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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们愉快的聚在一起工作，共

同解答宗教常识问答竞赛，这是不同宗教代表们在

总教区圣诞庆祝活动中的桌上游戏之一。　

由天主教总教区宗教对话委员会（ACCIRD）

主办的年度庆祝活动，于12月28日假圣德肋撒堂举

行。约100人出席，这是总教区第四次主办这样的庆

祝活动。

吴诚才总主教在致欢迎辞时，向宗教代表们解释

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是我们人类的庆典⋯，这

婴孩是为了我们诞生的，他是基督，是我们人类的

光明。” 

然而，吴总主教指出，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已经在

俗化的世界里消失了。

至于宗教对话如何能参与圣诞节的庆祝，他分享

虽然不同的宗教庆祝不同的节日，但“我们有一个

共同点，就是我们的人性。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致

力于追求和平、和谐与团结。”

然后，王菲立蒙席简单扼要地分享有关新加坡的

教会史，包括圣德肋撒堂的历史。

堂区合唱团也受邀为出席的宾主们报佳音。

当天的活动在各宗教代表共进晚餐、彼此交流与

游戏中结束。

一些代表接受英文公教报访问时，分享他们对庆

祝活动的看法。

“般若念佛堂”导师友广法师说，联合宗教的

圣诞庆祝活动成为“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一座桥

梁。”他补充说：“这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的宗

教和传统。”

道教青年组秘书长庄光栋认同友广法师的说话， 

他说：“时下的年轻人把节日看作是共聚和社交聚

会的时候。”

克里斯南兴都庙理事会主席 P. Sivaraman 认为，

参与这活动令人感到非常愉快和轻松。人们聚在这

里，即使对其他信仰不了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来

就是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信仰。”　  

　　　　　　　　　　　（图：新加坡总教区）

教宗方济各在慈悲特殊禧年诏书中提到：

“圣门成为慈悲之门；所有经过慈悲之门进来的

人，都要经验天主的爱；天主要施以安慰、宽

仁，并注入希望。”

在圣年期间，每个地方教会都直接参与和生

活出圣年，作为恩宠与灵性更新的特殊时刻。这

样，禧年将同时在罗马及地方教会庆祝，成为普

世教会共融的可见标记。

教宗指出慈悲是为要达到目标，要求奉献和牺

牲。愿朝圣成为一股悔改的动力：跨过圣门，寻

获力量，去拥抱天主的慈悲，并奉献自己，以慈

悲待人，正如天父慈悲地看顾了我们。

教宗方济各12月8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

敞开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宣布慈悲禧年正式开

启后，在弥撒讲道中，谈到跨越圣门的意义说：

“跨越圣门意即发现天父慈悲的深奥，祂接纳众

人，与每个人相遇。这禧年将是增强慈悲信念的一

年。”

教宗说：“若我们先断定天主以祂的审判来惩

罚我们的罪，而看不到天主仁慈的宽恕，我们对

天主及祂恩宠的错怪将有多么大啊！是的，正是如

此。我们必须视仁慈比审判更重要；无论如何，天

主总是依照祂的仁慈来审判我们。因此，跨越圣门

是使我们感受到自己参与了这爱及温柔的奥迹。”

新加坡总教区指定五间教堂设有圣门，准备去

朝圣的个人或团体，可以向以下的教堂询问：

⒈　神圣慈悲堂(Church of Divine Mercy)，
       19 Pasir Ris Street 72 Singapore 518771
　　圣门开放时间：早上7时至晚上9时

       电话： 6583 3378 
⒉　圣文生堂(Church of St Vincent de Paul)，
         301 Yio Chu Kang Road Singapore 805910
       圣门开放时间：早上8时至晚上8时

       (公共假日除外）电话： 6482 0959
⒊　圣心堂(Church of the Sacred Heart), 
       111 Tank Road Singapore 238069
       圣门开放时间：早上6时30分至晚上8时

　　电话： 6737 9285
⒋　圣十字架堂(Church of the Holy Cross), 
       450 Clementi Avenue 1 Singapore 129955
       圣门开放时间：早上6时至晚上7时

       (公共假日除外）电话：6777 5858
⒌　耶稣复活堂(Church of the Risen Christ), 
       91 Toa Payoh Central Singapore 319193
       圣门开放时间：早上6时30分至晚上7时

       电话： 6253 2166
教宗说：“圣门是真正的慈悲之门，它指的是

耶稣本身。跨越圣门表示我们相信主耶稣来不是

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拯救。当我们跨越圣门时，

我们也应记得敞开心门，不把任何人排除在外，

即使是那些令我们厌恶的人。”　

　    （图：新加坡总教区、耶稣复活堂网页）

跨过圣门 寻获力量 去拥抱天主的慈悲

不同宗教团体欢度友爱的圣诞聚会

p吴总主教主持神圣慈悲堂的圣门开启礼

p沈再德神父开启耶稣复活堂的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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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圣诞堂

2016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
正当大家在忙着庆祝新年之际，圣亚
纳堂华委邀请了圣衣会的林长震神父
为教友主讲“慈悲年灵修日”，准备
大家好好地度过慈悲特殊禧年。

当天早上10点正，灵修日首先以一
台感恩祭开始，庆祝天主之母占礼，
由林长震神父主祭。

弥撒后，第一讲是由林神父给大
家讲解和好圣事。他说：天父富于慈
悲，一直在等着我们回头，所以不要
害怕办和好圣事。他举例说：发怒有
不同的原因，罪也是不同的。但是，
天父都会宽恕。天父天天正在门口等
着我们回家。

午餐后，有2个讲座。林神父在
第二讲提到：“在慈悲禧年里，我们
要体验天主的慈悲，他用慈悲的双手
拥抱我们，背着我们回家。我们被召
叫成为慈悲的使者，去彰显天主的慈
悲。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福传、
善工⋯），都要带着慈悲去传慈悲的

福音。”
神父强调“慈悲是行动，不是讲

道理而已。我们要走出去，而不仅只
是祈祷念经，而是要彰显天主的慈
悲。教宗在阿根廷看到很多平民，非
常辛苦，也有很多的问题。他了解他
们，也常常为他们呼吁。所以，他对
慈悲的看法也很不一样。因此，我们
也要走出去，去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
做的。神父分享自己到医院去探访病
人的经验，一位老人由于没有人来探
访，见到神父就感动到流泪，说他住
院那么久，才有人来看他，所以，非
常开心。这就是慈悲。”

他说：“要做善工，不一定要到老
人院。我们的周围就有人需要我们。
慈悲是耶稣基督宣讲的中心：“我喜
欢仁爱胜过祭献”。天主通过我们的
双手要把人带回教会，去关怀那些有

需要的人。他要我们彰显天主的慈
悲，打开门去欢迎，去邀请弱势者、
边缘人。让他们感到被爱，被接纳，
如耶稣所作的一样。我们施捨时，要
看着对方，传达主的慈悲。”

