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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洁净心灵，
清除存留的灰烬

藉著圣灰礼仪，教会开启四旬
期的旅程。教宗依照惯例在圣
安瑟尔默大殿带领信众祈祷，
进行忏悔游行。随后，在那里
主持弥撒并撒圣灰。

2020年3月4日

领受圣灰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来自灰
土而且还要归于灰土；如果我们让天
主来塑造自己，我们就会极其美妙。
因此，我们应以天主子女的身份生



活，不要寻求灰飞湮灭的事物，却应
洁净心灵，“与天主和好”。教宗方
济各2月26日下午在罗马圣萨比娜大
殿主持圣灰礼仪，在弥撒讲道中如此
表示。弥撒中，教宗祝圣圣灰，并为
信友施放了圣灰，整个教会藉著这项
礼仪进入四旬期。

教宗在弥撒讲道中解释了在头上撒圣
灰的意义，指出灰烬表示我们是脆弱
和最终走向死亡的人，但我们也
是“天主所钟爱的灰烬”，是“天主
的希望、祂的珍宝和荣耀”。灰烬提
醒我们“从灰土走向生命”的旅程，
尽管我们在困境和独孤中只看到自己
身为灰烬的一面，上主却让我们知
道，我们这微不足道的人在祂眼里具
有无限的价值。“我们生来就是为了
蒙受爱，为做天主的子女”。

四旬期“是恩宠的时期，好能接纳天
主爱我们的目光，我们受到如此的注
视，就能改变生命。我们生活在世界
上是要‘从灰烬走向生命’，那么我



们就不应‘粉碎’希望，不要让天主
对我们的梦想化为灰烬。我们不应屈
从和认命”。可是，面对世界上遍布
的恐惧、恶意和基督信仰正在淡化的
情况，有人会问：“我如何能怀有信
赖之情呢？”

教宗表示，我们应相信天主能将我们
的灰烬转变成荣耀。身为天主的子
女，我们要询问自己为何活著。“如
果我活著是为了终将流逝的尘世事
物，我还会回到灰土，拒绝天主在我
身上所行的一切”。例如，若我只为
金钱、玩乐、功名利禄而生活，我就
是活在灰烬中。“若我对生活作出错
误的判断，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足够
的重视，或是我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
我认为应得到的，则我看到的仍是灰
烬”。

“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这些。我
们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我们活著是
为了更远大的目标，即实现天主的梦
想，能够去爱。圣灰撒在我们头上是



为在我们心中燃起爱火。我们是天上
的公民，爱天主和爱近人乃是前往天
乡的护照，也是我们的护照。我们拥
有的世上财物派不上用场，只是会消
失的灰烬，我们在家庭、工作、教会
和世界上奉献的爱则将使我们得救，
且永远存留。”

此外，领受圣灰也提醒我们另一个相
反的旅程，就是“从生命走向灰
烬”的旅程。例如战争的摧毁、家庭
不和睦、难以请求原谅和宽恕别人，
却易于为自己要求空间和权利。教宗
指出，在教会内也如此，“我们存留
了多少灰烬，这些是世俗的灰烬”。
我们以虚伪的灰烬窒息了天主的爱
火，耶稣则要求我们规避这些虚伪与
污秽。

教宗解释道，耶稣不仅要求我们行爱
德、祈祷和禁食，也要求我们在行善
时不要矫揉造作、不秉持两面手法和
虚伪态度（参：玛六1-6，16-18）。
教宗指出：“我们有多少次做事只为



受到赞许、挽回形像，以及为了‘自
我’。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心中却
毫无问题地屈服于那使我们成为奴隶
的私欲！我们说一套，却做另一
套！。”

因此，我们需要洁净心灵，清除存留
在心中的灰烬。圣保禄宗徒的殷切劝
勉对我们很有帮助，他说：“我们如
今代基督请求你们：让自己与天主和
好罢！”（格后五20）。教宗表示，
我们会说“你们与天主和好罢！”，
但保禄用的是被动式，他说“你们要
让自己与天主和好”。这是因为“成
圣不是凭著我们的行为，而是藉著恩
宠”。我们单靠自己无法去除那使我
们心灵污秽的灰烬。只有耶稣能治愈
我们，而四旬期正是治愈的时期。

教宗指出，在朝向基督复活道路上行
走有两个过程，首先是“从灰烬走向
生命，从脆弱的人性走向使我们痊愈
的耶稣的人性”；其次，“不再走上
从生命回到灰烬的行程”。这要求我



们“透过告解圣事接受天主的宽恕，
因为在这圣事中天主的爱火烧尽我们
罪行的灰烬。透过告解圣事，天主使
我们焕然一新，洁净我们的心灵”。

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要让自己得
到修和，好能活出蒙受爱和宽恕的子
女的身份”。“我们要让自己蒙受
爱，好能施予爱。我们要让自己重新
站起来，好能走在朝向基督复活的旅
程上。如此一来，我们才会喜悦地发
现，天主使我们从灰烬中复活了！”

（梵蒂冈新闻网）

教宗四旬期文告2020：以爱德行动迎
向全球挑战

我们如今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
好吧！（格后5:20）



教宗四旬期文告：与天主同在永远有
心灵的对话

圣座新闻室2月24日举行记者会，介
绍教宗方济各《2020年四旬期文
告》，文告主题取自圣保禄宗徒致
《格林多后书》5章20节，即“我们
如今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
吧！”

教宗在文告中首先指出，逾越节的奥
迹，即耶稣苦难、圣死和复活的奥迹
是悔改的基础。教宗表示：“基督信
仰的喜乐从聆听并接受耶稣死亡和复
活的喜讯流露出来。此一初传
（kerygma）综合了一个爱的奥秘：
这爱‘如此真实，如此真诚，如此实
在，并邀请我们与祂建立真诚的关
系，与祂进入可结出果实的交
谈’(《生活的基督》宗座劝谕，117
号)。凡相信这讯息的人，就不会接
受‘人生是自己的，任由我们随己意
度过’此一不实谎言。”在2020年四
旬期，教宗希望信众将目光投向被钉



十字架的基督，“让自己一再得
救”。教宗强调，耶稣的逾越奥迹不
是过去的事件，而因圣神的德能永存
不灭，“使我们以信德能在受苦的人
身上看见和触摸到基督的血肉”。

教宗接著强调祈祷的重要性，指出祈
祷“是为表达我们需要回应天主的
爱，这爱时时引领和支持著我们”。
我们还蒙召聆听并回应天主的圣言，
以“能体验到祂无条件赐予的慈
恩”。

教宗表明，尽管我们有软弱和失败的
时候，但天主始终“不中断与我们的
救恩对话”。天主拯救我们的决心，
就是“让祂的圣子背负我们罪的重
担”。

“把复活奥迹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意思是在战争、各种打击生命的行
为，包括从未出生的胎儿到老年人，
以及各种形式暴力的受害者身上看到
被钉基督的创伤。教宗表示，这就意
味著要亲自努力并投入建设“更美好



世界”的工作。随后，文告提到教宗
将于“3月26-28日在亚西西与青年经
济学家、企业家和改革者召开一次会
议”，旨在“塑造一个更富于正义、
更有包容心的经济环境” 。

教宗最后祈求圣母玛利亚为我们转
祷，他说：“让四旬期能开启我们的
心，听见天主要我们与祂和好的呼
声，定睛注视逾越奥迹，并转向与祂
开放及诚恳的交谈。这样，我们会成
为基督要求祂的门徒所成为的：地上
的盐、世上的光（参阅玛五
13-14）。”

（梵蒂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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