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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在馬耳他進行國際牧靈訪問的第二天，

在弗洛里亞納主持彌撒聖祭。教宗講道中鼓勵

信友始終信賴天主的慈悲憐憫，效法基督的榜

樣，不再繼續指責他人，回歸到福音的課堂，喜

樂地接受福音，成為不知疲倦的修和的見證人。 

  （梵蒂岡新聞網）“跟隨耶穌，新的和不同的

生活總是可能的。”這是教宗方濟各 4月 3 日主

日在馬耳他進行國際牧靈訪問的第二天，在弗

洛里亞納（Floriana）主持彌撒聖祭的講道中所

強調的。大約有 2 萬名信友和各基督信仰教會

團體，以及其它宗教的代表參與了教宗主持的

彌撒聖祭。教宗在講道中講解了當天主日福音

關於罪婦人的内容（參閲：若八 1-11）。 

  教宗說，控告那婦女的人無視他們自己的過

錯，反而非常操心他人的過錯。他們表現的正義

和虔誠，他們想要“在他們好名聲和虔誠的虛

偽的面具内”譴責和試探耶穌。於是，教宗提醒

信友們時時要注意如何對待他人，“或者是像

耶穌今天所展示的那樣，以慈悲憐憫注視著我

們；或是如同那控告者一樣，帶著審判甚至蔑

視的眼光”。為了了解我們是否是導師耶穌的真 

正門徒，我們需要思考我們是如何審視自己的。 

控告那婦女的人，他們自認為沒有什麽可學的。

他們的“外表無可挑剔”，但“他們缺乏内心的

誠實”。 

  接著，教宗解釋，對耶穌來説，真正重要的是

對祂的開放和順從，認識到自己需要救贖。教宗

鼓勵道：“我們無論是在祈禱時，還是在參與

美好的宗教禮儀時，要捫心自問是否真的與上

主和諧相處。我們可以直接地問祂。”“耶穌，

我現在和祢在一起，祢想要我為祢做什麽？祢

想讓我在我的心裡、在我的生活中改變什麽？

祢要我如何待人？” 

  教宗表示，這樣的祈禱為我們有好處，“因為

導師（耶穌）不要人的外表；祂尋求人内心的真 

誠”。教宗說：“一旦我們真誠地向祂敞開心 

扉，祂就能神奇地在我們身上工作。”在人看來

那個罪婦好像處於沒有希望的境況中，但耶穌 

在她面前開闢了一個新的、一個意想不到的視

野。耶穌沒有譴責她，而是使她重獲希望。“天

主總是給人留下再次選擇的空間，祂總能找到

通往解放和救贖的途徑。” 

  教宗強調說：“天主總是寬恕，但我們卻是

倦於請求寬恕的人。”教宗補充道，寬恕改變了

那個婦女的生活。上主也希望我們這些被祂寬

恕的人，成為不知疲倦的、修和的見證人。“今

天，那個在悲慘的境遇中得到憐憫並因耶穌的

寬恕而被治癒的婦女邀請我們，作為教會，回歸

到福音的課堂，向希望的天主學習，祂不停地帶

給我們驚喜。” 

  最後，教宗總結道：“如果我們效法基督， 

我們就不會只聚焦於譴責罪過，而是帶著愛出

發去尋找罪人；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指責，而是

開始傾聽；我們就不會抛棄被輕視的人，而是

把那被認為是最卑微的人視為首位。”“弟兄姐

妹們，这就是耶穌今天以身作則給予我們的教

導。願祂帶給我們驚喜，願我們喜樂地接納祂帶

來的福音。” 

    教宗方濟各在從馬耳他返回羅馬途中與隨機

記者們見面，談到關於前往基輔的可能性和這

場駭人聽聞的戰爭。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結束了訪問馬耳

他共和國的行程，於4月3日晚上8點半回到羅

馬。依照慣例，教宗在返程中回答了隨機記者

們的提問，對受到馬耳他人民的盛情款待表達

感激後，再次談到在烏克蘭的戰爭。教宗說，

“我們沒有吸取教訓！願天主垂憐我們衆人，

我們衆人都有責任！” 

