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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普世万民都要敬拜
你。咏72:11

(梵蒂冈新闻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
窟中生活的经历，和2021年牧灵访问
伊拉克，是教宗方济各的自传《希望》
（Spera）中的两个片段。教宗的这部
自传由卡洛·穆索（Carlo Musso）执
笔，该将于2025年1月14日在全球一百
多个国家发行。在12月17日、教宗88岁
生日之际，意大利《共和国报》和《晚
邮报》发表了教宗自传中的两个片段。

弗洛里斯街区的童年
教宗说：“当有人和我说，我是贫民
窟的教宗时，我就祈祷，但愿我配得
上。”在书中，教宗回忆了他童年时生
活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里斯贫民
区，这个贫民区是“复杂、多种族、多
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缩影”。书中写道，
在这里“差异是家常便饭，但我们互相
尊重”，在天主教、犹太教和穆斯林朋

友的群体中，大家不分彼此。

与若瑟神父的友谊
教宗也回忆了在监狱里生产刷子的服
刑人，以及与若瑟·保拉（José de 
Paola）司铎建立友谊的故事，保拉是
一位本堂神父。回忆录写道，那些城市
郊区处于“四十年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毒品成瘾是人们“绝望倍增的祸害”
。“对教会来说，那些郊区应该越来越
成为新的中心，一群像若瑟神父一样的
平信徒和司铎日日生活在此，为福音做
见证。”

宗教不是人民的鸦片
教宗写道，这个艰难的现实清楚地表
明，宗教根本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是人
们的鸦片”。事实上，正是“有赖于信
仰、牧灵工作与公民努力”，那些贫民

区“尽管面临巨大的困难，但仍以
难以想像的方式取得了进展”。“
就如信仰一样，每一次服务都是一
次相遇，主要是我们从穷人身上能学
到很多东西。”

伊拉克之行与战争的毒果
教宗在书中也谈到了在伊拉克的牧灵之
旅。他回忆道，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
持续存在和安全问题而造成的困难情
形，“几乎所有人都劝阻我……但是，
我觉得我应该”去亚巴郎的土地，因为
他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共同
祖先”。
关于伊拉克牧灵之旅，贝尔格里奥教宗
记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时，英
国特工处收到了在他访问摩苏尔期间准
备发动两次袭击的讯息。其中一名袭击
者是一名携带炸药的妇女，另一名袭击

者则在一辆 货车内。两
人在实施袭击前就被伊拉克警方拦截并
击毙了。教宗写道：“这让我感触很
深，这也是战争的毒果。”

除了即将出版的《希望》一书外，根据
《生平：我在历史中的经历》一书改编
的电影也将讲述教宗方济各的生平。《
生平：我在历史中的经历》一书由拉戈
纳（Fabio Marchese Ragona）执笔，
已于2024年3月由哈泼柯林斯出版集团
（HarperCollins）发行。

教宗：信仰不是人民的鸦片，
而是相遇和服务

（梵蒂冈新闻网）“愿2025年是增
进和平的一年！”：在禧年和第58
届世界和平日即将来临之际，教宗
方济各再次呼吁和平，一种“真正
而持久”的和平、超越契约争议或
人的妥协的和平，一种由天主赐予
的和平，不再斤斤计较、不再固执
于自私和沮丧，而是怀著希望展望
未来。

对 抗 剥 削 的 逻 辑 ， 需 要 一 种 文 化 变
革
圣座新闻室12月12日公布及介绍了
教宗方济各第58届世界和平日文告
的内容，其主题为：“宽免我们的
罪债：将你的平安赐予我们！”这
个主题取自《天主经》，意在开启
一种文化变革，让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不再受“剥削逻辑”所支配，不
再是强者凌驾弱者。
教宗表示，“在今日世界这个相互
连结的地球村”里，需要聆听穷人
和大地的呼声，聆听“受威胁的人
类”的呼声，因为“没有人来到世
界上是为了受压迫”，而“我们生
来就是为按照上主的旨意，做自由
的人”。

