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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主陪伴我们走信仰旅程  
 

“作为我们复活主的门徒，我们必须凭借信德前行，永远与复活的主同行。作

为复活的子民，我们必须以一个团体携手同行，这样我们才能在生活中辨识并

感受到祂的临在。 

 

今天，当我们在基督徒和教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努力作为同道偕行的教会时，

复活的主就以真实的方式临在。成为一个同道偕行的教会，就是接受天主的邀

请和恩宠去效法天主圣三，以便教会能够更好地聆听圣神如何在信徒中生活和

运作。因此，我们需要携手同行，无论顺境或逆境，一路上都要彼此宽恕和鼓

励，绝不放弃对彼此所怀有的希望。 

 

我们被召叫，作为教会，作为堂区邻里小组、教会事工、堂区理事会和组织的

一分子，并在更大的教会中，来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挣扎、痛苦、我们的

喜乐和愿望。司铎、修士修女和平信徒必须是一个教会、复活主的一个身体，

以基督为首。我们不能独自前行。我们必须在人生的旅途中携手同行，这样我

们才能离开罪恶的沙漠，进入那爱与生命的应许之地。” 

 
- 吴诚才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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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总教区牧灵委员会（APC）成立于 2023 年 2 月，为提供一个平台让圣职人员、修士修女和平

信徒来表达新加坡天主教徒的希望及关切事项，并协助总主教塑造和实现新加坡总教区的愿

景。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辨识教区未来 10 年的牧灵计划。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与圣职人员、

修士修女和平信徒进行了交流，以了解他们的希望及所关切的事项，并深入研究我们作为一个

教会，能如何给予他们回应。本文件提供了一些调查结果的概述，以及我们在未来 10 年里可

能进行的牧灵重点。这不是最终的牧灵计划，但提出了一些作为进一步对话和祈祷的初步构

思。我们邀请你一起分辨、祈祷并与我们一起交谈有关圣神引领我们的方向，共同制定我们教

会未来 10 年的牧灵计划。 

回应基督的召叫 - 我们所建议的牧灵重点的中心  

自 2021 年到 2024 年，我们教会内部进行了多轮的聆听、研究、祈祷和分辨，从而确定了我

们教区的牧灵重点。 

在分辨这些重点时，至关重要的是要牢记耶稣召叫我们参与他建立天国的使命。因此，我们牧

灵计划的中心是：与基督，建立天主的国。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我们与基督的个人相遇，以及

我们与他一起同行的旅程。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必须以耶稣本人和他的教诲作为指引。他对我们

的召叫不仅仅是维持或建立我们的教会，而是要看得更远，要建立天主的国。这是基督使命的

核心，也是我们受洗者的使命。有鉴于此，我们为牧灵计划建议五个策略性重点： 

与基督，建立天主的国，通过：  

1. 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福传使命的终身培育 

2. 在堂区和整个教区内，包括不同群体，建立信仰团体 

3. 增强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有区别的共同责任感 

4. 在各层面构建多元一体  

5. 作为同道偕行的教会  

以下概述了各个领域可能采用的方式。邀请你与我们一起阅读、交谈、祈祷和分辨圣神对我们

总教区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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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灵重点 #1: 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福传使命的终身培育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教训他

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玛 28:19-20)                    

 

如同耶稣本人，每个基督徒都被召叫去传播福音和执行使命。我们是现今世上的耶稣的门徒，

被召叫像祂一样去爱天主和近人。耶稣召叫我们积极地在新加坡和世界上向其他人见证信仰。

然而，要成为耶稣所召叫的有使命感的门徒，我们需要学习和实践我们的信仰，向他人传福音，

并转化我们的堂区团体去负起福传的使命。 

 

反馈表明有很多天主教徒缺乏福传的渴望和信心。1  在青少年和成人当中，有一些甚至在领受

入门圣事之后便成为不活跃的教友。虽然我们有很多现有的项目来帮助培育有使命感的门徒，

但有三个关键领域需要改进：  

 

1. 支持教友在他们的人生旅程中的信仰培育。我们应该在领受圣事的阶段之后继续培育

和交流，例如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圣事阶段。采用一种陪伴个人一生的整体方式，促进灵修成长

和理解。提升信仰培育的建议包括审查教理讲授、加强对父母的支援，以及活化成人慕道课程。 

 

2. 强化福传 及支援教友向世界展示基督的面容，并使他人成为门徒。福传要求教友真实

地体现他们的信仰，并在教堂内外进行对话和见证。建议包括举办跨宗教对话工作坊、使用社

交媒体进行培育，以及将天主教价值观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 

 

3. 转化堂区负起福传使命。 堂区必须经历从维持状态到积极实践使命的转型。这涉及重

新调整堂区结构和文化、实施社区外展的策略、获得总教区组织的支援，以及牧灵皈依：如何

塑造及培育教友的灵修生活，以便在教会内及世上见证福音。 

 
 

