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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四主日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若望福音 10:14 
 
進堂詠 
上主的慈愛瀰漫大地。因天主的一句話，諸天造成。亞肋路亞。 
 
讀經一（除基督以外，無論憑誰，決無救援。） 
恭讀宗徒大事錄 4:8-12 

那時候，伯多祿充滿聖神，向他們說：「各位百姓首領和長老！
如果你們今天詢問我們，有關向一個病人行善的事，並且他怎樣痊瘉
了，我很高興告訴你們和全以色列百姓：是憑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
字，即是你們所釘死，天主從死者中所復活的那一位；就是憑著他，
這個站在你們面前的人好了。這位耶穌，為你們就是『匠人所棄而不
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除他以外，無論憑誰，決無救援，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其他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上主
的話。 

 
答唱詠 詠118:1,8-9, 21-23, 26,28-29 
【答】：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詠118:22） 
領：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投奔

到上主的懷抱，遠遠勝過信賴世人。投奔到上主的懷抱，遠遠勝
過信賴官僚。【答】 

領：我感謝你，因為你應允了我，並將你的救恩賜給了我。匠人棄而
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這是上主的所作所為，在我
們眼中神妙莫測。【答】 

領：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頌。我們要由上主的聖殿祝福你們。
你是我的天主，我感謝你；我的天主，我高聲頌揚你。請你們讚
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答】 

 
讀經二（我們要看見他實在怎樣。） 
恭讀聖若望一書 3:1-2 
親愛的諸位： 

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子女，而且
我們也真是如此。世界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為不認識父。 

可愛的諸位，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子女，但我們將來如何，還沒有
顯明；可是，我們知道：一顯明了，我們必要相似他，因為我們要看
見他實在怎樣。——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若10:14） 
眾：亞肋路亞。 
 
福音（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 
恭讀聖若望福音 10:11-18 

那時候，耶穌說：「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傭工，
因為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一看見狼來，便棄羊逃跑；狼就
抓住羊，把羊趕散了；因為他是傭工，對羊漠不關心。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
我也認識父一樣；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我還有其他羊，還不屬
於這一棧，我也該把他們領來，他們要聽我的聲音；這樣，將只有一
個羊群，一個牧人。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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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上主的話。 
 
領主詠 
善牧復活了！他曾為自己的羊群交出性命，甘願為他們接受死亡。亞
肋路亞。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今天是聖召主日，以往稱為善牧主日，能令人以為單指司鐸聖

召，其實應伸展到所有修道人的聖召。 
  很多行業都會登廣告招聘員工，為迎合香港人重視功利，一般會
標榜利益去吸引人，例如：薪水高、福利好、假期多、升職快等。有
些仍嫌這些字眼太籠統，會強調明顯的好處，如：四天工作，六天薪
酬、不須到國內上班、不須超時工作等。有些更利用電視廣告美化某
些行業，誇大其重要性。不過這些報喜不報憂的宣傳，一旦被發現與
事實相距很遠，便立刻大打折扣。 
  今天福音中，耶穌有點像為牧人賣廣告。如果純粹從廣告的角度
去看，好像不太高明，因為工作又辛苦，又危險，甚至要「為羊捨
命」，不把應徵的嚇走才怪。再加上現代教會還增添一些條件，如：
不准結婚（貞潔）、不准發財（神貧）、不准自選工作，只接受派遣
（服從）等，似乎都與現代人心理背道而馳，大概不必作市場調查，
也會預見應徵的人不多。那些真的去應徵時，人們還以為他們是失
戀，或受了大挫折，才會「看破紅塵」，做了如斯消極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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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福音中，耶穌從不把牧人看成一種職業，「善牧不是傭
工」，不是為了薪水而去工作。這是一種回應天主召叫的生活，好像
耶穌回應天父的要求一樣。此外，牧人要把服務的對象看成自己的家
人。耶穌很清楚人對「公家的」和「自己的」東西有不同的心態，故
強調「羊是自己的」。牧人要「認識自己的羊」，即與羊有一種深切
的關係。都市人可能很難明白人與羊之間怎能有深切的關係，如果把
羊換成了狗，大概容易明白一點。再者，認識不是泛泛的，而是去到
願意為對方犧牲的地步。我們不妨回顧周圍，如果有些人我們是真的
願意為他們犧牲生命的話，我們的確很愛他們。過這種生活時，牧人
是「心甘情願」的，非為了改善生活，或只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而
已。可見牧人的聖召條件很多，明顯地是天主恩寵的召叫，只求人慷
慨的回應，否則根本是不可能。 
  在聖召主日，教友能做甚麼？ 
  第一，是求莊稼的主人多派工人來收祂的莊稼。教友不要只在聖
召主日才為聖召祈禱，而是時常祈求。人的祈求是否熱切，反映人是
否真的急切需要。不少人喜歡用九日敬禮去求考試過關，擇業順利，
求偶成功，疾病痊癒等。但有多少人會為聖召增多而去做九日敬禮？
可能本地聖召還未到了拉警報的地步，教友還沒有感受這種深切渴求
的需要。 
  第二，如果你在考慮聖召，便求天主賜自己一顆慷慨的心。如果
你是公教父母的話，更須求天主使自己有一份奉獻子女的慷慨。不少
公教家庭極樂意為別人的聖召祈禱，卻捨不得為自己的子女求。我在
國內聖堂布告板上看到一則很有意義的故事：神父問一個農夫：「如
果天主賜你一百萬元，你願意捐五十萬給教會嗎？」農夫爽快的回
答：「沒有問題」。神父再問：「如果天主賜你十萬元，你願意捐五
萬給教會嗎？」農夫想了一想，回答說：「沒有問題」。神父笑一笑
然後問：「如果天主賜你兩頭牛，你願意捐一頭給教會嗎？」農夫頓
了一頓，大聲抗議說：「那太不公平了，我家剛好有兩頭牛」。自己
沒有的東西，人很容易慷他人之慨；要自己拿出已擁有的東西，情況
便不相同。 
  第三，支持你的牧人，認識你的牧人（我的羊也認識我）。教友
對牧人的關心，是聖召成功的重要因素。當你愛護你的牧人，不但使
他捨不得離開羊群，更做成一個敬重牧人的環境，使你的子弟感受到
修道的價值。 
  願大家先做一隻認識牧人的羊，基督會聆聽善良的羊懇切的祈
禱，賜給你們和你們的子女好的牧人 
  
