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5 月 22 日

  5 月 15日，教宗方濟各 

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封聖

大典，隆重冊封聖教會的十位新聖人。他們分別是：荷蘭

記者布蘭茲馬(Tito Brandsma)神父；印度平信徒拉匝祿 

，人稱“天主的助佑”(Devasahayam Lazzaro)；天主教教

理司鐸會創始人德比斯（Cesare de Bus）神父；貧窮姐妹

會和聖家兄弟會的創始人帕拉佐洛(LuigiMaria Palazzo-

lo)神父；聖召會和聖召修女會創始人魯索利洛(Giusti- 

no Maria Russolillo)神父；在撒哈拉地區傳教的法國籍

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神父；獻聖母於聖殿女修會

創始人里維耶(Maria Rivier)修女；露德無玷聖母嘉布遣

修女會創始人桑托卡納萊(Maria di Gesù Santocanale)修

女；意大利洛阿諾嘉布遣第三會創始人魯巴托(Maria 

Francesca di Gesù Rubatto)修女；聖家小姐妹會共同創

始人曼托瓦尼(Maria Domenica Mantovani)修女。 

   當天

羅馬的

清晨陽

光明媚 

，十位

新聖人

的肖像

畫高高

懸掛在

聖伯多祿大殿正面上方，格外引人注目。這十位聖人的生

活見證得到了教會的認可，成為普世信友效法的芳表。教

宗以耶穌說的「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

（十五 12）展開他的講道，提醒在場的五萬信衆説：「為

了解我們是否是耶穌門徒的尺度有兩個基本要素：耶穌

對我們的愛和愛他人。」 

耶穌對我們的愛 

  在談到第一個要素，教宗強調：「一切都源自於天主的

愛，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核心不是我們的才能與功勞，而

是天主給予我們無條件和無償的愛。這個世界讓我們相信

我們的價值在於我們是否能生產出東西，但福音告訴我們

“生命的真相：即，我們是被愛的。」教宗引用當代靈修

導師亨利·盧雲（Henri Nouwen）的話作解釋：「早在任何

人看到我們之前，我們就被天主的慈愛之眼所看見。」 

  教宗說：「有時候，我們過分強調自己努力行善，就創

造了一種聖德的理想。這種理想過分著重於我們自己、個

人英雄主義、捨棄的能力和為獲得獎賞而犧牲自己，這是

一種過於‘白拉奇主義’的生活觀和聖德觀。我們把聖德

變成一個不可企及的目標，把它從日常生活中分離開來，

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在街道的塵土中、在現實生活的考

驗中，以及正如阿維拉的聖女大德肋撒對她同會姐妹們所 

說的那樣‘在鍋碗瓢盆中’，尋找並擁抱它。」 

愛他人 

  接著，教宗繼續談基督徒生活的第二個要素，即「彼此

相親相愛」。這話不僅是耶穌對我們的邀請，也指示出祂

愛我們並賜給我們天主聖神。因著天主聖神我們能夠愛那

些與我們相遇的弟兄姐妹。教宗說：「恰恰如同祂愛了我，

所以我能夠去愛。基督徒的生活本來就那麽簡單，是我們

用很多的東西把它搞得複雜了，但它本來就那麽簡單。」

那麽，這愛到底是什麽？教宗指出：「耶穌在宣布彼此相

愛的命令之前，祂先給宗徒們洗腳，而祂最後死在了十字

架上。」教宗解釋道：「愛就是服務和給予生命。也就是

說，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卻分享天主賜給我們的特

恩和恩典。生活出服務的精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捫心自問

『我能為他人做些什麽』，給予生命就是把自己奉獻出去 

。在現實生活的具體行動非常重要。」 

  於是，教宗引用《你們要歡喜踴躍》(Gaudete  et 

exsultate)宗座勸諭中的話説：「聖德不是由一些個英雄

的行為組成，而是由日常生活滿溢的愛所構成。『你是獻

身生活者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喜樂地活出你的奉

獻。你是已婚者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愛護和照顧你

的丈夫或妻子，一如基督怎樣愛了教會。你正在為謀生工

作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正直稱職地完成工作’，為

你的同伴爭取正義，不讓他們繼續失業，卻讓他們始終享

有合理的薪資。『你是父母或祖父母嗎？那麼你的成聖之

道就是耐心教導子女跟隨耶穌。』告訴我，你掌權嗎？今

天這裡有許多掌權者，我問你們，你們掌權嗎？『那麼你

的成聖之道就是努力爭取公益，摒棄私利。』（參閲：《你

們要歡喜踴躍》，第 14 號）這就是成聖之道，就是這麽簡

