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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宽仁；求你
赐给我们你的救恩。
咏 85:8

（梵蒂冈新闻网）「我很
高兴来到里斯本这座
接纳不同民族和文化

的相遇之城。她这几天变得更具普世
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世界之都。」
教宗方济各8月2日中午在葡萄牙里斯

本贝伦文化中心向民政当局、外交使
团和公民社会的代表们如此表示，感
谢该国举办这第37届世界青年节。在
世青节的机会上，教宗来到这个欧洲
大陆最西岸的国家，以「海洋」为主
轴展开他此行的首篇讲话。

教宗引用了多位葡萄牙诗人有关海洋
的诗句，提到古典神话故事里海洋的意
义。里斯本作为海洋之城，让人想起「
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边界是彼此
相连的地区，而非互相隔离的前沿。」

面对当今许多全球性的重大挑战，我

们需要「团结一心」的应对之策。教宗
由此提到2007年在里斯本签署的、关
于欧盟改革的条约，指出「里斯本作为
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提醒人们务必
开启更广阔的相遇之路」。为此，教宗
祝愿本届世青节成为「一股普世开放的
动力」。

回到海洋的图像，教宗表示，「在历
史的汪洋里，我们正在暴风雨中航行，
发觉到缺乏勇于缔造和平的航程」。教
宗问道：假如你不提供和平的航程、终
止乌克兰战争和世界上许多浴血冲突的
创意之路，你要往哪里航行？教宗所梦
想的欧洲，「能够发挥天赋来扑灭战争
之火，点燃希望之光」。

为此，教宗提出「希望的三大建设领
域」，分别是：环境、未来和友爱。在
环境方面，海水升温、共同家园被污染
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正在把庞大的生
物保护区变成塑料垃圾场。海洋提醒我
们，人类蒙召与那大过于我们的环境和
谐共处，我们必须细心照料环境，为年
轻世代著想」。

青年就是未来。针对未来这个建设领
域，教宗表明，「很多因素导致青年灰
心丧志，例如：失业、我们沉浸其中的
疯狂节奏、生活成本的攀升、找住房的
困难，以及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成家生子
的恐惧感」。

关于这点，良好的政策有助于「激发
希望」，矫正经济的不平衡，「高瞻远
瞩地投资在未来、家庭和儿孙上，推动
代际联盟」。就这层意义来说，「教育
不可只传授技术知识来促进经济增长，
却必须传递历史和传统，重视人的宗教
信仰需求，增进人际友爱」。

友爱是另一个建设领域。教宗表示，
「我们基督徒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学会
友爱」。教宗赞许在葡萄牙许多地方
有活泼的关怀和互助意识，但是在全
球化的普遍背景下，则是缺乏友爱亲
近之情。为此，教宗勉励众人「从周
围的人开始培养团体意识」，重新发
现彼此是弟兄姊妹，为共同福祉携手
努力。

教宗最后提到「成千上万葡萄牙青年
怀著福音的精神在偏远地区创造了富
有传教意义的团结经验」。教宗向葡
萄牙社会中许多照顾他人的人表示感
谢和鼓励。「愿天主降福葡萄牙！」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于7月
30日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念及「
太多因贩运而遭到剥削的人」，包括「
孩童、妇女和劳工」。教宗当天诵念《
三钟经》后指出，这些人「生活在不人
道的处境中，忍受社会的冷漠和丢弃之
苦」。在当今世界里，许许多多的贩运
是「攸关每个人的恐怖现实」，是「把
人当成货物的犯罪行为」。教宗恳求天
主降福「所有打击贩运行为的人」。

此外，教宗也提到，当天恰逢联合国
订定的另一个国际日，即国际友谊日。
这个国际日目的是促进在各民族、国
家、文化与个人之间的桥梁搭建，并激
发为和平的努力。事实上，增进友谊也
有助于打击人口贩运这个犯罪现象、奴
隶制度的遗毒。

教宗方济各曾多次吁请国际社会携手
合作，遏止这种「有损于尊严」的行

为。2023年初，教宗为第九届打击人
口贩运祈祷和反思日发表视频讯息，
称「剥削和压制限制人的自由，使人
成为利用和丢弃的对象。贩运机制利
用不义和不公，这些行为迫使数百万
人生活在脆弱的状况中」。为此，教
宗吁请众人「睁开眼睛行走，重新意
识到将数百万人，尤其是青年贩卖、
使其成为受剥削者的过程；怀著希望
脚踏实地地行走，推动打击贩运的行
动」。

塔里塔古木全球网络始终站在打击人
口贩运的第一线。该网络由国际女修
会总会长联合会于2009年创建，今年
在里斯本世青节也看得到这些修女的
身影。2022年的报告显示，该网络在
预防贩运和照顾受害者等领域有长足
的进步，在全球各地触及了超过56万
人，相较于2021年增长了四成。

