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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求你嘘气，
使大地焕然一新。
咏 103：30，1-2a, 29-31, 34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
各5月17日上午在梵蒂
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了

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的要理讲
授继续以传教热忱为主题，提出了圣方
济各沙勿略的榜样。「基督圣爱的力量
促使圣方济各沙勿略前往最前沿，尽管
不断感到疲惫、面对危险，他依然克服
挫折、失望和气馁。事实上，天主圣爱
给了他安慰和喜乐，助佑他跟随、事奉
上主，直到最后」。

圣方济各沙勿略是天主教会的传教主
保。教宗赞许他不论身在何处，都殷切
地照顾病患、穷人和孩童。「他紧凑的
工作始终伴随著祈祷，以及与天主的共
融」。

教宗指出，不仅为传教士，而且为年
轻人来说，圣方济各沙勿略都是个好榜
样。这位圣人在贫困中常怀勇气，「为
传教使命竭尽全力」，作了许多惊人的
努力。在赞许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同时，
教宗也向所有传教士表示赞赏，他们在
基督信仰和基督圣爱的激励下，一直奉
献自己、帮助他人。「我们在今天的

传教士身上看到这份勇气。他们虽然没
有搭船，却搭乘飞机，而且有勇气走出
去」。

圣方济各沙勿略于1506年出生在西
班牙北部落魄的贵族家庭，他之所以在
巴黎大学求学，是为了得到报酬优渥的
职务，以确保未来生活无虞。然而，他
在学校遇见了圣依纳爵，从而「活出崭
新且深刻的灵修经验」。教宗解释了圣
方济各沙勿略成为耶稣会士，以及被派
往东印度福传的始末。

从那时起，一批批为数众多的热忱传
教士准备好承受无比的艰难和危险，前
往远方接触他们完全不认识其文化和语
言的人群。教宗指出，这些传教士的共
同之处在于他们强烈渴望让耶稣基督和
祂的福音广为人知。

接著，教宗回到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生
平：他抵达印度果亚后，并未在那里停
下脚步，而是前往印度南部海岸向贫困
的渔民宣讲福音，教导孩子们要理和祈
祷，施行洗礼，治疗病患。某天晚上，
圣方济各沙勿略在宗徒圣巴尔多禄茂的
墓前时，感到必须走到更远的地方。于

是，他前往印度尼西亚群岛，两年内在
那里建立了好几个基督徒团体。圣方济
各沙勿略把要理翻译成当地语言，以歌
唱的方式教导人们。

教宗邀请信众阅读圣方济各沙勿略的
书信，好能明白他的心情。圣人写道：
「危险和苦难，我心甘情愿忍受著，只
为了爱我们的天主上主，服事祂。这
些在极大的神慰上是富饶的珍宝。」
（1548年1月20日）

后来，圣方济各沙勿略去了欧洲传教
士还没到过的日本。教宗说：「由于气
候、反对和不懂语言的缘故，在日本的
三年非常艰苦。」但是就在这种情况
下，「所洒播的种子将会结出硕果」。

教宗指出，在日本，「圣方济各沙勿
略得知，对于在亚洲的传教使命来说，
另一个关键的国家是中国」。「因其文
化、历史和伟大，中国实际上在世界的
那个地方起主导作用」。

正因如此，圣方济各沙勿略回到果
阿，不久后启程，希望能进入华夏大
地，但是未能如愿以偿。圣方济各沙勿
略于1552年在上川岛安息主怀，年仅
46岁。教宗说：「圣方济各沙勿略在
尘世的旅途就这样结束了。」

在要理讲授的最后，教宗赞许这位圣
人的榜样：他勤于祈祷、与基督共融，
直到尘世生命的结束。教宗说：「愿上
主赐给我们大家福传的喜乐！」

（梵蒂冈新闻网）每个人应当善尽各自
的职责，一同努力促使「迁徙」真正成
为一个自由的选择。这是教宗方济各在
第109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中的期
勉。本届移民与难民日的主题是「自由
选择迁徙或留下」。

教宗深知当今移民潮现象的复杂性，
邀请整个国际社会同心协力确保在参
与公共福祉方面人人平等，尊重基本人
权，以及每个人都能得到整体发展。「
唯有携手同行，我们才能走得远，走到
我们旅途的共同目的地」。

