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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双目仰望着上主，直
到祂怜悯我们为止。咏123:2

（梵蒂冈新闻网）“人工智能
是而且必须是人类手中的
工具”，以及“我们能肯

定要继续称没有智慧的事物为‘智能’
吗？”教宗方济各再次谈到关于人工智能
的主题，这一次是于6月22日接见支持教
宗《百年通谕》基金会国际会议与会者时
提到的。这次会议的主题为“生成式人工
智能与技术主导的模式：如何促进人类福
祉、照料大自然及和平的世界”。

教宗对人工智能主题的关注
教宗方济各在多次机会中谈到人工智能的
主题，例如近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的讲
话、今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以及《愿祢受
赞颂》通谕和《请赞颂天主》劝谕。教宗

解释：“人工智能对经济和社会具有破坏
性影响，并且也能对生活质量、人际及各
国之间的关系、国际稳定及共同家园产生
负面影响。”
接著，教宗赞赏基金会以“人工智能”作
为这次会议的主题。他说，“不同国家和
学科的专家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尤其以一
种人类中心论的目光，分析与人工智能的
发展及应用相关的机遇和危险，清楚意识
到强化技术主导模式的危险”。

对强化技术主导模式的担忧
教宗尤其以赞赏的目光看待以多学科方法
研究人工智能的选择，这对把握人工智能
的各个面向至关重要。因此，教宗重申“
需要一种算法的道德发展，以此来引导新

技术的行程”，而且人工智能与其它“关
键工具”一样，出自人手，因此“是且必
须是”人手中的“一个工具”。
教宗强调，人工智能有积极和消极的转变
力量。“在第二种意义上，人工智能会强
化技术主导模式和丢弃文化，加深先进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把对人
类生活基本重要的决策权交给机器”。

我们要询问自己：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说到这里，教宗引述著名宇宙学家、物
理学家及数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采访时作出的警告，“人工智能发展的完
成可能意味著人类的毁灭”。教宗于是问
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你们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人工智能用来
做什么？它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改善
人的福祉和整体发展，还是为了增添少数
技术巨头已经很强大的权力，而不顾人类
面临的危险？这才是基本的问题。”

需要继续对人工智能进行反思
为了使人工智能造福人类，需要对它的发
展制定准则，在这层意义上，教宗提供几
个反思的要点。这些要点包括责任感、“
有效的规则”、教育和传播领域的角色，
以“增加对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的知识
和意识”，以及如何将这种意识传授给年
轻人。

（诗巫讯）天主教槟城教区主教拿督
斯里施恩天枢机趁到诗巫召开

马、新、汶天主教主教区域社会传播委员
会议之际，也特别为媒体人献上鼓励和祝
福。
他透过《星洲日报》录制的视频，代表马
来西亚天主教向各源流媒体表达了关心，
同理，并给媒体人打气！
“无论您是使用哪种语文的媒体人，马来
文、英文、华文、淡米尔文，或是原住民
语言，请记住，所有语言都是同等的。所
有语言都是用于沟通。”
他说，教会理解媒体人面对着巨大的挑

战。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抽战时，媒体人可
能会怀疑自己是多余的，同时媒体也要应
对假消息及林林总总的问题让媒体处高压
且多挑战的竞争世界里。
“但是媒体朋友，我允诺无论你们信仰什
么宗教，当你们在追求良好沟通时，天主
教将与你们同在。”
他解释，良好沟通意味着带出人们生命的
美好，乃至最好的一面，以及诚实报导新
闻。不仅报导人们生命中的喜悦，也报导
关于慈悲和同情，最重要的是，在报导的
同时，给马来西亚人带来希望。
“请不要惧怕，我相信圣神与你们每

一个人同在，请继续坚持作为媒体人的
使命。马来西亚主教，祝福你们每一
位。”
马、新、汶天主教主教区域社会传播委
员会议于6月10日至14日在诗巫圣心主教
座堂旁的愿祢受赞颂中心召开。共有36
人与会，包括7位神父，及1位修女，以
及来自马来西亚9个教区，汶莱宗座牧区
和圣保禄修女会（她们代表马来西亚的
SIGNIS）的代表出席。会议是由施恩天
枢机主持。今年，新加坡总教区因有事
缺席了。
詹雪梅供稿

