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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春天                          ◆何天朵

万物复苏的春天，一切都充满生机与活力。 
邻居阿姨家的阳台，是最早感知春天的。

青翠欲滴的各种吊兰，还有那些花儿，它们占

据着阳台的半壁江山，装扮了家人的心境。 
走在郊外小路上，看看遍地的油菜花，听

满耳的蜂鸣，闻一树的花香，心变得沉静而美

好。世事的繁杂，似乎都远去了，心里就像养

了一片春光，温暖而芳香。 
喜欢在微风轻拂的早上，迎着

晨曦，看朝阳喷薄而出，那霞光万

丈里，滋润了多少生灵；喜欢在傍

晚时分，远望夕阳，点缀漫天辽阔。

我的灵魂也苏醒过来，重新被梦想

点燃。 
岁月如梭，人类一代过去，一

代又来。作为有使命感的人，面对

无常的命运，应是珍惜有限的时间，

争取作最有意义的事情。 
当我看到万物复苏的美景时，不禁想到造

物主已胜过了罪恶与死亡的权势，祂已全然得

胜从死里复活，带来了生命的盼望，带来了万

物复苏的春天。 
在这迎接生命复活的春天里，遍地都要被

祂的荣耀所充满。 
信仰，对万物之灵长的人来说，极其的重

要。正如罗曼罗兰所语：“整个人生是一幕信
仰之剧。没有信仰，生命顿时就毁灭了。坚强

的灵魂在驱使时间的大地上前进时，就像‘石
头’在湖上漂流，而没有信仰的人就会下沉。” 

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人生时，上帝

都应许给他们很大的祝福，但他们即便暂时看

不到，仍带着信心去等候，便成为信心之父。 
再看看撒玛利亚妇人，是生命复活的最好

的见证，耶稣不但借着水的话题使妇人得着了

永生，而且还改变了她的道德光景、内心世界、

人际关系等，敢于重新面对生活，使她的整个

生命焕然一新。 
耶稣的复活，为人类带来了永生的盼望，

我们虽然现在还在尘世寄居，但我们的确能用

心灵感受到属天的荣光。 
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

许你现在身陷死亡的幽谷、疾病的

捆绑、失业的痛苦、感情的破裂，

这一切犹如一座无形的坟墓，但因

着信，你仍然能在逆境中经历属天

的平安和灵里的安慰。 
经上记载那些门徒们，他们都

活出了圣洁、美好的新生命，不要

小看你自己，即使因着你一个人生

命的改变，周围的世界也会变得洁净。“所以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
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治死
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
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你们
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
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西三1-10）。 

所以，我们当珍惜这舍命的恩，也要活出

人生的命定和呼召，脱去旧人活出新人，行事



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马丁路德曾说：“你去看春天的每一片绿

叶，上面写满了复活的信息。”今天是复活节，
造物主通过祂独生爱子的复活，带给了全人类

美好的盼望和真实的新生，唯愿在这个复活的

季节，我们的心灵也能经历复活的大能，走出

冰雪，走出阴霾，充满信心去迎接生命中美丽

的春天。 
(本文摘錄自“曠野呼聲”網站) 

