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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 15日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說，基督徒蒙召要有一

種服務的精神而非尋求得到認可。他邀請眾人就如洗者

若翰那樣，培養一種“懂得站開”的美德。若望保祿二世

訪問古巴時的場景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元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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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中說，洗者若翰“被派遣為默西亞準備道路，他不辭

辛苦地去做”，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可能會認為他會得到

“獎賞”，然而若翰完成他的使命後，卻“站在一邊，退

出舞台，給耶穌騰出位子”。這單純的見證使他能看見聖

神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在基督身上。 

  教宗說：“洗者若翰看見聖神停在耶穌身上，他指出

耶穌是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現在他謙卑的聆聽。他

從先知成了門徒。他向民眾宣講、收納門徒，很長時間培

育他們，卻不將任何人‘據為已有’”。教宗指出，這很

難，“但這是真正教育者的標記”。此外，教宗提到若翰

的教導，“讓他的門徒跟隨耶穌的芳蹤”，他“對自己有

跟隨者、獲得聲望和成功並不感興趣，而是做見證，隨後

退後一步，讓很多人能享有遇見耶穌的喜樂”。 

  教宗用現實的情況來談若翰的榜樣。他說，“洗者若翰

通過為耶穌騰出位子來教導我們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擺脫依戀。是的，因為我們很容易依戀角色和地位，需要

受到尊敬、認可和獎勵。這是很自然的事，但並不好，因

為服務意味著不求回報，不為自己謀取利益、沒有其他目

地和不期待答謝地去照顧他人”。 

  教宗強調，我們要向若翰那樣，“培養出在適當的時候

站在一邊的美德”，這對我們大有益處。“站在一旁，懂

得站開。我完成了這項使命，我站開，給上主騰出位子”。

教宗接著說，“我們想想，這對一位司鐸多麼重要，他蒙

召宣講和舉行禮儀並非為了擔任主角和謀利益，而是為

了陪伴他人走向耶穌。我們

想想，這對父母來說多麼重

要，他們含辛茹苦地扶養子

女，但後來，他們要讓子女

自由地在工作、婚姻和生活

中走自己的道路”。 

  最後，教宗敦促所有信友

捫心自問，“我們吸引他人

歸向耶穌或是我們自己？

再說，以洗者若翰為例：我

們是否懂得因人們走自己

的道路和跟隨他們的召叫，

即使與我們有一定的距離，

而感到高興？我們是否真

誠而非嫉妒的為他們的成

就而喜悅？” 

  教宗最後祝願聖母瑪利

亞、上主的婢女“幫助我們

擺脫依戀，為上主騰出空

間、為他人留出空間”。 

    教宗方濟各依循慣例在年初與駐聖座各國大

使互賀新年，並在此機會發表篇幅頗長的講話，

提到世界上的戰爭及危機局勢。 

   （梵蒂岡新聞網）烏克蘭戰爭及其留下的“死

亡和摧毀的痕跡”，人們不僅死於炸彈，也死於

飢餓和寒冷。巴西的政治和社會局勢緊張，秘魯

和海地也如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

暴力衝擊、伊朗的死刑，以及阿富汗的婦女被拒

絕接受教育。然後是飽受折磨的敘利亞和被地雷

炸死的也門人民、非洲的恐怖主義、南高加索地

區的衝突、黎巴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以

及將地中海變成墳場的移民悲劇。 

    第三次世界大戰 

    教宗方濟各 1 月 9 日上午接見了駐聖座外交使

團，依循慣例在年初與各國大使互賀新年。教宗

在他的長篇講話中，列舉了上述今天在五大洲發

生的衝突和緊張局勢。他提到“第三次世界大

戰”的危險，指出“衝突雖直接涉及地球上的一

些地區，但實質上卻影響到每一個人”。 

   與中國的協議 

    教宗首先感謝各國大使對本篤十六世去世表

達的哀悼。然後談及聖座與中國關於主教任命臨

時協議的延續說道：“我祝願這

合作關係的發展能有助於天主教

會的生活和中國人民的福祉。”  

