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宗任命新樞機 顛覆傳統作風             
 

嚴永晃    

   

 

你們要去使天下萬民都成為我的門徒 (瑪廿八 19) 

  

我們可敬可愛的方濟各教宗，今年元旦過後的第一個主日（主顯節），宣布提名二十位新

的樞機，有高齡 95歲的耄耋，也有 53歲的壯年，更有來自歷史上從未出現過樞機的三個

信仰小國，包括東加、緬甸、維德島等，堪稱完全不按牌理出牌，跌碎「教會觀察家」一
地的眼鏡，引起世人關注。而這些新樞機們未來可能給教會帶來什麽樣的改變，更值得觀

察。 

 

這是 78歲的方濟各教宗上任後，第二次任命新樞機主教。去年（2014）任命了 19名樞機

主教（其中 80歲以下有選舉權的 16位，80歲以上的 3位）。教宗已經通知所有的樞機主

教，二月十二及十三日在梵蒂岡舉行御前會議，而新任命的 20 位新樞機主教將於二月十

四日正式就任。 

 

這 20位新樞機主教（15/5意即：當中 15人不超過 80歲，他們有權在教宗逝世或辭職時，

參與最高秘密會議，選舉新教宗，另外 5人則是 80歲以上），他們分別來自世界 18個國

家，包括歐洲 5個國家（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葡萄牙、德國）共 7位（5/2），中南美

洲 5個國家（烏拉圭、巴拿馬、墨西哥、哥倫比亞和阿根廷）共 5位（3/2），非洲三個國

家（塞俄比亞、維得角、莫桑比克）共 3 位（2/1）、亞洲三個國家（緬甸、越南、泰國）

共三位（3/0），以及大洋洲兩個國家（東加、紐西蘭）共兩位（2/0）。名單及各新任樞

機的現任職務，請參閱附件： 

2015年新樞機一覽表 

 

綜合各界輿論對於教宗此次的任命，有四個特性如下： 

 

一是「普世性」: 根據統計，教廷現有樞機（包含新任的）一共 228 位（125/103）, 來自

各大洲 69個國家，其分布如下： 

 

地區        有樞機國家        80歲以下        80歲以上        合計 

歐洲           23               57              62              119 

北美              3               18                9               27 

中南美        14               18              16               34 

非洲            17               15                6               21 

亞洲              9               14                8               22 

大洋洲          3                 3                2                 5 

合計            69              125             103              228  

 



就個別國家來說，義大利因為「近水樓臺先得月」，以 48人（其中有選舉權者 24人）獨

占鰲頭，依次為美國 18人（11），德國和西班牙各有 10人（4），以及法國 8人（4）等。

這次有 3位新樞機來自歷史上從未產生過樞機的國家，正如教宗本人在宣佈名單時所說，

新樞機主教來自 18個國家，各洲皆有，反映出天主教和全球教會無可斷裂的連結。 

 

二是創新性（或者用「顛覆性」更為貼切一點）：傳統上，教宗任命樞機主要的考量有
二，一是在教廷各重要部門的一把手（包括國務卿、教義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等等），

二是信徒人口眾多或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大」教區，包括歐美各大城市和部分信眾較多的
國家的首都教區，這就讓許多歐美國家尤其是義大利「佔盡便宜」，好像公務員或軍隊裏
「佔缺」一樣，一旦升任某些大城市的總主教（例如義大利的威尼斯 Venice 或都靈

Tulin），就等著次年二月晉升樞機，加上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經簽署命令，將「有

投票權的樞機」人數上限設定為 120人，這樣一來其他「小」國家（小教區）幾乎永遠沒
有希望出現樞機。 

  

這次方濟各教宗一舉突破傳統的窠臼，像東加這樣只有 1萬 5千信徒的迷你教會，也給予

同樣的重視，這對整個教會都是極大的激勵，將有投票權的樞機人數增加到 125人，也顯

示另一種突破。 

 

三是務實性：在 15 位「有投票權」的樞機裏，只有 1 位是教廷的部門負責人（最高法院

院長），其他 14 人全部來自各地教區。這固然因為去年教宗已經任命了 4 位教廷部門負

責人為樞機，但和以往更多教廷部門負責人（甚至於教廷圖書館館長、檔案館館長）獲任

命為樞機相較起來，方濟各教宗更青睞於給各地方教會負責人樞機的「榮耀」，完全符合

他對「打開大門，出去傳播福音」的要求。 

  

此外，這次任命中的義大利南部 Agrigento 總教區，是每年成千上萬大量非洲難民登陸義

大利再分散到歐洲各地的門戶；而墨西哥的 Morelia 總教區，則是著名的毒品犯罪之城，

方濟各教宗任命其教區負責人為樞機，不僅突顯他對移民、難民和毒品犯罪等問題的高度

重視，也是對他們委以重任。 

 

四是禮遇性：在 5位「高齡」的新樞機裏，有兩位榮休的教廷官員，分別是榮休赦罪院院

長（負責簽發赦罪函的 pro-major Penitentiary）和一位榮休教廷駐外大使（曾經先後派駐

過七個國家），另外 3位則是已經退休的教區負責人，顯示方濟各教宗對各種職位的尊重，

給予資深望重的代表性人員的尊崇和肯定。 

 

方濟各教宗在去年首次任命樞機時，強調獲任樞機不是升遷，也不是榮譽或裝飾，而是

服務，教宗要求獲得任命者睜開眼睛，打開心胸，用儉樸和謙虛的心來接受職位，為教

會、為信徒服務，並且以簡單樸素和神貧的心靈喜悅，不要以任何世俗的方式慶祝。  

 

但誠如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ietro Parolin)的評論，方濟各教宗這次的任命，顯

示他對全球各地教會心靈開放的渴望，以及在牧靈上的支持，從而獲得各地教會對教宗的

反饋和支持。索馬利亞籍新任樞機即坦言，整個非洲教會將重新獲得動力，東加籍新任樞

機也表示整個大洋洲教會都獲得極大的鼓舞。相信他們必然在牧靈工作上，全力以赴。 



方濟各教宗這次的任命，也帶來一些很有意思的「後遺症」，就是對於極少數神職人員
「生涯規劃」的影響。例如國務卿帕羅林樞機一月 10 日在主持教廷北美學院（Pontificial 

North American College註一）新院舍啟用祝聖儀式後，和院生及家長們的座談會時，就被

問道，此舉是否表示教宗對任命北美洲籍樞機不予重視或興趣減少了 (言下之意，他們的
「前途」是否將受到制約了) 。 國務卿四兩撥千斤地回答說：「不，這正表示沒有任何教

會（教區）將受到更少的重視。」於是有評論家就笑說，傳統「樞機大國（主要指意大利

和美國），神職人員以往鑽營、佔缺、升樞機的生涯規劃，需要重新思考了。但願這只是

玩笑話。祝願所有神職人員，在方濟各教宗的領導下，更加淬勵奮發，真正為有需要的人

服務，將福音傳播到地極。 

 

註一: 教廷北美學院是由美國主教團投資，設立在羅馬，專門用來培育美國、加拿大和澳

洲神職人員的機構，現有在學修生 230人左右。    （美國加州山景城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