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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聖洗聖事使人成為天主的子女，亦使人加入教會。教會

是基督的奧體，教友成了奧體的肢體。沒有基督徒能單獨存
在，他不能只與天主有關係，而與別的人沒有關係，而堂區
和善會便成了基督徒具體實踐信仰的地方。

聚在一起，除了開會，討論和策劃外，大多數的時間都是用
來祈禱。單獨個人祈禱，有它的好處和須要，但團體祈禱不
但能表達祈禱的莊嚴，也能幫助人恆心祈禱。初期教會的信
友，時常聚會和祈禱，彼此學習和彼此支持。參加善會就是
使人有機會聚在一起，彼此學習祈禱和彼此代禱。聚在一起
祈禱，可以增進彼此的友誼。當然，友誼是聚在一起祈禱的
原因，沒有友誼，很難會聚在一起祈禱。但不要忘記，我們
是基督徒，是有信德的一群人，我們彼此間的友誼，不是單
靠人性的感情去維持，而是靠天主的恩寵。耶穌教導我們要
彼此相愛，如同祂愛了我們一樣。有耶穌在我們中間，我們
就能克服人性的軟弱，而且有力量去實踐基督徒的愛心，去
彼此代禱和服務。

服務的團體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為門徒洗腳，為我們立下服務的表

樣。善會也為我們提供了服務窮人和信友的機會，使我們能
實踐福音中愛的精神。善會的服務也能幫助我們克服自私和
怕事的自然傾向，幫我們衝突自我的障礙，去關心別人和發
展愛的精神。中國有一個說話，助人為快樂之本，服務也為
我們帶來喜樂，當我們看見別人快樂，自己也會快樂。有人
會害怕，由於參加了善會，會變得很忙，要犧牲很多時間。
這是事實，但如果我們有一個計劃，我相信我們是能夠善盡
自己日常本份，亦能顧及善會的活動和服務，我們的生活不
會變得忙到透不過氣來，反而使生活變得更充實和更有意
義。善會的服務也能使人成長，使人變得更喜樂，更慷慨，
更懂得關心別人，更會與別人溝通和更能接受自己，這些都
是天主的祝福，就像聖母一樣，充滿天主的恩寵。聖母沒有
因答應成為默西亞的母親，而變成富有和擁有光榮，相反，
她的心將被利劍所刺穿，但她的心卻充滿天主的愛，這愛只
有她能感受得到，因而讚美天主說：「我的靈魂頌揚上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路1:46-47）

結論
參加善會的人將得到天主的祝福，因為他們常聚在一

起，彼此學習，時常祈禱和犧牲自己去實踐愛德，這是天主
所喜悅的。

善會是天主恩寵的寶藏

學習的團體
人是群體的動物，不能單獨存在。試想一個人，他只

是回家吃飯，最多是問候父母一聲，甚至與兄弟姊妹打個招
呼，便急急離去。我們會猜疑，他能否在這家庭存在？他是
否愛這家庭？堂區的善會是一些具有不同性質的信仰團體，
有些專務培育，另有一些專務祈禱，其他的專務服務。這
些信仰團體都能幫助信友，深化自己的信仰和具體地活出信
仰。生命影響生命，人是能彼此影響的，有好的影響，亦有
壞的影響，但善會是出自福音，具有福音精神，而且充滿天
主的恩寵。雖然有人性的缺憾，但天主的恩寵定能蓋過這些
人性的缺憾，而導人走向美善。正如一塊燒紅了的炭，只要
它離開了燃燒著的火爐，它漸漸便會熄滅。但如果它再被投
入燃燒著的火爐時，它會重新燃燒起來。在善會中，基督徒
能有機會彼此學習，彼此祈禱，彼此幫忙和彼此鼓勵，很自
然信仰便得到培育，而茁壯成長。在善會的團體中，有不少
的兄弟姊妹，都是我們學習的好對象，使我們明白信仰的價
值。

祈禱的團體
耶穌說：「那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

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18:20）每個善會都有自己的
目標和使命，而善會會員都擁有同一的信仰，都是因基督的
名字和福音聚在一起，可以說耶穌必臨在他們中。善會會員



鳴謝捐贈《羊牧之聲》
願聖母進教之佑及聖安多尼酬謝你們，賜你們

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主寵日隆。

1.	1月29日（年初八）舉行堂區新春團拜。簡報分享刊於第4頁。

2.	計劃2023年「樂融融」愛心服務，關愛堂區有需要的教友和社區的街
坊。1月進行的活動簡報刊於第5頁。

3.	傳信、禮儀、互愛委員會繼續加強與下屬善會的聯繫，推廣及參與培育組及善會舉辦的活
動，促進合作。12月神修活動和1月生活聖言分享刊於第6、7、12及13頁。

4.	2月5日（正月十五）開始恢復聯誼廳主日早餐服務，通告刊於第3頁。

5.	專責委員會持續策劃堂區2023年慶祝建堂70周年活動。主題：「你牧養我的羊」，寓意共同
負起牧養耶穌的羊的使命。構思方向：更新堂區、活化善會、深化信仰。將於3月12日舉行
「善會領袖研討日」，及年中舉辦愛爾蘭朝聖之旅（資訊刊於第6頁）。

二零二三年一月份牧民議會 議決事項

二零二三年二月份動態 堂區禮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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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煥屏	 $1000
雷敏兒	 $100
潘宅	 $200
母親祈禱會	 $1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龐蔣靜儀	 $100

3rd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5th
(周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12th
(周日) 常年期第六主日

15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19th
(周日) 常年期第七主日

22nd
(周三)

聖灰禮儀日（四旬期開始）
（守大小齋/克己善工）
晚上八時
（下午六時彌撒取消）

26th
(周日)

四旬期第一主日
慕道者甄選禮
下午六時

四旬期拜苦路
逢周五		晚上八時

敬禮聖安多尼
逢周二		下午六時彌撒

明供聖體
逢周四		晚上七時

誦唸「向聖若望鮑思高禱文」
每月最後一天的各台彌撒後

「習練善終」祈禱
每月逢首周一的各台彌撒後

「進教之佑聖母降福」經文
每月廿四日的各台彌撒結束前

鮑思高聖詠團	 $600
精叻馬	 $200
聖體會	 $500
關樹權	 $150
關英輝	 $150
劉雙貴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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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聯誼廳主日早餐服務」