林神父在第三讲中，解释慈悲主日
的内涵：慈悲主日是定在复活第二主
日。神圣慈悲九日敬礼从耶稣受难节
开始，由四旬期跨越复活节进入复活
期。从灵修角度来看，圣周五及圣周
六是人性的慈悲。而复活期却是天主
向人显示神性的慈悲。他说当耶稣向
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这图像表
示天主的慈悲，因为平安是慈悲的表
现方式。当耶稣显现给多默时，多默
体验到耶稣的慈悲，被主的慈悲所包
围。所以，多默宗徒可说是第一位慈
悲使徒。神父过后，又引用很多福音
章节，一步一步将天主慈悲带出来。

最后，林神父为参加者主持圣体治
愈。神父亲捧圣体到每一位参加者面
前，让他们面对主的圣体，体验主的
慈悲，经验主慈悲的双手的触摸。

其中一位参加者说：“主的圣体
这样接近我，我们需要耶稣来到我跟
前。”

另一位说：“我见过不少人因为
婚姻的关系，无法领受圣事。他们需
要天主的慈悲与怜悯，也要我们的关
心。”　　　　（文／图：蔡丹青）

慈悲年灵修日—如同天父满怀慈悲

在梵二闭幕五十周年之际，为让本
地教友对梵二有深一层的认识，教委
信仰培育小组与圣经协会于12月4至19
日联办圣经课程，讲题是“圣经与终
末观、圣经与梵二”，邀请苏发联修
士主讲，参加人数约40位。

在第一讲“圣经与终末观”中，苏
修士首先指出很多人把“终末神学”
的范围局限在“ 万民四末”，忽略了
基督的关键角色——唯有藉着基督才
得以到达天国；故探讨终末神学，必
须回到圣经，看基督事件与生者死者
在现今及将来的关系；基本上终末神
学的本质是希望。

他也与学员讨论以下问题
－强调万民四末会有什么不足？
－我的宠物会上天堂吗？
－恶人将在地狱永远受苦？
－神学家怎样看轮回？及
－为什么人的肉身必须复活？
他通过社会、科技、神学的进展及

圣经来解释终末神学，使大家对各问
题有更开阔的看法。

苏修士在接下来的“圣经与梵二”
七讲中，首先与学员们重温梵二，指
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开梵二的目
的，是为革新教会、促进基督徒合
一、维护世界和平；而要革新，就须
回到源头——圣经。

苏修士在讲座中，与参加者讨论
梵二文献当中，影响力最深远的七个
文献，即四部与教会根基有密切关
系的宪章及对外关系的法令／宣言：
《教会宪章》、《教会在现代世界牧
职宪章》、《礼仪宪章》、《天主的启

示教义宪章》、《大公主义法令》、
《信仰自由宣言》及《教会对非基督
宗教宣言》。

由于时间的限制，苏修士在课程
中，只能与大家探讨七个文献的主要精
神，无法详细逐条讲解。为了让参加者
对这些文献有更深的了解，修士也阐明
召开梵二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教
会的历史背景、教会的训导权、教会
的神学观⋯等；许多文献，尤其是《信
仰自由宣言》及《教会对非基督宗教宣
言》，是经过多场激烈的辩论才得以

完成，实在是得来不易。
然而，苏修士也强调梵二之所以

能够成功、有突破，证明与会主教们
看出来教会的信条，即信仰的丰厚宝
藏，是能与时并进的；世界在改变，
教会不能再沿用过时的标准来衡量信
仰自由，天主教作为普世教会，眼光
需看远些，胸襟更要宽阔些；而教会
在五十年前（梵二召开时）就有如此
宽阔胸襟，实属难得，也证明天主是
慈悲的，可包容一切。

好书推
介 灵旅笔影

有人活得迷糊，工作为赚
钱，有钱好生活；有人活得有
意义、有原则，不少活出的原
则，竟成为人生格言。人比人
气死人、有钱能使鬼推磨、宰
相肚里能撑船等。

为度基督徒生活的原则
和格言也不少，直到七十个
七次、像天父一样成全、神贫
的人有福气，背十字架跟我
走等。

本书作者从生活具体见
证故事，谈到基督徒生活原
则，并以圣经警句作结论，助
人深思默祷，强化基督徒生
活。

作者:方维平

售价:$12.00

即日起可在守礼社圣物店购得

慈悲禧年是天主以慈悲对待我们，也愿我们以
慈悲对待他人，这是见证福音的时期！

慈悲禧年2015年12月8日~2016年11月20日

在此慈悲禧年期间，本报欢迎教友来稿诉说自
己曾经验过的一些善行，因而从中受益或被感动。
内容可以是感谢、勉励或分享，藉此鼓励其他教友
力行仁爱宽恕。

来稿可以是数十字的短小留言，也可以是不超

过800 字的文章；本报可作编辑和删减。

　来稿请附上姓名（稿件可以笔名发表）、地址
与联络电话；可通过电邮haisingpao@carlo.org.sg，
或邮寄：225-B Queen Street, Singapore188552 或
传真63344370

你愿意以什么行动来度过慈悲禧年？

欢迎投稿海星报



海星报2016 年1月24日   教闻3

一月起为每月祈祷意向
教宗发表视频讯息（梵蒂冈电台讯）开启慈悲禧年和召集以

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是教宗方济各2015

年牧职中两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圣座副国务

卿贝丘总主教谈了他对教宗这两件重大盛事

的感想。

贝丘总主教首先谈到他在教宗宣布开启慈

悲禧年时的心情。他说：“令我深受感动并

默存心中的，是教宗告诉我他要开启慈悲禧

年的那一时刻。我看到他那么的喜悦，因为

他知道这是向世界提供的一个独特机会，一

个体验天主慈悲的机会。此外，圣父选择敞

开各地圣门，这表示他渴望让每个人都有机

会得享圣年带来的恩惠。他不担心在罗马的

大量人潮，只担心如何让每个人都能体验到

天主的良善与仁爱。”

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是教宗方济

各在2015年当中的另一个里程碑。那么，

教宗经常谈及的众议精神是否能不仅在教会

高层，也能在教会中传递呢？贝丘总主教表

示：“这当然是一个愿望，但传递这精神并

将之付诸施行却不容易。不过，我看到四周

有很多善意。”

“我们必须改变思想，从一个垂直的教

会转变为一个‘共融的教会’，懂得使圣统

制与共融的幅度和谐相处。换句话说，就是

让圣神，共融的精神进入我们的各种教会

结构：在堂区中，牧灵委员会；在教区中，

教区司铎评议会及牧灵委员会。正如教宗在

召开世界主教会议时实施并帮助神长们活

出‘共融’精神那样，各主教团在各自的会

议中也应如此。”

贝丘总主教接着表示：“懂得表达自己

的意见，这对我们很重要。教宗希望每位信

徒在拟定文件或作决定的时刻都能感到自己

负有的责任。活出众议精神，活出‘共融精

神’意味着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

也能自由地放下自己的意见去接纳别人的意

见。”

“在我们当中不该存在强迫别人接纳自己

意见的思潮：留下空间让圣神来引导我们的

主张，我们的决定，这为我们很重要！另一

方面，在综合各种意见时权威必须介入，而

共融并不表示消除权威的作用或使之变得模

糊。可见，实行众议精神并非容易！不过，

我看到在我们的会议中正在尝试，正在设法

活出这‘共融’的一面。”

