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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
你。咏18:2

（梵蒂冈新闻网）“圣保禄论及基督说，‘祂爱了我
们’（罗八37），为让我们发觉任何事物‘都不能使
我们’与这爱相隔绝（罗八39）”。教宗方济各题为
《祂爱了我们》的第四道通谕以这句话开始，专门论
述耶稣基督圣心在人性和神性上的爱。“祂敞开的心
先于我们并无条件地等待我们，没有任何前提就能爱
我们，为我们提供祂的友谊：祂先爱了我们（参阅：
若壹四10）。藉著耶稣，“我们认识了，且相信了天
主对我们所怀的爱”（若壹四16）”（1）。

回归内心的重要性
这道关于敬礼耶稣圣心的通谕分五章，正如教宗方
济各今年6月5日所宣布的，这份文件“收录对过往的
训导文件和可追溯到圣经的漫长历史的珍贵省思，以
便今天向整个教会重新提出这充满灵性美妙的敬礼”
。第一章论“内心的重要性”。教宗解释，这是因为
在一个我们受诱惑“成为贪得无厌的消费者”的世界
中，需要“回归内心”（2）。

耶稣的举动和话语
第二章论基督爱的举动和话语。耶稣在祂的举动中将
我们当作朋友，显示天主的“亲近、怜悯和温柔”。
耶稣的目光显示“祂全神关注人”及其痛苦。他最有
说服力的爱的话语，乃是祂为朋友拉匝禄哭泣并在橄
榄园经历了极度的痛苦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明
知自己惨遭杀害也是出自“蒙受祂如此爱的人之手”
（46）。

耶稣圣心是福音的概述
随后的第三章“这就是祂如此爱了的心”，教宗表明
基督的心包含“三重爱”：祂肉身的敏锐之心，以
及“人性和神性上的双重圣爱”（66），我们在这爱
中找到“有限中的无限”（64）。教宗方济各呼吁重
振对基督圣心的敬礼，这也是为对抗社会中存在的一
种“‘无实质内容的灵修’的新表现”（87）。面对“
团体和牧人只专注于外在活动、与福音无缘的结构改
革、纠缠不休的组织、尘世计划、世俗化的反思”，
以及“有时强求加给所有人”的建议（88），我们需要
回到“福音的具体概述”（90）。

圣人和圣女满溢那“能解渴”的爱
第四章“解渴的爱”，教宗引述教会的几位教父的
话，他们谈论“耶稣被刺透的肋旁是圣神之水的源
头” ，能满足我们对天主圣爱的渴求。圣奥斯定“开
启了敬礼圣心的道路，使之成为每个人与上主相遇的
场所”（103）。 教宗提到，这被刺伤的肋旁渐渐“形
成心的样子”。教宗也列举一些圣女，她们“讲述自
己与基督相遇的经验，其特点是栖息在上主的心中”
（110）。
在这些圣女中，有圣女玛加利大（Margherita Maria 
Alacoque），350年前，耶稣将自己的圣心显示给她，
并对她说：“看这颗心多么爱世人！”（121）；有
里修的圣女小德肋撒，她称耶稣是“和我的心一起
跳动的那一位”（134）；还有圣女傅天娜（Faustina 
Kowalska），她对耶稣圣心的敬礼集中在“天主的慈

悲”上。就连圣若望保禄二世也将“他对慈悲的省思
与敬礼基督的圣心密切相连”（149）。

敬礼耶稣圣心要我们成为弟兄
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为爱而爱”，深入论述各种真
正敬礼耶稣圣心的团体、社会及传教幅度，在“将我们
引向天父”的时刻，“邀请我们成为弟兄姐妹”（163
）。的确，“爱弟兄”是“我们为了以爱报爱而能给
予他的最大举动”（167）。回顾灵修的历史，教宗提
到圣富高（San Charles de Foucauld）的传教辛劳使他成
为“普世的兄弟”。他“让基督的圣心塑造自己，愿意
在他兄弟情谊的心中接纳所有受苦的人类”（179）。
《通谕》再次提到圣若望保禄二世，这位教宗认为恭敬
基督的圣心“必应具有教会本身的传教行动”。因此，
透过基督徒，“爱将倾注在人的心中，使基督的奥体教
会得以建立，也能建设一个正义、和平及友爱的社会”
（206）。圣保禄六世曾强调，我们需要“还是让基督
来征服的充满爱的传教士”（209）。

