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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语言表达的讯息 

 

有关《工作文件》（简称：《文件》） 

 虽然不是一份综合报告，这份《工作文件》是结合从 2021 年起，在聆听全体天主子

民阶段所得的所有数据，以及大洲阶段的《最终文件》而成。因此，它的出版，有

两个意义。首先，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以共融、参与以使命来体现一个共议性的教

会」第一阶段的结束；以及第二阶段的──那庆祝性的──分为两个会期的第十六

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大会第一期的揭幕。 

 《文件》可以被视为第一阶段的终点；然而，第一阶段的终点并不表示聆听及辨明

天主子民过程已有结论。 

 《文件》不是一份教会学的手册。在准备〈大洲阶段工作文件〉里所写的，可以在

此引用：「这并非是教会训导的一份文件，也不是一份社会学的调查报告、也不是

要提供一些运作公式的指南或目标、或是从神学的角度来完整地阐述。」应该说，

《文件》是一种经验的果实：同一信仰内弟兄姊妹之间的诚心及亲切相遇，是一种

喜乐的经验。另一方面，如同教宗方济各提醒说：「共议精神」这议题并非教会学

的其中一个课题，更不是一个流行语，一个口号，或一个滥用于我们聚会的新名

词。绝不是这样！「共议精神」显示出教会的本质，她的形式，她的作风和她的使

命。」（〈教宗方济各向罗马教区信友致词〉，2021 年 9 月 18 日） 

 《文件》并未提出建议性的答案，也不能解读为 10 月份全体代表会议所要产生的最

终文件的初稿，以便在会议中修订。事实上，共议性的历程目的「不是要制作各式

文件，而是为实现教会的使命和开展充满希望的视野。」（〈大洲阶段工作文

件〉，6） 

 《文件》是辨明的工具。此《文件》被视为预备成为在 10 月份主教代表大会中实用

及服务的工具。因此，它阐明经由聆听全体天主子民一连串的问题之后所列出的优

先项目，提供大会反省及辨明，旨在认辨出的一些具体步骤，为能学习如何深化当

今教会的共议性的方法和风格。 

 《文件》的参考重点是来自地方教会──神学与领了洗的人具体经验同行的地方。

在《文件》中所列出的问题，丰富地表达了地方教会的实际状况。这些问题来自信

友实际的参与，有名有姓，有具体的面容。他们见证了天主子民的信仰经验，也印

证了这文件代表的非凡意涵。 

 

《工作文件》见证了什么？ 

 具有生命力的教会经验：在信仰内弟兄姊妹之间真诚与亲切的相遇经验是喜乐的泉

源。这使我们亲手碰触到普世及大公的教会，在各个年龄层、性别及不同社会处境

中体现教会的不同圣召，以及在不同语言、文化、礼仪举行方式及神学传统里，所

蕴含的神恩的多元性及非凡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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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验察觉到教会日渐成共议性的教会，这认知代表我们的身分及召叫：一起同

行，实践同道偕行是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及同伴。耶稣亲自说：「我是道路」（若

十四 6）。「经验到这是主的恩宠，也愿继续同行」，在今日这也成为我们深切的渴

望。 

 若不从共融的角度去看，人们便无法理解共议性的教会的传教使命，即在人生的每

一个范围和领域里宣布及体现福音。教会的共融及使命首先借着参与圣体圣事而获

得滋养，也透过机构、组织以及过程，在共同洗礼的尊严，在使命内，共同担负起

责任，不仅重新得到肯定，也得以锻炼及实践。 

 在我们这个世代，开放及不安于现状的教会，极为重要。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如

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感觉到这种心绪不宁，如果他没有把它活出来，一定少了什么东

