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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P值此慶祝費城第四任主教聖若望·紐曼的瞻禮之際，願天主的平安與您們同在！

我寫這封信给您們是因為我需要您們的幫助。我誠摯邀請您們與我一起展開一場關於费城教會
未來的對話。您們寶貴的反饋和參與，對於我們費城天主的教會能共同前進至關重要。  
  

感謝

我對你們各位深表感謝。作為費城教區的總主教，我最大的喜悅之一來自於我在總教區各地與
您們的互動。能夠認識您們，並見證您們是如何充滿熱情地服務我們的團體，讓我倍感振奮！

您們所展現的韌性是天主在我們生命中聖化的見證。費城教會已經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危機，每
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影響。當我五年前被召叫回家鄉費城擔任總主教時，我心中的首要任
務是幫助我們的教區從危機走向希望。這一直都是我的首要目標，但我無法單獨完成。我需要
您們的幫助。
  
我們的希望在於永遠信賴的主。天主堅持不懈地尋找我們這些祂所愛的孩子。作為您們的弟
兄，我渴望與祂有更深的相遇；作為您們的總主教，我希望您們知道，天主一直都伸出祂慈愛
的雙手，與您們相遇。祂愛您們，您們在教會中有一個家。燈是亮著的，門是敞開的。正如教
宗方濟各所言：

（《福音的喜樂》第3段）

「我邀請所有基督徒，在此刻，進行一次與耶穌基督的個人
相遇，或至少敞開心扉，讓祂來與您相遇……不應該有人認為
這個邀請與自己無關，因為‘沒有人被排除在主所帶來的喜
樂之外’……每當我們向邁耶穌邁進時，我們就能意識到祂已
經在那裡，張開雙臂等待我們。」  



我們需要讓生活中的每個人以及整個地方教會都知道這一點。那麼，我們從何開始呢？

現狀
如果想要到達目的，我們首先需要知道該從哪裡開始。我們如今的時代與初期教會的時代非常
相似——許多人生活在沒有基督的境況中。我的意思是，當今許多天主教徒遠離或被迫遠離自
己信仰的實踐，這讓我們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儘管高科技讓人們的聯繫比以往更加緊密，但尤其是年輕人，卻感受到更加孤獨、焦慮和絕
望。我們經歷的危機考驗著我們的信仰，同時也減少了我們的教友人數。即使我們處在這樣苦
難中，我們的希望仍然存在。

我們的希望在於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祂始終召喚我們回家。我們目前的使命就是將這希望帶給
那些感到與教會疏離的人——那些可能已經遠離，或因醜聞被濫用而感到憤怒與影響，或者那
些仍然尋求留在教會中的人。

在當今，有83%的已受洗教友沒有參加教會活動。這一事實應該讓我們感到不安，並促使我們
採取行動。 

牧靈的心靈變化
當面對這種迫切需要時，世界各地的教會
通常會從「牧靈規劃」開始討論。這通常
要從「教會因財務或神職人員不足而無法
繼續在哪裡存在？」這個問題出發。這往
往導致一些堂區被關閉。在我們費城，這
也導致了北費城、西費城和切斯特等地的
一些堂區關閉。

我不希望這種情況延續下去。我希望採用
一種新的牧靈規劃，從一個新問題開始：
「哪裡需要教會，並以何種方式臨在？」
我們需要激發牧靈的內在變化，關注那些
長期徘徊在羊棧之外的人，並將我們的堂區、學校及慈善事業一起努力結合起來，以傾聽、重
建信任，邀請他們返回主的羊棧。

這一內在變化從我開始，但也需要您們的幫助。在過去五年的走訪中，我聽到了許多與總教區
互動的故事，這些故事導致了緊張和惡化的關係。這些故事來自您們的朋友、同事、鄰居、父
母、孩子或孫輩。我相信我們一起可以做得更好。



許多時候，您們可能是唯一能夠在親人迷茫或失聯時接觸到他們的人。您們的接觸可能是他們
回歸的起點。這是我們共同的使命：向一個迫切需要的世界宣講耶穌基督之愛、憐憫和復活的
喜訊。

我們需要成為一個以復興、重建信任並邀請人們與耶穌基督建立關係為目標的宣教門徒群體！

教會應該在哪裡？

過去，費城在堂區管理方面也採取了「開啟或關閉」的方式——堂區要麼開門，要麼關閉。當
我成為總主教時，我在首場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您會關閉教堂嗎？」當時我的回答是，現
在也一直是：「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關閉教堂，而是為了建設費城的教會。」

教宗方濟各鼓勵我們將堂區視為能夠適應周圍世界的靈活實體：

（《福音的喜樂》第28段）

我希望我們可以開始拉近人們與教會的距離。我希望人們知道，主仍在召喚他們，他們擁有無
價的、神聖的使命和永恆的家園。 

教會將這種向他人傳播的方式描述為「福傳使徒」。儘管這一語言可能感到陌生，但我鼓勵您
們接受它。正如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中所言，它本質上是我們自然努力成為的樣子：

「外展」的教會是福傳使徒組成的團體，
他們一步跨出、委身投入、結伴相援、開
花結果、歡欣慶祝。行動中的福傳團體認
識到：天主先採取主動，祂先愛了我們（
參若壹四19），所以我們能夠跨步向前，
毫不畏懼、主動地走向其他人，尋找那些
軟弱跌倒的人，站在十字路口歡迎那些被
遺棄的人。

