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宗接著説道：“當這個反叛的兒子把所有的都揮霍盡了以後，最終回到家鄉。那個

父親沒有實施人性公義的準則，而是首先感到需要寬恕，以他的擁抱讓兒子明白，

在他離開的日子裡時刻想念著他，痛心兒子沒有得到父親的愛。”“天主對祂子女懷有

的這種愛是多麽不可思議啊！” 

 

教宗強調：“天主不能是沒有人類的天主：這就是一個偉大奧跡！這個信念正是我們

希望的泉源，我們在《天主經》的所有祈求中都會找到這被守護的希望泉源。” 

 

教宗最後邀請信友們，我們每次有困難和有需要時都應祈求天父，想到天父“不能沒

有我們，祂此時正注視著我們”。“每當我們需要幫助，耶穌不對我們說要認命，或讓

我們自我封閉，而叫我們轉向天父，以信賴的心祈求祂。” 

 

“我們的一切需求，從最明顯和最平凡的需求，諸如食物、健康、工作，乃至需要得

到寬恕和在誘惑中得到扶助，這些都不是我們孤獨的反映：相反地，有一位父親總

是以愛看顧我們，他肯定不會遺棄我們。” 

 

【内容來自 Vatican Radio】 

 

 

 

 

 

 

 

 

 

 

 

6 月 18 日  

（星期日）  

耶穌聖體聖血節  

申命紀 8:2-3,14-16 

聖詠 147:12-13,14-15,19-20 

格林多前書 10:16-17  

若望福音 6:51-58   

 

天國驛站  老太太的情書  蔡惠民神父 

有一個老太太，天天都準時在信箱前等信件，她風雨無阻地出現，連郵差都和她熟

識了。每次，當她用顫抖的雙手拿起信件時，臉上滿是幸福的樣子，好不令人羡慕

。當老太太去世後，家人為她整理遺物時，發現了那一大疊信件，沉甸甸地，每一

封都整齊的包紮在一起。打開一看，嶄新的信封裡，卻是一張張發黃的信紙，工整

的字體，充滿著愛意的文章，這都是當年老太太年青時，她的先生寫給她的情書。

原來，久不久，老太太便把這些信重新投寄，讓自己再次回到年輕的歲月中……  

 

相信很多人都像老太太一樣，喜歡重溫過去，特別是一些美好及難忘的時刻，因為



重溫過去，使人更把握現在，更肯定將來。當過去的片斷一幕幕重現眼前時，我們

從中接觸自己的歷史根源，明白自己的身份及使命，瞭解自己的希望和將來。這大

概是不同文化都重視傳統節日，不同團體或家庭，都強調週年紀念的原因。 

 

為以色列人來說，他們的根便是當年出谷的經驗。在申命紀中，梅瑟多次吩咐以色

列人，當紀念天主怎樣藉著奇蹟聚合他們，帶領他們「經過了遼闊可佈，有火蛇蝎

子的曠野，經過了乾旱無水之地」，又使水由堅硬的磐石中流出，還以「瑪納」養

育了他們。時至今日，這件逾越事件的重溫，仍是凝聚以色列人最核心的慶祝。縱

使他們因戰火或迫害而失去國土，但藉著逾越的紀念，以色列得以生生不息延續下

去。 

 

那麼，作為新的以色列，甚麼是基督徒的根源？甚麼經驗或事件使我們凝聚在一起

？我們的出谷旅程是怎樣的？在旅程中，天主以怎樣的「瑪納」養育了我們？我們

可以在甚麼紀念或慶祝中發現自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呢？ 

 

若望認為，以上的問題，都聚焦在耶穌的聖體聖血上。耶穌的體血，是天主帶領我

們出死入生的標記，也是逾越旅途中養育我們的食糧。昔日的耶穌，因著對人不離

不棄的忠信，克勝了人因罪惡所帶來的死亡，為人帶來了不朽的生命，成了教會存

在的根由。今天，這份深情大愛仍不斷透過聖體聖事的紀念，提供邁向永生旅程的

支持和力量。所以，耶穌曾說過：「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

必要生活直到永遠。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

」 

 

因此，今天的讀經提醒我們，基督體血與基督徒的密切關係。如果我們否認耶穌基

督，我們便否定自己的根源；如果我們否認祂是成了血肉的天主聖言，我們便否定

自己的存在；如果我們否認祂的死亡和復活為我們帶來永生，我們便自拒於救恩門

外；如果我們否認祂臨在於我們的祈禱和紀念中，我們便否定自己的歷史和身份。 

 

有時，我們會問自己，怎樣才堪當稱為基督徒？我們或有犯罪及軟弱的時刻，或有

疏懶跟隨基督的時刻，或有懷疑祂的教導甚至抵觸教會法律的時刻，但這些都無損

我們成為基督徒，無礙我們繼續存留在祂的奧體內，因為基督徒的身份不在於我們

的個別性。我們縱有種種不足，但藉著聖體聖事的紀念，耶穌再次以自己的體血，

把我們凝聚在祂的奧體內。因著分享同一個餅及同一個杯，我們在信仰中的共同淵

源，遠遠大於彼此在種族、語言、文化、階層、年齡……的差異。為此，保祿在格

林多前書為我們總結說：「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我們眾人都

共享這一個餅。」 

 

 

 

 

天主的父親身分是我們希望的泉源   

 

教宗公開接見：基督信仰的真正革命在於稱天主為父親 

 



（梵蒂岡電台訊）教宗方濟各 6 月 7 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

。教宗在要理講授中繼續論述基督徒的希望，闡述“天主的父親身分是我們希望的泉

源”。教宗強調，基督信仰的真正革命在於稱天主為父親。 

 

教宗首先從《天主經》談起，那是耶穌交給祂的門徒，又由祂的門徒傳給我們眾人

的祈禱，是“基督徒最卓越的祈禱”（參閲：路十一 1-4）。教宗指出：“基督徒祈禱的

全部奧跡都濃縮於這句話内：敢於稱天主為父親。”彌撒禮儀也表明這一點，主禮在

邀請會眾一起誦念《天主經》時，用了“我們才敢說”這句話。 

 

“其實，稱天主為‘父親’絕非一件預料中的事實。我們會傾向於使用最高的稱號，認為

這樣才是對祂超性幅度的最大尊重。不過，呼喚天主為‘父親’能使我們與祂建立一種

親密關係，就如一個兒童面對他的父親時，知道自己蒙受他的關愛和照顧。這就是

基督信仰銘刻在人的宗教心理上的偉大革命。” 

 

教宗解釋道：“天主的奧跡總是吸引我們，讓我們感覺自己的渺小。但這奧跡不再令

我們害怕，不壓制我們，不讓我們感到苦惱。這是一種我們人性思想難以接受的革

命。” 

 

說到這裡，教宗援引他十分喜愛的“慈父”的比喻，說道：“耶穌講述的是一位只知道

愛自己子女的父親。這個父親不因兒子的傲慢而懲罰他，甚至還把他應得的家產分

給他，允許他離家出走”（參閲：路十五 11-32）。 

 

“耶穌說，天主是父親，但不是依照人性方式而行事的父親，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

一個父親如同比喻中的主角那樣行事。天主是按照自己方式行事的父親：良善、不

對人的自由意志設防，只知道與‘愛’這個動詞聯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