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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1       編者的話   

         伯多祿重拾信心 

在人生命的歷程中，挫折、失敗、沮喪等事常在我們的

身傍纏繞著，令到人很不開心，更且影響整個家庭、社會及

團體生活。每一個人都有慾望，做生意的人希望在生意上早

日飛黃騰達，莘莘學子希望快些完成專業技能，出來工作後

早日能成家立室，而從事股票「 Day Trade」的人希望能看

準當日市價，低價買，高價賣來賺得滿載而歸，銀行戶口指

數能日漸提昇。在政府工作的員工希望早日能步步高昇，成

為一個代政府決策者等等。當人的慾望能得到滿足，是人的

愉快，若慾望不達，便是人的挫折，人越成長一一隨著年歲

與經驗，慾望的期求越大，也越多。受挫折的機會也越多。

人的很多慾望是很難獲得滿足的。不能獲得滿足，人便失去

信心，焦慮重生，挫折與失敗感常臨在於心內。有些人信心

全失之後，不敢見人，過往風光的時刻不復再見，全神貫注

躲藏在家中或用三及四個小時專注在聖堂中一不走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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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我在思想上不斷打轉，走不出死胡同，

自我預設或猜想別人的行為一定是這樣，全

無數據，反之，以自我個人偏狹的思想去編

造一個似真的故事。 

在人成長的過程中，每一個人在各樣事

情要求自主，他／她不再像兒童期樣樣依賴

父母，他／她要求有自己獨立思考，獨立行

動，但他／她具體上仍未有真正的自主力量。當成人對他／

她未信任，對他／她的管束，對他／她的限制和指責，而青

年人務求進取心，胸懷大志 ，太高理想，事實上很多事情

都與他們志願相違，因此常構成他們在日常生活上的煩惱。

他們常會把很微小的事埋藏於心底，耿耿於懷，顯露不安，

這種挫折或個人對事、物及世界上的衝突，日漸堆積，更構

成無比的煩惱。 

瑪竇福音上 14 章 22 一 23 節記載伯多祿追隨基督從事

榮主救靈的工作，耶穌在傳教事業上「私授」伯多祿日後如

何面對團體，傳授「他」一點傳教門路，看看他那份信心，

但耶穌發覺他信心不夠，當他見到有人在海上行走，他說是

個「妖怪」因為耶穌當時在山上祈禱，其實，這個在海面上

行走的妖怪可能嚇怕了伯多祿一  生的事業，使他信心全無，

日後做事驚慌失措，從此對著人、社會及教會團體失去信心，

更且不敢出現在人前。但耶穌日後在海面行走的奇蹟，治好

了伯多祿那份無信，祂只說：「放心吧！是我。不要怕！」  

其實，在我們生命的歲月裏，面對這個大千世界及複雜

社會，人的怕懼和壓力頗大，人們要擔憂的事情也越來越多。

有些人對自己前途及家庭擔憂，更有些人對事物、社會、國

家民族、教會及整個世界擔憂著。其實越負上職責的人，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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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的事也越多。宋朝范仲淹曾說：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而信心正是治療別人的最佳良藥。作為父

母的，當你的子女犯了很多錯，就算殺人、姦人以至一些令

你厚顏無恥的時刻，當然你會很傷心，難過，但勿忘記，此

刻最痛苦的是你這個兒子及女兒，他／她正需要你們的安慰、

支持、鼓勵及信心去提攜他們，再接再勵的給予他們信心和

希望。正如筆者在分享中曾提過，「我作為神父不再指責這

些離家出走的青年男女，相反，感受他們內心的感受及愴

傷……」無限量的接納，及給予無比的信心鼓勵他們，總有

一天，他／她會重見天日，在社會上再度立足。   

今日福音上提到耶穌給予伯多祿那份信心，使他再度重

現曙光的朝氣，充盈的信心去迎向未來，成為教會的活見證。

今日有很多青年人迷失方向，信仰生活不再成為他們在生活

上再度舉心向上的源由，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我

們會不會在教育孩童，青年及成人中，盡力減低他們的恐懼，

不要採用恐嚇和懲罰的方式作為教育的方法，相反，給予他

們在做錯事後家人及團體仍給予那份信心與希望，用耶穌那

句說話：「是我，不要怕，我會支持你直到世界窮盡之日。」

中國文學――大學裡有一句名言，我本人特別喜愛：「定而

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正是

指心靈的安定，有了安定才能有思慮，才能獲得。」   

今日，我們的青年人，成年夫婦、年長者正是需要那份

「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你的僕人 

                                 李定豪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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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總教區 

聖亞納牧民中心通訊 (No. 1 - No.30) / 

聖菲巴 (St. Finn Barr) (No. 31 - No. 48) 

聖瑪竇 (No. 49 – 100) 期  

 華人團體通訊回顧 (之一) 

香港李國雄神父 

在上一期，2 0 1 7 年 7、8 及 9 月的第 1 0 0 期，主編李定

豪神父寫了一些回顧及前瞻的事，我也想回望這揮筆的路

程。  

我從第 6 期開始寫，因此寫了 9 5 篇，其中 1 8 篇，約佔

1 / 5 記述與李神父所帶領的大、中小團體，甚至只是 2 人同

行的行程、經歷，包括朝聖、旅遊兼牧民，純外屬旅遊性質

的旅程，由 1 9 9 7 年至 2 0 1 6 年，前後歷經 2 0 年行行重行行，

對塑造彼此人格、靈修，有一定的作用。  

李神父組團的原則：   

( 1 )  盡量調低團費，方便更多人參加；  

( 2 )  語文可中可西，中西兼容並蓄；  

( 3 )  每日旅程，盡量安排彌撒聖祭，神形兼顧；  

( 4 )  膳食常以中式首選。  

現分述於后：  

(一 )  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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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以色列、聖地  ( 2 0 0 9 )  ( 5 月 3 日至 1 2 日 )  

    ━  團友 2 8 人  

    ━  朝聖點：約培  ( J o p p a )  、白冷、艾殷卡陵  ( E i n  

K e r i m )  [ C h u r c h  o f  V i s i t a t i o n ]  、苦路、古俾貝  ( Q u b e i b e h )  

[或說與厄瑪烏拉上關係 ]  、主哭耶京堂  ( D o m i n u s  F l e v i t )  

革責瑪尼  ( G e t h s e m a n e )  [ C h u r c h  o f  A l l  N a t i o n s ]  、熙雍山  

[雞鳴堂  ( P e t e r  i n  G a l l i c a n t u ) ]  、最後晚餐廳紀念地、聖母

安眠修院聖堂  ( D o r m i t i o n  A b b e y )  、耶里哥、谷木蘭、加

爾默爾山  ( M o u n t  C a r m e l )  、納匝肋、加納、葛法翁、真福

八端堂、T a b g h a  ( 7 個泉水的意思 )  的「元首堂」、提庇黎

亞湖、大博爾山、約旦河。  

「晚上  ( 5 月 8 日【週五】 )  重到革責瑪尼的  C h u r c h  o f  

A l l  N a t i o n s  (萬國或苦難大殿 )  做聖時敬禮  ( H o l y  H o u r )  ，

舉行修和聖事，這是特別的安排，只有我們的團友參加，享

受了富饒的寧靜。」  ( N o .  7 0 )  (第 7 0 期 )  

    2 a .  露德  ( 2 0 0 3 )  ( 8 月初 )  

「巴黎遊之後，便是露德朝聖，其中熱心敬禮，以至浸

聖泉水，都一如既往；但具朝聖心火的義工，講解聖地歷史、

建築特色及各項朝聖活動，又聖女伯爾納德故居及生活遺跡、

事跡等，刻劃入微，講者、聽者都融入即景，打成一片。  

「這裡導遊 H e l e n  (華人、夫婿法籍 )  還給了我們一個驚

喜，她安排我們品嚐了一頓道地的法國午餐，而且很重地道

質素，這一來，本來是高檔餐，在她巧妙的擺佈下，結果大

家所費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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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後 ， H e l e n 說 她 是 基 督 教 的  ( P r o t e s t a n t )  

( C h r i s t i a n )  ，這又是另一個意外，她是慕露德大名而來，

希望見識一番。」  ( N o .  4 0 ,  N o .  4 1 ? )  

  2 b .  露德  ( 2 0 1 6 )  ( 7 月 2 9 - 8 月 1 日 )  

「在露德，真是忘不了山洞前的深沉、靜謐  (音勿 )  ，

早上 6 時彌撒的環境、氣氛，就充滿了這個，那天早上共祭

時，李神父講道，我靜坐一旁，當時微雨，天色暗暗，山洞

前射燈強光下，紛紛雨絲，很有意思。詩句：『明月一簾心

般若  (般若讀波野，佛教語，解作智慧 )，慈雲四壁影婆娑』，

聯想起聖母把奧蹟「默存心中」的那一着智慧，和她對天主

旨意的直覺、領悟  ( s p e e c h  i s  s i l v e r ,  b u t  s i l e n c e  i s  g o l d )；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聖母大能的代禱，頓覺有所

庇蔭，『天主聖母瑪利亞，求妳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

罪人祈求天主。亞孟。』」 ( N o .  9 7 )  (待續 )  

 

 

    

 

   PAUL N. Poon, MS, EA,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347 Gellert Blvd,Suite J, 
    Daly City, CA 94015. 

