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 然 第 146 屆 傳 教 士
派遣快到尾聲，但他們的
足跡和傳教熱誠，依然在
華道角進教之佑聖母大殿
內縈繞著。我們深深感謝
上主，因為每一位前往其
他民族的傳教士，是一個
清楚的標記，「表示祂愛
護本會，表示祂要維持本
會的活力，去為教會服務，
是祂親自不斷為本會增添
新血。」（憲 22）

令我非常感到興趣的，
是在整個為新傳教士安排
的培訓課程裡，能夠與他
們一起，親身經驗終身往
海 外 其 他 民 族 的 傳 教 聖
召，是聖神給我們每一位、
為教會、為全世界的一份
寶貴禮物。

因此，我們需要知道，
如何更有效聆聽和接納上
主──祂賦予生命，祂是
天主和生命的賜予者；我
們要知道如何呼求聖神。
是祂召叫、塑造、派遣和
陪伴每一位傳教士；是祂
今天繼續召叫每一位離開
本土、踏上旅程！

「 有 耳 的， 請 聽、 請
明白罷！」

親愛的朋友： 

Fr. Guillermo Basanes 
總部傳教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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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傳教部門」為慈幼會會士團體，以及參與慈幼使命朋友們的刊物

傳教幅度是教會的本
質，也是所有不

同方式獻身生活的內在本
質，因此，不可能忽略它，
而不會減少和扭曲它的神
恩……梵蒂崗第二屆大公
會議頒布《教會傳教法令》
五十周年紀念，是一項給
我們的邀請，再次閱讀這
文件、反省它的內容。

這法令要求在獻身生
活的修會裡，要有一股強
大的傳教動力。為渡默觀
生活的團體來說，傳教主保聖女嬰孩耶穌小德蘭，以新的
曙光呈現眼前；她以嶄新的口吻說話，並且對默觀生活與
傳教之間的聯繫，提出了富啟發性的反思。

為許多使徒工作的修道團體來說，來自大公會議的傳
教衝勁，在特別開放於向其他民族傳教的景況中呈現出來，
並且在福傳中，開放地接納所遇見的兄弟姊妹和文化，以
致今天我們可以普遍地看到，奉獻生活中的跨文化景況。

因此，有迫切需要，再次肯定傳教的中心思想，就是
耶穌基督，並且，這意念要求為宣揚福音而完全自我奉獻。
基於這點，沒有妥協餘地：那些由天主恩寵而接受使命的，
蒙召去生活這傳教使命。

為他們來說，在世界許多邊緣地方宣講基督，成為了
他們跟隨基督的途徑－一條不僅僅是補償他們所面對困難
和所作犧牲的途徑。

任何可能偏離這聖召道路的事情，縱然是出於高尚的
理由，例如：無數的牧民工作、教會工作或者群眾需要，
都不能與天主邀請每個人去服膺福音的召叫而相提並論。

全文請參閱
2015 年普世傳教節文告
http://tinyurl.com/poc2of3

修道獻身生活和傳教之間
有明顯的關連

賈利哀勞



當慈幼會會士被認為在教育和社會工作上非常出眾的時候，我們很少
被認為是屬靈的人──只為天主和祂的光榮而生活的人士。縱然在不可能
直接宣講的非基督宗教環境裡，我們的教育和社會工作，依然可以成為非
常出色的標記，在我們的生活和使徒工作裡，見證天主唯一和祂的福音。
讓我們祈禱，好使慈幼會會士，把福音初傳的重要性，放在教育和社會使徒工作中。

願這地區作為教育和牧民工作者的會士兄弟，能見證以天主為首，
並將福音傳給那些接受我們教育和社會服務的青年人。

在我成長期間，我遇到很多奉獻一生為宣揚福音的人士，有的是直接宣講、
有的則透過他們的服務工作；我也想做到同樣事情。

雖然我渡傳教士生命的召叫，在迦納初學時已頗為明確，但我第一次認
真考慮往外地傳教，是在 2007年第一位尼日利亞傳教士被派往蘇丹的時候。

在我初學後期，我有幸數次參加到鄉村的使徒工作。那些村民的純樸，以及他們願意侍奉天主的心
願，令我十分感動。我多次問自己：為何我不能留下來與這些人一起？當其時，我繼續辨識。2012 年，即我
初學後期最後一年，我向總會長表達我的意向，和隨時候命的心願。他便派遣我往孟加拉。

到達孟加拉，有如我第二次出生。幾乎每樣事都是從零開始、重頭去學習──文化、語言、飲食──
並非容易。與我起初的恐懼相反，我最終發現，在孟加拉傳教，原是我一直
所渴望的。在這裡，我們所服務的人，是真的非常貧困缺乏。我必須說，他們
的簡樸，有助我不斷誠懇地檢視我的良心。更使人高興的，是在慈幼會團體
中的那份喜樂，滿渥手足之情、樂觀和開朗。

可能有人會問：「為何委身向外傳教（missio ad extreros）？在那裡的尼
日利亞人，尚未接受福音哦。」首先，我想到天主在親自召叫我去做傳教士，
若我不聽從，便有如先知約納那樣，試圖避開天主的召喚。其次，在那幾年，
我意識到去傳教，不但滋養我和我被派遣往那裡去人民的信德，而為我國
的同胞，即我所來自的基督徒團體，都是一個重要的福傳工具。一般尼日利亞人的想法，移民是為去更好
的地方，現在，甘願去一個有社會政治、經濟和宗教問題困難的地方工作，就成了一個教理講授的實際
例子。

再者，尼日利亞被祝福了，過去有很多偉大的傳教士，當地的聖召亦非常蓬勃。也許，多些來自尼日利
亞的慷慨傳教情懷，就是向那些認為值得為我們犧牲性命的首批傳教士，說「多謝」的合適方法。

確實我有日常的挑戰，要全面融入一個新的文化，亦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我會緊記初學導師的囑咐：
「你將會受苦，但你的苦，將會有如泥土中的種子，它會死，為的是長大和結果實，使所有人受益！」的確，
這正是分享著基督的痛苦，我們體驗著前所未有的最大喜樂！ Cl.	Joseph	Kunle	Ogundana

在孟加拉尼日利亞傳教士

出外傳教成了我向同胞福傳的工具

慈幼傳教祈禱意向

1930 年，天主忠僕畢少懷神父（1889 – 1971）（一位在中國和菲律賓
的傳教士）給會士的會長信函中這樣寫道：「最令上主欣悅，以及為我們最
有價值的克己方式，就是無怨無尤、慷慨地接納每天的十字架－令我們苦惱
的事情。我們的會祖，當他談及刻苦時，指出這十字架、特別那與情慾關聯
的自我，是指為克服那些不良自然傾向所作的努力、也是指靈性上掙扎的痛

苦……我們的慈父指出，沒有人能脫免這十字架，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不能。事實上，福
音裡我們的救主這樣說：「誰願意跟隨我，必須棄絕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後跟隨我。
（瑪 16：24）」

慈幼傳教聖德的見證
慈幼會會士 Pierluigi Cameroni 神父（總部列聖品手續負責人）

為南亞地區慈幼會會士的教育和社會宗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