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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經歷，都有

不同的生活經驗，所要走的人生道路都不
同。究竟，在這些不同經歷、經驗、方式
等背後，有什麼力量支撐著我們的生命？
學識、技能、信仰、人際關係等都是使我
們能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繼續去完成不
同的責任和使命的動力，個人靈修更是一
種優質的動力，幫我們去履行天主交給我
們的工作和責任。

或因困難而迷失方向。有時，在祈禱
中，我們會有一些啟發或靈感，使我們
能想出一些好方法去解決問題。總而言
之，祈禱帶給我們一顆寧靜的心，使我
們在工作和生活中，能與主結合，能時
常想起天主，使我們時常都懷著一顆正
直的心，去愛天主和服務近人。祈禱也
包含默想天主聖言，耶穌常提醒我們：
「人子來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
（瑪20:28）天主聖言常是我們生活的明
燈，使我們常在真理的光照下，結出美
好的果實。

見證天主的愛
靈修也是一種在愛中的生活，而愛是要求犧牲的，十字架

便是一個好的例子，天主愛人，並為人犧牲。愛不能只收藏在
心中，它是要表達出來的，為愛而服務近人，是一種很好的愛
的見證，見證天主的愛。在平日，我們的生活也是一種很好的
見證，我們對別人的態度，我們的工作態度，較講道理更有說
服力，更有效地見證天主的愛。愛除了能見證外，也能使我們
的心靈成長，也能治療我們受到創傷的心靈。耶穌說：「凡勞
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
11:28）跟著耶穌又說：「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
（瑪11:29）耶穌的愛使我們的心得到平安，我們的心可能因
工作而煩躁不安，而耶穌的愛卻使我們的心再次平靜下來，重
新有力量去面對困難。另一方面，當我們效法耶穌的良善心謙
時，一切由紛爭、權力、光榮而產生的分裂和仇恨，才能得到
解決和平息。施比受更有福，死海的水只有入，沒有出，結果
寸草不生，沒有生物。相反，加里肋亞海的水，有入有出，成
為盛產魚獲的水域。可以見到，愛會使人成長，並獲得平安和
喜樂。

結論
靈修是聖神所引領的生活，藉著祈禱和工作，把天主的愛

和個人心中的善表達出來。當我們的心充滿喜樂和平安，我們
便能為天主的愛作見證，而且有足夠的力量，去善盡天主給我
們的責任。聖言是我們生活的基礎，當我們默想和實踐天主聖
言時，我們便能發光發熱，並能把平安和喜樂帶給身邊的兄弟
姊妹。

讓聖神帶領
靈修生活就是聖神帶領一個人，去過一種適合他的生活，

或去過一種天主願意他去過的生活，所以，首先我們要辨別天
主的旨意和讓聖神帶領我們的生活。傳統的辨別方式，就是首
先要辨別我們的計劃，是否來自福音或福音的精神？第二是辨
別我們的願望，是否與教會共融？即願意跟從教會的訓導。第
三是辨別我們的生活，是否帶給我們平安？如果我們願意讓聖
神帶領去承行天主的旨意，我們的生活會結出聖神的果實，就
是忍耐、良善和溫和。當我們的生活充滿福音的精神時，我們
便能為天主和近人提供優質的服務，而我們自己亦走上成聖的
道路。鮑思高神父教導多明我沙維豪的成聖途徑，就是喜樂、
善盡職責和拯救人靈。這種成聖方法充滿著福音的精神和聖神
的果實，無論男女老幼都可實踐。天主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一
種計劃，這種計劃會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透過不同的生活經
驗，慢慢顯示出來，我們可以透過祈禱，默想福音，參考聖人
行實，去明白天主的旨意，最後，我們要以信德，去接受和履
行天主的計劃。

寧靜中的祈禱
在祈禱中，我們會慢慢進入一種寧靜，在寧靜中，我們會

聽到天主的聲音，這種聲音未必是我們理性所推理的結果，這
種聲音可能是我們突然聽到福音的勸喻，可能是我們突然感到
天主的接納、愛或等待，這種聲音可能使我們突然明白一些人
生哲理。祈禱不只祈求天主幫我們解決我們的問題，也要祈求
天主賜我們力量去解決問題，當然，有時天主會很慈悲，幫我
們去解決問題。無可否認，在我們的服務中，會遇到很多困難
和問題，如果沒有一套靈修，我們便會缺乏力量去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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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十月份動態 堂區禮儀活動

二零二四年九月份牧民議會 議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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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4祈禱年」，堂區以靈修為牧民重點，推動教友積極參與各項活
動，提升信仰生活。

