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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奧蹟

【宗二 14a, 36-41；伯前二 20b-25；若十 1-10】

在教會傳統上，我們稱這個主日為「善牧主日」，因為禮儀年甲、乙、丙三年的復活期第四主日的福音，均分別採自

《若望福音》第十章「耶穌善牧」的章節。也因為如此鮮明的「善牧」主題，所以教會明訂本主日為「聖召節」，特別為聖

召祈禱。

而之所以將這篇有關「善牧」的福音安排在復活期的主日，乃是因為福音中的這句話：「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

自己的性命……。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

它；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再取回它來：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因著這句話而使得「耶穌善牧」的主題

與耶穌受難、死亡和復活的逾越奧蹟有了一個非常緊密的聯繫。

今天的福音提到了牧人和羊群。牧羊人與羊群的關係在我們的文化中或許比較覺得陌生，不過在我小時候，倒是有過看

母親趕鴨子的經驗，這景觀在過去的農村生活中是非常孰悉的。記得趕鴨的時候，母親總會拿一根小木棍，走在鴨群的後

頭，一路趕著鴨子前進。不過，今天這段福音中所敘述的以色列牧羊文化，牧羊人趕羊的方式跟台灣早期農村的趕鴨方式

剛好是反過來的，也就是牧羊人會走在羊群的前頭，就如福音中耶穌所描述的：「（牧羊人）走在羊的前面，羊也跟隨

他。」耶穌就是使用了以色列牧羊的文化，來向我們闡述祂與我們之間的關係。

在四部福音裡，耶穌的形象豐富多采，祂以各種形象來表達祂與我們之間的關係，這些形象諸如醫治者、驅魔者、講道

者、教導者、行奇蹟者、慰問者、權威者、僕人等，然而最能夠將以上所有形像作一綜合的，大概非今天《若望福音》中所

描述的「善牧」形象莫屬了。這形象是歷代而尤其是初期教會的基督徒藝術家，最喜歡用來做為創作的題材，信友們也常常

把這個圖像裝飾在他們的地下墓穴當中。特別是在那個教難的時代，這個圖像總會為他們在迫害中帶來無限的安慰，因為他

們確信他們的「善牧」總是帶領祂的羊群，關顧他們、牧養他們、保護他們，並對他們不離不棄、絕對忠實到底。

而耶穌善牧帶領、關顧、牧養和保護我們的終極究竟之法到底是甚麼呢？本主日彌撒的讀經二《伯多祿前書》這麼說：

「祂身懸十字架上，親自承擔了我們的罪過，使我們終止罪惡的生活，而度正義的生活；你們是因祂的創傷，才

獲得了痊癒。」看哪！原來我們的好牧人是用祂的生命來為我們抵擋死亡，用祂的創傷來為我們贏得治癒，而祂的創傷和

死亡標記就是那釘死祂、並高舉祂的十字架，這標記成了耶穌善牧帶領、關顧、牧養和保護我們的最極致象徵。

今日我們在教堂裡放這個十字架，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應該不會認為它是代表羞辱和荒謬的事。但是如果我們把十

字架換成斷頭台或電椅，那麼我們一定會覺得太離譜、太不合常理，因為怎麼可以放一個這樣令人心惶不安，甚至令人覺得

羞恥的刑具在如此神聖的教堂裡呢？然而，十字架在古羅馬帝國時代就等同於中世紀的斷頭台，也等同於今日的電椅，且不



用懷疑，這個刑具就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或許我們會問，教會為什麼不盡力去消除這個給耶穌帶來創傷的屈辱標記呢？理由是，為基督徒來說，那給耶穌帶來創

傷和死亡的十字架，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就是真理，離開了十字架就離開了真理。因為耶穌就是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

亡，而在完美的天主和該死的人之間築起了修和的橋樑，而使得那絕對暗黑與完全無望之處，透射出光明與盼望。是的，耶

穌被釘十字架死亡的那一天，正是天主戰勝罪惡、擊潰死亡的同一天；藉著耶穌的十字架，天主把歷史上人類最醜惡的行為

變成了天主最偉大的勝利。

因著十字架上那愛我們到底的愛情，沒有任何事，甚至是謀殺了天主兒子這樣忤逆的事，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

