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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人必須被天主所愛呢？」教宗

在週三公開接見中提出了這個問題和其它

關鍵問題，強調「祈禱使我們向天主聖三和

天主聖愛的廣闊海洋大大敞開」。 

 （梵蒂岡新聞網）「天主愛人。我們若不

認識耶穌，就絕對沒有勇氣相信這一點。」

教宗方濟各 3 月 3 日在週三公開接見中繼

續以祈禱為主題的要理講授，談論了在「慈

父寬恕蕩子的比喻，或者牧人尋找迷失的

羊的比喻」中，我們會踢到的「絆腳石」。

教宗把這塊絆腳石與每個基督徒心中會浮現

的疑問連結起來。 

  教宗說：「倘若沒有與耶穌相遇，我們就想

不到這種故事，甚至無法理解它們。哪有天主

甘願為人類而死？哪有天主總是懷著耐心去

愛，而不期待對方能以愛相報？哪有天主能接

受一名兒女極度缺乏作為兒女的意識，竟要求

自己提前給他分家產，然後讓他離開家鄉、揮

霍一切？」 

  天主的父愛是「親近、憐憫和溫柔」。教宗

稱之為天主的風格，那是祂表達父愛的方式。

「與天主交談是份恩寵：我們當不起這恩寵，

無權提出要求，我們在各種語言和思想上

有所缺失」，但耶穌是「為我們開啟這個與

天主的交談的一扇門」。耶穌「揭示了天主

的心」。沒有人像上主那樣去愛。「我們難

以想像，而且我們必須從相當遙遠的地方

想像至聖天主聖三豐沛的愛，以及聖父、聖

子和聖神彼此之間無窮盡的仁愛」。 

  「我們格外難以相信，這份神聖的愛已

擴散開來，停泊在我們人類的岸邊：我們

是一份舉世無雙的愛的盡頭。《天主教教

理》解釋道：『耶穌聖善的人性是聖神藉以教

導我們向天主父祈禱的坦途。』（2664 號）」 

  教宗最後總結道：「這是我們信仰的恩寵。」

我們所能期待的最崇高的召叫便是：「耶穌的

人性讓我們能觸及天主聖三的生命」。(圖片: 

教宗主持公開接見活動-Vatican Media) 

