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會總會長辦事處                     

 

耶穌會普世性使徒優先，2019-2029 

2019/06 

 

致：全修會 

 

親愛的主內朋友們： 

 

    我以這封信所頒布的的普世性使徒優先是一項選擇的成果，這是在若干良好

的可能性中所作的一項選擇。 我們渴望在主的使命中找到 好的方式來合作，

尋求 佳的方法來服務此刻的教會，以我們之所是與所有，作出 好的貢獻，以

尋求那能帶來更為普遍的善和更具意義的神聖侍奉。 

 

    過去修會在各層級經歷了一個過程，歷時十六個月之久，之後我向教宗呈上

四項普世性使徒優先： 

 

一. 通過神操及分辨，揭示邁向天主之路； 

二. 在修和及正義的使命中，與窮人、被世界遺棄者、其尊嚴受侵犯者同行； 

三. 陪同年輕人創建充滿希望的未來； 

四. 合作照顧我們的共同家園。 

 

    教宗方濟各在 2019 年 2 日 6 日的信中，對這些優先予以確認。 教宗並且觀

察到：「耶穌會達致普世性使徒優先的過程是(…) 一項真正的分辨。」 他也肯

定是項使徒優先的創議 「符合教會現行的優先，後者見諸於教宗、世界主教會

議、各主教團，尤其是自從《福音的喜樂》頒布以來的一般訓導。」 

 

    教宗堅持「第一優先具有關鍵性，因為它預設一項基本的條件：耶穌會士在

個人及團體生活的祈禱和分辨中，與主的關係。」並且補充道：「缺少這種祈禱

的心態，其他的優先將無從結出果實。」 

 

壹. 普世性使徒優先 2019～2029 

 

感謝高文伯神父制定的普世性使徒優先，十五多年來一直指引著我們，已開

啟的數項程序，必須繼續。 其中包括在非洲及中國兩地優質而夠格的臨在、承

擔教宗委託整個耶穌會位於羅馬之省際工作、我們穩健而連貫一致的智能使徒事 

業、以及我們對難民及外勞所從事的服務。 未來十年，下列優先將指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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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與他人一起受遣而去從事的使徒服務中，落實修和及正義的使命。 

 

一． 通過神操及分辨，揭示通往天主之路 

 

我們覺察到今日教會在宣報福音時，面臨世俗社會的挑戰。 身為信徒，我 

們感到迫切需要克服新世俗主義，和對舊日文化表述的依戀。 我們決志和 

教會合作，把體驗俗世社會作為一項時代的訊號，提供我們機會，更新我們在人

類歷史核心的臨在。  一個成熟的俗化社會給人性自由的複雜面向，尤其是宗教

自由，開闢空間。 在一個成熟的俗化社會中，存在著若干條件，讓一些有利於

人們發展其宗教進程的環境可以浮現出來、而不受制於社會或種族的壓力，因而

容許人提出深度的問題，自由選擇跟隨基督、歸屬一個教會團體、以及在社會、

經濟、文化和政治的領域中，採取一種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在今日世界各種各樣不同的社會境況中，聖依納爵羅耀拉的神操，是一個相

當有利於將主耶穌的生命和行動呈現出來的工具。 所以我們決志深化神操的經

驗，引領我們個人及團體與基督相遇，獲得轉化。（註一） 

 

同時，我們決志盡力以各種可能的途徑提供神操，給更多人、尤其年輕人提

供運用它們的機會，以開始或進一步跟隨基督。 體驗神操及由神操衍生而來的

靈修，是我們較為喜愛給人標示出來的一條藉著投身於耶穌基督在歷史中的救贖

使命，而邁向天主之道。 

 

  我們亦決志推廣分辨，以之為選擇跟隨基督的人們當中的一種正常習慣。耶

穌會承諾操練及推廣個人及團體的神類分辨，在我們的生活、使徒工作及教會團

體中，把它當作是在聖神的帶領下，從事決定的一般途徑 。這是我們尋找天主

旨意的一種選擇，始終要為聖神所帶領。 藉著共同分辨使徒性優先，我們重新

體驗到自家的為人處世之道。 因此，我們決志修會 生活--使命 的各層級，在

落實優先時，經常要運用靈修交談及分辨。（註二） 

 

