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O JI RI BAOAA77 2022 年 8 月 21 日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8月 14日梵蒂岡宗座大

樓書房窗口主持誦念三鐘經祈禱活動。他在念經前的講

話中省思了當天福音的内容。在福音中，耶穌對門徒們說

的話“總能觸動我們、令我們反省”：“我來是為把火投

在地上，我是多麽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十二 49）。 

教宗立刻問道，耶穌說的是什麽樣的火？“祂來是給世

界帶來福音”，即天主對每個人的愛的喜訊。教宗解釋道，

耶穌告訴我們，“福音有如火，因為這是一個訊息，在它

進入歷史中時，它摧毀生活中先前的平衡，促使我們擺脫

個人主義、克服自私主義”，從“罪惡和死亡的奴役轉到

復活的耶穌的新生命”。 

  “換句話說，福音沒有讓事情保持原樣，而是帶來改 

變、邀請人皈依。它不會分發一種虛假的内在平安，而是 

引起我們的不安，促使我們向前行走，使我們向天主和弟 

兄姐妹敞開心扉。福音有如火：當它以天主的愛溫暖我 

們時，也希望燃燒我們的自私，照亮生活的黑暗面，燒毀 

使我們成為奴役的虛假偶像”。 

  教宗問道，火這個詞，今天對我們來説有什麽意義？ 

“它邀請我們重新點燃信仰的火焰，為的是讓信仰不要

成為次要的現實，或是獲得個人福祉的途徑。因為這些會

使我們逃避生活的挑戰和在教會與社會中的承諾。信仰

不是“催眠曲”而是點燃的火，即使在夜間也能讓我們保

持警醒和有所作為。教宗說;我們個人的省思應是:“我 

熱愛福音嗎？我經常閲讀

福音嗎？我隨身攜帶福音

嗎？”我的信仰“讓我處於

無所作為的安靜中，或者在

我内點燃見證的火焰？” 

  最後，教宗籲請信眾省思

這一點，“我們被天主的愛

火點燃、願意‘把天主的愛

火投到’世界上、把天主的

愛火帶給所有人？願每個

人都能發現天父的溫柔，體

驗耶穌的喜樂，祂拓寬我們

的心胸，讓生活變得美好” 

。教宗祈求說，願領受了聖

神的火焰的聖母瑪利亞為

我們轉禱。 

      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去，到

了猶大的一座城。她進入匝加利亞的家，就向

依撒伯爾請安。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請安，

胎兒就在她腹中歡躍。依撒伯爾於是充滿了聖

神，高聲說：「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

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我主的母親，駕臨我

這裡，這是我那裡得來的呢？看，你請安的聲

音，一入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

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

的。」瑪利亞於是說：「我的靈魂頌揚上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因為他垂顧

了她婢女的卑微，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

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

是聖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世，賜與敬

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驅散那

些心高氣傲的人。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

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他曾使飢餓者，飽饗

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憶起

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正如他

向我們祖先所說過的恩許，施恩於亞巴郎和他

的子孫，直到永遠。」瑪利亞同依撒伯爾，住

了三個月左右，就回家去了。( 路加 一: 3 9 -5 6 ) 

