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4 月 30 日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4月 16 日慈悲

主日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誦念天皇

后喜樂經活動。念經前，他省思了當天的福音內

容。福音記述耶穌顯現給門徒，尤其是觸摸主的

傷痕的“不信的宗徒”多默。教宗問道，“我們

在哪裡尋找復活主呢？”答案是在團體中，在

“有自己的侷限和失敗”的教會中，在基督的奧

體中，在那裡能“找到印記，至今和永遠，祂的

愛的最偉大記號”。 

  教宗說，“讓我們捫心自問，我們是否以這愛

的名義、以耶穌傷痕之名，準備好向在生活中受

傷的人敞開雙臂，天主的慈悲不排除任何人，而

是接納所有人；每個人都是弟兄姐妹。天主接

納所有人”。教宗解釋道，教會通過聖母瑪利亞 

的轉禱，蒙召成為“接納所有人的家”。 

  教宗指出，多默“多少有些代表我們所有

人”，他非常失望，因為耶穌就如一個罪犯那樣 

被釘在十字架上，沒有人解救祂，相反，大家都

害怕。教宗說，這樣“如何能再相信呢？”但是，

多默展現出勇氣，在其他人躲在晚餐廳時，他走

出去，挑戰命運，因為如果被認出，他有可能會

遭逮捕。教宗說，或許他比別人更當得起遇見復

活主，但是，在復活的晚上，主顯現時，他不在，

他失去了那個機會。 

 “多默如何才能彌補失去的機會呢？只有與

其他人回去，回到那裡，回到那個他離開時感到

驚恐和悲傷的家中。在他如此做、回到那裡的時

候，別的門徒告訴他耶穌來過了，但多默很難相

信。他要看看耶穌的傷痕。耶穌滿足了他的要

求：八天後，再次出現在祂的門徒們中間，並向

多默展示自己手腳上的傷痕，這些傷痕是祂的

愛的證明，它們是祂的慈悲永遠敞開的渠道”。 

  教宗解釋說，多默要求一個記號，他在所有人

面前，在團體中看到了“愛的記號”。耶穌的這

個行動“猶如是告訴多默：若你願意遇見我，

就不要在遠處尋找，要留在團體中，與他們在一

起；不要離開團體，要與他們一同祈禱、與他們

一起掰餅。在那裡你能找到我，我將在那裡向你

展示我身上的印記、傷口的記號：愛的記號戰

勝仇恨，寬恕的記號平息報復，生命的記號戰勝

死亡。在那裡，在團體中，當你與弟兄們分享懷

疑和恐懼的時刻、僅僅擁抱他們時，你將發現我

的面容。沒有團體，就很難找到耶穌”。 

    保祿六世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是教宗

方濟各在當天公開接見活動要理講授的中心。他

提到在這位前任的三個提問：“你相信你所宣

講的嗎？你根據你所相信的度生活嗎？你宣講

你所生活的嗎？”(圖片:教宗在公開接見活動)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3 月 22 日在聖伯

多祿廣場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活動開始前，

教宗與幾名兒童乘坐白色吉普車抵達大殿前的

石階上，受到佛羅倫薩地區團體揮旗擊鼓的熱烈

歡呼。教宗繼續以福傳的熱情為主題展開要理講

授，這次依照先教宗聖保祿六世的《在新世界中

傳福音》勸諭的教導，特別論述了福傳的首要途

徑：見證。教宗稱這道勸諭是“在當代世界中福

傳的大憲章”。 

    教宗首先表示，沒有見證就無法傳福音。所見

證的乃是與道成肉身、在祂身上完成救恩的耶穌

基督的個人相遇。見證必不可少，首先因為世界

需要“宣傳福音者向自己講論他們所認識及熟

識的不可見的天主”。（《在新世界中傳福音》

勸諭 76 號）這並非傳遞所謂關於天主的一種意識

形態，或一種教義，不是的。所傳遞的是信仰在

我生命中的體現：這就是見證。 

    此外，“現在的人寧願聽信見證……，即便他

聽信宣講人，也是因為他是見證人”。（同上：

41 號）因此，為基督作見證是“福傳的首要方法”

