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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在 6

月 12 日天主聖三節

午時的三種經祈禱

活動中，強調“慶祝

天主聖三節不單單

是作神學反省，也是

我們生活方式的革

新”，就是以生命見

證出天主聖三的奧秘，而非僅僅用言語和書本。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在 6月 12日天主聖三節的

三鐘經祈禱活動中指出，天主聖神發言“但談的不是祂

自己，而且宣報基督並啓示天主聖父”。教宗強調天父

“將祂所有的一切都給了祂的聖子”。 

  教宗引用本主日福音的内容說:“凡父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聖神要傳告給你們。”(若十六 12-15)教宗解

釋道：“慶祝天主聖三節，不單單是神學的反省，也是

我們生活方式的革新。天主的每個位格處在連續不斷的

相互關係彼此交往中，每一個位格都不是為自己存在，

這種關係激勵我們與他人並為他人而生活。打開你的心

門吧！如今我們可以捫心自問，我們的生活是否反映出

我們所信的天主：我宣認信仰天主父、子和聖神，我真

的相信為了生活，我需要別人、需要把自己奉獻與他人、

為他人服務？我是用言語來證實這點還是用生命來證

實呢？” 

  教宗強調，我們“必須以行動見證出天主聖三，而非

言語”,“傳揚生命的創造者天主，很少是通過書本，而

是更多地通過生活來見證”。“正如聖史若望所寫的那

樣，天主‘就是愛’(若一:四 16)，祂通過愛啓示自己。

讓我們想想那些我們遇到的善良、慷慨和溫和的人，看

到他們思維與行動的方式，我們就會得到天主愛的一個

微小反映。愛是什麽？不僅僅是向善和行善，首先從根

本上來説，就是要接納、對他人開放、讓他人有位置、

給他人騰出空間。從根本上來説，這就是愛。” 

