與基督之關條的優越性﹔也是熱切期待祂再來的標

記，使人想起婚姻是現世存在的一種關條，是會逝去的l 。

1 參閱谷 12:25：格前 7:31.

1620 婚姻聖事和為天國而守貞，兩者都是來自主自己。是祂賦予

這兩種生活意義，並給予它們所需的恩寵，好按照祂的聖意而生

刃49 活 1 。為天國而守貞的價值 2 ，與基督徒的婚姻觀是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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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相得益彰：

話毀婚姻，就是削減守貞的光輝。讚揚婚姻，就是提高對守貞

的讚揚。與壞的相比才顯示出的美好，不可能是真的美好。比

那確實美好的更為美好的東西，才是最美好的3 。

1 參閱瑪 19:3 12. 2 參閱LG42﹔ PC 12: OT 10. 3 金口若望，〈論守貞｝ 10,1: PG 鉤，540;

參閱〈家庭＞ 16. 

二、婚姻慶典

在拉丁禮中，如雙方新人是天主教徒，他們的婚禮通常在彌 1621 

撒中舉行，因為所有聖事與基督的逾越奧跡都是相連的 1 。在感 1323 

恩祭中，新盟約的紀念得以實現：基督在新盟約中永遠與祂鐘愛

的淨配一一一教會一一結合，為了她而自作犧牲 2 。故此，這是十

分合適的事：就是在戚恩祭中，雙方新人誓許合意，互相交付自

己，把一生奉獻給對方，與臨現在感恩祭中的基督為教會所作的 1368 

奉獻結合，來印証這誓盟﹔同時，藉同領感恩（聖體）聖事，在

基督的聖體聖血中共融合一，在基督內「成為一體」 3 。

1 參閱S二 61. 2 參閱Iβ6. 3 參閱格前 10:17.

「由於婚姻禮儀慶典是聖仕的聖事行動，．．．．．．它本身一定是 1622 

有效的、有價值的和有效果的」 1 。為使即將結婚的夫婦妥善準

備自己的婚姻慶典，他們適宜先領受懺悔聖事。 1422 

1 ＜家庭＞ 67. 

根據拉丁教會的傳統，雙方新人是基督恩寵的施行人﹔是 1623 
他們兩人在教會面前，經互表合意，而互相授予婚姻聖事。在

東方教會的傳統中，可祭（主教或司鐸）是雙方新人互表合意的

見証人＊，但為了使聖事有效，他們的祝福也是必要的抖。

＊參閱α豆。 817. ＊＊參閱αID 828. 

不同的禮儀傳統都有很多的祝福婚姻及呼求聖神禱詞，祈求 1624 

天主在新婚夫婦，尤其在新娘身上賜予祂的恩寵和祝福。藉著婚

姻聖事的日于求聖神禱詞，新婚夫婦領受聖神，就是基督與教會之 736 

間愛情的共融 1 。聖神是他們盟約的印記，他們愛情永不枯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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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也是使他們的忠貞歷久常新的力量。

1 參閱弗5:32.

三、婚姻的合意

1625 婚姻盟約的主角是受過洗的一男一女﹔他們可自由結婚並能

1734 自由地表達他們的合意。所謂「自由的」就是：

沒有受到強迫﹔

一一沒有受到自然律或教會法的阻礙。

1626 教會認為新婚夫婦彼此的合意是「成立婚姻」 1不可缺少的

2201 因素。沒有合意，也就沒有婚姻。

1 CIC 1057,1. 

1627 婚姻合意是一項「夫婦互相授受自身的人性行為」 1 ：「我

1735 接納你作我的妻子。我接納你作我的丈夫」 2 。這使夫婦連結一

起的合意，在他們兩人「成為一體」時3 ，得以完成。

1 GS 48,l：參閱 CIC 1057 ,2. 2 ｛羅馬禮書﹒婚姻禮｝ 45. 3 參閱創 2:24﹔二谷 10:8：弗 5:31.

1628 合意應是每個立約人的自願行為，不受暴力或外在重大威脅

所迫使 1 。任何人間的權力都不能取代這合意 2 。如果缺少這分

自由，婚姻也就無效。

1 參閱CIC 1103. 2 CIC 1057,1. 

1629 為了這個原因（或為了其他導致婚姻無效而不成立的原因）1 ，教會可

在主管的教會法庭審查有關情況後，宣布「婚姻無效」’即這婚姻從未存

在過。這樣，締約雙方可自由結婚，日佳須履行前約所有的自然義務2 。

1 參閱CIC 1095-1107. 2 參崗位c 1071. 

1630 在婚姻慶典中，証婚的司鐸（或執事）以教會的名義接納新

人的合意，並給予教會的祝福。教會聖職人員以及見証人的臨

在，明顯表達出婚姻是教會的事。

1631 因此，教會通常要求信友以教會的儀式來締結婚約 1 。以下

一些原因有助於解釋這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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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婚姻聖事是一項禮儀行動，因此它的慶典適宜在教會的公開 1069 

禮儀中舉行﹔

婚姻使人進入教會內的已婚族群（Ordo），並制定在教會內、 的7

夫婦之間以及對孩子的權利和義務﹔

一一婚姻既是在教會內一種生活的身分，故此婚姻必須得到確認

（因而﹝結婚時﹞應有見証人）﹔

一一合意的公開特質，保障夫婦曾經作出的「承諾J ’並幫助他 2365 

們忠貞不渝。

l 參閱特倫多： DS 1813-1816; CIC ll08. 

為使夫婦的「承諾」是一項自由而負責的行動，並為使婚約 1632 

具有堅固而恆久的人性的及基督信仰的基礎，婚前的準備是極為

重要的：

父母和家庭所給予的榜樣和教導，乃是婚前準備的最好途徑。 2206 

牧者和作為「天主大家庭」之基督徒團體的角色，為傳遞婚姻和家

庭的人性的與基督徒的價值觀，是不可缺少的 1 ：尤其是在我們的時代，

很多年輕人具有破碎家庭的經驗，這些家庭不能再充分地保証婚姻價值觀

的傳授：

關於夫妻之愛的高貴、任務和實行，應在家庭內，給年輕人適

當和即時的指導，俾使他們能學習貞潔的品格，在適當年齡

上，由莊葷的訂婚期過渡至婚姻生活2 。 2350 

1 參閱CIC 1063. 2 GS 49,3. 

混合婚姻與宗教不同的婚姻

在許多國家裡，經常出現混合婚姻（天主教徒與受過洗的非天主教徒 1633 
結婚）。結婚者雙方與牧者應特別關注這情況。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結婚

（即天主教徒與未受洗者）更應審慎。

夫婦之間即使東派不同，並不會為婚姻構成不能克服的障礙，只要 1634 
他們能夠共同分享彼此從各自的團體中所得到的，切，而且互相學習對方

如何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忠於基督。但是，我們也不應低估這種混合婚姻所

產生的種種困難。這些困難的起因，是由於基督徒的分裂仍未解決。夫婦

在自己的家庭幸里，難免會感受到基督徒分裂的痛苦。宗教信仰的差異更可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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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劇這些困難。有關信仰的分歧，對婚姻本身的不同見解，還有宗教思

想的不同，都可能構成婚姻生活中緊張關係的來源，尤其在子女的教育問

題上，由此產生對宗教冷漠的誘惑。

1635 根據拉丁教會現行的法律，混合婚姻須獲得教會當局的胡文許可，
才屬合法 1 。至的盲仰不同的婚姻，其障礙要獲得明文寬冕才算有效 2 。
為獲得准許或寬免，雙方新人應明白和接納婚姻本質上的目的和特質，
而且天主教的一方不但要肯定，也應知道自己的責任，就是保持自己的

信仰，並使子女接受天主敦的洗禮及教育3 。

1 參閱CIC 1124. 2 參閱CIC 1086. 3 參閱CIC 1125. 

1636 在很多地區，由於教會的合一交談，有關的基督徒團體為這種混合

821 婚姻已經能夠制訂一些共同的牧民守則。其目的是為幫助這些混合婚姻的

夫婦在信仰的光照下，在他們特殊的情況下生活﹔並且幫助這些夫婦克服

困彼此之閉的義務、以及各自對所屬教會團體的義務，戶斤引起的緊張關

條。這些守則還鼓勵夫婦充分發展他們信仰的共同點，並尊重彼此的分歧

點。

1637 與宗教不同的人士結婚，天主教的一方也有特殊的任務：「因為不

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聖潔的，不信玉的妻子也因丈夫而成了聖潔

白勻」（格前 7:14）。如果這種「聖f七」導引另一方自願皈依基督的信仰 1 ' 

那麼，為基督徒的一方和為教會來說，確是莫大的喜樂。誠摯的夫妻之

愛，謙遜而忍耐地實踐家庭生活的美德，恆心地祈禱，都能準備那不信主

的一方接受皈依的恩寵。

1 參閱格前7:16.

四、婚姻聖事的效果

1638 「因有效婚姻在夫妻間產生的關﹛系，其本質是排他和永久

的﹔此外，在基督徒的婚姻上，更藉婚姻聖事，使夫妻身分的義

務和地位得以堅強，猶如被視聖一般」 1 。

1 CIC 1134. 

婚姻關係

1639 配偶彼此作出給予和接納的合意是得到天主親自確認的 1 。

從他們的婚姻盟約中「產生天主法律所肯定的一個制度，在社會

面前亦然」 2 0 夫婦的盟約融入天主與人類建立的盟約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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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夫妻之愛歸宗於天主的愛」 3 。

1 參閱谷 10:9. 2 GS 48,1. 3 GS 鉤，2.

因此，婚姻關係由天主親自建立的，於是受過洗的人之間的 1640 

既成已遂婚姻，是永不可拆散的。這關像是由夫婦自由的人性行

動和圓房所產生的，從此不能廢止，而且形成由天主的忠信所保

証的一項盟約。教會沒有權力違反天主上智的這個安排1 。 2365 

1 參閱CIC 1141. 

婚姻聖事的恩寵

「﹝基督徒夫婦﹞以他們的身分（order）及生活方式，在天主 1641 

子民中，具有專屬於他們的本有恩寵」 1 。婚姻聖事本有的恩寵

是為使夫婦間的愛情更趨完美，並且鞏固他們那不可拆散的結

合。藉著這恩寵，「他們彼此在夫婦生活中，在生育和教養兒女

時，互相幫助成聖」 2 。

1 Iβ11,2. 2 工β11,2：參閱LG 41. 

基督是這恩寵的泉源。「猶如古時，天主主動與自己的子民 1642 

訂立愛的及忠信的盟約﹔同樣，現在，身為人類救主及教會淨配 1615，珊

的基督，藉婚姻聖事，與基督徒夫婦相遇」 1 。基督同他們在一

起，賦予他們力量，使他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追隨祂，跌倒後再

站起來，互相寬恕，彼此背負對方的重擔2 ，「懷著敬畏基督的

心，互相順從」（弗 5:21) ﹔而且以一種超性的、細緻的和豐富的

愛情彼此相愛。祂使他們在愛情和家庭生活的喜樂中，在今世就

預嘗羔羊的婚宴：

我從哪裡汲取力量，以令人滿意的方式，描述那由教會所結

合、由奉獻所鞏固、由祝福所印証、由天使所宣布、並由天父

所確認的婚姻、戶斤帶來的幸福呢？．．．．．．兩個基督徒在同一的希

望、同一的渴望、同一的紀律、同一的服務中結合在一起，是

多麼的美妙！他們是同一天父的子女、同一主人的僕人﹔他們

璽肉一致﹔實際上，他們真正兩人成為一體，甚麼也不能使他

們分開。哪裡身體是一個，那裡精神也是一個3 。

l GS 48,2. 2 參閱迦 6:2. 3 戴都良，〈向為人妻者証道｝ 2,8,6-7: PL 1,1412 1413; 
參女〈家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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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夫妻之愛的益處和要求

1643 「夫妻之愛包括一個整體，整個人的構成因素都包括在內－

2361 一身體和本能的需求、感覺和情感的力量、心靈和意志的渴望。

它追求彼此的融合要全人以赴，這種融合遠超身體的結合，並導

向一心一德的融合﹔它要求在決定性的彼此交付中，既不可拆

散，又要忠貞不渝﹔並且懷有對生育開放的心態。一言以蔽

之，這是所有夫妻的自然之愛的正常特質，但它（基督徒的婚姻）

以一種新的意義，不但淨f七，並且加強這些特質，甚至提昇它

們，使之成為基督宗教特有價值的表達」 1 。

1 ＜家庭＞ 13. 

婚姻的專一性和不可拆散性

1644 夫妻之愛，就其本質而言，要求兩人以整個生命結合為一，

組成家庭（團體），而且不可拆散：「這樣，他們不是兩個，而

是一體了」（瑪 19:6)1 。「他們被召，日復一日地忠於他們彼此

相互交付的婚約，在共融中不斷成長」 2 。這種人性的共融，藉

婚姻聖事所賦予的在耶穌基督內的共融，得以堅強、淨化和圓

滿，並且透過共同的信仰生活和一起領受感恩（聖體）聖事而不

斷加深。

1 參閱創 2:24. 2 ＜家庭＞ 19. 

1645 「夫妻兩人以平等的位格尊嚴，完全相愛，在上主所確認的

369 一夫一妻制中，更清楚顯示出來」 1 0 多夫多妻制違反男女平等

的位格尊嚴，以及夫妻之愛的特質，因為夫妻之愛是專一的、排

他的2 。

1 GS 鉤，2. 2 參閱〈家庭＞ 19. 

2364-2365 夫妻之愛的忠貞

1646 夫妻之愛，就其本質而言，要求一分不可侵犯的忠貞。這是

他們彼此把自己贈予對方的結果。夫婦的愛情應是決定性的，不

能是「直到另行通知為止」的臨時措施。「婚姻生活的密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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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二人的互相交付，一如子女的幸福，都要求夫妻必須彼此

完全忠信，並需要一個不可拆散的結合」 1 。

1 GS 48,1. 

夫婦之愛的忠貞最深入的緣由，是來自天主對其盟約、和基 1647 

督對其教會的忠貞 o 婚姻聖事賦予夫婦能力，去重現（represent)

這分忠貞，並為之作証。藉著聖事，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得到一個

新而更深刻的意義。

與一個人一輩子結合在一起，似乎是太難，甚至視為不可 1648 
能。因此，更須宣告這一喜訊：天主以堅定不移的愛來愛我

們，夫妻分享這愛，而這愛扶助和支持他們。他們藉著彼此的忠

貞，能成為天主信實之愛的見証人。靠天主聖寵的助佑，夫妻往

往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忠實作証，實應獲得教會團體的感謝

和支持1 。

1 參閱〈家庭＞ 20.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為了種種原因，婚姻的同居生活實際t成為 1649 
不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會准許夫妻分居，即終止同居生活。但夫妻 刃釘

在天主前仍是丈夫和妻子﹔他們不可與另一人結婚。在如此困難的情況

下，較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如可能的話，彼此和好。基督徒團體應幫助這

些人以基督徒精神生活，忠、於他們的婚姻關條，因為那是不可拆散的 1 。

1 參閱〈家庭＞ 83; CIC 1151-1155. 

今日，在許多國家裡，不少天主教徒按照民法辦理離婚，並依照民 1650 
法再婚。教會由於忠於耶穌基督所說的話一一「誰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 2384 

娶，就是犯姦淫，辜負妻子﹔若妻子離棄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姦淫

（谷 10:11 12）」’堅決認為：如果第一樁婚姻仍有效的話，便不能承認新

的婚約有效。如離婚的人依民法再娟的話，客觀上，他們就是違反天主的

法律。只要這情況一直持續下去，他們便不可領聖體。基於同一理由，他

們不能執行某些教會的職務。懺悔聖事的和好，也只能給予那些悔改、承

認自己破壞了婚姻作為盟約和思於基督的標記，並保証自己在完全禁慾中

生活的人。

有些基督徒處於上述情況中，卻常常保存自己的信仰，並願意以基 1651 
督徒精神教養自己的兒女，對這樣的人，可鐸和整個團體應表示關切，使

他們不致自視為離開教會的人。他們既是受了洗的人，可以而且應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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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生活：

要邀請他們聆聽聖吉、參與彌撒聖祭、恆心祈禱，協助慈善事

業以及團體為謀求正義所發起的工作，以基督信仰教育子女，

培養補贖的精神和習慣，好能日復一日士也祈求天主的恩寵 1 。

1 ＜家庭＞ 84. 

2366-2367 對生育的開放

1652 「婚姻制度及夫妻之愛，本質上便是為生育並教養子女的，

372 三者形同婚姻的高峰與冠冕」 1 。

子女是婚姻極其實貴的恩賜，而且為父母本身，亦大有桿益。

天主親自說過：「人單獨不好」（創 2:18），「在起初，天主創

造了人類，有男有女」（瑪 19:4）：祂願意人特別參與祂的造t

工程。天主也降福男人及女人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創 1:28）。

所以，真正的夫妻之愛，以及出自夫妻之愛的整個家庭生活制

度，其目標就是使夫妻﹛門，在不輕視婚姻其它采旨的條件下，

毅然地準備和造物主及救玉的愛合作，因為祂就是通過夫妻，

使祂自己的家庭日益擴展充實2 。

1 GS 48,1. 2 GS 50,1. 

1653 夫妻之愛的生育力延伸到道德、精神和超性生活的成果上，

父母把這些成果透過教育而傳遞給子女。父母是子女最主要和最

2231 先的教育者 1 。在此意義下，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務是為生命服

務2 。

1 參閱GE3. 2 參閱〈家庭＞ 28. 

1654 對那些天主沒有賜予子女的夫妻來說，無論就人性的或基督

徒的觀點來看，他們仍可享有一個充滿意義的夫妻生活。他們的

婚姻可因著實踐愛德、殷憨待客和慷慨犧牲，而散發光芒。

六、家庭教會

1655 基督願意在若瑟與瑪利亞的聖家裡出生和成長。教會就是

759 「天主的家庭」。從教會開創，其核心往往是由那些「全家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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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昂之員 1 戶斤組成的。他們在皈依時，也渴望「全家」得救 2 。

這些信友家庭，在不信主的世界中，成為度基督徒生活自守小族

群。

l 參闖京的：8. 2 參閱宗 16:31; 11:14. 

現今，在一個往往對信仰陌生甚至敵視的世界裡，信友家庭 1656 

作為活潑信仰生活的圈地、散發信德之光的中心’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一個古代名稱 家庭教會 2204 

一一來稱呼家庭 1 。父母在家庭中「以言以行，作他們子女信仰

的敢蒙導師，用心培養他們每人的聖召，尤其是修遁的聖召」 2 。

1 Iβ11：參閱〈家庭＞ 21. 2 1β11. 

就是在家中，作父親、母親、子女的，以及所有成員，「藉 1657 

著領受聖事、祈禱與戚恩的行動，聖善生活的見証、克己和愛德 1268 

行動」 1 ，以特殊的方式，實行他們源自洗禮的司祭職。因此，

家庭是培養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所學校，也是「培育豐富人生的學 2214-2231 

校」 2 。人在家庭裡學習工作的勞苦和喜樂、兄弟之愛、慷慨寬

恕之道，甚至常常寬恕，特別是透過祈禱和生命的奉獻，去欽崇 2685 

天主。

1 Iβ10. 2 GS 52,1. 

我們仍要記得那些為數眾多的獨身者。他們獨身是由於他們 1658 

生活的具體環境所迫，而往往並非自願，但他們特別接近耶穌之

心，因此，值得教會，尤其是牧者們的特別愛護及熱切關懷。他

們當中有不少往往是由於貧窮而沒有人間的家庭，也有些以安貧

樂道的精神在自己的處境中生活，事奉天主和近人，樹立基督徒 2231 

生活的模範。我們應為他們打開家、「家庭教會」和教會大家庭

的門。「在這哩界上，沒有一個人是沒有家庭的：教會是每一個 2233 

人的家，是大家的家，特別是那些『勞苦而負重擔的人』（瑪 11:

28）的家」 1 。

1 ＜家庭＞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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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1659 聖保祿說：「你們作丈夫的，應該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

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這奧秘真是偉大！但我是指基督和

教會說的」（弗 5:25,32）。

1660 透過婚姻盟約，一男一女組成一個共同生活及互愛的親密共

融團體﹔婚姻盟約是造物主所創立，並賦予固有的法則。婚

姻的本質指向夫妻的幸福，以及生養和教育子女。兩位受過

洗的人的婚姻也由主基督提昇到聖事的尊位 1 。

1 參閱GS 鉤，1﹔ CIC 1055,1. 

1661 婚姻聖事象徵基督與教會的結合。它賜予夫妻恩寵，使他們

以基督愛教會的愛彼此相愛。如此，這聖事的恩寵成全夫妻

之間的人性愛情，強化他們之間那不可拆散的結合，並在邁

向永生的旅途中聖化他們 1 。

1 參閱特倫多· DS 1799. 

1662 婚姻建基於締約雙方的合意，就是建立在彼此決定性地把自

己交付給對方的意願上，其目的是為活出一個忠貞和傳衍生

命的愛情盟約。

1663 由於婚姻確立夫妻在教會內生活的父闊地位，故此婚禮宜去

間舉行，安排在禮儀慶典中，在司鐸（或教會認可的証人）

和其他証人及信友團體前舉行。

1664 專一性、不可拆散性及對生育的開放皆是婚姻的要素 0 多夫

多妻制違反婚姻的專一性。離婚則分闊天主所結合的。拒絕

生育是使夫妻的生活失去其「最寶貴的恩賜」’就是子女 1 。

1 GS 50,1. 

1665 離婚者於其合法成婚的伴侶尚健在時再婚，就違反了基督所

教導的天主的計畫和法律。這些人雖未與教會分離，但亦不

可領聖體。他們仍須度基督徒的生活，尤其要教育子女度信

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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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家庭是子女們首先接受信仰宣講的地方。為此，家 1666 

庭非常合宜地被稱為「家庭教會」’是祈禱和恩寵的團體，

人性品德和基督徒愛德的學校。

第四章

其他禮儀慶典

第一條

聖儀

「慈西聖教會設立了一些聖儀，這是模做聖事而設立的一些 1667 

神聖標記，用以表示因教會的代禱而獲得的某些效果，尤其是屬

靈的效果。藉著聖儀，使人準備接受聖事的主要效果，並聖化人

生的各種境遇」 1 0 

1 GS60﹔參閱 CIC 1166; CCE0867. 

聖儀的特質

聖儀是由教會所建立的，為聖仕教會的某些職務、生命中某 1668 

些情況、基督徒生活的不同境遇、及有益於人類使用的物品。聖

儀根據主敦的牧民決策，也可用以回應某一時代或某一地區基督

徒的文他、歷史和其他需要。聖儀常包含祈禱，並時常伴以一種

指定的標記，例如覆手、畫十字聖號、灑聖水（使人紀念聖洗聖 699’的7

事）等。

聖儀屬於來自聖洗的可祭職：所有已受洗的人，都蒙召成為 1669 

一個「褔源」（blessing)l ，可施以祝福 2 。因此，信友也可以主 784 

持某些祝福 3 ﹔但一項祝福越涉及教會和聖事生活，就越應保留 2626 

給聖職人員（主教、司鐸或執事）4來主持。

1 參閱創 12:2. 2 參閉路 6:28﹔羅 12:14﹔伯前3:9. 3 參閱S二 79﹔ CIC 1168. 

4 參閱〈羅馬禮書﹒祝福禮典＞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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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 聖儀不像聖事一般賦予聖神的恩寵，但透過教會的祈禱，讓

1128, 2001 人準備接受恩寵且與之合作。「信友盡心準備，靠著由基督受

難、死亡、復活的逾越奧跡所湧出的恩寵，聖f七各種生活情況，

而所有聖事與聖儀的效能，也都是由這逾越奧跡而來。於是，

一切事物的正當用途，無一不能導向聖化人類、光榮天主的目

的」 1 。

1 SC 61. 

不同形式的聖儀

1671 在各種聖儀中，以祝福（人、食物、物件、地方）為首。每項祝福都

1078 是人對天主的讚頌並求祂賜恩的祈禱。基督徒在基督內孽天主父降福，賜

「以各種屬神的福分」（弗 1:3）。因此，教會在祝福時，都呼求耶穌之

名、並習慣畫基督的十字聖號。

1672 某些祝福有其持久性：因為它們把一些人春獻於天主，或保留一些

物件和地方，專供宇宙義的用途。對人自甘于財富（但切勿與聖秩聖事混淆）有：

923, 925 （男、女）隱修院院長的祝福、貞女與寡婦的奉獻、會士的發願、以及為

903 某些教會職務（讀經員、輔祭員、傳道員等）的祝福。物品的祝幅有：聖

堂或祭台的奉獻或祝福、聖油、聖爵、祭衣、鐘等白骨兄福。

1673 當教會公開以權威，因耶穌基督之名，祈求保護某人或某物件，對

395,550 抗並脫離魔鬼（邪惡）的控制，這稱為驅魔。耶穌曾經驅魔 1 ，而教會從祂

1237 那裡獲得驅魔的權柄和任務2 。簡單的驅魔禮施行於聖洗聖事的慶典中。

隆重的驅魔禮（即所謂的「大驅魔禮」）只能由獲得主教許可的可鐸舉

行。在進行大驅魔禮時，必須明智謹慎，嚴守教會所訂的規則。驅魔的日

的是藉耶穌交託給教會的神權，驅走邪魔，解放人免受魔鬼的控制。然

而，這絕對不同於患病，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若是患病，就需要接受醫學

方面的治療。因此，在行驅魔禮前，必須辨認有關情況確定有魔鬼的臨

在，而非疾病3 。

l 參閱谷 1:25-26. 2 參閱谷 3:15﹔ 6:7,13. 3 參閱CIC 1172. 

民間的熱，心敬禮

1674 除了聖事性禮儀和聖儀外，教理講授的內容還應考慮到信友

2688 間的各式熱心善功及民間敬禮。基督徒歷來都以不同方式的熱心

敬禮來表達他們的宗教感情。這些熱心敬禮環繞著教會的聖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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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包括尊敬聖觸、拜訪聖堂、朝聖、各式敬禮遊行、拜苦 2669 

路、宗教舞蹈、唸玫瑰經、佩帶聖牌等 l 。 2678 

1 參閱尼西亞二： DS 601; 603：特倫多： DS 1822. 

這些熱心行為延續教會的禮儀生活，卻非予以取代：「安排這些熱 1675 
心善功時，應該顧及禮儀季節，與禮儀配合，在某種程度上由禮儀延伸而

來，並引導民眾走向禮儀，因禮儀本身遠比這些熱心善功更為尊高」 1 。

1 SC 13,3. 

為保存和支持民間的熱心敬禮，需要牧民上的辨別，必要時，還得 1676 
淨他，並糾正這些熱心敬禮背後的宗教感情，便能增進對基督奧跡的認 426 

識。這些民間熱心敬禮的舉行，須受主敦的監督和批准，並遵守教會的一

般準則 1 。

本質上，民間熱心敬禮包含豐富的價值。它以基督徒的智慧，

回答有關生命（存在）的重大問題。天主教徒的信仰智慧，能把

（存在的）問題綜合起來：以創新的方式綜合了神性與人性、基

督與瑪利亞、靈魂與肉身、共融與制度、個人與團體、信仰與

國家、理智與感情。這智慧基於基督徒的人文主義，徹底肯定

每個人都有天主子女的尊嚴，建立基本的友愛團契，教導人接

觸自然的化工，同時也了解人為的事功，並且讓人即使遇上艱

難的時刻，仍有理由在喜樂和愉快中生活。對民眾來說，這智

慧也是一種辨別的原則，一種傳揚福音的精神，使他們自然察

覺到：何時教會是以服務福音為首：何時此福音被其他利益所

窒息，並失去其內涵2 。

1 參閱〈教理講授＞ 54. 2 拉丁美洲主教圈，《柏布拉文件＞ (1979）﹔參閱〈傳福音＞ 48. 

撮要

聖儀是教會所建立的神聖標記，其目的是使人準備接受聖事 1677 

的效果，並聖化生命中不同的境況。

祝福在聖儀中佔了重要的地位。祝福包括人為了天主的工程 1678 

和恩賜而讚頌祂，同時也包含教會的代禱，使人能夠按照福

者的精神，善用天主的恩賜。

除禮儀外，基督徒生活也由植根於不同文化的各式熱心敬禮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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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滋養。教會在信德的光照下謹慎地闡明這些「熱心敬禮」

凡能表達傳揚福音精神、人類智慧、充實基督徒生活的，教

會都予以鼓勵。

第二條

基督徒的喪禮

1680 一切聖事，尤其基督徒入門聖事，是以天主子女的最後逾越

1525 為日標。此最後的逾越，通過死亡，引領人進入天國的生命。如

此，滿全了人在信德與希望裡所宣認的：「我期待死人的復活，

及來世的生命」 1 0 

1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一、基督徒的最後逾越

1681 基督死而復活的逾越奧跡，敢示了基督徒死亡的意義。因

1010-1014 此，我們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基督身上。那在基督耶穌內去世的

基督徒是「出離肉身，與主同在。」（格後5:8)

1682 對基督徒來說，死亡那天雖結束了聖事生活，卻帶來另一個

新的開始。他完成了受洗時開始的新生命﹔決定性地「相似」那

藉聖神的傳油而獲賜的「聖子的肖象」﹔並能分享那曾在感恩祭

中預嘗過的天國建席，縱使他還需最終的淨化，才能穿上結婚禮

服。

1683 在塵世的朝聖旅程中，教會好比母親那般，透過聖事，懷抱

1020 著基督徒，也陪伴他走到人生路途的終點，把他交託在「天父的

手裡」 o 教會在基督內向天父獻上祂寵愛的子女，且懷著希望，

627 在地裡播下那將光榮復活的肉身的種于 1 。這奉獻藉感恩祭予以

充分地慶祝。在彌撒前、後戶斤舉行的祝禱禮，都是聖儀。

l 參閱格前 15:4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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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喪禮的舉行

基督徒的喪禮是教會自勻禮儀慶典。教會在此的職務，是為了藉喪禮 1684 

表達與亡者之間有效的共融，也是為了使參加喪禮的會眾團體參與此共

融，並向會眾宣告永遠的生命。

不同的喪禮儀式表達出基督徒死亡的逾越特色，並且適應各地區的 1685 
情況和傳統，甚至包括禮儀服飾的顏色 1 。

l 參閱汝二 81.

羅馬禮的積葬禮，為適應喪禮過程中的三個不同地方（家裡、聖 1686 
堂、墓地），並按照家庭、本地習俗、文忙和民間的熱心敬禮在喪禮中的

重要作用，提供了三種類型。

下述過程為所有禮儀傳統所共有，它包括四個主要的部分：

向團體致候。禮儀由信德的致候開始。主禮以「安慰」的吉訶（依照 1687 
新約的意思：聖神的力量在希望中）1 來接待亡者的親友。在此聚會祈禱

的團體也期待聆聽「永生之言」。面對團體中一個肢體的去世（或逝世週

年紀念，或逝世後第七天或第三十天），應使我們超越「現世」的觀點，

引導信友確信復活的基督。

1 參閱得前4:18.

聖道禮儀。在舉行喪禮時，應加倍用心準備聖道禮儀，尤其會眾當 1688 
中可能有些是很少參與禮儀的信友，或是亡者的非基督徒朋友。講道時，

尤其要避免使用「對亡者歌功頌德的悼詞」 1 ，但要在復活基督的光照

下，閻明基督徒苑亡的奧跡。

1 〈羅馬禮書· 1:賓葬禮｝ 41. 

感恩聖祭。喪禮女日在聖堂舉行， J竄恩祭是基督徒去世逾越事實的核

心 1 。教會表達她與亡者有殼的共融：在聖神內，向天父呈上基督死而復

活的祭獻﹔教會祈求她的子女得到罪過及其後果的淨化，並蒙接納參與天

國的筆席，分享逾越的圓滿（福樂）2 。藉著：如此舉行的感恩祭，信友團體

于一尤其是亡者的家人一一←學習在與「主內安息」那一位的共融中生活。

此共融的生活是藉著領受基督聖體（亡者亦是基督的活肢體），並藉著為

他祈禱，也與他 a起祈禱。

1 參閱〈羅馬禮書﹒頹勢禮｝ 1. 2 參閱《羅，馬禮書. 9.賓葬禮｝ 57. 

1689 

1371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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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 告別禮是教會最後一次把亡者交託於天主。這是「在埋葬亡者前，

2300 基督徒團體對其成員作最後的告別」 1 。在拜占廷禮的傳統中，表達方式

是於告別時向亡者吻別：

藉著這最後的致敬，「我們為他的去世和分離、也因與他的共

融和重罪而詠唱。事實上，死亡決不能把我們彼此分離，因為

我們眾人都要走完同一的道路，將在同一個地方重逞。我們將

不再分離，因為我們為基督而活，現今又在基督內結合為一，

走向祂’與祂相遇．．．．．．我們將在基督內團聚一起」 2 。

1 《羅馬禮書. 1賓葬禮｝ 10. 2 堅固默盎﹒得撩洛尼，〈論乎賓葬禮｝ 336：只：；. 15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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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在基督內的生活



這圖是尤尼烏斯﹒巴蘇斯 (lunius Bassus）石棺的中央部分，這是在

羅馬聖伯多樣大殿內宣信矗（Confessio）地下墓穴中找到的，刻著359年。

光榮的基督，容貌很年輕（神性的記號），安坐於天上的寶座，雙足

踏在外敦的蒼天之神 烏拉諾斯的頭上。環侍在左右的是伯多棒和保棒、

兩位采徒，他們面向基督，自祂于中領受兩書卷：新的法律。

如同梅瑟在西乃山上白天主手中領受舊的法律，現在宗徒們，由兩

位東徒領袖代表，自基督，天主的子，天地主宰的手中，領受新的法律：

這法律並非刻在石板上，而是由聖神刻在信者的心中。基督賦給活出「新

生命的力量（ § 1697）。祂來是為了在我們身上，成就祂為我們的好處所

囑咐的一切（見§ 2074）。





「基督徒！你該認清你的尊嚴，你現在分享天主的↑生體﹔不 1691 

要自暴自棄，再回到你舊時的罪惡、生活中去。你要記住：誰是你 7” 
的首領？你是誰的肢體？你要記得，你已從黑暗的勢力下被救

出，轉入了天主的光明，天主的王國中了」 1 。

l 聖大良一世，《講道集） 21,2-3: PL 54,192A. 

信經宣言忍，天主在創造主程中所賜給人類的偉大恩典，但在 1692 

救贖和聖先工程中，祂賜給的恩典更加偉大。信仰宣認的，由聖

事所賦給：藉著「再生的聖事」’信友成為「天主的子女」（若

1:12﹔若－ 3:1），「分享天主的性體」（伯後 1:4）。在信仰中認識

了新的尊嚴，信友便被召，自此以後，「生活度日只應合乎基督

的福音」（斐 1:27）。藉著聖事和祈禱，他們領受基督的聖寵和基

督之神的恩賜，使他們有能力度此生活。

耶穌基督常做祂父所中悅的事 1 。祂與父生活在完美的共融 1693 

中。同樣，祂的門徒也被召在父的注視下生活，父在「暗中看

見」 2 ，使他們成為「成全的，如同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5:47）。

1 參閱若 8:29. 2 參閱瑪6:6.

基督徒藉著洗禮結合於基督 1 ，「死於罪惡，在基督耶穌內 1694 

活於天主」（羅6:11），這樣，就分享復活的主的生命 2 。跟隨基 1267 

督，並與祂聯合在一起3 ，基督徒能夠「勉力效法天主，如同蒙

寵愛的兒女一樣，並在愛中生活」（弗 5:1) ，使自己的思念、言

語、行為符合「耶穌基督所懷有的心情」（斐 2:5），並效法祂的

榜樣4 。

l 參閱羅 6:5. 2 參閱哥 2:12. 3 參閱若 15:5. 4 參閱若 13:12-16.

基督徒「因著主耶穌基督之名，並因我們天主的聖神，成了 1695 

義人」（格前 6:11），又「受祝聖，並蒙召為聖」（格前 1:2），他

們已經成為「聖神的宮殿」 1 。「子的聖神」教導他們祈求父 2 。

聖神成為他們的生命，使他們力行3 ，做愛德的事功，為「結出

聖神的果實」（迦5:22）。聖神治癒罪過的創傷，使我們「在心思

念慮上改換一新」（弗 4:23），光照我們，堅強我們，使我們生活

「像光明之子一樣 J （弗 5:8），就是在一切事上實踐「良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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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誠實」（弗 5:9）。

1 參閱格前6:19. 2 參閱迦 4:6. 3 參閱迦 5:25.

1696 基督的道路「導人生命」，它和「導入喪亡」的道路正好相

1970 反（瑪 7:13)1 。福音中兩條道路的比喻是教會常講的教理。這表

示倫理的抉擇為我們的得救很重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生命

之路，另一條是死亡之路：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 2 。

1 參閱申 30:15~20. 2 參閱〈十二宗徒訓言｝＞ 1,1: SCh 248,140. 

1697 講授教理，重要的是很清楚地傳達走上基督道路的喜樂和要

求 1 0 講授基督內「新生命」（羅 6:4）的教理應有以下幾個特

色：

刀7 ff. 一一是請授聖神的教理，祂是基督他生活的內在導師，祂是溫良

的嘉賓和朋友，祂敢發、引導、整頓、鞏固這生命﹔

的的． 一一是講授恩寵的教E里，因為是由於恩寵我們才獲得救贖，更自

於恩寵我們的作為才能結出永生的果實：

171刊． 是講授真福的教理，因為基督的道路總結在其福之內，它是

人心嚮往的、唯一導向永福的道路：

1864 ff. 是請授罪過和寬恕的教理，因為人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便不

能真正認識自己，而這是正直行事的條件﹔要是沒有給予寬恕，

人無法承擔此真理：

1803 刀． 一一是請授人性德行的教理，它使人領會向善的正直態度，既美

麗又吸引人﹔

1812 ff. 一一是講授基督徒信德、望德、愛德的教理，這一講授由聖賢們

以其德表寬宏地眉立發出來﹔

2067 一一是講授雙重愛德誡命的教理，它展現在十誡中：

946 ff. 是講授教會的教理，因為在「諸聖共融」中藉著「精神財

富」的多樣交流中，基督徒的生命才能成長、發展、交融。

1 參閱〈教理講授＞ 29. 

1698 這教理最先和最後的依據常是耶穌基督本人，祂是「道路、

的 真理、生命」（若 14:6）。在信德中瞻仰祂，基督信徒才能希望基

督在他們身上成就祂的許諾，以基督愛他們的愛來愛祂，並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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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那些和自身的尊嚴相稿的工作：

請你記住，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你的真正的頭，而你是祂的一

個肢體。祂對你好像頭對肢體：祂的一切都是你的﹔祂的精

神、心、身體、靈魂和祂的一切官能，你都該予以運用，好像

你自己的一樣，用來服事、頌揚、愛慕、光榮天主。你屬於

祂’宛如肢體屬於頭一樣。祂也切願運用你的一切好像祂自己

的，來服事並光榮祂的父 1 。

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斐 1:21) 。

1 聖若望﹒歐德，〈論耶穌奇妙的心＞ 1,5：參閱〈時辰頌禱禮＞ , 8 月 19 日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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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人的召叫

在聖神內的生活

在聖神內的生活實現人的召叫（第一章）。這生活是由天主 1699 

的愛和人的連帶責任構成的（第二章）。這是無條件賞賜的救恩

（第三章）。

第一章

人位格的尊嚴

人位格的尊嚴，歸根結棍，在於人是按照天主的肖象與模樣 1700 

而受造的（第一條）：這尊嚴的實現，便是人蒙召享受天主的真 356 

福（第二條）。人自由地達致真裙，乃屬於人的本性（第三條）。

從人的自由行為（第四條），可知人是否符合天主預言午的、道德

良心指証的美善（第五條）。人不斷地建樹自我，並內在地成

長：人的感性生活、精神生活，都是組成成長的材料（第六條）。

人藉著恩寵的幫助，日進於德（第七條），避免罪惡，如不幸而

犯罪，一如離家之蕩子投向天父的仁慈而得到寬恕 1（第八條）。 的9

循此途徑，人乃達到圓滿的愛德。

1 參閱路15:11-31.

第一條

人是天主的肖象

「基督，在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跡時，把人圓滿地展示給 1701 

人自己，向人揭露其呆高的召叫 J 1 。就是在基督 「不可見 359 

的天主的肖象」（哥 1:15)2 內，人才是依照造物主的「肖象和模

樣」而受造的。就是在基督 贖主和救主內，人身上那被原罪

扭曲了的天主肖象，得以重新恢復原始的美麗，並因天主的聖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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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變得高貴3 。

1 GS 22. 2 參閱格後 4:4. 3 參閱GS22.

1702 天主的肖像臨在於每一個人。這肖像在人們的共融中，燦

1878 爛輝煌，一如天主三位之間的一體性（參閱第三章）。

1703 人天生賦有一個「精神的、不死不滅的」 1靈魂，因此「在

到 這大地上，唯有人這受造物是天主因人之為人而喜愛的」 2 。人

2258 白受孕之初，就被預定要承受永遠的真福。

1 GS 14,2. 2 GS 24,3. 

1704 人分享天主之神的光明和德能。藉著理智，人能夠理解造物

339 王為事物制定的秩序。藉著意志，人能夠自動地步向真實的美

30 善。人在「尋求和愛好真理及美善」中 1 ，達到自己的完美。

1 GS 15,2. 

1705 由於人有靈魂，有理智和意志的精神力量，天主賦予人自

17月 由，這是「天主肖象的傑出標誌」 1 。

1 GS 17. 

1706 人憑理性，認得天主催促他「行善避惡」 1的聲音。每人應

1776 遵從這在良心內產生共鳴的法律，而此法律的實踐，則在於愛天

主、愛近人。道德生活的操練，証實人位格的尊嚴。

1 GS 16. 

1707 「困惡魔的誘惑，於有史之初，人便濫用其自由」 1 。人陷

397 於誘惑，犯了罪。他仍保持著對善的嚮往，但他的本性帶著原罪

的傷痕。於是他傾向於惡，並容易犯錯：

於是人在自身內便遭到分裂。人整個生活，無論是個人的或集

體的，便形成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戲劇性的戰鬥2 。

1 GS 13,1. 2 GS 13,2. 

1708 藉著苦難，基督自撒彈和罪惡中挂救了我們。祂給我們贏得

617 7在聖神內的新生命。祂的聖寵把罪惡在我們身上所損壞的，予

以修：f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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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信基督，便成為天主的閑子。成為天主的閑子，便是把人 1709 

改造，使人隨從基督的榜樣﹔又使人能行為正宜，實踐善事﹔與 1265 

救主結合，信徒達到愛德，即聖德的極緻。人在聖寵內長大成

熟，他的道德生活在天上的榮耀中，昇華為永遠的生命。 1050 

撮要

「基督把人圓滿地展示給人自己，向人揭露其崇高的召叫」 1 。 1710 

1 GS 22,1. 

人與生俱來就有一個屬神的靈魂，具有理智和意志，所以自 1711 

受孕的那一刻，就已導向天主，並被預定承受永遠的真福。

人在「尋求和愛好真理及美善」中 1 ，追求其完美。

1 GS 15,2. 

人所擁有的真正自由是「天主肖象的傑出標誌」 1 。 1712 

1 GS 17. 

人應該遵守道德律，它驅使人「行善避惡」 1 ，此道德律在 1713 

他良心中產生迴響。

1 GS 16. 

人由於在其本性受到原罪的創傷，所以在運用其自由時，容 1714 

易做錯和偏向惡行。

那信從基督的，在聖神內獲得一個新生命。那在恩寵中茁壯 1715 

和成熟的道德生活，須在天上的榮耀中完成。

第三條

我們蒙召享真福

一、真福

真福是耶穌宣講的核心。其福的宣告，重申從亞巴郎以來對 1716 

選民所作的許諾。真福的宣示在於實現這些許諾，但不再是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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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只擁有一塊現世的土地，而是擁有天國：

2546 千申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飯。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請你們，你們

是有福的。

你們歡喜踴躍罷！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瑪5:3-12)

1717 真褔刻畫出耶穌基督的面貌，並描寫其愛德﹔真褔表達信徒

459 參與基督苦難和復活榮耀的召叫：真褔昭示基督徒生活中特有的

1820 行動與態度﹔其福是看似矛盾卻是正確的許諾，作為痛苦中希望

的支持﹔其褔向門徒宣告，他們已隱約地取得祝福和賞報﹔其福

在童貞聖母和諸位聖賢的生活中已經揭開了序幕。

二、真福的渴望

1718 真福答覆了人對幸福的自然渴望。這渴望導源於天主﹔天主

刃， 1024 把它放在人的心中，為吸引人歸向祂，因為只有祂能使人滿足：

我們一定都願意生活幸福，全人類中沒有一個人不同意這說

法，甚至在這說法還沒有圓滿地道出之前就已同意 1 。

2541 那麼，主啊，我怎樣尋找林呢？既然在尋找你時，我的天主，

我是在尋找幸福的生活，就請你賜我尋找你，為使我的璽魂得

以生活，因為我身因我靈而生活，而我靈因你而生活2 。

只有天主使人滿足3 。

l 聖奧思定，《論至公教會的習俗｝ 1,3,4: PL 32,1312. 2 聖奧思、定，〈懺悔錄＞ 10，鉤，29:

PL32,791. 3 聖多瑪斯，〈索徒信經闡釋＞ 1. 

1719 真福昭示人存在的目的，人行為的終向：天主召叫我們分享

1950 祂自身的真福。這召叫針對每一個人，但也針對整個教會，就是

414 人的召叫：在聖神內的生活



所有接納許諾，又在信仰中因此許諾而生活的新子民。

三、基督徒的真福

對天主召人享受其福，新約用了許多說法，為標示此真福的 1720 

特色：天國的臨近 1 ：看見天主：「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 1027 

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瑪 5:8)2 ﹔進入主人的福樂 3 ﹔進入天玉的

安息（希 4:7-11) : 

在那裡，我們將安息，我們將看見：我們將看見，我們將愛

慕﹔我們將愛慕，我們將頌揚。看，這將是沒有終結的終結。

除了抵達沒有終結的王國，我們能有別的終結嗎4?

l 參閱瑪 4:17. 2 參閱若~3:2﹔格前 13:12. 3 參閱瑪 25:21,23.

4 聖奧思定，《天主之城｝ 22,30,5: PL 41,804. 

因為天主把我們安置在世界上，是為了認識祂’事奉袖，愛 1721 

慕祂’因此而抵達樂園。其福使我們分享天主的性體（伯後 1:4)

和永生 1 。得到了永生，人便進入基督的光榮 2和天主聖三生命 260 

的福樂。

1 參閱若 17:3. 2 參閱羅 8:18.

這樣的真福超越人的理解和人自身的能力。真福是天主無條 1722 

件賞賜的恩典。因此人稱其福是超性的，猶如稱那準備人進入天 1028 

主福樂的恩寵是超性的一樣。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固然，天

主的偉大和祂神妙無比的榮耀，「誰也不能見到天主而仍然活

著」，因為父是不可捉摸的﹔但天主因祂對人的慈愛、寬容及

全能，祂竟恩賜敬愛祂的人得以享見祂﹔因為「在人所不能 2押

的，在天主卻是可能的」 1 。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20,5: PG 7 /1,1034-1035. 

預詐的真福使我們正視決定性的倫理抉擇。其褔邀請我們清 1723 

洗我們的心靈，游除不良的本能，以求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其福 2519 

教導我們真正的幸福不在財富或安逸，不在人間的光榮或權勢，

不在任何人的事業，縱使非常有用，如：學術、科技、藝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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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不在任何受造之物，而只在萬善、諸愛之源的天主：

財富是今日的偉大的神明：對它，芸芸眾生，大批人群，本能

地叩首膜拜。人們以富貴來衡量幸福，甚至也以富貴來釐定尊

卑。．．．．．．這一切乃出自一個信念，就是財富能成就一切。於是

財富成了今日的一個偶像，另一個偶像便是聲譽。．．．．．．所謂聲

譽，就是名滿天下，稱譽世界（也可以稱為新聞人物），已被認

同為善的他身，善的至草，也成了真正果拜的對象 1 。

1 若翰亨利﹒紐曼，〈對混合教派的演講） 5’的一90 「論聖德」﹒

1724 天主十誠、山中聖訓、宗徒的傳授，都給我們描繪了導向天

國的道路。我們以每天的行為，藉著聖神的恩寵，逐步努力前

進。又藉著基督聖盲的灌溉，在教會內，為了天主的光榮，慢慢

地結出果實 1 0 

1 參閱撒種的比喻：瑪曰：3 23. 

撮要

1725 真福是重申並完成天主自亞巴郎以來所作過的多項許諾，使

其導向天國，這正好回應天主安放在人心內對幸福的渴求。

1726 真福昭示天主召叫我們最終的目標：王國、享見天主、天主

性體的分享、永遠的生命、天父的子女和天主內的安息。

1727 永生的真福是天主無條件的恩賜，是超性的，就如導人進入

永生的恩寵一般。

1728 真福將我們置身在一些關鍵性的抉擇前，封世物作取捨心主

些真福淨化我們的心靈，為使我們學習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1729 天上的真福奠定分辨的標準，使能按天主的法律運用世物。

第三條

人的自由

1730 天主造了有理性的人，賦給他位格的尊嚴，具有對自己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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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動力與主控力。「天主『賦給他自決的能力』（德 15:14) ' 

目的在使人自動尋找造物主，並自由地依附祂，而抵達其圓滿幸 30 

福的境界」 1 : 

人賦有理性，因而肖似天主，人生來是自由的，是自己行為的

主人2 。

1 GS 17. 2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4,3: PG 7 /1,983. 

一、自由和責任

自由是扎根於理性和意志的能力，它使人能行動或不行動， 1731 

能做這事或做那事，如此能採取自主的行動。藉著自由意志，每

個人支配自己。自由在人身上是一股在真理和美善中成長和成熟

的力量。當自由以天主、我們的其福為依歸時，便達致其完美的 1721 

境界。

只要自由尚未決定性地固定於其最終的美善 天主 則 1732 

常有在善惡之間作抉擇的可能，亦即在成全上成長或衰退，甚至 396 

犯罪的可能。自由令行為真正有人的特色。自由成了讚揚或責 1849 

f菁、功績或過錯的根源。 2006 

人越是為善，越是自由。除了為美善和正義服務，沒有真正 1733 

的自由。選擇不服從及邪惡是濫用自由，使人淪為「罪惡的奴 川的

隸」 1 。

1 參閱羅 6:17.

自由使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責任的大小則在於行為自願的 1734 

程度。德行的進步、美善的認識、修養的功夫，均增強意志主宰 的6, 1804 

其行為的能力。

一個行為的歸咎和責任，可因無知、疏忽、暴力、恐懼、習 1735 

慣、激情，和其他心理或社會因素而減輕或甚至免除。 597 

所有直接有意的行為，都歸於做此行為的人： 1736 

因此，原于且在樂園裡犯罪後，上主質問亞當說：「你為甚麼作了這 25的

事？」（創 3:13）對加音也是一樣 1 。基於同一理由，在達味和烏黎雅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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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過姦，又用計殺死了烏黎雅之後，先知納堂也同樣質問了君主達味2 。

一個行為可能是間接願意的，即當這個行為的發生是由於疏忽了一

件當知或當做的事，例如，由於不懂交通規則而發生的意夕1、事故。

1 參閱直lj 4:10. 2 參閱撒下 12:7 15. 

1737 非當事人所要的後果是容許發生的，例如，一個母親為了侍候病床

2263 上的孩子，以致弄得筋疲力盡。無意把後果作為目的或方法時，不好的後

果不該歸咎於當事人，例如為了援救一個身陷危險的人，導致自己的死

亡。為使不好的後果能歸咎於人，該後果必須是可預見的，並且當事人有

可能加以迫避。例如，醉後駕駛，導致他人死亡，便是一例。

1738 自由是在人際關係中行使的。每一個有位格的人，是依照天

主的肖象而受造的，具有自然的權利，要被承認為有自由和負責

的個體。每人都有義務尊重別人的此項權利。行使自由的權利

幻的 是一干重要求，與人的尊嚴是分不開的，尤其在倫理和宗教的領域

210 內 1 。這權利應獲得民法的承認，並在公益和公共秩序的範圍內

受到保障2 。

1 參閱 DH2. 2 參閱 DH7,3.

二、救恩計畫中人的自由

1739 自由與罪。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可能犯錯的。事實上，人犯

387 了錯。他自由地犯了罪。在拒絕天主愛的計畫時，他欺騙了自

己：他淪為罪的奴隸。由這原始的錯亂，產生了其他許多的錯

401 亂。人類的歷史，自一開始，見証了由人心產生的種種不幸和迫

害，都是妄用自由的後果。

1740 對自由的種種威脅。自由的運用並不意味著甚麼都可以講或

2108 甚麼都可以做的權利。聲稱「人、自由的主體，自給自足，在世

間享用事物上，以達到滿足他個人利益為終向」’這首先法是錯

誤的 1 。再者，為正確地運用自由所需要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和

1887 文他方面的條件，多次受到忽略或違犯。這些盲目和不義的情況

加重道德生活的負擔，導致強者和弱者陷於違反愛德的誘惑。背

離了道德律，人損害他本身的自由，把自我囚禁起來，斷絕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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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足的情誼，反抗天主的真理。

1 信理部，〈自由的良心〉訝︱︱令（22.3.1986) 13. 

解放和救恩。基督以其光榮的十字架，為所有的人帶來了救 1741 

恩。基督把人自奴役他們的罪惡中贖回。「基督解救我們，是為

使我們獲得自由」（迦 5:1）。在基督內，我們分享「使我們獲得

自由」（若 8:32）的真理。聖神已成為我們的恩賜，依照宗徒的教 782 

導，「主的神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格後 3:17）。從現在開

始，我們以「天主子女的自由」（羅8:21) 為榮。

自由和恩寵。如果我們的自由，符合天主安置在人心中對真 1742 

理和美善的感悟，基督的聖寵絕不會與之競爭，恰好相反，一如 2002 

基督徒的經驗，尤其在祈禱中所指証的，我們越順從恩寵的推

動，我們內心的自由和我們在諸考驗中的堅定也越增長，面對外 1784 

在世界的壓力和強迫就是考驗的例子。藉著恩寵的運作，聖神教

育我們，走向屬靈的自由，為使我們在教會內和在世界上，作為

祂工程的自由合作人。

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創除對我們不利的一切障礙，使我們能

以清明的身心，自由地奉行宇航的旨意 1 。

1 《羅，馬彌撒經書〉，第三十二主日集禱經。

撮要

「天主賦給人自決的能力」 (1,惠 15:14），為使他能自由地依 1743 

附造物主，並因而抵達圓滿的幸福 1 。

1 參閱 GS17,l.

自由就是行動或不行動，和自主地採取行動的能力。當自由 1744 

是以天主、至高的美善為依歸時，會使人的行為達致完美。

自由使行為有真正人的特色，使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 1745 

這是按自己的意願而完成的。人自由的行為確是歸自己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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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 一個行為的歸咎或責任，可因無知、暴力、恐懼、和其他心

理或社會因素，而減輕或免除。

1747 行使自由的權利是一種與人的尊嚴分不闊的要求，尤其在宗

教和道德的領域內。自由的運用並不意味甚麼都可講或甚麼

都可做的權利。

1748 「基督解救了我們，是為了使我們獲得自由」（迦5:1）。

第四條

人行為的道德性

1749 自由使人成為道德的主體。當人以自願的方式做事，可以說

1732 人是其行為之父。人的行為，就是在良心判斷之後自由選擇的行

為，是可依道德觀來評定行為是好或是壞的。

一、道德性的泉源

1750 人行為的道德性取決於：

選擇的對象：

一一一追求的目的或意向﹔

一一行為的環境。

對象、意向和環境構成人行為道德性的「泉源」，或組成要

素。

1751 選擇的對象是意志故意投向的一個善。對象構成人行為的因

素。選擇的對象確定一個意願行為的道德性，是根據理智承認它

1749 和判斷它是否合乎其實的善。道德性的客觀準則，經由良心指

証，陳述善與惡的理性秩序。

1752 面對著對象，意向常站在行動主體的一邊。因為意向與行為

2520 的意願的泉源相道，並由終向決定行為，因此意向對行為的道德

品質，是一個基本的因素。目的是意肉的第一個鵲的，用以指定

行為中所追求的目標。意向是意志投向目的的動向﹔意向注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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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鵲的。意向指向行動所期待的善。意肉不只限於指點我們的

個別行為，更能調配許多不同的行為，歸向同一的目標：意向能

夠引導人的一生走向最終的目的。例如，一次服務原以幫助近人 的l

為目標，但能同時受到天主聖愛的敢發，以愛天主作為我們所有

行為的最後目的。同一個行為也能夠受到多種意向的影響，譬

如，服務是為了得到某種益處，或為了獲得虛榮。

一個良好的意向（如：幫助近人）不能使一件本身放任的行 1753 

為（撒謊、排謗）成為良好而正當的。目的並不使方法成為正當 2479 

的。由此，人不能為了拯救一個民族，而把處罰一個無辜的人視 別

為合法的方法。反過來說，一個附加上去的不良意向（如虛假光

榮）卻能使一個本身可以是良好的行為（如施捨）1 ，成為不良

的。

1 參閱瑪6:2-4.

環境，包括後果在內，是道德行為的次要因素。環境的影響 1754 

在於加重或減輕人行為道德的善或惡（例如偷竊的數量）。環境

也能夠減少或增加行動者的責任（如因怕死而做）。環境本身不 1735 

能改變行為原有的道德性質﹔環境不能使一個內在惡的行為，成

為良好或正當的。

二、善行與惡行

道德上良好的行為，同時假定對象、目的和環境都是良好 1755 

的。一個不好的目的使行為敗壞，即使這行為的對象本身是好的

（如祈禱和禁食「為給人看見」）。

選擇的對豪只就其本身來說，便能使一個行為全面敗壞。有

一些具體的行為一一如淫亂，常是錯誤的選擇，因為選擇這些行

為，牽涉意願上的錯亂，亦即是一個道德的惡。

因此，斷定人行為的道德性，只考慮引起行為的意向，或是 1756 

作為框架的環境（氛圖、社會壓力、強迫或行動的需要等等），

是錯誤的。有些行為，因其本身，在其本身，不論處於何環境，

不論有何意向，因其對象的關f奈，常是嚴重不道德的。例如，褻

人位格的尊嚴 421 



1789 ﹔賣于申明和宜發假誓，謀殺和通姦。人總不可為得到一個書而作

惡。

撮要

1757 封象、意向和環境構成人行為道德性的三個「泉源」。

1758 選擇的對象確定一個意願行為的道德性，根據理性認可它和

判斷它是好是壞。

1759 「人不能以良好的意向使不良的行為成為正當的 J 1 0 目的

並不使方法成為正當的。

1 聖多瑪斯，〈論寸誡＞ 6. 

1760 道德上良好的行為假定有良好的對象、目的和環境。

1761 有一些具體的行為，若選擇了，不論怎樣都是錯事，因為選

擇這些行為牽涉意願上的錯亂，亦即是一個道德惡。人總不

可為得到立在一個善而行惡。

第五條

情慾的道德性

1762 有位格的人以他自願的行為而導向真福。人體驗的情慾或情

戚，能夠使他傾向於真福，並有所貢獻。

一、情慾

1763 「情慾」一詞是基督徒傳統的用詞。情感或情慾是指感性的

激情或感動﹔情慾使人在面對所感受到的或想像到的善或是惡，

傾向行動或不行動。

1764 情慾是由人心理層面的自然因素所組成，情慾提供戚性生活

和精神生活之間交往的通道並保障其聯繫。我們的主曾指出，人

368 的心為情慾活動湧流不息的泉源 1 。

1 參閱谷 7:21.

422 人的召叫：在聖神內的生活



情慾有許多種。最基本的情慾便是受到善的吸引而產生的愛 1765 

情。愛情對不在目前的善產生渴求，和得到它的希望。這動向的

完成在於獲享善的快感和喜樂。惡的體會則產生憎恨、厭惡和恐

懼惡的來臨。這動向的終結則在於對當前惡的哀愁，或抗拒惡的

憤怒。

「愛是要別人得到幸福」 1 。所有其他的情感都以此人心對 1766 
善的原始嚮往作為泉源。唯有善才值得愛2 。「若愛是惡的，情 1704 

慾也是惡的﹔若愛是善的，情慾也是善的」 3 。

1 STh 1-2,26,4. 2 參閱聖奧恩定，《論聖三） , 8,3,4: PL 42,949-950. 

3 聖奧思定，〈天主之城） 14,7,2: PL41,410. 

二、情慾與道德生活

情慾本身既非善亦非惡。情慾得到的道德評價，只看情慾是 1767 

否有效地受理性和意志的管轄。情慾稱之為自願自勻，「或者因為 1860 

情慾受到意志的指使，或者因為意志不加以阻止」 1 。情慾是否

是道德善或人↑生善的成全，要看它是否接受理性規範2 。

1 STh 1 2,24,1. 2 參閱S甘i 1-2,24,3. 

強烈的感受不決定一個人的道德和聖德：這些感受好似一座 1768 

水庫，可以從中源源不絕地汲取表達道德生活的形象和情感。當

↑青慾有助於一個善的行為，在道德上便是善的，反過來說，便是

惡的。正宜的意志把所接納的感性推動導向美善和其福﹔不良的

意志則屈服於無規律的情慾之下，給情慾火上加油。情感的觸動

和戚受能為德行所提升，或為惡習所敗壞。 泊的， 1865

在基督信徒的生活裡’聖神所達成的工作是推動整個的人， 1769 

包括其痛苦、恐懼、悲傷，一如主在山園中和苦難中所顯示的。

在基督內，人性的戚受能夠在愛德和天主的真福中達致圓滿。

人在道德上的完美，不僅在於人為意志所驅使而向善，也靠 1770 

感性對善的慾望，一如聖詠所說：「我的心靈以及我的肉身，向 30 

生活的天主踴躍歡欣」（詠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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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1771 「情慾」一詞是指情感或感受。人透過自己的情感的觸動，

預先感受到甚麼是善和懷疑甚麼是惡。

1772 最主要的情慾是愛和恨，渴求和驚懼，欣悅、哀愁和憤楚。

1773 情慾作為感性上的傾向，本身沒有道德上的善或惡可言，而

要看這些情感是否出自理智和意志，才談得上道德的善或

惡。

1774 情感的觸動與感受能為德行所提昇，或為惡習所敗壞。

1775 倫理善的完美，在於人不但為意志所驅使而向善，而且也為

其「心」所耳甚f吏。

第六條

道德的良d心

1776 「人在其良心的深處，發現法律的存在。這法律的來源並不

I卿 是人，人卻應服從之。這法律的呼聲不斷地促使人去愛、行善並

避惡，在適當時刻，它便於人內心發出迴響．．．．．．這是天主在其心

內銘刻的法律．．．．．．良心是人最秘密的中樞、聖戶斤。在此，人獨自

與天主會唔，並聽到祂的聲音」 1 。

1 GS 16. 

一、良心的判斷

1777 道德的良心存在於人心深處 1 ，在適當的時刻，囑咐他行善

避惡。道德的良心也判斷具體的抉擇，良好的予以贊同，不好的

加以講責2 。道德的良心証明與至善相關真理的權威，人原受到

1766, 2071 至荐的吸引並由祂領受了誡命。當聆聽道德良心的時候，明智的

人便能聽到天主發言。

1 參閱羅2:14 16. 2 參閱羅 1:32.

1778 道德的良心是理性的一個判斷，藉此人可以對一個將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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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行為，正在做的行為，或已經完成的行為，認出其道德的品 1749 

質。人無論講甚麼，做甚麼，必須忠實地依照他所確知為公正的

和正宜的去講去做。藉著良心的判斷，人領會並認出神律的規

定：

良心是我們心靈的法律，但超越我們的心靈，對我們發號施

令，指示責任和職務，恐懼和希望．．．．．．良心是自然界中，一如

恩寵界中的那位傳訊者，透過面紗向我們發言，教導我們，帶

領我們。良心是基督所有代表中的第一位代表1 。

1 若翰亨利﹒紐曼，〈致吉若干昌克公爵書｝ 5.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為聆聽和順從個人良心的聲音，每一個 1779 

人必須小心地面對臼己。這內心收斂的要求格外需要，尤其是因 1886 

為我們所面對的生活屢次阻擾我們反省、省察、或自我收斂：

返回你的良心，向她發問．．．．．．弟兄們，返回內心，並在你所做

的一切中，注視那位作証者一一天主 1 。

1 聖奧思、定，《致巳特人論若望書信｝ 8,9: PL 詣，20吐1.

人位格的尊嚴包含並要求道德良心的正直。道德良心包括對 1780 

道德原則的領會（本性良心， synderesis） ，包括將這些原則，

經過理性和善惡的實際分辨之後，運用於目前的環境，最後，包

括對一些具體的行為，不論是行將開始的，或是已經完成的，作

出判斷。在理性的法律內有關道德善所宣告的真理，實際上，具

體地，亦為良心所作的謹慎判斷所承認。人稱那依照這判斷作選 1806 

擇的人為明智的人。

良心使人對所完成的行為負起責任。如果人作惡，良心的正 1781 
直判斷能夠留在他內作為善的普遍真理的見証，同時對他這一次 1731 

選擇作見証。良心判斷的裁決，仍可成為希望和慈悲的保証。在

指証所犯的錯誤時，提醒人祈求寬恕，繼續行善，並因著天主的

恩寵不停地修練德行：

在祂面前可以安心﹔縱然我們的心責備我們，我們還可以安

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祂原知道一切（若~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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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 人有依照良心和自由行事的權利，為使他本人得以作出道德

的抉擇。「不應強迫人違反良心行事，也不應阻止人依照良心行

2106 事，尤其在宗教事務上是如此」 1 。

1 DH 3,3. 

二、良心的培育

1783 良心應該受到教導，道德的判斷應該受到光照。受過良好培

育的良心是正直和誠實的。它依循理性，符合造物主的智慧所願

的真善而作出判斷。良心的教育是必需的，因為人類遭受負面的

2039 影響，並受到罪的誘惑，寧願隨從個人的私意，拒絕接受權威性

的教導。

1784 良心的教育是一項畢生的工作。白人生的最初幾年，它做發

兒童，使他認識並實行由道德良心承認的內心法律。明智的教育

教人修養德行，預防或治療由人性的軟弱和過失所產生的恐懼、

1742 自私和自大、罪惡感和自滿的衝動。良心的教育保証自由，產生

心靈的平安。

1785 在良心的培育中，天主聖言是我們路途上的光明 1 ：我們應

在信德和祈禱中聽取聖言，並付諸實行。我們還應該在主十字架

的注視之下省察我們的良心。我們有聖神的恩寵作為支持，有他

890 人的見証或勸告作為扶助，也有教會權威性的教導作為引導2 。

1 參閱詠119:105. 2 參閱DH14.

三、依照良心作抉擇

1786 在必須作倫理抉擇前，良心可按照理性和神律作出一個正確

的判斷，或者剛好相反，作出一個錯誤的判斷而與之相背。

1787 人有時遇到一些情況，使道德的判斷不大肯定，並難以作出

1955 決定。但他必須常常尋求正當的和美善的，並辨別神律所表達的

天主的旨意。

1788 為此，人藉著明智的德行，請教博學的人，並依靠聖神及其

1806 神恩的幫助，努力解釋經驗的諸多資料和時代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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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況下均適用的一些規則：

一一總不允許為達到一個善而作惡。

1789 

1756 

一一「金科玉律」：「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 1970 

給人做」（瑪7:12)1 。

一一愛德常是經由尊重近人及其良心而實踐：「你們這樣得罪了 1827 

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格前 8:12）。 1971 

r更好是不作甚麼能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羅 14:21 ）。

1 參閱路 6:31﹔多 4:15.

四、錯誤的判斷

人該常聽從自己良心確定的判斷。如果人明知故意違反這樣 1790 

的判斷而行事，他必將定自己的罪。但是也有可能，道德的良心

處於無知中，並對即將採取或已經冒犯的行動，作出錯誤的判

斷。

這種無知多次能歸咎於當事人，要他負責。「當人對探求其 1791 

理及美善不大注意，或因犯罪習慣而良心變得幾乎盲目時」 1 ' 1704 

就會發生此種情況。在這情況下，人對自己所作的惡要負罪責。

1 GS 16. 

對基督及其福音的無知、他人留下的惡表、作情慾的奴隸、 1792 

對良心獨立自主的誤解和意圖、拒絕接受教會的權威和教導、缺 133 

乏皈依和愛德，都能成為對倫理行為判斷偏差的原因。

反過來說，如果無知是無法克服的，或者錯誤的判斷對道德 1793 

的主體無責任可言，這人所作的惡便不能歸咎於他。但這行為畢 1860 

竟是一件邪惡、欠缺、錯亂的事。因此，應該下功夫努力糾正道

德良心的錯誤。

良好而潔淨的良心受到其實信德的照耀。因為愛德同時發自 1794 

「純潔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誠的倍｛CP J C 弟前 1:5) 1 。

正確的良心越佔優勢，私人及團體越不致為盲目的武斷所左

右，亦越能遵循倫理的客觀準則2 。 1751 

1 參閱弟前3:9﹔弟後 1:3﹔伯前3:21：宋 24:16. 2 G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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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1795 「良心是人最秘密的中樞、聖所。在此，人獨自與天主會

唔，而聽到天主的聲音」 1 。

1 GS 16. 

1796 道德的良心是理性的一個判斷，藉此，人可辨認一個具體行

鳥的道德品質。

1797 為行了惡事的人，他良心的裁判仍可成為皈依和希望的保

吉正。

1798 受過良好培育的良心是正直和真實的。它依循理性，符合造

物主的智慧、所願的真善而作出判斷。人人都應設法培育自己

的良心。

1799 在必須作倫理的抉擇前，良心可按照理性和神律作出一個正

確的判斷，或者剛好相反作出一個錯誤的判斷而與之背離。

1800 人常該聽從自己良心確定的判斷。

1801 道德的良心能處於無知中，或者作出錯誤的判斷。這種無知

和錯誤並不時常免除人的罪責。

1802 天主聖言是我們路途上的一盞明燈。我們該在信德和祈禱中

聽取聖言，同時要付諸實行。這樣才可培育自己的良心。

第七條

德行

1803 「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

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你們

都該思念」（斐4:8）。

1733 德行是一種習慣性的堅決行善的傾向。德行使人不但完成善

1768 行，更付出自己最好的一分。有德行的人，以他感性的和精神的

全部力量奔向善﹔他在具體的行為中追求善並選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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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生活的目的是為肖似天主 1 。

1 聖額我略﹒尼撤，〈論真福講篇） 1: PG 44,1200D. 

一、人性的德行

人性的德行乃屬理智和意志的堅決的態度、穩定的傾向、習 1804 

慣性的完美。德行依照理性和信德，規範我們的行為，管理我們

的情慾，引導我們的舉止。德行使我們容易地、自制地、愉快地 2500 

度一個美好的道德生活。有德行的人就是自由地實踐善的人。

倫理的德行是以人力取得的。倫理的德行是道德良好行為的

果實和種子﹔倫理的德行支配人的所有能力，為與天主的愛共 1827 

融。

四樞德的分辨

有四個德行扮演著樞紐的角色。因此被稱為「樞德」﹔其他 1805 

一切德行環繞著這四個樞德而組合在一起。四樞德就是智德、義

德、勇德和節德。「你愛慕正義嗎？應知道：德行是智慧工作的

效果，因為她教訓人節制、明智、公義和勇敢」（智 8:7）。這四

個樞德，在別的名稱之下，在聖經許多章節中，備受讚揚。

智德是支配理性之實踐的德行，使它在任何環境中辨別甚麼 1806 

是我們的真善，並簡選適當的方法使之實現。「明智的人，步步

謹慎」（接14:15）。「你們應該慎重，應該醒寢祈禱」（伯前4:7）。

聖多瑪斯隨從亞里斯多德寫道：智德是「行為的正直規則」 1 。 1788 

智德不和膽小或害↑白，口是心非或虛偽相混。智德被稱為諸德的

舵手：智德導引別的德行，為之指出規則和標準。智德直接引導

良心的判斷。明智的人依照所作的判斷決定和處理他的言行舉 1780 

止。因著智德，我們在個別的場合乎里，無誤地運用倫理的原則，

並在辨別當行的善和當避的惡時，克服遲疑不決。

1 STh 2 2,47,2. 

義德是倫理的德行，在於依循恆久和堅定的意願，給予天主 1807 

和近人所應得到的。對天主，義德又稱為「虔敬的德行」（virtue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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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ligion）。對人，義德使人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奠定在人際

2401 關條中的和諧，因而促進人類之間的平等和公益。有義德的人經

常在聖經中被提及，他們思念正直習以為常，對待近人公正不

偏。「不可袒護窮人，也不可重視有權勢的人，只依正義審判你

的同胞」（肋 19:15）。 「作主人的，要以正義公平對待奴f羹，因

為該知道，你們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哥4:1) 。

1808 勇德是倫理的德行，它確保人在困境中有毅力，在追求善時

有恆心。勇德堅定人的主意，在倫理生活中力拒誘惑，克服困

2848 難。勇德使人能夠克勝恐懼，視死如歸，冒險犯難，甘受迫害。

2473 勇德能夠使人為了維護正義的事，甘願放棄一切，甚至犧牲自己

的生命。「上主是我的勇力與歌詠」（詠118:14）。「在世界上你

們要受苦難﹔然而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 16:33）。

1809 節德是倫理的德行，它調節！即生樂趣的吸引，並使人在運用

世物時，保持平衡。節德確保意志對本能的自主能力，使人的慾

2341 望維持在合乎正理的範圍之內。有節德的人調節情慾以善作為取

向，並保持著一種健全的審慎態度，「不要順從你的偏情和你的

能力，去滿足你心中的慾望」（德 5:2)1 。在舊約中，節德常受到

2517 讚揚：「不要順從你的慾情，要抑制你的慾望」（德 18:30）。在

新約中，節德稱為「節制」或「有限度」。我們應當「有節地、

公正地、虔敬地在今世生活」（鐸2:12）。

人若欲善生，自當全心、全靈、全力去愛至善的天主。人（藉

著節德）為主保持完整的愛，（藉著勇德）不為任何不幸所動

搖，只服從唯一的主（這就是義德），清醒辨別一切事物，以免

受詭詐及謊言的侵害（就是智德）2 。

1 參閱德37:27 31. 2 聖奧思定，〈論至公教會的習俗｝＞ 1,25,46: PL 32,1330-1331. 

德行與恩寵

1810 人的德行是通過教育、自主的行為和努力不懈的恆心而逐漸

1266 修成的，因天主的恩寵而得到淨他和提昇。在天主的助佑之下，

德行鍛鍊性格、使人易於行善。有德行的人視實踐德行為一樂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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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罪惡所傷害的人，保持道德的平衡，不是一件易事。基督 1811 

的救恩賜給我們為恆心追求德行必要的恩寵。每一個人應時常干斤 2015 

求這光明和勇毅的恩寵，領受聖事，並與聖神合作，隨從祂的召

喚，熱愛美善，戒避邪惡。

二、超性的德行 2086-2094 
2656-2658 

人的德行值根於超性的德行。超性的德行使人的官能，能適 1812 

於分享天主的性體 I 。實際上超性的德行直接歸向天主。超性的

德行促使基督徒活出與天主聖三的關條。這些德行以三位一體的 1266 

天主為根源、動機和對象。

1 參閱伯後 1:4.

超性的德行奠定、激發基督徒的倫理行為，並顯示其特點。 1813 

超性的德行激發所有倫理德行並使之定型而活躍起來。超性的德

行是由天主注入信友靈魂的，為使他們能以天主子女的身分行

事，並掙得永遠的生命。超性的德行是聖神在人的官能上臨在並 2008 

行動的保証。超性的德行有三個：信德、望德和愛德 1 。

1 參閱格前 13:13.

信德 142-175 

信德是超性的德行，藉著信德我們信天主，信祂所說過的和 1814 

毆示給我們的一切，並且信聖教會為我們提出的當信的道理，因

為天主自己就是真理。因著信德，「人自由地把自己整個託付給 506 

天主」 1 。因此，信者尋求認識和實踐天主的聖意。「義人因f吉

德而生活」（羅 1:17）。生活的信德「以愛德行事」（迦5:6）。

1 DV5. 

誰不犯違反信德之罪，信德的恩寵就常存留在他內 1 。但是 1815 

「信德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2:26）：缺少了望德和愛德，信德

並不使信者與基督完全結合，也不使他成為基督身體上生活的肢

體。

1 參閱特倫多（1547): DS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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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 基督的門徒不該只是保持信德，活出信德，還該宣認信德，

2471 滿懷著信心為信德作証，並傳揚信德：「所有的人都要準備好在

人前承認基督，並在教會屢屢遭遇的迫害之中，追隨基督走十字

架苦路」 1 。為信德服務，為信德作見証，是獲救的條件。「凡

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認他﹔但誰若在人前

否認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認他」（瑪 10:32-33）。

1 Iβ42﹔參閱 DH14.

望德

1817 望德是超↑生的德行，藉著望德我們期盼天國和永生，視之為

1024 我們的幸福：我們所信靠的是基督的許諾，所依賴的不是我們自

己的力量，而是聖神恩寵的助佑。「應該堅持所明認的望德，毫

不動搖，因為應許的那位是忠信的」（希 10:23）。「這聖神是天

主藉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豐富地傾注在我們身上的，好使我們

因祂的恩寵成義，本著希望成為永生的繼承人」（鐸3:6-7）。

1818 望德是回應人對幸福的嚮住，這嚮往是天主放置在人心內

27 的﹔望德接受那激發人行動的各種希望，並予以淨忙，使之導向

天國：望德保護人不致陷於敗興﹔望德在無依無靠中給予支持﹔

望德使期待永福的人心花怒放。望德的熱情奔放預防自私，導向

愛德的幸福。

1819 基督徒的望德重振並滿全選民的希望。這希望始於亞巳郎，

所 並以E巴郎的希望為典型，亞巳郎在依撒格身上蒙受天主很多的

許諾，並因祭獻獨子的試探得到淨化 1 0 「他在絕望中仍懷著希

望而相信了，因此便成了萬民之父」（羅4:18）。

1 參閱會lj 17:4-8; 22:1-18. 

1820 基督徒的望德自耶穌傳道之初，即在宣告真福之時，就開始

1716 展開。真褔引起我們對天鄉的盼望，一如嚮往新的預言午之地﹔其

福為耶穌的門徒指出到達天鄉之路，他們須經歷各種試探。但

是，因著耶穌基督的功績和苦難，天主在望德中保護我們，「望

德不叫人蒙羞 J （羅 5:5）。望德是「靈魂的鐵鍋」’既穩妥又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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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深深地拋入了．．．．．．作前驅的耶穌己為我們進入了的那悵慢

的內部」（希 6:19-20）。望德也是一種武器，在爭取救恩的戰鬥

之中保護我們：「穿上信德和愛德作甲，戴上得救的望德作盔」

（得前 5:8）。即使在試探中，望德也帶給我們喜樂：「論望德，

要喜樂﹔在困苦中，要忍耐」（羅 12:12）。望德在祈禱中得以表

達並獲得滋養，尤其在主禱文（天主經）中，「我們的天父」是 2772 

望德教我們想望的一切的綱要。

因此，我們可以期盼天主對那些愛祂 1 ，並承行祂旨意者 2 ' 1821 

所應詐的天上的光榮。在任何情況下，每一個人應依賴天主的恩

寵，其月盼「恆心到底」 3和獲得天上的喜樂，作為天主對那些因 2016 

基督的恩寵所完成的善功，戶斤給予的永遠賞報。在望德中，教會

祈求「所有的人都得救」（弟前 2:4）。教會渴望在天上的光榮 的7

中，與其淨配基督結合為一：

希望吧！我的靈魂啊，希望吧！你不知那日子和那時間。你要

悉心注意，一切會很快地過去，雖然你的不耐把確實的認為可

疑，把短促的當作長久。請想一想，你越戰鬥’越能對你的天

主証實你的愛，有一天你就越能與你的「至愛」，生活在幸福

中，在欣喜若狂中，永無盡期4 。

1 參閱羅 8:28 30. 2 參閱瑪 7:21. 3 參閱瑪 10:22﹔參閱特倫多： DS 1541. 

4 要女大德蘭，〈靈魂向天主的呼喊）＞ 15,3. 

愛德

愛德是超性的德行，藉著愛德我們為了天主自身，愛祂在萬 1822 

有之上，又為愛天主的緣故，愛人如己。 1723 

耶穌把愛德作為新的誡命 1 。耶穌愛那屬於祂的人，「愛他 1823 

們到底」（若 13:1) ，藉此顯示祂由父所領受的愛。門徒們藉彼此 1970 

相愛，效法他們由耶穌所領受的愛。因此，耶穌說：「正如父愛

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若 15:9）。又

說：「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

（若 15:12）。

1 參閱若 13:34.

人位格的尊嚴 433 



1824 愛德是聖神的效果及法律的滿全，愛德遵守天主和祂的基督

凹 的命令：「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使存

在我的愛內」（若 15:9-10)1 。

1 參閱瑪22:40：羅 13:8-10.

1825 當我們還是「f九敵」的時候，基督為愛我們而死（羅 5:10）。

604 主要求我們如同祂一樣去愛人，甚至愛仇人 l ，把最疏遠的人視

為近人2 ，愛孩童3和窮人，如同祂一樣4 。

聖保祿宗徒繪出了一張無與倫比的愛德素描：「愛是含忍的，

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禮的事，不

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其理同

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13:4-7）。

1 參閱瑪 5:44. 2 參閉路 10:27-37. 3 參閱谷 9:37. 4 參閱瑪25:40,45.

1826 聖保祿宗徒又說：「若沒有愛德，我甚麼也不算．．．．．．」。所

有蒙受的特恩、所作的服務、甚至所有的德行．．．．．．「我若沒有愛

德，為我毫無益處」（格前 13:1-4）。愛德超越所有德行。愛德在

超性的德行中佔著首位：「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這三樣，

但其中最大的是愛」（格前 13:13）。

1827 所有德行的操練都由愛德激發和歐迪。愛德是「全德的聯

815 繫」（哥 3:14）﹔愛德是諸德的模式：愛德連接諾德，安排它們的

826 順序：愛德是基督信徒修德的泉源和終點。愛德確保和淨化我們

愛的能力。愛德提昇人的愛到達天主之愛那超性的完美境界。

1828 實踐由愛德所激發的倫理生活，使基督徒享有天主子女的靈

1972 性自由。在天主台前，他不再像一個滿懷恐懼的奴隸，也不再像

一個為賺薪酬的傭工，但像一個兒子，只為還愛「首先愛了我

們」的那一位（若－ 4:19) : 

或者為了怕受懲罰，我們躲避罪惡，這是一種奴隸的心態。或

者我們為酬報所引誘，這時我們形同商賈。最後，或者為了善

的本身，為了愛那給我們出命者，我們服從命令．．．．．．，這時我

們有的是子女的心態、 1 。

1 聖巴西略﹒凱撒里亞，你回談會規〉前言 3: PG 31,8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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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的果實是喜樂、平安和憐憫：愛德要求樂善好施和弟兄 1829 

般的規勸﹔愛德是一腔善意，激發互相關懷，保持大公無私及慷 2540 

慨大方﹔愛德是友誼和共融：

我們所有事功的完成是愛，愛是目標：為了得到愛，我們奔

馳，為了嚮往愛，我們奔馳﹔一旦抵達，就在愛中安息1 。

1 聖奧恩定，〈致巴特人論若望書信｝ 10,4: PL 詣，2057.

三、聖神的恩賜與果實

基督徒的倫理生活是由聖神的恩賜所支持。聖神的恩賜是持 1830 

久的傾向，使人溫順良善，隨從聖神的推動。

聖神的七恩是：上智、聰敏、超見、剛毅、明遠、孝愛和敬 1831 

畏天主。七恩的圓滿乃歸屬於基督、達味之子 1 。七恩使領受的

人德行完備，並達致完美的境界。七恩使信徒溫順良善，爽快地 1266 1299 

隨從天主的敢發。

願你的善神時常引導我，走上平坦的樂土（詠 143:10）。

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既是子女，

便是繼承者，是天主的繼承者，是基督的同繼承者（羅8:14,17）。

1 參閱依 11:1一2.

聖神的果實是聖神在我們身上形成的美德，作為永遠光榮的 1832 

初果。教會傳統列出十三個：「仁愛、喜樂、平安、忍耐、容 736 

忍、良善、厚道、溫和、忠信、端莊、節制、貞潔」（迦 5:22-23

拉丁通行本）。

撮要

德行是一個習慣性的堅決行善傾向。 1833 

人性的德行乃屬理智和意志上的穩定傾向，這些德行依照理 1834 

性和信德，規範我們的行為，調迫我們的情慾，指導我們的

操行。人性的德行可環繞四個樞德予以組合，就是智德、義

德、勇德和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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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 智德支配理性的實踐，在任何環境中辨別甚麼是我們的真

善，並揀選適當的方法使之實現。

1836 義德在於依循恆久和堅定的意願，給予天主和近人所應該得

到的。

1837 勇德確保人在困境中的毅力，在追求善時有恆心。

1838 節德調節感性快樂的吸引，並使人在運用世物時能保持平

衡。

1839 倫理的德行是通過教育、自主的行為和努力不懈的恆心，逐

漸成長。天主的恩寵淨化和提昇它們。

1840 超性之德促使基督徒活出與天主聖三的關係。這些德行以天

主為根源、動機和對象，在信德中認識天主，我們因祂本身

期盼祂、愛慕祂。

1841 超性之德有三個：信德、草德和愛德 1 。它們使各種倫理德

行定型，並使之活躍起來。

1 參閱格前 13:13.

1842 藉著信德我們信天主，並信祂啟示給我們的一切，信聖教會

為我們提出的當信的道理。

1843 藉著望德我們以堅定的信心渴求和期盼天主賜予我們永生，

和那承受永生的恩寵。

1844 藉著愛德我們愛慕天主在萬有之上，又為天主的緣故愛人如

己。愛德是「全德的聯繫」（哥3:14月口諸德的模式。

1845 聖神賜予基督徒的七思是：上智、聰敏、超見、剛毅、明

達、孝愛和敬畏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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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悲與罪過

第八條

罪過

福音是在耶穌基督內，天主對罪人慈悲的敢示 1 。天使向若 1846 

瑟宣告說：「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為祂要把自己的民族，由 430 

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瑪 1:21) 。感恩祭、救贖的聖事，也是 1365 

這樣：「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

（五胃 26:28) 。

1 參閱路 15.

「天主創造我們，不需要我們，但祂為救贖我們，不願沒有 1847 

我們」 1 。若要獲得天主的仁慈，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過錯。 387,J的

「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就是欺騙自己，真理也不在

我們內。但若我們明認我們的罪過，天主既是忠信正義的，必赦

免我們的罪過，並洗淨我們的種種不義 J （若一 1 :8-9）。

1 聖奧思定，〈講道集｝ 169,11,13: PL 38,923. 

如聖保祿所肯定的：「罪惡在哪裡越多，恩寵在那裡也越格 1848 

外豐富」。但是為進行它的工作，恩寵必須指証罪惡，以便改變 385 

我們的心靈，並給我們「正義，使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獲得

永生」（羅 5:20-21) 。天主就如良醫，在治療傷口之前，必先深

入探測，就是藉著祂的聖言和聖神，對罪惡投射強烈的神光：

皈依要求對罪的認清，包括良心內在的判斷，這是真理之神在

人心靈深處行動的証明，同時也成為獲得新賜予的恩寵幸口愛的

開始：「你們領受聖神罷」。因此，從「關於罪過的認清」來

看，我們發現雙重恩典：良心的真理之恩，及救贖的確定之

恩。真理之神就是護慰者 1 。 1433 

1 ＜生命之神＞ 31,2. 

二、罪過的定義

罪過是一個違反理性、真理、正直良心的過錯：罪過是因了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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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對某些事物反常的依戀，而欠缺了對天主和近人的真愛。罪過傷

的2 害人的本性並傷害人的連帶責任。罪過定義為「違反永恆法律的

一句話，一個行動，或一個願望」 1 。

1 聖奧恩定，〈駁斥摩尼派人浮士德） 22,27: PL 42,418; STh 1-2,71,6. 

1850 罪過是一個冒犯天主的行為：「我得罪了林，唯獨得罪了

1440 掠，因為我作了你視為惡的事」（詠51:6）。罪過是起來違反天主

397 對我們的愛，並使我們的心背向天主。如同第一個罪，罪過是連

命，反抗天主，願意成為「如同天主一樣」，要認識和決定善和

惡（創 3:5）。如此，罪過是「自私自愛，竟致輕噁天主」 1 。因

“ 這自傲自大的高舉自己，罪過與救主耶穌的順命完成救恩，背道

而馳2 。

1 聖奧恩定，〈天主之城） 14,28: PL 41,436. 2 參閱斐 2:6 9. 

1851 正是在苦難中，基督的仁慈克勝罪惡，也在苦難中，罪惡十

分清楚地顯示了它的兇猛及其多面的邪惡：首長和民眾的無信、

3月 殺人的仇恨、排斥、嘲笑，比拉多的怯懦，兵士們的殘暴，猶達

斯對耶穌如此無惰的背叛，伯多祿的否認以及門徒們的遺棄。然

2746, 616 而，就在這黑暗和今世首領 1的時辰，基督的奉獻隱秘地成了寬

恕我們罪過的源源不絕的泉源。

1 參閱若 14:30.

三、罪過的不同種類

1852 罪過有許多種類。聖經列出了一些罪過的清單。致迦拉達人

書把肉體的作為和聖神的效果互相對立：「本性私慾的作為是顯

而易見的：即淫亂、不潔、放蕩、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

競爭、嫉妒、忿怒、爭吵、不睦、分黨、妒恨、醉酒、宴樂，以

及與這些相類似的事。我以前勸戒過你們，如今再說一次：做這

種事的人，決不能承受天主的國」（迦5:19 21)1 。

1 參閱羅 1:28-32﹔格前 6:9 10：弗 5:3-5﹔哥 3:5-8：弟前 1:9-10﹔弟後 3:2-5.

1853 罪過的分類可按其對象，一如人的任何行為，可按其相反的德行，

17刀， 2067 不論過分或不及，也可按其所違反的誡命而分類。罪過也可按對天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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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對自身的關條來加以區分﹔可分為屬靈和肉慾的罪過，還可分為思

想、言語、行動或缺失的罪過。依照主的教導，罪惡的根源發白人的內 368 

心，發白人的自由意志：「因為由心裡發出來的是惡念、凶謹、姦淫、邪

淫、盜竊、妄証、毀謗。這些都使人污穢」（瑪 15:19-20）。在心內也有愛

德存在，這是美善和純潔事工的本原，但為罪惡戶斤擊傷。

四、罪過的嚴重性：大罪和小罪

按嚴重↑生來審斷罪過是適宜的。把罪過分為大罪和小罪，這 1854 

在聖經中早已有跡可尋，也成為教會的傳統 1 。人們的經驗也証

實如此。

1 參閱若~5:16 17. 

大罪是嚴重地違反天主的法律，摧毀在我們心內的愛德﹔大 1855 

罪是人把低下的美善放在天主之上，背離作為自己終向和其福的 1395 

天主。

小罪雖然觸犯和傷害愛德，但仍讓愛德留在我們之內。

由於大罪攻擊在我們內生命的基礎，那就是愛德，因此需要 1856 

一個來自天主仁慈的新主動和一個心靈的皈依，這通常於修好聖 1446 

事內完成：

當意志導向一件事物，若這事物在本質上違反人生終向的愛

德，這時，就其對象而言，即構成了大罪．．．．．．，不論是反對愛

天主，如褻潰、發虛誓等等，或者是反對愛近人，如殺人、姦

淫等等．．．．．．。反過來說，有時罪人的意志趨向的一事一物，其

本身是一種錯亂，但並不反對愛天主和愛近人，如無益的廢

話、多餘的嘻笑等等，這一類的罪，便是小罪 1 。

1 STh 1-2,88,2. 

一個罪成為大罪，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大罪是指其對 1857 

象是嚴重的事情，又是明知而故犯的罪」 1 。

1 ＜和好與懺悔＞ 17,12. 

嚴重的事情，依照耶穌答覆富少年的話，是經由十誡所確 1858 

定：「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做假見証，不可欺 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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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應孝敬你的父母」（谷 10:19）。罪過的嚴重性有輕重的分

2214 別：殺人比偷盜更為嚴重。受害人的身分也在考慮之列：向父母

施暴，就事情本身來說，比對外人施暴更加嚴重。

1859 大罪必須是知道清楚，又是完全同意的。這假定事先知道該

1734 行為是有罪的，是違反天主法律的。這也包括同意經過足夠的考

慮，可以稱得上是個人的抉擇。偽裝的無知和冷酷無情的心地 1 ' 

不但不減輕，反而增加罪過明知故犯的程度。

1 參閱谷3:5 6：路 16:19 31. 

1860 非故意的無知能減輕，甚至免除嚴重過錯的歸咎性。但是人

1735 人應該知道銘刻在每一個人良心中的道德律原則。感性的衝動和

1767 情慾，一如外來的壓力和病理學的困擾，同樣能夠減輕故意和自

由的程度。惡意的罪過，存心選擇邪惡的罪過，是最嚴重的。

1861 大罪，一如愛本身，是人自由的根本抉擇。大罪導致愛德的

1742 失落和聖缸，粵、寵的喪失，就是恩寵狀態的喪失。人若不藉著悔改

和天主的寬恕蒙受救贖，他將招致被損棄在基督的神國之外，和

1033 地獄的永死，因為我們的自由有能力作出永久而無可挽回的抉

擇。然而，就一個行為本身而言，我們固然能夠斷定是一個嚴重

的過錯，但是對人的判斷，我們應該信賴天主的公義和仁慈。

1862 犯小罪是人在輕微的事情上，不遵守道德律的規定，或在嚴

重的事情上，違反道德的規律，但不是清楚知道，或不是完全故

意的。

1863 小罪使愛德衰弱﹔流露出對受造物錯亂的愛慕﹔阻礙靈魂

1394, 1472 修德行善的進步﹔招致暫罰。故意自勻小罪，若不懺悔，將使我

們漸漸頃向於犯大罪。不過，小罪不中斷與天主的盟約。依人

性來說，小罪是可以依靠天主的恩寵彌補的。「小罪並不剝奪

聖他或神忱的恩寵，也不剝奪愛德，因而也不剝奪永遠的真

褔」 1 0 

沒有一個人帶著自己的肉身，在此世度生，能連輕微的罪都沒

有犯過﹔這裡所謂的輕微的罪，你卻不可視為微不足道，因為

分別衡量，微不足道，合計起來，心驚肉跳。積沙成塔：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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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河﹔粒米成丘。這樣，我們還有甚麼希望呢？首先，就是懺

悔...... 2 。

1 〈干口好與懺悔＞ 17,9. 2 聖奧思、定，〈致巴特人論若望書信｝ 1,6: PL 35,1982. 

「為此，我告訴你們：一切罪過和褻潰，人都可得赦免﹔

但是褻潰聖神的罪，必不得赦免」（瑪 12:31)1 。天主的仁慈

固然無限無量，但誰若故意拒絕天主的仁慈，不願悔改，就

是不接受罪過的寬恕和聖神所提供的救援 2 0 這樣的固執頑強

能夠導致死不悔改，永遠喪亡。

1 參閱谷3:29﹔路 12:10. 2 參閱〈生命之神＞ 46. 

五、罪過的擴散

1864 

2091 

1037 

罪造成犯罪的傾向。若重複同樣行為，就滋生惡習。結果造 1865 

成邪惡的傾向，蒙蔽良心，腐蝕具體鑑別善與惡的能力。因此罪 401 

過有繁殖和加強的傾向，但是不能根除道德的意識。 1768 

各種惡習能夠針對其所違反的德行來排列，或各自歸屬於為 1866 

首的罪祟，這就是基督徒歷來隨從聖若望﹒加祥和聖大額我略 1

畫分的罪束。稱之為宗，因為是其他罪過和其他惡習的製造者。

罪宗就是驕傲、體吝、嫉妒、忿怒、逃色、貪醬、懶惰。 2539 

1 聖大額我略，〈約伯傳詮釋｝ 31,45: PL 76,621A. 

教理傳統也提及存在著「向天喊冤的罪過」 o 向天喊冤即： 1867 

亞伯爾的血 1 ﹔索多瑪的罪 2 ﹔以色列于民因埃及人壓迫而發出 2268 

的哀號3 ﹔外僑、寡婦和孤兒的呼號4 ：對僱員的不義5 。

1 參閱創 4:10. 2 參閱創 18:20﹔ 19:13. 3 參聞出 3:7-10. 4 參閱出 22:20-22.

5 參閱申 24:14 15﹔雅 5:4.

罪過是個人的行為。再者，在別人犯的罪過中，如果我們給 1868 

予合作，我們也要負責，如：

一一直接地、故意地參與犯罪的行動：

一一下命令、出主意、給予讚揚或認可﹔

當人犯罪時，雖有義務而不揭發，或不阻止﹔

一一袒護作惡者。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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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 於是罪過使人們互為同諜，促使私慾、暴力和不義在他們中

間為主。罪過引起反對天主美善的社會處境和制度。 「罪惡的

408 結構」是許多個人的罪過的表現和結果。罪惡的結構反過來又

1887 引誘受害者自己去作惡。就類比的意義說，它構成「社會的罪

惡」 1 。

1 參閱〈干口好與懺悔＞ 16. 

撮要

1870 「天主把眾人都禁鋪在背叛之中，是為要憐，閥眾人」（羅 11:

32）。

1871 罪過是「違反永恆法律的一句話，一個行動或一個願草」 1 。

它是一個得罪天主的行為，亦即人在一個逆命的行為上，起

來反抗天主，與基督的服從背道而馳。

l 聖奧思定，〈駁斥摩尼派人浮土德｝ 22: PL 42.418. 

1872 罪過是一個與理性相反的行為，它傷害人性和傷害人的連帶

責任。

1873 一切罪過的根源發自內心。罪過的類別和嚴重程度，主要是

取決於罪過的對象。

1874 犯大罪就是刻意地，亦即明知和故意地，選擇一件嚴重地達

反天主法律和人終向的事情。它摧毀在我們之內的愛德，缺

乏這愛德就不可能承受永生。為此，若不對此悔改，就導致

水死。

1875 小罪是指一種道德的錯亂，但可藉愛德來補救，因為小罪仍

讓愛德留在我們之內。

1876 若重複地犯罪，即使是小罪，就滋生惡習，其中首推七罪

L
P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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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人的團體

人類的被召是為顯示天主的形象，並按父的獨子的肖象而受 1877 

改變。這召叫具有個人的方式，因為每一個人被召進入天主的真 到

福：這召叫也涉及整個人類團體。

第一條

人與社會

一、人被召的團體特色

所有的人都為了同一終向，即為了天主本身而被召。天主 1878 

三位的一體性，不口人與人之間應在真理和愛中建立的兄弟手足 1702 

情誼，有相似之處 1 0 愛近人與愛天主分不開。

1 參閱 GS24,3.

個人需要社會生活。此種生活為個人不是附加的，而是他本 1879 

性的需要。人通過與他人的交往，與兄弟間的互相服務和對話， l刃6

而發展他的潛能﹔人就這樣回應他的被召 1 。

1 參閱 GS25,1.

一個社會是一群人的集合體，藉著一個超越他們中每個人的 1880 
合一原則，以有機體的方式聯合在一起。社會是同時可見的和精 771 

神的集合，在時間內持續存在：它繼承過去，準備將來。通過于土

會，每個人被立為「繼承人」’領受「才能」以豐富他的身分，

他則應該加以發展結出果實 1 。每個人理當效忠於他所參與的團

體，並尊重負責公益的掌權者。

l 參閱路 19:13,15.

每個團體由它的目標來界定，因此應遵守特定的規則，但是 1881 

「人是，且該是所有社會組織的本原、主體及宗旨」 1 0 1929 

1 GS 25,1. 

人的固體 443 



1882 某些社會團體，如家庭和國家，更直接地符合人的本性。這

1913 些團體是人所需要的。為使更多的人參與社會生活，應鼓勵創立

志願的協會和組織，「為了經濟、文他、社會、體育、娛樂、職

業、政治的目標，且不只局限於國內，也推廣至世界的層面」 1 。

這「社會化」也表達了自然的趨向，這趨向推動人為了達到超越

個人能力的目標而結社。社會化發展個人的天賦，尤其增加人的

創新力和責任戚。社會他也有助於保障人的權利 2 。

1 若望廿三世，〈慈母與導師〉通諭05.5.1961) 60. 2 參閱GS 25,2; 

〈百年＞ 12. 

1883 社會他也引發出一些危險。國家過度的干預能夠威脅個人的

自由和主動。教會的訓導曾制定了所謂輔助性的原則。根據這個

原則，「較高層的社會不應剝奪較低層社會的權限，以干預其內

2431 部生活，反而應在必要時支持它，並幫助它與其他的社會組成分

子，在行動上取得協調，以促進公益」 1 。

1 ＜百年＞ 48：參閱比的十一世，〈四十年〉通諭 (15.5.1931) . 

1884 天主並不願意把一切權力的行使單獨保留給自己。祂分給每

307 一個受造物，運用其天賦的能力，可以行使的職分。這治理的模

式應在社會生活中加以仿效。天主治理世界的態度，証實了祂對

人自由的極端尊重，這態度應能敢發人問團體統治者的智慧。他

302 們應該表現出作為天主眷顧的執行者。

1885 輔助性的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它畫清國家干預的

界限。它設法協調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它有助於建立一個名

副其實的國際秩序。

三、皈依和社會

1886 社會為實現人的召喚是不能缺少的。為達到這個目標，必須

1779 尊重正確的價值等級，就是「物理和本能的層次隸屬於內在和精

神的層次」 1 。

社會中的生活，應首先被確認是屬於精神界的事實。事實上，

社會生活是在真理光照中知識的交換、權利的行使、義務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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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探索道德善的競爭，在所有美的正當表達中、高貴樂趣的 2500 

相通，把自身最好的一分通傳給他人的恆常態度，對精神日益

富裕的共同嚮往。這些價值應該推動和領導文忙活動，經濟生

活，社會組織，政治的運動和體制，立法的程序以及社會生活

在不斷進忙中的種種表現2 。

1 ＜百年＞ 36,2. 2 ＜和平於世＞ 35. 

方法和目標的倒置 1 ，勢必給只為達到目標的于段賦予終向 1887 

的價值，或將人視為達到目標的純粹手段，結果是產生不義的結 909 

構，這結構「將使基督徒的生活，要符合立法者天主的誡命，發 1869 

生困難，而實際上成為不可能J 2 。

1 參閱〈百年＞ 41. 2 比約十二世， 1941年6月 1 日五旬節講詞。

因此，應該求助於人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並呼籲人經常需要 1888 

進行內在的皈依，為促成社會的改變，使它其實地為人服務。確 407’的。

認人心皈依為首務之急，非但絕不免除，反而更負起責任，對引

人犯罪的結構和生活環境，予以適當的清理和淨忙，為使它們合

乎正義的規範，不再阻止善，而有利於善 1 。

1 參閱Iβ36.

