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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聖召文化 

夏志誠  

 

兩年多前開始負責教區修院的培育工作。自始之後，多次見

到鐸兄鐸弟、修女教友，劈頭第一句就很關心地問：「現在修院

裡有多少修生？」知道之後，有些好像舒了一口氣似的說：「還

好，仍有這麼多年青人願意修道。」另外一些卻表示擔憂：

「唉，只有這麼少！真要加倍努力，為聖召祈禱。」大家都很關

心聖召，這是無可置疑的。不過，我們似乎仍然慣於以數字為

重，並且下意識地將聖召等同於修道聖召。前者很容易使我們陷

入重量不重質的誘惑，後者則忽略了聖召的根本意義：「任何基

督徒，都被號召走向基督生活的飽和點及愛德的成全境界。」

（《教會憲章》40） 

「建立聖召文化」是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三年第十

三屆聖召節文告中，指示聖召牧民的一個新方向。本文將會以他

的觀點為經，以美國主教團的反省為緯，然後跟大家分享香港教

區在建立聖召文化方面的一些嘗試，希望藉此能深化我們對聖召

的理解及關心。 

聖若望保祿二世的視野 

教宗在文告中語重心長的指出，建立聖召文化就是要培養青

年人的良心，使之敏於倫理及靈性的價值，勇於維護並促進信仰

所肯定的人性尊嚴、團結共融、人類一家等理想。因此，聖召牧

民不能困於解決聖召短缺的危機，而該以喚醒基督徒的良心，去

回應主的召請為己任。教宗認為現代文化不可能答覆年青人心底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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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深的渴求。在表面上成就良多的時侯，年青人依然深切渴望著

可以在真、善、美中成長，可以聽到一個呼喚他們名字的聲音。 

教宗繼而闡釋聖召文化必須首先要幫助年青人肯定及辨識人

性的這份渴求，然後引導他們去發現，唯有基督能啟示給他們生

命的真諦，滿足他們對人性的探索。事實上，聖召文化乃植根於

對天主渴求的文化上。這樣，年青人才能找到真正人性的尊嚴及

生命的意義所在。 

聖召文化的特徵 

從若望保祿二世的闡述，我們可以歸納出聖召文化的三個特

徵： 

1.  回應渴求  

推行聖召，絕不該功利而短視的以增加修道人數為目標，因

為這樣完全相反聖召的本意。聖召，乃源自天主的呼喚，呈現在

人心的渴求當中。聖召文化應是一種氛圍，讓年青人易於聆聽天

主的聲音，肯定自己內在的最深渴求，並且提供適當的支援，使

他們懂得分辨及有勇氣去回應。 

2.  重建關係  

在事事講求效率、成果的今天，人際關係變得支離破碎，每

個人都承受著極大的孤獨感。正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天主的召

叫來得更為適切，回應人願意擺脫孤單，建立關係的心底渴求。

聖召文化所鼓勵的，就是由重建與天主的關係開始，並在祂內重

建與他人及與萬物應有的關係。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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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環相關  

