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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亞歷山大·施梅曼大司祭是上世紀美國正教會著名的神學家，

致力於禮儀神學的研究。在本書內，亞歷山大神父對聖週禮儀進行了深刻的

詮釋，不僅準確地揭示了聖週每一天的主題，更發掘出其中之隱意。聖週乃

至葩斯哈是教會全年的禮儀高峰，其所發生事件直接決定著人類的救恩。 

神父正是運用對這幾日禮儀的梳理，道出了救恩之關鍵問題：所救為何、 

誰予拯救，將救恩之大相在禮儀事相中具化，值得深思細讀。

翻譯：林森



 3 

目錄

拉撒路週六 ...................................................................................... 7

拉撒路，耶穌的朋友 ........................................................... 8

愛——生命的力量................................................................ 9

聖枝主日 ......................................................................................... 11

聖枝主日——進入.............................................................. 11

此王國中的居民身份 ......................................................... 12

十字架之路 .......................................................................... 13

聖週一、聖週二及聖週三 ........................................................... 15

聖週一、聖週二及聖週三：終結 .................................... 15

終極的渡越 .......................................................................... 16

聖週一 ............................................................................................. 19

聖週二 ............................................................................................. 21

聖週三 ............................................................................................. 23



 4 

聖週四 ............................................................................................. 25

聖週四：最後的晚餐 ......................................................... 25

愛、生命、共融 .................................................................. 26

聖週四禮儀 .......................................................................... 28

聖週五 ............................................................................................. 31

聖週五：十字架 .................................................................. 31

救贖之日............................................................................... 32

死亡的解體 .......................................................................... 33

聖週六 ............................................................................................. 37

此乃蒙福之安息日.............................................................. 37

第一百一十八首詩篇——對上帝律法的熱愛 ............... 38

直面死亡............................................................................... 40

死亡被生命戰勝 .................................................................. 41

施予生命之墓 ...................................................................... 43

至聖葩斯哈 .................................................................................... 47

復活的慶節  ......................................................................... 47

五旬節與葩斯哈 .................................................................. 49



 5 





 7 

拉撒路週六

拉撒路週六

十字架之路的起點：在拉撒路週六，「四十日圓

滿，我們請求得見你苦難的聖週」——隨著禮拜五抵暮

課的這些經文，齋期進入了尾聲，我們開始進入一年一

度憶念基督苦難、死亡和復活的時期。它始於拉撒路週

六。在禮儀經書中，拉撒路復活和主進耶路撒冷（聖枝

主日）這一雙重慶節被描繪為「十字架之路的起始」，

因此它們需要在聖週的大背景下去理解。這幾日所共有

的小讚詞確鑿地講到，基督通過使拉撒路復活，確認了

普世復活的真理。我們被教會十二大節之一的主進聖城

節引入十字架之路的黑暗之中。這具有重大意義。光明

和喜樂不僅在聖週結束時閃耀，也在它開始時；於聖週

開始時的慶節光照了黑暗，昭示出它的終極意義。所有

熟悉正教禮拜的人都知道拉撒路週六禮拜所具有的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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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乎悖論的性質。這是一個主日， 

