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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体验并观看，上主
是何等的美善。咏34:9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
济各8月7日上午在主
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之前，先接见了旅居意大利的阿富汗团
体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的宗旨是集合
在意大利生活的阿富汗人，促进他们融
入社会。教宗提到他曾在梵蒂冈接见过
阿富汗难民家庭，这个国家因频繁的战
争和冲突，使人民难以过上平静、自由
和安全的生活。
阿富汗数十年来在战争和冲突、不稳
定、摧毁、死亡、内部分裂、歧视及移
民的经历中度过了“悲惨的岁月”。因
此，教宗希望该国人民彼此尊重，携手
建设一个“更公正及更人性化的文明”
，“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承认、天主
的名不再用来“恐吓别人”。

歧视和排斥
教宗也谈到邻国巴基斯坦，强调这两个
国家的社会结构都是“由许多民族所组
成，每个民族都为自己的文化、传统和
独特的生活方式感到自豪”。然而，“
这种显著的差异，非但没有成为促进最

低限度地共同保护每个民族的特性和权
利的机会，有时反而成为歧视和排斥，
甚至实实在在迫害的理由”。

力量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力量
教宗指出，所有这一切在与巴基斯坦接
壤的边境地区更为显著，那里“族群交
错”和“边境的极度‘多孔性’”决定
了一种不易解读的情况，而且，“很难
有效地制定出所有人都能具体理解和实
施的规范”。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强大或觉得更强的一方试图越过
法律的规定，或对少数族群滥用职权，
以所谓的力量法则来保护自己，而不是
依赖法律的力量。”

宗教被利用
宗教因素就其本质而言，本应有助于“
化解矛盾”，并创造空间，“让每个人
的公民权利都能在平等和不受歧视的基
础上受到充分承认”，但实际上，宗教
本身却“受到操纵和利用”，结果是“
为与宗教不相容的计划服务”。教宗指

责，“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成为对立和
仇恨的因素，能导致暴力行为”。

促进和谐
当务之急是“让每个人都坚信，不可以
天主的名义，煽动对他人的蔑视、仇恨
和暴力”。在这层意义上，教宗鼓励在
场的阿富汗团体的成员，继续本著“崇
高意愿”促进宗教和谐，努力“使不同
宗教之间的误解得以消除，这样才能建
设信任的对话与和平的道路”。
教宗说：“这条路并不容易走，有时还
会中断，但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果
真的渴望公益、促进和平，就必须坚持
不懈地走下去。”

不可利用和曲解宗教
接著，教宗提起他于2015年的中非之
行，其间他曾进入一座清真寺祈祷，
而伊斯兰团体的教长也坐上教宗的座
车，他们一起去探访所有的团体，有
伊斯兰的、新教的，也有天主教的。
教宗说，这将我们“联合起来”。教
宗也重提阿布扎比文件，再次呼吁不

要利用或曲解宗教。
“宗教从来不会煽动战争，也不会激
起仇恨、敌对、极端主义的情绪，更
不会激发暴力或流血冲突。这些灾难
是偏离的宗教教义、宗教被政治利
用，以及宗教团体的人诠释的结果，
他们滥用宗教情感对人心的影响力，
唆使人们去做与宗教的真理毫不相干
的事。”

采纳对话的文化
教宗重复阿布扎比文件中的一句话，
说“天主不愿意祂的名被用来恐吓
人”。教宗表示，这同样适用于种
族、语言和文化差异，换句话说，我
们必须“采纳对话的文化，将其作为
路径”。
“若能如此，你们协会所抱怨的在巴
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所遭受的歧视也
将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也将会开
始。在这个时代，法律的力量、怜
悯这个关键词，以及相互尊重的合作
将会迎来一个更公正、更人性化的文
明。”