2.	9月29日舉行「善會日」及「暑期穌繽紛」之「心動一刻」攝影比賽頒獎
禮。報導刊於第6頁。

3.	推廣10月「串連玫瑰經」，聯繫善會成員、教友、慕道者及其他兄弟姊妹一起組合祈禱小組，
敬禮聖母。資訊刊於第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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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生活聖言及培育活動分享刊於第10、11及14頁。

5.「樂融融」愛心活動：9月中秋節街坊聯歡、出外中秋福傳，及長者聽力評估與支援。分享刊於
第7及14頁。

6.	10月20日（傳教節）舉辦「古聖若瑟話劇祈禱會」，資訊刊於第5頁。

7.	舉辦「2025禧年朝聖」，前往意大利和法國露德。請閱覽第8頁的海報。

葉煥屏	 $1000
雷忠盛	 $100
潘宅	 $2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母親祈禱會	 $100

1st
(周二) 「串連玫瑰經」祈禱開始

4th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6th
(周日)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13th
(周日)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16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20th
(周日)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27th
(周日)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奉獻聖母玫瑰月「神花咭」
晚上六時

敬禮聖安多尼
每月第二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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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蔣靜儀	 $100
陳宅	 $100
太極福傳會	 $500
陳婉嫦	 $201
家庭玫瑰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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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懷念劉戩雄神父
服務聖安多尼堂逾10年的鮑思高慈幼會劉戩雄神父於9月18日在香港黃竹坑醫院離

世，享年95歲。
劉戩雄神父於1929年2月16日出生於澳門，1950年8月16日在香港發初願，6年後在

香港矢發永願，1960年8月4日於德國慕尼黑晉鐸。1956至1957年於香港聖類斯中學擔任
教師及專責司鐸培育，之後，於意大利、香港和澳門服務。劉神父於1977至1980年出任
香港慈幼英文學校校長，1980至1986
年於香港仔工業學校任院長、校監及
管理員，之後多次穿梭港澳兩地，包
括為澳門慈幼學校與粵華中學、聖安
多尼會院及慈幼會修院服務。2014至
2018年擔任會省秘書，其後因健康理

由，自本年起，入住少懷之家休養。
劉神父的守靈彌撒，於9月27日（周五）晚上於聖安多尼堂舉

行，由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主禮。殯葬彌撒於翌日周六上
午，於上述同址舉行，由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梁定國神父主禮。彌
撒後隨即辭靈出殯，靈柩安葬跑馬地聖彌額爾墳場。

在劉神父的守靈彌撒中講道時，吳志源神父以「他已盡忠職守，
宣揚福音。」來開始介紹劉戩雄神父一生。劉神父是一位謙謙君子，
溫和中帶有堅持。一生大部份時間在學校工作，愛護學生，70多歲還
和學生踢球，10多年前轉做堂區工作。
吳神父分享劉神父70多年前申請入慈幼會的信，知道他的初心是

要做一位聖善的神父，找一份光榮聖母進教之佑的工作，救青年的靈
魂。他做了50多年的學校工作，製作不少聖母的幻燈片，宣傳恭敬聖
母。退休後擔任協進會、澳門留港同學會、聖安多尼堂善會神師、修
女們神師，為救靈的工作不遺餘力。他走的路是堅持初心，耶穌「道
路、真理、生命」的路。

邀請：慷慨解囊，踴躍購買獎券
發揮互助精神，以善心傳遞愛與希望！

192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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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提供「神
花咭」(見圖)給大
家，方便教友記錄
全月奉獻給聖母的
神花。請各位把
「神花咭」於10
月底前投放在特
設的籃子內。
在鮑聖廊設有

祈禱角，教友可填
寫「代禱咭」，請
求聖母媽媽為各種
需要和意向轉禱。

十月敬禮聖母                串連玫瑰經
堂區每年10月份舉行「串連玫瑰經」祈禱，作有意義的

「聖母玫瑰月」敬禮，鼓勵教友積極成立眾多個5人「串連
玫瑰經」小組，各人每天分唸一端經文，共同在「玫瑰月」
奉獻串串玫瑰經給聖母。敬禮主題：「偕同慈母∼互連祈
禱∼信靠主恩」。

「串連玫瑰經」小組的運作：
①	每1位組長找4位家人或朋友，組成1個5人小組，一同在
10月份每周為指定祈禱意向（見右）「誦唸一串玫瑰經」。

②	每人只負責1端，而全月各位每天唸一端玫瑰經。組長唸
開始的〈信經〉、1篇〈天主經〉、3篇〈聖母經〉、1篇
〈聖三光榮經〉+ 玫瑰經的第一端，其他4位組員分唸其

