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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第十六屆常務大會第二會期 

《工作文件》簡介 

 

 

2021 年，天主的教會「以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形式召集起來」（參閱：《準備文件》，

1）。從那時起，各地方教會──即存在於其中並源於其中的唯一和至公的天主教會──

接受了邀請，省思有關天主要求祂的教會採取的步驟。無論過往今昔，問題都在於宣揚

耶穌基督的福音，因為祂是拯救、醫治並帶領世界邁向圓滿實現的那一位。在耶穌的道

路上一起前進──即「同道偕行」──是教會內的每一個人活出共融、參與共同的使命

的條件。 
 

* * * 

 

顧名思義，第二份《工作文件》首先是提供給大會第二會期成員使用的「工具」，該會

期將於 10 月（2~27 日）在羅馬召開。 

 

這份文件並不提供預設的答案，也不是設法要解決所有相關的問題，為了要「在福傳使

命中日漸成為共議性的」教會。這份文件是個基礎，內容雖繁複，但缺一不可，旨在促

進祈禱、對話、分辨，並使從共議性的進程中所形成的共識日臻成熟，作為一份「最終

文件」，於第十六屆大會呈報聖父──教宗方濟各。 

 

顯然地，在未來的幾個月內，這份文件得用於各式各樣的教會場合，以鼓勵全體天主子

民在祈禱和分享意向中，參與託付給大會成員的任務。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十六屆常務大會第二會期的《工作文件》，回顧了迄今為止走過的

歷程，特別是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一會期之後各地方教會所作的貢獻，提供了一些指引

和建議，說明全體教會、各地方教會和各教會機構該如何行事，以及如何回應「在福傳

使命中日漸成為共議性」的要求。 
 

因此，第二份《工作文件》在 2021 年開始以及隨後的整個共議性的進程中，都必須供

人閱讀：教區階段的諮詢會議，全國和大洲的集會、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一會期、《綜

合報告》、《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與堂區司鐸》國際會議，以及受教宗委託、深入研究許

多主題的十個研討小組的啟動的工作大綱，從而納入第一會期的一些建議，並正如《主

教共融》宗座憲章所規定的，已經開始共議性的進程的「實施階段」。 
 

本《工作文件》包括五章。在引言之後，首先以一章的篇幅闡述對共議精神的基本原則

的理解，重申在第一會期過程中所獲致並建立的理解。緊接著是密切相連的三個部分，

從不同的角度闡述教會福傳使命的共議性的生活：壹、關係的角度──與主的關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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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姊妹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比起組織結構，這些關係更徹底地

支持教會的生命力。貳、途徑的角度，這些途徑具體支持並滋養前述各種關係的動力；

叄、場所的角度，面對抽象的普遍主義的誘惑，場所的角度講述各種關係所體現的具體

環境背景，其多樣性、多元性和相互關聯性，並扎根於信仰宣告的源頭。相關的每一節

都將成為第二會期工作項目表中祈禱、交流和分辨的主題。 
 

* * * 

引言 

 

引言回顧了迄今為止所經過的歷程，並為共議性的進程所結出的果實而感謝天主，這些

果實體現在一個充滿活力和不斷前進的教會中。在這些[成果]中，包括以共議性的方法

論所推動的靈修交談受到了廣泛的運用。因此，該文件一開始便摘錄依撒意亞先知書的

一段話，其中描述了上主為萬民擺設盛宴，象徵著歡樂與共融。這個主題與教會的使命

有關，也就是為人類，特別是為那些受苦的人，帶來希望和救贖。2021 年開始的共議性

的歷程，被視為更新天主子民使命的機會，這使命根基於洗禮所賦予的共同身分和教會

背景的多元性。 
 

反思的核心是這指導性的問題：「如何在傳教使命中成為共議性的教會？」該文件強

調，這不僅僅是改善教會結構和程序的問題，而是更新每個人福傳使命的承諾的問題。

這要求我們對共議精神和持續的轉變有深刻的理解。最後，引言提及第十六屆大會第二

會期與第一會期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會期具有連貫性，「最重要的是，它們是更廣泛進

程的一部分，根據《主教共融》宗座憲章之規定，這一進程不會在  2024 年 10 月底結

束。」 
 

* * * 

 

基本原則（第 1~21 號） 

 

在第二會期期間，大會將致力討論轉變和改革途徑的一些基本原則──天主子民有意要

遵循的基本原則，為了要成為在福傳使命中的共議性的教會──其中包括調和多元性及

差異、男女的相互關係，藉以踏上不斷轉變與改革的道路。 

 

本章探索在傳教使命中的共議性的教會的基本原則，穿插牧靈和神學反思和建議的觀

點，特別是教會作為天主子民以及天主子民合一的聖事身分。這個願景根植於教會生活

的傳統，並在整個共議性的旅程的融合中得以呈現。共議精神被視為一條轉變和改革的

道路，以所有領了洗的人的使命和參與為導向。在一個充滿分歧和衝突的世界中，教會

蒙召成為團結的標誌、和好的工具。這要求我們對教會的共融有一更新的理解，並承諾

在各方面彰顯充滿活力的共議精神。本章為女性在教會中的角色提供了充足的反思空

間。事實上，在[共議性的]進程的各個階段所收集到的意見都強調，需要更充分地認識

在教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中，婦女的神恩、聖召及角色，為促進健康互惠的關係，這是不