（梵 蒂 冈 新 闻 网 ） 在 耶 稣 会 于
7 月 3 1 日 庆 祝 会 祖 圣 依 纳

爵 瞻 礼 之 际 ， 耶 稣 会 中 华 省 通 传
中心宣布正式启用简体与繁体中文
版 ， 以 及 韩 文 版 的 “ 耶 稣 会 朝 圣
应用程序”(Jesu i t  P i l g r image 
A p p ) 。 此 前 ， 这 个 可 以 在 家 里 ，
或是在朝圣旅途中使用的Ap p ，已
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
文与越南文五种语言，获得各地耶
稣会之友的喜爱。
耶稣会朝圣应用程序，提供与圣依
纳 爵 及 耶 稣 会 相 关 的 朝 圣 地 详 尽
指南。通传中心表示，开发此应用
程序的目的在于，借由精心规划的

历史脉络、灵修反省，以及实用资
讯等视听内容，来丰富朝圣者的灵
性之旅。有了中文版和韩文版的加
入，希望能把这个充实的探索体验
扩及至更广泛的族群，借由耶稣会
共有的灵修遗产，促进彼此更深刻
的连结。
耶 稣 会 中 华 省 通 传 中 心 希 望 这 个
图 文 及 影 音 并 茂 的 朝 圣 应 用 程 序
能 让 更 多 人 分 享 圣 依 纳 爵 的 灵 修
遗产，跟著他的足迹，在家里或在
路 上 与 主 相 遇 。 有 兴 趣 者 可 前 往 
App s tore  或 Goog le  P lay  下载
Jesu i t  P i l g r image  App  （耶稣
会朝圣应用程序）。

耶稣会朝圣应用程序推出中文与韩文版

教宗接见阿富汗人团体：
不可用天主的名恐吓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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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终于领洗了。我如同打了一
场战，一场宣告主权、战鼓雷鸣的大

战……
凡在领洗后，体验及感受了天主源源不绝

恩宠的人，一定能理解为人父母有多焦虑子
女还没领洗，还没领受天恩圣神的印记。而
我有三倍的焦虑。

女儿在上了两个月密集式的慕道课后，便
飞往台湾升学。在全新的陌生环境里，有太
多的人与事需要适应和学习，加上大学附近
没有教堂，身旁没有教友，交通不便，人生
地不熟，升学前好不容易燃起的一股热忱渐
渐被浇熄。

我知道她有气没力的上着在线慕道课，却
也给不上力。我和她的距离遥远，她和天主
的距离也遥远。

女儿赴台后一切平顺，今年五月她失落
地告诉我，挂在脖子上3年的圣本笃圣牌丢
了，怎么也找不着。接着，她经历了前所未
有的霉运。她约了也在台湾求学的中学闺蜜
在高雄相聚的那天，一踏出校门就乌云罩
顶。巴士接连严重误点，行程大乱。她错过
了火车，在月台上奔跑时手机滑落到铁轨上
屏幕碎裂，当然她也失联了。女儿借闺蜜的
手机向我报告了“衰运”，自认是最大的倒
霉蛋。但“衰运”还不仅如此。一天后，女
儿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天一夜，腹部绞痛难
耐，无法进食，严重脱水，到大学附属医院
打点滴后才逐渐恢复。在这辛苦难熬的一星
期，她和外界是失联的。因为没有手机，没
有网络和移动数据，只能靠室友帮忙向家里
报平安。在马来西亚的我们日日如热锅上的
蚂蚁，坐立难安。

谁能帮她，谁能照顾她？她在脆弱无力的
时刻，能依靠谁？那几天，我焦虑的不断
思索这个问题。主啊，求祢告诉我，谁能
帮她？我们的天主是垂听无助人祈祷的天
主······

体贴、善良的同学和学姐向她伸出了缓
手。尽管女儿康复了，我却愈发不安。如果
她的生命中没有天主，心里没有耶稣，哪有
能力面对苦难凶恶？我实在害怕女儿再经历
类似的无助困境，于是对她说，“回来领洗
吧！”在我意料之内，女儿的响应“不冷不

热”，但她终究还是“降服”了。
我希望女儿能在7月18日，也就是我先生

的三周年忌日领洗，为要她能记住，她父亲
临终前的交代──要把她和两个弟弟都带到
主跟前；更要她记住，她父亲离开那天，是
把自己交托给了主耶稣。虽然那是个不方便
安排领洗的日子，但诗巫圣心主教座堂主理
神父许守发同理了我这当妈的焦虑，同意替
我女儿领洗。