反省與實踐: 

一、 本主日是國際聖召節，在讀經一中宗徒們提到：「諸位仁兄！

我們該做什麼呢？」的確，我們都是上主天主所召叫的人，然而，請

想一想： 

1. 聖召到底是什麼？ 
2. 我是否曾經思索過自己的聖召呢？ 
3. 聖召需要栽培及支持，我是否做到這些？ 

二、 讀經二中提到「你們原是為此而蒙召的，因為基督也為我們忍
受了痛苦，留下了榜樣，使你們追隨祂的足跡」。福音中也提醒我
們：我們是天主的羊，羊跟隨祂，認得祂的聲音。請反省自問：我是
基督的小羊嗎？基督如何豐富我的生命？為了回應祂的召喚，我該做
什麼？在生活中要如何跟隨祂？ 
 
禱文： 
1. 請為聖召祈禱。祈求全能的天主派遣聖神與我們同在，使我們有

能力分辨自己的聖召；同時，也求主賞賜我們足夠的毅力與勇
氣，以言以行來實踐天主對我的召喚。 

2. 請為所有的牧人祈禱。求主恩賜他們更豐厚的恩寵，堅定他們的
信念，使他們時刻不忘自己的職責，在牧養天主子民時，效法耶
穌基督愛人的胸懷，貢獻己力，為人服務，為天主聖愛在世作見
證。 

 
 

與眾不同的牧人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在波西米亞家鄉存留的舊照片裡，我看到了我們家族牧人的模

樣。他在照片裡頭戴寬沿帽子，身穿羅登厚呢外氅，斜倚著大樹，正
在編織一隻羊毛襪子。一隻牧羊犬在他身邊，四週全是羊群。那張照
片來自一個已逝的年代，但卻與耶穌的時代大同小異。惟獨耶穌提到
的那追捕羊群的狼，在奧地利已經絕跡，一九二○年代的冬季，是牠
們最後出沒的時光。 

我知道這一切，全靠長輩們的口傳，以及翻閱相簿裡泛黃的舊
照片而來。那麼在現代社會中，善牧的形象，是否已經變得無從領會
了呢？我不認為如此。 

雖然牧人守護羊群的景象已經相當少見，但是我相信，耶穌所
描繪的善牧形象，在人們心中所激起的漣漪絲毫未減。原因可能是悉
心照看羊群的善牧，在我們的腦海裡有著其不變的原型；也可能是基
於耶穌親口教誨的影響力。其實，不是牧人的比喻解釋了耶穌的話，
相反地，是耶穌的話解釋了牧人：惟有藉著耶穌，我們才能感受到善
牧形象的深度和力度。因為祂是與眾不同的牧人。 

「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蘊藏在這句話背後的安全感，
是最最打動我們的地方。對這位牧人來說，他的羊跟他自己的性命同
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在緊要關頭時，他不會為了自身的安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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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自己的羽毛，而撒腿就跑，棄羊群於不顧。凡跟這樣的牧人在一起
的人，都知道他的處境總是安全無虞。 