 BUS: (650) 992 - 6800    Fax: (650) 992-3800 
 POONCORP@ATT.NET 
15  22nd Avenue, San Mateo, CA 94403. 
 By Appointion :( 650) 315-8300 

    Sat.  2:00pm – 6:00PM &  Sun.   No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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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食雜談 

                                             盧鋼鍇 

 

  相比其他城市，香港很少乞丐，反影基層保障做得不錯，

最低安全網發揮了功能。回顧四、五十年代，貧窮的人要自

己解決自己的困境，沒有甚麼綜援，沒有甚麼社會保障，因

此有很多乞丐。那時商店用膳就在鋪面，到用膳時間，員工

團團在圓桌用膳，門口會有三、五小乞丐等候吃剩的飯餸，

這是很常見的情景。今天沒見討飯的乞丐，他們乞的是金錢，

錢可以買食的東西，也可以買其他，不像從前食是最逼切的

問題。 

說到乞食，佛陀是乞食的名人。＜金剛經＞說：「世尊

入舍衛大城乞食，次第乞已，還至本處。」他乞得很有次序，

週而復始。佛陀乞食是要達至「行乞食者，破一切驕慢。」

訓練自己的謙虛，人給甚麼就吃甚麼，是修行的一種。中國

歷史上行乞的名人要數五柳先生陶淵明，他有＜乞食詩＞可

證：「餓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肚子餓了，茫茫然上街乞食，到了某一處

地方，想扣門，又不知如何啓齒，幸主人盛情，款之以酒食。

乞食不以為羞，還以詩記之，陶先生也灑脫得可以。蘇東坡

曾為陶淵明這首乞食詩寫過一些感言，＜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

哀哉！」除了陶先生外，曾乞食的還有莊子和唐代大書法顏

真卿。古代文人出路少，落拓似乎與生俱來，是古代讀書人

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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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落至求乞，個人感受難免羞慚，非至絕路不會托鉢沿

門。相對一些搶刦的匪徒，他們仍是值得尊敬的，求乞並不

干犯法律，搶別人財物是强盜行為。搶刦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當街搶人財物，或以利器威脅別人而掠得金錢；嚴重的是打

刦銀行或解款車等，這種搶刦方式當然不容於法律，但有些

刦掠是依法容許的，為勢所逼的鋌而走險已不值得原諒，但

更多是億萬富豪以法律漏洞搶掠市民的金錢。這種情況出於

壟斷行業，汽油公司的加價快、減價慢，市民怨聲載道，政

府無法可施；以美國為例，油公司不會像香港那樣劃一價錢，

即使同一油公司供應汽油的油站，定價也不劃一。明明是壟

斷，卻不承認壟斷，這是明搶。另一些情況多發生於金融行

業，如雷曼債券和股票私有化事件，也是變相的搶掠，是不

義而富且貴的人明目張膽的搶掠。  看到一些健碩的青年在

街邊當無牌小販，給小販管理隊追捕，心裡暗想，以他們的

條件，可以做非法勾當，但他們寧願當小販，靠自己勞力。

相比那些巧取豪奪的大亨，真有「竊國者侯，竊鈎者誅」的

感慨。 

 

        也談做人十三點 

                         鄒保祿神父 

在世界日報看到薛興國先生寫的人生十三點後，本人願

意分享他的看法。在男人方面的十三點是： 

一： 嘴吧甜一點 

二： 微笑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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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談話輕一點 

四： 度量大一點 

五： 脾氣小一點 

六： 看得遠一點 

七： 腦子活一點 

八： 行動快一點 

九： 手脚勤一點 

十： 良心好一點 

十一： 毛病少一點 

十二： 鈔票有一點 

十三： 運道好一點 

在女人方面十三點是： 

a. 道理講一點 

b. 八卦少一點 

c. 時間守一點 

d. 人緣好一點 

e. 疑心少一點 

f. 酒量少一點 

g. 私心存一點 

h. 幽默時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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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心腸軟一點 

j. 身體練一點 

k. 糊塗裝一點 

l. 化妝淡一點 

m. 金花油抹一點 

以上所例的，想各位都很同意。這是人生的修養問題， 

希望各位能努力以赴。 

 

 

  醫者父母心      牧 者 之 歌
        

                    關傑棠神父 

 

已故好友黃建明是婦產科醫生，是位很有愛心、醫術高

明的基督徒。認識他多年，總是謙謙君子，隨傳隨到的大夫。

嬰兒出生不受辦公時間約束，好幾次跟他和家人用膳，一是

遲到，二是席間要立刻趕回醫院接生；這就是他的生活寫照。

跟我們神父給病人傅油一樣，最怕是天寒地凍的三更半

夜…… 

香港醫護人手不足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政府公立醫院。

近日醫療意外頻生，許多都與工作過勞有關。栽培醫生與訓

練神父一樣，起碼都要花上七年時間，這類人力資源十分珍

貴。現實點看，醫生畢業，正式執業前的確吃盡苦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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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又要挨更抵夜，天天面對生老病死的情緒衝擊。 IQ

高又讀書勁固然是入醫學院的先決條件，但 EQ 優異同樣重

要。甚麼是 EQ 優異？人格成熟，道德感強，視醫生工作是

職志(Vocation)而非賺錢職業。一句說穿，對人要有興趣

和愛心，否則的話，病人有禍了！  

坦白說，任何剛畢業出道的醫生跟新「聖」的神父一樣，

都是充滿懸壺濟世，拯救人靈的熱忱。然而現實無情，神父

圈子流行一句笑話：「初晉鐸，你是救世主。十年後，有請

先救自己的靈魂。」堅持這份服務心志而不冷卻下來談何容

易。在香港做醫生簡直是天之驕子，既得人尊敬，又容易賺

錢。某次在某大私家醫院的電梯聽到如下的醫生對話。甲問

乙說：「你的遊艇幾時到埗？」對方回答說：「付運中，大

概兩星期後抵港，放心，下水禮一定預你，記緊賞面！」嘩，

很富貴的交流！ 

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時間及體力去幫助別人恢復健康，

重拾生趣實在既有意義，又富挑戰性和成功滿足感；獲得豐

厚的金錢回報亦無可厚非。假設你生在第三世界，甚或在全

民受政府醫療傘保護的英國，做醫生雖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但論經濟生活則有天淵之別了；所以在香港，不論你是政府

抑或私家醫生，生活總是無憂。當然有誰不想多賺點錢令自

己的家人生活舒適點，是以初出道，在公立醫院挨上一段日

子，累積多一點經驗，讓多些病人認識你，然後出來自己開

業掛牌，倒是很普遍的香港現象……我們既不是聖德蘭修女，

又不是無國界醫生，有這麼高尚的情操；只要醫者父母心，

不金錢掛帥，也不失為一位良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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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兩點值得大家注意和討論。第一是有關向外地招

攬人才，香港醫學會就顯得太保守、小器、排外；只顧保障

自己既得利益。第二是在人才不斷向外流失，醫管局似乎苦

無良策。在人手不足情況下，被迫晉升一些未夠經驗的同工

擔當更重要的職務。誰想犯錯苦害病人？可是現實無情，超

時工作，休息不足令許多醫生護士頻頻出錯，弄到士氣低落；

有請特首林太多做點事……  

 

    忠誠何價 

                                               盧鋼鍇    

 

 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經提着亮起的燈

籠四處跑，有人問他找甚麼，他說：「我在尋找一個忠誠的

人。」數千年前這位哲人已經到處尋找忠誠的人，而且在白

天亮起燈籠，暗喻忠誠的人難得。千百年前尚且如此，今日

更是披沙瀝金了。 

 忠，是竭誠之意。＜孟子滕文公＞：「教人以善為之

忠。」＜周書諡法＞：「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所謂

險不辭難，是不怕危險，為國家解決困難，捨棄生命在所不

惜。岳飛母親勉勵岳飛盡忠報國，先賢教我們忠人之事，不

要辜負別人的委托。與忠字有連帶的還有「忠告」，忠告是

說出心底的話，誠摯地作出規勸，＜論語顏淵＞：「子貢問

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可見忠字與人為善，不帶絲毫

私心。「忠言」是忠直之言，不轉彎抹角，＜後漢書宦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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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尸祿是保住高薪厚職，

不盡責任，與尸位素餐同義，且看今日本港議事堂中，有多

少是忠言者？尸祿者眾，忠言者寡，古今同慨。盡己之謂忠，

推己之謂恕，＜論語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誠，是真實之意，相對是偽。儒家頗注重「誠」字，