我們樂意和別人分享我們生命中 為基礎性的發現，即是：聖依納爵的分辨

及神操，給我們揭示邁向天主之路。 我們需要隨從召喚，加深對依納爵靈修的

認識和體驗。 我們之所以如此做，是出於一個生活的信仰，這個信仰是入世和

穩健而又連貫一致的信仰、由熟識天主 （這是祈禱生活所結的果實）而獲得滋

養的信仰、一個和其他宗教及所有文化交流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顯示於正義和

修和的工作上，因為它來自被釘及復活的那一位，祂帶領我們到被這個世界所釘

的人們那裡，好使我們成為上主所賜新生命之希望的信差。 我們在團體內活出

信仰，成為一個希望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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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修和及正義的使命中，與窮人、被世界遺棄者、其尊嚴受侵犯者同行 

 

我們既被派遣做修和及正義使命的伙伴，就決志和易受傷害、遭排斥、被邊

緣化及人性貧困的個人及團體同行。 我們致力於和被濫用權力、良心受侵犯、

性侵的受害者、與被世界所棄的人、與所有聖經的傳統上稱之為貧窮的人同行 --

上主以具有釋放性的降生成人，來回應他們的呼喊。 

 

要按照耶穌的風格，成為「旅途上」的伙伴，其所必備的條件是：基於親近

窮人，「向今天世界的眾多窮人宣揚他希望的福音。」（註三） 走近窮人，意指

走向人群的邊緣和社會不均的地帶，入境隨俗，採取相應的生活及工作方式，好

使我們的陪伴得以取信於人。 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決志要在本會各層級，分

辨那些人在我們當中，是 易受傷害和 受排斥者，並尋求途徑，在他們身邊緊

密伴行。（註四） 

 

    我們所尋找的跟隨窮人的途徑，是那能促進社會正義和改變衍生不正義的經

濟、政治及社會結構；這途徑是個人、民族和其文化之間 彼此修和，並與大自

然及天主修和的必要面向。 關懷原住民，他們的文化及其基本權利，在我們對

修和及正義所作的投入的方方面面，都佔有特別的位置。 

 

    我們肯定投身於照顧移民、流亡者、難民、和戰爭及人口販賣之受害者。 

我們亦決志維護原住民的文化及合乎其尊嚴的存在。 因此，我們將繼續幫助創

造款待的條件，在他們融入社會的過程中，陪同全部這些人，並促進護衛他們的

權利。 

 

    我們想要對加強政治民主一事有所貢獻： 藉著賦予良好的公民培育，尤其

是在那些處於社會基層的人們當中這麽做。 藉著促進社會機構尋求公益，我們

想要協助對抗種種「新自由主義」、基要主義及民粹主義所帶來的有害影響。 

 

    我們致力於消除教會內外的虐待，尋求確保受害者獲得聆聽及適當的援助，

正義得到申張，傷害獲得治療。 這分承諾包括採取防止虐待的明確措施，持續

培育承擔使命的人和認真努力標出虐待的社會根源。 這樣，我們得以有效地提

倡一種保護易受傷害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安全的文化。 

 

    我們和其他眾人與機構攜手合作，共同提倡一種款待、和保護兒童及其餘易

受傷害者之權利的文化（註五），後者由於社會結構的變遷，而變得如此易受傷 

害。(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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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同貧困的人要求我們改善我們的研究、分析及省思，好讓我們能深入瞭

解經濟、政治及社會過程所產生的如此重大的不義；我們也必需對替代模式的規

劃，作出貢獻。 我們致力於一種促進全球化的過程，這種過程認可多元文化是

人類的寶藏，保護文化的多元性，及促進文化間的交流。 

 

我們陪同窮人，乃是基於對天主慈悲之父的信仰而來的啟發，祂邀請我們擁

抱修和，以此做為新人類的基礎。 

 

三. 陪同青年創造充滿希望的未來 

 

     2018 年世界主教會議認定青年及其情況，是教會尋求覺察及分辨聖神藉此

推動人類歷史時刻的關鍵之處。 以神學的出處而言, 窮人和青年是彼此交織而

又相輔相成的。 年輕人大多是貧窮的，他們在今日世界中，面臨巨大挑戰，包

括工作機會減少、經濟不穩定、政治暴力增長、多種形式的歧視、環境日形惡化，

再加上其他弊端，這一切使得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也難親近天主。 

 

