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越三日慶典 

 

禮儀奧蹟簡介 

 

逾越三日慶典將禮儀年度帶進了最高峰。人類算計的年度，因紀念基督的死而復

活， 成了上主恩寵之年。 藉著耶穌基督的逾越及聖神的來臨，歷史的終點已見

端倪， 因天主的王國確己進入到人類歷史。復活節並不是一般的慶日，如聖亞

塔納斯(S。 Athanase ) 所說的：這是最大的主日，是慶典中的慶典。因耶穌基督

藉著復活的奧蹟粉碎了死亡，並以他的大能，滲入了舊的世代，更新一切， 讓

人再承服於上主。1 

 

逾越三日慶典根源自耶路撒冷教會。381 年 Egerie 所寫的旅行日記中記載：耶路

撒冷教會由於地利的緣故，信友們每年均在逾越節時期，懷著朝聖者的心情，重

走耶穌最後所走過的路，並在有關的地點，舉行祈禱，紀念耶穌在世時最後所發

生過的事件； 以慶祝人類自此藉耶穌基督的苦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及從死

者中復活獲得了救恩。當時舉行這種的紀念禮儀，另一個原因是為了針對人們對

耶穌的人性及神性的爭論。 朝聖祈禱能幫助信友們認識到：曾生活在人間的耶

穌， 是天主之子也同時是瑪利亞之子。 

 

在禮儀上，聖週星期四日是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禮儀節期：在晚禱之前是四旬期的

最後一天，但當晚舉行的主的晚餐，卻是逾越三日慶典的開始。初期東方教會在

十字架腳下舉行該日的感恩祭，以紀念耶穌建立的聖體聖事乃是犧牲的祭祀。 笫

四世紀的西方教會卻訂定聖週四為做補贖者修和的日子。 直至笫七世紀，一般

司鐸都會於當日舉行兩台彌撒，上午的彌撒是為結束四旬齋期，晚上的彌撒才是

紀念主的最後晚餐。在羅馬，教宗會在中午舉行的彌撒中祝聖為慕道者，病人，

及堅振聖事用的油。晚上紀念主的最後晚餐時，會取消聖道禮，彌撒立刻由預備

祭台開始，教宗會在彌撒中舉行洗腳的禮節。 

 

由於耶穌基督如此地愛他的弟子，所以在離開這世界，回到他父那裡去之前，在

晚餐中替他的門徒洗腳，並給予他們愛的誡命。好讓他們參與他的逾越。他建立

了聖體聖事，以紀念他的死亡和復活。這逾越節晚餐，給猶太人的逾越節付上了

新的意義。新的逾越是耶穌藉著死亡和復活走向他天上的父，也提攜著整個人類

回歸到父那裡去。 所以主最後的晚餐及日後的感恩祭祀，不但滿全了舊約的逾

越，也預示了教會進入天國的逾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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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erie 的旅行日記也生動地描述了：笫四世紀耶路撒冷教會聖週星期五的祈禱： 

慶典由週四晚開始，信友們口誦短誦，從各地聚集到日色瑪尼山園祈禱； 直至

週五又一起走到耶穌受鞭笞的地方，然後走到髑髏地，在那裡，主教會拿出十字

架的木塊，讓信友朝拜； 每到一處，大家都會誦念相關的先知書，福音，聖詠

及祈禱。羅馬教會卻要到笫七世紀，才有聖週五的特別禮儀。禮儀先在羅馬城的

耶路撒冷聖十字架堂開始，公讀若望福音的苦難記載及誦唸信友祈禱。笫八世紀 

在教宗的禮儀中，加入了由拉特郎大殿到耶路撒冷聖十字架堂的遊行，然後朝拜

十字架，舉行聖道禮，但不會舉行聖體禮。 

 

聖週星期六，一向的慣例，是紀念耶穌被埋葬於墓中，並紀念如聖伯多祿所說的： 

耶穌基督將藉他的死亡而帶來的救恩，也帶給所有的先袓。是故，初期教會把該

日作為一個收歛心神，專注祈禱守齋的日子。所以按傳統，當日教會不會舉行任

何禮儀。只在當天聚集所有準備在復活慶典中領受洗禮的候洗者，與他們重溫有

關耶穌基督的教導。 

 

