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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梵二？ 

• 召開日期：1962年至
1965年 

• 由教宗聖若望廿三世召
開，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 全球兩千多位主教與會 

• 首次有不同種族和膚色
的主教參與 

 



何謂梵二？ 

• 本屆會議並沒有處理教義
和法律問題。 

• 著重牧靈、教會與世界的
反思，希望與時代並進。 

• 在福音的光照下，隨同聖
神帶領面向新世界。 

 

 



「此會議所透射的光芒，對教會
而言，將是永不乾涸的精神泉源。
當教會自它汲取了新的力量之後，
它將毫無所畏地瞻望未來，而我
們也必須喜悅地，懷著無畏之情，
置身於時代所要求於我們的工作
中，同時也走在教會二十世紀以
來所走的道路上。」 

 



梵二精神 

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開梵二，設定三個總目標： 

1. 教會精神的復興 

2. 與時俱進 (aggionamento) 

3. 促進基督徒間的合一 

 

 

 



《禮儀憲章》 

• Constitutio De Sacra Liturgia: Sacrosanctum 
Concilium (SC) 

• 1963年12月4日公佈 

• 分為緒言及七章 

 

 

 



《禮儀憲章》 

七章題目如下： 

1.  整頓及發揚禮儀的總則 

2.  論至聖聖體奧蹟 

3.  論其他聖事及聖儀 

4.  論神聖日課 

5.  論禮儀年度 

6.  論聖樂 

7.  論聖教藝術及敬禮用具 

 



想一想 

1.禮儀生活與我的信仰有
何關係? 

2.讓教外人士看到我們的
禮儀生活有何意義? 



緒言 



緒言 

神聖公會議，既然計劃日漸加強信友的基督化生活
，便可以改變的制度更適應我們現代的需要，促進
一切有利於信仰基督人士的合一，鞏固一切召叫眾
人加入教會的途徑，因而自信改革發展禮儀，亦為
其特殊的任務。  

(SC 1) 



緒言 

藉着禮儀，尤其在感恩聖祭中，「履行我們得救的
工程」，因此禮儀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達基督的
奧蹟」和真教會的純正本質，並昭示給他人。原來
教會的本身就是屬人的同時也是屬神的，有形兼無
形的，熱切於行動，又潛心於默禱；存在於現世，
卻又是出世的。不過其共屬人的成分，應該導向並
從屬於神為的成分，有形的導向無形的，行動導向
默禱，現世的是為了我們所追求的未來的城邑。…… 



緒言 

所以，禮儀既能使教內的人，每日建設成以吾主為
基礎的聖殿，成為在聖神內的天主的 住所，而達到
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奇妙地鼓勵他們宣揚基督；
禮儀又能把教會顯示給教外的人，好像樹立於各國
之間的旌旗，將散居的天主兒女，齊集麾下，直到
同屬一棧一牧。 

(SC 2) 

 



緒言 

神聖公會議，謹遵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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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方面得以發展，並且希望在必
要時，遵照健全傳統的真義，審慎地全盤修訂這些
禮儀，並按照今日的環境與需要，付以新的 活力。  

(SC 4) 



第一章 

整頓及發揚禮儀的總則 
 



禮儀的本質及其在教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他們以全部禮儀生活所集中的祭獻與聖事，來實行
他們所宣講的救世工程。於是，人們藉着洗禮加入
基督的逾越奧蹟，與基督同死、同葬、同復活……，
教會迄未放棄聚會，舉行逾越奧蹟：即宣讀「全部
經書中關於祂的」一切，舉行感恩禮， 藉以「顯示
對祂死亡的勝利凱旋。 

(SC 6) 



禮儀的本質及其在教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讓信眾藉參與禮儀，體現基督常與其教會同在。 

• 在彌撒聖祭中 

• 臨在司祭之身 

• 臨在於聖體形象之內 

• 臨在於自己的言語內，因而在教會內恭讀聖經
，實為基督親自發言 

• 教會在祈禱歌頌時  

(SC 7) 



禮儀的本質及其在教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人間的禮儀中，我們預嘗那天上的盛宴。 

(SC 8) 

 



禮儀的本質及其在教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禮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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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傳教工作所指向的目的，就是使所有的人藉信
德及洗禮，成為天主的兒女，集合起 來，在教會中
讚美天主、參與祭獻、共饗主的晚餐。  

 (SC 10) 



禮儀的本質及其在教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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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ed by)參與禮儀。  

(SC 11) 

 

 

  



促進禮儀訓練及主動參與 

牧靈者……而且要使信友有意識地、主動地、實惠地
(enriched by)參與禮儀。  

(SC 11) 

 

慈母教會切願教導所有信友，完整地、有意識地、
主動地參與禮儀，因為這是禮儀本身的要求，也是
基督信眾藉洗禮而獲得的權利和義務，他們原是「
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獲救的民
族」(伯前二9) 

(SC 14) 



促進禮儀訓練及主動參與 

 牧靈者應以勤奮耐心關照信友的禮儀訓練，並比照
其年齡、身份、職業和宗教知識程度，使在內心外
表，都能主動參與。牧靈者這樣作，正是作到了忠
實的分施 天主奧蹟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外，他們在
這件事上，不僅應以言語，而且應以榜樣，領導自
己的羊群。  

 (SC 19) 



促進禮儀訓練及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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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禮儀訓練及主動參與 

現時本堂區涉及服務禮儀的團體 

•輔祭會 

•聖言宣讀組 

•歌詠團 

•善別小組 

•主日福音兒童故事組 

•禮儀服務組 

 



聖經在禮儀中的角色 

教會常常尊敬聖經，如同尊敬
主的聖體一樣，因為特別在神
聖禮儀中，教會不停地從天主
聖言的筵席，及從基督聖體的
筵席，取用生命之糧。 

(SC 21) 



聖經在禮儀中的角色 

在舉行禮儀時，聖經是極其重要的。因為所宣讀並
以講道所解釋的經書，以及所唱的聖詠，都是從聖
經而來的；禱詞，集禱文，和禮儀詩歌，也是由聖
經靈感而來的；還有動作和象徵，也都是由聖經內
取意而來。所以，為促成禮儀改革、進展與適應，
必須喚起那對聖經甜蜜而生動的情趣，這是東方與
西方禮儀的高貴傳統所共有的見證。 

(SC 24) 



融會新舊傳統 

憲章好似有意要維持新與舊的兩種傳統 

 

有關禮儀的語言： 

•在拉丁禮內，除非有特殊法律規定，應保存使用拉
丁語。(SC 36.1) 

•可是在彌撒內或舉行聖事時，或在禮儀的其他部分
，使用本地語言，多次為民眾很有益處，可准予廣
泛地使用……。 



融會新舊傳統 

在禮儀音樂上 

•鼓勵創作（第121號），但同時又特別推崇額我略
曲（第116號）； 

•一方面准用其他樂器，但卻又極重視管風琴（第
120號）。 

 



禮儀本地化 

• 文化和禮儀之間有一內在的聯繫，所以禮
儀因著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改變 

• 必須針對現時需要，作適度的調節，用以
適應當代的文化。 

• 修訂各個禮書 



總結 

• 與時並進，面向新世界 

• 信友以生活表達基督的奧蹟和真教會的純正本質 

• 把教會顯示給教外的人，宣講天主的救世工程 

• 教導所有信友，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參與
禮儀 

• 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 

• 融會新舊傳統 

• 禮儀本地化 

 

 



天主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