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梵蒂冈，2022 年 3 月 19 日 

 

Prot. n. 220083 

 

亲爱的司铎弟兄们：  

 

大家好！我们是你们的两位弟兄，我们也是司铎。可以让我们占用你们的一些时间吗？

我们想跟你们聊一下，那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题。  

 

「天主的教会以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形式召集起来。」2021~2023 年世界主教代表

会议的《准备文件》是以这句话开始的。全体天主子民受邀用两年时间省思这次的会

议主题：「以共融、参与及使命来体现共议性的教会」。这样新颖的事件不仅令人兴奋，

也让人感到困惑。  

 

然而，「在第一个千年，『一路同行』──即实践共议精神──曾是教会行动的常规。」

梵二大公会议是如此地强调教会生活的这个面向，重要到连金口圣若望都曾肯定说：

「教会跟同道偕行，是同义词。」（《圣咏 149 阐释》）  

 

今天的世界急需要兄弟情谊，这早已广为人知。其实这个世界渴望与耶稣相遇，而自

己却不知道。但我们该如何让这相遇发生呢？我们必须跟全体天主子民一起聆听圣神，

好让我们的信仰得以更新，并找到崭新的方式和语言来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分

享福音。教宗方济各向我们提出的这个共议历程，其目标十分地明确：一起动身，彼

此互相聆听，分享构想与计划，展现出教会的真实面貌：一个友善招待人的「家园」，

大门敞开着，不但上主住在里面，又因为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而朝气蓬勃。  

 

为了不要陷入教宗方济各所点出的风险之中——即形式主义：使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沦

为一个空洞的口号；知性主义：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变成对难题的一场神学性探讨；

墨守成规：我们只停滞在自己的习惯所带来的安稳上，最好什么也不要改变——我们

要敞开心怀，聆听圣神给各个教会的建议，这是极为重要的。（参阅：默二 7）  

 

当然，在面对这个历程的时候，总是会有些担忧使我们感到困扰。  

 

首先，我们清楚知道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神父们已经肩负着十分沉重的牧灵工作。

而现在看起来，好像又多了一件「要做」的事。其实，我们并非邀请你们增加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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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而是想鼓励你们以默观的眼光，也就是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第 71 号）

当中向我们说的那种眼光，来注视你们的团体，从而在团体中去发现许多萌芽已久的
参与和分享的例子。事实上，目前共议历程的教区阶段，其目的在于：「收集丰富的

共议性的经验」（《准备文件》，31）。我们相信一定有许多其它不同的经验，也许是一

些非正式或自发性的经验，是无法一下子就一目了然的。只要我们用心地彼此聆听、互

相学习、欣赏他人的恩赐、互助合作，并一起作决定，这就已经是行动中的共议精神

了。这一切都应当得到重视与赞赏，如此才能使共议性的风格获得大幅的进展：「即

天主子民特有的生活和运作模式（modus vivendi et operandi）。」（《准备文件》，10）  

 

但我们也许会有其它的担忧：若是如此强调已领洗者的普通司祭职，以及天主子民的

信仰的超性意识（sensus fidei），那我们作为领导者的角色呢？作为领受圣秩圣事的圣

职人员，我们的特殊身分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不但使我们逐渐地发觉到

所有领洗者基本上的平等，这些问题也激励每位信友积极地参与教会的旅途与使命。

因此，我们会因寻找到能够共同分担福传责任的弟兄姊妹们而满心喜悦。但是在这天

主子民的经验当中，服务、圣化并鼓舞天主子民，这些圣职人员的特殊神恩，不但

能够，也应该以崭新的方式彰显出来。  

 

有鉴于此，我们想请求你们为现在的共议历程在三个层面上作出贡献：  

 

- 尽一切所能，使得整个历程的基础，建基于聆听天主圣言及活出天主圣言。因此

教宗方济各最近劝告我们：「让我们对圣经充满热情，让圣言扎根在我们心中。圣言

不但使天主的新颖得以彰显，也引导我们毫不懈怠地去爱人。」（2022 年 1 月 23 日，

教宗方济各天主圣言主日讲道）  

 