女儿矫情，非得要全身浸入圣堂前的领洗
池里。为她一个人洗清领洗池进行授洗礼？
我觉得太麻烦了；可是神父说：“为领洗，
怎么可以说麻烦！” 于是一切敲定，只待
两个月后领洗日子的到来。然而，领洗的前
奏曲并不如预想中那般畅快，女儿“不够资
格领洗”的忧虑和质疑一再缠绕，甚至萌起
临阵退缩的念头，还因此闷闷不乐了几天。

圣心主教座堂的平日弥撒在天还未亮的
清晨6时15分开始，弥撒前，摸黑领洗不
合适，于是神父选择在早上8时替我女儿领
洗，并要求她必须参加当天傍晚5时30分的
英语平日弥撒，初领圣体圣血。我当天清晨
领子女为先生献一台周年忌弥撒，在教堂等
待领洗仪式进行，之后再于傍晚陪女儿返回
圣堂。我把这一般上一气呵成的礼仪一分为
二，看起来甚是不方便的安排，实在是我没
办法中的办法。我曾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强
求了，为难了自己，也为难了身边的人，但
那天清晨去教堂的路上，我和特地从马六甲
飞来的女儿的代母张茹娇，陪女儿一路诵念
《玫瑰经》时，才意识到当天是星期四，诵
念的光明五端第一端奥迹就是耶稣在约旦河
受洗。

我的心，定了下来。
弥撒进行时，我意外发现女儿红着鼻子和

双眼，在柔和的晨光中望向祭台。那个清
晨，我激动地对主说：“天父啊，我把我的
女儿领到祢的殿中，献给祢了！”傍晚弥
撒，女儿换上一身米白色连身裙，戴上自己
做的头纱，在夕阳余晖中领了圣体圣血。那
个黄昏，我看着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猛然
醒悟──她本来就是天主的女儿，天主必会
想方设法召叫她，把她领回，我岂会愚妄地
以为自己把女儿献给天主了呢，我不过是送

她回家罢了。
女儿领洗的那一天，从弥撒开始，也以弥

撒结束，却是以两种不同的身份走进了圣
堂，多奇妙啊！我欣喜于女儿领洗后热切祈
祷和读经的改变。问她愿意分享吗？她洋洋
洒洒写了长长一篇，摘录数段如下：

“领洗后，才发现之前的经历都是天主美
好的安排。‘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说的
好。再睿智、聪敏的人都不及天主的分毫。
帮助我的人都是天主派来的，天主的一切安
排都有他的道理和用意，不是人所能预料
的。天主若叫一个人经历磨难，那是要赐下
更大的恩典。

领洗前，我受到了精神和情绪上的干扰，
越接近领洗，干扰也更频密。领洗前几天的
干扰影响很大，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甚至
差一点就退缩，拒绝领洗了。好在家人带走
了我的焦虑和不安。但过后，琐碎的事情接
连不断，极大程度上消耗掉了我的时间和精
力。领洗准备几乎是压点做完，直到深夜已
筋疲力尽，没有时间准备自己，平静下来。

领洗当天清晨的弥撒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
体验，这也是我第一次那么深切地被触动。
当神父宣读福音时（玛窦福音11章第28至
30节：那时候，耶稣说：‘凡劳苦和负重
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
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罢！因为我是
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
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
松的。’）我开始不止地流泪。神父证道时
说，天主对人，对我们的爱，是任何东西无
法攀比的，我又再流泪。

起初我害怕自己不够资格成为天主的子
女，因为我觉得没把教理学好、不够圣洁，
也不够刻苦。但我现在明白领洗的核心条件
是──我相信。只要相信，剩下的一切天主
自有安排。我体验到了主的恩典，也更渴望
祂，想更了解祂和祂所赐的。”