  教宗說：“三位一體的天主教導我們，一個人永遠不 

能沒有他人。我們不是孤

島，我們在此塵世是按照天

主的肖像而生活：開放、需

要他人以及需要幫助他人。

因此，我們要問自己另一個

問題：在每天的生活中，我

是否是天主聖三的反映？

我每天在額頭胸前划的十

字聖號僅僅是一個簡單的

手勢而已，還是啓發我交

談、相遇、回應、判斷和寬

恕的方式呢？”最後，教宗

呼求我們“天上的媽媽、天

父的愛女、聖子的母親和聖

神的淨配，幫助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接納並見證出天主

愛的奧秘”。 

     1675年耶穌在往見修女會會院的聖堂內數次

顯現給聖女瑪加利大，敞開胸懷，手指著有茨

冠的聖心說：「你看，這顆心愛人之情如何深

摯，而世人給我的回報，卻是傷害苦痛，我願

你做我聖心的使徒，使世人能承受我聖心的恩

惠，為賠補我在聖體聖事內所受的種種凌辱，

應在聖體節八日後的星期五訂立一個慶節。」

直到1856年，教宗比約九世才把此慶節推廣到

全教會中。 

     今天我們公教家庭都有耶穌聖心像，這是耶

穌顯現給聖女瑪加利大時，要求她仿製的像，

祂要我們或張貼或佩戴，經常敬拜，以示不

忘。在耶穌的聖心上，我們看到有著深刻含義

的四樣標記： 

一、十字架 

     十字架在耶穌時代是一種恥辱的刑具，耶穌

卻給自己選擇了這種刑具。十字架不僅代表了

痛苦和犧牲，還代表了祂降生此世33年來一路

所經受的窮困、侮辱、冤枉、迫害、被人背

叛、被人誤解。祂通過聖女瑪加利大向世人

說：「是因為愛你，我甘心受難；是因為愛

你，我背十字架上加爾瓦略山；是因為愛你， 

我被惡人釘死在十字架

上。這樣過分的愛情，

是從我心中發出來的，

你若接受我的愛情，應

當敬禮我的聖心。」 

    十 字架 ，人 人 都在

背。問題是你用什麼心

情和什麼態度去背。十

字架，耶穌都替我們背

過了，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為所遇到的艱難、困

苦、疾病憂悶而怨天尤人呢？我們為什麼不可

以為了報答耶穌的愛情，去承行天父的旨意而

心甘情願地背起我們的小小十字架呢？ 

二、火焰 

   在聖心的上方，我們看到了燃燒的火焰。經文 

上稱耶穌聖心為「愛德之烈窯」，這不是憑空

想像出來的。耶穌顯現給聖女瑪加利大時，周

身是火，但她很快發現這火是從聖心中發出來

的。全部福音，耶穌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無

不體現祂對我們人類的無限炙熱的愛情。耶穌

用浪子的比喻來揭示祂愛罪人之懇切，讀來讓

流淚；耶穌在十字架上接納右盜同登樂園，僅

僅因為祂在最後時刻認識並痛

悔了自己的罪惡。而最能體現

耶穌炙熱愛情的是祂建立了聖

體聖事，把自己隱藏在面酒形

內如囚犯一樣被鎖在聖體龕

里，而祂的這種大愛又受到了

多少人的懷疑、輕慢和侮辱？ 

    耶穌如此愛我們，我們有沒

有「以愛還愛、以心體心」

呢？我當然要報愛耶穌，這個

報愛還應該是出自內心的，不

圖形式，不只停留在嘴上，而

是因愛而改變自己，遠離罪

惡，壓制私慾偏情，好讓耶穌

的愛火來焚燒我們的心。 

三、茨冠 

    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惡人們以茨冠當皇冠

箍其頭來嘲弄祂。這茨冠就是我們的罪編成

的。受難前夕耶穌在山園中向天父祈禱時，祂

痛苦得汗血並流，因為憑祂的天主性，早就預

見到祂要受的憂苦，一樁樁，一件件，歷歷在

目，而且要直到世界末日。當祂創立的教會不

久就受到迫害、摧殘，多少人為義而殉道時，

祂能不憂傷嗎？當多少人犯罪作惡、不思悔

改、白白糟蹋了祂為拯救世界而傾流的寶血、

自甘墮入地獄時，祂能不憂傷嗎？當祂見到多

少獻身人員，忘了自己的使命，背離祂的教

誨，沉湎世俗，醉心金錢、地位、名譽、舒適

生活時，祂能

不憂傷嗎？當

共融的教會的

軀 體 受 到 侵

蝕，受到肢解

時，祂能不憂

傷嗎？當現代

人一味追求物

質財富，貪圖安逸享樂而把創造物質財富的天

主拋在腦後最後卻成了魔鬼的奴隸時，祂能不

憂傷嗎？…… 

    我們唯一能安慰耶穌憂傷聖心的，就是常默

想祂的苦難，並以實際行動躲避犯罪，規勸罪

人悔改，為罪人祈禱。 

四、傷痕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的話，在耶穌聖心的左下

方還有個釘孔，血水正從這個釘孔里滴下。聖

若望記載：「耶穌死後，有一個士兵用長槍刺

開了祂的肋旁，立時有血水流出來。」（參閱 

若19：34）可以說，耶穌為了愛我們，祂把祂

所有的都給了我們，連最後一點血水都不為自

己留下。反觀我們自己，這也捨不得，那也放

不下，在福傳路上被世俗事務纏身，難有建

樹；在修德成聖的路上左顧右盼，徘徊不前。

相比之下，我們真是太慚愧了。     

    就把今天當成一個新起點，學著放下，學著

捨棄，以耶穌之心為心，以耶穌之言為我們生

活行動的目標。(圖:耶穌聖心像)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

濟各將於今年 8 月 27 日， 

擢升 21 位新樞機。在這 21

人的名單中引人注目的焦

點之一是，有史以來將會 

有第一位印度“賤民”(又

稱“達利特人”)被教宗擢

升為樞機，他是來自印度 

海 得 拉 巴 總 教 區 的 普 拉

(Anthony Poola)總主教。 

    “賤民”(達利特人)一詞

來自梵語，字面的意思是

“ 被 壓 迫 者 ” , 指 的 是 

那些社會地位低下、被邊 

緣化的人。他們甚至被排 

斥到種姓之外，屬於不可 

接 觸 、 交 往 的 一 群 人 。 

   普拉總主教在獲悉他要 

被教宗擢升為樞機後，接 

受了梵蒂岡新聞網的採訪。

他表示他被擢升為樞機是

“天主所賜的恩典，是天 

主的聖意”。他說：“我從

教宗方濟各訓導的一開始

就明白，他把愛、憐憫、關

注邊緣地區及最貧窮的人

作為優先。 

     ”因此，我們可以給世 

人提供出“一個為了窮人

的貧窮教會”的強烈信息 

。“每當發生颶風、自然災

害，或最近爆發的俄烏戰

爭，我都看到了教宗對全 

世界人民的關心。” 

   接著，這位候任樞機談到 

印度的種姓制度説道：種 

姓制度雖然已經廢除，有 

些因素沒有改變。具體情 

形因地而異。很久以前，

‘賤民’無法上學或受教

育，但現在的印度政府正 

在為被排斥的人、窮人和 

賤民提供更多的機會，鼓 

勵他們上學並持續學習。 

  “我們努力讓每個人都意

識到這些特殊情況，使平 

等的價值觀念推向前進。” 

