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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
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咏33:22

（梵蒂冈新闻网）「在因分裂和冲突而四分五裂的世
界里，基督的福音是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呼唤人人彼
此相遇，相互承认是弟兄姊妹，为多元的和谐而欢
喜。」教宗方济各在第98届世界传教节文告中如此
写道。本届传教节将于2024年10月20日举行，在《
玛窦福音》的启发下，主题是《你们去邀请所有人参
加盛宴》（参阅：玛廿二9）。罗马主教解释道：「
天主愿意每个人都得救、认识真理。」因此，传教使
命的意义在于「孜孜不倦地走向全人类」，不排除任
何一个人，「邀请世人与天主相遇、与祂共融」。

福音的盛宴和世俗的宴席
我们要像天主一样不知疲倦，「怀著深厚的爱，富于
慈悲」，「总是走出去接近每一个人，召叫他得享天
国的福乐，尽管会出现冷漠或拒绝」。在福音比喻
中，国王吩咐仆人出去邀请人们赴婚宴，那是「天国
最终救恩的景象」。
罗马主教吁请分辨出有关幸福的假承诺，也就是「世
界所提出的各种关于消费主义、自私安逸、积累财富
和个人主义的宴席」。福音则呼唤「所有的人去参加
那洋溢著喜乐、分享、正义及友爱的天主盛宴，与天
主和他人共融」。

教会面对不让上主出去的危险
你们要走出去邀请：耶稣这番话一如往昔、始终具有
现实意义。教宗指出，「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参与这项
普世的使命，在每个环境为福音作见证；同样地，整

个教会也要不断地与她的上主、耶稣善师走到当今世
界的『各个路口』」。
然而，教宗表示，现如今教会的「不幸情况」是「耶
稣不停地从里面敲门，要我们让祂出去」。「很多时
候，教会后来不让上主出去，把祂占为己有，然而，
上主来是为了福传使命，祂希望我们都是传教使徒」
。

无人被排斥在外，弱小者尤其受邀赴宴
因此，所有受洗者受邀重新找到初期教会基督徒所感
受到的传教动力和热忱。宣讲具有普世幅度，攸关「
各种社会条件或道德状态的每一个人」。教宗指出，
在邀请赴婚宴的比喻中，仆人聚集了「他们遇见的每
一个人，不分好坏」：「弱小者和受排斥者收到国王
的特别邀请」，「每一个人都是天主邀请的对象」，
「只需要对天主白白赏赐的这份礼物说『是』，领受
它，并接受它来改变自己」。

尊重与喜乐，既不强迫也不劝说
这项任务固然迫切，却必须秉持尊重及温和的态度去
做。教宗表示，在「向世人宣讲天主广施救恩的爱的
美好」时，众门徒「满怀喜乐、心胸宽仁，既不强
迫、也不强求、更不劝说」。
再者，赴婚宴的图像也具备末世的愿景：基督的使命
即为时期圆满的使命。教宗引用梵二文献《教会传教
工作》法令：「传教工作的时机是在基督初次来临
与二次来临之间。⋯⋯在基督重来以前，福音应当传

播于万民。」（梵二文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9
号）

世界主教会议和禧年
正值「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这个最后阶段」，以及为
2025禧年做准备的祈祷年，此时对福传的省思显得
格外具有现实意义。教宗吁请「继续迈向教会完全同
道偕行、发挥传教精神、为福音效劳的旅途，并要为
教会的福传使命热切祈祷，参与弥撒」。
教宗解释道，弥撒圣祭预示了生命圆满的恩典，「如
同本笃十六世教宗所教导的，『对我们而言，感恩祭
宴就是真实地预尝先知们所预言的末世筵席。⋯⋯如
果我们没有被传教使命吸引，我们就不能走近圣体的
餐桌。这使命由天主的内心开始，要达到一切的人』
（《爱德的圣事》宗座劝谕，31号、84号）」。