（《福音的喜樂》第24段）

「堂區並不是落伍受淘汰的機構；正因為它有強大的靈活性，它
的架構可以預設幾種不同的小組，按照牧者和團體的開放度及傳
教創意而採取不同的活動方式。」



並非所有堂區都需要一模一樣。堂區應成為「持續向外傳教的活動中心」。牧者及其團體負責
人應該照顧到所有靈魂的福祉，而不僅僅是那些常常參與彌撒或堂區活動的教友們。

許多堂區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歷衰退，如今因不同的團體或文化的加入而重新興旺。在另外一
些地方，小型的信仰團體在艱難的環境中堅守，成為其周邊社區的希望燈塔。

然而，我並不天真，對於我們擁有的堂區數量和如何分配神職人員有清醒的認識。雖然我希望
避免大規模的教堂關閉，但我們也無可避免地會面臨一些變化和關閉的情況。我的希望是，通
過靈活性和開放的心靈，我們可以以創新的方式去滿足堂區的需求，並為聖神的啟發創造更多
時間。

教會應該如何存在？

要建設教會，我們必須培養我們的教友成為福傳使徒。僅僅集中於調整堂區現有布局的牧靈規
劃，無法培養這種文化。我們需要嘗試一些新的方式。

這項計劃的目標是在未來二十年內促進牧靈的內在變化。今天就要開始，像播種一樣，精心照
料這片葡萄園，讓我們的努力逐漸結出果實。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我希望在整個總教區內建立「傳教中心」，每個縣至少設置十個。這些中
心將植根於教堂或其他地點，其目的是接觸那些未參與教會生活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利
用我們的資源和才能，激發福教使徒的精神，並在整個總教區內形成一個支持性的傳教網絡，
尤其是在一些欠發達地區。

我們需要以聆聽和合作的精神來規劃這些傳教中心。我希望堂區的團體和領袖能夠表達設立傳
教中心的熱情。今天播下的種子將會成為明天福傳的果實。



• 向外擴展的教會：這些中心的重點是接觸那些目前未
參與教會生活的人，努力與他們重新建立聯繫。在現
今的世界中，團體歸屬感提供了一種許多人渴望的聯
繫點。

• 連結天主教的不同事工：包括高中、小學、慈善服務
機構、修會團體和堂區，確保我們共同努力，最大限
度地利用資源，發揮最深遠的影響力。

• 引導人們接近耶穌：通過聖體聖事和服務窮人來實
現。一些兄弟姐妹可能暫時尚未完全準備好回到團
體，但可以透過服務工作與耶穌相遇，這也許是他們
回歸教會的起點。

• 為未來的變化做好準備：如果堂區需要適應、改變或
關閉，這些中心將成為已準備好迎接新成員並照顧他
們的地方，擁有資源和人才。

這些宣教中心將承擔多重角色：

堂區復興與事工的重新想像
宣教中心將幫助支持總教區內的堂區生活，重啟那些曾經關閉的地方，並激勵我們的教友成為
宣教門徒。

教區內所有的機構和社群必須有彈性的接納新的成員，同時也必須保存新成員的傳統與他們在
固有的信仰內共融. 我們必須要面面俱到，照顧每一個人，包括在這個堂區內一世一生的長輩以
及那些跨堂區尋求張開雙倍歡迎他們的單位.

• 宣教中心將擁有專職工作人員，在致力於對外接觸的牧者領導下運作。這些工作
人員可能包括服務協調員、溝通專家、活動專家和宣教人員，他們專注於促進與
基督及其教會的相遇。

• 我們將在總教區內廣泛設立宣教中心，並將資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尤其是我
們社區中最貧困的地區。

• 宣教中心將成為希望的支柱，為您們的孩子和孫輩確保教會的充滿活力的未來，
對數代人產生深遠影響。



在我們面臨司鐸人數日益減少的情況，為了要長期支
持各個堂區，在沒有全職的堂區主任司鐸情形下，我
們可能責由管轄主教輔導且引進「堂區生活主任」包
括：執事、捨身奉獻的教友或平信徒來綜理堂區庶物. 
這個改變能使退休或資深的神職人員能夠抽身雜務，
更專注於聖體降福和牧養人靈.

我們必須集中資源於福傳. 投資於高成長的區塊中是關
鍵. 汲取退休神職人員的智慧和活力，使之成為神恩復
興的果實.

您們被邀請參與

我誠摯地邀請您們於今年春天參加有關費城教會未來的討論。我將我們的地方教會視為充滿希
望與恩典的福傳樞紐。但我們要向前邁進，我需要傾聽您們的希望、夢想、關切和對更新的渴
望。請加入這一神聖的行列吧！

讓我們不要低估聖神在我們當中、引領我們、聖化我們的神功。聖保祿說，我們所信的天主「
能照他在我們身上所發揮的德能，成就一切，遠超我們所求所想的。」（弗3:20）。讓我們倚
靠天主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愛，成為恩寵的管道。

您韌性十足。 受主愛於一身。 在面臨社會和精神的挑戰之下，堅強勇往直前的毅力不會被埋
沒。感謝您們一路同行，感謝您們成為我們教會的靈魂。願聖若望·紐曼及聖凱瑟琳·德克索爾以
愛與堅韌引領我們，並為我們祈禱，助我們以信德向前邁進！

请您们为我祈祷，我也每天在祈祷中记念您们。

您們在基督內的忠實朋友

納爾遜·裴雷茲總主教, D.D.
費城總教區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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