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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富于仁爱宽恕，极其慈悲，
迟于发怒。
咏103:8

（梵蒂冈新闻网）“我满怀喜悦
地回味蒙古教会和当地人
民：他们是高贵且有智慧的

民族，向我表达了如此大的亲切和热情。”
教宗方济各9月6日上午，在周三公开接见
活动的要理讲授中，回顾了他刚结束的蒙
古使徒之旅。

在教宗开始要理讲授前，全场信友和朝
圣者聆听了《撒慕尔纪》中的一段记载：“
上主对撒慕尔说：‘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
他高大的身材，我拒绝要他，因为天主的看
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却看人心。’”
（撒上十六6-7）

上主寻找纯朴的心
教宗开始描述此行最重要的时刻，尤其是
所遇到的现实引起的感受和思考。于是，教
宗解释为什么选择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会
见如此小的“羊群”。他说，正是在那里，
可以看到“天主临在的标记”，因为天主不
看外表，而是看那些没有喧闹声愿意爱祂
的人内心的纯朴。

“我有幸在蒙古见到了一个谦卑的教会，
但她也是一个在天主心中喜乐的教会，我
能够向你们见证他们这几天处于教会中心
的喜乐。”

一个年轻、的确具有公教性的团体

教宗强调，这个仅在30年前诞生的教会是
凭著一些来自不同国家传教士的使徒热
忱，他们“去那里不是劝人改变信仰"，而
是晓得建立“一个合一、真正的公教团体”
，即具有“普世性”。教宗解释，教会的普
世性并非让每个人都一样，而是使信仰本
地化、具体化，接纳“所生活地区的美好，
并为所相处的人服务”。

教宗重申，教会的特征是“为上主和弟兄
姐妹服务”。在蒙古的教会是在爱德的工
作中诞生的，“这是信仰的最佳见证”。教
宗借此提到，他在此行中为“慈悲之家”举
行启用礼，并降福了这项爱德工作。

“这个机构是那些基督徒的名片，同时
也号召我们每个团体成为慈悲之家，即开
放的场所、款待的场所，在这里，每个人
的不幸都能毫无羞愧地接触到天主的慈
悲。天主的慈悲使人重新站起来，恢复健
康。这就是蒙古教会的见证，不同国家的
传教士感到自己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乐
于为他们服务并发现那里原本就存在的美
德。”

认出一个民族的美德
说到这个民族的美德，教宗表示欣赏在蒙
古遇到的许多人对信仰的追求，在跨宗教
和大公运动的会晤中尤其看到佛教信徒的
信仰情愫，这些人“透过利他主义和抵拒自

己的欲望，以真诚和彻底的方式默默地活
出他们的信仰”。

“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多少善良的种子
默默地促使世界的花园发芽，而我们通常
只听到树木倒下的声响！这是因为人们，
包括我们在内，都喜欢丑闻：‘看看这残
暴的行为，一棵树倒下了，发出这么大的
声响！’ ‘可是，你没看到森林每天都在
生长吗？’这是因为生长是在默默中进行
的。”

放宽眼界，拓展视线
教宗最后指出，需要懂得看到善

和珍重他人，就如蒙古人那样。
教宗分享了他此行的感受，
说道：“我去了亚洲的中
心，这对我有益处"。他解释
说，注视那个大陆是有益处
的，这个大陆有许多值得

学习的地方，能帮

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事物。
“见到蒙古人民对我很有益处，他们守

护自己的根基和传统，敬重长辈，与环境
和谐相处：他们是一个仰望天空、感受到
受造界呼吸的民族。想到蒙古无边无际、
寂静无声的广袤大地，我们应受到激励，
放宽我们视野的边界：扩展眼界，看得更
高更远，注视而不成为微小的俘虏，放宽
我们的眼界，看到别人身上的善，能够扩大
自己的视野，以及自己的心胸。扩展我们的
心胸为的是去理解，去接近每一个人和每
一种文明。”