为福音舍弃一切
这份文告签署于2024年元月25日圣保禄归化日，
教宗在其中感谢男女传教使徒「回应基督的召叫，
舍弃了一切，远离故乡，去传报喜讯」。他们的生
命体现出「耶稣托付祂的众门徒向万民传福音的任
务」。
罗马主教最后期许在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都「在传
教工作上紧密合作」，建议各教区支持宗座传教善
会的服务：「世界传教节的募捐活动完全归于普世
团结互助的基金，之后宗座传信善会以教宗的名义
加以分配，以满足教会所有传教区的需要。」

教宗第98届世界传教节文告：你们去邀请所有人参加盛宴

教宗：世界主教会议呈现交响乐，
藉不同职责和神恩同行
（梵蒂冈新闻网）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二会
期于10月2日下午举行了首场大会，教宗方济各在会上
发言，重点论述同道偕行的进程走了三年之后，在圣神
的引领下回应“如何成为传教和慈悲的同道偕行教会”
，以及“对主教职务的包容性理解”。
教宗强调，需要藉著交响乐的艺术，依照不同的职责和
神恩，在天主慈悲的眷顾下一起服务。“同每位基督徒
一样，主教绝不可认为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正如
任何人都无法靠自己得救，救恩的宣讲需要众人，而且
每个人都应得到聆听”。

圣神总是陪伴我们
教宗接著表示，教会应在圣神的引领下，居住在地理和
生存的边缘地区。因此，“我们的首要之务”乃是“
学会识别出”圣神的声音。圣神总是陪伴我们，祂是慰
藉，尤其当我们“面对不顺利的事，不公平的事”、我
们“灰心意冷”、“自暴自弃”的时候。但圣神安慰我
们，“因为祂传送天主的希望”。天主从不厌烦，“因
为祂的爱永不疲倦”。

要更加谦卑
正如一位四世纪的灵修作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天主“总
是接纳所有人，向每个人提供生命的新机会”。因此，

我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而且总要宽恕，意识到乐于
宽恕源自得到宽恕的经验”。教宗提到前一天晚上忏
悔守夜礼的经历，在那个机会上，“我们承认自己是罪
人”。教宗接著问道：“这样我们就更谦卑了吗？”
教宗指出，谦卑是圣神的恩赐，谦卑“能使我们眼观世
界，承认自己并不比别人更好”。然后，教宗以公元四
世纪的一句名言邀请全体在场者，“承认若没有圣神和
祂出乎意料的行动，教会就无法行走和更新”。

世界主教会议是行程，不仅是事件
因此，教宗环顾正在进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称它“正
以独创的方式体现天主子民的‘同行’”。教宗强
调，圣保禄六世设立世界主教会议将近60年，其间“
我们学会在世界主教会议中认出一个多重及和谐的主
旋律，它能支持天主教会的旅程和使命，有效地协助
罗马主教为所有教会和整个教会的共融所提供的服
务”。由此可见，“世界主教会议是行程，不仅是事
件”。
“同道偕行的进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过程
中，教会学习更好地认识自己，并找出牧灵行动的方
式，使之更适合上主托付给她的使命。这个学习过程
也涉及牧人职务的履行方式，尤其是主教的牧职。”

有平信徒和奉献生活者、执事和司铎参加的会议
说到这里，教宗提到宣布召开本届世界主教会议时，作为
正式成员的平信徒和男女奉献生活者、执事和司铎也有不
少，这进一步推进了前几届会议的作法。这个决定符合大
公会议“对主教职行使的理解”。教宗解释，作为地方教
会合一有形可见的原则和基础，主教若不在天主子民内、
不与天主子民同在，就无法提供自己的服务。
“这当然不是相互取代，振臂高呼：现在轮到我们了！
相反地，这要求我们以一种交响乐的艺术一起履行职
责，依照主教有责任认可和推动的不同职责和神恩，在
天主慈悲眷顾下的服务中，谱写将众人结合在一起的乐
曲。”

