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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言緒言緒言緒言 

 本 屆 神 聖 會 議 深 知 ， 所 馨 香 祝 禱 之 整 個 教 會 的 革 新 ， 絕 大 部 份 端 賴

於 具 有 基 督 精 神 之 司 譯 工 作 （ 一 ）， 因 而 隆 重 宣 稱 司 譯 之 培 養 ， 關 係 至 重 且

鉅 ， 並 縷 述 若 干 基 本 原 則 ， 既 重 申 歷 經 百 世 之 金 科 玉 律 ， 亦 策 劃 新 猷 ﹐ 以

符 合 大 公 議 會 之 憲 章 與 法 令 ， 並 適 應 時 代 之 變 遷 。 天 主 公 教 鐸 職 之 實 質 既

然 為 一 ， 則 司 譯 之 培 養 ， 亦 為 一 切 教 區 、 修 會 並 各 種 不 同 禮 儀 之 司 鐸 所 必

需 ， 因 而 下 列 有 關 培 養 教 區 聖 職 人 員 之 條 列 ， 亦 應 相 當 範 圍 內 ， 適 用 於 一

切 司 鐸 之 侯 選 人 。  

  一一一一    各國應訂定培養司鐸條例各國應訂定培養司鐸條例各國應訂定培養司鐸條例各國應訂定培養司鐸條例 

1 民 族 與 地 區 既 如 此 不 同 ， 所 訂 之 法 則 便 祗 能 是 一 般 性 的 。 為 使 此 一

般 性 之 法 則 適 應 於 各 時 各 地 之 特 殊 情 況 ， 並 使 司 鐸 之 培 養 ， 常 能 符 合 當 地

傳 教 工 作 的 牧 靈 需 要 ， 每 一 國 家 與 每 一 不 同 禮 儀 ， 均 應 由 主 教 會 議 議 訂 一

種 特 有 的 「 司 鐸 培 養 條 例 」， 且 經 適 當 時 期 後 重 新 修 改 ， 並 （ 每 次 ） 於 一

定 時 間 經 宗 座 核 淮 施 行 （ 二 ）。  

  二二二二    提倡鼓勵聖召之需要提倡鼓勵聖召之需要提倡鼓勵聖召之需要提倡鼓勵聖召之需要 

2 整 個 教 會 團 體 均 有 提 倡 司 鐸 聖 召 之 義 務 （ 三 ）， 首 先 應 以 完 善 的 教 友

生 活 來 推 進 。 對 於 此 點 可 提 偌 大 供 獻 者 ， 一 為 具 有 信 德 愛 德 並 熱 心 精 神 的

家 庭 ， 此 家 庭 宛 如 第 一 座 修 道 院 ， 一 為 幼 年 人 參 與 蓬 勃 生 活 之 本 堂 區 。 教

師 及 一 切 以 任 何 方 式 負 責 教 育 兒 童 、 青 年 之 人 士 ， 尤 其 是 各 種 善 會 ， 均 應

培 育 其 受 托 之 青 年 ， 使 之 發 現 天 主 的 聖 召 並 慷 慨 追 隨 之 。 一 切 司 鐸 尤 其 應

在 提 倡 聖 召 上 表 現 極 大 的 宗 徒 熱 誠 ， 以 其 洋 溢 內 心 喜 樂 的 謙 虛 而 勤 勉 的 生

活 ： 並 以 彼 此 間 兄 弟 友 愛 互 助 的 美 表 ， 吸 引 青 年 人 的 心 靈 嚮往司 鐸 職 務 。  



主 教 在 推動聖 召 上 的 職 責 ， 則 為鼓舞其治下群羊，設法聯合 所 有力量

與 一 切設施 ，更應 以慈父心腸， 不惜任 何犧牲，幫助他所認為蒙主 召 選 的

人們。  

天 主 的全體子民 ，積極 參 與 提 倡 聖 召 的 工 作 ， 是 一件符 合 天 主 上智照

顧的事。 天 主揀選 人 參 與 基 督 的 司祭聖統， 必賜以 必 要 的才力， 並 以 其 聖

寵輔助 之；而 同 時委任 教 會 合 法 神長， 對意向純正、 完全自由 嚮往如 此崇

高任 務 的 侯 選 人 ， 在考核證明合格後 ， 以 聖 神 的 神印祝 聖 之 ， 使 之敬禮 天

主 ，服務 教 會 （ 四 ）。  

神 聖 大 公 會 議 首 先叮囑利用全體 合 作 的 傳統方 法 ，即熱 切祈禱 、做補

贖， 並利用講道 與 要埋教授， 亦利用 各 種社會 傳播工 具 ，日益深入的訓練

教 友 ， 此 種訓練之 宗旨， 應 在 於闡明司 鐸 聖 召 之 需 要 、 性 質 與價值。再

者 ， 大 公 會 議規定 ， 每 一 教 區 、 地域或國 家 內 ，按照宗 座 的指示，已有或

應創設之 聖 召 善 會 ， 均 應 以系統而和諧的 方 法 ，指導一 切 有 關 聖 召 的 傳 教

工 作 ， 同 時 並明智而 熱烈地予以 推動；現 代 心理學與社會學所 提 供 的 一 切

有益資料， 亦宜儘量採用 （ 五 ）。  

推動聖 召 工 作 必須胸襟豁達，超越每 個 教 區 、 國 家 、 修 會或禮 儀 的界

限，注視整 個 教 會 的 需 要 ﹐ 特別協助那些尤 為迫切 需 要 主 之園丁的 地 區 。  

  

