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活期 79 

五旬節主日 

格前 12:3-7,12-13 

讀經一 宗 2:1-11 讀經二 格前 12:3-7,         12-13 福 音 若 20:19-23 

 

釋義   基督徒的信仰是辨別真確神恩的不二法門。除非受到聖神默感，否則沒有人能宣認耶穌是主，也就是沒有人能宣認耶穌的天主性。    保祿在這段經文中給「神恩」所下的定義相當廣泛。在他看來，凡是為了教會的共同利益所賜予的恩寵，無論是屬於行政上的，或是一般助人的工作，或者表現在行奇蹟、說方言等奇能異行，都是「神恩」，都是同一的主所賜。    有種種不同的恩賜，但都是來自同一的根源：聖神、主和天父。從恩賜不同的性質而言，神學習慣把「禮物」、「職務」、「功效」，分別歸於聖神、主耶穌和聖父三位的賞賜。提到精神禮物，首先想起的是聖神，祂是主耶穌、聖父賜予眾信友的禮物。另外，講到聖神的禮物，一般人都會想起聖神七恩：上智、聰敏、超見、剛毅、明達、孝愛和敬畏天主。七恩的圓滿乃歸於達味之子，基督（天主教教理 1831）。各種神恩的賜予，目的在於教會的服務。服務的對象、方式眾多，但賜予這些職分的，卻是同一的主耶穌。在教會內施行的工作雖多，所成就的功效，也各有不同，但成就者是同一的天主，是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    眾人所獲賜的禮物，都源於同一的聖神，不同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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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賜給不同的人，卻只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眾人的好處」。「好處」的希臘原文有「效用」和「利益」的涵義，表示這些神恩，是為了建立和聖化教會而賜予的。當時的格林多教會成立的年期尚短，團體的信仰還不太穩固，格林多教友面對俗世社會的價值觀的引誘不少，他們企圖從當時世俗的觀點，判斷教會，要按當時的標準，發展他們的團體。保祿在這段經文中，列出九種神恩，作為信友面對世俗種種誘惑的「武器」。九種神恩，可歸為三類，即：一、有關智慧、知識和信仰的探討，最後應以信仰天主為總結。二、治病、行奇蹟和預言的能力。三、辨別神恩和說方言的恩賜。    身體只是一個，肢體卻有許多，基督也一樣。眾多的基督徒，受洗歸於基督，不同民族的、不同身分的人，透過洗禮，成了基督復活受光榮身體的肢體，成為整個教會的肢體成員。教會的成員，從此就是基督奧體在世上的顯示和擴展。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因為教會是由分享基督生命的成員組合而成的，他們是教會的肢體，就如他們是基督的肢體一樣。    保祿有關基督身體的概念，可追溯到他自己皈依的經驗（參閱宗 9:4-19; 迦 1:15-23），和他相信耶穌從死者中復活，被立為天主子的信仰（參閱羅 1:4）。在皈依時，主曾對他說：「掃祿，掃祿，你為什麼迫害我？」（宗 9:4）主的話暗示基督徒與復活的基督是一體的。在保祿的著作中，基督徒藉洗禮與復活的基督結合（參閱格前 12:13），成為基督奧體（參閱羅 12:4-5; 格前
12:27）。在此，也在其它的書信（例如弗 4:4），保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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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所有基督徒都在同一的身體內，由同一的聖神團結起來。  

 

生活實踐   本主日是五旬節主日，各篇讀經的主題當然是聖神，不過，今日的重點是聖神在教會內的功能。第一篇讀經記述了聖神降臨的情形，描寫聖神的大能，如何在團體中，藉著不同的人，忽然講起他鄉話的神蹟顯示出來。聖神降臨催生了教會，使來自不同地方，源於不同種族的人團結起來。 

  如果說，聖神的大能在團體中的表現是強烈

和顯著的，那麼，保祿在第二篇讀經所寫的，聖

神在個人內心的工作，相比之下，就顯得文靜得

多了。個人的歸化或團體對聖神的回應，可能非

常激烈，但個人信仰不斷深化的工作，必定是聖

神長期潛移默化的工作。激發團體強烈的反應，

一般來說，總比漫長的信仰深化工作容易。但是，

無論是那一種，沒有聖神，一定做不成功。   耶穌當然明白，基督徒保守自己的信仰和從事福傳工作是什麼一回事。本主日的福音，若望聖史記述了耶穌當年向門徒顯現時，為這兩件事給了他們特別的恩寵和具體的方法：賜予他們聖神和赦罪的權柄。保祿提醒信友，無論是在團體內，甚至在個人自己的內心，一定有許多分異，我們不必從負面看這些分異，可以把它們看作一個身體、一個團體之內，各有所司，各具專長的肢體。他同時保證，在團體（教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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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有聖神團結的力量，因為我們每個人的身體就是這樣，各肢體各司其職，相輔相成，日益長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