從上面的兩個特徵來看，明顯地，聖召文化所講的聖召，並

不局限於投身神職或獻身者行列的修道聖召，而是涉及每個基督

徒對天主召喚的回應，範圍極廣。修道聖召必須要在這普遍聖召

的意義下，才能被正確的理解，因為一方面它是獨特的，有別於

婚姻與獨身聖召，但另一方面，卻與其他兩種聖召有著同樣性

質，就是來自天主的召叫。事實上，不同的聖召是彼此相關的。 

美國主教團的反省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呼籲獲得普世教會不少教區的支持，其

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主教團。他們依循 2002 年召開的北美第三

屆洲際聖召大會的議決案，要求全美各教區對聖召牧民工作進行

一次範式轉移，就是推行聖召時需要揚棄招募、取錄的心態，改

而視之為一個建立聖召文化的長期過程，務使每個基督徒都能夠

以作為基督奧體一份子的身份，去辨識及回應自己在世界內及為

世界被召承擔的使命。因此，教會必須塑造一種氛圍，俾使年青

人對聖召持開放的態度，藉著認真的分辨及自由的抉擇，作出委

身的承諾。大會繼而建議，為建立聖召文化，在制訂推行聖召的

計劃時，有需要包括下列五個環節： 

1.  祈禱  

不但呼籲教友為聖召祈禱，更要進一步的指出，作為基督徒

的我們，應該成為祈禱的人，邀請年青人一起祈禱，好使我們的

家庭、學校、善會、堂區成為祈禱的場所、祈禱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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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傳  

確實以福音的價值來建立家庭、學校、善會及堂區，使之成

為真正的信仰團體，並堅持以聖經及教會的教導來滋養我們的信

德。聖召要成為我們給年青人講授教理的必備一課，務要引導他

們去探索天主在生命中給他們的召請。 

3.  體驗  

年青人很可能會表示：「我們怎能選擇一些自己未經驗過或

不知道的事物呢？」為人父母的也可能有類似疑惑：「我們怎能

推動一些自己也不大了解的事情呢？」因此，確有需要按年齡及

成熟程度，讓年青人及關心聖召的兄弟姊妹，去具體認識及體驗

什麼是參與教會的使命。這類的體驗涉及四個層面：禮儀、團

體、服務及傳教。 

4.  輔導  

人人都需要導師。導師是有經驗者，有能力引領別人走上正

當之途。他們自己首先該忠於召叫，喜樂地為主作證。今日的年

青人少有接受靈修輔導的經驗，也缺乏與司鐸、獻身者或委身服

務教會的平信徒有較深入的接觸，致使他們難於理解、辨識及回

應聖召是怎樣的一回事。因此，安排一些靈修談話的機會，及聆

聽回應聖召者的分享，為年青人是很有需要的。 

5.  邀請  

聖召不外乎就是天主的邀請，而衪的邀請多次是藉著人的說

話來發出的。因此，在建立聖召文化的過程中，教會不應吝惜於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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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年青人的參與，好使他們在其中有機會更深入的認識自己、

了解自己的能力及渴望，好能更適切的回應主旨。然而，天主的

邀請是不斷的，並不止於邀請人去從事某一種的職務，天主最終

是邀請人歸依祂，與祂合而為一。 

香港教區的嘗試 

過去幾年，香港教區（下稱教區）亦調整了聖召牧民工作的

方針，嘗試由籌辦個別活動轉而建立聖召文化，希望藉此能產生

較深遠及廣泛的影響。現在僅以美國主教團提出的五個環節來作

整理，給大家介紹。 

1.  祈禱  

由於聖召乃來自天主，所以祈禱在一切推行聖召的工作中，

尤為重要。為提高教友們對聖召祈禱的熱忱及關注，加強聖召文

化，教區推出下列幾項定期活動。 

1.1 聖召行  ──  每年兩次，分別於聖召主日前夕及聖誕節翌

日，舉行大規模為聖召祈禱的步行活動。前者以聖體出遊的

方式，邀請修道團體聯同教友一起參與。後者則由教友團體

自行策劃路線，從個別堂區步行至教區聖神修院，途中必須

至少為聖召誦唸一串玫瑰經。兩次的聖召行均以主教大禮彌

撒作結束。從有接近千人參與的數字來看，聖召行是頗為成

功的。希望藉著每年的舉行，能逐漸成為傳統，成為建立起

聖召文化的其中一根支柱。 

1.2. 聖召月 ── 在聖召主日（即復活節第四主日）後連續三、

四個主日，教區主教及副主教，會分別到不同的堂區，主持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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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彌撒，為聖召祈禱，並於彌撒後，舉行聖召分享聚會。

