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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省思了耶

穌與稅吏匝凱的相遇，指出上主注視著我們，

渴望恢復我們的尊嚴。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10月 30 日主

日帶領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上的信眾誦念三

鐘經，並在念經前的講話中省思了當天的福

音，談論耶穌與匝凱的相遇（參閱：路十九 1-

10）。教宗將重點放在耶穌與匝凱的目光上：

那時候，個頭矮小的稅吏匝凱為了看清楚耶穌

「是什麼人」，所以爬到了一棵樹上。 

  教宗指出，匝凱作為替羅馬帝國統治者向以

色列人民收稅的官吏，自然因職務之便占了他

人的便宜。因此，人人都討厭匝凱，把他當成

罪人。雖然匝凱個頭矮小，而且是個公眾人物，

但是他熱切渴望看見耶穌，即使他根本還不認

識耶穌。 

 教宗說：「匝凱教了我們一件事：在人生中， 

絕不會一切都落空。我們始終可以找到機會，

渴望重新開始、再次出發、改過自新。」 

接著，教宗談到那被天父派來尋找迷失者的耶

穌的目光。路加福音記載，耶穌抬起頭來，對

匝凱說：「你快下來，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

家中。」教宗強調，這句話呈現出耶穌由下往

上注視匝凱的美妙一幕。 

  「這就是救恩史：天主由上往下俯視我們， 

絕不為了羞辱和判斷我們。相反地，祂紆尊貴 

，為我們濯足，由下往上注視我們，使我們恢

復尊嚴。」這個福音事跡概括了整個救恩史。

「飽受磨難的人類尋求救贖，但首先是天主慈

悲地尋找祂的受造物、施以救恩」。 

  說到這段福音章節對我們的意義，教宗指

出，天主從不計較我們滿是錯誤的過往，卻注

視著我們，全心相信我們將會變得更好。縱使

我們無法應對人生的挑戰，耶穌依然時時刻刻

「懷著愛注視著我們」。只要我們願意接納祂，

祂隨時要住進我們的家中。 

  此外，教宗也鼓勵我們思考兩個問題：我們

如何看待自己，以及我們如何看待其他在自身

錯誤的泥淖中掙扎著爬起來的人？教宗最後

總結道：「我們基督徒必須擁有基督的目光。

祂懷著憐憫的心由下而上接納、尋求那些迷失

的人。這正是且必須始終是教會的目光。」           

    （梵蒂岡新聞網）等待與驚訝：教宗方濟各於

11 月 2 日追思已亡瞻禮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主

持彌撒，在講道中以這兩個詞總結了當天禮儀選

讀的經文。選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的第一篇讀

經講述了天主實現我們最大的期待（參閱：依廿

五 6-9）；聖保祿宗徒在《致羅馬人書》中指出，

我們是天主的子女和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

（參閱：羅八 14-23）；取自《瑪竇福音》的章節

則闡述最後的審判（參閱：瑪廿五 31-46）。教宗

指出，我們期待與天主的相遇，盼望聽見主耶穌

對我們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 

    教宗說：「我們此刻處於塵世的候客廳，等著 

進入天國。」為此，教宗鼓勵眾人省思自身的渴 

望是否與天國有關，「因為我們恐怕會持續渴求

那些轉眼即逝的事物，把願望與需求相混淆，把

世間的期許放在天主的等待前，然而，看不見重

要之事且隨風飄蕩，會是人生中最大的錯誤」。 

    我們耗費了多少時間和心力在凡俗事務上，迷

失「旅途的目標」。因此，教宗鼓勵每個人以《信

經》的那句「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 

來反省自身的信仰，質問自己在生活中是否全神 

貫注於本質，或者因膚淺事物而分心。 

    第二個關鍵詞「驚訝」蘊含在《瑪竇福音》第

廿五章裡。義人和不義的人都問上主，在生活中

的各種神形哀矜中：「我幾時見了祢？」「幾時」

這個詞透露出每人的驚訝。教宗指出，我們很可

能也會說出「幾時」這個詞。「至高者似乎臨在

於最弱小者身上。住在天國的那位，居住在人世 

 

