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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主 ， 求 你 嘘 气 ， 使 大 地
焕 然 一 新 。 咏 1 0 4 : 3 0

(梵蒂 冈 新 闻 网 ) 教 宗 方 济 各
5 月 3 日 上 午 在 梵 蒂 冈 接
见 了 西 班 牙 巴 塞 罗 那 “

布兰克尔纳基金会”（Blanquerna 
F ounda t i on）的成员。教宗的讲话
从 该 基 金 会 的 名 称 “ 布 兰 克 尔 纳 ”
（Blanquerna）讲起，这个名字取
自 1 3 至 1 4 世 纪 神 哲 学 家 真 福 柳 利
（Ramon Llull）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

教宗说，真福柳利用这个角色来“准
确描述他的时代”，以教学的形式提
供基督徒生活的模式。教宗解释，真
福柳利远离那“试图逃避现实的神奇
英雄”，而是提出了“简朴而自然的
生活模式，让人们能事奉上主并获得
幸福”。

基督徒的道路是召叫，而非追求名利

接著，教宗指出，如今的青年，就如
1 3 世 纪 的 年 轻 人 一 样 ， 必 须 克 服 许
多障碍才能发现天主在他们身上的计
划。教宗说：“你们的基金会和整个
柳利大学透过使用这个名字，承担起
了令人振奋的承诺。”布兰克尔纳基
金会致力于帮助家庭发现其在社会中
的原初使命，为年轻人提供不同的人
生途径并克服挑战，并教导社会一个
英勇基督徒的道路“并不追求名利，
而是回应召叫”。

教宗提醒大学教授帮助学生认识到，
即使他们已经实现了目标，他们仍然
该 “ 努 力 与 主 相 遇 ， 并 全 然 事 奉 天
主”。

教育奠基于对现实的分析
教宗敦促布兰克尔纳基金会“在对现
实的精辟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当代、

与时俱进、灵活的教学语言”进行教
育。教宗说，教育必须“始终牢记，
我们塑造的是完整的男人和女人，而
非不切实际幻想的虚幻复制品”。

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全人，使人
努力在天主召唤他们的服务中竭尽全
力，明了自己走在旅途中，事实上一
切都是个过程，其目的地超越当下的
现实”，也就是与耶稣挚友的相遇。
这天主的爱“倾注于我们的心中，给
予我们前进的力量”。

耶稣在教育中启示的临在
教宗期许天主教大学能“用耶稣的临
在启发学生们的生活”。最后，教宗
勉励说：“愿这份确信能让他们意识
到自己作为天主之友及他人朋友的尊
严，并且他们有能力消除笼罩这个远
离真实本质的世界的黑暗。

（梵蒂冈新闻网）“你们是一个不断
扩大的运动：成千上万的团队散布在
世界各地，许多家庭努力将基督徒婚
姻视为一份恩典”。教宗方济各5月
4日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接见了一
个名为“圣母团”（Équipes Notre-
Dame）的国际平信徒运动团体的负
责人时如此表示。他对这个支持家庭
的平信徒运动表示赞赏。

基督徒婚姻是圣召
教宗说，“守护婚姻”是一项真正的使
命，它涉及整个家庭，从夫妻到子女，
从祖父母到孙辈，尤其能见证年轻人难
以相信的“爱的可能与永恒”。教宗指
出，帮助年轻人“发现基督徒婚姻是
一种圣召使命”，其基础是圣事恩典，
即“基督的爱与夫妻的爱相结合”，这
是今天世界迫切所需要的。

关心年轻夫妇
教 宗 向 圣 母 团 国 际 负 责 人 提 出 两 点
思 考 ： 第 一 点 关 于 新 婚 夫 妇 。 教 宗
说 ： “ 请 关 心 他 们 ！ 今 天 很 多 人
结 婚 却 不 理 解 信 仰 与 他 们 的 婚 姻 生
活 有 何 关 联 ， 可 能 是 因 为 在 婚 前 没
有 人 为 他 们 作 见 证 。 我 邀 请 你 们 帮
助 他 们 走 一 条 ' 慕 道 ' 之 路 — — 重 新
发 现 信 仰 ， 无 论 是 个 人 还 是 夫 妻 ，
好 使 他 们 从 一 开 始 就 学 会 为 耶 稣 留
出 空 间 ， 并 与 祂 一 起 照 顾 他 们 的 婚
姻。”

