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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规诫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咏19:9

（梵蒂 冈 新 闻 网 ） 1 5 2 4 年
9 月 1 4 日 ， 特 耶 内 的 圣
加耶当（Gaetano da 

Thiene）和他的初期同伴们在罗马的
圣伯多禄大殿发了大愿，于是诞生了
特耶内神职修会（Chierici Regolari 
Teatini）。这个修会实践并推动“团体
生活并透过为弟兄服务来服事天主”，
同时效法最早的宗徒团体（参阅：谷三
13-15），透过革新自己为教会的改革
尽一份力量。
教宗方济各9月14日会见了特耶内神职
修会朝圣活动的参与者，在讲话中作了
上述表示。这项朝圣活动是为纪念特耶
内神职修会创建500周年，朝圣者们在
圣伯多禄大殿蒙教宗接见。教宗鼓励该
修会的会士们，“在更新、共融及服务
中”继续他们的旅程。

在老旧的基础上自我更新
教宗省思的灵感正是来自圣加耶当发大
愿时的圣伯多禄大殿，当时那里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建筑工地，旧的圣殿要拆
除，因为不再适合天主子民的需求，而
要建一座新的大殿。教宗说，“为了忠
实于我们的使命、走上更新的大胆行
程”，以及再表忠信，必须“建立在旧
的基础上”，同时“随时准备拆除为建
新殿不再需要的一切”。教宗解释，这
就是更新的含意。
共融
谈到共融，教宗回顾在那次重建圣伯多
禄大殿时，“著名的艺术家、熟练的工
匠、众多的工人和劳动者，不论男女，

或是从事最卑微的工作，大家同心协力
为新大殿的诞生”而努力。教宗强调合
作的重要性，因为“事实上，一个温馨
的家不是单枪匹马就能建成，而是在团
体中共同出力，重视所有人的贡献”（
参阅：格前十二7-11）。
彼此服务
此外，教宗也提醒道，为使计划向前推
进，需要卷起袖子实干，需要付出努
力。教宗说：“如果我们不具体地彼此

服务，不谦卑、怀著善意和奉献牺牲的
精神，那么好的意图仍然结不出果实。
圣加耶当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他推动
了许多爱德工作，其中有些至今还在进
行；但首先是耶稣教导了我们这一切，
祂来不是受人服事，而是服事人，并交
出自己的性命（参阅：谷十45）”。
天主子民的教会
教宗强调，重要的是“我们，包括个人
和团体”。教宗也指出，圣伯多禄大殿

是一个象征性的标记。
“五百年前，你们的创始人并没有将他
们的生命奉献给砖块和大理石的建筑工
地，而是奉献给活石（参阅：伯前二
4-5）；他们将生命奉献给圣教会，这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天主的子民和上主
的奥体。为了教会的益处，他们每个人
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忠心耿耿的
几个世纪后，如今将这工程交给你们。
你们要勇于进取，奋勇向前吧！”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新闻室9月16日召
开记者会，介绍将于10月2日至27日在罗
马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
第二会期的工作。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
奇枢机表示，世界主教会议是一段祈祷
的时期；它「不是研讨会」，而是「教
会祈祷的集会」，是聆听天主圣言并听
从圣神的时刻，也是恳求天主宽恕教会
罪过的机会。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
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主持了这
场记者会。
会前两天避静与前夕忏悔礼仪
格雷奇枢机解释道，以同道偕行为主
题的这第二及最后会期，如同第一会
期那样，「将在会前举行为期两天的
避静」。道明会拉德克利夫（Timothy 
R a d c l i f f e ） 神 父 和 本 笃 会 安 杰 利 尼
（Ignazia Angelini）修女将于9月30日至10
月1日在梵蒂冈带领默想，之后在大会期
间，他们两人也会每天带领祈祷。

今年的新意是在避静结束时，教宗方
济各将于10月1日周二晚上在圣伯多禄
大殿主持忏悔守夜礼。本礼仪由教会会
议秘书处和罗马教区主办，并与男修会
总会长联合会（USG）及国际女修会总
会长联合会（UISG）共同合作，梵蒂冈
媒体将进行转播。这忏悔礼仪向所有的
人开放，特别是年轻人。格雷奇枢机强
调，这是「因为教会处于这悔改动态中
的讯息，已经托付给了」年轻人。世界
主教会议本届大会总发言人霍勒利希枢
机则表示，「青年因我们的罪过、因教
会的罪过，深受痛苦」。

