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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同基督，走出疫情，更新世界

剛過的國際聖召節，我們感謝

獻身為教會服務的神父們，

在這注重一時功名的社會文化中，

仍有人不怕做出終身的許諾，喜樂地度獻身生

活，年復一年，日漸在愛天主與愛祂的子民中

成長，有如葡萄酒，隨著年份增加，變得醇厚

而不酸敗。

不論環境順逆，神父們熱忱地向所有人宣講

耶穌基督的福音，並執行聖事，由衷地與人同悲

共苦，接納跌倒的人、照顧他們的創傷、溫暖他

們的心。他們不會像從耶路撒冷下來的司祭或

肋未人，視若無睹地經過一個傷者的身邊（參

閱路10：31-32）；或接受宿命論，說「這就是人
生」、「我無能為力」；或是像約納先知一樣，

總想逃到安全的所在：個人主義、精神主義、溫

暖的小圈圈⋯⋯他們偕同耶穌，勇敢面對自我的

創傷︑他人的傷痛，以及一切的痛苦。
目前籠罩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疫情，嚴重影響

個人及團體的生活：經濟的重創恐超過大蕭條。

感謝天主，台灣在防疫上超前部署的成就為世

界各國所羨慕。自2003年SARS疫情開始，台灣就
已在國際港埠針對所有的

國際航班做發燒篩檢，並按照個案旅遊史進行

相關檢疫評估。這次新冠病毒一發生，台灣即採

嚴厲措施，禁止自武漢和大陸其他疫區的人進

入台灣，老百姓也都配合政府政策戴口罩、勤洗

手、少外出。至2020年5月5日為止，有437例確

診，其中382例境外移入及55例本土病例。確診

個案中6人死亡，334人解除隔離，歷史上首見台

灣將全世界的旅遊警示燈號都列入「紅燈」，除

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外，一律禁止入台，形成近代

規模最大的一場全球隔離行動。

半鎖國式的邊境管制，加上全面性防疫措施，

把陸港澳生拒於境外，滯外或出國交換和留學

的本國籍學生，紛紛打算回國。幸好防疫指揮官

陳時中部長明白表示，「人在有危險的時候會想

到母國，母國怎麼會拋棄他們？」回國的大門不

可關上；不論是不幸確診的病人、疏忽大意或思

慮不周帶來麻煩的人，都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

不該加以排斥或情感上的傷害，天主對一切都

有最好的安排，疫情教導我們，人不可能十全十

美，防疫也不可能完全週到，只要學到愛自己，

也要愛別人，一切的犧牲和不便都能成為祝福

的根源。

走出疫情，我們需要的是憐憫的心，成為人際

關係與和平共融的締造者，作為天主永恆憐憫的

見證者。想到耶穌一生到處「 施恩行善，治好一
切受魔鬼壓制的人」；滿懷憐憫的心：「祂一下

船，看見一大夥群眾，便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

治好了他們的病人。」（瑪14：14；谷6：34），以同

樣憐憫的心，祂復活納因城寡婦的獨生子（路7：

13），治好有信心的癩病人（谷1：41），祂的比喻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和浪子回頭的父親，都是

「動了憐憫的心」（參閱路10：33；15：20），而成

就美好大事。保祿宗徒深得耶穌真傳，教導門徒

們「該如天主所揀選的，所愛的聖者，穿上憐憫

的心腸︑仁慈︑謙卑︑良善和含忍。」（哥3：12）
切記耶穌的話，為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

