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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年以來，社會上的防疫措施連月逐步放寬，隨著口罩令於 3 月撤銷，大家終於都

可以重現笑顏了。天主教研究中心亦抓緊機會，舉辦更多活動，實體網上兼備，

增加交流和參與感。 

 

共議同行座談會 

正當全球各地天主教會為 2023-2024 年的世界主教會議加緊準備，香港教會也不落人

後。天主教研究中心於 3 月 4 日舉行了共議同行座談會，邀請了三位講者從不同角度

來闡釋是次會議的重要性。首先，道明會士白自強神父以〈從聖三的使命看共議的教

會〉帶出會議的神學概念，指出這次會議「同道偕行 2021-2023──以共融、參與、使

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議題新

穎，時間也是歷屆最長，但由於文

字的表達及議題的深度，令人困惑

難明。白神父以會議《準備文件》

解釋，這是一個關乎「教會生活

和使命決定性的主題」，對它的

反省決定了我們能否發現「天主

對教會在第三個千年的期望」。

他認為，要正確了解教會的使命，必須正確地理解聖三的使命，包括其可見及不可見

的使命。在教宗方濟各看來，共議的教會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教會權柄

的正確認識。它是一個服務性的權柄，最終目的是為了在基督的愛內，在彼此的服務

與持守中，成為一個更加「密切相連的教會」。要做到這一點有兩個前提：一，要持

守聖經和教會聖傳一貫的教導；二，確保自己有好的意圖並且是生活在恩寵中的。

這樣的教會才是「共議的教會」，成為 21 世紀一個先知性的標記。 

緊接白神父的神學論述，董澤龍神父以靈修角度來切入主題──〈共議同行的靈

修〉，介紹洞悉聖神旨意的方法。同屬耶穌會的董神父自然較為明暸教宗方濟各

對會議的想法；他指出，共議同行是時代的徵兆及方式，為了更光榮天主，帶來

作為教會某種根本性的更新。會議的主角不是任何與會代表而是聖神，要分辨的

不是人的意願而是聖神的旨意。所以靈修對話才是分辨和共議過程的重點，而對

話中的聆聽需要開放和熱誠、不論斷和慣性的意識操作，可借助依納爵的祈禱和

分辨方式進行。但共議同行需要較長時間的培育及操練，需要耐心及恆心，並且

願意在心態及靈修操作上調整，學習新的語境，故此有其挑戰性。 

從對神學的理解到靈修的方法，最後來到〈共議同行的實踐〉，由香港教區諮詢專責

小組成員鄭小慧從個人、教區及亞洲層面分享其經驗。她指出這次主教會議是一個持

續的進程，整個旅程的真正規劃者是基督，每位信友都受邀作出回應和採取行動。她

又說，教會能遍地開花是同行的成果，但今天因應時代，需要新的焦點、方向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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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教區層面，專責小組成員來自不同背景，是一個小型的共議同行實驗室。專責

小組為喚起教友對同行的意識，展開了連串活動，到堂區和學校作十多次的簡介會。

是次全港性的教會諮詢收到一千多份回覆，最後向亞洲主教團協會秘書處提交了十二

頁報告。收集各地教會的回應後，主教會議秘書處發還「大洲階段工作文件」，再由

亞洲主教團協會匯集各地成員，編寫成「亞洲大洲會議」的「工作草稿」，目的是藉

著亞洲不同教會代表的參與，共同辨別聖神對亞洲教會的聲音。重溫講座可按結連。 

 

