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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省思了耶穌在納匝

肋首次宣講的事跡。耶穌的同鄉以敵視態度接

納祂，他們自以為很認識祂，知道祂是木匠的 

兒子。教宗說，耶穌要求我們接受祂的道路。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元月 30日主日

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誦念三鐘經活

動。念經前，他省思了當天路加福音記載的耶 

穌在納匝肋首次宣講的事跡。所有人都知道耶

穌是木匠若瑟的兒子，祂的同胞聽到耶穌所說

的話感到驚奇而心存懷疑，耶穌沒有被瞭解， 

反而遭到反對。教宗指出，他們向耶穌要求神 

跡和奇妙的徵兆，可祂沒有如此做。 

  教宗表示，耶穌首次宣講沒有成功，但在某 

種程度上是可以預料到的，耶穌預料到了。教 

宗指出,“那麼我們捫心自問：如果預料會失

敗，那麽耶穌為什麼還要去祂的家鄉呢？為什

麼還要向那些不樂意接納你的人做善事呢？這

也是一個我們要時常提出的問題，這是一個幫

助我們更好地瞭解天主的問題。祂面對我們的

封閉沒有後退，祂的愛沒有因此而受阻。我們在

一些父母身上看到這個反映，他們意識到子女

忘恩，但並沒有因此停止愛他們，做有益於他們

的事。天主也如此，但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今天 

，祂也邀請我們相信善，盡一切努力行善”。 

  納匝肋的人沒有接受耶穌，而我們呢？教宗 

建議我們注視耶穌提出的兩位接待的楷模。一

位是漆冬匝爾法特的寡婦，儘管有饑荒，他接待

了厄里亞先知，另一位是敘利亞的納阿曼，他相

信和信任厄里叟先知。 

  教宗說，耶穌也走先知的道路，以意想不到 

的方式展現自己。“那些尋找神跡、新的感覺 

、經驗和怪異的事物，尋找由勢力和外在徵兆 

形成的信仰的人找不到耶穌，反之，那些接受 

耶穌的道路及其挑戰的人能找到祂，這些人不

抱怨、不懷疑和不批評，也不愁眉苦臉。換句 

話說，耶穌要你在每日生活的現實中接納祂；

在你每天接近的人中、在貧困者中接納天主”。 

  最後教宗總結道，上主要求我們“有一個開

放的思想和一顆純樸的心”。教宗指出聖母瑪 

利亞是謙卑和隨時願意順從的榜樣，願她“向

我們指出接納耶穌的方法”。 

    援助苦難教會基金會，為緬甸

制定了一項和平舉措。該國自軍

事政變後，約有一整年，政權仍 

掌握在軍人手中。 

  (梵蒂岡新聞網)援助苦難教會

基金會宣布，2 月 1 日是為緬甸 

祈禱的日子。去年的這一天，那

裡發生軍事政變，這一年中暴力

和轟擊事件升級，有 1400 多人 

遇害，他們中有至少有 50 名兒 

童，還有 1 萬多人遭逮捕，其中

包括天主教司鐸和新教牧師。 

    緬甸地方教會繼續為和平呼 

籲。教宗方濟各在 2021 年聖誕 

文告中為緬甸祈禱。援助苦難教

會基金會接受緬甸天主教主教

團，今年元月 14 日發出的呼籲， 

作為與地方教會共融的標記。該

基金會邀請眾人為緬甸祈禱。 

    緬甸主教們在一份聲明中表

示，“我們極其鼓勵我們所有的

天主教教區，透過一切努力，尤

其是祈禱，促進我們國家的和

平”。(圖:緬甸 -AFP or licensors)  

  （梵蒂岡新聞網）一年一度的基督徒合一祈禱

週於元月25日達到高峰。在普世教會慶祝聖保

祿宗徒歸化的這一天，教宗方濟各在羅馬城外

聖保祿大殿主持誦念晚禱祈禱禮儀，標誌著本

屆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結束。與教宗一起參與

晚禱禮儀活動的，有來自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

教、英國聖公會及其他基督教會團體的代表。 

    今年祈禱週的主題取自《瑪竇福音》記述的

三位賢士前往白冷郡朝拜耶穌嬰孩的旅程：

“我們在東方見到了祂的星，特來朝拜祂”(瑪

二2）。教宗在講道中強調，三位賢士的朝聖之

旅，能夠幫助我們走向完全合一的道路，提醒

信衆關注他們朝聖旅程的三個階段：始於東

方，穿過耶路撒冷，最後到達白冷郡。 

    教宗指出，賢士在太陽升起之處看到了異

星，他們不滿足於自己的“知識和傳統，而是

“渴望更多的東西”。教宗籲請所有基督徒去

追隨耶穌的星以及祂“合而為一”的邀請(若十

七21),“不要擔心這條路會有多長、會有多累” 