教宗：歌唱能教化人心

2015年教宗的两个重要时刻

（梵蒂冈电 台 讯 ） 教 宗

方济各已从2016年1月起为

每个月的祈祷意向发表视频

讯息。这是祈祷宗会的全新

创举，于1月6日正式上路。

国际祈祷宗会主任、耶稣会

士 福 尔 诺 斯 神 父 1 月 4 日 向

梵蒂冈电台表示，“祈祷宗

会是教宗的全球祈祷网络，

为人类的挑战和教会的使命

效劳。这些是教宗每个月的

祈祷意向，帮助我们更加认

识 当 今 世 界 的 重 大 挑 战 。

在这慈悲禧年期间，为了促

进众人认识人类向教会使命

所提出的挑战，我们要用视

频 加 以 介 绍 。 视 频 将 以 1 0

种语言呈现，包括中文和阿

拉伯文，发布在各大社交网

络，诸如脸书、推特、图享

（Instagram）和Youtube，

好 让 所 有 渴 望 为 人 类 当 前

的挑战而祈祷的人，不论天

主教徒与否，动员起来与教

宗方济各一起为这些挑战祈

祷。”

教宗方济各是以西班牙

语录制视频讯息，因为那是

他的母语，他心灵的语言、

祈祷的语言，也是他与上主

建立亲密关系的语言。

福尔诺斯神父还祝愿，

“这些视频讯息有助于我们

向他人、向人类的重大挑战

敞开心门。这些挑战关系到

众多男女、家庭和儿童。这

些视频敦促我们以祈祷和行

动介入这些挑战，让我们的

世界更加团结互助、慈悲相

待，以克胜冷漠”。

教宗方济各1月的祈祷意

向：他祈愿宗教之间的诚挚

交谈能结出正义与和平的果

实。他热切关心的这个主题

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为

当今世界很不幸地存在诸多

冲突，甚至假借天主的名义

而施行暴力。

“唯有透过交谈，我们

才能消除歧视和不宽容。宗

教交谈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条

件，我们不应该停止为此祈

祷，并与那些想法不同的人

合作。你想要作些贡献吗？

我嘱咐你们传播我这个月的

祈祷意向：愿不同宗教信仰

的男女之间的诚挚交谈能结

出正义与和平的果实。”

“许多人想法不同，感

觉不同，以不同方式寻找或

遇见天主；包括那些秉持不

可知论，不晓得天主存在与

否的人，以及那些自称是无

神论者的人。我们唯一全然

确定的是：我们都是天主的

子女。”

（梵蒂冈电台讯）普世教会于1月6日主显

节庆祝世界儿童传教日，旨在鼓励儿童与青少

年向同龄夥伴传播福音，彼此团结互助。本届

世界儿童传教日的主题为“贫穷如同耶稣”，

当天各地圣堂所募得的善款都将用来资助多项

普世传教计划。

意大利宗座传教善会主任奥托罗神父在世

界儿童传教日前夕向梵蒂冈电台解释本届主题

说：“这个主题首先教导我们要注视耶稣的贫

穷，这几天我们也默观了祂在白冷城的贫困处

境。再者，这主题也引导我们关注世界上许多

儿童的生活条件。”

贫穷的主题与世界儿童传教日的起源息息

相关。奥托罗神父指出，这个以儿童为主角的

传教日始于19世纪中叶，“其创始人法国主

教福尔班·让松接获了许多在中国等地福传的

传教士的信件，对众多儿童的贫困生活条件深

感震惊。这位主教与传信善会创始人雅里各女

士会晤商讨后，决定让儿童们也参与关怀并援

助世界各地的其他儿童，同时教导他们投身于

传教工作”。

华人天主教会礼仪专家
赵一舟蒙席逝世备享哀荣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12月31日在

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第40届国际青少

年合唱大会约6千名与会青年。大会从去年12

月28日至今年元旦在罗马举行，主题为“唱

出你们的希望”。来自18个国家的与会青年

在罗马许多圣堂举行音乐会，以他们的天籁

之声一同欢庆慈悲禧年，为天主的和平齐声诵

唱。

教宗在这次会晤中手持了一张写了6个问

题的字条，逐一答覆这些青年的提问。有些提

问关乎信仰的重大课题，诸如善恶之间永无止

境的斗争。教宗概述了战争、饥荒、不公等种

种丑恶的事，强调善确实存在，即使它不太受

人们的欢迎。

青少年询问教宗方济各如何保持温和善

良，他难道不会动怒吗？教宗指出，“除了天

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你知道我是如

何变得稍微良善吗？就是亲近上主。我向上主

祈求说：‘主啊！愿我不是个大罪人、不要太

坏；愿我不对任何人心存恶意，没有嫉妒心；

愿我不加入这许多的派系等等。’总之，要祈

求良善的恩宠，因为只有天主是善的。”

至 于 教 宗 方 济 各 是 否 会 动 怒 ， 他 坦

言：“我也会动怒，但我不会伤害别人！我

有时动怒，但一想到自己偶尔也令别人生气，

就会冷静下来。怒火不仅会伤害别人，也会

毒害你自己。动怒、吼叫和斥责别人的习惯都

是毒药。我问你们：耶稣的心是甘甜还是苦涩

的？”青年们回答说：“是甘甜的。”教宗

解释道：“耶稣的心为何甘甜？因为当祂动怒

时，不会让怒火攻心，只要纠正错误后，就恢

复平静。”

针对教宗方济各的新年新希望，他期许自

己“更勤于祈祷”。“对一名主教而言，首要

之务便是祈祷：不能在教会里做个主教，却不

将祈祷置于首位；其次是宣讲福音。这几天我

所想到的新年新希望便是要更勤于祈祷。”

面对这些训练有素的合唱团少年们，教宗

称赞他们的音乐素养，坦承自己没有音乐天

分，并分享了儿时的趣事说：“小时候，我的

母亲每周六下午两点都会叫我们5个兄弟姊妹

坐在收音机前。我们收听的是哪个节目呢？每

周六下午都会播送歌剧，我母亲便教导我们那

出歌剧。我从小就培养了听人唱歌的嗜好。我

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歌唱能教化人心，对心灵

大有裨益。”

