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灰日的歷史及意義

麥依汶博士	

聖灰日	-	大齋期的首日	

「聖灰日」的設立源於教會使用塗灰儀式來標記「大齋期」的開始。「大齋

期」是一個預備期：慶祝及預備耶穌的死及復活。復活節的拉丁文是 Pascha，是基督

教一個重要的節日之一，最初定在猶太人逾越節之後的主日，故此早期教會的猶太人

會在逾越節當天記念耶穌的受難與復活，以示耶穌基督就是逾越節的羔羊（林前五 

7-8）。四十天的 Pascha 預備期在第四世紀開始出現	，「四十」代表完全，而「四十

天」代表一個過程的完成。四十天的「大齋期」也紀念耶穌受洗後在曠野中四十天的

禁食—被誘惑及得勝的過程。在這四十天，耶穌確認了神的道是應對魔鬼及其誘惑的

唯一辨法（太四 4，7，10；路四 4，8，12）。基督為全人類勝過了誘惑，	親自示範

了完全順從及依靠上帝的方式。	通過依靠上帝的話語，耶穌擊敗了魔鬼，證明了祂是

神兒子的身份，並且教導教會如何過得勝的生活。

						在四世紀，教會開始使用四十天的「大齋期」作為信徒復活節洗禮前的準備期。

及後，這四十天也成為了罪人悔改、與神復和，以及信徒重新參與教會群體和恢復領

聖餐的時間。因此，「大齋期」是一個懺悔、更新及復和的節期。「聖灰日」是「大

齋期」的首日，被認為是一個莊嚴的日子，與懺悔和禁食有關。這日在羅馬更是懺悔

期的開始，是一個指定禁食日。於大概八至九世紀，	教會開始使用在前額上塗灰的獨

特儀式。這儀式所用的灰，是來自焚燒前一個棕枝主日已被祝福的棕櫚葉。此灰提醒

基督徒，我們不比當日（棕枝主日）在耶路撒冷向耶穌歡呼並稱祂為有福後，卻又將

祂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好，所以在主面前，我們根本一無可誇。	

灰	

						塗灰禮所用的「灰」提醒人類的本相是卑微的，也必歸回塵土（創二 7，三 19，

十八 27；傳三 20）。「灰」也提醒我們，若沒有上帝向我們吹了一口生命之氣，使我

們成為有靈的活人，我們只為無生命的死物（創二 7）。「灰」亦象徵悲傷（撒下十

三 19；斯四 1）和悔改（伯四十二 6；太十一 21；路十 13）。神必從謙卑的灰燼中將

人提升（撒上二 8；王上十六 2；詩一一三 7）。「灰」與燔祭有關（來九 13），在猶

太人的文化中，人需要向神獻上燔祭來使人/社群得到潔淨（利十四 19-20；民六 11，

十五 22-26）。	燔祭是「主悅納的香氣」（民六 24），社群也在獻上燔祭後得到神的

寬恕（民六 26）。	

						「聖灰日」邀請所有人回轉，人藉重新回轉歸向上帝，生命被更新。在「聖灰

日」，教會的信徒會一同思想人類的起源、死亡和對上帝的依賴。盼望教會在這日同

心合意祈求更新的靈臨在，使會眾一同悔改、擺脫罪惡，活出真正得釋放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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