教宗方济各9月2日在他于蒙古首都乌
兰巴托访问的最后一天，赞扬宗教解决
冲突和促进和平的力量。他此行的目的
是为与该国，以及邻国中国建立桥梁关
系。

这次跨宗教聚会聚集了蒙古约10名主
要宗教领袖和数百名其他人士。观察家
认为，这是86岁的教宗为向该国的邻
国，特别是中国，传达一个信息：信仰
对社会是健康的，而不是威胁。

宗教领袖「济济一堂」共同发出了一
个信息：宗教传统尽管具有独特和多样
性，但在造福整个社会方面具有令人印
象深刻的潜力。

当天早上的演说在温馨的匈奴剧院举
行。该剧院坐落在环绕城市的低丘上，
采用游牧民族居住的「蒙古包」的圆形
设计。

出席该活动的包括基督徒领袖以及佛
教、萨满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
教、俄罗斯东正教、摩门教、巴哈伊教
等代表。

教宗方济各表示：「如果各国领导人
选择与其他国家接触和交谈的道路，这
将为结束持续困扰世界许多人民的冲突
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蒙古在经历多年的共产主义统治后，
于1992年成为民主国家，允许宗教自
由。

梵蒂冈与蒙古的内陆两个邻国中国和
俄罗斯关系紧张。

梵蒂冈继续谈判以精简与中国的关
系。中国曾经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梵蒂冈还尝试在交战的乌克兰和俄罗斯
之间斡旋和平，但并没有成功。

教宗方济各表示，蒙古古都喀喇昆仑
的城墙内设有属于不同信仰的礼拜场
所，「体现了一种值得称赞的和谐」，
「令人印象深刻」。

他说，世界和谐具有「亚洲音调」，
因为它是「不同现实创造性相互作用所
产生的特殊关系，没有强加或合并，而

是完全尊重它们的差异，关注共同的宁
静生活。」

他对宗教领袖说：「我问自己：除了
信徒之外，还有谁蒙召为所有人的和谐
而努力? 」

教宗指出，狭隘、单边强加、原教旨
主义和意识形态束缚破坏了友爱。他们
加剧紧张局势，损害和平。但他说，和
谐源于仁慈。

他提到印度非暴力独立运动领袖圣雄
甘地(Mahatma Gandhi)。他说宗教有
责任为世界提供这种和谐。

他说，他们「作为古代智慧学派的卑

微继承人」聚集在一起。「在我们彼此
相遇时，为了丰富人类，我们想要分享
我们所获得的伟大财富」。

教宗说，亚洲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予，
而蒙古「位于这片大陆的中心，拥有其
各种宗教帮助创造的伟大智慧遗产，我
希望促请所有人探索和欣赏它」。

然后他列出了十个方面，包括与传统
保持健康的关系、尊敬长辈、爱护环
境、节俭意识、尊重简朴以及追求个人
和团体利益的文化。

他表示，宗教领袖肩负著巨大的责
任，「特别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因为我
们被召叫用我们的行为方式来证明我们
所信奉的教义；我们绝不能反驳他们，
从而成为丑闻的根源」。

他强调：「因此，宗教信仰和暴力、
神圣和压迫、宗教传统和宗派主义不能
混为一谈。」但他没有提到任何国家。

然而，教宗提到了佛教团体，并表示
过去的苦难加强了宗教，将「无谓的暴
力转化为生活的智慧，将毁灭性的邪恶
转化为建设性的善良」。

在一个充满冲突和不和谐的世界，宗
教「促进对话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共同
努力不会白费。让我们一起培养希望」
。 

转载天亚社中文網

教宗公开接见：扩展我们的心胸，
接近每一个人和每一种文明

教宗方济各于2023年9月3日在乌兰巴托出席普世和宗教间会议。他在最后一天期间表示对宗教间
交谈的支持，他此行亦为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Alberto PIZZOLI/法新社拍摄）

教宗在蒙古信仰聚会上呼吁各国交谈



HERALD September 17, 2023 Xian Feng Bao 19

曾经有人问里修的圣女
小德兰，在祈祷时睡
着了是否有错。她的

回答是：绝对不是错的。一个
小孩子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
同样是父母宝贝的孩子，是令
父母感到高兴的，即便是睡着
了，也有可能在睡着的时候父
母感到更高兴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温馨、可爱
的答案。她的回答中有一种我
们普遍忽视的智慧，那就是，
天主理解人类的处境，并给于
我们身为人类的神圣许可，即
使面对我们最重要的人性和灵修上的承诺。

