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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聖體大會2012 
熱身報導系列15 ■文／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籌備會  譯／主教團秘書處 

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神學與牧靈反省〉會前閱讀文獻  （一）

聖體聖事：與基督及其他人的共融

2011年全國聖體大會在輔仁大學中美堂圓滿落幕；而全球天主教會正熱烈準備迎接

2012年6月10日至17日在愛爾蘭都柏林所舉辦的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由大會籌備會

傳送給全球各地寶貴的會前閱讀文獻，經主教團秘書處翻譯並核閱後，交由《天主教

周報》上作長期連載，並保留原文中的編號，方便讀者查詢及引用。這一系列文獻連

載，將全步刊登於國際聖體大會的官方網站，讓大會知道台灣地區對國際聖體大會的

重視；同時，可嘉惠全球華語地區教會，得以有中文版會前資訊可供參考；連載全文

將會刊登於台灣地區天主教會主教團聖體大會網站上，提供教友參考/下載。大幅增益

教友們對聖體奧蹟的認知與禮敬，請大家品讀、默想，助益祈禱，滋養靈命！ ～編者

第一部分 千載難逢的機會

引言

I. a. 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

1.2012年6月第50屆聖體大會將於愛爾蘭都柏林舉

行，欣逢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揭幕50周年。都柏

林聖體大會的主題是「聖體聖事：與基督及其他人的

共融」──這概念在大公會議願景中，佔有的地位

是如此重要。

2.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可說是聖神降臨性的

事蹟，到現在仍是確切的指南，指示教會依循的方

向。當時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關注點，

就是當人類進入一個歷史新紀元，充滿嶄新、快速

和深刻變化的時候，教會如何能夠以最好的方式向

世人顯示耶穌基督，使他們能夠看見生活在我們當

中的祂，聽到祂的聲音，與祂相遇。為了回應這一

點，天主聖神帶領大公會議推廣「共融教會學」（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因此，與大公會議50周

年紀念同時舉行的聖體大會，以共融這個主題來喚

起我們的注意，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3.聖體大會為我們提供了一良機，好使我們更深入

