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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節日最重要的節日最重要的節日最重要的節日最重要的節日
導言導言導言導言導言：：：：：今日聖教會裏主要的慶節，均有舊約時代的背
景，如果我們了解舊約猶太人重要節日的起源、意義
及演變，那麼，當我們參與這些節日禮儀時，一定有
助使我們深思和投入啊！

節日是與其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節令有關。其始，可能
只是一個自娛、自動自發的行為，但隨著歷史的進
展，漸漸起了變化，加入一些宗教意識──即對創造
天地萬物的主宰，表示崇敬、謝恩及祈福，最後，法
律卻使之成為必守的宗教節日。

為明瞭猶太人的節日分佈情形，以下三點我們不得
不注意：

1. 猶太曆的計算，是由陽曆及陰曆混合而成，整年共有
十二個月，而月份卻依照月亮運行而規定，（類似我
國的陰曆計法）每月的天數為二十九天或三十天，新
月及月圓扮演特別重要角色。這種時間的劃分，合計
每年只有354天，比實際一年有365天又5小時48分
45.5秒為少，因此，用閏月（即某個月裏多一天）來
彌補這缺差。

2. 在以色列，一年之始在於秋，準確地說：是在秋分後的
新月開始。國曆以「提市黎月」為歲首（陽曆九月間）。
而教曆以「尼散月」為首（陽曆三、四月間）。

3.   所謂「一天」：指由前一日的傍晚（日落後）開始，
至當日的傍晚為止。

猶太人特別敬禮天主的猶太人特別敬禮天主的猶太人特別敬禮天主的猶太人特別敬禮天主的猶太人特別敬禮天主的「「「「「聖聖聖聖聖日日日日日」」」」」

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 Sabbath
起源起源起源起源起源：：：：：無可考究，學者認為可能與古巴比倫人的習俗有
關。

●   舊約的作者及先知，均認同安息日本來是休息、輕
鬆、喜樂的日子。

●　  希伯來文意是：「停止」、「止息」解。

日期及原意日期及原意日期及原意日期及原意日期及原意：：：：：指每隔六天之後的一天（即第七天）。
﹝參閱導言3，及創1:5b,8b�.「過了晚上，過了早
晨，這是第一天」﹞

●　 （出20:11），（出31:16-17）因為上主六天造了天地，
第七天停工休息，叫人要效法天主。

●　 （出20:9-10）罷百工，你自己，連你的兒女、僕婢、牲
口，以及你中間居住的外方人，都不可作任何工作。

●　  禁止的工作：（p.109,出20註3）包括耕種、收割、
收集瑪納、烤煮生火、打柴、負重、榨酒、作生
意....等。

●　  違犯的結果：（出35:2b）「凡在這一日作工的，應受
死刑。」

新意新意新意新意新意：：：：：（申5:15）視為以民由埃及的奴役下被解救的紀
念日，也是天主與以民訂立盟約的標記。

歷代演變歷代演變歷代演變歷代演變歷代演變：：：：：充軍往巴比倫後，對守安息日逐漸冷淡。
● 回國後，整頓紀綱，強迫人民去遵守，但熱誠保守
者，又太過份重視。
例：（厄下13:19）－「安息日不准任何重載運進城，
販夫和商人只得在城外過夜，並被警告若是再這樣做就
要向他們下手。」
（加上2:32-38）－「安息日那天，敵人來攻擊，他們
不向他們還擊，情願無辜而死，很多婦孺牲畜都被屠
殺了，人數約有一千。」

● 繼後，禁令愈來愈嚴格，附加諸多規條，把安息日形
式化，只顧外表，忽略其內在精神，成為人們的重擔
枷鎖。

新約時代的觀點新約時代的觀點新約時代的觀點新約時代的觀點新約時代的觀點：：：：：
●   耶穌認為安息日應許可行善，因為天主慈愛憫人，也
是耶穌降世的使命。（谷2:27-28）（瑪12:9-14治好枯
手人）

● 初期教會仍遵照猶太人的習慣──守安息日。但不
久，就以「一週的第一天」（瑪28:1a）代替了，為紀
念耶穌基督復活的日子。基督徒稱這天為「復活的主的
日子」或「上主的日子」（The Lord’s Day）簡稱「主日」。

● 公元318年，教難結束後，君士坦丁皇頒定天主教為
國教，主日更成為了法定假期，由是深深地影響了社
會的運作，直至今日。

在主日基督徒應作事項在主日基督徒應作事項在主日基督徒應作事項在主日基督徒應作事項在主日基督徒應作事項：：：：：
1.  這天是當守的法定節日，有義務參與彌撒。
（前一天傍晚亦可）

2.  多作愛德善工，使成為讚美上主的工作。
3.  照顧家人，共度愛的生活。
4.  閱讀有益書刊，自我反思，以增進個人的神修生活。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參與彌撒時的心態：
a. 對主（專心、虔誠？）
b. 對人（關懷、協助？）
c. 對己（真誠、端莊、準時....？）

