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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愿主耶稣复活的

恩典与我们同在。 
 

今年的复活节期应该会在世界各地的

教会历史裡留下深刻的纪录和回忆。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共同地记录新加

坡长老会真理堂历史的一页。不只是

文字的记载，还有录影带的保存，各

位兄姊都是见证人，见证我们在面临

世纪性的灾难时，如何靠著信仰的力

量克服十字架的黑暗进入复活的光明。 
 

就人性而言，苦难永远是不受欢迎的，

但它却不曾停止发生过，无论是个人

或是群体都是如此。我的家乡–台湾

在过去的 20 年经历过两次毁灭性的天

然灾难：1999 年 921 大地震和 2009 年

的 88 风灾。前者造成 2415 人死亡 29

人失踪，房子倒了 10 万多间，许多家

庭流离失所；88 风灾则造成 681 人死

亡，18 人失踪，一个村庄叫小林村全

村 474人被土石流活埋，许多山区的居

民被迫迁村离开熟悉的家园。有几位

真理堂青年人还到过台东亲眼目睹三

层楼房屋被水冲到河床屋底朝天的景

象。灾难过后的社区犹如死城；悲伤、

死亡、无奈、绝望，但另一方面却激

发人类的爱心，国内外志工和物资源

源不绝地涌进灾区协助重建工程，许

多爱心的故事因而产生，灾区居民终

于走过死荫幽谷，进入复活盼望之境。 

这些走过苦难的经历形塑了台湾社会

的社区韧性(resilience)，每每遇到

天灾的时候，不致绝望放弃，而是互

相激励，携手挺过。就基督徒信仰而

言，这股生命力的韧性，就是源自上

帝的灵气；也是让耶稣复活的力量源

头。 
 

让我们一起从今天的经文来思考如何

经历这复活的力量。 

 

本论 

1. 经文脉络。 

约翰福音描述耶稣复活的情景与其他

福音书是不同的。(马太:“地大震动..

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路

加：“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



 

 

放光…”)，而约翰纪载的复活景象却

是平淡(白衣天使)、哀愁(马利亚)、

甚至是恐惧(门徒)的背景。但在这黑

白的背景下所衬托的复活力量却是震

撼人心且是历久弥新的。马利亚体认

复活的耶稣是透过彼此熟悉的称呼:

「马利亚」和「拉波尼」展开的。这

熟悉的称呼背后有很深的文化情感、

拯救医治、和关怀友谊的关系，让马

利亚成为第一个与复活的主对遇的蒙

福之人。我有几个名字，背后都有不

同的涵义，父母亲叫我「孝恭」，因

与长辈同名改为「孝忠」，学生时代

听到「李孝忠」都会有点紧张，可能

老师或教官再找我麻烦；后来到教会

后兄姊们都称呼我「Hau-tiong」，在

神学院面试时主考老师叫我「 Hau-

tiong 请进」，我的紧张和恐惧的感觉

都消失。后来当传道师，教会年轻人

都称呼我「李哥哥」，一直到现在还

有人这样称呼我，很亲切；后来到英

国进修，发觉他们的文化都以名字互

相称呼，很有朋友的关系，返台后在

教会和神学院就邀请年轻人和学生叫

我「Hau-tiong」，大家都叫不出来，

后来折衷称我为「Hau-tiong 牧师」，

此后教会界同工都以此称呼我。「马

利亚」和「拉波尼」有很深的友谊和

母语文化关系。 
 

接著复活故事的描述才转到耶稣显现

给学生看见的场景。 
 

2.「愿你平安」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彼得和另一位

门徒虽然到空的坟墓探视，但却没有

遇著复活的耶稣，倒是那位主所爱的

门徒看见头巾和细麻布就信了，彼得

还不是很了解状况。虽然马利亚遵照

耶稣的吩咐将耶稣复活的事告诉门徒，

但对照其他福音书的记载，他们显然

没有相信马利亚的见证。所以，今天

经文告诉我们，门徒仍然害怕犹太人

来找麻烦而把门紧紧关住。然而，复

活的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并把手和肋旁指给

他们看，门徒这才转忧为喜。耶稣又

再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

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这句「愿你们平安！」的问安和祝福

对门徒来说应是百感交集。患难时离

开恩师不顾，人前否认自己是耶稣的

学生，弥赛亚盼望的破灭，十字架叛

国罪刑的恐惧感…这些羞愧、失望、

恐惧的情绪顿时获得摅解，更有激励

性的是生命承受源自上帝的差遣。 
 

「平安」的中文意义是没有危险、平安

无事、但希伯来文的 SHALOM 则涵义更丰

富 ： 有 完 整 (wholeness) 、 完 美

(perfect)、和好(reconciliation)、丰

富、诚实…等义涵。就基督徒信仰而言，

真正平安源自与上帝关洗的复合，延伸

至与自己、他人、受造物关系的和谐(如

图所示)。  

              