在忏悔礼仪中，参礼者先是聆听三个

见证，这三名见证人曾经遭受侵犯的
罪、战争的罪，以及对移民悲剧漠不
关心的罪。接著是告明己罪，格雷奇枢
机表明，这是要「承认自己因疏失或行
动，成了痛苦的缘由，对无辜和没有防
备能力的人所遭遇的不幸负有责任」。

我们尤其要告明以下这些罪：破坏和
平的罪；糟蹋受造界的罪、伤害原住民
的罪、伤害移民的罪；侵犯的罪；伤害
妇女、家庭和青年的罪；把信理当成石
头来砸人的罪；相反贫穷的罪；不利于
同道偕行的罪，缺乏聆听、共融和人人
参与的罪。

礼成之际，教宗要以全体信众的名义
向天主、向全人类的弟兄姐妹请求宽
恕。

大公祈祷
10月11日晚上，教宗方济各、与会的兄
弟代表，以及在罗马的其他教会和教会
团体代表们，要一起在梵蒂冈的罗马初
期殉道者广场参加大公祈祷，相传那里
是圣伯多禄宗徒殉道的地方。于10月11
日举行祈祷活动，是为了纪念梵蒂冈第
二届大公会议于62年前的同一天开幕。

10月21日要举行另一场避静，以便于
为最后文件的草稿做分辨。格雷奇枢机
指出，届时，「个人祈祷时刻与彼此交
谈及共融的时刻将会相互交织」，与会
者在「互相聆听、彼此相爱中友爱共
融，在祈祷中共融」。格雷奇枢机也
邀请修会团体，特别是度默观生活的团
体，以及全体信众同心合意地祈祷，「
愿大会成员能顺从圣神的声音」。

四场向公众开放的论坛
此外，本次会期的另一项新意是向所有
人开放的神学－牧灵论坛。头两场将于
10月9日晚上6点同时举行，一场在耶稣
会总会院、另一场在奥斯定学院进行，
主题分别是「天主子民，传教使命的主
体」，以及「在同道偕行的教会中主教
的角色和权威」。

其余两场也是同时进行，时间是10月
16日晚上6点，地点与前两场相同，主题
分别是「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相互关
系」，以及「首席权的行使与世界主教
会议」。

这两场论坛也可以在线上参加。
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人数
霍勒利希枢机向记者们提供了本届大
会第二会期的相关数字。相较于第一
会期，与会者名单「没有大变动」。
第二会期的成员，也就是有投票权的
与会者，共计有368人，其中272位是主
教，96位不是主教。

26名与会者有所变动，主要是替换。
特别受邀者有8人，另一个新意是兄弟代
表从12人调整成16人。「有鉴于姐妹教
会见证了对这同道偕行进程深感兴趣，
教宗方济各准许了增加他们的人数」。

格雷奇枢机随后证实两位中国主教的
出席，一如去年的情况那样：「国务院
向我们告知了人名，我们没有其它的信
息。」

至于某些与会者的替换，则是出于当
事人的要求：「有些人是因为健康的缘
故，其他人决定不再回来。教宗没有把
任何人拒之门外。」

要迈出的步伐
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特别秘书
科斯塔（Giacomo Costa）神父在记者会
上阐述了大会的细节，表明第二会期必
须「提出要迈出的步伐」，考虑到「具
体性」、「各地背景的多元性」，以及
「当前同道偕行经验的丰富性」。

本 次 会 期 将 分 成 五 个 讨 论 时 段
（Moduli）。每一个时段都有全体大会
和分组时间。前四个时段分别专注于《
工作文件》一个章节的特定议题。五个
语言桌共分成36个工作小组；他们的工
作如同2023年的会期那样，「要在圣神
内交谈这个方法的启发下建构起来」，
并有一名专家协助他们依照大会的方
法论进行对话，却不参与他们讨论的
内容。每个语言桌要撰写一份简短的撮
要，在接下来的全体大会上汇报。

