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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必扶持我。
咏54:6

（避兰东讯）2024年马来西亚半岛区域
牧民大会(RPA2024)于8月25日至27日
在甲柔教区（MAJODI）中心举行。一
共有427名来自吉隆坡总教区，甲柔教
区和槟城教区的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
平信徒出席。这次的大会还包括来自东
马的两名观察员和槟城大修院的神学院
修生。
依据牧民大会的主题，每一天发表一个
主题演讲，并以“庆祝、聆听和以共融
的精神同行、参与和使命”。主讲者有
廖炳坚总主教、伯纳德保禄主教和施恩
天枢机。
最后一天，牧者的“劝谕”为活动画上
圆满的句点。这些劝谕涉及了四个牧区
关注领域：家庭、教会、生态和社会，
并通过参与者在“灵修交谈”中的辨别
而诞生的。在RPA2024上，参与者被邀
请一起辨别和思考马来西亚半岛教会的
旅程和方向，深入聆听天主的声音，并
致力于共同完成使命。

第一天：庆祝
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以“庆祝”
为主题发表其主旨演讲，为大会拉开序
幕。他邀请与会者反思教会从1976年革
新运动开始至2024年的第六次大会的旅
程。廖总主教特别强调了在此期间所经
验的里程碑和克服的挑战。
廖总主教以个人经历，分享了他在台湾
时的一个轶事，当时他脚踝肿胀，却仍
完成了一场马拉松，以此比喻教会在困
难中仍然坚持不懈的前行。他强调，庆
祝不仅是对成功的认可，也是对在困难
时期坚定不移地克服所有的挑战以建立
教会团结以及巩固教会的信仰认可、。
总主教概述了几个值得庆祝的关键领
域，包括基信团(BEC)的发展、教会在
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宣扬基督的使命，以
及在多元化中团结的重要性。他对教会
享有的和平、繁荣和信仰表示感激，但
敦促在继续创新和成长的同时，要警惕
地保护这些美好的祝福。廖总主教还呼
吁与会者怀着希望和决心拥抱未来，提
醒他们教会近50年的历程证明了她的韧
性和团结。
廖总主教还指出，与过去的马来西亚半
岛牧民大会(PMPC)相比，RPA2024有
显著差异。他继续说道，“不同之处在

于，我们正齐聚一堂，为2026年的马来
西亚牧民大会（MPC）做准备”，并
且“我们将整理RPA的这些发现，并将
其提交给2026年的MPC。”

第二天：聆听
第二天，甲柔教区的伯纳德保禄主教发
表了以“聆听”为主题的主旨演讲。他
区分了单纯的倾听和真正的聆听，并解
释说，倾听是一个身体举动过程，但聆
听涉及心灵和思想，必须要用心去靠近
和感受。他将聆听描述为爱的开始和与
天主和他人建立团契的基础。他强调，
真正的聆听是一种神圣的恩宠，使人能
够听到天主的声音，并从爱、勇气和信
任的角度采取行动。
主教强调了圣经中聆听的传统，追溯了
教会的历史，并指出其在马来西亚背
景下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第二次梵蒂冈
会议之后。他也强调了用心聆听的重要
性，提醒与会者全面性地在总教区/教区
进行彻底的调查，为大会关于教会、家

庭、社会和生态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伯纳德主教对牧灵方针表达了一些担
忧，这些方针可能在某些方面是自私
的，并挑战与会者反思他们的使命，
询问他们是否将自己的使命视为天主使
命的一部分，还是在维护一种“孤岛心
态”。
主教最后鼓励与会者用心聆听，团结一
致；并认真地辨别天主的声音、克服阻
力和信赖他们内在神圣肖像结束演讲。

