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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能帮助我们在这复活期间
祈祷的反省。

2023年12月5日

圣体圣事使我们神性化

合一的标记，爱德的联系

生活与弥撒圣祭的结合



圣体圣事使我们神性化

耶稣在会堂中说完有关圣体圣事的讲
话后，引起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讨论。
「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
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若
6：52）很明显的，听众们已领悟
到，这位师傅的讲话是多么的现实，
知道祂所说的不只是一个象征，而且
祂说话的力量，令他们感到很不安。
面对听众们困惑的反应，主耶稣却没
有软化自己的语调，反而再次肯定，
我们需要圣体圣事，好能享有天主性
的生命。「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
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
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
生命。』」（若6：53）

在聆听耶稣的讲道时，人们意识到祂
「不是他们先前期待的，在地上为王
的默西亚。耶稣走向耶路撒冷，不是
为追求认同去征服这城，祂向圣城进
发，是为了分担先知的命运：为天
主，也为人们牺牲自己的生命。祂为



数以千计的群众擘开的饼，不是为了
成就一个凯旋式的王权，而是预示祂
将要建立的圣体圣事—祂要献出自己
的身体，倾流自己的宝血，成为人的
饮食，为补赎人的罪过。」[1]

在同一段落中，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令
人惊叹的许诺：「谁吃我的肉，并喝
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
内。」（若6：56）耶稣向我们许
诺，我们能寓居在天主内，祂也保证
会存留在我们内。「我们领受主的时
候，并不是将祂『人性化』：相反，
是祂将我们神性化，提拔我们，举扬
我们。耶稣所做的是我们不可能做到
的事，祂使我们的生活、行动和牺牲
都予以超性化。就这样，我们得以神
性化。」[2] 由此，「我们每次领受
圣体，就是更肖似耶稣;我们也更完全
地将自己转化为耶稣。 当饼酒转化为
主基督的体血时，那些以信德领受祂
的人们，也要成为生活的圣体圣事......
圣体圣事开放我们，使我们与众人结
合在一起，与基督成为一体。这正是



圣体圣事的奇迹：我们要成为我们所
领受的！“[3]

合一的标记，爱德的联系

圣体圣事被称为合一的标记和爱德的
联系，这是因为「领圣体加强我们与
基督的契合。在领圣体礼中所领的圣
体（圣血）带来的主要效果，是与耶
稣基督亲密结合。」[4] 在初期基督
徒的生活中，圣保禄这样描述分享圣
体圣血所带来的合一：「我们所祝福
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
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共
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
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
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格前
10：16-17）由此，我们可以说教会
成了一个身体;也为了这些理由，圣体
圣事又可以被称为「共融」圣事。

圣施礼华非常重视建基于圣体圣事的
这份坚强联系，所以他要求在主业团
总参事会的圣体柜上放上耶稣在最后
晚餐时说的话：「Consummati in



unum！ ，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
（若17：23）因为这就有如我们众人
都在这里一样，」这位主业团创办人
说道，「对祢不离不弃，时常以圣歌
谢恩，（何乐而不为呢？）同时祈求
宽恕......为了补赎罪过、中悦天主，也
为了感谢祢。」[5]

「圣体圣事是合一的圣事。谁接纳这
圣事，就不能不做合一的工匠......让我
们祈求天主，让这合一的食粮治愈我
们要胜过别人的野心、为自己谋取的
贪婪、煽动不满和散布批评;这合一的
食粮激发我们彼此相爱的喜乐，不竞
争、不嫉妒，也不恶意诽谤。 现在，
在经验圣体圣事时，让我们朝拜主、
感谢祂赏赐这最伟大的礼物：就是祂
爱情的鲜活纪念，使我们成为一体，
引导我们迈向合一。」[6]

生活与弥撒圣祭的结合

「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
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
而生活。 」（若6：57）耶稣与圣父



的共融，是我们在主内生活的模范。
这合一精神透过渴望时常将我们与祂
的旨意结合呈现出来;而在每次领圣体
时，耶稣都给我们力量去达成这理
想。 「我们要是热心参与弥撒，在一
天其余时间便自然会念念不忘我主，
时时置身于祂的鉴临之下，时刻准备
像祂工作那般地工作，像祂爱那般地
爱。」[7]

透过我们司祭的灵魂，我们能将每一
天都转化为弥撒圣祭;我们能将每天的
工作与基督在加尔瓦略山上舍生，并
在祭台上重现的牺牲结合在一起。这
合一能在司铎预备礼品时加在葡萄酒
中的一滴水中看到，正如他在这时所
说的：「酒水的掺合，象征天主取了
我们的人性，愿我们也能分享基督的
天主性。」[8] 教理提醒我们：「在
感恩祭中，基督的祭献也成为祂肢体
的祭献。 信友的生活，他们的赞美、
痛苦、祈祷、工作，都与基督的赞
美、痛苦、祈祷、工作，及祂整个的
奉献结合，因而获得新的价值。」[9]



基督以这句话总结祂在会堂中的讲
道：「谁吃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
远。」（若6：58）耶稣藉着祂母亲
玛利亚的欣然答允，从天上降到人
间，成了赏赐我们生命的食粮。「纳
匝肋的玛利亚，新生教会的图像，她
是我们每一位的典范，召请我们领受
耶稣在感恩圣事中把自己做成的礼
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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