（天主教周报讯）华人天

主教会礼仪专家赵一舟蒙席

2015年12月17日晚间6时35

分在桃园圣保禄医院蒙主恩

召，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秘书

处12月21日上午9时起，在主

教团1楼设置灵堂，供人追怀

赵一舟蒙席的“牧灵心、礼仪

情”。主教团秘书处秘书长陈

科神父并在12月21日上午率

主教团所有员工，在赵一舟蒙

席灵堂前追思祈祷。

赵蒙席灵堂陈设隆重而简

朴，复活蜡烛伴随着赵蒙席依

然笑容可掬的照片，令人不禁

想起赵蒙席生前常常笑谈他的

女友“李德姬（Liturgy：礼仪

的音译）”的神采。陈科神父

带领大家恭念慈悲串经后，向

赵蒙席的灵位行三鞠躬礼。

赵一舟蒙席殡葬弥撒，已

于2016年1月9日上午9时30

分，在新竹教区圣母圣心主教

座堂举行。

赵蒙席2014年4月18日才

在主教团秘书处欢度晋铎60

周年钻石庆和88岁生日。赵

蒙席1926年出生于河北省，

自法国学成之后，在菲律宾服

务一段时间，1967年，应郭

若石总主教的聘请，在台湾主

教团礼仪委员会担任秘书，从

事翻译、写作工作，出版不计

其数的礼仪书籍，包括《感恩

祭典》的完成。华人教友最悉

的礼仪用语“弥撒”、“圣体

圣事”、“感恩祭”，都是出

自赵蒙席之笔，是本地及华人

教会礼仪更新的重要推手。

感谢赵蒙席毕生致力提振

信友的礼仪生活，祈愿仁慈的

上主派遣圣神，帮助天主子民

因赵蒙席的用心，更了解礼仪

的精神，并在庆典和生活中与

主相遇，圣化自己和世界。

赵蒙席曾于马新四教区金

马仑讲习会及新加坡圣心堂主

持礼仪讲座。

世界儿童传教日：贫穷如同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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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峰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请继续

看下去。

也许你是认识我的人，也听过福

音，那么请你务必再看一遍；如果我

们认识，我却因为怯懦从来没有向你

讲过福音，那么请你务必给我这个机

会还债；如果我们素不相识，你只是

无意间路过我的空间，也请你务必停

留，因为我所要讲的信息是关乎生死

的，是救命的。

我要呼天唤地的大声疾呼：审判

快来了，我们要悔改！

一个可怕的事实是这样的：

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甚

至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已经分毫不差

地记录在天主的案卷上了。

你在人背后所说的一切话，在隐

秘处做的一切事，心中一切隐秘的恶

念，天主都知道，祂也都记得。

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站

在主的审判台前接受天主公义的审

判，那时每个人要按照案卷记载的一

切，或善或恶受报应。

圣经说：“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

生名册上，这人就被扔在火湖里。”

朋友啊！赶快扪心自问，到了那

一天，你真的能坦然无惧，面无愧色

的站在圣洁的主面前吗？

我知道很多人会对这些话嗤之以

鼻，是的！在这个黑暗堕落、物欲横

流的世界，人们迷失了、麻木了、被

金钱、权力、物欲、虚荣、骄傲、偏

见、知识、冷漠、罪恶弄瞎了眼睛，

甚至相信自己没有灵魂。

不！朋友，你是有灵魂的。

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

与永恒相比，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但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却要存留到永

远。而你要在哪里度过永远，却取决

于你在世上这短暂的一生。

别再继续上当了，别再相信荒谬

而不负责任的进化论和无神论几十年

来的蛊惑了！

它们用一套完全不符合科学和基

本逻辑的假说来诱导你相信你没有灵

魂，其实却把你的灵魂引向地狱。

它们无法负责你的灵魂，你要为

自己的灵魂负责，聪明人要赶紧为永

恒做打算。

这个世界也在骗人，它鼓动你要

不停地追求更多的筹码：更高的学

历，更显赫的社会地位，更多的收

入，更好的声誉，更大的权力，更多

的知识，更多的爱⋯。

人们上了当，以为这些东西越

多，自己就越有价值，就越安全。

朋友，这些丝毫救不了你！

在审判的日子，天主决不会因为

这些外在的东西手下留情。

世人都看外表，天主却看内心。

也不要以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高

尚能救人，精神是精神，灵魂是灵

魂。人的灵若不与造他的天主相联，

这灵就是死的，文学、艺术、哲学甚

至宗教都不能救人。

只有天主能救人。

我们完了！是吧？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我们落入

公义的天主的手里，面对祂愤怒的审

判，我敢说我们都完了！

我肯定是完了。

我敢说当一切暗地里的事情都显

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问心无愧地将

自己一切的案卷公诸于世，甚至连自

己的家人和爱人都无法面对，更不用

说在烈火般圣洁、嫉恶如仇的天主面

前了。

然而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传给了我

们。朋友们啊，这惊人的好消息就

是：“审判我们的天主因为爱我们的

缘故，亲自成为人来到人间，就是

道成肉身的耶稣，祂心甘情愿替我们

死，祂因为爱的缘故甘愿承担我们一

切的罪，并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

血为我们赎罪。并且祂战胜了死亡，

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盼望。没有别的条

件，只要相信祂的人都可以分得这份

极其昂贵的救恩，在审判的时候不被

定罪，且要复活，得到永生。”

朋友啊！这两千年前从耶路撒冷

传出的好消息今天传给你了，这不是

对别人说的，而是对你说的呀。

朋友啊，千万不要对这话不屑一

顾，这是救命的福音啊！

我虽然完全无法理解耶稣为何竟

然如此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连命都不

要了，但我唯一知道的是，在这样令

人又惊又喜的恩典面前，我惟有俯伏

在祂面前，感激涕零的接受，并且一

生一世赞美感谢祂。

因为祂是我的救命恩人，祂用自

己的命换了我的命。

那鞭子本来应该抽在我身上，那

铁钉本来应该钉穿我的手掌和脚掌，

但我的主为我受了。

朋友啊，祂也为你受了这一切，

看看十字架上张开双臂的耶稣，祂爱

你到这个地步，你不看祂一眼吗？你

不可怜可怜祂吗？

天主知道我们支付不起任何代价

来买这份救恩，因此祂决定，凡是信

的人就可以得救。

正如一份珍贵的礼物摆在每个人

面前，凡是伸出手愿意接受的人就可

如果你还不知道耶稣 
活动消息

春节感恩弥撒
日期：2月8日（星期一）

时间：下午2时

地点：圣弥额尔堂二楼课室

内容：感恩祭和包饺子

主祭：张伟神父

主办：途羊之家－中国教友团体

报名：陈　松 9181 3788

           陈文珠 9729 6307

欢迎中国朋友与教友们出席

  U U U U U U U U

圣安多尼堂神恩复兴团体 
二月份新春祈祷聚会

主题：感恩

主讲：林长震神父

日期：2月13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7时30分

地点：St. Thomas Aquinas Room

形式：敬拜与赞美，感恩祈祷和新春

　　　聚餐。

询问：范洲南 9684 8989 

　　　黄莉莉 9786 1974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

欢迎大家带家人和亲友们出席

U U U U U U U U

《活出圣言》摄影比赛
主题：上主的慈悲

宗旨：为配合“慈悲圣年”， 把生活中

　　　活出圣言的真实例子以摄影的方

           式记录下来，为主作证，也藉此推

           广人们对圣言的认识

报名细节：请看网页

https://sites.google.com/site/bibleassociation/

作品规格：数码相片（上载网址将个别

                  通知）

评分标准：符合题目(50%)，

　　　　　感染力 (30%)，

　　　　　影像素质(20%)

比赛奖品：金($300)、银($200)、

                  铜($100)，名额视水平而定

截止日期： 6月10日

颁奖日期： 7月10日（圣经主日）

作品题目：同一个题目，每名参加者只

　　　　　 可呈上一件参赛作品

1.   上主，求你忆及你的仁慈和恩爱，因

　 为它们由亘古以来就常存在(咏25:6)

2.   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

　怜悯(玛5:7)