❶10月5	–	6日 為世界和平、愛護地球
❷10月12	–	13日 為教會、社會、堂區
❸10月19	–	20日 為福傳、青年事工
❹10月26	–	27日 為家庭、老弱貧病者

所收集的「代禱咭」和「神花咭」將於10月27日下午6:00主日彌撒作奉獻，籃子擺放在祭台旁直至10月31日，圓滿
總結玫瑰月。

餘四端（由組長分配），而負責第五端的須加唸〈又聖母
經〉。在每端玫瑰經後唸〈花地瑪聖母禱詞〉。【註：堂
區提供取用「每天誦唸玫瑰經」單張】

此外，堂區大家庭在「聖母玫瑰月」各台主日彌撒後，
以串連方式，一同誦唸一端玫瑰經，四周的意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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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牧民議會策劃9月29日（常年期第26主日），由
上午7:00彌撒後至中午1:00，在馮強禮堂，舉行「聖安多尼
堂善會日」。當天向到訪教友和慕道者派發堂區善會單張。
禮堂內有28個善會及培育組發揮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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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善會，種類繁多，參與這些善會的祈禱和活動，

善會日 ❦「心動一刻」攝影比賽頒獎禮
可藉此深化信仰，為堂區服務。祈
求聖母帶領我們效法聖若望鮑思
高的教育法，以樂中侍主的方

法，跟隨耶穌，成聖自
己，聖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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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參觀的
教友可憑禮物咭，領取

限量版的「聖安多尼堂2025禧年座
檯月曆」及我們教堂外貌紙模型製作
禮包。本堂將於10月26日及11月2日
（周六）下午3:00在母佑堂舉行兩次
聖堂紙模型製作班，由傳信委長鄭煥
明兄弟講解和示範。

【暑期「穌」繽紛】之「心動一刻」攝影比賽結果揭曉

獲獎的菲律賓團體The	Lord's	Flock成員與吳多祿
神父及牧民議會會長李淑蘅合照

  冠軍作品：
「視訊製作傳達新春祝福」  
		拍攝者：王冠龍

  亞軍作品：
「主賜的禮物」
		拍攝者：謝勇

  亞軍作品：
「一點燭光」																				
		拍攝者：陸艷媚

  網上人氣獎作品：
「西葡朝聖∼與聖女大德蘭相遇」
		拍攝者：曾月霞

評審之一吳永順兄弟（中）頒發獎狀和禮券給優異作品得
主：（左至右）徐靜思（拍攝者代表參賽者The	Lord's	 Flock
及郭銘浩領獎）、鄧敏瑩、曾月霞、劉秀雲、林瑋賢、林廖
鳳蘭、陳意琼（參賽者：週末主日學）、李睿峯、陳雪玲。

聖安多尼堂是我們第二個「家」。於7月1日至8月15日，堂區舉辦攝影比賽，邀請善會成員和教友參加這鼓
勵發揮創意的項目，踴躍呈交在堂區內拍下的相片參賽，以多角度展示環境之美，或回憶本堂活動觸動人心的時
刻，分享天主賜予的恩寵。是項活動收到63份參賽作品。評審準則包括：作品切合主題、表達手法、構圖、氣
氛、美感及攝影技巧。
「心動一刻」攝影比賽頒獎禮於善會日上午11:30舉行，很多兄弟姊妹到來與得獎者分享喜悅，頌謝主恩。

冠 亞 亞 網



9月29日（主日）下午，堂區樂融融小組和明愛合辦愛德活動，為
40多位長者作基本聽力測試和評估。這是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關顧
中西區60歲或以上長者及基層勞動年長人士的支援計劃，並由騰訊基
金會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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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長者聽力
樂融融服務∼

9月1日（主日），中秋節樂融融小組安排邀請曾經
慕道的老友記、長青組、基層家庭的街坊出席中秋佳節活
動，參加者有80多人，包括67位成人及15位小童。

如在測試中發現老友記有聽力問題，將轉介他
們到大學診所作深入檢查及跟進。如需配帶耳機，
明愛亦會透過贊助商免費送老友記一對助聽器。
當天除了聽力測試外，明愛亦向老友記介紹區

內長者支援資訊及HA Go應用程式，希望透過以
上的服務可以改善長者的生活，令他們活得更多姿
多彩。

中秋節聚會
樂融融服務∼

如當日沒有參加的老友記有意進行聽力測
試，可與堂區辦事處聯絡作進一步安排。

首先由黃家輝神父帶出有趣教理及余向明
兄弟領唱作熱身，跟著大家一起做燈籠小手工
及自由拍照。其他義工則帶小朋友到影音室打
乒乓球及玩遊戲，最後享用豐富的下午茶，有
冰皮和傳統月餅、三文治、小食等。
在結束活動後，每個家庭有一份禮物，包

