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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第二主日 

 
祈禱是靈魂飛向天堂的翅膀, 默想是我們看到天主的眼睛。~ 聖安博 
 
進堂詠 
熙雍的百姓，看，上主就要來拯救萬民；他將使你們滿心歡樂，聆聽
他莊嚴的聲音。 
 
讀經一（他將以正義維護弱小。）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11:1-10 

那一天，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樹根將發出一個
幼芽。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畏上
主的神，將住在他內。【他將以敬畏上主為快慰。】 

他必不照他眼見的，施行審訊，也不按他耳聞的，執行判斷。他
將以正義，審訊微賤者，以公理，判斷世上的謙卑者，以他口中的棍
杖，打擊暴戾者，以他唇邊的氣息，誅殺邪惡者。 

正義將是他腰間的束帶，忠誠將是他脅下的佩帶。 
豺狼將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小山羊同宿。牛犢和幼獅一同飼

養；一個幼童即可帶領牠們。母牛和母熊將一起牧放；牠們的幼雛將
一同伏臥。獅子將與牛一樣吃草。吃奶的嬰兒將遊戲於蝮蛇的洞口；
斷奶的幼童將伸手探入毒蛇的窩穴。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
惡，也沒有誰害人，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有如海洋滿溢海
水。 

那一日，葉瑟的根，將成為萬民的旗幟；列邦必將尋求他；他駐
節之地，將是輝煌的。——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72:1-2, 7-8, 12-13, 17 
【答】：在他的歲月中，正義必要興盛，到處國泰民安。（詠72:7） 
領：天主，求你給君王傳授你的權柄；求你給太子傳授你的公正。使

他照正義統治你的百姓；使他按公道管理你的平民。【答】 
領：在他的歲月中，正義必要興盛，到處國泰民安，直至月亮失明。

他將統治大地，從這海到那海，由大河的流域，至地極的邊界。 
領：他必拯救哀號的貧民；他必扶持無援的窮人。他將憐恤不幸和貧

乏的群眾，並要救護窮苦貧病者的生命。【答】 
領：他的名號常存，永受讚揚；他的名號常留，與日爭光。萬邦要因

他而得福；萬民要稱頌他。【答】 
 

讀經二（基督拯救了眾人。）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15:4-9 
弟兄姊妹們： 

其實，凡經上所寫的，都是為教訓我們而寫的，為叫我們因經典
所教訓的忍耐和安慰，而獲得希望。願賜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賞賜你
們仿效耶穌基督的榜樣，彼此同心合意，一心一口，光榮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的天主和父。 

為此，你們要為光榮天主，而彼此接納，猶如基督也接納了你們
一樣。我要說：基督為了彰顯天主的信實，成了「割損」的僕役，為
實踐那向先祖們所作的恩許，也使外邦人因天主的憐憫，而光榮天
主，正如所記載的：「為此，我要在異民中稱謝你，歌頌你的聖
名。」——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見

天主的救援。（路3:4,6） 
 

福音（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 
恭讀聖瑪竇福音 3:1-12 

那時候，洗者若翰在猶太曠野出現，宣講說：「你們悔改吧！因
為天國臨近了。」這人就是那藉依撒意亞先知所預言的：「在曠野裡
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 

這若翰穿著駱駝毛做的衣服，腰間束著皮帶，他的食物是蝗蟲和
野蜜。 

那時，耶路撒冷、全猶太，以及全約但河一帶的人都出來，到若
翰那裡，承認自己的罪過，並在約但河受他的洗。他見到許多法利塞
人和撒杜塞人，來受他的洗，就對他們說： 

「毒蛇的種類！誰教你們逃避那即將來臨的憤怒？那麼，就結與
悔改相稱的果實吧！你們自己不要想：我們有亞巴郎為父。我給你們
說：天主能從這些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斧刀已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我固然用水洗你們，為使你們悔改；但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
位，比我更強，我連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聖神及火洗你們。他的
簸箕已拿在手中，他要揚淨自己的禾場，將他的麥粒收入倉內，至於
糠秕，卻要用不滅的火燒掉。」——上主的話。 
 