履行主教职务的“众议精神”新形式
教宗澄清，这种非主教成员的参与“并不削弱会议的‘
主教’幅度”，或限制“个别主教和主教集体领导”应
有的权力。教宗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该当找到主教职
务履行“集体领导”和“众议精神”的不同形式（在地
方教会内、众教会的团体内，以及整个教会内）。“永
远尊重信仰的宝藏和活跃的传承，永远回应圣神在这特
定时期和不同环境中对教会的要求。圣神是和谐：在五
旬节的早晨，在那混乱中，祂创造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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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分”是我的好朋友，我这次
要写她的故事，一开始她并

不同意，可是我告诉她，文字可以传
递正能量，让世界更有爱，她才勉为
其难地答应，但是，她还是叮咛我不
可用真名，所以我就用她的绰号来称
呼她。

“五十分”重视情谊，做过很多别人
眼中的傻事。

第一件傻事，是她特地从台湾飞来马来
西亚参加我的婚礼。在90年代，机票不便
宜，出国参加婚礼，两天后还要上班，
看在现代人的眼中，简直太不划算了。
我后来得知，她还是向同事借钱买的机
票，我瞪大了眼睛。

她做过的另一件傻事，就是暑假来我
家小住，那时候我疲于照顾孩子，无暇
带她趴趴走。她每一天就是跟着我忙进
忙出，过“家庭主妇的一天”：洗衣煮
饭做家事、照顾婴儿换尿布、哄小孩入
睡，甚至还要到学校去接送我的老大上
下学等等。我们每天都窝在家里，只有
趁着周末才去市区逛逛，最远也只是去
到云顶高原。她老公笑她花机票出国来
做我的Kakak，可是她总是笑眯眯，毫不
抱怨。

有一年她邀请我和她同行巴黎，参加她
中学朋友的婚礼。我除了自费机票，她
几乎把旅程的住宿和其他费用全揽在身
上。

她对待我的家人，更是没话说。总是第
一时间捎来问候。近几年，我家两老骨
折动手术，她都不忘叮咛我为他们各别
献上一个”六六大顺”（660令吉）的红
包，给老人家压压惊，献上祝福。

她婚后无己出，但爱屋及乌，把钱花在
手足的孩子身上。为了鼓励晚辈出去看
世界，她不惜花钱带着侄儿和外甥去国
外旅游，甚至奖励十万台币给侄儿去美
国参加暑假的活动。

她把儒家思想里的“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博爱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而
且，她的爱，更是远达非洲。她从婚前

就开始助养非洲的学童，每
一个月助养五个小孩，如果孩

子满18岁了，有关单位会再帮她换一个。
她就这样默默地助养了20几年，一直到她
因病无法工作才作罢。

你大概会以为她是咬着银汤匙出世的
吧？其实不然。

她来自贫困的家庭，妈妈在她10岁的
时候病逝，5年后爸爸续弦，自此住在另
一头家，是她的兄姐把她和弟弟拉拔长
大。

今年六月，我去拜访她和她姐，门上
的春联吸引了我的视线，上面写着：“
量宽福厚”。我当下一见非常喜欢，还
拍了照片留念。午后，我们到水交社
的“老张串门”喝咖啡。在门外，她的
大姐突然指着对面街上的一辆医疗客用
小车，转过头来对我说：“‘五十分’
捐赠了一辆复康巴士。”我听了一头雾
水，不知所云。

几天后，我回到了台北，有一天和“五
十分”通电话，我提起了她大姐说的这
件事。她听了有点错愕，但是后来还是
笑着告诉我真相。

原来她自从五年前做化疗康复后，就有
了想捐赠一辆复康巴士的念头。复康巴
士就是小型的救护车，帮助载送身心障
碍者，尤其是坐轮椅的患者，把他们载
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我问她一辆复康巴士的捐赠费用是多
少。“150万新台币。”她说。

天啊！ 那是一笔庞大的金额啊！ 我心
想。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商量了这件事，
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捐赠多少都
行，其他的尾数由我来付。 我们共同完

成这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决定用父母的
名字来捐赠。 ”

她接着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
还遇见这一台刻有我父母名字的复康巴
士！”

