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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復活期第二週
星期五

一些能幫助我們在復活期做祈
禱的反思。

2024年3月5日

耶穌分餅

一個基督徒不會忽視別人的需要

教會從聖體中汲取生命



耶穌分餅

若望福音記述了我主行過的七個奇
蹟，其中之一是五餅二魚。這段福音
預像我主的逾越節犧牲和聖體聖事的
建定。一大群人聚集在革乃撒勒湖岸
邊，他們被那位因奇蹟和教訓而聲名
鵲起的師傅所吸引。從山坡上，我主
看見這一大群人，然後轉向那個與祂
站得最接近的斐理伯，問他一個令人
驚訝的問題：「我們從那裡買餅給這
些人吃呢？（若6:5）」斐理伯第一個
想法可能是，師傅不會以為有一個認
真的回覆。但他意識到自己常常無法
理解耶穌所說的，便機智地只是說出
一個粗略的估計：「就是二百塊『德
納』的餅，也不夠每人分得一小塊
（若6:7）。」然後，似乎更了解當前
情況的安德肋則回答說：「這裡有一
個兒童，他有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
但是為這麼多的人這算得什麼？（若
6:9）」



聖若望指出，儘管耶穌徵求宗徒們的
意見，但祂自己原知道作什麼（若
6:6）。聖史強調，要給這麼大群人提
供食物，人力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他
不僅是為了強調這個奇蹟的偉大，更
重要的是要強調救恩是一個來自天主
的恩惠，不是人憑努力而得來的成
果，儘管我主也要依靠我們的合作來
實現它。聖施禮華說：「在主業團整
個歷史過程中，我經常反思一個事
實，就是天主從太初就已經有一個考
慮周全的計劃，可是祂仍然讓我們有
完全的自由。有時候，我主似乎在考
驗我們，要考驗我們的信德。但是基
督永遠不會離開我們。如果我們堅持
著，祂就會準備好行奇蹟並增餅。」
[1]

一個基督徒不會忽視別人的需要

「耶穌說：『你們叫眾人坐下罷！』
在那地方有許多青草，於是人們便坐
下，男人約有五千。耶穌就拿起餅，
祝謝後，分給坐下的人；對於魚也照



樣作了；讓眾人任意吃（若
6:10-11）。」福音沒有描述耶穌如
何在物質方面行這個奇蹟，然而我們
能感覺到的是，這個經歷如何增強了
宗徒們的信德。日後，在耶穌復活的
亮光下，他們就會更充分地理解它。
我主期望他們——正如祂期望我們每
個人一樣——各人去盡己所能貢獻一
分。祂也會繼續貢獻祂的「一分」。
天主的作為並不總是完完全全地顯露
出來，我們無法發現它真正涉及的每
個人及其所有後果。儘管如此，它仍
然是最真實和最重要的一分。通過我
人性的行動，配合著天主的行動，使
徒使命會向前邁進，教會會繼續得到
建立。

然而，我主通過五餅二魚傳達了另一
個教訓：愛德的一課。祂向他們展示
出基督徒必須如何關注和照顧他人在
精神和物質方面的需求。首先，要有
一個能夠察覺出這些需求的目光，一
個富有同情心的目光，以及一個能夠
真正照顧他人的願望。然後，一個表



露於實際行動中的慷慨。僅是想像做
些事就會感覺良好，可惜無能為力去
做是不夠的。沒有行為的良好意願是
不夠的。耶穌要每一個人都盡其所能
幫助那些處於困境中的個人。祂請祂
的門徒去協助尋找解決方案，即使這
只是第一步，去試圖啟動一個積極的
程序。簡而言之，耶穌要使他們的生
活必要時變得複雜，要走出自我以幫
助別人。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我主擴闊
我們的心胸，賜予我們一個與祂一樣
廣闊的心胸，好讓我們這個時代的男
女，尤其是那些最軟弱的人的一切需
要、悲傷和痛苦都能夠容納其中。在
當今世界，貧窮有很多個面貌：病人
和老人受到冷漠對待，許多被遺棄的
人感到孤獨，難民的創傷，以及很多
人在生活中所面對的、往往源自人神
共憤的不公義的貧困。這些情況沒有
一樣能夠讓我們無動於衷。每個基督
徒都必須將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說
的『愛德的創意』付諸行動，以便將



天主溫柔的香膏帶給我們所有有需要
的兄弟姐妹。」[2]

教會從聖體中汲取生命

「耶穌就拿起餅，祝謝後，分給坐下
的人（若6:11）。」若望的這些文字
預像了聖體聖事的建定。在這第四本
福音的同一章裡面，我們找到關於生
命之糧的論述，在其中，耶穌應許將
自己賜給我們作為靈魂的食糧。

在聖體聖事中，一件細小和屬於物質
的東西，一點餅和酒，變成了超性的
養份；它變成了基督的聖體和聖血，
天使的神糧，能夠恢復天主子民即教
會的力量的新瑪納。「教會從聖體聖
事中汲取她的生命。」[3]。「基督徒
的團體從聖體聖事的共融中不斷地誕
生和重生。因此，與基督的、有生命
的共融絕不是被動和脫離日常生活
的。相反，它越來越緊要地加強我們
與我們當代的男女共融的關係，以便
向他們提供基督的慈悲和關顧的具體
表記……耶穌看見這群人，對他們動



了同情心並且增餅；而祂也在聖體聖
事中同樣做。我們這些領受這件聖體
聖事的信友們都受到耶穌的激勵，以
與祂相同的同情心去為其他人提供這
種服務。」[4]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一個講道中說：
「聖體聖事永不能只是一個禮儀行
為。只有當禮儀裡的愛成為日常生活
中的愛時，它才是完滿的。在基督徒
的敬拜中，這兩份愛——在敬拜中體
驗主的愛，以及培養自己對近人的愛
——合而為一。我們祈求上主賜予恩
寵，讓我們能學習如何更深入地活出
聖體聖事的奧跡，藉此使世界的轉化
能夠起步。」[5] 讓我們也祈求「在我
們每次舉行聖體聖事的慶典時，都臨
在教會並作為教會之母」[6] 的聖母瑪
利亞，幫助我們把那個在祭台上呈奉
的祭獻的聖化力量傳於普世。

[1] 聖施禮華，1962年4月1日默禱的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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