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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意念來自希伯來文「Shalom」（平安）一詞。正

如猶太人慣常以「Shalom」彼此問候，《和平》月刊祝福大

家平安並邀請大家祈禱。祈禱的基礎就是死而復活的基督。

仁慈的天父，

感謝祢恩賜這新的一天，

我把今天的一切祈禱、工作、

喜樂和痛苦全獻給祢。

願這奉獻，聯合祢的聖子耶穌聖心，

為救贖世界，

時時刻刻在感恩聖事中奉獻自己。

願在聖神內，

偕同教會之母—聖母瑪利亞，

為祢的聖愛作證，

並為本月內教宗託付給我們的意向祈禱。

（參閱意向）

每日奉獻誦

祈禱意向：為和平與非暴力文化

願藉著減少國家與人民對武器的使用，而推

廣和平與非暴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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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平或戰爭通常是在一念之間，即使看起

來非常危急和糟糕的情況，人還是可以選擇冷靜

地、和平地解決紛爭及社會問題。二戰之後的世

界並不和平，各地衝突不斷。現今是俄羅斯攻打

烏克蘭，歐美各國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新冷

戰難以避免，其他戰爭熱點也使我們生活在戰爭

的陰影中。人類能不能不再製造武器，並設法避

免更多的世界大戰，將決定人類是否有資格繼續

活在這個世界。

雖然世界歷史充滿了戰爭和血腥的暴力，想

爭奪霸權和各種利益的人或國家不斷出現，但是

當愈來愈多的人渴望和平，宣揚和平與非暴力文

化，並以實際行動促進和平的發展，那麼我們就

愈有希望創造持久的和平。

為了維持或促進和平，一個社會必須按照公

平的原則處理各種事物，不能厚此薄彼，製造不

公與分裂。各級官員要廉潔無私，真心為民眾謀

福利，或至少做好本職工作。國際關係要基於平

等與尊重，彼此友好合作，而非弱肉強食，大國

剝削小國，發達國家欺負發展中國家。聯合國在

和平
之聲 張士倫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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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通過國際法原則宣言，列出各國依據聯合
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的各項原則。如果各

國確實踐行，那麼和平並不是一種奢望。

世界在各種衝突中顛簸起伏，沒有安寧，

基督徒要聯合所有熱愛和平的人士推廣非暴力文

化。求主憐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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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與服務

祈禱意向：為和平與非暴力文化

願藉著減少國家與人民對武器的使用，
而推廣和平與非暴力的文化。

在這個時刻，我願對「以非暴力作為締造

和平」的政治風格加以省思。我祈求天主幫助所

有人在最內在的思想和價值觀上培養非暴力的態

度。願仁愛與非暴力主導我們對待彼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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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個人或在團體中或是在國際事務上。當暴

力行為的受害者能夠抗拒誘惑，不加報復時，他

們就成為以非暴力締造和平的最可靠的推動者。

在地方上、在最平常的情況中，以及在國際秩序

中，願非暴力成為我們的決定、我們與他人的關

係，以及我們的行動，而且更要成為各種政治行

為的特徵。

破碎的世界

2.上一個世紀，曾受到兩次嚴重世界大戰的
摧殘、核子戰爭的威脅，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衝

突，而今天，令人傷感的是，我們正面對一個可

怕的、時斷時續的世界戰爭。我們不容易知道，

比起過去，現今世界上暴力的程度是否更嚴重，

也不知道現代的傳播方式及更大的流動性，是否

令我們更覺察到暴力的存在，還是說，反而讓我

們對它更習以為常了？

不論如何，我們知道這種時斷時續的暴力，

這種不同種類不同程度的暴力，引起了很大的苦

難：在各個國家及各洲的戰爭，恐怖主義、有組

織的犯罪、事先難以預料的暴力攻擊、移民受到

的虐待、人口販賣集團下的受害者，以及對環境

的破壞。這會把我們帶向何處呢？暴力能達成任

何有永恒價值的目標嗎？或者它只會帶我們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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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以及一連串致命的戰爭衝突，到最後，只

造就了少數的「軍閥」？

暴力並非治癒這破碎世界的良方。以暴制

暴，充其量也只能讓人被迫移民，並遭受巨大的

痛苦，因為大量的資源被用於軍事目的，卻讓年

輕人、許多困苦的家庭、年長、體弱和世界上絕

大多數人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最糟的是，它會導

致許多人的死亡──身體的以及心靈的──即使

並非所有人。

比暴力更強大

4.有時人們會認為非暴力即是順服、不參與
以及消極被動的意思，其實並非如此。德蕾莎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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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於 1979 年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就明確地傳
達了她自己的積極非暴力的訊息：「我認為家庭

裡不需要鎗彈，以摧毀或帶來和平──只須聚在

一起，彼此相愛，⋯⋯就能克服世上的一切罪

惡」。因為武力是一種假象。「當武器販子在販

賣武器時，那些可憐的締造和平的人，則在奉獻

生命去幫助一個人，然後是另一個人，接著又是

另一個人，」對於這些締造和平的人來說，德蕾

莎姆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性人物，是一個

標記」。

節錄自

第五十屆世界和平日文告

教宗方濟各

201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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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利用《和平》祈禱 ?

仰望天主
天主邀請我們切望跟祂在一起，坐在祂的庇

蔭下，促膝細訴。謹讓我們熱誠回應，放下一切

掛慮，刻意營造一個神聖空間─即將自己的心神

和時間完全獻給天主，歡迎祂進入我們的心。無

論我們是在辦公室、家庭、學校或工廠裏，一個

清靜的角落通常有助我們投入和專注祈禱。

呼求聖神
我們祈求聖神光照，打開我們的心扉；求聖

神陪伴我們一起坐於主前，聆聽祂的話語。

早禱：我們可學習耶穌在清晨，天還很黑，就起

身祈禱 (谷 1:35 )。我們可用聖詠開始：至
高者天主！最幸福莫如清晨讚美祢，歌頌

祢的名，傳揚祢的仁慈（參詠 92:2-3）。

晚禱：親愛的主耶穌，請同我一起住下吧！因為

天已垂暮了（參路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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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聖經
翻到《和平》頁頭刊載的每日彌撒讀經選

