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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

今日我來參與祢唯一愛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建立的
聖事。



祈禱

我患病，渴求生命的良醫，

我不潔，渴求慈悲的泉源，

我失明，渴求永恆之光輝，

我貧苦無依，渴求天地之主
宰。



祈禱

主，因著祢的慷慨大能，

求祢治癒我的疾病，洗淨我
的玷污，開啟我的雙眼，

助我脫離貧困，為我遮蔽身
體。



祈禱

願我領受萬王之王、萬主之
主這天使神糧時，

充滿謙遜的敬意，

懷著純潔、信德、悔改、愛
德，

以及能助我得救贖的堅決心
意。



祈禱

願我善領此聖事，

我主聖體聖血之餅酒形體及
其神效。



祈禱

仁慈的天主，願我領受我主
耶穌基督之聖體，

祂是祢的唯一聖子，出自童
貞瑪利亞。

願我得以進入祂的奧體，堪
當成為教會的成員。



祈禱

慈愛的天父，

雖然我還在人世的旅途中，

但今日得以在聖事中領受祢
的愛子，

願有朝一日也能享見光榮中
的主，祂與祢永生永王。

亞孟

聖多瑪斯



程序

• 彌撒的歷史發展

• 構成彌撒的成份

• 答問



彌撒的歷史發展



彌撒的歷史發展

以下哪一個篇章，最早紀錄耶穌建
立聖體聖事？

A. 出16章(天降瑪納)

B. 谷14章 (耶穌與門徒過逾越節)

C. 宗10章 (吃不潔之物)

D. 格前11章 (保祿教導不可分黨
結派)



各個書卷的成書年份

書卷 成書年份

出谷紀

瑪爾谷福音

宗徒大事錄

格林多人前書



各個書卷的成書年份

書卷 成書年份

出谷紀 公元前1444年

瑪爾谷福音 公元60年

宗徒大事錄 公元70年

格林多人前書 公元53-56年



格前11章

因為在你們中間原免不了分黨分派的事，…你們
聚集在一處，並不是為吃主的晚餐，因為你們吃
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晚餐，甚至有的饑餓，
有的卻醉飽。難道你們沒有家可以吃喝嗎？或是
你們想輕視天主的教會，叫那些沒有的人羞慚嗎？
(11:19-22)



格前11章

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主耶
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
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
這樣行，為記念我。」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
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
應這樣行，為記念我。」(11:23-25)



彌撒的歷史發展

• 耶穌與門徒慶祝逾越節

–紀念離開埃及、天主的許諾

–整個團體世世代代的紀念

• 耶穌建立聖體聖事

– 新的羔羊



彌撒的歷史發展

他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麪餅，感謝了
你，把麪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
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爲你們而犧牲。
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
你，交給他的門徒說：
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爲你們和衆
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
來紀念我。



彌撒的歷史發展

• 十二宗徒訓誨錄 (Didache )

• 1-2世紀

• 主日慶祝

• 包括宣讀聖言

外邦人對太陽神的敬拜



殉道者聖猶斯定

• 希臘人

• 2世紀基督教的護教士之一

• 公元165年前在羅馬殉道

• 《第一篇護教書》是他最著
名的作品

–捍衛了基督徒生活的道德
性

Justin Martyr



殉道者聖猶斯定

第一護教書 (Apologia I)

• 在那叫日曜日一天，大家從市鎮、鄉間趕來集會慶祝。
依照時間的多少，讀宗徒和先知的敘述。讀完後主禮人
講話，勉勵聽眾依照這些嘉言生活。然後大家起立祈禱，
就如上面寫的一樣。接著把餅和已加了水的酒帶上。主
禮按照自己的力量，獻上祈禱和感謝。大家應答亞孟。
以後是把這些祝聖過的物品分給在場的人。一部份由執
事帶給不在場的。同時那些生活充裕的作自由獻捐，蒐
集到的，交由主禮處置，以救助孤兒和寡婦。



殉道者聖猶斯定

第一護教書 (Apologia I)
• 在那叫日曜日一天，大家從市鎮、鄉間

趕來集會慶祝。依照時間的多少，讀宗
徒和先知的敘述。讀完後主禮人講話，
勉勵聽眾依照這些嘉言生活。然後大家
起立祈禱，就如上面寫的一樣。接著把
餅和已加了水的酒帶上。主禮按照自己
的力量，獻上祈禱和感謝。大家應答亞
孟。以後是把這些祝聖過的物品分給在
場的人。一部份由執事帶給不在場的。
同時那些生活充裕的作自由獻捐，蒐集
到的，交由主禮處置，以救助孤兒和寡
婦。

• 主日慶祝
• 聚集一處
• 讀經
• 講道
• 奉獻餅酒
• 奉獻禱文
• 執事服務
• 濟貧



羅馬的地下墓穴



羅馬的地下墓穴

• 2-3世紀

• 躲避教難

• 用作慶祝聖體聖事

• 使用符號



彌撒的歷史發展

312 年米蘭召書 (Edict of Milan)

• 君士坦丁大帝

• 教難停止

• 基督教可自由傳播

• 私人慶祝 → 公開慶祝



彌撒的歷史發展

尼西亞公會議 Council of Nicaea



彌撒的歷史發展

尼西亞公會議 Council of Nicaea

• 325年

• 逾越節(復活節)的慶祝

• 耶穌兩性一位

• 《尼西亞信經》



彌撒的歷史發展

Leonine Sacramentary (Verona 
Sacramentary )

• 現存最古老的羅馬禮儀書

• 非官方訂稿，屬小冊子(私人收藏)