教宗方济各：贩运人口是冷漠社会的恐怖现

教宗在里斯本：
愿世青节成为
普世开放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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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于 1 3 世 纪 的 波 斯 文 学 诗
人 和 苏 非 派 的 神 秘 主 义 者
鲁米（Rumi）曾经说过，

这 就 是 信 仰 在 我 们 生 活 中 的 运 行 方
式：我们的生活是充满奥妙的，有时
我们知道、明白，然后陷入迷茫、不
知道，再然后又清楚知道了。

纽 约 专 栏 作 家 大 卫 · 布 鲁 克 斯
（David Brooks）也说了类似的话。
在他的著作《第二座山》中，他分享
了 他 如 何 努 力 践 行 犹 太 教 和 基 督 教
信仰。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
可行的。毕竟，耶稣尝试过。然而，
有时他被问到的难题是：你相信耶稣
复活吗？相信耶稣的身体在被钉十字
架，埋葬，三天后就从坟墓里消失了
吗？他的回答是：“它来了又走了。
我内心深处有强烈的边境潜行者的疑
问去追踪。”

我认为，如果我们大多数自称基督
徒的人真的很诚实，我们就会对耶稣
复活的真实性问题给出类似的答案。
我们相信这真的发生过吗？它来了又
走了。也许不是理智上的，而是事实
存在上的。

从理智上宣称我们相信某件事是一
回事，在生活中真正相信这一点又是
另 一 回 事 。 耶 稣 本 人 在 祂 的 比 喻 中
做 出 了 这 样 的 区 分 ： 一 个 人 有 两 个
儿子，他要求他的儿子去田里干活。
第一个儿子回应去田里干活，但从未

去做。第二个儿子拒
绝了，但最终还是答
应去做了。因此，耶
稣问，这两个人中哪
一个是真正听话的儿
子？

从 布 鲁 克 斯 的 答 案
中跨越了两者，是一
个边境潛行者。事实
上，我们都像那两个
儿子一样，有时说“
是”，然后说“不”
，然后又说“是”。
约 翰 · 谢 伊 （ J o h n 
Shea）在评论耶稣第
一批门徒的起起落落
以及他们在热情追随
耶稣和间中放弃信仰
梦想之间的摇摆不定时，称这是神圣
的邀请和人类的回应之间、以及在巨
大的确信和巨大的举棋不定之间的斗
争（对他们和我们来说）。

在我们身上，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
在我们是否真正相信基督教内部所有
人的核心邀请，也就是说，我们是否
足够认真地看待耶稣的复活，以真正
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定义世界，重新
看待生命的意义，并使其成为我们塑
造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棱镜？我们是
否坚信耶稣的复活，愿意在生活中冒
激进的、违背常识的风险做见证？如

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
复活了，它将重塑我
们的生活。

我 相 信 ， 我 们 大 多
数 人 都 熟 悉 諾 里 奇
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 ich）的名言。
她反思耶稣的复活对
我们意味着什么，她
说，如果这是真的，
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
复活，如果天主真的
把尸体从坟墓里复活
起来，那么我们就有
绝对的保证（并且随
之而来的有信心）相
信最终一切都会好起
来，并且坚定和热切

盼望天主为此时安排的一切 - 一切
将会变好。

如果复活真的发生了，她的等式是
正确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发生了，我
们的故事和世界本身的故事的结局已
经被写好了，我们绝对确信这是一个
幸福的结局。

但是，我们相信吗？对于我们大多
数人来说，如果我们像大卫·布鲁克
斯一样诚实，我相信我们的存在主义
答案将与他的相同：它来了又走了。
诚 然 ， 承 认 这 一 点 可 能 会 让 人 感 到
愧不敢当，但承认这一点可以使我们

免于否认，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信仰
的动力，并为我们指明持续转变的方
向。

有一次在一次会士会议上，我从一
位主讲人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评论，她
是一位像多萝西·戴一样多年来一直
在街头与穷人一起工作的女性。她分
享的内容是：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在
街头与穷人一起工作。无可否认，耶
稣是我这样做的主要动力。但我可以
做这项工作很多年，并且在工作时从
不提及耶稣的名字，因为我相信天主
足够成熟，祂不需要一直成为我们意
识关注的中心。你可以猜想，该评论
引起了一些非常复杂的反应。

但是，归根结底，她是对的，她分
享的并不是不健康的跨界，甚至也不
是布鲁克斯或鲁米关于信仰如何在我
们的存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经验。它
来了又走了。她分享的内容可以帮助
我们去感受到生活的现实如此切实和
存在的那一刻，而信仰的奥妙似乎被
忽视在一边时，导致我们在信仰见证
的 犹 豫 不 决 中 摆 脱 一 些 虚 假 的 负 罪
感。它来了又走了。的确，我们的生
活是充满奥妙的，有时我们知道、明
白，然后陷入迷茫、不知道，再然后
又清楚知道了。