人类生存受到的具体威胁
回顾圣若望保禄二世昔日已经指出
的“罪恶结构”，今天因“广泛的
同谋”，这些结构进而得到巩固和
支持，教宗方济各因此谴责那些损
害地球的“各种不平等”：
“我特别指的是对移民的非人性待

遇、环境恶化、错误资讯造成的混
乱、拒绝任何形式的对话，以及对
军事工业的巨额投资。这些都是具
体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因素。”

折断不义的枷锁，开启希望的道路
罗马主教敦促道，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都必须“打破不公义的枷锁，
宣扬天主的公义”，同时开启文化
与结构上的改变，从而认识到我们
不仅是天主及其恩赐的“债务人”
， 也 “ 依 照 共 同 与 不 同 责 任 的 逻
辑，彼此互为需要”。只有让这些
改变“触动我们的心灵”，禧年为
我们每个人“才能重新开启希望的
道路”。
“希望藉著慷慨而变得丰盛，不计
较、不算计债务人的口袋、不操劳

自己的赚取，心中只有一个目的：
扶 起 跌 倒 的 人 、 包 扎 破 碎 的 心 ，
释 放 被 各 种 形 式 的 奴 役 所 束 缚 的
人。”

宽免外债，承认生态债务
因此，教宗建议在2025年采取“可
能的行动”：第一项行动是关于外债
和生态债务这“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外债和生态债务的逻辑导致富有
国家肆意剥削最贫穷国家的“人力和
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市场的需
求”。
“我邀请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免除外
债，承认世界的北部和南部之间存在
的生态债务。这是对团结互助的呼
吁，尤其是对公义的呼吁。”
教宗强调，我们不能仅限于“孤立的

慈善行为”，也需要“发展新的金融
结构，进而建立一种全球性的金融章
程，以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及和谐
为基础”。

在所有国家废除死刑
第二项行动是“一种促进尊重人性尊
严的坚定承诺，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
人的尊严”。为促进“生命文化”，
教宗指出“一个具体行动”。
“我指的是在所有国家废除死刑。事
实上，这项措施不仅损害了生命的不
可侵犯性，也毁掉了人对宽恕和重生
的各种希望。”

投资于对抗饥饿，而非军备
此外，为了在“这个满是战争的时
代”“建立新的和平道路”，教宗希
望沿著保禄六世和本笃十六世的足
迹，让金融投资重新得到思考。
“我们至少应将军备开支的一个固定
百分比用于建立一个世界基金，最终
消除饥饿，并促进最贫困国家的教育
活动，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对抗气
候变化。”

解除武备的心必会听到穷人的呼唤
教宗继续表示，谁采取这三项行动，
就会看到那“万分渴望”和平的目标
正在接近，因为和平“不仅是停止战
争，也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一个我
们发现有所不同、更团结、更友爱的
世界”。和平文告的结尾是祈祷，祈
求上主将和平赐予每一个善心的人"
。

教宗2025年世界和平日文告：我们都欠天主的债

在教宗方济各88岁生日之际，意大利《共和国报》和《晚邮报》
发表了教宗自传《希望》中的两个片段。该自传将于2025年1月发行。

教宗方济各2025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的主题为“宽免我们的罪债：将你的平安赐予我们！”其中为各民族“走上希望的道路”提出3项可
能的行动：宽免外债和承认生态债务、废除死刑，以及在对抗饥饿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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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太能接受我的一些朋友寄
来的圣诞贺卡，上面写着：愿基

督的平安令你心里烦乱！难道我们每
年就不能有一天开心地庆祝一下，而
不让本来就不开心的自己承受更多的
内疚吗？难道圣诞节不是我们可以再
次享受童年的乐趣时光吗？此外，正
如卡尔·拉纳曾经说过的，圣诞节不
是天主允许我们喜乐的日子吗？那又
何妨呢？

嗯，这很复杂。圣诞节是天主允许我
们喜乐的日子，当天主的声音说：安
慰我的子民。以温良的话语使人得到
安慰！

但圣诞节也突显了一个悲伤事实的
时刻，两千年前，当耶稣诞生于人间
时，所有正常的家庭或是收容所都无
法容纳他的诞生。客栈里没有他的容
身之地。人们忙碌的生活和现实的问
题导致他们没有办法为他提供出生的
地方。这一点没有改变。所以，也有
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

