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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梵蒂岡關於延期臨時試行協議的提議，應在

10 月底前作決定，帕羅林樞機說;“值得繼續下

去”。(圖:北京的聖堂-WaitforLight- stockadobe.com)  

     (梵蒂岡新聞網)—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2018 年 9 月 22 日，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 

協議。協議在一個月後正式生效，因此，將於今

年 10 月 22 日到期。聖座傳播部編輯主任托爾涅

利(Andrea Tornielli)為此發表文章，談論這個受到

媒體關注的問題。他强調，這項協議在考慮予以

最後敲定或作出其它決定之前，預計試行兩年。 

      

    托爾涅利表示，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最近解

釋說;有意建議中國當局考慮延期，繼續以臨時的

形式采用這項協議,“就如近兩年所行的那樣，需

要進一步檢驗，協議為在中國的教會的益處”。

帕羅林樞機指出，儘管最近 10 個月來的疫情，加

重了緩慢和困難的進程,“在我看來，則標示了一

個值得繼續的方向，然後我們拭目以待”。 

    聖座與中國政府於 2018 年 9 月 22 日發表首項

聯合聲明後，便清楚説明協議的内容，並非直接

涉及聖座與中國的邦交、中國天主教會的法律身

份，以及聖職人員與國家當局的關係。《臨時協

議》唯一涉及的是主教任命的程序：這對於教會

生活，以及中國天主教會的牧人與羅馬主教和世

界主教的共融，是基本的問題。 

    因此,《臨時協議》的目的，絕不是純粹外交性 

的，更不是政治性的，而向來純屬牧靈性質。換

言之，它的目的是讓天主教信徒所擁有的主教，

應是與伯多祿繼承人完全共融，同時受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承認的牧人。 

    教宗方濟各在《臨時協議》簽署後，立即於 2018

年 9 月發表《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

告》,提到數十年來，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内部留下

的“創傷和分裂”,這尤其集中在“作為教會純正

信仰的守護者和共融的保證者主教們身上”(3

號)。政治機構在天主教會團體内部生活的介入，

造成所謂“地下”團體的現像，這些團體設法避

開政府宗教政策的控制。 

   教宗方濟各清楚意識到，由於“軟弱及錯誤”, 

甚至“不當的外在壓力”，給教會共融造成傷害， 

在他的前任們開啓並向前推進的漫長談判的歲 

月之後，他恢

復了與未經教

宗授權而祝聖

的中國主教們

的圓滿共融。

這是一項經過思索、祈禱和審視了每個人的個別

情況後，作出的決定。教宗闡明。 

   《臨時協議》的唯一目的，乃是 “支援和推動

在中國的福音傳播及重建教會圓滿與有形可見

的共融”(同上 3 號)。臨時協議簽署後的最初兩年，

在羅馬的同意下促成了新的主教任命，而一些主

教也得到北京政府的正式認可。即使疫情的緣

故，在最近幾個月使雙方的接觸處於凍結狀態，

所取得的成果雖然有限，卻是積極的，它提示我

們繼續在今後一段時間，實行這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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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在第 75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視頻