天主是实实在在的天主，一直都在看顾和
带领着我们，一定会领我们回家。但在回家
的路上，战鼓也仍一直在敲响……

作者：詹雪梅
芥子心供稿

是天主领她回家

有一天，一个13岁的小男孩因为犯
错，被父母责备了一顿之后，离

家出走了。他出门的时候除了几件衣服
并没有带其它东西，因为他想要证明给
自己的父母看，离开他们，他照样可以
过的很好。可是因为他的年龄太小，没
人敢收留他做工。他在大街上游荡了
两天，非常的饥饿。突然，他看到路边
有一间小餐馆，他进去向老板说：“老
板，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你可以
给我一点吃的吗？”老板是一个很善良
的人，看到眼前这个疲惫的小男孩，就
给他做了一碗面，小男孩很快的就吃完
了。他吃饱之后，突然跪在那位老板面
前说：“老板，你对我真好。自从我和
父母吵架离家出走后，你是第一个给我
饭吃的人，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来报
答你”。听完小男孩所说的话之后，老
板说：“孩子，我给你一碗面，你就对
我感恩戴德，要报答我。可是，你父母
养活你这么多年，给了你多少顿饭吃，
你是否曾想到报答过他们？只因为你的
父母责备了你几句，你就离家出走，你
觉得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吗？如果你
真的想报答我，那么你现在就回家去，
向自己的父母认错。我相信你的父母现
在正在着急的到处找你呢。”小男孩听
了老板的这番话后很是惭愧，觉得对不
起父母。于是他赶紧回到了家中，向父
母认了错，一家人又相聚在一起了。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有时我们每一个

人就是这个小男孩，天主就是我们的父
母，而那位老板就是天使，或者是天
主派遣来指引我们走向天主的恩人们。
其实，我们受到天主的恩惠很多很多，
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被我们的骄傲
所蒙蔽，无法看到天主为我们所做的一
切。就像刚才故事当中那个小男孩不懂
得父母对他所付出的一切一样。天主给
我们最大的恩惠就是把祂自己赐给了
我们，使我们藉着祂获得永生。这就是
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所说的：“我是
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
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所赐
的食粮，就是我的肉，为使世界获得生
命。”耶稣的肉就是我们的圣体圣事，
我们所领受的基督圣体圣血。我们要知
道，我们能够领受基督的圣体，是多么
大的恩赐，我们要懂得感恩，因为这是

永生的食粮，可以保证我们去往天国，
享受永恒的生命。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天主一直在我
们的身后默默地保护着我们，祂用祂的
生命在滋养着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
是来源于天主，无论是吃的、穿的，用
的、还是我们的生命，都是天主所赐予
的。天主可以离开我们独立存在，但我
们不能离开天主而独立存在。就好比食
物可以离开我们人独立存在，而我们人
却不能离开食物而独立存在一样。天主
之所以让我们存在，就是因为祂的爱，
祂无条件的赐予我们一切。所以，我们
要在生活中学会感恩天主。做一个懂
得感恩的人，感恩天主赐给了我们永生
的食量和日用的食量；感恩天主默默地
保护和降福；感恩天主为了我们的罪被
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再受死亡的控
制。同时也要感恩天主派遣天使和不同
人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引导我们走向
祂，与祂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就让我
们继续祈求天主增加我们信德，好使我
们在生活中常常怀着感恩的心去体会天
主对我们的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特别
是在领受圣体圣事时，更加能够经验到
天主那无条件的爱，慈悲和宽恕！

～撰文/主徒会会士张伟刚神父～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箴9：1-6
弗5：15-20
若6：51-58