沒有恩寵的幫助，人不能「明辨介於懦弱和暴力之間的窄 1889 

路，前者向罪惡低頭，後者流於與罪惡、搏鬥的幻想，實則使之變

本加厲」 1 。這是一條愛德的道路，就是愛天主和愛近人的道

路。愛德在社會誡命中佔著最重要的位置。愛德尊重他人和他人 1825 

的權利。愛德要求實踐正義，也唯有愛德能使我們做到。愛德敢

發自我奉獻的生活：「不論誰，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必要喪失

↑生命﹔凡喪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路 17:33）。

1 ＜百年＞ 25. 

撮要

天主三位的一體性，和人與人之間所應建立的兄弟友愛的 1890 

情誼有某種相似之處。

人按照其本性發展自己，就需要社會生活。幸些社會團體，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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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庭和國家，更直接地適於人性。

1892 「人是，且該是所有社會組織的本原、主體及宗旨」 1 。

1 GS 25,1. 

1893 應鼓勵人們廣泛地參與志願的社固和組織。

1894 按照輔助性的原則，不論是國家抑或較大的社會，都不應取

代個人和中間團體的主動性及責任感。

1895 社會應讓人們容易地修練德行，勿橫加障礙。應由一個正確

的價值等級所啟發。

1896 在社會風氣為罪惡所腐化的地方，就要呼籲人心的皈依’和

懇求天主的恩寵，讓愛德浮燭台正義的改革。離開福音，就沒

有解洪社會問題的答案 1 。

1 參閱〈百年＞ 3. 

第二條

參與社會生活

一、權威

1897 「社會中若無賦有合法權威的人，保障法紀的穩定，並採取

2234 足夠的措施，促進公益，社會生活將沒有秩序和成就」 1 。

所謂「權威」是指一種資格，憑著它，人或機構給人們制定

法律和施予號令，並要求人們服從。

1 ＜和平於t時＞ 46. 

1898 任何人的團體都需要有權威來治理l 。權威以人性為基礎。

為國家的連帶責任，權威是必要的。權威的任務是盡其所能確保

社會的公益。

l 參閱良十三世， ImmortaleD迢迢諭 (1.11.1885 ）﹔ Diuturnum Illud 通諭（29.6.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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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秩序所需要的權威，是從天主來的：「每人要服從上級 1899 

有權柄的人，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的權柄都是由 2235 

天主規定的。所以誰反抗權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規定，而反抗的

人就是自取處罰」（羅 13:1-2)1 。

l 參閱伯前2:13-17.

服從的義務要求眾人給予權威應有的榮譽，對行使職權的人 1900 

表示尊敬，並依照他們的功績，表示感激和善意。 2238 

有聖克萊孟教予台筆下的一篇禱詞，是教會為執政者最古老的－ 2240 

篇祈禱文 1 : 

「上主，請恩賜他們健康、平安、和睦、安定，為使他們順利

地行使你賜給他們的統治權。師傅，永世的天上君王，是林賜

給了世人之子光榮，榮譽和統治大地的權能。上主，請指引他

們的計謀，不離美善並依林所悅納的，為使他們在以虔敬、和

平、溫良，行使得自你的權力的時候，幸獲你的重憐」 2 。

1 參閱弟前2:1-2. 2 聖克萊孟教奈，〈致格林多人書） 61,1-2: SCh 167,198-200. 

權威固然反映天主所欽定的秩序，「政體的確定及行政人員 1901 
的遴選，可由國民自由抉擇」 1 。

政體的多元性，在倫理上是容許的，只要它們符合採用此體

制的團體的合法利益。若政體在本質上違反自然律、公共秩序以 2242 

及基本人權，那麼，強行此政體的國家便不能達成其公益。

1 GS 74,3. 

權威並非從自身取得其道德的合法性。它不得專橫妄為，而 1902 

應為公益服務，作為一種「道德力量，此道德力量的基礎是自由 的。

及責任感」 1 : 

人的立法是否有法律的特色，全看是否符合正宜的理性：由此 1951 

顯出，它的力量乃得自永恆律。如果立法偏離理性，則應實告

為不義，因為它不再符合法律的定義﹔而更好說是一種暴力 2 。

1 GS 74,2. 2 S甘11-2,93,3,ad 2. 

若權威尋求有關團體的公益，並採用道德上容許的方法來達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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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目標，這時權威的行使才算合法。如有掌權者制定不義的法

2242 律，或採用違反道德秩序的方法，這些措施沒有束縛良心的力

量。「在這情況下，權威自動消失而轉變成為迫害」 1 0 

1 ＜和平於世＞ 51. 

1904 「更好每個權力受到其他權力及其他合法權力的制衡約束，

使它維持在正確的限度內。這便是所謂『法治國家』的原則，在

法治國家裡法律是無上權威，而非個人獨斷的意願」 1 。

1 ＜百年＞ 44. 

二、公益

1905 依照人的社會本質，個人的私益必然與社會的公益有關。公

8肘， 1881 益的界定，必然要顧及個人：

生活絕不可脫離群眾、獨自隱退，自以為義人似的，但要聚在

一起，共同尋求公益 1 。

1 巳納博，〈書信｝ 4,10: PG 2,734. 

1906 公益一詞是指「整個社會生活的條件，容許團體和個人更充

分地和更方便地達到完美」 1 。公益與所有人的生活有關。公益

要求每一個人，尤其那些掌權的人，謹慎明智。公益包括三個基

本的要素：

1 GS 26,l﹔參閱GS7壘， 1.

1907 首先，以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尊重為前提。因公益之名，公權

1929 力必須尊重人基本的和不可轉讓的權利。社會應該允許每一個成

員實現他的使命。公益尤其在於提供條件，以利行使天賦的自

由，這為達成人的使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隨從自己良心

的正確指示而行事的權利、維護私生活和正當自由的權利，包括

2106 宋教事務上的自由」 1 。

1 GS 26,2. 

1908 其次，公益要求社會的福祉和團體自身的發展。發展概括了

2441 全部的社會義務。誠然，以公益的名義，分配各種個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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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屬權威的責任。但是它必須使每一個人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

切，為能度一個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如：衣、食、健康、工

作、教育和文化、適當的資訊、建立家庭的權利 1等。

1 參閱GS 26,2. 

最後，公益包括和平，就是一個穩定和安全的正義秩序。因 1909 

此，公益假定權威採用正當的方法，確保社會及其成員的安全。 2304, 2310 

公益奠定個人和集體的合法自衛的權利。

要想人的每一團體都擁有允許它自我肯定的公益，這唯有在 1910 

政治團體裡才能得到最圓滿的實現。保衛和促進公民社會、國民 2244 

和中間社團的公益是國家的責任。

人類彼此相屬的關條越來越會切，並漸漸伸展至整個大地。 1911 

四海一家，集合了享有天賦平等尊嚴的人類，牽涉到一個普遍的 2438 

公益。這公益要求將各國團體組織起來，「以應付人類各種需

要。這些需要有的屬於社會生活，如：衣食、衛生、教育．．．．．．﹔

有的則屬於某些隨處可以發生的特殊情形，如：目辰濟難民，並支

援移民及其家庭．．．．．．」 1 。

1 GS 84,2. 

公益常以人的進步為目標：「事物的秩序應隸屬於人的秩 1912 

序，而人不應隸屬於事物J 1 0 這秩序以真理為基礎，建立在正 1881 

義之上，因愛而活躍。

1 GS 26,3. 

三、責任與參與

參與是指個人自願並慷慨地投入社會的交流。所有的人必須 1913 

各依其位，各按其職，參與促進公益的工作。此責任是基於與生

俱來的人位格的尊嚴。

參與首先實現在職務範圍裡，負起個人的責任：人藉著關懷 1914 

家人的教育，藉著在自己工作上的良心，而分享他人和社會的利 的4

1 參閱〈百年＞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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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國民應盡其所能積極參與公眾生活。參與的模式困地區或文

2239 他而異。「國家讓絕大部分國民，在真正的自由中，參與公共事

務，是值得讚揚的」 1 。

1 GS 31,3. 

1916 眾人對促進公益工作的參與，一如所有的倫理責任，要求社

1888 會的夥伴經常不斷地版依。欺詐舞弊以及其他狡猜手段，使某些

2409 人逃避法律的強制與社會義務的規定，因與社會正義的要求背道

而馳，應該堅決地予以譴責。應該設法促進那些改善人生活條件

的組織1 。

1 參閱GS 鉤， 1.

1917 鞏固那些能促進團體成員互相信任，和激勵他們自願為別人

服務的價值，乃屬於掌權者的責任。參與從教育和文化開始 o

1818 「我們有理由相信，誰知道給下一代指出生活及希望的理由，人

類未來的命運，就操在他們的手中」 1 。

1 GS 31,3. 

撮要

1918 「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的權柄都是由天主規定

的」（羅 13:1) 。

1919 任何人類的團體都需要有權威來維持和發展。

1920 「政治團體及2權力是以人性為基礎的，所以也屬於天主所

欽定的秩序」 1 。

1 GS 74,3. 

1921 若權威致力於促進社會的父益，就是合法地行使。為達到這

目的，它該使用道德上容許的方法。

1922 政體的多元，性，只要它們致力於促進團體的父益，就是合法

的。

1923 政權應在道德的規範內行使，同時要保証行使自由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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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益包括「整個社會生活的條件，容許團體和個人更充分地 1924 

和更方便地達到完美」 1 。

1 GS 26,1. 

2：益包括三個基本的要素：對人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促進﹔社 1925 

會的屬靈及屬世價值的昌盛或發展﹔團體及個人的和平與安

A~ 
且－ u 

人位格的尊嚴色合尋求去孟。每人都有義務出力促進和支持 1926 

一些改善人類生活條件的組織。

維護並促進去民社會的父益是國家的責任。為整個人類家庭 1927 

的父益，則要求一個國際社會的組織。

第三條

社會正義

當社會製造某些條件，容許社團和個人，按照他們的本性和 1928 

召叫，享有他們應該得到的一切時，才能保証社會正義。社會正 2832 

義是與公益及權力的行使連在一起的。

一、對人的尊重

只有在人的超越性的尊嚴受到尊重時，社會正義才能實現。 1929 

人代表著社會的最終目標，社會是為了人而組成的： 1881 

維護和促進人位格的尊嚴，是造物主交給我們的責任。對此，

歷史的環境不論如何，男男女女都有重大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 1 0 

1 ＜社會事務＞ 47. 

尊重人，包括尊重他身為受造物的尊嚴及由此所衍生的權 1930 

利。這些權利是先於社會的、是社會應該承認的。它們是所有權 1700 

威倫理合法性的基礎：如果一個社會在其積極立法時，加以輕 1902 

視，或拒絕承認這些權利，無真是損害自身的倫理合法性1 。缺

人的闇體 451 



少了對人的尊重，掌權者唯有訴諸武力或暴力，以便屬下服從。

教會有責任提醒善意的人士，請他們謹記這些權利，並對不當的

與錯誤的要求，加以分辨。

1 參閱〈和平於世＞ 65. 

1931 尊重人須透過以下的原則：「人人應將其近人視作『另一個

2212 自己』’一無例外。首先應顧及近人的生命，以及為度尊嚴的生

活所需要的資源」 1 。沒有一種立法，憑其本身的力量，足以消

除恐懼、偏見、驕傲和自私的心態，這些都阻礙建立真正具有兄

18刃 弟情誼的社會。唯有在以每一個人為「近人」、為兄弟的愛德能

消除這些阻礙。

1 GS 27,1. 

1932 對那些最戚無助的人，不論在那一方面，作為他們的近人、

2449 積極為他們服務的責任尤其迫切。「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

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25:40）。

1933 這責任也推廣到那些思想和行為方式跟我們不同的人。基督

的教導更要求寬恕他人的冒犯。基督把愛的誡命，也就是新的法

2303 律，推及所有仇人 1 。福音精神的解放眼憎恨仇人，是水火不相

容的：這裡，不容許憎恨的，是作惡的人，而非仇人作的惡。

1 參閱瑪5:43 44. 

二、人的平等與差異

1934 人是依照唯一天玉的肖象而受造的，擁有一個相同的有理性

的靈魂﹔人人皆有同一本性，出自同一本原 o 人又是藉基督的犧

牲所救贖的，人人都蒙召分享同一天主的真福：因此，人人都享

225 有平等的尊嚴。

1935 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本質上，基於人之為人的尊嚴，和導源

357 於此尊嚴的權利：

面對人的基本人權，任何形式的歧視，無論是為了性別、種

族、膚色、社會地位，或為了語吉或宗教，都應予以克服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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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因為都違反天主的計畫 1 。

1 GS 29,2. 

在進入世界的時候，人並沒有為發展肉體和精神生活所需要 1936 

的一切。他需要其他的人。人顯然存有與年齡、體能、智能、人 1879 

品、利益交流、財富分配等有關的差異 1 。「才能」並不是平等

地分配的2 。

l 參閱GS29,2. 2 參閱瑪25:14-30﹔路 19:11 27. 

這些差具乃屬天主的計畫，祂願意每個人從他人得到他所需 1937 
耍的，而享有某些特殊「才能」的人，要把利益輸送給那些需要 別

的人。差異鼓勵，而且屢次要求人們慷慨大量，宅心仁厚，樂意 791 

分施：差異促使各文化彼此豐富充實：

我不把所有德行平等地分給每個人。．．．．．．有許多德行，我就這

樣分給了人，有的給這人，有的給那人。．．．．．．給這人愛德：給

那人義德：給這人謙遜的德行，給那人活潑的信德。．．．．．．至於

現世的財富，為人生必需的事物，我以更大的不平等分施給

人。我不願意每個人都擁有為生活必需的一切，為了使人們因

生活的急需，在彼此之問有實行愛德的機會。．．．．．．我願意他們

互相需要，並做我的管家，為分施他們受自我的恩寵和贈與1 。

l 望女加大利肋﹒西恩那，〈對話集） 1,7. 

1202 

邪惡的不平等仍存在著，打擊著千平萬萬的男女。這種不平 1938 

等公開地違反福音： 2437 

人的平等尊嚴要求達到更為人道及比較公平的生活條件。在人

類大家庭內各成員、各民族間，所有經濟、社會上過分的不平 2317 

等，是一種恥辱並違反社會正義、公平及人位格的尊嚴，尤其

危及社會及國際和平 1 。

1 GS 29,3. 

三、人的連帶責任

連帶責任的原則，也被稱為「友誼」或「社會仁愛」’是人 1939 

類間和基督徒之弟兄情誼的一個直接的要求 1 :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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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廣泛流傳的一個錯誤，便是忘記人類連帶責任和愛德的

法律。這法律是為所有的人規定的，且應遵守的，因為所有的

360 人，不管屬於那一民族，都有同一個來源，並有平等的理智天

性。這法律亦被耶穌基督為有罪的人類在十字架的祭台上獻給

天父的贖罪祭所確定」 2 。

1 參閱〈社會事務＞ 38－哇。﹔〈百年＞ 10. 2 比約十二世，〈至高司祭〉通諭（20.10.1939):

AAS 31 C 1939) 423及後。

1940 連帶責任的表逞，首先在於財富的分配和工作的酬勞。其次

2402 也在於致力於一個更正義的社會秩序，在此，張力更能他解，爭

執更易達致協議。

1941 社會和經濟的問題，只有借助各種形式的連帶責任，才能獲

2317 得解決：窮人和窮人間，富人和窮人間，工人和工人問的連帶責

任，在企業上僱主和僱員間的連帶責任，國家和國家間的連帶責

任，民族和民族間的連帶責任。國際的連帶責任是道德秩序的一

個要求。世界的和平局部地有賴於它。

1942 連帶責任的德行超越物質的財富。在傳播信德的精神財富

1887 時，教會也隨著促進物質財富的發展，屢次給此發展開闢新的門

2632 路。這樣，許多世紀以來，應驗了玉的話：「你們先該尋求天主

的國和祂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的」（瑪6:33）。

二千年來，在教會的靈魂內，活躍著，且繼續活躍著一種心

↑青：它曾經推動了，且繼續在推動人璽從事愛德的事業，直達

英豪的地步：其中，有隱修的苦耕者，奴隸的解放者，病患的

醫療者， f吉德、文明、科學的傳播者﹔他們把訊息帶給所有的

時代，所有的民族，為了創新社會的環境，以便所有的人能夠

度一個適宜於人的，相稱於基督徒的生活 1 。

1 比約十二世， 1941年6月 1 日講詞。

撮要

1943 當社會實現某些條件，容許社固和個人享有他們應得的權

利，才能保証社會正義。

1944 尊重他人就是將他人當作「另一個自己」看待。這必須以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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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的基本權利為前提，因為這些權利乃源於人的內在尊

嚴。

人與人之悶的平等是基於人之為人的尊嚴，和源於這尊嚴的 1945 

權利。

人與人的差異乃屬天主的計畫，祂願意我們彼此需要。這些 1946 
差異該激勵我們實踐愛德。

人的尊嚴是平等的，要求我們縮減社會及經濟上過分的差 1947 

距，同時推動我們消除邪惡的不平等。

連帶責任是一個極具基督徒特色的德行，它使我們分享精神 1948 

的財富，更甚於物質的財富。

章一
一
一

第

天主的救恩：法律和恩寵

人被召享真福，但為罪所傷，需要天主的救恩。人在基督內 1949 

藉著法律的領導，並在恩寵的支持下，才能得到天主的援助：

你們要懷著恐懼戰憬，努力成就你們得救的事，因為是天王在

你們內工作，使你們願意，並使你們力行，為成就祂的善意（斐

2:12-13）。

第一條

道德律

道德律是天主智慧的工程。按照聖經的意思，可定義為天主 1950 

慈父的首︱︱示，神性教育法。道德律規定人生的路途，行為的規 刀

範，為達到所言午諾的真福﹔道德律禁止背離天主和祂聖愛的作惡 1719 

行徑。道德律的誡命堅定嚴格，而其許諾卻和藹可親。

法律是行為的一套準則，由合格的權威，為了公益所頒布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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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律的先決條件是受造物之間已有的理性秩序，而這秩序

別 是由大能、智慧、美善的造物主，為了受造物的利益，並為了達

到他們受造的終向而制定的。所有法律在永恆律中找到其原始的

和最終的真理。由理性公佈和制定的法律，是分沾生活的天主、

306 造物主和眾人救主的眷顧。「這源自理性的規則，就是人所稿的

法律」 1 : 

在一切有靈的生物中，唯有人能夠當得起從天主接受法律而感

到光榮：身為賦有理性的動物，能夠理解和分辨，因此，人能

301 夠藉著運用他的自由和理性規範他的行動，而服從那把一切交

付給他的天主2 。

1 良十三世， LJbertas praestantissimwn 通諭（20.6.1888): AAS 20 (1887 /88) 597：參閱STh 1-

2，鉤，1. 2 戴都良，〈駁斥馬西為） 2,4: PL 2,288 289. 

1952 道德律的表達有多種，彼此之間互相配合：永恆律，在天主

內一切法律的泉源﹔自然律，敢示的法律，包括舊約的法律和新

約的法律或福音的法律以及民法和教會法。

1953 道德律在基督內達到圓滿並獲致統一。耶穌基督本人就是臻

3月 於至善的道路。祂是法律的終肉，因為唯有祂教導且賜給人天主

的正義：「因為法律的終向是基督，使凡信祂的人獲得正義」

（羅 10:4）。

一、自然道德律

1954 造物主賜給人作自己行為的主人，並為了真理和美善有管理

307 自己的能力，人於是分享造物主的智慧和美善。自然道德律表達

1776 原始的道德意義，允許人以理性分辨，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何

者為真理，何者為謊言：

自然道德律是寫在、刻在全體及每一個人的心靈上，團為它就

是人的理性，命令人行善，禁止人犯罪．．．．．．。但這由人的理性

發出的命令，如果不是有一個更高理性的呼聲和解釋者，便不

能有法律的力量，對此更高的理性，我們的心神、我們的自由

是應該俯首服從的1 。

1 良十三世， LJbertas praestantissimwn 通諭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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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法律和自然道德律」 1給人指點，為行善和達到他 1955 

的終向，應循的途徑。自然道德律說明管理倫理生活的首要的和 1787 

基本的命令。自然道德律以對天主的渴望及服從為核心，祂是－ 396 

切美善的本原和裁判者，並使人意識到他人是與自己平等的。自

然道德律，就其主要的命令，已在十誡中作了陳述。這道德律稱 2070 

為自然的，並非因為該法律肇白無靈之物的本性，而是因為頒布

該法律的理性，乃屬於人固有的本性：

這些規範寫在何虛，難道不是在那本稱之為主理之光的書本

裡？就在那裡，寫下了全部正義的法律，就從那裡，此法律進

入實踐正義者的心裡，並非移植過去，而是在那裡留下印記，

正如蓋章一般，圖紋從戒指刻在蠟上，但不脫離戒指2 。

自然律不是別的，乃是天主放在我們內的理性之光﹔藉著這

光，我們認出何者應當奉行，何者應當躲避。這光或這法律，

是天主在創造時賦予的3 。

1 GS 悶，1. 2 聖奧思定，〈論聖三＞ 14,15且： PL42,1052. 3 聖多瑪斯，〈論十誡＞ 1. 

自然道德律存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並由理性所奠定﹔就其命 1956 

令來說，是普遍的，就其權威來說，及於所有的人。自然道德律 2261 

表達人的尊嚴和確定人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基礎：

確實有真正的法律存在，就是正宜的理性﹔它符合本性，遍及

眾人﹔它不可變更、永遠存在：它的命令要求盡職﹔它的禁令

避免過錯。．．．．．．若代之以相反的法律，便是一種褻潰：這法律

的規定，即使僅是其中的一條，也不允許忽略﹔至於要想把它

全部廢止，誰也不能做到 1 。

l 西塞羅，〈共和國＞ 3,22,33. 

自然道德律的運用變化多端﹔它會要求，隨著不同的地方、 1957 

時代和環境，作適當的反省，以便配合複雜的生活條件。然而，

在不同的文化中，自然道德律始終是連繫人與人之間的規則，而

且超越不可避免的差異，給人們指出共同的原則。

自然道德律是不可變更的 1 ，雖然經歷世代的變遷仍保持原 1958 

貌：它是思潮和風氣激流中的中流抵柱，並作它們進步的支持。 2072 

表達自然道德律的規律，在實質上也時常有效。即使有人連它的

天主的救恩：法律和恩寵 457 



原則都加以否認，但不能把它摧毀，也不能自人心中把它創除。

在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中，它時常突然重新出現：

上主，偷竊肯定受到你的法律，以及那寫在人心上的法律的懲

罰，而且罪惡本身也擦不掉它（法律）2 。

1 參閱GS 10. 2 聖奧思定，〈懺悔錄｝ 2,4,9: PL 32,678. 

1959 自然道德律是造物主極其美好的工程，它給人提供堅實的基

礎，以便在其上建築道德規律的大慶，為指導他作抉擇。自然道

1879 德律也安置了為建立人的團體不可或缺的道德根基。最後，自然

道德律給民法提供不可缺少的基礎：民法或通過反省，從自然律

的原則中抽取結論，或經過人為和法律性質的增添而與自然律連

結起來。

1960 自然道德律的命令，並非人人同樣地清楚和直接地知道。在

2071 現在的處境中，恩寵和敢示對有罪的人是必要的，為使宗教和道

37 德的真理能夠「沒有困難地、不帶錯誤地、為眾人所確知」 1 。

自然道德律給眉立示的法律和恩寵，提供一個天主所準備並由聖神

的工程所配合的基礎。

1 比約十二世，〈人類〉通諭（12.8.1950): DS 3876：參閱梵一： DS 3005. 

二、舊約的法律

1961 天主，我們的造物主和我們的救主，為自己擇選了以色列作

62 為祂的民族，並給這民族敢示了祂的法律，藉此準備基督的來

臨。梅瑟的法律表達許多理性可自然達到的真理。這些真理在救

恩的盟約裡，曾予以宣布，並受到驗証。

1962 舊約的法律是敢示法律的第一步。它的道德規範已濃縮在十

20月 誡中。十誠的誡命建立了人蒙召的基礎，而人是依照天玉的肖象

而受造昀﹔誡命禁止所有違反愛天主、愛近人的事，並命令為愛

天主、愛近人所必要的事。十識是一道光，光照眾人的良心’為

給人顯示天主的召叫和道路，並為保護人對抗邪惡：

天主在十誡石板上寫下了人在自己的心中沒有讀到的 1 。

1 聖奧思定，〈聖詠漫談｝ 57,1: PL3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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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基督徒的傳統，舊約的法律雖是聖的 1 、屬靈的 2 、美 1963 

好的 3 ，但是仍不圓滿。它好似一個敢蒙師 4 ，指點應該做甚 1610 

麼，但它自身不賦予力量，也不賦予使人滿全法律的聖神的恩

寵。由於它不能除掉罪過，所以仍是奴隸的法律。依照聖保祿的 2542 

說法，它的主要功用是在揭發和顯示罪惡，而罪惡是在人心中形

成「肉性的法律」 5 。不過，舊約的法律，在走向天國的路途 2515 

上，是第一階段。它準備和安排選民和每一個基督徒，使他們在

天主救主內皈依及接受信仰。舊約的法律由於是天主的話，提供

一個常存的教導。

1 參閱羅7:12. 2 參閱羅 7:14. 3 參閱羅 7:16. 4 參閱迦 3:24. 5 參閱羅 7.

舊約的法律是為福音鋪路。「舊約法律是未來事件的預言和 1964 

教誨」 1 。它預言和預示解除罪惡的工程，這工程將由基督完 122 

成，它給新約提供形象、「預象」、象徵，為表達隨從聖神的生

j舌。最後，舊約的法律藉著智慧書和先知書的教導，成為更完整

的，並導向新約和天國。

在舊約體制下，有些人．．．．．．’懷有聖神的愛德和恩寵，首先嚮

往屬靈和永遠的許諾，因此而歸屬於新約的法律。反過來說，

在新約之下，也有一些隨從肉性的人，與新約法律的完善尚有 1828 

一段距離：雖已歸屬於新約的權下，但為了﹔鼓勵他們從事修德

的功夫，害怕受責罰和若干現世的許諾有其必要。無論如何，

即使舊約的法律也要求愛德，但它未賜給使「天主的愛傾注在

我們心中」的聖神（羅5:5)2 。

I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15,1: PG 7 /1,1012. 2 STh 1-2,107, 1 ad 2. 

三、新約的法律或福音的法律

新約的法律或福音的法律是天主的法律、自然道德律、歐示 1965 

的法律在今世的成全。它是基督的工程，它特別表達在山中聖訓 。

裡。它也是聖神的工程，藉著聖神，它成了內在的愛德律：「我 到

必要與以色列家訂立新約．．．．．．。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明悟

中，寫在他們的心頭上：我要做他們的天主，他們要做我的人 的

民」（希 8:8-10)1 。

1 參閱耶 3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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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新約的法律是聖神賜給信者的恩寵，藉著對基督的信德而領

1999 受的。它通過愛德而實施，借用主的聖訓教導我們應做甚麼，並

藉聖事賦給我們實踐的恩寵：

誰若虔敬而深入地默想我們的主在山上宣講的，也就是在瑪竇

福音中我們讀到的聖訓，無疑地，必將找到基督徒生活的大憲

章。 ······LLJ 中聖訓囊括了所有指導基督徒生活的適當規律1 。

1 聖奧恩定，〈吉侖山中聖劃） 1,1: PL 鈍，1229-1231.

1967 福音的法律使舊約法律得以「完成」 1 ，淨化、超越並達致

577 完美。在真褔裡，它履行了天主的許諾，就是將許諾提升，步步

導向「天國」。它是向那些妥作準備，願以信德接受此新希望的

人說的，即：貧窮的、謙卑的、哀慟的、心裡潔淨的、為了基督

而受迫害的人，如此規畫出通往天國的神奇道路。

l 參閱瑪5:17-19.

1968 福音的法律完成了舊約的誡命。主的山中聖訓，不但不廢止

129 或貶抑舊約法律的道德規範，更釋放深藏著的潛力，提出嶄新的

要求：聖訓為舊約法律散發了天主的和人性的真理。它不外加新

582 的規範’卻直接改造行為的根，就是改革人心，是在那裡，人選

擇潔與不潔 1 ，也是在那裡，形成信、望、愛三德，並偕同此三

德，修練其他的美德。這樣，福音通過效法天父的完美 2 ，藉著

寬恕仇人，為迫害者祈禱，並像天主那樣寬宏大量，把舊約的法

律導向圓滿3 。

I 參閱瑪 15:18『19. 2 參閱瑪 5:48. 3 參閱瑪5：“－

1969 新約的法律實踐宗教的行為﹔使施捨、祈禱、禁食等行為指

1434 向那「在暗中看見的天父」 1 ，而不是渴望「為叫人們看見」 0

新約法律的祈禱是「我們的天父」 2 。

1 參閱瑪 6:1 6; 16 18. 2 參閱瑪6:9-13﹔路 11:2-4.

1970 福音的法律包括「兩條道路」 1之間決定性的抉擇和實踐主

1696, 1789 的話2 ﹔福音的法律濃縮於此金科玉律：「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

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瑪7: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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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福音的法律包括在耶穌的「新命令」裡（若 13:34），就 l的

是我們該彼此相愛，如同祂愛了我們4 。

1 參閱瑪 7:13 14. 2 參閱瑪7:21-27. 3 參閱路6:31. 4 參閱若 15:12.

傳自宗徒教導的道德教理宜於與主的聖首︱︱相連接，如羅馬書 1971 

十二至十五章：格林多前書十二至十三章：哥羅森書三至四章﹔

厄弗所喜四至五章，和其他章節。這道理以宗徒的權威傳授主的

教導，特別在講解由對基督的信德所衍生的諸德時，這些德行由

聖神的主要恩貝穿一一愛德所激發。「你們的愛不可是虛偽的。．．

論兄弟之愛，要彼此相親相愛。．．．．．．論望德，要喜樂﹔在困苦

中，要忍耐﹔在祈禱上，要恆心﹔對聖者的急需，要分擔﹔對客

人，要款待」（羅 12:9-13）。這教理也教導我們，根據我們與基

督和教會的關條，處理良心的個案 1 0 1789 

1 參閱羅 14﹔格前 5 10. 

新約的法律稱為愛的法律，因為它更是由聖神所灌注的愛推 1972 

動人行事，而非由怕懼之情：新約的法律又叫做恩寵的法律，因 782 

為它通過信德和聖事的途徑，賦給實踐的力量﹔新約的法律也叫

自由的法律 1 ，因為它把我們自舊約禮儀和法律的規則中，解救

出來，使我們在愛德的推動下白發地行事﹔最後，它使我們能越

過僕人的地位 「不知道他主人所作的事」，成為基督的朋友 1828 

一一「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若15:15) ' 

甚至達到享有繼承權的兒子的地位2 。

1 參閱雅 1:25; 2:12. 2 參閱迦 4:1 7月 31﹔羅 8:15.

誡命以外，新約的法律也包括福音勸論。天主的誡命和福音 1973 

的勸論，兩者之間的傳統區分，就在於愛德，基督徒生活的完 2053’的

美：誡命旨在教人避免凡與愛德不能相容的一切，而勸諭更教人

躲避，那些本身雖不違反愛德，卻能阻止愛德成長的一切 1 。

1 參閱 STh 2-2,184,3. 

福音勸諭顯示出愛德是活力充沛的，不作更多的付出，總不 1974 

滿意。福音勸論發揮其強大的衝力，激勵我們屬靈的敏捷。基本

上新約法律的完美，在於愛天主和愛近人的誡命。勸諭則指出更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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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途徑，更方便的方法，要各人隨其召叫去實踐：

（天主）並不願意每一個人遵守所有的勸論，但只遵守那些因符

合不同的個人、時間、機會、能力以及愛德所要求的那些勸

諭。因為愛德是一切德行、誡命、勸諭，總、括一句，一切法律

和基督徒行為的皇后，給它們各自的位置、秩序、時間和價值 1 。

1 聖方濟﹒沙雷，〈論天主的愛＞ 8,6. 

撮要

1975 按照聖經，法律是天主慈父的訓示，它指引人生活的道路，

為達到許諾的真福並阻止作惡的行徑。

1976 「法律是為了2益，基於理性而訂定的規則，由一個團體的

負責人予以艾布」 1 。

1 STh 1 2,90,4. 

1977 基督是法律的終向 1 ，只有祂教誨並賜予天主的正義。

1 參閱羅 10:4.

1978 自然道德律，是人分沾天主的智慧和善良，因為人是按他的

造物主天主的肖家而塑造的。自然道德律表達人的尊嚴，並

構成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基礎。

1979 自然道德律是不變的，歷經世代仍保持原貌。表達自然道德

律的規則，在實質上也時常有效。為建立道德規則及民法，

自然道德律是不可缺少的基礎。

1980 舊約的法律是啟示的法律的第一步，它的道德規範己濃縮在

十誡中。

1981 梅瑟的法律包括的許多真理，可通過理性自然地得知。天主

曾啟示這些真理，是因為人在自己心裡不去讀它們。

1982 舊約的法律是為福者作準備。

1983 新約的法律是聖神的恩寵，藉著對基督的信德而領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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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而行動。它在主的山中聖訓裡特別表達出來，並藉聖事

將恩寵賦予我們。

福音的法律完成舊約的法律、超越它並使之達致完美：舊約 1984 

的許諾是藉著天國的真福得以完成，舊約的誡命是藉著改變

人心一一一行為的根源而達致完美。

新約的法律是愛的法律、恩寵的法律、自由的法律。 1985 

誡命以外，新約的法律也色括福音勸諭：「教會的聖德特別 1986 

由許多的勸諭所培養，這就是主在福音內建議祂的門徒遵守

的勸諭」 1 。

1 Iβ 鈕，3.

一、成義

第二條

恩寵與成義

聖神的恩寵具有使我們成義的力量，就是洗淨我們的罪過， 1987 

並傳送給我們「天主的正義，這正義是因信仰耶穌基督」’並藉 734 

著聖洗聖事而賜給的（羅 3:22) 1 : 

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我們相信也要與祂同生，因為我們知道：

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就不再死﹔死亡不再統治祂了，因為祂

死，是死於罪惡，僅僅一次：祂活，是活於天主。你們也要這樣

看自己是死於罪惡，在基督耶穌內活於天主的人（羅 6:8一11）。

1 參閱羅 6:3 4. 

由於聖神的德能，我們藉著死於罪惡而參與基督的苦難， 1988 

藉著獲得新生而分享祂的復活﹔我們是祂身體一一教會一一的肢 的

體1 ，移接在葡萄樹上，就是祂自身上的枝條 2 : 

因著聖神，我們有分於天主。因著有分於聖神，我們成了天主本 460 

性的分享者。因此，誰身內住有聖神，誰就分享天主的生命3 。

1 參閱格前 12. 2 參閱若 15:1 4. 3 聖亞大納修，〈致賽拉標書） 1,24: PG 詣，58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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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聖神恩寵的第一個效果便是皈依，而皈依使人成義，一如耶

1427 穌在傳播福音之初所宣布的：「你們悔改罷！因為天國臨近了」

（瑪 4:17）。在恩寵的推動下，人轉向天主，遠離罪惡，於是領受

來自上天的寬恕和義德。「因此，成義包括罪過的赦免，以及人

內心的聖仕與革新」 1 。

1 特倫多（1547): DS 1528. 

1990 成義使人與罪分離，因為罪是相反天主的愛。成義又淨仕人

1446 的心靈。天主的仁慈主動施予寬恕，成義緊隨其後。成義使人與

1733 天主和好，從罪惡的奴役中解救人並治癒人。

1991 成義同時是藉著信耶穌基督而領受天主的正義。這裡，正義

1812 一詞乃指天主之愛的正宜。偕同成義，信、望、愛三德傾注於我

們的心中，並使我們服從天主的聖意。

1992 成義是基督藉著苦難為我們賺得的。祂在十字架上白獻為生

617 活的、神聖的、中悅天主的祭品，而祂的血，亦為眾人的罪過，

1266 成了贖罪的工具。成義是透過聖洗、信德的聖事，賜給我們的。

成義使我們符合天玉的正義，天主以祂仁慈的大能，使我們內在

294 地成為義人。成義的目的是為了天主及基督的光榮，以及承受永

生的恩賜 1 : 

但是如今，天主的正義，在法律之外已顯示出來：法律和先知

也為此作証﹔就是天主的正義，因對耶穌基督的信德，毫無區

別地，賜給了所有信仰的人，因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

了天主的光榮，所以眾人都因天主無條件施給的恩寵，在耶穌

基督內蒙救贖，成為義人。這耶穌即是天主公開立定，使祂以

自己的血，為信仰祂的人作贖罪祭的﹔如此，天主顯示了自己

的正義，因為以前祂國寬容放過了人的罪，為的是在今時顯示

自己的正義，叫人知道祂是正義的，是使信仰耶穌的人成義的

天主（羅3:21 26）。

l 參閱特倫多（1547): DS 1529. 

1993 成義建立起天主的恩寵與人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合作。成義從

2008 人方面表達在對召請人皈依的天主聖言予以信德的同意，也表達

在對聖神的推動予以愛德的合作，聖神先於人的同意並予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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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寺：

當天主藉聖神的光照，觸動人心的時候，人自己也不是完全一無 2068 

所為，因為在他接納這毆發時，他也能予以抗拒﹔然而，若無天

主的恩寵，他也不能以他的自由意志，在天主台前，歸向義德 1 。

1 特倫多（1547): DS 1525. 

成義是天主仁愛最卓越的工程，天主的仁愛顯示於耶穌基督 1994 

內，是經聖神所賜予的。聖奧思定認為「惡人的成義比創造天地 312 

的工程更為偉大」，因為「天地將要逝去，而救恩和被選者的成

義卻萬世常存」 1 。聖奧思定甚至認為，罪人的成義超越在正義 心

中創造天便的工程，因為前者比後者顯示了更大的仁慈。

1 聖吳忠定，《論若望福音） 72,3: PL 詣，1823.

聖神是內心的導師。在使「內在的人」誕生之際（羅 7:22 ﹔ 1995 

弗 3:16），成義包括整個人的聖化： 741 

你們從前怎樣將你們的肢體當作奴隸，獻於不潔和不法，行不

法的事﹔如今也要怎樣將你們的肢體當作奴隸，獻於正義，行

聖善的事。．．．．．．可是現在，你們脫離了罪惡，獲得了自由，作

了天主的奴隸，你們所得的效果是使你們成聖，結局就是永生

（羅 6:19,22）。

二、恩寵

我們的成義來白天主的恩寵。恩寵是天主的恩惠，無條件地 1996 

賜予的助佑，為了使我們回應祂的召喚：成為天主的子女 1 、義 的

子2 、有分於天主的性體3和永生4 。

1 參閱若 1:12-18. 2 參閱羅 8:14一17. 3 參閱伯後 1:3 4. 4 參閱若 17:3.

恩寵是分享天主的生命，引領我們進入聖三生活的內心：藉 1997 

著聖洗，基督徒分享基督 祂身體的頭一一的恩寵。身為「義 375,260 

子」，他從此就能夠結合於天主的獨生子，稱天主為「父」。他

領受聖神的生命，聖干申給他注入愛德，聖神也形成教會。

這分享永生的召叫是超性的。這召叫全由天主無條件地採取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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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主動，因為唯有天主能顯示自己，賜予自己。這召叫超越人理性

的了解能力和意志的力量，就像超越所有受造物的能力一樣 1 。

1 參閱格前2:7-9.

1999 基督的恩寵是天主無條件地賜給我們的恩典，使我們分享祂

1966 由聖神注入我們靈魂的生命，為治療其罪惡，並予以聖他：這便

是在聖洗聖事中所領受的聖化恩寵或神化恩寵，這恩寵在我們內

是聖先工程的泉源 1 : 

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去，

看，都成了新的。這一切都是出於天主，祂曾藉基督使我們與

祂自己和好（格後5:17-18）。

1 參閱若 4:14﹔ 7:38-39.

2000 聖化恩寵是一個常屑的恩賜，一個穩定的、超性的傾向，使

人靈本身臻於完美而能和天主共同生活，並以祂的愛而行事。要

區分常居的恩寵和現自寺的恩寵（寵愛和寵佑），前者是恆常的傾

向，使人依照天主的召喚而生活和行動，後者則指在皈依的開

始，或在聖化工程的過程中，天主的干預。

2001 人準備接受恩寵，已經是一個恩寵的工程。我們需要這恩寵

490 為激發和支持我們的合作，好使我們因信德而成義，藉愛德而聖

忱。天主在我們身上完成祂所開始的工程， 「因為祂開始以祂

的運作使我們願意：又與我們已經皈依的意願合作，而予以完

成」 1 : 

當然，我們自己也工作，但我們只是同工作的天主合作。因為

天玉的仁慈走在我們前面，為使我們獲得治癒，祂的仁慈仍伴

隨我們，為使我們在獲得治癒之後富有生氣：祂的仁慈走在我

們前面，為使我們要受召叫，伴隨著我們，為使我們受到光

榮﹔走在我們前面，為使我們虔敬地生活，伴隨著我們，為使

我們常和天主共同生活，因為沒有祂我們甚麼也不能做2 。

1 聖奧恩定，〈論恩寵與人之自由｝ 17: PL 鈕，901. 2 聖奧恩定，《論本性與天主的恩寵〉

31: PL 44,264. 

2002 天主自由的主動要求人自由的回應，因為天主依照自己的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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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創造了人，賦給人自由及認識祂、愛慕祂的能力。靈魂唯有在 1742 

自由狀態中才能進入愛的共融。天主逕自接觸，並直接戚動人

心。祂在人心中安置了對真理和美善的嚮往，只有天主才能使之

滿足。「永生」的許諾，超過所有的期望，答覆了這個嚮往：

如果你，在你的大好工程告成之時．．．．．．’柯：在第七天休息，這

是你在藉著你的經書發吉，有意預先告訴我們，在我們的「大

好」工程宣告結束之時，我們也要在永生的安息之日，在你內 25月

休息，當然這還是你所賜1 。

1 聖真思、定，〈懺悔錄） 13,36,51: PL 32,868：參閱劃 1:31.

恩寵首先且主要是聖神的恩賜，祂使我們成義，並聖仕我 2003 

們。恩寵也包括聖神所賞的許多恩惠，為使我們能作為祂工程的 11的

合作者，致力於他人的得救，不口發展基督的身體，即教會。這些

恩惠是聖事的恩寵，每件聖事有其專有的恩寵。此外，尚有特別 1127 

的恩寵，也叫做神恩，這是聖保祿所採用的希臘文的名稱，是指

寵幸、無條件的恩典、恩惠 l 。不論性質如何，不論其如何出

奇，就如行奇跡或吉語的神恩，神恩總是指向聖仕恩寵的，其目 799-8凹

的是為了教會的公益。神恩為愛德服務，愛德建樹教會2 。

l 參閱 Iβ12. 2 參閱格前 12.

在特殊的恩寵中，值得一提的是地位的恩寵﹔地位的恩寵伴 2004 

同信友執行其基督徒生活中的職責，與教會內的職務：

按我們各人所受的聖寵，各有不同的恩賜：如果是說預吉，就應

與信德相符合﹔如果是服務，就應用在服務上﹔如果是教導，就

應用在教導上﹔如果是勸勉，就應用在勸勉上：施與的，應該大

方﹔監督的，應該殷勤﹔行慈善的，應該和顏悅色（羅 12:6-8）。

恩寵既然屬於超世界，因而超越我們的經驗，只能透過信德 2005 

才能認識。因此，我們不能根據我們的戚覺，或經由我們的事工

獲得結論，確定我們的成義和獲救 1 。然而，依照主的話：「你

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瑪 7:20），反省在我們的生活及

聖賢的生活中，天主的恩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保証，即恩寵在

我們內運作，並激勵我們邁向與日俱增的信德和充滿信賴的貧窮

天主的救息：法律和恩寵 467 



態度。

對這種態度，在聖女貞德身上可找到一個最美麗的例子：教會

法庭的法官給聖女貞德設了一個圈套，「她被問及是否知道自

己生活在天主的恩寵裡：聖女回答說：『如果我不在，願天主

把我投入其內，如果我在，願天主留我活在其內』」 2 。

1 參閱特倫多 (1547): DS 1533-1534. 2 ｛聖女貞德的審訊記錄〉。

三、功績

押在聖徒的聚會中享受體頌：你表揚他們的功績，就是表揚林

恩寵的成果 1 。

l 《羅馬彌撒經書〉，「聖人彌搬頒謝吉孔，引自「恩寵聖師」聖真思定，〈聖詠漫談＞ 102,7: 

PL37,1321』1322.

2006 「功績」一詞，一般指一個團體或一個社會，對其成員的行

17β 為，應給予的報應：若行為判定為善，應得賞報：若判定為惡，

1807 應受懲罰。功績屬於義德的範圍，且與義德的平等原則相符合。

2007 對天主來說，按嚴格的法理而論，人沒有功績可言。在天主

42 與人之間的不等是沒有限量的，因為我們所有的，都是從天主、

我們的造物主那裡領受的。

2008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人在天主那裡的功績，乃是因為天主自

306 由地安排了人與其聖寵的工程合作。天主走第一步，以慈父般的

的 行動推動人，接著，人才踏出第二步，以自由的行動，與天主的

970 推動合作。這樣，善行的功績首先應歸屬於天主的恩寵，之後才

輪到信徒。此外，人的功績白當回歸天主，因為其善行都是在基

督內，並由聖神敢迪與幫助而進行的。

2009 蒙召為天主的義子，使我們藉著恩寵有分於天主的↑生體，依

賴天主無條件地賞賜的義德，能夠帶給我們真正的功績。這是一

個因恩寵而產生的權利，是完全的愛的權利，使我們成為基督的

「同繼承人」’配得「預許的永生的產業」 1 。我們善行的功績

604 是天主美善的恩賜2 。「恩寵推動在先，而後賜其所應得的。．．．．

功績都是天主的恩賜」 3 。

1 特倫多 (1547): DS 1546. 2 參閱特倫多 (1547): DS 1548. 3 聖奧思定，〈講道集〉

298,4 5: PL38,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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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寵的領域裡，主動屬於天主，沒有人能夠在皈依的開 2010 

始，獲得寬赦及成義的最初的恩寵。在聖神和愛德的推動之下， 1998 

我們才能為我們自己並為他人賺得為成聖、為增加恩寵幸口愛德，

一如為得到永生有用的恩寵。至於現世的事物，如健康、友誼，

也可以依照天主的智慧賺得。這些恩寵和事物是基督徒祈禱的對

象。祈禱給我們提供為有功績的行為所需要的恩寵。

在我們內，基督的愛是我們在天主台前所有功績的泉源。恩 2011 

寵以積極的愛，使我們與基督結合，確保我們的行為有超性的品 492 

質，因而也在天主和人面前確定了它們的功績。聖人們常真切地

意識到，他們的功績純粹是天主的恩寵。

現世流亡結束之後，我固然希望到天鄉享見你，但我不願為天

國在現世累積功績，我願意因你唯一的愛而工作．．．．．．。在我生

命的宋刻，我將出現在你面前，兩手空空，因為我不要求你， 1460 

上主，計算我的事功。我們所有的義德，在你的眼中，都有瑕

疵。因此，我願穿上你本身的義德，並從你的愛中，領受你自

己，永遠擁有相...... 1 。

1 聖女小德蘭，〈給仁慈大愛的奉獻〉。

四、基督徒的聖德

「天主便一切協助那愛祂的人，獲得益處。．．．．．．因為祂所預 2012 

選的人，也預定他們與自己的兒子的肖象相同，好使祂在眾多弟 459 

兄中作長子。天主不但召叫了祂所預定的人，而且也使祂所召叫

的人成義，並使成義的人，分享祂的光榮 J （羅 8:28-30）。

「所有基督徒，不論身分與地位如何，都被號召走向基督徒 2013 

生活的圓滿及愛德的完美境界」 1 。眾人都蒙召走向聖德：「你 的， 2545,

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5:48）。 的

信友們要按照基督的恩賜，利用一切力量，以達到這一完美的

境界，為使．．．．．．在一切事上服從天父的旨意，全心獻身於光榮

天主及服務他人。如此，天主子民的聖德將要結出豐富的果

實，一如教會的歷史上許多聖人的生活，清楚地証明的2 。

1 Iβ40,2. 2 LG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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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靈修的進步趨向與基督日益親密的結合。這結合被稱為「奧

774 秘的」，因為藉著聖事一 「神聖的奧秘」 分享基督的奧

秘，而且又在基督內，分享聖三的奧秘。天主召叫眾人與祂親會

的結合，雖然此奧秘生活的一些特殊恩寵或出奇記號，只賜給某

一些人，日的是為了顯示眾人得到的恩寵，都是天主無條件地賞

貝易的。

2015 走向完美的道路是通過十字架。沒有犧牲、沒有屬靈的戰

407, 2725, 門，就沒有聖德可吉 1 。靈性的進步要求靈修功夫與克己，這些

1438 會逐漸引領人生活在真福的平安與喜樂中：

上升的人，總不停止前進，周而復始，藉著永無終期的開始，

前進不息。

上升的人，想望那已經認識的事物，總、不停止2 。

1 參閱弟後 4. 2 聖額我略﹒尼擻，〈有關雅歌的道理｝ 8: PG 鈕，941C.

2016 慈母教會的子女，在與基督共融之下，藉著天主的恩寵所

的， 1821 完成的善工，希冀恆心到底的恩寵及天主父的賞報，是合情合理

1274 的 1 0 持守著同樣的生活規範’信者們與那些因天主仁慈一同集

合在新耶路撒冷的人，分享「有福的希望」’這新耶路撒冷正

「從天上由天主那裡降下，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

娘」（默21:2）。

l 參閱特倫多 0547): DS 1576. 

撮要

2017 聖神的恩寵賦予我們天主的正義。祂使我們藉著信德和聖

洗，與基督的苦難和復活相結合，而使我們分享祂的生命。

2018 成義猶如皈依，色含兩方面：人藉著恩寵的推動，轉向天

主，遠離罪惡，如此接受罪赦和由上而來的義德。

2019 成義包括罪赦、聖化和人內在的更新。

2020 成義是藉著基督的苦難為我們賺得的。成義是透過聖洗而賜

予我們，令我們符合天主的正義，是祂使我們成為義人。成

470 人的召叫：在聖神內的生活



義的目的是為光榮天主及基督，並為承受永生的恩賜。這是

天主慈愛最卓越的工程。

恩寵是天主賜予我們的助f右，為使我們回應天主的召叫成為 2021 

祂的義子。恩寵引領我們進入聖三生活的親密關係中。

在恩寵的工程裡，天主首先採取主動，預備和激發人的自由 2022 

回應。恩寵滿足人的自由的深切渴求。它邀請人自由地與它

合作，並使自由達到完美的境界。

聖化恩寵（寵愛）是天主無條件地施予我們的，使我們分享 2023 

祂的生命，它經由聖神，傾注在我們的靈魂上，為治療其罪

惡並予以聖化。

聖化恩寵使我們「蒙主喜悅」。「神思」，即聖神特殊的恩 2024 

寵，是為導向聖化恩寵和為教會的h益而賦予的。天主也藉

著多種現時的恩寵（寵佑）行事，這與經常在我們內的常居

的恩寵（寵愛）有刑。

只有隨從天主自由計畫的安排，而與其恩寵的工程合作，人 2025 

在天主前才有功績可言。功績首先是屬於天主的恩寵，其次

才是屬於人的合作。人的功績也就是天主的。

聖神的恩寵，基於我們的義子關係’並依照天主無條件地所 2026 

賞賜的義德，能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功績。我們心內的愛德在

天主前，是功績的主要泉源。

沒有人可賺得最初的恩寵，這恩寵是皈依的原動力。在聖神 2027 

的推動下，我們能為自己和為別人賺得一切有用的恩寵，為

到達永生，和得到必須的世物。

「所有基督徒．．．．．．都被號召走向基督徒生活的圓滿及愛德的 2028 

完美境界」 1 。「基督徒的完美只有一個止境：那就是永無

.11:.J克」 2 。

1 LG 40ι 2 聖額我略﹒尼擻，〈論梅瑟生平） : PG 44,3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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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其色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

我」（瑪 16:24）。

第三條

教會一一慈母與導師

2030 基督徒是在教會內，在與諸受洗者的共融中，完成其召叫，

從教會領受天主的話，其中含有「基督之律」（迦 6:2）的教導。

基督徒從教會領受聖事的恩寵，以便在「道路」上支持他們。基

828 督徒從教會學習聖德的典範，在至聖童貞聖母瑪利亞身上，認出

聖德的模範和泉源﹔在其實見証者的生活中，辨別出聖德﹔在靈

修的傳統中，在前輩聖賢的漫長歷史中，基督徒發現聖德，並在

1172 禮儀中按照聖人年曆加以慶祝。

2031 道德生活是屬神的敬禮。在基督徒組成的基督的身體中，並

1368 與祂奉獻的感恩祭中，我們「獻上我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

和悅樂天主的祭品」 1 。在禮儀和舉行聖事時，祈禱和教導，偕

同基督的恩寵，光照並滋養基督徒的行為。道德生活一如基督徒

的整個生活，在感恩祭中，找到它的泉源並達到高峰。

1 參閱羅 12:1.

的－87, 一、道德生活與教會的訓導

2032 教會，「真理的柱石和基礎」（弟前3:15），「由宗徒們接受

了宣布基督救世真遁的莊嚴命令」 1 0 「無論在何時何地，教會

2246 有權宣布倫理的原則，包括有關社會秩序在內的，對人的事務，

2420 在基本人權和人靈的得救有所要求時，亦有權審斷」 2 。

1LG17. 2 CIC747,2. 

2033 歡會牧者有關道德的訓導，借助於神學家和璽修學家的著

84 作，通常是在教理講授及講道中行使。這樣，基督徒道德的「寶

庫」，在牧者的保護和監督之下，才能代代傳遞下來。這道德的

寶庫是一套具有特色的集成，包括規律、誡命和發自對基督的信

仰、因愛德而活躍的德行。在傳統上，這種教理的講授，除信經

472 人的召叫：在聖神內的生活



和天主經外，以十誠為根基，因為十誡宣示為所有的人都有效的

道德生活的原則。

羅馬教宗和主教們，「是真確的導師，擁有基督的權威，向 2034 

其所屬民眾宣講當信的和應在生活中實踐的信仰」 1 0 教宗以及

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們，以通常和普遍的訓導，教導信友當信的真

理、當實踐的愛德、當希望的真福。

1 LG 25. 

分享基督的權威最高的等級，藉不能錯誤的特恩予以保証。 2035 

這不能錯誤的範圍，與「天主敢示的寶庫範固相等」 1 ：而且延

伸到所有教義的要素，包括道德在內，若缺乏了這些要素，就不

能維護、宣示或遵守信德的救恩、真理2 。

1 參閱 Iβ25. 2 信理部，〈教會的奧跡〉宣言（24.6.1973) 3. 

訓導的權威也伸展到自然律的特殊規範，因為造物主要求道 2036 

守的這些規範’為得救是必要的。提醒人們注意自然律的規範， 1960 

乃屬教會訓導的一個基本任務。這是一個先知性的任務：向人們

宣告他們真正是甚麼，提醒人們在天主台前他們應該是甚麼 l 0 

1 參閱 DH14.

託付給教會的天主法律，教授給信徒，作為生命與其理的道 2037 

路。因此，信徒有權利 1 對于申聖的救恩規範’獲得教導，藉以淨

他判斷，並以恩寵治療人理性的創傷。他們也有義務遵守教會合

法權威訂定的憲章和法令。即使這些只是紀律性的規定，也要求 2041 

在愛德內的順從。

1 參閱CIC 213. 

在教導及實行基督徒的道德方面，教會需要牧者的獻身、神 2038 

學家的知識、所有基督徒以及善心人士的貢獻。信德和實踐福音 2442 

給每一個人提供生活「在基督內」的經驗，使他得到光照，並使

他能夠藉著天主聖神，明辨天主和人的事理1 。這樣，天主聖神

能用最微末者，光照那些智者和身居高位的人。

1 參閱格前2: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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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 所有職務，應本著服務弟兄及忠於教會的精神，因著主的名

義去執行 1 。同時，每個人的良心，在對其個人的行為作倫理判

斷時，應避免受限於個人的想法。他應盡其所能，敞開心胸，念

及眾人的利益，依照道德律，即自然的和敢示的道德律，同時也

應按教會的法律，以及教會訓導當局有關倫理問題的權威性教

1783 導，所表示的意思。個人的良心和理性不宜與道德律或教會的訓

導背道而馳。

1 參閱緯 12:8,11.

2040 如此，在基督徒中間，一種真正的孝愛教會的精神，得以發

展出來。這是聖洗恩寵的正常成長，它使我們出生於教會的懷

中，並使我們成為基督身體的肢體。教會以慈母的關懷，施予我

們天玉的仁慈，天主的慈悲勝過我們的罪過，尤其在修好聖事中

的 顯示出來。教會猶如一個闢懷備至的母親，在每天的禮儀中，她

毫不吝音地供給我們主的聖吉和聖體，作為我們的食糧。

二、教會的規條

2041 教會的規條列於道德生活的範圍，與禮儀生活相連，並自

禮儀生活取得滋養。由牧職當局所頒布的成文法，有強制性，

乃是為了給基督信徒，確保在祈禱的精神、倫理的努力、愛天

主愛近人的成長中，一個最低而必要的限度。

2042 第一規條（「主日及當守的法定慶節應參與彌撒，不從事辛勞工作」）

138夕， 2180 要求信徒慶祝紀念主復活的日子，以及敬禮主的奧跡、榮褔童貞瑪利亞，

和諸聖人的主要禮儀慶節﹔首先，要參與基督徒團體團聚一起的感恩慶

典，並且要停止一切阻礙聖化這些日子的工作和操勞，從而得到休息 1 。

14刃 第二規條（「應至少每年一次告明你的罪」）藉著領受和好聖事，繼

續聖洗聖事的皈依和赦免的工程，為領受聖體妥作準備2 。

J沼9 第三規條（「至少應在逾越慶節時領受感恩（聖體）聖事」）保証最低

限度的領受主的聖體聖血，要在逾越節期中領受，這是基督徒禮儀的原

始和中心3 。

1 參閱CIC 1246-1248 ﹔ α立的 880,3 ﹔ 881,1.2.4. 2 參閱CIC 989 ﹔ αBJ 719. 
3 參閱CIC 920 ﹔ αBJ 708 ; 881,3. 

2043 第四規條（「應在法定日子上遵守大齋和小齋」）．．．．．．獲得控制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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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切3量和心靈的自由＊。

第五規條（「應支援教會的需要」），意指信徒尚有義務，各盡自己 1351 

的能力，支援教會物質的需要＊＊。

＊參閱CIC 1249-1251 ﹔ αID 882. ＊＊參閱 CIC 222 ﹔ α吏。 25﹔此外，主教圈可以

為自己的地區制定其他教會規條：參閱CIC 455. 

三、道德生活與傳教的見証

受過洗的人的忠信是傳播福音和教會在世使命的首要條件。 2044 

為使救恩的訊息，在人面前顯示出真理和光輝的力量，應有基督 凹， 905

徒的生活作其實的見証。「基督徒生活的見証及以超性精神所行

的善事，有吸引人信仰和皈依天主的力量」 1 。

1 AA 6,2. 

因為基督徒是基督身體的肢體，而基督是頭 1 ，基督徒以他 2045 

們堅定的信念和品行，有助於建樹教會。教會因著信徒的聖德而 7刀， 828

日益茁壯、成長、發展 2 ，直到「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

齡的程度」（弗 4:13）。

1 參閱弗 1:22. 2 參閱Iβ39.

由於按基督的心意而生活，基督徒加速天主神國的來臨，那 2046 

就是「正義、真理與和平的神國」 1 0 他們卻不因此而鬆懈現世 6刀， 28凹

的工作﹔忠、於他們的師傅，信徒以正直、耐心與愛心執行現世的

事務。

1 《羅馬彌撒經書〉，「基督君王節頌謝詞」

撮要

道德生活是屬神的敬禮。基督徒的行為在禮儀和聖事的舉行 2047 

中獲得滋養。

教會的規條涉及道德與基督徒的生活﹔這種生活與禮儀相結 2048 

合，並由禮儀得到滋養。

教會牧人有關道德的合1）導權通常是在教理講授及講道中行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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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而以天主十誡為根基，因為十誡宣示為每個人都有效的

道德生活原則。

2050 羅馬教宗和主教f門，以真正導師的身分，向天主于民宣講當

信和在生活中當實行的道理。對有關自然律及理性的道德問

題表示立場，也屬於他們的職權。

2051 牧人的訓導權的不能錯誤，涵蓋道理的一切要素，色括道德

的問題，若沒有這些要素，信德的救恩真理就無法維護、宣

示或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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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誡

出谷紀 20:2-17 申命紀 5:6-21 （取自中華教會祈禱

經文）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

是我領你出了 我曾領你離開

埃及地、 埃及地，

奴隸之戶斤。 那為奴之家。

除我之外， 除我以外， 一、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

你不可有別的神。 你不可有別的神。 J二。

不可為你製造

任何彷彿天上、

或地上、

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

不可叩拜這位像，

也不可敬奉，因為我，

上主，你的天主

是忌邪的天主﹔

凡惱恨我的，

我要追討他們的罪，

從父親直到兒子，

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孫。

凡愛慕我和遵守我誡命

的，

我要對他們施仁慈，

直到千代子孫。

不可妄呼上主， 你不可妄呼上主， 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

你天玉的名﹔ 你天主的名。 誓。

因為凡妄自乎祂的名的人，

上王決不讓他們免受懲

吉中lj 。

應記住安息日， 當遵守安息日， 三、守瞻禮之日。

守為聖日。 奉為聖日。

六天應該勞作，

作你一切的事：

但第七天
是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

當守的安息日﹔

你自己、連你的兒女、

十言我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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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自守f獎宮卑、

Hr的牛生口，

以及在你中間住的外方

人，
都不可作任何工作。

因為上主在六天內

造了天地、海洋和

其中一切，

但第七天休息了，

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

也定為聖日。

應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 應孝敬你的父母。 四、孝敬父母。

幸見 , 
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

賜給你的地方，

延年益壽。

不司殺人。

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問見証，

害你的近人。

不可貪你近人的房舍。

不可貪戀你近人的妻子、

僕人、
蟬女、

牛驢

及你近人的一切。

不可殺人。

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証，

害你的近人。

五、毋殺人。

六、母行邪淫。

七、毋偷盜。

八、母妄証。

不可貪戀你近人的妻子： 九、毋願他人妻。

不可貪圖．．．屬於你近人的 十、毋貪他人財物。

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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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誡

「師傅，我該做甚麼．．．．．．？」

有一個少年人間耶穌說：「師傅，為得永生，我該做甚麼 2052 

『善』？」對這個問題，耶穌首先要他明臼，必須確認天主是

「唯一的善」’是善中之善，是一切善的泉源。然後向他宣布

說：「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就該遵守誡命」。接著，耶穌引用 18月

了愛近人的誡命答覆祂的對話者：「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

偷盜，不可作假見証﹔應孝敬你的父母 J 0 最後，耶穌更把這些

誡命，用積極的命令作總結說：「應愛你的近人，如愛你自己」

（五馬 19:16-19) 。

在這第一個答覆之後，耶穌又加上第三個答覆：「你若願意 2053 

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

上，然後來跟隨我」（瑪 19:21) 。這第二個答覆並沒有廢除第一

個。跟隨耶穌基督包括遵守誡命。法律並沒有被廢除 1 ，而是遨 1968 

請人們在他們的師傅身上，發現祂就是法律的圓滿實現。三部對

觀福音，都把耶穌召叫富貴少年跟隨祂，做個順命和謹守誡命的

門徒，與貧窮、貞潔的召叫連在一起2 。福音勸論與誡命是不可 1973 

分的。

1 參閱瑪5:17. 2 參閹瑪 19:6 12,21,23-29. 

耶穌重提十誠，但祂顯示了聖神的德能在十誠的文字中運 2054 

作。祂所宣講的義德，「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德」（瑪5:20) 581 

也超過外邦人的義德 1 。祂發揚了十誡的全部要求。「你們一向

聽過給古人說：不可殺人．．．．．．我卻對你們說：凡向自己弟兄發怒

的，就要受裁判」（瑪5:21-22）。

1 參閱瑪5:46 47. 

當有人問祂：「法律中那條誡命是最大的？」（瑪 22:36) ' 2055 

耶穌回答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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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

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 J （瑪 22:37-40)1 。解

釋十誠，必須在愛的誡命光照之下。這是一條二而一的愛的誡

命，而愛就是法律的滿全：

誡命說：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戀﹔以及其

他任何誡命，都包含在這句話裡：就是「愛你的近人如你自

己」。愛不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 13:9-10）。

l 參閱申 6:5﹔日力的：18.

聖經中的十誡

2056 「十誡」（Decalogue）一詞，其字面的意義是「十句話」

（出 34:28﹔申 4:13 ﹔ 10:4）。在聖山上，天主給自己的子民做示了

700 這「十句話」。是天主「用手指」寫的（出 31:18﹔申 5:22），不同

62 於其他由梅瑟書寫的誡命 1 。「十句話」在天主的話裡’佔著卓

越的位置﹔「十句話」載在出谷紀2和申命紀中 3 ，流傳至今。

自舊約時代，經常為聖經所引用 4 ，但是，直到耶穌基督的新盟

約，「十句話」的完整意義才顯示出來。

1 參閱申 31:9,24. 2 參閱出 20:1-17. 3 參閱申 5:6 22. 4 參閱歐4:2﹔耶 7:9：，則 18:5-9.

2057 首先應在出谷紀的背景下理解十識。出谷是天主在舊約的中

2084 心所完成的偉大拯救事件。「十句話」不論採取何種形式：消極

的規範、禁令，或積極的命令（如「應孝敬你的父母」），都在

指出，擺脫了罪惡的奴役之後，度自由生活的條件。十誡是一條

生命的道路：

如果你愛慕你的天主，如果你履行祂的道路，如果你謹守祂的

2170 誡命、祂的法令、祂的規定，你必能生活，你必能繁榮（申 30:

480 十誡

16）。

十誡這股釋放的力量可見於某些誡命，如安息日應該休息。

這誡命同樣也是為外邦人和奴隸所定的：

你應記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過奴隸。上主你的天主以大能的

手和伸展的臂，將你從那裡領了出來（申 5:15）。



「十句話」概括並宣告了天主的法律：「這是上主在山上， 2058 

由火中，由濃霎黑暗字里，大聲對你們會眾所說的話，再沒有加添 1962 

甚麼﹔並將這些話寫在兩塊石版上，交給了我」（申 5:22）。因此

這兩塊石版也叫做「約版」（出 25:16）。因為在上面刻了天主與

祂的子民所結盟約的條款。這兩塊「約版」（出 31:18﹔ 32:15 ﹔ 34:

29）應該放在「約櫃」裡（出 25:16 ﹔ 40:1-2）。

「十句話」是天主在一次顯現之中宣布的（「在山上，在烈 2059 

火中，上王面對面對你們講了話」申 5:4）。「十句話」是屬於天 707 

主對祂自己和祂的光榮所作的敢示。誡命的恩賜就是有關天主自 2823 

己和有關祂聖意的恩賜。藉著使人認識祂的旨意，天主把自己顯

示給祂的于民。

誡命和法律的恩賜是天主與其子民所締結盟約的一部分。依 泌的

照出谷紀的記錄，「十句話」的敢示頒布於盟約的提議 1與達成2

之間一一←就是在百姓對上玉所吩咐的話，作了「聽從、奉行」的

承諾之後（出 24:7）。十誡常常在追念盟約之後才傳授給人（「上 62 

主，我們的天主在昌勒布與我們立了約」申 5:2）。

1 參閱出 19. 2 參間也 24.

誡命在盟約之內取得圓滿的意義。根據聖經，人的道德行為 2061 

要在盟約內並藉著盟約，才取得其全部意義。「十句話」的第一

句話，叫人記得天主首先愛了祂的子民：

正如從前，作為罪的懲罰，人從自由的地堂轉入此世的奴役

中，為此，十誠的第一段，天主誡命的第一句話，就著重自

由：「我是上玉，你的天主，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地、奴隸之 2086 

所」（出 20:2：申 5:6)1 。

1 奧利振，〈出谷紀講道｝ 8,1: PG 12,350. 

其次才是真正的誡命﹔誡命則道出因立約而歸屬天主的含 2062 

義。道德生活其實就是回應上主主動的愛，就是知恩、尊累、欽 的

敬、感謝：亦即是與天主合作，實現祂在歷史中所進行的計畫。 2002 

天主與人之間的盟約和對話，也可從宣告的方式得到証實： 2063 

所有義務都用第一人稱（「我是上主．．．．．．」），宣告給另一個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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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 「你」的主體。在整個十誡中，都用了一個單數人稱代名詞，直

指對方。天主顯示自己的旨意，同時針對整個民族和針對每一個

人：

上主規定：對天玉，要愛慕，對近人，要公道。如此，人就不

會成為不義者，天主也不會受屈辱。這樣，藉著十誠，天主培

育人成為祂的朋友，並和他的近人同心合意。．．．．．．對我們基督

信徒，十誠的話不但沒被廢棄，反而國著上主在血肉內臨於人

間，得到發揚和進展 1 0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時，3-4: PG 7/1,1017 1018. 

教會聖傳中的十誡

2064 教會的聖傳忠於聖經並依照耶穌的教導，確認十誡具有基本

的重要性和意義。

2065 自聖奧思定開始，教會在給候洗者和信徒的教理講授中，「十誡」

佔著優越的地位。在十五世紀，人們習慣把十識的規條寫成有節奏的詞

句，以便背誦並採用積極的形式。這種方式直到今日仍被沿用。教會的教

理書在講解基督徒的倫理時，經常隨從「十誡」的次序。

2066 在歷史的過程中，誡命的畫分和編號曾有變化。本教理仍隨從聖奧

思定所做的分法，這分法已成了天主敦的傳統。這也是路德會的傳統。希

臘教父所做的分法稍有不同，這分法可見於東正教會和改革教會的團體。

2067 十誡講述愛天主和愛近人的要求。首三條更針對愛天主，後

1853 七條針對愛近人。

既然愛德包括兩條命令，主又把全部法律和先知綜合其中．．．．．．，

因此，十條命令，分別寫在兩塊石版上。三條寫在第一塊上，

七條寫在第二塊上 1 。

1 聖奧思定，《講道集）＞ 33,2,2: PL 詣，208.

2068 特倫多大公會議教導說，基督徒及已成義的人依然有遵守十

1993 誠的責任 1 。梵二則加以肯定：「主教們是采徒們的繼承人，

888 從．．．．．．主的手裡，接受首︱︱導萬民及向一切受造物宣講福音的使

命，為使眾人因信德、聖洗及遵守誡命而得救」 2 。

1 參閹特倫多： DS 1569-1570. 2 Iβ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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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誠的統一性

十誡組成一個不能分割的整體。每一句「話」都涉及其他每 2069 

一句話和所有的話。它們互相配合，兩塊約版互相解釋，組成一 切4

個有機的整體。觸犯一條誡命，就是違反其他一切誡命 1 。人若

不讚美他們的造物主天主，就不能尊敬他人。人若不愛天主所造

的人，就不能裝拜天主。十誡把人的敬神生活與其社會生活結合

為一。

1 參閱雅2:10-11.

十誠與自然律

十誡乃屬於天主的敢示。十誠同時教導我們真實的人性。十 2070 

誡說明基本的義務，因此，間接地，也說明了人↑生固有的基本權 1955 

利。十誡含有「自然律」的一種優越的表達：

從開始，天主就把自然律的規誡植根在人的心內。然後，天主

只是提醒人而己，這便是十誡 1 。

1 聖依勒內﹒里昂，〈駁斥異論｝ 4,15,1: PG 7 /1,1012. 

雖然只憑理性也能得知十誠的規條，天主仍予以后立示。為對 2071 

自然律的要求，達致完整和確實的認識，有罪的人類需要這敢 1960 

汗尺．

在罪惡的處境中，由於理智之光已經昏暗以及意志的偏差，對

十誡作一完整的解釋，成了必要的 1 0 

我們對天主十誠的了解，是藉著教會提供給我們的天主的敢

示，和道德良心的呼聲。

1 聖文德，〈神學集成講解｝ 4,37,1,3. 

十誠的約束力

1777 

由於十誡是表達人對天主和對近人的基本義務，所以，在其 2072 

基本的內容上揭示了人當盡的重大義務。十誠的本質不能改變， 1858,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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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約束力時時處處都有效。沒有人可以免除。十誡是天主銘刻在

人心上的。

2073 服從十誡尚包括一些本身是較輕微的義務。例如，罵人是第

五誡所禁止的，本身不是嚴重的過錯，但說話者由於環境或罵人

者的意向能使它成為嚴重的過錯。

「離了我，你們甚麼也不能作J

2074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

2732 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甚麼也不能

作J （若 15:5）。這話所提到的果實，就是藉著與基督的結合而有

別 的豐富生命所產生的聖德。幾時我們信仰耶穌基督，參與祂的奧

跡，遵守祂的誡命，救主將親臨，而在我們內，愛祂的父和祂的

弟兄，也是我們的父和我們的弟兄。祂本人因著聖神，將成為我

們行事的、生活的和內心的規範 o 「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

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若 15:12）。

撮要

2075 「我該行甚麼『善』，為得永生？」一一「如果你願意進入

生命，就該遵守誡命」（瑪 19:16-17）。

2076 耶穌以言以行証實十誡是永恆的。

2077 十誡的恩賜是在天主與其子民締結的盟約中所頒賜的。為

此，天主十誡在此盟約內，並藉此盟約取得真實的意義。

2078 教會的聖傳忠於聖經並依照耶穌的教導，確認十誡具有基本

的重要性和意義。

2079 十誡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每一句「話」或每一條「誡

命」都涉及整體。觸犯了一條誡命就是違犯全部法律 1 0 

1 參閱雅 2:10-11.

2080 十誡含有自然律的一種優越的表達，我們可從天主的啟示和

人的理性得知十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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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誡在其基本內容上宣示的是屬於重大的義務。不過，服從 2081 

這些規誡，也包括輕微的義務，這是由於事情本質是輕微

的。

凡天主所命令的，祂賜予恩寵使之成為可行的。

第一輩

「你當全心、全靈、全意

愛上主，你的天主 J

2082 

耶穌用「你當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句話 2083 

來概括人對天主的責任（瑪22:37)1 。這句話直接回應一個隆重的 367 

號召：「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申 6:

4）。

天主首先愛了我們。唯一天主的愛在「十句話」的第一句話 間

裡已被提及。隨後，誡命闡明人蒙召應給予天主愛的答覆。

1 參閱路 10:27：「．．．全力。」

第一條

第一誡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地、奴隸之所。除我之

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你製造任何彷彿天上、或地上、或

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這些像，也不可敬奉（出 20:2-5)1 。

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獨事奉祂」（瑪4:10）。

1 參閱申 5:6 9. 

一、「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並要事奉祂」

天主向以民說：「我領你們出了埃及地、為奴之家」 0 天主 2084 

使以民記起祂在他們的歷史中所施行的大能、恩惠和拯救，就這 2057 

「你當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 485 



樣把自己顯示給以民讓他們認識。第一句話包合法律的第一條誡

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並要事奉祂 0 ......不可追隨別

的神」（申 6:13-14）。天主的第一個召喚和正義的要求，便是要

398 人接納祂和朝拜祂。

2085 唯一和其實的天主首先把自己的光榮顯示給以色列 1 。有關

200 人的蒙召和人的真理的敢示，與天主的敢示是互相聯貫的。人蒙

召是為藉著他符合人受造特色的行為，彰顯天主，人是「依照天

1701 玉的肖象和模樣而受造的」

特肋弗（Tryphon）啊，總不能再有別的天主了！從互古以來．．．．．．，

除了那位宇宙的創造者和治理者外，也從未有過別的天主。我們

不認為我們的天主不同於你們的天主。祂是同一位「以大能的手

和高舉的雙臂」’領你們的祖先出了埃及地的天主。我們不會把

我們的希望寄於任何別的神，實際上也沒有別的神，而就是你們

希望的那→位，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 2 。

1 參閱出 19:16-25; 24:15-18. 2 聖猶思定，《與猶太人特肋弗對話錄｝ 11,1: PG 6,497. 

2086 「命令的第一條包括信德、望德和愛德。因為，誰說到天

212 玉，事實上，是論及一位恆常、不變、永遠一樣、忠信、完全公

義的主。由此，我們必然應該接受祂說的話，對祂有完全的信仰

和依賴。祂是全能的，仁慈的，無限量地樂意行善。誰能夠不把

所有的希望寄託在祂身上？誰見到了祂傾注於我們的慈善和溫柔

的寶藏而能夠不愛慕祂？因此天主在聖經中，在命令的開始，或

2061 在命令的結束時，採用了『我是上主』這種說法」 1 。

1 ＜羅馬教想｝ 3,2,4. 

1814-1816 信t惠

2087 天主把祂的愛做示給我們，我們的道德生活在對天主的信德

的 中，找到了根源。聖保綠視「服從信德」（羅 1:5 ﹔ 16:26）為人的

486 十誡

第一義務。他指出一切道德偏差的根源與解釋，均在於「不認識

天主」 1 。我們對天主的責任是信仰祂並為祂作見証。

1 參閱羅 1:18 32. 



第一條誡命要求我們以明智、以警醒來培養和維護我們的信 2088 

德，並拋棄違反信德的一切。事實上，有多種方式構成違反信德

的罪：

對信德刻意的懷疑，是指疏忽或拒絕承認天主所做示的，並 157 

經教會定為當信的道理是真的。非刻意的懷疑，是指相信上的猶

豫，或在克服信德受質疑時的困難，或由f吉德晦澀而產生的憂

慮。人若故意地維持懷疑，會導致心靈的盲目。

不信，是忽視毆示的真理或自願拒絕認同。「所謂異端，是 2089 

在領洗後，固執地否認天主所做示及教會所定為該信的某端真 162, 817 

理，或是固執地懷疑這端道理。所謂育教，是整個背棄基督徒信

仰。所謂裂教，是拒絕服從教宗或是不願與服從教宗的教會成員

共融」 1 。

1CIC751. 

望德 1817-1821 

當天主敢示自己和召喚人時，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圓滿地答 2090 

覆天主的愛。人應該希望天主給他還愛天主的能力，並按照愛的 1996 

誡命而行事的能力。望德是懷著信賴期待天主的祝福和享見天主

的幸福：望德也是怕得罪天主的愛和招致懲罰。

第一條誡命也針對違反望德的罪，就是失望和妄望： 2091 

所謂失望，是人停止從天主盼望個人的得救，為達致得救的

幫助或自己罪過的赦免。失望違反天主的良善，祂的正義一一因 1864 

為上主對祂的許諾是忠實的 和祂的仁慈。

妄望有兩種。或是人對自己的能力存有妄想（希望無需來自 2092 

上天的幫助而能自救），或是人對天主的全能和仁慈存有妄想 2732 

（希望無悔改而得寬恕，無功績而得光榮）。

愛德 1822-1829 

對天主的愛的信仰，包含以真誠的愛，回應天主愛的召喚和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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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第一條誡命要我們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並為天主和因天主

而愛萬物 1 。

l 參閱申 6:4-5.

2094 人犯罪違反天主的愛，能有幾種方式：冷漠是忽略或拒絕考

慮、天主的愛﹔也是不賞識天主愛的關切和否認其力量。忘恩是疏

忽或迴避承認天主的愛和對天主以愛還愛。冷泊是猶豫和忽略回

2733 應天主的愛，也能指人拒絕把自己交付於愛的推動。懈怠或靈性

方面的懶惰，甚至能使人拒絕來自天主的喜樂，和對于申聖的美善

2303 持厭惡的態度。仇恨天主源自驕傲自大。仇恨違反天主的愛，否

認天主的良善，並竟敢咒罵那阻止犯罪及處以懲罰的天主。

二、「只向你的天主、上主俯伏朝拜」

2095 信、望、愛三個超性德行使倫理德行定型並活躍起來。如

此，愛德促使我們，依照全部義德的要求，歸還給天主我們身為

1807 受造物所欠祂的一切。虔敬之德使我們具備這種態度。

2628 朝拜

2096 朝拜是虔敬之德的第一個行為。所謂朝拜天主，就是承認祂

是天主、是造物主和救主、是一切存在之物的上主和主人、是無

限的愛和仁慈 o 耶穌引述申命紀說（申 6:13）：「你要朝拜上主，

你的天主﹔唯獨事奉祂」（路4:8）。

2097 朝拜天主，就是在絕對的尊敬和順服中，承認「受造物原是

2807 虛無」，只能藉天主而存在。朝拜天主，就是如同聖母瑪利亞，

在謝主曲中，讚美祂、頌揚袖，並自謙自卑，懷著感恩之情，承

認祂行了大事、祂的名字是聖的 1 0 朝拜唯一的天主使人免於只

看自己、免於罪惡的奴役和世界的偶像暴拜。

l 參閱路 1:46-49.

2558 祈禱

2098 第一誡所命令的信、望、愛的行為，在祈禱中完成。舉心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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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天主，是我們朝拜天主的一種表達，就是：讚美、謝恩、車專

求、求恩的祈禱。為能服從天玉的誡命，祈禱是不能缺少的條

件。「應當時常祈禱，不要灰心」（路的：1) 。

祭獻

2742 

給天主奉上祭獻，作為朝拜、感恩、祈求、和共融的記號， 2099 

是理所當然的：「為了在神聖的共融中與天主結合，並為了能成

為幸福的人而做的任何行為，都是真實的祭獻」 1 。 613 

1 聖奧思定，〈天主之城｝ 10,6: PL 41,283. 

欲使外在的祭獻成為實在的，它必須是屬神祭獻的表達： 2100 

「我的祭獻就是痛悔的精神．．．．．．」（詠 51:19）。舊約的先知屢次 2711 

譴責那些毫無內在參與 1或與愛近人無關 2的祭獻。耶穌追憶歐

瑟亞先知的話：「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瑪9:13; 12:7)3 ﹔唯一

完美的祭獻，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愛祂的父，並為我們的得 的

救，所作的全矯祭4 。聯合於基督的祭獻，我們能使我們的生活 的

成為獻給天主的祭獻。

1 參閱亞5:21 25. 2 參閱依 1:10-20. 3 參閱歐6:6. 4 參閱希9:13-14.

許諾與誓願

在許多場合裡’基督徒應邀向天主作出承諾。聖洗、堅振、 2101 

婚姻、聖秩四件聖事常含有這類承諾。出自個人的虔敬，基督徒 1237 

也可向天主許下要作某種善功、某種祈禱、某種施捨、某種朝聖

等等。忠於對天主所作的許諾，是表達對至尊天主應有的尊敬和 1064 

對天主的愛慕。

「許願乃是向天主審慎而自由做出的承諾，保証自己要行－ 2102 

件可能的且是更好的善功，並應以虔敬之德完成之」 1 。許願是

一個虔敬的行為，藉此行為，基督徒自獻於天主或向天主許下要

做一件善事。藉著實踐所許的願，將他所許諾的和所奉獻的交給

天主。宗徒大事錄給我們記錄了聖保祿很關心實踐他所許下的誓

願2 。

1 CIC 1191,1. 2 參閱宗的：18; 2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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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教會對實踐福音勸論的誓願確認有典範的價值 1 : 

1973 

914 慈母教會欣喜在其懷抱中，有許多男女更親近地去追隨救主的

自貶，並更顯著的加以表彰，以天主兒女的自由，承受貧窮，

捨棄自己的意志：這些人都是為了天主，在成全的事上，已超

出誡命的範圍，而自願屈服於一個受遁的人，為能使自己更完

善地相似基督的服從2 。

在某些情況下，教會為了相稱的理由，能豁免所做的承諾及誓願3 。

1 參閱CIC 654. 2 I正主 42,4. 3 參閱CIC 692;1196-1197. 

宗教的社會義務與宗教自由的權利

2104 「人人都該追求真理，特別應該追求有關天主及其教會的真

2467 理，既尋獲之後，則必須服膺而遵循之」 1 。這義務乃源自「人

的固有本性」 2 。它並不違反對各種不同宗教的「誠懇的尊敬」

851 「這些宗教往往反映出普照全人類的真理的一線光明」 3 。它也

不違反愛德的要求，這愛德催促基督徒「應以仁愛、明智、耐

心、對待那些徘徊於歧途或在信仰上無知的人們」 4 。

1 DH 1,2. 2 DH 2,2. 3 NA 2,2. 4 DH 14,4. 

2105 向天主獻上其實的果敬，是一種個人性和社會性的義務。這

正是「公教會關於人類及社會，對於其宗教及唯一的基督教會，

仰 所有道德責任的傳統道理」 1 。藉著不斷地向人們宣傳福音，教

會盡其所能，使他們能夠「把基督的精神注入思想、習慣、法律

898 和所處的團體制度中」 2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是尊重並散發每個

人對其與荐的喜愛。這責任要求他們使人認識、業奉唯一的真宗

教，這其宗教存在於至公而由東徒傳下來的教會之內 3 。基督徒

蒙召為世界之光4 。如此，教會向受造界，尤其向人類社會，表

達基督對它們的王權5 。

1 DH 1,3. 2 AA 13,1. 3 參閱DHl. 4 參閱AA13. 5 參閱良十三世， Immor-

tale Dei 通諭 3,17：比約十－世，〈建立基督君王節〉通諭（11.12.1925) 8,20. 

2106 「在宗教信仰上，不能強迫任何人，違反其良心行事，也不

腳， 1782, 能阻撓任何人，在合理的範團內，或私自、或公開、或單獨、或

1738 集體依照其良心行事」 1 。這信仰的權利乃奠基於人的本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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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嚴驅使其良心自由地依附超越現世秩序的天主的真理。因

此，「即使在那些對於追求真理，及依附真理不盡責任者身上，

仍保有不受強制的權利」 2 。

1 DH 2,1. 2 DH 2,2. 

「如果為了人民的特殊環境，在國家的法律制度上，對某一束教團 2107 
體予以國家的特別承認，則必須同時對其他一切公民及桌教團體，承認並

尊重其在宗教事務上的自由權利」 1 。

1 DH6,3. 

宗教自由的權利既不是依附錯誤的道德允許 1 ，也不是犯錯 2108 

的假想權利 2 ，而是人享有公民自由的自然權利，就是在有關宗 1740 

敦的事務上，在合理的限度內，不受政府當局的外力強制。這項

自然權利，在社會法律制度中應予確認，並成為民法的條文3 。

1 參閱良十三世， Iibertas praestantissimwn 通論。 2 參閱tt約十二世， 1953年

12 月 6 日講詞： AAS 1953,799. 3 參閱DH2.

信仰自由的權利，其本身不是無限的 1 ，也不能僅以法有明文，或實 2109 
証主義、自然主義的標準2 ，而設計的「公共秩序」加以限制。至於與此 2244 

權利俱來的「合理範圍」，必須依據每一個社會情況，按照公益的要求， 1906 

運用政治的明智加以釐定，並由政府依照「符合客觀道德秩序的規範」 3 ' 

予以批准。

1 參閱l:t約六世， Quad aliquantwn 短筒（ 1791) 10. 2 參閱比約九世，〈多麼關心〉通諭

C 1864) 3. 3 DH 7 ,3. 

三、「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其他的神」

第一誡禁止恭敬其他的神，只應恭敬敵示給其子民的唯一上 2110 

主。第一誡禁止迷信和不倍。迷信可以說是一種對宗教的過分歪

曲﹔不信正好相反，是由於欠缺，是對虔敬之德的缺陷。

迷信

迷信是宗教情緒和當行敬禮的偏差。迷信也能影響我們裝拜 2111 

真天主的敬禮，例如，給一些原是合法或必要的敬禮，賦予一種

魔術般的重要性。將祈禱或聖事標記的功效，只附於其外在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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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無視乎其所要求的內心的準備，便是陷於逃信 1 。

1 參閱瑪23：“ 22.

拜偶像

2112 第一誡譴責多神論。它要求人除了天主以外，不要相信別的

210 神道，除了唯一的神以外，不崇拜別的神明。聖經不斷地提醒人

拋棄「人手鑄造的金的，或銀的偶像J ’它們「有口而不能言，

有眼而不能看．．．．．．」這些虛妄的偶像使人陷於虛妄：「鑄造偶像

的人將與偶像同亡：凡信賴偶像的人，也將是一樣」（詠 115:4-

5,8)1 。天主，則相反，是「生活的天主 J （蘇 3:10﹔詠 42:3 等）祂

給人生命，並介入歷史中。

1 參閱依 44:9-20：，耳1110:1-16：達 14:1 30﹔巴 6﹔智 13:1-15:19.

2113 拜偶像不僅指其他宗教的虛假裝拜。它對信仰常是一個恆常

398 的誘惑。拜偶像是把原非天主的一切，予以神忱。拜偶像開始存

2534 在，就在當人把一個受造物當作天主來尊敬的時候。果拜的受造

物能夠是邪神或魔鬼（譬如果拜魔王），也能夠是權勢、娛樂、

2289 種族、祖先、國家、錢財等。耶穌說：「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

2473 事奉錢財」（瑪6:24）。許多殉道者捨生受死只是為了不朝拜「獸

像」 1 ，甚至拒絕偽裝的朝拜。拜偶像否認天主唯一的主權：因

而與天主的共融是不能相容的2 。

1 參閱默 13 14. 2 參閱迦 5:20﹔弗 5:5.

2114 人的生活在對獨一無三者業拜中獲得整合。果拜唯一真主的

識命使人單純化，使他免於無盡的紛亂。拜偶像是人與生俱來的

宗教意識的敗壞。裝拜偶像者「拒絕把不可摧毀的天主觀念歸於

天主，反而加於其他任何事物上」 1 。

1 奧利振，〈駁斥吉爾松書） 2,40: PG 11,861. 

占←和巫術

2115 天主能做示未來給祂的先知或其他聖賢。然而，基督徒面對

305 未來的正確態度，是懷著信賴，把自身交付於天主的眷顧，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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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對此不健康的好奇。但不顧未來能構成缺乏責任感。

一切形式的占卡應該拋棄：無論是求助撒彈或魔鬼、招魂或 2116 

其他誤以為能夠「揭露」未來的做法 1 。觀察星座、行占星術、

行于相術、解釋徵兆和命運、相信神視現象、求助靈媒，都是有

意掌握時間、歷史甚至人類，同時也希望為自己贏得神秘力量的

支持。這一切都違反我們對唯一天主應有的敬意、尊重和敬畏之

情。

l 參閱申 18:10：耶 29:8.

所有施行巫術或妖術的法事，有意藉此馴服神秘的力量，以 2117 

供當事人的驅使，並取得支配他人的超然能力一一即使是為了恢

復健康，也是嚴重地違反虔敬之德。這種法事，要是尚含有危害

他人的意向，或求助魔鬼的干預，更應受到譴責。佩帶護身符的

人，也應受到責備。通靈論往往採用占←和巫術，教會告誡信徒

要加以小心防範。也不能因求助於所謂傳統的藥物，而使呼求邪

惡的力量，和利用別人的輕信，成為合法。

反宗教

天主的第一條誡命譴責幾個反東敦的主要罪行：就是，或以 2118 

吉語，或以行為試探天主、褻潰神明和買賣聖職。

試探天主就是用言語或用行為，來考驗天主的良善和祂的全 2119 

能。撒嬋有意使耶穌從聖殿頂上跳下去，而強迫天主採取行動， 394 

正是試探天主的行為 1 。耶穌用天主的話駁斥說：「你不可試探

上主你的天主」（申 6:16）。含有這類試探天玉的挑撥都傷害我們

對造物主天主應有的尊敬和信賴。試探天主常是對天主的愛、上

智、和能力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2 。 2088 

1 參閱路 4:9. 2 參閱格前 10:9：出 17:2-7：詠 95:9.

褻j賣是侮辱或不相稱地處理聖事及其他禮儀行為，或奉獻於 2120 

天主的人、地、事物。褻j賣是一種嚴重的罪過，尤其是對聖體聖

事，因為基督的身體為了我們而實體地臨在這聖事內 l 0 1374 

1 參閱CIC 1367;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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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買賣聖職或聖物 1在於收買或出售屬靈的事物。有一個名叫

西滿的術士，見到在宗徒身上成就的事業，就有意購買屬靈的能

力，伯多樣回答說：「願你的銀錢與你一起喪亡！因為你想天主

的恩賜可以用銀錢買得」（宗 8:20）。這與耶穌的話正相吻合：

1578 「你們無條件得來的，也要無條件分施」（瑪 10:8)2 。屬靈財富

是不能佔為己有的，誰也不能自認為屬靈財富的擁有者或主人，

因為這些財富均來自天主。人只能從天主的于中無條件地領受。

1 參閱宗8:9-24. 2 參閱依曰：1 已有．

2122 「聖事施行人，除所屬主管當局規定的獻儀外，不可藉施行聖事要

求報酬，且常應注意，那些有需要的人，不可因為貧困的緣故而被剝奪獲

得聖事的援助」 1 0 主管當局規定這些「獻儀」是基於一個原則，就是基

督的于民應支持教會聖職人員的生活。 「工人自當有他的食物」（瑪 10:

10)2 。

1 CIC 848. 2 參閱路 10:7﹔格前 9:5 18：弟前5:17 18. 

無神主義

2123 「我們這時代的許多人一點感覺不出、甚至明明否認，人同

29 天主這種攸關生命的密切關係，故無神主義可列為現代最嚴重的

事」 1 。

1 GS 19,1. 

2124 無神主義一詞泛指許多不同的現象。一個經常遇到的形式便

是實際的唯物主義，它把人的需要和希望局限於時空之內。無神

的人文主義誤以為「人是自己的目的，人是其歷史的唯一創造

者」 1 。當代另一種形式的無神主義則將人類的解放，寄望於經

濟及社會的解放，且認定「宗教在本質上便構成一種障礙．．．．．．，

因為令人神往於來世生命的幻想，等於使人對建設地上的王國毫

不努力」 2 。

1 GS 20,1. 2 GS 20,2. 

2125 由於否認或拒絕天主的存在，無神主義是一個違反虔敬之德

1535 的罪過 1 。這一過錯的歸咎性，能因其意肉和環境的因素而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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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減輕。對無神主義的肇始和傳播，「有信仰的人可能負有不小

的責任。信友因忽視信仰教育，因對教義所做虛妄的詮釋，或因

自身在宗教、道德及社會生活上的過失，不僅末將天主及宗教的

真面目，予以揭示，反而加以掩蔽J 2 。

1 參閱羅 1:18. 2 GS 凹，3.

無神主義屢次基於一個錯誤觀念，就是過度強調人的獨立自 2126 

主，以至感到難以承認人對天主的任何隸屬關條 1 。然而，「承 396 

認天主決不違反人性尊嚴：因為人性尊嚴正奠基於天主，並靠天 154 

主來玉成」 2 。教會深知「其所宣布的真理，符合人心極其秘密

的願望」 3 。

1 參閱GS20,1. 2 GS21,3. 3 GS21,7. 

不可知主義

不可知主義有多種形式。在某些情況中，不可知論者拒絕否 2127 

認天主﹔他們反而肯定必須有一個超然的實體存在，然而它不可

能做示自己，因此對它沒有人能夠知道甚麼。在其他情況下，不

可知論者對天主的存在不作論斷，他們聲明天主的存在不可能加 36 

以証明，或予以肯定或否定。

不可知主義有時也許對天主作若干探討，但也能代表一種冷 2128 

漠，對存在最終問題的逃避，以及道德良心的怠惰。不可知主 1036 

義，在不少情況下，等同於實際的無神主義。

四、「不要雕塑偶像．．．」 1159-1162 

天主的命令包括禁止人手為天主製造的任何畫像。申命紀解 2129 

釋說：「因為上主你們的天主，在屬勒布由火中對你們說話的那

天，你們既然沒有見到甚麼形狀，那麼，你們切不要墮落，為自

己製造任何形狀的神像．．．．．．」（申 4:15-16）。把自己顯示給以色

列的天主絕對超越一切。「祂是萬有」，但同時「祂超越祂的－ 300 

切他工」（德 43:27-28）。祂自身就是「一切受造之美的源由」 2500 

（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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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但是，從舊約開始，天主曾命令或允許採用形象，以象徵的

方式導向降生成人的聖言所給的救恩：例如銅蛇 1 ，結約之櫃和

革魯賓2 。

1 參閱戶 21:4 9：智的：5-4：若 3:14-15. 2 參閱出 25:10-22：列上6:23 28: 7:23 26. 

2131 教會史中第七屆大公會議，即尼西亞大公會議（787 年），以

476 聖吉降生成人的奧跡為基礎，針對反對敬禮聖相者，斷定恭敬聖

相為正確。這些聖相包括：基督的相、以及天主之母的相、天便

和諸聖的相。天主聖子，藉著降生成人，對敬禮聖相關做了一個

新的「秩序」

2132 基督徒對聖像的敬禮並不違反禁止果拜偶像的第一條誡命。

因為「對一個形象的尊敬應歸屬於原始的典型」 1 ，又「任何人

敬禮一個形象，旨在敬禮形象所描繪的人物」 2 。對聖像的尊敬

是一個「尊重的敬意」’並不是一種崇拜，只有天主配得崇拜。

宗教的敬禮並不指向形象自身，視之為實體，而是在形象所表

遠的角度下，引導我們，歸向降生成人的天主。因為，指向形

象的動向，就其形象而吉，並不停留在形象那裡，而是通過形

象，趨向形象所表達的實體3 。

1 聖巴西略，〈論聖神｝ 18,45: PG 32,149C. 2 尼西亞二： DS601：參閱特倫多： DS 1821-

1825; SC 126; Iβ67. 3 STh 2-2,81,3,ad 3. 

撮要

2133 「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中 6:5）。

2134 第一誡召喚人信天主，寄望於祂並愛祂在萬有之上。

2135 「你要朝拜土主，你的天主」（瑪 4:10）。朝拜天主，祈求天

主，對天主行應有的敬禮，持守向祂所作的許諾和誓願，都

是實踐虔敬之德的行為，以及對第一條誡命的服從。

2136 對天主奉行真實敬禮的責任，涉及個人和社會團體。

2137 人應該「能私自和2聞自由地宣認自己的宗教信仰」 1 。

1 DH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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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是我們敬禮天主的一種偏差，其最顯著的表現是拜偶 2138 

像，也色括其他形式的占卡和巫術。

以言以行試探天主、褻潰、買賣神聖事物都是違反虔敬的罪 2139 

過，都為第一誡所禁i上。

無神主義由於捨棄式否認天主的存在，是一種違反第一誡的 2140 
罪過。

聖像的敬禮是建基於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跡上，並不違反 2141 
第一首哉。

第二條

第二誡

不可妄呼你天主上主的名（出 20:7﹔申 5:11 ）。

你們一向聽過對古人說：「不可發虛誓」．．．．．．。我卻對你們

說：你們總不可發誓（瑪5:33-34）。

一、上主的名是聖的 2807-2815 

第二誡規定我們要尊重上主的名。如同第一誡一樣，第二誡 2142 

屬於虔敬之德的範圍，並更特殊地規定，在神聖的事情上，怎樣

運用我們的口舌。

在所有做示的話中，其中有一句是與眾不同的，就是做示天 2143 

主的名字。天主吐露祂的名字給相信祂的人：天主在自身的奧秘 203 

中顯示自己給相信祂的人。名字的恩賜表示對人的信任和親密。

「上主的名是聖的J 。因此，人不能濫用上主的名。人應以敬愛 的

朝拜的靜默，把上主的名保守在心中 1 。不應該在自己說話時輕

易提起上主的名，除非為了祝福、讚美、光榮祂2 。

1 參閱區2:17. 2 參閱詠29:2; 96:2; 113:1-2. 

對上主名字的尊敬表達對天主本身的奧秘，以及它所喚起的 2144 

整個神聖事實應有的尊敬。神聖感乃屬於虔敬之德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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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和神聖J龍是基督徒的情懷嗎？沒有人能合理地去，懷疑。一

旦我們享見至尊無比的天主，這是應該具有的情懷，並且應該

達到強烈的程度。幾時我們體驗祂臨在的「真實性」，我們就

該具有這情懷。我們越相信祂臨在，就越會有這情懷。沒有敬

畏和神聖j霞，就是體驗不到，不相信祂的臨在 1 。

1 若翰亨利﹒紐曼，〈堂區簡易道理集：＞ 5,2. 

2145 信徒應該為上主的名作証，毫不畏懼地宣認自己的信仰 1 0 

2472,427 宣道和教理講授，應該為對耶穌基督之名的暴拜和尊敬所浸潤。

1 參閱瑪 10:32﹔弟前 6:12.

2146 第二誡禁止妄用天主的名字，就是不相宜地運用天主、耶穌

基督、童貞瑪利亞及眾聖人的名字。

2147 以天主之名向他人所作的許諾，是以天主的榮譽、信寶、真

2101 誠和權威為保証。這些訐諾按正義應該受到尊重。對這些許諾失

信，便是濫用天主的名字，在某種程度上，使天主成為撒謊者 1 。

l 參閱若一 1:10.

2148 咒罵天主直接違反第二識，是指：在內心或在口頭上出言反

對天主，說懷恨、指責、藐視天主的話、講天主的壞話、在言談

中對天主說失敬的話，並妄呼天主的名字。聖雅各伯宗徒責備

「那些辱罵基督美名（耶穌）」的人（雅 2:7）。咒罵天玉的禁令也

包括反對基督教會、聖人以及神聖事物的言詞。借用天主的名

字，為遮掩犯罪的行為、奴役人民、虐待人民或屠殺人民，也等

於咒罵天主。妄用天主的名字，來進行犯罪的勾當，將招致對宗

教的排斥。

咒罵天主與對天主和祂的聖名應有的尊敬相反。咒罵天主本

1756 身是個嚴重的罪過 1 。

1 參閱CIC 1369. 

2149 以天主的名字詛咒（人），雖沒有咒罵天主的意思，也是對

上主的失敬。第二誡也禁止以天主的名字來施行魔術。

天主的名號是偉大的，應該以相稱祂的偉大和尊高來稱呼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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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名號是聖的，應該懷著恭敬和唯恐得罪祂的心情稱呼祂

的名號 1 。

1 聖奧思定，〈吉侖山中豆苗II) 2，鉤，19: PL 34,1278. 

二、妄呼天主的名號

第二誡禁止發虛誓。所謂宣誓或發誓，就是人籲謂天主為自 2150 

己所說的事情作証。這是人呼號天主的信實作為個人信實的保

証。發誓是以上玉的名號作擔保。「你要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只

事奉祂，只以祂的名起誓」（申 6:13）。

拒絕發虛誓是對天主的一個義務。身為造物主和上主，天主 2151 

是一切真理的標準。人的話與天主的真理，或者吻合，或者相 215 

反。若人的話是信實而合法的，戶斤發的誓便突顯人的話與天主的

真理的關係 o 虛誓則是人呼號天主為他的謊言作証。

發虛誓是一個人宣誓作出一個無意履行的承諾，或者在實誓 2152 

作出承諾之後，不予以履行。發虛誓是對一切言語之玉的天主構 2476 

成嚴重的失敬。以宣誓來保証做一件壞事是違反天主之名的神聖 1756 

↑生。

耶穌在山中聖訓中講解了第二條誡命：「你們一向聽過對古 2153 

人說：『不可發虛誓！要向上主償還你的誓願 0 』我卻對你們

說：你們總不可發誓．．．．．．。你們的話應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

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瑪 5:33一鈍，37)1 。耶穌的教

導是：所有的宣誓必然涉及天主，因而在一切言談中必須尊重天

主的臨在及祂的真理。向天主求助時說話須謹慎，且對天主的臨 2466 

在必恭必敬。我們每一句話或肯定或藐視天主的臨在。

1 參閱雅5:12.