夫妇与司铎共同克服教权主义
第 二 个 思 考 点 涉 及 “ 夫 妇 与 司 铎 之
间 的 共 同 责 任 ” 以 及 他 们 在 运 动 中
的 “ 互 补 性 ” ， 这 突 显 了 两 种 圣 召
的 富 饶 和 必 要 性 。 教 宗 继 续 说 ： “
这 有 助 于 克 服 那 种 使 教 会 乏 善 可 陈

的 教 权 主 义 ， 并 帮 助 夫 妇 发 现 他 们
在 婚 姻 中 被 召 唤 的 使 命 。 事 实 上 ，
与 圣 职 人 员 一 起 建 设 教 会 团 体 ， 是
他们的恩典和责任。”

家庭间建立联系，克服孤独
最 后 ， 教 宗 方 济 各 指 出 圣 母 团 的 成
员 可 以 为 那 些 经 常 遭 受 孤 独 的 家 庭
所 做 的 贡 献 ， 强 调 了 “ 在 家 一 起
祈 祷 ” 的 重 要 性 ， 并 将 他 们 的 使 命
托 付 于 圣 母 玛 利 亚 的 庇 护 ： “ 藉 著
你 们 的 神 恩 ， 你 们 可 以 悉 心 帮 助 那
些 有 需 要 的 人 、 孤 独 的 人 、 在 家 庭
中 遇 到 问 题 却 因 羞 愧 或 失 去 希 望 而
不 知 向 谁 倾 诉 的 人 。 在 你 们 的 教 区
中 ， 你 们 可 以 让 家 庭 认 识 到 互 相 帮
助 和 建 立 网 络 的 重 要 性 ； 建 设 一 个
基 督 能 够 ‘ 居 住 ’ 在 家 庭 和 家 庭 关
系中的团体。”

教宗：教育是全人培育，
而非复制不切实际的幻想

教宗接见敬礼圣母的平信徒运动成员：
向年轻人见证爱的“永恒”

（梵蒂冈新闻网）在2024
年 卫 塞 节 的 机 会 上 ，

圣 座 宗 教 交 谈 部 向 世 界 各 地 的
佛 教 徒 发 表 贺 函 。 贺 函 强 调 ，
和 平 、 修 和 与 坚 韧 是 深 深 地 根
植 于 基 督 宗 教 和 佛 教 这 两 大 宗
教 传 统 中 的 价 值 观 ， 是 建 设
一 个 没 有 冲 突 的 世 界 的 基 本 工
具。

贺函写道，这些重要的价值观
结 合 在 一 起 能 够 “ 形 成 一 个 强
大 的 协 同 作 用 ， 治 愈 过 去 的 创
伤 ， 建 立 有 力 的 纽 带 ， 能 够 以
坚 韧 和 乐 观 的 态 度 面 对 生 活 的
挑 战 ” 。 此 外 ， “ 我 们 各 自 传
统 的 崇 高 教 导 和 我 们 尊 敬 的 那
些 人 的 模 范 生 活 ” 证 明 了 修 和
与 坚 韧 的 益 处 。 在 寻 求 宽 恕 和
修 复 中 断 的 关 系 中 ， 已 彼 此 疏
远 的 人 能 够 和 好 及 重 新 建 立 和
谐 。 而 坚 韧 ， 除 了 让 人 可 以 从
逆 境 中 重 振 起 来 ， 也 能 促 进 人
们 对 “ 更 光 明 的 未 来 怀 抱 勇 气
和 希 望 ， 因 为 它 能 改 变 受 害 者
和犯错误的人”。

