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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20）大約就

在這個時候，因

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

主教團決議將原預訂在

8月舉行的全國福傳大會延後1年辦理。當時

我曾為文支持，並呼籲雖然「延期了，但不延

後」，因為教會的自我更新，原本就是她存在

的意義，天主的救恩時時召叫我們走進世界、

面對變化，分辨、服從祂的旨意。如果我們不

能隨時警覺教會福傳工作的嚴肅挑戰，找出具

有活力的回應之道，那麼我們的信仰是死的、

僵化的，教會成了頑固自我保存的屬人組織。

我們說「延期，但不延後」，因為教會的更

新刻不容緩，大會的延期，不應當推遲我們時

刻悔改、更新的決心與進程。沒有這樣的覺悟

和精神動員，即使開再多的會議，都將只是組

織表面的搬弄，或信仰修辭的翻新而已。多年

前（2004）潘永達神父曾在輔大《神學論集》

（141期）發表長文，對台灣天主教會1988年

及2001年舉辦的兩次福傳大會，分析其政治社

會背景，比較其目標、議程與成果。

潘神父指出，這兩次會議雖然都各自花了4

年的時間準備，第2次會議也嘗試對第1次會議

未落實的部分及其「中程」目標進行檢討與規

畫；但整體來說，兩次福傳大會的決議案沒有

很大的差別，潘神父委婉地說：「新世紀新福

傳的議案，可以說是1988年福傳大會眾多議案

的重組與重疊。這似乎也意味著，在傳統福傳

理念下，福傳工作的方向基本上都差不多。」

前車之鑑，對台灣天主教會決定要召開第3

次全國福傳大會，大家當然有著更深的期待。

這不僅是因為近十幾年來台灣內部以及兩岸

關係、國際局勢有著比以往更劇烈的變化，梵

蒂岡、中國與台灣天主教會間也存在著愈來愈

微妙的關係；這的確需要從福傳的角度尋求大

家的共識，更新我們的信仰。

如果1988年和2001年兩次全國福傳大會的

「議案」是重複的，未能點燃福傳的熱火；那

麼我們這第3次的大會，應該要做更縝密的準

備，祈求天主賜給我們更大的決心和耐力。

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裡說：

「每當我們努力悔改、回到源頭，並恢復福音

原有的清新氣息時，新路便出現在眼前，具創

意的新管道就敞開，以不同的表達方式，為今

日世界帶來具有新意的、更富說服力的標記

和語言。真福傳的每個形式時常都是新的。」

新，不是為因應外部的新形勢，而是從我們自

己信仰的翻新長出來的。

從2019年6月19日本次全國福傳大會第1次

聯合籌備會所決定的若干重點來看，可能受到

前兩次福傳大會經驗的影響，

這次的籌備工作更重視由下

而上、堂區到教區扮演的角色。但，去年延期

後，我們一直沒有看到各堂區和教區進一步實

際運作的情況，周報也到最近才有高雄教區零

星的相關報導，感覺上許多議案的輪廓好像還

是相當模糊，似乎也沒有營造出福傳大會熱絡

的氛圍。如果今年按原訂計畫，會議在8月初

舉行的話，落後的進度恐怕得盡快追上。

其實，教宗方濟各2013年《福音的喜樂》勸

諭裡，已相當深入、完整地對福傳工作的核心

意義、範疇、目標和步驟，做了詳盡且具體的

討論與反省。或許我們可以將本次的福傳大

會分為兩個階段，今年根據教宗勸諭的內容與

精神，由主教團、各教區主教們率先對教會整

體狀況及未來方向進行分析與檢討，研擬相關

對策。明年夏季再正式結合堂區、修會、教友

團體做全面的改革。

最近國內新冠疫情節節升高，情勢較去年

嚴峻，這或許也可以是另一個因應的辦法。

我的看法是，沒有周全的準備與決心，福

傳大會不如不辦，前後30年，標記著天主教會

回應台灣歷史環境變遷所召開的第3次福傳大

會，若又是另一次的「重組與重疊」，我們只

好以更大的信心和克苦面對自己的軟弱⋯⋯。

主筆室

有位神父為了健康減少飯量，

每日花1個半小時步行1萬

步，3個月下來，瘦了5公斤，血壓

不高，血糖也恢復正常，見到他的人都說他越

來越年輕了。他走路時經過公園、人行道、車

少的步道，發現為健康而走的路友實在不少。