–包含某些彌撒的祈禱文，但不包含經文、正
典或對經。



彌撒的歷史發展

Gelasian Sacramentary 

• 由Pope St. Gelasius I（公元 492-496 年的在
位）製訂。

–收錄當時高盧一帶教會的禮儀祈禱文

–主日和節日的彌撒、祈禱、儀式和祝福

–不包含Pope St. Sergius I在公元 700 年引
入的羔羊頌 Agnus Dei



彌撒的歷史發展

• Gregorian Chant

• 聖歌主要是在第8世紀和第
9世紀

• 共有8種調式(mode)



彌撒的歷史發展

• Chant 



彌撒的歷史發展

King Odoacer 於476年推翻西
羅馬帝國

1. 地方語出現

–教會在禮儀中保留了拉丁文

–以表示教會合一



彌撒的歷史發展

2. 地方習俗，滲透傳統禮儀

• 使用乳香、靜默時候

• 營造神聖氣氛

• 願我向你行的祈禱，像馨香
上升，願我的手高舉，如同
晚祭的高騰。(詠141:2)



彌撒的歷史發展

• 誰分送
• 口領/手領
• 站立/跪下
• 兼領聖血



彌撒的歷史發展

3. 領聖體的方式

• 使用無酵餅

• 跪下

• 口領方式

• 不領聖血



彌撒的歷史發展

聖額我略七世

• 就任：1073-1085

• 對教會進行改革，尤其有關
神職人員的獨身

• 第一位罷免加冕統治者亨利
四世皇帝(1056–1105/06)的
教宗



彌撒的歷史發展

• 額我略進行了禮儀改革

• 確認了耶穌基督在聖禮中的真實臨在

• 重新著重傳統羅馬儀式

• 抑壓了 Mozaribic 和 Celtic的儀式



彌撒的歷史發展

私人彌撒

• 道明會和方濟會士四處
宣講和慶祝聖體聖事

• 他們隨身攜帶

–禮儀用品

–私人使用的彌撒經書



彌撒的歷史發展

• 私人彌撒中

–取消獻祭遊行

–麵餅不再由信友們烤製呈奉

–朝拜聖體比領授更重要

–金錢捐贈取代了獻禮品



彌撒的歷史發展

• 彌撒經書雛型(Missal) 出現



脫利騰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脫利騰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 特倫多會議、脫利騰大公會
議

• 1545-1563年

• 在義大利的特倫多(Trent)和
波隆那(Bologna)召開



脫利騰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 會議本應是普世性的，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神職
人員

• 原訂於 1537 年舉行，但戰爭和各種分歧將會
議推遲到 1545 年

• 天主教神職人員投票否決了新教徒對任何問題
及法令的投票權

• 雖然邀請了新教徒，但沒有人參加



脫利騰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討論的焦點：

• 處理迷信的習俗

• 神職人員、教士的腐化墜落

• 天主教教義

• 教宗權威
Martin Luther

馬丁路德



脫利騰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對彌撒的幾個重要討論：

• 彌撒既為生者，亦為死者

• 彌撒是可以紀念聖徒的

• 司鐸是唯一主持彌撒的人

• 彌撒不能用方言來慶祝



脫利騰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彌撒的幾個重要原則：

• 依據傳統

• 統一

• 簡化

• 具約束性



彌撒的歷史發展

• 教宗聖庇護十世竭力革新教會
禮儀，尤其鼓勵信友勤領聖體

• 1914年，發布()文件，鼓勵教
友經常領受聖體，積極參與禮
儀

–他說：聖體聖事是通往天堂
的最短、最安全的途徑。



彌撒的歷史發展

• 頒布了Quam singulari法令，
將領聖體的年齡從12歲改為7 

歲

• 他強調主日彌撒高於其他聖人
的節日

• 修訂了彌撒經書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 1962-1965

• 由若望廿三世召開，保祿六
世結束

• 重新強調傳教的重要

• 要展開對話、與時並進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 怎樣通過彌撒傳揚福音？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 使用本地語

• 恢復信友禱詞

• 主日三年循環讀經集

• 主祭而向群眾

• 平信徒的參與

• 女性參與服務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 共祭神父

• 三式新感恩經

• 新增集禱經文

• 恢復兼領聖體聖血



天主教的禮儀

•神聖的工作：大祭司基督和他的奧體

•天主子民被邀請，參與天主的工作

•參加了基督的巴斯卦奧蹟

•天主聖三的具體呈現

•通過教會的禮拜儀式，即通過有形的團體公共行動，
分享並紀念天主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即救恩)

參考：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Washington, D.C



何謂禮儀：梵二以後的理解

•禮儀憲章 Sacrosanctum
Concilliun (SC)

•Constitution on the Sacred 
Litrugy

•梵二大公會議第一份頒佈的憲
章

•1962年12月4日頒佈



何謂禮儀：梵二以後的理解

•有歷史源流、有發展歷程、內涵有不
斷增長的可能

•梵二大公會議重新反省信仰的內涵，
對禮儀有一份更廣更深的理解



何謂禮儀：梵二以後的理解

•使人聖化 (SC 5, 6)

•由上而下：天主施恩

•由下而上：人聚集一起敬拜天主



何謂禮儀：梵二以後的理解

•牧靈者應該注意，使在禮儀行為中，
不僅為有效及合法舉行前遵守法律，
而且要使信友有意識地、主動地、
實惠地參與禮儀。(SC 11)

• 為促進主動參與，應該推行群眾的
歡呼、回答、詠頌、對經：歌唱，
以及身體的動作、姿態。在適當的
時間，也要保持嚴肅的靜默。(SC 
30)



何謂禮儀：梵二以後的理解

•禮儀並不含蓋教會的全部行動，卻是教會行動所趨
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SC 9, 10)



彌撒的歷史發展



彌撒的歷史發展



彌撒的歷史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