耶穌在十字架上致命的創傷，甚至連那釘祂在十字架上的最惡毒罪行，竟都成為無窮無盡的治癒能量。真是奧妙啊！竟然不

是耶穌的奇蹟醫治了我們，卻是祂的創傷徹底地從我們生命的根本拯救了我們。不論我們的生命帶著怎樣的傷，耶穌就置身

其中，且這些創傷痛苦都是屬於耶穌的，而祂已將它們轉化為祂光榮的五傷，在這些無形的五傷中，我們就要認出祂就是復

活的主。

是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我們如此深刻地經驗到善牧與我們羊群彼此間生命相屬的關係。這份生命關係讓我聯想到了我

記憶中的第一本法文小說，這是法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 Exubéry）的代表作，書名叫 Le 
Petit Prince（《小王子》），這是一本試圖用簡單的童心童語，來向我們叙說那能撼動我們生命底事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住在一顆小星球上的小王子，他擁有一頭燦爛金髮，以及一雙充滿想像、可以從帽子看出一隻大象

的奇妙眼睛。只因他和他辛勤栽植、澆灌的一棵美麗玫瑰花發生了一點誤會爭執，於是負氣離開他的小星球和美麗的玫瑰

花，而踏上尋覓朋友的宇宙星球之旅。當他經歷各個星球，最後來到地球時，他在沙漠裡碰到了一隻狐狸。狐狸請求小王子

馴服牠，小王子卻不懂馴服真義，於是狐狸向他解釋，馴服乃是建立起彼此生命相屬的關係，狐狸這樣對小王子說：

「對我來說，你不過是個小男孩，和成千上萬的其他小孩沒有兩樣。我不需要你，而你也不需要我。對你來

說，我也和成千上萬的其他狐狸沒有什麼不同。但如果你馴服我，那麼我們便互相需要了。那麼，對我來說，你

就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對你來說，我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狐狸在小王子的若有所悟中，繼續對小王子說：「我抓雞吃，人們抓我。所有的雞都一樣，所有的人也都一樣。

因此，我有點厭煩了。如果你馴服我，陽光就會照亮我的生命。我就會認出一種不同的腳步聲。別的腳步聲會使

我匆匆忙忙躲回地下，而你的腳步聲會像音樂，喊我從洞裡出來。你看到那邊的麥田嗎？我不吃麵包，小麥對我

沒有用。麥田與我也沒有什麼關係，多麼可悲。但是你有金黃色的頭髮。想想看，如果你馴服了我，那將是多麼

美妙！金黃色的小麥，會使我想起你的頭髮。同時也會讓我愛上傾聽麥田裡的風聲。」

是啊！就如同福音中善牧與自己羊群的關係一樣，羊認得自己的牧人的聲音，甚且「別的腳步聲會使我匆匆忙忙躲

回地下，而你的腳步聲會像音樂，喊我從洞裡出來。」不知是否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有這樣一個令我們期待，甚至令