自我管理，做好每一天的工作，本來就是天

主給人的本分，耶穌將之放在〈天主經〉中：

「今日與我，我日用糧。」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就是最大的功德。

新冠病毒仍在世界各地流行，最近印度疫情

失控，更讓普世人心惶惶，台灣在防疫方面本

可算是模範生，政府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負責統整協調指揮各政府部門來處理各種

防疫措施，包括：檢疫的標準、出入境及口罩

管制等，嚴格執行社交距離，乘坐公共運輸工

具全面強制配戴口罩，公共集會也限制人數、

量額溫、酒精乾洗手、實名登記及保持社交距

離。此外，也限制國內外旅遊，並建立具感染

風險者追蹤管理機制 。
截至撰寫本文為止，華航諾富特事件已造

成35人確診，是國內首起飯店群聚感染新冠病

毒案例；5月11日更引發社區感染，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當日公布國內新增7例本土確診

病例，寫下疫情以來單日新增確診人數的新紀

錄；不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便宣布台灣

從社區感染邊緣，進入社區感染，背後是靠兩

名醫院急診醫師保持警覺，才揪出新北、宜蘭

這兩起不明感染源的本土病例事件；其中，宜

蘭縣羅東鎮的遊藝場，最初是2名員工發燒、

全身酸痛，到羅東聖母醫院掛急診，主治醫師

郭恩悅發揮警覺力，啟動疫情篩檢，均呈陽性

反應，衛生單位再發掘3個確診個案，阻止疫

情繼續擴散。

儘管如此，5月12日仍暴增16人確診，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出，這波疫情雖然嚴峻，不

過慢慢有顯示出源頭的跡象，在蘆洲、宜蘭及

諾富特的確診者身上，發現他們病毒基因定序

是完全一樣。目前在萬華不明感染源的病例，

有人與人接觸的關聯性，因此，可能都是同一

串，是一整個傳播鏈下來。

5月13日新增本土個案13例，境外移入12例；

5月15日新增本土個案180例，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緊急宣布，即日起至5月28日提升雙北

地區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各教區也紛紛發布暫

停止主日及平日彌撒之公告。

為防止疫情，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

是加強自身免疫力。免疫系統是天主給人的禮

物，但要人配合維護並加強，充足的睡眠是基

礎，一天一定要睡足7小時，最好是8小時，取

用營養好的食物，不必鮑魚燕窩，但要足夠的

蛋白質，養成運動好習慣，婉拒不必要應酬，

健康的身體比什麼都重要，而喜樂的心，是健

康的良藥，我們要彼此關懷，互助合作：「要

讓基督的話充分地存在你們內，以各種智慧彼

此教導規勸，以聖詠、詩詞和屬神的歌曲在你

們心內，懷著感恩之情，歌頌天主。你們無論做

什麼，在言語上或行為上，一切都該因主耶穌

的名而作，藉著祂感謝天主聖父。」（哥3：16-
17） 「行動務要與你們所受的寵召相稱，凡事

要謙遜、溫和、忍耐，在愛德中彼此擔待，盡力

以和平的聯繫，保持心神的合一，因為只有一個

身體和一個聖神，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希望

一樣。」（弗4：1-4）《聖經》的話常是為人最
好、最有益處的，要常記不忘。

5月13日是法蒂瑪聖母顯現紀念日，教宗方

濟各帶領信眾誦念玫瑰經，把教會和全世界託

付於聖母無玷之心，讓我們為世界和平、終止

疫情、懺悔補贖的精神和我們的悔改而祈禱。

健康免疫由自我管理做起

延期延後之後
■文／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台灣大學兼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