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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提醒說，塵世事物，

諸如金錢、成就、外表和身體健康，註定不會持

久。相反的，只有愛存留下來，“因為善永遠不

會失去”。(圖:教宗三鐘經祈禱活動中)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11月 14日在梵蒂

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三鐘經祈禱活動。他

在念經前的講話中說:有些事物會過去，有些 

事物會永遠長存,“上主的話不會過去”。在當

天福音中，耶穌說:“天地要過去，但是我的話

決不會過去”(谷十四 31)。這是指導自己的生

活方向的訊息。為此，教宗建議，在需要做重要

選擇時，在做決定前，先設想自己是站在耶穌面

前。正如“在生命結束時站在祂面前，祂是愛”。 

   “我們設想在那裡，在耶穌面前，在永恆的

門檻前，我們為今天做出決定。我們必須這樣決

定：始終注視永恆、注視耶穌。這可能不是最容

易、能即時作出的決定，但將是好的、正確的”。 

注視耶穌，注視“永恆的門檻”，也可以幫助我

們回答基本問題。教宗問道，“我們將生命投資

在什麼上？投資在會過去的事物上，諸如金錢、

成就、外表和身體健康上？我們緊抓塵世事物，

好像我們要永遠住在這裡”。教宗說，“當告別

時刻來到時，我們必須留下一切”。 

  “今天，天主聖言告誡我們：這個世界的景 

像會過去，留下的只有愛。將生命建立在天主聖 

言之上不是逃離歷史，而是沉浸在塵世現實中，

使它更堅固，以愛改變它，給它蓋上永恆的印

記，天主的印記。” 

  提醒說，“天地要過去，但是我的話決不會過

去”。為此，教宗邀請我們“不要把生命建立在

沙子上。修建房屋時，要挖深打好堅實的地基。

對耶穌來說，忠實的門徒是將生命建立在磐石

上，這磐石就是祂的不會過去的聖言”。 

  教宗最後指出，天主聖言的中心、核心是愛。

聖保祿宗徒說，“愛永存不朽”。行善的人是為

永恆投資。當我們看到一個人慷慨、樂於助人、

溫順、有耐心、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以及

不作無禮的事時，這是一個在塵世建立天國的

人。或許他沒有被人們看到、沒有晉升、沒有上

新聞，但他所作的一切都將不會失去。因為善永

遠不會失去，善永遠存在”。 

    教宗方濟各於11月14日第五屆世界窮人日在

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主持彌撒聖祭。在講道

中，教宗從當天的福音出發(參閱：谷十三24-

32)，指出人子來臨前令人驚慌失措的跡像有助

於我們詮釋歷史，明白今天的傷痛與明日的希

望並存，讓我們能從今天悲痛不已的各種矛盾

進入到救恩；我們的救恩即為與上主相遇，上

主要來救我們擺脫一切兇惡。 

    教宗指出：「在充斥著災難、暴力、磨難和

不義的歷史中，窮人深受重傷、遭到壓迫，等

待「似乎永遠不會到來的釋放。世界窮人日催

促眾人特別關注最脆弱者的苦難，因為他們往

往因為不公義和不平等，被迫陷入煎熬的處

境，又因為那忽視或摒棄他們的丟棄社會，情

況雪上加霜。」 

   「如此的境遇帶來痛苦和恐懼。然而，希望

之 光 卻 從 中 升 起 ， 將 人 引 向 得 到 救 恩 的 未

來。」教宗闡明：「耶穌期盼我們向希望敞開

心胸，救我們免於焦慮和恐懼。明日的希望之

花在今天的傷痛中盛開。這份希望在我們今天

受傷的歷史中運作，一如天主的國那樣遍地開

花，有如樹木長出嫩葉。天主的國引導歷史邁

向其目標，帶領人最終與上主相遇，而上主會

一次而永遠地使我們獲得釋放。」 

   「面對痛苦與希望，基督徒的任務是什麼？」

教宗表明：「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治癒今天的傷

痛，以滋養明日的希望。基督徒的望德絕非天

真爛漫的樂觀主義，單純認為明天會更好。相

反地，基督徒的望德催促我們採取行動，在天

主實現祂的救恩許諾時貢獻己力。換句話說，

基督徒應當日復一日建設愛的國度、正義與友

愛的國度，那是耶穌通過實際舉動親手開創的

國度。」教宗叮囑信眾：「切莫忽視那些有需

要的人，或者視若無睹地從他們身旁走過。我

們要做出慈悲的見證，發揮溫柔的憐憫心，渴

望接近他人並在盛行的冷漠中施以援手。」 

    教宗接著引用了意大利一位親近窮人的已故

主教貝羅（Tonino Bello）的名言：「我們應當

創造安排希望。」「我們必須藉由做出決定、

拓展服務、為正義和團結奮鬥，以及減輕窮人

的痛苦來具體表達我們的希望。希望必須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關係、我們的社會與政