我們實在太需要像善牧的這種人了，他們不會整天孤芳自賞，
患得患失。孩子們需要這樣的父母，員工們需要這樣的老闆，信友們
需要這樣的神父和主教。我們真的太需要這種能夠擔當職責的人了，
他們不會勉為其難地去做一份工作，而是會像善牧一樣投身其中，悉
心照顧羊群。 

當事態變得嚴峻時，當狼覬覦羊群時，善牧絕不會擅離他的羊
群。聖職人員的部份職責就是要親自抵禦邪惡，瓦解可能傷害人們的
事情。他們不應該為了避免得罪人，因而畏縮不前、聽之任之。 

父母也要做善牧，不讓孩子事事得逞、隨心所欲，以保護孩子
免受負面影響。「總牧人」基督，指望教會的牧人們，即聖職人員，
要有勇氣，不要怕冒犯人而向凡事說「是」和「阿們」。耶穌親自樹
立了牧人的榜樣，為保護屬於祂的羊群，不怕被人譏諷與嘲笑。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牧人認識他的羊群，他
的羊群也認識他。我們通常會很快覺察出，一位「牧人」關心的是我
們，還是他自己。孩子們的心靈受到傷害，不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太過
嚴厲，而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父母眼中無足輕重。 

每當見到善牧人士時，我們都會特別地被打動。感謝天主！無
論在家庭裡、職場裡、政界裡、教會裡，到處都有善牧。他們給予我
們求之不得的關懷感和安全感。我們要感謝他們。然而世上沒有一個
善牧比耶穌更盡忠職守；沒有一個人比祂更愛我們。只有祂是盡善盡
美，與眾不同的「善牧」！ 

 
反省與實踐: 
1. 我真從基督死而復活的奧跡中，瞭解復活的真諦嗎？基督是善

牧，他認識我們每一隻屬於他的小羊，也指引我們、照顧我們。
我是否能認出基督真正是我的善牧，而忠誠地聽從他、跟隨他？ 

2. 基督是善牧，在生活中，我們是否師法他的精神，無論是為人師
表、為人父母、為人長官，都能展現「善牧」的面貌？ 

3. 教會需要牧人來服務羊群。我是否願意答覆天主的召叫，成為願
意為別人犧牲的牧者？ 

4.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在不得志的逆
境中，我是否仍堅守崗位，懷抱希望，相信必能為主所用？ 

 
 

禱文： 
1. 請為新教友祈禱。在新教友學習融入教會的期間，祈求上主讓他

們清楚認出並體驗基督是善牧，而能順服地聽從他、跟隨他。 
2. 請為聖召祈禱。天主的羊群需要牧者的引領和照料。祈求天主感

動年輕人，讓他們能慷慨、勇敢地答覆上主的召喚，成為善牧。 

復活期第四主日 "耶 穌 是 好 牧 人"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 主 日 是 復 活 期 第 四 主 日， 在 現 行 的 教 會 禮 
儀 年 歷 上， 也 被 稱 為 善 牧 主 日。 在 這 主 日 上， 禮 
儀 年 歷 上 甲、 乙、 丙 彌 撒 中 的 福 音， 都 取 自 聖 若 
望 福 音 的 第 10 章， 內 容 都 談 到 耶 穌 與 他 的 門 徒 
之 間 像 似 牧 人 與 羊 群 之 間 的 關 系。 

牧 人 在 中 東 地 區 是 大 家 所 熟 悉 的 人 物﹔ 在 中 
東 的 文 學 上， 也 是 一 個 常 用 的 形 像 性 名 詞。 古 代 
中 東 民 族 稱 他 們 的 君 王 為 牧 人。 

以 色 列 是 中 東 地 區 的 一 個 民 族。 在 政 治 上， 他 
們 推 行 神 權 政 治， 原 來 反 對 君 主 政 體， 直 接 稱 天 
主 為 他 們 的 君 王。 所 以，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牧 人 也 
就 成 為 上 主 天 主 的 一 種 稱 呼。" 上 主 是 我 的 牧 者， 
我 實 在 一 無 所 缺。" 聖 詠 第 22 首 上 的 這 一 句 話， 
是 我 們 大 家 都 熟 悉 的。 耶 穌 是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聖 子。 當 他 在 世 時， 向 巴 肋 斯 坦 的 猶 太 同 胞 傳 揚 
福 音 時， 他 就 直 言 不 諱， 稱 自 己 為 牧 人 了。 