教 宗 方 济 各 ：
发展人工智能应造福全人类，
限 制 少 数 人 的 权 力

（诗巫讯）天主教槟城教区主教
施恩天枢机称，教会已明确

地指出了信仰必须本土化、在地化。
在这大方向之下，教友不要因信教而
抛弃自身文化，而是要将信仰和文化
相融合。至于华人教友是否可执香敬
拜祖先已非争议课题，各区主教有权
视各地情况做出决定。
他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称，教会
在超过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学习面对
来自于信仰和文化间的冲突。
他强调，所谓的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使
用筷子和汉字，这些表象，更多的是
内在文化，深植在灵魂和语文里的文
化，以及来自于精神层面的文化价
值。这些都是从祖辈那里学习而来，
以及传承下来的。

★在天堂的亲人和圣人无异
“在圣神带领下，我们发现，其实中
华文化或天主教信仰有着共同的价
值。其中一项即是非常敬重亡者和祖
先，教会的《信经》也教导我们诸圣
相通。如果我们相信已亡亲人有一天
也会到天堂里，那亡者和教会敬礼在
天上的圣人有什么差别？”
施恩天枢机重申，这两者的信念是相
同的，不同的只是外在形式，好比一
方使用白蜡烛，一方使用红蜡烛。一
旦抛开这些外在形式，本质意义是一
样的。
他说，文化非常重要，尤在文化丰富
的亚洲，无论是华人、印度人、越南
人都不要因为信教而丢弃自己的文
化。反而要将自身的文化融合到天主
教信仰之中。
“无论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好了这个准
备。我们必须知道分而治之的殖民统
治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我们都有各自
国家身份认同，我们不可能再把我们
的文化搁置一旁。而且教会的立场已
非法明确，梵蒂岗在1965已指出了一
个明确的信仰本土化方向。意思是我
们要深入文化当中，除了语言，更要
融入语言背后的思想哲学，以及这个
语言带给人们的价值所在。”
针对华人教友是否可的执香敬拜祖先
的困惑，他说，依据教会的“信仰本
地化”指南，这个争议已不存在。
他说，为数不少的华裔教友分布在中
国大陆、港、澳、台、马来西亚，以
及其他国家。各地情况各不相同，一
个地区的礼仪未必一概适用于所有教
区。因此教会授权各教区的主教可自
行决定，是否接受教友执香敬拜祖
先。但是每年一定有一台华人祭祖弥
撒，一般上都在农历新年进行，而这
祭祖弥撒是受主教祝福的。
詹雪梅供稿

施恩天枢机：
信仰本土化

施恩天枢机（左）到访诗巫，
与诗巫教区许德光主教合影于
愿祢受赞颂食坊

主教区域社会传播年度会议

施恩天枢机（坐：左四）与代表们合影于诗巫圣心主教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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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四旬期，还没有进入圣周
前，马、新、汶各教区会有一场弥

撒，那是祝圣圣油弥撒 (Chrism Mass)。
这台弥撒除了有祝圣圣油，司铎们还会在

弥撒中更新誓愿，当中的意义是司铎们同
各教区主教共融的表现。因此，所有的司
铎都会参与这台弥撒，並在这台弥撒中恭
领圣体圣血，表示教区神职人员和谐一致。
今年毫不例外，我这名平信徒跟往年一

样参与了这台弥撒。在弥撒还没有开始之
前，我看到有一位年老的神父，他行走时
很慢，有一位修士随侍在侧扶着他缓慢行
走。这位神父有指示给身旁的修士，拜托
他扶自己到安排给神父们坐的位置上，可
是，神父们的位子是必须要先跨过祭台，
落在阶梯级后面的。由于这位神父行动不
是很方便，登上台阶稍有难度，于是，最
后他被安排坐在另一处。
我看着这位神父的神情，感觉到他心里似