日期：2月5日（主日）
時間：早上8:30彌撒後
   早上10:00彌撒後
地點：母佑堂

邀請：支持堂區福傳+愛德工作

「樂融融」
愛心服務

與街坊分享福
音喜樂、節日
傳心意、基層
飯局、每日用
糧、關愛派口
罩、外展探訪
等

在主內聯誼，堂區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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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補禮  主佑家庭
1月27日	佘誌維、陳嘉愉

生日快樂  主恩滿溢
2月12日	黃家輝神父		2月16日	劉戩雄神父

每一輪團拜由主日學
負責醒獅和奏樂，歡迎參
加者，提升春節氣氛。在
吳多祿神父、黃家輝神父
及高德耀議長（代表牧民
議會）致詞及向教友拜年
後，進行切燒豬儀式。團
拜聚會備有簡單小吃和飲
品，堂區大家庭的兄弟姊
妹在主內共慶新歲。

兩輪團拜亦安排娛樂
元素，包括聖安多尼聖詠
團及則濟利亞聖詠團獻唱
悅耳歌曲，及主日學小朋
友表演。參與的神
長和教友歡度了
愉快的上午，
感謝天主！

開心團拜
共慶新歲

1月29日年初八，堂區於主日早上8:30彌撒後及10:00彌撒
後，在馮強禮堂舉行兩輪的新春團拜，讓教友在兔年相聚及互送
賀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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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臨近，樂融融愛心小組特別擴大對基層家庭的愛心活動，邀
請120多個家庭150人參加1月15日（年廿四）聚會。今次更準備豐富
禮物，每家送盆菜一
個，包括茄汁蝦、燒
鴨、燒雞、燒肉、冬
菇、西蘭花，及娃娃菜

「新春福傳活動」

蘿蔔，希望他們能一家團聚，好好享受。另外亦加送禮券、賀年食品、揮春
及防疫用品，可以與家人共度新春佳節。

堂區今次更利用這個聚會的機會，向街坊
介紹由黃神父設計的福傳講座，探討天主教的
人生觀「你為什麼生在世上」，內容非常簡單，
利用教理問答第一條，答案是「為恭敬天主，救
自己的靈魂。」整個講座以一首歌唱短誦「求主

責；影音室則由尹桂萍和陳
志成負責。為吸引街坊的興
趣，也有問答遊戲，答對問
題有獎分，引起街坊興趣。
想不到一個多小時的交流，
內容非常吸引街坊，也引起

他們的共鳴，反應超乎預期。
整個講座的目的是吸引街坊參加慕道班。感謝主！當

場收到40多位街坊對參與慕道班有興趣，愛心小組會容後
跟進。

施恩典滿溢我，全將掛慮交托主手，而每刻我傷
痛迷失方向，求主施恩典滿溢我！」為中心。為
增加效率，講座分三組舉行，每組都以簡報播放
解釋，由不同的傳道員帶領。母佑堂由李漢英、
盧太和蘇慶標負責；聯誼廳由余向明和蕭麗容負

1月29日年初八上午，天氣寒冷，下午天
空放晴，愛心派口罩小組一共12人，在堂區主
任司鐸吳多祿神父的派遣祝福下，到石塘咀清
潔站派口罩、手套及過年食物，給一眾的清潔
工友。共派了70份。一位青少年和兩位小童很
投入，家長也認為帶他們做這些愛心服務，是
最好的家庭教育。小組代表聖安多尼堂給清潔
工友送上了基督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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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諾克聖母顯現地	–	聖博德聖山
★迪加湖朝聖地	/	聖博德淨煉所	–	莫赫懸崖
★聖克文教堂（遺址及風景區）
★都柏林主教座堂	–	鳳凰公園	–	賀維夫漁人
 碼頭
★聖母軍發源地
隨團神師：黃家輝神父
團長：陳添勝（WhatsApp	9757	1055）
費用：每位HK$30,000（二人一房計）
									〔團費不包機場稅、燃油附加費、聖堂奉獻、		

旅遊保險〕
查詢：聖安多尼堂辦事處		2546	6221

歡迎瀏覽	培育組生活聖言	YouTube	頻道

二月神修話語
人成義的事工，兩者均可以為自己增添恩寵、快樂及人生在世的意義。人不需要做偉大驚人的事才可得救，縱然只是
自己小小的克己犧牲服務，也會不經意地照亮別人。只要做好基督徒愛德服務的僕人精神，成效有多少不用理會，因
為打動人心是天主聖神的工作。

祈禱
全能仁慈的天父，求你開啟我們的明悟，使我們明白基督徒在世

上的「身份」與所扮演的「角色」；求你幫助我們在今世能善度基督
徒的生活，實踐真福的教訓，為信仰作見證，言行時刻光榮天父；並
成為「地上的鹽、世界的光」。願我們在施與、服務和奉獻中尋到純
真的喜樂，日後能得享天上聖三的光榮。亞孟。

（聖言宣讀組供稿）

（接P.7）

歡
迎
教
友
在
堂
區
詢
問
處
取
用
禱
文
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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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神修話語

聖經金句
FEB常年期第5主日

「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界的光。」
(瑪5:13a,	14a)

生活反省

1. 引言
天主教教會邀請信仰團體繼續聆聽耶穌的「山中聖訓」，耶穌在提

出「真福八端」後（瑪5:1-12），更採用了「地上的鹽、世界的光、山
上的城、燈台上點的燈」等圖像性語言，使群眾對教導有較深入了解。

2.「你們」
在短短四節經文中用了三次「你們」去強調耶穌教導的對象：「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界的光…你們的善

行…」，這個「你們」首先應該由經文脈絡去理解，把這金句直接和前面瑪5:11的經文連在一起，可以理解成：「你
們這些為了我而遭受辱罵、迫害和毀謗的人，你們就是地上的鹽、世界的光。」