3 小修 院乃為 培 育 聖 召 幼苗而設， 在這裏的 青 年學生藉一 種 特 殊 的 宗

教訓練， 尤 其藉適 當 的 靈 修指導，準備以 慷 慨 的 精 神和純潔的 心 靈 ，去追

隨救主耶穌。他們應 在長上慈愛 的指導與父母適宜的 合 作 下 ，度一 種 適 合

於他們的 年齡、 精 神 與 發 育階段， 且 與健全的 心理學原 則 完全符 合 的 生

活 ， 同 時也不忽視適 當 的 人事經驗並 與自己家 庭 的聯繫（ 六 ）。 此外， 下面

為 大 修 院 核 淮 之 各項法 則 ﹐ 亦 應 在 不牴觸其目的 與 性 質 的 原 則 下 ， 適 用 於

小修 院 。小修 院 的課程編排， 應妥為安排，假如學生 一旦選擇他種身份

時 ， 可 以亳無困難地 在他處繼續其學業。  

在 若 干 地 區 ，設有 代替小修 院 的 特 殊學校， 對 在這裏或在 其他學校受

教 育 的 青 年 之 聖 召 幼苖﹐ 亦 應予以 同等的 關懷去培 養 。 對 於成年 聖 召 的機

構與設施 亦 應努力推動。  



  三三三三    大修院的教育方針大修院的教育方針大修院的教育方針大修院的教育方針 

為 司 譯 之 培 養 大 修 院 是 必 需 的 。 在 大 修 院中所 施 於 修 生 的 完 整 教 育 ，

應指向一 個目標，即按照耶穌基 督乃導師 、 司祭與 牧 者 的標準， 培 養他們

成為真正的 牧 人 （ 七 ）。 因 此 修 生 當準備宣 道 職 務 ， 使 之 對 天 主啟示的 聖言

日益深入暸解， 並藉默想融會貫通， 且 能 以言語與 生 活 表達出來 。 修 生 亦

應準備敬禮 與 聖化人 靈 的 職 務 ， 使 之藉着祈禱 與舉行 禮 儀 ，學習以 聖 體祭

獻 與 其他聖事去執行救世 工 作 。 修 生 並 應接受 牧 民 的準備， 使他們知 道自

己在 人前代 表 基 督 ， 不 是 「 來 受服事， 而 是 來服事人 ﹐ 並交出自己的 性命

為 大眾作贖價」（谷：十， 4 5；參閱若 ：十三， 1 2 - 1 7 ）， 彼等亦 應 為救眾

人 ， 而成為 所 有 人 的僕役（ 參閱格前：九， 1 9 ）。  

因 此 ，訓練之 各 方面， 靈 修 、智育 、紀律等均 應 完全和諧的指向此 一

牧 靈 之目標， 而 所 有 上 司 、 教 師 亦 均 應協力同 心 ，遵照主 教 的指導為 此 而

努力。  

  

5 修 生 之 教 育 有 賴 於明智的規則 ， 尤 其 賴 於 適 當 的 教 育 者 ， 因 而 修 院

的 上 司 與 教授均 應 來自最佳人 選中（ 八 ）， 且曾經過細心 的準備，學職 有 基

礎， 有 相 當 的 牧 靈 經驗， 尤 其 在 靈 修 與 教 育 心理方面要 受過特別訓練。 為

達到這個目的 ， 必須組織專門學院 ，或至少要舉辦具 有系統科目的訓練

班， 大 修 院 的長上 亦 應 定 期集會 。  

上 司 與 教授均 應 深 知 ， 修 生 培 育 之成敗，繫於 彼等之思想與 作風者 至

鉅 ， 因 之 務希能 在 院長的領導下 ， 同 心 同 德 ， 行動一致， 並 在 彼 此 與 修 生

間打成一片，形成符 合耶穌祈禱 「 使他們合 而 為 一 」 的 大 家 庭 ， 而 使 修 生

對 於自己的 聖 召 喜 愛日深 。 主 教 則 應 以持久而 關 切 的 愛護，鼓勵學院 內 的

工 作 者 ， 並 對 修 生 表 現出， 在 基 督 內 ， 實 為真正的慈父。最後 ， 所 有 司 鐸

均 應把大 修 院視為 教 區 的 心臟， 並 樂意予以親身的協助 （ 九 ）。  

  

6 按照修 生 每 人 的 年齡與 發 育 ， 對 其純正意向、自由意志、 靈 修 、品

格與智力的 合格， 以 及身體 與 心理的健康， 及 其得自家 庭遺傳 的傾向等，



均 應 隨 時注意考察。 此外， 亦 應審量其 負擔司 鐸 重 任 並 善盡牧 者 職 務 的 能

力（ 十 ）。  

在 選擇修 生 並予以 適 當考驗的 整 部 工 作 上 ， 常 應意志堅定 ，即在 聖 職

人 員 極度缺乏的悲痛場合 亦 然 （ 十 一 ）。 因 為 ，只要 合格者 淮予任 職 ， 不 適

合 者 隨 時 以慈父的 心腸指導其另找職業， 並協助 其 重視教 友 聖 召 而從事教

友 傳 教 工 作 ， 天 主 是 不 會允許他的 教 會缺乏司 鐸 的 。  

  