3.   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

     献’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来召义人，

     而是来召 罪人(玛9:13)

4.   你们应当慈悲，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

     悲(路6:36)

5.   所以我们要怀着依恃的心，走进恩宠

      的宝座，以获得仁慈，寻到恩宠，作

      及时的扶助(希4:16)

联络：郑爱源　9754 6797   
           梁毓才　9653 8693
　       黄昭荣　9638 4694
           周聪晋　9738 6348  

主办：圣经协会 

以得到。

还有比这个更慷慨的赠与吗？

只要信，就可以得救。

如今，这份珍贵的礼物：救恩，

就摆在你面前，只要你相信就能得

到，你还要拒绝吗？

只要心里对天主说：“主啊，我

承认我是个有罪的人，谢谢你为我的

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我的

心，请你作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这

份救恩。以上所求是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们！”

从此努力遵行天主的旨意，成就

圣洁，你就能得救了！

你的名字就被记录在生命名册上

了，你的案卷上一切罪状都在瞬间被

涂抹了，你被赦免了，一切都过去

了，从此你有了崭新的生命，在天主

眼中，你比新生的婴儿都洁净，因为

耶稣基督的血将你洗净了。在你的灵

魂离开身体后，你会复活和进入永生

的天国。

这一切太奇妙了，好得让人难以

置信，但天主就是如此慷慨的设计预

备，赞美主！

这就是曾经传给我，我今天又传

给你的福音，这福音救了我，把我从

罪、死亡与审判之中救了出来，朋友

啊，我多么盼望着福音也能救你。

我不是癫狂，也不是一时性起。

我一想到不信的人将要面对的结

局，就担心得坐立不安，心里极其忧

虑难过。

朋友啊，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

了，剩下的我只能为你祈祷，愿天主

怜悯，也愿你思想一下，不要放过这

得到救恩的好机会 。

主内兄弟:侯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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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教友们在查经班正讨论着“善有善

报，因果循环”的问题时，神父也讲述他的见证。

他说：“善有善报”确实真有此事，是发生在一百

多年前的真人真事，不妨与大家分享。

神父接着说：“一百多年前的一天下午，在英

国的某个乡村，一个农夫正在忙着耕种，忽然他

听到从附近的河流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农夫立刻

飞奔河边，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把一个少年救起

来。附近有人急步奔来向农夫道谢后，就把少年扶

上车，回家去了。农夫后来才知道他救起的年轻人

是一个贵族子弟。过了几天，少年的父亲带着贵重

的礼物登门拜访农夫。农夫却拒绝厚礼，还说：

“我救人是出于良心，救人生命是应该的。”后

来农夫和老贵族成了好朋友。老贵族很敬佩农夫

的良善高尚的品格。他知道农夫的儿子聪明，读

书成绩优越。他决定资助农夫的儿子完成高等教

育。农夫接受这份馈赠，因为农夫终于实现他的梦

想――要孩子成才。老贵族自然心感安慰，因他能

让恩人实现梦想。农夫的儿子终于有机会改变命

运，几年后，他从伦敦圣玛丽医学院毕业了，而且

品学兼优，得到英国皇家授勋封爵，名声显赫。在

1945年他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他就是亚历山大弗

莱明――“青霉素”的发明家。

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期间，老贵族的儿子也长大

了，他同样也是学问渊博的高知识份子。不幸染上

严重的肺炎，幸好靠着“青霉素”，他痊愈了。他

就是鼎鼎大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农夫和老贵族都是在别人最须要帮助的时候，

伸出了援手，为他们的后代播下了善种。这种无私

的帮助和奉献――在冥冥之中会得到福报无穷。

神父最后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

报，时辰未到。”天主教还加上两句：“不在生

前，必在死后。”做善事得福报是理所当然的。

听完神父的见证，非常感动，立刻把事实写下与

大家分享：“善恶终有报应，只是来早或来迟。”

圣子耶稣给世人两条诫命：“第一条也是最大

的诫命，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

主。”（玛22:37）信徒全心、全灵、全意敬爱上

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祂的创造物。祂创造

日光、空气、水来养活我们的生命，更创造天地万

物（世上所有的动植物）作我们日用的食粮；还

以祂自己的圣体圣血作信徒的灵粮。日后回天国，

与祂同住同在同行，共享永生永福。第二条诫命：

“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玛22:39）这是

主耶稣的命令：祂要我们彼此相爱，如同祂爱了我

们一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

更大的爱情了。”（若15:12,13）

天主是爱，整本圣经也陈述天主的大爱。主耶

稣的出现就是彰显神爱世人到达颠峰；主耶稣在传

教的生涯中尽显奇事、奥迹，叫人心悦诚服地跟随

祂，做祂的门徒。祂行奇迹，以水变酒；平息风

浪，在水上行走；又展示良善的德行：如治好瘫

子、聋子、瞎子和痲疯病人⋯；感动匝凯自动捐钱

赔补过失；激励撒玛黎雅妇人，令她自动去宣讲耶

稣是默西亚；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群众；复活死人

等事实，见证天主的恩典。祂还派遣十二门徒去撒

播良善的种子，宣讲天国的福音，使人认罪悔改，

得以脱去旧人，成为新人，得到重生的新生命。

我们是天主教徒，要以主耶稣为榜样：上爱天

主下爱人。在教会内主耶稣是头，信徒是肢体，一

定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在能力范围内，尽量

伸出援手，出钱出力，帮助需要救助的人，施比

受更有福呀！定会得善果――福报无穷！

为善最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

环，是生生不息的。愿大家藉着天主恩赐的德

能，在世上多做善事，将来必得天主的助佑！

1. 教会对“大赦”的教导是什么？

天主教会对信仰和教义的综合正

典——《天主教要理》注明：“大

赦，是在‘罪过已蒙赦免’后，因罪

过而当受的暂罚，也在天主前获得宽

赦。按照指定的条件，准备妥当的信

友，通过教会的行动，获得暂罚的赦

免。教会是救恩的分施者，藉着自己

的权力，分施并应用基督及诸圣的补

赎宝库。”（要理1471）

要理指出，要充分了解教会有关

大赦的实行，人们有必要首先理解教

会对信仰中的忏悔圣事的教导。

要理规定在忏悔圣事中忏悔者必

须满足三个条件：

⑴痛悔——内心的伤痛和厌恶所

犯的罪过，并且立志将来不再犯罪；

⑵告明——在忏悔圣事或告解圣

事中向司铎告明自己的罪过；

⑶赎罪——补偿由罪过所造成的

伤害或损失，通常也称“补赎”。

明 白 了 “ 补 赎 ” 行 动 中 的 “ 补

偿”之后，才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

解“大赦”。

2. 什么是“暂罚”？

为受害者作出“补偿”是浅显而

容易明白的，为忏悔者而言，也需

要“补偿”本身。

当人们犯罪时，除了对别人造成

的“伤害”之外，也对本身造成“伤

害”。罪过“伤害”了我们与天主之

间的关系，我们感到与祂（暂时）分

离。如此，我们“处罚”了自己，也

因此，我们的灵性生活减弱了，我们

的德行减少了。所以，我们在忏悔圣

事或告解圣事中领受的“补赎”也是

为了“补偿”这个对本身造成的“伤

害”，使我们加强与天主的关系。这

种对本身及与天主关系的“伤害”，

教会传统称为“现世伤害”的“暂

罚”。

通过所行的爱德、牺牲、为近人

服务、施舍、接受生活的考验、祈

祷、守斋等等，我们逐渐“补偿”

