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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在四旬期第四主日帶領信眾誦念三鐘

經祈禱時省思耶穌的身份，並邀請基督徒接納

耶穌的光，使我們向天主的愛敞開心扉。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3月 14日四旬期

第四主日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誦

念三鐘經祈禱活動時，邀請基督徒接近基督的

光並懇求祂的寬恕。本主日是喜樂主日，教宗

和大家思考了為什麽這主日以喜樂為中心。他

說，今天的福音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即：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

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

(若三 16)。教宗接著表示，“這喜樂的信息是基

督宗教信仰的核心”，天主的愛在將聖子賜予軟

弱和有罪的人類的恩寵上達到頂峰。 

  當天的福音，也講述了有關尼苛德摩夜訪耶

穌、詢問祂的身份的部分記載。教宗說，耶穌通

過三方面作的自我介紹，令尼苛德摩認為領導

以色列人的默西亞為一強有力的人的信念陷入 

危機。“人子被高舉在十字架上；天主子被派

遣到世界上來是為了拯救；耶穌是光，把那些

跟隨真理的人和謊言的人分開”。教宗說，耶穌

的第一個身份，使人記起梅瑟在曠野裡高舉了

蛇，以拯救那被蛇咬了的人免於死亡。同樣的，

教宗指出，“耶穌被高舉在十字架上，使那些信

祂的人的罪得到醫治並得以活存”。 

  關於第二個層面，即有關天主子的話，教宗表 

示，天主為拯救人類，甚至賜下了祂的獨生

子。天主渴望我們永遠得救，耶穌的使命是拯

救所有人。耶穌向尼苛德摩描述自己時，稱自

己是“光”，與黑暗對立。教宗說，“耶穌來

到世界上，使人類要作出選擇，“選擇黑暗的

人將面臨定罪的審判，選擇光明的人將有一

個救恩的審判”。教宗指出，審判是我們自由

選擇的結果。凡作惡的人，是在尋找黑暗，凡

遵循真理行事的人，即行善的人，走近光明。 

  教宗敦促基督徒善度四旬期。他說：“我

們蒙召接納我們良心中的光，向天主的無限慈

愛、祂的充滿溫柔與良善的慈悲敞開我們的心

扉”。教宗總結道，在我們懇求天主寬恕時，祂

始終寬恕我們的罪過。 

  最後，教宗祈求聖母瑪利亞給予我們勇氣，讓

耶穌“把我們置於危機中”。教宗解釋說，“為

了我們的痊癒，這是有益的危機，使我們能有完

美的喜樂”。  

    文化和社會的代表人強調了此事的重要性和價

值，後者遵循《阿布扎比文件》。維博沃司鐸認

為,文件所宣佈“兄弟情誼”將是不同宗教團體

能相遇，並採取相同精神行動的關鍵所在。” 

      雅加達（亞洲新聞）-  女權主義領袖，現

ICRP(印尼宗教與和平會議)主席穆利亞（Sit i 

Musdah Mulia)教授認為，教宗方濟各與伊拉克阿

亞圖拉•阿里•西斯塔尼(Ayatollah Ali al-Sistani)

(圖)上週的會議表明，大部分印尼人迫切需要採

取行動貫徹相同的精神。儘管有不同的宗教信

仰，但只不過是對他人寬容的精神。 

    他們的會面不僅僅是兩大宗教的兩個重要人物

一個簡單的象徵性舉動：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教

宗方濟各會見西斯塔尼的真正精神最好反映了聖

座大力對他人所作的一切：穆斯林。 

   “我看著那種好行為。儘管他們已然年邁，但 

兩人都表現出堅定的信念，致力於減少基於宗教

原教旨主義的暴行。穆里亞教授在《亞洲新聞》

上發表評論說，“與此同時，要加強各個宗教團

體之間的寬容與和平精神。 ” 