７  如果教 區無力自辦大 修 院 ， 則 應創設並幫助 地 區 性或全國 性 的聯

合總修 院 ，俾更有效地謀求修 生 的堅實訓練。 此 一訓練應視為最高的 原

則 。 此 種 地 區 性或全國 性 修 院 之管理章程， 應 由 各 有 關 主 教制定 （ 十 二 ），

而 經 宗 座 核准。  

在 修 生眾多的 修 院中， 應保持統一領導，統一授課， 而學生 則 應 適 當

的分成若 干小組， 以 能更完 善 的予以 個別陶冶。  

  四四四四    加強靈修訓練加強靈修訓練加強靈修訓練加強靈修訓練 

8 靈 修訓練當 與 教 義 及 牧 民訓練密切配合 ， 而 尤 其 應 於 神 師 之指導協

助 下 實 施 之 （ 十 三 ），好能 使 修 生學習藉着聖子耶穌基 督 ， 在 聖 神 之 內 ， 與

聖父親密的 生 活 。 修 生 既將因 聖秩而肖似司祭基 督 ， 則 應習於 與衪親密結

為 至交，終生 不渝（ 十 四 ）。 修 生 應 生 活 於 基 督 的逾越奧蹟之 內 ，俾能 教導

來 人託付他們的 教 友 。 修 生 應學習在 下 列事上尋找基 督 ：即在 以 天 主 聖言

為題材的忠實默想中（ 十 五 ）， 在積極 參 與 教 會 的奧積， 尤 其 在 聖 體 聖事與

日課中， 在遣發他們的 主 教身上 ， 在他們被遣往的 人群中， 尤 其 在窮人 、

兒 童 、病人 、罪人 及無信仰的 人身上 。 修 生 應 以赤子的 信 賴 之 心 ，敬愛耶

穌在十字架上垂死時 ，賜給了自己的門徒 作母親的榮福童貞瑪利亞。  

應 切 實 的 培 育 修 生們力行 教 會 的 可敬傳統所 推荐的 熱 心 工課，但要注

意， 靈 修 的訓育 並 不僅止於 此 ，也不僅在 於 宗 教 情緒。更應 使 修 生們學習

照福音的 方 法 生 活 ， 在 信 、望、 愛三德 上根深蒂固，俾能藉着此三德 的 實

踐而 養成祈禱 精 神 （ 十 六 ）， 為 其 聖 召獲致力量與保障，強化其他的 德 行 ，

並增長為 基 督拯救人 靈 的 神火。  



9 本 大 公 會 議曾特加闡述 的 教 會奧蹟，也當灌輸給修 生們， 使他們以

謙 虛孺慕之 情和基 督 代 表聯繫在 一起， 及 至晉升司 鐸 後 ，依附自己的 主

教 ， 與 之忠誠 合 作 ， 並 和 自 己 的 神 昆 共 同 協 力 ， 作 合 一 的 證 人 ， 引 人 歸 向 基 督 （十
七）他們宜學習以廣闊的 心胸參 與 整 個 教 會 的 生 活 ，照聖奧斯定 所說：

「愈愛 基 督 的 教 會 ，就愈享有 聖 神 」（ 十 八 ）。 修 生 應 完全清晰暸解，自己

之被選 ，非為統治， 亦非為榮譽， 而 完全是 為了服事天 主 及 牧 民 工 作 。 應

特別關 心 在他們身上 培 育 司 鐸 的服從，清貧的 生 活 及克已的 精 神 （ 十 九 ），

使他們能習於 在 本 來許可 而無益的事上 ， 亦 會爽快的犧性 ， 並 能 使自己相

似被釘的 基 督 。  

對 其將來 應 當 負荷的 重 任 ， 應 使 修 生 切 實暸解， 對 司 鐸 生 活裏的困

難， 不 作 任 何掩飾；但是他們不 應 當只注目於 來日工 作中的危機， 而 應訓

練他們，自牧 民 工 作 的 本身汲取力量， 以強化自己的 靈 修 生 活 。  

  

1 0 按照其 所屬禮 儀 之 神 聖 而 有效的 法 律 ，遵守司 鐸獨身之 可敬傳統

的 修 生 ， 對 此 種 生 活 方 法 應接受嚴格的訓練， 使他們能 為 天 國 而放棄婚姻

生 活 （ 參閱瑪：十九， 1 2 ）， 以 深 合 於 新約的 完 整 不分的 愛 心結合 於 天 主（ 二 十 ）， 為將來 的復活 作證（ 參閱路：廿， 3 6 ）（ 二 一 ）， 而 且 對 於 實 行那

一 切 的 司 鐸 職 務 的 完 美 愛 德 （ 二 二 ），他們可得到極 大 的幫助 。他們應 深 切

體味到， 應 以 何等感激的 心 情 ，去接受 此 一身份；不只因 而它是 教 會 法 律

的規定 ， 而 因它實 是 天 主寶貴的恩惠，該當 謙 虛懇求才能獲得， 對這寶貴

恩惠， 修 生 在 聖 神 的啟發 與 助佑下 ， 應自由 而 慷 慨 的去響應 。  

教 友 之婚姻乃基 督 與 教 會 之 愛 的象徵（ 參閱弗：五， 2 2 - 2 3 ）。 對 此

聖事之 職 責 與 地位， 修 生 應 有正確暸解；但對 於 為 基 督 而守貞潔的崇高性（ 二 三 ）， 尤 應澈悟，俾能 在 深思之 後 ， 以偉大 的 心胸作 此 選擇，把自己的

心 靈全部 獻 與 天 主 。  

應 當警告他們， 尤 其 是 在今天 的社會裏，貞潔所 能遇到的危機（ 二四 ）；他們應 當 在超性 與 本 性 方 法 的幫助 下 ，去學習在自己身上補充放棄

了的婚姻，好使他們的 生 活 與 工 作 ， 不但不 因獨身受到任 何損失， 且 能得



到對 其高尚身心 之更完全的控制與更美滿的成熟， 並 能更完 善 的得到福音

的幸福。  

  

1 1 應 當遵守基 督化的 教 育 原 則 ， 並 應採用健全的 心理學與 教 育學上

的最新 發 現 。 因 此 應該明智地配合 教 育 方 法 ， 在 修 生身上 培 育 其 必 要 的成

熟人格， 主 要 的 在 於 相 當 的 心智堅定 ，處事穩健， 並 對事對 人判斷正確。

宜使 修 生習於 改 善自己的 性格， 並 應 教 育他們心智剛毅。總之 ，他們宜學

習人們所 重視而 對 基 督 的 工 作 大 有裨益的 各 種 德 性 （ 二 五 ），即心 地 誠 實 ，

常 常 喜 愛正義 ，言而 有 信 ，舉止禮貌，談吐慈愛 有節。  

修 院 生 活 的紀律 ， 不 應視為只是 團 體 生 活 與 愛 德 的維護， 而它實 是 整

個 教 育 的 一 個 必 要 部 份 ， 為 養成自治， 為促進 人格的成熟， 並 為 培 育 其他

有益於 教 會 工 作 的秩序及效率的 德 性 。但在執行紀律 時 ， 務 要 使 修 生 的 精

神態度， 由 於 心悅誠服，即為了良心 的 責 任 （ 參閱羅：十三，５） 與超性

的動機， 而接受長上 的權威。再者規章 條 例 的 實 施 ， 應 合 符 修 生 的 年齡，

使 之逐漸的習於自律 ， 善 用自由 ，自動自發 地 工 作 （ 二 六 ）， 並 與 同學和教

友 合 作 。  

修 院中的 整 個 生 活 ， 應充盈着靈 修 、安靜、 與親愛 互 助 的氣氛， 以 作

未來 司 鐸 生 活 之開端 。  

  