教宗方济各的祈祷文
《通谕》以教宗方济各的祈祷文作尾声：“祈求主耶稣
从祂的圣心为我们涌出活水的江河，医治我们遭受的创
伤，增强我们爱与服务的能力，促使我们学会共同迈向
一个公正、团结及友爱的世界。让这一切直到我们愉
快地一起庆祝天国的盛宴。在那里将有复活的基督，祂
将以所敞开的圣心不断射出的光芒，调和我们所有的差
异。愿基督永受赞美！”（220）。

(梵蒂冈新闻网)10月20日常年期第29主日也是
传教节，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封圣弥
撒。教宗册封圣母神慰传教会会祖若瑟·阿拉莫
诺（Giuseppe Allamano）神父、圣神献主修女会
的创始人圭拉（Elena Guerra）修女、圣家小姊
妹会的创始人玛利亚·良尼亚·帕拉迪斯（Maria 
Leonia Paradis）修女和11位于1860年7月在叙利
亚大马士革遭杀害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为圣人。

谦卑而脱俗的仆人
教宗在讲道中称这些圣人为“福
音的门徒”，他们“在人类
痛苦的历史中”是“忠信
的仆人，是在殉道和喜
乐中服务的男女”。
教 宗 说 ： “ 这 些 新
圣 人 依 照 耶 稣 的
风 格 生 活 ： 即 服
务。信仰和使徒
的工作并没有使
他 们 陷 于 世 俗
的 欲 望 和 对 权
力 的 贪 婪 中 ，
相反，他们成

为兄弟的仆人，在行善中有创意，在困境中坚定不
移，慷慨地服务到底。”

荣誉与权力
接著，教宗反思了当天主日福音中耶稣向雅各伯和
若望提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他们心中所渴望
的是荣耀地位，把默西亚视为得胜、光荣的一位，
并“依照权力的逻辑”来想像耶稣。教宗说：“在

教会内，经常都有这样的想法：荣誉、权
力…。”

圣爱之天主
教宗解释道，耶稣“下到

深处聆听并洞察人心”
，揭示他们隐密的期

待 ， 除 去 他 们 的 面
具。教宗说：“耶
稣 不 是 他 们 想 像
中的默西亚；祂
是圣爱之天主，
从 天 降 下 俯 就
卑 微 者 ； 祂 为
提 升 弱 小 者 而
变 得 弱 小 ， 祂

施展作为为的是和平而非战争，祂来服事人而非受
人服事。上主所喝的杯是祂生命的祭献，爱为我们
奉献生命，直到死亡且死在十字架上。”

以亲近、温柔、怜悯服务
随后，教宗强调，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有
两个强盗，“在痛苦而非坐在光荣中，他们与基督
一同被钉”。教宗说：“胜利的不是统治者，而是
为爱而服务的人”，因此耶稣“使自己成为最卑微
的，好使众人能被举起并成为在先的”，祂帮助门
徒皈依并改变他们的思想，不按照世俗的逻辑，而
按照天主的风格去思考，天主的风格就是服务。
教宗说：“我们不要忘记让人看到天主风格的三个
词：即亲近、怜悯及温柔。天主为了服事而亲近、
为了服务而怜悯、以及为了服事而温柔。”

更新的心灵
教宗解释道：“怀著爱而服务的人不会说：现在该
轮到别人了。”服务是一颗新心的果实。
教宗说：“这是雇员的思想，而非见证者的思想。
服务源自于爱，且爱无界限，它不计较，而是付出
与给予。它不只为获得成果而付出，它不是偶尔的
表演，而是发自内心，这是一颗因爱和在爱中更新
的心灵。”