乎显得有些忧伤。我都还没从我的思绪中
回过神来，领经员已经开始讲解弥撒的要
义了，接着歌咏团歌咏，主教及神父们一
一列队进堂，直到主教及神父们各就各位
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然后，弥撒正式开始。
弥撒结束后，在回家的路途上，我回想

主教与神父们从进堂到走上祭台，鞠躬、
轻吻祭台后一直到坐在自己被安排坐的座
位上的过程。当主教和神父们面向教友们
时，我发现多位神父年纪已经不年经了，
尤其是华裔神父，人数更是寥寥无几。我
心中难免有些感叹；在我们教区，华裔圣
召不多，以目前华裔家庭一男一女的生育
率来看，若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神父，
这样的机率可说不高。
有一次弥撒，本堂神父在证道中分享，

当孩子说要去参加圣召营时，家长对儿子
说 : ”我只有你一个儿子，如果你去当神
父，那么家里没有人传宗接代。“ 神父接
着说，”华文教友很常为别人家的孩子祈

祷，希望别人家的孩子能回应圣召，去
做神父。但他们是否有为自己孩子的圣召
祈祷呢？“神父再说，”华裔家庭通常
鼓励孩子们要做专业的事业，如当医生、
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心里早已为自
己的孩子安排好一切。但是，父母们是否
有和孩子交谈？有没有聆听孩子们的心声
呢？“
虽然各堂区皆有华裔神父，但要培育一

位华裔神父，需要七年的时间，之后他们
会被安排去教堂服务半年，被推荐成为执
士。成为执士后，协助主教在各弥撒中及
堂区活动帮忙一段时日之后，才能正式成
为神父。
我们想一想，要培育一位新的华裔神父，

那也许是八年后或十年后的事，对于目前
年老的华裔神父而言，八年或十年后，他
们更加垂垂老矣。
在玛窦福音19 : 20-22里的富少年的故

事，青少年对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
了，还缺少什么？耶稣对他说 : 你若愿是成
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
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少年

人一听这话，就忧闷的走了，因为他拥有
许多财产。“ 
耶稣的这几句话，对一位少年来说十分为

难，令他很难做出决定。这位少年不舍得
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代表他双眼被世俗
价值所蒙蔽。反过来说，如果这位少年深
爱耶稣，聆听耶稣的教导，那么当耶稣叫
这位少年变卖所有的一切时，他内心理应
会感到喜乐平安才对。
我在教会侍奉多年，也看过有不少的华裔

青年回应圣召，进入修院修读神学，但几
年后，开始听到某某华裔青年申请长假，
之后就去工作及结婚了。也有一位华裔朋
友参加圣召营，神父也推荐了他，与他有
过深刻的交谈，可是，他最后依旧放不下
世俗的一切，而迟迟不敢回应。还有一位
朋友，他读完七年神学后在堂区服务，据
说是一位好声望有为华裔青年，可是，最
后关头这位青年依然没有回应圣召。
教宗在今年第六十一届世界圣召祈祷日文

告的主题为“蒙召去播撒望德的种子，並
建立和平”。他在文告中说了三个重点 : 

一、邀请青年慷慨奉献
二、同道偕行是世界圣召祈祷日的面向
三、望德的朝神者及和平的建设者

教宗特别邀请青年人为天主腾出空间， 
好能在天主的召叫中获得幸福。
回应圣召，除了要具备分辨的神恩，自

身也必须要有祈祷生活、家人的鼓励和陪
伴，这些支持都是爱的力量，如此这般，
走在司铎道的路上想必会是是喜乐和平安
的。诚邀大家为华文圣召祈祷，我也会继
续为神职人员和修会生活的圣召而虔敬祈
祷。