演說，稱讚聯合國為「人與人之間的橋樑」。疫

情大流行是「轉化、轉變和重新思考的具體機

會，以改善我們生活方式以及我們的經濟和社

會制度」。一切的根源是「拋棄型文化」，它決

定了人類尊嚴的剝削、邊緣化、侮辱，甚至是墮

胎和對宗教自由的侵犯。現在是時候從「宣言主

義唯名論」(declarationist nominalism)轉變

為團結的效力了。 

  梵蒂岡城（亞洲新聞）- 聯合國是「重新思考

我們共同家園和我們共同項目的未來」的地

方；它們是「人與人之間的橋樑」，有必要用事

實而不是言語來體現這個「共同的項目」。 

  現在舉行的第 75 屆聯合國大會，只能用虛擬

的方式慶祝。教宗方濟各昨天以西班牙語視頻

短片中發表演說，他為國際社會概述了一項多

樣化的計劃，強調了他的最大使命關注：一種

針對所有人的抗新冠肺炎疫苗，尤其是為窮人

的疫苗；節省人們工作量使之更有價值的科

技；應對難民和移民的結構性和全球性危機；

發展「整體生態敏感性」；照顧兒童，使他們所

有人都能「享有生命和上學的權利」；提高婦女

地位；核威懾；放鬆國際制裁，以向受影響國 

家的公民提供「充分的支持」。 

  教宗說，以大流行為標誌的我們生活的那一

刻，造成了經濟、健康和社會危機，這是「轉化 

、轉變、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經濟和社

會體系的機會。在資源分配不公的基礎上擴大

貧富差距」。 

  他說：「我們面臨著兩種可能的選擇。一種途 

徑導致多邊主義的鞏固，表現為新的全球共同

責任感，基於正義的團結以及在人類家庭內部

實現和平與統一，這是天主對我們世界的計劃 

。另一條道路強調自給自足、民族主義、保護主

義、個人主義和孤立；它排除了窮人、弱勢群體

和生活在周邊地區的人們。這條道路肯定對整

個小區有害，給每個人造成了自我傷害，一定 

不能讓它成為風氣。」 

  教宗的邀請是克服「拋棄型文化」，這種文化

造成人性尊嚴的屈辱，並推動社會的「絕對權力

和控制」。對教宗而言，這是「對人類本身的攻

擊」。一個重要事實：除侵犯勞工權利外，教宗

還提到宗教自由權。即使譴責暴力侵害兒童行

為，教宗也不會因為「剝削、虐待、營養不良」

而停下來。他列舉了墮胎的蔓延，將其推廣為一

種「基本服務」和對大流行的解決方案：「令人

震驚的是，對於某些人而言，否認人類生命的存

在已成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多麼簡單

和方便。母親和未出生的孩子都必須解決。」 

  教宗還要求從言傳身教，從「宣言主義唯名

論」(declarationist nominalism) 轉變為團

結的效力。他回顧了五年前訪問聯合國總部的

情況，正值「以真正的多邊動態」和「在通過

《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前夕」的時刻。但

他指出:「國際社會已表現出無力履行五年前所

作的承諾。」教宗似乎反复說道：「團結一定不

能是一個空洞的詞彙。」 

  最後，他說：「當前的危機，進一步證明了我

們自給自足的局限性以及我們共同的脆弱。它

迫使我們清楚地思考如何從中擺脫出來：不管

更好還是更壞。」(圖:-Vatican Media)        
       聖經金句 
 
  耶穌說:「誰若願意跟隨 
 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 
  十字架來跟隨我,因為誰若  
 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  
 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  
 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  
    性命。」   

      (瑪十六:24-25) 

   (信仰通訊社)—馬來西亞首都吉

隆坡總主教區廖炳堅總主教呼籲

教友們“注意安全、做聖人”。   

   目前馬來西亞正在逐漸放緩防

疫隔離措施。牧函中廖主教表示;

“我們感謝全能天主賜予的降福: 

我們看到 Covid-19 病例明顯減少、

死亡清零。但醫療衛生當局也提醒

我們，還沒有完全脫離緊急狀態、

我們要繼續負責保持謹慎，再次堅

定信德和對天主的信心”。 

   廖總主教叮囑教友們“要忍耐，

教會正在逐步實施讓大家重新安 

全回到聖堂的措施。要防止疫情 

反撲、保護最弱勢的成員”。 

    馬來西亞當局宣佈 7 月 15 日起

放緩集會、宗教場所祈禱活動的限

令。但聖堂只允許正常人數的 1/3

進入，有些堂區就主日彌撒做出了

詳細的規定，如提前預約等。 

    廖主教信中鼓勵堂區爭取讓更

多的教友參與彌撒。主日不能來

的，繼續通過網絡和社交媒體參

與。呼籲老人和孩子不到要聖堂

內，這是出於公共健康需要的善意

提醒，但不是絕對的禁令。兒童聖 

洗聖事可以按總主教區的指導進

行，但在彌撒聖祭外的場所舉行，

一次只有一名兒童及其家人參與。 

總 主 教 還 要 求 堂 區 教 友 們 聯 繫

“送聖體員”在家中領聖體。主日

學暫停，恢復日期待通知。 

    最後，廖主教表示;“各堂區正

在努力讓我們的聖堂成為靈修、牧

靈和聖事生活的中心，但我們要確

保採取安全和謹慎的方式”。 

   聖座駐

聯合國代

表尤爾科

維奇總主

教在人權

理事會上，談原住民的權益。總主教表示，聖

座對新冠疫情給原住民團體帶來的“不成比

例的影響”,表示擔憂。(圖:巴西原住民) 

   (梵蒂岡新聞網)—聖座常駐聯合國日内瓦辦

事處觀察員尤爾科維奇總主教，9 月 24 日在 

人權理事會第 45 屆會議上談原住民的權益。

他說，在世界很多地方，原住民的人權和基本

自由，繼續受到侵犯。此外，聖座對新冠疫情

給原住民團體帶來的“不成比例的影響”,表

示擔憂。原住民佔全世界人口的 6%，他們的

貧困率極高，這使他們更容易受到衛生健康

緊急情況的威脅。 

   總主教指出，由於行動自由受到限制，醫藥

供應不足、糧食和水的不安全狀況增加，這都

加劇了新冠疫情，給原住民帶來的影響。總 

主教接著表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尤其是

婦女，都在非正規的經濟領域工作。這一領域

在新冠疫情期間，遭到嚴重打擊”。聖座駐聯

合國代表隨後，也提到原住民在保護世界上，

80%的生物多樣性，他們為全球生態完整性做

出重大貢獻。對他而言，“大地不是商品，而

是天主所賜的禮物，是他們與之互動的神聖

空間，並且他們也照顧大地”。 

   總主教提醒道;原住民團體“並非僅僅是少

數團體”,因此“應讓他們參與所有的政治決

策過程，尤其是那些與他們有直接關係的決

策”。要加強包容性，因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這些團體常常遭忽視，甚至被遺忘。從這