     缺少禮儀，就是「沒有基督」的基督信仰，

只講求內在的信仰，而禮儀、聖經和聖事乃是

達致與基督相遇的「具體媒介」，基督「透過

聖事的標記臨在於聖神內」。為此，基督徒不

能只仰賴個人、自發性的祈禱，而不重視公開

禮儀。因為禮儀正是使「整個基督信仰經驗扎

下根基」的舉動。 

    教宗方濟各2月3日上午在週三公開接見的要

理講授中，強調了上述概念。他指出，教會內

曾出現過「實踐那只講求內在的基督信仰的誘

惑，而不承認公開禮儀具備靈修方面的重要

性」。教宗闡明，曾經有人「假設宗教情操的

純潔美善並不取決於外在儀式，反倒把儀式看

作無用的負擔或者有害」；他批評的不是「特

定的禮儀形式」或「某種慶祝方法，而是禮儀

本身」。因此，教宗表示，「我們能在教會內

找到某種不懂得適度融入禮儀時刻的靈修形

式」。這麼一來，很多信友即使參加彌撒，

「也是從其它敬禮型態的泉源，為他們汲取信 

仰和靈修生活的養分」。 

    教會在這條道路上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梵二

文獻《禮儀》憲章簡述了這段旅程。教宗指

出，《禮儀》憲章「全面又有系統地重申神聖

禮儀對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基督徒在禮儀

中領悟到「耶穌基督不是個概念或情愫，而是

活生生的人，祂的奧跡是個歷史事件」。 

    教宗闡明，基督徒藉由「具體媒介」來祈

禱，諸如：聖經、聖事、禮儀和團體。對基督

信仰生活來說，實際觸摸得到的層面是必不可

少的, 因為「它在耶穌基督內成了救恩之路」。  

    因此，「基督信仰的靈修若不扎根於神聖奧

秘的慶典內,這靈修就不存在」,一如《天主教教

理》所言：「在教會聖事禮儀中，基督和聖神

的使命就是宣布、實現和通傳救恩奧跡，而這

使命在祈禱者心中仍在繼續。」教宗進一步解

釋說;「禮儀本身不只是自發性的祈禱，更是使

整個基督信仰經驗扎下根基的舉動，祈禱也是 

如此。這是個事件、事實、臨在和相遇」。 

    基督「透過聖事的標記臨在於聖神內」。為

此，我們基督徒必須「參與神聖奧秘」。教宗

說：「缺少禮儀的基督信仰，等同於沒有基督

的基督信仰。即使是在最困頓處境中的儀式，

例如以前或現在某些基督徒在被囚禁的地方舉

行的儀式，或者在教難時期躲在家裡舉行的儀

式，基督也真實地臨在其中，並為祂的信徒奉

獻自己。」 

   禮儀必須熱心地去慶祝，「不使儀式中沛降的

恩寵消失，卻抵達每個參禮的人」。《天主教

教理》解釋道：「在舉行禮儀慶典的當時或以

後，祈禱將禮儀內在化並同化。」（2655號）教

宗稱，「很多基督徒的祈禱並非來自禮儀，但

所有祈禱，只要是基督徒的祈禱，都蘊含了禮

儀，也就是耶穌基督聖事性的媒介」。 

   「每當我們舉行聖洗聖事，或者在感恩祭中祝

聖餅酒,或者在給病人的身體傅以聖油」，基督

就臨在其中。基督徒的祈禱「恰恰促成耶穌聖

事性的臨在」。我們之外的事物便成了我們的

一部分。為此，教宗強調：彌撒不能只用「望」 

的，彷彿我們

只是觀眾，而

不親身參與。

彌撒始終是個

慶典，它不僅

由主禮司鐸來

舉行，「更是

由所有參禮信

友 一 起 歡

慶」。彌撒的

核心是基督，

「祂是禮儀的

主角」。 

    教宗最後總結道，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因著聖

神的光照和威能，仿效耶穌的舉動和言語，如

此展開他們的敬禮，進而使得他們的生活「成

為在精神上獻給天主的祭品」。這是一種革新

方法，因此「信仰生活必須成為對天主的敬

禮，但這如果少了祈禱，特別是禮儀的祈禱，

便無法實現」。圖:教宗主持公開接見活動 -

Vatican Media)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聖經金句 

  至於從上而來的智慧，  
 它首先是純潔的,其次是 
  和平的,寬仁的,柔順的, 
 滿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  
 不倚的,沒有偽善的。為 
 締造和平的人，正義的果 
 實,乃是在和平中種植的。  

   ,(雅各伯書三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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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紀念耶穌首次顯現給傅天

娜修女 90 週年之際，教宗方濟各

致函波蘭普沃茨克教區主教，勉

勵這個教會重返“慈悲之源”。 

  （梵蒂岡新聞網)“你們要把耶

穌慈悲的火焰傳遍世界，你們要

為衆人成為祂臨在於你們當中

的標記”。教宗方濟各 2 月 22 日 

，在耶穌顯現給聖女傅天娜 90 

週年致函波蘭普沃茨克(Płock)教

區主教利貝拉(Piotr Libera),  將上

述使命託付給這個教會。教宗表

示，他與波蘭信友們一起祈禱，

分享“普沃茨克教會的喜樂”。 

   9 0 年前，傅天娜修女在普沃茨 

克仁慈之母修女會的會院，從耶 

穌那裡領受了

傳播天主慈悲

的任務，她要 

畫一幅像，上面

寫出“耶穌， 

我信賴祢”。 

    教宗在信函

中提到傅天娜

修女在日記中，記述耶穌的一句

話，“人類若不轉向我慈悲的泉

源，就不會有平安”。教宗寫道 

 ,“讓我們轉向這個泉源”。 

   “我們要向基督祈求慈悲的恩 

典,讓祂來擁抱我們且進入我們

内。我們要鼓起勇氣回到耶穌身

旁,藉著聖事領受祂的愛和慈悲 

。我們要感受到耶穌的臨近和  

溫柔，這樣我們也就越來越能夠

慈悲、忍耐、寬恕和施予愛。” 

    教宗也提到，聖若望保祿二世

2002年 8月 17日祝聖了天主慈悲

聖堂，他在彌撒中講道中說，“ 

慈悲的火焰必須通傳給世界，在 

天主的慈悲中，世界才能找到和 

平，人類才會有幸福”。教宗解

釋說，這為“普沃茨克教會、仁

慈之母修女會、普沃茨克城以及

你們每個人，是一項特殊的挑

戰。你們要向世界傳播耶穌聖愛

的熱火，為衆人成為祂臨在於你

們當中的標記”。    

    傅天娜修女 1905 年 8 月 25 日

出生在波蘭的 Głogowiec，1925 

年在華沙進入仁慈之母修女會。

1926 年至 1938 年期間，她曾有 

過許多神視，有一次耶穌讓她繪 

製一幅圖像，圖像中從耶穌聖心 

發出兩道光芒，光照每件事。這 

幅像如今聞名於全世界。 

    聖若望保祿二世 2000 年 4 月

30 日，在傅天娜修女的封聖彌撒

中指出：“透過被釘十字架的

基督的聖心，天主的慈悲到達全

人類。耶穌向傅天娜修女提出要

一個要求，說：”我的女兒，妳

要宣講我就是愛與慈悲。’”(圖

片:羅馬天主慈悲朝聖堂-Vatican 

Media) 

    巴格達(信仰通訊社)— 2 月 18

日，伊拉克政府總理穆斯塔法. 

