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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省思了當天福音的

内容。他强調，跟隨耶穌意味著在我們的任務中，以鎮

靜、忍耐和寬容堅決前行。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6月 26日在宗座大樓書

房窗口主持誦念三鐘經祈禱中，省思了當天福音内容。

福音記述說，耶穌“決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儘管祂

知道“在那裡等著祂的是被拒絕和死亡”，耶穌打發使

者在祂前面走。他們經過的撒瑪黎雅村莊不收留耶穌，

因為祂是朝耶穌撒冷走去。雅各伯及若望兩個門徒非常

生氣，建議老師“叫火從天降下懲罰那裡的人”，但耶

穌沒有接納他們的建議，祂譴責了他們並繼續前行。 

  教宗解釋道，“耶穌帶到世界上的‘火’是天父的慈

愛”,“要讓這火燃燒起來，需要有忍耐、堅持不懈和懺

悔的精神”。相反的，雅各伯和若望卻被“憤怒所征服”。 

“這事也會在我們身上發生，當我們行善時甚至可能要

犧牲，然而我們不但沒有被接納，反而會發現大門緊閉。

那麽，憤怒隨即而來：我們甚至試圖讓天主參與。相反 

的，耶穌選擇另外一條道路，不是憤怒的道路。” 

  身為基督的門徒，我們也應該有祂的決意，要成為

“堅定的基督徒”，而不是“馬馬虎虎的基督徒”，這

意味著“鎮定、忍耐和寬容”，而不是放鬆“行善的承

諾”。這種生存方式並不意味著軟弱，反之，是一股内

在的强大力量”。 

  福音中說，耶穌與門徒們遂又到別的村莊去了。教宗

省思基督的態度說，我們在面對“反感、不被瞭解時，

有轉向上主嗎？”在“行善時有向祂懇求賜予我們祂那

樣的堅定嗎？”或者我們尋

求得到肯定和讚賞，如果沒

有得到，我們會變得痛苦和

心懷怨恨嗎？ 

  教宗最後表示，“我們行

善是為了服務，而不是尋求

掌聲。有時我們認為，我們

的熱忱是出於對正當理由

的正義感，但實際上，大多

數是驕傲、軟弱、敏感和沒

有耐性。讓我們向耶穌懇求

賜予我們祂那樣的力量，在

這服務的道路上決意跟隨

祂。當困難出現時，當我們

竭盡全力來行善卻不被別

人瞭解時，不要心存報復和

不寬容”。 

     教宗方濟各為記者博爾塞塔的新書《數字教

會》寫序，敦促堂區和修會團體進入互聯網。

(圖片:教宗在疫情封城時期主持特殊祈禱時刻) 