1 2 為 使 靈 修訓練的 基礎更形穩固， 並 使 修 生 之 追 隨 聖 召 ，出於更成

熟的抉擇， 主 教們有權訂 定 一段適宜的 時 間 ，專作 靈 修訓練。 主 教們亦 有

權規定 一 種學業的停頓，或一段合 適 時 間 的 牧 靈 工 作 ， 以 便 對 司 鐸 的 侯 選

人 ， 作充分的考驗。又按各該地 區 的 情 況 ， 主 教 同樣有權展延現 行 法典規

定 的 聖秩年齡， 並決定 修 生 在 神學畢業以 後 ，晉鐸 之前，執行 一段相 當 時

間 的執事職 務 是否適宜。  

  五五五五    教會學科的調整教會學科的調整教會學科的調整教會學科的調整 

1 3 修 生 在學始狹義 的 教 會學科 之前， 應求得各該國 家 的 一 般 青 年 為

接受高等教 育 所 需 要 的 人文與 科學學識；此外，他們對拉丁文的 知識程



度， 應足以暸解並 使 用許多學識的 原文及 教 會 的文獻 （ 二 七 ）。 每 人 所屬之

禮 儀 用語， 必須學習；對 聖 經 聖 傳 的語文有 相 當 的認識， 亦 應 提 倡 。  

  

1 4 在調整 教 會學科 時 ， 首 先 應注意， 務 使哲學與 神學之 各 種 科目，

均 能和諧而逐步的去啟發 修 生 的 心 靈 ， 使 能 對 基 督 的奧蹟，日益澈悟；此

奧蹟關 係 人類的全部 歷史，繼續的影響着教 會 ， 而 尤 其藉着司 鐸 的 工 作 發

揮其 作 用 （ 二 八 ）。  

為 使 修 生從學始就有這種 整 體 的認識， 教 會學科 在學始時 ， 應 有 一段

相 當 的導論時 期 。 在 此開始時 期 ， 應 教授救贖的奧蹟， 使 修 生 對 教 會學科

的意義 、 體系， 及 其 牧 靈 的 宗旨， 有 所暸解， 並 應幫助他們把信 德 作成其

全部 生 活 的 基礎，貫徹乎內外， 並堅定 其 心志， 以全副精力，愉快的去追

隨 聖 召 。  

  

1 5 哲學課程之講授， 首 先 應 在 於領導修 生 ，根據萬古常 新 的哲學真

理， 對 人 、 對宇宙、和天 主 ，獲得一 個 有根據面又和諧的認識（ 二 九 ）；同

時 亦 應注意當 代 的哲學潮流， 尤 其 是那些在 其 本 國影響較大 者；再者 ， 對

現 代 科學的 進步亦 然 ， 使他們能 對 當 代 的思想， 具 有 相 當 的認識， 並 作 適

當 的準備﹐好能 與 現 代 的 人交往（ 三 十 ）。  

教授哲學史的目標， 應 是 使 修 生暸解各 種派系的 基 本 原 則 ， 因 而 能擇

其 善 者 而堅持之 ， 發 現 其謬誤之根源而駁之 。  

講授的 方 式 ， 應 能啟發 修 生去嚴格的 追求真理並 深入而證明之 ， 同 時

亦 知承認人類認識的限度。 對 於哲學與 生 活 之 實際問題的 關 係 ， 以 及激盪

着修 生思想的問題， 要十分注意；再者 ， 亦 應幫助 修 生自己去暸解，哲學

問題與將來讀神學時 ， 在 信 德 的光明下 要研究的救贖奧蹟中間 的 關連。  

  

1 6 神學課程， 在 信 德 的光照與 教 會 的指導下 （ 三 一 ）， 應 如 此講授，

使 修 生 能夠從天 主 的啟示中，細心 吸收公 教 會 的 道理， 深入研究， 使 能成

為 個 人 靈 修 生 活 的食糧（ 三 二 ）， 並 能 在 司 鐸 的 職 務中傳播、說明、衛護

之 。  



聖 經 之研究應 是全部 神學的 靈魂（ 三 三 ），故修 生 對 此 應接受 特別周到

的訓練；先 作 一番適宜的導論之 後 ， 使他們細心學習註釋學的 方 法 ， 並 使

他們暸解天 主啟示的 重 要課題， 並藉每日對 聖 經 的誦讀與默想獲得啟發 與

滋養 （ 三 四 ）。  

在講授教 義 神學時 ， 首 先 應 提出聖 經論證；之 後 ， 應給修 生講明東西

教 會 的 教父們對 每 一 條啟示真理的忠實 傳授與解釋所 有 的 供 獻 ， 以 及 每 條

教 義 的 歷史， 及 其 與 整 個 教 會史所 有 的 關 係 （ 三 五 ）。 然 後 ， 為 能儘量完 整

的  講明救贖的奧蹟， 修 生 應學習以 聖多瑪斯為導師 ， 用 推理方 法 深入探

討， 並透視各項奧蹟彼 此 間 的 關 係 （ 三 六 ）；應 教導修 生這些奧蹟常存於 禮

儀 行 為 （ 三 七 ） 及 教 會 的 整 個 生命之中， 並 且 發 生 作 用；修 生們應學習，

在啟示的光明中尋求人類問題的解答，把永恒的真理應 用 於 現 世 變幻的 情

況 ， 並 以 適 合 現 代 人 的 方 式 傳達永恒真理（ 三 八 ）。  

同樣， 其他神學課程，都應藉與 基 督 的奧蹟和救恩史更生動的接觸，

而予以 革 新 。 應 特別注意是 改 進倫理神學， 其學術性 的解釋應 受 聖 經更多

的滋養 ，說明教 友 在 基 督 內 使命的崇高， 以 及他們在 愛 德 內 為 世界的 生命

多結美果的 責 任 。照樣， 在講授聖 教 法典及 教 會 歷史時 ， 應按照本 大 公 議

會 所頒佈的 教 會 憲 章 ，注意教 會奧蹟。 聖 教 禮 儀乃真正基 督 徒 之 精 神 的 首

要 而 必 需 的泉源， 應按照禮 儀 憲 章 第十五與 第十六之 條規定講授之 （ 三九 ）。  

應視各 個 地 區 的 特 殊 情形，領導修 生 進 一步的暸解， 與羅馬聖 座分離

的諸教 會 及 教 會 團 體 ， 使他們能按照本 大 公 會 議 的規定 ， 對 重建所 有 基 督

徒 的 合 一 有 所貢獻 （ 四 十 ）。  

亦 應領導修 生認識各該地 區 之較流行 的 其他宗 教 ，俾能更加暸解， 在

天 主 的安排下 ， 此類宗 教 所 有 的 善 與真，學習批駁其錯誤， 並 能夠把真理

的光輝介紹給尚未得到它的 人們。  

 

