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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颂谢上主，因为他美善宽
仁，他的慈爱永远常存。咏118:1

祝圣圣油弥撒重宣司祭圣职许诺
（ 槟 城 讯 ） 施
恩 天 枢 机 在 槟
城 圣 神 主 教 座
堂 举 行 祝 圣 圣
油弥撒上向信众们
说 道 “ ‘ C h r i s m ’ 一 词 源 于 希 腊 语
khr isma，意为‘傅油’。”他还表
示，Chrism的名称源于基督，意为“
主的受傅者。而在弥撒中祝圣的圣油
是传教、治愈和合一的明显标志。
施枢机表示，耶稣在纳匝肋的第一次
证道，重点关注的是路加福音中提到
的穷人、被囚禁的人、盲人和受压迫
的人。这些圣油是为所有人而设的，
其象征着信徒团体内的使命和共融。
候洗圣油：是为候洗者所用的圣油，
藉着傅油而坚强，勇于接受基督徒生
活 的 挑 战 并 赋 予 属 灵 力 量 。 圣 化 圣
油：是为领洗者和领坚振圣事时使用
的圣油，象征着被傅油以得救。病人
圣油：用于治愈疾病。
他表示：“这些圣油提醒我们，天主
的 恩 典 伴 随 我 们 走 过 人 生 的 每 个 阶
段。这圣油象征着灵性旅程的开始，
并 通 过 教 会 的 圣 职 拥 抱 所 有 人 ； 儿
童、病人、新受洗者和信徒。”
在重宣司祭圣职许诺时，施枢机请求
会 众 “ 请 为 你 们 的 司 铎 祈 祷 ， 愿 主

丰沛地倾注祂的恩典于他们，并保守
他们忠信地侍奉大司祭基督，使他们
能 引 导 你 们 归 向 祂 ， 那 位 救 恩 的 泉
源。”
他继续说道：“也请为我祈祷，使我
能够忠于在我卑微中被赋予的使徒职
务，并使我在你们中间，日复一日地
成为基督活泼、更完美的形象，成为
众人的司铎、善牧、导师和仆人。”
最后，他强调祝圣圣油弥撒是庆祝所
有 信 徒 受 洗 的 召 唤 ： “ 它 标 志 着 我
们，天主的子民，受圣神的膏抹，将
基督带到世上。”

司铎们与施恩天枢机合影

山打根教区 天主恩赐圣秩和圣体圣事

（ 吉 隆 坡 讯 ） 于 2 0 2 5 年 4 月 8 日 晚
上 七 点 3 0 分 在 吉 隆 坡 啤 侓 耶 稣 圣 心
堂 举 行 了 祝 圣 圣 油 弥 撒 。 吉 隆 坡 总
教 区 的 约 6 5 名 司 铎 齐 聚 一 堂 ， 参 加
由 廖 炳 坚 总 主 教 主 持 的 隆 重 庆 祝 活
动。
廖 总 主 教 在 讲 道 中 反 思 了 家 庭 的 主
题 ， 灵 感 源 自 福 音 中 的 经 文 ： “ 耶
稣 来 到 纳 匝 肋 ， 就 是 祂 长 大 的 地
方 。 ” 他 提 醒 信 徒 ， 无 论 是 平 信 徒
还 是 神 职 人 员 ， 都 来 自 家 庭 ； 有 些
家 庭 充 满 欢 乐 ， 有 些 家 庭 支 离 破
碎 ； 而 我 们 的 人 生 经 历 塑 造 了 我 们
的圣召。
他 说 道 ， “ 就 连 耶 稣 也 是 在 家 庭 中
长 大 的 。 我 们 的 神 父 也 来 自 家 庭 ，
甚 至 是 一 个 更 大 的 属 灵 家 庭 。 我 们
非 常 需 要 你 们 身 为 天 主 的 子 民 为 我
们祈祷和万分地支持。”
他 坦 诚 地 谈 到 了 神 职 的 双 重 性 质 ：
神 圣 而 脆 弱 。 “ 我 们 蒙 召 奉 耶 稣 的
名 ， 为 被 掳 的 人 带 来 自 由 ， 为 盲 人
带 来 光 明 ， 并 带 来 宽 恕 。 然 而 ， 我
们 也 是 软 弱 的 人 ， 我 们 依 靠 你 们 的
祈 祷 和 天 主 的 恩 典 ， 来 信 守 我 们 的
承诺。”

