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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  118               編者的話 

聖誕節 

「聖誕節」是慶祝什麼？答案連小學生也懂，就是慶祝耶穌

基督的誕生！祂帶給人一個喜訊，使失望的人重拾希望，使頹廢

的人重振朝氣活力，使叛逆者重回父母的懷抱。 

而聖經上提到報喜者是一位天使（ 路 2： 10 ）「天使」的

希臘文是「angelos」，意即「傳訊者」一 或傳遞天主的信息；換

言之，喜訊的最終源頭就是天主。 

天使報喜的對象，就是「他們」，即在哪裏「露宿，守夜看

守羊群」（二：八）的牧人。他們雖是猶太人，卻是社會上最卑

微的人，沒有受過教育，對默西亞的事一無所知，也沒有社會或

宗教地位，被視為社會上的邊緣人，不潔的人。從猶太的傳說角

度看，這些人不配接受救恩；可是，天主卻特別眷顧他們，讓他

們首先知道默西亞降生的事，並去朝拜祂。他們被選為最先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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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的人，意味着天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人」（路 1： 52」。此外，耶穌選擇在

貧窮人中出生，也預示祂日後為貧窮人及邊

緣人工作的任務。 

在路4： 16 - 19 ， 路加強調耶穌的使命，

就是向貧窮的人傳報喜訊。故此，救主的誕

生是首先傳報給牧人的；他們並沒有把這事

收藏起來，反而成了第一批福音傳報者，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人

向他們所說的事。」事實上，耶穌真的來到牧人中間，成為他們

的一份子，他們從此不再受到歧視，因為歧視他們，便等於不接

納耶穌。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會再因為不潔而不能出庭作證，因

為全世界正等待他們的見證，他們亦因此有了全新的尊嚴。不過，

他們並沒有放棄原本牧人的崗位，反而「光榮讚美天主回去了」

（路 2： 20 ） 

喜訊在今天的意義 

基督誕生在二千年前，但時至今日，教會每年依然隆重慶祝

聖誕節。那麼，到底基督誕生的喜訊，為我們今日來說有何意義？ 

當年基督誕生在牧人中間，成為他們的喜訊。然而，基督的

誕生是超越歷史，為全類的。「今天」，祂以另一種方式，就是

藉着聖洗，切實地誕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成為我們的喜訊，

我們今天能稱「亞爸父啊」，我們能得以擺脫枷鎖及偏見，及提

升至全新及純潔的生命，而祂天主性的一切內的豐盛，也來到我

們內，使我們重拾尊嚴。今天，我們面對同樣的喜訊，又應怎樣

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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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主也在生活中以各種方法，例如透過學校主日學，

成人慕道班，親友介紹，教會聚會，感恩祭，書籍文章，患病經

歷等，繼續向不同的人報告喜訊。此外，若我們讓祂在我們內生

活，正如聖保祿說：「我生活而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

活」（ 迦 2 ： 20 ），祂必與我們同在，因為祂就是「厄瑪奴耳」

（瑪 1： 23 ）。這就是最大的喜訊，我們還害怕什麼。 

趁這 2022 年聖誕節即將來臨之際，願降生成人的主給你們

喜樂及平安，願即將來臨的新年，給予我們有信心及毅力去克服

COVID-19 疫情，並讓全球人類重建曙光來臨，經濟復甦，欣欣

向榮，大眾相聚，同歡同樂！ 

                                                               你們的僕人                                                                  

李定豪神父                                                                  

2022 年 12 月 5 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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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無主 

                                             盧鋼鍇  

 

齊家、治國、平天下，說明了齊家是治國和平天下的

根本，一介平民，不會想到治國大業，更遑論平天下的偉

大使命了。＜詩經＞說「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朱熹給

「室家」的註釋是「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左傳注疏＞解釋得最清晰：「家者內外之大名，户內曰室。

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

曰室也。」很明顯指出誰是一家之主。  

要維持一個家，一定要有家的秩序，沒有秩序的家不

是家。甚麼是家的秩序？簡單的說，那就是「長幼有序」。

長幼有序其實是一種禮法，亦即是倫常，亦即是家教。一

家之內分清誰是一家之主，一家之 主有一家之主的責任與

權力，如果當家長的大權旁落，對外不能代表一家，對內

無權處理家庭事務，形成一家無主之局，這家即使徒有其

形，實質已家不成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被視為家庭

最完美的精神典範。父母對子女慈愛，是長者對幼者的關

顧；子女對父母孝順，是幼者對長者的敬重；兄姊對弟妹

的愛護，是年長的對年幼的扶持；弟妹對兄姊的恭順，是

年幼的對年長的禮貌。長幼次序分明，一個健全的家，一

個富庶的社會，一個强大的國家就是這樣形成。  

家庭的結構不斷受西方社會風氣侵蝕，很多家已不成

家，長幼無序，說不清誰是一家之主。失去家教，子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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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小霸王，不單不孝敬父母，而且欺凌弟妹；在外是

慘綠少年，在內是教而不善的敗類。當年的所謂「飛仔」、

「飛女」，與今日的流氓、無賴比，簡直小巫見大巫，群

毆、劫掠、吸毒、非禮、強姦，無惡不作。父不父兮子不

子，新派家庭多是長幼無序，上館子是兒子作主，他要吃

麥當勞你不能吃家鄉雞，他要吃雲吞麵你不能吃意粉；到

酒家點菜是少爺小姐作的主，父母只能投其所好；飯前洗

菜，飯後洗碗都要依工論值，沒有重金休想動他一根指頭。

小孩子本就是白紙一張，破壞家庭秩序優良傳統的是父母

自己，他們以為與兒女稱兄道弟是開明，是民主，有些兒

女直呼父母名字，像平輩互稱，根本無長幼可言。不把父

親看作是父親，不把兒子視為兒子，何來父慈子孝？不把

兄長視為兄長，不把弟妹視作弟妹，何來兄友弟恭？做父

母不管教孩子，反而奉承孩子，於是在學校他是不守秩序

的學生，在工作上他是不服從主管的員工，無法與鄰居和

睦相處，無法以禮待人，社會可以安定嗎？  

一家無主，是社會混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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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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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談「划到深處去」 