篇。例如：4 月 1 日，讀經一，翻到厄則克耳
先知書 37:21-28；答唱詠，翻到耶肋米亞先知書
31:10,11-12,13；福音，翻到若望福音 11:45-56。

閱讀聖經
細讀這些章節。此刻，天主透過文字親自向

我們說話。

默禱
主，請溶化我心，開導我接受祢的啟示。

閱讀《和平》，反省
《和平》的作者分享了他 /她的信仰反省，

激起你的回響嗎？不妨問：甚麼邀請我？甚麼挑
戰我？我可怎樣回應？

禱告
面對挑戰或啟發你的天主：
－由衷感謝祂恩賜的生命。
－懺悔己罪，定志改過。求天主按照祂的無
限仁慈再創造你，使你成為一個新人。

－為個人、家庭、教會、社會⋯⋯的需要祈禱。
－結束時，念封面內頁的「每日奉獻誦」及
一遍天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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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 四旬期第五週星期六
厄則克耳先知書　37:21-28
（詠）耶肋米亞先知書　31:10,11-12,13
若望福音　11:45-56

西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聖殿遭羅馬人毀滅。

不過背後原因並非公議會以為的，民眾擁戴耶穌

所致，反而是極端熱誠派掀起的暴力革命招致的

災難；而革命黨之所以揭竿而起，與公議會的敗

壞不無關係。公議會深知耶穌並非他們在政治上

的敵手，不會惹來政治上的危機，卻還是把耶穌

當作最大絆腳石，欲除之而後快。這些高居廟堂

的人，不知民間的疾苦和需求，整天只想著自

己的一畝三分地。他們在造就民眾信仰上徒負虛

名，在陰謀詭計上卻毫不遜色。他們有很多假想

敵，耶穌是其中之一。大司祭蓋法企圖「叫一個

人替百姓死」，雖然打著「以免全民族滅亡」的

幌子，也難掩陰毒。世間多少追逐權勢者，皆以

「為人民的好處」為名義，迷惑和利用大眾。現

代世界裏的邪惡，哪個不是藉由操控輿論和左右

媒體而戕害人類的？如果不是公議會操縱和慫恿

民眾，比拉多怎會陷耶穌於不義？思及耶穌之苦

難，感傷人心之莫測，也驚歎上主的救恩永遠淩

駕於人類的計謀。

主耶穌，潔淨我心，降伏我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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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 基督苦難主日（聖枝主日）
依撒意亞先知書　50:4-7
聖詠　22[21]:8-9,17-18,19-20,23-24
斐理伯書　2:6-11
瑪竇福音　26:14-27:66　或　27:11-66

人們擁在城門口拿著樹枝歡呼雀躍，在呼歡聲
中，感覺無比自豪和驕傲，陶醉於前呼後擁，也許，
在此時已經迷失了自我。驀然回首發現歡呼聲非為
自己，而是另有其人，那就是身後的耶穌，而非走
在前面的自己。是的，我們都是為了耶穌而去愛和
服務，願一切光榮都歸於父、及子、及聖神，歡迎
這位真正的君王和默西亞。祂不是常人眼中所認為
的真正君王和默西亞，而是在受難始末所呈現的：
祂經歷了質疑、背叛、假證、否認、唾汙、戲弄、
苦難、死亡，最後復活。祂是位品嘗過人間酸甜苦
辣的生命君王和默西亞。

祂的跟隨者 — 伯多祿一路跟隨，親眼見過
「耶穌是天主子」的啟示和奧蹟，但始終無法真正
完全瞭解耶穌是誰，祂的使命和旨意到底是甚麼？
直到耶穌受苦、死亡、復活之後，他才慢慢開始明
瞭。

信仰歷程就是在生活中不斷認識自己、認識天
主和認識世界的過程；在種種歷驗當中，嘗試去認
出「這人真是天主子！」，用生命光榮祂的名。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

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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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聖週一
依撒意亞先知書　42:1-7
聖詠　27[26]:1,2,3,13-14
若望福音　12:1-11

愛有很多種形式，有的溫情，有的熱烈。「上
主僕人」之歌所頌讚的，是一位柔情似水、溫和
謙虛的愛者：「他不呼喊，不喧嚷⋯⋯破傷的蘆
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這樣
一位看似柔弱的人，卻有著帶領萬民走向光明的
大擔當和大無畏。

伯達尼的瑪利亞對耶穌的愛，則是熾烈，甚
至瘋狂。她把價值相當於普通人一年年薪的珍貴
香液，倒在耶穌的腳上，並用自己的頭髮擦乾。
這讓猶達斯感到不爽，他覺得該拿去換錢，接濟
窮人。但若望猜測猶達斯其實是由於心術不正，
失去了從中揩油的機會，才出此怨言。

不管猶達斯有何心思，我們都可從他的話裏
發現，他的出發點是正義，因而會計較多和少。
但瑪利亞的行為卻完全出於愛。愛不計較，它驅
使人全情、全部地投入。愈是貴重的東西，愈能
代表愛的深厚。而最貴重的，莫過於生命本身。
耶穌說瑪利亞的香液是為其安葬之用；換言之，
瑪利亞所愛的，是為愛人而捨命的耶穌。

主，教我們能像瑪利亞一樣，為祢傾倒生命
的香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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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 聖週二
依撒意亞先知書　49:1-6
聖詠　71[70]:1-2,3-4,5-6,15,17
若望福音　13:21-33,36-38

當我們形容一個人精明時，會說：「人把你

賣了，你還在替人數錢」。一方面肯定其能幹；

另一方面在與之交往時，則格外小心，以免落入

被計算的境地。面對猶達斯的「精明」和伯多祿

的大表忠心，耶穌都以平靜的心應對。祂沒有當

眾揭穿精明的猶達斯，好給他悔改的機會；卻指

出了伯多祿的不切實際和將要發生的事，好讓他

警醒，不致陷入自恃。

被出賣和被支持是我們生活中常遇到的境

況，兩者都極容易使我們迷失。前者讓我們過度

保護自我，忽略了自己的使命和身分；後者讓我

們飄飄然，自以為是人生一種成就或價值的體

現。「面子」是一般人所尋求的；或者人根本沒

有意識到自己人性的軟弱。有誰能保證甚麼？

耶穌面對從門徒來的榮、辱，泰然自若，

因為祂清楚知道自己承行父旨的使命和人性的軟

弱。祂既不小覷人改變的可能，也不高估人誇下

的海口，更不會被好聽的話迷惑。

主耶穌，教我在面對榮辱與被出賣時，能從

祢那裏學習這種靈性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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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 聖週三
依撒意亞先知書　50:4-9
聖詠　69[68]:8-10,21-22,31,33-34
瑪竇福音　26:14-25

