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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1      編者的話  
 

  復活節 -充盈喜樂及滿被恩寵的時刻  

 

耶 穌 復 活 了 ， 祂 經 歷 了 被 門 徒 出 賣 ， 群 眾 攻 擊

及辱罵，法院無理的審訊、鞭打，帶刺冠、最後被

釘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但祂超越個人的局限，桎梏

及死亡，今天祂復活了，並臨在我們團體之中。我

們可說：亞肋路亞，主真的復活了。  

耶 穌 即 使 是 天 主 子 ， 祂 卻 以 身 作 則 地 先 經 歷 痛

苦、死亡，才能復活、度新生，而我們由於每個人

的自私、墮性、貪心等人性軟弱，逃避考驗，沮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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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因而難於學習基督死於自我，活

於天主那份情懷，而無法體 會復活的喜

訊。  

聖 週 五 及 復 活 主 日 的 福 音 恭 讀 中 ，

格外奪目的一件事，應是伯多祿，他曾

經三度否認過恩師，這醜聞傳遞得很快，在很短的

時間內，已成了眾所周知的事。雖然如此，他仍然

不失為大眾所尊敬的領袖。瑪利亞 瑪達肋納一口氣

跑去，正是為給 伯多祿報喜信 - 主真的復活了。伯多

祿固然在人性上有不少缺點，但肯定的是他也有過

人之處。蹤使他貪生怕死的弱點暴露了，他仍能勇

敢地接受現實，不怕羞怯去 面對比他更忠信的同門，

因而被同門所同情，允許及接納。  

其 實 羞 怯 會 使 一 個 人 去 避 免 與 別 人 接 觸 來 遮 掩

內心的自卑感，同時亦具有與人疏遠的行為。羞怯

的人難於與陌生人結交朋友，不敢放膽直言，不能

用最佳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感受及觀點，更

使我們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及分享別人的友誼，

以致不能關心別人或被人關懷及被愛。在極端的情

況下，可能造成沮喪、焦慮及寂寞不安。其實，羞

怯的人也並非想默默無聞，他們有自己的希望及理

想，亦想出人頭地，只不過是不敢冒險，不能克服

內心的矛盾。若要徹底消除羞怯的心態，最好的方

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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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要再老說自己不行  

（二）仰仗復活基督的德能  

這位 2020 年鼠年復活在我們中間的基督，祂正

是除去人性的羞怯，堅強我們個人的心智及毅力，

恆心不懈地去面對人生上所遇到的困難。雖然在我

們信仰薄弱時，我們發覺祂不在我們心中復活，即

使祂後來顯現過，也是若隱若現，來去無跡，祂再

不是舊日復活的祂了！  

但 是 ， 我 們 可 在 我 們 的 回 憶 中 ， 像 砌 圖 一 樣 去

捕捉祂的足跡、容貌。把這個復活的主一點一滴，

一劃一句地重新捕捉、塑造、並再次活在我們心中。

靠着這點，祂不正是每一天在人海中與我們 同行！

祂每一天卻在我鐸職、工作、家人相聚時活現及相

遇嗎？  我們亦靠着這棵堅強的「心」及不屈 不撓的

信念，一生不斷為福音共度勞苦，奮鬥前行，亦不

言悔地告知別人 - 主真的復活了，亞肋路亞。  

祝各位復活節快樂，與鼠跳躍於宇宙洪流之間，

並除去一切內在恐懼、羞怯與祂一起共度新生涯。  

                                       鐸末  

                                       李定豪神父  

                                       2020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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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餅二魚還是七頂  

                                           小人物  

有 一 天，一 位 教 友 問 我，耶 穌 增 餅 的 聖 蹟 中，使 用 餅

的 數 目，是 五 個 還 是 七 個。我 這 個 不 熟 悉 聖 經 的 人，只 聽

過 五 餅 二 魚，七 個 餅 則 沒 有 聽 過。唯 有 下 決 心，打 開 聖 經 ，

尋 找 真 相 。  

聖 經 中，四 部 福 音 都 有 記 載 耶 穌 增 餅 的 聖 蹟。當 中 瑪

竇 福 音 十 四 章，馬 爾 谷 福 音 六 章，路 加 福 音 九 章 及 若 望 福

音 六 章 收 錄 的 增 餅 的 聖 蹟，全 部 都 是 五 餅 二 魚，牽 涉 的 人

數 同 樣 為 五 千 名 男 士 ， 剩 下 的 裝 滿 十 二 筐 。  

另 外，瑪 竇 和 馬 爾 谷 福 音， 分 別 在 十 五 章 及 八 章， 敘

述 另 一 次 增 餅 的 聖 蹟。這 次 增 餅，用 了 七 個 餅，餵 飽 四 千

男 丁，剩 餘 的 有 七 個 籃 子。請 注 意，記 錄 兩 次 增 餅 的 聖 蹟

的 瑪 竇 和 馬 爾 谷 福 音，在 聖 經 中 第 一 次 的 標 題 為「 首 次 增

餅 」，而 第 二 次 增 餅 則 以「 二 次 增 餅 」作 為 標 題，證 明 増

餅 聖 蹟 發 生 了 兩 次 。  

在 探 討 下 去，發 現 記 載 了 兩 次 增 餅 的 瑪 竇 和 馬 爾 谷 聖

史，在 敘 述 耶 穌 訓 斥 門 徒 的 盲 目，耶 穌 教 誨 他 們 需 要 把 眼

光 從 物 質 層 面，提 升 到 精 神 層 面，比 耶 穌 提 醒 要 提 防 法 利

塞 人 和 撒 杜 塞 人 的 酵 母（ 壞 影 響 ），也 分 別 在 瑪 竇 福 音 十

六 章 九 節 及 馬 爾 谷 福 音 八 章 十 九 節，提 及 這 兩 次 增 餅。這

是 耶穌親口證明，也是最有力證明，真的有兩次增餅聖蹟，

第 一 次 用 了 五 個 餅 兩 條 魚 ， 另 一 次 則 用 上 七 個 餅 。  



5 
 

確 定 了 耶 穌 増 餅 兩 次，我 們 可 以 看 看 其 他 細 節，發 掘

箇 中 道 理 。  

（ 一 ）  為 什 麼 一 次 增 餅 不 夠 ， 還 要 再 來 一 次 ？ 聖

經 記 載 ， 第 一 次 增 餅 發 生 於 貝 特 賽 達 ， 接 近 加

里 肋 亞 海 ， 這 裏 的 居 民 是 猶 太 人 。 而 第 二 次 增

餅 的 地 點 在 革 勒 撒 地 區 ， 鄰 近 十 城 區 ， 居 民 為

外 邦 人 。 可 見 耶 穌 在 第 一 次 增 餅 聖 蹟 中 ， 向 猶

太 人 講 道 。 第 二 次 的 對 象 是 外 邦 人 。 這 表 示 耶

穌 的 救 恩 為 給 猶 太 人 及 外 邦 人 。  

（ 二 ）  聖 經 中 兩 次 增 餅 ， 都 說 明 耶 穌 看 見 兩 組 群

中 需 要 食 物，動 了 憐 憫 之 心。可 見 耶 穌 的 慈 悲 ，

無 分 彼 此 地 施 予 猶 太 人 及 外 邦 人 ， 因 為 所 有 人

都 是 天 主 的 子 女 。  

（ 三 ）  兩 次 增 餅 ， 都 有 數 千 人 跟 隨 耶 穌 ， 這 兩 群

人，猶 太 選 民 及 外 邦 人，都 像 羊 群 般 追 隨 耶 穌 ，

是 祂 為 牧 者 。    

（ 四 ）  至 於 餅 ， 兩 次 聖 蹟 中 ， 耶 穌 都 把 餅 祝 福 、

擘 開 、 交 給 門 徒 。 這 舉 動 和 現 在 的 感 恩 祭 中 的

禮 儀 一 樣 。 耶 穌 藉 着 增 餅 聖 蹟 ， 預 告 聖 體 聖 事

和 感 恩 祭 。  

（ 五 ）  耶 穌 的 增 餅 聖 蹟 ， 顯 示 祂 看 見 人 肉 身 和 靈

魂 的 需 要 ， 祂 用 祂 聖 言 滋 養 群 眾 的 靈 魂 ， 以 餅

和 食 物 滿 足 人 的 肉 身 飢 餓 。 正 如 雅 各 伯 書 第 二

章 所 說 ， 沒 有 實 際 愛 德 行 為 ， 信 德 是 死 的 。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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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 餵 飽 群 眾 ， 突 顯 祂 的 實 質 愛 德 行 動 ， 不 是 空

談 。  

最 後，我 們 讀 聖 經 時，若 深 入 研 究， 發 掘 字 裏 行 間 深

層 的 意 義，我 們 可 以 找 到 許 多 寶 藏，藉 此 便 豐 富 了 我 們 的

靈 修 ， 更 可 以 令 我 們 洞 悉 天 主 的 啟 示 。 讓 我 們 划 到 深 處 ，

與 天 主 建 立 一 份 親 密 的 關 係 。  

 

 

 修和路漫長    牧 者 之 歌

                            關傑棠  

 

基 督 宗 教 的 核 心 價 值 是 愛，演 譯 愛 有 三 個 過 程：愛 自

己 喜 歡 的 人 不 難；愛 家 人 雖 不 容 易，但 畢 竟 血 緣 教 我 們 沒

有 選 擇 餘 地；推 己 及 人，老 吾 老，幼 吾 幼 … … 教 大 家 關 愛

鄰 人、關 心 社 會，特 別 弱 勢 社 群，這 點 比 較 英 豪，也 不 難

付 諸 行 動。然 而 主 耶 穌 對 我 們 的 要 求，超 出 了 人 性 的 好 惡

習 性。不 單 寬 恕 仇 人，還 要 學 習 愛 他 們 ？ 這 怎 可 能 ？ 簡 直

違 反 人 性，然 而 要 活 得 開 心 與 平 安，似 乎 別 無 他 途。已 故

漫 畫 家 阿 虫 曾 說 過：「 寬 恕 別 人，就 是 厚 待 自 己。」信 不

信 由 你 … …  

這 是 驗 證 的 好 時 機 。 講 道 理 ， 人 人 明 白 ； 但 論 實 踐 ，

則 二 千 年 來 我 們 跟 隨 耶 穌 的 人 仍 未 修 成「 正 果 」，仍 有 進

步 空 間。這 是 人 類 大 家 庭 必 須 堅 持 的，否 則 分 分 鐘 會 敗 在

「 仇 恨 」與「 死 亡 」手 下。要 求 特 區 政 府 官 員 叩 頭 認 錯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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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天 公 地 道，對 林 太 破 口 辱 罵「 死 八 婆 」又 顯 得 理 直 氣 壯 ，