領主詠 
耶路撒冷！請你起來，站在高處，遙望由天主那裡降來給你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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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悔改吧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今天的福音有一位戲劇性的人物出現了，若翰洗者是舊約的一位

先知，也是新約的序幕人物。他的形象有點不倫不類，穿著駱駝毛的
衣服，以蝗蟲野蜜為食，有點像中國的濟公。但為猶太人，他是個震
憾心弦的人物。猶太人已是四百多年沒有先知了，先知成為傳說中的
人物。若翰洗者在曠野的出現，說話直指人心，使人覺得他是天主的
代言人，上主的神臨於他身上，難怪猶太群眾蜂擁到他的面前。 

若翰的訊息很簡單：真心悔改吧！他沒有顯奇跡以滿足猶太人的
好奇，卻以嚴厲的語氣，敦促他們改過。他要人以悔改去預備上主的
道路。按當時的環境，以路作比喻是非常貼切的。那時出門是件苦差
事，遠行前會先清還債務，安排家人生活和與朋友告別。若羅馬皇帝
要出門，則會派人預備好道路，以便他安然到來。 

若翰宣講的悔改不光是個形式，來到約旦河用水洗洗而已。悔改
必須是內心轉向天主。他不留情地譴責只重外在形式的法利塞人和撒
杜塞人，比喻他們像火燃燒曠野時逃走的毒蛇，其實是無路可逃，亞
巴郎子孫的身份也救不了他們，他們必須真心悔改，結相稱的果實。 

若翰認識自己的有限，他宣講的悔改並未能使人立刻進入天國，
唯有後他而來的耶穌基督，祂以聖神和火的洗禮，才使人進入天國。
若翰只是個過渡人物，耶穌才是我們準備迎接的對象。 

信仰告訴我們，新時代確已開始，但新時代應有的元素，還沒有
徹底來臨，我們仍在期待，仍需以悔改準備。每人都應反躬自問：我
為了甚麼而去悔改？是為了「逃避那將要來臨的忿怒」嗎？倘是如
此，就錯過了福音的精華，停留在為避免懲罰而守法的幼稚階段。耶
穌基督並不強調懲罰，而更標榜天主的慈愛：「天主竟這樣愛了世
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
生，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他
而獲救。」（若3：16~17） 

在今年的將臨期，讓我們好好反省悔改的動機，祈求天主以慈愛
觸動我，突破害怕受罰的心態，相信慈愛恩寵的力量：「當我從地上
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若12：32）願我們的悔
改，突破若翰的警告，而受耶穌基督慈愛所吸引。 
 
反省與實踐: 
1. 耶穌，為我，祂是誰？祂與我的關係？ 
2. 我是否真的將我的生命，交在耶穌的手上？ 

3. 若翰呼籲人們立刻悔改，以期待避免天主懲罰性的審判。我期待
耶穌基督再來的同時，對「悔改」應抱持什麼樣的心態？ 

4. 在我的生命中，為追求真理，有什麼需要棄絕的？ 
 

禱文： 
1. 請為貧病弱小以及有需要的人祈禱。聖詠上說：「主必拯救哀號

的貧民，扶持無依無靠的窮人。祂將憐恤弱小的?眾，救護窮苦百
姓的生命。」祈求仁慈的主大發慈悲，施予慈愛的照顧，安慰貧
病弱小者的心靈，使他們在艱難中仍能保持對主的信仰。 

 
 

指路的人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這個被稱為「施洗者」的若翰非常嚴厲，他要人悔改的態度堅

