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宗本笃十六世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 
 

保禄六世礼堂 

 

2008年 12月 10日 

 

 

圣保禄 (16) 
 

圣事圣事圣事圣事的的的的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在上一个星期三的教理讲授中，我们根据圣保禄所讲的，看到两件事。第一件是我们

人类的历史于开始时，已经因为人类妄用那个受造的自由，欲脱离天主的旨意，而受

到污染。以致人非但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还使自己陷于与真理的敌对中，结果我们

人类的现实都成了虚假的。尤其是那些最基本的关系：人与天主的关系，男女之间的

关系，人与大地的关系，全都变成一种虚假的关系。我们也曾提到这污染渗透了我们

的历史的整个结构，同时这种来自遗传的缺憾继续在这历史内漫延，而且目前是随处

可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从圣保禄那儿得悉，在那位同时是人又是天主的

耶稣基督内，一个关于历史的新开始已在历史中启动。藉着这位从天主那儿来的耶

稣，一个以祂对天父所说的「是」为基础的新历史，正拉开序幕。易言之，这历史并

非以那个假的解放带来的傲慢自夸为基础，而是以爱及以真理为基础。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如何走进这个新的开始内，进入这个新的历史中？这个新

的历史如何来到我身上？我们知道作为整个人类的一份子，透过传宗接代这行动，我

们都无可避免地与第一个污染了的历史拉上关系。然而，我们如何能够与基督共融，

如何完成那个使我们成为新人类一份子的「新出生」？耶稣如何进入我的人生中，走



   

进我的存有内？以下是圣保禄和整部新约对这些问题所给予的基本答案：透过圣神的

工作而完成。可以这样说，设若第一个历史是从生物开始，第二个历史则肇始自圣

神，复活的基督的神。这位圣神在「圣神降临节」那天，创造了那个新人类、那个新

团体、教会、基督的奥体的开端。 

 

不过，我们仍然有必要知道得更为具体一点：这位基督的神，圣神，如何变成我的

神。答案是透过三种互相连系着的方式。以下是第一种方式：基督的神到来敲我的心

门，祂从我五内触动我。然而由于这个新人类必须是一个真正的身体，由于圣神必须

将我们结合起来，以便创造一个真正的团体，由于克服分裂和将分散的聚集起来，是

这个新开始的特性，于是这位基督的神采用了两种明显互相连结着的要素：宣讲圣言

及举行圣事，特别是圣洗圣事和感恩祭(圣体圣事)。在《致罗马人书》中，圣保禄这

样说：「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祂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

获得救恩」(10:9)，即是说你会进入那个新历史，那个生活的历史而不是死亡的历史

中。然后圣保禄继续说：「但是，人若不信祂，又怎能呼求祂呢？从未听到祂，又怎

能信祂呢？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若没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讲呢？」(罗

10:14-15)。于是圣保禄接着说：「所以信德是出于聆听」(罗 10:17)。信德并非产生自

我们的思想，出自我们的反省，信德是一种我们完全没有可能发明的全新事物，我们

只能够将信德视作礼物，视作天主制造的一种新事物般接受。而且，信德并非来自阅

读，而是来自聆听。信德并非只是属于个人内心的事，信德也涉及与「某一位」的关

系。信德假设一个由宣讲所产生的相遇，假设有另一位的存在，正是这另一位，在宣

讲及创造共融。 

 

最后是宣讲：宣讲的人是被另一位派遣，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在宣讲这行动

中，藏着一个始自耶稣，与派遣有关的构架：圣父派遣耶稣，之后耶稣派遣宗徒——

宗徒这词的意思，正是「被派遣者」——然后这个派遣行动在宗徒传下来的职务及使

命中，一直继续下去。上面所说的新历史的结构，正是取型于这个派遣的构架，在这

构架中，我们最后听到的是天主亲自在讲话，圣子向我们讲话，于是天主自己的「圣

言」，临到我们中间。为了要实实在在创造一个新人类，天主的圣言成为血肉，就是

耶稣。为此正如圣若望所说，在圣洗，这个使人自水及圣神内重生的行动中，圣言的



   