    教宗首先談到在馬耳他的訪問，說他很高興

看到了當地的現實，看到在戈佐、瓦萊塔和其

它地方的人民的熱情。接著，他提到該國面對

的移民問題，因為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

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比較接近非洲和中東的國

家，移民來到這裡總是被收容。但歐洲國家應

達成共識，各國政府應説明能 接受多少難

民，這樣至少不讓全部負擔都壓在這些慷慨的

鄰近國家身上，馬耳他就是其中之一。 

    教宗訪問基輔的提議已經擺在桌面上，記者

提到當天來自臨近基輔一個小鎮的消息，俄軍

從那裡撤走，在街道上留下數十具尸體，有些

被捆綁著雙手，好似被“就地處決”那樣。在

這種情況下，教宗的臨在似乎更有必要。 

    教宗答道，他剛聽到這個消息。教宗說：

“我願做一切該做的事，聖座，尤其是外交方

面，帕羅林樞機和加拉格爾總主教正在竭盡全

力做一切。出於小心和謹慎，我們不能公布他

們所做的一切，但我們的工作已經達到極限。

在可能性中包括前去探訪。” 

    教宗提到兩個行程，首先是應波蘭總統邀

請，派遣克拉耶夫斯基（Krajewski）樞機探訪

在波蘭收容的烏克蘭人。樞機已經去了兩次，

送去兩輛救護車，與他們在一起留在那裡，他

還要再去一次，他也樂於再去。此外，不只一

人要求教宗前往。教宗說，“我誠懇地告訴他

們，我已經想到去那裡，我總是有這個意願， 

我隨時願意去”。 

    “關於這次行程，是這樣提出的：‘我們聽 

說你考慮前去烏克蘭’，我說這事已擺在桌面 

上，是收到的一項提議，但我不知道是否能做 

到，是否適合去，是否去了會最好，或者如果

值得去，我就必須去，這一切都懸在空中。其 

實，一段時間以來我都在考慮與基利爾宗主教

會面，且正在為這事努力，考慮在中東會面，

這些是目前的情況。” 

記者想知道，戰爭爆發以來教宗是否與普京總

統通過話，如果還沒有，今天想對他說什麽。 

    教宗答道，他對每個當權者說的話都公布出

來了，他說的話無需保密。“我和宗主教通了

話，他將我們所談的作了一項美好的聲明。俄

羅斯總統去年年底給我打電話，向我表達祝

賀。烏克蘭總統和我有過兩次通話。開戰的第

一天，我認為我該去俄羅斯大使館與代表該國

人民的大使談話，詢問並表達我對情況的感受 

。這些是我的官方接觸”。 

    教 宗 也 提 到 與 基 輔 大 總 主 教 舍 夫 丘 克

（Schevchuck）的通話，以及每隔兩三天與先是

在利沃夫、目

前在敖德薩的女記者皮凱ElisabettaPiqué)通話，

聽她講述當地的情況。此外，教宗也與那裡的

修道院院長通過話。教宗為喪生的記者們表示

哀悼，稱讚他們的勇敢，在報道消息時殉職。 

    教宗說，他不使用雙重言辭，說的總是同樣

的話。“每個戰爭都出於不義，因為有戰爭的

模式在作怪。這不是和平的模式。例如，投資

是為了購買武器。他們說：我們需要自衛。這

是戰爭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每

個人都呼吸著絕不要戰爭而要和平的氣息”。 

   “70年後，我們已經忘記了這一切。戰爭的模

式就這樣盛行開來。當時對聯合國的工作抱著

這麽大的希望。但戰爭的模式再次稱霸。我們

無法思考另一種模式，我們已經不習慣思考和

平的模式。有一些偉人，如甘地和我在《衆位

弟兄》通諭結尾提到的其他人，他們都投注在

和平的模式上。但我們人類是固執的。我們喜

愛上了戰爭，喜愛加音的精神。《聖經》的開

頭就出現這樣的問題：殘殺的‘加音派’精

神，而不是和平的精神，這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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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枝主日起源於耶路撒冷，中 