版 权 拥 有 者 ： 荣 · 罗 海 瑟 神 父
（Fr.Ron Rolheiser)

它来了又走了

当我还在罗马深造之时，我除了
向会院里的一些老神父办告解

以外，偶尔我也会到梵蒂冈的圣伯
多禄大殿办英语和好圣事。英语告
解处乃是在圣伯多禄大殿大门内的
右耳堂。虽然平时梵蒂冈的人潮拥
挤，可是在大殿的告解处内，永远
都充满着天主宁静的临在。就在我
作自身反省时，离告解处不远的一
幅栩栩如生的马赛克祭坛画吸引了
我的注意。这名叫 “伯多禄小船
（Na v i c e l l a）”的马赛克祭坛画
乃是后期由乔凡尼·兰弗兰科拼成
的。
在这一幅画里，我们可以看到耶

稣基督稳站在一面平静的水面上，
试图把伯多禄从水里拉出来的故事
重点。在他一见风势很强，害怕起
来，就要被海浪卷下去的那一刻，
伯多禄的面部表情是充满恐惧的。
他双手疯狂摆动挣扎，似乎想要抓
紧我们救主的双手。对他这位善水
者，他心知肚明，若他不及时得到
援助，肯定是必死无疑！船里的那
些门徒们也不例外。在面对波浪的
颠簸，连其他三名渔人，也变得束
手无策。他们的小船只，也就快招
架不住即将沉入水底了！可是在慌
乱之际，他们忘了做什么？他们忘
了耶稣在他们遇难时是会来救他们
的。在画里，他们有的在试图锚定
船只，有的尝试掌舵，有的比较胆

小的紧握船只，希望风平浪静之后
他们还可以安然无恙…… 他们相信
他们自己有限的能力，远比相信基
督救赎他们的能力还要多！
我看着…… 眼泪不自觉的在眼眶

里开始打转。我发现在很多时候，
因为想要在别人身上留下良好印象

的关系，开始绞尽脑汁取悦他人，
实现他人对我的期望，甚至为自己
建造一面十分美丽的面具！这些“
跟风”的作为，使我也像伯多禄一
样，慢慢地沉向深海里！我深感自
己的罪恶及弱小，并察觉到自己在
面对问题时，我行我素不让天主

作天主本分的经历是一个自爱的表
现。很多时候，我就像一只蚂蚁，
差一点被周转问题被折腾得甚至快
要淹死。可是当我有点“小突破”
时，我却为自己的“小成功”自感
为傲，把自己当成一位“小神明”
来看待。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功劳
并不应该归功于我，而是归功于那
一直牵引着我的耶稣！“哦，天
主，这是多么真实啊，一切临于我
们的伤害都是因为我们双眼没有全
神注视着祢。”（大德兰《全德之
路》 16：11）
的确是的，活在罪里的人们总是

喜欢“过分自省”的。我们觉得我
们的问题远比他人的大，深信除了
自己外，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这
些生命的风与浪也慢慢成为我们心
中的“神”。可是耶稣并没有要我
们为它们叩头并为它们折腰！祂只
要我们双眼注视着祂，让祂握紧我
们的手就够了。因为，只要有祂，
风浪自然而然会被祂平息下来。所
以，只要我们不辜负祂，就不必担
忧祂会辜负我们了。

～撰文/何崇祯神父～

伯多禄小船 甲年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列上19：9a，11-13a
罗9：1-5

玛14：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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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讯）2023年7月30日，耶稣圣名
堂举办了一场独特而令人兴奋的弥撒
仪式。这不同寻常的弥撒融合了客家
文化与伊班族文化，向人们展现了多
元文化在信仰庆典中的美妙融合。

在弥撒开始前，耶稣圣名堂热烈欢迎
了来自诗巫的180位伊班族朋友。他们
身着传统服饰，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文

化，让弥撒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
围。伊班族朋友们在弥撒中呈现了精
彩的舞蹈表演和动听的圣歌，为整个
庆典增添了热情和喜庆。

这场弥撒穿插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元
素，使参与其中的教友们感受到了信
仰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客家文化与伊
班族文化在弥撒中相得益彰，交织成

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为庆典注入了
独特的魅力。

弥撒仪式以大部分客家语进行，从
讲、读、念、唱全程贯穿，使整个仪
式更加亲切贴近人心。客家文化的特
色贯穿在弥撒的每个环节，让教友们
感受到自己文化的传承与荣耀。

