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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 10月 11日主日在誦念三鐘

經前的講話中，講解了當天福音“婚宴的

比喻”的含義。教宗強調，僅僅接受天主

婚宴的邀請還不夠，還要敞開心扉，開始

踏上轉變心靈的皈依之旅。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10 月 11

日主日午時在宗座大樓書房窗口帶領在

聖伯多祿廣場上的信眾誦唸三鐘經。在念

經前的講話中，教宗講解當天主日福音     

“婚宴比喻”的含義（參閱：瑪廿二 1-14），

反思天主救贖人類的計劃。當天主日福音的内

容是耶穌講述的比喻：一個國王為他的兒子

舉行的一場婚宴。 

  教宗首先強調，福音中比喻的圖像是在天大

父慷慨大方及對人類無法言喻的愛。教宗表

示，但是，許多最初被邀請的客人卻拒絕出席

婚宴。“我們也常常把我們的利益和現世物質

的東西置於天主召叫我們的使命之前”。 

  教宗接著解釋，國王堅持要分享他王國的禮 

物，命令他的僕人走到“各路的盡頭”去邀請 

他們所能找到的人。教宗說：“這就是天主的

反應：祂面對拒絕，但絕不放棄，他重新開始

並要求把那些在所有路口見到的人都召集來，

一個也不要拉下。”“教會也蒙召走到今天的

交叉路口，那是人類地理和存在的邊緣，在那

些邊緣地區建立的許多難民營中，是沒有任何

希望的人苟延残喘的地方。” 

教宗表示，我們蒙召不要停留在傳福音和慈善 

事業的榮譽上，而是要敞開我們心靈和教會團 

體的大門向所有的人分享福音，特別是那些

社會邊緣人士。教宗說：“天主為所有的人

準備祂的宴席：正直人和罪人、好人和壞人、

聰明的和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 

  教宗繼續説道，耶穌給來赴宴會的人加了

一個條件：他們必須穿上婚宴禮服才能進入

宴會大廳。在耶穌的比喻中，國王看到一個拒

絕穿禮服的人，就把他驅逐出去了。教宗解

釋：“婚宴禮服象徵著天主白白施予我們的

慈悲，我們僅僅接受天主婚宴的邀請還不夠，

還要敞開心扉，開始走上轉變心靈的皈依之

旅。”教宗補充道，天主不斷地給我們一件“慈

悲的禮服”，即恩寵，我們“需要以驚奇和喜

悅來迎接”。 

  最後，教宗向童貞聖母瑪利亞祈禱，祈願聖

母幫助我們“從我們的框架和我們狹隘的眼

光中脫離出來，向每個人宣報，上主邀請我們

去參加祂的宴席，為我們提供祂的救恩”。(圖:

教宗主持三鐘經祈禱活動-Vatican Media)   