作者：小鱼
芥子心供稿

圣 召 最 后 一 关

四部福音中，只有今日读经的3节提到
耶稣是木匠，并称他为“玛利亚的儿

子”；玛13:55则称他为“木匠的儿子”
。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本乡人不说是“若瑟的
儿子”而说“玛利亚的儿子”，等于侮辱
耶稣是野种。但有关耶稣是私生子的文
字，只出现在公元二世纪中叶，那是犹太
人针对教会传述耶稣生于童贞女（玛1:20
；路1:35）的一种反击和诬蔑。这之前没
有传统显示人们质疑耶稣的出身。
称一个人为他母亲的儿子，在旧约和耶稣
时代都是不寻常的。罕有的例子是责鲁
雅，即约阿布、阿彼瑟和阿撒耳的母亲：
从撒上、撒下，到列上、编上，前后二十
四次都称“责鲁雅的儿子”（如撒上26:6
；撒下2:13,18）。路7:12，宗23:16，迦
4:21-31 也称某人是母亲的儿子。故此
读者无需以为，“玛利亚的儿子”有什么
弦外之音。
3节提到耶稣的兄弟雅各伯、若瑟、犹达
和西满。教父圣热罗尼莫说他们是耶稣的
堂兄弟，不是亲兄弟。
可是希腊文指堂兄弟或表兄弟时，用
的是“anepsios”（如哥 4:10），而
非“adelphos”（如迦 1:19；格前 9:5；
若 7:3，5；宗 1:14）。
初世纪犹太史家约瑟夫也称初期教会
领袖雅各伯为耶稣的兄弟= adelphos。
初期教父欧瑟伯（Eusebius）提到教父
赫杰息颇（Hegesippus）论及主的兄弟
（adelphos）雅各伯，也论及主的一个“
叔父”和一个“堂兄弟”（anepsios）；
关系清楚，毫不含糊。赫杰息颇甚至明
言，犹达是救主的“血肉兄弟”。

即使是重视童女守贞的二世纪教父戴尔都
良（Tertullian）也坚称福音提到的人的
确是耶稣的同胞兄弟。依据上述资料和
其它考证，梅尊神父（John Meier）在 A 
Marginal Jew 第一册324-332页说，谷 6:3 
提及的“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
和“姐妹”很可能是耶稣的同胞手足。
公元四世纪之后，随着“玛利亚卒世童
贞”的道理广传，“耶稣亲兄弟”之说渐
被“耶稣堂兄弟”之说抵消。
公元四世纪 伊皮凡尼乌斯（Epiphanius）
说耶稣的兄弟是若瑟前妻生的孩子，但这
说法抵触耶稣的首生地位，不合教会传
统。
今日读经要讲的正是很普遍的“本地姜不
辣”现象：“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
本族和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4 
节）。
耶稣的乡人以为自己看着他长大，对他了

如指掌。谁知他超群出众，充满智慧又大
显奇能，叫人摸不清底细（2 节）。乡人
一心用旧有的眼光去看耶稣，只盼他安分
守己当个木匠，不许他好高骛远。
耶稣回到家乡，自己人对他起了反感（3 
节）。最该支持耶稣的人反而不信任他，
这倒出乎耶稣的意料之外（6 节）。
通常马尔谷福音提及感到诧异的人是群
众，现在却轮到耶稣自己──他甚至“不
能行什么奇能”（5 节）。
对于别人的成就，尤其是我身旁的人，我
能不能发出由衷的赞赏？或常吝于肯定，
甚或暗中妒忌？
～苏发联修士-《主日福音探意》～

