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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年是按著基督事件的時序來編排的，共分為三個周期：光的周期、⽣命的周期及

國度期。剛過去的將臨期、聖誕期及顯現期是屬於光的周期，⽽今年 2 ⽉ 26 ⽇的聖灰⽇

就是⽣命周期第⼀個節期—⼤齋期的開始，故此，聖灰⽇（Ash Wednesday）就是⼤齋期

的⾸⽇。 

        聖經中「灰」多指物體燃燒後的殘留物，具有深遠的屬靈象徵意義。聖經記載當⼈感

到極度哀慟、羞愧及痛悔時，會披⿇蒙灰或躺臥在爐灰之中，甚⾄會以「吃灰燼」（詩⼀

零⼆ 9）來⽐喻⼈萬分悲切、痛苦不堪。亞伯拉罕曾以「灰塵」形容⾃⼰，以⽰他⾃覺在

神⾯前是何等的卑微及毫無價值（創⼗⼋ 27）。創世記記載神以地上的塵⼟造⼈，並將⽣

命之氣吹進⼈的⿐孔裡，使⼈成為有靈的活⼈（創⼆ 7），⽽⼈⾁體的⽣命結束之後，最

終也要歸回塵⼟（創三 19）。因此，⼈要深⼊認識⾃⼰的本相，我們本是卑微、⼀⽂不

值、污穢及毫無⼒量。⼈之所以能存活，全賴神賜給我們⼀⼝氣，當神把這⼝氣收回，我

們就死亡，歸回塵⼟（詩⼀零四 29），所以我們的⽣活、⾏動、存留都在於祂（徒⼗七

28）。 

        被這新型冠狀病毒肆虐的陰影濃罩底下，我們更不得不承認⼈⽣命的脆弱與無助。當

科技與醫學研究⽇益進步，⼈開始覺得可以掌握⼀切，漸漸⾃⾼⾃⼤，以為可以建築通天

的巴別塔，⽬中無神的時候，這⼀場的疫症就重重地把⼈的驕傲與悖逆擊倒。⼈理當醒覺

⾃⼰的無助與無能，連擁有平時有錢就買得到的⼝罩、消毒劑及廁紙也不是必然的事，⽽

⼈⾃私的本相更是表露無遺：囤積廁紙、⽩⽶及⽇⽤品、商⼈坐地起價……等。 

        神⼀⽅⾯藉「灰」提醒我們⼈本相的卑微，但另⼀⽅⾯神卻願意從灰塵及糞堆中抬舉

我們、提拔我們，使我們成為祂的兒⼥，擁有尊貴的位分（撒上⼆ 8）。因此，讓我們在

這⼤齋期深切反省、懊悔、認罪回轉，並把神對我們的愛及關顧延伸到有需要的⼈⾝上，

藉簡樸節儉的⽣活、簡單的飲⾷把省下的與⼈分享，實踐愛鄰舍如同⾃⼰、⾏公義、好憐

憫的教導，天天與神同⾏、同⼯，服事⼈、榮耀神。 

        雖然今年原定的「聖灰⽇」崇拜沒法如期舉⾏，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明⽩當中的屬靈意

義，並竭⼒地實踐在我們的⽣活之中。盼望透過這與主同⾏的「⼤齋之旅」，我們能勝過

從世界⽽來的誘惑，靈命重新被建⽴，為那永存的國度努⼒。 

        願我們藉信⼼靠主度過這艱難的時間，期待疫情早⽇過去，盼望我們帶著對這節期更

深刻的體會⼀同參與明年的「聖灰⽇」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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