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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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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講話中省思當天的福音內容時，特別提到兩

個動作，即上和下。當天福音講述法利塞人和稅

吏祈禱的比喻（路十八 9-14），他們兩人上聖

殿去祈禱，但只有稅吏真正的“到達天主台前” 

，因為他謙卑地展現真實的自己。 

  教宗強調，“上”這個動詞，多次在聖經的事

跡中出現，比如亞巴郎和梅瑟，他們“上”山與

上主相遇，同樣的，耶穌“上”山顯聖容。教宗

說，“上去，表達了內心的需求，離開平淡的生

活去與上主相遇；從我們自己的平地上升，上

到天主那裡”，收集我們的生活並將其帶到上主

面前，這是上升，我們祈禱時我們上升。 

  第二個動作是“下”。教宗指出，為了經歷與

天主的相遇，需要“進入我們的內心”，誠實的

注視“我

們的脆弱

和貧困”。

“ 事 實

上，在謙

卑中，我

們能夠毫

無偽裝的

將我們自

己、壓在我們心中的有限和創傷、罪過和痛苦帶

到天主前，懇求祂的仁慈，因為祂使我們恢復健

康、治癒我們並使我們再次站起來。是上主將 

使我們重新站起來，不是我們。我們越是謙卑低

下，天主越使我們上升”。 

  教宗也描述了比喻中兩位主角不同的內心態

度：稅吏“懇求寬恕”，法利塞人“深信自己一

切都合乎要求”，將自己置於

核心位置，開始讚美自己而鄙

視他人。教宗指出，這是靈性

上的驕傲，它帶來的是崇拜自

己而刪除天主。這兩種態度

“非常貼近我們”。   

  教宗籲請說，“想到他們， 

我們要審視自己：檢視在我

們內是否像法利塞人那樣，是

個自充為義人的人。這種心態會導致我們鄙視

他人。弟兄姐妹們，我們要警惕那些展現於自 

誇的“自我陶醉和表現慾“，兩者也導致我們

基督徒、司鐸和主教，總是把一個字掛在嘴邊 

。哪個字？“我”。教宗強調，“哪裡有太多的

我，那裡就少有天主”。 

             (鹽與光: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天亞社中文網) - 亞洲天主教主教於 10 月 12 