圣 座 宗 教 交 谈 部 的 贺 函 中 指
出 ， “ 世 界 各 地 的 冲 突 不 断 升
级 ， 需 要 再 次 关 注 和 平 这 一 关
键 问 题 ， 就 克 服 那 些 阻 挠 和 平
发 展 的 障 碍 ， 省 思 我 们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 贺 函 中 引 用 了 保 禄
六世教宗1965年在联合国讲话
时 发 出 的 呐 喊 ： “ 永 远 不 可 再
有 战 争 ， 永 远 不 可 再 有 战 争 ！
是 和 平 ， 必 须 是 由 和 平 来 带 领
全 人 类 各 民 族 的 命 运 。 ” 贺 函
强 调 ， 如 果 不 适 当 地 解 决 冲 突
和 暴 力 的 深 层 原 因 ， 那 么 ， 持
久 的 和 平 只 是 空 想 而 已 ， “ 因
为 在 政 治 、 经 济 和 文 化 生 活
中 ， 如 果 没 有 平 等 和 正 义 ， 就
不可能有和平与和解”。

贺函最后吁请我们所有人“重
新 发 现 这 些 存 在 于 我 们 各 自 传
统 中 的 价 值 观 ， 并 将 它 们 视 作
珍 宝 ， 让 人 们 更 好 地 认 识 那 些
予 以 实 践 的 宗 教 人 士 ， 为 了 和
平而共同前行”。

圣座发表
卫塞节贺函：

基督徒和佛教徒
共同推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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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领洗，我们被召叫成为司祭，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邀请，即通过

基督和教会的祈祷，以司祭的身份为世
界祈祷。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意思？
每个领洗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是领洗成为
耶稣基督的司祭。这圣职是授予所有领
洗基督徒的，而不仅仅是那些被正式任
命从事事工服务的人的特权和责任，同
时也是对所有成年基督徒的邀请。
这个邀请是非常具体的。我们不必考
虑我们应该做什么或是去开创什么新
东西。相反，我们被邀请参与一种始
于早期使徒团体并流传到今天的礼仪性
祈祷，即每天在特定时间的礼仪式祈祷
中去操练两个祈祷时间。这些祈祷时间
有不同的标题：教会的祈祷或是神圣的
日课、时辰颂祷礼、法定时辰或每日颂
祷。自早期的基督教隐修院时代至今以
来，这些祈祷一直是教会祈祷的关键要
素，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其他基督教派
系。
这样的祈祷有八个时间表，每个祈祷时
间都需要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进行，
并与当下的情绪和心境光亮相关。这
些礼仪性的祈祷有：赞美经Lauds（晨
祷祈祷：日课经中的一部份赞美）；
午前经Prime（一时经：从前日课之一
部份）和辰时经Terce（在早上有不同
的祈祷时间）；午时经Sext（日课中
规定正午时所诵念之经文）；午后经
None（九时经：日课之一部份）；晚
祷Vespers（晚课：日课经中于晚间诵
念的经文）；夜课经Compline（寝前
经；夜祷：指日课经中最后阶段）；和
守夜祈祷Vigils（在夜间的某个时间祈
祷）。请注意“时辰颂祷礼”贯穿了一
天、一周，乃至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标题
的恰当性。
虽然有这八种祈祷的形式，但只有隐修
院的修士和修女才会履行八个祈祷形

式。神父、执事、宗教团体中全心献身
投入事工服务的男男女女、新教和福音
派的事工以及在这些“时间”祈祷的平
信徒，通常只有履行两个时间祈祷的，
即晨祷和晚祷。
这些祈祷需要与我们个人的祈祷区分开
来。这些祈祷不是个人冥想，而是所谓
的公共祈祷、礼仪祈祷、教会祈祷、基
督为世界的祈祷。理想情况下，它们应
该被祈祷，实际上是庆祝彼此间共融，
虽然是单独祈祷，但是通过教会的肢体
一起的同祷。祈祷的目的是加入普世教
会的祈祷，并与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也
许数百万）基督徒在同一时间所做的祈
祷，作为基督的身体，以基督的司祭圣
职为世界祈祷。
此外，由于这些是教会的祈祷，而不是
我们自己的祈祷，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
性情、虔诚或神学品味随意改变祈祷意
向或用其他祈祷来代替。虽然，这些祈
祷可能对我们个人没有产生什么意义。
我们以司祭的身份祈祷，为世界祈祷，
这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意义，无论在某一