沒 有 什 麼 不 對。但 大 家 不 要 忘 記 當 台 灣 同 胞 在 立 委 會 動 武

打 架，香 港 人 不 屑 認 同，以 為 自 己 很 英 國「 紳 士 」。世 界

輪 流 轉，殊 不 知 這 倘 輪 到 香 港，許 多 人 又 不 以 為 然，沒 覺

不 妥。不 過 請 勿 忘 記，我 們 可 愛 的 黃 毓 民 和 長 毛 兄 弟，就

是 輸 在 作 風 太「 粗 皮 」（ 無 禮 ），選 民「 頂 不 順 」（ 吃 不

消 ）他 們。寄 語 今 天 勇 猛 的 泛 民 議 員 收 歛 收 歛，則 香 港 才

有 運 行 … …  

或 許 你 會 說 難 道 我 們 香 港 人 要 跟 風 祖 國 ， 好 像 中 共

「 人 大 」開 會 時 做「 舉 手 機 器 」和「 橡 皮 圖 章 」那 麼 有 文

化 ？ 當 然 不，趁 香 港 還 在「 一 國 兩 制 」未 完 全 失 效 前，大

家 要 珍 惜、善 用 及 享 受 自 由 民 主 的 空 氣。「 九 七 」五 十 年

過 後，我 們 這 批 長 者 雖 然 不 會 看 見 香 港 全 面 回 歸 後 會 變 成

怎 樣，但 有 一 點 值 得 大 家 相 信：世 界 天 天 進 步，人 類 愛 護

地 球 的 意 識 日 日 提 升；這 不 單 指 經 濟 生 活，亦 包 括 精 神 道

德 生 活 的 提 升 。 而 這 方 面 的 成 就 一 定 會 對 暴 力 和 戰 爭 說

不 。  

香 港 人 口 口 聲 聲 說 怕 中 共 政 權 霸 道，不 喜 歡 你，一 討

厭 你 便 會 扣 你 帽 子 和「 砌 生 豬 肉 」（ 冤 枉 ），上 述 便 是 反

對 引 渡 條 例 的 心 理 關 口。不 過 話 說 回 來，最 推 崇 民 主 自 由

和 法 治 的 美 國 和 英 國 亦 是 砌 別 人 生 豬 肉 的 表 表 者。伊 拉 克

沒 有 殺 傷 力 大 的 武 器，只 因 看 撒 達 姆 候 賽 因 不 順 眼，便 理

直 氣 壯 地 揮 軍 入 侵，莾 顧 平 民 生 死 誓 殺 對 方 而 後 快；這 又

是 甚 麼 正 義 邏 輯 ？ 幸 好 中 國 今 天 比 較 強 大 、 有 點 兒 實 力 ，

不 然 後 果 不 堪 設 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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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求 民 主 生 活 有 幾 個 基 本 元 素 必 須 兌 現。容 許 別 人 有

表 達 的 自 由 空 間，要 擁 有 包 容 異 見 的 胸 襟，持 肯 聆 聽、分

析 與 開 放 的 態 度 。 自 己 既 不 是 真 理 霸 王 ， 敵 人 也 需 尊 重 。

最 後「 大 修 和 」的 基 礎 源 自 你 我 都 愛 香 港，不 想 這 夥「 東

方 之 珠 」失 色 沉 淪，也 是 維 持 向 祖 國 展 示 民 主 政 制 及 生 活

是 可 行 的 最 後 橋 頭 堡。修 和 路 漫 長，主 耶 穌 是 我 們 的 終 極

導 師 … …  

 

                   體罰的懷念  

                                             盧鋼鍇  

 

有 幾 位 已 是 專 業 人 士 的 舊 學 生 來 訪，彼 此 暢 談 兒 時 往

事，似 乎 他 們 都 很 懷 念 唸 書 時 體 罰 的 日 子。他 們 津 津 樂 道

數 十 年 前 被 體 罰 的 過 程，不 但 不 以 為 忤，還 滿 懷 感 激 昔 日

老 師 和 校 長 的 籐 鞭 和 戒 方，好 像 今 日 的 成 就 是 昔 日 體 罰 的

成 果 。  

把 今 日 學 生 欠 缺 秩 序 觀 念 和 學 習 動 力 歸 究 體 罰 被 禁

止 略 嫌 偏 激，但 適 當 的 體 罰 似 乎 有 不 可 抹 殺 的 作 用。徵 詢

過 很多位任教中、小學老師對體罰的意見，結論雖非一致，

但 傾 向 保 留 體 罰 的 仍 佔 多 數；他 們 一 致 認 為 完 全 禁 止 體 罰

是 向 頑 劣 學 生 棄 械 投 降。現 代 教 育 學 者 多 不 贊 成 體 罰，認

為 體 罰 帶 來 很 多 壞 處，不 單 令 學 童 受 皮 肉 之 苦，也 令 他 們

心 靈 受 到 創 傷，甚 至 影 響 到 日 後 待 人 處 事 的 態 度；體 罰 不

能 令 懶 惰 的 學 生 變 得 勤 奮，也 不 能 令 品 行 差 的 學 生 變 得 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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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有 禮；更 大 可 能 是 激 起 仇 恨 之 心，報 復 之 意。為 甚 麼 仍

有 這 麼 多 人 認 同 體 罰 呢 ？ 體 罰 是 否 被 接 受 很 受 當 時 環 境

影 響：二 三 十 年 前，社 會 比 較 保 守，「 棒 頭 出 孝 子 」的 觀

念 仍 濃，體 罰 是 教 兒 育 女 正 當 手 段。老 師 對 頑 劣 學 生 體 罰

是 社 會 接 納 的，「 教 不 嚴，師 之 惰。」家 長 是 感 激 的，因

為 別 人 給 你 教 子 。  

時 代 轉 變 了，專 家 學 者 認 為 教 育 不 是 暴 力，教 育 是 用

愛 心 循 循 善 誘，孩 子 們 應 該 在 愉 快 中 學 習，知 識 不 應 該 在

淚 水 中 累 積；另 一 方 面 家 庭 人 口 結 構 急 劇 改 變，「 一 個 嬌 ，

兩 個 妙 」的 家 庭 計 劃 改 變 了 兒 孫 滿 堂 的 觀 念，一 般 家 長 有

溺 愛 的 趨 向，不 太 接 受 老 師 的 體 罰 教 導 方 式。法 例 規 定 禁

止 任 何 方 式 的 體 罰，即 使 輕 微 的 打 打 掌 心 也 不 可 以，教 師

如 果 干 犯 禁 條，不 單 長 俸 或 公 積 金 如 東 流 逝 水，被 判 監 禁

也 是可能的。學生粗魯無禮，挑戰老師 權威和忍耐的極限，

家 長 護 短 心 切，所 以 教 師 因 體 罰 而 鬧 上 法 庭 的 案 件 時 有 所

聞。絕 對 禁 止 體 罰 令 部 份 教 師 放 棄 管 教，犯 不 着 以 公 積 金

或 長 俸 作 賭 注。雖 然 有 為 數 頗 多 的 教 師 認 為 應 保 留 有 限 度

的 體 罰，也 有 不 少 小 學 的 家 長 不 反 對 適 度 的 體 罰，但 風 險

仍 是 很 高 的。舉 例 學 生 欠 交 功 課 給 老 師 打 掌 心 三 下，這 原

是 可 以 接 受 的；如 果 這 學 生 沒 有 補 交 所 欠 功 課，老 師 會 加

倍 多 打 幾 下 掌 心，這 多 打 的 幾 下 已 經 有 點 偏 離 原 意；如 果

這 學 生 仍 不 補 足 所 欠，老 師 動 真 火 了，懲 罰 的 重 點 已 轉 移

到「 不 尊 重 老 師 」這 關 節 上，體 罰 就 會 變 成 暴 力 的 導 火 綫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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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容 許「 有 限 度 」 或「 適 度 」的 體 罰 合 法 ，如 何 拿

揑 得 準 以 發 揮 體 罰 功 效，真 是 大 學 問 了。最 安 全 是 一 刀 切

禁 止 體 罰 ， 雖 然 我 對 體 罰 仍 有 懷 念 。  

 

 

       I  N e e d e d  a  B r ea k  Fr om L i f e  

                                                   L u c i a  L i u  

 H a v e  y o u  e v e r  t h o u g h t  a b o u t  w h a t  p e a c e  a n d  s i l e n c e  

r e a l l y  b r i n g s  y o u ?  D o  y o u  t r u l y  u n d e r s t a n d  h o w  s i l e n c e  c a n  

p o s i t i v e l y  a f f e c t  y o u r  m i n d ,  s o u l ,  a n d  i n n e r  p e a c e ?  I  n e v e r  

h a v e  a n  a n s w e r  t o  e i t h e r  o f  t h o s e  q u e s t i o n s  u n t i l  I  f o u n d  

m y s e l f  s i t t i n g  i n  a  c h u r c h  i n  D a v i s ,  a p p r e c i a t i n g  e v e r y  

s e c o n d  o f  s i l e n c e  t h e r e  i s .    

I  h a v e  a l w a y s  b e e n  a  C a t h o l i c  m y  w h o l e  l i f e ,  a s  m y  

e n t i r e  f a m i l y  w a s  C a t h o l i c  a s  w e l l .  I  u s e d  t o  g o  t o  c h u r c h  

w i t h  m y  f a m i l y  a l l  t h r o u g h  e l e m e n t a r y ,  m i d d l e ,  a n d  h i g h  

s c h o o l ,  b u t  I  n e v e r  t r u l y  u n d e r s t a n d  w h y .  I  j u s t  s a t  t h e r e ,  

o b s e r v e d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r o l e s  p e o p l e  p l a y  o n  “ s t a g e ” ,  a n d  

l i s t e n e d  t o  t h e  r e a d i n g s .  T h e s e  a r e  a l l  v e r y  “ s t a n d a r d  

p r o c e d u r e s ”  t o  m e ;  n o t h i n g  o u t  o f  t h e  o r d i n a r y ,  y e t  t h e  o n l y  

d i f f e r e n c e  a n d ,  i n  m y  o p i n i o n ,  t h e  b e s t  p a r t  a b o u t  c h u r c h  i s  

w h e n e v e r  t h e  p i a n o  s t a r t s  p l a y i n g .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m u s i c  

p i e c e s  a l w a y s  c a p t u r e  m y  a t t e n t i o n .  T h e  l y r i c s  a n d  t h e  

m e l o d y  a l w a y s  m a t c h  s o  p e r f e c t l y .  I  c a n  a l m o s t  f e e l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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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o t i o n s  t h e  p i a n i s t  h a s  w i t h  e v e r y  m u s i c  p i e c e ,  a n d  h o w  i t  

a l l  t i e  i n  w i t h  e a c h  r e a d i n g .  C h u r c h  b e c o m e s  e n j o y a b l e  w i t h  

a m a z i n g  m u s i c  p i e c e s  e v e r y  w e e k .  I  c a n ’ t  h e l p  b u t  m o v e  m y  

f i n g e r s  a l o n g  w i t h  e v e r y  m u s i c  n o t e  I  h e a r ,  i m a g i n g  m y s e l f  

s i t t i n g  a t  t h a t  v e r y  p i a n o ,  p o u r i n g  a l l  m y  e m o t i o n s  a l l  o v e r  

t h e  m u s i c  p i e c e s .   