以民週年三大慶節以民週年三大慶節以民週年三大慶節以民週年三大慶節以民週年三大慶節

凡年滿十二歲的以男均有責任一年三次，前往聖殿，朝
拜上主。（出23:17）（出12:44-45, 48）

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 Pascha
希伯來文「越過」之意。音譯「巴斯卦節」（陽曆三、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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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起源起源起源起源：：：：：本是兩個不相干的節日，在春季先後舉行。
a. 牧人節─古代遊牧民族的家庭節日。
向上主奉獻一隻當年初生的動物，表示謝恩及祈福。

b. 農民節─以民在福地定居後，春初，將初熟的大麥
獻給主。
同樣含感謝賜豐收，並望來年收穫更多。

演變演變演變演變演變：：：：：以民出離埃及後，此二節日合而為一。（或稱
逾越節及無酵節）（肋23:5-6）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意義：：：：：紀念天主將他們由埃及奴役中解救出來的事
蹟。（出12:1-14）
（出12:26-27）天主藉羔羊的血，「越過」以色列人
家，不但不加害（只殺埃及人長子），反而拯救他們
出離為奴之地。
（出12:39）因為倉卒離開，未及等待麵團發酵，只吃
無酵餅了。

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食物包括葡萄酒、一條羊腿骨、無酵餅、苦
菜....等。
過程─祝謝、洗潔禮、敘述出谷事蹟、介紹食物的
象徵意義。進餐、餐後祝謝、唱聖詠，─期待默西
亞來臨，禮成。

耶穌時代耶穌時代耶穌時代耶穌時代耶穌時代：：：：：耶穌自少可能曾被父母帶往耶路撒冷過逾
越節多次。（路2:41）
但明確有記載的：a. 十二齡講道（路2:42-51）

 b. 受難前，榮進耶京（瑪21:1-11）
● 耶穌與門徒吃的最後晚餐，就是逾越節晚餐。
●　　（瑪26:28）在吃晚餐時，耶穌建立了聖體聖事，以自
己的血立定了新約，由是結束了梅瑟以牛犢的血所立
的舊約。（出24:5-8）
（若13:2-20）同時，也給門徒洗腳，立下榜樣及訓誨
他們應有謙遜、服務和愛人的精神。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　　出谷事件，以民親自體驗天主的慈愛與眷顧，除了肉
體上得到解放，還具內心的改變。困境─順境、痛
苦─喜樂、奴隸─自由、失望─信心....等。

● 基督的逾越奧蹟，是天主計劃的完成，信眾靈性上的
救贖，信仰的核心：黑暗走向光明，戰勝死亡，死於
罪惡，活於天主。所以基督的逾越遠超舊約的，是圓
滿的。

●　　今日彌撒聖祭禮儀部份，即紀念重行基督的逾越奧
蹟，我持著何種心態面對呢？

五旬節五旬節五旬節五旬節五旬節 Pentecost（（（（（陽陽陽陽陽曆曆曆曆曆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月月月月月間間間間間）））））
又稱初熟節（戶28:26）或收成節（出23:16）

起源起源起源起源起源：：：：：以民進入福地後，從事農業，春夏之交，將初收
成的小麥，獻給上主，表示感恩及祈福。

禮儀禮儀禮儀禮儀禮儀：：：：：（肋 23:17-19, 21）除磨粉搓麵製成餅外，亦獻

牛羊作全燔祭、贖罪祭、和平祭....等，不作任何勞
工。

演變演變演變演變演變：：：：：紀念天主在西乃山，透過梅瑟，向以民頒佈十
誡，並訂立盟約週年的紀念日，（出19）

● 逾越節是天主拯救行動的開始。而五旬節是其完成與
高峰，以民到了西乃山，暫告結束他們由埃及出走的
行程，而最大的收穫，與天主訂立了永久的盟約，成
為天主的子民。

新意新意新意新意新意：：：：：耶穌復活後第五十天，天主聖神降臨門徒的身
上，（宗2:1-11）作門徒的導師，啟迪訓誨，使他們
勇敢地為耶穌作証。（宗2:14-36; 3:13-26; 4:10-12;
5:27-32）
這一天，聖教會成立了，從此五旬節就叫「聖神降臨
節」。此後，聖神領導教會，向世人宣揚上主聖
道，基督福音，並賜各種神恩，（格前12:4-11; 依
11:2）聖化人靈。（迦5:22-26）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聖神與我的關係，個人擁有何種神恩？如何善
用，為他人服務？

帳棚節帳棚節帳棚節帳棚節帳棚節 Feast of Tabernacles
又稱為「收藏節」，在晚秋（年尾）舉行。（陽曆九、
十月間）（出23:16b）

起源起源起源起源起源：：：：：真正源於何時，則不明確。
● 大多數學者認為，當以民進入客納罕後，從事農耕
（肋23:34）（申16:13-15）

● 當農產品將熟時，在田地裏支搭帳棚，住在內看守，
至收穫時，將收成所得也藏在其間，同時歌舞作樂，
以慶豐收，遂稱為「帳棚節」

● 後來，居住的房屋已非帳棚，節日將臨時，以民家家
戶戶就以「橄欖、長春、及棕櫚等樹枝」（厄下8:16-
17）張搭帳棚在郊野裏，後漸遷至城市街道廣場，
甚至自己的庭院裏，屋頂上。

● 節日開始，全家都搬進去住，凡七天之久。

演變後意義演變後意義演變後意義演變後意義演變後意義：：：：：紀念出離埃及在曠野時，住在帳棚裏，
度著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及憶念天主的仁慈眷顧了
他們。

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召集聖會，獻全燔祭，重讀法律書，停止
勞工，揮舞樹枝，歡呼遊行，（肋 23:37-40）
尚有求雨儀式：司祭從史羅亞池取水，洒在聖
殿祭壇上，求天主賞賜來年雨水充足，聖殿庭
院張燈結彩，到處表現這節日是極喜樂的日
子。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以民生活中仍有其他許多節日，但由於與我們
（基督徒）的禮儀慶節沒有顯著、直接的關
係，所以不加以討論。

（續第四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