單！就是在他人身上看到耶穌。」 

  隨後，教宗把話題轉回到當天封聖的新聖人身上，這些

聖人以不同的身份回應了天主的召叫，活出了福音的聖

德。教宗在結束講道時，鼓勵在場的信衆：「讓我們也努

力嘗試。通往聖德的道路不是封閉的，它涉及每一個人，

是對我們所有人的召叫。我們每個人都蒙召走成聖之路，

一個獨特且不重複的聖德。天主對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 

的計劃，讓我們以喜樂之情繼續前行。」 

  在感恩祭結束時帶領信眾

誦念《天皇后喜樂經》。在念

經前的講話中，教宗念及當

今世界的衝突和戰爭，祈願

新聖人能為和平轉求，啟發

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教宗祈

願道，正值世界上局勢緊張、

戰火延燒之際，「願新聖人能

為共同的解決方法、對話之

路帶來啟發」，特別啟發「那

些肩負重責大任的人的心靈

和理智」。他們「蒙召成為和

平、而非戰爭的主角」。 

  當天在聖伯多祿廣場上參

禮的信眾約有五萬人，他們

來自意大利和世界各地，例

如：烏拉圭、阿爾及利亞、突

尼斯、荷蘭、法國和印度。在

聖伯多祿大殿前的台階上，

許多樞機、主教、司鐸和修會

會士與教宗共祭。大殿正面

外牆懸掛著五張壁毯，上面

繪製著十位新聖人的容貌。 

  在誦念《天皇后喜樂經》

前，教宗向在場眾人致意，說道：「我渴望向你們大家表

達問候和感謝：樞機弟兄，以及主教、司鐸、男女會士，

尤其是新聖人的靈修大家庭成員，還有你們各位信友、天

主忠信的子民，你們從世界許多地方來到這裡。」此外，

教宗也向各國的官方代表團表示問候，特別是向坐在第一

排的意大利共和國總統馬塔雷拉致敬，總統女兒也連袂出

席。  接著，教宗把眾人的目光引向當天列品的十位聖人，

指出他們「藉著符合福音教導的見證，增進了各自國家和

整個人類大家庭的靈性和社會幅度的成長」。為此，教宗

祈願他們能照亮和平之路。「現在讓我們轉向童貞聖母瑪

利亞，請她幫助我們喜樂地效法新聖人們的榜樣。」 

  念經後，教宗走向若干共祭神長，親自逐一問候。隨後，

教宗坐上白色的敞篷吉普車，進入信眾之間問候他們。教

宗座車繞行了聖伯多祿廣場、庇護十二世廣場及和解大

道，車道旁的群眾以歌聲和掌聲向教宗歡呼，許多人拿手

機拍照紀錄這熱情非凡的一刻。一名坐輪椅的婦人向教宗

送上飛吻，而教宗則是偶爾停下來親吻並降福嬰孩。 

  教宗乘車繞行了約 20分鐘之久。在這過程中，有人在教

宗的吉普車上放置了藍黃色的烏克蘭國旗。活動結束之

際，還發生了個小插曲：教宗的敞篷吉普車經由大殿側邊

的城門開往聖瑪爾大之家時，一陣強風吹走了教宗的小白

帽。(圖:教宗主持封聖大典)-鹽與光-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陳日君樞機最近在香港被捕和

獲保釋事件、向烏克蘭運送武器問

題、聖座為和平及撤離馬里烏波爾 

平民作出的嘗試，以及與莫斯科宗

主教府的關係：這是聖座國務卿

帕羅林樞機近日在宗座額我略大

學出席關於若望保祿一世教宗研

討會，向採訪記者談到的内容。 

    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

被捕帕羅林樞機說，他對香港教區

榮休主教陳日君被逮捕的事件「深

感遺憾」：「我願意向陳樞機表達 

我的關懷，他獲得釋放和寬待。」    

    帕羅林樞機認為，這個事件不應

被看作是對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關於主教任命協議的“否定”。

這項協議於 2018 年簽署，又延續 

了兩年。他表示，當然，「最實際

的祝願是，這樣的事件不使已經複

雜且不易的對話行程更加複雜。」 

(圖: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 

    和平之路基金會把 2022 年獎項，授予了 

約旦國王和王后，旨在表揚他們在中東和世

界，促進不同信仰間的對話作出的貢獻。該

基金會由聖座於 1991 年在聯合國成立。 

    (梵蒂岡新聞網）聖座常駐聯合國紐約總

部觀察員卡恰（Gabriele Caccia）總主教，日

前將 2022 年“和平之路獎”，頒給了約旦 

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賽因和王后拉尼

婭。出席本次頒獎儀式的來賓多達 370 位。 

   卡恰總主教是和平之路基金會主席。他解

釋說，該獎項授予約旦王室，以表揚他們 

“為中東和

全世界不同

信仰之間的

和平與和諧 

的服務”。 

卡恰總主教讚揚約旦在接納逃離衝突的難

民中，發揮的作用，比如在巴勒斯坦、伊拉

克和敘利亞的衝突。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表示，“在我們走向和

平的旅程中，我們要朝著耶路撒冷前行”，

那裡必須是“和平與共處的精神支柱，而非

恐懼和暴力的靠山”。(圖:約旦國王和王后及

卡恰總主教) 