此外，由上文下理也可以看出，耶穌講話的對象仍是聆聽「真福八端」的群眾。因此，主日彌撒經文在福音的引
句加入了「那時候，耶穌對門徒們說」，其中廣義的「門徒」意義必需在當時及現代的情況去瞭解，「門徒」指是所
有聆聽耶穌教導的人，即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了當代的猶太人門徒，	也包括了現代的基督徒	─		即指我們。

3.「地上的鹽」
在現實生活中「鹽」具有許多不同的功能，經文中的隱喻主要針對它「調味」的能力（參閱：谷9:50；路

14:34）；「鹽若失了味」自然便毫無用處，不再具有任何價值，其後果便是「被拋棄在外邊，任人踐踏」。
沒有受污染的鹽是不可能失去它本質的調味能力；鹽之所以會失去鹹味，必然是由於不同因素而變得不純淨。這

話說來，很可能是耶穌原本針對以色列領導者的警醒語（參閱：瑪21:43），後來被瑪竇福音的作者用來警告當代的
基督徒，同樣也適合應用在現今世界的基督徒身上：警告門徒「不要讓信仰俗世化」而失去了基督徒的本質。

4.「世界的光」
「世界的光」是猶太民族非常熟習的圖像，不論以色列、耶路撒冷、妥拉（梅瑟法律）、或模範性的義人以及經

師，都曾在聖經和猶太文學中被表達為「世界之光」。福音裡，耶穌稱門徒們為「世界之光」，可能是刻意表達保持
信仰純潔和在行為上彰顯義人典範的重要性。

5.燈台上點的燈
「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這句話多次出現在對觀福音之中（參閱：谷4:21；路

8:16；11:33），瑪竇福音將這句話運用在基督徒身上，強調既然基督徒是「世界的光」，就應該發光發熱照亮世
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基督徒如果不在行為上彰顯基督徒精神，對外去照亮世界，就有如把
燈隱藏在「斗底下」一樣荒謬。

我們可曾想過自己是別人的光，可以靜悄悄地為別人燭照前路，它可以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只要有天主聖神
的氣息充溢我們，加添我們的靈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自然會流露基督的真、善、美，這實在就是對外彰顯基督徒精
神，使我們接觸的人在與基督徒一起生活當中，不自覺地充滿喜樂和不斷更新自己，透過天主聖神的德能，慢慢被基
督徒聖化了。

6.「山上的城」
整個世界絕大部分的人仍然拒絕接受福音，福音作者結合「鹽」和「光」的隱喻，呼籲當代的門徒透過合乎耶穌

教導的生活方式，在世上為福音作見證。現今門徒只要秉承基督徒表裡一致的生活，為基督作證，便不會被俗世生活
所掩蓋而無法彰顯基督徒精神，他們就有如「建在山上的城」，從遠處也能清楚看見，並吸引眾人進入城中，加入基
督徒的行列。

7.「光榮在天之父」
真福八端和上述四個比喻所指，都是山中聖訓教導基督徒實踐仁愛的使命。耶穌最後說：「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

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5:16）」。「善行」就是指緊接在這段經文之前的「真福八端」（瑪5:3-10）；耶穌更
透過比喻給予具體的教導：「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參閱：瑪25:31-46）

基督徒的工作並非僅藉言語藝術傳福音，基督徒團體是一個執行愛德服務的行動團體，透過具體的愛德行動使我
們的福傳更具感染力，讓我們為信仰作見證，吸引「眾人歸向基督」並「歸光榮於在天之父」。

「贈花與人手留香」，施與者和受惠者誰更有福是沒法界定，施與者在實際生活上幫助了別人而受惠者則玉成別

（續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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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福祐堂區  持續更新及擴展

玫瑰聖母月：串連玫瑰經
堂區2022年10月的「聖母玫瑰月」敬禮

活動包含三方面：(1)「串連玫瑰經」一共集結
了558個跨越堂區和連結海外地方(佔約70%)
的小組，天天有2,790位兄弟姊妹（當中包括
45多個菲律賓籍信徒的小組）連結一起唸經祈
禱，總共奉獻了17,298串，即86,490端玫瑰經
給聖母。(2)五周共30台主日彌撒中帶領教友
們串唸玫瑰經，每周分別為特定意向祈禱：(i)
世界和平；(ii)疫症止息；(iii)普世教會、堂區
牧民和愛德工作；(iv)福傳、青年事工；(v)家

庭、貧病受苦者。(3)聖母月活動於10月31日結束，包括在下午
6:00彌撒奉獻全月收集到的「神花咭」。

培育講座：環繞彌撒及厄瑪奴耳
堂區培育組於5月1日（復活期第3主日）舉行「明暸彌撒結構」講座，邀請到黃施博執事主講，內容簡介了彌撒聖祭的

教理基礎、意義、含意、重要性和聖事
標記，亦包括彌撒的結構內容及司祭祭
披顏色的意義。另外，12月18日（將臨
期第4主日）舉行了「『厄瑪奴耳』（依
7:14）預言遠期應驗在今天！」的培育
講座，邀請到關俊棠神父主講，內容簡
介今天的人間世界，並探討天主如何與
我們同在，及教導我們讓「天主與我同
在」成為現實生活的方法。

堂區善會日：「同心同行邁向70周年」
9月25

日（常年
期第26主
日）上午，
在馮強禮堂
舉行「聖安
多尼堂善會
日」，主題

為「同心同行邁向70周年」。當天有25個善會及4個
服務堂區的小組發揮創意，各自設計攤位，包括遊
戲和小禮物，把其宗旨、活動、資訊等，向全堂區
的兄弟姊妹推介，並吸引新的成員即場報名加入。
「善會日」場面非常熱鬧，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
善會團體和教友互動傾談，深切體現主內一家。堂
區更特備精美禮品，送贈給每位親臨參觀的朋友，
可開心與家人分享。

