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祝福： 

   

   天主不光是選了我，祂還祝福我。餅因為得到耶穌的祝福變成祂的身體，而我

因為基督的祝福也變得尊貴，成為基督的肢體。既然是基督的肢體，我有責任保持

此肢體的純潔。保祿宗徒常以此勉勵門徒遠離罪惡，正因為自己的身體是基督的肢

體，是聖神的宮殿，不能以這被祝聖的身體去犯罪。 

 

三、分開： 

 

   耶穌分開被祝聖的餅，好讓人人都能分享。祝福的恩寵不是叫人獨享的，而是

要所有接觸我的人分沾的。分開也有淨化、苦難的意義，基督以苦難淨化我，打破

我的自私。基督徒總有背十字架的時候，但不要忘記基督先祝福我才將我分開，祂

總給我能力去應付生活上的困苦。 

 

四、交給門徒： 

 

   耶穌先將自己交出來，每個門徒都應同樣交付自己。在五餅二魚的奇蹟裏，耶

穌沒有親自派餅，而是交由門徒去做。「交給」因而有兩個意思：基督徒把基督交

給別人，也把自己交給別人。基督的恩寵不會越分越少，像在五餅二魚的奇蹟裏，

食物分了以後，還剩下十二籃之多。把自己交給別人時，自己的生命也豐富起來。 

 

  讓我們在這節日上，再次記起基督這幾個行動：因著愛，基督把我們拿起來；

因著愛，祂祝福了我們，把我們分開；願我們接受此挑戰與任務，把基督交給別人

，也為別人交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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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驛站   這就是我的身體   蔡惠民神父 

 

太平洋有一個偏遠的小島，由於交通不便，內陸的神父只能每月一次到島上，替教
友主持彌撒及施行各種聖事。按當地習俗，神父每次抵步，族人都會先舉行一個儀
式，才參與彌撒。族長首先將一把泥土交給神父，神父接過後，交還給族長，再傳
給身邊的人。如此，這把泥土便在族人中一個傳一個，直至回到族長手上，再交給
神父為止，儀式才算結束。為這些生活在海洋中的人來說，泥土像徵天主的臨在，
也是平安和諧的標記。沒有天主的臨在，沒有人際間的共融，便沒有彌撒。有一次
，神父正等候族人把泥土傳回來，忽然，有消息說彌撒要延期，因為族中有兩父子
不和，父親不願將泥土交到兒子手中。儀式無法完成，意即沒有彌撒慶祝，神父只
好施行其他聖事後便離開。三個月後，兩父子重修舊好，彌撒才在族人間恢復舉行
。  
 