可或缺的一步。 
 

在大會期間 

透過第一會期已經歷過的靈修交談的經驗，並在深化這些觀點的過程中，

大會被要求去確定這些基本的教會共識是否存在天主子民的生活中真正地

存在，尤其是關於婦女要在教會中被肯定，並將一些具體要求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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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個核心部分 

 

第一部分  － 各種的關係（第 22~50 號） 

 

根據文件第一部分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對於使教會在福傳使命中具有共議性的各種關

係，將進行審查和驗證。這些關係包括藉著耶穌基督和在聖神內與天父建立的關係，並

在基督徒入門聖事的途徑中以聖事的方式展現出來；在團體中，男性與女性的關係──

聖神賦予每個人行動的能力，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行動，為造福團體的所有成員（神

恩）；團體中有人蒙召執行不同的服務（職務）；藉由聖秩聖事，有些人蒙召以公務司

祭職參與基督的司祭、牧者和領導職務。還包括從信友與信友之間的關係，到教會與教

會之間的關係；雖然世界充斥著各種的矛盾，但世人仍不斷尋求正義、和平及更大的希

望，而不僅僅侷限於現在或不久的將來。教會的活力超越其組織結構，因此邀請我們培

養真誠而深厚的關係。關係是教會共議性的福傳使命生活的基礎，藉由天主子民所有成

員的共融和參與唯一的使命得以體現。另一方面，這訊息──「教會是關係的教會」，

是從不同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而來的，特別是來自年輕人的聲音，他們要求建立一個以

關係為基礎的教會，而不是一個由組織所架構的教會，不是一個官僚主義的教會，而是

一個建立在喚醒生命力、充滿動力和不斷開展的關係中的教會。 
 

 

在大會期間 

大會將給予以下主題的一些指導：基督徒入門聖事；認定和推廣一些神

恩和職務；在地方教會中，主教、司鐸和執事之間的關係，以及基於聖

洗聖事的職務類型的分析，並建議設立新的職務，例如「聆聽和陪伴」

的職務。也藉此機會深入探討在大公合一背景下「恩賜交換」的概念，

以及舆其他宗教傳統和整個人類的對話。 
 

* * * 

 

第二部分  －  途徑（第 51~79 號） 

 

接著，我們會研討一些能讓我們以基督徒的方式來照顧並發展關係的途徑，以踐行福傳

的使命。首先，是在教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培育途徑。《工作文件》回顧過去提到：「每

一個福傳使命都有其背景脈絡，每一個教會都植根於一個特定的地方，有其文化特性和

歷史情境。因此，不可能抽象地制定培育計畫。」在所要探索的各種途徑中，也包括如

何具體地探尋「團體分辨」的方法和標準，有利於在不同的情況下聆聽「聖神對教會所

說的話」，並作出相應的選擇，透過適當的決定，闡明所有人的責任和參與，以及那些

執行權柄服務者的具體任務。在要遵循的途徑中，其中也包括讓那些肩負教會責任的人

有機會，公開透明地交代他們為了教會和福傳使命善盡的職務。（第二部分，第  51~79

號） 

 

在大會期間 

要求大會提出具體的方法來回應培育、團體分辨及透明度、職務報告

和工作評估的需求，同時考慮到天主教會的合一與背景的多樣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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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場所 （第 80~108 號） 

關係和途徑在不同場所中成形。「場所」不僅僅是以地理的或純粹空間的術語來定義：

而是令人聯想到具體性，同時也想起呈顯其特徵的文化脈絡，以及人類生存條件動態

的、流動的特性。《工作文件》分析了體現關係的具體背景，理解到教會經驗的多樣性

和多元性，邀請我們克服對場所的靜態看法，並打破對不同教會實體之間金字塔型關係

的形象（堂區、教區或東方天主教教區、教省、普世教會）。這個唯一、大公的教會，

活「在各場所裡」，並「由各場所」汲取生命的活力，而處於一種動態的循環中（或

「內在的相互性」）。為避免分散和個別主義，也避免趨向同質化和扁平化，普世教會

的交談、跨宗教的交談，以及與不同的文化交談等重大主題均納入這個討論範圍。 
 

在大會期間 

因此，大會將能夠因應不同地方教會的生活（特別是提倡參與的機

構）、教會與其主教之間的聯繫（主教團、東方聖統組織、個別的委員

會）、在共議性的教會內為羅馬主教的合一服務等問題。（在此背景

下，也反思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近年來的發展歷程，以及尋求伯多祿牧

職的行使方式，展開大公途徑的「新形勢」，朝向基督徒可見的合一邁

進）。  
 

* * * 

 

結論（第 109~112 號） 

 

文件最後回顧了它所包含的每一個問題都是為教會服務，並透過教會的行動，為治癒我

們的時代最深的傷痛創造的機會。請記得，一如這個世界是一個聖事般的標記──見證

一個超性且賦予活力的臨在，這個世界也是一個萬物相連、見證對天主渴望的場所。所

有的一切都是對關係的呼求，見證了人無法自給自足。文件最後邀請大家作為希望的朝

聖者繼續前行。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