教宗首先吁请保障「一个尚未立法、
却至关重要的权利」，即：不迁徙的权
利。换句话说，「就是要确保每个人都
能在故乡和谐且有尊严地生活」。「世
界上的资源并非源源不绝。经济较贫困
的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各国之间分享的
能力」。

今天在非常多的情况下，迁徙不是一
个自由的选择，如同纳匝肋圣家逃往埃

及那样（参阅：玛二13）。「冲突、天
灾，以及无法在故乡过有尊严、欣欣向
荣的日子，这一切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
民离乡背井」。同样地，先祖雅各伯也
因严重饥荒而携家带眷逃难（参阅：创
四十六6）。教宗指出，今时今日，「

移民因贫困、恐惧和绝望而出逃」。
「迫害、战争、气候现象和悲惨生

活，是当今移民潮最显而易见的原因」
。为了铲除这些祸根，我们必须自问哪
些是当做之事、哪些是该停止的作为，
而且不遗余力地「遏止军备竞赛、经济
殖民现象、对他人资源的掠夺，以及对
我们共同家园的破坏」。

教宗吁请出发国及其执政者负起责
任：政策的执行应当良好、透明、廉
洁、高瞻远瞩，且为所有的人服务，特
别是为弱小者服务。同时，教宗也呼吁
出发国不要让本国的「天然和人力资源
被抢夺」，阻止「那些图谋少数人利益
的外来干预」。

在选择离开家乡以前，当事人应当「
得到充分的信息，经过深思熟虑」。如
此才能确保这个选择是自由的，从而「
避免许多男女和孩童陷入危机四伏的幻
灭，或者被肆无忌惮的人口贩子所害」
。

教宗表示，在每个移民身上，我们不
仅看到困境中的弟兄姊妹，更发现「基
督亲自敲我们的门」。教宗引用《玛窦
福音》第25章：「我饿了，你们给了我
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作
客，你们收留了我。」（35节）秉持这
份意识，我们蒙召「极其尊重每一个移
民的尊严」，「更好地陪伴并管理移民
潮；搭建桥梁、而非筑起高墙；扩大安
全且正规的移民渠道」。

教宗祝愿每一个人「在自己出生的国
家，或是在其它地方为建设未来贡献心
力」。在当前的同道偕行旅途中，教会
团体「应当始终准备好接纳、保护、促
进并使每一个人融入其中，不让任何一
个人被排除在外」。

这份文告的结尾是一篇祈祷词。教宗
祈求「全能的天主父」助佑我们「恩宠
满溢、勤奋不倦地促进正义、团结与和
平，以确保所有天主的儿女都拥有选择
迁徙或留下的自由」。

移民与难民日文告问世：
遏止战争，让迁徙成为自由选择

教宗公开接见：基督圣爱
促使圣方济各沙勿略
前往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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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世 俗 化 的 世 界 中 ， 我
们的大部分生活会围绕在
一种有点反教会和反教权

的氛围中。今天的世界很流行去抨击
教会，无论是罗马天主教、新教还是
福音派。这通常是以思想开放和开明
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种在智力上受
到认可的偏见。当你说一些贬损社会
上任何其他群体的话，你就会被追究
责任；可是当你说一些贬低教会的话
时，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后果。

什么是正确的回应？虽然这很容易
让人生气，但我们必须小心翼翼的去
回 应 而 不 要 反 应 过 度 ， 因 为 作 为 一
个教会，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受到威
胁。为什么？

首先，因为有时这些一定数量的批
评是好的和有帮助的。说实话，我们
有 一 些 非 常 真 实 的 错 误 。 所 有 的 无
神论都是以不良宗教为食的寄生虫。
我们的批评者以我们的错误来指证我
们，我们可以很感激他们因为我们的
错误被指出了，即使有时我们的表现
会过于慷慨，欣然接受。接受对教会
的 批 评 是 健 康 的 ， 这 使 我 们 变 得 谦
卑，并推动我们走向更勇敢的内心净
化。此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享有特
权，这对教会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
事。作为基督徒，我们通常会在没有
特权的时代过得比在特权时代的生活

