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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防疫所帶來的四個省思 

這波新冠病毒一直從年初至今，

可說是沒完沒了，在世界各

地仍有許多疫情，且不斷地有許多

確診及死亡病例。沒有人敢肯定地說今年冬季

會不會有第2、第3波更嚴重的傳染，沒有人敢

肯定未來的疫苗會不會抑制住病毒，甚至沒有

人敢肯定明年的許多活動會不會如期舉行。

2020年在人類歷史上已被註記是新冠病毒席

捲了全世界，正如上個世紀1918年流行感冒奪

走了數以千萬計的人命。我們活在這歷史上的

一刻，要想的第1件事是什麼？是天命人難違，

我們要敬天順命，有信仰的人要祈禱天主给我

們智慧，如同亙古以來一樣，讓瘟疫這惡魔不

再肆虐於我們的世界。

天主使這個病毒存在，但是祂沒有要病毒

成為瘟疫惡魔，是人類自己讓它成為瘟疫惡魔

的，所以我們第2個省思是從這次教訓可能學

到些什麼，來重整我們的生活，度過難關？生

活變得較不方便，就如要勤洗手、保持社交距

離、戴口罩，有些人以為我們很快能回到從前

生活的榮景，那是錯的，因為放鬆就無法避免

再爆一波感染。戴口罩很明顯降低了各種病毒

的傳染率，從最近統計顯示，全國各醫院的小

兒急診病例下降，尤其是呼吸道感染，就可知

道是戴口罩的邊際效果。 
我們要去思考各種事業的復興，以全新的模

式去構思，它是可適應各種生活形態的，它是可

以靈活調度資金的，它是可以隨時轉型改變的。

我有個朋友本來是從事工業型超音波，用來做

口罩不織布的接合，成為世界最成功的品質，這

種超乎原來的規畫，使他的事業大大成功。新冠

病毒也使很多行業崩盤，所以，我們從這世紀疫

病看怎麼去走人生的新方向，我常說，走舊的路

看不到新的視野（Vision），革新改變用以圖存，

讓明天會更好。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最後我們要思考的

是如何免除再來的災難。天主給了我們這個地

球，原本是樂園，後來是人類的文明把它弄髒弄

亂的。我們怎麼會使這個病毒被造出來？成為人

類的世紀殺手？是不是因為我們太不珍愛這個地

球？事實上無知的人所做危害環境的事可說是

罄竹難書，也是今天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屠城滅

村的後果。明朝末年流寇李自成進入四川時，大

開殺戒，寫了首〈七殺詩〉：「天生萬物以養民，

民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如此來想，

新冠病毒是更狠的惡魔，它形成時可能開更大的

殺戒，要造成70萬個七殺給人類。如果我們問天

主要如何補贖人類的罪過，那天主可能要我們未

來做比70萬個七殺更多的環境保護思考，才能成

為世世代代子孫安身立命的保證，就讓我們從現

在開始一起努力吧！

主筆室

教宗任命嘉義教區鍾

安住主教為台北總

教區總主教，主教團也選

出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為新任主教團主席，目前

雖然仍有嘉義教區主教和台南教區主教尚待確

定，但是2020年以後，台灣天主教會的牧養梯隊

似乎已大致底定，隨著明年底第三次福傳大會

召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深切地期待一個

新的福傳局面被敞開。今年應該是一個反省、祈

禱並蓄勢待發的一年，一個勇敢面對教會內外

軟弱、誘惑，並願意從根源處啟動革新的一年。

我們當然可以從許多方面思考要從哪裡切入

去找到我們更新的力量，這3、4年來有不少神

長和教友，因參與法國、西班牙和聖地的朝聖

之旅，大家逐漸意識到信仰事實上可以從自己

的腳下做起，可以從自己的原鄉出發。