記得小時候參加聖體聖血節，最深印像是聖體出遊。聖體皓光在華禮的帳蓬裡，由

十字架、乳香、焟燭、鮮花等引路，神職人員及修士等簇擁下，莊嚴地繞行聖堂一

週，仿如耶穌親臨祂的子民中間，接受他們的歡呼和膜拜。 
 

 這個節日的舉行，可追溯至公元一二一五年。那時，教會強調聖體聖事中，耶穌的

真實臨在。彌撒中的餅和酒，經由主禮祝聖後，不只是基督體血的象徵，而是本質

地成為基督的體血。聖體聖血節及聖體出遊，可說是基督真實臨在的信仰，在禮儀

或民間敬禮的活潑表達。今天，不少地方已取消聖體出遊，但並不是說，教會不再

重視耶穌的真實臨在。聖體聖血節的慶祝，正是要求我們反思如何表達這份信仰。 
 

「你們拿去吃罷！這就是我的身體。」（谷 14:22）感恩祭就是慶祝耶穌將祂的身體

交給了我們，讓我們分享祂的天主性。祂的身體，跟我們的並無分別，也是一個經

歷生老病死的軀體。耶穌在最後晚餐中將祂的身體等同餅酒，交給我們作食糧，就



是叫祂的身體，化作我們的身體。祂要藉著我們血肉之軀，延續祂的道成肉身奧蹟

。所以，每一次當我們在彌撒中聽到「你們拿去吃罷！這就是我的身體」時，是耶

穌邀請我們接受祂的血肉，化作我們的生命，好使祂的天主性真實臨在我們的血肉

之軀內。 
 

「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流出來的。」（谷 14:24）感恩祭也是慶祝耶穌所

完成的救贖。當耶穌的體血化作我們的血肉，天人合一便以一種前所未見的方式，

在我們身上實現。這合一的關係不再是藉公羊山和牛犢的血而訂立的舊約，也不只

是潔淨了我們的良心，除去了死亡，（希 9:13-14）而是耶穌藉著自己的體血、靈魂

和天主性，本質地與我們身體結合而成就的新約。 
 

感恩祭中，主祭說：「這就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這兩句祝聖

經文所產生的效果，除了餅酒的本質轉變外，為那些參與及領受基督體血的人，我

們是否也發現他們本質的轉變呢？如果我們明白耶穌怎樣將自己的體血化作我們血

肉之軀，我們也應看見身邊每一位兄弟姊妹，就是耶穌的體血。 
 

按瑪竇記載，當耶穌在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一切民族都要聚在祂

的面前，接受祂的審判。審判的準則很簡單：「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2）無論在饑餓或衣不蔽體的人身上；在獄中或

作客的人身上；在患病或無依的人身上，聖體聖事的本質改變也要在他們身上實現

，因為耶穌曾經對這些最小兄弟說過：「這就是我的身體。」 
 

隱藏在餅酒內的耶穌，跟最小兄弟身上的耶穌，是聖體聖事的一體兩面。相信島上

的族人沒有受過系統的神學訓練，但他們完全明白兩者的密切關係，彼此照明。沒

有耶穌的體血，便沒有族人間的合一共融；同樣，沒有泥土傳遍村中上下大小的平

安和諧，也沒有感恩祭的慶祝。 
 

昔日教會以聖體出遊表達耶穌的真實臨在，今天我們可否學習島上的族人，以一把

泥土或其他標記，指出耶穌的的真實臨在，就是每一個兄弟姊妹？如果我們好像島

上的族人，每一次要完成儀式，才慶祝耶穌的聖體聖血，我們要等多久才會有一次

彌撒呢？ 
 

聖體聖血節提醒我們，基督交付自己的體血，不單是救贖，也是福傳。祂的體血要

成為我們血肉之軀，也要成為受苦者的身軀。幾時教會爭取人權公義，關懷弱勢社

群，維護生命尊嚴，探望獄中囚徒，我們是否正在朝拜那道成肉身的耶穌？抑或我

們與一般政客，社會工作者，人權組織或壓力團體並無兩樣？ 

和平綸音   

基督祝聖的行動   

吳智勳神父 

 

  在這個節日上，讓我們從聖事角度及基督祝聖的行動作反省。 

 

  聖體聖事是一件愛情的聖事，最能反映我們對基督愛的程度，我們看重此聖事

與否，顯出我們對基督的愛有多少。這也是一件信德的聖事，當日不少門徒受不了

考驗而離去，不能接受要食耶穌的肉，喝祂的血。我們常常領受此聖事，心理挑戰

比領其他聖事大，必須相信耶穌的話，相信祝聖過的餅酒，確實是祂的體血。這是

一件團結合一的聖事，早期基督徒在領完聖體後，以彼此分享所有去表達在主內的

共融合一，今天我們會以甚麼去表達呢？這也是盟約的聖事，以色列人以聖潔生活

去回應與天主訂立的盟約，同樣，此新盟約聖事要求我們履行諾言，即按照基督的

話去過愛的生活。 

 

  基督祝聖餅的行動有四個，即拿起餅來，祝福，分開，交給門徒；這四個聖事

性的行動，神父在每台彌撒中都會重複，每個行動都充滿意義。 

 

一、拿起餅來： 

 

   逾越節的晚餐包括有羊肉、苦菜、餅等。耶穌為什麼不選其他食物而偏偏選了

餅呢？祂不是曾被稱為天主的羔羊嗎？選羊肉不是更理所當然嗎？可能耶穌認同貧

窮，餅是猶太人的普通食糧，而羊肉卻不是。一盆餅中，耶穌選了其中一個，這包

含了天主恩寵的奧祕。正如在那麼多民族中，天主為什麼選以色列人作選民？和亞

述人、巴比倫人、埃及人、希臘人、羅馬人相比，以色列人並不比他們優秀；在舊

約中，他們屢次背叛天主，天主為什麼選中他們？在新約中，耶穌為什麼選一班普

通人作宗徒？他們缺點多多：鹵莽、無知、暴躁、任性、自大、爭名利，他們有甚

麼好，值得耶穌選擇他們？耶穌又為什麼選中我？我的行為不是有時還不及一些非

基督徒嗎？無他，耶穌的選擇本身就是恩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