                                                                           關傑棠 

讀了一篇聖言會神父寫的文章，很有見地。把其中內容精髓

意譯出來，跟讀者分享，並作為本人反思。 

聽耶穌的吩咐把船划到深處去與專業知識不符，門徒是漁夫，

加里肋亞湖是他們幹活謀生的基地，怎麼肯信從那位文人書生型

木匠的話？結果魚穫破了紀錄，令跟隨者驚嘆不已！ 

信仰就是這樣，往往超越理性的範疇。天主的手亦常常不按

情理出牌，拯救我們黎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大家可有這樣體驗？

近日協助一位患癌教友天天領受耶穌聖體，當主診醫生決定放棄

用藥，只提供「嗎啡」止痛的嚴重情況下，竟然一日又一日、又

一星期、又一個月下仍然堅強活着，醫生只說了一句：「你們信

耶穌的人……」 

「划到深處去」可用科學角度去理解人生。釣魚發燒友明白

要捕大魚，非深水莫屬，淺水領域只能找到小魚蝦蟆，屬消閒，

不會有大收穫。又拿建築為例，房子蓋得越高，地基椿柱一定成

正比例的深，必須直達堅固的岩層地段。今天屬浮誇的世代，特

別是由互聯網壟斷的文化市場；爭名氣、搏出位的風氣往往扼殺

了恆心苦幹的正氣。找快錢的短視心態支配了一些利慾薰心的人，

簡直是 21 世紀人類的噩夢。 

「划到深處去」鼓勵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加深認識自己信的究

竟是怎麼樣的「神」；因為今日世界用口舌恭敬「神」的人多，

實踐教義精神的人少；難怪我們宗教界備受批評了。由中世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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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軍東征到十六世紀的西方教會大分裂再到上世紀末的性醜聞

等，天主教的成績並不亮麗，教會給人詬病多多。我們教會如果

只懂墨守成規，沒有勇氣回應時代的挑戰，那福傳工作將會變得

事倍工半。 對快將履新上任、按立祝聖的候任主教，大家不能單

單寄以厚望，因為這樣只會徒增對方的心理壓力；倒是上下一心，

少批判，以祈禱和實際行動去支持他。今天在「社會運動」和「疫

情蹂躪」後，我們進入了修和重建的新世代……。 

最後，「划到深處去」應該以反省個人的信仰深度和人格成

長作結。「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句老話人人明白，可惜

不少信主的人仍舊原地踏步，以為守好十誡和聖教四規便算好教

友。其他事，特別是別人事、教會事及社會事與我們一概無關。 

宗教行為可以是自私的，道理就在這裏。 同樣對天主聖言及教會

傳承的神哲學道理往往一知半解便打着旗幟衝鋒陷陣去，後果引

發教內團體更大的分裂。 大家都信主，為何仍要舌劍唇槍，爭個

不休？原來人格成熟不跟年歲掛鈎，那難怪出現緊張的人際關係

了，甚至連家庭應有的合一與和諧一樣可以破壞殆盡！就讓我們

聽耶穌的話，把自己「生命之船」划到深處去……。 

 

                  平安在聖誕歌詠中 

                                                        多明我神父 

2021 年聖誕節即將來臨，為我們有信仰的人是一個歡天喜地

及恩寵滿盈的時刻，是聖子再度降生於我們中間；但為那些沒有

宗教的人來說：聖誕已成為一個過份以龐大商業及社會壓力推銷

物品的假日，亦是「西方」假期多天休息，小朋友及成人身穿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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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分贈小孩禮物，留白鬍、肥胖老人的生日或者有些人厭惡所

有誇張的廣告和那些不停叮噹的所謂聖誕頌歌。 

人們抱怨關於聖誕猖獗的商業化，亦有些人講到「把基督放

回聖誕內」。但聖誕的意義肯定是基督已經來到，而今天正進入

一個正好是商業的、虛偽的、貪贓枉法的不義及語言入獄的社會？

若個人和團體不着重救贖靈修，或把福音帶給坐在黑暗及牢中的

人，聖誕只是禮物的分享，吃一頓大餐、享受五光霓虹色彩的數

星期，這聖誕便淪為世俗的享樂假期及「Happy」的日子。 

現代城市聖誕期瘋狂的忙碌購物，他的喧鬧、擾攘及奢華與

「平安夜」理應慶祝的天籟寂靜成為一強烈對比。事實上，有些

人享受和平，有些正在戰爭中，有些則正在 ICU 病房呻吟，有些

人健康行動自如。聖誕是關於天主介入喧鬧及錯綜複雜的人類生

命，給人一點醒覺，平安是人生所追求的目標。 

或許聖誕最大的錯綜複雜在於悠長而變化的歷史和聖誕事蹟，

即天主在我們中間的歷史及奧秘以音樂表達出來並營造和平的氛

圍。在芸芸明確的聖誕曲中，「遠在馬槽裏」，「請聽天使高聲

唱」，「當牧人看守時」，「普世歡騰」等歌曲在聖誕期聽起來，

這份平安洋溢於心頭。而「平安夜，聖善夜」的寫作故事是人所

共知的。 

真正的歌頌具有力量去啟發、去教導及因救主耶穌為普世的

治療和救贖而歡樂，既然有這樣多的歌頌在整個聖誕期內聆風頌

唱，為何直至今天仍未踏進人的心坎裏去，將平安揭示出來，這

真是我們值得反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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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實 — 有關教區三年「更新」計劃  

                                                                      關傑棠 

二零一九年社會運動徹底把教會分化分裂，新冠肺炎只是把

大家的視線分散，暫時一起防疫抗疫。最終國安法登場，有兩個

截然不同的反應。有人說是「秋後算帳」，亦有人說是「暴亂」

後的必然承擔。姑勿論你站在哪個立場，我們香港人仍舊要生活

下去。目前最叫人擔心的是那些不滿政權，但又沒有能力移民外

國的朋友，他們的生活可苦了，「苦」不是他們沒有能力在香港

幹活維生，而是天天承受著一股無形負面的心理壓力。後果是對

自己健康不好，亦直接影響人際關係，潛意識要跟一些人對立起

來…… 

教會這刻談「更新」？簡直難上加難。當「公教報」邀請我

發表一下愚見時，心想是寫一些「高超屬靈」的文字交代一下便

算，反正又不會得罪別人；但我過不了自己這關。要寫？實話實

說。如果「公教報」不方便刊登，相信總有其他途徑。這刻我們

不能期待一位「神級」的教會領袖登場，因為這想法對候任主教

周守仁神父不太公道的。當然我們不會懷疑教宗選角的智慧，但

周神父畢竟只是教育家和心理學家，未必能夠一下子全盤了解整

個教區，特別是堂區的運作；所以給與對方足夠時間去消化和體

會是重要的，而且也是愛德行為。 

向新主教表達期盼和反映目前自身的情況乃人之常情。然而

有個潛藏危機，就是社會運動後，香港天主教會明顯地出現了兩

個「顏色」陣營，雙方都努力在不同的領域插旗，以壯聲威，並

希望領導人會支持及對自己產生好感。在非常艱鉅的年代，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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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神與否，「魔鬼」是存在的，或許換個名字稱為「邪惡勢力」