    他補充說;“他們代表不同宗教信仰的存在也

向我們表明，這兩個國際人物有一個共同點,那

就是結束伊拉克的宗派暴力和地區衝突。”“儘

管教宗與阿亞圖拉之間在種族、宗教及其他方面

存在各種差異，但這樣一次歷史性會面使作為跨

宗教對話活動人士的我相信，和平是我們的首要

使命”,此次會見或加強宗教自由，尤其是對於

那些不屬於團體的伊拉克人,“令我驚訝的是西

斯塔尼的言論，伊拉克全國上下都應尊重所有非

穆斯林伊拉克人的公民權利。” 

   另一個引起他注意的方面是阿亞圖拉家中掛著

的橫幅，上面寫著“我們都是弟兄。如果不是信

仰宗教的兄弟，我們決心在我們共同的人類基礎

上成為兄弟。”他解釋說;“這個流行詞來自什

葉派團體的核心人物塔利卜(Ali bin Abi Thalib）。

塔利卜是偉大先知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最後總

結說：“這種精神應加強我們在確認、宣揚和傳 

播同一精神的共同想法，即寬容與和平。” 

加強兄弟般的兄弟情誼 

    阿祖瑪迪•阿茲拉(Azyumardi Azra)教授是穆斯

林學者，並於1998年至2006年期間任雅加達沙亞

里夫國立伊斯蘭大學前校長，他認為此次在納傑

夫進行的歷史性會見再次反映了聖座最強烈的呼

籲，即促進基督徒-天主教徒與穆斯林團體之間

的兄弟情誼。阿茲拉教授表示，“教宗方濟各和

阿亞圖拉•阿里•西斯塔尼上週的會面反映了此

前在阿布扎比舉行的歷史性會晤，2019年2月4

日，教宗與艾資哈爾大伊瑪目塔耶布(Ahmed al-

Tayyeb) 在此簽署了阿布扎比文件。” 

    兄弟情誼是我們作為社會人類在日常生活中，

應得到尊重和貫徹的共同價值觀。他最後總結

說，“感謝教宗與艾資哈爾大伊瑪目塔耶布，兩

個不同的宗教團體，向國際團體展示了這種人 

文精神，他們致力於建設更優質的宗教生活和 

更和平、更和諧的生活。” 

信念付諸實踐 

    KWI 跨宗教委員會(Komasi HAK-KWI )執行秘書 

維博沃(Heri Wibowo)司鐸認為，教宗方濟對亞圖 

拉阿里 ,西斯塔

尼 的 行 為 是 實

踐 信 仰 。 他 表

示;“沒有更多

的 恐 懼 和 憂 慮

而 是 現 出 對 他

人的愛與尊重 

， 因 為 兩 位 最

高 領 袖 都 在 會

見 期 間 向 世 界

展示自己。” 

    雅 加 達 總 教

區 維 博 沃 司 鐸

接受《亞洲新聞》採訪時談及KWI跨宗教委員會

實施的跨宗教計劃,並表示已經啟動多個促進宗

教自由的計劃。“我們還與印尼反恐局(Badan 

Nasional Penanggulangan Terorisme)合作制定了一項

計劃，以促進兄弟情誼。沒有哪個宗教和民族提

倡基於宗教的暴力和恐怖行為。在印尼，這種倡

議至關重要，因為我們擁有潘查西拉(Pancasila),

所以我們存異求同的精神(Bhinneka Tunggal Ika)應

成為我們共同生活的方式。”維博沃司鐸總結

說;“阿布扎比文件宣布的兄弟情誼將是所有不

同宗教團體能夠相遇並貫徹相同精神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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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歲的印度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科普拉

（Raju Vandanam Koppula）司鐸，2 月 19 日 

在巴西聖保羅因感染變異新冠病毒而去世。

據《亞洲新聞》報導，科普拉司鐸來自印度

安得拉邦埃魯魯，生前曾任聖保羅南部聖阿

瑪羅教區的聖母教堂本堂司鐸。他的堂區還

負責照顧一個貧民窟伊塔賈伊，這是一個近

年誕生的貧困區，目前約有 5000 人居住。 

    科普拉司鐸生前曾談論自己在為伊塔賈

伊貧民窟窮人所作的服務。他說：“這是傳

教的真正意義所在。我們通過天主聖言、聖

體聖事、要理講授和促進人類為眾人服務。

我們嘗試開展對兒童牧靈及其他許多活動。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計劃。” 