是跟隨者，也是對頭人；是手足，也是外人。
這兩種極端對立而又並存於一身的關係，躍然於
第三篇上主受苦僕人的詩歌裏，及聖詠作者達味
與撒烏耳之間的往還。兩篇分別在聖神默感下，
寫於西元前 550年及 1030-1010年間的舊約選經，
同時指向並預示了默西亞怎樣極度痛苦和孤獨地
「按照指著他所記載的而去」。

猶達斯被選作十二門徒之一是有福的，串謀
負賣耶穌，反使他成為有禍的。我們在上主的寵
召中接受救恩，也在善與惡的爭持和自由意志下
生活，是福是禍，由人自決！

或許，正是這種既秉賦著人性光輝，也同
時兼具幽暗的一面，教我們更能正視自己軟弱的
內在實況，更切實地去體悟基督救贖的奧義和力
量。若我們謙誠檢視自己在思言行為上，在感官
和意識上的偏差錯誤，也許會驀然驚覺出賣耶穌
的人，曾經也是自己。當我們能坦然承認是門
徒，亦是罪人時，耶穌的苦難和聖死，便沒有白
費了。

主基督，當祢期望有人同情，渴望有人安慰
時，讓我們不再叛逆心硬，卻與祢並肩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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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 聖週四早上．聖油彌撒
依撒意亞先知書　61:1-3,6,8-9
聖詠　89[88]:21-22,25,27
默示錄　1:5-8
路加福音　4:16-21

基督徒是活的聖油，天主的受傅者。

由主教及司鐸團一同慶祝的聖油彌撒，選經
覆蓋舊約時代的受傅者（先知、君王、司祭）及
集三者於一身的默西亞，以至在基督內領受傅油
的信徒。透過傅油禮，真理之神臨於信者身上，
被祝聖為屬於上主的人。

主耶穌把可稱為第五首上主受苦僕人的詩歌
（學者無法把依 61:1-3 抽離 60-62 章），貼在自
己身上，並確認默西亞的新紀元已經因著祂而來
到 — 治療和釋放，負面轉化為正面。

我們既然是這個新世代的康復者，經傅油禮
祝聖而歸於天主，上主的神也派遣我們作「上主
的司祭和侍役」，負起祝聖世界的使命。

每個人都可從自己的生命歷程，確認屬於自
己的個人救恩史。當這份個人經歷與人類的救恩
史融合，我們就能切實地在生活中，以言以行禮
讚上主的深情大愛，自然而然地為近人療傷，修
和怨懟，祝福無奈，促進天國國度臨現。

真理之神，請啟導我們去善度作證的生活，
使我們以愛及服務，化作近人的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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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 聖週四晚上．主的晚餐
出谷紀　12:1-8,11-14
聖詠　116[114,115]:12-13,15-16,17-18
格林多前書　11:23-26
若望福音　13:1-15,34-35

「他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

們到底」。這樣的愛，不是因為我們的成就，而

是因為祂那首先的、無條件的愛。祂為了我們，

完全地放下自己的尊嚴，全部地交出，把自己掰

開，分施給我們，讓我們享用，藉以使我們的生

命豐盛。很多時候，就如伯多祿對耶穌要給他們

洗腳一樣，面對耶穌對我們的愛，我們會說「絕

不可以」；因為我們覺得自己不配，甚至覺得自

己無用。我們經常被自己的無用感所左右，所支

配，於是，在生活中努力嘗試去尋找自我成就，

希望借此獲得別人的接納和認可，讓自己感覺配

得天主的愛。其實，這樣的想法，是誤解了天主

的愛。這種想法不但會讓我們忽略了天主的愛是

無條件的，也會讓自己苦苦掙紮；因為，我們無

法讓自己掙得天主的愛。今天耶穌讓我們明白，

祂愛我們，給我們洗腳，不是因為我們值得，而

是因為祂愛我們，願意幫助我們洗滌生命的汙

穢，活出生命的美好。

主耶穌，祢給我們立了榜樣，叫我們也照著

去做。願祢以恩寵扶持，教我們不負所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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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 聖週五．救主受難紀念
依撒意亞先知書　52:13-53:12
聖詠　31[30]:2,6,12-13,15-16,17,25
希伯來書　4:14-16; 5:7-9
若望福音　18:1-19:42

讀今天的福音，想像自己在耶穌身旁，眼見

祂經歷背叛、誣告、鞭打、背負十字架登上加爾瓦

略山、被釘死，最後被埋葬。看到這樣一位善良、

淳樸又富有愛心的老師和天主經歷著所有的一切，

從人性的角度，很難理解。天主既然是全能的，何

解容許耶穌基督經歷世間的疾苦，承受最殘酷的刑

罰？

耶穌在革責瑪尼莊園祈禱時，經歷了很痛苦的

掙扎。最後選擇了承行天父的旨意，然後才有了觸

目驚心的一幕又一幕。在這個過程中，天父好像隱

藏了，耶穌也沒有用祂的神能做任何事情。換句話

說，耶穌選擇成為一個完全普通的人，來承擔身體

和心靈上的所有痛苦和掙扎。最後在十字架上，耶

穌把自己完全交託在天父手中。這交付既是對天父

的信賴，也是在天父內的希望。祂接納的死亡，最

終也戰勝了死亡。

生活中，或多或少，我們都曾經歷過苦難吧！

主耶穌，求祢教我們緊密地跟隨祢，完全信賴

天父，把希望托於祂內，最終能與祢一起享受逾越

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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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 聖週六耶穌安眠墓中
復活慶典的夜間禮儀

創世紀　1:1-2:2
聖詠　104[103]:1-2,5-6,10,12,13-14,24,35　
或聖詠　33[32]:4-5,6-7,12-13,20-22