人生路上的奇遇                    ◆谢松龄

2020年的春夏之交，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肆

虐，尤其在纽约大爆发。和战争的恐怖不一样，

战争有前线有后方，前线充满流血牺牲，后方

相对安全，但在这次疫情之中，人人都面临危

险。死亡的荫影，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 

这处境，和当年耶稣众门徒走投无路的状

况非常相似：他们曾经满怀热诚和信心、甚至

舍弃财产和家庭来跟随耶稣，可是主却被钉死、

遗体也失踪了，理想、盼望和人生计划全都成

空；面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更多的灾难，还能依

靠谁呢？《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记载，有两个

绝望的门徒，从耶路撒冷逃往以马忤斯，以为

那地方可以使他们从恐惧、痛苦和死亡的阴影

中解脱出来。 

今天的我们也在逃亡！

武汉爆发疫病时，中国人往

美国逃；欧美大爆发后，海

外华人又往中国逃。本地居

民则往家逃，居家避疫。可

是就连家也是不安全的——

病毒可能从窗外飘进，家人也会交叉感染……

我们的以马忤斯，在哪里？ 

从早期教会起，特别是一千年前十字军东

征时，人们就用尽一切方法，包括考古研究，

试图确定以马忤斯的地理位置，始终没人知道

它究竟在何方。事实上，逃亡的这两位门徒也

没到达那村子，他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

到了一位陌生人和他们同行。 

这陌生人就是复活的主耶稣，但他们的眼

睛迷糊、不认识祂。祂向两个门徒讲解基督的

受难、复活、得荣耀的道理；让他们明白，所

经历的一切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出于上帝的

旨意；让他们知道，战场在耶路撒冷，而不是

以马忤斯……。 

当他们与祂一起进餐、擘饼，才终于认出

了祂！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他们立刻起身，

在黑夜中走上重归耶路撒冷的道路——重返生

命的道路。耶路撒冷，不再是叫人伤心欲绝的

地方，而是新生命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和

其他门徒一起分享基督复活的好消息，自己也

从死里复活了！福音书告诉我们，以马忤斯离

耶路撒冷25里，那应该就是逃亡者与复活主奇

遇之处。 

跟随过耶稣的门徒有很多，我们只知道这

两位门徒中有一位叫革流巴，仅在这里出现过

一次；另一位则连名字都没有记载。不能确定

他们的具体身分，表明他们拥有更广泛的代表

性——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是不为人知的

人，所谓芸芸众生；代表着任何陷于恐惧、绝

望、痛苦、沮丧、忧虑不安、甚至面临死亡威

胁的普通人，很可能此时就坐在我们中间，或

是我们自己。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

Frederick Buechner描述：当生

活负担太过沉重时，以马忤斯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去

酒吧、去影院，甚至去其他不

好的地方，试图在那些地方摆

脱重担，忘掉以往的一切，无论怎么过日子都

一样……。 

人人都需要从坏消息中解脱出来，我们全

都需要脱离失望、沮丧和伤害，就像这次疫情

中所面对的一切。正如那两位门徒逃离耶路撒

冷一样，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挑战，逃避自

己的责任，而这是一条错路——我们以为安全，

要躲进去的地方，无论是地理上有具体地点的，

还是心理上看不见的心灵角落，都不可能成为

无处不在，让恐惧的人感到安全、让绝望的人

得到慰藉的地方。 

每个人在一生之中都不免遭受失望、痛苦、

挫折和恐惧，但只要我们像那两位门徒一样，

情意迫切地请求耶稣与我们同行同住，任何地

方都会成为以马忤斯——与主相遇的圣地，属

灵避难所。祂会让我们不再紧盯着自己的伤痛，

而是放开目光仰望主的慈爱恩典；帮助我们在

深沉的黑夜里，展望新的生命之路。 



耶稣，复活之主，永远与我们同行在人生

道路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二十八20） 

(本文摘錄自“號角月刊紐約版”網站) 

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很重要？
耶稣复活的重要性出于几个原因。首先，

它见证了神的大能。信复活就是信神。如果神

存在，如果祂创造了宇宙，就拥有掌控它的大

能，祂就有能力让死者复活。如果没有这种大

能，祂就不是值得我们信仰和敬拜的神。只有

创造了生命的神才能令生命死而复生，只有祂

才能逆转死亡的恐怖，只有祂可以去除死的毒

钩和权势（哥林多前书十五54-55）。耶稣从坟

墓中复活，神提醒了我们祂对生命和死亡至高

无上的权利。 

其次，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复活的

证据，这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与所

有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只有一个创

始人，他超越死亡，并承诺他的追随

者也将如此。所有其他宗教的创立者

都是人或先知，而他们的最终归宿是

死亡。作为基督徒，我们感到欣慰的

是，我们的神成为肉身的人，为我们

的罪而死，并在第三天复活。坟墓不能禁锢他。

他活着，在天堂里，他就坐在天父神的右侧。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中，保罗详细解释了