但首先，安慰一下：几年前，我参加
了一个大型教区主教会议。在某个时
段，负责的主持人把我们分成小组，
每个小组都分享了同一个问题：教会
现在需要向世界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
是什么？

当各小组汇报情况时，每个小组都提
出了一些重要的属灵或道德挑战：“
我们需要挑战我们的社会，走向更多
的正义！”“我们需要挑战世界，
让世界拥有真正的信仰，不要把天
主的话和自己的愿望混为一谈。”“

我们需要挑战我们的世界，走向更负
责任的性特质。”这些都是美妙的、
必要的挑战。但没有一个小组回来后
说：“我们需要向世界讲述天主的安
慰！”

诚然，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不公正、暴
力、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贪婪、自
私、性不负责任和自私自利的信仰；
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成年人也
生活在痛苦、焦虑、失望、失落、
抑郁和无法解决的内疚之中。放眼望
去，你会看到人活在沉重的心情中。
此外，许多活在伤痛和失望中的人并
不认为天主和教会是他们痛苦的答
案，而是认为它们是痛苦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宣扬天主的话语时，我们的
教会需要向世界保证天主的爱、天主
的关怀和天主的宽恕。也许在做其他
任何事情之前，天主的话语是为了安
慰我们；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安慰的
最终源泉。只有当世界感受到天主的
安慰时，它才会更开放地接受随之而
来的挑战。

而这一挑战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客栈里
为基督腾出空间，也就是说，打开我
们的心、我们的家和我们的世界，让
基督可以住进来，不管这有多么不方
便。从两千年的安全距离来看，我们
太容易对耶稣诞生时的人们做出严厉
的评判，因为他们不知道玛利亚和若
瑟要做什么，也没有为耶稣的诞生腾
出地方。他们怎么会这么盲目？

但同样的评判仍然可以对我们做出。
我们并没有在自己的客栈里腾出空间。

当一个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他
或她会占据一个以前没有人的地方。
有时，这个新生儿会受到热烈的欢
迎，并营造一个充满爱的空间，四周
的每个人都为他/她而感到喜悦。但情
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就像耶稣的
情况一样，没有人愿意迎接新生儿的
出生，他或她的存在不受欢迎。

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情况（这将对我们
这一代人做出评判），几乎全世界都
不愿意欢迎新移民，不愿意在客栈里
为他们腾出空间。如果基督在穷人和
陌生人心中，福音书向我们保证他是
这样的，那么基督肯定在移民心中。
今天，世界上有五千万难民，没有人
会欢迎他们。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坏人，很多时候我们都能表
现得非常慷慨。但让这股移民潮进入
我们的生活会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
的生活将不得不改变。我们会失去一
些现有的舒适，一些旧时的熟悉，以
及一些安全感。我们不是坏人，两千
年前那些旅店老板也不是坏人，他们
不知道自己在处理什么，在无知中把
玛利亚和若瑟赶走了。我一直暗自同
情他们。也许是因为我仍然在无知地
做着他们所做的事。我的舒适和安全
常常让我说，客栈里没有房间了。

如果能理解基督诞生的曲折背景，就
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安。但愿这些背景
也能给人带来深深的安慰。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Ron 
Rolheiser)

在今天的福音里，三位贤士在一颗
异星的带领之下，找到了人类

的救主——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并
奉献了黄金，乳香及没药。黄金象征
着耶稣是整个宇宙的君王，因为万物
是藉着祂而创造的，并在祂的照顾之
下迈向圆满的境界。乳香象征着耶稣
是永恒的司祭，我们藉着祂为我们的
所做的祈祷、补赎和牺牲，
使我们在祂内成为一个拥有
永恒生命之人。没药象征
着耶稣是真正的人，祂降生
成人，亲自来拯救我们脱离
死亡的控制。祂一直与我们
同在，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用人的方式教导我们如何成
圣。

天主并没有直接告诉三位
贤士救世主将要诞生在这
个世界上。他们是如何知道
的？这三位贤士并不是来自
于同一个地方，但他们却被
同一颗星所带领，找到了救
世主——耶稣基督。这为我
们有什么启示呢？有两点，
第一，天主会通过不同的文
化带领不同的人走向同一个救恩——
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带领其他人走向天主的那
颗星。