我们同时都笑出声来。那一刻，在泪眼
婆娑中，我也似乎看见那一台复康巴士向
我缓缓驶来，我感受到“五十分”创造出
来的幸福感，远超150万新台币的价值。

我觉得“五十分”很了不起的地方，就
是她的善良和宽容。她的善良，让她总是
先想到别人，忘了自己。她对非洲小朋友
和侄甥辈的爱，已经超过血缘关系，也跨
越了国家和种族的藩篱。

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的《爱之颂》告
诉我们，信望爱三德，最大的是爱德（格
13：13）。他在《宗徒大事录》也不忘提
到，要扶助软弱的人，要牢记主耶稣的
话“施比受更有福”（宗20：35）。“五
十分”虽然不是基督徒，在我眼中，她完
全就是基督徒的典范。

此外，她的宽容和大度，也让我肃然起
敬。即使父亲在她少年时期缺席，晚年病
殁前十天才回到老家，但是，她选择做好
事来纪念父母，用爱来填补她生命中的缺
憾。她告诉我，父亲虽然没有实质上照顾
他们几个兄弟姐妹，但是，他还是他们精
神上的支柱；我听了十分动容。

2018年教宗方济各在爱尔兰都柏林的第
九届世界家庭大会也说过：“完美的家庭
不存在，家庭需要宽恕。我们没有完美的
父母、配偶和孩子，我们甚至连自己也不
完美。我们有时候对家人会觉得抱怨或者
失望。家庭要散发天主爱的喜悦，带来和
平，化解仇恨，彼此宽恕。因为家庭或婚
姻缺乏宽恕，它就会生病，逐渐崩溃。”

我觉得“五十分”的人生过得很有意
义，她的作为就像是一个匿名的基督徒，
身上散发出基督的馨香，她把那一句“量
宽福厚”活出百分百啊！

作者：谢素良
芥子心供稿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当我们听到耶稣讲这一句话

的时候，我们当中一些人会认为：一
切都是被预定好的，即使我们再努力
祈祷、工作、学习，也不能摆脱目前
的状况，所以我们不需要努力，因为
努力是没有用的。天主若让这个人得
救，这个人就可以得救，天主若不让
这个人得救，那这个人即使再怎么努
力也无法得救。这是非常错误的想
法。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要让
我们顺从天主的引导，成就天主的旨
意，而不是让天主按照我们自己的想
法，去成就我们的欲望。

天主是爱，他绝对会给我们最好的
安排。但天主也给我们自由，我们可
以选择按照祂的旨意去走祂给我们安
排的道路，或者我们按照自己的想
法，走自己的道路。痛苦往往产生于
我们不顺从天主的引导，总是按照自
己的想法去行事，一旦我们的想法没
有实现，痛苦就会产生。

曾经，有一个主教到一个堂区去拜
访教友，其中一个7岁的小女孩问主
教：“天主是爱，但是我的弟弟为什
么生下来就是残疾的呢？”主教沉
思了一下回答到：“我希望将来我们
两个都到了天堂，可以明白这是为什
么？”主教接着问小女孩：“你爱你

的弟弟吗？”
小女孩回答
到：“我爱”
。主教说：“我
也爱你的弟弟。
你看，天主让你
和我都爱你的弟
弟，那就是要让
我们做一个充满
爱的人。你的弟
弟让我们变得更有
爱和怜悯之心，是
在帮助我们更加肖似
耶稣，我们因着你的
弟弟而被改变”。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在信仰生活中，有些事情
的发生，也许我们暂时无法
明白。但是我们要坚信天主会给
我们最好的安排，这是教会的经验，
也是很多圣人和我们基督徒共有的经
验。有时我们抱怨生活中的灾难，却
没有从灾难中看到天主要让我们做出
改变。有时我们无法接纳生活中的失
败，却没有看到天主在考验我们，让
我们灵性的生命更加坚强。有时我们
不满足我们所拥有的，却没有看到天
主要让我们拥有祂才是最终的目的，
因为物质永远无法满足人心，只有天