最后一天：同行
最后一天，施恩天枢机将庆祝和聆听的
主题结合在一起，呼吁“在使命中共同
前行”。他将这次旅程描述为一场属灵
革命，灵感来自圣若翰尤德斯，他在法
国腐败和绝望的时期振兴了教会。施枢
机强调，共同前行需要忏悔、希望和对
圣神的深切依赖。他敦促与会者满怀信
心地共同前行，共同迈向2026年马来西
亚牧民大会(MPC)。
施枢机还强调了与普世教会同行的重要

性，特别是在教宗方济各即将于9月访问
亚洲期间，以及为2025年的希望禧年做
准备时。他呼吁大会响应马来西亚主教
团的呼召，包括2025年的马来西亚青年
大会和槟城大修院360周年庆典。
在最后发言中，施枢机引用了圣若望保
禄二世的话：“让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回
忆过去，满怀热情地活在当下，满怀信
心地展望未来。”他鼓励与会者继续在
共议教会内以共融、参与和同道偕行的
使命前进，并时常与圣神对话为即将到
来的马来西亚牧民大会做准备。
马来西亚半岛区域牧民大会为马来西亚
教会的未来定下了基调。廖炳坚总主
教、伯纳德主教和施恩天枢机的信息强
调了庆祝过去、认真聆听天主的声音以
及带着决心和希望一起前行的重要性，
将继续引导马来西亚半岛教会面对未来
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与会者返回各自的
教区和堂区，大会的讨论将对教会的
使命和愿景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迈向
2026年马来西亚牧民大会之际。

（避兰东讯）2024年马来西亚半岛区域牧民
大会(RPA2024)以三位牧者发表在大会讨论
中而诞生的劝谕做总结。施恩天枢机强调，
这些劝谕重点关注家庭、教会、生态和社会

四个关键领域，旨在指导本地教会继续迈向
2026年马来西亚牧民大会 (MPC2026)。
这些牧民劝谕是由RPA2024辨别小组整理了
在第三轮“灵修交谈”中，并从427名参与者

进行的辨别和综合而成，由施恩天枢机、廖
炳坚总主教和伯纳德保禄主教发表，以提供
指导和建议给各自教区、堂区和事工，使之
应用于其特定的牧区环境。

牧者的劝谕

家庭
陪伴

原理的阐述：
我们被召叫去陪伴那些面临挑战的人以
培养正确的家庭价值观；并加强彼此间
的信仰和建立以天主为中心家庭的关
系。

牧灵建议
1.制造时间用于联谊、培训和祈祷。
2.制造成长的空间和自由。
3.根据当前问题审查和更新活动计划。
4.制定包容性强、并整合所有阶层的活
动计划。

教会
慈悲

原理的阐述:
我们被召唤成为一个慈悲的教会，人们将
在彼此身上看到耶稣的面容。通过慈悲，
教会培养了一种归属感，并赋予我们传播
福音的力量。

牧灵建议
1.拥抱我们社区的多样性。
2.制造一个共同承担责任和合作团体的空
间。
3.调整基信团，以创造性地应对新趋势和
基层现实。
4.教导门徒成为天主的仆人，传教领袖。

原理的阐述:
我们有责任承担起拯救地球母亲的紧急
使命，其中包括停止掠夺和开发资源并
避免浪费。刻不容缓，立即行动！

牧灵建议
1.确保在各个层面进行一致的教育和实
施
2 . 实 践 4 R 原 则 — — 拒 绝 、 减 少 使 用 、
循环再造和恢复原状。
3.培养一种拒绝消费主义文化和维护创
造正义的精神。

原理的阐述:
我 们 被 要 求 通 过 可 见 的 合 作
建 立 一 个 和 谐 的 社 会 ， 同 时
强化福音价值观

牧灵建议
促进：
1.社会行动
2.参与意识提升活动计划。
3.共享资源和人才。
4 . 应 对 当 前 社 会 挑 战 的 新 事
工。
5.与生命对话。

社会
预见性的预言

生态 
管理

2024年区域牧民大会
庆祝、聆听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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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 以 来 ， 人 们 的 文 化
共识是——孩子和婚姻

