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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中國福傳有感 

 

 新甲型 H1N1 流感，俗稱「北美流感」或「豬人類流感」正在威脅

著全球，大家都擔心會否在人與人、人與禽鳥的接觸當中受感染。想起今

年三月，我來到石家庄和北京，與當地神長、修士及教友作信仰交流，從中我也

受到感染。不過，這種感染並不是病毒流感，而是我對中國福傳「有感」，一個

強而有力的相互感染，一些深刻的感受。十多年來，再沒有到過河北省如此分享

信仰，今次重返舊地，實在有不少美好和難忘回憶。是次與國內兄弟姊妹的相聚，

碰上不少親切面孔、熟識名字的舊友，為我最深刻的，更是由河北同胞唱出中國

腔調的信仰歌曲，充滿著中國人的情懷，更勾起了在我內的中國心。《愛使我們

相聚在一起》一曲，當唱到「天主聖神使我們心靈合一，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

一句，使我感到能與大家結緣，在團體內歡聚，全是天主聖神賜予的福份。這福

份更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福氣，能在基督的奧體內結合；因著這份福氣，我們才

可向別人見証這份愛，才可以通傳福音和感染他人。對我來說，我對中國福傳「有

感」，正是因為這次交流，使我體會到基督徒要先經驗在主內的福氣，司鐸要先

肯定自己召叫的福份，才能活出和見証福音的精神，才能使國內的福傳工作具有

感染力。我希望通過本文，分享一下福傳的本意和精神，再而談談我對國內福傳

的一些感受，藉此在主內彼此互勉。  

  

  聽聞北京教區在這幾年要強化傳教工作，為使更多人認識基督，加入天主

教會。這樣，福傳工作顯得更為重要和優先。今日我們常把「福傳」一詞掛在口

邊，其根本意義和精神，是否真的在我們每一位基督徒的言行中，活現出來呢？

按照羅馬聖職部於 1997 年的《教理講授指南》36-39 號所指，「福傳」一詞就是天

主啟示的傳遞、福音的傳授、喜訊的傳揚、救恩的通傳。如果要應用聖經的圖像

講述教會福傳，種子的比喻是最適合不過的，這也是《教理講授指南》所應用的。

只有經歷不同的福傳過程，並配合人的皈依階段，信仰種子才得以撒播和札根、

發芽和成長，直至成熟。結出果實後，其種子能繼續傳播開去。 

 

簡單來說，福傳工作是生生不息的，它標誌著基督徒接受福音的恩賜，同

時是基督徒宣講福音的使命。這裡，我想起另一個聖經的圖象，用它來談論福傳，

可能另有意義，就是十童女等待基督新郎時手持的油燈，一盞油燈要盛載足夠的

油，油著燈芯浸上來，才能燃點發光。經驗告之，因著天主的愛，藉不同途徑，

我們藉著認識福音而皈依天主，藉著接受聖言而轉化生活，日漸肖似基督，我們

的生命由此燃起了的亮光。基督徒要手持一盞「信仰油燈」，為世界發光發熱，

同時也能要點燃其他人的油燈。「福傳」的意義正在於此，人要先體驗到聖言的

聖化和福音的陶化，才能把這福音傳遞給別人，與別人分享聖言的生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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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傳的第一步就是要為非教友準備一盞有油而可作燃點的「信仰油燈」，這就是