教宗公开接见：
没有圣神，

教会无法前进、
成长和宣讲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于
8月7日在保禄六世大厅恢

复了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继续他在7月暑休前的系列要理讲
授主题，即“圣神与新娘。圣神引
领天主子民与耶稣、我们的希望相
遇”。这次主题是“在道成肉身奥
迹中的圣神”。教宗谈到圣母玛利
亚，称她为圣神的净配及教会的形
象。她透过圣神获得了力量，能够
在接受天主圣言后，去宣讲天主的
圣言。
公开接见活动一开始，在场众人先
是聆听了一篇读经：“那时候，天
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害
怕，因为妳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
看，妳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玛利亚向天使说：‘
这事怎么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
男人。’天使答复她说：‘圣神
要临于妳，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
妳。’”（路一30-31、34-35）
玛利亚因圣神而受孕
然后，教宗的省思从教会所信仰的
根本事实出发，它在公元381年的
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中被纳入《信
经》，即：圣神降临于玛利亚身
上，她因圣神成了基督的母亲。这
正是天使报喜的内容。
教宗指出：“这是大公信仰的一个
事实，因为所有基督徒都一起宣认
那同一份《信经》。从记不清什么
时候开始，虔诚的公教信徒就从这
个信仰的事实中汲取了一篇日常祈
祷文，也就是《三钟经》。”

玛利亚，教会的形象
教宗接著表示，这个信仰的道理让
我们得以“称玛利亚为杰出的净
配，这就是教会的形象”。梵二文
献《教会》宪章也重申了玛利亚和
教会的相似之处：“教会默观圣母
深奥的圣德，仿效她的爱德，借着
忠实承受于天主的圣道实践圣父的
旨意，教会自己也变成了母亲，因
为教会以讲道和圣洗圣事，把圣神
所孕育、天主所产生的儿女，投入
不朽的新生命中。”（《教会》宪
章，64号）

“这事怎能成就？”
在谈论玛利亚与教会之间的相似之
处时，教宗强调，就像童贞玛利亚
先在自己内接纳了耶稣，然后将其
生育一样，同样教会也必须先接受
天主的圣言，然后通过生活和宣讲
赋予其活力。如同玛利亚一样，当
教会面对的任务超出其能力时，也
会很自然地问出相同的问题：“这
事怎能成就？”（路一34）
“在一个似乎只追求舒适的世界
中，如何宣讲耶稣基督及其救恩？
答案也是一样的：‘你们将充满
圣神的德能。’（宗一8）没有
圣神，教会无法前进、成长、宣
讲。”

“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
教宗继续指出，不仅是教会，每一
个受洗者，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有时都会问自己：“我能怎么面对
这个情况？”教宗让大家记住天使
的答复，即：“在天主前没有不能
的事。”（路一37）这将会对我们
裨益良多。
最后，教宗总结道：“兄弟姐妹
们，每当我们再次踏上旅途时，
也要在心中怀著这份安慰人心的确
信：‘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
如果我们相信这点，我们就会创造
奇迹。”

永生的食粮

专栏文章
詹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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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天主教吉隆坡总教区华
文教务促进会（ACLAC-KL）在“
基地”–十五碑玫瑰堂举行了第三十
一届会员大会（AGM 2024）。
此次大会虽然不是改选年，但是也迎
来 了 大 约 五 十 到 六 十 位 的 代 表 们 参
与。
大 会 也 得 到 司 铎 们 的 支 持 ， 如 ：
本堂–陈忠勇神父（Fr Dominic 
Tan），郑国豪神父（Fr Philip 
T a y ， O C D ） ， 刘 志 坚 神 父 （ F r 
Simon Lau），还有本会的教务助
理神师–李义兴神父（Fr Augustine 
L e e ） 及 一 直 以 来 关 心 我 们 ， 鼓 励
我 们 ， 支 持 我 们 的 大 家 长 – 廖 炳 坚
总主教（Most Rev Julian Leow， 
Archbishop of KL）。
大会首先在青年局局长–叶俊杰的带
领下，进行了敬拜赞美，接着是促进
会主席–陈开长兄弟的致辞，
陈主席除了“大力推销”2025年新
春大团拜外，也以十七个字总结了他
的致辞：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努力
现在，明天会更好。
促进会教务助理神师-李义兴神父，

