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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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道成肉身的默觀，傳教士時常放在心坎裡：「正如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在

各方面相似祂的兄弟，本會的傳教士也採納當地人民原有的價值，分擔他們

的憂慮，分享他們的希望。」（憲 30）。願耶穌、若瑟和瑪利亞，一起繼續

鍛煉和鞏固那寓居在每位慈幼會會士心靈裡的傳教士！親愛的會士和朋友們，

這是來自傳教策勵部門給你們的聖誕祝願。 

這個準備聖誕節的時期，也可以成為一個為傳教熱切祈禱的時刻。教宗本篤 

十五世在他 Maximum Illud 夫至大宗座牧函中的勸勉，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敦促大 

家要為使命和傳教士，具有更大的意識和作更有效的祈禱：「所有基督徒必須通過禱告，幫助傳播福音者，尤

其是當他們在上主的葡萄園中辛勞工作的時候。」修會實踐了這勸勉，尤其是通過每月所倡議的傳教禱告意向，

以及年長和患病會士為傳教祈禱的積極角色。 
 

瑪利亞，白冷貞女和宗徒之后，請為我們祈禱！ 

慈幼會 Guillermo Basañes 神父 – 總部傳教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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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六世在《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中告訴我們，教會的存在是為了傳福音（EN 14）。2018 年 11 月 7 日和 8 日，

在 Bandel 大殿舉行的南亞慈幼家庭研討會，聚焦於福音初傳。來自慈幼家庭的四十五名參與者（慈幼會、母佑會、

MSMHC、SMI、Disciples）。研討會的主要目的，是分享這五年來（2010 至 2015 年）慈幼會和母佑會在所有慈幼地區對

這主題研究所得的成果。我們還希望在慈幼家庭內準備策勵者。與會者提出了建議，使福音初傳對南亞在福傳方面更具

成效。在此不能盡錄內容，只能作一簡短的綜合。 

1. 福音初傳在個人層面的靈性成長 

培養深度的個人祈禱生活、天主聖言、感恩聖祭； 

培養對瑪利亞的敬禮及效法瑪利亞，關於她的閱讀和反思。 

2. 透過互動和喜樂見證的福音初傳 

像耶穌一樣富有同情心；以歡迎接納的態度走向群眾； 

與所有人建立真誠的友誼，特別是與其他宗教信仰人士。 

3. 訓練去作福音初傳 

把這納入課程內－福音初傳的藝術； 

分享福音初傳的經驗。 

4. 在會省內廣揚福音初傳： 

組織研習環節、研討會，研究福音初傳； 

善用會省層面的恒常會議； 

在這議題上裝備平信徒，特別是年青人。 

5. 在使徒工作內各策勵範疇的福音初傳 

在不同形式的使徒工作內（學校、學院、職業學校、宿舍、堂區、青年中心等），福音初傳應該是教育牧民方案的優先

事項； 

與學生和監護人進行個人接觸－特別是在疾病、困難、死亡的情況下，探望他們的家人…；活化慈幼會會士「耳語」的

傳統做法。 

6. 對不同宗教信仰者的福音初傳 

與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士，一起組織基督徒假期的慶祝，例如聖誕節，並鼓勵朝聖、通俗的敬禮和退省活動； 

作友善家庭探訪，特別是為身處痛苦的家庭；推動宗教交談。 

7. 在家庭內的福音初傳 

將家庭成員轉變成傳教士／福音初傳的人士； 

幫助沉淪的天主教徒，復甦他們的信仰；鼓勵家庭祈禱 

8. 在慈幼家庭內的福音初傳 

把福音初傳介紹給慈幼協進會士和舊同學，引入俗世角度的看法；在慈幼家庭各組別中，就這主題促進網絡聯繫和共同

合作；組織福音初傳研會，發展創新的方式來吸引眾人歸向基督； 

開創傳教小組，並以福傳為目標，將福音初傳介紹給他們。 

恭賀傳教策勵的賈袞勞 11 踏入十週年！ 



天主能夠讓我們感到驚訝，並且所給予我們的，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 
 

 

 
 

 

 