更 健 康 ， 即 使 它 并
不那么令人愉快。此
外，这里还有一些重
要的事情。

我 们 必 须 小 心 ， 不
要对目前的反教会气
氛反应过度，因为这
会导致过度防御，使
我们在面对教会文化
时处于不健康的敌对
地位，而这不是福音
要 求 我 们 成 为 的 例
子。相反，我们的任
务是吸收这种批评，
尽管它很痛苦，温和
地指出它的不公平，
并抵制防御的诱惑。
为什么？为什么不积
极地为自己辩护呢？

因 为 我 们 足 够 强 大 ， 所 以 不 会 害
怕，这就是足够的理由。我们可以承
受这一点，而不必变得强硬和防御。
尽 管 目 前 教 会 受 到 批 评 ， 但 教 会 不
会很快垮台或消失。我们在世界上有
25亿基督徒，站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
中，在我们中间有一部普世接受的圣
经，有两千年巩固和完善的教义，有
庞大的几个世纪的历史机构，是植根
于西方文化与技术的根基，构成了可
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集团，并且在

全球范围内的数量还
在不断增长。我们几
乎不是在风中摇晃的
芦苇，脆弱地摇摇欲
坠，或是一艘即将沉
没的船。我们坚强、
稳 定 、 得 到 天 主 的
祝福，是文化中的长
者，正因为如此，我
们欠缺文化去树立成
熟和理解的榜样。

除 此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是，我们有基督的
应许与我们同在，以
及真正的复活来滋养
我们。鉴于这一切，
我认为可以大胆公平
地说，我们可以承受
相当多的批评而不用

担心失去我们的身份。此外，我们绝
不能让这种批评使我们忘记我们存在
的初衷。

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或
确保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了世界。我
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而看不到福音
对我们的要求。例如，把这两个回答
做对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红衣
主教Basil Hume曾被问及他认为当
今教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他简
单 地 回 答 ： “ 需 要 努 力 拯 救 这 个 星

球。”将这一回答与另一位红衣主教
的回答进行比较，后者在最近的一次
电台采访中被问及同样的问题（当今
教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他的
回答是：“捍卫信仰。”谁是对的？

关于耶稣的一切都表明Hume的观
点 比 其 他 观 点 更 接 近 福 音 。 当 耶 稣
说 ， “ 我 的 肉 是 世 人 生 命 的 食 粮 ”
时，祂清楚地肯定教会的首要任务不
是保卫自己，或确保其连续性，或保
护自己免受世界的摧残。教会的存在
是为了世界，而不是为了她自己。这
就是为什么耶稣出生后立即被放在动
物进食的马厩的槽中。这一事实具有
如此丰富的象征意义；同时这就是为
什么耶稣在圣体圣事的餐桌上献上祂
自己为羔羊。耶稣是生命之粮，是世
界上的人的食粮，这是耶稣主要的任
务，即冒着安全风险和信任胜于防御
的风险而行。福音的核心是呼召以冒
着风险去超越防御并接受不公正的批
评而不反击：“原谅他们，他们不知
道自己在做什么！”

教会的本意是将自己奉献给世界作
为食粮。像所有生命体一样，它有时
需要保护自己，但绝不会以失去其起
初存在于此的理由为代价。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
Ron Rolheiser)

关于不防御

天主圣神是谁？如果你在我年幼时问
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机械般以天主
教要理的定义回答你：祂是天主圣三
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与圣父和圣子

同等；祂在基督受洗时，以鸽子的形
象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在五旬节期
间，祂是停留在基督门徒们的头上的
火舌的；在领坚振时，祂是我们领坚

振者的强化之神，好让他们成为教会
的精兵！虽然我那年幼的小口念的头
头是道，可是我那小小的脑袋还是对
圣神的神迹一知半解，完全不知道天
主圣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扮演了个怎
么样的角色。我想这也没有什么需要
感到惊讶的，究竟在我们的教会生活
里，圣神是一位很常被人“遗忘”的
主。祂是隐藏的，是神秘的，圣经也
没有记载祂的任何言语 …… 对于我们
这些“普通教友”们，我们还是把祂
关在橱柜里，然后继续过着我们无忧
无虑的生活。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
若我们有这种想法的话，也许我们应
该省察自己了。圣神虽然话不多，可
是祂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非
常重要的。

