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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希望是我們基本
的權利

教宗方濟各在復活節前夕守夜
禮儀的講道中說：「耶穌所帶
來的希望是截然不同的，它會
在人們心中注入一股確信，堅
信天主能使一切好轉，因為祂
甚至能使生命從墓穴走出
來。」

2021年7月16日

—— 空墓



—— 耐性，另一件非要我品嚐不可的
事

—— 通過苦難走向成熟

—— 靈魂的錨

復活節的清晨，太陽冉冉升起，大地
一片沉寂。一種引領而望、前所未有
的寧靜氛圍，彷彿在等待一件即將爆
發的奇妙大事。時間似乎也停滯不
前，以無聲勝有聲地靜候著興奮狂歡
的到來。

然而在世界各處，最近的幾週裡，許
多城市的街道也被淹沒在超乎尋常的
死寂中。車水馬龍的喧囂、喇叭聲，
以及路人的噪雜聲，剎那間都煙消雲
散了。全然流露著極為悲痛、憂鬱的
沉默。儘管大環境是這樣，但終究會
與我們信仰中的希望兼容共存，正如
教宗方濟各在4月3日所堅持的：「在



我們城市的沉寂中，將會響起復活節
的喜訊。」[1]

空墓

今年我們慶祝逾越節三日慶典的方式
的確與往年不一樣。這不是專就在耶
穌受難日，當大石頭牢牢地密封了墓
穴的進口時，慶典即告結束而言。須
知福音的意思是「喜訊」，是指基督
死後的第三天聖婦們帶給宗徒的訊
息：石頭已滾到一邊、天使向她們宣
告耶穌的復活，和看到了空墓。[2]

「『基督活著。』這偉大的真理使我
們的信德充滿了內涵。被釘死於十字
架上的耶穌復活了。祂戰勝了死亡，
征服了悲傷、痛苦和黑暗的勢力。」
[3] 聖施禮華在1967年復活主日的講
道中說：「耶穌是厄瑪奴爾：天主與
我們同在。祂的復活告訴我們，天主
絕不遺棄屬於祂的人。」[4]

在復活節的八日慶期中，在羅馬禮儀
祭典中，仍詠唱著古老的繼抒詠，



Surréxit Christus，spes mea！「基
督，我的期望，已經復活！」[5] 正如
伯多祿的繼任人最近提醒我們的：
「在復活的耶穌身上，生命戰勝了死
亡。逾越節的這種信念滋養了我們的
希望。」[6] 將這思緒轉化為我們現今
正在經歷的艱難考驗。他補充說：
「這是對美好時光的希望，我們的情
況甚至可能變得更好，最終能從邪惡
和流行疫情中得到釋放。這是種希
望，希望不令人失望，它不是幻想，
是真實的希望。」

耐性，另一件非要我品嚐不可的事

希望往往意味著我們在空前的逆境中
等待美好的事物，且非常渴望它的實
現。因此，必須要有耐性，這可能是
這些禁閉在家裡的日子中，最迫切需
要的德行之一。

我們才經歷了聖週不久。著名的巴洛
克藝術家巴托洛梅穆里猶
（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創作
了許多以基督和聖母為主題的油畫。



其中有幾幅Ecce Homo「看，這個
人！」的作品，耶穌覆蓋著紫色的斗
篷，頭上戴著荊棘。祂低著頭，祂的
雙手被綑綁，祂的右手握著羅馬士兵
嘲弄祂給祂的權杖。畫面呈現出無限
的同情和溫柔的表情，因祂總是默默
的忍受著所有的羞辱和嘲弄。因此我
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人駐足在這
幅畫前，沉思觀賞之餘，會禁不住的
歎惋：與其稱之為「看，這個人！」
不如稱之為「忍耐的基督。」

我們有些人已經整整一個月無法離開
家門。理所當然地，有時我們不免發
現自己很難接忍受一些通常我們不會
以為是挑戰的情況或言論，尤其當遇
到對自己急需一忍再忍的狀況時，特
別感到棘手。也許現在我們發現最困
難的事，是要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在
《犁痕》中，當我們生活中缺乏任何
平安時，聖施禮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
解決之道：「你的憂慮困惱，有一個
解救的方法：就是要有耐心、要有正



直的意向、要以超性的觀點看待事
物。」[7]

主業團的創辦人以他堅忍不拔的人格
特質，經常不得不學習要期待、要忍
耐。尤其是在他去到羅馬以後，為主
業團一再尋求最合適的法律架構的那
段時間。在他1947年4月寫給他孩子
的一封信中，提到有必要修改自己的
計畫，即使與他自己的意願大相逕
庭：「現況要我必須在這裡多苦待一
段時間，對我而言我覺得相當的困
難，儘管之前我很高興有機會來到羅
馬。」[8] 在信的尾端，流露出他獨特
的幽默感：「耐性，另一件非要我品
嚐不可的事。」