每一个很有历史的文化，都是值得
我们尊重的。这些文化中蕴藏着古人
的智慧和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所以当
我们传播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首先
要去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这样才可
以从中找到天主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
根基。曾经传教士在中国开始传教
的时候，教会发展的很快，后来因为
部分传教士对当地文化错误的认识，

没有尊重这些传统的习俗，导致很长
一段时间，被皇帝禁止传播天主教，
宣扬耶稣，天主教也停滞不前，这确
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如今我们应
该谦卑地从不同的文化中去寻找天主
存在的标记。就像这三位贤士，他们
肯定也是在他们各自的文化中得到天
主的启示，最终找到了耶稣基督。当
然，我们不会认同在不同文化中和耶
稣的教导相违背或敌对的事情。我们
只找那些和天主启示相近的东西，并
慢慢地去影响和改变不好的习俗，逐
渐的引导人们走向天主。要想做到这
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变成那颗引

导三贤士找到救主的异星。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的眼中都是无

可替代的。天主把我们基督徒放在不
同的人群周围，就是要让我们去引
导身边的人归向祂。就像在初期教会
被迫害的时期一样，很多相信耶稣的
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别的
地方。然而正是这样，福音便逐渐的

传到了更多的地方，使那
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
获得了喜讯。我们每一
个基督徒都是一颗星，一
颗要引导他人找到耶稣的
星。只是有的星在发光，
可以被别人看见。有的星
被云遮住了，别人看不到
在发光。但星星本身就是
可以发光的，愿我们每个
人都能够驱散遮挡我们发
光的那朵云，让更多的人
因着我们的光而找到人类
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也是
耶稣所说的，我们是世上
的光，是不能被隐藏的，
应该在人前照耀。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们，通过今天的福音，我们可以学习
到其中的两点。第一，天主会通过
不同的文化带领不同的人走向同一个
救——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
使命就是去发现天主在不同文化中的
存在。第二，我们每个人都是带领其
他人走向天主的那颗异星，因此我们
的存在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就让我
们把遮挡传递光的那朵云驱散，让更
多的人看到光明，走向天主，获得救
恩！

～撰文/主徒会会士张伟刚神父～

主显节
依60：1-6

弗3：2-3，5-6
玛2：1-12

教宗公开接见：
玛利亚和四位女性

使基督的使命
扩展至天下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2月18日在
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启
新一轮的要理讲授。这个以“耶稣基督，我
们的希望”为主题的新系列将陪伴禧年的整
个行程，首先从“耶稣童年史”开始。教宗
表明，在玛窦和路加两位圣史的族谱中，不
乏“问题人物的名字”，而且与《旧约》不
同的是，其中还有5位女性。
此外，在玛窦和路加关于耶稣童年的福音叙
述中，从“耶稣在童贞女的胎中受孕”到
祂“由玛利亚所生”，都表明在耶稣身上完
成了先知们的预言，以及若瑟的“法定父亲
身份”，将天主圣子放在达味王朝的“树
干”上。（见玛一；路一）

开启耶稣使命的四个女人
教宗提到，在玛窦列出的族谱中前4个女人分
别是：犹大的儿媳塔玛尔，“成了寡妇，为
了确保自己的丈夫有后代，就佯装妓女”（
见创三八）；耶里哥的妓女辣哈布，她帮助
希伯来人侦探进入预许的土地并将之夺下（
见苏二）；追随婆母的卢德，“照顾婆母并
成了达味王的祖先”（见《卢德传》）；与
达味通奸的巴特舍巴，“在害死了丈夫后，
她生下撒罗满”（见撒下十一）。
教宗指出，对以色列子民来说，这4个女性都
是“外族人”，但正是透过她们，耶稣的使
命扩展到各民族。在玛窦列出的族谱中，最
后一位女性是纳匝肋的玛利亚，出自达味家
族的若瑟的净配，默西亚耶稣由她所生。

