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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語言表達的訊息 

 

有關《工作文件》（簡稱：《文件》） 

 雖然不是一份綜合報告，這份《工作文件》是結合從 2021 年起，在聆聽全體天主子

民階段所得的所有資料，以及大洲階段的《最終文件》而成。因此，它的出版，有

兩個意義。首先，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以共融、參與以使命來體現一個共議性的教

會」第一階段的結束；以及第二階段的──那慶祝性的──分為兩個會期的第十六

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大會第一期的揭幕。 

 《文件》可以被視為第一階段的終點；然而，第一階段的終點並不表示聆聽及辨明

天主子民過程已有結論。 

 《文件》不是一份教會學的手冊。在準備〈大洲階段工作文件〉裡所寫的，可以在

此引用：「這並非是教會訓導的一份文件，也不是一份社會學的調查報告、也不是

要提供一些運作公式的指南或目標、或是從神學的角度來完整地闡述。」應該說，

《文件》是一種經驗的果實：同一信仰內弟兄姊妹之間的誠心及親切相遇，是一種

喜樂的經驗。另一方面，如同教宗方濟各提醒說：「共議精神」這議題並非教會學

的其中一個課題，更不是一個流行語，一個口號，或一個濫用於我們聚會的新名

詞。絕不是這樣！「共議精神」顯示出教會的本質，她的形式，她的作風和她的使

命。」（〈教宗方濟各向羅馬教區信友致詞〉，2021 年 9 月 18 日） 

 《文件》並未提出建議性的答案，也不能解讀為 10 月份全體代表會議所要產生的最

終文件的初稿，以便在會議中修訂。事實上，共議性的歷程目的「不是要製作各式

文件，而是為實現教會的使命和開展充滿希望的視野。」（〈大洲階段工作文

件〉，6） 

 《文件》是辨明的工具。此《文件》被視為預備成為在 10 月份主教代表大會中實用

及服務的工具。因此，它闡明經由聆聽全體天主子民一連串的問題之後所列出的優

先項目，提供大會反省及辨明，旨在認辨出的一些具體步驟，為能學習如何深化當

今教會的共議性的方法和風格。 

 《文件》的參考重點是來自地方教會──神學與領了洗的人具體經驗同行的地方。

在《文件》中所列出的問題，豐富地表達了地方教會的實際狀況。這些問題來自信

友實際的參與，有名有姓，有具體的面容。他們見證了天主子民的信仰經驗，也印

證了這文件代表的非凡意涵。 

 

《工作文件》見證了什麼？ 

 具有生命力的教會經驗：在信仰內弟兄姊妹之間真誠與親切的相遇經驗是喜樂的泉

源。這使我們親手碰觸到普世及大公的教會，在各個年齡層、性別及不同社會處境

中體現教會的不同聖召，以及在不同語言、文化、禮儀舉行方式及神學傳統裡，所

蘊含的神恩的多元性及非凡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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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經驗察覺到教會日漸成共議性的教會，這認知代表我們的身分及召叫：一起同