天甚至在我们生命的整个时期对我们是
否具有情感上的意义。履行责任并不总
是具有情感上的意义。在进行这些祈祷
时，我们承担了作为成年基督徒的责任
之一，即通过基督与教会一起为世界祈
祷。
我们每天被邀请参与两个时辰的祈祷（
赞美诗和晚祷）都遵循一个简单的结
构：三篇圣咏，阅读一段简短的经文，
一首古老的基督教圣咏（赞主曲或谢主
曲），一系列简短的意向祈祷，天主
经，以及结束祷。
所以，身为一名成年基督徒，也是关心
世界和教会的女性或男性，在领洗时已
被召叫成为司祭，被邀请加入世界各地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的行列，每天在生活
中为教会祈祷，即是晨祷（赞美经）和
晚祷（晚课）。然后，像基督一样，身
为司祭，也为世界献祭。随后，当你看
世界新闻，面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如意而
感到灰心和无助时，你会问自己，我能
做什么？好吧，你会做一些非常真实的
事情，与基督和教会一起为世界祈祷。
你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些祈祷文、赞美
经和晚祷？这些有关教会祈祷的书籍
几乎可以从任何宗教出版社（天主教或
新教）购买。甚至乎不需要购买因为现
今，这些教会祈祷可以（免费）在线上
获取。只需使用网上的搜索引擎并输
入“时辰颂祷礼”或每日颂祷，就会找
到了。
在每天进行这些祈祷时，无论是单独还
是（理想情况下）与他人一起，你将承
担洗礼中赋予你的特殊权力和责任，并
将向世界赠送一份重要的礼物。你再也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我今天应该如何
祈祷？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Ron 
Rolheiser)

邀请参与礼仪性祈祷

五旬节是犹太人自旧约时代以来
就在庆祝的节日，在犹太传统

中被称为收割节或周节。在前五卷圣
经中有五处提及——出谷纪23章、
出谷纪24章、肋未纪16章、户籍纪
28章和申命记16章。这是庆祝早期
收割周的开始。在巴勒斯坦，每年有
两次收割季节。早期的收割发生在五
月和六月；最后的收割发生在秋季。
五旬节是早期小麦收割的庆祝，这意
味着五旬节总是在五月中旬或六月初
的某个时候。

早期的基督徒保持了这个节日，因
为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并将这个节日
保留为他们新传统的一部分。最初是
一个庆祝土地收获的节日逐渐演变成
了土地“精神”收获的节日。我们可
以从宗徒大事录中的阅读中看到这一
点，圣神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开始
用外语说话。来自不同地区、说着不
同语言的虔诚人发现他们能理解被说
的话，因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听
到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想到五旬
节时，我们只会想到语言特恩，但五

旬节不仅仅是如此。圣神降临带给我
们的特恩远比口才更宝贵。甚至圣保
祿告诉我们，语言特恩是特恩中最小
的。我们的关注应该放在圣神为我们
带来的“精神”收获上。那么这个“
精神”收获是什么？

今天我们从迦拉达书中的第二段阅
读中得到了答案。开头告诉我们，如
果我们被圣神引导，我们就不会有沉
溺于放纵自我的危险，因为放纵自我
的行为是与圣神相反的。有时候我们
需要分辨并问自己，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否真的是由圣神引导的，还是只
是一种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方式？来自
圣神的都是好的，但有时候我们可能
会过分重视语言特恩。让我们看看圣
保祿关于放纵自我的话。当沉溺于放
纵自我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
情包括争吵和争斗、嫉妒、坏脾气和
争吵、分歧、派别、嫉妒等类似的事
情。听起来耳熟吗？圣保祿还警告我
们，那些这样行事的人将不能继承天
国。如果一个人真正具有天赋并受圣
神引导，他们的行为将与放纵自我的
相反。

