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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在三鐘經祈禱中省思當天福音內容。他

說，耶穌對傷害祂的人不是以報復或仇恨來回

應，而是以把另一面頰轉給打他的人的那仁慈

和溫良來回應，並以之感化仇人。基督徒也應 

如此，他們蒙召不是要向仇恨屈服，而是要做 

得更多，這只有藉著天主的力量才能做到。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2月 20日在梵蒂

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三鐘經祈禱活動。他

在念經前的講話中省思了當天福音內容。路加

福音記載說;“應愛你們的仇人，善待惱恨你們

的人；應祝福詛咒你們的人,為毀謗你們的人

祈禱。有人打你的面頰,也把另一面轉給他”。 

  教宗問道，上主真的在要求我們做不可能、 

甚至不公道的事嗎？”為回答這一問題，教宗邀

請信眾看看耶穌被差役打了一個耳光後的答

覆：“我若說得不對，你指證哪裡不對；若對， 

你為什麼打我？”（參閱：若十八 23） 

 “也把另一面頰轉給打你的人”是什麼意思？

教宗解釋說，這並不意味著“默默地忍受或屈

服於不公正”。“耶穌用祂的詢問譴責了不公

正。但祂沒有以憤怒和暴力的方式來做，而是 

以仁慈。祂不願意引發爭論，而是化解怨恨”。 

  教宗說，耶穌遭受不公正對待和審判沒有怨 

恨，而是“溫順”，這不是一種軟弱或屈服的答

覆，而是意味著“內在更強大的力量”能以善戰

勝邪惡，並感化那仇恨我們的人。教宗指出，正

是耶穌賜予我們的無償和無條件的愛，使我們

的心以相似祂的方式行事，拒絕任何報復。 

  愛仇人是可能的嗎？教宗也以耶穌的榜樣來

回答這個問題。他解釋，對我們來説，“那是不

可能的”，但是“當上主告訴我愛仇人時，意味

著祂願意給我這能力去做”，沒有這能力，我們

將無法行事。我們要向天主祈求什麼呢？祈求

愛的力量，這力量就是聖神。教宗說，“通過耶

穌的聖神，我們能以善回應惡，我們能愛傷害 

我們的人。基督徒也要如此做”。 

  最後，教宗籲請我們為我們的仇敵祈禱。“願

聖母瑪利亞幫助我們成為所有人，尤其是敵視

和不喜歡我們的人的和平締造者”。 

   根據聖座國

務院教會中央

統計處編撰的

《聖座年鋻》和《教會統計年鑒》，在2020年

期間，全球範圍內受洗的天主教徒有所增長，

其中在亞洲和非洲的增長最為顯著。全世界的

主教人數略有減少，司鐸人數也稍微下滑，而

終身執事方面則欣欣向榮。(圖:年轻司铎在祈祷) 

    （梵蒂岡新聞網）聖座國務院教會中央統計

處所編撰的《2022年聖座年鑒》和《2020年教會

統計年鑒》近日已在書局上架。從這兩本年鑒

中可看出全球範圍內天主教會生活自2021年起

的若干新意。在2021年建立了一個教省總教

區、兩個主教區。《教會統計年鑒》提供了

2020年普世教會在數字上的重要動態變化。以

下是天主教會在2019年至2020年這兩年裡若干基 

  

本層面的相關數據。 

    全球受洗的天主教徒從2019年的13.44億提升

到2020年的13.6億，淨增長為1600萬，相當於

1.2%左右。在同一時期，全球總人口從75.78億

增長為76.67億，由此可知在這兩年內全球天主

教徒之於全球總人口的比例相同，都是17.7%。   

如果說在全球層面天主教徒之於總人口的比例   

不變，那麼這比例在各大洲的變化則略有差

異：在亞洲的增長是1.8%，在非洲增長幅度最

大，多達2.1％，反之在歐洲的增長僅有0.3%。 

    全世界主教的人數稍微減少：在2019年至2020

年內，從5364人降低為5363人。在2020年底，天

主教所有教會轄區的司鐸，包括教區和修會司

鐸在內，總人數為41萬219人，比起前一年減少

了4117人。若是從司鐸與天主教徒的人數比例

來看，會發現牧靈服務的供需失衡。就全球層 

 