玫瑰經祈禱音樂會：慶祝聖母升天節
8月14日，聖母升天節前夕，在堂區禮儀

委員會統籌下，一眾聖詠團協力舉行「玫瑰
經祈禱音樂會」。在多首悅耳的歌詠中，貫
串誦唸和默想榮福五端的奧蹟，使200多位參
加者能與聖詠團更投入於祈禱氛圍，與聖母
媽媽更加親近，也祈求仁慈的聖母為我們轉
求，幫助我們在世更能承行天主的旨意。曲
選包括：Mary,	did	you	know?、As	I	kneel	before	you、Ave	Maria、Salve	Regina、聖母聖名歌、聖母讚主頌、我想念妳媽
媽、人世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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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壬寅年：感恩的回顧
主任司鐸交接：共同建設堂區

隨著第五波疫情緩和而香港天主教會可恢復公開
彌撒，慈幼會中華省會長吳志源神父在4月24日（復
活期第2主日）早上8:30彌撒中，主持「聖安多尼堂區
主任司鐸交接儀式」。在200多位參禮者見證下，省
會長把教區主教委任狀交予吳多祿神父（他出任主任
司鐸於3月6日生效），接替卸任及服務5年的梁熾才
神父，並邀請大家支持新任堂主的帶領，合力建設堂
區，邁向更新和美好的將來。

喜迎新生：
復活期舉行「入門聖事」

經過充實的慕道期，67位兄
弟姊妹於5月的復活期領受重生
聖事，加入堂區大家庭。另外在
其他月份，本堂為1位成人及5位

嬰孩領洗。另有兩位基督教
徒皈依天主教，領受堅振聖
事。2022年，堂區大家庭增
添75名兄弟姊妹。

外展福傳：「尋羊」活動
每年7月第一個主日是「尋羊運動」的派遣禮，

這兩年多因疫情問題，尋羊運動不是停辦便是改
期，2022年也因天氣，出外福傳改在第二個主日（7
月10日）。是次有130人參加，分5隊到各地鐵站口和
市政街市一帶派發堂區超逾3,000份福傳禮品，包括堂
區口罩套、KF94口罩、堂區簡介及慕道班申請表。福
傳隊也包括新教友和慕道者，有老有嫩，也有年青父
母帶着小朋友落力福傳。

「樂融融」愛心服務：關顧基層家庭、外展派口
罩、福傳

堂區「樂
融融」愛心服
務有3組進行
不同形式的工
作，包括關顧
基層家庭、外
展派口罩，及
分享「日用食
糧」，以福傳
為核心。2022
年，本堂舉辦了多次配合節日的招待基層家庭活動，包括參觀
聖堂、親子元素，及為家長安排切合生活的講座等。每次聚
會均為參加的家庭準備豐富的禮物包，有食品、購物券、抗疫
物資等，另外亦提供堂區資訊，邀請街坊參加慕道班。外展小
組每月到街上接觸街坊，派發口罩及堂區資料，包括邀請一些
獲得「樂融融」活動券的坊眾到堂區參加特別安排的聚會。外
展行動亦包括探訪鄰近垃圾站的清潔工友，分享抗疫物品及食
品，也送贈實用品如手套，傳送天主的祝福。

2022年港島西「傳教節」於10月23日（常年期第30主
日）舉行，主題是「每個基督徒都要作祂的證人」。聖安多尼
堂和西環聖母玫瑰堂作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合作，兩堂區派出教
友共140多位，到石塘咀及堅尼地城進行福傳活動，派發傳單
及口罩，希望吸引路人認識天主教及參與慕道班。福傳隊員穿
著特別設計的T恤。活動前另於10月16日下午，舉行了「鐸區
福傳」培育講座。

2022港島西傳教節：「每個基督徒都要作祂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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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天主聖言主日是邁向教宗方濟各訂定的
2025年禧年的關鍵一步。《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
（簡稱《啟示獻章》）內的各種重要主題，是了解天
主啟示的豐富資源，我們應予研讀並作反思。這份活
的天主聖言，要求每個信友團體不單要宣揚自己一直
所背負的信仰，更特別要堅定地與聖言交流，好能
懷著一顆純樸的心，向聆聽到並接收聖言的人贈予
希望。」教廷福音傳播部的菲西凱拉總主教（Rino	
Fisichella）在1月22日主日第四屆「天主聖言主日」
的禮儀──牧民手冊中，鼓勵教友不單只要研讀聖
經，也要讓更多人明白聖言的內涵。

本屆天主聖言主日的格言選自若望一書第一章第三
節：「我們將所見所聞的傳報給你們。」為迎接2025禧
年，教宗呼籲教友重讀梵二大公會議的四部憲章，包括
上述的《啟示獻章》。

教宗於1月22日（常年期第3主日）在梵蒂岡聖伯多
祿大殿主持彌撒，慶祝天主聖言主日，席間為10位來自
世界各地的平信徒，分別授予讀經員及傳道員職務，他
們分別來自意大利、剛果、菲律賓、墨西哥及威爾斯。
教宗於彌撒結束時向參禮者贈送一本瑪竇福音書，以鼓
勵他們積極閱讀聖經。

教廷編撰手冊  深入認識天主聖言
聖座福音傳播部受教宗委託，推廣本屆天主聖言

主日，為此編撰了一本禮儀──牧民手冊，幫助地方教
會在團體、家庭及教友的日常生活中推廣天主聖言，當
中羅列了活動建議及培育資源，手冊可以於該部會網站	
（http://www.evangelizatio.va/）下載。

聖座福音傳播部建議堂區在聖言主日的彌撒上，安

排禮儀人員莊嚴地舉起聖經進堂，然後奉獻聖經到祭台
前，並安奉於當眼的位置，在信友團體內彰顯天主聖言
的重要。禮儀人員亦可以於彌撒前後或聖道禮前，介紹
天主聖言主日。

該部會鼓勵堂區在信友內加強聖經培育工作，鼓勵
教友攜帶自己的聖經到聖堂參與彌撒；在彌撒結束後，
或該主日稍後，舉行聖經小組聚會，讓教友分享他們對
福音的反思；將聖經章節寫在書籤或紙張上送給教友，
以鼓勵他們謹記該段章節；舉行以聖經為主題的展覽。

天主聖言主日旨在彰顯上主在每個人生活中的臨
在——祂與世人同行，並通過祂的聖言臨在於我們中
間。該主日徽標的靈感來自聖經中厄瑪烏門徒的經驗，
鼓勵人們偕同上主一起重溫聖經，接受祂的教導和啟
發。