或“补赎”这“暂罚”。

为 了 “ 补 偿 ” 及 “ 补 赎 ” 因 罪

过引起的“暂罚”，才是获得“大

赦”的重点。就是我们读要理时看到

的：“大赦，是在‘罪过已蒙赦免’

后，因罪过而当受的暂罚，也在天主

前获得宽赦。⋯”

3. 什么是“全大赦”？

“全大赦”就是指“暂罚”或“伤

害”已经获得“完全赦免”或“完全

补偿”。

4. 大赦如何帮助已亡亲人的灵魂？

在要理1479条中，我们看到：

“既然那些处于炼净过程之中的已亡

信友，是诸圣相通的肢体，我们能帮

助他们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他们获得

大赦，好免除他们罪过的暂罚。”

因此，我们可以为已亡亲人获得

大赦，为他们作意向祈祷和奉献。

5. 我们如何获得大赦？

⑴参与弥撒及领受圣体；

⑵忏悔圣事（告解）；

⑶为教宗的意向祈祷。

6. 在狱中、不良于行或卧病在床的人

如何获得大赦？

因患病或因合理的理由无法出门

的信友，可以通过与其他信友在心灵

上结合，获得全大赦。当教宗或主教

主礼时，他们可由电视、收音机广播

等方式，虔敬地以心神参礼。他们：

⑴诵念天主经；

⑵诵念信经；

⑶为教宗的意向祈祷，把自己的

困苦和不适奉献给天主。

⑷ 为 在 狱 中 的 人 士 ， 教 宗 说 ：

“他们可以在监狱中的小教堂获得大

赦。愿他们每次穿过牢房的门时把心

神和祈祷献给天父的举动，象征他们

穿过圣门那样，因为天主的慈悲能够

感化心灵，也能感化铁窗为自由的经

验。”

7. 我们什么时候能获得大赦？

⑴ 天 主 教 徒 在 慈 悲 特 殊 禧 年 中

（从2015年12月8日，聖母始胎无染

原罪瞻礼至2016年11月20日，耶稣基

督君王节）于特定的当地教堂可以穿

过特定的“圣门”或做一件心灵或物

质上的慈悲善行，参与当地主教规定

日子的弥撒或每日礼赞，就能获得大

赦。在新加坡，指定的教堂为圣文生

堂，圣十字架堂，上主慈悲堂，圣心

堂及复活堂。

⑵参与主教主祭的2015年12月8

日聖母始胎无染原罪瞻礼及2016年11

月20日耶稣基督君王节弥撒的天主教

徒也能获得大赦。其他因病或行动不

便或其他合理原因不能参与弥撒的，

只要他们诚心悔改，在电视或广播中

聆听主教宣讲大赦时祈祷，也能获得

大赦。

8. 还能从哪里获得大赦？

那些以朝圣方式参观圣殿，主教

座堂，地下墓穴或其他神圣地方的

人，也可获得大赦。他们要：

⑴参与礼仪或停留一段适当的时

间，以虔敬的默想作祈祷；

⑵结束时诵念天主经、信经及按

教宗的意向祈祷；

⑶恳求圣母玛利亚或其他圣人或

主保代祷。

9. 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不应当做哪

些事？

我们不要堕入迷信而认为大赦是

物质性或可算计的行为。“因为主要

的目的是在世上发展生活上的圣德至

最高的境界。因此，达到灵魂最高的

纯洁时，从大赦中可以得到极大的好

处。由于主耶稣所赐予的权力，教会

也提供给每个愿意跟从规定方式和行

为而获得大赦的人。”（圣座特赦法

院颁布全大赦法令）

 　　　　因果报应　善有善报

钟凤莲

慈悲禧年论获得大赦   关德安整理



以梵二对伦理神学的影响
为基礎，简述梵二对本地梵
二在“伦理生活要求深度”及
“伦理生活要求广度”方面，
对我的堂区：圣体堂及其教友
所产生的影响。

有关伦理生活的深度，梵
二强调伦理生活的中心在于人
心的深处。在每个人心灵的最
深处，他会表达自己对天主的
基本态度；他可能接受祂、爱
慕祂，不断地让祂影响自己的
生活；或者相反的，他可能拒
绝祂而宁愿以自我为一切行为
的目标。

简言之，基本抉择是伦理
生活的中心，它能不断地成
长、加深、肯定。

我 的 堂 区 ： 圣 体 堂 建 于
1963年，在梵二期间，来本
堂服务的是耶稣圣母圣心会荷
兰藉年轻神父，他们受梵二精
神的影响，鼓励教友在教会的
信仰和生活内的主动投身。

堂区内，教友们在神父的
推动下，按他们自身及堂区
的需要，成立很多教会组织：
例如圣母军、圣经小组、青少
年组织、邻里小组等。各小组
的基本要素是读经与祈祷，并
与耶稣建立亲密关系，活出福
音。另一方面，团体成员间，
通过相互的沟通及合作，增强
彼此的关系。

为提升教友的灵修，促进
团体之间的联系，堂区神父们
及牧灵理事会常举办多项灵修
活动，例如避静、信仰讲座、
学习天、教友革新体验等，教
友们反应颇佳，积极参与。

在多年培育之下，教友们
通过团体成员间的相互影响
及堂区灵修活动，逐渐迈向心
灵成熟的那个方向，与天主建
立关系，并在生命上更圆满地
回应天主的爱。在伦理取向
上，他们的基本抉择是天主，
且不断地成长和加深。他们更
乐意、更主动地去爱人，去宽
恕，去服务。

梵二以后，教会在伦理生
活方面，也要求广度。教友不
可只局限于个人生活和普通的
人际关系，而应多关心社会、
国家、世界。

其 实 ， 伦 理 生 活 的 “ 深
度”与“广度”密切相关。
拥有较“深度”伦理生活的
教友，更具“爱主爱人”的理
念，维护公义与人性尊严，主
动去尊重、关怀及爱护社会上
的贫困和弱小者，设法改善他
们的生活素质。

同时，堂区神父注重教友
伦理生活的广度，鼓励教友多
关心本地社会及邻近国家。

堂区圣文生善会关怀教堂
邻近女皇镇地区的贫穷家庭，
给予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援助，
带他们到圣淘沙、动物园游
玩，每月拜访体障者。

堂区紧随在达勉神父封圣
（2009年10月10日）之后，

成立“达勉神父”团体，以
圣达勉作为团体的楷模，其
目标是实行爱德与正义的工
作，达致教会的社会使命。
目前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邻近
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及柬
埔寨的儿童和青少年教育方
面，如建筑幼稚园、提供奖
学金，供应学童文具等。