在 致 神 职 人 员 的 讲 话 中 ， 他 引 用 了
全 球 司 铎 的 主 保 圣 人 圣 若 望 玛 利 亚
维 雅 纳 的 话 ： “ 如 果 我 们 能 知 道 自
己 作 为 司 铎 的 身 份 … … ” 他 鼓 励 他
们 始 终 牢 记 自 己 是 天 主 慈 悲 工 具 的
身份。
弥 撒 结 束 时 ， 廖 总 主 教 感 谢 神 职 人
员 的 服 务 ， 尤 其 是 在 困 难 时 期 。 他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 “ 我 们 有 时 或 许 辜
负 了 你 们 ， 但 我 们 恳 请 你 们 继 续 为
我 们 祈 祷 ， 让 我 们 携 手 努 力 ， 成 为
合乎耶稣圣心的牧人。”

（山打根讯）余廉主教（Rt. Rev. 
Bishop Julius Dusin Gitom）与他的兄
弟神父们共同主持一年一度的祝圣圣油
弥撒。于2025年3月27日，山打根教区
属下各堂区的神父们在为期三天的司铎
退省后齐聚圣玛莉主教座堂，庆祝天主
赐予的圣秩和圣体圣事。祝圣圣油弥撒
原本应该在圣周四上午时段举行，但由
于牧民原因，祝圣圣油弥撒在圣周之前
举行。教区居民们很高兴看到辅祭员、
读经员、修院生、执事、神父和主教在
歌咏团的歌颂赞美声下，咏唱着司祭子
民｜Priestly People走进主教座堂。
余主教说，祝圣圣油弥撒是一台特别的
庆典。我们聚集在一起赞美和感谢主赐
予我们圣秩和圣体圣事，这两者是紧密
相关的。所有受洗者都能参与耶稣的使
命，主要内容是教导和祈祷。圣秩圣事
在祝圣神父时，赋与领受神父圣秩者的

圣神恩宠，是使他堪当上祭台举行弥撒
圣祭，向人宣扬福音，为人授洗，使人
成为天主的子民。 这是天主赐予教会
的神圣智慧与恩宠，以便基督的使命能
够在教会中延续下去。圣体圣事维持着
教会的生命。
祝圣圣油弥撒也表达了神父们在重申
他们庄严的神职服务承诺时的团结与共
融。在弥撒期间，还会祝圣圣油，即病
人圣油、候洗圣油和坚振圣油。余主教
解释说，祝圣圣油弥撒期间对这些圣
油的祝圣与神父职务密切相关。我们记
得那些准备接受洗礼的人、那些将接受
坚振圣事的人以及那些需要病人傅油的
人。这些圣油随后将由各堂区的神父带
回堂区。
余主教敦促会众持续地为他和所有堂区
神父祈祷，愿能效仿基督这位好牧人。
他还要求他们在传教中保持耐心，成为

虔诚、忠诚、圣洁并与好牧人团结一致
的人。他提醒他的兄弟神父们，他们是
耶稣拣选中来为他服务的，他们对天主
的计划很重要。他鼓励他们为天主的子

民服务，在服务中保持常常喜乐，在祈
祷中与天主保持密切的关系，在遇到挑
战时保持坚强，并努力继续寻求圣洁。

祝圣圣油弥撒传统上在圣周期间举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礼仪庆典，旨在将信众与神职人员在祈祷和共同目标中团结在一起。弥
撒的核心是三种圣油的祝圣，圣化圣油、病人圣油和候洗圣油。这三种圣油在教区全年的圣事施行中均有使用。弥撒还包含“重
申司铎职的承诺”环节，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神父们在此公开重申他们服务基督及其教会的承诺。
吉隆坡总教区和槟城教区近期祝圣圣油弥撒均于4月8日举行。

