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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富于仁爱宽恕。
咏103:8

（梵蒂冈新闻网）发达社会出现「人性
危机的严重症状」，在团体内活出的福
音则能恢复「完整、健全并且得救赎的
人性」。这是教宗方济各在第99届世
界传教节文告中提出的核心要点。这道
文件于2月6日公布，主题是《在万民
中做希望的传教者》。今年的传教节将
于10月19日举行。

即使面对迫害、不完美和跌倒，教
会也要传教
教宗引用《众位弟兄》通谕，敦促众人
活出教会福传的新时节，在圣神的引领
下「蒙派遣去一个被乌云笼罩的世界
重振希望」（参阅：《众位弟兄》通
谕，9号至55号）。主耶稣成了天主的
希望使者，「对于历代推进传教使命的
人来说，祂是崇高的榜样，而今祂依然
俯身亲近每一个贫困、受苦、绝望和受
压迫的人」。所有受洗者都是基督的门
徒和传教者，教宗鼓励大家促使基督的
希望在世界每个角落绽放光芒。
「教会是由基督门徒和传教者组成的
团体。她延续如此使命，在万民中间
为所有人奉献生命。尽管一方面必须面

对迫害、磨难和
困难，另一方面
要应对自身的不
完美，以及因个
别成员的软弱而
跌倒，她持续在
基督圣爱的推动
下，在这传教旅
途中与祂并肩前
行，而且同祂一
样并与祂一起倾
听人类的呐喊，
甚至是每个期待
最终救赎的受造
物的叹息。」

我 们 彼 此 相
连，却没建立
关系
教宗接著谈论了「普遍的迷失感、孤
独、老人的被遗弃，以及难以在生活周
遭找到愿意伸出援手的人的困境」。这
些情况在科技进步的社会里尤为突出。
「我们人人彼此相连，却没有建立起
关系。效率至上、依恋财物和野心勃

勃，这一切促使
我们以自我为中
心，无法为他人
著想。在团体中
活出的福音则能
恢复完整、健全
并且得到救赎的
人性。因此，我
要再次邀请人们
实行禧年诏书所
指示的行动，格
外关注最贫困弱
小者、病患、老
人，以及被物质
主义和消费主义
的社会所排斥的
人。」

祈祷是传教的首要行动
「今天迫切需要希望的传教。面对如此
迫切性，基督的门徒蒙召首先接受培
育，成为希望的匠人和人性的修复者」
。教宗勉励要格外重视「逾越的灵修」
，从中汲取福传所需的力量，因为基督
徒是获得新生命的人、「春天的人」。

教宗接著提到可敬者阮文顺枢机的芳
表，他在监狱的长期磨难中维持活泼的
望德，正是得益于他在不懈祈祷和感恩
祭中得到的支持。
「我们不要忘记，祈祷是传教的首要行
动，同时也是『希望的首要力量』（参
阅：2020年5月20日，周三公开接见
要理讲授）。」

对教会的归属
教宗最后强调了用《圣咏》祈祷的重要
性，指出《圣咏》教导我们在逆境中常
怀希望，分辨希望的记号，并持续怀著
传教的渴望。他表示，在当今社会中，
「对教会的归属绝不是一劳永逸就获得
的现实」。因此，传教行动是个「需要
结合祈祷与行动」的工程。

教宗最后期勉道：「我仍坚持教会要在
这传教使命方面同道偕行，还有宗座传
教善会在推广受洗者传教责任并支持新
建地方教会的服务。我催促你们大家、
孩童、青年、成年人和年长者，都要积
极参与共同的福传使命，以你们的生活
作出见证，祈祷、牺牲、慷慨热心。」