（同上），以及“為使福傳發生效力的一個基本

重要的條件”（參閱： 76 號）。然而，基督信仰

生活的見證必須受到信德的光照。教宗解釋，這

信德“改變我們，改變決定我們選擇的關係、準

則和價值”。見證“不能撇開所信、所宣講，以

及所生活之間的一致性”。 

   “一個人如果所信和所生活出的彼此和諧，他

就令人相信，即他如何相信及如何生活。許多基

督徒只說自己相信，做的卻是另一套，好似他們

不是基督徒。這是虛偽。見證的反面是虛偽。我

們常聽到這樣的話，這人每個主日都去望彌撒，

之後卻如此如此地生活’。的確，這是反見證。” 

    接著，教宗用保祿六世在那道勸諭中的提問，

說道，“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回答這三個基本重要

的問題：‘你相信你所宣講的嗎？你根據你所

相信的度生活嗎？你宣講你所生活的嗎？’(參

閱： 76 號）我們不能滿足於不費力、已經包裝好

的回答。我們必須接受在尋找中甚至是不穩定的

風險，完全信賴聖神的行動，祂在我們每個人身

上施展作為，推動我們總是去跨越：跨越我們的

邊界，跨越我們的障礙，跨越我們的限度，任何

類型的限度”。 

    教宗指出，基督徒生活的見證也體現在“走成

聖的道路”。不過，“成聖不是專為少數人保留

的，不是的；成聖是天主的恩賜，要求受到接納

並為我們和他人結出果實。我們蒙受天主的選擇

和愛，我們必須將這愛帶給別人”。 

    教宗強調，“福傳的對象不僅是他人，不僅是

那些信奉其它信仰或無信仰的人”。而“我們自

己、信仰基督的人及天主子民的活躍成員”也應

接受福傳。“為了作出這個見證，教會本身‘也

要從自己接受福音開始’(同上:15 號)。如教會自

己不接受福傳，就成為博物館的一件展品。相反 

，那使她不斷更新的，正是自身接受福傳”。 

    此外，教宗

也談到教會與當代世界的關係，指出天主聖言是

滋養世界的種子。 “教會接受福傳是為了傳福

音，這是個由聖神引領的教會。她蒙召在一個要

求嚴格、不斷皈依和更新的旅途上行走”。這也

需要“有能力改變理解的方式，活出她在歷史中

作為福傳者的臨在，避免躲入被‘一向如此’的

邏輯保護起來的地帶”。 

    “這就是說，教會與當代世界在對話中相遇， 

與當代世界對話，但每天都與上主相遇，與上主

交談，讓聖神進入，祂是福傳的主角。沒有聖神 

，我們只能為教會做廣告，而不是傳福音。是聖

神在我們內，是祂推動我們去傳福音，這是天主

子女的真正自由。” 

    最後，教宗再邀請眾人“閱讀或再次閱讀《在

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這道勸諭於 1974 年的

世界主教會議召開後發表，專注於福傳。教宗稱

這是保祿六世“為傳福音留給我們的遺產”，他

的這位前任在這道勸諭中提到，“對教會而言，

傳福音乃是將喜訊帶到人類的所有階層，以其影

響從內心轉變，使同一人類面目一新”。 

    印度總理到訪耶穌聖心主教座堂，以表

示對基督徒的關心。他希望復活節能夠提

升當地社會的和諧精神。 

    據亞洲新聞網報導，在 2023 年復活節之

際，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到訪德

里的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受到阿尼爾總主

教 (Anil Joseph Thomas Couto) 的歡迎，莫迪

向信友們發表了講話，他還在復活的基督

像前點燃了一支蠟燭，並在園區的花園裡

種了一棵樹。主教座堂主任司鐸斯瓦米納

坦司鐸  (Francis Swaminathan) 稱其為“一

個重大的信息”。總理本人對這次訪問也進

行了廣泛的報導。這對印度來說是一個罕

見而重要的姿態。 

    復活節清晨，莫迪向基督徒致以問候，他

發布了一條推文。文中表示，“希望這個特

殊的日子加深我們社會的和諧精神。希望

它能激勵人們服務社會，幫助邊緣化的人。

在這一天，讓我們記住基督虔誠的思想。” 