吉隆坡总教区

司铎们与廖炳坚总主教合影

槟城教区

余廉主教与他的兄弟神父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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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开篇的创世纪就引出了一个
天主教中非常经典的善恶观。伊甸园
中的亚当和厄娃违背天主的神意，吃
下知善恶树的果实，自由意志开始苏
醒，他们拥有了辨认善恶的能力，也
从此不必住在天主的乐园里。这是一
场人对神的背叛，同时也是神对人的
预测与默许。
我小的时候曾经非常疑惑：长辈们会
告诉我，天主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我
想：可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痛，神
若这样全能，他为什么允许这些恶存
在？为什么允许有不相信他的人？现
在已经记不清长辈们的回答了，但我
肯定当时没有答案令我满意。那时我
尚不知道我提出的便是《神义论》中
经典的思辨论题，于是它久久埋藏在
我的心底，等我用知识与经验浇灌
它。
而今我思考，天主全知全能，所以伊
甸园中，他早已预知了人类的背叛；
他全善，他既知背叛，仍派遣耶稣做
最后的赎罪祭，让人能重新返回他的
乐园。他全知全能，目睹俗世的不
堪，知晓人类的苦楚；他全善，他
分享自己的爱与恩宠而造出拥有位格
的人，人类便因此有了理性（分别善
恶）与自由意志（决定善恶的推动
力）。人凭借理性，可以认识天主催
促人行善避恶的声音；而人也只有在
选择善时，才是自由的，也会认识到
真正的自由，即 “自由的本质是为善
的能力”。
所以天主给人的自由，除了善恶的自
由，同样也包括无知与不相信的自
由。那么相对而言，恶是善的亏缺，

人的罪则是天主荣耀的亏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
佐夫兄弟》中的一篇经典诗剧《宗教
大法官》在评论界往往聚讼不已，人
们大谈文学性现实性的同时往往忽视
陀氏作品的宗教内核。故事虚构了基
督重返16世纪的西班牙，却被红衣主
教囚于地牢之中的场景。那位垂暮的
审判者以千年教廷的威仪向基督发出
诘难，他说神赐予的自由是荆棘冠
冕，凡人是无法承受的，他们更渴望
面包，奇迹与权威。于是教会代替人
类背负那自由的重担，用谎言建立世
俗秩序。基督在聆听过程中始终沉
默，故事的最后却给那名骄傲于自己
的理性的主教一个吻。
这里的红衣主教作为当时的统治精英
认为民众是愚昧、无反思的，于是教
会编织高贵的谎言，试图用所谓理性
规训民众。他们认为民众是无法直面
世上的创伤的，虽然精心编织的谎言
会让他们变得懵懂无知、不断地被奴
役、被训化但却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地
活，他们能获得面包，财富和世上的
地位。
而天主的本意则是让人类拥有自由的
抉择、信仰与爱。主教违背了神旨，
隐去自身内心的分裂与双面性，将世
俗功利的所谓理性的一面完完全全展
示给基督，对自己的拥有的信仰与精
神性的充满矛盾的一面则闭口不谈，
在这种分裂的痛苦中产生享乐，想要
证明教会这样做才是真正为民众着
想。像是一个叛逆期破罐子破摔的孩
子，拼命辩驳来向家长证明自己，希
望得到认可。