与研究小组的互动
教宗方济各今年3月份成立了10个研究
小组，就10个主题加以深入探讨。关于
这些研究小组与世界主教会议大会的互
动，多名记者提出了疑问，例如：10个
研究小组分析的主题是否会被排除在大
会讨论之外？格雷奇枢机回答道，研究
小组不会被搁置在一旁，他们将要汇报
「他们正在做的事，他们的行动方案，
以及打算如何推进、深入探讨这些议
题」。然后，研究成果「将会呈报给教
宗」。

枢机最后重申，世界主教会议的目标
「正如在传教使命中成为同道偕行的教
会」，是要「协助教会向前迈进」。

教宗：在老旧的基础上植根，
拆除新建筑不需要的一切

世界主教会议记者会：
开幕前夕为教会和世界的罪请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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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份 对 大 马 子 民 来 说 ， 是 蛮
多假期的一个月份，除了劳动

节、卫塞节，还有沙巴的丰收节。对
于打工一族，可说是放松心情。趁着
几天连假，约了几位朋友去沙巴内陆
区的一个小镇 - 丹南。
丹南是位于马来西亚沙巴的一个内陸
小镇，位于沙巴地理心脏位置的山
城。丹南气候凉爽，土地肥沃，一直
以来都是沙巴农业的宝地，正所谓种
什么得什么；除了农业，美食多到不
胜数。
享用午餐后，我们前往住宿的地点“
杨家村”，这地方蛮大，大约有九英
亩。除了住宿，里面有小小动物园、
果园、小型客家文化村、吊桥、玻璃
桥、瞭望台、射箭场、植物园及其它
设施。
在柜台登记了手续后，放下行李，就
前往水果园参观，及看看村内的种种
设施。当我进到其中一间屋子时，里
面介紹当地客家人文化遗产保护和民
俗文化，让我想起——五十及六十年
代的华人从南洋漂洋过海来到沙巴的

风下之乡的一个小镇落脚及落叶生根
直到今天。
在参观这小村庄时，发现屋里都摆设
以前华人朴实的建筑风格，如房间内
的设施、厨房内的橱柜，还有当时农
民耕种的工具，还有一些农民的工具
我都不曾看过，都一一放在这屋内，
使我了解当时华人生活的技能及文化
历史。
我发现一些外地来的游客，带着妈妈
或婆婆来到这里参观，她们看了之
后，犹如回到当时来到这小镇时的情
景，满满的笑容及回忆。
除了参观当地的文化，我们也参观当
地的天主教教会 —— 圣恩导教堂 (St. 
Anthony Catholic Church)。由于我们
去的时候不是主日，我们只能在教堂
外参观，有一座是圣安东尼圣人的肖
像，他是这间教会的主保。在沿途上
丹南时，我注意及多次看到天主教的
告示牌在马路旁，可见此地或附近有
天主教堂或小教堂。以往，沙巴州的
天主教会，不论在市区、其他市镇、
郊外地方或小乡村，没有一个告示

牌，如要去参观教堂，都要上网寻找
当地的天主教会，才知道此地有天主
教教堂。这也感谢一位热心教友大力
赞助告示牌给沙巴各地天主教教会。
我们感恩当年远道而来外国的传教
士，他们离乡背井的来到婆罗洲沙巴
传教，他们热心及耐心地把耶稣的教
导传承给沙巴的居民，一代传一代直
到如今，而沙巴天主教会在每一个镇
都有教堂或小教堂。
每个种族都把自己的文化传承，犹如
我们公公婆婆的一样，把华人风俗
一代传一代直到今天。在这世界上，
每个宗教都教导我们做人做事要有善
念的真理。同样，天主教有两千年的
历史，从耶稣、宗徒、外邦人直到今
天，耶稣的教导都一直都与我们在一
起。耶稣的教义不会在两千年前就停
止。但，借着宗徒的福传，传给外邦
人……两千年多年后的今天，祂的教
义仍然传承下去。