反思：  
 

我们怎样才能在人生旅途中深化我们的信仰？  
 

为转化我们的团体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福传中心，我们可以怎样做出贡献？ 
 

 

 

 

 

 

 
1 2022 大洲阶段工作文件  (DCS) 报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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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灵重点 #2: 在堂区和整个教区内，包括不同群体，建立信仰团体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

相爱。”   (若 13:34) 

                           

耶稣在他的尘世生活中展现了如何爱家人、朋友、敌人，以及那些处于边缘和被社会排斥的人。

今天，耶稣也在召叫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在新加坡的天主教会内，有许多服务家庭和团体的事工和组织。然而，有很多人觉得教会的牧

灵关怀松散，或被忽视。此外，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老年人口不断增长，同时天主教徒的

离婚率高于新加坡大多数其他宗教的离婚率。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1. 强化陪伴教友同行，感受天主的爱，并与教会更加亲近。我们需要一个让人人都感觉

受到欢迎的教会：有特意的、针对性的陪伴和牧灵关怀，所有人都能融入并得到关照。这些教

友包括准备回归信仰的、可能感到“被忽视” 的、名义上信教的、疏离的青少年、年长者、外籍

人士和移民，以及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有特殊需要的和处于不同情况的。  

 

2. 强化家庭作为家庭教会（小教会）。我们需要一种更新的牧灵方式，着重于从童年到

婚姻初期的培育计划，为提升那些步入神圣婚姻的夫妻们，并持续给予他们在婚姻生活上的支

援。我们正在不断扩大的年长会众也需要整个教区的协调努力，以支援他们的牧灵需求。对家

庭的理解可以拓宽，需考虑到牧灵和语言的敏感性，使所有天主教徒都感到被包容和重视。 

 

3. 强化教会学校的天主教精神和团体。在新加坡的天主教教育，通过我们的 36 间教会学

校，提供一种独特扎根于真实的福音见证的教育。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强化学校的天主

教精神，以全面培育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同时在教会、赞助机构、学校领导和家长之间建立

集体领导，为学校管理提供指导。   

 

反思：  
 

怎样才能在我们的堂区或团体中更加亲切迎人？我们要怎样才能更有意识地互相陪伴、携手

同行？  
 

作为教会，我们怎样才能支持和帮助家庭在爱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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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灵重点 #3: 增强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有区别的共同责任感 

“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

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 就如身体只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格前

12: 4-6, 12)              

耶稣为我们示范了以天主的方式生活、祈祷和服务，来实现天主的救恩计划。他给我们展现了

如何度团体生活及成为团体 —— 通过重视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天赋。今天，教会召唤我们每一

位 —— 平信徒、修士修女和圣职人员 —— 接受成为圣洁的这个普世召叫，并落实 “为福传的

共同使命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 2 当我们以尊重每个成员独一无二的特性（即他们各自的天

赋和任务）的方式彼此联系，并合作实践福传的使命时，我们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来自我们教会团体的反馈表明，希望能强化平信徒和司铎之间各自的责任，并认同我们需要更

好地支持共同责任的愿景和实践。增强有区别的共同责任感的一些可能方式包括： 

1.      转变心态，接受使命和事工中的共同责任。这包括领导层给予明确的共同责任及其实现

方式。制定政策来说明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在共同责任中的不同角色，并对领导人(圣职人员和

平信徒)进行教育。 

 

2.        创建辅助结构和指导方针 (在堂区和总教区层面) 以支援共同责任。 

 

3.       培育圣职人员 (例如：管理培训) 和平信徒 (例如：神学和灵修) 以装备和辅助他们担任

这些的角色。 

 

4.          扩大参与服务的渠道，更有针对性地招募和培育人选。我们应该允许做好准备的堂区安

排女性辅祭员，也为平信徒识别参与服务的新渠道，以推进教会的使命。  

 

5.       定期检查，以取得持续的协调，例如：年度领导的调查、年度总教区的牧灵报告。 

 
 

反思：  
 

为实现平信徒和圣职人员共同责任的愿景，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转变？ 
 

需要有什么其他的支援（例如结构、培育）来增强共同责任感？ 
 

 
2 以福传为使命的共议性的教会, 综合报告, 第一部分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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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灵重点 #4: 在各层面构建多元一体 
 

“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须装饰了。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对那缺欠的，赐

以加倍的尊贵，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反使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若是一个

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

同欢乐。”  (格前 12:24-26)                                  
 

耶稣将不同的人群聚集为一个团体，使他们重归天主的大家庭。共融是三位一体天主的恩赐，

而天主本身就是共融。这份恩赐“同时也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即建设‘我们’——天主的子

民”。3  

 