吧；牠用挑起人性的劣根「仇恨」去分化世人，以達滅世的野心。 

這刻唯有堅信耶穌基督的教訓，死前的苦架遺言：「父啊，

寬恕他們吧……」，和升天前的臨別贈言：「願眾人合而為一……」，

給我們鈎劃出教會大家庭的出路。就讓這班耶穌的入室弟子坐言

起行，那「更新運動」才會有成果，香港才會有耀目的明天。十

二月四日下午三時，記緊一起祈禱，為祖國、為香港和為周主教

祈禱。到時，香港天主教會「大修和」及「大更新」的年代亦徐

徐拉開序幕…… 

 

                   久違了的家教                                                                                                        

                                                                                 王師奶 

 

王師奶煲內地劇＜白鹿原＞，看到女子學校飯堂牆壁掛著四

幅標語：進食無語；不出惡言；心懷渾厚；常帶笑意。這和老爹、

老媽經常教導的「食不言，寢不語」相近。幼時覺得父母規矩太

多，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出街夜啲就問長問短，好煩，到自己

身為人母，才知當年父母的嚕囌，句句都是忠言。當然，不能一

本通書睇到老，有些規則要隨時代修正，但大原則不會變更。  

就以上述第一條「進食無語」為例，這是餐桌禮儀，也是家

教；第二條「不出惡言」是基本修養，「心懷渾厚」和「常帶笑

意」是待人接物的態度。王師奶籠統地都列為家教。今時今日，

有多少父母會刻意教兒女這似淺還深的道理？現在來說，「進食

無語」略嫌嚴苛，但茶樓酒館的噪音確實吵耳，製造令人討厭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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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都是做父母的成人。酒逢知己本是人生快事，但有否想到超分

貝的聲浪是對別人耳朵的虐待？西式餐館客人少見高聲談話，中

國人外遊總是給人嘈吵印象。父母兒女在家同膳，溫聲地說說日

常生活或工作情況，分享所見所聞，也是生活情趣，用不著「進

食無語」或「食不言」這麼嚴格。  

講起家教，王師奶牢牢記住老爹教的進食時注意的小節：同

檯食飯，手㬹莫橫；若係飲湯，讓人起羹；飲湯之時，切勿作聲；

匙羹放下，亦要輕輕；夾餸之時，切勿抄底；扒飯一啖，夾餸一

箸；連夾幾次，便是失儀。除了進食禮儀，小婦人還記得：衫須

勤洗，鞋莫撻踭；朝早起身，刷牙洗面；多洗多刷，乃得光鮮。

書莫眠看，書莫眠讀；眠看傷肺，眠讀傷目。睡不可遲，起不可

晏；遲睡太勞，晏起太懶。王師奶寫了一大堆，讀者們也許覺得

有點悶，這些蒜皮雞毛小事，誰都懂，用不著牛頭角師奶「阿趦

阿趄」，問題就是疏忽小節，釀成大錯。看看今日，小孩子吃飯

時嘈喧巴閉，張開雙臂，據桌大嚼，左手手㬹，逼得鄰座左閃右

避。飲湯唧唧連聲，四座側目，你估在日本麵店食麵咩！雞有兩

肶，少爺鍾意食左肶，左肶潛藏碟底，於是左抄右抄，不止飛象

過河，甚至過河起底。現代的慈父慈母，愛兒心切，代兒尋寶，

如此身教「家教」，造就了自我中心的小霸王。王師奶到友人家

中作客，最留心友人兒女有無叫「嫲嫲食飯，爸爸食飯，媽媽食

飯」，不要小覷這幾聲招呼，這家人的斤兩盡在小婦人心中。說

得誇張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甚至溫良恭儉就從這小處開始。

古人說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是有道理的，連父母都不愛的，能

期望他愛國嗎？一碟佳肴在眼前，只顧自己選最好的吃，能指望

他視兄弟如手足？能期望他反哺年老體弱的父母？這麼多豪門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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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兄弟父母告埋一堆，王師奶武斷的說一句：拜「無家教」所

賜。  

王師奶好悲觀，因為有太多「不懂家教」的父母，養出「更

不懂家教」的未來父母。  

 

 

 

         你能像保祿宗徒傳教的熱忱？ 

                                                        李定豪神父 

 

「凡以前對我有益的事，我如今為了基督，都看作是損失。

不但如此，而且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

耶穌為至寶；為了祂，我自願捐出一切，拿一切當廢物，為賺得

基督。（ ⋯⋯）我只願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夠奪得，因為基督

耶穌已奪得了我。」（斐 3:7-8， 12 ） 

保祿的傳教工作並非基於他自己的計劃，而是他個人的過失

或罪過，他在年青時拘捕一切呼號基督信徒的人，並送他們入牢。

他在前往大馬士革途中遇到基督，保祿發現復活基督的大能和祂

實在臨於宗徒團體中，保祿明白基督的囑願，就是祂的復活是為

所有的人，為整個人類帶來新生命。復活的基督亦親切地讓保祿

知道祂復活的果實是打破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界限。 

保祿變成了新的受造物，在他內一切都是緊緊地相互結合—

不論是文化、信仰、事業、情感、傳教方式，所有事情都是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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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因着基督，他已變成了基督第二，為保祿來說生命只有一

個目的，就是宣講基督。 

宣傳基督的福音是保祿第二生命的工作，他認為宣講基督比

任何工作更優先，傳教士首要及重要的任務是傳教。我會不會成

為保祿第二，一生為宣教工作而不辭勞苦，並且「今生不二屬，

白首共此生」。 

聖保祿宗徒福傳的方法，包括講道和書信。他在新約的 23 本

書信中（除了四大福音），藉着書信接觸及個人臨在團體創立了

不少信仰團體（例如：迦拉達團體，格林多團體⋯⋯），以及那些

他懷着慈父般的關懷和責任看待團體。保祿也會書寫自我介紹給

新的團體，並預告他到來時要宣講聖言。 

保祿傳教的內容是耶穌的福音，宣告十字架是恩寵的泉源。

保祿只關心宣揚福音，因為福音是救贖、釋放和團結的話語。 

保祿一生馬不停蹄地傳教，他是一位赤貧勤奮的人。他不懼

怕改變、挑戰和危險。他繼續以做帳幕為生；很多場合都需要帳

幕，例如市集。這個行業不需攜帶很重的工具，因此保祿可以輕

易地在到訪的城市找臨時的工作。這項工作也讓他接觸到新相識

及知己，並且在工作時間也可以與人交談。 

保祿建立的團體並非孤立的，它們有本地領袖，而且經常還

要宣發慈母教會和姊妹教會的共融與耶路撒冷教會及其他教會團

體共融是重要的，有助與教會元首基督保持合一。共融和忠於傳

統—（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也非常重要。與基督結合是愛德的

泉源，是推動信徒和團體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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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論述，我願意步武保祿後塵成為一個傳信者嗎？在