   在聖保羅科普拉司鐸也經歷了大流行的艱

難時期，並通過宗座外方傳教會基金會在意 

大利發起的《世界新冠緊急情況》募捐活動，

為那些因封鎖而深陷貧困的人們提供援助。   

   他說，“最後中的最後之人在這裡生活。我

們為其購買了 2400 升牛奶。每個家庭收到 6

升牛奶：隊伍很長，約有 500 人。 

    有人請我們購買一個做飯的煤氣罐，有人

需要去醫院看病，一個冰箱或上班使用的月

卡。”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科普拉神父仍

然在為這些人服務。(圖: 科普拉司鐸) 

   教宗在梵蒂岡接見在羅馬的宗座比利時公

學的代表，敦促他們成為有能力守護羊群的

牧者。教宗把事先準備好的講稿交給他們。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3 月 18 日接

見羅馬的宗座比利時公學代表時說，大聖若

瑟是牧者的榜樣。 

    教宗在慶祝普世教會主保大聖若瑟瞻禮

前夕，特別提到《父親的心腸》宗座牧函中

的重要主題。教宗在牧函中欽定，2020 年 12

月 8日至 2021年 12月 8日為“大聖若瑟年”。

宗座比利時公學於 175 前成立，教宗在交給

公學代表的講稿中說，該公學可以誇耀,“他

的學生中有聖若望保祿二世”。 

    教宗提到大聖若瑟的三個重要特徵：款

待、守護和夢想。關於大聖若瑟是耶穌的養

父，教宗說，他把個人計劃放置一旁，沒有

為“自己面臨的令人驚訝和奧妙的現實”尋

找解釋，而是去愛，以信德去接納。 

     教宗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聖若

瑟也是我們靈修生活和分辨的老師。我們可

以懇求他，讓我們擺脫太多的反思，因為在

這些反思中，即使意向是好的，有時，我們

最終會迷失自己”。 

    關於守護，教宗指出，大聖若瑟以奉獻、

忠誠守護，不斷關注天主的標記。大聖若瑟

的愛在一顆警醒、關注和祈禱的心中具體實

現。教宗強調，這樣，牧人不會遺棄他的羊

群，而是“在前面開路，在中間給予鼓勵，

在後邊扶持最弱小者”。司鐸蒙召與託付給

他的團體建立關係，要成為一個細心的守護

者，隨時準備好根據情況所需作出改變。 

    教宗表示，大聖若瑟在他人什麼都看不到

的地方細察天主的行動。他超越當下所見

的，使自己成為高瞻遠矚的“夢想家”。在

瑪利亞和耶穌身上看到天主的臨在。 

    教宗最後指出，大聖若瑟“更願意相信天

主，而不是自己的疑惑，他把自己奉獻給天

主，在沒沒無聞、慷慨和孜孜不倦的服務中，

成為實現更偉大計劃的工具”。(圖: 聖家三口) 

       聖經金句 

   我若能說人間的語    
 言，和能說天使的語言 
  ,但我若沒有愛，我就 
  成了個發聲的鑼，或發   
 響的鈸。 
 

      (格前十三:1) 