括水晶梨、食物、燈籠等，小朋友更有毛公仔
帶回家，度過一個歡樂的中秋節。



聖安多尼堂禧年朝聖
意大利      露德

每位$33,800*
（2人一房計）

意大利
•羅馬四大聖殿
•佛羅倫斯主教座堂
•都靈	﹣聖臉布小堂
	 ﹣聖若望鮑思高大殿

露德
•聖殿廣場
•聖母岩
•聖水池
•苦路山
•聖伯爾納德故居

＊註：團費不包機場稅、燃油附加費、聖堂奉獻•旅遊保險
承辦：奇恩旅遊
牌照號碼	354330

2025年5月23日﹣6月3日

隨團神師
吳多祿神父

堂區報名
2546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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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分裂和衝突而四分五裂的世界裡，
基督的福音是溫和而有力的聲音，呼喚人人彼此
相遇，相互承認是弟兄姊妹，為多元的和諧而歡
喜。」教宗方濟各在第98屆世界傳教節文告中如
此寫道。本屆傳教節於2024年10月20日舉行，在
《瑪竇福音》的啟發下，主題是《你們去邀請所
有人參加盛宴》（參閱：瑪22:9）。教宗解釋道：
「天主願意每個人都得救、認識真理。」因此，
傳教使命的意義在於「孜孜不倦地走向全人類」
，不排除任何一個人，「邀請世人與天主相遇、
與祂共融」。

福音的盛宴和世俗的宴席
我們要像天主一樣不知疲倦，「懷著深厚的愛，富於慈悲」，「總是走出去接近每一個人，召叫他得享天國的福

樂，儘管會出現冷漠或拒絕」。在福音比喻中，國王吩咐僕人出去邀請人們赴婚宴，那是「天國最終救恩的景象」。
教宗籲請分辨出有關幸福的假承諾，也就是「世界所提出的各種關於消費主義、自私安逸、積累財富和個人主義

的宴席」。福音則呼喚「所有的人去參加那洋溢著喜樂、分享、正義及友愛的天主盛宴，與天主和他人共融」。

教會面對不讓上主出去的危險
你們要走出去邀請：耶穌這番話一如往昔、始終具有現實意義。教宗指出，「每個基督徒都蒙召參與這項普世

的使命，在每個環境為福音作見證；同樣地，整個教會也要不斷地與她的上主、耶穌善師走到當今世界的『各個路
口』」。
然而，教宗表示，現如今教會的「不幸情況」是「耶穌不停地從裡面敲門，要我們讓祂出去」。「很多時候，教

會後來不讓上主出去，把祂佔為己有，然而，上主來是為了福傳使命，祂希望我們都是傳教使徒」。

無人被排斥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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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基督徒所感受到的傳教動力和熱忱。宣講具有普世幅度，攸關「各種

社會條件或道德狀態的每一個人」。教宗指出，在邀請赴婚宴的比喻中，僕人聚集了「他們遇見的每一個人，不分好
壞」：「弱小者和受排斥者收到國王的特別邀請」，「每一個人都是天主邀請的對象」，「只需要對天主白白賞賜的
這份禮物說『是』，領受它，並接受它來改變自己」。

尊重與喜樂，既不強迫也不勸說
這項任務固然迫切，卻必須秉持尊重及溫和的態度去做。教宗表示，在「向世人宣講天主廣施救恩的愛的美好」

時，眾門徒「滿懷喜樂、心胸寬仁，既不強迫、也不強求、更不勸說」。
再者，赴婚宴的圖像也具備末世的願景：基督的使命即為時期圓滿的使命。教宗引用梵二文獻《教會傳教工作》

法令：「傳教工作的時機是在基督初次來臨與二次來臨之間。⋯⋯在基督重來以前，福音應當傳播於萬民。」（梵二
文獻《教會傳教工作》法令，9號）

世界主教會議和禧年
正值「世界主教會議進程的這個最後階段」，以及為2025禧年做準備的祈禱年，此時對福傳的省思顯得格外具

有現實意義。教宗籲請「繼續邁向教會完全同道偕行、發揮傳教精神、為福音效勞的旅途，並要為教會的福傳使命熱
切祈禱，參與彌撒」。
教宗解釋道，彌撒聖祭預示了生命圓滿的恩典，「如同本篤十六世教宗所教導的，『對我們而言，感恩祭宴就是

真實地預嚐先知們所預言的末世筵席。⋯⋯如果我們沒有被傳教使命吸引，我們就不能走近聖體的餐桌。這使命由天
主的內心開始，要達到一切的人』（《愛德的聖事》宗座勸諭，31號、84號）」。