    在核威脅下，我們都是輸家 

    接著，教宗提到今年紀念若望

廿三世發表《和平於世》通諭 60 週年。這位教宗

在撰寫這通諭時，古巴導彈危機引發的核戰爭危

險仍處於高潮。教宗方濟各強調，同那時的情況

一樣，“今天，核威脅再次出現，使世界陷入恐

懼和痛苦”。他重申，“擁有核武器是不道德的”，

正如若望廿三世所言，“不可否認的是，只要一

個意外不測事件就能立刻引起戰火”(60 號)。 

    教宗方濟各指出，“在核武器的威脅下，我們

眾人永遠是輸家”。從這個視角出發，教宗對關

於伊朗核協定談判的僵局表示極度憂慮，祝願為

“更安全的未來”找到即刻的解決之道。 

    停止烏克蘭戰爭 

    關於烏克蘭戰爭，教宗譴責對民用基礎設施的

攻擊，這種行為“導致的人命喪亡不僅因炸彈和

暴力，也因飢餓和寒冷”。“今天我只能再次呼

籲立即結束這場毫無意義的衝突，它使整個的地

區受到打擊，包括歐洲以外的地區，因為它影響

到能源和糧食生產領域，尤其是非洲和中東”。 

    廢除在伊朗的死刑 

    教宗也沒有忘記其它的緊張局勢。先是伊朗，

在民眾要求更多尊重婦女尊嚴的示威行動後，那

裡接二連三實施死刑。教宗說：“死刑不能用於

所謂的國家正義，因它既不能起到威懾作用，也

不能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只能助長復仇的慾望。” 

    兩個國家的解決議案 

    談到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之間的暴力上升、

造成傷亡和“完全互不信任”的局面，教宗要求

確保和尊重耶路撒冷的現狀，同時重申了聖座已

經表明的立場，即“以色列國當局和巴勒斯坦國

當局應重拾勇氣和決心，進行直接對話，以便根

據國際法和聯合國所有相關決議，在所有方面落

實兩個國家的解決方案”。 

    教宗也為緬甸發出沉痛的呼籲，這個國家“遭

受暴力、痛苦和死亡已有兩年之久”。教宗也提

到朝鮮半島，祈願那裡能“建設深切渴望的和平

與繁榮”。 

    全面裁軍 

    教宗指出，“所有衝突都凸顯了不斷尋求生產

新的和更先進的武器所帶來的致命後果，有時還

為這樣的理由作辯護，認為如果今天能夠實現和

平，那只能是基於力量平衡的和平”。教宗說：

“需要去除這種邏輯，走全面裁軍的道路，因為 

在死亡工具猖獗的地方不能實現和平。” 

    尊重婦女，維護生命 

    此外，教宗特別提到婦女，今天，婦女仍在許

多國家被視為“二等公民”"或 “遭受暴力和虐

待，被剝奪了學習、工作、表達自己才能的機會，

無法獲得醫療保健，甚至無法獲得食物”。 

    和平也需要維護生命。教宗表明，“任何人都

不能要求對另

一 個 人 的 生

命，另一個人享有權利，尤其是毫無防衛能力的

人，他們沒有任何防衛的可能性”。因此，教宗

呼籲所有善心人士，尤其是肩負政治責任的人，

為保護最弱小者的權利而努力。 

    宗教自由 

    教宗在對駐聖座外交使團的講話中，要求讓宗

教自由得到普遍承認。他說：“宗教自由不能簡

化為單純的禮拜自由，它是有尊嚴地度宗教生活

所必需的起碼必要條件之一，政府有責任保護宗

教自由，並保證每個人在符合公益的情況下，也

能在公共生活領域和行使自己的職業時，按照自

己的良心行事。” 

    多邊主義和植入意識形態 

    教宗也提到多邊主義、植入意識形態、幫助移

民，以及工作的尊嚴和促進共同家園的努力。他

特別指出，“最近以來在不同的國際場合，極化

現象和強行一言堂的企圖有所抬頭，這種行徑阻

礙對話，將那些不同想法的人邊緣化”。 

    不把別人視為當打擊的敵人是能做到的 

    教宗最後表示，“建設和平需要的是不損傷其

它國家的自由、完整性及安全，無論其領土範圍

或防禦能力如何”。“如果每個團體不讓欺壓和

攻擊文化得勝，不將鄰國視作該當打擊的敵人，

而是需要款待和擁抱的弟兄，這一切便能實現” 

