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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的上主在這座山上，要為萬民擺設肥甘的盛宴， 

美酒的盛宴；肥甘是精選的，美酒是醇清的。 

在這座山上，你要撤除那封在萬民上的封面， 

那蓋在各國上的帷幔。 

衪要永遠取消死亡， 

吾主上主要從人人的臉上拭去淚痕， 

要由整個地面除去自己民族的恥辱：因為上主說了。 

（依廿五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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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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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1

 

                                                      
1 除非另有說明，或從上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不是，否則在《工作文

件》中，「教會」（Church）一詞表示「唯一的天主教會」（《教會》教

義憲章，23），而複數的「教會」（Churches）則指存在於其中並源於

其中的各地方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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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6 B 1

 

3

 

                                                      
2 如下所示，這裡所引用的各主教團及其大洲會議的文字，乃來自於

2023 年底至 2024 年中，各主教團與其地方教會諮詢後，發送給世界

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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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0 9 10

circularity

 

 

2023

10

202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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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10 3 

 

 

                                                      
3 2023 年  12 月  11 日由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發送，英文文

件可逕上官網 www.synod.va 點閱瀏覽，中文文件見主教團官

網  :www.catholic.org.tw。  

http://www.synod.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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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4 28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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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5

                                                      
4 對此，請參考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  2024 年 3 月 14 日發布《如

何在傳教使命中成為共議性的教會？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

務大會第二會期五個神學探索的觀點》文件，中文文件見主教團官

網：www.catholic.org.tw，英文文件可逕上官網：www.synod.va 點閱

瀏覽。  

5 在這方面，請參閱文件《研討小組將與羅馬教廷各部會合作探討第十

六屆世界主教代表常務會議大會第一會期所提出的問題》。《工作大

綱》也於 2024 年 3 月 14 日發布，英文文件可逕上官網 www.synod.va

點閱瀏覽，中文文件見 https://www.catholic.org.tw/synod_info16.html。  

 

http://www.synod.va/
http://www.synod.va/
http://www.synod.va/
https://www.catholic.org.tw/synod_info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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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 

2024 2

16

33 2025

6 2024 10

                                                      
6 第一會期綜合報告所提並分配給十個研討小組的主題如下：  

1. 東方天主教會與拉丁教會的若干關係（《綜合報告》，6）  

2. 聆聽窮人的呼求（《綜合報告》，4、16）  

3. 數位環境中的使命（《綜合報告》，17）  

4. 從傳教使命中的共議性的教會角度修訂《司鐸培育基本方案》（《綜

合報告》，11）  

5. 關於特定傳教職務的神學和教會法問題（《綜合報告》，8、9）  

6. 從傳教使命中的共議性的角度修訂涉及主教、度獻身生活者和教

會團體之間關係的文件（《綜合報告》，10）  

7. 從傳教使命中的共議性的教會的角度，看主教個人及其職務（主

教聖職候選人的遴選標準、聖秩聖事與治理權、覲見宗座述職的

性質和過程）（《綜合報告》，12、13）  

8. 從傳教使命中的共議性的教會的角度來看羅馬主教的角色（《綜合

報告》，13）  

9. 共同分辨具爭議的教義、牧靈和倫理問題的神學標準和共議性的

方法（《綜合報告》，  15）  

10. 在教會實踐中接受大公合一之旅的成果（《綜合報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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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的這個章節旨在勾勒出傳教使命

的共議性的教會的願景，並邀請我們加深對教

會奧祕的理解。本節並不提供教會論的完整論

述，而是為 2024 年 10 月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將

進行的特定分辨工作服務。為回應「如何在傳

教使命中成為共議性的教會？」這個問題，需

要一個內含牧靈及神學的反思和提議的視野，

來幫助我們踏上轉變與改革的道路。反過來，

教會實施的具體措施將使此一視野更加清晰，

並在神學反思與牧靈實踐之間所生成的互惠關

係中獲得對基本原則更加深入的理解。這神學

反思與牧靈實踐之間所生成的互惠關係正是整

個教會歷史的特徵。 

基督是萬民之光，在基督內我們是天主子民，

蒙召成為與天主合一以及與全人類合一的記號

和工具。為此，我們在歷史中同行，活出與天

主聖三生命的共融，並促使所有人參與我們共

同的使命，這個願景深深地扎根於教會活生生

的傳統中。共議性的進程只是讓人重新認識這

個願景，使之更臻成熟。這一更新體現在自

2021年以來的旅程中所逐漸出現的共識，並由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一會期（2023 年 10 月）

進行整理，其《綜合報告》將呈現給整個教會，

以幫助完成第二會期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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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19

27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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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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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議精神 共議性的

主教會議 7 

1b

1h  

6. 