也就是復活之日，禮儀正好在週六，而週

六在教會禮儀中通常是用來紀念死者的。

而這些禮儀所充盈的喜樂強調的乃是一個

主題：基督即將要克勝陰府。在聖經語 

彙中，陰府代指的是死亡的一切權勢， 

代指那吞滅一切生靈，以其陰影荼毒普世

的無法逃脫的黑暗與毀滅。然而，現在，

因著拉撒路的復活，「死亡開始戰慄」。

因為生命與死亡間的終極決鬥開始了， 

拉撒路的復活讓我們能夠理解整個葩斯哈

禮儀的奧秘。在早期教會，拉撒路週六被

稱為「葩斯哈之宣告」。確實，它宣告並

且預見了之後一個週六的光明和平安——

聖週六——施生命聖墓之日。

拉撒路，耶穌的朋友

讓我們首先理解一點，耶穌的朋友

拉撒路象徵著整個人類，同時也象徵著每

一個人。而拉撒路的家鄉伯大尼則象徵著

作為人之居所的整個世界。因為每個人都

受造以成為上帝的朋友，並被召去獲得這

份屬神的友誼：對上帝的知見，與祂的交

流，與祂分享生命。「生命在祂裡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1:4）。 

這位上帝的朋友，祂於愛中受造，也被召

去擁有生命，而現今卻被一種上帝並不曾

創造的力量毀滅，這力量正是死亡。上帝

在祂自己的世界中遭逢了一種毀滅祂的設

計的力量。這世界滿是哀嚎、悲傷、眼淚

與死亡。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切是如何

發生的？使徒約翰事無巨細地描述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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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祂朋友墳墓的經過，而這裡就正好暗示

了上述問題。在那裡，「耶穌哭了」（約

翰福音11:35）。如果耶穌知道祂馬上就要

復活拉撒路，那祂為何哭泣？拜占庭的聖

歌作者沒能捕捉到這些眼淚的真實意義。

他們將其視為耶穌人性的體現，而使人復

活的能力卻屬於祂內裡的上帝。然而， 

正教會教導，基督所有的行為都同時具

備上帝與人的雙重屬性，是同一神人的 

作為。耶穌哭泣是因為祂在沈思死亡的獲

勝以及上帝所造世界的毀滅。

愛——生命的力量

猶太人說：「他臭了」，試圖阻止

耶穌走進屍體，而這可怕的警告實則適用

於整個世界，適用於一切生靈。上帝是生

命及生命的賜予者。祂號召人進入神性的

現實存在，但卻看見人「臭了」。這個世

界受造，乃是要反映和宣告上帝的榮耀，

然而它卻「臭了」。在拉撒路的墳墓前，

上帝直面死亡——反生命的現實存在， 

毀滅、絕望的現實存在。祂遇見了祂的 

仇 敵 ， 祂 的 仇 敵 從 祂 那 裡 奪 走 了 祂 的 

世界，並成了世界之王。

而我們跟隨耶穌靠近墳墓，與祂一

同進入祂多次所說的整個工程的高峰和圓

滿的時刻。福音書中的隻言片語已經宣告

了十字架之路的必要性和它所具備的普世

意義：「耶穌哭了」。我們如今明白，

正是因為祂哭了——祂摯愛祂的朋友拉撒

路——耶穌才擁有使他復活的能力。復活

的能力並不是自有的神聖能力，而是愛的

能力，或者說是作為能力的愛。上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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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是上帝，愛創造生命。正是愛在墳

墓旁哭泣，正是愛恢復了生命。

這就是基督神聖之淚的意義。在這淚

水之中，愛又再次工作——重造、救贖、

恢復人類黑暗的生命：「拉撒路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拉撒路週六是兩大事件的起

始：十字架之路——超絕的愛之犧牲， 

復活——終極的愛之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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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枝主日

聖枝主日——進入

在禮儀學中，拉撒路週六是聖枝主日的前夕，聖

枝主日慶祝的則是我主榮進耶路撒冷城。兩個節日都屬

於同一主題：凱旋勝利。週六將敵人——死亡——顯現

了出來。聖枝主日則宣告了勝利的意義——上帝之國的

凱旋——唯一真實的君王耶穌基督被世界接納。在耶穌

的生命中，榮進聖城是唯一的一次眾所週知的盛事。在

這一天之前，祂一直拒絕人們各種光榮祂的企圖。但在

逾越節前六天，祂不僅接受了這一榮耀，還開始根據撒

迦利亞先知的預言行事，主動地激發和設計這一榮耀：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謙謙和和地騎著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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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書9:9）。祂明確地希望被大眾承