是“标配”。然而，如今越来
越多的夫妇开始放弃生育。
其实，早在1950年代，就出现
了DINK这个群体。DINK是英
文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
写，意为“双薪水、无子女”
的夫妻，DINK在中文被音译成“顶
客族”。
顶客族是一种生活形态，指那些具有
生育能力而选择不生育的夫妻，他们
一般是主动不生育，却也可能因主观
或客观的原因而被动地选择不生育。
他们更多不是因为经济负担的问题而
不生育，他们都是收入高，且是双份
收入的中产阶级，只是不想要孩子。
顶客族出现的早期，并不为华人社会
所知，华人的传统观念向来侧重家族
兴旺；一对男女永结同心之后，必求
早生贵子。所谓无后为大，不孝的
表现有很多，以不尽后辈的本分为
最——结了婚不生孩子，岂有此理！ 
奇怪的是，以前普通人家收入一般，
家里的经济支柱通常是丈夫、为人父
者；妻子，为人母者，很多是留在家
照顾孩子，做家务，相夫教子，最多
就是拿一些细活回家做，帮补家用。
所以，当年轻夫妇说“不敢生”，或
者“不敢生太多，怕负担不起”，长
辈们就会苛责“我们还不是这样挺了
过来” 云云。
时代改变了，现在大家经济条件越来
愈好，面对年轻人的坚持，长辈反而
无力去改变，长辈对晚辈的耳提面命
也不管用了。为人父母的观念松动
了，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他们
过得开心自在，就别管那么多了。
再说，“劳碌”半辈子，不少五六十

岁 的 “ 长
辈”思想开通，退休了也要过自己的
生活，没有孙子则乐得清闲；当年为
儿女操劳，老了还要帮忙带孙，何苦
来哉？！ 
话虽这么说，当摊开数据，还是心有
戚戚焉！我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女性
迟婚导致大马的生育状况发生了重大
变化，每户家庭从1970年的4.9个孩
子减少到2022年的1.6个孩子。如果
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持续，未来大马家
庭规模也会缩小：根据2020年大马人
口普查结果，大马个人家庭平均规模
从1970年的5.5人减少至2020年的3.9
人，这导致大马人的数量减少。
华人方面，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第一
季度大马人口统计报告显示，华裔生
育率继续下跌到少过10%，只有8.8%
，比新加坡、日本和韩国还要低。华
人，开始感到危机来了！ 这个现象
已经令到学者和华团感到忧心忡忡。
所以，会馆推出了“生育奖励福利”
，用“有生有奖”来鼓励会员多生
育，然而这项奖励根本起不了多大作
用，接获的申请寥寥无几。
新时代的顶客族，没小孩，经济条件
好，夫妻俩若觉得寂寞，就养宠物
呗！这样的风潮带起了宠物经济，养
只猫，养只狗，比起养个小孩的花费
更高，但是，在权衡之下，养宠物的
责任，比养小孩来得“轻松”，何乐
不为？

长辈也只能干瞪眼。
写了这么多，其实我要带出的讯息
是，天主教是如何看顶客族的？
答案当然是No！因为这种生活形态
违反了天主创立婚姻的目的。《天主
教教理》1604号说：“天主因著爱而
造了人，也召叫人去爱；这是整个人
类最基本和与生俱来的圣召。因为人
是按照天主的肖象和模样而造成的，
而天主本身就是爱。天主这样造了
男女，他们互相的爱情成为反映天主
对人类绝对和永恆之爱的肖象。在造
物主的眼中，这爱情是美好的，非常
美好的。这爱情得到天主的祝福，目
的是使它不断衍生，并实现于照管受
造物的共同工程中：“天主祝福他们
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
治理大地’”(创 1:28)。
当一对情侣踏入教堂，接受婚配圣
事，领受天主的祝福前，必须先上婚
姻辅导课，内容除了夫妻相处之道，
还包括生育计划，一切都是为婚姻生
活做好准备，包括繁衍生命，因为夫
妇间的爱很自然地指向创造、建设由
他们的爱而来的生命，儿女成了他们
无私的爱的果实，是他们热爱生命，
对生命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流露。
顶客族的观念和形态，与天主给予
的爱是背道而驰的。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顶客族会越来
越多，当中肯定包括不少教友，教
会或许需要做统计，鼓励顶克族参
加夫妻恳谈，坚定他们的信仰观；
但是，一般会馆祭出奖励这一招，
都无法见效，信仰的力量可以力挽
狂澜吗？
天主保佑！
作者：张立德
芥子心供稿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老师会问我
们长大后想做什么。当我们