間最不起眼的那群人當中。這叫人感到驚訝！」 

    為最弱小者服務，乃是福音的教導。講到這裡 

，教宗放下手中的講稿，提到當天早上他收到的 

一封信。寄信人是信義宗輔導人員，他在烏克蘭 

安置「戰爭孤兒」的收容所服務，照顧那些孤苦

無依、遭人遺棄的孩童。 教宗說：「來信者寫道：

『我的服務就是照顧這些被丟棄的人，因為他們

沒了父母，殘酷的戰爭使他們失去依靠。』這個

人身體力行耶穌的要求：照顧悲慘處境中最弱

小的人。這封信寄託著莫大傷痛，我讀信時深受

觸動，因為我說出：『上主，我們看見祢持續在

啟發天國的真正價值觀。』」 

    教宗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時常出於方便或安

逸，而對福音七折八扣。比方說：「給飢餓者吃

的，行，但是飢餓的問題錯綜複雜，我肯定解決

不了！幫助窮人，行，可是不義的事該有它的解 

決方法，所以最好等一等。」教宗表示：「一切 

都說『行』，

但 最 後 全 都

是『不』。如

此一來，藉著

『可是』、『然

而』的威力，我們在生活中把福音打了折扣。」 

    回到義人和不義的人對上主提出的疑問：「我 

幾時見了祢？」教宗強調，唯一可能的答案是「現

在、今天」。答案「在我們的手中、我們的慈悲

善功上」，而非「個人或社會的藉口裡」。「我

們負有責任。上主今天提醒我們，死亡使生命的

真相顯露出來」。 

   教宗最後總結道：「我們不能說不知道。」福音

告訴我們，在等待面見天主時，我們必須去愛。

「如果我們接受那臨在於世間窮人和受傷者當

中等待我們的天主所帶來的驚訝」，那麼我們最

終必會得到「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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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爾坦（信仰通訊社）—巴基斯坦旁遮普省

和俾路支省交界處的當薩遭遇特大洪災後，

100 多個天主教徒家庭、共計 5000 多人陷入極

度貧困狀態。深陷絕望中的他們得不到任何

援助，住房、牲畜等被洪水捲走。 

    費薩拉巴德教區潘薩拉本堂司鐸艾曼努

爾•帕維茲神父向本社介紹，連日來他走訪

了很多災民家庭，給他們送去了帳篷、食物等

基本生活用品。帕維茲神父繼續表示，“我們

為他們送去了慰問和關懷，展示出物質和精

神需要都十分重要。同時，也為身陷絕望中的

他們送去希望的種子”。 

   巴基斯坦發生洪災後，國際明愛立即動員

各界援助受災地區，支持巴基斯坦明愛的工

作。三個月以來，巴基斯坦明愛已經為 4,500

個家庭送去了援助、改善了他們的生存條件、

為一萬多人提供了醫療服務、確保 300 多名兒

童受教育。 土耳其紅新月會也為巴基斯坦災

區送去了 84.2 噸的援助物資，幫助當地災民

度過難關。 

   聯合國為巴基斯坦發出呼籲指出，迫切需

要 1.6 億到 8.16 億美元的賑災款，以確保人道

主義組織和伊斯蘭堡政府賑濟受災家庭。 

   日前，歐盟處理危機委員會委員亞內茲•

萊納爾契奇訪問了巴基斯坦，表示歐盟將提

供 3000 萬歐元解決災區的住宿、飲水、衛生 

、食品和營養等問題。特別是信德省、俾路支

省、旁遮普省和西北邊境省等。 

  （梵蒂岡新聞網）11

月 2 日，追思已亡瞻禮

日，教宗方濟各將前

往條頓墓園為亡者祈

禱。教宗當天上午在

聖伯多祿大殿舉行彌

撒，之後大約在 12 點半左右抵達墓園祈禱。

隔天 3 日，教宗將啓程前往巴林進行第 39 次

國際牧靈訪問。 

去年 11 月 2 日，教宗在羅馬的法國軍人公墓

舉行了追思已亡彌撒。兩年前的 2020 年，教

宗也是在梵蒂岡條頓墓園的聖堂主持了紀念

亡者的彌撒。之後，教宗來到聖伯多祿大殿下

方的歷任教宗墓前祈禱。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11月3日下午抵

達巴林王國後，先來到薩基爾宮拜會國王哈馬

德·本·伊薩·阿勒哈利法（Hamad bin Isa bin Salman 

Al Khalifa)，然後在王宮的庭院會晤民政當局、

公民社會和外交使團。這是他此行的第一項正

式活動。 

    教宗在會晤中發表了此行的第一篇講話。他

首先提到，巴林是個被海洋環繞著的沙漠之

地，雄偉的摩天大樓與傳統的東方市場並立，

那些彼此遙遠的現實相遇：古代和現代交匯， 

歷史和進步融合；最重要的是，來自不同地區 

的人組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生活鑲嵌畫。 

   教宗說，他由此想到巴林王國的象徵“生命 

樹”的圖像，願意從這個視角分享他的幾個想

法。首先，在這個雨水非常稀少的沙漠地區，

這“生命樹”世世代代以來居然存活下來。依

照許多人的看法，其秘訣在於樹木的根基，它

們伸展到地下數十米汲取儲存的水。 

    因此，根基是“生命樹”存活的至關重要的

因素：巴林王國致力於重新尋求它過去的寶藏

並予以珍惜。它的過去講述的是一個極其古老

的土地，幾千年前人們便涌向這裡，被它的美

麗所吸引，尤其是豐富的淡水泉，使它享有天

堂的美譽。 

   “這是生命之水，巴林的根如今仍在汲取這

水，其最大的富饒在它的民族和文化多樣性、

和平共處和人民傳統的好客中光彩奪目。這不

是同化，而是具包容的多樣性，體現出每個國

家真正發展的財富。在這個島國，我們欣賞到 

一個多民族和多宗教組成的社會，它能克服孤 

立的危險。” 

    教宗也提到，與這好客精神和兄弟情誼背道

而馳的，是世界上令人憂心的一些現象，如冷

漠、相互猜疑、競爭在擴大、彼此對立，以及

危及衆人安全的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和帝國主

義。“相反，我們要思念生命樹。在人類共存

的乾旱沙漠中，我們要分施兄弟友愛之水：不

可讓不同文明、宗教和文化彼此相遇的機會蒸

發掉，不可讓人類的根系枯萎！我們要一起努

力，為共同團結而努力，為希望而努力!” 

