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和及紛爭往往是由不同的生活語言所引起。家庭成員各有自己的喜好，可能在電

視節目、CD音樂的選擇上彼此不讓步，各人說自己一套語言。聖神的共融使我們接

受別人整個人；有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外在的語言，便顯得次要了。五旬節

那天，聖神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融，雖然人們離開時，仍各操自己的語言。

聖保祿在書信中，認定基督徒因聖神的推動才會走在一起，才會說：「耶穌是主」

，大家在聖神內成為一個肢體。聖神打破種族、國籍、語言、身份、階級、工作的

界限。聖保祿深深感受到聖神在基督徒團體內產生的共融效果。每人只要在主日彌

撒時環視聖堂內的人，如此差異而能走在一起，就是聖神幫助我們承認「耶穌是主

」。 

 

讓我們祈求天主，使我們經驗聖神，對聖神有一份親切的感受，因為是祂使我們內

心平安，使我們有力量寬恕別人，接受別人，超越語言的限制，達致人與人之間的

共融。 

 

 

 

 

 

 

 

 

 

 

 

 

 

 

 

5月 28日  
（星期日）  

五旬節主日  

宗徒大事錄 2:1-11  

聖詠 104:1,24,29-30,31,34 

格林多前書 12:3-7,12-13   

若望福音 20:19-23   
 

 

 

 道亦有道    

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    

閻德龍神父 

 

耶穌復活後第五十天，教會慶祝聖神降臨，即今天慶祝的五旬節。以往我們誤解五

旬節就是慶祝聖神的節日。其實，我們慶祝的不是聖神，而是主耶穌基督派遣聖神

降臨祂所建立的教會，使教會內的成員藉著領受聖神，獲派遣執行耶穌基督復活後

托付給我們的使命--將福音的喜訊介紹給一切尚未認識耶穌基督的人。耶穌清楚說

：「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若 20：21）這正符合香

港教區所訂下的「福傳年」的方向。藉著教區會議，教區訂定了十個未來牧民方向

及其優先次序，其中重要的一項是傳揚福音。 

 

我們在領受聖洗聖事時已獲得天主傳揚福音的恩賜。我們每一位跟隨基督的人，要

以自己的生活見証基督的信仰。今日第二篇讀經，保祿宗徒以身體比喻整個教會，

「就如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

也是這樣。」（格前 12：12）在教會內，每一個肢體有其獨特性。我們雖來自不同國

家，不同種族，有著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背景，但我們均接受了同一個聖神，並

在聖神的帶領下，向整個世界揭示教會的面貌。我們每一個在聖神內受洗的個體，

同屬於教會的身體，為同一聖神所推動，向其他人揭示天主的光榮。 

 

在這慶祝聖神降臨的瞻禮，我們感謝天主聖神以祂的特殊方式傾注在我們每個人的

心中。因聖神的臨在，我們生活在這世界，卻同時要聖化這世界。我們要展開福傳



的工作，將福音的喜訊傳揚開去。當下最大的喜訊莫如我們能夠與眾人修好。 

 

環視四周，我們不難發見人與人互不體諒，也不包容，彼此猜疑，互信不足。一些

國家領袖，為了一己的私益，以「正義」的言詞作藉口，乘機製造戰爭，侵害他國

，以強權推翻正義與真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見互相排斥、彼此欺壓的現象

。我們不明白寬恕之道，我們更加不懂得互相尊重、彼此接納……。 

 

在這聖神降臨的瞻禮，讓我們再次反思耶穌為愛我們所受的苦難、聖死與復活，然

後許諾讓聖神臨在我們的心中，讓聖神的恩寵聖化我們的生活，改變我們的陋習，

治癒我們生命中所受到的創傷。耶穌無條件地愛我們，接納我們，寬恕我們的罪過

。倘若我們有這份寶貴經驗的話，就讓我們將這寶貴經驗，帶給週遭的兄弟姊妹。

讓我們以不同方式，以言以行為基督作見證，使更多人能瞭解寬恕的真諦，將寬恕

帶進生活中。讓我們放下一切，誠心祈求聖神賞賜我們一顆新的心，使我們煥發更

新，以一份新精神為傳揚福音作出努力。 

 

 

 

 

 

 

 

 

 

 

 

和平綸音   

經驗聖神   

吳智勳神父 

 

我們作為基督徒不會對聖神陌生，因為從彌撒開始畫十字聖號，念信經，到最後降

福，都不斷提到聖神的名字。但我們真的認識祂嗎？真的感受到祂的重要嗎？早期

教會深刻地感受到聖神的運作。今日三篇讀經都提到聖神在門徒身上所產生的作用

，時間的順序應是福音、宗徒大事錄、保祿書信，即是復活後的顯現最先，然後是

五旬節，最後是保祿的經驗。讓我們順著這個次序反省聖神怎樣在我們身上產生作

用。 

 

復活的基督顯現給門徒時，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賜給他們聖神。在舊約中，天主向

泥土造的人噓了一口氣，人就有了生命。噓一口氣是猶太人熟悉的一個形象，耶穌

藉此賜人聖神，使人內心平安，有能力去寬恕。當晚耶穌穿門而入，本可令門徒震

驚，畢竟耶穌是死過的人。但耶穌顯現時並非血淋淋，也非只有上身而沒有腳；祂

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又溫和地祝他們平安，並沒有計較那些人曾捨棄過祂，他們

感受到耶穌的愛，結果是非常歡喜。 

 

在這個平安喜樂的氣氛中，耶穌賜給門徒聖神，要他們去赦免人的罪。耶穌先讓他

們感受到平安和喜樂，才派遣他們去寬恕，去傳遞愛的訊息。經驗告訴我們，一個

人沒有內心的平安和喜樂，感受不到愛，就不能真正寬恕，我們最多只能壓制不發

脾氣而已。讓我們記著，基督先寬恕了我們，給了我們力量，加上聖神使我們平安

，我們才能真正寬恕別人。 

 

第二篇是五旬節，可能多數人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尋常的現象，包括暴風、火舌和

說他國語言；其實，作者利用舊約常見的形象來說明天主的臨在。風和火是聖神來

臨的標記，說方言是聖神臨在帶來的結果。當時羅馬人是統治者，流行的共通語言

是希臘文，但不同種族的人仍保存自己的語言；來自加里肋亞的門徒，竟然說起別

人的語言，這件事告訴我們，聖神超越語言的限制，來自各地不同的人，竟可收到

同一訊息，帶來共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