在最近听讲道时，我突然被神父的道理镇
住了。那位讲道的神父是一位真诚而非常投
入奉献的神父，他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想
法：天主必须永远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第一
位。在他的讲道过程中，一切进行的很好。
但随后他分享了一些事件令他感到沮丧的，
当他听到教友说：“让我们去参加周六傍晚
弥撒，赶快履行我们的责任吧。”或者，当
主祭说：“今天我的讲道时间会缩短，因为
要赶往下一场的节目活动。”他认为，这样
的词句暴露了我们祈祷生活中的严重薄弱。
他们有吗？

也许有，也许没有。类似这样的评论可能
是出于懒惰、灵修上的冷漠或优先顺序的错
位。这也可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为人类
疲劳的表现，而人类的创造者天主容许我们
感受到这种疲劳。

在我们生活中所获得的高能量人生和热
情，可能而且经常存在一种天真的态度。例

如，想象一个家庭，出于最好
的意图，决定为了促进家庭团
聚，他们同意每天的晚餐作为
一场盛大的宴会，要求每个人
的热情参与，并需持续九十分
钟。祝他们好运呀！开始的时
候，这的确帮忙促进家人的团
结，餐桌上也会有一定的热情
投入；但是，久而久之，就他
们的精力而言，这将是导致他
们逐渐无法持续下去的理由。
甚至会多过一个家庭成员默默
地的发声，让我们结束这聚餐
吧，或者我们今晚可以缩短

一点，提早结束，因为下一场节目在7点开
始。 诚然，这可能会暴露出一种不感兴趣的
态度。但更有可能的是，这只是正常疲劳的
有效表达方式。

我们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旺盛的精力和热
情。虽然，我们也无意这样做。我们的人生
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这就是为什么
有时举办冗长的宴会是件好事，但是有时只
是一起享用简单的热狗面包后，就离开也是
可以的。天主和大自然允许我们有时说，让
我们赶快结束吧，有时又因匆忙行事，以免
错过下一场节目的开始。

此外，除了认真对待我们能量的正常潮起
潮落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角度。热情
的能量或缺乏热情并不一定能定义意义。我
们可以做一件事，因为它对我们有情感上
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做某件事，因为它本
身就意味着什么，与我们在某一天的感受无
关。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理解这一点。
例如，人们在解释为什么不再去教堂望弥撒

时经常给出这样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没有
任何意义。”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
们不理解教会本身的意义对身为教友所履行
的责任是意味着某种意义，与任何的情感感
受无关。上教堂望弥撒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意
义，就像拜访年迈的母亲一样。你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你总是对此充满热情，也不是
因为这样做总可以在情感上感觉良好。不是
的。你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你年迈的母亲，所
以这是天主、自然而然和成熟地呼召我们做
的事。

一家人一起吃饭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一
定每晚都热情地与家人共进晚餐。你会出
席，因为这是家庭维持共同生活的方式。有
时候，你确实会精力充沛，珍惜及欣赏每时
每刻和漫长的晚餐。但有时，尽管你更深刻
地意识到以这种方式在一起很重要，但你还
是想快点结束这一切，或者时不时地偷偷看
手表，来计算下一场节目开始的时间。

因此，圣经建议，要避开约伯的朋友。要
获得这方面的灵性建议，请避开灵修新手、
过度虔诚的人、对人类学天真的人、度蜜月
的夫妇、最近皈依的人，以及至少一半的礼
仪导师和教会领袖。真正的婚姻手册从来不
是由一对在度蜜月的夫妇写的，真正的祷告
手册也从来不是由那些相信我们应该一直处
于亢奋状态的人写的。要寻找到一位灵修导
师，他足够挑战你，让你远离自私和懒惰，
即使她或他神圣地允许你有时感到疲倦。祈
祷的女人或男人无论是热情还是疲倦，都同
样讨天主喜悦，也许在疲倦时更令天主喜
悦。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Ron 
Rolheiser)