1 7 既 然 教 義 的講授不 應只是 一 種概念的介紹， 而 實 應 是 為 修 生 之真

正而 內 在 的陶冶，故對授課、談話與 作業的 教 育 方 法 ， 對學生 之私人研究

或小組討論方 法 ，都應加以 修正。 對 於 各 科 之講授的統一 性 與充實 ， 應 用



心促成之 ，避免過多的 科目與鐘點 ， 對那已沒有 任 何 重 要 性或應留待較高

學府研究的問題， 應予以刪除。  

  

1 8 對 於 性格、 德 行 、 天才合格的 修 生 ， 主 教 應派赴專科學校、學院

或大學去深造，俾能 在 聖學或其他適宜的學識上 ，準備一些受過高深 教 育

的 司 鐸 ， 以 應 傳 教 工 作 的多種 需 要；然 而 ，無論如 何 ， 亦 不 應忽略其 靈 修

與 牧 靈 的訓練， 尤 其 是 當他們尚未晉升司 鐸 聖秩之 時 。  

  六六六六 狹義的牧靈訓練狹義的牧靈訓練狹義的牧靈訓練狹義的牧靈訓練 

1 9 牧 靈 的 熱 誠 既 應貫徹充盈修 生 的全部 培 養 （ 四 一 ），故亦 應專心訓

練他們， 特別關 於 牧 靈 聖 職 的那些工 作 ， 尤 其 是講要理、講道 、 行 禮 禮 、

行 聖事、慈善事業、 對待迷途的 人們及無信仰者 ， 以 及 其他的 牧 靈 職 務

等。 應仔細的 教授他們指導人 靈 的技巧，俾能藉以訓導教 會 的 所 有子女，

度一 個 完全有意識的 ， 而又充滿宗 徒 精 神 的 教 友 生 活 ， 並 善盡自己身份 的

職 務 。 修 生 應 以 同樣的 熱 誠去學習幫助 修 會 會 士 與 修女恒心持守其 聖 召 的

恩寵， 並 各按其 會規的 精 神前進 （ 四 二 ）。  

一 般說來 ， 當 培 養 修 生 的 相 當 適 應 能力， 其中最重 要 的 ， 是 有 助 於 與

人交談的事宜，就是 要 培 養聽話的 能力， 並 要 培 養面對 人際交往的 各 種 情

況 ， 知 道 如 何 以 愛 德開放自己心 靈 的 能力（ 四 三 ）。  

  

2 0 一 切 可 能 來自教 育學、 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幫助 （ 四 四 ）， 亦 應 教 育

修 生 ，按照正確的 方 法 及 教 會 當局指示的 法 則予以利用 。 同樣， 對 發動與

培 養 教 友 傳 教 ， 亦 應悉心 教導他們（ 四 五 ）；對 推動各 種更有效的 傳 教 工 作

亦 然；他們又應充滿真正的 公 教 精 神 ，習慣放寬眼界，超越自己的 教 區 、

國 家 、或禮 儀 之外，去幫忙整 個 教 會 的 需 要 ， 在他們內 心 應準備到任 何 的

地 方去宣佈福音（ 四 六 ）。  

 

2 1 既 然 修 生 不只在理論上 ， 而 且也需 要 在 實際上學習傳 教 的技巧，

也要 能夠自己負起責 任 並 與他人 合 作 ，他們應 在讀書時 ， 及 在放假時開始



作 適宜的 實習。這種 實習應視修 生 的 年齡、 地 方 的 情形、 並照主 教明智的

判斷， 在 對 牧 靈 方面有豐富經驗人 士 的領導下 ， 有系統的去進 行 。 同 時 對

於效力卓絕 的超性 方 法 ，自然 亦 不 應忽略（ 四 七 ）。  

  七七七七    學成之後的補充訓練學成之後的補充訓練學成之後的補充訓練學成之後的補充訓練 

2 2 特別由 於今日社會環境的 要求， 司 鐸 之 培 養即使 在 修 院畢業之 後

仍應繼續補充（ 四 八 ）。 為 此 ， 主 教 會 議 應研究採用最切 合 其 本 國 的 方 法 ，

例 如 ， 在 與某些堂 區聯合 的 牧 靈中心 內 、 在 定 期集會 內 、 在 特意按排的 實

習內 ，俾使 青 年 聖 職 人 員 ， 在 靈 修 、學識與 牧 靈 各 方面，逐步的被導入司

鐸 的 生 活 與 傳 教 的 工 作 ， 且 能日益改 進 。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 大 公 會 議諸位教長，繼特倫多大 公 會 議創始之功業，將培 養 基 督未

來 司 鐸 之 使命，付託與 修 院 之長上 與 教 師 ，衷心 期望他們能按本 會 議 所 發

動之 革 新 精 神 ， 完成任 務；亦願諄諄訓告準備接受 司 鐸 工 作 之 青 年 ， 深 知

教 會 之厚望， 人 靈 的救援，寄託在他們身上 ，欣然接受 本 法 令 之指示，俾

能 如 此結出萬古常存的豐碩美果。  

  •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 

 （ 一 ） 天 主 全 體 子 民 的 進 展 ， 照 基 督 自 己 的 旨 意 ， 繫 於 司 鐸 的 工 作 ， 至 重 且鉅 ， 此 可 由 主 耶 穌 之 言 語 看 得 出 來 ； 耶 穌 立 了 衪 的 宗 徒 及 宗 徒 的 繼 承 人 ， 為 福 音 的 宣講 人 ， 新 選 民 的 領 袖 ， 及 天 主 奧 蹟 的 分 施 者 ； 這 也 可 以 從 教 父 及 聖 人 們 的 言 論 以 及 諸教 宗 三 令 五 申 的 文 告 得 到 證 明 。 特 別 是 下 列 文 獻 ：  