治承諾中成為現實。」許多志工協助教會開展

協助窮人的工作，使這份希望變得具體，教宗

為此向這些志工致敬。 

    然後，教宗回到當天的福音，談到無花果樹

的枝條發嫩、生出葉子的場景。教宗指出：

「有如嫩葉的溫柔促使希望在世界繁榮昌盛，

減輕窮人的苦難。我們要克服自己的自私態度

和嚴苛的內心，對世界上的悲慘處境感同身

受，分擔其中的痛苦並努力予以舒緩。樹木的

嫩葉可以吸收污染，使之變成良好。我們與其

對問題和挑戰

誇誇其談，倒

不 如 做 些 實

事，如同樹葉

那樣把髒空氣

化 為 新 鮮 空

氣，發揮轉換

的作用，以善

制惡。具體可

行的作為是與

飢餓的人分享

食糧，為正義

而奮鬥，扶持

窮人，恢復他

們的尊嚴。」

「教會該當走出去接近窮人，分享喜訊、陪伴

並告訴他們，希望能從傷痛中萌生。這樣的教

會是多麽美好又具有先知性。」 

    教宗最後期勉所有人：「通過溫柔把希望帶

給世界，因為耶穌在他們內等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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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金句》 
        
  耶穌說:「為什麼你只看見  
 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對自   
  己眼中的大樑竟不理會呢﹖ 
  或者,你怎麼能對你的兄弟   
 說;讓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
出來,而你眼中卻有一根大樑
呢?假善人哪，先從你眼中取
出大樑,然後你才看得清楚，
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         瑪十六:3-5)     

   （梵蒂岡新聞網）“人類在進步、在發展，可

是常有窮人與我們在一起，我們中總有窮人，基

督臨在於他們內，基督臨在於貧困者中”。教宗

方濟各 11 月 14 日帶領信眾誦念三鐘經後，提及

當天是第五屆世界窮人日時如此表示。今年世界

窮人日的主日是“你們常有窮人同你們在一起”

（谷十四 7）。 

    教宗也提到 11 月 12 日他在亞西西會見貧困 

者。說;“我們一起度過了非凡的見證和祈禱時 

刻，我邀請你們再舉辦這樣的活動，這將對你們

大有裨益”。教宗接著表示，“我感謝世界各地

的教區和堂區舉辦許多關懷活動”。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辦的聯合國第 26 屆氣候

變化大會於 11 月 12 日結束。教宗籲請所有人做

出具體行動，以面對“窮人和大地的呐喊”。他

說;“我鼓勵那些對政治和經濟負有責任的人，

以勇敢和高瞻遠矚的態度即刻採取行動”。 

    最後，教宗邀請眾人關注《願祢受讚頌》行動

平台。他說，“就在今天，世界窮人日，促進整

體生態的《願祢受讚頌》平台開始接受註冊”。 

    聖地守護人巴頓(Francesco Patton)司鐸於日前

表示，根據當局相關規定，自 11 月 6 日起，遊客

們有可能可以在白冷留宿過夜。他認為朝聖者是

聖地的“穩定元素”，希望 12 月起，因著更多朝

聖者的前來，聖地居民的生活能夠有所改善。 

    據亞洲新聞網報導，經過逾一年半的關閉和限

制，幾乎沒有什麼遊客和朝聖者前往聖地。如今 

，以色列將向已接種新冠疫苗的個人旅行者開放

邊境。 

    巴頓司鐸表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聖地

的宗教旅遊業不斷發展。 2016 年有 8 萬來自美國

的遊客，4 萬來自意大利的遊客； 2019 年，這兩

個數據分別增加到了 16 萬和 8 萬。三年內，這 

個數字翻了一番。 

    然而，新冠疫情卻使得這一切停了下來。巴頓

司鐸指出，當地基督徒以宗教旅遊為生，特別是

白冷。最近，由於缺乏收入和救濟，人們的生活

變得“非常艱難”。在沒有遊客的情況下，人們

還要提供維護成本，以運行大約 70 個朝聖點。 

    巴頓司鐸闡明，現在，來自意大利、西班牙、

美國和墨西哥的數百個朝聖團體正在等待批准

入境。對於巴頓司鐸來說，朝聖者是宗教、社會

和政治緊張局勢中的“穩定元素”。 

    巴頓司鐸表示：“他們讓大部分是猶太人和

穆斯林的人口呼吸到不同的空氣，與遊客截然不

同，他們有一種信仰的視野，他們的目光隨著上

主和與他們相遇的人而移動。”  

     日前，又有 47 名桑塔爾族人

在布塔哈拉奎西堂區接受了天

主教聖洗聖事。斯瓦彭司鐸：

“我們已經連續 7 年拜訪這些

村莊了，10 月 20 日，我們將為

70 人施洗”。其中一位剛受洗的

人說：“我曾經崇拜自然和樹

木 ， 現 在 我 遇 到 了 耶 穌 ” 。 

   （亞洲新聞）- 一群 47 名成年

人在孟加拉國北部拉傑沙希教

區的 Korbala 村受洗。儀式於 10

月 13 日在這個村莊舉行，該村

莊隸屬布塔哈拉奎西堂區，由 

宗座外方傳教會於 2005 年創立 

，目前擁有 2500 多名天主教徒。    

   多年來，傳教士一直與 Santal

和 Oraon 部落一起工作，該地區

的部落信奉與自然和精神崇拜 

密 切相關 的祖先 泛神

論。斯瓦彭（Swapon 

Purification)司鐸說;“我

們帶來聖經和天主的聖

言，我們主持彌撒並提

供要理講授。結果令人

驚訝:15 個家庭的 47 名

成年人在科爾巴拉村領了洗。 

我們堂區的另一個村莊也有 70

餘人將在 10 月 20 日領洗。” 

