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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 2日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強調，所有 

人都是先知和耶穌的見證人，每人按照自己

的情況、在生活的環境中履行這個使命。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於 7月 2日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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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當天福音的內容。教宗說，“我們每個人”都

是先知，“由於洗禮，我們領受了先知的恩典

和使命”。 

  “先知是因著聖洗聖事獲得力量、幫助他

人在聖神的引導下解讀當下的人。這非常重

要：解讀當下不是像解讀一篇報導，不是的 

，是在聖神的照耀和引導下解讀當下。聖神幫

助人們理解天主的計劃並予以配合。換句話

說，先知是將耶穌指給他人的人，是為基督做

見證，幫助他人按照耶穌的計劃善度今天並 

建設明天的人”。 

  教宗指出，“我們所有人都是先知，耶穌的

見證人”，就如《教會》憲章所強調的，“使

福音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上，在家庭及社會生

活上，昭示出來”。所以，先知是“將天主指

給別人的人”，是“基督之光在弟兄姐妹的道

路上的反映”。 

  教宗說，“主耶穌在福音中也要求接納先知 

。我們彼此要以對方為先知、為天主訊息的攜

帶者來接納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要按照自

己的情況和個人的使命，在所生活的地方如

此做：即在家庭、堂區、修會團體，以及教會

和社會其他領域中如此做”。 

  教宗指出，具有先知特質是聖神的恩典，為

此，“聆聽所有人是大有裨益的”,“比如，

當需要做出重要決定時”，首先要“祈禱，懇

求聖神，然後聆聽和交談”，相信每人“都有

重要的事情要說，有聖神的恩典要與他人分

享”。教宗說，人們要以這種方式來“尋求真

理並傳播聆聽天主和弟兄姐妹的氛圍”。 

  教宗指出，“懷著互相理解的真誠意願來

聆聽他人可以避免和解決許多衝突”。最後他

邀請信眾“懷著尊重、渴望學習的態度”聆聽

他人，因為我們每人都需要向別人學習”。 

  在聖伯多祿和保祿瞻禮的大禮彌撒，教宗方濟

各降福了授予新任教省總主教的羊毛肩帶，並省

思天主子民如何蒙召跟隨耶穌和宣講福音。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於 6 月 29 日聖伯

多祿和保祿瞻禮正日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主

持彌撒聖祭，降福了要授予新任教省總主教的羊

毛肩帶。在彌撒講道中，教宗強調了聖伯多祿和

保祿的教導，他們透過作耶穌的門徒、跟隨祂，

並宣講福音，來回答人生的關鍵問題——「為我

來說，耶穌是誰？」 

   教宗省思道，教會蒙召以同樣的方式成長，「跟 

隨上主，持續謙遜地尋找祂」，以及「在世界前

宣講福音，使人心向天主的臨在敞開」。教宗邀

請信眾將耶穌帶到各地，特別是「貧困、衰敗和

排斥現象根深蒂固的地方」。 

    教宗稱聖伯多祿和保祿是兩位深愛上主的宗

徒，是「教會信仰的兩大柱石」。教宗指出，當

耶穌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的時候，伯多祿回

答說：「祢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參閱：

瑪十六 15-16）教宗表明，這個答案是「一段旅途

的果實」，是伯多祿跟隨上主、與祂同行、跟在

祂身後一段時日的親身經歷的結果。 

    唯有到了此時，「伯多祿才達到靈性的成熟，

使他在恩寵下如此明確地宣認信仰」。「伯多祿

告訴我們，針對『為我來說耶穌是誰』的問題，

光是教條式毫無瑕疵的說詞，或者一套先入為主

的觀念，是不足以答覆的。不。唯有通過跟隨上 

主，我們才能每天認識祂；唯有藉著成為祂的門

徒，聽從祂的聖言，我們才能成為祂的朋友，體

驗到祂具有改變力量的愛。」 

    教宗勸勉信友們不要遲疑或找藉口，因為魔鬼

慣用的伎倆是「讓我們以為一切全靠自己的能

力，從而剝奪我們對天主聖寵的信心」。伯多祿

對我們的叮囑則是要「擺脫一切形式的塵世安全

感」，每天跟隨耶穌。只有奮力做「上主的門徒、

福音的謙遜僕人」，教會才能「與所有人交談，

成為我們當代人的陪伴者、親近者和希望之地」。 

    談到外邦人的宗徒保祿教宗表示，對於耶穌的

同一個問題，伯多祿的答覆是「跟隨」，保祿的

答覆則是「宣講」。為了宣講耶穌基督，保祿宗

徒翻山越嶺、遠渡重洋，走遍城市鄉間，不顧匱

乏和迫害。  「我們要是回顧保祿的生平，他似乎

越是宣講福音，就對耶穌的認識越深。通過向他 

人宣講聖言，

他 能 更 深 理

解天主的奧秘。」教宗說，外邦人的宗徒教導我

們，「每當我們投入福傳使命時，我們自己也在

接受福音」。 

    隨後教宗提到，在聖伯多祿和保祿瞻禮當天，

新任教省總主教領受羊毛肩帶，那是「與羅馬教

會共融的標記」。教宗期勉這些總主教說：「願

你們效法伯多祿和保祿宗徒。你們要做跟隨的門

徒、宣講的宗徒。你們要與全體天主子民一起把

福音之美帶到各地。」 

   在彌撒講道的結尾，教宗向巴爾多祿茂大公宗

主教派遣的代表團表達問候。教宗說：「謝謝你

們的臨在！讓我們攜手前行，跟隨並宣講天主聖

言，增進手足情誼。願伯多祿和保祿陪伴我們，

並為我們轉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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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日至 30 日，數千名印尼