C h u r c h  w a s  f u n ,  b u t  i t  w a s n ’ t  a  n e c e s s i t y  t o  m e .  I t  

w a s n ’ t  u n t i l  I  g o t  i n t o  U C  D a v i s  w h e n  I  t r u l y  r e a l i z e  h o w  

n e c e s s a r y  i t  w a s  f o r  m e .  A s  a  p r e - m e d i c a l  s t u d e n t ,  t h e  

p r e s s u r e  f r o m  t h e  a c a d e m i c  c u r r i c u l u m ,  t h e  p r e s s u r e  o f  e v e n  

m a i n t a i n i n g  a  s o m e w h a t  d e c e n t  g r a d e  ( y e s ,  t r u t h  b e  t o l d ,  

s o m e t i m e s  g e t t i n g  a  3 . 5  G P A ,  l e t  a l o n e  m a i n t a i n i n g  i t  f o r  4  

y e a r s ,  i s  n o t  a s  e a s y  a s  h i g h  s c h o o l ) ,  a n d  s o m e h o w  b a l a n c i n g  

t h a t  w i t h  s o c i a l  l i f e ,  p e r s o n a l  l i f e ,  o n  t o p  o f  t r y i n g  t o  s t a y  

h e a l t h y  a r e  r i d i c u l o u s l y  a n d  u n e x p e c t e d l y  d i f f i c u l t .  I  

n e e d e d  a  b r e a k ,  a t  l e a s t  a  p a u s e  b u t t o n ,  f r o m  a l l  t h e  c r a z i n e s s  

a n d  s t r e s s  i n  l i f e .  O u t  o f  a l l  t h e  p l a c e s  I  w o u l d  h a v e  t h o u g h t  

o f ,  c h u r c h  p a u s e d  m y  l i f e  a n d  p r o v i d e d  t h e  r i g h t  a m o u n t  o f  

s i l e n c e  I  n e e d e d .  A  l o t  o f  p e o p l e  m y  a g e  s t o p  g o i n g  t o  c h u r c h  

o n c e  t h e i r  f a m i l i e s  a r e n ’ t  t h e r e  t o  p u s h  t h e m .  A  l o t  o f  p e o p l e  

t h i n k  i t ’ s  a  w a s t e  o f  t i m e  o r  t h i n k  i t ’ s  m e a n i n g l e s s  t o  g o  t o  

c h u r c h  b e c a u s e  t h e y  n o  l o n g e r  b e l i e v e  i n  t h e  c o r e  v a l u e s  o f  

b e i n g  a  C a t h o l i c ,  o r ,  a s  I  o n c e  t h o u g h t ,  i t  w a s n ’ t  n e c e s s a r y  

f o r  t h e m  a n y m o r e .  I  k e p t  o n  g o i n g ,  b e c a u s e  I  l o v e d  t h e  

s i l e n c e .  T h a t  r e a s o n  m a y  s e e m  o d d  t o  s o m e  p e o p l e ,  a s  p e o p l e  

u s u a l l y  g o  t o  c h u r c h  t o  s t r e n g t h e n  t h e i r  b e l i e v e s  a n d  t r y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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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d e r s t a n d  t h e  p a t h  G o d  h a s  p u t  t h e m  o n .  T h a t  w a s  n o t  m e ,  

n o t  a t  a l l .   

I  g o  t o  c h u r c h  b e c a u s e  I  n e e d  a  b r e a k  f r o m  r e a l i t y  f o r  a  

l i t t l e  b i t ;  I  n e e d  t h e  w o r l d  t o  j u s t  b e  q u i e t  a n d  l i f e  t o  j u s t  

p a u s e  f o r  a  s h o r t  w h i l e .  W h e n  I  w a l k  i n t o  a  c h u r c h ,  i t  f e e l s  

l i k e  I  a m  w a l k i n g  i n t o  a n o t h e r  d i m e n s i o n  w i t h  a  w h o l e  n e w  

i d e n t i t y .  P e o p l e  a r e  n o  l o n g e r  t a l k i n g  a b o u t  s c i e n c e  t h e o r i e s ,  

m a t h e m a t i c a l  f o r m u l a s ,  b i o l o g i c a l  l a w s ,  o r  c h e m i c a l  

c o m p o u n d s .  I  a m  n o  l o n g e r  c a r r y i n g  t h e  w e i g h t  o f  b e i n g  a  

p r e - m e d i c a l  s t u d e n t .  E v e r y o n e  j u s t  t a l k s  a b o u t  G o d  a n d  h o w  

t h e i r  b e l i e v e s  h a v e  s t r e n g t h e n  a n d  i m p r o v e  t h e i r  d a i l y  l i v e s .  

I  c a n  f i n a l l y  s t o p  t h i n k i n g  a b o u t  a c a d e m i c s  a n d  l i f e  f o r  o n c e .  

T h a t  i s  w h y  I  l o v e  a n d  k e e p  g o i n g  t o  c h u r c h ,  e v e n  i f  I  a m  i n  

t h e  m i d d l e  o f  m i d t e r m  o r  f i n a l  s e a s o n ,  o r  i f  I  h a v e  t o  b i k e  

t h r o u g h  t h e  r a i n  o r  t h e  w i n d .  I  l o n g  f o r  t h a t  o n e  h o u r  o f  

s i l e n c e  e v e r y  w e e k .  S i t t i n g  b y  m y s e l f  a t  c h u r c h ,  s t i l l  

o b s e r v i n g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r o l e s  p e o p l e  p l a y ,  l i s t e n i n g  t o  t h e  

r e a d i n g s ,  l o v i n g  e v e r y  s e c o n d  o f  e n e r g y  a n d  b e a u t y  t h e  

m u s i c  b r i n g s ,  a n d  j u s t  d i s c o n n e c t i n g  m y s e l f  f r o m  r e a l i t y ,  I  

f o u n d  m y s e l f  l o v i n g  e v e r y  s e c o n d  o f  c h u r c h .  M y  b r a i n  g e t s  

a  1 - h o u r  b r e a k  e v e r y  w e e k ,  w h i c h  i s  n o t  e n o u g h  s o m e t i m e s ,  

b u t  i t ’ s  b e t t e r  t h a n  n o t h i n g .  E v e r y o n e  n e e d s  t o  d e - s t r e s s  a t  

s o m e  p o i n t  i n  l i f e ,  a n d  f i n d i n g  t h e  r i g h t  w a y s  t o  t r u l y  

d e - s t r e s s  c a n  b e  h a r d .  C h u r c h  h e l p e d  m e  t h r o u g h o u t  m y  4  

y e a r s  i n  c o l l e g e  t o  s t a y  i n  f o c u s ,  t o  b r e a t h e ,  t o  r e s t a r t .  

M a y b e  t h i s  i s  t h e  p a t h  G o d  w a n t e d  m e  t o  b e  o n .  M a y b e  G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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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 e w  h o w  t e r r i b l e  I  a m  a t  d e s t r e s s i n g .  W h o  k n o w s ?  A s  f a r  a s  

I  a m  c o n c e r n ,  i f  i t  w a s n ’ t  t h a t  1  h o u r  o f  c h u r c h ,  o f  

b r e a k i n g - f r e e  e v e r y  w e e k ,  m y  b r a i n  w i l l  n o t  b e  f u n c t i o n i n g  

a s  i t  i s  n o w .  A s  I  g e t  o l d e r ,  I  a p p r e c i a t e  e v e r y  s e c o n d  o f  

f r e e d o m  f r o m  l i f e  I  c a n  g e t .  C h u r c h  h a s  t h e  p o w e r  t o  s i l e n c e  

t h e  w o r l d  f o r  m e .  I  h o n e s t l y  d o n ’ t  k n o w  w h e r e  e l s e  I  c a n  b e  

w h e r e  I  d o n ’ t  h a v e  a n y  p e r s o n a l  c o n t a c t  w i t h  s c i e n t i f i c  

m a t e r i a l s .  C h u r c h  i s  m y  l i t t l e  e s c a p e  f r o m  l i f e .  I t  a l w a y s  h a s ,  

a n d  i t  a l w a y s  w i l l  b e .   

 

 

        天主與我們同在  

                                                          初哥  

教會禮儀新年由將臨期首主日開始，承接上一年的末世

氣氛，第一及第二主日的主題分別為醒悟和悔改，已預備末

日的來臨，第三主日開始，把注意力轉到耶穌的第一次來臨。

故此，第三主日的主旨是歡樂，歡欣地期待耶穌誕生，所以

稱為喜樂主日。最後一個主日則強調天主與我們同在。我們

知道天主天天、分分秒秒和我們一起，我們應該怎樣做，以

配合及好好地運用這機遇？首先想想，天主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堪當嗎？以天主至高無上的尊貴身份，祂是造物主，是

唯一善的，我們當然不堪當天主與我們同在。不過，既然天

主這樣仁慈，紆尊降貴到來和我們這些罪人在一起，完全是

出於天主對我們的大愛。明白了天主對我們的厚愛，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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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的是要感恩，還要以愛還愛，答謝天主。首先，我們要

更新自己，戒掉自己的壞習慣，轉而多為他人着想，盡量做

到肖似基督，配合支線的天主。以下為相應行動。  

（一）勤讀聖言，聆聽天主的話，領略真道。  

（二）多祈禱，和天主交談。  

（三）以實質愛德行動，援助有需要的人，解決他人的

肉身和精神的困難。  

（四）克己，節制自己的私欲偏情，躲避犯罪機會。  

（五）為主作證，在聖堂內和聖堂內，以合乎基督精神

的行為，宣講天主的道理。  

（六）積極參與教會和堂區的工作，貢獻教會。    

其他方面，包括勤領聖體，讓靈魂得到滋養，與基督和

教會共融；辦妥當告解，和天主修好，得到罪過的赦免，並

獲取天主的恩寵。  

正因為天主每日和我們同在，上述行動便要每日做。此

外，我們每日和天主這位良師益友一齊，更好地讓我們活在

聖德中，使我們時刻準備好末日時耶穌光榮再來，審判生者

死者。  

繼將臨期之後便是聖誕期，聖家節，主顯節及主受洗節，

接着是走向常年期，不久便是另一個大節其—四旬期。四旬

期的精神是更新、悔改、祈禱、克己及行善。這些精神，似

曾相識，上面已經介紹過。教會這樣安排，是要不斷地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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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樣做才可以賺取永生，通往天國。人性是軟弱的，在

