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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祐香港

即將於2020年召開的

全國牧靈福傳大會，

中心委員會及與籌備小組已

如火如荼地進行，預訂於明年8月在輔仁大學隆

重展開，大會將以三個方向進行：1.檢討；2.成
長；3.發展。距離1988年舉行的「天主教福音傳
播大會」和2001年舉辦的「新世紀新福傳」兩次

大會至今事隔多年，而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教會

環境丕變，如去年中梵簽訂主教任命臨時協議、

台灣通過同婚法等，惟台灣的牧靈與福傳問題

依舊，因此這次的大會，能否具備新思維帶動教

會的革新與跨越，格外令人引頸期待。

最令人焦急的是台灣福傳績效不彰，教友人

數不增反減，由40年前的30萬人，降到目前的

22萬7279人（《2017台灣天主教手冊》統計）

台灣的牧靈福傳問題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已經

過無數次的會議討論，論述甚多，但是教友人

數卻越來越少，因此，本人針對相關問題的解

方提出以下的淺見，就教於大家。

1.降低領洗門檻：我們教會不夠開放，入教

門檻太高，時間拖延太長，過於封閉且不夠接

地氣，從總統候選人只拜廟而不拜訪天主堂即

可見一斑。我們要配合工商社會數位化與國際

化的腳步，效法伯多祿一天讓3000人受洗入教

的精神（參閱宗2：37-41），找出各種可行方

法積極傳教，亦可參考基督教的做法，減化領

洗基本門檻，方便教友帶領親友聽道理受洗入

教，使教友人數快速增加乃當務之急。

2.調整教區結構：因為「聖統制」以主教為牧

首，而台灣並不大，教友也不多，就分成七個

教區，資源整合不易，可考慮分北、中、南、東

4個教區或只設一個台灣教區，由總主教為牧

首，餘分區設置若干總鐸區,由不同主教主持，
這種改變當然需要有主教團的共識及教廷的同

意。透過教區結構的調整，強化主教團秘書處

的人力與功能，不只可以更有效地整合與分配

資源，有利於牧靈福傳工作的推展，更可加強

教區、鐸區與堂區聖職人員的互動與溝通，同

時可更有效地協助解決神職人員的福傳困境與

安養等問題。

3.培訓教友福傳：重新定義「教友時代來臨」

的真諦、界限與分際，讓更多有志教友接受訓

練，以協助傳教。台灣只有618位神父，其中本

國籍221位，外國籍有397位，共同管轄379個

堂區及283個兼管區的662個堂口；神父天天忙

於做彌撒、主持聖事及諸多堂務，每個堂區實

在需要主動邀請教友清楚地付予具體的福傳工

作，並釐清權限，使教友有意願福傳或擔任終

身執事、傳教員等職務，展現具體福傳成效。

目前全台灣只有143位傳教員（男44位、女98

位），人數明顯不足。此外，全台約有1080位修

女（本籍696位、外籍384位），各修會應依其

個別性向、專長與適合度分派工作，加入福傳

行列。

4.經營堂區管理：建立全國教友遷移登記系

統，找回失聯教友，設定年度慕道班及受洗人

數指標（KPI），每年定期舉行檢討，神父與教
友們一起努力衝刺。

5.建立督導機制：由教會各職司督導單位負

責，全面盤點並檢視各基金會與善會的組織及

功能，必要時進行定期業務評鑑，以充分發揮其

牧靈與福傳的功能；同時展開募款、籌措經費，

組訓人力，善用各種傳統與新媒體做福傳。

6.擬訂研討方向：大會討論方式分政策、戰

略與戰術三個層次，以研究解決議題方案為主

軸，最後彙整成一份完整的《台灣牧靈福傳10

年（2020-2030）計畫書》為結果；各教區設置
牧靈福傳處，負責計畫的執行管考，定期舉行

檢討與共識營，此後固定每隔10年舉行一次全

國牧靈福傳大會，以做全盤檢視。     
展望2020年全國牧靈福傳大會，能為台灣天

主教會擬訂具體可行且承先啟後的牧靈福傳10

年計畫，找出劃時代的突破性作法，使教會革

新與跨越，將行動方案逐一付諸實行。祈求上

主降福我們，福臨中華，聖教廣揚！

■文／陳振貴（實踐大學校長‧天主教博愛基金會監察人）

香港反送中運動，從7月起整