隨著聖保祿 1 ，教會的傳統，認為為了重大而正當的理由發 2154 

誓（例如在法庭前），並不與耶穌的教導相反。宣誓，即呼天主

之名而為真理作証，但「除依照真理、明辨及正義外，不得宜

誓」 2 。

1 參閱格後 1:23：迦 1:20. 2 CIC 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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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5 天主之名的神聖性，要求不得為微不足道的瑣事宣誓，不可

在可疑的情況下宜誓，就是可能被誤解為認同那無理要求的權

1903 力。若宣誓為不合法的政府所要求，可以加以拒絕。若宣誓的目

的違反人的尊嚴或損害教會的共融，必須加以拒絕。

三、基督徒的名字

2156 聖洗聖事的施行乃「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瑪 28:19）。在

β2,1267 此聖事中，以上主之名祝聖受洗的人，基督徒領受他在教會中的

名字。這可能是一個聖人的名字，這聖人是一個基督的門徒，忠

於主的典範，善度了在世的一生。這位主保聖人提供他一個愛德

的表率，又保証為他轉禱。「聖洗的名字」也能指基督的一個奧

跡，或一個基督徒的德行。「父母、代父母和堂區主任應留心，

勿以與基督信仰無關的名字為洗名」 1 。

1 CIC 855. 

2157 基督徒以十字聖號，「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開始他的－

1235 天、他的祈禱和行動。這樣，基督徒奉獻他的一天，為光榮天

主，並呼求救主的恩寵，使他能在聖神內行動，一如天父的子

1668 女。我們在誘惑和困難中，十字聖號堅強我們。

2158 天主以每人的名字來召呼人 1 。每一個人的名字是聖的。名

字是一個人的畫相 o 它要求受到尊敬，為表示對有此名字者的尊

重。

1 參閱依 43:1﹔若 10:3.

2159 領受的名字是一個具有永久性的名字。在天國裡，每→個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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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主聖名的人，他的奧秘和獨一無二的特徵’將大放光明。

「勝利的，．．．．．．我要賜給他一塊刻有新名號的白石，除了領受的

人外，誰也不認得這名號」（默2:17）。「我看見羔羊站在熙雍山

上，同祂在一起的，還有十四萬四千人，他們的額上都刻著羔羊

的名號和祂父的名號」（默 14:1 ）。



撮要

「上主，我們的天主！祥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詠8:2) 2160 

第二誡規定我們要尊重上主的名。上主的名是聖的。 2161 

第二誡禁止妄用天主的名字。咒罵天主在於居心不敬地運用 2162 

天主、耶穌基督、童貞瑪利亞和聖人的名字。

發虛誓是呼號天主為一個謊言作証。發虛誓是對常忠於自己 2163 

許諾的上主，嚴重地失敬。

「若非本於真理、急需及尊敬，不要指著造物主，或受造物 2164 

宣誓」 1 。

1 聖依納爵﹒羅耀拉，〈神操＞ 38. 

領洗時，基督徒領受他在教會中的名字。父母、代父母和堂 2165 

區主任該悉，心為他選擇基督徒的名字。以一位聖人作主f祟，

表示以這位聖人為愛德的模範，並且肯定享有他的代禱。

基督徒以十字聖號開始他的祈禱和行動，「因父及子及聖神 2166 

之名。阿們」

天主以每人的名字來召呼人l 0 

1 參閱依 43:1.

第三條

第三誡

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六天應該勞作，作你一切的事﹔但

第七天是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當守的安息日﹔你不可作任何工

作（出 20:8 10)1 。

安息日是為人立的，並不是人為了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

息日的主（谷 2:27 28）。

1 參閱申 5:12-15.

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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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348 一、安息日

2168 十誠的第三誡提醒人記得安息的神聖性：「第仁日應完全安

息，因為是獻於上主的聖日」（出 31:15）。

2169 在說到安息時，聖經作了創造的紀念：「因為上主在六天內

2057 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

了安息日，也定為聖日」（出 20:11 ）。

2170 聖經也揭示了上主的日子，是以色列自埃及的奴役中獲得解

救的紀念曰：「應記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過奴隸，上主你的天

主以大能的于和伸展的臂，將你從那裡領出來。為此，上主你的

天主吩咐你守安息日」（申 5:15）。

2171 天主把安息日交給以色列遵守，作為永遠盟約的記號 1 。安

息日是為上主所保留的神聖日子，用以讚美天主，祂的創世工

程，以及祂挂救以色列的行為。

1 參閱出 31:16.

2172 天主的作為是人之作為的榜樣。如果天主在第七天「停工休

2184 息」（出 31:17），人也應該「停止工作J ’並讓他人，尤其是窮

人，「獲得喘息」（出 23:12）。安息日停止日常的工作，讓人休

息。這是對工作的奴役性和金錢果拜抗議的日子 l 。

1 參閱厄下 13:15 22﹔編下 36:21.

2173 福音報導了許多耶穌被控告觸犯安息日法律的事件。但是耶

582 穌從不違背安息日的神聖性 1 。耶穌用祂的權威給安息日作了正

502 十言我

確的解釋：「安息日是為人立的，並不是人為了安息日」（谷 2:

27）。基督以悲天憫人的心腸，確立了「安息日允許行荐，而非

作惡﹔允許救命，而非害命」（谷 3:4）。安息日是慈悲的上主的

日子和光榮天主的日子2 。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谷2:28）。

1 參閱谷 1:21：若 9:16. 2 參閱瑪 12:5﹔若 7:23.

二、主的日子

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詠 118:24）。



復活的日子：新的創造

「一週的第一天」’耶穌自死者中復活了（瑪 28:1：谷 16:2; 2174 

路24:1﹔若 20:1) 。就其為「第一天J 來說，基督復活的日子使我 638 

們記起第一次創造。就其為「第八天」’亦即安息日的後一日來 349 

說 1 ，基督復活的日子意味著開始了新創造。對基督徒來說，這

日子成了一切日子中的第一個日子，一切慶節中的第一個慶節，

主的日子 （he kuriake hemera, dies dominica） ，「主日」

每一個日曜日，我們聚在一起，因為這是第一天〔緊接在猶太

人的安息日之後，但也是第一天〕，在這一天，天主從黑暗中

引出物質，重U造天地，又在同一天，耶穌基督，我們的救玉，

自死者中復活2 。

1 參閱谷 16:1﹔瑪 28:1. 2 聖猶思定，〈護教書｝ 1,67: PG 6,429及 432.

主日是安息日的圓滿

主日與安息日顯然不同﹔在時間上，每週，主日在安息日之 2175 

後一日﹔為基督徒，主日取代了安息日的禮規。在基督的逾越奧 1166 

跡內，主日滿全了猶太安息日的屬靈真理，宣告人在天主內的永

遠安息。因為法律的敬禮乃準備基督的奧跡’這敬禮的實踐正好

預示了一些有關基督的特色 1 : 

那些依照舊的方式而生活的人，現在來到了新的希望之中，不

再遵守安息日，而遵守主日，因為是在主日，我們的生命因著

主和祂的死亡而蒙受祝福2 。

1 參閱格前 10:11. 2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馬尼西人書｝ 9,1: AF II/2,128-130; SCh 

10,88. 

主日的慶典遵守自然銘刻在人心中的道德規律，「為表示天 2176 

主對全人類的普施恩德，向祂獻上外在、可見、公共和定期的敬

禮」 l 。主日的敬禮履行舊約的道德命令，因為這敬禮沿用舊約

的節奏和精神，每週慶祝天主子民的造物主和救主。

1 STh 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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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的感恩祭

2177 慶祝主的日子和舉行主的感恩祭是教會生活的中心。「根據

1167 宗徒的傳統，慶祝逾越奧跡的主日，在整個教會內，應奉為當守

的主要法定慶節」 1 。

2043 「同樣該遵守的，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誕節，主顯節，耶穌升

天節，基督聖體聖血節，天王之母節，聖母始胎無原罪節，聖母升天節，

聖若瑟節，聖伯多祿及聖保持果徒節，諸聖節」 2 。

1 CIC 1246,1. 2 CIC 1246,l：參閱 CIC 1246,2：主教團經由宗座的批准，得將某些當遵守的

慶節取消或移至主日。

2178 基督徒這種集會的習慣可上溯到宗徒時代的開始 1 。希伯來

13的 書提醒說：「我們決不離棄我們的呆會，就像一些人所習慣行

的﹔反而應彼此勸勉」（希 10:25）。

傳統牢記一個萬古常新的勸告：「及早來到聖堂，接近上主，

明認自己的罪過，在祈禱中痛心懺悔．．．．．．。參與聖潔和神聖的

禮儀，做完祈禱，不要在遣散之前離去．．．．．．。這是我們經常說

的：「賜給你們這一天是為了祈禱和休息。這是上主安排的一

天。我們要在上主內踴躍喜樂」 2 。

1 參閱宗2:42-46：格前 11:17. 2 ＜講論主臼的道理｝ 2: 6: PG 86/l,416C; 421C. 

2179 「堂區是個別教會中成立的固定的信徒團體，由堂區主任在

1567 教區主敦的權下，負責其牧靈事務，堂區主任是堂區的當然牧

2691 者」 1 0 堂區是所有信徒為舉行主白鹿恩慶典可以集合的地方。

2226 堂區傳授基督的子民以禮儀生活的一般表達，在這慶典中聚集他

504 十誡

們﹔它教導基督救世的道理﹔它在慈善和友愛的事業中實踐上主

的慈愛：

你在家中祈禱，與在教會中折禱，不能相比。在教會中祈禱，

人數眾多，在那裡，祈禱的呼聲，眾口一心，直達天主。在教

會中有的更多：如精神的結合、心靈的一致、愛德的聯繫、司

祭的祈禱2 。

1 CIC 515,1. 2 金U聖若望，《論天主性木能徹悟｝ 3,6: PG 鉤，725D.



主日的本分

教會的規條更確切地規定上主的法律：「主日及當守的法定 2180 

慶節，信徒有責任參與彌撒」 1 。 「無論在慶節本日或在前一天 2042, 1389 

晚上，參與任何地方舉行的天主教禮彌撒者，即滿全參與彌撒的

誡命」 2 。

1 CIC 1247. 2 CIC 1248,1. 

主目的感恩祭奠定和確認基督徒的一切宗教習慣。因此，信 2181 

徒有責任參與法定日子的感恩祭，除非為了重大的理由而不能出

席，（例如疾病、照顧嬰兒）或獲得自己本堂牧者的豁免 I o 凡故

意未盡這責任者，難免不犯重罪。

1 參閱CIC 1245. 

參與主日共同舉行的感恩祭，是歸屬和忠於基督與祂的教會 2182 

的明証。信徒以此証實他們在信德和愛德內的共融。他們一起為 815 

天主的神聖性和他們對救援的希望作証。他們在聖神的引導之

下，彼此鼓勵。

「如因缺乏聖職人員，或因其他重大原因，不能參與戚恩祭日寺，懇 2183 
切希望信徒參加在本堂區聖堂或在其他聖戶斤，依教區主教規定所舉行的聖

道禮儀：或個人或與家人一起以相當的日寺間做祈禱，或斟酌情形，幾個家

庭團聚做祈禱」 1 。

1 CIC 1248,2. 

恩寵的日子和停止工作

如同「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 2184 

作的一切工程」（創 2:2），人的生活是由工作和休息所謂節。主 2172 

日的建立是為了使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享有足夠的休息和餘暇，以

培養其家庭、文f七、社會及宗教的生活 1 。

1 參閱GS67,3.

在主日及當守的法定節日，信徒應停止有礙於敬禮天主、合 2185 

乎於主的日子的喜樂、從事慈善事業、讓心神和肉體適當鬆強的 2428 

「你當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 505 



工作及業務 1 0 家庭的急需或社會的巨大利益，構成合法的免除

主日休息的規定。但合法免除守主日責任的信徒得注意，不要養

成危害宗教信仰、家庭生活、和健康的習慣。

為了熱愛真理，要尋求聖善的休閒﹔為了愛德的需要，要接受

正當的工作2 。

1 參閱CIC 1247. 2 聖奧恩定，〈天主之城〉凹，19: PL 41,647. 

2186 但願享受休閒的信徒，記得那些具有相同需要和相同權利的

弟兄，他們由於貧窮和不幸而無法得到休息。傳統上，虔敬的基

2447 督徒習慣以做慈善的工作和給病人、弱小者、老人作謙卑的服務

來聖他主日。基督徒另一個聖化主日的方式是，為他們的家人和

近人，撥出額外的時間和關心，在平時，這些時間是難以找到

的。主日是一個反省、默靜、文f七和深思的時機，這些都有益於

內心生活和基督徒生活的成長。

2187 聖化主日和節日要求共同的努力。每個基督徒如無必要應避免強求

2289 他人作事，致使他人難以遵守主的日子。若某些習慣（運動、餐廳等）和

社會生活的需要（公共服務等）要求在主日那天工作，每個人有責任為自

己保留足夠的休閒時間。但願信徒以節制和愛德，在群體休閒活動中避免

時有所聞的過度和暴力。儘管經濟的壓力強大，但願公權力給國民確保一

個專為休息和敬主的時間。僱主對他們的僱員來說也有類似的責任。

2188 在尊重信仰自由和公益的前提之下，基督徒應使人承認教會

2105 的主日和慶節為法定的假日。他們應該給群眾樹立祈禱、互敬和

喜樂的榜樣，並維護他們的傳統，對人類社會的精神生活是一項

珍貴的貢獻。如果因著國家的立法或由於其他的理由，在主日那

一天必須工作，務便在這一天也要過得猶如我們獲得釋放的日

子，這一天使我們參與這「盛會」’「已被登錄在天上的首生者

的集會」（希 12:22-23）。

撮要

2189 「當照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遵守安息日，奉為聖日」

506 十誡

（中 5:12）。「第七日應完全安息，因為是獻於上主的聖日」

（出 31:15）。



安息日代表第一次創造的完成，現在則由主日所取代，主日 2190 

紀念以基督的復活作開始的新創造。

教會在第八天慶祝基督復活的日子，這日子理當稱為主的日 2191 

子或主日 1 。

1 參閱以二 106.

「主日．．．．．．在整個教會內，應奉為當守的主要法定慶節」 1 。 2192 

「在主日及當守的法定節日裡，信徒有責任參與彌撒」 2 。

1 CIC 1246,1. 2 CIC 1247. 

「主日及當守的法定慶節，信友．．．．．．應停止那些阻礙敬禮天 2193 

主、妨礙主日應有的喜樂，或身心該有的休間的工作和黨

務」 1 。

1 CIC 1247. 

主日的建立是為了使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享有足夠的休息和 2194 

餘暇，以培養其家庭、文化、社會及宗教生活」 l 。

1 GS 67,3. 

每位基督徒如無必要，應避免強求他人作阻礙人遵守主的日 2195 

子的事。

第二章

「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一樣」

耶穌對祂的門徒說：「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向我愛了你們一

樣」（若 13:34）。

有人問及有關第一條誡命，耶穌回答說：「第一條是：『以 2196 

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應當全心、全

靈、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第二條是：『你應當愛近人

如你自己』。再沒有別的比這更大的誡命了」（谷 12:29-31)1 。

「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一樣」 507 



2822 聖保祿叫我們記得：「誰愛別人，就滿全了法律。其實，

『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戀』’以及其他任何

誡命，都包含在這句話裡：就是『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 o 愛不

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 13:8一 10）。

1 參閱申 6:4 5：月力 19:18﹔瑪 22:34』40：路 10:25 28. 

第四條

第四誡

應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

地方，延年益壽（出 20:12)1 。

祂屬他們管轄（路2:51 ）。

主耶穌親自提醒人記得這一寸l茱「天主誡命」的約束力（谷7:8-13）。

聖保祿宗徒則教導：「你們作子女的，要在主內聽從你們的父

母，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孝敬你的父親和母親』’這是附

有恩許的第一f噪音戒命：『為使你得到幸福，並在地上延年益

壽』」（弗 6:1-3)2 。

1 參閱申 5:16. 2 參閱申 5:16.

2197 十誡第二塊約版的開始是第四誠。這指出愛德的次序。天主

願意我們在祂以後，孝敬我們的父母，是他們給了我們生命，並

傳給我們對天主的認識。我們應該尊敬天主為了我們的好處，而

1897 賦予他們權威的那些人。

2198 這命令以正面的方式，指出當盡的義務。它宣告下列各條有

關尊重生命、婚姻、現世財物、言語的誡命。這誡命構成教會之

2419 社會教導的基礎之一。

2199 第四誡明確指出子女對父母的關條，因為這關係是最普遍

508 十言我

的。它也涉及家庭團體成員間的親屬關係。它要求對先人和對祖

宗表示孝敬、親情和知恩。最後也引伸至學生對老師，僱員對僱

主，屬下對上司，國民對國家，對管理國家者或執政者的義務。

這條誡命也包括並暗示下列諸人的職責：父母、監護人、老



師、上司、官員、執政者，以及所有對他人或一個團體行施權力

的人。

遵守第四誡帶有酬報：「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好使你 2200 

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地方，延年益壽」（出 20:12﹔申 5:16）。

尊重這條誡命，除了贏得屬靈的果實之外，也帶來今世平安和順 2304 

遂的果實。相反，不遵守這條誡命，為團體和個人招致嚴重的災

禍。

一、天主計畫中的家庭

家庭的本質

夫婦團體是基於配偶雙方的合意而形成的。婚姻和家庭是導 2201 

向配偶之間的幸福以及生養和教育子女。配偶的愛情和子女的生 1625 

育，在同一家庭的成員之問，建立起人際的關條和首要的責任。

在婚姻中結合的一男一女連同他們的子女形成一個家庭。這 2202 

制度先於所有公權力的承認：公權力有義務承認它。應將它作為 1882 

正常的參考，應按照它確定不同等級的親屬關條。

在創造男人和女人的時候，天主就建立了人的家庭，並確定 2203 

了基本的結構。家庭的成員是具有同樣尊嚴的人。為了家庭成員 369 

和社會的公益，家庭賦有不同的責任、權利和義務。

基督徒的家庭 1655-1658 

「基督徒家庭實乃教會共融的一種明確敢示和實現，因此， 2204 

它應該被稱為家庭教會」 1 0 家庭是一個信、望和愛的團體﹔家 533 

庭在教會內佔著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一如在新約中所顯示的2 。

1 ＜家庭＞ 21：參閱 LG 11. 2 參閱弗 5:21 6:4：哥 3:18 21：伯前 3:1 7. 

基督徒家庭是人際的共融，是「父」和「子」在聖神內共融 2205 

的記號和形象。家庭的生育和教養是天父創造工程的反映。家庭 1702 

奉召分享基督的祈禱和犧牲。每天的祈禱和天主聖育的誦讀使家

庭中的愛德堅強。基督徒家庭有褔傳和傳教的責任。

「愛你的逗人如你自己一樣」 509 



2206 家庭內的關f奈，導致感受、情成和興趣的相近，這主要來自

人的互相尊重。家庭是一個特恩的團體，奉召實現「夫妻間的共

同計畫、共策共力，以及悉心合作來教育子女」 1 。

1 GS 52, 1. 

二、家庭和社會

2207 家庭是社會生活的原始細胞。家庭是自然的社團，在那裡，

1880 男人和女人被召在愛情和生命的恩賜中，彼此把自身獻給對方。

372, 1603 家庭中的權威、穩定和人倫的生活構成社會生活中自由、安全和

友愛的基礎。家庭是一個團體，在那裡，人自童年，就學習倫理

的價值、開始恭敬天主，和妥善運用自由。家庭生活是社會生活

的做蒙。

2208 家庭的生活方式應該使其成員學習關懷和擔當，以照顧年輕

的人、老年的人、患病的人，殘障的人和貧窮的人。有許多家

庭，在某些時刻，無法提供這類援助。這時，就需要別的人、別

的家庭，並在輔助，性的原則下，由社會供給那些家庭的急需：

「在天主父前，純正無瑕的虔誠，就是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和寡

婦，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王占污」（雅 1:27）。

2209 家庭應該由社會藉適當措施給予協助和維護。不論在那裡’

如有家庭無法達成其任務，別的社會團體有義務幫助和支持這家

1883 庭制度。依照輔助性的原則，龐大的社團應避免濫用權力或干預

家庭的生活。

2210 家庭對社會生活和福祉的重要性，為社會帶來一個獨特的責

任 1 ，支持和穩固婚姻及家庭的責任。政府應以「承認及維護婚

姻及家庭的真正性質，和保衛公共道德及促進家庭福利」 2 ，為

一個重大的責任。

1 參閱GS 47,1. 2 GS 52,2. 

2211 政治團體有尊重、協助家庭的義務，尤其應給家庭確保下列各點：

510 十誡

一一一建立家庭、生育子女、並依照自己的道德和宗教信念教育子女的自

由：



一一保障夫妻關係和家庭制度的穩定：

透過必要的方法和機構來宣認自己的信仰、傳授信仰以及在此信仰中

教育于女的自由﹔

一一私產、興辦事業、就業、享有居所及移居他圓的權利：

按當地的制度，享有醫療、老年照顧、家庭補助金的榷利：

一一安全和健康，特別免受毒品、色情產品、目的酒等等危害的保障﹔

一一一與其他家庭結社的自由，並在政府有代表1 。

1 參閱〈家庭＞ 46. 

第四誡閻明社會中的其他關係。在我們的兄弟姊妹身上，我 2212 

們見到我們父母的子女﹔在我們的堂表兄弟姊妹身上，見到我們

祖先的後裔：在我們的國民同胞身上，見到我們國家的子民﹔在

領洗者的身上，見到我們慈母教會的孩子﹔在每個人身上看到 扣

的，是那位自願被稱為「我們的天父」者的兒子和女兒。由此，

我們與近人之間的關係被確認為屬於個人的層次。近人並不是人 的l

類集團中的「f固體」﹔他是「某某一個人」，他的來歷為眾所周

知，是值得特別關注和尊重的。

人類的團體是由個人組成的。團體的良好治理，不只限於權 2213 

利的保障和義務的實踐，如忠於契約。正確的關條，不論是在f雇

主與僱員之間，或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都假定與生俱來的善 的9

意，符合人的尊嚴，關心正義及人類弟兄手足之情。

三、家庭成員的義務

子女的義務

天主的父↑生是人類父性的根源 1 ﹔是孝敬父母的基礎。子 2214 

女，不論其年紀大小，對其父母的孝心2 ，由連結他們的自然感 1858 

情所滋養。這是天主的誡命所要求的3 。

l 參閱弗 3:14. 2 參閱按 1:8﹔多 4:3-4. 3 參閱出 20:12.

對父母的尊敬（孝道）是由知恩而來，對他們要知恩，因為 2215 

他們以生命的禮物、以愛情、和工作，把孩子生於此世，並讓他

們在身量、智慧和恩寵上成長。「你要全心孝敬你的父親，不要

「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一樣」 511 



忘掉你母親的痛苦。你要記住：他們曾使你出生﹔他們對你的恩

惠，你如何報答呢？」（德 7:29-30）。

2216 見女的孝道表現於真誠的受敦和服從。「我兒，應堅守你父

532 親的命令，不要放棄你母親的教剖II······ 。他們在你行路時引領

你，在你躺臥時看護你﹔在你醒來時與你交談」（嚴 6:20 22）。

「智慧之子，聽從父親的教訓﹔輕狂的人，不聽任何人規勸」

（廣 13:1) 。

2217 子女只要與父母同住，就應該服從父母為了子女或家庭的好處所下

的命令。「作子女的，應該事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上玉所喜悅的」（哥

3:20)1 。子女對教育他們的導師和那些父母所委託的人，凡合理的命令，

也應聽從。但是子女如果按良心確信，聽從某一命令是不道德的，他就不

該聽從。

隨著年齡的增加，子女應繼續尊敬父母。子女應該迎合父母的希

望，樂意徵求父母的意見，甘心接受父母的合理訓誠。對父母的服從止於

子女的成年獨立，但對父母的尊敬，卻是永久應盡的責任。因為，對父母

1831 的尊敬，其根源正是對天主的敬畏，是聖神七恩之一。

1 參閱弗 6:1.

2218 第四誡提醒身為子女的，一旦成年之後，對父母應盡的賣

任。子女應盡力之所能，在父母的老年、在患病的時候，在孤苦

窮困的日子，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援助。耶穌要人盡好這知恩的

義務 1 0 

上主願父親受兒女的尊敬，且確定了母親對于女的權利。孝敬父

親的人，必能補贖罪過：孝敬母親的人，就如積蓄珍寶。孝敬父

親的人，必在子女身上獲得喜樂，當他祈禱時，必蒙應允。孝敬

父親的，必享長壽：聽從上主的，必使母親得到安慰（德3:3 7）。

我兒，你父親年老了，你當扶助﹔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憂

傷。若他智力衰弱了，你要對他有耐心，不要因你年富力強就

藐視他：背棄父親自勻，形同褻聖：激怒母親自勻，已為上主所詛

咒（德 3:14 15,18）。

1 參閱谷 7:10 12. 

2219 孝敬﹝父母﹞促進整個家庭生活的和諧，也涉及兄弟姊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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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對父母尊敬使整個家庭充滿溫馨的氛圍。「孫兒是老

人的冠冕」（竄 17:6）。「凡事要謙遜、溫和、忍耐，在愛德中彼

此擔待」（弗 4:2）。

為基督徒，對那些帶給他們信德的恩典、聖洗的恩寵干日在教 2220 

會中生活的人，欠有一分特殊的恩情。他們可能是父母、家中的

其他成員、祖父母、牧人、講授教理者、其他的導師或朋友。

「我記得你那毫無虛偽的信德，這信德首先存在你外祖母羅依和

你母親歐尼刻的心中，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中」（弟後 1:5）。

父母的責任

夫妻愛情的繁殖力，不只限於生育子女，更伸展至子女的道 2221 

德教育和屬靈培植。「父母在教育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幾乎可以 1653 

說是不能取代的」 1 。父母教育子女的權利和義務是最原始的和

不能轉讓的 2 0 

1 GE3. 2 參閱〈家庭＞ 36. 

父母應該視他們的子女為天主的子女，並尊重子女的人格尊 2222 

嚴。父母要以身作則，就是以自己服從天父聖意的榜樣，來教導 例

子女實踐天主的法律。

父母是教育子女的最先負責人。為表現出這個責任，他們首 2223 

先為子女創立一個家，溫柔、寬恕、尊敬、忠實和無私的服務便

是家規。家是培育德行的適當場戶斤。德行的培育要求學習自我的 1804 

克制、健全的判斷、作自我的主人，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條件。

父母應該教導子女便「身體和本能的層面隸屬於內心和屬靈的層

面」 1 。給自己的子女樹立良好的榜樣，是父母一個重大的職

責。父母在子女面前能夠承認自己的過錯，就能夠更有效地引導

和糾正自己的子女。

「疼愛自己兒子的，應當時常鞭策他，首︱︱導自己兒子的，必會

因他而得幸福」（德 30:1-2）。「你們作父母的，不要惹你們的

子女發腎、﹔但要用主的規範和訓誠，教養他們」（弗 6:4）。

1 參閱〈百年＞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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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家構成一個自然的場合，把連帶責任和集體負責的精神傳授

的9 給人。父母應教導子女提防威脅人類社會的妥協和頹廢。

2225 因著婚姻聖事的聖寵，父母接受了給子女傳授福音的責任和

1656 特榷。子女自幼年開始，父母就應該給他們傳授信仰奧跡，對子

女來說，父母是信仰奧跡的「敢蒙導師」 1 。他們應使子女自童

年即參加教會的生活。一個健康的家庭生活能夠培養每人的內在

氣質，在一生的歲月裡，作為活潑信仰的正確前導和有力支持。

1 1β11,2. 

2226 父母培育子女的信德，應從子女幼小的時候開始。當家庭成

員，以符合福音的生活見証，互相幫助在信德中成長時，這培育

已經在進行了。家庭內的教理講授先於、伴同並充實其他形式的

信仰培育。父母負有使命教導子女學習祈禱，幫助他們發現作為

2月 天主兒女的召叫 1 。堂區是舉行感恩祭的團體，也是信徒家庭禮

儀生活的中心：堂區是一個給孩童和父母講解教理的好地方。

1 參閱Iβ11.

2227 另一方面，子女對他們的父母在聖德上的增長，也有所員

2013 獻 1 。所有的人和每一個人，為了冒犯、爭執、不義和疏忽的過

錯，應該慷慨大量地、不厭其煩地，彼此諒解、寬恕。彼此的戚

情建議如此、基督的愛德要求如此2 。

1 參閱 GS 鉤，4. 2 參閱瑪 18:21-22：路 17:4.

2228 在子女的孩童階段，父母的尊重和親情，首先表現於照顧和

關懷，就是致力於使他們的子女成長，給子女提供物質和精神上

的需要。在子女日漸長大時，父母那分始終如一的尊重和熱忱，

促使他們教導子女如何正確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和自由。

2229 身為于女教育的首要負責人，父母有權為子女選擇一問符合

514 十誡

他們自己信念的學校。這是基本的權利。父母有義務，盡其所

能，選擇那些更能協助自己克盡基督徒教育職務的學校 1 0 政府

有義務確保父母的這項權利，並保証真能行使此權利的實際條

件。

l 參閱GE6.



子女成年後，便擁有為自己選擇職業和生活方式的權利和義 2230 

務。他們應在對父母的信任關係中，肩負起這新的責任，樂意徵

求和尊重父母的意見及忠告。父母則應該避免，在選擇職業或在 1625 

物色配偶的事上，強迫自己的子女。然而，這種克制，並不妨礙

父母向子女提供正確的見解，尤其當子女正在考慮建立一個家的

時候。

有些人，為了照顧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姊妹，或為了專心一致 2231 
地從事某項職業，或為了別的高尚的動機而終身不婚不嫁。這些

人能夠對人類大家庭的福利，作出偉大的貢獻。

四、家庭和天國

家庭的關條雖然重要，但不是絕對的。正如孩子朝向他人性 2232 

及屬靈的成熟與自主，漸漸長大成人，同樣，他來白天玉的特別

聖召，也更明確而有力地顯示出來。對此召叫，父母應加以尊

重，並應促使他們的子女作出回應。必須深信，基督徒最基本的

召叫是跟隨耶穌 1 ：「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不配是我的：誰 16月

愛見子或女兒超過我，不配是我的」（瑪 10:37）。

1 參閱瑪 16:25.

成為耶穌的門徒，就是應邀成為天主家庭的－員，依照祂的 2233 

生活方式度曰：「不拘誰，凡道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他就是我 542 

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 12:49）。

如果主耶穌從他們的子女中召選一人跟隨祂，為了天國而守

貞，過獻身或鐸職的生活，對此，父母要懷著喜樂和戚激之心

情，予以接受和尊重。

五、公民社會中的公權力

第四誡命令我們也要尊敬所有為了我們的好處，白天主領受 2234 

對社會有權力的人。第四誡說明行使權力者，以及那由公權力受 1897 

益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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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權力的義務

2235 凡執行權力的人，應視之為一種服務。「誰願意在你們中成

1899 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瑪 20:26）。在倫理上，行使權力

的標準應是來自天主、本身合理和特定對象。沒有人可以命令或

制訂違反人的尊嚴和自然律的事宜。

2236 權力的行使旨在表明一個正確的價值等級，使眾人更容易地

2411 運用自由和負起責任。當權者應明智地實行「分配的正義」，要

依據每個人的需要和貢獻，同時顧及彼此間的融洽和安寧。他們

應該小心提防，勿使他們採用的規則和措施，導致個人的利益違

反團體的利益 1 。

1 參閱〈百年＞ 25. 

2237 政治權力應該尊重人的基本榷利。政治權力應合乎人道地執

357 行正義，尊重每個人的、特別是家庭的和受剝削者的權利。

在公益的大前提下，與公民資格相連的政治權利，可以，而

且應該給與人民。如果沒有合法和恰當的理由，政府不得中止該

項權利。行使政治權利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國家和全人類的公

主毛主 0 
J工n.

公民的義務

2238 服從權威的人，應視他們的上司如同天主的代表，為天主所

1900 指派的天主財物的管家 1 ：「你們要為主的緣故，服從人立的一

切制度。．．．．．．你們要做自由的人，卻不可做以自由為掩飾邪惡的

人，但該做天主的僕人」（伯前 2:13,16）。公民的忠誠合作包括

合理指責的權利，有時甚至是一項責任，以指陳他們認為有損人

的尊嚴和團體福利的措施。

1 參閱羅 13:1-2.

2239 公民的義務是與政府合作，在真理、正義、連帶責任和自由

1915, 2310 的氣氛下，給社會的福利作出貢獻。愛國及服務國家是基於感恩

責任，並由愛德而來。順從合法當局和為公益服務，要求公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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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團體生活裡克盡己職。

對權威的服從和對公益的共同負責，在道德上要求國民盡納 2240 

稅的義務、行使選舉的權利以及保衛國家： 2265 

凡人應得的，你們要付清﹔該給誰完糧，就完糧：該給誰納

稅，就納稅：該敬畏的，就敬畏：該尊敬的，就尊敬（羅13:7）。

基督徒居住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但一如有住所的外國人。他

們履行公民所有的義務，又如外國人承擔所有的任務．．．．．．。他

們遵守所定的法律，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卻超越法律之上．．．．．．。

天主給他們指定的崗位是那麼高貴，不許他們擅離職守 1 。

宗徒勸勉我們要為君王和所有掌權的人祈禱和感恩，「為叫我們能 1900 

以全心的虔敬和端莊，度寧靜平安的生活」（弟前2:2）。

1 〈致狄奧尼書＞ 5,5 及 10﹔ 6,10：吹口，1173及 1176.

資源富足的國家應盡其所能，接納在本國無法找到安全與生 2241 

活必需品的外圓人。公權力應尊重自然權利，即把客人安置於接

納他們者的保護之下。

政府當局為了公義，得依據其權限，使移民權利的執行，隸屬於不

同的法定條件之下，尤其移民應尊重對接納國應盡的義務。移民應懷著感

激之情，尊重接納國的物質和精神的遺產、遵守當地的法律，以及分擔應

盡的責任。

若執政當局發出的指令違反道德秩序的要求、人的基本權 2242 

利、或福音的教導，公民依照良心有責任不予順從。若執政當局 1903 

的要求違反正宜的良心，則在服務天主與服務政治團體的區分

上，得到拒絕服從政府的理由。「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 2313, 450 

的就應歸還天主」（瑪 22:21) 。「聽天主的命應勝過聽人的命」

（宗 5:29）。

假如政府擅自越權、欺壓國民，國民不應拒絕實踐為促進公益 19凹

的客觀要求。然而，國民有權維護自身及其他國民的的權利，

免受政府濫用權力的危害。不過應尊重自然律及福音原則所畫

定的界限 1 。

1 GS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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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 抗拒政權的欺壓不能合法地訴諸武力，除非下列五個條件同

2309 時具備：一、基本權利的侵犯是確實的、嚴重的、長期的﹔二、

已經用盡了其他所有的方法﹔三、不引起更惡劣的紛亂﹔四、有

成功希望的充分理由：五、依情理說己看不出有更好的解決之

道。

政治團體與教會

2244 每一個制度自其對人及人之終向的看法，得到敢發（即使是

1910 隱約的），而由此引申出判斷的參考、價值的等級及行為的標

1881 準。大多數的社會團體，都以人貴於事作它們制度的參考。只有

天主敢示的宗教清楚地承認天主、造物主和救世主，是人的原始

2109 和終向。教會邀請執政者依照有關天主和人的真理所得到的敢

發，來衡量他們的判斷與決定：

若社會無視這敢發，或自鳴獨立於天主之外而拒絕接受，勢必

將自作聰明，或借用一個意識型態，作為他們的依據和目標：

而且，因為不許人們維護一個辨別善惡的客觀標準’就把極權

強加於人和其終向。這種現象或明目張膽地，或遮遮掩掩地，

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1 。

1 參閱〈百年＞ 45; 46. 

2245 教會，鑑於她的任務和她的管轄範圖，與政治團體不作任何

的 形式的混淆。教會同時是人具有超然特色的記號和保障。「教會

尊重並鼓勵國民的政治自由和責任」 1 。

1 GS 76,3. 

2246 「在人的基本權利及人靈得救要求日寺」，教會基於其使命，

2032 有權「在政治的事件上，亦發表其道德判斷。教會依照不同的時

2420 代及環境，只運用一切符合福音精神及公益的方法」 1 。

1 GS 76,5. 

撮要

2247 「孝敬你的父母」（中 5:16﹔谷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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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四誡，天主願意我們在祂以後，孝敬我們的父母，並 2248 

尊敬那些祂為了我們的好處而賦予權威的人。

夫婦的團體，是基於新郎和新娘所訂的盟約及合意而建立 2249 

的。婚姻和家庭是為導向夫妻的幸福，以及生養和教育子

女。

「個人、社會與教會的幸福，都與健全的夫婦和家庭生活息 2250 

息相關」 1 。

1 GS 47,1. 

子女應對他們的父母表示尊敬、感謝、合理的服從和幫助。 2251 

孝順促進整個家庭生活的和諧。

父母是培育自己子女之信德、祈禱和一切德行的最先負責 2252 

人。他們有責任，在一切可能的範圍內，供應子女精神和物

質的需要。

父母應尊重和鼓勵子女們的召叫，他們應提醒自己並教導子 2253 

女，基督徒首要的召叫是跟隨耶錄。

-A權力應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和行使自由的條件。 2254 

2氏的義務是同政府合作，在真理、正義、連帶責任和自由 2255 

的氣氛下，致力於社會的建設。

如果執政當局的命令違背道德的要求，去民憑良心有責任不 2256 

去順從。「聽天主的命勝過聽人的命」（宗 5:29）。

每一個社會皆以羔種對人及人之終向的看法，作為自己判斷 2257 

及行為的依歸。對人和神的看法，離開了福音的照明，社會

就很容易淪為極權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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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殺人（出 20:13﹔申 5:17）。

你們一向聽過給古人說：「不可殺人！」誰若殺了人，應受裁

判。我卻對你們說：凡向自己弟兄發恕的，就要受裁判：吉住若

向自己的弟兄說「傻子」’就要受議會的裁判﹔誰若說「瘋子」，

就要受火獄的罰（瑪5:21-22）。

2258 「人的生命是神聖的，因為，生命自一開始就含有天主的創

356 造行動，並與造物主亦即與人生命的唯一終肉，常保持著特殊的

關條。唯獨天主是生命的主宰，自生命的開始直到生命的終結：

在任何情況之下，沒有人能夠聲稱自己擁有直接毀滅一個無辜者

生命的權利」 1 。

1 信理部，〈生命的禮物〉劃︱︱令（22.2.1987）導言 5.

一、尊重人的生命

救恩歷史的見証

2259 在亞伯爾被他的哥哥加音殺害的敘述裡 l ，聖經揭示了，白

的 人類有史之初，由於原罪的遺毒，忿怒和嫉妒就盤據在人的心

中。人成了他同類的仇敵。天主譴責這殺害兄弟的惡行說：「你

作了甚麼？聽！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你現在是地上所咒

罵的人，地張口由你手中接收了你弟弟的血」（創 4:10-11）。

1 參閱劃 4:8 12. 

2260 天主與人類的盟約是由天主賜給人的生命召叫，和人兇殺施

暴的呼聲交織而成的：

我要追討害你們生命的血債。．．．．．．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為

人所流，因為人是照天主的肖象造的（自1]9:5一6）。

舊約常把血視為生命的一個神聖記號 1 。這教導是任何時

代所需要的。

1 參閱肋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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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確定第五誠的禁令：「不可殺害無辜和正義的人」（出 2261 

23:7）。故意殺害無辜者嚴重地違反人的尊嚴、違反金科玉律以 1756 

及違反天主的神聖性。此禁令有普遍的約束效力：不論何時何 l飾

地，無人例外。

在山中聖首II手里，基督提醒「不可殺人」（瑪5:21) 的禁令，接 2262 

著又禁止發怒，仇恨和報復。猶有甚者，基督要求他的門徒轉給

另一面頰 1 、愛自己的仇人 2 。祂自己也不作自衛，並命令伯多 2844 

祿把劍收回鞘內 3 。

1 參閱瑪5:22-39. 2 參閱瑪5：“－ 3 參閱瑪 26:52.

合法的白衛

個人和社會的合法自衛，並不是對禁止殺害無辜、故意殺人 2263 

的一個例外。「自衛的行動能夠引起雙重的效果：一個是保存自 1737 

己的生命，另一個是攻擊者的死亡。．．．．．．前者是有意的：後者是

無意的」 1 。

1 STh 2 2,64,7. 

愛自己常是倫理的基本原則。因此，讓別人尊重自己的生命 2264 

權是合理的。誰保衛自己的生命，如果被迫對來襲的人給予致命 2196 

的一擊，不算是殺人的罪犯：

如果，為了自衛，採用大於實際需要的暴力，這是不合法的。

但是，如果採用適度的方法抗拒暴力，這是合法的。．．．．．．為得

救並不要求，為避免殺死他人而放棄適度的自衛：因為人應該

保衛自己的生命，先於他人的生命 1 。

1 STh 2 2,64,7. 

合法的自衛，為那些負責保護他人生命的人，不單是權 2265 

利，也是重大的責任。維護社會的公益，就要令不義的侵犯者 2240 

喪失危害他人的能力。基於這種理由，合法的掌權者有權為自

己負責保衛的社會，擊退進攻者，甚至訴諸武力。

相應於捍衛公益的責任，國家致力令那些危害人權和基本 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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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1899 民法的舉動，不得擴散。合法的掌權當局有權利和義務按罪行

的嚴重性而施予懲罰。懲罰的首要目的是補償因罪行而引起的

紛亂。當懲罰為罪犯自願接受時，就有贖罪的價值。其次，除

2到 了捍衛公共秩序和保障人身安全外，懲罰有治療的效果，在可

能範圍內，有助於罪犯的白區遷善。

2267 假設有罪一方的身分和責任已完全被確定，教會的傳統訓

導並不排除訴諸死刑，但只要這是唯一的可行之道，藉以有效

地保護人命，免受不義侵犯者之害。

如果非殺傷性的方法足以衛護人們的安全，免受侵犯者之

2妨 害，掌權者只應採用這些方法，因為這些方法更符合公益的具

體條件，也更合乎人性的尊嚴。

事實上，今日由於國家具有各種有效地防止犯案的可能

性，使犯罪者不得再逞，而不至三於決定性地剝奪其巴拉且自新的

機會，因此，絕對必須處決罪犯的個案就「十分罕見，即使並

未完全看芭跡」＊。

若望保祿二世，〈生命自悅耳音＞ 56: AAS 87 (1995) 646. 

謀稜

2268 第五誡禁止直接和蓄意的殺人，視之為嚴重的罪行。殺人者

1867 以及那些自願的同謀殺人者，都犯了觸怒天譴的罪行1 。

殺害嬰兒2 、兄弟、父母和配偶是特別嚴重的罪行，由於這些罪行破

壞人性親情自然的聯繫。為了優生和公共衛生，即使是出於政府的命令，

也不能使任何謀殺成為正當的。

1 參閱直lj 4:10. 2 參閱GS 51,3. 

2269 第五誡禁止，對意圖間接地引起一個人的死亡而袖手不管。

道德律亦禁止，在無重大理由下，讓某人暴露於致命的危險中，

以及拒絕對處在危險中的人伸出援手。

人類社會坐視造成大量死亡的飢荒，而不設法加以補救，是可恥的

不義和嚴重的過錯。高利貸者和唯利是圖者的不正當交易，在人類大家庭

中給兄弟于是造成饑值和死亡，罪問間接謀殺。這類人確實難辭其咎 1 。

2290 意外殺人，在倫理上，不能歸咎於當事人。但若無相當的理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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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過錯。

1 參閱亞8:4-10.



墮胎

人的生命，自受孕的開始，就應該絕對的受到尊重和保護。 2270 

人自開始存在的一刻，作為一個人的所有的權利就應該受到承 17凹， 357

認，無辜者對生命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便是其中之一 1 。

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我己認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

離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耶 1:5)2 。

我何時在睹中構形，我何時在母胎造成，我的骨骸宇航全知情

（音求 139:15) 。

1 參閱信理部，〈生命的禮物〉訂︱︱令 1,1. 2 參閱約 10:8-12﹔詠 22:10叮11.

自第一世紀，教會就對所有人工引發的墮胎，認定其為道德 2271 

的邪惡。這教導沒有改變過，也是不可改變的。直接墮胎，就是

不論以此行動為目的或方法，嚴重地違反道德律：

不可以墮胎殺害胚胎，不可致新生嬰孩於死地 1 。

生命之主天主，曾將保存生命的卓絕任務，委託於人，並令人以

相稱人性尊嚴的方式，完成這任務。故此，由娃妮之初，生命即

應受到極其謹慎的保護。墮胎和殺害嬰兒構成滔天的罪行2 。

1 〈十二宗徒首︱︱言｝ 2,2: SCh 248,148﹔參閱巴金內搏，《書信） 19, 5: PG 2,777﹔〈致狄奧尼書〉

5,5: PG2,1173：戴都良，〈護教者｝ 9: PL 1,319 320. 2 GS 51,3. 

正式參與墮胎的行動，構成嚴重的罪過。教會對於這違反生 2272 

命的罪行，按法典施予絕罰。「犯罪成立後」 1 ，按法典所規定

的條件2 ，「凡設法墮胎而既遂者，應受自科絕罰」 3 。教會並 14“ 
非有意減縮慈悲的空間，而是要表示此罪行的嚴重性，以及對無

辜被殺害者、他的父母和整個社會，所造成的無可彌補的傷害。

1 CIC 1314. 2 參閱CIC 1323-1324. 3 CIC 1398. 

所有無辜者對個人生命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是公民社會及其 2273 

立法的構成因素： 助。

「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應該受到公民社會和政府的承認和尊重。這

主人權不取決於個人，不取決於父母，也不是來自社會和國家的施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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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乃屬於人的本性，寓於個人之內，源自使他開始存在的創造行動。在這

些基本權利中，應、列出自受孕至苑亡，每個人對生命的權利和對身體完整

的權利」 1 。

「當一條成文的法律，從立法所應給予的保障中，剔除某種人時，

這時，國家就否定了在法律前眾人的平等。當國家不為全體公民，尤其那

些最弱小者的權利出力服務時，則法治國家在基礎上便受到威脅．．．．．．。因

此，既然要確保嬰兒自受孕之始應享有的尊重和保障，對所有故意侵犯其

權利者，法律應制定相當的刑罰」 2 。

1 信理部，〈生命的禮物〉訶︱︱令 3. 2 同上。

2274 胚胎既然在成孕之始已被視為人，那麼就應盡其所能，使胚

胎的完整性受到保護。胚胎也該受到照顧和治療，如其他的人一

樣。

產前診斷在倫理上是許可的，「只要尊重人的胚胎和胎兒的生命和

完整，並為了維護或治療個體的目的．．．．．．。如果預料診斷的結果會引起

墮胎的可能，這與道德律有嚴重的抵觸。一個診斷不應等於一次死亡的裁

決」 1 。

1 信理部，〈生命的禮物〉訪ii令 1,2.

2275 「只要尊重胚胎的生命和完整，不給胚胎引起過度的危險，加於胚

胎的治療措施應視為許可的，這是為了使胚胎獲得痊癒，為了改善胚胎的

健康，或為了胚胎個體的繼續生存」 1 。

「培養人的胚胎，作為可利用的生物原料，是不道德的」 2 。

「有些干預染色體或遺傳基因的嘗試不是為了治療，而是企圖依照

性別或其他預設的品質，作人種選擇的生產。這類操縱乃違反人位格的尊

嚴、人的完整性和人的獨一無二和不可重複的身分」 3 。

l 信理部，〈生命的禮物＞ §JI［令 1,3. 2 同上 1,5. 3 同上 1,6.

安樂死

2276 生命萎縮或衰退的人，需要受到特殊的尊重。有病的或殘障

15凹 的人應該得到支持，盡可能度正常的生活。

2277 直接的安樂死，不論有何動機或用任何方法，是結束殘障

者、患病者或瀕死者的生命。安樂死在倫理上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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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為了解除痛苦而造成死亡，一個行動或不行動，無論團其

本身或其意圖，均構成一樁謀殺，嚴重地違反人的尊嚴和對生活的天主、

他的造物主的失敬。在此事件中，人善意所犯的錯誤判斷，並不改變這謀

殺行為的本質。安樂死常應在禁止和排除之列。

停止昂貴的、危險的、非常的、或與所期待的效果不成比例的療 2278 
程，能是合法的。這是拒絕「過度堅持治療」。作此拒絕並不就是願意造

成死亡：只是接受了不能阻止死亡。如果病人尚能勝任和有此能力的話， 1007 

這決定要由病人自己作出，否則應由合法的代理人作出，不過，常應尊重

病人的合理願望和合法利益。

即使認為死亡己迫在眉腫，對一個病人一般性的照料，不能合法地 2279 
予以中止。為減輕垂死者的痛苦，使用止痛劑，即使有縮短生命的危險，

能在道德上符合人性的尊嚴，如果死亡並非所願，就是不以死亡作為目標

或方法，而只視為預料中的事和無可避免的。末期病人的安寧照顧構成一

個實踐無私愛德的特優方式。就此，安寧照顧應該受到鼓勵。

自殺

每一個人在賜給他生命的天主台前，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天 2280 

主才是生命的最高主宰。我們應該懷著感恩之情接受生命，並為 2別

了祂的尊榮和我們靈魂的得救而保持生命。天主三巴生命委託給我

﹛門，我們是生命的管理員，不是生命的所有人。我們不得處置生

,6.. ~ 
口口 u 

自殺違反人性願意保存和延續生命的自然傾向。自殺嚴重地 2281 

違反對自己應有的愛德。自殺同樣地傷害對近人的愛德，因為自

殺不義地斷絕與家庭、國家和人類社會的關懷，而作為這些社團 2212 

的一員是我們的責任。自殺違反對生活的天主的愛心。

如果自殺者懷有作為榜樣的意思，尤其為年輕人，則自殺更 2282 

增添了壞榜樣的嚴重性。故意幫助自殺，是違反道德律。

嚴重的心理錯亂、憂慮，或者對考驗、痛苦、折磨的巨大恐

懼，均能減輕自殺者的責任。 1735 

不應對一個自我了結生命者的永遠獲救失望。天主能夠運用 2283 

唯有祂知道的方法，給他們安排懺悔得救的機會。教會為自殺者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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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三、尊重人的尊嚴

尊重他人的靈魂：不立壞榜樣

2284 壞榜樣是誘使他人作惡的態度或舉止。樹立壞榜樣者成為近

2847 人的引誘者。他傷害美德和正宜，並能導致他的弟兄屬靈的死

亡。如果以行動或失職的方式，故意引人犯重大罪過，則構成嚴

重的罪過。

2285 因著樹立壞榜樣者的威信，或由於承受壞榜樣者的軟弱，壞

1903 榜樣具有特殊的嚴重性。這促使我們的主發出了這個詛咒：「無

論誰，使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個跌倒，倒不如拿一塊驢拉的磨

石，繫在他的頸上，沉在海的深處更好」（瑪 18:6)1 。由於自然

身分或職務，負責訓導和教育他人的人，所立的壞榜樣是嚴重

的，耶穌曾以此責備經師和法利塞人：把他們比做偽裝羔羊的新

狼2 。

I 參閱格前8:10-13. 2 參閱瑪 7:15.

2286 壞榜樣能來自法律或體制，也能來自時尚或輿論。

1887 據此，以下的人負有壞榜樣的罪責：制定一些法律或社會制度，足

以導致道德的墮落或宗教生活的腐敗，或造成「一些社會環境，不論有意

無意，使一個符合誡命的基督徒的操守變得十分困難，甚至在實際上成為

不可能」 1 。這也包括那些制定欺騙條例的企業首腦、那些招致學子「憤

2498 慨」的老師2 ，或那些操縱公眾輿論，使其脫離道德價值的人士。

1 比的十二世， 1941 年6月 1 日講詞。 2 參閱弗 6:4﹔哥 3:21.

2287 凡使用本身的權柄懲唐、別人作惡，就是立壞榜樣的罪人，並

應對他直接或間接促成的惡負責。「召︱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是，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禍的」（路 17:1) 。

重視健康

2288 生命和身體健康是天主委託給人的珍貴寶物。我們應該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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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小心照料，同時顧及他人的需要和公益。 1503 

公民的健康維護要求社會的協助，以獲得公民得以成長和成 1509 

熟的生存條件：衣食，住戶斤，保健，基本教育，就業，社會保

道德固然要求尊重身體的生命，但並沒有把身體捧成是一個 2289 

絕對的價值。道德反對新偶像呆拜：想要促進身體的崇拜，為它 364, 2113 

奉獻一切，把身體的健美和體育的成就當偶像來裝拜。這樣的觀

念，因著在強者與弱者之間作淘汰↑生選擇的運作，能夠導致人際

關條的反常。

節德使人避免各式各樣過度的行為，如過度飲食，濫用煙、 2290 

酒和藥物等。凡在酒醉的狀態下或由於過分的喜好快速，在路 1809 

上、海中或空中使他人和自己的安全陷於危險的行為，都構成嚴

重的罪過。

使用毒品使人的健康和生命蒙受十分嚴重的損害，除非在嚴 2291 

格治療的指定下，是一個嚴重的過錯。私造和販賣毒品是可恥的

行為，因為促使人作出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也構成一種直接的

幫凶。

對人的尊重和科學研究

在個人身上或在人群身上進行的科學實驗，不論是醫學的或 2292 

者是心理學的，能促進疾病的治療和公共衛生的進步。

基礎的和應用的科學研究，構成一個意義深長的標記，顯示人主宰 2293 

萬物。科學和技術，若用於為人服務，並促進眾人的整體發展，是珍貴的 159 

資源﹔但科技本身，不能指出人的存在和人類進步的意義。科學和技術是

為了人，由人而開始，靠人而發展﹔因此，科學和技術在人性和人的道德 1703 

價值內，得到它們的目的並意識到自身的限度。

在科學研究及其應用上，宣稱道德中立，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2294 
從另一方面說，科學研究取向的標準不能只取決於科技的效率，也不能為

了給某些人帶來好處，而犧牲另一些人，更不能取決於流行的意識型態。

科學和技術’由其自身的內在意義，要求無條件地尊重道德的基本原則：

科學和技術應該依照天主的計畫和旨意，為人、為其不可轉讓的權利、以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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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為其真正和整體的利益服務。

2295 以人作為對象的研究和實驗，不能使在本質上違反人之尊嚴

1753 和道德律的行為成為合法。接受研究和實驗者即使同意也不能使

這樣的行為成為正當的。對人的實驗，若使接受實驗者的生命或

身體及心理的完整性，承受不相稿的或可避免的危險，在道德上

是不合法的。再者，對人的實驗，若沒有接受實驗者本人，或他

的合法代理人的明確同意的話，有違人性的尊嚴。

2296 器官的移植，如果器官捐贈者，在身體和心理上所冒的危險和傷害，

與受贈者所企求的利益之間比例相稱，則是合乎道德律的。在死後捐贈

器官，是高尚而有功績的行為，值得鼓勵，應視為慷慨的連帶責任的表

現。若為了延緩他人的死亡，而直接引發另一個人的傷殘，或者死亡，

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

尊重身體的完整

2297 誘拐綁架和揚人作人質是一種製造恐怖的手段，並因其威脅

給受害者帶來無法忍受自勻折磨。在道德上，是不合法的。恐怖主

義不分青紅皂白地恐嚇威脅、製造傷亡，是嚴重士也童反正義和愛

德。採取對身體和對精神施暴，為迫使招供、為懲罰罪犯、為使

異己分子懼怕、為發洩仇恨等所施的酷刑，都是蔑視人性和人性

尊嚴。除了屬於嚴格治療範圍的醫療指示以外，對無辜者直接故

意進于于切除肢體，損堅翊支體，或絕育手術，都違反道德律 1 0 

1 參閱比約十一世，〈聖潔婚姻〉通諭（31.12.1930): DS 3722. 

2298 在過去，有些殘酷的做法，曾是合法政權，為了維護法律和秩序，

一般應用的方法，而當時教會的牧者，多不提出抗議：事實上，牧者自身

在自己的法庭幸里，也採用了羅馬法的逼供刑法。在這些遺憾的事件以外，

2267 教會始終教導寬大和仁慈的責任﹔教會禁止聖職人員流人的血。在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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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亡者

對臨終者應給予關懷與照顧，為協助他們在尊嚴和平安中， 2299 

度過他們人生最後的時刻。他們應當得到親人祈禱的幫助。他們

的親人應留意，使病人在適當的時刻領受聖事，為準備他們去會 1525 

見生活的天主。

對亡者遺體應以尊敬和愛德看待，相信並希望他的復活。埋

葬死者是一件對身體的慈悲工作 1 ：埋葬死者是對天主的子女一

一天主聖神宮殿的尊敬。

1 參閱多 1:16 18. 

2300 

1681-1690 

為了法律的調查，或為了科學的研究，屍體的解剖，在道德上是可 2301 
以接受的。死後器官的免費捐贈是合法的，且能是一個功績。

教會准許火葬，只要火葬並非對身體復活的信仰表示爭議 1 。

l 參閱CIC 1176,3. 

三、維護和平

和平

我們的主在提出「不可殺人」的誡命（瑪 5:21) 時，要求內心 2302 

的和平，並譴責導致殺人的憤怒和仇恨為不道德。 1765 

憤怒是復仇的願望。「願對應受懲罰者施以報復」是不許可

的﹔但是，「為了糾正惡習，並為了維護正義」 1 ，要求補償是

值得讚揚的。如果憤怒的程度，致使他堅決願意殺害近人或嚴重

地傷害對方，則是嚴重地違反愛德﹔也是大罪。主說：「凡向自

己弟兄發怒的，就要受裁判」（瑪5:22）。

1 STh 2 2,158,1，且d 3. 

故意的仇恨相反愛德。故意希望對方遭遇不幸的仇恨是罪 2303 

過。而故意希望對方遭到重大不幸時，罪過更為嚴重。「我對你 2094,1切

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

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 J （瑪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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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 尊重人性生命及其成長有賴和平。和平不是單指沒有戰爭，

1月9 也不只限於保証敵對雙方武力上的均衡。如無對人們財產的保

護、人與人之間的自由交流、對民族和個人的尊嚴的尊重，弟兄

情誼的經常實施，和平不可能在人間實現。和平是「秩序的和

1807 諧」 1 。和平是正義的工程2 ，愛德的成果3 。

l 聖奧思定，〈天主之城｝ 19,13,1: PL 41,640. 2 參閱依 32:17. 3 參閱GS 78,1-2. 

2305 世間的和平是「和平之主」（依 9:5），默西亞、基督的和平

的肖象和果實。基督以其在十字架上傾流的血，「在自己的身上

1468 誅滅了仇恨」（弗 2:16)1 ，基督使人與天主和好，使祂的教會成

了人類的合一及與天主結合的聖事。「他是我們的和平」（弗 2:

14）。祂宣稱「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瑪5:9）。

l 參閱哥 1:20 22. 

2306 那些為了維護人的權利，放棄血腥和暴力，而甘願採取弱者

2267 的自衛方法的人士，只要不損害到其他人士和社團的權益和義

務，他們就是福音愛德的見証。他們合法地証明，訴諸暴力對身

體和心智的危機所產生的毀滅與死亡，是多麼嚴重 1 。

1 參閱GS78ι

避免戰爭

2307 第五誡禁止故意毀滅人性生命。因為任何戰爭都招致一些災

禍與不義，教會懇切地催促每一個人祈禱和採取行動，好使天主

的聖善把我們從戰爭的古老奴役中解救出來 1 。

1 參閱GS 81,4. 

2308 每一位國民和執政者均應為避免戰爭而努力。

然而，幾時「出現戰爭危機，而又沒有擁有管轄權及足夠能

力的國際組織，在一切和平方法用盡之後，不應否認政府有合法

2266 的自衛權利」 1 。

1 GS 79,4. 

2309 應以嚴謹態度，考慮、訴諸武力的合法自衛的嚴格條件。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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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的嚴重「生，應使此種自衛受到道德合法性的嚴格條件的規 2243 

範’即須同時兼有下列條件：

一一侵略者所加予國家或國際社會的傷書應是持續的、嚴重的和

確定的﹔

一一除訴諸武力以外的其他一切辦法均顯示不切實際或無效﹔

一一一有成功的可靠條件：

一一訴諸武力不會招致比應創除的惡，有更大的惡及混亂。現代

武器的毀滅威力，在此種狀況的評估中，要求極度的明智。

這些是在所謂「正義戰爭」的道理中例舉的傳統要素。

負責公益者，應該審慎評估其道德合法性的條件。 1897 

政府在此情況下，有權利和義務加予國民為國防必要的職 2310 
責。

獻身於軍旅生活為祖國服務者，是人民安全和自由的公僕。 2239,1909 

如果他們能忠於職守，他們真的有助於國家的公益與和平的維

繫 l 。

1 參閱GS79,5.

基於良心的動機而拒絕使用武器的人，仍有義務以其他方式 2311 

服務人群。公權力應予以公平的安排1 0 1782,1790 

1 參閱 GS79,3.

教會和人的理性肯定，在武裝衝突中道德律的效力不變。 2312 

「不是因為戰爭不幸地爆發，作戰的雙方就因此可以為所欲

為」 1 。

1 GS 79,4. 

應以人道來尊重和對待非戰鬥人員，傷兵和戰俘。 2313 

任何故意地違背人權及其普遍原則的行動，以及指揮此行動

的命令，均是罪行。盲目的服從不足使那些順從者得以免罪。因

此對殲滅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少數種族的行為，應加以譴

責，視為大罪。人們有道德義務反抗種族滅絕的命令。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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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 「任何戰爭行為，毫不辨別地消滅整個都市或廣闊地區及

其居民，是反對天主及人類的罪行，應、堅決而不猶豫地加以譴

責」 1 。現代戰爭的危機是對持有科學武器，尤其是原子武器、

生物或仕學武器者，提供觸犯這類罪行的機會。

1 GS 80,4. 

2315 固積武器，在許多人看來，是使可能的敵人，放棄戰爭的似

是而非的辦法。他們認為這可能是保証國際間和平最有效的方

法。這嚇阻方法，在道德上十分值得商榷。武器競賽不能保証和

平。它不但無法消除戰爭原因，反而增加戰爭危險。為追求不斷

有新的武器，而花費龐大的資源，阻礙為貧困的人民提供援助 1 ﹔

也延遲了各民族的發展。軍備競賽增多衝突的理由，也增加擴展

衝突的危險。

1 ＜民族發展＞ 53. 

2316 武器生產及交易，觸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公益。因此，公權

1906 力有權利與義務予以管制。為了短期私人的或集體的利益，不能

使煽動國際間的暴力與衝突，而又危害國際公法秩序的企業合法

f七。
2317 不義、經濟或社會制度的過度失衡、嫉妒、不信任及傲慢，

即8, 2538 在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蔓延，便不斷威脅和平並引發戰爭。

1941 為創除這些失序而作的任何努力，有助於建設和平及避免戰爭：

如果以人類都是罪人而言，常有戰爭的危險在威脅著，直到基

督再來，常是一樣。但以人類在愛中合一而盲，則將戰勝罪

惡，並戰勝暴力，直到實現這句預言：「人們將把自己的刀劍

鑄成齣頭，將自己的槍矛製成鑼刀﹔民族與民族不再持刀相

向，人們也不再學習戰鬥」（依 2:4)1 。

1 GS 78,6. 

2318 撮要

532 十誡

「一切活動的生魂，一切血肉之人的靈魂都握在祂的手中」

（約 12:10）。



所有人的生命，自受孕的一刻，直到死亡，是神聖的，因為 2319 

天主是為了人自己而愛人，使他成為生活的和神聖的天主的

肖象。

殺人嚴重地違反人的尊嚴和造物主的神聖。 2320 

殺人的禁令並不廢止另一權利，就是使不義的攻擊者無法再 2321 

害人。合法的自衛是負責他人生命及去益的人的重大責任。

嬰兒自受孕之初，就有生存的權利。直接墮胎，就是故意墮 2322 

胎，不論是作為目的或方法，都是「罪惡的勾當」 1 ，嚴重

地違反道德律。教會接教會法以絕罰處分這違反生命的罪

干于 0 

1 GS 27,3. 

既然胚胎自受孕之初就該像人一樣看待，那麼也該像任何人 2323 

一樣受到完整的保護、照顧和治療。

刻意的安樂死，不論是屬何種形式或何種動機，都構成兇 2324 

殺，它嚴重地違反人的尊嚴，並對生活的天主、造物主不

敬。

自殺是嚴重地違反義德、草德和愛德。這是第五誡所禁止 2325 

的。

壞榜樣以1f動或缺失，故意引λd巳嚴重的罪，是嚴重的罪過。 2326 

所有的戰爭引來災禍和不義，我們應該用一切合理的方法， 2327 

避免戰爭。教會祈禱：「主啊，從飢餓、瘟疫和戰爭中拯救

我們」

在武裝衝突中，教會以及人的理智都聲明，道德律仍恆常有 2328 

效。故意違反人權及其普通原則的行動，均是罪行。

「軍備競賽是人類極大的創傷，無情地傷害窮人」 1 。 2329 

1 GS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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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王馬 5:9) 。

第六條

第六誡

不可姦淫（出 20:14﹔申 5:17）。

你們一向聽人說過「不可姦淫」，而我對你們說：「凡注視婦

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襄姦淫了她」（瑪5:27 28）。

369-373 一、「天主造了男人女人...... J 

2331 「天主是愛，在祂內有一種相愛共融的奧跡。祂依照自己的

1604 肖象造了人類男女．．．．．．在其內銘刻了愛與共融的召叫，也賦予他

們相稿的能力和責任」 1 。

「天主照自己的肖象造了人．．．．．．造了男人、女人」（創 1:27）﹔

「你們要生育繁殖」（創 1:28）﹔「天主造人的時候，是按自己肖

象造的，造了男人、女人，造他們的那一天，祝福了他們，稱他

們為人」（創 5:1-2）。

1 ＜家庭＞ 11. 

2332 在肉身與靈魂合一之下，人在各方面都受到性的影響。性特

362 別牽涉到感情、相愛和生育的能力，也更廣泛地關係到與別人建

立共融的連繫的能力。

2333 每一個人，不論男女，應承認並接受自己的性別。生理、心

理和靈性的差異與互補性，都是導向婚姻的福祉和家庭生活的發

1603 展。夫婦的和諧與社會的和諧，部分有賴於怎樣活出兩性之間的

互補、互賴與互相支持。

2334 「在創造男人和女人時，天主給予男女平等的位格尊嚴」 1 。

到 「人有位格，同樣，男人和女人都有位格，因為二者都是依照有

位格的天主的肖象和模樣造成的」 2 。

1 ＜家庭＞ 22﹔參閱GS 鉤，2. 2 ＜婦女的尊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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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的每一方面，尊嚴相等，雖則方式不同，都是天主大能 2335 

及溫柔的肖象。男女在婚姻中的結合，就是在肉體方面，效法造

物主的慷慨與多產：「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 2205 

二人成為一體」（創 2:24）。人類的世世代代均由此結合而來 1 。

l 參閱創 4:1 2,25 26; 5:1. 

耶穌來，是為恢復受造界原有的純潔。在山中聖訓裡，祂嚴 2336 

格地解釋天主的計畫：「你們一臼聽說過：『不可姦淫』！我卻 1614 

對你們說：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襄姦淫了她」

（瑪 5:27-28）。天主所結合的，人不可拆散1 。

教會的聖傳領會到，第六誡涵蓋有關人類「性」的全部內

容。

l 參閱瑪 19:6.

二、貞潔的聖召

貞潔是性在人身上成功的整合，由此人在肉體與靈性方面得 2337 

到內在的合一。性表示人是屬於肉體的與生物的世界，但當男女 2520 

完全地和終身地彼此交付，使↑生整合於人與人的關條時，↑生便屬

於個人的和真正地合乎人，性。

所以，貞潔的德行包括著人的完整和自我交付的全部。

人的完整

貞潔的人保存那在他內的生命與愛之力量的完整。這種完整 2338 

確保人位格的一體性，反對任何傷害它的行為，因此不容雙重的

生活及語吉 1 。

1 參閱瑪 5:37.

貞潔需要學習自制，就是人性自由的訓練。二者的取捨是明 2339 

顯的：人控制其情慾，則得平安﹔如果受制於它，則不愉快 1 。

「人性尊嚴要求人以有意識的自由抉擇行事，意即出於個人的心

悅誠服而行事，而非出於內在的盲目衝動，或出於外在的脅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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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 行事。人將自己由私慾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並以自由選擇為善的

方式，追求其宗旨，同時又辛勤而又有效地運用合宜的方法，這

樣的人才算達到其尊嚴」 2 。

1 參閱德 1:22. 2 GS 17. 

2340 誰願意忠於洗禮誓願’並願抵抗誘惑，應注意下列方法：認

2015 識自己、實行合乎所處情況的靈修功夫、遵守天主的誡命、修練

德行，並忠、於祈禱。「實際上貞潔使我們重新整合﹔它把我們領

回到我們因分散而失落的一體性」 1 。

1 聖奧恩定，〈懺悔錄｝ 10’”,40: PL 32, 796. 

2341 貞潔的德行由樞德中的節制之德所推動，其目的在於以理性

1809 滲透人的情感和感官的貪求。

2342 自制是一項長期努力的工作。不可認為一次獲得即永遠獲

407 得。它假定生命中每一階段都得重新努力 1 。在某一時期可能需

要更大的努力，比如，在人格形成期、在童年及青春期。

1 參閱鐸2:1 6. 

2343 貞潔有成長的規律，在不同階段的過程中，會出現不完美甚

2223 至罪過的情況。「有操守及貞潔的人，經由許多自由的決定，日

復一日地建立自己，因此他根據成長的階段，認識、喜愛並完成

倫理的美德」 1 。

1 ＜家庭＞ 34. 

2344 貞潔特別顯出個人的功夫，也包括文化方面的努力，因為

2525 「個人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互相依屬的」 1 。貞潔假定尊重

人的權利，尤其是接受資訊和教育的權利。此資訊與教育該尊重

人類生命中道德與精神的幅度。

1 GS 25,1. 

2345 貞潔是一種道德方面的美德。貞潔也是天主的禮物、恩

1810 寵、屬靈工作的結果 1 。聖神賜給領洗而重生的人，效法基督的

名屯j累 2 。

l 參閱迦 5:22. 2 參閱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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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自我交付

愛德是一切美德的典型。在愛德的影響下，貞潔就像學習自 2346 

我交付的學校。自制導向自我交付。貞潔使實踐它的人，在近人 1827 

面前，變成天主信實和仁愛的見証。 210 

貞潔之德在友情中開展。貞潔指給門徒，如何追隨並效法基 2347 

督，祂選擇了我們作祂的朋友 1 ，祂把自己完全交付給我們，並 374 

使我們分享祂的天主性。貞潔是不朽的許諾。

貞潔明顯地表達於對近人的友愛中。無論是同性或異性中間

所發展的友情，對大家都是一大好處。友情導向靈性的共融。

1 參閱若 15:15.

不同形式的貞潔

所有受洗的人都被召守貞潔。基督徒「穿上了基督」（迦 3: 2348 

27）、各種貞潔的模範 o 基督的所有信徒，都被召叫，按照他們

個別的生活方式，度貞潔的生活。在洗禮時，基督徒就己承諾要

以貞潔引導自己的感情。

「每人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有不同的修練貞潔的方式： 2349 

有些人守童貞或過獨身奉獻的生活，以卓越的方式更易專心事 1620 

主：：另一些人，不論已婚或未婚，均按道德律為一切人所定的方

式」 1 。己婚者須守夫妻間的貞潔，其餘的人須以節制實行貞

潔：

貞潔之德有三種形式：就是夫婦、寡居者及童貞者三種。我們

不應請美其一，而排斥其它。這就是教會的紀律豐富之處2 。

1 ｛吉理部，〈人的位格〉宣盲（29.12.1975) 11, AAS 68 (1976),77-96. 

2 聖安博，〈論寡婦｝ 4,23: PL 16,255A. 

已訂婚者被召以節制持守貞潔。他們受此考驗，將發現彼此 2350 

的敬重，並將學習在忠信與希望中，從天主那裡彼此接納。他們 1632 

將把夫妻之愛特有的溫存，保留到婚姻時。他們要彼此幫助在貞

潔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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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貞潔的罪

2351 邪淫是錯亂的慾念，或性快戚不羈的取樂。每當人排除生育

和結合的目的，而只求↑生快感，在道德上是錯亂的。

2352 所謂手淫的意思是故意刺激生殖器官，從而得到性的快感。

「在一脈相傳、恆久不變的傳統中，無論是教會首︱︱導當局，或是

信友的道德意識，都毫不猶豫地肯定，手淫是一個本質上嚴重的

錯亂行為」 0 「無論其動機為何，在正規的夫妻關係以外，故意

使用性功能，都違反其目的」。于淫是在性關係以外尋求性的享

受，而「性關係為了道德的要求，是應在真正相愛的情況下，實

踐彼此交付及人類生育的完整意義」 1 0 

為對當事人應負白嘴德責的乍出一個公允的判斷，也為指點文

民的行動，應考慮其感情上的不成熟、沾染惡習自愣第馨、焦慮、以及

1735 其他法酥E社會的因素，可蹦蠻草德罪責，也可減至1廟血管呈度。

1 信理部，〈人的位格〉宣盲 9.

2353 行淫是指有自由身分（未結婚）的男女之性交行為。它嚴重

地違反人的尊嚴，並違反人的性，因為性自然地導向夫妻的幸福

及兒女的生育與教育。此外，如果行淫造成青少年敗壞，便是嚴

重的壞榜樣。

2354 色情產品是把伴侶表達親密之性行為，無論是其實的或偽裝

2523 的，故意展示在第三者眼前。色情產品違反貞潔，因為它使夫婦

行為變質，這原是夫妻彼此親密的交付。色情產品嚴重地傷害參

與的人（表演者、商人及社會大眾）之尊嚴，因為每一個人為另

一個人，變成低級快樂及不法營利的對象。色情產品使大家沉浸

在幻覺的世界中，是嚴重的罪過。政府應阻止色情資料的生產與

擴散。

2355 賣淫傷害當事者的尊嚴，使其淪為肉慾快樂的工具。嫖客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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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地犯罪相反自己：違反在洗禮時曾經承諾的貞潔，王古污自己的

身體，聖神的宮殿 l o 賣淫構成社會的大患。受害者通常涉及婦

女，但也有男人、兒童及少年（在最後二者情況中，又增加了壞



榜樣的罪）。賣淫固然常是嚴重的罪過，但是窮困、壓榨及社會

的壓力，可能減輕罪責。

1 參閱格前6:15 20. 

1735 

強姦是指以暴力強行與一個人有性關係。它破壞正義與愛 2356 

德。強姦深深傷害每一個人對尊重、自由、身體及道德完整的權 2297 

利，造成嚴重傷害，能終生烙在受害者身上。強姦常是一項本質

上邪惡的行為。如果是由父母所犯（亂倫），或是由師長對託付 17 56 2388 

給他們教養的孩子所犯，則強姦更為嚴重。

貞潔與同性戀

同性戀是指在男人間，或女人間，對同一性別的人，體驗著 2357 

一種獨佔的或佔優勢的性吸引力。歷經各世代及不同文化，它具

有不同的形式。其心理方面的起因大部分仍不可解釋。根據聖

經，同性戀的行為顯示嚴重的腐敗 1 ，聖傳常聲明「同性戀的行

為是本質的錯亂」 2 ，是違反自然律的行為，排除生命的賜予，

本是來自一種感情上及性方面的真正互補。在任何情形下同性戀 2333 

行為是不許可的。

1 參閱創 19:1-29﹔羅 1:24-27：格前 6:10：弟前 1:10. 2 i吉王三玄，亡人3'.j位咯〉宣言 8.

有為數不少的男女，呈現著根深蒂固的同性戀傾向。這傾 2358 

肉在客觀上是錯亂的，為他們大多數人構成一種考驗。對他們

應該以尊重、同情和體貼相待。應該避免對他們有任何不公平

的歧視。這些人被召在他們身上實行天主的旨意，如果他們是

基督徒，應把他們由於此種情形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基督十字

架上的犧牲結合在一起。

同性戀者被召守貞潔。藉著訓練人內心自由的自制諸德行， 2359 

有時藉著無私友情的支持，藉著祈禱和聖事的恩寵，他們可以， 2347 

也應該，漸次地並決心地，走向基督徒的成全。

三、夫妻之愛

↑生是導向男人和女人的夫妻之愛的。在婚姻中夫婦身體的親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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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 密，變成心靈共融的記號和保証。為領過洗的人，婚姻的關條因

聖事而聖忙。

2361 「男人和女人藉著夫婦本有而又獨特的行為，彼此互相給予

1643, 2332 的性，不純粹是生理的事，而是關係到人最內在之處。真正合乎

人性的性行為，必須包含著男人和女人彼此相訐、至死不變的全

部的愛」 1 。

1611 多俾亞從床上坐起來，對撒辣說：「妹妹，起來！我倆一同于斤

禱，祈求我們的上主，在我們身上施行仁慈和保佑」。她便起

來，於是一起祈禱，祈求上主保佑他們。他們開始祈禱說：

「我們祖宗的天主，你是應受讚美的！．．．是你造了亞當，是你

造了厄娃作他的妻子，作他的輔助和依靠，好從他們二人傳生

人類。你曾說過：「男人獨處不好，要給他造一個相稿的助

于」 o 上主，現在我娶這個妹妹，並不是由於情慾，而是出於

真心真意。求你憐憫我和她，賜我們白頭借老！」。他們和聲

答說：「阿們！阿們！」隨後便睡了一夜（多 8:4-9）。

1 ＜家庭＞ 11. 

2362 「夫妻親密而聖潔的結合是正當且高貴的行為。以合乎人性

方式將之活出來，可表達並有助於夫妻的互相交付，使二人以愉

快感激的心情彼此充實」 1 。性是喜悅和快樂的泉源：

造物主自己．．．．．．建立，使在彼此﹝生育的﹞功能中，夫妻體驗到

一種身體及心靈的快樂與滿足。所以夫妻在追求此快樂與享受

時，並沒有犯任何罪過。他們接受造物主願意他們作的事。不

過，夫妻應該知道適可而止2 。

1 GS 49,2. 2 比的卡二世， 1951年 10 月 29 日講詞。

2363 藉著夫妻的結合，婚姻的雙重目的得以實現：夫妻的幸福及

生命的傳遞。婚姻的這雙重意義及價值，不能分開，同時既不歪

曲夫妻的靈性生活，也不危及婚姻的幸福，及家庭的未來。

男女夫妻之愛，因此實於忠貞與生育的雙重要求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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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的忠貞 1646-1648 

夫婦雙方形成「生活及恩愛的密切結合，此結合由造物主所 2364 

建立，並由祂賦予固有的法則。這結合藉婚姻盟約，就是由當事 1603 

人無可撤回的合意所成立」 1 。二人決定性地、全部地彼此互相

交託。他們不再是兩個人，而是形成一個身體。由夫妻自由締結

的盟約，要求他們維持婚姻的專一性及不可拆散性2 。「天主戶斤 1615 

結合的，人不可拆散」（谷 10:9)3 。

1 GS 鉤，1. 2 參閱CIC 1056. 3 參閱瑪 19:1 12﹔格前 7:10-11.

忠貞表示言出必行。天主是信實的。婚姻聖事使男女二人進 2365 

入基督對教會的信實。藉著夫妻的貞潔，他們為此奧跡向世界作 1640 

言正 。

金口聖若望提醒年輕新婚丈夫，要對他們的妻子這樣說：「我

以手臂擁抱你，我愛你，我更喜愛你勝過我自己的生命。因為

現在的生命不算甚麼，我最切望的夢想是與你共度這生命，使

能保証將來在那為我們保留的生命中永不會彼此分離﹒．．．．．我把

你的愛放在一切之上，我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事，那就是我的想

法不是你的想法」 1 。

1 金口聖若望，〈厄弗所書講道集） 20,8：目 62,146-147.

婚姻與生育 1652-16刀

生育是－｛！固恩賜，是婚姻的一個目的，因為夫妻的愛自然 2366 

地傾向於生育。孩子不是夫婦之愛的外在何妨日品，而是從夫婦

彼此交付的核心而來的結晶與實現。因此，教會「站在生命的

一邊」 1 ，教導「任何婚姻行為本質上必須對生育保持開放」 2 。

「教會訓導當局多次講的這端道理，是基於天主所要而人不可

擅自破壞的關餘，不可拆散的關條把夫妻行為的兩種意義連在

一起：結合和生育」 3 。

1 ＜家庭＞ 30. 2 ＜人類生命〉通諭 11. 3 ＜人類生命＞ 12﹔參閱比約十一世，

〈聖潔婚姻〉通諭。

夫妻奉召傳衍生命，他們分享天主的創造能力及父↑生 1 。 2367 

「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一樣」 541 



2205 「夫妻應將傳生和教育子女，視為他們固有的使命。他們應當知

道，在履行這使命時，他們是造物主的合作者，又是解釋者。因

此，他們應以人性的及基督徒的責任感，滿全其任務」 2 。

1 參閱弗 3:14﹔瑪 23:9. 2 GS 50,2. 

2368 此責任的一個特點關乎調節生育。為了正當的理由，夫妻可

以計畫子女出生的相隔時間。他們應查証自己的意願’不是出於

自私，而是出於慷慨，此慷慨符合負責的生育計畫。再者，他們

應按照道德的客觀標準，來規範他們的行為：

對調和夫妻之愛及負責的傳生人類的問題，其實際行動的道德

性，並不僅以個人的誠意及其動機的評估為標準，而應以人的

本性及其行為作客觀的標準﹔在真正夫妻之愛裡’要尊重互相

交付及傳生人類的整個意義。要做到這點，人們非誠心潛修夫

妻的貞濛不可 1 。

1 GS 51,3. 

2369 「在保持結合和生育這兩個主要觀點後，夫婦性行為才完整

地保全彼此真正的愛的意義，以及指向人類最高尚的作父母的聖

召」 1 。

1 ＜人類生命＞ 12. 

2370 週期的節制，即建基於自我觀察和借助於不孕期的節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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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 ，是符合道德的客觀標準的。這些方法尊重夫婦的身體，鼓

勵他們之間的恩愛，並有助於他們學習真正的自由。相反地，

「不論在夫妻性行為前，或在進行中，或在該行為自然結果的發

展中，作任何阻止生育的行為，無論以此行為作為目的，或作為

于段」 2 ，本質上都是一件壞事。

由於人工避孕，那表達夫妻完全互相交付的天生語言，被另一

種客觀上與之矛盾的語吉取代，而後者不再表達完全互相的交

付。這不但導致人正面地拒絕對生命的開放，而且歪曲夫妻之

愛的內在真理，因為這愛要求整個人的奉獻。．．．．．．人工避孕和

應用安全期節育方法在人學和倫理上的區別，涵蓋對人和性的

兩種看法，二者互不相容3 。

1 參閱〈人類生命＞ 16. 2 ＜人類生命＞ 14. 3 ＜家庭＞ 32. 



「再者，人人須知，人的生命及傳遞生命的任務，不僅限於 2371 

此世，在此找不到其圓滿的幅度和意義，而是常應針對人類永遠 17的

的命運來了解」 1 。

1 GS 51,4. 

國家應為國民的福祉負責，因此，干預人口政策的方向是合理的。 2372 
它可藉客觀的和尊重人的資訊來干預，但不可用獨裁和高壓的手段。

政府總不能合理地代替夫妻的主動。他們是生育和教育自己子女的首 2209 

要負責人 1 。在這領域，國家沒有權力以違反道德的節育方法來平預。

1 參閱〈人類生命＞ 23﹔〈民族發展＞ 37. 

子女的恩賜

聖經與教會的傳統習慣，都視人口眾多的家庭，為天主降福 2373 

及父母慷慨的記號 1 。

1 參閱GS 50,2. 

當配偶發現不能生育時，其痛苦是強烈的。亞巳郎問天主 2374 

說：「你能給我甚麼？我一直沒有兒子...... J （創 15:2）。辣黑爾 1654 

向丈夫雅各伯喊叫說：「你要給我兒子，不然我就要死！」（創

30:1) 。

針對為減少人類不孕症進行的研究，是值得鼓勵的，條件是 2375 

這些研究應「按照天主的計畫與意原頁，為人服務，為人不可剝奪 22刃

的權利，及其真正完整的福祉服務」 l 0 

1 信理部，〈生命的禮物〉首︱︱令，導吉 2.

藉配偶以外的第三者介入（精子或卵子的贈予，子宮借用），而引發 2376 
拘父母與所生子女的關係瓦解是嚴重的不道德。這些技術（異體人工受精

和受胎）損嘗了嬰兒應由婚姻結合的、其所認識的一父一母所出生的權

利。這也違背了「唯有夫妻，經過他們二人，才能成為父母的權利」 1 。

1 信理部，〈生命的禮物〉剖︱令 2,1.

這種技術，實行在配偶身上（同體人工受精或受胎），可能傷害較 2377 
少，但在道德上仍是不能接受的。這使性行為與生育行為分離。使嬰兒存

在的行為，不再是二人互相交付的行為，而是「把生命及胚胎的本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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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給醫生和生物學者權下，對人的開始和去向，建立起技術的操控。這樣

作成的操控，本身就違反父母和子女共有的尊嚴與平等」 1 。「如果生育

不是當作夫妻行為的果實而耍的，即不是夫妻結合的特有行為所要的，生

育在道德上失去固有的完美．．．．．．。只有尊重夫妻行為的意義以及尊重人

之內在合一的關f奈，才有符合人的尊嚴的生育」 2 。

1 信理部，〈生命的禮物＞ &Iii令 2,5. 2 同上 2,4.

2378 嬰兒不是該有的，而是恩賜的。「婚姻至高無上的禮物」就

是一個有位格的人。不該把嬰兒視為被佔有的東西，如果這樣，

將成立所謂的「對于女有權利」。在此領域內，唯有嬰兒才有真

正的權利：就是「應該是父母夫妻之愛的特有行為的結晶，也應

該有從受孕的一刻被尊為人」 1的權利。

1 ｛吉理郎，〈生命的禮物〉訓令 2,8.

2379 福音明示，生理的不孕並非絕對的壞事。夫妻在已用盡醫藥

的合法手段之後，仍然不孕，需要與基督的十字架結合，這是一

切屬靈生育的泉源。他們可以顯示他們的慷慨，去認養被遺棄的

兒童，或者去完成對別人的一些很費精神的服務。

四、侵犯婚姻尊嚴的罪

2380 通姦，係指夫妻的不忠。當二人發生性關係，其中至少一人

是已婚者，即使是短暫的關條，他們就犯了通姦罪。基督譴責過

1611 姦，即使僅是慾念 l 。第六誡及新約絕對禁止過姦2 。先知們揭

發其嚴重性。他們視過姦為偶像崇拜之罪的代表3 。

1 參閱瑪5:27 28. 2 參閱瑪 5:32﹔ 19:6﹔谷 10:11﹔路 16:18﹔格前6:9 10. 

3 參閱歐2:7：耶 5:7﹔ 13:27.

2381 通姦是一種不義。犯這罪的人使自己的承諾落空。過姦損害

1640 婚姻盟約的記號，傷害另一方配偶的權利，侵害婚姻制度，違反

婚姻賴以建立的合約。過姦危及人的後代及孩子的幸福，他們需

要父母的穩定結合。

離婚

2382 主耶穌曾強調造物主的原有意原頁，祂要求婚姻是不可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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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祂廢除了逐漸混進舊約中的容忍2 。

在已受洗者之間，「完成而既遂的婚姻，除死亡之外，任何

人間權力，或因任何原因，皆不得拆散」 3 。

1 參閱瑪 5:31 32﹔ 19:3-9﹔谷 10:9：路 16:18﹔格前 7:10-11. 2 參閱瑪 19:7-9. 3 CIC 1141. 

1614 

在教會法戶斤規定的某些情形下，夫妻分居，但仍維持婚姻關 2383 

條，能是合法的 1 。 1649 

如果民法離婚，是保障某些合法權利唯一可行的方法，比如子女的

照顧或繼承產黨的維護，則可以容忍，而不構成倫理的過失。

l 參閱CIC 1151-1155. 

離婚是對自然道德律的嚴重侵害，是企圖摧毀夫婦自由同 2384 

意、一起生活至死的合約。離婚違反救恩的盟約，婚姻聖事就是 1650 

這盟約標記。離婚而重新結婚，雖為民法所承認，但使婚姻關條

的破裂更加嚴重：重婚的配偶因此而處於公開及連續通姦的狀態

下：

假如丈夫與其妻分離後，接近另一女人，他本人是姦夫，因為

他對這女人犯下通姦罪：而與他同居的女人亦是通姦，因為她

引誘了另一女人的丈夫，傾心於她 1 。

1 聖巴西略，〈泛談倫理〉規則 73,l: PG 31,849D-853B. 

離婚是不道德的，也是因為它把錯亂引進家庭及社會中。這 2385 

種錯亂產生嚴重傷誓：配偶被遺棄，孩子因父母分離受到精神傷

害，且多次是父母彼此事奪的對象：離婚的效果有傳染性，成了

社會真正的災禍。

在一對配偶中，一方可能是民法宣告離婚的無辜受書者，因 2386 

此沒有違反道德誡命。他們中的一方己誠實地努力忠於婚姻聖

事，卻感到不義地被遺棄，另一方則為了自己的嚴重過失，而破

壞一個按教會法有效的婚姻，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別 1 。 1640 

1 參閱〈家庭＞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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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侵犯婚姻尊嚴的罪

2387 那曾與多位妻子共度多年夫婦生活的人，由於切望皈依褔

1610 音，有責放棄一位或多位妻子，其困境是可了解的。然而，多妻

制是不符合道德律的。它「根本與夫妻共融相背馳：因為多妻制

直接否認天主從創世之初所做示的計畫，它違反男女位格尊嚴的

平等，因為在婚姻中，男女以愛而彼此給予是全部的，因而是專

一的、排他的」 1 。曾有多個妻子的基督徒，按正義他有重大的

責任對前妻和子女履行應承擔的義務。

1 ＜家庭＞ 19﹔參閱 GS47,2.

2388 亂倫係指血親或姻親之間，在禁止他們結婚的等級內，所發

2356 生的親密關條 1 。聖保祿曾痛斥這種特別嚴重的罪過：「我確實

聽說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以至有人竟同自己父親的妻子女并

居！．．．．．．以我們的主耶穌的大能．．．．．．我們將這樣的人交於撒痺，

2207 摧毀他的身體．．．．．．」 2 。亂倫使家庭關條敗壞，表示退回到獸性

的地步。

1 參閱肋 18:7-20. 2 格前 5:1,4 5. 

2389 成年人對受委託照顧的兒童或青少年，所犯的姦污罪可與商L

倫罪相比。在此情況，姦污罪同時又是侵犯青少年的生理及倫理

2285 完整的壞榜樣，使他們終生留下創傷，並且有遠教育的責任。

2390 自由結合是當一對男女達到性親密的關f奈，卻拒絕給予法定

1631 和公開的儀式。

這種結合方法是騙人的：在這種結合下，雙方並不承諾任何事情，

因而表示對另一方、對自己或對將來都缺乏信心’這種結合有甚麼意思

呢？

自由結合包括各種狀況：耕居、根本拒絕婚姻本身、不能長

期承諾受約束 1 。這些情況都侵害婚姻的尊嚴﹔摧毀家庭的觀

2353 念：削弱忠信的意識。它相反道德律：性行為應該只在婚姻內發

1385 生﹔婚外性行為常構成一個重罪，並被排除於聖事共融之外。

1 參閱〈家庭＞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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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些人有結婚的意原頁，卻要求一種「試婚的權利」。不 2391 

管這些從事過早的性關係者的意圖如何堅定，「過早的性關係，

不可能保証在一男一女的人際關係中的誠實和忠信，特別不可能

保護他們免於幻想和任性」 1 。肉體的結合，唯有在男女之間建

立了決定性的生活團體之後，道德上才是合法的。人類的愛情不 2364 

能容忍「試婚」。愛情要求在人與人之間全部的、決定性的給

予2 。

l 信理部，〈人的位格〉宣吉 7. 2 參閱〈家庭＞ 80. 

撮要

「愛是每一個人基本的和天賦的召叫」 1 0 2392 

1 ＜家庭＞ 11. 

在創造男人和女人的時候，天主給予男女彼此平等的位格尊 2393 

嚴。每人應承認並接納自己的性別。

基督是貞潔的模範。每一個領過洗的人，都被召叫，按照自 2394 

己的生活方式，度貞潔的生活。

貞潔意指性在人位格上的整合。貞潔要求自我控制的練習。 2395 

手淫、行淫、色，I青產品及同性戀行為，都是嚴重違反貞潔的 2396 

罪。

夫妻自由所締結的盟約，色括忠實的愛。這盟約要求他們堅 2397 

守婚姻的不可拆散性。

生育是婚姻的好事、恩賜和目的。夫妻傳衍生命，就是分享 2398 

天主的父性。

調節生育表現負責的生育計畫中的一點。夫妻的意向誰是正 2399 

當的，但不可用不道德的方法（比如：直接絕育或人工避孕）。

±＠.姦及離婚、多妻及自由結合，都嚴重地違反婚姻的尊嚴。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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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第七誡

不可偷盜（出 20:15﹔申 5:19）。

不可偷盜（瑪 19:18）。

2401 第七誡禁止不義地拿走或扣留他人的財物，以及造成他人財

1807 物上的任何損失。第七誡命令人，以正義和愛德管理地上的財物

及勞苦的成果。第七誠為了公益，要求尊重財物的普遍的用途及

到2 私有榷。基督徒的生活應努力使這世界的財物，導向天主及弟兄

的友愛。

一、財物的普遍用途及私有權

2402 在起初，天主把大地及其資源，託付給人類共同管理，好使

226 人類細心照顧，以勞作統治大地，並享受其果實 1 。世上的財物

是供全人類使用的。不過，把土地分配給人們，是為保障他們生

活安全，以免受到貧困及暴力的威脅。財物歸為私有，是合理

的，是為保障人的自由與尊嚴，幫助每人供給自己基本的需要，

以及負責被照顧者的需要。這種私有權應該能夠使人與人之間自

l刃9 然的連帶責任顯示出來。

1 參閱劃 1:26 29. 

2403 私有權，是由正義的途徑而獲得或收受的，並不廢除大

地是給與整個人類的原始事實。雖然為促進公益，需要尊重

私有財產，尊重其權利及其運用，但財物的普通用途仍是首

要的。

2404 「當人使用合法擁有的財富時，不應將財富看成自己專有

的，而應視作公有的，意即不但惠及個人，而且惠及他人」 1 0 

307 財富使其擁有者成為天主眷顧的管理人，應使之結果，並與他人

共享，首先與他的近人。

1 GS 69,1. 

2405 生產的財富，物質的與非物質的，諸如土地與工廠，專長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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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其擁有者細心維護，以便其生產造福最大多數人。那些擁有、使用

及消費財富者，應有節制地使用，保留給客人、病人與窮人最好的一分。

政權為了公益，有權利也有義務，規範私有財產權的合法運 2406 

用 1 0 1903 

1 參閱GS 71,4; ＜社會事務＞ 42﹔〈百年＞ 40; 48. 

二二、尊重人及其財物

在經濟事務上，對人性尊嚴的尊重要求人實踐節制之德，為 2407 

調節對世物的貪婪﹔要求實踐正義之德，為保護他人的權利，並 1809, 1807 

給予他所應有的﹔要求實踐連帶責任之德，以遵守金科玉律並隨 即9

從基督的慷慨，「祂本是富有的，為了你們卻成了貧困的，好使

你們因著祂的貧困而成為富有的」（格後8:9）。

尊重他人的財物

第七誡禁止偷竊，偷竊就是違反物主合理的意原頁，侵佔他的 2408 

財產。如果能夠假定物主的同意，或者他的拒絕是不合理性而又

不合財物的普遍使用原則，則不算偷竊。這就是在急切而明顯的

情況下，為解決立即、實質的需要（食物、避難所、衣服．．．．．．），

唯一的辦法是支配並使用別人的財物 l 。

1 參閱GS 的，1.

以任何方法不義地拿走及扣留他人的財物，即使不觸犯民法 2409 

規定，都是違反第七誠。同樣，故意保留借來的財物或遺失的物

品﹔商業上的欺騙 1 ﹔支付不公道的薪酬 2 ﹔以別人的無知或困 1867 

境作投機生意：哄抬物價3等。

以下各項也是道德上不許可的：投機，藉以作出假象而改變財物的

價值，旨在獲取利益而損及他人：賄路，藉之改變應依法作出決定者的判

斷：把企業的公司財物佔為己有及私用：偷工減料、逃避稅捐、偽造支票

及發票、過度消費和浪費。有意造成私人或公共財產的損失，都是違反道

德法律並要求賠償。

1 參閱申 25:13 16. 2 參閱申 24:14 15：雅 5:4. 3 參閱亞8: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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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許諾應該遵守：契約應該嚴格遵守，只要所作承諾是公道

2101 的。大部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取決於在自然人之間的，或在法人

之間的契約效力。諸如，買賣的商業契約，租買或勞工契約，任

何契約都應以善意來訂立和履行。

2411 契約應合乎交換正義，據此而依照在樹各遵守雙方自啡霍利之

1807 下來規範人與人之間、及機構與機構之間的交易。交換正義應嚴

格遵守﹔交換正義要求保障私有權利、償還債務及履行自由約定

的義務。沒有交換正義，任何其他衫式的正義都是不可能的。

交換正義不同於法定正義，它指成員對團體應該公平的付出：同樣

交換正義也與分配正義有分別，後者規定團體（國家）對國民按其貢獻與

需要的比例所應該付出的。

2412 按照交換正義，為賠補所犯下的不正義，必須把所偷竊的財

1459 物償還給物主。

耶穌讚賞巨凱的承諾：「我如果欺騙過誰，我就以四倍賠償」（路 19:

2487 8）。凡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侵佔了他人的財物，必須償還﹔如果物品已

經消失，則以相等的實物或價錢，並同物主可能合法得到之果實與利益一

同償還。同樣，按照他們的責任和所得到的利益，凡是以某種方式參與偷

竊的人，或因明知此事而得益者，都有償還的責任：例如，凡出令指揮、

協助或窩藏贓物者。

2413 博彩遊戲（紙牌等）或打賭，本身並不違反正義。但如果剝奪了某人

為了維持自己及他人的所需，則變為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遊戲的慾望有危

險變成嚴重的奴役。不正義的賭博或遊戲作弊，構成嚴重的事項，除非所

加的傷害是輕微的，以致受害者合理地認為此傷害無足輕重。

2414 第仁誡禁止下面的行為或企業：以自私的或意識型態的、商

2297 業的或獨裁的任何理由，引領人們走上奴役，貶抑他們的尊嚴，

550 十草或

把他們視為貨物買賣交易。藉暴力把人們貶抑到一種生產工具或

獲利的來源，這是違反人的尊嚴和基本人權的罪。聖保祿命令一

位基督徒主人看待其基督徒奴隸，「不再是一個奴隸，而是一位

弟兄．．．．．．在主內的人」（費 16）。



尊重受造界的完整

第七誡要求尊重受造界的完整。動物、植物及無生物都是自 2415 

然地導向過去、現在和將來人類的公益 1 。宇宙的動物、植物和 226 358 

礦物資源的使用，不能脫離道德的要求。造物主將無生物及生物

的統治權給予人類，並不是絕對的﹔而是要人關心近人的生活品 373 

質，包括為後代著想﹔這統治權要求以虔敬的尊重對待受造界的 3月

完整2 。

1 參閱劃 1:28-31. 2 參閱〈百年＞ 37-38. 

動物是天主的受造物。天主以自己的關懷照顧牠們 1 0 牠們 2416 

就以其生存本身，讚美光榮天主2 。因此，人們應該友善對待牠

們。這不禁使人想起聖人們如：聖方濟﹒亞西西，或聖斐理伯﹒ 344 

內利，怎樣以愛對待動物。

1 參閱瑪6:26. 2 參閱達 3:57-58.

天主把動物託給了按照自己的肖象而受造的人來管理 1 0 2417 

因此人使用動物為食物並製成衣服，是合理的，可以馴服牠們，

便能在人的工作及休閒上有所幫助。如果在合理的範圍內，並

對治療及救人的生命有所助益，那麼，在動物身上作醫學及科 2234 

學的試驗，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作法。

l 參閱盡lj 2:19 20; 9:1-4. 

使動物無故地受罪，或躇蹋牠們的生命，是不合乎人性尊嚴 2418 

的。與其為動物花費大量金錢，而不優先救助人的急難，同樣是 2446 

不相稱的事。可以愛護動物，但不應該把專屬於人的情懷，轉移

到動物身上。

三、教會的社會教導

「基督的做示引導我們，對社會生活法規，增加深刻的理 2419 

解」 1 。教會從福音中對人的真理領受圓滿的眉立示。當教會履行 I鯽， 359

其宣告福音的使命時，她以基督之名，向人們証實其尊嚴及其與

別人共融的召叫：教會教導人，與天主上智相符合的正義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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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1 GS 23,1. 

2420 「在人的基本權利及人靈得救要求時」 1 ，教會對社會經濟

2032 事務，也發表其道德的論斷。在道德層面上，教會擁有不同於政

府的使命：教會關懷公益的現世層面，是因為公益導向至善，亦

即我們的最終目的。教會對現世財產及社會經濟的關條，努力做

2246 發正確態度。

1 GS 76,5. 

2421 教會的社會教導發展於十九世紀，正是福音與現代工業社會相遇，

與消費物資生產的新結構，與社會、國家、權力的新概念，與勞動和財產

的新形式相衝擊之時。教會的社會教導，在經濟、社會事務上的發展，証

實教會教導的持久性價值，同時証實教會恆常生活而主動的聖傳的真正意

義 1 。

1 參閱〈百年＞ 3. 

2422 教會的社會教導，包括一套理論，其表達是隨著教會依照耶

穌基督的全部毆示，在聖神的協助下，解釋歷史過程中的事件時

2044 所形成的 1 。這種教導越散發信友的行動，越能為善意的人所接

p耳之 n
玄之 u

1 參閱〈社會事務＞ 1; 41. 

2423 教會的社會教導提供反省的原則，指出判斷的標準，提供行

動的方向：

任何認為社會關條只取決於經濟因素的主張，都違反人的本性及其

行為 1 。

1 參閱〈百年＞ 24. 