 聖 比 約 十 世 ， 一 九 O 八 年 八 月 四 日 ， 向 聖 職 界 的 勸 諭 H a e r e n t  a n i m o ： 《聖 比約 實 錄 》卷 四 ， 二 三 七 至 二 六 四 頁 。  

 比 約 十 一 世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A d  C a t h o l i c i  S a c e r d o t i i 通 諭 ：《宗 座 公 報 》[= AAS ] 卷 二 八 （ 一 九 三 六 ） 特 別 是 三 七 至 五 二 頁 。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O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六 五 七 至 七 O 二 頁 。  

 若 望 廿 三 世 ， 一 九 五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 S a c e r d o t i i  N o s t r i  p r i m o r d i a 勸 諭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一 （ 一 九 五 九 ） 五 四 五 至 五 七 九 頁 。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S u m m i  D e i  Ve r b u m 宗 座 書 函 《宗 座 公報 》卷 五 五 （ 一 九 六 三 ） 九 七 九 至 九 九 五 頁 。  

 （ 二 ） 司 鐸 的 全 部 培 養 ， 即 修 院 的 管 理 ， 靈 修 訓 練 ， 學 業 ， 修 生 的 團 體 生 活 與紀 律 ， 牧 靈 的 實 習 等 ， 均 應 與 各 地 的 環 境 相 配 合 。 關 於 此 種 配 合 之 大 原 則 ， 照 普 通 規則 ， 為 教 區 司 鐸 ， 應 由 主 教 會 議 負 責 製 訂 ， 為 修 會 聖 職 人 員 ， 由 當 權 之 會 長 負 責 製 訂（ 請 參 閱 《上智之座》宗座憲章及附加「 總 則 」 第 1 9 條 ， 羅 馬 1 9 5 7 ，  第 二 版 ， 三 八 等頁 。  

        （ 三 ） 聖 教 會 今 天 所 有 的 特 大 焦 慮 之 中 ， 聖 召 的 缺 乏 是 其 中 之 一 ， 差 不 多 到 處一 樣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司 鐸 的 數 字 無 論 在 公 教 地 區 與傳 教 區 ， 普 遍 的 不 能 應 付 日 增 的 需 要 」（ 見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 一 九 五 O ） 六 八 二頁 ）。  

 若 望 廿 三 世 ：「 司 鐸 與 修 會 聖 召 問 題 ， 是 教 宗 每 天 所 掛 懷 的 … … 是 他 祈 禱 的 對象 ， 是 他 心 靈 懇 切 的 企 望 」（ E x  A l l o c u t i o n e  a d  I  C o n g r e s s u m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m  

d e  Vo c a t i o n i b u s  a d  S t a t u s  P e r f e c t i o n i s ，  一 九 六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宗 座 公報 》卷 五 四 （ 一 九 六 二 ） 三 三 頁 ）。   

       （ 四 ）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卅 一 日 ， 《上智之座》宗座憲章： 《宗 座 公報 》卷 四 八 （ 一 九 五 六 ） 三 五 七 頁 。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S u m m i  D e i  Ve r b u m 宗 座 書 函 《宗 座 公報 》卷 五 五 （ 一 九 六 三 ） 九 八 四 等 頁 。   

   （ 五 ） 特 請 參 閱 比 約 十 一 世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C u m  n o b i s  自 動 手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三 三 （ 一 九 四 一 ） 四 七 九 頁 。 一 九 四 三 年 九 月 八 日 教 育 聖 部 附 加 之 規  則 ； 一 九 五 五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 C u m  S u p r e m a e 自 動 手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 一 九 五  五 ） 二 六 六 頁 ； 修 會 聖 部 附 加 規 則 （ 同 上 二 九 八 至 三 O 一 等 頁 ）； 梵蒂岡第 二屆大 公  會 議 ， 《修 會 生 活革新 》法令 2 4 節： 《主 教 在 教 會內的 牧 靈 職務》法令 1 5 節。   

   （ 六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O 年 九 月 廿 三 日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六 八 五 頁 。   

   （ 七 ） 參 閱 梵蒂岡第 二屆大 公 會 議 ， 《教 會 》憲 章 2 8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三 四 頁 。   

   （ 八 ） 參 閱 比 約 十 一 世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A d  C a t h o l i c i   

S a c e r d o t i i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廿 八 （ 一 九 三 六 ） 三 七 頁 。 比 約 十 二 世 一 九 四 七 年四 月 二 十 三 日 ，  D i s c o r s i  e  R a d i o m e s s a g g i ,  9 ： 《宗 座 公 報 》卷 九 ， 五 七 九 至 五 八
O 等 頁 。   

   （ 九 ） 論 協助修 院 的 責任， 請 參 閱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S u m m i   

D e i  Ve r b u m 宗 座 書 函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五 （ 一 九 六 三 ） 九 八 四 頁 。   



 （ 十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O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六 八 四 頁 ； 請 參 閱 聖事部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M a g n a  e q u i d e m 致教 區 主 教 通 函 ,  1 0 節。 至 於 會士， 請 參 閱 S e d e s  S a p i e n t i a e  宗 座 憲 章 附 加 「 總 則 」 第 3 3 節。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S u m m i  D e i  Ve r b u m 宗 座 書 函 ： 宗 座 公 報卷 五 五 （ 一 九 六 三 ） 九 八 七 等 頁 。  

     （ 十 一 ） 參 閱 比 約 十 一 世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A d  C a t h o l i c i  S a c e r d o t i i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二 八 （ 一 九 三 六 ） 四 一 頁 。   