西。心绪不宁，是从个人的信仰而来的，它令我们衡量做什么更好，什么该保持，

什么该改变。历史告诉我们，原地不动对教会并不好（《福音的喜乐》，23）。这

移动是顺从圣神的结果，祂才是这故事的编导，当中各人都是心绪不宁的主角，总

不停顿下来。千万别原地不动！（参阅：〈教宗方济各向罗马教区信友致词〉，

2021 年 9 月 18 日） 

 大公合一之旅的重要性：这是个具有创造性及更新普世大公合一主义，并且要激发

大公合一性的对话。教宗方济各提及在他与东方亚述教会阿瓦三世（Mar Awa III）

宗主教致词谈话时说到：「天主教会正在走的，同道偕行的途径，必须要是合一

的，合一的途径就是同道偕行。」 

 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有其不同的特殊情况及经验：太多导致世界沾满鲜血的战

争实况，要求我们要努力重建正义与和平；气候变迁带来的威胁，也意味着有必要

优先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对剥削、不平等和丢弃文化的经济体系作出抗议；以及

抵制压制少数群体的殖民主义和同质化压力；迫害及折磨移民的情况逐渐使种种的

团体消失瓦解，危害着那些已在偷生苟活的人民；地方教会也提到他们所关心的，

就是如何装备自己以应对迫切的社会情况，从现时全球普遍的文化多元性，到那些

代表他们居住国家中分散的少数民族的教会团体经验，以及我们必须正视和因应

的、越来越激进，甚至极度世俗化的经验，这种世俗化心态似乎认为宗教经验无关

重要，但人类仍然对福音有所渴求。很多地方教会深受各种的欺凌侮辱的形式——

包括性侵害，以及权力、良知和财富的滥用——所造成的危机影响，这些都是敞开

未愈合的伤口，教会除了对受害者和幸存者所造成的痛苦悔改外，还须承诺作出转

变和改革，以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共议性的方法论极为重要，为了能落实教会同道偕行（共议精神）的风格与动力──

将重心借着灵修交谈放在聆听上，尤其是为训练对那些有能力陪伴团体的协调人去

帮助其它人具有创造力地活出同道偕行（共议精神）的动力与张力。 

 面对及处理紧张局面的能力，为的是拥抱分歧及走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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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会内的多项整合，包含各个神恩与职责，超越划一的一致性、零碎化、两极分

化的问题：「共议精神的活力，是一个将这些连贯各个神恩与职责，并强化它们，

但而不使它们变成划一性的一致。」 

 一个有能力拥抱脆弱及不完美的教会。 

 重要的是，从现在看得更远，到末世的幅度。 

 礼仪更新的需要，要能够兼容并蓄－能激励年轻人，也能保留礼仪的本质及象征。

礼仪是教会的核心生活，首要及最重要的是，圣体圣事是基督徒生命的泉源及高

峰。 

 需要能够处理真理及慈悲之间的张力──等待被教会接纳，同时又真正地、忠诚地

接受教会教导两者之间的张力。 

 

关于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常务会议大会 

 大会的目标将会是在教会日常生活中重新启动和体现共议性的进程，同时认辨出圣

神邀请我们在哪些路线上更坚定地前行。这是教会同行的动力，一直忠于主耶稣托

付给我们的使命，也是在下一个会期要祈求的果实。共议性的进程确实「不是要制

作各式文件，而是为实现教会的使命和开展充满希望的视野。」（《大洲阶段工作

文件〉，6） 

 2023 年 10 月的大会中也要深切聆听教会在生活中执行它的使命的情况。 

 

同道偕行（共议精神）的概述 

 同道偕行是学习的过程。 

 同道偕行考虑到我们的处境，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同。 

 同道偕行是渐进式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转变。 

 同道偕行是在行动中学习。 

 同道偕行是一条具有创造力及开放式的途径。 

 同道偕行是一种以圣神为核心的灵性经验。 

 同道偕行是一门艺术，知道如何评估、接纳以及呈现所有上主赐予教会的神恩与礼

物。 

 这次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是一个赋予所有领了洗的人传教使命权柄的过程。 

 这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是一个经由聆听而认出彼此的过程。 

 这次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是接续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一种方式。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长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