的就是為耶穌而做。台灣社會號稱已進入志工

的社會，多少人以做志工為榮。成為基督徒，

做志工更是理所當然的，不求名、不求利，只

求以憐憫的心腸更新世界，接近生病、受苦、

受傷害和所有需要幫助的人，勇敢承行天主交

付給我們的使命，因為天主是愛，祂所安排的

一切都是最美好的。讓我們打開心門，走出疫

情，偕同耶穌更新世界。

主筆室

主教團春季會議圓滿完

成，並決定因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響，將原定今

年8月舉行的全國福傳大會

延後1年，這當然是一項明智的決定。且為避免列

席人員舟車往返可能遭到病毒感染的風險，會議

從簡，報告皆以書面資料呈現，僅由各委員會主

席主教代為簡略說明。回應新冠疫情全球性的蔓

延擴散，教會上下嚴肅以對，其慎重可見一斑。

因為資訊有限，先請求主內弟兄姊妹們的諒

解，如果底下的敘述有誤，務必指正，我們的目

標只有一個：認真辦好福傳大會，為我們教會注

入新的活力。根據主教團的公告，召開「2020全

國福傳大會」的決定，是在2017年主教團春季會

議達成的，並定調此次的會議是為鞏固牧靈福

傳的基礎，擬訂若干全國性行動的原則，使我們

的教會更能融入當地社會生活，接觸各式各樣

的窮困者和弱勢者，吸引更多的人認識基督而

歸依教會，掌握2018至2028年台灣社會變化的

總體趨勢。

按籌備委員會的規畫，「2020全國福傳大會」

的推動由下往上分3個階段進行。根據2019年6月

19日第1次聯合籌備會議的記錄，第1階段以堂區

為主，檢討並歸納堂區的困難、需求，提出改善

的構想。第2階段則由教區籌備委員，審查、評

估堂區提出的議題，並按實際狀況調整、刪除、

修改或增加，於2019年8月28日提報籌備福傳大

會中心委員。2019年9月4日中心委員與所有教區

籌備委員在台北總教區主教公署舉行會議，正

式進入「2020全國福傳大會」第3階段的工作。

如果上述規畫的框架和時程安排無誤，「2020

全國福傳大會」的舉辦，是在2017年復活節主

教團春季會議做出的決定，經過2018年的醞釀、

2019年的展開，理論上至2019年底整個議案應該

已經有了相當清晰的輪廓，尤其前面有過兩次

福傳大會的經驗，很多的問題都不是新鮮的問

題，我們似乎可以有更大的信心和把握，來解決

教會長年以來所面臨的內外困境與挑戰。

感謝天主！疫情的關係，上個月主教團春季會

議做出了延後1年的決定，至明年8月，我們還有

足足1年多的時間精進我們的籌備工作。我相信

主教團的決議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放慢腳步，鬆

懈下來，各層級的籌備委員會一定正在草擬一

些更細膩的計畫。

底下提出幾項建議供神長及籌備委員們參

考：

第一、主教團或中心委員會在這段期間，可以

針對前兩次福傳會議執行的結果，當前及未來

10年台灣天主教會將面臨的挑戰，提出總體的檢

討、分析與報告。這不是堂區或教區可以做出來

的，但為開好明年的大會，卻可以提供一個整體

的圖像，避免失之零碎，也能充分展現主教們的

決心。

第二、中心委員會應盡快整合並公布堂區、教

區1年來已討論提報的議案，分門別類，諮詢教

會內專家、學者的意見，深入問題，尋求有效的

解決方案。依主教團延期的決定，

重新調整工作的時程和進度。

第三、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看到社會推

出了許多極具創意的因應措施，教會的溝通和

工作推動的方式，也需要一些創新的作法，至少

在《天主教周報》開闢適當的福傳專區，做為交

流、蒐集意見、形成共識的平台。

第四、雖然成果還不是很豐富，但這幾年有關

台灣天主教會福傳的文獻，都陸續有些出版。有

的和神父、修女們的傳記有關；有的和修會的開

展有關；有些和醫療、教育、社會工作有關；有

的和建築、藝術、音樂、歷史乃至行腳、旅遊有

關；其中不少由民間出版社或政府文化單位支

持刊行，顯示我們的教會，早已是台灣社會、歷

史、文化發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一體感

和歷史感，最能激發我們信仰的活力，扛起福傳

的責任。

第五、現在開始，從主教團、教區到堂區，我

們應該營造一種明年就要召開全國福傳大會的

氛圍，倒數計時，透過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

讓每一個教友認識議題、看到進度、感受到教會

改革的決心和意志！天主教會是一個「希望的教

會」，天主始終早我們一步，從永恆中讓我們看

到希望。《瑪竇福音》上說：「至於那日子和那

時刻，除父一個外，誰也不知道。……為此，你

們應該準備，因為你們不料想的時辰，人子就

來了。」（瑪24：36-44）因而，「2020全國福傳
大會」，延期了，但不延後！

延期了，但不延後！■文／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監察院副院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