然而基督什么也没有说，最后只是给
予了这个老孩子一个吻。这一吻胜过
千言万语，地牢的蜡烛颤动微弱的光
映在主教眼里，似乎是基督温和地出
声道：你是有罪的。但是主原谅你。
此处之震撼，更是天主言说赋予人类
自由最好的例证。
事实上，民众原初的“无知”就是一
种自由，能够抉择的自由，红衣主教
和他所代表的教会却框定了自由，限
制了自由的范围，这其实就是蔑视了
天主给予的自由。然而，卡夫卡的小
说《城堡》、《审判》中则有更具有
现代城市生活性意义的“不自知性“
。人无法定义自己在现代官僚体系（
往大了说是符号系统）中的位置而陷
入去中心化的迷茫境地，卡夫卡的解
决方案是悬置与逃避，意味着充满可
能性与对未来的敞开。
在认识论层面上，卡夫卡认为“Good 
is not to know yourself”，意在说明“
善”不言说自我，“无知”即“善”
。当人想要知道或探究律令、本质、
评价体系等，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
恶，因为你的动机是想要超越这些而
行事，是背叛自我的不真诚的结果。
而这种无知正是我开头提到的，在创
世纪中，天主不让二人吃知善恶树上
的果实，因为知晓善恶之前的这种无
知比知晓善恶后的选择的自由更加自
由，他是不参杂评判标准的，更加接
近天主造人时原初的善。

作者：吳孜璇
芥子心供稿

今 天 我 们 被 邀 请 更 深 地 进 入 复 活
的 喜 乐 之 中 ， 今 天 也 是 天 主 慈 悲
主 日 。 在 这 一 天 ， 教 会 以 特 殊 的
方 式 专 注 于 天 主 那 浩 瀚 无 边 的 慈
悲 - 一种从复活基督圣心中流出
的慈悲。
在 今 天 的 福 音 ， 我 们 遇 见 了 门 徒
们 躲 在 锁 着 的 屋 子 里 。 他 们 害
怕，不确定，甚至可能感
到羞愧 - 毕竟，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在耶稣被捕时
逃跑了。然而, 就在他们
恐惧之中。耶稣来了。他
没有责备，没有指责，只
是 简 单 地 说 ： “ 愿 你 们
平安!”随后， 祂向他们
展示了自己的手和肋旁 - 
那些被钉十字架的创伤，
如今已经得了光荣。这些
伤痕，曾是受苦的记号，
现在却成了胜利与爱的标
记。
复活的耶稣并没有隐藏祂
的创伤。祂向门徒展示这
些 创 伤 ， 作 为 祂 真 实 身
份的凭证, 也是祂为我们
所成就的一切的提醒。这
正是天主慈悲的核心: 基
督因爱我们，承担了我们
的罪与痛苦，如今祂将宽
恕 ， 疗 愈 和 平 安 赐 给 我
们。祂的创伤不是失败的
象征，而是慈悲的泉源。
接 下 来 我 们 看 到 多 默 宗 徒 ， 可 怜
的 多 默 常 被 称 为 “ 疑 惑 的 多 默 ”
， 但 其 实 他 所 说 的 话 ， 或 许 我 们
很多人都曾在心中默默想过: “
除 非 我 看 见 … … 除 非 我 触 摸 … …
我 总 不 信 。 ” 而 耶 稣 ， 再 一 次 以
慈 悲 充 满 ， 来 到 多 默 面 前 。 祂 没

有严厉斥责，而是邀请他说: “
伸 出 你 的 手 来 ， 看 看 我 的 手 。 不
要怀疑，总要信!”多默随即献上
圣 经 中 最 美 的 一 句 信 仰 告 白 : “ 
我主, 我天主!”
那么,这段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是天
主 的 慈 悲 呢 ? 天 主 不 是 等 我 们 完
美 了 才 爱 我 们 。 耶 稣 没 有 等 门 徒