傳教事業上，我能否建立一個愛德及共融的團體嗎？在思想行為

及信仰表達中，我能否思想像基督，生活及行為像基督？ 

 

 

               疫情下的四旬期讀經 

                                                                姬絲汀 

 

2020 年 3 月 15 日以後，我們住在三藩市灣區的人的生活，可

算是一夜之間停頓了，封城、禁止外出、禁止人群相聚、60 歲以

上屬於高危人群必須留在家中，以策安全。 

我已過了退休年齡，老闆極力挽留，所以每周工作三天，因

為工作地點遠離家，所以每次上班，花在路上的時間要三小時，

藉此疫情嚴峻請辭，要求找替代人選而乘機離開職場。在這情況

下，各人都留在家中，足不出戶。幸好朋友們，都把資訊互相通

傳，在網上找到一項目是台灣教友之聲辦，由林思川神父講解四

部福音述說耶穌受難。剛好是 2020 年的四旬期，我於網上聽神父

講課，每講兩小時，神父要求上課前把有關章節先閱讀再聽書。 

瑪竇福音，瑪爾谷福音，路加福音是對觀福音，所以述說的

事情都是差不多。如建立聖體聖事，唯獨若望福音沒有詳細記述，

只說了為門徒洗腳的行為。伯多祿不願意主為他服務，主反指：

「若不洗你的腳，你就與我無分」都記述了耶穌立了謙虛和互愛

的洗腳禮；並示範了彼此服務，愛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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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福音並沒有記述山園祈禱，但是把耶穌的祈禱列出來，

祂為自己祈禱，為門徒祈禱，並且為信徒祈禱。在山園祈禱中耶

穌鼓勵門徒要醒悟，免陷於誘惑，心神固然切願，但肉體卻軟弱。

耶穌的話，時常警惕我，要恆心祈禱，倚靠天父。 

路加福音在伯多祿三次不認主的時候，雞便叫了，主轉過身

來看了看伯多祿，這眼神是耶穌慈顏惠顧，打動了伯多祿的心，

使他痛哭己罪。這一幕場景，提醒我們耶穌的慈悲，只要我們投

靠祂，祂的慈悲如汪洋大海，並必赦免我們的罪過。 

總督府內耶穌的答辯，充滿自信，超越一切。「我是君王，

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

的，必聽從我的聲音。」耶穌的自辯令彼拉多非常頭痛，因為這

時是逾越節前，民眾已取潔，且未吃逾越節晚餐，故未能進入外

邦人的地方。這是若望福音獨有的場景。 

瑪竇福音和瑪爾谷福音是先審耶穌，後述伯多祿三次不認主，

路加福音是先述伯多祿三次不認主後審耶穌，耶穌被定罪，罪狀

「猶太人的君王」大司祭抗議罪狀，因為他們接納了凱撒為君王，

而放棄耶穌大司祭，天主為君王。在生活中我要接納耶穌作我的

君王，作為我家的主，時常效法耶穌，在生活中彰顯天主的榮耀。 

受人戲弄，耶穌在審判的過程中，被人脫去他的衣服，給它

披上一件紫紅色的外皮，又用荊棘篇了一個次冠戴在頭上，拿一

根蘆葦放在他手裏，然後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猶太人的君

王萬歲。」隨後向他吐口沫，拿起蘆葦來吼他的頭。這應驗了上

主僕人的詩歌中所描述的（二： 52 ） 

在哥耳哥達，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同祂一起另有兩個兇犯，

釘在耶穌兩側。耶穌說：「父啊，寬恕他們的罪，因為他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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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們做的是什麼」這話是路加福音記述耶穌怎樣寬恕釘他的人，

怎樣以自己的榜樣，感動了同被釘的一個兇犯，使他信自己為默

西亞，而當天是與他同入樂園的事蹟。在若望福音中，十字架下

有女人，門徒，他的母親。耶穌對母親說：「女人，看你的兒子」

對門徒說：「看，你的母親。」為應驗經上所說：「我渴」「平

靜而隆重的交付了自己的靈魂，低下頭。」聖神傳達出來給瑪利

亞和愛徒—兄弟成為第一個天主的子女，架下組織新家庭，教會

的誕生，長槍刺肋旁流出血和水，大司祭自己主導，給予生命，

是入門三件事：水、聖洗、堅振、血—聖體。 

耶穌大喊一聲遂交付了靈魂時，聖所的悵幔從上到下分裂為

二，大地震動，岩石崩裂，太陽失光的自然現象。伯夫長看見所

發生之時遂光榮天主說：「這人真是天主子」「聖所的帳幔」即

懸於聖所與只准大司祭每年進去一次的至聖所之間的帳幔，此時

分裂為二，表示因耶穌的死，舊約已經廢除了。人人可以直接與

天主相往來的新約已成立於世。 

埋葬：阿黎瑪特雅人若瑟，暗中是耶穌的門徒來求彼拉多為

了領取耶穌的遺體，比拉多允許了，於是他來把耶穌的遺體領去。

那晚已請夜間來見耶穌的尼苛德摩也來了帶着沒藥及沉香調和的

香料，約一百斤（表達是用於尊貴的君王）照猶太人的習俗用殮

布把祂裹好。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在那園子

裏有一座新墳墓，還沒有安葬過人，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墳

墓又近，就在哪裏安葬了耶穌（若 19 ： 38 至 42 ） 

耶穌於死後第三日復活了，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各宗

徒及往厄瑪烏兩位門徒。特別是多默宗徒，因為當耶穌顯現時，

多默不在場，所以不信，他揚言要把他的手探入耶穌五傷。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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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留給後世各信徒的一大證據，「耶穌真的復活了。」耶穌也

把教會托付給伯多祿，要他看管祂的羊群。」耶穌在升天前在加

里肋亞山上，派遣宗徒往訓萬民，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

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

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必有這樣的奇蹟隨着他們。因我的名驅逐

魔魂，說新語言，手拿毒蛇或喝了什麼致死的毒物，也決不受害，

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谷 16 ： 15-18 ）耶穌又對宗徒說：

「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

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

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 ： 18 

- 20 ） 

現在科技發達，在疫情期間我們在家中也可以參加網上直播

彌撒聖祭，雖然不能實領聖體。在環境許可下，一定要去參與彌

撒及實領聖體。這才能與耶穌天天在一起，以感謝祂賜給我們那

靈性的食糧。我們有這樣的一位長兄結伴同行，我們還能投靠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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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居海外與基督徒信仰生活        

