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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職部法令

有關彌撒意向的紀律

「按教會准行的習尚，任何舉行彌撒或共祭的司鐸，得接受獻
儀，乃依其定的意向獻彌撒」（《天主教法典》945§1：Secundum 
probatum Ecclesiae morem, sacerdoti cuilibet Missam celebranti 
aut concelebranti licei stipem oblatam recipere, ut iuxta certam 
intentionem Missam applicet）。

「聖體聖事，儘管它是聖事生活的圓滿，但不是完美者的獎品，
而是弱者的特效藥和營養品。這些信念意味著牧靈上的後續工
作，我們奉召來考慮此事，但必須膽大心細。多次我們行事就
像恩寵的仲裁者，而不是催化者。但教會不是關防，而是天父
的家，那裡總有容人之處，不管他們身上帶著什麼包袱。」 1

信友們既意識到這種恩寵，樂意加入自己的犧牲，藉此奉獻使
自己更密切地與感恩聖祭結合起來，同時支援教會的需要，特
別是為維持教會聖職人員的生活費。

透過這種方式，信友們與奉獻自我的基督更加親密地結合在一
起，而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更深入地沉浸在與基督的共融中。
這種做法不僅獲教會批准，亦為教會所推崇。2 

聖保祿宗徒寫道，凡是服務祭台的，也有權賴祭台而生活（參閱：
格前9:13-14；弟前5:18；路10:7）。從初世紀收集的教令，我們得悉，
1. 教�方濟各，《福音的喜�》��，47�，2013年11月24日，見《�座�報》105 

(2013)， 1039-1040。
2. 參�：教���六世，《固�傳�》手�，1974年6月13日，見《�座�報》66 

(1974)， 308；�座��部，《彌��儀》法�（Mos iugiter），1991年2月22日，
見《�座�報》83 (1991)， 443。

在舉行感恩祭時，信友有自願奉獻禮品的做法。根據預先制定的
分配準則，其中一部分奉獻是給窮人的，另一部分是供主教的膳食
（mensa episcopalis）和主教接待他人之用，還有一部分是用於敬
禮，一部分是給主禮或輔禮的聖職人員。3  

因此，凡作奉獻者，便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參與感恩聖祭。在感恩祭
中奉獻的禮品，以及其後在感恩祭之外所奉獻的，都被視為對恩人
的一種酬謝、對司鐸履職時（occasione servitii）的一種報酬、一種
施捨，但從來不視之為對神聖事物的「售價」，否則便會構成買賣
聖物的行為。

當時，彌撒的舉行已經是應信友的請求而為特定的意向來奉
獻，即使沒有餽贈亦然。後來，為舉行彌撒而作施捨，給司鐸
或教會一些饋贈的習尚便發展起來。正是這種做法，構成了
彌撒獻儀的先例。從第十世紀末開始，為特定意向而要求舉行
彌撒時，會奉上紀念性禮品。在同一時期，出現了彌撒基金，
即：為預定意向舉行彌撒的義務。因此，在彌撒之際作慷慨奉
獻的習尚便誕生了，這種習俗不僅獲教會批准，而且也被教會
推薦和鼓勵。

俗世習慣和教會紀律都一貫堅持，司鐸必須按照每個指定的獻儀，
舉行一台彌撒。此外，按照體現在「信仰意識」中（sensus fidelium）
的天主教教義，按照天主施予恩寵的計劃，司鐸為特定個人士和意
3. 參����，《�徒訓誨�》（Constitut iones Apostolorum，約�元380
年）II.28,5: «Si autem (diaconus) etlectorest, accipiat et ipse una cum 
presbyteris»; VIII.31,2-3: «Eulogias, quae in mysticis oblationibus supersunt, 
diaconi ex voluntate episcopi aut presbyterorum distribuant clero...», in 
F.X.Funk,Didascalia et Constitutiones Apostolorum(Paderborn,1905; ristampa 
anastatica 1964),vol.1, pp. 108-109 e 532-533;CanonesApostolorum(5e eeuw) 
41, in C.Kirch,Enchiridionfontium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antiquae(Barcelona, 
1965[9]), n.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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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舉行的彌撒，不僅為這些人士和意向帶來靈性效益，而且，從
同一角度來看，重複地為相同的人士和意向奉獻彌撒，會同樣地為
這些人士和目的有價值。

按照上述意義，就履行獻儀的義務而言，如所接受的是多個奉獻，
不得僅舉行一台彌撒來滿足多個意向，這是一再被禁止的。

正如教會文件中多次清晰地指出，這種做法，就像接受了獻儀而沒
有舉行彌撒，被視為違反公義。 4  

同樣不合法的就是，在彌撒中的聖道禮儀，僅以「祈禱意向」，或僅
以在感恩祭的某些時刻提及該意向，來代替按承諾接該意向奉獻
彌撒。

教會在這事項上的相關紀律，即使撇開純粹的神學論點不談，
顯然是基於兩方面的考慮：對奉獻者的公義，即履行對其所作
的承諾；此外，即使外表上被視為以神聖事物作為「交易」，
也有義務加以避免。（參閱：《天主教法典》947；945§2）

然而，最近出現了一些情況和請求，建議需調整該紀律中的一
些細節，作為普遍法中的例外情況，而這樣卻是為了確保一切
必要的元素。

可列入這些情況的，包括缺乏足夠的聖職人員來滿足獻彌撒的要
求，同時，也有避免「辜負奉獻者的虔誠意向，阻礙他們實現善意」  
5的義務；眼見所謂「綜合意向」彌撒的做法，「如果過分流傳，……
就應視為陋習，免致會逐漸令信友停止為個別意向獻彌撒而給予

4. 參�：��，S.Uffizio, Decreto, 24 settembre 1665, n. 10, in DH 2030；�座
�赦院，《Suprema Ecclesiae bona》訓�，1984年7月15日,in Enchiridion 
Vaticanum S1, nr. 901-912；�座��部《彌��儀》法�，1§1�

5. �座��部，《彌��儀》法�，5§1。

獻儀的習慣，促使他們喪失一個對個人靈性上和對整個教會都有
益的古老習慣。」6 這些只是革新的部分理由。

正是在這背景下，1991年2月22日，當時的宗座聖職部頒布了《彌撒
獻儀》（Mos iugiter）法令。7 

該法令重申了該紀律已被收錄在《天主教法典》中的教義基礎和紀
律的基本準則，規定在某些條件下，並且只有在這些情況下，一位
司鐸才可為他接受過獻儀的多個個別的意向，只舉行一台彌撒。

所列出的條件，一方面是為了確保證公義，即遵守對奉獻者的承
諾；另一方面，是為排除以神聖事物作為「交易」的危險，甚至僅是
表象亦然。

正是為了排除這種危險，才允許對紀律進行類似的改動。具體來
說，從這個角度來看，該法令最重要的，就是規定只有在奉獻獻儀
者適時地獲悉，並表示自己同意（明確地同意）的情況下，才能收集
多個獻儀而只舉行一台彌撒，並且這類彌撒不得每日舉行，以保持
這做法的例外性質，避免其成為普遍的做法。

《彌撒獻儀》法令生效以來已超過34年。根據自那時以來所積累
的經驗，回應世界各地主教，也有聖職人員、平信徒、獻身生活會
士和團體的意見、查詢和懇求，本部會在深入考慮了問題的各方面，
並與其他相關部會―無論是按事務的性質，或按其他原因（sive 
ratione materiae sive alia ratione）―進行了廣泛的磋商後，最終裁
定，現在需要以新的準則來規範這個問題，並作出相應的調整。

6. 同上，2§3。
7. 參�：同上，見《�座�報》83 (1991)，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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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修訂法律的時機，同時為更加明顯地杜絕在各地出現的這
類流弊，本部會決定就此頒布如下規定，以補充在相關問題上的現
行紀律：

第一條

第1款：在《天主教法典》945保持不變的同時，若教省會議或教省
主教會議經一些條件，如考慮相對彌撒意向的請求而言，司鐸人數
不足，或社會及教會背景等條件，可在其轄內，藉法令規定，司鐸可
接受不同奉獻者的多個獻儀，將它們與其他獻儀結合起來，並按單
獨一個「綜合」意向，只舉行一台彌撒來滿全義務，惟奉獻者必須
事前獲悉，且已對此已自願地表示同意。

第2款：奉獻者的這種意願絕不得推定；相反，在沒有明確同意
的情況下，總是假定沒有給予同意。

第3款：在第1款所涉及的情況下，主祭者只可合法地為自己保留其
中一個意向的獻儀。（參閱：《天主教法典》950-952）

第4款：每個基督徒團體應認真提供每天為單一意向舉行彌撒的
機會，而教省會議或教省主教會議得為此指定獻儀。（參閱：《天主
教法典》952）

第二條

在遵守《天主教法典》905的同時，司鐸得合法地在同一天多次舉
行感恩祭，若有需要而為信友的真正益處有必要時，司鐸亦可舉行
多台彌撒，甚至根據「綜合」意向舉行彌撒，惟每日僅可合法地保留
按特定意向而收取的其中一個獻儀的規定，保持不變。（參閱：《天
主教法典》950-952）

第三條

第1款：尤須注意《天主教法典》848的規定，即除了主管當局所規
定的獻儀外，司鐸不得為施行聖事要求任何酬勞，且總要避免最
需要的人因貧困而被剝奪聖事的援助。此外，亦得遵守《天主教法
典》945§2的強烈建議，換言之，「即使沒有收到任何獻儀，仍應按
信徒的意向，尤其是窮苦人的意向獻彌撒。」

第2款：對於獻儀的分配，應遵守《天主教法典》951之規定，以「參
照相同者」的原則為之（congrua congruis referendo）。

第3款：教區主教可按個別教會及其聖職人員的特殊情況，考慮依
照特別法，將此類獻儀分配給本教區或其他教區內有需要的堂區，
特別是在傳教區國家內的教區。

第四條

第1款：教長有責任將這些規則的內容和含義傳授給其聖職人員
和信眾，並監督其正確的執行，負責在適當的登記冊中仔細記錄需
要舉行彌撒的數目、意向、獻儀和已舉行的彌撒，以及每年親自或
透過他人查閱這些登記冊。（參閱：《天主教法典》958）

第2款：特別是，無論是教長，還是其他牧者，應確保每個人都清晰
明瞭為特定意向（即使是「綜合」意向）舉行彌撒，與在舉行聖道禮
儀過程中或僅在舉行感恩祭的某些時刻提及該意向之間的區別。

第3款：每個人都應特別清楚，在上述最後兩種情況下索取或甚
至只是接受獻儀，均為嚴重非法之舉；幾時這種做法不恰當地
擴大，主管教長不得排除訴諸紀律和/或制裁措施來消除這種可
悲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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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2 0 2 5 年復活節文告

基督復活了，阿肋路亞！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復活節快樂！

今天，「阿肋路亞」終於在教會中再次響起，口口相傳，心心相繫地
迴響著，「阿肋路亞」的歌聲讓全世界的天主子民喜極而泣。

從耶路撒冷的空墳墓中傳來了前所未有的宣告：被釘在十字架
上的耶穌，「祂不在這裡了，祂已復活了」（路廿四6）。祂不在墳墓
裡，衪是活著的！ 

愛戰勝了仇恨。光明戰勝了黑暗。真理戰勝了謊言。寬恕戰勝
了報復。邪惡並沒有從我們的歷史中消失，它將一直存在，直
到最後，但它不再具有統治力，不再對那些迎接今天恩寵的人
有控制能力。

姊妹和弟兄們，特別是你們這些受苦和在煎熬中的人，你們無
聲的呼喊已經被聽到，你們的眼淚全被收集，沒有浪費一滴！
在耶穌的受難和死亡中，天主承擔了世間一切邪惡，並以祂無
限的仁慈戰勝了邪惡：祂根除了魔鬼的驕傲，魔鬼的驕傲毒害
人類心靈，並到處散播暴力和腐敗。天主的羔羊勝利了！為此，
今天我們高聲歡呼：「基督──我的期望──已經復活！」（復活主
日繼抒詠）

第五條

鑑於與為特定意向舉行彌撒而接受慷慨獻儀的這種可推崇且可
讚賞的做法是與超性價值相連（參閱：《天主教法典》948），亦為
了促進將盈餘的彌撒意向連同相關的獻儀轉交給傳教區國家的
這種可讚賞的習慣，人靈的牧者應謹記適時地鼓勵信友對之加
以持守，而當此習尚減弱時，亦可借助有關這方面最新的要理
和有關諸聖相通功的要理講授，來重振和推廣這種習尚。

第六條

如若教省會議或教省主教會議沒有就此事做出任何規定，則
1991年2月22日所頒布之《彌撒獻儀》法令的規定仍然有效。

聖職部在本法規開始生效十年後，將就其執行和本法規展開進
一項研究，以驗證其可行性和可能需要的更新。

教宗於2025年4月13日、聖枝主日，以特別的方式核准了本法
令，並敕令予以頒布，於2025年4月20日、復活主日，開始生
效。須部分廢止的現行規定就部分廢止，任何相反之規定，一
概無效。

拉匝祿•俞興植 樞機
聖職部部長

✠安德肋•佳播•費拉達•莫雷拉（Andrés Gabriel Ferrada Moreira）
提勃尼亞（Tiburnia）領銜總主教
祕書長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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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耶穌的復活，是希望的基礎：從復活的這一天開始，人要有
希望，不再是個幻想。不。因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又復活了，
希望不再虛無縹緲！望德不令人蒙羞！（參閱：羅五5）。這希望
不是逃避現實，而是要人投身於其中；這希望不會令人不知所措，
反而會令人更承擔責任。

凡是將希望寄託在天主身上的人，把自己脆弱的手放在天主強
而有力的手裡，便讓自己被扶起，並踏上旅程：他們與復活的
耶穌一起，成為懷著希望的朝聖者，成為愛的勝利的見證人，
成為生命──天主──的力量、化干戈為玉帛的見證人。

基督復活了！這個宣告包含了我們生存的全部意義，人生存不
是為了死亡，而是為了生命。復活節是生命的慶節！天主創造
我們是為了生活，並且希望人類復活重生！在天主眼裡，每一
個生命都是寶貴的！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母親胎中的嬰兒、老
人或病患被視為可丟棄的人。

在世界各地發生的眾多衝突中，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多少的人走
投無路！即使在家庭中，我們也經常看到針對婦女或兒童的暴
力行為！對最弱勢、最邊緣化的遷徙者，是多麼蔑視啊！

在這一天，我希望我們重新對他人懷有希望和抱著信心，即使
那些並不接近我們或從遠方而來的人，儘管他們的風俗、思想
和習慣與我們最熟悉的，都有所不同，因為我們都是天主的兒
女！

我盼望我們能夠重拾希望，相信和平是可能的！今年天主教徒
和東正教徒在同一天慶祝復活節。願和平的光芒從聖墓復活大
殿照耀整個聖地和全世界。我深切體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基督
徒的苦難，也深切體會全體以色列人民和全體巴勒斯坦人民的
苦難。世界各地日益蔓延的反猶太主義氣氛令人擔憂。同時，
我的心與加薩人民，特別與基督徒團體聯繫在一起，那裡可怕
的衝突繼續造成人命喪生和破壞，並造成嚴重而不可收拾的人
道主義危機。我呼籲交戰各方：請你們停火，釋放人質，並向
飢餓和渴望有一和平未來的人民提供援助！