    教宗方濟各在誦唸三鐘

經前的講話中，講解

了主日福音中「二子

的比喻」 。教宗指

出 ，基 督徒的 生 活

不能空有白日夢和美

好盼望，卻要落實具

體使 命，以承行天主的旨意，

真正地愛近人，而不只是高談闊論。 

    (梵蒂岡新聞網）耶穌要求的信仰，應當在我

們的生活和作為上產生影響，質問我們的良心和

選擇，促使我們擇善棄惡，跨越一個「只重視外

在慣例」的宗教信仰。這是因為信仰「不是由白

日夢和美好盼望所構成，卻充滿具體使命」,以

承行天主的旨意，展現出對弟兄姊妹的愛。教宗

方濟各9月27日主日正午,在宗座大樓書房窗口帶

領在聖伯多祿廣場上的信眾誦唸三鐘經前，表明

了這一點”(圖)。當天的主日福音講述的是

「二子的比喻」(瑪廿一28-32)，教宗由此強調耶

穌期許眾門徒應有的宗教情操。 

    當天廣場上陰雨綿綿，教宗在問候信友時引用

阿根廷的一句諺語:「壞天氣，好神情。」因

此，教宗神情愉悅地向在場眾人致意。接著，教

宗講解福音說，耶穌「反對一種與人類生活不相

干的宗教情操；這種宗教情操在善惡前，既不質

問良心也不問責任感」。正因如此，在比喻中，

父親邀請兒子到葡萄園去工作時，第一個兒子衝

動地回答:「不去。」但他之後悔悟過來就去

了。而第二個兒子立即回答:「好!」其實他沒有

做。教宗問道：他們兩人當中，誰做的比較好

呢？是第一個兒子，因為「服從並不在於答應與

否，而在於實際作為，在於栽培葡萄園，在於實

踐天國，在於行善」。 

    教宗說:「藉由這個簡單的例子,耶穌渴望跨越

一種宗教只被看做外在慣例的情況。這樣的宗教

對於人的生活和態度沒有影響:它是一種膚淺的

宗教情操,只具備了『儀式』一詞的負面意義。 

」他表明，耶穌不贊成司祭長和民間長老那種

「表面功夫」的宗教情操。上主告誡道,「稅吏

和娼妓要在他們之先,進入天國」。教宗也提

醒，耶穌這番話不該被理解為「不遵守天主誡

命、不合乎倫理道德」也無所謂。「耶穌並未把

稅吏和娼妓樹立為生活模範，而是說他們『蒙受

天主恩寵的特別眷顧』」。教宗強調「恩寵」這

個詞，因為「悔改始終是個恩寵」。天主給每個 

對祂敞開心扉並歸向於祂的人，提供這份恩寵。 

    教宗指出，事實上，這些人聆聽了耶穌的宣

講,「悔改向善，並且改變生活」。例如；聖史

瑪竇「曾經是個稅吏，背叛自己的祖國」;他就

像是「二子的比喻」中的第一個兒子,原先沒有

答應,之後改變心意，悔悟過來,變得更好。天主

對我們耐心十足：祂從不因為我們的拒絕而放

棄,卻讓我們自由行事,甚至允許我們自由地遠離

祂、犯錯誤。教宗表示，天主的耐心美妙至極。

祂始終在等待我們,「在我們身邊扶持我們,並且

尊重我們的自由」。祂「憂心忡忡地等待我們的

『是』,好能再次以祂慈父的雙臂接納我們,使我

們沉浸在祂無盡的慈愛裡」。我們對天主的信仰

「要求我們每天再次選擇善而非惡，選擇真理而

非謊言,選擇愛近人而非自私自利」。 

    教宗引用《路加福音》說:「對於一個罪人悔

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99個無須悔改

的義人。」(十五7) 他強調，悔改,「回心轉意是

一段過程」洗滌我們「各種僵固的倫理道德」。

這段過程有時「很痛苦，因為若是少了棄絕和靈

性搏鬥，就沒有聖德之路」。那是「為善而搏

鬥，為了不陷

入誘惑而搏，

竭盡所能，並

活出真福八端

的 和 平 與 喜

樂。本日福音

敦促人們省思

基督徒的生活

方式：這生活

不是由白日夢

和美好盼望所

構成，卻充滿具體使命，促使我們更加承行天主

的旨意，關愛弟兄姊妹」。「即使是最不起眼的

具體使命，如果沒有恩寵，也無法成就。悔改是

一個我們必須時常懇求的恩寵」。     

    教宗最後帶領眾人祈求說：「上主，求祢賜給

我進步的恩寵、做個好基督徒的恩寵」。教宗也

懇請至聖聖母瑪利亞助佑我們順從聖神的行動，

使僵硬的心得以軟化、悔改，好能獲得耶穌所許

諾的生命與救恩」。(圖:教宗主持三鐘經祈禱活

動-Vatica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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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金句  
    