作者：小鱼
芥子心供稿

最 近教宗方济各在新加坡进
行三天的访问期间，会见

新加坡青年时指出「所有宗教都
是通往天主的道路」，没有谁比
谁更重要。不同宗教「就像不同
语言、不同方言那样，都是为了
抵达目的地。而天主是所有人
的天主。正如天主是所有人的天
主，我们人人都是天主的儿女」
。这个言论引起了教会内外的强
烈反应，有的非常的反对因为耶
稣不是说了除了经过祂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吗？有的尝试去更深
的理解，有的变得困惑。在这里
不谈应该如何反应，我们来看看
这个主日的读经。 
在今天的读经一， 两位长老没有
跟其他长老到会幕那里去而留在
营内同样得到天主的神能，若苏
厄却叫梅瑟禁止他们出神说话。
同样的在福音里，若望叫耶稣禁
止一个人以祂的名驱魔因为他不
是跟他们一伙的。梅瑟和耶稣都
起了同样的反应，不要禁止他们
而耶稣说到「谁不反对我们，
就是倾向我们。」随后，耶稣
教导门徒应该以什么态度看待事
情，有些事是不能妥协的，有些
事却要放宽。「谁若因你们属于
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
在告诉你们：他决不会失掉他的
赏报。」在这里耶稣没有提到这
个人的背景而注重他的行为就算
是小小的善工，耶稣是会赏报他
的。接着耶稣强调恶行是完全不
能妥协的。耶稣还夸张的严厉教
导门徒拒绝罪恶的必要，谁若使
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把
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
也要砍手砍脚剜眼睛。 
很常我们在自然的情况下都会以
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可能在宗
教观点，种族背景，语言，生活
方式等一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就像
若苏厄和若望一样认为这些人没
有经过同样的培训和文化经验，
不属于我们宗教团体圈子里或地
位的，所以天主会不一样的对待
他们或他们不应该得到天主的恩

赐与祝福因为他们不配。我们可
以如此来限制天主的工作也因为
这样我们可以反省在我们的生活
中，多少次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毁
谤，造孽，取笑，亏待，贬义，
破坏其他人的形象和尊严等。这
些不是好像耶稣说的恶行吗？ 
梵二大公会议其他非基督徒采取
较开放的态度，「原来那些非因
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
音及其教会的人，却诚心寻求
天主，并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

主圣宠的感召下，实行天主的
圣意，他们是可以得到永生的」
（LG 16）。宪章不是排除经过
耶稣到父的必要性因为宪章都不
断的强调福传的重要性而得到
救恩，可是要指出我们不要限制
天主在教会外工作的可能性。多
少的天主教徒声称自己是耶稣的
跟随者却在世俗的生活中成了虚
假的基督徒过着双面人的生活为
非作歹，冒名顶替等。在我们的
社会里也有很多人虽然不认识基
督，又或者没有机会认识教会，
却具以诚意和凭良心作事。难道
天主就完全抛弃他们吗？ 
不要忘记天主给我们的所有神恩
最终不是用来自夸而是用来行善
去爱主爱人。（格前13：1-13
）让我们求天主给我们智慧善度
基督徒生活为主作证。 

～撰文/黃文昌神父～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户11：25-29

雅5：1-6
谷9：38-43，45，47-48

教宗第39届世青节文告：

仰望上主，
你们必不会疲倦

（ 梵 蒂 冈 新 闻 网 ） 教 宗 方 济 各
向 世 界 各 地 的 青 年 发 表 了 第

3 9 届 世 界 青 年 节 文 告 ， 主 题 为 「 仰
望 上 主 的 人 ， 奔 走 而 不 疲 倦 」 （ 参
阅 ： 依 四 十 3 1 ） 。 文 告 以 望 德 和 坚
毅 为 中 心 ， 从 依 撒 意 亚 先 知 的 话 语
汲 取 灵 感 。
教 宗 在 文 告 中 鼓 励 青 年 把 人 生 视 为
朝 圣 旅 途 、 一 段 追 求 幸 福 的 旅 程 。
教 宗 指 出 ， 旅 途 固 然 辛 劳 ， 但 望 德
必 定 在 旅 途 中 闪 耀 光 芒 。