这就是为什么圣保祿教导说圣神可
以提供更宝贵的特恩。他把它们列为
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
善、信实、温和和节制。如果我们的
生活真的是圣神的特恩的体现，那么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圣神所能带来的反
映。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渴望这些
特恩而不仅仅是语言特恩，对我们的

灵魂和他人的灵魂更有益。我们不必
因为别人能说出来祈祷而感到悲伤或
嫉妒，而我们自己却不能。更重要的
是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的生活方式，
他们出去播种并收获丰富的庄稼。只
有当我们钉死我们所有放纵自我的欲
望时，我们才能属于基督。

～撰文/郑国豪神父～

圣神的特恩
乙年圣神降临节（五旬节主日）

宗2：1-11
迦5：16-25

若15：26-27，16：12-15

教宗公开接见：
世界需要

基督徒的望德
（梵蒂 冈 新 闻 网 ） 当 我

们 思 索 人 生 的 最 终
目的时，「望德是回应人心的
答案」。教宗方济各5月8日在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
中强调了这点。当天的要理讲
授以三超德中的望德为核心。

教宗指出，假若我们在思考
人生意义时，得到「负面的答
案」，心中会倍感忧伤：「假
如人生旅途没有意义，倘若最
初和结束时一无所有，那么我
们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前行」，
然后陷入绝望。

少了望德，很多人会放弃生
活，「所有其它德行恐怕要灰
飞烟灭」。教宗方济各引用了
本笃十六世教宗的名言，说：
「 唯 有 当 未 来 是 确 定 而 实 在
的，才能善度今生。」（《在
希望中得救》通谕，2号）

超性的德行
基督徒明白，望德绝非自己的
功劳。教宗指出，「如果他们
相信未来，是因为基督死而复
活 ， 并 赐 给 我 们 祂 的 圣 神 」
。望德之所以是「超性」的德
行 ， 正 是 因 为 「 它 不 发 自 于
我们，而是天主直接赐下的恩
典」。

接著，教宗引用圣保禄宗徒
的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你们还
是 在 罪 恶 中 。 」 （ 格 前 十 五
17-19）教宗将相信与不信作
对比，表示：「如果你相信基
督 的 复 活 ， 那 么 你 会 坚 定 深
知，没有任何失败和死亡是永
恒的。但若是你不相信基督的
复活，那么一切都是空洞的，
即 使 是 宗 徒 们 的 宣 讲 也 不 例
外。」

教宗提醒人们警惕那些相反
于望德的罪，包括对过往的快
乐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以及
为了我们的罪过而灰心丧志，
忘记「天主慈悲宽仁，祂远远
大过于我们的心」。

世界需要望德
当 今 世 界 极 需 要 基 督 徒 的 望
德，同时也需要耐心。教宗称
耐心与望德相辅相成。「那些
有耐心的人是美善的编织者」
，始终坚持渴望和平。

「就算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因
幻灭而一蹶不振，那些深受望
德鼓舞且有耐心的人，能度过
最漆黑的夜晚。」

此外，「望德是心灵年轻的
美德」。教宗提到在圣殿遇见
耶稣圣婴的西默盎和亚纳，表
明我们最大的恩宠莫过于如同
西默盎那样，在人生即将结束
时说出：「主啊！现在可照祢
的话，放祢的仆人平安去了！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祢的救援，
即祢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
为 作 启 示 异 邦 的 光 明 ， 祢 百
姓 以 色 列 的 荣 耀 。 」 （ 路 二
29-32）

教宗最后敦促信众「向前迈
进，恳求望德之恩、一份带有
耐心的望德」。教宗邀请众人
「永远展望于最终的相遇；永
远看到上主始终与我们同在，
以 及 死 亡 绝 对 、 绝 对 不 会 得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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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再次前往中国
大陆，与当地教区交流。约一年前，他
曾到访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桥梁教
会」之旅。

据 香 港 教 区 英 文 周 报 《 S u n d a y 
Examiner》5月3日报道，周枢机于4月22
至26日率领代表团访问华南广东省三个
地区。

包括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在内的十位教会
代表探访了广州和汕头教区以及深圳经
济特区的教会。