（資料：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2024世界傳教節文告：

你們去邀請所有人參加盛宴
在第98屆世界傳教節文告中，教宗方濟各強調了教會的一種不幸情況，即：基督不停地由內敲
門，要我們讓祂出去。宣講福音的使命迫切又具有普世性，但必須「溫和」地做，既不強迫也
不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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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鳳

10月神修話語 OCT（常年期第28主日）

歡迎瀏覽	培育組生活聖言	YouTube頻道

生活反省
在三部對觀福音中都有這富少年與耶

穌相遇的敘述，唯獨只有馬爾谷福音提到當
耶穌聽到少年人的回答後，就顯露出喜悅之
情、並喜歡他，還有意領他在信仰上多走一
步。這位熱心少年奔跑來到耶穌跟前，懇切
向耶穌請教如何承受永生，而且他更了解到
「承受永生」並非垂手可得，肯定要做些
事！使主耶穌感到歡喜的，不單是這少年自
小就能按照天主的誡命生活，而是對永生真
心的追尋。

活在當下的教友若在生活中能遵守誡
命，並按照天主的旨意而行動，均是天主所
喜悅的兒女，那麼為得永生我們「需要」多
做些什麼？為得永生我們可以肯去到幾盡？
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對他說：「你還
缺少一樣，你去，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
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背著
十字架，跟隨我！」（谷10:21）

在此之前，耶穌也曾說過：「誰若願意
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隨我」（谷8:34），祂亦教導我們為了找到永生這無價寶是值得我們去到盡，變賣一切來換取的（參閱：瑪13:45-
46）。祂邀請我們成為基督的門徒：全心全意相信及依靠上主，放棄屬世的財物，積財於天上，甘願背負著清貧和生
活的挑戰，跟隨主耶穌同行人生路，邁向永生。

世人一般都認為財富是天主對人的祝福，而富有的人就是天主祝福的標記。但看耶穌和富少年此刻的相遇，富少
年選擇保留自己的產業，放棄了去跟隨主永生的道路，我們是否就此肯定富人進入天國就像駱駝進入針孔那麼難呢？
（谷10:25）。

今天我們執著不肯放棄俗世些什麼？堅持保留那一些浮雲財富作為我們朝露人生的保障？難道就是金錢、權力、
名譽、地位、人脈、事業和不斷向上晉升的機會嗎？擁有這些東西會否也令我們拒絕跟隨主耶穌？我們能得永生，其
實是藉著天主的恩寵，當我們找到這份珍寶，必需放棄對俗世名利的眷戀，而轉向信靠主耶穌。

耶穌注視他們說：「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卻不然，因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谷10:27）。因此，我們需
要時刻祈求聖父給我們足夠的恩寵，欣然接受天主的安排，使我們在信仰的路上穩步前進，那怕是要駱駝穿過針孔。
更不要隨便輕言放棄，隨波逐流，以免錯過得救的機會，重蹈富少年的覆轍，跟永生緣慳一面。

天主創造萬物，所有世界資源都是天主白白的恩賜，在
感恩之餘亦應與其他兄弟姊妹分享。人類只是地球資源的管
家，我們所擁有的財產只是給我們暫時管理，因此我們所擁
有的，都應與其他人分享。教會的訓導讓人類擁有私產權，
為的是幫助人在面對大自然天災的不穩定性下，可以積穀防
饑之餘，更像古聖祖若瑟一樣，當遇上饑荒時，可以和世上
不同的民族分享財富，共渡時艱（創41:46-49；53-57）。拒
絕分享以及不斷升級的軍事擴張，不單造成不公義和戰亂，
引發廣泛的人道危機，更令生靈塗炭。我們應聽從主耶穌的
訓導，學習放棄屬世的財物，和身邊的兄弟姊妹分享，使我
們與天主同行，在天國永生的路上和基督越走越近。

祈禱
無限仁慈的天父，求祢在我們軟弱時，賜給我們力量；當我們疑惑時，請加強我們的信德。天父，求祢幫助我們

分辨財富可以使人墮落，也可以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每個人都因祢的恩賜擁有私產權，面對大自然的挑戰積穀防饑。
求祢使我們能夠將祢教導的愛德事功付諸行動，與身邊的兄弟姊妹分享祢恩賜給人類的財富，在未來的日子中追隨祢
的聖子，邁向永生。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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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修院這名字，對我來講真是耳熟能詳；但我從
未踏足過此神聖莊嚴的修院。9月8日有幸參觀到聖神
修院內的教區文物室，乃是我的榮幸和恩寵。由吳多祿
神父率領弟兄姊妹們祈禱後，大家便分組進入文物館參
觀。