在我们的总教区里，许多人都热爱基督，也肩负基督的使命，我们还可以追求在教会内有更大

的团结。如果我们要达成基督召叫我们实现的更大愿景，即建立天主的国，那么我们身体的各

个肢体就需要更大的团结、更好的共融与合作。我们的教会组织、事工和团体，各自都在努力

履行自己的使命，但有时却采用了狭隘的方式。如果我们要达成基督召叫我们实现的更大愿景，

即建立天主的国，那么我们身体的各个肢体就需要更大的团结、更好的共融与合作。 

建立更大共融的一些可能方式包括：  
  

1.            确认我们都属于同一个总教区，其中包括了堂区、修会团体、国际和本地平信徒组

织。 
 

2.        制定共同的使命和愿景，由总教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采取合作方式来制定。这种集体

方式有助于我们在较广泛的牧灵重点上，发挥各单位的个人神恩，使所有人朝着我们教会的同

一使命和宗旨迈进。  
 

3.        促进沟通与对话，在教会内不同成员之间增进理解和信任，并通过各种程序和平台来

促成这一点。  
 

4.         促进尊重各方的角色和权威，以教会法和相关管理文件的规定为依据。加强各方之间

的理解，包括让教区司铎更好地了解平信徒和修会的神恩。  
 

5.       每两年进行一次对各单位之间关系的研究（例如：堂区、公署和平信徒组织），这有助

于理解在转变关系中的影响和进展。   

 

反思：  
 

我们的团体或组织 - 内部或之间，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团结？ 

我们怎样才能促进圣职人员、修士修女、修会、服务事工、堂区和组织之间，以及各自内部

的共融、合作和开放的交流？ 

 
3 第一会期《工作文件》，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常务会议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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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灵重点 #5: 作为同道偕行的教会 

 

“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也挨户擘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他

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  

(宗 2:46-47) 

           

耶稣和他的同伴们一路同行去传教，我们从中瞥见同道偕行的精神。同道偕行意味着天主子民

一路同行。它指出了作为教会成员聆听每个人的心声的一种方式，从而理解天主如何对我们所

有人说话。因此，同道偕行提醒我们圣神的运作，乃通过我们每个人及所有人为共同的使命而

努力。初期基督徒都明白这一点；他们在《宗徒大事录》里给我们展示了基督徒团体在同道偕

行的教会中一路同行的意义。  

 

2021 年教宗呼吁教会重新以同道偕行的精神作为教会的基础。我们总教区回应了这个呼召，

遵循同道偕行的途径来到了我们旅程的这个阶段。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经历：我们通过从彼此

间所听到的话，受到了挑战、启发和转变。  

 

作为同道偕行的教会，我们一路同行最重要的部分还在前方，我们需要将同道偕行的精神植入

总教区内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当中，向前迈进。 

 

促使我们成为扎根于同道偕行的教会生活的一些方式： 

 

1.        针对同道偕行提供培育。我们需要学习彼此聆听，在圣神内对话，作为一个团体共同

分辨，并为基督的使命履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  

 

2.        授权予一个同道偕行办公室进行培育和沟通。为了将同道偕行融入总教区的生活，一

个同道偕行办公室可以支援和促进总教区各个层面的同道偕行工作方式。也可以由现有的总教

区办公室来拓展这项职责。  

 

3.       提升总教区大会并于每两年举行一次，为天主子民提供一个论坛，以参与教区的分辨和

发展。  

 

反思：  
 

我们怎样才能作为同道偕行的教会一路同行？ 
 

我怎样才能在我的堂区 / 服务事工 / 组织中融入同道偕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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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牧灵重点的推动因素  

 

为了支援牧灵重点，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根基，并构建推动因素。这些包括：  

 

1. 提升治理和结构 以支援福传使命。这包括制定并促进明确的治理要求，以及在我们现

有的组织里识别不足和冗余。  

 

2． 改善总教区组织所提供的支援 促进支援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相互支援文

化，在采购等适当领域引入和加强共享服务，以促进更有效的资源共享、持续和高效的运作。 

 

3. 加强透明度和责任感 以建立成员之间的信任，促进更大的团结、合作和参与。  

 

4. 关心我们的子民，确保我们关照所有在天主的国里辛勤劳作的人。我们应该采取全面

的方式来照顾圣职人员的福祉：身体、心理、精神、情感和灵修，同时支援他们的发展需要。

我们也可以加强教会员工的人才管理和雇员经验，以及提升服务事工成员和志工的参与及培育。  

 

邀请大家进行团体分辨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旅程，作为一个教会，共同分辨我们未来 10 年的牧灵重点。让我们一

起思考、祈祷、交流及分辨我们共同的牧灵重点。 

 

反思：  

 

我们教会未来 10 年有哪些牧灵重点？它们是否已被充分的反映了？ 
 

通过我的参与 / 服务事工 / 工作 / 团体，我怎样才能参与实现我们教会的牧灵重点？ 

 
  

 

你的分辨和会谈对我们非常重要。在这些会谈中进行了分辨之后，我们将改进 “架构纲要”。

2025 年初将召开总教区大会，对建议做进一步分辨和审议，最后再确定牧灵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