 （ 十 二 ）廢止《天 主 教法典》1357 條第 4 項之 規定，使在制訂 地 區性或全國性總  修 院 院 規時， 各 有 關 主 教都應 參 加 。   

 （ 十 三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六 七 四 頁 ； 修 院 及 大 學 部 一 九 六 五 年 司 鐸候選  人 之 靈 修 培 養 。   

 （ 十 四 ） 參 閱 聖 比 約 十 世 ， 一 九 O 八 年 八 月 四 日 ， 向 聖 職 界 的 勸 諭 H a e r e n t   

a n i m o ： 《聖 比 約 十 世 實 錄 》卷 四 ， 二 四 二 至 二 四 四 等 頁 ；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O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六 五  九 至 六 六 一 等 頁 ； 若 望 廿 三 世 ， 一 九 五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 S a c e r d o t i i  N o s t r i  

p r i m o r d i a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一 （ 一 九 五 九 ） 五 五 O 等 頁 。   

 （ 十 五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天 人 中 保 》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三 九 （ 一 九 四 七 ） 五 四 七 及 五 七 二 等 頁 ； 若 望 二 十 三 世 ，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月 六  日 ， S a c r a e  L a u d i s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四 （ 一 九 六 二 ） 六 九 頁 ； 梵蒂岡第  二屆大 公 會 議 ， 《禮儀》憲 章 1 6 及 1 7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一 O 四  頁 ； 一 九 六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禮儀聖 部 實 施法令 1 4 - 1 7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八 八 O 頁 。   

    ( 十 六 ) 參 閱 若 望 二 十 三 世 S a c e r d o t i i  N o s t r i  p r i m o r d i a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一 （ 一 九 五 九 ） 五 五 九 頁 。    

     （ 十 七 ） 參 閱 《教 會 》憲 章 2 8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三 五 頁 。   

     （ 十 八 ） 參 閱 聖 奧斯定， J n  J o a n n e m  t r a c t . , 3 2 ,  8 ： 《拉丁教 父集》(PL)， 第 3 5  冊 1 6 4 6 欄。   
     （ 十 九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六 六 二、六 八 五、六 九 O 等 頁 ； 若 望 二 十 三 世 ， S a c e r d o t i i  N o s t r i    

p r i m o r d i a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一 （ 一 九 五 九 ） 五 五 一 至 五 五 三 ， 五 五 六 頁 ；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六 日 ， 《祂的教會》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六 三 四 頁 。 梵蒂岡第 二屆大 公 會 議 ， 《教會》憲 章 ， 特 見 第 8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十 二 頁 。   



 （ 二 十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S a c r a  V i r g i n i t a s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六 （ 一 九 五 四 ） 一 六 五 等 頁 。  

 （ 二 一 ） 參 閱 聖西彼廉， 《論童貞女的服裝》22： 《拉丁教 父集》(PL)， 第 4 冊  

4 7 5 欄； 聖盎博， 《論童貞女》I, 8, 52： ： 《拉丁教 父集》(PL)， 第 1 6 冊 2 0 2 等欄。  
 （ 二 二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六 六 三 頁 。  
 （ 二 三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S a c r a  V i r g i n i t a s 通 諭 ，已引 證 之 處 ， 一 七 O 至 一 七  四 頁 。   

 （ 二 四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已引 證 之 處 ， 六 六 四 及 六  九 O 等 頁 。  

 （ 二 五 ） 參 閱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S u m m i  D e i  Ve r b u m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五 （ 一 九 六 三 ） 九 九 一 頁 。     

 （ 二 六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已引 證 之 處 ， 六 八 六 頁 。   

 （ 二 七 ） 參 閱 保 祿 六 世 ， S u m m i  D e i  Ve r b u m 宗 座 書 函 ，已引 證 之 處 九 九 三  頁 。    

 （ 二 八 ） 參 閱 《教 會 》憲 章 7 及 2 8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九 至 十  一 頁 ； 三 三 頁 。    

 （ 二 九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O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人類》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０） 五 七 一－五 七 五 等 頁 。  

 （ 三 十 ） 參 閱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六 日 ， 《祂的 教 會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六 三 七 等 頁 。   

 （ 三 一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五 O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人類》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五 六 七－五 六 九 等 頁 ； 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卅 一 日 ， S i  d i l i g i s  講詞：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六 （ 一 九 五 四 ） 三 一 四 頁 ； 保 祿 六 世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演講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三 六 四 頁 ； ： 《教 會 》憲 章 2 5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二 九 至 三 一 等 頁 。   

 （ 三 二 ） 參 閱 聖 文都拉  [即聖文德 ]  ， I t i n e r a r i u m  m e n t i s  i n  D e u m ,  P r o l . ,   

n . 4 ：「（誰） 也 不想自 己只上課就夠了 ， 不必傅油；只思考就夠了 ， 不必誠敬；只探求  就夠了 ， 不必歎賞；只有反覆審視，而不歡躍；只推理而沒有熱心 ；只有 學 問而沒有  愛德；只聰明而沒有謙虛；讀書而沒有 天 主 的 聖寵；觀察而沒有 天 主賞的 智慧」（ 聖  文都拉， 《全集 O p e r a  o m n i a 》,  V,  Q u a r a c c h i  1 8 9 1 ,  p .  2 9 6 ）。   

 （ 三 三 ） 參 閱良十 三 世 ， 一 八 九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 P r o v i d e n t i s s i m u s  D e u s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二 六 （ 一 八 九 三－九 四 ） 二 八 三 頁 。   

 （ 三 四 ） 參 閱 宗 座 聖經委員 會 ， 一 九 五 O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 I n s t r u c t i o  d e  S a c r a   

S c r i p t u r a  r e c t e  d o c e n d a 訓 令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五 O 二 頁 。   



   （ 三 五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一 九 五 O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人類》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五 六 八 頁 ：「研究聖 學 的源流， 可使聖 學青春常在 ； 相反的 ，只管  思考而忽略對 神 聖 的寶藏作深入的探究，就經驗所知，將是亳無 所獲」。    