我們牽腸掛肚的聲音？我自己有過！猶記得小學期間，我家每天晚上臨近九點鐘時，全家老小都在期待著一個聲音出現在鄉

下農村的稻田阡陌間。我們全家期待的這個聲音，就是我那辛勤勞動工作才能為一家人賺得溫飽的父親，在工作結束後騎著

他那輛二手老舊輕型摩托車，就快要回到家的聲音。這聲音在我整個小學的歲月裡，成了我們家大大小小每天的牽掛，但如

今想來，卻成了生命中的大幸福。你呢？如果你也有一個聲音令你每天期待和牽掛，恭喜你，你真的很幸福！

事實上，作基督徒的更幸福，因為在我們的生命最深底處，都有一個令我們期待再期待的聲音？這聲音就是我們的耶穌

善牧對我們的呼喚聲。

現在讓我繼續把小王子的故事完成。聽完了狐狸的這一段話，那朵小星球上的玫瑰花也漸漸浮上小王子的心頭；當他經

過一座玫瑰花園時，他看著那獨缺他那朵玫瑰花的滿園紅綠，他終於恍悟明白了，他對著滿園的玫瑰花這樣說：

「你們很漂亮，但是你們很空虛，沒有人會為你們死。當然，一個普通的過路人，一定會認為我的玫瑰花和

你們一樣。但是，我的玫瑰花要比其他許許多多的玫瑰花更重要。因為我曾為她澆過水；因為我曾經把她放在玻

璃罩下；因為我曾經為了她的緣故弄死了許多毛毛蟲（只留下三隻變蝴蝶）；因為我在她抱怨、吹牛或悶不吭聲

時，都在聽她說話。因為她是我的玫瑰花。」

是啊，我們何其幸福！我們被一位善牧所擁有，且是祂最珍貴的玫瑰花，祂甚且為我們死了！這位善牧就是耶穌。耶穌

不只是我們的善牧，按照今天福音的說法，祂也是我們的「羊門」。

在耶穌那個時代，牧人晚上休息時，會把羊群安置在附近山丘旁的羊圈裡，而這種羊圈只用簡易的護牆環圍著，根本就



沒有門的設置，羊必須從一個預留的洞口進出。牧羊人趕羊入圈後就睡在洞口，任何人或羊要進出羊圈，都必須經過他或踩

過他的身體，因此他就成了那扇「羊門」，藉此看守保護羊群，因此耶穌在今天的福音中這樣說：「我就是羊的門；……

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定得救，可以進，可以出，也可以找到草場。」這句話的意思是，我是保護你們的門，是你們的

救恩之門，經過這道門才得以獲得救恩。然而這句話也向我們表明，我們所認識的天主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神明，卻

是躺臥在地上，為了羊群的需要，寧可自己被踐踏的天主！ 

這道門不僅護守我們獲得救恩，同時也幫助我們因真理而被祝聖（參：若十七 19）也就是說，在真理之中被分別出

來，就如主耶穌在今天的福音中說的：「凡不從門進入羊棧，而從別處爬進去的，就是賊，就是強盜。從門進去

的，才是羊的牧人。……他把羊放出來以後，就走在羊的前面，羊也跟隨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羊決不跟隨陌

生人，反而逃避他，因為羊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我們都是在真理中被祝聖的，也是在真理之