（梵蒂岡新聞網）在線上直播感恩祭，通過智

能手機參加葬禮，在Zoom或其它平台上舉辦活

動，以便於「寬慰人心、與人相遇和臨在其

中」。教宗方濟各在新書《數字教會》的序言

裡談到新冠疫情下的這些經驗，因為當時的封

城措施打亂了牧靈工作的常規和慣例。教宗鼓

勵眾人發揮創意，有意識地運用數字世界，以 

之作為教會臨在於當今男女之間的環境。 

   《數字教會》這本新書由意大利天主教電視台

TV2000記者博爾塞塔(Fabio Bolzetta）所編撰，教

宗方濟各受邀為本書作序。教宗先指出互聯網

和新科技的潛力寫道：「互聯網有時似充斥著

聲嘶力竭的吼叫、被假新聞汙染。即使是這樣

的互聯網，也能成為相遇和聆聽的空間。」在

新冠疫情最嚴峻時，人們清楚看到了這點，社

交媒體和其它虛擬工具幫助人們排解孤獨感。 

    基於這個原則，雖然線上活動有其「錯誤和

過分」之處，但教宗依然讚賞許多司鐸在那些

艱難處境中「運用巧思來維繫人際互動和團體

關係」。當他們以傳揚基督信仰訊息為核心要 

務，而非尋求個人的光環時，「我們必須承認 

這些嘗試發揮了效果」。 

    教宗表示，各年齡段的司鐸投身於數字傳播

領域，「也通過新的科技來維繫那受託於己的

團體的團結」。他們樹立榜樣，讓人看到技術

工具能有多強大的益處：「社交網絡的功用是

保持聯繫、傳達需求、排解孤獨感、啟動愛德

善功、時常見面，以待來日再次擁抱。專家們

說，因著更頻繁地使用科技來舉行線上活動，

若干已發生的變化，勢必會在新冠疫情緊急狀

態結束後，也長期存在。」 

    這一切固然有其正面意義，但是在特殊階段

萌生的這些創新不可形成慣例，至少在教會內

不可如此。教宗表示，「線上活動絕不可取代

線下活動。親自參與掰餅的感恩祭、愛德行

動、眼神交流、彼此擁抱、並肩服務那臨在於

窮人身上的耶穌，以及握著病患的手慰問他

們，這些是我

們日常生活的

經驗，是任何

科技或社交網

絡永遠無法取

代的經驗」。 

    教宗最後總

結道，「眾所

周知，線上活

動絕對無法取

代面對面相遇

的美妙。但是基督徒已經且應該進入數字世

界」。或許懷有信德的年輕人「明天將成為新

型社交平台的主角，運用一種更符合人性、更

懂得聆聽、更真實分享的傳播」。 

    聖座新聞室於 6 月 14 日，公佈了教宗 

方濟各第 6 屆世界窮人日文告，主題為

“耶穌為了你們卻成了貧困的”(格後八：

9）。在該文告中，教宗區分了兩種貧窮；

並強調，窮人是人類不安和焦慮的解藥。 

    據梵蒂岡新聞網報導，教宗方濟各於

2016 年慈悲禧年結束之際，立了世界 

窮人日，在每年常年期第 33 主日舉行。  

    教宗在文告指出，耶穌的訊息表明，貧 

窮有兩種，一種是“羞辱和殺害式的貧

窮”，另一種是“基督自己的貧窮” ，這

貧窮使人“自由和安詳”。殺害式的貧窮 

是“困窘，不義、剝削、暴力和資源分配

不公的衍生物。這是絕望、沒有未來的貧

窮，因為受制於既不允許有願景、也沒有

出路的丟棄文化”。 

    相反，基督的貧窮“來自一個負責任的

抉 擇——拋開致命的包袱，專注於真正要   

緊的事”。教宗指出，窮人幫助我們獲得 

這種使人自由的貧窮。他說：“遇到窮人

能讓我們停止許多沒有根據的焦慮和恐

懼，從而看見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東西，也 

就是沒人能從我們這裡竊取的東西——

真正和無償的愛”。因此，窮人"在成為我

們施捨的對像之前，首先是幫助我們從不

安和膚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人”。 

    教宗與德肋撒修女關於窮人的洞察，有

異曲同工之妙：前者認為窮人幫助我們

看清真正的寶藏，後者直言窮人是人類未

來的希望。我們或許不能理解其中的“邏

輯”，但當我們真正去親近窮人時，這邏

輯便會自我闡釋。(圖:德肋撒修女與窮人) 

    據教會消息人士稱，士兵在教堂

內紮營，並在離開該地區之前，燒 

毀了教堂和幾座房屋。當地傳媒報

道說，自 6 月 6 日起軍方和民間的

「克倫尼國防軍」之間的戰鬥，在克

耶邦的羅索和德莫索鎮不斷加劇。 

    自 2021 年 5 月軍隊與反政府武裝

衝突爆發以來，壘固教區至少有九

座天主教堂遭到緬甸軍隊的砲擊和

空襲。緬甸軍政府繼續襲擊克耶邦

等有大量基督徒人口的教堂和民

居，同時，攻擊巴馬爾地區佛教徒 

佔多數、歷史悠久的天主教村莊， 

殺害無辜民眾，燒毀房屋和牲畜。 

   據報道，最嚴重的襲擊發生在 2021 

年 5 月 23 日，位於壘固附近坎揚塔

爾 村 莊 的 聖 心 天 主 教 堂 ， 砲 擊 

導致 4 名天主教徒死亡，8 人受傷。 

     這次在最近襲擊教堂的幾天前， 

緬甸主教們呼籲衝突各方，尊重 

教堂場所的神聖性。主教們在 6 月 

11 日的一份聲明中說：「人的尊嚴

和生存權永遠不能妥協。」並再次要

求「尊重生命，尊重禮拜場所、醫院

和學校等地方」。壘固教區 38 個堂

區中，其中 16 個堂區的司鐸、修女

和教友已撤離，他們在激烈戰鬥後 

，已逃倒了安全的地區。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政變以來，有

包括 100 多名兒童在內的 1,900 多

人被殺，14,000 多人被拘留。(圖:壘固

教區聖瑪竇堂 15/6 被縱火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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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凡高舉自己 
    的,必被貶抑；凡貶抑  
  自己的，必被高舉。 」 
     
         (路十四:11) 

    （信仰通訊社)—就 2023 年總統和議會

選舉，尼日利亞阿布賈天主教秘書處秘書

長扎卡利亞.桑居米司鐸、牧靈事務主任 

邁克爾•班居司鐸、教會與社會事務主任

武凱庫克烏 .奧伯多 .基納司鐸發表聯合 

聲明，警告“國家處於崩潰邊緣”。 

  “6 月 5 日翁多州聖方濟各堂發生的暴 

行，讓我們國家的屠殺，又上升到了新水 

平”。教會指出了國內各地暴力、衝突、

飢餓、貧困肆虐；大學的罷工讓年輕人失

去了方向和目標。 “也就不奇怪為什麼會

有這麼多青年犯罪、暴力和惡行的案例”。  

    為此，教會在大選前敦促政界要在選前

和選舉後，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場。敦促信

眾不要絕望、要踴躍參與政治生活。 

     同時，鼓勵司鐸和教友們及時領取選 

民證。但也警告神職人員，不要因為信徒

沒有選民證，就禁止他們參與彌撒聖祭、

領聖體或者領受其它聖事。因為這是違背

教會法典的，“教會法闡明了在什麼情況

下，才能)合法剝奪信徒的精神財富”。(圖

片:尼日利亞阿布賈的主教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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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奧