    東方禮錫羅-馬拉巴爾教會前發言人迪 

拉卡司鐸(Paul Thelakat)表示：“歡迎莫迪

總理在復活節訪問德里的耶穌聖心主教座

堂。這確實與這國家的基督徒一起慶祝的

姿態。這是多元的國家，我很高興總理慶祝

印度的多元化。” 

    基督徒現希望莫迪總理不再對日益增長

的反基督宗教不容忍現象保持沉默，並控

制黨內的極端分子。基督徒的態度既不應

該是一種屈服的棄權，也不應是一種徹底

的譴責，而是一種政治上的謹慎。這是積極

的態度，但它也必須針對其他社區。印度社

會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被視為國家的敵人，

也不能被這樣對待。 

    蘇仁(Dashtsend  Tsetseg  Suren) 

第一次走進烏蘭巴託的教堂時只有

三歲，她的父親是佛教徒，是 

協助建造堂區教堂的工人之一。 

    在今年的復活節守夜禮中，14 歲

的蘇仁在位於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現

已完工的聖索菲亞堂區接受洗禮。

這名初中學生在堂區司鐸羅尚民

(Ro Sang-Min)司鐸的指導下，於 2021

年開始了慕道課程。 

    蘇仁向天亞社說：「最初幾年，我

不知道這裡是一個宗教場所。我還

小，只是來吃點好吃的。」她說：「但

現在我會來這裡祈禱，因為我知道

教堂是與天主見面的地方。」 

    她在童年時期與教會人士接觸了

將近十年，這也意味著她參加了教 

堂的慶祝活動和瞻禮。這幫助她成

為了這個小小的天主教團體的一員 

。蘇仁表示：「我非常渴望加入教

會，對天主、耶穌基督了解更多， 

學習更多。到目前為止，我對接受洗

禮感到興奮。 

    我非常喜悅地期待著它。」她感 

到教堂帶給她的平安。 她說：「我

覺得有一種非常特別，如苦行僧般

的感覺讓我放鬆和平靜。」 

    這名少女說，直到一年前，她「 

曾經非常生氣和脾氣暴躁」。但在 

成為一名慕道者後，她的行為「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在課堂上所學

到的東西的影響」。她說，教會的 

教義和宗教慶典幫助她變得平和。 

    蘇仁現在參與了堂區多項的善會

活動。她說，帶著同情和寬恕幫助 

窮人「給了我信仰天主教的希望」 

。每星期四，蘇仁都會去垃圾場參 

加教會的慈善活動，為那裡的窮人

分發食物和飲料。 

    她說：「我的感覺是，天主在世 

界上以多種方式工作。 他通過我們

在垃圾場工作，為窮人提供食物。 

雖然，她的同學或親戚都不是天主

教徒， 但她說：「我認為我們在互

相支持，我們是在一起走在通往天

國的道路上。」 

    她的代母索菲亞 (Minj Sophia) 

說，蘇仁非常「聰明伶俐」。她說：

「她的馬頭琴(一種在蒙古游牧文

化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雙弦小提琴) 

拉得非常好。」 她說，蘇仁變得「對

任何事情都非常執著。 可以看出她

對教理學習得很好，正努力按照教

會的教義生活」。她表示，會經常 

提醒蘇仁，「天主教的生活方式會 

有起伏，但天主永遠與你同在。」 

索菲亞也承諾會盡一切索菲亞也承

諾會盡一切可能幫助她。 

    照顧蒙古傳教工作的是烏蘭巴托

宗座代牧區。蒙古是一個內陸國家 

，人口稀少，主要是草原和半沙漠。

在 350 萬人口中，有約 1,300 名天 

主教徒，由兩名蒙古司鐸、 22 名外

國傳教士和 35 名修女服務。 

   天主教於 13 世紀傳入蒙古，但隨

著 1368 年元朝的結束而變得不再

活躍。傳教使命在 19 世紀中恢復，

但在掌權交替後再被迫放棄。 教會

於 1992 年重新開始在該國傳教，並

於 2022 年，在這片乎不太可能成 

為新生基督教團體基地的土地上，

慶祝其重生 30 週年紀念。(在蒙古

教堂今年復活節接受洗禮的蘇仁-

圖片: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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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天皇后喜樂經》  
    天皇后喜樂經是表達聖