世紀時經法國而逐漸於傳入羅

馬。約公元四百年， 已有人記載 

有關在耶路撒冷教會中慶祝的情

形：信眾先在伯達尼慶祝和紀念

耶穌在逾越節前六天到伯達尼…

然後開始偉大的一週，也就是我

們現在所稱的聖週。 

    那天，在耶穌復活大殿舉行了

主日禮儀後，約下午一時於橄欖

山耶穌講道的山洞聚會，民眾為

慶祝耶穌榮進耶路撒冷的事跡，

也列隊重走昔日耶穌與門徒們進

城時所走的路線。下午，民眾與 

主教到撖欖山聚合，讀經，唱聖 

詩後到耶穌升天處，唱聖詩、誦讀

福音內有關耶穌此日榮進耶路撒

冷的敘述。約於下午五時後下山

進城，兒童拿著樹枝，高唱「奉上

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美」的經句 

。人們遊行經過全城，最後到達復

活大殿，此時已很晚，遂燃燈秉燭

舉行晚禱後遣散群眾。 

    當時，耶路撒冷的慶祝活動是

非常地方化的，沒有所謂“祝聖

樹枝”，也不把基督死而復活的整

個逾越奧跡分割慶祝，因為遊行

終歸都以耶穌復活大殿(聖墓大

殿)的晚禱為其圓滿。 

    第五世紀教宗良一世時，羅馬

教會一直都以逾越前的主日為

“苦難主日”，沒有手持樹枝紀 

念“耶穌榮進耶路撒冷” 

