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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復活期第三週
星期二

在這個復活期間，一些可以幫
助我們祈禱的反思。

2024年2月12日

耶穌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真實食糧

聖體聖事，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和根源

在彌撒中投入關注，成為聖體聖事的
靈魂



耶穌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真實食糧

增餅奇蹟之後，一群人跟著耶穌到葛
法翁。在那裡，他們問祂應該做什麼
纔算做天主的事業。師父回答說，關
鍵是要信從祂是天父所派遣來的那一
位（參閱若6:22-29）。當那些聽祂
說話的人要求一個徵兆來證實祂的話
時，就好像前一天的神蹟還不夠；現
在我們看到這對話的延續。「他們又
說：『那麼，你行什麼神蹟給我們
看，好叫我們信服你呢？你要行什麼
事呢？我們的祖先在曠野裏吃過「瑪
納」，正如經上所記載的：「他從天
上賜給了他們食物吃。」』」（若
6:30-31）。

那群人向耶穌提出挑戰，要向他們展
示祂是否能像梅瑟那樣行神蹟。但是
我們的主理解他們的擔憂，開始向他
們解釋瑪納的真正來源。祂教導他
們，在那裡所宣講的比事件本身更重
要：永生的食糧，從天上來的真正的
食糧。於是耶穌向他們說：「我實實



在在告訴你們：並不是梅瑟賜給了你
們那從天上來的食糧，而是我父現今
賜給你們從天上來的真正的食糧，因
為天主的食糧，是那由天降下，並賜
給世界生命的。」（若6:32-33）。

耶穌是新的梅瑟，他完滿了先知所宣
講的。祂最近的神蹟旨在證明這一
點：增餅讓人想起曠野 𥚃恩 的瑪納，
在海面步行讓人喚起過紅海的旅程。
但在這兩個神蹟 ，耶穌都超越了梅瑟
五書所宣講的。事實上，在吃飽了五
千人之後，眾人見了耶穌所行的神
蹟，就說：「這人確實是那要來到世
界上的先知。」（若6:14）；後來，
當聽到這餅能賜生命時，「他們便
說：『主！你就把這樣的食糧常常賜
給我們罷！』」（若6:34）；

這是一種自然反應。當耶穌向撒瑪黎
雅婦人說湧到永生的水泉時，她也提
出了同樣的要求。我們也希望天主增
強我們的渴望去領受那賜給永生的食
糧。



聖體聖事，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和根源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食
糧」（若6:35）。這些話語是我們信
仰的主要啟示。在第四部福音中，沒
有提到聖體聖事的建立。相反，這個
聖事的神學意義被啟示出來。耶穌把
自己描述為給我們在世上的旅程帶來
意義和希望的食糧，就像天主為厄里
亞提供的力量一樣，使他能夠「走了
四十天四十夜，一直到了天主的山曷
勒布」（烈上19:8）。耶穌是生命的
食糧，因為他親臨在聖體聖事內，是
「整個基督徒生活的泉源與高峰」
[1]，是「內修生活的中心和根源。」
[2] 泉源和高峰；中心和根源。聖體聖
事之所以如此偉大，是因為它包含了
基督，𥚃恩寵的創造者，親臨在聖體聖
事內，也因為「聖體聖事是天主聖化
人類之行動的高峰，也是人敬拜天主
的高峰。」[3]

「聖體聖事是耶穌自己，祂將自己完
全獻給我們。與我們『一起滋養我



們』，並藉着聖體聖事住在祂內，如
果我們帶著信德這樣做，『就會改變
我們的生活』，變成給天主和我們兄
弟姐妹的禮品。以『生命之糧』滋養
自己，意味著與基督聖心和諧相處，
融入祂的抉擇、祂的思想、祂的行
為。這意味著進入愛的活力，成為和
平的人，寬恕的人，修和的人，團結
分享的人。這些正是耶穌所做的
事。」[4] 聖施禮華在這方面有豐富的
經驗。從很小的時候起，他就花很長
的時間在聖體櫃前。他勸告我們：
「作一個聖體聖事的靈魂！如果你的
思想和希望都以聖體櫃為中心，那
麼，我的孩子，你的聖德和使徒工作
所結出的果實將是何等豐碩！」[5]

在彌撒中投入關注，成為聖體聖事的
靈魂

作為聖體聖事的靈魂，引導我們特別
關注彌撒，以便我們的每一天都能因
天主的𥚃恩典和力量而變得豐富。因
此，我們可以祈求我們的主幫助我們



理解祂自己對天父所說的話的含義，
以及教會在每次舉行彌撒中為我們提
供的經文的含義。因此，天主的聖德
將更有效地進入我們的平凡生活，進
入我們的成功和失敗，我們的挫折和
喜樂。我們可以透過反思彌撒讀經、
用神領聖體為彌撒做準備，以及感謝
在領聖體中領受我們的主，從而在這
方面有所幫助。這也將鼓勵我們渴望
和在聖體櫃裡的耶穌打招呼，與他獨
處並在那裡度過一段時間祈禱。

我們也可以祈求我們的主賜予𥚃恩竉，
更加敏感於祂在聖體聖事中的臨在：
主，求你增加我們的信德，賜給我們
更多的光，讓我們更堅定地相信，並
更深入地瞭解這聖事的奧秘。也賜給
我們更多的愛，更渴望經常領受聖
體，並竭盡全力愛你在聖體櫃裡的臨
在。聖施禮華的建議對我們有很大的
幫助：「堅持不懈地走去聖體櫃，不
管在身體上或在心靈上，好能感到安
全與寧靜：但也為了感到被愛……和
愛。」[6]



我們祈求瑪利亞，這位「充滿感𥚃恩聖
事精神的女人」幫助我們像她一樣地
愛她的兒子。我們祈望以與她同樣
「純潔、謙遜和虔敬」的意向來領受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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