。教宗說，在我們今天的時代，東方也讓我們

想起生活在被戰爭和暴力破壞的不同地區的基

督徒，尤其是在中東地區。這些地區的殉道

者，為我們指出了一條通向合一的清晰道路。 

    當三位賢士到達耶路撒冷時，他們被帶到黑

落德王的地方。“在聖城，三賢士沒有看到星

光 的 閃 耀 ， 而 是 經 歷 了 世 界 黑 暗 勢 力 的 抗

拒。”教宗解釋，在我們走向基督徒圓滿合一

的道路上，“我們也能因同樣的原因而停止：

困惑和恐懼”。教宗邀請基督徒不要害怕那打

破我們傳統和習俗的新穎之事，而是要“相互

信任，攜手前行”。 

   接著，教宗的講道，最終，賢士們來到了白冷

郡，在那裡他們跪下朝拜了耶穌聖嬰。“以這 

 

 

樣的方式，三位賢士預示了耶穌的門徒，還會

有許多，在福音結束時，他們在加里肋亞的山

上，在復活的上主面前俯伏朝拜”(參閱：瑪廿

八17）。這兩個事件都可以成為渴望完全合一

的當代基督徒的先知性的記號。教宗表示，只

有通過朝拜上主才能實現，“需要更熱切的祈 

禱和朝拜天主”。 

    教宗補充道，朝拜也需要謙卑、跪下，“放

下我們自己的僞裝，讓天主成為一切的中心” 

。“謙卑的勇氣是在同一的處所、圍繞同一的

祭臺朝拜天主的唯一的途徑。”隨後，教宗省

思了賢士們獻給耶穌聖嬰的禮物，這些禮物象

徵著上主渴望從我們這裡獲得禮物：黃金象徵

著必須置天主於首位；乳香象徵著祈禱的重要

性；沒藥召喚我們“尊崇從十字架上取下來的

耶穌遺體（若十九39），提醒我們照料耶穌受

苦的肢體”。十字架向我們講述降生成人的天

主所受的苦難反映在了窮人的傷痛中。 

    教宗最後邀請所有基督徒效法賢士們的榜樣 

，他們“從另

一條路”返回

了家鄉。教宗

說：“我們需

要改變方向，

改變我們的習

慣和方式的路

徑，好能找到

上主為我們指

出的途徑：即

謙卑、友愛和

朝拜的道。” 

     教宗在結束

時祈禱說：“ 

啊，上主，求

祢賜予我們有

勇氣去改變和皈依的恩典，順從祢的旨意，而

不是我們自己的機遇；求祢讓我們攜手共同走

向祢、願以聖神使我們合而為一的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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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年前的今天，即 1576 年 1

月 23 日，教宗額我略十三世下 

令在澳門設立教區，使澳門教區

成為近代東亞的第一個教區。 

    澳門教區成立初期，所轄範圍

甚廣。當時的中國（明朝）、朝

鮮、日本、越南及除菲律賓以外

的南洋諸島，都屬其傳教區域。 

耶穌會、方濟各會、道明會、奧

斯定會及聖佳蘭隱修會，也都

於 16、17 世紀前後紛紛在澳門

設立會院。 

    澳門教區也因此成為外國傳

教士們在東亞的根據地。他們

在這裡學習、休整、做研究；在

這裡述職，被派遣；也在這裡 

與長上訴心，同老友會面。東亞

的教會文明從這裡出發，然後帶

著更豐富的內涵回到這裡。 

    澳門教區奉聖方濟各沙勿略

及錫耶納的聖加大肋納為主保

聖人，教區格言為“科學 與道

德”，這宣示了歷史中澳門傳教

士的獨特氣質，即：傳播 基督福 

音的同時，致力於推動 科學與道

德的發展。 

    隨著東亞各地教會的發展與

成熟，100 多個教區相繼從澳門

教區分出。到了 1981 年，澳門教

區成為僅涵蓋澳門全境的教區。 

    如今，澳門教區這位“老人” 

依然年輕。據澳門教區官網消

息，該教區現下轄 9 個堂區，32

家教育機構及 50 餘家社會福利

機構，惠及全澳一半以上人口。  

     教區現有神職人員及修生約

100 位，修女約 160 位，教友 3 

萬餘人；並有 8 個男修會和 17

個女修會在此設立會院。 

    在誦念三鐘經之後，教宗方濟各向即將慶祝

春節的人民表達祝賀。教宗希望，這將是加强 

各國人民和平的時期，以期實現物質和精神繁

榮的目標。 

    （梵蒂岡新聞網）“願人人都能在新的一年

中享有和平、健康及祥和與安全的生活”。教 

宗方濟各元月 30 日在誦念三鐘經之後，提到 2

月 1 日在亞洲國家和世界各地慶祝的農曆新

年，表達了賀意。他熱情地問候了這些國家和 

地區的人民，强調“家庭藉此機會團聚，一起 

活出愛與喜樂時刻”的美好。 

    教宗也提到，“不幸的是，許多家庭因疫情 

的緣故，今年無法團聚。我希望我們將儘快戰 

勝這個考驗”。最後，教宗祈願：“願藉著每

個人的善意和各民族的團結互助，整個人類大

家庭，以新的活力實現在物質和精神上繁榮的

目標。” 