認為彌賽亞——以色列的王和救贖者。福音書

的記述強調了所有這些與彌賽亞相關的特徵：

棕樹枝、群眾高呼「和散那」、宣說耶穌是大

衛之子、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歷史如今進入

尾聲，這一事件的意義就在於此，因為以色列

歷史的目的正是要宣告並準備上帝之國以及彌

賽亞的降臨。如今，它已經實現了。彌賽亞正

開啟自己的國度。聖枝主日的事奉聖禮正是紀

念這一事件。我們手持棕樹枝，我們與耶路撒

冷民眾一道迎接這卑微的君王，向祂高唱和散

那。但今天，這對我們有何意義？

此王國中的居民身份

首先，這一身份在於我們宣認基督是

我們的君王與主。我們時常忘記，上帝之

國已經開啟，並且在我們受洗時，我們已

經成為了此國度的居民，並許諾我們將忠

於它，甚於一切。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 基 督 確 確 實 實 在

很短的一段時間裡，在我們這個塵世作了君

王，且只作了幾個小時，並只在一座城內。

然而，正如在拉撒路身上，我們看到了

每 個 人 的 形 象 ， 同 樣 ， 在 這 座 城 內 ， 

我們宣認世界奧秘的中心在這裡，且是整

個受造界的中心。這也正是耶路撒冷在聖

經中的意義，它是救恩、救贖史的焦點，

是上帝來臨的聖城。

因此，於耶路撒冷開啟的國度是普世

的國度，它囊括了全人類和整個受造界。

雖然只有短短數小時，但這是決定性的時

刻，是耶穌的終極時刻，是被上帝充盈的

時刻，是祂一切應許的時刻，是祂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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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在聖經所載的一切準備過程的末

尾，這一時刻到來了：這是上帝為人所做

一切的終點。因此，基督在塵世凱旋的短

暫時刻獲得了永恆的意義。它將上帝之國

的現實照進了這個世界，從那一刻開始，

它的臨在審判並改變了人類歷史。因此，

在禮儀最隆重的時刻，我們從司祭手中接

過棕樹枝，以此重溫了我們對君王的宣

言，宣認祂的王國是我們生命的終極意義

和內容。我們宣認，我們生命中的一切以

及整個世界都屬於基督，沒有任何事物能

從真正、唯一擁有萬有者那裡被奪走，因

為祂宰制著生命的方方面面，也救贖著生

命的方方面面。我們宣告教會對人類歷史

的普世責任，並謹持教會的普世使命。

十字架之路

然而，我們知道，猶太人當時宣認的

君王，以及我們今日宣認的君王，正前往

各各他，前往十字架和墳墓；我們知道這

短暫的凱旋是祂犧牲的序曲。因此，我們

手中的棕樹枝表明，我們已準備好並願意

在這條犧牲之路上跟隨祂，並且我們接受

犧牲以及自我棄絕作為通往上帝之國的唯

一正道。

在我們的禮儀中，我們紀念的是過去

的事件。但是，事奉聖禮的意義和力量就

在於它將所有的紀念轉變為現實。在聖枝

主日這一天，這一現實就是（也是我們的

責任）我們對上帝之國的參與。

基督不再進入耶路撒冷。祂只一次，

並為了萬有，進了耶路撒冷。祂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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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象徵」，因為祂並沒有死在一個我

們可以永恆地「象徵」祂生命的十字架

上。祂只希望我們真正接受祂所帶來的國

度。如果我們不能莊嚴地宣誓（在每年的

聖枝主日我們都更新著這一宣誓），如果

我們並不意欲將上帝之國立為我們整個生

命的標準，那麼就算我們慶祝這一節日，

將棕樹枝帶回家裡，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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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週一、聖週二及聖週三