慕道培育。有時，人要先經過信仰交談、福音初傳的過程，才可進入系統的慕道

培育，開始禮儀生活和愛德行動。準備一盞「信仰油燈」就如同領受入門聖事前

的培育過程，讓兒童及成人慕道者能妥善地加入教會，讓他們的信仰燃點起來。

當然，「信仰油燈」能否燃點全是天主的恩賜、聖言的造就，但教會內的神職人

員、傳道員及教友團體的參與和見証，就是讓這「信仰油燈」添上足夠柴油，這

更是不可或缺的，而「信仰油燈」的完備與否更在乎於培育時期的長短，以及培

育內容的質素。不過，縱使擁有一盞完備而有足夠柴油的油燈，也不代表它能夠

長期點燃，故此燃點了的「信仰油燈」也要不斷加油，不然油燈的火光也會熄滅。

每位新教友的這盞油燈，無論多麼完備有油，如不加油，也不能延續其信仰生命；

加油使它繼續發亮發光，並能把這火光傳遞給他人，就是指入教後的延續培育，

即福傳的另一步。當然，「信仰油燈」的完備，有時並非全取決於有否加油等主

體因素，也會因客觀環境，導致其燈芯的粗線繩彊化或變緊，因不過油而無法用

作燃點。一些信仰被俗化社會環境蠶食的傳統天主教國家，當中的基督徒需要「福

音新傳」，如同需要給燈芯不過油的油燈，重新換上新燈芯一樣，讓福音在其信

仰生活上重新札根。既然，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一盞盛滿油而燃點發亮的「信仰

油燈」，同時用來燃點他人，我們的福傳工作該如何開展呢？簡單來講，使自己

成為完備有油的「信仰油燈」，與燃點他人油燈是不可分割的。「福傳」同時是

實踐福音生活與見証福音信仰本身，一盞發光的油燈，自然也能照亮和燃點他人，

而我們活出基督的聖言之同時，也正是把基督的聖言通傳和感染他人，這構成每

一位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一位名乎其實的基督徒，在活出基督精神之同時，也

是在參與見証基督的使命。 

 

 去年 11 月的世界主教會議第十二屆大會《致天主子民書》，清楚指明聖

言對基督徒生活和使命的重要性。基督徒的身份建基於聆聽天主聖言的啟示聲音

(第一章)及活出基督的面貌(第二章)。為此，基督徒要札根於聖言的居所 (第三章)，

即教會生活的四大支柱，包括聆聽聖言，聖事禮儀，祈禱生活和愛德服務，才能

走上聖言的道路 (第四章)，把聖言帶進世界，活出見証聖言的福傳使命。換言之，

基督徒的福傳使命，就是要承擔其先知，司祭及君王的三重職務，這與塑造基督

徒身份所要具備信仰生活的四大支柱，同是一枚硬幣的兩面，二者不能缺一。更

清楚地說，沒有肯定和認清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就無法實踐基督徒的信仰使命；

同時，若不承擔教會的福傳使命與職務，也不能表達出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

先知宣講職務，讓我們要聆聽聖言、信從基督，才能因著信仰培育，向人宣講聖

言，包括福音初傳、教理講授、主日講道。司祭的禮儀職務，標誌著基督徒要妥

當地領受聖事、實行祈禱，藉此聖化自己成為愛德生活的真實標記，才能藉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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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使別人獲得信仰轉化、皈依天主。君王的社會見證職務，要求人履行愛

德，藉這愛德的使命，基督徒能服務他人，踐行真理和正義。 

  

