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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 的共融之路
■文．圖／潘家駿（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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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2012年）6月，「宗座國際聖體大會」

將在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舉行。而為回應

普世教會的邀請，臺灣天主教會也將於今年的11

月19日「基督普世君王節」前夕舉行「全國聖體

大會」。基本上，我們地方性的聖體大會延續了

國際聖體大會的主題，即：「聖體聖事：與基督

及他人的共融」；而整個大會的聖經基礎，除了

《宗徒大事錄》中有關初期教會生活的描述：「
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擘餅

，祈禱。」（宗24:2）最耀眼燦明的篇章就是厄
瑪烏兩個門徒與復活主基督相遇的生命經驗（路

20:13-35）。

這條道路所發生的一切，成了世代基督徒盼望

的泉源。這盼望也給了許多藝術家靈感，而特別

是在厄瑪烏的驛站，耶穌與兩個門徒圍坐餐桌旁

一起擘餅，認出耶穌，耶穌隱沒在他們生命中的

時刻（路2431），更是激發了許多偉大作品的創

作。這個復活的事件為我們形塑了一條道路；這

是一條走向天主大愛的道路，同時也是一條通向

信德，並在生命的驛站中以信德慶祝天主之愛的

道路。是的，這條相遇之路正是感恩（聖體）聖

事之路，它將引領我們走上與基督及他人共融之

中。

現在就讓我們參與這個復活事件，一起上路，

去經驗復活基督在感恩（聖體）聖事中的臨在。

黃昏的時候，兩個絕望的人踽踽獨行在往厄瑪

烏的路途上。這條道路帶領他們遠離了那令他們

與基督、與他人關係破碎的耶路撒冷，但是當他

們在「擘餅」中認出了復活的主基督時，他們也

找到了返回耶路撒冷，與其他門徒們重聚、再度

共融合一的力量。這個過程乃是經過了一個緩慢

的發展：

一、在人類路途中奧秘性地臨在

福音記載，這事件是發生在「一週的第一天」
；在「那一天」，主復活並顯現給門徒了；這一天

變成了「主的日子」（主日）。而走在往厄瑪烏道

路上，彼此談論著所發生的事的這兩個人就是我

們每一個自己，也是我們整個人類。是的，就是

在我們的人生旅途中，主基督主動走向我們，親

自向我們顯示祂自己。所以，並非我們走向基督

與祂相遇，而是基督走向我們與我們相遇。我們

總是在不思議處驚訝地與他相遇，而祂也總是在

不期然處向我們顯現。主就在那裡，在生命的轉

角處等著我們，準備與我們相遇。

感恩（聖事）聖事正是我們與基督相遇的一方

天地。這場天人間的相遇一定是發生在我們人生

的道路中；因此，感恩（聖體）聖事是與我們個

人的歷史和生命緊密相交的，甚至我們可以說，

就是在我們的生命中發生的，因此千萬不要讓這

感恩（聖體）聖事只是成為我們生命的點綴而已

，或只是我們與基督之間的粘合劑而已。不！它

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份。

二、困難認出

在耶穌顯現給門徒的事件中，門徒們幾乎一開

始都沒有認出祂來，厄瑪烏的兩個門徒也不例外

；在他們的肉眼中，祂成了陌生人。這些最早的

復活見證都一再地提醒我們，在我們的信仰旅途

中，我們也常常會認不出耶穌的臨在。

在感恩（聖體）聖事中，這一點給了我們很重

要的啟發。一如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在認出主基

督之前，我們也必須有一個準備的過程，並把過

程中的障礙圍籬剷除。如此，我們才能夠「眼睛

開了，這才認出耶穌來。」（路24:31）。從福
音的描述中，我們可以這整個過程的五個步驟：

1.一起同行

耶穌藉著陪伴在這兩個們門徒的旅途中，而開

始了這場相遇。耶穌涉入到這兩人所憂慮、所關

懷的事情當中，在旅途中，與他們一起分享他們

的盼望和失望。今日的教會如果要把復活的耶穌

帶給人，要帶領人進入到那教會生活的慶祝高峰

－感恩（聖體）聖事中，那麼就要與人伴行，與他

們分享這條生命之路。感恩（聖體）聖事之所以

是主基督臨在的高峰標記，那是因為基督的身體

－教會與人們伴行，分享了人們的盼望，也分擔

了人們的失望。

2.在聖經的光照下重新閱讀生命

一個人若能認出復活的主基督，那麼他必定與

天主聖言有深刻的生命交往。而這正是耶穌在厄

瑪烏的道路上，幫助祂兩位同伴的方法：「默西

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祂的光榮嗎？祂
於是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祂