教宗第99届世界传教节文告：
在 万 民 中 做希望的 传 教 者

（ 吉 隆 坡 讯 ） 吉 隆 坡 总 教 区 教 理 部
（Archdiocesan Catechetical Ministry) 
于二月八日及九日假吉隆坡总教区牧
民中心（APC）主办两天一夜的《撒
种者与种子：教理员/传道员必要的
培训》。此次的培训以四个语言组（
英语、国语、华语、淡米尔语）同步
进行。
此培训涵盖的主题有：1) 教理员/传
道员的圣召与使命，2) 教理讲授过
程，3) 学习理论，4) 教学计划/课程
规划，5）教理员/传道员的灵修，6)
教 学 反 思 。 其 对 向 是 所 有 新 和 有 经
验的教理员/传道员。通过这个培训
参 与 者 可 以 获 得 教 理 讲 授 的 基 本 技
能，并与其他堂区的教理员/传道员
交流。
活 动 的 第 一 天 ， 参 与 者 一 起 享 用 了
早 餐 及 在 总 教 区 牧 民 中 心 的 道 明 礼
堂（Dewan Dominic)进行简单的介绍
后，各自的语言组就在各分配的课室
进行培训。
第一天的晚餐后，有灵修体验环节，
以四个语言组一起进行。参与者被分
成7个小组，并在7个祈祷站（两站是
静默反省，玫瑰经，圣言诵读(Lectio 
Divina),代祷（intercessory prayer）
，祈祷卡和意识省察（Examen)）做
灵修操练。
第二天，各自语言组进行灵修反省。
每个参与者都提供了他们对昨晚的体
验给与分享。过后，全体人员一起参
与圣安东尼堂的感恩圣祭。
弥撒后，所有的参与者聚集在道明礼
堂，由吉隆坡总教区教理部资源与培
训促进者谢翠恩向参与者讲解学员的

模拟教学。然后，各自的语言组再一
次分配到不同的场地进行其学员的模
拟教学体验和评估。
当天的活动，以廖炳坚总主教的莅临
并颁发证书给参与者，为活动画上完
美的句点。
吉隆坡总主教教理部主任Dr. Steven 
Selvaraju分享到，“撒种者与种子：
教理员/传道员必要的培训”是吉隆
坡总教区提供的教理基础认证课程。
其宗旨是培育新/旧教理员或是传道
员，以能够在参加该培训计划后，可
以装备自己并获得传教的基本资格及
认证。
想 要 了 解 更 多 有 关 吉 隆 坡 总 教 区 教
理 部 的 资 讯 ， 可 浏 览 h t t p s : / / w w w .
archklacm.org/网站。

坐（左至右）：黄其艳，李金时，郑雁文;
站（左至右）：黄晓玲，邱惠仪，赖文祚，汤开蕊

撒种者与种子 教理讲授传道员培训收获满满，
使命之路继续前行

参与者感言及心得：

在教会担任教理传道员
已有十余年，每当有
相 关 培 训 ， 只 要 时
间 允 许 ， 我 都 会 积
极 参 与 ， 因 为 总 能
学 到 新 知 识 ， 或 被
提 醒 一 些 曾 遗 忘 的
重要内容。
于 2 月 8 日 和 9 日 ， 我
参 加 了 由 吉 隆 坡 总 教
区教理部主办的《撒种者
与种子：教理传道员必要的培
训》，收获良多。这次讲座涵盖六个
重要主题：教理传道员的圣召与使
命、教理讲授法、学习者与学习、教
学计划、教理传道员的灵修，以及教
学评估与反思。 
这些内容让我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也帮助我在教学和灵修上
进一步提升。
在教理传道员的圣召与使命 讲座
中，我再次被提醒，这份圣召是天主
的拣选与召叫，传道员的使命不仅是
教授信仰知识，更是带领他人认识耶
稣，与祂共融并建立亲密关系。信仰
的传递不仅依赖教导，也需要祈祷、
福音价值观、礼仪庆典、团体生活与
福传的结合。
然而，实际执行时并不容易。在我负
责的加影圣家堂中文组坚振班中，学
生来自不同家庭背景，有的家庭有稳
定的信仰生活，而有的则几乎没有。
这使得带领他们接触耶稣都已颇费心
力，更遑论引导他们与耶稣建立亲密