日在曼谷召開為期兩周的全體大會，同時紀念

亞洲主教團協會成立 50 周年。與會的教會領袖

們呼籲在亞洲這個多宗教地區重新開展福傳。 

    協會主席、仰光總教區貌波 (Charles Bo) 樞機

在向來自 29 個國家約 275 位教會領袖致開幕詞

時說：「隨著在第三個千禧年邁進，歷史在呼

喚，聖神在感召：讓我們一起說：亞洲教會繼

續前進！現在是亞洲的年代。」 

    除了貌波樞機外，大會籌委員會主席、印度

孟買總教區奧斯瓦爾德·格拉西亞斯 (Oswald Gra-

cias) 樞機和會議東道主、曼谷總教區江薩·戈威

瓦尼（Francis Xavier Kriengsak Kovithavanij）樞

機也強調教會在地區內傳播福音的作用。在亞

洲大部分國家，基督徒仍是少數。 

    貌波樞機向與會者表示，他們的禧年「是一

個宣布世界救主誕生於亞洲的機會…是的。我

們今天接受了這一挑戰。基督生於亞洲，我們

要向這片最廣闊的大陸上的廣大民眾宣講」。 

他說：「作為基督重返亞洲的夢想，亞洲教會

被召叫表達出為正義和平宣講的熱情。未來是

需要充滿著信心的朝聖之旅。」 

   這位緬甸教會領袖說：「歷史在呼喚；聖神在

感召我們；讓我們向亞洲教會宣揚傳教的使

命，讓我們在這世紀將耶穌福音傳遍整個亞

洲。」教會的任務反映在亞洲主教團協會的金

禧年主題：作為亞洲人民在旅途中同行，他們

走了不同的路。他指出，主題旨在反思「亞洲

教會重新出現和正在出現的現實和挑戰」。 

   貌波樞機在提到主題中提及的《聖經》三賢士

時說：「像那些人一樣，讓希望之星以不同的

方式引導，但卻殊路同歸：耶穌建立人類從邪

惡和人為災難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的夢想。」 

    他說：「我們感謝天主，為偉大的亞洲大陸

帶來充滿活力的多元性，這是偉大宗教的搖

籃，偉大文化的家園。歡迎來到各種文化、各

種語言、各個國家。讓我們共同努力，使這一

時刻成為教會歷史上亞洲的時刻。」 

   貌波樞機表示，亞洲教會感謝亞洲主教團協會

過去50年所做的工作：反思亞洲神學與文化、

宗教和窮人的三重對話，「我們對婦女和青年

問 題 的 關 注 ， 以 及 我 們 在 重 大 挑 戰 中 的 合

作」。他還提到了協會對「受迫害兄弟姐妹的

支持，我們對許多亞洲國家的衛生和教育的貢

獻，以及我們正在進行的跨文化合作」。 

   教宗方濟各在給給予全體大會的信息中強調亞

洲教會的多元文化，並促請主教們定期聚會。 

    菲利斯·威爾弗雷德(Felix Wilfred) 司鐸等亞洲

神學家表示，協會自 1970 年成立以來一直提倡

亞洲神學模式

的發展以履行

教會在亞洲多

元宗教中的使

命。梵蒂岡開

始時對此抱有懷疑的態度。威爾弗雷德司鐸9 月

時向天亞社說：「從 1990 年印尼萬隆全體大會

開始，教會的行政中央開始密切關注亞洲主教

團協會。它的願景和方向，特別是在宗教神

學、傳教和交談方面開始受到懷疑。」 

    他說，這導致協會進入了「神學隔離，顯得

非常恐慌。可惜的是，它似乎還沒有完全從導

致自我孤立和知識僵化的衝擊中完全恢復過

來。」此前與亞洲主教團協會有聯繫的年長神

父們說，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裡，協會辦公室很

少舉行定期會議，而教宗對定期會議的呼籲正

是基於這個背景而提出的。亞洲主教團在曼谷

總教區牧民中心舉行大會。（圖片：天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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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出席在羅馬鬥獸場舉行的跨宗教