教人不要作偽，對人不單誠，還要致誠，＜禮樂記＞：「著

誠去偽。」誠的另一解釋是信也，＜史記高祖傳＞：「誠如

父言，不敢忘德。」忠誠合成一詞，即對人對事，忠心耿耿，

不作偽，把別人的事作為自己的事，不惜冒險犯難，做到最

好。 

 疾風一過，哪些是隨風搖擺的軟草，哪些是當風屹立

的勁草，一眼無遺，春風輕拂，誰也分不出嫩綠的剛柔；惟

有亂世，才知誰是忠貞之士，誰是貪生怕死之徒。翻開中國

二千多年歷史，在轉朝換代時，在外族入侵時，一定會慨歎

「公卿皆尸祿」，賣主求榮的何其多！遠的不說，本港九七

回歸祖國，變臉的政客多得令人驚訝。有一已故立法局議員，

開會期中，環顧議事廳，忽然有感而泣，感慨新政府議員中，

殖民地的「舊電池」佔其半，其後此性情中人的議員辭職，

蓋恥與不忠誠的人同朝也。董特首辭職和曾蔭權任滿，一些

跟風駛𢃇的已尋覓新主，希望有祿可尸，有餐可素，其中一

二，已向故主反顏，指指點點批評舊日「衣食父母」，其涼

薄、其厚顏、無耻，令人齒冷。  

 亞里士多德打著燈籠找忠誠的人，他內心一定很徬徨，

也沒有抱很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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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領袖崗位踐行基督精神 

     【轉載公教報 2017 年八月六日社論】 

 

八月一日，  聖座宣布接受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呈辭

退休，楊鳴章助理主教繼任為香港主教。  

教會領袖交接往往備受關注，  此前更不斷引來揣測。

這種差測某程度並無多大作用，但仍能為教會人士帶來啟

發。 

很多天主教徒終其一生，對主教人選誰屬毫不感興趣，

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是熱心教徒，其信仰隨時日亦可更趨成

熟。 

事實上，主教及神父的言行與思想對教徒的信仰生活也

許影響有限，因為聖言所成的血肉更能令他們感動。  

聖經學者麥肯齊神父（ John Mackenzie）指出，為宣

講福音人而言，最尷尬的莫過於他們知道自己的話對受眾沒

有絲毫影響，以及無論宣講者本身的信德有多堅固，  都無

法推動教會發展。 

然而，對於推動本地教會於社會臨在，成為天主存在見

證這方面，教會領袖便具備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正如運動隊伍著重臨場指揮，  他們期望教練能激勵自

己，強化大家的共同目標與比賽計劃；一位成功的教練更可

以激勵一些只有平凡天賦的隊員發揮超水準表現──能夠

帶領平穩隊伍獲取佳績的教練，  實在有資格獲享最高殊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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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運動員教練與教會主教的分別，就是他可自由挑選隊

員，安排各人於最適當的位置，以能打出隊形且發揮最佳表

現。 

主教的職務本質卻完全不同，  他需要接受當前所有的

人與事，更需要整合教會內部不同人的觀點，  同時實現教

會內眾多不同的期望。 

因此，教會的事業就是天主所給予的使命，須以教區特

定的環境情況作辨別。 

我們當今的教宗要把教會推至更入世，與人民為伍；要

教會成為流離失所者、被拒絕者、孤獨者的避難安身之所。

這些一如明愛「特別關注社會上最末後無靠、最卑微無助和

最失落無救的一群」的宗旨，但無疑是艱難的挑戰。  

要做到以上要求，有賴個人神恩，同時講求專門知識、

領導能力。 

教會領袖須為教區人力資源如何配置作出決策，也要勾

畫願景， 說服其他人一起去懷抱使命，於挑戰裡為合適的

人提供資源。 

上述每項皆不能獨自承行，而是需要與社會合作，並與

政府、商界和大眾建立更有建設性的關係，  這為任何領袖

而言也充滿難度。 

讓我們為新任的教區主教祈禱，祈求天主護佑他，助他

帶領教友去履行教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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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鳴章主教——簡歷                             

出生年份、地點： 1 9 4 5 年 1 2 月於上海 

晉鐸日期、地點：1978年 6月 10日於香港，歸屬香

港教區 

教育 ：澳洲天主教大學榮譽博士（2005年）  

       香港公開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2 0 0 4 年）   

       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學碩士（ 1989年 - 1990 年）  

       美國錫拉古斯大學傳理學碩士（1980年 - 1982 年）  

       意大利羅馬宗座傳信大學神學學士（1971年-1978 年）  

 

主要職務：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 2 0 1 7 年 8 月 1 日就任）   

天主教香港教區助理主教（2016年 11月至 2017 年 7月）  

      天主教香港教區輔理主教（2014年 8月至 2016 年 11月）  

      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2009 年 4月至 2017年 7月）  

       香港明愛理事會主席（ 2 0 1 5 年 1 月至今）   

       香港明愛管理局主席（ 2 0 1 5 年 1 月至今）   

       馬爾他騎士團團牧（ 2 0 1 2 年至今）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哲學講師（ 1 9 8 6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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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徽簡介                                               

 

 

 

牧徽上方的城垛，象徵中國的萬里長城；  下面的獅子

山，象徵從香港島北望；我們身在香港，不忘神州大地的教

會。  

牧徽上的主要訓勉來自保祿對弟茂德的勸諭：「天主所

賜給我們的，並非怯懦之神，而是大能、愛德和慎重之神……

要依賴天主的大能，為福音同我共受勞苦。」（弟後 1:7-8）  

展翅的白鴿，象徵賜予我們生命力量的聖神；燃燒的心，

象徵愛德； 天秤，象徵慎重；棕櫚枝上的聖經，象徵為福

音的緣故，不惜致命犧牲。   

不管我們盡了多少力、有多大成就，我們仍須向前奮進；

不管前路多艱辛，有多大考驗，主必與我們同行──這是最

後晚餐後，主耶穌對門徒所說的話：「起來，我們從這裡走

罷！」（若 14:31）綵帶上的拉丁與中文，記述的就是這句

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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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丁路得生平簡介   

                          鄒保祿神父  

再過一年 ( 1 5 1 7 - 2 0 1 7 )教會要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

大事，其改革是從瑪丁路得開始 ( 1 4 8 3 - 1 5 4 6 )，今介紹其生

平如下：  

他於 1 4 9 3 年 1 1 月 1 0 日誕生在徳國的艾斯來本镇  

( E i s e l e b e n )  父名漢斯路得  ( H a n s  L u d e r )，母名瑪加利特       

( M a r g a r e t h e )  。  出生後第一天是法國聖瑪丁主教的節日，

領洗時便取其聖名為瑪丁。  

其實 ,  在十一世紀時，額我略七世  ( 1 0 7 3 - 8 5 )  已重視改

革教會。公元 1 2 1 5 年，英諾森三世  ( 1 1 9 8 - 1 2 1 6 )  也強調教

會的改善。從 1 3 7 8 - 1 5 1 4 年，各修會也都以改革為討論的

主题，但是没有瑪丁路得那麽激烈。  

在進入奧斯定會十二年後，於 1 5 1 7 年 1 0 月 3 1 日，路

得在魏登堡教堂門口釘了九十五條文以反抗教會的弊病。它

本文是以拉丁文寫的，但有人把它譯成德文，於是便傳遍整

個德國。  

羅馬教會斷定路得的條文是錯誤的而且在 1 5 2 1 的吳尔

姆  ( W o r m s )  會議中要修改其錯誤之處，但路得堅持不改。

於是教會便開始分裂了。  

年輕的路得首先在家鄉的聖喬治學校讀了三年的拉丁

文，由於老師的推薦被送到艾爾福大學  ( E r f u r t )，他的父親

很支持他。三年後他得到了碩士學位在該大學有三個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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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法律、医科和神學，漢斯先生希望他的皃子選讀法律。