行，實踐同道偕行是成為耶穌真正的門徒及同伴。耶穌親自說：「我是道路」（若

十四 6）。「經驗到這是主的恩寵，也願繼續同行」，在今日這也成為我們深切的渴

望。 

 若不從共融的角度去看，人們便無法理解共議性的教會的傳教使命，即在人生的每

一個範圍和領域裡宣布及體現福音。教會的共融及使命首先藉著參與聖體聖事而獲

得滋養，也透過機構、組織以及過程，在共同洗禮的尊嚴，在使命內，共同擔負起

責任，不僅重新得到肯定，也得以鍛鍊及實踐。 

 在我們這個世代，開放及不安於現狀的教會，極為重要。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如

果一個基督徒沒有感覺到這種心緒不寧，如果他沒有把它活出來，一定少了什麼東

西。心緒不寧，是從個人的信仰而來的，它令我們衡量做什麼更好，什麼該保持，

什麼該改變。歷史告訴我們，原地不動對教會並不好（《福音的喜樂》，23）。這

移動是順從聖神的結果，祂才是這故事的編導，當中各人都是心緒不寧的主角，總

不停頓下來。千萬別原地不動！（參閱：〈教宗方濟各向羅馬教區信友致詞〉，

2021 年 9 月 18 日） 

 大公合一之旅的重要性：這是個具有創造性及更新普世大公合一主義，並且要激發

大公合一性的對話。教宗方濟各提及在他與東方亞述教會阿瓦三世（Mar Awa III）

宗主教致詞談話時說到：「天主教會正在走的，同道偕行的途徑，必須要是合一

的，合一的途徑就是同道偕行。」 

 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教會有其不同的特殊情況及經驗：太多導致世界沾滿鮮血的戰

爭實況，要求我們要努力重建正義與和平；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也意味著有必要

優先照料我們的共同家園；對剝削、不平等和丟棄文化的經濟體系作出抗議；以及

抵制壓制少數群體的殖民主義和同質化壓力；迫害及折磨移民的情況逐漸使種種的

團體消失瓦解，危害著那些已在偷生苟活的人民；地方教會也提到他們所關心的，

就是如何裝備自己以應對迫切的社會情況，從現時全球普遍的文化多元性，到那些

代表他們居住國家中分散的少數民族的教會團體經驗，以及我們必須正視和因應

的、越來越激進，甚至極度世俗化的經驗，這種世俗化心態似乎認為宗教經驗無關

重要，但人類仍然對福音有所渴求。很多地方教會深受各種的欺凌侮辱的形式——

包括性侵害，以及權力、良知和財富的濫用——所造成的危機影響，這些都是敞開

未癒合的傷口，教會除了對受害者和倖存者所造成的痛苦悔改外，還須承諾作出轉

變和改革，以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共議性的方法論極為重要，為了能落實教會同道偕行（共議精神）的風格與動力──

將重心藉著靈修交談放在聆聽上，尤其是為訓練對那些有能力陪伴團體的協調人去

幫助其他人具有創造力地活出同道偕行（共議精神）的動力與張力。 

 面對及處理緊張局面的能力，為的是擁抱分歧及走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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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會內的多項整合，包含各個神恩與職責，超越劃一的一致性、零碎化、兩極分

化的問題：「共議精神的活力，是一個將這些連貫各個神恩與職責，並強化它們，

但而不使它們變成劃一性的一致。」 

 一個有能力擁抱脆弱及不完美的教會。 

 重要的是，從現在看得更遠，到末世的幅度。 

 禮儀更新的需要，要能夠兼容並蓄－能激勵年輕人，也能保留禮儀的本質及象徵。

禮儀是教會的核心生活，首要及最重要的是，聖體聖事是基督徒生命的泉源及高

峰。 

 需要能夠處理真理及慈悲之間的張力──等待被教會接納，同時又真正地、忠誠地

接受教會教導兩者之間的張力。 

 

關於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常務會議大會 

 大會的目標將會是在教會日常生活中重新啟動和體現共議性的進程，同時認辨出聖

神邀請我們在哪些路線上更堅定地前行。這是教會同行的動力，一直忠於主耶穌託

付給我們的使命，也是在下一個會期要祈求的果實。共議性的進程確實「不是要製

作各式文件，而是為實現教會的使命和開展充滿希望的視野。」（《大洲階段工作

文件〉，6） 

 2023 年 10 月的大會中也要深切聆聽教會在生活中執行它的使命的情況。 

 

同道偕行（共議精神）的概述 

 同道偕行是學習的過程。 

 同道偕行考慮到我們的處境，每個人的出發點都不同。 

 同道偕行是漸進式的過程，是一步一步的轉變。 

 同道偕行是在行動中學習。 

 同道偕行是一條具有創造力及開放式的途徑。 

 同道偕行是一種以聖神為核心的靈性經驗。 

 同道偕行是一門藝術，知道如何評估、接納以及呈現所有上主賜予教會的神恩與禮

物。 

 這次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是一個賦予所有領了洗的人傳教使命權柄的過程。 

 這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是一個經由聆聽而認出彼此的過程。 

 這次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是接續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一種方式。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長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