牧 人 的 形 像 在 文 學 上 的 意 義 是 多 方 面 的。 聖 
若 望 福 音 的 第 10 章 記 述 耶 穌 與 法 利 塞 人 的 辯 論。 
在 這 場 辯 論 中， 它 發 揮 了 這 個 形 像 的 多 方 面 的 
意 義。 首 先， 它 開 宗 明 義， 肯 定 耶 穌 是" 羊 的 門"。 
這 比 喻 有 兩 層 意 義。 第 一、 耶 穌 是 門。 牧 人 必 須 
經 過 他 進 入 羊 棧﹔ 所 以 只 有 被 耶 穌 認 可 的 才 是 
真 正 的 牧 人。 以 聖 伯 多 祿 宗 徒 為 首 的 宗 徒 團 體， 
是 耶 穌 所 認 可 的。 在 耶 穌 升 天 後， 他 們 便 是 基 督 
信 徒 們 的 真 正 牧 人。 像 法 利 塞 人 那 樣 不 來 自 耶 
穌 的 人， 聖 若 望 福 音 稱 他 們 為" 賊"， 不 承 認 他 們 
是 牧 人。 第 二、 耶 穌 是 門。 經 由 他， 羊 群 才 可 以 
進 入 羊 棧， 也 可 以 走 向 原 野。 那 些 經 由 他 出 入 的 
羊 將 獲 得 生 命。 對 他 們 來 說， 耶 穌 是" 生 命 之 泉
"， " 生 命 之 糧" 和" 生 命 之 門"。 

聖 若 望 福 音 第 10 章 又 從 別 的 兩 方 面 說 明 耶 穌 
本 人 是 好 的 牧 人。 第 一、 耶 穌 甘 心 為 他 的 羊 群 舍 
掉 性 命。 法 利 塞 人 只 是 佣 工， 他 們 剪 羊 的 毛， 對 
羊 卻 并 不 關 心。 好 的 牧 人 要 像 從 前 達 味 一 樣， 保 
護 他 的 羊 群。 第 二、 耶 穌 認 識 他 的 羊。 他 對 他 的 
羊 群 親 切 的 認 識， 包 含 著 深 厚 的 愛。 這 便 是 他 甘 
心 為 羊 群 舍 身 致 命 的 原 因。 耶 穌 的 愛 超 越 以 色 
列 同 胞 的 范 圍， 而 普 及 所 有 的 外 邦 人。 如 果 說， 
耶 穌 的 第 一 次 來 臨 是 為 找 尋 以 色 列 家 迷 失 的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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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死 亡 與 復 活 卻 為 普 世 萬 民 打 開 了 他 羊 棧 的 
門。 

最 后， 聖 若 望 福 音 第 10 章 更 從 耶 穌" 是 羊 的 門
"，" 是 好 的 牧 人"，轉 入 他 與 天 主 聖 父" 原 是 一 體" 
的 第 三 個 主 題。 耶 穌 說： " 賜 給 我 羊 群 的 父， 超 
越 一 切， 為 此， 誰 也 不 能 從 我 父 手 里 將 他 們 奪 
去。 我 與 父 原 是 一 體。" 

我 們 說 過， 復 活 期 第 四 主 日 也 是 善 牧 主 日。 這 
天 的 彌 撒 福 音， 在 禮 儀 年 歷 甲、 乙、 丙 三 年 一 律 
取 自 聖 若 望 福 音 第 10 章。 甲 年 選 讀 的 內 容 側 重 
耶 穌 是 羊 的 門 的 比 喻， 乙 年 側 重 耶 穌 是 好 的 牧 
人， 為 羊 群 犧 牲 性 命， 丙 年 側 重 耶 穌 和 天 主 聖 父 
的 同 為 一 體， 以 及 他 賜 予 他 羊 群 永 遠 的 生 命。 

今 年 是 禮 儀 年 上 的 乙 年。 本 主 日 的 彌 撒 福 音 
取 自 聖 若 望 福 音 第 10 章 第 11 到 18 節， 內 容 講 耶 
穌 是 好 牧 人， 為 羊 群 犧 牲 性 命。 

我 們 剛 才 所 聆 聽 的 福 音 記 載， 包 括 三 個 教 訓。 
第 一 個 最 明 顯 的 教 訓， 是 佣 工 和 牧 人 的 區 別。 佣 
工 不 是 牧 人， 羊 不 是 他 自 己 的， 他 不 關 心 羊， 一 
看 見 狼 來， 便 拋 下 羊 逕 自 逃 跑 了。 這 樣 狼 就 可 抓 
住 羊， 把 羊 群 趕 散 了。 在 將 近 二 千 年 的 教 會 歷 史 
中， 基 督 的 羊 群 多 少 次 遇 到 驚 擾， 多 少 次 遭 受 蹂 
躪， 也 多 少 次 痛 苦 地 體 驗 了 佣 工 和 牧 人 的 迥 然 
不 同。 

