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59 ｜傳說中的少年成不了神話， 

難道最終只能成為社畜？

絲毫改變，亦看不見死後門徒能繼續傳承心志，而

感到份外悲涼。

然而，耶穌卻肯定了犧牲作為夢想的本質：「人

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

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 23-24）祂清楚地宣

告，愛惜自己性命的，將會失去一切，而願意捨去

自己生命的，卻能夠擁抱永恆。的確如此，真正的

夢想，或者需要我們選擇。選擇放棄一些生命的安

穩和安逸，努力尋求。若然耶穌為要追尋天國美夢，

最終付上生命的全部，我們作為追隨者，又能夠憑

藉甚麼，可以在現實與夢想之間兩全其美？

前面所說的上樓梯故事告訴我們，若然要從 60

樓，或者 80樓跑回 20樓去重拾抱負，這幾乎是無

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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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千禧世代並非已經登陸（踏入 60歲）或是

踏入 70歲的嬰兒潮一代。我們只是剛剛進到人生

的交叉路口，我們有時間和精力，我們的生命還有

選擇！

一位 X 世代（大約 45 至 60 歲）的朋友與我分

享，28至 45歲正是生命的黃金時期。我們一方面

不會像年輕人般只顧向前、不顧後果，人生多了一

份經驗，處事亦多了幾分智慧，棱角被琢磨不少。

另一方面體力和魄力雖不如年青人，但仍綽綽有

餘，頭腦仍然能夠接受新事物，做任何事仍是得心

應手。

有人會在這段時間拚命忘我地工作，以換取最

大的退休本錢，亦有人在這年紀因要照顧年長和年

幼的家人，在無奈中進退失據。他分享，相比 30歲

和 40歲，踏入 50歲後，身體會明確地告訴你健康

正在衰退，身體的毛病亦愈來愈多，記憶力與學習

新技能的能力都會減退。到那時刻才回想為何當天



｜第一章｜ 61 ｜傳說中的少年成不了神話， 

難道最終只能成為社畜？

沒有選擇追夢，真的會感到有點遺憾─「當初，

我為甚麼不敢？」

在追夢的路上，我們要對上主有信心，一切擁

抱天國價值的夢，上主必定保守看顧。

當天高呼「我有一個夢想」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

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在 1968年 4月 4日遇刺身

亡。40年後的 2008年，終於出現第一位非裔血統

的美國總統，非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國家博物館更

於 2016年正式開幕。他的夢想改變了一個國家，一

個時代。當日高呼「一個孩子，一個老師，一本書，

一支筆可以改變世界」的馬拉拉，提倡伊斯蘭社會中

的女性應有平等教育的權利。夢想依然遙遠，但相

信確實會有成就的一天。

葡萄園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又一個僕人被派

去收果子，一個又一個被打被殺，甚至園主的兒子

都被園戶殺害，失敗收場。然而，當這些兇惡園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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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快要勝利之際，最終我們看見園主回來執掌正

義。我們在這個看似是邪惡混沌的世界中要宣告：

「這是天父世界！天父仍在掌權！」

回看歷史，上主就是透過呼召一代又一代的人

為主做夢，改變世界，縱然現在只是處於巨大歷史

洪流中的剎那，好像看不見美夢成真的一天，然而

上主應許我們，「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

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我們為上主

擁抱的夢，不會白費！

在我們這個世代裏，正正需要做夢的人，讓世

人在現實的局限中，看見上主恩典和拯救的偉大。

你可能問，天已經這麼黑，我們還有能力看

見上主的恩光嗎？沒有夢想的人會說：「我們看不

見。」做夢的人卻會告訴你：「就是在最黑暗的環境，

我們才看得見星星。」

對千禧世代來說，生命中的確有負擔，但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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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最終只能成為社畜？