宣讲成为圣事。圣保禄在《致罗马人书》的第 6 章，对圣洗有非常深入的讲解。虽然

我们大家都听过这段经文。不过，可能值得把这段经文再引述一次：「难道你们不知

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祂的死亡吗？我们藉着洗礼已归于死亡

与祂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藉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

中度生」(6:3-4)。 

 

当然，对于这段含义深奥的经文，我无法在今次的教理讲授中，作详尽的讲解。我会

就以下这三点，作简略的解释。第一：「我们受过洗」这句话是被动式。这表示没有

人可以给自己付洗，我们需要另一位给我们付洗。也就是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过

程是被动的。只有从另一位的手上，我们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而这使我们成为基督

徒，将信德赐给我们的「另一位」，首先是信友的团体，教会。我们从教会那儿接受

了信德，接受了圣洗。若我们不让这个团体来培育我们，我们不会成为基督徒。一种

自主式的、自我产生的基督宗教 (cristianesimo) ，本身已是一种矛盾。因此首先，这

「另一位」是信友的团体，教会。其次，这个团体也不是按着自己的思想及意愿行

事。这个团体也是在一种被动的过程中生活：只有基督自己才可以建立教会。因此基

督才是圣事的真正施予者。这是第一点：没有人可以自己替自己付洗，没有人可以自

己使自己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在一个被动的过程中成为基督徒。 

 

第二点是：圣洗并非只是单纯的洗涤。圣洗是死亡及复活。在《致迦拉达人书》中，

圣保禄亲口讲出与复活的基督的相遇，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这样形容这次的改

变：我死了。正是从那一刻，一个真的新生命实实在在的正式开始。因此成为基督

徒，远远超过进行一次美容手术，将一个带着或多或少缺憾的巳存在的驱体，变得美

丽一点。圣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人的再生：是死亡与复活。当然，那个「旧人」

所拥有的一切优点，都会在复活中出现。 

 

第三点是：物质构成圣事的一部份。基督宗教并非一个纯灵性的现实。基督宗教涉及

肉驱，涉及整个宇宙，并一直向着那个新天新地延伸。圣保禄那段经文的最后一句，

我们都可以「在新生活中度生」所表达的，正是圣洗这个主要含义。 

 



   

现在让我们看看感恩祭(圣体圣事)。我曾经在其它教理讲授中指出，圣保禄是如何带

着深切的尊敬，将他从那些有份参与最后晚餐的见证人那儿所接受到的，有关感恩祭

的传统，逐字逐句的传下来。他视那些他所听到的话，有如一件交给他保管的珍贵宝

物般传递下来。亦正因为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从这些话所听到的，确实是最后晚餐的

见证人所作的见证。以下是保禄宗徒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是我从主所领

受到的，我也传授给你们了：主耶稣在祂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这样行，为纪念我』。晚餐后，又同样

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应这样行，为纪念我』」

(格前 11:23-25)。这是一段含义无穷的经文。因此，在今日的教理讲授中，我只简略地

提出两点。关于主拿起杯时所说的话，保禄这样传给我们：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

新约」。耶稣这句话隐藏着有关旧约两段经文的提示：第一段经文是《耶肋米亚先知

书》中所说的，一个新盟约的许诺。透过以上这句话，耶稣对祂的门徒也同时对我们

说：现在，就在这一刻，这个新盟约正藉着我和藉着我的死亡成为事实；在这个世界

上，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新历史，正从我所倾流的血中展开。然而，在耶稣这句话中，

也暗示了在西乃山上立约那一刻，梅瑟所说的话：「看，这是盟约的血，是上主本着

这一切话同你们订立的约」(出 24:8)。当然，西乃山上所流的是动物的血。而动物的

血只能够表达一种意愿，要等到真正的牺牲祭献，真正的敬礼的出现，这意愿才能够

成为事实。而主祂，正是透过把盛载着祂自己的血的杯这礼品，将那个真正的牺牲祭

献赐给我们。惟一真正的牺牲祭献，是圣子对人类的爱情，因着这爱情，这永恒的爱

情，世界得以进入这个新盟约中。因此举行感恩祭所代表的，是基督将祂自己，将祂

的爱情，给了我们，好使我们相似祂，并藉此重新创造世界。 

 