許多跡象顯示，近幾年來，各教區都掀起了

一股島內朝聖行腳的熱潮。熱心的姜樂義弟

兄，更帶領一群熱心的行者，幾乎踏遍台灣的

山邊海角，將早期教區和各修會神長們篳路藍

縷走過的路、建立的教堂，一一勾連起來，不

但規畫出不同意向的路線，也將每一個點的距

離、設備狀況和可能的庇護所都盡量詳細記

錄、掌握。

這段日子裡，我們的周報也不時刊出國內外

朝聖者的經驗與心得，加深大家對朝聖行腳的

認識與信心。如果要我指出明年福傳大會最具

動力性的行動方案，我會毫不猶豫地說：行腳

朝聖――台灣Camino，會是我們啟動革新最重
要的力量源泉之一。因為它直接讓我們和自己

本地的教會歷史結合起來，它直接讓我們從堂

口出發，走向堂區，邁進教區；它不靠嘴巴說

話，它邀請我們用眼睛、用腳、用不斷的拜訪

和敲門，去重新點燃我們信仰的熱火，就像早

期來台灣宣教的神長一樣，這也是《宗徒大事

錄》裡使徒們福傳行動中最動人的一面。

據我的了解，在明愛會的支持下，9月中旬，

將在台北北投聖高隆邦天主堂舉辦「Taiwan 
Camino庇護所經營與推廣研討會」，邀請有經
驗的教友、神長和相關的人士一起商討台灣

行腳朝聖的未來，並希望能達成一些初步的共

識。這當然只是一個開始，將來應該邀請更多

的人參與，提供一個可大可久的福傳大道，在

研討會中有台灣 Camino現有徒步朝聖路線與
庇護所資源的盤點，也會提出台灣 Camino發放
護照與庇護所管理的芻議，當然還會有對照國

外、學習他山之石的比較分享。

不過，我認為這次研討會最核心的任務應該

有兩項：一是對「台灣 Camino」的定位；一是
推動 Camino工作組織問題的思考。第一個問
題很嚴肅，也很關鍵，目前熱中於行腳朝聖的

人，有教友，也有非教友，大家的興趣、目的都

不同，運作的方式差異也很大；堂口和教區神

長，以及在地教友的心態和配合程度，都有待

整合；怎樣規畫出一個以信仰為核心又有開放

性層次的朝聖志業，清楚的定位是必要的。至

於後者，不同階段的組織設計，有助於工作的

推動與展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避免組織的

僵化和世俗力量的侵蝕，也是我們的考驗。

正因為如此，我真誠地呼籲新組成的主教

團和主教們、各修會神長和各傳協會的領導教

友，能重視台灣 Camino的發展，從更深的角度
引領我們教會贏回原初的力量！

大步前行
■文／孫大川．Paelabang danapan（台大、政大副教授）

鍾總主教、神長及信友圍繞在聖堂前廳聖洗

池旁，聖洗池雖不大，卻代表永不止息的源源

活水；鍾總主教祝福了水，願這水滌除眾人的

罪污，也使在此領受聖洗者與基督同死同生，

成為聖神的宮殿。鍾總主教隨即轉向信眾灑聖

水，率領神長偕信友隆重地進堂。

聖道禮儀講道後，鍾總主教為祭台舉行祝聖

禮。全體頌唱〈諸聖禱文〉，隨即舉行聖髑安

放儀式，新堂的聖髑來自聖地，是耶穌被釘十

字架下的聖石。在〈懇求造物聖神降臨〉歌聲

中，鍾總主教圍上蓋膝布，先將聖油倒在祭台

中央、四角，再為整個祭台桌面塗抹聖油。共

祭的禹成勳神父和裴高樂神父為聖堂牆壁4處

以聖油畫十字聖號。鍾總主教在火盆中引火、

奉香，整座殿宇頓時瀰漫甘美的芬芳，象徵信

友常沐基督的芳香。

行啟光禮時，裴高樂神父在聖堂前點燃一大

蠟燭，並以小蠟燭引火點燃祭台前的蠟燭，最

後整座聖殿燈光全亮，在全體〈基督之光〉歌

聲中，期盼真光使萬民活於真理，為傳揚復活

喜訊無懼無悔。禮儀在原住民團體獻唱歡慶中

完成。

如同方濟會禹成勳省會長所說，60多年來，

20多位方濟會士興造了13座聖堂，如今承繼使

命，藉台北總教區的恩待，方濟會以此為會院，

與信眾攜手，將在此建構和平、喜樂的福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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