由於是一般的主日彌撒，所以參與的信眾為數不少，能收廣

泛宣傳之效。 

1.3. 聆風樂禱 ── 除暑期外，每月一次在教區聖神修院，由修

生們及年青教友團體輪流負責的一個祈禱聚會。內容是泰澤

祈禱、誦唱晚課、朝拜聖體等等，來為聖召祈禱，並且讓年

青人有機會接觸修院，探索聖召。可惜舉辦兩年多來，出席

的年青人不多，整體人數亦只維持在三十人左右。 

1.4. 聖召祈禱運動 ── 創立於十多年前，旨在團結教友們，同

為聖召祈禱。由於近年大力推廣，會員人數由三年前的百餘

位到至今超過一千五百多位。目前的挑戰除了是繼續積極拓

展會員人數外，更是要鞏固祈禱運動，塑造會員成為祈禱的

人。為達到此目標，去年推出會員祈禱手冊，並於每月的聆

風樂禱聚會前，邀請他們參與特設的祈禱講座。未來亦會安

排專為會員的靈修活動，希望能培養他們成為推行聖召的強

大靈性後盾。 

2.  福傳  

多年以來天主教學校都是修道聖召的搖籃，可是，隨著修道

人少有直接參與教育工作之後，來自學校的聖召亦急速下降。教

區有見及此，亦明白到在學校推廣修道聖召，今日必須倚重老師

們，因此，兩年前在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的協

助下，推出為初中適用的聖召教材，好使老師在教導學生作生涯

規劃時，能給予他們更多機會，思考人生，作生命的抉擇。  

由於大部份學生均非基督徒，因此，教材亦有兼顧廣義及狹

義的聖召，即天主在每人身上的特殊召叫，及度獻身生活的召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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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推出教材之外，教區亦委託該教育中心負責一個三年計劃，

跟進在學校的應用及推廣情形，並為有興趣的老師作相關培訓。

未來的計劃是希望能以這初中的教材為藍本，進一步發展為高小

及主日學適用的教材。 

3.  體驗  

這是五個環節中較為弱的。然而，我們也盡量提供機會，開

放團體給年青人來體驗。事實上，教區聖神修院及教區內的不少

男女修會，每年都會舉辦不同形式的聖召營。此外，亦有堂區及

修會不定期的組織到外地服務的體驗團，希望讓參與的年青人藉

此結合信仰，深化與主的關係，從而能作出生命的抉擇，回應聖

召。 

4.  輔導  

每月在聖神修院舉辦的聆風樂禱聚會，都設有靈修談話的時

段，務使參與者可以有接受靈修輔導的機會。此外，教區亦設有

男女青年聖召小組，分別由一位神父及修女作神師，定期與願意

尋覓修道聖召的青年聚會，協助他們作適當的辨識。 

5.  邀請  

前面所提及的各項活動，教區都會以各種渠道進行宣傳，邀

請教友，尤其年青人的參加。為了更能聚焦，今年開始，教區推

出以年青人為對象的「主教飯局」活動，在每月的聆風樂禱聚會

之前，邀請不同堂區及學校的青年團體，分批到修院與主教共餐

聊天，分享信仰，藉此使更多年青人認識修院，思考修道聖召。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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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文化指的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它不是

出自個性，而是創自群性，亦即不是某個天才所能獨創，而是大

多數人不斷努力的結果。因此，要建立聖召文化，絕非一朝一

夕，或一小撮人的事。教區希望能推動更多的教友，參與持續舉

辦的活動，甚或加入相關的祈禱運動，好使關心修道聖召成為教

區的傳統，逐步建立起聖召文化。 

最後，要知道文化不是一種「存在」，而是一種「演變」，

也就是說，一種文化若不能演變，以致衰微、靜止，那麼，它便

成了死的文化，失卻了存在的價值。明乎此，我們就不必問什麼

時候才能完成建立聖召文化，什麼時候才會見到修院有人滿之

患，而應該努力不懈，以不斷更新的方式，幫助一代又一代的年

青人去探尋及回應天主給他們永恆不變的召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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