天主容许人类的疲劳

长期我的睡眠状态都算好的，虽然夜间的
睡眠时数仅仅只有4-5个小时，距离专家

的要求有一段距离，但这是从小开始就养成的
习惯，至目前身体也还觉得可以。除非发生突
发性的状况，在这仅有的4-5个小时内失眠或
无法深眠，而只是浅眠，那这一天就会出现疲
劳。

通常我身体出现的疲劳，不是来自工作的压
力，而是来自浅眠带来的困乏，导致血压会稍
微的偏高，但依然在合格的水平线上。我发
现，自己还能掌握血压的水平，主要是来自对
自己情绪的掌控得当。圣十字若望说人本性的
四种情绪：快乐，希望，害怕，悲伤是需要克
制和平息的，否则将会让我们的生命失去和谐
与平安，那就是陷入“愤恨与恼怒”！

愤恨与恼怒，绝对是破坏性的情绪。如果这
个情绪没有处理，就会衍生很多的人际关系，
严重的话，小的会带来，精神及肉身的伤害，
重则导引犯罪或死亡。德训篇这一句话说明了
这德行的危害：愤恨与恼怒，两者都是可憎恨
的，但罪人却坚持不放。我们人都可能犯错，
但是凡无法掌控这二种情绪的人，很容易就会
陷入罪恶之境。

德训篇指出愤恨与恼怒的损害：血肉之人，
怀恨，没有慈爱，因而怀着复仇之心，无法宽
恕他人罪过之心。愤恨与恼怒，让自己失去理
智，失去判断的能力，也为此失控而付出极大
的代价。然而，愤恨与恼怒从何而来？我不想
去论断他人的愤恨与恼怒从何而来，但我知道
我自己的问题源头。骄傲，嫉妒，欲望出了问
题。这都是太爱自己，不爱别人的结果；只关
心自己，不关心别人的结果；没有感恩之心，
认为自己所得到的都是理所当然的。

骄傲，让我无法放下面子，一旦被戳破我的
软弱时，愤恨与恼怒即刻喷发。

嫉妒，骄傲的另一面 -- 自卑，比较的心，

一旦被比下去的时候，愤怒与恼怒是毫不留情
的，成为伤人的刀剑。

欲望，脱缰野马，想得到的无法得到，动物
本性就会蜂拥而至，拳打脚踢。

我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找到了愤怒的源
头。为此我努力的寻找方法，不让自己陷入于
失控的状态，我努力的学习自我探索，进入心
理学，辅导学领域，希望能找到治愈的方案。
但最后，彻底改变我的，不是心理学，不是辅
导学，是主耶稣的爱。爱才是消除我愤恨和恼
怒最有力的方法。

基督的爱才是真正的良药，不带任何副作
用。基督的爱，让我明白了，福音中最强而有
力的就是爱与宽恕，因为只有爱与宽恕才能
消灭愤恨与恼怒。很多人都说，爱与宽恕太难
了，特别是受到伤害的人，我们却要求他们去
宽恕伤害他人的人，这是对伤害者或家人无疑
是在他们伤口撒盐，这是最残酷的要求。这个
心情，我也理解。然而，人之大度，一直到我
看到圣十字若望被枪杀后，却放下仇恨，宽恕
了杀害他的凶手，看到他们相会，到他给凶手
的拥抱，我感动了。一个心硬，对基督信仰没
有好感的我，那一刻我被释放了。我明白了，
爱与宽恕，难，很难，但如果我不让自己努力
的去爱，去宽恕，我永远都无法走出愤怒。

我终于明白了，为何爱与宽恕的主题永远都
是福音，圣经的精髓。我也明白了，整个人类
与天主之间的关系，都在彰显天主的慈悲。今
天的答唱咏：“上主富于仁爱宽仁，极其慈
悲，迟于发怒”就完全的为今天的福音引出，
解决人类的纷争，人类的悲剧，没有别的方
法，就是仁爱宽仁，就是慈悲，就是要缓于发
怒。

