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9 月 25 日

  教宗在三鐘經活動中反思當天福音內容。他邀請我們

在行善方面富於創造能力，面對世上的腐敗現象不屈服。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9月 18日在梵蒂岡宗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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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福音記載不忠信的管家揮

霍主人的財物，被發現後他用狡猾的方式來應付。教宗自

問：“這狡猾是什麼？耶穌願意告訴我們什麼？” 

  教宗指出這管家面對失去工作的風險時的膽大妄為，

他能使出渾身解數來應付，而不是只知道“自怨自艾” 

，他不向自己的命運低頭，而是尋找解決方法。教宗表示 

，耶穌向祂的門徒提出這樣的挑戰說，“這些今世之子應

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為精明”（路十六 8）。 

  “就是說，在黑暗中按照一定的世俗標準行動的人， 

在陷入困境時知道如何應付，知道如何比其他人更狡

猾；相反的，耶穌的門徒，也就是我們，有時會不清醒 

，或太天真，在困境中不懂得主動地尋找出路。比如說 

，我想到在個人、社會和教會的危機時刻：有時我們讓 

灰心喪氣獲勝，或者我們陷入抱怨之中。耶穌說，一個 

人也可以按照福音的精明，清醒並專注於辨別現實，為 

我們和他人尋求好的解決方案。” 

  教宗也回答了第二個問題，“管家的狡猾是什麼？”他

給那些債戶打折扣，與他們成為朋友，希望在主人把他趕

走時他們能幫助他。教宗接著表示，耶穌在這裡教導我們

應該如何利用我們的財富。福音中說：“要用不義的錢

財交結朋友，為在你們匱乏的時候，好叫他們收留你們到

永遠的帳幕裡”（路十六 9）。 

  “為獲得永生，不需要積累現世的財富，重要的是愛

德，是我們在弟兄關係中活出的愛德。這就是耶穌的教 

導：不要只為我們和自己的自私自利的目的使用現世的

財富，而應用這些財富為你們服務，來建立友愛、建立良

好關係、在愛德中行事，並

促進兄弟情誼和從事照顧

最弱小者的工作。” 

  教宗強調，即使在今天，

在世界上有很多貪污和不

忠信，有“不公平的政策，

個人和機構的選擇受自私

的因素主宰”等等的現象。

但我們基督徒卻不要因此

而灰心喪氣，或更糟糕地對

此“無動於衷”。“相反的，

我們蒙召在行善方面有創

造能力，以謹慎和福音的精

明善用這世界上的財富，不

是使我們自己富裕，而是建

立弟兄友愛和社會情誼。用

我們的舉動建立社會友誼

是非常重要的”。(圖片：

Vatican Media) 

    在努爾蘇丹舉行的世界宗教領袖

大會發表《最後宣言》，强調關於 

促進世界和平與共處的《人類兄弟

情誼》文件的價值。(圖片) 