 

 

这个图表中的「我」也可用「教会」

来替代；教会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全世界教会、它

信仰者、受造万物的关系是否和谐是

「平安」的关键。 
 

当人和神的关系断绝时，就是死亡，

创世纪 2:17 记载上帝的命令说：「…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裡的死

并非指肉体的死亡，而是与上帝关系

的断绝，人不再顺服上帝的命令。 
 

当人跟自己的关系不合宜(想当上帝；

以自我为中心时)就是「罪」；人与他

人关系不和谐时，就导致衝突、战争；

人与受造物关系不和谐时就是天灾地

变、瘟疫窜行。 
 

教会也是一样的，当教会背离上帝旨

意时，教会沉沦的现象即发生，追求

教会王国的权势、功利在教会史上屡

见不鲜，教会间的对立、衝突从未停

止过；宗教之间的仇视、较力甚而导

致战争、恐怖攻击；宗教狂热、自我

绝对化、无知、缺乏对生态的之尊重

和认知也促成全球性的灾难不断。

「愿你平安！」这句话不只修复耶稣

跟门徒们的关系，也对世人和所有基

督的跟随者提出宣示：平安是从死亡

走向复活；是与上帝关系的重建；耶

稣道成肉身、受钉十字架、复活就是

为完成上帝的家庭「和好」、「完

整」、「完美」的使命。他把这样的

使命也传承给他的门徒，门徒承接这

使命随即开展另一个信仰的人生里程，

不再身陷失望和恐惧的阴影，而是走

向坦然、积极的见证之旅。 
 

接著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

圣灵。这圣灵的原意是「风」、「气

息」与创世记 2:7耶和华用尘土造人，

吹气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灵的活

人…；以西结 37:9 耶和华说：「…气

息啊，要从四方（原文是风）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

了。」是同样的字义，是来自上帝的

生命、动能、力量。门徒们的使命人

生有上帝的灵同行，充满能力来传扬

上帝要拯救和赦免的福音。 
 

经文接著记载耶稣显现给多马的过程。

传统上教会会认为多马是怀疑主义者

或信心不足的学生，因他说：「我非

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

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

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

是一位对信仰认真且坚定的人，当耶

稣再次显现说：「愿你们平安」并叫

多马用手指摸他的手，用手探他的肋

旁时，多马立即告白他的信仰：「我

的主！我的 神！」，呼应了约翰福

音 1:1「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

就是 神。」的宣示。 
 

3.神蹟的目的 

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约翰福音的终

结是在这个段落，因为福音书记载的

目的在此已完整说明：「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 神的儿

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

的名得生命。」整卷福音书的核心主



 

 

题是:「得生命」，耶稣道成肉身的使

命是要让人信他、跟随他并继续他的

使命来完成上帝与世人复和的「平安」

工程；「信」的原意是委身和忠贞于

耶稣的使命和教训 
 

结语 

十字架事件阻隔了耶稣跟马利亚和学

生的交流和联系，是关系的断绝；耶

稣复活的事件重新启动彼此的关系；

换句话说，死亡是关系的断绝，生命

是关系的建立，平安是关系正常的维

持。要体验复活的平安必须不断地维

持与上帝的关系，并照著他的旨意来

修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复活

事件的信仰意义。 

 

复活的节庆主旨在提醒基督徒的复活

信仰，不仅是礼拜仪式和节期活动的

纪念，而是实际生活的实践和体验。

面对苦难的实况，复活的信仰如何能

帮助我们重新得力安稳继续门徒的使

命旅程。从今天的经文的启示，我们

看到复活的耶稣以「愿你们平安」作

为与门徒关系复和的媒介，是问候、

是祝福更是一个对门徒和所有跟随他

的人的期许(使命) – 成为平安的使者。

当我们信(委身)复活的基督的同时，

首先要修复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也要

重新调整与自己、他人和受造万物的

关系；接著要参与基督促成世人与创

造主复和的使命。 

 

面对当前世界性的灾难，基督徒社群

首先要坚定信心，确信上帝的气息必

赐给我们坚韧的生命力，挺过风暴进

入平静，并重建这个上帝的家庭；而

这重建的工程的第一步可能是从个人

的灵修、反思和关系复和的行动开始：

与上帝(认识)、自己(身心灵的健康)、

家人(关怀)、亲友、教会、社群，与

受造物(简朴生活)，透过这些行动我

们可以体验上帝的气息再次吹进我们

的体内，经历复活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