卡迪米(圖)接見國內基督信仰團

體領 導人理事 會成員時指 出 ;

“我們伊拉克人的多元文化和

宗教性是很強大的，我們將繼續

共存、寬容與真正公民身份的像

徵。儘管黑暗勢力的種種陷阱，

他們摧毀我們美麗國家的計劃

都失敗了”。總理繼續強調，從

宗徒時代起，伊拉克就有自己的

基督信仰團體。這充份表明了自

古以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歷

代文明，所具有的開放能力。 

    曾做過記者、前伊拉克情報部

門負責人、沙特王儲本— 薩爾曼

私交甚篤的卡迪米總理，在上世

紀 80 年代曾流亡英國而加入英

國籍。但在薩達姆.侯賽因政權被

推翻後，才得重返伊拉克。 

    接見國內基督信仰團體領導

人時，他重申了政府要打擊腐

敗、推動各社會和宗教團體間的

穩固和睦相處、重申公民原則及

保護宗教團體免遭各種宗派歧

視的滲透。亞美尼亞宗徒教會，

現任伊拉克基督信仰團體領導

人理事會秘書阿瓦科.阿薩多里

安總主教，代表基督宗教領導人

盛讚政府為保護伊拉克多元文

化和宗教做出的巨大努力。 

     2020 年 6 月卡迪米正式出任

伊拉克總理後，曾訪問尼尼微平

原、摩蘇爾城。並在此期間，充

份表達了他對基督徒，在千年來

土生土長的古老美索不達米亞

平原，無聲消失的痛苦和憂慮。 

    教宗方濟各預計將於 3 月 5 日

至 8 日牧靈訪問伊拉克。 

      2 月 6 日，烏干達卡塞斯教區祝聖了 12 位 

新神父，其中有一對雙胞胎(圖)。皮特.卡圖拉穆 

.伊辛格瑪(Peter Katuramu Isingoma)司鐸和安德肋 

.加藤.卡圖拉穆(Andrew Kato Katuramu)司鐸。 

    據《美國 CAN 新聞網》報導 2 月 13 日，兩位

司鐸在接受非洲 ACI 記者的採訪時表示：“2

月 6 日的祝聖，為他們來說是一生的重頭戲， 

也是他們實現兒時的夢想時刻。 

    安德肋司鐸說：“對許多人來說，雙胞胎同

時被祝聖為司鐸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知道天主

在我們出生之前就選擇了我們，就像聖宗徒伯

多祿和他的兄弟安德肋一樣。我們的父母也是

按照耶穌門徒的名字，為我們起的名字，就此 

看來，我

們確實被

選擇與天

主的子民

一起工作 

。” 

    兩位司鐸在家裡，還有一個兄弟和五個姐妹 

，但當他們宣佈，他們將繼續選擇這條聖召之 

路時，他們的父母仍感到非常震驚，並勸告他 

們考慮一下，希望有一個人能夠退出，但他們 

的決心並沒有動搖。 

    皮特司鐸說：”今天，他們為我們感到驕傲 

，並為我們決定追求自己的夢想感到高興。”     

    教宗方濟各在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念及緬甸

在軍事政變後的嚴重危機。教宗衷心盼望這個

亞洲國家能繼續走上這條邁向完全民主的旅

程，彼此對話、互相理解。 

   （梵蒂岡新聞網）緬甸持續傳來局勢緊張的消

息。自從 2 月 1 日發生軍事政變以來，許多人走

上街頭抗議，與軍警僵持不下。在這些示威遊行

中，已有至少 20 人喪生。因此，教宗方濟各 3

月 3 日在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念及這個嚴峻形

勢，祈願緊張氣氛得以舒緩。 

    教宗說：「緬甸繼續傳來血腥衝突的悲傷消

息，不少人因此失去生命。我渴望喚起有關當局

的注意，願對

話 能 勝 過 壓

迫，願和諧能

勝過分歧。我

也 呼 籲 國 際

社 會 採 取 行

動，別讓緬甸人民的期盼被暴力所壓制。對於那

片親愛土地的青年，請讓他們能期盼未來仇恨

和不義會給相遇及修和騰出空間。 

    最後，我重申一個月前表達過的心願：透過

釋放多名被關押的政治領袖這個具體舉動，願

緬甸能繼續走這幾年已經推動的民主道路。」  

     

       

   據《美國 CNA 新聞》報導，近日，斯洛文尼

亞總理亞內茲.揚莎(JanetzJanša)宣佈：在馬達加

斯加服務的遣使會傳教士奧佩卡(Pedro Opeka)

司鐸，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以表彰他 

對“幫助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人們的貢獻”。 

    奧佩卡司鐸是斯洛文尼亞裔阿根廷人，他在

1970 年來到馬達加斯加服務。抵達後，他看到 

當地人民的生活極度貧困，決定成立一個人道

組織，旨在抵抗貧困，使最貧窮的人重，新融 

入經濟和社會生活。 

    該城建在首

都塔那那利佛

郊區的垃圾堆

上(圖),是奧佩卡司鐸多年的心血，於 1989 年成

立。目前已為無家可歸的人和家庭提供了 4000

處住房，並幫助教育了 13,000 名兒童和年輕人。 

    教宗方濟各曾於 2019 年 9 月 8 日探訪馬達加

斯加的“友誼之城”。在教宗探訪時奧佩卡司鐸

表示;“教育至關重要，如果不從知識層面開

始，就沒有發展，也無法認識自己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