 

級的牧靈負荷量來看，在這兩年的跨度內，

2019年天主教徒與司鐸的比例是3245比1，2020  

年是3314比1。但這一比例顯示不出各大洲的差

異。舉例來說，2020年天主教徒與司鐸的比

例，在歐洲是1746比1，在非洲是5089比1，在美

洲是2086比1。 

    與此同時，終身執事的群體蓬勃發展：從

2019年的48238人增長為2020年的48635人，攀升

了將近1%。非司鐸會士的人數變化也很顯著：

在全球範圍內，2019年有50295人，2020年提高

為50569人。值得注意的是，增長集中在非洲、

亞洲和歐洲，分別成長了1.1%、2.8％和4%，美

洲和大洋洲反倒呈現出萎縮趨勢，分別下滑了

4%和6%。在2020年，非洲和亞洲的非司鐸會士

在全球同類型群體中占了43%，這一比例在2019

年為42%。 

    修女人數在

這 段 期 間 銳

減。在全球範

圍，從2019年

的63萬99人下

降為2020年的

61萬9546人，

衰減了1.7%。而在修女人數變化方面，各大洲

情況不盡相同：非洲和亞洲有所增長，分別上

升了3.2%和0.2%，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則明顯

減少，分別縮減了4.1%、2.8%和5.7%。 

    全世界司鐸候選人從2019年的11萬4058人降低

為2020年的11萬1855人。在全球範圍裡，大修院

的進展大多一致，唯一例外是非洲，那裡的修

生人數增長了2.8%。在修生人數普遍下滑的狀

況下，亞洲減少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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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岡新聞網）“人口販賣

是當代人類身體的一大創傷”，教

宗方濟各 2015 年如此定義這可悲

的現象。2 月 8 日是黑奴聖女柏姬

達(Josephine Bakhita)紀念日，這天

也是“打擊人口販賣祈禱和反思

日”，今年是第七屆。鑒於新冠疫

情，本次馬拉松接力祈禱活動改

為線上舉行，從早上 10 點至下午

5 點，通過打擊人口販賣祈禱日

YouTube 頻道在線直播並有五種

語言翻譯。本活動旨在喚起人們

對這問題的關注。這次活動的主

題為“沒有人口販賣的經濟”。 

    預計，教宗方濟各將於 2 月 8 日

下午 1 點 40 分發表視頻訊息。 

當天的活動由奉獻生活者組成的

打擊人口販賣國際網絡塔里塔古

木(Talitha Kum)負責籌辦，活動協

調人博塔尼（Gabriella Bottani）修

女表示，正是由推動“方濟各的

經”的教宗向教會質問有關現今

的經濟，並籲請尋找另一種途徑。 

    博塔尼修女指出，“我們非常

一致，人口販賣是排斥經濟的一

個組成部分”，在排斥經濟中，市

場規則破壞了人類和睦共處的價

值，這些價值以尊重人的尊嚴和

保護環境為基礎。 

    打擊人口販賣祈禱和反思日國

際委員會與不同組織合作。當天

的祈禱活動首先從大洋洲、亞洲

和中東開始，隨後逐漸到達非洲

和歐洲。在教宗發表視頻訊息後 

，活動將會逐漸延伸到拉丁美洲 

，最後在北美結束。支持該活動者

可 透 過 主 題 標 簽 # P r a y A g a i n s 

Trafficking 參與到打擊人口販賣祈

禱和反思日的活動中來。 

     (信仰通訊社)—巴基斯坦的年輕殉道者阿

卡什•巴士爾(圖)，成為巴基斯坦教會歷史上

首位 “天主之僕”。1 月 31 日聖鮑思高瞻禮之

際，教宗方濟各宣布巴士爾為“天主之僕” 