爾托修女(圖)在海地遭殺害，教宗向

其家人和修會團體表示哀悼。 

  (梵蒂岡新聞網）德爾奧爾托(Luisa 

Dell’Orto）修女 6 月 25 日在海地遭

殺害。教宗方濟各在隔天 26 日三鐘

經祈禱活動中說，這位修女為他人

奉獻自己的一生，直到殉道。 

    去年，德爾奧爾托修女在一封給 

傳教團體的信中寫道，她決定留在

海地繼續自己的工作。“你們會說 

我有點不理智，為什麽要留在這裡 

？為什麽要暴露在‘危險’中？生 

活在這樣困窘的環境中有何意義？

讓人們自己解決他們的問題，不是

更好嗎？但我不能對所見所聞保持

沉默。為了生存有人可以依靠是個

重要關鍵！我們能給予他人的最大

禮物，莫過於見證出你可以依靠那

源自信德和天主聖愛的團結互助”。 

    德爾奧爾托修女 6 月 25 日在海地

首都太子港街頭武裝襲擊中受重傷 

，被緊急送到醫院後不久去世了。 

她是受到聖富高啟發的福音小姐妹

會的修女，在海地服務了 20 多年。 

教宗在三鐘經中祈禱中說，“她特 

別致力於為街頭孩童服務”。 

    德爾奧爾托修女的姐妹 Maria Ad-

ele Dell’Orto)向本新聞網表示;“德爾

奧爾托修女真的為工作獻出了生命 

。這是事實。她早就意識到有可能 

會發生一些事情…很明顯在她最後

信中她提到，那裡的情況非常困難，

但她仍渴望留在那裡做見證”。  

    瑪利亞·亞洛美對她的親姐妹跟隨

了聖富高所走的道路感到安慰。    

她說，“此時此刻，我在想她是如何

一直步武聖富高的芳蹤。現在我認

為她就如聖富高那樣去世了”。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2022 年 6 月 24 日，取消了對「 

羅訴韋德案」的裁決。同一法院於 1973 年對此案的裁 

決使墮胎在美國全國合法化。現在，各州將自由地實 

施各自有關的法律。在一份裁決書中寫道，「憲法沒有

賦予墮胎權」。「墮胎是一個嚴重的倫理問題。憲法沒

有禁止每個州的公民“控制或禁止墮胎”。」最高法院

的決定，是在審議「多布斯訴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案

後作出的，在該個案中法官支持密西西比州，關於婦女

懷孕 15 週後，禁止終止妊娠的法律。 

    最高法院 6 月 24 日的裁決，在美國引起了不同的反

應。該國天主教主教團表示：「這是我們國家的歷史 

中歷史性的一天。」在一份由主教團主席洛杉磯總主教

戈麥斯和美國主教團促進生命委員會主席、巴爾的摩 

的總主教洛里簽署的長而清晰的聲明中寫道：「近 50 

年來，美國實施了一項不正義的法律，准許若干人決定

其他人可以活或死；這項政策導致了數以千萬計未出

生的嬰兒死亡，幾代人的出生權被否定了。」 

    戈麥斯總主教和洛里總主教寫道：「我們第一個想到

的是：自 1973 年起被奪走生命的孩子們，以及所有因

墮胎而痛苦的男女。作為教會，我們應該為那些處 

境困難的孕婦服務，並以愛來關懷她們。主教們感謝 

社會各階層無數美國人的工作，在這些年中，他們和 

平合作，為女性提供幫助和咨詢等。」 

    宗座生命科學院在當天晚上的一份公告中，也引用 

了美國主教團聲明中的話，公告寫道：「保護、捍衛人

的生命這個問題，不可因行使個人權利而受到限制， 

相反地，這是一個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問題。」(圖:美

國人民對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歡呼慶祝) 

    由於俄、烏的戰爭，烏克蘭小麥出口受

阻，令依賴烏克蘭小麥的貧窮國家人民， 

面臨飢餓的危險。因此，教宗方濟各在 6 

月 1 日公開接見結束前強烈呼籲：不要把

烏克蘭的小麥作為戰爭的武器。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在 6 月 1 日

週三例行的公開接見活動結束前，呼籲國

際社會，應努力解決因持續的戰爭，使烏 

克蘭出口的小麥滯留在港口的問題。 

    教宗這樣説道：“烏克蘭出口的小麥

被封鎖，這引起極大的擔憂，數百萬人的 

生命，尤其是最貧窮的國家，都依賴這些 

小麥生存。我痛心地呼籲有關方面，應盡 

一切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並保障享有糧食

的普遍人權。請不要把小麥這基本的糧食 

，作為戰爭的武器！”(圖:烏克蘭的麥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