                                                         巴西略  

 

傳媒近期熱門話題是港人移居海外，此報道和分析並

非局限華語的傳媒，昔日曾被稱為「東方之珠」的香港是

國際大都會，人來人往是正常的現象，香港過去的發展和

人口流動是息息相關，當然每次發生在不同時代背景。  

筆者定居海外已接近三十年，對於過去發生的移民潮，  

不太著眼因為我居住的地方並非港人移民的熱點。但這次

就截然不同，鑒於在過去半年筆者也感受到和親身體驗到

這浪潮，主因並非傳媒的正面或負面報道，而是比較近距

離的經驗，例如在港的親戚，在閒談中說某某已經或將會

很快移民過來。居住在我附近的親戚也知道此移民浪潮，

他 /她的舊同事或同學也已經到步。過去半年來，在這裏市

中心的華人超市，說廣東話的顧客比以前多，至於信仰方

面，在南部服務少數民族的神父，也收到當地主教府的通

知，做好準備迎接新從香港來的天主教家庭。我起初聽到

也半信半疑是否會這麼踴躍！當然也非常渴望是真的。多

年來在這國家的華人天主教團體中，說廣東話的教友人數，

每況愈下。  

接下來事情發展得很迅速，在六月我分別收到香港教

區的電郵，詢問有關每月一次中文彌撒的資料，及收到被

邀請參加某一個社交平台的群組，群組成立的目的是分享

資訊，幫助已或將會移居的天主教家庭，非教友也歡迎加

入。這群組最主要是凝聚教友的團聚感和推動基督信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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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我欣然接受邀請而加入這群組希望能助一臂之力。群

組發展得突飛猛進，短短數星期已有六百多位成員，早期

是關於信仰的查詢，如：那處有每星期中文彌撒，我居住

的地方及近我的聖堂是那一間或某某聖堂是不是天主教等

等的問題。我居住的國家是以基督教為主？單憑聖堂外觀

和名稱，很難分辨是否天主教。筆者以前確實知道有些教

友是去錯基督教聖堂，基於這一點，在每一屆的慕道班，

我都要求神父用一節時間講解聖堂內的擺設和標誌的意義

及如何分辨這間是天主教堂或基督教堂。  

群組的負責人非常積極，三個月內已舉辦五次視像會

議，被邀請講者都是香港教區的神職人員，內容是和大家

分享信仰的生活，主日讀經和福音的分享等等 .  每次都有自

由討論時間，大家可以互相幫助解決生活難題及踐行信仰

生活，在一次聚會中，有教友向講者反映，參與英文感恩

祭非常不習慣，會否從香港調派廣東話 神父來。講者當然

不會正面答覆，但不斷鼓勵大家投入當地的生活和融入本

地教會及團結華人社群。最近的那次視像會議，主題是：

天主教與基督新教。  講者以非常精簡的方式，講解一些教

義，例如聖像是偶像崇拜嗎？” 因信稱義“與  “ 因信成

義”和聖母代禱在神學上的問題。講者最後也提出，可以

為海外華人團體舉辦網上小團體訓練課程，這確是值得鼓

舞的消息。  

有一點不得不提，負責人最近安排一位主教接見新移

民的教友，當然主教是渴望親身了解教友對牧民工作的要

求，關心大家來到異地的生活情況 .  這次會面是非常難能可

貴，可加強互相溝通及幫助教友福傳。  



20 
 

筆者和新來的移民教友接觸是在八月初。其中有一位

教友詢問中文彌撒的詳情。我收到通知後便急不及待聯絡

她，更使我喜出望外的是，這位教友居住的地方和我家只

是相隔一箭之地。  幾天後我們出席當地的英文彌撒，彌撒

後大家傾談，她説因為語言的障礙，參與英文彌撒感覺非

常不習慣 .  我開門見山對她說，不要因為語言而不參與感恩

祭 .  當我們去到世界各地時，很多地方都不是以英語為主。

我特別舉例去法國露德朝聖，除非有廣東話神父帶團，否

則是沒有廣東話彌撒。天主教感恩祭禮儀是統一及一致的。

我鼓勵她參與主日感恩祭前，預先閱讀當日讀經和福 音，

而且增加投入感。在彌撒中當大家唸懺悔經，光榮頌，信

經和天主經時，不用介意用廣東話唸 .  這位教友從來沒有缺

席彌撒，也積極參與每月一次的中文彌撒，筆者覺得非常

值得讚賞，因為新冠病毒，本堂的中文彌撒自從去年二月

以來已取消，今年九月才恢復舉行。筆者更發覺還有四個

剛從香港來的家庭參與，這是從來未發生過的。當晚我急

不及待在群組內透露我的感受。  

「今天是我們團體一個大喜訊的日子，共有四位新成

員是從香港移居來的家庭參與感恩祭。在我印象中此華人

團體從來未發生過，能夠在主的愛內相聚一起，相信大家

內心都充滿喜悅，希望你們能包容我們這處的中文彌撒，

例如神父說廣東話夾雜英文。讀經員說廣東話和普通話等

等。感謝主賜給我們團體新力量。」  

最後我感謝群組的負責人，提供平台使來到異地的家

庭凝聚一起，令大家感到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而你們都

在面對新環境中不會冷卻下來，我也祈求主眷顧和賜力量



21 
 

給大家，在生活上面對各種難題時得蒙上主祝福及護佑，

個人及家庭上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  

 

 

可有人見人愛的牧者？       牧者之歌   

                                          關傑棠  

 

做了三十三年本堂神父，服務過不同類型的堂區；我

只能總結社會階層、經濟差距、文化素養雖不同，但人性

本善本惡的元素不變。你我擁有光明磊落的氣質，亦有陰

暗不能見人的一面。然而在天主聖三光照下，堂區生活依

然一片光明，充滿希望。香港教區有關堂區神父調動有如

下不成文的安排。副本堂三年便可他調，目的是讓年青神

父吸取更多的牧民經驗，好好裝備自己，好承擔更繁重的

職務。本堂神父則五年一任，如果跟教友關係良好，再來

五年，是慣常做法。當然也有例外。  

話說楊主教上任後，勵精圖治，來個人事大調動，包

括我在內。感謝當時陳志明副主教執言，他告訴主教：「細

關剛剛做完兩腿膝蓋更換手術，算是跛子一名，調他走有

點不近人情嘛！」言畢，主教深明大義，決定不再考慮。

這樣，我又多享受兩年的聖瑪加利大堂生活。過了不久，

楊主教給天主調上天堂述職，叫人感到惋惜……。  

可有人見人愛的牧者？答案是沒有。反而更加確定，

這世界好人難做。以下一篇短短的玩票翻譯文章，道盡我

們牧者的辛酸，笑中有淚……文中「他」字代表本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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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如果主日道理又長又譖，他迫我們去會「周公」(嗜