乙年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则2：2-5
格後12：7-10

谷6：1-6

教宗公开接见：
贩毒者是罪犯，
让我们为他们的

悔改祈祷
（梵蒂冈新闻网）“面对全

球数百万人毒品成瘾的
悲剧，面对生产和非法贩运毒品
的丑闻，我们不能无动于衷。”6
月26日国际禁毒日（禁止药物滥
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之际，教
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周三
公开接见中，专门就这一社会祸
害发表要理讲授。联合国于1987
年设立的这一国际日的主题是“
证据明确：投资于预防”。
每个人都享有天主子女的尊严
圣若望保禄二世说过，滥用毒品
会危害其所在的每一个团体，教
宗方济各提醒我们，必须始终关
注每一个参与吸毒的人。他引用
了2016年11月24日在宗座科学院
主办的会议上的讲话，每个毒品
成瘾者“都有不同的个人经历，
必须倾听、理解、爱护他们，
并尽可能地治愈和净化他们。作
为天主子女，他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享有尊严。人人都享有尊
严。”
停止制毒和贩毒
教宗随后引用本笃十六世的严厉
措辞，敦促毒贩反思“他们对众
多年轻人和成年人的伤害”，并
提醒他们天主会追究他们的责
任。教宗方济各称他们为“杀人
犯”，并进一步讨论了需要做些
什么来阻止毒品的使用：
“通过毒品消费合法化来减少毒
品依赖，这是一种幻想，正如在
一些国家所提议或已经实施的那
样。合法化只会导致更多消费。
了解了许多毒品成瘾者及其家庭
的悲惨故事后，我坚信道德上有
义务终止这些危险物质的生产和
交易。有多少死亡贩子被权力和
金钱的逻辑所驱使，不惜一切代
价！毒贩就是贩卖死亡！”
预防是打击毒品的首要途径
教宗方济各指出，预防是对抗毒
品滥用的“首要途径”。他结合
个人经验补充道：“在我访问不
同教区和国家的过程中，我参观
了几个以福音精神为指导的戒毒
团体。这些团体是神父、修士和
平信徒实践《慈善撒玛黎雅人》
比喻的强有力和充满希望的见
证。同样，令我感到鼓舞的是，
各主教团努力推动有关吸毒者治
疗和预防的公正立法和政策，以
制止这一祸害。”
祈祷和打击毒品的努力
教 宗 还 举 例 说 ， 拉 丁 美 洲 毒
品 成 瘾 陪 伴 与 预 防 牧 灵 网 络
（PLAPA）分享了在禁毒斗争中
的经验和困难，南部非洲主教们
也于2023年11月召开了一次关
于“让年轻人成为和平与希望的
推动者”的会议。教宗强调，面
对“毒品成瘾的悲惨情况”和“
生产和非法贩运的丑闻”，我们
不能无动于衷。
教宗引用他在2023年8月26日致
第60届国际法医毒物学家协会
（TIAFT）年会的信函说道：“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效法祂的亲
近风格，我们也蒙召行动起来，
在脆弱和痛苦的境况面前停下脚
步，倾听孤独和痛苦的呼声，弯
下腰来扶起那些陷入毒品奴役的
人，使他们重获新生。”
教宗最后呼吁大家为“那些向年
轻人提供毒品的罪犯”祈祷。
教宗说：“他们是罪犯，是杀
人犯。让我们为他们的悔改祈
祷。”

本地姜不辣

专栏文章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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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打 灵 讯 ） 端 午 节 活 动 是 由 圣 依
纳 爵 天 主 堂 中 英 文 基 信 团 联 办 ， 华
文 组 公 青 协 办 的 中 华 文 化 庆 典 。 主
题 是 “ 主 内 庆 端 午 ， 与 ‘ 粽 ’ 齐 共
舞 ” 。 旨 在 加 强 教 友 的 归 属 感 、 亲
密感，促进家庭成员的融洽。

活动当天，教堂热闹非凡，充满欢
乐的气氛。活动从上午9点开始，到
下午1点结束。当天天气晴朗，气温

适 宜 ， 为 活 动 的 顺 利 推 展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条 件 。 本 堂 三 位 主 徒 会 神 父 ：
主 任 黄 大 华 神 父 及 两 位 副 主 任 邓 英
伟 及 卢 桂 峰 神 父 也 主 持 了 此 活 动 的
开幕典礼。

本次活动得到了广大教友的积极响
应，共有500多人参与。裹粽比赛气
氛 热 烈 ， 选 手 们 拿 出 看 家 本 领 ， 比
拼 手 艺 ； 教 授 裹 粽 技 巧 的 现 场 ， 教

友 们 认 真 学 习 ； 儿 童 手 工 制 作 坊 人
头 攒 动 ， 孩 子 们 创 意 十 足 ， 制 作 出
一 个 个 精 美 的 粽 子 ； 游 戏 摊 位 前 排
起 了 长 队 ， 大 家 心 情 高 亢 ； 售 卖 摊
位 的 各 种 粽 子 、 食 品 和 饮 料 也 吸 引
了 教 友 们 的 选 购 。 此 外 ， 英 文 组 家
庭 事 功 表 演 歌 唱 时 ， 掌 声 不 断 ， 欢
声笑语四起...