2025年禧年的格言為「希望的朝聖者」。

負責禧年籌備工作的菲西凱拉總主教說，「朝聖
者」和「希望」這兩個詞彙也代表了教宗方濟各牧職的
一個關鍵主題。

按照傳統，聖年的慶祝活動從教宗在平安夜打開聖
伯多祿大殿的聖門開始，並以一年後的封門禮儀結束。
而拉特朗聖若望大殿、聖伯多祿大殿及聖母大殿的聖門
也將在該年開放。

聖年或禧年是朝聖、祈禱、悔改和行仁愛的時刻，
這是基於《舊約》中關於安息、寬恕和更新的禧年傳
統。聖年也是天主教徒到指定的教堂和聖地朝聖，背誦
特別的禱文，做修和聖事和聖體聖事以接受全大赦的時
間，好讓個人罪過的暫罰得到赦免。

（資料：梵蒂岡新聞網	/	公教報）

慶祝天主聖言主日  邁向2025年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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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年初七）的聚會主題為「何為『人』」。人生在
世上是為了認識真理和愛慕美善。這推動人踏上信仰之路，而天
主正是我們追求的至高真理和至美至善。聚會啟發大家分享個人
踏上信仰之路，有感動、有喜樂，大家非常投入及享受這時刻。
過程中，加添輕鬆時間，作手工剪紙和掛飾〔花〕，各人愛不釋
手，一起開心度過初七人日佳節。

聖母軍「信仰生活聚會」
定期於每月最後的星期六上午舉行

日期：2月2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至12:30					地點：聯誼廳

支持：慈幼會傳教工作
透過不同社交平台  引發人與主相遇

二月份「信仰生活聚會」

歡迎教友參加，年齡不限，可到堂區辦事處報名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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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蒙召為基督徒就是去滿全耶穌的心意在這地上建立
天國，使我用基督的話去改變世界，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用
多些愛，多些溫暖，多些慈悲，少些猜忌，共富共享，最終
令普世更近似天國。

(二) 我們仍需要主的救贖，而救贖我們的主早已與我
們同在
神父在6歲時已不認同別人說未信耶穌的好人不能上天

堂，所以神父在讀神學時專心研究救贖論【跟據神父的網上
資料，神父是一級榮譽(Summa	Cum	Laude)	畢業的倫理學
博士】。神父所得出結論是「基督的救贖」並不是免下地獄
或不受永罰，而是以下四個人生階段的成果：

(1)	覺醒：就是發現和意識到自己得罪了天主；
(2)	知錯：難堪自己損害了天人的關係；
(3)	悔改：決意定改所犯的罪過；和因此
(4)	重生：重獲天主賜與的恩寵。
這一連串人生的階段創造了人的救贖。就是人把自己成

為一個「結果實的容器」，以承載天主無條件的愛與寬恕的
恩寵。為此，人應投身並認真的去做耶穌的門徒，追隨耶穌
的教導而生活，因重獲天主的恩寵而得救贖。

「厄瑪奴耳」是天主的別名，也是神的代名詞，意思
是天主與人同在。人本善良，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人
內有神性的素質，如慈悲，有愛和想被愛，有智慧，有創造
力。但因在成長階段中受挫折，受外來，特別是傳媒訊息的
混亂和曲解，令智慧蒙塵，是非不分的影響，神性的本質漸
漸隱去，失去承載天主恩寵的能力。但天主的恩寵卻無時不
在，無處不在，時時與我們同在。

(三) 天主如何與我們同在
早在創世之初，天主已經與人同在，那時人只能由天然

的現象和大自然的美妙和壯觀知道有一個神在。
大約在4000年前，即亞巴郎年代，天主開始介入了人

類的歷史，對人啟示了自己，與以色列民建立了盟約，天主
與人愛的關係。在舊約時以色列人投靠了天主，生活環境便
好起來，但好環境時間久了，便驕傲起來，離棄了天主和犯
罪。但天主對他們不離不棄，常常幫助他們。那時人心中的
天主會因我們聽命而祝福我們，如果我們離棄天主，則會受
到災難和疾病打擊。

約在2000年前，天主派遣他的聖子耶穌降臨人間，他
帶給我們天主的全新形象：天主使太陽東升，光照義人，也
光照壞人；他降雨給義人，也降雨給惡人。無論你持守天主
的命令或不遵守天主的命令，天主都會愛護你。你感恩，天
主開心；你不感恩，天主難過。天主從來不會強迫人做好
事，也不禁止人做壞事。天主給人自由，人自己選擇好壞。

耶穌給我們看到的天主，是一個與痛苦的人一同哭泣，
一同受苦的天主，他與人同在。常常當我們在事情發生後
回顧，才發現因為天主與我們同在，我們才有能力去跨越苦
難。

(四) 如何讓「天主與我同在」成為生活的現實 
我們必需要開放自己，讓天主可以親近自己，和更加

認識耶穌，並且照耶穌的教導去生活，才能讓「天主與我同
在」成為生活的現實。

要開放自己和更加認識耶穌的方法如下：
(1)「守心」：給天主機會親近你

如果我們心中有太多的不忿、怨恨、憤怒、創傷，
便沒有位置給耶穌，耶穌便沒法進入我們心中；而如果
心中有太多的嘈音，就會聽不到天主的聲音。所以我們
每天都要守心，安靜在主前，體會天主的臨在，讓心中
有地方留給天主。但這需要練習，參與明供聖體是其中
一個最好的方法。

(2)「讀福音」：由主動到被動的去認識耶穌
四福音（瑪竇、馬爾谷、路加和若望）是不可不看

的聖經，裡面記錄了耶穌最核心的教導，讀四福音能讓
耶穌的價值觀注入你的心中，讓你對耶穌不再陌生，使
你有能力幫忙建設天國在人間。

讀福音要每天讀，無需多讀，只要每天讀兩章，或
讀15分鐘。明也讀，不明也讀，讀完瑪竇，讀馬爾谷，
之後讀路加，接續讀若望。讀完之後循環再讀，不需要
每次都明白，讀多了你自然會認識福音，而福音也會認
識你。然後再有不明的地方可去請教神父、修士、修女
或其他有知識的教友。