主
才可以。

主耶稣基督，请加强我们的信德，
让我们在一切事情当中，都能顺服
你的旨意。在各种的情况当中，都能
看你给我们最好的安排！耶稣，我们
信赖你！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祈！阿
们！

～撰文/主徒会会士张伟刚神父～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依53：10-11
希4：14-16

谷10：35-45

教宗公开接见：
圣神推动教会

向普世性及合一迈进
（梵蒂冈新闻网）“教会的合一是人与人
之间的合一，不是在桌前，而是在生活中
实现”。如果说，众人都希望合一，“我
们众人都深切渴望合一”，合一“却难以
实现，就连婚姻和家庭内也如此，融洽及
和睦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保持下去就更
难了”。
教宗方济各10月9日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
动，继续关于圣神与教会的要理讲授，以
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为例，解释圣神在教会
内施展作为的方式。讲授要理之前，教宗
乘座车在10月温暖阳光照耀下的圣伯多禄
广场上漫行，向在场的大约25000名群众
致意，并把两名印度儿童、一名葡萄牙和
一名意大利儿童接到车上。

普世与至一：这就是教会的奥迹
要理讲授中，重温《宗徒大事录》记述
圣神在五旬节那一天降临的情节，教宗
强调，圣史路加指明圣神是教会普世性
及合一的保障。“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的即
刻效果就是，宗徒们‘说起外方话来’并
走出晚餐厅，向众人宣讲耶稣基督” （
参阅：宗二4）。这个段落凸显了教会的
普世使命，有如众民族之间一种“新的合
一”。
教宗指出，圣神以两种运作方式建立合
一。一方面，“推动教会向外伸展，好能
聚集更多的人群和民族”；另一方面，“
在教会内聚集合一，使已有的合一得到巩
固”。

面向普世
圣神的第一个运作方式，即推动教会朝向
普世性，这在科尔乃略皈依的章节中作了
描述（同上：第十章）。教宗表示，这是
一次新的“五旬节”，引领宗徒们放宽视
野，推倒最后一道阻碍，就是犹太人与外
邦人之间的阻碍（参阅：宗十-十一章）
。
教宗强调，“除了民族的扩展之外，还有
地理的扩展”：在《宗徒大事录》中，我
们看到保禄打算在亚细亚的新地区并经由
彼提尼雅传福音，但圣神却出人意料地阻
止他这样做。“第二天晚上，这位使徒
在梦中领命要去马其顿”（同上：十六
6-10），福音就这样走出故土亚洲，进
入了欧洲。

圣神的同道偕行
圣神的第二个运作方式，就是建立合一。
在耶路撒冷的宗徒会议上，争执最大的问
题就是，如何在不损害教会合一的情况下
实现普世性。教宗解释道，“圣神并不总
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奇迹般和决定
性的介入，就像五旬节发生的那样”。
“在大多数情况下，圣神也是透过细微的
工作、尊重时间和人们之间的分歧，透过
人事和机构、祈祷和交流来实现祂的介
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道偕行的
方式。”

一起走向基督
接著，教宗引用圣奥思定的一个图像来加
以说明，即“是圣神激励基督的奥体教
会”。教宗解释，这句话所强调的是，“
圣神不是从外部建立教会的合一；不只
是吩咐要合一。祂本身就是‘合一的纽
带’”。团结合一是件困难的事，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如此。
“我们彼此难以合一的原因是，每个人都
愿意达至合一，但围著自己的视角转，不
考虑眼前的人对同一件事有‘他’的观
点。如此一来，合一只能变得遥远。”
教 宗 阐 明 ， 生 活 的 合 一 、 五 旬 节 的 合
一，“唯有努力将天主置于中心，而非自
己”，才能实现。“基督徒的合一也是如
此：不要等待其他人来到我们这里，而应
一起走向基督”。教宗在要理讲授结束
时，呼求圣神帮助众人成为合一及和平的
工具。

顺服祢的旨意

专栏文章
谢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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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分不是基督徒

