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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創立的目的便是為光榮天主父而傳

播基督的神國，使人人分享救贖神恩，再通過

人使普世導向基督。」（《教友傳教法令》，2

號）我們每一位基督徒，應尋得適宜的機會和

方式，和他人分享天主的愛，s不管是近人或是
陌生人，試著與他人分享我們最寶貴的信仰。

期望每一個堂區都建立不同的信仰小團體，

特別是「細胞福傳小組」。因為細胞福傳小組

有助於帶領我們日漸活出聖神在教會內的特質

與豐富的神恩，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具體地與

聖神合作。

希望透過每一個堂區的牧靈福傳組，神父偕

同教友一起來推動堂區、社區的福傳，使更多

人前來暢飲救恩的活泉。

信手拈來做福傳

／黃敏正神父（大溪聖方濟生活園區主任司鐸）

因應今年8月初將召開的全國福傳大會，由3

年前的全國問卷調查起步，接著是去年在各堂

區召開福傳研討會，針對問卷調查後彙整的議

題加以研讀，並挑選其中優先的議題，之後於

各教區福傳大會中，針對選定的10個議案，再

分組做修訂及票選代表教區的優先議案。

客觀而論，為信眾個人、堂區、教區及全國

來說，福傳大會很難激起福傳熱火，可預知不

可能造就福傳熱潮。預測全國福傳大會結束

後，將出版修訂過的「堂區牧靈手冊」，也許

還會有「福傳指南」一類的文件問世；然而，

各堂區仍將照舊維持現狀，有可能會著重一些

方面，強化一些運作，但若要實質產生福傳功

效，應該很有限。

在4月24日教區福傳大會的空檔，詢問教區

秘書長河鏞國神父：「現今韓國教友人數？」

他回答：「保守估計570萬人。」在我幼年時，

台灣教友30萬人，韓國是40萬人；數十年後，

台灣不到30萬名教友，韓國則增加逾10倍；如

今，根據2015年的《台灣天主教手冊》線上版

資料所顯示，台灣天主教總人數為24萬人；

2017年的手冊所記載教友人數為22萬6589人，

而根據政府官方的統計數據則為18萬5千人。

為何台灣天主教會每況愈下？

面對台灣教會的福傳，大家不是不努力，而

是客觀環境造成福傳不易。整體而言，一方面

台灣民間信仰太興旺，天主教猶如弱勢團體；

另一方面，天主教「叫好不叫座」，百姓都讚賞

天主教很棒、慈善機構的服務很偉大，可是絕

大多數百姓不要加入天主教，因為認定天主教

不是自己的宗教，民間信仰、拜拜等那才是他

們的信仰；意思是，普遍百姓內心裡認為天主

教是洋教，是外來的宗教，我們既是華人，為

何要信身為猶太人的耶穌？天主教是外國傳教

士傳進來的！

其實佛、道教都不是本土宗教，卻能植根於

百姓的生活中。所以，福傳的第一步，是幫助

老百姓認知信仰是與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

信仰是自己的生命大事，信仰是在解答自己生

從何來、在世何為、死後何往的重要課題；因

此，教會在福傳上，必須先破除人們視天主教

為「洋教」的錯誤觀。

其次，另一個更重要的罩門是「不會福

傳」，教友們（包括聖職人員）對我們的信仰

及教理都明白，但是不會「說出來」，意思是不

會用生活化的語言來表達，更不會用外教人聽

得懂的話來解說。例如：什麼是彌撒？耶穌為

什麼要被釘死？耶穌死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

人要信祂？等不勝枚舉。

教會欲激起福傳熱潮，必須先培育全體信眾

懂得如何「信手拈來做福傳」，好能夠在各自