年幼时,很多人都有崇高的抱负。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我们的欲望开
始改变,并且我们接触的世界越广,
我们的欲望和抱负也越会发生变
化。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会继续
保持他们抱负的纯真,而对于另一
些人来说,他们则会追求超越自我
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许多人愿意为了实现内心的渴望而
不择手段。问题是,当一个人愿意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满足自
己的欲望的时候,是否什么都
愿意做吗？
当我们的心被对权力,金钱
和物质的欲望充满时,我们
就会开始做出违背道德价
值观的行为。我们开始渴
望别人拥有的一切,嫉妒之
心悄然滋生。在极端的情
况下,我们甚至会不顾一切
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然
而，当我们得到了所有心中
渴望的一切之后，我们真的会
感到快乐吗？一个公正的回答
是“是的”,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因为我们总会渴望别的东西。一旦
我们对已有的感到厌倦，我们的内
心便会驱使我们渴望别的东西。我
们永远不会对自己拥有的感到满
足,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
让我们真正满足，只会让我们陷入
痛苦之中.

雅各伯书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那
里有嫉妒和纷争,那里就有扰乱和
种种恶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
我们生活中拥有很多东西，仍然感
到痛苦。我们必须意识到,受造之
物永远无法带给我们内心的平安或
喜乐。我们内心的空虚只能由基督
来填满。当我们 祈祷时,不要祈

求物质的东西,而应祈求天主的智
慧,因为那才是能带给我们平安和
持久喜乐的,能平息我们内心战争
的智慧。我们需要明白幸福与喜乐

之间的区别。受造之物只能带给我
们暂时的幸福,因为幸福是短暂且
表面的,然而喜乐却是只有天主才
能给予的。喜乐比感受更深层次,
并且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耶稣的门徒也有过类似的欲望和野

心。他们在争论一个至今仍困
扰着我们的问题——权力和权

威。这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
我们。即使在教会中也是
如此。我们可能不想承认,
但通过我们的行动或不作
为，这种对伟大的渴望仍
然渗透在今天的教会事工
中。耶稣所教导门徒的,
今天仍然适用于我们:如
果我们想要伟大,我们必须

愿意成为最小的。这种态
度必须从内心培养, 而不仅

仅是为了做表面功夫。真正
的伟大并不来自权力或权威的

位置,这是世界教给我们的观念。
真正的伟大来自于谦卑和自觉渺
小. 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谦卑地承
认自己的渺小时, 我们才能让天主
进入我们的内心, 并充满祂的圣灵
和智慧. 

～撰文/郑国豪神父～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智2：12，17-20
雅3：16- 4：3

谷9：30-37

教宗会晤印尼教会成员：
在日益分裂的世界
培养尊重和友爱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9月4日下
午在雅加达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会见了印
尼的主教、司铎、执事、奉献生活者、
修女、修生和要理教员，向他们发表了
一篇讲话。信仰、友爱、怜悯这三个关
键词是教宗在该国访问的座右铭，也是
他 这 篇 讲 话 的 中 心 思 想 。 教 宗 在 讲 话
前，先听取了印尼主教团主席的致词和
其他四位教会成员的见证。