導賞員介紹多項歷史文物，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是
當中一個有2-3米高大聖十字架，是由舊灣仔煉靈堂拆卸
保留在修院。我站在這十字架旁，看見被釘在聖十字架
上的耶穌，祂以人性無力反抗的死在十字架上的表情，
沉重的身驅只靠雙手的釘支撐着的痛苦，我深深體會到
自己以後寧死再不敢犯罪來報答耶穌的救贖。

再參觀到當年梵二之前的香港教區文物時，見到傳教士
因交通不方便，沒有車馬代步，每每要徒步數天，才可到達
目的地傳教，他們只能攜帶個小籐籃，內裏存放各樣細小的
祭衣、彌撒用品和聖物往各地傳教。默想現在的我，又有什
麼貢獻回饋天父呢？

得悉堂區培育組舉辦參觀聖神修院教區文物室活動，便
立即報名參加並且非常期待。當日我們分四小組輪流參觀四
個展區。非常感謝當天每位文物義工導賞員以互動方式、專
業態度、清晰詳盡講解。室內文物實在很多，因此導賞員對
部分文物亦作出重點介紹，內容非常豐富而觀賞安排亦很流
暢，所以有足夠時間讓我們近距離再仔細欣賞文物及發問。
每個展區的文物都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包括初期神父的流動
祭台、梵二禮
儀改革前的祭
衣及經文小冊
本、有中國特
色及刺繡的祭
衣、小木刻包
含了耶穌受難
的片段、不同
特色的聖體及
聖髑顯供架、
不同設計的聖
體盒等，一切
文物都有標記
性及象徵意
義，當然亦是
歷史的見證，
十分珍貴。

而 讓 我
有特別深刻感
受是當介紹教
宗保祿六世在

1970年「旋風式」訪港3小時，在香港大球場舉行基督君王
節感恩聖祭時，當時心裡有一股說不出的感動。當年有份參
加感恩聖祭的教友們對教宗訪港及主持感恩祭是毫不知情，
香港只是一個小城市，50多年後聽到介紹都覺得非常不可思
議，相信當時在場的教友必定畢生難忘。

再次感謝所有為香港福傳事工作出無私奉獻的傳教士、
修會團體、神父、修女及教友們！讓我們繼續努力活出基督
的愛，跟隨祂的教導，讓世人在我們身上，看出救主的仁慈
美善！感謝主！讚美主！

I am privileged to visit the Diocesan Cultural Relics Room 
in the Holy Spirit Seminary. Vestments, statues, vessels, icons, 
relics and sacramentaries were used in the early days are 
maintained by a preservation team. These exhibits offered me 
a glimp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hurch. 

Surprisingly, some vestments used befor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showcase local design elements. For instance, 
the Virgin Mary embroidered on a chasuble be vested in a 
Guanyin-like（觀音）outfit. It reflects a form of 'localization’ 
even before the Council. Another astonishing exhibit is a tiny 
red book with Mao’s quote. But the pages were altered by 
the laities then, by replacing the contents with Roman Missal, 
because in the early days, religious activities were strictly 
prohibited in China after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From these 
exhibitions, I admire the laities in those difficult days because 
of their strong determination in their faith.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pione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mission in Hong Kong and China, without 
their dedication and sacrifice, we wouldn’t have a well-
established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I invite all of you 
to pray for the missionaries who perform their ministry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those who travelled far away from their home 
country. May God grant them wisdom, courage and strength to 
continue their ministries.

參觀教區文物室
吳瑞芬

主耶穌所愛的德蘭

O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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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4/2022-3/2023 4/2023-3/2024 增 / 減