   除了彼此相愛外,你們 
 不可再欠人什麼,因為誰 
 愛別人,就滿全了法律。 

『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 

  』愛不加害於人,所以   
   愛就是法律的滿全。 
          
       (羅十三:8-10 

    “應消除較脆弱國家的債務，這

些國家必須面對新冠疫情造成的

衛生、社會和經濟危機”。聖座常

駐聯合國觀察員卡恰總主教 10 月 7

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的會議

上，提出上述要求。 

    (梵蒂岡新聞網)聖座常駐聯合國

觀察員卡恰(Gabriele Caccia)總主教

10 月 7 日在紐約出席了聯合國相關

委員會討論宏觀經濟政策問題的

會議，並在發言中就這個課題提出

了幾點看法。他表示;“聖座鼓勵這

個委員會尋找辦法，以此强調經濟

活動在今後幾年中所能產生的道

德和更廣泛的影響，以及讓必要的

經濟轉型真正為人服務 ”。 

   卡恰總主教首先强調，普惠金

融和可持續發展受到新冠疫情

的嚴重打擊，這對“經濟、就業、

可持續生產，以及國際和國家貿

易造成破壞性影響”。他解釋說，

國家、家庭、個人，幾乎沒有人

能逃脫因病毒後果造成的經濟

困境，但有些人、有些國家受到的

影響更大。以經常無法勝任的衛生

系統抗擊疫情的發展中國家，又受

到了“三重經濟衝擊”的打擊，即

“出口需求急降、原材料價格下

跌，以及前所未有的資金外流”。 

    為戰勝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卡恰

總主教邀請衆人同心協力、共襄盛

舉，確保經濟“復甦計劃”和“再

生計劃”確實為公益服務。他也表

示，在為經濟復甦的努力中，應特

別關注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因

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

的國家，它們才是經濟的棟樑”。      

    發展中國家為了償還債務被迫

轉移國家稀缺的資源，這損害到整

體發展、削弱衛生和教育系統，也

降低了“國家為落實基本人權創

造條件的能力”。有鑒於此，卡恰

總主教强調，“聖座願意鼓勵國際

社會透過債務重組來面對有所增

長的國家之間經濟不平衡狀況，總

之，應消除較脆弱國家的債務”，

這些國家必須面對新冠疫情造成

的衛生、社會和經濟危機。 

    因此，卡恰總主教邀請國際合

作，共同打擊非法資金流動（IFF）

活動。這種活動 “竊取公費取得的

資源、削減用於私人投資的資金，

以及剝奪國家為提供公共設施、資

助減貧計劃和改善基礎設施所迫

切需要的資源”，並鼓勵危害法治

和政治穩定的犯罪活動。 

    聖座觀察員最後祈願，“聯合國 

，尤其是這個委員會在宏觀經濟政

策問題上的工作，應認真考慮其道

德影響，讓所有人都能享有經濟繁

榮，每個國家都能度和平與穩定的

生活”。(圖:聯合國會場-ANSA)   

   10 月 4 日，意大利博洛尼亞總 

主教祖皮(Matteo Maria Zuppi)

樞機，在博洛尼亞市中心大廣場主

持隆重禮儀，冊封奧林托∙馬雷拉

(Olinto Marella)司鐸 為真福。據

梵蒂岡新聞網報導，祖皮樞機在新

真福冊封禮中，稱讚奧林托司鐸把

自己和窮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他不僅給孤兒一張床，更給了他們 

一個家庭和未來。 

     

 

     新真福奧林托∙馬雷拉，

1882 年 6 月 14 日出生於意

大利威尼斯。年輕時，他就讀

於羅馬大修道院，和龍卡利

(Angelo Roncalli 即後來的若望二

十三世教宗）是同班同學。之後，

他於 1904 年 12 月 17 日晉鐸。 

    晉鐸後，奧神父專注於兒童教育

事業。他認為男女生共同學習有益

於發展友誼和人性的整合，因此，

他讓男女生在同一所學校學習。然 

而，在那個時代，人們認為他的這 

種教學方法“太過新教化而不遵

守教會法”。 1909 年 9 月 24 日， 

 

 