信仰
教 宗 在 讲 话 中 ， 赞 赏 印 尼 是 个 幅 员 辽
阔、自然资源极为丰盛的国家，同时邀
请在这令人惊叹的富饶面前要怀有感恩
之情，不骄不躁，认出天主在宇宙和人
类生活中的临在。这就是信仰的意涵。
教宗提醒道，“以子女谦卑的眼睛看待
这一切，这有助于我们相信并认出我们
的卑微和被爱”（参阅：咏八）。
教宗提到，在这方面，刚才作见证的依
搦斯（Agnes）“告诉我们，我们与受
造界的关系、与兄弟姊妹的关系，尤其
与最需要帮助的人的关系，应以个人和
团 体 的 型 态 体 现 出 来 ， 具 有 尊 重 、 礼
貌、人性，以及方济各精神的简朴和爱
德”。

友爱
教 宗 引 用 波 兰 诗 人 、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 主 维 斯 瓦 娃 · 辛 波 丝 卡 （ W i s l a w a 
Szymborska）的诗句：成为兄弟意味
著相爱、彼此承认是“两个酷似却不同
的人”。教宗借此道出友爱的含义，即
彼此接纳，认识到求同存异。教宗鼓励
印尼教会继续发扬传统，珍惜所有人的
贡献并在每个环境中作出慷慨的奉献。
在教宗讲话前的见证中，印尼教区司铎
联会（UNINDO）主席马克西（Maxi 
Un Bria）神父首先发言。他感谢教宗
对如此遥远的教会的关怀，并讲述了印
尼天主教会在这个多元化国家中促进公
益 的 努 力 。 教 宗 在 讲 话 中 提 到 这 个 课
题。他强调，宣讲福音不是强加于人，
也不是劝人改变信仰。
“宣讲福音并不是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
他人或与他人的信仰对立，而是奉献和
分享与基督相遇的喜乐（参阅：伯前三
15-17），常对每个人怀有极大的尊重
和友情。在这方面，我邀请你们永远保
持这种态度：在一个分裂、强迫别人和
彼此挑衅的趋势似乎越来越严重的世界
上，你们应做开放的人，成为所有人的
朋友，正如马克西（Maxi）神父所说， 
‘手拉手’，成为预见共融的人。（参
阅：《福音的喜乐》劝谕，67号）”

怜悯
最后，教宗说明怜悯的意义，它与友爱
密切相连。教宗指出，怜悯并非一种软
弱，而是一份美德，不是站在高处施舍
救济。怜悯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众
位弟兄》通谕提到的那样，“也意味著
接纳他们对解救和正义的梦想与渴求、
照顾他们，使他们自己成为推动者及合
作者，同时也让别人参与，扩大爱德广
大动力的‘网络’和疆界“。
教 宗 也 邀 请 众 人 留 意 “ 内 心 的 语 言 ”
、“触摸”他人的贫穷，真正与他的目
光对视。教宗说，“这并不表示共产主
义，而是爱德”。

坚固信仰、向友爱开放、以怜悯亲
近每个人
教宗最后提到，他的前任圣若望保禄二
世于1989年在这片土地上喜爱重复《圣
咏》的一句话：“无数岛屿，也都要欢
乐！”（咏九十七1）教宗说：“我也
重申这句劝勉，鼓励你们继续你们坚固
信仰的使命，在友爱中向众人开放，以
怜悯亲近每个人。我祝福你们，感谢你
们每天所行的许多善！我为你们祈祷，
也请你们为我祈祷。谢谢。”

幸福与喜乐

专栏文章
张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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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主遇上DINK



