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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灣青年日

今年輪由高雄教區承辦的台灣

青年日活動，是台灣天主教

會的年度盛事，活動於7月17日至21日盛大地展

開，承辦單位為迎接此盛事，早在一年前即開

始進行相關籌備工作，期盼以最完善的場地、

最具地方特色的活動內容及高雄人最大的熱

情來迎接各地的青年朋友們，相信在青年們積

極、主動地參與下，身心靈定能獲益良多，且

滿載而歸。

為迎接台青日的到來，高雄教區的青年、教

友、傳協會、堂區及各善會，全部都動員起來，

經愛德的交流與腦力激盪，所規畫出的活動內

容，鐵定要讓參加的青年們享受到身心靈的豐

盛饗宴。從隆重的開幕及閉幕彌撒，分別選擇

在文藻大學及屏東佳平天主堂舉行，就讓人

感受到他們的用心，他們願以不同的地點、埸

景，來展現出教區多元文化的特色。讓所有參

加的青年都進一步地認識與體驗在不同文化中

的信仰生活。

在寄宿家庭單元活動的安排上，除了要讓青

年感受到高雄教區教友家庭的熱情外，也要讓

這些青年們能體驗原鄉生活，認識鄉村部落之

美，同時也要幫助青年們深入了解不同地方的

文化與珍貴的歷史，開闊自己的生活視野。期

盼藉著信仰生活經驗的接觸，也能產生美好的

對話。

今年活動有個深具特色的「DOCAT工作
坊」，是教會給年輕人在現代社會的態度與教

導，幫助年輕人更認識《天主教社會訓導》進

而實踐，不只是Know it ，知道後還更要實踐
Do it。這次工作坊活動分成四大類，即教宗最
近頒布的四個通諭：《願祢受讚頌》、《愛的喜

樂》、《你們要歡喜踴躍》、《福音的喜樂》，

共有17個工作坊，以一天的時間進行深刻的

體驗，讓青年自由選擇主題，以生動活潑的方

式，帶領青年輕鬆學習、深入瞭解基督福音如

何活在現代社會中。

今年也是2018世界主教會議「以青年為主

題」以後，第一次在台灣舉辦的台灣青年日，

我們不再提供已備妥的答案和現成的方案，而

是讓青年人以全新角度提出問題，並迎接他們

提出的挑戰。「聆聽」使人得以在設身處地的

氛圍下互相交流，讓青年人得以對團體作出貢

獻，幫助他們認識新的敏感議題，並提出沒有

人問過的問題。在世界主教會議最後文件中強

調「聆聽有助建立宣講福音所需的環境，讓福

音以強大有力和富有成效的方式，真正地觸動

人心。」（Sinodo dei Vescovi 2018 n.8）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其先知觸覺所創立