报道称，代表团盼此行能加强彼此了
解，并探讨未来合作的机会。

代表团成员包括香港教区夏志诚辅理主
教以及副主教蔡惠民、甘宝维和陈永超
神父。

自去年4月访问北京以及同年11月北京
教区李山主教回访香港以来，周枢机一
直渴望探访广东的教区。

报道指出，这次访问并非官式，因为目
的主要为「拉近华南各教区的距离」。

据报道，周枢机对广东的神父需要为教
区内大量教友服务感到印象深刻。 在汕
头教区，30多位神父要照顾13万教友，其
中两位神父要服务31个堂区。

报导称，代表团亦有机会就多个领域议
题交换意见，当中包括青年牧民、教理
和家庭问题。

此外，他们也对天主教平信徒的投入和
奉献、维护天主教婚姻以及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等不同面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本身是耶稣会士的周枢机提到耶稣会

中国传教团先锋义大利籍利玛窦神父的
工作。

他说，利玛窦在中国的漫长旅程提醒
我们所有的对话都要尊重中国当地人的
文化。

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他人
的文化和习俗，同时仍然保持对天主的
信仰。 他们渴望与我们沟通，但有自己

的做事方式。」
他呼吁平信徒也参与建设桥梁的过

程。
他说：「香港人流行前往内地消遣，

教友前往内地时，不妨鼓励内地教友前
来香港。 这是一个家庭的标志。」

代表团也与教会人员讨论了未来与大
陆教区合作的机会。

夏志诚主教表示，这次访问探讨了将
来彼此合作的机会，巩固了各方合作的

基础，也深化了彼此的关系。
甘宝维神父说，他首次到大陆与主教

和教会人员会面，感觉就像是「拜访朋
友和家人」。

他说，他们已有计划于七月在汕头教
区的一个培育中心联合举办青少年活
动。

蔡惠民神父表示，这次访问让香港教
会对广东的教会团体有立体的理解，参
观广东的三座教堂让他大开眼界，了解
到各地不同的历史和经济背景。

他鼓励香港教友保持开放的心态，欣
赏内地教会的发展。

代表团4月23日探访了广州教区耶稣圣
心主教座堂，在那里，周枢机与与广州
教区甘俊邱主教、汕头教区黄炳章主教
以及湛江（北海）教区苏永大主教一同
主持了弥撒。

当天，他们还参观了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陵园。

他们之后于4月25日探访汕头圣若瑟主
教座堂和圣禄格堂。

访问期间，代表团赠予内地教会一幅
由天主教徒艺术家绘画、载有以香港景
色构成圣神图案的圣像艺术画。

周枢机表示：「我最深刻的经验，是
感受到彼此犹如教会内的一家人，令我
深感喜乐。」

转载天亚社中文網

（ 古 晋 讯 ） 2 0 2 4 年 3 月 2 3 日 星 期
六 上 午 ， 十 一 位 教 友 和 六 位 圣
文 生 · 德 保 善 会 圣 若 瑟 支 会 的 成
员 ， 探 访 了 石 隆 门 锡 盖 区 的 两 个
「 有 需 要 的 朋 友 」 家 庭 。

一 行 人 分 乘 四 辆 车 在 圣 马 尔 谷
堂 前 集 合 后 ， 走 过 多 处 陡 峻 、 弯
曲 、 狭 窄 的 路 来 到 有 需 要 的 朋 友
的 家 。 一 位 朋 友 是 住 在 甘 榜 萨 戛
的 时 8 9 岁 的 寡 妇 ， 另 一 位 是 住 在
甘 榜 色 尼 旺 的 卧 床 年 老 寡 妇 。

除 为 她 们 带 来 大 量 物 资 ， 也 带 来
了 温 暖 和 欢 乐 。

探 访 有 需 要 的 朋 友 是 圣 文 生 德
保 善 会 圣 若 瑟 支 会 的 四 旬 期 常 年
活 动 之 一 ， 其 目 的 是 为 教 友 们 打
开 一 个 窗 口 ， 与 他 们 分 享 我 们 中
间 不 幸 的 基 督 内 兄 弟 姐 妹 们 每 天
面 对 的 挑 战 。 藉 着 参 加 和 亲 眼 目
睹 他 们 的 困 境 ， 希 望 探 访 者 能 被
触 动 ， 而 因 与 受 苦 的 主 相 遇 而 蒙
福 。

