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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分享：從耶穌復活後的第一個五旬節再思分享的意義       

                 葉青華牧師 

使徒行傳第二章記載了在主復活後的第一個五旬節聖靈降臨一事(也
是我們今天所慶祝的聖靈降臨節)。依照傳統，這天敬虔的猶太人男
丁，從各地回到耶路撒冷聖殿過節。門徒正聚集過節的時候，聖靈「如
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當時聚會的人皆被聖靈充
滿，門徒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這事吸引了很
多來耶路撒冷過節的人，彼得站起來向眾人宣講信息。當日約有三千
人接受了他的話，受洗成為信徒，這就是教會歷史上第一場「佈道會」
的盛況。 

在猶太人的傳統中，五旬節是唯一用有酵餅獻祭的節日，這是非常特
別的做法，因為酵代表著假冒、不潔、罪惡，五旬節奉上有酵的餅，
代表獻祭者要把未信主的人也一起獻上，領他們歸主。在主復活後的
第一個五旬節初信主的那三千人，就是第一批的收成，成為祭物獻給
神。 

由此觀之，我們教會把聖靈降臨節也定為分享主日實在也是很有意思
的一件事，因為我們不單在記念一件事(聖靈降臨)的發生，雖然這事
對我們教會的存在和發展、信徒生命的轉變皆是十分重要的，聖靈的
降臨也不單是為了安慰那群正處在憂驚中的門徒，加給他們力量去「說
起別國的話來」，讓那群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也能「聽見他們(眾門徒)
用我們的鄉談，講說上帝的大作為」，把他們也帶引到上帝的面前。 

但筆者在這裡想問的是，按我們今日的能力條件，社會上的生活處境
和需要，我們能和他人分享的是甚麼? 

今年 4 月 17 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 
2020 年第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官員表示，第一季度 GDP 
萎縮 6.8%，豬肉價格上漲 122%，居民名義收入實際下降 3.9%
⋯⋯。這一系列嚴峻的數字讓人心慌，按照《紐約時報》的說法：
「它預示著這一場疫情終結了中國近半個世紀驚人的經濟增
長！」 

當下，不僅中國，全球都陷入對抗疫情的危難，也處於發展停滯
的狀態，甚至有數十億人所在的國家正面臨經濟瀕臨崩潰的邊
緣。我們普遍面臨擔憂，經濟與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迫在眉睫，
失業、貧困、饑餓、死亡的陰霾層層籠罩。在一份由聯合國牽頭，
60 多個國際組織聯合發佈的《2020 年可持續發展籌資報告》指
出，五分之一的國家──同時也是包含數十億貧困人口的這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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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 2020 年的人均收入很可能會停滯或下降。 

自疫情危機發生以來，我們已看到全球各國正在發起一場自上而
下的自救行動，從疫苗研發，到給失業工人提供的經濟援助。然
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卻也擔憂地指出：「我們遠遠沒有一
個全球方案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創造條件，在抑制該疾病的同時，
解決疫情對其人民造成的巨大影響。」他表示，國際社會需要大
規模、協調一致的和全面的多邊應對措施，這一投入至少應占全
球 GDP 的 10%。 

凱倫．阿姆斯特朗在《軸心時代：人類偉大思想傳統的開端》一
書中寫下的話：「在地球村裏，我們不能再固守一種狹隘或排他
的視角。我們在生活中的行為舉止方面，必須學會將身處遙遠國
度的人們看得與我們自身同等重要。」此刻，這句話彷彿就是在
對全球各國應對疫情與經濟危機的一種呼籲和提醒。 

他發現，不同時代的哲賢都頌揚一種同情和憐憫的精神：他們強
調，人必須摒棄自大、貪欲、暴力和冷酷。「幾乎所有軸心時代
的賢哲都意識到，你不能只對自己的親友行善，而應當以某種方
式將你的關切擴展至整個社會。事實上，一旦人們開始侷限自己
的視野和同情心，這便是軸心時代即將落幕的另一徵兆。」 

回到香港，我們的失業大軍差不多多了二十萬，多少人、多少家庭正
陷入這連串的「下行」洪流中?在你我身邊，是否正有人或家庭正陷入
種種艱難困境中?我們可以為他們作些甚麼?假若我們所擺上的一切最
終皆會呈遞在上主的跟前，我們是帶著甚麼樣的結果來面對上主?我們
所擺上的到底是如「草木禾𥟠」的功夫還是能經歷如火試煉的「金銀
寶石」的工? 

筆者在預備這個分享主日的信息時也在不斷地反思這些問題，也深盼
我們也在各自的生活處境中多思想這些問題，好使我們最終皆願意向
我們身邊那「最小的弟兄」，送上那蒙主所稱讚的，及其所需的「一
杯涼水」。誠心所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