他便聽從父親的話便讀了法律，時在 1 5 0 5 年的 5 月。  

那年夏天一陣暴風雨改变了他的生命計劃，他决意要當

天主教隠修士，他便進了艾爾福地方的奥斯定會。當時的首

長若翰史大比斯 ( J o h a n n  S t a u p i t z )  希望他當神父於是在

1 5 0 7 年，二十三歲的路得便晋鐸了，他的父親不但參加了

他的晉鐸典禮，而且還給這修會大量的捐款。  

一年後 ( 1 5 0 8 )史神父派路得到魏登堡大學教神學，這座

新大學是由沙克遜的佛德利克 ( F r e d e r i c k  t h e  w i s e )  在 1 5 0 2

年所創辦的，他本人是神聖羅馬帝國七個公子之一，是有資

格被選為皇帝位子的人。  

他很歡迎史神父所介紹的老師到大學教書，當時的大學

和一般學校一様，和教會有密切的関係，由於正在整修，有

些人在隱修院裡上課，另些人在十四世紀的城堡裡讀書。  

路得在魏登堡大學開始对自已神修有些疑問，於是教了

一個學期之後便回到艾爾福。這時此修會分為保守和進步两

派，史神父希望兩派能合作，但受到反對。保守派便派代表

到羅馬請示教宗，路得被請為同伴，於是在 1 5 1 0 年 1 1 月，

兩人走了八百五十里路，才到了羅馬。路得感動地跪在地上

說：「神聖的羅馬，你是多麽有福的」，因為在羅馬藏有四

十多位教宗的遺體和七萬六千聖賢們的遺物，四座大殿吸引

千萬的朝聖團來祈祷和領聖事，但不久發現教會的領導者生

活太腐敗，最後他俩人又回到艾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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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爾褔地方，路得與本會修士們產生意見和自己神修

的争扎，在 1 5 1 1 年夏天，路得到了魏登堡奧斯定會的黑修

院  ( B l a c k  C l o i s t e r )  住下，但却不能使他安定下來。  

史神父便派他讀博士學位，同時又在本鎮的聖瑪利教堂

講道和在自己的會院教書。次年 ( 1 5 1 2 )  路得獲得神學博士，

且在母校教書。 1 5 1 5 年，當他讀到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時，解釋説：「人們因信仰而成義，而非籍着法律的行為」。

他的這句話相反他自己所教導的，且與教會的訓誨不同，於

是很多人反對他的説法，且説這是異端。  

1 5 1 7 年，良十世教宗即位  ( L e o  X  1 5 1 3 - 2 1 ) ,  教宗為了

建蓋聖伯多祿大殿需要一筆錢，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賣大赦

劵。他相信教友會很高興因罪的赦免而得大赦可使煉獄中的

人們升天堂。  

這時道明會士德則爾 ( J o h a n n  T e t z e l )很為教宗賣力，可

是當他到魏登堡鎮時，受到路得的反對。                            

1 5 1 7 年 1 0 月 3 1 日，路得寫了九十五條文  ( 9 5  t h e s e s )。

當時的德國主教阿伯特  ( A l b r e c h t )  將此條文一份呈上給良

十世教宗。起初教宗以為只是一個小争執而己，想不到却引

起教會的大分裂。後來路得也説：「我真想不到我的這張紙

却引起羅馬的大風暴。」  

從 1 5 1 7 - 1 5 1 8 年，路得仍然在教書，赢得很多支持者，

但也有一些敵人例如英高斯大特大學教授艾克  ( J o h a n n  

E c k )，德則爾和道明會士都說他錯了且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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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5 1 8 年春，路得被請到艾得堡 ( H e i l d e l b e r g )的奥斯

定會院澄清他的論點，在會議上他只討論了二十五個題目，

但却没有提及大赦的問題。這時在羅馬，良十世教宗請他的

宗教顧問道明會士席物斯特  比也利亜斯  ( S y l v e s t e r  

P r i e r i a s )  負責研究路得的九十五條文，他很快地宣佈路得

是錯的，同時寫了「對話錄」 ( D i a l o g u s )正式反對路得。在

把這對話錄呈給教宗的律師們，他們也寫了一篇正式的文件

反路得，這對話錄傳到道明會士賈也當樞機 ( C a r d i n a l  

T h o m a s  C a j e t a n )  他是教宗的助手 .在八月七日，路得接到

通知要到羅馬上庭，路得接到通知後不敢去羅馬，便請友人

向佛得利克皇帝請求是否能在徳國境内舉行，此時教宗也改

變了主意，許可路得和賈也當樞機到德國的奧格斯堡參加會

談  ( I m p e r i a l  D i e t )。教宗也希望皇帝和加樞機互相合作。  

賈也當樞機要路得做三件事；首先要他懺悔自己的錯誤，

其次是許下不再宣傳這些錯誤，最後不要干擾教會的平安，

經过三次的會談，路得不承認錯誤。  1 5 1 8 年 1 2 月 1 3 日，

教宗颁佈新的法令説他有權制定大赦的條件，路得反對説不

是教宗 .而是基督才真是教會的首領。 1 5 2 0 年 2 月，羅馬召

開一次會議研究路得的作品是否異端，同年 6 月 2 4 日，良

十世頒佈「E x s u r g e  D o m i n e  -主人起來吧」敇令，給路得六

十天悔改的機會，否則便開除教籍，同時也下令公開地燒掉

路得的作品。  

為了反抗教宗，路得在魏登堡的一棵大橡樹下公開地燒  

「主人起來吧」 敇令和教會法律書。在「致徳國基督徒書」

中說：神父對教友没有特别的權力。衆信友都是司祭，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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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來自天主「又在」教會在巴比倫被擄時代，神父藉着聖事

和愛德工作限制了信友們，又主張只要有聖洗和主的晚餐。  

1 5 2 1 年 1 月 3 日，教宗在「D e c e t  R o m a n u m  P o n t i f i c e m

羅馬教宗合適地」敇令中開除了路得。  

在德國方面，查理五世也召開吳爾姆會議  ( D i e t  o f  

W o r m s )  1 5 2 1 年 4 月 1 7 日，路得進入了會埸，負責人要他

回答兩個問題：  

一是那些書真是他寫的？其次是他會悔改自己的過錯？

他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那些書都是他寫的，但他不正式回

答第二問題。而只說：「但願天主幫助我，亜孟」。亞歷山

大把會議記錄寫下來，史稱為「吳爾姆會議」。查理五世也

没有簽名也先走開了，路得在 5 月 4 日前往莫拉地方 ( M o h r a )  

探訪他的親朋好友們。  

1 5 2 1 年 5 月 2 6 日，查理五世簽訂了吳爾姆會議的議案，

把路得定為羅馬帝國的叛徒，仼何人可抓住且殺死他，這時

三座大學的人也反對路得的教導。  

但是在魏登堡 ,路得的三個朋友；梅蘭顿 ( P h i l i p p  

M e l a n c h t o n )，卡斯塔 ( A n d r e a s  K a r l s t a d t )和史文黎 ( G a b r i e l  

Z w i n l l i n g )  却走路得的路線；主張神父不該做彌撒和送聖体，

其中的一個卡斯塔更放棄司鐸職位而結緍了，十三個修士也

離開了奥斯定會院。 1 1 月 1 日，路得的另一個朋友若納斯  

( J u s t u s  J o n a s )  宣佈大赦是垃圾，學生們也開始造反和攻撃

教會，他們把彌撒書抛掉 ,  趕走神父，燒除聖像，又把一座

方濟會院的一座祭台打毀了，魏登堡的人怕這會引起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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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回到魏登堡寫了一篇勸信友們反對作亂的行為，在

聖誕節那天，二千多人聚集在魏登堡的堡壘教堂，  卡斯塔

開始以拉丁文舉行彌撒，然而改用德文，這是第一次用本國

語行祭祀的，同時又給人們領聖体聖血，在當時的教會是不

可领聖血的。  三月七日 ,路得在聖瑪利教堂講道時，勸人們

要有忍耐和愛心但是却受到反對，從此跟隨路得的人被稱為

路得教，或誓反教，或瑪丁教派。  

路得的思想不只影响教會，而且波及農民，在 1 5 2 5 年

春天，為了反對貴族的壓力，三十萬農民焼毁稻米，破壞教

堂，隱修院，堡壘；路得致信給公候們，如果農民不安静下

來，可用武器來鎮壓他們他們，果然十幾萬農民被殺死，這

件事在徳國史中稱為「農民戰争」，此事發生後，路得有些

後悔自己的言行造成如此悲慘的後果。  

1 5 2 5 年 6 月 1 3 日，路得舆一位名叫波拉的修女  

( K a t h a r i n a  V o n  B o r a )  蹄結連理；他的父母參加了他的婚礼，

天主教領導人不但反對他，就連有些誓反教徒也認為他該多

重视教會的改革，而不是個人的享受。路得和波拉共生了六

個子女 (三男三女 )，後來又收養了四個， 1 5 2 7 年夏天，歐

洲發生黑死病。很多人逃走，但路得留守魏登堡。那年的十

二月，波拉生了一個女兒，名依沙白爾，可惜只活了幾個月

便病死了。  

1 5 3 0 年，查理五世召開另一次奥斯堡會議，梅蘭頓被

請寫下路得的思想以别羅馬教會的信理，四月三日，路得雖

然到了奥格斯堡，但因怕被捕，没有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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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六月二十五日「路得的奥格斯堡信條」( A u g s b u r g  