          反省《聖母 · 最佳典範》 

    聖母從天使口中得知因聖神降孕，既驚且

喜，雖未能完全明白箇中因由，仍默存心中，

沒問為何這樣，祇問如何能成，對天主旨意是

絕對的依持和信賴，相信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

事，全心全意接受天主在她身上所行的大事。 

    聖母謙厚自下，雖然懐著小耶穌，但仍不辭

勞苦，急速趕住猶大山區，照顧蒙主恩賜，年

邁懷孕的表姐依撒伯爾。聖母關顧別人的需

要，身體力行給予支持及幫助、慰問和祝福、

珍惜及分享主賜的恩典。 

   「聖母讚主曲」是路加福音獨有的章節，揚溢

著對上主頌讚和感恩之情，彰顯天主的美善和

仁慈，是最優美的讚歌，在教會日課晚禱中誦

唱，也是眾多作曲家將其譜成悠揚悅耳的樂

曲，傳頌普世。聖安博(St. Ambrose 333-397)注釋 

「聖母讚主」

時 說 : 「 願 眾

人都懷有瑪利

亞的靈魂，像

她一樣頌揚上主; 願眾人都懷有瑪利亞的心神，

像她一樣歡躍於天主。按肉身而論，只有一位

基督之母，但按信德而言，眾信友的靈魂都生

產基督: 實在，眾信友在心中都接納了天主聖

言。⋯我們要讓天主居住在我們的心靈內，但不

僅默存在心中，更要把祂帶給世人: 把我們心中

所孕育的基督，帶給世界。」 

今天是聖母蒙召升天瞻禮，讓我們效法聖母的

芳表，以謙卑和信靠的心與天主恩寵合作，勇

敢地回應天主在我們每個人生命中的計劃。(撰

文：陳鴻基神父- 鹽與光2022年8月15日  

 董事長: 吳端華 
 社  長: 張漢文司 鐸 
 印尼天主教華語教會联絡處  

 電話/傳真:(021)6289192 

 電郵:

    安曼（信仰通訊社）—為援助黎巴嫩人

民，約旦明愛和天主教研究與傳媒中心聯

合展開募捐活動，並舉辦了黎巴嫩女歌手

的音樂會。所得款項，將全部用於為黎巴 

嫩人民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械。 

    約旦天主教研究與傳媒中心主任瑞法特 

.巴德爾司鐸和約旦明愛主任瓦埃勒.蘇萊

曼強調了上述活動的人道主義價值，特別

是約旦和黎巴嫩人民間的兄弟情誼。巴德

爾司鐸還表示，教宗方濟各多次盛讚黎巴

嫩和約旦是慷慨接納的橋樑國家，向中東

地區逃離動亂的難民和移民伸出了援手。 

    黎巴嫩社會發展部部長專程前往安曼出

席了慈善音樂會。黎巴嫩危機以來，醫療 

服務遭到重創，已經無法滿足平民的基本

醫療和藥物需要，甚至腫瘤患者的治療也

無法保障。 

     （信仰通訊社）— 8 月 6 日至 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瞻禮，日本教會將舉

行十天祈禱日、呼求聖母的護佑以

紀念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為此，

日本主教團主席，東京總主教區總

主教菊地功蒙席發表文告，題目是

《為和平祈禱的十天》。指出“這是

和平遭到暴力踐踏的一年。生命的

尊嚴被無視、不再保護生命。今天，

我們的十天為和平祈禱正值生命面

臨危機之際”。 

   菊地功總主教援引教宗方濟各的

教導強調了在保護生命、應對危機

中團結互助的重要性。表示對疫情

危機又加上戰爭深感憂慮，並談及

烏克蘭衝突。痛斥“這是一

個大國踐踏國際社會日益增

長的探索和平努力的暴行”