(槟城讯）2024年9月1日，浮罗山背的
耶稣圣名堂迎来了一场充满温馨与神圣
氛围的要理班学生弥撒。孩子们以行动
回应天主之爱，用实际的奉献与服务，
让信仰在每一个细节中得以体现。这一
天，他们的全情投入不仅触动了在场的
每一个人，也展现了他们在信仰中不断
成长的脚步。
弥撒从开始到结束，孩子们都怀着谦逊
与虔诚的心，履行各自的礼仪职务。无
论是辅祭、领经、读经、歌咏，还是收
捐献，孩子们以天主仆人的姿态，认真
专注地完成每项任务。这些奉献不仅仅
是仪式的完成，更是他们与天主间深刻
对话的桥梁。每一个动作，每一声吟
唱，都是他们信仰的具体表达。
信仰不仅仅停留在教义和历史的学习
中，弥撒让这些孩子亲身体验到信仰的
力量。通过奉献与服务，他们不再仅是
学习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他们明白

了，弥撒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他们生
命中的核心，是通往天主的桥梁，是信
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体验。
这场弥撒的成功离不开那些默默耕耘的
主日学老师们的辛勤努力。他们用耐心
的教导和温暖的陪伴，将孩子们的心灵
引向天主的光明，帮助他们在信仰的路
上找到归属感。正是老师们的无私付
出，才使得这些孩子们能够坚定地走在
基督的道路上。
在这个充满感恩与喜悦的时刻，我们为
孩子们的奉献与服务深感骄傲。看着他
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日益坚定，我们的心
中充满了希望与欣慰。愿他们在未来的
日子里，继续在天主的怀抱中茁壮成
长，怀着感恩的心，勇敢承担起传承信
仰的使命，将天主的光辉与爱传递给更
多的人。

麦可佐思 ……报道

（亚罗士打讯）2024年8月30日（星期
五），亚罗士打圣弥额尔堂举行了一次
特别的弥撒，为病人、体弱者及长者集
体傅油圣事。此次弥撒的目的是为那些
病重或因年老而受著病苦考验的基督
徒，賦予特別的恩寵。希望通過病人的
傅油聖事，基督堅強了受疾病痛苦煎熬
的信友並給予他們最強的支助。
此 次 活 动 共 吸 引 了 2 1 名 教 友 报 名 接
受傅油圣事。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
行，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
管理病人、体弱者及长者的登记和座
位安排。这些志愿者们细心地照顾每
一位参加弥撒的信徒，确保他们能够
得到妥善的服务。
弥撒由谢福华神父（Reverend Fr 

Michael Cheah）主持。弥撒中，病人
和长者们接受了已祝圣的“病人油”
的涂抹仪式，希望病人在病痛的考驗
中，能得到力量及安慰并對天主的愛
不致動搖，
弥撒结束后，所有教友都享用了丰盛
的午餐，这顿午餐由一些热心的教友
组织安排。这一餐不仅为大家提供了
美味的食物，还促进了教友之间的交
流与团结。
此次活动不仅为病人、体弱者和长者
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也体现了教会
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爱护。活动中志
愿者的积极参与和教友的热心支持，
使 得 此 次 弥 撒 成 为 了 一 次 难 忘 的 经
历。

（古晋讯）由古晋总主教区华语教务协进
会主催，古晋圣若瑟总主教座堂堂区联
委会主办的要理员讲习会成功于7月13日
在牧灵中心举办。这个从下午2时开始，
到晚上10时结束的讲座活动吸引了古晋
总教区的七个堂口的115位信仰分享员参
与。这些信仰分享员主要服务于各堂口的
教理班（主日学）、成人慕道团和儿童圣
道礼仪组。
这讲习会特别邀请了主徒会属下平信徒团
体芥子福音传播中心成员吴瑞良兄弟，以
《教理传授与圣神》为主题，向所有信仰
分享员介绍圣神的轨迹、圣神与伦理、基
本自由与抉择。除此之外，他也分享要
理培训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包括要真正去
认识自己的“羊”。另外，他也强调网络
的资讯太多，并且包含了一些不真实的内
容，因此，他分享了自己收集和整理多年
的天主教资料库与其应用软件给大家，作
为要理备课时可应用的参考资料。
参与了这个讲习会后，信仰分享员在信仰
培训的努力上，认清了圣神的教育：我们
要学怎样教，也要学怎样学，并且要学习

