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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天主教會的全體司鐸們 

 

 

N. 6190/09/RS                                                                       二 OO九年十一月十日，梵蒂岡  

                   

 

親愛的鐸職內的弟兄們 

 

 我們正在善度的教宗本篤十六世為紀念聖維雅納「在天之誕辰 Dies Natalis」一

百五十周年而賜予我們的司鐸年，令我特別向你們這些在中國的教會的司鐸們講話。 

 

1． 一個希望的邀請一個希望的邀請一個希望的邀請一個希望的邀請。在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 OO 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發表的《致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中，指

出了教會未來道路的一些指導路線。在這其中，我願意強調天主教會團體內部

的和解以及與民事當局的對話——相互尊重的、建設性的、不放棄天主教信仰

原則的對話。就這一點而言，儘管仍存在著種種困難，但從中國各地傳來的消

息也顯示出了希望的跡象。 

 

為了應對你們所處的教會和社會—政治局勢、繼續走和解與對話的道

路，迫切需要你們每個人從司鐸靈修的源泉，即天主之愛和絕對追隨基督中汲

取光明和力量。 

 

我覺得，在教宗信發表僅短短兩年後就作出最終的總結還為時尚早。用

偉大的中國傳教士利瑪竇神父的話說，我想，可以說現在仍然是播種而非收穫

的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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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們中的有些人對教宗給中國教會的信感到驚訝。我向你們保

證，聖座瞭解你們所處的複雜而艱難的境況。開啟司鐸年時，聖父教宗邀請世

界全體司鐸們「懂得接納聖神正於我們的時代在教會內煥發的新春」。這對你

們也一樣，中國人民在第三千年伊始所要面臨的新挑戰要求你們滿懷信心地面

向未來、繼續努力善度完整的基督信仰生活。 

 

 

2．宣講基督宣講基督宣講基督宣講基督。親愛的司鐸弟兄們，你們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國家裏的天主

子民的牧人。就如同置身於茫茫人海中的小羊群，你們的身邊，既有其他宗教

信徒、也有許多對天主和宗教即便不是抵觸也是無動於衷的人。 

 

你們不要認為你們是在孤軍奮戰。事實上，你們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許

多司鐸弟兄們共同分擔著相同的處境。他們「縱然處於困難和被誤解中，他們

卻始終忠於他們作『「基督的朋友』這聖召，這位基督逐個召叫了他們、揀選

了他們和派遣了他們」（《宣佈司鐸年致司鐸信函》）。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觀

點同樣適用於你們：「不幸地，亦有一些我們永遠無法完全表達心中的惋惜悲

歎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教會因為她部份司鐸的不忠使她受苦不已。凡此種

種，不但給世界樹立了惡表，更成為世界拒絕教會的緣由。教會從這些事件中

獲得的最大益處，不是讓她完全清楚地認識她的司鐸的軟弱，而是使她重新喜

樂地意識到天主的恩賜的偉大，這恩賜在那些光芒四射的慷慨牧者，熱愛天主

及人靈的會士，和善於教導及忍耐的神師身上得以實踐」 （《宣佈司鐸年致司

鐸信函》）。對於在中國的你們來說，「我們怎能不記得在近期的艱難年月

裏，一些主教和司鐸們發出的明亮皓光；他們為教會作出了經久不衰的見證，

甚至為教會和基督獻上自已的生命，這為大家豈不是個鼓勵嗎」？（《教宗本

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

的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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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審視周邊的世界時，常常都會感到氣餒。多少人等著填飽肚子！

我們到哪裏去給這麼多人找到麪餅呢？我的能力有限，怎麼能幫助耶穌的事業

呢？聖父教宗在詮釋《若望福音》（6:1-15）時再次讓我們牢記上主的回答：

「恰恰將這僅有的一點兒放在祂那『神聖而可敬』的手中，司鐸們才能成為更

多的人、所有人獲得救恩的工具」（二 OO 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三鐘經前講

話）。你們可以通過許多很實用的方式作出你們的寶貴貢獻：例如，經常走訪

教友家庭和非教友家庭、村子，關注人們的需要；不斷加強教育培養德才兼備

的傳教員；在最大程度上促進愛德服務，特別是為孩子、病人和老人的愛德服

務，從而展示教會無私的愛德；組織專門的聚會活動，讓教友們邀請他們的非

天主教徒親屬和朋友參加，使他們認識瞭解天主教會和基督信仰；向非天主教

徒發送天主教讀物。 

 