要的是，我們還擁有青春和時間，只要有勇氣的話，

我們便可以重新出發。我們生命正站在這個輝煌的

時刻。我們應該把握當下，在白駒過隙的時光中，

重拾生命的意義，在平凡中獻出愛心，在狹縫中繼

續追尋夢想。

「現在放棄的話，比賽就結束了！」



｜第四章｜ 195 ｜在孤獨中拯救彼此 

他人展示憐憫時，他實際上是在彼此的關係中播下

了一顆微小而有生命力的種子。這「憐憫」的種子能

夠在關係網絡中成長，而最終使社會都能逐漸體現

「憐憫」的特質。我相信，天國就是如此開展，正如

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 24）

如何在孤獨中尋找意義？若世人真如神學家所

言：「人生下來就是孤單」，那麼我們無論如何掙

扎，終究都無法逃離這份宿命：我們孤單來到世界，

孤單看着萬事萬物，孤單離去。真實是，我們從來

都不是孤單地活着，每個人都活在羣體的關係中，

是社羣中的一分子。孤獨並非生命的總結，而是我

們認識自我、理解他人的起點。上帝賜予我們這份

獨處的恩典，不是讓我們成為與世隔絕的「天煞孤

星」，而是讓我們在靜默中細心觸碰自我的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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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真實的自己，從而在羣體中看見自己，亦看見

彼此。

就像耶穌一生，祂不斷在獨處之中追問「我是

誰」─在凱撒利亞‧腓立比向門徒的詢問，在客

西馬尼園的禱告，在十字架上向上主的呼喊，都反

映出即使是上帝之子，也需要窮盡一生去回答這問

題。最終在十字架上，耶穌以寶血和死亡向世人宣

告，這是一位願意與我們的悲傷連結的上帝。

千禧世代的困境，恰好映照出這份連結的珍貴。

我們既渴望被理解，嚮往真實真摯的連結，又比任

何世代更能反思孤獨的意義。我們知道真正的出路

不在於逃避孤單，而是擁抱孤獨，並於生命的進程

保持清醒，對他人的苦難保持敏銳，在靜默中活出

人的本質，就是我們都是上帝照祂形象和樣式所

造，有着上帝生命之氣吹進體內，有靈的活人。真

正的自我是存活在彼此的關係裏，更存活於與上帝

的關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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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究竟依靠甚麼活着？

有人說：「我們依靠記憶而活」─那日曾被自

己鎖在洗手間的驚嚇時刻，在電梯裏的哭泣片段，

最終都被父母的關懷所化解，成為自我認識、明白

羣體，以及確認被愛的珍貴證明。又有人說：「我們

依靠關係活着」─無論是在海邊看着夕陽深入長

談，還是在教會與人輕輕說一句：「你最近好嗎？」

抑或是一個簡單而帶有溫度的微笑，都在提醒我

們「你並不孤單，我會陪着你。」（I’ll be there for 

you) 11

這正是上主在聖經中不斷向世人作出的應許：

「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

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書一

9）上主不僅在話語上應許我們，更在耶穌基督的生

命中，向我們展示了一位有血有肉的上主。這位道

成肉身的主，親臨人間，住在我們中間，經歷所有

11　  《老友記》主題曲：I’ll Be There for You (The Rembrandts 主唱 ) 
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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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就是要向我們宣告：「其實在人孤單的時候，

上主也在分擔你的生命，一直與你相伴。」上主超

越了孤獨與羣體的二元分界，在創造時賦予人有獨

立的存有，又說「那人單獨一個不好」，注定我們要

在彼此的生命中成為圓滿。

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在短篇小說《人依靠甚麼

而活》中，講述一名墜落凡間的天使，寄居在鞋匠

家中，得到家人的照顧和愛護後，道出了他的覺悟：

「人依靠愛而活。」愛成全了彼此，又超越了孤獨與

關係的張力，正正是人的有限，讓我們深知不能單

獨而活，我們需要依靠彼此，並且進入一種愛的關

係之中。

孤獨之所以偉大，因為孤獨讓我們在個體中感

受被愛，又有能力選擇去愛。正正因為人與人的分

離，我們既可以互相傷害，亦可以彼此憐憫。正是

這份選擇的自由，讓我們能夠活出基督大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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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強迫的，惟有真正自由的人才能活出真正

的愛。

我們這一代人，心懷改變世界的夢想，也清楚

地看見夢想漸行漸遠。我們在迷惘中努力前行，尋

找上主賦予的生命意義，在孤單中努力共建社羣，

認真地看待自己，以溫柔的心善待自己，並以憐憫

的眼光看待他人。

或者，最後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這一代根本

無能力拯救世界，但這又何妨？

我們永遠可以選擇活出上主的愛！

當我們擁抱上帝賜予的美好生命，在孤獨中看

見彼此的需要，我們就能活出上帝的形象，踐行那

個上帝吩咐門徒最偉大的誡命：「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約十五 12）「你們若彼此相

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