这才是改变我生命福音。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就更明白了今天读经二，保禄书信及福音所
要传递的智慧。人不是为自己而生，也不是为
自己而死。我们或生，或死都属于主。这是怎
么样的道理？主是爱，我们都是为爱而生，我
们都该为爱而死。不是私欲偏情的爱，而是
基督在福音中给了我们最后诫命的爱：彼此

相爱，也就是彼此背负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
上，我们即使是陌生人，命运是交织在一起
的。我们和世界万物万有，也是有说不出的关
联，彼此交融，这才是我们生存的法则。

耶稣基督为作生者和死者的主，意味着我们
不论是生，是死，都必须和主的生命结合在一
起，否则，我们是无法获得彼此相爱的能力，
属于基督那份成全之爱的能力，就是进入福音
的爱的境界。

弟兄姐妹们，旧约时代的人类，是凶残的，
自从罪进入人类，进入世界，被天主放逐，
成为人世间的遗民，愤恨与恼怒就伴随着我
们。世界为人类的罪过买单，成为了人类的
杀戮战场。天主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学习爱与
宽恕。从学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直到
耶稣基督的教导：宽恕不是七次，而是七
十个七次。把宽恕当成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功
课，人一旦没有获得宽恕的德行，人就无法
一天获得灵魂的释放，也无法获得在天国的
恩宠。人一天没有获得宽恕与爱的能力，也
永远无法脱离愤恨与恼怒的心灵。

弟兄姐妹们，我们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
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债的人，我们都是欠债
的人。主给予我们的禧年，就是希望我们，
免除彼此的欠债，让彼此都能有机会，重获
自由。福音中有过这段教导，你在人间释放
的，在天上也被释放；你在人间束缚的，也
将会被束缚。福音还债的比喻，在展现了
人类的自我，自私。只要是你的问题，总是
不是问题；只要是他人的问题，永远都是问
题。只有你犯错，总有理由解释，别人的犯
错，就是该死该杀。如果天主的态度像我们
一样，我们人还有存在的可能，存在的空间
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天主慈悲中，
仁爱中存活的。如今，天主要求我们要彼此
相爱，目的非常清楚--还债。每个人的死
亡，如果都懂得为基督而死，还债了，天国
也近了！让死亡变得是救赎的死亡，不是愤
恨与恼怒，让死者再死多一次。

～撰文/陈新伟神父～

学习爱与宽恕甲年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德27：33-28：9

罗14：7－9
玛18：21－35

同道偕行的共议精神：
小问答

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文
天主圣神，我们因祢的名，相聚

祢台前。
祢是我们的唯一导师，
请寓居我们心中;
指引我们该走之路，
教导我们如何践行。
我们生性软弱，容易犯罪;
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
不要让我们因无知而误入歧途，
因偏执而犯错。
愿我们在祢内合而为一，
持守真理，实践正义，
同道偕行，迈向永生。
天主圣神，我们向祢呈奉以上的

祈求：
祢时时处处运行不息;
祢与圣父及圣子，共融相通，于

无穷世之世。
阿们。

关于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文件有
哪些？

一份《工作文件》（Instrumentum 
laboris）于6月20日问世。这份《工
作文件》由教会会议秘书处发表，
并成为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
议与会者的工作基础。本届全体大
会将于2023年10月在梵蒂冈开始，
并于一年后的第二次会期结束。

该文件汇集了世界各地教区在过
去两年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的经
验。因此，《工作文件》旨在帮助
全体大会“期间”进行分辨，同时
作为与会者在会前展望大会的准备
工具。