 

3．司鐸的德行司鐸的德行司鐸的德行司鐸的德行。在聖維雅納的課堂裏，我們應該學會與我們所領受的職責成為一

體。在基督內，此類一體是完全徹底的：「在耶穌身上，個人和使命是一致

的：耶穌的整個拯救行動，正是祂，這位從永遠便在父跟前，溫柔地服從父的

旨意的『我作為兒子』的表達」（《宣佈司鐸年致司鐸信函》）。從與各自的

職責成為一體，而產生了每一位司鐸所必要的全部德行。 

 

亞爾斯的本堂聖維雅納懂得與所有人對話，因為他是一位祈禱的人：無

論是哪一種水準的對話藝術，他都從與天主的對話中汲取、在堅持不懈和坦誠

的祈禱中汲取。他過著十分嚴格的神貧生活，因為，他認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捐獻給他的聖堂的、給他的窮人、給最困難的家庭的。他的守貞生活也是

一名司鐸的職責所要求的：是那些要經常接觸到聖體的人所應有的守貞生活。

此外，眾所周知，他備受自己不堪當本堂職責和渴望逃逸的想法煎熬：只有服

從和對人靈的摯愛，才使他堅守在了自己的崗位上。對他來說，善度服從生活

的秘訣在於「只作那些可以奉獻給好天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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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聖體聖事聖體聖事聖體聖事聖體聖事。在此司鐸年之際，我希望你們牢記可以找到忠實於你們重要使命的

力量源泉。我願意用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話告誡你們：在教會內，「所有重大的

改革，總與重振信友對主臨於感恩聖事與他們相偕的信德有關係」（《教宗本

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

的信》5，註解 20）。 

 

紀念逾越奧跡的禮儀中啟示了無條件的愛（Agape），即天主的愛——那

戰勝了邪惡的愛；將邪惡變成善、將仇恨變成愛的愛。聖父教宗教導我們，通

過在感恩祭中分享基督的聖體和聖血，天主的力量「以身體的方式臨到我們，

為能在我們內、通過我們而行動」（《天主是愛 Deus Caritas Est》通諭 14）。

在聖體聖事內與基督結合，我們成為使人心產生真正變化的主體（參見《天主

是愛 Deus Caritas Est》通諭 13-14）。正如亞爾斯的本堂聖維雅納說過的，「就

算將一切善工加在一起，也及不上彌撒的祭獻，因為那些善工只是人的工作，

神聖的彌撒卻是天主的工作」。 

 

共融的聖事、教會生活與福傳的源泉和頂峰——聖體聖事，是你們和解

道路的中心。即便是在個別團體中舉行的聖體聖事，永遠都不是這一個團體的

聖祭。真正賴聖體生活的團體是不可能封閉於自我的，幾乎自給自足，而應該

與其他每一個公教團體共融。事實上，每一次舉行聖體聖事都不僅僅是與當地

的主教共同完成的，也是與教宗、與主教團、與全體司鐸和全體天主子民共同

完成的。 

 

致函格林多的基督徒時，聖保祿揭示了他們那在舉行聖體聖事時也表現

出來的分裂，指出這違背了他們在禮儀中所紀念的——上主的晚餐。其結果便

是，宗徒邀請他們反思什麼是真正的聖體聖事，從而重新回歸到兄弟共融的精

神（參見格前 11: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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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導我們，聖體創造共融、並教育人們共融。本篤十

六世重申了這一教導，就中國教會目前情況下領受聖事的方式問題作出了一些

指示（參見《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

教友的信》10）。這些指示都是奠定在「促進共融」和「始終位於一切之上的

愛德」基礎上的：在聖座於二 OO 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發表的《教宗本篤十六世

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綱

要》中也重申了這一點。 

  

 

