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臨在。這「臨在」不需要外在的證據，卻源於我們內心信仰的傾向、對生活的欣

賞、對四周事物的驚訝及人本身的直覺。我們懷著信德去接受、確信主耶穌死而復

活的奧蹟，祂已超越一切。只要我們全心相信耶穌的臨在，明白復活奧蹟的啟示，

就可以跨越自己，不再被「證據」所束縛。  

 

 多默的回應：「我主！我的天主！」是對主耶穌由衷的信賴與接納，這正好否定了

他起初要求證據的意圖。同樣，當我們去宣認信仰時，特別在每一次誦念信經時，

我們說我們相信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是父從死者中將祂復活起來，這個相信要

求我們跨越一切證據，相信在教會這團體中主耶穌的臨在，因而不再心硬，不再害

怕，不需要再孤立自己，樂意向上主、向他人、向世界開放。  

 

 讓我們祈求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幫助我們首先不要將自己關起來，其次，賞賜

我們平安，幫助我們突破恐懼。最後，求主讓我們從多默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不

要做一個無信的人，卻對上主滿懷信德。 

 

 

 

 

 

 

 

 

 

 

 

 

 

4 月 8 日  
（星期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  

 （救主慈悲主日）   

宗徒大事錄 4:32-35  

聖詠 118:2-4,13-15,22-24 

若望一書 5:1-6  

若望福音 20:19-31   

 

天國驛站  團體的復活  蔡惠民神父 

有一個虔誠的信徒正在山中避靜，幾隻牛蛙嘎嘎大叫，此起彼落。他想辦法充耳不
聞，無奈都不得要領，只好開窗戶，大喝一聲：「閉嘴！無看到我正在祈禱嗎？」
說也奇怪，他喝了一聲後，牛蛙立刻閉口。然而，當他心境平靜後，另一個意念卻
自心底浮起：「說不定，牛蛙的叫聲跟我祈禱的聲音同樣悅樂主心。」於是，他探
頭伸出窗外，喝道：「唱啊！」牛蛙整齊的合唱立時瀰漫四周。他再傾耳細聽，竟
然不再嫌吵了。他發現，一旦心境平靜，牛蛙的叫聲能使寂靜的夜晚增色不少。       
 

按宗徒大事錄記載，在教會初期，「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沒有人

說是自己的，都歸公有。」（宗 4:32）他們將一切交給宗徒，然後各取所需，結果沒

有一個是貧乏的。信徒共融合一的見證，使教會在眾人前大受愛戴。難怪若望一書

的作者認為，那信耶穌是天主子的人，已戰勝了世界。（若一 5:5） 
 

不過，在光明和甜蜜的背後，若望福音也讓我們看到初期教會的掙扎和轉化。「一

週的第一天晚上，門徒聚集在一起，因為害怕猶太人，就把門戶關上。」（若 20:19

）短短幾句，似乎暗示教會的心境並不平靜。門徒們害怕，無安全感，把自己躲藏

起來，逃避面對世界。從復活基督來到他們中間，便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不安的心境可見一斑。 
 

門徒的不安靜，除了失望、害怕接受耶穌同一的命運外，極有可能也因為彼此的不



 

 

和或對立。因此，願門徒平安後，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

；你們存留誰的罪，就給誰存留。」（若 20:23）究竟門徒中間發生甚麼事，需要領

受聖神，而獲得罪赦呢？ 
 

福音指出，當復活的基督向門徒顯現時，多默並沒有和他們在一起。其後，當門徒

向他說：「我們看見了主」時，多默並不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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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入他的肋旁，我決不信。」（若 20:25）多默

