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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省思福音中經師和

窮寡婦的不同態度，後者把所擁有的一切都奉

獻出來。這位窮寡婦的舉動，體現了一種“沒 

有外在虛飾、只有內心真誠的信德；這真誠由

對天主和弟兄姐妹的謙遜之愛而來”。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11月 7日在梵蒂

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三鐘經祈禱活動。念

經前，他省思當天福音的內容說，“富有的人都

拿他們多餘的來奉獻，以給其他人看，但這窮 

寡婦不動聲色地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獻出來”。     

  教宗解釋道，耶穌由此教導我們提高警覺

“注視”:我們應謹防“在信仰生活中口是心非

的人，比如那些經師”，為的是“不變成他們那

樣”；我們應當“注視”那位寡婦，以她為榜樣。 

  教宗說，“那些經師以天主的名義掩蓋自己

的虛榮”，更糟糕的是，他們利用宗教假公濟私 

，濫用他們的權柄且剝削貧困者。教宗提醒道 

;“永遠不要”利用自己的地位來壓倒他人，永

遠不要在最弱者身上謀取私利。我們要警醒， 

以免跌入虛榮的陷阱，執著於外表、膚淺度日 

。“讓我們捫心自問，這能幫助我們：在我們的

言行中，我們希望得到讚賞和滿足，或者是希 

望為天主和他人，尤其是最弱小者服務？我們

要警惕心中的虛假和虛偽，這是心靈上的一種

危險的疾病”。 

  為治癒這心靈疾病，教宗建議的治療方法與

耶穌的邀請一樣，祂邀請我們“注視那窮寡

婦”:一方面，窮寡婦為了奉獻，必定回家時連

僅剩的生活費都沒了，我們從中可以學到“聖

潔與金錢脫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這窮寡婦

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入銀庫的舉動，本身就值得

稱讚。她什麼都沒有了，但是卻在天主 

內找到一切”。 

  關於這窮寡婦的形像，教宗表示，“耶穌稱

讚這寡婦是信德的典範：她祈禱並不是給他

人看、她沒有炫耀信仰，而是真心誠意、慷慨

大方、白白給予”。 

  教宗在描述這位窮寡婦的舉動時指出，“她

為數不多的錢幣，比富人的大額奉獻來得更加

聲音動人，因為它們表達了真誠奉獻給天主的

生活，一份不靠外表，而是靠無條件信任的信

德”。最後，教宗敦促信眾向這窮寡婦學習“沒

有外在虛飾、只有內心真誠的信德”；這真誠由

“對天主和弟兄姐妹的謙遜之愛而來”。 

  三鐘經後，教宗說，他為非洲之角，尤其是埃

塞俄比亞的情況表示擔憂。那裡持續一年多的

衝突正導致嚴重人道危機和許多受害者。教宗

籲請眾人共同祈禱並發出呼籲，讓對話得勝。 

    教宗表示：「慷慨是

日常生活的舉動，我們

需要想一想自己怎樣才

能對窮人、對有需要的

人更加慷慨，更多地幫

助他們？有人說：『神

父，我們也是勉強維持到

月底。』『但你總能剩下

一些零錢吧？』」 

    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平安！歡迎收看「聽

教宗說話」節目。最近，我常於彌撒中註意年

輕朋友在奉獻時刻，總是兩手交叉抱胸，一毛

不拔，這使我感到非常難過。若是年輕人把消

費與享樂重於奉獻，教會前途令人堪憂。教宗

方濟各2018年11月26日在聖瑪爾大之家主持清晨

彌撒時，勉勵眾人反思自己如何能對窮人更慷

慨，然後可以從「小事」開始做起。教宗也警

告說，慷慨的敵人是消費主義，因為它導致我

們做出超出需要的消費。     

   福音中耶穌多次將富人和窮人做對比，我們想

想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或富少年的事蹟。耶穌 

 

 

 

說:「富人難進天國。」教宗指出，耶穌說這話

時，知道在財富背後始終存在惡神，即世界的

首領。因此耶穌說;「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

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金錢。」(瑪六24） 

    教宗還談到了富人和寡婦的對比。「富人把

他們的獻儀投入銀庫內」;「貧苦的寡婦把兩文

錢投入裡面」。教宗強調:「這裡的富人與之前

的富翁不同。他們並不壞，似乎是好人，去聖

殿做獻儀。主耶穌透過這一對比，想告訴我們

另外一個道理。祂說，寡婦投擲的比其他所有

人都多，因為她奉獻了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費。

她這麼做，因為她信賴天主，是在實踐真福八

端的教導，對她而言上主遠超越其它一切。 

   教宗接著表示，面對全球貧困的數據，面對死

於飢餓、缺吃少藥的孩子，我們應當問一問自

己:「我能解決這個問題嗎？我要如何解決？」

教宗說：「這是一種慷慨的召喚。慷慨是日常 

生活的舉動，我們需要想一想自己怎樣才能對 

 

 