個觀點來看，尤爾科維奇總主教祝願“發展

新的生活方式”和制定“原住民團體，能真正

參與其中的新的國際、區域和當地政策，並尊

重他們的身份和文化”，促進“一個真實而完

整的人類發展”。   (圖:巴西原住民)   

     (真理文化) 

—自 9 月 12 日

起，尼泊爾宗

座代牧區推出免費網絡聖經課程。此課程由該

宗座代牧區西米克(Paul Simick)主教用尼泊爾

語主講，每週六播出一小時，並將持續數月。

畢業於羅馬宗座傳信大學，並獲得聖經學博士

學位的西米克主教表示; 該課程旨在讓教友們

在疫情期間，重新發現天主聖言。 

尼泊爾的神職人員和信友，高度評價西米克主

教的這一舉措。據信仰通訊社報導，來自尼泊

爾的雷布查(Samuel Lepcha)司鐸表示，此舉可

以鞏固教會與遍布全國各地的信友間的聯繫，

無論就人性還是靈修方面而言，這種神職人員

與教友之間直接的關聯，實在是太需要了。 

    教友們也紛紛表示; 感謝西米克主教幫助他

們深化信仰的根基。據悉，尼泊爾天主教會約

有信友八千多人，多集中在該國東部地區。   

    (真理文化) - 今天（9 月 27 日）是

第 106 屆世界移民與難民日，其主

題為“跟耶穌一樣，被迫逃難”。  

    早在今年的 5 月 15 日，聖座便 

公佈了教宗方濟各關於本年度該

紀念日的文告。進入六月以來，聖

座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便開始舉

行一系列的宣傳活動。截至目前，

該部會已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六

個講述移民與難民故事的視頻。 

    除此之外，在該紀念日到來之

際,世界各地教會也紛紛呼籲人們

關心移民與難民問題。 

    據信仰通訊社報導，日前，澳

大利亞主教團移民與難民牧靈

事務處，特別向各教區發布了

移民與難民牧靈手冊，及世界

移民與難民日祈禱手冊。同時，

澳大利亞教會也在社會領域，突 

出了移民問題的重要性，並以此呼

籲社會和政界關注移民問題。 

    與此同時，總部位於意大利並在

世界多地，專門服務移民與難民的

斯卡拉布里尼傳教修女會，也發出

了關懷移民與難民的呼籲。該修會

總會長努薩(Neusa de Fatima Maria- 

no)修女表示:今年是該修會創會

125 週年，藉著第 106 屆世界移民 

與難民日，她們又多了一個宣傳關

懷移民與難民的機會。 

    此外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及哥

倫比亞教會也紛紛發表聲明，呼籲

人們不要忘記教宗方濟各的教導，

以實際行動來支持移民與難民。   

    美國天主教

組織領導人，

致函國會和特

朗普總統，他

們在信函中，

提到新冠肺炎

疫情帶來的嚴重後果，以及需要幫助處於極度

艱困中的人。(圖:援助貧困者- ANSA) 

   (梵蒂岡新聞網)—“我們的國家正遭受嚴重

危機之苦，20 多萬人死亡，3000 萬美國人依 

靠失業救濟金生活，醫療人員持續不斷地在與

新冠肺炎疫情浪潮抗爭。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除了公益外，還必須為國内外有需要的人，做

更多的事情”。 

    美國洛杉磯的總主教戈麥斯(José H.Gomez) 

，在一份聯合信函中如此寫道。他與該國一些

天主教組織領導人，敦促國家領導人立即採取

行動，為有需要的人提從援助 。  

    (真理文化) - 自 2014 年以來，阿

拉伯半島的也門共和國飽受內戰

煎熬。日前，也門政府與該國各派

代表在日內瓦恢復對話，聯合國期

望也門在今年年底前停火，並呼籲

國際社會向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據梵蒂岡新聞網報導，阿拉伯半

島南部宗座代牧兼北部宗座署理

欣德(Paul Hinder)表示，由於內戰 

、外部干預、飢荒和疾病，也門的 

狀況依然十分悲慘。 

    到目前為止，也門國內的衝

突已導致 11 多萬人死亡，而 

新冠疫情也大大影響了當地

人的生活。欣德主教指出，很多人

因新冠疫情失業而離開也門，因為

缺人，當地教會團體也減少了很多

活動。目前，當地無法擁有像以前

那樣像信友坐滿教堂的場景。 

    此外，欣德主教也談到了去年 2 

月，教宗方濟各與阿茲哈爾大伊瑪

目塔伊布簽署的《人類兄弟情誼》

文件。他表示;儘管可以舉辦虛擬

的跨宗教對話會議，但新冠疫情阻

止了一切活動的進程，令具體實踐

這一文件的步伐變得緩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