2424 一種以獲利為唯一規則，以經濟活動為最終日的的理論，是道德上

2317 不能接受的。無節制地貪圖金錢必然產生敗壞的惡果，是擾亂社會秩序的

552 十誡

許多衝突的原因之一 1 。

一個「犧牲個人及社團的基本權利，而就合集體生產組織」的體

系，違反人的尊嚴2 。凡是把人貶抑為純粹獲利工具的作法，就是奴役

人，引人崇拜金錢，助長無神主義的擴張。「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



金錢」（瑪 6:24﹔路 16:13）。

1 參閱GS 63,3; ＜工作＞ 7; 20; ＜百年＞ 35. 2 GS 65,2. 

教會在現代己揚棄那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聯合的極權 2425 

主義及無神主義。此外，教會也拒絕「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以及把 676 

市場的法則視為比人的工作更重要的作法 1 。只憑中央企畫來控制經

濟，將敗壞社會關係的基礎﹔經濟的控制專憑市場的法則，並不能實施

社會正義，「因為很多人性方面的需要，並不能由市場來獲得滿足」 2 。

需要按照正確的價值等級，並為了公益，鼓勵一種市場和經濟創業活動 1886 

的合理控制。

1 參閱〈百年＞ 10; 13; 44. 2 ＜百年＞ 34. 

四、經濟活動與社會正義

經濟活動的發展、生產的成長，是用來為滿足人們的需要。 2426 

經濟生活不只為了生產的增加，利潤或權勢的增加﹔而應首先導

向為人服務，為全人，並為全體人類服務。經濟活動固然以自己

的方法主導，但也應在道德範圍內，尊重社會正義，以回應天主 1928 

對人的計畫 1 。

1 參閱GS64.

人的工作是直接從人按照天主的肖象受造而來，並被召叫， 2427 

彼此協同、彼此服務，治理大地、延續創造的工程 I 。因此，工 307,378 

作是責任：「誰不願意工作，就不應該吃飯」（得後 3:10)2 。我

們以造物主的恩賜及天賦的才能工作，為能光榮天主，並獲得救

贖。人藉著辛苦勞力 3 ，與納臣月力的木匠，和加爾瓦略山上被釘 到

的耶穌相結合：在某種方式下，與天主聖子，在救贖工程上合

作。人每天背著十字架，在他被召叫所盡的職務上4 ，表示願意

作耶穌的門徒。工作在基督的聖神內可以是聖仕的方法，並給現

世的事務帶來生機。

1 參閱劃 1:28﹔ GS34﹔〈百年＞ 31. 2 參閱得前 4:11. 3 參閱直iJ 3:14 19. 

4 參閱〈工作＞ 27. 

在工作中，人行使並完成一部分銘刻於其本性的潛能。工作 2428 

首要的價值是在於人自身，他是創作者，也是受益者。工作是為 2834,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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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而不是人為了工作 1 。

每人應該能從工作中獲取維持自己及家人生活的資源，並為

人類團體服務。

l 參閱〈工作＞ 6. 

2429 每人都有創業的權利：每人都應合理使用其才能，為能對全

體都享用的富足有所貢獻，並為獲取其努力的正當成果。應留意

遵守合法當局基於公益所訂的法規 1 。

1 參閱〈百年＞ 32; 34. 

2430 經濟生活引發各種不同的利益，往往是彼此對立的利益。這

樣，說明了為何有衝突的出現，而這些衝突是經濟生活的特色 1 。

企業的負責人、薪資階級的代表，如工會的代表、以及有時候可

能有政府的官員，將盡一切努力，藉尊重社會各方的槽利與義務

的談判，他解糾紛。

1 參閱〈工作＞ 11. 

2431 國家的責任。「經濟活動，尤其是市場經濟活動，無法在制

度、司法和政治的真空狀態中展開。反之，它假定了一些條件：

如對於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確實保障，穩定的幣制，以及有效

1908 率的公共服務。所以，國家的首要任務，乃在於給這些安全條件

提供保証，使得那些從事工作和生產的人，能享受其勞動的成

果，並因此而受到鼓勵，願意誠實而有效地去工作．．．．．．國家的另

一任務，在於監視、督導經濟方面人權的實行狀況。不過，這方

1883 面首要的責任不屬於國家，而屬於組成社會的機構，以及各種不

同社團和協會」 1 。

1 ＜百年＞ 48. 

2432 企業負責人，在社會面前，應承擔他們的工作對社會應負的

2415 經濟與環保的責任 1 。他們應考慮到人群的福祉，而不應只顧利

554 十言我

潤的增加。當然，利潤也是必要的。利潤得以實現投資，保障企

業的前途，也保障就業。

l 參閱〈百年＞ 37. 



工作和就業的機會應向所有的人開放，不論男人或女人、健 2433 

康者或殘障者、本地人或外地人，都不得有所歧視 1 。就社會這

方面來說，它應按照環境而協助國民獲得工作及就業 2 。

1 參閱〈工作＞ 19; 22-23. 2 參閱〈百年＞ 48. 

公道的薪酬是工作應有的成果。拒絕發給或不按時發給薪資 2434 

可以構成嚴重的不義 1 。為衡量公平的酬勞，應同時考慮到每人 1867 

的需要與貢獻。「工作的酬報應當使人按照各人的任務、生產技

能，以及企業的情形與公益，相稱地維持其自身及其家人的物

質、社會、文他及精神生活 J 2 。雙方的同意並不足以表示薪資

總額是合理的，在道德上是正當的。

l 參閱肋 19:13：申 24:14 15﹔雅 5:4. 2 GS 67 ,2. 

當罷工為得到相稿的好處成為不可避免、甚至必需的辦法， 2435 

則罷工在道德上是合法的。如果有暴力相伴，或所要達到的目標

不直接與工作條件相關，或與公益相反，則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

的。

不給社會保險機構，償付合法權力所規定的費用，是不公道 2436 

的。

失業為受害者幾乎常是對其尊嚴的打擊，並對生活的平衡是

一種威脅。除了對當事人是一種傷害，對其家庭亦生出許多危

1 參閱〈工作＞ 18. 

五、國際間的正義與連帶責任

在國際層面上，資源和經濟實力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造 2437 

成國與國之間的真正「鴻溝」 1 。一方面是那些握有及發展增產 1938 

工具的國家，另一方面是那些債台高築的國家。

1 ＜社會事務＞ 14. 

宗教、政治、經濟及財政性質的種種原因，帶給今日「社會 2438 

問題...... ＿＿＿＿＿＿..個全球性的幅度 J 1 。在國與國之間，政治已是互相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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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的，因此須有連帶責任。為不讓「邪惡手法」阻止較不開發

的國家的進步，連帶責任更是不可缺少的2 。應以共同努力，朝

向道德、文化及經濟發展的目標，動員一切資源，以取代濫用

的，或高利貸的財政系統3 ，並取代國際間不公平的貿易來往、

2315 軍備競賽，「要重新訂定價值體系，釐清價值優先秩序」 4 。

1 ＜社會事務＞ 9. 2 參閱〈社會事務＞ 17; 45. 3 參閱〈百年＞ 35. 4 ＜百年＞ 28. 

2439 富有的國家對那些不能靠自己確保其發展的能力，或因歷史

上悲慘事件阻礙了其發展的國家，有重大的道德責任：這是一個

連帶責任與愛德的責任﹔如果富有國家的財富來自沒有公平償付

過的資源，則更是一個正義的義務。

2440 直接援助是對即時的、非常的急需，一個適當的回應，比如

天然的災害、傳染病等所造成的需要。但這不足以彌補置乏的情

況所造成的嚴重損害，也不足以應付長久的需要。應該改進國際

經濟及財政機構，好能對尚未發展的國家，促進公平的交易 1 。

應該支持貧窮國家的努力，他們正尋求成長與解脫2 。這些原則

更該以特別的方法，運用於農業工作的領域。農民，特別在第三

世界，構成絕大多數的窮苦大眾。

1 參閱〈社會事務＞ 16. 2 參閱〈百年＞ 26. 

2441 增長對天主的意識，及對自我的認知，是人類社會完整發展

l鄉 的基礎。這種發展增多物質財富，用之於服務人及其自由。這種

發展減少貧苦與經濟剝削，也增進人對各種文他認同的尊重，並

向超越開放 l 。

1 參閱〈社會事務＞ 32﹔並參閱〈百年＞ 51. 

2442 直接干預政治建設，及社會生活的組織，不是教會牧者的

899 事。這種責任是平信徒聖召的一部分，他們以自己的主動與其他

556 十言或

公民合作。社會行動能有多種具體途徑。不過，社會行動總是為

了公益，並須與福音的信息和教會的訓導符合。這是平信徒的

事，「他們的使命是以基督徒的熱誠，去使現哩的事務富有生

命，並顯示他們是和平與正義的倡導者」 1 。

1 ＜社會事務＞ 47,6﹔參閱 42.



六、對窮人的愛護 2544-2547 

天主祝福那幫助窮人者，讓責那不顧窮人者：「求你的，就 2443 

給他﹔願意向你借貸的，你不要拒絕」（瑪5:42）。「你們無條件

得來的，也要無條件分施」（瑪 10:8）。從他們為窮人所作的，耶 786 

穌將認出祂的被選者 1 。當「窮苦人得了喜訊」（瑪 11:5)2 日寺，就 泊， 544,

是基督臨在的記號。 8刀

1 參閱瑪25:31-36. 2 參閱路 4:18.

「教會愛護窮人．．．．．．是教會恆久傳統的一部分」 1 。這是受 2444 

真福的福音 2 、耶穌的貧窮 3 、耶穌對窮人的關注4所散發，也應 1716 

該是勞苦工作的一個動機，「好能駒濟貧乏的人」（弗 4:28）。這

種對窮人的關愛，不只延伸到物質的貧窮，也延伸到文他與宗教

多種形式的貧窮5 。

1 ＜百年＞ 57. 2 參閉路 6:20 22. 3 參閱瑪 8:20. 4 參閱谷 12：但一44.

5 參閱〈百年＞ 57. 

愛護窮人與無節制的愛財或自私的濫用錢財不能並存： 2445 
2536 

好！你們富有的人啊，現在哭泣哀號吧！因為你們的災難快來 2547 

到了。你們的財產腐爛了，你們的衣服被蛀蟲吃了，你們的金

銀生了鏡，這說要作控告你們的証據，也要像火」樣吞食你們

的肉。你們竟為末日積蓄了財寶！看，工人們收割了你們的莊

田，你們卻扣留他們的工資，這工資喊冤，收割工人的呼聲，

已進入了萬軍上主的耳中。你們在世上奢華宴樂，養肥了你們

的心’等候宰殺的日子。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殺害了他，他卻

沒有抵抗你們（雅5:1-6）。

金口聖若望強有力地提醒：「不讓窮人來分享我們的財產， 2446 

這是偷竊他們，除掉他們的生命。我們所持有的財物，不是我們

封，是他們的J 1 0 「首先要滿足正義的要求，因正義應付給的 2402 

東西，不可作為愛德的恩賜去給」 2 。

當我們給與貧窮者必需的物品，我們不是施予他們我個人的慷

慨，我們是還給他們原來是他們的東西。與其說我們完成一項

愛德的行為，不如說實行正義的行為3 。

1 金口聖若望，〈論拉昕一祿｝ 1,6: PG 48,992D. 2 AA 8,5. 3 聖大額我略，〈牧民守則〉

3,21: PL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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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7 哀矜神工（慈善事業）是愛德行為，我們藉以幫助我們的近

1460 人，在其肉身與精神的需要上 1 。教導、勸告、安慰和鼓勵是精

神的慈悲，一如寬恕和忍耐。身體的慈悲工作，特別在於給飢者

1038 以食、無屋者以住、裸者以衣、探望病人與坐牢者、埋葬死者 2 0 

1969 在這些行為中，施捨給窮人3 ，是兄弟友愛的一種主要的見証，

也是悅樂天主的正義之實踐 4 : 

有兩件內衣的，要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要照樣作（路3:

11）。只要你們把所擁有的都施捨了，那麼，一切對你們便潔淨

了（路 11:41）。假設有弟兄或姊妹赤身露體，且缺少日用糧，

即使你們中有人給他說：「你們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

1004 飽飽的！」卻不給他們身體所必需的，有甚麼益處呢（雅 2:15-

16)5? 

1 參閱依 58:6 7﹔希 13:3. 2 參閱瑪 25:31-46. 3 參閱多 4:5月11﹔德 17:22.

4 參閱瑪 6:2 4. 5 參閱若 3:17. 

2448 「在眾多的形態之下：物質的缺乏、不義的壓制、生理和心

理的疾病、最後還有死亡，這些人間的悲慘是脆弱的人性顯明的

386 標誌，人自第一次犯罪之後，就處於脆弱中而需要救恩。這是為

何人間的悲慘贏得了救主基督的憐憫，願意把悲慘承擔起來，並

與其「弟兄中最弱小的」認同。這是為何受悲痛壓迫的人都是教

1586 會優先關愛的對象。教會自創立以來，儘管其問有許多人為的缺

點，卻未停止藉慈善事業致力於安慰、保護和解救他們。教會藉

無數的慈善事業所作的，都是隨時隨地不可或缺的」 1 。

l 信理部，〈自由的良心〉詞II令 68.

2449 從舊約開始，種種法律措施（赦免年、禁止付息借貸、禁止

扣留抵押品、繳什一稅的義務、每日應付給散工工資、摘剩餘葡

萄的權利、拾落穗的權利），都是回應申命紀的勸勉：「既然在

這地上總少不了窮人，為此我吩咐你說：對你地區內困苦貧窮的

弟兄，你應大方地伸出援助之于」（申 15:11）。耶穌把這句話當

成自己的：「你們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至於我，你們卻不常

有」（若 12:8）。祂沒有使古代先知的話失去鋒芒：「用銀錢購買

1397 窮人，以一雙鞋換取貧人」（亞8:6），祂邀請我們認出祂在貧苦

弟兄們身上的臨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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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聖羅撒﹒利馬的母親責備她在家襄收留窮人及病人，

她對母親說：「當我們服事窮人及病人時，我們服事耶穌。我

們不應該對幫助我們的近人感到厭倦，因為在他們身上我們服 786 

事耶穌」 2 。

1 參腎瑪25:40. 2 漢森，〈奇妙的生命〉’魯、汶 1668年。

撮要

「不可偷盜」（出 20:15﹔中 5:19）。「偷竊的，貪婪的．．．．．． 2450 

勒索人的，都不能繼承天囡」（格前6:10）。

第七誡命令人在管理世間的財物及人類勞作的成果上，應實 2451 

踐正義和愛德。

受造界的財富是為全人類用的。私有權不能廢止財產的普通 2452 

用途。

第七誡禁止偷竊。偷竊就是違反物主合理的意願，侵佔他的 2453 

財產。

凡以不義的方法拿走或運用他人的財物，都是違反第七誡。 2454 

違反正義，就要賠償。違反交換正義，需要償還偷竊的東

西。

道德律禁止，一切把人當商品而奴役人性、買賣、交易人口 2455 

的行為，無論其目的是商業的或獨裁政權的。

造物主對宇宙的礦物、植物、動物所給予人的統治權，不能 2456 

脫離道德義務，連同對後代人類的義務在內。

動物是賜給人類管理的，應該友善地對待牠們。動物可供人 2457 

在需要時合理的享用。

當基本人權或人的得救有需要時，教會對經濟社會事務可加 2458 

以判斷，教會關心人現世的女益，是基於現世福祉應導向我

們的最終目的，止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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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9 人是整個經濟社會生活的創作者、中心和目的。社會問題的

關鍵在於，天主為眾人創造的財產，能夠按正義，並由於愛

德的協助，實際到達眾人手里。

2460 工作的首要價值是在於人，人是創作者和受益者。人藉工作

參與造物主的工程。人與基督結合所完成的工作，能有救贖

’？生。

2461 真正的發展，是全人的發展。就是讓每人的潛能成長，以回

應自己的聖召，這就是天主的召叫 1 0 

1 參閱〈百年＞ 29. 

2462 對窮人的佈施是弟兄友愛的見証：亦是悅樂天主的正義之實

E吏。

2463 在廣大人群中，有的受飢挨餓、有的流離失所，怎能不在他

們身上認出拉臣祿一一福音比喻中飢餓的乞丐 1 ？怎能聽不

到耶穌的話：「便是沒有對我做」（瑪25:45) ? 

1 參閱路的：19 31. 

第八條

第八誡

不可作假見証，害你的近人（出20:16﹔申 5:20）。

你們曾聽過對古人說：「不可發虛誓，但要向上主償還你的誓

原頁」 （五哥 5:33) 。

2464 第八誡禁止在對別人的關條上歪曲真理。這項道德規定來自

神聖子民的聖召，要作天主的見証，而天主是真理，天主要真

理。違反真理的罪，就是以言語、以行為表示拒絕致力於道德的

正直：是對天主根本的不思，因此破壞盟約的基礎。

一、生活於真理中

2465 舊約証實：天主是一切真理之源。祂的話是真理 1 。祂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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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真理2 。祂的「信實，代代流傳」（詠 119:90)3 。因為天主 215 

是「其實的」（羅3:4），祂的子民被召生活於真理中 4 。

1 參閱殼的﹔撒下7:28. 2 參閱詠 119:142. 3 參閱路 1:50. 哇參閱詠119:30.

在耶穌基督身上，天主的真理全部彰顯出來。「滿溢恩寵幸口 2466 

真理」（若 1:14），祂是「世界的光」（若 8:12），祂就是真理 1 。

「凡信我的人，不留在黑暗中」（若 12:46）。耶穌的門徒「存留

在祂的話內」，好能認識「使他們自由 2 、使他們成聖 3 」的真

理。跟隨耶穌，就是因「真理之神」而生活（若 14:17），祂是父

因子的名所派遣的4 ，並把人可︱入一切真理」（若 16:13）。耶

穌教導祂的門徒，無條件地愛真理：「你們的話應當是：是就說 2153 

是，非就說非」（瑪 5:37）。

l 參閱若 14:6. 2 參閱若 8:32. 3 參閱若 17:17. 4 參閱若 14:26.

人天生傾向於真理。人有責任尊重真理，並為真理作証： 2467 

「人有其尊嚴，因他們是人．．．．．．受其天性的驅使，負有道德責任

去追求真理，尤其是宗教的真理。每人也有責任固守己認識的真 2104 

理，遵循真理的要求而處理其全部生活」 1 。

1 DH2ι 

真理是作事及說話的正宜，叫作誠實、誠懇或坦率。真理或 2468 

誠實是一種德行，在於表示自己的行為其實，並承認自己所吉為 的8

真，避免口是心非、假裝與偽善。

「人如果不能互相信任，就是說，如果不顯示出真理，就不 2469 

可能共同生活」 1 。真理之為德行，就是要正當地給予他人所應 1807 

得的。誠實就是在應說的事和應保守的械默之間，適當地保持中

膚：這包括正直與謹慎。按正義，「人對另一人應正宜地顯示真

理」 2 。

1 STh 2-2,109,3 ad 1. 2 STh 2-2,109,3. 

基督的門徒接受「在真理中生活」，即依照主的榜樣度簡樸 2470 

生活，也存留於祂的真理中。「如果我們說我們與祂相遍，但仍

在黑暗中行走，我們就是說謊，不履行真理」（若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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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理作証」

2471 基督在比拉多前聲明，祂是「為真理作証而來到世界上」

1816 （若 18:37）。基督徒不應以「為主作証為恥J （弟後 1:8）。在要求

為信仰作証的情形中，基督徒應毫不含糊地明認自己的信仰，如

同聖保祿面對他的審判者所作的。基督徒應該「對天主和對人時

常保持良心無愧」（宋24:16）。

2472 基督徒參與教會生活的責任，促使他們作福音及源自福音之

863, 905 義務的見証。這種見証就是把信德以言以行傳下去。見証是一種

1807 正義行為，証實真理或使人認識真理 l 。

所有基督徒，無論生活在甚麼地方，都應藉生活的榜樣及言語

的見証，顯示出他們自聖洗而成了新人，並因聖神的能力藉堅

振聖事而強他2 。

1 參閱瑪 18:16. 2 AG 11. 

2盈73 殉道是對信仰的真理所作的至高見証，殉道是至死不屈的見

852 証。殉道者為死而復活的基督作証，他與基督因愛德而結合。他

1808 為信仰真理和基督的道理而作証。他因勇毅而忍受死亡。請「你

的8 們讓我成為猛獸的食物，只有藉著牠們我才能到達天主那裡J 1 。

1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羅馬人喜｝ 4,1: AF II/2,207; SCh 10,110. 

2474 教會非常仔細地，收集了那些為証實他們的信仰而至死不屈

的人的記錄。這就是殉道錄。這構成以鮮血寫成的真理檔案：

1011 世界的快樂與這世紀的王權，於我毫無益處。對我來說，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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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結合）而死，勝過統治大地全球。我所尋找的就是祂’祂

曾為我們而死﹔我所願望的就是祂，祂曾為我們而復活。我的

出生日期已經迫近...... 1 。

我讚美掠，因為林曾認為今天此時我可被列入殉道者的行列

中．．．．．．信實及其理的天主，你堅守了林的許諾。為了此一恩

寵，為了這一切，我讚美林、稱謝你，並為了天上永遠的大司

祭，你可愛的聖子、耶穌基督，我光榮林。祂與你及聖神同

在，藉著祂’光榮歸於怖，現在及來世，永無窮盡。阿們 2 。

1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羅馬人書｝ 6,1-2: AF II/2,217-220; SCh 10,114. 

2 ＜聖玻里加殉道錄｝ 14舟3: PG 5,1040; SCh 10,262. 



三、違反真理的罪

基督的門徒「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象所造，具有其 2475 

實的正義和聖善的新人」（弗 4:24）。「戒絕謊言」 1 ，他們放棄

了「各種邪惡、各種欺詐、虛偽、嫉妒和各種諱言旁」（伯前2:1) 。

1 參閱弗 4:25.

備証與虛誓。公開的表達違背真理的言詞，具有特別的嚴重 2476 

性。在法庭前、就是偽証 1 。如果宣誓講不實之言，就是虛誓。 2152 

這些行為促成無辜者的定罪，或者開脫有罪者，或者加重被告的

罪刑 2 。這種行為嚴重危害正義的施行，及法官判決的公平。

1 參聞主義的：9. 2 參閱第 18:5.

尊重別人的聲望，禁止對他們可能造成不當的傷害的態度與 2477 

吉語 1 0 下列情況使人成為有罪的：

武斷，就是沒有充分根據而當以為真，甚或默認，近人在倫

理上的缺失﹔

~~F謗，就是無客觀健全的理由，揭發別人的缺點與過錯給不

知道此事的人2 ﹔

誣疇，是以違反真理的言詞，傷害別人的聲望，使人對他作

出錯誤的判斷。

l 參閱CIC 220. 2 參閱德 21:28.

為了避免武斷，每人應盡其所能，設法以善意的態度解釋其 2478 

近人的思、言及行為。

任何善良的基督徒，對別人的吉語應該寧願加以保護，而不輕

易譴責﹔如果無法保護，就該詢問那說話的人有甚麼意思。倘

若他懂錯了，使該用愛心糾正他﹔如果這還不夠，便該用一切

適當的方法，使他明白，而彌補缺點 1 。

l 聖依島內爵﹒羅耀拉，〈神操＞ 22. 

排言旁與言巫廳是破壞近人的聲望與名譽。既然名譽是社會對人 2479 

性尊嚴的見証，每人都有天賦權利享有自己的名譽、聲望與尊

重。因此，排謗及誣鴨傷害正義與愛德。 17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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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 應當禁止藉諂媚、奉承或逢迎的盲語或行為，鼓勵或贊成別

人行為的邪惡及舉止的錯謬。如果奉承構成罪惡或重罪的共犯，

就是一種嚴重的過失。服務的善意或友情，不能使口是心非的吉

語成為正當的。奉承如果只是為取悅於人、為迴避壞事、應付一

件必然的事，以及為得到合法的好處，則是輕微的罪。

2481 說大話或吹噓構成違反真理的過失。諷刺也是一樣，它有意

輕視別人，惡意醜他別人的行為。

2482 「謊言是有意欺騙而說假話」 1 。主耶穌曾揭發謊言是魔鬼

的工作：「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親魔鬼．．．．．．他沒有真理：他幾時

即 撒謊，正出於他的本性，因為他是撒謊者，而且又是撒謊者的父

幸見」 （若 8:44) 。

1 聖奧思定，〈論謊言｝ 4,5: PL 40,491. 

2483 謊言是對真理最直接的冒犯。謊言是說話或行事違背真

理，使人陷入錯誤。謊言傷書人對真理及對近人的關係，也侵

害人與其言語對天主的基本關係。

2484 謊言的嚴重性，依照其所歪曲的真理本身、環境狀況、撒謊

1750 者的意圖，以及受害者所受損害的程度而衡量。撒謊本身只構成

輕微的罪，但若嚴重侵害正義與愛德，則變成大罪。

2485 謊言本身是應受譴責的，因為是對言語的褻潰，而盲語的作

1756 用是要把已知的真理通傳給人。刻意藉違背真理的言詞，引人陷

人錯誤，在正義與愛德上構成過失。如果欺騙的意圖，使那些受

騙的人，有危險造成悲慘結局，則負罪更大。

2486 謊言（原來就是傷害誠實之德），是對他人的一種真正暴

力。它打擊人的認知能力，而這正是一切判斷和決定的先決條

1607 件。謊言含有使人意見不合的胚芽，及由此不合而產生的一切壞

事。謊言為整個社會是一種不幸：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撕裂

社會組織的關條。

2487 即使犯錯者已被寬恕，關於正義與其理所犯的一切錯誤，仍

1459 有補償的責任。如果不可能公開地賠補，應該私下來作﹔如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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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無法直接賠補，應該以愛德的名義，給予道義上的補償。

這項賠償的責任也涉及侵犯他人名譽的罪過。這種賠償，是道義 2412 

的，有時是物質的，應該按照所造成的損害來衡量。賠償是良心

上的責任。

四、尊重真理

傳播真理的權利並非無條件的。每人應該使自己的生活與弟 2488 

兄友愛的福音誡命相符合。這在實際情況中要求評估，是否適宜 1740 

把真情披露給詢問的人。

遇到任何要求提供資訊或傳播的情況時，應以愛德與對真理 2489 

的尊重為答覆的原則。別人的好處與安全、私生活的尊重與公

益，都是足夠的理由，對不宜公開的事保持絨默，或使用謹慎的

言詞。為避免壞榜樣，經常需要更嚴格的謹慎。任何人都沒責任 2284 

給沒有權利知道的人揭露真相 1 0 

1 參閱德 27:16：接 25:9 10. 

和好聖事的秘密是神聖的，在任何藉口下都不得洩露。「聖 2490 

事的秘密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聽告解者不得以言語，或其他任何 1467 

方式，或藉任何理由揭發告解人」 1 。

1 CIC 983,1. 

職業秘密，如政治家、軍人、醫生、律師等所持有者，或在 2491 

保証守秘密的情況下所委託的事，應當予以遵守，除非在特殊情

況中，保守秘密將會給託付者、受託付者，或第三者造成極重的

傷害，而且只有公開真相才可避免。為別人有害的私人訊息，雖

不是在守秘密的保証下所託付的，沒有重大及相稱的理由，亦不

得予以公開。

每人都應對他人的私生活有合理的保留。傳播負責人在公益 2492 

的要求，與私人權利的尊重之間，應保持合理的平衡。對投身政 2522 

治及公共活動者之私生活的資訊干予頁，如果侵犯了他們的隱私與

自由，是可譴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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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傳播媒體的使用

2493 在現代社會中傳播媒體在資訊、文他及教育方面，有其特殊

重要的角色。隨著技術的進步、傳播資訊的豐富與多元，以及輿

論所發生的影響，此一角色更形擴大。

2494 媒體提供的資訊，是為公益服務 1 。社會有權利得到基於真

1906 理、自由、正義與連帶責任的資訊：

為妥善行使這種權利，要求傳播的事實應常是真實的，在正義

與愛德的條件下是完整的，而且傳播的方式也當是正宜的、適

當的，這是說，不可違反道德規範、人的權利及人的尊嚴。採

訪消息時如此，傳播消息時亦當如此2 。

1 參閱 IM 11. 2 IM 5,3. 

2495 「社會的所有成員在這方面都必須盡正義與愛德的義務。所以應藉

906 社會傳播媒體，形成並傳播健全的輿論」 1 0 連帶責任就是真實的及正確

的傳播，以及意見自由交流的一種結果。這樣的傳播與交流有助於認識，

並尊重他人。

1 IMS. 

2496 社會傳播工具（尤其是大眾媒體）能夠在接收者身上，產生某種被動

性，使他們對表演或訊息成為缺少警戒性的消費者。面對大眾傳播媒體，

2525 使用者應自加節制與嚴守紀律。他們自己應增養清明及正宜的良心，以便

更容易地抗拒不太正派的影響。

2497 基於職業的關f奈，新聞工作者在資訊傳播上，有責任服務真理，及

不侵犯愛德。他們應以同樣的關心’努力尊重事實的本身，及尊重對人的

批判該有的限度。他們要避免造謠中傷。

2498 「基於公益，政府應負起特殊責任：政府的任務是保護真正的及公

2237 正的資訊自由」 1 。政府宣布法律，並監督其實施，要保証，不因媒體的

2286 妄用，「致使民間風氣墮落、社會進步受阻」 2 。政府應制裁對個人的聲

望及隱私權侵犯的行為。政府及時地、誠實地提供有關公益的資訊，回答

民眾有根據的憂慮。決不可以求助於虛偽的資訊，假借媒體，而操縱輿

論。政府使用媒體時，不該侵害個人及族群的自由。

1 I孔112. 2 IM 12,2. 

2499 道德輿論應譴責極權國家的內幕，他們有系統地捏造事實，藉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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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對輿論施行政治統治，「操縱」公開審判的被告與証人，並扼殺及壓 19仿

制他們視為「輿論的罪惡」的一切，以為如此就可以確保他們的暴政。

六、真、美與聖藝

行善帶來自然的心靈快樂與道德的美麗。同樣，真理包含著 2500 

心靈之美的喜悅與光輝。真理本身是美的。言語中的真理，是用 1804 

理性的方式表達對受造的與非受造的實體之認識，這為有理智的

人是必要的﹔不過，真理可以找到其他的人性的表達方式，這些

表達方式是補充的，特別能喚起那些無法言傳的事，人心靈的底

蘊、靈魂的提昇、天主的奧秘。在天主藉著真理之吉語敢示於人

之前，祂先藉著受造界的普遍語盲，就是祂聖盲的工程、祂智慧 刻

的工程，后女示給人：宇宙的秩序與和諧，連小孩和學者都會發

現，「受造物的偉大和美麗使他們以類比方式認識創造者J （智

13:5），「因為全是美麗的根源所創造的」（智 13:3）。

智慧是天主德能的散發，是全能者榮耀的真誠流露，因此任何

污穢都不能侵入祂內。她是永遠光明的反映，是天主德龍的明

鏡，是天主美善的肖象（智 7:25-26）。智慧比太陽還美麗，壓倒

一切星座﹔如與光明相比，她佔優勢：因光明還要讓位於黑

夜，但邪惡絕不能戰勝智慧（智 7:29-30）。我實在愛慕智慧的美

麗（智 8:2）。

2129 

「按天主的肖象而受造」（直Jj 1:26）的人，也藉著自己藝術品 2501 

拘美麗，表達與天主造物主關f擎的真理。事實上，藝術是一種屬

於人的特有表達形式﹔除了尋找生活的所需是一切生物共有的傾

句之外，藝術是天賦給人的內心極豐富的資源。產生於造物主賦

與的秉賦，及人本身的努力，藝術是一種應用的智慧，它連合了

知識與技巧 1 ，由耳目所能接觸到的表達方式給實體的真理一種

千三式。對真理及萬物的熱愛達到某一程度，藝術與天主的創造活 339 

動有些相似。與人的其他活動一樣，藝術本身不是一個絕對的目

拘，它是以人的最終目的為方向，而更顯高貴2 。

4 參閱智 7:16﹜17. 2 參閱比的卡二世，〈聖樂規章〉通論（25.12.1955）﹔ 1950年9月 3 日及

:955年 12 月 25 日講詞。

如果聖藝在其形式上符合其使命，就是真的、美的：就是說 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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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1162 在信德與黑拜中，使人想起並讚頌天主那超越萬物的奧跡、那顯

示在基督身上的真理與仁愛的不可見的卓越美麗，﹝基督是﹞

「天主光榮的反映，天主本體的真相」（希 1:3），在祂身上「住

著有形可見的整個圓滿的天主性」（哥 2:9），在至聖童貞天主之

母、天使以及聖人們身上反映的靈性美麗。真正的聖藝使人朝

拜、祈禱、愛慕造物主、救世主、至聖的聖他者天主。

2503 因此主教f門，由他們自己或代理人，應該注意提倡新的、舊的各種

形式的聖藝，並以同樣的關心’排除一切不合信德的真理，以及不合聖藝

真正美的事物於禮儀及宗教建築之外1 。

1 參閱以二 122 127. 

撮要

2504 「不可作假見証，害你的近人」（出 20:16）。基督的門徒穿

上了「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象所造，具有真實的正義和

聖善的新人」（弗 4:24）。

2505 真理或誠實是一種德行，在於表示自己的行為真實，自己所

言為真，避免口是心非、假裝與偽善。

2506 基督徒不應以言行「為主作証為恥」（弟後 1:8）。殉道是對

信仰的真理所作的至高見証。

2507 尊重別人的名譽、聲望，禁止一切排謗、誣氓的言語及行

為。

2508 謊言就是說假話，有意欺騙近人。

2509 犯了違反真理的罪，就應補償。

2510 「金科玉律」（瑪 7:12）助人在實際的環境中分辨，是否適宜

1789 把真a情披露給詢問的人。

2511 「聖事的秘密是不可侵犯的」 1 。職業的秘密應該遵守。為

別人有害的秘密，不應該去開。

1 CIC 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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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有權利得到基於真理、自由及正義的資訊。在運用大眾 2512 

傳播工具上，宜自力口節制與嚴守紀律。

美術，尤其是聖藝，「其本質就是要以人工，對天主的無限 2513 
美善，作某種程度的表達﹔聖藝越能別無目的，而極力使人

心靈歸向天主，就越能增加對天主的讚美與光榮」 1 。

1 SC 122. 

第九條

第九誡

不可貪你近人的房舍。不可貪戀你近人的妻子、僕人、嬋女、

牛驢及你近人的一切（出20:17）。

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裡姦淫了她（瑪5:28）。

聖若望把貪戀或貪慾（私慾偏情）分為三種：肉身的貪慾、 2514 

眼目的貪慾、以及人生的驕奢 l 。按照天主教教理的傳統，第九 377,400 

識禁止肉身的貪慾，第十誡禁止對他人財物的貪慾。

1 參閱若－ 2:16.

就字﹔原說，「貪慾」（concupiscence）可指人的任何強烈慾 2515 

望。基督宗教神學給予它特殊意義，就是違反人理性行為的感性 405 

慾望的激動。聖保祿宗徒認為是「肉」對「靈」的反抗 1 。這是

來自第一個罪的不服從（創 3:11）。貪慾放縱人的道德官能，它自

身雖不是罪過，但使人傾向於犯罪2 。

1 參閱迦 5:16,17,24：弗 2:3. 2 參閱特倫多： DS 1515. 

人是靈魂與肉身合成的，在人內已經有一種張力，進而發展 2516 

為一種「靈」「肉」之間的鬥爭。然而事實上，這鬥爭是屬於罪 362 

的遺害，也正是罪過的後果，同時是罪過的証實。這是每天心靈 407 

戰鬥經驗的一部分：

對聖保祿、宗徒來說，不是要鄙視或賣罰身體的問題，身體配合

靈魂構成人的本性和人格主體。更好說，他關心倫理上的善行

或惡行，是德行及惡習的穩定的情形，即是川真從（善）或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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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聖神的拯救行動的效果。因此，聖保祿寫道：「如果我們

囡聖神生活，就應隨聖神的引導而行事」（迦5:25)1 。

1 ＜生命之神＞ 55. 

一、心靈的淨化

2517 心是道德人格的所在處：「從心裡發出來的是惡念、凶殺、

368 姦淫及邪淫」（瑪 15:19）。抗拒肉身貪慾的戰鬥’是要通過心靈

1809 的淨忙和節制的實行：

你要保持純樸、天真，像小孩一樣，他們不知毀滅人生命的罪

主2: 1 n 
，，品、

1 何而馬牧者，〈牧者的誡命｝＞ 2,1: PG 2,916. 

2518 第六端真福宣布：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

看見天主」（瑪5:8）。 「心裡潔淨的人」是指那些理智與意志配

合天主聖善的人，特別在三方面：愛德 1 ，貞潔或性的正直 2 、

94 愛真理與正統的信德 3 。心、身、信德的純潔之間，有一種關

聯：

信友應該相信信經的條文，「如此因信而順從天主：因順命而

正宜地生活﹔因正宜地生活，而心裡潔淨﹔因潔淨他們的心’

158 而守頁會他們所信的」哇。

1 參閱弟前4:3 9﹔弟後2:22. 2 參閱得前4:7﹔哥 3:5﹔弗 4:19. 3 參閱鐸 1:15：，弟前 1:3-4;

弟後 2:23 26. 是聖與思定，〈論信德與信經｝＞ 10,25: PL 40,196. 

2519 為「心裡潔淨的人」訐下了，面對面看見天主，並相似天

刃持， 2819 主 1 。心地純潔是看見的先決條件。它使我們從今天開始，就按

照天主的觀點去看，去接待別人如同「近人」﹔心地純潔使我們

2501 領會人的身體，即自己及近人的身體，都是聖神的宮殿、都是天

主至美的表現。

1 參閱格前 13:12：若~3:2.

二、為純潔而戰鬥

2520 洗禮授予人洗淨一切罪過的恩寵。但受過洗禮的人應該對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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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的貪慾及錯亂的慾望繼續戰門。靠天主的恩寵，可達到目的： 1264 

一一藉貞潔的德行和恩賜，因為貞潔讓人以正直而心不三屬地去 2337 

愛：

藉純正的意向，就是追求人的真正目的：受過洗禮者，以單 1752 

4屯的眼光，設法在一切事上尋找並完成天主的意願 1 ﹔

一一藉內在與外在的眼目純潔﹔藉感覺與想像的紀律：藉拒絕取 1762 

克於人的、但使人偏離天主誡命道路的任何不潔思想：「愚人一

見這些畫像，就大動情慾」（智 15:5) ; 

藉祈禱：

我以往認為節慾出自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不認識的力量。

我真是愚蠢，竟不知道，如果你不賞賜，沒有人能夠節慾 o 的

確，你會賞賜，如果出自我內在的嘆息，震驚了你的耳朵，又

如果出自堅定的信德，我把我的焦慮都交給了你2 。

：參閱羅 12:2﹔哥 1:10. 2 聖奧宮、定，〈懺悔錄） 6」1,20: PL 32, 729-730. 

2846 

心地純潔必有羞恥心。這是構成節制的一部分。羞恥心保護 2521 

人的隱私。它是指拒絕揭露應該隱藏的。它導肉貞潔，並証實貞

潔的文雅。羞恥心引領我們對別人的注視與舉止，都符合雙方的

尊嚴和人際關係。

羞恥心保護人及人愛情的奧秘。在愛情關條上要求忍耐及適 2522 

支﹔要求男女之間的授與及許以終身的條件得以滿足。羞恥心亦 2492 

是端莊 o 它告訴人對衣著的選擇。當有不健康的好奇心出現的危

按時，知所保留或絨默。羞恥心就是審慎。

羞恥心涉及感受和身體兩方面。比如，它反對某些廣告縱容對人身 2523 
體的「偷窺」，或反對某些媒體太過揭露隱私。羞恥心使人有一種生活方 2354 

式，得以抗拒時尚的誘惑，與流行意識型態的壓力。

不同文化各有其對羞恥心的表達方式。不過，無論何處，都顯示出 2524 
人都有一種對靈性尊嚴的直覺。它出自主體意識的覺醒。教導兒童及青少

年要有羞恥心，就是喚醒對人的尊重。

基督徒的純潔，要求社會風氣的淨化。它要求社會傳播工 2525 

具，提供謹慎而有節制的資訊。心地純潔將擺脫j彌漫的色情主 2344 

「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一樣」 571 



義，排除那些鼓勵偷窺與幻想的表演。

2526 所謂時尚的縱容是根據一種對人性自由的錯誤觀念：為了使

1740 自由發展，需要先藉道德律予以教育。應該要求教育的負責人，

對青年人施予教導，使其尊重真理、人品，及人的道德與精神的

尊嚴。

2527 「基督的福音不斷地革新墮落人類的生活與文忙，並對罪惡

1204 經常的誘惑所產生的錯誤與災禍，從事戰鬥與隔離的工作。教會

不停地淨他與提昇各民族的道德。她以天上財富使每個民族及時

代的精神素質、本有秉賦，從內部得以豐宮，並在基督內得以強

f七、充實與復興」 1 0 

1 GS 58,4. 

撮要

2528 「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裡姦淫了她」（瑪

5:28）。

2529 第九誡教人提防貪戀及肉身的貪慾。

2530 抗拒肉身貪慾的戰門，涉及心靈的淨化及節德的實踐。

2531 心地純潔將使我們看見天主：從現在就讓我們按照天主的觀

點看一切的事。

2532 為潔淨，心靈，需要祈禱、實行貞潔、意向和眼目的純潔。

2533 心地純潔需要羞恥心，就是忍耐、樸素及審慎。羞恥心保護

512 十言我

人的隱、密。

第十條

第十誡

不可貪．．．．．．你近人的財物（出 20:17）。不可貪圖你近人的房屋、

田地、僕牌、牛驢，以及屬於你近人的一切事物（申 5:21) 。



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瑪6:21) 。

第十誡擴展並補充第九誠，第九誡論到肉身的貪慾。第十誡 2534 

業止貪他人的財物，是第七誡所禁止的偷竊、搶奪、欺詐之根。

「目良目的貪慾」（若－ 2:16）引人走向第五誡禁止的暴力和不義1 。

貪婪，如行淫一般，源於三條誡命所禁止的拜偶像2 。第十誡是 2112 

針對心靈的意圖：連同第九誡總指十誠的各﹛噪音戒命。 2069 

1 參閱米 2:2. 2 參閱智 14:12.

一、貪慾的錯亂

感性的慾望使我們希求我們所沒有的，極意的事物。比如，當 2535 

飢餓時，想吃東西﹔當寒冷時，想、取暖。這些慾望，其本身是好

的﹔但多次不守理性的尺度，並驅使我們不義地去貪那不屬於我 1767 

（門，而屬於別人或者應該是他人的事物。

第十誡禁止貪心及對地上財富過度的佔有慾﹔禁止對財富及 2536 

其權勢的無節制的貪婪。此誡命還禁止人有行不義的慾望，以致 2445 

損害近人的世間財物：

當法律告訴我們：「你們不可貪」時，是給我們說，要遠離一

切不屬於我們的事物的慾望。對近人財富的渴望是無限的，總

不能滿足，因此聖經寫道：「愛錢的，錢不能使他滿足」（德 5:

9)1 。

〈羅馬教理＞ 3,37. 

希望獲得屬於近人的物品，只要取之以正當的方法，就不達 2537 

交此誡命。傳統的教理符合實際情況地指出「那些需要對有罪的

貪慾作艱苦戰門的人」，應該「加倍勸勉他們遵守此誡命」

他們是．．．．．．那些商人，他們希望商品缺乏或昂貴，不幸他們看

到他們不是獨家買賣，他們就無法賣得更貴，買得更便宜﹔他

們希望別人都貧困，好能向他人賣出或買進而從中得利．．．．．。

醫生們希望有病人：律師們需要案件與訴訟，且越多越好...... 1 。

〈羅馬教理＞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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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8 第十誡要求從心裡消除嫉妒。當納堂先知想要刺激達味悔罪

2317 時，對他講述了一個故事：有一個窮人只有一隻小羊，待牠猶如

自己的女見，而富人雖有牛羊成群，卻嫉妒窮人，終於奪走了他

的小羊 1 0 嫉妒可能招致更大的壞事2 。就是因了魔鬼的嫉妒，

到 死亡才進入了世界（智 2:24) : 

我們彼此攻擊，嫉妒使我們持刀相向．．．．．．如果我們如此猛烈攻

擊，致使基督的身體動搖，我們將至於何地？我們將使基督的

身體軟弱無力．．．．．．。我們聲稱是同一身體的肢體，而我們相互

吞食，猶如猛獸3 。

1 參閱撒下 12:1-4. 2 參閱唐lj 4:3-7﹔列上21:1-29. 3 金口聖若望，〈格林多後書講道〉

28,3-4: PG 61,588. 

2539 嫉妒是七罪宗之一。嫉妒眼見他人的財物而感到不快，也是

1866 想將之據為己有的過分慾望，即使非法也不惜。當嫉妒是希望人

遭遇重大災害，就是大罪：

聖奧思定視嫉妒為「特別屬於魔鬼的罪」 1 0 「從嫉妒生怨恨、

排謗、誣醋、幸災樂禍，對他人的發達不快」 2 。

1 聖奧思定，〈教理蒙訊） 4,8: PL 40,315-316. 2 聖大額我略，〈約伯書詮釋＞ 31,45: 

PL 76,621. 

2540 嫉妒是不快的一種表現，因此是對愛德的拒絕﹔受過洗的人

1829 應以慈善加以抗衡。嫉妒往往來自驕傲，受過洗的人應練習度謙

遜的生活：

你願意看到天主因你受光榮嗎？好，那你就該為弟兄的進步而

高興，天主就因你而立刻受光榮。天主受讚頌，因為祂的僕人

已知道克服嫉妒，視他人的功績為自己的喜樂 1 。

1 金口聖若望，〈羅馬書講道集） 7,3: PG 帥，445.

二、聖神的意願

2541 法律和恩寵的救恩計畫使人心放棄貪婪和嫉妒：引導人心渴

1718, 2764 望「至善」﹔教導人聖神的願望，聖神滿足人心。

向人屢屢作許諾的天主常要人提防，那從開始就顯示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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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好看，令人羨慕」（創 3:6）的誘惑。 397 

交託給以色列的法律，絕不足以使服從此法律的人成義：此 2542 

法律甚至變成了「貪慾」 1 的工具。意願與實行2之間的鴻溝， 1963 

顯示天主的法律，即「理性的法律」’與另一條法律，即「叫我

隸屬於那在我肢體內的罪惡的法律」（羅 7:23），二者之間有衝

7'c 
？之臼

l 參閱羅 7:7. 2 參閱繹 7:10.

「如今，天主的正義，在法律之外已顯示出來：法律和先知 2543 

也為此作証：就是天主的正義，因對耶穌基督的信德，毫無區別 1992 

地，賜給了凡信仰的人」（羅 3:21-22）。從那時起，基督的信徒

「已把肉身同邪情和貪慾’釘在十字架上了」（迦5:24）﹔他們是

由聖神引導 1 ，隨從聖神的意願2 。

1 參閱羅 8:14. 2 參閱羅 8:27.

三、心靈的貧窮 2443明2449

耶穌吩咐祂的門徒，要愛祂勝過任何事物及任何人，並要他 2544 

們為了祂和福音的緣故 1 ，「捨棄他們的一切所有」（路 14:33）。

在祂受難前不久，祂舉耶路撒冷的窮寡婦給他們作榜樣，這寡婦

從她的窮困中，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費都獻出了 2 。擺脫財富的 544 

命令，為進天國是必須遵守的。

l 參閱谷8:35. 2 參閱路 21:4.

基督的所有信徒，「每人都要正確地誘導自己的情戚，以免 2545 

違反福音的貧窮精神，去享用世物及依戀財富，而阻止其追求完

全的愛德」 1 。 2013 

1 ]£ 42,5. 

「于申貧的人是有福的」（瑪 5:3）。其福八端敢示出幸福與恩 2546 

寵、美麗與和平的境界。耶穌稱揚窮人的喜悅，因為天國已經是 1716 

他們的了 1 : 

聖吉稿人精神上的謙抑自下和淡泊為「神貧」﹔聖保祿也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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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貧窮為例，他說：「祂為了你們成了貧窮的」（格後8:9)2 。

I 參閱路6:20. 2 聖額我略﹒尼擻，〈論真福講篇｝ 1: PG 44, 1200D. 

2547 上主為富貴人悲傷，因為他們把安慰置於大量的財富上（路

6:24）。「驕傲人追求地上的權勢，而神貧的人卻尋求天國」 1 。

到 投靠天父的春顧足以解除明日的焦慮2 。信賴天主是準備人得直

窮人的真福。他們要看見天主。

1 聖奧思、定，〈論山中聖司I[} 1,1,3: PL 鈍，1232. 2 參閱瑪 6:25-34.

四、「我願看見天主j

2548 對真正幸福的渴望，使人解脫對現世財物的過分依戀，而在

2519 享見天主及在天主的真福中得到滿足。「享見天主的許諾，超追

一切真福。在聖經裡，看見就是擁有。看見天主的人，就是已經

得到一切可能想像的財富」 1 。

1 聖額我略﹒尼擻，〈論真福講篇｝ 6: PG 44,1265A. 

2549 天玉的聖民還要靠從天上來的恩寵奮門，以獲得天主所訐R

2015 財富。為了擁有天主、瞻仰天主，基督信徒消除自己的貪慾，並

靠天主的恩寵，戰勝安逸和權勢的誘惑。

2550 在成全的路上，聖神與新娘都在召喚，凡聽見的 1 ，都要與

天主有圓滿的共融：

那裡將有真正的光蕉﹔那裡沒有人因錯誤或諂媚而受到稱揚：

真正的尊榮不會拒絕給應得的人，也不會賜與無資格的人﹔另

一方面，無資格者不會強求，因為只有有資格者才能進入。在

那裡真正的和平將要統治一切，再不會感到從自己或從別人而

來的反抗。論及德行，天主自己就是酬報，天主賜給了德行，

也把祂自己許諾給德行。天主是最好、最大的酬報：「我將作

他們的天主，他們作我的子民」．．．．．．（肋 26:12）。這也是聖保

祿窯徒說這話的意思：「好叫天主成為萬物中的萬有」（格前

314 15:28）。天主自己將是我們渴望的最終對象，我們將無止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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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祂、無止境地愛慕祂、無厭倦地言贊美祂。這種恩寵、這種

情懷、這種職務，確實是眾人共有，一如永生一樣2 。

1 參閱默 22:17. 2 聖奧思定，〈天主之城｝ 22,30: PL 41,801-802. 



撮要

「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瑪 6:21) 。 2551 

第十誡禁止對財富及其權勢的過度貪婪，這貪婪源自對錢財 2552 
無節制的情慾。

嫉妒是眼見他人的財物而感到不快，也是想將之據為己有的 2553 

過分慾望。這是七罪宗之一。

受過洗的人，以良善、謙遜，及依靠天主的照顧，而與嫉妒 2554 

戰門。

基督徒「已把肉身同邪情和貪慾’釘在十字架上了」（迦5: 2555 

24）﹔他們是由聖神引導，隨從祂的意願。

擺脫財富為進天國是必要的。「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2556 

人類真正的渴望：「我願看見天主」。對天主的渴望，只有 2557 

永生的水才能解除1 。

1 參閱若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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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基督徒的祈禱



這是在君士坦丁堡，約 1059年，阿多斯（Athas）山上迪尼修（Diony

sius）隱修院的小型畫像。

基督在祈禱中轉向天父（參閱§ 2599）。祂在曠野的地方單獨祈禱，

祂的門徒尊敬地在距離不遠之處觀看祂。聖伯多祿身為宗徒之長，轉向其

他人，並給他們指著那位基督徒祈禱的大師和道路（參閱§ 2607）：「主

啊！請教導我們祈禱吧！」（路 11:1) 。





第一部分

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

「大哉信德的奧跡！」在宗徒信經中，教會實認這奧跡（卷 2558 

一）﹔在聖事禮儀中，教會慶祝這奧跡（卷二），為使信友生活這

真跡，在聖神內師法基督，以光榮天主聖父（卷三）。所以這奧

跡要求信友在與生活而其實的天主之活生而親密的關條中，相

信、慶祝、活出這奧跡。這關條就是祈禱。

祈禱是甚麼？

對我來說，祈禱是內心的奮發之情，向蒼天的淳樸凝視﹔是困

苦中或歡樂中感恩報愛的頌謝聲1 。

l 聖女小德蘭，〈自傳手稿｝ C25r. 

祈禱是天主的恩賜

「祈禱是舉心嚮往天主，或者向天主求適合的恩惠」 1 。祈 2559 

禱時，我們從何處說起呢？是從我們的高傲和我們自己的願望

嗎？抑或是從謙虛和↑鐵悔的心的「深處」日尼（詠 130:14) ？「誰若

謙抑自下，將被高舉」 2 。謙虛是祈禱的基礎。「我們不知道該 2613,2736 

怎樣祈禱才好」（羅8:26）。祈禱是我們無功而得的恩惠。謙虛才

是接受此恩惠的最佳心態。人在天主面前是個乞丐3 。

1 聖若望﹒達瑪森，〈論正統信仰｝ 3,24: PG 94,1089D. 2 參閱路的：9 14. 

3 參閱聖奧恩定，〈講道集｝ 56,6,9: PL 詣，381.

「你若認識天主的恩惠！」（若 4:10）。祈禱的妙義就妙在這 2560 

裡：我們來到井邊汲水，就在那令里，基督來與每個人相遇。祂先

來尋找我們，開口肉我們要水喝。耶穌口渴：祂的要求來白天主

的內心深處：天主渴望我們。不管我們知道或不知道，事實上，

祈禱就是天主的渴望與我們的渴望相遇。天主渴望我們渴望祂1 。

l 參閱聖奧思定，〈論八十三個不同的問題｝ 64,4: PL 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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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1 「你要向祂求水喝，祂就會給你活水」（若 4:10）。我們的祈

求原是一個吊詭性的回應。回應生活的天主的抱怨：「他們離開

我這活水之泉，去掘漏水的水池！」（耳目 2:13），以信德回應天主

無條件給予的恩許1 ，以愛回應天主獨生子的口渴2 。

1 參閱若 7:37 39﹔依 12:3﹔ 51:1. 2 參閱若 19:28：區 12:10; 13:1. 

祈禱是盟約

2562 人從哪裡發出祈禱？無論用甚麼語言（姿勢或言語），總是

整個人在祈禱。但為了指出祈禱從那裡湧現出來，聖經有時說是

靈魂或心神，而提及心的次數最多（超過一千次）。的確，是人

的心在祈禱。如果心遠離天主，外表的祈禱就虛而不賞。

2563 （按照閃族和聖經的說法：我投宿心中）心是居戶斤，我在此，

368 我居此。心是理性抓不到，別人也摸不著的隱密中樞，只有天主

的神才能洞察和認識它。心是作決定的地方，在我們心靈欲望

2699 的最深處。心是真理所在，是我們選擇生或死的地方。心亦是相

1696 遇之處，因為按天主的肖象，我們活於關係中：心是結盟之所

在。

2564 基督徒的祈禱是天主與人在基督內結盟的關條。它是天主的

行動，也是人的行動﹔它發自聖神，也出自我們，並與降生成人

的天主子的人性意願相結合，而完全指向天主聖父。

祈禱是共融

2565 在新約時代，祈禱是天主子女，眼無限美善的天父，偕同祂

260 的聖子耶穌基督及聖神活生生的關條。天圓的恩寵是「整個天主

聖三與人整個的心神的結合」 1 。因此，祈禱生活就是經常活在

天主聖三的親臨及與祂的共融中。這一生命的相追隨時可得，因

為透過洗禮，我們已經與基督結成一體2 。基督徒祈禱的特色正

功 是與基督的共融，並且這共融擴展到祂的身體、教會內。祈禱的

幅度就是基督之愛的幅度3 。

1 聖額我略﹒納祥，〈演講｝ 16,9: PG 35,954C. 2 參閱羅 6:5. 3 參閱弗 3: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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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祈禱的啟示

眾人奉召作祈禱

人一直在尋求天主。天主透過造他妙主使一切存有從虛無中 2566 

走向存在。稍遜於天使「以光榮和榮耀作冠冕的人」（詠8:6) ' 296 

有能力確認「上主的名號何其偉大，遍及大地」（詠8:2）。雖然

人犯了罪，反映不出天主的模樣，但人仍保存造物主的肖象，心 355 

中仍嚮往那使人存在的造物主。所有奈教都為此作証：尋求天主 28 

是人天性的需求 1 。

1 參閱宗 17:27.

天主先召喚人。人可能遺忘他的造物主，或者逃避天主的聖 2567 

容而遠離祂’或者追隨自己的偶像，或者遷怒天主拋棄他﹔但是

真實而生活的天主仍不倦地召喚每一個人，在祈禱中與祂奧妙地 30 

相遇。信實的天主常首先在祈禱中採取這種愛的行動，而人的行

動常是一種回應。當天主逐漸顯示自己，並把人做示給人時，于斤 142 

禱就好似天主與人的彼此呼喚，互結盟約的劇↑育。透過言語與舉

動，這戲劇席捲人心而在整個救恩史中展現出來。

第一條

舊約時代

舊約中祈禱的敢示，發生在人的墮落與人的得救之間，即在 2568 

天主對其第一對子女痛苦的召呼：「你在那裡？．．．．．．你為甚麼做 仰， 1736

了這事？ J （創 3:9,13）及其獨生子進入世界時的答覆之間，祂答

道：「天主，看！我己來到，為承行你的旨意」（希 10:5一7）。這

樣看來，祈禱與人類歷史是分不闊的﹔祈禱是在各歷史事件中， 2738 

人同天主的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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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一一祈禱的泉源

2569 祈禱生活首先以創造的眾多事跡開始。創世紀前九章把人類

288 與天主的關條描述為亞伯爾向天主祭獻首胎羊隻 1 ，厄諾士出生

58 後，呼求天主的名 2 ，「與天主同行」（創 5:24）。諾厄的奉獻悅

樂天主，並得到天主的降福。通過諾厄，天主也降福了整個的受

造界3 ，因為諾厄為人正義，天性正宜，也「與天主同行」（創 6:

9）。祈禱的這種素質在所有宗教中，由眾多的正直人士生活出

來。

天主與芸芸眾生訂立永恆不渝的盟約時4 ，常請人們向祂千斤

59 禱。然而，特別由我們的祖先亞巴郎起，祈禱才在舊約中敢示出

來。

1 參閱創 4:4. 2 參閱創 4:26. 3 參閱劃 8:20-9:17. 4 參閱創 9:8 16. 

應詐和信德的祈禱

2570 亞巴郎一聽到天主的召喚，便「遵照天主的吩咐」（創 12:4) ' 

的 立刻動身。他的心完全降服於「天主的聖吉」’聽從祂的命令。

由內心聆聽而作出服從天主的決定是祈禱的本質，語言在其次。

但亞巴郎的祈禱先表達在行動中：他絨默寡盲，他在旅途中的每

一階段，都給上主建造一座祭壇。稍後，才出現他第一次用言語

的祈禱：隱約的抱怨聲，提醒天主，許諾之盲似乎未見實現 1 。

如此，由一開始就出現了祈禱的戲劇性的一面：面對天主的信

實，信仰受到考驗。

l 參閱都 15:2-3.

2571 亞巴郎信仰天主 1 ，在祂面前行走，與祂結盟 2 ，而準備妥

當在他的帳棚裡款待神秘的客人，這就是令人驚歎的瑪默勒橡樹

柳 下的好客表現，是日後天使報喜，許諾真天主子誕生的前奏3 。

從此以後，天主將其計畫託付給亞巴郎，亞巴郎感受到上主對罪

2的 人的側隱之心，而敢滿懷信心地，大膽為罪人代禱4 。

1 參閱劃 15:6. 2 參閱盡lj 17:1 2. 3 參閱創 18:1 一15﹔路 1:26-38. 4 參閱直lj 18: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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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巴郎的信德受到了最後的淨化，就是天主要求這位「許諾 2572 

的保管人」（希 11:17），祭獻天主賜給他的獨生子。他的信德堅

定不移：「天主自會照料，提供作全矯祭的羔羊」（創 22:8），因

他「相信天主具有使死者復活的能力」（希 11:19）。這樣，信德

之父竟肖似天父﹔天父不吝惜自己的獨生子，反而為了我們眾人 603 

的得救，把祂交出 1 0 祈禱使人肖似天主，並分享天主那拯救眾

人之愛的德能 2 0 

1 參閱蘿8:32. 2 參閱羅 4:16-21.

由於雅各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天主向他重申自己的 2573 

許諾 1 。他對抗大哥厄撒烏之前，與一位神秘人物整夜搏鬥’那

人不願透露自己的姓名，但離開前在黎明時分祝福了他。教會靈

修傳統視此一敘述為祈禱的象徵：祈禱是信德的戰門和堅持到底 似

的勝利2 。

1 參閱創 28:10-22. 2 參閱創 32:25 31：路的：1 8. 

梅瑟和中保的祈禱

當天玉的恩許開始實現時（逾越，出谷，法律的頒賜以及盟 2574 

約的締結），梅瑟的祈禱就成為代禱的顯著預象。此預象在「天 62 

人之間唯一中保 基督耶穌」身上圓滿地實現（弟前2:5）。

在此再度顯示出天主先行第一步來接觸人。祂從焚而不毀的 2575 
荊棘叢中召叫梅瑟 l 。這事件在猶太和基督徒的靈修傳統中，將 川

成為祈禱的最原始的預象之一。事實上，如果亞巴郎、依撒格和

雅各伯的天主召叫自己的忠僕一一梅瑟，這正因為天主是生活的

天主，祂願意人生活。祂自我敢示，目的在於救人，但不是單獨

的去作，也不會違反他們的意願：天主召叫梅瑟’旨在派遣他，

要他也懷有祂憐憫之心，參與祂救哩的工程。天主派遣梅瑟時，

似乎在懇求他。經過冗長的爭辯，梅瑟終於將自己的意願翁合於

救主天主的旨意。但是在此對話中，天主信任梅瑟’梅瑟也學會

祈禱：他迴避、反對，但他主要還是詢問。在答覆詢問時，天主

終於向他說出自己不可言喻的名字，這名字將透過天主的奇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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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逐漸毆示出來。

l 參閱出3:1-10.

2576 「天主與封每瑟面對面的談話，就如人同朋友交談」（出33:11 ）。

555 梅瑟的祈禱是默觀祈禱的典型，藉此默觀，天主的僕人才能忠於

他的使命。梅瑟經常和長久地與上主「談心」。他上山，聆聽上

主之言並向祂懇求：他下山，給于民傳達天主之言並領導他們。

天主說：「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我面對面與他明明說

言舌」（戶口：7-8）﹔事實上，「梅瑟為人十分謙和，世界上無人可

以與之相比」（戶口：3）。

2577 在與這位緩於發怒、富於慈愛和信賞的天主親密的交往中 1 ' 

210 梅瑟汲取了力量和堅韌不拔的毅力，來為子民代禱。他不為自己

祈禱，而為天主所掙得的于民祈禱：在同阿瑪肋克人作戰中 2 ' 

2635 或者為米黎盎求病癒時3 ，梅瑟為他們代禱。特別當子民背叛天

主，「反抗」天主之後，梅瑟為了拯救他們4 ，「站在裂口的地

方」，在天主面前（詠 106:23），為民眾代禱。代禱也是一場奧妙

的搏門，梅瑟祈禱的論証敢發了猶太民族和教會的偉大祈禱者敢

214 於祈求：天主是愛，因此祂也是正義的和信實的：祂絕不會白相

矛盾，祂應憶及自己的奇妙他工，這關係到祂的光榮，祂不能放

棄這擁有祂名字的子民。

1 參閱出 34:6. 2 參閱出 17:8-13. 3 參閱戶 12:13-14. 4 參閱出32:1-34﹔9.

達昧與君王的祈禱

2578 天主子民的祈禱，是在天主的居戶斤，即結約之櫃以及稍後的

聖殿的蔭庇之下發展。教導民眾祈禱的，首推民眾的領導者

牧者和先知。撒慕爾從他母親亞納那裡學到如何「站立在天主面

前」 l ﹔從司祭厄里處學會如何聆聽天主的話：「上主，求你發

盲，你的僕人在此聆聽」（撒上3:9-10）。稍後，撒慕爾自己也認

識到代禱的重要和價值：「至於我，我決不願得罪上主，停止為

你們祈禱或停止教導你們行善，走正路」（撒上 12:23）。

1 參閱搬上 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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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味是「合乎天主心意」的傑出君王，是為人民並以人民之 2579 
名作祈禱的牧者。他服從天主的旨意，歌頌上主並懺悔認罪，都 709 

是人民析禱的典範。他受天主的傅油，他的祈禱在於忠實依恃天 436 

主的思許 1 ，滿懷愛慕和愉快之情而信賴天主、唯一的君主和上

主。在聖詠中，達味受聖神默感，是猶太人和基督徒祈禱的第一

位先知。基督一一真正的默西亞及達味之于一一一的祈禱，將敢示

並完成這種祈禱的意義。

1 參閱撒下7:18-29.

達味本擬建築耶路撒冷大殿作為祈禱之戶斤，此計畫日後由他 2580 

的兒子撒落滿予以實現。聖殿的奉獻禱言中，是根據天主的恩許 583 

和祂的盟約、祂在自己子民中顯威能的聖名，以及對出埃及之種

種奇妙作為的回憶而編寫的。君王舉手向天，為他自己，為全體

人民，為後代子孫的罪赦，和每日所需向上主祈求，好使天下萬

國知道上主是唯一的真天主，也使人民全心全意臣服於上主。

1 參閱列上8:10 61. 

厄里亞、先知與心靈的皈依

聖殿應是天王子民祈禱的教育場所：朝聖、慶節、祭記、晚 2581 

祭、香、「供」餅，這一切是至高和近在咫足的天主神聖和光榮

的標記，曾是召喚子民析禱和學習祈禱的途徑。然而，拘泥於儀 1150 

式的形式主義往往使人過分著重外在的敬禮。當時天主子民所需

要的是信德的增育和內心的皈依，這是流徙前後先知們的使命。

厄里亞是眾先知之父，是「追尋上主，和追求天主儀容之子 2582 

息」的父親（詠24:6）。他的名字「厄里亞」意謂「上主是我的天

主」’預告人們為回應他在加爾默羅山上的祈禱所發出的呼聲1 0 

雅各伯為了激勵我們祈禱，提到厄里亞先知說：「義人懇切的祈

求大有功效」（雅5:16b一 18）。

1 參閱列上 18:39 40. 

隱居在革黎特溪畔的厄里亞，學會了慈悲之後，就教導臣爾 2583 

法特寡婦對天主的話的信仰，並以懇切的祈禱堅強這信仰：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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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寡婦的兒子復活 1 。

在加爾默羅山上舉行祭獻的一刻，正是天主子民的信仰受到

的 決定性考驗的時刻。藉著厄里亞懇切的祈求，上主之火燒毀了全

矯祭品，那時，「正是奉獻晚祭的時分」’「上主，應允我，應

允我！」東方禮儀在戚恩祭呼求聖神禱詞中，採用了厄里亞的這

些話2 。

最後，當厄里亞在曠野中，再次踏上旅途，前往那其實而生

活的天主顯現於自己子民的地方時，他好像梅瑟一樣，「躲在山

洞裡」，直至天主奇妙的臨在「經過」時為止3 。他們三人所尋

555 求的天主聖容，日後僅在顯聖容的山上，才顯露出來4 。天主的

光榮是在被釘死而又復活的基督的面貌上認出5 。

1 參閱列上17:7-24. 2 參閱列上的：20-39. 3 參閱列上 19:1-14﹔出 33:19-23.

4 參閱路9:30 35. 5 參閱格後 4:6.

2584 在同天主「單獨面對面」的會唔中，先知們汲取了執行他們

2709 使命所需要的光和力。他們的祈禱並不是逃避無信仰的世界，而

是聆聽天主的聖言，有時是同天主的爭執，或對天主的抱怨，但

始終是一種代禱，此代禱是為等待和準備天主、救世主、歷史的

主宰的干預1 。

1 參閱亞7:2,5﹔依 6:5,8,11：耶 1:6: 1日15 18; 20:7 18. 

聖詠一一聚會的祈禱

2585 從達味直到默西亞的來臨，聖經上保存了不少的祈禱經文，

JO刃 這些經文顯示祈禱者為己為人的祈禱一直在深1t. 1 。這些聖詠逐

漸蒐集成書，共有五集。聖詠集又稱「讚歌」’是舊約祈禱的傑

作。

1 參閱厄上9:6-1日厄下： 1:4-11﹔納 2:3-10﹔多 3:11 16﹔友 9:2 14. 

2586 在耶路撒冷的大慶節及各地會堂的每個安息日中，聖詠就滋

潤和表達天主子民聚會的祈禱。這樣的祈禱既是個人的，又是團

體的，二者不可分割，它涉及祈禱者本身和眾人。它發自聖地以

及散居的子民團體，也包括整個受造界﹔它回憶過去的救恩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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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同時延伸到歷史的終結﹔它紀念已經實現的天主恩詐，它又

等待那決定性地圓滿實現恩許的默西亞。用以在基督內祈禱，並

在基督內實現的聖詠，至今仍是基督教會祈禱必要的成分。 1177 

1 參閱《時辰頌禱禮〉，總論 100-109.

在聖詠集一書中，天主的聖言成為人的祈禱。在舊約的其他 2587 

書中，「言語宣布（天主為人所完成的）工程，並闡明其中含有

的奧跡」 1 。在聖詠集中，聖詠作者則以自己的言語歌頌天主的

救世工程。同一聖神敢發天主的作為和人的回應。工程與回應，

基督統之於己身。在基督內，聖詠不斷教導我們祈禱。 2641 

1 DV2. 

聖詠祈禱多采多姿的表達方式經常在聖殿內的禮儀中，不日在 2588 

人心裡形成。無論是讚美詩或哀怨禱詢、感恩、頌、個人或團體禱

告、王室頌歌或朝聖哥大（仰慕聖殿）、智者的默想，聖詠總是一

面鏡子，反映著天主在人類歷史中的奇妙化工，以及作者生活的

實在處境。某篇聖詠可能反映出某一過去的事件，但它是如此樸

實，致使任何處境和時代中的人，都可以真誠地用來祈禱。

有幾個不變的特點貫徹所有聖詠：禱文的純樸、自然﹔透過 2589 

並偕同受造界的一切美好事物渴望天主本身﹔信者由於對上主特

殊的愛而身處困境，成為眾多仇敵與誘惑的目標﹔在等待著信實

的天主有所行動時，確信天主的愛，而任由祂的旨意決定。聖詠 304 

祈禱常以讚頌為主﹔因此將舊約傳給我們的聖詠集稱為「讚歌」

是非常合適的。聖詠成集是為聚會崇拜之用，它使人聽到請人祈

禱的召喚，並對之唱出回應： Hallelou-Ya C 阿肋路亞），「讚美

上主！」

有甚麼比一首聖詠更美的呢？達味說得好：「請讀美上主，因

為聖詠美好：讓我們以柔和優美的歌聲音贊美上主！」說得對，

因為聖詠是于民唱出的祝頌，是會眾一起讚美天主的歌聲，眾

人的鼓掌聲，宇宙之言，教會之聲，悅耳的信德宣誓 1 0 

1 聖安博，〈聖詠漫談） 1,9: PL 14,924﹔〈時辰頌禱禮》，第十週星期六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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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2590 「祈禱是提昇自己的靈魂到天主台前，或是向天主懇求一些

合宜的忠皂」 1 。

1 聖若望﹒達瑪森，〈論正統信仰｝ 3,24: PG 94,1089D. 

2591 天主不倦地召叫每一個人與祂奧妙地相遇。祈禱伴隨著整個

救恩史，猶如天人之間彼此的呼喚。

2592 亞巴郎和雅各伯的祈禱看來是一個信德的戰門，這信仰表現

在對天主忠誠的信賴上，和對天主的思許終必獲勝的信念

上。

2593 梅瑟的祈禱是對主動拯救其子氏的生活的天主作回應。他的

祈禱預示了唯一的中保、基督耶穌的轉禱。

2594 天主子氏的祈禱在天主居所一一約櫃及聖殿一一的蔭庇下逐

漸發展。此發展由牧者們，尤其由達味王和先知們所領

導。

2595 先知們呼喚人心皈依，在像厄里亞那樣熱切地尋求天主聖容

時，他們也為人民代禱。

2596 聖詠是舊約中祈禱的傑作，其中色括兩個分不闊的因素：個

人的和團體的。聖詠仲展到歷史的所有幅度，紀念天主已實

現的恩許，並期盼著﹔默西亞的來臨。

2597 用以在基督內祈禱，並在祂內實現的聖詠’是基督教會祈禱

的一個歷久不變的必要成分。通於任何處境和時代之人的祈

禱。

第三條

時期一滿

2598 祈禱的劇情，在成為肉軀並住在我們中間的聖言身上，為我

們圓滿地做示了出來。有關祂的祈禱，由祂的見証人在福音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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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給我們，他們努力領會祂的祈禱，就是讓我們接近神聖的主耶

穌，一如接近那焚而不毀的荊棘叢：先瞻仰祂本身如何祈禱，再

聆聽祂教導我們如何祈禱，最後領悟出祂如何俯允我們的祈禱。

耶穌祈禱

成為童貞女之子的天主子，學會以祂人性的心來祈禱。祂從 2599 

祂母親耳阻學習祈禱童文，母親｛；裡保存著全能者所行的「大事J 470 

並予以瞻想 1 0 祂在納區肋會堂內和耶關費品令聖殿中，從民眾千斤 584 

禱的節拍及詞句中，學習祈禱。但祂白守祈禱更是出自內心c-{固隱

密的泉源，一如十二歲時，祂讓人所預感的：「我應當操心我父

親的事業」（路 2:29）。時期一滿自勻祈禱之新穎處一一赤子的祈 534 

禱，就在耶穌的祈禱中，開始敢示出來。這是天父等待已久、

應發自祂子女心中白勻祈禱。這種祈禱終於由祂的獨生子，借同

世人並為了世人，在其人性中活出來了。

1 參閱路 1:49﹔ 2:19; 2:51. 

路加福音特別強調在基督的職務中，聖神的行動和祈禱的意 2600 

義。耶穌每當面對自己使命的決定時刻，都首先祈禱。在受洗 l 535 

及顯聖容2日寺，父為祂作見証之前﹔在透過自己的苦難，落實天 554 612 

父愛的計畫之前3 ：在給予自己宗徒傳教使命的關鍵時刻：簡選

並召叫「十二人」之前4 ，在伯多祿宣認祂是「天玉的基督」之 858,443 

前 5 ，為使東徒之長的信德在誘惑中不致失落6 ，祂都祈禱。耶

穌在完成天父所要求的救世事件之前所作的祈禱，是謙虛地和信

賴地把自己人↑生的意願交託於天父的愛的意原頁。

1 參閱路3:21. 2 參閱路 9:28. 3 參閱路22:41-44. 4 參閱路6:12.

5 參閉路 9:18 20. 6 參閱路22:32.

一天，耶穌在某處祈禱。祂祈禱完畢後，門徒中的一位請求 2601 

祂：「主，請教我們祈禱吧！」（路 11:1) 難道門徒不是首先瞻仰

主耶穌祈禱而心生祈禱的願望嗎？於是他可由祈禱的導師學習折

禱。子女須藉著瞻仰聖子，並聆聽聖子，學習向天父祈禱。 2765 

耶穌經常在偏僻處，或獨居，或上山，而且往往選擇夜晚于斤 2602 

禱 I 。在祈禱時，祂心中懷念著東人，因為祂降生成人時攝取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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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並且祂自獻於父時，也將人類奉獻。成了血肉的聖言，在

祂人性的祈禱中也分享著「祂弟兄」的生活體驗（希 2:12）。祂同

情他們的軟弱，願意從中把他們解救出來 2 。聖父之所以派遣

祂’目的就在於此。祂的一吉一行，是祂在「巒處」祈禱的一種

可見表現。

1 參閹谷 1:35; 6:46﹔路 5:16. 2 參閱希 2:15﹔ 4:15.

2603 聖史記載了基督在傳教期間的兩端比較明顯的禱詞。每端禱

2637 詞都以感恩開始。第一端 1 ，耶穌表明相信父，承認祂，稱謝

祂，因為祂對自以為博學的人，隱瞞了天圓的奧秘，而且文示了給

2546 小孩子（其福八端中的貧窮人）。祂那顫抖的呼聲「是自勻，父

啊！」披露祂內心的深處，祂對「天父的意願」的依從，這是祂

494 母親懷孕時，所說「爾旨承行」 (fiat） 的迴響，也是祂山圍祈禱

時，向父所說「爾旨承行」的前奏。耶穌的整個祈禱在於以其人

性之心對「天父旨意之奧秘」的一種出自愛的依從（弗 1:9）。

1 參閱瑪 11:25 27﹔路 10:21 22. 

2604 第二端祈禱詞記載在若望福音中 1 ，是耶穌在復活拉回祿前

的祈禱。事前，祂先謝恩：「父啊！我感謝你俯聽了我」’這表

示父常俯聽祂的請求：耶穌立即接著說：「我知道你常俯聽我」

這說明耶穌常常在祈求。如此，耶穌這種以戚恩為主的祈禱，后立

示我們該如何祈求：在接受恩典之前，耶穌依從那位施恩者，祂

又在恩賜中交出自己。施恩者比所賜的恩典更貴重﹔祂本身就是

478 「寶藏」：祂聖子的心是在祂內，所賜的恩典是「附加品」 2 。

2746 耶穌「大司祭的」祈禱3 在救恩工程中， f占有獨一無三的地位。它

將作為卷四第一部分結束時的默想，它顯示出我們的大司祭的常具現實性

的祈禱，同時它也涵蓋耶穌在主禱文中所教導我們的。我們將在第二部分

闡明這一禱詞。

1 參閱若 11:41 42. 2 參閱瑪 6:21品． 3 參閱若 17.

2605 當耶穌完成父愛的計畫的「時刻」來臨時，祂讓我們窺測祂

那孺子之祈禱的不可測量的深度：不單在祂甘心自我交付之前

（「父啊！．．．．．．不要照我的意願，但照你的意願」路 22:42），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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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也在十字架上祂最後的幾旬話裡，在十字架上的祈禱和自我交 的

付形成一體：「父啊！寬恕他們罷！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

甚麼」（路23:34）﹔「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

園裡」（路23:43）：「女人，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

（若 19:26-27）：「我渴」（若 19:28）﹔「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你為甚麼捨棄了我？」（谷 15:34) 1 ：「完成了」（若 19:30）﹔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路 23:46），直到祂「大

喊一聲」’斷了氣，交付了靈魂2 。

l 參閱詠22:2. 2 參閱谷 15:37：若 19:30b.

各時代那些陷於罪惡和死亡奴役中的人類的一切災難，及救 2606 

恩史中的一切祈求和代禱，都匯集在降生成人的聖盲的這一喊叫 403 

中。於是父接納了那些祈求和代禱，並且在人完全絕望時，使祂

的聖子復活而應允所求。這樣，祈禱之劇在創造和救恩工程中就 653 

圓滿地實現。聖詠是在基督內給我們祈禱的鑰匙。是在耶穌復活 2587 

的「今天」’天父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向我

請求，我必將萬民賜你作產業，以八極為領地」（詠2:7-8)1 。

希伯來人書以戲劇性的言詞，闡明耶穌的祈禱如何達成救恩的

勝利：「當祂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

祂脫離苑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就因祂的虔敬而獲得

了俯允。祂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且在

達到完成之後，為一切服從祂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希

5:7-9）。

l 參閱宗 13:33.

耶穌教導如何祈禱

耶穌祈禱時，已在教導我們祈禱。我們祈禱的信、望、愛的 2607 

旅程，是祂向父的祈禱。此外，福音還提供給我們耶穌對於祈禱 520 

明確的教導。祂以賢師的身分，從我們的現況開始，逐步帶領我

們走向父。耶穌對跟隨祂的群眾講道時，從他們熟悉的舊約祈禱

開始並為他們揭開那臨於人間的天國的新事理。然後，祂以比喻

向他們敢示這些新事理。最後，祂向自己的門徒公開論及天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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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因為他們將來要成為教會中祈禱的導師。

2608 從山中聖訓始，耶穌就強調內心的暇依：到祭壇獻上祭品之

划，的。 前，先與弟兄和好 1 ，愛仇人以及為迫書者祈禱 2 ，「在隱密

處」向父祈禱（瑪 6:6），祈禱切勿踏切 3 ，在祈禱中要自內心深

處寬恕別人4 ，心地純潔，尋求天國 5 。這樣的皈依完全指向天

父，是孺子的皈依。

1 參閱瑪5:23 24. 2 參閱瑪5:44-45. 3 參閱瑪 6:7. 4 參閱瑪 6:14-15.

5 參閱瑪 6:21，扭扭．

2609 人心一旦決定皈依，會學習在信德中祈禱。信德是以孺慕之

l刀， 1814 心依附天主，它超越我們的感覺和理解。這是可能的，因為天主

的鐘愛之子為我們開做了走向天父的通道。祂能要求我們「敲

門」、「尋找」，因為祂正是「門」和「道路J 1 。

1 參閱瑪 7:7 11,13 14. 

2610 就如耶穌向父祈禱並在接受恩惠前先謝恩，祂也教導我們要

有子女的膽量：「你們祈禱峙，不論求甚麼，只要你們相信必

得，必給你們成就」（谷 11:24）。這種祈禱出自一種絕不懷疑的

165 信德（瑪 21:22），這就是祈禱的力量：「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

能的」（谷 9:23）。耶穌越因家鄉的人的「無信」（谷 6:6）和門徒

們的「小信德」（瑪8:26）而感到傷心，就越為羅馬官員、百夫長

（瑪8:10）和客納罕婦女的「偉大信德」（瑪 15:28）而讚賞不已。

2611 信德的祈禱不單在於說「主啊，主日阿」，而更在於用心承行

2827 父的旨意（瑪7:21) 。耶穌勸勉門徒在祈禱中，要有與天主計畫合

作的這種關注1 。

1 參閱瑪9:38：路 10:2﹔若 4沮．

2612 在耶穌身上，「天主的國臨近了」﹔祂召叫我們要悔改和堅

672 信，也要警醒。在祈禱中，門徒要警醒注意聆聽那位常存在和常

來臨者，要在記憶中懷念祂第一次以血肉之軀謙卑地來臨，並期

2725 待祂光榮地再來 1 。門徒們在與老師共融中的祈禱是一種戰門，

在祈禱中警醒，才能免陷於誘惑2 。

1 參閱谷 13﹔路 21:34-36. 2 參閱路22: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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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記載了論祈禱的三個重要比喻： 2613 

第一個：「令人討厭的朋友 J 1 ，勸人要懇切祈禱：「你敲門，必給 546 

你開」 o 凡這樣祈禱的人，天父必賜他所需，特別賦予擁有一切恩惠的聖

神。

第二個：「令人討厭的寡婦」 2 ，特別指出祈禱的特質之一：必須有

信德和耐心，常常不斷祈禱，「但是，人子來臨時，能在世上找到信德

R胃？」

第三個：「法利塞人和稅吏」 3 ，強調祈禱必須心地謙遜﹔「天主！ 2559 

可憐我這個罪人。」這句禱詞，教會不停地予以重複，作為自己的祈禱：

「上主 1 求你垂憐（ Kyrie eleison ）」。

1 參閱路 11:5 13. 2 參閱路 18:1 8. 3 參閱路的：9-14.

當耶穌坦白地向門徒們說出向天父祈禱的奧秘時，祂清楚地 2614 

告訴他們：當祂帶著光榮的人性回到父身邊後，他們和我們應該

怎樣祈禱。現今祈禱的新穎之處在於「囡祂的名而求」（若14:13）。 434 

對耶穌的信仰引導門徒認識父，因為耶穌就是「道路、真理和生

命」（若 14:6）。信德在愛中產生果實：遵守祂的話和祂的誡命，

並偕同基督存留在父內，父是在基督內愛我們，以致住在我們

內。在這新盟約中，我們所以確信有求必得，是以耶穌的祈禱為

基礎 1 0 

1 參閱若 14:13 14. 

更有甚者，當我們的祈禱與耶穌的祈禱結合在一起峙，父所 2615 

賜予我們的，是「另一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祂是真 728 

理之神 J （若 14:16-17）。這種新穎的祈禱及其條件透過「臨別贈

言」展現出來 1 。在聖神內，基督徒的祈禱是同父的共融、愛的

共融，不單通過基督而且在基督內。「直至今日，你們還沒有因

我名求甚麼，求吧！你們必將得到，好使你們的喜樂得以圓滿」

（若 16:24）。

1 參若 14:23 26; 15:7,16; 16:13 15; 16:23 27. 

耶穌俯聽祈禱

在耶穌傳教期間，人們向祂作的祈禱，都獲得祂的俯允，就 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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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奇跡，一些提前顯示祂死而復活之德能的記號：祂俯允以

548 吉語表達信德的祈禱（痛病人 1 ，雅依洛的女孩2 ，客納罕婦女 3 ' 

右盜 4），或俯允靜默中的祈禱（抬癱子的人5 ，觸摸祂衣裳的血

漏病婦人6 ，罪婦的眼淚和香液 7）。瞎子懇切的請求：「達味之

子！可憐我罷！」（瑪 9:27）或「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

435,2667 （谷 10:48）教會把這些呼求句重用於傳統的耶穌禱文中：「主，

耶穌基督，天主子，可憐我罪人！」耶穌常答覆懷著信德而求祂

的人，無論是求病癒或求罪赦：「平安回去吧，你的信德救了

﹛示！」

聖奧思定美妙地指出耶穌祈禱的三個幅度：「作為我們的司

祭，祂代我們祈禱：作為我們的首領，祂在我們內祈禱：祂是

我們的天主，我們向祂祈禱。所以，讓我們在祂身上聽出我們

的聲音，在我們身上，聽出祂的聲音」 8 。

1 參閱谷 1:40-41. 2 參閱谷 5:36. 3 參閱谷 7:29. 4 參閱路23:39-43. 5 參閱谷 2:5.

6 參閱谷 5:28. 7 參閱路7:37-38. 8 聖奧恩定，〈聖詠漫談〉伍，1: PL37,1081; 

參閱〈時辰頒禱禮〉，總論 7.

童貞瑪利亞的祈禱

2617 瑪利亞的祈禱是在時期一滿的黎明中，給我們做示了。在天

148 主聖子尚未降生、聖神尚未降臨以前，瑪利亞的祈禱以獨特的方

494 式，與天父慈愛的計畫合作：在天使報喜，瑪利亞懷孕基督時 1 ﹔

在聖神降臨，教會一一基督的身體形成時2 。在卑微使女的信德

中，天主的恩賜獲得了有史以來等待己久的接納。全能天主使她

4月 「滿涯聖寵」’獻出自己整個身心以作回應：「看！上主的牌

女，願照妳的話成就於我罷！」「爾旨承行」就是基督徒的祈

禱：我們完全屬於祂，因為祂完全屬於我們。

1 參閱路 1:38. 2 參閱宗 1:14.

2618 福音告訴我們，瑪利亞怎樣以信德祈禱和代禱：在加納婚宴

2674 上 1 ，耶穌的母親向她的兒子請求，提供婚宴上的需要。此婚宴

預示另一個鐘席、羔羊的婚宴，羔羊答應自己的淨配 教會的

請求，在此婚宴中獻出自己的體血口是在締結新約的時刻，在十

726 字架下2 ，瑪利亞被視為那女人、新厄娃、真正的「眾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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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垂聽。

1 參閱若 2:1 12. 2 參閱若 19:25-27.

為止七緣故，瑪利亞之歌1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 （Magnificat) • 2619 

既是天主之母的歌，也是教會的歌：是熙雍女見及天主新子民的

歌，是感謝天主在救贖工程中所賜豐滿之恩的歌﹔是「窮苦人」 724 

的歌，他們的期望，透過天主對我們祖先「亞巳郎和他的後裔J

所作的永遠許諾的實現而得到滿足。

1 參閱路1：“ 55.

撮要

在新約中，祈禱最完美的模範是耶穌以愛子的身分所作的祈 2620 

禱。耶穌的祈禱常在獨處和靜默中進行，這正意味著祂滿懷

愛情、依順天父的意願’直到被釘十字架，同時也絕對信任

自己的祈求必蒙俯允。

耶穌在祂的訓誨中教導門徒，在祈禱時要有純潔的心、活潑 2621 

而堅定的信德及敢於祈求的孺子之情。祂勸勉他們要警醒，

鼓勵他們因祂的名向天主求恩。耶穌基督亦垂允向祂本身所

1t的祈禱一。

童貞瑪利亞以她的「爾旨承行」 （Fiat） 和「頌揚上主」 2622 

(Magnificat） 所作的祈禱有一特色，就是在信德中慷慨地將

自己作完全的奉獻。

第三條

教會時期

五旬節日，當「眾人都聚集在一起」（宗 2:1) ，「同心合意 2623 

專務祈禱」（宗 1:14），等待著聖神的來臨時，恩許之神降在門徒 731 

們身上。聖神教導教會，使她想起耶穌所說的一切 1 ，也培育她

度祈禱的生活。

I 參閱若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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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4 在耶路撒冷的第一個團體中，信友們「專心於聽取宗徒的訓

1342 誨，時常團聚，壁餅祈禱J （宗 2:42）。祈禱植根於宗徒的信德，

為愛德所確認，從感恩祭中汲取養料，這是教會祈禱的典型順

序。

2625 這些祈禱經文首推那些在聖經中，信友們所聽到和所閱讀的

經文。但他們將這些經文變為自己的祈禱，是由於這些經文，尤

1092 其是聖詠集的經文，已在基督內實現。聖神常提醒祈禱中的教會

記起基督，也引領她進入完整的真理而激發出新的祈禱詞，新禱

詞在教會生活、聖事及使命中，表達基督深奧莫測的奧秘在操

1200 作。這些表達祈禱的方式將在各主要禮儀傳統和靈修傳統中逐漸

發展。基督徒的祈禱常以宗徒傳下來的和教會欽定的聖經中的祈

禱形式為規範。

1 參閱路24:27,44.

一、頌謝和朝拜

2626 頌謝（blessing）表達基督徒祈禱的基本活動：它是天主與人

1078 的相遇﹔在頌謝中天主的賜恩和人的接受互相呼應，彼此結合。

頌謝的祈禱正是人回應天主的恩賜﹔因為天主降福，人心能以頌

謝回應降福之源的天主。

2627 頌謝的行動有兩個基本表達方式：有時它在聖神內經由基督

1083 而上達天父（我們讚頌天主因為祂降福了我們 1）﹔有時它懇求聖

神賜恩，聖神通過基督，由（降褔我們的2）天父那裡降下。

1 參閱弗 1:3 14：格後 1:3 7﹔伯前 1:3 9. 2 參閱格後 13:13﹔提 15:5-6,13：弗 6:23 24. 

2628 朝拜是人面對造物主時，自認是受造物的第一個態度。朝拜

2096-2097 使人讚揚上主的偉大，因為祂創造了我們 1 ﹔也讚揚救主的全

能，因為祂從罪惡中拯救了我們。朝拜是俯伏在「光榮的君王」

（詠24:9-10）面前的心靈謙虛，也是對「永遠更大」的2天主的肅

幼9 然起敬。朝拜「聖！聖！聖！」而又無窮美善的天主，使人自知

渺小卑微，並且確保我們的祈求獲得垂允。

1 參閱詠95:1-6. 2 聖奧思定，〈聖詠漫談｝ 62,16: PL 漪，757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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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恩的祈禱

懇求的祈禱，在新約內詞匯豐富：求、請求、懇求、呼喊、 2629 

苦求、大聲疾呼、甚至「祈禱中的掙扎」 1 。然而，最通常的祈

禱，由於是白發的，還是求恩。透過求恩，我們表達我們與天玉

的關f擎的意識：我們是受造物，非本原，也不是逆境主宰者，也 396 

不是最後的歸宿。身為基督徒，我們也意識到自己是罪人，遠離

了我們的父。祈求已經是返回父家的開端。

1 參閱羅 15:30﹔哥 4:12.

新約幾乎沒有像在舊約中經常出現哀歌式祈禱。今後，在復活的基 2630 
督內，教會的祈求是依據望德而發，縱然我們還在等待，每日仍須悔改。 2090 

基督徒的祈求出自另一泉源，就是聖保祿戶斤稱的嘆息，即受造之物「產

痛」（羅 8:22）的嘆息。這也是我們「等待我們肉身的救贖的嘆息，因為

我們得救，還是在於希望」（羅 8:23-24）。最後是聖神自己那「不可言

喻」的嘆息，祂「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

（羅 8:26）。

祈求寬恕是求恩祈禱的第一步，正如那稅吏的祈求：「天 2631 

主，可憐我這個罪人吧！」（路 18:13）祈求寬恕也是真實而純正 2838 

的祈禱的準備。充滿信心的謙卑將我們提昇到天父和祂的聖子耶

穌基督之間的，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共融光輝中 1 0 因此，「我

們無論求甚麼，必由祂獲得」（若一3:22）。感恩祭禮儀和個人祈

禱也以祈求寬恕作為必要的準備。

1 參閱若~ 1:7-2:2. 

基督徒的求恩集中在渴望和尋求天國的來臨，這正合乎耶穌 2632 

的教導 1 。在求恩中存在著等級的差別：首先是天國，然後是為 2816, 1942 

迎接天國和協助天國來臨所需的一切。教會現時的使命，即協助

基督和聖神的使命，正是宗徒團體祈禱的核心2 。這也是傑出的

宗徒聖保祿的祈禱。他提示我們應如何將各教會對于申聖事務的操

心，他為激發基督徒祈禱的動力 3 。所有受過洗的人，都藉著祈

禱，為天圓的來臨而工作。 2854 

1 參閱瑪 6:10,33﹔路 11:2,13. 2 參閱宗 6:6﹔ 13:3. 3 參閱羅 10:1﹔弗 1:16 23：斐 1:9 11: 

哥 1:3-6﹔ 4:3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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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3 當我們分享天主的救世之愛時，我們自會理解到，任何需求

2切 都能變成祈禱的內容。承擔一切以救贖一切的基督，能因我們以

祂的聖名向天父所呈上的祈求，受到光榮 1 。就是懷著這種信

念，聖雅各伯2和聖保祿鼓勵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要祈禱3 。

1 參閱若 14:13. 2 參閱雅 1:5 8. 3 參閱弗 5:20﹔斐 4:6 7﹔哥 3:16 17：得前 5:17 18. 

三、轉求的祈禱

2634 轉求是求恩祈禱的一種，它使我們的祈禱更相似耶穌的析

432 禱。祂在父身邊，是我們唯一的轉求者，不斷為眾人，特別為罪

人轉求 1 0 祂「常能拯救那透過祂接近天主的人，因為祂常活著

為他們轉求」（希 7:25）。「聖神親自為我們轉求，．．．．．．按照天主

的旨意，代聖徒轉求」（羅8:26-27）。

1 參閱羅 8:34﹔若 2:1：弟前 2:5 8. 

2635 從亞巴郎起，轉求、為別人求恩，是一顆與天主仁芽、相協調

刃71 之心的特點。在教會時期，基督徒為別人的轉求分擔基督的轉

求：這是諸聖共融的表達方式。在轉求中，轉求者「不只顧自己

2577 的事，也雇員及別人的事」（斐 2:4），甚至為傷害他的人祈禱 1 。

1 參閱宗 7:60：路 23:28,34.

2636 初期的基督徒團體強烈地度著此種分享的生活 1 。保祿、宗徒

就是這樣讓各地基督徒團體參與他宣揚福音的職責2 ，同時也為

1900 他們轉求 3 。基督徒的轉求不分略域：「為所有的人，為有權位

1037 的人祈禱」（弟前 2:1），也為迫害者4和拒絕接納福音者祈求5 。

1 參閱宗 12:5﹔ 20:36﹔ 21:5：格後 9:14. 2 參閱弗 6:18 20：哥 4:3 4：得前 5:25.

3 參閱得後 1:11﹔哥 1:3﹔斐 1:3-4. 4 參閱羅 12:14. 5 參閱羅 10:1.

四、感恩的祈禱

2637 感恩是教會祈禱的特徵。每當舉行感恩祭慶典時，教會就更

224, 1328 顯示出並更成為其為教會的本質。事實上，在救世工程中，基督

將受造之物從罪惡和死亡中拯救出來，為天父的光榮，予以重新

2603 奉獻，使之回歸天父 o 奧體肢體的感恩分享奧體首領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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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求恩祈禱中，任何事件、任何需求都可以成為戚恩的 2638 

奉獻。聖保祿的書信經常以戚恩開始，並以感恩結束，感恩中，

也常提到主耶穌。「你們要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

對你們所有的旨意」（得前5:18）。「你們要恆心祈禱，在祈禱中

要醒蝠，要謝恩」（哥4:2）。

五、讚頌的祈禱

讚頌是最直接承認天主就是天主的祈禱方式。它不只因天主 2639 

的他工，而更是為了「祂是」天主而歌頌祂，光榮祂。此種祈禱 213 

分享心地純潔者的福分，因他們在享見光榮的天主之前，已在信

德中愛慕祂。藉著讚美的祈禱，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合一，証

實我們是天主的子女 1 ：聖神也給獨生子作証，証實我們是在祂

內獲得義子的地位，並藉著祂而光榮天父。讚美的祈禱整合其他

方式的祈禱，並導引它們朝向萬有根源和歸宿的那一位：「唯一

的天主，就是天父，萬物都出於祂，而我們也歸於祂」（格前8:6）。

1 參閱羅 8:16.

聖路加在其福音中，經常提到基督所行的奇跡而引起的驚訝和讚 2640 
頌。他也在宗徒大事錄中強調宗徒們的事跡是聖神的行動，而引起驚訝和

讚頌，例如：耶路撒冷的團體 1 ，伯多祿和若望治癒破子2 ，群眾因而光

榮天主3 ，丕息狄雅的外邦人「都歡天喜地，讚美天主的聖道」（宗 13:48）。

1 參閱宗 2:47. 2 參閱宗 3:9. 3 參闇采 4:21.

「你們應以聖詠、詩詞和屬于申的歌曲，互相對談，全心歌頌讚美上 2641 
主」（弗 5:19：哥 3:16）。正如受天主默感的新約作者，初期基督徒團體也

以新的方式閱讀聖詠集，而在其中歌頌基督的奧跡。在聖神新的激發下， 2587 

他們根據前所未聞的奇事編寫詩歌，這些奇事是天主在其聖子身上完成

的，例如：聖子降生成人，祂以死亡戰勝死亡，祂的復活和升天，坐在聖

父的右邊等等 1 。正是從整個救贖工程中的這種「奇妙事跡」激發出光

榮、歌頌天玉的歌聲2 。

1 參閱斐2:6 11：哥 1:15-20：弗 5:14：弟前 3:16﹔ 6:15 16﹔弟後 2:11-13. 2 參閱弗 1:3 14; 

羅 16:25 27：弗 3:20-21﹔猶 24-25.

默示錄是「未來將要發生的事」的敢示，此書以敢示天上禮儀的詩 2642 
歌 l ，以及「見証者」（殉道者：默 6:10）的轉求為主。為耶穌作見証而在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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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被殺的先知和殉道者2 ，一大群來自大災難的人們，他們先我們而進

入天國，這些人都歌頌那坐在寶座上的天主和羔羊的光榮3 。地上的教會

與他們結合一起，在考驗中，也懷著信德詠唱這些詩歌。在三位恩和轉禱中

的信德，於絕望中仍懷著希望並頌謝「光明之父，一切完美恩賜都是從祂

降下來的」（雅 1:17）。如此，信德是純粹的讚頌。

1 參閱默4:8 11 ﹔ 5：今14; 7:10 12. 2 參閱默 18:24. 3 參閱默 19:1 8. 

2643 肢恩祭中包含所有祈禱形式並予以表達：感恩祭是整個基督

奧體，「為光榮祂的名字」 1 ，所呈上的「純潔祭獻」。按照

1330 東、西方教會的傳統，感恩祭都稱為「讚頌之祭」

1 參閱拉 1:11.

撮要

2644 聖神訓導教會並提醒教會耶穌所說過的一切，祂也指引教會

度祈禱的生活，啟發不同的表達形式，這些表達方式在幾個

恆久的模式範圍內時時更新，這些形式就是：頌謝、求息，

轉求、感恩和讚頌。

2645 由於天主的降福，人心能夠頌謝那為一切福分之源的天主，

作為還報。

2646 求恩的祈禱是以請求寬恕、尋求天國、以及一切真正的需要

作為目標。

2647 轉求的祈禱是為另一個人的好處而作的祈禱。這祈禱沒有任

何界限，甚至為敵人祈禱。

2648 一切喜樂和痛苦，一切事件和需要，都可成為感恩的材料。

感恩是參與基督的感恩，應充盈整個生命：「你們要事事感

謝！」（得前 5:18)

2649 讚頌的祈禱是完全無私的祈禱，專注在天主身上，超過祂所

做的一切，為了天主本身的緣故而讚頌祂，光榮祂’純粹因

為「祂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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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祈禱的傳統

祈禱並非發自內心衝動而外溢的激情。實行祈禱必須有祈禱 2650 

的意願。只知道聖經論及祈禱的敢示是不夠的，還必須學習祈

禱。天主聖神是藉著活生生的傳授（聖傳），在「堅信和祈禱的 75 

教會」 1 內，教導天主子民如何祈禱。

1 DVS. 

基督徒祈禱的傳統，是信仰的聖傳成長的方式之一，此成長 2651 

特別透過信友們的默觀和研讀而達成，因他們把救恩史的事件和 94 

言論銘記於心，此成長也透過他們對所體驗到的精神事物的深入

瞭解而達成 1 。

1 參閱 DVS.

第一條

祈禱的泉源

聖神是「活水」’這活水將在祈禱者心內，「湧流到永生」 2652 

（若 4:14）。聖神教導我們在水泉本身，即基督那字里，接受永生。 694 

不過，在基督徒生活中，有多處活水泉，基督在那裡等待我們，

使我們暢飲聖神：

天主聖言

教會以特別的方式，竭力鼓勵所有基督信徒，經常誦讀聖 2653 

經，藉以獲取「耶穌基督的卓越學問」。但是誦讀聖經當以祈禱 l刀， 1100

陪伴，為能形成天主與人的對話：因為「我們祈禱時，是對天主

說話：我們誦讀神論時，是在聆聽天主說話」 1 。

1 DV25﹔參閱聖安博，〈言命服務者的職務＞ 1，鉤，88: PL 16,50A. 

靈修教父們意譯瑪寶福音第七章第七節時，概述了祈禱中聆 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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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天主聖言時的各種心態：「口誦而求之，心維而得之：祈禱而

敲門，門將藉默觀而敞開」 1 。

1 參閱吉高﹒嘉度西，〈隱修者之梯｝ : PL 164,476C. 

教會的禮儀

2655 在教會聖事禮儀中，基督和聖神的使命就是宣布、實現和通

1073 傳救恩奧跡，而這使命在祈禱者心中仍在繼續。因此，靈修教父

368 們有時把人心比作祭壇。在舉行禮儀慶典的當時或以後，祈禱將

禮儀內在他並向他。即使「在暗中」（瑪 6:6）所作的祈禱，也常

是教會的祈禱，是與聖三的共融1 。

1 〈時辰頌禱禮〉，總言侖 9.