c o n f e s s i o n )呈上給皇帝，以拉丁文和徳文讀出，教會代表

艾克 ( J .  E c k )  寫了反路得的信條  ( C o n f u t a t i o n  o f  A u g s b u r g  

c o n f e s s i o n )，而請皇帝和其他公候們支持，一位支持路得

的公侯離開會場，其他的人繼續討論，最後皇帝反對路得的

奥格斯堡信條，路得很失望且説；「教宗錯了」。同時告訴

信友們不要為教宗祈禱。  

當時叧有一位著名的學者艾拉莫斯  ( D e s i d e r i u s  

E r a s m u s  1 4 6 9 - 1 5 3 6 )  也經常攻撃路得，他認為教會是需要

改革，但不必分離。  

1 5 4 5 年，路得回到他的家鄉艾斯來本，其目的是協助

調停一些政治問題。第二年 ( 1 5 4 6 )元月又回去了便留在家鄉

直到他去世那天 ( 2 月 1 8 日 )。他死後第三天 ( 2 / 2 0 )，他的朋

友約納斯  ( J u s t u s  J o n a s )  在當地的聖安徳肋教堂為他哀悼。

然後從那裡要走七十五里路到魏登堡，他的太太波拉和子女

們在那裡等候進堡壘教堂安葬。路得的死亡没有結束宗教的

改革，反而更加蔓延整個歐洲，到處都有誓反教教堂，如在

英國、法國、蘇格蘭、和瑞士等國家，今日路得教最多人口

的國家是德國、美國、瑞典和丹麥。  

宗教改革帶來社會上的改變，例如貴族失去一些權利，

農民的生活也改善了。但這引起了宗教戰争，使德國的人口

減少了三分之一。  

羅馬方面也開始自我改革 (反改革 c o u n t e r  r e f o r m a t i o n ) ,

這就是保祿三世教宗 ( P a u l  I I I  1 5 3 4 - 4 9 )所召開的特利騰大

公會議為主 ( C o u n c i l  o f  T r e n t  1 5 4 5 - 6 3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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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鳴章主教於履任香港教區第八任教區主教  

          祈福彌撒的講道  

 

不要害怕，起來，我們從這裡走吧！（參瑪十七 :7 及 若

十四:31）  

最可敬的湯漢樞機和陳日君樞機；   

可敬的澳門教區李斌生主教；   

我的主教弟兄夏志誠主教；   

Javier Herrera Corona 蒙席； 

一眾司鐸和執事兄弟；修會、傳教會和  

教友團體的成員；各位來賓  

各位主內親愛的兄弟姊妹：   

感謝教宗聖父方濟各的信任，任命本人接替可敬的湯漢

樞機，出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  

偕同教區仝人，我感謝兩位榮休主教，可敬的湯樞機和

陳樞機，你們無私、忠誠地奉獻自己，服務教會，果碩豐盈。  

感謝其他教會的嘉賓和朋友出席，顯示出教會合一共融

的精神，這是我深深感銘的。我請各位為我祈求上主，憐憫

我這不配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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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顯聖容節是個重要的慶日，不但羅馬天主教會慶祝，

聖公會、信義會、正教會和眾多基督徒也慶祝此節期。  

今日的福音讀經，以「六天以後」開始，這六天就是指

伯多祿在贖罪節明認耶穌的神性後的第六天（瑪十六 13）。

耶穌與門徒向南走了六天，  到達大博爾山，也就是當時人

民隆重慶祝帳棚節的日子（肋廿三 :27,34）耶穌就在那裡

顯聖容。 

昔日以色列民在曠野等待默西亞來臨時， 居住在帳棚，

耶穌的年代，人們會再次住在帳棚中，憶記和祈求默西亞早

日來臨。所以，當伯多祿提出要建三個帳棚時，他說的是對

默西亞期許的滿全。 

教宗本篤指出，「當他們下山後，伯多祿需要學習的，

是默西亞時期必須而且最重要的，首先是十字架的時期……」  

換句話說，光榮之路，必須先通過十字架。教宗方濟各

就職後首篇講道便指出：「當我們不帶著十字架往前行，當

我們不帶著十字架去興建，當我們不帶著十字架去宣講基督，

我們就不是主的門徒，我們是俗世的了。我們可以是主教、

司鐸、樞機、教宗，可以是一切一切，但我們就偏不是主的

門徒。」  

所以，身為牧者，我會問自己：「如何才能真正成為主

的門徒？」 

我必須聆聽父的聲音，就如在耶穌顯聖容時所聽到的，

要懷著信心驅走恐懼，從耶穌所說：  「起來，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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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十七：7），藉著這教導獲得勇氣。我把這句話結連到

耶穌在最後晚餐後所說的話，也是本人牧徽上的格言：起來，

我們從這裡走吧「起行伊始」（若十四 31）。 

瑪竇福音說，當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聽到從天上來

的聲音時，都「非常害怕」，但「耶穌前來，撫摸他們」。

（瑪十七：17）  

這是聖言成為血肉帶來救贖的撫摸。若望福音記載，聖

言「寄居在我們中間」（若一：14）。祂以憐憫之心陪伴我

們，在聖體聖事當中把自己交付給我們，又派遣聖神居住在

我們心中的帳棚。 

一言蔽之，我們的牧民行動就是陪伴—— 「以憐憫的

心陪伴同行」。 

所以，我必須與主同行，背起十字架，陪伴有需要的人，

特別要親近窮人、病弱、孤獨、年老、無權無勢和邊緣的人，

也就是「末後無靠，  卑微無助和失落無救的一群」。  

牧者要常親近他們的羊，一如教宗方濟各說，要成為「帶

有羊羶味的牧人」。   

在此，容許我與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牧民重點優次的一些

想法。 

有一種貧窮是隱蔽的，那是一種「關係貧窮」，這種貧

窮正急速蔓延。關係貧窮與其他形式的貧窮環環相扣，例如

是靈性上的、體能上、物質上、經濟上、以至知識上的貧窮；

雖然這關連不是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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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貧窮不單只是資源匱乏，而是沒有依靠，在人際網

絡中缺乏支持與關愛，並陷於痛苦、孤獨、絕望和疏離之中。

這常常是出於缺乏愛或具備意義的關連。  

關係往往是一切事物的重心。這個包括我們與天主的關

係，與其他人的關係，與大自然萬物的關係。中文有個名詞，

叫做「倫理，可以解說為人倫的道理。這人倫關係影響人類

生態、身體、言行、政治、以至天地人和。當缺乏良好和有

意義的關係，或是關係破裂了，便會問題叢生。  

教區的牧民優次，包括修補關係，特別要處理影響家庭

的問題，當中不少是破碎和受傷的家庭。  

教宗方濟各在宗座勸諭《愛的喜樂》中，激勵牧者要以

人為開始，從人們的現況著手，一步一步陪伴他們，懷著辨

別和關愛之心，走向生命的圓滿，並幫助人們經歷天主慈悲

的愛，以及祂溫柔療傷的撫摸。  

《愛的喜樂》是香港教區推行天主教社會訓導、持續教

理培育的一部份，內容涉及人類生命與尊嚴，婚姻與家庭，

人權和公民權利（包括兒童、健障和長者的權利），以至人

類生態等等。我們要忠信地宣講「家庭福音」，切實地活出

福音。 

我們在講論神聖帳棚的同時，也要顧念在香港，仍有人

要住在狹小得像棺材似的蝸居裡面，  或其他環境更惡劣的

處所。他們當中不少是長者，而我們這個城市正在急速老化；

我們需要特別關注長者是否享有健康的人際關係。除物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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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以外，長者更需要溫柔而具愛心的「撫摸」，特別是

他們的家人的愛心關注。 

可惜很多家庭中，祇能有配偶間互相照顧，  而他們本

身都已年邁，亦缺乏關係網絡和其他支援。因此，我歡迎特

區政府有意推出相關計劃，  更具彈性的家居護理，以至日

間護理中心，這包括「陪老服務」，讓更多長者老有所適。  

在我的牧民經驗中，留意到有很多長者，  雖已年長，

但仍然有體魄、有活力、主動、渴望得到肯定，渴望感到「人

們仍需要我」；他們願意與年輕一輩分享可貴的經驗，又或

是相關的專長。若然我們可以鼓勵這些長者，又或是為他們

提供一些繼續可以一展所長的平台，就會很理想。數碼世界

的應用程式如 Facebook, Twitter, Skype 等等，是不

能取代人與人的親身接觸，又或人與人共處時的分享。  

至於香港的年輕人，教區已加強青少年服務項目，並邀

請他們一起預備明年十月在羅馬召開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會議主題是：「青年、信仰與聖召辨明」。為這個會議，我

們還有很多準備工作需要做，包括邀請青年參加交談，開放

心扉，面對面的相遇，這些工作的對象亦不僅限於天主教教

友團體當中。 

「上主，求你賜給你的僕人一顆慧心」（列上三 9）。

面對不少青少年感到失望、不滿、不信任權威、甚或感到憤

怒時，我們要有明辨的心，  好能理解和回應以上種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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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因由。因為，許多問題都不是青年人自己製造出來

