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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過去幾年，突如其來且不斷變化的新冠病毒疫情，為

世界各地的人民帶來不少衝擊、挑戰，甚至失去和傷痛。

但與此同時，這亦是一次讓我們從不同角度反思的機會。

當中，有人尋根究底，追問病毒的來源？有人追查責任，

質疑政府的處理手法是否恰當，引致無數患者病逝？亦有

人藉這危機反思當中的意義，例如我們是否視很多東西為

理所當然，太過注重物質生活，因而忽略了人際關係、家

庭生活、心靈需要，以至社會上病弱者的需要，以及大自

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的平衡？此外，社會的資源分配過度不

均導致有些人在疫情下更感無助，有人認為是時候反思分

配公義、人們的生活方式，甚至做人的態度。

教會作為社會一份子，亦是人聚集的團體，當然亦受

是次疫情影響，不能倖免。因著各種隔離政策，不少活動，

包括宗教活動都被迫取消，連每週的主日彌撒亦受影響，

有一段不短的時間不能如常舉行，教友只能以網上直播的

方式參與。

疫情的確改變了不少我們慣常的活動方式和生活習

慣，但停頓下來的時間亦是讓人反思的好機會。在現時疫

情有漸漸緩和趨勢的情形下，這一期《鼎》就讓我們以中

國和香港教會的經驗，從神學和牧民的角度，探討新冠疫

情為教會帶來的反思和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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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篇專題文章中，首三篇是由國內的牧職人員兼神

學工作者分享國內的經驗和反省。首先，基於對廿多位中

國牧職人員的訪談和綜合分析，郭曉平修女在文章中回顧

了疫情下中國教會的反應，即由最初的恐慌與焦慮，到後

來嘗試了各種創新的牧靈方法。除了線上彌撒和講道之外，

還包括各式各樣的線上信仰培育活動和網路群組。郭修女

指出，這些信仰活動不但拉近了信友們因為疫情而產生的

距離，也同時為彼此提供信仰、精神和心理上的互助扶持。

作者亦認為，疫情下的牧靈工作更加多元化、更靈活、更

接地氣和更生活化。而且，這些新牧靈事工為有能力和熱

情的教友，提供了福傳和牧靈的平台，更能體現共議同行

的精神。此外，作者在文章指出了中國教會在疫情後需要

加強的方面，以及對後疫情時代教會的願景提出建議，即

是為社會帶來治癒和重建希望，以開放與對話的方式成為

社會的建設者。

在疫情下，網上活動成為新常態。楊菲理伯神父從天

主教禮儀角度，探討通過網路參與禮儀慶典時，所涉及的

網際空間、身體的臨在性，及在禮儀中的回應等問題。作

者認為，在禮儀及牧靈中，網路是媒介，是時空的延伸。

現代科技的確有其局限，因教友通過媒體參與禮儀慶典可

能不夠虔誠和專注，但互聯網在我們的宗教生活中蘊藏著

巨大潛力，需要善用作為傳福音的工具。

基於其豐富的家庭和青年牧靈經驗，牧靈工作者孫若

望探討了疫情下的家庭召叫。作者指出，三年疫情為家庭

帶來了考驗和洗滌，使家庭由外轉內，從外在的物質的需

求轉向尋求家庭中的和諧關係，察覺到精神和情感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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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帶來真正的幸福，這亦是彰顯天主聖三的共融的契機。

作者進一步指出，疫情帶來了家庭教會的復蘇。教堂關閉

期間，父母承擔更大的家庭信仰培育責任，不少家庭在家

中設立祈禱角落，建立家庭祭壇，彌補信仰生活中的聖事

時刻。這些都是教友家庭的牧靈回應行動。

香港教友林康政博士以其親身經驗，分享了疫情

下他如何推行關愛牧民。他指出以在俗平信徒的身份，

於疫情困境下發展由人性成長到信仰培育的服務，並以

CATCARDS 及聖言誦讀這兩項牧民工具，帶動華人教友

體現教會生活的參與、共融和使命。這也是現時世界主教

會議推行的「共議同行」之精神所在。作者探討了如何以

教理牧民，貫穿入教前和入教後的教理培育工作。在疫情

下，福音初傳有賴數碼科技和傳訊媒體，而現今教理講授

的培育新趨勢，是以家庭培育作為優先對象，當中強調由

家庭內父母和子女的教理培育作為起點，引入堂區家庭團

體的培育。

接著的文章是由三位香港教友合作寫成。首先由鄭紫

祺和李守舜兩位香港教友分享了疫情期間的個人經驗和體

會，然後李小梅博士以神學家卡爾﹒拉內的神學觀點，反

思在疫情期間，基督徒如何與天主相遇，文章也反省了人

際間愛的關懷，以及個人與團體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這

與孫若望強調的家庭培育不謀而合。

最後一篇專題文章是由香港資深大律師張健利執筆，

從關懷、關係性和人權角度探討健康和公共醫療保健。基

於香港基本法、國際人權公約和天主教社會訓導，作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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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權利為本」的元素對於幫助制定和推動健全的公

共衛生策略是必要的，以確保人權和公共衛生不會相互對

立，也不會脫離政府和社會責任，並且基本權利沒有被任

意剝奪或不成比例地受到限制。在後疫情時代，作者亦就

康復策略提出一些建議。

除了專題文章之外，本期刊登了由陳開華神父撰寫的

文章，名為《中國天主教修院的哲學教學與前瞻》。通過

整理了現代和當代天主教哲學系統形成的來龍去脈，作者

希望中國天主教修院中的哲學教師們在未來的哲學教學實

踐過程中加以改進和發展。他期望透過學術研究和建立多

元對話機制，建立富創意的發展空間。

此外，阮美賢博士就《創意的牧靈方法：在新冠肺炎

疫情下的全球經驗》一書撰寫了一篇書評。她指出該書不

僅讓我們了解世界各地地方教會，尤其是亞洲教會，對疫

情的牧靈回應，它還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神學和牧靈反思，

讓我們從這些特別經歷中汲取教訓。本書記錄了牧靈工作

者的真實經歷，包括堂區服務、教育和培育事工，以及與

窮人和邊緣化群體有關的外展事工，以及相關的神學反省。

兩位編輯亦為教會提出了後疫情時代的多項建議。

過去一年，因著疫情和其他教會內外的因素，中國教

會發生了不少事件，值得讀者留意。本期提供了 2022 年中

國教會的大事回顧和分析供讀者參閱。

阮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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