首屆「狄恆責任型企業獎」 

由和富社會企業及澳門利氏學社合辦、天

主教研究中心協辦的首屆「狄恆責任型企

業獎」於 3 月 25 日假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

際學術園舉行頒獎典禮。活動邀請到香港

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

里博士作為主禮嘉賓，並得到天主教香港

教區周守仁主教全力支持。此新設獎項以

已故的香港及九龍華仁書院前校監狄恆神

父（Fr Alfred Deignan）命名，以紀念他一

生對社會的貢獻。得獎的六間港澳企業因實踐可持續發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秉持

商業倫理和關注 ESG 核心價值等方面而受到表彰。他們包括香港區的 GoGoChart 
Technology Limited 數碼營銷公司，新達化工有限公司及水耕細作；以及澳門區的 Mss-
Recruitment，C&C 律師事務所及澳門新大陸萬博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區首席評審鍾志

平博士指出：「此獎項銳意嘉許中小企業，讓大家知道企業責任心是人人皆可有，不

局限於政府大企業。」 

 

《綠在堂區》研究計劃 

回顧 2022 年 7 月 24 日舉行的《香港天主教關愛受造界交流會》，香港

不少堂區都非常關注環境問題，但在嘗試以行動回應時，卻遇上許多障

礙，例如在交流中經常提到堂區缺乏科學知識和教友的支持不足。為此，

天主教研究中心開展了一個名為《綠在堂區》的新項目，旨在以實際行

動響應教宗方濟各的召叫，應對氣候變化和大自然的破壞。 

這個研究項目的重點不是專注在生態神學上的理論，而是務實地與兩個堂區（聖文德

堂和聖多默宗徒堂）合作，向更具可持續性的教會邁進。怎樣才能更有效地傳達《願

祢受讚頌》的信息？可以做什麼活動來使堂區的生態關懷更具可持續性？作為個人或

團體，我們如何關心天主的創造？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希望通過這項研究來回答的。

《綠在堂區》不僅旨在提高個人的環保態度和行為，還加強堂區採取環境行動的能

力。我們認為堂區在這教會使命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可以將有著共同目

標和價值觀的教友聯繫起來，亦同時提供一個空間去嘗試不同的生態關懷行動。 

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en/events/4mar2023-%e5%85%b1%e8%ad%b0%e5%90%8c%e8%a1%8c%ef%bc%88synodality%ef%bc%89%e5%ba%a7%e8%ab%87%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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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開始時，我們分別在兩個堂區舉辦了關於《天主教生

態關懷》的講座，以喚起教友對這項事工的認識和興趣。講

座由三個關鍵部分組成，基於「觀察、判斷、行動」的過

程： 

1）觀察──關於全球和本地環境問題的簡單科學知識。 

2）判斷──分享天主教社會訓導中關於關心受造界和管理大

地的信息。 

3）行動──世界各地和香港天主教環保行動的例子，並邀請

教友加入《綠在堂區》這項目。 

講座成功地吸引了教友的關注，他們表示願意進一步學習，

甚至參與和推行這項目。因此，項目小組由本中心研究人員

和堂區代表進一步組成，包括牧民議會的成員、神職人員和其他熱心教友。經過一連

串的會議和準備後，第一個生態活動於四旬期間在聖文德堂進行。在四旬期，人們往

往禁食或採取新的克己形式，以反思基督的死亡和復活。而聖文德堂正利用回收作為

一種方式，在關心地球的同時，用心體驗四旬期。 

《綠在堂區》這個研究已經初步取得了進展。在未來幾年，我們將與他們密切合作，

通過學習、實驗和評估，探索讓我們的信仰參與保護地球母親的方法。 

 