1812-1829 超性的德行

2656 進入祈禱就如進入禮儀，必須經過信德的窄門。透過上主臨

在的標記，我們所尋求、所渴慕的，是祂的聖容﹔我們所願聆聽

和保存的，是祂的聖言。

2657 聖神教導我們在望德中祈禱，在等待基督再來中舉行禮儀慶

典。反過來說，教會的祈禱和個人的祈禱滋養我們的望德，尤其

聖詠，以具體而多變化的語言，教導我們將我們的希望放在天主

身上：「我熱切誠懇地期待了上主，祂便垂顧了我，俯聽了我的

哀訴」（詠40:2）。「願賜望德的天主，因著你們的信心，使你們

充滿各種喜樂和平安，使你們因著聖神的德能，富於望德」（羅

15:13）。

2658 「望德不叫人蒙羞，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予我們的聖

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羅 5:5）。藉禮儀生活所形成的祈

禱，從天主的愛內汲取一切。因著這愛，天主在基督內愛我們，

826 並賜我們以愛還愛，就如祂愛了我們一樣。愛是祈禱的泉源，凡

在愛內汲取活水者，達到祈禱的頂峰：

噢！我的天玉，我愛你！我唯一的渴望是愛你直到我生命的終

點，吐出最後一口氣：噢！我無窮可愛的天主！我愛你！我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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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你而死，不願活著而不愛你﹔主！我愛你！我向你祈求唯一

的恩寵，就是永遠愛你．．．．．．：我的天主！我的唇舌無法常說我

愛你，我願我的心每跳一次，就說一聲我愛你 1 ! 

1 聖若望﹒維雅內，〈祈禱〉。

「今天J

聆聽上主的聖盲，參與祂的逾越奧跡，都是我們學習祈禱的 2659 

時刻。但每時每刻，在每天的事件中，上主都賜給我們祂的聖 1165, 2837 

神，使我們的心中湧出祈禱。關於向天父祈禱和祂的香顧 1 ，耶 305 

穌的教導可說是異曲同工：時間操在天父手中﹔是在「現在」這

時刻，我們與天主相遇，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而是今天：「今

天你們該聽從祂的聲音，不要再心硬」（詠95:7-8）。

l 參閱瑪 6:11,34.

在每日每刻發生的事件中祈禱，是敢示的天國之秘密的一 2660 

種：這些秘會做示給「小孩子」，給基督的僕人，給真福中的窮 2546 

苦人。祈求正義及和平之天圓的來臨，以影響歷史的進行，是理 2632 

所當然的，但是，把祈禱帶入到每日各種平凡的情況中，也同樣

重要。任何祈禱方式都能成為耶穌所比擬的天國的酵母 1 。

1 參閱路 13:20 21. 

撮要

聖神藉著活生生的傳授，即聖傳，在教會內教導天主的子女 2661 

祈禱。

天主聖言，教會禮儀，信、草、愛三德，都是祈禱的泉源。 2662 

第二條

祈禱之路

在活生生的祈禱傳統中，各地方教會按照歷史、社會和文化 2663 

的不同背景，提供給自己的信友們一套祈禱的語言：話語、歌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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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姿勢和聖相。教會訓導當局 1有職責分辨這些做法是否忠於

宗徒傳下來的信仰，而牧者和傳道員的責任則是解釋這些做法的

意義，此意義常與耶穌基督有關係。

l 參閱DVlO.

向父的祈禱

2664 基督徒祈禱的途徑沒有別的，只有基督、這條唯一的途徑。

2780 無論團體或個人的祈禱，口禱或心禱，唯有「因耶穌的名字」折

禱，才能到達天主父台前。因此，耶穌聖善的人性是聖神藉以教

導我們向天主父祈禱的坦途。

向耶穌的祈禱

2665 天主聖言和禮儀慶典所滋養的教會祈禱，教導我們向主耶穌

451 祈禱。雖然教會的祈禱主要指向天父，但是在一切禮儀傳統中，

教會的祈禱也包含指向基督的一些祈禱形式。一些在教會祈禱中

已實現的聖詠和新約，把向基督祈禱的一些呼求短句放在我們口

中，印在我們心上，例如：天主子，天主聖盲，玉，救主，天主

羔羊，君玉，鐘愛之子，貞女之子，善牧，我們的生命，我們的

光明，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復活，眾人的朋友．．．

2666 然而，在天主子降生成人時所取的名字：「耶穌」’卻包涵

432 一切。天主聖名本來是唇舌無法說出的 1 ，但是天主聖吉取人性

時，就把它授予我們，使我們能稱呼祂：「耶穌」一一「雅威拯

救」 2 。耶穌的名字包括一切：天主和人，以及創世和救世的全

的 部工程。祈求「耶穌」是呼求祂’是在我們心中呼喊祂。唯有祂

的名字含有其所表達的親臨。耶穌復活了，凡呼求祂聖名的人，

就是迎接那愛他並為他而交付自己的天主聖子3 。

1 參閱出3:14﹔ 33:19 23. 2 參閱瑪 1:21. 3 參閱羅 10:13：東 2:21: 3:15 16﹔迦 2:20.

2667 這種出自信德，極其簡單的呼求，在東方和西方的祈禱傳統中，以

不同方式發展開來。最為通行的呼求方式是從西乃、敘利亞和阿多斯等隱

2616 修院所傳下來的「主，耶穌，基督，天主子，垂憐我們罪人！」這呼求禱

詞將斐理伯書第二章六至十一節的基督頌，與稅吏和失明乞丐的呼求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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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在一起 l o 藉著這樣的呼求，人心覺察到人的悲慘，並體驗到救主的仁
主室。
，已ρ

1 參閱谷 10:46 曰：路的：13.

呼求耶穌聖名是常常祈禱的最簡單方法。從一顆謙虛而專注的心， 2668 
經常發出重複的呼求，其力量才不致失落在「日勞切」（瑪 6:7）的話語中， 435 

而是要「把天主的話保存起來，以堅忍結出果實」 1 。這種析禱「隨時可

行」，因為它不是附屬於其他事務的事，而是唯一的事，即愛天主的事，

它使一切行動在基督內獲取力量並得以聖忱。

l 參閱路8:15.

教會的祈禱呼求耶穌至聖聖名，同樣也敬拜並稱揚耶穌聖心。教會 2669 
在祈禱中欽主持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和祂的心，此心因愛人之故，甘願被我 478 

人所犯的罪刺渣。基督徒的祈禱願意跟隨主的足跡，走十字架的道路。從 1674 

總督府至哥耳哥達，再到聖墓的苦路，描繪出耶穌以十字架救贖世界的歷

手呈 。

「聖神，請你降臨！」

「除非受聖神感動，沒有一個人能說：『耶穌是主』」（格 2670 

前 12:3）。每當我們開始向耶穌祈禱時，聖神總是先賜恩寵，引 683, 2001 

導我們走上祈禱的道路。既然聖神教導我們記起基督以便作祈

禱，那麼，為甚麼我們不向聖神祈禱呢？正是為了這個理由，教

會邀請我們每天呼求聖神，特別是在任何重要事情開始時和結束 1310 

時。

如果聖神不應該受欽棠，那麼，祂怎能藉聖洗使我聖化呢？

如果聖神應該受欽崇，怎能不用特殊敬禮欽崇祂呢 1 ? 

1 聖額我略﹒納祥，〈神學演講＞ 5屆： PG36,165C.

祈求聖神的傳統方式是藉著我們的主基督呼求天父，賜與我 2671 

們安慰之神 1 。耶穌在應許賜下真理之神的那一刻，強調必須因

祂的名祈求聖神 2 。不過，最簡單和最直接的祈禱也是傳統的：

「聖神，請你降臨」，每個禮儀傳統曾在對經和聖詩中予以發

展：

聖神，請你降臨，充滿柯：信徒的心，在他們心內燃起你的愛火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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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君主，安慰之神，真理之神，無所不在，澤及萬有 0 萬

善之寶庫，生命之源泉，請降臨居住在我們心中，淨化我們、

拯救我們 o 啊，你是那麼聖善4 ! 

1 參閱路 11:13. 2 參閱若 14:17﹔ 15:26﹔ 16:13. 3 《羅馬彌撒經書〉，「五旬節繼抒詠」。

4 拜占廷禮，五旬節晚禱「禮儀詩節」。

2672 聖神是基督徒祈禱的內在導師，祂的傳油滲透我們整個的存

的 在。祂是活生生的祈禱傳統的工匠。當然，每位祈禱者各有不同

的祈禱途徑，但是，是同一聖神在眾人內並借同眾人行動。在聖

神的共融中，基督徒的祈禱才是教會內的祈禱。

與天主之母共融

2673 在祈禱中，聖神將我們與唯一聖子，在其受光榮的人性中結

689 合成一體。透過祂’並在祂內，我們作子女的祈禱，使我們在教

會內與耶穌之母共融1 。

1 參閱宗 1:1丑．

2674 瑪利亞在天使報害時以信德表示同意，並毫不猶疑地保持著

494 此同意，直到十字架下： Jlt後，她的慈母身分便延續到她聖子

「尚在人生旅途上被危險和困難所包圍 J 的兄弟姊妹們身上 1 0 

耶穌一一唯一的中保，是我們祈禱的道路：瑪利亞是祂的母親，

也是我們的母親，這對耶穌來說，是完全明顯的：依照東西方的

傳統聖相所表達的，她「指示道路」’她也是這道路的「標記」

1 Iβ62. 

2675 以瑪利亞和聖神行動的獨特合作為出發點，教會發展出對天

970,512 主之母的祈禱，這祈禱集中在基督一生的奧跡上。在表達這祈禱

2619 的無數讚美詩和對經中，兩值動向經常交替出現：一是「頌

揚」上主在祂卑微的使女身上，和透過她而為全人類所行的「大

事」 1 ﹔二是將天王子女的懇求和讚頌託付給耶穌之母，因為她

現在知道在她內的人性，與天主子結合為一。

l 參閱路 1：“ 55.

2676 向瑪利亞祈禱的雙重動向在「聖母經」中突出地表達出來：

608 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



「萬褔瑪利亞（或歡樂吧！瑪利5:a ）」：天使加俾厄爾的請安開眉立了 722 

這祈禱。透過祂的天使作媒介，天主自己向瑪利亞請安。懷著天主對祂卑

微使女的尊重 1 ，教會大膽地向瑪利亞作同樣的請安，並以天主在她身上

所找到的喜樂而歡欣2 。

「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天使的這兩句請安的話彼此互相解 490 

釋。瑪利亞充滿聖寵，因為上主與她同在。她充滿的聖寵是祂的臨在，祂

是所有聖寵的泉源。「你應歡樂．．．．．．耶路撒冷女子．．．．．．上主在你中間」

（索 3:14,17a）。在瑪利亞身上，上主自己找到了居所，而瑪利亞本人就是

熙雍女子，結約之櫃，上主光榮的住戶斤。她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

（默21:3）。她「充滿聖寵」’完全將自己給與要來住在她內的那一位，並

準備將祂給與世界。

「女中爾為讚美，爾胎子耶穌並為讚美」：在天使的請安後，我們 435 

採用了依撒伯闊的請安。「充滿了聖神」（路1:41）的依撒伯爾，是萬世萬

代中第一個稱瑪利亞為有福的人3 ：「那信了的人是有福的．．．」（路 1:45）﹔

瑪利亞在女人中蒙受祝福，是因她信了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亞巴郎 146 

因著信德而成為「地上萬民」（創 12:3）的祝福。因著信德，瑪利亞成了信

眾之母，地上萬民都藉著她而獲得本身就是天主的祝福的那一位：「耶穌

一一妳胎中之子應受讚美」

l 參閱路1:48. 2 參閱索 3:17b. 3 參閱路 1:48.

「天主聖母瑪利亞，為我等析．．．．．．」：我們偕同依撒伯爾大感驚 2677 
奇：「吾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裡’這是我那裡得來的呢？」（路 1:43）由於瑪 495 

利亞將自己的兒子耶穌賞給我們，她就成為天主之母和我們的母親，我們

就能將我們的憂慮和祈求託付給她：她為我們祈求，正如她為自己祈求一

樣「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 1:38）我們把自我交託在她的祈禱中，

就是偕同她委身於天主，隨從祂的旨意：「願你的旨意承行」。

「為我等罪人，今析天主及我等死候」：藉著呼求瑪利亞為我們祈

禱，我們自認是可憐的罪人，來投奔完全聖潔的「仁慈之母」。在我們生

活中的每個「今天」，我們將「現在」交託給她。我們也擴大我們的信

賴，將「我們死亡的時刻」現在就交付在她手中。願她在我們臨終時在我 1020 

們身旁，一如她曾站在她聖子的十字架下：願她在我們出死人生時，一如

我們的母親迎接我們 1 ，引領我們到她聖子耶穌基督眼前，永軍樂園。

1 參閱若 19:27.

西方中世紀的虔敬發展了玫瑰經，作為取代時辰頌禱禮的一種普及 2678 

大眾的方式。在東方，聖母頌 （Akathistos） 和聖神頌（Paraclesis）的連續短 971,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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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方式，與拜占廷教會的頌唱日課更為接近，而亞美尼亞、埃及和埃塞俄

比亞，以及敘利亞的傳統則較喜歡敬禮天主之母的民間聖歌、讚美詩。不

過，在聖母經，天主之母歌，聖厄弗冷（St Ephrem）或聖額我略﹒納萊克

(St Gregory of Narek）的讚美詩中，祈禱的傳統基本上是一樣的。

2679 瑪利亞是完美的祈禱者，教會的典範。當我們向她祈禱時，

967 我們便與她一起依附天父派遣聖子拯救世人的計畫。就如那一位

愛徒一樣，我們也接待那成為眾生之母的耶穌的母親，到我們家

中 1 。我們可以與她一起祈禱，並向她祈禱。教會的祈禱可說是

972 由瑪利亞的祈禱帶動，並在望德中與瑪利亞的祈禱連結在一起2 。

1 參閱若 19:27. 2 參閱Iβ68 69. 

撮要

2680 祈禱主要是跟父交談﹔同樣，亦可投向耶，辣，尤其是呼求祂

的聖名：「主、耶穌、基督、天主子，垂憐我們罪人」！

2681 「除非受聖神感動，沒有一個人能說：『耶穌是主』」（格

前 12:3）。教會勸勉我們呼求聖神，祂是基督徒祈禱的心靈

大師。

2682 童貞瑪利亞與聖神行動的合作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教會喜

愛與她聯合，共同祈禱，好能與她一起讚揚天主在她，身上所

行的大事，並將祈求與讚美交託在她手中。

第三條

祈禱的帶路人

見証雲集

2683 那些先我們進入天國的証人 1 ，特別是那些被教會確認為

別 「聖人」的，以他們生活的榜樣和傳下來的作品，以及他們「今

天」的祈禱，參與活生生的祈禱傳統。他們瞻仰天玉，讚美天

主，並不斷關懷遺留在世的人。當他們進入主人的喜樂時，他們

被委派「管理很多大事」 2 。他們的代禱也是對天主計畫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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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因此，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求他們為我們和整個世界代禱。

1 參閱希 12:1. 2 參閱瑪 25:21.

在諸聖的共融中，很多不同的靈﹛l賽在教會歷史中得到了發 2684 

展。對「天主深愛人類」的証人的個人神恩，能真傳下來，就像 的

厄里亞的「精神」傳給厄里煚 1和洗者若翰2 ，這樣，他們的弟

子也能分享這精神3 。在另一些禮儀和神學潮流的交匯中，會產 妙

生一種靈修，這是信仰本地忙，即信仰整合在某一人類社會及其 1202 

歷史中的見証。基督徒的各種靈修都參與活生生的祈禱傳統，並

為信友靈修提供不可或缺的指引。雖然它們各有不同，但都是聖

神唯一皓光的折射。

聖干申真正是諸聖的住處，聖人則是聖神的適當居戶斤，因為聖人

奉獻自己作為天主住戶斤，並被稱為天主的聖殿4 。

1 參閱列下2:9. 2 參閱路 1:17. 3 參閱 PC2. 4 聖巴西略，〈論聖神〉詣，62:

PG32,184A. 

祈禱的僕役

基督徒家庭是教育祈禱的第一個地方。家庭奠基於婚姻聖事 2685 

而成為「家庭教會」’天主子女在這裡學習「在教會內」祈禱和 1657 

在祈禱中保持堅忍。特別為兒童，每天的家庭祈禱是教會活生生

的記憶的首要見証，這記憶是聖神耐心所喚醒的。

聖職人員有責任培育基督內的兄弟姊妹祈禱。身為善牧的僕 2686 

人，他們被視聖是為引領天主子民到達祈禱的活泉：聖吉、禮 1547 

儀、超性生命，以及在人生實際境遇中的「天主的今天」 1 。

1 參閱P04-6.

很多修道人為祈禱而獻出整個生命。自埃及的沙漠開始，很 2687 

多獨居者、男女隱修者將他們的時間用來讚美天主和替人代禱。 的

沒有祈禱，獻身生活不能維持和發揚﹔它是教會靈修和默觀生活

的活泉之一。

兒童、青年和成人的教理請授，主要是教導他們在個人祈禱 2688 

中默想天主聖盲，在禮儀祈禱中將之實現，並時時刻刻使之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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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 位，好能在新生活中結出果實。教理講授也是辨別和教育民間熱

心善功的好時刻 l 。一些基本經文的背誦能為祈禱生活提供不可

或缺的支持，但是幫助他們品嘗經文的含義也很重要2 。

1 參閱〈教理講授＞ 54. 2 參閱向上 55.

2689 祈禱小組或「祈禱學校」，只要是從基督徒祈禱的其實泉源

中汲取所需，都成為今天在教會內祈禱的一種標記及更新祈禱的

一種動力。關心教會的共融是教會內真正祈禱的標記。

2690 聖神賜給一些信徒智慧、信德和辨別的恩典，目的是為教會

的這一公益，就是祈禱（靈修指導）。具有神恩的男女是祈禱生

活傳統的真正僕人。

根據十字聖若望的看法，誰若想在靈修路上前進，「當慎重考

慮，將自己託付給誰這一件事，因為師傅怎樣，徒弟也會怎

樣﹔父親怎樣，見子也會怎樣。」再者，「除了有學養和明智

外，導師也應該是有經驗的。如果靈修導師對靈修生活沒有經

驗，他將不可能帶領天主召叫的靈魂進入其靈修生活內，他甚

至也不會了解他們」 1 。

1 十字聖若望，《愛的活火焰＞ 3,30. 

有利於祈禱的地方

2691 聖堂一一天主的家一一是堂區團體舉行禮儀和祈禱最適合的

11釘， 2097, 地方，也是朝拜耶穌在聖體內其實臨在的特別場所。為了認真析

1379 禱，選擇有利於祈禱的地方是不容忽視的：

一一為個人祈禱，祈禱的地方可以是安放聖經和聖相的「祈禱角

落」’好能在那裡「睹中」與我們的父會唔 1 。在基督徒家庭

中，這一類祈禱之所有助於公共的祈禱。

一一一在隱修院存在的地區，這些團體的被召是為使信友們能參與

1175 時辰頌禱禮，並為他們提供安靜獨居的機會，加深他們個人的祈

禱2 。

1674 一一朝聖之旅使我們想起邁向天堂的塵世旅程，依照傳統，也是

更新祈禱的特別機會。為尋求活水的朝聖者來說，朝聖地的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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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別有利的地方，使人「在教會內」活出基督徒祈禱的各種方

式。

1 參閱瑪6:6. 2 參閱PC7.

撮要

旅途教會在祈禱中與天上諸聖的教會聯合為一，懇請他們轉 2692 

求。

基督徒的各種靈修派別都分享教會活生生的祈禱傳統，也是 2693 

靈修生活上的寶貴指引。

基督徒的家庭是教育祈禱的第一個地方。 2694 

聖職人員、獻身生活、教理講授、祈禱小組、「靈修指導」 2695 

等，都在教會內為祈禱提供確切的幫助。

最適合祈禱的地方是個人或家庭的祈禱室，隱修院，朝聖地 2696 

的聖所，尤其是聖堂，那是堂區團體舉行禮儀和祈禱的迫切

場所，也是為「朝拜聖體」最好的地方。

第三章

祈禱生活

祈禱是新心的生活。它應該時常激發我們。雖然天主是我們 2697 

的生命和一切，我們卻常忘記祂。為此，秉承了申命紀和先知傳

統的靈修教父，再三強調祈禱是「思念天主」’是「心靈的記 1099 

憶」頻頻的覺醒：「我們思念天主要比呼吸次數多」 1 0 可是，

如果我們沒有在特定的時間渴望祈禱，我們是不能「經常」祈禱

的。這些特定的時間，無論在質和量方面，都是基督徒祈禱的重

要時刻。

1 聖額我略﹒納祥，〈干申學演講） 1,4: PG 36,16B. 

教會聖傳向信友提供祈禱的節奏，以培養不斷的祈禱。有些 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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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肘， 1174 是每天的，例如早晚禱、飯前和飯後的祈禱、時辰頌禱禮。以感

恩祭為中心的主日，主要是透過祈禱而得以聖忙。禮儀年的週期

2177 和大的慶節也是基督徒祈禱生活的基本節奏。

2699 上主以祂喜悅的途徑和方式引導每一個人。每一位信友也是

依照自己的決心和個人祈禱的表達方式來作回應。不過，基督徒

傳統保留了三種主要的表達：口禱、默想和心禱。它們有一個共

2563 同點：心靈的收斂。警醒地保存聖盲和居住在天主的臨在中，能

使這三種表達成為祈禱生活的強勁時間（強拍）。

第一條

祈禱的各種表達

一、口禱

2700 天主透過祂的聖言向人說話。我們的祈禱藉著心裡想的或口

中講的言語而具體忱。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聚精會神，凝視在于斤

1176 禱中與我們交談的那一位：「我們的祈禱是否被重聽，並不在於

說話的多少，而是在於我們心靈的熱切」 1 。

1 金口聖若望，《講道選集｝＞ 2: PG 63,583A. 

2701 口禱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雖然門徒們被他們師傅的靜

默祈禱所吸引，但是，耶穌仍然教他們口禱的經文：「我們的天

2603 父」。祂不但在會堂中高聲誦唸禮儀的祈禱，而且福音指出祂也

大聲地作祂個人的祈禱，從頌揚天父的喜悅 1 到革責瑪尼園祈禱

612 的憂傷2 。

1 參閱瑪 11:25 26. 2 參閱谷 14:36.

2702 內在的祈禱配合感官的這種需要，符合我們人性的要求。

11咐 我們是由靈魂和肉身所組成的，因此，我們感覺到需要將我們的

戚受形之於外。我們須以我們整個的存在祈禱，好能全力作懇

求。

2703 這需要也符合一個出白天主的要求。天主尋找以真理和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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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拜者，因此祂尋找發自靈魂深處的生動祈禱。祂要求那連結

肉身與內在祈禱的外在表達，因為這表達給祂帶來祂對一切應得

的完美崇敬。 2097 

由於口禱是外在的和完全合乎人性的祈禱，因此，它是一種 2704 

最適合群眾的祈禱方式。縱使最內在的祈禱，也不該忽視口禱。

只有當我們意識到「我們向祂說話」 1 的那位時，祈禱才變為內

在的。因此，口禱是心禱的初階。

1 聖女大德蘭，《全德之路｝ 26,9. 

二、默想

默想主要是一種探索。心靈尋求了解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和途 2705 

徑，好能依附和回應上主的要求。默想所要求的專心是很難維持 別

的。通常我們求助於書本，而基督徒在這方面並不置乏：有聖

經，特別是福音書，聖相，每日或時節的禮儀經文，靈修教父的 127 

著作，靈修學作品，大自然這本偉大的書，以及歷史書，即天主

的「今天」之頁。

默想我們所閱讀的，並將我們自己與之對照，幫助我們將之 2706 

化為己有。這樣另一本書，即生活之書便被打開。我們從思想進

入實際。只要我們謙遜和充滿信德，我們會在默想、中發現那些推

動內心的活動，並能對它們加以辨別。辨別在於踐行真理，好能

來到「光明」那裡：「主，你要我做甚麼」？

默想方法的不同，一如靈修導師的不同。基督徒應有規律地 2707 

作默想，不然便相似撒種比喻中的前三類場地 1 0 然而方法只不 2690 

過是指哥︱：重要的是借同聖神在祈禱的唯一道路上前進，這道路

就是耶穌基督。 2664 

1 參閱谷 4:4 7,15一19.

默想運用思維、想像、情感和渴望。動員這些官能是必需 2708 

的，為能深他我們信仰的信念，激起我們內心的皈依，並強化我

們跟隨基督的意原頁。基督徒的祈禱以默想「基督的奧跡J 為優

先，就如在誦讀聖言 (lectio divina） 或玫瑰經中所作的那樣。這 泊， 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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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祈禱中的反省方式很有價值，但基督徒祈禱應更上一層樓：認

識耶穌基督的愛，並與祂結合為一。

三、心帽

2709 甚麼是心禱？聖女大德蘭答說：「依我的見解，心禱無異於

2562-2564 朋友間的密談﹔意思就是經常單獨與我們深知那愛我們的天主交

談」 1

心禱尋求「我心所愛的那一位」（歌 1:7)2 ，就是尋求耶穌並

在祂內尋求父。我們尋求祂，因為對祂的渴望常是愛的開端﹔在

純正的信德中尋求袖，這信德使我們自祂而重生，並在祂內生

活。在心禱中仍可默想，但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

1 聖女大德蘭，〈生命之書｝ 8,5. 2 參閱歌 3:1-4.

2710 心槽的時刻和時間長短的選擇，是來自堅定的意志，它披露

2726 內心的秘密。做心禱不只因為有時間，而是騰出時間，與主會

唔。無論甚麼考驗與枯燥，都不會改變決心而收回時間。人不能

時常默想，但常可以進入心禱，完全不為健康情況、工作或情緒

所左右。在貧乏和信德中，內心是這種尋求和與主相遇的地方。

2711 進入心禱與參與感恩祭相似：收斂心神，在聖神的推動下集

1348 中我們整個的存在，住在上主的居戶斤，即我們自身，並喚醒信

德，好能進到等待我們的那位面前﹔卸下面具，回心歸向那愛我

2100 f門的主，為將我們呈獻給祂’猶如一分要淨仕和轉化的獻禮。

2712 心禱是天主子女的祈禱，是罪過蒙赦免者的祈禱，他同意去

接受那分愛他的愛。他希望愛得更深，來回應這愛 1 。但是他明

臼他的還愛是聖神傾注在他內心的，因為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寵。

2822 心禱就是以虛懷若谷之心，把自己完全交託於父的愛的意原頁，日

益與祂鐘愛之子密切結合。

1 參閱路7:36 50; 19:1 10. 

2713 心禱是祈禱奧秘的最單純表現。它是一分禮物，一分恩寵，

2559 只能以虛懷若谷之心來接受。心禱是天主在我們內心所建立的一

分盟約關係 1 。心禱是共融，在這共融裡’聖三使人 天主的

616 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



肖象，「肖似祂的模樣」

1 參閱耶 31:33.

心禱也是祈禱中最卓越的強勁時間（強拍）。在這祈禱中， 2714 

天父「藉著聖神以祂的大能強化我們內在的人，並使基督因著信

德住在我們心內，使我們在愛德上根深蒂固」（弗 3:16-17）。

默觀是以耶穌為焦點的信德的凝視。「祂望著我，我望著 2715 
祂」：這是當聖善的本堂神父在亞爾斯服務期間，一位村民提 1380 

及他在聖體櫃前祈禱時所常說的。專心注意祂就是捨棄「自

我」 D 祂的注視潔淨我們的心﹔祂注視的光輝照亮我們的心日，

教導我們在其真理及其憐憫眾生之情的光照下去看一切事物。
默觀也注視基督生活的奧跡。如此它叫人學習「對主的內在認 521 

識J ’為更愛祂，更跟隨祂 1 0 

1 參閱聖依納爵﹒羅耀拉，〈于申揉＞ 104. 

心禱是聆聽天主聖言。這聆聽並不是被動的，而是信德的服 2716 

從，僕人的無條件接受和子女之情的依附。它參與成為奴僕的聖 494 

子的「是」和天主謙遜牌女的「爾旨承行」

心禱是沉默，是「未來世界的象徵」 1或「無聲之愛」 2 。 2717 

心禱中的言語並不是說話﹔而是好像使愛情之火得以燃燒的木 刀j

柴。就是在這為「虛浮」的人無法忍受的沉默中，天父向我們講 498 

述祂聖言的降生、受苦、死而復活﹔孝愛之神使我們分享耶穌的

祈禱。

1 聖依撒格﹒尼尼微，如命神秘者的著作＞ 66. 2 十字聖若望，《光與愛之盲論＞ 53. 

心禱就其使我們參與基督的奧跡而論，是與基督祈禱的結 2718 

合。教會在感恩祭中慶祝基督的奧跡，聖神則使之活現在我們的

心禱中，為使奧跡在愛德行動中彰顯出來。

心禱就其同意留在信德的黑夜中而論，是愛的共融，它會將 2719 

「生命」帶給眾人。復活的逾越之夜要先經歷痛苦和墓穴之夜， 165 

這是耶穌的時辰中三個重要時刻，祂的聖神（不是軟弱的肉身）

使之活現在心禱中。我們應甘願「與祂醒唐一個時辰」 1 。 2730 

1 參閱瑪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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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2720 教會勸勉信徒作定時的祈禱：每日的祈禱，時辰頌禱禮，主

日感恩祭，禮儀年的慶節。

2721 基督徒傳統中的祈禱生活，包括三個主要的表達方式：口

禱、默想和心禱。三者的共通之處，是收斂，心神。

2722 按人性來說，精神和身體是合而為一的，基於此，口禱將身

體和內心的祈禱聯繫一起，以基督為榜樣，祂向天父祈禱，

也教導門徒以「我們的天父」祈禱。

2723 默想是在祈禱中運用思考、想像、情感、渴望所作的探索。

其目的是把所默想的對象，面對自己的實際生活，在信仰中

化為已有。

2724 心禱是祈禱奧秘的一種淳樸的表達，是對基督的信德凝視，

是對聖言的聆聽和默默的愛意。心禱使人與基督的祈禱連結

在一起，而至使我們參與基督的奧跡。

第三條

祈禱的戰鬥

2725 祈禱是一分恩寵，也是我們一分決心的回應，因此，它常需

要一分努力。基督之前，舊約中的祈禱大師，一如天主之母及借

26刀， 409 同基督的諸聖一樣，都教導我們：祈禱是一場戰鬥。對抗誰呢？

對抗我們自己和誘惑者的詭計﹔誘惑者盡其所能使人離棄祈禱及

與天主的合一。我們怎樣生活就怎樣祈禱，因為怎樣祈禱就怎樣

生活。如果我們不願慣常地依照基督之神而行動，我們就不能價

2015 常地因祂的名而祈禱。基督徒新生命的「屬靈戰鬥」與祈禱的戰

鬥是分不閉的。

一、反對祈禱的論點

2726 在祈禱的戰門中，我們需要面對自己和我們周圍的人，對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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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戶斤懷有的錯誤看法。有人視祈禱為一種簡單的心理活動，另有

人看之為達到空虛境界的收斂工夫，也有人將祈禱歸納為禮儀經

文或姿勢。很多基督徒則無意識地認為祈禱與他們的當行事務互

不相容：他們沒有時間。那些以祈禱去尋求天主的人，有時很快 2710 

便失去勇氣，因為他們不知道祈禱也是來自聖神，而不只是靠他

們自己。

我們也要面對一些「現世」的意識型態，如果我們不警醒， 2727 

它們會滲透我們的生活。例如：只有那些能為理性和科學所証實 37 

的才是真理（而祈禱則是一個超越我們有意識和無意識心境的奧

秘）：價值是在於生產和報酬（不事生產的祈禱便一無是處）。享

樂主義和安逸是真、善、美的標準（但是，祈禱一一美的追求， 2500 

則鐘情於那生活而其實的天主的光榮）。也有人視祈禱為一種反

對行動主義的遁世行為（但是，基督徒祈禱既不逃避歷史實況，

也不脫離現實生活）。

最後，我們的戰鬥要面對我們在祈禱中的挫敗經驗：經歷枯 2728 

燥時的沮喪﹔未能完全交託給上主而難過，因為我們有「很多產

業」 1 ：我們的意願未被重聽而感到失望﹔我們的驕傲受傷，使

我們身為罪人的不配之心更加硬他﹔對「祈禱是一分不勞而獲的

恩賜」感到厭惡等等。結論常是一樣：祈禱有甚麼用？要克服這

些障礙，我們必須為謙遜、信心和恆心而戰鬥。

l 參閱谷 10:22.

二、心的謙卑警醒

面對祈禱的困難

祈禱常見的困難是分心。它能影響口禱時的用字及其意義： 2729 

更深一層，它能涉及口禱（禮儀的或個人的）、默想和心禱的所

禱對象。盡力驅逐分心，就等於自投羅網，因此，只須返回自己 2711 

的內心就夠了：分心正向我們揭示我們所依戀的是甚麼，而這

分在主前的謙卑意識，應喚醒我們要優先愛祂，並立志向祂獻出

我們的心，求祂淨化。因此，戰門就在這裡：要抉擇事奉那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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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 1 。

l 參閱瑪 6:21,24.

2730 從積極方面來說，跟具有佔有慾和統治慾的自我去戰鬥，需

要警醒和心靈的自制。當耶穌強調警醒時，這警醒常與祂自己有

2659 關：祂在末日的來臨，每天的來臨，「今天」的來臨。新郎半夜

來臨﹔那不應熄滅的光就是信德之光：「論及你，我的心靈曾

說，『尋求祂的儀容』」（詠27:8) ! 

2731 特別對那些真誠願意祈禱的人來說，另一個困難就是枯燥。

枯燥屬於心禱的一部分。在枯燥時，心靈好似與天主分離，對思

想、記憶、情感，甚至對屬靈的事物都感到乏味。這正是信德要

其實地表現的時刻：忠誠地伴隨耶穌進入痛苦中和到墓穴裡。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

出許多子粒來」（若 12:24）。如果枯燥是因聖言落在石頭上而沒

1426 有根的緣故，那這戰鬥便要求皈依 1 0 

1 參閱路8:6,13.

面對祈禱中的誘惑、

2732 （祈禱時）最普遍而又最不為人察知的誘惑是缺乏信德。它很

2609,2089 少表達在明認的不信上，而更是在我們的實際作為的取向上。當

我們開始祈禱的時候，成千上萬被認為是緊急的工作或焦慮，會

優先出現在眼前。再說一次，這為心靈是要面對真理的時刻：究

竟甚麼是它的真愛。有時我們轉向上主作為最後的憑藉：但真的

2092 如此相信嗎？有時我們以上主作盟友，但我們的心仍在自恃中。

在這一切境況中，我們的缺乏信德顯示我們仍未到達心謙的境

2074 界：「離了我，你們甚麼也不能作」（若 15:5）。

2733 傲慢自負替另一種誘惑開了路，那就是懈怠。靈修教父以此

2094 名詞來表示因靈修功夫的鬆懈、警醒的低落、心靈的漫不經心而

導致的消沉。「心神固然切願，但肉體卻軟弱」（瑪26:41) 。自

2559 恃越高，跌得越痛。沮喪的痛苦是自負的另一面。謙遜的人不會

對自己的可憐感到驚奇，反而會促使他更加信賴，更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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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女般的信賴

子女般的信賴在磨難中得到驗証（自我考驗）1 。最主要的困 2734 

難是有關求恩祈禱：為自己或為他人代禱。有人以為他們的祈求 2629 

未蒙垂允，就停止祈禱。在此有兩個問題：為甚麼我們以為祈求

未蒙垂允？我們的祈禱怎樣算是蒙垂允是「有效」？

1 參閱羅5:3 5. 

我們為何抱怨未蒙垂允？

首先，我們應對這一發現感到驚訝：一般來說，當我們讚美 2735 

天主或感謝祂的恩惠時，我們不怎樣擔心我們的祈禱是否中悅

祂。反之，我們要求見到我們求恩的結果。那麼，是甚麼形象的 2779 

天主推動我們去祈禱：是一件被利用的工具？或是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的父？

我們是否深信「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羅8:26) ? 2736 

我們向天主祈求的是「合宜的事物」嗎？我們的父在我們求祂以 2559 

前，已知道我們的需要 1 ，但祂等待我們祈求，因為祂子女的尊 17月

嚴是在於他們的自由。因此，我們要聯同祂的自由之神祈禱，好

能真正洞悉、祂的心願2 。

1 參閱瑪6:8. 2 參閱羅 8:27.

「你們得不到，是因為你們不求：你們求而不得，是因為你 2737 

們求的不當，想要浪費在你們的淫樂中」（雅4:2-3)1 。如果我們

以一顆分散的心，「淫亂」的心去祈求（雅 4:4），天主一定不會

答應我們，因為祂渴望的是我們的益處，我們的生命。「『天主

以嫉妒愛慕祂在我們內所安置的聖神，』你們以為聖經的這句話

是白說的嗎？」（雅 4:5）我們的天主「嫉妒」我們，這正表現出

祂的愛是何等其實。如果我們進入祂聖神的渴望中，自會獲得重

允。

你若沒有立刻獲得你向天主所求的，切勿白擾：！去了你恆心不

懈而同祂停留在祈禱中，祂願意賜給你更大的好處2 。天主要我

們的願望在祈禱中受到考驗，原是在準備我們來接受祂已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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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要賞給我們的恩惠、3 。

1 參閱雅 4:1 10; 1:5-8; 5:16. 2 厄伐克﹒彭迪吉，〈論祈禱｝ 34: PG 79,1173. 

3 聖奧恩、定，〈書信集｝ 130,8,17: PL 33,500. 

如何使我們的祈禱有效

2738 在救恩史中，祈禱的敢示教導我們，信德是以天主在歷史中

2568 的行動為基礎。子女般的信賴是由天主的卓越行動所激發：就是

307 祂聖子的苦難和復活。基督徒的祈禱就是與天主的眷顧和祂愛的

計畫相配合。

2739 對聖保祿來說，這信賴是大膽的 1 ，它建基於聖神在我們內

2778 的祈禱和天父始終不渝的慈愛上，因祂將獨生子賜給了我們 2 。

對我們所求恩惠的首先答覆，是使祈禱的心有轉忱。

1 參閱羅 10:12-13. 2 參閱羅 8:26 39. 

2740 耶穌的祈禱使基督信友的祈禱成為有實效的祈求。祂是祈禱

的典範。祂在我們內並借向我們祈禱。既然聖子的心只尋求父所

2604 喜悅的，那麼，子女的祈禱又怎能太集中在恩惠上而超過施恩者

呢？

2741 耶穌也為我們祈禱，祂代替我們、並為我們的利益祈禱。我

2606 們所有的祈求都一次而永遠地被收納在十字架上的吶喊內，並在

祂的復活中，已蒙天父垂允，為此，祂從未終止為我們向天父祈

求 1 。如果我們的祈禱在子女般的大膽信賴中，牢不可破地與耶

2614 穌的祈禱結合在一起，我們將獲得因祂的名所求的一切，甚至比

任何個別事物還要多：天主聖神自己，祂擁有一切恩惠。

1 參閱希5:7﹔ 7:2日 9:24.

四、在愛中恆心不渝

2742 「不斷祈禱」（得前 5:17），「為一切事，要因我們的主耶穌

2098 基督的名時時感謝天主父」（弗 5:20），「時時靠著聖神，以各種

祈求和哀禱祈禱：且要醒車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6:18）。因

為「我們並沒有受命不斷工作、警醒和守齋，但根據規定，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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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斷祈禱」 1 。這種不倦的熱忱只能源自愛。為抵抗我們的慣

性和惰性，祈禱的戰鬥就是一場謙遜之愛、信賴和持久之愛的戰 的

鬥。這愛使我們的心向著三個清晰而賦予生命的信德事實開放。

1 厄伐克﹒彭迪古，〈致亞那托的實踐篇章？妝品鉤，1245C.

時時都可以祈禱：基督徒的時間就是復活基督的時間，無論 2743 

有怎樣的狂風巨浪 1 ，祂都「天天同我們在一起」（瑪28:20）。我

們的時間是在天主于裡：

走在街市或獨自散步時，在商店中，在買、賣時，甚至在廚房

作飯時，都可以經常而熱，已、的析禱2 。

1 參閱路8:24. 2 金口聖若萃，〈講道選集｝ 2: PG 63,585A. 

祈禱是基本的需要。反面的証據也有同樣的說服力：如果我 2744 

們不讓聖神引領我們，我們會再墮入罪惡的奴役中 1 。如果我們

的心遠離聖神，祂怎能是「我們的生命」呢？

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祈禱的價值相比﹔祈禱能使不可能的成為

可能，使困難變成容易。祈禱的人不可能故意犯罪2 。

祈禱的人一定得救﹔不祈禱的人一定喪亡受罰3 。

1 參閱迦5:16-25. 2 金口聖若望，〈講論聖亞納的道理〉哇品： PG 54,666. 

3 聖亞豐索﹒力戈旦，〈論祈禱之方法〉。

基督徒的生活與祈禱是密不可分的，因為它們關係到同樣的 2745 

愛和同樣發白愛的自我捨棄。以同樣的赤子之愛，順從天父的蔥、

愛計畫﹔在聖神內有同樣的改變與合一，祂不斷使我們日益肖似

耶穌基督。以耶穌愛我們的同樣之愛來愛眾人。「你們因我的名 2660 

不論向父求甚麼，祂必賜給你們。這就是我所命令你們的：你們

應該彼此相愛」（若 15:16一 17）。

誰將祈禱與工作，工作與祈禱，在生活中連接起來，他就是在

不斷祈禱。也只有這樣，我們認為不斷祈禱的原則才能得以實

現1 。

1 奧利振，〈論祈禱｝ 12: PG ll,45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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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時辰J 的祈禱

2746 當耶穌的「時辰」來到時，祂就向父祈禱 1 。祂在福音中傳

下來的最長禱詞，包括創造和救贖的整個計畫，就如祂的死亡和

1085 復活。耶穌時辰的祈禱，現在仍常是祂的祈禱，就如祂的「逾

越」奧跡一樣，「一次而永遠地」’常臨在於祂教會的禮儀中。

1 參閱若 17.

2747 基督信仰的傳統很恰當地稱耶穌時辰的祈禱為「可祭」的祈

禱。這是我們大司祭的祈禱，這祈禱和祂的祭獻是分不開的﹔與

祂「逾越」此世而回歸天父也是分不開的，因為祂完全祝聖自己

而獻給父 1 。

1 參閱若 17:11,13,19.

2748 在此逾越祭獻的祈禱中，萬有「總皇帝」於基督 1 ：天主與世

518 界﹔聖吉與血肉﹔永生與時問：捨己之愛與對愛不忠之罪﹔當時

身邊的門徒與日後因他們的宣講而信仰祂的人﹔被貶抑與受光

820 榮：這的確是合一的祈禱。

1 參閱弗 1:10.

2749 耶穌完成了所有天父的事業﹔祂的祈禱一如祂的犧牲，伸展

到時期的圓滿。祂這時辰的祈禱充盈「末期」，將末期帶向其圓

滿。父把一切都交給了聖子耶穌，耶穌也將自己完整地還歸於

父。同時，祂以至高的自由，依據祂由天父所接受而統治一切

血肉的權力，表達自己的意思 1 。聖子甘願自作僕人，卻是主，

別6 萬有的統治者 （Pantocrator） 。為我們祈禱的大司祭，也在我們內

祈禱，同時又是重允我們的天主。

1 參閱若 17:11,13’的，24.

2750 歸屬於主耶穌的聖名之下，我們才能夠從中接受祂教我們的

月15 禱詞：「我們的天父！」祂的大司祭祈禱深深地區文發了「主禱

文」的偉大祈求：對天父的聖名熱切關懷 l ，對其主國（光榮）的

熱忱2 ：完成天父的旨意和祂的救恩計畫3 ：使我們脫免凶惡4 。

1 參閱若 17:6,11,12,26. 2 參閱若 17:1,5,10,22,23 26. 3 參閱若 17:2,4,6,9,ll,12,24.
4 參閱若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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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此祈禱文中，耶穌敢示並賜給我們對父及子那不可 2751 

分的「言忍識」 1 。這就是祈禱生活的奧秘。 240 

1 參閱若 17:3,6 10,25. 

撮要

祈禱需要努力和奮門，對抗我們自己和「誘惑者」的圍攻。 2752 

祈禱的戰門與「屬靈的戰門」是分不闊的，為努力不懈地依

循基督的聖神而行事，是必需的：一個人怎樣生活就怎樣祈

禱，因為怎樣祈禱就怎樣生活。

在祈禱的戰門中，我們必須面對一些錯誤的見解、不同意識 2753 

型態的潮流、我們失敗的經驗。我們必須以謙遜、信賴和恆

心，來回應這些誘怠所投下的疑慮，即祈禱的實效，甚或祈

禱的可行性。

操練祈禱時最大的困難是分心和枯埠，其救藥在於信德、皈 2754 

依和心靈的警醒。

威脅祈禱的兩種常見的誘惑：缺乏信德和懈怠，後者是由於 2755 

靈修功夫的鬆懈而導致的一種消沉情況，結果使人沮喪失

望。

當我們感受到天主不常俯聽我們的祈禱時，我們子女般的信 2756 

賴就會受到考驗。福音邀請我們自悶，我們的祈禱是否符合

聖神的渴望。

「不斷祈禱」（得前 5:17）。時時都可以祈禱。祈禱是一種生 2757 
活的基本需要。祈禱和基督徒生活是分不間的。

耶穌「時辰」的祈禱極恰當地稱為「大司祭的祈禱」 1 ，因 2758 

為這祈禱總合整個創造和救恩工程，並啟發主禱文中的偉大

祈求。

1 參閱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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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主禱文：

「我們的天父」

「有一天，耶穌在一個地方祈禱，停止以後，祂的一個門徒 2759 

對祂說：『主，請教給我們祈禱，如同若翰教給了他的門徒一

樣』」（路 11:1）。主答應這請求，就將這基督徒的基本祈禱傳授

給祂的門徒及祂的教會 1 。聖路加的記載較短，只有五個祈求 2 。

聖瑪竇的記載較長，共七個祈求3 。教會禮儀傳統一向採用聖瑪

竇的版本。

我們的天父，

願你的名受顯揚，

願你的國來臨，

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妳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1 傳統稱此祈禱為「主禱文」（見下文2765號），中文慣常譯作「天主經」 0

2 參閱路11:2-4. 3 參閱瑪 6:9-13.

很早的教會禮儀以光榮頌結束主禱文。在《十二宗徒訓言） 1 中，有 2760 
「權威與光榮永歸於林，萬世常存」這一句：〈宗徒訓誨錄） 2在全旬之 2855 

前又加上「萬國」 告司，成為今日合一祈禱採用的經文。東方拜占廷傳

統，在「永歸於你」之後加上「父、子、聖神」。〈羅馬彌撒經書〉則以

明確的遠景發揮最後一祈求 3 ：「期待著永生的幸福」（鐸 2:13）和救主耶 2854 

穌的來臨，然後才是信眾歡呼，就是〈崇徒訓誨錄〉的光榮頌。

1 〈十二采徒訪I［言｝ 8,2:SCh248,174. 2 ｛束徒訓誨錄｝ 7,24,1: PG 1,1016. 

3 參閱〈羅馬彌撒經書〉，主禱文後的阿才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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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全部福音的撮要」

2761 「主禱文確實是全部福音的撮要」 1 。「主給了我們這篇經

文之後，接著說：『你們求，必要給你們』（路 11:9）。每人都可

以向天主祈求各自的需要，但常應以主禱文開始，因為它是祈禱

的基礎」 2 。

1 戴都良，〈論祈禱） 1: PL 1,1255. 2 同上 10: PL 1,1268 1269. 

一、聖經的中心

2762 聖奧思定先閻明聖詠給基督徒提供祈禱的主要養料，並與主

禱文內的祈求匯合，然後說：

你們可以讀遍聖經中所有祈禱經文，我不相信你們能找到主禱

文中所沒有的東西1 。

1 聖奧思定，〈書信集） 130,12,22: PL 33,502. 

2763 全部聖經（包括法律書、先知書、聖詠集）在基督內都實現

102 了 1 。福音就是這「喜訊」 o 聖瑪簣福音的山中聖訓是首次宣講

這「喜訊」的撮要2 。而主禱文是這宣講的中心。在此背景下，

主所留給我們這禱文的各項祈求變得清楚易明。

主禱文是諸禱文中最完美的。．．．．．．我們在此禱文中不但祈求我

2541 們能正直無邪地所渴望的一切，且渴望的順序也很適當。可見

主禱文不僅教我們祈求，也培育我們的情操3 。

1 參閱路 24:44. 2 參閱瑪 5-7. 3 STh 2-2，凹，9.

2764 山中聖酬是生活之道，主禱文是祈禱。在這二者之中，上主

1965 的神以新的方式推動我們內心的願望，這內在的推動，使我們的

生活生氣勃勃。有關這新生活，耶穌以祂的說話訓示我們，並教

1969 導我們以祈禱求取新生活。我們在基督內的生活是否正宜，全在

於祈求的是否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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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傳統上所用的「主禱文」（Oratio Dominica） ，意指主耶穌 2765 

給我們教導和傳授的、向在天之父的祈禱經文。祂親授的這篇千斤 2701 

禱文確是獨一無二的：它是「主的」禱文。首先，禱文中的話是

子受之於父而傳給我們的 1 ，所以，主耶穌是我們祈禱的導師。

另一方面，降生成人的聖言在其人性的內心深知其人類兄弟姊妹

的需要，並將這些做示給我們，所以，祂是我們祈禱的模範。

1 參閱若 17:7.

然而，耶穌所傳授的不是一篇要我們機械地重複的禱詞 1 。 2766 

其實一切口禱，都是聖神以天主聖言教導天主子女向他們的天父

祈禱。耶穌不但授給我們子女祈禱的用語，同時也賜給我們聖

神﹔透過聖神，言語在我們身上就成了「神和生命」（若 6:63）。

抑有甚者，証實我們能作出子女的祈禱，是因為父「派遣了祂兒

子的聖神，在我們心裡喊說：『阿爸，父啊！』（迦 4:6）。我們

的祈禱在天主前說明我們內心的願望，仍然是「那位洞悉心靈

的」父，「祂知道聖神的意願是甚麼，因為祂是按照天主的旨意

代聖徒轉求」（羅 8:27）。向天父的祈禱是納入於聖子及聖神的真 690 

秘使命中的。

1 參閱瑪6:7：，列上的：鈞一29.

三、教會的祈禱

教會從起初就已接納並活出那密不可分的禮物，即天主聖言 2767 

末日在信友心中賜予生命的聖神。初期的信友團體「每日三次」 l

以主禱文祈禱，取代猶太人祈禱慣用的「十八端祝福」 0

1 《十二束徒訓盲） 8,3: SCh 248,17 4. 

按照宗徒傳統，主禱文本質上扎根於禮儀祈禱中。 2768 

主教導我們一起為所有弟兄祈禱：祂沒有說「我的天父」，而

說「我們的」天父。祂教我們一心一德為整個教會團體祈禱 1 。

在所有禮儀傳統中，主禱文都是日課主要時辰的構成部分。

主禱文：「我們的天父」 629 



在入門的三件聖事中，主禱文的教會性質更特別突出：

1 金口聖若望，斜塔竇福音講道集＞ 19，甚： E也 57,278D.

2769 在聖洗和堅振聖事中，主禱文的「授予」 （ traditio） ，意味

口的 著領洗者再生而獲得天主的生命。既然基督信友以天主聖言向天

主訴說，那末「賴天主的聖言而重生的人」（伯前 1:23），就學習

以天父必會垂允的唯一聖言呼求祂。他們從此能夠這樣祈求，因

為聖神傅油的印記，已不可磨滅地印在他們的心上、耳上和嘴唇

上，在他們身為天主子女的整個存有上。為此緣故，教父詮解主

禱文，大都是以慕道者及新信友為對象。教會誦唸主禱文時，常

是「璽生J 的天主子民在祈禱並獲得憐憫 1 。

1 參閱伯前 2:1 10. 

2770 在感恩祭中，主禱文顯示為整個教會的祈禱，這顯出它圓滿

1350 的意義及效能。它安置在感恩經及領聖體之間，一方面綜合呼求

聖干申禱詞所表達的一切需要玄之轉求，另一方面，敲響天宴之門，

而領聖體就是預先品嘗此盛宴。

2771 主禱文在嵐恩祭中也顯示其祈求的末世性。它是典型的「末

1403 期」禱文，也是救恩時期的典型祈禱，這救恩的時期始於聖神降

臨，並將於主的再臨時完成。主禱文與舊約時代的祈禱不同，因

為所祈求的一切是以已實現的救贖奧跡為基礎，就是在死而復活

的基督內，一次而永遠完成的救恩。

2772 從這樣堅定的信德中，湧出熱切的望德，而激起主禱文的七

1820 個祈求。這七個祈求反映著現世的嘆息、忍耐與期待，因為在此

時期，「我們將來如何，還沒有顯明」（若~ 3:2)1 。在戚恩祭和

主禱文中，我們都翹首以待，期望著主的來臨，「的確，直到主

的再來！ J （格前 11:26）。

1 參閱哥3:4.

撮要

2773 回應門徒的要求一一「主，教我們祈禱吧！」（路11:1）一一

耶穌就傳授他們「我們的天父」這篇基本的基督徒祈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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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確實是全部福音的撮要」 1 ，「諸禱文中最完美 2774 

的」 2 。它是聖經的中心。

1戴都良，《論祈禱） 1: PL 1,1255. 2 S叮叮 2，品，9.

這篇禱文被稱為「主禱文」，因為它來自我們祈禱的導師和 2775 

模範一一一主耶穌。

主禱文是教會最卓越的祈禱，它是日課主要時辰、及基督徒 2776 

入門聖事一一聖洗、堅振、感恩（聖體）聖事一一的組成部

分。它被納入於感~祭內，顯示出其各項祈求的「末世」特

徵，對主的期盼，「直到祂再度來臨」（格前 11:26）。

第三條

「我們的天父」

一、「滿懷信賴，敢到父前」

在羅馬禮儀中，教會邀請參加戚恩祭的信友，懷著子女信賴 2777 

之心，祈求我們的天父﹔東方諸禮使用並發展了類似的表達方

式：「以完全的信賴膽敢」’「求賜我們堪當」。在焚而不毀的

荊棘前，梅瑟聽到命令：「不可到這裡來！將你腳上的鞋脫下」

（出 3:5）。天主聖德之門檻，只有耶穌能跨越：祂「在游除了罪

惡之後」（希 1:3），帶領我們到天父面前說：「看，我和你所賞

給我的孩子們」（希 2:13）。

意識到自己身為奴僕的境況，本應使我們覺得該鑽入地下，身

處的塵世也該他為塵埃，但我們天父的權威和祂聖子之神，催

迫我們喊說：「阿爸，父啊！」（羅 8:1日除非人心深處受到來

自上天德能的推動，一個軟弱有死的人，何時才敢稱天主為父 270 

呢 1 ? 

1 金盲聖伯多祿，〈講道集） 71,3: PL 52,401C D：參閱迦 4:6.

東西方的教會禮儀，都以一個典型基督徒的美麗詞語 2778 

(parrhesia） ，來表達聖神引領我們使用主禱文的此種德能。這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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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 的含意是：純樸而率宜，子女般的信賴，喜樂的信心，謙遜的大

膽，深知被愛 l 。

1 參閱弗 3:12﹔希 3:6; 4:16﹔ 10:19﹔若~2:28﹔ 3:21; 5:14. 

二、「父！」

2779 「父」是主禱文首先發出的呼聲。然而，若要這呼聲化為我

們的心聲，必須首先謙虛地淨化我們的心，揚棄此塵世的一些假

象。謙虛之心使我們承認「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做示的人」’即

「弱小者，沒有人認識父」（瑪 11：鈞一27）。心的淨化涉及我們的

「父」「母」形象，此形象出自我們的文他及個人的歷史背景，

239 並影響我們同天主的關條。天主、我們的父，超越受造世界的範

疇。借用塵世的觀念放在天主身上，或者用來反對祂’等於製造

偶像來朝拜或推翻。向天父祈禱在於進入祂的奧秘，如其所是，

就如子給我們做示的。

「天主父」這一稱呼，以前從未向任何人敢示過。當梅瑟親自

問天主祂是誰時，他聽到的是另一個名字。「父」這名字是在

于內敢示了給我們，這是父的新名字 1 。

l 戴都良，〈論祈禱｝ 3: PL l,1257A. 

2780 現在我們可以呼求天主為「父」，因為祂藉降生成人的聖

240 子，啟示給我們了，祂的聖神也引領我們認識祂 o 子對父的位際

關係 1 是人不能設想，大能的天便也無法窺測的。然而，聖子之

神卻使我們能分享這位際關條，就是使我們這些相信耶穌是基

督、而我們是由天主所生的人分享這關條2 。

1 參閱若 1:1. 2 參閱若一5:1.

2781 我們向父折禱時，就是與祂共融，也與祂的子耶穌基督共

2665 融 1 。所以我們是在一種常新的讚歎中認識祂’承認祂。主禱文

的第一句是頌謝和朝拜，然後才是懇求。因為我們承認祂是真天

主，是「父」’這就是祂的光榮。我們肢謝祂給我們做示了祂的

名，使我們得以堅信祂並獲得祂臨在我們心中的恩賜。

1 參閱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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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夠朝拜父，因為祂使我們在祂的獨生子內重生，而獲 2782 

得祂的生命，祂收養我們在祂的獨生子內，做祂的子女：就是以 1267 

聖洗聖事使我們成為基督的肢體，並以聖神的傅油，從「頭」灌

注「肢體」中，使我們也成為「基督」（受傅者）：

實際上，天主預定收養我們為子女，塑造我們肖似基督光榮的

身體﹔所以，從此以後，你們已加入基督成為肢體，名正吉Ill頁

地被稱為「基督」 1 。

藉恩寵重生而回歸於天主的新人，首先喊說「父啊！」，因為

他已成為兒子2 。

1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釋奧斯的教理講授） 3,1: PG 33,lOSSA. 

2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 9: PL 4,525A. 

如此，透過主禱文，天父向我們做示祂的同時，也給我們揭 2783 

示我們的真面貌 1 : 1701 

人啊！過去你不敢抬頭望天，而雙目向地。忽然獲得基督的恩

寵，所有罪過都蒙赦免。原來是壞傭﹛羹，如今成為好兒子．．．．．．

舉目向天父吧，祂藉著子救贖了你，你要說：「我們的父．．．．．．」

但是你不要求得任何特權。祂以特別的方式，是唯一基督的唯

一父親，至於我們，卻是社所造的。故此，你也可以憑藉恩寵

說：「我們的父」’是為求得做祂的子女2 。

1 參閱GS 22,1. 2 聖安↑荐，《論宣事） 5,4,19:PL 16:450 451. 

天主無條件地收養我們為子女的這恩惠，要求我們不斷，悔改 2784 

和度新的生活。向天父祈禱應在我們內培養兩種基本心態： 1428 

渴望並決意學習會似祂。按照祂的肖象而受造的我們，是通

過恩寵使我們再相似祂，我們應該對此作出回應。 l卯7

千萬不要忘記，當我們稱呼天主為「我們的父」時，吉行舉止

就應該相稱天主子女的身分 1 。

冷酷而不仁之心無權稱至慈善的天主為父，因為你的心已失去

了天父慈愛的標記2 。

應該常常瞻仰天主的美善，讓我們的心靈浸淫其中3 。

1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 11: PL 4,526B. 2 金口聖若望，〈論窄門及主禱文的講道＞ 3: 
PG51,44B. 3 聖額我略﹒尼擻，〈主禱文的道理） 2: PG 44,11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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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5 一個謙虛信賴的心使我們成為「如同小孩子一樣」（瑪18:3）﹔

2562 因為，天父樂意將自己做示給「小孩子」（瑪 11:25) : 

﹝祈禱﹞是對天主的注視，祂是偉大的愛火。靈魂融他於愛火

中，浸入於聖愛深處，並與天主交談，猶如子女和親生父親，

親如一家，充滿溫馨孺慕之情1 。

「我們的父」這一稱呼，常會在祈禱中，使我們同時激發熱

愛、深情，以及希望獲得我們所祈求的。祂既願意我們做祂的

子女，怎麼會拒絕子女的祈求呢2 ? 

1 聖若望﹒加祥，〈會談集｝ 9,18: PL 旬，788C. 2 聖奧思、定，〈論山中聖訕。 2,4,16:

PL34,1276. 

三、「我們的」父

2786 「我們的」父是對天主而言。此形容詞，對我們來說，並不

443 表示我們擁有父，而是指出我們和天主之間的嶄新關條。

2787 當我們說「我們的」父，就是首先承認，先知們預告天主因

愛人而作出的承諾，已在基督新而永久的盟約內完全實現：現在

782 我們已成為「祂的」子民，從此以後，祂是「我們的J 天主。如

此的新關條，是無條件施予的彼此從屬關條：我們應以愛情及忠

言成 1 ，回應我們在基督內所得的「恩寵和真理」（若 1:17）。

1 參閱歐2:21 22; 6:1 6. 

2788 由於主禱文是天主子民「末期」的禱文，「我們的」這一

詞，也在表達我們寄望於天玉的最後承諾，是確切可靠的：在新

的耶路撒冷，祂將給勝利者宣布：「我要作他的天主，他要作我

的兒子」（默21:7）。

2789 向「我們的」父祈禱，就是親自向我們主耶穌基督之父講

245 話。我們並非將天主性分聞，因為父是天主性的「本原」，而是

我們承認於無始之始，子是由父所生，聖神白父而發。我們更不

混淆天主的各個位格，因為我們宣言忍我們是在父子的唯一聖神內

253 與父及子共融。至聖聖三是同性同體而不可分的，當我們向聖父

祈禱時，就是偕同子和聖神朝拜祂、光榮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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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法上，「我們的」這個形容詞，指多數人共有的事物。 2790 

天主只有一個，凡信仰唯一聖子以水及聖神再生於祂的人，都認

天主為父 1 。教會就是天主與人之間新的共融：教會與唯一的子 787 

一一「眾多弟兄中的長子」（羅 8:29）合而為一，她就和同一的父

在同一的聖神內共融2 。向「我們的」父祈禱的信友，常是在此

共融內的祈禱：因為「眾信友都是一心一意」（宗4:32）。

1 參閱若一5:1：若 3:5. 2 參閱弗 4:4-6.

因此，雖然基督徒之間有分歧，但向「我們的」父的祈禱， 2791 

仍然是領洗者的共享的產業，也是一項為所有領洗者的緊急號 的

召。所有藉信仰基督並藉洗禮而共融的基督徒，都應參與基督為

門徒合一的祈禱1 。

1 參閱 URS﹔ 22.

最後，如果我們真誠地誦唸「我們的天父」，就能走出個人 2792 

主義，因為我們所接受的愛，能從中解放我們。主禱文以「我們

的」一詞開始，一如後面的四個祈求中的「我們」，不排斥任何

人。為了確實真誠地誦唸主禱文 1 ，我們必須克服彼此的分歧與

對立。

1 參閱瑪5:23 24: 6: 14-15. 

所有已領洗者，如果在天父台前不紀念其他的人一一天主也 2793 

曾為他們賜下了祂的愛子，就不能唸「我們的」天父。天父的愛 604 

沒有界限，我們的祈禱也應該如此 1 。唸「我們的」天父使我們

在基督內所顯示的愛的幅度敞開：就是伴同所有尚未認識天父的

人祈禱並為他們代禱，使他們得以「聚集歸一」（若 11:52）。天

主關懷眾人及所有受造物，此種關懷曾經激勵那些偉大的祈禱

者：每當我們敢說「我們的」天父時，應該以愛的心胸去擴展我

們的折干壽。

1 參閱 NA5.

四、「你在天上」

這聖經用詞，並非指「空間」或「地方」’是指存有的方 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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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式﹔並不意味著天主的「遠」，而是天主的尊威。我們的父不在

「別處」’祂「超越」我們關於祂的神聖性所能想像的一切。就

是因為祂極度的神聖，祂特別親近謙虛痛悔的心：

「我們的天父」這一句中的「天」，有理由將之理解為義人之

心。天主居住在義人心內，猶如居住在殿堂內﹔因此，祈禱者

也渴望他所呼求的天主，居住在他心中 1 。

「天」也可理解為胸懷天上世界的人們，天主就居住在他們

內，並在他們內優游自得2 。

l 聖奧思定，〈吉侖山中聖訕。 2ι17: PL 鈍，1277. 2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釋奧期的教理

講授＞ 5:11: PG 33,11178. 

2795 當我們祈求天父時，天的象徵使我們想起生活的盟約奧跡。

1024 祂在天上，這是祂的住所：父家是我們的「家鄉」。這就是盟約

之地，而罪使我們與之遠離 1 ，是悔改之心促使我們歸向天上，

歸向天父 2 。現在是在基督內，天地之間和好了 3 ，因為聖子獨

自「白天降下」’以十字架、復活、升天，帶領我們與祂一起返

回天鄉4 。

1 參閱創 3. 2參閱耶 3:19-4:1a：路 15:18,21. 3參閱依 45:8﹔詠 85:12.

4 參閱若 12:32; 14:2 3﹔ 16:28﹔ 20:17：弗 4:9 10﹔希 1:3;2:13.

2796 教會在誦唸「我們的天父」時，宣認我們是天主的子民，已

1003 經「在基督耶穌內坐在天上」（弗 2:6），借同基督「藏在天主

內」（哥 3:3）：同時「我們在此嘆息，切望住進那屬天上的住

戶斤」 （格？愛 5:2)1 : 

基督徒生活在肉軀內，但不順從肉軀而生活。他們在世上度

日，卻是天鄉的公民2 。

l 參閱斐 3:20﹔希 13:14. 2 《致狄奧尼書＞ 5,8: PG 2,1173. 

撮要

2797 誦唸「我們的天父」的適當態度是：純樸忠誠的信賴，謙

虛而愉快的確信。

2798 我們之所以能夠呼天主為「父」’是因為降生成人的聖子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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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樣啟示了﹔藉著聖洗使我們加入祂的身體，並被接納

為天主的子女。

主禱文使我們與天主父及其聖子、耶穌基督共融，同時也給 2799 

我們揭示我們的真面貌1 。

1 參閱GS 22,1. 

誦唸「我們的天父」時，應激發我們要肖似祂的決心，並培 2800 

育一顆謙虛信賴的心。

誦唸「我們的」天父時，我們重申在耶穌基督內的新盟約、 2801 

與至聖聖三的共融，和天主通過教會而懷抱世界的慈愛。

「祥在天土」這句話並非指果個地方，而是指天主的尊威及 2802 

祂在義人心裡的臨在。天是父的居所、我們真正的家鄉、我

們的歸向，我們已屬於它。

第三條

七個祈求

主禱文先讓我們在天玉、我們的父面前，朝拜祂、敬愛祂、 2803 

讚頌祂。然後，孝愛之神敢發我們，從心中發出七項祈求、七項 2627 

祝頌。前三項更指向天主，導引我們嚮往父的光榮：後四項猶如

四條通往父的道路，將我們的可憐境遇，呈獻在祂的恩寵前：

「深淵與深淵和日昌」（詠 42:8）。

第一組祈求帶領我們朝向祂，並為祂而求：你的名、抑的 2804 

國、你的旨意！愛的特性就是先想到我們所愛的那一位。前三項

祈求完全不提及我們自己，但是，我們的心被祂的「鐘愛之子」

為了天父的光榮而有的那分熱切的「渴望」，甚至「焦慮」所佔

有 1 ：「願．．．．．．受顯揚，．．．．．．來臨，．．．．．．承行」’此三項懇求，

在救主基督的祭獻中己蒙垂允﹔但是仍在希望中期待著最後圓滿

的來臨，直到「天主成為萬物中的萬有」 2 。

1 參閱路22:44﹔ 12:50. 2 參閱格前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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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5 第二組祈求，在感恩祭一些呼求聖神禱詞中展開：這些祈求

1105 呈上我們的期望，引起慈悲之父的憐視。這些祈求自我們心中湧

出，涉及我們此世目前的狀況：「賞賜我們．．．．．．，寬恕我們．．．．．，

勿讓我fr，.·····，解救我們．．．．．．」。第四、第五兩項祈求涉及我們

目前的實際生活：祈求生活的滋養，或罪過的治療：最後兩項涉

及我們為獲得永生的勝利而從事的戰鬥’就是祈禱的戰鬥。

2806 前三項祈求，使我們懷有堅定的信德，殷切的望德，熱烈的

2656-2658 愛德。我們作為受造物，而且是罪人，理應為我們自己祈求。我

們把受限於世界及歷史的「我們」’呈獻於無限慈愛的天父，因

為天父的救恩計畫，為拯救我們及全世界的計畫，是因著耶穌基

督之名，及透過聖神的統治而實現。

2142-2159 一、「願ij你的名受顯揚（尊為聖）」

2807 「聖f七」這個詞的意思，在此並不側重於聖忱的主因（只有

天主能夠聖忙，使之聖他），而是側重內心的尊敬對待：承認天

2097 主之名的神聖性，以神聖的方式對待它。如此，在朝拜中呼求天

主的聖名，有時也可視為讚頌和感恩、 1 。但是耶穌教導我們的這

項祈求，則有祝願的含意：是一項祈求、一個願望，也是一個期

待，在此祈求中天主與人牽連在一起。從我們向天父呈上第一項

祈求之時起，我們就已沉浸在祂天主性的奧秘和人類救恩的計畫

中。向天父祈求，于兄願祂的名受顯揚，帶領我們進入「祂在愛

子內所預定的計畫 J ’為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

的」 2 。

1 參閱詠 111:9﹔路 1:49. 2 參閱弗 1:9,4.

2808 天主在救恩工程的任何決定性時刻，都顯示自己的名字，但

203’的2 祂總是以完成自己的工程來顯示祂的名。可是，除非祂的聖名

透過我們並在我們身上受顯揚，祂的工程便不能在我們身上實

現。

2809 天主的聖德是祂永恆奧秘不可接近的核心，由之顯示在創造

劫 和歷史中的，聖經稱之為光榮、天主尊威的光耀 1 。天主「照自

己的肖象，按自己的模樣」造人（創 1:26），又以「光榮給他作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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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詠8:6）。可是人犯罪，「失掉了天主的光槳」（羅 3:23）。

從此以後，天主就以后文示和賜給世人祂名字的做法，來顯示祂的 7的

神聖↑生，為使人能「照創造他者的肖象」而更新（哥3:10）。

1 參閱詠8：依 6:3.

天主給亞巴郎許諾並附以誓言時 l ，祂以自身為擔保，但是 2810 

沒有敢示自己的名。天主對梅瑟才開始做示祂的名 2 ，是祂在從

埃及拯救出來的全體以色列子民之前做示的：「祂滿身披著光

榮」（出 15:1）。從西乃山的盟約開始，以色列子民是「屬於祂

的J ’並應是「聖潔的民族」（或被祝聖的，因為希伯來的聖與

被祝聖是同一個字）3 ，因為天主的名居留在他們中間。 63 

1 參閱希 6:13. 2 參閱出 3:14. 3 參閱出 19:5-6.

可是，儘管至聖天主一再賜給他們神聖的法律：「你們應該 2811 

是聖的，因為我，上主，你們的天主，是聖的」（肋 19:2），同時

祂也「為了自己名字的緣故」以耐心對待他們，他們還是背離以

色列的聖者，並「在異民中褻潰祂的聖名」 1 。為此，舊約時代 21的

的義人，從流徙回國的窮苦人和先知們，都燃起對祂聖名的愛

火。

1 參閱則 20:9,14,22,39.

最後，至聖天主的聖名，是在降生成人的救主耶穌身上眉立示 2812 
給我們並賜給我們 1 ：藉著祂的存有、祂的言語、祂的犧牲敢示

給我們2 。這是耶穌大司祭祈禱的中心：「聖父啊！．．．．．．我為他 434 

們祝聖我自己，為叫他們也因真理而祝聖」（若 17:19）。因為天

主「祝聖」祂自己的名 3 ，而使耶穌把父的名「顯示」給我們

（若 17:6）。在耶穌逾越的終點，父給了他一個超越一切名號的名

號：耶穌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4 。

1 參閱瑪 1:21：路 1:31. 2 參閱若 8:28: 17:8; 17:17 19. 3 參閱則 20:39﹔ 36:20-21.

4 參閱斐 2:9 11. 

我們在聖洗的水中，「因主耶穌基督之名，並因我們天主的 2813 

聖神，已經淨f七、聖化、成了義人」（格前6:11）。在整個人生旅

程中，「我們的父召叫我們成聖」（得前 4:7）。我們既是「由於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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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得以結合在耶穌基督內，而基督成了我們的聖他者」（格前

1:30），那麼，天主聖名在我們身上並藉著我們受顯揚，就和祂

的光榮以及我們的生命密切相關。主禱文第一項祈求的迫切性就

在於此。

只有天主能聖忙，那末誰能聖先天主呢？但因經上這句話的眉立

發：「你們於我應該是聖的，因為上主我是聖的」（肋20:26) ' 

我們祈求天主賜給我們恆心，使我們不斷活出在洗禮中已獲得

的聖先大恩。我們每天為此祈求，因為我們天天有過犯，需要

以不斷的聖他洗游一切罪過．．．．．．。我們求助於祈禱，祈求聖德

常存於我們內 1 。

1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 12: PL 4,526A 527 A. 

2814 天主之名在萬邦中受顯揚，和我們的生活與祈禱密切相關，

2045 無法分開：

我們祈求天主使袖的聖名受顯揚，因為天主是藉祂的聖德而極

救、並聖f七整個受造界．．．．．．。祂的名將救恩賜給墮落的世界，

我們祈求祂這聖名因我們的生活而在我們身上受到顯揚。因為

我們生活得聖善，天主的名就受頌揚：我們生活得不善，天主

的名受褻潰。保祿窯徒說過：「天主的名在異民中因你們的緣

故受了褻潰」（羅2:24：則 36:20-22）。所以，我們求天主，使我

們在靈魂上堪獲同樣的聖德，就如「天主之名是聖的」那樣 1 。

當我們祈求「你的名受顯揚」時，是希望祂的名在我們身上受

顯揚，也在別人身上受顯揚。我們已經在祂內，但還有人尚未

在祂內，天主的恩寵正等待著他們。我們必須遵照祂的命令，

篇東人祈禱：包括與我為敵的仇人。因此我們祈求，願祂的名

在眾人身上受顯揚，而不明確地說：願怖的名在「我們身上」

受顯揚2 。

1 金盲聖伯多樣，〈講道集｝ 71,4: PL 52:402A. 2 戴都良，〈論祈禱｝ 3: PL1:1257A. 

2815 這項祈求包括其他六項，並和其他祈求一樣，己藉基督的祈

2750 槽獲得垂允。因為，如果我們因耶穌之名向父祈禱，此祈禱就是

我們的祈禱 1 。耶穌在大司祭禱詞中求天父說：「聖父啊！求宇航

因怖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賜給我的人」（若 17:11 ）。

l 參閱若 14:13﹔ 15:16﹔ 16：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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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的國來臨」

在新約中， Basileia一詞可譯為「王權」（抽象名詞）、「玉 2816 

國」（具體名詞）、「統治」（行動名詞）。天主的國在我們以前 划， 2632

已存在，在降生成人的聖言內接近我們，藉福音而傳布，在基督

的死和復活中己來到。天主的國從最後晚餐就己來臨，並在感恩 560, 1107 

祭裡臨於我們中間。最後，天國將在光榮中來臨，那時基督要將

它歸還聖父：

甚至天主的國可指基督本身。我們天天呼求祂，仰望祂的來

臨，急切期待希望的實現。基督是我們的復活，因為我們在祂

內復活：祂也能是天主的圓，因為我們將在祂身上實行統治 1 。

1 聖百f皮廉，〈論主禱文｝ 13: PL 4,528A. 

此項祈求就是 ＂Marana tha”，聖神與「新娘」同聲呼喊： 2817 

「主耶穌，來吧」： “1, 2632, 
671 

縱使主禱文沒有說明祈求天圓的來臨是一種義務，我們仍然會自

動地呼喊，急切地期待我們的希望得以早日實現。殉道者的靈魂

在祭台下大聲呼喊說：「聖潔而真實的主啊，你不行審判，不向

世上的居民為我們的血伸冤，要到幾時呢？」（默6:10）時間的終

結一到，他們一定會獲得正義。主！求你使天國早日來臨 1 。

1 戴都良，〈論祈禱｝ 5: PL 1,1261-1262﹔參閱希 4:11﹔默 22:20.

在主禱文中，主要是期盼透過基督的再度來臨，完成天主國 2818 

的最後來臨 1 。但是，此種期盼並不會使教會疏忽其在現哩的使 769 

命：反而使其更加投入。因為自聖神降臨以來，天國的來臨乃

是上主之神的事：「聖神在人間繼續完成祂的事業，並聖先一

切」 2 。

1 參閱鐸2:13. 2 《羅馬彌撒經書〉’ J訣，粵、經第四式 118.

「天國在於義德、平安，以及在聖神內的喜樂」（羅14:17）。 2819 

我們所生活的這末世時期，是聖神傾注的時期。從此，在「血 2046,2516 

肉」與聖神之間，進行著一場決定性的戰鬥 1 : 

只有純潔的心才能堅定地說：「願沛的國來臨」。我們必須先 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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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保祿學習說：「不要讓罪惡在你們必死的身體上為王」（羅 6:

12）。凡思、言、行為上保持潔淨的人，才可以向天主說：「願

怖的國來臨」 2 。

1 參閱迦5:16-25. 2 聖濟利于表﹒耶路撒冷，〈釋奧期的教理講授｝ 5:13: PG 33,1120A. 

2820 基督徒依從聖神而作辨別時，應認清天國的成長與我們投身

1049 其中的社會及文化的進步，是兩回事。然而，此分別並非把兩者

分開。人邁向永生的召叫不但沒有撤銷，反而加強其﹝現世﹞義

務：善用造物主所賜的才能與方法，在此世為正義與和平服務 l 0 

1 參閱GS 22: 32; 39; 45: ＜傳福音＞ 31. 

2821 主禱文的這一項祈求，被納入於耶穌的祈禱中，而且已得蒙

2746 垂允 1 ，用在感恩架中並產生實效：在遵守真福八端的新生活中

結出果實2 。

1 參閱若 17:17 20. 2 參閱瑪 5:13 16: 6:24; 7:12 13. 

三、「願n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2822 我們天父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

問 （弟前 2:3-4）。「祂對你們含忍，不願任何人喪亡」（伯後3:9)1 0 

2196 祂的那條誡命，即綜合一切其他誡命，並為我們宣示祂全部旨意

的誡命就是：「你們應當彼此相親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若

13:34)2 。

1 參閱瑪 18:14. 2 參閱若－ 3﹔ 4﹔路 10:25-37.

2823 「祂已使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是全照祂在愛子內所預定

59 愛的計畫．．．．．．，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我們也是

在基督內得作天主的產業，因為我們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計

畫施行萬事者早預定了的」（弗 1:9-11）。因此，我們懇切祈求這

愛的計畫圓滿地在地上實現，如同在天上一樣。

2824 基督因祂的人↑生意志，一次而為永遠、圓滿地實現了父的旨

475 意。耶穌進入人世時，就對父說：「天主，我來為承行你的旨

意」（希 10:7﹔詠 40:7）。只有耶穌能說：「我常作祂喜悅的事」

的 （若 8:29）。在山圍祈禱中，祂完全服從父的意願：「不要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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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原頁，日住照你的意願成就罷」（路 22:42)1 。為了這個緣故，「基

督按照天主的旨意，為我們的罪而交付了自己」（迦 1:4）。「我

們就是因這旨意，藉耶穌基督的身體的祭獻，得到了聖化」（希

10:10）。

1 參閱若 4:34﹔ 5:30﹔ 6:38.

耶穌，「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 2825 

（希 5:8）。我們乃受造物，又是罪人，既已在基督內成為刷子，

更應學習服從。我們祈求天父，以我們的意願結合於祂聖子的意 615 

願，以奉行父的旨意、即祂使世人獲得永生的救恩計畫。我們本

身無此能力，但與耶穌合而為一，並藉聖神的德能，我們就能交

出我們的自由意志，放在祂的手中，並能決定選擇祂聖于所常選

擇的：做父所喜歡的事 1 。

我們依附基督，就能同祂心神合一，從而實現祂的旨意﹔如

此，祂的旨意將圓滿實現在人間，如同在天上2 。

請你們想一想，耶穌基督怎樣教我們謙遜。祂要我們知道，修

德不僅有賴於我們的努力，更要依靠天主的恩寵。在此，祂命

令每一位信友要為普世祈禱：因為祂不說：「願押的旨意奉行

在我或你們身上」’卻說：「在普世人間」：使人問清除謬

誤，使其理盛行，使惡習革除，使美德興旺，使塵世不再異於

天鄉3 。

l 參閱若 8:29. 2 奧利振，《論祈禱｝ 26: PG ll,501B. 3 金口聖若望，

〈瑪竇福音講道集｝ 19,5: PG 57,280B. 

藉著祈禱，我們才能「辨認甚麼是天主的旨意」（羅 12:2﹔弗 2826 

5:17），和「獲得承行天主聖意的恆心」（希 10:36）。耶穌教導我

們，進入天國不靠空話，而靠「承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瑪 7:

21) 。

「天主俯聽承行祂旨意的人」（若 9:31)1 。這正是教會因上 2827 

主的名祈禱的力量，尤見於感恩祭﹔教會的祈禱是與至聖天主之 2611 

母以及諸聖代禱的共融2 ，他們只求承行天主的聖意，因而曾博

得主的歡心：

我們可以不損真理地把「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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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在教會內如同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內﹔在己許配給基督

796 的新娘（教會）身上，如同在已完成天父旨意的新郎身上」 3 。

1 參閱若－ 5:14. 2 參閱路 1：鉤，49. 3 聖奧思定，〈論山中聖首II} 206,24: PL34,1279. 

四、「求ij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J

2828 「賞給我們」是兒女信賴父親的口吻，是很美的表達，因他

2778 們期待天父賜給他們一切。「祂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

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瑪5:45）﹔祂給芸芸眾生「按

時分配飲食」（詠 104:27）。耶穌教給我們這項祈求，因為此祈求

光榮我們的父，承認祂的美善遠超任何美善之上。

2829 「賞給我們」也是盟約的表示：我們是祂的，祂是我們的，

也是為我們的。「我們」這詞使我們承認祂是眾人之父，我們也

l刃9 為眾人祈求父，因為他們的需求和痛苦與我們息息相關。

2830 「我們的食糧」：父既然賦予我們生命，不會不給我們為生

2633 活必需的食糧，以及其他一切「適當的」物質和精神的財富。耶

穌在山中聖訓中，強調應以子女般的信賴，與我們在天之父的眷

顧合作 1 0 祂一點也不讓我們陷於被動2 ：而是要我們解脫一切

的焦慮不安和操心煩勞。這就是天主子女完全交付的心態：

誰若追求天主之國和祂的正義，祂承諾會另外加給一切。事實

227 上，萬物都屬於天主：誰擁有天主，甚麼都有，只要天主擁有

他3 。

1 參閱瑪 6:25 34. 2 參閱得後3:6-13. 3 聖西﹛皮廉，〈論主禱文） 21: PL 4,534A. 

2831 可是世上常有缺乏食物而忍受飢餓的人，這就反映出此項祈

求的另一層深刻意義。人類的飢餓喚醒真心誠意祈禱的基督信

徒，無論在其個人的態度方面，或就其為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來

說，他們都應承擔起對弟兄們的實際責任。此項祈求不可抽離貧

1038 窮的拉臣祿 1和最後審判的比喻2 。

1 參閱路的：19-31. 2 參閱瑪 25:31 46. 

2832 猶如酵母在麵團中，天國的新意該在於憑著基督之神提昇大

1928 地 1 0 此創新，無論在個人及社會的關條上，或經濟及國際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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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條上，都應藉著建立正義的秩序而彰顯出來，切勿忘記，除非

先有決心成為正義的人，不可能有正義的社會結構。

l 參閱AA5.

「我們的」食糧，意味著「一個」麵包是為「眾人的」。其 2833 

福八端的神貧正是分享的美德：它要求我們出於愛心，而不是出 2790,2546 

於勉強，來互通並分享我們所有精神的及物質的財富。這樣，富

有者就可彌補貧乏者的不足 1 0 

1 參閱格後8:1 15. 

「你要容所薪口勞作」 I o 「你們要祈禱，就如一切全靠天主﹔ 2834 

你們要勞作，就如一切全靠自己」 2 。即使我們做好了工作時， 2428 

所接受的食物仍然是我們天父所恩賜的﹔最好向祂祈求食糧，並

戚謝祂。在基督信友家中，飯前飯後白骨兄詩經的意義就在於此。

l 參閱聖本篤，《會規） 20; 48. 2 引白聖依島內爵﹒羅耀拉。

此外，這項祈求和與此有關的責任，也適用於另一種使人喪 2835 

亡的飢餓：「人不單靠食物生活，也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

語」（申 8:3﹔瑪 4:4），就是天主的聖言和祂的聖神。基督徒應當

全力以赴，「向窮苦人宣講福音J 0 世界上有一種飢餓，「並非 2443 

無食物的飢餓及無水的口渴，而是要聽天主言語的飢渴」（亞 8:

11）。可見為基督徒而盲，主禱文的第四祈求，是指生命之糧： 1384 

應以信德聆聽天主的聖言，在感恩祭中領受基督的聖體 1 。

1 參閱若 6:26-58.

「今天」也是一種信賴的表達。這是主教導的 1 ，不是我們 2836 

膽敢想出來的。既然這特別涉及天主的聖言和基督的聖體，此 1165 

「今天」就不僅指轉瞬即逝的今天，而更是「天主的今天」

如果你每天領受「食糧」，每天就是你的「今天」﹔如果基督

今天屬於你，基督就每天為你復活。怎能如此？「你是我的兒

子，我今日生了你」（詠2:7）。因此，今天即基督復活之時2 。

l 參閱瑪6:34﹔出 16:19. 2 聖安博，《論聖事） 5,4,26: PL 16,453A. 

「日用的」 （ epiousios） 一詞在新約裡沒有在別處使用。從時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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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9 間方面來說，這詞是「今天」 1的教學法上的重述，為使我們能

堅定於「毫無保留J 的信賴中。從質的一方面來說，這詞是指生

2633 活上的必需，或就更廣的意義來說，則指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2 。

照字面來解釋，是「超越本質」，直接指生命之糧，基督的身

1405 體，「常生的良藥 J 3 ，沒有此靈藥，我們就沒有生命 4 。最

後，綜合上述，其屬於天上的意義是很明顯的：「這一天」’是

1166 指主的日子，天國建席的日子，它提早實現在感恩祭中。感恩聖

1389 道是未來天國盛宴的預嘗。因此，「每天」舉行戚恩祭禮儀是適

當的。

聖體是我們的日用糧。此神糧的固有能力是一種團結力，它使

我們與救主的身體結合而成為祂的肢體，使我們變成我們所領

的基督身體。．．．．．．日用糧也指你們在教會內每天所聆聽的讀

經，戶斤唱的聖歌。這一切為我們的朝聖旅程都是必需的5 。

在天之父勸勉我們以天上子女的身分，要求天上的食糧6 。基督

「自己是食糧，被播種在童貞之胎，在肉軀內孕育，在苦難中

被揉搓，在爐火似的墳墓中被烘烤，而庫存在教會內，供在祭

台上，每天為信友提供天上之糧」 7 。

1 參閱品的：19-21. 2 參閱弟前 6:8. 3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厄弗所人書＞ 20,2: 

AF II/2,87：凱克 10,76. 4 參閱若 6:53-56. 5 聖奧恩定，〈講道集＞ 57几7:PL詣，389.

6 參閱若 6:51. 7 金言聖伯多樣，〈講道集｝ 67: PL 52,392﹔參閱若 6:51.

五、「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2838 這一祈求使人驚訝。假如這一祈求只限於「求妳寬恕我們的

l的 罪過」’似乎已隱約地包含在主禱文的前三項祈求中﹔因為基督

1933 的祭獻就是「為赦免罪過」。但我們祈求之獲垂允，要以實現第

2631 三短句的條件為前提。我們的祈求指向未來，但在祈求前我們應

有所回應：這兩個句子是用「如同」連接起來口

「寬恕我們的罪過」﹒．

2839 藉著大膽的信賴，我們開始向天父祈禱。在求祂的名受顯揚

1425 日寺，我們也求祂日益聖他我們。可是，在穿上洗禮的白衣後，我

1439 們仍不斷地犯罪遠離天主。如今在此新祈求中，猶如浪子回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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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1 ﹔在祂面前，猶如稅吏，自認為罪人 2 。我們的祈求是以

「認罪」開始，同時承認我們的悲慘和天主的慈愛。我們的望德

是堅定的，因為在祂聖子內「我們獲得了救贖和罪過的赦免」

（弗 1:7﹔哥 1:14）。祂教會的各種聖事，都標誌著祂的寬恕是有效

的和不容置疑的3 。

l 參閱路15:11 32. 2 參路的：13. 3 參閱瑪26:28：若 20:23.

1422 

可是，令人生畏的是，要天主的慈悲進入我f門5il，、中，就必先 284 
以我們寬恕得罪我們的人為條件。就像基督的身體

可分割自句。如果我們不愛我們看得見的兄弟姊妹，我們就不能愛

看不見的天主 1 。如果我們拒絕寬恕兄弟姊妹，我們的心扉就緊

閉起來。這心硬將使天父的慈愛滲透不進來。唯有坦誠認罪，才 1864 

能對天主的恩寵敞開心胸。

1 參閱若~4:20.

0 

此項要求如此重要，致使主基督只重複提到此唯一要求，且 2841 

在山中聖訓中加以發揮 1 。這項盟約奧跡的決定性的要求，為人

是不可能的，但「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J （瑪 19:26）。

1 參閱瑪6:14 15; 5：扭扭扭﹔谷 11:25.

﹒「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J

「如同．．．．．．一樣」，不止一次出現在耶穌的訓誨中：「你們 2842 

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5：吐8）。「你

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6:36）。「我給你們一

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向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

此相愛」（若 13:34）。遵守主的誡命，若是僅從外表仿效祂的表

率，那是做不到的﹔關鍵在於「從內心深處」’並在生活層面上

分享天主的聖德、慈悲和愛。唯獨聖神、 r我們的生命」 1 ，能 521 

將耶穌基督所懷有的心情，轉化成為我們的心情2 。這樣，寬恕

的統合就成為可能：「我們互相寬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內寬恕了

我們一樣」（弗 4:32）。

1 參閱迦5:25. 2 參閱斐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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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 這樣，主有關寬恕的言論就活了起來，此種寬恕是愛到底

的「愛」 1 。冷酷無情僕人的比喻，是主有關教會共融的訓誨的

頂峰2 ，其結論是：「如果你們不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

368 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其實一切「結」與「解」都發生在

「內心深處」。對別人的冒犯，不再耿耿於懷或完全忘記，都不

是我們能做得到的事：但是，如果把心獻給聖神，則可把傷害轉

為同情，把冒犯他為代禱，藉以淨1c.記憶。

1 參閱若 13:1. 2 參閱瑪的：23 35. 

2844 基督徒的祈禱要達到寬恕仇人的境界 1 。祈禱轉化門徒，使

2262 他肖似自己的導師。寬恕是基督徒祈禱的高峰﹔唯有與天主慈悲

相合的心，才能夠接受祈禱之恩。寬恕也証實，在這世界上，

愛比罪更強大有力。昔日與今日的殉道者，都為耶穌的寬恕作

見証。寬恕是天主子女和天父之間，人與人之間 2 和好的基本條

件3 。

l 參閱瑪5:43-44. 2 參閱若望保祿二世，〈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30.11.1980)14.

3 參閱格後5:18 21. 

2845 寬恕在本質上是屬於天主的，沒有限制和沒有足度 1 。說到

1441 冒犯（路 11:4 稱之為「罪」’瑪 6:12 稱之為「債」），我們常是

欠債者：「除了彼此相愛外，你們不可再欠人甚麼」（羅 13:8）。

聖三的共融是一切人際關係的泉源和真理的準則2 。這共融在祈

禱中，特別在感恩祭中，才能活出來3 。

挑撥離間、製造紛爭的人，天主不會悅納他們的祭獻，要他們

先離開祭台，回去同兄弟和好。天主最喜歡求和平的祈禱。為

天主最美好的禮物是和平、彼此和睦，是整個忠信子晨在父、

子和聖神內的合一哇。

1 參閱瑪的：21 22﹔路 17:3-4. 2 參閱若－3:19 24. 3 參瑪 5:23-24.

4 聖西彼廉，〈論主禱文｝ 23: PL 4,535C-536A. 

六、「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2846 主禱文的這一祈求觸及了上一祈求的根，因為我們的罪過就

164 是順從誘惑的後果。我們祈求天父，勿使我們「陷」於誘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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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一個單詞來譯出希臘文這個字是很困難的。原文有兩種意

思：「勿讓我們墮入陷阱」 1 ，或「勿讓我們陷於誘惑」。「天

主不會為惡事所誘惑，祂也不誘惑人」（雅 1:13），相反地，祂願

意解救我們脫離罪惡。我們向天父祈求，勿讓我們走上犯罪的

路。我們投身於「血肉與聖神之間」的戰門中。這項祈求就是在 2516 

懇求聖神賜予明辨與剛毅之恩。

1 參閱瑪26:41.

聖神使我們辨別考驗與誘惑兩者的不同﹔考驗為人內在的成 2847 

長是必需的 1 ，因為「考驗生德行」（羅 5:3-5）﹔誘惑則導致犯

罪和死亡 2 。我們也應辨別「戚受」誘惑與「同意」誘惑。最 2284 

後，辨別使人認清誘惑的真相一一欺騙：放在眼前的看來是「好

吃，好看，又令人羨慕」的（創 3:6），但事實上，它的結果卻是

死亡。

天玉不強迫人行善，祂喜愛人自由去作．．．．．．從某方面看，誘惑

能有些好處。除天主之外，無人知道人心從天主接受的是甚

麼，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但誘惑使之顯露出來，使我們學習

認識自己，從而認清我們的悲慘，並為誘惑所顯露給我們的善

而凰謝天主3 。

1 參閱路8:13-15：宗 14:22﹔弟後 3:12. 2 參閱雅 1:14-15. 3 奧利振，如命祈禱＞ 29: 

PG ll,544C D. 

「不要陷於誘惑」意味著內心的決定，因為「你的財寶在那 2848 

字里，你的心也在那裡．．．．．．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瑪 6:21,24）。

「如果我們因聖神而生活，就應隨從聖神的引導而行事」（迦 5:

25）。如果我們與聖神「認同」’天父自然會賜給我們勇德。 1808 

「你們所受的試探，無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試探﹔天主是信實

的，祂決不許你們受那超過你們能力的試探，天主如加給人試

探，也必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夠承擔」（格前 10:13）。

這樣的戰門和勝利，只有在祈禱中才能達到。耶穌在傳教之 2849 

初 1 以及在山圓祈禱的最後戰鬥 2 ，都是以祈禱戰勝誘惑。在向 別’的

天父的這項祈求中，耶穌使我們結合於祂的戰門和臨終之苦。祂

再三催促我們內心要警醒，同祂的警醒合~3 。警醒是「看守內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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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耶穌求父「因祂的名，保全我們」（若 17:11）。聖神常提

醒我們常常警醒4 。這項祈求對於我們在世戰鬥之最後誘惑來

162 說，完全呈現出其震撤f生的意義﹔它是祈求至死不渝的恆心。

「看，我來猶如盜賊一樣﹔那醒著的人，才是有福的」（默16:15）。

1 參閱瑪 4:1-11. 2 參閱瑪26:36 44. 3 參閱谷 13:9,23,33-37﹔ 14:38﹔路 12:35 40. 

4 參閱格前16:13﹔哥 4:2﹔得前 5:6﹔伯前 5:8.

七、「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2850 主禱文的最後一項祈求，也納入耶穌的祈禱中：「我不求你

將他們從世上撤去，只求干部保護他們脫免邪惡」（若 17:15）。這

祈求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但常是「我們」在祈禱，是在與整個

教會的共融中，為整個人類大家庭的解救而祈禱。主禱文經常要

309 我們敞開胸襟，懷有救恩計畫的幅度。我們曾在罪惡、死亡的悲

劇中相依為命，如今在基督奧體內團結一致，與「諸聖共融」 1 0 

1 參閱〈和好與懺悔＞ 16. 

2851 在這祈求中，「凶惡」並非一抽象事物，而是指具有位格角

391 色的撒彈、惡者、反對天主的天使。「魔鬼」 （ dia-bolos） 就是

「投身反對」天主計畫的那一位﹔魔鬼企圖破壞天主在基督內所

完成的「救恩事業J 0 

2852 撒嬋「從起初就是殺人的兇手﹔是撒謊者，而且又是撒謊者

的父親」（若 8:44），他「欺騙了全世界」（默 12:9）。罪惡與死

亡藉著他而進入t世界，由於他的決定性的失敗，整個受造世界才

能「由罪惡與死亡中解脫」 1 0 「我們知道，凡由天主生的，就

不犯罪過﹔而且白天主生的那一位必保全他，那惡者不能侵犯

他。我們知道，我們屬於天主，而全世界卻屈服於惡者」（若－

5:18-19) : 

主免除了你們的罪，寬赦了你們的過犯。魔鬼雖常攻打你們，

主也保護你們免陷於他的陰謀詭計，如此，常引人犯罪的撒彈

才不致於突然襲擊你們。依靠天主的人，不怕魔鬼：「若是天

主借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呢？」（羅8:31)2

1 〈羅馬彌撒經書〉，感恩經第四式 123. 2 聖安傅，〈論聖事）＞ 5,4,30: PL 16,4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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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甘願捨身受死而賜給我們新生命的時辰，就一次而 2853 

永遠地戰勝了「世界的首領」（若 14:30）。這也是審判此世界 677 

的時刻，此世的首領「已被摔下去了」（若 12:31 ：默 12:11)'

「就追趕女人」 1 ，卻抓不到她：新厄娃，「滿被聖神的恩寵」’ 490 

而保持不受罪惡和死亡的敗壞（天主聖母卒世童貞瑪利亞的無王占 972 

始胎和蒙召升天）。「於是，那條龍便對那女人大發忿怒，遂去

與她其餘的後裔交戰J （默 12:17）。為此緣故，聖神和教會一起

祈求：「主耶穌，你來吧」（默 22:17,20），因為祂的來臨將幸的友

們脫離惡者。

1 參閱默12:13-16.

我們祈求免除惡者的陷害，同時也祈求脫免現在、過去以及 2854 
未來的一切災禍，而魔鬼正是災禍的製造者或唆使者。在這最後

的祈求中，教會把世界的全部災難，帶到聖父面前。在祈求擺脫

那重壓著人類的災禍時，教會還懇求和平的寶貴恩惠，以及恆心

期待基督再度來臨的恩寵。藉這樣的祈求，教會懷著信德的謙 2632 

遜，提前進行萬有和萬民在基督內的統合，祂「持有死亡和陰府

的鑰匙」（默 1:18），祂是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的萬主之

主」（默 1:8)1 : 

上主，求千計從一切災禍中捶救我們，恩賜我們的時代得享平

安﹔更求你大發慈悲，保佑我們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

獲得安全，使我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2 。 1041 

1 參閱默 1:4. 2 ＜羅馬彌撒經書〉，主禱文後的附禱經。

最後的光榮頌

「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是主禱文最 2855 

後的光榮頌。它重述並包含向天父的前三項祈求：祂聖名的光 2760 

蕉，祂于申圓的來臨，和祂救世旨意的能力。但是，此種反覆是以

朝拜和感恩來表達，充盈著天上禮儀的氣氛 1 。世界的首領，以

撒謊擅自把王權、威能和光奈這三個名號加於己身2 ：主基督將

它們歸還於祂的父一一一也是我們的父，直到基督把全部神國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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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父，那時，救恩奧跡將圓滿地實現，天主將成為萬物中的萬

有3 。

1 參閱默 1:6: 4:1l; 5:13. 2 參閱路 4:5-6. 3 參閱格前 15:24-28.

2856 「然後，祈禱結束了，你說：阿f門，意思就是『願這一切得

1061-1065 以實現』 1 ，即實現天主在此祈禱中所教導我們的一切 J 2 。

l 參閱路 1:38. 2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釋奧期的教理講授）＞ 5,18: PG 詣，ll24A.