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到處都是誘惑，我們很容易墮入魔鬼

的圈套，犯罪而離開天主。可幸，慈悲的天主給予我們力量，

透過祈禱、聖體和修和聖事，堅強我們，擊退誘惑，免我們

陷於罪惡。只要我們信靠基督，有天主天天與我們同在，任

何時間，我們都會得到保護。我們很樂意和我們的好朋友共

聚，因為有天主這位好友天天在一起。     

 

                      談税吏匝凱  

                                                   鄒保祿  

聖史路加記載了一件很感動人的故事，當耶穌進入靠近

耶路撒冷城附近的耶里哥 ( Jer i cho)  鎮時，有一位富貴的税

吏，他名叫匝凯，他聽説耶穌的名聲很偉大，便想看一看耶

穌。  

由於很多人保衞着耶穌，他自己身材很矮小，而且没有

辦法向前擠進，巧的是，前面有一棵野桑樹，他便爬上這棵

樹以等待着耶穌經過。耶穌來到那棵樹下，抬頭一看，便對

他説：「匝凱，你快下來，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裏。」

(路十九 5)  

匝凱真想不到，由於自己的好奇心，只希望看到耶穌一

眼，想不到的是，耶穌不但讓他看到一眼，而且還要住在他

的家裏，真是求之不得。他高興地爬下樹，把耶穌帶到自己

的家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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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對耶穌不滿並且説：「耶穌是一個聖善的人，怎

能可以進入一個罪人的家過夜。」  

匝凱也知道自己做錯了很多事，現在，在耶穌面前懺悔

自己的過失：「主，你看，我要把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

我如果欺騙過誰，我要以四倍的錢賠償給他。」 (路十九 8)  

耶穌對他説：「今天救恩來到這一家，因為他也是亞巴

郎之子，因為人子來，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的人。」 (路十

九 10)  

傳説匝凯也成為耶穌的門徒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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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人  

                                                  愚公  

聖經中，列王紀下第五章，記載外邦人阿蘭王，有一個

軍長，名叫納阿曼。軍長因為英勇，受到國王愛戴。納阿曼

不幸染上癩病。軍長家中有一名從以色列擄回來的少女，她

是納阿曼妻子的婢女。婢女對夫人說，如果軍長去見撒瑪黎

雅的先知，他一定會醫好軍長的病。阿蘭王同意，還寫了一

封信給以色列王，耶曷蘭，道明來意。以色列王以為阿蘭王

派軍長來，是有意為難他，  十分憤怒。厄里叟先知聽到以

色列王發怒，派人見耶曷蘭。先知建議讓軍長見他，以便軍

長知道在以色列有先知。哪怕萬照辦，來到先知家門。先至

派人傳話給軍長說：「去約旦河浸七次，便會痊愈。」軍長

不悅，他位高權重，為何先知不親自出來見他。納阿曼在想，

他家鄉的阿巴納河及帕尔帕河的水質，怎會比不想以色列的

約旦河水，為什麼他不可以在家鄉洗？軍長一怒之下，拂袖

而去。這時，納阿曼的僕人們對主人說：「先知吩咐你做的

事並不難，為何不就地試試？」軍長被說服了，在約旦河裏

浸了七次，他的癩病果然痊愈了。這時，納阿曼明白到，全

世界只有在以色列有天主，他需要皈依天主。  

從這件事，可以找到一些教訓。軍長得到國王的寵幸，

起初很高傲，但最終還是放下自己的身份，聽從下屬的勸告，

肉體的病患得到治愈。靈魂上，他還認識了真天主而皈依，

一舉兩得。若果他固執，繼續驕傲，便一無所得，肉體和靈

魂都沒有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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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一轉方向，看看我們的君王耶穌。祂貴為天主子，但

祂聽天父的命令，甘願紆尊降貴，降臨人間，還要受魔鬼試

探；被家鄉的人、經師、法利塞人、甚至猶太同胞凌辱、誣

告、被定罪、釘在十字架上死。我們的耶穌，誕生的地方，

不是宏偉的宮殿，而是馬槽，穿的是破布，完全不像一個君

王。這是由於耶穌謙虛、服從、肯空虛自己，放下權力和地

位。這位君王，從來不帶武器，也沒有軍隊，因為祂的武器

是祂的愛和聖言。在祂被捕時，眼見伯多祿把大司祭僕人的

耳朵削掉，耶穌馬上使僕人的耳朵復原。他慈悲，目睹群眾

飢餓，行聖蹟増餅，餵飽數千人。耶穌樂意赦免人的罪，只

要求他們悔改。我們的君王還留下聖神和聖體聖血給我們，

滋養我們的靈魂，在最後晚餐中，除了留給門徒告解聖事，

耶穌還親自為門徒們洗腳。請注意，在耶穌時代，洗腳是僕

人或奴隸做的低賤工作。耶穌這樣做，是要讓祂的門徒學習

愛人如己及作一個好僕人。  

舊約裏，智慧篇第六章，邀請掌權者研究智慧，茲轉載

如下：「智慧勝於體力，智者勝於勇士。」  

「所以，列王！你們要聽，且要明白；世上的判官！你

們應受教；  

統治群眾，因百姓眾多而自負者！你們應當傾聽；  

你們的權威，是由上主賜予的，高位是來自至高者，他

要檢查你們的作為，查究你們的心意。因為，你們是他王國

的公僕，如果你們判案不公，不守法律，不按天主的旨意行

事，天主必要可怕而迅速地臨於你們，對身居高位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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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的審判。因為，卑微的人，還堪憐可恕；有權勢的，必

受嚴厲的拷問。萬有的主宰決不顧情面，也不畏懼權勢，因

為無論大小，都是他造的，他對一切，都一律加以照顧；但

對有權勢的人必嚴加審訊。所以，各位君侯！我的話是對你

們說的，要你們學習智慧，不再失職。  

誰聖善地持守聖善的法律，便是聖善的人；誰學習這些

法律，必會尋得辯護。所以你們應思慕我的話，珍愛我的話，

如此，你們必深受教益。」  

箇中道理包含受教、安天主的旨意辦事、學習智慧、守

聖善的法律和承認當權者是天主王國的公僕。  

我們看看以上耶穌這位普世君王，在言和行都真實地以

僕人的身份自居。我們受造物，領受了基督的聖洗，也受洗

歸於祂的死亡，和基督同死也同活。這樣，普通人和當權者，

也要從耶穌的僕人榜樣，學習怎樣做他人的僕人，愛人及服

務別人，好能彰顯天主的愛。     

 

13. 羅馬帝國時期的迦太基天主教會   

         李國雄  

根 據 「 Carthage ・ Fact  and Myth,  edi ted  by  Road 

Docter  Eta l . ,  S idestone Press ,  2015.  Pro  Quest  Ebook 

Centra l」其中的「Chr is t ian  Carthage」by  Fath i  Bejaoui

一文，可以看到一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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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主教會被禁時期  

非洲基督信仰，按「N ew Cathol ic  Encyc lopedia 」於

公元 150 年由羅馬和東面  (East )  入傳迦太基的，而且迅速

蓬 勃 起 來 ， （ 已 知 的 當 時 建 有 20 間 以 上 的 大 殿  

[bas i l i cas]）。  

根據戴都良（ Tertu l l i an ，公元 160-225）——首位基

督信徒用拉丁文寫作者，他身兼演說家、法律學者、基督徒

護教者，生於迦太基非基督信仰家庭，公元 197 年皈依基

督信仰，有以他晉升鐸品，及另一位非洲教會學者西彼廉的

著作中，可以肯定公元 3 世紀時的迦太基已建立了一個相

當龐大的基督徒團體。  

 西彼廉在教會內被列聖品，（公元 258 年卒），他是

演說家，大約公元 246 年皈依基督宗教，兩年後，被祝聖

為迦太基主教。  

 當時的教會經歷兩重打擊：迫害和異端。  

 (A )  這個時期，基督信仰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是非法的，

因而基督徒會被懲之於法：  

1 .  公元 180 年，文獻  (The  acts  of  the  12  S i c i l ian 

Martyrs )  記載，7 男 5 女共 12 位基督信徒在迦太基切頭致

命，成為首批非洲殉道者。  

2 .  大約公元 203 年，又有 2 位女性殉道者——伯爾都

亞和斐尼絲「Perpetua  and Fel ic i tas 」，在教會被列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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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死於迦太基城的圓形劇場，同被切頭，而在場的其他刑

犯卻死於被野獸吞噬，時當塞維魯王朝。  

Perpetua 是迦太基貴族，年青、貌美，接受了高等教

育，育有一男嬰，她記述當地被迫害的基督徒的情況。  

她的母親是基督信徒，父親卻不是，父親持續懇請她背

棄信仰，她拒絕了。她解說：「父親親愛，曾嘗試以理據轉

移我的目標，削弱信仰，但我回應他說：『父親，這是一件

器皿——水瓶或什麼東西，你清楚看到嗎？你可以任意叫它

什麼東西，棄用它本有的名稱嗎？」父親答說：『不』。那

我作為基督徒，也不能改變我的身份，我是基督信徒。」她

被囚禁時，才 22 歲。  

在囚的她，記述獄中日誌，至入行刑劇場前一日止。  

Fe l i c i tas 受刑前幾天產下女嬰。  

天主教會定她們殉道紀念日為 3 月 7 日。  

3 .  公元 258 年，瓦萊里安  (Valer ian)  在位時，迦太基

主教西彼廉  (Cypr ian)  殉道。  

B .  由於宗教迫害，有些教徒放棄了信仰，因而引發如

何處置他們重返教會的程序問題。  

公元 220 年 Agr ippinus——迦城第一位見於記載史籍

的主教，主持 70 多位主教出席的會議，會中宣佈持異端（偏

離傳統、正統教義）者所施行的洗禮無效。公元 256 年迦

太基最享盛名的 Cypr ian 主教主持他轄下的 87 位主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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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非洲教會再施洗的傳統，這傳統要到公元 314 年 Arles