如果把「信仰油燈」的比喻，以及《至天主子民書》的訓示，用於反省國

內的福傳情況，基督徒身份與使命的培育和強化，該是整個福傳的方向：（一）

給兒童及成人一盞盛滿油的完備「信仰油燈」是當務之急。有時，可能堂區急於

要達到傳教效果，希望有相當的入教人數，就簡化了兒童的入教培育，或推出成

人入教前三個月至半年的培育「即食套餐」，這是無法孕育出基督徒的皈依生活

和使命的。相反，一個系統和整全的慕道培育時期是必須的，目的不在於信仰知

識的傳授，而是要使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札根於天主聖言，由聆聽聖言到與基督聖

言相遇，由回應聖言到實踐聖言。（二）對於國內的青年，一般成人的長時期系

統培育，也可能未為適合。基於社會環境的種種限制、現今物質享樂的氛圍，他

們在尋求愛和生命價值的過程中，往往容易迷失、受誘、受挫，甚至失望；這樣，

建議在青年過渡期內，不妨花多點時間，作慕道前期的培育，可以分不同主題或

單元，讓青年人在個人成長、人格，文化，家庭，社會等各方面，強化自我認識、

生命價值和團體參與。事關，青年人一旦連自我肯定和價值都未能確認，更沒法

認清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三）對於所謂「老教友」，他們是由背誦要理問答

而培育出來的一群，面對著今天多元與複雜的社會發展和環境，要活出信仰生活

和使命，實在會遭到極大挑戰和影響，其「信仰油燈」的燈芯可能也已出了問題，

需要「福音新傳」。（四）今日，國內的福傳方向可能只偏重於入教前提供「信

仰油燈」，但所盛載的油往往不足，更重要的是缺少繼續「加油」的功夫，即沒

有信仰培育和團體的銜接。入教前培育固然重要，但入教後延續培育和信友團體，

為信友的信仰成長和見証更是不可忽略。不然，基督徒的信仰身份和福傳使命，，

不能持守和實現，更無法建樹教會。沒有延續培育的「加油」，即使是滿載油的

油燈，一旦燒盡，也沒法燃點，更無法繼續點亮他人，結果反而是新教友逐一流

失。唯有革新現有善會，以及發展新教友的信仰小團體，才可幫助新教友融入教

會生活，札根於信仰的四大支柱──聖言與信仰，禮儀與聖事，祈禱和靈修，以

及倫理與愛德見証，好讓他們活現基督徒的生命和使命。（五）要使兒童，青年

和成人能恆常地手持著一盞燃點著「信仰油燈」，並能燃亮他人，這不該是修士、

修女或教友傳道員一人，以及傳道小組的職責，而是整個堂區團體的事，並該在

堂區司鐸的訓導職務下進行。其實，堂區的福傳工作不單只屬於教友先知、司祭

和君王三重使命，更有賴司鐸如何踐行這三項職務。今日國內大多的堂區司鐸，

可能只集中於施行聖事，即司祭或聖化職務。但司鐸的先知與訓導職務，更要顯

明於其教理講授及主日講道的工作；這並不是要求每一位堂區司鐸，要走在前線，

親身教授所有兒童、青年和成人要理，甚至出外傳教，而是他們須對堂區各項福

傳工作、慕道及培育課程的編排和內容，導師的教理演繹和方法應用等，給予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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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指引和監管。至於司鐸的君王或管理職務，就是要推動、統籌及發展堂區不

同教友善會和團體之信仰生活、社會服務與愛德見証。 

 

無論如何，按現今國內教會的培育和資源情況，我對國內的福傳工作要給

予正面評價，並充滿希望的，相信以上福傳方向的反省和建議，都是在國內可行

的，一些更是指日可待，這正好配合著普世教會的訓導。正如教宗本篤十六世於

2007 年於《至中國天主教會的牧函》中所言，他要牧者和平信徒緊記：宣講福音，

要理講授和愛德事業、禮儀和敬拜活動，以及牧靈上的各種策略，屬於主教與他

們的司鐸。他們要不斷延續著宗徒們在聖經和聖傳中傳遞下來的信仰 (第七項)。

就司鐸培育方面，教宗勸勉神職人員必須接受適當的持續培育，不單為了在國內

複雜情況下宣講福音，更是為了在現時社會文化的劇變執行司鐸職務，負起「福

音新傳」的使命 (第十三項)。就奉獻生活方面，教宗重視獻身生活者 (修士及修

女)在教理講授及堂區組織活動中不能取代的角色 (第十四項) 。在成人的信仰入

門方面，教宗既強調相稱及嚴謹的慕道培訓期，以孕育成年人的信仰，藉入門聖

事而加入教會，並同時鼓勵堂區繼續為受洗的教友提供札實而深入的延續信仰培

育。就慕道形式方面，教宗引用《平信徒》宗座勸諭 61 號及《天主教教理》1230-1231

號，指出慕道培育配合禮儀階段的入教過程，以及受洗後的釋奧培育和教理講授

之重要性。至於培育內容，教宗尤提醒：「傳福音並不只是理智上的傳授，更是通

傳生命的經驗，即整個人存在之淨化和轉化，並在共融中一起邁進」(第十六項及

註 55)。而宣講福音、為主作証，皆屬於整個國內教會的使命，因為天主教會本身

因著基督的傳教訓令，成為福音生活和宣講的團體。(第十七項) 另外，隨著保祿

年的結束，教宗已宣布 2009 年六月十九日揭開「司鐸年」。在保祿年，教會強調基

督徒的信仰皈依和福傳使命，這與教宗於司鐸年要推動司鐸延續培育，強化司鐸

訓導、聖化和管治職務，互相呼應。人的信仰皈依，教會的福傳工作與司鐸的身

份和職務，是互為緊扣的，而基督的面貌更好藉著司鐸的生活和使命，得以在教

會內具體化，並在世界裡彰顯出來。最後，願天主聖神繼續在這五旬節，給中華

大地燃發更新，求天主降福國內的天主子民！ 

 

教理講授──林老師 （載於河北石家庄神哲學院 2009 年六月份「河」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