指出：“許多人渴望保護生

命、探索和平”。 

     日本主教繼續表示，疫情期間

“我們學會了彼此相互支持和照

顧，這是保護生命的最佳方式。和平

不僅僅是沒有衝突，而是社會各個

領域中導致衝突的因素被剷除、生

活在相互扶持的情景中”。 

    菊地功總主教援引教宗的話“現

在的世界，好像被只有通過暴力才

能贏得和平的感覺所淹沒了。但這

卻只是踐踏了真正的和平”。   文告

中重申了戰爭給無數人造成的痛

苦、摧毀、危險。而“我們生活在這

共同的家園蒙召促進生態-正義，也

就是捍衛從受孕到死亡的人類生

命，以及地球上各種形式的生命”。 

    最後，日本主教團主席呼籲國內

信眾在十天為和平祈禱中“反思、

為和平行動。讓我們被基督的和平

所征服！和平是可能的、和平是義

務、和平是所有人的首要責任”。 

 （梵蒂岡新聞網)「聖座的外交無關

乎單一國家，而是攸關一個擁有國

際法地位的現實，不涉及政治、經

濟、軍事利益。聖座的外交是為普 

世教會的牧人、羅馬的主教服務。」

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以這番話展

開了意大利地緣政治雜誌《邊界》

(Limes）的採訪。原文以〈大戰〉為

標題，刊登在該雜誌的最新一期中。 

    帕羅林樞機在專訪中談的內容可

概括如下：聖座的外交具普世性，

因為聖座的代表來自全世界各處的

地方教會，同時，它的功能明顯為 

教會性質。為進行最有效的外交專

業，地緣政治乃是不可或缺的。 

    教宗方濟各擔任國際性的角色，

他和他的前任教宗們都是「不以歐

洲為中心的教會」的像徵，而在國 

際性的問題上，他們具備多邊主義

的視野。帕羅林樞機本人長年從事

外交活動。在這個複雜又支離破碎 

、受各地零星爆發的「第三次世界 

大戰」影響的世界上，教會的普世 

幅度意義深遠。而福音則是應對這

一切的指南針。帕羅林樞機解釋：

福音的每一頁都在「宣報和平，承 

諾賜予和平恩典」。 

    在談到有關「訴諸武力」

的課題時，帕羅林樞機指

出，《天主教教理》載明合

法自衛的情況。人民受到 

攻擊時有權保護自己。但 

這種合法的武裝自衛權， 

應該在一定的情況下才可

以行使，即如《天主教教理》所列舉

的：當所有其他終止侵犯的途徑都

顯出無法實行或實行無效時；當有

理由相信武力自衛能得到成功時；

當使用武力自衛不會造成比侵犯帶

來的更嚴重的邪惡和混亂時。 

    帕羅林樞機指出，「戰爭源自人

心。每一個嚴重侮辱都會令和平遠

離，令所有的談判變得艱難」。教 

宗曾在多次的呼籲中談到這一點。

然而，「教宗的聲音往往成了在沙 

漠中的吶喊」。但「教宗的聲音是 

高瞻遠矚的先知性的聲音。它有如

一粒種子，必須落在肥沃的土壤中 

，才能結出果實。如果衝突的主要 

人物不重視他的話，戰爭便不會終

結」。樞機於是談到目前的烏克蘭 

悲劇。似乎此刻沒有出現真正和平

談判和接納調解的意願。教宗的聲

音於是成了沙漠中的吶喊。樞機相

信，此刻沒有人能夠預計目前戰爭

的後果。成千上萬人死亡，城市被 

摧毀，數以百萬計的人流離失所， 

自然生態遭破壞，世界許多地方的

人將忍受缺糧之苦，還有能源危機

⋯⋯。怎麼可能不承認可能而且可行

的途徑就是終止武力，促進合乎公

義和持久的和平？帕羅林樞機因此

重複：「戰爭源自人心。」所有人都

應回應召叫，貢獻一己之力，來推 

動和平，避免戰爭。在被問及教宗 

訪問東歐地區衝突國家的可能性

時，這位聖座國務卿說，教宗非常 

渴望前往訪問這些國家，他希望通

過他的訪問，能帶給它們實際的益

處。教宗有意造訪基輔，為飽受戰 

爭蹂躪的人帶去安慰和希望。同樣 

，他也表示願意訪問莫斯科，如能 

對和平有真正的效用的話。 

    在《邊界》雜誌對國務卿的採訪

中，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的

不公開協議也佔了重要篇幅。帕羅

林樞機確認雙方的對話始於教宗若

望保祿二世，並由教宗本篤十六世

和教宗方濟各繼續，到 2018 年雙方

簽署有關任命主教的臨時性協議。

正因為此協議的臨時性質，因而不

對外公開，等待有了實際實行效果

的驗證，再作這方面的決定。樞機 

補充說，在評估協議的成果上，他 

認為可以說有所進展，但並不是所

有障礙和困難皆已經克服。因此為

妥善落實此協議，還有一段路要走 

並且要通過真誠對話來完善協議。 

    對雜誌採訪者指出的當代世界現

像，即：強權無法達成共識，以及 