的遊行，而福音必然是

“耶穌苦難敘述”直到今

日也是如此。 

    七世紀後半期，始於東

方教會的樹枝遊行才逐

漸進入羅馬禮儀外的西

方教會。750 年的羅馬禮

書(SacGelaSianum)雖已稱這主日

為“上主苦難聖枝主日”但經文

內容全部都是傳統的有關耶穌苦

難救世史，也沒有引進樹枝遊行。 

 中世紀，羅馬以外的地方教會

舉行樹枝遊行，可能是因為信眾

更容易領會和參與。據當時所載，

樹枝遊行的方式都是仿效耶路撒

冷的傳統，信眾與主教於城外的

一座小堂或小山丘集合，喻作耶

京的橄欖山，祝聖水和鹽，歡唱

“賀三納”，聆聽出谷紀：十五/ 

十六章，瑪竇或馬爾谷所記載耶

穌榮進耶路撒冷的福音，然後祝

福樹枝，灑上聖水後念一篇禱文，

便分發聖枝給信眾。開始遊行時

往往以福音書或十字架以樹枝裝

飾代表榮進耶路撒冷的基督，途

中詠唱對經，到達矗立了十字架

處或城門口，眾人俯首至地朝拜

十字架，唱“賀三納……奉主名

而來的當受讚美”的對經，兒童則

答唱“上主求主垂憐”且把樹枝

投向十字架，唱出“我們來光榮、

讚頌、敬拜萬世的君王……”主教

以禱文結束遊行，開始當日彌撒，

眾人都手持樹枝一起參與。 

 聖枝遊行的禮節，基本上是在

聖堂外讀福音，詠唱聖詩和祝福

樹枝， 然後信眾手持樹枝、唱聖 

詠遊行進入聖堂參與彌撒冬聖祭 

，來表達耶穌榮進耶路撒冷去完 

成逾越奧跡。 

     可惜當時有些人對棕櫚樹枝，

產生驅魔或吉祥能力的迷信，以

為這些樹枝曾在歡迎基督行列中

使用過而有驅魔致福的效果。把

祝福了的樹枝誤為驅魔致福之物 

而歪曲了聖枝是為紀念基督榮進

耶京的本意。祝福樹枝是祈求天

主賜我們，因紀念耶穌基督榮進

耶路撒冷而步武基督，獲得逾越

救贖之效，絕非祝樹枝為致祥避

災之物。 

 1970 年羅馬彌撒書，恢復了羅

馬禮於 750 年對這主日的稱呼

“主苦難聖枝主日”，這改變並非

為復古，而是把這主日的意義重

新正確地表達出來：即基督榮進

耶路撒冷的事蹟，不是也不能單

獨存在，而是與祂的救世苦難和

復活構成一體，絕對不能分割。 

 故此今天，我們要清楚明白，主

苦難聖枝主日是神聖的一周的開

始，為紀念主死而復活的逾越奧

跡，最重要的是簡單地舉行聖枝

進堂，然後專心聆聽主苦難聖死

的福音和舉行主的逾越奧跡。 

 應按實際環境選用聖枝進堂的

方式，使信友容易明白這是耶穌

為完成他的逾越奧跡，而榮進耶

路撒冷的紀念。 

 應積極糾正聖枝驅魔致福的迷

信，樹枝是禮儀上的記號，為紀念

主榮進耶京的事蹟。 

    要緊握逾越奧蹟的完整性，不

可太強調聖枝的部分，而忽視了

基督死而復活之逾越意義。明日

是聖枝主日，標誌著教會即將進

入最重要、最神聖的聖週，請教友

們明日務必進堂參與各項禮儀。

聖週被看做教會年期和禮儀年期

的中心點。 

    教宗方濟各在誦念《三鐘經》後，提起 2020

年 3 月 27 日的特殊祈禱時刻。聖座傳播部以

簡短視頻和剪影集記錄當時的恐懼和艱難，

傳遞希望與重生的訊息。 

（梵蒂岡新聞網）正如今日為終止烏克蘭戰

爭獻上懇切祈禱，兩年前、2020 年 3 月 27 日，

教宗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廣場「熱切懇求終結

新冠疫情」。教宗今年 3 月 27 日主日誦念《三

鐘經》後，在問候眾人時提到這點，並邀請信

眾在離開廣場時領取每人一本兩年前特殊祈

禱活動的剪影集。這本剪影集由聖座傳播部

秘書長魯伊斯彙整而成，標題是《為什麼你們

這樣膽怯？你們怎麼還沒有信德呢？》（谷四

40）。這份禮物由聖座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應

對新冠疫情委員會與聖座傳播部合作提供。

教宗表示，這本書「是為了邀請大家在困難時

刻不要膽怯，卻要始終秉持在主內的信德」。 

    當天在三鐘經祈禱活動前，聖伯多祿廣場

的大屏幕從上午 11 點半起播放兩年前特殊祈

禱時刻的影像。當時，教宗冒著雨佇立在空蕩

蕩的聖伯多祿廣場，把遭受疫情肆虐的世界

託付於童貞聖母瑪利亞，籲請信友停下腳步

同心祈禱。那些畫面深刻烙印在世人的記憶

裡。教宗在那次祈禱中強調，人人同在一艘船

上，所以沒有人能獨自得救。 

    時隔兩年，教宗的話語通過九種語言的視

頻再次進入人們心中。這也得益於聖座促進

人類整體發展部應對新冠疫情委員會與聖座

傳播部的合作。這些畫面引領我們重溫教宗

的呼籲，即：縱使在迷惘和恐懼中，我們依然

互為弟兄姊妹。   

    這視頻交織著教宗祈禱的身影、他的聲音、

羅馬科爾索大道聖瑪策祿堂的十字架、羅馬

人民救援之母聖像，以及醫院走道、在病床邊

照顧患者的醫生，夾雜著絕望和痛苦的情緒，

隨後，鏡頭轉到久違的笑容和擁抱、大自然的

復甦和新生命的誕生，以「擁抱上主、擁抱希

望」。「這便是那擺脫恐懼、帶來希望的信德

的力量」。 

     宗教禮儀處已公佈了教宗方濟各在今年聖

周和復活節期間的行程。這將是自 2019 年起，

教宗第一次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大型禮儀活

動。據梵蒂岡新聞網報導: 

      4 月 10 日聖枝主日上午 10 點，教宗將會在

聖伯多祿廣場主持彌撒。 

     4 月 14 日聖週四上午 9 點 30 分，教宗將 

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聖油彌撒。 

     4 月 15 日聖週五下午 5 點，教宗將會在聖 

伯多祿大殿主持紀念主受難日的禮儀，並在

禮儀結束後，前往羅馬鬥獸場帶領在晚 9 點 15

分開始的公拜苦路活動。 

     4 月 16 日，教宗將於晚 7 點 30 分在聖伯 

多祿大殿主持復活前夕守夜禮。 

    隔天，4 月 17 日復活主日上午 10 點，教宗

將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彌撒，隨後午時 12 點 

，他將在聖伯多祿大殿中央陽台上降福羅馬 

城和全世界。 

     4 月 24 日慈悲主日這一天，教宗將於上午

10 點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彌撒。 

    5 月 15 日上午 10 點，教宗將在聖伯多祿廣

場為包括富高、布蘭茲馬（Charles de Foucauld, 

Titus Brandsma）兩位神父在內的 10 位真福主

持封聖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