本協會全年捐款收入交中央分會 $	 79,588.30 $	111,413.00 39.99%

本協會全年各項支出由中央分會撥款支付 $	155,896.30 $	176,848.96 13.44%

本協會全年希望中侍奉支出由中央分會撥款支付 $	 77,117.40 $	 0.00 -100.00%

一般探訪款項支出 $	129,549.30 $	148,065.21 14.29%

舉辦各類活動款項支出 $	 0.00 $	 14,917.75 -

緊急援助款項支出 $	 14,400.00 $	 0.00 -100.00%

醫藥援助款項支出 $	 10,647.00 $	 13,866.00 30.23%

教育援助款項支出 $	 1,300.00 $	 0.00 -100.00%

全年探訪次數 	 289 	 356 23.18%

全年受探人數 	 1,283 	 1,453 13.25%

全年希望中侍奉受訪家庭數目（活動已於2023年3月結束） 	 359 	 0 -100.00%

聖雲先會聖安多尼堂協會
收支報告							2023	年4月1日	至	2024	年3月31日
	 本堂門捐款項 	$	 92,023.00	 	

特別捐款 	$	 11,000.00	 	

 會員秘捐 	$	 8,390.00	 	

中央分會已撥款 	$	 165,348.96	 	

	 會員代付探訪款項（待中央分會撥款） 	$	 11,500.00	 	

	 本年收入各項捐款交中央分會 	 	$	111,413.00	

本年度探訪款項（1,401個案	） 	 	$	162,982.96	

緊急援助 	 	$												-			

醫藥援助（52個案） 	 	 	$	 13,866.00	

	 教育援助 	 	$												-			

	 贊助活動 	 	 	$												-			

 共計（港幣）  $ 288,261.96  $ 288,261.96 

註（一）本協會全年收入捐款交中央分會	 $	 111,413.00	
	 本協會全年各項支出由中央分會撥款支付	 $	 176,848.96	
	 收支對比	:	 $	 (65,435.96)
註（二）探訪款項包括用於購買食品及日用品贈送予探訪之護理安老院及堂區長者	 	

支

出

收

入

年度收支及探訪人次比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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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會在香港成立已有160年多的歷史，藉著主日和
會員的捐獻為貧苦家庭、長者、難民提供物資援助，而位於
石硤尾的奧撒南綜合服務中心則提供功課輔導及中醫義診服
務予基層家庭。

過去一年，會員們繼續投入各項愛德工作，除了恆常
探訪受助基層家庭，了解他們近況及需要外，也重新啟動因
疫情而暫停的定期探訪護老院活動。在特別的節日如農曆新
年、復活節、中秋和聖誕節，我們為院友們加餸及派發小禮
物包外，更有唱歌、魔術表演及帶領老友記們一起做簡單手
部運動，讓他們也能歡愉地享受佳節。

2023年的聖誕節，會員們攜帶著一袋袋的禮物包（內有
飲品、蛋糕、紙巾及暖手包），走到西營盤區內的大街小巷，
尋找一些基層的弟兄姊妹（如清潔工人、拾荒者等⋯），上前
問好並聆聽他們分享工作生活狀況，期望傾談中我們送予的關
懷、慰問和祝福，給他們更多一點溫暖和天主的愛！而在農曆
新年，本會舉辦了自新冠疫情後首次與西環明愛合作的大型戶
外活動，與堂區長青組成員及基層家庭，遊覽西九文化區及中
山紀念公園，並一起享用午餐，聚會在天主的眷顧下及在平安
喜樂的笑聲中結束！

另 一 方
面，我們亦繼
續支持香港中
央分會舉辦的
活 動 ， 於 聖
誕 期 間 協 助
「慈悲香港」
於堂區售賣曲
奇餅。感恩曲
奇餅售賣活動
得到教友、街
坊、聖安多尼
學 校 師 生 及

家長們的鼎力支持，為「慈悲香港」籌得約HK$27,500，以
服務廟街窮人和扶持更生人士。去年9月，新任聖雲先會第

聖雲先會2023 – 2024年度報告
17屆國際總會長Mr.	
Juan-Manuel	 Buergo	
Gomez更親臨香港與
我們各協會的會員見
面並出席周年大會，
反映了國際總會對香
港分會的重視。感謝
讚美主！

今年我們喜迎兩
位新領洗的長者教友
加入聖雲先會的大家
庭。我們將繼續以謙

卑的態度為主服務，在生活中事事交託天主！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
做的。」（瑪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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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 visit which all of us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for some time. And we were blessed with fine weather on the 
day (8 September 2024) of our visit which is only two days 
after a super typhoon passed by Hong Kong.

Seven of us from Don Bosco Choir joined the visit to the 
Diocesan Heritage Room in th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We encouraged non-Cantonese members to join as well as 
language should not be a barrier for members to attend such a 
meaningful event. Gladly, two of our Filipino members, Bing 
and Mila, came along.

Thanks to the careful planning by our Parish Formation 
Group, the visit was as good as one could have hoped for. 
There were four sessions in the 1.5-hour visit, for us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the Mass 
supplies used befor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 
The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of those who run the place and 
the visiting programs could be easily felt once we set foot in 
the beautiful building.