睡的「神仙」)；相反只是廖廖數語，根本他沒有嚴肅預備

道理。  

(二 )  如果他提高嗓子，犯了責備群眾之嫌，好似語言

暴力；萬一聲線平坦無起伏，大家又聽不入耳。  

(三 )  如果上教堂找不到他，此君不是歸家郎，是一名

「躝街豬」 ( 喜歡在外邊流連忘返 )。假如他二十四小時恭

候會眾，你又批評對方不思進取，與社會脫節。  

(四 )  外出「家訪」是神父慣常牧民活動。教友如果沒

有預約而突然造訪落空，便抱怨很難找到神父。如果日日

坐堂，人家又說他不喜歡探訪教友了。  

(五 )  大家口口聲聲認同堂區是大家庭，但他一提醒教

友要按自己能力給「家用」，有人立刻責難神父太巿儈了。

假如隻字不提，聖堂一定無疑淪為「破落戶」。  

(六 )  如果他為人健談，必然有人覺得他不體恤教友生

活多麼忙碌；相反他一句起、兩句止的性格，大家又說他

是個典型的「鼓氣袋」，很難相處接近。  

(七 )  如果他每天早上準時開彌撒，肯定他的腕錶行得

太快；如果遲了些許，總會有人咕嚕一番，說他阻礙自己

的上班時間。  

(八 )  牧者年青，他少不更事，缺乏經驗；如果年老，

他早應退休吧！  

(九 )  最後他魂歸天國，這時人人便會讚他是個無可取

代的「善牧」，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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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人世間那有人見人愛的善牧，可能甚至連耶穌

都不合格，那我又何必動氣！反正全體天主子民仍有進步

空間。一覺醒來，又是新的一天，學習活在當 下，努力去

愛，時間是最佳試金石。願與親愛的弟兄姊妹共勉。……  

 

 

                   活的盟約 

                                                黑仔  

 

每一年的慕道班課程中，筆者都提起天人之間的盟約，

這盟約由起初亞巴郎信賴天主，天主同亞巴郎立約（創 15  ），

因此他成為萬民之父，其二是梅瑟在西乃山的盟約（  出 19  ）

「你們為我應成為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此外，由

於以民不忠信上主，若蘇厄在舍根再度立盟（蘇 24  ）。  

還有，達味的盟約（納堂先知的神諭）撒下七，8-16。

最後是我們的活盟約，預言默西亞的神國永存不替。無論

你渡司鐸及獻身生活，婚姻生活及獨身生活，你必須經驗

天主那份大愛才能喜樂渡每天生活，有能力、有信心奔向

永恆，並帶給你自己及家人蓬蓬勃勃的生命。  

天主是愛（若四：八），充滿無缺的愛。在愛中祂分

享生命，因為天主本身也就是生命（  詠 36  ：  12  ），永恆

不滅的生命。為天主而言，愛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愛。愛

與生命就是永恆無涯中締結了此神聖不渝的盟約。  

然後，天主因着愛與生命，並為了分享那份本已在祂

內愛的喜樂及生命的共融，祂樂意地創造了世界（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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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願意與祂所創造的一切結義，就是把愛與生命的盟約

伸延到世界，讓人生生不息，愛火綿綿；尤其那些按照祂

的肖像而造生的人類，天主更不惜一切地履行盟約，主動

地啟示自己給人類認識；同時作出這個盟約的邀請，盼望

着我們的回應，在盟約中建立愛與生命共融的關係。其實

這個盟約的邀請，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並在一切我們所

接觸的人和事，環境和經驗中存在着。所以我們會珍惜生

命，重視生命；我們也對愛所嚮往，有所追求，有時我們

更願意付出自己的心血，為團體及家庭奉獻；因此我們對

盟約主動的一方—天主—作出回應。  

但愛的回應與生命的抉擇都要求自由，而自由也是天

主賦予人的恩賜。祂是最偉大及寶貴的；連天主自己也尊

重人的自由。所以天主在盡了祂的一切努力，邀請我們建

立並履行這活盟約的同時，也放開了一切，心甘情願地讓

人在自由中不斷回應，直到主來的那一天。  

愛、生命及自由便構成了永恆盟約的動機、目的和條

件；而天主，祂是「盟約中之盟約」的建立者、履行者、

保障者。讓我們建基在祂的磐石，行走祂的道路，聽取祂

的聖言，因為在哪裏有愛與生命的智慧。  

 

            你和我都是先知 

                                                 初哥  

耶穌升天後，  十一名宗徒連同聖母及其他人，經常聚

集在一起，齊心和虔誠地祈禱。這時，宗徒伯多祿負起宗

徒之長的責任，向在場一百二十位信衆說，猶達斯本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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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宗徒之一，他卻因出賣耶穌而自殺身亡，現在需要揀

選人，填補猶達斯的遺缺。  

根據伯多祿，候補人應該具備下列條件。這人於耶穌

在世時全部時間內，即是從若翰洗者施洗起，直到耶穌升

天那天，常常同宗徒們在一起，以便和其他宗徒一齊做耶

穌復活的見證人，並且一同耐心地期待耶穌再度來臨。宗

徒們提名兩人，合乎上述條件的作為候選人，一位名叫巴

爾撒巴，另一位名為瑪弟亞。衆人首先祈求天主指引，選

那一位接替猶達斯，隨後，宗徒們用以民的古老方法，以

抽籤尋求天主的聖意。其意義是由天主決定一切，因為宗

徒應該是被天主委派的。結果，天主揀選了瑪弟亞為十二

位宗徒之一。  

當選為宗徒後，瑪弟亞除了在猶太傳教外，亦遠赴依

索匹亞和卡帕多細雅傳福音。瑪弟亞生前主張克苦，他身

體力行，勤操苦行，最終為信仰而殉道，並被冊封為聖人。

雖然記載這位聖人的事蹟不多，但我們可以從中領略到一

些啟示如下：  

（一）初期教會的成員聚集，並一同祈禱。另外，補

選宗徒前，宗徒也先祈禱，讓我們看到初期教會的信衆都

熱衷於祈禱。其實，祈禱令我們謙卑，認識我們是謙卑的

受造物，明認天主是造物主，並且懂得感謝天主白白賜給

我們的恩典。  

此外謙卑的人樂於服務他人，因為他們不高傲，高傲

的人自視過高不甘為人服務。耶穌為宗徒洗腳，也是要他

們服務他人，實踐愛德。聖文生也注重祈禱，他重視 祈禱

多於學歷、經驗、能力或性格。他說：「我選出一位有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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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生活的人，因為這人無所不能。」故此，在教會內選擇

