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朋友： 

歡迎閱覽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通訊創刊號！

自 2019年以來，我們和國際社群都經歷了多次的危機，

有人稱之為 kairos（這兩個詞 crises、kairos 可以追溯到

希臘語的 krinein，意思是分離、決定，以及 keirein，意

指切割）。這個時候，我們被召喚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

待事物，充份了解我們內裏和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使

我們更能作出可以幫助他人治癒或茁壯的回應。 

 

    圖：Mick Haupt（Unsplash） 

 

 

2019 年，我們的中心加入了耶穌會香港團體的行列，成為使命伙伴，一起踏上智慧和靈

性之旅。我們確實渴望與眾生（尤其是青年及匱乏者）同行，走向和好，成就一個充滿

希望和喜樂的未來。我們希望藉此通訊，傳達一種「對話文化」的信號，並向所有人發

出邀請──在這個全球面臨挑戰的時代，光靠自己是不足夠的──具創意地一起合作，

跳出學科或機構的界限，跨越各種信仰傳統和沒有信仰的團體的樊籬…… 

2022 年 3 月 16 日，在烏克蘭的恐怖戰事發生三周後，教宗方濟各在公開接見活動中誦

念了由那不勒斯總主教多明我．巴塔利亞（Domenico Battaglia）撰寫的祈禱文《上主，

求您寬恕我們的戰爭》（台灣主教團翻譯）： 

上主，求祢寬恕我們的戰爭。 

主耶穌基督、天主子， 

求祢垂憐我們罪人。 

在基輔的砲火下誕生的主耶穌， 

求祢垂憐我們。 

在哈爾科夫的防空洞死於母親懷中的主耶穌， 

求祢垂憐我們。 

二十歲就被派往前線的主耶穌， 

求祢垂憐我們。 

主耶穌，在祢十字架的陰影下， 

祢還是看到了武裝的手， 

求祢垂憐我們。 

https://slmedia.org/ch/blog/pope-francis-ukraine-war-prayer
https://slmedia.org/ch/blog/pope-francis-ukraine-war-prayer


 

如果我們眼見祢的手被鐵釘刺透仍不滿足， 

還要繼續喝亡者被武器殘害而流下的血， 

求祢寬恕我們。 

如果祢為了守護而創造的這雙手， 

成了死亡的工具， 

求祢寬恕我們。 

上主，如果我們繼續殘殺自己的弟兄， 

求祢寬恕我們； 

如果我們像加音一樣， 

繼續在自己的田裡拿石頭砸死亞伯爾， 

求祢寬恕我們。 

如果我們仍不厭其煩地為殘酷無情申辯， 

如果我們以自己的痛苦 

來合理化我們慘無人道的舉動， 

求祢寬恕我們。 

主，求祢寬恕我們的戰爭。 

主，求祢寬恕我們的戰爭。 

主耶穌基督、天主子，我們哀求祢。 

求祢使加音停手！ 

求祢光照我們的良知，不要讓我們的目的得逞， 

求祢不要讓我們為所欲為！ 

求祢阻止我們，主，求祢阻止我們！ 

當祢使加音停手之後，求祢也眷顧他！ 

他是我們的弟兄。 

主啊，求祢終止暴力！ 

主，求祢阻止我們。 

阿們。 

這感人至深的禱文，與教宗方濟各 2020 年 3 月 27 日在空蕩蕩的聖伯多祿廣場上誦讀的

禱文，同樣令人震撼；其後他還發佈了《致全城與全球》特別文告，為遭受新冠肺炎疫

情第一波衝擊的羅馬和世界祈福。這兩篇禱文都使我們心情沉重。當我們審視自己的日

常工作時──以天主教研究中心為例：學術和宗徒使命──我們的研究和論壇有否協助

更大的社群認識到彼此的尊嚴，尤其是那些窮人、被忽視的人，或是被輕視的人？我們

講述的故事和我們記錄的歷史，有否讓我們對那些背景和觀點與我們不同的人更加開

放？我們有否在對話中變得更加謙遜大方？教宗方濟各今年三月的祈禱涉及到我們所

有人。我們的工作能否幫助建立一個以兄弟姊妹情誼為基礎而不是自相殘殺的世界？我

們如何才能更好地將我們的神學、倫理或歷史見解付諸實踐，以推進修和與公義？是



 

的，我們的員工和資源都不充足，但我們可否成為具有創造性和批判性的對話中的一部

分，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們本著對上述問題的探究精神，想讓您瞭解我們最近的工作，歡迎您的參與和反饋。 

