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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歌颂你的圣名，多
么美好。咏92 : 2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6
月3日上午在宗座大楼的克
莱孟厅接见了出席跨宗教

会议的人士。这次会议由普世博爱运动主
办，教宗特别问候了该运动现任会长卡兰
女士（Margaret Karram），她生于以色列
海法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庭。教宗表示必为
她的故土祈祷，在那里有两个民族共同生
活，目前他们都在遭受极大的痛苦。
教宗在讲话中赞赏由卢嘉勒（Chia ra 
Lubich）开始、与分享合一灵修的非基督
宗教人士一起开拓的道路，称这是一条“
革命性的旅程”，使教会受益良多。教宗
强调，可以称普世博爱运动是在圣神激励
下的一种经验。
“你们的见证令人喜悦，令人欣慰，在这
个冲突频繁的时代尤其如此。在这些冲
突中，宗教常被当作利用的工具来助长对
立。相反，跨宗教交谈‘是世界和平的必
要条件，所以也成为基督徒与其他宗教团
体的责任’。（《福音的喜乐》劝谕，250
号）”

圣神开启道路
教宗解释，普世博爱运动的创举表现在爱

的“渴望”、基督的共融和兄弟情谊上，
这些都建基于“天主的爱”，让人看到“
彼此相爱、聆听、信赖、接纳及彼此了
解，以及完全尊重各自的身分认同”。
“是圣神开辟了对话和相遇的道路，有时
出乎人的意料。正如50多年前在阿尔及
利亚发生的那样，那里诞生了一个隶属普
世博爱运动却完全是穆斯林的团体。卢嘉
勒与佛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犹太教
徒、锡克教徒等不同宗教领袖的会面也是
如此。这种对话一直延续至今。”

团结合作
教宗阐明，藉著多年推动的对话相遇，“
增进了友谊与合作，对穷人的呼求设法共
同作出回应、照料受造界、为和平效劳”
。教宗说：“通过这条道路，一些非基督
徒兄弟姐妹分享了玛利亚工程的灵修或其
某些特征，并在他们的人民当中将其生活
出来。我们与这些人超越了对话，感觉如
同兄弟姐妹，分享在多样性和谐中一个更
加团结的世界的梦想。”
最后，教宗鼓励普世博爱运动的成员勇往
直前。

（梵蒂冈新闻网）今年第110届世界
移民与难民日将于9月29日举

行，教宗方济各的相关文告于6月3日公
布，主题是：“天主与祂的子民同行“。
教宗再次强调，基督呈现在移民的面容
上，我们应与他们“同道偕行”。

与离乡背井的人同行
提到移民和难民，教宗指出，这些人离乡
背井，将自己托付于天主，视天主为他们
旅程的“伙伴、向导和救援”。“有多少
《圣经》、《福音书》、《祈祷书》和《
玫瑰经》念珠陪伴著移民们穿越沙漠、河
流、海洋和各大洲的边界啊！”
教宗表示，这些难民在启程前将自己交付
于天主。“他们在需要帮助的境遇中向祂
求救，在沮丧的时刻向祂寻求慰藉。感谢
天主，他们在行进的途中遇到慈善的撒玛
黎雅人。他们在祈祷中将自己的希望交托
于天主”。

同道偕行与移民现象
移民现象与同道偕行，这是两个表面上互

不相关的概念。教宗则回顾了2023年10
月结束的世界主教会议第一会期讨论的内
容，强调正是“将同道偕行的幅度置于中
心，使教会重新发现自己旅行的特性”
。这个特性就是“天主子民在历史的旅途
中，朝向天国行进，可称之为‘旅途中的
人’（参阅：《教会宪章》49号）”。
教宗自然而然地提起《出谷纪》，也提到
当代以及各个时代的移民现象，这些都反
映著“天主子民朝向永恒故乡行走的鲜活
图像”。教宗指出：“他们的希望之旅提
醒我们，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在
那里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参：斐
三20）。”

饥渴的苦难、筋疲力尽和绝望的试探
圣经出谷纪的图像和移民的画面“有一些
相似之处”。如同梅瑟时代的以色列子民
那样，今天的移民也“经常逃离受压迫和
虐待、不安全和受歧视、缺乏发展前景
的境况”。就如在旷野中的希伯来人那
样，“他们在旅途中遇到许多障碍：忍饥
受渴、因劳累和疾病而筋疲力尽、受绝望

