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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同身受的

全國福傳大會

近來台灣受到外交事務的影

響，台灣朝野政黨內部的衝

突，幾起重大社會傷亡事件，農

作物產收供過於求，戰機墜毀意

外，造成整個社會因而相當的不

平靜，人心不安。在這情況下，政

府對這些公共事務的因應態度及

方式就更重要迫切，為要給人民

一個有保障的未來。

天主教會在面對台灣社會的現

況，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需要

作出什麼回應呢？教會旨在傳達天

主的愛、慈悲、寬恕，面對台灣的

近況，天主看了也會心痛的，有許

多的不捨。那麼，台灣人民面對社

會的景況，應問問自己到底能做什

麼努力呢？願愛台灣的心，能感同

社會中所發生之事所帶來的痛，因

而做出實際的努力，讓台灣社會變

得更好。

基督徒有幸認識天主、相信天

主，而明認天主就是創造主，也是

人類生命的主。因此，更有需要先

於他人活出生命的喜悅，並以自己

所能為社會和平與正義作出貢獻。

台灣天主教會正在籌備召開全國

福傳大會，一同反思、分辨教會在

台灣這片土地上所做的一切，以及

對教會內的教友所做的牧靈服務。

相信，這會議不只是為教會而舉辦

的，也是為台灣社會而召開的。願

教會全體上下能把握這個契機，這

將會是個充滿期待的大會，因為教

友渴望教會能以領頭羊的角色來明

認台灣社會現況所發生之事，對基

督信仰產生的衝擊及可能的傷害，

做出具體的回應。

的確，天主教會應在台灣活出

先知性的召叫，認清時代的徵兆，

對於衝擊信仰之情況做出具體回

應，好讓全體教友知道如何看待

問題，而教外人士也能了解天主

教的立場，給予他人清楚的答覆，

也了解該如何裝備自己去面對可

能的挑戰。

另一方面，面對教會內部的現

況及問題需要加以深入認識，好

能找出適切且具體的方法來回

應，例如：本地神職和獻身生活者

的短缺；在學青年與職青牧靈服

務的加強；婚姻與家庭重要性的

鞏固；同性婚姻合法化對教會立

場與教導的挑戰；兒童與青少年

信仰培育的扎根。上述議題都是

教會當下面臨的挑戰，的確需要

具體的了解問題的根本，並提出具

體的回應與解決方案。

全國福傳大會將是面對挑戰，

認為確有必要召集教會各領導服

務階層以及教友代表，一同來認

識社會現況對信仰所造成的衝

擊，激發自身的使命感，願意誠心

面對現況及未來的挑戰。

期願全體會議的代表能以教宗

方濟各的牧靈情懷，秉著愛台灣

的心，向聖神開放，讓自己處身於

現況中看見問題的根本，以具體

且實際的方法與態度，來協助台

灣人看見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主筆室社論
殷殷期盼

教宗方濟各來台牧訪

睽違10年，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7位主教，在主席洪山川總主教率領

下，於5月8日至5月16日在梵蒂岡述職，

主要的行程活動是拜會教廷的15個部會，

重頭戲則是5月14日晉見教宗方濟各。

依照洪總主教的敘述，這次述職和過去

大不相同。教宗非常親切地邀請台灣主教

團的7位主教與他相圍並坐而談，秘書長

陳科神父也入座擔任口譯。主教們依序向

教宗呈報自己所轄教區的牧靈事工，也反

映台灣天主教會面臨的困難，包括：聖召

斷層、修道枯涸、台灣大法官釋憲保障同

性婚姻衝擊教會的核心價值等議題，教宗

表示他都了解，教宗對台灣的外交處境，

尤其受到中國大陸當局在國際間處處打壓

的情形也非常清楚。

洪總主教藉著與教宗促膝無拘的大好

機會，當面邀請教宗明年牧訪台灣，參加

2019年3月舉行的全國聖體大會，教宗當

下並未表示可否，只說須交由宗座相關單

位研議。

至於教廷與中國大陸進行中的主教任命

協商，傳聞梵中即將簽署主教任命協議並

可能建交，為了釐清四面八方雜沓而至的

聲音，洪總主教當場籲請教宗，不要犧牲

台灣的權益。洪總主教真摯地向教宗說：

「請您不論什麼狀況都不要離開我們。」

教宗則毫不遲疑地回答說：「當然不會

