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溝通。這溝通源自耶穌有力的講話，我們聽了，作為生活的方向，在生活上加以實

踐，從而獲得成長，與主結合。  

 

 許多人以為只要滿全法律上的一些基本要求，做好教會給我們一些生活上的提點，

就可以滿全信仰的責任。今天的聖經正好提醒我們，不結果實的枝條就會被剪除拋

在外邊，投在火中焚燒，但願我們不是那枯乾的枝條，不用被丟棄和焚毀。  

 

 藉著聖洗聖事，我們加入教會，跟主耶穌基督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讓我們不斷努力

去接受主的說話，讓祂的說話存留在我們內，藉此推動我們多結果實。「我是葡萄

樹，你們是葡萄枝。」讓我們透過這份密切的關係，實踐上主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滿全祂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4 月 29 日  
（星期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   

宗徒大事錄 9:26-31  

聖詠 22:26-27,28,30,31-32 

若望一書 3:18-24  

若望福音 15:1-8   

 

天國驛站  真正的男子漢  蔡惠民神父 

有個父親常常為他的兒子苦惱不已，眼見是十五、六歲的少年了，卻沒有一點男子
漢氣慨。他透過朋友的介紹，專程去拜訪一個拳擊教練，請這人幫忙訓練他的兒子
。拳擊教練說：「你把這個少年留在我這裡。三個月後，他將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三個月後，拳擊教練安排了一場拳賽，向少年的父親展示他的訓練成果。只見
少年在擂台上不斷被擊倒，但立刻又站起來接受挑戰，倒下去又站起來，如此重覆
十多次。教練問道：「你覺得你兒子的表現夠不夠男子氣概？」「我簡直看不下去，
想不到經過三個月的訓練，他還是如此不濟。」教練說：「我很遺憾你只看到表面
的勝負，你有沒有看到你兒子倒下去又站起來的勇氣及毅力？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氣
概。」  
 

保祿原名掃祿，在一個虔誠的法利塞人傳統長大。他從小接受祖傳的薰陶，視梅瑟

法律為天主的誡命，人生的目標。他曾用心研讀，並視教導和維護這些傳統為已任

。當保祿眼見自己的同胞一個一個的跟隨了那被釘的納匝肋人耶穌，並相信祂就是

道路、真理和生命時，他的心情是焦慮的。他無法接受這些「基督徒」將耶穌的失

敗置於梅瑟法律的權威上，也不理解屈辱的十字架怎可能是遵守天主誡命的下場。 
 

為了維護法利塞人的傳統及梅瑟法律的權威，保祿不惜四處奔走，將這些「基督徒

」拘捕，遏止這些思想在猶太人中繼續擴散。不過，有一次當他臨近大馬士革的時

候，忽然從天上有一道光環射到他身上，他便跌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問他說：「掃

祿，掃祿，你為什麼迫害我？」他答說：「主，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迫



 

 