  （梵蒂岡新聞網）世界各宗教的領

導人承諾盡一切努力確保有利於宗

教、文化和文明之間對話的活動。  

他們在努爾蘇丹作出承諾，要為促

進和平採取進一步措施，首先承認

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共處的《人類

兄弟情誼》文件的價值。這份文件  

由教宗方濟各和阿茲哈爾於 2019 年

2 月 4 日在阿布扎比簽署。 

   教宗與世界各宗教領袖會面在哈

薩克斯坦舉行的第 7 届世界和傳統

宗教領袖大會在結束時發表了《最 

後宣言》，各宗教領袖承諾 

，在一個受疫情打擊、全球 

化進程和安全受到威脅中，

以和平及合作的名義“為加

强文明對話共同努力”、促 

進精神和道德價值。 

    宗教領袖們深信任何衝突

都會産生連鎖反應，導致“國際關

係體系的摧毀”。他們解釋說，“極

端、激進、恐怖主義”以及所有的暴

力和戰爭，都與宗教毫不相干。因 

此呼籲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協助受

極端和恐怖分子打擊的宗教團體和

族裔社團，以期結束在世界各地的

衝突並開展對話，讓他們積極參與

為提供衝突解决方案的行動。 

   《宣言》指出，多元化和宗教差异 

，以及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差异，

“是天主上智的體現，祂以這智慧

創造了人類”，因此，任何 “針對 

某一特定宗教和宗教教義”的强制

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宗教領袖們

籲請支持任何旨在落實宗教間和各 

教會間對話的倡議；强調與聯合國

和任何其它實體共同努力、促進不

同文明、宗教和國家之間的對話；

敦促各國保障其國民具有尊嚴的生

活環境，並縮小世界不同國家之間

在福利方面的差距；鼓勵在社會中

維護精神價值和道德準則；並認可

宗教領袖和宗教外交的重要作用。

因此，該當讓寬容、尊重和相互理解

成為“所有宗教宣講的目標”。 

    《宣言》列出 35 點，呼籲不要將

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與愛好和平的

國家及宗教相提並論；擴充教育和

宗教教育的角色；加强家庭制度和

保護婦女的尊嚴和權利。《宣言》中

也呼籲支持世界上受軍事衝突和自

然或人為災害影響的地區，國際組

織和各國政府應努力克服新冠疫情

帶來的後果。這份《宣言》和大會的

果實將成為“現代和未來人類推動

寬容、相互尊重及祥和的文化的重

要指南”。下次宗教領袖大會也將在

哈薩克斯坦舉行，定於 2025 年。 

    不同基督信仰教會的青年準備參加“十

字路上的團體”的信仰進程，教宗為此發 

表視頻訊息，强調愛比分裂更强而有力。 

 （梵蒂岡新聞網）“選擇走團體生活的謙

卑道路勝過千言萬語”。這是教宗方濟各在

視頻訊息中對“十字路上的團體”（The 

Community At The Crossing）9 月 8 日在聖公

會紐約聖若翰座堂發起的活動作出的鼓

勵，這項活動得到了天主教紐約總教區和

聖公會紐約教區的支持。 

    教宗首先提到“十字路上的團體”是一

個培育中心，由來自美國各地不同基督信

仰教會的青年組成，他們選擇用一年的時

間專注於團體生活、體驗祈禱的進程以及

置身於為窮人的服務。教宗祝願這項創舉

能提供時機，“重新活出基督徒合一的願

望”。 

    “十字路上”這個名稱令人想到紐約聖

若翰座堂内的“十字架”。教宗向聖公會、

天主教和其他不同基督信仰教會的青年解

釋說，信仰的未來“取決於基督徒的合

一”。儘管存在著似乎很深或彼此不相容 

的信念，愛卻比不和諧及分裂更强而有力 

。教宗也勉勵那些準備踏上“十字路上的

團體”行程的青年，要為合一共同努力。 

他說，耶穌是各種文化、政治選擇，甚至 

教義選擇最緊密的紐帶。我們應注視“為

了我們而獻出生命的耶穌”。 

    最後，教宗感謝聖座促進基督徒合一部

對這項活動的推動，也特別感謝坎特伯里

總主教及聖公會首席主教韋爾比（Justin 

Welby）這位“兄弟和朋友”對這項計劃予

以的鼓勵。  

    由導演羅

西執導的記

述教宗方濟

各國際牧靈

訪問的紀錄

片《在旅程中》，在第79屆威尼斯電影節中入

圍非競賽片。《羅馬觀察報》報導說，該影片

將在10月4日聖方濟各的瞻禮日正式上映。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任宗座牧職的9年