創世紀　22:1-18
聖詠　16[15]:1,5,8,9-10,11

出谷紀　14:15-15:1
（詠）出谷紀　15:1-2,3-4,5-6,17-18

依撒意亞先知書　54:5-14
聖詠　30[29]:2,4,5-6,11-12,13

依撒意亞先知書　55:1-11
（詠）依撒意亞先知書　12:2-3,4,5-6

巴路克先知書　3:9-15,32-4:4
（詠）若望福音　6:69
聖詠　19[18]:8,9,10,11

厄則克耳先知書　36:16-28
聖詠　42[41]:2,3,5; 43[42]:3,4　
或聖詠　51[50]:12-13,14-15,18-19

羅馬書　6:3-11
聖詠　118[117]:1-2,16-17,22-23

瑪竇福音　2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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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追隨耶穌到處傳教的門徒和婦女們來說，

耶穌不僅是他們的良師益友，更是他們的生命之

主。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善良的耶穌，經歷了慘無

人道的刑罰和死亡，身心靈都承受著很大的打

擊。

耶穌被埋葬後的第二天是猶太人的安息日，

他們被禁止去悼念死人，必然經歷到心靈上的掙

扎。本是應當歡樂的節日，卻剛剛失去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原本對耶穌所懷的期望被打得粉

碎，對未來充滿著不知所措；他們不知道在接下

來等待著他們的是甚麼，經師和法利塞人也許會

通緝他們。與此同時，他們也會記得耶穌曾說過：

祂會從死者中復活；可是，這也是無法讓人理解

的事情。傷心、痛苦、害怕、焦慮和內在的矛盾，

充斥著他們的心。

第三天，天還未亮，瑪利亞瑪達肋納便急不

及待地來到耶穌的墳前，訴說她的內心。當淚水

仍模糊著她的雙眼，復活的主呼喚她的名字，驅

散了她所有的不安。

復活的主耶穌基督，求祢將祢復活的喜樂放

在我們心中，驅散我們內心的種種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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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 耶穌復活主日
宗徒大事錄　10:34,37-43
聖詠　118[117]:1-2,16-17,22-23
哥羅森書   3:1-4   或   格林多前書   5:6-8
若望福音   20:1-9   或  瑪竇福音   28:1-10

昨夜唱的逾越頌：「基督我等聖善光，照

耀我心如朝陽」，一直在心中迴響。讓我繼續以

今天的讀經，反省耶穌到底是怎樣的光？在宗徒

大事錄，我們讀到天主「以聖神和德能，傅了耶

穌」，祂便「巡行各處，施恩行善」，顯了很多

奇蹟。但隨後的才是重點：「他們卻把他懸在木

架上，殺死了」。但是「第三天，天主使他復活

了，叫他顯現出來」。這種陳述是其中一個「初

傳 / kerygma」，即用來指稱最早的基督徒的宣講
活動，以及這種宣講的內容。

可見，門徒們現在得到了光照，不再只停留

在懷緬過去，亦沒有被死亡困住，耶穌的光明復

活使他們「心如朝陽」為主馳騁奔波。

福音中，「瑪利亞瑪達肋納來到墳墓那裏，

看見石頭已從墓門挪開了」，以為有人搬走了耶

穌的遺體，後來卻見到復活的耶穌。伯多祿雖然

很愛耶穌，卻未能即時領悟耶穌已從死者中復活

了。唯耶穌所愛的那一位，「一看見就相信了」。

主耶穌，我們聖善的光，祈求祢賜給我們聖

寵，讓我們在黑暗中，看到祢光明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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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一 
宗徒大事錄　2:14,22-33
聖詠　16[15]:1-2,5,7-8,9-10,11
瑪竇福音　28:8-15

復活節是喜慶的節日；然而，肯定不是指

外在所營造的歡慶氣氛。今天這段福音提到的婦

女，在看到天使顯現並告訴她們耶穌復活的訊息

後，她們「又恐懼又異常喜樂」。或許，我也曾

經驗過類似的情緒。她們所體驗到的，超越了她

們的理解和認知，帶給她們內心強烈的衝擊。這

個效果便是夾雜不解與害怕的狂喜。這裏的重

點，其實並不是這些複雜情緒的體驗，而是為何

會有這種情緒？我們仔細體會一下，可能會明

白，正因為這些婦女們和耶穌的親密關係，使她

們面對一個所愛的人的生死，有如此強烈的情緒

反應。

我們的信仰，不在於外在的人為營造，而是

我們與耶穌基督的關係。祂的復活不只是一個像

今天福音所描述的戲劇性歷史事件，而是一個事

實 — 祂一直活著。我被邀請去建立並加深與耶
穌的個人關係，體驗祂真實地活在我的生命中。

復活的主基督，請給我們與祢建立關係的恩

寵，並賜給我們祢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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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二
宗徒大事錄　2:36-41
聖詠　33[32]:4-5,18-19,20,22
若望福音　20:11-18

這段福音是若望福音獨有的記述。我們可

以用想像的方式，體會一下瑪利亞瑪達肋納所經

歷的「戲劇性」變化。她因為深愛著耶穌，所以

在其他人都離去後，她仍一個人留在那裏哀悼。

這時的她痛哭的，不只是耶穌的死，更是死後連

屍首都不得安息吧！她當然不明白所發生的事，

她或許沒像另外那位門徒那樣，看了空墓就相信

了；又或許她是因為過度沉浸在悲傷之中及不見

了耶穌屍首的混亂之中。然而，不管怎樣，有一

點我們可以確定，那就是她對耶穌真實而深厚的

愛。也正因如此，耶穌那句用他們所熟悉的口吻

叫喚的名字，喚醒了悲痛中的她。面對無能為力

的苦難，我們很容易被哀傷掩埋，以至忽略了身

邊人或事的臨在。若我們和耶穌沒有個人的愛的

體驗，我們的焦點就全是自己；我們也無法感受

到耶穌愛的臨在和治癒。或許，我們被邀請，去

檢視自己和耶穌的個人關係：我是否能認出祂呼

喚我的獨特聲音？

復活的主，請賜我愛祢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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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三
宗徒大事錄　3:1-10
聖詠　105[104]:1-2,3-4,6-7,8-9
路加福音　24:13-35