的消息傳來，巴基斯坦天主教會歡欣鼓舞。 

    2015，這名年僅 20 歲的年輕教友在拉合爾

總主教區聖若望堂，遭恐怖襲擊時勇敢地上

前攔住自殺人彈，和恐怖分子同歸於盡。 

    拉合爾總主教區總主教沙瓦爾蒙席多次談

到了這位英勇無畏的好教友。他自願在堂區

作安全保衛工作，而當恐怖分子來到時，他義

無反顧地用生命履行了職責。“他用自己的

生命救下了一千多名在場參加主日彌撒的教

友們”。 “我要代表全體巴基斯坦基督徒向巴

士爾表示感謝，他是我們基督信仰團體的第

一位天主之僕”。 

    1994 年 6 月 22 日，巴士爾出生在瑙謝拉省 

，在拉合爾的慈幼會職業技術學校就讀，是聖

若望堂區的教友。  2015 年 3 月 15 日，他挺身

而出擋住了自殺人彈。阿卡什生前的最後一

句話是，“我寧死也不會讓你進去”。 

    加爾各答(信仰通訊社)—印度加爾各答總

主教區總主教座堂至聖玫瑰聖母堂，推出了

為所有人提供食物的活動，並得到了當地非

政府組織 AnnBandhu 的支持。據本社獲悉，每

週六天的時間裡，堂區為經濟條件困難的人

提供一份正餐。貝塔尼小花會修女主持、非政

府組織贊助的活動，得到了堂區大批教友和

善心人士的廣泛支持。 

    堂區主任司鐸富蘭克林•門內澤茲司鐸介

紹，為貧困人口提供食物還得到了地方當局

的讚賞。市政府委員沙馬爾盛讚天主教會的

舉措是“讓窮人吃飽的天主的工程”。地方教

會旨在藉助這一微不足道的舉動為推動糧食

安全做出貢獻，讓每個人都能有機會得到必

要的糧食、不再忍飢挨餓。 

    目前，印度基督徒對國內局勢深感憂慮。 

據 2021 年《全球飢餓指數》顯示，印度在 116

個國家的排名中跌至第 101 位。與 2020 年的第

94 名相比，倒退了 7 名，甚至排在了巴基斯

坦 、孟加拉國和尼泊爾等國的後面。 《全球

飢餓指數》是愛爾蘭的“全球關注”和德國

“援助世界飢餓組織”聯合推出的，文件還指

印度的飢餓問題令人擔憂。 

    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發表的 2020 年世界飢

餓狀況報告《世界糧食安全與營養狀況報告》

指出，印度 1.89 億人，即人口總數的 14%營 

養不良、51%的育齡婦女貧血、35%的五歲以 

下兒童患有佝僂病。 Covid-19 疫情令局勢進 

一步惡化。2021 年 10 月 16 日世界糧食日之 

際，印度天主教會再次指出了糧食問題的嚴

重性，提出了召集“糧食峰會”的倡議，要求

教會在保證所有人的食物權力中，進一步發

揮積極作用。(圖:主教座堂提供食物的活動) 