的。  

建立信任，除了需要時間，亦有賴各方的誠意，去建設，

或者重建信任。 

教區不時都關注到民生與其他社會議題，包括政制改革

等等。這些議題關乎香港福祉，至今仍待處理。教會不是政

治團體，也知道自已的角色有別於政治團體，但在有需要時，

教區會以合宜方式作出呼籲，讓有關方面採取行動。  

如果有一天，大家真的祇關心經濟增長，那為香港來說

會是悲哀的一天。香港的福祉需要很多因素配合，包括教育

和適當的行動，以追求人的整全發展。  

「不要害怕，起來，我們從這裡走罷！」  

願囑咐伯多祿餵養羔羊和牧養羊群（若廿一 15-18）的

善牧，教導我們如何去愛護和關顧所有人時，首先不要忘記

看顧羊群中較弱小的成員。  

願童貞榮福瑪利亞，生活的帳棚，也是降生成人天主的

結約之櫃，為我們祈禱，常伴我們！  願復活主的平安與喜

樂常與大家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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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不足畏        

                                                                  初哥 

天主起初創造天地萬物時，祂的原意是要人類存在，也

願他們健康。而痛苦、疾病和死亡，是因為人的罪惡才來到

人間的。所以，痛苦、疾病與及死亡，是人類咎由自取的，

是與人無由。  

沒有人喜歡痛苦，我們的主耶穌也不例外。祂在吃過最

後晚餐後，知道需要面對痛苦、酷刑及死亡，於是到都山園

祈禱。在祈禱中，耶穌說：「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免

去這苦杯罷！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成就吧！」

可見害怕痛苦，是人之常情。在惡劣環境下，軟弱的我們吃

不消。我們也會像耶穌，求天主免去苦難。人類往往只希望

天主順應我們的要求，有求必應。不過在誦唸天主經時，我

們祈求「天主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因此，在世上最重要的

是，我們迎合天主的旨意，而不是天主順應我們的意願。  

人類雖然叛逆，但慈愛的天主並沒有放棄我們。為了拯

救人類，祂派遣自己的獨生子來到塵世，還要受苦難及死亡，

才可以救贖我們這些罪人。所以，我們應該對天主感恩。但

是，有人還要問，既然天主這麼仁慈，為何祂要讓人類受痛

苦的折磨，甚至讓我們死亡？要知道，耶穌沒有應允祂會消

滅我們的痛苦和死亡。主耶穌只許諾我們罪的赦免、得到永

生與及祂的愛時常與我們同在。  

耶穌在世上，親自承受痛苦、酷刑及死亡。之後，祂眼

見人類繼續犯罪。為此，耶穌顯現給聖傅天娜修女，提醒人

類認識祂的慈悲。聖傅天娜日記，記載有關痛苦的段落如下， 

1 0 7 4 段，耶穌說：「告訴痛苦的人類，偎依在我仁慈的聖

心吧，我會使他們充滿平安。」另外，日記中第 5 7 段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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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一份特大的鴻恩，藉着痛苦，靈魂變得肖似救主。在

痛苦中，愛變得具體而明確，痛苦愈深，愛變得愈純。  所

以，痛苦可以煉淨我們的靈魂。耶穌這樣慈悲，又親自受苦。

我們在世上受的痛苦，和祂的苦難比較，真的是小巫見大巫。

我們應該信賴耶穌的慈悲，勇敢地面對痛苦。  

人類犯了錯，痛苦和死亡才來到人間。仁慈的天主派遣

聖子，受苦受難，最後以死亡救贖我們。我們旅居在世，最

重要的不是我們的意願得到實現，而是天主的旨意能得實現。

在逆境中，人類不應埋怨天主。耶穌是慈悲的，主要我們仰

賴祂的慈悲聖心，祂會使我們平安。天主寬宏大量，人類應

感恩祂浩瀚之德。世間的痛苦與永生的福樂比較，是短暫的，

人若把目標放在永生天主之上，旅途中的痛苦，並不足畏。  

 

    How Much Do You Need to Retire? 

                                     P a u l  P o o n  

Most Americans simply don't  save enough for ret irement. Nearly 

half  of  working-age households don't  have any ret irement assets, 

according to the Nat ional Inst itute on Retirement Secur ity. Of those 

working-age households close to ret irement (age 55 and above) near ly 

two-thirds have less than one year's worth of  their annua l salary in 

ret irement savings.  

The goal: a comfortable ret irement  

So how much do you actually need to ret ire comfortably? There are 

many variables to consider, including ret irement age, avai lable 

pensions, and investment returns. Mutual fund broker Fidel ity est imates 

you need enough savings to replace roughly 85 percent of  your annual 

pre-ret irement income. Many experts est imate you wil l have to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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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eight and 12 t imes your pre -ret irement annual income to reach 

this goal.  

But the amount you need depends on when you plan to ret ire.  For 

example, Fidelity est imates a  person planning on ret ir ing at age 65 wil l 

need to save 12 t imes their pre-ret irement income. By delaying 

ret irement by just f ive years, to age 70, their savings est imate lowers to 

eight t imes your annual income.  

How much do you need to ret ire  

This may be wh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mericans plan on 

delaying ret irement or working dur ing ret irement. A major ity of  workers 

(51 percent) surveyed in 2016 by the Transamerica Center for 

Retirement Studies said they plan to cont inue working dur ing 

ret irement.  

Some ideas to consider now 

There are act ions you can take now to put you in a better pos it ion 

during your golden years:  

Contr ibute as much as possible every year to your 

employer-provided ret irement plans. W ith a 401(k) pre -tax ret irement 

plan, up to $18,000 can be contr ibuted each year, or $24,000 i f  you are 

age 50 or older.  

Contr ibute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 Tradit ional or Roth IRA every 

year, up to the $5,500 maximum, or $6,500 if  you are age 50 or older.  

I f  avai lable, contr ibute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 H ealth Savings 

Account, which can be used to offset medical expenses with pre -tax 

dol lars. Individuals can contr ibute up to $3,400 a year, or $4,400 for 

ages 55 or 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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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聖經中的狗  

                                         鄒保祿神父  

明年 ( 2 0 1 8 )  是狗年，在古代的以色列，狗不是人的朋

友，而且有輕視之意。在申命紀，狗稱為男妓； (  申二十

三 1 6 )，若望的啟示錄説：「凡為狗的、行邪術的、姦淫

的、殺人的、拜邪像的、都該留在城外。」 (  啟二十二 1 5 )  

乃解釋不信主的人回教徒稱基督徒為狗，有輕視之意。  

耶穌在治好客纳罕婦人的女兒之前，試探她説：「拿

自己女兒的餅扔给小狗是不對的。」但她説：「是啊，主，

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屑。」耶穌回答説：「妳

的信德真大，就如妳所願望的，給妳成就吧。」 (  瑪十五

2 2 - 2 8 )。可見她相信耶穌是在試探她，她得到所要求的。  

在我國的文學裡，狗有好和壞的意思，例如在三字經

中，它説：馬牛羊、雞犬猪，此六畜，人所飼，是古人所

養的主要的家畜。  

但在不好的看法，如在戰國時代，如在齊國的孟嘗君

的故事，雞鳴狗盗，小偷指的是狗。  

但在歐美的國家裡，狗却是人們所喜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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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鐸三十八週年                             牧者之歌 

         關傑棠 

 

感謝主，我們五兄弟又平安度過一年，雖然身體不像從

前般強壯，但整體而言，還是可以的；起碼人人都仍投入牧

民工作，在不同崗位服務信友。今天 (六月三十日 )，我們在

聖瑪加利大堂會合，用一小時分享近況 (這樣的機會不多 )，

用一小時舉行感恩共祭 (這點難度更高 )，然後一起去黃泥涌

道的「雅谷」( A m i g o ) (註：三十八年前，已故金普仁神父曾

邀請我們五位新鐸在這兒進餐 )餐廳午膳；之後是自由時間。

晚上我請家人吃飯，這是個感恩的晚上……  

能夠愉快、暢快地走司鐸聖召路，實在要感激家人無私

的奉獻和支持，尤其是妹妹。她獨身，肩負起照顧母親的重

任。隨着歲月更替，這份護老工作更顯困難吃力。除非你親

身體驗，否則很難理解。年紀大了，體力走下坡不在話下，

但最要命的是記憶力衰退，尤其是剛剛發生的事。不要怪長

者無記性，有時連自己也不能倖免。明明入衣帽間取些東西，

竟然到了現場卻問自己，為何要進來呢？想了一陣才如夢初

醒！大家可以想像兩母女相處，分分鐘擦出火花，不「開片」

(罵架 )才怪！  

老人家性格改變很普遍，有人愈老愈可愛，有人則愈老

愈難相處。這是生理變化，犯不着討論對與錯的倫理問題。

結論是我們子女要重新學習去適應父母！神父修女久不久

回家省親，天天跟父母親一起生活，肯定是兩碼子的事。這

是我高調感謝妹妹的原因。然而話說回來，家母享高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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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我們五個神父已進入花甲之年；工作固然重要，但