教宗方济各：圣人是远离权力诱惑的谦卑仆人

《祂爱了我们》：
教宗方济各论
耶稣圣心的通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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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榻在充满诗意、风雅别致的客
栈“月牙湾”，这是白族人的白墙黛
瓦间建筑物。
我们以替孩子拍毕业照为目的，进行
了一趟环洱海游。洱海水质清澈，处
处可看到名为“水性杨花”的蔬菜类
植物长在水面上，每餐都有这道佳
肴，非常香脆可口。
水总是赋予人灵性，整个大理环海而
兴，若没有这片洱海，就不会有大理。
洱海不是海，在高原地区大型湖泊都被
叫作“海”，而它此刻又让我想起加里
肋亚海，原本是湖也被叫成海。
大理郁郁苍山蓝天白云，碧蓝洱海繁
花似锦，在路上种种美景与我们不期而
遇，每一次都令我心情澎湃。我感受到
这里的大山，默默守护子民，百姓被苍
山怀抱。巍峨雄壮的苍山是由19座山峰
连绵起伏而成，在山峰之间还藏着18条
溪流，顺流而下汇入洱海，像似大自然
的奇妙化工。
我们环游了洱海周边的扎染工艺、才
村、龙龛、桃源、双廊、南诏风情岛、
小普陀。自由行的好处是有机会频频
发现洱海沿线散落的许多宝藏美景，随
意停泊都能拍摄出许多湖光山色草木葱
茏的意境，特别在苍山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洱海的风光愈加迤逦。
当我们抵达洱海边具有希腊风情的“东
方圣托里尼小镇”时，巧遇宫崎骏的电
影漫画展，这是不在计划中的恩典，因
此我感到特别心花怒放。“东方圣托里
尼小镇“是一个风格独特的建筑群，沿
洱海而建，俯视它像在倚靠着苍山，建
筑都是以白色为主，具有浓浓的欧式风
格。
步行到顶处，可以饱览苍山洱海的不同

视角，湛蓝的天空，
洁白的云朵映入眼帘。整个小镇顺山势
而建，裸露的火山石、质朴的茅草顶，
搭配着自由延伸的台阶和墙体，仿佛一
座宫崎骏笔下的童话王国。每条巷子种
满各种花草，处处都是花团锦簇、鲜花
绿植仙人掌，点缀在诗意蜿蜒的街道，
走在其中充满如梦如幻的情境中，我的
心情已许久没有如此的靓丽了。
来到大理，苍山教会我如何放慢脚步
和放空。披着微细的雨丝徒步，默祷到
苍山的脚下，途中欣赏雨珠挂在每一
株草木上的召唤。在索道入口附近的感
通寺，我们找到了“寂照庵”吃斋饭的
寺院。看到寺内有位师傅举着牌子叮
咛：“不要浪费粮食，能吃多少打多
少，不够再添“。我们排列在两三百人
的队伍中，等待师傅及义工把饭菜分配
到我们的碗中，虽是普通的素斋饭菜，
但似乎有一种淡雅清香的原始口感在呼
唤。这是从北到南的旅途中，我们吃过
最温暖的一餐。由于天气相当寒冷，我
们仿佛在秋冬季节下的庭院用膳，但食
物和汤是热乎乎的，让我体验到寒冬的
阳光照在身上的暖洋洋，感觉品尝的不
仅是素斋，而是文化饮食理念及寂照庵
给人的启发。同时，边欣赏寺院种的各
种花草树木，边安然地坐在密集森林里
憩息片刻。
随后下山，我们沿着开通的三条索道前

进，在感通索道、洗马潭索道、中和索
道之间，我们选了其中一条索道乘缆车
上苍山，一路经过中和寺、感通寺、珍
珠棋局、清碧溪、寂照庵、洗马潭、七
龙女池。待到达制高点，远眺回望大理
洱海，被许多座山峰环抱着的居民就住
在中间，好像风之谷的惬意。远处湛蓝
的洱海与海水连绵，岛屿若隐若现，大
地之色自然深邃，雕琢出建筑的厚重感
与文化底蕴。
大理的生活，既可以看到小桥流水田里
插着秧，又可以听到洱海酒吧歌手唱着
乡间的歌谣。来到大理，心灵是无比的
宁静。小时候每天追看“天龙八部”武
侠小说而知“大理”这个地方，没想到
此生会有机会踏上这块土地。在大理的
各城镇及街道上到处可看到诗情画意的
字幕：我在大理等风也等你、我在有风
的地方等你、去有风的地方等你，等
等。
上主一直眷顾此地，赐予四季如春气
候，有个大理式的“风花雪月”诠
释：”上关的风，下关的花，苍山的
雪，洱海的月”，这些全部印记在我脑
海，时时刻刻无限荡漾，千人千面的大
理在我心中生根，它像是苍穹之下的乌
托邦，在我脑中留下许多田园、安静、
温和、无争的美好胜景且深刻的印象。
我在这里发现到生活的本质及找回人生
的意义，也寻回曾失落的信仰，也决定
了一些事。
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来此，
是因为感受到祢在有风的地方呼唤着我
们。