復活慶典是由守夜祈禱開始，直至天亮，慶祝會延續至主日一整天。 Egerie 的

記載也見証了：初期教會如何隆重地舉行守夜祈禱，為候洗者授洗，及舉行感恩

祭。今日我們更能從聖奧斯定的講道中得知，早在笫四世紀，北非教會在守夜之

後，仍會於復活日的日間舉行感恩祭。  

 

這三天的紀念慶典，在教會歷史中發展出許多次要的禮俗例如：週四晚各聖堂刻

意裝飾的聖體祭台，晚上周遊各堂朝拜聖體等。直至 1970 年的彌撒總論承接住

1955年的禮儀改革， 重新確定這三天慶典的重點：聖週四晚上紀念主最後晚餐， 

日間除各地主教會與所有司鐸們一起舉行祝聖聖油彌撒外，沒有其他特別的禮儀。

聖週四該強調的是：主所建立的聖體聖事與愛的誡命的關聯。 聖體祭台不需過

份跨張，信友們可以在夜間繼續朝拜聖體。 至於聖週五， 1970 年重新正名為

「紀念主苦難日」。並按梵二的精神，重新整理禮儀中的信友祈禱，例如加上為

合一，為相信一位天主，而不相信耶穌基督的人祈禱等意向。聖週六除了時辰祈

禱外，不舉行任何禮儀聚會。在時辰祈禱中，透過聆聽教父的講道，信友們可以

默想，如東方教會所強調的：耶穌基督降到陰府，拯救古聖祖的神學意義。復活

前夕的守夜及復活主日的日間彌撒不變，讀經經過重新整理。特別突顯宗徒乃是

耶穌復活的見証人； 宗徒大事錄的宣讀會持續於整個復活期，直至聖神降臨節。
3 

 

耶穌基督的死亡是新約的犧牲，藉著他那為眾人的罪赦而傾流的血，人得以在他

內與天主和好。 耶穌基督的犧牲是獨特而又超越一切其它犧牲的。因為這犧牲

者是天主父自己的恩賜：是父犧牲了自己的兒子以讓我們能與衪修和；同時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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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主子愛的犧牲：因他自願為了人，藉著聖神向聖父獻上自己的生命，以補贖

人對聖父的違命。4 

 

耶穌基督自死者中復活，是那創造萬物，臨在人類歷史中的天主對人愛的最高表

達，也是三位一體的天主共同的作為：是天主父的大能「使」衪的聖子基督復活， 

藉此將人最圓滿的面貌顯示出來。耶穌藉死亡復活，由聖神成為大能的天主之子

(羅 1：3-4)。藉著他的死亡我們從罪中得到解放，他的復活為我們打開了獲得新

生命的途徑。也使我們重獲天主的恩寵，在新生活中度生(羅 6：4)，並使我們成

為天主的子女，成為耶穌基督的兄弟姊妹，因為在復活後，耶穌基督吩咐婦女們

說：「去向我的兄弟姊妹報告」(瑪 28：10)。是的，人自此能稱為耶穌基督的兄

弟姊妹，不是由於血肉，而是由於天主的恩賜，因為我們之能獲得這義子的名份， 

是由於我們分享了天主聖子的生命。這生命在復活奧蹟中顯露出來。5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最新的【開始新紀元】通諭中，邀請言友們瞻仰基督的面孔：

瞻仰山園中對父哀求的耶穌，苦路中滿身傷痕的耶穌，最後在十字架上將靈魂交

還聖父的耶穌…耶穌這此面孔把我們帶入到信仰的最深層。耶穌苦難的呼喊不是

人間絕望的喊叫， 而是一個兒子對父的祈禱； 他因為愛父而將生命交托在父的

手裡。 人因罪而〈放棄〉了父，而他卻將自己生命〈放置〉在父手裡。因為只

有天主子成為人，為人受苦，人才能在他內， 藉著他，成為天主的子女。面對

這樣的奧秘，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俯伏朝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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