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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強調，

在天主眼中，一個人的價值不能用他擔任

的角色、他的成就和銀行存款來衡量，而是

以他的服務來衡量。真正重要的是接納貧

困者、弱小者和那些無以回報的人。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9月 19日

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三鐘經祈

禱活動，他談到當天的福音時說，“你想高

居首位嗎？要服務”。你想成為最大的嗎？

要成為最小的。你想得到嗎？要贈予。 

  當天福音記述耶穌和祂的門徒在前往耶路撒

冷的路上，門徒們“彼此爭論誰最大”(谷九 30

-37)。耶穌簡明扼要地說，“誰若想做第一個，

他就得做眾人中最末的一個，並要做眾人的僕

役”。耶穌的回答讓門徒們出乎意料、不知所措。 

  接著，教宗表示，“一個人的價值不取決於他

擔任的角色、他取得的成就、他所做的工作和銀

行裡的存款。不是取決於這些！在天主眼中，最

大和成功有一個不同的衡量標準：就是以服務

來衡量。不是衡量一個人所擁有的，而是他給予 

的。你願意高居首位？要服務。就是這條路！” 

服務，這是今天，也是昨天和明天向所有基督徒

的要求。教宗說，事實上，服務不是禮貌上的表

達，不是出於禮貌而做，而是“像耶穌那樣去

做”。耶穌僅用幾句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祂說

祂“不是來受服事，而是來服事人”。所以，跟

隨基督，需要走祂走過的道路，即服務和謙卑的

道路，這道路與世俗精神截然不同。 

  教宗指出，我們對上主(是否)忠誠取決於我

們的服務意願。眾所周知，(服務)是有代價的， 

會嘗到“十字架的苦澀”。但是，“隨著照

顧和幫助他人的行動的增多，我們內心就越

會自由、更相似耶穌。我們越是服務，越能

感到天主的臨在。尤其是當我們為無法報答

我們的人和貧困者服務時，要以溫柔和同情

擁抱他們的困難和需求。在那裡我們會發現

我們被天主所愛和擁抱”。 

  為了讓其他人瞭解服務的首要地位，福音

中說，耶穌做了一個比許多言語更有力的舉

動。祂領過一個小孩子來，放在門徒們中間，

抱起那孩子來，說，“誰收留一個小孩子，就

是收留祂”。教宗指出，這正是服務這條路所

通往之處，就是要為弱小者、貧困者和脆弱者

服務。我們接納邊緣人和被忽視的人，就是接

納耶穌，因為祂就在那裡。我們服務弱小者和

貧困的人，我們也會得到天主溫柔的擁抱。 

  教宗最後懇求聖母瑪利亞、上主的謙卑的婢

女的轉禱。她是服務的楷模。服務使我們對天

主的信仰和對弟兄姐妹的愛不會減少，反而會

增加。 

    9月15日，教宗方濟各結束了他的第34次國際

牧靈訪問之旅。當天，在從斯洛伐克返回羅馬的

飛機上，教宗依照慣例回答記者們的提問。在此

過程中，有記者提到美國部分主教主張“不向該

國總統拜登等支持墮胎的天主教徒政客派發聖

體”的事件。對此，教宗指出，墮胎就是殺人，

在是否向某些政客派發聖體方面，教會不應持政

治立場。 

    據梵蒂岡新聞網英語部門報導，這位記者還問

教宗是否有曾經拒絕向某人分發聖體的經驗，教

宗斬釘截鐵地表示，自己從未這樣做過。與此同

時，教宗分享了一個有趣的小故事。教宗描述

道，有一次，他在一個療養院的大廳裡舉行彌

撒，當到了領聖體的環節時，他對在場人員說道 

;“如果你想領聖體的話，就請舉起你的手 

。”這時，這些年長者無論男女，每個人都舉起

了手。當一位老婦人領受聖體後，她握住教宗的

手說：“謝謝您，教宗，我是猶太教徒。”而教

宗則幽默地回答道：“不，我剛剛給你的那個

（指聖體），他也是猶太人。” 

    教宗繼續闡明，聖體不是一個對錶現完美的人

的獎賞，而是一份恩寵，一件禮物，它代表了耶

穌在教會和團體中的臨在。那些不在團體中的人

不能領受聖體，就像那個猶太婦女一樣，但上主

仍然願意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將聖體賜予她。繼

而，教宗解釋了這些人不能領受聖體的原因。他

說道：“因為他們是團體外的人，他們被隔絕在

團體外，這意味著，他們不在團體中，或者他們

不屬於這個團體，他們還未領洗或者因為某些原

因而離開了。” 

    接著，教宗談到墮胎，他說：“墮胎就是故意

殺人，這裡沒有模棱兩可的餘地。從懷孕後的第 

三週開始，通常在孕婦意識到之前，胎兒所有的

器官都已經形成了，甚至是DNA......這胎兒難道 

 

不是一個人麼？從科學上來說，這已經算一個人

了。”因此，教宗向人們提出兩個問題：“為了

解決問題而殺人，這是正確的嗎？為了解決問題

而僱傭‘殺手’，這是對的嗎？” 