的试探”。
然而，出谷，以及各种出走的基本现
实，乃是天主走在前面并陪伴祂的子
民、各时代和各地方所有祂的儿女的行
程。教宗确信，“天主在子民中的临在
是救恩史的可靠事实”。
“天主不仅与祂的子民同行，而且也临
在于祂的子民当中，就是说，祂与历史
旅途中的男女成为一体，尤其与最弱小
者、穷人、边缘人认同，将之作为降生
奥迹的伸展。”

接纳移民就是接纳基督
教宗因此重申，“遇见移民”也就是“
遇见基督”。耶稣说过，“是祂敲我们
的门。祂是饥饿、口渴、外乡人、赤身
裸体、生病、被囚禁的人，请求得到接
纳和帮助”。《玛窦福音》第廿五章的
最后结论无疑在告诉我们：“我作客，
你们收留了我”（35节）。那么，每一
次相遇都是“得救恩的机会”，因为“
在需要我们帮助的姐妹或弟兄身上有耶
稣的临在”。

（梵蒂冈新闻网）世界各地的
神学家和专家于6月初来

到罗马，为世界主教会议第二会期
的《工作文件》展开工作。去年
12月，教会会议秘书处寄给全球
各地主教一份题名为《迈向2024
年10月》的文件，请地方教会深
入探讨2023年世界主教会议《综
合报告》的若干基本面向，头一个
问题就是引导整个同道偕行进程的
关键，即：「如何在传教使命中成
为同道偕行的教会？」从去年12
月收到文件后，每个地方教会各自
进行工作，并将其贡献汇集到教会
会议秘书处。

格雷奇枢机：同道偕行的教会，活
泼的现实
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枢机表示，
「看到整个教会团体参与这漫长的
分辨进程，我格外受到感动。除了
对第一会期《综合报告》的工作加
以省思外，收到的材料往往也提到
了真实的见证，也就是地方教会如
何理解同道偕行的精神，而且如何
付诸实践。同道偕行的教会不是有
待实现的梦想，而是早就很活泼的
现实，在地方团体内激发创意和新
的互动模式」。

男女修会和本堂神父的贡献
此外，教会会议秘书处也接获了男
修会总会长联合会（USG）和国
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UISG）
的贡献，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大学
院校、信友善会、个别团体，以及
个人的观察。省思的另一个重要泉
源是近期在罗马举办的堂区主任神
父研讨会。那次为期三天的研讨会
以同道偕行进程为主题，与会的本
堂神父呈交了报告。
本月4日周二，研究信理神学、教
会学、牧灵神学和教会法典等不同
学科的神学家和专家，就这所有的
材料展开分析。格雷奇枢机指出，
「我们不会随意放下任何一个问
题。我们要仔细阅读每一份文件，
目的是在进程结束时提出一份反映
所做工作的文件，以及从基层而来
的问题和想法」。

初步分析
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特
别秘书科斯塔（Giacomo Costa）
神父阐明，「这还不是撰写以同道
偕行精神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二
会期《工作文件》，而是要对报告
和地方团体的良好实践进行初步分
析，就各项议题和神学省思一起作
出分辨，旨在为起草真正的《工作
文件》预备道路」。

后续阶段
《工作文件》撰写进程的后续阶段
包括：确认未来文件的架构后，常
务委员会将对此进行第一次分辨；
随后是起草文件，启动大规模的核
实机制，由常务委员会通过文件，
然后呈交给教宗最终批准。文件预
计将于7月上旬公布。

世界主教会议
展开关于第二会期
《工作文件》的工作

教宗第110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
遇见移民就是遇见基督

教宗方济各：
需要推动跨宗教对话，

促进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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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耶稣会士的完整培育期耗时约
二十年。跟很多RPG游戏一样，

一名耶稣会士在培育过程中，有许多
关卡要过。我在这个月初完成了哲学阶
段，即将步入试教（Regency，类似
牧灵年，一般上必须被派到学校执教）
。

每跨入一个新阶段，我都会进入一个
过渡期。过渡期为我而言是极大的考
验，说实在，我讨厌“过渡”的感觉。
这种过渡有数不清的复杂情绪，有许许
多多的道别，还需要面对那些一直不敢
面对但不得不面对的张力。