作者：雅纳·黛茜亚
芥子心供稿

法律的重要
在高度重视个人主义的时代，自由常
常被过度追求，而法律则被视为限制
自主的外在力量，尽管它的初衷是为
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保障每
个人的权益与安全。试想象没有交通
规则的公路，或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比
赛，道路上的车辆该如何行驶？比赛
中的选手该如何公平竞争呢？

耶稣对诫命的诠释
取自马尔谷第12章28-34节的福音告
诉我们，一位经师，既是法律的专
家，在听了耶稣和撒杜塞人有关复活
的辩论（12:18-27）后，前去问耶
稣——按理来说是法律的门外汉——
根据祂本身的诠释，在众多诫命中，
哪个应属最大。这位经师指的，是根
据犹太传统，记载在“梅瑟五书”
或“法律书”（Torah）的613条诫
命（mitzvot）。在此，耶稣精准地引
述了《申命记》第6章4-6节：“以色
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
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
爱上主你的天主”，也是犹太传统中
最重要的祈祷“Shema Israel” (以
色列！你要听)。

虽然这位经师并没有问耶稣哪项该
是第二条诫命，耶稣直接告诉他那是
《肋未记》第19章18节 的“爱近人
如你自己”，并强调“再没有别的诫
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我们并不
知道这位经师询问耶稣的意图是什
么，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其他经师不
一样，他不单止认同耶稣、称呼耶稣
为“师傅”，还补充说明了自己的见
解：“祂是唯一的，除祂以外，在也
没有别的…远超过一切全燔祭和牺
牲”。

耶稣也认同他的说法，借机以不间
接（或间接）的方式显示出自己拥有
审判权，以句义双关的“判词”告诉
他，“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耶稣
肯定他的明智，对诫命持有正面的态
度、能看透其本质与精神，但也同时
告诉他尚未到达天主的国，因为不管
是爱上主或近人，都是需要付诸于行
动的，不能只停留在思想上。

爱天主与爱近人的关系
耶稣在被问到哪条诫命最大时，也
直接说出第二条的举动，说明了对
耶稣而言，这两条诫命相辅相成、
无法分割、缺一不可。“爱天主而不
爱近人”的爱，是一种脱离现实、
空虚的。认为遵守法律——只要不犯
错、完成“基本标准”，就等同爱天
主——这也是耶稣常指责法利塞人缘
由。
“只爱近人不爱天主”的爱虽是良善

的，但它并不完整。这是因为人类的
尊严来自于按照祂的肖像与模样来创
造我们的天主。因此，任何对他人所
行的善，必须能归向天主以及祂造人
的旨意，否则只是在让施善者自我感
觉美好。真正爱近人的方式，是以天
主的爱去爱人。这种爱不会让给予者
失去自我——他必须先懂得爱自己，
也是“黄金规则”的精神所在，“凡
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
样给人做”。

反思/祈祷
让我们祈求天主赐予恩宠，帮助我们
实践爱主及爱人如己的诫命。

～撰文/罗楠毅修士～

乙年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申6：2-6

希7：23-28
谷12：28-34

教宗公开接见：
邀请圣神守护

自己的婚姻及儿女

（ 梵 蒂 冈 新 闻 网 ） 婚 姻 需 要 圣 神 的
扶 持 ， 祂 是 恩 典 、 是 真 正 关 键 的 施
予 者 。 「 在 圣 神 进 入 的 地 方 ， 自 我
奉 献 的 能 力 就 会 再 次 活 力 充 沛 」 。
教 宗 方 济 各 1 0 月 2 3 日 在 例 行 的 周
三 公 开 接 见 活 动 中 如 此 提 醒 聚 集 在
圣 伯 多 禄 广 场 的 信 众 。 教 宗 继 续 关
于 圣 神 的 系 列 要 理 讲 授 ， 当 天 著 重
于 婚 姻 圣 事 。