個行動擴大升級，香港市民

以遊行集會、佔領道路、包圍政

府公署等一系列活動，作為向香港政府抗議與

施壓，示威者幾乎每周發起常態抗議活動，提

出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暴

動」定性、撤回控罪、追究警隊濫權、實現「雙

普選」等五大訴求，示威者也由大專學生及異

議分子，擴展到一般中上階級市民，甚至有公

務員與醫護界加入遊行聲援。

這項行動從一開始的和平示威演變成警民

衝突，運動擴及至香港各地，遍地開花，與警

方間的衝突因而加劇，造成交通設施、政府公

署、多處地鐵車站等受到破壞，警察向示威者

施放胡椒噴霧、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與

水炮等，演變成警民流血衝突。號稱「東方明

珠」的香港，霎那間動盪不安，受到舉世的關

注，我們看到以下現象：

1.香港主體意識的建立：

香港從過去對政治的冷感，從2014年「雨傘

運動」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雖然受到

挫折，如今已大逆轉，香港市民深知必須決定

自身前途；接著香港社會為捍衛一國兩制下的

民主、人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法治，面

對中國集權專制政府下司法體系、人權受到嚴

重侵犯與濫用，特區政府缺乏作為，反對修正

《條犯條例》運動，是對中國與特區政府的不

信任與恐懼下凝聚而成的。反送中運動一連

串的抗議示威活動不斷升級，社會各階層的加

入，已形成了香港的政治改革，建立了香港的

主體意識，要求港人決定香港未來的前途，即

實現特區政府與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儘管香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但《香港特

別行政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

人治港的精神下，香港人尋求雙普選與香港獨

立不能混為一談。

2.香港市民集體意志的表達：

雖然香港被視為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事

實上是香港廣大中下階層支撐著這顆「東方明

珠」的閃亮與發展；但在香港九七回歸之後，

並未進行積極的民生改革，貧富懸殊，政府向

企業與財團傾斜，一般市民居住權與其他民生

需要受到長期忽略，民間的怨氣不斷積累，反

送中的示威與抗議成為香港百姓抒發怨氣的管

道，強烈的警民對峙、暴力衝突與各種破壞的

現象百出，不言而喻。

這股香港市民意識洪流的強大，加上國際民

主國家的聲援支持下，香港政府必須傾聽他們

的心聲，給予善意的了解，也絕非任何集權專

制政府所能阻擋的。當然，過度的暴力行動與

訴求，有志之士必須加以引導，否則勢將導致

對立與仇恨。

3.堅持「和理非」路線：

反送中運動引發的政治改革，以各種途徑與

方式向香港政府抗議與施壓，以期政府回應五

大訴求，儘管積壓已久的怨氣與香港政府不願

正面回應訴求，導致在和平集會遊行之外，造

成各種破壞與暴力衝突事件，但大多數香港市

民仍然堅持以和平、理性與非暴力，以港人獨

特的彈性與創意的方式表達訴求，除了向國際

表達港人心聲外，在各地以牽手拉起「人鏈」

以示團結與持續向政府施壓，特別是各校中

學生的安靜拉起「人鏈」參與行動，或聚集廣

場、百貨公司與公園等地演唱〈願榮光歸於香

港〉或其他歌曲，一方面柔性表達訴求，另一

方面凝聚民眾的力量，在在令人動容。

我們贊同天主教香港教區的呼籲：懇請行政

長官盡速回應民間的強烈訴求；各方人士必須

克制，避免挑釁；期望政府盡快與各界人士群

策群力，尋求解決香港目前困局的良方，尤其

要先與青年對話，聽取他們的心聲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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