(圖:印度海得拉巴總教區的

普拉總主教-AFP or licensors)    

    
      

  耶 穌 聖 心 節 
   耶穌聖心四個愛的 

 標記含義，你知道嗎？ 

      教宗方濟各在 6 月 12 日天主聖三節午

時的三種經祈禱活動中，強調“慶祝天主

聖三節不單單是作神學反省，也是我們生

活方式的革新”，就是以生命見證出天主

聖三的奧秘，而非僅僅用言語和書本。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6 月 15 日在

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授要理後，問候了

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上的朝聖人士。他特

別提到隔天在梵蒂岡慶祝基督聖體聖血

節。慶節當天上午 10.30 分，聖伯多祿大殿

總鐸、教宗梵蒂岡城國代理主教甘貝蒂

(Mauro Gambetti)樞機在聖伯多祿大殿内的

聖伯多祿宗座祭台主持彌撒聖祭。 

   教宗問候講德語的信友說：“基督聖體

聖血節邀請我們走出去、將上主帶入每天

的生活中：將祂帶到生活中有喜樂和痛

苦的地方。”教宗問候操西班牙語的朝聖

者時籲請他們祈求天主，讓我們成為“活

出聖體聖事”的人，感謝所領受的恩典，

能夠把自己奉獻於他人並喜樂的為他人，

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的人服務。 

    教宗在問候波蘭朝聖人士時解釋道，在

隆重的基督聖體聖血節中，記念“天主以

餅酒的形式真實臨在於聖體中”。教宗祝

願在波蘭為這慶節舉行的福傳音樂會，

“能喚醒所有人的信德，好能領受基督的

聖體聖血，越來越深刻地體驗基督的愛”。 

    最後教宗提醒說，意大利在 6 月 19 日主

日慶祝基督聖體聖血節。他願“聖體聖

事，愛的奧跡，成為你們所有人的恩寵和

光明的源泉，照亮生命道路，在艱困中給

予支持，在每日的困苦中給予最大的慰

藉”。(圖:聖伯多祿廣場  -Vatican Media) 

     6 月 17 日，教宗方濟各接見了前 

來梵蒂岡訪問的泰國佛教代表團，

包括 33 位僧侶、60 位佛教徒。 

這個代表團的來訪，是為紀念泰國 

佛教高僧瓦納拉塔納(Somdej  Phra 

Wanaratana)與保祿六世教宗會晤 50 

週年。 

    據梵蒂岡新聞網報導，

教宗在當天的接見中表示 

，基督徒和佛教徒在今日

世界的任務，乃是“引導

各自的信徒更強烈地認識

到我們同為兄弟姐妹這一

真理”。他說：佛曰，“趨

善避惡，淨化心靈“；而耶穌則教

導祂的門徒們說:“我給你們一條新

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

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 

(若 13:34)。二者有異曲同工之意。 

    瓦納拉塔納高僧曾於 1972 年 6 月 

5 日與保祿六世在梵蒂岡會晤，如今

已過去了 50 年。教宗方濟各對泰國

佛教代表團這次前來，並更新已有

的“友誼及相互合作的密切關係”

表示感激。他引用保祿六世教宗 50

年前的話，說道：“我們深為讚賞

你們透過寶貴的傳統所獲取的精

神、道德和社會文化寶藏。我們認識

到你們所守護的價值，並同樣希望

這些價值得到保存和發揚。 

    我們期望你們所代表的傳統與天

主教會之間發展出日益友好的對話

及密切的合作。同時，教宗承諾將 

為泰國及其國民祈求豐沛的降福。 

    教宗方濟各在 6 月 19 日的三鐘經

祈禱活動中，呼籲國際社會不要忘

記緬甸人民，應迅速提供人道主義

援助，並邀請衝突各方不要打擊宗

教活動場所、醫院和學校。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在 6

月 19 日，帶領聚集在梵蒂岡聖伯多

祿廣場的信眾念完三鐘經以後，將

思緒轉向了他心愛的緬甸土地，提

醒世人不要忘記，許多緬甸人民所

受的痛苦。(圖:逃難中的緬甸難民) 

    教宗痛心地說：“從緬甸仍

然傳來很多人痛苦的呼聲，那

些因房屋被燒毀和逃離暴力而

被迫離開家園的人，他們缺乏

基本的人道主義援助。”因此

“我與這片心愛土地的主教們

一起，呼籲國際社會不要忘記

緬甸人民，願他們的人性尊嚴和生

命權得到尊重，宗教活動場所、醫 

院和學校同樣應得到尊重”。 

    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已經一年多， 

國内動蕩局勢持續延燒，導致數十

間教堂被空襲和砲火摧毀，包括基

督徒在内的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或逃到鄰近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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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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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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