若是没有这种建基于天主圣言的生活，我们就会有在黑暗中行走的风险，我们

的探讨也可能会走向意识型态。反之，当我们将实践圣言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

就是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盘石上（参阅：玛七 24~27），而且我们也将会和厄玛乌

的门徒一样，经历到复活主的荣光与引导。  

 

- 我们要努力，为确保整个历程能凸显出彼此聆听和互相接纳。即使具体的结论还没

有出来，但具有深度的对话和真实的相遇，这都已弥足珍贵。事实上，在我们的团

体中，有许多的举动与潜力，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的，都常常碰到个人主义和自我

指涉这种风险。主耶稣用新的命令来提醒我们：「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

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十三 35）。身为牧者，我们能做很多的事，为使

爱治愈人际关系，以及医治那些时常影响教会性组织的创伤，能使我们重拾我们是

唯一的大家庭这种喜乐——在旅途中的唯一子民、同一个天父的儿女们，因此我们

彼此也就是弟兄姊妹，而这一切都应该从我们司铎彼此间的兄弟情谊开始。  

 

- 要致力使整个历程不会把我们带向自我反省，而是激励我们去跟所有的人相遇。

在《福音的喜乐》中，教宗方济各将教会的梦想交托给我们：一个不会害怕亲力亲

为，自我投身于人性创伤中的教会，一个走向穷人与边缘人，聆听并服务他们的教

会。顺从圣言的指引、怀着慈善的热忱，走向我们的弟兄姊妹。这股「外展」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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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现天父原初的伟大计划：「愿众人都合而为一」（若十七 21）。在最新的《众位

弟兄》通谕中，教宗方济各邀请我们偕同其它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它宗教的信众，

以及所有心地善良的人们，一起投入这样的合一之中：拥抱众人和万物的普世性兄

弟情谊及毫无排斥的大爱。我们身为天主子民的仆人，因而有独特的角色，要确保在

指南中的这一切不会含糊而笼统，而是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  

 

亲爱的司铎弟兄们，从这些优先的抉择中，我们相信你们能够依照本地的需要与可能

性，找到不同的方式落实特定的倡议，因为共议精神正是天主对教会在第三个千年的

召叫。往这个方向前行的路上，无法免于难题、疲惫与挫折，但我们可以确信，不论

是在兄弟情谊或是福传生活的果实上，我们都会获得百倍的赏报。我们只要回顾耶路

撒冷的第一次宗徒会议（宗十五）。有谁能知道在这些幕后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呢？但是

我们都知道，那一刻对于初期教会，是何等的具有决定性。  

 

我们就以《准备文件》中的两段文字，来作为我们这封信的结尾，它们几乎就像一本

「手册」一样，可以启发并陪伴我们。  

 

「教会是否有能力构思一个未来的教会和机制，能符合她所领受的使命，主要视
乎它能否有决心主动地展开每个人都能参与和给予贡献的聆听、交谈和团体分
辨等的种种过程。」（《准备文件》，9）  

 

「我们不要忘记，这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目的，即这次咨询会议的目的，并不
在于出产文件，而是为了织梦，引发先知之见和远景，使人们的希望得以发芽滋
长，激发信任，包扎伤口，建立关系网络，唤醒希望的曙光，互相学习，并唤起
一份机智，以启发思考、温暖人心，助我们一臂之力。」（《准备文件》，32）  

 

感谢你们的关注，我们一定会为你们祈祷，并祝你们和你们的团体都能有一趟喜乐而

丰盛的共议历程。请相信我们与你们亲近，并与你们一路同行！请接受教宗方济各通

过我们所传达的谢意，他也感觉自己跟你们十分地亲近。  

 

我们将你们每一位都托付给童贞玛利亚——正途之母，并在主耶稣内衷心地向你们致

敬。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圣职部部长 

总秘书长                      韩国大田教区荣休主教 

格雷奇（Mario Grech）枢机                    ✠俞兴植（拉匝禄）总主教  

 

 

（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