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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配合有關教會學的更新，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

二）《教會憲章》Lumen gentium 為教友的定義和角色作

出了清楚界定。教友的身份和角色需要放在教會的脈絡

中來了解，凡是受洗的基督徒，都分擔了耶穌基督的司

祭、先知及君王的職務。每一位教友都要努力學習如何履

行耶穌基督的神聖職務，並且要積極參與教會在世界中的

使命。而在梵二另一份文件《教友傳教法令》Apostolicam 
Actuositatem，更詳細討論教友傳教事業的領域和相關的訓

練和培育方式。

雖然兩份文件都強調教友的在俗使命，以生活見證聖

化世界，但歷年來的實踐令教友職務產生了不少變化。除

了在社會中實踐信仰，在教會的運作和架構中，亦加強了

教友的參與，教友在不同領域擔任著多元化的職務。可見

教友已經從過往的被動配合，轉變為主動委身，具體地參

與教會的共融生活，回應上主的召叫，以及善用天主賜予

的神恩，與神職人員一起發展教會牧民工作。

到了現任教宗方濟各，他自上任以來一直強調和推動

教友全面積極參與教會生活，以及在世界中將基督徒價值

觀實踐出來。而他提倡的「共議同行／同道偕行」模式更

是一種新的教會行事方式，主張平信徒必須參與辨別、決

策、計劃和實施，成為「真理的合作者」，令教友傳教事

業與神職的牧靈工作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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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教友的角色和參與程度在各地方教會不盡相同，

在香港、中國大陸，以至亞洲教會對教友角色的理解和實

際參與值得探討和反思。今期《鼎》以此為主題，探討和

反省天主教會教友的角色和共議性教會的實踐。

今期共有五篇主題文章。第一篇主題文章是由阮美賢

博士撰寫，探討梵二《教友傳教法令》對亞洲教會的意義

和影響，文章透過分析亞洲主教團協會的活動和文件內容，

以及亞洲各地方教會的教友組織和運動，討論了亞洲教會

對梵二文件《教友傳教法令》的一些重要主題的理解、詮

釋和落實情況。作者指出，亞洲教會認為，在亞洲處境下，

必須採取具體行動，激勵、訓練和整合教友與神職人員之

間建立深厚的關係。因此，有需要加強培育教友，而教會

的社會訓導、參與式教會、青年、婦女和家庭是培育重點。

文章指出，加強參與性教會的精神，強調「僕人模式」的

領導經驗至為重要。

第二篇文章是教會法博士生韓安琪從天主教《法典》

探討平信徒在教會的治權問題。文章探討了平信徒實踐教

會治權的條件，以及從立法、行政、司法角度討論平信徒

協助治權的範圍。作者指出，平信徒積極參與教會的服務，

並不是要取代聖職人員或爭取權利，而是令平信徒能更多

的參與教會生活與福傳使命。這正是活出同道偕行／共議

同行精神，即每個人依照各自的職務參與教會的福傳使命。

作者強調，在教會中所有的權力都是為共融服務，最終目

的是為了天主的光榮和人靈的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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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龐樂培神父從共議同行精神帶出平信徒與神職

人員的關係。根據他本人在中國大陸的研究，龐神父結合

中國文化中兄弟情誼的關係，進一步理解教會的共議同行

精神和兄弟姊妹的友愛團體之精神。他指出共議同行的概

念比集體領導的概念更廣闊，因為它包含了教會中所有人

和各地方教會的參與，而集體領導則著重於主教之間與羅

馬主教一起的聯合共融。這意味平信徒在教會的全面參與，

以及反對神職主義。而一個共議性教會的特徵包括聆聽、

友愛、參與、共負責任等，以便更好地履行其傳揚福音的

使命。

然後是兩位平信徒的神學反省，分別來自中國大陸的

孫若望先生和來自香港的區冰心女士，他們均是在教會內

擁有豐富牧民／牧靈工作經驗的教友，就所身處的教會和

教友牧職的經驗作反思。

除了主題文章之外，本期刊登了一篇由康志傑教授所

寫的論文，根據她本人就跨地區婚姻中的「外來媳婦」的

田野調查結果，探討被訪者皈依天主教的經歷，以及信仰

生活對她們的影響等。研究發現，中國天主教會對社會變

遷中產生的社會問題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此外，本期亦刊

登了 2023 年的中國教會大事回顧和有關分析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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