的生活圈中，用最生活化的語言向周遭的人分

享我們的信仰，這是第一步，當外教人認同我

們的信仰後，就可引進慕道班。「信手拈來」

意即不用刻意使用教材，不必正式性授課，

而是信友隨時隨地使用手指五字訣「天、人、

信、望、愛」，用來概要介紹天主教的信仰核

心和主要教理。在第二階段的慕道班時，屬正

式講授教理，亦可採用此五字訣，只是應妥善

準備教材，更深入和更詳盡地講解。

唯有台灣20餘萬教友都動起來，方能激起福

傳熱潮，期許聖神的東風早日風起雲湧！

省思疫情下的福傳新貌

／陳新偉神父（西新竹總鐸區總鐸）

經過了1年多的討論、整理，全國福傳大會所

整合的福傳方案，首先必須經過教區各堂區的

「試探」。我說的「試探」，因為福傳大會不是

要理的論述，我們期待的是可以執行、具行動

力的方案。

去年新冠疫情期間，台灣教會比起其他國家

的封城、禁止任何教會活動、管制人民的行動

而言，相對自由，我們感謝天主賜予這塊寶島

這麼大的恩寵。那時，全球教會皆面臨史無前

例的挑戰，包括梵蒂岡在內，都面臨著不知道

如何去因對的窘境。而台灣教會時隔多年，好

不容易召開全國第3次福傳大會，當大家充滿

期待，引頸期盼新福傳使命的時刻，突然地，

又被疫情狠狠地從頭上猛敲了一棒。

如果早在幾周前寫下教區福傳大會那天的

盛況，新竹教區如此多熱心的教友，終於能相

聚在一起，願意共同分擔福傳的使命，為台灣

教會、為自己本堂的福傳任務找出福傳方案，

這是多麼令人感動！

但是，我卻在台灣疫情陷入困境，第一次深

感處在馬來西亞的家人、朋友、教會及教友這

一年來的心情。台灣三級防疫管制就讓我們整

個生活變了調，對照一年前的馬來西亞幾乎全

年封城的狀態，相同的處境，自由慣了，自我膨

脹了，我們是否從全球人類視一切為理所當然

的態度中，得到了教訓？然而，我同時看到教

會在如此危機中，經過逐漸地反省，而蛻變出

的福傳新面貌。

我們現在關心的，依然是牧靈手冊所關心的

問題？是的，需要繼續關心，因爲疫情會過去，
我想，我們終究會再面對同樣的福傳問題。但

是，如果我們在這個節骨眼上，沒有在這大疫

情的時局，找到我們教會的新福傳，讓教友感

受到教會存在的意義，當然教會的存在，代表

著教會在這段期間，能為教友做什麼？我們會

不會疫情過後，教友失去了一大半？還是在這

段時間，感動了更多教友，再次見證了教會的

愛和信仰的力量？

我想，2021年的那些牧靈的難題，不是等

到疫情過後才開始考驗，而是現在！我們是面

臨疫情下的教會、疫情下的信仰、疫情下的教

友；我們神職人員，是什麼都不能做，還是我

們找到了有別以往、更好的福傳使命和方法？

堂區的弟兄姊妹們，天主要我們此時暫時

關上了教會的大門，我們是否找到了天主為

我們所開啟的另一扇窗？不要讓自己的羊群

此時失去了你的關懷，不要讓自己因害怕關

閉了自己。

從疫情開始，歐洲失去了許許多多的聖職

人員，現在印度也遭逢同樣的處境，實在令人

痛心，也為在疫情中逝世的弟兄姊妹們感到難

過！我一直在想，死亡不是我們能掌控的，但

是，如果我害怕死亡，而不是為基督而死亡，

教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教會是戰地醫

院，現在我們正處在戰爭中，我們不能親自上

戰場，但我們也不該什麼都不做。

記得，我們被召喚，是為基督而死，而不是

害怕死亡！讓我們此刻為需要被堅強的靈魂做

點事情，為信仰生活注入更大的信德。

 （全文完）

▲與會代表們全神專注地參與大會 ▲進行分組討論，透過集思廣益，尋求更好的福傳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