主持这场特殊弥撒的是来自怡保的

刘善财神父，共祭是随同朝圣团到来
的江宗欢神父与Blaze神父。他们共同
见证了这场融合了两个不同文化的弥
撒，为信仰与文化的融合奉献了自己
的努力。

这场融合了两个不同文化的弥撒庆典
不仅仅是信仰的庆典，更是一个文化
的盛会。它展现了我们多元的社会和
信仰的包容性，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
个庆典中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

耶稣圣名堂当天的弥撒仪式成为了一
次美妙的文化融合之旅。客家文化与
伊班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共同构
筑起一幅多彩的画卷。相信未来会有
更多这样的弥撒庆典，为我们带来更
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麦可佐思。。。。报道

（槟城讯）历经漫长的三年疫情时
光，大山脚的圣安纳主保庆典再度降
临，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们满怀信心与虔
诚，纷纷涌入这片神圣的土地，共同庆
祝属灵的盛会。

圣安纳庆典吸引众多朝圣团参与，同
时他们也选择顺道拜访其他教堂，展开
信仰与文化的交流。在这次的顺道拜访
耶稣圣名堂，一共有十个朝圣团到来，
其中五个团在7月29日早上几乎同时抵

达，共有350多位朝圣者参与，使得耶
稣圣名堂内外熙熙攘攘。志愿者们精心
准备着美味佳肴、售卖圣物和纪念品，
同时向游客讲解教堂的历史与意义，场
面热闹非凡。信仰与文化在这里交织，

欢声笑语传播在圣名堂内外，这片圣地
充满温暖与包容。

耶稣圣名堂作为一个神圣的场所，以
其美丽的花园、壮观的建筑和悠久的历
史，以及它的天主教客家文化吸引着众
多朝圣者。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朝圣者
在这里感受着心灵相通，共同表达对信
仰的虔诚。

而在属灵体验之外，朝圣者们对教堂
提供的美食也怀有极大的赞叹。榴莲的
香气、令人垂涎的laksa、炒果条与糕
点成为他们的口感享受，每次计划到访
耶稣圣名堂时都会提前预定。

这个庆典是一个充满喜庆与祝福的时
刻，在共同的信仰引领下，朝圣者们在
这庄严的圣地相聚，交流着各自的信仰
历程和珍贵经历。他们共同颂扬着圣安
纳与耶稣圣名，让这个庆典更加显得意
义非凡。在信仰之旅与美食之享中，他
们的心灵得到滋养，感受着信仰带来的
喜悦与满足。

越南政府将允许一名教廷的代表在该
国居住，并在那里开设办事处，以表示
对越南约650万天主教徒的支持。此举
也是该国与罗马教廷关系有所改善的标
记。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上于7月27日前
往梵蒂冈，与教宗方济各进行了半小时
的会面，然后会见了包括梵蒂冈国务卿
帕罗林 (Pietro Parolin) 枢机在内的其他
人员。

梵蒂冈在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表
示，双方在会晤中「对越南与罗马教廷
关系取得的显著进展以及越南天主教团
体迄今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
。

公报说，教宗代表将「本着法律精

神，为越南天主教团体的事业提供支
持，并秉持教会训导，履行「陪伴国
家」的使命，成为「好天主教徒和好公
民」，并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

它还指出，教宗在越南的代表「将成
为促进越南与教廷关系的桥梁」。

虽然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
自2011年以来，梵蒂冈已向越南派驻
非常驻教廷代表。

主席武文赏访问梵蒂冈的目的是对落
实3月在梵蒂冈举行的越南-罗马教廷
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后续行动。会后，双
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就在越
南设立一位教廷常驻代表的协议「基本
上达成了共识」。

越南主教团在协议宣布后发表声明

说，7月27日宣布的协议是自2009年越
南和梵蒂冈官员在河内首次会晤以来为
改善两国关系所作努力的成果。

声明表示：「宗座代表的定期出席将
有助在越南的天主子民更具体地感受到
与教宗的共融，更积极地在人民中生活
和见证福音。」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9年会见越南国
家主席阮明哲，也曾于2007年会见总
理阮晋勇。该次会议是越南共党政府总
理首次与教宗和梵蒂冈国务秘书处的高
级官员会面。

经过持续的谈判，越南于2011年同意
让梵蒂冈任命一名非常驻的教宗代表前
往越南，这被视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中重要的一步。

根据2019年政府人口普查，越南有
6.6%，即约650万的人口是天主教徒，
使天主教成为该国最广泛的有组织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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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批准设教廷常驻代表办事处

伊班族呈现舞蹈表演客家文化组歌咏团刘善财神父，江宗欢神父与Blaze神父共祭弥撒

耶稣圣名堂举办特别弥撒，

展现多元文化融合

信仰之旅与美食之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