讓我們為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基督徒團體祈禱──敘利亞正面
臨自己國家歷史上的一個危急關頭──但他們都渴望穩定和期
待投身於自國家的未來。我呼籲整個教會以關注和祈禱陪伴在
中東地區親愛的基督徒。

我還要特別關心葉門人民，他們因戰爭而正經歷著世界上最嚴
重的「長期」人道主義危機之一，我邀請大家透過建設性的對話
尋找解決方案。

願復活的基督將逾越節的和平恩賜傾注在飽受折磨的烏克蘭身
上，並鼓勵所有相關人士繼續努力實現公正及持久的和平。

在今天的節日裡，讓我們記得南高加索地區，並讓我們祈禱，
好使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早日簽署和實施最終和平協議，從而
實現該地區人們所渴望的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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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復活節的光芒激發西巴爾幹地區的和諧決議，並支持當權者
努力避免緊張局勢和危機的惡化，並支持該地區的合作夥伴拒
絕危險和破壞穩定的行為。

願我們的希望──復活的基督，為遭受暴力和衝突的非洲人民，
特別是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和南蘇丹的人民，帶來和平與藉慰，
並支持那些因薩赫勒地區、非洲之角和大湖區因緊張局勢而受苦
受難的人們，以及在許多地方無法自由宣認信仰的基督徒。

沒有宗教自由、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人們的意見不受尊重，
就不可能有和平。

沒有真正的裁軍，就不可能有和平！每個民族都有必要防禦為
保障自身，但這種需求不能演變成一場普遍性的軍備競賽。復
活節的光芒促使我們打破造成分裂並帶來政治和經濟後果的障
礙。它敦促我們互相關心，加強精誠團結，努力促進每個人的
全面發展。

此時此刻，願我們也能給予飽受連年武裝衝突之苦的緬甸百姓
援助，他們正以勇氣和耐心面對實皆省毀滅性地震的後果。這
場地震造成數千人死亡，也為災區內的眾多倖存者，包括孤兒
和老人，帶來了痛苦。我們為受害者及其親人祈禱，並從心底
感謝所有慷慨開展救援活動的志工。該國多方宣布停火，為整
個緬甸，是一個希望的標記。

我呼籲世界上所有肩負政治責任的人不要屈服於恐懼的封閉邏
輯，而是利用現有資源幫助有需要的人，根除饑荒，推動促進
發展政策。這些是和平的「利器」：用來建設未來，而不是散播死
亡的種子！

願人道主義原則，永遠成為我們日常行動的樞紐。面對衝突的
殘酷，手無寸鐵的平民遭到攻擊，學校、醫院和人道救援工作
者也遭到攻擊，我們不能忘記，遭受攻擊的不是射擊場上的標
靶，而是有靈魂和有尊嚴的人。

值此禧年之際，願復活節也成為釋放戰俘和政治犯的良機！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在主的逾越節，生命與死亡展開了一次巨
大決鬪，但主現在和永遠都活著（參閱：復活主日繼抒詠），並讓
我們確信，我們也蒙召去分享永無止境的生命，在這生命中不
會再聽到炮彈、槍火和死亡傳來的回音。讓我們把自己託付給
能使萬象煥然一新的那一位！（參閱：默廿一5）

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教宗方濟各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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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座駐華代表――馬德範蒙席致詞：

復 活 節 八 日 慶 暨

教 宗 方 濟 各 追 思 禮 儀

台北總教區主教座堂

2025年4月25日，早上09:00

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這是我們第三次聚集在這主教座堂，
一起圍繞著教宗方濟各。

第一次是3月1日，在他住院的時候，我們為他的康復祈禱；然
後在3月19日，為慶祝他就任十二週年；今天，我們為教宗方濟
各的靈魂祈禱，求主賜他息之安所。

我想說，在這三個場合中，今天是最有意義的。畢竟，這樣做
是理所當然；就像一個家庭的父親去世，所有的孩子都會聚集
在一起，即使他們之間的關係緊張；即使心中對他們共同的父
親仍有未解的心結，甚至與父親長時間未曾聯繫。但在殯葬那
天，他們必定會在靈柩旁邊，因為那是一個獨特的時刻和最後
的機會，為一生所領受到的愛來表達感激之情，並繼承父親的
精神遺產。

我想我可以這樣詮釋我們今天聚在這裡的原因。我們覺得在某種
程度上自己像一個孤兒，因為愛我們的父親去世了，他以他熟悉的
方式去愛，也許不是每個人都能正確理解他所愛的方式，但那是一
種真誠的、無條件的愛，就像父親的愛一樣。

謝謝大家今天的蒞臨。

感謝在任的主教們共聚一堂，他們代表台灣的整個天主教會，
一向忠誠地與伯多祿的繼承人結合為一。

感謝台灣政府及機構代表、各國外交使節、外國辦事處代表。
他們來這裡是為了向這位具有世界地位的領導人致敬──教宗
方濟各一生都致力於促進國家之間的和平、保護我們共同的家
園、要求促進各民族間的正義和團結。

感謝其他宗教的代表及先進在此向天主教會的領袖表示敬意，
他們深信兄弟情誼，並相信不同基督教派別以及不同宗教之間
可以互相尊重地對話。

感謝司鐸們和度獻身生活的男女，教宗方濟各一直呼籲他們要
徹底地活出他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並要使獻身生活與教會服
務保持一致性。

感謝天主的子民──平信徒，他們在教宗方濟各身上認出一位牧
者，他熱愛羊群，拆毀將他與羊群隔開的藩籬，他從與群眾的
接觸中汲取能量，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沒有限制，也毫不保
留自己。

願這位父親，雖然他不再以實體與我們同在，但仍能從他現在
所處的新境界降福我們和愛我們。阿們。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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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第 6 2 屆世界聖召祈禱日文告

2025年5月11日

懷著希望的朝聖者：生命的禮物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在這第62屆世界聖召祈禱日，我誠摯地向你們發布一個喜樂和
鼓舞人心的邀請，請你們慷慨地奉獻你們的生命作為禮物，藉
此成為懷著希望的朝聖者。

聖召，是一份天主撒播在我們心田的珍貴禮物；是一個要我們
走出自我、踏上愛與服務旅程的召叫。教會裡的每個召叫，無
論是平信徒、聖職人員或度獻身生活者，都是天主賜給這世界
和祂每個兒女希望的標記。

當今許多年輕人對未來感到不安和沮喪，他們時常因就業的前
景不明而陷入身分認同、人生意義與價值觀的深層危機，在這
訊息混亂的數位時代更是變本加厲。此外，窮人和弱勢族群遭
受不公義的對待、因追求享受而使人自私和冷漠的社會，以及
戰爭的殘酷，在在都使年輕人心中期盼圓滿生活的希望飽受衝
擊。然而，天主了解人心，絕不會在我們茫然失措的時候捨棄
我們。祂反而要我們意識到，每一個人都是被愛的、都是蒙受
召叫和被派遣成為懷著希望的朝聖者。

身為教會的成年人，特別是司鐸們，蒙召去肯定、分辨以及陪
伴踏上聖召之路的青年。至於你們，年輕人，你們蒙召成為聖
召之路的主角，更確切地說，是與聖神同行的主角，祂在你們
心中喚醒渴望，使你們願將生命作為一份愛的禮物獻給天主。

擁抱自己獨特的召叫

親愛的年輕人，「你們的青年歲月不是一個『過渡時期』。你們是
天主的當下」（《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178）。你們必須了解這份
生命禮物需要慷慨及忠信的回應。請看那些以喜悅回應天主召
喚的年輕聖人及真福：聖羅莎•利馬、聖道明•沙維豪、聖德肋撒•
里修（小德蘭）、痛苦聖母加俾額爾、即將封聖的真福卡洛•阿庫蒂
斯和真福傅喬治等等，他們每一個人都將活出自己的召叫視為人
生的道路，在復活主的友誼中走向完滿的幸福。每當我們聆聽
耶穌的話語，我們的心是火熱的（參閱：路廿四32），於是我們便
渴望把生命獻於天主，自然而然地，我們便想找到一種生活方
式，以回報天主早已賜給了我們的愛。

每當一個人在內心深處覺察到自己的召叫，便會受到激勵，以
愛與服務作為一種望德與愛德的表達，而不是自我提升的手
段。在天主的計畫中，聖召與希望並存，為一眾男女謀求幸
福，所有的人都蒙受派遣去為他人獻出自己的生命（參閱：
《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68）。許多年輕人在尋找天主召叫
他們所要追隨的途徑。有些人會喜出望外，發現天主召叫他們
成為司鐸或度獻身生活者，其他則發現自己蒙受召叫去度婚姻
和家庭生活，追求共同的福祉，以及在親朋好友之間為信仰生
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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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啟發每個聖召，彰顯蒙召的人對天主上智安排的信
賴。為基督徒而言，「希望」不僅是人性上的樂觀精神，更是
奠基於我們對天主的信賴，堅信祂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運
作。透過每天努力活出福音精神，以及祈禱、分辨和服務，聖
召便日趨成熟。

親愛的年輕人，望德不叫人蒙羞，因為天主每一步都陪伴著那
些將生命交託給祂的人。我們的世界需要懷著希望的青年朝聖
者，勇敢地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基督，喜樂地成為祂的門徒和傳
教士。

分辨我們的聖召途徑

聖召的發現，是歷經一次又一次分辨的結果。這趟分辨的歷程
從不孤單，而是在基督徒團體中開展而來的，也是作為團體的
一部分。

親愛的朋友們，這世界催迫你們作草率的決定，使你們每天面
對不絕於耳的嘈雜和喧囂，阻礙著你們體驗到一種向天主開放
的靜默，而天主正是在這靜默中向你們的心說話。因此，你們
要有停下來的勇氣，好能聆聽內心的聲音，並問天主對你們有
什麼想望。要學會在自己的生活中聆聽天主的召喚，並有意識
地、自由地作出回應，在靜默中的祈禱，是不可或缺的。

收斂心神能幫助我們領悟到，如果我們獻上自己的生命，特別
為那些活在物質生活和人生邊緣的人服務，那麼我們所有人都
可以成為懷著希望的朝聖者。凡聆聽天主召叫的人，面對如此
眾多遭到排斥、傷害和拋棄的弟兄姊妹的呼求，是無法充耳不

聞的。每個聖召皆向傳教使命開放，在最需要光明和安慰的地
方，成為基督臨在的標記。平信徒更是透過對社會及其專業的
投身與貢獻，成為天國的「鹽、光與酵母」。

一路陪伴聖召

由此可見，牧靈工作者與聖召神師，特別是靈修導師，不應害
怕以天主的教育陪伴方式，懷抱希望、富於耐性的信任去陪伴
青年。這意味著，要能夠以尊重和同理心聆聽他們的心聲，成
為他們值得信賴的人、提供他們明智的指導，隨時準備好去幫
助他們和敏於分辨在他們的聖召途徑上天主臨在的標記。

因此，我呼籲大家竭盡所能，在不同生活的範圍和活動中培育
聖召，使每一個人在屬靈生活上開放，聆聽天主的聲音。為達
到這目的，在教育和牧靈計畫中騰出足夠培育聖召的空間，至
關重要。

教會需要滿懷信賴和希望的牧者、修會會士、傳教士以及夫妻
向天主說：「是的，我願意！」聖召從來不是埋藏在心裡的寶
藏，而是要在充滿信、望、愛的團體中日漸成長茁壯。沒有人
能獨自回應天主的召叫，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弟兄姊妹們的祈禱
和支持。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當教會產生新的聖召，就會充滿活力，結
實纍纍。我們的世界常不知不覺地尋找懷著希望的見證人──
用自己的生命去宣講：追隨基督才是真正喜樂的泉源。因此，
讓我們永不厭倦地祈求上主派遣新的工人來收割祂的莊稼，確
信祂會繼續以愛來召喚他們。親愛的年輕人，我將你們追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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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努力託付給聖母瑪利亞──教會之母、聖召之母的轉求。
在傳揚福音的道路上，你們要作為懷著希望的朝聖者持續前
進！我以我的祝福陪伴你們，也請你們為我祈禱。

教宗方濟各

羅馬，傑梅利醫院

2025年3月19日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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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奧斯定會會士、聖奧斯定的傳人。這位聖人曾說：「為你
們我是主教，和你們一起我是基督徒。」在這層意義上，我們
能夠一起行走，朝向天主為我們預備的家園邁進。

我向羅馬的教會致以特別的問候！我們必須一起設法成為一個
傳教的教會，一個搭建橋梁、對話的教會，像這個廣場一樣永
遠張開雙臂，接納所有人、所有需要我們的愛德、我們的臨
在、對話和愛的人。

請允許我向大家說一句話、一句問候，尤其向我親愛的秘魯奇
克拉約教區致意，那裡的忠信子民陪伴了他們的主教，分享了
他們的信仰，作為忠於耶穌基督的教會，他們還要做許多，好
能繼續前行。

我向你們，羅馬、義大利、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們說，我們要成
為一個同道偕行的教會、一個行走的教會、一個永遠尋求和
平、永遠尋求愛德、永遠設法成為尤其關懷受苦人的教會。

今天是向龐貝聖母懇求的日子。聖母瑪利亞總是願意與我們同
行、在我們身旁，以她的轉禱和愛助佑我們。

那麼，我願意與你們一起祈禱。讓我們一起為這項新使命、為
整個教會、為世界和平祈禱，讓我們向我們的母親瑪利亞懇請
這份特別的恩寵。

教宗良十四世

梵蒂岡，伯多祿廣場

摘自梵蒂岡中文新聞網：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5-05/pope-leo-xvi-peace-with-you-
first-words.html

教宗良十四世首次致詞

2025年5月8日

願你們平安！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是復活基督的第一句問候語，祂是善
牧，為天主的羊群開闢道路。我也希望這平安的問候進入你們
的心，達至你們的家庭，傳給所有的人，無論他們在何處，以
及達至所有民族、整個世界。願你們平安！

這就是復活基督的平安，一種令解除武裝的平安，一種使人感
到平息、謙卑和堅忍不拔的平安。它來自天主，那無條件地愛
我們所有人的天主。我們的耳中仍迴盪著教宗方濟各降福羅馬
城的那微弱但始終堅強的聲音！

復活主日的那個早上，這位降福羅馬城的教宗向世界、向全世
界頒賜了降福。請你們允許我頒賜那同樣的降福：天主愛我
們，天主愛你們所有人，邪惡不會得逞！我們眾人都在天主
的手中。因此，我們要毫無懼怕，手拉著手與天主一起向前邁
進。我們是基督的門徒。基督走在我們前面。世界需要祂的
光。人類需要祂作為通往天主和祂的愛的橋梁。你們也要幫助
我們，然後我們彼此相助，以對話和相遇搭建橋梁，我們眾人
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永遠和平的民族。感謝教宗方濟各！

我也要感謝所有樞機弟兄們，他們選了我做伯多祿繼承人，與
你們一起同行，作為合一的教會始終尋求和平、正義，作為忠
於耶穌基督的男人和女人，始終努力、毫無畏懼地宣揚福音、
成為傳教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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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功獲選，以弟兄的身份戰戰兢兢地來到你們面前，希望成
為你們的信仰和喜樂的僕人，與你們一起在天主大愛的道路上
行走，祂希望我們眾人在一個大家庭中團結合一。

