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澳新冠疫情在過去一個多月，隨著防
疫政策大轉身，不再「清零」後。當局宣佈在
2023年1月8日結束「過渡期」，讓澳門通關大
門，可以幾乎完全重開，現在就差從外國入
境，要出示48小時內的新冠核酸或抗原快測
陰性證明。這與過去近三年，因「隔離」之苦，
寸步難行的防疫通關政策，令小城終於恢復
翹首以盼的出入自由。

但這自由的代價，卻無法擺脫生離死別
的無奈與悲痛。澳門在調整抗疫政策的急轉
彎過程，縱使有當局公佈的各項預案，亦難逃
疫情快速傳播以及在短短一個月內，面對大
量死亡的衝擊。根據衛生局局長羅奕龍，在傳
媒追問下透露的死亡數字，2022年12月13日
至2023年1月4日，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數
是57人，而2022年12月的死亡人數約有600
人。亦即在涵蓋了抗疫過渡期的12月單月死
亡人數，就約等於2021年同比第4季的死亡
數字608人。

這個數字孰多孰少？即使按官方概念，要等
全年死亡數字，與本澳過去幾年的年死亡人數約
為2300至2400人之間做比較，得出「超級死亡」
差數才有研究意義。這相對過去平均每月約有
200至230人離世，12月份的單月約600的死亡
人數，亦是一個可以想像為社會帶來何等衝擊的
實況。

相對冰冷的科學數據。澳門在原本應該普天
同慶的聖誕時節，不少家庭與個人，卻在不足半
月，迎來一個一個不幸的親人、朋友離逝的消息。
並伴隨而至的為死者辦理後事遇到的重重困擾，
諸如無法在短期內安葬、解決遺體存放等問題。
而更甚者，親人因無法為死者爭取一個有尊嚴的
葬禮，而承受著的二次傷害。究竟這些傷害是天
意，抑或人為？相信經過這一個多月的洗禮，每
個人的心中都非常雪亮。願死者安息，生者如斯！
在新一年決策者不為政績左右，回歸以民為本廣
納言聽。令社會不單是經濟適度多元，政治民生
言論也能適度多元地發展。

愛是永恆

生亦何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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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十二月至今年的一月
初，是教人黯然的日子。防疫政策的
調整，雖然為重振經濟與對外出行
帶來了轉機，但眾多的感染個案，以
及急升的死亡人數，難免會在人們
的臉上掛上傷悲。逝者如斯，經歷刧
難後，留下的，只會是永恆的愛。

剛離世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
世，在他的《天主是愛》通諭中告訴我
們：「愛在生命的進程中改變和成熟」
，而他的一生，他的退位，正正見證
了他愛主愛人的舉措，和把教會建設
成為一個實踐愛德的團體的努力。

能夠認清善惡的本質，明瞭生
死的意義，是構建「愛的教育」的重
要組成部分。烏克蘭土地上哀慟的
呼號，令我們明白「愛與和平」的重
要；飽受疫情衝擊的澳門，也到了重
新出發的時候。

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十字架，
當你的近人背得吃力或不支時，伸
出愛的援手很重要。耶穌在前往加
爾瓦略山的苦路上，有西滿為他分
擔十字架的重負。今天，誰願意伸出
愛的援手，把永恆承傳下去？

https://bit.ly/3C72w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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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這麼近那麼遠

本篤十六世留給我們的……十字
路上

教育
視點

有一句連小孩都知道的成語
叫「依樣畫葫蘆」，用來形容今天澳
門天主教學校最為貼切。本來，教
會學校具有與別校不同的特色，可
惜，目前教會學校普遍自信不足，
千方百計扮名校，忘了自身的教育
初衷與特殊使命。

二○一五年號角報，陳玉葉寫
了一篇《生命教育在宗教科目中的
意義》，強調生命教育是天主教教
育的核心教學任務，她說：「生命教
育是為提升和豐富人對生命的意
義和價值而所進行一系列教育活
動，以拓展個人的生命和生活方式
為其根本目的。其主張為強調思索
個人自我肯定及生命存在的意義；
注重人際相處及尊重別人的價值

性活動；以知行合一為生命實踐的目
標，為整合『知情意行』的教育。」

疫情鬆綁後，澳門每天都有人過
世，病重與病危的亦很多，死亡的陰霾
史無前例地籠罩著澳門，人心惶惶。如
果教會學校一直秉持耶穌樂於面對生
死的教導去教育學生，教會學校將會
教出懂得生與死的意義與價值的青少
年。當人人都充滿恐懼去面對生離死
別時，青少年可以率性表露出無懼生
死的勇氣，將為活在他們身邊的親朋
戚友是一份彌足珍貴的禮物，而他們
亦會被號稱為天選之人啊！

無忘初衷，追求知識只是教會學
校的基本任務，追求生與死的證悟才
是教會學校在地上的獨特教育使命！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一年
將盡的時候離開了人間，回到天父
的懷抱了。人們對他的第一印象，
可能就是他在任期間主動請辭。對
他認識深一點的是，可能會知道他
是一位學者教宗，著作等身，在捍
衛、整理、推廣信理方面不遺餘力。

除了以上種種，榮休教宗也是
一位關心中國教會的教宗。當他還
是樞機的時候，就曾經在一九九七
年到訪本澳，並與時任林家駿主教
會面。而在他在任教宗時，不但為
在中國內地生活的神長和教友們
致函，對他們表示關懷，並就在內
地度信仰生活提供提示，更重要的
是，把每年的五月二十四日、聖母
進教之祐瞻禮訂為「為中國之教會
祈禱日」，讓全世界的天主教友有

機會以祈禱，與在中國的教會聯合一
起。

我們生活在澳門的教友們，回
想起本篤十六世，他留給我們的，是
一種責任：我們要認識到，澳門地方
小，人口不多，也正處於一個日益複
雜多變的社會，以及全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中。身為中國的一份子，
由於「一國兩制」帶來的空間，在《基
本法》保障下，我們仍然享有宗教信
仰自由。我們既要繼續為中國內地的
弟兄姐妹祈禱，也要珍惜自身能夠實
踐信仰的時間。但願我們能夠不但透
過各種外在可見的事業，更透過每位
教友自身在日常生活的言行，活出真
正的信仰，發揮應有的角色，為主作
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