會議  (Counc i l  of  Ar les )  才得以廢除。  

至於 Donat i sm——分離宗派，這宗派主張始自公元第

4 世紀初羅馬皇帝 Dioclet ian (284 -305)  的大迫害之後，這

些嚴格派者主張，那些曾經把聖經和其他教會書籍交與迫害

者焚燒的基督徒，都喪失了身為基督徒的資格，這問題自公

元 4 世紀初  (311)，一直影響著迦省教會，直至奧斯定時期  

(B ishop of  Hippo,  354 -430)  才得解決。  

二、解禁後羅馬帝國時期  

君士坦丁  (Constant inus )  於公元 306 年登皇位，並於

313 年公佈米蘭敕令  (Mi lan  Edict  of  Equa l i ty )  選擇和基督

宗教妥協。  

在公元 4 世紀時，當權者禁基督宗教以外的異教，為期

數十年，之後迦省曾經差不多全部皈依基督信仰這新的宗教，

關於這點，由教會教父主要人物之一的聖奧丁的記述可見，

他的書函眾多，他其他的幾種著作，對他極力維護的教會正

統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力 。 奧 斯 丁 終 其 一 生 對 抗 由 摩 尼 教  

(Manichaeism)  ［把古代  Zoroastr ian ism 、佛教、基督宗

教和諾斯底派的若干成份融合在一起的摩尼教義］、白拉奇

主義  (Pelag iani sm)，尤其是多那特主義  (Donat ism)  異端

所引致的非洲教會的分裂。  

早於公元 312 年，多那特（多納圖斯）(Donatus )  當選

迦省主教，他反對政府的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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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 ism 主 義 ， 一 種 分 裂 運 動 的 異 端 ， 以  Donatus  

(Magnus)  主教名字名之，這主義源於迦，以判決羅馬皇帝

Dioc let ian 大迫害時背棄了信仰的教徒，由此沉澱了嚴重的

宗教危機。  

公元 411 年，在迦舉行會議，近 600 主教參加，天主

教主教和 Donat ist 主教人數各半，會議由 Hippo R egius 主

教奧古斯丁（奧斯定）促成，打擊 Donat ism 主義，這個主

義一直流行至汪達爾人入侵時期。  

公元 418 年，Aure l ius 主教  (391-429)  手持他編纂的

非洲教會法典，召開會議，討論有關原罪、聖寵、祈禱的切

要等項目——這些範圍，在在顯示了他的友好和緊密合作者

奧古斯丁的影響，而 Pelagian ism——有關天主恩寵和人的

意志自由問題的異端（衝激正統的爭端）就被否決。  

三、汪達爾人  (Vandals )  入侵期  

413-426 (427)  年間奧古斯丁寫作了 22 卷  (22  books )

《上帝之城》 (C i ty  of  God)  一書，反映羅馬帝國政治的沒

落。410 年 Alar ic  (約 370-410)，西哥德人首領  (V is igoth ic  

ch ief )，一如大多數的哥德人  (Goths )，在信仰上 Alar ic 也

跟從亞略主義  (Ar ian ism)  （他的神學理論有異於正統的教

義，涉及聖三論（基督論）及其他方面，其中他不認為聖言

是真天主）。就由於羅馬淪陷，這便促成奧斯定寫了這本書。

這事件嚇呆了整個文明世界，奧斯定本人也深受影響，而非

基督信 徒認定羅馬的陷 落實由於廢棄了 他們本身所信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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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奧斯定以這本書作回應，書中比對基督信仰與世界

根本的差異，闡述了基督信仰的歷史哲學。  

429 年汪達爾人由蓋薩里克  (Genser ic )  領導人侵北非；

439 年汪達爾人征服迦太基 ,又洗劫羅馬  (455)；之後的甚少

間 斷 的 迫 害 差 不 多 把 迦 太 基 作 為 教 會 地 方 首 席  

(ecc les iast i ca l  pr imacy)  的 地 位 全 部 打 消 了 。 Victor  of  

V i ta ,  Byzacena（今日突尼西亞中部地區）主教記述 439-454

年汪達爾統治期，由於受到逼害，主教職位懸空，Genser ic

因而給信從亞略主義者的汪達爾教會  (Vanda l  Church)  的

宗 主 教  (patr iarch)  當 上 迦 主 教 ； 一 如 在 其 他 Vandal  

Churches 一樣，主教及教士們都不能置緣於政治事務。  

 V i ctor 主教又記述 480-484 迦城情況；夷平屋建、濫

權、宗教逼害、劇場部分被蹂躪。  

 汪達爾人在禮儀上用上他們的方言  (vernacular )，有

別於迦太基教會沿用的傳統，這正統的傳統差不多與羅馬教

會的一致。Deograt ias  (454 -457)  主教恩待由劫後的羅馬而

來的被擄者，24 年後由一位有聖德的 Eugene 繼任，他亦

以愛德昭著，被汪達爾政權判勞改  (454-487)，後於 496 年

充軍至法國的 Albi，505 年過世，主教職懸空至 523 年。  

 484 年 466 位主教齊集迦，面對 Vanda l 的 Huner ic

王。天主教主教被判充軍。  

 

 四、拜占庭  (Byzant ine)  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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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in ian 、 拜 占 庭 皇 帝 ， 進 駐 君 士 坦 丁 堡  

(Constant ine) ，復興已基督信仰化的羅馬帝國的東土，而

對西疆亦有同樣的意圖。  

 在 兩 次 發 生 在 迦 城 附 近 的 戰 役 中 ， Jus t in ian 的 將 領

Bel isar ius 在 533 年擊敗了汪達爾人，開始了長達 150 年

的拜占庭時期。  

 隨着拜占庭重新征服非洲， 533 年， Jus t in ian 訓諭，

以 迦 太 基 主 教 再 當 非 洲 教 會 的 首 席  (Pr imate)  和 守 護  

(guard ian)，而迦太基成為拜占庭偏遠的省份  (prov i n ce )。 

 在拜占庭統治期間，迦逐漸衰落。Just in ian 亡後，勢

力薄弱的天主教主教制止不了朝廷官員的越權，以致信友們

轉向羅馬政權，後者會干預行政事務。期間，阿拉伯人征服

了敍利亞和埃及，構成兩地的基督信徒逃往迦的難民，因而

引 進 了 有 違 教 義 的 爭 議 （ 異 端 ） —— 「 一 性 論 」

(Monophys i t i sm) （主張基督只有一個性體）和「單志論」 

(Monothel i t i sm) （主張在基督內只有一個「神聖」意志，

否認了基督內有人的意志）。在 646 年召開的議會  (counc i l )  

否決了「單志論」，不久之後  (698)  阿剌伯入侵。  

 五、回教時期  

 在回教入侵後迦太基教會，仍存在，但地位顯著下降。  

 990 年迦選出的主教往羅馬祝聖；期間  (1053,  1073,  

1076)  教宗有書函給迦主教和教會，甚至北非的當權者，涉

及當地基督信徒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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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ine  the  Afr ican (1010 -20)  在迦出生。  

自 從 Norman 征 服 西 西 里  (1061-91)  和 穆 瓦 希 德  

(A lmohad)  人征服北非  (1160)  之後，迦太基督信仰差不多

消聲匿跡。  

由 13 世紀開始，歐洲嘗試重建北非基督信仰。法王路

易第九圍攻 Tunis  (1270)，這時 Tunis 已取代迦城的重要位

置 。 期 間 ， 當 地 的 基 督 徒 商 人 和 僱 佣 兵 需 要 特 派 司 鐸 。

Tr ini tanians 和 Mercedanians 進行贖回基督徒奴隸，方濟

會士、道明會士進行傳教士工作。  

Raymond Lul l 在 Tunis 成立阿拉伯學術研習學校。  

由於當地神職學者著作和當地教會高效率的組織，迦太

基的名字——在此拉丁文聖經首先寫定並繼續修訂，得與羅

馬、君士坦丁、並同永留史籍文字記載當中。  

附：大量有關迦太基基督信仰可供考據的証物得以保存：

建 築 、 刻 文 及 其 他 不 同 型 的 藝 術 品 。 考 古 學 者 L i l iane  

Ennabl i 寫了幾本論著有關迦基督信仰文物，檢視銘、碑文

字、建築物等，他記述當地至少建有 23 至 23 教堂。  

今 天 ， 十 多 間 宗 教 建 築 物 可 在 舊 城 區 見 到 遺 跡 ， 包 括

Damous  E l  Kar i ta 大殿，屬非洲巨型教堂之一，面積 65 公

尺長，45 公尺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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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題銘  (epigraphs)，可提供對聖者和殉道敬禮的

資料：宗徒：伯多祿、保羅  (Peter ,  Paul )，殉道者：Perpetua

和 Fel i c i tas 等。而題銘中亦提及見載於在該城舉行的眾多

會議  (Counci ls  and Synods)  記錄中的主教和神職的名字，

因而耳熟能詳。  

 

 

                 王者的詩歌  

                                                 盧鋼鍇  

歷代詩人詞客，各領風騷，有以景勝，有以意名，但與

王者的詩歌比，總欠了一點氣勢。王者梟雄大多出身草野，

但信口而出的詩歌，自有一片與眾不同的氣勢。  

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大風歌＞是劉邦親率大軍擊敗英布後，凱旋還軍

途中，路經故鄉（沛縣），把昔日的朋輩故舊召來共飲十數

天，一面擊筑，一面即興高歌   。富貴還鄉，已是人生快事，

何況是已成帝業，又戰勝回朝！他的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又豈是咬文嚼字的寒士所能夢想！毛澤東的「惟我彭

大將軍」庶幾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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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劉邦，不能不說項羽。他在優勢下失敗，有他失敗

的原因：自傲。透過司馬遷的描述，千古後的今日，仍隱約

感覺到他懾人的氣概。＜垓下歌＞是他自料必死的戰鬥前夕

寫的，既豪氣，又悲涼。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力拔山河氣蓋世」是他的自負，是霸者的自負。「時

不利兮騅不逝」顯示了草莽英雄的悲哀，他不反省失敗的原

因，只怨時運不利。「虞兮虞兮奈若何」是他對愛情的真摯，

也寫出他真性情的一面。虞姬是女中豪傑，是把愛情置於生

死之上的奇女子。她有＜和項王歌＞：  

     漢兵己略地     四方楚歌聲  

     大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史記＞、＜漢書＞未有收錄此詩，但漢初陸賈的＜楚

漢春秋＞有錄，可見並非後人杜撰。以詩的意境來說，虞姬

並非徒具姿色而已。  

＜秋風辭＞是漢武帝與群臣飲宴時作的，別有一番王者

氣度。「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描繪出英

雄的寂寞與王者的孤單。  

     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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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櫂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三國演義＞八十四回有一段描寫曹操橫槊賦詩，他率