這樣你愈繼續讀福音，愈認識福音，慢慢你會熟
識耶穌，與耶穌不知不覺間建立親切的關係，對他所有
的事情不再陌生，這樣便能依照耶穌的教導生活，使天
主與我同在成為生活現實，有能力去協助建設天國在人
間，無愧於天主的一切恩賜。

總結
從創世之初，天主已經與人同在。大約4000年前，亞

巴郎的年代，天主向人啟示了自己，那時人只認識天主是
賞善罰惡的天主。直至2000年前耶穌基督的來臨，人才可
以從耶穌認識天主的愛和慈悲，祂是與人一同跨越困苦的天
主。這說明天主常常與人同在，特別是耶穌許下天天與我們
在一起。

人只有打開自己的心，迎接天主進內；更加認識耶穌，
跟隨耶穌的教導生活，才能成為天主恩寵的容器，真正的接
受天主的恩寵，天天與天主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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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培育組於2022年12月18日舉行了「『厄瑪奴耳』
（依7:14）預言遠期應驗在今天！」的培育講座，邀請到關
俊棠神父（以下簡稱為神父）主講，內容簡介了今天的人間
世界，探討了天主如何與我們同在，及教導我們讓「天主與
我同在」成為現實生活的方法。

2000年前耶穌來臨拯救世人
2000年前天主子耶穌降生成人，當時猶太人誤解他會

為王帶領他們推翻羅馬人的統治，結果耶穌並不是他們心中
期待推翻羅馬人的政治默西亞，最後猶太人把他釘死在十字
架上殺害了他，耶穌最終完成了他的默西亞救世工程。時至
今天，世界經過翻天覆地的變化，究竟是否需要耶穌再次來
臨拯救？

(一) 今天的世界：3個特點
1）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立場先行，理據在後

神父在2019年的自我覺醒中發現有些原本好好的，熟
識的人，虔誠的教友等等，竟然會在某些事情上忽然間變成
「極端的對立和分割，變得有你無我」，這樣的行為令他非
常震驚，實在是不明所以。直至後來神父找到了美國社會心
理學大師強納森•海德特（Jonathon	 Haidt）的著作《好人
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這本書，
可以解釋到人這樣的行為。書中指出多數人都是「立場先
行，理據在後」。

人在成長後多已形成一套自我的信念，對任何事都有
自己根深蒂固的立場。若我的信念認為是錯的事情，必然徹
頭徹尾是錯的。別人無論給出任何理由，都無法改變我的
立場。就是這些不同的立場，使人與人之間就變得「極端對
立、有你無我」。

其實在聖經中已經明確給了我們相關的真理和啟示，問
題是每人各自對真理的理解都很有限和未能完全掌握，各持
自己片面的了解。雖然人只有片面的了解，但已經足夠人去
做一個好人。由於各人由自己的角度去認識真理，所以各人
詮釋的真理各自都不同。所以我們要學識坦誠分享各自認為
正確的真理，虛心聆聽別人，只有這樣，才能對真相有
較全面的了解。
但卻由於人的立場先行，往往堅持自己的詮釋是對

的，極端地認為自己的詮釋是最好的，你不認同我就

是因為你有問題，這也就是「立場先行使人與人之間關係就
變得「極端對立、有你無我」。對立和分割、有你無我的情
形，就因各人堅持己見而出現了。

2）意識形態的可怕威力/平凡的邪惡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Eichmann）耶路撒冷大審紀

實》一書的作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旁聽了納粹
軍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審訊，而感觸的發現一個大奸大惡的
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的，當初，他們只是一個普通人、
也是好人，演變成這樣一定是有一個原因，背後一個故事。

同樣在紐倫堡審訊納粹德國戰犯的法官也發覺，大部份
這些在集中營內屠殺猶太人的軍官從軍前都是好丈夫、好父
親。但為甚麼這樣好的人會變成冷血劊子手？探討這事的結
論是，如此的突變不是由於這些人初始意識形態的影響，而
是由專業政治思想洗腦後形成的政治主導意識形態。

政治意識形態是令人深信一個信念，當你相信這樣做是
對的，就會無論行為是否邪惡，行為的結果是好是壞，都要
這樣做。因為深信這樣做是對的，這些意識形態產生成見和
偏見，會左右人的思想而作出愚昧行為。有時甚至較人的信
仰更有威力。如果你非常執著你相信的事情，它最終會大於
耶穌基督的教導，甚至這樣的人可以用扭曲信仰去解釋意識
形態，這是很可怕的事。

如果你同意一些少少的自私是可接受的，那麼每日你的
少少自私，他的少少自私，眾人的少少自私，積累的小奸小
惡，便形成大奸大惡。這也可稱為小偷的性格。今日的處境
就是小貪和小惡不斷，這就是人生裡不起眼的平凡的邪惡。

3）傳媒的壟斷及被壟斷了的傳媒
今天的傳媒支配了我們的思想。我們從傳媒接收到的訊

息和大數據正在操控著我們的生活。所以我們要小心閱讀資
訊，因為其中混雜了不少假訊息，不要樣樣都信以為真。

人的心智就是在這些夾雜疑真疑假的訊息中被蒙蔽了，
被傳媒所左右和壟斷了我們的心智。被壟斷的心智開始質疑
天主是否存在，耶穌究竟是誰？如果真的有天主，為甚麼惡
人會得勝？好人卻常常受苦？我們究竟仍要耶穌的救贖嗎？

耶穌降生打開了新天新地的大門，鋪設了新天新地的工
地，他把這新天新地的建設工作交給了門徒和他們的徒子徒
孫，現在傳到了我們。

厄瑪奴耳：預言遠期應驗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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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February
二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For parishes
We pray that parishes, placing communion at the 
centre, may increasingly become communities of 
faith, fraternity and welcome towards those most 
in need.