相愛與合一：這是耶穌託付給伯多祿使命的兩個幅度。

《福音》的章節予以敘述，將我們帶到提庇黎雅湖邊，耶穌在同一
個地方開始了祂從天父接受的使命：「打撈」人類，為將人類從邪
惡和死亡的境地拯救出來。耶穌來到湖邊，召叫伯多祿和其他首
批門徒像祂那樣成為「漁人的漁夫」；祂復活後，現在應由他們來
推進這項使命，不斷地再次撒網，在世界的困境中浮現福音的希
望，在生命的海洋中航行，使眾生在天主的懷抱中相會。

伯多祿如何推進這項使命呢？《福音》告訴我們，唯有在自己
的生命中體驗到天主無條件的大愛，包括在挫敗和背叛的時
刻，才能做到。為此，耶穌與伯多祿交談時，《福音》使用希
臘動詞agapao，指的是天主對我們的愛，祂毫無保留地、沒有
算計地奉獻自己，不同於伯多祿回答時所使用的詞，這詞描述
的則是友誼之愛，是我們彼此間的愛。

當耶穌詢問伯多祿：「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若廿一16），
此處指的是天父的愛。這好似耶穌在說：唯有明認及體驗這從
未缺少的天主之愛，你才能牧放我的羊群；唯有在天主父的愛
內，你才能「更」愛你的弟兄們，即為你的弟兄們捨棄性命。

可見，伯多祿被賦予的任務正是「愛的更多」和為羊群奉獻他
的生命。伯多祿的牧職正是以這獻身的愛為標誌，因為羅馬教
會在愛德中主持工作，她真正的權威在於基督的愛。這絕非以
欺壓、宗教宣傳或權術來捕獲他人，而是始終且唯一的愛，就

教宗良十四世

就職彌撒講道

2025年5月18日，伯多祿廣場

親愛的樞機弟兄們，
主教和司鐸弟兄們，
尊敬的各國當局和外交使團成員，
我向前來參加禧年善會慶典的朝聖者致以問候！

在我受委託的牧職開始之際，我心懷感激地問候你們眾人。聖
奧斯定寫過：「祢創造我們是為了祢，我們的心得不到祢，就
不能安息在祢的懷抱中。」（《懺悔錄》一1.1）

最近這段時日，我們經歷了一個緊鑼密鼓的時期。教宗方濟各
的辭世令我們滿心悲痛，在那些艱難時刻，我們感到如同《福
音》所稱的那些群眾「像沒有牧人的羊」（瑪九36）。不過，正是在主
復活的日子，我們得到他最後一次的降福，在復活主的光芒中，我
們度過了這個時刻，深信上主決不遺棄祂的子民，在他們失散時
將他們聚集，「看守他們像牧童看守自己的羊群。」（耶卅一10）

本著這信德的精神，樞機團召集選舉教宗會議；我們來自不同
的經歷和路途，把選舉新的伯多祿繼承人、羅馬主教的心願放
在天主的手中。這個牧人有能力守護基督信仰的豐厚遺產，同
時能夠將目光投向遠方，設法滿足今日的詢問、不安及挑戰。
在你們的祈禱的陪伴下，我們感覺到聖神的作為，祂曉得使不
同的樂器協調，讓我們的心弦在同一個旋律上迴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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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們，這是愛的時刻！天主的仁愛使我們彼此成為兄弟
姊妹，這是福音的核心，今天我們能與我的前任良十三世一起
詢問自己：如果這個準則「盛行於世，各種紛爭豈不立即停
止，和平或許重返人間？」（《新事》通諭，21號）

藉著聖神的光和力量，讓我們建立一個以天主的愛為基礎、以
合一為標記的教會，一個向世界張開雙臂、宣講聖言的傳教的
教會，放下歷史的困擾，成為人類和諧的酵母。作為一個子
民、作為眾兄弟，我們要一起行走，與天主相遇，也彼此相親
相愛。

摘自梵蒂岡中文新聞網：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5-05/pope-leo-xiv-
let-us-walk-towards-god-and-love-one-another.html

如耶穌所行的那樣。伯多祿宗徒表示，耶穌是「匠人所棄而不
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基石」（宗四11）。如果說基督是基
石，伯多祿必須牧放羊群，決不陷於誘惑，成為單槍匹馬的領
路人或高高在上的頭目，做托他照管者的主宰（參閱：伯前五
3）；相反，他應邀服事弟兄們的信仰，與他們同行：事實上，
我們眾人都被立為「活石」（同上二5），藉著聖洗聖事蒙召在
兄弟共融、聖神的和諧，以及差異的共處中建設天主的宮殿。
正如聖奧斯定所言：「教會由所有與弟兄和睦及愛近人的人組
成。」（《講道集》359，9）

弟兄姐妹們，我希望這是我們的首要願望：一個合一的教會，
即合一與共融的記號，為一個和好的世界成為酵母。

在當今時代，我們仍然看到太多的不和諧，太多由仇恨、暴
力、偏見、對差異的恐懼，以及剝削地球資源、將最貧窮者邊
緣化的經濟模式造成的創傷。我們希望在這麵團中，成為團
結、共融、友愛的一小塊酵母。我們願意謙卑而喜樂地對世界
說：你們要注視基督！走近祂！接納祂啟迪與安慰的聖言！聆
聽祂愛的建言，成為祂的唯一大家庭：在唯一的基督內，我們
是一體。這是我們應一起走的路，不僅在我們之間，也與基督
信仰姊妹教會、與那些在其他宗教道路上行走的人、與培養急
切尋找天主的人、與所有善心的男女，一起建設一個和平盛行
的新世界。

這就是必須激勵我們的傳教精神，不將我們封閉在自己的小團體
內，也不覺得自己高於世界；我們蒙召向所有人呈獻天主的愛，以便
實現合一。這合一不消除差異，而是珍惜每個人的個人歷史以及每
個民族的社會和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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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教區務必每年呈報財務報告。即便部分教區已主動放棄福
傳部補助金，仍不免除此項義務。

• 有關普世教會的指定募款，包括：受難日的「聖地募款」、六月的
「聖伯多祿善會募捐」（Peter’s Pence），以及每年十月第三主
日的「普世傳教節捐獻」。請務必將這些活動納入教區年度行
事曆。

• 最後，歡迎新任台北輔理主教──趙永吉主教加入主教團、賴
効忠神父接任主教團祕書長職位，並感謝陳科神父過去對聖座
駐大使館的服務。

報告

一、主教團祕書處

1.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A.《最終文件》（參閱：附件《月誌》430），簡單說明：

《最終文件》共155段，標誌著教會生活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刻。
該文件要求主教們對透明度和問責性做出實質承諾，同時正在努
力賦予教會內女性更多的空間和權力。文中提出了兩個關鍵概
念：「關係」和「紐帶」，代表了教會存在的新方式。地方教會是
傳教願景的核心，對於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內的多元化體驗至關重
要，而平信徒越來越多地發揮主導作用。
該文件分為五個部分。介紹中明確指出，這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是「與復活者相遇的全新體驗」。默想基督聖傷，便促使我們認
識到世界的苦難，從遭受戰爭恐嚇的兒童到社會的不公。

2025年第一次主教團  
[春季 ]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2025年4月21～25日
地點：主教團（台北市安居街39號）
主席：李克勉主教
出席：李克勉主教、鍾安住總主教、劉振忠總主教、黃兆明主教、

蘇耀文主教、浦英雄主教、黃敏正主教、趙永吉輔理主教
列席：馬德範代辨、賴効忠神父
紀錄：陳 科神父

會前禱

馬德範代辦致詞（摘要）

• 代辦感謝各位主教於今年3月19日共同慶祝教宗就職紀念
日，並對教宗方濟各蒙主恩召的悲痛消息表示震驚與哀慟，
邀請各教為區燃起共融祈禱的燭光，再次展現出台灣教會對
伯多祿繼承人的深厚情感與忠誠。

• 主教團上次述職在2018年，下次述職日期未定。與此同時，各主
教應訪視堂區（參閱：《天主教法典》396條 1項），準備在述職
時報告（訪問重點、對堂區工作的肯定，以及針對未來牧靈發展
的具體建議），以在鞏固教宗與各地主教間的共融與聯繫。聖
座主教部已編印《教廷述職訪問指南》，收錄詳盡的實務指引
與參考資料。建議各位主教積極規劃這項重要牧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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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闡述的分辨 和決策過程，在不同的情況下實施《最終文件》
裡那些具有權威性的指引。」
為提供充足和可持續的時間來實施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方針，同
時也提供一些重要的 評估時刻，以邁向2028年10月教會大會的
慶祝之路，其安排如下：
2025年3月：公布陪伴與評估過程；
2025年5月：發布實施階段的《支援文件》及其實施方針；
2025年6月~ 2026年12月：地方教會及其小組的實施途徑；
2025年10月24日至26日：共議性的團隊和參與教會體的禧年慶祝；
2027年上半年：〔拉丁禮〕教區與拜占庭禮教區的評估大會；
2027年下半年：國內和國際主教團協會、東方聖統組織和其他教
會團體的評估大會；
2028年上半年：大洲評估大會；
2028年6月：發布《工作文件》，供2028年10月教會大會使用；
2028年10月：在梵蒂岡慶祝教會大會。
五月底，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會發送進一步的信息，提供
有關過程的方法論和程序操作上的更多詳細訊息。

C. 宗座教義部國際神學委員會來函
主教團提名三位神學家，呈報日期至2025年5月底
（崔寶臣神父、胡淑琴修女兩位）
主教團亦需要提名一位新的代表替參加FABC OTC

（崔寶臣神父）

該文件強調了教會需要有能力培養真誠的關係。「關心人際關係
不是一種策略，而是天主展現自己的方式。」痛苦的見證，特別
是來自女性的見證，凸顯了建立有意義的紐帶的困難。這一革新
亟需在各領域引起共鳴。
該文件的核心是「神恩、召叫和傳教使命的職務」，強調需要更
多婦女和一般民眾參與不同的職務。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精神至
關重要：「如果個人和群體兩個層面的靈性深度都不夠的話，那
麼共議精神（同道偕行）恐怕淪為組織的權宜之計。」教會的辨
別在文件中占據突出地位，並成為一種需要信任和透明氛圍的精
神實踐。
互信是當權者與天主子民之間進行建設性對話的基礎。所有這
些都必須透過在眾人的流動性和數位文化背景下培養恩典的交
流來解決。恩典的交流中的合一是各教會之間關係的標準。為了
見證福音的喜樂，天主子民需要完整而持續的培育。促進保護文
化、傳播社會正義和跨文化對話的主題至關重要。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提出了一次大公合一之旅，旨在實現基督徒的
合一並延續梵蒂岡第二次會議的啟發。

B.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實施階段（參閱：附件《月誌》431期），簡單
說明：

在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十六屆常務會議《最終文件》的說明附件
中，聖父教宗已經明確指出，《最終文件》「是伯多祿繼承人普通
訓導權的一部分」。因此，必須被大家適當地接受。他繼續解釋
說，這並不是嚴格地規範，但仍然呼籲教會作出一致的決定。特
別是，「各地方教會和教會群體，現在需要透過法典和《文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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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呼籲要有所行動
四、出席第30屆聯合國氣候會議：呼籲積極參與
五、受造界的時期：靈性與生態更新的時刻
從9月1日（許多東方教會的天主創造慶日）到10月4日（生態主保
聖人亞西西聖方濟紀念日）。這特殊時期正是我們深化靈性和生
態更新的機會：
a. 教育我們的團體體認生態的責任。
b. 提倡更簡樸、更永續的生活方式。
c. 培育受造界靈修，以深化我們與天主、與人類，及與宇宙
的關係。

C. FABC 中央委員會已成立「FABC共議精神委員會」。
「鑑於共議精神之推動需由各主教團及教區具體落實，誠請 
貴主教團遴選合適主教統籌相關事務，並與本會（FABC）共
議精神委員會協作。建議優先考慮曾參與世界主教會議或長
期參與共議性的進程、且致力實踐會議精神之主教。敬請於
2025年4月30日前將人選資料寄達FABC祕書處。」

D. FABC 召開「FABC共議精神研討會」。
2025年9月22日至26日於泰國曼谷Baan Phu Waan舉行，（抵達
日為9月22日，離會日為9月26日）。
2025年5月15日前將出席名單寄至亞洲主教團協會中央祕書處
信箱：fabccentral@yahoo.com

與會人員資格：
研討會對象分為三類群體：

2. 教廷大使館來函

A. 宗座傳信善會全國主任任期廷長6個月
主教團需要提供未來宗座傳信善會全國主任三位候選人名單。

B. 瑪利亞晨星修會團體為公立善會，往修會團體發展。

3. FABC

A. FABC 聲明
亞洲主教團協會（FABC）的中央委員會成立了一個落實共議
精神新的委員會（Commission for Synodality）。該委員會旨
在促進主教們在共議精神領域的持續培養，為FABC內部的各
主教團之間共享資源提供管道。此外，該委員會將與 FABC其
他的辦公處合作實施共議精神，並與其他大洲主教團組織 保
持聯絡。
中央委員會已任命菲律賓的帕布羅•大衛（Pablo David）樞機
主教為該委員會主席，來自馬來西亞、曾在 FABC神學關懷處
（OTC）任職多年的克拉倫斯•德瓦達斯（Clarence Devadass）神
父被任命 為執行祕書。
這個多元化、積極的團隊將共同努力，促進和啟發整個地區
的共議精神原則。

B. FABC 牧函
論照料受造界：呼籲生態歸依
一、我們共同家園的磨難
二、希望的徵兆：聖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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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整組重新配置遙控器以供主教們及辦公大樓需要者使用。
更新主機3500元附2個遙控器，新增1個遙控器350元。

B. 主教團目前有8位主教，主教團現有章程董事人數為5至7人，內
政部規定董事會名冊人數應為單數，才能完成議決，因此目前
無法修改章程。

二、福音傳播委員會

三、教義委員會（神恩復興共融服務團隊）

註：教區神恩復興共融服務團隊名命為「天主教神恩復興台灣XX
教區共融服務團隊」

四、教義委員會（聖經組）

五、禮儀及聖事委員會

六、聖職與修會委員會（聖職組）

七、平信徒、家庭及青年委員會（平信徒組）

八、平信徒、家庭及青年委員會（家庭與生命組）

九、平信徒、家庭及青年委員會（青年組）

十、宗教交談／基督徒合一委員會

十一、文化及教育委員會

十二、文化及教育委員會（童軍組）

十三、全人發展服務委員會（明愛會）

一、中央委員會成員：含各主教團主席、準會員代表及FABC
領導層。

二、各主教團協調主教：由各主教團指定與本委員會協作之
主教。

三、FABC各辦公室主教成員：含各辦公室主席、全體主教成
員及該辦公室執行祕書。

註：浦英雄主教、李克勉主教、趙永吉輔理主教
代表主教團參加「主教共議精神研討會」

E. 英國威爾斯主教團致FABC信函，表示願意與FABC合作，落實
共議精神。

4. 其他

A. 2025年4月9日，內政部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第5次會議重要事項。

B. 菲律賓主教團主席帕布羅•大衛（Pablo Virgilio David）樞機
回函告知：菲律賓主教團請Romblon 教區Narciso Abellan主
教及Antipolo教區Ruperto Santo主教代替David樞機參加全
台移工移民感恩祭典及共融聚會（2025年9月21日）。