領百萬大軍，飲馬長江，與孫吳作戰。月明星稀之夜，設宴

與諸將共飲，慷慨高歌，賦出千古傳頌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     惟有杜康  

     青青子矜     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     何時可啜      憂從中來     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     枉用相存      契闊談宴     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     無枝可依  

     山不厭高     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繞樹三匝，無枝可依」道

出王者蒼涼心境，塵世的眷戀，生命的無奈。王者們別有情

懷氣概，有異於千古騷人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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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服務者 — 耶穌 

                                 多明我神父 

每一年的最後一天，筆者特別喜歡閱讀本年十大新聞，

無論中國、台灣、香港以致教區及羅馬，其中一則重大新聞

提及美國東岸東北部及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若干地區，氣溫在

零下 35 度，天氣十分嚴寒，當時該區沒有任何電力或能源

供應，至令不少人死於這寒風吹襲下的風雪中，不少年長者

及露宿街頭者進入醫院。這場嚴寒的風雪使該區人民受盡痛

苦。在這場大風雪中，雖然兩地政府在經濟上損失慘重，及

疲於奔命地去拯救市民，但為兩地人民卻建立了深厚及溫暖

的友誼；特別是美國及加拿大人，魁柏克省和安大略省的加

拿大本地人，法語系和英語系的人民，更使貧窮和富有的人

能夠打成一片，建立友誼。美國東岸東北部的酒店和加拿大

東部的酒店，亦為幫助有燃眉之急及有需要的人入住而降低

酒店價格，提供服務，使所有的人在這幾天中能安頓下來。 

今日，在這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和工商業發達的這會裏，

做生意的商人們，他們稍稍動一動腦筋便明白，好的產品，

好的食物及一流的服務，必定會為自己賺取更多的金錢和顧

客。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當自己使用一分一毫的時候，亦能

收到自己預期得到的那份賓至如歸之感覺。 

看看今日北美所有大公司，我們有不少服務站，例如：

汽 車 的 加 油 服 務 站 ， 雖 然 有 些 油 站 指 明 是 自 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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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Serve），但若你一有任何問題時，立即便有職員

出來，以誠懇的態度協助你去解決問題。又或者，我們可從

報章雜誌裏或別人口述中，告訴你如在（Charles Schwab)

嘉信理財開戶口時，無論你是說任何語言或是任何國籍人士，

都會得到職員們熱誠的招待，他們會幫助你在投資買賣上除

去一切疑難，使你感到他們的服務是一流的。又或讓我們仔

細看看，我們經常光顧的麥當奴及 Taco Bell 快餐店，雖

然店內的食物未必滿全個人的每一款口味，但肯定的一點，

它們能提供快捷的早、午、晚餐服務，員工們快捷和懇切的

服務是無可置疑的，並且受到市民的欣賞。相反，有一些酒

樓及食肆，雖然食物非常美味，但未必提供良好的服務，因

此，顧客鋭減。同時，當我們在旅途中，迷失了路，若有人

在道路旁邊提供服務，指點迷津之路，我們是會非常感激

的。 

試看我們的信仰生活，我們可能聚精會神集中賺錢，為

家庭每一天的糊口而謀生，為養妻活兒而竭盡所能，有時，

我們更將天主置諸腦後，但若有一位神父、修女、或教友們

提供靈性上的服務及指點迷津，拯救我們的靈魂，使我們活

在恩寵與真理當中，我們是樂於欣賞他們那份服務精神。 

若翰洗者—是一位恰如其份的服務員，他將當時民眾期

待「默西亞」那份惶恐不安的心情平靜下來，他向在家庭、

社團及對政府不滿的人播下了悔改的洗禮，他還播下了和平

的種子，使人重修舊好，更指出這個除免世罪者會帶給恩寵

與平安給以色列。這個受苦的僕人—耶穌，就是「默西亞」，

就是祂將救恩傳給萬民，使萬民重獲真理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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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意亞先知書第四十九章 3 ' 5-6 節及若望福音第

一章 29-34 節，兩篇書信及福音裏，曾提及了三次這個僕

人—耶穌，祂以服務的形態下降人間，解除人們心中的疑團，

正如保祿書信在格前第一章 1-3 節中指出基督是我們的主，

更是一位廣賜恩寵與平安者，祂如若望福音中指出這隻「羔

羊」，是馴訓的，是甘心情願去為大眾服務的。這點正回應

了依撒意亞先知第五十二章 13 節、第五十三章 12 節所述：

「祂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又像剪毛者前，緘口不言，從

不開口.........」。若翰更指出這個受苦的僕人耶穌，

願為整個以色列國家及民族承擔重責，肩負重任，樂意為大

眾服務去拯救每一隻小羔羊。福音中，若翰洗者指出祂是除

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並在路上向百姓及各民族介紹耶穌的真

正身份，祂是天主子，永存於天地間的人子，祂更揭示這個

耶穌是一個受苦之僕，默默耕耘，含辛如苦地為眾人犧牲服

務，祂亦是唯一一個帶給人們平安及真理的福傳者，因為祂

充滿聖神，所以祂能將聖神傾注在人心中及團體內，為世界

及人類創造出一個新紀元。 

2020 年四旬期已近在眉睫，我們有幸能認識耶穌基督

及祂服務眾人的心態，把如何鞠躬盡瘁地去為兄弟姊長股務，

並將和平、合一的喜訊帶給世人。今日，這位為世人犧牲股

務的僕人耶穌基督，正桃戰及吸引你去從事榮主救靈的事

工！你會不會被祂的善心腸、治好人、肯助人、顯奇蹟、賜

平安的服務精神所感染，而觸發你作出一點為家人、團體服

務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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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牧民工作  

   轉載公教報【社論】主曆 2020年 03 月 01 日 

 

四旬期開始，肺炎疫情影響民生，社會擔心疫症蔓延，

市民為防疫而減少社交活動和不必要的外出，學校停課，政

府容許公務員在家工作，不少公共服務的步伐放慢下來。  

疫 情 同 樣 波 及 教 會 的 牧 民 工 作 ： 聖 灰 星 期 三 取 消 所 有

「公開」彌撒，沒有聖灰禮儀，慕道者的甄選禮與考核禮亦

會取消，教區亦把成人入門聖事從聖週六晚延遲至五旬節。

從四旬期至復活期，過去在教會的團體和公開禮儀中，培育

眾慕道者和教友，在疫情下今年也變得不一樣。  

隨著疫情在港蔓延，便有天主教徒提問：本地天主教會

應否暫停彌撒又或關閉聖堂？   

教區一月底先後發牧民指引，以加強聖堂衛生，  並提

出施行聖事時所要配合的防疫安排；至二月六日通告，容許

教友在家觀看彌撒直播和神領聖體，或默想聖經和祈禱，來

替代參 與主日彌撒的本 份，以減少在教 會團體中人多的 聚

會。  

至二月十三日，教區暫停所有公開彌撒（婚禮及殯葬禮

除外），並繼續開放聖堂供信徒私人祈禱或朝拜聖體，以求

在牧民與公共衛生之間取得平衡。在製訂上述牧民措施時，

教區亦徵詢了醫護專業人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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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應對疫情，教會在暫停彌撒後仍有不少課題要

處理，而且要暫停彌撒也是不容易的決定；而教區新近於二

月廿五日公布，暫停彌撒至另行公布。  

二月十六日，即首個沒有公開彌撒的主日上，香港教區

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在堅道座堂主持一台網上直播彌撒。他在

講道中說，在這艱難處境中，稍後將約六千名成人領洗入教。

他希望眾人能多接觸未認識耶穌的人，也讓遠離教會的人回

家，同時於這次危機中加深關愛家庭與鄰人，愛主愛人，作

真正的福傳者。  

於疫症下作福傳者時，不少堂區和教會團體，都有參考

民間的做法，走出去關顧鄰里並分享防疫物資。  

在靈性上，多位神父提供網上彌撒或講道，與教友一起

祈禱讀經，牧養信徒。此外，慕道團暫停聚會，導師於疫情

下透過社交媒體的分享，維繫慕道團成員。  

讓我們於疫症危機與四旬期交疊之際，繼續為病人與社

會的平安祈禱，一起多祈禱，關心家人，幫助社區上有需要

的人。  

     

    New W-4 Creates  Quest ions  for  Human Resour ces  

                                                              Pau l  Poon  

W ith  t he  m a jo r  Fo rm W -4  overhau l  f o r  2020 ,  you  may  f ie ld  

ques t ions  f rom your  em p loyees  c onc er n ing  t he i r  f edera l  

paycheck  t ax  w i t hho ld ings .  W h i l e  i t ’ s  no t  your  r es pons ib i l i t y  t o  

p rov ide  t ax  adv i ce  to  you r  emp loyees ,  i t ’ s  good  t o  be  p 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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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he lp  ans wer  ques t i ons  abou t  t he  new IRS f o rm.  Her e  i s  a  

s ummar y  o f  t he  W -4  changes  and  answe r s  t o  s ome c ommon 

ques t ions  you  m igh t  enc oun te r :  

New W 4 i s  c rea t ing  ques t ions  f o r  human resourc es  imageThe  

c hange  

Form W -4  was  c hanged  by  t he  I RS in  an  a t t empt  t o  m ak e  pay ro l l  

w i t hho ld i ngs  more  acc ura t e  and  eas ie r  f o r  emp loyees  t o  

unders t and  f o l low ing  the  imp lem ent a t i on  o f  t he  Tax  Cu ts  and  

J obs  Ac t .  The  new Fo rm W -4  e l im ina tes  t he  s omet imes  con fus ing  

a l l owance  s ys t em,  r ep lac ing  i t  w i t h  t a rge ted  ques t ions ,  

wo rk shee t s  and  f ie lds  f o r  dependen ts ,  o t he r  i nc ome and  

an t i c i pa ted  deduc t ions .  

Gone  a r e  days  o f  s imp l y  in c reas ing  o r  dec r eas ing  a l l owanc es  to  

ge t  t he  p r oper  w i t hho ld i ng  —  mak ing  a  change  now requ i res  

s ome t ax  f o rec as t ing .  

5  common ques t ions  abou t  t he  new Form W -4 

Do  I  have  to  submi t  a  new f o rm?  

No .  The  a l lowanc es  an  emp loyee  has  on  a  p rev ious  Form W -4  

w i l l  con t inue  t o  c a lcu la te  appropr ia t e l y  i n  2020 .  I f  chang ing  j obs  

o r  i f  an  emp loyee  wi s hes  t o  ad jus t  w i t hho ld i ngs ,  com p le t ing  t he  

new W -4  i s  r equ i red .  