在耶穌死後第三天，兩位厄瑪烏的門徒感到

失落悲傷，鬱悶歸家。他們陷於消沉的心態，沒

想到復活的主來了，熾熱他們的心！「他們的眼

睛開了」，認出了一路同行的耶穌。多少次，軟

弱的我們被眼前的失望及悲傷所淹沒，看不到希

望，感受不到天主的愛與臨在。殊不知耶穌一直

在身邊與我們同行，共同面對那似乎是過不去的

坎坷！我們能否察覺到祂，要靠我們的信心，我

們要像伯多祿和若望那樣。他們藉著對耶穌的信

心，治癒了瘸子，行了奇蹟。他們靠的就是信主

的心，即那顆火熱的心。我們心中火熱的時刻，

可能是在參與感恩祭的某個瞬間，或聆聽到某句

聖言，或感受到來自家人和朋友溫暖的愛，或感

恩之情在某刻油然而生，或在傾刻之間渴望更愛

天主更愛世人，等等。這些都可以是天主臨於我

生命中的標記；同時，也是我與祂聯繫的效應，

致使我的心火熱，充滿希望、信賴、勇氣和愛。

天主，願我們都能以祢的聖名為光榮，願尋

求祢的人都樂滿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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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四
宗徒大事錄　3:11-26
聖詠　8:2,5,6-7,8-9
路加福音　24:35-48

之前，門徒看見耶穌步行海面，就驚駭說：

「是個妖怪」，且嚇得大叫起來。耶穌向他們說：

「放心！是我。不必害怕！」（瑪 14:26-27）。
此刻，他們的反應似乎仍沒有甚麼區別，還是

「害怕起來，想是見了鬼神」。復活的主同樣安

撫了這些害怕的人，向他們證明確實是祂自己，

甚至當著他們的面進吃烤魚。這是位多麼耐心又

愛我們到極緻的主啊！祂體恤人性的軟弱，用人

能接受的邏輯方式來驗證祂真的從死者中復活

了。祂開啟他們的明悟，叫他們理解這一切事情

的發生。

《論語．雍也》的「敬鬼神而遠之」，是指

對鬼神要保持敬畏，卻要遠離。可是，我們的天

主並不願意我們對祂敬而遠之。祂降生成人，復

活之後，又再來到人中間，為的是更親近我們，

因為祂愛我們。通過主耶穌，我們看到天主願與

我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天主啊！世人算甚麼，祢竟對他懷念不忘？

人子算甚麼，祢竟對他眷顧周詳？上主，我們的

天主，祢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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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五
宗徒大事錄　4:1-12
聖詠　118[117]:1-2,4,22-24,25-27
若望福音　21:1-14

世人追求安逸的生活，耶穌教我們離開自

己的舒適圈，去作漁人的漁夫；世人攀龍附鳳，

耶穌要求我們親近最卑微窮困的人；世人尋歡作

樂，耶穌催促我們分擔弱小兄弟姊妹的痛苦；世

人維護自己的利益，耶穌吩咐我們交付自己整個

的生命，殉道也在所不辭。匠人棄而不用耶穌的

教導，因為祂反世俗之道而行。

我們愛，是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當我們跨

步向前，毫不畏懼地走向需要幫助的人，尋找那

些軟弱跌倒的人，歡迎那些被遺棄的人，耶穌早

已「生好火」，烤了「魚和餅」，來支持我們接

受挑戰，跨越障礙，勇往直前。

「匠人所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

的基石」。耶穌教導我們的，是生活的基本正確

態度。惟有追隨耶穌，我們才能以神貧、溫良、

慈悲的心，去克服自私、怠惰、驕傲等軟弱；惟

有慈悲待人，我們才能擺脫世俗的奴役，保存尊

嚴，活出真我。

耶穌，除祢以外，決無救援，求祢救助，求

祢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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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六
宗徒大事錄　4:13-21
聖詠　118[117]:1,14-15,16-18,19-21
馬爾谷福音　16:9-15

突如其來的事，可以讓我們獲益良多。站在

猶太領袖們眼前的伯多祿，教領袖們驚奇不已。

首先，伯多祿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漁夫，竟突然

之間充滿智慧和膽色，雄辯滔滔。再者，他只發

一語便能使胎生瘸子行走。發生在伯多祿身上

的，是超自然現象；是在給我們彰顯復活的主耶

穌的德能 — 祂仍活著！
猶太長老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所以，伯多祿挑戰他們：「聽從你們而不聽從天

主，在天主前是否合理，你們評斷罷！」（宗

4:19）。伯多祿即使面對威嚇，仍絕不低頭，只
集中注視和聽從天主的聲音。

耶穌真的已經復活了的好消息，卻讓福音中

的門徒們難以相信。在這疑團的籠罩下，耶穌邀

請他們專心聆聽祂的聲音。耶穌喜愛他們，對他

們有深切的期望。祂派遣他們，也派遣我們去履

行這個使命：「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

福音」（谷 16:15）。
主耶穌，請幫助我集中注意祢，請給我顯明

祢對我的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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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救主慈悲主日）
宗徒大事錄　2:42-47
聖詠　118[117]:2-4,13-15,22-24
伯多祿前書　1:3-9
若望福音　20:19-31

認識耶穌的方式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通過

耶穌的自我通傳，這種方式可遇而不可求；另一

種是通過他人的見證，包括聖經的記載。宗徒大

事錄記載了新興教會蓬勃發展，有賴宗徒們為復

活的主耶穌所作的見證。他們到處宣講，也顯了

許多奇蹟異事，這使信眾常懷敬畏之情，讚頌天

主。

聖史若望也親自告訴我們，他寫福音書的目

的，是為了幫助讀者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

並使信的人，賴耶穌的名而獲得生命。聖史若望

記耶穌對多默說：「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

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

在書信中，聖伯多祿宗徒稱讚身處各種試探

中的基督徒：「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愛慕他；

雖然你們如今仍看不見他，還是相信他；並且以

不可言傳，和充滿光榮的喜樂而歡躍，因為你們

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靈魂的救恩。」

慈悲的救主耶穌，請祢堅固我們雖未曾看見

過祢而相信祢，未曾觸摸過祢而愛慕祢的信德；

教我們能以喜樂的心講述和歌頌祢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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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 復活期第二週星期一
宗徒大事錄　4:23-31
聖詠　2:1-3,4-6,7-9
若望福音　3:1-8

