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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1月 1日，教宗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 

天主之母節大禮彌撒，5千名信友參禮。教宗在彌撒講道

中省思了天主降生成人的深意，並為前一天剛去世的本

篤十六世祈禱。他說：「今天我們將敬愛的榮休教宗本篤

十六世託付於至聖瑪利亞，求聖母陪伴他從塵世走向天

主的行程。」 

  教宗首先從那些在衝突地區經歷嚴峻考驗的人談起：

「他們在艱難的處境中無法慶祝聖誕節。因此，我們要為

那些沒有和平的人呼求聖母瑪利亞，那位將和平之王帶

到世界上的女人。我們特別為些受苦和不再有祈禱力量

的子女、為在世界不少地區受戰爭打擊的許多弟兄姐妹

懇求天主之母，他們在節日的這幾天生活在漆黑和寒冷

中、貧困和恐懼中，陷入暴力和冷漠中。」 

  接著，教宗指出：「天主取了人性，透過聖母瑪利亞與

我們的人性永遠緊密相連，就如孩子與母親那樣，因此我

們的人性就是祂的人性。基督降生成人在某種程度內，同

人人結合在一起。祂曾以人的雙手工作，以人的理智思

想，以人的意志行事，並以人的心腸愛天主愛人。祂既生

於童貞瑪利亞，則祂真是我們中的一員。並在一切事上，

除了罪惡以外，同我們相似（《牧職憲章》，22號）。」 

  教宗說：「這就是天主生於瑪利亞所做的一切：祂對

我們的人性彰顯了具體的愛，真實而全然予以接納。弟兄

姐妹們，天主愛我們不是憑言語，而是以事實；不是從高

處、從遠處，而是從近處、從我們的肉身內，因為藉著瑪

利亞，聖言成了血肉，因為在基督的胸膛裡，一顆血肉的

心繼續不斷地跳動，為我們每一個人跳動！」 

  教宗闡明：「透過瑪利亞，天主的平安願意進入我們的

家門、我們的心中和我們的世界。為接納這平安，需要像 

白冷的牧羊人那樣，這些貧窮、也許相當粗獷的人最先認

出了眼前的天主、來時貧窮且喜歡與窮人為伍的天主。他

們起身前往，最先看到懷抱聖嬰的天主之母。」於是，教

宗邀請眾人「前去和看見」。 

  「首先是前去，且毫不遲疑地前去，效法牧羊人，他們

一聽到天使關於基督誕生的宣報，就急忙啟程，去看“躺

在馬槽中的嬰兒（路二 16）。為接受天主及祂的平安，不

可停下舒適地等待事情的改善。需要起身，抓住恩寵的時

機，前進、冒風險。因此，我們應行動起來，不要只希望

事情發生變化，因為在教會和社會中，許多人都在等著那

人人都可行的善。」 

  「牧羊人今天激勵我們前去，為世界上發生的事而動

身、為行善而弄髒我們的雙手，放棄許多習慣和舒適，向

天主的新意開放心門，這些可在謙卑的服務和關懷的勇

氣中找到。弟兄姐妹們，讓我們效法牧羊人：起身前去

吧！」然後是看見。教宗強調：「我們應像牧羊人那樣，

站立在聖母懷中的聖嬰面前，什麼都不說，只是默默地留

在那裡，用目光朝拜和迎接那成為血肉的天主那令人安

慰的溫柔。我們要花時間去看，即睜開眼睛去注視那些要 

緊的：注視天主和其他人。

我們要有勇氣感受到相遇

帶來的驚喜，這是天主的風

格，與塵世的誘惑截然不

同，後者讓你鬆懈。天主帶

來的驚喜，即相遇，帶給你

的是平安；那另一個只是

麻醉你，讓你鬆懈而已。」 

  教宗指出：「我們經常因

忙碌而找不到時間一分鐘

來陪伴上主，聆聽祂的聖

言、祈禱、朝拜及頌謝。人

們也沒時間聽妻子或丈夫

講話、與子女溝通，沒有把

時間用在年長者或祖父母

身上，去看生命的深處和發

現根基。那麼，我們就需要

效法牧羊人學習去看。因此 

，我們要詢問自己，我們是

否能夠看見我們身旁的人、

住在同一棟樓的人、每天在

路上遇到的人。我們需要學

習用心去了解，學會看見。」 

  教宗最後總結道：「今天

上主來到我們當中，天主之母將祂放在我們眼前，我們要

在前去的動力和看見的驚喜中，重新發現使今年真正成

為新的一年的秘訣，克勝停留的疲憊或誘惑的虛假平

安。」鹽與光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五萬名信友參加了教宗方濟各為榮休教宗主

持的殯葬彌撒。樸素的葬禮在祈禱的氣氛中進

行，棺槨一出聖伯多祿大殿，廣場上立即響起掌

聲。本篤教宗的棺槨被安放於大殿前的石階，隨

後一本福音書被打開放在上面。教宗在彌撒講道

中指出，拉青格竭盡一生為福音作見證：讓我們

把我們的弟兄交託在上主的手中。 

    （梵蒂岡新聞網）「我們渴望以教會團體的身

份，把我們的弟兄交託在天父的手中：願這雙慈

悲的手找到他以福音的油點燃的燈，他竭盡一生

傳揚福音並為福音作出見證。」（瑪廿五 6-7）教

宗方濟各 1 月 5 日在聖伯多祿大殿前為榮休教宗

本篤十六世主持殯葬彌撒在講道中如此說道。 

    管風琴聲在聖伯多祿廣場迴盪，大殿鐘聲持續

敲響，群眾的掌聲愈加熱烈。在如此的背景下，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棺槨於 1 月 5 日上午 8 點