有关感恩祭的教义的第二个重点，仍然来自《致格林多人前书》，圣保禄这样说：

「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

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

都共享这一个饼」(10 :16-17)。以上这些话，同样显示出感恩祭这件圣事的个人特性和

社会特性。基督亲自和我们每一个人结合在一起，但是同一位基督，也与我身边的每

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基督固然是我的食粮，但祂也是别人的食粮。基督将我

们众人与祂结合在一起，并藉此使我们彼此结合起来。我们在圣体圣事中领受了基



   

督。然而基督一样使我的近人与祂结合在一起：这表示在感恩祭中，基督和我的近人

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所有人成为一个独一的饼，一个独一的身体。因此一

个不与其它人团结一致的感恩祭，是一个被妄用了的感恩祭。此处所涉及的，正是教

会作为基督，复活的基督，的奥体，这端教义的根源和中心。 

 

从以上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这端教义所包含的整个现实。在感恩祭中，基督将祂的

身体赐给我们。透过祂的身体，祂将自己给了我们，藉此将我们变成祂的身体，使我

们与祂那个复活起来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当人进食普通的食品时，这些食品经过消化

的过程后，会成为人身体的一部份，变成人的生命的本质。可是在圣体圣事中所进行

的过程，却正好相反。当我们领圣体时，基督，我们的主，将我们吸收到祂体内，将

我们引入祂那个光荣的身体内，于是我们全部人都变成祂的身体。谁若只是单单阅读

《致格林多人前书》第 12 章，及《致罗马人书》第 12 章，这两章经文，可能会将其

中把基督的身体描述成一个拥有不同神恩的有机组织这解释，视为只是一种带着神学

思想的社会性譬喻而已。事实上，在罗马人的政治学中，罗马政府的确曾经采用过这

个，有关一个身体中的不同肢体组成一个单一的个体的譬喻，以指出国家是一个有机

组织，每一个人在这组织内都有他的功能，正是功能上的多元和差异形成一个身体，

而每一个人在这身体内都有一个属于他的位置。单单只是阅读《致格林多人前书》第

12 章，真的有可能以为保禄只是想将罗马人这种政治学思想，转移到教会身上。然

而，谁若留心《致格林多人前书》第 10章的内容，便会看到教会的实况完全是另一回

事。这实况比之于一个国家的有机组织，深刻得多也更为真实。原因是因为基督实实

在在将祂的身体给了我们，并将我们变成祂的身体。所以我们真的都结合在基督那个

复活了的身体内，如此一来，我们也的确彼此结合在一起。因此教会并非只是一个有

如国家一样的组合，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组织，而是一个真真

正正的有机体。 

 

最后，我也想就婚配圣事简单地讲几句话。关于这件圣事，《格林多人书》给我们的

数据不多，反而在《致厄弗所人书》中，保禄真的深入地，发展了一个有关婚配圣事

的神学，保禄称婚姻为一个「伟大的奥迹」。当然如他所说，他是「指着基督和祂的

教会说」。这句话赋予夫妇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超性幅度。夫妇二人应采用爱的言语



   

作为他们彼此服从的模式。因为这爱的言语的典型，正是基督对教会的爱情。因此这

个「基督——教会」关系，除了成为夫妇在婚姻中的爱情的首要神学基础外，也提升

了夫妇二人的感情关系。设若一对夫妇在他们的人性和感性方面的不断成长中，也努

力使自己永远都与圣言的效能和圣洗的意义连系着，那么他们将会成功地活出一段真

实的婚姻。基督圣化了教会，又以由圣言伴随着的圣洗的水洁净了她。夫妇二人所领

受的主的体血，除了使一个因天主的圣宠而变得不可拆散的结合成为可见之外，也同

时巩固了这结合。 

 

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圣保禄对斐理伯人说的话：「主快来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

圣保禄这句话的意思，透过圣言的宣讲和圣事的举行，主快来到我们的人生中。让我

们一起向主祈求。求祂使我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永远都可以感受到祂的临近，并因

此给我们带来喜悦，那种只有当耶稣真的临近时，才会产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