耶稣对他们说：“我饮的爵，你们必要饮；我受的洗，你们必要受；  

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给谁预备了，就给谁。”



(太平十八丁讯）在马来西亚西海岸的
太平十八丁附近，隐藏着一个名为老港
的小渔村。这个与世隔绝的湿地绿洲，
静谧而美丽，虽鲜为人知，却因一座百
年历史的天主教小教堂——圣安纳教
堂，成为当地的精神灯塔。尽管如今岛
上已无天主教徒居住，但这座教堂依然
矗立，守护着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承载
着无数关于信仰和奇迹的传奇故事。

老港的历史充满了圣安纳显灵的传
说。195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几乎
烧毁了整个村庄，但奇迹般地，当火
焰逼近教堂时，突然熄灭，教堂毫发无
损。这件事使圣安纳在村民心中的地位
更加神圣，仿佛她在守护着这片土地。

2004年的海啸，更让圣安纳的神迹广
为传颂。那天，巨浪如猛兽般向渔村
席卷而来，村民们绝望地看着大海的怒
吼。但就在巨浪即将吞噬村庄的瞬间，
它竟像被神秘力量牵引般分散开来，绕
过了老港，房屋和居民安然无恙。村民
们坚信，这正是圣安纳的庇佑，让他们
再度躲过一劫。

老港，仿佛被时间遗忘的渔村，一直
保留着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没有电力供
应，村民依靠发电机维持生活，用雨水
解决日常用水。这片土地的宁静与简
朴，诉说着与现代社会的隔绝。然而，
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屹立百年的圣安
纳教堂，成为村民们不变的精神灯塔。
无论风雨如何猛烈，这座教堂始终指引
着他们，给他们力量。

每年，老港圣安纳主保日都会吸引百
余名朝圣者横跨海洋，来到这个与世
隔绝的小村庄，参与盛大的庆典和弥
撒，展示出信仰的力量与深远的影响
力。2024年的主保日，因道路维修推迟
至9月29日举行。这一调整不仅出于安
全考虑，也让更多信徒能够在平和、庄
严的环境中亲身体验教堂的神圣气息。

当天，超过一百名朝圣者从十八丁港
口乘坐两艘游览船抵达老港，参加下午
3点的主保弥撒。此次弥撒由刘开祥副
主教主持，古晋的Stephen Lim神父、卢
源禄执事和Charles Ambrose Lazaroo执事
共同参与共祭。

在清朝末期的动荡岁月中，许多中国
人被迫离乡，南下寻找新的生活机遇。
根据曾是老港居民、现任太平热心教友
李速明的陈述，他的祖父李全有就是其
中一员。他与一群潮州教友乘船来到尚
未开发的老港，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他们齐心协力，建起了一座简陋的亚答
屋教堂，供奉着一尊从家乡带来的约一
尺高的圣安纳圣像。这座圣像不仅承载
了他们对信仰的坚定，也成了守护他们
出海平安归来的精神象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全有的儿子李保
禄接过了传承的火炬，将这座简陋的小
教堂改建为更坚固的木板教堂，并将圣
安纳圣像更换为三尺高的版本。然而，
那尊原始的一尺高圣像仍然被珍藏在李
速明的家中，象征着家族代代相传的信
仰与深厚情感。

李再来先生，曾是老港居民，回忆起
这个小渔村的辉煌与变迁。他说，早期
的老港大约80%的居民是天主教徒，渔
民们信仰虔诚。然而，随着二战后的社
会变迁，许多渔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条件，搬迁到内陆。如今，曾经繁荣的
信仰几近消失，老港只剩下二三十名居
民，圣安纳教堂依然静静伫立，守护着
这片土地和村民的精神象征。尽管教堂
内不再有信徒，村民们依旧自发前来打
扫、点燃白蜡烛，并在农历初一和十五
献上水果和红蜡烛，以表达对教堂的敬
意。