尼苛德摩在夜間拜訪耶穌，向耶穌請教。耶

穌跟他說：「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不能進天

主的國」。這話令尼苛德摩感到困惑，他無法明

白如何能夠實現耶穌的建議。耶穌所指的重生，

不是我們慣常理解的概念，而是藉著聖神，我們

在天主內所獲得的新生命。事實上，耶穌也沒有

建議他做任何事情，只是邀請他，也包括我們，

意識到我們被天主所愛。我們的起源是在祂那

裏，是祂給了我們生命。我們是在回應天主對我

們的邀請時，我們才真實的活出生命的價值與恩

賜。

教宗方濟各曾說過：「只有聖神可以給予

我們力量去轉變我們的態度，調整我們生命的歷

史，改變我們的歸屬。」聖神在我們身上的運作，

需要我們樂意向祂開放，虔心聆聽祂的聲音，虛

心接受祂的指引和帶領。這樣，聖神的力量才能

穿透我們的鐵石心腸，改變我們的自私行為，去

除我們對世界的貪戀，時時嚮往天鄉。

主，求祢賜給我們一顆順服的心，好使我

們的生命常隨從聖神的帶領，在祂內不斷獲得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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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 復活期第二週星期二
宗徒大事錄　4:32-37
聖詠　93[92]:1,1-2,5
若望福音　3:7-15

主耶穌給尼苛德摩談論聖神和永生，會讓我

們感到驚奇，因為這不是憑人的理智便可以完全

掌握的；即使身處復活主的榮光中，我們仍必須

靠著信德去認識這奧秘的深義。

聖神如風，帶著一股力量。有時聖神會把我

們的陰霾吹散，光照我們的心境；有時祂會輕拂

我們的思緒，清醒我們的頭腦，去作好的分辨。

當我們遇到誘惑，聖神會用強而有力的風，喚醒

我們迷惘的心靈，助我們走上悔改的征程。復活

期為期六週，隨後我們慶祝耶穌升天節，之後就

是聖神降臨節。縱使未能確切瞭解聖神的來蹤去

影，人卻可以回顧自己的生命，從中察看聖神

的工作，印證祂的德能和恩典。主耶穌邀請尼苛

德摩進入這以信德來體驗的奧秘，也同樣邀請我

們默觀祂藉著聖神要恩賜我們的復活和永恆的生

命。讓我們透過祈禱，深化與主相遇的經驗，並

為復活的主作見證。

主耶穌，感謝祢以復活的真光給我們顯示天

父的慈愛，又以聖神聖化我們。求祢賜給我們能

勇敢地為祢作見證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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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 復活期第二週星期三
宗徒大事錄　5:17-26
聖詠　34[33]:2-3,4-5,6-7,8-9
若望福音　3:16-21

信仰內，黑白分明！在主前，沒有模糊地
帶。你我要麼是屬於黑暗，要麼是屬於光明。今
天的讀經分別給我們描述了光明與黑暗處境的不
同。

選擇光明就是信從天主和追隨祂所派遣到世
界上來的獨生子。這些光明之子履行真理，行為
光明磊落。選擇黑暗的人則與之相反，他們不信
從天主，也不跟隨天主子；他們憎恨光明，行為
邪惡。大司祭和撒杜塞黨人，就是黑暗之子的代
表。他們不但自己不信從福音，還迫害宣揚福音
的光明使徒。被投入監獄的使徒，並沒有被光明
拋棄；上主俯聽他們的呼號，派遣天使救他們於
囹圄。

使徒們的經驗也是我們一生需要面對的。
我們選擇真理還是邪惡？選擇光明還是黑暗呢？
弔詭的是，黑暗的選項似乎輕鬆自然，光明的選
項似乎險象環生。我們真的需要有明辨是非的智
慧。這樣，我們才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只有當
我們識破黑暗之子的真面目時，才有戰勝黑暗紙
老虎的勇氣。

主，懇切求祢護佑我們免於凶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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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 復活期第二週星期四
宗徒大事錄　5:27-33
聖詠　34[33]:2,9,17-18,19-20
若望福音　3:31-36

大司祭和公議會的人，因宗徒們宣講受難至

死，死而復活的基督，而想置他們於死地。可是，

這不能給宗徒們起甚麼阻嚇作用，因為他們親身

經歷了主基督戰勝死亡，顯示復活。他們活在充

滿喜樂和希望的信仰中，這已經超越了大司祭對

信仰的理解。信仰為公議會是統治的基礎；但為

宗徒們，卻是喜樂的根源。誰能按照人的理解，

限制信主的喜樂？所以，聖詠作者說：「義人的

災難雖多，上主卻救他免禍」。不僅如此，上主

給予我們的是對永生的希望 — 即使災難接踵而
來，若望宗徒提醒我們：「父愛子，並把一切交

在他手中。那信從子的，便有永生」。每一天，

我們或許都會因為要面對各種挑戰，而憂心忡

忡，難享復活的喜樂，就讓我們祈求：在今天的

生活中，找到耶穌同行的標記。祂在山園中和我

們一同憂苦，但祂沒有停下腳步，因為祂知道父

愛祂，最終祂跨過死亡，獲得永生，滿全了祂聖

子的使命。

主，求祢讓我在今天的苦難中，看到自己的

成長，並能在每次的成長中，得享復活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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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 復活期第二週星期五
宗徒大事錄　5:34-42
聖詠　27[26]:1,4,13-14
若望福音　6:1-15

在復活期默觀今天的福音，我們就像門徒一
樣，在經驗了主基督的復活後，再理解祂所行的
奇蹟。

在生活中，我們有時像斐理伯，看見和關心
的，是眼前的需要、個人和團體的限度，並為此
感到困惑和苦惱。其實，這並沒有錯，這是人的
理性驅使，使我們在生活的處境中，作出合理的
選擇。正如斐理伯，沒有人會眼見不夠糧食，仍
不顧人會餓壞。所以，他的顧慮是合理的。