在玛利亚和耶稣身上一切都圆满
耶稣在“婴孩、儿童和少年”时期的历史告
诉我们，祂“听从自己的父母”，同时也“
有意识地全心奉献于天父和祂的国度”。两
位福音的作者以不同的视角记述这段时期的
事迹，路加“以玛利亚的目光”，玛窦却“
以若瑟的目光”，强调一种未曾有过的父亲
身份。

名字、归属及信仰
教宗表示，在玛窦列出的族谱中，所提到的
每个名字都代表从一代到下一代的传承，包
含了三个基本要素：名字，“含有一个身份
和一份独特的使命”；归属，“属于一个家
庭和一个民族”；“信奉以色列的天主”。

没有人能给予自己生命
教宗称族谱具有一种文学体裁的价值，能传
递讯息，即“没有人能给予自己生命，而是
从他人获得生命的恩典”。在这种情况中，
所论的是被选的子民和“继承这份遗产的
人”。

使人类代代相传的不是受造物，而是“天主
自己”
在玛窦写的族谱中，第五位女性是玛利亚，
对她的描写别具一格。而且，受造物也不
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主角”，这里所强调的
主角是“天主自己”。从族谱中看到，耶稣
是“达味之子，由若瑟放入这个王朝，日后
必成为以色列的默西亚”，但同时祂也是“
亚巴郎及外邦女子的后裔，因此也必定是‘
外邦人的光’”。

耶稣奉献于天父，也是木匠的儿子
耶稣进入世界的情境和“所有人的儿子”都一
样。祂是“天主子，奉献于天父，负有启示祂
的面容的使命”。耶稣在纳匝肋也被称为“若
瑟的儿子”或“木匠的儿子”。这些称呼在强
调祂的双重性质：“真天主和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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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白冷城诞生——
令人欣慰还是令人不安？

教宗方济各在公开接见的要理讲
授中，开始禧年的新系列“耶稣
基督，我们的希望”。教宗在当
天省思了玛窦福音中的族谱，指
出其中几位“外族”女性在救恩
历史上的重要性。

看到光明，走向天主



（哥打巴達旺讯）哥打巴达旺圣安纳
堂于11月22日，周六上午举办了一场
意义深远的牧灵事工回顾日与感恩弥
撒，各个团体成员齐聚一堂，反思信
仰之旅，并为全年无私奉献表达深切
感恩。这场活动旨在更新堂区各牧灵
事工团体的属灵力量，同时感恩他们
一年来的辛勤服务。

活动以一系列灵修反思开始，由圣
安纳堂新任本堂神父、方济会士纳尔
逊·埃瓦里努斯·西帕兰神父（Fr. 
Nelson Evarinus Sipalan, OFM）
主持。在他的讲道中，他勉励各牧灵
事工成员反思他们作为信仰管家的角
色，并提醒大家要以谦逊、喜乐和毅
力来回应他们的召叫，服务于教会。

纳尔逊神父说道：「这次事工回顾不
仅是一个暂停与反思的时刻，更是一
个重燃我们对牧灵服务承诺的机会。
」他的分享深深触动了与会者，许多
人表示感恩有机会重拾信仰，并与其

他牧灵团体成员建立联系。
在反思交流中，各团体成员增进了彼

此间的互助和团结的精神，例如歌咏
团、妇女会、青少年事工、信仰培育
小组和圣堂服务员等。

在 事 工 回 顾 之 后 ， 举 行 了 感 恩 弥
撒，向所有牧灵团体的贡献致敬。弥
撒中，各团体成员参与了圣经朗读、
祈祷和唱圣歌，整个礼仪庄严而充满
活力。，方济会士唐唐·罗梅罗·拉

米雷斯神父（Fr. Don Don Romero 
Ramerez, OFM）在讲道中强调了事
工中团结的重要性，并将其比喻为基
督的奥体，每个成员都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大家在一体的教会中合而
为一。

他分享道：「这台弥撒提醒我们，你
们的工作虽常隐而不见，却深受天主
和堂区团体的重视。感谢你们成为基
督的手足，并牢记你们的身份。在服
务大众时，要常怀谦逊之心。」