過去的外交規則與慣例被破壞、國

家和政府領導人互相辱駡等現像，

聖座國務卿祝願所有外交界抱持普

世性視野，致力於捍衛人的尊嚴和

基本權益，保衛弱小，維護生命。 

   教宗方濟各於 7 月 24 日出訪加拿大，展 

開其第 37 次國際牧靈訪。在這個廣袤的土

地上居住著擁有悠久歷史的衆多原住民團

體。教宗的訪問不僅是堅固加拿大原住民 

、社會和教會的信德，也為已開啓的治癒 

及和解進程作出貢獻。 (加拿大第一民族)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出訪加拿

大前，在 7 月 17 日三鐘經祈禱活動的機會

上表示，他的加拿大牧靈訪問將是一次

“懺悔之旅”，“為已開啓的治癒及和解進

程作出貢獻”。教宗在訪問期間將會見第 

一民族、因紐特人和梅蒂人原住民。 

         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 

 “第一民族”，這個稱呼用來表示在歐洲

殖民者到來之前就存在於現今加拿大領土

上的不同民族的總稱，主要由印第安人組

成。根據加拿大官方人口統計，到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止，共計 1,008,955 人。在全加 

拿大有 634 個第一民族團體，他們代表著

50 多個民族和 50 種原住民語言。第一民 

族的人民主要集中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顛哥

倫比亞省。根據 2016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

示，大約 40%的第一民族居住在原住民保

留區内，45%居住在城市地區，14%居住在

農村地區（原住民保留區外）。2019 年的 

統計報告顯示，在 254,000 名第一原住民 

兒童中 47%的人生活在貧困中。促進原住

民個人與團體在國家和國際政治事務的工

作由“第一民族大會”負責。 

           因紐特人（Inuit） 

    因紐特人是居住在加拿大北部地區的原

住民，根據加拿大政府統計數據顯示，因 

紐特人在 2016 年超過 64,000 人，佔加拿大

原住民總人口的 4%。因紐特人主要分布在

努納烏特地區(Nunavut)，該地區佔加拿大

陸地面積的 35%和海岸線的 50%。“加拿大

因紐特人團結組織”(Inuit Tapiriit Kanatami）

是因紐特人的政治機構，致力於對努納烏

特地區土地和資源狀況的共同關注。 

               梅蒂人（Métis） 

    梅蒂人，即混血兒，是原住民與歐洲人 

結合的後裔。梅蒂人遍布加拿大各地，主 

要分布在西部平原地區。最早的梅蒂人是

原住民婦女和歐洲皮草貿易商人的後代。

根據 2016 的人口統計，梅蒂人總人口超過

537,000 人。加拿大 1982 年頒布的憲法第 

35 條承認原住民的權利，明確承認梅蒂人

是加拿大三個原住民民族之一。該原住民

的政治機構是“梅蒂人全國理事會”（Métis 

National Council）。 

    自 1993 年以來，為回應第一民族、因紐

特人和梅蒂人的自治要求，加拿大政府簽

署了不同的協議和條約。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60 年代，加拿約有 15 萬名原住民 

兒童被帶到不同基督信仰教會(包括天主

教會、基督新教會和英國聖公會)所管理的

寄宿學校，接受當局推行的文化同化教育 

。在這期間，有超過三千名兒童因疾病、飢

餓、寒冷和虐待而死亡。在 2008 年簽署受

害者賠償協議後，時任總理史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代表加拿大政府向受害者

正式道歉，並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全國委員

會。2021 年夏天，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錦 

碌(Kamloops)天主教寄宿學校舊址發現 215

具兒童的遺骸。所有涉及這些悲慘事件的

教會團體都已向原住民道歉並請求寬恕。

天主教會團體還推出了一項賠償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