准备好了才来找他们,而是在他们
的恐惧与怀疑中进入,带来平安与
慈 悲 。 祂 没 有 等 我 们 自 己 清 洁 后
才来接纳我们,而是亲自来洁净我
们 。 祂 没 有 等 我 们 信 得 完 美 才 接
近我们,而是来到我们的疑问中。
这 正 是 耶 稣 在 二 十 世 纪 启 示 给 圣
傅天娜的信息: 祂的慈悲远超过

我 们 的 罪 过 。 祂 的 爱
是 取 之 不 尽 , 用 之 不 竭
的 。 祂 渴 望 把 这 慈 悲 倾
注 在 所 有 信 赖 祂 的 人 身
上。因此,慈悲耶稣像上
写着: “耶稣, 我信赖
你”,因为我们该做的就
是信赖 - 不是完美,不
是全都理解,而是信赖那
位 为 我 们 受 难 并 复 活 的
主。
今 天 福 音 中 还 有 一 点 很
重要: 耶稣赐给宗徒圣
神, 并说: “你们赦免
谁的罪,他们的罪就得赦
免 。 ” 这 是 祂 设 立 和 好
圣事的时刻 - 这是天主
慈 悲 藉 由 教 会 继 续 倾 注
给 人 的 具 体 方 式 。 这 不
只是一次性的经验,而是
天主慈悲不断流动,常常
可得,尤其是在圣事中.
让 我 们 在 复 活 中 欢 喜 踊
跃吧!让我们满怀爱意地
凝视基督的圣伤,铭记这

爱的印记 - 那是天主爱我们到底
的 标 记 。 不 要 害 怕 带 着 我 们 的 疑
惑,失败和创伤来到祂面前 - 因为
祂将祂的创伤给我们看, 并对我
们说: “愿你们平安！”

～撰文/郑国豪神父～

丙年复活期第二主日
宗5：12-16

默 1：9-11a，12-13，17-19
若20：19-31

全国声援缅甸和泰国
紧急赈灾行动

不要怀疑，总要信!

专栏文章
吳孜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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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讯）缅甸和泰国最近发生严重的地
震灾害，造成数千名居民伤亡，大量建筑
物倒塌包括天主教堂区和传教站，都变成
了废墟及设施损毁，至今仍有大量灾民流
离失所和等待援助。
为对灾民及救援人员所面对如此巨大的苦
难和灾难表达关怀，马来西亚教会蒙召作
出回应，不仅要以怜悯和祈祷的心，更要
以具体的行动表达团结和希望。让我们
在这个痛苦的时刻与缅甸和泰国人民心连
心，为他们祈祷，并慷慨地回应他们的迫
切需要。
有鉴于此，傅云生总主教于圣枝主日发牧
函呼吁天主子民参与：

紧急赈灾行动 - 2025年4月26日至5月31日
马来西亚天主教主教团（CBCM）发起全
国性紧急赈灾行动，我们邀请所有教友：
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平信徒，通过以下
方式提供募捐： 

1.在上主慈悲主日（2025年4月26日至27
日）弥撒中的第二次募捐为此紧急赈灾行
动的特别募款
2. 持续捐款，截止至2025年5月31日

其他捐款方式如下：
堂区办公室：可将现金捐款交至任何堂区
办公室。
这些善款将转交给马来西亚明爱（Caritas 
Malaysia）。
线上转账：
Duit Now 二维码。
账户名称 
：Caritas Malaysia
银行  
：RHB Bank
分行  
：No. 380-A, Jalan Burma, 10350 
Georgetown, Pulau Pinang
账号  ：20708200054188
SWIFT 代码 ：RHBBMYKL
参考  ：“CaritasMy Myanmar  
           Relief”
通知  ：请将转账收据发送至   
       info@caritas.org.my