   青年是人生階段中，從事個人基本抉擇的時期，他們藉此進入社會，尋求給

自己的存在賦予意義，並實現他們的夢想。 在此過程中陪伴青年，教導他們分

辨並跟他們分享耶穌基督的喜訊，我們能給他們指引那條透過與人類團結和建設

一個更為正義的世界，而邁向天主之路。 

 

   年輕人持續對未來開放，他們希望在一個與環境相和諧的修和世界中，建立

一個擁有尊嚴的生活。 從其角度而言, 青年能幫助我們更佳了解我們所生活著

的劃時代轉變，及其充滿希望的新穎。 今天，年輕人是人類轉化的主角，藉著

現代的數位文化，開創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轉變的時期，從

此將出現新人類，和建構人類生活的新方式，涉及個人及社會的各方面。 年輕

人肩負這種人類生活的新方式，這方式在與主耶穌相遇的經驗中，能找到邁向正

義、修和及和平之路的光明。 

 

   耶穌會的使徒工作，能對在社會及教會中，創造及維持給青年開放的空間，

作出一項重要的貢獻。 我們設法使我們的工作成為向青春創意開放的空間 -- 

既培養與耶穌啟示的生命之主相遇、而又深化青年基督信仰的空間。 這些空間

應幫助青年人辨識那條藉著對全人類福祉作出貢獻，而得以達致幸福之路。 

 

   青年體驗那介於兩個趨力之間的張力：一面趨向文化同質， 同時又趨向尊重 

多元而為其所豐富的多元文化人類社會。 市場經濟的邏輯導致同種、同質，但

青年卻熱望多元性 -- 那種與真正自由的運用、開闢創造空間相配套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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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多元性有助於一個合乎人道及文化間彼此交流的社會之來臨。 以此為基礎，

他們能夠投身於建設一個維護安全的文化，保證兒童及青年有一個健康的環境，

並且創造條件，讓所有的人得以充分發展人性的潛能。 

 

陪伴青年要求我們生活真實無偽，靈修的深度，開放、分享賦予我們之所是

與所為意義的 生命－使命。 擁有這些特質，我們可以跟青一起學習，在一切事

上找到天主，並能通過使徒事業與各種事工，幫助他們在生命的此一階段，度一

個更有深度的生活。 陪伴青年將我們帶上這條個人、團體及機構性的皈依之路。 

 

四.合作照顧我們的共同家園 

 

 教宗方濟各在《願禰受讚頌》通諭中提醒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照顧這個被

許多人認為是「大地母親」的受造界。「這位姊妹現在向我們吶喊，因為我們肆

意濫用天主賦予她的資源，已對她造成傷害。（…）因此，大地本身受到壓榨及

糟蹋，是我們的貧困者中 被遣棄和摧殘的一份子，她『在產痛中呻吟』」（羅八

22）。（註七） 

     

 對地球所做的損害，也是對 易受傷者的傷害，例如原住民、被迫遷徙的農

民及城市邊緣的居民。 由於主流經濟系統所造成的環境破壞，現正波及世代之

間：影響所及，不僅限於生活於今世的人、尤其是相當年輕的人，而且也給未來

世代的生活設限，使之陷於險境。 

 

 考量了我們是誰及可供使用的方法，我們決志和他人合作，建設生命的另類

模式。 這模式立足於尊重受造物及永續發展的基礎上，後者能生產貨品，經公

平分配之後，可以確保地球上全人類度一個像樣的生活。 經年累月保全我們地

球上的生活條件是人的責任，此舉在道德及靈修上， 意義重大。我們的合作應

該包括參與深度分析問題的功夫，和促進反省及分辨來引領我們作抉擇，以有助

於治療那微妙的生態平衡所受的創傷。 大自然平衡讓生命成為可能，我們特別

關注維持大自然平衡的關鍵區塊，例如亞馬遜地區；剛果、印度及印尼的流域盆

地；以及綿延伸展的公海。 如此照顧大自然是一種真正欽崇天主化工的方式。

必須有果斷的決定才能避免造成更大的傷害，並帶來非有不可的生活方式之改變，

好使受造物為公益所用。 我們要積極主動地參與這項過程。 

 