    梵蒂岡城（信仰通訊社）—據最

新出版的《天主教會統計年鑑》介

紹，目前，普世教會在世界各地開

辦了 532 家痳瘋病診所和醫院等

機構。其分佈狀況如下：亞洲 269

所、非洲 201 所、美洲 41 所；歐 

洲 19 所、大洋洲 2 所。 

     數量較多國家分別為：非洲的

馬達加斯加 31 所、剛果（金）26

所、埃及 24 所；中美洲的墨西哥

3 所；美洲安的列斯群島的海地 2

所；南美的巴西 18 所、哥倫比亞

5 所、智利 4 所；亞洲的印度 216 

所、越南 15 所、印尼 9 所；歐洲 

的烏克蘭 10 所、比利時 8 所；大 

洋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 2 所。 

    每年一月的最後一個主日是世

界麻風病日。今年 1 月 31 日是第 

六十九屆世界痳瘋病患日。1954

年，被譽為“痳瘋病人宗徒”的法

國記者兼作家拉烏爾•福勒羅創

立了這一紀念日。世界衛生組織

報導，每年 21 萬 3 千多人不幸感 

染這一完全可以治癒的疾病，其

中還有很多孩子。 

    目前，還不清楚全世界共有多

少這樣的患者，因為某些國家不

願意讓世界知道迄今他們的國家

中仍然存在這樣的疾病。導致痳

瘋病的主要原因是貧困、醫療衛

生設施和結構體制不健全、糧食

短缺、文化歧視。痳瘋病會終身落

有有形可見的殘疾，仍然是非洲、

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面臨的重要 

公共衛生問題。 

    天主教會歷來積極從事痳瘋病

防治，特別是照顧痳瘋病人的工

作。天主教會援助那些被社會， 

甚至家庭拋棄的麻風病人，為他

們提供治療藥物以及身心方面的

醫治；以具體的方式確保他們儘

管可能地重返正常的社會生活。

但不可否認的是，時至今日，痳瘋 

病人在許多國家仍然受到歧視，

將其視為無法治癒的頑症。 

    2016 年，國際痳瘋病聯盟推出

了題為“三個零”的專門計劃，配

合世界衛生組織工作，指定三大

重點目標：打破疾病傳播的鎖鏈

(零傳播)；防止因疾病導致的殘

疾，特別是兒童(零殘疾)；促進和

支持社會包容痳瘋病人病患者，

剷除政治、社會和文化歧視(零歧

視）。(圖;修女收容的印度痳瘋病人) 

    當地時間 2 月 15 日深夜，巴西 

里約熱內盧州彼得羅波利斯市，

遭近百年一遇特大暴雨襲擊，致

使發生 269 起泥石流災害、多地 

洪災氾濫、幾十座住房被沖垮、 

許多圍牆和樹木傾倒在地。目前

已知當地至少有 104 人死亡，35 

人失踪。巴西教會亦在洪災發生

後，向社會發出緊急求救。 

    據信仰通訊社報導，在一份聲

明中，巴西主教團稱“彼得羅波

利斯在緊急求救”。因此，巴西主

教們邀請所有天主教徒和善心人

士，特別支持那些在洪災中，失 

去親人和無家可歸的人，並呼籲

眾人與主教們共融、用祈禱和行

動，與彼得羅波利斯教區親愛的

天主子民同在。 

    與此同時，巴西主教團萊斯特

一區(Leste 1)理事會，亦邀請眾人

立即啟動團結互助的網絡，向受

災教區慷慨捐助，以應對緊急災

情。(圖;巴西的災害) 

    昆嵩教區主教阮洪偉

蒙席向本社透露 ，1 月 29

日，道明會士若瑟.陳玉 

清司鐸(41 歲),在聖堂聽告

解時，被一名精神不正常的男子持刀刺殺不

幸身亡，臨終前寬恕了殺害他的兇手。    

    據悉，當時在場的另一名道明會士和教友

們一起抓住了兇手並將他送到警察局。兇手

是來自一個虔誠教友家庭，精神不正常，其家

人聞訊後震驚不已。 

    2 月 7 日，阮主教和司鐸們走訪了陳司鐸生 

前服務，也是遇害的堂區，安慰並邀請了堂區

教友虔誠祈禱，“讓陳司鐸早日永享天鄉天

主聖容”。並高度評價陳司鐸獻身高原地區的

牧靈工作。“他的不幸遇害，不僅是教區、修

會、親人，也是所有人的損失”。    

     藉此機會，  昆嵩教區主教還將一封牧函交

給了堂區信眾，敦促大家本著信德看待各種

邪惡、堅信天主慈悲。 “停止仇恨和暴力，讓

愛與合一廣揚”。(圖:陳玉清司鐸遺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