在过渡期，我即不再是前一阶段的一
份子，也还未进入下一阶段。就像一艘
漂泊在大海中央的小船，我等待着风把
我带到下一个目的地。

这种阶段性的转换，很多时候也意味
着更换团体。我在菲律宾五年，分别在
两个不同的团体生活。如今，我的新使
命把我从菲律宾带到马来西亚古晋，所
以我得和修会里的弟兄告别，和那已经
熟悉的环境及文化说再见。

每一次的再见都带着眼泪。
上个月，马尼拉一所女子重刑监狱为

我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我过去三年在此

监狱服务）。阿姨们在弥撒结束前让我
坐到祭台前方，由她们其中一人代表大
家发表动人的感言，然后为我和两位即
将向她们告别的弟兄咏唱了两首告别歌
曲；浓浓的离别气氛包围了整座监狱。
许多阿姨已经准备好了礼物，轮流上前
为我们献上小礼物，并和我们拥抱道
别。她们制作了许多小卡片和自制的工
艺品，她们把自己仅有的都给了我们，
以纪念这份友谊。

我眼前的这五百名重刑囚犯，每一个
人的背后都有不足外人道的人生故事。
这些人曾经谋杀、贩毒、从事人口贩
卖、诈骗，有的人则是被冤枉入狱，但
她们此刻就像小孩般哭得稀里哗啦，和
我这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道别。在这
个地方，我相信人会悔改，我相信天主
临在。带着万般的不舍，我含泪离开。
前方还有新使命等待着我。

在上个月的年度避静中，我默观耶稣
召叫伯多禄的故事。在祈祷里，我想象
自己就是那充满疑惑的伯多禄。我怀
着一丝怒气，责问耶稣为何把我带到此
处，让我经验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
又一次过渡到新的地方、新的环境。耶
稣，我累了。

他什么也没说。祂退了两步，缓缓打
开衣裳，只见隐藏在衣裳内的身体，尽
是血淋淋的伤痕。耶稣看表面沉着稳
重，但他内心所背负的重担与苦，只有
他才明了。

他没有说什么，但解开衣裳，展示累
累伤痕的动作，我将之诠释为“耶稣的
邀请”。他希望我和他一样，不成为一
个自我定义的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服
从天父旨意，彻底效仿他榜样的“小基
督”。我要像他一样活出超脱，不依附
于自己熟悉的人事物，甚至不依恋自己
的生命，对他的爱至死不渝——每一次
我死于自己，我就更重活于基督。

这些“再见”是耶稣会培育的重点。
因为再见，因为眼泪，所以我能让爱流
入我的内心。带着满满的爱，我展开下
一段旅程，把我所领受的爱分施给下一
个我将遇到的团体。

如今在这个过渡期，我继续等待，因
为等待是为天主创造一个空间，好让他
在我的生命里施展大能。我怀着爱，怀
着感动，静候他的旨意。

作者：王春旋
芥子心供稿

告别

今天的经文是关于天主之国的诞
生和成长,在人类生活和关于教

会从非常卑微的开始到现在的庞大成
长。这两种成长都是缓慢而神秘的，
都是由圣神的力量引导的。读经一，
取自厄则克耳先知书17:22-24，是
默西亚的预言，先知告诉我们以色列
的主天主将如何派遣达味王的后裔到
以色列作为他的默西亚和世界的救世
主。

在福音中，耶稣将天主之国的成长
比作发芽的小麦种子和细小芥菜的种
子。这两种种子的开始都非常的小。
小麦种子逐渐而稳定地生长，给农民
带来了大丰收。同样，一粒细小的芥
菜种子的生命原理使它长成一大片灌
木 。 天 主 之 国 在 人 心 中 和 教 会 在 世
界 的 成 长 一 样 都 是 从 小 开
始 的 。 但 是 一 切 生 命 的 泉
源 ， 天 主 圣 神 ， 只 要 我 们
与 祂 的 恩 宠 合 作 ， 就 会 使
两 者 稳 定 、 持 久 和 庞 大 的
成 长 。 信 仰 的 种 子 潜 伏 在
我 们 每 个 人 的 内 心 。 当 我
们 允 许 他 用 温 柔 悉 心 照 顾
来 培 育 它 时 ， 它 会 奇 迹 般
地 长 成 巨 大 的 比 例 。 刚 开
始 的 时 候 ， 生 长 是 缓 慢 而
微 小 的 。 但 这 颗 种 子 是 通
过 圣 神 的 力 量 成 长 的 ， 圣
神 是 通 过 天 主 的 话 语 、 弥
撒 、 圣 事 和 祈 祷 赐 给 我 们
的 。 最 后 ， 天 主 在 人 心 中
的 统 治 将 个 人 和 团 体 转 变
为 天 主 的 子 民 ， 在 祂 的 国
度 中 遵 行 祂 的 旨 意 。 这 个
比 喻 的 信 息 是 非 常 简 单 和
直 接 的 。 天 主 之 国 将 完 全
的 成 长 ， 尽 管 有 一 切 的 障
碍 。 那 些 接 受 耶 稣 作 为 他
们 的 天 主 和 救 世 主 的 人 ，
藉 着 住 在 他 们 内 的 圣 神 的
能 力 ， 在 各 领 域 和 他 们 的

