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事與信仰 

溫柔、慈悲、改革、福傳 

- 方濟各教宗任職三年帶來的改變與挑戰      

 

嚴永晃  

     --我在監獄裏，你來探望了我（瑪廿五 36） 

三月十三日是教宗方濟各當選擔任伯多祿牧職三週年紀念日。  

三年前，這位來自阿根廷的梵蒂岡素人當選為全世界最小「國家」卻也是最大「機構」的領袖，

跌破多少世人的眼鏡；三年來他無數次佔據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多次膺選「最有影響力的領導

人」榮銜（*註 1）。教宗早已成為世界精神領袖，全世界大大小小媒體均多有報導，筆者無意重

述，謹摘要整理他任職三年來，所帶給天主教的重大改變、和當前面臨的挑戰，請讀者們指教。 

方濟各教宗帶給教會的改變，不勝枚舉。在「有形」的方面，包括： 

-- 改變教廷（Curia) 領導階層的結構（請參閱拙文《迎接方濟各式主教世代的來臨》，《教宗任

命新樞機，顛覆傳統做法》等。 

-- 改進教廷財務體系（請參閱拙文《豐富的資產、貧窮的教會》，《教宗致力改革教廷財務體系

及梵諦岡銀行》等 。 

但更重要的，還是福傳模式和風格（style) 的改變，包括建立：  

一、溫柔慈悲的教會 在《福音的喜樂》通諭中，它闡述就任教宗以來的「路線圖」：展示天主慈

悲、接納的容顏，建立一個心中想著人類靈魂健康的教會，一個能夠真正發現母性慈悲的教會，

以理解、寬恕和愛，融入「受傷的」世界，而不是拒人於門外的教會。 

教宗特別牽掛各種「邊緣信徒」和弱勢人群，包括離婚、再婚的婦女（及其家庭和小孩），特殊

性取向者（如：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者）、各種難民甚至罪犯。他用實際行動來展

示他的教導，包括在 2014 、2015連續兩年的十月份，為婚姻、家庭和信仰問題召開世界主教會

議；他在《願禰受讚頌》通諭裏，強調共同保護環境，他對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質疑，

他義不容辭地為窮人、難民、社會不公和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發聲。 

二、出門福傳的教會 教宗強調，「教會的全部日常工作就是面向傳教」，他要求「走出自我，邁

向郊區。要努力去接觸那些不怎麽到堂區來的家庭」；走向那些未曾接觸的、不認識的、離開的

和無動於衷的男女老少；在公共廣場上組織祈禱、舉行彌撒聖祭，在簡短的準備後舉行聖洗聖

事，這就是堂區、教區的「風格」。他自己經常走訪教堂，還走進監獄，替犯人洗腳並親吻，叮

囑以後重新做人。 

在國際舞臺上，方濟各教宗沿著前任們的足跡，體現建設橋樑的特點。無論和任何人，哪怕只有

一絲希望，他也要設法對話。他努力避免孤立俄羅斯總統普亭，與穆斯林國家元首，和宗教領袖

會晤，美國、古巴和阿根廷之行，韓國、斯里蘭卡、菲律賓的訪問，更不要說大公運動始終是教

宗關注的中心。他與全俄羅斯和莫斯科宗主教會晤，擁抱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圓



了兩位前任教宗的夢想，他努力將不同的基督信仰團體結合起來。 他認為基督徒的合一不僅對教

會生活具有重大意義，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標誌。 

他還經常在教會實際事務的細節上帶來「創新」，比如： 

-- 在紀念耶穌建立聖體聖事的夜晚，傳統上教宗只給男性神職人員洗腳，而他洗腳的對象，卻包

括了女性以及其他宗教的信徒（穆斯林）。 

-- 他在推特（Twitter) 和分享軟件（Instagram，屬於 Facebook) 上都開設有個人帳號

（Franciscus)，建立平臺，與全球信徒溝通，使他自己更貼近群眾。  

-- 他不像以前的教宗那麽緘默，三番兩次嚴厲譴責在各地進行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及其背後的武

器製造者和運送人，把他們比喻為只要血錢而不要和平的猶達斯。 

三月十八日，方濟各教宗在任正式進入第四個年頭。他眼前的三個挑戰堪稱艱難： 

一是在許多國家都發生過的神職人員性侵幼童案，持續爆發，連他的核心團隊成員之一，教廷經

濟委員會主席裴爾樞機（Cardinal Pell）都被澳洲法院召回去，為他過去主持教區時的案件作證；

其他許多教區為賠償受害者導致財務破產，以及主教因為類似的醜聞案件而被迫辭職的也時有所

聞。方濟各教宗極為困擾，必須儘快設法予以根本解決。  

二是婦女在教會裏的角色，特別是離婚（尚未獲得教會認可）又再婚婦女能否領受聖體，甚至能

否擔任傳教員，或者做新教友受洗或堅振時的代母，等等。在連續兩年召開的主教會議裡，他努

力宣導改變的重要性，卻依然嚴重爭議不休。據說在 2015年的會議裡，對於方濟各教宗比較開放

的方案，持反對意見者依然高達三分之一以上，根本無法達成決議。教宗原訂於三月中旬發布宗

座勸諭（Apostolic Exhortation）也因為輿論界多次發文反對（*註 2），一再警告如果教宗執意開

放將造成教會的分裂，至今仍在斟酌中。  

三是方濟各式改革還沒有制度化。他的改革牽動到教廷舊勢力的權力結構，頗受掣肘，進度緩

慢，迄今尚未進入不可逆轉的地步；而他畢竟已經七十九歲了，健康狀態堪虞（據說曾經在彌撒

中打瞌睡，幸賴輔祭提醒）；他在 2014年三月（就職一週年）時，曾經預言自己只能再活三到五

年（如今已經過去兩年了）；一旦有個三長兩短，估計他這三年的努力，可能很快就付之東流，

回到原狀了。他必須加快腳步，落實改革的基礎，重建信徒對教會的信心和熱忱。 

*註 1  教宗大約被五十家重要媒體列入 2013年「十大焦點人物」，並獲得一系列的殊榮，包括：

2013年 12月 11日，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 2013年年度人物；2013年 12月，被第 15屆中國

國際新聞論壇年會評為 2013年國外十大焦點人物之一；2014年 3月 20日，登上美國著名財經雜

誌《財富》“The World's 50 Greatest Leaders”排名榜榜首；2014年 4月 23日，被美國《時代》選

為“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之一；2014年 11月，2014福布斯全球權勢人物榜第四

位；2015年 11月，2015福布斯全球權勢人物榜第四位。 

**註 2：請參閱意大利報紙 

（1）La Repubblica 3月 19日 著名的教會事務評論員 Alberto Melloni / Claudio Tito 聯名發表的文

章。  

（2）Corriere della Sera 3月 20日 前新聞記者兼評論員 Luigi Accattoli 的文章  



 

照片：教宗替囚犯洗腳並親吻。       

 

 

（美國加州山景城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