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起基督徒群起抗議，因為以一個代表著愛的名字去稱呼一艘具有毀滅全世界生命

能力的核子潛艇，是對基督的一種褻瀆。 

 

（３）團結合一的標記：聖體在英文可稱為 Holy Communion，即神聖的共融。聖體

使我們在基督內團結共融。我們以飲食的方式去領受聖體聖血，而飲食本身已經包

含了共融的意義。動物只會共食，吃不到便會搶，惟有人才會共同宴飲。真正的宴

飲，只能同朋友，即心神能溝通的人；否則，會像茶樓的「榙檯客」一樣，同桌共

食而各自修行。這樣的飲食因缺乏共融，變得沒有意思。最後晚餐中，猶達斯只與

耶穌及其他宗徒共食，但因心懷不軌，尊貴的飲食頓時失去意義。 

 

早期的基督徒在領受了聖體聖血之後，選擇分享所有去表達在基督內的共融，今天

我們會選擇甚麼去表達彼此之間的愛、團結、共融呢？ 

 

 

 

 

 

 

 

 

 

 

 

 

 

 

 

 

6 月 11日  
（星期日）  

基督聖體聖血節  

申命紀 8:2-3,14-16  

聖詠 147:12-13,14-15,19-20 

格林多前書 10:16-17   

若望福音 6:51-58   
 

 

 

 天國驛站   老太太的情書   蔡惠民神父 

 

有一個老太太，天天都準時在信箱前等信件，她風雨無阻地出現，連郵差都和她熟
識了。每次，當她用顫抖的雙手拿起信件時，臉上滿是幸福的樣子，好不令人羡慕
。當老太太去世後，家人為她整理遺物時，發現了那一大疊信件，沉甸甸地，每一
封都整齊的包紮在一起。打開一看，嶄新的信封裡，卻是一張張發黃的信紙，工整
的字體，充滿著愛意的文章，這都是當年老太太年青時，她的先生寫給她的情書。
原來，久不久，老太太便把這些信重新投寄，讓自己再次回到年輕的歲月中……  

 

相信很多人都像老太太一樣，喜歡重溫過去，特別是一些美好及難忘的時刻，因為

重溫過去，使人更把握現在，更肯定將來。當過去的片斷一幕幕重現眼前時，我們

從中接觸自己的歷史根源，明白自己的身份及使命，瞭解自己的希望和將來。這大

概是不同文化都重視傳統節日，不同團體或家庭，都強調週年紀念的原因。 

 

為以色列人來說，他們的根便是當年出谷的經驗。在申命紀中，梅瑟多次吩咐以色

列人，當紀念天主怎樣藉著奇蹟聚合他們，帶領他們「經過了遼闊可佈，有火蛇蝎

子的曠野，經過了乾旱無水之地」，又使水由堅硬的磐石中流出，還以「瑪納」養

育了他們。時至今日，這件逾越事件的重溫，仍是凝聚以色列人最核心的慶祝。縱

使他們因戰火或迫害而失去國土，但藉著逾越的紀念，以色列得以生生不息延續下

去。 

 

那麼，作為新的以色列，甚麼是基督徒的根源？甚麼經驗或事件使我們凝聚在一起

？我們的出谷旅程是怎樣的？在旅程中，天主以怎樣的「瑪納」養育了我們？我們



可以在甚麼紀念或慶祝中發現自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呢？ 

 

若望認為，以上的問題，都聚焦在耶穌的聖體聖血上。耶穌的體血，是天主帶領我

們出死入生的標記，也是逾越旅途中養育我們的食糧。昔日的耶穌，因著對人不離

不棄的忠信，克勝了人因罪惡所帶來的死亡，為人帶來了不朽的生命，成了教會存

在的根由。今天，這份深情大愛仍不斷透過聖體聖事的紀念，提供邁向永生旅程的

支持和力量。所以，耶穌曾說過：「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

必要生活直到永遠。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

」 

 

因此，今天的讀經提醒我們，基督體血與基督徒的密切關係。如果我們否認耶穌基

督，我們便否定自己的根源；如果我們否認祂是成了血肉的天主聖言，我們便否定

自己的存在；如果我們否認祂的死亡和復活為我們帶來永生，我們便自拒於救恩門

外；如果我們否認祂臨在於我們的祈禱和紀念中，我們便否定自己的歷史和身份。 

 

有時，我們會問自己，怎樣才堪當稱為基督徒？我們或有犯罪及軟弱的時刻，或有

疏懶跟隨基督的時刻，或有懷疑祂的教導甚至抵觸教會法律的時刻，但這些都無損

我們成為基督徒，無礙我們繼續存留在祂的奧體內，因為基督徒的身份不在於我們

的個別性。我們縱有種種不足，但藉著聖體聖事的紀念，耶穌再次以自己的體血，

把我們凝聚在祂的奧體內。因著分享同一個餅及同一個杯，我們在信仰中的共同淵

源，遠遠大於彼此在種族、語言、文化、階層、年齡……的差異。為此，保祿在格

林多前書為我們總結說：「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我們眾人都

共享這一個餅。」 

 

 

 

 

 

 

 

和平綸音   

信德、愛德與共融的標記   

吳智勳神父 

 

初期基督徒是兼領聖體聖血的，後來發展為只領聖體，節日也稱為「基督聖體」瞻

禮（Corpus Christi）。梵二後，教會恢復從前兼領聖體聖血的習慣，因為意識到

聖血包含了重要意義。 

 

舊約提到，以色列人把動物的血倒在祭壇上，表示與天主訂立盟約。以色列人相信

血代表生命，為動物放血時，生命隨著血的傾流而失去。天主既是生命的主人，人

不該飲血。難怪當耶穌說：「你們要吃人子的肉，喝他的血」時，猶太人便很反感

。他們不明白耶穌要人喝祂的血，正是要得到祂的生命，祂以自己的血，訂立了天

人之間的新約。 

 

今天我們領基督體血時，不光是紀念的意思，尤應注意下面幾個意義： 

 

（１）信德的標記：有人曾問，外教人領了聖體會怎樣？老鼠偷吃了聖體，耶穌是

否也在牠內？其實，沒有信德，聖體不會成為生命的食糧，像人患病，不能吸收食

物，並非因為食物本身無用，而是因為身體功能損壞，不能吸取食物中的養料。基

於根深蒂固的信念，猶太人覺得聖體聖血的道理難以接受。耶穌不加解釋，反而向

自己的門徒挑戰：「你們也要離去嗎？」這是考驗門徒對基督的信賴程度如何。今

天，聖體聖血仍是我們信仰的考驗。我們每次領受時，都表達了「我相信」。信仰

冷淡時，第一件放棄的，就是不再參與感恩祭及不去領聖體。 

 

（２）愛德的標記：耶穌在愛自己的門徒愛到極點時，才建立這件愛情的聖事，亦

要求我們以愛心去領受。人對天主有諸多保留時，就有不堪當領受聖體的感覺。這

件愛情聖事幫助我們用愛惠及他人，增加世界的愛。金口若望曾說：「你要尊敬基

督的身體嗎？不要在聖堂內為他穿上絲綢衣服而忽略了他在外面寒冷赤身。」美國

曾以一個叫 Corpus Christi（意即「基督的身體」）的城去為一艘核子潛艇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