    將於 2 月 1 日開始的農曆新年是在中國、越 

南、蒙古、

南 北 朝 鮮

慶 祝 的 最

重 要 的 節

日 ， 用 中

文來表示 

，就是“春節”。這個節日從除夕開始到元宵 

節結束，共有 16 天。此外，在馬來西亞、新加

坡和菲律賓也慶祝農曆新年。 

    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許多修會和堂區，平時全

力以赴地在醫療衛生領域服務，照顧病患，而 

且也幫助窮人、失業者和新的貧困者。對這些 

天主教徒來説，農曆新年是聖誕期活出的友愛

精神的延續。民政和非基督信仰領導人，也前 

往家庭和主教及堂區所在地，向天主教徒拜年 

。民政當局多次强調，天主教徒踴躍參與國家 

的社會生活，這有助於國家的集體福祉。(圖: 

中國農曆新年  -AFP or licensors) 

    首爾（信仰通訊社）—韓國首都

首爾總主教區，迎來了 23 名獻 

身牧靈與福傳事業的新司鐸。一

月二十八日在明洞總主教座堂，

舉行的隆重聖道禮儀中，鄭淳澤

總主教主持了晉鐸儀式。 

    首爾總主教區新聞辦公室向本

社介紹，禮儀嚴格遵守防疫措施 

。也正是因為疫情，只有新鐸的 

父母到場參禮。總主教區“天主

教和平廣播電視公司”、總主教區

社交媒體和 YouTube 頻道等現場 

直播。(圖:祝聖新鐸禮儀) 

     講道中，鄭總主教感謝天主賜

予“葡園新園丁”，感謝新鐸家 

長以及堂區司鐸、修女、教師、神

師、支持者以及各界人士的陪伴 

，支持他們的聖召和培育道路。 

    三位新司鐸是首爾國際傳教會

會士。這一修會是二 OO 五年在

首爾總主教區創立的，並已經向

拉丁美洲派遣了傳教士。鄭總主

教表示，韓國教會的夢想成真， 

從“接受傳教士的教會”成長為 

“奉獻傳教士”的教會，奔赴向 

外邦人傳教領域。 

    疫情下，各種艱難困境中，地 

方教會仍然積極致力於促進鐸職

和修會生活聖召。不僅為韓國教

會，也為普世教會培養了大批園

丁。 

    新司鐸們再次見證了韓國教會

正在迎來的“聖召之春”春意盎

然。加上剛剛祝聖的新鐸，截至 

到二 O 二二年一月，首爾總主教

區共有 966 位司鐸。 

     《聖經金句》 
        
   愛永存不朽，而先知之  
 恩，終必消失；語言之恩 
 ，終必停止；知識之恩，  
 終必消逝。 
   現今存在的，有信、望 
 、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 
   的是愛。 
     (格前十三:8.13) 

居 住 在 柬

埔 寨 和 越

南 邊 境 高

地 布 農 族

(Bunong)中

的 小 型 天

主教社區，現在有了自己的第一任執事。 

    帕•康(Prak Hong 圖)於週二在 Kdol Leu 的聖

若瑟教堂被祝聖。金邊宗座代牧奧利維爾•瑪

利亞•施密特烏斯勒主教(Olivier M. Schmitthae-

usler)主持慶祝活動。磅湛(Kampong Cham)宗座

署理布魯諾•寇斯美(Bruno Cosme)司鐸和馬德

望宗座省長艾瓦爾幹薩里茲(Enrique Figaredo 

Alvargonzález )司鐸為這禮儀慶祝。 

   在鼓聲中，人們穿著傳統的布農服裝，帕• 

康被莊嚴地

帶 領 到 教

堂。新執事

來自蒙多基

里省，該省的居民仍然保持著他們獨特的身份。 

    在波爾布特時代之前，他們被稱為“大象飼

養員”，因為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大象，它們的

數量是財富的象徵。儘管許多高棉族人已遷往

高地，但布農族仍佔多數。如果加上居住在越南

的人，他們的數量約為 50,000 人。他們主要從 

事自給農業，但他們的生活方式目前受到授予

大型商業利益的土地特許權的威脅。    

    大多數布農仍然是萬物有靈論者，但由於傳

教士的存在，一些家庭已經找到了基督宗教信

仰。(原載：亞洲新聞） 

    現階段，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形勢嚴峻。北 

京東堂（王府井天主堂）、南堂（宣武門天主堂） 

、西堂（西直門天主堂）、北堂（西什庫主教座

堂）均已於日前發出通知，緊急暫停公開彌撒 

。除東堂的暫停時間為 1 月 17 日起之外，其餘 

三座教堂已於今天（1 月 16 日）起，暫停舉行 

公開彌撒。此外，南崗子天主堂等北京地區的 

教堂，也已發出暫停公開彌撒的通知。 

    據北京市衛健委網站消息，1 月 15 日，北京 

市海淀區新增一例本土確診病例。目前，北京市 

已對確診病例開

展 流 行 病 學 調

查，並按要求落

實管控措施。 

    臨 近 農 曆 新

年，各地疫情防

控 形 勢 愈 發 緊

張。本台獲悉，部分地區還要求信友進堂，需持 

48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祈願疫情消弭， 

教友們的信仰生活早日恢復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