《願禰受讚頌》提醒我們「若我們希望真心關愛他人、我們的兄弟姊妹和

愛惜自然環境，就必須持有對他人無私的關懷、拋棄各種形式的自我中心和自 

我沉迷。 這些態度也調整我們的倫理責任，以資評估我們的每個行為及每項決

定，給周遭世界所帶來的影響」。（註八） 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基督徒「需要的 

                                 5 



是一項「『生態皈依』，好使他們與耶穌基督相遇的成果，能顯示在他們與周遭環

境的關係中。要過一個有德行的生活，非有不可的是：活出我們身為天主化工的

保護者之使命。」 （註九） 

      

因此，必須走出自己，關愛一切涉及他人福祉之事，除非我們突破個人主義

及無所作為，一個能讓人的生活與受造界互為修和的模式將是不可能存在的。 

 

對耶穌會士及我們使命的同伴而言，皈依始於改變生活的習慣，這類習慣由

一個經濟及文化系統孕育而生，而這系統建基於消耗非理性的貨品生產。 在這

個方向上，教宗方濟各以這話語鼓勵我們：「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舉動，來善

盡關顧受造界的責任，是一種高尚的情懷，而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教育竟能給我

們帶來生活方式上的真實改變。」（註十） 

         

貳.  為聖神所帶領 

 

             我們所經歷的過程可朔源於聖神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啟發的教會更

新之風，那同一的聖神今天仍在教會中臨在及運作，亦曾運作於 31 到 36 屆大會，

帶領耶穌會走過一個要求甚高的靈修及使徒更新的過程。 念及 1537 年初期會士

在威尼斯斟酌聖神其時引領他們的方向，（註十一）受到此一圖像的啟發，36 屆

大會派遣我們以伙伴的身份，去從事修和及正義的使命。（註十二） 

 

受啟於教宗方濟各的話語，36 屆大會感到需要懷著更大的信心，回溯我們

的根源，並實踐共同分辨。 透過分享我們數月以來的經驗，我們體認到：分辨

過程本身所涉及的恩寵，活現於耶穌會整體的各層面。 對許多人而言，這意味

著重新發現依納爵靈修的某些面向：它幫助了我們更新靈修交談的實踐，好能一

起尋覓耶穌的道路；它也成了一種共同分辨的操練，以此作為我們 生活--使命 

中尋找天主旨意的一種途徑。 我們體驗到了這恩寵：感到我們自己是一個團結

的團體、 在持平之心和隨機待命方面有所長進，以致於成為一個具有開放視野

的分辨團體。（註十三） 隨著這套使徒性優先，我們致力於沿著已經開展的路徑，

秉持我們這種生活與使命的基本面向，繼續向前邁進。 

 

我們生活過一種逐步達致共識的過程，相信這是聖神的帶領。 開始時我們

有很多疑惑及顧慮，對此路向不甚熟悉，為克服疑慮而掙扎。 就像初期會士一

般，我們也來自不同的背景和文化，持有不同的見解。 但我們已發現有著一致

的渴望，服侍耶穌的共同熱忱 -- 祂背著十字架走向天涯海角。 我們慢慢地學

得去相信與信賴。 

 我們可以這麼說：上主好像一位老師，牽著我們的手，正如祂在蒙萊撒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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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依納爵一般。（註十四）在整個過程中，來自各團體、使徒工作、地區、會省

及尚在培育階段中的會士之貢獻，提供一個極為重要的起點。 

 

來自六個高級長上聯席會議的貢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就像首批門徒，

我們划到深處，發現自己身處暴風雨中，但經驗到主怎樣前來我們所在之處，令

人大為驚異。是祂，這位降生、被釘、復活的主，給我們顯示祂的創傷，並邀請

我們和祂一起尋求正義。 祂敦促我們走向新邊界，陪伴為社會所遺棄的人，向

每個人和所有的人宣報喜訊，好使他們能被我們天主的愛所轉化。 我們那已硬

化的心腸也日復一日有所改變，變得充滿慈悲及憐憫。 

 

    這項過程教導我們普世性使徒優先是持續讓聖神帶領我們的方法。 此外，

優先是 36 屆大會所指示，用以深化 生活--使命 的工具。大會邀請我們從事靈

修及使徒的更新，把分辨、與他人合作、建立網絡，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我們深信這些優先會協助本會使徒整體：如果它們能將生活及使命融為鮮明

