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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傳教策勵通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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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物 

   
教宗2017年普世傳教節文告的說
話，依然縈繞心中：「世界絕對需
要耶穌基督的福音......並且，感謝
天主，還有明顯的事例，證明了福
音的轉化能力。此刻，我想到
Dinka學生的犧牲」（在南蘇丹）
「那位犧牲自己的生命，去保護一
位被選中要被殺害的諾伊族部落學
生。（第五） 
 
我也想起我們年輕的慈幼舊生

Akash Bashir，他已在巴基斯坦殉

道。他們都是懷抱福音，供獻自己

去改變世界的年輕見證者。 

 

你們有否注意 

到，在我們會 

院或職務中， 

有很多這類強 

勁的年輕見證 

者？他們就近 

在咫尺、經年 

累月與我們生 

活在一起。讓 

我們不要浪費這些特別的機會，我 

們每天都要增進並提升年輕人對耶 

穌福音的認識和愛戴－特別是在我 

們當中的年輕會士。只有「祂」才 

能真正改變這個世界。 

 

 

 

 

 

 

 

 

 

 

 

 

 
 
 

為亞馬遜地區的主教會
議深入涉及慈幼家庭 

 
 
 
 
 
 
 
 
 
 
 
 
 

教宗並没有停止給予我們驚喜。十月十
五日星期日頌唸《三鐘經》前，教宗宣

佈：「歡迎好些拉丁美洲主教會議的意 

願，以及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牧者和信眾的聲音。我正在為亞馬遜地區召開

一個特別的主教會議。這會議將於2019年10月在羅馬舉行。這會議的主要

目的，是鑒定福傳的新路向，特別是對那些經常被遺忘、沒有和平前景的

原住民。這也是因為在亞馬遜熱帶雨林所呈現的危機，那兒是我們這個行

星極其重要的地方。」 

 

這個會議旨在反思生活在亞馬遜熱帶雨林中的人民和國家。那裡有9個

國家：巴西（67%）、秘魯（13%）、玻利維亞（11%）、哥林比亞

（6%）、厄瓜多爾（2%）、委內瑞拉（1%）、蘇里南、圭亞那和法屬

圭亞那（總共是0.15%）。在南美洲的亞瑪遜地區，那裡有2,797,478 的

土著，歸屬390原住民和137「仍未完全歸屬」的群眾。從歷史和文化的

角度來說，他們談的240種語言，是由49個重要語系所組成的。 

 

這事件對我們慈幼家庭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我們臨在亞馬遜區已有

125年。我們在巴西、委內瑞拉、秘魯和厄瓜多爾的亞馬遜村落所提供

的職務，是很強大的。這是一個反思的機會，建基於我們在這地區的歷 

史紀錄，以及我們作為福傳者和慈幼會會士在文化和社會方面的豐富遺

產。我們已經在Shuar、Achuar、Bororos、Xavantes、Yanomami和Tucanos

等地展開工作。我們需要分析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態和牧民方面的挑

戰。我們現在有機會不單只是為了這地區的城市，也是為了整個地球，要

與整個教會保持共融，重新投入我們的服務。 

真福瑪利亞唐嘉蒂，以及天主忠僕Rodolfo Lunkenbein和Simon Bororo，在

這些日子陪伴我們，好使我們可以積極回應天主的計畫，祂想我們慈幼家

庭臨在亞馬遜人民當中。

慈幼會總部傳教議員  

Guillermo Basañes神父 



認識人們的語言為傳教士來說是重要的  
 

 

 

 

 

 

 

                                                                                                                                              Mark Yang神父 

                                                                                                                                                          韓國在柬埔寨的傳教士 

                             

慈幼傳教聖德的見證 

慈幼會 Pierluigi Cameroni 神父，聖人列品個案負責人 

 
可敬的媽媽瑪加利大（1878 – 1856)，已經注意到，天主的計畫並沒有要小若望的一生在田

間渡過。一天早上，若望把晚上夢見的奇異景象告知家人。在夢裡，他身處一大群兒童當

中，孩子們最初有著各種野生動物的外表，但他們漸漸變成一群綿羊；忽然，一把神秘的

聲音出現，並指示若望帶領羊群前往牧場…瑪加利大思考片刻，然後注視著若望說：「誰知

道，或許你將來會成為一位司祭。」這個念頭牢記在能看透兒子心願的瑪加利大腦海裡。 
 
 
 

 

 

為亞洲區的慈幼會會士 

 
 
 

   慈幼傳教祈禱意向

 
 

願他們能在多元中成為共融的建樹者 

 
為亞洲國家中的慈幼家庭，願他們懂得如何踏出第一步，接觸鄰人、學會持開
放的態度對待年青人和其他宗教的追隨者。這樣他們透過聆聽和認識其他宗教
而得到成長，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促進宗教交談。 

我從未想過要成為傳教士，因為我没有信心可以去克服在傳教地方要面對

的困難。我把傳教任務留給其他人。當我是執事的時候，我去了柬埔寨，

和一些韓國學生一起做短期義工。我們在金邊的鮑思高工業學校。 那時

我對自己說，我在那裡只是照顧我的學生。幾天工作過後，我發現我幾乎

在學校裡，沒有遇過任何一位慈幼會會士。我意識到，在柬埔寨只有少數

的會士，那裡有許多高棉青年需要他們。我遇到很多貧窮又有困難的年輕

人。我心中閃過一個念頭，也許柬埔寨比韓國更需要我。我認為韓國會省

不會因為我的離去而受苦，因為那裡有許多會士。我不認為我對傳教的熱

情是一時的衝動。實際上，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當有困難的人們在我們面

前的時候，自己才感覺是在幫助他們。那不是我的情況。 我感受了三年

半的傳教士的聖召。直到那時我才作出決定，並寫信給會長，讓我自己當

傳教士。 

為我最大的挑戰是高棉人的語言。我明白到若我不說得正確，我會與志願機構

的職員無異，不是一位真正的傳教士。本地語言是宣講褔音的必要元素。若缺

乏這元素，我們的宣講會變得很有限。我可以用英語營運一所學校，並且與其

他會士溝通，但要與高棉的年青人分享信仰經驗，我需要用他們的語言。我最

大的喜樂是臨在於年青人之中、分享他們的生命，以及在高棉人民當中，與我

的天主相遇。 

當我們想到傳教士的生活時，我們多數會想像到，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很多困

難。 我們很容易去避免成為傳教士。 我們不能預測將會面對什麼困難。如果

因為相信自己會克服所有挑戰，這樣，不會有人成為傳教士。身為傳教士，我

已經學會完全信靠天主。我也明白到，儘管我們都穿著與當地文化相同的 

衣服，但我們的傳教士團體卻是國際性的。我也必須接受我的傳教士同伴的文

化。最重要的，是有著接受多元文化的思維。這也意味著，要對團體內會士們

的不同文化保持開放。當大家都懷著開放的態度時、當團體有著內在的文化交

流時，我們便成為耶穌更有力的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