本 主 日 彌 撒 福 音 的 第 二 個 教 訓， 是 耶 穌 和 他 
的 信 徒 之 間 的 親 密 關 系。 耶 穌 講 善 牧 的 比 喻， 用 
牧 人 認 識 羊， 羊 認 識 牧 人， 以 及 牧 人 為 羊 舍 命 這 
樣 的 話， 從 兩 方 面 形 容 他 與 他 信 徒 之 間 的 親 密 
關 系。 一 方 面 他 說 ：" 我 認 識 我 的 羊， 我 的 羊 也 
認 識 我， 正 如 父 認 識 我。" 另 一 方 面 他 又 說 ：" 我 
為 羊 舍 棄 我 的 生 命， 好 再 把 它 取 回 來。 誰 也 不 能 
奪 去 我 的 生 命， 是 我 甘 心 情 愿 舍 棄 的。 我 有 權 舍 
棄 它， 也 有 權 把 它 再 取 回 來 ： 這 是 我 從 我 的 父 
所 接 受 的 命 令。" 不 論 從 他 認 識 他 的 羊， 或 從 他 
為 羊 舍 命 方 面 來 說， 耶 穌 總 是 把 他 與 他 信 徒 之 
間 的 關 系 同 他 與 他 父 親 之 間 的 關 系 相 提 并 論， 
充 分 表 示 了 這 關 系 的 親 密 程 度。 靠 托 耶 穌， 我 們 
做 基 督 信 徒 的， 得 以 與 天 主 聖 三 奧 跡， 分 享 天 主 
的 生 命，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這 是 何 等 恩 德， 何 等 
幸 福! 

本 主 日 彌 撒 福 音 的 第 三 個 教 訓， 是 我 們 基 督 
信 徒 在 聖 伯 多 祿 宗 徒 繼 承 人 周 圍 的 團 結 合 一。 

這 也 就 是 耶 穌 所 說 的" 我 還 有 別 的 羊， 不 在 這 羊 
棧 里， 我 該 把 他 們 領 回 來， 他 們 要 聽 我 的 聲 音 ： 
這 樣 將 來 只 有 一 個 羊 群， 同 屬 于 一 個 牧 人。" 

本 主 日 彌 撒 中 的 讀 經 一， 取 自 宗 徒 大 事 祿 第 4 
章 第 8 到 12 節， 內 容 記 載 聖 伯 多 祿 宗 徒 在 猶 太 宗 
教 的 領 導 人 面 前 所 作 的 見 証。 

聖 伯 多 祿 宗 徒 援 引 聖 詠 上 的 話， 說 耶 穌 是" 建 
工 人 棄 而 不 用 的 石 頭， 卻 反 而 成 了 屋 角 的 基 石，
" 又 說 ：" 除 了 耶 穌 以 外， 無 論 憑 誰， 決 無 救 恩， 
因 為 在 天 上 人 間， 沒 有 賜 下 別 的 名 字， 使 我 們 能 
賴 以 得 救 的。" 聖 伯 多 祿 宗 徒 的 這 几 句 話 和 我 們 
剛 才 所 聽 到 的 聖 若 望 福 音 中 所 說 的" 只 有 一 個 羊 
群， 同 屬 于 一 個 牧 人， 異 曲 同 工， 給 予 我 們 同 樣 
的 教 訓。 

聖 伯 多 祿 宗 徒 在 猶 太 議 會 為 主 作 証 時， 他 的 
同 伴 聖 若 望 宗 徒 也 在 場。 後 來， 在 他 的 書 信 中， 
聖 若 望 宗 徒 發 表 了 他 的 感 受。 他 以 為 我 們， 做 基 
督 信 徒 的， 藉 著 聖 洗 聖 事 分 享 了 天 主 的 生 命，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在 天 主 與 我 們 之 間， 便 有 了 一 種 
極 密 切 的 關 系。 正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與 天 主 作 對 的 
世 界， 便 輕 視 我 們， 迫 害 我 們， 但 是 聖 若 望 宗 徒 
認 為 我 們 做 天 主 子 女 的， 不 必 因 此 沮 喪。 