    然後，教宗將目光轉向那些“在團體外的

人”，教宗指出，這些人不在團體內，他們無法

領受聖體，這不是一項懲罰。而領受聖體則代表

人們與這個團體共融。教宗表示，這個神學問題

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主教們該如

何使用牧靈原則來處理這些問題。 

    教宗進一步指出，回顧歷史，很多時候，當主

教們不以牧靈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時，他們就會對

一個政治問題採取政治立場。教宗提醒主教們

“不要四處譴責”，而要效法天主那“親近、憐

憫和溫和”的風格，也成為那些‘在團體外的

人’的牧人。同時，教宗也勉勵主教們做牧人應

該去做的事：如果一位牧者“走出了教會的牧靈 

領域，那麼，他馬上就會變成一位政治家”。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教宗特別強調，對於美國教 

會的具體事情，他不是很清楚，他只是提供一個 

參考原則。如

果有人問：那

到底給不給那

些人(指美國

支持墮胎的天

主教政客)派

發聖體呢？教

宗認為這個問

題就是神學上

的詭辯了。最

後，教宗總結道：“逐出教會的事情一次就夠

了，請不要再讓更多的此類事情發生。那些可憐

的人們，他們是上主的孩子，他們想要也需要我

們牧人般的親近。牧人們，請依照聖神的指示來

解決問題。” 

    現今，對於是否可以向支持墮胎的天主教徒政

客派發聖體一事，美國主教們的意見尚不統一，

美國主教團亦會繼續召開會議對此事進行商討，

祈願天主聖神持續引領美國天主教會，使該國主

教們能夠妥善處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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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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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三 :17-18)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將

前往布達佩斯，在匈牙利首都的英

雄廣場主持國際聖體大會閉幕儀

式。匈牙利主教團主席、杰爾(Győr)

教區主教安德肋·韋雷斯(András 

Veres)接受梵蒂岡新聞網採訪，談

及活動參與情况、聖體大會上虔誠

的靈性時刻及信衆對教宗來訪的

喜悅心情。韋雷斯主教强調了國際

聖體大會向全世界所傳遞的和平

與友愛的訊息，並希望透過這一活

動讓世人更瞭解他的國家，及匈牙

利教會為捍衛基督徒價值觀、兒

童、家庭和婚姻所做的努力。 

    韋雷斯主教，您能介紹一下正在

進行的聖體大會嗎？ 

    感謝天主，有很多人參加活動。

沒想到平日裡會有這麽多人在場，

感謝天主。我們感受到正如來自其

它國家的主教說的，感受到了祈禱

和靜默的氣氛。一起祈禱是一件美

好的事，更重要的是擁有這些祈

禱，而不僅是會議或文化 

活動。 

    您可以感受到教會的友

愛和團結嗎，也就是說，無

論來自哪個國家、哪個大

洲，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是的，這是一件美好的事。就在

今天早上，一位我不認識的年輕男

士，找我要求接受瑪利亞電台的採

訪。他說，對他而言，這種合一的

體驗是獨一無二的。他從未設想過

普世教會是這樣的，看到來自西方

和東方的主教，從北到南，從非洲

到亞洲。然後他很高興能感受到普

世教會的共融。當然，對於許多匈

牙利人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一生中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體驗普世教

