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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岡

新聞網)教

宗 方 濟 各

8 月 19 日在宗座大樓圖書館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

動，因處在疫情時期故沒有信友在場參與。教宗在

要理講授中繼續以目前的疫情為主題，論述了

“醫治世界”的必要性。教宗指出，“ 

    為醫治由那看不見的微小病毒導致的疫情”和

那“看得見且深重的社會不正義”造成的病態，我

們必須“以天主的愛為起點，將邊緣地區置於中

心，卑微者放在首位”。 

    教宗指出，改變“病態的社會結構”和“增進 

窮人的整體發展而非福利主義”，現在正是時候。

病毒的攻擊對任何人“都無例外”，因此應對新冠

疫情的途徑有兩個：首先是對這個微小却令整個

世界折服的可怕的病毒找到治療方法；其次，我

們也必須醫治一個更大的病毒，即社會不正義、沒 

有均等的機會，以及邊緣化和沒有保護弱小者的 

病毒。在這雙重的治療途徑中有一個依照《福音》

教導的選項，即“優先關愛窮人”(《福音的喜樂》 

勸諭 195 號）。 

    教宗解釋道;“優先關愛窮人不是一種政治選

擇，也非意識形態和黨派的選項”，而是“《福音》

的核心”。聖保祿强調耶穌“本是富有的，却成了

貧困的，好使我們成為富有的”（參閱：格後八

9）。耶穌來到世界上“沒有選擇一種優越的生活，

而是處於奴僕的狀况”，隱身在“一個卑微的家

庭”，做“匠人”的工作。 

    耶穌在宣講之初就表明“在天國內窮人是有福

的”，祂“居於病人、窮人和受排斥者當中，向他

們彰顯了天主的慈悲大愛”。基督的門徒也當如

此，他們“因接近窮人、弱小者、病患、服刑人、

遭排斥和被遺忘者，以及沒有食物和衣服的人”而 

被認出是基督徒（參閱：瑪廿五 31-36）。 

    教宗指出;“這是衡量真正基督徒的關鍵標準，

有人却錯誤地認為這種對窮人的偏愛是數人的任

務，但事實上，這卻是整個教會的使命”。教宗 

說;“每個基督徒和每個信仰團體都蒙召成為天

主的工具，為窮人的脫貧和進步而效力”(《福音 

的喜樂》勸諭 187 號）。優先關愛最有需要的人源 

 

 

自信、望、愛三德，關乎到“一起行走，接受這些

人的福傳，讓他們得救的經驗和他們的智慧與創

造力來‘感染’我們”。 

    教宗說，“與窮人分享意味著我們彼此得到充

實，如果存在阻止他們夢想未來的病態社會結構，

我們就必須共同努力治癒它們，改變它們”。將邊

緣地區置於中心則意味著將基督作為我們生命的

中心。我們有理由“擔心疫情帶來的社會後果”，

希望“恢復正常生活並重啓經濟活動”。但“正常

狀態”不該“包含社會不正義和環境惡化”。今天

“我們有一個機會來建設某些不同的事物”。 

   “例如，我們可以促進一種幫助窮人整體發展

而非福利主義的經濟。這不是一種求助於補救的

經濟，其實補救的經濟對社會有害，讓盈利脫離創

造合乎尊嚴的工作崗位。這種利潤與實體經濟無

關，而後者該當使大衆受惠。” 

   教宗進一步說，優先關愛窮人的選擇激勵我們

“制定出醫治病毒的計劃，使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受惠”。“如果新冠疫苗讓有錢人優先享用，那 

會是多麽悲哀啊！如果我們所看到的經濟援助專 

注在那種無益

於接納受排斥

者、提升卑微

者、促進公益

和照料受造界

的 工 業 補 償

上，那會激起

多 大 的 憤 怒

啊！” 

    教宗最後總

結道;“我們現

在必須有所行

動，醫治因看

不見的微小病

毒引發的傳染 

病，同時也醫治因看得見且深重的社會不正義導

致的病態。我希望這一切都以天主的愛為起點，將

邊緣地區置於中心，卑微者放在首位。以這個愛為

起點，賴於望德且建於信德，一個更健康的世界將

是可能的。”(圖:教宗公開接見 - Vatica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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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在 8 月 30 日主日誦念三鐘經活動時

說，“背起十字架” 意味著效法耶穌，為侍

奉天主服務近人而奉獻自己。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8月 30 日主

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誦念三鐘

經祈禱活動。念經前，他和聚集在聖伯多祿廣

場的信友們一同省思了當天主日福音的内

容。 

  教宗首先說：“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穌向

祂的宗徒們講到祂面對的受難、死亡與復活，

那時宗徒們還無法明白，因為他們的信德仍

不成熟，仍然被世俗的思維邏輯所束縛。” 