中被分別出來，因此我們不該隨波逐流，反而更應在這五光十色、斑斕炫目的世界裡，更有能力去聽從天主的旨意，並在生

活中順服聖神的帶領。

是的，耶穌就是「羊門」，祂邀請我們進入這道門，為使我們獲得生命，且是更豐富的生命。也因此，誰若願意到羊棧

內牧養羊群，就應該經過耶穌；換句話說，應該由耶穌那裡領受牧養及管理羊群的權柄，並成為羊群的模範與榜樣，按著天

主的旨意，帶領、關顧、牧養和保護羊群，幫助他們認識善牧耶穌，孰悉祂的聲音，並因真理而被祝聖。的確，羊若不經過

耶穌，就無法找到生命的草場，也覓不到養活永恆生命的活糧；而牧人若不經過耶穌，就是賊，就是強盜。

最後，我們特別為那些經過耶穌這道「羊門」，願意成為基督第二，為羊群服務，帶領羊群經過羊門回到羊棧，甚至為

羊群捨命的牧者們祈禱。這祈禱意向令我想起了一闋簡短禱文，藉著這篇為司鐸祈禱的絕美禱文，祈求天主使所有牧者都能

活出耶穌善牧的生命：

    「耶穌聖心、司祭之心，人的重罪把人壓垮，但祢以愛的關顧到處尋找亡羊，

    並將之懷抱回家。耶穌聖心、司祭之心，沉重的十字架給人帶來悲慘的生命故事，

但祢承擔了我們的故事，並將天上的榮耀帶給我們。」

祈禱經文

基督的復活使上天下地所有舊的受造過去，一切都成了新的，所以一開始的「進堂詠」就這樣詠唱著：「上主的慈愛

瀰漫大地；因祂的一句話，諸天造成。阿肋路亞。」（詠卅二 5-6）在第八世紀時，這首聖詠使用在上個主日（復活期

第三主日），梵二之後移至這個主日。

「集禱經」這樣祈禱：「全能永生的天主，求祢引導我們邁向永生，得與諸聖同樂；那是我們弱小羣羊的歸

宿，因為那死而復活的牧人，已經先我們而去了。」 這闋禱詞與這個主日的福音「善牧為羊捨命」（若十 11-18）彼

此有一密切的聯繫。這闋禱詞是以第八世紀禮書中，一闕使用在復活節晚上的禱詞作為基礎，在梵二後改編而成的。    

我們懷著歡欣於巴斯卦奧蹟當中的心情，並且期待獲得那永恆幸福的盼望，向天主獻上「獻禮經」的祈禱：「上主，

求祢垂允，使我們藉著慶祝逾越奧蹟常向祢謝恩。但願祢在我們身上不斷進行的救贖工程，成為我們永遠幸福的

泉源。」在第八世紀的古老禮書中，這闋禱詞使用在復活八日慶典的第五日（星期四）。

「領主詠」雖然不是直接從聖經中節錄出來的，但靈感卻是來自這個主日的福音，而把善牧與逾越奧蹟作了緊密的聯

繫：「善牧復活了，祂曾為自己的羊犧牲了性命，為自己的羊羣甘願受死。阿肋路亞。」這首領主詠是梵二後的新

作。

「領聖體後經」中，團體祈求善牧賜予我們永生的牧場：「天主，我們的善牧，祢藉唯一聖子的寶血救贖了你的

羊羣，求祢惠然眷顧我們，安置我們在永生的草原上。」通常我們會把「善牧」指向基督，但在這裡，「善牧」卻是

指向基督天主聖父。在第五世紀的禮書中，這闋禱詞使用在七月份平日彌撒的領聖體後經中。                                                                                                                                     

禮儀行動

1. 　本主日，主祭穿白色或金色祭披。

2. 　 主祭在致候詞之後，可以用以下類似的導言導引信友們更深地進入信德的奧蹟之中：「我們的天主聖父主動走向我

們、愛了我們，祂以祂那不止息的愛召喚我們，而我們特別在耶穌善牧身上聽到祂召喚我們的聲音。因此，我們是

否在我們的祈禱中聆聽了祂的聲音？我們是聽見了祂在聖經中對我們說的話？或是否聽見祂在感恩聖祭中與我們心

應心地說話？同時我們也不該忘記、耶穌也藉著那被社會邊緣化的窮人們，向我們開口說話，而我們聽見了嗎？」



3. 　 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引言，來幫助信友們進入「懺悔詞」當中：「有時候，我們閉耳不聽天父在耶穌善牧身上對

我們愛的召喚，為此我們祈求天主的寬恕，虔誠地舉行聖祭。」

4. 　可以灑聖水禮代替懺悔禮；所用聖水最好當場祝福，祝福經文請用「復活期」祝福禮。

5. 　應唱「光榮頌」及「信經」。

6. 　主祭講道時，應闡明耶穌善牧的精神，及司鐸、執事和修道聖召的意義。

7. 　 本主日「信友禱詞」的導言，主祭可以運用本主日讀經及福音的精神，以下列類似的話語來邀請會眾提出意向：

「善牧在我們的敵人面前為我們擺設了筵席，祂渴望聆聽我們的祈禱、俯聽我們的需要。」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

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天主，祢的聖子是我們的救贖之門；我們祈求祢垂允這些祈禱，並護守祢的羊群。以上所

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另外，在信友禱詞意向中，應特別為司鐸、執事及修道聖召祈禱；又由於本主日適逢母

親節，在信友禱詞的意向中不要忘記為普天下的母親祈禱。

8. 　 在「感恩經」開始之前，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話語作為導言，引領信友們進入感恩聖祭的頂峰經驗當中：「現在