仰 望 上 主 的 人 必 不 疲 倦
尽 管 年 轻 人 会 遇 到 重 重 困 难 ， 教 宗
依 然 鼓 励 他 们 坚 忍 不 拔 。 他 强 调 ，
望 德 是 一 股 积 极 的 驱 动 力 ， 敦 促 我
们 勇 往 直 前 ， 因 为 那 是 「 天 主 亲 自
赐 给 我 们 的 礼 物 」 。
人 生 的 一 场 场 奋 斗 会 使 人 感 到 劳
累 。 教 宗 指 出 ， 对 于 所 有 踏 上 有
意 义 的 旅 途 的 人 来 说 ， 疲 倦 是 家 常
便 饭 ， 消 除 如 此 疲 劳 的 方 法 不 是 休
息 ， 而 是 「 成 为 希 望 的 朝 圣 者 」 。
教 宗 在 文 告 中 邀 请 青 年 全 然 拥 抱 生
命 ， 切 莫 停 滞 不 前 。 有 些 人 「 静 止
不 动 ， 丝 毫 不 愿 意 往 前 迈 进 」 。
教 宗 强 调 ， 这 种 懈 怠 感 经 常 会 导 致
人 们 碌 碌 无 为 ， 觉 得 一 切 都 没 有 用
处 。 教 宗 说 ： 「 我 宁 可 要 人 们 旅 途
中 的 辛 劳 ， 也 不 要 人 们 裹 足 不 前 的
无 聊 感 。 」

圣 体 圣 事 是 通 往 天 国 的 高 速 公 路
教 宗 接 著 将 青 年 的 旅 途 ， 以 及 圣 经
中 以 色 列 人 横 跨 荒 漠 的 经 历 ， 二 者
相 提 并 论 。 他 向 青 年 表 示 ， 即 使 是
在 危 机 和 绝 望 的 时 刻 ， 天 主 也 不 会
抛 弃 祂 的 子 民 。 相 反 地 ， 天 主 是 慈
爱 的 父 亲 ， 祂 亲 自 喂 养 众 人 ， 就 如
同 祂 在 旷 野 中 给 以 色 列 人 赐 下 玛 纳
那 样 。
因 此 ， 教 宗 敦 促 青 年 重 新 发 现 圣 体
圣 事 这 份 意 义 深 远 的 礼 物 ， 提 醒 他
们 「 圣 体 圣 事 是 通 往 天 国 的 高 速 公
路 」 。

朝 圣 者 ， 而 非 游 客
展 望 2 0 2 5 禧 年 ， 教 宗 期 勉 青 年 把
握 禧 年 活 动 的 良 机 ， 加 深 自 己 与 天
主 的 关 系 ， 并 体 验 到 天 主 的 仁 慈 与
爱 。
他 邀 请 所 有 的 人 ， 说 ： 「 你 们 踏 上
旅 途 时 ， 不 要 只 像 个 游 客 那 样 ， 却
要 做 真 正 的 朝 圣 者 。 」 教 宗 强 调 ，
迈 向 禧 年 的 旅 程 不 光 是 需 要 动 身 上
路 ， 更 是 一 段 灵 性 旅 途 。
教 宗 最 后 在 文 告 中 鼓 励 青 年 做 勇 敢
的 人 ， 「 要 有 勇 气 」 。 教 宗 保 证 为
他 们 祈 祷 ， 并 将 他 们 的 旅 途 托 付 给
童 贞 荣 福 玛 利 亚 。 藉 著 圣 母 的 芳
表 ， 青 年 能 「 在 旅 途 中 坚 毅 不 屈 ，
做 望 德 与 爱 的 朝 圣 者 」 。