也 邀 请 大 家 感 恩 促 进 会 同 工 们 在 过
去日子里，积极为华文教务付出的努
力 ， 也 谢 谢 大 家 依 然 支 持 促 进 会 的
大大小小活动，最后也请大家继续团
结，把华文教务做得更好，以谋利更
多的弟兄姐妹。
大家长–廖炳坚总主教一开始，便邀
请 大 家 思 考 ， 为 什 么 巴 黎 奥 运 会 以
如此“不适合”的方式进行开幕礼？
当 初 天 主 教 会 的 后 花 园 （ 或 称 教 会
的大女儿，elder daughter of the 
Church）为什么会在信仰这一块变
得如此不堪？如今的法国，已经变成
了世俗国（secular country）。
廖总主教继续说道：这是因为人们已
经 忘 记 了 耶 稣 的 存 在 ， 忘 记 了 天 主
这位主宰！我们要在我们的事工中把
耶稣带给人，传给人；但这之中也要
学习遵守当地的法律，尊敬大家不同
的文化，背景；甚至教育程度。尤其
在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回家为主的国
家，我们要有相当的敏感度及尊重，
不然会掀起不必要的争议，等等。
总主教致辞后，我们有文书–黄其艳
姐妹为我们做促进会的文书报告，以

及廖文龙兄弟做财政报告。
两份报告后，进入促进会各事工局的
报 告 ， 以 及 上 半 场 随 后 一 个 环 节 “
代表发言的时间”，代表们踊跃第参
与，并表达了在堂区面对的困难，在
教区层面的挑战。在场的促进会理事
及总主教也一一记录在案，相信这些
课题，在不久后都会有相对的解决方
案。
其中，促进会顾问–林恒毅兄弟，提
醒大家在积极事奉之时，也要关心自
己与天主的关系，不然我们就是忙忙
忙。。盲了。

丰 富 的 午 餐 后 ， 与 会 者 们 继 续 “ 烧
脑”，大会把大家分成14组，大多
数都是同一个堂区，针对四个主题：
社会，环境，家庭与教会，以灵修交
谈的方式，进行讨论。
讨论与交谈后，大伙回到礼堂，继续
由每个小组派一个成员上来报告。
最后，有筹委主席兼促进会副主席–
萧伟强兄弟做总结，三位在场的司铎
的降幅及拍大合照。
大会在简单的午茶后圆满结束。

（文：黄健顺）

（怡保讯）槟岛总铎区教区华文教务促进
会主催及城市堂区主办，槟教区华文教务
促进会联办了罗际元神父从七月廿八日至
八月四日（八天十场）的巡回讲座。罗
神父现任台湾总修院院长。他先提供五
个讲题，让各堂区根据各自的需求作选
择。一、做一位与耶稣“同道偕行”的基
督徒；二、从本堂神父的视角，省思傅
油圣事与病人陪伴；三、与青年人同行：
聆听、分辨、祈祷；四、信仰教育与家庭
祈祷；五、陪着青年面对爱情大小事：恋
爱、婚姻、家庭。
怡保圣米高堂选择了第四道讲题。罗神父
认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对信仰的知识应该
都不乏，但他强调要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

才是最为重要。他以耶稣显圣容的经文为
例，无论多美好但主耶稣要求祂的门徒下
山去自我落实。每个主日，我们在弥撒
中聆听了神父证道，而在弥撒后的那个星
期，我们是否能生活化主日中的训导，履
行天主的教导。
罗神父与大家分析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信仰
教育及福传方式的不同。其他宗教是由人
听到或收到讯息然后传给他人。然而，基
督徒的信仰是直接被天主启示的，是天主
直接召叫基督徒的。我们的宗教是启示的
宗教，不是我们先看到天主，而是天主
的意愿让我们看到祂。天主先主动，我们
方能认识祂、跟随祂。诚如耶稣复活后，
是祂启示给妇女，她才认出耶稣来。（若