1998年，老港圣安纳小教堂迎来了历
史性的重建，标志着一个社区的信仰与
情感的复兴。原本简陋的木板结构的教
堂由于年久失修，面临关闭的命运。安
东尼主教甚至提议将圣安纳圣像迁往十
八丁，因为当地教友稀少，教堂几乎没
有人前来参与弥撒或祈祷。

然而，转机在一位神庙乩童的预言中
悄然降临。他预示教堂将关闭并移走圣
像，这一消息如同一声警钟，唤醒了村
民们的共同记忆与情感。居民们坚定地

要求保留教堂，并自愿承担维护责任。
在他们心中，圣安纳教堂不仅是信仰的
象征，更是几代人珍贵回忆的守护者。

教堂的保留让重建计划重新启动，但
六七万令吉的费用成为新的挑战。李再
来先生和黄炳隆神父积极奔走，发起筹
款。尽管李再来当时因生意失败而负债
累累，他仍毫不犹豫地肩负起筹款的重
任。最终，怡保商人林景文慷慨承担了
大部分费用，而李再来坚持先募捐，林
先生支付了剩余款项。黄炳隆神父也慷
慨解囊，个人捐助五千令吉。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教堂从原
本 的 木 板 结 构 升 级 为 坚 固 的 水 泥 建
筑。1998年8月31日，这座焕然一新的
圣安纳教堂终于在庄重的祝圣仪式中正
式揭幕，见证了一个社区的信仰重生与
团结的力量。

在老港圣安纳堂前，屹立着一尊高五
尺的白色圣安纳雕像，宛如信仰的守护
者。这座雕像原本位于大山脚的圣安纳
圣殿后山，却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遭遇
不幸，被倒下的大树击中，断裂后被遗
弃在树下，任凭青苔覆盖，岁月无情。

然而，命运的转机悄然降临。当卢源
禄执事偶然发现了这尊被遗忘的圣像
时，他决心将其重生。他悉心修复后，
将这座雕像迁至老港的圣安纳堂，安置
在面向大海的显要位置。如今，这尊复
苏的圣安纳像不仅象征着信仰的坚韧与
重生，更成为了老港居民心灵的精神灯
塔。

它静静伫立，守护着信仰，庇佑着家
园，指引着每一位在岁月流转中前行的
老港居民。每当人们在教堂前驻足，凝
视这尊圣像时，心中便涌起对信仰的坚
定与希望，仿佛在聆听着那份永恒的召
唤与庇护。

麦可佐思 ……报道

（怡保讯）怡保圣米高堂很荣幸能在
2024年10月5日及6日为西澳耶路撒冷
圣墓骑士团作东。今年，除了来自马来
西亚的骑士，还有西澳分团团长、荣休
分团团长暨11位来自澳洲柏斯的骑士
出席这庆典。

骑士团先于10月5日举行册封前夕典
礼，罗马总团长斐洛尼枢机主教委派槟
城区团神师谢福华神父主持前夕和册封
典礼。分团团长在欢迎词中提到，成为
一名骑士不仅是份荣耀，更是召叫我们
效法耶稣像仆人般谦卑地为众人洗脚。
礼仪开始时，先以圣道部分开始，然后
是降福骑士服及候选骑士的勋章。接着
候选骑士念承诺书。这承诺是致力成为
信仰的见证；度模范基督徒的生活；维
持基督徒在圣地的存在；实践基督徒真
正的慈善承诺。接着，候选者签署其承
诺书，然后也为准骑士们呈献圣墓骑士
团的三件标记：佩剑、马刺及香油。最
后，前夕典礼以圣体朝拜、办和好圣事
及圣体降福结束。根据宪法，团员可获
全大赦，若在前夕典礼后办和好圣事、