決而毫不留情。儘管如此，跋山涉水來見他的人絡繹不絕。若翰講的
不是人人愛聽的話，但這恰恰吸引了群眾。二○○二年被立為聖人的
五傷畢奧神父（一八八七年生，一九六八年卒）有著相似的感召力。
我曾專程到義大利南部，親身去感受這位方濟各嘉布遣會會士的力
量。他言詞犀利，一針見血，卻有無以計數的人蜂擁而至。直到今
日，每年仍有七百萬的朝聖者到他的墓前祈禱。為甚麼呢？為甚麼有
這麼多人找上門？因為畢奧神父真實可信！他的一言一行真誠懇切，
他的嚴厲不是出於冷面狂熱，而是發自深沉愛心。那足以解釋為甚麼
人們會在他的告解亭外大排長龍，就是為了向他傾訴心中的鬱悶，出
來之後為之振作，感覺被解放、被安慰了。 

若翰的作為與畢奧神父相似，他召喚人悔改，並且打動人心。
人們認真地聽取若翰的警告，重新思考、懺悔，進而改變生活。人們
在他面前和盤托出生活中的錯，認罪，並表達悔意。若翰將他們浸沒
在約但河水中，有形地體現心靈與良知的洗淨。 

當代表上層社會的宗教領袖和當權者――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
――也現身人潮時，若翰更加重語氣，稱他們為「毒蛇的種類」！這
不禁又讓我想起畢奧神父，他對權貴和顯赫之士，包括神父、主教、
或名門望族，一律加倍嚴格。他的耳提面訓並非出於狠心，而是因為
這些人特別容易滋養安全的假象，高估自己，誤認為別人才需要改
變。洗者若翰針對他們說：沒有人能在天主面前行使特權、炫耀高
位。「結悔改的果實吧」！我們也不例外，我們要特別用「好果實」
的多寡來衡量自己的生活。 

「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若翰是耶穌的「前驅」，為祂
預備了道路。正因為他準備了基督的到來，若翰在將臨期裡佔有特殊
的地位。施洗者沒有將自己置身於舞台中央，而是保留給「在我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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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來的那一位」。這使他更可信、更具吸引力。他沒有捆綁住跟隨的
群眾，反而教他們向基督開放自己。當他成功做到這一點時，他就很
快樂，因為他完全為這目的而活。 
 
反省與實踐: 
1. 耶穌，為我，祂是誰？祂與我的關係？ 
2. 我是否真的將我的生命，交在耶穌的手上？ 
3. 若翰呼籲人們立刻悔改，以期待避免天主懲罰性的審判。我期待

耶穌基督再來的同時，對「悔改」應抱持什麼樣的心態？ 
4. 在我的生命中，為追求真理，有什麼需要棄絕的？ 
 

禱文： 
1. 請為貧病弱小以及有需要的人祈禱。聖詠上說：「主必拯救哀號

的貧民，扶持無依無靠的窮人。祂將憐恤弱小的?眾，救護窮苦百
姓的生命。」祈求仁慈的主大發慈悲，施予慈愛的照顧，安慰貧
病弱小者的心靈，使他們在艱難中仍能保持對主的信仰。 

 
 

將臨期第二主日 "悔改及其效果"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是將臨期第二主日 
在現行的教會禮儀中，將臨期有兩個階段，本主日屬於第一階段，
禮儀重點在於基督的再度來臨，其主題是悔改以及悔改的效果。 
本主日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分別取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11章第1
到10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15章第4到9節﹔聖瑪竇福音第3章
第1到12節。 

讀經一是一項神諭，預言默西亞時代的太平景象﹔在讀經二 ，
聖保祿宗徒勸勉我們效法基督的榜樣，彼此同心合意，眾口同聲光
榮天主聖父。福音記述洗者若翰在猶太的曠野宣講說：「你們悔改
吧！因為天國近了。」 
現在我們要介紹這三篇聖經記載，來發揮剛才提出了的本主日彌撒
禮儀的主題。 