此外，达勉神父团体与信

德音乐中心携手合作，定期
为麻疯病患复原中心的住户
们举办多项活动：郊游、表
演、娱乐、感恩祭，并成为
他们的朋友。

最后，我期望每位教友都
能参加一个教会组织，每年
一次避静或其他灵修活动。
这样，教友在个人灵修上能
得到更完善的培育，并在伦
理生活的深度及广度，继续
成长，成为更成熟的教友，
建设一个充满圣神、活力四
射的教会，为打造美好的世
界而努力。

贝塞特修士生于魁省，一出生就
患病，父亲深怕他无法存活，立即给
他领洗。12岁的他成了孤儿，寄居于
亲戚家，被迫和兄弟姐妹分散。因天
生体弱，他无法上学，无法工作，却
凭一颗善良、虔诚的心，为无数人代
祷，使他们痊愈、皈依。

10岁的贝塞特被诊患有胃病。因
消化不良，他只吃面粉混合着淡化
奶，有时也以面包沾着吃。因体质
弱，他只学会签名和识字。因贫穷，
他15岁就开始工作。但十年了，间中
去了美国四年，病弱的他一直无法找
到适合的工作。他唯一能做也常做的
就是长时间跪着做深入祈祷，甚至彻
夜不眠。

1868年，贝塞特的朋友发现他如
此虔诚时，就告知修道院院长安德烈
亚·普罗旺斯神父。贝塞特原本觉得
自己不配修道，但在神父的开导下，
在1870年11月22日，他来到圣十字架
会在蒙特利尔开办的大学。负责培育
新修生的神父早已收到普罗旺斯神父
的推荐信，信中写着：我派一位圣人
到你的团体。

接下来的40年，贝塞特修士在大
学担任看门的工作，保持环境干净
外，也是学生的理发师和护士，负责
邮件及派送包裹。每当有人请求修士
为他的病祈祷，或邀请他到家里为他
们祈祷时，贝塞特修士总不推辞，献
上圣若瑟的圣牌外，也劝请他们向圣

若瑟祈祷。有时，他从圣若瑟圣像前
取了几滴橄榄油，让信友涂抹在身
上。

因贝塞特修士的代祷，许多人被
治愈了。闻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当
然也不乏有传染病和疑难杂症的病
患。家长、同事和大学的医生都向教
会和卫生部投诉，担心会影响学生的
健康，还称贝塞特修士为江湖术士、
骗子。

1900年，修会买下了大学对面的
土地，并吩咐贝塞特修士在那里接待
来访的病人。殊不知贝塞特修士已为
这意向祈祷了6年，他希望在皇家山
上建立一间恭敬圣若瑟的小圣堂。贝
塞特修士在壁龛里供放圣若瑟的圣
像。凡来访的人，他都引荐到圣像
前，向圣若瑟祈祷。

贝塞特修士提出建造小圣堂时，
修会、大学委员会和蒙特利尔总主教
虽同意建设计划，却要他自己募款和
承担所有建筑费用。在人们的慷慨捐
助下，初步的圣所在1904年10月16日
建成。1908年至1912年，小圣堂被扩
大四倍，以容纳更多的朝圣者。每次
的扩充都是在公众的慷慨捐助下，如
期竣工、付款。1913年至1918年，小
圣堂已被扩大至可容纳千人，但来自
加拿大和美国的访客数量只增无减。

贝塞特修士每天朝九晚五的接见
访客并为来访的人们祈祷。到了傍
晚时就到病重的病患住处，为他们祈
祷。1920年，在他的推动下，圣堂开
始了每个星期五晚上的圣时及朝拜苦
路。后来也增添了福音阅读、圣家和
耶稣圣心的敬拜。

贝塞特修士和蔼、慈祥的笑颜始
终不变；接待人们时也一视同仁，
无宗教或社会阶级之分。1937年1月
6日，贝塞特修士蒙主恩召，享年91
岁。百万人到他灵前吊唁，加拿大更
是举国哀悼他的逝世。

他过世后所显的两个奇迹，一是
在1958年治愈了一位纽约人的癌症，
另一个是在1999年，使一名无辜被
卷入意外事故，并受到极大创伤的儿
童，得到惊人的复原。

简朴的贝塞特修士一生被病痛缠
身，却毫无怨言，反而视之为补赎。
他为人们代祷，甚至那些被医生断言
得了绝症的病人也因他的信德而被治
愈。虽被称为神圣奇迹的创造者，但
他始终坚持一切都是圣若瑟的功劳，
他只是个代祷的工具。他为人和善、
谦逊、乐于助人，对天主的全心信
赖，以及对圣若瑟这全教会主保的崇
敬，都值得我们学习。

（白美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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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圣人 	：圣安德烈亚·贝塞特修士	

梵二对本地教会和教友的影响 
文端

圣安德烈亚·贝塞特修士

Saint André Bessette

(1845年–1937年)

加拿大人

1982年5月23日列为真福

2010年10月17日册封为圣人

主保日定于1月6日 

(也是圣贝塞特修士的去世忌日)

加拿大首位受封的男圣人

加拿大圣十字架会会士

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山圣若瑟圣堂的创办人

我们的至亲

亚加大杨玉兰
安息主怀十周年纪念

2006 年 2 月16 日
丙戌年正月十九日

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
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
               　　　　　（若11:25）

全体家人　同追思

亲爱的 陈丽丽姐妹

安息主怀十周年纪念
( 2006年1月30日 )

怀念你的主内兄弟姐妹 同追思

主
内
连
系

怀
念
深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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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12月26日教会首

位殉道者圣斯德望庆日在三钟经祈祷中表示：“藉

着宽恕，我们以善制恶，化恨为爱，如此使得世界

更加纯净。”教宗强调，在怨恨中度日非常痛苦，

宽恕则使人靠近天主。

宽恕能治愈和更新心灵。教宗指出，我们每天

都有机会“培养宽恕的精神，好能体验这使人靠近

天主的崇高举动”。“我们由天主的宽恕而生”，

每次我们获得宽恕，“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重生，

获得更新”。

“如果我们愿意在信德上进步，首先必须接受

天主的宽恕，与天父相遇；祂总是给予宽恕，藉着

宽恕治愈心灵，重温爱情。我们要不知疲倦地祈求

天主的宽恕，因为只有当我们获得宽恕，感到自己

被宽恕时，我们才能学会宽恕”。

然而，宽恕总是如此艰难。我们该如何效法耶

稣呢？“为宽恕我们每日所受的或大或小的委屈”

，该从哪里开始呢？教宗答道：“从自己的内心开

始：我们可以藉着祈祷来面对我们感到的不满，把

那伤害我们的人托付于天主的慈悲。‘主啊，我为

他恳求祢’。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是否要宽恕

的内心挣扎已从罪恶中获得净化，祈祷与爱使我们

摆脱内心怨恨的枷锁。”

