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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有對天主的飢渴，否則我

們的慶典就成了乾枯的”。教宗方

濟各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基督聖

體聖血節大禮彌撒，强調了上述思

想，並勉勵眾基督徒成為“手持水

罐、喚起渴望和送去水的教會”。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6

月 6 日主日下午在聖伯多祿大殿

主持基督聖體聖血節大禮彌撒(圖

片)，因現時採行的防疫措施，參加

的信友有限而且未能像往年那樣舉行聖體遊行。當天的

彌撒福音記述耶穌打發門徒去預備吃逾越節晚餐的地

方，教宗詳細論述了這段福音中的 3個圖像：寬大樓廳、

拿著水罐的人和耶穌掰餅(谷十四 12-16:22-26)。 

  教宗首先表示;“教會必須是個寬大樓廳”。天主的臨

在如此謙卑、隱秘,“需要有一顆預備好、警醒及好客的

心，才能認出祂的臨在”。若我們的心好似一個櫥櫃,“以

遺憾的心情存放著陳年往事”,或好似一層閣樓,“把我

們許久前的熱忱和夢想收藏起來”,或更好似一個狹窄和

陰暗的房間,“只有我們自己、我們的問題和辛酸活在其

内”,這樣則將“無法認出天主無聲和謙卑的臨在”。 

  教宗問道;“當有人帶著創傷、錯誤和生命的不同路程

走近時，教會能否是一個接納他的寬大樓廳，將他引向與

基督相遇的喜樂？”他說:“聖體聖事就是要滋養在行程

中感到疲累和飢餓的人,我們切莫忘記這點！完美和純

淨人的教會,是一個容不下任何人的房間;敞開門戶、圍

繞著基督歡慶的教會,則是人人都能進入的寬大樓廳。” 

  福音的另一個圖像是“拿著水罐的人”。耶穌囑咐被派

往城裡的門徒們“跟著他去”，因為那個人會帶他們到預

備慶祝逾越節晚餐的地方。教宗說，這個“無名者”成了

“門徒們的响

導”，而他的水

罐則是“識別

的標記”，這讓

人想到“飢渴

的人類”，他們

總是尋找“能

解渴和獲得新

生的水泉”。 

 “我們每個人

都手持一個水罐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我們衆人、我們每

個人都渴望愛、喜樂，以及在更有人性的世界上度一種有

所成就的生活。對這個渴望，俗世事物的水派不上用場，

因為這是一種更為深切的渴望，唯有天主才能予以滿

足。” 