會共融的機會，因為通常我們無法

前往另一個大洲或遙遠的國家參

加類似的聚會。 

    聖體大會和教宗的臨在對匈牙

利教會有什麽意義呢？ 

    鑒於歐洲的政治和社會狀况，匈

牙利，包括匈牙利教會處於非常困

難的時刻。很多時候我們聽到嚴厲

的批評，但這不是真實的。所以那

些有機會參與聖體大會的人，可以

聽到和看到在匈牙利、在教會內、 

在布達佩斯發生的事，他們可以親

眼看到事實大不相同。大衆媒體沒

有提供關於匈牙利和匈牙利教會

生活的真相。我們希望，我們對基

督徒價值觀、兒童、家庭、婚姻的

重視，能够讓人們知道我們今天依

然在捍衛教會以及福音中的基督

徒價值觀。因此，我們希望大家多

少能對教會和匈牙利人民有一絲

好感。透過我們的見證，看到教會

經歷這麽多年無神論和共産主義

之後，依然生活著，在艱難地成長 

。這裡有一顆種子，有一群想要度

基督信仰生活的人。我們希望通過

這些見證，可以展示這些價值觀和

願望。 

    教友們在布達佩斯以什麽樣的

心情等待教宗方濟各？ 

    雖然這幾天是上班日，但依然 

有很多人參與活動。我們通過預 

約的情况看到，在教宗主持的閉 

幕彌撒當天還會有更多人來。我 

們希望大部分人都能對聖體大會

擁有積極的體驗，因為我清楚記

得，我的祖父母常談到 1938 年的 

聖體大會。所以我們也希望參加這

一慶典的人將來也能向他們的子

孫，講述與教宗相遇的美好經歷。 

    (梵蒂岡新聞網)9 月 14 日，那不

勒斯藥劑師公會主席桑塔加塔

(Vincenzo Santagata)把為馬達加斯

加和黎巴嫩貧困者收集的價值 6.2

萬歐元的藥物，交給了教宗賑濟所

所長克拉耶夫斯基(Konrad Krajew-

ski)樞機。桑塔加塔向本新聞網表

示，這是先前開始合作道路上的新

階段，旨在為最弱小者服務。該公

會今年 7 月初已捐贈了其它藥品。 

    與意大利那不勒斯主教公署合

作的“人人有藥物”項目始於 2015

年，目的是為照顧有需要的人們。

“作為天主教徒和藥劑師，旨在重

申對處於困境中的人的照顧”。 

   這次贈送的藥物有抗生素、心血

管藥物和其它藥品。這些藥物都未

開封，它們的失效期至少是在 8 個 

月以後，都经由義工檢驗過了。 

    桑塔加塔說，“到目前，我們提

供了價值 400 萬歐元的藥物”，該 

藥劑師公會也向明愛會、意大利運

送病患至露德及國際朝聖地全國

聯合會(Unitalsi)和緊急救援等組織

提供藥品。在幾個月內，他們還向

拉丁美洲協會提供了價值 7 萬歐

元的藥物。這些藥物被送到了委內

瑞拉。除了“人人有藥物”這項目

外，還有其它創舉，諸如“為所有

人的核酸檢測”和“人人就診”。 

    近日，在西班牙，五位親姐妹一同回應修道

聖召的故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她們的見證

令不少人感到驚訝，就連她們姊妹間都不敢

相信。這個家庭共有七個孩子：一名男孩， 

其他全是女孩，而進入修會的五名姊妹，前後

時間間隔不足兩年。她們分別是喬丹(Jordán) 

、方濟各(Francesca)、阿曼達(Amada de Jesus) 

、瑪利亞(Ruth Maria)和納薩雷特(Nazaret)。 

    據澳門教區《號角報》綜合報導，在一條見

證短片裡，五姐妹之一的阿曼達說：“主耶

穌在兩年間召叫我們五姊妹到同一個修會，

這是一個極大的驚喜。”阿曼達補充道：“天

主有祂的計劃，也知道每個人回應聖召的時

間和地方。”她又表示，自己從小便與天主培 

養出一段非常簡單的關係，但辨別和接受修 

道聖召的過程，一點也不容易。 

    讀書時，阿曼達本打算成為一名特殊教育

的老師。但在她參加了修會在堂區開辦的一

次活動時，聽到修女們分享耶穌醫治的經驗

後，讓她的想法有所改變。她說:“天主就在這

些有殘缺的人當中，並讓我發揮最大的作用。

白天我在讀書，同時想著為這人或那人最好

的是什麼。最後，交出自我是最圓滿的。我們

被造去愛與被愛，而天主便是愛的泉源。” 

     5姊妹回應修道聖召至今已有十餘年，而今

天阿曼達修女坦言“獻身生活的恩賜是無與

倫比的。今天我留在這裡是為了愛祂而我亦

感覺到祂很愛我。我感到自己被祂深愛著。” 

             

    (梵蒂岡新聞網)中美洲加勒比海島國海地

長期以來一直處於複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

危機中，加上不久前八月發生的強烈地震，國

家的處境雪上加霜。在如此的環境中，悲劇不

斷發生，近日又有一位 70 歲的神父被槍殺。 

    這位被槍殺的神父是該國海地角慈悲聖母

堂的本堂司鐸西爾物斯德勒(Andrè Sylvestre)。

他在街上行走時，兩位年輕人突然向他開槍，

隨後搶走了他隨身攜帶的東西。事件發生後，

人 們 迅 速 將

神 父 送 到 醫

院，但終因傷

勢過重，西爾物斯德勒神父不治身亡。 

    這悲劇的發生，嚴重打擊了西爾物斯德勒

神父開展的仁愛工作。他生前負責管理一所

孤兒院，關懷無家可歸的窮人。今年 4 月曾有

5 位神父、2 位修女和 7 位信徒被綁架。新近

暴力事件的發生顯示海地社會局勢的惡化。 

    在天主教平信徒團體-聖母軍迎來成立 100

週年之際，聖母軍台灣分團於 9 月 4 日由教省

負責人、台北總教區鐘安住總主教，在台北 

古亭耶穌聖心堂主禮 100 週年慶典彌撒。 

    據台灣《天主教週報》消息，鐘總主教在彌

撒講道中，勉勵聖母軍團員滿懷希望、持續愛

德服務，以聖母為榜樣、遠離罪惡，在信仰之

路上努力成聖自己並聖化他人。 

     聖母軍於1921年9月7日由天主的忠僕-方

濟.杜福(Frank Duff)在愛爾蘭都柏林成立，強

調效法聖母精神—深深的謙遜，絕對的服從 

，天使般的溫和，持續的祈禱，時時的刻苦 

，無瑕的純，英勇的忍耐，天上的智慧，自我

的犧牲，堅定孝愛天主，效法聖母的信德。 

    如今，聖母軍在約17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超

過 1000 萬名會員。聖母軍於 1950 年傳入台

灣，據 2020 年統計數據，聖母軍在台灣地區

有 2600 名工作團員、2000 名輔助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