45 分被抬到聖伯多祿大殿前的台階，安置在祭台

正前方的地毯上。拉青格教宗的私人秘書甘斯魏

總主教與禮儀人員一同打開一本福音書，放在已 

故教宗的棺槨上，然後跪下致敬。此時，甘斯魏

總主教親吻了這本福音書。 

    封棺儀式已於葬禮前一天晚上完成。本篤十六

世的棺槨共有三層：最內層是柏木棺，中間一層

是鋅製棺木，最外層是橡木棺。隨葬品包含了介

紹拉青格教宗生平和牧職簡史的公證書，以及他

牧職期間鑄製的勳章和錢幣。 

    在聖伯多祿廣場上，數萬名信眾或坐或站，或

是在中間，或是在外圍，齊心參加了這台送別本

篤教宗的感恩祭。人群當中有許多年輕的面孔，

也有攜老帶幼的家庭，更有組隊前來的團體成

員。他們有平信徒也有修道人，有的人居住在永

城羅馬，有的人從其它國家長途跋涉而來。不同

國籍、不同年齡層的天主子民，在廣場上揮舞著

他們的國旗和團體旗幟。 

    梵蒂岡一帶從葬禮前一晚進入戒備狀態。許多

參禮者在天還沒亮時就開始排隊，等著受安檢進

場。當天清晨濃霧籠罩、濕氣寒冷刺骨，但這並

沒有澆熄信友們送拉青格教宗最後一程的熱火，

很多人排了一個多小時才進入廣場。現場的氣氛

哀戚肅穆，掌聲雖然如雷貫耳，卻也克制。這台

殯葬彌撒遵照了本篤十六世的遺願，簡單樸素。 

    教宗方濟各約莫在 9 點 20 分坐著輪椅來到聖

伯多祿大殿前的台階，為本篤十六世主持殯葬彌

撒。共祭的神長大約有 130 位樞機、400 名主教和

將近 3700 名司鐸。當天的彌撒講道以耶穌在十 

字架上的最後一句話展開，即：「父啊！我把我 

的靈魂交託在祢手中。」（路廿三 46）教宗方濟

各省思了基督的形象，以及拉青格如何一生定睛

仰望基督，直到他嚥下最後一口氣。 

    教宗指出，天主的手是「寬恕的手、憐憫的手、

治癒的手、慈悲的手、傅油的手、降福的手」，

同時也是「帶著傷痕的手」。這雙手不斷地接觸

他人，「不停奉獻自己，為叫我們認識天主對我

們的愛，使我們相信這份愛」。接著教宗談及「滿

懷感激的奉獻」，為上主和天主子民服務；這服

務源自於我們白白領受的恩典。提到「在祈禱中

的奉獻」，教宗稱，如此的奉獻在牧者必須應對

的挑戰和矛盾中默默地鍛鍊和精進(伯前一 6-7)。 

    教宗由此提到上主邀請我們「滿懷信心地餵養

羊群」（若廿一 17）：「如同耶穌善師那樣，牧

人肩上扛著代禱的疲憊擔子，為其子民受傅油而

筋疲力盡；在那些必須為美善而奮鬥、弟兄姊妹

的尊嚴遭到威脅的地方，更是如此。」「上主激

發良善，讓人能理解、接納、盼望、放手一博、