啊！」

梵中可能建交一說，已經傳言了70多

年，今年開春以來，這項傳聞幾近逼真所

引發的疑慮，在上述教宗的親口回應後，

終於出現一個令人安心的轉機。經證實，

梵中雙邊只談及教務，尚未涉及政治或

建交。縱觀教廷在全球只有宗教信仰的

權益，沒有世俗競逐的利益；洪總主教認

為，梵蒂岡的外交是「價值觀」的邦交，

建基在正義、和平與人權之上，而這些重

要價值在中國大陸卻很缺乏。

過去70年，台灣天主教會幾位重量級

的神長對台梵邦交的維繫，貢獻厥偉，例

如：田耕莘樞機主教於1946年爭取教廷批

准我國正式成立聖統制；于斌樞機主教於

1942年促成我國與教廷建交；羅光總主教

於1943年至1961年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

大使館的宗教顧問；單國璽樞機主教每次

到羅馬述職，總能適時替台灣發聲。

此次，台灣主教團在相距10年後才有

機會到教廷述職，老實說，時間相隔太久

了。況且台海兩岸在國情和發展上，各自

呈現懸殊的態勢，很難一概而論。單以人

口來說，中國大陸逾13億人，天主教徒粗

估至少有1200萬人，而台灣的教友人數，

40年來不增反減，神職人員與平信徒對

台梵邦交所做的貢獻，往往有力不從心之

憾，需要檢討並精進。

再以台海兩岸四地來看，有史以來，只

有教宗保祿六世曾於1970年12月4日訪問

當時英屬的香港，短暫停留了3小時。雖

然台梵有正式邦交，但從來沒有一位教宗

訪問過台灣，對於台灣30萬名天主教徒而

言，真是一大遺憾，也許是教廷對中國大

陸的政治敏感性考量所致。難道教廷忍將

我們當作孤兒看待嗎？讓我們以具體的行

動支持洪總主教對教宗的邀約，持續力邀

教宗明年3月來台參加全國聖體大會！

萬一教宗因故不能成行，我們亦可傾

力恭請教宗，屆時透過同步視訊，降福全

國聖體大會的全體與會者。願聖父教宗

方濟各傾聽我們！

編 輯 台 報 告

■文／陳振貴（實踐大學校長、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監察人） 

耶穌對祂的門徒們說得很清楚：「你們要

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瑪28:19）但，
「福傳」的真義是什麼？教宗方濟各6月11日在

聖瑪爾大之家的清晨彌撒講道中，以當天的讀

經為依據，論述了福傳工作的3個幅度，即：宣

講、服務和無償奉獻。

關於宣講，教宗方濟各表明聖神才是宣講的

「主角」。宣講並非一種單純的佈道，或傳播

一些思想，而是一種藉著聖神的作為，能改變

人心的生氣勃勃的活動。教宗說：「我們看到

一些制訂完美的牧靈計畫，但它們不是福傳的

工具，因為所求的只是自身的目的，無法改變

人心。」

「耶穌不是要我們以一種企業家的態度去

行事，這種態度要不得。耶穌要我們順從聖

神，這就是勇氣。福傳的真正勇氣並非人性的

執拗，而是聖神給予我們勇氣，帶領我們前

行。」

教宗接著指出，福傳的第2個幅度是服務，這

也是在小事上「應秉持的態度」。那種在教會

或社會中功成名就後就奢望受到服事的想法，

是錯誤的，因為在教會內，「向上爬」是一種

不懂得什麼是福傳的跡象，因為那發號施令者

該當如同僕役那樣。

「我們能夠宣講好消息，但若缺乏服務，就

不是宣講。那看似是在宣講，其實卻不然。因

為聖神不僅帶領你宣講上主的真理和生命，也

將你帶到弟兄姊妹那裡，讓你服事他們。這就

是服務，是在小事上也應秉持的態度。若我們

看到福傳者受人服事，為受服事而活著，那真

是可憎惡的事。」

福傳的最後一個幅度是無償奉獻，因為沒有

一個人能憑自己的功勞而自救。耶穌要我們牢

記：「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
（瑪10:8）教宗對此解釋道：我們眾人都因著
主耶穌基督而白白地蒙受救恩，因此，我們必

須將之白白地分施出去。

福傳的牧靈人員必須學習這一點：必須在聖

神的帶領下，將生命無償地奉獻於服務和宣

講。知道自己是貧乏的，就能促使他們向聖神

開放。

教宗：福傳者不是企業家或向上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