所 有 善 款 将 直 接 存 入 马 来 西 亚 明 爱
（Caritas Malaysia）- 马来西亚天主教主
教团（CBCM）的官方社会慈善机构。该
机构将确保所有善款都以负责任的方式捐
赠给当地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并特别关
注受灾最严重、最常被遗忘的社区的长期
重建。
让我们作为希望的朝圣者，将基督的光芒
带给那些身处黑暗之中的人。愿我们慷慨
的回应成为我们天父慈悲和基督身体合一
的生活见证。
我们也敦促您在捐款的同时，也为灾民及
其家人、所有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以及那
些默默承受苦难和绝望的人们，献上诚挚
的祈祷。感谢您坚定不移的信仰、怜悯以
及为福音作见证。

无知的自由



（槟城讯）耶稣圣名堂举办【去成为教
会】信仰培训日
2025年4月1日，耶稣圣名堂迎来了一
份特别的恩宠——主徒会士王安当神父
亲临本堂，为我们主持题为《去成为教
会》的信仰讲座。整个讲座洋溢着灵性
深度与温柔启发，神父通过深入浅出的
讲解，引领在场教友重新凝望信仰的核
心。他的言语不仅富有教理深度，更深
深触动人心，像在灵魂深处敲出回响。
这不仅是一场讲座，更是一份召叫，一
次重新苏醒信仰的邀请，让我们渴望与
天主恢复亲密同行的关系，走回盟约之
路，回应福音生命的召唤。
十字圣号：信仰的起点，力量的记号
讲座一开始，王安当神父带我们回到信
仰中最简单却最有力量的动作——十字
圣号。他说，这不仅是祈祷的开始，
更是向天主宣告：“我属于祢。” 每
一次划圣号，都是重申与天主盟约的时
刻，让圣三再次进入我们的生命。神
父提醒：“不要把它当成赶苍蝇的动
作！”而是要慢下来，意识到我们正在
呼唤天主圣三的名字，一个超越时间与
空间、拥有创造与终结权柄的圣名，因
为祂是阿尔法与欧米加。他强调：“每
次划圣号，天主都与你同在。”从亚巴
郎到今天，这份盟约从未中断。神父鼓
励我们，从今以后，不再随便划圣号，
而是以信德与心灵，让这个动作成为生
命中的祝福之门。
回应盟约，走向天主
在讲解中，王安当神父带领我们重温《
圣经》中的盟约。从亚巴郎到耶稣，天
主始终向人类伸出祂永恒的手，深情地
说：“我要做你的天主，你要做我的子
民。”（肋未纪26:12）这句盟约不仅
是《圣经》中的话语，更是贯穿信仰的
核心。天主渴望与人建立亲密关系，而
这份盟约在耶稣身上达到了圆满：祂降
生成人，走近罪人，与边缘者共桌，用
爱医治伤口。我们不仅是教会的成员，
更被召叫回应这份盟约，成为主的真正
门徒。只有重新认识这永恒的邀约，我
们才能活出信仰的真义，在纷扰中守住
合一与平安。
修剪自我，结出圣神果实

“你们的生命中，有结出圣神的果实
吗？”神父提出这个问题，邀请我们省
察：我们的生活是否彰显出仁爱、喜
乐、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温和、
节制？如果果实不明显，问题或许不在
于努力不够，而是我们是否真正让圣神
掌权。神父强调，结出果实之前，必须
勇敢修剪自己。修剪，就是去除骄傲、
自我、冷漠、批判等阻碍圣神工作的部
分。只有腾出空间，圣神才能在我们生
命中自由运行。信仰不是停留在教堂
里，而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教会的样
子；言行中见证基督，不做出反见证。
每一次划十字圣号，都是一次提醒：愿
意归向天主、悔改更新。“不要害怕悔
改，不要害怕修剪。”修剪是信仰成熟
的必经之路，唯有修剪，我们才能结出
圣神的果实，成为希望的见证人。
成为盐与光，活出福音力量
信仰不应局限于教堂，它应在家庭、职
场和社会中发光发热。王神父引用《玛
窦福音》5:13-14提醒我们：“你们是
地上的盐，你们是世界的光。”盐失去
味道，光被遮掩，就无法履行使命。作

