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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會議大會第二會期 

（2024年 10月 2日至 27日） 

 

第一次全體大會教宗方濟各開幕致詞 

 

2024年 10月 2日星期三保祿六世大廳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自從天主的教會於 2021 年 10 月「召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以來，我們全體已在這段漫

長的旅程中前行了一部分。天主父常召叫祂的子民同行，邀請他們給普世萬民帶來耶穌

基督是我們的和平的喜訊（參閱：弗二 14），並以聖神堅定他們完成使命。 

 

這次大會在聖神的引導下進行，祂「馴服頑強的人，溫暖冷酷的心，引導迷途的人脫離

迷津」（聖神降臨節繼抒詠），大會需要聖神為一個傳教的共議性的教會賜予恩寵，好使

教會得以外展，落地生根於地理和生活環境的邊緣，盡其所能，在我們的長兄──主基

督內，與那裡的每一個人建立聯繫。 

 

一位四世紀的靈修作家以一段文字總結了洗禮時聖神的作為──聖神藉著聖洗聖事賦予

所有人平等的尊嚴（參閱：亞歷山大的麥加利沃斯，《證道》18 章，7~11：《希臘教父》

34，639~642）。麥加利沃斯所描述的經驗幫助我們認識過去三年所發生的一切，以及未

來有待實現的事情。 

 

這位靈修作者的反省，幫助我們理解，聖神是一位可靠的嚮導，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學習

辨明祂的聲音，因為祂透過每一個人以及一切事物說話。共議性的經驗讓我們體驗到這

一點。 

 

聖神始終陪伴著我們，在悲傷和哀痛的時刻安慰我們，特別是正因為我們對人性的愛而

要克服一切逆境：正義不彰、無法以善報惡、難以寬恕、在尋求和平的時候缺乏勇氣。

在這些時刻，似乎事事無以為繼，絕望籠罩了我們。一如希望是最謙遜的、但也是最強

而有力的美德，絕望則是最糟糕的。 

 

聖神拭去我們的淚痕、安慰我們，因爲祂傳達天主的希望。天主永不疲倦，因為祂的愛

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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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深入我們內心的某個角落，那裡往往就像一座法庭，我們請被告入座證人席，然後

審判他，通常被判決有罪。麥加利沃斯在他的講道中告訴我們，聖神在那些接受祂的人

身上點燃火焰，一團「充滿喜樂與愛的火焰，以致於如若可能，所有人——不論善惡——

都願意將這火焰納入心中。」這是因為天主接納每一個人，從未改變；我們不可忘記：

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並且永遠如此；天主為他們提供生命中所有新的可

能和機會，直到生命的末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寬恕每一個人，並意識到願意寬恕

來自於曾被寬恕的經驗。只有不曾被寬恕的人無法寬恕別人。 

 

昨天在懺悔守夜禮時，我們有過那樣的經驗。我們懇求寬恕，並承認自己是罪人。我們

放下驕傲，不再自以為比別人優越。我們變得更謙遜了嗎？ 

 

「謙遜」也是聖神的恩賜：我們應該祈求這個恩寵。一如這個用詞的詞源（humus）所

示，「謙遜」讓我們腳踏實地，回歸根本，並提醒我們，若沒有造物主的噓氣，我們仍只

是一堆沒有生命的泥土。「謙遜」讓我們眼觀世界，承認我們並不比其他人更好。正如聖

保祿所說：「不可自作聰明」（羅十二 16）。人沒有愛就謙遜不了。基督徒應該像但丁•阿

利吉耶里在一首十四行詩中所描述的那些婦女一樣，為失去朋友比阿特麗切（Beatrice）

的父親而悲傷：「你表情哀慟，眼目低垂，流露出傷悲」（《新生》（La Vita Nuova）12，

9）。這是有精誠團結和同理心的謙遜，是那些對待每一個人都如同弟兄姊妹般的謙遜；

他們承受痛苦並在自己的創傷和苦難中體認我們的主的創傷和苦難。 

 

我鼓勵你們在祈禱中默想這篇精妙的靈修文章，並體認到──正如里昂的聖依勒內教導

我們的（參閱：《反異端論》4 章，20，1）──如果沒有聖神和祂給我們所準備的驚

喜，不被造物萬物天主的手、聖子耶穌基督和聖神塑造，該當不斷改革（ semper 

reformanda）的教會就無法繼續她的旅程和更新。 

 

自從天王在起初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男人和女人；自從天主與亞巴郎立約，使他成為萬

民的祝福，以及召叫梅瑟率領百姓穿越曠野，將他們從奴隸中拯救出來；自童貞瑪利亞

全然領受聖言，使她成為道成肉身的天主聖子的母親，以及成為她聖子的男女門徒的母

親；自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在五旬節這天傾注祂的聖神以來，我們便一直

以那「蒙受憐憫」的人身分，朝著天父愛的滿全與終極實現邁進。切記：我們是「蒙受

憐憫」的人。 

 

我們深知那段旅程有多麼美好和令人疲憊。我們以全力以赴，成為一個子民，即使在我

們這個時代，仍然是與天主親密結合、與全人類合一的記號和工具（參閱：《教會》教義

憲章，1）。凡聖寵以無形方式工作於其心內的所有善意人士，我們與他們同行，也為與

他們一起同行努力（參閱：《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2）。我們堅信教會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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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本質，小心維護那些賦予我們、交託給我們負責並有賴我們創意的各種關

