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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主顯節

主顯節，反省的主題有：賢士
們代表著所有國家；把救贖帶
給所有人靈；以我們自己的生
活照亮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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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自己的生活照亮他人



賢士們代表著所有國家

聖施禮華說：「不久前，我看到一座
大理石黃銅浮雕，描繪嬰孩耶穌接受
三王來朝的景象。中心人物周圍，有
四位天使，各執一樣象徵：皇冠，豎
有十字架的地球狀圓球，寶劍和權
杖。藝術家選擇大家都熟悉的象徵，
來表明我們今天慶祝的事件。這些賢
士，傳統稱作三王，不遠千里而來，
朝拜聖嬰。他們先到耶路撒冷，探問
『新誕生的猶太人之王在哪裡﹖』
（瑪2:2）」。[1]

「Epiphany」的意思是彰顯或顯現。
我們滿懷歡樂地慶祝上主向所有國度
彰現，而這些來自東方的賢士們正是
各國的代表人。在把自己顯示給牧羊
人之後，上主又讓這幾個奇異人物認
識自己。在主顯節這一天，上主「藉
著星光的引導，將祢唯一聖子顯示給
普世萬民。」[2] 我們得以知道「天主
為所有人而來臨這個美麗的現實：每
一個國家、每一種語言和每一個民族



都受到祂的歡迎和熱愛。這個事實的
象徵就是這星光，它可以到達並照亮
一切。」[3] 新生的聖嬰就是那個應許
了給以色列子民的默西亞，但是祂的
救贖使命卻延伸到世上所有民族。
「我們讚美基督，祂就是旅居世界各
地的民族為了找尋救贖而踏上的旅途
的目標。」[4]

福音告訴我們，賢士們「走進屋內，
看見嬰兒和祂的母親瑪利亞，遂俯伏
朝拜了祂。」（瑪2:11）從賢士們朝
拜耶穌這個景像中，我們窺見世界各
地千百萬計的人，喜獲天主的召叫而
動身前來朝拜耶穌基督。這就是依撒
意亞先知的預言的意義：「耶路撒冷
啊！起來炫耀罷！因為你的光明已經
來到，上主的榮耀已經照耀在你身
上。」（依60:1）依撒意亞先知這番
話的對象是聖城耶路撒冷。它是教
會、這個新耶路撒冷和萬國之光的預
象。各地的君王和人民將要被教會燦
爛的光芒所吸引而從四面八方湧來。
作為萬民的母親和導師的教會，歡迎



他們來到她的懷抱裡，並將他們作為
寶貴的嫁妝呈獻給基督。

把救贖帶給所有人靈

自賢士來朝至今，已經二十個世紀有
餘了，而來自世界各國的人龍才剛剛
開始。「整個大地將覺醒而歸順上
主，天下萬民將在祂前屈膝叩首。」
（詠22:28）教會初期的基督徒的福
傳工作做得非常深入，將信仰傳播到
當代人所知道的世界。他們隨意地播
種，而果實也接踵而來。從那時起，
就陸續不斷地有新的民族前來耶穌和
聖母瑪利亞那裡。同樣，我們也來自
地球上不同緯度、各人屬於不同種族
和語言。「舉起祢的眼向四方觀望
罷！他們都聚集來到祢這裡：祢的眾
子要從遠方而來，祢的女兒要被抱回
來。」（依60:4）



引用聖施禮華的幾句話：「牢記這一
點很重要，耶穌的教誨，並不是專為
特權人物階層而設的，祂來是向我們
啟示天主無所不容的博愛。天主博愛
全人類，祂要所有的人都來愛祂 ——
不論個人境況怎樣，社會地位怎樣，
工作職務怎樣，祂人人都愛，無一例
外。日常生活具有重大價值。世上條
條道路，都有邂逅基督的機會。祂就
在遇到我們的地點，就地號召我們向
祂看齊，貫徹祂的神聖使命。天主通
過我們生活中每天發生的事件，通過
與我們共同生活的人們的憂苦喜樂，
通過我們同事的志趣愛好，以及我們
家庭生活的經緯甘苦，向我們發出召
喚。祂也通過每一歷史時期的重大問
題，衝突和挑戰，吸引多數的人類作
出努力，發揮理想。」。[5]

我們的使命與教會初期的基督徒的使
命相同：「我們是為了人群，我的孩
子們，是為了群眾而來的。沒有一個
人靈是我們不想愛和幫助的：『對一
切人，我就成為一切（omnibus



omnia factus sum）』。（格前
9:22）我們不能無視任何人類所關心
的事，任何人類的需要。」[6] 我們也
看到了這顆異星，而上主意欲通過我
們每一個人來接觸所有人靈，給他們
送上祂的安慰和救贖。

以我們自己的生活照亮他人

在今天彌撒的感恩經頌謝詞中，我們
這樣祈禱：「在基督內得救的奧蹟，
顯示祂為萬民之光。」我們希望在主
的救贖工程中參與合作；教宗聖若望
保祿二世給我們指出，「就人類通盤
觀察，顯示這個使命仍是僅僅才開
始。」[7] 我們滿懷這個信念而生活：
聖嬰耶穌確實是世界真正的光，一度
在謙卑中閃耀的光。而在某一方面來
看，我們意欲肖似賢士們的異星，給
眾人照亮那通往上主的道路。



聖施禮華在1956年的主顯節時問，
「君王何在？會不會是耶穌要在眾人
心中為王統治呢？是不是正因為這緣
故，祂才變成嬰兒，因為有誰不愛嬰
兒呢？君王究竟何在？聖神要在我們
心靈中形成的基督，究竟何在？祂不
可能在驕傲者的心中，因為驕傲使人
遠離天主。祂也不可能在缺乏愛德者
的心中，因為缺乏愛德使人背離天
主。基督不可能在那裡。處於無愛狀
態中的人，是孤伶伶的。在此主顯
節，你們來到嬰孩耶穌跟前，看到祂
身為君王，卻毫無君王的排場。你們
應對祂說：『主啊，排除我的傲氣
罷！消滅我的私愛之心，我的好大喜
功，我的獨斷獨行罷！求祢把我的人
格，奠立在與祢認同的基礎上
罷！』」[8]

在這個大日子裡，我們滿腔熱情地注
視著白冷，向那些俯伏在聖嬰跟前的
東方賢士們學習。我們仿效賢士們，
告訴嬰孩耶穌，在祂的助祐下，我們
不會在祂救贖世人的聖意的路上設置



障礙。我們懇求聖母瑪利亞教導我們
如何成為家人和朋友的光。我們也祈
求她給我們謙遜，好讓基督能夠活在
我們心中，並使我們與祂認同，以吸
引許多人來接受祂救贖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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