先從讀經一說起,讀經一是一項神諭。依撒意亞先知曾用樹木的
比喻，預言亞述人的侵犯聖京耶路撒冷，在這項神諭中，他也用樹
木的比喻，預言默西亞的出生以及默西亞王國的升平情況。 

舊約聖經中的默西亞王國與新約聖經中的天國相等。天國隨著
耶穌的誕生，就在這個世界上開始實現﹔到世界末日耶穌再度來臨
時，才達到圓滿的境界。 

在本主日的彌撒福音中，洗者若翰宣布天國已經臨近，他要求
人們悔改，接受他的洗禮。同時他又聲明：他只「用水施洗」，而

耶穌則將以「聖神與火施洗」。他把耶穌比作收獲庄稼的農人，說
他手拿簸箕，揚淨谷物，把麥子收進倉庫，把糠秕投入那永不熄滅
的火 燒掉。這樣，他更強調了悔改的緊急迫切。 

讀經二取自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聖保祿把基督信徒分為強
壯者和不強壯者兩類。他自己是強壯者，他勸勉像他一樣的強壯者
「擔待不強壯者的軟弱」，他教訓他們：不可只求自己的喜悅，該
求近人的喜悅，使他人受益，并得以建立﹔他援引聖經說：「連基
督也沒有尋求自己的喜悅」。 這是今天讀經二在聖保祿致羅馬人書
的上下文。本主日彌撒選取這篇讀經，是為闡明福音中洗者若翰所
要求的悔改。悔改的目的是光榮天主﹔光榮天主的必要條件就是
「彼此接納」。 

讓我們以今天的集禱經祈禱︰ 
「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保護我們，不要讓俗世的繁雜事務，

阻礙我們准備迎接你的聖子﹔并求你使我們充滿上天的智慧，時常
追隨他，與他合而為一。」 
 
 
 
 

 
 
 

今天的福音以洗者若翰為焦點。若翰是耶穌的表兄。他的父親
是匝加利亞，母親是依撒伯爾。天主揀選了他做先知，並交給他一
項特殊的任務，那就是預報救主的來臨，並呼籲人們悔改，改變自
己的生活，為救主的來臨做好準備。 

既然將臨期是我們準備迎接基督來臨的時期，從洗者若翰的榜
樣，我們能學習應如何準備基督的來臨。若翰先到曠野裡去，也就
是說，他遠離喧囂忙碌的城市，為上主賜給他的使命做準備。在整
部聖經中，﹁曠野﹂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地方。以色列人在曠野中住
了四十年，準備進入預許的福地。耶穌自己在公開傳教前，也先退
居曠野一段時日。一般說來，曠野裡人煙稀少，為什麼若翰要選擇
曠野，而不選擇城市宣講悔改呢？城市裡不是會有更多人聽到他的
呼聲嗎？ 

或許是因為住在曠野裡的人比較純樸，比較能接受天主的聖
言。他們不像城市裡的人，常為那麼多的事操心。另一個理由可能
是因為曠野裡的居民通常是貧窮的人，是照顧羊群、居無定所的遊
牧民族，他們多半是心思單純、全心依賴天主，並承認在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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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是少不了天主的人。所以天主選擇了他們，讓他們藉著若翰的
宣講，最先得知默西亞即將來臨的好消息。 

從若翰身上，我們還可以學習到如何像他一樣地宣揚天主的聖
言。他不只是被動地聆聽天主的聖言，他主動地走遍各地向他人宣
講天主的聖言。如果若翰不替天主傳報訊息，人們就沒有機會改變
自己的生活和心靈，讓自己在基督來臨時，以新的面貌與基督會
晤。 

若翰的勇氣也可以讓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推動我們也能像他
一樣，成為今日的「曠野呼聲」，向眾人宣講： 「你們要預備上主
的道路。」 