母瑪利亞因聖子復活而喜

樂。這首詩歌是虔誠的信友

們非常喜愛的。 

    瑪利亞成了基督信徒的

模範，她因為主復活而喜

樂；而主的復活，是所有信

徒真正喜樂的泉源。復活了

的主，是這精神喜樂的泉源

和最大的原因，任何陰霾都

不能、也不可將之遮蔽。 

        《天皇后喜樂經》 

    天上的母后，喜樂，阿肋 

路亞！ 因為妳所生的兒子， 

阿肋路亞！依照祂的預言

已復活了，阿肋路亞！ 

    請妳為我們轉求天主，阿

肋路亞！童貞聖母瑪利亞，

喜樂!，阿肋路亞！因為主真

的復活了，阿肋路亞！ 

   天主，既因祢聖子耶穌基

督的復活，使天下萬民都得

喜慶，今求祢因童貞聖母瑪

利亞的轉求，賜給我們永遠

分享常生的喜樂。阿門。       信仰通訊社）—今天 4 月 17 日晚

19 時 30 分，北京教區總主教座堂，

即北堂將舉辦隆重祈禱會，“為可

敬者利瑪竇司鐸列真福品祈禱”。  

今天開始訪問北京教區的香港教區

主教，耶穌會士周守仁一行也參與

這次祈禱。其間，還將一起誦念香港

教區在去年 12 月 17 日，教宗方濟各

60周歲壽辰時宣布利瑪竇神父為可

敬者頒布的禱文——《為可敬者利

瑪竇神父列真福品禱文》。 

    禱文中求天主“因著他的芳表，

再次燃起我們的福傳心火，在生活

中力行仁愛，引領尚未認識你的

人—尤其中國同胞歸向你，愛慕 

你”。偉大的中國傳教士耶穌會士利

瑪竇司鐸，於 1552 年 10 月 6 日出生

在意大利的馬切拉塔，1600 年 5 月

11 日在中國北京安息主懷。 

   據本社獲悉，北堂教友為本次活

動發揮了重大作用。積極共同準備

祈禱會，還籌備各種活動推動利瑪

竇列真福品的工作。其中首推沿著

利瑪竇中國傳教之旅。這不僅是一

條單純的旅遊路線，而是汲取了偉

大耶穌會傳教士，踏上中國土地後

的重大傳教事蹟起草的朝聖之旅。 

    特別是在他傳教生涯中意義重大

的地點追憶、反思和回顧他的傳教

精神和事蹟。例如肇慶(1589-1595)、

南昌、南京、北京……。     

香港週主教訪問北京教區期間，也

將前往利瑪竇神父墓地瞻仰。據北

京教區秘書長甄雪斌神父介紹，

“這次行程是兩地教會的正常交

流，北京教區也有定期與其他地區

的教會交流”。 “兩地教會的管理

制度和方式有所不同，這次交流能

互相了解、互相學習”。 

    教宗 16 日在慈悲主日誦念天皇后喜樂經

後，向在當天慶祝復活節的東方教會信友

致以親切問候。(信眾參加誦念喜樂經活動) 

    （梵蒂岡新聞網)“願復活的主與你們

同在，祂的聖神充滿你們！祝你們所有人

復活節快樂！”教宗方濟各 4 月 16 日帶領

信眾誦念天皇后喜樂經時，如此向遵循儒

略曆的東方教會信徒祝賀復活節。 

    教宗說，“不幸的是，在與復活的訊息形

成鮮明對比的，是戰爭仍在繼續，持續以可

怕的方式撒播死亡的種子。我們為這暴行

感到痛心，並為受害者祈禱，懇求天主，令

世界不再生活於人手製造的暴力死亡的恐

懼中，而能體驗到祂所賞賜且不斷以恩寵

來增添的生命的驚喜！” 

    教宗也特別念及“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

弟兄姐妹們，今天他們慶祝復活節。願上主

與他們同在，幫助他們締造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