克服誤解」。教宗表示，「餵養羊群意味著去愛 

，而去愛也意味著隨時要受苦」。這便是「在聖

神的慰藉扶持下的奉獻」，是一種「結實纍纍的

見證」。作出這種見證的人「就像聖母瑪利亞那

樣，以各種方式佇立在十字架下，懷抱著痛苦卻

深厚的平安，既不攻擊也不屈服」。 

    回到耶穌的臨別贈言及其見證，教宗說：「我

們渴望以教會團體的身份跟隨祂的足跡，把我們 

的弟兄交託在天父的手中：願這雙慈悲的手找

到他以福音的油點燃的燈，他竭盡一生傳揚福音

並為福音作出見證。」 

    教宗引用了聖大額我略在《牧民守則》結尾處 

懇請一名友人為他提供靈性陪伴的話：「在我人 

生的暴風雨中，你在祈禱的甲板上堅固我的信

心。如果我沉重的罪孽把我往下拽，叫我受恥辱 

，勞苦功高的你將向我伸出援手、扶我起來。」 

    教宗闡明，這段話展現出「牧者意識到他無法

獨自承擔那些其實沒有人能獨力承受的種種。因

此，他懂得信靠祈禱及受託於己的子民的照顧」。

如今「天主忠信的子民團聚在一起，陪伴自己以

前的牧人，將他的生命託付出去」。教宗指出，

「正如福音記載，婦女們到墳墓那裡去，同樣地

我們此刻在這裡帶著感恩的芬芳和希望的香膏，

為向他再次展現出愛永垂不朽；我們渴望以他

這些年廣施的油膏、智慧、細膩和奉獻這麼做」。 

   「本篤，基督新郎忠實的朋友，願您 終於聽見 

且永遠聽見祂的聲音時，您 的喜樂獲得圓滿！」 

    彌撒禮成時舉行了最後告別禮。安靜的聖伯多

祿廣場此時響起熱烈的掌聲，信眾高喊三聲：

「立即封聖！」在本篤教宗的棺槨被抬進大殿前 

，先停留在教宗方濟各身邊。教宗拄著拐杖在大

殿前等候著，並在降福棺槨後，扶著棺槨低頭靜

默祈禱。隨後，本篤教宗的棺槨被抬進大殿地下

層，安放在若望保祿二世列真福品前的墓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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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宗 本 篤

十 六 世 - 若

瑟•類 思•

拉青格(1927

年 4 月 16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教宗

任 期 : 2 0 0 5 

年 4 月 19 日 

(當選) - 2013 年 2 月 28 日(辭任) 