不接受其他門徒有關復活的見證，成為第一個公然對教會信仰持異議的門徒。多默

的「無信」，相信就是初期教會關係緊張的一個因由。 
 

不過，初期教並無將多默驅逐出外。多默雖然在團體中造成不和，他仍然留在團體

中，並得到團體的歡迎。一星期後，當耶穌再次向門徒顯現時，多默便身在其中。

耶穌親自向他說：「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若 20:27） 
 

初期教會對異議者的包容、接納，以及寬恕，實在教我們深思，也讓我們重新發現

一個復活團體的轉化的過程。縱然多默不相信的是核心信仰的問題，早期門徒也沒

有採取非黑即白的立場去處理。反之，他們包容多默的異議，接納另類聲音帶來的

挑戰，甚至寬恕不和對團體造成的傷害。後來，多默之所以能夠宣認：「我主！我

天主！」（若 20:28）皆因他在這個團體的不和中，得到接納和轉化。 
 

反觀教會的過去，未能彰顯復活基督的團體比比皆是。無論自稱為「保守」的，或

「開放」的，都沒有勇氣面對團體的異議。他們視另類聲音為離經背道，是不服從

團體的領導。任何人對團體的基本信念或傳統慣例有絲毫異議，都會被視為陌路人

而摒於團體門外。因此，歷史上出現不少因不同教義而引發的迫害，甚至是戰爭；

因不同的教會傳統而導致的互相排斥或攻擊。這些分裂不獨傷害了團體，也對復活

的宣講帶來反見證。只要心境平靜，我們不難分辨一個團體竭力維護的「真理」，

很多時是一己的私利，多於復活的基督。 
 

究竟怎樣才稱得上是復活的團體，怎樣才能活出初期教會的共融合一？是否團體中

不應有任何的堅持？是否每人都應交出自己的立場，然後又各走各路？這種無軸心

的多元，最後是否會演變為相對和混亂？ 
 

復活的基督之所以能進入門徒的團體，為他們的緊張帶來平安，最重要的條件是他

們願意因主而聚集。縱使多默不相信其他門徒的見證，他沒有把自己放在團體以外

或團體之上；縱使他是一個異見者，他的聲音仍是發自一份以基督為中心的關係。

因著基督內的謙遜和開放，初期教會才能和諧地溶合了團體的差異和對立。 
 

耶穌今天也邀請我們將手探入家庭團體的傷痕，教會奧體的釘孔，再次以一個平靜

的心去細聽令我們討厭的聲音，看看我們有沒有多默一樣的發現：「我主！我天主

！」，讓復活的基督轉化我們團體的共融合一，使更多的人因我們的見證而相信耶

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賴祂的名獲得生命。（若 20:32） 

 

道亦有道   

跨越突破   
閰德龍神父 

 

門徒看見耶穌被釘死，也害怕遭遇同樣的厄運。今日聖經記載門徒因為怕被猶太人

捉拿，將門戶關著，跟外界隔絕。門徒的經驗為我們並不陌生，幾時我們內心感到

恐懼，我們也常孤立自己，不與外界接觸。這種「關著」正反映我們的無信，我們

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裏，自我孤立，拒絕與外界接觸。試看看：為策安全，我們住所

大門有多少重鎖？這還不夠，門外更裝設一道閘。為什麼我們要這多重的保護呢？

因為我們怕，怕盜賊或陌生人闖進來，我們沒有安全感，我們將自己關起來，我們

的居所儼然成了一所極其堅固的「監獄」。  

 

 門徒自我孤立的情況，在耶穌復活後出現改變。聖經說：門戶都關閉著，但是主耶

穌卻越過門戶的阻隔，站在門徒當中。然後，耶穌對門徒說：「願你們平安。」耶

穌深知門徒害怕，失去內心的平安，於是將復活後第一份禮物──平安送給門徒。

耶穌的復活戰勝門徒的害怕，使門徒不再自我關閉。同樣，耶穌也將平安送給我們

，為使我們不再將自己關起來、不再自我孤立。耶穌將一切的阻隔打破了。  



 

 

 

 耶穌顯現時，當中一位門徒──多默並不在場。當門徒跟多默分享了重遇復活後的

耶穌時，多默卻不相信，他要求證據，他要自己親身接觸耶穌，才肯相信。當耶穌

再次顯現的時候，耶穌對多默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罷！並伸

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膀。」耶穌確已復活，相信祂是不需要具體證據證明。因

為「信」不一定需要證據，卻需要我們生活中能真正的作出接納，需要我們不見而

信。這個「不見」並非視而不見，而是不能具體看見，我們仍能透過生活肯定上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