 
反省 
一、 在今日社會中，我可以稱那些人為「現代的洗者若翰」？（範

圍不必太大，請從自己的生活圈子，如自己的家、工作地方、
堂區或學校等來找這樣的人。） 

二、 今天的福音引用了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其中有許多象徵，如
深谷、丘陵和山岳。這些象徵各代表什麼？在我的生活中，有
沒有深谷、丘陵和崎嶇的路徑？ 

三、 每當我從天主那兒得到某一個訊息時，我是與他人分享呢？還
是一個人獨享？在生活中，我怎樣響應洗者若翰 「你們要預
備上主的道路」 的呼籲呢？ 

 
本週行動 
在將臨期第一個星期中，你曾作了迎接上主來臨的計劃與準備，請
問你一週來實行的情形如何？若不如理想，請不要洩氣，只要能重
新開始，就不嫌遲。愈接近聖誕節，我們要做的事就愈多，也會愈
忙碌；但是當忙著為聖誕節的各項活動做準備時，請不要忘了我們
的各項準備是為了能迎接耶穌。本週內，請騰出一段時間到「曠
野」裡去，也就是到你內心的隱密之處，到天主居住的地方去。天
主在等著你，如果你願意聆聽，你會聽到天主特別要告訴你的訊
息！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洗者若翰   

【經文脈絡】 

馬爾谷所敘述的「耶穌基督的福音」（谷一1）由耶穌受洗開
始，直到祂的復活為止。瑪竇福音則在頭兩章講述「耶穌的童年
故事」，由第三章開始基本上便跟隨馬爾谷福音的時間和地理的
結構，首先敘述若翰洗者的出現（瑪三1-12），接著便是耶穌出
現（瑪三13～四16）及祂的公開生活（瑪四17起）。 

這個主日的福音便是有關若翰洗者的敘述，就內容而言還可
細分為三小段：若翰的出現（瑪三1-6）、若翰的宣講（瑪三7-
10）以及預報默西亞的來臨（瑪三11-12）。 

洗者若翰的出現 
大概於耶穌後27 或28 年左右，若翰開始在猶太曠野公開宣

講。所謂「猶太曠野」，是指約旦河南端注入死海附近區域，這
個地方多岩石峭壁相當荒涼，距離著名的谷木蘭團體的聚集處不
遠。很可能若翰最初曾參加過這個團體，卻由於意識到自己獨特
的召叫，便離開谷木蘭團體，轉而向以色列所有人民宣講。 

若翰宣講的基本訊息 
瑪竇福音中若翰的宣講和耶穌相同：「你們悔改吧！因為天

國臨近了。」（參閱：瑪四17）他要求群眾悔改，意思就是離開
他們直到如今的一切罪過（6），開始度一個結出「與悔改相稱果
實」的生活（8）。 

曠野中的呼號者 
瑪竇引用依四十3的經文：「在曠野裡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

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說明若翰就是那位「曠
野中的呼號者」。曠野對於猶太民族而言，具有多重特殊的意
義：曠野是特別接近天主和祈禱的地方，也是對抗各種誘惑考驗
的處所（瑪四1），更是喚起以色列子民回憶在曠野流徙，得到特
別救援的恩寵時期。 

若翰的生活方式 
若翰的服裝使人想起「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帶」的先知厄里

亞（列下一8）；他以「蝗蟲和野蜜」作為飲食，顯示他在曠野中
的生活情況相當刻苦（參閱：瑪十一18）。當時之人由他的生活
方式和他的宣講認出，他是天主在末世派來的先知（瑪十一7-
10）；在基督徒的眼光中，若翰則是再來到人間（瑪十一10），
為默西亞準備道路的先知厄里亞（瑪十七12-13）。 

若翰的洗禮 
這位巡迴的宣講者造成轟動，以致於「耶路撒冷、全猶太以

及全約旦河一帶的人，都出來到他那裡去，承認自己的罪過，並
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5-6）若翰所施行的洗禮和當時盛行的
「洗禮運動」相較，具有四個特色：一次性、由施洗者授與、宣
講懲罰性的審判、要求承認罪過。 