。(圖:教宗與駐聖座使節互賀新年 -Vatica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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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綜合消息報導： 1 月 3 日， 

陳日君樞機獲得法院批准離港請

求。現年 90 歲的陳樞機，將在 1 

月 3 日短暫離開香港前往梵蒂岡， 

出席 1 月 5 日為前教宗本篤十六

世，在聖伯多祿大聖殿廣場舉行的

葬禮彌撒。 

      2006 年，本篤十六世將香港教 

區主教陳日君擢升為樞機主教。

2009 年陳日君樞機退休也是由本

篤十六世批准的 。 

   陳日君樞機出席榮休教宗本篤十

六世(Benedict XVI)的葬禮後，昨 6

日接受美國宗教刊物 America Mag 

-azine 訪問，提到他獲教宗方濟各 

在聖瑪爾塔的住所私人接見，陳 

日君樞機形容會面精彩、教宗令人

感溫暖（It was wonderful. He was so 

very warm!)。  陳樞機在報道中說，

在大廳與教宗方濟各見面，他向教

宗介紹自己的教牧工作，包括逾十

年來，到香港的監獄進行探訪，給

不少囚犯施洗。 

    陳樞機又指，教宗方濟各看見自

己需扶拐杖走路，但至今仍願繼續

付出，對此非常高興。 陳樞機感謝

教宗前年任命周守仁為香港教區

主教，這位「好主教」( a  good  

bishop)，教宗聽罷微笑稱，周守仁 

為耶穌會會士（He’s a Jesuit!）。 

    交談後，陳日君獲邀參觀方濟 

各的住所，教宗向他展示佘山聖母

(Our Lady of Sheshan)複製雕像，陳

樞機當時以「希望您有一天可到訪

佘山進教之佑聖母大殿」(位於上

海）作回應。教宗方濟各亦贈予他

書本和玫瑰念珠（Rosary beads）。 

    會面後教宗方濟各亦作送行，又

富幽默感地說笑解釋：「希望確保

你（陳）離開，第二，希望你別帶

走任何其他東西」，所有人聽罷都

大笑。(綜合各報新聞網) 

    在菲律賓第二大城市，經歷了新冠肺炎的

嚴峻考驗和颱風“奧黛特”的破壞後，300 

萬人參加了聖嬰節。帕爾瑪總主教(Palma)

說：“我們已經看到，在困難時期，耶穌是

我們堅守的希望。”瑪利亞.勒利薩(Maria 

Leriza )的故事，由於這種奉獻精神，她通過 

放棄賭博改變了她的生活。 

    宿霧（亞洲新聞）- 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 

被迫停辦三年後，超過三百萬信徒於 ，1 月 

15 日主日參加了宿霧耶穌聖嬰節的慶祝活

動，這是慶祝受人敬禮的當地教會節日。 

    1565 年，西班牙佔領者在宿霧省的一些 

廢墟下，發現了一尊耶穌聖嬰像，據稱它是

1521 年率領第一次西班牙探險隊，往該島的

葡萄牙航海家費迪南德.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 ，在宿霧女王洗禮時送給她的。 

    宿霧總教區若瑟.塞羅菲亞.帕爾瑪總主教 

(Jose Serofia Palma) 在聖殿慶祝莊嚴的宗座

彌撒時說：“耶穌聖嬰是我們的伙伴，是我

們和平之旅的信仰之源。”帕爾瑪總主教還

讚揚了宿務人民的信心和韌性，除了新冠肺

炎之外，宿霧人民近年來還勇敢地面對其他

挑戰，例如 2021 年 12 月颱風“萊伊”（也

稱為“超級颱風奧黛特”）造成的破壞。 

    菲律賓是繼 2013 年 10 月颱風“海燕”災

害之後第二嚴重的災害，房屋和教堂被風暴

沖毀。宿務總主教評論說：“在困難時期，

耶穌是我們可以依靠的希望，是在黑暗中照

耀得更加明亮的光，是世界上任何人都無法

企及的幸福與和平的源泉。 ”總主教說： 

“宿霧已經恢復，我們互相幫助，現在遊客

們甚至看不到奧德特造成的破壞。他總結

道：“必須邀請所有人為了和平而建立兄

弟般的關係，切實保護環境。 ” 