  因此，為慶祝感恩聖事就需要認出這種“對天主的飢

渴”。即是説，必須感受到“需要天主”，“意識到我們

單靠自己無法做到，我們需要永恆生命的‘食糧’和‘飲

料’來支持我們的行程”。然而，“渴望經常被撲滅，這

是今天的悲劇”，“天主不再有吸引力，因為我們不再感

受到我們深切的渴望”。 

  教宗强調，對天主的飢渴“將我們帶到祭台前”,若沒

有這種飢渴,“我們的慶典就成了乾枯的”。“即使是教

會,不能只依靠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小團體來慶祝感恩聖

事；我們必須“往城裡去”,接觸人群,學習識別和喚醒

人們對天主的渴望和對福音的需求”。 

  彌撒福音第三個圖像是“耶穌掰餅”。教宗表示;這是

個“卓越的感恩聖事的舉動,和識別我們信仰的舉動”,

同時也是“激動人心的舉動”,因為直到那時都是將羔羊

宰殺作為獻給天主的祭品,“現在耶穌自己成了羔羊，為

賜予我們生命而奉獻自

己”。“上主不折損任何人，

而是施與自己;上主不要求

犧牲,卻犧牲自己;上主什

麽也不索求,卻賜予一切”。 

  我們也應邀為慶祝感恩

聖事而活出這個“愛”，因

為“如果我們的心向弟兄

關閉，我們就不能掰開主日

的餅。如果我們不給予飢餓

者食糧，我們就不能食用這

餅。如果我們不分擔需要幫

助者的痛苦，我們就不能分

享這餅”。在一切終結時，

“即使在我們隆重的感恩

禮儀結束後，只有愛將存留

下來。從現在起，我們只有

接受轉變，為他人成為掰開

的餅，我們的感恩聖事才能

轉變世界”。 

  基督聖體聖血節禮儀結束

時，教宗勉勵眾基督徒成為

“一個拿著水罐、喚起渴望

和送去水的教會”。他說：

“我們要在愛中敞開心門，

成為寬敞和好客的樓廳，讓

衆人都能進入與上主相遇。

我們要在憐憫和關懷中分

施我們的生命，讓世界透過

我們看到天主聖愛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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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因著穆斯林在齋月聚集祈禱，以

及國家防疫措施的鬆懈，在過去的兩個月，印度

的新冠疫情持續惡化。壹明查閱美國約翰斯.霍

普金斯大學網站統計的全球新冠疫情數據發現，

印度的單日新冠確診個案數於 5 月 6 日達到峰

值，為 414188 例，是目前為止全球所有國家中單

日確診新冠個案數的最高紀錄。而最近一周，印

度疫情形勢有所好轉，單日確診新冠個案數已經 

下降到了 10 至 20 萬例之間。 

    然而，印度這波疫情來勢洶洶，奪去了許多人

的生命。在過去一個月，該國每天都有 3000 人以

上因感染新冠去世。今天，壹明在 LICAS 新聞網

上看到一篇報導，報導中說，由教會運營的(印度

潮流)(Indian Currents)雜誌列出了截至 5 月 29 日

的兩個月內，該國天主教司鐸及修女因感染新冠 

去世的人員的名單。 

    在這份名單中，一共有 205 位司鐸、210 位修 

女，合計 415 位，他們分別來自印度的 98 個教區 

和 106 個修會團體。該報導說，由於諸多死亡個 

案 未

被 統

計 在

內 ，

確 切

的死亡人數應該比 415 位還要多。另在這兩個月

內，印度還有一位榮休總主教、一位榮休主教和 

一位現任主教也因感染新冠去世。 

    為什麼會有大量的修道人士在這次疫情中喪

生呢？ 《印度潮流》雜誌的編輯、嘉布遣會會士

蘇雷什(Suresh Mathew)司鐸表示，這是因為他們

之中的大多數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在醫療設施稀

缺的偏遠地區工作，為教會和社會服務，直至獻 

出生命。 

    此外，蘇雷什司鐸進一步說，一些教區和修會

將他們的處所作為治療新冠患者的地方，同時，

當地許多教會團體還為新冠患者及其家屬提供

餐食，再加上近期疫情形勢惡化及就醫較晚，以

致眾多修道人士在本輪疫情中喪生。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任命耶穌會士周守仁司鐸為香

港教區主教。周司鐸獲任命前為

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 

   周司鐸 1959 年 8 月 7 日在香港

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取得

心理學碩士學位後，1984 年 9 月

27 日進入耶穌會。初學期間，在

香港完成神哲學學業，並於 1994 

 

年 7 月 16 日在香港晉鐸。後來 

，周司鐸繼續在美國深造，在波

士頓哈佛大學（2000-2006 年）獲

得人類發展與心理學博士學位。 

   周司鐸於 2007 年 4 月 17 日發

了終身願。之後，他在香港和九

龍 的 兩 所 耶 穌 會 學 校 擔 任 校

監；在香港大學任榮譽助理教

授，以及耶穌會的培育導師。從

2009 年起，周司鐸擔任耶穌會中

華省教育委員會主席，2012 年 

起又在香港教區的聖神修院教

授心理學。 

    2012 至 2014 年，周司鐸成為 

香港教區司鐸議會成員，2013 

至 2017 年擔任耶穌會省諮議員 

，並從 2017 年起擔任教區教育委

員會成員。從 2018 年 1 月起至

今，周司鐸一直擔任耶穌會中華

省省會長；從 2020 年起，他是 

香港男修會省會長聯合會的副 

秘書長。(圖片:周守仁司鐸) 