A re  ALL  s t eps  on  t he  new W -4  requ i red  t o  be  f i l l ed?  

No .  S tep  1  (pe rsona l  i n f o rmat ion )  and  s tep  5  ( your  s igna tu re )  a re  

t he  on l y  r equ i r ed  sec t ions  t o  com p le te .  I f  you r  emp loyee  on l y  

c omp le tes  s t eps  1  and  5 ,  a  w i t hho ld ing  w i l l  be  c a lc u la ted  under  

t he  ass umpt i on  t ha t  he / she  i s  on l y  t ak i ng  t he  s t andar d  deduc t i on .  

I f  you r  emp loyee  has  dependen ts  o r  w i s hes  t o  mak e  o t he r  

w i t hho ld i ng  ad jus tmen ts ,  t hey  w i l l  need  to  f i l l  ou t  o t he r  s teps  in  

t he  f o rm.  

Do  emp loyees  have  to  com p le te  a l l  t h e  work shee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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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he  work shee ts  a re  i n tended  to  p r ov ide  a  mor e  acc ur a te  

w i t hho ld i ng  amoun t .  I f  an  emp loyee  has  mu l t ip l e  j obs  o r  i t em izes  

deduc t i ons ,  t he  work shee ts  w i l l  he lp  t he  payr o l l  depar tmen t  

w i t hho ld  t he  p roper  am oun t  f r om a  payc heck  wh i le  ac coun t in g  

f o r  t hese  o the r  f ac to rs .  Remem ber ,  t he  I RS  made  many m is t ak es  

i n  t r y ing  t o  es t ima te  t he  p roper  w i t hho ld i ng  under  new t ax  r u les ,  

s o  t he  work shee ts  we r e  added  t o  reduc e  th is  p rob lem.  

W i l l  com p le t ing  t he  new W -4  a f f ec t  r e funds?  

Per haps .  I f  an  em p loyee  has  t he  exac t  s ame t ax  s i t ua t ion  

( in com e,  deduc t i ons  and  c r ed i t s )  i n  2020  as  t hey  d i d  in  2019 ,  t he  

t ax  ca l cu la t i on  shou ld  have  m in im a l  impac t  on  t he  t ax  r e f unded  

o r  owed .  I f  t he r e  i s  a  need  t o  ad jus t  w i t hho ld ings  a t  any  t ime  

dur ing  2020 ,  howeve r ,  t he  an t i c ipa te d  r e f und  m igh t  look  a  l o t  

d i f f e ren t  i f  an  emp loyee  does  no t  t ak e  t he  t ime  t o  ca r e f u l l y  

c omp le te  t he  new Form W -4 .  

Shou ld  an  emp loyee  ad j us t  t he i r  w i t hho ld ings ?  

Per haps .  Th is ,  o f  cou rs e ,  i s  up  t o  t he  em p loyee .  I t  i s  bes t  t o  

c oach  them to  s peak  to  t he i r  t a x  adv i so r .  Bu t  l e t  t hem  k now tha t  

i t  r ea l l y  depends  on  them.  I f  t hey  wan t  t o  m ax im ize  mon th l y  c ash  

f low o r  w is h  t o  r ece i ve  a  l a rge r  re f und ,  t hen  they  need  to  go  

t h r ough  the  W -4  exe rc is e .  W h i l e  more  c omp l i c a ted ,  pe r  t he  I RS 

th i s  new f o rm a l lows  f o r  les s  guess ing  when  i t  c omes  t o  

f o rec as t ing  t he i r  Ap r i l  t a x  b i l l .  A  s imp le  t ax  f o rec as t  t ha t  f ac to r s  

i n  l as t  yea r ’ s  t ax  s i t ua t ion  and  acc oun ts  f o r  c hanges  in  t he  

c ur ren t  year  w i l l  p rov ide  c la r i t y  t o  t he  am oun t  t ha t  needs  to  be  

w i t hhe ld .  

Rem ember ,  t o  avo id  an  under pay m ent  t ax  pena l t y  an  emp loyee  

must  w i t hho ld  100% o f  l as t  yea r ’ s  t ax  b i l l  o r  90% o f  t h i s  year ' s  

t a x  b i l l .  Th i s  moves  to  110% o f  l as t  yea r ' s  b i l l  i f  i n com e is  ove r  

$150 ,000  ( $75 ,000  i f  mar r i ed  f i l i ng  separa t e ) .  F i na l l y ,  coach  

your  emp loyees  to  doub le  check  t h e i r  paycheck  a f t e r  any  c hange ,  

i t  i s  never  f un  t o  be  su r p r i s ed  by  a  b ig  t ax  b i l l  because  

w i t hho ld i ngs  a r e  t oo  l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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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求的，就必得到  

                                       皓恩  

一個很多人都聽過的故事：「一位老婦人與兒子相依為

命，過着安定的生活，不過老婦人一直希望能夠有一筆錢為

兒子辦一場大婚禮，宴請所有親朋戚友。有一天清晨，兒子

出門做工，老婦人去海邊散步時，拾到一瓶子，瓶子裏面的

「妖靈」對她說：「我因為禍害世界，被關在這瓶子裏，如

果你放我出來，我會幫你完成你的心願。」老婦人不加思索

的打開了瓶子說：「我想要十萬元。」一陣輕煙，妖靈隨風

飄去。傍晚，老婦人煮好了晚餐等兒子回家的時候，聽見敲

門聲。打開門，原來是人壽保險公司職員送來一張十萬元支

票，她的兒子被機器壓死了。」向魔鬼要求，必然是得不償

失。  

一位教友經常買彩票，她向天主祈禱：「天主，我不貪

心要求中巨額的頭像，只求祢保佑我中個三獎便很滿意了。」

一 天 ， 她 真 的 中 了 — 在 一 個 慈 善 晚 會 裏 ， 她 買 的 抽 獎 券

（Raff le  t i cke t）中了三獎；獎品是兩個茶杯。  

向天主祈求，先要邁過「自我」這一道門檻。  

求金錢權勢，富貴榮華：  

耶穌說：「駱駝穿過針孔，比富有的人進天主的國還容

易。（谷 10 ：  25）  

被人欺負，求天主報仇：  

耶穌說：「有人打理的面頰，也把另一邊給他。」（路

加福音 6：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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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善待他們。」（路加福音 6： 

35  ）  

這個世界壞人太多了，使我們安分守己的人，不得安寧，

求天主把這些莠子剷除了吧。  

耶穌說：「不，免得收集莠子，連麥子也拔了出來，讓

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好了，在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

人說：你們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成群，好燃燒，把麥子卻

收入我的倉裏。  」（瑪 13:29-30）  

投訴子女、丈夫、妻子、兄弟、親戚、朋友，看不順眼

他們的行為、舉止點…  …，求天主幫助糾正他們吧！  

耶穌說：「怎麼，你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你眼中

的大樑，倒不理會呢？」（路 6：  41）  

耶穌潑冷水讓我們的頭腦清醒，不要在「自我」裏迷失

方向，並且給了我們一條祈禱的鑰匙—「天主經」：「我們

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奉行

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

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亞孟。」  

這篇經文大家都很熟悉，不過通常都會唸得很快，口到

心不到，  十八秒鐘唸完了。飯前祈禱時，口裏唸天主經，

腦海裏想的卻是等一下要吃清蒸石斑，涼了味道就差了，心

裏的電波傳送去到石斑魚，天主收不到。如果我們可以經常

認真的、用心去細嚼天主經的每一個字，就可以發現和天主

溝通的道路。  

耶穌說：「凡求的，就必得到。」（路 11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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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有用嗎 

                                          思高粉絲 

一位領洗幾年的親戚提出問題，希望我給她答案。她有兩

個朋友，第一位朋友沒有宗教信仰的，患上一種免疫系統疾病，

導致行動不便，病情慢慢惡化，群醫束手無策只有死路一條。

這位病人，得到信基督的友人為她祈禱，痊愈了，現在一切正

常。另一位朋友，本身是熱心的基督徒，得到癌症。雖然許多

信基督的人為他祈禱，最終還是返回父家。我的親戚不能理解，

為何天主不幫助熱心的基督徒，卻治癒一位外教人。親戚的問

題是： 

（一）第一宗案例，絕症痊愈，是否奇蹟？ 

（二）第二宗案例，祈禱對熱心虔誠的基督徒沒有幫助，

這是否表示我們的命運早已有定案，祈禱也不一定有用，不可

改變？ 

經過尋找資料，我嘗試解答我親戚的問題： 

我們的天主教會對於奇蹟鑒定， 十分嚴謹。教會需要反覆

驗證，蒐集資料和證據，才可以斷定某件事是否奇蹟。不然，

會誤導世人。這件案例，不可以隨便下定論，一定要經過教會

程序，才判斷是否奇蹟。 

第二個問題，首先要明白，天主的智慧比我們的理解能力

高出很多倍，因為祂是造物主，而我們是受造物。我們不能理

解天主行事的理由。智慧篇第一章說：「天主並未造死亡，也

不樂意生靈滅亡。神做了萬物，為要他們生存。可惜，不義的

人，因自己的言行招致死亡。」這是我們的原祖因聽從魔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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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吃了禁果的後果（創三）。我們的信仰包括「死人的復活

及來世的生命」。末日時，所有善人的肉身將會復活，並永遠

生存。明白了這個道理，令我們容易相信起初天主造人時，是

要人的肉身不死而永久生存的。至於疾病、痛苦及死亡，是隨

着人類的罪過才來到人間的。 

原祖犯罪後和天主分隔。但至善的天主，沒有遺忘人類，

還派遣祂的獨生子，降臨人間，受苦受難，最後死在十字架上。

可見天主還是愛人類的。很多人會問，天主這樣愛人，為何還

要讓人類經歷痛苦及死亡，為什麼不乾脆地多行奇蹟，免去我

們痛苦和死亡？這樣做便會皆大歡喜。參考陳日君樞機的著作，

朝夕相隨：主日講道（乙年），常年期第 13 主日，樞機這樣解

釋：「耶穌並沒有許諾祂會從世上消除痛苦和死亡；祂許諾的

是罪的赦免，是永生，是祂的慈愛常陪伴着我們。最使我們心

服的，是祂自己也分擔了這痛苦和死亡。」 

由此可見，我們不可以避免痛苦。要知道，痛苦可以煉淨

我們的靈魂及堅強我們，使我們堅決地抗拒誘惑，躲避犯罪的

機會，為獲得進入天國做準備。基督為了救贖我們，受盡很多

痛苦，還要賠上性命。我們在世間受的痛苦，和耶穌受的，真

是天淵之別。看看耶穌為我們受的痛苦和犧牲，我們還能夠埋

怨人類因自己的罪過而帶來的痛苦嗎？ 

至於祈禱的功效，首先要看祈禱的意向是否符合天主的旨

意。因此，我們祈求是，需要尊重天主的旨意，一切以祂的旨

意為依歸。以花地瑪聖母顯現為例，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期間，和平好像遙遠無期。雖然教宗本篤 15 世竭力游說各交戰