祈禱聚會，並發表講話：我們不可屈服於戰

爭，卻要撒播修和的種子。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於10月25日下午

前往羅馬市中心鬥獸場，參加聖艾智德團體舉

辦的跨宗教祈禱聚會。在此機會上，教宗與基

督信仰和世界各大宗教的領導人為和平同聲

「吶喊」。教宗說：「今年我們的祈禱變成了

『吶喊』，因為和平今天嚴重遭到侵犯、踐

踏：這發生在歐洲，也就是上個世紀經歷了兩

次世界大戰悲劇的大洲。我們正處於第三次大

戰。不幸的是，從那時候起，戰爭從未停止血

染大地、使大地變得貧瘠，而我們當下所處的

時刻格外悲慘。」 

    這次的祈禱聚會延續了36年前在聖若望保祿

二世授意下於亞西西舉辦的跨宗教和平祈禱聚

會的「友愛精神」。教宗方濟各重申，「和平

乃是各宗教的核心」。在世界許多地方，和平

被否定、受侮辱，而且由於「好戰言論」、仇

恨和冷漠的緣故，和平的吶喊往往被噤聲。 

   教宗表示，呼求和平的聲音「不能被壓迫」。 

「它發自母親們的內心，寫在難民、逃難家

庭、傷者或臨終者的臉上。這沉默的吶喊上達

高天。它不是終結衝突的魔咒，卻是因著所受

之苦的名義懇求和平的神聖權利，值得受到聆

聽。它值得所有的人，從執政者開始，懷著嚴

肅的態度和尊敬的心俯身傾聽」。 

    和平固然是天賜的恩典，但是我們人類也必

須予以接受並培養。教宗勸勉道：「拜託，我

們不可任由戰爭的邏輯來汙染我們；我們不可

掉入恨仇人的陷阱。我們要重新以和平作為前

途展望的核心，以之作為我們在所有層級的個

人、社會性和政治性行動的中心目標。」 

   教宗方濟各接著引用聖教宗若望廿三世60年 

前通過廣播向各國執政者發表的講話，再次籲

請「在各層級和各時代，推廣、促進並接受對

話」。此外，教宗方濟各也指出，這些年來各

宗教之間的友愛，越來越深厚：「我們愈加感

受到我們互為弟兄姊妹。」一年前，各宗教領

導人在鬥獸場的和平祈禱聚會中疾呼：「宗教

不能被用來助長戰爭」。這一席話，今天仍具

有現實意義。 

    教宗最後強調，和平是一項使命，我們不該

屈服於戰爭。願世間萬民增進手足情誼，各民

族欣欣向榮，願和平降臨於世，而這不只需要

天主的恩寵，也需要主愛的人的善意。 

    (天亞社中文網 )-在由荷蘭籍韋倫弗里 

德·范斯特拉滕 (Werenfried van Straaten) 司

鐸成立的一個國際基金會所組織的活動中，

菲律賓超過 100 萬兒童一起為世界和平與

團結誦唸《玫瑰經》。 

    在天主教和公立學校唸書的孩子們參加

了該個每年於 10 月 18 日舉行的活動。活動

並且在國內的社交媒體上進行了直播。 

    國際天主教慈善組織「援助有需要教會」

在菲律賓的執行主任格里·桑托斯(Gerry 

Santos) 蒙席在當天呼籲：「請在今天上午 9 

點加入我們，我們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 

誦唸玫瑰經。我們祈求戰爭停止，疫情結 

束，世界實現和平團結。」該組織是一個宗

座慈善機構，其使命是幫助全世界受迫害 

、受壓迫和遭受苦難的基督徒。 

    這位神職人員感謝聖依納爵德洛約拉堂

區 (塔基格)、有珠山小學等幾所高中和小 

學的參與，同時也提到了首次參與天主教 

活動的公立學校，以及如何藉此幫助許多 

學生以「更有趣」的方式了解信仰。 

   有珠山小學老師卡羅爾·哈納班(Carol 

Hanaban) 向天亞社說：「我們收到了祈禱活

動的資料，包括給孩子們的海報、傳單、附

信和漫畫。這些資料不僅有英語，還有他 

加祿語版本。我們用他加祿語祈禱，讓來自

貧困社區的孩子，即使不會英語也能聽懂 

他們的祈禱。在公立學校服務的傳道員，已 

將該計劃納入他們今年的教學大綱。 

    馬尼拉傳道員瑪利·喬伊·維格爾 (Mary 

Joy Vergel)說：「聖母只希望我們的地球可

以成為所有人的家園，在那里天主的愛無處 

不 在 ， 沒 有 人 再 感 到 匱 乏 或 恐 懼 。 

    因此，10 月 18 日的全球兒童誦唸玫瑰

經，應該是一個信仰和希望的日子。讓我們

把孩子們帶到天主跟前，讓祂給他們覆手祝

福。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充滿和平與歡樂的

未來，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從我們這里奪走