耶稣在十字架上恳求天父宽恕那些杀害祂的

人。圣斯德望也像耶稣一样恳求上主宽恕那些用

石头砸死他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位迫害教会的“青

年，名叫扫禄”。扫禄不久后成了保禄，外邦人的

宗徒。教宗说，“保禄生于天主的恩宠和斯德望的

宽恕”，生于一位见证人和殉道者的宽恕。“实际

上，真正的见证人必如同耶稣那样行事：祈祷、爱

和奉献，尤其是给予宽恕”。

在圣诞节我们默观了天主的慈悲之爱。在教会

纪念圣斯德望殉道的日子，“我们则看到相称于耶

稣门徒的回应，即舍弃性命”。昨天（圣诞节）救

主诞生于世，今天（圣斯德望庆日）祂的忠实见证

人诞生于天上。“昨日如同今日，都笼罩在拒绝生

命的黑暗中；然而，爱的光芒却更加闪耀，它将战

胜仇恨，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

教宗最后吁请信友祈求圣母玛利亚，他说：“

童贞圣母玛利亚，我们将许许多多如同圣斯德望那

样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将我们今日的诸多殉道

者托付于你，求你指引我们的祈祷，好使我们能获

得和给予宽恕。”

“为叫你们宣扬主的奇工妙化⋯”

　　　　　　　　　　　(参阅伯前2:9)

天主一行动，即造成奇工妙化。当祂完成天地

万物的创造时，祂看了认为“好”(创1:25)。当祂

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把一切受造物交托给他们之

后，祂看了认为“样样都很好”(创1:31)。不过，

天主最后所造的工程是超越之前的一切，就是借着

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创造了新天新地和新子民。耶

稣给了这子民天上的生命、真正的手足之情、懂得

彼此接纳、分享和自我付出。伯多禄的书信让早期

的基督徒意识到，透过天主的爱，他们已经成为

了“特选的子民、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

主的民族”(伯前2:9-10)。

如果我们如同早期基督徒一样，意识到我们是

谁，并且注意到天主的慈悲如何在我们内、在我们

之间和我们四周施行的化工，我们将会感到万分的

惊讶与喜乐，以至迫不及待地想与别人分享，“宣

扬主的奇工妙化”。

如果我们想有效地见证由耶稣付出性命而带来

美丽的新社会，但我们却互不往来，孤立地生活，

这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为此，伯多禄向全

体子民作出的邀请可以说是很自然的。若我们在团

体内表现出争吵、捣乱、冷漠，我们便不能同时宣

称：“主创造了一个新的子民，把我们从自私、仇

恨、怨恨中拯救出来，并给了我们互爱的诫命，使

我们成为一心一灵⋯”在基督的子民中，确实有不

同的思想方式、传统和文化，但是需要尊重并接受

这份差异，欣赏其多样化，并知道合一不等于千篇

一律。

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内（在北半

球是在1月18至25日举行）以及一整年都应该做

的。这句生活圣言邀请我们不同教派及团体的基督

徒，尽力加深彼此的认识，互相分享主的奇妙化

工。这样，我们“宣扬”主奇妙的工程才能让别人

相信，并且能够见证我们在相异中合一，具体地互

相支持。

卢加肋极力地鼓励我们这样做，她说：“爱是

全世界最强而有力的东西，能在我们四周触发基

督徒和平的革命。今天我们可以重复当年早期基

督徒所说的话：‘我们昨天才开始，今天已遍布全

球’。爱！世界十分需要爱！它就在我们基督徒身

上！我们来自不同教派，总人数达到十亿。我们

的人数如此众多，实在应该令人瞩目。然而，由

于我们的分裂，别人认不出我们是基督徒，也不

能透过我们认出耶稣。

耶稣曾经说过，世人能够透过我们的互爱及合

一，认出我们是祂的门徒，并且在我们身上认出

祂。‘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13:35)　因此，今天人

类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去爱，并且活出合一、共

融与团结，同时也号召各教派去修补多个世纪以来

的分裂，重整合一。” 

（法比奥·查尔迪撰）

常年期第四主日
一月三十一日纯粹爱情

奇 工 妙 化

耶稣在纳匝肋会堂中宣读了一篇依撒意亚的

预言，然后祂注释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

经，今天应验了”(路4:21)。耶稣的同乡们都非

常惊奇，因为祂说话很动听。但是后来彼此询问

说：“难道祂不是若瑟的儿子吗？”“是的，是

我们中间的一位。是我们的同乡。”

耶稣以祂锐利的目光，看透了祂同乡们所想的

是什么：“如果祢是我们的同乡，祢就应该为祢

的故乡服务。祢是属于我们的。”

耶稣指控同乡们的这种作风：是一种占有的作

风，它并不符合天主的计划。祂解释说天主派遣

先知，不是为了他的亲戚和同乡的好处，而是为

了一个更大的使命。而后，祂列举了两位古代先

知的例子：厄里亚与厄里叟先知。

可惜纳匝肋的居民不接纳耶稣的教导。当他

们发觉到耶稣已经看透了他们的这种隐秘意图

后，反而对祂充满了愤怒的心。圣路加阐述，

同 乡 们 “ 起 来 把 祂 赶 出 城 外 ， 领 祂 到 了 山 崖

上 ， 要 把 祂 推 下 去 。 ” 但 是 耶 稣 的 时 刻 还 没

有来到，所以“祂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自己的

路了”。

当占有的意图遇到挫折时，便变成恼恨的姿态

和猛烈的侵害，就如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能看

到的情况一样。例如一桩爱情，如果遇到反抗，

就会变成侵犯，甚而是罪行。

这段福音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大家都

有一种霸占那不是纯粹爱情的倾向。就如圣保禄

在第二篇读经中所解释的，纯粹的爱情不是专横

的、不妒嫉、不羡慕，而是宽宏大量的，为他人

做好事感到高兴喜乐。

今天的弥撒礼仪给我们暗示了伯多禄的使命。

福音展示的是耶稣正在湖边讲道，因不愿意受到

群众的拥挤，就决定搭上西满伯多禄的船。讲道

完毕，祂对西满说：“划到深处去，撒你们的网

捕鱼吧！”

耶稣这样对西满说，西满起初不以为然地回答

说：“老师，我们已整夜劳苦，毫无所获。”我

们可以想像到这些捕鱼人们的心情，他们整夜在

湖上来回撒网捕鱼，但白费心血，一无所获，定

然是垂头丧气。但随后西满得到启发并说：“但

我要遵照祢的话撒网。”

他是从天主那里得到的灵感。是信德的灵感：

不单纯是理性的信靠，而是“积极性的”，它激

励采取行动。

我们也照样被召叫，来作出这种信德的回应。

当一切事显得好像没有希望时，当生命出现矛盾

时，我们应该祈求上主给我们说句有信心的话，

并赋予我们勇气和冲力。 

耶稣给伯多禄的这项命令显得格外有成果：

“他们照样撒了网，网了许多鱼，网险些破裂

了。”这证明了耶稣说话的威力。祂不只是人，

而且也是天主，分享有天主的创造能力。当一个

人不顾一切地为天主服务时，祂会为他作出奇妙

的事来的。捕鱼奇迹在伯多禄的内心激起了深刻

的印象，在其中他看到了天主威力的实现。

我们应该渴望与基督一起做大事，将祂的话语

付诸实行：“划到深处去！”我们应该诚心诚意

地回应，肯于接受基督的召唤，并且也深深地去

体验天主的崇高伟大与德能。这样我们才能真正

实现我们的生活且能给予我们深厚的喜乐。

藉着宽恕，以善制恶

常年期第五主日
二月七日划到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