圣神，即我们的中保，是发于圣父
和圣子的爱。祂给予我们必要的恩
宠，预备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在基
督内生活，分享圣三本身的生命，并
凭着我们的本能完成基督在我们内开
始的圣化工作。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
见祂，但祂确实在那里，在我们内、
与我们同在、并通过我们工作。没有
祂，我们只会凭着私欲偏情、肉欲生
活，我们说不出一句好话，做不出
一件好事，连一个好念头都没有。我
们犹如我们筑建巴贝耳塔的原始祖先
（cfr. 创 11：1-9），凡做的一切事与
物都是从钱财、个人利益、名誉、与
色欲出发…… 而圣神的工作，就是让
我们克制这一点。

因为圣神是纯洁、仁慈、谦虚、平

和、和慈爱的，祂要我们克制我们本
人不属灵的欲望，并在我们有需之时
给予我们恩宠，好让我们战胜罪恶！
因祂是天主之爱的本身，祂赐给耶稣
门徒们爱的话语，把那在巴贝耳塔事
件分散的人们，从新聚集在一起，从
新引领天主失散的民族回到天主的身
边（cfr. 宗 2:1-11）。此外，祂也是我
们的生命之神、良善的施慰者、还有
给予我们真正自由平安之神，凡是有
祂者，都成为天主行善怕恶的嗣子！ 

由此看来，圣神确实在我们内行了
很多事，但我们要如何回应祂呢？ 首
先，让我们全心呼求祂。 不要担心
你要说什么，只要你恳切哀求，圣神
是会聆听你的。 然后，请静静地侧
耳聆听，因为圣神喜欢对在静默中的
灵魂说话。最后，要以诚恳自由的心
情让祂进入你的心中。我相信通过这
小小的步伐，我们可以立即顺服于圣
神的行动，成为祂最好的圣殿！Veni 
Sancte Spiritus！圣神，请你降临！ 

 
～撰文/何崇祯神父～

圣神，请你降临！
甲年圣神降临节

宗2：1－11
格前12：3－7，12－13

若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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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多个亚洲国家的学生聚集在新加
坡，发起了一个国际情谊组织，以宣
扬教宗方济各和阿兹哈尔大伊玛目于
2019年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
的理想。

据新加坡总教区《天主教新闻》网
站5月初报道，「亚洲青年领袖促进人
类兄弟情谊」是在天主教开办的圣母
升天英文学校成立70周年纪念之际成
立的。

来自新加坡、印尼、日本和泰国的
84名学生和12名教师参加了这合一倡
议的首次会议。组织旨在促进亚洲不
同信仰、宗教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和
平。

组 织 的 灵 感 来 自 教 宗 方 济 各 与 阿
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Ahmed el-
Tayeb)于2019年2月签署的《关于人
类兄弟情谊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生活
的宣言》。

该文件是在教宗访问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期间在阿布扎比签署的。 因此，
文件也被称为《阿布扎比宣言》。

这份著名的文件被视为是基督徒与
穆斯林为世界及所有人和平的宣言。

圣 母 升 天 英 文 学 校 校 长 郭 本 雅 明
(Benjamin Kwok)指出，该地区的首个

倡议旨在帮助学生促进和平。
他说：「透过这个新建立的组织平

台，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接触亚洲邻国
的机会，促进和平，尊重每个人，不
分种族、语言和宗教。」

「 亚 洲 青 年 领 袖 促 进 人 类 兄 弟 情

谊」于3月30日在该学校礼堂正式启
动，其中包括每所参与学校的文化表
演。

梵蒂冈宗教间对话部顾问张老楞佐
(Lawrence Chong)和新加坡非常驻
罗马教廷大使洪月霞也出席了此次活
动。

洪月霞赞扬这项倡议，称年轻人和
他们的老师获得了一个平台，可以「
参与跨文化联系，建立充满希望、爱
与和平的人类兄弟情谊」。

主持此次活动的学生图帕斯(Jul l ie 
Anne De La Cruz Tupaz)指出，该活
动帮助她结交了新朋友。

她说：「由于语言差异，起初我们
并不真正了解对方。 然而，当我们最
终开始交谈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兴趣
有多么相似，比如动漫、寿司和荞麦
面。」