的。」 

    馬尼拉南部奎松省盧塞納市的孩子們， 

在一個籃球場裡誦唸玫瑰經，以確保遵守 

疫情防預措施。   

   誦唸玫瑰經後，一位學生分享了玫瑰經對

她生活的影響。盧塞納市的學生傑瑪琳·德·

迪奧斯 (Gemalyn de Dios) 說：「我不是生於

富裕家庭，但我們總會唸玫瑰經。我爸爸總

是睡著了，沒有完成念珠。所以，我媽媽會

生他的氣。但我們在一起。玫瑰經維繫了我

們的家庭。」 

    林加延暨達古潘總教區蘇格拉底·維勒加

斯 (Socrates Villegas) 總主教發布了一個信

息，強調兒童祈禱的重要性。 

    總主教在他的視頻信息中說：「玫瑰經是

一條和平的煉項。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每個珠子都是相互連接的。我們與所有透 

過誦唸玫瑰經祈禱的天主子女的愛圈圈相

連。」整個菲律賓國內的兒童一起參加「援

助有需要教會」組織的誦唸玫瑰經活動，祈

求世界和平與團結。（圖片: 受訪者提供） 

    毛梅雷（信仰通訊社）—13 年來，

靈醫會傳教士們在印度尼西亞弗

洛勒斯島上堅持服務傳教。 2009 年

7 月 3 日，傳教士們第一次踏上了這

個島嶼開闢傳教事業。 

    弗洛勒斯島靈醫會傳教站創始

人路易吉·加爾瓦尼司鐸拜訪本社

時表示，“當時，在那亞洲大國站

住腳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地人口的

90%為穆斯林信徒。但弗洛勒斯島

上天主教徒佔人口的 70%，湧現了

大批修女和司鐸聖召。誠然，這也

是靈醫會在那里扎根的原因”。 

   從一開始，傳教士們就滿懷著巨

大的希望和夢想。 13 年後的今天，

“我們開辦了四所培育機構，其中

三個在弗洛勒斯島、一個在帝汶，

百餘名青年正在接受傳教獻身生

活的培育”。還有“兩個社會中心，

70 多名青年學生學習英語、電腦、

參 加 研 討 小 組 和 各 種 社 團 ” 。 

    此外，傳教士為百餘個經濟困難

家庭提供了食物，特別是 Covid-19

疫情期間。還有遠距離收養計劃，

幫助了幾十名貧困家庭的學生。 

   “這是團結互助活動，讓這些年

輕人，得以求學、成才、擁有一個

美好的有尊嚴的未來”。而靈醫會

最重要的社會活動，是打造了 70 

個小的中心，幫助智障病人掙脫枷

鎖，實實在在意義上的枷鎖和惡劣

的生存條件。許多病人甚至痊癒，

並重返家庭和正常的社會生活。靈

醫會醫院的牧靈服務，也如火如

荼，也是年輕修道生的“實習訓練

場地”。 

    每週，都會安排他們到醫院牧靈

實習、實踐靈醫會的愛德和神恩。

印尼的靈醫會士還拓展到了巴基

斯坦和東帝汶，並開始培育來自上

述國家的修道生，未來讓他們為自

己 國 家 的 牧 靈 福 傳 發 揮 作 用 。 

     最後，加爾瓦尼司鐸感慨不已 

，13 年來，“靈醫會印尼省會已經

發展為 10 名司鐸、6 名執事、23 

名發願會士、4 名初學生和 60 多 

名修道生的規模。誠然，這一切都

要感謝天主、傳教士對天主的堅 

定信念，懂得依靠捐助者的慷慨，

建設愛的橋樑，共同打造了印尼的

傳教團隊”。 

     馬姆費（信仰通訊社）—喀麥隆

門巴達總主教區總主教安德魯•

恩科亞•弗尼亞蒙席發表聲明，證

實馬姆費教區縱火、攻擊聖堂並綁

架神長教友案，是一起以索要贖金

為目的的暴行。9 月 16 日，馬姆費

教區恩昌村聖母堂遭人縱火、襲

擊；五名司鐸、一名修女和三名平

信徒（一名要理員、一名廚師和一

名少女）被綁架。弗尼亞總主教繼

續指出，“歹徒們將教會視為容易

賺錢的目標”。 

    自 2016 年以來，喀麥隆西北部 

和西南部英語地區淪為分離勢力

和法語係政府軍隊之間血腥武裝

衝突的戰場。至今已導致 6000 多人

喪生、百萬人流離失所。 

    9 月初，一直兼任馬姆費教區宗

座署理的門巴達總主教區，也是喀

麥隆主教團主席的恩科亞總主教，

多次要求國際社會採取行動干預

“似乎被遺忘的英語”地區局勢。 

    接受梵蒂岡新聞網法語部採訪

時，恩科亞•弗尼亞總主教指出，

“我們始終鼓勵司鐸、男女修會會

士繼續在上述英語地區，堅守牧靈

崗位。但我們主教每天都收到威脅

對話努力的恐嚇信息。儘管局勢複

雜，主教們繼續為促成雙方對話，

展開斡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