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生活中，確有許多事情使我們像福音中兩位門徒一樣︰面帶愁容，眼睛被蒙

蔽，看不見真理。過往數年經濟低迷，令人人自危。為了自保，許多人變得自私起

來。這份自私的心，是死而復活的基督帶給我們生命的保証與希望嗎？  

 

 當兩位門徒處於苦惱、沮喪、希望幻滅之際，耶穌親自走近他們，與他們同行。我

們可有這份信念？在逆境中，我們相信上主一直相伴，相信「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

幽谷，我不怕凶險，因你與我同住。你的牧仗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暢」(詠 23︰4)

嗎？  

 

 要生活信仰，聖言的閱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透過聖經的話語，我們才懂得如何按

公義行事、怎樣以愛心待人。同樣，透過領受聖體聖事，我們才能與受盡苦難、死

而復活的耶穌基督親近。聖體聖事是聖事中最尊貴的，我們有否妥善準備自己的心

靈，與主耶穌相契合？  

 

 耶穌先是為兩位門徒解釋全部經書中論及祂的話，繼而留下與他們共進晚餐。進餐

的時候，兩位門徒的心眼明悟起來，認出了耶穌。他們隨即起程，返回耶路撒冷，

向十一位門徒及與他們一起的人，述說他們怎樣認出耶穌來。其實，當這兩位門徒

認出耶穌的時候，他們已走了一天的路程，非常疲憊，但與主相遇的喜悅及受著天

主愛的催迫，使他們當機立斷，折回耶路撒冷，向門徒報告基督復活的喜訊。疲倦

、困難、黑夜再不能成為藉口阻攔他們。  

 

 我們不妨反思一下︰教區或堂區也不時邀請大家為主耶穌作見証，但我們中不少教

友的反應是「我太忙了！」、「我現在沒有時間，遲些罷！」、「待我退休……」

，可謂百般理由，諸多推搪！我們領受了上主的恩寵，為甚麼對上主的邀請，總是

那麼猶豫，不能當機立斷作出回應？  

 

 希望今日的聖言幫助我們明白：雖然我們內心或有苦惱、沮喪、失望，但透過聖言

與聖體聖事，主親自與我們同在，和我們一起走人生旅程。求主使我們重新經驗復

活的基督；使我們不再猶豫，立刻起程，為我們的信仰作生活見証！ 

4月 30日  
（星期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   

宗徒大事錄 2:14,22-33  

聖詠 16:1-2,5,7-8,9-10,11  

伯多祿前書 1:17-21  

路加福音 24:13-35   

 

天國驛站  厄瑪烏路上  蔡惠民神父 

有一個性情暴躁的人，經常大發脾氣，領洗以後，立志要將脾氣收歛起來。一番努
力，總算有點改善，但不多久又故態復萌，因此，他經常為這事而感到難過，認為
自己離開主很遠。一天，他夢到自己獨自在收拾髒亂的房間，因為很快主要來到他
的家中，但無論他如何努力打掃，仍有許多地方佈滿了灰塵。忽然間傳來了叫門聲
， 他心中非常焦急，越急就越亂。但叫門聲仍然沒有停止，最終他只好開門讓客人
進來。他看見主耶穌就站在門外，就對主說：「主啊！我只能收拾到這個地步。若
你不嫌髒亂的話，就請進來吧。」主一進來，房間裡的灰塵就沒有了，不過，主耶
穌也瞬間在他眼前消失了。他醒來時便明白，雖然自己屢戰屢敗，未能好好收歛脾 
氣，但耶穌的叫門聲亦從沒有中斷過。  
 

當兩個門徒由耶路撒冷向厄瑪烏村莊走去時，路加並沒有提及他們有多少手提行李

，但可以肯定，他們心裡正挑著一個沉重的袍袱。他們原指望耶穌就是那要拯救以

色列的救世主，不過，短短一星期在耶路撒冷發生的戲劇性變化，一切都落空了。

雖然有婦女聽到天使的宣告，耶穌已復活了，但他們認為不可信；雖然有人見證墳

墓空了，但始終沒有發現耶穌。或許這就是他們 失望地離開門徒團體的原因。 

 