领圣体及为教宗的意向祈祷。
隔天即10月6日不少圣米高堂的教友

也前来观礼及参与。册封典礼先以呼求
圣神降临开始，然后秘书长以中英语念
出由现任教宗方济各授权予梵蒂冈总部
总团长斐洛尼枢机主教的册封法令。法
令中任命并宣告Andrew Low、Justin 
V i n c e n t 、 刘 文 斌 、 王 正 和 、 A n n 
Lim、Annie Lau、Grace Khoo、Helen 
Lau、Terezinha Gonsalves、钟美
华、黄燕玉、陈春燕、曾钰花和王依薇
为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的成员。宣言
后，每位准骑士将到祭台前受册封礼并
佩戴勋章。弥撒前，骑士们为今年去世
的William Oh骑士、Camillia Ng女骑
士以及Christine Yeoh女骑士哀悼一分
钟。谢神父在弥撒讲道中提到成为骑士
团是终生的承诺，诚如当天福音中提到
的婚配圣事，如同基督与教会的承诺。

“我一直都在犹豫中，但经过了册封
前夕仪式，我感觉到我是有福的。”
一位英文组新册封骑士的分享。另一
位华文组的新册封骑士的回馈，“从

迷糊的流程、从惧怕的承诺，我不断
地质问天主。直至被册封的那一刻，
让 我 领 悟 到 主 基 督 既 然 拣 选 了 我 ，
我应以荣幸和喜乐的心情去接受这使
命 。 尤 其 当 穿 上 附 有 圣 伤 的 骑 士 袍
时，感动入扉，主基督为众人而死，
而我仅为一位骑士，为何如此多虑。
我默许应用余生完成祂的旨意。”

弥撒后，全体成员以及嘉宾共同欢
庆这重大的庆典。十年前，首批马来
西 亚 1 4 位 教 友 在 柏 斯 被 受 册 封 成 为
骑士，今年正好庆祝十周年纪念。藉
此，区团委员会为团员准备了一册纪
念刊，把十载的点点滴滴记载其中。
在 晚 宴 上 ， 也 特 备 了 周 年 视 频 、 切
蛋糕仪式、抽奖助兴。除此以外，纪
念刊共保留三页留言篇让团员彼此互
动，留言签名作纪念。枢机施恩天也
致函祝贺槟城区团在过去十年，藉着
毅力和团结不懈地发展迈向骑士团的
宗旨，感恩现已有87名团员了。让我
们感恩天主的召叫引领，以及所恩赐
的一切。

新成员与西澳分团团长以及槟城区团主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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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见证：圣安纳教堂与老港的信仰传承

亲 爱的天主子民，
为 促 使 我 们 地 方 教 会 今 日

在庆祝教理主日时，有更多的空间
来策划各种活动计划，并更能有意
识地专注于我们的教理工作，「马
来西亚天主教主教团」在多次与马
来西亚主教团教理委员会一起祈祷
辨别下，批准了马来西亚主教团教
理委员会的建议将教理主日定在每
年 8 月 第 一 个 主 日 而 不 是 我 们 惯 例
的每年1月最后一个主日。

随 着 我 们 过 渡 到 这 个 新 的 时 间
表，鼓励我们所有的信徒接受这一
变动，将其视为加强我们培育社区
信仰的努力的机会。

此 外 ， 虽 然 教 理 主 日 将 在 8 月 第
一个主日庆祝，但根据地方主教的
辨别，对教理的奉献可延长到整个
8月。教理员/传教士的派遣礼可在
年 初 或 8 月 进 行 。 这 也 应 由 地 方 主
教根据教区的需要酌情决定。这种
灵活性将使每个教区能够辨别出最
适合这一重要事件的时间。

我 代 表 马 来 西 亚 主 教 团 向 我 们 的
父 母 、 监 护 人 、 教 理 员 / 传 教 士 和
神 父 表 示 深 切 的 谢 意 。 感 谢 你 们
在传教这重要事工中付出的爱心劳
动。我邀请你们继续同行，为我们
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愿主赐予
我们丰沛的祝福，恩典和智慧来完
成使命。

特此公告

主教團教理委員會主席
许德光主教
（译文）

左至右：古晋的Stephen Lim神父、卢源禄执事、刘开祥副主教
（主祭）和Charles Ambrose Lazaroo执事。

十四位教友受册封为骑士
槟城区团欢庆十周年纪念

马来西亚主教团教理委员会公告

教理主日的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