  教宗接著表示;對伯多祿和其他門徒以及今

天的我們來説，十字架是個“絆腳石”。但耶穌

認為“躲避十字架”才是“絆腳石”，因為這是 

躲避天主的旨意，躲避付托給他的拯救世人的 

使命。教宗解釋，這就是耶穌為什麽如此強烈地

責斥伯多祿，對他說:“撒旦，退到我後面去”。 

  在福音中，耶穌即刻解釋說;“誰若願意跟隨 

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教宗說，耶穌以這番話指出真門徒的兩個態度， 

就是：一，棄絕自己，意指真正的皈依；

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意指“不僅要耐心

地忍受日常的痛苦，而且還要本著信德和

責任感，承擔起與邪惡抗爭而帶來的艱辛

與痛苦”。 

  教宗接著強調，“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即

是參與基督的救世使命。他請信友們將這

個意義賦予我們挂在墻上或頸上的十字

架。教宗說，十字架是天主的愛和耶穌的犧

牲的標誌，不應將十字架當作迷信物品或

裝飾品。每一次我們注視十字架上的耶穌，

都應想到祂是真正的天主，祂為完成使命、賠補

世人的罪而奉獻了生命。因此，我們若想成為耶

穌的門徒，便應該效法祂，為愛天主和愛近人而

奉獻自己的一生。(教宗主持三鐘經祈禱活動

Vatican Media) 

 (信仰通訊社)—7 月 3 日在 巴

基斯坦拉合爾總主教區去世

的加布遣方濟各巴基斯坦省

會會長弗蘭西斯.納迪姆司鐸

“是巴基斯坦宗教對話事業

的支柱：他的去世讓我們感

到淪為孤兒。但我們希望並祈

禱，讓他的寶貴遺產繼續激勵

基督徒、穆斯林展開宗教對

話”。納迪姆司鐸 的摯友穆斯

林學者賽義德.侯賽因教

長,就納迪姆司鐸的去世

向本社發表了上述聲明。

7 月 3 日，長期患病 

的納迪姆司鐸 因突發心

梗在拉合爾市醫院去世。(穆

斯林領導人盛讚納迪姆司鐸 

將激勵真正的友愛) 

    另一位伊斯蘭教領導人，促

進宗教和平與和諧委員會主

席穆罕默德.斯蒂奇高度評價

弗蘭西斯司鐸是“傑出的司

鐸、真正的和平使者、真正的

愛國者。我們將竭盡全力繼 

續他未竟的事業”。 

    巴基斯坦基督教聖公會牧

師梅拉傑指出，“納迪姆司鐸 

是促進基督徒合一、各宗教團

結的橋樑”。方濟各會士羅伯

特司鐸表示，“他總是充滿了

創意、推動各項計劃的落實、

是一位遠見卓識的領導人”。 

    道明會約瑟夫司鐸高度讚

賞弗蘭西斯司鐸“充分汲取

聖方濟各精神、踏著耶穌基督

的足跡，在巴基斯坦做和平使

者、真正實踐了聖方濟各精

神：天主求你讓我做你和平

的工具，哪裡有仇恨，就讓我

把愛帶到哪裡”。  

     
        聖經金句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   

  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 

  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  

  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 
        
       (瑪竇五:10-11) 
 

     【公教新聞】據美國 CNA 網消息，近日，比利時

天主教(CathoBel)網站公佈一份數據顯示，該國今年成

年人領洗人數預計將達到 305 人，較去年增長 25% 

。 2010 年，比利時全國有 143 位成人接受洗禮、2015

年有 180 人，而到了今年，預計將超過 300 人，是 10

年前的兩倍。 

    比利時有 1150 萬人口，其中大多數是天主教徒。 

然而，該國信友

的主日彌撒出勤

率卻不到 7%。據

悉，圖爾奈教區

將會是比利時全

境，今年成年人

領洗人數最多的教區，預計將有 127 人領洗，而比利

時首都所屬的梅赫倫-布魯塞爾總教區，則預計全年

將有 93 人領洗。(By zhenli, 真理文化) 

    韓國有意立

法讓終止妊娠

合法化，該國主教對此表明反對的理由，並強

調政策應當尋求完全保護生命的共同道路。 

   （梵蒂岡新聞網）繼韓國司法部門諮詢機

構性別平等政策委員會日前針對現行的墮胎

法規提出若干「意見」後，該國主教發表了一

份文件，堅決反對墮胎除罪化。韓國主教表

示，性平委員會的唯一目標是「以女性自決權

的名義」促成墮胎合法化，但是女性的自決權

「無論如何都不能高過於生命權」。「這是因

為胎兒跟母親是獨立分開的生命個體」。 

    該國主教指出，「完全廢除有關墮胎的罪

行，違反了憲法中保護兒童生命的原則。國家

早已通過一系列的判決表達了這點。憲法法

院也於 2019 年 4 月 11 日承認胚胎是個活生生 

的生命，因此需要受到保護」。接著，韓國神

長引用了其它國家墮胎合法化的例子，指出

「即使是在允許墮胎的地方，也不能在特定

的妊娠週數以上進行墮胎，而且無論如何都

需要事先諮詢」。 

    「胚胎發育得越成熟，墮胎時母親健康受

損的可能性就越大。與其把墮胎除罪化，倒不

如創造適當的條件來共同承擔責任，包括男

女之間，以及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責任。懷孕生

子的問題遠超過個人的決策範圍」。再者，韓

國主教團也對於傳播媒體支持性平委員會這

項舉措，表示大為不滿，因為「它們試圖把原

本被視為罪行的事，塑造成一項權利」。 

    神長們最後表示，「教會要求這種複雜的法

律不能以多數表決來改變，不可忽視基於人

類生命尊嚴的普世價值(圖:胚胎) 

