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憂世的境界： 

 

「作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天氣與環境使詞人產生先天下之憂

而憂的心境。基督徒須有這種使命意識，救世的胸懷，特別在大時代中，他應該問

：「我能為基督做甚麼？」門徒問耶穌：「主，你現在就要復興以色列國嗎？」雖

然是理解錯誤，但對國家有一分熱愛，使命感是強烈的。使命意識在我們的時代比

較薄弱，人們關心的，可能都是個人的利益問題。我們的確要憑高望遠，跳出自己

的小圈子，以憂患意識關懷這個世界。 

 

（二）默默耕耘的境界：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只有使命感還是不夠的，基督徒要長期無

悔地為此使命努力。不論修道生活或婚姻生活都是一生的奉獻，不能三五年後便換

口味。作證的使命是持續的、艱苦的。講求變換，崇尚即食文化的人，很難體會為

主消瘦、為主憔悴的喜樂。 

 

（三）找到理想的圓滿境界：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基督徒接受使命，履行使

命，都是為了主。當人一生不斷為主辛勞時，有時若有所失，不知祂在那裡。畢竟

基督不會捨棄我們，作證一定不會白費。當恩寵時刻來臨時，驀然回首，原來基督

就在我們中間，時時刻刻與我們同在。 

 

  沒有使命意識的基督徒，難有這些經驗。讓基督的升天，提醒我們自己的使命

，即為基督作愛的見證，傳揚愛的訊息，使自己及別人感受到升天的基督原來就在

我們中間。 

 

 

 

5月 12日  
（星期日）  

耶穌升天節     

宗徒大事錄 1:1-11  

聖詠 47:2-3,6-7,8-9 

厄弗所書 1:17-23  或  4:1-13    

馬爾谷福音 16:15-20   
 

 

 

 天國驛站   路線圖   蔡惠民神父 

 

一位剛從亞馬遜森林歷險歸來的探險家，在演講會上向聽眾描述森林的美景、大河
的壯觀，並且形容碰著猛獸的驚恐和駕獨木舟的危險。末了，他對大家說：「這樣
吧！乾脆你們自己去體驗好了？個人的親身感受，是無可替代的。」為了方便他們
追尋，探險家便畫了一張當地的詳細路線圖。哪曉得這些人取得路線圖後，都把地
圖裝框掛在牆上，從此人人都自以為是森林探險家。探險家知道後，十分後悔自己
畫了那張路線圖，要是什麼都不畫，就好多了。  
 