國協商和平，可惜不成功。同年五月五日，教宗頒佈牧函，請

求全世界天主教會，誠懇地向聖母祈求耶穌聖心，賜世界和平。

宗座還指示在聖母德敘禱文加上「和平之后，為我等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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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五月十三日，上主俯允聖教會的祈求，派遣聖母顯現於

葡萄牙花地瑪，通過三位小牧童，向普世宣佈救贖的信息。這

證明祈禱是有效的，如果意向符合天主的旨意。此外，天主教

教理 956 段，談及諸聖的代禱 ，這樣說：「天鄉的居民因與基

督之間的聯繫較為密切，他們有助整個教會在聖德的根基上更

加鞏固點… …。他們不斷地為我們轉求天父，把他們在世上靠

着天人之間的唯一中保耶穌基督所立的功勞獻給天主……。所

以，他們的手足關切之情，對軟弱的我們大有助益。」彌撒中

的信友禱文，聯合信眾一同祈禱，可見上面的諸聖和聯同信眾

一齊祈禱是有效的。 

談到耶穌顯現給聖傅天娜修女，講述誦唸慈悲串經的效力，

聖傅天娜修女日記 1541 段說：「無論人們以慈悲串經向我求什

麼，我也願意賜給他們，如果這些意向跟我的旨意相符。」日

記 1731 段，耶穌說：「這些特殊的許諾與臨終時有關，也就是

善終的恩寵。除了懷着信心堅持不懈地誦念慈悲串經的人外，

臨終的人只要床邊有人為他誦唸慈悲串經，也能獲得這恩寵。」

上面說的為臨終的人在床邊唸串經，其效果是耶穌會站在天父

和臨終者之間。這時，耶穌的身份是慈悲的救主，不是判官。

耶穌會保護這人，免被魔鬼拉入地獄。聖傅天娜日記 1565 段把

當時的情景描繪得十分生動。她說：「當我開始誦唸串經時，

我看見臨終者處於可怕的折磨及掙扎中。他的守護天使在保衛

他，但他好像無力抵抗靈魂深重的失落。成群的叛逆者在等待

這靈魂。可是，在我誦念慈悲串經時，我看見耶穌，模樣有如

畫像繪畫的。耶穌聖心迸發的光線籠罩這位病人，黑暗（魔鬼）

的權勢驚慌逃跑。病人平安地呼出最後一口氣。我恢復意識後，

明白串經對臨終者如此重要，能平息天主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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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祈禱的力量非常大，視乎意向是否和耶穌的旨

意相符。從上述為臨終者在床邊誦唸慈悲串經為例，耶穌俯允

為臨終者祈求，祂保護這人，免被魔鬼操控而下地獄，可見在

人的生命最後一分鐘祈禱，還可以改變這人的命運。這證明我

們的命運不是預早安排的，是可以改變的。因為天主是至善的，

我們的耶穌是慈悲的，不忍心看見人受罪罰，祂只願人得救。

當然，這不是沒有代價的，我們需要祈禱。 

總結以上兩個問題的結論： 

（一）奇蹟需要經過聖教會的嚴謹調查和鑒定程序，才可

確定，不可以輕率斷定某事件為奇蹟。 

（二）天主的智慧高不可攀，祂對時空的看法與我們的想

法不同，人沒法理解天主的思念或計劃。我們祈禱，若果得到

其他信友加入，一同齊心協力，會比較有力。有天上的聖人代

禱，效果會更佳，因為這是愛德行為。最終，祈禱得到俯允與

否，取決於天主看看我們祈求的意向和祂的旨意是否相符。天

主是愛，耶穌是慈悲的，只願我們得救。耶穌不斷給我們機會，

直到我們生命的最後一刻，祂只要求有人為臨終的人在床邊誦

唸慈悲串經。因此，我們可以否定，我們在世上的旅程和命運

是預早安排定的，不可改變的，因為祈禱有機會改變我們的命

運。另外，不要怕痛苦，因為痛苦能夠煉淨我們的靈魂，為永

生準備，為求賺取永生，我們要信靠耶穌，守天主誡命，愛天

主也愛人，以肖似基督的言行，彰顯天主的愛及光榮，為主作

證。最後，我們在世上，只是過客，是中途站，而我們人生的

最終目的地是天堂。在世上活的歲月，是有限的。相反，活在

天堂是永遠的。我們不要為在世上活多久費神，卻要放眼於永

生。祈禱是有用的，為此，我們要恆常祈禱，為他人也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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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０二０年四月、五月、六月聖人慶節  

4 月  2 日  St. Francis of Paola, hermit 

4 月  4 日  聖依西多(主教，聖師), 清明節 

4 月  5 日  聖枝主日 

4 月  9 日  主的晚餐 

4 月 10 日  救主受難紀念 

4 月 11 日  復活前夕 

4 月 19 日  救主慈悲主日 

4 月 21 日 聖安瑟莫(主教，聖師) 

 

4 月 23 日 聖喬治(殉道) 

                    St. Adalbert (主教，殉道) 

4 月 24 日 St. Fidelis (殉道) 

4 月 25 日 聖馬爾谷 (聖史) 

4 月 28 日 St. Peter Chanel(司鐸，殉道) 

      St. Louis Grignion de  Montfort, Priest 

4 月 29 日 聖加大利納(貞女，聖師) 

4 月 30 日 聖庇護五世(教宗) 

 

 

5 月  1 日  聖若瑟勞工(主保) 

5 月  2 日  聖亞大納修(主教，聖師) 

5 月 10 日   母親節 

5 月 12 日  St. Nereus and Achilleus and Pancras (殉道) 

5 月 13 日  花地瑪聖母 

5 月 14 日  聖瑪弟亞(宗徒)  
5 月 15 日  聖依西亞(農夫) 

5 月 18 日  聖若望一世 (教宗,殉道) 

5 月 20 日  聖巴納丁(司鐸)        

5 月 21 日  St. Christopher Magallanes 與其同伴殉道          

 

5 月 22 日  聖李達.加西亞(修女，主保)  

5 月 24 日  耶穌升天 

5 月 25 日  St. Bede the Vernerable (司鐸)        

                     St Gregory VII (教宗) 

                     聖瑪利亞大肋納(貞女) 

                     亡兵紀念日 

5 月 26 日  聖斐理伯(司鐸)  
5 月 27 日  聖奧斯定. 坎特伯雷(主教) 

5 月 31 日  聖神降臨節 

 

6 月  1 日  教會之母紀念 

6 月  2 日  聖瑪策林及聖伯多祿(殉道)  
6 月  3 日  聖嘉祿及同伴(殉道) 

6 月  5 日  聖玻尼法(主教，殉道) 

6 月  6 日  聖諾伯多(主教) 

6 月  7 日  耶穌聖三節 

6 月  9 日  聖愛弗冷(執事，聖師) 

6 月 11 日  聖巴爾納伯(宗徒)天主聖三瞻禮 

6 月 13 日  聖安多尼. 尼都亞(司鐸，聖師) 

6 月 14 日  聖體聖血節 

6 月 19 日  耶穌聖心節 

6 月  20 日  聖母無玷之心節 

6 月 22 日   St. Paulinns of Nola 主教,  

                      St. John Fisher 主教殉道,  

                      St. Thomas More 殉道  

6 月 24 日  聖若翰洗者誕辰 

6 月 27 日  聖濟利祿(主教，聖師) 

6 月 29 日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 

6 月 30 日  羅馬教會初期殉道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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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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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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 (每月第二、四、五主日) 

1：15 p.m. 廣東話(每月第三主日,Millbrae 市 

                   Boardway St; #1111,St. Dunstan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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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Jorge E. Arias Salazar (西班牙語) 

Most Rev. William Justice in residence  

Fr.  Thomas Parenti in res 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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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堂區活動消息 

 

1) 今年復活節，本堂區將有 32 位兄弟姊妹加入教會行

列: 

 

華人團體 — 三位慕道者領受入門聖事 

            兩位成人已領洗者領受堅振聖事 

英語團體 — 兩位慕道者領受入門聖事 

西班牙團體 — 二十五位慕道者領受入門聖事 

             一位領受堅振聖事 

 

他們已接受郭德麟總主教的甄選禮及堂區的考核

禮祈禱，以準備於四月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八時正逾越慶典

中領受聖事。 

 

2) 聖油彌撒已定於 2020年 4月 2日晚上 5:30分在三藩

市聖母升天主教座堂舉行，在彌撒中，總主教郭德麟

將祝聖……慕道聖油、病人傅油、神恩聖油。 

 

3) 本年度三藩市總教區將有兩位執事領受司鐸聖職，他

們是……Benjamin Rosado, Ian EL Quito 

晉鐸禮將在 6 月 6 日早上 10時正在主教座堂舉行，

歡迎各位教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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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月 8 日為聖瑪竇學校畢業生為聖母舉行加冠禮，彌

撒在早上 8:15分在聖堂舉行，歡迎各教友參與。 

 

5) 聖週彌撒時間表―廣東話、英語及西班牙語，李神父

在日後的廣東話彌撒中宣布，請留意。 

 

 

6) 2020 年 7 月中本堂再開辦成人慕道班課程，請介紹

親戚、朋友聯絡李神父，李神父將與他們相約合適時

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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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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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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 年四月、五月及六月  

 

朱鳯仙 

Hin Wing Li 

Maltido Ho (蘇格蘭) 

Yvonne Tuen Yee Wong 

Maria W Lau 

Ying Wai Moy 

Alfred Ma 

Polly C Lee 

Annie Wong 

Paul Poon 

阮樹均 

$ 50 

$ 60 

£ 30 

$ 50 

$ 30 

$100 

$100 

$ 25 

$ 90 

$150 

$ 80 

Andrew & Agnes Ng 

Gordon Li 

Allan Chau 

黄民安 

Joseph O. Seto 

Helen Chan 

林太 

Shuk Hing Chin（加拿大） 

Cathy Wong Lai Yung 

（英國） 

 

$ 50 

$ 20 

$ 50 

$ 50 

$100 

$ 50 

$ 40 

$ 2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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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mark 稅務公司   稅務師 Paul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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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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