人人都是天主的儿女

专栏文章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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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怡保讯）最近神父在讲道时都鼓励教友
要天天读圣言，并活出圣言的精神。凡
事听得多了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圣言依
然，久而久之，大部分的教友对圣言抱
着敬而远之的心态。
忠信的天主不会让神父的意愿落空，结
果霹雳总铎区捎来好消息，配合芥子福
音传播中心，邀请了阅历资深且不忘幽
默的叶宁老师为我们揭开圣经美丽灿烂
的脸面，让参与者雀耀万分。
《看懂圣经》工作坊 于2024年9月7日及8
日在怡保永援之母堂举办。
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堂区，有怡保永援圣母
堂，怡保圣米高堂，实兆远圣方济沙雷
堂，安顺圣安多尼堂，共计63人。此工作
坊是霹雳总铎区教友圣经培育计划系列课
程的第一个项目，陆续还有五个课程。
主办单位根据年龄把参加者分成6组。从
大学毕业生至80岁的阿公阿婆，验证了
活到老学到老的名言亦证明圣经跨越年
龄的范畴。
叶宁老师准备了5个讲座，每一个讲座
都迎来哄堂大笑，几乎看不见所谓的冷
场，每每因时间关系，叶宁老师都会中
途打住，这种吊瘾的状况直叫参加者欲
罢不能，这足以证明经过老师巧手掀开
的圣经是别开生面的，是非凡同响的。
《看懂圣经》工作坊最大的亮点是它解
惑了参加者对旧约天主残暴的看法。叶
宁老师以非常理性的观点及接地气的生
活比喻来让参加者与旧约的天主产生共
鸣，在共情下理解旧约天主的大爱。
这是一位参加者的感言：
“真想不到天主的爱在开始时就已经在
了。亏我之前忽略了，还觉得早期的天

主不喜欢就灭掉人类。叶老师那句天
主疼我们疼到像慈父般……已经刻在我
心里。我一想到就又感动又兴奋，有时
还会很神经似的闭上眼睛去感受那份
爱……天主不再是单恋了，因为我也爱
上祂了!“
多振奋人心的反馈呀!
现在看来，参加者对圣经敬而远之的心
态转为趋之若鹜了。他们开始能够勇于
面对旧约的天主也能直接把新约的耶稣
连接上了，终于可以一语中的说天主是
爱了。
其次，参加者对圣经里的內容视为历史
事实产生严重的错误观念。叶宁老师参
考多个学者的看法，指出作者引用其文

学类型叙述故事情节，以便把救恩的信
仰事实带出来。例如创世故事1和创世故
事2的神话故事。內容虽然具震撼性，
但，至少让参加者摸索到所谓的历史事
实和信仰事实之别了。
这是另一些参加者的反馈：
1）谢谢老师赞怡保山水的特质，连带也
让怡保人脸上发“光”！那光是“看懂
圣经”后所焕发出来的。期待50又50的
课程，我们绝不手软！
2）老师幽默又风趣，我们上课都不会打
瞌睡。我姑姑是受英文教育的，她问叶
老师会不会举办英文的看懂bible？
3）感恩老师的生动有趣容易明了！教会
了。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和领唔圣经重点

的意义。微有不足的是［听得唔系几够
喉］。谢谢所有工作人员你们做的好棒。
以年龄来分组，好处在于组员们都有共
同的经历，课题容易引起共鸣，以分享
来认识自己，让这环节达至高潮，笑声
此起彼落，课室喜气洋洋。
工作坊也涵盖泰泽祈祷，抄圣经金句，圣
经目录，朗诵圣经金句，圣经问答比赛。
最后，叶宁老师不忘感谢任劳任怨的筹
委会，让她见证了他们指挥，安排的无
缝作业，使她讲得顺心顺意。老师也鼓
励大家，说天主的葡萄园有待我们去灌
溉，大家一起加油。
《看懂圣经》工作坊 圆满结束，大家期
待接下来的读经攻略。

（文丁讯）2024年9月14日，文丁圣类思
天主堂以充满喜悦与兴奋的气氛，举办
了首届“文丁和谐”活动。此活动旨在
通过信仰与团契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反
映了独立日和马来西亚日的团结精神，
旨在加强堂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联系。
这场活动的气氛充满了欢乐，吸引了来
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促进了更深层次的
联系。

当天活动以多种语言的弥撒拉开帷幕，
弥撒由罗庆桥神父主祭，同祭有堂区主任
司铎克里斯神父。在克里斯神父的讲道
中，他回顾了堂区主保圣人的历史，从洗
礼到圣类思安葬于墓地的过程。他讲述了
一件感人的事迹：一位锡克教男子首次
走进教堂的范围，并与他分享了自己的感
受。这一故事提醒会众，要将耶稣的爱分
享给每一个人。为了庆祝独立日和马来西