 （ 三 六 ） 參 閱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三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對修 生 的 訓詞》： 《宗座 公 報 》卷 三 （ 一 九 三 九 ） 二 四 七 頁 ：「推介聖 多瑪斯的 學說， 並 不抵銷追求宣 傳真理的競爭，而正是 加 以激發， 並妥善指導」。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 《對額我略大 學 學 生 的 訓詞》：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三 六 五 頁 ：「（ 教師）宜恭聆聖師們 的 言 論 ， 其 中尤以 聖 多瑪斯為最，因為 天 神 聖師的才華與 其酷愛真理 之精神 ，其探究、闡發，連貫最高真理 之 智慧，如此偉大 ，使其 理 論 不惟是妥置信德基礎的 有力 工具， 且亦可 作穩妥收獲健全 進步美果的 工具」。亦請 參 閱 一 九 六 五 年 九 月 十 日 ，《向國際第 四 多瑪斯學派會 議 之 講詞》：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七 八 八 至 七九 二 頁 。   

 （ 三 七 ） 參 閱 《禮儀》憲 章 7 及 1 6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一  

O O 及 一 O 四 等 頁 。     

 （ 三 八 ） 參 閱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六 日 ， 《祂的 教 會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六 四 O 等 頁 。   

 （ 三 九 ） 《禮儀》憲 章 1 0 ,  1 4 ,  1 5 ,  1 6 節； 一 九 六 四 年 九 月 廿 六 日 實 施法令 ， 1 1  及 1 2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 八 七 九 頁 。    

 （ 四 十 ） 參 閱 《大 公 主義》法令 1 ,  9 ,  1 0 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九 O 及 九 八 等 頁 。  

 （ 四 一 ）完善的 牧 靈標準， 可 自近代討論 有 關 司 鐸 之 生 活、素質與 培 養 的 宗 座 文  獻 中 得 來 ，尤其 是 ： 聖 比 約 十 世 ，  向 聖 職 界 的 勸 諭 H a e r e n t  a n i m o  ： 《聖 比 約 十 世  實 錄 》卷 四 ， 二 三 七 等 頁 ； 比 約 十 一 世 ， A d  C a t h o l i c i  S a c e r d o t i i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二 八 （ 一 九 三 六 ） 五 等 頁 ； 比 約 十 二 世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二 （ 一 九 五 O ） 六 五 七 等 頁 ； 若 望 廿 三 世 S a c e r d o t i i  N o s t r i  p r i m o r d i a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一 （ 一 九 五 九 ） 五 四 五 等 頁 ； 保 祿 六 世 S u m m i  D e i  Ve r b u m   宗 座 書 函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五 （ 一 九 六 三 ） 九 七 九 等 頁 。 有 關 牧 靈 訓 練 的法則 ， 有  不少見于下 列 通 諭 中 ： 《基 督 奧 體 》（ 一 九 四 三 ）， ： 《天 人 中 保 》（ 一 九 四 七 ），  《福 音先驅》（ 一 九 五 一 ）， 《神 聖貞操》（ 一 九 五 四 ）， 《聖樂訓 練 》（ 一 九 五 五 ），  《牧 者首領 》（ 一 九 五 九 ） 及 為 修 會 會士之 《上 智 之 座 》（ 一 九 六 六 ）。 教 宗 比 約 十 二  世 ， 若 望 二 十 三 世 及 保 祿 六 世 在 其 對 修 生 與 司 鐸談話中 ， 對善牧 的模範亦曾多次予以  闡述。   

 （ 四 二 ） 論誓守福 音 勸 諭 之 聖願身份的 重 要 ， 參 閱 《教 會 》憲 章 第 六 章 ， 見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四 九－五 三 等 頁 ； 《修 會 生 活革新 》法令 。   

 （ 四 三 ） 參 閱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六 日 ， 《祂的 教 會 》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 



卷 五 六 （ 一 九 六 四 ），尤其 六 三 五 及 六 四 O 等 頁 。   

 （ 四 四 ）尤其 參 閱 若 望 二 十 三 世 一 九 六 一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慈母與導師》通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三 （ 一 九 六 一 ） 四 O 一 等 頁 。   

 （ 四 五 ） 特 別 參 閱 教 會 憲 章 三 十 三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三 九  頁 。   

 （ 四 六 ） 參 閱 教 會 憲 章 十 七節： 《宗 座 公 報 》卷 五 七 （ 一 九 六 五 ） 二 十 頁 等 。   

 （ 四 七 ） 在 牧 靈 工 作 上忽略超性目的 ，或至少在 實際上低估超性方法，曾有許多  宗 座 文 獻警告 其危險性，尤其 請 參 閱註四 一內所 列 之 各 文 獻 。   

 （ 四 八 ） 對 新 司 鐸 ，近年 聖 座 所 公佈的 文 獻尤表關 懷 ， 特 別 是 以 下 所 列 文 獻 ：  

  比 約 十 二 世 ，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二 日 ， Q u a n d o q u i d e m 自 動 手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一 （ 一 九 四 九 ）， 一 六 五 至 一 六 七 頁 ； 一 九 五 O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M e n t i  n o s t r a e  宗 座 勸 諭 ： 《宗 座 公 報 》卷 四 （ 一 九 五 O ）； 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為 會士 ) 的 《上  智 之 座 》宗座憲章及其附加「總則」； 一 九 五 七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 《向  C o n v i c t u s   

B a r c o n o n e n s i s 的 司 鐸 的 訓詞》： D i s c o r s i  e  R a d i o m e s s a g g i ,  X I X ， p p .  2 7 1 -  

2 7 3 。  

 保 祿 六 世 ，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 《對維羅那 ( Ve r o n a ) 教 區 的  G i a n  M a t t e o  

G i b e r t i  團 體 的 司 鐸 的 訓詞》： 《羅馬觀察報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  

 

  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  

 本 法 令 內 所載全部 與 各節， 均 為 神 聖 大 公 會 議 教長們所讚贊同 。我

們以 基 督 所賦予的 宗 座權力，偕同 可敬的 教長們， 在 神 聖 內予以批淮 、審

訂 、制定 ， 並 為 天 主 的光榮， 特將會 議 所規定 者 ，明令 公佈。  

  

 

 

     公 教會 主教公 教會 主教公 教會 主教公 教會 主教     保祿保祿保祿保祿  

   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   

        （ 以 下 為 教長們的簽署）   

  

 

 [以上文件由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