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能做甚麼？ 我該做甚麼？                         詹紹慧 

身為天主教的一名教友，我能做什麼？我又該做甚麼？ 

之所以冒出這個問題，起因於兩星期前去老人中心學英語。課後與一位長我多歲的同學邊走向停

車場邊聊天，她問我「信什麼教？」「天主教。」「都去聚會麼？」「星期天去望彌撒。」「和

朋友一起去？」「沒有，我剛搬來這裡還不認識什麼人。」「那妳來我們教會吧，離妳家近，又

有教會姊妹做朋友。」的確，我好友的兒子，就覺得望彌撒太悶，中規中矩沒意思，轉至基督教

的青年團契，變成活躍份子。 

其他的例子，如去年在聖荷西的農夫市場，遇上一位打聽水果攤位的婦人，說不到兩句話就當我

是無神論，勸我去參加聚會。意外的是，她見我不置可否，便引用聖經。她能輕易地歸納聖經知

識，進一步說明人類的救贖需要耶穌基督，只有信耶穌，才能滿全個人的需要，得到永生。 

基督教和天主教同屬基督宗教。而我遇見的人，雖僅一面之緣，卻能如此隨時隨地、不拘形式的

傳教，心裡驚訝佩服之餘開始反省自己。 

說來慚愧，天主教於 1960年代，在羅馬舉行的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三年深度的討論與籌謀，因應

時代的需要，賦予教友傳教的使命。我雖名為主日望彌撒的教友，卻未多花心思履行教友的使

命，把天主介紹給他人，包括最親密的家人、朋友。所持的理由不外乎怕碰壁拉不下臉開口，或

信仰是超性的生命，上主會藉不同的管道來使人認識祂，我只需配合就好。況且以往在觀念上，

總認為福傳是神父和修女的事。於此錯覺下，父親過世了還不認識天主，至今過了六年，想到還

是懊悔難過。他是好人，我相信天主的寬宏大量，可也自問為什麼身為愛他的女兒，能做的沒有

做？品嘗了美味，常不忍心獨食，永生的道路，為什麼沒有及時分享盡責？雖然自己能力不足，

會膽怯氣餒，但為什麼害怕呢？我並不孤獨，耶穌不是親口安慰我們：「我與你同在。」所以以

個人的想法；福傳應該有幾個要點： 

第一、首先應破除心結，心存善念，不分事情大小，能力所及的做一名雪中送炭的人，而非僅嘴

巴上的教徒。可效法傳教主保聖方濟的宣講真理，或如小德蘭以刻苦祈禱做福傳。友人萌發信仰

種子了，再介紹對方去慕道班。 

第二、加強自己的裝備，熟知教會禮儀的意義以防被問。例如：常年期神父穿什麼顏色的祭衣祭

披？四旬期第四主日為什麼是粉紅色？老實說，我不清楚。再問我天主教和其他宗教有甚麼不一

樣？實際上我查了書才知道，天主教或稱羅馬公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eh），具有以下四種

標記： 

一、是唯一的；全世界六億信徒，在宗教的事情上服從一個元首──羅馬教宗。信仰同一的教

義，沒有絲毫差異。 

二、是聖善的：有嚴格的道德標準，尤其在婚姻一事上，要求雙方全面又持久的付出。在二千多

年的歷史中，產生許多堅苦卓絕、慷慨犧牲自己為民眾服務的大聖大賢。 

三、是大公的：它的名稱係「公教會」，便顯示了天下為公的宗旨，超乎任何國界之上，願意為

全世界各民族服務。 

四、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從伯多祿宗徒而來，世代相傳，從無間斷。當今教宗聖方濟各，是伯多

祿的第二百六十六位繼任者。而且「天主教」的名稱是當年利瑪竇於明朝傳教時開始使用。 



 

第三、天主教會雖然本著福音精神安身立命，然而在今日社會多元遞變、神長少、信友專注度不

夠、會眾團體欠活力的狀況下，要能具前瞻性有計畫地涉入其間。不論是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如

環保、偏遠地區醫療服務、國外緊急援助等，第一時間現身投入的各類報導，不是基督教的世界

展望會，就是佛教的慈濟功德會，總覺得天主教慢半拍。 

從個人經驗 1999年台灣「九二一」芮氏 7.2級大地震，不算失蹤和受傷的，死亡人數就超過兩千

餘人，房屋倒塌五千多間。因為地震發生在凌晨一點，全台都被嚇醒往屋外跑，我不由得極關注

媒體的報導。除了前面提的基督教和慈濟，連從沒聽說過的宗教團體都湧赴零星餘震的災區，媒

體上唯獨沒見到天主教會救災的報導──而其時嘉義醫療和田中的修會都已默默地投入了救災工

作。直到十月初在聖沙勿略堂堂慶時，遇見主教，平常會躲大人物的我，只得冒昧去詢問，所得

到的答覆是，救災是個人意願的事情，妳若想去，剛好聖家堂也有幾位教友，妳打電話，我請秘

書告訴妳如何聯絡他們。 

我們到了南投弘仁國中大操場救災中心，實際的情況是，一陣熱潮後，多數團體都撤離──包括

媒體。除了為災民煮飯、拆房子的阿兵哥們，只剩下我們在營帳帶領失親兒童作活動、跟修女到

山裡送物資或去慰問受傷的災民。一切榮耀歸於上主，本來這是一個以實際行動宣揚福音的機

會，我們不懂把握。教會呢？好像這一塊仍是我們福傳的軟肋。  

第四、為福傳對象祈禱。舉凡為健康、孩子的升學、病人病情或喪亡親人的家庭、為那些初次見

面看起來不可能接受信仰的、對天主教極深誤解的、乃至為福傳成就祈禱。祈禱一個方法行不

通，再動腦筋尋求其他的方法，效仿馬爾谷福音中的那個癱子和他朋友的精神，以鍥而不捨的精

神與信心求見耶穌治好病。即使當時因為人太多無法從正門進入靠近耶穌，他們便想辦法，拆開

屋頂將躺在床上的癱子由屋頂縋下去，達到目的。 

最後，在今日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電腦、手機、和網路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特別是

新世代的年輕人更是普及，所以你我也可以善用網路媒體作福傳。除了溝通，更重要的是傳達信

仰內容，譬如分享參加平日及主日彌撒的信仰體會，雖只是將反省的核心濃縮為短短一兩句話，

過一段時間或許就有人認同乃至回應留言，定期或不定期把焦點放在天主身上，用 twitter、臉書

等來分享自己的信仰生活，藉機福傳。 

時光流逝，感念得自天主的多，回饋的少，即便這篇書寫亦力不從心。閒居家中，每每因大華超

市購物，往返途中必行經 Duart路上的深幽墓園，有時因為放下柵欄等火車，對貼近的墓園便觀

望許久。過程有如寂靜地祈禱，體會生命如風。一陣風過，一種生命的消失；人抓不住風，意味

著抓不住永恆。永恆只臣服天主。蒙幸身為天主子民，把祂的慈愛傳揚出去，是基本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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