青年聚集在巨港，口號是：“站起

來，成為善良的見證者。” 此前 

，由於疫情約會被推遲了好幾次。

會議深入探討各種主題，從聖經到

根據教宗方濟各的教義照顧造物。 

    雅加達（亞洲新聞 - 參與建設社

會，成為重要人物，其善行變得越

來越“病毒式傳播”。這是主教發

出的邀請。印尼主教團（Kwi）青年

事工負責人兼西加里曼丹省吉打

邦主教皮烏斯·里亞納·普拉迪（Pius 

Riana Prapdi）向參加閉幕的第三屆

全國青年日的男孩和女孩致辭。 

    聚集在賈卡巴林體育中心的人，

身穿各種傳統民族服裝、各種服裝

和配飾，唱著“凱旋”的讚美詩和

歌曲，激發了普遍的興高采烈和參

與氣氛。 

    該活動定於 6 月 26 日至 30 日

在南蘇門答臘省巨港舉行，主題為

“起來，成為善良的見證人”，吸

引了數千名參與者，其中絕大多數

是年輕人、14 名主教、數十名司鐸 

， 還有修女、志願者和組織者。 

    這是繼 2012 年在桑高舉行首屆

和 2016 年在美娜多舉行後的第三

次活動，那是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

而多次取消。 2017 年，三寶壟總教

區的日惹市主辦了為期一周的亞

洲青年日，這是印尼年輕天主教徒

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組織者和青年參與者討論的核

心問題是環境和生態問題，這些問

題在氣候變化占主導地位的歷史

時期成為熱門話題。這裡指的是教

宗方濟各的言論及通過“綠色”政

策保護“共同家園”的呼籲。 

    在這方面，萬隆教區的費里·蘇特

里斯諾·維賈賈(Ferry Sutrisno Widja-

ja）司鐸敦促與會者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健康”的政策和姿態：減少

吸煙、限制污染物和家庭垃圾、植

樹以應對全球變暖。 

    印尼青年節（Iyd）是該國年輕天

主教徒最重要的“聚會時間”，承

諾將成為“一個富有成果的場合” 

，每個參與者都可以向同齡人學習

好的東西，從而成為在社會“美好

的見證”。  司鐸就是這樣。 

    主教團青年委員會執行秘書克

里斯蒂·阿迪·普拉 （Kristi Adi Pr）講

述了這次活動，活動期間，幾位發

言者和民間社會代表分享了他們

的經驗。其中包括來自巨港、從事

環境和自然資源問題的年輕律師

瑪格麗特·奎納（Margaretha Quina），

她解釋了自己 14 年來倡導地球正

義使命的工作。 

    雅加達德里亞卡拉高的神學家

兼講師若瑟·蘇珊托(Joseph Susanto)

司鐸分享了他閱讀聖經和傳播聖

經信息如何“塑造”他的性格的第

一手經驗。 

    作為一名年輕的司鐸，他經歷了

精神上的挑戰，並處理了父親和姐

姐因癌症不幸去世的情況，這種疾

病也影響了他，不過他已經完全康

復，他說：“我的人生目標很簡

單， 真誠的。我想成為一名優秀的

司鐸和慈善家。” 