活动当中，廖总主教也出席，全场

走 透 透 ， 并 与 教 友 们 相 互 合 照 与 交
流。

总 的 来 说 ， 此 次 端 午 节 活 动 达 到
了 预 期 的 目 的 。 而 ，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 ， 让 教 友 们 更 了 解 和 体 验 端 午 节
的 习 俗 和 文 化 内 涵 。 大 家 在 主 内 共
同 度 过 了 一 个 欢 乐 而 有 意 义 的 端 午
节。

文/Anna

（槟城讯）2024年6月15日至17日，槟
岛迎来了由槟岛总铎区华文促进会主办
的【CAMINO DE MUTIARA】徒步朝
圣之旅。这次活动以“希望的朝圣者”
为主题，灵感源自西班牙著名的朝圣之
路，响应教宗方济各为2025年禧年所提
议的“希望”主题。
此次朝圣之旅吸引了来自槟城、吉隆
坡、柔佛和新加坡的43位教友报名参
加，加上筹委会的19位成员，共62位朝
圣者。徒步路程约40公里，覆盖了槟岛
的九间教堂，最终抵达大修院作为终点
站。每位徒步者的朝圣卡在每个教堂盖
印，记录了他们的朝圣旅程。
第一日：挑战自我
6月15日清晨7点，活动在新港的上主慈
悲堂开幕，由Michael Raymond神父主
持祷告和祝福。徒步者们随后踏上14公
里的路程，包括10公里的山路，前往浮
罗山背的耶稣圣名堂。途经美丽的山路
和榴莲园，虽然道路崎岖，但自然景观
如诗如画，山上凉爽的气候和清新的空
气让徒步者们倍感舒适。
上午11点半，徒步者们抵达耶稣圣名
堂，享受了清凉的豆蔻水和新鲜的榴
莲。午餐后，主办单位分享了耶稣圣名

堂的历史。下午，徒步者们乘巴士前往
亚依淡的耶稣复活堂，参加黄昏弥撒，
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日：探索城市
6月16日清晨6点，徒步者们在耶稣复活
堂集合，开始城市徒步之旅。第一站是
圣神主教座堂，Fabian Dicom神父为徒
步者们进行了特别祝福。他说：“基督
徒的生活本身就是朝向天主的旅程，而
你们选择这次徒步朝圣，就是表达渴望
接近天主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徒步者们参观了若望·布里托
教堂和市中心的痛苦之母堂。在穿越槟
城市中心的旅程中，感受了城市的繁华
与历史。上午11点半，他们来到建于
1786年的圣母升天教堂，并参观了教堂
旁的Reutens画廊和天主教博物馆中的
珍贵展品。下午，他们前往圣方济各·
沙勿略教堂，参加黄昏弥撒，结束了第
二天的行程。
第三日：心灵净化
6月17日清晨7点，徒步者们从圣母升天

教堂出发，前往浮罗池滑的圣母无原罪
教堂。途中，徒步者们走入葛尼百丽宫
广场，参观被保留下来的槟城大修院旧
址的小教堂，它内部仍保留着梵二前的
祭台，耶稣会的标志清晰可见。徒步者
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厚重的历史，对耶稣
会的宗教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上午8:30，徒步者们抵达圣母无原罪教
堂，受到了热情接待，并了解了教堂的
珍贵历史。随后继续前往槟城大修院，
踏入大修院的一刻，大家立即被这里浓
厚的历史气息和宗教文化的交融所吸
引。院长Simon Labrooy神父详细讲述
了修院的历史和使命。施恩天枢机亲临
大修院迎接徒步者，表示祝贺和祝福。
在大修院里的耶稣圣心小教堂，徒步者
们分享了朝圣旅程中的感受和心得，感
受到信仰的力量与美好。
总结
槟岛徒步朝圣之路的闭幕弥撒为三天的
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徒步者们在
这次充满意义的朝圣之旅中，不仅领略
了槟城的美丽风景，还深刻体验到兄弟
姐妹之间的真挚友爱，带着对未来的期
待，踏上新的旅程。
麦可佐思……报道