关系。在这方面，我深知
唯有交托圣神，才能

成就超乎想象的转
变 。 我 曾 见 过 原
本沉默寡言、对
信 仰 兴 趣 不 高
的 学 生 ， 在 坚
振 营 后 变 得 活
跃 ， 甚 至 开 始

主动参与教会活
动 ， 这 正 是 圣 神

奇妙的工作。
在教理讲授法、学习

者 与 学 习 、 以 及 教 学 计
划的培训中，我意识到自己过

去在备课、目标导向、了解学习者需
求、加强记忆与回忆等方面仍有提升
空间。而 教理传道员的灵修部分，
则教导了五种不同的祈祷方式，这不
仅帮助我深化与天主的关系，也让我
在传道过程中获得更多力量。
此外，通过模拟教学，讲师们给予了
许多宝贵的建议，让我更清楚如何改
进教学方法，以更有效地传递信仰讯
息。
在最后的结业礼上，每位参与的教理
传道员都领取了廖炳坚总主教亲手颁
发的证书。这不仅是一张证明，更是
对我们持续承担教理使命的肯定与鼓
励。
培训虽然结束，但这只是一个新的开
始。我期待在未来的教理班中，实践
所学，帮助更多学生认识信仰，并邀
请圣神与我同行，使福传之路结出更
丰硕的果实。
邱惠仪（加影圣家堂）

廖总主教颁发证书给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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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子前阵子收到母校校友处寄来一个
精美的咖啡滤袋礼盒，礼盒上有一

行字吸引我的视线：“With your light, we 
shine brighter together.”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
已。

身为教友多年，最常听到的一句圣言，
就是“你们是世界的光，地上的盐”。
光的本质，就是照亮四周。我们也遵循
着为光做盐的精神，在自己的灵修方
面，不敢怠慢，期许能够发挥一点点的
微光，带给别人的生命一点点的味道，
这样，就好。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么，别人的亮
光呢？我们有没有学习欣赏他人的光，
彼此相互映辉？

“With your light, we shine brighter together.”
礼盒上的字，带给我更大的反省空间。

我回想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片段，原来生
命中很多的美好时光，都是和其他人一
起创造出来的时刻。就拿过节来说吧，
我们从小就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环境中
长大，我们过农历新年、圣诞节、开斋
节、屠妖节，我们甚至还过端午和中秋
节；每一个节庆，都让我们更认识彼此
的文化，也能学习融入更新的元素，扩

大了我们的生活圈子。
马来西亚华族庆祝农历新年，我们有派

红包、吃年饼的习俗，我们也间接地把
这个文化带给了友族，只不过，他们改
用其他颜色的利市包来区别（巫裔是用
青色，印裔是用紫色）；我们也从友族
的传统糕饼，丰富了我们的年饼版图，
例如印裔色彩的Muruku（香辣脆饼）
、娘惹风味的Kuih Kapit（鸡蛋卷）和
Kuih Bangkit（番婆饼）, 以及巫裔的Kuih 
Bahulu（鸡蛋糕） 和Dodol（椰糕）。

此外，各族也会到不同的宗教场所，
例如去东禅寺或天后宫看庙会，拍照留
念。而圣诞节，我们也会迎接不同信仰
的朋友来教堂参与我们的弥撒；或者，
在大宝森节，我们到黑风洞参与兴都教
徒的游行和庆典，这就是我国各族引以
为傲的多元文化并存的例子。

人类就是一个大家庭，活在今日的世
界，学习开放心胸，接纳和自己不一样
的事物，特别是宗教之间，更要放下唯
我独尊的自大心态。有时候，当我们
听到一些极端分子散发不实或狭隘的想
法，取笑或排斥别人的宗教，我们会谴
责对方；换位思考，我们自己有没有掉
入和对方同样的思维，认为自己才是王