這個洗禮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受洗之人必須完全浸入約旦
河水之中，象徵洗除罪過，然而必須透過承認罪過，表達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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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才能成為使人逃脫天主憤怒之火的有效行動。不過，
若翰的洗禮並不是基督信仰中的「聖事」。 

虛偽的猶太領導階層 
瑪竇將若翰的宣講表達為責斥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言論，

若翰稱他們是「毒蛇的種類」！這樣極度嚴厲刺耳的言語，在天
主憤怒的審判即將來臨的背景之下，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瑪二
一25-32 的經文顯示，其實當時的猶太領導階層並不相信若翰的
洗禮，因此他們前來受洗的行動是虛偽的，應該受到責難。 

悔改是得救的先決條件 
若翰有關悔改的教導基本上是根據先知們的宣講（參閱：亞

五23-24；岳二12-13；依一10-17 ），他的洗禮要求人們「結出
和悔改相稱的果實」，悔改是相當嚴肅的，必須呈現在外在行動
上，只有真正的悔改者才能得到救援。 

身份血統無足輕重 
以色列人一向以身為亞巴郎的後裔，以及帶有割損的記號引

以為傲（參閱：若八33；羅四11），他們甚至認為即使他們是罪
人，但由於亞巴郎的功勞，使具有他們這樣血統和身份的人必定
得救（出四24-26）。若翰徹底地顛覆這個信念，宣稱「天主能從
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祂能夠隨意建立一個「新以色列子
民」，這個身份正是耶穌復活後基督徒對自己的認識。 

審判即將發生 
由於若翰確信天主的審判即將實現，因此強調要立刻和過去

完全斷絕：「斧子已放在樹根上了，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被砍
倒，投入火中。」（10）「火」是天主憤怒和審判的象徵（詠五
十3-4，七九5）；然而，真實悔改接受洗禮的人便能逃離懲罰，
獲得救援。  

「更強者」 
在嚴厲的審判宣講後，若翰改變了音調，預告一位「更強

者」將來到。若翰完全退隱在這位更強者之後，自認為連替他做
最微賤的工作也不配。他們二者之間的區別首先表達在不同的
「洗禮」中：若翰只是「在水中」施行洗禮，那位更強者將以
「聖神和火」施洗。「火」和「水」是對立的圖像，不論舊約或
新約都多次以火來象徵天主的審判（參閱：亞一4；則二二17-
22；路十二49；格前三13-15）；而「聖神」大概是後期基督徒加
入於若翰之口，表達那位更強者將賦予得救的人恩寵。 

「末世」近在眼前 
審判的意思就是決定性地區分善人和惡人（參閱：瑪十三40-

43，二五32-33），若翰在此又運用了另一個象徵：分別麥粒和糠
秕的簸箕：好的麥粒將透過簸箕掉落地面，而無用的糠秕則將被
風吹散。由於「更強者」已把簸箕拿在手中，準備揚盡禾場，說
明末世的來臨已迫在眉睫。 

【綜合反省】 

若翰出現於一個特殊的時代，從年輕時便在曠野中生活，人
們都稱呼他為「施洗者」。他呼籲人們立刻悔改，以期待避免天
主懲罰性的審判。對今日的基督徒而言，若翰的訊息並未喪失其
重要性。我們在復活的信仰中，看出若翰是耶穌的前驅（瑪三11-
12），再次來到的厄里亞（瑪十七12），以及降生世界的天主子
的見證（若一6-8、15）。我們期待耶穌基督再來，更該立刻悔
改，結出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及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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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4 Dec  2022: 2nd Sunday of Advent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O people of Sion, behold, the Lord will come to save the nations, and the Lord 

will make the glory of his voice heard in the joy of your heart. 

 

First Reading    Is 11:1-10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He judges the poor with justice. 