但主耶穌正正在這樣的情況下，願意我們
把自己的有限，交在天父手中。耶穌並非不知道
我們的限度，但我們有時候只顧著眼於自己的不
足和限制，忽略了內心的另一種推動 — 憐憫和
慷慨。耶穌看見門徒對群眾的關顧和小孩子願意
將自己僅有的五餅二魚獻出的慷慨，可以想像，
耶穌更欣賞、珍視這份情懷，並願意藉此施行奇
蹟，甚至在群眾吃飽以後，仍不願蹧蹋我們的奉
獻。讓我們回想一個感到有限的經驗，默觀主如
何看待，並如何在當中藉著我們工作。

復活的主，求祢在我有限的視野中，幫助我
以祢的目光看待自己和生活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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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 復活期第二週星期六
宗徒大事錄　6:1-7
聖詠　33[32]:1-2,4-5,18-19
若望福音　6:16-21

「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

實在不相宜」（宗 6:2）。這話可會讓人感到，
天主的聖言和操管飲食，兩者之間存在著一些衝

突？為甚麼其他人要負責操管飲食，不也選擇天

主的聖言呢？

這可從兩方面看：個人和團體。就個人而言，

任何人都應該選擇更好的一分（參路 10:42），
選擇天主聖言絕對比選擇世俗的事務好。但天主

聖言不是空話，而是要在生活中落實。我們要讓

天主聖言轉化我們，使我們成聖。但成聖不僅是

信徒個人的事，也是整個信仰團體的目標。團體

強調彼此接納和支援，共建教會。既然神恩各有

不同，人就該各以不同方式，努力使自己及團體

在成聖的路上邁進。門徒們是耶穌死而復活的唯

一見證人，首要的任務就是宣揚耶穌復活的喜

訊、施洗及教訓萬民（瑪 28:18-20）。當未能兼
顧宣講天主聖言和操管飲食時，惟有放棄後者。

作為團體中的其他成員，當義不容辭地接下宗徒

們手中的工作。

天主，教我們各按其分，各司其職，竭盡所

能，攜手共事，忠誠地建樹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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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
宗徒大事錄　2:14,22-33
聖詠　16[15]:1-2,5,7-8,9-10,11
伯多祿前書　1:17-21
路加福音　24:13-35

在往厄瑪烏的路上，兩位門徒曾與耶穌同行。

耶穌的旅程總是以滿全天父的拯救計劃為最終目

的，而祂選擇上耶路撒冷，走受苦受死之路，卻非

門徒們甘願走的。此刻，耶穌死了，兩個門徒懷著

失望、悲傷和沮喪的心情，離開耶路撒冷回老家

去。

復活了的主，利用這適合的時刻，開始修正

門徒的路。耶穌首先聽了這兩位門徒要講的「壞消

息」，然後用聖經詳加講解救世主要受苦受死，最

後復活戰勝死亡。兩位門徒開始明白了。耶穌又與

他們一起進食，擘餅顯示記號，使他們的眼睛開

了，認出了祂就是復活的主，並察覺到當耶穌解釋

聖經時，他們的心是火熱的，並獲得了恩寵力量。

從在路上講解聖經，到同桌共食的標記作結，

兩位門徒立即星夜趕回耶路撒冷，向眾手足報告主

已復活的喜訊。

主！在我遭受打擊，心煩意亂，好壞消息分不

清楚的時候，請祢與我同行，給我力量恩寵，使我

傳福音的心火不滅，一生為祢的復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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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 復活期第三週星期一
宗徒大事錄　6:8-15
聖詠　119[118]:23-24,26-27,29-30
若望福音　6:22-29

讓我們一起進入公議會，注目被告欄內的斯

德望。面對著無中生有的指控，他憤憤不平、怒

火中燒？他會想到可能會被判酷刑，而露出半點

忐忑、畏懼、後悔嗎？噢！我們都清楚知道了：

「他的面容好像天使的面容」（宗 6:15）。他正
氣凜然，散發著從聖神而來的光輝。若轉過頭來

望向主控的一方，我們或會啞然失笑：怎麼迫害

者的手法竟是如此拙劣！他們首先嘗試理性辯

論，見理屈詞窮，便誣衊對方，刻意扭曲對方的

宣講，最後就祭出祖宗遺法不容侵犯。偏偏這樣

的人在當時身居高位，說的話具有影響力，容易

操控無知民眾。

這股勢力之前已把耶穌送上十字架，之後也

把斯德望置諸死地。但他們絕對不是天主台前的

贏家，他們的醜態和惡行，已受到世世代代的唾

棄。反觀斯德望縱使生命短暫，卻彰顯了信德的

力量，印證了耶穌所說的：「天主要你們所做的

事業，就是要你們信從他所派遣來的」。

主，靠著祢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我選定了

真理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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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 聖馬爾谷聖史慶日
伯多祿前書　5:5-14
聖詠　89[88]:2-3,6-7,16-17
馬爾谷福音　16:15-20

耶穌在被接升天前，囑咐門徒往普天下去
傳揚福音。眾人不辱使命，四出宣講，由中東遠
至印度。後來被召選的保祿則從小亞細亞傳到希
臘，最後去到羅馬。他們雖去了不少地方，但
接觸到的人數，仍然相當有限。設想他們去世以
後，所宣講的內容口耳相傳，難免會逐漸模糊失
真。所以，由當代人在記憶猶新時，把耶穌的重
要言行記錄下來，就對信仰的普及起著重要的作
用。

這一類福音書為數不少，經過教會嚴格審核
後，確立了四福音的認受性，並尊瑪竇、馬爾谷、
路加和若望為四聖史。他們寫的是同一位耶穌，
卻因應宣講對象的不同需要等因素，而有所取
捨。四部福音書中，馬爾谷是最早成書的一部，
至為簡潔，內容生動、具體，容易令初信的羅馬
人受落。

今天我們慶祝聖史馬爾谷的瞻禮，他是個怎
樣的人呢？伯多祿既把他當兒子看待，他必定是
個謙遜、節制、醒寤，聖德兼備的人。

聖馬爾谷聖史，請為我們代禱，願我們都能
像您一樣，以言以行，努力傳播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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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 復活期第三週星期三
宗徒大事錄　8:1-8
聖詠　66[65]:1-3,4-5,6-7
若望福音　6:35-40