的一體；如果我們將之理解為一套超越「做些什麽」的取向，而讓我們能夠以處

身為人、為宗教團體及身為與他人共事的使徒工作服務和機構，而成就轉化。 因

此，每項優先一面指出我們使徒事業的某些重要面向，同時亦邀請我們刷新生活，

使得我們的工作成為可信而有效的。 

 

那些優先企求將所領受的使命，以具體的方式體現出來，作為上主對這些呼

喊者的回應：受傷的世界和 易受傷害的人 -- 他們流離失所並被邊緣化；分裂

我們的文化使其變得支離破碎的空洞言論；貧富之間日形擴大的鴻溝；尋求希望

及意義的年輕人；大地及其居民，他們淪落到連自身的存在都岌岌可危。 優先

著眼於回應一個世界，其中有整代人從未聽過耶穌及他的福音。 

 

我們的教會因其成員的罪惡及其所帶來的一切痛苦而受傷，我們的教會正航

行在暴風中。 在耶穌會內我們痛苦而謙卑地察覺到自己的脆弱及罪過。 站立於

主前，我們自感羞愧及迷惑，求祂寬恕我們，治癒我們，將祂慈悲的愛顯示給我

們。 惟有秉持被寬恕及被愛的罪人此一身份，我們才能繼續向前邁進。 惟有我

們自己 -- 個人及團體 -- 經驗過祂的憐憫，我們才能將祂的憐憫帶給他人。 的

確，正是我們被愛和被拯救的經驗，給我們奔赴使命的渴望，賦予深度及能量。 

就在我們受傷的世界和自己的創傷所帶來的挑戰中，我們聽到上主的呼喚，溫和

而堅持。 

 

普世性的使徒優先企求深化這些個人、團體及機構性的皈依過程。 它們是

改善修會整體使徒工作之導向，也是我們完成帶有優先色彩的各項使徒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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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 同時，它們意欲協助會士及我們在使命中的伙伴，將其使徒生活作成一

條通往天主的道路。 我們邀請所有的人步上納匝肋人耶穌所開拓的途徑 -- 一

條我們在他的聖神鼓勵下，跟隨他的腳印，正在行走的道路。  

 

     它們不是我們的優先，我們跟隨了聖神，接受祂的指引及啟發。 我們領受

由教宗所確認的優先，一如聖依納爵及初期同伴們，信賴教宗是對世界及教會的

需要， 具有真知灼見的人。 普世性使徒優先會幫助我們克服各種形式的自我

中心和公司集團主義，好讓我們成為上主使命內真誠的合作者。 我們跟教會內

外，許許多多的人分享這使命。 對我們而言，優先是個機會，讓我們去感覺到

在與別人合作中，我們是 微小的修會。 

 

叁.  個人、團體及機構所必要的皈依 

 

獲得愛情的默觀（註十五）以看似常識的一端來開始，但是必須牢記在心的

是：「愛情不在多言，而更應見諸行動。」 分辨普世性使徒優先的過程，讓參予

者為所領受到的浩大恩寵，深為感恩。 與此同時，我們經驗到一種強烈的召喚，

去從事個人、團體及機構性的皈依。 

 

接受這套優先意謂我們即時將之付諸實行 -- 藉著改變任何有礙更新個人、

團體及阻礙獻身於使命的種種生活或工作方式。 有感於初期宗徒的回應 -- 他

們為了啟程踏上跟隨耶穌的門徒之路，立刻拋棄魚網，放棄漁夫的生涯。 優先

頒布之後，我們會給耶穌會所有使徒單位提供資源，以協助制定有效落實的計劃。

（註十七）由普世性使徒優先所啟發的使徒行動，需要支持，我們皈依的一項必

要面向，便是承擔尋找並妥善管理經濟和財務資源的責任。（註十八） 

 