生活接受祂的统治。耶稣基督的教会
始于一个无名的老师和一群小得可怜
的普通人的工作中。但基督教会神圣
起源的证据之一就是它是从如此卑微
开始成长起来的。教会已经成为所有
灌木中最伟大的，世界范围的教会，
欢迎所有种族和国家的人民融入她的

怀抱，庆祝奇迹的增长!
芥菜种子的比喻对我们来说是鼓励

的话。天主以神秘的方式工作。即使
我们的努力受挫，天主仍然与我们同
在，因为祂是成长的源泉。成长往往
像芥菜种子一样从细小开始，然后开
花结果巨大。耶稣的这些话是提醒我
们，虽然我们被召叫去做一些事，但
我们没有被召叫去做所有的事。我们
撒下种子，但成长取决于天主。同样
的过程也适用于基督徒的生活。我们
每天实践祈祷和读圣经。我们想方法
为他人服务。我们承诺向教会和慈善
事业提供金钱和时间。我们经常与天
主的子民相聚在祭台前。这些都是天
主用来塑造我们生命中的爱、和平与
希望的一些种子。但这种塑造是按照

天主自己的步调进行的，而且我
们能够与祂合作。

生活信息：我们需要在天主之
国的合作中成长：天主之国是天
主在人类心中统治的成长，当人
愿意遵行并降服他的生命于天主
时，天主的国就会出现。信仰的
种子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当我们允许圣神以温柔关爱来滋
养它时，它就会奇迹般地成长为
庞大的比例。刚开始的时候，生
长是缓慢而微小的。但种子是藉
着圣神的能力生长的，圣神是藉
着天主的话、弥撒、圣事和祈祷
赐给我们的。当我们从天主的话
语中学习天主的旨意，并努力将
这些话语付诸实践时，我们就参
与了天主的国度在地上的成长，
这成长将在我们天国的生活中完
成。我们需要圣神特别的傅油来
遵行天主的话，让我们每天在天
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生命，祈求这
种特别的傅油。
铎末：蔡钊发神父，加影圣家堂
副本堂，吉隆坡总教区心理健康
事工教会助理-神师

乙年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则17：22-24
格後5：6-10
谷4：26-34

教宗公开接见：
圣神是

不可控制的风，
使人自由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6
月5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圣
神的要理讲授。教宗表示，“我
们首先要了解一个人的就是他的
名字”。在《圣经》中，人们以
Ruach称呼天主圣三的第三位，即
圣神，意即“气息、风、呼吸”
。当天省思的主题为“风随意向
那里吹”。（若三8）
教宗强调，“主的神在哪里，那
里就有自由”（格后三17）。
那是行善的自由，“子女而非奴
隶的自由”。教宗引用耶稣对尼
苛德摩说的那句话：“你不要惊
奇，因我给你说了：你们应该由
上而生。风随意向那里吹，你听
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
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
就是这样。”（若三7-8）

在风的图像中，圣神的大能和自
由
在《圣经》中，圣神是以风的图
像呈现出来的，表达祂的大能。
教宗说，“的确，风的力量势不
可挡、难以制服。风甚至能移动
海洋”。在《新约》中，耶稣又
添加了风的自由特征。教宗表
示，风“绝对无法控制，它无法
装入瓶内或盒子里”。现代理性
主义试图这样做，却是徒劳的，
结果使圣神“失去、不起作用，
或简化为纯粹且仅是人性的精神
体”
“在教会范围也存在同样的企
图，就是想把圣神封闭在法典、
制度及定义内。圣神创建和赋予
制度，但祂本身不可被‘制度
化’、被‘规则化’。风‘随意
向哪里吹’，如此圣神也‘随
意’分施祂的恩典。”