通過苦難走向成熟

隨著新聞媒體不斷播出令人震驚的有
關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到處肆虐的最新
消息，我們在這場周邊親人和整個社
會持續上演的悲劇裡，只是一味地意
志消沉、悲觀失望，無法從中看到任
何的意義。換言之，我們全然忽視了



令人憂之勞之的現況能提供給我們寶
貴的教訓。因此我們仍須學習去觀察
現況背後可能隱藏的含意，就像善良
終究會為自己開闢出一條道路來，即
使在災難中也不例外。

耶穌的死亡—有史以來最大的罪惡—
為我們結出正義、與天主和解及獲得
永生希望的碩果。基督的十字架全然
的改變了人類萬劫不復、悲慘苦難的
命運。這些時日，當我們目睹了無數
的大家團結一起和英勇的故事，非常
清楚說明了這事實，一如本篤十六世
曾寫過：「我們得到治癒，不是以規
避或逃避痛苦，而是由於我們接受它
的能量，經由它而成熟，藉與基督結
合而找到意義，明白了祂就是以無盡
的大愛甘心為救贖我們而忍受苦
難。」[9] 因而我們就該學會告訴自
己：接受痛苦和處裡不可避免的情況
則是「一種淨化的途徑、成熟的成
長、希望的旅途。」[10]

靈魂的錨



希望是靈魂堅固的錨。[11] 它支撐了
天主寄予人心對幸福的渴求。這個美
德令我們要盡量信賴基督的應許，而
非依靠自己的力量。它保護我們免受
挫折，使我們在逆境中堅持不懈，並
抱著對永恆福樂的希望來舒展我們的
心懷。在希望的鼓舞下，我們讓「望
德的熱情奔放，預防自私，導向愛德
的幸福。」[12] 望德是如今特別難能
可貴的神性美德，使我們能夠實現偉
大的目標，因為它能夠讓我們承受最
嚴酷考驗的挑戰，甚至能令天主「驚
訝」。

二十世紀初，法國作家查爾斯佩吉
（Charles Peguy）在思考希望的
「奧秘」時，用造物主的口吻說道：
「天主說，連我在內，真叫我驚訝不
已。這些可憐的孩子明知事情的進
展，還是相信明天會更好。他們明知
今天的情況不樂觀，但是深信明早會
好轉。這真是出人意表，迄今為止這
是我所賜恩寵之中最大的奇蹟。我自
己對此感到驚訝萬分。」[13]



教宗在他在復活節前夕的講道中說：
「然而，今年我們比以往更加察覺到
這聖週六，一個寂靜無聲的日子。」
就像去墳墓的幾位聖婦一樣，我們現
在也面臨著「受傷的記憶、窒息的希
望。對她們來說，那是最黑暗的時
刻，對我們也是如此。」[14] 但是我
們的信仰向我們保證，墳墓的寂靜不
能是最終的結果。

聖父繼續說：「今晚，我們獲得一個
無法剝奪的基本權利，就是擁有希望
的權利。它是新的希望、活的希望，
源自於天主。它不是單純的樂觀主
義，不是在特定處境中的拍拍肩膀或
鼓勵一下，一笑而過。不，它是天賜
的恩典，我們無法憑一己之力取得。
我們這幾週堅毅地說，『一切都會好
轉』這句話，緊緊抓著我們人性良善
的一面，由衷說出激勵人心的話。但
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恐懼的增長，
再怎麼熱切的希望都會消逝。然而耶
穌所帶來的希望則截然不同，它會在
人們心中注入一股確信，堅信天主能



使一切好轉，因為祂甚至能使生命從
墓穴走出來。」[15]

要相信「絕望中仍懷著希望。」[16]
這是基督復活帶給我們最重要、最確
切的教訓。畢竟，希望永遠不會是孤
獨的；總是共享的。[17] 我們在福音
中看清這一點。基督死後，門徒和婦
女們悲傷得不能自已、不知所措，他
們去耶路撒冷的晚餐廳躲避，圍繞在
聖母的身邊。在我們開始度復活期
時，我們祈求聖母瑪利亞的代禱：
「我的母親，我的希望！縱然我們四
周的一切都在顫抖和搖晃，但當我們
靠近妳的時候，總是感到多麼安全和
穩定！」[18]

瑪利亞坎德拉（MaríaCand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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