5．天主聖言天主聖言天主聖言天主聖言。親愛的司鐸們，我希望再次用聖父教宗的話叮囑你們：「在今日的

世界，一如在這位亞爾斯本堂神父所生活的艱難歲月裏，作司鐸的，應該讓人

可以在他們的生活和行動中，看到他們為了福音所作的強而有力的見證。事實

上，教宗保祿六世觀察得好，『當代人更樂於聆聽的，是見證人的話，而不是

導師的話，幾時若他們聆聽導師的話，那是因為那些導師也同時是見證人』。

為了讓我們的人生不致流於空白，和使我們司鐸職務的效能不受到危害，我們

有必要時常重新問我們自己：『天主的話真的滲透我們整個人嗎？這話真的是

我們賴以為生的食糧，而不是一般的食品或世上的其他事物嗎？我們真的認識

這話嗎？我們愛這話嗎？我們的內心真的重視這話，以致這話在我們的生活留

下印記並形成我們的思想嗎？』。就如耶穌為了要那十二人常同祂一起，而召

叫了他們(參看谷 3:14)，之後祂才派遣他們出去傳教。今天也是一樣，今天司

鐸們一樣被召叫融入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中，這生活方式是主耶穌所肇始，

並且是專為宗徒們而制定」（《宣佈司鐸年致司鐸信函》）。 

 

 

6．主教的任務主教的任務主教的任務主教的任務。親愛的司鐸們，在這一點上，請允許我也向你們的主教們講幾句

話，他們領受了完全意義的鐸職。親愛的主教兄弟們，我告訴你們，你們的司

鐸邁向成聖的歷程交給了你們，你們要認真予以牧靈關懷。如果考慮到當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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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社會和文化狀況，就很容易認識到司鐸們迷失在各種大量工作中的危險是

觸之可及的。 

 

日常的經驗表明，因著罪惡的原因，人與人分裂的萌芽在人類中是根深

蒂固的。然而，教會可以用基督奧體合一的動力加以戰勝。梵蒂岡第二屆大公

會議，在牧靈愛德中識別出了使司鐸的生活和行動結合在一起的紐帶。 

 

 

7．促進司鐸聖召的牧靈促進司鐸聖召的牧靈促進司鐸聖召的牧靈促進司鐸聖召的牧靈。正如聖父教宗告誡你們的，「最近五十年來，在中國的

教會從未缺乏豐富的司鐸及度奉獻生活的修會聖召。為此，我們要頌謝天主。

因為，這是生命力的標誌和希望的緣由。（……）今天聖召雖然蓬勃，但也有

不少的困難。因此，教會的負責人要更審慎地作聖召的分辨，對有志於鐸職及

修會生活者，要施以更深一層的教育和培訓。雖然目前資源或不充裕，然而，

為了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將來，一方面，要確保對聖召的特別關注；另一方面，

亦要在修院及修會裏對人性、神修、神哲學、牧靈各方面施以更扎實的培育」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

活者及教友的信》14）。 

 

為此，司鐸年應成為開啟支持修生生活的契機。親愛的主教們，你們應

特別關注修生的教育，到修院去探望他們，展示出高度關心他們在修院中所得

到的精神和學術兩方面的教育。此外，根據各教區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你們慈

父般的關懷還可體現在推動促進司鐸聖召的活動、祈禱日和祈禱聚會；或者開

放場所，使司鐸和教友，特別是青年們，可以在有經驗的和好的司鐸神師的帶

領下共同祈禱。 

 

 

8．進修培育進修培育進修培育進修培育。聖父教宗深知「在中國的教會也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樣，神職人員需

要接受相稱的持續培育。為此，我在這裏向你們身為教會團體負責人的主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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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邀請，請特別照顧年輕的神職人員。因為，在中國目前如此複雜的環境中宣

講福音，他們常會面對牧靈的新挑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提醒我們：司鐸的

持續培育「是天主的恩賜及所領受的聖事性職務的一種內在的要求，在任何時

代都有其必要性，今天尤其迫切需要，不僅是因為司鐸所服務的個人及民族在

社會及文化方面快速的改變，也是因為在第二個千年末，構成教會基本而迫切

任務的『新福傳』的關係」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

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13）。 

 

每位主教，在與鄰近教區的主教兄弟的共融中應重視親自組織和跟進系

列進修培養教育計劃。主教應特別關注那些晉鐸後常常要獨自工作的年輕司鐸

們，他們感到孤單、肩上的責任很重。主教不僅要關心他們的教育，還應讓他

們感到被年長的司鐸們接納和幫助。此外，很重要的還有，主教和司鐸們能夠

常常有機會保持私人之間的相互聯繫、增加共同計劃教區活動的正式的和非正

式的見面機會、分享經驗、互相幫助解決個人和牧靈工作中的困難。 

 

 

