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三：神聖的時間           德恩 

 

基督徒與神聖時間＿禮儀 

 

伊利亞德在文章說到：「神聖時間可以無限地重複、無限地循環。」「恢復人類

對各種模式之神聖性的認知，便是定期地再實現神的行動——簡而言之，就是

宗教性的節慶。」 

 

禮儀年曆的結構，是以基督一生的奧蹟為核心；教會藉著在禮儀年度裡的節期

慶祝，周而復始地重演和紀念耶穌的一生，從而一步一步的向天國和圓滿邁

進。年曆普遍被天主教、東正教、聖公宗、路德宗、循道衛理宗及其他傳統教

會所採用，部份基督宗派亦開始著重禮儀年曆的推動。禮儀年中有兩個主要循

環週期，一為聖誕節循環週期，以聖誕節為核心，一為復活節循環週期，以 

復活節為中心。此兩循環週期以外時期為常年期，今列表如下： 

  開始 結束 

(一) 聖誕節循環週期   

 將臨期（聖誕節準備期） 將臨期第一主日 聖誕節前夕 

 聖誕期 聖誕節 主顯節後主日(主受洗) 

(二) 常年期(聖誕期與四旬期之間) 常年期第一週星期一 聖灰禮儀日前星期二 

(三) 復活節循環週期   

 四旬期（復活節準備期） 聖灰禮儀星期三 聖週六 

 復活期 聖週六晚(復活前夕) 五旬節（聖神降臨） 

(四)  常年期(聖神降臨與基督君王之

間) 

聖神降臨主日後星期

一 

基督君王節後星期六 

 

在當下的教會中，教會年曆與信徒的處境是息息相關，透過教會年曆，我們承

認並肯定上主藉由歷史塑造我們，我們盼望基督與祂的再臨，並祂所帶來的更

新，透過教會年曆，我們承認信仰社群乃是一獨特的群體：藉由教會年，信仰

社群表明我們乃是有別於其他文化、信仰之獨特群體，即使在動盪與不確定的

歲月，教會節慶仍存在於信徒群體之中。 

 

教會禮儀年以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將臨期開始時在某些地方原有較長的時

期，到中世紀初期，則幾乎普遍地定為四個星期(通常三個多星期)，包括四個主

日，以將臨期第一主日為開始。這也是整個禮儀年的開始，將臨期是從聖誕節

前的第四個主日開始，為期四周。 

 

將臨期乃教會禮儀年曆的開端，將臨期也有人稱作降臨期、降臨節、待降節等



等，是聖誕節前的一段預備期。「將臨」有「即將來臨」的意思。將臨期是一段

準備時期，但不是準備如何歡度聖誕，而是為我們的將來作準備。將臨期有兩

個重點：一方面準備歡樂的慶祝耶誕節，迎接耶穌降生「聖言成為血肉居住在

人間」為救贖世界，赦免罪惡；另一方面是期待基督再來，準備迎接耶穌基督

第二次的降臨。 

 

將臨期紀念這是一個新世代的開始，紀念這個主題必須和之後的聖誕期和顯現

期共同領受，以致專注於耶穌基督。提醒我們在這紛擾的世代中，紀念今人類

仍在痛苦、絕望和焦慮當中；神的子民們應自潔心靈，儆醒地過聖潔的生活，

以迎接基督再次的降臨；紀念也是一種聯繫，它聯繫今日的世界與未來的國

度、聯繫舊約和新約的盼望，它更聯繫了人與上帝。 

 

在預備這反省功課時，正是升天節，便為這節慶做小小分享；這段節期間主要

是紀念基督復活與升天，大約第四世紀，這節期中的第四十日開始有「升天節 

Ascension day」的記錄。升天節是紀念耶穌升天離世，升天節後的十天有稱作

Ascensiontide，信徒專注等候聖靈降臨節，在升天節(日)後的主日又有傳統稱作

「希望主日 The Expectation Sunday」，強調信徒等候、期待基督應許的保惠師聖

靈的來到，也期待主的再來。古代基督教團體，稱這段節日為「逾越 Pasch」節

期，Pasch 這個字顯然是由希伯來文 pesah 引申而來，含有「釋放 deliverance」

以及「逾越、跨越、通過 passover」之意。  

 

新的逾越節期，道成肉身的基督，以復活的行動逾越了死亡，經由受苦而進入

了榮耀逾越到充滿了盼望與生命活力。跟隨他的人，也有了新的盼望，在基督

裡也能逾越死亡對人性的種種限制，從而有一個復活的、活生生的、充滿盼望

的生命。教會也因他們這樣的逾越而誕生。信徒不但是因為接受主耶穌那時刻

生命所造成的轉變或逾越，一個與上主隔絕的生命，可以在靈修生活上，常常

經歷新的逾越，跨越過人生或人性種種的限制，向著那更美的靈性生命邁進，

也就是讓生命常常逾越，日日更新。 

  

與年長的朋友交流 

朋友是沒有宗教信仰，對於時間的觀念是沒有所謂神聖與不神聖的概念，而朋

友又反問我到底明白多少，我也啞口無言，朋友認為作為長者應有知天命的自

知之明，在人生有限的年月何不為社區或後代貢獻一些自己的時間，而既然自

己不是為上天所選為高深學問的研究人，何不好好地活在當下，作一個有民間

智慧的長者已足夠。朋友更鼓勵我把握時間為長者服務，不要虛渡年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