道？
成为光，固然重要，但是，彼此之间

学习看见不一样的美，尤其是不同的文
化、宗教、语言和种族，各有精彩动人
的地方。在不比较，不竞争，而是以一
颗开放的心，在散发自身的光芒之余，
也愿意欣赏对方，透过你我散发不同的
光芒，把彼此的生命照亮得更加灿烂。

世界一直在进步中，教会自梵二之后，
在圣神的光照之下，也调整了步伐。我
们称自己是一个旅途的教会，在未走到
世界尽头之前，我们谁也不敢自夸自己
的宗教是完美无缺的。我觉得教会能够
有这样的思维，才是一个谦卑的教会，
因为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能够向天国
迈进，而且，是愿意伸出友谊的手，而
不是以征服者的高傲姿态。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希望的朝圣者，
把希望和温暖带给生命中所遇见的每一
个人，也透过我们的看见，把生命的礼
物，和更多人分享，让我们学习彼此发
光，相互发亮，只有这样的光，才能散
发更大的光晕，更能温暖人心。

作者：谢素良
芥子心供稿

当 我 们 听 到 “ 同 情 ” 这 个 字
时 ， 我 们 会 有 怎 样 的 感

想 ？ 同 情 通 常 会 带 来 怜 悯 、 为 某
人 感 到 难 过 、 同 理 心 或 同 情 的 情
感 。 问 题 是 ， 同 情 的 意 思 是 那 么
简 单 而 已 吗 ？ 了 解 同 情 的 词 根
总 是 有 帮 助 的 。 在 拉 丁 语 中 ，
它 由 两 个 词 组 成 ， c u m ， 意 思
是 “ 与 ” 和 p a s s i o ： 意 思 是 “
受 苦 ” 。 本 质 上 ， 同 情 就 是 与 某
人 一 起 受 苦 ， 而 不 仅 仅 是 为 他 们
感 到 某 种 感 觉 。 很 多 时 候 ， 我 们
所 看 到 的 同 情 往 往 与 任 何 人 的 痛
苦相去甚远。

今 天 的 福 音 阅 读 介 绍 了 耶 稣 最
激 进 的 教 义 之 一 ： 呼 吁 爱 我 们 的
敌 人 ， 甚 至 对 那 些 冤 枉 我 们 的 人
表示同情。路加福音 6 :27-38 
是 一 段 挑 战 人 类 本 能 和 社 会 规 范
的 经 文 ， 但 它 体 现 了 基 督 徒 门 徒
的 本 质 。 耶 稣 呼 吁 他 的 追 随 者 达
到 更 高 的 标 准 — — 反 映 天 主 无 限
怜悯的标准。

耶 稣 以 一 个 看 似 不 可 能 的 命 令
开 始 ： “ 爱 你 的 敌 人 ， 善 待 那
些 恨 你 的 人 ， 祝 福 那 些 诅 咒 你 的
人 ， 为 那 些 虐 待 你 的 人 祷 告 ” （
路 6 :27-28）。在这个经常将
报 复 视 为 正 义 的 世 界 里 ， 耶 稣 提
出 了 一 种 激 进 的 替 代 方 案 — — 同
情 。 他 不 仅 建 议 被 动 ， 还 呼 吁 主
动 的 爱 。 爱 敌 人 不 是 纵 容 他 们 的
错 误 行 为 ， 而 是 用 可 以 改 变 人 心
的怜悯来回应。

最 伟 大 的 同 情 行 为 之 一 就 是 宽
恕 。 耶 稣 邀 请 我 们 放 下 怨 恨 ， 拥
抱 和 解 的 精 神 。 他 强 调 这 一 点 ，
说 ： “ 你 们 要 饶 恕 人 ， 就 必 蒙 饶
恕”（路 6 :37）。心怀愤怒或
寻 求 报 复 会 使 人 心 变 硬 ， 而 宽 恕
会 使 人 心 向 善 。 大 卫 和 扫 罗 的 故
事就是一个例子（撒上 26 :2-
2 3 ） 。 尽 管 有 绝 佳 的 机 会 杀 死
扫 罗 ， 但 大 卫 选 择 了 仁 慈 而 不 是
复 仇 。 他 认 识 到 审 判 只 属 于 天
主 ， 通 过 饶 恕 扫 罗 的 生 命 ， 他 表
现 出 一 颗 与 天 主 的 怜 悯 相 一 致 的
心。