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在哥林多，有些人不相信

死而复生，在这一章节中，保罗给出了如果没

有复活的六个灾难性后果：1、所传的没有意义

（14节）；2、信基督是枉然（14节）；3、所有

的证人和传道人都是骗子（15节）；4、没有人

会从罪中得赎（17节）； 5、所有以前的信徒会

灭亡（18节）；6、基督徒会是地球上最可怜的

人（19节）。但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并“成为睡
了之人初熟的果子”（20节），确保我们跟从他

得复活。 

由神启示的话语保证了耶稣基督在被提为

了他的教会再来时信徒的复活。这种希望和保

证谱写了一首伟大的胜利之歌，就像保罗在哥

林多前书十五55中所写的，“死啊，你得胜的
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这些结论又与复活的重要性有什么关系

呢？保罗答道：“…知道你的劳苦，在
主面前不是徒然的”（58节）。他提醒

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复活得新生

命，我们可能因嫉妒的缘故而遭受迫

害或面临险境（29-31节），就像耶稣那

样。我们可以以历史上成千上万的殉

教者为榜样，他们欣然用世俗的生命

借着复活换取永生。 

复活是令每一个信徒荣耀和振奋

的胜利。照圣经所说，耶稣死了，被埋葬了，

第三天复活。而且，他将再来！ 在基督里死了

的将复活，那些在主再来时仍然活着的，将被

改变并接受新的、荣耀的身体（帖撒罗尼迦前

书四13-18）。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救恩很

重要？它表明神接纳耶稣代表我们作出的牺

牲。它证明神有大能可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

它保证那些信基督的人会活过来并得永生。这

是我们幸福的希望！ 

(本文摘錄自“Got Questions”網站) 

真正的改变                          ◆张牧

人要改掉坏习惯极其困难。中国人说「江

山易改，本性难移」，真是一语中的。一些恶习

如懒惰、自私、易怒、苦毒、自大、刻薄等，

不但令人讨厌，很多时候也让自己苦不堪言。

人的意志非常薄弱，因此改变不能靠意志。很

多人到了新年喜欢订新计划，如健身、存钱等。

但根据统计，新计划制定之后一个月，就有80%

的人会打退堂鼓；到了年底仍坚持下去的，更

是少之又少。有人觉得改变可以靠外在环境，

但多半也是徒劳无功。举例来讲，教养所、监

狱里改正自新的可能性很低。服刑人被释放之

后，大约一半以上的人两年之内又会回去。 

《圣经》告诉我们，人如果要改变，过一

个新生活，不能光靠立志或者外在环境。真正

的改变，需要我们先成为一个「新人」。《哥林

多后书》五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
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
人如果希望自己的生命能除旧迎新，他就必须



