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論

懺悔與和好的聖事就是一條帶領我們「回家」的路程。這個「家」乃是我們生命的中心，在此能聽到「你是我的愛

子，我所喜悅的」的聲音。身為愛子，我們可以以寬恕代替懷疑的眼光；以傾聽的耳朵取代竊聽的耳朵；以擁抱的心懷取

代暴力的拳頭；以赤誠的祝褔代替惡毒的咒罵。

「回家」並不只是指耶穌在若望福音中的預許：「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

方；……我去了，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為的是我在那裡，你們也在那裡﹝若

十四2﹞。」復活了的耶穌，如今住在父家，正歡迎每一個走完一段悠長旅程的人歸家。除了這末世的幅度之外，「回歸

父家」也是指我們每一天走向天主，不斷地向天主皈依的實況。我們渴望被愛和生命親密地包圍著，我們盼望這愛和生命

能讓我們生活當中的死亡喪失勢力。就如同以色列子民在渡過死亡的紅海時，洶湧的波濤退避兩旁，我們也期待著我們在

驚濤駭浪的生活中，我們能被天主安穩地抱著，朝生命的對岸前進。一切忌妒、憤怒、驕傲、色迷、怨恨等都能被柔和地

挪開，致使我們能夠得見天主的盼望、愛和生命比所有死亡的勢力都更偉大、更深邃、更堅實。當我們有如此的體會時，

我們自然會興起回歸父家的幽情，如同路加福音中那位蕩子的渴望：「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去﹝路十五18﹞。」

然而我們的生命旅程不只是小兒子皈依的旅程，大兒子也會隨時隨地出現在我們的人生旅程中，而我們把「父親」當

成是一個不斷接受我們，赦勉我們，給我們住處，賜給我們平安與喜樂，隨時等待我們回轉的角色，如果是這樣的話，我

們的生命還不夠完整，因為我們一直把父親當成是「第二者」，是我生命中的一個「外人」。是的，我們或多或少都經歷

了生命的殘缺，我們一直不是在當小兒子就是大兒子，不是貪婪就是怒氣，不是情慾就是忿恨，不是輕薄就是忌妒，總有

什麼留在每人心裡。我們的殘缺常以各種方式和態度表達出來，一切的過犯、罪行、戰爭都是從這殘缺滋生蔓延的。然而

我們生命中「父親」的角色呢？

在耶穌說過的話中，最大的挑戰是這一句話：「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親一樣﹝路六36﹞。」天主的慈悲由耶

穌的口中道出來，不僅是要表達天主是如何地願意就近我們，赦免我們的罪，賜給我們新生命與幸福；他更是呼籲我們要

像天主一樣，向他人顯示同樣的慈悲。是的，我們受天主召叫的目的是去真誠地認識我們是慈悲天父的兒子，我們是天父

的子嗣。對此，沒有人能比保祿認識得更清楚：「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既是

子女，便是承繼者，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羅八16~17﹞。」是的，身為兒子與天主的子嗣，

我們就是天父的繼承人。我們注定要步父親的後塵，把祂賜給我們的慈悲施予別人。因此，歸向父親最終的目標就是自己

也成為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