係，使之成為天主無條件施予慈悲的記號。一個基督徒，若未曾接受天主白白賜予的恩

寵與憐憫，就只是一個披著基督徒外衣的無神論者。天主的慈悲卻使我們值得相信，並

要我們負起責任。 

 

弟兄姊妹們，讓我們一起踏上這段旅程，銘記在心，我們蒙召是要反映我們的太陽的光

輝——基督之光，就像一輪皎潔的明月，深知自己並不發光，而是為那光，忠實而喜樂

地承擔起為世界成為聖事的使命。 

 

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會議大會現已進入第二會期，以嶄新的方式體現天主子

民的同行之旅。 

 

教宗聖保祿六世於 1965 年設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時所得到的靈感，已足證其成果豐

碩。在這六十年間，我們領略到並認識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是一個多元、交響的主旋律，

能夠支持天主教會的旅程和使命，有效協助羅馬主教，為所有教會和整個教會的共融提

供服務。 

 

教宗聖保祿六世十分清楚到，「這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像所有的人類機構一

樣，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改進」（《宗座關懷》）。《主教共融》宗座憲章旨在以各種

（常務的、非常務的和特殊的）共議性的大會的經驗為基礎，並明確地將共議性的大會

呈現為一個過程，而不僅僅是一個事件。 

 

共議性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教會更加認識自己，並辨識出最合適

的牧靈行動模式，有助於天主所賦予她的使命。學習過程也涉及牧者，特別是主教及其

行使職務的方式。 

 

當我決定也召集相當人數的平信徒和男女度獻身生活者、執事和司鐸，作為第十六屆大

會的正式成員，藉以推進前幾屆大會的做法，我便如實地按照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對

主教職務的理解：主教是每個地區教會的合一及可見的原則與基礎，唯有在天主子民之

內、與天主子民一起，才能履行他的服務職責——帶領、身在其中、並跟隨那群託付給

他的天主子民。為體現並辨識對主教職務這種包容性的理解，需要避免兩種危險：首

先，是一種抽象的觀點，忽視了地點和關係的豐富具體性以及每個人的價值；其次，是

使聖統制和信友之間相互對立，因而破壞了共融。問題當然不是「用一方去取代另一

方」，好像被「現在輪到我們了！」之類的呼聲所催促：「現在換我們平信徒做主了！」

「現在該我們司鐸上場了！」不，這是不對的。恰恰相反，我們要做的是，根據主教所

承認和推廣的不同職務和神恩，以交響樂的方式和諧運作，將我們所有人給為一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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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慈悲服務。 

 

與每一個人——每一個人與每個人——同行，是一個過程，教會在其中順從聖神的行

動，並敏銳地捕捉時代的記號（參閱：《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4），不斷更新自

己並使教會聖事的本質日臻完善，為能成為其蒙召使命的可靠見證，最終使所有民族合

而為一，成為一個民族，那時天主要親自為我們擺設盛宴，邀請我們與祂同席。（參閱：

依廿五 6~10 )  

 

因此，這第十六屆大會的組成不僅僅是一個偶然的事實，同時表達了一種行使主教職務的方

式，符合教會生活的聖傳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教導：主教或任何其他基督徒永遠不應

「旁若無人」。正如沒有人能單獨得救一樣，救恩的宣講需要所有人的參與，並要求傾聽每

一個人。 

 

非主教成員參與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並不削弱大會的「主教」幅度，更不會限制或減損

個別主教或主教團的權威（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某些流言蜚語四處散播，引起了一

些紛擾）。相反地，這樣的安排顯示了主教的權柄在一個自覺、具關係性、因而是共議性

的教會中應有的行使形式。與基督的關係，以及與基督內其他人的關係──那些已在基

督內的人，以及那些尚未在基督內，但天父等待著的人──時時刻刻使整個教會的本質

日臻完善，塑造整個教會的面貌。 

 

需要在適當的時候辨認出主教（在地區教會、在教會團體、在整個教會）履行職務時，

不同的「集體性」和「共議性」的形式，始終尊重信仰的寶庫和生活的聖傳，並回應聖

神在此時此地對各地教會的邀請與要求。我們不可忘記，聖神就是和諧。讓我們回想五

旬節的早晨：那時充滿了恐懼與混亂，但聖神在混亂中帶來了和諧。讓我們記得，祂確

實是和諧。這不是一種複雜的、屬於理智的和諧；而是一切，一種存在的和諧。 

 

是聖神，使教會永遠忠於主耶穌基督的命令，並留意祂的聖言。聖神把門徒引入一切真

理（參閱：若十六 13）。也是聖神，引導我們，在祂內齊聚在這次大會裡，歷經 3 年的

旅程之後，回應「如何成為傳教使命的共議性的教會」這個問題。我再加上「慈悲的」

一詞，「慈悲的教會」。 

 

我滿懷希望和感激的心情，深知這項艱鉅的任務已交付給你們（也交付給我們），我希望

所有人都願意敞開心扉，接納聖神的行動，因為祂是我們值得信賴的導師、我們的慰

藉。謝謝大家。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