（ 茱 莉 亚 报 导 ） （ 译 文 ）
转 载 今 日 公 教 （ T o d a y ’ s  C a t h o -
l i c ） 网 站

（ 槟 城 讯 ） 吉 兰 丹 州 的 朝 圣 之 旅 是
一 场 由 槟 城 教 区 - 北 区 华 文 教 务 促 进
会 主 办 的 引 人 入 胜 之 旅 ， 将 参 与 者
带 入 一 个 充 满 探 索 与 心 驰 神 往 的 世
界 。 这 趟 历 时 三 天 两 夜 的 探 访 从 5 月
1 日 至 3 日 ， 我 们 一 行 共 有 2 6 位 朝 圣
者 ， 由 饶 恒 力 副 主 教 亲 自 率 领 ， 踏
上 了 哥 打 峇 鲁 的 法 蒂 玛 圣 母 玫 瑰 堂
的 朝 圣 之 旅 ， 同 时 沉 浸 在 各 处 景 点
的 壮 美 风 光 和 当 地 美 食 的 诱 人 气 息
中。

这次朝圣之旅不仅仅是一场宗教体
验 ， 更 是 一 次 对 哥 打 峇 鲁 城 市 独 特
魅 力 的 深 度 探 索 。 我 们 深 入 了 解 当
地 人 民 的 生 活 ， 感 受 到 他 们 对 吉 兰
丹 马 来 传 统 文 化 的 热 爱 与 传 承 ， 这
使 我 们 对 这 座 充 满 历 史 与 文 化 底 蕴
的城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整 个 旅 程 充 满 了 欢 乐 与 喜 悦 ， 参
与 者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融 合 更 是 感 人 至
深 。 我 们 结 识 了 许 多 志 同 道 合 的 新
朋 友 ， 彼 此 分 享 心 得 与 感 受 ， 共 同

感 受 这 次 朝 圣 之 旅 带 来 的 满 足 与 感
动 。 这 段 经 历 将 成 为 我 们 珍 贵 的 人
生记忆。

在充满期待与欢乐的旅程中，到访
法 蒂 玛 圣 母 玫 瑰 堂 成 为 了 我 们 最 为
期 待 的 一 站 。 5 月 2 日 晚 ， 我 们 踏 入
这座圣堂，受到了Sr Angela Wong修
女 的 热 情 欢 迎 。 她 亲 自 向 我 们 介 绍

了教堂的历史和运营情况。
走进教堂内部，我的目光被祭台后

方 那 七 彩 缤 纷 的 耶 稣 受 难 十 字 架 图
像 所 吸 引 。 这 座 经 过 精 心 翻 新 的 教
堂 ， 以 其 优 雅 的 设 计 展 现 出 了 异 常
美 丽 的 景 象 。 在 祭 台 的 左 右 两 旁 摆
放 着 法 蒂 玛 圣 母 与 耶 稣 圣 心 的 像 ，
它 们 的 设 计 和 摆 放 都 十 分 精 致 ， 给

人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在 这 温 馨 的
氛 围 中 ， 我 们 共 同 诵 读 了 玫 瑰 经 ，
随 后 由 饶 恒 力 副 主 教 主 持 了 我 们 朝
圣之旅的第一次弥撒。

（待续）
麦可佐思 ……报道

吉兰丹州朝圣之旅 - 法蒂玛圣母玫瑰堂 （上）

▲圣文生德保善会会员与堂区教友探访甘榜萨喀的有需要的朋友，89岁的寡妇。

▲七彩缤纷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图像前的全体照

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 4月23日在访问华南部广东省期间，在广州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外
祝福天主教徒。 （图片：香港教区）

圣文生德保善会四旬期探访
圣若瑟堂区有需要的朋友

香港教区枢机再次率团访问中国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