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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若望保祿

一世基金會（la 
Fondazione Vaticana 
Giovanni Paolo I）是
去年春天向現任教宗

方濟各提出申請，經

過批准而成立，致力研究「可敬者」教宗若望

保祿一世的思想和教義之機構。基金會的宗旨

除了保護及保存其留下之文化和宗教遺產，以

史學角度闡述其教義和思想，舉辦各類相關研

討、論壇、學術交流講座，亦將設立獎項和獎

學金來培養和嘉勉研究學者，並出版相關書籍

等。

會長為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樞
機，這是首次聖座基金會由國務卿擔任。與教

宗若望保祿一世同樣來自義大利北部威尼托

（Veneto）省的帕羅林樞機表示：「若望保祿一

世的生平，正是一位親民牧者的故事，他對社

會問題具有極高的敏銳度，其訓導合乎時宜。」

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本名阿爾比諾．盧恰尼

（Albino Luciani，1912年10月17日-1978年9月28
日），於1978年8月26日被選為伯多祿的繼承

人、羅馬的主教、普世教會的代表。然而，在位

僅34天，即因心臟病突發而安息主懷，享年65

歲，他是天主教的第263任教宗，是歷任教宗任

期最短的，是目前最後一位義大利籍教宗，亦

是梵蒂岡城國的第5任元首。

20世紀由於科技進步，顛覆了人類生活方

式，是個特殊且劃時代的世紀。若望保祿一世

是一位完完全全活在此巨大革新世紀裡的教

宗：第一位出生於20世紀也是逝世於20世紀，

亦是20世紀最快被選出的教宗（26小時內旋即

以高票當選）。他一直在天主的葡萄園中辛勤

耕作、用智慧和創造力傳達信仰，學識淵博、

文學造詣深厚、溫仁謙遜、平易近人的性格及

領導力早已人盡皆知，因此，在教宗「秘密會

議」（conclave）選舉中全場幾乎無異議通過。
盧恰尼也是第一位使用「若望」及「保祿」

雙名的教宗；在短短1個多月的在位期間，他改

變了人們對教宗高不可攀的形象，是首位拒絕

舉行加冕儀式和不戴三重冠，不坐御座椅的伯

多祿繼承人，並以「我」（io）來自稱，而非使
用之前莊嚴複數的「朕」（pluralis maiestatis）
表達，呈現教會的新形象，他總是面帶笑容，

因而有「微笑教宗」（Il Papa del sorriso）
之雅稱。

基金會副會長法拉斯卡

（Stefania Falasca）女士是聖
座新聞室認證的梵蒂岡資深

記者，身兼數職的她目前亦

是義大利第四大報《未來報／

Avvenire》記者，在接受專訪時

介紹：「這1年來，新冠疫情的蔓延奪走了全球

逾402萬人的性命，1億8673多萬人被感染，世

界近乎處於「停擺」狀態，基金會卻毅然地決

定於此刻誕生，更是馬不停蹄地作業，在短短1

年內取得了多項成效，如：

──在羅馬和梵蒂岡交界的協和大道上（Via 
della Conciliazione）設立了正式辦公室。
──建立了義文和英文新網站http:/ /www.