    接著，教宗表示，他作為和平的播種者來到

這生命樹的土地，與人會晤，參加東西方同為

人類和睦共存的“巴林對話論壇”。教宗說，

這幾天將標識出友誼進程的一個寶貴階段，這

是伊斯蘭教各位領導人努力加强的友誼，即在

上天的注視下，促進人間和平的兄弟情誼行

程。“在這方面，我對這個王國籌辦和促進的

國際會議和相遇機會表示讚賞。這些會議尤其

側重於彼此尊重、寬容和宗教自由的主題。這

些都是受到該國憲法承認的基本内容，如“不

得因性別、出身、語言、宗教或信仰而有任何

歧視”(第18條);“良心自由是絕對的”，以及

“國家應保護宗教敬禮的不可侵犯性”(第22

條）。”回到生命樹的主題，教宗指出，在這

個國家，正是來自不同民族的這麽多人的貢

獻，才使得生産力得到了顯著的發展。“這得

益於移民，巴林王國是世界上移民率最高的國

家之一：大約一半的居民是外國人，他們為該

國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教宗也談到環保問題和世界上每一個人的天

職，即使生活更美好。然而，戰爭帶來死亡和

摧毀，讓希望破滅。“我們應抵拒武器的邏

輯，扭轉方向，將巨大的軍事開支轉化為在消

除 饑 餓 、 提 高 醫 療 保 健 ， 以 及 教 育 上 的 投

資”。最後，教宗以《巴林王國宣言》中的一

個美好段落結束他的講話：“我們承諾為這樣

一個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具有真誠信

仰的人團結在一起，摒弃使我們分裂的一切，

卻接近那使我們聯合的一切。”教宗說，在至

高者的祝福下，必能如此! 

       俄羅斯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

（Dmitri Peskov）表示，俄羅斯政

府願意與教宗方濟各、美國和法

國進行會談，以找到解決烏克蘭

爭端的辦法。 

     據 CNA 網報導，佩斯科夫在 10

月 25 日的每日電話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俄羅斯願意就相關烏克蘭

局勢的一切，與美國、法國及教 

宗方濟各展開討論。 

這位俄羅斯官員是在回應法國總

統馬克龍的提議。後者曾於 24 日

在梵蒂岡拜訪了教宗方濟各，並

邀請教宗致電俄羅斯總統普京、

美國總統拜登和俄羅斯東正教牧

首基里爾，以促進烏克蘭的和平

進程。 

    馬克龍通過一份雜誌（Le Point）

發表聲明表示，他“鼓勵教宗致

電普京和基里爾，同時致電拜登。

美國需要來到談判桌前，好能促

進烏克蘭的和平進程”。 

    佩斯科夫對此回應道：“如果

這真的朝著尋找可能之解決方案

的方向努力，我們就會認真積極

地評估其可行性。” 

    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至今已

有八個月，這場戰爭迄今已奪去

6000 多名平民的生命，包括近 400

名兒童。而隨著戰爭的進一步深

入，核武器的威脅籠罩了整個世

界。 

    希望各國領導人關於“對話與

交談”的說辭不只是說說而已，而

真正是考慮全體人類的安危和福

祉，謙卑地彼此表達需要，也謙卑

地準備為更大的善而妥協。請繼

續為世界和平祈禱！ 

    數以百萬計的兒童依然遭受痛

苦，生活在近似奴隸的條件下。 

他們不是數字：他們是有名有姓 

的人，有自己的面孔，有天主所賦

予的身份。 

   很多時候，我們忘了自己的責

任，對這些孩子遭受的剝削視而 

不見。他們失去了玩耍、學習或夢

想的權利，甚至沒有家庭的溫暖。 

   每一個被邊緣化，遭家人棄養、

失學、缺乏醫療照顧的兒童，都是

一聲吶喊！向天主發出的吶喊， 

控訴著我們成年人所建立的體

制。兒童被棄養就是我們的錯。 

   我們不能再讓他們覺得孤單、被

遺棄。他們應該接受教育，感受被

家人所愛，這樣他們才會知道天 

主並沒有忘記他們。祈願這些受 

苦的兒童，街頭流浪兒、戰爭受害

者和孤兒，能獲得受教育的保障，

並能重新發現家庭的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