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健明神父專訪實錄 (二) 

前文提要：歐神父 2018年 8月利用 7個月休假時間，逗

留耶路撒冷個人進修和祈禱，並帶領拍攝團隊攝錄聖地實

況。將耶穌出生、死亡和復活的足跡、當地不同宗教的文

化風俗等製作特輯。教友 A君訪問歐神父，透過他的口

述，令教友體會救主耶穌贖世的愛情、拍攝過程的花絮

等，以增廣見聞。以下為訪問內容。 

A : 我們平時朝拜聖體一小時，聞說你們攝製隊伍

有機會在聖墓大殿度過一整晚。一邊工作，一邊

陪伴耶穌。這是身為基督徒難得的恩寵。可否與

我們分享能和耶穌獨處的心情嗎？ 

歐:攝製隊伍最辛苦是在耶穌墳墓守夜，聖殿晚上

七時關門，我們五時許匆匆吃過晚飯，趕在關

門前到達聖墓大殿。關門時向大家解釋，因為

四周都是墳墓，希望大家不要怕黑、不怕鬼，

其實是沒有鬼，因為是耶穌死亡後復活的地

方，周圍都經過祝聖。內進後，除清潔工人和

幾位住在內的東正教和天主教神父與修士外，

就只有我們拍攝隊十數人。因為攝製隊當日早

上已由上午八時拍至下午五時，十分疲倦，首

先大家休息半小時，靜默片刻默想耶穌的死

亡。那晚通宵達旦拍攝，由七時半開始拍至翌

日凌晨四時半，我們非常感恩，因為稍後聖墓

大門一開，將會有人山人海的朝聖團，旅行團

等擁至。從九時許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排隊，輪

候四至六小時為觸摸耶穌墳墓，但排了半天，

他們只可以逗留幾秒鐘。試想我們可以通宵留

在聖墓內祈禱和拍攝，不用輪候，不只幾秒，

是何等有福呢！ 

   拍攝期間，我們可以體驗耶穌的死亡和復活，

我的心情百感交集，不能自已。這半年內我每

天在這裡開彌撒，每天拜苦路，因為耶穌所行

的苦路，第十至十四處都是在聖墓大殿內。我

每天都有機會用五至十分鐘靜默祈禱，為自

己、為教友、為所有神父和為聖召祈禱。那天

特別感觸是拍攝組自願無私地付出時間、精

力，遠道而來，不為甚麼，而是為信仰，相信

耶穌在這裏死亡、復活，提醒我們天主可以滌

除我們所有罪過，在我們領洗時同死同生。 

A : 耶穌聖墓是恩寵最濃厚的地方，你過往在這裡讀

書與帶團和今次在這裡拍攝有相同的感受嗎?  