择善的自由
教宗继续说，与圣神有关的自由
元素在圣保禄的教导中常被提
及，这种自由不是人们普遍认为
的那种。它不是“想做什么就
做什么”、不表明有行善或作恶
的自由，“而是有行善的自由，
以及自由地去行善”，这是“子
女的自由，并非奴隶的自由”。
保禄宗徒在写给迦拉达人的书信
中提到，自由不能是“本性私欲
的借口”，真正的自由与个人主
义截然相反，是在服务中体现出
来。
“我们很清楚这种自由何时会成
为‘本性私欲的借口’。保禄列
出的清单始终合乎时宜，即‘淫
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
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忿
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
【凶杀】、醉酒、宴乐，以及与
这些相类似的事’（迦五19-21
）。但任由富人剥削穷人也是如
此，是一种丑恶的自由，它允许
强者剥削弱者，允许众人肆无忌
惮地剥削环境。这是一种丑恶的
自由，而非圣神赐予的自由。”

藉著圣神成为无偿服务的人
教宗引用耶稣的这个教导：“如
果天主子使你们自由了，你们的
确是自由的。”（若八31）教宗
最后邀请在场信众说：“我们要
祈求耶稣，使我们藉著圣神成为
确实是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在爱
和喜乐中做无偿服务的人。”

天主之国的诞生和成长

王春旋
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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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讯）刘善财神父于六月二日在怡保
圣米高堂以本堂司铎身份主祭最后一台华
语主日弥撒。刘神父即将前往罗马深造，
感谢天主，槟教区已委派来自主徒会的王
安当神父任本堂区管理神父。

当天恰逢基督圣体圣血节，刘神父强调
圣体圣血的重要性，这是耶稣临死前留给
世人最好的礼物。刘神父也分享他早些时
候在日本朝圣的经验，让他更敬佩在迫害
时期的日本天主教徒，他们冒着风险出席
弥撒圣祭，只为能领受基督圣体。

弥撒结束前，领经员代表全体教友向刘
神父献上感恩及祝福词。内容中提及刘神
父的精力充沛，促使本堂成为充满能量的
活动中心；同时，他也积极协助其他堂区
的牧民事务。这5年内，刘神父除了维修
了本堂屋顶漏水问题、为停车场铺上新柏
油、改进本堂的音响系统、还提升了青年
对教会的参与感等等。

刘神父更在行动管制令期间通过电话慰
问教友们、举行Zoom线上弥撒、实行得
来速领圣体等一系列措施，让教友们尽管
在疫情期间也不忘继续追随主。献词后，

紧接着播放一段视频献给神父以表感恩，
最后，歌咏团带领教友献上一首《祝福》
，祝愿刘神父的深造之旅平安顺利。

隔天，本堂教友假东胜酒家为刘神父举
行欢送午宴。堂区共设了103席，逾千名
教友出席，同时主徒会王安当神父、黄聪
颖神父、邓英伟神父也共同出席。首先，
堂区牧民理事会主席珍妮花姐妹及华文教
务促进会主席黄敬镪兄弟代表中英文组教
友致词，纷纷感谢刘神父在这5年内为本
堂付出的一切。刘神父不仅耗费心思打造
更好的圣米高堂区，他也十分关心教友，
通过拨打电话、简讯以及在弥撒前后慰问
教友的近况。

本堂教友也为此欢送会助兴。其中包括
华文组教友代表为刘神父献唱《朋友》
；菲律宾小组献上鸭子舞，感谢刘神父
给予的支持与鼓励；而本堂青年团也献
上温馨的欢送歌曲。刘神父更亲自为教
友们献唱双语版的《恩典之路》，感谢
教友们在这5年内所给予的支持及合作。
刘神父更追加歌曲《我心永恒》，带动
了全场教友来个大合唱，场面十分温

馨。午宴中，神父不忘与每席的教友合
照留念。

堂区牧民理事会代表本堂教友赠送印
有圣米高堂的主保及教友的大合照以及
厄玛努尔为祝福语的卷轴赠送给刘神父
为纪念。现场也播放了教友精心制作的
欢送短片。刘善财神父在致谢词中表示
希望教友们能继续积极地响应天主的召
叫。