圣 神 与 家 庭
教 宗 首 先 表 示 ， 他 尤 其 要 省 思 圣 神
对 于 家 庭 的 教 导 。 「 圣 神 与 婚 姻 会
有 什 么 关 系 呢 ？ 关 系 可 大 了 ， 或 许
是 最 关 键 的 。 我 会 试 著 解 释 原 因 。
」

教 宗 阐 明 ， 基 督 徒 生 活 是 一 个 人
对 另 一 个 人 、 一 男 一 女 奉 献 自 我 的
圣 事 。 这 就 是 「 天 主 照 自 已 的 肖 像
造 了 一 男 一 女 」 的 初 衷 （ 参 阅 ： 创
一 2 7 ） 。 因 此 ， 在 实 现 天 主 圣 三 这
个 爱 的 共 融 方 面 ， 夫 妻 是 首 要 且 最
重 要 的 元 素 。

组 成 相 爱 的 结 合
教 宗 强 调 ， 夫 妻 「 应 该 组 成 第 一 人
称 复 数 的 『 我 们 』 」 。 他 们 站 在 彼
此 面 前 时 ， 是 「 你 」 和 「 我 」 ； 而
站 在 包 括 孩 子 在 内 的 其 他 人 面 前
时 ， 则 是 「 我 们 」 。

教 宗 表 明 ： 「 听 到 母 亲 对 孩 子
说 ： 『 你 父 亲 和 我 』 ， 以 及 听 到 父
亲 说 ： 『 你 母 亲 和 我 』 ， 这 有 多 么
美 好 ， 就 像 耶 稣 1 2 岁 那 年 圣 母 在 圣
殿 找 到 他 时 说 的 那 样 ， 宛 如 他 们 是
一 体 的 。 」

圣 父 教 宗 接 著 沉 痛 指 出 ， 多 少 孩
童 因 父 母 失 和 而 倍 感 痛 苦 ， 以 及 当
父 母 分 离 时 ， 孩 子 遭 受 多 大 的 冲
击 。

谁 也 不 会 说 ， 夫 妻 相 亲 相 爱 是 易
如 反 掌 的 事 ， 这 在 当 今 社 会 绝 不 是
件 容 易 的 事 。 然 而 ， 教 宗 表 示 ， 「
这 是 事 物 的 真 理 ， 一 如 造 物 主 对 它
们 的 构 想 ， 因 此 存 在 于 它 们 的 本 质
内 」 。

把 家 建 在 磐 石 上
随 后 ， 教 宗 引 用 《 玛 窦 福 音 》 中 建
筑 房 屋 的 比 喻 （ 参 阅 ： 玛 七 2 4 - 2 7
） ： 相 较 于 把 房 子 建 在 磐 石 上 ， 在
沙 土 上 盖 房 子 当 然 比 较 简 单 且 迅
速 ， 但 是 「 把 婚 姻 建 在 沙 土 上 的 不
幸 后 果 是 有 目 共 睹 的 ， 而 且 主 要 是
子 女 付 出 代 价 」 。

为 此 ， 教 宗 建 议 ： 「 要 是 未 婚 夫
妻 在 婚 前 准 备 时 ， 除 了 法 律 、 心 理
和 道 德 性 质 的 讯 息 以 外 ， 也 加 深 『
灵 性 』 的 准 备 工 作 ， 这 不 是 件 坏
事 。 」

最 后 关 于 夫 妻 亲 密 无 间 的 关 系 ，
教 宗 提 到 一 句 意 大 利 谚 语 ： 「 夫 妻
之 间 连 一 根 手 指 头 都 容 不 下 。 」 他
强 调 ， 夫 妻 间 其 实 有 一 根 手 指 头 ，
那 就 是 「 天 主 的 指 头 」 、 圣 神 。