牧灵事工回顾与感恩弥撒为堂区注入
了属灵能量，激励各牧灵事工成员以
焕然一新的热忱与使命继续服务。这
次活动也彰显了圣亚纳堂团体的团结
与奉献精神，为即将到来的礼仪年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圣亚纳堂区团体报导）（译文）
转载今日公教（Today’s Catholic）
网站

（ 吉 隆 坡 讯 ） 随 着 全 球
离 婚 率 节 节 上 升 ， 包
括 在 2 0 2 2 年 马 来 西 亚
有 超 过 6 0 , 0 0 0 起 离 婚
案 更 是 令 人 不 安 。 教 宗
方 济 各 的 劝 谕 《 爱 的 喜
乐 》 中 强 调 婚 前 准 备 的
重 要 性 。 为 了 巩 固 婚 姻
关 系 的 迫 切 需 求 ， 吉 隆
坡 总 教 区 于 1 9 8 3 年 开 始
启 动 其 天 主 教 婚 前 准 备
课 程 ， 最 初 称 为 “ 订 婚
之 夜 ” ， 后 来 更 名 为 “
天 主 教 婚 前 准 备 课 程 ”
（CMPC）。

于 1 1 月 3 0 日 在 基 督 之
光 堂 举 行 感 恩 圣 祭 和 派 遣 礼 给 7 0 多
位代表天主教婚前准备课程的夫妇。
他们主要是负责为即将踏入婚姻圣事
的男女做婚前准备课程。主祭是吉隆
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共祭有指导
神师Fr Peter Anthoney和桂安裕神
父。

天主教婚前准备课程（CMPC）是
以四种语言进行的，有提供英语、华
话、淡米尔语和马来语以满足总教区
内不同语言群体的需求。这种多样性
的文化在进堂咏时，更是彰显出来，
每个语言组以各自的语言的横幅游行

和自豪地展示给会从。
在奉献期间，教友献上了一篮混合

水果，象征着不同语言社区提供的各
种礼物。此外，还有夫妇包、使命宣
言和所有出席夫妇的名单，代表了这
些夫妇对他们将引导婚前男女走向婚
姻圣事的深切承诺。

弥撒结束后，有晚餐和热闹的乐队
表演，让每个人都放松并在欢乐、喜
庆的气氛中迎接这个使命。 

吉隆坡总教区天主教婚前准备课程

新加坡（亚洲新闻） - 新加坡荣休总主
教谢益裕（Nicholas Chia）于12月17
日去世，享年86岁。他被称为“人民
的神父”，他选择“Omniaomnibus”
，即“一切皆为所有人”作为其主教
的座右铭。
他是首位担任新加坡总主教的新加坡
人（2001-2013年），该职位现由吴
成才（William Seng Chye Goh）枢机
担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去
年九月访问了这个城邦。
新加坡总教区在声明中写道：“作为
羊 群 的 牧 人 ， 他 强 调 了 天 主 教 徒 （
包括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灵性的重要
性，以回应社会中世俗主义和唯物主
义对道德价值构成的挑战。
12月18日（周三），吴枢机在社群媒
体上宣布，谢总主教在圣德兰之家（
教宗方济各在新加坡之行期间访问该
院）“平静地去世”。
主教的追悼会将于明天在善牧主教座
堂举行，随后在万代火葬场火化。
谢益裕主教于1938年4月8日在新加坡
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出生。他曾在

圣婴英语学校学习，并在圣母玛利亚
圣诞教堂的唱诗班中唱歌。
1964年晋铎，2001年至2013年期间
担任堂区神父、教师，最后成
为总主教，直至75岁退
休，达到退休年龄。
总教区在其网站上
发布的消息中写
道 ： “ 为 了 帮
助平信徒在灵
性上成长，他
于 2 0 0 4 年 在
后 港 开 设 了
天 主 教 灵 修
中心。他还孜
孜不倦地致力
于 推 广 神 父 圣
召。”“他还在
2011年设立了专业
标准办公室（PSO）
， 以 指 导 神 职 人 员 和 教
会工作人员的专业精神，包括
志愿者，特别是那些与儿童打交道的
人。”