撮要

2857 主禱文前三項祈求是以天父的光榮為對象：願祂的名受顯

揚，願祂的國來臨，願祂的旨意承行。其他四項祈求走向祂

表達我們的心願：求得有關我們生命的滋養，或求從罪惡中

得到治療，這都有助我們以聖善戰勝邪惡的戰門。

2858 誦唸「願祥的名受顯揚」時，我們便置身於天主的計畫中。

祂的聖名一一首先給梅瑟，然後在耶穌身上啟示出來一一藉

著我們，在我們內，也在每個民族和每個人之內受顯揚。

2859 在第二項祈求中，教會首先專注於基督的再來和天主王國最

終的來臨﹔但亦求天國在我們生命的「今天」得以成長。

2860 在第三項祈求中，我們求天父將我們的旨意和祂聖子的旨意

聯合一起，好使祂救息的計畫能實現於世界的生命中。

2861 在第四項祈求中，我們在說「賜給我們」時，正表示我們在

兄弟共融中，向在天之父表示我們子女般的信賴。「我們的

日用糧」是指為我們生存必需的現世食物，也指「生命之

糧」：天主的聖言和基督的身體。這食糧是在天主的「今

天」中領受，作為天國盛宴中不可缺少的（極為）需要的飲

食，這是我們在感恩祭內所預嘗的。

2862 第五項祈求是為我們的罪過懇求天主的仁慈。除非我們師法

基督和依恃祂的助f右而寬恕仇人，天主的仁慈不會進入我們

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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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唸「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怠」時，我們求天主不要讓我們走 2863 

上犯罪的路﹔我們也呼求明辨和勇毅之神，以及懇求警醒的

恩寵和至死，不渝的恆心。

在最後的祈求中，「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中，信徒偕同教會 2864 

祈求天主彰顯基督的勝利，因為祂已戰勝了「世界的首領」、

戰勝了撒蟬，即那起來反對天主和祂救恩計畫的天使。

最後的「阿們」表示我們對於這七項祈求，說爾旨承行： 2865 

「 f旦耳其女口其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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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引文索引

下文的參照號碼取自〈教理〉中的段落號碼。附有「＊」的號碼指該段沒

有直接引述原文，而僅將之作為參考。

1 31 299, 1604*' 2002* 

聖經 2 1-3 345 

2 2 314*' 2184 

舊約 2 7 362,369*, 703* 

2 8 378* 

2 15 378 

創世紀 2 17 376*' 396, 400*' 

1 1-2:4 337 
1006*' 1008* 

1 1 268*' 279, 280, 290 
2 18 25 1605* 

1 2-3 292* 
2 18 371, 1652 

1 2 243弋 703*' 1218* 
2 19 > 20 371*,2417* 

1 3 298* 
2 22 369*, 1607* 

1 4 299 
2 23 371 

1 10 299 
2 24 372, 1627*' 1644*' 

1 12 299 
2335 

1 14 3吐7*
2 25 376* 

1 18 299 
3 390*' 2795* 

1 21 299 
3 1-5 391* 

1 26-29 2402* 
3 1-11 397* 

1 26-28 307* 
3 3 1008* 

1 26 27 1602* 
3 5 392, 398*' 399*' 

1 26 225, 299*' 343*' 
1850 

2501, 2809 
3 6 2541,2847 

1 27 36*' 355, 383, 
3 7 400* 

1604*' 2331 
3 8-10 29* 

1 28 31 2415* 
3 9-10 399* 

1 28 372, 373* ,1604, 
3 9 410*, 2568 

1607*' 1652, 2331, 
3 11-13 400* 

2427* 
3 11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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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1607* 10 20-31 56* 

3 13 1736,2568 11 4-6 57* 

3 14-19 2427* 12 1-4 145* 

3 15 55*' 70*' 410*' 12 1 59* 

489* 12 2 762*' 1669* 

3 16-19 1607* 12 3 706*' 2676 

3 16 376*' 400*' 1609 12 3 CLXX) 59 

3 16b 1607* 12 4 2570 

3 17-19 378* 13 8 500* 

3 17 400* 14 16 500* 

3 19 376*' 400*' 14 18 58*, 1333,154丑

1008*' 1609 15 2 3 2570* 

3 20 489* 15 2 2374 

3 21 1608* 15 5-6 762* 

3 24 332* 15 5 146*' 288* 

4 1 2 2335* 15 6 146*' 2571 * 

4 3-15 401* 17 1-2 2571* 

4 3-7 2538* 17 4-8 1819* 

4 4 2569* 17 5 59 

4 8 12 2259* 18 1-15 706*' 2571 * 

4 10-11 2259 18 10-14 489* 

4 10 1736*, 1867*’ 18 14 148*' 276 

2268* 18 16一33 2571* 

4 25-26 2335* 18 20 1867* 

4 26 2569* 19 332* 

5 1-2 2331 19 1-29 2357* 

5 2335* 19 13 1867* 

5 24 2569 21 1-2 489* 

6 3 990* 21 17 332* 

6 5 401* 22 1-18 1819* 

6 9 2569 22 8 2572 

6 12 401* 22 11 332* 

8 8-12 701* 22 17-19 706* 

8 20-9:17 2569* 23 4 145* 

9 1 4 2417* 28 10-22 2573* 

9 5-6 2260 29 15 500 

9 8-16 2569* 30 1 2374 

9 9-10 56* 32 25 31 2573* 

9 16 56*, 58*, 71* 38 18 1295* 

10 5 56 41 42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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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8 312 20 15 2400, 2450 

49 24 269 20 16 2464, 2504 

50 20 312 20 17 1456*' 2514, 2534 

22 20-22 1867* 
出谷紀 23 7 2261 

3 1-10 2575* 23 12 2172 

3 5 6 208* 23 20-23 332* 

3 5 2777 24 2060* 

3 6 205,207 24 7 2060 

3 7-10 1867* 24 8 613* 

3 12 207 24 15-18 697*' 2085* 

3 13-15 206 25 10-22 2130* 

3 14 446*' 2666*' 2810* 25 16 2058 

4 22 238, 441 * 25 22 433* 

12 3-14 608 29 1-30 1539* 

13 2 529* 29 7 436* 

13 3 1363* 30 22-32 695* 

13 12-13 529* 31 15 2168, 2189 

13 22 659* 31 16 2171* 

15 1 2810 31 17 2172 

15 26 1502 31 18 700,2056,2058 

16 19-21 2837* 32 210* 

16 19 2836* 32 1-34:9 2577* 

17 1-6 694* 32 15 2058 

17 2叮7 2119* 33 9-10 697* 

17 8 13 2577* 33 11 142*, 2576 

19-20 708* 33 12-17 210* 

19 751 *' 2060* 33 18-19 210 

19 5-6 709, 762*' 2810* 33 19-23 2583*' 2666* 

19 6 63弋 1539 34 5-6 210 

19 16-25 2085* 34 6 214,231,2577* 

20 1 17 2056* 34 7 211 

20 2-5 2084 34 9 210* 

20 2 2061 34 28 2056 

20 7 2142 3是 29 2058 

20 8-10 2168 40 1-2 2058 

20 11 2169 40 36-38 697* 

20 12 2196,2200,2214* 

20 13 2258 肋未紀

20 14 2331 8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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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2 436* 5 17 2258*,2331 

16 2 433* 5 19 2401,2450 

16 15-16 433*' 613* 5 20 2464* 

17 14 2260* 5 21 2534 

18 7-20 2388* 5 22 2056,2058 

19 2 2811 6 4 5 201, 459*' 2093* 

19 13 243丑＊ 2196* 

19 15 1807 6 4 228,2083 

19 18 2055*. 2196* 6 5 368*' 2055*' 2133 

20 26 2813 6 13-14 2084 

26 12 2550 6 13 2096,2150 

6 16 2119 
戶籍紀 7 6 762* 

1 48-53 1539* 7 8 218* 

7 89 433* 7 9 215* 

11 24-25 1541* 8 3 1334*' 2835 

12 3 2576 10 4 2056 

12 7-8 2576 10 15 218* 

12 13-14 2577* 11 14 1293* 

21 4-9 2130* 14 1 441* 

2吐 17-19 528* 15 11 2449 

24 17 528* 18 10 2116* 

28 9 582* 24 1 1610* 

24 14-15 1867*' 2409*' 
申命紀 2434* 

1-11 708* 25 13-16 2409* 

4 13 2056 28 10 63 

4 15-16 2129 29-30 708* 

4 19 57* 29 3 368* 

4 37 218* 30 15-20 1696* 

5 2 2060 30 16 2057 

5 4 2059 31 9 2056* 

5 6-22 2056* 31 24 2056* 

5 6-9 2084* 32 6 238* 

5 6 431, 2061 32 8 57*' 441 * 

5 11 2142 32 34 1295* 

5 12-15 2168* 32 39 304* 

5 12 2189 

5 15 2057, 2170 
若蘇厄書

5 16 2196*' 2200, 2247 3 10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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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3 1539* 19 5 332* 

19 16 436* 
民長紀 21 1-29 2538* 

6 11-24 332* 21 8 1295* 

13 332* 

13 18 206* 列王紀下

2 9 2684* 
撒慕爾紀上

1 489* 編年紀上

1 9-18 2578* 17 13 441* 

3 9-10 2578 

9 16 436* 編年紀下

10 1 436* 36 21 2172* 
12 23 2578 

16 1 436* 厄斯德拉上

16 12 13 436* 9 6-15 2585* 
16 13 695* 

28 19 633* 厄斯德拉下

1 4 11 2585* 
撒慕爾紀下

13 15 22 2172* 
7 709* 

7 14 238*' 441 * 多俾E傳

7 18 29 2579* 1 16-18 2300* 
7 28 215,2465* 2 12-18 vulg. 312* 
12 1 4 2538* 3 11-16 2585* 
12 7 15 1736* 4 3-4 2214* 

哇 5一11 2447* 
列王紀上

4 15 1789* 
1 39 436* 8 4-9 2361 
6 23 28 2130* 8 6 360* 
7 23 26 2130* 12 8 1434* 
8 10-61 2580* 12 12 336* 
8 10-12 697* 13 2 269* 
17 7-24 2583* 

18 20-39 2583* 友弟德傳
18 26-29 2766* 9 2-14 2585* 
18 38-39 696* 

18 39-40 2582* 艾斯德爾傳
19 1-14 2583* 4 17b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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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馬加伯下 22 10-11 2270* 

6 30 363* 22 15 112* 

7 9 992 22 27 716* 

7 14 992 23 5 1293* 

7 22-23 297 24 6 2582 

7 28 297 24 7-10 559 

7 29 992* 24 8-10 269 

10 29-30 333* 24 9-10 2628 

11 8 333* 27 8 2730 

12 45 958, 1032 27 10 239* 

29 2 2143* 

32 304* 

約伯傳 32 5 1502* 

1 5 1032* 
33 6 292*' 703* 

1 6 441* 
34 3 716* 

10 8-12 2270* 
34 8 336* 

12 10 2318 
35 304* 

33 23-24 336* 
38 1502* 

36 26 223 
38 5 1502* 

38 7 332* 
39 9 1502* 

42 2 275 
39 12 1502* 

42 3 299* 
40 2 2657 

40 5 150* 

聖詠 40 7-9 CLXX) 462 

2 1-2 600* 
40 7 2824 

2 2 436* 
42 3 2112 

2 6-7 745* 
42 8 2803 

2 7-8 2606 
50 3 1039 

2 7 441 *, 653*’ 2836 
51 4 431* 

6 3 1502* 
51 6 431 *, 1850 

6 6 633* 
51 12 298*,431* 

8 2809* 
51 19 1428, 2100 

8 2 300, 2160, 2566 
55 23 322* 

8 3 559* 
56 5 990* 

8 6 2566, 2809 
68 6 238* 

69 10 584 
16 9-10 627* 

79 9 431* 
19 2 5 299* 

19 2 326* 
82 6 441* 

22 304* 
84 3 1770 

22 2 603, 2605* 
85 11 21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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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2 2795* 119 30 2465* 

88 11-13 633* 119 90 2465 

89 709* 119 105 141, 1785* 

89 49 633* 119 142 2465* 

91 10-13 336* 119 160 215 

95 1-6 2628* 121 2 1605* 

95 7 8 2659 124 8 287 

95 7 1165* 130 14 2559 

95 9 2119* 131 2 239* 

95 10 539* 131 2-3 370* 

96 2 2143* 134 3 287 

102 27-28 212 135 6 269 

103 304* 138 304* 

103 20 329 138 2 214 

104 102*' 288* 139 15 2270 

104 13-15 1333* 143 10 1831 

104 15 1293* 145 3 300 

104 24 295 145 9 295,342* 

104 27 2828 146 3-4 150* 

104 30 292*, 703* 

105 3 30 
能言

106 23 2577 1 8 2214* 
107 20 1502* 6 20 22 2216 
110 447 i 8 1 9:6 721 * 
110 1 659* 8 7 2465* 
110 4 1537* 8 22-31 288* 
111 9 2807* 13 1 2216 
113 1 2 21吐3* 14 15 1806 
115 3 269,303 17 6 2219 
115 4-5 2112 18 5 2476* 
115 8 2112 19 9 2476* 
115 15 216*' 287 19 21 303 
115 16 326* 21 1 269* 
116 12 224 25 9-10 2489* 
116 13 1330* 

116 17 1330* 訓道篇

118 14 1808 3 20 21 703* 
118 22 587*' 756* 12 1 1007 
118 24 2174 12 7 1007 
118 26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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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 5 9 2536 

1 7 2709 7 29-30 2215 

3 1 4 2709* 11 14 304* 

8 6 7 1611 15 14 1730, 1743 

8 6 1040*' 1295* 17 22 2447* 

18 30 1809 

智慧篇 21 28 2477* 

1 13 413, 1008* 
24 721 * 

2 23-24 1008* 
27 16 2489* 

2 24 391 *' 413, 2538* 
30 1-2 2223 

4 8 1308 
36 11 441* 

7 16-17 2501* 
37 27-31 1809* 

7 17-21 216*' 283 
43 27-28 2129 

7 25-26 2500 
43 28 300* 

7 29-30 2500 
48 1 696 

8 1 302 
50 20 433* 

8 2 2500 
f衣撒意亞先知書

8 7 1805 

9 9 295* 1 2-4 762* 

10 5 57* 1 6 1293* 

11 20 299 1 10-20 2100* 

11 22 269 1 16-17 1430* 

11 24-26 301 1 17 1435* 

11 24 269*' 373 1 2丑 269 

13 1-15:19 2112* 2 2-5 762* 

13 1 9 32*' 216* 
2 2-4 64* 

13 1 1147* 2 4 2317 

13 3 2129,2500 5 1-7 755* 

13 5 41,2500 6-12 712* 

14 12 2534* 6 1 1137 

15 5 2520 6 2-3 1138* 

16 5-14 2130* 6 3 2809* 

18 13 441* 6 5 208, 2584* 

6 6 332* 

德訓篇 6 8 2584* 

1 22 2339* 
6 11 2584* 

3 3-7 2218 
7 14 (LXX) 497 

3 14-15 2218 
9 5 2305 

3 18 2218 
10 5-15 304* 

5 2 1809 
11 1-9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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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2 712, 1831* 53 10-12 440*' 615 

11 2 436*' 536*' 1286* 53 10 623* 

12 3 2561* 53 11 12 601* 

29 11 1295* 53 11 64*, 579*, 601*, 

29 13 368* 623*, 1502* 

32 17 2304* 53 12 536*' 608* 

33 24 1502* 54 1611 * 

38 1502* 54 8 220 

40 1-3 719* 54 10 220 

40 6 990* 55 1 694*,2121* 

40 11 754* 55 3 762* 

42 1 9 713* 58 6-7 2447* 

42 1 536*' 555* 61 1-2 714* 

42 3 580 61 1 436*' 695*' 716*' 
42 6 580 1286* 

43 1 7 218* 61 6 1539* 

43 1 287*' 2158*' 2167* 62 1611 * 

43 19 711 62 4-5 219* 

4是 6 198,212* 65 16 1063 

44 9 20 2112* 66 13 239*' 370* 

44 24 288* 

45 5 7 304* 耶肋米亞先知書

45 8 2795* 1 5 2270 
45 15 206 1 6 2584* 
45 22-24 201 2-3 1611 * 
49 1-6 713* 2 762* 
49 5-6 64* 2 13 2561 
49 13 716* 3 4-19 370* 
49 14 15 219*' 370* 3 19-4, la 2795* 

49 15 239* 3 19 441* 
50 4-10 713* 5 7 2380* 

50 4 141* 7 9 2056* 

51 1 2561* 10 1-16 2112* 
52 13 53:12 713* 11 19 608* 
53 1 591* 13 27 2380* 
53 4-6 1505* 15 15-18 2584* 
53 4 517*, 1505* 17 5-6 150* 
53 7 8 601* 20 7-18 2584* 
53 7 608* 27 5 269* 
53 8 627 29 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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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611 * 達尼爾先知書

31 3 220 3 57 58 2416* 
31 31-34 64*' 715*' 762*' 3 57-80 364* 

1965* 7 10 678* 
31 33 368*' 580, 2713* 7 13 440* 
31 35-37 346* 7 14 664 
32 10 1295* 10 9 12 330* 
32 17 269* 12 1 13 992* 
33 19-26 288*,346* 12 2 998* 

哀歌
14 1-30 2112* 

5 21 1432 歐瑟亞先知書

1-3 1611 * 
巴路克先知書

1 762* 
3 38 vulg. 142* 2 218* 
6 2112* 2 1 441* 

2 7 2380* 
厄則克爾先知書

2 21 22 2787* 
1 26-28 1137* 4 2 2056* 
9 4 6 1296* 6 1-6 2787* 
11 19 715* 6 2 627* 
14 14 58 6 6 589*' 2100* 
16 219*, 1611 * 11 219* 
18 5-9 2056* 11 1-4 370* 
20 9 2811 * 11 1 219*' 441 *' 530* 
20 14 2811* 11 9 208 
20 22 2811 * 

20 39 2812* 岳厄爾先知書

23 1611 * 2 12-13 1430* 
32 17-32 633* 3-4 678* 
34 11-31 754* 3 1-5 715* 
36 64* 3 1-2 1287* 
36 20-22 2814 

36 20-21 2812* 亞毛斯先知書

36 25-28 715* 5 21-25 2100* 
36 25-27 1287* 5 24 1435* 
36 26-27 1432* 7 2 2584* 
36 26 368* 7 5 2584* 
37 1 14 715* 8 4-10 2269* 
37 10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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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6 2409* 新約
8 6 2449 

8 11 2835 
瑪竇福音

約納先知書
1 16 437 

3 29* 1 18 25 497* 

2 1 627* 1 20 333*. 437, 486*. 

2 3-10 2585* 497 

1 21 430, 452, 1507*. 
米該亞先知書

1846, 2666*’ 2812* 

2 2 2534* 1 23 497, 744 

4 1 4 762* 2 1 12 486* 

2 1 528 
索福尼E先知書 2 2 439*, 528* 

2 3 64*. 711 *. 716* 2 4 6 528* 

3 14 722*. 2676 2 11 724* 

3 17a 2676 2 13-18 530* 

3 17b 2676* 2 13 333* 

2 15 530* 
區加利亞先知書 2 19 333* 

1 12 336* 3 3 523* 

2 14 722* 3 7-12 678* 

2 17 2143* 3 7 535* 

4 14 436* 3 13 17 535, 1286* 

6 13 436* I 3 13 1223* 

9 9 559 3 14-15 608* 

12 10 1432*' 2561 * 3 15 536, 1224 

13 1 2561* 3 16 17 1224 

14 8 694* 3 16 536 

3 16 平行文 701* 

瑪拉基亞先知書 3 17 444*, 713* 

1 11 1330*. 1350*. 4 1 11 394*, 2849* 

2643* 4 4 2835 

2 6 217 4 10 2084,2135 

2 7-9 1540* 4 11 333* 

2 10 238* 4 17 1720*. 1989 

2 13-17 1611 * 4 19 878* 

3 19 678* 4 21 878* 

4 24 1503* 

5-7 1454*. 2763* 

引文索引 聖經 667



5-6 764* 6 1-18 1434* 

5 1 581* 6 1-6 1430*. 1969* 

5 3-12 1716 6 2-4 1753*, 2447* 

5 3 544,2546 6 2-18 575* 

5 8 1720, 2518 6 2 1063* 

5 9 2305, 2330 6 5 1063* 

5 11-12 520* 6 6 1693*. 2608, 2655, 

5 13-16 782*, 2821* 2691* 

5 14 1243 6 7 2608*. 2668, 2766* 

5 16 326 6 8 4丑3*. 2736* 

5 17一 19 577, 592*, 1967* 6 9-13 1969*. 2759* 

5 17 2053* 6 9 268*,443 

5 19 578* 6 10 2632* 

5 20 205丑 6 11 1165*. 2659* 

5 21-22 2054, 2258 6 12 2845 

5 21 2262, 2302 6 14 16 2792* 

5 22-39 2262* 6 14-15 2608*,2841* 

5 22 678*. 1034*. 2302 6 16 18 1430*. 1969* 

5 23-24 2608*. 2792*. 6 16 1063* 

2841*,2845* 6 21 368*. 2534, 2551, 

5 24 1424 2604 *. 2608*. 

5 27-28 2331, 2336, 2380* 2729*, 2848 

5 28 1456*. 2514, 2528 6 24 2113, 2424, 2729*. 

5 29『30 226* 2821 *. 2848 

5 29 1034* 6 25-34 2547*. 2830* 

5 31-32 2382* 6 25 2608* 

5 32 2380* 6 26-34 322* 

5 33-34 581, 2141, 2153 6 26 2416* 

5 33 592*. 2464 6 31-33 305 

5 37 2153, 2338*. 2466 6 32 270* 

5 42 2443 6 33 1942,2604*’ 

5 43-44 1933*. 2844* 2608*, 2632* 

5 44-45 2303, 2608* 6 34 2659*,2836* 

5 44 1825弋 1968＊’ 7 1-5 678* 

2262* 7 7-11 2609* 

5 45 2828 7 7 2654* 

5 46-47 2054* 7 12可13 2821* 

5 47 1693 7 12 1789, 1970, 2510 

5 48 443*. 1968*. 2013, 7 13-14 1036, 1970*. 2609* 

2842 7 13 1696 

668 引文索引 聖經



7 15 2285* 11 27 151 *. 240, 443*. 

7 20 2005 473* 

7 21-27 1970* 11 28 1658 

7 21 4在3*, 1821*, 2611, 11 29 30 1615* 

2826 11 29 459 

7 28-29 581 12 5 581 *. 582*. 2173* 

8 2 448* 12 6 586*. 590 

8 4 586* 12 7 2100 

8 8 1386* 12 12 342 

8 10 2610 12 18 21 713* 

8 11 543* 12 23 439* 

8 17 517, 1505 12 24 574* 

8 20 2444* 12 26 550* 

8 26 2610 12 28 550 

9 12 581* 12 30 590 

9 13 589*. 2100 12 31 1031 

9 27 439*. 2616 12 32 679*, 1864* 

9 38 2611 * 12 36 590* 

10 5-7 543* 12 37 590* 

10 8 1509, 2121, 2443 12 39 994 

10 10 2122 12 40 627*. 635* 

10 16 764* 12 41 42 590,678* 

10 19-20 728* 12 49 764*, 2233 

10 22 161, 1821* 13 3-23 1724* 

10 25 765* 13 3-9 546* 

10 28 363*. 1034* 13 10-17 787* 

10 29-31 305* 13 10-15 546* 

10 32 33 1816 13 11 546 

10 32 14*, 2145* 13 22 29* 

10 37 2232 13 24-30 827* 

10 38 1506* 13 41-42 1034 

10 40 858 13 41 333* 

11 5 549*. 2443 13 42 1034* 

11 6 548* 13 44-45 546* 

11 13-14 719* 13 50 1034* 

11 13 523* 13 52 1117* 

11 20-24 678* 13 55 495*. 500 

11 25-27 2603*. 2779 14 13-21 1335* 

11 25-26 2701* 14 19 1329* 

11 25 153*. 544*’ 2785 14 30 448* 

引文索引 聖經 669



15 3-7 579* 19 3-12 1620* 

15 18-19 1968* 19 3-9 2382* 

15 19-20 1853 19 4 1652 

15 19 2517 19 6-12 2053* 

15 22 439*,448* 19 6 796, 1605, 1614, 

15 28 2610 1644, 2336*' 2380* 

15 32-39 1335* 19 7-9 2382* 

15 36 1329* 19 8 1610*' 1614* 

16 15 8丑9* 19 10 1615* 

16 16-23 440* 19 11 1615* 

16 16 424, 442 19 12 922, 1579, 1618 

16 17 153, 442 19 16 19 2052 

16 18而 19 881* 19 16-17 2075 

16 18 424*' 442*' 552, 19 18 2401 

586*' 869* 19 21 2053,2053* 

16 19 553, 1444 19 23 29 2053* 

16 21-23 540*,607* 19 23-24 226* 

16 21 554 19 26 276, 308*' 1058, 
16 22-23 554* 2841 

16 24-26 736* 19 28 765* 

16 24 226*' 618, 2029 20 19 572 

16 25-26 363* 20 26 2235 

16 25 2232* 20 28 440, 601 *' 605, 

16 26 1021* 622, 786 

17 1-8 554* 20 30 439* 

17 5 444*' 516 21 1 11 559* 

17 10-13 718 21 9 439* 

17 23 554* 21 13 584* 

17 24-27 586* 21 15 16 559* 

18 3-4 526* 21 15 439* 

18 3 2785 21 18 544* 

18 6 2285 21 22 2610 

18 10 329, 336* 21 28 32 546* 

18 14 605,2822* 21 32 535* 

18 16 2472* 21 33-43 平行文 755*

18 18 553*' 1444* 21 34-36 443* 

18 20 1088, 1373 21 37-38 443* 

18 21-22 982*' 2227*' 2845* 21 42 平行文 756* 

18 23-35 2843* 22 1-14 546*' 796* 
19 1-12 2364* 22 13 1036* 

610 引文索引 聖經



22 21 2242 25 36 1503 

22 23-3丑 575* 25 40 678, 1397*’ 1825*, 

22 23-24 581* 1932, 2449* 

22 34 36 581* 25 41 1034 

22 34-40 2196* 25 45 598*, 1825*’ 2463 

22 36 2055 25 46 1038 

22 37 40 2055 26 17 29 1339* 

22 37 2083 26 20 610* 

22 40 1824* 26 26ff 1376* 

22 41-46 439*' 447* 26 26 1328, 1329* 

23 9 2367* 26 28 545, 610, 613, 

23 12 526* 1365, 1846, 2839* 

23 16-22 2111 * 26 29 1403 

23 21 586* 26 31 764* 

23 37a 558* 26 36-44 2849* 

23 37b 558 26 38 363* 

23 39 674 26 39 536*, 612 

24 1-2 585* 26 40 2719* 

24 3 585* 26 41 2733,2846* 

24 12 675* 26 42 612* 

24 13 161 26 52 2262* 

24 31 333* 26 53 333*' 609* 

24 36 443* 26 54 600* 

24 44 673* 26 64-66 591* 

25 1-13 672*' 796* 26 64 443* 

25 6 1618* 26 66 596 

25 13 1036* 27 25 597 

25 14-30 546*, 1936* 27 39-40 585* 

25 21 1029*' 1720*' 27 48 515* 

2683* 27 51 586* 

25 23 1029*' 1720* 27 52-53 633* 

25 26 1036* 27 54 441* 

25 30 1036* 27 56 500* 

25 31-46 544*' 1033*’ 28 1 500, 2174, 2174* 

1036*, 1373, 2447*, 28 6 652* 

2831* 28 9-10 641* 

25 31-36 2443* 28 9 645* 

25 31 331, 671 *' 679*' 28 10 654 

954*, 1038 28 11-15 640* 

25 32 1038 28 16-20 857*, 1444* 

引文索引聖經 671



28 16-17 645* 2 28 2173 

28 17 644 3 1 6 574* 

28 18-20 1120* 3 4 2173 

28 19-20 2 ' 75*' 767*' 849, 3 5-6 1859* 

1223, 1257*, 1276 3 5 591 

28 19 189, 232, 543*' 3 6 574*,591* 

691*, 730*, 831*, 3 10 1504* 

1122, 2156 3 13-19 551 *' 787* 

28 20 80, 788*' 860*' 3 13 14 858 

1257*,2743 3 14 19 1577* 

3 14-15 765* 
馬爾谷福音 3 15 1673* 

1 1 422, 515* 3 16 552* 

1 11 151,422 3 22 548*,574* 

1 12-13 538* 3 27 539* 

1 12 333* 3 29 1864 

1 15 541, 1423*, 1427 3 31-35 500* 

2612 4 4 7 2707* 

1 16-20 787* 4 11 546 

1 21 2173* 4 14 543* 

1 24 438 4 15-19 2707* 

1 25-26 1673* 4 26-29 543* 

1 35 2602* 4 33-34 546* 

1 40-41 2616* 5 21-42 994* 

1 41 1504* 5 25-34 548* 

2 1-12 1421* 5 28 2616* 

2 5-12 1502*, 1503* 5 34 1504* 

2 5 1441, 1484,2616* 5 36 150是＊， 2616* 

2 7 430, 574*, 589*, 6 3 500* 

1441* 6 5 699* 

2 8 473* 6 6 2610 

2 10 1441 6 7 765*' 1673* 

2 14-17 574* 6 12-13 1506 

2 17 545, 1484*’ 1503* 6 13 1511 *' 1673* 

2 19 796 6 17-29 523* 

2 23-27 581* 6 38 472* 

2 23-26 544* 6 46 2602* 

2 25-27 582* 6 56 1504* 

2 27-28 2168 7 8-13 2197 

2 27 2173 7 8 581 

612 引文索引 聖經



7 10-12 2218* 10 39 618* 

7 10 2247 10 43 45 1551* 

7 13 581 10 45 608, 1570* 

7 14-23 57生＊ 10 46-52 2667* 

7 18-21 582 10 48 2616 

7 21 1764* 10 52 548* 

7 29 2616* 11 24 2610 

7 32 36 1504* 11 25 2841* 

7 33-35 1151 * 12 17 450* 

8 6 1329* 12 24 993 

8 19 1329* 12 25 1619* 

8 22-25 1151 *' 1504* 12 27 993 

8 23 699* 12 28 34 575* 

8 27 472* 12 29-31 129*' 2196 
8 31-33 557* 12 29-30 202* 

8 31 474*, 572, 649* 12 29 228 

8 34 459*' 1615* 12 35-37 202* 

8 35 254哇＊ 12 38-40 678* 

9 2 552* 12 41-44 2444* 

9 7 151*,459,516 13 2612* 

9 9-31 649* 13 9 2849* 

9 23 1504*' 2610 13 23 2849* 

9 24 162* 13 32 474*, 673* 

9 31-32 557* 13 33-37 672*' 2849* 

9 31 474* 14 12 25 1339* 

9 37 1825* ' 14 18-20 474* 

9 43-48 1034* 14 22ff 1376* 

10 8 1627* 14 22 1328 

10 9 1639*' 2364, 2382* 14 25 1335*, 1403* 

10 11-12 1650 14 26-30 474* 

10 11 2380* 14 33-34 1009* 

10 14 12是4, 1261 14 36 473*,2701* 

10 16 699* 14 38 2849* 

10 19 1858 14 57-58 585* 

10 22 2728* 14 61-62 443* 

10 28 31 1618* 15 11 597* 

10 32-34 557* 15 34 603, 2605 

10 33-34 474* 15 37 2605* 

10 34 649*’ 994* 15 39 444 

10 38 536*, 1225 16 1 641*,2174* 

引文索引 聖經 673



16 2 2174 2827*, 2856* 

16 5-7 333* 1 41 523*, 717, 2676 

16 7 652* 1 43 448*, 495, 2677 

16 11 643* 1 45 148, 2676 

16 12 645*, 659* 1 46-55 722*, 2619*, 2675* 

16 13 643* 1 46-49 2097* 

16 14 643 1 48 148*’ 971, 2676* 

16 15-16 977, 1223* 1 49 273, 2599*’ 2807*, 

16 15 75*, 7 48, 888* 2827* 

16 16 161 *, 183, 846*, 1 50 2465* 

1253*, 1256*, 1 54-55 706* 

1257* 1 55 422* 

16 17-18 670*, 1507 1 68 422*, 717* 

16 17 434*, 1673* 1 73 706* 

16 18 699* 1 76 523 

16 19 659,659* 2 6 7 525* 

16 20 2, 156*, 670* 2 7 515* 

2 8 20 486*,525* 
路加福音 2 8-14 333* 

1 11 332* 2 10 333 

1 15-19 724* 2 11 437,448*,695* 

1 15 717 2 14 333, 559*, 725* 

1 17 523, 696, 716*' 2 19 94*, 2599* 

718, 2684* 2 21 527* 

1 23 1070* 2 22-39 529*, 583* 

1 26-38 497*, 706*’ 723*, 2 25 711 * 

2571* 2 26-27 695* 

1 26-27 488 2 32 713* 

1 26 332* 2 34 575,587* 

1 28-37 494* 2 35 149*' 618* 

1 28 490,491* 2 38 711 * 

1 31 430*, 2812* 2 41-52 534* 

1 32-33 709* 2 41 583* 

1 32 559 2 46-49 583* 

1 34 484, 497*' 505 2 48-49 503* 

1 35 437, 484, 486*’ 697 2 49 534,2599 

1 37-38 494 2 51-52 531 

1 37 148, 269*' 273, 276 2 51 94*, 517*, 534, 

1 38 64*, 148, 510, 2197, 2599* 

2617*, 2677, 2 52 472 

674 引文索引 聖經



3 3 535 7 36 50 2712* 

3 8 1460 7 36 575*' 588* 
3 10 14 535* 7 37-38 2616* 

3 11 2447 7 48 1441 

3 16 696 8 6 2731* 

3 21 608*' 2600* 8 10 1151 * 

3 22 536* 8 13-15 2847* 

3 23 535* 8 13 2731* 

4 1 695* 8 15 368*, 2668* 

4 5-6 2855* 8 24 2743* 

4 8 2096 8 26-39 550* 

4 9 2119* 8 46 695*, 1116* 

4 13 538 9 2 551 
吐 16-22 1286* 9 18-20 2600* 

4 16-21 436* 9 23 1吐35*

4 18-19 695*, 714 9 28 2600* 

4 18 544, 2443* 9 30-35 2583* 

4 19 1168* 9 31 554, 1151 * 

5 8 208 9 33 556* 

5 16 2602* 9 34-35 659*' 697 
5 17 1116* 9 35 516, 554 

5 30 588* 9 45 554* 

5 32 588 9 51 557 

6 6-9 581* 9 58 544* 

6 12 16 1577* 10 1 2 765* 

6 12 2600* 10 2 2611 * 

6 13 880* 10 7 2122* 

6 19 695*' 1116*’ 1504 10 16 87' 858* 
6 20-22 2444* 10 17-20 787* 

6 20 2546* 10 21-22 2603* 

6 24 2547 10 21 1083 

6 28 1669* 10 25-28 2196* 

6 31 1789*' 1970* 10 25-37 2822* 

6 36 1458*,2842 10 27-37 1825* 

7 11-17 994* 10 27 2083* 

7 16 1503 10 34 1293* 

7 18-23 547* 11 1 520*' 2601, 2759, 

7 19 453* 2773 

7 22 544* 11 2-4 1969*,2759* 

7 26 523*' 719 11 2 2632* 

引文索引 聖經 675 



11 4 1425, 2845 16 1 952* 

11 5-13 2613* 16 3 952* 

11 9 2761 16 13 2424 

11 13 443*' 728*' 2632*' 16 16 523* 

2671 * 16 18 2380*' 2382* 

11 20 700 16 19 31 1859*' 2463*' 

11 21-22 385* 2831* 

11 37 588* 16 22-26 633* 

11 39-54 579* 16 22 336*' 1021 * 

11 41 2447 17 1 2287 

12 1-3 678* 17 3 4 2845* 

12 6-7 342 17 4 2227* 

12 8 9 333* 17 5 162* 

12 10 1864* 17 14 586* 

12 12 1287* 17 33 1889 

12 13-14 549* 18 1-8 2573*, 2613* 

12 32 543*' 764 18 1 2098 

12 35-40 2849* 18 8 675* 

12 49 696 18 9 14 2559*' 2613* 

12 50 536*, 607*’ 1225*, 18 9 588 

2804* 18 13 2631, 2667*' 2839* 

13 15-16 582* 19 1-10 2712* 

13 20-21 2660* 19 8 549*' 2412 

13 31 575* 19 9 1443* 

13 33 557 19 11-27 1936* 

13 35 585* 19 13 1880* 

14 1 575*, 588* 19 15 1880* 

1是 3-4 582* 19 38 559* 

14 26 1618* 19 41-42 558 

14 33 2544 20 17一18 587* 

15 1443*' 1846* 20 36 330* 

15 1-2 589* 20 39 575* 

15 7 545 21 4 2544* 

15 11-32 545弋 2839* 21 12 675* 

15 11-31 1700* 21 24 58*,674* 

15 11-24 1439 21 27 671, 697* 

15 18 1423*' 2795* 21 34-36 2612* 

15 21 2795* 22 7-20 1151*,1339 

15 23-32 589* 22 15 16 1130 

15 32 1468 22 15 607* 

676 引文索引 聖經



22 18 1403* 24 15 645*,659* 

22 19ff 1376* 24 17 643 

22 19-20 1365 24 21 439* 

22 19 610, 611 *. 621, 24 22-23 640* 

1328, 1381 24 25-27 112*, 601 * 

22 20 612* 24 26-27 572, 652* 

22 26-27 894* 24 26 555, 710* 

22 27 1570* 24 27 555*. 2625* 

22 28-30 787* 24 30 645*. 1166* 

22 29 30 551 24 31 659* 

22 30 765* 24 34 552*. 641 

22 31 32 641 *. 643* 24 36 641, 645* 

22 32 162*' 552*' 2600* 24 38 644* 

22 40 2612* 24 39 644*, 645*, 999 

22 41 44 2600* 24 40 645* 

22 42 532,2605,2824 24 41-43 645* 

22 43 333* 24 41 644 

22 4丑 2804* 24 43 2605 

22 丑6 2612* 24 44-48 652* 

22 61 1429 24 44-46 112* 

22 70 443 24 44-45 572,601* 

23 2 596* 24 44 702*. 2625*' 2763* 

23 19 596 24 4S 108 

23 28 2635* 24 46 627 

23 34 591*, 597*’ 2605, 24 47-48 730* 

2635* 24 47 981, 1120*' 1122 

23 39-43 440*. 2616* 24 48-49 1304* 

23 哇。－43 2266* 24 51 659* 

23 43 1021 *. 2605 

23 46 730*' 1011 *’ 2605 若望福音

23 47 441* 1 1-3 291 
24 1 641*,2174 1 1 102*. 241, 454*' 
24 3 640* 2780* 
24 5切6 626,640 1 3 54*,268* 
24 6 7 652* 1 4 612* 
24 9-10 641* 1 6 717 
24 11 6丑3 1 7 719 
24 12 640* 1 9 1216 
24 13 49 1094* 1 11 530 
24 13-35 1329*, 1347* 1 12-18 1996* 

引文索引 聖經 677 



1 12-13 706* 3 13 423, 440, 661, 2795 

1 12 526, 1692 3 14-15 2130* 

1 13 496弋505, 526* 3 16 219, 444, 454* ,458, 

1 14 423, 445, 454*' 706* 

461, 594*' 705*' 3 17 679* 

2466 3 18 432*' 4丑4, 454*, 

1 16 423, 504 679* 

1 17 2787 3 20-21 678* 

1 18 151, 454*' 473* 3 29 523, 796* 

1 19 575* 3 30 524 

1 23 719 3 34 504, 690*' 1286 

1 29 408, 523, 536, 608, 3 36 161* 

613, 1137*’ 1505 4 6一7 544* 

1 31 34 486* 4 10 14 694*' 1137* 

1 31 438 4 10 728*' 2560, 2561 

1 32-34 713* 4 14 728*' 1999*' 
1 32 33 536* 2557*' 2652 

1 33 36 719 4 21 586 

1 33-34 1286* 4 22 528* ,586* 

1 36 608* 4 23 24 586*, 728* 

1 43 878* 4 24 1179 

2 1-12 2618* 4 25-26 439* 

2 1 11 1613* 4 3丑 606, 2611 *’ 2824* 

2 1 495 5 1 583* 

2 11 486*' 1335* 5 10 575* 

2 13 1吐 583* 5 14 583* 

2 16 17 584 5 16 18 594* 

2 18 22 586* 5 18 574*, 589* 

2 18 575* 5 19 859, 1063* 

2 19-22 994* 5 22 679 

2 21 586* 5 24 25 994* 

2 25 473* 5 24 1470 

3 2 581* 5 25 635* 

3 3-5 782 5 26 612*' 679* 
3 5 8 691 *' 728*’ 1287* 5 27 679* 

3 5 720*' 846*' 1215, 5 28-29 1038 

1225, 1238, 1257*’ 5 29 998 

1262*' 2790* 5 30 859, 2824* 

3 7 526, 591 5 33 719* 

3 9 505* 5 36 548*' 582* 

678 引文索引 聖經



5 39 702* 7 22-23 581* 

5 46 702* 7 23 2173* 

6 1338* 7 37-39 728*' 1287*’ 2561* 

6 5 15 549* 7 38 39 1999* 

6 15 439* ,559* 7 38 694* 

6 26-58 2835* 7 39 244*' 690* 
6 27 698, 728*' 1296* 7 48-49 575* 

6 32 1094 7 49 588* 

6 33 423 7 50 595* 

6 38 606, 2824* 7 52 574* 

6 39 40 989*' 1001 8 2 583* 

6 40 161*’ 994* 8 12 2466 

6 4丑 259*,591 *’ 1001, 8 28 211, 653, 2812* 

1428* 8 29 603*' 1693*' 282哇，

6 46 151 2825* 

6 51 728*' 1355, 1406, 8 31-32 89* 

2837* 8 32 1741, 2466* 

6 53 56 2837* 8 33-36 588* 

6 53 1384 8 34-36 549*, 601*,613* 

6 54 994*' 1001, 1406, 8 44 391 *, 392, 394, 

1509*, 1524 2482, 2852 

6 56 787, 1391, 1406 8 46 578*' 592*, 603* 

6 57 1391 8 48 574* 

6 58 1509* 8 55 473* 

6 60 1336 8 58 590 

6 61 473* 8 59 574* 

6 62-63 728* 9 6-7 1504* 

6 62 440* 9 6 1151 * 

6 63 2766 9 16-17 595* 

6 67 1336 9 16 596*, 2173* 

6 68 1336 9 22 575*,596* 

6 69 438 9 31 2827 

7 1 583* 9 34 588* 

7 10 583* 9 40-41 588* 

7 12 574* 10 1-21 764* 

7 13 575* 10 1-10 754* 

7 14 583* 10 3 2158* 

7 16 427 10 11-15 754* 

7 19 578* 10 11 553, 754* 

7 22-24 582* 10 16 60* 

引文索引 聖經 679



10 17-18 61丑＊， 649 12 46 2466 

10 17 606 12 48 679* 

10 18 609 12 49 1039* 

10 19-21 595* 13 1-17 1337* 

10 19 596* 13 1 557*' 609, 616, 

10 20 574* 622, 730*' 1085*' 
10 22-23 583* 1380, 1524*' 1823, 

10 25 548*,582* 2843* 

10 30 590 13 3 423 

10 31-38 548* 13 12-16 1694* 

10 31 574* 13 12 15 1269* 

10 33 574*, 589*, 594 13 13 447* 

10 36-38 591* 13 15 520* 

10 36 437' 444*' 1562* 13 20 858* 

10 37-38 582* 13 34 35 1337* 

10 38 548* 13 34 782*' 1823*' 1970, 

11 994* 2195,2822,2842 

11 24 993*, 1001 14 1 151 

11 25 994 14 2-3 2795* 

11 27 439* 14 2 661 

11 28 581* 14 3 1025* 

11 34 472* 14 6 74*, 459, 1698, 

11 39 627* 2466*' 2614 

11 41 可42 2604* 14 9-10 470* 

11 44 640* 14 9 516 

11 47-48 548* 14 13-14 2614* 

11 48 596 14 13 2614,2633*’ 2815* 

11 49-50 596 14 16-17 729*' 2615 
11 52 58, 60*' 706*' 14 16 692 

831 *' 2793 14 17 243*' 687*’ 2466, 
12 8 2449 2671* 

12 24 2731 14 18 788* 

12 27 363*,607 14 22 647* 

12 28 434* 14 23-26 2615* 

12 31 550, 2853 14 23 260 

12 32 160*' 542, 662, 14 26 243*' 244*' 263*' 
786*' 1428*’ 2795* 692, 729*' 1099*' 

12 37 582* 2466*' 2623* 

12 41 712 14 30 1851 *' 2853 
12 42 595 14 31 606 

680 引文索引 聖經



15 1-17 1108* 17 2604*,2746*, 

15 1 5 755* 2758* 

15 1-4 1988* 17 1 730*' 1085弋 2750*

15 3 517* 17 2 2750* 

15 4-5 787 17 3 1, 217*' 684, 
15 5 308*' 737' 859*’ 1721*,1996*, 

864*,1694*, 2074, 2751* 

2732 17 4 767*, 1069*’ 2750* 

15 7 2615* 17 5 2750* 

15 8 737 17 6-10 2751* 

15 9-10 1824 17 6 589*' 2750*' 2812 
15 9 1823 17 7 2765* 

15 12 459, 1823, 1970*, 17 8 2812* 

2074 17 9 2750* 

15 13 363*' 609, 614* 17 10 2750* 

15 14 15 142* 17 11 2747*, 2749*, 

15 15 1972, 2347* 2750*' 2815, 2849 

15 16 17 2745 17 12 2750* 

15 16 434*, 737, 2615*, 17 13 27 47*' 27 49* 

2815* 17 15 2750*, 2850 

15 19 20 675* 17 17-20 2821* 

15 20 530*' 765* 17 17-19 2812* 

15 26 244*, 248, 263, 17 17 2466* 

692, 719*' 729*’ 17 18 858* 

1433*, 2671* 17 19 611, 2747*, 2749*, 

16 7-15 729*' 1287* 2812 

16 7 692 17 21 23 260*' 877* 

16 8-9 1433* 17 21 820 

16 8 388 17 22 690*' 2750* 

16 11 385* 17 23-26 2750* 

16 13-15 2615* 17 24 27 49*' 2750* 

16 13 91, 243, 687*' 692, 17 25 2751* 

1117, 2466, 2671 * 17 26 589*' 729*' 2750* 

16 14-15 485* 18 4-6 609* 

16 14 244*' 690* 18 11 607 

16 23-27 2615* 18 12 575* 

16 24 2615,2815* 18 20 586* 

16 26 2815* 18 31 596* 

16 28 661*,2795* 18 36 549*' 600* 

16 33 1808 18 37 160弋 217,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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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 1441* 

19 11 600* 20 21 730,858 

19 12 596* 20 22-23 976, 1485, 1556* 

19 15 596* 20 22 730*' 788*’ 1287 

19 19-22 440* 20 23 1461*,2839* 

19 21 596* 20 24-27 644* 

19 25-27 726*' 2618* 20 26 645*' 659* 

19 25 495 20 27 645* 

19 26-27 501*’ 964,2605 20 28 448 

19 27 2677*' 2679* 20 30 514* 

19 28 544*, 607, 2561*, 20 31 105*' 442* ,514 

2605 21 4 645*' 659* 

19 30 607*' 624*’ 730*, 21 7 448,645* 

2605 21 9 645* 

19 30b 2605* 21 12 1166* 

19 31 641* 21 13-15 645* 

19 34 478*' 694*’ 766*, 21 15 17 553, 880*' 881 *' 

1225 1429*' 1551 * 

19 36 608* 21 18-19 618* 

19 37 1432* 21 22 878 

19 38-39 595* 21 24 515* 

19 38 575* 

19 42 624*' 641 * 宗徒大事錄

20 1 2174 1 1-2 512 
20 2 640 1 3 659* 
20 5-7 640* 1 6-7 672* 
20 6 640 1 7 474*, 673 
20 7 515* 1 8 672*' 730*' 735, 
20 8 640 857*, 1287*, 
20 11 18 641* 1556*, 1565* 
20 13 640* 1 9 659*,697 
20 14 15 645*,659* 1 10-11 333* 
20 14 645* 1 11 665* 
20 16 645* 1 14 726, 1310*’ 2617*, 
20 17 443,645弋 654, 2623, 2673* 

660,2795* 1 22 523*, 535*, 642*, 
20 19 575*, 643*’ 645*, 995 

659* 2 1 4 1287* 
20 20 645* 2 1 2623 
20 21-23 1087*' 1120*, 2 3-4 696 

682 引文索引 聖經



436* 26-27 4 1556* 4 2 

600 27-28 4 1287 11 2 

952,2790 

995* 

32 4 715* 17-21 2 

699* 

33 4 

12 

334* 

584* 

18-20 

20-21 

FhDFDFDF3 
1287* 

432*, 2666* 

547 

17-18 

21 

2 

2 

22 2 

597*,599 

633*’ 648* 

627 

23 2 

597* 

450*, 2242,2256 

597* 

432* 

28 

29 

30 

－
「U
F

「U

戶h
d

731* 

24 

26-27 

33-36 

2 

2 

2 

41 659*' 788* 

447*,449* 

1433* 

33 2 

6 34-36 2 2632* 

595 

597*, 601* 

332* 

6 

52 

7 6 

7 

53 7 

659* 

2635* 

2121* 9-24 8 

440, 597*, 695*, 

731*, 746 

1226, 1262*, 

1287*' 1427* 

363*’ 1226* 

2178* 

36-38 

36 

2 

2 

56 

60 

7 

7 

38 2 

41 2 

1226* 

1315 

12-13 

14-17 

8 

8 

1288* 

699* 

15-17 

17-19 

8 

8 

3*, 84*, 857*, 949, 

1329*’ 1342, 2624 

584*’ 1329*, 1342 

2640* 

42-46 

42 

2 

2 

46 2 

2121 20 8 47 2 

334* 26-29 8 584* 1 3 

601* 32 35 8 2640* 9 3 

454* 37 8 597* 13-14 3 

639* 3-18 9 599 13 3 

598* 4-5 9 438,601* 

2666* 

14 3 

823* 

432* 

442 

13 

14 

20 

9 

9 

9 

612, 626, 632, 635 

591 *' 600* 

597 

15 16 

15 

17-18 

3 

3 

3 

1507* 34 9 17 3 

334* 

761, 781* 

438, 453, 486, 1289 

597* 

3-8 

35 

38 

10 

10 

10 

601* 

1042* 

674 

18 

19 21 

21 

3 

3 

3 

39 10 597* 10 4 

659*’ 995 

679* 

41 

42 

10 

10 

756* 

l, 432, 452, 1507* 

425 

11 

12 

4 

4 

1226* 48 10 20 4 

683 聖經引文索引

1655* 14 11 2640* 21 4 



12 5 2636* 20 7 1329*, 1343 

12 6-11 334* 20 11 1329* 

13 2 1070* 20 28 861* 

13 3 699*,2632* 20 32 798 

13 24 523* 20 36 2636* 

13 27 28 597* 21 5 2636* 

13 29 601* 21 20 595 

13 31 647 21 23-24 2102* 

13 32-33 638,653 23 6 993* 

13 33 445*' 2606* 24 15 1038 

13 37 630 24 16 1794*,2471 

13 38-41 578* 26 22-23 601 * 

13 48 2640 27 23-25 334* 

14 3 699*, 1507* 28 20 453 

14 15 32* 

14 17 32*' 1147* 羅馬書

14 22 556, 2847* 1 1 876 
15 5 595 1 3-4 648 
15 10 578* 1 3 437*' 496* 
16 15 1226*, 1252* 1 4 445, 695* 
16 16-18 434* 1 5 143*,494, 2087 
16 31-33 1226 1 16 124* 
16 31 1655* 1 17 1814 
16 33 1252* 1 18-32 401 *' 2087* 
17 24-29 287* 1 18-25 57* 
17 26-28 28 1 18 2125* 
17 26-27 57* 1 19-20 32, 54*' 287*' 
17 26 360 1147* 
17 27-28 32* 1 21 844* 
17 27 2566* 1 24-27 2357* 
17 28 300 1 25 844* 
17 31 679* 1 28-32 1852* 
17 32 996* 1 32 1777* 
18 6 597* 2 6-7 55* 
18 8 1252*' 1655* 2 14-16 1777* 
18 18 2102* 2 16 678* 
19 5-6 1288* 2 24 2814 
19 6 699* 3 4 2465 
19 13 16 434* 3 20 708* 
19 39 751* 3 21-26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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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22 2543 6 12 2819 

3 22 1987 6 17 197, 1237*, 1733* 

3 23 399*' 705, 2809 6 19 1995 

3 25 433, 1吐60* 6 22 1995 

4 3 146 6 23 1006, 1008* 

4 11 146 7 1963* 

4 16-21 706*' 2572* 7 7 2542* 

4 17 298 7 10 2542* 

4 18-21 723* 7 12 1963* 

4 18 146, 165, 1819 7 14 1963* 

4 20 146, 146* 7 16 1963* 

4 25 517*, 519, 654*, 7 22 1995 

977* 7 23 2542 

5 3-5 2734*' 2847 8 2 782 

5 5 368*' 733, 1820, 8 3 602* 

1964, 2658 8 9 693 

5 8 604 8 11 632, 658*' 695*' 

5 10 603, 1825 989, 990 

5 12-21 388* 8 14-17 1996* 

5 12 400*' 402, 602*' 8 14 259*' 693, 1831, 

612*' 1008* 2543* 

5 18 19 605* I 8 15 257' 693*' 1303, 
5 18 402 1972*, 2777 

5 19-21 1009* 8 16 2639* 

5 19-20 411 * 8 17 793*' 1265, 1460, 

5 19 397*' 402, 532*' 1499*, 1831 

615, 623* 8 18 23 280* 

5 20-21 1848 8 18 1721* 

5 20 312*' 385*' 412, 8 19-22 671* 

420 8 19-23 1046 

6 3-9 1006* 8 20 400 

6 3-4 1214*, 1227, 1987* 8 21 1741 

6 4 5 790* 8 22 2630 

6 4 537' 628, 648*' 8 23一24 2630 

654, 658*' 730, 8 23 735* 

977, 1697 8 26 39 2739* 

6 5 169丑＊＇ 2565* 8 26-27 2634 

6 8 11 1987 8 26 741, 2559, 2630, 

6 10 1085 2736 

6 11 1694 8 27 2543*' 2736*’ 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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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8-30 1821 *, 2012 12 11 2039* 

8 28 313,395 12 12 1820 

8 29 257, 381 *, 501, 12 14 1669*, 2636* 

1161 *, 1272*, 2790 13 1-2 1899,2238* 

8 31 2852 13 1 1918 

8 32 603, 706*' 2572* 13 7 2240 

8 34 1373,2634* 13 8-10 1824*,2196 

9 4-5 839 13 8 2845 

9 5 449* 13 9-10 2055 

10 1 2632*, 2636* 14 1971* 

10 2 579* 14 7 953 

10 4 1953, 1977* 14 9 668 

10 6-13 432* 14 17 2819 

10 7 635* 14 21 1789 

10 9 14*, 186*, 449* 15 5-6 2627* 

10 12 13 2739* 15 5 520* 

10 13 2666* 15 13 162*, 2627*, 2657 

10 14-15 875 15 16 1070* 

10 17 875 15 19 693 

11 12 674 15 27 1070* 

11 13-26 755* 15 30 2629* 

11 15 674 16 25-27 2641* 

11 17-18 60* 16 26 143*, 1204, 2087 

11 20 591, 674 

11 24 60* 格林多前書

11 25 591,674,674* 1-6 401* 
11 26 674 1 2 752*, 1695 
11 28 60* 1 16 1252* 
11 29 839 1 18 268* 
11 31 674* 1 24-25 272 
11 32 1870 1 27 489* 
12-15 1454*, 1971* 1 30 2813 
12 1 1105*, 2031 * 1 31 1460* 
12 2 2520*,2826 2 7-16 221* 
12 4 1142 2 7一9 1998* 
12 5 1372 2 8 446*, 498*, 598 
12 6-8 2004 2 9 1027 
12 6 11是＊ 2 10-15 2038* 
12 8 2039* 2 10-11 152 
12 9曰 13 1971 2 11 687 

686 引文索引 聖經



2 16 389* 8 12 1789 

3 9 307' 755, 756 9 1 659*' 857* 
3 11 756 9 5一 18 2122* 

3 12『15 679* 9 5 500* 

3 15 1031* 9 16 848* 

3 16-17 797* 9 19 876* 

4 1 859, 1117* 9 22 24 

4 5 678* 10 1 11 129* 

4 7 224 10 1-6 1094* 
5-10 1971* 10 1-2 697* 

5 1 2388 10 2 117* 

5 4 5 2388 10 4 694* 

5 6-8 129* 10 6 128* 

5 7 608*' 610*' 613*' 10 9 2119* 

1364* 10 11 117, 128*, 2175* 

5 11 1470* 10 13 2848 

6 1 823* 10 16 17 1329*' 1331 *' 1396 
6 9 10 1852*' 2380* 10 16 1334 

6 10 2357*,2450 10 17 1621* 

6 11 693, 1227*’ 1425, 10 24 953* 

1695, 2813 11 17 34 1329* 

6 13 15 1004 11 17 2178* 

6 14 989* 11 18 752* 

6 15-20 2355* 11 20 1329* 

6 15-17 796* 11 23-26 1339* 

6 15 1265* 11 23 610, 1366 

6 19-20 364弋 1004 11 24ff 1376* 

6 19 1265*, 1269, 1695* 11 24-25 1356 

7 10 11 2364*,2382* 11 24 1328, 1329* 

7 14 1637 11 25 611, 613*' 781 * 

7 16 1637* 11 26 671 *' 1076, 1130, 

7 26 672 1341 *' 1344, 1393, 

7 31 1619* 1566*' 2772, 2776 

7 32 1579*, 1618* 11 27-29 1385 

7 34 36 922* 11 30 1509* 

7 34-35 506* 12-13 1454*, 1971* 

7 39 1602 12 1988*' 2003* 

7 40 693 12 3 152, 449*' 455, 

8 6 258*' 2639 683, 2670,2681 

8 10-13 2285* 12 4-6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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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 308* 15 24 668* 

12 7 801, 951 15 26-27 954* 

12 9 1508* 15 26 1008* 

12 13 694, 790*' 798*' 15 27-28 668* 

1227*' 1267' 1396* 15 28 130, 294, 671 *' 
12 26-27 953 674, 1050, 1060, 

12 26 791 *' 1469* 1130, 1326*, 2550, 

12 27 1265* 2804* 

12 28 1508* 15 35-50 646* 

12 30 1508* 15 35-37 999 

13 735*' 800* 15 42-44 1683* 

13 1-4 1826 15 42 999, 1017* 

13 4 7 1825 15 44-45 364* 

13 5 953 15 44 999, 1017 

13 8 25*, 773 15 45 411 *' 504* 
13 12 163, 164, 314, 15 47 504 

1023*' 1720*' 15 52-53 999 

2519* 15 56 602* 

13 13 1813*, 1826, 1841* 16 752*,823*, 1351* 

14 19 752* 16 13 2849* 

14 28 752* 16 15-16 1269* 

14 34 752* 16 22 451, 671, 1130, 

14 35 752* 1403 

15 3 5 186* 

15 3-4 639, 652* 格林多後書

15 3 519, 601, 619, 624 1 3-7 2627* 
15 4-8 642* 1 20 74*, 1065 
15 4 627 1 21-22 1274* 
15 5 552*' 641 * 1 21 695*' 735* 
15 7-8 857* 1 22 698, 1107*' 1296 
15 8 659 1 23 2154* 
15 9 752* 2 15 1294* 
15 12-14 991 3 3 700 
15 12 13 996* 3 6 859 
15 12 2550 3 14-16 1094* 
15 14 651 3 14 702* 
15 20-22 655 3 16-4:6 74* 
15 20 632, 991 3 17 693, 1741 
15 21-22 411 * 4 4 1701* 
15 24-28 2855* 4 6 298*' 2583* 

688 引文索引 聖經



4 7 1420 1 19 500* 

4 14 989* 1 20 2154* 

5 1 1420 2 10 886* 

5 2 2796 2 20 478, 616*' 1380*' 

5 6 769* 2666* 

5 7 164 3 1 476 

5 8 1005, 1021 *’ 1681 3 8 59* 

5 14 616, 851 3 10 578*' 580 
5 15 605*' 655, 1269* 3 13 580 

5 17 1214, 1265 3 14 693*' 706* 

5 17-18 1999 3 16 706* 

5 18-21 2844* 3 24 582* '708, 1963* 

5 18 981, 1442, 1461* 3 27-28 791 

5 19 433, 620 3 27 1227' 1243, 1425, 

5 20 859, 1424, 1442 2348 

5 21 602 4 1-7 1972* 

6 2 1041 4 4-5 422 

6 4 859 4 4 484, 488, 527*’ 

6 16 797, 1179 531 *' 580*' 702 

6 18 270 4 5-7 1265* 

8 1-15 2833* 4 6 683, 689弋 693＊’

8 9 517*, 1351 *’ 2407, 742, 1695*' 2766, 

2546 2777* 

9 12 1070* ! 4 19 526, 562*' 793 

9 14 2636* 4 21-31 1972* 

9 15 1083 4 26-28 723* 

10 17 1460* 4 26 757 

11 2 505*' 796* 5 1454* 

12 9 268, 273*' 1508 5 1 1741, 1748 

13 4 648* 5 3 578* 

13 13 249, 734, 1109, 5 6 162, 1814 

2627* 5 16 25 2744*,2819* 

5 16 2515* 
迦拉達書 5 17 2515* 

1 1 857* 5 19-21 1吐70*' 1852 

1 4 2824 5 20 2113* 

1 13 752* 5 22-23 736 

1 15-16 442 5 22-23 vulg. 1832 

1 15 153* 5 22 1108*' 1695, 2345* 

1 16 659* 5 24 2515*' 2543, 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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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5 736, 782, 1695*’ 3 4 1066* 

2516, 2842*’ 2848 3 8 425 

6 2 1642*' 2030 3 9-12 221* 

6 14 1460* 3 9-11 772* 

6 15 1214 3 9 1066* 

3 12 2778* 
厄弗所書 3 14 239*,2214*,2367* 

1 3-14 2627弋 2641* 3 16-17 1073*' 2714 

1 3-6 381*'1077 3 16 1995 

1 3 492, 1671 3 18-21 2565* 

1 4 5 52*' 257 3 20-21 2641* 

1 4 492, 796*' 865, 4-6 1454* 

1426, 2807* 4 5 1971* 

1 5 6 294 4 1-6 957* 

1 6 1083 4 2 2219 

1 7 517*' 2839 4 3白5 866* 

1 9 11 2823 4 3 814 

1 9 51*,257, 1066*’ 4 4 6 172*' 249*' 2790* 

2603, 2807* 4 7 913 

1 10 668*' 772, 1042*' 4 8-10 661* 

1043, 2748*, 2854 4 9-10 2795* 

1 13-14 706, 1274* 4 9 633*' 635* 

1 13 693*' 698, 1296* 哇 10 631, 668* 

1 14 1107* 4 11-16 794* 

1 16 23 2632* 4 11-13 669* 

1 18 158 4 11 1575* 

1 19-22 272, 648* 4 13 674,695, 2045 

1 20-22 668 4 16 798*’ 954* 

1 22-23 830* 4 19 2518* 

1 22 669*' 753*’ 2045* 4 22 1473* 

2 3 2515* 4 23 1695 

2 4-5 654* 4 24 1473*, 2475, 2504 

2 4 211, 1073 4 25 1267,2475* 

2 6 1003, 2796 4 28 2444 

2 14 2305 4 30 698, 1274, 1296* 

2 16 2305 4 32 2842 

2 18 51* 5 1 1694 

2 19 22 756* 5 2 616* 

2 20 857 5 3-5 1852* 

2 21 797* 5 5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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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1216, 1695 2 6 449 

5 9 1695 2 7 472, 602*, 705*, 

5 14 2641* 713, 876, 1224 

5 16 672* 2 8 9 908* 

5 17 2826 2 8 411, 612, 623 

5 19 1156, 2641 2 9-11 449*, 2812* 

5 20 2633*,2742 2 9-10 434 

5 21-6:4 2204* 2 10-11 201* 

5 21 1269*, 1642 2 10 633*, 635 

5 25-27 772* 2 12-13 1949 

5 25-26 757, 796,823*, 2 13 308 

1616 2 14-17 1070* 

5 25 616*, 1659 2 15 1243* 

5 26-27 829*, 1617* 2 25 1070* 

5 26 628*, 1228* 2 30 1070* 

5 27 773, 796*, 1426 3 6 752* 

5 29 757, 796* 3 8-11 428 

5 31-32 796, 1602*, 1616 3 8 133 

5 31 1627* 3 10-11 989*, 1006* 

5 32 772, 1624*, 1659 3 10 648* 

6 1-3 2197 3 20 1003*' 2796* 

6 1 2217* 3 21 556, 793*’ 999* 

6 4 2223, 2286* 4 6-7 2633* 

6 18-20 2636* 4 8 1803 

6 18 1073, 117哇， 2742 4 13 273*' 308*, 1460 

6 23 24 2627* 
哥羅森書

斐理伯書 1 3-6 2632* 

1 3-4 2636* 1 3 2636* 

1 9-11 2632* 1 10 2520* 

1 21 1010, 1698 1 12-14 1250* 

1 23 1005, 1011, 1021 *' 1 13自 14 517* 

1025* 1 14 2839 

1 27 1692 1 15-20 2641* 

2 1 2842* 1 15 142弋 241, 299, 381, 

2 4 2635 1701 

2 5-8 461 1 16-17 291 

2 5 520*, 1694,2842* 1 16 331 

2 6-11 2641 *' 2667* 1 18-20 624* 

2 6-9 1850* 1 18 504*, 658,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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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 4 14 649,989* 

1 20-22 2305* 4 16 1001 

1 20 1042* 4 17 1025* 

1 24 307*,618*’ 1508, 4 18 1687* 

1499* 5 2 3 675* 

1 27 568, 772 5 2 673* 

2 9 484, 515, 722, 2502 5 5 1216 

2 11 且13 527 5 6 2849* 

2 12 628*' 1002, 1214*’ 5 8 1820 

1227*' 1694* 5 12-13 1269* 

2 19 794* 5 12 801* 

3-4 1971* 5 17-18 2633* 

3 1 3 655* 5 17 117 4, 27 42, 2757 

3 1 1002 5 18 2638, 2648 

3 3 665弋 1003, 1420, 5 19 21 801* 

2796 5 19 696 

3 4 1003, 2772* 5 23 367 

3 5-8 1852* 5 25 2636* 

3 5 2518* 

3 10 2809 得撒洛尼後書

3 14 815, 1827. 18吐4 1 10 1041 
3 16 17 1156*' 2633* 1 11 2636* 
3 16 79*' 26是1 2 3 12 673* 
3 18一21 2204* 2 4-12 675* 
3 20 2217 2 7 385, 671 * 
3 21 2286* 3 6 13 2830* 
4 1 1807 3 10 2427 
4 2 2638, 2849* 

4 3-4 2632*,2636* 弟茂德前書

4 11 307* 1 3 4 2518* 
4 12 2629*' 2632* 1 5 1794 

1 9 10 1852* 
得撒洛尼前書

1 10 2357* 
1 10 442* 1 15 545* 
2 13 104*' 1349* 1 17 142* 
2 14自 15 597* 1 18-19 162 
3 2 307 2 1-2 1349, 1900* 
4 7 2518*' 2813 2 1 2636 
4 11 2427* 2 2 2240 
4 13-14 1012* 2 3 4 l, 2822 

692 引文索引 聖經



2 4 74, 851, 1058, 3 12 2847* 

1256*' 1261 *' 1821 3 16 105* 

2 5-8 2634* 4 2015* 

2 5 618, 956*' 1544, 4 1 679* 

2574 

3 1-13 1577* 弟鐸書

3 1 1590 5 9 1577* 
3 9 1794* 1 ::i 1590 
3 15 171, 756*' 2032 15 2518* 
3 16 385, 463,2641* 2 1 6 2342* 
4 1 672* 2 12 1809 
4 3-9 2518* 2 13 66*, 449*, 1041, 
4 14 1556* 1130, 140生＊’ 2760,

5 17-18 2122* 2818* 
6 8 2837* 2 14 802 
6 12 2145* 3 5 1215 
6 14 66* 3 6-7 1817 
6 15-16 2641* 

6 16 52 費肋孟書

6 20 84* 16 2414 

弟茂德後書 希伯來書

1 3 1794* 1 1 3 102* 
1 5 2220 1 1 2 65,65* 
1 6 7 1556* 1 3 241, 320, 2502, 
1 6 1577*' 1590 2777,2795* 
1 8 2471,2506 1 6 333 
1 9-10 257, 1021 * 1 13 447* 
1 12-14 84* 1 14 331 
1 12 149 2 4 156* 
1 13-14 857* 2 9 624,629* 
1 14 1202 2 10 609* 
2 5 1264 2 12 2602 
2 8 437* 2 13 2777,2795* 
2 11 13 2641* 2 14-15 635 
2 11 12 1499* 2 14 407*' 636 
2 11 1010 2 15 1520*' 2602* 
2 22 2518* 2 17-18 609* 
2 23-26 2518* 3 1 4:11 117* 
3 2-5 1852* 3 6 956*, 2778* 

引文索引 聖經 693 



3 7-4:11 1165* 8 6 1070* 

4 3-4 346* 8 8-10 1965 

4 4-9 624* 9 5 433* 

4 7-11 1720 9 7 433* 

4 11 2817* 9 11 一28 1476*. 1564* 

4 13 302 9 11 586*. 662 

4 14一 15 1137* 9 12 1085 

4 15 467. 540, 609*' 9 13 14 2100* 

612*. 2602* 9 14 614*' 1367* 

4 16 2778* 9 15 522, 579*. 580, 

5 1-5 784* 592* 

5 1-10 1564* 9 24 519, 662, 2741 * 

5 1 1539* 9 25 662 

5 3 1540* 9 26 571 

5 4 1578* 9 27 1013, 1021 *. 1036*. 

5 6 1537* 1367* 

5 7 9 609*' 2606 10 14 1540* 

5 7-8 612*. 1009* 10 1 128* 

5 7 2741* 10 5-10 606 

5 8 2825 10 5-7 462,516*,2568 

5 9 617 10 5 488* 

5 10 1544 10 7 2824 

6 2 699*' 1288* 10 10 614*' 2824 

6 4-6 679* 10 14 1544 

6 5 655 10 16 64* 

6 6 598 10 19-21 1137* 

6 13 2810* 10 19 2778* 

6 19-20 1820 10 23 1817 

6 20 1544 10 25 2178 

7 3 58* 10 26-31 679* 

7 11 1537* 10 32 1216 

7 16 648* 10 36 2826 

7 23-25 1476* 11 1 146 

7 24 1366, 1564* 11 2 147 

7 25-27 1364* 11 3 286 

7 25 519, 662, 2634, 11 6 161,848 

2741* 11 8 145 

7 26 1544 11 17 145*' 2572 
7 27 1085, 1366, 1540* 11 19 2572 

8 2 1070* 11 39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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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0 147 5 16 2737* 

12 1-2 165 5 16b-18 2582 

12 1 1161, 2683* 5 20 1434* 

12 2 147 

12 3 569*, 598* 伯多祿前書

12 22-23 2188 1 3-9 2627* 
12 23 1021 * 3 654*' 1167 
13 3 2447* 7 1031* 
13 10 1182* 10-12 719 
13 14 771 *' 2796* 1 18 20 602 
13 15 1330 1 18 19 517* 
13 17 1269 18 622 
13 20 632* 1 19 613* 

1 23 1228*, 2769 
雅各伯書

2 1-10 2769* 

1 5-8 2633*' 2737* 2 1 2475 

1 13 2846 2 2 24* 

1 14-15 2847* 2 4-5 1141*,1179 

1 17 212,2642 2 4 552 

1 25 1972* 2 5 756, 901, 1268, 

1 27 2208 1330*, 1546* 

2 7 432*' 2148 2 7 756* 

2 10 11 2069*,2079* 2 9 709*' 782, 803, 

2 10 578 1141, 1268, 1546* 

2 12 1972* 2 13-17 1899* 

2 14-26 162* 2 13 2238 

2 15-16 2447 2 16 2238 

2 26 1815 2 21 618* 

4 1-10 2737* 2 24 612 

4 2 3 2737 3 1-7 2204* 

4 4 2737 3 9 1669* 

4 5 2737 3 18-19 632* 

5 1自6 2445 3 2。一21 845* 

5 4 1867*, 2409*’ 3 20 1219 

2434* 3 21 128*, 1094*, 1794* 

5 12 2153* 4 6 634 

5 14 15 1510, 1511 *’ 1526 4 7 670*, 1806 

5 14-16 1499* 4 8 1434 

5 14 1519 4 13 1499* 

5 15 1519*, 1520 4 14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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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7 672* 2 22 675* 

5 3 893, 1551* 2 23 454* 

5 4 754* 2 27 91 *, 695* 

5 7 322 2 28 2778* 

5 8 409*, 28吐9* 3 2822* 

3 1 1692 
伯多祿後書 3 2 163, 1023, 1161 *, 

1 3-4 1996* 1720*,2519*’ 2772 

1 4 51 *, 460, 1129*, 3 3 2345* 

1265, 1692, 1721, 3 5 457 

1812* 3 8 385*, 392, 394 

1 16-18 554* 3 15 1033 

1 19-21 105* 3 17 2447* 

2 4 392* 3 19-24 2845* 

3 9 1037, 2822 3 19-20 208, 1781 

3 10-13 1042* 3 21 2778* 

3 10 972* 3 22 2631 

3 11-12 671* 4 2822* 

3 12-13 677* 4 2-3 465* 

3 13 671 *, 1043, 1405* 4 2 423,463 

3 15-16 105* 4 3 672* 

4 8 214, 221, 733, 
若望一書 1604* 

1 1-4 425 4 9 458,516 

1 3-7 1108* 4 10 457, 604, 614*, 

1 3 2781* 620, 1428* 

1 5 214 4 11-12 735* 

1 6 2470 4 14 457 

1 7-2:2 2631* 4 16 221, 733, 1604* 

1 8-10 827* 4 19 604*, 1828 

1 8 9 1847 4 20 2840* 

1 8 1425 5 1 2780*, 2790* 

1 10 2147* 5 6-8 1225* 

2 1-2 1460* 5 8 694* 

2 1 519, 692*, 2634* 5 14 2778*, 2827* 

2 2 605*, 606 5 16-17 1854* 

2 16 377*, 2514*, 2534* 5 18-19 2852 

2 18 670, 672*, 675* 5 19 409 

2 20 91*,695* 5 20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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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二書 11 15 450* 

7 465*' 675* 
12 1138* 

12 9 391*,2852 

若望一書 12 11 2853 

7 432* 
12 13-16 2853* 

12 17 501 *' 757*' 2853 

猶違書 13 14 2113* 

13 8 677* 
3 93*, 171, 785* 

14 1 1138*' 2159 
24-25 2641* 

1丑 4 778*, 1618* 

默示錄 16 15 2849 

18 24 2642* 
1 4 1403,2854* 

19 1-9 677* 
1 6 784*' 1546, 2855* 

19 1-8 2642* 
1 8 2854 

19 6 865* 
1 17 612 

19 7 757, 1602, 1612 
1 18 625, 633*' 635, 

19 9 1244, 1329*' 1602, 
2854 

1612 
2-3 401* 

19 16 966* 
2 5 1429 

20 7 10 677* 
2 16 1429 

20 12 677* 
2 17 1025*' 2159 21 1 22:5 117* 
3 7 303 

21 1 2 756* 
3 14 1065 

21 1 1043* 
4-5 1138* 

21 2-4 677* 
4 2 1137 

21 2 757, 10丑5, 2016 
4 6 11 662* 

21 3 756*,2676 
4 8 11 2642* 

21 4 1044, 1186 
4 11 295, 2855* 

21 5 1044* 
5 6 1137 

21 6 694*' 1137* 
5 9-14 2642* 

21 7 2788 
5 9 10 1546* 

21 9 757, 865, 1045, 
5 13 449*' 2855* 

1138* 
6 9-11 1138 

21 10 11 865 
6 10 2642, 2817 

21 12-14 765* 
7 1-8 1138* 

21 14 857' 865, 869 
7 2-3 1296* 

21 22 586* 
7 9 775, 1138 

21 27 1044 *' 1045 * 
7 10-12 2642* 

22 1 1137 
9 4 1296* 

22 4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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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5 

22 15 

22 16 

22 17 

1029 

1470* 

437*,528* 

524*, 671, 694*, 

757' 796*' 1130, 

2550*,2853 

451, 671, 673*' 

1130, 1403, 2817*' 

2853 

1061* 

22 20 

22 21 

君士坦丁堡第一屆大公會議

Constantinople I (381)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150 195*' 196*' 242, 

243, 245, 291, 325, 

652, 664, 685, 750, 

1680 

167 希臘原文

信經 厄弗戶斤大公會議

Ephesus (431) 
（引自 DS)

250 466 

1-64 192* 251 466, 495* 

10 64 496* 255 468* 

71 72 192* 

71 254 

75-76 192* 
加采東大公會議

75 266 Chalcedon ( 451) 
76 1035* 
＊徒信經 167, 194*, 196*, 301-302 467 

325, 750, 946, 1331 

大公會議

（除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外，

其餘均引自 DS)

尼西亞第一屆大公會議

Nicaea I ( 325) 

6
0

經

9
ω
q
d

主
口

唔
，
主
句
E
A
t
A
l
s

465 

465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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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第二屆大公會議

Constantinople II (553) 

421 

424 

427 

432 

253, 258,258* 

468, 468* 

499* 

468 

君士坦丁堡第三屆大公會議

Constantinople III ( 680-681) 

Qd EJ 
佇
D

nbnb EJFhiu Ed

-hd 

475* 

475 



尼西亞第二屆大公會議

Nicaea II (787) 

600-603 

600 

601 

603 

COD 111 

476 

1161 

477, 1674*, 2132 

1674* 

1160 

君士坦丁堡第四屆大公會議

Constantinople IV (869-870) 

657 367 

拉特朗第四屆大公會議

Lateran IV ( 1215) 

800-802 192* 

800 202, 296, 299*' 

327,391 

801 999, 1035* 

802 1576* 

804 253, 254 

806 43 

旦昂第二屆大公會議

Lyons II ( 127 4) 

850 248* 

851-861 192* 

854 1017 

856 1032* 

857-858 1022* 

858 1035* 

859 1059 

860 1113* 

維也納大公會議

Vienne (1311-1312) 

902 365* 

君士坦斯大公會議

Constance (1414-1418) 

1154 1584* 

費冷翠大公會議

Florence (1439-1445) 

1300-1301 246 

1302 248 

1304-1306 1022* 

1304 1031* 

1305 954* 

1310 1113* 

1314 1213* 

1315 1256* 

1316 1263* 

1319 1303* 

1324-1325 1510* 

1325 1520* 

1330 255 

1331 248,255,258 

1333 299* 

1334-1336 120* 

1351 1035* 

拉特朗第五屆大公會議

Lateran V (1512『 1517)

1440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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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倫多大公會議 1640 1413* 

Trent ( 1545-1563) 1641 1377* 

1642 1376 

1501-1504 120* 16吐7 1457* 

1510-1516 406* 1651 1374, 1413* 

1511-1512 404* 1661 1457* 

1511 375, 407, 1008* 1672 980 

1512 403* 1673 1450* 

1513 390*, 405* 1674 1468 

1514 403*, 1250* 1676 1678 1431* 

1515 1264, 1426*,2515* 1676 1451 

1525 1993 1677 1452* 

1528 1989 1678 1453* 

1529 615*,617, 1992* 1680 1456, 1458* 

1532 161* 1683 1457* 

1533-1534 2005* 1690 1460* 

1541 1821* 1691 1460 

1542 1446* 1694 1523 

1545 1426*, 1815* 1695-1696 1510* 

1546 2009 1695 1511 

1548 2009* 1696 1512* 

1549 1059* 1697 1516* 

1567 1037* 1698 1523 

1569-1570 2068* 1705 1431 *' 1453* 

1573 411 * 1708 1457* 

1575 1035* 1712-1713 1472* 

1576 2016* 1712 1459* 

1580 1031 * 1716-1717 1510* 

1600-1601 1114 1717 1520* 

1601 1113* 1719 1516* 

1604 1129* 1740 1337, 1366 

1605 1127* 1743 1367, 1371 

1606 1127* 1752 611 * 

1608 1128* 1764 611 * 

1609-1619 1272* 1767 1582* 

1609 1121 *' 1280* ,130丑＊ 1774 1583* 

1612 1584* 1799 1661* 

1618 1257* 1800 1617* 

1624 1280* 1813-1816 1631* 

1638 1394弋 1436 1820 1022*' 1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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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 5 2 1067 

1821-1825 2132* 6 1076*' 1086, 1113* 

1822 1674* 7 1088, 1089, 1181 *' 

1835 1478* 1373 

7 3-4 1070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 1090 

Vatican I (1869-1870) 
1072 

824, 1074 

3002 293, 299*' 327* 
11 1071 

3003 302 13 3 1675 

3004 36 14 1141 

3005 38*' 367' 1960 
21 1205* 

3008-3010 156 24 1100 

3008 154 
26-27 1482* 

3009 156 
26 1140 

3010 153*, 155* 27 1140, 1517* 

3012 161 
28 1144 

3013 812 
29 1143 

3015 50*. 237 
33 1548*, 1552* 

3016 90*' 498 
35 4 1570* 

3017 159 
37-40 1204*' 1232* 

3022 296* 41 1561* 

3023-3024 296* 47 1323, 1398* 

3025 293, 296 55 1388 

3026 36*,47*, 286* 56 13是6

3057 834* 
59 1123 

3074 891* 
60 1667 

61 1621*'1670 

64 1232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65 1232 

67 1255* 

Vatican II (1962-1965) 71 1298* 

73 1513*, 1514 

禮儀憲章 Sacrosanctum conci- 79 1669* 

!ium (4.12.1963) 
81-82 1684* 

81 1685* 
2 771, 1068 83-101 1174* 
3-4 1075* 83 1175 
4 1203 84 1174 
5 766 86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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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176 5 541, 543, 567, 669, 

96 1175* 763, 764, 768, 769 

98 1174, 1175* 6 753, 754, 755, 756, 

100 1175 757' 769*' 1621 * 
102 1163 7 788, 790 

102 2 1194 7 3 791, 798 

103 508, 971 *' 1172 7 5 562, 793 

104 1173 8 769*' 771, 786, 

106 1166, 1167, 1193, 811, 870 

2191* 8 2 816, 819 

108 1173* 8 3 827, 853, 1428 

109-110 1438* 9 753*' 761 *’ 762, 

111 1173* 781 

112 1156, 1157* 9 2 776, 782 

112 3 1157 10 784, 901 *' 1141 *' 

118 1158 1273*' 1535*' 
119 1158* 1538*, 1548*’ 

121 1158 1552*' 1657 
122-127 1181 *' 2503* 10 1 1141, 1546 

122 2513 10 2 1120, 1547 

126 2132* 11 1119, 1251 *' 1270, 

128 1183 1273*' 1285, 

1303*' 1324, 
大軍傳播工具法令 Inter mirifica 1440*' 1499, 1656, 

(4.12.1963) 2204*' 2226* 

5 3 2494 11 2 1119, 1422, 1522, 

8 2495 1535, 1641, 2225 

11 2494* 11 3 825 

12 2498 12 92, 93, 785, 801, 

12 2 2498 823, 889*' 1303*' 

2003* 

歡會憲章 Lumen gentium 12 2 798,951 

(21.11.1964) 13 761 *' 804, 836 

13 1 2 831 
1 748, 775, 1045 

13 3 814 
2 375, 541, 759, 769, 

14 815*' 837' 846, 
1050*' 1076*’ 1093 

1257* 
3 541, 5是2弋 669,

14 3 1249 
763, 763*' 766, 

15 819*' 838, 853* 
960, 1364, 1405 

16 761 *' 839, 841, 
基 767' 768,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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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844, 847, 35 904 

1260*' 1281 * 35 1 905 

17 776*' 1270*' 2032 35 2 905 

18 874 36 786, 908, 943*’ 

19 880 1888* 

20 87*' 860, 861, 36 2 337 

1555, 1576 36 3 909 

20 3 862 36 4 912 

21 1549*' 1556, 1558, 37 1269* 

1575*, 1582* 39 823, 2045* 

21 2 1557, 1576 40 828*, 1426* 

22 880, 882, 883, 884, 40 2 2013, 2028 

885, 1559, 1559* 41 1251*, 1570*, 

22 2 881, 1444 1641* 

23 833, 835, 882, 886, 42 43 915* 

938, 1202*, 1560* 42 826, 1620*' 1816 

23 丑 887 42 3 1986 

24 1551,2068 42 4 2103 

25 90*' 888, 891, 42 5 2545 

891 *' 892, 2034, 43 917 

2035* 44 3 933 

25 2 891 4吐 4 914 

26 832, 893, 1312, 48-51 828* 

1561* 48-50 1469* 

26 3 893, 1462 48 769, 773*' 824, 

27 894, 895 1042, 1373* 

27 3 896 48 2 776 

28 1548*' 1554, 1562, 48 3 670, 671, 825, 

1564, 1566, 1582* 1001 

28 2 1567 48 4 1013, 1036 

29 1569, 1570*, 49 954, 955, 956, 

1582*' 1588 1023* 

29 2 1571 50 957' 958, 1090* 

30 801* 51 959 

31 871 *, 897 52 499* 

31 2 898,932 53 哇92, 963, 967 

32 872* 55 489 

33 900* 56 488, 490, 492, 493, 

33 2 913 494, 511 

34 901, 1141 * 57 49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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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165, 964 10 821* 

59 965, 966 11 90, 821 * 

60 970 12 821* 
61 488*’ 968 13-18 838* 
62 969,970,2674 15 925*, 1126* 
63 501, 506*' 507*' 15 3 1399 

967 22 2791* 

64 507 22 2 1271 

65 829 22 3 1400 

66 971 24 2 822 

67 2132* 

68-69 2679* 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

68 972 Christus Dominus (28.10.1965) 

69 965, 972 2 882*’ 937 

2 2 1558 
東方教會法令 Orienta/ium eccle 『

3 886* 
siarum (21.11.1964) 4 1560* 

15 1389 9 882* 

11 833*, 1548* 
大公主義法令 Unitatis redinte- 13 1586* 

gratio (21.11.1964) 15 1569* 

1 820* 16 1586* 

2 813, 815*' 1126* 33-35 927* 

2 2 813 36 1560* 

2 6 813 37 1560* 

3 819*' 827*’ 830, 

838, 1271 
修會生活革新法令 Perfectae

3 1 817, 818 caritatis (28.10.1965) 

3 2 819 1 915*’ 918 
3 5 816,82哇 2 2684* 
4 94弋 821 ＊’ 1202* 5 916* 
4 3 820 7 2691* 
4 10 855 11 929 
5 822 12 1620* 
6 821*, 827* 

7 3 821* 司鐸之培養法令 Optatam totius 

8 2791* (28.10.1965) 

8 1 821 10 1620* 
9 821* 20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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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育宣言 Gravissimum 13 101 

educationis (28.10.1965) 14-16 1094* 

14 121* 
3 1653*' 2221 

15 122 
6 2229* 

16 129*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17 124 

Nostra aetate (28.10.1965) 
18 125 

19 126, 573* 
1 360*' 842 20 124* 
2 282, 843* 21 103*' 104, 131, 
2 2 2104 141, 1346* 
3 841* 22 131 
4 597,839* 23 94* 
5 2793* 24 94*' 104*' 132, 135 

天主的啟示歡義憲章 Dei Verbum 
I 25 133, 2653 

(18.11.1965) 教友傳教法令 Apostolicam actu-

2 51, 53, 65, 142, ositatem (18.11.1965) 

1103, 2587 2 863, 873 
3 54, 55, 58, 62* 2 2 940 
4 66 ' 3 798*' 864 
5 143*' 153*’ 158, 4 864* 

1814 5 2832* 
6 36*' 38* 

i 6 851* 
7 74, 75, 76 6 2 2044 
7 2 77 6 3 905 
8 1124*' 2650, 2651 * 8 5 2446 
8 1 77, 78, 98 13 2105* 
8 2 94 13 1 2105 
8 3 78, 79, 120* 16 6 1570* 
9 80, 81, 82 

10 889*' 2663* 信仰自由宣言 Dignita的 humanae

10 1 84, 84*’ 97 
I (7 .12.1965) 

10 2 85, 86, 891 
1 2105* 

10 3 95 
2 2104 1 

11 105, 106, 107, 
1 3 2105 

136*' 337* 
2 2108* 

12 1 109* 
1 2106 2 

12 2 110 
2 2104, 2106, 2467 2 

12 3 111, 111 *' 119 
2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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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1782 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 Presbytero-

4 1180* rum ordinis (7 .12.1965) 
6 3 2107 

2 1141 *' 1142*' 
7 3 1738*' 2109 

1548*' 1563, 
10 160 

11 160 
1566*' 1582* 

2 2 1562 
14 1785*' 1816*' 

2 4 1369 
2036* 

4-6 2686* 
14 4 2104 

4 888, 1102 
15 2137 

4 1-2 1122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 Adgentes 5 1175*, 1181, 1324, 

1392 
(7 .12.1965) 

6 1548* 
1 804,849, 1344 8 1568 
1 3 853 10 1565 
2-9 257* 13 1464*, 1466* 
2 248*' 294, 767*' 15 1142* 

850, 868 16 1579*, 1580* 
3 763* 

4 767, 830*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5-6 767* Gaudium et spes (7.12.1965) 
5 852, 857' 877' 

2 2 421 
1257*, 1560* 

10 1958* 
6 830, 1560* 

10 2 450 
6 2 854 

12 1 358* 
7 848, 1260*, 1270* 

12 3 356 
7 3 776 

12 4 383 
9 856 

11 2472 
13 1 390*' 401, 415, 

1707 
14 1233*, 1248 

13 2 1707 
14 4 1249 

15 905* 
14 1 364, 382 

15 2 854 
14 2 33*, 1703 

16 1570* 
15 2 1704, 1711 

16 6 1571 
16 1706, 1713, 1776, 

18 927* 
1791, 1794, 1795 

17 1705, 1712, 1730, 
23 1270* 

38 1560* 
2339 

17 1 17是3*
40 927* 

18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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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006 39 1 358*' 1048 
18 1 33 39 2 1049 

18 2 1008, 1018 39 3 1050 

19 21 29* 40 2 854 

19 1 27, 29, 2123 43 4 942 

19 3 2125 43 6 853 
20-21 676* 44 2 94* 

20 1 2124, 2126* 45 2820* 

20 2 2124 45 1 776 

21 3 2126 45 2 450* 

21 7 2126 基7 1 1603, 2210*. 2250 

22 1612*, 1701, 1701*, 47 2 1603*. 2387* 

2820* 48 1251* 

22 1 359, 1710, 2783弋 48 1 1601 *' 1603, 1627, 

2799* 1639, 1646, 1652, 

22 2 470, 521, 618 1660*,2364 

22 5 367*' 618, 1260 48 2 1535, 1639, 1642 

23 1 2419 48 4 2227* 

24 3 356, 358*. 1703, 49 2 1645, 2334*. 2362 

1878* 49 3 1632 

25 1 1879*. 1881, 1892, 50 1 372*, 1652, 1664 

2344 50 2 2367,2373* 

25 2 1882* 51 3 2268*, 2271, 2368 

26 1 1906, 1924 51 4 2371 

26 2 1907, 1908* 52 1 1657, 2206 

26 3 1912 52 2 2210 

27 1 1931 58 4 2527 

27 3 2322 62 7 94 

29 2 1935, 1936* 63 3 2424* 

29 3 1938 64 2426* 

30 1 1916* 65 2 2424 

31 3 1915, 1917 67 2 2吐34

32 2820* 67 3 2184*. 2194 

34 2427* 69 1 2404,2408* 

36 49 71 4 2406* 

36 2 159, 339 74 1 1906* 

36 3 308 74 2 1902 

37 2 409 74 3 1901, 1920 

38 520 74 5 2242 

39 2820* 76 3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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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5 246,2420 

78 1-2 2304* 

78 3 813 

78 5 2306* 

78 6 2317 

79 3 2311 * 

79 4 2308, 2312 

79 5 2310* 

80 4 2314 

81 3 2329 

81 4 2307* 

84 2 1911 

89 1 1955 

地區會議

及主教會議

（哥︱白 DS)

羅馬會議 Rome (382) 

達瑪甦詔書 Decretum Damasi 

179 120* 

迦太基會議 Ca「thage (418) 

初期教會典章 Statutes of the Early 

Church 

325 650* 

* 

義
個

A

生

會
〉
屆
臼
二
也

第
H

治

R
m

a
m

叭

r
t

d

緬
E

－

p
r
l
v
可
E
i

奧
伽
訂

門i

門i

門i
q
u

叮
J
q
J

153* 

1037* 

君士坦T堡主教會議

Synod of Constantinople (543) 

409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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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1035* 

布拉加第一屆會議 Braga I (561) 

455-463 299* 

托利多第四屆會議

Toledo IV (633) 

485 633* 

托利多第六屆會議

Toledo VI (638) 

490 245 

拉特閉會議 Lateran ( 649) 

503 

504 

496, 499* 

476* 

托利多第十一屆會議

Toledo XI (675) 

525-541 

527 

528 

530 25 

539 

192* 

245 

255 

253, 254 

650* 

托利多第十六屆會議

Toledo XVI (693) 

571 499* 

羅馬會議 Rome (745) 

587 633* 

斐鳥利會議 Friuli (796/797) 

619 503 

革爾西會議 Quie「cy (853) 

624 605 



宗座文件

達瑪甦一世 Damasus I (366-

384) 

致東方主教團書函 Letter to Eastern 

Bishops 

DS 149 471 * 

依諾森一世 Innocent I (402-417) 

〈如果教會法制〉書函 Letter Si 

instituta ecclesiastica (19.3.416) 

DS 215 1564* 

DS 216 1510* 

大良一世 Leo I the Great (440-

461) 

〈何其美哉〉書函 Letter Quam laud 

abiliter (21. 7.47) 

DS 284 247* 

DS 286 299* 

〈讀過閣下的信〉書函 Letter Lectis 

dilectionis tuae (13.6.449) 

DS 291 499* 

DS 294 499* 

直納大修二世 Anastatius II (496-

498) 

〈寫冗長的信〉書函 Letter In proli

xitate epistolae ( 497) 

DS 359 650* 

賀米斯達 Hormisdas (514-523) 

〈在其中〉書函 Letter Inter ea quae 

(26.3.521) 

DS 369 650* 

維祺留 Vigilius (537-555) 

致全體天主子民書函 Letter Dum in 

sanctae (5.2.552) 

DS 415 233* 

自拉杏一世 Pelagius I (556-561) 

〈人類〉書函 Letter Humani 

generis (3.2.557) 

DS 442 499* 

大額我略 G「egory the Great 

(590-604) 

〈女口水一般〉書三三 L三tter Sicut aqua 
(600) 

DS 475 -!73* 

尼各老一世 Nicholas I (858-867) 

〈有關你的詢問〉覆文 Response Ad 

consulta vestra (13.11.866) 

DS 646 1256* 

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Ill (1198 一

1216) 

〈按照他的模範〉書函 Letter Eius 

exemplo (18.12.1208) 

DS 794 1576* 

若望廿二世 John XXll (1316-

1334) 

〈不要對這些事〉詔書 Bull Ne 

super his (3.12.1334) 

DS 990 1022* 

本篤十二世 Benedict XII (1334-

1342) 

〈讚美天主〉憲令 Const. Benedic
tus Deus (29.1.1336) 

DS 1000-1001 1022* 

DS 1000 1023, 1031 * 

DS 1002 1022*,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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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亞美尼人小冊 Libellus Cum 

dudum (1341) 

DS 1011 633* 

克萊孟六世 Clement VI (1342-

1352) 

致安慰者及亞美尼信友書函〔墨基

大〕 Letter Super quibusdam 

(29.9.1351) 

DS 1077 633* 

比約四世 Pius IV (1559-1565) 

〈與我們連繫〉詔書 Bull Iniunctum 

nobis (13.11.1564) 

DS 1862-1870 192* 

〈既然某些人的〉憲令 Const. Cum 

quorumdam hominum (7.8.1555) 

DS 1880 499* 

比約六世 Pius VI (1775-1799) 

Brief Quad aliquantum (10.3.1791) 
短簡

10 2109* 

比約九世 Pius IX (1846-1878) 

〈莫可名言之天主〉詔書 Bull Ineffa

bilis Deus (8.12.1854) 

DS 2803 411 *' 491 

〈多麼關心〉通諭 Enc. Quanta cura 

(8.12.1864) 

3 2109* 

良十三世 Leo XIII (1878-1903) 

Enc. Diuturnum illud (29.6.1881) 
通諭

1898* 

Enc. Immortale Dei (1.11.1885）通諭

1898*' 2105* 

710 引文索引 宗座文件

Enc. 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 

(20.6.1888）通諭

1951, 1954, 2108* 

比約十一世 Pius XI (1922-1939) 

〈建立基督君王節〉通諭 Enc. Quas 

Primas 01.12.1925) 

8 20 2105* 

〈聖潔婚姻〉通諭 Enc. Casti connu 

bii (31.12.1930) 

DS 3722 

2366* 

2297* 

〈四十年〉通諭 Enc. Quadragesimo 

anno (15.5.1931) 

1883* 

〈贖世主〉過諭 Enc. Divini 

Redemptoris (19.3.1937) 

676* 

比約十二世 Pius XII (1939-1958) 

〈至高司祭〉通諭 Enc. Summi 

pontificatus (20.10.1939) 

360, 361, 1939 

〈奧體〉通諭 Enc. Mystici Corporis 

(29.6.1943) 

DS 3808 

DS 3812 

1119 

797, 798 

478* 

〈眷顧之母〉宗座憲令 Ap. Const. 

Provida Mater (2.2.1947) 

929 

＜天主中保〉通諭 Enc. Mediator Dei 

(20.11.1947) 

1548 

〈聖秩聖事〉宗座憲令 Ap. Const. 

Sacramentum ordinis (30.11.1947) 

DS 3858 1573* 



〈人類〉通諭 Enc. Humani generis 

(12.8.1950) 

DS 3875 

DS 3876 

DS 3891 

DS 3896 

DS 3897 

37 

38, 1960 

330*’ 367* 

366* 

390* 

〈欽定聖由升天〉余座憲令

Ap. Const. Munificentissimus Deus 

(1.11.1950) 

DS 3903 966* 

〈聖樂規章〉遍諭 Enc. Musicae 

sacrae disciplina (25.12.1955) 

2501 * 

〈耶穌聖心敬禮〉通諭 Enc. Hauri

etis aquas (15.5.1956) 

DS 3924 478 

〈信德的禮物〉通諭 Enc. Fidei 

donum (21.4.1957) 

1560 

演講集 Discourses

1.6.1941 1887' 19吐2, 2286 

20.2.1946 899 

3.9.1950 

29.10.1951 

2501* 

2362 

6.12.1953 2108* 

25.12.1955 2501 * 

若望甘三世 John XXlll (1958-

1963) 

〈慈母與導師〉通諭 Enc. Mater et 

Magistra (15.5.1961) 

60 1882 

〈和平於世〉通諭 Enc. Pacem in 

terris (11.4.1963) 

35 1886 

46 

51 

1897 

1903 

65 1930* 

保祿六世 Paul VI (1963-1978) 

〈信德的奧跡〉通諭

Enc. Mysterium fidei (3.9.1965) 

1183, 1418 
口
。

Q
d
p
b

135 
1381 

1374 

1378 

〈有關大赦的教導〉手表座憲令

Ap. Const. Indulgentiarum doctrina 

(1.1.1967) 

準則 1-3 1471 

5 1474, 1475, 1476, 

1477 

1478* 8 

〈民族發展〉通諭 Enc. Populorum 

progressio (26.3.1967) 

37 2372* 

53 2315* 

〈天主子民信經＞ Credo of the 

People of God: Solemn Profession of 

Faith (30.6.1968) 

192* 

2 251 

8 327*,366* 

9 265* 

12 1035* 

15 975 

16 419 

19 827 

20 182 

28 1005*' 1052 

29 1053 

30 962 

〈人類生命〉通諭 Enc. Humanae 

vitae (25. 7.1968) 

11 

12 

2366 

2366,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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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且τ
p
o
q
u

t
z
i

可
E
i

門
／
心

2370 

2370* 

2372* 

〈分享天主↑生體＞宗座憲令

Ap. Const. Divinae consortium natu
rae (15.8.1971) 

1212, 1288, 1300 

〈病人傳油〉宗座憲令

Ap. Const. Sacram unctionem infir
morum (30.11.1972) 

1513 

〈聖母敬禮〉索座勸諭

Ap. Exh. Marialis cultus (2.2.1974) 

42 971 

56 971 

〈在新哩：界中傳福音〉宗座勸諭

Ap. Exh. Evangelii nuntiandi 
(8.12.1975) 

31 2820* 

48 1676* 

53 843* 

62 835 

63 64 1201* 

73 910 

演講集 Discourses

5.1.1964 在納ffi~力：

時辰頌禱禮，聖家節誦讀

533 

21.11.1964 963 

11.7.1966 390* 

22.6.1973 776 

14.12.1975 838 

若望保祿二世 John Paul II (1978-) 

〈人類救主〉遁諭 Enc. Redemptor 

hominis (4.3.1979) 

11 519 

18 21 783* 
〈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宗座勸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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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Exh. Catechesi tradendae 
(16.10.1979) 

1 4* 

2 4* 

5 426 

6 427 

9 561 

12 8* 

13 7,9* 

18 5, 6* 

20-22 23* 

23 1074 

25 23* 

29 1697* 

53 1204* 

54 1676*' 2688* 

55 2688* 

〈主的室主席〉書函 Letter Dominicae 

cenae (14.2.1980) 

3 1380 

〈富於仁慧的天主〉通諭 Enc. Dives 

in misericordia (30.11.1980) 

14 2844* 

〈工作〉通諭 Enc. Laborem 

exercens (14.9.1981) 

6 2428* 

7 2424* 

11 2430* 

18 2436* 

19 2433* 

20 2424* 

22-23 2433* 

27 2427* 

〈家庭〉果座勸諭 Ap. Exh. Fami

liaris consortio (22.11.1981) 

11 2331, 2361, 2392 
qJnbQJ 

－
E
4

吋
E
i
t
E
A

1642*' 1643 

1620* 

1644, 1645*’ 2387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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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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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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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 

1656*’ 2204 

2334 

1653* 

2366 

2370 

2343 

2221* 

2211 * 
1622 

2391* 

2390* 

83 1649* 

84 1651, 2386* 

85 1658 

〈和好與懺悔〉束座勸諭

Ap. Exh. Reconciliatio et paenitentia 
(2.12.1984) 

16 408*. 1869*. 2850* 

17 9 1863 

17 12 1857 

31 1469 

〈主及賦予生命之神〉遁諭

Enc. Dominum et Vivificantem 
(18.5.1986) 

27-48 1433* 

31 2 1848 

46 1864* 

55 2516 

〈救世主之母〉遁諭 Enc. Redemp

toris Mater (25.3.1987) 

18 165 

〈社會事務的關懷〉通諭 Enc. Sollie 

itudo rei socialis (30.12.1987) 

1 2422* 

9 2438 
467 

唔
，
4

唔
，i
t
E
A

2437 

2440* 

2438* 

32 2441* 

38 40 1939* 

41 2422* 

42 2406*,2442* 

45 2438* 

47 1929 

47 6 2442 

〈婦女的尊嚴與聖召〉宗座書函

Ap. Letter Mulieris dignitatem 
(15.8.1988) 

6 2334 

26 27 1577* 

27 773 

〈第廿五年〉宗座書函 Ap. Letter 

Vicesimus quintus annus (4.12.1988) 

16 1205, 1206 

〈平信徒〉宗座勸諭 Ap. Exh. 