不過，就在這條失望、沮喪的路上，一個陌生人與他們相遇，並倍伴他們穿越了挫

敗和疑惑。這個同行者就是復活的基督，他邊行邊分享他們的故事，並留下來與他

們共進晚餐。縱使基督悉心給他們解釋了聖經中默西亞的許諾，他們始終未能完全

明白，亦未能認出他的身份。直至擘餅時，他們才發現眼前的就是復活的基督。不

過，就在這完全相信的一刻，基督又在他們面前隱沒了。 



當人身處疑惑、掙扎、失望，甚至無信的時候，很自然以為離天主很遠，殊不知復

活的基督正與我們同行。相反，當人感到事事順遂，得心應手，滿以為天主與我們

同在的時候，復活的基督卻在我們中間隱沒。門徒在厄瑪烏路上的經驗指出，遠則

近之，近則遠之，這就是信仰的吊詭。 

 

事實上，在生命路上，我們發現祂如陌生人遠遠多於認出祂的復活面貌。在一次避

靜中，一位教友與我分享她的厄瑪烏經驗。她領洗幾年後，越來越感到信仰不獨沒

有為她帶來希望和力量，反而是挫敗和沮喪。她嚐試努力靜下來祈禱，但內心浮現

的憂慮、雜念很快使她無法集中精神。她很希望從心底裡寬恕曾經傷害她的人，但

每次看到對方便難掩那份莫名的激動。她盼望能重拾領洗時那份喜悅和平安，但主

日的禮儀就像不斷重覆的儀節。她越想改變，換來的卻是越大的失落。她認為自己

離開天主越來越遠。這種掙扎和失落的心情持續了好幾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

她突然明白：努力去祈禱不就是祈禱嗎？掙扎去寬恕不就是寬恕嗎？渴望能親密一

點不就是親密嗎？ 

 

原來很多時當我們驀然回首，才發現在我們心灰意冷的時刻，正是祂使我們的心再

次火熱；在我們大惑不解的時刻，正是祂親自向我們解釋；在我們筋疲力盡的時刻

，正是祂向我們展示了釘孔和傷痕。昔日復活的基督藉著共餐，使兩位門徒明白在

整個旅程中，無論趕路或休息，無論詳談或靜默，無論讚賞或責備，無論分享或聆

聽，祂都是與人同行。今天，聖體聖事也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標記，指出厄瑪烏的故

事仍要繼續。 

 

 

 

 

 

道亦有道   

他們的眼睛開了   

閰德龍神父 

今天的福音記載耶穌與兩位往厄瑪烏村莊的門徒相遇的經驗。這兩位門徒正好代表

我們大部份的人。我們憧憬未來、希望「明天會更好」，當一切的發展非如我們所

想，我們會感到困擾。當時的以色列人認定耶穌是先知，他具有權威、是那要來拯

救他們的默西亞、救世主。不過，司祭長、經師和一些擁有權力的人為了自己的利

益，不惜殺害耶穌，將強權視作公理！  

 

 不論是耶穌的時代抑或是現今二十一世紀，以強權作公理的事情依然俯拾即是。更

不幸的是︰強權者不適當地行使其權力，往往使許多人受苦、受害。  

 

 環視今日世界，全球最大的強國--美國，在世界舞臺中擔當著甚麼角色？在二零零

三年初，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行文至此，已一年多的時間，美國為伊拉克建立了

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抑或遺下一個頹垣敗瓦、自殺式襲擊不絕的危城？二零零三

年大除夕，紐約市市民需要在戰機監察、保護下倒數，以迎接二零零四年的來臨，

美國其他多個重要城市包括華府、拉斯維加斯、芝加哥等被迫實施臨時禁飛區限制

……。整個世界掉進恐怖襲擊的陰霾中。美國自視為世界警察，自恃其強而有力的

軍備，動輒出兵一些國家，聲稱「協助維持秩序」。實則，美國令那些國家及其人

民獲得保護，從而安居生活，抑或令更多人受苦，掉進水深火熱中？  

 

 居港權一直為香港人帶來許多困擾。大部份香港人討厭、詛罵「擁有居港權」的內

地人士，把他們視為負累，贊成政府把他們強行遣返中國。非常諷刺的是，在二零

零三年，香港在經濟蕭條及非典型肺炎肆虐下，整個社會一蹶不振，卻是中國政府

對香港施以援手，實施「自由行」及「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內地人士」反而

成為香港經濟復甦的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