《工作文件》由解释性文本和十
五张工作表组成，揭示了“众议精
神”概念的动态愿景。

这份新的《工作文件》由22人组
成的委员会编写，综合了2023年头
几个月期间召开的大洲阶段会议制
定的八份最终文件。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2021-2023”第
二阶段——大洲阶段的工作文件，
文件题为“拓展你帐幕的空间”
，它呼吁一个彻底包容的教会，一
个更接纳和关注妇女、年轻人、
穷人、性少数群体，以及离婚和
再婚人士的教会。这份44页的文件
总结了“世界主教代表会议2021-
2023”第一阶段中，来自各国主教
团、修会团体、圣座各部门、平
信徒团体和机构，以及其他团体或
个人的分享报告，旨在成为地方
教会之间，以及地方教会与普世教
会之间的对话工具。该文件将作为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2021-2023第二
阶段，即大洲阶段的讨论纲要来运
作。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天主教教
区都被要求对文件中的问题提供反
馈。而教区的反馈意见将由各国主
教团收集和综合，最后由各国主教
团在各大洲会议上与其他国家的主
教团们分享讨论。

每个大洲需要在2023年3月31日前
提交一份不超过20页的最终文件，
并提供对工作文件中数个问题的意
见反馈。大洲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起
草一份优先讨论事项清单，而2023
年10月4日至29日举行的首期世界主
教会议常规会议，将在此清单基础
上展开讨论和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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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讯）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
陈亿赐神父的六场讲座，一同领略他带
来的深刻启示和智慧。这将是一次精神
之旅，与陈亿赐神父一同探索教会的深
度。

（1）讲座1：主题【手牵手共筑教会：
谈教会成长的经验】
2021年10月10日，教宗发出全球教会
的邀请，号召大家共同参与教会的成长
与复兴。这一邀请不仅包括了教会内
部，还包括了外部的每个人，不论身份
地位。过去两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
汶莱等地区积极响应这一呼唤，参与了
反馈和讨论，共收到了84739份反馈意
见，这个数字背后蕴含深刻的意义。

教会的成长不仅仅是历史的积累，还
需要活在当下，展望未来。教会不能停
滞不前，必须有前进的愿景。每个教堂
的牧民会议都需要制定未来计划，共同
朝着前进的方向迈进。耶稣要我们在全
世界传福音，这要求我们共同前行，共
同迈向未来。

宗徒大事录第2章42-47节提供了一个
【信仰模型】，强调专注地倾听宗徒的
教导，定期聚会祈祷，共同分享食物，
保持一致的心意，齐心赞美天主，为教
会的使命努力。这不仅是初期教会的经
验，也是未来的愿景。但即使在那个时
候，也存在纷争和分裂，教会经历了挑
战，但也见证了复兴。

教宗呼吁我们同道偕行，共同前进，
这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但需要我们持

续努力，不回避挑战。正如历史上的教
会一样，我们也会经历起伏，但通过共
同努力，我们可以实现教会的成长和复
兴，为未来铺平道路。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为教会带来了
深刻的革新，我们都受益于此。我们应
怀着信念深切祈祷，相信这次会议同样
会是圣神的引导下，将教会引领进入新
的篇章。

每个地区、每个教会都有着独特的故
事和经验，构成了教区的精髓，塑造了
信仰。通过这些经验，我们可以为主教
会议贡献，助力教会进入新的阶段。来
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的反馈意
见将综合成全国性的草稿报告，与世界
各地的报告一起形成完整的总报告。这
充满挑战，却展现了我们实行【同道偕
行】精神的决心。

教宗的投入源于对未来的愿景，希望
天主的国能够在地上实现，尽管道路充
满艰辛。这个议题与我们的信仰息息相
关，我们应将其视为祈祷。从倒数世界
主教会议开始，每天最基本的任务就是
为主教会议持续祈祷，这是我们的珍贵
贡献。

（2）讲座二：主题【破釜沉舟的同道
偕行】
陈神父在他的讲座中以马耳他的猫和狗
的故事为例，来阐述了参与、拥有权和
归属感之间微妙的关系。他指出，马耳
他的人对待狗和猫的态度反映了一些人
对待教会的态度。