9．敬禮聖體敬禮聖體敬禮聖體敬禮聖體。。。。亞爾斯的本堂聖維雅納教導我們，在彌撒以外舉行的敬禮聖體活

動，對每一名司鐸的生活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此類敬禮是與舉行聖體聖事密

切結合在一起的。你們牧人應用個人的見證以及在教區和堂區範圍內每週朝拜

聖體一小時、聖體遊行、朝聖等方式鼓勵敬禮聖體。由此，信眾便會一起聚集

在聖體周圍、感受教會的共融。 

 

為此，我願意請你們牢記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那幾乎是給我們留下的

遺囑中所指出的：「能與耶穌共處、像祂所愛的那位門徒一樣，靠在耶穌懷裏

（參若 13:25），並感受到祂心中對我們無窮的愛，是一件幸福的事。如果對現

代基督徒的首要要求是祈禱，那麼，在臨在於至聖聖體中的基督前，我們怎會

不再度感覺到需要與祂做心靈上的交談、安靜地朝拜祂、衷心地愛祂呢？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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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兄姊妹，你們知道我曾多次經驗到這些，且由其中得到力量、安慰和支援

嗎！」（《活於感恩祭的教會 Ecclesia de Eucharistia》25）。 

 

 

10． 心靈的靈性修和心靈的靈性修和心靈的靈性修和心靈的靈性修和。在天主教會團體內部繼續存在的紛爭和貧乏面前，你

們又能做什麼呢？如果我們與臨在於聖體聖事內的基督結合在一起，那麼，在

我們的心中迴蕩著的世界上的所有貧乏都是為了祈求天主的仁慈的。同樣，我

們也為受造物的一切美好、為人們的善行、為天主賜予人類的無數恩典，而高

唱讚美和感恩的頌歌：讓人心向著更加偉大的愛敞開，這大愛猶如死而復活的

基督的愛。 

 

為此，不要忘記「從一開始門徒的團體不只認識聖神的喜樂，真理和愛

德的恩寵，也經歷過考驗，尤其是就信德的真理所引起的爭端的考驗，結果共

融被撕裂。正如愛的共融一開始就已存在並將一直存在（參閱一若 1:1各節），

不幸地分裂也從起初就已滲入了。因此，我們不該對今日的分裂感到詫異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

活者及教友的信》6）」。 

 

在致格林多人前書中談到有關當地團體內部存在的分裂問題時，聖保祿

曾寫道：「在你們中間原免不了分黨分派的事，好叫那些經得起考驗的人，在

你們中顯出來」（格前 11:19）。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是天主計劃的組成部

分，使一切都為祂的全能——即上智和無限的愛服務。此時此刻，任何人都不

要怕採取具體行動尋求和解、向那「怨你的」（參見瑪 5:23-24）兄弟伸出手

來。為此，就迫切需要重視平信徒、司鐸和修女的人性教育。因為，缺少人性

方面的成熟、自我控制及內心世界的和諧，常常是導致天主教會團體內產生誤

解、缺乏合作及產生衝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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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共融的機構共融的機構共融的機構共融的機構。在「教會共融」這一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件的中心和

基本思想的視角下，我覺得應提醒你們關注教會法律文件中有關支持主教牧靈

任務以及促進教區團體成長的內容：「每位教區主教都應充分利用教區團體內

必不可少的共融與合作的工具：主教公署、司鐸諮議及參議會、牧靈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等。上述工具體現了共融，有助於分擔共同的責任，是牧人的莫大

幫助，使他們可以借此利用司鐸、修會人士及教友之間的友愛合作」（《教宗

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

友的信》10）。 

 

當因司鐸缺乏導致整個教區主教公署無法正常運作時，主教們至少應將

職務分配下去，逐漸任命一位副主教、教區秘書長、總務等，以便在作出司法

和牧靈決定時隨時同一些人商量及合作。 

 

在信的最後，我希望向至聖童貞聖母表達我的祝願、並將我的祝願交託

給至聖童貞聖母，願激勵著亞爾斯的本堂聖維雅納的思想和行動的那種完全獻

身於基督、獻身於教會的理想，能夠永遠指引你們的司鐸生活。 

 

在祈禱內，我與你們結合在一起並希望你們的牧靈工作能夠取得豐碩的

成果。 

 

 

你們在天主內的 

聖座國務卿 

+ 塔爾奇西奧·貝爾托內樞機 

+ Tarcisio Card. Bert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