C. 香港教區將於12月8日聖母無原罪瞻禮開始慶祝80周年慶。
有意參與者，出國得登錄通知政府：
https://www.mac.gov.tw/cp.aspx?n=015A70099E11C8A8

5. 總務報告

A. 主教團鐵捲門的遙控器是防拷型，目前廠商無法再新增複
製。因為總務已無庫存品可以更換及新增，建議是否更新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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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一、主教團祕書處

A. 提案：審查主教團113年度決算及執行業務報告書。

說明：
1. 參閱附件【113年度決算書】及【113年度執行業務報告】
2. 本案提請董事會審查議決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修訂說明，通過。

B. 提案：請審核「採購及費用報支核決權限作業辦法」。（會計）

說明：
1. 目的：為使採購作業及各單位費用報支之分層授權有明確規
定，特訂定本辦法。

2. 範圍：採購作業及各單位費用報支之核准，皆為本辦法之適用
範圍。

決議：同意，通過。

C. 提案：訂定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預算經費動支處理原則
案。（會計）

說明：
1. 依據前一年度編列並經審議通過之經費收支預算書執行，即
各項經費動支案件應 依預算所定計畫及用途，在預算金額範
圍內辦理。

2. 倘編列之預算經費項目不足以支應各該項目之支用或計畫
活動者，而其他項目有賸餘時，得依規定核實調整支用（勻
支）。

十四、全人發展服務委員會（健康照護牧靈關懷組）

十五、全人發展服務委員會（移民與移工及海員牧靈關懷組）

主教團決議如下：

1. 調整義賣T-Shrit 義賣價：台北總教區為鼓勵並支持移工移
民踴躍訂購並參與活動，移工移民訂購可享教區補助每件
199元，個人自付200元即可。惟本地教友購買支持仍維持每
件399元之價格。為讓全國各地移工移民都能享有一樣的優
惠，主教團會議決議：各教區都與台北總教區一致，移工移
民訂購可享所屬教區補助每件199元，個人自付200元即可。

2. 製作為本大會系列活動經費捐獻袋，數量另與各教區祕書
聯絡確認。

3. 移工移民共融大會需要各教區主教、神父暨教友們支持及
參與，今天會議決議相關公文請寄各教區主教及祕書長、移
工移民相關委員會、團體的神父及代表人。委員會及團體神
父和代表聯絡人名單由各教區祕書提供。

十六、原住民牧靈委員會

十七、社會傳播委員會（真理電台）

十八、全國宗座傳信善會

十九、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二十、平等法研究與行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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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提案：出版2026《天主教手册》

說明：至2024《天主教手册》出版以來，台灣地方教會在很多組
織及人事上有不少的異動，如：台灣政府任命了新的駐梵
蒂岡大使、台北總教區有了輔理主教，以及主教團及各教
區內部計劃新增的組織／單位… 故有必要出版新的《天
主教手册》，計劃從2025年9月開始發通知給各教區，
2026年4月完成，並藉此機會建立制度，日後每隔兩年出
版一次《天主教手册》，使《天主教手册》儘量提供最新
的資訊。

決議：同意出版2026《天主教手册》，統計資料問卷於2025
年底截稿。

F. 提案：提命三位宗座善會全國主任候選人。

說明：高福南神父於2020年4月20日，第二次為被任命為全國
傳信善會主任，今年4月20日任期期滿，但任期獲批准延
長6個月。

辦法：主教團從各教區宗座善會教區主任中挑選三位，或其他
經由主教推薦的人。（名單略）

決議：名單確定後呈報給聖座駐華大使館。

G. 提案：義大利主教團邀訪案：我駐教廷大使館規劃邀請義國。

說明：
1. 義大利主教團高階聖職人員於本（2025）年7月16日至20日訪
台，訪賓目前包括教宗夏宮所在地Albano教區Vincenzo Viva
主教、Pesaro and Urbino教區Sandro Salvucci總主教、Otranto
教區Francesco Neri總主教、Pozzuoli教區Carlo Villano主教

3. 如未編列預算或擬追加預算額度之項目，應提出專案簽核，
呈請單位主任委員覆核、會簽祕書處會計單位並經董事長核
准後，方得辦理該項業務及動支經費，並於年度決算時送董
事會追認。

決議：同意，通過。

D. 提案：提請審議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性騷擾防
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辦法。

說明：內政部114年2月17日台內宗字第11405603702號函文調
查宗教團體辦理性騷擾防治宣導或教育訓練、建立性
騷擾申訴管道、防治措施及公開揭示自主檢查說明辦
理情形。主教團以內政部提供之範本製作下列表單及
填具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性騷擾防治自主檢查表提請
董事會審查議決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附件一、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性騷擾防

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辦法。
附件二、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性騷擾事

件受理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
附件三、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性別平等

法職場性騷擾事件申訴書。
附件四、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性騷擾申

訴撤回書。
附件五、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性騷擾防治自主檢查表。

決議：同意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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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竹教區

提案：以旅遊簽證到來到台灣的外籍神父參與彌撒共祭應該
取得旅遊目的地當地主教的同意（證明）。

說明：有關以旅遊簽證到來到台灣的外籍神父參與彌撒共祭，
建議除其本人應向其所屬教區主教申請行祭證以外，也
應該取得旅遊目的地當地主教的同意（證明），並主動出
示給堂區神父，才能獲准在台灣地區參與彌撒共祭。

決議：同意，通過。

三、教義委員會（神恩復興共融服務團隊）

提案：神恩復興共融服務團隊全國召集人候選人名單之審核
通過。

說明：
1. 依據神恩復興台灣共融服務團隊章程（第十條第5項），
國家共融服務團隊成員一任為三年，現期任期自2022年聖
神降臨節至2025年聖神降臨節期滿，應重新遴選新任國家
共融服務團隊全國代表。

2. 其中有關全國召集人遴選，依據章程第十一條第2項，由
教區共融服務團隊提名，總共至少提名三位候選人，於
2025年提報主教團春季會議通過候選人名單，再於2025年
全國會議（聖神降臨節前夕）選舉產生並接受派遣接任，
任期三年，自2025年至2028年。

3. 依據2025年2月28日於新竹教區竹北耶穌聖心堂召開的
2025年度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之決議，新任全國召集人候
選人名單從各教區會議代表名單中推舉出三名全國召集人

及Fano教區Andrea Andreozzi主教等5位（計2位總主教、3位
主教）。

2. 本案洽請事項：
（1）盼請主教團主席李克勉主教提供具名邀請函，代表台灣

教會及主教們歡迎義國主教組團訪台。
（2）為促進訪團成員與我天主教會互動，屆時盼各教區情況

安排參加適當教務活動或教區參訪活動，以增加雙邊交
流機會，並有利未來我主教訪問教廷或義大利時與渠等
聯繫或組團回訪。

決議：祕書處請聖座駐華大使館協助，致邀請函給義大利主教
團的五位主教，並安排代表團與主教團一同慶祝中華殉
道聖人25周年（2025年7月19日）為主軸。

H. 提案：主教團成立「共議委員會」

說明：FABC中央委員會已成立「FABC共議精神委員會」。

「鑑於共議精神之推動需由各主教團及教區具體落
實，主教團必須遴選合適主教統籌相關事務，並與本
會（FABC）共議精神委員會協作。建議優先考慮曾參
與世界主教會議或長期參與共議性的進程、且致力實
踐會議精神之主教。於2025年4月30日前將人選資料寄
達FABC祕書處。

決議：主教團共議委員會委員：
浦英雄主教、李克勉主教、蘇耀文主教



2025／No.432 2025／No.432

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4342 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4342

五、禮儀及聖事委員會

A. 提案：有關2027第六屆全國聖體大會（台南教區承辦）在澎湖舉
辦實施計畫，提請主教團會議討論。（聖體敬禮推廣組）

說明：
1. 澎湖這片被大海環抱的美麗島嶼，擁有豐富的漁業文化，
卻因地理因素長期處於資源相對不足的境地。當地居民大
多信仰媽祖，傳教之路並不平坦。然而，愛無遠弗屆，我
們相信，透過舉辦聖體大會，能夠將天主的愛深植於這片
土地，不僅點燃當地教友的信仰之火，也讓更多人看見並
關懷澎湖的需要。

2. 澎湖的經濟與政治資源遠不及本島，常常被忽略，但這座
島嶼承載著無數人的夢想與生活。我們期待透過這次大
會，讓全國教會的目光投向這裡，為當地注入新的活力，
不僅是信仰上的滋養，更是實質上對居民生活的改善。

3. 澎湖不容易抵達，來訪者需要搭乘飛機或船隻，但正是這
份遙遠，使得來到這裡的人能夠體驗一場前所未有的信仰
之旅。在這裡，我們將透過音樂與聖體敬禮，讓信仰在歌
聲中迴盪、在人心中萌芽，並鼓勵青年創作符合當代精神
的聖體歌曲，讓信仰以最真摯的方式傳遞下去。

4. 核心目標：讓本屆全國聖體大會的核心目標，不僅是舉辦
一場盛會，更是要透過聖體敬禮的推廣、禮儀的深化、音
樂的力量、志工的培育，讓信仰真正扎根，影響更廣大的
人群。我們期望透過以下行動，讓聖體的光輝照耀澎湖，
並擴展至全台各地。
（1）深化聖體敬禮的靈修實踐：依計畫期程，在台南教區及全

候選人，分別為陳曉涵姊妹、吳愛玲姊妹、以及林淑英姊
妹。

4. 三位全國候選人之簡歷請參考附件。（略）
決議：同意以上三位為全國召集人候選人。

四、平信徒、家庭及青年委員會（家庭與生命組）

提案：今年「為生命而走」主場教區。

說明：
1. 從2019年由聖吉安娜生命維護中心，於新竹教區發起第一屆
台灣為生命而走的遊行活動，至今已經6年，當中雖然經過疫
情期間，讓遊行活動不得不以其他的方式呈現，但是依然每
一年都有大部分教區的參與。

2. 2022年疫情過後再次走上街頭，主場由台北總教區承接，從
中正紀念堂走到聖家堂；2023年主場在台中教區，從瑪利諾
會出發，行經台中市熱鬧的三民路，到台中光復國小的外操
場；2024主場在嘉義教區，與社福機構活動結合，並連結佛
教與基督教長老教會，每一次都有主場特色。

3. 今年的全國維護生命核心小組春季會議時，討論到10月18日
是為生命而走的日期，但是尚未輪到主場的台南教區、高雄
教區及花蓮教區的成員，因著種種因素考量，皆不敢輕易決
定接手。

4. 為了今年的主場確認，提請主教們決定。

辦法：請主教們討論確定今年主場的教區。
決議：主場的教區：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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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地）
b. 澎湖科技大學禮堂（備選場地）

B. 戶外場地（適合遊行、音樂會）：海灘區域，計畫於海灘
搭建臨時棚架，作為祈禱會、音樂敬禮或戶外活動的
場地。

C.遠距參與與直播
a. 各教區主教親臨澎湖，帶領信友一同參與聖體敬禮。
b. 各教區同步連線直播，讓無法親臨澎湖的信友，
能在各自的堂區共同參與、祈禱，實現全國信仰
共融。

（2）住宿及交通
A. 主要住宿地點：百世多麗一間有552床，三間共有

1656床。此外馬公大小旅館林立，民宿容量，如元
泰飯店約200人，雅霖200人、精品飯店100人、喜
來登250人、澎橙250人，總數超過2500人。

B. 補充方案：將與澎湖縣政府洽談，評估開放特定區域
作為露營場地，讓更多信友能以簡便方式參與大會。

C. 交通：除飛機外，客輪一輛可載客500人。百世多麗
藍董事長建議從布袋港出發。

（3）應變方案⸺台南備選場地
2. 日期選擇

日期：2027年10月29日（週五）–10月30日（週六）
地點：澎湖（花火節後、季風前，適合舉行大型戶外活動）

3. 活動企劃（請見附件）
決議：同意，通過。

國各教區推動聖體敬禮，讓更多信友認識、親近聖體，體
驗與主的親密相遇。

（2）靜默朝拜，與主密談：設置聖體小堂，讓信友能安靜地與
主相遇，體驗朝拜聖體的靈性恩寵。

（3）聖樂傳承與創新：邀請青年編寫聖體歌曲，鼓勵他們透過
音樂表達信仰，使聖樂成為新世代信友心靈共鳴的橋樑。
依期程確實推動教區內及各教區之聖體敬禮。

（4）輔祭培育，讓年輕人投入禮儀服務：以現有的輔祭團加強
培訓，也增加寒暑假的輔祭培訓活動；廣招並訓練輔祭，
尤其是兒童輔祭，不僅為禮儀服務培養人才，更讓他們在
親身參與中體驗聖體的神聖與美好。

（5）信仰與音樂的共鳴：透過聖體歌曲的傳唱，在旋律與歌詞
中深化信德，讓信友在歌聲中領受天主的愛與召叫。在聖
體歌曲內產生信德的共鳴。

（6）志工招募與培訓：廣招當地志工，並透過完善的培訓，使
他們不僅成為活動的支持者，更成為福傳的種子，將這份
信仰的喜樂延續下去。

辦法：
1. 主要會場：澎湖
本屆全國聖體大會預計於澎湖舉行，透過在離島舉辦盛
會，不僅能彰顯聖體的信仰精神，也能促進當地教會的發
展與連結。
（1）會場選擇與設備

A. 室內場地（適合講座、彌撒）
a. 澎湖文化中心（可容納約1000人，適合作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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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資源有限的離島。我們將面對許多實際的難題，但我們深
信，在天主的帶領下，透過眾人的同心協力，這一切都能迎刃
而解，並為澎湖帶來深遠的影響與祝福。
（一）場地限制：分散與連結的可能
澎湖的可用場地有限，這無疑是我們面臨的首要考驗。然而，今
日的科技與網路讓我們有了新的可能，是否能在全台各教區同步
舉行聖體敬禮，透過直播與互動串聯，讓身處不同地方的信友也
能同心祈禱，實現真正的「共融」？我們將與禮儀專家探討，確保
這樣的方式符合聖體敬禮的精神與莊嚴性。
（二）音響同步：讓讚頌之聲迴盪整座島嶼
聖體遊行時，如何確保所有參與者都能同步聆聽聖詠、誦念經
文，將是技術上的一大挑戰。我們期望與澎湖縣政府、百世多麗
酒店、真理電台等單位合作，透過專業音響設備與廣播技術，確
保整場活動的音效清晰流暢，讓這場信仰盛會真正「同聲讚頌
主名」。
（三）住宿安排：讓每一位來訪者安心歇息
澎湖的住宿資源有限，因此我們將積極與百世多麗酒店洽談，希
望能包場提供更多住宿空間。同時，也會與澎湖縣政府協商，看
看是否能開放海邊特定區域，讓無法入住酒店的信友能以露營
方式參與，使大會成為一次深刻的靈修體驗。
（四）交通規劃：跨越海洋，凝聚信仰
澎湖作為離島，往返皆需搭乘飛機或客輪，因此我們需提前
進行多方協商，以確保參與者能順利抵達。若能籌劃專機或
包船，將更能提升便利性，使這次盛會成為一次充滿朝聖意
義的旅程。我們將與航空公司及船運業者商討，爭取最優惠