    新德里(信仰通訊社) —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的 103 天時間

裡，印度已經發生了 127 起暴力迫

害基督徒事件，其中 82 起為激進 

份子煽動挑起的群體暴力事件。聖

週五，總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大

公運動組織“基督教聯合論壇”發

表報告，揭露了這一嚴峻的現實。

論壇指出，上述案例都是通過論壇 

開通 的舉報熱線電話獲悉的。 

    發表相關報告時，“基督教聯合

論壇”全國協調人天主教徒邁克指

出 ;“4 月 15 日，也就是紀念耶穌 

兩千年前受到迫害、被釘十字架上

的日子裡，耶穌的門徒仍在世界的

一些地區受到迫害，包括在印度。

迫害基督徒的團伙通過散佈對少

數派團體的仇恨達到政治目的”。 

    他繼續表示，2021 年全國共統計

了 520 起有系統、有組織的暴力迫

害基督徒事件。包括借助社交媒體

等手段的語言、傳播暴力。總之， 

“印度對基督徒的迫害在加劇”。 

    據本社收到的相關報告，2022 

年一月共發生 40 起暴力事件、二 

月 30 起、三月 34 起。全國各地 89

位牧師、司鐸遭到毆打、威脅、恐

嚇和要挾；全國 68 所聖堂遭攻擊、

367 名婦女和 366 名兒童受傷。 

    論壇指出，據印度政府最新人口

普查顯示，近年來，印度基督徒人 

數持平。2011 年統計顯示，全國 

13.8 億人口中，79.8%為印度教徒；

14.2%為穆斯林信徒、2.3%為基督

徒。 (圖:受迫害印度基督徒) 

     (梵蒂岡新聞網)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總統 

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Khalifa  Bin 

Zayed Al-Nahyan)5 月 13 日去世，教宗方濟 

各對此深感“悲痛”。他在寄給新任總統穆

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的唁電中表示哀悼，且

向這位生前“為國家服務的傑出而有遠見

的領導者”致敬。他也為離世的總統祈禱。 

    教宗也提到哈利法總統對聖座和阿聯酋

天主教團體的關注，以及“他努力促進各民

族和不同宗教傳統間的對話、理解和團結關 

懷 的 價 值 觀 

”，這從具有

歷 史 意 義 的

在阿布扎比簽署的文件和人類兄弟情誼扎

耶德獎體現出來。 

    教宗希望已故總統留下的精神遺產能繼

續激勵“世界各地的善心人士努力，以在我

們共同的人類大家庭的成員間堅持編織團

結與和平的關係”。最後，教宗也保證為新

任總統穆罕默德、他的家人和心愛的阿聯酋

人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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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岡新聞網）天主教香港教區

「極度關注陳日君樞機的情況及

安全」，並「熱切地為樞機祈禱」 

。教區在陳樞機於 5 月 11 日被逮 

捕的隔天、5 月 12 日發表公告， 

作出以上表示。陳樞機 90 歲高齡，

他在被捕當天深夜獲准保釋。 

    這位香港榮休主教受到的指控

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此事與他在「612 人 

道支援基金」擔任的行政角色有關 

。該基金用於支持那些爭取民主的

示威抗議者，必須支出的法律或 

醫療費用。 

    香港教區的公告寫道：「我們一

向支持奉公守法的處事原則。我們 

相信基本法會繼續維護宗教自由。

我們促請香港警方和司法機關能

以合乎情理及公義原則，來處理陳

日君樞機事件。作為基督徒，我們

深信：『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

一無所缺。』(詠廿三 1)」 

      5 月 11 日事發當天，聖座新聞 

室主任布魯尼在回答記者們的提

問時，也針對此事發言說：「聖座

獲悉陳日君樞機被捕的消息，為此

感到擔憂，極度關注事態發展。」 

陳日君樞機 

    (信仰通訊社)—埃塞俄比亞政府與提格雷

州反叛勢力，就結束敵對狀態、制止衝突達

成協議後，天主教會、修會團體、天主教難

民服務中心、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等機構，正

在努力向提格雷州運輸人道主義援助，特 

別是糧食，並資助地方人民。 

    埃塞俄比亞主教團秘書長菲克雷·沃爾德

森司鐸，向本社介紹了上述情況。3 月 24 日 

，阿比總理領導的亞的斯亞貝巴政府宣佈 

停火。地方教會繼續表示，“主教們正在與

聯邦政府協調支持難民。 

    同時，呼

籲國際夥伴

幫助阿姆哈

拉等地的難

民”。主教 

團秘書長強

調，十五個修會團體活躍在援助提格雷州難

民第一線上。 

     最後，菲克雷司鐸強調“人民與教會息息

相關”。他還呼籲繼續為埃塞俄比亞祈禱、

希望衝突各派最終達成和平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