我們已經到達彌撒最核心的部分－感恩經。在感恩經中，我們再次經驗耶穌善牧交付了自己的生命，為使我們能獲

得生命，且是更豐富的生命。現在讓我們隨同我們的善牧耶穌，同心和聲地向天父獻上感恩之祭。」

9. 　 感恩經可用第一式及第三式。特別是第一式，其中有一段非常美的特別為新領洗者的禱文：「……我們特別為所有

從水和聖神再生的人們奉獻，他們全部罪過已獲得赦免……。」同時，採用「復活節頌謝詞（一）~（五）」。

10. 　最後結束禮的降福，可採用「復活期隆重降福禮」。（降福經文請見《主日感恩祭典（甲）》頁 312）

11.     最後的結束派遣用語可選用以下格式，並與「彌撒禮成」相配合：

　　1 )  去傳揚上主的福音！

　　2 )  平安回去，在生活中光榮天主！

　　3 )  平安回去！

禮儀空間及音樂

1. 　這段時期禮儀空間的布置、禮儀音樂的選擇以及禮儀的服飾的穿著均應散發出歡樂的氛圍來。

2. 　 整個復活期，直至五旬節結束，復活蠟燭應放置在讀經台或祭台旁邊；在較隆重的禮儀時刻點燃，即如彌撒、團體

頌念晨禱及晚禱時。

一周禮儀

為那些在復活節守夜禮當中領受了基督徒入門禮的成年教友們，這整個的復活期是一段釋奧的時期（又稱習道期）。是

一段「學而時習之」的時期，更是一段把我們所習得的奧秘用生活活出來的時期。作為一名基督徒所受的陶成，不單只在於

慕道期的培育，更是在於習道期的訓練。然而這習道期並非僅限於復活期的五十個日子，它更是一段迆邐一生。信友們必須

一再地在生活當中，去重新發現到聖洗聖事的豐富性，並且「能夠同眾聖徒領悟基督的愛是怎樣的廣寬高深，並知道

基督的愛是遠超人所能知的，為叫你們充滿天主的一切富裕。」（弗三 18-19）

因此在前三周有關復活基督的顯現、聖洗及聖體的釋奧道理之後，這周的福音則向我們開釋基督的身分，以及在這些

身分中與我們的關係；同時也幫助我們去反省，在這些奧蹟的關係中，我們又該如何以生活去向人見證我們與基督的關

係。這些耶穌的身分包括：「我是羊棧的門」（若十 1-10）、「我是善牧」（若十 11-18）、「我與父是一體」（若十

22-30）、「我是來到世上的光」（若十二 44-50）、「我就是那一位」（若十三 16-20）、「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十四1-6）。

在讀經中，我們則是繼續有系統地聆聽《宗徒大事錄》中，初期教會如何透過生活即傳教而活出復活基督的奧蹟之外

（宗十一-十三）。

本周間遇到的必行紀念日及慶日：

5月2日（周二）聖達修（亞大納削）主教聖師 （白）

5月3日（周三）聖斐理及聖雅格宗徒 慶日（紅）

本慶日除亡者彌撒之外，禁止其他亡者彌撒（如追思彌撒等）



禮儀須知

1. 　本主日禁止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2. 　在復活期內，應加倍關注新教友釋奧的培育：（《成人入門聖事禮典》235-239）

3. 　 這一段時期，教會特別強調聖體聖事，因此牧者應該向教友們宣講和幫助他們了解這件聖事。同時，教會嚴格地要

求在這段時期要為教友病人送聖體。另外，這段復活期也是一段準備兒童初領聖體的最好時期，可以在這段時期的

一個主日中讓兒童初領聖體。

4. 　 在教會的傳統中，這也是一段邀請神父祝福教友的家的時期，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段滿含生機的牧靈時期。本堂

神父應該盡可能地走訪教友家庭，作牧靈拜訪。神父可以以《祝福禮典》中的「每年探訪家庭所舉行的祝福儀式」

（第一部份、第一章、貳），來與信友家庭一起祈禱並祝福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