斯德望殉道，耶路撒冷教會遭到迫害，眾人

四處逃散，剛萌芽的教會正經歷毀滅似的災難。

可正是於艱難迫害中，教會愈加茁壯成長，結出

豐碩的果實。

四處逃散的人，成了福音的傳播者；斐理

伯在撒瑪黎雅城，以宣講以奇蹟為主作見證。福

音得以廣傳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宣講的，不是自

己，而是「執行派遣他們者的旨意」；他們從生

命之糧中汲取養分，努力結長存的果實。

反觀我們的生活，很多時刻也處於「夾縫」

經驗中，被困難和挑戰層層包圍，沒有喘息的空

間。我們會感到挫敗、氣餒，失望⋯⋯；但我們

也可以選擇接納自己的處境，於艱難中向深處紮

根，紮根於天主內。正如今天讀經提醒的一樣，

靠著天主的恩寵，夾縫中也能開出絢麗的花朵。

主，我懇求祢幫助我紮根在祢內，在祢內茁

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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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 復活期第三週星期四
宗徒大事錄　8:26-40
聖詠　66[65]:8-9,16-17,20
若望福音　6:44-51

生活於當今世界，我們很多人都擁有穩定和

充足的食物，已經忘記了飢餓的感覺，已經把食

物當成理所當然，對食物的自然渴望也就減少了

許多。同理，當我們被各種各樣的享樂、欲望，

或是不安、焦慮所籠罩包圍，便很難留意到靈性

的飢餓，自然也就不會去渴求生命的食糧，甚至

覺得這只不過是誇誇其談，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但是，若果我們將表層的眾多欲望沉澱下

來，仔細察看自己的內心，便會感到靈性的飢

餓，是多麼需要生命之糧的滋養！乾涸的靈魂，

是多麼需要聖神活水的澆灌！那時，我們會發出

「飢渴慕義」者的呼喊，走向是生命之糧的耶穌，

也會像其他人一樣獲得飽飫。

聖依納爵深明此理，他鼓勵我們常常回到內

心深處，去感受心中的渴望，因為那裏便是我們

與天主相遇之處。

主，求祢幫助我意識到靈魂的渴望，並在祢

內得到滿足。



41

4 月 28 日 復活期第三週星期五
宗徒大事錄　9:1-20
聖詠　117[116]:1, 2
若望福音　6:52-59

今天是逾越慶典後二十日，還有一個月就是
聖神降臨節，教會在這幾天的讀經，都在推動信
眾反省基督復活帶給我們的生命意義。

死亡是所有受造物都會經歷的自然里程。
掃祿沒有具體經驗耶穌的復活，因而不能接受門
徒的宣講；但當復活的主顯現給他後，他的整個
生命卻因此完全改變了！教會在禮儀中重溫掃祿
兩千年前皈依的經歷，也讓二十天前參與逾越慶
典的信眾，反省基督復活為我們帶來的更新和皈
依。

耶穌基督在今天的福音中更進一步指出，
復活不僅僅是死後生命的轉化，更是通過祂作為
生命之糧，基督徒可以在現世活出永恆的生命。
聖體聖事的確是「信德的奧蹟」，耶穌基督建立
這聖事，正是要基督徒在現世生命中，已可以嘗
到天父預許給人永恆生命的奧秘。掃祿給我們樹
立的榜樣，鼓舞著我們更熱切領受聖體聖事的恩
寵。

復活的主基督，求祢幫助我們熱切領受祢的
聖體聖事，從而更具體地分享天父給我們的永恆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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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 復活期第三週星期六
聖加大利納（貞女、聖師）
宗徒大事錄　9:31-42
聖詠　116[114,115]:12-13,14-15,16-17
若望福音　6:60-69

基督宗教是生活的信仰，有別於求神問卜，

向神許願，再憑是否得到所求，看神是否靈驗。

雖說天主的恩寵是白白的賞賜，而非靠人的努力

所能賺取，但天主也賜人自由意志，人可選擇回

應天主的救恩，也可以拒絕。若要接受有利的恩

典，自然是容易的。在宗徒大事錄，伯多祿行奇

蹟醫治病人、復生死人，吸引了許多人皈依天

主。但在若望福音，耶穌說了有關生命之糧的道

理後，許多人覺得難以接受，於是離開了耶穌。

依納爵靈修提醒我們「在萬事萬物中尋找

天主」，天主不但臨於我們所喜歡的事情當中，

也在一些要求我們付出努力、感受痛苦、不能明

白等等的事情當中。與人建立關係，是要一起經

歷喜怒哀樂；和天主建立關係，又何嘗不是呢？

積極回應天主，願意為祂付出，在生活中作出改

變，以信望愛德生活，有時甚至要作出犧牲，才

是生活的信仰，才能與天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天主，請幫助我們不會離棄祢，卻願意永遠

緊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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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
宗徒大事錄　2:14,36-41
聖詠　23[22]:1-3,3-4,5,6
伯多祿前書　2:20-25
若望福音　10:1-10

當伯多祿在五旬節對群眾說：「你們應救自

己脫離這邪惡的世代」，他其實是用了一句耶穌在

回應法利塞人及撒杜塞人的一句說話。當時的法利

塞人和撒杜塞人要求耶穌顯一個來自天上的徵兆。

耶穌是這樣回答他們的：邪惡淫亂的世代要求徵

兆（瑪 16:4）。在另一處，耶穌哀哭耶路撒冷即將
要迎來的災難，因為猶太人沒有認識天主眷顧他們

的時期（路 19:41-44）。耶穌是來自天上、天主賜
給我們的最大徵兆，所以耶穌就是天主眷顧我們的

時期，是天主給予我們的機會。因此，可以肯定，

只要我們全心全意跟隨耶穌，照祂的聖德、正義與

和平去生活行動，我們就是在接受耶穌「因他的創

傷」而給我們賺得的救恩。在這個看似日益敗壞的

世界，我們很容易誤入歧途；但我們都領了洗，天

主的恩寵時常將我們「領回，歸依我們的靈牧和監

督」、善牧耶穌。祂來「是為叫我們獲得生命，且

獲得更豐富的生命」。

主耶穌，仰仗祢所受的苦難，願我們都能免

受世界的邪惡傷害，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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