地探索大公會議所提出的改革對我們有多大的影響，

特別是關於共融──不只針對教會內在生命的共融，

同時也包括在歷史中各個路途上與我們同行的人。事

實上，共融的意念對福傳──傳遞耶穌基督的喜訊，

是非常重要的。耶穌基督渴望帶同祂的喜樂、自由、熱

誠和平安與我們在一起。亞洲和非洲，美洲和大洋洲

，還有歐洲各地在信仰內的兄弟姊妹們，將在這個國

際會議中聚集，呈現教會共融的統一性和多樣性，使

我們對大會主題的討論匯聚豐碩的成果。

4.上一次在愛爾蘭舉行國際聖體大會，已是在80年

前。當時，我們紀念聖博德（St. Patrick）到達島上

1500周年，並慶祝愛爾蘭傳教士把聖體聖事的愛傳

播到世界各地。這個於1932年舉行的聖體大會，在

多方面都是意義非凡的。儘管以今日的角度來看，這

描述帶有必勝心態的意味，但大會對於治癒內戰的

創傷卻大有貢獻，因為在大會舉行數年前發生的愛

爾蘭內戰，使愛爾蘭分崩離析。但也有人指出，愛爾

蘭天主教徒的熱忱和民族的自豪感溶合在一起之後

，對當時的情勢長遠看來也並非毫無弊端。後來，愛

爾蘭發生了很多改變。現代脈絡已迥然不同。這些

年來聖體大會的風格、目標和成果都有很大的變異。

近年來國際聖體大會更像是信仰的慶典，包含論文

發表、音樂會、工作坊、展覽，這一切都使得2012年

的大會將與80年前的聖體大會頗為不同。 

5.現代愛爾蘭的環境對聖體大會可說是利弊參半。

一方面，對信仰「盤石」念茲在茲──愛爾蘭教會的

男女及孩童都是從這盤石鑿下來的（參考依5:1）；

我們仍然因為歷代愛爾蘭人對教會和人類慷慨、英

勇的貢獻非常感謝天主。北愛爾蘭在近年的和平進

程──教會也對此有所貢獻──已有美好簇新的發

展。雖然現代遭遇到金融風暴，但相較於1932年，

愛爾蘭應可滿意地承認在社會經濟上獲得大幅改善

。然而，在作這些神學和牧靈反省開始之際，我們必

須承認，因著神職人員對孩童和青少年的性醜聞事

件，今日愛爾蘭教會正走在治癒、更新和修復的路上

。如同往厄瑪烏路上的門徒們一樣，愛爾蘭天主教友

常常由於他們教會內發生的事情不知何去何從。遭

神職人員性侵的受害者和倖存者的喊叫聲穿透天地

，迫切地要求徹底悔改的記號。 

6.我們可以把2012年的大會視為聖經所稱的「時機

」，即在某特殊時刻因天主的介入，而使一些特別事

件發生。在這個時刻裡，愛爾蘭教會和普世教會若

再一次聆聽天主聖神對教會在梵二，和藉著梵二說

過和正在說的話，會獲益不少。的確，這是一個天主

上智安排的時刻，人們聚首一堂，與基督及其他人

的共融，一同「反思加於基督聖體的創傷，需要一些

補救方法去加以包紮和治療，儘管有時候也會引起

疼痛，在重整和教會復興的長時間過程中需要合一

、愛德和相互支持。」大會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聚會

處」（statio）──愛爾蘭教會邀請普世教會到的地

方，即許諾和祈禱的調息時刻，是教會旅程中的歇

腳站。因此，這是朝聖旅程中特別的時刻，在這時刻

普世教會被邀請將焦點集中在聖體聖事的某一層次

上──被提議為大會的主題：「基督及其他人的共

融」。我們將在愛德和合一的連結中公開朝拜聖體。

大會集合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成為所有人一個

信仰和愛德的真正標記。

I. b. 共融的意義

7.在開始前，我們必須澄清「共融」（communion
）這概念的意義。天主教友習慣說，在彌撒中去「領

聖體」（going to communion），意即「領受共融」（

receiving communion）。其實「共融」（《新約》中的

希臘文為koinonia）這神學概念是多方面的。

8.在宣講天國的時候，耶穌自知被派遣「向貧窮人
傳報喜訊…… 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參路4:16-20）透過祂
的言行，耶穌建立了由門徒們組成的默西亞團體，其

成員在耶穌身上經驗到天主國度臨近他們。他們彼

此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係，以愛、自由和真理、平

等和互惠為標記的關係。那些被召叫作首領的，必

須以服務他人來實行他們的責任。在第四部福音中

，我們聽到耶穌在死前的祈禱，其中內容是祂使命的

大要，「願眾人都合而為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
內合而為一，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內，為叫世界
相信是祢派遣了我。」（若17:21）這個團體沒有什
麼其他的，就是全然地分享天主的生命。

9.耶穌的默西亞計劃，因祂死於十架上似乎一敗塗

地。但是，事情並未結束，復活的基督戰勝了死亡。

那裡有罪惡的地方，充滿黑暗、分裂和恐懼，現在因

著恩寵便充滿了光明、共融和自由。（參羅5:17-21）

死而復活的基督重新召集祂的團體，團聚的連結變

得更加深厚。祂繼續樹建團體，藉著宣講福音、藉著

聖事──特別是透過聖體聖事的施行、藉著蒙受委

託職務的人的服務、藉著各種神恩和教會成員間相

互的愛德：「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
，擘餅，祈禱。」（宗2:42）。如同耶穌還活在世上
時一樣，那些現在追隨基督的人並不孤獨，他們在

與耶穌基督的共融中合而為一，也在團聚的連結中

彼此共融，特別是藉著聖體聖事。

10.保祿宗徒在〈致格林多人前書〉裡，把聖體聖事

的意義描述為「臨在、共融的筵席和祭祀。」（參格前

10:16-22）。他寫信的對象是一個充滿各種恩賜和功

能的團體，不過在那團體裡也有過嚴重的分裂。他這

樣寫道：「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共結合
於基督之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共結合於
基督的身體嗎？因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有一
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參格前
10:16-17）聖保祿用來表達「結合」（「分享」）的詞彙

是「共融」。團體中眾多的成員在領受聖體聖事時都

結為一體，他們是那麼深刻地分享了基督的聖體聖血

，便成為了基督的奧體。由此，是耶穌基督授予種種

神恩和職務不同的意義與和諧。人們歸屬於基督的方

式，並非只是成為由耶穌所組織的團隊的成員那樣，

而是透過聖體聖事，真實地與復活的基督，以至與彼

此間，擁有一份深刻、親密的結合。

11.聖保祿宗徒覺得，他對格林多教會──特別在

共融這方面，必須要重新福傳。所以，他提出了一個

最後晚餐的亙古解釋（格前11:17-33），似乎是要強

調，我們在最後晚餐中，在那以聖事的方式預告的逾

越奧蹟裡，找到教會身分的基因密碼：即共融。最重

要的是，耶穌在祂苦難和聖死的自我奉獻中，使人類

獲得救恩，救恩可以被理解為與基督和我們彼此之

間的共融。聖體聖事使我們，也邀請我們在此時此

刻的生命中活出這份共融。這意味著一種修好、包

容，彼此協助背負重擔的思維邏輯：

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主
耶穌在祂被交付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
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這
樣行，為紀念我。」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應
這樣行，為紀念我。」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
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為
此，無論誰，若不相稱地吃主的餅，或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體和主血的罪人。所以人應省察自己
，然後纔可以吃這餅，喝這杯。因為那吃喝的人，
若不分辨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所
以，我的弟兄們，當你們聚集吃晚餐時，要彼此等
待。（格前11:23-29、33）

  （未完待續）

 

▼

響應2012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台灣地區已於11月19日基督君王節前夕

舉行2011年全國聖體大會，在輔仁大學中美堂圓滿落幕。（郝聖謌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