《附件》
第六屆全國聖體大會活動企劃

一、活動型態
（一）靜態活動：安靜與主相遇
聖體小堂開放：讓參與者隨時能夠前來朝拜聖體，體驗與主
的密談時刻，深化個人靈修生活。
（二）動態活動：音樂、祈禱與信仰的展現

1. 10月29日（週五）晚上音樂祈禱會：透過靜謐的音樂與反思，
進入與主的內在對話。詠唱屆時應已公布的國際聖體大會主
題曲 ⸺與全球教會同步，體驗普世合一的力量。

2. 10月30日（週六）白天：信仰與聖樂的慶典
09:00 – 10:00專題演講：邀請神長與專家講演深入探討聖體
敬禮的意義。
10:00 – 12:00聖體歌曲詮釋：邀請各教區演唱2首聖體聖歌，
展現信仰與音樂的結合。
13:30 – 14:30聖體遊行：以信仰見證天主聖體的榮耀，規劃兩
條路線，二選一
• 路線A：從觀音亭步行至澎科大（或反向），全程2.3公里，
步行約33分鐘。

• 路線 B：從觀音亭步行至文化中心（或反向），全程1.8公
里，步行約 26分鐘。

3. 15:00感恩聖祭：在信仰的巔峰時刻，一同領受聖體聖事，
將這次大會的恩寵帶入生活中

二、資源需求⸺挑戰與希望
籌辦聖體大會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使命，特別是在澎湖這片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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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主教團聖體敬禮小組指導推廣策略：運用主教團的影響
力並分享經驗，提供宣傳方向與策略支持。

3. 拜訪各教區：透過與各地神長、修會團體、教友組織的直
接溝通，提高全國教會的參與度與認同感。

（二）數位行銷策略：善用網路傳播，讓更多人看見
1. 官網 & 部落格專區：建立專屬網站或部落格，持續發布活動
資訊、報名連結、相關聖體敬禮資源，並提供下載資料（如活
動手冊、聖體聖歌歌詞等）。

2. 社群媒體經營（Facebook / Instagram / YouTube / LINE）
A. Facebook & Instagram：定期發布精美聖體金句圖文、活動
倒數提醒、參與者見證影片，提升關注度與分享率。

B. YouTube：製作簡短宣傳影片，呈現澎湖聖體大會的精神與
意義，並上傳過往聖體敬禮的紀錄。

C. LINE 社群：建立活動專屬 LINE 群組，讓參與者獲取
最新消息，並與籌備團隊互動。

D. 網路朝拜聖體 & 信仰分享⸺透過直播或錄播的方式，
讓更多人可以在線上參與朝拜聖體，擴大敬禮影響力。

（三）見證分享：讓信仰成為感動人的力量
1. 聖體與我的見證：教會的傳揚需要生命的見證，因此將收
集信友對聖體的感動故事，並於適當時機透過網站、社群
平台發表，鼓勵更多人勇於見證自己的信仰經驗。

2. 邀請知名教友或神職人員分享：可以邀請有影響力的神
長、藝人教友、福傳工作者分享他們與聖體的故事，讓更
多人透過這些故事建立對聖體敬禮的連結。

（四）大眾媒體曝光：擴大影響力，讓更多人認識
1. 新聞發布 & 媒體合作：邀請天主教真理電台、光啟社、基

與穩定的交通方案。
（五）輔祭培育：讓孩子們在服事中親近聖體
這次的聖體大會，我們計畫邀請惠民啟智中心的師生擔任搖
鈴輔祭，這將是一個深具意義的安排，讓這些孩子們能在親
身參與中體驗信仰。然而，這需要長時間的練習與培育，我
們將全力支持，確保他們能夠自在地履行這份神聖的使命。
（六）志工招募與培訓：讓服務轉化為信仰
這場盛會需要大量志工支援，而我們期望能培育在地志工，
讓他們不只是活動的工作人員，更是未來福傳的種子。志工
培訓、紀念品、服裝等都需要經費支持，因此我們將積極尋
求資源，確保志工們能受到完善的訓練，並在服務中感受到
天主的愛與召叫。
（七）經費籌措：信仰與行動的結合
從場地搭建、交通、住宿、設備、志工訓練、材料運輸，每
一個環節都需要龐大的資金投入。特別是澎湖的物資運輸成
本較高，這更是我們須面對的現實挑戰。然而，值得感恩的
是，百世多麗酒店的董事長對於惠民啟智中心的事工深受感
動，願意為台南教區提供支持，甚至可能協助降低住宿與運
輸成本。我們相信，天主會透過各種方式供應我們的需要，
也誠摯邀請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參與，讓這次聖體大會成為一
場充滿愛與希望的盛宴。

三、宣傳策略⸺點燃熱潮，擴大影響力
（一）教會內部動員：讓信仰的火燄從內部燃起

1. 推動本教區內的聖體敬禮：鼓勵各堂區舉辦聖體敬禮活
動，透過教友口耳相傳，逐步建立參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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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澎湖的天空與大海，等待著我們的愛與關懷。這不僅是一場信
仰的盛會，更是一個彼此連結、攜手同行的機會。我們誠摯邀
請全國教友、志工、音樂人、青年與所有關心澎湖的人，共同
參與這場意義深遠的聖體大會，讓我們的愛與信仰在這片土地
上扎根、綻放。
透過這次盛會，我們希望看到：
（一）更多澎湖地區的民眾成為天主信眾，讓這片土地的信仰之花

遍地結果；
（二）依計畫期程，確實推動教區內及各教區的聖體敬禮，深化信

仰生活；
（三）在聖體小堂中與主密談，培養個人的靜默祈禱與內在靈修；
（四）廣招並訓練輔祭，尤其是兒童輔祭，不僅滿足禮儀需求，更

讓孩子們從小體驗敬禮聖體的美好；
（五）邀請青年創作聖體歌曲，讓音樂成為傳遞福音的橋梁；
（六）在聖體歌曲中產生信德的共鳴，透過旋律觸動人心，使聖體

敬禮更貼近人心；
（七）廣招並培育當地志工，透過訓練，使他們成為福傳的種子，

將這份信仰的喜樂延續下去。

您的參與，將改變這座島嶼的未來。您的支持，將為這片土地
帶來希望與祝福。讓我們攜手同行，在聖體的光輝下，見證愛
的奇蹟！

督教論壇報等宗教媒體採訪報導，提升活動的公信力與曝
光度。

2. 地方新聞 & 主流媒體合作：聯繫澎湖當地媒體、台灣各大新
聞媒體（如聯合報、自由時報、TVBS、東森新聞），將焦點放
在聖體大會對澎湖的影響，吸引更多社會關注。

（五）異業合作&義賣募款：讓更多人透過不同方式參與
1. 與天主教出版品、書局、學校合作：如光啟文化、天主教
靈修書店、各大天主教學校，透過校內宣傳或活動配合，
提升學生與教友的參與率。

2. 開發活動周邊商品（T-shirt/手環/布袋/明信片）：不僅作為紀
念品，也可作為募款管道，為活動籌措資源。

3. 與企業合作贊助：可邀請有基督信仰背景的企業（如天主教
醫院、天主教學校、公益基金會等）提供贊助或資源支持，讓
活動規模更大。

（六）活動前的暖身推廣：讓熱度持續升溫
1. 舉辦倒數計時活動：如「聖體敬禮100天挑戰」，邀請教友每
天在社群上分享一段與聖體有關的經驗、金句或祈禱，讓參
與感提前醞釀。

2. 預先舉辦線上或小型敬禮活動：在台南教區、各堂區舉辦小
型朝拜聖體音樂會，讓教友逐步進入大會氛圍，並提升實體
活動的參與度。

總之，這場聖體大會不只是一次活動，而是一場信仰的盛宴。
我們將透過教會內部動員、數位行銷、媒體曝光、異業合作等
多元方式，讓這場大會的訊息傳遍全台，甚至延伸至國際！讓
更多人認識聖體的美好，點燃信仰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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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慶祝120位中華殉道聖人宣聖25週年活動計畫草案

一、本計畫為邀約七個教區組團參加「120位中華殉道聖人宣聖25
周年感恩祭典」，以利推廣敬禮中華殉道聖人，會後致贈推廣
敬禮之祈禱文、畫冊、鑰匙圈等紀念品。

二、感恩祭典：參考2010年宣聖10周年感恩祭典經文，經主教
團禮儀及聖事委員會核定後印製

三、活動場地：感謝主徒會提供新莊恆毅中學場地：

1.禮堂：舉行彌撒。

2.停車場地：大客車、小客車、機車。

3.恆毅中學學生餐廳提供午餐。

四、製121位中華殉道聖人祈禱文、畫冊、鑰匙圈等贈品，由聞
道出版社負責。

五、活動經費由推廣敬禮小組負責籌措，經同意實施後，隨即
召開籌備會，討論活動內容、海報、邀請卡、報名辦法等
細節。

《附件二》
慶祝120位中華殉道聖人宣聖25週年感恩祭典流程表

總責：費格德神父及慶典活動籌備小組
地點：新莊恆毅中學
時間：2025年7月12日（周六）

B. 提案：全國性舉行120為中華殉道聖人宣聖25週年感恩祭典，
提請討論。（推廣敬禮中華聖人小組）

說明：
1. 2009年，已故的王振華蒙席於台北總教區成立了「推廣敬禮
中華聖人小組」，成員如下：主徒會劉家祥神父、耶穌會朱立
德神父、台南教區費格德神父。此小組成立後，曾於2010年主
教團春季會議提案並舉辦了「中華殉道聖人宣聖10周年感恩
祭典」。（參閱：主教團312期月誌）

2. 「中華殉道聖人宣聖10周年感恩祭典」乃於2010年7月10
日在新莊恆毅中學盛大舉行。2020年中華殉道聖人宣聖20
周年，此小組特別製作「中華殉道聖人鑰匙圈」，並於板
橋中華殉道聖人堂主保慶典中致贈教友們。

3. 今年適逢中華殉道聖人宣聖25周年，值此銀慶之際，建請
主教團常年春季會議，成立25周年慶典籌備小組，籌備舉
行全國性宣聖25周年慶典，以利推廣敬禮。

辦法：
1. 成立籌備小組：建請由「推廣敬禮中華聖人小組」代表台
南教區司鐸費格德神父負責，並由每個教區推派神父、修
女及教友，至少各一名，參與「慶典活動籌備小組」。

2. 舉行地點：新莊恆毅中學
舉行時間：2025年7月12日（周六）

3. 計畫草案及慶典活動流程表，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二。

決議：同意，通過。慶祝日期改為2025年7月19日（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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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座傳信善會

A. 提案：支持善牧教理在各教區的發展。

說明：
1. 善牧教理第一階段（3歲～6歲兒童）的引導員培訓課程已在今
年的4月10日結束；有25位來自4個教區的成人，完成了90個小
時的培訓課程並得到美國善牧教理協會第一階段的認證。

2. 接下來，他們將把在培訓中所經驗如何以聖經和祈禱的引導
方式，帶入他們與孩童們一起經驗天主的善牧小室（主日學
空間）中。

辦法：
1. 鼓勵專業認證的兒童教理老師在堂區工作，並給予實質的
薪資補助；

2. 幫助安排善牧小室所需要的空間：祈禱區，教理主題區，
孩童操作靜默區。

3. 支助教材的準備上所需要的經費。

決議：各教區自行斟酌決定與宗座傳信善會聯絡。

B. 提案：邀請Sister Briege McKenn和Fr. Pablo Escriva來台灣帶
神職人員的年度避靜。

說明：Sister Briege 在世界各地的帶來了希望和醫治，她和Fr. 
Pablo Escriva 有堂區福傳使命，在各地帶領神職人員的
避靜，更新他們的神職。

決議：2026年臺南教區籌備年度避靜時納入考慮的選揀中。

流程：
09:00  工作人員就定位
09:30  各教區參禮人員報到
10:00  慶祝120位中華殉道聖人宣聖25週年感恩祭典

12:00  學生餐廳午餐

當天活動工作負責組別及工作內容：

一、場地組（恆毅中學）
安排停車處、聖物販賣地點、報到處、中華聖人推廣組服務
處、彌撒場地、午餐場地。

二、交通組（恆毅中學）
由校門前指揮交通、導引來賓進入會場；指示大客車、小客
車、機慢車依序停車。

三、報到處（恆毅中學）
登記單位人數、分發資料袋、確認用餐桌次；指引彌撒場地、
神長更衣處、茶水處、洗手間等。

四、慶典活動籌備組
依序引導就座（預先標示全體座位）；協助神長至更衣室、安排進
堂遊行順序；確認揭開畫幕人員、送聖體人員；簡介禮儀注意
事項。

五、午餐（恆毅中學）：恆毅中學學生餐廳

六、敬禮推廣組及聞道出版社
印製《121位中華殉道聖人簡史》，《苦難我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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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案：澳洲的Fr. Rob Galea來台灣為國內青年福傳。

說明：Fr. Rob Galea在世界各地的學校，教區及大型場所中宣
講信仰，聖歌讚美和福傳。

決議：Global 2033小組已邀請Fr. Rob Galea到台灣，2026年4月
16~23日，但非是大型活動。

七、聖職委員會（台灣總修院）

提案：提請修正台灣總修院「培育手冊」第六章修院之經費，請
審議。

說明：
1. 依據台灣總修院114年3月26日113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討
論通過。

2. 因應實際執行現況，調整修士零用金條次。
3.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後。（見57頁）

辦法：本案通過後，報請台灣地區主教團大會通過批淮後實施。

決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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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會青年單位負責體驗課程
• 道明會青年單位負責靈修與祈禱
• 各青年團體依其特長提供所需的支援等
3. 確保台青經費來源公平且可持續運行
• 將由主教團提供30萬元經費
• 其餘費用依各教區青年參與狀況進行相應補助，確
保其公平性。

決議：2028年台灣青年日於嘉義教區依照上述方法試辦一次。

B. 提案：將台青之舉辦頻率調整為「每次世青的隔年辦理」。

說明：
由於目前舉辦台青間隔時間較短，各教區及修會團體的青
年工作者在籌備過程中面臨人力、財務與資源調配上的挑
戰，此外，部分青年可能因長期參與而感到疲乏，影響活動
的參與度與長期牧靈效益。
所以希望調整台青的舉辦頻率，使其在每次世青的隔年辦
理，既能延續世青所點燃的信仰熱忱，又能讓青年工作者及
青年有充足的時間準備與投入，進而提升此活動的深度與
影響力。此外，也鼓勵各教區在未舉辦台青或世青的年份舉
辦「教區青年日」。
此提案不僅只是台青舉辦頻率的調整，亦關乎台灣青年牧
靈之長遠發展。透過主教團統籌、資源有效配置及舉辦頻率
之適當調整，台青將能更充分發揮其在台灣青年信仰培育
上的關鍵作用，並成為青年信仰生活的重要助力。