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别人渴望
认识天主的引路灯。信仰的力量不仅在
于言语，更在于通过行动活出福音。
神父提醒我们，不要把教会变成“海
关”，不断审视别人是否带入不合格的
东西。教会不是来数落别人犯的罪，而
是一个讲信德与爱的地方。我们应当彼
此成全，携手共同成长。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举动，都是活出福音的见证。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盐的“咸味”和光
的“光辉”，便能为他人指引通向天主
的道路。
高举天主，把祂带进生活每一处
在讲座尾声，神父语重心长地呼吁：“
不要只在需要时才呼求天主；不要把祂
关在教堂的围墙里。我们的天主，是无
限伟大的天主，祂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限地放大！”神父提醒我们，信仰不
应仅限于教堂，而是要融入我们的日常
生活。在决策、工作、家庭和人际互动
中，我们要让天主居首位。神父鼓励我
们：“把信仰从内心延伸到行动中，让
人因我们的生活见证而看见天主的荣
光。”他强调，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决

定，都是我们见证天主的机会。
浸水礼仪：体验行动的象征
讲座尾声，王神父带领大家进行一项象
征性的浸水礼仪。参与者缓缓走入水
中，又缓缓站起，仿佛体验一次重新经
历洗礼的过程。这并不是为了重宣誓
愿，而是通过身体的行动，再次回顾并
感受那份最初的“属于主”的初心。走
入水中，象征着放下旧我；从水中站
起，提醒我们常常回顾并活出作为天主
子民的身份和使命。这是一段象征性的
体验，让每个参与者在心灵深处感受到
洗礼的深刻意义，也是当天讲座画下的
最美句点。
讲座圆满落幕
当讲座圆满落幕时，我们并没有记下太
多笔记，但在王神父的引导下，我们的
心却重新倾听到了天主那轻柔却坚定的
呼唤：“来吧，去成为我的教会。”这
声音，不仅回荡在耳畔，更深深扎根在
心中，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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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岛和丹南之旅
（斗湖讯）斗湖圣三天主堂华文祈祷
会于2025年3月30至4月2日成功举办
一项为期四天三夜的纳闽岛和丹南之
旅。此活动宗旨是为了促进教友之间
的交流与互动，同时让参与者有机会
深入体验纳闽和丹南两地的宗教文化
和自然风光。本次活动共吸引了12位祈
祷会成员参与。
当天早上5时正，天空还未破晓，大
家便兴致勃勃地准时抵达教堂集合。
大家脸上洋溢着笑容，手里提着旅行
包，彼此交流着接下来的行程规划。
简单早祷后，大伙便浩浩荡荡出发。
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互相交流，颂
念玫瑰经祈求旅途平安。大约六小时
的路程后，我们抵达根地咬市区享用
午餐。午餐后，我们稍作休息片刻后
就继续往目的地前进。经历大约六小
时的长途跋涉，上山下海，我们终于
抵达纳闽岛，也就是我们旅程的第一
站。由于抵达纳闽岛时天色已晚，大
家拖着疲惫的身躯，前往附近餐厅填
饱肚子后便回民宿休息了。
第 二 天 清 晨 ， 大 家 洗 漱 完 毕 后 便 动
身 前 往 纳 闽 市 中 心 享 用 早 餐 。 早 上
十 时 正 ， 我 们 与 纳 闽 岛 圣 体 堂 华 文
教友Patr ick弟兄和Li ly姐妹相约在教
堂。Patrick弟兄和Lily姐妹欢迎我们从
远方而来，并带领我们到教堂四周参
观，让我们了解该堂的简介。由于新
圣堂还在施工当中，所以我们便到教
堂四周参观及拍照留念。从Lily姐妹口
中得知，新圣堂预期在今年年尾完工
但目前尚缺乏资金。我们也为此意向
恳求亲爱的天主父聆听我们的祈祷，
让我们有能力在纳闽这座小岛上建立