狗被养成家庭宠物，有人全心全意地
关爱它们，这代表了那些将教会视为生
命一部分的人。他们积极参与教会的
生活，与之共同成长，拥有深刻的归属

感。
相比之下，猫没有同样的待遇，被养

成野猫，城市中随处可见。这类似于一
些人对待教会的方式，他们参与教会的
活动，但未能真正将其视为自己的一部
分。

陈神父强调，真正的参与、拥有权和
归属感需要从内心深处产生，它们不仅
仅是对教会的奉献，更是对自己的契
合。只有当我们全身心地融入教会的生
命中，才能真正体验到这种归属感的真
实价值，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参与。这
是一个深思熟虑和坚定信仰的过程，需
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承诺。

他提到了韩国教会的例子，他们之所
以成功，是因为能够认识到自身的需
求，发展参与感和归属感。

陈神父呼吁我们明认自己的需求，积
极参与教会的生活，制定策略，全身心
地投入。他还指出，我们需要充分利用
年轻人的力量，将他们纳入教会的各种
事工中，以实现教会的革新与复兴。

最终，他强调在面对教宗的召唤时，
我们需要制定明智的策略和坚定的意
志，共同明确使命和需求，让教会在未
来的旅程中展翅高飞。这个旅程充满挑
战，但只有我们共同努力，破釜沉舟，
才能实现教会的复兴和长久的繁荣。

（3）讲座三：主题【主-教导我们吧】
在这场深思熟虑的讲座中，陈神父分享
了关于教会使命的重要理念：传播基督
的爱与教导。他将焦点放在若望福音中
的【同道偕行】概念，探讨了如何将信
仰、侍奉事工和福传使命提升到新的高
度。

若望福音第15章9-12节提醒我们，要

以爱相聚，努力实现教会的完美。教会
是一个前进的共同体，需要每位基督徒
的积极参与，才能将愿景付诸实践。每
个人在这共同前进的旅程中都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教会的生命力和活力源于我
们的参与。

教宗多次强调“同道偕行”的精神，
鼓励我们在面对不同观点和敏感问题时
保持开放，一起成长。陈神父与穆斯林
的互动和信仰分享是一个榜样，展示了
教宗的提醒，鼓励我们积极传播信仰并
与他人分享。

教宗还敦促我们关注精神和信仰上脆
弱的人。他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关怀这
些脆弱者，我们才能真正前进。圣母军
成员的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教宗以
独特的方式邀请我们去爱和关怀那些被
忽视的、弱小的人。

然而，【同道偕行】不仅仅是理论，
更需要实践于日常生活。教宗强调，我
们在【同道偕行】中应聆听天主的话
语，并通过行为见证，我们的目标是通
过爱和团结让他人看到我们是基督徒，
而非仅传授道理。最有效的福传方式是
生活见证。若不能让他人体验天主的爱
和信仰，信仰将成为空洞理论。

陈神父在这场讲座中深入探讨了【同
道偕行】的核心，强调教会的使命是共
同前进的旅程，需要每位基督徒积极
参与，通过行动见证【同道偕行】的真
谛，让世界看到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生
根、茁壮成长。这是教会的永恒使命，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待续。。

麦可佐思 。。。。报道

（八打灵讯）八打灵再也圣依纳爵堂于
2023年8月21日举办追思弥撒，以怀念早
期曾服务该堂的四位神父。

这四位神父包括来自爱尔兰的埃德蒙·
沙利文神父 (Fr Edmund Sullivan, SJ)。当
他担任双溪威新村（Sungai Way）小教
堂的堂区主任司铎（1972-75）时，他为
新教堂播下了种子。

1975年，沙利文神父生病后，主徒会
会士黄怡川神父（Fr Francis Ng）接替了
他。他坚持不懈地工作，在主徒会(CDD)
捐赠的土地上为新教堂规划并筹集资金。

黄怡川神父被亲切地称为圣依纳爵堂
的“建设者”，他滋养了沙利文神父所
播下的种子，直至结出硕果。教堂于
1988年竣工后，黄怡川神父担任圣依
纳爵堂的第一任堂区主任司铎直至1990
年。

同时，也永远怀念主徒会会士张九明神
父（Fr Joseph Chang），（堂区主任司
铎，1990-1997）和主徒会会士米光华神
父（Fr Joseph Mi）。米神父是在1990年
开始帮忙处理堂区的牧灵协助。