這 是 我 們 每 一 個 基 督 信 徒 所 面 臨 的 問 題。我 們 
知 道 我 們 是 天 主 的 兒 女， 我 們 應 該 依 照 我 們 是 
天 主 兒 女 的 身 份 而 生 活。 但 是 世 人 不 知 道， 不 明 
白。 我 們 自 己， 雖 然 知 道 我 們 是 天 主 的 兒 女， 卻 
也 并 未 看 到 我 們 做 了 天 主 的 兒 女，將 來 究 竟 如 
何。 這 要 等 到 基 督 再 次 來 臨 時， 才 讓 我 們 看 見。 
就 眼 前 而 論， 我 們 生 活 在 這 樣 的 矛 盾 中， 我 們 既 
不 屬 于 這 個 世 界， 卻 處 身 在 這 個 世 界 中。 我 們 要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為 天 國 而 生 活。 下 面 這 篇 集 禱 經 
說 出 了 我 們 基 督 信 徒 的 微 妙 的 心 情。 

天 主， 求 你 使 我 們 常 生 活 在 喜 樂 中， 因 為 你 恢 
復 了 我 們 青 春 的 朝 氣﹔ 我 們 今 日 重 獲 義 子 的 榮 
耀﹔ 求 你 也 使 我 們 滿 懷 慶 幸 和 確 實 的 希 望， 等 
待 肉 身 的 復 活 與 光 輝 日 子 的 來 臨。 亞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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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主題：天主聖三的救恩工程 
有沒有想過教會對天主聖三的道理和神學尚未得到正式表述之

前，基督徒是如何體會天主的奧蹟的呢？相信今天的讀經一可以讓
我們看到一些端倪。今天宗徒大事錄所讀的是伯多祿治好胎生瘸子
這故事的第二部分——他和若望被捕，在猶太人的首領、長老和經
師面前受審，伯多祿如何充滿聖神，昂然無畏地為耶穌基督作證答
辯。在他的講話中，伯多祿指明天主使耶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天
下眾人賴他而得救。伯多祿亦以聖詠 118「匠人所棄而不用的石頭，
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來指出被眾人遺棄的耶穌，已被天主提拔，
成為萬民的基石。在短短幾節聖經的記述中，我們已看到伯多祿如
何以自己的信仰經驗向人見證天主聖三，他的說話直接簡單，沒有
半點抽象難明的神學句語。所以緃使初期教會沒引用「天主聖三」
的講法，但已普遍接納了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的信仰。 

在第二篇讀經中，作者說世界不認識那些稱作天主子女的，亦
等同於說他們不認識天主和祂所派遣的。相反地，所有相信耶穌基
督的天主子女，卻能窺看到局部的天主奧秘和認識祂。到了最後的
日子，聖三的奧秘將會顯明地讓人知道。由此可見，只有那些藉著
恩寵成為「天主子女」，與天主有密切關係的人，才能有福份明瞭
天主的真諦，並還愛於祂。 

教會在復活期第四主日亦同時慶祝善牧主日；甲、乙、丙三年
均選讀若望福音第十章的不同片段。甲年讀經主要講述兩個簡短的
比喻，乙年和丙年則為耶穌向門徒（也即是向我們每一位信徒）解
釋他與跟隨者的密切關係。本主日的福音正要指出耶穌善牧認識和
關心他的羊，就如父認識他一樣，而他要去為自己的羊捨掉生命。 

耶穌復活後，初期教會在聖神的光照下，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他
所啟示的天主觀；而復活期更是特別指向天主聖三救恩工程的時期。
這時期的每個主日第一篇讀經裡，常常聽到宗徒們向人宣講他們所
相信的耶穌，證明他是「起初就與天主同在的聖言」，而這聖言就
是天主，是「天主光榮的反映，是天主本體的真象」（希 1:3，
《教理》241）。我們認識天主，因為天主願意在耶穌基督內向世人
完完全全地顯示自己——聖父成了啟示的對象，而聖子就是啟示的
內容。天父不只是創造萬物的那位大神，祂更是深愛人類而獻出自
己獨生子的真神。 

至於天主聖神的工程，在教會時代更為突顯。祂是耶穌基督預
許要派遣來的「護慰 者」，祂將住在門徒當中，並在他們內教導他
們一切，把他們引入一切真理。我們在信經裡如此宣認：「我信聖
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祂和聖父聖子，同 
受欽崇，同享光榮…」所以祂是被啟示為耶穌和聖父相關的天主的
另一位（參閱《教理》 243）。因此，天主愛的計劃彰顯在創造的
工程中，在人類墮落後的整個救恩史中，在聖子的使命中，在聖神
及其透過教會而延續的使命中（參閱《教理》257）。天主聖三的救 

恩工程是共同而又個別的工程，使人既認識天主三位的特性，另一
方面又體認出祂們共同的本性（參閱《教理》259）。 

今天的讀經裡，我們不單只看到伯多祿被聖神充滿睿智和維護
真理的勇氣，亦看到天主的子女以耶穌的天主為父，認識到天主的
愛情。最後，耶穌善牧聽命於父，與父一起關心祂的羊群。事實上，
整個基督徒生活是要跟天主聖三每一位共融，不能把祂們分開。誰
光榮聖父，是透過聖子在聖神內光榮祂；誰跟隨基督，是因受到聖
父吸引和受到 聖神推動而跟隨祂。天主整個救恩工程的最終目的，
就是一切受造物都能進入真福聖三的圓滿一體中（參閱《教理》259, 
260） 
 