耶稣在路加福音 6 :27-38  中
的 教 导 不 仅 仅 是 理 想 ， 也 是 那 些
寻 求 跟 随 他 的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同
情 不 是 软 弱 ； 它 是 改 变 生 命 和 给
破 碎 的 世 界 带 来 治 愈 的 力 量 。 我

们 不 需 要 看 得 太 远 就 能 富 有 同 情
心 。 很 多 时 候 ， 最 需 要 我 们 同 情
的 人 就 是 那 些 最 亲 近 的 人 。 人 性
就 是 这 样 ， 我 们 常 常 自 然 而 然 地
对 社 会 或 整 个 世 界 中 受 苦 的 人 充
满 同 情 ， 但 当 涉 及 到 我 们 自 己 的

家 庭 时 ， 我 们 的 眼 睛 和 心 却 不 知
何 故 被 蒙 蔽 了 。 慈 善 始 于 家 庭 ，
因 此 ， 如 果 我 们 想 像 我 们 的 天 父
一 样 富 有 同 情 心 ， 我 们 首 先 需 要
对 我 们 最 亲 近 的 人 仁 慈 和 富 有 同
情心。 

让 今 天 答 唱 咏 的 回 应 成 为 我 们
每 天 的 指 南 — — 主 是 同 情 和 爱 。
如 果 我 们 想 过 上 真 正 的 基 督 徒 生
活 ， 既 有 同 情 心 又 有 爱 心 。 行 动
胜 于 言 语 ， 所 以 如 果 我 们 想 成 为
一 个 真 正 富 有 同 情 心 的 人 ， 我 们
的 行 动 必 须 始 终 表 明 我 们 愿 意 与
他人一起受苦。

～撰文/郑国豪神父～

丙年常年期第七主日
撒上26：2，7-9，12-13

，22-23
格前15：45-49

路6：27-38

教宗公开接见：
天主以希望的
计划改变生命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阐明，耶
稣「卑微」地进入历史，诞生在后院养动物
的地方。首批见证默西亚降临的是牧人，虽
然他们的「文化涵养不深，生活在社会的边
缘」，但是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在天主前感
到惊喜的能力，并要能够「守护天主托付给
我们的一切，例如：才华、神恩、我们的圣
召，以及在我们周遭的人」。