的世界青年日，在第3個千禧年依然在啟發青

年人。這個活動連同各種全國性和教區性的

聚會，對許多青年人的生活發揮了很重要的

作用。在台灣我們所舉辦的台灣青年日就是

以此世界青年日為藍本。原因是：「這些聚會

提供了充滿活力的信仰和共融體驗，有助青

年面對重大的人生挑戰，並學習以負責任的

態度，在社會和教會團體履行他們的角色。

（同上n.16）
2018世界主教會議特別舉出瑪利亞．瑪達肋

納為青年的榜樣「她懷著對上主的熱切渴望，

無懼夜深的黑暗，跑到伯多祿和另一位門徒

那裡去。她的舉動引發他們的行動，她女性的

奉獻精神捷足先登，並為他們開闢了道路。」

（同上n.115）瑪利亞．瑪達肋納在復活主日動
身尋找，是因為她愛主，但她尋獲了，是因為

她被主所愛。她成為首位傳布喜訊的門徒，她

的創傷已被治癒（參閱路8：2），也是復活主的

見證人。她是一個圖像，象徵了我們夢寐以求

的年輕的教會。在台青的各項活動中我們尋找

主，因著我們的信心與熱情，也將與瑪利亞．

瑪達肋納一樣尋獲主，並被祂治癒。

在認識基督的道路上，我們與青年人一起成

長，共同探索怎樣更真切地活出福音，並為福

音作證。世界主教會議的教長勉勵青年人「應

以負責任的態度投入教會生活，這並非可有可

無的事，而是已受洗者必須在其生活中滿全的

要求，也是各教會團體的生活的基本要素。」

（同上n.116）
緬懷當年傳教士們歷盡滄桑、不計生死地將

福音的種子撒遍高雄、屏東，甚至整個台灣，

今年已邁入第160年；本屆台青日活動剛好在台

灣天主教會的發源地舉辦，期盼能帶給年輕人

更多的省思與啟發，「青年是教會的希望」，期

盼每位台青人回到各教區，都能主動發揮「光

與鹽」的功效，讓我們一起追隨先賢的腳步，

同心協力拓展天主的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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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曉青（國立暨南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當門徒在復活節看到耶穌

基督時，其實他們身處

於動盪不穩定的時代。30年後，猶太人的王

國跟上千年的司祭制度就將消失，如保祿一

般有羅馬籍的猶太人，將看到羅馬的民主，

被卡利古拉或尼祿的專制政權所取代。

羅馬帝王頹靡的生活敗壞了奧古斯都時代高

道德操守的準則，而完全以肉慾與享受當作生

活指標，羅馬的政權終而落在將軍和禁衛軍手

中。在羅馬民風日趨敗壞以後，平民不再努力

工作，而沈迷於賽馬車、鬥獸場與劇院，領受

政府補助的食物與酒，荒淫度日；許多的民間

宗教也開始盤踞羅馬人的心靈，變得淫亂而不

受拘束。

早期的教會的生活及信仰以福音做為一切

的依歸，300年後成功地將天主的國帶給羅馬

帝國。現今全球三大霸權──美、中、俄都由

強人統治，整個教會、社會及地球都遇到前所

未有的挑戰。我們的教會也正在萎縮中，信徒

數量雖有增長，但是新的教徒大多來自充斥貧

窮、饑荒與戰亂的第三世界。

我們現在沒有能力去複製50年前的福傳成

功歷史，因此除了仿效宗徒時代教會簡單與

純樸的行事方式之外，我們有什麼可以推行

的計畫，能為這個亂世提供一面拯救我們的

旗幟呢？

多瑪斯．牟敦在《七重山》書中探討福傳的

問題，有次他的一位印度苦行僧朋友造訪美國

本篤會大修院，這位印度苦行僧告訴牟敦，他

雖然看見美國教會的事業成就，卻沒有帶給他

深刻的感動與感觸，因為印度人渴望看到的是

苦行者和聖人。

以同樣的方式我們也可以問：「我們華人基

督徒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大部分的華人希望能夠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環

境中，過一個簡單的「人」的生活。福音如果能

夠真正實現這一個簡單的願望，那全民早晚會

歸向天主的。

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與信仰中早已擁有

良好的現代生活哲學，那就是「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一種管理私人和天下為公的

公共生活哲學。我們景仰仁人君子，並將許

多擁有忠孝仁義事蹟的人視為神祇，如：關羽

因他的忠義，林默娘（媽祖）因她常為漁民排

憂解難，張福德（土地公）與包拯因其為官清

廉，孔子因其教育的奉獻等。

中華文化的傳統文化思想希望聖賢成為人生

的典範，而他們都來自於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並非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神靈或化身（或是對教

會有功的牧者、聖師、精修聖人及貞女）這些

神祇沒有超自然的力量，而只是在他們自己的

職業或社會中有值得推崇的表現。如果我們以

基督的福音去聖化中華文明的精華，再將此思

想利用現今進步且具有影響力的傳播工具，把

這個充滿被基督祝聖的新酒推廣到所有華人居

住的地方，這可能會是將福音廣傳給眾人的有

效途徑。

對 2019年福傳大會的建言之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