生活反思／實踐： 
1. 在禮儀中，我們每次都呼號聖三之名，劃十字聖號開始；在禮儀

結束時，則以聖三名號降福信眾。你是否明白這教會傳統的意義？
當你劃十字時，是否有意識地去做？ 

2. 試在今天的福音中，找出那些形容耶穌與天父關係的字句（例如：
認識、愛等）。在天主和你之間，有否真實地存在這些關係？如
果有，是那些？如果沒有，你願意如何 改善和建立？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在愛中合一     
 
【經文分析】 
這個主日福音選自若十 11-18，經文延續 1-10 節中耶穌所說的「善
牧比喻」（甲年復活期第四主日福音），之後 19-21 節的經文則記載
了當時 聽眾的反應。聽眾的反應（「難道魔鬼能開瞎子的眼睛
麼？」）又回溯到第九章中耶穌治好胎生瞎子的故事，因此若望福音
第九章到第十章基本上是相關的。所以我 們建議，在主日感恩禮中
也一併誦讀 19-21 節的經文。在此，分三段來詮釋若十 11-21 節的經
文：首先是耶穌關於「善牧和傭工」的比喻（11-13）， 再者是「一
個羊群和一個牧人」的言論（14-18），最後是群眾的反應（19-
21）。 
善牧和傭工 
耶穌延續著前面「善牧的比喻」（1-10），直接說：「我是善牧」
（11）。猶太思想中常將「君王」比喻為「牧人」，耶穌不只是把自
己比為「牧 人」，而更強調說自己是「好」牧人，意思是祂超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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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子民過去所有的牧人、君王或政治領袖。這些人在歷史中，不但
曾經剝削了以色列子民，甚至在危險時離 棄了他們，就好像這個比
喻中所說的傭工一樣。在面臨困難時，傭工的角色特別清楚的暴露出
來，對他們而言，自己的安全比羊群（人民）更為重要。 
善牧為羊群捨掉性命 
 耶穌之所以是「善牧」，並不只是因為祂是一切牧人的榜樣，更是
在於祂得到羊群完全的信任，特別在面臨恐嚇威脅時，祂更證明自己
絕對值得大家的信 任。這段短短的福音經文中四次提到「善牧為羊
捨掉自己的性命」（11、15、17、18），強調了耶穌隨時準備為羊群
犧牲自己的性命。這個比喻說明，牧人 存在的意義是為了羊群，他
的死亡也是一樣為了他的羊群。這樣圖像性的描述，在耶穌被釘死十
字架上時成為事實。 
相互認識 
善牧和羊群彼此緊密連結，因為他們互相深刻地「認識」對方。但是
若望福音的經文，清楚的強調耶穌的認識是帶有優先性的，經文先
說：「我（耶穌）認識 我的 羊」。由於善牧認識自己的羊，因此他
走進他們並揀選他們。雖然如此，耶穌（善牧）也是經由這些羊才被
確認。但是，耶穌並沒有消失在這個彼此認識的關係中， 而是以獨
特的方式超越一切。因耶穌和那些屬於祂的人彼此之間的認識，是以
祂和天父之間互相的認識為基礎。祂和天主之間的父子關係是唯一且
獨特的，這個相互 的認識也是祂得到使命的基礎，使祂成為天父唯
一的啟示者。 
一牧一棧 
 第 16 節出現了一個新的圖像性語言，談論到「其他的、還不屬於這
一棧的羊群」，此話擴展了這個比喻的意義。在此之前，我們都把比
喻中的「羊棧」理 解為以色列，其中的「羊」就是以色列所遺留下
來的子民。因此，現在出現「別的羊」就是指外邦人。舊約的先知們
早就提出過一牧一棧的許諾（參閱：則三四 23；米二 12），但這個
許諾是由耶穌來實現的。外邦人將經由耶穌的使者而聽到耶穌說過的
話，因此而被引入同一個羊棧。由於耶穌的自我犧牲把自己交付出 
來，使得一牧一棧成為可能。 
耶穌透過自我犧牲完成了父所託付的使命，並且使父的愛成為明顯可
見的，耶穌自由地服從了天父的旨意，祂在自我犧牲中不僅實現了自
己的旨意，更實現了父的旨意。因此，耶穌取回生命的權利也和父的
旨意、父的工程完全一致，必須完全在天父的工程之下才可以被了
解。 
 群眾的反應 
 耶穌的話在聽眾之間引發了紛爭，這個反應和若九 16的反應是相同
的。反對的人指責耶穌說「祂附魔發瘋」（20）。附魔的判斷，使人
想起谷三 21-22，在那裡，人們也認為耶穌附了魔。關於發瘋的記
載，讓人想起智慧書上的話：人們把義人的「生活視為愚狂，曾將他
的死亡視為恥辱。」（智五 4） 