歐:有，我經驗到很多人在這地方真的感受到耶

穌的恩寵。特別在耶穌墳墓上開彌撒，很多

人跪下觸摸耶穌的墳墓。當他們觸摸到耶穌

被埋葬的地方時，他們會淚流滿面，將他們

的淒苦、經歷、患難、心頭大石都放在耶穌

墳墓上。可以說眾人的眼淚可以洗淨耶穌的

墳墓，令我想起以前帶過的朝聖團也發生同

樣的現象，我體驗到耶穌的恩寵可推動人的

心境。例如我三十年前讀書時，方濟會每週

五的拜苦路是旅遊耶路撒冷的一個景點，很

多時我會遇到香港來觀光的年青人，我會捉

緊他們，為他們講解，他們不是教友，但來

到聖墓大殿，人人都感受到天主的臨在。之

後也收到年青人的來信，說他們己領洗了，

我極其快慰，由那時開始感受到來到耶穌聖

墓是可讓沒有信仰的人找到信仰，未得救的

人得到救贖。 

   今次我更感受到拍攝工作人員的辛苦，既要

拍片，又要牢記台辭，以致疲累不堪，但每

人都有耶穌的陪伴，充滿祂的恩寵，表現超

乎常人的幹勁。原來聖寵可以推動人到達一

個更高的境界，甚麼也阻撓不了我們的決

心。其實踏遍四海，尋覓的是天主的陪伴，

耶穌聖墓就是恩寵最濃厚的地方。 

A : 聖墓大殿外面有不同宗教的蠟燭，大家是否有

規定不同時間在那裡進行宗教儀式，例如彌撒

或是要預約？據知早上七時後開彌撒就不可

以唱歌，是否屬實？ 

歐: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早期教會在 1054 年分裂

以後，變成東西教會，東正教和西方天主

教。天主教和東正教在表達方式上有異，但

信仰是一致的。雖然部份東正教重返回西方

天主教大家庭，但大部份都被他們的皇帝控

制，變成他們的國教，例如亞美尼亞王國有

亞美尼亞東正教、希臘王國有希臘東正教。 

 因此我們安排彌撒，須提早預約時間，天主

教傳統上有大禮彌撒和平日彌撒。大禮彌撒

是唱彌撒，每天的六時三十分彌撒，是天主

教用，會用風琴奏唱彌撒，其他彌撒是五

時、五時半、六時、七時十五分，但不可唱

出來，若東正教各教派也唱，會變得嘈吵。

亞美尼亞東正教的唱彌撒是凌晨三時至四時

半。希臘東正教是深夜十二時至凌晨二時，

所以各宗派都編定不同時間唱彌撒。彌撒儀

式略有不同，但都表達同一信仰，所以我們

要留意有些時間不能唱，造成迴音影響他

人。靜的時間也有好處，可以靜默祈禱。 

 至於燃點蠟燭，東正教燃點蠟燭比我們還多，



其實西方天主教在聖墓沒有點蠟燭的地方，只

有東正教各派才購買到蠟燭。 

A: 聖墓大殿是由大家共同管理或是只有一個總管？ 

歐:整個聖墓大殿都被割據，各佔一部份，這真

是個可悲的方式去表達同一的信仰，換句

話，割據後可以看到並非只有西方天主教會

或東正教。聖墓大殿是由西方天主教會和五

個東正教會來分用。如問各個宗教，他們都

異口同聲說是由他們管轄，箇中涉政治因

素。因為以前奧斯曼大帝國(Ottoman)，即現

今的土耳其統治時，他們管轄範圍覆蓋希臘

和中東地方，他們授於希臘東正教較大權

力，但始終定有協議保持現狀(Status Quo)法

律文件。但西方天主教，希

臘東正教和亞美尼亞東正教

佔範圍最多，所以大殿內屬

於我們的範圍內可以有專用

權。聖墓大殿也是由這三個

宗教來管理。 

 如遇有維修問題就較麻煩，

誰負責經費、誰有話事權、

策劃、執行？在 1853 年大

家商議分配彌撒時間和管轄

範圍，例如：耶穌聖墓大殿

的屋頂有三層。第一層屬希

臘東正教，第二層屬天主

教，第三層屬亞美尼亞東正

教。當要維修時，三大宗教

召集一起共同商議。現時合

作順利，因為大家明白要包容、互相遷就。

如果宗教之間沒有包容，很難說服信友要包

容。原則上由六個宗教執行，但具影響力是

天主教和希臘東正教，始終因為天主教是世

界最大宗教，而希臘東正教財產和在以色列

佔地較多。亞美尼亞這小國剛復國不久，經

濟拮据，所以天主教亦財政上資助他們。總

括來說，雖有分裂，但會一起為主工作，彼

此溝通攜手共商，或是實現合一的好現象。 

 見到聖墓內嚴格分配時間，東正教有屬非洲的

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屬中東的亞美尼亞和敘利

亞、希臘東正教和西方天主教則屬歐洲。每地

方有其獨特表達方式，所以教會受不同文化影

響下，有不同方式表達同一信仰。我的觀點

是，聖墓這獨特的局面顯出教會不單指歐洲或

亞洲或非洲，而是世界性的。 

A : 剛才說共同管理，聽來簡單，執行上可能複

雜，東正教、回教、天主教在耶路撒冷如何

可以和平共處？ 

歐:「和平」兩字是我們平時渴望得到的境界，

但真正的和平是天主賜予的。回教是奧斯曼

的國教，也曾強迫天主教及東正教歸化回

教。亦因政治原因，他們藉口說天主教和東

正教自己都分裂，不如由他們派兩個回教家

庭每天分別負責聖墓大殿的開門和關門，由

天主教及東正教支付薪金，兩家庭覺得十分

權威，因他們手執籲匙，操大門開關大權。 

 聖墓大殿那部份屬於天主教範圍的是天主教

財產，當然是屬於天主教管轄。希臘東正教的

屬其管轄。這全是屬於協議

保持現狀(Status Quo)的法

律文件。聖墓大殿和白冷耶

穌聖誕大殿是受同一個

Status Quo 的控制。其他都各

自管轄自己的範圍，大家互

不干涉，例如在耶穌受難背

十字架的地方或聖母出生的

地方，天主教管轄屬於自己

的範圍，東正教則管轄屬於

東正教的範圍。除宗教外，很

多亦涉及人性財產，猶太人

有他們的一套，他們相似回

教徒，重視地方霸權；天主

教也需要重視耶穌立足的地

方，但主要重視救靈工作。       

 救贖是重要的，我們目標與社會不同，希望將

耶穌帶給世人，才得到真正和平。我們希望和

平，並不指互相仇殺，互不相干。人是複雜

的，一方面希望和平，但又不締造和平，反令

自己紛亂，豈能置之不理。我們用甚麼方式去

維護真理與和平呢？用刀棍、鎗劍的方式嗎？

這當然不是天主願意看見的。締造和平最重要

有決心、時間、互相體諒。現時在耶路撒冷有

為數不少的家庭，太太是天主教或丈夫是東正

教，我們可以直接透過他們，希望天主教和東

正教建立親切和平的關係。  

 耶路撒冷聖地目前雖是各教派割據的局面，

但同是承行救主耶穌的旨意，向普世萬民傳

揚福音，各方應不分種族或地域，透過祈

禱、補贖和互相溝通，達致殊途同歸，世界

大同的境界。            (下期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