    教宗方濟各在誦念《三鐘經》之

後，憂慮地提到東地中海不穩定的

局勢，呼籲對話和遵守國際法。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為

東地中海局勢的穩定發出呼籲，期

望有關方面遵守國際法。教宗 8 月

30 日主日在帶領聖伯多祿廣場上

的信友們誦念《三鐘經》後説道;

“我憂心地注視著東地中海地區

緊張局勢，那裡出現了一些不穩定

的因素。我呼籲有關方面進行有建

設性的對話並尊重國際法，解決這

些危害該地區人民和平的衝突。” 

    近幾個星期以來，希臘和土耳其

在東地中海的緊張關係升級，起因

是十幾年前在那裡發現的廣闊的

天然氣和石油區域。這兩個國家在

領海各自邊界的解釋上，以及在勘 

探和利用能源資源的權利上發生

爭端。而且，土耳其去年與利比亞、

希臘上個月與埃及各自簽署了海

事協定。 

   土耳其勘探船“奧魯奇·雷伊斯”

號 8 月 10 日開始勘探作業後，兩國

間的緊張關係上升。歐盟警告土耳

其會受到包括經濟措施在内的新

制裁，除非在緩和緊張關係上取得

進展。土耳其上週三答應在不設定

先決條件的情況下與希臘對話，但

上週六又宣布將軍事演習延長兩

個星期。 

   歐盟國家正在設法避免這場爭

端的進一步加劇，德國總理默克爾

上週五說，“解決希臘與土耳其針

對地中海的爭端很重要，我們不能

坐視不顧”。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表 

示，這兩個北約組織的成員國必須 

致力於對話。 

    在為東地中海的局勢發出呼籲

之後，教宗方濟各接著提到將於 9

月 1 日舉行的“照料受造界祈禱

日”，這項祈禱直到 10 月 4 日聖方

濟各慶日才結束，眾基督徒在這段

時期慶祝地球禧年，為保護共同家

園祈禱和行動。    教宗說：“後

天，9 月 1 日是照料受造界祈禱日。

從這一天起直到 10 月 4 日，我們與

各基督信仰教會和傳統的弟兄姐

妹一起慶祝地球的禧年，以此紀念

50 年前設立的地球日。” 

    聯合國在日內瓦舉行人權條約

修訂進程非正式磋商會議，聖座常

駐聯合國觀察員鼓勵各方促使這

項工作的方法更有效率、更加透

明，以及更具效能、更一致。 

   (梵蒂岡新聞網）聖座常駐聯合國

日內瓦辦事處觀察員尤爾科維奇

(Ivan Jurkovič 總主教在人權條約修

訂進程的非正式協商會議上發表

聲明，希望有關各方努力促使這項

工作的方法更有效率更加透明， 

及更具效能、更一致。目前的修訂

工作是按照 2014 年聯合國大會通

過的 68/268 號決議的措施進行。 

   尤爾科維奇總主教特別提到有關 

對一些可能采取的措施進行審核。

這些措施為進一步加强對人權條

約機構的支持。他指出，修訂工作

不涉及人權條約機構的“功能與

職責”，它們各自的特殊職權必須

完全受到尊重。 

    此外，聖座建議在增强人權條約

機構主席的角色上應慎重，因為這

個已經如此膨脹的角色並沒有法

律基礎。同時，聖座也對增强一些

人權組織間的“協作”持謹慎態

度，指出它們彼此間的性質和法律

基礎極為不同。根據最近的做法，

一般性的有關評論是由兩個或多

個人權條約機構共同做出，這令人

們，尤其是那些沒有批准所有相關

條約的國家擔憂。 

    關於這一點，尤爾科維奇總主教

提醒到，每個國家的法律義務極為

不同，因為它們批准的人權條約條

款數目不同。最後，聖座代表團感

謝摩洛哥和瑞士的常駐代表促成

了當天的會議，並承認它作為一個

國家所應盡的義務，也承認人權條

約機構的每一個別機構在協助締

約國履行有關的義務上作出的寶

貴貢獻。 

     (美國 CAN 網）8 月 21 日聖

索菲亞大教堂從博物館改建

成清真寺後一個月，土耳其總

統埃爾多安再次下令，將

當地一所擁有 700 年歷史

的喬拉斯教堂(現為卡里

耶博物館）改用做清真寺。 

    該教堂最初是拜占庭君

士坦丁堡修道院的一部

分。以其精美的馬賽克和壁畫

而受到高度評價。1453 年奧斯

曼帝國征服伊斯坦布爾後, 教 

堂就曾被奉為穆斯林崇拜場

所，牆上的畫作和馬賽克被薄

薄的染料和石灰所覆蓋。     

     1958 年，該國政府將其作

為博物館開放，之前，對教堂

的藝術品進行了廣泛的修復

和保護工作。與聖索非亞大教

堂一樣，該建築已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