為堂區
願堂區以聖體聖事為核心，逐漸成為一個信仰、友
愛的團體，並接納最有需要的人。

Jesus leaves the quiet and hidden life of Nazareth 
and moves to Capernaum, a port city located along the 
Sea of Galilee, at the crossroads of different peoples and 
cultures. The urgency that impels him is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which must be brought to everyone. 
Indeed, we see in the Gospel that the Lord invites all to 
conversion and calls the first disciples so that they may 
also spread the light of the Word to others (cf. Mt 4:12-
23). Let us appreciate this dynamism, which will help us 
live out the Sunday of the Word of God: the Word is for 
everyone, the Word calls everyone to conversion, the 
Word makes us heralds.

The Word of God is for everyone. The Gospel 
presents us with Jesus always on the move, on his way to 
others. On no occasion in his public life does he give us 
the idea that he is a stationary teacher, a professor seated 
on a chair; on the contrary, we see him as an itinerant, we 
see him as a pilgrim, travelling through towns and villages, 
encountering faces and their stories. His feet are those of 
the messenger announcing the good news of God’s love 
(cf. Is 52:7-8). In Galilee of the Gentiles, on the sea route, 
beyond the Jordan, where Jesus preaches, there was – the 
text notes – a people plunged into darkness: foreigners, 
pagans, women and men from various regions and cultures 
(cf. Mt 4:15-16). Now they too can see the light. And so 
Jesus “enlarges the boundaries”: the Word of God, which 
heals and raises up, is not only destined for the righteous 
of Israel, but for all; he wants to reach those far away, he 
wants to heal the sick, he wants to save sinners, he wants 
to gather the lost sheep and lift up those whose hearts are 
weary and oppressed. In short, Jesus ‘reaches out’ to tell 
us that God’s mercy is for everyone. 

Let us learn from Jesus to put the Word at the centre, 
to enlarge our boundaries, to open ourselves up to people, 
and to foster experiences of encounter with the Lord.

The Word of God calls everyone to conversion. In fact, 
Jesus repeats in his preaching: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Mt 4:17). This means that God’s 
nearness is not inconsequential, his presence does not 
leave things as they are, it does not advocate a quiet life. 
On the contrary, his Word shakes us, disturbs us, incites us 
to change, to conversion. It throws us into crisis because 
it “is living and active and sharper than any two-edged 
sword, piercing until it divides soul from spirit, joints from 

Live out Word of God Sunday
marrow; it is able to judge the thoughts and intentions of 
the heart” (Heb 4:12). Like a sword, the Word penetrates 
life, enabling us to discern the feelings and thoughts of the 
heart, that is, making us see where the light of goodness is 
to be afforded room and where, instead, the thick darkness 
of vices and sins is to be resisted. When it enters us, the 
Word transforms our hearts and minds; it changes us and 
leads us to direct our lives to the Lord.

Here is Jesus’ invitation: God has come close to you; 
recognize his presence, make room for his Word, and you 
will change your outlook on life. 

The Word makes us heralds. Indeed, Jesus walks 
along the shore of the Sea of Galilee and calls Simon 
and Andrew, two brothers who were fishermen. With 
his Word he invites them to follow him, telling them that 
he will make them “fishers of men” (Mt. 4,19): no longer 
just experts in boats, nets and fish, but experts in seeking 
others. And just as in sailing and fishing they had learned 
to leave the shore and cast their nets into the deep, in the 
same way they would become apostles capable of sailing 
upon the open seas of the world, of going out to meet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proclaiming the joy of the Gospel. 

This is our mission: to become seekers of the 
lost, oppressed and discouraged, not to bring them 
ourselves, but the consolation of the Word, the disruptive 
proclamation of God that transforms life, to bring the joy 
of knowing that He is our Father and addresses each one 
of us, to bring the beauty of saying, “Brother, sister, God 
has come close to you, listen and you will find in his Word 
an amazing gift!”

(Extract of Pope Francis Homily, 22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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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the noun. “This person is a sinner, he’s that kind of 
person…” these are adjectives: Jesus goes to the person, to 
the heart, “This is a person, this is a man, this is a woman”. 
Jesus goes to the essence, the noun, never the adjective. 
He leaves aside the adjectives. And while there is distance 
between Matthew and his people — because they see the 
adjective, “publican” — Jesus draws near to him, because 
every man is loved by God. “Even this wretch”? Yes, even 
this wretch. Indeed, the Gospel says he came for this very 
wretch: “I have come for sinners, not for the righteous”. 
This gaze of Jesus that sees the other, whoever he may 
be as the recipient of love,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it is the 
beginning of evangelizing passion. Everything starts from 
this gaze, which we learn from Jesus.

We can ask ourselves: how do we look upon others? 
How often do we see their faults and not their needs; how 
often do we label people according to what they do or 
what they think! Even as Christians we say to ourselves: 
is he one of us or not? This is not the gaze of Jesus: He 
always looks at each person with mercy and indeed with 
predilection. And Christians are called to do as Christ did, 
looking, like him, especially at the so-called “distant ones”. 
Indeed, Matthew’s account of the call ends with Jesus 
saying, “I came not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v. 
13). And if any one of us considers themselves righteous, 
Jesus is far away. He draws near to our limitations, to our 
miseries, in order to heal us.

It all starts, then, with the gaze of Jesus. “He saw a 
man”, Matthew. This is followed — second step — by 
a movement. First the gaze: Jesus saw. Then the second 
step, movement. Matthew was sitting at the tax office; 
Jesus said to him: “Follow me”. And “he rose and followed 
him” (v. 9). We note that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he 
rose”. Why is this detail so important? Because in those 
days he who was seated had authority over the others 
who stood before him to listen to him or, as in that case, 
to pay taxes. He who sat, in short, had power. The first 
thing Jesus does is to detach Matthew from power: from 
sitting to receive others, He sets him in motion towards 
others, not receiving, no: he goes out to others. He makes 
him leave a position of supremacy in order to put him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open to 
him the horizons of service. This is what he does, and this 
is fundamental for Christians. Do we, disciples of Jesus, 
we, Church, sit around waiting for people to come, or do 

we know how to get up, to set out with others, to 
seek others? Saying, “But let them come to me, I am 

here, let them come”, is a non-Christian position. No, 
you go to seek them out, you take the first step.