    這位司鐸因在 YouTube 上發布

視頻而聞名，並從中獲得了經濟利

益，他隨後將籌集到的資金分享給

有需要的人，用於醫療、教育、學

費等。來自泗水教區的賓尼( Benny 

Pr )，描述了這個專門用於在線教

義講授的平台，並將其更名為 You 

Cat Indonesia。 

     最後，伊科‧瓦尤司鐸( Eko 

Wahyu OSC )和 阿納斯塔西婭·薩

特里約 (Anastasia Satriyo) 談到了家

庭問題和現代生活的挑戰。作者 

Mathias Hariyadi 

    台灣的台北總教區於 5 月 28 日聖神降臨

節舉辦新領洗教友迎新聚會，鼓勵年內領洗

的弟兄姊妹深化信仰並致力福傳。 

    台北總主教鍾安住於聚會上致辭時，以主

耶穌復活後顯現給門徒說的第一句話「願你

們平安」(若二十 19）表達祝賀；他講道時鼓

勵新領洗教友繼續)認識真理，在日常生活

中站穩腳步，祈求天主引領，賜與我們智慧，

得著信仰、靈性與現實生活皆豐盛的生命。 

鍾總主教隨後舉行主持祝福禮，新領洗教友

於宣誓時為福傳許諾，矢志成為地鹽世光。 

   台北萬大路玫瑰聖母堂教友黃雙蓮於見證

環節上，分享自己在家中福傳的經歷。她從

天主教學校畢業後，長年服務教會，經過多

年來的默默福傳，最終帶領父母於最近領

洗，並安排自己孩子作嬰兒領洗。 

    南松山始胎無玷天主堂新教友楊涵豫原

是無神論者，她曾經嘲笑有信仰的人，然而 

，她透過生於哥倫比亞的男朋友(現丈夫)認

識天主，在工作與生活上經歷連串挫折後，

她與男朋友恆心祈禱，憑著信心渡過難關。

之後，她每週跟隨男朋友參與彌撒，後來男

朋友在教堂裡向她求婚，二人組織了幸福的

天主教家庭。 

    鍾總主教於迎新聚會上與新領洗教友交

誼，並逐一與各堂區新領洗教友及代父母合

影留念。台北總教區為鼓勵新教友延續信

仰，於會場上設置攤位，介紹堂區善會；新

教友亦主動了解善會的服務，感受教會豐富

的面貌。  (圖 1/2 :鍾總主教燃點復活蠟燭. 台

北為本年度新領洗教友舉辦聚會.台灣《天主

教周報》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7 月 2 日帶

領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上的信眾誦念三鐘

經後，向大家說，“在這個夏季，我們也要

永不厭倦地為和平祈禱”，尤其是為“飽受

苦難的烏克蘭人民祈禱”。 

    教宗提醒所有人不要忽視其他戰爭，“不

幸的是，這些戰爭經常被遺忘：世界上許多 

地方有諸

多的血腥

戰爭和衝

突”。“有很多戰爭”。最後教宗敦促所有

善心人士“關注正在發生的事”。他說，“讓

我們幫助受苦者，讓我們祈禱，因為祈禱是

保護和維持世界的柔和力量”。     (信仰通訊社)—“成為身邊所有

人的祝福”，這是沈斌主教對 34 名

上海教區新教友的殷切希望。7 月

2 日，沈主教在上海教區聖依納爵

主教座堂為 34 位慕道者主持了隆

重基督信仰入門聖事。 

    據河北《信德網》報導，這一期

慕道班的慕道經歷頗為坎坷，他們 

於 2022 年初報名參加慕道班，開課

不久便因疫情封控不得不中斷課

程。經過了近一年的等待，復課後

又遭受疫情的挑戰。然而，仰賴天

主宏恩，這些艱險並未阻隔他們的

追尋，反而在他們的信仰道路的起

點留下了聖神引領的特別回憶，並

終於在今天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為

他們的慕道經歷畫上完美句號，同

時開啟全新的信仰生活。 

    為此，上海教區也高度重視這次

基督信仰入門聖事，做出了精心準

備。沈斌主教特地提前從繁忙的公

務中安排出時間，親自主持禮儀， 

逾兩千名教友及慕道者親友參禮。 

    講道中，沈主教勉勵新教友承行

主旨、忠於基督徒的使命和職責、

成為身邊所有人的祝福。效法基

督、伸開雙臂走向世界接納他人、

在生活的涓滴中作光作鹽，藉著祈

禱實踐耶穌基督彼此相愛的誡命。 

   禮儀中，沈主教帶領全體信友重

發受洗誓願，表達對對天主的信從

罪惡的棄絕。使信友回顧藉著入門

聖事獲得的先知、司祭和君王的身

份，好能更好的在生活中宣揚天

主、活出天主，也藉此讓更多的人

能夠尋獲天主，獲得新的生命。 

    （信仰通訊社）—為了創建家庭教會繼續

用努力貼近人心，也需要實實在在的物質材

料。這是活躍在利比里亞北部開展牧靈傳教

工作的非洲傳教會會士沃爾特•馬卡里司

鐸向本社吐露的心聲。 

   多年來，馬卡里司鐸輾轉於非洲傳教會科

特迪瓦、安哥拉省會，開闢了當地的初次福

傳。特別是在與塞拉利昂和幾內亞邊境地區

接壤的弗亞聖維耶內堂區。傳教士告訴我

們，“我每天都奔走在各個村莊和團體之

間，在祈禱、塵土和關懷信眾中度過每一天。

與他們分享福音、討論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說到物質資源，“首先，建立一個團體就

需要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當地人淳樸熱

情，大家一起動手建起了小堂，從砌磚到裝

飾聖堂內外。在熱心人士慷慨的捐助下，我

們買了水泥、鋼筋，就這樣一點一滴建起了 

今天的團體。  

    動工時，有人每天到溪流中打水、為工匠

們準備食物。於是，我們後來還在恩格索-洛

爾打了一口井，造福了整個村莊的人。我們

在弗亞的醫療中心為最有需要的人提供治

療和照顧；聖維耶納中學配備了圖書館、實

驗室和新會議室”。 

    最後，沃爾特司鐸表示，傳教士的見證得

益並感謝各界人士物質和精神支持。“這種

慷慨的援助使建成了今天的家庭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