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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3-2024  

聚會#2: 默示錄與彌撒聖祭的關係(默

1:1-20)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BSP04 = 2004-05 BSP notes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LS = Lamb’s Supper 

CSSN = Catholic Scripture Study notes  

A 序言-耶穌基督的啟示和默示錄第一福 

 

• 耶穌基督的「啟示」(apokalypsis) 一詞，

有兩大含意：(一)本書是默示文體，(二) 本

書是個婚宴的邀請。 
 

• 「那誦讀…聽…又遵行…是有福的！」- 是

本書七個祝福的第一個。(見 14:13, 

16:15, 19:9, 20:6, 22:7, 14) 
 

• 默常直接或間接引用達尼爾。「因為時期已

臨近了」指是行動的時候，與達的「將來」

成對比。 

 

1:1-3 

 

1:1, 

CSSNB1/6-7,  

 

 

1:3 CCSS 

 

 

 

索 1:14, 得前

5:2-8 

 

 

 

 

 

 

 

 

 

 

 

 

達 2:28-29, 

12:4 

 

B 致候、讚美主 

 

• 用聖三開始致候詞。聖父名與天主自我啓示

名字有關，並帶出本書主旨：天主要來救贖

和審判。「寶座的七神」->聖神七恩。對聖

子的稱呼帶出基督徒應像他做真理「見證」

者以至於死，成為從死亡復活的「首生

者」，作「地上萬王的元首」->君王職。他

「使我們成為國度，成為…司祭」，滿全天

主預許。 

 

• 全書第一預言，「看，他乘着雲彩降

來 …。」說明本書主要訊息：基督光榮再

來。是預言也是滿全。『阿耳法』和『敖默

加』希臘名號縱合全部歷史的開始與終結。

和天父般，他是「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的

全能者」->耶穌是天主。 

1:4-8 

 

1:4-6 CCSS, 

CCC1831 

 

 

 

CCC908-9 

CCC1546, 伯前

2:9, 弟後 4:6 

 

1:7-8 CCSS 瑪

24:30 

 

 

1:4 

 

 

出 3:14-

15；依

11:2-3 

 

 

 

出 19:6 

 

 

達 7:13, 匝

12:10, 

13:1 

 

依 41:4, 

44:6 

 

C 在神魂超拔中的派遣 
對若望，基督徒應在耶穌內共患難，同王權和同忍

耐地生活，給耶穌作證。他亦因此而被放逐帕特摩

海島上。在一個主日，他「在神魂超拔中」被派遣

將他聽見的寫給七教會。 

1:9-11 

CCSS 

 

格前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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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人子的異像 

 

• 若望神視中出現的是「似人子的一位」，即

復活的主耶穌(見 v.18)。「頭髮皓白，有

如潔白的羊毛」等的描述皆來自舊約經文，

顯示他的神性，超然身份和大能。 

 

• 「右手持有七顆星」指其權力能操控世上事

情。「口中發出一把雙刃的利劍」指其話語

的威能。「面容有如發光正烈的太陽」指天

主光芒如太陽。若望看見主的反應如達尼爾。 
 

• 默示錄是若望所看見過的、「現今的，以及

這些事以後要發生的事」，末日的事；顯露

過程中也帶出過去的事(如女人和紅龍) 。 

1:12-20 

 

1:13-15 CCSS 

 

 

 

 

 

1:16-17 CCSS 

 

瑪 17:2 

 

 

1:19 CCSS 

 

 

 

 

 

達 7:13-14，

7:9，10:6; 

則 1:7, 43:2 

 

 

 
依 11:4, 49:2, 

智 18:1; 詠
84:12 

達 10:9 

 

E 默示錄的聖祭禮儀 

 

• 禮儀祭獻是第一世紀猶太基督徒信仰生活的

一部份。以色列欽崇天主的禮儀是梅瑟法律

規定，追溯到梅瑟在西乃山從天主領受的天

上聖祭的藍圖。因著基督的十字獻祭，這遠

古神聖禮儀已落實於教會的彌撒獻祭，它與

天上的祭獻相通，是天堂臨於人間的祭獻。

默示錄的基本架構就是這個禮儀祭獻。從開

始到完結，若望的神視巧妙地從這禮儀祭獻

中逐步展示出來。 

 