A shoot springs from the stock of Jesse, a scion thrusts from his roots: 

on him the spirit of the Lord rests, a spirit of wisdom and insight, a spirit 

of counsel and power, a spirit of knowledge and of the fear of the Lord.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his breath.) He does not judge by appearances, he 

gives no verdict on hearsay, but judges the wretched with integrity, and 

with equity gives a verdict for the poor of the land. 

His word is a rod that strikes the ruthless, his sentences bring death to the 

wicked.  Integrity is the loincloth round his waist, faithfulness the belt 

about his hips. 

The wolf lives with the lamb, the panther lies down with the kid, calf 

and lion cub feed together with a little boy to lead them.  The cow and the 

bear make friends, their young lie down together.  The lion eats straw like 

the ox.  The infant plays over the cobra's hole; into the viper's lair the 

young child puts his hand.  They do no hurt, no harm, on all my holy 

mountain, for the country is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Lord as the 

waters swell the sea. 

That day, the root of Jesse shall stand as a signal to the peoples.  It will 

be sought out by the nations and its home will be gloriou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71:1-2. 7-8. 12-13. 17. R. cf. v.7 

R. Justice shall flourish in his time, and fullness of peace for ever. 

1. O God, give your judgement to the king, to a king’s son your justice, 

that he may judge your people in justice and your poor in right 

judgement. R. 

2. In his days justice shall flourish and peace till the moon fails.  He 

shall rule from sea to sea, from the Great River to the earth’s bounds. 

R. 

3. For he shall save the poor when they cry and the needy who are 

helpless.  He will have pity on the weak and save the lives of the poor. 

R. 

4. May his name be blessed for ever and endure like the sun.  Every tribe 

shall be blessed in him, all nations bless his name. R. 

  

Second Reading    Rom 15:4-9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Romans 

Christ, the hope of all people. 

Everything that was written long ago in the scriptures was meant to 

teach us something about hope from the examples scripture gives of how 

people who did not give up were helped by God. And may he who helps 

us when we refuse to give up, help you all to be tolerant with each other,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Christ Jesus, so that united in mind and voice 

you may give glory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t can only be to God’s glory, then, for you to treat each other in the 

same friendly way as Christ treated you. The reason Christ became the 

servant of circumcised Jews was not only so that God could faithfully 

carry out the promises made to the patriarchs, it was also to get the pagans 

to give glory to God for his mercy, as scripture says in one place: For this I 

shall praise you among the pagans and sing your nam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Lk 3:4, 6 

Prepare the way of the Lord, make straight his paths: all people shall see 

the salvation of God. 

 

Gospel    Mt 3:1-12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close at hand. 

In due course John the Baptist appeared; he preached in the 

wilderness of Judaea and this was his message: ‘Repent, for the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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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eaven is close at hand.’ This was the man the prophet Isaiah spoke of 

when he said: 

A voice cries in the wilderness: 

Prepare a way for the Lord, 

make his paths straight. 

his man John wore a garment made of camel-hair with a leather belt 

round his waist, and his food was locusts and wild honey. Then Jerusalem 

and all Judaea and the whole Jordan district made their way to him, and as 

they were baptised by him in the river Jordan they confessed their sins. 

But when he saw a number of Pharisees and Sadducees coming for 

baptism he said to them, ‘Brood of vipers, who warned you to fly from the 

retribution that is coming? But if you are repentant, produce the 

appropriate fruit, and do not presume to tell yourselves, “We have 

Abraham for our father,” because, I tell you, God can raise children for 

Abraham from these stones. Even now the axe is laid to the roots of the 

trees, so that any tree which fails to produce good fruit will be cut down 

and thrown on the fire. I baptise you in water for repentance, but the one 

who follows me is more powerful than I am, and I am not fit to carry his 

sandals; he will baptis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fire. His winnowing-

fan is in his hand; he will clear his threshing-floor and gather his wheat 

into the barn; but the chaff he will burn in a fire that will never go out.’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Jerusalem, arise and stand upon the heights, and behold the joy which 

comes to you from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