中，已經進行了37次國際牧靈訪問，足跡踏過

59個國家；從蘭佩杜薩島到加拿大，他的使徒

朝聖之旅沿著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關鍵時刻的

紅線軌跡：貧困、大自然、移民、對戰爭的譴

責、團結。意大利著名導演羅西（Gianfranco 

Rosi）以這樣的一條線索把教宗方濟各國際牧靈

訪問的影像搬上影幕呈現給世人。 

   這紀錄片開頭的敘述解釋了這一切。導演羅西 

運用教宗方濟各這九年牧職期間的影像，同時

也用了他在教宗訪問加拿大期間拿自己的攝影

機拍攝的若干畫面。觀眾能在這紀錄片中品嘗

到前所未有的新鮮感。羅西準確地選取出其他

人或許想不到的片段，也就是已故知名導演費

里尼（Fellini）所說的“精髓”。事實上，在羅

西的紀錄片中，教宗常是靜默不語。對於以往

講述教宗方濟各的影視作品來說，這是不折不

扣的大轉變。 

    這部講述教宗方濟各國際牧靈訪問的紀錄片

《在旅程中》（In viaggio），是羅西導演繼《海

上 焰 火 》 （ F u o c o a m m a r e ） 和 《 夜 曲 》

（Notturno）之後的又一力作。該紀錄片在正在

舉行的第79屆威尼斯電影節中入圍非競賽片。

《羅馬觀察報》報導說，該影片將在10月4日聖

方濟各的瞻禮日正式上映。 

    當今的大眾傳媒和新媒體離不開以自我為中 

心、誇誇其談的明星。但教宗不是這樣的人，

羅西導演有理解教宗的天賦，他也有勇氣把教

宗講述給世人。影片的開始是教宗靜默不動的

鏡頭，與國際空間站拍攝的倒置的地球交替出

現，同步的話外音是教宗邀請人類更加堅信自

己有能力去行善，行善是天主賜予我們所有人

的恩典。這些雖只是電影開始的幾個鏡頭，但

足以讓我們寫一本書了。 

    在這影片中，羅西導演牽著我們的手，願讓

我們明白基督信仰的訊息，以及這位教宗的使

徒工作，其重點不是戰勝世界，而是十字架的

謙卑。教宗在朝聖旅途中的畫面接連出現，伴

隨著靜默。然後，在接近片尾時，若干畫面令

人驚訝。畫面的焦點不在教宗身上：與教宗相

遇的人們面容清晰，教宗卻以模糊的色塊來呈

現。鏡頭完美地聚焦在聖言台上，而教宗及其

周圍的人則在畫面中融為一體。 

在 影 片 的 尾

聲，教宗的面容消失在鏡頭之外，只剩下祈禱

的力量在面對戰爭的殘忍：“上主啊，阻止戰

爭吧！”這是福音的氣息。耶穌也是獨自一

人，歡呼人群就如晨露一樣瞬間消失，但耶穌

片刻也沒有停止激勵我們去行善。 

    最後，面對極端暴力的瘋狂，耶穌呼求上主

寬恕我們，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

麼。這是祈禱的氣息。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去行

善；我們不能在死亡前停下腳步，因為唯有天

主的恩寵能夠拯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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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有報道稱，政府在經過 93 年後，正