欢送会上，堂区也特别为刘神父庆祝
他晋铎十周年纪念，在堂区牧民理事会
的陪伴下进行切蛋糕仪式。全场教友齐
为刘神父唱纪念日歌曲，献上祝福。最
后，教友在依依不舍的气氛下与神父道
别、互道祝福。

刘神父：厄玛奴尔，圣米高堂的教友也
与你同在。
   文：熊凯琳

（蒲种讯）在晚风徐徐的傍晚，在摇曳
的树木和宁静夜空下低声的祈祷声中，
蒲种瓜达卢佩圣母堂坚振班的61位同学
于2024年5月24日至26日，在波德申卫
理中心进行2024年坚振营，一起踏上
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在这3天2夜的
活动中，让每个参与者可以得到属灵的
充实和彼此间深刻的邂逅，以标志着他
们信仰成长的重要里程碑。

如同往年，邀请了来自圣若望主教座
堂的启发团队来带领青年启发营的活
动。在启发课程的指引下，每个参与者
都彼此间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反思和自
省。每个环节都充满了深思和情感的活
跃交流，即将领受坚振圣事的同学们在
发人深省的问题的引导下深入探讨信仰
的核心。同时，当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
受时、也促进培养友谊和理解的纽带，
并使整个空间里充满了兴奋和欢乐的气
氛。

今年的小组是以语言组来分组，好让
同学们彼此可以以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情
绪和想法。

在坚振营中，彭睿明神父安排了办和
好圣事的时刻，有来自森美兰总铎区的
郑国豪神父和Edwin Peter神父来为坚
振班同学办告解。

当夜幕降临，活动进入朝拜圣体时
刻。然后聆听圣神的呼召下，为有需要
的学生提供内心治愈环节。在庄严和治
愈的氛围中，敬业的教理员和辅导员团
队的带领下，整个氛围变成了释放压抑
的伤痛和情绪的场所。通过祈祷的力量
和相互支持中，彼此间经历了深刻的转

变，体验到了情感宣泄的完整性和重新
发现自己。

第三天早上，由彭神父主持感恩圣
祭。弥撒中的服务人员都是坚振班同学
自发

地参与了读经一，答唱咏，读经二和
辅祭员。

在享用丰盛的早餐后，进入最后一堂
课即是关于‘如何活得更精彩？’。在
之前的环节中，分享了‘耶稣为什么
死？’，‘圣神是谁？如何指引我们’
，‘怎样被圣神充满’和‘怎样抵挡
邪恶？’的熏陶下，通过圣神的引导，
随之而来的是参与者的心变得火热。
他们脸上洋溢着明显的兴奋和活
力，证明了他们度过了一次奇
妙的经历。

随着坚振营接近尾声，每
个人都穿上坚振营的T恤，
一起合影。在欢乐笑声和
共同回忆中，大家团结一
致，在信仰和情谊内燃起
新火苗。

坚振营是信仰和社区变
革力量的见证。这不仅仅
是一个周末，更是一次神
圣的旅程，在天主圣神的
恩宠内，灵魂被触动，心
灵被治愈，精神焕发。这
将为每个参与者留下不可
磨 灭 的 印 记 和 美 好 的 经
历，可以勇敢地以勇气、
信念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走
上他们的信仰旅程。

坚振营不仅加深了他们
与信仰的关系，还与彼此
以及陪同指导他们完成坚
振之旅的敬业导师建立了
持久共融的纽带。

对于教理员和辅导员来
说都收获满满。彼此都目
睹了这些联系的绽放，深刻地提醒社区
和共同目标的变革力量。通过他们的指
导和支持，他们不仅传授了知识，还培
育了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让信任蓬勃发
展，心胸开阔。

事实上，坚振营不仅标志着他们信仰
旅程的一个里程碑，还为终生的信仰、
爱和相互支持的社区奠定了基础。当他
们踏入社会时，他们知道他们永远不会
孤单，因为有天主圣神的特别力量而使
生命更充实。

左至右：黄聪颖神父、王安当神
父、刘善财神父、邓英伟神父

华文组同学与彭神父（左3）合影。

圣米高堂——我们的家
感谢刘善财神父的付出

大合照

坚定信仰，强基赋能
蒲种瓜达卢佩圣母堂 - 坚振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