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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廿九日洛杉磯 ESNE電台播出教宗方濟各接受的專訪。訪談主軸從平信徒的生活切入，

談到教宗對平信徒特定的使命有何看法。教宗以他慣常的呼籲作答──走出自我，去為傳播福音

冒險，而不是守著家裡的一堆衣物，等著專門吃衣服的飛蛾（衣蛾）進駐。 

「不應該把訊息裝罐」 

教宗說：「有時我覺得跟基督徒能做的生意，最好就是賣防蛀丸給他們放進衣服裡，免得衣服都

被衣蛾吃了」。這個有趣的比方，似乎也是在提醒基督徒，在生活裡放入防蛀丸就真能保命了

嗎？如果我們只知道守著自己的生活，而無視於教宗強而有力的鼓勵「走出去」！那麼我們的信

仰生活必會顯得死氣沉沉。 

訪談記者狄亞茲針對先前所提「告訴平信徒要走出洞穴」的說法，問教宗會對基督徒賦予什麼使

命？教宗說，基督徒常「把自己鎖得牢牢的，等著衣蛾把他們吃掉。」他一再強調：「他們必須

走出去，把耶穌的喜訊帶給別人！」教宗非常重視這一點，既然是喜訊就要和別人分享，而不是

把它儲藏起來。 

教宗表示：「耶穌的訊息是要給予他人的，就像我透過別的兄弟姊妹領受到耶穌的訊息，恩寵臨

於我，我再把訊息傳給別人。」他認為基督徒不應該把訊息「裝罐」──把它保存在一個罐子

裡，因為「它不是要儲存，而是要給予。」這是最重要的使命──獲得喜訊再傳給別人。教宗

說：「我就是這樣離開了洞穴。」他非常強調踐行天主慈悲工程的重要性，視之為「福音的支

柱」，而且會是我們最後受審判的依據。 

走出去的勇氣 

如果我們和別人分享耶穌的訊息，讓人看見的將會是喜樂，但若將耶穌的喜訊「裝罐」儲藏起

來，久而久之很可能走味變質。訪談中，教宗多次提到基督徒要喜樂而非酸腐，所以要走到大街

小巷去，讓遙不可及的人們都能獲得福音的訊息。 

記者問道：「如果要達到這樣的水準，基督徒還欠缺什麼嗎？」教宗十分清楚地表達，「需要很

大的【勇氣】，因為我們生活安逸，舒適是會出賣我們的。」他認為聖保祿的「使徒熱忱」，就

是具有「走出去的勇氣」，如果基督徒真心想要「把自己所領受的帶給」別人，最需要不斷地讓

這樣的勇氣內化增長。 

除了勇氣之外，教宗就他個人觀點而言，認為常被忽略的還有祈禱。他說：「祈禱是不可或缺

的…，因為沒有祈禱就不會有勇氣，尤其少不了的是祈求」。教宗加以解釋說，祈禱把我們與天

主連結起來，「我們必須多祈禱，並且走出去，但總要有祈禱相隨，因為我是和上主一起走出

去」。 

他特別指出，我們可以透過聖言頌禱作默想，並告訴我們「這是非常美好的一種操練，我們每個

人都能抽出 15分鐘來練習，選擇聖經裡面一小段章節，作一點反省」。一天之內，我們會找到許

多個 15分鐘，可能用來滑手機、聽音樂、慢跑、上網購物⋯⋯。為什麼不能把默想聖言也列入其

中呢？默想非難事，只要我們對這種操練持之以恆，養成祈禱的習慣其實並不難。 

 



敬拜上主使人謙卑 

教宗方濟各也被問到有沒有想留給教會什麼傳承，他的答覆涵蓋相當多的想法，都已成為他教宗

任內的標記：「一個走出去是合一的教會，敞開大門，基督徒走遍大街小巷，深信也是一個時常

祈禱的教會」。 

教宗談到一個令人非常感動的「關鍵」，基督徒最大的需要就是「要懂得如何敬拜上主」。靜坐

朝拜上主之後，「留給人一種力量，確知天地有大主──我們的上主。」他加以解釋說，敬拜的

能力是靈修生活中「最大的力量」，因為我們的祈禱通常都太「瑣碎」，總是向上主求自己想要

的，或是問題能得到解決，而「鮮少有人獻上感謝」。事實上，唯有真正謙卑的人懂得如何敬拜

上主。 

教宗說：「天主愛我們，幫助我們，並安排萬事。」當我們有所求的時候並不是敬拜。很少人知

道如何敬拜天主──這一位世界的主。這樣的敬拜並不多見卻是非有不可的，因為基督徒的生活

如果缺少了對上主的敬拜，信仰便不會成為生活的核心。 

魔鬼從口袋趁虛而入 

教宗願意保留的另一個傳承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家庭都能意識到「世俗精神並非來自天主，它根

本是天主的對頭。」正因為如此，耶穌在最後晚餐不是祈求將門徒從世界上撤去，而是為他們祈

求在俗世中「受到保護」。現今世界科技發達，生活享受日新月異，一般家庭中為人父母者，沒

有人不想和子女一起過「更好的生活」，但通常都是指更好的物質生活，這正是受到世俗精神的

影響。 

教宗特別指出金錢是世俗化的關鍵因素。他說：「世俗化始於金錢，魔鬼從口袋趁虛而入；金錢

給人一種安全感，卻不是來自天主的安全感。」他加以解釋說，金錢終會將人引入虛榮，接著導

向驕傲，並「自此衍生一切罪惡」。 

訪談結束前，對談話中提及的年輕人、年長者、本堂神父、單親媽媽等，教宗也特別向他們致

意，表達對他們的關懷。     

（轉載自：《恆毅雙月刊》第 600期 恆毅觀察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