• 像彌撒聖祭，默示錄分兩部份：聖道禮儀

(1-11章) 和聖祭禮儀(11:19天上的聖殿敞

開)- 完結，19章羔羊婚宴和 21章新耶路撒

冷是高峯) 。默示錄彌撒聖祭詳情。 

 

 

 

CSSNB2/1 

 

出 25:40, 希 8:5 

 

 

SN1 & 2 

SN3 

 

 

 

 

LSIII.1.5-6 

 

 

SN4 

 

 

 

 

 

 

 

 

 

 

Special Notes  

 

1. “Pope John Paul II has called the Mass ‘heaven on earth,’ explaining that ‘the liturgy we 

celebrate on earth is a mysteri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heavenly liturgy.” (LS I.1.3) 

 

2. 「在人間的禮儀中，我們預嘗並參與那在天上聖城耶路撒冷所舉行的禮儀，我們以

朝聖者的身分向那裡邁進，那裡有基督坐於天主的右邊，作為聖所及真會幕的臣僕；

我們偕同天朝全體軍旅，向上主歡唱光榮的讚歌；我們尊敬並紀念所有聖人，希望

加入他們的行列；我們也期待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 我們的生命出現，那時，

我們將同祂一起出現在光榮之中」。(CCC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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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教會禮儀中恭讀的聖若望默示錄， 啟示我們 「在天上安置了一個寶座，有一位

坐在那寶座上」(默 4:2)的「上主天主」(依 6:1)。然後是那「曾被宰殺而現今站著」

的羔羊(默 5:6)： 就是被釘十字架、死而復活的基督，祂是真正聖殿的唯一大司祭，

「同時是奉獻者，又是被奉獻的；是賦予者，又是被賦予的」4。最後，「那生命

的河流，由天主和羔羊的寶座那裡湧出」(默 22:1)，這是聖神最美麗的象徵之一。

(CCC1137) 

 

4. 從開始至終結，若望神視個中細節都在彌撒聖祭過程中展開 

 

It’s a Sunday worship 1:10 

Celebrated by the eternal High Priest – Jesus (on earth 

the Church’s Mass liturgy is celebrated by a priest in 

persona Christi) 

1:13 

It takes place on an altar (unfortunately altar has no 

place in many Christian churches’ worship) 

8:3-4; 11:1; 14:18 

Participation of other priests (presbyteroi) 4:4; 11:15; 14:3; 19:4 

Vestments 1:13; 4:4; 6:11; 7:9; 15:6; 

19:13-14 

Consecrated celibacy 14:4 

Lampstands or Menorah 1:12; 2:5 

Penitence Rev 2 & 3 

Incense 5:8; 8:3-5 

Scripture or scroll 5:1 

The Eucharistic Host (聖體) 2:17 

Chalices 15:7; ch 16; 21:9 

The sign of the cross (the Tau) 7:3; 14:1; 22:4 

The Gloria (聖三光榮頌) 15:3-4 

The Alleluia 19:1,3,4,6 

Lift up your hearts 1:10; 11:12 

The “Holy, Holy, Holy” 19:4; 22:21 

The “Lamb of God” 4:8 

The Amen 19:4, 22:21 

The “Lamb of God” 5:6 and throughout 

The prominence of the Virgin Mary 12:1-6, 13-17 

Intercession of angels and saints 5:8; 6:9-10; 8:3-4 

Devotion to St. Michael archangel 12:7 

Antiphonal chant 4:8-11; 5:9-14; 7:10-12; 18:1-8 

Readings from Scripture Ch 2-3,5, 8:2-11 

The priesthood of the faithful 1:6; 20:6 

Catholicity or universality of the Church 7:9 

Silent contemplation 8:1 

Marriage Supper of the Lamb 19:9, 17 

 Source: LS 3: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