CAMINO DE MUTIARA：槟岛徒步朝圣之旅

槟岛总铎区华文促进会主办的活
动，以“希望的朝圣者”为主题

（ 槟 城 讯 ） 普 世 基 督 徒 默 祷 团 体 
(The World Community for Christian 
Meditation，WCCM）於2024年6月14日
至6月16日在Stella Maris舉行首次華語避
靜，主題為“找到天主，找到自己”。
主要來自檳城教區的30名參與者參加了
由在俗本笃会士奧斯定-肖筱（Augustine 
Xiao Obl.S.B.）主持的避靜，該次避靜幫
助參與者更好地了解基督徒默祷作為日常
祈禱中塑造信仰的重要部分。肖筱強調，
相信耶穌的聖神住在我們裡面，借著放
手的謙卑、安靜和恆常/穩定（Stability）
就能找到真正的自我。肖筱擁有倫敦聖瑪
麗大學神學碩士和芝加哥羅耀拉大學靈修
學碩士學位，並從宗座拉特朗大學獲得福
傳課程證書，他常年在華語區舉行默禱講
座、帶領月省及避靜。

一些以前沒有默祷過的參與者承認，基
督徒默祷是內心祈禱的方式。來自怡保
聖米高教堂的Grace Phuan分享，“听了
肖老师的教導，我有更深的認知。未接觸
默祷时的敗壞性情，與如今默禱後的自
己，真是判若两人。我變得更有耐心、善

心、持之以恆和穩定来处理事务。以往的
焦慮、沮丧和伤感都一一消失了。我對
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更深一層的认识，在主
內肯定自己，默禱的確是最好最容易最简
单的方式幫助我回到内心深处，与主相遇
谈心，认清自己的真我，順服、謙卑、寧
静、警覺。這次避靜的教導及分享使我的
人生有更大轉变。”

來自槟城痛苦之母堂的Mary Heng
說，“感谢赞美主让我有机会参加肖筱老
师带领的静默避静。我们的主题是‘找
到天主，找到自己’。天主问我是谁？我
有被爱吗？我们要爱自己，爱近人，爱天
主。我们应该怎样祈祷？每天早上和晚上
花二十分钟来静默祈祷，静静地坐着，闭
上眼睛，心中默念 ‘Maranatha （阿拉
美語，聖經的原文辭彙）’ 意思是‘来
吧，主耶稣’”。

來自大山腳聖安納聖殿的Martin and 
Emmanuela Lee夫婦說，“当我们把自
己的心专注在诵念那句祈祷文的时候，
一开始心很难集中，但是操练几次之
后，慢慢地，我的心也能够静下来，感

觉到平安，在这时，没有外在的烦恼，
心就静静地跟隨一呼一吸，  很平安。
肖筱老師说天主就住在我们内心深处，
所以我相信在这份平安来自天主。天
主无处不在，处处都在，并不只是限制
于我们个人想象中的天主。当进入我们
自己的内心，我们会找到天主。很开心
WCCM能举办这场避靜，让我对天主的
认识加深了，也让我們知道，其实我们
可以通过这样简单的操練就能够和天主
相遇。”

負責協調本次活動之一的Nicholas 
Choong來自吉隆玻聖依納爵堂區，他感
到本次巡迴活動的成功是聖神的推動，

他看到那麼多弟兄姐妹有著對天主深深
的渴望。他也學習到默禱是基督徒傳統
的祈禱，從沙漠教父母直到當代，默禱
一直存在於基督宗教靈修史中。他希望
以後再有機會邀請肖筱來馬來西亞宣講
與帶領默禱活動。

奧斯定-肖筱分別於6月16日下午在槟
城聖神主教座堂，以及6月17日在大山腳
聖安納聖殿和怡保聖米高教堂分享介紹
祈禱和默祷。這三個堂區參與者的反應
非常鼓舞人心。

School of Meditation 
WCCM Malaysia 默祷教学中文组

找到天主，找到自己
2024年6月14日至6月16日在

Stella Maris举行首次华语避静

参与者与神父们的全体照

主内庆端午，与‘粽’齐共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