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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幫助我們在這個復活期禱
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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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向我們顯示了天主的父性

基督是救主和審判者

渴望遵行天主的聖意



耶穌向我們顯示了天主的父性

今天彌撒中的福音敘述了耶穌在受難
前不久所說的話。耶穌呼喊說：「信
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來
的；看見我的，也就是看見那派遣我
來的。我身為光明，來到了世界上，
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若
12:44-46）。在他公開生活的最後時
刻，基督展示了他無窮的愛。藉此無
窮的愛，他降世為我們帶來光明，顯
示給我們聖父的愛，並在靈魂中撒下
喜樂和平安。

在這段經文中，我們看到「耶穌時刻
以天父為模範，經常以充滿孝愛的詞
語呼喚天父：阿爸。他在革責瑪尼祈
禱時，他再次說出這個詞語。當門徒
請他教他們如何祈禱時，他教他們以
『我們的天父』開始祈禱。復活後，
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刻，當他說：
『我升到我的父及你們的父、我的天
主及你們的天主。』時，他似乎再次
提到這個祈禱。因此，藉著聖子，天



主在他父性的奧秘中充分啟示了自
己。」[1]

基督使命的關鍵部分是清楚地向我們
顯示「派遣他的那位」，並通過他的
死亡和復活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子女。
聖施禮華視這現實為建立堅固內在生
活的基礎。他常常提醒我們「天主是
充滿溫柔及無限大愛的父親，你要每
天多次在心裡喚祂『父親』，告訴祂
你愛祂、仰慕祂、因自己是祂的兒女
而驕傲、強壯。這一切意味你的內在
生活是有規劃的，而內在生活需要通
過你跟天主孝愛的關係，通過這些虔
敬行為，（不在多，但要持久），它
們能助你培育好子女的態度及品
格。」[2]

基督是救主和審判者

耶穌繼續他的論述說：「無論誰，若
聽我的話而不遵行，我不審判他，因
為我不是為審判世界而來，乃是為拯
救世界。」（若 12:47）。耶穌是一
位救主，但他大於我們對地上救主的



想法。耶穌也是一位審判者，但他的
公義並非如同我們人類所行的。為了
避免過於人性地思考耶穌，我們應該
牢記「基督首先是救主，並且他明確
地呈現這個身份。他不認為他的使命
是按照任何的人類原則來審判人。他
首先教導救恩之路，而不作罪人的控
告者。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面對基
督所顯示的天主之光，面對這樣的真
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本身的
行為都在審判自己。」[3]

我們主的講道充滿着溫柔。福音將這
種態度視為先知預言的實現：「他不
呼喊，不喧嚷，在街市上也聽不到他
的聲音。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
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他將忠實地傳
布真道。」（依 42:2-3；參瑪竇福音
12:19-20）。我們的主清楚地宣告真
理，但絕對不會使拒絕接受他講道的
那些人受到屈辱或衝擊。他希望贏得
每個人的心：「耶穌不想用武力說
服，」聖施禮華說，「他走近群眾，
就在他們中間，輕輕地感動他們跟隨



他，尋找真正的平安和真正的喜
樂。」[4]

我們要記住天主的無窮耐心，他考慮
到他的子女所受的限制。每個靈魂有
自己的時間和節奏。有無數的故事，
講述一些人因為一位好友的理解和支
持，而最終發現敞開心扉迎接基督的
喜樂。「真理不能以其他方式使人接
受，除非藉真理自身的力量，它溫和
而堅強地滲透人的心靈。」[5] 這種信
仰，源於基督的生活和教會的經驗，
被稱為福傳的「崇高原則」[6]。

渴望遵行天主的聖意

我們的主的講道是源於他對遵行天父
旨意的深切渴望：「因為我沒有憑我
自己說話，而是派遣我來的父，他給
我出了命，叫我該說什麼，該講什
麼。」（若 12:49）。耶穌面向天父
而生活。正是在那裏，他吸取了力
量，為周圍的人帶來光明。我們不能
將我們的主的活動僅僅理解為博愛。
事實上，這是源於他對天主聖父的愛



的源泉。我們希望發現並合一於天主
的旨意，因為那是生命的源頭：當我
們與其他人交談時，當我們幫助推動
培育活動時，或者在我們日常工作
中。

面向天主而去履行我們的職責也將有
助於我們從他的角度看到我們生活中
明顯的失敗和成果似乎稀缺的時刻。
任何真心為善的付出都是有成果的，
即使我們看不到外在的結果。「這種
豐產經常是看不到的、隱藏的和無法
統計的。我們相當有把握，知道我們
的生命將是豐盛的，毋須說出如何、
或地點、或時候。」[7] 當沮喪嘗試進
入我們的生活時，我們應該再次將目
光轉向我們的天主聖父：「在創新和
慷慨的奉獻中，讓我們學習在父溫柔
的懷抱裡憩息。讓我們繼續挺進前
行；讓我們把一切都交給祂，讓祂在
祂適當的時間，使我們的努力結出果
實。」[8] 當我們清楚地看到使命超出
我們自己的力量時，也許天主正在教
導我們，他是使萬物更新的那位，當



我們在提供微不足道的貢獻 時。清楚
地認識到這一點是將我們的生活建立
在堅固基石上的最佳方法。

當我們渴望真正融合於天主聖父內心
的意願時，就如基督一樣，這可能會
幫助我們重新品味『天主經』的字
句。「通過祈求『願你的旨意奉
行』，我們並不是要像奴隸一樣低
頭。不！天主希望我們是自由的；他
的愛使我們自由。事實上，『天主
經』是小孩的祈禱，不是奴隸的祈
禱；而是知道他父親的心並確信他慈
愛計畫的孩子的祈禱。」[9] 我們也可
能發現這有助於我們重新品味我們的
母親的字句：「願照你的話成就於
我。」這表達她時刻願意緊密跟隨天
主引導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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