式承認了當地天主教會的三所教堂，以促

進這個佛教主導的國家的宗教和諧。 

    據《泰國郵報》報道，泰國文化部於 8 月 

23 日正式批准了九個宗教崇拜場所，其中

包括三座天主教堂和六座佛教寺廟。 

    文化部長伊蒂福昆·普魯姆  (I t thiphol 

Khunpluem) 強調，確認教堂是為了促進宗 

教和諧的需要。普魯姆說：「對天主教會 

發出證書，可以視認為是在泰國推廣和促

進宗教的一種方式，是根據和配合現時的

情況適而決定的。」 

    這位部長表示，此舉是為了給予人們進

行宗教活動的場所，「接受教育，灌輸符合

宗教原則的正確道德觀念」。已獲文化部 

批准的教堂，分別是在曼谷的聖多默宗徒

堂、北部楠府的聖莫尼加堂和帕府的聖若

瑟勞工堂。直到 1929 年，泰國祇承認了 57 

座天主教堂。隨著最新的批准，這一數字 

已經上升到 60 座。 

    泰國內閣於 2021 年通過了一項正式法

律，允許批准宗教禮拜場所。該法令規定 

，一個新的堂區，必須有一名堂駐的司鐸 

和至少 200 名可以支持該堂區的信徒的情

況下才能建立。 

   在特殊情況下，教區可以要求免除常駐

司鐸和最低信徒人數的標準。法律規定， 

由此建立的堂區名單，應由宗教部門每年

公布一次，並有最長兩年的時間審批。 

    泰國天主教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對 

2021 年的新法令表示歡迎，稱這一確認解

決了該國天主教會「當前形勢的需要，並 

為未來提供了更大的確定性和保障」。 

    截至 2019 年，泰國約有 38.8 萬名天主

教徒，佔這個佛教國家約 6900 萬人口的 

0.5%。泰國天主教會有兩個總教區、九個 

教區和 502 個堂區。 

    泰國他雷暨農勝總教區的聖彌額爾主教

座堂。 迄今為止，這個佛教佔多數的國家 

已正式承認共 60 座天主教堂。 (檔案照片)

來源: 《天亞社中文網》  

    教宗方濟各正在哈薩克斯坦國家

展開第 38 次國際使徒之旅，教宗與

教會團體的一些成員作了信仰見

證。哈薩克斯坦天主教會的起源可

追溯至 13 世紀，如今雖然還是個小

團體，卻充滿著生命力。  

（梵蒂岡新聞網）從偏見中解放出

來，從而看到新視野；能夠將自我

放在一邊、感到自己的召叫能將他

人視為恩典，因而感恩；將司鐸職

視為憐憫他人的服務，以及感謝教

宗為促進世界和平所做的一切。    

    這些是哈薩克斯坦的主教、司鐸 

、執事、度奉獻生活者、修生及牧 

靈工作者 9 月 15 日，在首都努 

爾蘇丹的永援之母主教座堂與

教宗會面時，作的一些見證。 

    哈薩克斯坦天主教會的起源

可追溯至 13 世紀。法國國王聖

路易於 1253 年派遣一些傳教士

來到這片土地，為的是從這裡到蒙

古地區。 25 年後，即 1278 年，尼各

老三世教宗將中亞地區的整個傳教

使命委託給了方濟各會會士。大約

在 14 世紀中葉，會士們在阿爾馬雷

克城修建了一座小小的會院和一座

主教座堂。可是，在 1340 年，基督

徒開始遭遇迫害且從此音信全無，

直到 19 世紀為止。 

     20 世紀初，有天主教徒開始來到

哈薩克斯坦。有一部分以俄羅斯軍

人的身份來到這片土地，有些是被

流放至此或以戰俘和難民的身份前 

來，或自願來到這裡拓荒。許多天 

主教難民和戰俘是在 1917 年一戰期

間來到哈薩克斯坦。當時，伯多祿羅

巴甫洛夫斯克堂區約有 5 千名信徒 

，而庫斯塔奈堂區有 6 千多名信友。

在蘇維埃政權 70 年當中，不同國籍

的其他天主教徒被流放至此。 

哈薩克斯坦於 1991 年獨立建國，這

給當地小小的天主教會團體帶來了

轉變。這個改變的第一個關鍵階段

是哈薩克斯坦與聖座於 1992 年 10

月 7 日建立外交關係。以後，雙方在

1998 年 9 月 24 日簽署了一項重要協

議，確保天主教會在社會、教育、醫

療領域活動的自由，運用社會傳播

工具的自由，同時並保障信眾在醫

療機構和監獄裡能得到靈性協助。

這兩件事情，標誌著富有成效的雙

邊合作的道路的開始，尤其是在跨

宗教對話方面。(圖片:教宗在哈薩克

斯坦訪問  - Vatican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