主教去世后，许多人对他的事工表示
感谢，首先是总理黄循财（Lawrence 
Wong），他将总主教描述为“天主

教团体的忠诚牧者和坚定支
柱 ， 他 坚 定 不 移 的 信

仰、谦逊和同情心
丰富了许多人的

生活”。
李显龙（Lee 
H s i e n 
Loong）部
长 回 忆 了
共 同 交 谈
和 工 作 的
时刻。“我

们 不 只 一 次
不 得 不 处 理

涉 及 种 族 和 宗
教和谐的微妙问

题，”李在网路上
的一篇贴文中写道。“

在这些场合，我总是发现他思
路清晰、沉稳，充分了解问题和利害
关系，在与政府合作解决问题时发挥

了坚定的领导作用。”
李赞扬了总主教在促进宗教间对话方
面所做的努力。“新加坡失去了其中
一位杰出的天主教儿子。我们将深深
怀念他，”部长写道。他并不孤单。
巴阿尔维清真寺（Ba'alwie Mosque）
负责人赛义德·哈桑·本·赛义德·
穆罕默德·阿塔斯（Syed Hassan Bin 
Syed Mohamed Al-Attas）是在总教
区网站上分享谢总主教事工记忆的人
之一，强调他致力于宗教间对话。
伊玛目写道：“宗教和社区领袖不断
致力于加强所有群体之间的理解，从
而使我们在新加坡各个社区之间实现
了和谐。”“荣休主教谢一直是这种
跨信仰对话的热心支持者，我们深深
感 谢 我 们 多 年 来 建 立 的 密 切 融 洽 关
系。”
新 加 坡 道 教 总 会 会 长 陈 添 来 （ T a n 
Thiam Lye）表示：“他的仁慈、智
慧和协作精神将继续指导和激励那些
努力建立更和谐社会的人们。我们相
信，为他人服务的生活会留下持久的
遗产”。

圣堂服务员团队始终尽职尽责，确保弥撒顺利进行。（图：圣亚纳堂媒体）

天主教婚前准备课程派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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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总教区不同堂区的ME夫妇参加弥撒

“人民的神父”：新加坡首位本土出生的总主教谢益裕去世

第 1 5 届 美 里 圣 诞 游 行 
吸 引 4 万 人 共 襄 盛 举

（美里讯）2024年第15届美里圣诞游
行于12月7日傍晚在美里扇形公园隆
重举行，吸引约4万名来自各基督派
系信徒的热情参与，共同感受浓厚的
圣诞氛围。

今年圣诞游行是由美里圣公会主
办，主题为“耶稣基督——万民之生
命与光”，取自《若望福音》1：4
，“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
光。”，强调了美里市多种族社区之
间的和谐。活动以歌颂赞美拉开序
幕。

当晚的活动包括由各基督派系精彩表
演的音乐会。

砂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道格拉斯代表
砂总理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出席活
动，并主持挥旗仪式，为游行正式拉开
帷幕。

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美里市长俞小
珊、砂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砂总
理署副部长（劳工、移民及项目监督）
拿督格拉瓦加拉，砂旅游部副部长拿督
陈超耀，以及卫生部副部长兼实务地区
国会议员拿督鲁卡尼斯曼等。

尽管每年圣诞游行时总会遇到降雨，
但活动依然如期进行，参与人数也逐年

增长。今年活动期间虽然细雨绵绵，但
参与者早已做好防雨准备，各教会精心
打造的圣诞花车轮番登场，为活动增添
色彩与欢乐。

游行路线涵盖美里多条主要街道，起
点和终点均设在扇形公园。同时，活动
还设有丰富多彩的舞台表演，包括赞美
与敬拜、圣诞音乐会及歌舞表演。本地
才女梅丽莎弗朗西斯特别登台献唱，为
整场活动注入浓厚的节日气息。

此外，今年的圣诞游行不仅传递了浓
厚的圣诞精神，还通过教会组织募捐活
动，将筹得的善款捐赠给指定慈善机
构，以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新闻来源：联合日报网站

第 15 届美里市圣诞节游行的其中一辆花车

在哥打巴达旺圣亚纳教堂举行的牧灵事工回顾与感恩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