    彌撒結束後，信徒們加入了以 “聖嬰節 

舞蹈祈禱(sinulog)”為標誌的長長的遊行隊

伍——這是一種傳統的舞蹈祈禱，以紀念耶

穌聖嬰——從聖殿到宿務市的主要街道，全

長超過五公里。 

    在人群中，許多人分享了他們對這個菲律

賓信仰的偉大標誌，堅定不移的奉獻精神的

故事。例如： 65 歲的母親瑪利亞•尼利薩

（Maria Neriza Lawas）就是這種情況，她年 

輕時是一名狂熱的賭徒。 

     1983 年，也就是她發現自己懷上第三個 

胎那一年，她用賭博所得購買了一幅聖嬰

像，從此她的生活發生了變化。 

    另一方面，梅利斯奧(Liz N. Maurecio) 是 

棉蘭尼拉（Minglanilla） 的學生。她經常去教

堂祈禱智慧的恩賜：“我想激勵我的同學

們大聲疾呼，在我們通過向聖嬰祈禱，來追

求我們的願望時互相支持”。 

     據馬尼拉亞當森文森蒂安大學教授達內 

爾.富蘭克林.皮拉里奧神父(Franklin Pila)說，.

聖嬰節在菲律賓是獨一無二的：“當年輕

人舉著他們的雕像和他們一起跳舞時，人們

只能想像他們內心深處的祈禱是什麼。” 

    聖嬰節將富人和窮人、年輕人和老年人團

結在一起。但是，類思神父(Bel R. San Luis) 

 提醒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將這種信仰的見

證，轉化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往

往是不完美或不規則的：“彌合我們熱心

敬禮與行為之間的差距，才是真正的挑戰” 

。(圖:宿霧聖婴聖殿供) 作者:Santosh Digal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遺體，於

元月 2 日安放在聖伯多祿大殿內供

信眾瞻仰和告別。3 日這天有 7 萬 

多人從早 7 點到晚 7 點，排隊向榮

休教宗告別。 2 日這天有 6.5 萬人。 

 （梵蒂岡新聞網）榮休教宗本篤十

六世的遺體，於元月 2 日安放在聖

伯多祿大殿內供信眾瞻仰和告別

後，不同國籍的信徒繼續有序的排

隊進入大殿，為本篤十六世祈

禱、向他致意，或只是單純地

看他一眼一直到上 7 點。   

    同樣，4 日是最後一天，信 

徒可以從早上 7 點至晚上 7

點，進入聖伯多祿大殿，向 

榮休教宗告別。他的葬禮將於元月

5 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 

由教宗方濟各主持。 

    人們有序從聖伯多祿大殿出來，

許多人兩眼發亮，或許腦海中出現

了本篤十六世臨終前說的最後一

句話：“上主，我愛祢。”這句話

陪伴了這位榮休教宗的一生，指引

了他的司鐸、牧靈和教宗職務。 

    內心的哀傷沒有阻止人們前來，

向榮休教宗做最後的告別。在梵蒂

岡電台-新聞網收集的採訪中，有人

感謝上主把本篤十六世賜給我們，

也有人以朝聖的心情來到聖伯多

祿大殿：有人從意大利米蘭、都

靈、那不勒斯來到這裡，只為向榮

休教宗說聲謝謝。 

    另外，也不乏願意向本篤十六世

懇求寬恕的人，在他任教宗時沒有

完全理解他的訊息，後來從他的著

作中，重新發現了他的訊息。顯然 

，人們普遍認為，儘管現在本篤十

六世回到了天父的家，但他的訓 

導將繼續給予我們很多的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