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從理性的藩籬走出來，去觸摸祂手上的釘孔，肋旁的傷痕，主要是要多默經驗到

基督對人的愛。耶穌像對他說：這是為你而受傷的，不要停在理性的保護網裏，走

進一個真情實感的世界吧！的確，傷口往往是愛的標記。一位母親抱著兒子逃離火

場，被火燒傷頸部和背部；兒子長大後，每次看到及觸摸到母親頸部的傷痕時，都

感受到一份真實的愛。多默果然投入耶穌的愛中，熱情的回應：「我主，我的天主

！」他的情感被引發出來，重建了愛的關係。 

 

  耶穌提到不見而信的人是有福的。信德就是要求人離開一個自我設計的安全範

圍，投向天主的懷抱，只去信賴祂。信德之父亞巴郎本來很富有，但天主偏偏要求

他離開安全的境界，去到一個遙遠的地方。他慷慨地回應天主的召叫，相信天主會

帶領他去活一個更豐盛的生命，他沒有要求保證，也沒有像多默一樣提出條件：「

除非我看見……」。 

 

  一個多疑恐懼的人，其信仰歷程會比別人緩慢，他需要一些出谷經驗去衝擊自

己。比方，今天我們可嘗試到貧窮的地方去作生活體驗，像出谷紀中的曠野一樣。

現代人太幸福了，一些帶著三分飢寒的經驗可幫助他們碰到自己的內心，引發他們

對別人的憐憫，從貧窮人身上看到復活的基督。像多默一樣內向的人，他們信仰的

障礙可能是過份理性，一些感性的活動可能使他們開放自己。例如：祈禱時不要想

得太多，多重視團體祈禱或用身體祈禱，跟隨別人大聲誦唸經文，高聲詠唱，也不

妨高舉或張開雙手，把自己整個人投入，放開理性的矜持；又或注視十字架上的耶

穌，或遠眺無際的海洋、廣闊的天空，用感覺去體驗天主的臨在，跳出自我細小的

空間，聆聽及接受耶穌的邀請：「把你的手指伸到這裡來，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

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讓耶穌帶領自己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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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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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綸音   

多默的出谷經驗   

吳智勳神父 

 

  復活期第二主日，不論是那一年，都用今天這篇若望福音，大概因為裏面提到

耶穌「八天後」顯現給多默，而今天正是復活後的第八天。這個顯現的故事可帶出

很多主題、今天讓我們看看耶穌怎樣帶領一個多疑及恐懼的人走出幽谷。 

 

  聖經上有關多默的記載以若望福音為最多，除了今日福音的記載外，起碼還有

兩次。第一次是當耶穌去伯達尼的時候，由於接近耶路撒冷，門徒怕有危險，勸耶

穌不要前去，但多默卻說：「我們也去，同他一起死罷！」（若 11：16）看似有勇氣

，但卻是悲觀的勇氣，有「死了便算」的意思，而非從容就義的勇氣。第二次是最

後晚餐時，耶穌叫門徒不要心煩意亂，但要信賴祂，祂會為他們預備地方。多默接

著問：「主！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若 14：5）這反映

出他是個多疑恐懼的人。今天的福音，更把他的性格顯露無遺。 

 

  多默雖跟其他門徒生活在一起，但卻保持距離，不太相信別人。他有自己的內

心世界，在裏面他才有安全感；一旦和外界接觸便會恐懼不安，很自然的又退回自

己的世界裏。這種人很難接受別人的話，亦難以進入別人的生活經驗裏。當其他門

徒跟他分享耶穌顯現的喜樂時，他就覺得是一種挑戰，立刻建起一度理性的圍牆保

護自己：「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孔，……我決不信！」讓我們看看耶穌怎樣帶領

這個自我封閉的人走出多疑恐懼的藩籬，向外在的世界開放。 

 

  耶穌顯現時首先說：「願你們平安」。多默既是內心恐懼不安，耶穌先安他的

心。不安是人最大的敵人，不安的人去那裡或做甚麼事都會不安。耶穌繼而邀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