八、平信徒、家庭及青年委員會（青年組）

A. 提案：自2028年起，台青改由主教團統籌辦理，並整合全台
青年工作資源。

說明：
2024年於靜山舉辦的第十六屆全國青年工作者會議中，各
青年團體針對台灣青年日（台青）的現況進行討論，並提出
相關建議。青年組在廣泛收集各團體意見後，召集R&D核心
小組成員進行研議，發現現行台青辦理模式雖已行之有年，
然仍存有可優化之處。若能進一步調整，將更有助於台青精
神的展現與青年牧靈工作的推動。
考量目前沒有亞洲青年日，台青的舉辦頻率相對較高（每
1-2年一次），各教區及修會團體的青年工作者在籌備過程
中面臨人力、財務與資源調配上的挑戰。
因此，台青若能由主教團青年組統籌辦理，將可確保活動穩
定推展，提升全國性協作效能，並適度分配各教區之籌備負
擔。由各教區依固定順序提供場地及後勤支援，並邀請修會
及青年團體依其神恩與專長規劃活動環節，使資源獲得最
佳運用，並強化活動的多元性與專業性。

辦法：由主教團青年組負責台青的主辦及整體規劃，並邀請各
教區及青年團體協助，以確保活動的穩定性與延續性，同
時整合全台青年工作之資源。
1. 各教區依既有輪替順序提供場地、食宿等後勤支援。
2. 各修會及青年團體依其神恩與專長規劃活動環節，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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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1. 擬於今年（2025）7月26日（六）為本委員會與平信徒、
家庭委員會之平信徒委員舉辦【天主子民自我培育必修
課】，由李克勉主教分享教會組織架構與協助運作的方
式，培育具同道偕行觀念之信友成為種子講師。

2. 為外籍傳教修會之培育，待男女修會聯合會向本會聯繫安
排時間進行。

3. 請各教區主教派合適人選參與師資人才培育，培育後由各
種子講師至各教區為教區信友提供培育。

決議：同意，通過。

B. 提案：FABC 亞洲「偉大的望德朝聖者」大會台灣代表團。

說明：
1. 亞洲主教團協會（FABC）11月27日至 30日將於馬來西亞檳
城舉辦「偉大的望德朝聖者」大會，將有千人參與，台灣代表
團名額30 人，需依其規定報名。

2. 本大會之成員名額如下：主教7人、司鐸與男會士5人、
修女與女會士5人、平信徒13人（建議包含18-30歲青年4
人、女平信徒4人、其他5人）

3. 本會已洽詢旅行社進行初步行程規劃，團費約在32,000元左
右，成員可自行選擇是否加價參加多1日朝聖行程（約加價
4,500元）以及升級單人房（約加價6,000元至7,200元）。待主
教團春季會議後進行後續報價回簽與訂票流程。

辦法：
1. 未來活動規劃如下：

• 2025年：台中台青
• 2026年：停辦一次，鼓勵舉辦教區青年日
• 2027年：韓國首爾世青
• 2028年：主教團主辦之台青（依現行輪替順序，將於嘉義
教區舉辦）

• 之後依此模式循環辦理
2. 我們鼓勵各教區在未舉辦台青或世青的年份舉辦「教區青
年日」，以深化地方性青年牧靈工作，以確保牧靈工作的
連貫性與地方適用性。詳情可參考教宗文件《地方教會慶
祝青年日的指引》。

附件：
1. TYMM後續台灣青年日討論事項文件
2. 教宗文件《地方教會慶祝青年日的指引》
3. 2024新竹台青後續經驗分享與報告

決議：等在嘉義教區舉辨的2028年台灣青年日結束後再議。

九、福音傳播委員會

A. 提案：司鐸與平信徒的牧靈福傳意識培育。
說明：為實踐「同道偕行」，達成「人人皆為傳教士」之目

標，需為司鐸與平信徒代表 提供適當培育，以與教區
順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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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

A. 提案：禧年聖詠交流會。

說明：
1. 在2025年12月6日，星期六，在香港石硤尾聖方濟各堂舉行。
2. 整個會期為4天，12月4~7日。
3. 參加的團體人數，約25人左右，但不包括奏樂人士。
4. 每聖詠團會用本身的語言詠唱禧年主題曲，加上兩首自選聖
詠。最後所有參加的聖詠團會一起參與頌唱禧年主題曲。

5. 香港教區會提供機票和住宿等資料，以作參考，但參加團體
要自費。

6. 另外，四天的會期，香港教區會有負責接待的堂區安排活動，
以作一連串的交流。

有意參與者，出國得登錄通知政府：
https://www.mac.gov.tw/cp.aspx?n=015A70099E11C8A8 

決議：台北（佳播聖詠團）、高雄（榮主合唱團）、台中（主教座
堂聖詠團），至少有一團代表台灣地方教會參加香港教區
舉辦的禧年聖詠交流會。

臨時動議：

提案：台北總教區趙永吉輔理主教成為社會傳播委員會委員。

決議：同意，通過。

辦法：
1. 提報主教團春季會議，由各教區主教委派代表參與。一併
提供各教區主教目前代 表團成員名單作為參考，請主教們
共同決定代表團人選。
（1）主教【7人】：李克勉主教、浦英雄主教、黃敏正主教、
趙永吉輔理主教
（2）司鐸與男會士【5人】：高福南神父、（及其他4位）
（3）修女【5人】：瑪爾大會陳麗卿修女、瑪爾大會程瓊瑛修女
（4）女平信徒【4人】：
福傳委員會陳思穎（女平信徒，大會聯絡人）、平信徒與
家庭及青年委員會趙欣品（女平信徒）、季紅瑋（女平信
徒，花蓮教區）、林姿吟（女平信徒，嘉義教區）
（5）18-30歲青年平信徒【4人】：
信徒與家庭及青年委員會陶鎮萱姊妹、全國大專同學會
洪思宇弟兄、全國宗座傳信善會耿紫婕姊妹。
（6）其他平信徒【5人】：吳君健（男平信徒，翻譯人員）、
林玉梅（女平信徒，主教團總務）、吳家犖（女平信徒，高
雄教區）。
註：姓名以加粗黑字標示為確認參與者，以藍字標示者
為有意願被派任參加者。

2. 參加費用原則上由與會者自行負擔，各教區主教可決定是
否提供補助。

決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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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主教團第二次[秋季]會議

時間：2025年11月17-21日

地點：主教團辦公大樓（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9號）

• FABC 亞洲「偉大的望德朝聖者」大會（參閱：提案九B）

時間：2025年11月27日至 30日

地點：馬來西亞檳城

追蹤事項：

2024年第四次[秋季]主教團會議臨時動議：成立「生態關懷
組」，在全人發展服務委員會下，負責人：蘇耀文主教，日後
再制定細節。

主任委員：蘇耀文主教
委員：李克勉主教、黄敏正主教、趙永吉輔理主教

備忘錄：

• 中華殉道聖人25周年慶

時間：2025年7月19日（六）

地點：恆毅中學

• 全台移工移民感恩祭典及共融聚會

時間：2025年9月21日（主日），10:00

地點：桃園市體育館（小巨蛋）

• 2025主教團第二次[秋季]準備會議（視訊會議）

時間：2025年10月29日，10:00

地點：各公署

• 主教團男女修會會長合作協會

時間：2025年11月11日（二），10:00

地點：台北市中央大樓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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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主團祕公字第 11405號

依據 2025 年主教團第一次［春季］會議決議：

1. 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新增一委員：趙永吉輔理主教（台北

總教區）。

2. 主教團成立「生態關懷組」，編制在主教團全人發展服務委員會

下，相關細節爾後制定，主任委員及委員如下：

主任委員：蘇耀文主教；

委員：李克勉主教、黄敏正主教、趙永吉輔理主教。

以上公告，即日生效。

2025 年 4 月 29 日

主教團祕書長陳科神父

（114）主團祕公字第 11406號

鑑於新任教宗揀選了名號「Leo XIV」，中文翻譯：「教宗

良十四世」。因此，在禮儀上，中文以「教宗良十四世」

稱呼新任教宗，而司鐸舉行彌撒時，唸：「我們的教宗良十四世」。

即日生效。

2025 年 5 月 9 日

主教團祕書長陳科神父

主教團祕書處公告

（114）主團祕公字第 11403號

主教團祕書處將於復活主日（4月20日）晚上 6時至 6時 30 分，

網路直播教宗方濟各《致全城及全球》（Urbi et Orbi）復活節文

告。因教宗方濟各仍然在康復中，懇請在直播前留意今年頒

布文告方式是否會有所改變或調整：www.catholic.org.tw。

主教團祕書長陳科神父

（114）主團祕公字第 11404號

因教宗方濟各於復活八日慶星期一 4 月 21 日蒙主恩召，自

本日起，司鐸舉行彌撒時，在感恩經中，不必再唸「我們

的教宗方濟各…」，而直接唸「我們的主教…」，直至選

出新教宗為止，司鐸舉行彌撒時才唸：「我們的教宗…」。

主教團祕書長陳科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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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to del Dicastero per il Clero 
sulla disciplina delle intenzioni delle Sante Messe

«Secundum probatum Ecclesiae morem, sacerdoti cuilibet Missam 
celebranti aut concelebranti licei stipem oblatam recipere, ut iuxta 
certam intentionem Missam applicet» -«Secondo l’uso approvato 
della Chiesa, è lecito ad ogni sacerdote che celebra la Messa, ricevere 
l’offerta data affinché applichi la Messa secondo una determinata 
intenzione» (can. 945 § 1 CIC).

«L’Eucaristia, sebbene costituisca la pienezza della vita sacramentale, 
non è un premio per i perfetti ma un generoso rimedio e un alimento 
per i deboli. Queste convinzioni hanno anche conseguenze pastorali 
che siamo chiamati a considerare con prudenza e audacia. Di 
frequente ci comportiamo come controllori della grazia e non come 
facilitatori. Ma la Chiesa non è una dogana, è la casa paterna dove c’è 
posto per ciascuno con la sua vita faticosa»1

Coscienti di questa grazia, i fedeli per mezzo dell’offerta vogliono 
unirsi più strettamente al Sacrificio Eucaristico aggiungendovi un 
sacrificio proprio e collaborando alle necessità della Chiesa e, in 
particolare, contribuendo al mantenimento dei suoi sacri ministri.

In questo modo i fedeli si uniscono più intimamente a Cristo che 
offre sé stesso e sono, in un certo senso, ancor più profondamente 
inseriti nella comunione con Lui. Quest’uso non solo è approvato 
dalla Chiesa, ma da essa è anche promosso2.

1. Francesco, Esortazione apostolica Evangelii gaudium, 24 novembre 2013, 
inAAS105 (2013), 1039-1040, n. 47.

2. CfrPaoloVI, Lettera apostolica in forma di Motu proprio Firma in traditione,13 
giugno 1974, inAAS66 (1974), 308;Congregazione per il Clero, DecretoMos 
iugiter,22 febbraio 1991, inAAS83 (1991), 443.

（114）主團祕公字第 11407號

根據 2024 年主教團第二次［秋季］會議，主教團聖職與

修會委員會（台灣總修院）之提案決議：「招募具有總務

與財務之相關經驗之平信徒，為修院修院行政管理之職員；

以及招募適合在總修院服務的修女，在修院的培育工作中，

擔任生活導師」，故茲委任：

聖瑪爾大女修會劉英花修女，為台灣總修院的生活導師，為期

三年。

聖瑪爾大女修會胡月美修女，為台灣總修院的總務，為期

三年。

即日生效。

2025 年 5 月 26 日

主教團祕書長陳科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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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intenzioni prefissate. Nacque così l’uso di elargire un’offerta in 
occasione della Messa, usanza che la Chiesa, non solo approva, ma 
raccomanda e promuove.

La consuetudine secolare e la disciplina della Chiesa insiste perché a 
ciascuna singola offerta corrisponda la distinta applicazione, da parte 
del sacerdote, di una Messa da lui celebrata. La dottrina cattolica, 
inoltre, manifestata anche dalsensus fidelium,insegna il beneficio 
spirituale e l’utilità, nell’economia della grazia, per le persone e i 
fini per i quali il sacerdote applica le Messe che celebra, nonché, in 
questa stessa prospettiva, il valore dell’applicazione reiterata per le 
stesse persone o finalità.

Quanto poi all’applicazione in rapporto alla quale è stata ricevuta, 
nel senso suesposto, un’offerta, è stato più volte espresso il divieto 
di applicare una sola Messa per più intenzioni, per le quali sono state 
accettate rispettivamente più offerte.

Tale prassi, come anche la mancata applicazione di una Messa 
in rapporto all’offerta accettata, sono state giudicate contrarie 
alla giustizia, come viene ripetutamente espresso nei documenti 
ecclesiastici4.

Non meno illecita sarebbe la sostituzione dell’applicazione promessa 
nella Messa con la sola “intenzione di preghiera” nel corso di una 
celebrazione della Parola o con una semplice menzione in alcuni 
momenti della celebrazione eucaristica.

La disciplina della Chiesa in materia, anche astraendo da discorsi 
di natura prettamente teologica, s’ispira palesemente a due ordini di 

4. Cfr, ad esempio, S.Uffizio, Decreto, 24 settembre 1665, n. 10, in DH 2030;Sacra 
Penitenzieria Apostolica, IstruzioneSuprema Ecclesiae bona, 15 luglio 
1984, inEnchiridion VaticanumS1, nr. 901-912;Congregazione per il Clero, 
DecretoMos iugiter, cit., 444, art. 1 §1.

L’apostolo Paolo scrive che quanti servono l’altare hanno anche 
diritto di vivere dell’altare (Cfr I Cor 9, 13-14; I Tim 5, 18; Lc 10, 
7). Le norme raccolte nei primi secoli informano circa doni offerti 
volontariamente nella celebrazione dell’Eucaristia. Di essi una parte 
era destinata ai poveri, una parte allamensa episcopalise a coloro ai 
quali il Vescovo offriva ospitalità, una parte al culto e una parte ai 
chierici celebranti o assistenti, secondo un criterio di distribuzione 
prestabilito3.

Quanti facevano offerte erano, in tal modo, coinvolti in maniera 
speciale nel Sacrificio Eucaristico. I doni offerti durante l’Eucaristia, 
e successivamente anche al di fuori, erano considerati come 
una ricompensa a un benefattore, come un dono in occasione 
del servizio(occasione servitii)compiuto dal sacerdote, come 
un’elemosina e mai come “prezzo di vendita” per qualcosa di santo; 
ciò infatti diventerebbe un atto simoniaco.

In questo tempo la Messa veniva già celebrata, su richiesta dei fedeli, 
per una determinata intenzione, anche se non accompagnata da un 
dono. Successivamente si sviluppò l’uso di offrire un’elemosina per 
la celebrazione di una Messa e di dare doni al sacerdote o alla Chiesa. 
Proprio questa pratica costituisce il precedente dell’offerta per la 
celebrazione della Messa. A partire dalla fine del decimo secolo, per 
chiedere la celebrazione della Messa per una determinata intenzione, 
venivano offerti doni commemorativi. In questo stesso periodo 
sorgono le fondazioni di Messe, ovvero l’obbligo di celebrare Messe 

3. Cfr, adesempio,Constitutiones Apostolorum(± 380) II.28,5: «Si autem (diaconus) 
etlectorest, accipiat et ipse una cum presbyteris»; VIII.31,2-3: «Eulogias, 
quae in mysticis oblationibus supersunt, diaconi ex voluntate episcopi aut 
presbyterorum distribuant clero...», in F.X.Funk,Didascalia et Constitutiones 
Apostolorum(Paderborn,1905; ristampa anastatica 1964),vol.1, pp. 108-109 e 
532-533;CanonesApostolorum(5e eeuw) 41, in C.Kirch,Enchiridionfontium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antiquae(Barcelona, 1965[9]), n.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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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curare la giustizia, e cioè il mantenimento della parola data agli 
offerenti, e dall’altra allontanare il pericolo, o anche solo la parvenza, 
di “commercio” di cose sacre.