最新一期學報 

我們三月份出版了《天主教研究學報》第 12 期（2021）的電子版。

本期的主題是「神操與依納爵靈修指導的當代實踐」。耶穌會在「普

世性使徒優先 2019-2029」中，首要就是「通過神操和辨別，揭示邁

向天主之路」。我們有幸得到八位撰稿人分別從神學、文化政治、歷

史、哲學、女性主義和靈修輔導等角度來分享依納爵的重要瑰寶。

神操不僅僅是個「工具」。當人默觀動態的渴望，將自己從絕對自由、

虛假安全、自戀甚至自恨的幻像中解放出來，就是踏上了通往真實的旅程。我們的「蒙

恩寵的自由」意味著我們開始認識到自身的依賴，及與所有受造物的相互依賴。然後，

辨別就成為了一種選擇，一個「使徒時刻」。我們會以何種方式參與「在」歷史中的這

一深刻變革之旅？ 

  

書評 

教會發出對人類整全發展的訓導和倡議逾一個世紀後，天主教

關於整全生態學的中文資源仍然十分匱乏。教宗方濟各 2015 年

的通諭《願祢受讚頌》建立在數十年的科學和神學研究的基礎

上，以及面對全球氣候和人道災難的覺醒之上，這些災難威脅

著許多物種和人類世代的生存。我們去年 10 月出版了牛津大學

施莉雅．迪恩─德拉蒙德教授（Celia Deane-Drummond）的 A 

Primer in Ecotheology: Theology for a Fragile Earth 的中譯本─

─《生態神學的入門：關愛地球的神學》，作為我們承諾持續推動生態修和的努力。您

可以在以下連結閱讀本書的最新評論。 

   

「亂世生活無虞」網上講座系列 

羅馬 Angelicum Thomistic Institute、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教研究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首次攜手，為您帶來「亂世生活無虞：2022香港哲學系列」網上講座。

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publications/%E5%A4%A9%E4%B8%BB%E6%95%99%E7%A0%94%E7%A9%B6%E5%AD%B8%E5%A0%B1/no12/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_zh_tw.pdf
http://catholic.crs.cuhk.edu.hk/Main/en/books/%e7%94%9f%e6%85%8b%e7%a5%9e%e5%ad%b8%e5%85%a5%e9%96%80%ef%bc%9a%e9%97%9c%e6%84%9b%e5%9c%b0%e7%90%83%e7%9a%84%e7%a5%9e%e5%ad%b8/
http://catholic.crs.cuhk.edu.hk/Main/en/books/%e7%94%9f%e6%85%8b%e7%a5%9e%e5%ad%b8%e5%85%a5%e9%96%80%ef%bc%9a%e9%97%9c%e6%84%9b%e5%9c%b0%e7%90%83%e7%9a%84%e7%a5%9e%e5%ad%b8/
http://catholic.crs.cuhk.edu.hk/Main/wp-content/uploads/2021/10/%E7%94%9F%E6%85%8B%E7%A5%9E%E5%AD%B8%E5%85%A5%E9%96%80-%E6%9B%B8%E8%A9%95.pdf


 

2022 年 3 月 26 日，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美國聖路易斯大學的埃萊奧諾爾．斯頓普教授

（Eleonore Stump）做了第一場講座「苦難與昌盛」。斯頓普教授是研究聖多瑪斯．阿

奎那、苦難和救贖的著名學者，她討論「人類昌盛」，是超越了身體、精神和財富的傳

統概念。它源於愛的關係，我們以此分享天主的苦難和榮耀（參見〈格林多前書〉第二

章），從而分享基督的救贖工程。  

另外，千萬別錯過 2022 年 4月 23日上午 10:00（香港時間）美國克瑞頓大學大衛．麥

克弗森教授（David McPherson）主講的第二場講座：「限制也是美德」！ 

 

麥克弗森教授專攻倫理學、政治哲學和宗教哲學。他將與我們一起探討人類過著美好生

活中受限制的地方，並討論他對限制美德（謙遜、崇敬、適度、知足、睦鄰和忠誠）的

見解。他目前正在撰寫的書名為 Spiritual Alienation and the Quest for God。 

 

對基督徒來說，我們即將結束 40 天的四旬期，這是我們為聖周和復活節做準備的一個

祈禱、禁食和施捨的時期──一個悔改的時期。 

圖：Rod Long（Unsplash） 

 

對於我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來說，最神聖的月份──齋月，也是在今年 4 月。 



 

當我們為自己和全球所面對的挑戰尋找答案時，讓我們停下來，聽聆天主說：「看哪！

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即要發生，你們不知道嗎？」（依 43:19） 

 

祝各位復活節快樂！齋月祝福！ 

 

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輯團隊  

潘惠敏博士  

 

 

歡迎訂閱我們的通信，並與朋友分享此通訊。 

https://cloud.itsc.cuhk.edu.hk/mycuform/view.php?id=1545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