窮人、對有需要的人更加慷慨，更多地幫助他

們？有人說：『神父，我們也是勉強維持到月

底。』『但你總能剩下一些零錢吧？』」 

    教宗隨後講述另一位女士的故事。這位女士

每次去超市購物，都會拿百分之十的錢為窮人

買東西，給予窮人「什一奉獻」。教宗再次強

調：「我們能以慷慨創造奇蹟，在許多小事上

發揚慷慨的精神。我們沒有這樣做，也許因為

我們不曾如此想過。福音的教導讓我們思考如

何能更加慷慨？就那麼一點點，不需要多！」 

    教宗還提到今天的世界還有另一種疾病，反

對慷慨的疾病——消費主義病。人活著好像就

是為了買買買。教宗回憶說，他在布宜諾斯艾

利斯生活的時候，每個週末都有一個購物觀光

團，星期五晚上，滿滿一飛機的人經過十多個

小時飛到另一個國家，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在商

場購物，然後再飛回來。教宗說;「這是今天的

一種嚴重疾病，消費主義病！消費是為了補足

生活的缺乏，

若是超出我們

需要的消費，

這是慷慨的敵

人。另外，在

物質上對他人

慷慨將帶來另

一個結果：使

你心胸寬廣、

豁達大度。」

「那些捐錢的

富人很好；但

那位老婦人卻

是聖人。」 

    教宗最後勉勵眾人走慷慨的道路，從「巡視

家庭」開始，想一想「有哪些東西是自己不需

要卻對他人有用的，讓自己的生活更加簡樸

些。」最後，教宗勉勵我們不要陷入對消費的

依賴，因為消費主義是一種精神疾病。讓我們

向上主祈求慷慨的恩寵，把我們所擁有的與他

人分享，這就是一種慷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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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金句》 
        
  耶穌說:「人縱然賺得了全 
 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 
 ，為他有什麼益處? 或者， 
 人還能拿什麼作為自己靈魂 
     的代價? 。」  

         (瑪十六:26)     

    雅加達（信仰通訊社）—2021 年 1 月到 9

月，印尼全國共有 120 多位天主教男女修會

會士死於 Covid-19。他們都是在從事牧靈工

作中，為患者和經受痛苦煎熬的人送去精神

陪伴、支持以及關懷時不幸感染的。 

    印尼主教團修道院委員會負責人約瑟夫·

克里斯坦托·蘇拉特曼司鐸向本社指出，“服

務在抗疫第一線、給人們帶去希望和治療的

印尼天主教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們十分

擔心國內的全體修會會士修女們，他們大無

畏地奉獻著。上主給了我們很多聖召，但培

育一名新的會士和修女需要多年的時間”。 

    印尼教會網站 Sesawi.net 介紹了全國各地

教會人士感染疫情的情況強調“人數還會 

繼續增加”。另據報導，印尼其它基督團 

體約有 200

多牧靈領導

人和穆斯林

團體有 605

位牧靈領導

人死於 Covid-19。因為宗教團體領導人的工

作性質，他們奔走於病患、學校、治療中心

之間，很容易感染病毒。 

   在加里曼丹島服務的加布里埃拉修女錶

示，“我們虔誠祈禱，希望這場疫情早日結

束、讓我們回到正常生活。我們在天主手中，

儘管困難重重我們的傳教工作繼續”。 

     修女強調，“但她們從沒有後退、始終信

徒們在一起。滿足信眾的需要、為他們奉獻

出自己的生命”。(圖::祈禱中的印尼修女) 

    近日，聖十字架修會在孟加拉國

迎來了 15 名新會士。新會士中年 

僅 22 歲的伊曼努爾.戈麥斯修士稱 

:“我的爸爸是修會的廚師、我在 

聖十字架會學校讀書。會士們聖德 

的生活方式、教書育人的精神深深 

吸引了我。我的父母和兄弟們也

鼓勵我這樣做，最後，我決定畢 

生獻身福傳事業、獻身天主”。 

   據信仰通訊社報導，戈麥斯修

士來自吉大港總教區，也是當地

堂區第一名修會會士。聖十字架

會在孟加拉國開辦了兩所戒毒中

心，他希望能在其中工作。 

    聖十字架會培育中心主任塞勞

修士表示，“現在我們有 66 名望會

生，每年平均 5 名會士發願。我們

正發展教育工作，繼續幫助吸毒人 

員戒毒。牧靈方面，會士們活躍在

堂區及主教團各委員會中。我們的

生活和工作方式、基督信仰價值觀

深深吸引了人們，在 90%人口為穆

斯林信徒的國家中見證著天主”。    

    聖十字架會現有 119 位會士活躍

在孟加拉國 8 個教區，並向加拿大

等國派遣傳教士。除兩所戒毒中心

外，修會還開辦了 28 所學校和學 

生宿舍、創辦了公教大學，併計劃

向邊遠地區推廣高等教育，讓貧困

地區青年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從 2011 年至今，由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 

女會莉茲(Lizzy  Chakkalakkal)修女發起的

“住房挑戰”項目，已為印度喀拉拉邦的許

多窮人建造了 150 所房子。(圖) 