如果細心閱讀耶穌升天的記載，我們會發現有關的描述不是欠缺細節，便是彼此矛

盾。例如，路加福音與宗徒大事錄雖然出自同一作者，兩個記載卻截然不同。路加

筆下的「升天」事跡，似乎發生在復活當日一連串顯現事件之後，但宗徒大事錄卻

清楚指出，耶穌是復活後四十天才被接升天。再者，路加描述「升天」的過程，並

無好像宗徒大事錄般採用「雲彩」、「天使的解釋」等默示文學的表達手法。至於

馬爾谷提供的版本，「升天」也發生在復活當日，並且是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

（谷 16:14）種種跡象顯示，新約作者記載耶穌被接升天的目的，是強調復活的耶穌

最終離開了門徒的團體，進入天主的光榮。至於耶穌怎樣被接升天，祂進入甚麼的

光榮等問題，福音和宗徒大事錄都沒有具體的描述。 
 

耶穌經歷死亡，進入復活，之後又藉顯現與門徒分享祂的經歷，我覺得就像故事裡

的探險家，經歷了亞馬遜森林的旅程，向聽眾描述他的經歷一樣。與其對森林的美

景、大河的壯觀作巨細無遺的描述，探險家畫了一張詳細的路線圖讓聽眾親身去體

驗。同樣，與其對天上的光榮作諸多的講解，耶穌將一幅「升天」的路線圖交給門

徒，讓他們親身去感受。新約作者對「升天」事件的反思，正是提醒我們不要對天

上的光榮作無謂的猜想，反要著眼切身的體味作開始。 
 



耶穌留給我們「升天」的路線圖，其實並不是甚麼奇門異法，只是祂昔日走過的平

淡生活。為這原由，升天前，祂邀請門徒步武祂的足印：「到世界各地去，向所有

受造物宣講福音。」（谷 16:15）要總結這張路線圖，厄弗所人書說得好：「說他『

升天』，豈不是說祂曾經下降到地下嗎？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諸天之上，以充滿萬

有的那一位。」（弗 4:9-10） 
 

不過，正如一些聽眾取得路線圖後，就把它掛在牆上，從此便自以為自己是森林的

探險家；早期的門徒團體接到耶穌的「升天」路線圖後，也有類似的本末倒置現像

。按宗徒大事錄記載，當門徒向天目送耶穌離去時，有兩位天使對他們說：「加肋

里亞人！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宗 1:11）雖然耶穌剛剛說過，要門徒在耶路撒

冷、猶太和撒瑪黎雅全境，直到地極，做祂的見證人，（宗 1:8）言猶在耳，他們已

將視線，從昔日耶穌的足跡，轉移到將來天上的光榮。 
 

其實，耶穌的歷史足印與祂的天上光榮是彼此光照的。要明白祂的天上光榮，必須

從祂走過的足印作出發點。故此，「宗教」一詞原文可解作通往生命的道路，而「

基督徒」就是那些步武基督芳蹤的人的意思。秉承耶穌的教導，教會從早期開始，

一直強調從行動中理解信仰。例如，要判斷一個慕道者是否明白信仰的內容，標準

就是看他是否在生活態度或方式上有具體的改變。這種從生活明白信仰的要求，有

時是幾年，甚至一輩子的時間才可達到。後來，因應教會急速的發展和體制的需要

，越來越強調信仰語言的統一，多於耶穌足印的一致。信仰慢慢變成一門獨立於生

活體味的學問，予人一種精深博大的的感覺。學習信仰亦漸趨概念化、思考化。 
 

梵二大公會議意識問題的所在，並在教會生活各方面提出了修正。例如慕道班不再

強調道理的背誦，而是教會生活的投入和參與；神學不再著重放諸四海的抽象概念

，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表達。不過，這種積習了千年的傳統實在不容易一下子改變

，教會內真情實感的信仰反省仍普遍有待深化。耶穌留給我們的福音，其實就是「

升天」的詳細路線圖，今天仍有不少教友把它珍而重之放在書架上。耶穌升天，或

許是機會讓我們反躬自問，我們對信仰的理解，有多少是來自衪的足印？ 
 

「加里肋亞人，你為什麼站著望天呢？」感謝天使把我們的視線再次放在每天的足

印上。我們原以為熟識的信仰，原來只是人云亦云的他人經歷；我們原以為肯定的

信念，原來只因為出於教會的權威，而不是生命的真知灼見。難怪稍經風雨，信仰

也可輕言放棄。 

 

和平綸音   

有使命感的基督徒   

吳智勳神父 

 

 「祂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這兩句信經的話，出自今日的福音。雖然耶穌

升天瞻禮不及耶穌苦難、復活和聖神降臨那麼重要，但既在信經出現，其重要性不

應被忽視。 

 

  本來升天代表耶穌結束在世工作，以新的存在方式臨在我們中間。在世的身體

有其限制性，耶穌不能在加里肋亞和耶路撒冷同時出現，起碼聖經沒有記載祂同時

出現在兩個地方，做兩件事情。但升天之後，復活的基督能夠同時臨在不同的地方

。今日在這瞻禮中，整個世界有千千萬萬台感恩祭同時慶祝這個瞻禮，而耶穌能夠

同時臨在這千千萬萬聖祭內。 

 

  「坐在聖父的右邊」，表示升天後的基督像聖父一樣，握有大能，主宰一切，

是人類歷史的主人，基督徒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總是懷著這份希望與信心去生活。 

 

  這位升天後無處不在的基督給予祂的門徒一個使命，今日三篇讀經都提及這使

命。第一篇讀經，耶穌要求門徒從耶路撒冷、猶太、撒瑪黎雅，直到地極，做祂的

證人。第二篇讀經指出，基督徒既各自從基督手裡得到恩賜，就有使命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福音中，基督要門徒向一切受造物傳福音。的確，基督愛的訊息

，需要人去傳，祂不再自己親力親為。耶穌升天為每個基督徒都是一分挑戰，要每

人就自己所受的恩賜，為基督作證，為基督建樹。這種使命意識必須深入每人的內

心，否則自己只算是個「呆立望天」的門徒而已。 

 

  文學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用詞說出成大事業的人所經歷的三個境界，

我借此講述基督徒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