È proprio la volontà di esclusione di tale pericolo che consentiva 
di adottare simili modifiche disciplinari. Concretamente, in questa 
prospettiva, il Decreto stabilisce soprattutto che, solo nel caso in 
cui i donatori dell’offerta siano stati opportunamente informati e 
abbiano espresso il proprio accordo [esplicito consenso], si possano 
raccogliere più offerte per un’unica celebrazione della Messa, e che 
tale celebrazione non sia quotidiana, onde evitare di ingenerare una 
prassi comune e al fine di mantenere il carattere dell’eccezionalità.

Trascorsi oltre trentaquattro anni dall’entrata in vigore del 
DecretoMos iugiter,in base all’esperienza da allora accumulata, in 
risposta alle osservazioni, ai quesiti e alle sollecitazioni pervenute 
da diverse parti del mondo, dai Vescovi, ma anche da membri del 
clero, da fedeli laici e dalle persone e comunità di vita consacrata, 
questo Dicastero, avendo considerato in profondità tutti gli aspetti 
della materia, e dopo ampia consultazione con gli altri Dicasteri 
interessati,sive ratione materiae sive alia ratione,ha maturato il 
giudizio che occorrano ora nuove norme che disciplinino la materia, 
adeguandola conformemente.

In considerazione dell’opportunità di aggiornare la normativa e, 
nello stesso tempo, di renderla anche più esplicita nell’esclusione 
di talune prassi che, abusivamente, si sono verificate in vari luoghi, 
questo Dicastero ha disposto di emanare, e ora emana, le norme 
che seguono, a integrazione della disciplina attualmente vigente in 
materia:

Art. 1 § 1 Rimanendo fermo il can. 945 CIC, se il concilio 
provinciale o la riunione dei Vescovi della provincia, tenendo conto 

considerazioni: la giustizia verso gli offerenti, e cioè il mantenimento 
della parola data agli offerenti, e il dovere di evitare che ci sia anche 
solo la mera apparenza di “commercio” di cose sacre (Cfr cann. 947; 
945 § 2 CIC).

In tempi più recenti sono, tuttavia, emerse situazioni e richieste, che 
hanno suggerito di adattare alcuni particolari della disciplina, creando 
un’eccezione alla legge universale, proprio per salvaguardare tutto 
quanto risulta essenziale.

Tra queste troviamo la carenza di clero in grado di soddisfare 
le richieste di Messe, il dovere di non «frustrare la pia volontà 
degli offerenti, distogliendoli dal buon proposito»5, insieme alla 
constatazione che l’uso delle Messe, cosiddette “collettive”, «qualora 
si allargasse eccessivamente [...] deve essere ritenuto un abuso e 
potrebbe ingenerare progressivamente nei fedeli la desuetudine 
di offrire l’obolo per la celebrazione di Messe secondo intenzioni 
singole, estinguendo un’antichissima consuetudine salutare per le 
singole anime e per tutta la Chiesa» 6, costituiscono solo alcune delle 
ragioni per le innovazioni.

Era su questo sfondo che, il 22 febbraio 1991, l’allora Congregazione 
per il Clero emanò il DecretoMos iugiter 7.

Il Decreto, ribadendo i capisaldi dottrinali e le norme fondamentali 
della disciplina, già accolta dalCodex Iuris Canonici,prevede che, 
a determinate condizioni, e solo in tali casi, il sacerdote possa 
comunque applicare una sola Messa per più intenzioni, in rapporto 
alle quali ha ricevuto offerte distinte.

Le condizioni formulate intendevano, per l’appunto, da una parte, 

5. Congregazione per il Clero, DecretoMos iugiter, cit.,446, art. 5 § 1.
6. Ibidem, 445, art. 2 § 3.
7. Cfr Ibidem, 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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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rattutto dei più poveri, anche senza ricevere alcuna offerta».

§ 2 Per la destinazione delle offerte si applichi,congrua congruis 
referendo,la norma del can. 951 CIC.

§ 3 In considerazione delle circostanze specifiche della Chiesa 
particolare, e del suo clero, il Vescovo diocesano può, per legge 
particolare, disporre la destinazione di tali offerte alle parrocchie in 
stato di necessità della propria o di altre diocesi, specialmente nei 
paesi di missione.

Art. 4 § 1 Spetta agli Ordinari erudire il rispettivo clero e popolo 
circa il contenuto e significato di queste norme, e vigilare sulla 
loro corretta applicazione, curando che si annotino accuratamente 
sull’apposito registro il numero delle messe da celebrare, le 
intenzioni, le offerte e l’avvenuta celebrazione nonché prendendo 
ogni anno visione di tali registri, personalmente o tramite altri (Cfr 
can. 958 CIC).

§ 2 In modo particolare, sia gli Ordinari che gli altri Pastori della 
Chiesa debbono assicurare che sia a tutti eminentemente chiara la 
distinzione tra l’applicazione per un’intenzione determinata della 
Messa, (ancorché “collettiva”) e il semplice ricordo nel corso di una 
celebrazione della Parola o in alcuni momenti della celebrazione 
eucaristica.

§ 3 Sia specialmente reso noto a tutti che la sollecitazione o anche 
solo l’accettazione di offerte in relazione alle due ultime fattispecie è 
gravemente illecita; laddove simile uso sia indebitamente diffuso, gli 
Ordinari competenti non escludano il ricorso a misure disciplinari e/o 
penali per debellare tale deprecabile fenomeno.

Art. 5 In vista dei valori anche soprannaturali connessi con la 
veneranda lodevole prassi di ricevere l’offerta elargita affinché 

di condizioni quali, per esempio, il numero dei sacerdoti rispetto alle 
richieste di intenzioni o il contesto sociale ed ecclesiale, nei limiti 
della propria giurisdizione lo dispone per decreto, i sacerdoti possono 
accettare più offerte da offerenti distinti, cumulandole con altre e 
soddisfacendovi con una sola Messa, celebrata secondo un’unica 
intenzione “collettiva”, qualora - e soltanto qualora - tutti gli offerenti 
ne siano stati informati e liberamente abbiano acconsentito.

§ 2 Tale volontà degli offerenti non può mai essere presunta; anzi, in 
assenza di un consenso esplicito, si presume sempre che non sia stata 
data.

§ 3 Nel caso di cui al § 1, al celebrante è lecito tenere per sé l’offerta 
di una sola intenzione (Cfr cann. 950-952 CIC).

§ 4 Ogni comunità cristiana sia attenta a offrire la possibilità di 
celebrare Messe giornaliere di intenzione singola, per le quali il 
concilio provinciale o la riunione dei Vescovi della provincia fissano 
lo stipendio stabilito (Cfr can. 952 CIC).

Art. 2 Fatto salvo il can. 905 CIC, qualora il sacerdote celebri 
legittimamente l’Eucaristia più volte nello stesso giorno, se 
necessario e richiesto dal vero bene dei fedeli, può celebrare differenti 
Messe anche secondo intenzioni “collettive”, restando fermo che 
gli è lecito trattenere, quotidianamente, una sola offerta per una sola 
intenzione tra quelle accettate (Cfr cann. 950-952 CIC).

Art. 3 § 1 Occorre soprattutto tenere presente le disposizioni del 
can. 848 CIC il quale stabilisce che il ministro, oltre alle offerte 
determinate dalla competente autorità, per l’amministrazione dei 
sacramenti non domandi nulla, evitando sempre che i più bisognosi 
siano privati dell’aiuto dei sacramenti a motivo della povertà. Si 
osservi inoltre quanto vivamente raccomandato dal can. 945 § 2 
CIC, vale a dire «di celebrare la Messa per le intenzioni dei fed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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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I ET ORBI" 

MESSAGE OF THE HOLINESS POPE FRANCIS

EASTER 2025

Saint Peter's Square

Sunday, 20 April 2025

Christ is risen, alleluia!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ppy Easter!

Today at last, the singing of the “alleluia” is heard once more in the 
Church, passing from mouth to mouth, from heart to heart, and this 
makes the people of God throughout the world shed tears of joy.

From the empty tomb in Jerusalem, we hear unexpected good news: 
Jesus, who was crucified, “is not here, he has risen” (Lk 24:5). Jesus 
is not in the tomb, he is alive!

Love has triumphed over hatred, light over darkness and truth over 
falsehood. Forgiveness has triumphed over revenge. Evil has not dis-
appeared from history; it will remain until the end, but it no longer 
has the upper hand; it no longer has power over those who accept the 
grace of this day.

Sisters and brothers, especially those of you experiencing pain and 
sorrow, your silent cry has been heard and your tears have been 
counted; not one of them has been lost! In the passion and death of 
Jesus, God has taken upon himself all the evil in this world and in his 
infinite mercy has defeated it. He has uprooted the diabolical pride 
that poisons the human heart and wreaks violence and corruption on 
every side. The Lamb of God is victorious! That is why, today, we 
can joyfully cry out: “Christ, my hope, has risen!” (Easter Sequence).

applichi una Messa secondo una determinata intenzione (Cfr can. 948 
CIC), per favorire altresì l’apprezzabile usanza di trasferire nei paesi 
di missione le intenzioni di Messe in esubero con le corrispondenti 
offerte, curino i Pastori di anime di incoraggiare opportunamente 
i fedeli a mantenerla, e laddove fosse indebolita, a rinvigorirla e 
promuoverla, anche attraverso l’opportuna catechesi sui novissimi e 
sullacommunio sanctorum.

Art. 6 Laddove il concilio provinciale o la riunione dei Vescovi 
della provincia nulla dispongano in materia rimane in vigore quanto 
previsto dal DecretoMos iugiterdel 22 febbraio 1991.

Il Dicastero per il Clero, trascorsi dieci anni dall’entrata in vigore 
delle presenti norme, promuoverà uno studio della prassi nonché 
della normativa vigente in materia, in vista di una verifica della sua 
applicazione e di un eventuale aggiornamento.

Il Sommo Pontefice, in data 13 aprile 2025, Domenica delle Palme, 
ha approvato in forma specifica il presente decreto e ne ha ordinato 
la promulgazione, disponendonel’entrata in vigore il 20 aprile 2025, 
Domenica di Pasqua, derogatis derogandis, contrariis quibuslibet 
minimeobstantibus.

Lazzaro Card. You Heung-sik

Prefetto

✠Andrés Gabriel Ferrada Moreira

Arcivescovo Tit. di Tiburnia

Segre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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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may the light of peace radiate throughout the Holy Land and the 
entire world. I express my closeness to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ians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and to all the Israeli people and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he growing climate of anti-Semitism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worrisome. Ye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of the people of Gaza, 
and its Christian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where the terrible conflict 
continues to cause death and destruction and to create a dramatic and 
deplorabl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 appeal to the warring parties: 
call a ceasefire, release the hostages and come to the aid of a starving 
people that aspires to a future of peace!

Let us pray for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Lebanon and in Syria, 
presently experiencing a delicate transition in its history. They aspire 
to stability and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life of their respective nations. 
I urge the whole Church to keep the Christians of the beloved Middle 
East in its thoughts and prayers.

I also think in particular of the people of Yemen, who are experi-
encing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erious and prolonged humanitarian 
crises because of war, and I invite all to find solutions through a con-
structive dialogue.

May the risen Christ grant Ukraine, devastated by war, his Easter gift 
of peace, and encourage all parties involved to pursue efforts aimed 
at achieving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On this festive day, let us remember the South Caucasus and pray that 
a final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will soon 
be signed and implemented, and lead to long-awaited reconciliation 
in the region.

May the light of Easter inspire efforts to promote harmony in the 
western Balkans and sustain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ir efforts to allay 
tensions and crises, and, together with their partn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reject dangerous and destabilizing actions.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is indeed the basis of our hope. For in the 
light of this event, hope is no longer an illusion. Thanks to Christ — 
crucified and risen from the dead —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Spes 
non confundit! (cf. Rom 5:5). That hope is not an evasion, but a chal-
lenge; it does not delude, but empowers us.

All those who put their hope in God place their feeble hands in his 
strong and mighty hand; they let themselves be raised up and set out 
on a journey. Together with the risen Jesus, they become pilgrims of 
hope, witnesses of the victory of love and of the disarmed power of 
Life.

Christ is risen! These words capture the whole meaning of our exis-
tence, for we were not made for death but for life. Easter is the cel-
ebration of life! God created us for life and wants the human family 
to rise again! In his eyes, every life is precious! The life of a child in 
the mother’s womb, as well as the live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sick, 
who in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re looked upon as people to be dis-
carded.

What a great thirst for death, for killing, we witness each day in the 
many conflicts rag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our world! How much 
violence we see, often even within families, directed at women and 
children! How much contempt is stirred up at times towards the vul-
nerable, the marginalized, and migrants!

On this day, I would like all of us to hope anew and to revive our 
trust in others,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different than ourselves, or 
who come from distant lands, bringing unfamiliar customs, ways of 
life and ideas! For all of us are children of God!

I would like us to renew our hope that peace is possible! From the 
Holy Sepulchre,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here this year 
Easter is being celebrated by Catholics and Orthodox on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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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the principle of humanity never fail to be the hallmark of our 
daily ac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cruelty of conflicts that involve de-
fenceless civilians and attack schools, hospitals and humanitarian 
workers, we cannot allow ourselves to forget that it is not targets that 
are struck, but persons, each possessed of a soul and human dignity.

In this Jubilee year, may Easter also be a fitting occasion for the lib-
eration of prisoners of war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Lord’s Paschal Mystery, death and life contended in a stupen-
dous struggle, but the Lord now lives forever (cf. Easter Sequence). 
He fills us with the certainty that we too are called to share in the life 
that knows no end, when the clash of arms and the rumble of death 
will be heard no more. Let us entrust ourselves to him, for he alone 
can make all things new (cf. Rev. 21:5)!

Happy Easter to everyone!

May the risen Christ, our hope, grant peace and consolation to the 
African peoples who are victims of violence and conflict, especially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n Sudan and South Sudan. 
May he sustain those suffering from the tensions in the Sahel, the 
Horn of Africa and the Great Lakes region, as well as those Chris-
tians who in many places are not able freely to profess their faith.

There can be no peace without freedom of religion, freedom of 
though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respect for the views of others.

Nor is peace possible without true disarmament! The requirement that 
every people provide for its own defence must not turn into a race to 
rearmament. The light of Easter impels us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that create division and are fraught with gra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It impels us to care for one another, to increase our 
mutual solidarity, and to work for the integral development of each 
human person.

During this time, let us not fail to assist the people of Myanmar, 
plagued by long years of armed conflict, who, with courage and pa-
tience, are dealing with the aftermath of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in 
Sagaing, which caused the death of thousands and great suffering for 
the many survivors, including orphans and the elderly. We pray for 
the victims and their loved ones, and we heartily thank all the gener-
ous volunteers carrying out the relief operations. The announcement 
of a ceasefire by various actors in the country is a sign of hope for the 
whole of Myanmar.