    據本台英語網站消息，莉茲修女是喀拉拉 

邦聖母修院女子學校的校長，她表示，“住 

房挑戰”項目，是人類整體發展中促進教育 

事業的一部分。 

    在 2011 年，莉茲修女去探訪一位剛失去父

親的學生，這時，修女發現這位學生和她的 

母親，住在一個隨時可能坍塌的棚屋裡。為 

幫助這對母女，莉茲修女發動老師和學生， 

一起為她們提供了一間像樣的房子。 

    莉 茲

修 女 認

為 ， 居

住 在 惡

劣 環 境

之 下 的

孩子缺乏自尊，容易產生自卑心理，作為一

位教育學者，她不忍看到這樣的現像發生。

這便是莉茲修女於 2012 年開啟“住房挑戰”

項目的原因。 

    十多年來，在諸多善心人士的幫助下，這 

個項目終於日前完結。接下來，莉茲修女將

繼續為促進印度教育事業的發展而奮鬥 。 

    （信仰通訊社）—11 月 14 日教宗

方濟各指定的第五屆世界窮人日

之際，巴西教會全面行動起來，率

先在 11 月 7 七日至 14 日期間，呼籲

全體“以具體行動”關懷窮人、迎

接主日世界窮人日。今年的主題選

自《馬爾谷福音》——“為你們常

有窮人同你們在一起”。組委會指

出，應加強實際行動同貧困作鬥

爭、最大程度上關懷窮人。 

    巴西主教團秘書長，里約熱內盧

總主教區輔理主教喬爾•波爾泰

拉•阿瑪多蒙席指出，在面臨各種

挑戰的時代，團結互助是信仰的回

答。   為此，巴西教會推出了一系 

列援助計劃，如《緊急援助行動》、

《為生命、為巴西的契約》、《第

六屆社會周》等。主題圍繞“你有

同情心嗎？”展開，要求信眾面對

煎熬著 5,190 萬巴西弱勢群體的痛

苦、日益加劇的社會經濟貧困，不

要無動於衷。 

    疫情進一步激化了艱難局勢，沉

重打擊了婦女兒童、原住民和農村

地區人口。 1,900 萬巴西人忍飢挨

餓，2018 年的這一數字為 1,030 萬 

。此外，1,600 萬巴西人面臨糧食 

安全問題。   

   【真理文化新聞】十月中旬至今 

，中國大陸多地出現本土新冠確診

病例，各地亦隨之收緊防疫措施。

面對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大陸天

主教會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同時，也 

加入了社區抗疫的行列。 

    據《中國天主教》網站報導，在

了解到社區缺少防疫物資後，寧夏

教區社會服務中心和銀川天主堂

通過各種渠道購買到防護服、消毒

液、口罩等醫用物資，共計約人民 

幣 5000 元，並於 11 月 4 日上

午，將所有物資送至富寧街 

中寺社區。(圖二) 

    另據信德網援引北京金榜

頭條文章報導，自本輪疫情發

生後，蘭州教區小溝頭天主堂

的神長教友們有的積極捐獻錢物，

有的出工出力，每天堅持免費做

飯、送飯，為在一線戰疫的工作人

員解決後顧之憂。 10 月 28 日，蘭州

教區韓志海主教亦親自帶領神長

教友，為蘭州城關區皋蘭路社區疫

情防控工作人員以及志願者送上

了熱乎乎的午餐。 (圖一)     

    自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7 日，中國

大陸本輪新冠疫情已波及 20 省 44 

市，累計感染者超 1000 例。據家 

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消息，在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於 11 月 6日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疾

控局副局長吳良有先生表示，根據

病毒基因測序和流調溯源結果顯

示，本輪疫情由多個不關聯的境外

輸入源頭引起。 

    目前，黑龍江、河北、河南、江

西、四川、重慶、遼寧大連等地疫

情仍在發展中，需要密切關注疫情

的走向。 

    在 11 月初新加坡的印度教徒、錫克教徒 

慶祝排燈節之際，新加坡總教區吳成才總主

教，重申了合作精神的重要性，並鼓勵促進

跨宗教對話。 

    據信仰通訊社報導，吳總主教指出;“我

們與疫情已共存近兩年，我們看到了這給全

人類帶來的痛苦。然而，疫情下“各不同宗

教信仰團體成員們共同努力，將希 望和彼 

此的支持帶給人們”。     

    藉著排燈節這個主題，吳總主教強調：

“點燃人們心中的一盞小燈、做福音燈盞 

：這是基督徒的使命。為此，要積極促進 

各不同

宗教信

徒友愛

對話、

精神上

接近、

邀請信眾促進新加坡城國的友愛。” 

    據 2020 年統計，新加坡總人口 570 萬。其

中，佛教徒佔 31.1%；基督徒共佔 18.9%，在

這個數據中，天主教徒佔 5.8%；穆斯林佔

15.6%；道教徒佔 8.8%；印度教徒佔 5%；

其它信徒佔 0.6%； 20%的人口表示無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