     斯瓦彭司鐸稱讚講道員的工

作，他們成功地進入了新信徒的

心中：“我覺得講道員似乎發

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的承諾堪稱

典範：他們需要步行好幾個小

時才能到達這些偏遠地區，但他

們一直堅持在做。每一次他們 

都會在村子裡停留 3 到 7 天，帶

來天主的聖言。剩下的工作由我

們司鐸和修女們一起完成”。 

    現年 66 歲的桑塔爾族講道員

哈斯達（Bernabas Hasda）積極促

成了這些洗禮，40 年來一直在 

推進這項寶貴的任務：“有很 

多機會可以打入人們的心，讓 

孟加拉部落人口更接近天主教。

多年來，宗座外方傳教士一直 

處於該國該地區的最前沿。我們

正在沿著前人的道路前行”。 

    新受洗中有一位 40 歲的農民

巴士拉(Durga Joachim Basra)，分

享了他領聖體後的喜悅:“過

去，我崇拜自然和樹木，並與部

落一起進行與生育有關的儀式。

當然，我沒有一個特定的神。現

在我在祈禱中轉向耶穌。我相 

信祂會讓我得到救贖。我很高 

興領了洗”。另一位新信徒和姆

布龍(Buddhinath Hembrom)也表

達了激動的心情:“我感謝司

鐸、修女們和傳教士讓我更接近

耶穌，並給了我洗禮的喜樂”。 

    孟加拉國是一個穆斯林佔多

數的國家。基督徒僅佔不到 1% 

。感謝司鐸、修女和傳教士們的

工作，特別是在偏遠的村莊和 

地區的工作，孟加拉信徒人數 

仍在增長，儘管與穆斯林佔多 

數的關係持續緊張，經常導致 

針對基督徒的暴力行為。 

    東京（信仰通訊社）—十月，

“亞洲宗教促進和平”組織發起

的“亞洲宗教促進和平大會”在

日本首都東京舉行。 

    會議承諾通過宗教對話與合

作促進、支持和落實人們對各種

形式的生命尊嚴的深刻認識；

同販賣人口犯罪行徑作鬥爭；

在亞洲建設和平與和解；保護

環 境 ； 推 動 青

年 人 的 領 導 作

用。日前，題為

《2021 年東京

宣言》的大會總

結 文 件 正 式 發

表。並宣佈設立

專 門 基 金 資 助

以上述議題為目的的項目。宣 

言指出，旨在“推動青年人參與

各級決策，因為青年是當前的 

希望”、還要鼓勵女性的參與。 

    會議還特別談到北朝鮮局勢。

通過韓國修會會士理事會以及

韓國宗教促進和平理事會促成

人道主義行動、簽署南北和平 

協議；開展“和平教育”文化事 

業。此外，還將促進阿富汗和緬

甸的和平與和解。 

    大會積極致力於剷除核武器、

推動各國削減國防預算開支、將

上述投資用於和平運動。在各國

政府和國際組織、宗教團體支持

下，打造虛擬的網絡和夥伴，共

同保護環境、團結互助、和平對

話；利用社交媒體、祈禱、公開

活動、組織會議和研討等活動實

現目標。 

    會議重申了宗教團體的社會

責任、宗教對話與合作；支持平

等、尊重、和解精神。將採取具

體行動和戰略性計劃 “共同建

設生命的團體”，造福世世代代 

。(圖::參加會者合影) 

    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已於 11

月 1 日在英國格拉斯哥開幕。聖座國務卿帕羅林

樞機代表教宗方濟各出席本屆會議。當地時間 11

月 2 日下午，帕羅林樞機向與會者宣讀了教宗的

致詞，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最脆弱的人群和他們的

“生態債務”。 

    據梵蒂岡新聞網報導，在致詞中，教宗寫道，

最脆弱的群體應當受到特別照顧，在某種程度

上，生態債務也讓人想起外債的議題，以及常會

阻礙人民發展的壓力。疫情后時期可以也應該重

新開始衡量所有相關的方面，以創造出人人終能

參與的發展。 

    此外，教宗亦指出，在不久的將來，環境移民 

的人數將會

超過衝突造

成的難民人

數。因此，我

們迫切需要

勇敢且負責

任的行動。 

在致詞即將結束之際，教宗表示，過去幾年，青

年敦促我們趕緊行動。青年所繼承的地球只會是

我們選擇留給他們的樣子，其基礎是我們今天做

出的具體決定。 

   最後，教宗表達了自己渴望親自與會的心願，

同時也向在場眾人保證，他將以祈禱陪伴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