領導，還需要注意候選人是否熱心於祈禱，以愛待人及熱

衷於服務他人。  

（二）選後補宗徒時，兩位候選人均合乎伯多祿的條

件。天主屬意瑪弟亞，巴爾撒巴則落選。至於我們，雖然

沒有被初期教會選中為宗徒，不過我們於領洗時，和天主

訂下盟約，同時領了君王職、司祭職及先知職。因此，領

過洗的你和我，都有責任傳教，以履行先知職。耶穌對門

徒說過：「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

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正如上述所提信 衆於

領洗聖事中接受了先知職，便有責任傳福音，為主作證。

平信徒，作為聖教會的一份子，也是「非職務性宗徒」。

所以信眾亦被揀選為主的復活見證。為主的復活做見證人，

我們要以復活的信仰為中心而生活，辦法包括相信肉身的

復活，不要追隨短暫的世俗物質享受，轉移為在天國永生

積聚財寶努力，以基督的真理生活，做到愛天主及愛人，

因為沒有愛德行為的信仰是死的。  

有人問，自己的學識及才能有限，不足以傳福音。試

看看格林多人前書第十一章四節，這樣說，「神恩雖然有

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

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

行一切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的才能雖不同，但全是為

人的好處。」保祿宗徒指出，各種神恩是聖神所賜，都是

為了教會的利益，也是為堅強信衆的信德。各人施展聖神

所賜的神恩，教會內人人各司其職，每人盡一分力，為教

會服務，便會無往而不利，日後便能結出豐盛及常存的果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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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上述各點，天主愛我們，選擇了我們，經過慕道

及領洗等入門聖事，加入教會，我們便在基督內。這是信

仰的開始，以基督復活為信仰的根基。信衆接受了基督的

真理，過聖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要堅持下去，才可以留

在基督內。這樣，基督也和我們同在，有基 督的愛和我們

在一起，我們在教會內與其他兄弟姊妹，互相以愛相待，

形成一個愛的團體，日後便能結出果實，若我們履行了先

知職。不要懼怕自己力有不逮，正如上述聖保祿說過，聖

神賜給每個人不同的神恩，各人只要善用祂賜給的神恩，

盡力而為，向聖神祈求，求祂賜予我們力量和指引，總有

一天能結出豐厚的果實。  

 

 

Tax  Moves  to  Make  Before  Year -End       Paul  Poon  

 

T h e r e  a r e  a l w a y s  m o v e s  y o u  c a n  m a k e  t o  r e d u c e  y o u r  t a x a b l e  
i n c o m e .  S o m e  o f  t h e s e  t a x - s a v i n g  m o v e s ,  h o w e v e r ,  m u s t  b e  
c o m p l e t e d  b y  D e c e m b e r  3 1 .  H e r e  a r e  s e v e r a l  t o  c o n s i d e r :  

T a x  l o s s  h a r v e s t i n g .  I f  y o u  o w n  s t o c k  i n  a  t a x a b l e  a c c o u n t  t h a t  
i s  n o t  i n  a  t a x - d e f e r r e d  r e t i r e m e n t  p l a n ,  y o u  c a n  s e l l  y o u r  
u n d e r p e r f o r m i n g  s t o c k s  b y  D e c e m b e r  3 1  a n d  u s e  t h e s e  l o s s e s  t o  
r e d u c e  a n y  t a x a b l e  c a p i t a l  g a i n s .  I f  y o u r  n e t  c a p i t a l  l o s s e s  e x c e e d  
y o u r  g a i n s ,  y o u  c a n  e v e n  n e t  u p  t o  $ 3 , 0 0 0  a g a i n s t  o t h e r  i n c o m e  s u c h  
a s  w a g e s .  L o s s e s  o v e r  $ 3 , 0 0 0  c a n  b e  u s e d  i n  f u t u r e  y e a r s .  J u s t  b e  
s u r e  y o u  d o  n o t  r e p u r c h a s e  t h e  s a m e  s t o c k  w i t h i n  3 0  d a y s ,  o r  t h e  l o s s  
w i l l  b e  d e f e r r e d .  

T a k e  a  p e e k  a t  y o u r  e s t i m a t e d  2 0 2 2  i n c o m e .  I f  y o u  h a v e  
a p p r e c i a t e d  a s s e t s  t h a t  y o u  p l a n  o n  s e l l i n g  i n  t h e  n e a r  f u t u r e ,  
e s t i m a t e  y o u r  2 0 2 2  t a x a b l e  i n c o m e  a n d  c o m p a r e  i t  t o  y o u r  2 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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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x a b l e  i n c o m e .  I f  y o u r  2 0 2 2  i n c o m e  l o o k s  l i k e  i t  m a y  b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2 0 2 1 ,  y o u  m a y  b e  a b l e  t o  s e l l  y o u r  a p p r e c i a t e d  a s s e t s  i n  
2 0 2 1  t o  t a k e  a d v a n t a g e  o f  a  l o w e r  t a x  r a t e .  T h e  o p p o s i t e  a l s o  h o l d s  
t r u e .  I f  y o u r  e s t i m a t e d  2 0 2 2  t a x a b l e  i n c o m e  l o o k s  l i k e  i t  m a y  b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l o w e r  t h a n  y o u r  2 0 2 1  t a x a b l e  i n c o m e ,  l o w e r  t a x  r a t e s  
m a y  a p p l y  i f  y o u  w a i t  t o  s e l l  y o u r  a s s e t s  i n  2 0 2 2 .  

T a x  M o v e s  t o  M a k e  B e f o r e  Y e a r  E n d   M a x  o u t  p r e - t a x  r e t i r e m e n t  
s a v i n g s .  T h e  d e a d l i n e  t o  c o n t r i b u t e  t o  a  4 0 1 ( k )  p l a n  a n d  b e  a b l e  t o  
r e d u c e  y o u r  t a x a b l e  i n c o m e  o n  y o u r  2 0 2 1  t a x  r e t u r n  i s  D e c e m b e r  3 1 .  
S e e  i f  y o u  c a n  e a r m a r k  a  l i t t l e  m o r e  m o n e y  f r o m  e a c h  o f  y o u r  
p a y c h e c k s  t h r o u g h  t h e  e n d  o f  t h e  y e a r  t o  t r a n s f e r  i n t o  y o u r  r e t i r e m e n t  
s a v i n g s  a c c o u n t s .  F o r  2 0 2 1 ,  y o u  c a n  c o n t r i b u t e  u p  t o  $ 1 9 , 5 0 0  t o  a  
4 0 1 ( k ) ,  p l u s  a n o t h e r  $ 6 , 5 0 0  i f  y o u ' r e  a g e  5 0  o r  o l d e r .  E v e n  b e t t e r ,  y o u  
h a v e  u n t i l  A p r i l  1 8 ,  2 0 2 2 ,  t o  c o n t r i b u t e  t o  a  t r a d i t i o n a l  I R A  a n d  b e  a b l e  
t o  r e d u c e  y o u r  t a x a b l e  i n c o m e  o n  y o u r  2 0 2 1  t a x  r e t u r n .  