去认识自己的“羊”。
吴瑞良兄弟也是中文小磐石圣经研读课程
的总召集人。他在国内外积极推动平信徒
读经，主要涉及圣经课程和资料的编辑、
出版、培训、统筹等等工作。也参与成人
慕道课程资料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因此，
这趟过来，他也带来了自己与芥子心团队
印刷的最新《成人慕道班》资料手册，让
古晋总教区的成人慕道团有新的教学资
源。
傅云生总主教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培训
活动，他对要理员们牺牲周末时间来学习
表示赞许。他希望要理员们回到各个堂口
后，能更虔诚与热心地在信仰培训的工作
上继续服务，带领更多孩子与孩子的父母
认识天主的爱。
黄天赐神父特别感谢吴瑞良兄弟远道而
来，与古晋的信仰分享员进行会面与分
享，他也感谢大家的出席。黄神父希望藉
这机会支持和鼓励要理员们在信仰培育工
作领域的服务。
（黄丽彬报导）
转载今日公教（Today’s Catholic）网站

要理班学生奉献歌声于天主

亚罗士打圣弥额尔堂傅油弥撒

谢福华神父为病人、体弱者及长者办傅油圣事

HERALD September 22, 2024Xian Feng Bao20

信仰的种子：在奉献与服务中成长的心灵

全国圣文森特会会员大会：
团结与使命的号召

（ 太 平 讯 ） 2 0 2 4
年9月2日 —— 马
来西亚圣文森特德
保罗会（SSVP）
于2024年8月31日
至 9 月 1 日 在 太 平
举行了“全国文森
特会员大会”。主
题 围 绕 着 《 玛 窦
福 音 》 1 1 : 2 8 - 3 0
节：“凡劳苦和负
重担的，你们都到
我跟前来，我要使
你们安息。”此次
大会彰显了服务与
信仰的持久精神。
槟 城 主 教 施 恩 天 枢 机
发 表 了 激 动 人 心 的 主
旨演讲。他引用了圣若望·保禄二世
的名言：“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回顾
过去，以热情活在当下，并充满信心
地展望未来。”施枢机在演讲中向160
位的文森特会员提出了四项重要的建
议：
1.共同庆祝：枢机呼吁文森特会员们庆
祝他们作为一个由圣神引导的运动的
共同旅程，强调了辨别与团结的重要
性。
2.共同聆听：他强调了在教会内相互倾
听的必要性，指出了基督与教会的关
系，并将其与各种关系中的相互尊重
与顺服是息息相关的。
3.顺服即是使命：枢机主教谈到了顺服

在教会使命中的重要
性，引用了子对父及
圣神的顺服，并阐述
了顺服在教会和家庭
关系中的作用。
4.共同前行：他强调
了与圣神同行的重要
性，以实现团结，并
参与灵修交谈，将教
会 视 为 一 个 传 播 慈
悲、喜乐与希望福音
的团体。
SSVP主席拉金德兰
纳拉亚南在欢迎辞中
强调了持续培养和培
训的必要性，特别关

注文森特精神和诸如谦
逊与无私等美德。他还

提到了完成奥扎南退休村（ORV）项
目的承诺。
马 丁 贾 利 也 分 享 了 关 于 仆 人 领 导
力、SSVP内部团队建设以及共议性、
协同效应与事工团结原则的见解。
大会最后一站是参观位于太平圣母圣
心堂的ORV项目现场。施枢机与其他
神职人员为项目现场祈福，鼓励文森
特会员们将完成该项目视为一项神圣
使命。
大会在文森特会员们热情的“阿门”
声中结束，参会者都受到鼓舞，以
继续热心地参与服务他人为重要的工
作。
赛尔瓦玛诺嘉里。。。报道

施恩天枢机与文森特会员参观位于
太平圣母圣心堂的ORV项目现场

《教理传授与圣神》
要理员讲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