    清邁（信仰通訊社）—泰國天主教會正在積極

行動起來，幫助滯留泰國和緬甸邊境叢林中的緬

甸克倫族難民，向他們伸出援手、予以接納和幫

助。清邁教區主教方濟各沙勿略.威叻.阿蓬拉達納

蒙席向本社證實，教區司鐸、修女和平信徒志願

者小組分別向滯留在兩個地點的難民提供援助。

並呼籲各界繼續慷慨解囊，捐錢捐物幫助逃離緬

甸動亂的克倫族難民。 

   泰國修女會長上聯合會主席阿蘭亞修女率領救

援小組，與清邁教區和泰國明愛通力合作，協調

平信徒志願者和各修會團體的援助工作。 

    3 月 27 日軍人發動空襲後，泰國和緬甸邊境難

民處境急劇惡化，炸死 3 名平民、7 人受傷、一萬

多人逃進了叢林裡、3,000 多名克倫族逃到了泰國

邊境。  (圖:逃到泰國邊境的難民) 

    歐 洲

的 克 倫

族 婦 女

組織“要求聯合國安理會立即尋求解決緬甸危

機 的緊急措施，將緬甸送上國際刑事法庭”;要求

曼谷政府停止遣返緬甸難民。 

    60 多年來，以基督徒為主(佔人口 20%)的克倫

族一直與緬甸政府處於軍事衝突狀態。造成

130,000 平民被迫在泰國難民營度日如年。 

     2 月 1 日緬甸軍人發動政變後宣布持續一年的

“緊急狀態”，國內抗議浪潮風起雲湧。軍隊再

次鎮壓國內少數民族，例如克倫族分離勢力。緬

甸全國 135 個少數民族，佔 5,600 萬總人口的 1/3。

其中撣族最大(9%)，其次為克倫族(7%)，大約 360

萬人)其它少數民族佔人口的 5%。 

    美國天主教主教呼籲全國天

主教徒在即將來臨的宗教自由

週同心祈禱。美國宗教自由週

將於6月22日開啟、29日結束。 

    (梵蒂岡新聞網)「在自由內團

結一心」:這是美國天主教主教

團本年度推動的宗教自由週的

主題。宗教自由週將於6月22日

開啟、29日結束。(圖:美國國旗) 