Christifidele" laici (30.12.1988) 

9 899 

16 3 828 

17 3 

24 

828 

801* 

〈救玉的使命〉通諭 Enc. Redemp

toris Missio (7.12.1990) 

11 851 * 

12-20 853* 

21 852 

23 850* 

42-47 854* 

48-49 854* 

50 855* 

52-54 854* 

55 856* 

69 927, 931* 

〈百年〉通諭 Enc. Centesimus 

annus (1.5.1991) 

3 1896*. 2421 * 

10 

12 

1939*. 2425*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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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425* 1 10 1 749 

24 2423* 1 10 20 770 

25 407*' 1889, 2236* 1 10 22 750* 

26 2440* 1 10 24 947' 950 
28 2438 1 10 27 952 

29 2461* 1 11 3 978 

31 2427* 1 11 4 979 

32 2429* 1 11 5 982 

34 2425,2429* 1 11 6 987 

35 2424*,2438* 2 2 5 1213 

36 2 1886, 2223 2 5 18 1468 

37-38 2415* 2 5 21 1450 

37 2432* 2 5 4 l丑31*

40 2406* 3 2 4 2086 

41 1887* 3 37 2536,2537 

43 1914* 

4丑 1904,2425* 

45 2244* 聖部

46 2244* 

48 1883, 2406*' 2431, f言E里吉H Congregation for the 
2433* 

Doctrine of the Faith 
51 2441* 

57 2444,2444* 致英國主教書函 Letter to the Bis-

：真言菁 Discourses
hops of England (16.9.1864) 

DS 2888 811 * 
7.12.1985) 10 

〈千年論〉法令 Decree De millena 

rismo (19.7.1944) 

教會文件
DS 3839 676* 

致波士頓總主教書函 Le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Boston (8.8.1949) 

羅馬教理 Roman Catechism DS 3866-3872 847* 

導言 10 25 〈教會的奧跡〉宣言 Declaration

導言 11 24 Mysterium Ecclesiae (24.6.1973) 

1 1 3 190 3 2035 

1 1 4 191 〈人的位格〉宣吉 Declaration

1 2 2 199,200 Persona humana (29.12.1975) 
1 2 13 274 7 2391 
1 5 11 598 8 2357 
1 6 3 633 9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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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349 

〈婦女與聖秩〉聲明 Declaration

Inter insigniores (15.10.1976) 

1577* 

〈牧民行動〉訓令 Instruction

Pastoralis actio (20.10.1980) 

1252* 

〈自由的良心〉首ii令 Instruction

Libertatis conscientia (22.3.1986) 

13 1740 

68 2丑48

〈生命的禮物〉訓令 Instruction

Donum vitae (22.2.1987) 
導言 2 2375 
導言 5 2258 

1 1 2270* 

1 2 2274 

1 3 2275 

1 5 2275 

1 6 2275 

2 1 2376 

2 4 2377 

2 5 2377 

2 8 2378 

3 2273 

聖職部 Congregation of the 

Cle「gy

〈教理講授指南） General Catecheti
cal Directory (1971) 
q
d

司
i
1
i
Q
d

A
q
A

全
民

d
p
o

234 

234 

280 

1056 

聖禮部 Congregation of Rites 

〈聖體奧跡〉首ii令 Instruction

Eucharisticum mysterium 
(25.5.1967) 

6 1325 

教學部 Congregation of Studies 

〈多瑪斯哲學論題〉法令 Decree

Theses approbatae philosophiae 
thomisticae (27. 7 .1914) 

DS 3624 318* 

世界主教會議

〈行將結束的會議〉最後報告

Final Report Exeunte coetu secundo 
(7.12.1985) 

II Ba 4 10, 11 

主教大會

拉丁美洲主教團，〈柏布拉文件〉

CELAM, Document of Puebla (1979) 

1676 

法典

《宗徒準則》

Canon of the Apostles 

34 887* 

《天主教法典》

Codex Iuris Canonici 

129 2 

204 1 

205 

206 

911 

871, 1213* 

815*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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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1 934 751 817*' 2089 

207 2 873,934 774 906* 

208-223 1269* 776 906* 

208 872 780 906* 

212 3 907 783 931 

213 2037* 788 3 1249* 

220 2477* 823 1 906* 

222 2043* 835 4 902 

229 906* 844 1 1462* 

230 1 903* 844 3 1399* 

230 3 903 844 4 1401* 

290 293 1583* 847 1 1513* 

330 880* 848 2122 

331 936 849 1213* 

336 883* 851 1233* 

337 1 884 851 2 1233* 

368-369 833* 855 2156 

443 4 911 * 861 1 1256* 

463 1 911 * 861 2 1256* 

463 2 911 * 864 1246 

492 1 911 * 865 1233* 

511 911 * 866 1233*' 1298* 

515 1 2179 867 1250* 

517 2 911 * 868 1233*, 1251* 

536 911 * 872 874 1255* 

573 916*’ 925* 882 1313* 

591 927* 883 2 1312* 

603 1 920 883 3 1307*, 1314* 

604 1 923,924 884 2 1313* 

604 2 924* 889 1 1306* 

605 919* 890 1306 

607 925* 891 1307* 

654 2103* 893 1 1311 * 

692 2103* 893 2 1311 * 

710 928 914 1457* 

713 2 929* 916 1457* 

731 1 930 917 1388* 

731 2 930 919 1387* 

747 2 2032 920 1389*,2042* 

748 2 160* 961 1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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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2 1483* 1246 2043* 

962 1 1483* 12461 2177, 2192 

967 969 1462* 1246 2 2177* 

972 1462* 1247 2180, 2185*' 2192, 

976 1463* 2193 

983 1 2490, 2511 1248 1 2180 

986 1464* 1248 2 2183 

988 2 1458* 1249-1253 1438* 

989 1457,2042* 1249-1251 20丑3*

1003 1516* 1314 2272 

10041 1514* 1323 1324 2272* 

1005 1514* 1331 1463* 

1007 1514* 1336 1, 3' .5' 1583* 

1012 1576* 1338 2 1583* 

1024 1577 135哇－ 1357 1463* 

1055 1 1601, 1660* 1367 2120* 

1055 2 1617* 1369 2148* 

1056 2364* 1376 2120* 

10571 1626, 1628 1388 1 1467 

1057 2 1627* 1398 2272 

1063 1632* 1421 2 911 * 

1071 1629* 

1086 1635* 

1095 1107 1629* 《東方教會法典》
1103 1628* 

Corpus canonum ecclesiarum 
1108 1631* 

1124 1635* orientalium 
1125 1635* 

675 1 1213* 
1134 1638 

675 2 1269* 
1141 1640*' 2382 

677 1 1256* 
1151 1155 1649*' 2383* 

679 1246 
1166 1667* 

681 1250* 
1168 1669* 

686 1 1250* 
1172 1673* 

695 1 1290* 
1176 3 2301* 

696 1 1290* 
11911 2102 

708 2042* 
1196 1197 2103* 

711 1457* 
11991 2154 

719 2042* 
1245 2181* 

722 3 4 1462* 
1246-1248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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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1463* 聖人 2005 

735 1464* 追思亡者 1012 

738 1514* 「聖、聖、聖」 Sanctus

739 1 1516* 335 

744 1576* 感恩、經 Eucharistic Prayers 
747 1576* 第一式 Roman Canon 
867 1667* 88 1037 
880-883 1438* 90 1353* 
880 3 2043* 95 1333* 
881 1 2042*' 2043* 96 335*, 
881 2 2042* 1383, 1402 
881 3 2042* 97 1274 
881 4 2042*,2043* 第二式 116 1404 
882 2043* 第四式 118 55, 380, 
1420 1463* 2818 
1431 1463* 第四式 123 2852 
143丑 1463* 

主禱文後的附禱經 Embolism to the 
1456 1467 

Eβ＇rd ’s Prayer 

禮儀

拉丁禮

羅馬彌撒經書 Roman Missal 

在恩吉侖 General Instruction 

240 

259 

271 

272 

1390 

1182* 

1184 

1184 

預備祭台和禮品 Preparation of the 

Altar and the Gifts 

1333 
QU C C 

月
A

fA 

t

生
口
岸
間

旦
河
丑

詞
節
升
君

謝
誕
穌
督
徒

頌
聖
耶
基
宗

140哇，

2760*, 

2854 

領聖體禮 Rite of Communion 

1386 

126 

集禱告gf Opening Prayers 

第二十六主日

第三十二主日
qH 

74 
月i

弓i

7
ω
1
1
 

苦難日午後禮儀 Good Friday After

noon Liturgy of the Passion 

隆重祈禱文第六禱詞 的， 839

逾越節守夜 Easter Vigil 

18 逾越頌 412, 631, 

647 

349* 

528 

1217,1218, 

24 讀經一後的禱詞

26 讀經三後的禱詞

42 祝福洗禮用水

477 I 1219, 1221 
661 I 

︱五旬節繼抒詠 Sequence of Pentecost 
2046 I I 2671 * 
857,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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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禮書 Roman Pontifical 

主教聖秩授予禮 Ordination of 

Bishops 

26 祝聖經文 1541,1586, 

1586* 

可鐸聖秩授予禮 Ordination of 

Presbyters 

22 祝聖經文 1542 

執事聖秩授予禮 Ordination of 

Deacons 

21 祝聖經文 1543 

堅振禮 Rite of Confirmation 

導言 1 1285* 
導言 2 1285* 
導吉 3 1309* 
導言 5 1311* 
導言 6 1311 * 

25 1299 

貞女奉獻禮 Consecration to a Life of 

Virginity 

導言 1 923 
導吉 2 924 

羅黑禮書 Roman Ritual 

成人入門禮典 Rite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of Adults 

1232* 

總言侖

1-2 1212* 

19 1248* 

98 1248* 

成人洗禮 168 

幼兒洗禮 Rite of Baptism of 

Children 

62 1241* 

懺悔禮 Rite of Penance 

31 1484 

46 赦罪經 1424, 1449 

婚姻禮 Rite of Marriage 

45 1627 

祝福禮典 Book of Blessings 

16 

18 

1669* 

1669* 

積葬禮 Order of Christian Funerals 

1686* 

交付靈魂經

Commendatio animae 1020 

願天使導引你到天堂

In Paradisum 335* 

1 1689* 

10 1690 

41 1688 

57 1689* 

時辰頌禱禮 Liturgy of the Hou「S

棉、言侖 General Introduction 

7 2616* 

9 2655* 

100-109 2586* 

讚美詩 Hymns

至聖聖二，其善的光芒

0 lux beata Trinitas 257 

天主，我們讚美林

TeDeum 168 
造物者聖神，請降臨

Veni, Creator Spiritus 291, 700 

君王的控旗

Vexilla Regis 550, 617 

對經 Antiphons

聖誕八日慶期晚禱 526 

元旦日晨禱 469 

元旦日晚禱 526 
主顯節第三晚禱謝主曲 528* 

聖歌 Canticle

主日第一晚禱

（第一、三主日）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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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禱經文 Praye「S 安提約基的教利E禮

聖母經 Ave Maria 1014, Syriac Litu「gy of Antioch 
2676, 2677 

聖油祝聖禮呼求聖神禱詞 1297 
啊，神聖的建席

0 sacrum convivium 1402 范傑 Fanqith
聖神，請你降臨

安提約基雅的敘利亞日課
Veni, sancte Spiritus 2671 

第六冊，夏季 193B 1167 
諸聖禱文

安提約基雅的敘利亞日課
Litany of the Saints 1014 

第一冊，適用經文 237A-B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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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on 1386 

拜占廷禮 Byzantine Liturgy 

1166 

禮儀詩節 Troparia

啊，獨生子

。monoghenis 469 
聖母安眠節（8 月 15 日） 966 

逾越節 638 

主日晨禱第三式 703 
五旬節晚禱 291, 732, 

2671 

禮儀詩歌 Kontakia

顯聖容節

歌者羅馬諾斯

5FD 
E
d

內
／U
】

「
D

佇
D

（東方教會）禮儀書 Euchologion

赦罪經 1481 

聖秩授予經文 1587 

720 引文索引教會作者二至三畫

教會作者

三至三畫

十字聖若望

John of the Cross, St (1542-1591) 

光與愛之言論 Dichos de Juz y amor 

53 2717 

64 1022 

愛的活火焰 Llama de amor viva 

696* 

2690 3 30 

攀登加爾默羅山 Subida del monte 

Carmelo 

2 22 3 5 時辰頌禱禮，

將臨其月第二週

星期一誦讀 65 

大良一世（聖） Leo the Great，址

(d.461) 

講道集 Sermones

4 1 PL 54, 149 786 

4 3 PL 54, 151 424* 

21 2-3 PL 54, 192A 
時辰頌禱禮，

聖誕節誦讀 469*' 1691 



23 

51 1 

51 3 

62 2 

73 4 

74 2 

83 3 

PL54, 224B 
時辰頌禱禮，

主顯節誦讀 528 

PL 54, 309B 424* 

PL 54, 310C 568* 

PL 350C-351A 424* 

PL 54, 396 412 

PL 54, 398A 1115 

PL 54, 432A 424* 

Child Jesus) of Lisieux, St (1873-

1897) 

自傳手稿 Manuscrits autobiogra 

phiques 

A83v 127 

B 3v 826 

C 25r 2558 

給仁慈大愛的奉獻 Acte d’。ffrande 丘

l ’amour misericordieux 

大德蘭（聖女） Teresa (of Jesus) I 2011 

of Avila, St (1515-1582) 1 遺言 1Vm'i的m verba 

生命之書 Libra de la vida 

1 

8 5 

1011 

2709 

全德之路 Camino de perfeccion 

26 9 2704 

吉寺集 Poe Sias 

30 227 

靈魂向天主的呼喊 Exclamaciones

del alma a Dias 

15 3 1821 

大額我略 Gregory the G「eat, St 

(ca.540-604) 

厄則克耳先知書講道 Homiliae in 

Ezechiel em 

1 7 8 PL 76, 843D 94 

牧民守則 Regula pastoralis 

3 21 PL 77, 87 2446 

約伯博詮釋 Moralia in Job 

前盲 l, 6, 4PL 75, 525A 795 

31 45 PL 76, 621 2539 

31 45 PL 76, 621A 1866 

對話集 Dialogi

4 39 PL 77, 396 1031 

小德蘭（聖女） Therese C of the 

956, 1011 

四畫

厄比法尼（聖） Epipha門i峙， St

(ca.315-402) 

駁斥八十異端 Panarion seu adv-er

sus LXXX haereses 

1 5 PG Jl, 181C 760* 

厄伐克﹒彭迪古 Evagrius Ponti -

cus (ca.345-399) 

致亞那托的實踐篇章 Capita practica 

ad Anatolium 

49 PG 40, 1245C 27 42 

言命于斤干壽 De oratione 

34 PG 79, 1173 2737 

巴西略﹒凱撒里£.a （聖） Basil of 

Caesa「ea in Cappadocia, St 

(ca.339-379) 

j乏談倫理 Moralia

規則 73 1 PG 31, 849D一

853B 2384 

祖談會規 Regulae fusius tractatae 

前言 3 PG 31, 896B 1828 

駁斥歐諾彌書 Adversus Euno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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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PG 29, 656B 336 

論聖神 Liber de Spiritu Sancto 

15 36 PG 32, 132 163, 736 

18 45 PG 32, 149C 2132 

26 62 PG 32, 184A 2684 

巴納博 Barnabas （第二世紀〉

書信 Epistula

4 10 PG 2, 734 

19 5 PG 2, 777 

1905 

2271* 

文德（聖） Bonaventu悶， St

(ca.1217-1274) 

神學集成講解 In libros sententiarum 

2 1 2 2 1 

4 37 1 3 

293 

2071 

方濟﹒沙雷（聖） Francis de 

Sales, St (1567-1622) 

論天主的愛 Traite de l ’amour de 

Dieu 

8 6 1974 

方濟﹒亞西西（聖） F「ancis of 

Assisi, St (1182-1226) 

太陽歌 Canticle of the Creatures 

344, 1014 

勸吉 Admonitio

5 3 

五畫

598 

加大利肋﹒西恩那（聖女〉

Cathe「ine of Siena, St (1347-1380) 

對話集 Dialogues

1 7 1937 
4 13 日寺辰頌禱禮，

常年主月第十九主日

122 引文索引 教會作者五至六畫

誦言賣

4 138 

356 

313 

尼古拉斯﹒福露（聖） Nicholas of 

Flue, St (1417-1487) 

干斤于壽 Prayer 226 

尼塞大 Nicetas (d.afte「 414)

信經的闡釋 Explanatio symboli 

10 PL 52, 871B 946 

本篤（聖） Benedict, St (480-546) 

會規 Regula

20 2834* 

43 3 PL 66, 675-676 347 

48 283是＊

六畫

休格﹒聖維多 Hugh of Saint 

Victor (ca.1096-1141) 

論諾厄方舟 De area Noe 

2 8 PL 176, 642C 134 

吉高﹒嘉度西 Guigo the Carthu

sian (d.ca.1188) 

隱修者之梯 Scala claustralium 

PL184，哇76C 2654* 

多瑪斯﹒亞奎納（聖） Thomas 

Aquinas, St (ca.1224-1274) 

小品句usculum

57 聖體聖血節 1-4 460 

反異教大全 Summa contra gentiles 

1 30 43 

3 71 310* 

有關惡的問題辯論 Quaestiones dispu

tatae de malo 

4 1 404 



希伯來書詮釋 In ad Hebraeos 3 45 4 ad 2 555, 556 

8 4 1545 3 48 2 ad 1 795 

宗徒信經闡釋 Expositio in symbo- 3 51 3 627 

lum apostolicum 3 60 3 1130 

1 1718 3 64 2 ad 3 1118* 

10 947 3 65 1 1210* 

3 65 3 1211 
神學大全 Summa theologiae 

3 68 8 1128 
1 1 1 38* 

3 71 4 ad 3 904 
1 1 10 ad 1 116 

3 72 5 ad 2 1305 
1 2 3 34 

3 72 8 ad 2 1308 
1 25 5 ad 1 271 

3 73 3c 1374 
1 25 6 310* 

3 75 1 1381 
1 114 3 ad 3 350 

1 2 24 1 1767 神學集成講解 In libros sententiarum 

1 2 24 3 1767* 
2 前言 293 

1-2 26 4 1766 神學綱要 Compendium theologiae 

1-2 71 6 1849 1 2 184 

1 叮2 79 1 311 * 聖詠闡釋 Expositio in Psalmos 
1-2 88 2 1856 21 11 112 
1 2 90 1 1951 

聖歌〈我虔誠欽果林＞ HymnAdoro 
1 2 90 4 1976 

te devote 
1 2 93 3 ad 2 1902 

1-2 107 1ad2 1964 
1381 

2 2 1 2 ad 2 170 論十誡 Collationes in decem prae-

2一2 2 9 155 C叩tis

2-2 4 1 163* 1 1955 

2-2 47 2 1806 6 1759 

2 2 64 7 2263, 2264 

2 2 81 3 ad 3 2132 
多瑪斯﹒摩爾（聖〉

2-2 83 9 2763, 2774 Thomas More, St (1477-1535) 

2-2 109 3 2469 獄中書信 Lettre from Prison 

2 2 109 3 ad 1 2469 時辰頌禱禮，

2 2 122 4 2176 6 月 22 日

2 2 158 1ad3 2302 聖多瑪斯﹒摩爾

2 2 171 5ad3 157 紀念日誦讀 313 
2 2 184 3 1973* 

3 1 3 ad 3 412 安↑車（聖）Ambrose, St (339-397) 

3 22 4c 1548 信經的解說 Explanatio symboli 
3 30 1 511 1 PL 17, 1155C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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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L 17, 1158D 194 

8 PL 17, 1158D 191 * 

書信集 Epistulae

41 12 PL16,1116B 1429 

聖詠漫談 Enarrationes in Psalmos 

1 9 PL 14, 924 
時辰頌禱禮，

第十週星期六

言自言賣 2589 

路加福音闡釋 Expositio evangelii 

secundum Lucam 

2 85-89 PL 15, 1583-

1586 766* 

10 121 PL 15, 1834A 1025 
論守貞 De virginitate 

18 188 PL 16, 311 845 

論服務者的職務 De officiis凶

rum 

1 20 88 PL 16, 50A 2653 

論奧跡 De mysteriis 

7 42 PL 16, 419 1303 

9 50, 52 PL 16, 405一406 1375 

論聖事 De sacramentis 

2 2 6 PL 16, 425C 1225 

4 2 7 PL 16, 437D 1383 

4 6 28 PL 16, 446A 1393 

5 2 7 PL 16, 447C 1383 

5 4 19 PL 16, 450-451 2783 

5 4 26 PL 16, 453A 2836 

5 4 30 PL 16, 45丑A 2852 

論寡婦 De viduis 

4 23 PL 153, 255A 2349 

論懺悔 De poenitentia 

15 PL 16, 477A 983 

講聖詠第一百一十八篇闡釋

Expositio Psalmi CXVIII 

14 30 PL 15, 1403A 908 

724 引文索引教會作者六畫

安瑟莫﹒坎特伯里（聖） Anselm 

of Canterbury, St (ca.1033-1109) 

論說篇 Proslogion

目lj 百 PL 153, 225A 158 

朱利安﹒諾維吾

Julian of Norwich (ca.1342-1413) 

天主聖愛的敢示 Revelations of 

Divine Zρve 

32 313 

西彼廉（聖） Cyp「ian of 

Carthage, St (ca.200-258) 

書信集 Epistulae

56 10 1 PL 4, 357B 1028 

論公教會的統一 De ecclesiae catholi一

cae unitate 

4 PL 4, 503A 181 

PL 哇， 509-536 846* 

論主禱文 De Dominica oratione 

9 PL4, 525A 2782 

11 PL4, 526B 2784 

12 PL4, 526A 

527A 2813 

13 PL4, 528A 2816 

21 PL 4, 534A 2830 

23 PL 4, 535C 

-536A 2845 

23 PL4, 553 810 

西默盎﹒得撒洛尼（聖） Symeon 

of Thessalonica, St (d.1429) 

論讀葬禮 De ordine sepulturae 

336 PG 155, 684 1690 



七畫

何而馬牧者 Hermas (fl.ca. 110-

150) 

牧者的神視 Visiones pastoris 

2 4 1 PG 2, 899 760 

牧者的誡命 Mandata pastoris 

2 1 PG 9, 916 2517 

伯納﹒克理弗（聖） Bernard de 

Clairvaux, St (1090-1153) 

歌頌聖母的講道 Homilia super 

missus est 

4 11 PL 183, 86B 108 

論雅歌的講道 In Canticum sermones 

27 14 PL 183, 920D 771 

候名作者 Anonymous authors 

十二宗徒訓盲 Didache XII Apostolo-

rum 

1 1 SCh 248, 140 1696 

2 2 SCh 248, 148 2271 

8 2 SCh 248, 174 2760 

8 3 SCh 248, 174 2767 

9 5 SCh 248, 176一

178 1331 

10 6 SCh 248, 180 1331, 1403 

古代聖週六的講道詞 Ancient homily 

for Holy Saturday 

PG 峙， 440A,

452C 
時辰頌禱禮，

聖過六誦讀 635 

宗徒訓誨錄 Constitutiones Aposto

lo rum 

7 24 1 PG l, 1016 2760 

8 13 12 PG 1, 1108 1331 

致狄奧尼書 Epistula ad Diognetum 

5 5 PG 2, 1173 2240, 

2271* 

5 8 PG2,1173 2796 

5 10 PG2,1173 2240 

6 10 PG 2, 1176 2240 

師主篇 Imitation of Christ 

1 23 1 1014 

講言侖土巴的道理 Sermode die 

dominica 

2 PG 86/1, 416C 2178 

6 PG 86/1, 421C 2178 

克萊孟﹒亞力山卓 Clement of 

Alexandria (d.ca.214) 

導師 Paedagogus

1 6 27 PG 8, 821 760 

1 6 42 PG 8, 300 813 

克萊孟教宗（聖） Clement of 

Rome, St （第一世紀〉

致格林多人書 Epistula ad Corinthios 

7 4 PG 1, 224 1432 

42, 44 PG 1, 291-300 861 * 

42 4 PG 1, 292-293 1577 

44 3 PG 1, 300 1577 

61 1 2 SCh 167, 198-

200 1900 

八畫

E大納修（聖）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 St (295-373) 

有關慶節的書信 Epistula festivalis 

329 PG 詣， 1366A 1169 

至立賽拉標書 Epistulae ad Serapionem 

1 24 PG 26, 585B 1988 

論道成人身 De incarnatione 

54 3 PG 25, 192B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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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里斯提德、 A「istides （第二世紀＞ I 致馬尼西人書 Epistula ad Magnesias 

護教書 Apologia

16 6 760* 

亞豐索，力戈里（聖） Alphonsus 

Liguori, St (1696-1787) 

論祈禱之方法 Del gran mezzo della 

prehgiera 2744 

依拉利. ~皮阿帖（聖） Hilary of 

Poi tie「s, St (ca.315-367) 

瑪竇福音詮釋 In evangelium 

Matthaei 

2 5 PL9, 927 537 

偵破理（聖） Hippolytus of Rome, 

St (ca.160-235) 

宗徒傳承 Traditio apostolica 

3 SCh 11, 44-46 1586 

8 SCh 11, 58-62 1569* 

21 SCh 11, 80-95 1291 *, 

1301* 

35 SCh 11, 118 749 

論逾越 Depaschate

1 2 SCh 27, 117 1165 

f衣納爵﹒安提約基（聖） Ignatius 

of Antioch, St. （第二世紀初逝世〉

致厄弗所人書 Epistula ad Ephesios 

19 1 AF II/2, 76-80; 

SCh 10, 74 498 

20 2 AF II/2, 87; 

6 1 

9 1 

AF II/2, 118-119; 
SCh 10, 82-84 1549* 

AF II/2, 128-130; 

SCh 10, 88 2175 

致斯米納人書Epistula ad Smyrnaeos 

1-2 

8 1 

8 2 

AF II/2, 289-293; 
SCh 10, 132-

134 496 

AF II/2, 309; 
SCh 10, 138 896, 1369 

AF II/2, 311; 

SCh 10, 138-

140 830 

致羅馬人書 Epistula ad Romanos 

1 1 AF II/2, 192; 
SCh 10, 108 834 

4 1 AF II/2, 207; 
SCh 10, 110 2473 

6 1-2 AFII/2,217-220; 

SCh 10, 114 1010, 2474 

7 2 AF II/2, 223 224; 
SCh 10, 114 

116 1011 

f衣納爵﹒羅耀拉（聖） Ignatius of 

Loyola, St (1491-1556) 

守甘M集 Spiritual Exercises 

22 

38 

104 

2478 

2164 

2715* 

f衣勘內﹒里昂（聖〉︱「enaeus of 

SCh 10, 76 1331,1405, I Lyons, St (ca.140-202) 
2837 

東徒論証 Demonstratio apostolica 
歪扭寺拉里亞人書 Epistula ad Trallianos 3 SCh 62, 32 127 4 
3 1 AF II/2, 157-158; 7 SCh 62, 41-42 683 

SCh 10, 112 1549,1554, I 11 SCh 62, 48-49 704 

SCh62,170 190 1593* 100 

726 引文索引教會作者入畫



駿斥異論 Adversus haereses 金口聖若望 John Chrysostom, St 
1 10 1-2PG7/l,549一 (354-407) 

552 173 

1 10 1 PG 7/1, 552一
厄弗所書講道集 Homiliae in ad 

553 174 
Ephesios 

2 22 4 PG 7/1, 784 518* 
20 8 PG 62, 146-147 2365 

2 30 9 PG 7/1, 822 292 格林多前書講道集 Homiliaein

3 3 1 PG 7/1, 848 77* primam ad Corinthios 

3 3 2 PG 7 /1, 849 834 27 4 PG 61, 230-231 1397 

3 17 1 PG 7 /1, 929 53* 41 5 PG 61, 361C 1032 

3 18 1 PG7/1, 932 518 格林多後書講道集 Homiliae in secun-

3 18 3 PG 7/1, 934 438 dam ad Corinthios 
3 18 7 PG 7/1, 937 518 28 3-4 PG 61, 588 2538 
3 19 1 PG7/1,939 460 瑪竇福音講道集 Homiliae in 
3 20 2 PG 7 /1, 944 53 Matthaeum 
3 22 4 PG 7 /1, 959A 494 19 4 PG 57, 278D 2768 
3 24 1 PG 7 /1, 966 175, 797 19 5 PG 57, 280B 2825 
4 4 3 PG 7/1, 983 1730 

4 12 4 PG 7/1, 1005 53* 
論天主↑生不能徹悟 De incomprehensi-

4 15 1 PG 7 /1, 1012 1964, 2070 
bili Dei natura seu contra Anomoeos 

4 16 3-4PG 7/1, 1017-
3 6 PG 48, 725D 2179 

1018 2063 ︱叫叫阿rdotio

4 18 4 PG 7/1, 1027 1350 2 4 PG 48, 635D 1551 

4 18 4-5PG 7 /1, 1028- 3 5 PG 48, 643A 983 

1029 1000 論守貞 De virginitate 
4 18 5 PG 7 /1, 1028 1327 10 1 PG 48, 540 1620 
4 20 1 PG 7 /1, 1032 292 

論拉臣樣 InLazarum
4 20 5 PG 7 /1, 1034一 1 6 PG 48, 992D 2446 

1035 1722 

4 20 7 PG 7/1, 1037 294 
論窄門及主禱文的講道 Homilia in 

4 21 3 PG 7 /1, 1045 53* 
illud Angusta est porta et de oratione 

5 20 1 PG 7 /1, 1177 174 
Domini 

5 32 1 PG7/1,1210 1047 3 PG 51, 44B 2784 

論猶達斯負賣耶穌 De proditione 
f衣撒格﹒尼尼微（聖） Issac of Judae 

Nineveh, St (fl.ca.670) 1 6 PG 49, 380C 1375 

論神秘、者的著作 Tractatus mystici, 講創世紀的道理 Sermones in 

editio Bedjan Genesim 

66 2717 2 1 PG 54, 587D 

一588A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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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選集 Eclogae ex diversis 

homiliis 

2 PG 63, 583A 2700 

2 PG 63, 585A 27 43 

講論聖亞納的道理 Sermonesde

Anna 

4 5 PG 54, 666 2744 

羅馬書講道集 Homiliae in ad 

Romanos 

7 3 PG 60, 445 2540 

金言聖伯多祿 Pete「 Chrysolo

gus, St (ca.400-450) 

講道集 Sermones

67 PL 52, 392 2837 

71 3 PL 52, 401C-D 2777 

71 4 

117 

PL 52, 402A 2814 

PL52, 520B 
時辰頌禱禮，

常年期

第二十九週

星期六誦讀 359 

九畫

玻里加﹒斯米納（聖） Polycarp 

of Smyrne, St (69-155) 

致斐理伯人書 Epistula ad Philip

penses 

5 2 AF II/3, 330; 

SCh 10, 210 1570* 

聖玻里加殉道錄 Martyrium Poly

carpi 

14 2 3 PG 5, 1040; 

SCh 10, 262 2474 

17 AF II/3, 396; 
SCh 10, 266 957 

128 引文索引教會作者九畫

若望﹒加祥（聖） John Cassian, 

St (ca.360-485) 

會談黨 Collationes

9 18 PL 49, 788C 2785 

若望﹒遑瑪森（聖） John Dama

scene, St (ca.645-750) 

有關聖像的演講 De sacris imag 

inibus orationes 

1 16 PG 96, 1245A 1159 

1 27 PG 94, 1268A,Bll62 

論正統信仰 De fide orthodoxa 

2 4 PG 94, 877C 393 

3 24 PG 94, 1089D 2559,2590 

3 27 PG 94, 1098A 626 

4 2 PG 94, 1104C 663 

4 13 PG 94, 11吐2A 1106 

若望﹒維雅內（聖） John Vianney, 

St(Cu「e d ’Ars; 1786-1859) 

于斤干壽 Prayer 2658 
諾德，〈維雅內 亞爾斯本堂神

父） Nodet 且， Jean-Marie Vianney, 
Cure d ’'Ars 

100 1589 

若望﹒歐德（聖） John Eudes, St 

(1601-1680) 

論耶穌奇妙的心 Tractatus de 

admirabili corde Jesu 
1 5 時辰頌禱禮，

8 月 19 日言甫言賣 1698 

論耶穌的王國 Tractatus de regno 

Jesu 
時辰頌禱禮

常年期

第三十三週

星期五誦讀 521 



若翰亨利﹒紐曼 Newman, John 

Henry, Cardinal (1801-1890) 

自辯書 Apologia pro vita sua 

157 

致諾福克公爵書 Letter to the Duke 

of Norfolk 

5 1778 

馬西摩（聖） Maximus the Confes

sor, St (ca.580-662) 

兩可書 Ambiguorum liber 

PG 91, 1156C 398 

神學與爭論性小品甸的cula theolog

ica et polemica 

PG 91, 137-140 834 

堂區簡易道理集 Parochial and Plain i 疑問篇 Quaestiones et dubia 

Sermons I 66 PG 90, 840A 473 

5 2 2144 

對混合教派的演講 Discourse to 

Mixed Congregations 

5 89-90 論聖德 1723 

貞德（聖） Joan of Arc, St (1412-

1431) 

格言 Dicta 223, 435 

聖女貞德的審訊記錄 Acts of the 

Trial of Joan of Arc 795, 2005 

畫十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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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PLS 1, 1047 281 * 

託名依玻里 Pseudo Hippolytus 

of Rome 

論逾越 Depaschate

1-2 SCh27,117 1165 

浮士德，李茲 Faustus of Riez 

(ca.408-490) 

論聖神 De Spiritu Sancto 

1 2 PL 62, 11 169 

凱撒里（聖女） Caesaria the 

Younge「， St (d.ca.559) 

致聖女里克爾德和聖女拉德貢德書

To St Richildis and St Rade♂mde 

SCh 345, 480 127 

凱撒里﹒亞爾（聖） Caesa「ius of 

Aries, St (ca.474-542) 

信經釋義 Expositio symboli (sermo 9) 

CCL 103, 48 232 

普洛斯柚﹒阿基桂丹 P「osper of 

Aquitaine (ca.390-463) 

言侖推崇主教權威書 Liber in quo 

proferuntur auctoritates episcopo-

rum 

8 1124 PL51, 209 

猶唐、定（聖） Justin, St (ca.100-

165) 

與猶太人特肋弗對話錄 Dialogus

cum Tryphone J udaeo 

11 1 PG 6, 497 2085 

99 7 PG 6, 708-709 498* 

護教書 Apologiae

1 61 12 PG 6, 421 1216 

1 65-67 PG 6，丑28 429 1345 

引文索引教會作者十至十二畫 729 



1 66 1 2PG 6, 428 1355 

1 67 PG 6, 429, 432 2174 

1 67 6 PG 6, 429 1351 

2 7 PG6，丑56 760* 

十二畫

奧利振 O「igen (ca.185-254) 

厄則克耳先知書講道 Homiliaein

Ezechiel em 

9 1 PG 13, 732 817 

出谷紀講道 Homiliae in Exodum 

4 5 PG 12, 320 137 

8 1 PG 12, 350 2061 

肋未紀講道 Homiliae in Leviticum 

5 5 PG 12, 454D 113 

駁斥吉爾松書 Contra Celsum 

1 32, 69 PG 11, 720-721 498* 

2 40 PG 11, 861 2114 

吉侖千斤干壽 De oratione 

12 PG 11, 452C 2745 

26 PG 11, 501B 2825 

29 PG 11, 544C-D 2847 

奧恩定（聖） Augustine, St (354-

430) 

天主之城 De civitate Dei 

10 6 PL 41, 283 1372, 2099 

14 7 2 PL 41, 410 1766 

14 28 PL 41, 436 1850 

18 51 PL 41, 614 769 

19 13 1 PL 41, 640 230哇

19 19 PL 41, 647 2185 

22 17 PL 41, 779 1118 

22 30 PL 41, 801-802 2550 

22 30 5 PL 41, 804 1720 

信望愛三德彙論 Enchiridion de fide, 

spe et caritate 

11 3 PL 40, 236 311 

730 引文索引教會作者十三畫

致巴特人論若望書信 In epistulam 

Johannis ad Parthos tractatus 

1 6 PL 35, 1982 1863 

8 9 PL 35, 2041 1779 

10 4 PL 35, 2057 1829 

書信集 Epistulae

98 5 PL33, 362 1274 

130 8 17 PL33, 500 2737 

130 12 22 PL 33, 502 2762 

187 11 34 PL 33, 846 774 

教理蒙§II/ De catechizandis rudibus 

3 5 PL 40, 256 281 * 

4 8 PL 40, 315-316 2539 

聖詠漫談 Enarrationes in Psalmos 

57 1 PL 36, 673 1962 

62 16 PL 36, 757-758 2628 

72 1 PL 36, 914 1156* 

74 4 PL 36, 948-949 796 

85 1 PL 37, 1081 2616 

88 2 5 PL 37, 1134 996 

102 7 PL 37, 1321一

1322 2005 

1031 15 PL 37, 1348-49 329 

103 4 1 PL 37, 1378 102 

138 2 PL 37, 1784-

1785 1067* 

駁斥摩尼派人的所謂基本書信

Contra epist叫am Manichaei quam 

vacant fundamenti 

5 6 PL42, 176 119 

駁斥摩尼派入浮士德 Contra Faus 
tum manichaeum 

22 27 PL 42, 418 1849, 1871 

論人之自由 De libero arbitrio 

1 PL 32, 1221-

1223 311 * 

論八十三個不同的問題 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octoginta tribus 



64 4 PL40, 56 2560* 

論山中聖訝JI De sermone Domini in 

monte 

1 1 3 PL 34, 1232 2547 

1 1 PL3哇， 1229一

1231 1966 

2 4 16 PL 34, 1276 2785 

2 5 17 PL34, 1277 2794 

2 6 24 PL 34, 1279 2827 

2 45 19 PL 34, 1278 2149 

論天主對聖人們的預定 Depraedes-

tinatione sanctorum 

14 27 PL44, 980 92* 

論本性與天主的恩寵 Denatura et 

gra位a

31 PL44, 264 2001 

論至公教會的習俗 Demoribus

ecclesiae catholicae 

1 3 4 PL32, 1312 1718 

1 25 46 PL 32, 1330 

1331 1809 

論f吉德與信經 De 丘de et symbolo 

10 25 PL 40, 196 2518 

望到若蚓AM閉口斗三口4ι
5 15 

12 13 

21 8 

音一口固的LZIPL 

n ytA 

m u 
’,A 

e g n nd 
v e 

PL 35, 1422 

PL 35, 1491 

PL 35, 1568 

26 6 13 PL 35, 1613 

72 3 PL35, 1823 

QU 
Ji 

n n a h 門MTJ 

1584 

1458 

795 

1398 

1994 

80 3 PL 35, 1840 1228 

論恩寵與人之自由 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 

17 PL 44, 901 2001 

論神聖守貞之道 De sancta virgini 

tate 

3 

6 

PL40, 398 

PL40, 399 

506 

963 

論創世紀一一駁斥摩尼派異端

De Genesi contra Manichaeos 

1 2 4 PL35, 175 338* 

論聖三 De Trinitate 

8 3 4 PL 42, 949 

950 1766* 

14 15 21 PL 42, 1052 1955 

15 26 47 PL 42, 1095 264 

論謊言 Demendacio

4 5 PL40, 491 2482 

論舊約首七卷的問題 Quaestiones in 

Heptateuchum 

2 73 PL 34, 623 129 

講道集 Sermones 

18 4 4 PL 38, 130-131 1039 

33 2 2 PL 38, 208 2067 

43 7 9 PL 38, 257-258 158 

52 6 16 PL 38, 360 230 

56 6 9 PL 38, 381 2559* 

57 7 7 PL38, 389 2837 

58 11 13 PL 38, 399 1064 

78 6 PL 38, 492-493 556 

96 7 9 PL 38, 588 845 

117 3 5 PL 38, 663 230 

169 11 13 PL 38, 923 1847 

1861 PL38, 999 510 

213 8 PL38, 1064 983 

21411 PL38, 1071-

1072 981 

241 2 PL38, 1134 32 

267 4 PL38, 1231D 797 

272 PL 38, 1247 1396 

298 4-5 PL 38, 1367 2009 

f鐵，︱每主:ffe Confessiones 

1 1 1 PL 32, 659 661 30 

2 4 9 PL32, 678 1958 

3 6 11 PL32, 688 300 

6 11 20 PL 32, 729 730 2520 

7 7 11 PL 32, 739 385 

引文索引教會作者十三書 731 



9 6 14 PL 32, 769一770 1157 

9 11 27 PL 32, 775 1371 

10 20 29 PL 32, 791 1718 

10 28 39 PL 32, 795 45 

10 29 40 PL 32, 796 2340 

13 36 51 PL 32, 868 2002 

聖三依撒伯爾（真福） Elisabeth 

of the Trinity, 81.(1880-1906) 

平斤于壽 Prayer 260 

道日月（聖） Dominic, St (1170-1231) 

茹爾丹，〈道明會士守則｝ Jordan of 

Saxony, Libellus de principiis Ordi
nis praedicatorum 

93 956* 

十四至十五畫

褔京斯﹒路司帕（聖） FL」lgentius

of Ruspe, St (467-533) 

駁斥法比央的作為 Contra gesta 
Fabiani 

28 16 19 CCL 19A, 

813-814 
時辰頌禱禮，

常年期

第二十八週

星期一誦讀 1394 

德奧斐羅﹒安提約基（聖）

Theophilus of Antioch, St （第二

世紀）

向奧都利証道 Ad Autolycum 

2 4 PG 6, 1052 296 

熱羅尼莫（聖） Jerome, St 

(ca.342-420) 

732 引文索引 教會作者十四至十七畫

依撒意亞先知十八部詮釋 Commen 

tariorum in Isaiam libri xviii 
同ljp PL24, 17B 133 

訓道篇詮釋 Commentarii in Ecclesi

as ten 

10 11 PL 23, 1096 1456 

復活主日講道 In die dominica 

paschae homilia 

CCL 78, 550, 

52 1166 

十七畫

濟利祿－~力山卓（聖） Cyril of 

Alexand「ia, St (d.444) 

若望福音詮釋 Commentarius in 

Johannem 

12 PG 7 4, 560-561 738 

路加福音詮釋 InLucam 

22 19 PG 72, 912 1381 

濟利祿﹒耶路撒冷（聖） Cy「ii of 

Je「usaler啊， St (ca.313-386) 

慕道期甄選者的教理講授 Catecheses

illuminandorum 

5 12 PG 33, 521-52是 186

18 29 PG 33, 1049 
時辰頌禱禮，

常年期第十七週

星期四誦讀 1050 

釋奧期的教理講授 Catecheses myst-
agogicae 

3 1 PG 33, 1088A 2782 

5 9-10 PG 33, 

1116B-1117 A 1371 

5 11 PG 33, 1117B 2794 

5 13 PG 詣， 1120A 2819 

5 18 PG 33, 1124A 2856 



畫九十至可
、
、

十

戴都良 Tertullian (ca. 160-220) 

向為人妻者証道 Aduxorem

2 8, 6-7 PL 1, 1412-

1413 1642 

駁斥馬西翁 Adversus Marcionem 

1 3 5 PL2, 274 228 

2 4 PL 2, 288-289 1951 

論肉身之復活 De resurrectione 

carnis 

1 1 

8 2 

PL2, 841 

PL2, 852 

991 

1015 

論祈禱 De oratione 

1 PL 1, 1255 2761,2774 

3 PL 1, 1257A 2779,2814 

5 PL 1, 1261-

1262 2817 

10 PL 1, 1268-

1269 2761 

主制裁悔 De paenitentia 

4 2 PL 1, 1343 1446 

護教者 Apologeticus

9 PL 1, 319-320 2271 * 

31 3 PL 1, 508-509 760* 

32 1 PL 1, 508-509 760* 

50 13 PL 1, 603 852 

額我略﹒尼撒（聖） G「egory of 

Nyssa, St (ca.335-394) 

主禱文的道理 Homiliaein

orationem Dominicam 

2 PG 44, 1148B 2784 

有關雅歌的道理 Homiliaein

Can ti cum 

8 PG 44, 941C 2015 

教理講述 Oratio catechetica 

15 PG 45, 48B 457 

16 PG 45, 52D 625 

論真福講篇 Orationes de beatitu 

dinibus 

1 

6 

PG 44, 1200D 1803, 2546 

PG 44, 1265A 2548 

論基督復活 In Christi res凹rec

tionem 

1 PG 46, 617B 650 

論梅瑟生平 De vita JVIosis 

PG 44, 300D 2028 

論聖神 De Spiritu Sancto 

3 1 PG45, 

1321A-B 690 

額我略﹒納祥（聖） Gregory of 

Nazianzus, St (ca.330-390) 

神學演講 Orationes theologicae 

1 4 PG 36, 16B 2697 

5 26 PG 36, 161C 684 

5 28 PG 36, 165C 2670 

演講 Ora ti ones 

2 22 PG 35, 432B 1564* 

2 71 PG 35, 480B 1589 

2 73 PG 35, 481A 1589 

2 74 PG 46, 481B 1589 

16 9 PG 35, 954C 2565 

39 17 PG 36, 356A 980 

40 3-4 PG 36, 361C 1216 

40 9 PG 36, 369B 537 

40 41 PG 36, 417 256 

羅撒﹒利馬（聖女） Rose of L i 昨日，

St (1586-1617) 

漢森，〈奇妙的生命〉，魯汶 1668年

P.Hansen, Vita mirabilis (Louvain: 

1668) 

618, 2449 

引文索引 教會作者十入至十九畫 733 



教外作者

西塞羅 Cicero

共和國 The Republic 

3 22 33 1956 

734 引文索引 教外作者



附錄二

主題索引

本索引所匯集的詞彙，凡是源於定義或精簡說明的，其出處皆以黑體字印

刷（例如：天使：邪魔 327且30）。在撮要部分出現的，則以斜體字印刷（例

如：天使：邪魔 350）。另外，屬於詞彙名下的盲目題，主要是為進一步提供

與該詞彙相闊的題目或相連的資料（例如：亞巴郎：亞巳郎的召叫間， 72,

762）。至於主參索引所引的相關資料，則冠以「見」或「亦見」字樣，以

便讀者參閱。本索引主要的目的，是為本書的內容，提供一個全面的概

覽，並不是列出本書所涉及的所有題目，編輯最細節的索引。

三畫

二元論 Dualism 285 

人 Man
人性尊嚴、權利和義務

人性尊嚴 27

人性尊嚴從道德生活表現

1706 

人的權利源於人性尊嚴 1930

受造物與造物主合作的尊嚴

306-08 

人性尊嚴的基礎和重要性

1700 

人的性別

天主造了「男人和女人」

355, 383 

男女有同等尊嚴 369, 2334, 

2393 

性別的差異和互補性 369-

73, 1605, 2333 

賦有愛與共融的聖召 2331-

32 

人皆平等

人性尊嚴是根本的元素 1935

邪惡的不平等 1938

按其本性、本原和受造的目

車票 1934 

賦有不同的才能 1936-37

天主與人的關條

天主存在的問題 33’的

信仰的宣認 199

召叫 1878, 1710, 2133 

人有分於天主性體是耶穌的

白白勻 460

生活在聖神內 1699

自由地服從天主 144, 396 

享有天主的友誼 355,396

承受永遠的真福 1703

彰顯天主 2085

與天主共融 27

在創造工程中與天主合作

307,378 

生命的傳遞 372

在人類中

人類之間的手足情 361, 1947-

48 

人類的一體性 360

全人類的根源和終向 842

主題索引二畫 735



在受造界內

人獨一無二的地位 343,355

受造物的彼此依賴 340

受造物的等級 342

受造界秩序的重要性 346

原有的和諧 374-79, 384 

創造的目的 358

尊重受造界的秩序 339

對世界的責任 373

受造物

好的創造 374

具有肉體和靈魂 327, 355, 

362-65, 382, 1703, 1711 

具有理智 1704

具有理智和自由意志 311

服膺受造物的界限 396

宗教自由的權利 2106

↑生

人的整合 2337

重要性 2332, 2362 

夫妻結合的重要性 2335

婚姻的雙重目的 2360-63

亦見婚姻

保持聲望的權利 2479, 2507 

應保護和幫助有病和殘障的人

2276 

按個人良心行事的權利 1782

相似天主

按照天主的肖象而受造

356-61, 380, 1702 

基督救贖之前和之後 1701

整個人成為天主愛的對象

362 

時期終結的圓滿 1045

千~5.原

736 主題索引二畫

天主出於愛而創造了人 1,

315, 1604 

特性和行為

人的行為時， 2085

力求真理 2467

不斷掙扎保持善的9

有德行的人 1803-04

果教性的存有 28, 44-45 

被賦予自由 1705

透過標記與象徵表達自己

1146 

對幸福的渴望 1718

對善的嚮往 1706-07

需要社會生活 1879-80

憑受造物認識天主的能力

32,46 

應遵從良心 1706, 1713 

基督有權審判人 679

教會宣稱領受有關人的全部敢示

2419 

終向 16, 260, 356 

許諾恢復人肖似天主的模樣 705

罪和拒絕天主 29, 398, 1739 

罪違反人性 1849, 1714 

尊重人的尊嚴 1738

尋求天主

人常在尋求天主 30,2566

天主先召喚人 2567

認識天主

天主用人類的言語說話

101, 109 

透過敢示 35, 50, 52, 

208 

透過理智 50

認識天主的途煙 31



罪的後果

人的本性受到的損害 405

人的誘惑 394

永生與永死之問的抉擇 1470

自由和原罪 396-401

每個人生下來就帶有罪 403

根據聖經 399-400

透過罪，魔鬼對人有某種主

干星星 407 

喪失天主的「模樣」 705

魔鬼的行動所造成的傷害

395 

墮落後沒有被天主拋棄 410

人工受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見婚姻：目的

人工避孕 Contraception

見婚姻：目的

人文主義 Humanism 2124 

人類 Human beings 

見人

人權 Human rights 

見人

入門 Initiation

見聖洗﹔堅振： J武鹽、（聖體）聖

事：慕道期

十字架 Cross

見耶穌：耶穌的死亡

十字架的道路 Way of the Cross 

2669 

十誡 Decalogue 20 5 6 

十誠的約束力 2072

十誠的統一性別的， 2079

內容

十誡中的信、望、愛 2086

基本的 2067' 2080-81 

最重要的誡命 2055

只能在與耶穌結合中收效 2074

在耶穌的講道中 2052-55, 2075一

76 

在教會聖傳中的地位 2064-68,

2078 

在舊約中的地位 2056-63,2077

完整的意義在新約中敢示 2056

意義

天主敢示的一部分 2059,

2070-71 

良心的基礎和光 1962

表達人的基本義務 2072,

2081 

宣告天主的旨意 2063

基本意義 2070

導向天國的道 1724

道德生活是回應天主主動的愛

2062 

畫分和編號 2066

與福音勸諭 2053

三畫

上主僕人 Servant of God 

在「上主僕人」詩歌中敢示的默

西亞特徵 713

耶穌是「上主僕人」 555, 5駒，

601, 608, 615 

主題索引三畫 737



上智 Wisdom

聖神的七恩之一 1831

干年主義 Millenarianism 676 

大公主義 Ecumenism 820-22 

亦見聖洗：解釋及重要性

大公會議 Council

大公會議之不能錯誤神恩 891

大公會議的地位 884

亦見教會

大地 Earth

見創造：世界

大眾傳播媒體 Communications

media 2493-99, 2512 

大赦 Indulgences 1471 

教會有關大赦的教義 1472-79,

1498 

大罪 Mortal sin 

見罪：大罪

子﹔聖子 Son

見天主聖三﹔耶穌基督

子女﹔教養子女 Children ﹔ child

rearing 

見父母

工作 Wo「k

公道的薪酬 2434

失業 2436

參加工作 2433

意義及價值 2427 詣， 2460

罷工 2435

738 主題索引 四畫

工會 Trade unions 2430 

四畫

不可知主義 Agnosticism

形式 2127

等同於實際的無神主義 2128

不育 Infertility

見婚姻：目的

不信︱「religion 2110, 2112-14 

不信 Incredulity 2089 

不信 Unbelief 2089 

不能錯誤 Infallibility 890－妞，

2035, 2051 

不睦 Dissension 1852 

不潔 Impurity 1852 

五甸節 Pentecost

天主的國開展 732

天主聖三完全歐示出來 732

基督逾越的完成 731

教會在世上彰顯 726, 830, 1076 

「教會時代」的開始 1076

與堅振 1287

f九t恨 Enmity 1852 

仇恨 Hatred

山中聖訓禁止人仇恨 2262

情慾的一種 1765

嚴重的罪 2303

公民的義務 Citizens, duties of 

2238-43,2255 6 



公益 Common good 1906 

促進公益是所有人的責任 1913

個人的責任 1914

要素 1906 09 
社會的福祉 1908

和平與安全 1909

對人的尊重 1907

教會關懷公益的現世層面 2420

普遍的公益 1911

與社會 1905

與國家 1910

公權力 Civil authorities 2235-43, 

2254, 2498 

t刀F余肢：骨量 Amputation

見醫療措施

升天 Ascension

見耶穌基督

厄瑪奴耳 Emmanuel

默西亞的名字 712

友誼 Friendship

與天主的友誼 27九 374, 396, 

1468 

與貞潔 2347

與恩寵 2010

與連帶責任 1939

天主 God

天主，人的造物主

創造了人 1

出於愛 1604

創造有理性和自由的人 1730

讓人在創世工程中與祂合作

307 

天主，全能者

天主的全能 268一74, 275-78 

在聖經內 269

絕非任意妄為 271

與邪惡 27九 309-12,

314, 395, 412 

天主的眷顧 302-14

天主能敢示未來 2115

外表無能的天主的奧跡 272-

74 

天主，至聖者

天主的聖德與光榮 2809

天主性的奧秘 2807

在耶穌的敢示中 2812

在基督徒的生活與祈禱中

2814 

在舊約的敢示中 2810-11

天主，造物主

名字

天主在受造物內工作 308

天主超越受造界 300, 303 

世界的造物主 295-300

受造物的尊嚴 308

保存世界 301

「第一因」 300, 304, 308 

天主的存在 33, 231 

天主的名號

上主（希伯來語） 209 

上主（希臘語） 209 

雅威 206, 21。一 11, 213-

14 

天主要人親密地呼喚祂 203

以天主的名起誓 2150, 2164 

冒犯天主是罪 1850

屆女示天主名號的意義 203-

主題索引四畫 739



14, 2143 

禁止以天王之名施行魔術

2149 

禁止妄用天主的名字 2146,

2161-62 
特別的拯救行動

召叫以色列 62-64, 218-19, 

2085 

向梅瑟毆示自己 205

派遣祂的聖子 422

救以色列脫離罪惡 431

新的盟約 64

默感聖經作者 105-06

對人的作為

人墮落後沒有被拋棄 410

天主的工作 1, 275 

召喚人 30, 2567 

只有天主能滿足人對幸福的

渴求 1718

在歷史中敢示自己是救主

2084 

收養人為子女 2782-85

沒有預定任何人下地獄 1037

要人分享祂的光崇 2012

后文示自己 35

願意所有人得救 74

談論天主 34-43, 48 

屬↑生

非男亦非女 37。

為夫的特性 370

為父的特性 37。

為母的特性 370

真理 214-17, 2465 

善 385

愛 218-21,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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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主要的泉源 11

目申票 11

有系統地陳述信仰 18

有關禮儀的展示 1075

牧民原則 25

前驅 9

按宗徒信經的取向 196

發展 10

魯吉千萬 13-17 

當作的編寫干日本地化 24

誡命的畫分和編號 2066

對象 12

天主聖三（聖三） Trinity 

三位一體的天主 202

「內在生命」與「外在工程」

236 

天主的一體性 228,255

與教會的唯一↑生 813

天主的救恩工程是聖三的共同行

重！｝］ 257 60 

天主聖三住在人之內 260

天主聖三的表達

在早期的大公會議中 250

在哲學概念中 251

在聖洗中 233, 265 

在禮儀中 249, 1066 

「自立體」的概念 252

「和聖子」 246－鉤， 264

信仰的核心奧跡 232, 234, 237' 

261, 266 

家庭是聖三共融的形象 2205

神聖的位格



三位一體 685,689

三位有真正分別 254,267

同性同體 242, 253 

﹛立格的概念 252

聖三的一體性與教會的唯一↑生

813 

聖三奧跡的做示

毆示天主聖子 240, 242, 262, 

663 

敢示天主聖父 238,240

眉立示天主聖神 243-48, 263, 

731 

眉立示整個天主聖三 684, 732 

實體的概念 252

禮儀是聖三的工程 1077-1109

天使﹔魔鬼 Angels ﹔ demons 327-

30, 350 

「天主子」是天使的稱號 441

天使的「墮落」

他們自由抉擇 391-92

無可挽回的罪 392-93, 414 

撒旦是一個墮落的天使 391,

414 

「天」是天使所在的「地方」

326, 1023 

在救恩史中 332-33

基督的天使 331, 351, 10鈍， 1038

對教會的意義 334 35, 352 

賦有理智和自由意志 311

護守天使 336

天國 Kingdom of God 541 56, 

1720, 1724, 1817 
天圓的宣告 543-46

天國的徵兆 547-50, 1505 

天圓的鑰匙 551-53

在時期的終結 671-72, 677’的0,

1042, 10吐9-50, 1060 

與主禱文 2804, 2816-20, 2855, 

2859 

與其褔 1716, 1725, 1984 

與教會 567,865

天堂 Heaven

「亡者的地方」 1023-29

「天主的地方」 326

「有形無形」的萬物 325

亦見哩界：創造

幻豪論 Docetism 465 

1Gt也嘉定j絮 Purity of heart 2 518 

日白守 2519, 2531 

抗拒肉身貪慾 2517, 2530 

保持純潔的方法 2520, 2532 

要求社會風氣的淨他 2525

要求有羞恥心 2521,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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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淫 Mastu「bation 2352 

上七日俞 Parables 

耶魚未首，，言每中的t七日前 546

火 Fire

聖神的象徵 696, 718 

火葬 C「emation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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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子女﹔歡聲子女 Parents ﹔

children; childrearing 

子女的義務 2214-20, 2251 

子女是天主降福的記號 2373

天主的父性與人類父性 2214

父母的責任 2221-31, 2253 

孝順父母的誡命

在十誡中 2197, 2247-48 

教會社會教導的基礎 2198

對象及範圍 2199

遵守 2200

教養子女

教育子女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2221 

教育子女信仰的責任 2225-

26 

教養子女的本質 2222-24

為子女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

需要 2228

為子女選擇學校的基本權利

2229 

「對子女有權利」 2378

亦見婚姻﹔家庭

父親 Fathe「

見父母：天主聖三﹔天主

畫五

世界 Wo「Id

「人的世界」 326

天主創造 295

世界的秩序和自然律 341

「世界的罪惡」 408

由人治理 373

742 主題索引五畫

「有形世界」的創造 325,337

耶穌是世界之主 450

短暫性 677

亦見創造

世界主教團 Bishops, College of 

不能錯誤神恩 891

主教、主教團與教宗 877, 879, 

881, 883, 886 

由基督選立 880

對普世教會的共同關懷 879, 1560 

顯示天主子民的普遍性 885

主日 Sunday ﹔ Sunday 「est

主日的本分

有本分參與或者獲豁免 2181

故意不盡責 2181

是教會的規條 2180

缺乏聖職人員 2183

主日休息

培養家底、文他及宗教生活

2184 

是誡命 2185-86, 2194-95 

維護主日是休息的日子 2187-

88 

是「主的日子」 2174, 2191 

是耶穌復活的日子 2174, 2190 

慶典

主日的感恩祭是教會生活的

中心 2177

主 E的感恩祭是基督徒生活

的基礎 2181

初期教會舉行這種集會 2178

是教會規條 2043, 2192-93 

參與主日感恩祭的重要 2182

履行舊約的命令 2176



聚集慶祝j竄，粵、祭 1343

主的日子 Lord ’s Day 

見主E

主教﹔主教職 Bishop﹔ Episcopate

主持戚恩祭 1142, 1561 

宗徒的繼承者：見宗徒的繼承

宣講與訓導 888

服務的最重要職務 1555

恩寵分施者 893

教會內的管理工作 873,894

聖秩聖事內的等級之一 1536

對自己的地方教會負責 879, 1560 

權力與地位 895

亦見聖秩聖事

主教職 Episcopate

見主教

主教團（地區） Episcopal confer

ences 887 

以色列﹔以色列人 Is「ael ﹔

Is「aelites

天主子民聚集而為「教會」 751

「天主子」是猶太人的稱號 441

天主向以色列做示自己是造物主

287-88 

天主向以色列做示法律 1961

天主向以色列做示祂的名字 203

04 

天主對以色列的召選決不撤回

839 

天主對以色列的愛 218 19 

以色列的希望 674

以色列的罪的1

以色列是天主的「貧苦民眾」

711, 716 

以色列欽崇救主天主的名字 433

以色列譴責耶穌 576, 579 

由天主從罪惡中救出 431

在以色列內見到教會的預象 759-

62 

在以色列宣告耶穌 436-40, 522 

安息是以色列法律的核心 348

耶穌履行以色列的使命 539

雅各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

2573 

頒布法律和充軍之問 708-10

蒙天主召選‘62-64, 218, 238, 

2085 

亦見祈禱：禮儀

AU o o hH Vl e hu 
ι
L
 

o m e ι
t
 

a UD o vl vl u cu 
職母

沌
孕
的
心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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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封 Canonization 828 

功績 Me「it 2006 

在天主眼中人沒有功績可吉 2007-

08 

恩寵的功績 2010, 2023-25 

基督的愛是一切功績的泉源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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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術 Astrology 2116 

召喚﹔邀請 Call

見聖召

司祭﹔司祭職﹔長老（司鐸職）

P「iest ﹔ priesth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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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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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公

舊約的司祭職 1539-41

信友的普通司祭職 1546-47' 1591 

基督的司祭職 1551

禁止或解除執行可鐸的職務 1583

亦見聖秩聖事

「以基督的身分」而行動

1548 

「以整個教會的名義」而行
四f司期 Lent 

i 見禮儀：禮儀時令
完全依賴基督的可祭職 1544-'

重iJJ 1552-53 

45 

為人群和教會團體的益處

1551 

為普通司祭職服務 1120,

1547, 1592 

基督建立教會的方法 15吐7

基督的臨在 1088, 1548-49 

與主教相連 1564

與基督及宗徒的連接 1120

司鐸的職分

主持底，恩、祭 1142, 1566 

主敦的合作者 1562

平信徒的合作的。

在地區信友團體中代表主教

1567 

施行病人傅油聖事 1516

施行懺悔聖事 1461-67

接受締婚者的合意 1630

義務和職分的執行 1583

履行時辰禮讚 1175

司鐸聖秩（職）

司祭團 1567

司鐸的團結 1568

從屬主教 1562

聖秩等級之一 1536

與主教團結合作 877

應言午服從主敦的重要 1567

744 主題索引五畫

外在工程（聖三的）Oikonomia 236 

失望 Despair 2091 

直立q~ Slavery 

禁止 2414

市場經濟 Ma「ket economy 
在國家的責任內 2431

平信徒 Laity 897 

公民義務 912

平信徒的召叫 898

在教會和在世界的使命 873-75

表達見解的權利與義務 907

重要性

大眾傳媒 906

在俗獻身團體 928-29

教理講授的6

教會首︱︱導機構的6

管治教會 911

福傳工作 900,905

參與基督的王者職 908 13 

參與基督的司祭職 901-03

參與基督的先知職 904

平等 Equality 872, 1934－詣，

1945, 2006 

打賭 Wagers 2413 



末期 Endtime

見耶穌基督：第三次來臨

本地化 lnculturation

在成人慕道 1232

在教會的使命方面 85哇

在禮儀中 1205一06

民族 Nations 57 

母親 Mother

見父母﹔教會﹔瑪利亞

永生 Eternal life 

死亡是進入永生的門徑 1020

享見聖善者 1023

亦見苑者的復活

永罰 Damnation 1022 

玄秘事物 Occult 2117 

生育 P「oc「eation 2366-72 

生育﹔不育 Fertility ﹔ infe「tility

見婚姻：目的

生命 Life

天主的恩賜 2260

自受孕開始應受保護 2270

社會有保護生命的責任 2273

唯獨天主是生命的主宰 2258

傷害身體對自由構成威脅 2297

蓄意謀殺 2261,2320

六畫

伊斯蘭 Islam

回教徒自稱具有亞巴郎的信仰

841 

教會與回教徒的關條 841

光 Light

聖神的象徵 697

光贊頌 Doxology 1103, 2639-49, 

2760, 2855 

亦見祈禱：形式

先知 P「ophet

以色列先知的工作缸， 218

洗者若翰「七七先知遣大」 719 

基督的先知功能 436

尊敬先知 61

聖神的先知性 715

聖經的作者 702

刑罰 Punishment

刑罰的限制 2267

死刑

非暴力是愛的見証 2306

按教會的傳統習︱︱導施行 2266

採取不流血的刑罰 2267

社會自衛的權利 2265

意義及效果 2266

亦見酷刑

印記（ t:~ ~.虎） Seal 

堅振聖事中聖神的印記 1295-96

傅油的象徵 698

聖事的印號 1121

聖事的封印：見懺悔聖事

同性t~ Homosexuality 2357 

與貞潔 2359

主題索引六畫 7生5



名字 Name

天主的名字：見天主

聖洗的名字 2156, 2165 

士也~~ Hell 1033 

大罪的後果 1861

天主並沒有預定任何人下地獄

1037 

在耶穌的講道中提及 1034

在教會的訓導中 1035

有關地獄的訓導作為告誡 1036

受判者之所 633

在俗獻身團體 Secula「 institutes

見福音勸諭：教會：結構

「在感恩（聖體）聖事上相通共

融」”lntercommunion” 1400

見戚恩（聖體）聖事慶典：聖體

聖事的共融：與分離的教會

多妻制：多夫制 Polygamy 1610, 

1645,2387 

亦見婚姻

多神論 Polytheism 2112 

妄望 Presumption 2091, 2092 

宇宙 Cosmos

認識天主的泉油 1147

亦見創造：世界

安息、 Sabbath ﹔ sabbath rest 

天主創造工程的結束 345, 347 

安息的神聖性 2168

安息的意義

天王永遠盟約的記號 2171

746 主題索引 六畫

為讚美天主 2171

紀念天主的創造工程 2169

紀念以色列獲得解救 2170

「停工休息」是基於天主的

榜樣 2172

安息是以色列法律的核心 348

耶穌與安息日的誡命 2173

第三誠的意義及重要性 2168 73, 

2189 

與基督徒的主日不同 2175, 2190 

安寧照顧 Palliative care 

無私愛德的實踐 2279

安樂死 Euthanasia

直接的安樂死 2277, 2324 

應保護有病或殘障人士 2276

停止療程 2278

成全（完美） Pe「fection

見聖德

成義 Justification 1987, 2018-19 

天主仁愛最卓越的工程 1994

天主的恩寵與人的自由的合作

1993 

因天主恩寵而成為可能 1987

在逾越奧跡內 654

在懺悔聖事中重獲成義的恩寵

1446 

領受天主的正義 1991

整個人的聖他 1995

皈依恩寵先於成義 1989

藉洗禮賜予 1266, 1992 

藉基督的苦難而賺得 1992, 2020 

死亡 Death



此生的局限 1021

死亡後

天主沒預定任何人下地獄

1037 

天地的圓滿 1042一50

天堂 1023-29, 1053 

士也1試 1033-37, 1056-58 

沒有「再投胎」 1013 

最後審判 1038-41, 10日一位，

1059 

煉獄 103。一32, 1054 
「榮褔直觀」 1028 

與天主的幸福共融不可言喻

的奧跡 1027

耶穌的死亡

死亡的耶穌 650

耶穌下降陰府 632-35

基督的服從轉化人類的死亡

1009 
基督徒對死亡的處理

亡者遺體 230。一01
妥善準備的重要 1014

埋葬的重要 2300

基督徒在禮儀中表達對死亡

的看法 1012

領受臨終聖事 2299

關注與照顧臨終者 2299

基督徒對死亡的解釋

人最後大敵 1008

世上生命的終結 1007

原罪的後果 400-03, 413, 

1008, 1018 

參與主的死亡 1006

基督徒積極的死亡觀

1010-14 

進入永生的門徑 1020

與喜訊相反 164

靈魂與肉身分離 1005, 1016 

死刑 Death penalty 
見刑罰

死者的復活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988一1004

天主聖三的工程 989

在基督徒信仰內 991

在「最後的一天」 1001

在舊約內 992 93 

「肉身的復活」 686, 990, 1015, 

1017 

復活者身體的轉仕 999-1000

與耶穌 994-95, 1019 

領洗時與基督一起復活 1002-04

老年 Old age 2218, 2276 79 

自由 Freedom 1731, 1744 

天主的恩賜

人生來是自由的 1730

透過基督而獲自由的8,

1741, 1748 

與恩寵 1742

在善惡之問作抉擇的可能 1732

臼由使人成為道德主體 1749,

1745 

自由的行使

在人際關係中行使 1738

白由的可能性 1861

行使自由的先決條件 1740

行使自由的權利 1738, 1747 

自由的限制 1739

自由效能與完美 1731

主題索引 六畫 747



與邪惡 1733

與責任 1734, 1746 
人的功績 2008

與曹 1733

自立體﹔（基督〉二性結合於一位

Hypostasis; hypostatic union 

252, 464-69 

亦見天主聖三

自晶。 Self-maste「Y

自制的方法 2340

長期努力的工作 2342

亦見靈修功夫﹔節制

自罪責 Suicide

故意合作 2282

相反對自己、近人及天主的愛

2281, 2325 

減輕自殺者倫理責任的因素 2282

對永遠獲救的影響 2283

對自己生命的負責 2280

自然律 Laws of natu「e 341 

自然科學 Natu「al sciences 284 

自言表幸申言侖 Deism 285 

自徨j Defence 

合法自衛的責任 2265, 2321 

合法自衛與謀殺 2263

武力自衛的條件 2309

保存生命的權利 2263

個人和集體自衛的權利 1909

維護社會的權利 2266

「至公」 ’,Catholic" 830 

748 主題索引七畫

「至聖聖事」 ’,Sacrament, Most 

Blessed” 
感恩、祭各種元素的名稱 1330

色情產品 Pornography 23 5 4 

行為﹔行動 Act ﹔ action

目的並不使方法成為正當的

1753, 1759 

良好或不良好的行為 1749-50,

1755-56, 175九 1760

真福是行為的目的和終向 1719,

1723 

意向與鵲的 1752-53

對象 1751, 1758 

環境與後果 1754

fi5空﹔ j室雷L ﹔牙航空 Fornication

2353, 1852, 1853 

七畫

伯多祿 Peter

束縛和釋放的權柄 1444

承認默西亞的0,442-43,554一56

基督任命 881

教會的基礎 442

復活的見証 640-42

權威 552-53, 765, 816, 862 

f立＃各 Person

見天主聖三﹔社會：人

克己 Mo「tification 2015 

冷淡 Lukewarmness 2094 

冷漠 lndiffe「ence



是違反愛的罪 2094

告解（告明） Confession 

見懺悔聖事

吹噓 Boasting 2481 

童天f柯 Sorcery 1852, 2117 

亦見巫術

孝愛 Piety

聖神七，粵、之一 1831

完美（成全） Perfection 

見聖德

巫術 Magic 2117, 2138 

忘恩 Ingratitude

是違反愛的罪 2094

忍耐 Patience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我信」 ℃redo’『

見信仰的宣認

「我們的天父」（主禱文）

Our Father 

七個祈求泌的－54, 2857-65 

「主禱文」 2765-66, 2774, 2775 

末世性 2771

在入門聖事中誦唸 2769

在感恩祭中 2770

重要性 2761-64, 2774 

教會的祈禱 2767-68, 2776 

按：f柯 Technology 2293-94 

按：揖i Decision, a「riving at 

見良心

f ~才聽 Speculation 2409 

求恩禱詞 lnte「cession 1354 

見底，恩（聖體）聖事慶典：結構與

行動

私下啟示 Private 「evelations 67 

私慾偏情（貪慾） Concupiscence 

1264, 1426 

亦見貪慾

良心 Conscie「ice 1778; 1795-96 

抉擇之所依 1780, 1786－凹， 1799一

1800, 1806 

良心受震蠣 1453

良心的培育 1783-85, 1798, 1971 

依照良心行事的權利 1782

使人能承擔責任 1781

省察的必要 1779

效果 1776-77, 1797 

罪過是違反良心的過錯 1849

錯誤的判斷 179。一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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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 Kindness

天主的善：見天主：屬性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良善（溫和） Goodness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身體 Body

身體與靈魂 364-65

主題索引七畫 749



基督的身體 790-5, 805 

亦見感恩（聖體）聖事

八畫

亞巴郎（亞巴辣罕） Abraham 

向亞巴郎所作的恩訐 705-06,

762, 1222, 1716,2810 

許諾的實現 422, 1725, 2619 

亞巴郎的蒙召 59, 72, 762 

亞巴郎的信德 144一鉤， 165, 1080, 

2676 

亞巴郎的祈禱 2570-72, 2592, 

2635 

亞巴郎的希望 1819

與回敦的關條 841

使徒生活團 Societies of apostolic 

life 
見福音勸諭：教會：結構

兩條道路的比喻”Two Ways”, 

parable of 1696 

受胎 Fertilization 2376-77 

見婚姻：白的

咒罵天主 Blasphemy 2148 

禁止以天主的名字來施行魔術

2149 

呼求聖神禱詞 Epiclesis

在聖事慶典中的禱詞 1127, 1106 

在禮儀慶典中的禱詞 1105

祈求與基督奧跡共融 1109

和平（平安） Peace 2304 

750 主題索引入畫

世間和平是「基督和平的肖象」

2305 

創除威脅自由的失序 2317

愛德的果實 1829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末日車子 Reconciliation 1435, 1443-

45, 1489-90, 1493, 149九 1990

亦見懺悔聖事

「和聖子」 "Filioque" 246 

東方與西方傳統 248

信仰理解的發展 247

亦見天主聖三

奇跡（神跡） Miracles 548, 646, 

1613, 2003 

始胎無染原罪 Immaculate

Conception 490-93 

宗主教區 Pat「iarchate 887 

宗徒 Apostles

由耶穌派遣 2,858 60 

宗徒的訓誨是導向天國之道 75一

77, 1724 

承受基督的聖先權能 1087

宣講逾越奧跡 571

被耶穌召叫追隨祂 1506

參與基督治癒的職務 1506, 151。一

11 

教會建基於宗徒 857,860

復活的証人的。

繼承者 3

鑰匙的權力 981

亦見宗徒繼承



宗徒工作 Apostolate 863, 864, 

900, 905 

宗徒繼承 Apostolic succession 
在東正教會內 1399

宗徒立繼承者 77, 860 62 
教會合一的聯繫 815

教會至公性的標記 830, 833 

聖秩聖事 1576

對於禮儀的意義 1087

亦見東徒

宗教自由 Freedom of 「eligion

是一種權利 2108-09

亦見社會：國家的責任

宗教的德行 Religion, virtue of 

反宗教的行為 2118一22

買賣聖職或聖物 2121

試探天主 2119

褻潰 2120

在神聖事物上如何運用語吉 2142

宗教崇敬的責任 2105

尊重天主的名 2143

詛咒是對天主失敬 2149

幸福 Happiness

真福的實質 1723

望德與對幸福的嚮往 1818

忠信 Faithfulness

在婚姻中的忠信：見婚姻﹔離婚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1·生（ ·J·生別） Sexuality 

見人：人的性別﹔婚姻：目的

’︱生另IJ Gender 2331-36 

·J·生另U Sexual identity 

見人：人的性別

UH亢 Resistance

拒絕服從不公義的政府 2242

武力抗拒 2243

明達 Knowledge

聖神七粵、之一 1831

mHt區 Obedience

服從及拒絕服從政府 2242

服從政權的責任 1900

是福音的勸論：見福音的勸諭

耶穌的服從 615

戰爭的服從 2313

東正教會 Orthodox Churches 838 

武器生產 Arms production 2316 

武器交易 Arms trade 2316 

武斷 Judgement, rash 2477 

t支亨見 Discrimination 1935, 2433 

毒品 D「ug 2291 

毒品販賣﹔毒品使用 D「ug traffic; 

drug consumption 2291 

治癒﹔醫治 Healing 1506-10, 

1526 

法律﹔誡命﹔教會的規條﹔自然

道德律 Law﹔ commandment﹔

Church precept; natural moral 

law 1951, 1975一76

主題索引入畫 751 



在天主的救恩、教學法中 707-10,

1980-82 
福音的法律

在山中聖訓中表達 1965

「金科玉律」和「新命

令」 1970

基督是「法律的終向」

1953, 1977 

梅瑟法律的完成 1968,

1984 

透過宗徒教導的道德教

理而傳授 1971

愛、恩寵和自由的法律

1972, 1983, 1985 

實踐宗教的行為 1969

與福音勸諭 1973-74,

1986 

履行天主的許諾 1967

舊約的法律

十誡 1962

在福音的光照下解釋

1963-64 

表達許多理性可達到的

真理 1961

為福音鋪路 1964

盟約的標記 709

自然道德律 1954, 1978-79 

不可變更 1958

「天主智慧的工程」 1950 

功能 1955

其他法律的基礎 1959

表達的形式 1952

普遍性 1956

運用 1957

與歐示的法律 1960

752 主題索引入畫

與罪 1949

教會的規條（教會規誡）

主日的慶典 2180

守法定慶節 2043

告明罪 2042

參與J竄，恩、祭 2042

意義 2041

與自然律 1952

領聖體 2042

遵守法定的大小齋 2043

愛是法律的滿全 2055

「壞榜樣」 2286

亦見十誡

：由 Oil

見聖油（Chrism)

j乏幸申~ife Pantheism 28 5 

報民職務 Pasto「alca「e 886, 896 

王女：E鬼車歪 Rosary 971, 2678, 2708 

社會﹔國家 Society﹔ State 1880 

人是主體及宗旨 1881, 1929, 

1892, 2459 

人需要社會生活 1879

公民義務

行使選舉權 2240

服從的義務 1900

服從政府的限度 2242,2256

武力抗拒 2243

保衛國家 2240

納稅 2240

參與公眾生活 1915, 2255 

接納外國人 2241

自然社團 1882, 1891 



志願社團 1882, 1893 

社會內的權威

功能 1897-98, 1918一21

協議的政體多元忱的01,

1922 

服從 1899, 2238 

社會秩序 1912

社會關條

社會忱的危險 1883

國家及公益凹的一12

國家及其影響人口增長 2372

國家及社會更新 1888

國家與大眾傳媒 2498-99

國家與社會正義 1928

國家與家庭

保護家庭的義務 2209-

11 
家庭是社會的原始細胞

2207 

輔助家庭 2208

教會與國家

基本關條 2244-46

高層社會及低層社會 1883-85

國家的責任

自律fr 2310, 2265 

承擔經濟責任 2431

保障束教崇拜 2104-8, 2137 

保護每個無辜者的生命 2273

促進公益 192九 2237

接納近人 1931-33

基於良心而不服兵役者 2311

尊重人位格的尊嚴 1907,

1930, 1926, 1943, 2254 

關注公民健康 2288

基本原則

公益 1924-25

正確的價值等級 1886-87,

1895 

﹔去j台 1904

知情權 2494,2512

建立兄弟情誼的社會的條件

1931 

連帶責任 1948

愛德是最重要的社會誡命

1889, 1896 

輔助↑生的原則 1883-85, 1894 

社會傳播 Social communications 

見媒體

門f走 Disciples

任務

保存及傳遞基督的訊息 425,

1816 

背負十字架追隨基督 618

耶穌召集他們在身邊 542, 787 

耶穌賞給他們聖神 730

復活的耶穌向他們顯現 645, 647 

聖神引導他們 243, 725 

藉基督之名行奇跡 434

非基督徒 Non-Christians 839-48 

九畫

信仰（德） Faith 鉤， 142, 146, 

150, 155, 176 

人性行為 154-55, 180 

不同的「接受者」 150, 177 
內容

信仰的後果 222-27

基督徒的信仰

主題索引入畫 753



信天主 178, 223 

信天主是創造主 14, 229 

信天主聖三 234

信耶穌基督 14, 108, 

147, 151, 202, 463, 

573 

倍唯一的天主 150, 200, 

202, 222-27' 228, 233, 

2086 
信敢示的標記 156

信聖神 14, 152, 202 

基礎

信仰公式的意義 170

信德行為指向條文所表

達的事實 170

檀根於教會信德 162,

182 

對敢示的內容擁有活潑

的領悟力 158

教會的信德

信仰只能在信徒團體內

存在 166

教會是信仰的保存者

171, 181 

教會是信仰的媒介 168-

69, 181, 197 

天主的恩寵 153, 179, 224 

信仰只有一個 172一74

信仰危機

考驗 164

自由地選擇與天主分離 1033

信德見証的支持 165

與理智衝突 159

懷疑信德 2088

75生主題索引九畫

信仰的責任

人的根本信德責任 2087

度信仰生活 13

持守信德 162

維護和培養信德 2088

信仰的傳授

在本教理書的範疇內 18

宣講基督 425

教授信德的地方 2226

信仰的確實性 157

f言？患白守自由 160

f吉德的服從

一般的 143, 144 

沒有強迫性 160

瑪利亞的 494

信德的持守 162

「信德的相符」 114 

信德的動機 156

信德的必要性 161, 183, 846 

祈禱的泉源 2656

理智和意志與恩寵合作 155

超性的德行 1813-16

道德生活的根源 2087

預嘗永生 163, 184 

榜樣與模範

以色列 147, 212 

亞巴郎 145, 146 

教會 1124

瑪利亞 148-49, 487 

與永生 163-65

與科學 159

與理智 156-59

與惡的難題 309

認同敢示的真理 150



信仰的宣認 Faith, profession of 

信仰公式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195 
同一的信仰宣認的意義 185

宗徒信經 194

信仰的條文 190, 191 
領洗時的宣認 189

歷史上的信經形式 192, 193 

信仰本身是首要的聲明 199

指定的信仰條文 186-89

為信德作見証是得救的條件 1816

基督徒信仰宣認的內容

在教會的架構下宣認 167,

815 

宜認「信唯一的天主J 199-

202 

提及基督的奧跡 512

亦見信經

f言f走﹔ f言東 Faithful, the believ-

ers 871 

受召執行不同職務 873

所有信徒地位身分平等 872

信德的「效能」 737

信仰的順從

依從訓導當局 87, 93, 892, 

2073 

順從主教 896

信眾的不能錯誤性

作為一個整體在信仰上不能

錯誤 92

「信仰的超性意識」 889

基督的普通司祭職 1141

應邀接受教會的信仰 1124

權利

廣泛接觸聖經 131

獲知天主的誡命 2037

f言啊茱 Dogma 88 

「真理的或等級」 90,234

理解和構思 94

與干申修生活的

﹛言靠歪 C「eed

信仰宣認的名稱 187

重要的信經 193-95

結構 190-91

亦見信仰的宣認

〈信經） Symbolon 

措信仰公式的詞語的8

亦見信經﹔信仰的宣認

保密 Confidentiality 2489-92, 

2510-11 

勇德（剛數） Fo「titude

四樞德之一 1805, 1808 

聖神七恩之一 1831

厚道 Gene「osity

聖神的果實 1832

哀愁：憂慮 Sadness 1765, 2553 

契約 Contracts 2410-11 

拼居 Concubinage 2390 

姦污罪 C •I生侵犯） Sexual abuse 

2389 
亦見強姦

主題索引九畫 755



宣誓 Oaths

在耶穌的宣講中 2153

在教會的傳統中 2154

拒絕宣誓的條件 2155

虛誓 2152

發虛誓 2150-51

違背誓言 2152

屍體解剖 Autopsy 2301 

怠惰 Sloth

見懈怠

手ff團偉1 Idolatry 2113, 1852, 2112 

14 

政府 Government 24, 36, 1884, 

1899-1901, 1922 23 

正女？台 Politics 407 

E女＋墓 Political autho「ities 1910, 

2244-46,2406,2420,2498 

施捨（哀矜） Almsgiving 

兄弟友愛的見証 2447, 2462 

表達懺悔的方式 1434, 1438 

為亡者行施捨 1032

宗教的行為 1969

虔誠（敬）的方式 575, 2101 

自反f衣 Conversion 
見痛悔

當 Provinces

見教省

本目f以 Analogy 
信德的相符 114

756 主題索引九畫

創造者與受造物之間的相似 41

于斤千喜 Prayer 

「不斷祈禱」 2742

反對祈禱 2726 27 

天主在「天上」 2794-96

天主的渴望與人的渴望 2560

向父祈禱 2680, 2779-85, 2788, 

2792, 2797一2802

向耶穌祈禱 451, 2616, 2665 69, 

2681 

向聖神祈禱 2670-72

在信友團體中 2790-93

是基本的需要 2744

泉j原 2662

天主聖言 2653-54

每天祈禱 2659-60

信德 2098, 2656 

教會的禮儀 1073, 2655 

望德 2098,2657

愛 20鉤， 2658

聖神 688, 741, 2652 
為教會的合一是必需的 821

為臨終者 2299

耶穌教導我們祈禱

內心的皈依 2608

因祂的名而求 2614

在三個重要的比喻中 2613

在信德中祈禱 2609

在聖神內 2615, 2661 

承行天主的旨意 2611

藉他自己的干斤于壽 2607, 2621 

懷著子女的膽量 2610

警醒祈禱 2612,2730

家庭祈禱 2685, 2694 



效能 2738-41

時時都可以祈禱 2743

基督徒的祈禱 2564-65

人回應天主的召喚 2560-62

不同的傳統 2650-51,2684

主的禱文 17

服從天主誡命的先決條件

2098 

「阿們的意義」 1061-65 

祈禱與生活分不開 2725,

2745, 2752 

耶穌的特殊地位

耶穌的名字是基督徒析

子壽本亥J心 435 

唯有因耶穌的名字祈禱

2664 

與天主的眷顧配合 2738

與天主的關條 2786-88,2592

教理講授對祈禱的重要性 2688

意義及重要性 17, 2590 

聖人是祈禱大師 2683-84, 2692 

﹔兩d懷信車員干斤于壽 2777一78

與人的歷史分不開

在創造中 2569

在猶太教中 2577, 2579, 

2586 
在焚而不毀的荊棘前的對話

2575 

在舊約中 2568-89,2592 97 

耳聞禾白守千斤于壽 2598-616,2620

從人墮落至得救 2568

教會的祈禱 2623-25

瑪利亞的祈禱 2617－凹， 2622

與聖職人員 2686, 2695 

與瑪利亞共融 2673-79, 2682 

謙虛是祈禱的基礎 2559

字Jr禱：1j ＼串：fl. Prayer groups 2689 

祈禱生活 P「ayer, life of 2697 

祈禱的方式 Prayer, forms of 

求恩祈禱 2629

任何需求及時地 2633

在聖經內 2630

求「天團來臨」 2816, 2646 

求日用糧 2828-37

求免於凶惡 2850-54

求明辨及剛毅 2846

求愛近人及愛仇人 2842

求寬恕 2631, 2838-41 

J試恩、 2637-38

轉求 2634-36, 2647 

讚頌天主 2639-43,2649

天主的名「受顯揚J

2807-15 

是祈禱的基本活動 2626

亦見光榮頌

基督徒祈禱的各種方式 2663,

2644, 2684, 2693 

教會的祈禱形式 2625

朝拜 2628

公頁吉射 2626 27 

亦見祈禱的方法

祈禱的方法 P「ay缸， ways of 

口干壽 2700-04, 2721-22 

J心于壽 2709 19, 2721, 2724 

默想 2705-08, 2721, 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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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地方 P「ayer, places of 

2691, 2696 

字斤槽的困難 Prayer, difficulties in 

2728 

分心 2729

才古止最 2731 

疑惑 2735-37, 2756 

祈禱時的誘惑 Prayer, temp ta

tions at 

缺乏信德 2732, 2755 

懈怠 2733, 2755 

科學 Science

價值及危險 2293 94 

科學研究 Scientific resea「ch

2292-95, 2417 

紀念（禱詞） Anamnesis 

在一般的禮儀慶典中 1103

在聖事慶典中 1106

在感恩祭中 1354, 1362 

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 

天主性
「同性同體」 465

耶穌是真天主又是真人 464-

69, 480 82 

教會宣認耶穌的天主性和人

↑生 469

由父派遣 422

名號與稱號

名號

758 主題索引九畫

「天主子」 441, 429, 

454 

「主」 209, 429, 446-

51, 455 

「基督」 429, 436, 453 

亦見默西亞

「耶穌」此名的意義的0,

432,434,435, 452 

稱號

「天主羔羊」 608

「自有者」 211 

「拉比」（師傅） 581-82 

「幸斤亞當」 411, 504 

「默西亞達味之子」

439, 727 
是天主聖言 102

耶穌升天 659 64, 670, 673, 665一

67 

升天後仍臨在教會內 669

升天揭示末期己來到 670

耶穌的默西亞統治的開始

663一64

耶穌為整個受造界之主的開

立晶 668 

復活的主向門徒的最後顯現

659 

「耶魚未事件」

救恩史中的預備期 522-24

福音的記載 514-15

耶穌的生平

山圍祈禱 612

召選宗徒 551,858

在曠野受誘惑 538-40, 566 

治病是祂天主性的標記 517,

1507 

耶穌在加里肋亞宣講 541

耶穌受審

指控 574,575,585



耶穌的苦難 572 在天主計畫的奧秘中

猶太當局對他有不同看 599, 620 

法 595-96 耶穌的自我犧牲的5-

歸咎的問題 18, 621, 623 
耶穌的死不能歸咎 耶穌被埋葬 624-26’的。

於猶太人 597 其實的死亡 627, 6”, 629 
耶穌的死應歸咎於 耶穌的折于壽

罪人 598 大司祭的祈禱 2746-51

耶穌的誕生 437, 525 子向父的祈禱 2599

耶穌的隱居生活 「主禱文（天主經）」 2759 
日常生活 531,533 門f走千斤于壽的申其量百 2601

家庭生活中的服從 517, 耶穌重要的禱詞 2603-6

532, 564 耶穌俯聽祈禱 2616

耶穌顯聖容 554一切， 568 耶穌教導祈禱 2607-15

若翰洗者為祂授洗 535-36, 重要的救恩事件之前 2600,

556, 565, 1223-25 2602 

面朝耶路撒冷去 557-58, 569 耶穌的復活

基督生平的主要奧跡 429 主日是復活的日子 2174

救贖的奧跡 517,561-62 全能的天主的証明 272

最後晚餐 610-11 空墓的意義 640, 657 

童年事件 527-30, 534, 563 耶穌復活後的身體 645-46

進耶路撒冷 559-60, 5月 訊息

驅魔 517 宗徒的有關復活的生活

耶穌的死亡 f專t受 639

下降陰府 624, 631-35, 636一 基督徒宣講的主題 638

37 復活基督的顯現 641

天主將謀殺轉為救恩、 312, 超越性事件 647, 656 

622 意義和重要性 651-55

耶穌死亡的詮釋 詮釋

「上主僕人」的死亡 聖二的工程 648

601, 713 我們的復活的基礎 655,

天主「使他成了罪人」 658 

602-03 耶穌權威的最後肯定

在十字架上和升天時被 649-51,653 

高舉 662 舊約許諾的實現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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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宗徒的意義 642-44

耶穌宣講的主題

十識 2052-55

「不可殺人」的禁令 2262

天國 542－鉤， 567

以真福為核心 1716

死者的復活 994

依賴天主的書顧 305

耶路撒冷的聖殿 583－鉤， 593

耶穌的比喻 546

「羔羊的婚宴」 1612 

「基督的和平」 2305

婚姻

不可拆散 1614-15

加納婚宴的重要性 1613

男女結合的原義 1614

最後審判 678

猶太法律 577-82, 592 

聖神的訊，皂、和使命 728-30

窮人和弱小者 544, 2444 

降生成人 461-63, 479, 483 

有關降生成人的問題

亞坡林﹒勞提西亞的理

吉侖 471 

耶穌人性的認知力吐72

耶穌完整的人性。。

耶穌的人性意志 475

耶穌的肉身 476

耶穌屬神的洞悉力 473

信奉天主子降生成人是基督

徒信德識別的標記 463

降生的原因

760 主題索引九畫

作為我們聖德的模範

459 

使人成為有分於天主性

體的人 460

使人認識天主的愛 458

極救人並使他們與天主

和好 457, 606-07 

展開新創造 504

本尉處f吉經 456

降生成人的奧跡與人的奧跡

359 
預備

在天主救恩計畫中 522

透過洗者若翰 523

與救恩的關條 461

降生成人與升天 661

降生成人與復活 653-54

準備「羔羊的婚宴」

1612 
基督徒宣認耶穌 202, 422-24 

第二次來臨

天主的國在世上但尚未完成

671 

可在任何時刻出現 673

死者的復活 988

直到基督再來時教會仍是至

公的 830

耶穌默西亞的王權 440, 680, 

1060 
基督再來前假基督會出現

675 

最後審判 677-78, 681-82, 

1038-41, 1051-52 

基督是法官 679, 1040 

最後審判的訊息

呼喚人皈依 1041

耶穌自始己宣講

678 



對教會的意義

以色列的「執迷不悟」

干口末期 674

教會傳教工作直至末世

849 

等待最後的國度 672

集中在基督再來的禮儀

1107, 1130 

猶太人反對他的教導

在贖罪上的角色 587, 594 

有關自己的言論 590

被指褻聖 591

對法律、聖殿和一神信仰的

態度 576

對罪人的慈悲和赦罪的權柄

589 

與安息日法律的關條 2173

與稅吏和罪人的接觸 588

聖子身分

其意義首先在逾越奧跡中彰

黨員 444-45 

耶穌自稱是天主子 443

耶穌是天主子亦是貞女之子

724 

聖父為此作証 444

聖像 477

詮釋和意義

上主僕人 555, 580, 601, 608, 

615 

天主對我們之愛的「阿們J

1065 

天使世界的中心 331

可奈 1544-45

末世的審判 679

光照創造的真跡 280

自撒旦和罪惡中挂救我們

1708 

完美的人 520

使人回歸父 518

法律的終向 1953

真福的典範 459

基督徒生活的中心 1618

教理講授的中心 426

區文示 516 
復活者 625

新的創造 349

解放人並使人自由的8, 1741 

模範 520-21

歷史的主宰 450,668

導師 427

醫生 1503-05

與教會

保管與傳授耶穌的訓誨 3,

126 

耶穌是教會的元首 669, 792 

耶穌透過聖事行動 1084

效法耶穌 520

追隨耶穌 520

基督的奧跡長存不朽 1085

教會的禮儀 662, 1069, 1084-

90 

透過聖事傳遞 947, 1115 
徵兆和奇跡

連同祂的宣講 547

証明祂的使命 548

默西亞的徵兆 549

驅魔 550

耶穌聖心的敬禮 Heart of Jesus, 

ado「ation of 2669,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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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禱文 Jesus Prayer 2616, 

2667-68 

自丕目台 Emb「yo

從受孕之始已被視為人 2274

應保護胚胎 2274

亦見婚姻

背教 Apostasy 2089, 817 

若翰洗者 John the Baptist 

在母胎中已充滿聖神 717

在救恩史內的角色 523, 719 

悔改的洗槽 720, 1224 

為耶穌作証 608

耶穌受洗 535-37

聖神之火在他內 696, 718 

貞女的春獻 Consecration of 

virgins 922-24 
見福音勸諭

貞潔 Chastity

聖神的果實 1832

福音勸諭：見福音勸諭

亦見德行：四樞德：婚姻

軍隊：軍人 Armed forces; 

sol die「s 2310 

迫害 Pe「secution 530, 675 

降生成人 Incarnation

天主救恩計畫中唯一的事件 464,

470 

亦見耶穌基督：降生

音樂 Music

在禮儀中的標記功能 1157

762 主題索引九畫

歌詠與音樂的重要性 1158

禮儀音樂是教會之寶 1156

香膏 Myron

見聖油（Chrism)

畫十

個別教會 Pa「ticu la「 Church 833 

教會的多元性 814,835

羅馬教會的首席權 834

fl筆會生活﹔ fl誓會會士 Religious

life; religious 
見教會結構：福音勸諭

候j先者聖油 Catechumens, oil of 

1237 

亦見聖洗

原始義德、 Original justice 379 

原罪 Original sin 

見罪惡

家庭 Family 2204 

手足情的重要 2219

受召更堅密跟隨基督 2232-33

家庭成員的責任

未成年子女對父母的服從

2216-17 

成年子女對父母的責任

2217-18 

見女尊重父母 2215

家庭祈禱的重要性 2685

家庭與社會

自然的社團 1882

社會的原始細胞 2207



特恩的團體 2206

基礎、本質和目的 2201一03

意義 1655一切， 2208
與更緊密地跟隨基督的召喚 2232-

33 

與離婚的後果 2385

亦見父母

家庭教會 Domestic church 

見家庭

自用保： Advocate 

見聖神

座位 Seat, cathedra 

在禮儀中司鐸或主敦的座位 1184

恐怖主義 Terrorism 2297 

恐懼 Fea「 1765

行為的歸咎 1735

恩寵 Grace

天主的恩賜
天主無條件賜予的助佑

1996, 2021 

千申恩 2003

聖神的恩賜 2003

地位的恩寵 2004

信德是恩寵 153-55

恩寵在「人神」關條中的作用

35, 2022 

效果

分享天主的生命 1997

召叫人走向永生 1998

在積極的愛中與基督結合

2011 

成義 654, 1987, 1989 

使人與天主建立「父子J 闢

f急 1997

聖1t 824, 1999, 2023-24 

鍛鍊人的性格 1810

常居的恩寵和現時的恩寵 2000

接受

不信表示拒絕恩寵 678

在人的現世生活中 1021

要求 2002

準備接受 2001

與人的經驗 2005

賺得的恩、寵 2010, 2025-27 

聖事的恩寵 2003

時間 Time

與創造 338

時期終結達至的圓滿 Consumma-

tion at the end of time 

人的圓滿 1045

不知確實的時間 1048

天地的圓滿 1042-44

宇宙的圓滿 1046-47

教會的圓滿 1042, 1053 

殉道 Marty「dam

為真理作証 2473, 2506 

對於教會的重要 2474

疾病 Sickness

在人生命中的意義 1500-01

基督治癒的使命 1503-05

在門徒中 1506-07

在教會內 1509

聖神賜予治病神恩 1508

舊約有關疾病的詮釋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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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傳油 Anointing of the Sick 

主要的效果 1520-23, 1532 

安慰、平安及鼓勵 1520

結合於基督的苦難 1521

罪的赦免 1520

準備接受死亡 1523

聖他教會 1522

由主敦和司鐸施行 1516, 1530 

目白守 1499, 1511, 1526-27 

是一件聖事

七件聖事之一 1113, 1210 
自教會有史以來 1510

終傅聖事 1523

「在冬f專」 白勻（專車充 1512 

領受

建議領受 1515, 1528 

重複領受 1515, 1529 

準備 1516-17

聖體聖事作為「行糧」

1517, 1524-25 

領受者 1514

儀式 1513

禮儀慶典 1517

慶典的元素 1518-19, 1531 

真理 Truth

人追求真理 2467

天主是一切真理之源 2465

在耶穌身上彰顯 2466

在傳媒中 2492

在與別人的關條中 2464

追隨基督 2470

為真理作証

在新約中 2471

殉道 2473

764 主題索引十畫

基督徒的義務 2472

「真理的等級」 90,234

傳播真理並非無條件 2488-92

誠懇的德行 2468

違反真理 2464,2475 87 

與美 2500

真褔 Beatitude

人行為的意義和終向 1719, 1723, 

2548 

天主賞賜的恩典 1722

在新約中 1720

基督徒尋求真福的道路 1724

亦見崇福直觀

真福（八端） Beatitudes 

內容與重要性 1717, 1726 

昭示人行為的意義與終向 1719

昭示基督徒生活的特質 1717,

1728 

耶穌宣講的核心 1716

基督徒望德的描繪 1820

滿足了人追求幸福的渴望 1718

干申 Spi「it

見聖神

神恩 Charisms 799 

建立教會的方法 951, 2003 

屆l、貝易 2003 
特殊神恩

治癒 1508

教宗的不能錯誤特恩 2035

教會牧者的不能井錯特恩

890 

意義和目的 799-801



認識聖神之處 688

應分辨 801

字申亨見 Clairvoyance 2116 

神聖遺產（信仰寶庫） Oepositum 

fidei 
見教會：教會的要點：聖傳

神學 Theology

對教會訓導的重要性 2033, 2038 

與救恩計畫 236

祝聖 Consecration

祝聖餅酒 1377

授予聖秩聖事的禮儀 1538

祝福﹔降褔﹔祝頌﹔頌詞j

Blessing 

人對天主的讚頌 1078

在天主的救恩計畫內天主的降褔

1079 81, 2645 

在教會禮儀中天主的降福 1082一

83 

受洗者蒙召施以祝福 1669

造物主的降福（賜福） 1078 

與望德 2090

訓導當局 Magiste「ium

見教會

財物 Property

私有權 2401, 2403 

與政權 2406

使用財物 2404一05

財物分配 2402

財物的普遍用途 2402, 2452 

管理財物 2407, 2451 

財源分配不公允 Misappropriation

of funds 2409 

迷信 Superstition 2110-11, 2138 

逃稅 Tax evasion 2436 

﹔~ Alcohol 

目的j莒 2290 

飢荒 Famine 2269 

重几直我 Hunger 2831 

畫十

假基督 Antichrist 675 

亦見耶穌：第二次來臨

健康 Health

身體的呆拜 2289

與使用毒品 2291

與節德 2290

關心健康的責任 2288

偷窺 Voyeurism 2523, 2525 

偷竊 Theft 2408, 2453-54 

在有急需時 2408

賠補的責任 2412

動物 Animals

在受造界內的地位 2415-16

在動物身上作試驗 2417

禁止虐待糟蹋動物 2415, 2418 

與人類的關係 2417一時， 2457

唯物論 Materialism 285 

唯識論 Gnosticism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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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State

見社會

堅振 Confirmation

t件聖事之一 1113, 1210 

代父或代母 1311

東方教會的「傅油禮」 1242

施行

主教是正權施行人 1312-13

只可接受一次 1304

由一位司鐸施行 1313, 1314 

效果

加深聖洗恩寵 1303

加增聖神的恩賜 1303

更深入地扎根在與天主的父

子關條裡 1303

使信友的普通司祭職更趨完

美 1305

聖神傾注 1302

與基督更緊密地結合 1303

與教會的連繫更趨完美 1303

蓋上不能磨滅的、屬于申的印

號 1304, 1317 

賦予宣認基督徒信仰的特別

力量 1303

中~），原

五旬節聖神傾注 1287

初期基督徒的實踐 1288,

1315 

傅抹聖f七聖油 1289

聖神降臨耶穌身上 1286

「堅振」一詞的意義 1242, 1289 

基督徒入鬥聖事 1212, 1285 

須使聖洗恩寵達到圓滿 1285,

1306, 1314,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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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

面臨死亡時 1307

領聖事的準備 1309-10

辨別是非的年齡 1306-08,

1318 

慶典

必要的儀式 1300, 1320 

呼求聖神的傾注 1299

東西方不同的傳統 1290一位，

1318 

重宣洗禮誓願 1298, 1321 

f專j由 1293-96

平安禮 1301

堅振的聖事意義 1294-

95 

聖經和古代的意義

1293 

聖化聖油的祝聖 1297

基於良心而不服兵役者 Conscien

tious objecto「s 2311 

基督 Ch「ist

見耶穌基督：名號與稱號：默

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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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逾越﹔逾越奧跡 Passover

of Oirist ﹔ Pase怕 l mystery 571 

主日是基督逾越奧跡的滿全 2175

以色列的逾越 1164

在聖神的傾注中完成 731



基督神國的基礎 671

基督喜訊的核心 571-72

為人類的救贖 1067

亦見逾越節

基督徒 Christian

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的關條

818 

效法基督 1694

基督徒的生活與行動

山中聖訓所描述的 1717

加速基督之國來臨 2046

由聖神的恩賜所支持 183。

在教會使命中 2044

其目的是符合基督的心情

1694 

按照福音勸諭 915

基本的尊嚴 1691, 1692, 

1695 

為建樹教會 2045

「聖神的宮殿」 1695 

蒙召成聖 825

基督徒的合－ Unity, Christian 

見大公主義

堂區 Parish 2179 

執事﹔執事職 Deacon ﹔ diaconate

「終身執事職」 1571

聖事恩寵 1588

聖秩聖事三個等級之一 1536,

1543, 1554, 1569, 1593 

職責 1570, 1596, 1630 

亦見聖秩聖事

奢侈﹔浪費 Ext「avagance ﹔ waste

2409 

婦女 Women

女性領受聖秩 1577

天主造了人：造了「男人和女

人」 355, 383 

在舊約的救恩史中 489

教會的形象 2853

亦見瑪利亞﹔人：人的性別

a昏車回 Marriage 

見婚姻聖事

婚姻聖事﹔婚姻﹔婚禮 Mat「i-

mony, sac「ament of marriage; 
wedding 1601 

一夫一妻制 1644-45

七件聖事之一 1113, 121。

不可拆散性

夫妻之愛所必需 1644, 1664 

在耶穌的宣講中 1614-15,

2336 

在聖經和聖傳中 1610,2382

基礎 1646-47

終生不渝的婚姻 1648

夫妻之愛的特質 1643

夫妻間的貞潔 2349

由天主建立 1603

目的

生育 1653-54, 2366一67,

2398-99 

人工受精 2376

人的聖召 1604, 2371 

不孕症及醫學技術 2375一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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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是很大的痛苦