「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在基督

里成为新人至少包括一件事，就是要明白和体

验基督的爱。如14节所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
我们」。 

爱，是人世间最大的力量。爱的言语很多，

爱的词汇到处可见；但实际经历过真爱的人可

能少之又少。经历真爱的人，会如同品尝蜂蜜，

难以忘却它的滋味。真爱，只有在基督里才能

找到。世上所有真爱都只是基督

之爱的影子。基督以外的爱，无

论是男女、手足、亲子还是师生

之情，都非真爱，而只是欲望的

表达，这是神学家潘霍华说的。

而唯有经历基督真爱的人，才能

有真正改变的可能。 

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

世界》 (Les Misérables) 里面有一个场景，把基

督真爱的本质相当动人地描绘出来。主角尚万

强，为了饥饿的妹妹，去偷一个面包而入狱。

他不断尝试越狱，想要回去照顾妹妹，却又一

次次被抓，最后在牢里坐了19年。出狱之后，

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饥寒交迫之下，他到

了一个主教的家里，被主教收留。主教生活非

常简朴，却把他当作嘉宾对待，拿银餐具招待

他吃饭，还留他住宿一晚。到了半夜，愤世嫉

俗的尚万强偷走主教的银餐具，逃到半路却被

警察逮个正着，带回主教家里。他想这回肯定

又要坐牢，但主教却跟警察说：这些东西本来

是我给他的，你放他走吧。尚万强不敢相信他

的耳朵。他对主教忘恩负义，主教竟然饶恕了

他；不仅饶恕，还把家里仅有的贵重物品给了

他。主教的爱带给尚万强极大的冲击，他也因

此痛改前非，最后当上市长，帮助了很多有需

要的人。 

主教的爱，是牺牲、舍己之

爱，是基督大爱的影子。主教为

爱愿意牺牲他的银餐具，而基督

为爱情愿死在十架上。尚万强的

心因现实的残酷而刚硬，却因主

教伟大的爱而软化；我们满身污

秽，经常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却藉基督之爱得以成为一个新人，能有一个新

的开始。在基督的十架上，我们看见的是爱的

本体：是神的儿子为了你我这样的罪人，付上

无可计量的代价——祂的生命。 

真爱，是唯一能彻底改变人的动力，是基

督愿意白白赐给我们的。你是否愿意得到这份

爱，并藉此经历改变和更新？ 

(本文摘錄自“號角月刊澳洲版”網站) 

耶稣复活改变了整个世界            ◆刘树鹏

我的家族里有一个“复活”的故事。 

我们家族有一个活了100多岁的老太太，我

小时候还见过她，头上戴一顶黑色软帽，拄着

一根拐杖，颤颤巍巍站在自家门口。 

二姐告诉我，老太太曾经从死里复活过，

而且她亲眼所见。 

那一次，老太太居住的小院子里忽然传来

哭声，说老人家已经去世了。晚辈们纷纷过来

吊唁。 

二姐去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被抬到一扇支

起来的门板上。老人笔直地躺在那里，一动也

不动。 

二姐和几个晚辈正围着老人哭的时候，老

人忽地从床板上坐起来，摸了摸自己的头说：

“我的帽子呢？” 

屋里一下子炸了营，乱作一团。有人大声

尖叫，有人惊慌地向外面跑，几个胆子大一些

的婶子大娘硬着头皮上前照应。 

老太太确实活过来了，又活了好几年才去

世。 

老人当时只是短暂的休克而已。她并没有

真正地死去，也没有真正地复活。她后来还是

死了。 

她死而复活的故事，对这个小小村庄来说，

就像一粒石子投在水里，涟漪散尽，这件事早

就被人们淡忘了。 

与我的老太太不一样，另一个人的复活才

是真正的复活，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安放在坟墓里。

七日的第一天，当祂的门徒来到墓地，却发现

挡在坟墓洞口的巨石挪开了。门徒进去一看，

发现耶稣已经不在里面，只有裹尸布还放在那

里。 

不仅坟墓是空的，而且祂的门徒和许多人

见到了复活后的耶稣。多马甚至还用指头探过

祂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痕。 



就连曾极力反对耶稣的保罗，后来也在书

信中证实： 

我从前领受了又传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就
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
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曾经向矶法显现，然后向十二门徒显现。
以后又有一次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他们中间
大多数到现今还在……（林前十五3--6） 