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路24:25-27）
默西亞必須受難才進入祂的光榮並不是理論，

而是耶穌的真實生命。福音常常這樣強調耶穌如

何透過聖經的光照，來看待自己的生命。在感恩

（聖體）聖事的慶典中，我們也需要天主聖言的

光照，藉著「聖道禮儀」來重新閱讀我們生命。

3.逾越奧蹟的臨在

在耶穌復活後的顯現裡，我們都可以在光榮中

隱然發現受難的奧蹟：「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

苦難，才進入祂的光榮嗎？」（路24:26）
難怪門徒們無法認出由死亡中復活的主耶穌，

因為從祂為門徒洗腳的那個晚上，一直到「一週

的第一天」那個早上，耶穌已通過死亡，從死亡

中復活了；因此，祂的朋友們當然無法認出祂來

，除非他們與祂經驗相同的生命歷程，與祂一起

走過同一的生命道路。我們也是如此，為了在我

們的生命道路中認出耶穌來，我們也必須經過死

亡，從受苦和死亡之中尋索新的生命。

是的，感恩（聖體）聖事邀請我們結合、分享及

參與基督的逾越奧蹟。

4.邀請

「請同我們一起住下罷！」（路24:29）如果
沒有邀請，那麼一切都不會發生。當與主相遇的

時刻到來時，我們就必須在自由當中向耶穌發出

邀請。感恩（聖體）聖事的領受必須透過一個「

邀請」的善志，邀請耶穌進入到我們的生命中。

5.認出的記號

「認出耶穌」這正是我們參與「感恩祭」的最高

峰時刻。而總是會有一個明顯的記號，會出現在

我們通向「認出」的道路上。在厄瑪烏的傍晚，「

擘餅」就是這記號。

還有另外一個記號，那就是「耶穌隱沒了」，耶

穌隱沒與認出耶穌正是同一件事。從門徒的行動

，我們看到兩個門徒所認出的復活主耶穌，如今

已經隱沒在他們的生命當中，他們已經成了擁有

復活基督形象的人。所以耶穌不再只是生命旅途

的陌生人，雖然這位陌生人後來進一步成為他們

的客人，甚至最後成為他們同桌共食的朋友；但

耶穌既不再是一位陌生人，也不再是他們的客人

或朋友；耶穌更進一步與他們「合一」了。

主耶穌已經把祂復活的精神賜給了他們。他們

旅途中的陌生人，如今成了心靈伴侶。所以，他

們活著，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在他們內活著。

三、教會的福傳及共融使命

兩個門徒的生命轉化了。耶穌的十字架讓他們

經驗到了破碎、痛苦、仇恨、挫折、憂苦和死亡，

而這些經驗促使他們關起心門來。但是透過一段

奧妙的陪伴旅程之後，耶穌打開他們的耳朵為瞭

解福音，打開他們的心為接受福音，最後甚且以

擘餅的舉動打開他們的眼睛，讓他們具體地經驗

到福音的實現。如此，耶穌十字架的道路在他們

的生活經驗中，乃成了一條通往新生命的道路。

就是在這擘餅的姿態中，他們過往的破碎再度

被癒合了。而這復活的共融精神終究是要令門徒

們打開家門和心門，走向人群，負起見證的使命

。兩位門徒在「擘餅」中經驗了復活的主耶穌之

後，「他們遂即動身，返回耶路撒冷。」我們可
以看出這次的相遇真是何等效力！兩個門徒由先

前的恐懼、背叛、失望，但因著與復活基督的相

遇而心裡火熱，並且再度燃起希望，這希望促使

他們不懼危險，再度回到耶路撒冷，幫助弟兄姊

妹們去發現復活主基督在他們生命中的臨在，並

把這共融的福音傳給人。

所以，「感恩祭」的「彌撒禮成」並不是結束，

而是開始。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他的《愛的聖事》

勸諭中針對「遣散禮」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彌

撒禮成』這句話幫助我們明瞭剛舉行的彌撒與基

督徒在世界的使命的關係。……這句話簡單扼要

地表達出教會傳教的本質。以遣散作為出發點，

將能幫助天主子民更清楚了解教會生命的這一基

本向度。」（第51號）

四、總結

這個復活的故事可以說是復活基督顯現的故事

中，最感動人心的故事之一。我們總是感動於耶

穌如何地陪伴在兩個既沮喪又絕望的門徒當中，

並且在這條破碎、絕望的路途中，祂又是如何地

觸摸他們的心靈，以及輕啟他們的雙目，轉化成

了一條通往共融合一的道路。 

（更多豐富認知，請期待後續聖體大會系列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