祢的国度。我们大伙也满心期望，但
愿可以在明年重游此地，一览新圣堂
的新面目。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驱车前往纳闽岛
海边及旅游胜地打卡拍照留念。午餐
后，我们大伙一起到免税店购物。纳
闽岛被誉为“免税天堂”，来到这里
自然不能错过免税商店。大家对着琳
琅满目的“纳闽特产”，经过精心比
价深思熟虑之后，大伙锁定目标开启
使命扫货模式。血拼大战后，各自抱
着自己的战利品满载而归，笑得见牙
不见眼。
大约下午四时正，我们再次到圣体堂
与当地华文教友相聚。圣体堂堂区牧
灵委员会主席Jocelyn姐妹为我们讲解
纳闽岛天主教会的传教历史，夸特龙
神父（Fr. Don Carlos Cuarteron）是
如何在1857年与两位传教士被派往婆
罗洲传教及建立教会。夸特龙神父是
西班牙人，也是罗马教宗任命的第一
任婆罗洲与纳闽宗座监牧。从Jocelyn
姐 妹 口 诉 中 ， 我 们 得 知 原 来 当 时 夸
特龙神父在纳闽岛建立了沙巴州首个
传教站，并开始向当地居民传播天主
教信仰。纳闽岛的天主教会经历过战
乱, 重建和扩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教
会不断扩大，信徒人数逐渐增加。接
着，Jocelyn姐妹带领我们到纳闽岛几
个传教地点重温当年夸特龙神父的传
教路程，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信仰在
当地发展的历程。如今，纳闽岛的天
主教会不仅是当地信徒的精神寄托，
也见证了百年来历史的变迁。希望这
段回顾能让大家更了解与珍惜这座岛
屿上的宗教文化遗产。最后，斗湖圣

三天主堂祈祷会主席William弟兄代表
移交纪念品予Patrick弟兄作为留念。
晚上七时正，我们收到当地华文教友
的邀约，一同到餐厅享用晚餐。晚餐
后，我们也不忘感谢当地教友的热情
款待，大家互祝平安后便各自回家休
息，期待再相见。
第三天早晨，我们享用完早餐后便离
开纳闽岛，驱车前往旅程的下一站，
向沙巴州内陆省咖啡之乡丹南前进。
历经大约七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抵达
丹南省。我们直接驱车前往民宿安顿
行李后便前往丹南美食中心果腹充饥。
第四天清晨，填饱肚子后我们便到丹
南市集闲逛。市集上有售卖各种新鲜
蔬果，不仅是购物的好地方，也是感
受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绝佳场所。
大家买完心仪的特产后，便动身到丹
南老字号的益和咖啡店参观，免费品
尝各样咖啡饮料。该店也有售卖各式
各类以咖啡制作的咖啡产品，包装精

致美观，非常吸引游客购买。
离开丹南省之前，我们也特地到圣安
东尼天主教堂参观及打卡。圣安东尼
堂 也 是 沙 巴 州 其 中 一 座 被 誉 为 “ 禧
年”的朝圣教堂。禧年是天主教会设
立的特别年份，通常每隔25年举行一
次，期间信徒可以通过朝圣,祈祷和善
行获得特殊恩宠。我们感到无比荣幸
可以到此圣堂的“禧年之门”参观与
祈祷，并寻求天主的宽恕和祝福。拍
照留念后，我们便带着依依不舍的心
情踏上回家的路程。一路上大家有说
有笑，满心期待下一次的旅行。
感谢天主圣三的一切美好安排，让我
们四天三夜的纳闽岛和丹南之旅一切
顺利及平安的圆满成行。这次活动不
仅为教友们提供了一个灵性成长的机
会，也让我们对其他地方教会有更深
一层的认识及了解，进而促进彼此的
情谊。
转载山打根教区网站

王安当神父讲座
在盟约中更新自我，活出信仰的光与味

参与者与王神父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