转载天亚社中文網

亚洲青年传扬教宗有关人类兄弟情谊理想

（美里讯）由美里教区受造界正义委
员会（CJC）的导师丁若瑟神父领导
的团队于4月21日至23日在Lapok堂
区的Long Jegan长屋村举办了 愿祢
受赞颂-受造界正义工作坊（Laudato 
Si' Creation Justice Workshop）。
在若瑟神父和他的团队逗留期间，当
地的村民们热烈欢迎并慷慨的款待他
们。

Long Jegan 村距离美里约有3小
时车程，要到达哪里需要穿过一条未
铺砌的路，只有四轮驱动车辆才能进
入。 该村还没有完善的电供和水供。
取而代之的是，村民们依靠自己的资
源和聪明才智，通过柴油发电机和太
阳能电池板提供电力，而附近山区的
雨水则作为他们的水源。

这工作坊得到了村庄社区的积极响
应 ， 有 8 0 多 名 参 与 者 （ 从 学 生 到 乐

龄人士（老年人））注册参加这周末
活动。该工作坊以马来语进行，有效
地向与会者传达了教宗方济各在《愿
祢受赞颂》中的信息。当地各个村庄
的负责人Penghulu Patrick和Long 
Jegan村的负责人Ketua Kampong 
Dennis等知名人士也与各自的社区一
起参加了工作坊。

Penghulu Patrick在闭幕词中感谢
若瑟神父和美里 CJC 团队将工作坊带

到Long Jegan村，并传播教宗方济各
关心我们共同家园的信息。他强调他
很高兴发现天主教信仰符合该村尊重
和保护自然以造福子孙后代的悠久传
统。

在享用了周日的午餐后，CJC 团队
进行了关于家庭堆肥的演示和课程。

最后，一组志愿者在他们的村庄报名
成立了一个受造界正义部，以实施工
作坊上决定的行动计划框架。

Laudato Si’ mi Signore！ – 赞美
归于祢，我的上主！ - 美里教区受造
界正义委员会

（ 焦 赖 讯 ） 蕉 赖 圣 方 济 亚
西 西 堂 于 5 月 1 2 日 邀 请 来

自嘉布谴苦修会(Order of 
Friars Minor Capuchin 
(O.F.M.Cap.))的大卫雷根神

父（Fr David Reegon, OFM 
Cap）为出谷纪这部经书做预览。当
天有148位来自不同堂区的教友参与
这次的简介。

活动是在晚上8点以Fr Valentine 
Gompok OFM, Cap所带领的歌颂
赞美和朝拜团队开始。然后，该堂的
本堂主任司铎张耀华神父宣讲天主圣
言。

当天的参与者都被两个引人入胜的
环节所吸引，这两个环节通过视频剪
辑和小组反思探索了出谷纪的故事。 
在探索其历史叙述的旅程是从创世纪
开始。他使用这10个点来解码以色
列人在埃及人统治下的束缚和压迫。

然后焦点转移到现在，探索救赎的
七个关键点。通过这环节，参与者见
证 了 天 主 的 大 能 的 手 在 拯 救 祂 的 子
民，强调天主子民从被奴役的景况中
得到释放，以及进入与天主盟约关系
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在整个救恩历史
中，这个原型不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
重复出，赐予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的

力 量 和 同 在 。 在 人 民 展 望 未 来 的 时
候，也探索梅瑟如何回应天主的召叫
下带领祂的子民出埃及。尽管梅瑟一
开始拒绝天主的呼召，一再找借口推
辞，但很明显，没有人能逃脱天主的
旨意和呼召。

参与者对出谷纪的故事及当时以色
列 人 生 活 的 相 关 事 迹 有 了 更 深 的 理
解，认识到天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
的永恒的爱、力量和信实。

 大卫神父告诉参与者说，那些渴望
深入研究这个主题的人被邀请参加即
将在圣方济亚西西堂举行的五个课堂
来探索出谷纪。

这些深入的细节将于5月26日至6
月23日晚上8点至10点举行。大卫神
父承诺在这些扩展的课程中揭示出谷
纪中更深刻的见解和教义，提供对其
意 义 的 更 丰 富 的 理 解 。 除 了 历 史 叙
述，其中有宗教规则、法律措施和礼
仪制度。

出谷纪探索

长屋居民出席愿祢受赞颂 
Laudato Si 的工作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