這項召喚是去分享耶穌基督的生命和使命。其核心是三位一體的天主之愛，

祂面臨世局，並不為之所癱瘓，反而派遣耶穌，取了人性，並捨生為眾人開啟通

往神性生命與愛的那扇門。 在死亡中，耶穌顯示了摧毀死亡的至高無上的愛。

領受那份召喚就是為那見諸於修和與正義之行動的愛，奉獻一己的生命；這意謂

被轉化成為耶穌的真正跟隨者，成為教會及耶穌會的積極成員，與無數其他的人

合作，共事使命。 皈依賦予我們力量參與使命：皈依信仰 -- 信仰天國臨近的

喜訊，還有皈依活生生的信仰 -- 一個形諸於各種事工而讓天主的許諾有可能實

現在人類歷史中的信仰。 

                          

緬懷初期同伴們在威尼斯的經驗，記憶猶新，36 屆大會邀請我們回溯根源，

我們重申：「他們…發現帶來生命的是：作為主內的朋友而共享生命、親近窮人

的生活、喜樂地宣講福音。」（註十九）將我們的團體營造成團體分辨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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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間祈禱生活獲得鼓勵，感恩祭得以分享，靈修交談付諸實踐，這樣使我 

們能夠分享分辨之恩，以之為讓我們的使徒工作及其他事工，都在聖神的指引下

來進行的一條途徑。 度簡樸的生活，接近窮人…亦喚醒我們需要發揮創意，以

少做多。（註二十） 如此給我們以自由奉獻的方式而為他人所從事的使徒工作，

帶來更大的可信性。 

   

與此同時，因應普世性使徒優先的呼召，讓我們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

奮力獲取智能的深度，這是我們的基礎；此一深度必須伴以靈修的深度，兩者常

相左右。 由於智能的深度是耶穌會所有形式使徒事業的特色，因而本會投身於

智能的使徒事業。我們要透過智能使徒事業來繼續為教會服務，本著穩健而連貫

一致的智能來表達我們的信仰 。 因此，這個使徒整體的所有成員，都受召從事

持續培育，終生不輟。 智能的深度要求思考的習慣，所以我們不能疏忽持續培

育。 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有所缺失，那麼本會對教會使命的貢獻，就無法順應依

納爵更的精神所要求的。  

 

從落實普世性使徒優先而來的耶穌會使徒更新，有一條件，即是在各群體中

深化合作： 會士和我們的使命伙伴之間；以及各事工和使徒事業單位、教會內

的其他團體，還有一切對修和有所貢獻的人士和機構彼此之間 -- 論到修和，真

相是：人類彼此之間、與受造界、以及與天主之間，這三類修和是分不開的現實。

「藉著所有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夥伴之間的合作，我們的使命得以深化，事工得以

擴展。」 36 屆大會如此聲明，肯定 34 屆和 35 屆大會的取向。（註二十一） 

 

在有關優先所做的團體分辨中，我們所取得的經驗，肯定 36 屆大會的覺知：

「留意到整個耶穌會雖然在合作方面有明顯的進展，仍然存在某些障礙…為了在

耶穌會各層級的使徒活動和治理上，把使命伙伴的參與進一步納入主流，有必要

採行兼容並包的分辨和·持續規劃以及對·超越障礙所下的功夫加以評估。」（註二

十二） 把合作的面向，完整納入我們的 生活---使命 是一項必備的條件，缺了

這條件，我們為主的使命作出更大的服務之渴望，就有危險無法落實在我們的工

作及生活方式上。 

 

我們秉持這些普世性使徒優先，決志在 2019-2029 的下個十年期，具體地集

中我們活潑的使徒精力。 我們接受它們，以之為經由教宗方濟各而來的教會使

命，教宗肯定修會整體所做的團體分辨，予以批准。 身為一個順服聖神的團體，

我們有責任勤於在生活與使命的每一面向，做出計劃，以行落實。這套優先企求 

開啟一項過程：一項重振使徒活力和創意的過程，好使我們更好地成為修和及正 

義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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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在教會的導向及聖神引導的光照之下，因人、因時、因地而制宜，來 

著手進行、規劃及評估此一過程。 

                                    

            願瑪利亞，耶穌會之母，從她的兒子那裡，為我們取得整全的生活之恩，好

使我們能去宣講那讓我們認識主的事、實行我們所宣講的， 而得以為傾注於人

類的天主的愛作見證，並在聖神的推動下，為萬事萬物在基督內的修和而從事有

果效的合作。 

                                耶穌會總會長 蘇薩神父 

                                        羅馬，2019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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