    若瑟•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於 1927

年 4 月 16 日出生在在德國馬克特爾鎮，

於 1951 年 6 月 29 日與哥哥格奧爾格一

起晉鐸。他天生是一位神學家，他持續

進修並開始學術生活，在德國多所大學

擔任教授，以神學專家和科隆總主教顧

問的身份參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1977 年，拉青格神父踏入另一個里程

碑，他被聖保祿六世教宗任命為慕尼黑

和弗賴辛總主教，並在 1977 年 6 月 27 

日擢升為樞機。僅四年後，1981 年 11 

月 25 日，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任命他 

為教廷信理部部長，直到 2005 年 4 月 

19 日當選教宗為止。 

    他選擇本篤十六世這個名號，是為向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教宗本篤十五

世和本篤會會祖聖本篤致敬。追隨他的

好朋友和前任若望保祿二世的步伐，本

篤十六世延續了更開放、更平易近人的

教宗新風格，他經常公開露面，並出訪 

世界各地與他的羊群相遇。 

    其敏銳的神學頭腦，總是在為教會服

務，現在得到了更廣泛的受眾。他經常

談到相對主義、唯物主義、消費主義和

貪婪的危險。他是信仰和理性相互性的

堅定捍衛者，也是我們對受造世界的責

任，直言不諱的倡導。  

    但他最喜歡的話題是耶穌基督。 在擔

任教宗期，他撰寫並出版了關於基督生

平的系列著作共三卷，名為《納匝肋人

耶穌》"Jesus of Nazareth"。 

     2013 年 2 月 11 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宣布辭職，震驚世界，並在 2 月 28 日生

效。他現居住在梵蒂岡花園內的梵蒂岡

教會之母隱修院。 

    【鹽與光傳媒資訊】

2022 年 12 月 31 日，聖

座新聞室宣布，榮休教

宗本篤十六世於羅馬

時間上午 9 時 34 分， 

在 教 會 之 母 隱 修 院

(Mater Ecclesiae Monas-

tery)逝世，享年 95 歲 

。榮休教宗在 2013 年 

辭去伯多祿牧職後，就選擇了教會 

之母隱修院作為他的住所。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已回歸父家     

    聖座新聞室主任布鲁尼(Matteo 

Bruni) 表示：「我懷著悲痛的心情通

知大家，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今 

天上午 9 時 34 分在梵蒂岡的教會之

母隱修院逝世。我們將盡快提供更 

多信息。從 2023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 

早上開始，榮休教宗的遺體將安放 

在聖伯多祿大殿，以便信徒們可以 

與他作最後告別。」 

   健康狀況惡化的消息 

   幾天來，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健

康狀況因年事已高而惡化，正如聖 

座新聞室在其對不斷變化的情況的

最新報導中所形容的那樣。 

    12 月 28 日，教宗方濟各本人在今 

年最後一次公開接見結

束時，更公開提到了本 

篤十六世健康狀況惡化

的消息，並邀請人們為

病重的榮休教宗祈禱，

祈求天主安慰他和扶持

他為教會作愛的見證，

直到最後一刻。 

   當大家收到這邀請後，

在世界各地紛紛響起為本篤十六世

的祈禱活動，祈禱聲更天天倍增。 

    殯葬禮儀的安排 

    聖座新聞室主任布魯尼公布，榮 

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殯葬禮儀，將 

於當地時間 2023 年 1 月 5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聖伯多祿大殿舉行。殯葬 

禮將由教宗方濟各主禮。 

    從 2023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早上開

始，榮休教宗的遺體將安放在聖伯 

多祿大殿，供大眾瞻仰。榮休教宗 

生前要求他的後事一切從簡，就如 

他在世時的生活那樣。布魯尼也提

及，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在他住所舉行 

的彌撒結束前，已領受病人傅油聖 

事。聖座新聞室將公布更多殯葬禮 

儀的細節。 

    【鹽與光傳媒資訊】榮休教宗私人秘

書甘斯魏總主教(Georg Gänswein)講述

了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他去世前幾

個小時的晚上，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最後一句話是

在半夜被一名護士聽到的。那是 2022 

年 12 月 31 日凌晨 3 時左右(羅馬時間) 

，也就是他去世前幾個小時。若瑟·拉 

青格 (Joseph Ratzinger) 尚未進入生命的 

 

 

最後時刻，當時他的合作者和助手輪流

照顧他。 

    在那一刻，只有一名不會說德語的護

士。「本篤十六世......」，他的私人秘書

甘斯魏總主教激動地回憶道，「只是用

一種耳語般的聲音，但以一種清晰可辨

的方式，用意大利語說：『主，我愛

祢！』當時我不在，但護士不久後就告

訴了我這件事。這是他最後能聽懂的

話，因為後來他再也無法表達自己的意

思了。」 

    「主，我愛祢！」這些話就像是榮休

教宗本篤十六世一生的綜合，多年來，

他一直在為他的最後時刻作準備，即是

與他的創造物主面對面的相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