聖週一、聖週二及聖週三：終結

教會稱這三天為「聖」及「偉大」，他們在聖週的

禮儀發展中具有非常明確的目的。這三天將其所有的禮

儀慶祝著力於「終結」的到來；它們幫助我們理解葩斯

哈的末世學意義。所以，聖週常常被認為是「最美麗的

傳統」或「習俗」，是我們日曆中最醒目的「部分」。我

們把其當作理所當然的事，並把它作為從孩提時代起就 

「遵守」的週年慶典，我們欽嘆期間禮儀之美、之隆

重，最後，我們還樂此不疲地準備復活節的食物⋯⋯之

後，這一切做完了，我們又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我

們真的明白嗎？當世界拒絕它的救世主，當「耶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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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傷恐怖起來祂的靈魂難過得要死」， 

當祂死在十字架上，我們的「正常生活」

已經結束，並不復存在。因為有些「正常

人」大喊「釘死祂！」，唾棄祂，並將祂

釘在了十字架上。

他們憎恨、殺害祂，就是因為祂打擾

了他們的正常生活。這真是一個完美的「

正常世界」，喜愛黑暗甚於光明，死亡甚

於生命⋯⋯但，藉著耶穌的死，這個「正常」

的世界，「正常」的生活被徹底地審斷、譴責

了。或者，它們展現出了其真實與扭曲的

本性；它們無法接受光明，顯示出了它們

中隱藏的可怕的魔鬼力量。「現在這世界

受審判」（約翰福音12:31）。耶穌的葩斯

哈宣告了「這世界」的終結，並且從那一

刻起，它確實終結了。這一終結可以持續

千百世代，但也不會改變如今我們所處的

「末世」的性質。「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

去了⋯⋯」（哥林多前書7:31）

終極的渡越

葩斯哈意為「逾越」、「渡越」。

每年逾越節，猶太人會憶念他們的整個救

贖史，憶念擺脫埃及的奴役獲得自由， 

結束流放進入應許之地等事件。同時，逾越

節也是最終的渡越——進入上帝之國的預

像。而基督則是葩斯哈的圓滿實現。祂施行

了終極的渡越：由死入生，由此「舊世界」

進入新世界，進入祂王國的全新時間。

並且，祂也向我們開啟了這一渡越的

可能性。雖活在「此世」，我們卻可以「不

屬於此世」，也就是說，從死亡和罪的奴役

中解脫，成為那「將來世代」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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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達成這一點，我們必須進行自我

的渡越，我們必須棄絕我們內的舊亞當，

我們必須在洗禮之死中穿上基督，並且獲

得隱藏於上帝內，隱藏於「未來世代」的

真實生命。

如此般行，葩斯哈就不再只是一種週

年憶念慶典——雖然莊嚴華美，但只屬於過

去。這一事件本身被示顯，被賜予我們，它

永具大能，它就像來自終結的那一日，那時

萬有都尋獲了自己的歸宿與終結，它始終在

向我們的世界、時間、生命昭示新生命的開

啟⋯⋯而聖週前三日的作用就在於以葩斯哈

的終極意義向我們發問、挑戰，並準備我們

理解、接受這一意義。

這一末世論的——終極的、決定性

的、最終的——挑戰在這三天共同的小讚

詞中被啟示了出來：

「看，新郎就要在夜半來臨，祂所尋

見的警醒者是有福的，但祂所尋見的苦悶

無為者是不配的。我的靈魂啊，當警醒，

莫被昏睡負墜，以免被交予死亡，並被拒

於國度之外。你要起來，呼喊：上帝啊，

你實為聖、聖、聖者，因著誕神女，拯救

我們。」

午夜是舊的一日結束、新的一日開啟

的交界點。因此，午夜就成為我們作為基

督徒所生活的這個世代的象徵。因為，一

方面，教會仍存在於世界上，分擔世界的

軟弱與悲劇。然而，另一方面，她真正的

存在卻並不屬於這個世界，因為她是基督

的新娘，她的使命就在於宣告並啟示基督

的王國以及新天新地的到來。她的生命就

是不停地守望、期待，守夜等待那全新一

天的黎明⋯⋯但我們也知道，我們仍被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