70a

                                                      
7 在東方和西方教會的傳統中，「主教會議」（Synod）一詞乃指隨著時

間的推移而採取不同形式的機構和活動，涉及的主題很多元。就其多

樣性而言，所有這些形式的共同點是聚集在一起交談、分辨和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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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o fidelium

communio Ecclesi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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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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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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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共議性的進程以及世界各地區，都要求教

會少一點官僚作風，多一點培養與主的關係的

能力、男女之間的關係、家庭裡的關係、團體

裡的關係，以及在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只有

將多樣性的歸屬編織在一起的關係網，才能維

持個人和團體的關係，提供參考和指出方向，

並向他們展示福音生活的美好。信仰正是在與

基督、與他人、與社群團體的關係中傳遞開來

的。  

共議精神是為服務傳教而存在，不應是組織上

的權宜之計，而是耶穌的門徒們在生活中培養

的、在精誠團結中經營關係的一種方式，能夠

回應不斷臨到他們身上的神聖愛情，並且召叫

他們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為此愛情作見證。因

此，理解如何在傳教使命中成為共議性的教

會，需要經歷一種關係的轉變，每一個人重新

調整其優先事項和行動，特別是那些肩負活絡

關係任務的人，他們在為促進合一的服務中，

要藉著恩賜的交換，使所有人得到解脫和豐碩

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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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議性的教會是一個講求關係的教會，其中的人際

互動構成了以傳教使命為導向的團體生活型態，其

生活在日益複雜的脈絡下展開。這裡提出的方法不

是分離經驗，而是抓住經驗之間的連繫，使我們能

夠從現實中學習，並在天主聖言、聖傳、先知見證

的光照下重新解讀現實，同時也反思過去所犯的錯

誤。 

第二部分勾勒出那確保要照顧關係和發展關係的

過程，特別是與基督的結合，藉由共同面對衝突和

困難的能力，朝傳教使命和團體生活和諧的方向發

展。這部分聚焦在傳教使命中的共議性的教會生

活，其四個截然不同、卻又緊密交織在一起的領域：

培育──特別是聆聽（天主聖言、弟兄姊妹、聖神

的聲音）和分辨──使人投入參與式的、尊重參加

者不同角色的決策制定與執行的發展，在互相的關

係中促進透明度；問責，並再次騰出空間，為能在

傳教使命上作分辨。 

聖體聖事是這動力的泉源和高峰，把聖父透過聖子

在聖神內不求回報的愛置於所有關係的核心，這日

用糧滋養傳教的共議性的教會，也是我們向世界宣

講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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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傳教使命的共議性的生活、組成教會的重要

關係，以及促進教會發展的途徑，都不應忽視「場

所」的具體性和特殊性，即教會是處於特定的背

景脈絡和文化之中。第三部分邀請我們打破對場

所的靜態看法，即根據金字塔式、按層次或等級

進行排序（即堂區、總鐸區、教區或拜占庭禮教

區、教省、主教團或東方聖統組織和普世教會）

的看法。這絕非我們的看法。教會之間的關係網

絡和恩典交換，一直是交織成一個關係網，而不

是直線的形式。它們在合一、團結中聚集在一起，

羅馬主教是這合一永恆而有形可見的原則和基

礎。從這個意義上說，教會的普世大公性從來就

不是抽象的普世主義。此外，在空間概念快速變

化的背景脈絡下，將教會的行動限制在純粹的空

間界限內，將會使其陷入致命的停滯狀態，產生

令人憂慮的牧靈關懷的閑冗，進而使教會無法接

觸到全部人口中最有活力的族群，尤其是年輕

人。相反地，必須從相互依賴的觀點來理解場所，

使教會及其形成的團體之間的關係變得具體，賦

予合一的意涵。羅馬主教和與他共融的世界主教

團有責任為團結合一服務，並務必將這一觀點納

入考量，找到可行且合適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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