2374 

週期的節制及人工避孕

2370 

與領養兒童 2379

與調節生育 2368

生養並教育子女 1652, 2249 

男女在婚姻中的結合 2335,

2363 

原義 1614

教會內的一種生活身分 1631

在受造界中 1603 05, 1660 

在保祿的實講中 1616, 1659 

在耶穌的宣講中 1612 17 

在聖經內 1602

多妻制 2387

作為一件聖事

主要的效果 1638-40

E伍千于 1623 
特別的「聖1t::.J 1637 
基督與教會締結盟約的標記

1617' 1661 

基督臨在的標記 1613

婚姻慶典 1621-24

教會的必要儀式 1630-31

新婚夫婦領受聖神 1624

準備 1622, 1632 

聖事的恩寵 1615, 1641-42 

＊教不同的婚姻 1633, 1637 

婚姻的合意 1625

由司鐸或執事接納 1630,

1663 

合意的性質 1627 28 

見証人的意義 1630-31, 1663 

768 主題索引 十一畫

是婚姻不可缺少的因素

1626, 1662 

對家庭的意義 2201

混合婚姻 1633-36

違反婚姻的尊嚴 2400

「自由結合」和拼居 2390

婚前，性關係 2391

面L倫 2388

「言式婚」 2391 

與未婚者 2230

與終身守貞 1620

婚禮 Wedding

見婚姻

司等E耳其R Advent 524, 1095 

亦見禮儀：禮儀時令

崇拜 Cult

見朝拜

強力 Fo「ce

見暴力

強姦 Rape 2356 

情感的觸動 Emotions

見情慾

情慾 Passions 1763-64, 1771 

在基督內達致圓滿 1769

情慾的種類 1765

情慾對於行為的貢獻 1762

愛是最基本的情慾 1765, 1772 

愛對其他情慾的影響 1766

道德上的成全 1770, 1775 

道德的評價 1767' 1773, 2552 

與行為的歸咎和責任 1735



與罪 1860

救恩、（千尋求立〉 Salvation 

天主所許 55

只來白天主 169

在新約中 124

在舊約中 122

與信德 161

亦見其褔：救恩、計畫

救恩計畫 Economy of salvation 

489, 1092-93, 1095, 1168 

主立自賣 Redemption 

在信仰中了解救贖的意義 573

在禮儀中持續 1069

要求堅守愛德 837

基督訊皂、的核心 571, 601 

基督對教會施行權力的泉源 669

教父 Fathe「S of the Church 
認識聖神之源 688

與教理講授 8

教宗 Pope

見宗徒繼承：教會：結構：聖統

志吉構

教省 Ecclesiastical provinces 887 

教區 Diocese (Eparchy) 833 

教理請授 Catechesis 5 

目的 4

f王李嘉 1697, 2688 
有關創造的教理 282

兩條道路的比喻 1696

家庭中 2226

基督是教理講授的中心 426-29,

1698 

教理講授的行使

由平信徒負責 906

在宣講和首JI導中進行 2033

對教會的意義 6-10

與禮儀 1074一75

教會 Church

目白守

天主與人共融的奧跡 772-73

宣講逾越奧跡 571

聖化眾人 824

任務和機會

在世使命 2044-45

保存信仰”， 168, 171, 173 
宣認

三位一體的天主 152,

258, 738 

信仰 172-75

基督的主權 2105

皈依是教會從不間斷的任務

1428 

基督徒聖德的典範 2030

赦免罪過

由基督交託 1442

赦罪的權柄 827, 979-

83, 1442 

給予大赦 1478

陪伴亡者 1683

傳遞及解釋敢示 82

道德的論斷 2420

維護創造的美善 299

談論天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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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現世的公益 2420,2458

共融

司祭的共融 1119

共融是教會親切的使命959

在信德內的共融 949

神恩的共融 951

愛德的共融 953

與亡者共融 958

與耶穌共融 787-96

與諸聖融合 954-57, 961 

「諸聖的相通」（諸聖的共

高血） 946-48, 953, 960 

禮儀中聖事上的共融 1108

特徵 750, 811, 825 26, 865 

是「唯一」的 813-22, 866 

合一的創傷 817

多元中的合－ 814 

在起源和靈魂上 813

非公教基督徒教會 818-

19 

革新是合一的力量 821

基督要求教會合－ 820-

22 
教宗與主教是合一的聯

繫 815一16

傳教工作指向合－ 855 

是「至聖」的 823-29, 867 

冊封 828

有聖德同時有罪 825,

827 

與瑪利亞 829

藉著基督 823

藉著基督而具聖先力

824 

是「至公」的 830-3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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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 

「至公」 830

至公煌的要求：傳教使

命 849

完全加入教會 837

受召參加天主子民的公

教團體 836

與非天主教會的接觸

838 

憑著來自神聖根源812

憑著基督 831

從宗徒傳下來的 857-65, 869 

主敦的宗徒職 862

窯徒委任的繼承者 859,

861 

「從宗徒傳下來的」的

三重意義 857

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863 

指向其主要面貌 811, 8月

歷史幅度 770

重要的層面

協助社會發展 2442

宣講的訊息與人性實況的距

離 672, 853 

月申聖遺產」（信仰寶庫）

84, 9九 175

基督在教會內的臨在 1380

教理講授 6, 7 

教會在時期的終結 665-6九

675,686, 1042 
教會的信德 1124

聖神的領導干口支持 768, 737 

瑪利亞在教會奧跡手里的地位

963-75 



建基於宜認耶穌基督是默西亞

424 

為得救恩是必需的

此概念的正確理解 846-48

個別教會享有自己的傳統 814

根源

五句節聖神做示教會 767,

1076 

天父的安排 759, 761 

召選十二宗徒 763-65

由耶穌被刺透的心誕生 766

在舊約中預備 762

基督和聖神的使命在教會內完成

737, 778 

基督是元首（頭） 669 

「教會」的名稱 751-52, 777 

教會與國家

「政教」關f擎的原則 2244-

46 
教會是人具有超然特色的保

F章 2245

結構、身分、組織

以色列是「樹根」 60

在教會內的平信徒 897-913,

940-43 

宗徒是基石 642, 935 

耶穌是元首 669

「家庭教會」的重要性 1656-

58, 1666 

訓導的職務 888-92

三種狀態 954, 934 
不能丹錯的神恩

大公會議 891

世界主教團 891

信友的「信仰超愷

意識」 889

教宗 891, 2035 
教會 889

教會的牧者們的0,

2051 

平信徒參與訓導職務

906 

任務伍， 100, 2032 

有關自然律的權威 2036

服從（教會）訓導 87,

892, 2037 

為天主聖吉服務 86

基督授命主教宣講和訓

導 888

教宗干口主教的通常訓導

2034 

教授信友 2037

透過教理講授及講道行

使 2033, 2049-50 

執行職務的精神 2039

意義的。

基督是職務的根源 874

聖忱的職務 893

聖統制 771, 874一87,914

管理的職務

大公會議的地位 884

世界主教圍的地位 883,

939 

世界主教團的象徵意義

885 

地區主教團及宗主教區

887 

伯多祿與宗徒 881, 936 

服務的職務 876,894-95

信徒協助行使管治的權

主題索引 十一畫 771 



力 911

個人特色 878

個別主敦的地位 886,

938 

教宗的地位 882, 937 

教宗與世界主教團的聯

繫 879

透過聖事而賦予 875

集體的特色 877

慕道者 1249

職務 888-96

獻身生活 914, 944-45 

不同的形式 917

象徵 753

不屬於聖統組織 914

在俗獻身團體 928-29

守貞生活 922-24

使徒生活圓的。

始於教會初期 918

修會生活

由教會依法成立

925 
所有修會會士皆是

教區主敦的合作

者 927

表達天主的愛 926

特色 925

發願遵守福音勸諭

915 

與福音的傳播 927

核准新形式 919

意義 916,931-33

獨修生活 92。一21

「天上的耶路撒冷」 757

天主的聖殿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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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169, 757 

羊棧 754

信仰的教育者 169

建築物 756

莊田 755

瑪利亞是教會的「典型」

507, 967 

橄欖樹 755

「遺民」 710

聖召

「天主的家庭」 1 

為天主服務 783-86

旅途中的教會 671

傳教的教會 767

聚集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天

王子民 781-86
詮釋

「一切事物的目標」 760

天主生命的聖事 932

既是歷史性的又是精神的

770-71 
基督和聖神的使命的聖事

738 

基督的淨配 796, 808 

基督的身體（教會） 779, 

789, 805 

肢體與身體的關條 791

信友與基督密切的結合

790 

基督安排神恩與職務

794,807 

基督的工具 775-76

基督是身體的頭 792,

807 

教會在朝向完美的旅程 769



普世救恩聖事 849, 780 

奧跡及聖事 774-76

聖神的宮殿 797－鉤， 809

與非基督徒 839

人的天主肖象的錯誤和缺陷

844 

人類共同的根源和目標 842

在非基督徒的東教裡尋找天

主 843

教會為得救是必須的 846-48

聚集因罪惡而四散和逃失的

人 845
與回教徒 841

與猶太人 839-40

與歐示

有關人的敢示 2419

教會的做示 726

教會對於聖經意義的裁決

119 
教會對敵示的尊重 82

尊重聖經 103

聖于中的做示 688

聖經 104, 113, 119, 127' 

131, 572 

福音的地位 127

與舊約的關條 128-29

禮儀

基督臨在禮儀中 1088

教會訓導檢定祈禱的形式

2663 

教會與戚恩（聖體）聖事

教會由戚恩（聖體）聖事

塑造 1396

感恩（聖體）聖事是教會

生活的中心 1343,

聖事

2177 

感恩（聖體）聖事是與天

主共融的奧跡 1118

基督透過聖事而過傳

947 

教會是分施者 1117

是教會的 1118

禮儀是教會的行動 1070-72

羅馬教會高居首位 834

歡會的社會教導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內容 2422-23

批判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 2424-

25 
發展的機會 2421

關懷公益的現世層面 2420

教會的規條 Precepts of the 

Church 2041-46, 2048 

啟示 Revelation

內容

敢示天主

天主的名字 203-14,

2143 

天主是挂救者 2084

天主聖三

在五旬節 732

信德奧跡 237

透過聖神 684,687

在十誡中 20凹， 2070-71

在以色列中 2085

聖子 152,2鉤， 647-48,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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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父 238-42

聖神 243-48,688

對不同事項的眉立示

人 2419
人的罪惡 386-90

天主的救恩、計畫 50

天主的愛 1701

天主對罪人的慈悲 1846

未來 2115

在盟約的形式下敢示的

十誡 2060

死者的復活 992

明確的真理 124

教會 726, 1076 

簡還以色列的理由 218

瑪利亞的童貞 502

舊車勻干口呆斤在勻的法f聿 1952

天主願意敢示自己 35, 50-53’的

69 

可能顯得不明確 157

用人的吉語 101

在耶穌基督內達至圓滿 65-66

在救恩史中

人墮落之後 55

在以色列中的－64

在亞巴郎內 59, 72 

在耶穌基督內的－67, 73 

在原祖父母內 54, 70 

在諾厄內 56-58, 71 

在聖傳內 80-83

在聖經內的－83, 124 

私下做示 67

信仰是回應 142-43, 153-65 

能夠憑自然之光認識天主 36

毆示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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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主教 77

透過宗徒 75

透過教會 79,82

透過教會訓導 78

透過聖史 76

望德 Hope 2090 

在十誡中的第一條 2086

祈禱的泉源 2657

基督徒與猶太人的望德 1819

超性的德行 1813, 1817-21 

違反望德之罪 2091

梅瑟五書 Pentateuch 702 

殺害 Killing

合法的自衛 2263-67

未能施以援助 2277

自殺 2280-83, 2325 

耶穌在講道中禁止般害 2262

重視優生也不能使殺害成為正當

2268 

停止或刪掉醫療措施 2278

間接殺害 2269

謀般是觸怒、天譴的罪行 2268

舊約禁止 2261

理智 Reason

人的智力 286

罪過是相反理性 1849

與法律 1951

與信仰 156-59,286

產前診斷 P「enatal diagnosis 227 4 

異教 Paganism 57 

異端 Heresy 2089, 817 



疏忽 Inadvertence

與行為的歸咎 1735

眷顧 Providence

天主能敢示未來 2115

天主引導受造物的各項措施

302, 321 
耶穌要求人信賴天主眷顧 305,

322 

聖經的証據 303

與受造物的合作 306-07, 323 

與惡 309-14, 324 

祭台（祭壇） Alta「 1181 82, 1383, 

2570 

祭獻 Sacrifice

祭獻內在和外在的行動 2100

朝拜和感恩的記號 2099

第二次來臨（再來） Second 

Coming 668 77, 2771 

第三世界 Third World 2440 

車~1專 Extreme Unction 

見病人傳油

羞恥1G Modesty 

不同的表達方式 2523-24

心地純潔必有羞恥心 2521

任務 2522

聖神的果實 1832

習慣 Habits

與行為的歸咎 1735

規勸 Correction 1829 

E午冒著 Promises 2410 

以天主之名 2147

向天主作出承諾 2101

亦見許願

E午原頁 Vows 2102 

福音勸論的誓願 915, 2103 

豁免誓願 2103

亦見福音勸論：許諾

責任 Responsibility

人的自由使人對行為負責 1734

良心的角色 1781

參與公益 1914

對他人的罪過的責任 1868

歸咎 1735-36

貪心 G「eed

見貪慾

貪婪（懼吝） Ava「ice 1866, 2539, 

2541, 2552 

貪慾（邪淫、迷色） Covetous

ness; lust 1866, 2351, 2514, 

2515,2517,2529,2530,2542 

貪聾 Gluttony 1866 

資窮﹔窮人 Poverty﹔ the poor 
效法基督的神貧 2544-47

貧窮是福音勸諭 915, 944 

富有國家的道德責任 2439-40

積極愛窮人 2443-49, 2462-63 

亦見發展援助﹔福音勸論：義德

赦罪 Absolution

見懺悔聖事：禮儀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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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姦 Adultery 2380-81 

夫妻忠貞的重要性 1646,2364-

65, 2397 

在耶穌的宣講中 2336

嚴重的罪過 1756, 1856, 1858, 

2400 

通靈論 Spiritism

禁止 2117

連帶責任 Salida「ity

在經濟和政治中 1941

在教會的角色內 1942

弟兄情誼 1939

財富的分配和工作的酬勞 1940

愛德的共融 953

畫一
一

十

﹛專j由 Anointing

司鐸干口主敦的授秩禮 1574

病人傅油 1523

聖神的標記 695

與堅振 1289, 1293-96 

與聖洗 1237, 1216 

「傳油聖事」 ”Chrismation" 
東方教會對「堅振」的名稱

1113, 1289 

勞資關係 Industrial relations 2430 

博彩遊戲 Games of chance 2413 

最後晚餐 Last Suppe「

見耶穌基督：耶穌的生平

最後審判 Last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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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耶穌基督：第二次來臨

創造（宇宙﹔受造界） Creation 

天主「從無中J 創造 296, 317-18 

宇宙的美麗 3也

安息日 314, 345, 347 
受造物

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

355,374,380 

人是創造工程的巔峰 343,

353, 355 

受造物的彼此依賴 340

受造物的善 339

受造物息息相關 344

受造界秩序的重要性 346

原罪對受造界造成的後果

400 

創造人的目的 356, 381 

等級 342

受造界的秩序 299, 354 

保護受造界 2415一 18, 2456 

託付給人 299

崇拜天主是全體受造物的任務

347 

造物主天主

在自由中創造 296

保存受造界 301, 320 

基督是受造界的主宰 668

基督奧跡照明創造的奧跡

280 

造物主天主的敢示

向以色列民 287

在創世紀中 289

透過理智 286

與盟約不可分 288



造物主的美麗 341

超越受造界 300

創造在救贖中達到巔峰 349

創造的原因 293 94, 315, 319 

創造神學與自然科學 283,284

創造神學與哲學 285

創造行動是天主工程的開始 198,

280,338 

尊重受造界 2415

源於天主聖三 258, 291-92, 316, 

320 

精神體與物質的受造物 327

亦見世界

善 Good

斷定行為 1755-56

喜訊 Good News 
見福音

喜樂 Joy 301, 523, 1829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亦見幸福

喪禮 Funerals

動作和儀式 1687-90

喪禮的類型 1686

禮儀慶典，不是一件聖事 1684-

85 

幸IH軍 Revenge 2262 

9某冒皇 Media 

有節制地使用大眾媒體 2496

為公益服務 2494-95

重要性 2493

責任與限度 2497

與政府 2498-99

就業 Employment

見工作

惡 Evil

天主可從惡中取出善 312

防止邪惡 1431

邪惡的經驗 385, 1606 

呼求邪惡的力量 2117

物質的惡 310

倫理的惡（道德惡） 311-12, 1755 
判斷行為是善或惡 1755-56

唯有信仰可解釋惡 385

基督徒信仰可答覆惡的問題 309

基督救我們於凶惡 1708

惡的根源

人性的缺陷 844

天主允許 412

來自罪惡的3, 1607 

壞榜樣誘使他人作惡 2284

惡的後果

天國與罪惡 671, 677 

更傾向於惡 1707

表現在宗教行為上 844

惡與苑者的復活 998

罪惡在人類歷史中的普遍性

401 

惡習 Vice

與情慾 1768

與罪宗 1866

亦見罪過

智德 Prudence

四樞德之一 1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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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拜（敬神之禮） Wo「ship 猶太人 Jews

在禮儀慶典中 1070 見以色列

虔敬之德的第一個行為 2096,

2135 
猶太主義 Judaism

朝拜的意義 2097
見以色列

亦見欽累 ︱痛苦 Suffering

朝聖 Pilgrimages 1483, 1674, 
原罪的後果 1521

2101,2581 
參與耶穌救世工程 15帥， 1521

痛苦的體驗 164

植物 Plants

禁止濫用 2415 痛悔﹔皈依（悔改） Contrition; 

conve「sion

欺騙 F「aud 2409 「不完美的」痛悔 1453

欽祟 Adoration
內心痛悔的重要性 1430

以祈禱表達 2。”
天主的工作 1432-33, 1489 

奉上祭獻作為朝拜的記號 2099
外在表達的需要 1430

教會欽業天主 1083
「完美的」痛悔 1452

朝拜聖體 1178, 1183, 1378-81, 表達

1418, 2691,2696 干斤于壽 1434 

與尊敬上主的名字 2143,2145 Jj'tfr｝舍 1434

與聖藝 2502一03 禁食 143吐

與讚頌 1078, 2628, 2781 信賴天主的恩寵 1431

亦見朝拜 宣布福音中召叫人皈依 1427

皈依（悔改）
無知 Ignorance

基督徒從不間斷的任務 1428
與行為的歸咎 1735

整個教會從不間斷的任務

無神主義 Atheism 2123-26, 1428 

2128, 2140 棄絕邪惡 1431, 1490 

期待天主的仁慈 1431
為天國而守員 Vi「ginity for the 蕩子的比喻所描寫的 1439

Kingdom of heaven 歸向天主 1431 32 
在基督的召喚中 1618

懺悔者的第一個行動 1451
是聖洗恩寵的發展 1619

與婚姻 1620 發展援助 Development aid 

亦見福音勸諭：德行 白白守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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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援助 2440

根本的改革 2440

富有國家的責任 2439

需要 2437-38

亦見貧窮：義德

等級 Hierarchy

真理的等級：見真理﹔信理

教會內的聖統甫仁見教會：結構

絕育手術 Steri I ization 

與人體的完整 2297, 2399 

亦見婚姻：醫療措施

絕罰 Excommunication

赦免 1463

處罰 1463

虛誓 Pe「jury 2476 
見宣誓

裂教 Schism 2089 
破壞教會的合~ 817 

象衛 Symbols

人類世界的標記 1146-49

在聖事的慶典中 1145

買賣聖職或聖物 Simony 2121 

超見 Counsel

聖神七思之一 1831

超性（信、望、愛）生活

Theologal life 2607, 2803 

亦見德行：超性

雅戚 YHWH

見天主：天主的名號：耶穌基督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1885 

畫一
二

十

置L﹛侖 Incest 2388-89 

傳教使命﹔傳教工作 Missions ﹔

missionary wo「k

天主的愛是動機 851

本地仕的重要性 854

在教會內基督的傳教命令 849,

858-59 

宣講的訊息與人↑生實況的距離

853 

千島原干口目申哥哥 850

聖神是主角 852

與其他文1t互相尊重的對話 856

與教會合－ 855 

與獻身生活 931

奧跡（引導人進入〉﹔釋奧

Mystagogy 1075 

嫉妒 Jealousy 1852 

嫉妒 Envy 2539 

是罪宗和大罪 1866, 2538-39, 

2553-54 

根源和後果 2540

意志、 Will

信德與意志 143, 155 

增強意志的主宰力 1734

亦見人

感恩（聖體〉聖事 Eucharist

主要的效果

加強與基督的契合 1391,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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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07.虫于申修； 1394 

加強聖洗的恩寵 1392

使基督徒免陷於大罪中 1395

免陷罪惡 1393-94

塑造教會 1396, 1407 

只有領受聖秩聖事的司祭才可主

持 1411

促使我們關心窮人 1397

建立

「以赦免罪過」 1846 

由耶穌基督 611, 1323, 1337-

40, 1406 

重要性

天主于民共融合一 1325

司鐸職務的力量之源 1566

信仰的總綱和綜合 1327

救恩奧跡的紀念 1099

基督徒生命的泉源和高峰

1324-27 

教會的聖他職務 893

預嘗復活 1000, 1402 

與天主生命相通 1325

與天主共融 1118

與基督結合 790, 1382, 1416 
基督的臨在

在餅酒形內 10駒， 1373-77,

1413 

基督奧跡的臨在 737

基督臨在教會的意義 1380-

81 
對餅酒形內的聖體的欽呆

1378, 1418 
從未世角度的詮釋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的解釋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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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延續這個解釋 1404

預享天上的光榮 1402

顯示希望的標記 1405

祭獻的特徵

十字架的祭獻重現 1366 

信友圓滿地參與 1372

為去世的信友奉獻 1371

感恩祭是一個祭獻 1365-72,

1410, 1414 

與天上的禮儀相融合 1326,

1370 
整個教會在感恩祭中結合

1369 

讚頌之祭 1359-61,2643

聖事

七件聖事之一 1113, 1210 

由死亡通往生命的聖事 1524

基督徒的入門聖事 1212,

1322 

基督徒的「聖事中的聖事」

1211, 1324 

與教會圓滿地共融的人的聖

事 1395

「實體轉變」 1373-77, 1413 

領聖體 1415, 1417 

稱為

「主的晚餐」 1329 

「共融（領聖體）」 1331 

「紀念」 1330

「于申聖的彌撒」 1332 

月申聖的禮儀」 1330 

「婚宴」 1617

「 J竄，恩、禮」 1328

「戲，粵、聚會」 1329

「聖祭」或「彌撒聖祭」



1330 

稱為「凰恩」之糧 1355

「單餅」 1329

標記 1333-36, 1412 

耶穌用餅與酒 1335

感恩（聖體）聖事是「絆腳

右」 1336

餅與酒 1333

舊約時代的餅與酒 1334 

褻j賣聖體聖事是嚴重的罪過 2120

感恩祭的施行人（主持者）

Eucharistic ministers 1348 

感恩經 Eucharistic prayer 

見感恩（聖體）聖事慶典

感恩（聖體）聖事慶典﹔領聖體﹔

彌撒慶典 Eucharistic cele

bration ; Communion; celebra

tion of Mass 

主日戚恩慶典的意義 2177-79

參與的本分 1389,2180

基督命令舉行 1341-44

自教會開始以來 1342-43,

1345 

紀念的慶典 1356-57, 1409 

教會生活的中心 1343

教會規定信友參與 2042

結構與行動

公務司祭職的行動 1552

主持者（施行人） 1142 

主教奉獻！霞，恩、慶典的意義

893 

行動

分送聖體

由平信徒的3

有死亡的危險時

1401 

意義 1355

主禱文（天主經） 1355, 

2770 

呈獻禮品 1350

奉獻（捐獻） 1351 

信友聚集一起 1348

感恩經 1352-54

作為紀念 1362 66 

紀念禱詞與呼求聖

于申于壽言司 1105-6, 

1353-54 
公頁吉射言司 1352

聖道禮 1349

領聖體聖事

再三邀請信友領受

1384 

在每一次彌撒慶典

中 1388

「兼領餅酒兩形」

1390 

效果 1391-96

教會規條 2042

準備 1385-87

邀請 1244

基本結構

兩部分 1346, 1408 

最重要的成分 1345-55

與復活的耶穌所行的逾越節

晚餐相似 1347

聖體聖事的共融

與分離的教會 1400

與東正教會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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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教會 1398-1401

愛（愛德） Love 1766 

夫妻之愛 1604, 1643 

愛天主及愛近人

基督的愛是人在天主台前所

有功績的泉源 2011

愛近人的誡命 2196

罪是違反愛德 1849, 1855 
詮釋和地位

「宗徒工作的靈魂」 864

祈禱的泉源 2658

基本的情慾 1765

最重要的社會誡命 1889

「聖德的靈魂」 826

與自由 1828

與基督的法律 1824

德行

愛仇人 1825

新的誡命 1823

獻身生活表達天主的愛 914-30

天主因著愛而造了人 1604

愛天主與愛近人的關條 2069

亦見愛德

愛近人 Neighbou「， love of 
在堂區內 2179

「 t巴最疏遠的人視為近人」 1825 
基督的誡命 2196

愛護窮人是愛近人的特別形式

2443-49 

與真理 2488

愛德 Cha「ity

在十誡內 20訝， 2093-2094, 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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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性的德行 1813, 1822-29, 1844 

聖神的果實（仁愛） 736, 1832 

詮釋與地位

宗徒工作的靈魂 864

法律的滿全 2055

教會合一的聯繫 815

最重要的社會誡命 1889

與基督的法律 1824

德行

愛仇人 1825

新的誡命 1823

罪是違反愛德 1849, 1855,2094 

與望德 1818

亦見愛

損毀肢體 Mutilation 2297 

t員I襄 Damage

私人或公共財物 2409

敬畏天主 Fear of God 

聖神七恩之一 1831

敬禮聖相 Veneration of images 

是敬禮，不是崇拜 2132

基督降生成人對敬禮聖相閒做了

新的「秩序」 2131

舊約禁止為天主製造畫像 2129

華府車司 New Testament 

天主聖三的屆全示 684

內容 124

福音是新約的中心 125-27

舊約與新約的關條 128-30

新盟約 New Covenant 

新約的祭獻 612-14



新舊盟約子民的關係 839-40

福音的法律 1965一74

新聞工作者 Journalists 2497 

溫和（柔和） Gentleness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煙草 Tobacco

濫用 2290

t東j試 Purgato「y 1030-32 

當守的法定慶節 Holy Days of 

Obligation 2042-43, 2177, 2180, 

2185, 2187-88, 2192, 2193 

盟約 Covenant

新盟約 762, 781, 2562-6哇， 2795

舊盟約 62 64, 522, 761 62, 781 

亦見亞巴郎﹔諾厄：十誡

禁食（大齋） Fasting; Lenten 

fasting 

耶穌的禁食和四旬期 538 40 

教會的規條 2043

懺悔的表達 1434, 1438 

亦見禮儀：禮儀時令

直有告U Self-control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童白話U Sobriety 

見節德

節德 Temperance

四樞德之一 1805

確保意志對本能的自主能力的09

經濟 Economy

不同的經濟利益 2430

企業負責人的責任 2432

國家的責任 2431

創業的權利 2429

經濟活動的目的與服務 2426

罪的寬赦 Sins, forgiveness of 

天主賜人赦罪的權柄 1441, 984 

在告解中獲赦免 1424

在病人傅油的過程中 1520

告明罪過的作用

告明大罪 1456

告明小罪 1458

是懺悔聖事的必要部分 1456

重要性 1455, 1847 

恩寵支持 1848

束縛與釋放榷的重要 1444-45

是「教會的寶庫」 1476 77 

唯獨天主能寬赦罪過 1441

教會秉承天主的命令而執行 986,

1442 
與在聖神內信仰的宣認 976

與教會內信仰的宣認 976

罪罰 1473

福音是天主對罪人慈悲的屆全示

1846 

與教會和好 1443

藉耶穌的死亡成義 421, 615, 

1708 

亦見懺悔聖事

罪﹔墮落﹔原罪 Sin ﹔ fall ﹔ original

sin 387, 1440, 1871-72 

人在墮落後並未被天主拋棄 410,

1609,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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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罪

人自由地犯罪 1739, 1874 

生下來就帶有罪 403

罪是拒絕天主 398, 415, 

1487 

分類

小罪 1855, 1875 

性質 1862

後果 1863

按其對象 1853, 1873 
個別的嚴重罪過

f九↑民 2303

咒罵 2148

忽略主日的本分2181

惡意 1860

違反信德的罪 2088-89

違反望德的罪 2091

違反愛德的罪 2094

嫉妒 2539

憤怒 2302

謀殺 2268

「褻潰聖神」 1864

罪過的不同種類 1852

嚴重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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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罪的伍， 1874

人自由的根本抉擇

1861 

後果 1861

fl茱﹛牛 1857-59

與寬恕 1856

大罪與小罪的分別 1854

「向天喊冤的罪過」

1867 

喪失永生 1472

罪宗 1866, 1876 

罪的嚴重事情 1854,

1858 

天主允許 412

天便的墮落 392

在教會內 827

事實 386-87

性質 1849-50

後果

失掉天主的模樣 705

危害信友團體 953

死亡 10個

使人隔離 845

疾病 1505

破壞教會合－ 817 

處罰

在言者聖的相通中 1474-

75 

﹔爭先解除罪的惡果 1472

對於大罪 1861

對於小罪 1863

「暫罰」和「永罰」

1472 

惡習 1865

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 601,

654 

原罪 390, 397, 416-17 

有關原罪的道理的意義 389

私慾偏情是最嚴重的後果

405 

後果 55-58, 399-400,402-

09 418-19 

與人類歷史 390

傳遞給整個人類的4

魔鬼的誘惑 391, 414-15 

經做示解釋 388



罪人應對基督苦難負責 598

聖洗的必須 1250

詮釋

「肉體的作為」 1852 

「于土會的罪惡」 1869 
威脅教會的合－ 814 

個人的行為 1868

對他人犯罪負責 1868

聚集天主子民 761

與法律 1949

與非故意的無知 1860

與謊言 2484

罪責 Culpability 2352, 2485 

罪惡 Guilt 1784 

義德、 Justice 1807 

四樞德之一 1805

法定、交換與分配正義 2411

亦見德行：四樞德

「聖 1 聖！聖 1 」 Sanctus 559 

聖人 Saints

見聖德

聖7..1< Holy wate「 1668

聖召 Vocation

成聖 825

我們原祖父母的 54

耶穌召喚眾人 3, 542-43 

參加天王子民的至公團體 836

創造主召喚眾人 1

跟隨基督 1694

亦見福音勸諭

聖母升天 Assumption 966, 974 

「聖母經」 Hail Mary 435, 2676-

78 

聖事 Sacrament 1084, 1131 

七件聖事 1113, 1117' 1210 

「天主的傑作」 1116 

由耶穌基督建立 1114, 1210 

目白勻 1123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支持基督徒行走聖德的道路

1133, 203。
在生命有危險時施行聖事

1401 

死亡結束聖事生活 1682

治療的聖事 1420-21

基督徒入門聖事的重要性

1212, 1275, 1425, 1533 

授予教會職務 875

聖洗是赦罪的第一件聖事

977一78

聖秩和婚姻是特殊使命的聖

事 1534-35

預備面對死亡 1680

建基於基督生平的每個奧跡 1115

效果

「事效性」 1128

效果屬於所有人 950

聖事的恩寵 1134, 2003 

蓋上不滅的神印 698, 1121 

賦予恩寵 1127

基督在聖事中的臨在 1088

為救恩是必需的 1129

感恩、（聖體）聖事的獨特地位

1211 

概念 774

主題索引 十三畫 785 



「聖事↑生救恩計畫」 1076 
聖事的教會幅度

促進發展和治療 798

教會合一的聯繫 815

教會的聖事性使命 738 40, 

1132 

過傳基督的功勞 947

聖事的角色

在基督徒合一的對話中

1126 

在教理講授中 6

在禮儀的教理講授中

1074-75 

屬於教會 1118

聖事標記的重要性 1130

舊約標記的預像 1150

聖油 Ch「ism 1241 

保全 1183

亦見傅油

聖洗（洗禮） Baptism 

代父母的重要性 1253-55

必要性

未受洗而夭折的兒童 1261

「血洗」 1258

為獲得救恩 846, 1257 

願洗 1258, 1260, 1281 

成人洗禮 1247-49

施行與領受

不能重複 1272

正權施行人 1256

由平信徒施行 903

在必要時 1284

受洗資格 1246

是聖事

786 主題索引 十三畫

七件聖事之一 1113, 1210 

信德的聖事 1253

重生的聖事 1213

基督徒入門聖事 1212

聖洗、堅振和聖秩聖事的共

同特色 1121

洗禮誓願 2340

耶穌的洗禮

耶穌洗禮的重要性 536-37,

1223 

若翰的洗禮與聖神的洗禮比

較 720

若翰給耶穌授洗 438

效果 1279

分享普通司祭職 1268

加入基督的教會 1267-7。

在天主內重生的恩寵 683

成為天主的義子 1997

成為基督身體之肢體 790,

1267 

有資格舉行禮儀慶典 1119,

1141 
建立基督的身體 798

參加天主的子民 804

進入永恆的福樂 1257

與基督結合 790

蓋上不可磨滅的靈性印記

（于申f[J) 1272-74, 1280 

賜予信、望、愛三德 1266

賜予倫理的美德 1266

賜予聖神的恩賜 1266

權利與義務 1269-70

基本內容 14

教會內的洗禮 1226-28, 1277 

聖洗的名字 2156, 2165 



聖洗與罪

必須繼續與罪搏鬥 978,

1264, 2520 
因罪喪失聖洗的恩寵 1446

成義的恩寵 1266, 1992 

使新受洗者成為「新受造

物」 1265

赦免一切罪過及應受的罪罰

1263, 2520 

赦罪的第一件聖事 977-78,

985 

聖洗與懺悔聖事 1425-26

月保除原罪 405

詮釋及重要性

稱為

在救恩史中的預象 1217 22 

成為奉獻於天主的人 931

保祿宗徒的詮釋 1227

基督死於十字架的象徵 1220

基督徒生命的基體 1213

基督徒合一的基礎 838, 855, 

1271 

「婚姻奧跡」 1617

與信德連繫 1226

與基督同死 628

「光照」 1216

「在聖神內重生和更新的洗

干單」 1215 

「聖洗」 1214

儀式 1235-45

十字聖號 1235

必要儀式 1239, 1278 

白衣與蠟燭 1243

初領聖體 12丑4

宣認教會的信仰 1237

宣言賣天主聖言 1236

施行的程式 189,232, 1240 

祝聖洗禮用水 1238

水是象徵 694

千兄于自 1245 
棄絕罪惡 1427

傳聖f七聖油 1241-42

驅魔禮 1237

嬰孩洗禮

必須從原罪解脫 1250

教會自古以來的傳統 1252,

1282 

與父母的職責 1251

與教理講授 1231

亦見慕道期

聖相 Icon 1159 

意義 1160 61, 2141 

聖祖 Patriarch 61, 205, 707 

聖神 Holy Spirit 

以天主位格的身分顯示 731

名號

在宗徒大事錄及新約的書信

中 693

「師保」（護慰者） 692 

「真理之神」 692

「聖神」 691

在天主的救贖工程內

五旬節聖神的傾注 731

先知的記載 715

在耶穌的宣講中 714, 728 

在救恩計畫中的地位 685-86

在舊約的天主顯現中 707

耶穌賞賜聖神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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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翰洗者和人們的準備 718,

720 

聖神降臨的許諾 706, 729 

準備瑪利亞 722, 725, 744 

準備默西亞來臨 702

瑪利亞懷孕和天王子誕生

723 

「在聖神內」的生命 7鉤， 1699,

2017 

皈依 1433

赦免罪過 976

褻﹔賣聖神的罪 1864

自我做示 687

行動

在全人類中

助人在屬靈的自由中成

長 1742

使人與基督相通 683

祈禱的導師和泉源 741,

2652 

毆示（天主）聖三 244,

684 

毆示天主 687

無止境地來臨 732

聖經的「主要作者」

304 

聖德的泉源 749

賦予受造物生命 703

賜恩所有人 2003

激發信仰 684

還給天主的模樣734

在教會內

788 主題索引 十三畫

在教會內的使命 737,

739 

在教會的禮儀中 1091-

1109 
承擔教會的使命 852

帶來教會的合－ 813 

教會是聖神的宮殿 797-

98 
教會活﹔發生動的記憶力

1099 
督導和建設教會 768,

747 

信奉聖神 14, 152, 202, 742 

象徵

「天主的于」 699

「天主的于指」 700

7K 694 

火 696

印吉己 698

傅油的象徵 695

雲與光 697

鴿子 701

聖神的恩賜 768, 798-801, 1830 

在洗禮中 1266

在病人傳泊中 152。

在堅振中 1303

在庇護罪人中 827

在治病神恩中 1508

在聖秩聖事中 1585-89

第一個恩賜是愛 733, 735 

聖神七恩 1831, 1845 

聖神的果實 736, 1832 

聖神與聖子的聯合使命 689-90,

727' 743 

與父、子同性同體 685,689

聖神的果實 Fruits of the Spirit 

見聖神：聖神的恩賜



聖神的恩賜 Gifts of the Spirit 

見聖神

聖秩聖事 Orders, sacrament of 

Holy 1536 

七件聖事之一 1113, 1210 

三個等級 1536, 1554, 1593 

主敦的祝聖

成為主教團一分子 1559

授予宗徒使命 1556

授予訓導和管理職務

1558 

授予聖秩聖事的圖滿

1557 

需要教宗批准 1559

亦見主教

可鐸的祝聖

以基督徒人鬥聖事為條

件二 1563

加入司鐸行列 1568

由主教委以司鐸職務

1562 
許諾服從主敦的重要性

1567 

﹛專j由 1563

意義及職責 1564

蓋上不能磨滅的印記

1563 

亦見司鐸

執事的祝聖

只有主教為候選人覆于

1569 

受祝聖在「服務上與主

教聯繫」 1569

任命

蓋上不可磨滅的印號

1570 

亦見執事

「入團體」／「祝聖禮」

1538 

「授秩禮」 1538

「團體」 1537 

受委任領導教會 1119

受祝聖的狀況 897

效果

守獨身的義務 1579, 1599 

不受污染 1584

授予永不磨滅的神印 1582

授權作為基督的代表 1581

領受無條件的恩賜 1578

賦予主敦的恩寵 1586, 1594 

賦予司鐸的恩寵 1587, 1595 

賦予執事的恩寵 1588, 1596 

賦予赦罪全權 1461

藉聖神的恩寵而生效 1585

基督的司祭職 154生－45, 1591 

授予聖秩聖事 1575 76 
領受

只有男性領受 1577, 1598 

沒有人享有領受聖秩聖事的

干草干日 1578 
東方教會的法制 1580

基本的 1577 80 

慶典

三個等級的必要儀式 1573,

1597 

祝聖禮的可見標記 1538

祝聖禮的地點與時間 1572

舊約的司祭職 15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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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 Psalmes

天主子民的祈禱 2586

在教會的禮儀中 1093

在聖詠中透露的天主子民 716

在舊約的禮儀中 2588

祈禱的集大成 2587

「達味的聖詠」 2579

對每日常祈禱的重要 2589

舊約的經卷之一 2585

聖週 Holy Week 560 

聖傳 Tradition 81 

「信仰寶庫」徊， 97

最重要的內容 638

與聖經鉤， 83, 95, 113, 120 

禮儀是構成因素 1124

聖經 Scriptu舟， Sacred 創

作者和默感

人是受默感的作者 106, 702 

天主是作者 105, 136, 304, 

688 

基督是天父的唯一聖吉 102,

134 

聖經是天主聖言 103, 104, 

135 
重要性

祈禱的泉源 2653-54

基督徒生活的滋養 141

教會力量之源 104, 131 

教導真理 107

意義及詮釋

必須自由接觸 131

聖經中不同層次的意義 115-

19 

790 主題索引 十三畫

聖經的研究 132, 133 

詮釋的基本原則 111, 137 

預象法 128-30

平罩在墨 109, 119 

釋經者的任務 119

聖經作為一個整體

基督徒的聖經正典 1鉤， 138

基督徒閱讀全部聖經 129,

140 

猶太傳統的聖經編排 702

幸斤名勻 124-27 
基督是主題 124

福音的重要性 125, 127, 

139 

舊約 121-23

不可或缺 123

創世紀的獨特地位 289

與聖傳 78,80-84, 95 

亦見新約﹔舊約

聖道禮儀 Liturgy of the Word 

作用 1103

感恩、祭禮儀的一部分 1346, 1349 

與主日的本分 2183

聖像 Images 477, 1159-62, 1192, 

2129-32, 2141 

聖儀 Sacramentals

由教會建立 1667

形式

把人或物奉獻給天主 1672

千兄干區 1669, 1671, 1678 

驅魔 1673

意義和目的 1667-68, 1670, 1677 



聖德﹔聖人 Holiness ﹔ sanctity ﹔

saints 

聖人
主保聖人 2156

冊封的意義 828

祈禱的同伴 2683-84

基督徒的聖德典範 1717,

2030 

聖德

與室里神在人間的活動 686

與聖神在教會內的活動 688

諸聖的代禱 956

諸聖的相通 946-59

天主要人分享祂的光榮 2012

由教會的教導 2030

全體基督徒蒙召走向聖德

2013-14, 2028-29 

要求靈修功夫與克己 2015

聖誕 Ch「istmas 525 

聖觸 Relics 1674 

聖體櫃 Tabernacle 1379, 1183 

補贖（悔罪的行為） Penance, 

works of 

內心的懺悔是先決條件 143。

為亡者做補贖 1032

意義 1460

資本主義 Capitalism 2425 

道德 Morality

與罪的7

道德律 Mo「al law 

見法律

逾越奧跡 Paschal mystery 
見基督的逾越

逾越節 Easter

基督徒的主要慶節 638, 1169 

戚恩（聖體）聖事的建立 1339-40

逾越事件 639, 640 

逾越奧跡的兩個層面 654

逾越節的日期 1170

逾越節紀念天主的控救行動 1363-

64 

預定 P「edestination 1037 

十四畫

備善 Hyprocrisy 2505 

備造 Forgery 2409 

厭惡 Aversion

見情慾：情慾的種類

實體 Substance 252 

亦見天主聖三：實體轉變

實體轉變 Transubstantiation

1373-77, 1413 

亦見感恩（聖體）聖事

榮褔直觀（草見天主） Beatific 

vision 

人的渴望的滿足 2548

生命的目的 163

與天主圓滿共融 2550

亦見真褔

榮譽 Honou「

享有聲望與榮譽的權利 2479

主題索引 十四畫 791 



歌詠團 Choir

禮儀職務 1143

瑪利亞 Mary

一生無罪 411

由聖神準備 722

在天主的救恩計畫中

天主選擇瑪利亞 488-93, 508 

「充滿恩寵者」 490

在舊約中的準備 489

「貴的台無染原罪」 491-92 
有關瑪利亞的信仰是基於有關基

督的信仰 487

耶穌誕生的預言 484

詮釋

人格忱的教會 507

「上智之座」 721

「天主之母」 495

「全然聖善的」 493

「恩寵之母」 968-70

在天主面前為人轉求

969, 975 

依憑基督的中保身分

970 

是天主恩寵之媒介而非

源頭 970

重建人靈的超↑生生命

968 

「教會之母」 963

教會的「典型」 967

聖子和聖于中的寓所 721

榜樣與典範

信仰天主全能的典範 273

基督徒聖德的典範 2030

瑪利亞的祈禱 26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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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的童貞 496-507, 510 
在天主的救恩計畫中 502-06

在教父的傳統中 496

在教會的信仰中 499

在福音中 497-98, 500 

是她信德的標記 506

瑪利亞信德的服從 144, 494, 511 

與教會

在教會奧跡裡的地位 963-72

教會在瑪利亞身上達到完全

聖善 829

教會的瑪利亞面貌 773, 973 

瑪利亞以祈禱支持了正在出

生的教會965

瑪利亞的角色與基督是不可

分的 964

蒙召升天 966, 974 

對瑪利亞的敬禮

不是欽裝禮 971

在教會的禮儀中 971

懷孕和生育天主子 485, 509, 723 

福音 Gospel

天主的慈悲的敢示 1846

在新約中的地位及意義 125-27

形成 126

是喜訊 571

記錄耶穌生平 514-15,534,573

授命去宣講 2

傳遞耶穌訊息的兩種方式 76

與舊約的法律 1964

福音的宣布 P「oclamation of 

Gospel 

作為禮儀 1070



動機和泉源 429’。
基督下降陰府時達至圓滿 634

教會有責傳播福音 848

傳播福音的命令 2, 3, 58, 74 

傳遞基督的遺產 3

與教理講授 6

福音勸論 Evangelical counsels 

每個基督徒的生活指引 915

與十誡 2053

與福音的法律 1973-74

緊密追隨基督的誓願

末世的層面 931-33

各種不同的方式 917-19

在俗獻身團體 928-29

使徒生活圓的。

修會生活 925-27

獨修生活 920-21

獻身生活的表達 914-16,

45 

獻身的貞女 922一24

亦見貧窮﹔服從﹔獨身：守貞：

教會：結構

福音傳播 Evangelization 10, 425-

29, 905, 1072 

種族滅絕 Genocide 2313 

管理 Stewardship 2401-02, 2451 

誦讀聖言 Lectio divina 1177, 

2708 

誣噁（諱言書） Calumny (slander) 

2475,2477, 2吐79, 2507 

認識天主 Knowledge of God 

使人認識祂 31, 34, 54-55 
在自然中 32, 47 

在歷史的處境中 37

透過恩寵 35

透過敢示 35,38

透過理智 35, 36 

與人的靈魂 33

認識自己 Self-knowledge 2340 

E戒命 Commandment

見十誡﹔法律

誘拐綁架 Kidnapping 2297 

誘惑 Temptation 164, 2846-49, 

2863 

耶穌受誘惑：見耶穌

輔助性的原則 Subsidia「ity, princi -

pie of 

內容 1883-85

在社會與家庭的關條中 2209

與集體主義 1885

亦見教會的社會教導

輔祭員 Servers 1143 

酷刑 Torture

對人類嚴重侵犯 2297-98

領聖體 Communion

見感恩（聖體）聖事： j竄，粵、（聖

體）慶典

領養 Adoption

領養兒童 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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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五十

儀式：禮（禮f義傳統） Rite 
普世教會內不同的禮儀傳統 1203

儀式的改變 1125

墮胎 Abortion 2270-75 

人的生命自受孕開始就應受保護

2270, 2319,2322 23 

判以絕罰 2272

初期教會的譴責 2271

對生命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2273

寬慰、 Forgiveness 794 

見憐憫：懺悔聖事

？惠于于 Vi「tues 1804, 1833-34 

四樞德 1805

勇德 1808, 1837 

智德 1806, 1835 

告有？惠 1809, 1838 

在分配物資上 2407

對於合理照顧健康的重

要性 2290

義德 1807, 1836 

是「虔敬的德行」 1807 

洗禮中的恩賜 1266

貞潔

己訂婚的男女 2350

天主的恩寵 2345

夫妻間的貞潔 2349

文化方面的努力 2344

友情的重要性 2347

自我交付 2346

自帶u 2339-40 

邪淫 2351

794 主題索引 十五畫

所有受洗者的召叫 2348,

2394 

侵犯貞潔的罪 2351-56,2396

保存人的完整 2337-38

個人成長的過程 23位， 2395

與同性戀 2359

與節德的關條 2341

倫理的德行 1839

連帶責任

在分配物資上 2407

連帶責任的德行 1942

透過聖神的恩賜而達至完美 1831

超↑生的德行

信、望、愛是超↑生的德行

1813, 1841 

信德 1814-16, 1842 

望德 1817-21, 1843 

愛德 1822-29, 1844 

奠定基督徒的倫理行為

1813, 1840 

與分享天主的↑生體 1812

與虔敬之德 1840, 2095-96 

誠實 2468, 2505 

在人際關係中 2469

謊言傷害誠實之德 2486,

2508 

與恩寵 1810

與情慾 1768

慕道期﹔慕道者 Catechumenate ﹔

catechumens 

入門禮的本地他 1232

在教會最初的世紀裡 1230 

成人（慕道期） 1232 

基督徒人門方式 1229



教會的成員 1249

願洗 1258-60

亦見聖j先

慶節 Feast days 
見當守的法定慶節

慾望（錯亂的） Desires, dis昕一

dered 2515, 2514-17, 2520, 

2535-37 

憂慮 Anxiety 2088 

憐憫 Me「cy 1829, 2447 

摩尼派善惡二元論 Manichaeism

285 

撒旦 Satan

見魔鬼

暴力 Violence ﹔ force

非暴力的價值 2306

與可歸咎的行為 1735

4票言己 Signs

人類世界的標記 1146-48

以民的盟約標記 1150

基督所用的標記 1151

新約的壁事標記 1145, 1152 

禮儀中音樂的標記功能 1157

禮儀的標記 1149

樂善好施 Benevolence 1829 

熱心善功 Piety, forms of 

基督徒生活的表達 1674, 1679 

這些方式和態度的意義 1674一76

罷工 Strikes 2435 

語聖的相通（語聖的共融）

Communion of saints 
見教會：共融

E白自眉 Flattery 2480 

調節生育 Births, regulation of 

見婚姻聖事：目的

~~~~房 Det「action 2477, 2479, 2507 

5非謗 Slande「

見誣疇

貝音﹔補 Repa「atio「l

在新約中 2412, 2424 

為冒犯真理的賠補 2487, 2509 

賣淫 Prostitution 23 5 5 

畫十

憤怒 Anger﹔ wrath

情慾 1765

罪

大罪 1866, 2302 

山中聖訓禁止 2262

原罪的後果 2259

復仇的願望 2302

懈怠 Acedia

祈禱中的誘惑、（﹔令淡） 2733 

是罪宗 1866

違反愛的罪 2094

戰爭 War

「正義戰爭」 2309

在戰爭中的服從 2313

主題索引 十六畫 795 



防止戰爭的責任 2307 -08, 2327 

武器 2314

武器生產及交易 2316

社會騷亂威脅和平 2317

軍備競賽 2315

對待傷兵及戰俘 2313

與道德律 2312, 2328 

揚人作人質 Hostages, taking of 

2297 

獨身 Celibacy

在東方教會中 1580

在羅馬天主教會中 1579

亦見聖秩聖事：守貞：貞潔

獨身者 Single people 1658 

獨修生活 Eremitical life 920-21 

見福音勸諭：教會：結構

獨fl雪者 Hermits 920-21 

穆斯林（回教徒） Muslims 

見伊斯蘭

謀殺 Murder

見殺害

5風車U I 「ony 2481 

遺失的財物 Lost property 2409 

默西亞 Messiah

在猶太主義和基督信仰中 839

耶穌升天是默西亞神圓的揭幕

664 

耶穌的默西亞主權 440

耶穌基督，默西亞 436-40,528一

29, 535, 540, 590,674 

796 主題索引 十七畫

根據經書默西亞必須受苦 572

特徵 712-16

傅油是默西亞的標記 695

期待默西亞 711-16

聖神預備祂的來臨 702

墮落後首次宣布默西亞來臨 410

亦見耶穌基督

默感 Inspiration

聖經的默感 106

亦見聖經

默想、 Meditation 2705-08 

十七畫

嬰子要洗禮 Baptism of inf ants 

見聖洗

5商捕t Mass 

見感恩慶典

環境 Environment

見創造

縱容 Permissiveness 2526 

繁殖 Reproduction

見婚姻：目的

聰敏 Understanding

聖神七，思之一 1831

E草草書 Dying 

教會陪伴 1683

臨終的意義

返回天主的旅程 1681

聖事生活結束 1682

亦見死亡



臨終聖體（天路行糧） Viaticum 

見病人傅油：領受

薪酬 Wages

不公道的薪酬泌的

公遁的薪酬是工作的正當成果

2434 

褻j賣 Sacrilege 2120 

謙遜（虛） Humility 

耳目魚未白守 525, 559 

與祈禱 2559, 2628, 2631, 2706, 

2713 

與聖洗 2540

瑪利亞的 724

請道 Homily, P「eaching 2033, 

2049 

語言 Lie 2482 

本義 2483

傷害誠實之德 2486,2505

與罪責 2485

嚴重性 2484

鴿子 Dove

見聖神的象徵 701

十八畫

字畫f義 Di vi 「1e service 

見禮儀

平量f義 Litu「gy 1069-70 
內容

以多元的形式慶祝唯一的奧

E亦 1200-01

基督與教會的相遇 1097

實現基督奧跡 1104

「天上的禮儀」 1090, 1137-39 

天主在禮儀中

天父與禮儀 1077-83, 1110 

基督與禮儀 1084-90, 1111, 

118九 1088

基督臨在禮儀中 1088

聖神與禮儀 1091-1109, 1112 

多元的禮儀傳統 1202一03, 12的一

09 

傳統之構成因素 1124

詮釋

天主聖三的工程 1077-1109

信德的回應 1083

祈禱的泉源 2655

參與基督的祈禱 1073

基督司祭職的實踐 1070

基督奧跡的表達 1068

救恩奧跡的紀念 1099

教會的行動 1071-72

整個基督的行動 1136, 1187 

整個團體舉行（慶祝） 1140 

慶典

全體會眾參與 1141, 1188 

地方 1179-86, 1197目的

成分

言語和行動 1153-55

音樂與歌詠 1156-58,

1191 

標記與象徵 1145-52,

1189 

施行人 1142-44

感恩、祭慶典主持者 1348

歌詠團 1143

主題索引 十八畫 797 



輔祭員 1143

釋經員 1143

讀經員 1143

配合不同文他 1204-06

基本形式 1101

基督的逾越奧跡 1067-68

猶太禮儀有助了解基督徒禮

f義 1096

聖人作為基督徒聖德的典範

2030 

團體慶祝比私下舉行更為優

先 1140

儀式的改變 1125

誰舉行 1136-44

應如何舉行禮儀慶典 1145-

62 

禮儀中的天主聖吉 1100-02, 1190 

禮儀中的教理講授

聖像的運用 1159-62, 1192 

禮儀與教理講授 1074呵呵，

1095 

禮儀是奧跡和慶典 1075

禮儀時令 1163-78

主日

主日的目的 1167

主日 j試粵、祭的重要性

2177-79 

主的日子 1166-67. 1193 

慶祝主日的機會 1166

時辰禮儀

798 主題索引 十入畫

內容 1176一77

白白守 1174, 1196 

參與者 1175

與其他敬禮 1178

禮儀年度 1168-73, 1194 

紀念聖人 1173, 1195 

展開逾越奧跡 1171

從逾越節的慶典開始

1168 

敬禮瑪利亞 1172

禮儀的意義塑造禮儀時令

1095 

職務 Ministry 87 4－鉤， 903,

1088, 2004, 2039 

職業（專業） Profession 

就業 2433

選擇職業的自由 2230

職業秘密 2491

舊約 Old Testament 

在教會禮儀中使用 1093, 1156 

聖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1

舊約中的神顯 697, 707 

舊約新約的一體性 128一30

舊盟約 Old Covenant 

教會與猶太教 839 40 

舊約的司祭職 1539-41

舊約的法律 1961-64

覆手 Laying on of hands 

宗徒繼承人的授權標記 1556

施行聖事時所伴以的標記

堅振 1288

授秩禮（祝聖禮） 1538, 

1568, 1569, 1573 

病人傅油 1507

施行聖（義所伴以的標記 1668



轉求（代禱） Intercession 1667, 

2547-77, 2634-36,2647 

醫療措施 Medical T「eatment

切除肢體或絕育手術危害身體的

完整 2297

科學實驗促進治療 2292

停止或省略療程 2278一79

禁止對人進行科學實驗 2295

器官移植 2296

離婚 Divorce 1650-51, 2382, 2384-

86 

夫妻分居 1649,2383

重締民法承認的婚約 2384, 1665 

教會豁免 1629

對家庭造成的後果 2385 

離婚違反道德 2384-85

亦見婚姻﹔通姦

額我略年曆 Gregorian calendar 

1170 

十九畫

I囊相串串葦 Scandal 

本質和意義 2284, 2326 

由受人尊敬者樹立 2285

由法律、體制或輿論招致 2286

應負的責任 2287

.，囊星星 Doubt 

刻意和非刻意的懷疑 2088

祈禱中的誘惑之一（冷淡） 2733 

是罪宗 1866

藝術 Art 2501, 2513 

其與美 2500

聖藝的任務 2502-3

藥物 Medicine

濫用 2290

難民 Refugees 1911 

畫十一
一

至十一
一

懺悔 Penance

見懺悔聖事：痛悔

懺悔聖事﹔告解（罪） Penance, 

sac「ament of; Confession 

日常生活中和好的行動 1435

末世的意義 1470

在團體慶典中舉行 1482

告解的聖事封印 1467, 2490 

施行人

透過主教和可鐸 1吐血， 1495

效果

基本效果 1422, 1496 

與天主和好 980, 1468 

與教會和好 980, 1469 

基督建立 1446, 1485 

為救恩是必須的

以禮儀表達皈依和天主寬恕

1440 

赦免大罪 1395

于甫買賣 1459 

與天主和教會和好 1484

領受聖體的準備 1385

獲得成義的恩寵 1446

痛悔的意義 1430-33, 1452-53, 

1492 

主題索引 十九至二十一畫 799 



稱為
「告解聖事」 1424

「和好聖事」 1424

「悔改（皈依）聖事」 1423 

「寬恕聖事」 1424

「懺悔聖事」 1423

與天主及教會和好的聖事 980,

1440, 1486 

與j竄，粵、祭 1436

與聖洗 1425-26, 1427, 1429 

領受此聖事的義務 1457, 1493, 

2042 

禮儀慶典

主要部分 1491

告明罪過 1456, 1458 

基本結構 1480

赦罪

在逼近死亡的危險 1483

並不豁免補贖 1459

赦免罪 1424

赦罪經文 1449

準備 1454

歷史 1447-48

聽告解者所指定的補贖

1460, 1494 

獲罪赦的其他方法 1434

祈禱與閱讀聖經 1437

護身符 Charms (amulets) 2117 

護慰者（師保） Paraclete 

聖神的名號 692

亦見聖神

驅魔 Exo「cism 1673 

在洗禮中 1237

800 主題索引二十二畫

耶穌的驅魔 550

魔法（巫1~Lj ) Witchcraft 

見妖術

魔鬼 Demons

見天使

魔鬼﹔撒旦 Devil ﹔ Satan

人受魔鬼的誘惑 397一98

他的活動得天主上智允許 395

他背叛天主 392

耶穌受魔鬼誘惑 538-40

耶穌的驅魔 550

透過罪對人有某種控制 394, 407 

「墮落的天使」 391, 414 

魔鬼的能力是有限的 395

畫一
一

十一
一

權歸（力） Authority 

人的團體需要權威 1898

任務 1902, 2236 

合法地行使權威 1903, 2236 

戶良帝U 2235 

服務的職責 2235

尊重社會權威的責任 2234

與公民的義務 2238一位

與公益 1906

與家庭 2199, 2207 

權威的基礎

人性 1898

天主 1899

對人位格的尊重 1930

讀經台 Lectern 1184 



讀經員 Readers (Lectors) 1143 

馬青﹛敷 P「ide

嫉妒的根源 2540

違反愛的罪 2094

罪案 1866

三十四至二十六畫

靈fl奎功夫的cesis

成全之道 2015

自制的方法 1734, 2339 

靈修指導 Spi「itual direction 

2690,2695 

靈魂 Soul 363 

不死不滅 366

直接由天主所造 366

與「人心」 368

與人的「于申魂」 367 

與人身結合而成獨一本性 365

觀察星座 Horoscopes 2116 

E贊2頁 Praise

見光榮頌：祈禱的形式

主題索引二十四五二十六畫 的1



附錄三

英漢對照表

下文的參照號碼取自「哥︱文索哥︱」（附錄一）及「主題索引」（附錄二）的

頁碼。

A 

Abortion 墮胎 794

Abraham 亞巴郎（亞巴辣空）

750 

Absolution 赦罪 775

Acedia 懈怠 795

Act﹔ action 行為：行動 748

Acte d'offrande a 1’amour 

misericordieux 給仁慈大愛的

奉獻 721

Acts of the Trial of Joan of Arc 

聖女貞德的審訊記錄 729

Ad Autolycum 向奧都利証道 732

Ad consulta vestra ＜有關你的詢

問〉覆文 709

Adgentes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

706 

Ad uxorem 向為人妻者証道 732

Admonitio 勸吉 722

Adoption 領養 793

Adoration 欽呆 778

Adora te devote 我虔誠欽崇你

（聖歌） 723 

Adultery 通姦 776

Advent 將臨期 768

Adversus Eunomium 駁斥歐諾

彌書 721

Adversus haereses 駁斥異論 727

Adversus Marcionem 駁斥馬西

翁 732

Advocate 師保 763

Agnosticism 不可知主義 738

Alcohol 5西 765

Almsgiving 施捨（哀矜） 756 

Alphonsus Li部10ri, St 亞豐蒙﹒

力戈里（聖） 726 

Altar 祭台（祭壇） 775 

Ambiguorum liber 兩可書 729

Ambrose, St 安博（聖） 723 

Amputation 切除肢體 739

Analogy 相似 756

Anamnesis 紀念（禱詞） 758 

Anaphora 感恩經 720

Anastatius II 亞納大修三世 709

Ancient homily for Holy Satur-

day 古代聖週六的講道詞 725

Angels﹔ demons 天使：魔鬼 741

Anger﹔ wrath 憤怒、 795

Animals 重b守勿 765 

Anointing f專j由 776

Anointing of the Sick 病人傅油

764 

Anonymous authors f失名作者

725 

英漢對照表 803 



Anselm of Canterbury, St 安瑟
莫﹒坎特伯里（聖） 724 

Antichrist 假基督 765

Antiphons 對經 719

Anxiety 憂慮 795

Apologeticus 護教者 733

Apologia (Aristides）護教書 726

Apologia pro 吋臼 sua 自辯書

729 

Apologiae (Justine）護教書 729

Apostasy 背教 762

Apostles 7f:徒 750

Apostles ’ Creed 宗徒信經 698

Apostolate 宗徒工作 750

Apostolic succession 宗徒繼承

750 

Apostolicam actuositatem 教友
傳教法令 705

Aristides 亞里斯提德 726

Armed forces﹔ soldiers 軍隊﹔軍

人 762
Arms production 武器生產 751

Arms trade 武器交易 751

Art 藝術 799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人工受精

737 

Ascension 升天 739

Ascesis 靈修功夫 801

Assumption 聖母升天 785

Astrology 占星術 743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 St 

亞大納修（聖） 725 

Atheism 無神主義 778

Augustine, St 奧恩、定（聖） 730 

804 英漢封照表

Authority 權威（力） 800 

Autopsy 屍體解剖 756

Avarice 貪婪（懼吝） 775 

Ave Maria 聖母經 720

Aversion 厭惡 791

B 

Baptism 聖洗（洗禮） 786 

Baptism of infants 嬰孩洗禮 796

Barnabas 巴納博 722

Basil of Caesarea in Cappadocia, 

St 巴西略﹒凱撒里亞（聖）

721 

Beatific vision 槳褔直觀（享見

天主） 791 

Beatitude 真福 764

Beatitudes 其褔（八端） 764 

Benedict, St 本篤（聖） 722 

Benedict XII 本，篤十二世 709

Benedictus Deus 讚美天主憲令

709 

Benevolence 樂善好施 795

Bernard de Clairvaux, St ﹛白島內﹒

克理弗（聖） 725 

Births, regulation of 調節生育

795 

Bishop﹔ Episcopate 主教：主教

職 743

Bishops, College of 世界主教團

742 

Blasphemy 咒罵天主 750

Blessing 干兄干區﹔降干區﹔于兄公頁﹔

公頁語t 765 

Boasting 吹噓 749



Body 身體 749

Bonaventure, St 文德（聖） 722 

Book of Blessings 祝福禮典 719

Braga I 布拉加第一屆會議 708

Byzantine Liturgy 拜古廷禮 720

c 
Caesaria the Younger, St 凱撒里

（聖女） 729 

Caesarius of Arles, St 凱撒里﹒

亞爾（聖） 729 

Call 召喚﹔邀請 743

Calumny (slander）誣噁（諱言旁）

793 

Camino de perfeccion 全德之路

721 

Canon of the Apostles 宗徒準則

715 

Canonization 冊封 743

Canticle 聖歌 719

Canticle of the Creatures 太陽歌

722 

Capita practica ad Anatolium 

致亞那托的實踐篇章 721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791

Carthage 迦太基會議 708

Casti connubii 聖潔婚姻通諭

710 

Catecheses illuminandorum 慕道

期甄選者的教理講授 732

Catecheses mystagogicae 釋奧期

的教理講授 732

Catechesi tradendae 論現時代的

教理講授宗座勸諭 712

Catechesis 教理講授 769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教理 740

Catechumenate; catechumens 
慕道期﹔慕道者 794

Catechumens, oil of 候洗者聖油

762 

Catherine of Siena, St 加大利
肋﹒西恩、那（聖女） 722 

Catholic 「至公」 748

CELAM, Document of Puebla 

拉丁美洲主教團，柏布拉文件

715 

Celibacy 獨身 796

Centesimus annus 百年過論 713

Chalcedon 加采東大公會議 698

Charisms 干申恩 764

Charity 愛德 782

Charms (amulets）護身符 800

Chastity 貞潔 762

Cherubic Hymn 革魯賓的讚美詩

720 

Children﹔ childrearing 子女：

教養子女 738

Choir 歌詠團 792

Chrism 聖油 786

Chrismation 傅油聖事 776

Christ 基督 766

Christian 基督徒 767

Christi丑deles Jaici 平信徒宗座勸

言俞 713 

Christmas 聖誕 791

Christus Dominus 主教在教會內

牧靈職務法令 704

Church 教會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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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ero 西塞羅 734

Citizens, duties of 公民的義務

738 

Civil authorities 公權力 739

Clairvoyance 神視 765

Clement of Alexandria 克萊孟﹒

亞力山卓 725

Clement of Rome, St 克萊孟教宗

（聖） 725 

Clement VI 克萊孟六世 710

Codex Juris Canonici 天主教法典

715 

Colla ti ones 會談集 728

Collationes in decem praeceptis 

論十誡 723

Collectivism 集體主義 779

Commandment 誡命 793

Commendatio animae 交付靈魂

在莖 719 

Commentarii in Ecclesiasten 

訓道篇詮釋 732

Commentariorum in Isaiam libri 

xviii 依撒意亞先知十八部詮釋

732 

Commentarius in Johannem 

若望福音詮釋 732

Common good 公益 739

Communion 領聖體 793

Communion of saints 諸聖的相

通侍者聖的共融） 795 

Communications media 大眾傳
播媒體 738

Compendium theologiae 神學

綱要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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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binage 拼居 755

Concupiscence 私慾偏情（貪慾）

749 

Confession 告解（告明） 7吐9

Confessiones 懺悔錄 731

Confidentiality 保密 755

Confirmation 堅振 766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信理部 714

Congregation of Rites 聖禮部

715 

Congregation of Studies 教學部

715 

Congregation of the Clergy 
聖職部 715

Conscience, examination of 良心

的省察 749

Conscience 良J心 749

Conscientious o吋ectors 基於良

心而不服兵役者 766

Consecration 祝聖 765

Consecration of virgins 貞女的奉

獻 762

Consecration to A Life of 

Virginity 貞女奉獻禮 719

Constance 君士坦斯大公會議

699 

Constantinople I 君坦丁堡第一屆

大公會議 698

Constantinople II 君士坦丁堡第

二屆大公會議 698

Constantinople III 君士坦丁堡第

三屆大公會議 698

Constantinople IV 君士坦丁堡第



四屆大公會議 699

Constitutiones Apostolorum 

宗徒訓誨錄 725

Consummation at the end of 

time 時期終結達至的圓滿 763

Contra Celsum 駁斥吉爾松書

730 

Contra epistulam Manichaei 

quam vacant fundamenti 駁斥

摩尼派人的所謂基本書信 730

Contra Faustum manichaeum 

駁斥摩尼派人浮士德 730

Contra gesta Fabiani 駁斥法比央

的作為 732

Contraception 人工避孕 737

Contracts 契約 755

天王子民信經 711

Creed ﹛吉幸運 755

Cremation 火葬 741

Cross 十字架 737

Culpability 罪責 785

Cult 崇拜 768

Cum dudum 710 

Cum quorumdam hominum 既然

某些人的憲令 710

Cyprian of Carthage, St 西彼廉

（聖） 724 

Cyril of Alexandria, St 濟利祿﹒

亞力山卓（聖） 732 

Cyril of Jerusalem, St 濟利祿﹒

耶路撒冷（聖） 732 

Contrition﹔ conversion 痛悔﹔皈︱ D 

依（悔改） 778 I Damage 損壞 782

Conversion 皈依 756

Corpus Canonum Ecclesiarum 

Ori en tali um 東方教會法典

717 

Correction 規勸 775

Cosmos 宇宙 746

Council 大公會議 738

Counsel 超見 779

Covenant 盟約 783

Covetousness﹔ lust 貪慾（邪淫﹔

迷色） 775 

Creation 創造（宇宙﹔受造界）

776 

Credo 「我信」 749

Credo of the People of God: 

Solemn Profession of Faith 

Damas us I 達瑪甦一世 709

Damnation 永罰 7吐5

De area Noe 論諾厄方舟 722

De catechizandis rudibus 教理蒙

剖，， 730 

De civitate Dei 天主之城 730

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octo

ginta tribus 論八十三個不同的

問題 730

De Dominica oratione 論主禱文

724 

De ecclesiae catholicae unitate 

論公教會的統一 724

De fide et symbolo 論信德與信

在莖 731 

De fide orthodoxa 論正統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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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ome）論逾越 729

De poenitentia 論，懺悔 724

De praedestinatione sanctorum 

論天主對聖人們的預定 731

De proditione Judae 論猶達斯負

賣耶穌 727

728 

De Genesi contra Manichaeos 
論創世紀一－駁斥摩尼派異端

731 

之復活 733

De sacerdotio 論司祭職 727

De sacramentis 論聖事 724

De sacris imaginibus orationes 
有關聖像的演講 728

De sancta virginitate 論神聖守貞

之道 731

論肉身De resurrectione carnis 

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 §侖恩

寵與人之自由 731

De incarnatione 論道成人身 725

De incomprehensibli Dei natura 

seu contra Anomoeos 論天主
↑生不能徹悟 727

De libero arbitrio 論人之自由

730 

A
? 去

在
侖
門
〈
叫
占
三
口

7

年
主
口
千

謊
3

論

m

o
.r 

．
口
汀

也

m

nM ZL

.,
i 

mm 
凡
此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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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ermone Domini in monte 論
山中聖訓 730

De Spiritu Sancto (Faustus of 

Riez）論聖神

De Spiritu Sancto (Gregory of 

Nyssa）論聖神 733

De Trinitate 論聖三 731

De viduis 論寡婦 724

De 吋rgini扭扭（Ambrose）論守貞

724 

729 

714 

De moribus ecclesiae catholicae 
論至公教會的習俗 731

Demystθriis 論奧跡 724

De natura et gratia 論本性與天

主的恩寵 731

De officiis ministrorum 論服務

者的職務 724

De oratione CEvagrius Ponticus) 

De virgini臼te CJ ohn Chrysostum) 
論守貞 727

De vita Mosis 論梅瑟生平 733

Deacon﹔ diaconate 執事﹔執事職

論干斤于壽

言侖千斤干壽 721 

De oratione COrigen) 

730 

De oratione CTertullian）吉侖千斤于壽

733 

767 

Death 死亡 746

Death penalty 死刑 747

Decalogue 十誡 737

Decision, arriving at t夫﹔單 749

Decretum Damasi 達瑪甦詔書

De ordine sepulturae 論積葬禮

De paenitentia 論懺悔 733

De paschate CHippolytus of 
Rome）論逾越 726

De paschate (Pseudo Hippolytus 

美﹔莫對照表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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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Defence 白？暫 748

Dei Verbum 天主的敵示教義憲

章 705

Deism 自然神論 748

Del gran mezzo della prehgiera 
論祈禱之方法 726

Demons 魔鬼 800

Demonstratio apostolica 宗徒論
言正 726 

Depositum fidei 神聖遺產（信仰

寶庫） 765 

Desires, disordered 慾望（錯亂

自守） 795 

Despair 失望 744

Detraction 排謗 795

Development aid 發展援助 778

Devil﹔ Satan 魔鬼：撒旦 800

Dialogi (Gregory the Great）對話

集 721

Dialogues (Catherine of Siena) 
對話集 722

Dialogus cum Tryphone Judaeo 
與猶太人特肋弗對話錄 729

Dichos de luz y amor 光與愛之
言論 720

Dicta 格言 729

Didache XII Apostolorum 十三宗
徒訓吉 725

Dignitatis humanae 信仰自由宣

言 705

Diocese 教區 769

Disciples 門徒 753

Discourse CJ ohn Paul ID 演講

714 

Discourse to Mixed Congrega -

tions 對混合教派的演講 729

Discourses (Paul VD 演講集 712

Discourses (Pius XID 演言菁集

711 

Discrimination 歧視 751

Dissension 不睦 738

Diuturnum illud 710 

Dives in misericordia 富於仁慈
的天主過諭 712

Divinae consortium naturae 分享

天主↑生體宗座憲令 712

Divination 占← 743

Divine service 千里f義 797 

Divini Redemptoris 贖世主通諭

710 

Divorce 離婚 799

Docetism 幻象論 741

Dogma f吉﹛煤 755

Domestic church 家庭教會 763

Dominic, St 道明（聖） 732 

Dominicae cenae 主的豆豆席書函

712 

Dominum et Vivificantem 主及
賦予生命之神通諭 713

Donum vitae 生命的禮物訓令

715 

Doubt 懷疑 799

Dove 鴿子 797

Doxology 光榮頌 745

Drug 毒品 751

Drug traffic; drug consumption 
毒品販賣：毒品使用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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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ism 二元論 735

Dum in sanctae 致全體天主子民
書函 709

Dying 臨終 796

E 

Earth 大地 738

Easter 逾越節 791

Easter Vigil 逾越節守夜 718

Ecclesiastical provinces 教省

769 

Eclogae ex diversis homiliis 講
道選集 728

Economy 經濟 783

Economy of salvation 救恩計畫

769 

Ecumenism 大公主義 738

Egeria 埃格里亞 729

Eius exemplo 按照他的棋範書函

709 

Elisabeth of the Trinity, Bl. 

聖三依撒伯爾（其福） 732 

Embolism 主禱文後的附禱經

718 

Embryo 胚胎 762

Emmanuel 厄瑪奴耳 739

Emotions 情感的觸動 768

Employment 就業 777

Enarrationes in Psalmos 
(Ambrose）聖詠漫談 724

Enarrationes in Psalmos 
(Augustine）聖詠漫談 730

Enchiridion de fide, spe et cari

tate 信望愛三德彙論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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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末期 745

Enmity 仇恨 738

Environment 環境 796

Envy 嫉妒 779

Eparchy 教區 769

Ephesus 厄弗所大公會議 698

Epiclesis 呼求聖神禱詞 750

Epiphani間， St 厄比法尼（聖）

721 

Episcopal conferences 主教團

（地區） 743 

Episcopate 主教職 743

Epistula (Barnabas）書信 722

Epistula ad Corinthios 致格林多

人書 725

Epistula ad Diognetum 致狄奧尼
書 725

Epistula ad Ephesios 致厄弗所人
書 726

Epistula ad Magnesias 致馬尼西

人書 726

Epistula ad Philippenses 致斐理

伯人書 728

Epistula ad Romanos 致羅馬人喜

726 

Epistula ad Smyrnaeos 致斯米納

人喜 726

Epistula ad Trallianos 致特拉里

亞人書 726

Epistula festivalis 有關慶節的書

f吉 725

Epistulae (Ambrose）書信集 724

Epistulae (Augustine）書信集 730

Epistulae (Cyprian）書信集 724



Epistulae ad Serapionem 致賽拉
標書 725

Equality 平等 744

Eremitical life 獨修生活 796

Eternal life 永生 745

Eucharist 廠，恩（聖體）聖事 779

Eucharistic celebration; Commu-

nion; celebration of Mass 戚，粵、

（聖體）聖事慶典：領聖體：彌

撒慶典 781

Eucharistic ministers 感恩祭的

施行人（主持者） 781 

Eucharistic prayer 感恩、經 718,

781 

Eucharisticum mysterium 聖體
奧跡訓令 715

Euchologion （東方教會）禮儀書

720 

Euthanasia 安樂死 746

Evagrius Ponticus 厄伐克﹒彭迪

古 721

Evangelical counsels 福音勸諭

793 

Evangelii nuntiandi 在新世界中
傳福音宗座勸諭 712

Evangelization 福音傳播 793

Evil 惡 777

Exclamaciones del alma a Dias 
靈魂向天主的呼喊 721

Excommunication 絕罰 779

Exeunte coetu secundo 行將結束
的會議最後報告 715

Exorcism 驅魔 800

Explanatio symboli (Ambrose) 

f吉是辜的角平首先 723

Expositio symboli (Caesarius of 

Arles）信經釋義 729

Explanatio symboli CNicetas) 
信經的闡釋 722

Expositio evangelii secundum 

Luc am 路加福音闡釋 724

Expositio in Psalmos 聖詠闡釋

723 

Expositio in symbolum apos

to Ji cum 宗徒信經闡釋 723

Expositio Psalmi CXVIII 講聖詠

第一百一十八篇闡釋 724

Extravagance﹔ waste 奢侈：浪

費 767

Extreme Unction 終傳 775

F 
Faith, profession of 信仰的宣認

755 

Faith f吉｛CP C ~惠） 753 

Faithful, the believers 信徒：
信眾 755

Faithfulness 忠信： 751

Familiaris consortia 家庭宗座勸
論 712

Family 家庭 762

Famine 飢荒 765

Fanqtth 了自﹛果 720 

Fasting; Lenten fasting 禁食

（大齋） 783 

Father 父親 742

Fathers of the Church 教父 769

Faustus of Riez 浮土德﹒李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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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Fear 恐懼 763

Fear of God 敬畏天主 782

Feast days 慶節 795

Fertility﹔ infertility 生育：不育

745 

Fertilization 受胎 750

Fidei donum f吉德的禮物通諭

711 

Filioque 「和聖子」 750

Fire 火 741

Flattery 諂媚 795

Florence 藹冷翠大公會議 699

Force 強力 768

Forgery 偽造 791

Forgiveness 寬恕 794

Fornication f于j呈﹔注：亂﹔牙G5呈

748 

Fortitude 勇德（剛毅） 755 

Fortune-telling 占← 743

Francis de Sales, St 方濟﹒沙雷

（聖） 722 

Francis of Assisi, St 方濟﹒亞西

西（聖） 722 

Fraternal harmony 手足和諧

741 

Fraud 欺騙 778

Freedom 自由 747

Freedom of religion 宗教自由

751 

Friendship 友誼 739

Friuli 斐鳥利會議 708

Fruits of the Spirit 聖神的果實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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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gentius of Rus阱， St 褔京

斯. ~各司帕（聖） 732 

Funerals 喪禮 777

G 

Games of chance 博彩遊戲 776

Gaudium et 甲es 論教會在現代

世界牧職憲章 706

Gender ↑生另u 751 

General Catechetical Directory 
教理講授指南 715

Generosity 厚道 755

Genocide 種族滅絕 793

Gentleness 溫和（柔和） 783 

Gifts of the Spirit 聖神的恩賜

789 

Gluttony 貪聾 775

Gnosticism 日住3哉言侖 765 

God 天主 739

Good 荐 777

Good News 喜訊 777

Goodness 良善（溫和） 749 

Gospel 福音 792

Government 政府 756

Grace 恩寵 763

Gravissimum educationis 天主教
教育宣言 705

Greed 貪心 775

Gregorian calendar 額我略年曆

799 

Gregory of Nazianzus, St 額我

略﹒納祥（聖） 733 

Gregory of Nyssa, St 額我略﹒

尼撒（聖） 733 



Gregory the Great, St 大額我略

（聖） 709, 721 

Guiga the Carthusian 吉高﹒嘉

度西 722

Guilt 罪惡 785

H 

Habits 習慣 775

Hail Mary 「聖母經」 785

Happiness 幸福 751

Hatred 仇恨 738

Haurietis aquas 耶穌聖心敬禮通
諭 711

Healing 治癒：醫治 751

Health 健康 765

Heart of Jesus, adoration of 耶魚未

聖心的敬禮 761

Heaven 天堂 741

Hell :t也1試 746

Heresy 異端 774

Hermas 何而馬牧者 725

Hermits 獨修者 796

Hierarchy 等級：聖統制 779

Hilary of Poitiers, St 依拉利﹒波

阿帖（聖） 726 

Hippolytus of Rome, St 依玻理

（聖） 726 

Holiness﹔ sanctity﹔ saints 聖德﹔

聖人 791
Holy Days of Obligation 當守的

法定慶節 783

Holy Spirit 聖神 787

Holy water 聖水 785

Holy Week 聖週 790

Homilia in illud Angusta est 

por的 et de oratione Domini 

論窄門及主禱文的講道 727

Homilia super missus est 歌頌聖

母的講道 725

日omiliae in ad Ephesios 厄弗所
書講道集 727

Homiliae in ad Romanos 羅馬書

講道集 728

Homiliae in Canticum 有關雅歌

的道理 733

日omiliae in Exodum 出谷紀講道

730 

Homiliae in Ezechielem 

(Gregory the Great）厄則克耳

先知書講道 721

Homiliae in Ezechiel em ( Origen) 

厄則克耳先知書講道 730

Homiliae in Leviticum 肋未紀講

道 730

Homiliae in Matthaeum 瑪竇褔
音講道集 727

Homiliae in orationem Domini

cam 主禱文的道理 733

Homiliae in primam ad 
Corinthios 格林多前書講道集

727 

Homiliae in secundam ad 

Corinthios 格林多後書講道集

727 

Homily, Preaching 講道 797

Homosexuality 同性戀 745

Honour 榮譽 791

Hope 望德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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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misdas 賀米斯達 709

Horoscopes 觀察星座的1

Hostages, taking of 揚人作人質

796 

Hugh of Saint Victor 休格﹒聖維

多 722

Human beings 人類 737

Human rights 人權 737

Humanae vitae 人類生命通諭

711 

Humani generis CPelagius I) 

人類書函 709

Humani generis (Pius XII) 

人類通諭 711

Humanism 人文主義 737

Humility 謙遜（虛） 797 

Hunger 飢餓 765

Hymns 讚美詩 719

Hypocrisy 偽善 791

Hypostasis; hypostatic union 
自立體：（基督）二↑生結合於一

f立 748

I 

Icon 聖相 787

Idolatry 拜偶像 756

Ignatius of Antioch, St. 依納

爵﹒安提約基（聖） 726 

Ignatius of Iρyo妞， St 依納爵﹒

羅耀拉（聖） 726 

Ignorance 無知 778

Images 聖像 790

Imitation of Christ 師主篇 725

Immaculate Conception 始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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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原罪 750

Immortale Dei 710 

Impurity 不潔 738

In ad Hebraeos 希伯來書詮釋

723 

In Canticum sermones 論雅歌的

講道 725

In Christi resurrectionem 論基督

f菱j舌 733

In die dominica paschae homilia 
復活主日講道 732

In epistulam Johannis ad Parthos 
tractatus 致巴特人論若望書信

730 

In evangelium Johannis tracta
tus 論若望福音 731

In evangelium Matthaei 瑪竇褔
音詮釋 726

InLazarum 論拉區祿 727

In libros sententiarum (Bonaven

ture）神學集成講解 722

In libros sententiarum (Thomas 

Aquinas）神學集成講解 723

InLucam 路加福音詮釋 732

In Paradisum 願天使導引你到天
堂 719

In prolixitate epis的，Jae 寫冗長的

信書函 709

Inadvertence 疏忽 775

Incarnation 降生成人 762

Incest 亂﹛侖 779

Incredulity 不信 738

Inculturation 本地他 745

Indifference ﹔令漠 749



Indulgences 大赦 738

Indulgentiarum doctrina 有關大
赦的教導宗座憲令 711

Industrial relations 勞資關係

776 

Ineffabilis Deus 莫可名言之天主
詔書 710

Infallibility 不能錯誤 738

Infertility 不育 738

Ingratitude 忘恩 749

Initiation 入門 737

Iniunctum nobis 與我們連繫詔書

710 

Innocent I 依諾森一世 709

Innocent III 依諾森三世 709

Inspiration 默戚 796

Inter ea quae 在其中書函 709

Inter insigniores 婦女與聖秩宣言

715 

Inter mirifica 大眾傳播工具法令

702 

Intercession 求恩禱詞 749

Intercession 轉求（代禱） 799 

Intercommunion 「在感恩（聖

體）聖－事上相通共融」 746

Irenaeus of Lyons, St f衣革力內﹒

里昂（聖） 726 

Irony 言風刺 796 

Irreligion 不信 738

Islam 伊斯蘭 745

Israel; Israelites 以色列﹔以色列

人 743
Issac of Nineveh, St 依撒格﹒尼

尼微（聖） 727 

J 

Jealousy 嫉妒 779

Jerome, St 熱羅尼莫（聖） 732 

Jesus Christ 耶穌基督 758

Jesus Prayer 耶穌禱文 762

Jews 猶太人 778

Joan of Arc, St 貞德（聖女） 729 

John Cassian, St 若望﹒加祥

（聖） 728 

John Chrysostom, St 金口聖若望

727 

John Damascene, St 若望﹒達瑪

森（聖） 728 

John Eudes, St 若望﹒歐德（聖）

728 

John of the Cross, St 十字聖若望

720 

John Paul II 若望保祿二世 712

John the Baptist 若翰洗者 762

John Vianney, St 若望﹒維雅內

（聖） 728 

John XXII 若望廿二世 709

John XXIII 若望廿三世 711

Journalist 新聞工作者 783

Joy 喜樂 777

Judaism 猶太主義 778

Judgement, rash 武斷 751

Julian of Norwich 朱利安﹒諾維

奇 724

Justice 義德 785

Justification 成義 746

Justin, St 猶思定（聖）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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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idnapping 誘拐綁架 793

Killing 殺害 774

Kindness 良善 749

Kingdom of God 天國 741

Knowledge 明達 751

Knowledge of God 認識天主 793

Kontakia 禮儀詩歌 720

L 

La.borem exercens 工作通諭 712

Laity 平信徒 744

Last Judgement 最後審判 776

Last Supper 最後晚餐 776

Lateran 拉特朗會議 708

Lateran IV 拉特朗第四屆大公會

言義 699 

Lateran V 拉特朗第五屆大公會

議 699

Law; commandment; Church 

precept; natural moral law 
法律：誡命：教會的規條﹔自

然道德律 751

Laws of nature 自然律 748

Laying on of hands 覆于 798

Lectern 讀經台 800

Lectio divina 誦讀聖言 793

Lectis dilectionis tuae 讀過閣下

的信書函 709

Lent 四旬期 744

Leo the Great, St 大良一世（聖）

709, 720 

Leo XIII 良十三世 710

Letter from Prison 獄中書信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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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Eastern Bisho戶致東方

主教團書函 709

Lβ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Boston 致波士頓總主教書函

714 

Letter to the Bishops of England 

致英國主教書函 714

I」？tter to the Duke of Norfolk 
致諾福克公爵書 729

Liber de Spiritu Sancto 論聖神

722 

Liber in quo proferantur auctori

tates episcoporum 論推崇主教

權威書 729

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 通論

710 

Libertatis conscientia 自由的良

心訓令 715

Li bro de la vida 生命之書 721

Lie 謊吉 797

Life 生命 745

Light 光 745

Litany of the Saints 諸聖禱文

720 

Liturgy 于量（義 797 

Liturgy of St John Chrysostom 

金口聖若望禮儀 720

Liturgy of the Hours 時辰頌禱禮

719 

Liturgy of the Word 聖道禮儀

790 

Llama de amor viva 愛的活火焰

720 

Lord ’s Day 主的日子 743



Iρst property 遺失的財物 796

Love 愛（愛德） 782 

Lukewarmness ﹔令淡 748

Lumen gentium 教會憲章 702

Lyons II 里昂第二屆大公會議

699 

M 

Magic 巫術 749

Magisterium 訓導當局 765

Man 人 735
Manda ta pastoris 牧者的誡命

725 

Manichaeism 摩尼派善惡二元論

795 

Manuscrits autobiographiques 

自傳手稿 721

Marialis cultus 聖母敬禮宗座勸
言俞 712 

Market economy 市場經濟 744

Marriage 婚姻 767

Martyrdom 殉道 763

Martyrium Polycarpi 聖坡里加
殉道錄 728

Mary 瑪利亞 792

Mass 彌撒 796

Masturbation 于淫 741

Mater et Magistra 慈母與導師通
諭 711

Materialism H住牛勿言侖 765

Matrimony, sacrament of 

marriage﹔ wedding 婚姻聖

事：婚姻：婚禮 767

Maxim us the Confessor, St 

馬西摩（聖） 729 

Media 媒體 777

Mediator Dei 天主中保通諭 710

Medical treatment 醫療措施 799

Medicine 藥物 799

Meditation 默想 796

Mercy 憐憫 795

Merit 功績 743

Messiah 默西亞 796

Millenarianism 千年主義 738

Ministry 職務 798

Miracles 奇跡（神跡） 750 

Misappropriation of funds 財源

分配不公允 765

Missions; missionary work 傳教

使命﹔傳教工作 779

Modesty 羞恥心 775

Monophysitism 基督一性論 766

Moral law 道德律 791

Moralia 泛談倫理 721

Moralia in Job 約伯傳詮釋 721

Morality 道德 791

Mortal sin 大罪 738

Mortification 克己 748

Mother 母親 745

Mulieris digni個tem婦女的尊撮
與聖召宗座書函 713

Munificentissimus Deus 欽定聖

母升天宗座憲令 711

Murder 謀殺 796

Music 音樂 762

Musicae sacrae disciplina 聖樂規
章通諭 711

Muslims 穆斯林（回教徒）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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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Mutilation 損毀肢體 782

Myron 香膏 762

Mystagogy 奧跡（引導人進入）：

釋奧 779

Mysterium Ecclesiae 
跡宣盲 714

教會的奧

Mysterium fidei 信德的奧跡遍論

711 

Mystici Coq刀iris 奧體通諭 710

N 

Name 名字 746

民族 745

Natural sciences 

Nations 

自然科學 748

Ne super his 不要對這些事詔書

709 

Neighbour, love of 愛近人 782

New Covenant 新盟約 782

New Testament 新約 782

Newman, John Henry, Cardinal 
若翰亨利﹒紐曼 729

Nicaea I 尼西亞第一屆大公會議

698 

Nicaea II 尼西亞第二屆大公會議

699 

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

名莖 698 

Nicetas 尼塞大 722

Nicholas I 尼各老一世 709

Nicholas of Flue, St 尼古拉斯﹒

福露（聖） 722 

Nodet, B., Jean-Marie Vianney, 
Cure d’＇Ars 諾德，維雅內一

英﹔美對照表

亞爾斯本堂神父 728

Non-Christians 非基督徒 753

Nostra aetate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
態度宣言 705

Novissima verba 遺吉 721

。
0 Jux beata Trinitas 至聖聖三，
真善的光芒 719

0 monoghenis 啊，獨生子 720

0 sacrum convivium 啊，神聖的
建席 720

Oaths 宣誓 756

Obedience~區1tf 751 

Occult 玄秘事物 745

Oikonomia 外在工程（聖三的）

744 

Oil 5由 752

Old age 老年 747

Old Covenant 舊盟約 798

Old Testament 舊約 798

（加臼tam totius 司鐸之培養法令

704 

Opuscula theologica et polemica 
神學與爭論性小品 729

Opusculum 小品 722

Orange II 奧倫治第二屆會議 708

Oratio catechetica 教理講述 733

Orationes 5寅言菁 733

Orationes de beatitudinibus 論真
福請篇 733

Orationes theologicae 神學演講

733 

Order of Christian Funerals 殭葬



千里E 719 
Orders, sacrament of Holy 聖秩

聖事 789

Ordination of Bishops 主教聖秩

授予禮 719

Ordination of Deacons 執事聖秩

授予禮 719

Ordination of Presbyters 司鐸聖

秩授予禮 719

Orientalium ecclesiarum 東方教

會法令 704

Orig en 奧利振 730

Original justice 原始義德 762

Original sin 原罪762

Orthodox Churches 東正教會

751 

Our Father 「我們的天父」（主

禱文） 749 

p 

Pacem in terris 和平於世通諭

711 

Paedagogus 導師 725

Paganism 異教 774

Palliative care 安寧照顧 746

Panarion seu adversus LXXX 

ha er，白的駁斥八十異端 721

Pantheism 泛神論 752

Parables 比喻 741

Paraclete 護慰者（師保） 800 

Parents; children; childrearing 

父母﹔子女：教養子女 742

Parish 堂區 767

Parochial and Plain Sermons 

堂區簡易道理集 729

Particular Church 個別教會 762

Paschal mystery 逾越奧跡 791

Passions 情慾 768

Passover of Christ; Paschal 
mystery 基督的逾越﹔逾越奧

lfr}Ji 766 

Pastoral care 牧民職務 752

Pastoralis actio 牧民行動訓令

715 

Patience 忍耐 749

Patriarch 聖祖787

Patriarchate 宗主教區 750

Paul VI 保祿六世 711

Peace 和平（平安） 750 

Pelagius I 白拉奇一世 709

Penance, works of 補贖（悔罪的

行為） 791 

Penance, sacrament of; Confes-

sion 懺悔聖事﹔告解（罪） 799 

Penance 懺悔 799

Pentateuch 梅瑟五書 773

Pentecost 五旬節 738

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 聖地

朝聖日記 729

Perfectae caritatis 修會生活革新

法令 704

Perfection 成全﹔完美 746, 749 

Perjury 虛誓 779

Permissiveness 縱容 796

Persecution 迫害 762

Person f立不各 748

Persona humana 人的位格宣言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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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伯多綠 748

Peter Chrysolog間， St 金言聖伯

多祿 728

Piety, forms of 熱心善功 795

Piety 孝愛 749

Pilgrimages 朝聖 778

Pius IV 比約四世 710

Pius VI 比約六世 710

Pius IX 比約九世 710

Pius XI 比約十一世 710

Pius XII 比約十二世 710

Plants 植物 778

Poesias 詩集 721

Political authorities 政權 756

Politics 政治 756

Polycarp of Smyrna, St 玻里

加﹒斯米納（聖） 728 

Polygamy 多妻制﹔多夫制 746

Polytheism 多神論 746

Pope 教宗 769

Populorum progressio 民族發展
過諭 711

Pornography 色情產品 748

Poverty; the poor 貧窮﹔窮人

775 

Praise 擴頌的1

Prayer, life of 祈禱生活 757

Prayer, forms of 祈禱的方式

757 

Prayer, ways of 祈禱的方法 757

Prayer, places of 祈禱的地方

758 

Prayer, difficulties in 祈禱的困

華在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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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temptations at 祈禱時的
誘惑 758

Prayer 千斤干壽 756 

Prayer (Elizabeth of the Trinity) 

子斤于壽 732 

Prayer (John Vianney) 于斤干壽 728 

Prayer (Nicholas of Flue) 干斤干壽

722 

Prayer groups 千斤于壽；J、在且 757 

Prayers 祈禱經文 720

Preaching 講道 797

Precepts of the Church 教會的規

f保 773

Predestination 預定 791

Prenatal diagnosis 產前診斷 774

Presbyterorum ordinis 司鐸職務
與生活法令 706

Presumption 妄望 746

Pride 驕傲 801

Priest; priesthood; presbyterate 

司祭﹔司祭職﹔長老（司鐸職）

743 

Private revelations 私下敢示

749 

Proclamation of Gospel 福音的宣

布 792

Procreation 生育 745

Profession 職業（專業） 798 

Profession of Faith (Creed) f言在笙

698 

Promises 許諾 775

Property 財井勿 765

Prophet 先知 745

Proslogion 論說篇 724



Prosper of Aquitaine 誓洛斯柏﹒

阿基桂丹 729

Prostitution 賣淫 795

Provida Mater 眷顧之母宗座憲

令 710

Providence 眷顧 775

Provinces 省 756

Prudence 智德 777

Psalm es 聖詠 790

Pseudo Hippolytus of Rome 託名

依玻里 729

Punishment 刑罰 745

Purgatory 煉獄 783

Purity of heart J心士也喜屯i黨 741

Q 
Quadragesimo anno 四十年過諭

710 

Quaestiones disputatae de malo 
有關惡的問題辯論 722

Quaestiones et dubia 疑問篇 729

Quaestiones in Heptateuchum 

論舊約首七卷的問題 731

Quam laudabiliter 何其美議書函

709 

Quanta cura 多麼關心通諭 710

Quas Primas 建立基督君王節通

言俞 710 

Quiercy 革爾西會議 708

Quad aliquant凹n 短簡 710

R 

Rape 強姦 768

Readers (Lectors）讀經員 801

Reason 理智 774

Reconciliatio et paenitentia 和好

與懺悔宗座勸諭 713

Reconciliation 和好 750

Redemption 救贖 769

Redemptor hominis 人類救主過

論 712

Redemptoris Mater 救世主之母

過諭 713

Redemptoris Missio 救主的使命

過諭 713

Refugees 難民 799

Regula 會規 722

Regula pastoralis 牧民守則 721

Regulae fusius tractatae 細談會

規 721

Relics 聖觸 791

Religion, virtue of 宗教的德行

751 

Religious life; religious 修會生
活﹔修會會士 762

Reparation 貝音字甫 795 

Reproduction 繁殖 796

Republic, The 共和國 734

Resistance t~i亢 751

Responsibility 責任 775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基督的復

﹔舌 766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死者的

f菱j舌 747

Revelation 眉立示 773 

Revelations of Divine Zρve 天主

聖愛的敢示 724

Revenge 幸的差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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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e 儀式 794

Rite of Anointing and Pastoral 

Care of the Sick 病人傅油禮及

可文民日軍屋頁 719

Rite of Baptism of Children 幼兒

洗禮 719

Rite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of 

Adults 成人入門禮典 719

Rite of Confirmation 堅振禮 719

Rite of Marriage 婚姻禮 719

Rite of Penance t鐵，侮干重 719

Roman Canon 感恩經第一式 718

Roman Catechism 羅馬教理

714 

Roman Missal 羅馬彌撒經書

718 

Roman Pontifical 主教禮書 719

Roman Ritual 羅馬禮書 719

Rome (382）羅馬會議 708

Rome (745）羅馬會議 708

Rosary 玫瑰經 752

Rose of Lima, St 羅撒﹒利馬

（聖女） 733 

s 
Sabbath; sabbath rest 安息 746

Sacram unctionem infirmorum 

病人傅油宗座憲令 712

Sacrament, Most Blessed 「至聖

聖事」 748

Sacrament 聖事 785

Sacramentals 聖儀 790

Sacramentum ordinis 聖秩聖事

宗座憲令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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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ifice 祭獻 775

Sacrilege 褻潰 797

Sacrosanctum concilium 

禮儀憲章 701

Sadness 哀愁﹔憂慮 755

Saints 聖人 785

Salvation 救恩（得救） 769 

Sanctus 「聖！聖！聖！」 785

Satan 撒旦 795

Scala claustralium 隱修者之梯

722 

Scandal 壞榜樣 799

Schism 裂教 779

Science 科學 758

Scientific research 科學研究 758

Scripture, Sacred 聖經 790

Seal 印記（印號） 745 

Seat, cathedra 座位 763

Second Coming 第二次來臨（再

來） 775 

Secular institutes 在俗獻身團體

746 

Self-control 直有帝日 783

Self-knowledge 認識自己 793

Self-mastery 自制 748

Sermo de die dominica 講論主日

的道理 725

Sermones (Augustine）講道集

731 

Sermones (1后o the Great) 

講道集 720

Sermones (Peter Chrysologus) 

講道集 728

Sermones de Anna 講論聖亞納



的道理 728

Sermones in Genesim 講創世紀
的道理 727

Servant of God 上主僕人 737

Servers 輔祭員 793

Sexual abuse 姦污罪（↑生侵犯）

755 

Sexual identity ↑生另目 751

Sexuality ↑生（↑生另u) 751 

Si instituta ecclesiastica 如果教
會法制書函 709

Sickness 疾病 763

Sicut aqua 如水一般書函 709

Signs T:票言己 795

Simony 買賣聖職或聖物 779

Sin; fall ; original sin 罪﹔墮落：

原罪 783

Single people 獨身者 796

Sins, forgiveness of 罪的寬赦

783 

Slander E非謗 795

Slavery 女又f生 744 

Sloth 怠惰 756

Sobriety 富有市目 783

Social communications 社會傳播

753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教會的社會教導 773

Societies of apostolic life 使徒生

活團 750

Society﹔ State 社會﹔國家 752

Solidarity 連帶責任 776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社會事務
的關懷通諭 713

Son 子﹔聖子 738

Sorcery 妖術 749

Soul 靈魂 801

Speculation 投機 749

Spirit 于申 764 

Spiritism 通靈論 776

Spiritual direction 靈修指導的1

Spiritual Exercises 于中t栗 726 

State 國家 766

Statutes of the Early Church 

初期教會典章 708

Sterilization 絕育手術 779

Stewardship 管理 793

Strikes 罷工 795

Subida del monte Carmelo 攀登

加爾默羅山 720

Subsidiarity, principle of 輔助性

的原則 793

Substance 實體 791

Suffering 痛苦 778

Suicide 自殺 748

Summa contra gentiles 反異敦大

全 722

Summa theologiae 神學大全 723

Summi pontificatus 至高司祭通

論 710

Sunday; Sunday rest 主日 742

Super quibusdam 致安慰者及亞

美尼信友書函〔墨基大〕 710 

Superstition 迷信 765

Surrogate motherhood 代孕母職

743 

Symbolon 信經 755

Symbols 象徵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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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eon of Thessalonica,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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