另有一群人則說：「這話（耶穌說的）不是附魔的人所能說的；難道
魔鬼可以打開瞎子的眼睛嗎？」（21）這句話直接回應到第九章耶穌
治好胎生瞎子的敘述，至少表達出他們因耶穌的行動而對自己過去的
看法提出質疑。耶穌的話要求人做出抉擇，因為抉擇的不同，自然也
就產生分裂。 
【綜合反省】 
 在教會歷史中常常把「善牧和傭工」的對比情況，運用到倫理反省
層面，特別是關於執行教會內或其他世上的各種職務的態度反省方
面。傭工表達的是層次比較低的統治慾望、虛幻的驕傲、會消逝的自
我主義；而善牧則表達真愛以及無私無我的生活態度。 
此外，在歷史的發展中，這段經文也成為的基督論與教會論的評價依
據。教會合一的基礎就在於認識並效法基督，成為善牧。善牧為了祂
的羊把自己的性命交 出，因此合一的基礎就建立在一個根本的信仰
上，清楚地認知我們都因著基督的死亡而被救贖成為聖潔的。的確，
根據若望福音的教導，唯有在耶穌基督的愛內，教 會的合一才能建
立，祂的愛就是自由，在這個自由中祂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來。基督
徒必須活出這樣的愛，才能超越各種不同的教會（派）組織與結構而
達成合一， 使耶穌「一牧一棧」的許諾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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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pril 2024  4th Sunday of Easter - Year B 
 

Entrance Antiphon  

The merciful love of the Lord fills the earth;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the 
heavens were made, alleluia. 

 

First Reading Acts 4:8-12 

A reading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This is the only name by which we can be saved.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Peter said: ‘Rulers of the people, and elders! If 

you are questioning us today about an act of kindness to a cripple, and asking us 
how he was healed, then I am glad to tell you all, and indeed would be glad to 

tell the whole people of Israel, that it was by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e 

Nazarene, the one you crucified, whom God raised from the dead, by this name 
and no other that this man is able to stand up perfectly healthy, here in your 

presence, today. This is the stone rejected by you the builders, but which has 

proved to be the keystone. For of all the names in the world given to men, this 
is the only one by which we can be sav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17:1. 8-9. 21-23. 26. 28-29 

(R.) The stone rejected by the builders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1.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is love has no end. It is better to 

take refuge in the Lord than to trust in men: it is better to take refuge in the 

Lord than to trust in princes. (R.) 
2. I will thank you for you have given answer and you are my saviour.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jected has become the corner stone. This is the work of 

the Lord, a marvel in our eyes. (R.) 
3. Bless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s he who comes. We bless you from the house 

of the Lord; I will thank you for you have given answer and you are my 

saviour.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is love has no end. (R.) 

 

Second Reading 1 Jn 3:1-2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John 

We shall see God as he is. 
Think of the love that the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by letting us be called 

God’s children;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Because the world refused to 

acknowledge him, therefore it does not acknowledge us. My dear people, we are 

already the children of God but what we are to be in the future has not yet been 
revealed; all we know is, that when it is revealed we shall be like him because we 

shall see him as he really i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10:14 

I am the good shepherd, says the Lord; I know my sheep, and mine know me. 

Alleluia, alleluia! 

 

Gospel Jn 10:11-18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The good shepherd lays down his life for his sheep. 
Jesus said: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e good shepherd is one who lays down his life for 

his sheep. The hired man, since he is not the shepherd and the sheep do not 
belong to him, abandons the sheep and runs away as soon as he sees a wolf 

coming, and then the wolf attacks and scatters the sheep; this is because he is 

only a hired man and has no concern for the sheep. 

I am the good shepherd; I know my own and my own know me, just as the 
Father knows me and I know the Father; and I lay down my life for my sheep. 

And there are other sheep I have that are not of this fold, and these I have to lead 

as well. They too will listen to my voice, and there will be only one flock, and 
one shepherd. The Father loves me, because I lay down my life in order to take it 

up again. No one takes it from me; I lay it down of my own free will, and as it is 

in my power to lay it down, so it is in my power to take it up again; and this is the 
command I have been given by my Father.’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The Good Shepherd has risen, who laid down his life for his sheep and willingly 
died for his flock, allelu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