害的耶穌。但是，你起來進城去，必有人告訴你當作甚麼。」（宗 9:3-6）自此，保

祿由一個初期教會的迫害者，搖身一變為福音的宣講者。 
 

保祿原以為痛苦不會是生命的目標，失敗不應是天主的結局，怎知，大馬士革路上

的經驗，使他更深明白，天主的道不是人的道。天主的道不在於權威、架構、建設

、成就、計劃……，反之，當保祿跌倒在地，再站起來的時候，才恍然領會復活帶

來的不朽之道，成為一個真正的天主子民。 
 

當「非典型肺炎」事件肆港期間，每天翻開報章，不是醫護人員一個一個的病倒，

便是淘大花園的集體感染大爆發、旅遊、經濟、民生所受的負面影響、港人在外地

被無理歧視、發病及死亡的人數高企不下……，這些沉重的消息，就像一道又一道

的光環射到我們身上，一次又一次把我們從安穩的自信中擊倒在地。不少人為無法

控制的疫情而焦慮；為雪上加霜的經濟而自怨自艾；為一夜間失去親人而痛不欲生

……。不過，事件亦改變了不少人的人生觀及生活態度；激發了人與人之間的同情

與關懷；強化了社會不同聲音的凝聚力……。但願更多人從「非典型肺炎」中再次

站起來，欣賞到這次事件帶給我們的磨煉和成長。 
 

為保祿來說，大馬士革只是他歸化旅程的開端。在日後的傳教生活中，縱使困苦、

窘迫、饑餓、赤貧、危險，甚至是刀劍從未離開過他，但他每次都有力量再站起來

。因為他發現真正使人成義的不是法律，而是那位忠信的天主。若這位天主為愛世

人，不獨沒有憐愛自己的兒子，反而為眾人交出了，最後又使他從死者中復活，那

還有什麼能懷疑天主對人的忠信呢？成為基督徒，並不是多了一份要完成的責任，

也不是多了一些要遵守的法律。成為基督徒，就是在生命中，或喜或憂，或生或死

，不斷相信和發現天主藉祂聖子的死亡和復活所彰顯的忠信。 
 

今天的若望福音亦以葡萄樹作比喻，指出一個基督徒真正身份的所在。「我是葡萄

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

，你們甚麼也不能作。」（若 15:5）比喻的圖像很清晰，但基督徒怎樣才算是住在耶

穌內？怎樣才是耶穌的果實？經常參與主日彌撒，滿全一切教友的本份是否就是在

耶穌內？避惡行善，熱心行善是否就是耶穌的果實？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

，若望福音強調真正的果子不是「做」出來的，而是從耶穌的「住」處自然結出來

的。 
 

德蘭修女在生時已被尊為聖人，她成立的仁愛傳教女修會在世界各地過著簡樸的生

活。修女們每人只有兩套衣服（以備換洗）、一雙鞋子（破了才買）、一個水桶（

為工作）、一個鐵盤（為吃飯）、一床舖蓋（也舖也蓋）。她們自願與一切現代化

日用品絕緣（像電風扇、洗衣機、雪櫃）。表面上她們一無所有，但是她們不斷給

予，致力服務垂死、被遺棄及貧窮的人。究竟修女們何來動力承擔這些繁重的服務

呢？原來她們每天清晨四時四十分就要起床，五時祈禱，六時彌撒，每論多疲累，

一天總以一個小時聖體前的朝拜來結束。與耶穌同「住」，是修女們在生活的重擔

中再次站起來的力量，是她們滿懷喜悅結出豐碩果實的養份。 

 

道亦有道   

開花結果   
閰德龍神父 

 

在福音中，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這兩句說話表達出耶穌和我

們之間特殊的關係。這份關係密切得就像一棵樹和它的枝條。樹獲得到所需要的營

養滋潤，不斷的伸展，在枝條上開花結果。但這現象卻不是必然的。耶穌說凡是在

祂身上不結果實的枝條，祂就會剪除。為什麼會有枝條不結果實呢？  

 

 我們可以從主日回聖堂參與彌撒的態度中作反省：我們是否在彌撒開始時已經抵達

聖堂？在聖道禮儀中，我們可有用心聆聽聖經，從中得到聖言的滋養？抑或是我們

有經常遲到的壞習慣，有時甚至在聖道禮儀開始後才抵達聖堂，於是聽不到聖言，

漏聽了聖言，或因太趕忙，心情未平復，未能接受聖言？更遑論得到聖言的滋養。  

 

 接著耶穌更加清楚的說：「如果你們不住在我內，你們就不能結出果實！因為離開

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只有被拋棄在外邊。」如果我們這個惡習不斷的形成，



 

 

每週回聖堂參與感恩祭，只是人到心不到，又或沒有妥善準備自己接受聖言，容許

聖言帶領我們生活，我們跟主的關係便會漸漸疏遠，甚至中斷，我們的信仰會乾枯

，不能開花，更不能結果實。  

 

 為加深與主的關係，我們不能單靠參與外在的禮儀，而是需要在心內與主有深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