最大的诫命

专栏文章
雅纳·黛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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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在有风的地方



（吉隆坡讯）成立33年的大马芥子福
音传播中心（以下简称“芥子心”）
历经数月脑力激荡与缜密策划，于10
月20日在八打灵会所举办名为《生生
不息、福传永续》的33周年庆，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逾70位芥子心会员偕同
主徒会黄进龙神父（本会创会神师）
、主徒会大马省会长黄鏓颖神父及芥
子心神师王安当神父共襄盛举，见证
芥子心过往一年来的福传成绩单，一
起共谋和展望未来福传大计。
 芥子心《生生不息、福传永续》33周
年庆于当日中午掀开序幕，大伙儿在
美食飨宴之后立马进入本次周年庆的

主轴——芥子心未来大计。芥子心是
一个由大马平信徒与主徒会共同成立
的义务使徒团，成立于33年前10月
20日传教日，老芥子之一的吴瑞良
弟兄以简单明了的幻灯片向与会者推
介芥子心最新《传呼百分百》福传大
计，此计划企图在这个生成式AI席卷
全球的时代“以人为本、从心出发”
，号召更多会员付出各自的专业，加
入芥子心福传工作行列，冀望今后能
以 更 务 实 和 面 向 受 众 的 方 式 ， 携 手
炮 制 出 阅 听 大 众 需 要 和 想 要 的 广 泛
内容，例如涵盖神学、圣经和教理培
训，影音和网络等结合科技之多面向

福传好料，并借着与全球不同福传单
位的深刻合作，达到惠及全球中文福
传世界之终极目的。
 芥子心周年庆重头戏《圣雅各伯朝圣
之路》分享会压轴登场，主讲人为芥
子心总干事謝素良姐妹和神师王安当
神父，两人接力分享平信徒与神职人
员个别在朝圣之路上的宝贵心得，前
者在人情与风景中窥见天主，后者则
以 “ 发 现 自 己 、 找 到 天 主 ” 归 纳 此
行，两人此行体会不尽相同，可是不
经一番寒彻骨，怎得“天主”扑鼻香
的体会则完全一样。
 芥子心在2024年耗尽半年时间设立

了一个神学书籍图书馆《芥子书库》
，于是此周年庆亦颁发三面感谢状予
两位大学派义工王安予及郑钦弘以及
一位长青组代表邹雪虹姐妹，借此感
谢他们卷起衣袖帮忙理事们架设书库
的辛劳。
 最后，芥子心为每一位到场嘉宾准备
了一小杯精巧可爱的多肉植物盆栽带
回家，寓意“群策群力、用心灌溉”
，芥子心希望以植栽的方式提醒每一
位平信徒：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
要你我众志成城，为天主服务必定做
到 “生生不息、福传永续”！
转载芥子福音传播中心脸书

（古晋讯）2024年9月22日，在圣体
堂为五位方济各会修女举行了终身献身
生活周年纪念特别弥撒。
家人、朋友和砂拉越圣方济各修女会
的修女们齐聚一堂，参加了修道誓愿
周年纪念。其中，Sylvia Cheong修女
和 Paula Foo修女庆祝60周年钻禧， 
Lidwina Choo修女和Maria Goretti修
女庆祝50周年金禧、以及Diana Butau

修女庆祝25周年银禧。她们选择了圣
方济各亚西西的一句名言作为主题：
「我的主，愿祢因祢所创造的一切受赞
美。」
古晋傅云生总主教是主礼，荣休夏长福
总主教和圣体堂主任司铎叶祥胜神父，
以及所有参与庆典的司铎共祭了这台弥
撒。
在场的还有来自斯里兰卡贾夫纳的方济

会士马修·普莱达西尔（Friar Mathew 
Purayidathil）神父，他来到古晋为修
女们主持避静，以及曾与庆祝周年的修
女们一起服务和同行的外地神父们。