行动胜于言语

专栏文章
谢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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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放的光芒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2月12日在梵蒂
冈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
续以希望为主题的要理讲授，谈论基督诞生
于白冷城和牧人朝拜圣婴的事迹。如同上一
周那样，教宗再次把讲稿交给圣座国务院的
吉罗利（Pierluigi Giroli）神父来宣读。他说：
「由于我的支气管发炎，我没办法继续念下
去。希望我下次做得到。」
天主以祂希望的计划改变我们的生命
在要理讲授中，教宗首先讲述了天主子降生
成人的历史及社会背景，尤其是祂降临在人
们中间的方式，即「卑微」。
祂诞生在后院养动物的地方。在这卑微又简
陋中，教宗邀请大家看得更远：「让我们祈
求上主使我们懂得在软弱中看见耶稣圣婴独
特的力量。天主子来是为了让世界焕然一
新，以祂对全人类充满希望的计划来改变我
们的生命。」
教宗阐明，「天主子进入历史，成为我们旅
途的伙伴，在母胎内就展开了旅途」。那时
候，圣母玛利亚「从纳匝肋到匝加利亚和依
撒伯尔的家，然后在孕期已满的时候，从纳
匝肋去白冷城进行登记」。
天主子谦逊地来到世界上
耶稣是「从天降下的食粮，以消除世界上的
饥渴」（参阅：若六51）。祂在凯撒奥古斯
都的时代诞生在白冷城，意即「面包之家」
。因此，祂生在一个「确实可以追溯到的时
期」，以及「明确指示出来的地理环境」。
教宗方济各引用本笃十六世的著作《耶稣的
童年》，重申天主子来不是为了拆解「世界
的架构」，而是要「从内部去光照它、重新
创造它」。
「圣史路加如此为我们展现出，天主不是带
著冠冕堂皇的宣讲来到世界上。祂不在喧闹
中彰显自己，却谦逊地展开旅途。这事件的
首批见证人是谁？是几个牧人：他们是文化
涵养不深的人，由于持续跟动物接触，身上
的味道不好闻，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
牧人领受耶稣诞生的喜讯
简而言之，牧人获选领受救世主诞生的喜
讯，而天主向来让祂的子民认识到自己是个
牧者（参阅：创四十八15、四十九24；咏廿
三1、八十2；依四十11）。
「这么一来，牧人学会在一个卑微至极、留
给动物的地方，众人引颈期盼的默西亚诞生
了，为他们诞生，为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
的牧者。这消息使他们的心扉向美妙之事敞
开，向歌颂和报喜敞开。」
在天主前感到惊喜的能力
诚如在《美妙的景象》宗座牧函中所阐释
的，教宗重申：「牧羊人不像其他许多人，
总为很多事情忙碌不已；牧羊人成为首批证
人，看到最要紧的事：救赎的恩典。正是最
谦卑和最贫穷的人，迎接了降生成人的天
主。」（5号）因此，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如
何简朴地向天主敞开自己。
教宗最后总结道：「让我们也祈求恩宠，
好能同牧人一样在天主前感到惊喜并高声赞
颂，守护祂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才华、神
恩、我们的圣召，以及在我们周遭的人。」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
进会主催甲洞耶穌圣爱天主堂主办2025
新春大团拜/耶稣圣爱天主堂成立5O周年
记念金禧庆典暨建筑维修基金筹幕晚宴
于2月9日傍晚假甲洞翠华楼隆重开席。
1975年，甲洞耶稣圣爱天主堂正式诞
生。5O年后，2月9日2O25年，本堂教
会于甲洞翠华楼酒家举行盛大的成立5O
周年记念金禧庆典晚宴。为了承传中华
这优良的文化，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与增进教友们的情谊，吉隆坡总教总教
区华文教务促进会每年都会主催一间堂
区来承办新春大团拜这盛会，使这优良
传统价值文化价值观能代代承传下去并
发扬光大。本堂也乘此机会除了举办成
立5O周年记念金禧庆典，也为建筑维修
基金而筹款。当晚因天主圣神力量的助
佑，筵席117桌，全场爆满，场面盛大温
馨，除了总主教之外，也邀请到四十多
位神父，修士修女与YB郭素沁出席参与
此盛会。兄弟姐妹们都在这晚宴里享受
其中。
晚宴於傍晚六时开始接受登记后入席，
廖炳坚总主教，本堂司锋刘志坚神父与
YB郭素沁於六时半前后陆续进场，由舞
狮团表演舞狮欢迎，过后由陈开长主席
接待入席。宴会准时於七时正开始。首
先以颂念禧年祷文作开幕，紧接着由本

堂司铎刘志坚神父上台致欢迎词与降福
食物，跟着是出菜及捞生仪式，旺呀!兴
呀! 发呀不绝于耳。过后，司仪邀请吉隆
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主席陈开长兄
弟上台致词，他在致词里感谢筹委团队
们开始於去年就开始如火如荼幸苦努力
的付出筹备，并透露这届的大团拜是历
年来筵开最多席的一次，共117席，坐无
虚席。
宴会中陆续有呈献精彩的表演，首先由
SMK Jinjang华乐队演奏华曲作开幕礼，
有由森文兰文丁圣类恩天主教堂海星歌
咏团呈献动听歌唱表演，吉隆坡玫瑰堂

