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仔來。看著那群天真活潑的孩子高高興興的拖著主教的手，一如孫兒拖著爺爺

，喜悅之情，盡在不言中。那情景令我立即明白耶穌復活的意義：耶穌的復活是給

人們帶來平安、喜樂與生命！陳主教不正是將耶穌復活的禮物帶給這群小朋友嗎？  

 

 試想：這群小朋友的家人沒有能力帶他們外出品茗，社會上大部份人士歧視他們。

對他們而言，能夠外出實是一份妙想天開的奢求；另外，在聖週與復活期間的緊密

禮儀後，不論主教或神父都會十分疲憊，希望在復活主日後，稍作休息，但陳主教

卻親力親為去祝福這群小朋友，與他們同在！我知道原因只有一個：陳主教願意這

群小朋友體味人間有情，願意他們經驗天主是愛！  

 

 聆聽過聖言及講道分享後，讓我們在心中反問自己：耶穌真的復活了嗎？我有平安

嗎？我對生命充滿希望嗎？我願意將上主的救恩帶給親友，以至其他尚未認識基督

的人嗎？ 

 

 

 

 

 

 

 

 

 

 

 

 

 

4月 23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 

（星期日）  宗徒大事錄 2:42-47  

聖詠 118:2-4,13-15,22-24 

伯多祿前書 1:3-9  

若望福音 20:19-31   

 

天國驛站  傷痛的轉化  蔡惠民神父 

一個神父與一個肥皂生產商一起在路上散步。肥皂生產商問：「宗教信仰究竟有甚
麼作用？看看這個世界，雖然經歷了二千多年宗教的教化，四週仍充滿貧窮與困苦
。如果宗教信仰是真實和有效，那麼，如何解釋悲慘和不幸事件的發生呢？」神父
沒有回應，繼續往前走，直至看見一個小孩在一條大污渠裏嬉水，他停下來反問：
「你不是說肥皂能使人潔淨嗎？請看看那小孩滿身的污穢，我倒懷疑肥皂是否真的
有效。」肥皂生產商立時提出抗辯：「神父，如果他不拿肥皂去洗刷，肥皂又怎能
使他潔淨呢！」「對啊！」神父回答說：「同樣道理，如果人不在憂苦與傷痛中相信
，宗教信仰又怎能帶來改變呢？」  
 

按宗徒大事錄記載，早期教會雖然人數不多，但經常聚集，並在生活所需上實行公

有制。他們每天一起到聖殿祈禱，讚頌天主，挨戶擘餅，同餐共食，充份展現一個

信仰團體的活力與精神，成為一個很有吸引人的教會。因此，很多人假設，這便是

一個理想教會的圖像，一個信仰團體應有的面貌。 

 

不過，理想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不易填補的空隙。我們固然希望教會的生活共融

團結，日新又新；教會的表現能「獲得民眾的愛載」。然而，經驗中的教會並非每

事都盡如人意，甚至有時是千瘡百孔。同樣，在個人的層面，我們希望有早期教會

一樣的信德，使信仰生活脫胎換骨。例如：熱心祈禱，不容易發脾氣，對他人體諒

及包容，人生有明確目標和方向，生活雖有崎嶇但充滿姿釆。然而，實在的我卻是

疏於祈禱，自我中心，無容人之量，生活忙碌而沒有方向，每天迷失在單調而乏味

的循環中。 

究竟早期教會憑甚麼活出信仰團體的面貌？他們的信德是怎樣鍛鍊出來的？按若望



福音的反省，門徒團體當年的出發點與我們今天分別不大，他們同樣處於理想與現

實的脫節中。他們曾許諾與耶穌生死與共，但事實卻是臨陣退縮。因此，當復活的

基督出現時，他們正把自己關起來，內心懼怕、不安、混亂、後悔及痛苦。 

 

他們以為理想的信仰生活應該沒有缺憾，挫折或失落。但事實正好相反，信德的成

長與鍛鍊來自失敗與沮喪。在信德中，傷痛並沒有被除去，但獲得了轉化；瑕疵並

沒有被擦掉，但獲得了淨化。所以，當基督藉著手和肋膀的傷痕帶引他們進入這傷

痛的奧蹟時，他們便立時喜歡起來。 

 

多默起初的無信，正由於他無法理解傷痛何以得到治愈。因此，他堅持：「除非看

見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信。」不

過，當他在復活基督的身上，經驗傷痛的轉化時，實在無法遮掩內心湧現的信德而

驚嘆：「我主！我天主！」 

 

多默的經驗告訴我們，信德不是來自看見，而是出於傷痛的轉化。早期教會的理想

圖像，原來與背後承受著的考驗，疑惑，憂慮，甚至是恐懼和沮喪是分不開的。這

些不足和傷痛，正好襯托出信仰的活力。幾時我們願意接受，面對及承擔生命的種

種憂暗，我們便堪當成為「那看不見而相信的人」。若望稱這些人有福，因為伯多

祿前書說：「你們要歡躍，雖然如今你們暫時還該在各種試探中受苦，這是為使你

們的信德，得以精鍊，比經過火煉而易消失的黃金，更有價值，好在耶穌基督顯現

時，堪受稱讚，光榮和尊敬。」 

 

 

 

 

道亦有道   

願你們平安   

閰德龍神父 

在今日若望福音中記載耶穌復活後，穿過緊閉的門戶顯示給宗徒們。當時號稱狄狄

摩的多默不在場。後來門徒們告知多默他們看見了主，多默卻不相信，說：「我除

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

信。」（若 20：25）豈料八天以後，耶穌再次站在他們中間說：「願你們平安！」並

邀請多默接觸祂的手與肋膀。多默立時相信耶穌顯現的事實。耶穌復活距今已有二

十一世紀之久，但透過聖言的傳遞，教會的見証，我們知道祂確已復活了。假若我

們生於二千年前，我們會否也像多默一樣，需要見到實證才相信主耶穌復活呢？  

 

 第二篇讀經中，聖保祿宗徒說：「……藉耶穌基督由死者中的復活，重生了我們，

為獲得那充滿生命的希望……為使你們藉著信德，而獲得那已準備好，在最後時期

出現的救恩。」（伯前 1：3，5）這兩節聖言使我感受良多。二零零三年，香港市民

經歷過非典型肺炎洗禮、加上高失業率、負資產……許多市民終於由政治冷漠中覺

醒過來，「七、一」有超過五十萬人遊行；二零零四年元旦再有十萬人為爭取普選

而遊行，香港市民從過往殖民政策下對政治的消極被動轉為積極參與，並以和平的

方式向政府表達安定、繁榮和自由的訴求，他們對自身所處的社會多了關注。經歷

各種磨煉、苦楚後，新春期間，不少市民皆為香港的經濟復甦、人人能就業、並身

體康健祈福。從一連串事件中，可以看到市民對生命重新肯定、以「腳」步出未來

。市民對未來懷有盼望，這是可喜的現象。讓我們在慶祝耶穌基督復活的同時，人

人摒棄自私、執著和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陋習，共同努力創建一個自由、民主，人人

安居樂業的社會。  

 

 反思這個主日的聖言時，也使我記憶起兩年前的復活期某天，當時我在聖神修院上

課。早上八時許，陳日君主教帶著一群剛在復活節領受洗禮的小朋友從深水埔到香

港仔某海鮮舫品茗，順道到聖神修院參觀。和陳主教交談之下，方知天還未亮，他

便離開主教府，由堅道往深水埔仁愛女修會舉行彌撒。然後，再帶著幾十位孩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