多年前，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會成為蒙古的傳教士。我很清楚我在

捷克共和國－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必須是一名工程師，或者至多是一

位傳教士。當我在小學和中學期間，我是班上唯一的天主教徒。在我

的同學面前見證我們的信仰，並不容易。 

當我在布拉格大學開始修讀科技時－當時依然是在共產黨黨員統治的

時期－我遇見了慈幼會會士。不久，我加入了他們的地下活動：小型

夏令營、被稱為「chaloupky」的成員，以及策勵員的培育，和聖經分

享小組。 我逐漸發現天主的召叫，要求我離開電機工程，並要跟隨祂

－祂是無形的，但比電力還要強大。 

1993 年，我成為慈幼會會士，並於 2002 年成為一位司鐸。在 Zlin 的

慈幼會區服務 3 年後，我接受了新的任命：在我們的捷克會省，開設

了傳教義工服務，以及一間學校，專為負責策勵員、聖召策勵和慈幼

青年運動的培育。在瑪利亞進教之佑的保護和指導下，他們服務了十 

一個年頭。我發現了一個比我想像中更龐大的慈幼世界。 

2014 年，教宗方濟各通過他的第一個通諭《福音的喜樂 Evangelii Gaudium》，出乎意料但清楚地向我展示了應走的方向：

「讓我們前進，然後，讓我們繼續向每個人，給予耶穌基督的生命」（EG 49）。這非常觸動我，連同 2015 年慈幼傳教節的

主題「主，請派遣我」。當我把這一句翻譯成捷克語時，我開始聽到一個新的召叫：「請給我更多、更多的」。我和省會長

分享了，並經過六個月的辨識後，我寫了一封信給總會長。 

蒙古人的傳統生活方式是游牧畜牧業。由於牧場的肥沃度有限，他們每年數次，要帶同動物和蒙古包一起遷移。縱然有些人

士已經在城市內定居，他們仍然以游牧的方式思考和行動。 理解這實況，真是一個挑戰。 

蒙古語是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之一。基礎語言課程為期兩年。我們仍在尋找方法，以薩滿教 shamanic 社會和佛教傳統可以理解

的方式，表達我們信仰的基本詞語。 

成為這個國家的傳教士，意味著再次成為一個小孩子，要從基礎中學習事情。多少次我遇到了極限！我必須在謙卑和愛中成

長。 

我最大的喜樂之一，就是看見人們成長。這並不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但有時我們可以感覺得到，我們在團體內已經明白

了很多，或者有些孩子被我們給予的天主的服務所感動。天主有祂的工作方式；祂有自己的、為每個人都不同的時間表。這

的確是一個美麗的時刻，看見一些學生成為慶禮院的策勵員，並且，許多新的孩子加入我們的鮑思高中心。然而，最大的樂

趣，在於實踐天主的使命，見證這份寶藏。日復一日，我發現了這一點。 
「今天你如果聽見祂的聲音，不要再那樣心硬…」（希 3：7 – 8）。 我希望我們所有人每天都能對天主的召叫保持更大的
開放，以便加深我們與祂的關係。祂能夠讓我們感到驚訝，並且所給予我們的，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  

慈幼會 Jaroslav Vracovský 神父 —來自捷克共和國在蒙古工作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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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福柯蒂美‧澤德（1880-1951），慈幼會修士。感謝他認真的靈性奉獻、真誠的辯識過程，以及

獻身侍奉上主和近人的願望，他秉持著鮑思高神父的使命。他的聖召，源於閱讀鮑思高神父的生

活，以及出自他與「富有魅力」慈幼會會士之間的友誼，就是堂區 Cavalli 神父成了他生命中的

典範。 當他被結核病打擊時，長上建議他以修士身份發願。 澤德修士不用多思索，便明白到，無

論是當神父與否，他只想和鮑思高神父留在一起。 結果，他留下來了，並把修士聖召的本來面目

完全活現出來。  
  

 

 

 

 

 

 

 

 

 

 

 

 

 

 

 

 

 

為服務社會傳播的 

 

 
 

 

 
 

 

 
 

慈幼傳教祈禱意向 

慈幼家庭祈禱 
 
 
 
 
 

求主使慈幼會會士和慈幼家庭能在社會傳播方面 
有著福傳的心火和創造力 

 
 

今天，社交網絡和社會傳播，普遍都被認為是文化的建築師。讓我們祈禱， 
透過創新、專業性和智慧，我們可以透過福音和我們的教育價值觀來塑造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