生態關懷交流會 

在關注整全生態的脈絡下，除了《綠在堂區》研究項目，天主教研究中心亦與香港教

區全人發展委員會再度合辦生態交流會，延續去年首次舉辦的同類活動，邀請教友互

相分享《願袮受讚頌》通諭中，整全生態關懷的社會幅度。這次的「傾聽他們的吶喊

──可持續發展的共同家園交流會」在 3 月 18 日假九龍聖依納爵堂舉行，有來自不同

堂區及教會團體的人士參加。 

本中心研究員潘惠敏博士在活動開始時，邀請與會者交流各自在生活的社區裡有何觀

察，對社區變遷所有的珍惜與回憶。接著她分享就深水埗布料市場「棚仔」的研究成

果，探討輔助原則、大眾福祉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藉此邀請參加者想像如何在堂區

與社區之間實踐可持續發展的共同家園。然後，她簡介了棚仔的歷史、被拆遷的經

過，以及她個人的觀察與體驗。她指出，棚仔的營運本身自我形成了一個網絡及自我

發展的生命力。當局在規劃時或許未有留意當中的布販生態。按教會的輔助原則，棚

仔應該有權利參與規劃，而當局僅需協助社群自身無法處理的事情。 

接著有聖若翰堂關社組成員分享堂區在疫情期間如何關懷社區。關社組成員表示，他

們最初計劃在疫情嚴峻日子裡，向清潔工友派發防疫物資。因此他們首先調查社區內

有多少垃圾站，大概有多少工友，然後分小隊前往探訪。當他們數次探訪工友後，互

相慢慢建立關係，獲得工友們的信任，了解他們個人生活。關社組成員認為，堂區也

能在社區中貢獻自己。不過他們也反省到，這樣的模式如何維持下去，甚或轉向其他



 

4 

的層次，是他們面對的困惑。有參與者分享認為，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大眾提出意

見十分重要，惟一般市民未必懂得尋找平台與渠道發表，建議教會相關組織能協助提

供機會給教友向當局反映意見。 

 

活動預告 

教宗方濟各在 2022 年底宣布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為可敬者，指出利氏「之所以偉大，

並不單靠他所撰寫的，更因為他是一個相遇的人，一個與其他文化相遇的人」。為紀

念此一盛事，天主教研究中心定於 5 月 11-12 日舉辦一場網上學術會議。會議由香港教

區聖神研究中心協辦，邀請到李天綱教授作主題演講嘉賓，另有八位學者從靈修、文

化、信仰及見證的角度去探討利氏對現代人的啟廸。會議以普通話進行，兩岸四地已

有逾四百人報名，反應熱烈。詳情請按連結。 

 

疫情期間，大家或許都多了時間對人生、工作、親情、死亡等議題作心靈反思，而隨

著防疫限制鬆綁，可以想像大家都會急不及待與親朋好友聚會。若靈修反思和好友聚

會能同時發生，是不是更美好的事？幾年一度的依納爵靈修國際研討會，受疫情影響

與大家闊別多時。現已定於 7 月 1-3 日舉行，主題是「從交談到轉化的依納爵靈修路

向」，並首次由本中心與思維靜院合辦，假華仁書院（九龍）舉行。會議六場主題演

講以英語進行，提供即時廣東話傳譯，每天下午的工作坊則分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

組，每日並以感恩祭作結。有興趣的讀者請儘快報名。詳情請按連結。 

 
Easter cross by The Wub, Wikimedia  

親愛的朋友，今天我們仍在復活期內，慶祝基督的死亡和復活，祂使我們得以從罪和

死亡中解放出來。在這個喜樂的時期，讓我們與教內的兄弟姊妹和教外人士一起分享

我們的喜悅，除去社會的陰霾。天主教研究中心亦會繼續努力在學術上，與社會各方

連繫，進行對話交流，邁向共融！ 

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林榮鈞博士 

2023 年 4 月 14 日 

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events/%e5%88%a9%e7%91%aa%e7%ab%87%e7%a0%94%e7%a9%b6%e5%ad%b8%e8%a1%93%e6%9c%83%e8%ad%b0%ef%bc%9a%e4%b8%80%e4%bb%a3%e5%82%b3%e6%95%99%e5%a3%ab%e7%9a%84%e5%95%9f%e8%bf%aa-a-conference-on-matteo-ricci-the-ven/
https://xavier.ignatian.net/html/tc/resources/2023ic/C/03%20%E7%A0%94%E8%A8%8E%E6%9C%83%E6%A6%82%E8%A6%B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