亚日，大家齐声唱起了国歌，象征着团结
和所有马来西亚人的共同身份。
当天晚会的亮点无疑是美食。教堂外摆
满了各式餐车和家常菜，从本地特色到
国际美食，种类丰富。通过分享美食把
大家聚集在一起，营造了热闹的社区氛
围。家庭和朋友们在各种美食风味中畅
享，餐车成为了活动的核心。笑声与交
谈充斥在空气中，突显了人们的团结感。

穿着传统服装的孩子们为晚会增添了活
力，他们彰显了马来西亚文化的多样
性。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和创造力点亮了
活动，欢快的笑容感染了每个人，使活
动更加愉悦。
当天的活动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
文丁瑜伽团体和来自加影圣家堂的“
粉红团体”等本地团体为大家献上了精
彩的表演，鼓乐和舞蹈激发了观众的热
情。观众们热情地为表演者喝彩，展示
了社区内部丰富的才艺。
除了表演之外，灯笼和服装比赛等互动游
戏让参与者展现了他们的创造力，进一步
增强了节日气氛。友好的竞赛激发了社区
的最佳精神，大家都热情参与互动。
随着活动接近尾声，团结与友谊的气息
仍然萦绕在人们心中。“文丁和谐”活
动不仅是对信仰与美食的庆祝，更是一
个建立新友谊和增强社区纽带的机会。
圣类思堂以温馨与好客为中心，期望此
活动在将来可以成为文丁的传统，以推
动团结、信仰与共享喜悦的活动交流。

由于当地穆斯林的反对，印尼雅加达
总教区在等待了33年后终于可以启用
当地一堂区的新教堂。
总 教 区 哈 迪 亚 特 莫 乔 ( I g n a t i u s 
Suhartyo Hardiatmodjo)枢机9月14日
为东雅加达市卢邦布亚的各各他天主
堂举行了开堂弥撒，共有25位神父和
数千名信徒参加。
自1991年以来，该堂区一直在努力寻
求获得建筑许可证。为了履行政府规
定的将土地总面积四成作为空地的标
准，也追加购买了一块土地。
然 而 ， 计 划 却 遭 到 穆 斯 林 团 体 的 反
对。鲁邦布亚的穆斯林团体于2009年
签署了一封反对建造教堂的信件。
教区随后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与穆
斯林宗教人士接触，最终于2021获得
了雅加达省长巴斯韦丹（Anies Rasyid 
Baswedan）的许可。
哈迪亚特莫乔枢机希望会信众能从信
仰的角度来解读对教会的漫长等待，
而不是视之为「浪费时间」。

他 说 信 众 可 以 利 用 新 教 堂 来 加 强 信
仰。
他 回 顾 了 教 宗 方 济 各 最 近 访 问 的 主
题：信仰、博爱和同情，并指这是一
件值得永远谨记的重要事情。
堂区司铎韦什耶尔（Johan Ferdinand 
Wijshijer）神父表示，教堂的落成典礼
「是信众33年来梦想的高峰」。
他说「这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喜
悦。」
他指出：「确实有激进团体。但因为

我们得到了宗教人士的支持，他们不
敢干涉。」
出席落成典礼的东雅加达行政市长安
瓦尔（Muhammad Anwar）表示，这
座教堂将为卢邦布亚居民带来好处。
据印尼这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一项
政府规定，要获得宗教场所的建筑许
可，需要得到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当地
居民的书面同意。
2006年，内政部和宗教事务部的联合
监管要求宗教团体必须获得当地社区

的90个签名和其他当地居民的60个签
名才能获得许可证。
该规定受到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
为它使少数宗教团体难以建立礼拜场
所。穆斯林团体经常反对建造教堂。
去年11月，位于勿加泗县芝卡朗的圣
德兰天主堂在时隔18年后获得许可。
今年1月，万隆教区帕达拉朗道的圣本
笃堂因当地穆斯林的抵制而被扣发许
可证，拖延了15年才开展工作。
转载天亚社中文網

庆祝信仰、美食与社区精神：展现文丁的和谐

克里斯神父和罗庆桥神父与会从一起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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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总教区等待 33 年后终可启用新教堂

《看懂圣经》工作坊

东雅加达市卢邦布亚的各各他天主教堂 9 月 14 
日在落成典礼上举行弥撒。(图片：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