    聖座教義部發表文件，對給予同

性者的結合禮儀上祝福的可能性

作出否定的答覆，表明“這並非不

公義的歧視，針對人不做任何評

斷”。圣座教义部 

     (梵蒂岡新聞網）教會沒有權力

為同性者的結合施與禮儀祝福，因

此不能把這樣的禮儀祝福“視為

合法”。聖座教義部在回答有人提

出的“疑問”時作出以上聲明。由

此可知，司鐸在禮儀上降福那些要

求他們的結合得到教會承認的同

性戀者，是不合法的行為。教宗知

曉並同意發表這份由教義部長拉

達里亞（Luis Ladaria）樞機和秘書長

莫蘭迪（Giacomo Morandi）總主教署 

名的解釋性文件。 

    發表這份文件是為了答覆一些

斷言和慣例做法，本著“真誠的意

願接納和陪伴同性戀者，為他們提

供在信仰生活上成長的行程” ，同

時也依照《愛的喜樂》勸諭的精神，

為同性戀者提供“必要的幫助，使

他們瞭解和完全實現天主在他們

生命中的意願”。因此，相關的牧

靈計劃和建議應得到評估，其中包

括對這種結合予以的禮儀祝福。 

    在教義部的文件中，基本上將同

性戀者與他們的結合區分開來，表

明否定對這種結合予以禮儀祝福，

這並不涉及對相關人士個人的評

斷，他們該當受到接納，以及“尊

重、同情和體恤”，避免“各種不

公義的歧視”，這在教會的訓導文

件中已經有所表達。 

    提出了作出否定答覆的依據後，

文件闡明否定的理由至少有兩個。

首先涉及禮儀祝福的真諦和價值，

即禮儀祝福是 “聖儀”舉止，是教

會的禮儀行為，要求所受到的禮儀

祝福是在客觀上領受和表達天主

在創造的計劃中賜予的恩寵。 

   “婚姻以外”，即向傳遞生命開放

的“一男一女不可拆散的結合”之

外的性關係，即使是穩固的，這些

結合都不符合“天主的計劃”，儘

管在這些關係中也存在“積極因

素”。文件説明，這個觀點不僅針

對同性戀者，也包括所有在婚姻之

外存在性關係的結合方式。此外，

否定對同性者結合予以禮儀祝福

的另一個理由是，認為這種做法會

錯誤地將禮儀祝福舉止與婚姻聖

事相提並論。 

聖座教義部最後闡明，對“疑問”

的答覆並不排除“有同性戀傾向

的個人”也能得到禮儀祝福，他們

“應表明意願忠實地生活出天主

所啓示的計劃”。但是，“對試圖

承認他們結合的各種形式的禮儀

祝福”都是違法的。 

    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致函恭賀

教宗方濟各上任八週年，指出教宗

持續不斷、孜孜不倦的見證，是支

持和安慰眾多男男女女的泉源。 

   (梵蒂岡新聞網) -“我祈求童貞瑪

利亞、聖若瑟、聖伯多祿和聖保祿 

、聖方濟各的轉禱，使天主聖神陪

伴我的牧職。我也要向你們說：請

為我祈禱。”以上的話是教宗方濟

各剛上任後，於 2013 年 3 月 19 日首

次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的彌撒中

結束講道時所說的。當時，有 20 萬

人在場參禮，包括政界和其他宗教

代表。那時，教宗已經表現出他關

注弱小者和照顧受造界的意願。 

    時隔八年，意大利總統在恭賀教

宗上任週年紀念賀函中，指出教宗

“持續不斷、孜孜不倦的見證”，

是眾多“善心男女的支持和安慰” 

，他也強調“懷著友愛之情的工作 

，打開了人們的思維與心靈，尋求

一個更和睦、更昌盛、更合乎正義

的共同生活”，而那正是“您在最

近進行的極其重要的牧靈訪問中

向伊拉克和全世界發出的籲請”。 

    意大利總統在賀函中也談到目

前令全球大量人處於嚴重困境的

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他指出，這

疫情凸顯了一些國家和國際社會、

在本著公義和效率來實踐“緊急

狀 況 ” 措 施 時 所 表 現 的 脆 弱 。 

    馬塔雷拉總統接著說，教宗邀請

大家懷著兄弟友愛之情工作以克

服目前的困境，是對履行國民責任

的一個強烈呼籲，同時也是對擔任

公職的人和政界人士的一個可靠

的指引。    最後，總統指出，此一

崇高的呼籲所打開並涵蓋的視野，

能克服醫療上的意外狀況，以及所

導致的嚴重社會困境 。 (圖: 教宗與

意大利總統馬塔雷-Vatican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