身體健康是不容忽視的。外邊世界是六十或六十五歲退休，

但教會由於司鐸人手嚴重不足，要做到七十五歲才准申請。

如果你健康，堂區便更需要你留下協助開彌撒和聽告解；

直到八十五歲功成身退。這是今天我們五位神父和其他鐸

友的處境。司鐸不只是打好一份工，而是一生的職志和服

務。其實幾時退休並不重要，但工作過勞倒是困難的核心，

畢竟人非草木！  

身兼數職已是常態，面對當下社會的政治、經濟、民生

和倫理生活承擔着極大的壓力和挑戰；香港市民、包括教

友在內，都需要面對這個千變萬化的世代，我們做神父的

更是首當其衝。雖然教會並不十全十美，甚至有時會做出

令人失望的行為；這就是「天主是愛」和「現實生活」的

寫照。美麗的是就算人犯罪跌倒，主耶穌仍舊愛，接納和

寬恕，從不放棄和對我們失望。今天的世界充塞着人性軟

弱和仇恨，我們需要來自天主的「解藥」；而神父正是天主

旗下的物流公司伙記，負責把愛的「解藥」運送到最有迫

切需要的地方。內修生活固然重要，但如果未能觸及實際

生活，給別人提供正能量，那神父生活亦可以是個避世的

宗教行為。三十八年前五個熱血青年回應了主的召叫，三

十八年後他們的愛火依然熾熱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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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的價值              

                                                  愚公  

瑪竇福音 1 3 章 4 4 至 4 6 節，敘述兩個關於天國的比喻，

說：「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裏的寶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

來，高興地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買了那塊地。天國又好像

一個尋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顆寶貴的珍珠，就去

賣掉他所有的一切，買了它。」  

這個比喻，論述一位雇工在田地裏工作時，偶然發現寶

貝。他先把寶貝藏在地裏，急急變賣一切家產，買下那塊藏

着寶貝的土地。他這樣做，是因為當時羅馬人的法律，容許

發現寶藏的人將寶物據為己有。關鍵是只有寶藏所在土地的

主人，才可擁有發現的寶藏。至於另一個比喻，一名商人，

決心尋找完美的珍珠，找到後，也買去他的全部財產，以換

取這顆珍珠。在這兩個比喻裏，第一位主人翁偶然找到寶物。

第二位則積極地去尋找稀世的寶貝。雖然兩人的態度不同，

但他們同樣地，極之珍惜寶貝，他們甘願放棄自己的財產。

在比喻中，耶穌提及的寶物，正是天國。  

另外瑪竇福音 1 9 章，有一個富有的少年，對耶穌說，

他已經遵守了誡命，還要行什麼善，才可得到永生。耶穌回

答：「你若願意是成全的，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

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少年聽到要放棄他的財

產，面有難色，因為他不願捨棄他的豐厚產業。隨後，耶穌

對門徒說：「富人難進天國。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入天

國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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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瑪竇福音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比喻中的人，

選擇天國，甘願放棄世間的財富。富有少年則相反，不珍惜

天國，寧願保留俗世的財物。  

列王紀上，第三章，撒羅滿求天主賜他智慧，以統治百

姓，判斷善惡。他求的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故此，天主賞

賜撒羅滿一顆智慧的心。  因此，他的管治十分成功。我們

同樣，應該以一顆智慧的心，認識到短暫生命的真正目的，

懂得分辨和選擇，明白為了天國，為了永生，世上的一切財

富、名譽、地位，都可以捨棄。要知道，天國永恆生命，與

世上數十年的榮華富貴相比，是無限的。所以，天國是最高

的價值，也是唯一的善。投入天國，就是信從耶穌，接受祂

及門徒宣講的福音。在耶穌面前，人人要作出抉擇，並作最

徹底的抉擇。  

如果我們像「小孩子」，謙卑地開放自己，便可以認識

天國的價值，日後便可做好抉擇。之後，要堅定不移地追隨

基督，因為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祂更是良善心謙的，

是慈悲的，是值得我們信賴的。祂的路只要求我們愛天主與

及愛人。追隨基督使人自由和幸福，  靈魂得到安息，並令

我們得到救恩。總括來說，天國是無價之寶，我們還需要追

求其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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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０一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聖人慶節  

10月  2日  護守天使 

10月  4日  聖方濟. 亞西西(會祖) 

10月  5日  Blessed Francis Xavier Seelos (priest) 

10月  6日  聖博諾(司鐸) ，真福瑪利亞(貞女) 

10月  7日 三藩市總教區奉獻给聖母無玷聖心 

10月 9日  哥倫布日,聖德宜(主教)及同伴(殉       

         道) ， 聖若望. 利安納(司鐸) 

10月11日  若望廿三世(教宗)            

10月14日 聖嘉禮一世(教宗，殉道) 

10月16日 聖赫德維(修女) 

10月17日 聖依納爵. 安提約基亞 (主教，殉道)            

10月18日 聖路加(聖史) 

10月19日 St. John De Brebeuf & Isaac JoGues 

 (同伴及其殉道) 

10月20日 St Paul of the Cross 

10月23日 聖若望. 嘉庇當(司鐸) 

10月24日 聖安多尼. 加肋(主教) 

10月28日 聖西滿及聖猶達(宗徒) 
 

11月  1日  諸聖節  

11月  2日  追思亡者日 

11月  3日  聖瑪爾定. 包瑞斯(修士) 

11月  4日  聖嘉祿. 鮑榮茂(主教) 

11月  9日  祝聖拉特朗大殿紀念日 

11月 10日  退伍軍人節，聖良一世(教宗，聖師)            

11月 11日  聖瑪爾定. 都爾(主教) ，退伍軍人日 

11月 13日  聖方濟. 加比尼(貞女，移民主保) 

11月 15日  聖大亞爾伯(主教，聖師) 

11月 16日  St. Margaret of Scotland, Gertrude 

11月 17日  聖依撒伯爾. 匈牙利(修女) 

11月 18日  祝聖伯多祿大殿紀念 

11月 21日  獻聖母於聖殿 

11月 22日  聖則濟利亞(貞女，殉道) 

11月 23日      St. Clement I, Pope Martyr, St. columban, Abbot. 

11月 23日  感恩節 

11月 24日  聖陳安勇樂(司鐸) 及同伴(殉道) 

11月 25日  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 (貞女，殉道) 

11月 26日  基督普世君王節    

11月 30日  聖安德肋宗徒 

 

12月  3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12月  4日  聖若望. 達瑪森(司鐸，聖師) 

12月  6日  聖尼各老(主教) 

12月  7日  聖安博(主教，聖師) 

12月  8日  聖母無玷始胎膽禮(香港教區主保) 

12月  9日  St. Juan Diego 隱修士 

12月10日   聖瑪竇堂華人團體慕道者收錄禮 

12月 11日  聖達瑪穌一世(教宗) 

12月 12日  瓜達盧佩聖母 

12月 13日  聖路濟亞(貞女，殉道) 

12月 14日  St John of the cross(司鐸，聖師) 

12月 21日  St. Peter Canisius, Priest 

12月 23日  聖若望. 根地(司鐸) 

12月 24日  平安夜 

12月 25日  聖誕節 

12月 26日  聖斯德望(首位殉道者) 

12月 27日  聖若望(宗徒，聖史) 

12月 28日  諸聖嬰孩(殉道) 

12月 29日  聖多默. 白凱(主教，殉道) 

12月 31日  聖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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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瑪 竇 堂 區 消 息  
感 恩 祭 時 間 表  

 

 

平日感恩祭：早上 
中午 

主日提前感恩祭：下午 
下午 

主日感恩祭：早上 
 
 

中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6：30 a.m. 英語 
12：05 p.m. 英語 

5：00 p.m. 英語 
7：00 p.m. 西班牙語 
7：00 a.m. 英語 
8：45 a.m. 西班牙語 

10：45 a.m. 英語 
12：30 p.m. 英語 

3：00 p.m. 普通話 (每月第一、三主日) 
3：00 p.m. 廣東話 (每月第二、四、五主日) 
5：30 p.m. 西班牙語 

    

 

平日修和 ( 辦告解 ) 時間： 

星期一 至 星期五：下午 

星期六：上午 

下午 

                 每天明供聖體：  早上 

 

5：00 p.m.  -   5：30 p.m. (小堂) 

  11：30 a.m.  -  12：00 a.m. (大聖堂) 

4：30 p.m.  -   5：00 p.m. (大聖堂) 

7：00 a.m.  -   9：00 p.m.  (小堂) 

 
 

 

服務本堂的神父：  李定豪神父 ( Fr.  Dominic Savio Lee  ) 
戴蒙席(Msgr.  John Talesfore, Pastor ) 
余浩泉神父 (Fr.  Alvin Yu) 
Most Rev. William Justice  in residence 