奧司鐸因此遭到停止聖職的處罰。 

   1924 年，奧林托神父定居在博

洛尼亞城。他以義工的身份熱情地

參加許多教會活動，獲得了當地時

任總主教羅卡(Nasalli  Rocca)樞

機的接納。在羅卡樞機的幫助下，

1925 年 2 月 2 日，奧司鐸恢復行 

使聖事權並加入博洛尼亞總教區。     

    自 1934 年開始，奧林托司鐸為

孤兒、被遺棄的孩童和乞丐建立庇

護所，並照顧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

活。因此，他被人們稱為“天主的

乞丐”。 1969 年 9 月 6 日，奧林

托司鐸安息主懷。 

    10 月 10 日，意大利亞西西聖方濟各大殿

的教宗代表，瓦利尼(Agostino Vallini)樞機 

，在該聖殿舉行第一位 90 後真福 — 阿庫蒂 

斯(Carlo  Acutis)的冊封典禮。期間，由阿 

庫蒂斯的父母安德肋(Andrea)和安多尼婭

(Antonia)宣讀教宗的真福冊封手諭。在手諭

中，教宗欽定每年的 10 月 12 日，為新真福

的瞻禮。 

    據美國 CNA 網報導，瓦利尼樞機在冊封 

典禮中，稱讚新真福在孩提時便將目光轉向

了耶穌，新真福對聖體聖事的熱愛維持著他

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同時，瓦利尼樞機還提 

到 新

真 福

常 說

的 一

句話 

： 

“聖體聖事是我通往天堂的高速公路。” 

    另據梵蒂岡新聞網介紹，新真福阿庫蒂斯

於 1991 年在英國倫敦出生，同年隨父母返

回意大利。小阿庫蒂斯特別熱愛聖母和耶穌

聖體，還建立了以信仰為主題的信息項目， 

開辦“聖體聖蹟”網站。他是一個普通的男

孩，喜歡學習和踢足球，當過要理教員。他也

是服務無家可歸者和窮人食堂的熱心義工。 

    年僅 15 歲的阿庫蒂斯於 2006 年 10 月 

12 日，因患暴發性白血病在意大利蒙扎

(Monza)去世。他的遺體保存在亞西西聖方

濟各“脫衣朝聖地”，至今仍未腐爛。因他 

的轉禱，在 2013 年，一位患有嚴重消化系 

統疾病的巴西幼童，得到康復。 

    這個聯合國機構“在避免飢餓問題被用作

戰爭和衝突武器方面發揮了推動作用。”大流

行導致 2020 年新增約 1.32 億人飢餓人口。世

界糧食計劃署為 88 個國家的約 9700 萬飢餓

人口提供援助。 

    這個聯合國機構“在避免飢餓問題被用作

戰爭和衝突武器方面發揮了推動作用。”大流

行導致 2020 年新增約 1.32 億人飢餓人口。世

界糧食計劃署為 88 個國家的約 9700 萬飢餓

人口提供援助。 

    奧斯陸（亞洲新聞/通訊社）- 聯合國世界糧  

食計劃署獲 2020 年諾貝爾和平獎。這是為表

彰其在對抗飢餓問題上所做的努力，為改善

衝突地區和平條件所作的貢獻。更確切地說，

諾貝爾委員會指出，世界糧食計劃署“在避

免飢餓問題被用作戰爭和衝突武器方面發揮 

了推

動作

用。” 

    諾貝爾獎的 1000 萬瑞典克朗，約合 110 萬

美元的獎金將於 12 月 10 日頒發給該組織。 

世界糧食計劃署總部位於羅馬，它為 88 個國

家的約 9700 萬飢餓人口提供援助。挪威諾貝

爾獎委員會主席表示，“團結和多邊合作的

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 

     Covid-19 大流行加劇了世界飢餓問題。樂

施會的一項研究表明，到今年年底，全球每 

天可能有多達 12000 人死於與新型冠狀病毒

有關的飢餓。最新估算顯示， 2020 年可能新

增約 1.32 億人飢餓人口；這個數字是新世紀

初的三倍。 

      (圖:世界糧食計劃署獲諾貝爾和平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