fondazionevaticanagpi.va/it.html。
──基金會正與梵蒂岡圖書館合作，把資料

數據化，方便系統性的管理，提供資源共享。

目前，正著手掃描教宗若望保祿一世自1960至

1978年的66篇親筆日記。

──成立檔案室，將教宗若望保祿一世之64

個個人資料檔案，再度從其曾任職威尼斯總主

教歷史檔案館移轉至聖座基金會辦公室內。」

副會長法拉斯卡透露：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有

一個伴隨一生的「隨身行李」，經過年深月久，

行李越來越沉重，於當選教宗後亦跟著來到梵

蒂岡使徒宮，此「隨身行李」包含：記事簿、筆

記本、彌撒登記帳本、照片、書、手稿、信函

等。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是位求知欲極強且孜孜

不倦的教宗，他堅信天主的慈悲憐憫，在無電

腦的時代，走筆如行雲流水，密密麻麻的筆跡

將自己的道理闡述、思緒、訓導均一一透過筆

尖記錄下來，這些資料於1978年9月28日他歸

主懷抱後，被送回威尼斯的總主教宮，漸被擱

置遺忘，直至2000年才開始受到重視。

法拉斯卡女士於2007年被邀請為這位教宗

進行封聖的研究調查、審核與確認，並開始研

究這些個人檔案資料，檔案內容含括課程講

座、會議演講稿、傳道講題、撰寫之文章等，

這跨越半世紀的64個個人珍貴文獻（自1929年

至1978年9月28日），恰是教宗若望保祿一世一

生的故事，如今，這些寶貴的史料在42年後再

度回到他位於羅馬的「家」，供後人持續研究

並推而廣之，著實難能可貴。

這位親民教宗的思想可以說涵蓋了天主教會

的過去、今日與未來，「其影響之大與在位時

間之短正好成反比」；1962年，教宗聖若望二

十三世（Giovanni XXIII）召開了「梵蒂岡第二
次大公會議」，打開了普世教會的新道路，讓

教會邁向

新紀元，

不幸隔年即蒙主寵召，而後由其繼任者聖保祿

六世（Paolo VI）完成，會議歷時3年，於1965年
12月8日結束。這是天主教史上規模最大，參加

人數最多，發表文件最多的一次會議，當時百

餘場的會議共分4個階段，而此位後來成為教

宗的盧恰尼主教正是全程參與的主教之一，此

獨一無二「身之所歷，目之所見」的親身經歷，

讓他得到與眾不同的經驗，可了解他決定以影

響他生命的「若望」及「保祿」兩位教宗為其

名號的原因。

此「大公會議的宗徒」延續了前兩位教宗的

理念，在其上任1個月即將梵二會議的成果開

始一一實現，並讓之後的伯多祿繼承人傳承下

來：回歸福音源頭、更新傳教精神、團結互助、

重返教會的清貧、兄弟情誼、追求世界和平、

與時代及不同宗教或者國與國間做對話交流

等。表明教會無論在國際或牧靈上能以「兄弟

情誼」為基礎，為人類做出貢獻，與國際合作，

尋求和平、安全和發展的最佳解決方案⋯⋯解

除武裝和人道主義援助；而在牧靈上，教宗若

望保祿一世曾道出：「如果和那些彼此相親相

愛、視同手足、承認天主為唯一父親的人一起

進步，是一件美好的事。」1978 年9 月4 日，他
在接待上百位國際傳教士代表時表示，「我們

的心是向著所有人、不同文化和各個種族」，

「沒有奇蹟可解決世界問題，但可以提供寶貴

意見：秉持共同解決問題的態度，將其放入普

世慈善仁愛中，因為教會是向世上所有人傳福

音的謙卑使者，為正義、兄弟情誼、團結一致和

希望貢獻己力，世界與它同生死共存亡。」梵二

成果即今日教會方向，在教宗方濟各的各項政

策亦展現無遺，方式雖不同，理念卻一致。

若望保祿一世教宗一生如曇花一現，雖然短

暫，綻放時卻是如此與眾不同，又超凡脫俗，

正如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提出的觀點「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Ogni 
vera storia è storia contemporanea），會長帕羅
林樞機曾表示，若望保祿一世不平凡的故事，

是世界的恩典，註定要成為歷史。這位教宗活

出了歷史也寫出了歷史，甫成立的梵蒂岡若望

保祿一世基金會是當務之急，將為他留下之神

學、文化及精神遺產化作永恆。

▲基金會會長帕羅林樞機

（Card. Pietro Parolin）

▲「可敬者」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活出歷史也寫出了歷史。

■文．圖／曾廣儀（駐梵蒂岡華人記者）

梵蒂岡若望保祿一世基金會

▲盧恰尼教宗最後親筆：

「Ch’io vi ami sempre +」

（我越來越愛祢 )

▲法拉斯卡女士（右）研究教宗

若望保祿一世之個人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