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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教會的聖召 

麥冠達著  

劉喬奇譯  

 

有人邀請我分享一下剛果的特殊聖召環境，不過，要談論剛

果民主共和國的聖召情況並非易事，因為那裡存在着四十七個教

區之多，它們都是奉行羅馬禮（拉丁禮）傳統的，因此，剛果教

會也是非洲一個非常重要的天主教教會。從前這裡的特殊聖召

（修道生活與司鐸生活）很蓬勃，有些教區每年可以有不只三十

人晉鐸，那時候羅馬天主教仍然被視為社會上具影響力的推動

力。懷緬過去光輝歲月的人不禁會說：「教會曾被生活出來，教

會曾被人感受到。」位於國家中部的卡南加（Kananga）總教區是

我家鄉，從前在那裡我們可以看見一群一群的男女修道人，穿着

白袍，長長地列隊前往發願，成千上萬的仰慕者，隨同歡天喜地

的神父和主教，一起見證這些「完美無瑕」的盛事。它們之所以

稱得上完美無瑕，是因為所有有份參與的人都對禮儀的進行無微

不至，以確保大家能銘記這禮儀正是獻身生活者生命中的重要時

刻。 

一如既往，時代會改變，人心也不能例外。不過，跟一般人

想法不同，這種改變並不意味教會不再是社會的推動力。留意世

界時事的人會很清楚，每當剛果這個國家陷入政治動盪的時候，

當地的教會仍然是一個可信任的斡旋者；正當朝野雙方都千方百

計推銷各自的政治主張時，在這環境下，教會會毫不猶疑鼓勵信

眾們上街（和平示威），爭取他們享有更美好生活、更民主社會

的應有權利，教會亦因此贏得「無聲者的聲音」的稱譽。畢竟，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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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的全名是「民主」共和國，對嗎？不過，當地政府對和平示

威者的反應，不是經常符合一個民主社會要求的水平。面對如此

情況時，教會往往需要挺身而出，宣揚她有關宜居社會的社會訓

導。近期發生的事件顯示，剛果教會從未置身事外，反而採取了

行動去促進正義、和平及造化的完整。 

我所指的改變，是與我們稱之為「特殊聖召」（修道生活與

司鐸生活）有關的故事。這裡要討論的是「特殊聖召」，因為

「聖召」一詞涵蓋很多各種各樣不同的召叫，都是指向基督內的

幸福生活與成熟信德。「過去」曾經呈獻給我們眾多青年男女獻

身修道生活的恩寵，「現今」卻撰寫了有異予我們耳熟能詳的故

事來。修道聖召近年來不斷減少，綿長的白袍列隊不復見，換來

只是短短、非常短的隊伍，更令人詫異是，在些教區竟然每兩、

三年才有一次晉鐸禮儀，這現象是從前無法想像的！特殊聖召從

來都是受鼓勵的，加入修道生活行列的人通常都會受到家人及朋

友的支持，以祈禱及其他精神和物質方面一直扶助他（她）們。

「為甚麼你會跟隨這個聖召？」這條問題是鮮有所聞的，因為人

人都深深明白，要用特殊的方式事奉教會，是需要人如此去委身

的。可惜，這問題已經變成：「今天在哪裡能夠找到這些人

呢？」這問題仍然是教會今天在推行聖召時的討論與努力的焦點

所在。 

一方面，有些人會歸咎一些剛果本地教區沒有好好與時並

進。批評者舉出的例子包括網絡上沒有教會的蹤跡，及缺乏主動

去迎合現代吸引青年人的新興事物：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網絡聊天室、戶外活動等等。批評者認為時下的思維

模式已經不同了，推廣及曝光才是傳播福音的有效渠道，而教會

在這方面卻依然固步自封。另一方面，有些人則指出，擅長以言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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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針對天主教的「靈恩教派」與「福音教派」，他們不斷增長的

數目也是天主教聖召減少的原因。對，這是事實，在美好生活和

即時名成利就是王道的環境下，這些新興教派所宣揚的信息，及

他們作為基礎的物質承諾，的確是很吸引人。亦因此，凡承諾物

質快樂高於一切的花言巧語，都似乎能吸引越來越多的追隨者。

對贊成這論調的人而言，這個事實解釋了聖召貧乏的原因，他們

認為教會沒有把福音聯繫到人們，也沒有深刻地聯繫到青年人。

孰真孰假，這問題仍值得我們反思及細想。教會在這方面應該有

何作為呢？ 

客居香港的我未必有足夠的工具，讓我去追踪身處剛果的人

們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況。地理上的距離可能會影響我的判斷，但

是，我認為剛果教會不需要採納新興教派的目光、或者向追求幸

福生活的人販賣奇蹟；剛果教會只需要掌握目前的事實，在我先

前提到的地方，尋找新的方法去接觸青年人。解決剛果聖召危機

的方法，可以是認識多一點青年人的抱負、聆聽他們的意見、設

立一個包含青年人意見的聖召牧職。這方式在其他教區同樣可

行，因世界各地同樣受着改變影響。此外，有些人會把聖召的減

少歸咎於其他諸多出路的吸引。但是，我們可以做些甚麼事，令

教會成為人能夠喜樂及自信地找到自己出路的地方呢？讓這問題

成為我們思考、討論與行動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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