A look — Jesus saw; a movement — “he rose”; and 
third, a destination. After getting up and following Jesus, 
where will Matthew go? We might imagine that, having 
changed the man’s life, the Master would lead him to new 
encounters, new spiritual experiences. No, or at least not 
immediately. First, Jesus goes to his home; there Matthew 
prepares “a great feast” for him, in which “a large crowd 
of tax collectors” — that is, people like him — takes part 
(cf. Lk 5:20). Matthew returns to his environment, but he 
returns there changed and with Jesus. His apostolic zeal 
does not begin in a new, pure place, an ideal place, far 
away, but instead he begins there where he lives, with 
the people he knows. Here is the message for us: we do 
not have to wait until we are perfect and have come a 
long way following Jesus to bear witness to him, no. Our 
proclamation begins today, there where we live. And 
it does not begin by trying to convince others, not to 
convince: but by bearing witness every day to the beauty 
of the Love that has looked upon us and lifted us up. 
And it is this beauty, communicating this beauty, that will 
convince people — not communicating ourselves but the 
Lord himself. We are the ones who proclaim the Lord. We 
do not proclaim ourselves, we do not proclaim a political 
party, an ideology. No: we proclaim Jesus. We need to 
put Jesus in contact with the people, without convincing 
them but allowing the Lord to do the convincing. For as 
Pope Benedict taught us, “The Church does not engage 
in proselytism. Instead, she grows by ‘attraction’” (Homily 
at the Mass fo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Fif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Bishop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parecida, 13 May 2007). Do not forget this: 
when you see Christians proselytizing, making a list of 
people to come... these are not Christians; they are pagans 
disguised as Christians, but the heart is pagan. The Church 
grows not by proselytism, it grows by attraction.

I remember once, in a hospital in Buenos Aires, the 
women religious who worked there left because they 
were too few, and they couldn’t run the hospital. And a 
community of sisters from Korea came. And they arrived, 
let’s say on a Monday for example (I don’t remember the 
day). They took possession of the sisters’ house in the 
hospital and on Tuesday they came down to visit the sick 
in the hospital, but they didn’t speak a word of Spanish. 
They only spoke Korean and the patients were happy, 
because they commented: “Well done! These nuns, bravo, 
bravo”! “But what did the sister say to you”? “Nothing, but 
with her gaze she spoke to me, they communicated Jesus”. 
Not to communicate ourselves but communicating Jesus, 
with a gaze, with gestures. This is attraction, the opposite 
of proselytism.

This attractive witness, this joyful witness is the goal 
to which Jesus leads us with his loving gaze and with 
the outgoing movement 
that his Spirit raises up in 
our hearts. And we can 
consider whether our gaze 
resembles that of Jesus, to 
attract the people, to bring 
them closer to the Church. 
Let us think abo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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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February 2023

Welcome to 11:30 AM English Mass

3rd February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Feast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8:00pm (Chinese)

5th February 
5th Sunday of
Ordinary Time

12th February 
6th Sunday of
Ordinary Time

15th February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19th February 
7th Sunday of 
Ordinary Time 

22nd February 
Ash Wednesday (Beginning of Lent)
Sprinkling of ashes during daily 
masses
7:15am, 8:00pm (Chinese)

26th February 
1st Sunday of Lent
Rite of Election of 
Catechumens
6:00pm Mass (Chinese)

Events for St. Anthony’s Church
* Way of the Cross during Lent
  (every Friday evening 8:00pm)
* Holy Hour of Eucharistic Adoration
  (every Thursday evening 7:00pm)
* St. Anthony’s Day (every Tuesday)

On 11 January, Pope Francis began a new series of 
catecheses, dedicated to an urgent and decisive theme 
for Christian life: the passion for evangelization, that is, 
apostolic zeal. It is a vital dimension for the Church: the 
community of Jesus’ disciples was in fact born apostolic, 
born missionary, not proselytizing. And from the start, 
we had to make this distinction: being missionary, being 
apostolic, evangelizing, is not the same as proselytizing.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one another. It concerns 
a vital dimension for the Church. The community of 
disciples of Jesus was born apostolic and missionary. The 
Holy Spirit moulds her outwardly — a Church which 
goes forth, which goes out — so that she is not closed 
in on herself but outgoing, a contagious witness of Jesus 
— faith is also contagious — reaching out to radiate his 
light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It can happen, however, that 
the apostolic ardour, the desire to reach others with the 
good news of the Gospel, may diminish, become tepid. 
Sometimes it seems to be eclipsed; there are “closed-off” 
Christians, they don’t think of others. But when Christian 
life loses sight of the horizon of evangelization, the horizon 
of proclamation, it grows sick: it closes in on itself, it 
becomes self-referential, it becomes atrophied. Without 
apostolic zeal, faith withers. Miss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oxygen of Christian life: it invigorates and purifies 
it. Let us embark, then, on a process of rediscovering 

the evangelizing passion, starting with the 
Scriptures and the Church’s teaching, to 
draw apostolic zeal from its sources. Then 
we will approach some living sources, some 
witnesses who have rekindled the passion 
for the Gospel within the Church, so that 
they may help us rekindle the fire that the 
Holy Spirit wants to keep burning within us.

And today I would like to begin with 
a somewhat emblematic Gospel episode. 
We [just] heard it, the call of the Apostle 
Matthew. And he himself tells the story in 

his Gospel, which we have heard (cf. 9:9-13).

It all begins with Jesus, who, the text says, “saw a 
man”. Few people saw Matthew as he was: they knew 
him as the one who was “sitting at the tax office” (v. 9). 
He was, in fact, a tax collector: that is, someone who 
collected taxes on behalf of the Roman empire that 
occupied Palestine. In other words, he was a collaborator, 
a traitor to the people. We can imagine the contempt the 
people felt for him: he was a “publican”, as they were 
called. But in the eyes of Jesus, Matthew is a man, with 
both his miseries and his greatness. Be aware of this: 
Jesus does not stop at the adjective — Jesus always seeks 

Reflect with Pope Francis

The passion for evangelization: The believer’s apostolic ze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