修女们身穿会衣，显现出其作为奉献生
活者的身份
傅云生总主教特别感谢这些修女们的家
人，因他们将女儿奉献为修会修女。他

忆起在诗巫举行的砂拉越区域牧民大会
上，诗巫许德光主教（Bishop Joseph 
Hii）如何称修女们的修道生活为“激
进的门徒生活，成为站在信仰团体最前
方的见证者。
总主教指出，由于神父的职责局限于堂
区，而修会成员则没有这种限制，身着
修会服，显现为奉献生活的见证者，透
过她们对主的奉献，吸引人们归向信
仰。
在五位喜庆周年的修女于圣方济各修女
会会长黄爱玲（Rose Wong )修女面前
重发誓愿之后，傅云生总主教还提醒在
场的所有神职人员和修士修女，要铭记
服务权威。他们应「舍弃个人的抱负和
骄傲，以便更好地服务他人。」他也请
会众为修女们和修道圣召祈祷。
庆典在一家当地餐厅举行的晚宴和文娱
表演中圆满结束。傅云生总主教在致词
中将此次活动描述为「天主赐予古晋总
教区及诗巫和美里教区的恩宠庆典」，
因为这些庆祝周年的修女们曾在砂拉越
及其他地区奔走服务。
总主教感谢荣休钟万庭总主教发起成立
砂拉越圣方济各修女会，并感谢基督信
仰团体为教会奉献了这些修女的圣召。
（蔡爱薇报导）（译文）
转载今日公教（Today’s Catholic）
网站

正在梵蒂冈参加世界主教代表大会的
与会者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大陆。其中
之一华东福建省福宁/闽东教区詹思禄
主教表示，一个尊重不同国家文化的
共议同行教会，会对天主教徒在中国
传福音有很大的帮助。

他在大会上指出：「成为福传使命中
的共议性教会就是在追寻人类终极目
标——天主的旅途中尊重并聆听来自
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声音。」

虽然教宗方济各要求对主教会议成员
在会议厅内的言论内容保密，但《梵
蒂冈新闻》10月17日发表了一篇关于
两位中国大陆主教向主教会议致意的
文章。文章指出，在梵蒂冈和中国于
2018年签署一项有关任命主教的协议

之前，从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主教被
授权参加主教会议。

据《梵蒂冈新闻》报道，詹主教的
致词着重于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
特别是 16 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
窦神父的形象，和他「使基督福音在
人类生活中不同的实践形式」的「实
验」。

他说：「然而，此后就如何分辨文化
的差异性与基督信仰的纯正性，一度
使在华传教士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最
终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礼仪之争』。
而它的发生地正是我的教区闽东。」

争论集中在利玛窦神父和其他耶稣会
士的信念上，他们认为中国常见的祭
祖仪式是社会和文化的，而不是宗教

的，因此即使是已受洗的天主教徒也
可以继续这一习俗。梵蒂冈的教义部
不同意这种说法。

詹主教指出，「从历史角度来看」，
「此次挫折原因之一便是教会忽略了
人类文化的差异和互补性。」

他向与会者说，教会领袖在辨别如何
应对新的文化挑战时必须「谦卑地从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中学习」。

据《梵蒂冈新闻》报道，另一位也是
来自华东的杭州教区杨永强主教向其
他会议成员概述了中国天主教会在现
今的状况。

他指出：「中国教会在信仰上和世界
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会一样，我们属于
同一个信仰，接受同一个洗礼，都忠

于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
的教会。」

他说：「我们有效地适应社会、服
务社会，坚持天主教「中国化」的方
向，传播福音。」

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化」是为了将
更多的中国文化影响融入教会及其礼
仪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共党政
府试图将其意识形态强加给教会并对
其进行全面控制的做法。

杨主教向与会者表示，「我们努力为
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光和盐」，「我们透过各项事业促
进发展。」

转载天亚社中文網

芥子心会员与王安当神父（前 坐左1），黄鏓颖神父（前 坐左2）和黄进龙神父（前 坐右2）的大合照

庆祝永愿献身生活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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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教：共议同行的教会尊重文化差异

生生不息    福传永续

欢欣庆典：2024年9月22日假圣体堂举行。周年庆祝的修女们与圣
方济各修会修女、傅云生总主教及荣休夏长福总主教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