廿：14-16）
人又怎样认识天主？罗神父表示在天主教
教理提到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对
天主的渴求已铭刻在人的心中，渴望要觐
见天主。即使这一渴望常遭否认，天主仍
永不停止地吸引人寻求祂，因为只有生活
在祂内，人才能找到他不断寻找的真理和
幸福。神父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如何
认识天主的呢？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又是怎
样的呢？我们是否透过他人、生活经验以
及事情的发生而让我们认识祂呢？
休息后，神父以几首圣歌诠释天主对每
个人的爱。我们听到天主的召叫、我们
如何回应祂？唯有紧握着天主对我们不
变的爱，专注于我们与祂的关系，无论
遭受到任何的诋毁、不公平的待遇，我
们仍能好好地生活。凭着与天主建立好
关系，我们才能把这份爱落实在我们的
家庭和堂区团体。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要理老师，父母在
家庭内以身作则，除了言语，父母的行
动悄悄地把信仰的种子撒在孩子的心
中。神父分享他从小看到母亲每天为家
人、为他人祈祷，这行为已在他小小的
心灵萌芽了。在家中用餐时祈祷、一起
参加主日弥撒、倾听圣言，都是非常实
际和重要的实践。同样地，在团体内，
若领袖们能以身作则，彼此代祷，那么
我们已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了。
结束前，本堂管理司铎王安当神父感谢
罗神父侃侃而谈了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和
实践的建议，同时，王神父也藉此机会
提醒大家，我们都是以天主圣三之名受
洗，所以，倘若我们在说出每一句话或
做每一件事之前，先呼求天主的垂怜，
让天主圣三引领我们，把信仰落实在我
们的言行生活中，他相信教友的灵修肯
定提升。

（吉隆坡讯）为迎合即将于8月25日至
27日在柔佛州避兰东甲柔教区中心举
行的2024年区域牧民大会 (RPA2024)
，吉隆坡总教区与参与者进行了线上
Zoom会议。

会议由该大会核心团队主持，该团
队是由朱德米兰达副主教（Msgr Jude 
Miranda）、西满拉布鲁伊神父（Fr 
Simon Labrooy）和黄友金神父组成，
他们给参与者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见
解，好能帮助参与者在大会前做好准
备。

区 域 牧 民 大 会 （ R P A ） 秘 书 处 的
Daryl Tan主持了线上会议，他以温
馨的开场白热烈的欢迎参与者，并介
绍演讲者的背景。他强调了RPA2024
作为迈向2026年马来西亚牧民大会
(MPC2026)的关键一步的重要性，也
是迈向马来西亚教会：这包括沙巴、砂
拉越和西马半岛在内共融合一的旅程。

朱德米兰达副主教阐述了RPA2024
的宗旨是为了辨别由马来西亚主教团所
概述的家庭、教会、生态和社会等关键
关注领域而启动。他指出，大会的见
解将为马来西亚教会提供宝贵的牧灵指
导。他说，“RPA将辨别马来西亚主

教团所设定的家庭、教会、生态和社会
领域。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关切的牧灵问
题”。

西满拉布鲁伊神父详细介绍了大会的

时间表和结构，强调了同道偕行的重要
性，特别是“灵修交谈”模式。他强
调，这种模式是大会活动的核心，培养
了一种共融、参与和使命的精神。西满

神父解释说，“这个过程是RPA的核
心，它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进行深刻、虔
诚的辨别，让圣神引导我们的讨论和决
定。”

黄友金神父就RPA2024的筹备工作
提供了实用指导。他强调了审查涵盖四
个关键领域的综合文件和反思各教区牧
民大会期间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他敦
促与会者写下他们的想法，并准备在大
会期间分享。黄神父补充道，“你们的
出席和参与这次会前会议非常宝贵。这
次准备工作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
整个教会。”

来自吉隆坡总教区的另一位秘书处成
员Christina Joseph提醒与会者轻装上
阵，自带毛巾和洗漱用品。这确保了参
与者为活动的后勤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槟城和马六甲柔佛教区将举办类似
的线上会议，以便远程为参与者做好准
备。

主持人强调，大会的成功取决于参与
者对深刻、虔诚的辨别和积极参与的承
诺。随着马来西亚半岛教会继续迈向
MPC2026的旅程，RPA2024是塑造教
会未来和确保其响应圣灵指引的关键一
步。

罗际元神父的讲座会

朱德米兰达副主教与参与者进行线上会议

天 主 教 吉 隆 坡 总 教 区 华 文 教 务 促 进 会
 第 三 十 一 届 会 员 大 会

与会者们的大合照。坐左4：郑国豪神父，坐左5：刘志坚神父

罗际元神父巡回讲座
信仰教友与家庭祈祷

为区域牧民大会的参与者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