    活動開幕的日期之所以選在6

月22日，是因為教會當天的禮

儀紀念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婚姻

爭議上、為捍衛羅馬宗座首席

地 位 而 身 亡 的 聖 多 默 ‧ 莫 爾 

(8Thomas  More）和聖若望‧費

舍(John Fisher)。 

    閉幕典禮則是選在羅馬主保 

聖伯多祿和聖保祿瞻禮

日。 

    美國天主教主教團在

網 站 上 公 布 了 相 關 消

息，寫道：「團結的意

義遠遠超過於偶爾為之

的慷慨舉動。它意味著以團體

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宗教

自由讓教會和所有宗教團體得

以公開地活出自己的信仰，並

為眾人的益處效勞。 

    為善度這個宗教自由週，美

國天主教主教團特別準備了祈

禱的輔助材料，提出活動期間

每一天的祈禱意向。6月22日是

為那些「期待進入溫馨家庭的

孩子」祈禱；6月23日要祈願所

有天主教機構都能「秉持智慧

和勇氣」為遭受疫情影響的世

界服務；6月24日要祈求美國境

內所有人的尊嚴都得到尊重；6

月25日是為踐踏教會的人懇求

洗心革面的恩典；6月26日是為

在尼加拉瓜受苦的弟兄姊妹祈

禱；6月27日要籲請政府能尊重

「所有醫務工作者的良心」;6

月28日和29日分別為在伊拉克

的基督徒和所有宗教信仰的信

徒祈禱,願他們的「生活平安」,

擁有表達的自由,從而促使「基

督徒即使身處逆境,也能勇敢、

溫和又清晰地談論真理」。 

    美國天主教主教團解釋道，

這些材料是為了「協助人們從

天 主 教 的 觀 點 來 理 解 宗 教 自

由，為特定的議題祈禱，針對

所習得的內容採取行動，倡導

那些有助於促進宗教自由的政

策」。美國主教們表示，在全

國範圍內,「主要關切的焦點依

然是在學校、醫院和幼兒園等

天主教機構完整地實踐使命的

自由」。藉由「祈禱、覺察和

行動」,宗教自由週旨在「促進

天主教徒和所有宗教信仰的信

徒的基本宗教自由權」。 

    5月24日是聖

母 進 教 之 佑 節  

， 也 是 一 年 一

度 的 為 中 國 教

會 祈 禱 日 。 今

年，亞洲主教團協會主席、緬甸仰光總主教貌

波樞機發起了一項呼籲，邀請人們從5月23日起

至5月30日，為在中國的教會團體祈禱。 

    目前，該呼籲已經得到了全球多地基督徒的

積極響應。壹明在梵蒂岡新聞網上看到，英國

主教團國際事務部主席戴克萊(Declan Lang)主教

已在該國主教團官網發出倡議，期勉英國信友

“能夠響應貌波樞機的邀請，在這個星期內為

在中國的教會和中國人民祈禱，祈求佘山聖母 

保佑他們”。 

     同時，壹明也在美國CNA網上看到這樣一 

篇文章，文章中指出，美國主教團國際正義與

和平委員會主席麥勞伊(David  Malloy)於5月20

日，呼籲人們在團結與友愛中，聯同普世教會

一起為中國祈禱。 

    麥勞伊主教說;“意識到中國不斷增長的國際

影響力，貌波樞機祈願通過這些祈禱，中國能

夠成為一股正面力量，成為世界上最弱勢和最

邊緣化群體權利的保護者。同樣，教宗方濟各

也承諾他對中國教會的祈禱，他知道人們的困

境，保證將他們放在自己的每日祈禱意向中，

同時鼓勵他們成為良好公民，'提供先知性和建 

設性的貢獻，這些應是他們在天主的國度內從 

自己的信仰裡提取的(節選自教宗方濟各《致中 

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第6點)。” 

    此外，壹明還獲悉，除了英國和美國外，烏 

克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等許多國家

的基督徒也紛紛加入了本次祈禱週活動。 

   “為中國教會祈禱日”源於2007年，當年，時

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欽定每年的5月24日聖母進教

之佑瞻禮日,為“普世教會為在中國的教會祈禱

日”:次年，本篤十六世教宗更親自撰寫了《向

佘山聖母誦》:2018年，教宗方濟各發表了《致

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文告末尾則

附上了《向進教之佑聖母祈禱文》。 

    讓我們在聖母月，聯同普世教會，從今天

起，持續一周，一起為中國教會和中國人民祈 

禱！(圖:亞洲主教團主席、緬甸仰光總主教貌波樞機 

    天上之母，請聆聽妳子女們謙卑呼求妳名的

聲音。希望之貞女，我們將在中國高貴之地內

信友的旅程託付給妳。求妳將祈求妳信友們的

苦難和艱辛、肯求及期待呈獻給歷史的主，

啊，天上母后！ 

    教會之母，我們將家庭及我們團體的現在與

未來奉獻給妳。請在兄弟修好中，並在為讚美

妳聖名的窮人服務中守護、支援它們，啊，天

上母后！憂苦者之慰，我們轉向妳，因為妳是

在考驗中哭泣者的避難所。    

    請看顧讚美妳聖名的子女,使他們一同宣傳福

音。陪伴他們的腳步走向一個更具有兄弟情誼

的世界，給每個人帶去寬恕的喜樂，啊，天上

母后！聖母瑪利亞——進教之佑，我們為了中

國向你祈求祝福與和平的日子。阿們！ 

        聖經金句 

  可愛的諸位,我們應該彼  
 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天 
  主:凡有愛的,都是生於  
 天主,也認識天主；那不   
 愛的,也不認識天主,因為 
       天主是愛。       
     若望一書四: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