M a k e  c a s h  c h a r i t a b l e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  I f  y o u ' r e  l i k e  9 0 %  o f  a l l  
t a x p a y e r s ,  y o u  g e t  n o  t a x  b e n e f i t  f r o m  c h a r i t a b l e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b e c a u s e  y o u  d o n ' t  i t e m i z e  y o u r  p e r s o n a l  d e d u c t i o n s .  O n  y o u r  2 0 2 1  
t a x  r e t u r n ,  h o w e v e r ,  y o u  m a y  c o n t r i b u t e  u p  t o  $ 3 0 0  i n  c a s h  t o  a  
q u a l i f i e d  c h a r i t y  a n d  d e d u c t  t h e  a m o u n t  w h e t h e r  o r  n o t  y o u  i t e m i z e  
y o u r  d e d u c t i o n s .  M a r r i e d  t a x p a y e r s  w h o  f i l e  j o i n t l y  m a y  c o n t r i b u t e  
$ 6 0 0 .  Y o u  c a n  m a k e  y o u r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b y  c h e c k ,  c r e d i t  c a r d ,  o r  d e b i t  
c a r d .  R e m e m b e r  t h a t  t h i s  a b o v e - t h e - l i n e  d e d u c t i o n  i s  f o r  c a s h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o n l y .  I t  d o e s  n o t  a p p l y  t o  n o n - c a s h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  

B u n c h  d e d u c t i o n s  s o  y o u  c a n  i t e m i z e .  A r e  y o u r  p e r s o n a l  
d e d u c t i o n s  n e a r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s t a n d a r d  d e d u c t i o n  f o r  2 0 2 1 :  
$ 1 2 , 5 5 0  f o r  s i n g l e s ,  $ 1 8 , 8 0 0  f o r  h e a d  o f  h o u s e h o l d  a n d  $ 2 5 , 1 0 0  f o r  
m a r r i e d  f i l i n g  j o i n t l y ?  I f  s o ,  c o n s i d e r  b u n c h i n g  y o u r  p e r s o n a l  
d e d u c t i o n s  i n t o  2 0 2 1  s o  y o u  c a n  i t e m i z e  t h i s  y e a r .  F o r  m o s t ,  t h e  
e a s i e s t  w a y  i s  t o  b u n c h  t w o  y e a r s  o f  c h a r i t a b l e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i n t o  a  
s i n g l e  y e a r .  T h e s e  c a n  i n c l u d e  g i f t s  o f  a p p r e c i a t e d  s t o c k  w h e r e  y o u  
g e t  t o  d e d u c t  t h e  f a i r  m a r k e t  v a l u e  w i t h o u t  p a y i n g  c a p i t a l  g a i n s  t a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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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馬爾谷堂區  

感恩祭時間表  

 
    平日感恩祭：早上 8 : 3 0 分  

 主日提前感恩祭：下午 4 : 3 0 分  

主日感恩祭：早上 (英語 ) 8 : 0 0 ,  9 : 4 5 ,  1 1 : 3 0  

中文感恩祭：廣東話  (每月第二、四、五主日 )  

           下午 1 : 3 0 分  

           廣東話 (每月第三主日 )  

           M i l l b r a e  市 ,  1111 B r o a d w a y  S t ;   

           ( S t .  D u n s t a n 堂 )                 

           下午  1 : 1 5 分  

平日修和  (  辦告解  )  時間：星期六下午 3 : 4 5 - 4 : 2 0 分  

                        (或可預約其他時間 )  

服務本堂的神父：  R e v .  A n g e l  Q u i t a l i g  

               R e v .  D o m i n i c  S a v i o  L e e  

               (李定豪神父華人專職司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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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堂區活動消息 
 

聖誕日 

12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 1:30 分 ，我們將舉行聖誕日
彌撒，歡迎耶穌誕生在我們中間，歡迎各位教友參與。  

12 月 26 日星期日，我們將慶祝聖家節，主日彌撒仍
然於下午 1:30 分舉行。 

11 月 28 日將臨期首主日，我們歡迎兩位姊妹（雷小
紅） 和（Hazel Zecha）慶祝收錄禮，他們將於 2022
年 4 月 17 日復活節領洗。 

由於疫情仍在，根據衛生局指引堂區所有活動仍無法
公開在室內禮堂舉行聚會，請繼續祈禱，為疫情早日
遠離我們。 

此外，若有關於任何將臨期、聖誕禮儀以至新年及四
旬期礼儀，主日彌撒及各項活動，請致電李神父 

（ 415 ）706-6562 垂詢。 

 

John H.Wu MD   （吳鴻恩醫師） 

929 Clay Street, Suite 403 
San Francisco, CA 94108 
Tel:415-981-0303   Fax: 415-981-0515 
 
吳鴻恩大醫師，  願意接受政府提供給年長者的醫療白
咭，若有意候疹者，請聯絡他的醫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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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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一月、二月及三月  

 

無名氏 

Teresa Wong 

Andrew & Agnes Ng 

Anita Lee 

Irene Wong 

Dr John Hong WU 

Paul Poon 

$100 

$100 

$ 50 

$ 50 

$100 

$500 

$150 

 

Jennie Wong 

Tom & Sue Chin 

Alice Wa Chong 

黃志堅、方淑芬 

陳巧初 

Dominic Lai 

Agnes Wong 

$100 

$100 

$  50 

$500 HKD 

$200 HKD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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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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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馬爾谷堂區地址 :  St. Mark Church 

                                           325 Marine View Ave 

           Belmont, CA 9400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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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廣東話網頁 : www.bosco1.com 

 

        聖馬爾谷堂區網頁 : www.saintmarkbelmont.com 

            馬爾谷堂區電話 : (650) 591-5937           

                 傳真 : (650) 591-7645 

                   Cell : (415)706-6562（李神父直線） 

 

           歡迎各位、團體及公司支持 

          聖馬爾谷堂區團體刊物印刷經費及刊登廣告 

 

支票抬頭 :   St. Mark Church           

                      地址 :   325 Marine View Ave 

   Belmont, CA 9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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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