家长班呈献精彩舞蹈表演。间中开始推
介播放本堂教会5O周年记念庆典，由本
堂前卸任神父，修女与领袖们分享心声
视频。从分享中，得悉这5O年来，风雨
旡阻，走到今天能扩建矗立了一间宏伟
壮观的圣堂，一切都来得不容易。感谢
上主的恩典，感谢上主慈爱与同在，一
切荣耀都归于天主。视频观尝完毕后，
开始邀请廖总主教与前卸往司铎神父们
上台为本堂教会5O周年记念金禧庆典切
蛋糕仪式。过后廖总主教作简短致词。
九时十分开始，由本堂圣母军呈献戏剧
表演，菲律宾团体戏剧表演，门徒班戏

剧表演，中英公青音乐表演，最后司铎
神父们上台作结束降福礼，整个活动就
此画下了句点，教友们带着不舍心情但
美丽的回忆离开回家。
要推动这次的团拜晚宴筹备工作谈何容
易，但感谢天主赐于的恩典，在吉隆坡
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团体，本堂筹委
们及教友们的共融互助下，一同走向
前，才能顺利圆满成功举办了这次五十
周年纪念金禧庆典晚宴。
感谢主，赞美主，阿肋路亚!
图与文提供者：
王先贵

（槟城讯）2025年2月2日，耶稣圣名堂
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客家语弥撒。这
是雷文州神父首次以客家语主礼弥撒，
标志着本堂客家信仰传统的新篇章。许
多外地教友特地赶来参与，教堂内座无
虚席，洋溢着一片喜悦与感恩的氛围。
由于前任本堂刘善才神父目前赴罗马
深造，此次特别邀请雷神父主礼，并由
Rocky执事共祭。在弥撒中，所有的讲
道、读经、祈祷及圣歌，均以客家语进
行，让与会者耳目一新。
在弥撒过程中，雷神父虽是首次以客家
语主礼，但表现沉稳自信，顺利完成整
个仪式，充分展现了天主的恩宠。弥撒
尾声，教友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对雷神
父的感谢与支持。
圣烛节的光照亮我们的心
当天适逢献耶稣于圣殿庆节（亦称圣母
行洁净礼日或圣烛节），这是一个具有
深厚意义的庆节。根据公元六世纪的传
统，这一天纪念圣母玛利亚遵照梅瑟法
律，在耶稣诞生40天后，与若瑟一同将
圣子奉献于圣殿。
弥撒中，举行了降福蜡烛仪式，所有教
友手持蜡烛，接受神父洒圣水的祝福，
场面庄严肃穆，充满敬礼与感恩的气氛。
在讲道中，雷神父借着今天的福音提醒
大家：
1）基督是普世的光，祂驱散黑暗，引领
我们前行；
2）效法圣母玛利亚的奉献，将生命交托
于天主，信赖祂的旨意；
3）怀着渴望与天主相遇，在圣殿、祈祷

及日常生活中，都让祂引领我们的心灵。
愿圣烛节的光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也
成为光的见证者，让更多人因我们的生
活见证而认识耶稣基督——世界的真光！
客家语弥撒的传承与发展
耶稣圣名堂自2016年9月4日首次举行
客家语弥撒以来，便致力于推动这一信
仰传统，并每年举办一至两次此类弥
撒。这项传统的建立，离不开前任本堂
刘善才神父的努力，当年他在本堂组织
了【客家文化小组】，致力于维护和传
承教堂的客家文化，让信仰以客家语的
形式生根发扬。
【客家文化小组】成员大多为六十岁
以上的教友，他们在这台弥撒中担任领
经、读经、祷文及歌咏等重要角色，以
行动展现对信仰和文化传承的热忱。
教友的感恩与展望
考虑到客家语没有统一的标准，在邀
请雷神父时，我们已事先告知他可按
照自己的习惯诵读，无需过于紧张。
教友们并不追求完美，能够由雷神父
主礼客家语弥撒，大家已感到十分满
足和喜悦，这本身就是天主赐予的恩
典。
这场弥撒不仅展现了客家文化与信仰
的深度融合，也体现了教友们对传统
的珍视和对信仰的坚定。未来，耶稣
圣名堂将继续致力于客家文化的传
承，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一独特文化的
魅力，并在信仰中汲取力量。
 