Fr.  Thomas Parenti  in res idence 
翟林湧神父 (第一及第三普通話主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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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堂區活動消息 

1 .  三藩市總教區為慶祝花地瑪聖母顯現給三個幼童    

      一百年（ 1 9 1 7 年），特將整個總教區奉獻給聖母            

      無玷聖心（ I m m a c u l a t e  H e a r t  o f  M a r y）   

 日期 :  2 0 1 7 年 1 0 月 7 日  

 早上 9 : 0 0  —恭唸玫瑰經   

             1 0 : 0 0－感恩聖祭   

               1 1 : 3 0－聖體巡行  （步行數條市中心街道），    

        聖體降福及奉獻禮（奉獻給聖母無玷聖心）   

整個禮儀及彌撒在 1 1 1 1  , G o u g h  S t ;  S . F .  聖母升

天主教座堂舉行。   

2 .  華人及英語團體將在將臨期第二主日（  1 2 月 1 0

日）彌撒中為 2 0 1 8 年想加入教會的兄弟姊妹舉行

收錄禮（R i t e  o f  A c c e p t a n c e）   

3 .  十一月為煉靈月，本堂將在 1 1 月 1 1 日（星期六）

中午 1 2 : 0 5 分特為整年已亡的兄弟姊妹獻上追思

逾越慶典。   

4 .  三藩市總教區華人宗徒事務處特於 2 0 1 7 年 9 月

3 0 日，星期六，晚上六時半，在聖亞納堂禮堂舉

行中秋節福傳晚會。   

該晚會提供可口的中秋晚餐，傳統月餅，猜燈謎

音樂晚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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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8 5 0  J u d a h  S t ;  S F ,  C A 9 4 1 2 2   

費用：全免，但要拿取入場券   

詳情請電： 4 1 5 - 6 1 4 - 5 5 7 5  或電郵  z h a i p @ s f a r c h . o r g   

  

此外，該事務處屬下的團體舉辦－北加州粵語夫婦

懇談會特邀香港教區關俊棠神父（倫理學博士）主

講。   

“從人格成長看婚姻之為婚姻”   

“已感受為中心”   

“親密關係的面面觀”   

日期：  2 0 1 7 年 1 0 月 1 4 日早上九點至晚上六點   

2 0 1 7 年 1 0 月 1 5 日早上九點至中午 1 2 點   

地點 :  S t .  M a t t h e w  c h u r c h  a u d i t o r i u m    

   O n e  N o r t e  D a m e  A v e n u e ,  S a n  M a t e o ,  C A  9 4 4 0 2   

收費：每對夫婦 $ 1 8 0  （包括早、午餐及神父的旅費

等）   

報名及查詢： J o s e p h  a n d  M a r i a  L e u n g    

( 6 5 0 )  9 9 4 - 7 6 4 8   

                           T o n y  a n d  A g n e s  L a i   

                           ( 4 0 8 )  7 1 2 - 7 5 5 3   

  

mailto:zhaip@sfa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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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三藩市總教區聯同 S a n  J o s e 及 O a k l a n d 教區一起

舉辦多種語言信仰培育講座，其中廣東話及普通

話邀請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作講師。   

S a n t a  C l a r a  F a i t h  F o r m a t i o n  C o n f e r e n c e   

C h i n e s e  s e s s i o n s -中文主題講座 - 1 1 月 4 日   

早上 1 0 : 4 5 至 1 1 : 4 5 廣東話   

下午    1 : 0 0 至 2 : 0 0 普通話   

以聖經、歷史、人生故事來闡釋主題，顯出上主

是由於自己，而不是其他原因愛了我們，因為祂

的愛永不變更，總不收回。   

費用：提早報名  

       （  9 月 1 5 日前）一天＄ 3 8；兩天＄ 5 5   

                         （  1 0 月 1 至 1 5 日）一天＄ 4 8；兩天＄6 5   

                         （  1 0 月 1 5 日後）一天＄ 5 8；兩天＄7 5       

O n l i n e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網上報名：

h t t p : / / s c f f c . o r g /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   

G r o u p  r e g i s t e r 集體報名： 4 1 5 - 8 1 0 - 4 5 9 7   

電郵  

j v e r o n i c a w @ g m a i l . c o m  或  l a o n n _ s f @ y a h o o . c o m   

  

6 .  第七屆 S t .  J o h n  V i a n n e y  ( L u n c h e o n )  聖維雅納司

鐸為教區退休神父主教籌款午餐將在九月中舉行   

mailto:laonn_sf@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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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 0 1 7 年 9 月 2 9 日   

地點：聖母升天主教座堂大禮堂   

費用：  ＄ 1 5 0   

如有需要可聯絡李神父與本堂教區教友同坐一席   

  

慕道班及梵二大公會議課程   

  

1 .  李神父已在 2 0 1 7 年 8 月中開始成人慕道班課程   

聖瑪竇堂，逢星期四，早上 8 : 0 0 至 9 : 1 5     

聖登士頓堂 ( S t .  D u n s t a n  C h u r c h )，逢星期三，

下午 2 : 0 0 至 3 : 3 0   

若有興趣慕道、再慕道或想認識天主教信仰者

請 盡 快 與 李 神 父 聯 絡 ， 以 便 加 入 慕 道 班 。

6 5 0 - 3 4 4 - 7 6 2 2  內線 1 1 9   

2 .  聖登士頓堂 ( S t .  D u n s t a n  C h u r c h )，逢星期二晚上

5 : 4 5 至 7 : 1 5 將有主日聖經闡釋及分享。   

詳情請與李神父聯絡   6 5 0 - 3 4 4 - 7 6 2 2  內線 1 1 9   

或請聯絡 C h r i s t o p h e r  L e u n g  6 5 0 - 3 0 7 - 9 3 0 0   

3 .  梵二大公會議研讀信仰課程將於 9 月 2 7 日星期

三復課，若有興趣報名加入者，請與李神父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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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此  鳴  謝 

  無 言 感 激 

鳴謝以下各位、團體及公司廣告支持本中心牧民工作經費及刊物附梓，願上主

的慈愛及福寵厚謝各人。 

 二Ｏ一七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 

Annie Wong 
黃朱鳳仙（兩期） 
Wong Yick Fung 
Joyce Lai Hai Cheng 
梅杏仙女仕 
Amy Cheung 
Hin Wing Li 
Betty Wong Jue 
 

$ 90 
$100 
$ 40 
$ 50 
$100 
$ 20 
$ 60 
$ 50 
 

Paul Poon  

Agnes Fong 

Joseph Musich 

Gordon Lee 

梁太 

無名氏 

Ebisu Restaurant 

Andrew and Agnes Ng 

 
 
 

$125  
$ 20  
$ 80  
$ 20  
$ 20 
$100 
$200 
$ 50 
 

         

            本華人團體更多謝定期支持本刊物出版的善心人士 

投稿作者：  本地及海外各地的神長、修女、教友及非教友 

廣告商戶：  Ebisu & Hotei Restaurant  (Steve Fujii) 

         Landmark 稅務公司   稅務師 Paul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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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SU 

RESTAURANT  

1283  9th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2 

Bus： 415-566-1770 
Fax： 415-566-2935 

 

E  b i s u 

 

 

 
 

 

 
  

  
  

 
Paul N Poon MS EA CFP    US Fed Lic to Practice before the IRS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Small Business Tax Consultant 

347 Gellert Blvd., Suite J, 
Daly City, CA 94015. 

     (650)992-6800      
      poonmsc@yahoo.com 
     15 - 22nd AVE., San Mateo, CA 94403. 
 

mailto:poonmsc@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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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堂區李定豪神父 (Rev. Dominic Savio Lee) 聯絡方法： 
 

        聖瑪竇堂區地址 : St. Matthew Church 

                         1 Notre Dame Avenue, 

        San Mateo, CA 94402, U.S.A. 

    李定豪神父直線電話 : (650) 342-3884 

堂區廣東話留言直線電話 : (650) 344-7622 Ext. 119 

        電子郵件e-mail : domsaviolee@yahoo.com 

堂區廣東話網頁 : www.bosco1.com 

 

聖瑪竇堂區網頁 : www.stmatthew-parish.org 

      堂區電話 : (650) 344-7622 Ext.101           

          傳真 : (650) 344-4830 

 

歡迎各位、團體及公司支持 

聖瑪竇堂區團體刊物印刷經費及刊登

廣告 
 

支票抬頭 :  St. Matthew Church           

    地址 :  1 Notre Dame Avenue, 

            San Mateo, CA 94402, 

            U.S.A. 

     ATT :  Fr. Dominic Savio Lee 

      

      

《文責自負》 

本刊物內所有文章全屬作者個人之觀點與角度 

並不代表李定豪神父及本刊物編輯組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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