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据，就

是祂门徒生命的改变。 

当耶稣被捉拿钉在十字架

上，祂的门徒惊慌失措，四处

逃散，就连宣称永不背叛祂的

彼得，也接连三次不认主。 

然而，短短几十天内，这

群懦弱之人的生命就发生了巨大的翻转，变得

勇敢无比。 

他们冒着死亡的危险，从耶路撒冷、犹太

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基督作见证。

大多数使徒都勇敢殉道，若不是基督的复活，

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勇气？ 

而且，这样的勇气世代相传，在一代代基

督徒身上展现出来。在历史上，许许多多学识

卓越的宣教士放弃舒适生活，经历千辛万苦来

偏远贫穷的中国宣教，甚至为中国牺牲了生命，

埋葬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 

1900年7月31日殉道于山西太谷的宣教士

贝如意姑娘在给亲人的遗书中写道： 

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

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祂找回

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祂而来，也为祂而去，

我所最亲爱的，再会吧！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像贝如意这样宣教士

为何面临死亡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为何直到

死亡还相信和亲人有相会的那一天？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样的信念来自哪

里？你会相信世世代代甘愿为了爱而献出生命

的人，只是为了支持一个谎言吗？ 

基督若是没有复活，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

怜；死人若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

为明天就要死了。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说，

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曾经将他带到死亡的边缘。这个

问题就是：“我的生命有什么无法

被必临之死亡所摧毁的意义？”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耶

稣基督的复活里。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人类带

来复活的盼望：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

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

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这必朽

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林前十五42-54） 

耶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激励着祂一代代

门徒舍生忘死，把爱与文明的种子传遍了整个

世界。 

一个作家说，耶稣对世界的影响，比所有

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的总和所产生的力

量还要大。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样的神奇来自哪

里？ 

(本文摘录自“旷野呼声”网站) 

尊老敬老，荣神益人            ◆阜阳福音堂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先辈

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根据国际上通常对老龄

化社会的认定，我国人口老龄化明显，而人口

老龄化将会使中国面临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

题：从老年人自身情况来说，老年人的心理和

生理健康、观念和行为、经济和社会需求等，

如果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

从家庭和社会角度来看，如果制度或措施不健

全不完善的话，老年人的赡养及赡养方式、社

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等，同样会给老年人、

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多问题。因此，传承尊老敬

老这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美德更显重要，笔者

将对此问题略述管见。 

一、尊老敬老是人道原则的体现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总是生存于特定

的社会组织之中，总要受到社会规范——人道

的约束。孟子曾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说成是“人伦”，

其实也就是人道。在这“五常之道”中，以尊

老为核心的孝悌之道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孝是

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是幼者对长者的尊敬，



彼得前书 一章 3 节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曾照

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

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孝和悌的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就是对长者的

尊敬。 

父母为了生养子女，需要付出很多心血和

代价，子女长大成人后，对父母给予帮助和照

料，是一种报恩的行为。 

孟郊《游子吟》中的“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春晖”。常言所说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也

都表达了一种报达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乌鸦

反哺，羊羔跪乳”的故事也说明了子女对父母

的回馈，以及亲情的可贵。 

《利未记》十九章32节说道：“在白发人的
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
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在这节经文中，把尊敬
老人和敬畏神相提并论，可见神多么在乎我们

每一个人对老人的态度。 

保罗认为：“人若不看顾
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
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
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提前

5:8)。 

保罗还说：“若寡妇有儿
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
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
纳的”(提前五4)。 

在旧约时代，不孝敬父母是一项大罪，“凡
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
的罪要归到他身上”(参利廿9)。 

在新约时代，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把他们

无亲情、违背父母作为败坏和反教等事情的标

记(参罗一30；提后三2)。 

二、尊老敬老是和谐关系的纽带 
“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

本精神。尊老敬老指的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代际

关系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就是老年人对

年轻人的爱护和提携，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反映

着一种由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伦理的代际关

系。 

1、家庭的和睦关系。人有敬老之心，就可

以促进家庭和睦。圣经特别强调：“我儿，要谨
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

六20)。要保证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一方面要

求父辈做出榜样，即“父慈”；另一方面要求子

女尊敬父母，即“子孝”。所阻，“父慈”与“子

孝”是统一的，不能割裂，这就是“父慈子孝”

的意义所在。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幸福的家

庭。 

2、社会的和谐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要求人能够像事奉自己

的父母一样去对待别人的父母，像抚养自己的

孩子一样去对待别人的孩子。基督教将“孝道”

推行至他人，将“孝”的意义向深层引申。 

敬重父母的人，因为有一份敬重之心，很

多时候也能够推己及人，在以敬重待人的同时，

也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十二岁随父母上

耶路撒冷朝拜的事迹，在归途中他们发现耶稣

走失了，就焦急四处寻找，后来发现耶稣正在

圣殿中求教教师。当马里亚责问耶稣时，耶稣

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
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

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
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
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能
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
心，都一齐增长 (参路二

49-52)。 

每个人都有年迈之时，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时光飞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诗篇》的作

者一样，向着神称谢和赞美：“主耶和华啊，你
是我们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
必常常赞美你……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
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
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
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
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
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参诗七一

5-18)。 

(本文摘錄自“基督教福音堂”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