麦可佐思……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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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我们生活的希望！

雷文州神父首度主礼
客家语弥撒，教友热烈参与

文化传承，情谊绵长：
耶稣圣名堂客家新春庆典

（槟城讯）2025年2月2日，耶稣圣名堂
的客家弥撒刚刚落幕，紧接着一场别开生
面的客家文化新春团聚活动拉开帷幕，吸
引了众多教友齐聚一堂，共庆佳节。

活动亮点：
1. 山歌妙对，笑声连连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场妙趣横生的客家
山歌对唱！这场【快闪】山歌对唱让观
众惊喜连连！台上，盛装的客家妹婀娜登
场，台下，阿哥们突然开嗓，歌声绕梁，
仿佛带大家穿越回旧时代的山林。阿哥
们用歌声撩妹，还巧设谜语考验阿妹的机
智，而阿妹们则巧妙应对，逗得全场笑声
不断，掌声雷动。
对唱不仅幽默风趣，还融入浮罗山背的本
土文化，歌词描绘好山好水、美食水果，
让人听得如痴如醉。这场精彩的互动，展
现了客家山歌的独特魅力，也点燃了全场
的欢乐气氛！
2. 客家童谣，传承经典
过去，客家家庭都会教孩子诵读童谣，但
这一传统如今已逐渐消失。趁着这场富有
客家文化特色的午宴，耶稣圣名堂特别安
排要理班的小朋友们登台诵读客家童谣。
尽管他们几乎不会讲客家语，但学习热情
高涨，咬字发音虽带些“自由发挥”，但
已是难得的奇迹。看着他们兴致勃勃地朗
诵，仿佛客家文化的薪火又重新点燃了一
分！
3. 捞生仪式，祝福满满
随着捞生仪式的开启，司仪高昂的声音响
彻全场，为大家送上十句寓意吉祥的祝

福。每一句话语落下，现场便响起整齐响
亮的回应：“好！”这一声声呼应交织成
欢乐的旋律，让整个气氛逐渐升温。彩色
的鱼生在筷子的舞动下翻腾，象征着新年
的好运蒸蒸日上。笑声与祝福交融，喜悦
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迎接着充满希望的
新一年。
4. 客家美食，舌尖盛宴
每一道客家菜，都是家的味道！这场客家
美食大宴汇聚了擂茶、算盘子、芋头扣
肉、客家炸肉、猪脚醋、黄梨炒猪肠等经
典佳肴，色香味俱全，令人食指大动。宾
客们在欢乐氛围中大快朵颐，尽情享受客
家美食的独特风味与传统魅力。
5. 文化表演，精彩纷呈
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
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客家山歌独
唱、叶子吹笛、客家流行歌曲等。这些丰
富多彩的表演，让观众全方位领略了客家
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韵味。

文化传承，欢乐共聚
这场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农历新年庆典，
不仅让大家在欢乐中感受传统山歌的魅
力，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客家文
化组希望借此机会，将客家的传统音乐、
语言和智慧继续传承下去，让年轻一代也
能感受到其独特的韵味。
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共同迎接新春的到
来，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传承这份
珍贵的文化遗产。

麦可佐思……报道

全体照

降福蜡烛仪式

切50周年蛋糕仪式，左起：Kitty Foo，蔡钊发神父，蔡锦华神父，稣瑞安神
父，廖炳坚总主教，刘志坚神父，陈忠勇神父和李义兴神父。 廖炳坚总主教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