I appeal to all those in positions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n our 
world not to yield to the logic of fear which only leads to isolation 
from others, but rather to use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help the 
needy, to fight hunger and to encourage initiatives that promote de-
velopment. These are the “weapons” of peace: weapons that build the 
future, instead of sowing seeds of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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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ly, but it was a sincere, unconditional love, like a father's love.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Thanks to the bishops, gathered here in full, representing the entire 
Catholic Church living in Taiwan, faithfully united, as always, to the 
Sucessor of Peter.

Thanks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aiwan's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 the Diplomatic Corps, and representative of foreign 
offices.  They are here to greet the leader of world stature, who has 
spent himself for peace among n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our 
common Home, claiming for justice and solidarity among peoples.

Thanks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other religions, who greet the hea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ho believed deeply in universal brotherhood 
and in the possibility of respectful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Christian confessions and between religions.

Thanks to the priests and consecrated men and women, whom Francis 
has always called to the radicality of their choice and the coherence 
of the life of service in the Church.

Thanks to the people of God, who recognized in Francis the shepherd 
who loved to be among his flock, breaking down every barrier that 
could keep him separated from it, and who drew energy from contact 
with the people until the end, without measure and without sparing 
himself.

May this Father, who is no longer physically among us, still bless us 
and love us from the new dimension in which he now finds himself.  
Amen.

Speech of Msgr. Stefano Mazzotti, Chargé d’Affaires, a.i.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ly See to R.O.C. (Taiwan)

In memory of Pope Francis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Holy Mass

At the Cathedral of Taipei Archdioces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Easter Octave

25 April 2025

This is the third time that we have gathered in this cathedral ideally 
around Pope Francis, in a period of less than two months. 

The f i rs t  t ime was on March 1s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hospitalization, when we prayed for his recovery, then on March 
19th, to commemorate the twelfth anniversary of his pontificate, and 
today to ask for the eternal rest of his soul.

I would say that today, of the three occasion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But in the end, it is right that it should be this way; it is like when a 
father of a family dies, when all the children gather together, even 
when there is tension between them, when they have had reasons for 
resentment towards their common father, when they have also been 
far from him for a long time.  But on the day of the funeral, near the 
coffin you have to be there, because that is a unique moment, it is the 
last opportunity to express gratitude for the love received throughout 
a lifetime, and to collect the spiritual legacy

I think I can interpret our presence here today in this way.  We feel 
in some way orphaned by a father who loved us, in the way he knew 
how to love, perhaps even in a way that not everyone has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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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he adult members of the Church, and priests in particular, are 
called to acknowledge, discern and accompany the young on their 
vocational path. You, young people, for your part, are called to set 
out on that path, together with the Holy Spirit, who awakens in you 
the desire to make your lives a gift of love.

Embracing our specific vocation

Dear young people, “your youth is not an ‘in-between time.’ You are 
the now of God” (Christus Vivit, 178). Realize that the gift of life 
calls for a generous and faithful response. Look to the young saints 
and blesseds who responded joyfully to the Lord’s call: Saint Rose of 
Lima, Saint Dominic Savio, Saint Therese of the Child Jesus, Saint 
Gabriel of Our Lady of Sorrows, the soon-to-be Saints Carlo Acutis 
and Pier Giorgio Frassati, and many others. They experienced their 
vocation as a path towards true happiness through friendship with 
the risen Lord. Whenever we listen to Jesus’ words, our hearts burn 
within us (cf. Lk 24:32) and we feel the desire to consecrate our lives 
to God. Naturally, we want to find the way of life that will best allow 
us toreturn the love with which he loved us first.

Every vocation, once perceived in the depths of the heart, gives 
rise to an impulse to love and service, as an expression of hope and 
charity, rather than a means of self-promotion. Vocation and hope go 
together in God’s plan for the happiness of each man and woman, 
all of whom are called by name to give their lives for others (cf. 
Evangelii Gaudium, 268). Many young people seek to know the path 
God is calling them to take. Some find, often to their surprise, that 
they are called to the priesthood or to the consecrated life. Others 
discover the beauty of the call to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to the 

MESSAGE OF HIS HOLINESS POPE FRANCIS FOR

THE 62nd WORLD DAY OF 
PRAYER FOR VOCATIONS

11 May 2025
Pilgrims of Hope: the Gift of Life

Dear sisters and brothers,

On this, the 62nd World Day of Prayer for Vocations, I wish to extend 
to you a joyful and encouraging invitation to become pilgrims of 
hope by generously offering your lives as a gift.

A vocation is a precious gift that God sows in our heart, a call to 
leave ourselves behind and embark on a journey of love and service. 
Every vocation in the Church, whether lay, ordained or consecrated, 
is a sign of the hope that God has for this world and for each of his 
children.

Nowadays, many young people feel dismayed as they look to the 
future. Often they experience insecurity about their prospects of 
employment and a profound identity crisis, a crisis of meaning 
and values, which the confused messages of the digital world 
only aggravate. The unjust treatment of the poor and vulnerable, 
the indifference of a complacent and self-centred society, and the 
brutality of war all threaten the hopes for a fulfilling life that young 
people cherish in their hearts. Yet the Lord, who knows the human 
heart, does not abandon us in our uncertainty. He wants us to know 
that we are loved, called and sent as pilgrims of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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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ful recollection helps us to realize that all of us can be pilgrims 
of hope if we make our lives a gift, above all by placing ourselves at 
the service of those who live on the world’s material and existential 
peripheries. Those who heed God’s call cannot turn a deaf ear to 
the cry of so many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feel excluded, 
wounded and abandoned. Every vocation confirms us in our mission 
of being Christ’s presence wherever light and consolation are most 
needed. In a particular way, the lay faithful are called to be the “salt, 
light and leaven”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rough their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Accompanying vocations

Consequently, pastoral ministers and vocation directors, especially 
spiritual directors, should readily accompany young people with 
the hope, patience and trust that reflect God’s own “pedagogy.” 
They should be capable of listening to them respectfully and 
sympathetically, and show themselves trustworthy, wise and helpful 
guides, ever attentive to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God’s presence in 
their journey.

I urge that every effort be made to foster vocations in the various 
spheres of human life and activity, and to help individuals to be 
spiritually open to the Lord’s voice. It is important, then, that 
adequate space be given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vocations in 
educational and pastoral planning.

The Church needs pastors, religious, missionaries and spouses 
capable of saying “yes” to the Lord with trust and hope. A vocation 
is never a treasure stored away in the heart; rather, it grows and is 

pursuit of the common good and to a life of witness to the faith 
among their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Every vocation is inspired by hope, marked by confident trust in 
God’s providence. For Christians, hope is more than mere human 
optimism: it is a certainty based on our faith in God, who is at work 
in each of our lives. Vocations mature through the daily effort to be 
faithful to the Gospel, and through prayer, discernment and service.

Dear young friends, hope in God does not disappoint, because at 
every step of the way he accompanies those who entrust their lives 
to him. Our world needs young people who are pilgrims of hope, 
who courageously devote their lives to Christ and rejoice in being his 
disciples and missionaries.

Discerning our vocational path

The discovery of our vocation comes about as the result of a journey 
of discernment. That journey is never solitary, but develops within a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as a part of that community.

Dear friends, the world pushes you to make hasty decisions 
and bombards you with a constant blare that prevents you from 
experiencing a silence that is open to God who speaks to the heart. 
Have the courage to pause, to listen to what your heart tells you, 
and to ask God about his dreams for you. The silence of prayer is 
indispensable if we are to learn how to hear God’s call amid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our lives and to respond consciously and 
fre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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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ed within a community that believes, loves and hopes. No 
one can respond to God’s call alone, for all of us need the prayers and 
support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Dearly beloved, the Church is alive and fruitful when she generates 
new vocations. Our world looks, often unknowingly, for witnesses 
of hope who proclaim with their lives that following Christ is a 
source of true joy. Let us never tire, then, of asking the Lord for new 
labourers for his harvest, certain that with great love he continues 
to call them. Dear young people, I entrust your efforts to follow the 
Lord to the intercession of Mary, Mother of the Church and Mother 
of vocations. Keep walking as pilgrims of hope on the path of the 
Gospel! I accompany you with my blessing and I ask you, please, to 
pray for me.

Rome, Gemelli Hospital, 19 March 2025.

APOSTOLIC BLESSING "URBI ET ORBI"

FIRST BLESSING “URBI ET ORBI” OF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Central Loggia of St Peter's Basilica

Thursday, 8 May 2025

Peace be with you all!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se are the first words spoken by the risen 
Christ, the Good Shepherd who laid down His life for God’s flock.  I 
would like this greeting of peace to resound in your hearts, in your 
families, among all people, wherever they may be, in every nation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Peace be with you!

It is the peace of the risen Christ. A peace that is unarmed and 
disarming, humble and persevering.  A peace that comes from God, 
the God who loves us all, unconditionally.

We can still hear the faint yet ever courageous voice of Pope Francis 
as he blessed Rome, the Pope who blessed Rome, who gave his 
blessing to the world, the whole world, on the morning of Easter.  
Allow me to extend that same blessing: God loves us, God loves 
you all, and evil will not prevail!  All of us are in God’s hands.  So, 
let us move forward, without fear, together, hand in hand with God 
and with one another other!   We are followers of Christ.  Christ goes 
before us.  The world needs his light.  Humanity needs him as the 
bridge that can lead us to God and his love.  Help us, one and all, to 
build bridges through dialogue and encounter, joining together as one 
people, always at peace.  Thank you, Pope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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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ily of Pope Leo XIV at Inauguration Mass
St. Peter’s Square, 18 May 2025.

Dear Brother Cardinals,
Brother Bishops and Priests,
Distinguished Authorities and Member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Greetings to the pilgrims who have come for the Jubilee of 
Confraternities!

I greet all of you with a heart full of gratitu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istry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me. Saint Augustine wrote: Lord,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and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  (Confessions, I: 1,1).

In these days, we have experienced intense emotions. The death of 
Pope Francis filled our hearts with sadness. In those difficult hours, 
we felt like the crowds that the Gospel says were “like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Mt 9:36). Then, on Easter Sunday, we received his final 
blessing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resurrection, we experienced the 
days that followed in the certainty that the Lord never abandons his 
people, but gathers them when they are scattered and guards them “as 
a shepherd guards his flock” (Jer 31:10).

In this spirit of faith,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 met for the conclave. 
Coming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we placed 
in God’s hands our desire to elect the new Successor of Peter, the 
Bishop of Rome, a shepherd capable of preserving the rich heritag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at the same time, looking to the future, in 
order to confront the questions,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of today’s 
world.  Accompanied by your prayers, we could feel the working of 
the Holy Spirit, who was able to bring us into harmony, like musical 

I also thank my brother Cardinals, who have chosen me to be the 
Successor of Peter and to walk together with you as a Church, 
united, ever pursuing peace and justice, ever seeking to act as men 
and women faithful to Jesus Christ, in order to proclaim the Gospel 
without fear, to be missionaries.

I am an Augustinian, a son of Saint Augustine, who once said, “With 
you I am a Christian, and for you I am a bishop.”  In this sense, all of 
us can journey together toward the homeland t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us.

A special greeting to the Church of Rome!  Together, we must look 
for ways to be a missionary Church, a Church that builds bridges 
and encourages dialogue, a Church ever open to welcoming, like this 
Square with its open arms, all those who are in need of our charity, 
our presence, our readiness to dialogue and our love.



2025／No.432

9292

2025／No.432

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93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93

feed my lambs. Only in the love of God the Father will you be able 
to love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that same ‘more’, that is, by 
offering your life for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Peter is thus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loving more” and giving his 
life for the flock.  The ministry of Peter is distinguished precisely 
by this self-sacrificing love, because the Church of Rome presides 
in charity and its true authority is the charity of Christ.  It is never a 
question of capturing others by force, by religious propaganda or by 
means of power.  Instead, it is always and only a question of loving 
as Jesus did.

The Apostle Peter himself tells us that Jesus “is the stone that was 
rejected by you, the builders, and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Acts 
4:11). Moreover, if the rock is Christ, Peter must shepherd the flock 
without ever yielding to the temptation to be an autocrat, lording 
it over those entrusted to him (cf. 1 Pet 5:3). On the contrary, he 
is called to serve the faith of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o walk 
alongside them, for all of us are “living stones” (1 Pet 2:5), called 
through our baptism to build God’s house in fraternal communion, 
in the harmony of the Spirit, in 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ity.  In the 
words of Saint Augustine: “The Church consists of all those who 
are in harmony with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who love their 
neighbour” (Serm. 359,9).

Brothers and sisters, I would like that our first great desire be for a 
united Church, a sign of unity and communion, which becomes a 
leaven for a reconciled world.

In this our time, we still see too much discord, too many wounds 
caused by hatred, violence, prejudice, the fear of difference, and 
an economic paradigm that exploits the Earth’s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s, so that our heartstrings could vibrate in a single melody.

I was chosen, without any merit of my own, and now,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I come to you as a brother, who desires to be the servant 
of your faith and your joy, walking with you on the path of God’s 
love, for he wants us all to be united in one family.

Love and unity: these are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mission entrusted 
to Peter by Jesus. 

We see this in today’s Gospel, which takes us to the Sea of Galilee, 
where Jesus began the mission he received from the Father: to be a 
“fisher” of humanity in order to draw it up from the waters of evil 
and death. Walking along the shore, he had called Peter and the 
other first disciples to be, like him, “fishers of men”. Now, after the 
resurrection, it is up to them to carry on this mission, to cast their 
nets again and again, to bring the hope of the Gospel into the “waters” 
of the world, to sail the seas of life so that all may experience God’s 
embrace.

How can Peter carry out this task? The Gospel tells us that it is 
possible only because his own life was touched by the infinite and 
unconditional love of God, even in the hour of his failure and denial. 
For this reason, when Jesus addresses Peter, the Gospel uses the 
Greek verb agapáo, which refers to the love that God has for us, 
to the offering of himself without reserve and without calculation. 
Whereas the verb used in Peter’s response describes the love of 
friendship that we have for one another.

Consequently, when Jesus asks Peter, “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love me more than these?” (Jn 21:16), he is referring to the love of 
the Father. It is as if Jesus said to him, “Only if you have known and 
experienced this love of God, which never fails, will you b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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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alises the poorest. For our part, we want to be a small leaven 
of unity, communion and fraternity within the world. We want to say 
to the world, with humility and joy: Look to Christ! Come closer 
to him! Welcome his word that enlightens and consoles! Listen to 
his offer of love and become his one family: in the one Christ, we 
are one. This is the path to follow together, among ourselves but 
also with our sister Christian churches, with those who follow other 
religious paths, with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for God, with all 
women and men of good will,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world where 
peace reigns!

This is the missionary spirit that must animate us; not closing 
ourselves off in our small groups, nor feeling superior to the world.  
We are called to offer God’s love to everyone,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unity which does not cancel out differences but values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each person and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every 
peopl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the hour for love!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makes us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my 
predecessor Leo XIII, we can ask ourselves today: If this criterion 
“were to prevail in the world, would not every conflict cease and 
peace return?” (Rerum Novarum, 20).

With the light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Holy Spirit, let us build a 
Church founded on God’s love, a sign of unity, a missionary Church 
that opens its arms to the world, proclaims the word, allows itself to 
be made “restless” by history, and becomes a leaven of harmony for 
humanity.

Together, as one people,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 us walk towards 
God and lov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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