当 天 的 主 祭 是 廖 炳 坚 总 主 教
（Archbishop Julian Leow）。廖总主教说
道人们多数倾向于等待事情发生后才去
拜访亲人和朋友。他说，许多人也会向

住院且面对咀嚼困难的朋友带来一篮子
水果和礼物。同时，当他们过世了，会
出席守灵或葬礼。可是，我们应该爱护
他人，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赞美他们，
而不仅仅是在他们去世时。

廖总主教透露，举办追思弥撒是该堂区
主任司铎黄大华神父（Fr Lawrence Ng）
的“创意”。他说，也许其他堂区也可
以这样做，这样过去的神父的服务在他
们去世后就不会被遗忘。

主徒会会士张少麟神父（Fr Francis 
Chong）-主徒会总会长、主徒会大马省
会长黄鏓颖神父（Fr Andrew Wong），
黄大华神父，堂区副主任司铎邓英伟神
父，以及瓜达卢佩圣母堂的堂区主任司
铎彭睿明神父共祭。

总主教感谢主徒会会士在马来西亚的服
务，并说：“教区是需要精通华语的主
徒会神父为华族的天主教徒服务。”

张神父指出，沙利文神父、张九明神
父和米光华神父都是来到马来西亚的传
教士。他说：“这告诉我们传教工作
的重要性，没有传教工作，我们就没有
教会。”他希望年轻人能受到他们的启
发，成为传教士。

弥撒结束后，神职人员和会众鞠躬三
次，以表达对已亡者的尊重。

教宗方济各9月3日在蒙古主持弥撒后
的即兴讲话中，向中国天主教徒问好，
告诉他们要做「好基督徒和好公民」。
此言被视为是为了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
系。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草原竞技场体育
馆内的弥撒有许多来自中国地区的朝圣
者，其中包括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和荣
休主教汤汉枢机。

教宗用意大利语说：「我想借着你们(
香港主教)出席聚会的机会，向崇高的中
国人民致以热烈的问候。我希望中国天
主教徒会成为好的基督徒和好公民。」

这是他继与当地传教士的聚会上，表
示政府「没有什么可害怕」天主教会的
言论之后，第二次向中国展示友好。

一位经常访问中国但不愿透露姓名的
韩国主教在弥撒结束时接受天亚社访
问，分享了他的见解。

精通意大利语的他就教宗此次访问对
与中国关系的潜在影响表示：「这是一
个具挑战性的形势。他们不愿全面开
放。然而，教宗方济各尝试向中国天主
教信徒表达团结一致的信息，这是一个
重要的姿态。」

他说，中国当局关心的是严格控制人
民对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因为教
会以往有着解放思想和促进独立思考的
历史。

这位韩国主教指出：「这种根本性的
差异造成了忧虑。」

据法新社报道，许多中国天主教徒以
旅游性质前往蒙古朝圣，也希望近距离
一睹教宗方济各的风采。

在教宗9月4日访问一个教会开办的庇
护所外，一群中国妇女以普通话颂唱，
当他的黑色汽车驶过时，她们擦着眼

泪。
他们唱道：「亲爱的教宗，我们向您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一位参加弥撒的中国朝圣者表示前来

朝圣并不容易。
另一位说：「能够来到这里见到教

宗，感到非常幸福和高兴。」并指「拥
有自己的宗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我们
的国家」。

佛教徒占多数的蒙古是前苏联的卫星
国，自1992年以来是民主国家，拥有世
界上最年轻和最小的天主教团体之一，
在其330万人口中约有1,400名天主教
徒。

现时团体有25名天主教神父，其中只
有两名蒙古人，和33名修女。

蒙古宪法中有保障宗教自由。
蒙古一直寻求与奉行扩张主义的邻国

俄罗斯和中国保持中立，尽管它与包括
美国和南韩在内的第三国保持平衡，但
它的能源进口和煤炭出口都依赖这两个
国家。

转载天亚社中文網

在追思弥撒中怀念已故司铎 教宗访问蒙古期间
向中国天主教徒问好

2023年四教区讲习会
【同道偕行：聆听、参与、伸延的教会】（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