【短片欣賞及分享、
輕鬆時間、舒展身心、

茶點招待	（請自備水杯）】
歡迎教友參加，
可到堂區辦事處
報名及查詢

聖母軍
10月份「信仰生活聚會」

主題：德蘭修女
日期：10月26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11:30
地點：方濟沙雷氏廳

樂融融中秋福傳外展活動
輔祭會和聖言宣讀組合辦「中秋福傳外展活動」。9

月8日（主日）早上11:15由吳多祿神父派遣後往街上福
傳。一共21人、分成4個小隊，其中一隊在酒樓派中秋福
傳禮物給茶客，其他小隊在街上福傳，市民遠遠見到小隊
成員也踴躍來互相祝賀：「中秋節快樂！」就在一片歡樂

Visit to the Diocesan Heritage Room

氣氛下，不到半小時就送完1,000份禮物了。

感謝聖神帶領下，把福傳的種子播種出去，並
把喜樂帶給西環的街坊。

Don Bosco Choir

the first time! There were just so much for us to take a good 
look at and to ponder...

When we took our group photo at the end of our visit, 
we looked up and saw the sun smiling at us. In our hearts, 
we were all deeply thankful for this meaningful experience. 
Alleluia!

And once inside the Cultural Heritage Room we were 
warmly greeted by their volunteer curators. Through their lively 
and interesting explanation, we came to know a bit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precious relics items such as Monstrance 
and Reliquary Filigree Border which most of us only saw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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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October
十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Israel and desired to go even further, in order to reach even the 
most distant sheep”. This is why, the Church of Christ, for her 
part, “in fidelity to the mission she has received from the Lord, 
will continue to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o set ou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ever growing weary or losing heart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 mission which,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Jesus, can only take place “not by pressuring, 
coercing or proselytizing, but with closeness, compassion and 
tenderness, and in this way reflecting God’s own way of being 
and acting”.

The mission for eternal salvation The banquet that the 
king in the parable wants to share, sending his servants to 
invite everyone - continues the Pontiff - is like “an image of 
ultimate salvation in the Kingdom of God, fulfilled even now 
by the coming of Jesus”, who came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The Pope recalls that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underlined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Church’s missionary 
outreach”, when it recalled that “the time for missionary 
activity extends between the first coming of the Lord and the 
second…, for the Gospel must be preached to all nations 
before the Lord shall come” (Decree Ad Gentes, 9).

The first Christians – recalled the Successor of Peter – 
“sensed the urgency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So even 

today – underlined Pope Francis – “it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is perspective, since it helps us to evangelize with the joy of 
those who know that “the Lord is near” and with the hope of 
those who are pressing forward towards the goal, when all of 
us will be with Christ at his wedding feast in the kingdom of 
God”.

Meanwhile, throughout the time of history, which is the 
time of the Church, “this fullness of life, which is Christ’s gift, 
is anticipated even now in the banquet of the Eucharist”. A 
foretaste, an anticipation “that the Church celebrates at the 
Lord’s command in memory of him”. Pope Francis quotes Pope 
Benedict XVI, who taught how “every Eucharistic celebration 
sacramentally accomplishes the eschatological gathering of 
the People of God” and who in the Sacramentum Caritatis also 
recalled the intimate bond between the Eucharist and mission, 
when he wrote that “we cannot approach the Eucharistic 
table without being drawn into the mission which, beginning 
in the very heart of God, is meant to reach all people”. 
 
Invite everyone

In the last part of his message, Pope Francis repeats that 
God, as Saint Paul writes in the First Letter to Timothy, wants 
“everyone to be saved and com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All missionary works are useful only if they facilitate 
eternal salvation for all. Indeed “everyone, every man and 
every woman, is invited by God to partake of his grace, 
which transforms and saves. One need simply say “yes” to 
this gratuitous divine gift, accepting it and allowing oneself 
be transformed by it, putting it on like a “wedding robe” (cf. 
Mt 22:12)”. 

   Full text of Pope Francis Message: www.vatican.va
   (Source: Agenzia Fides, 2 February 2024)

For a Shared Mission
Let us pray that the Church continue to sustain 
a synodal lifestyle in every way, as a sign of 
co-responsibility,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communion and mission shared by priests, religious 
and laity.

請為共同使命祈禱
祈願教會繼
續以各種方
式支持同道
偕行的生活
方式，體現
出共同責任
的精神，促
進司鐸、會
士和平信徒
的參與、共
融及共同使
命。

The quarterly issue of 
“Living Faith” (October 
– December 2024) is 
available at HK$15. 
This booklet provides 
daily reflections based 
on a Scripture passage 
from the daily Mass 
and helps Catholics 
pray and meditate in 
spirit with the seasons 
of the Church Year.

By reflecting on and 
responding to what 
God is saying to us 
right now, our hearts 
are opened to a deeper 

faith and greater joy. In harmony with the Church’s liturgy 
and faithful to its teaching, “Living Faith” offers Catholic 
devotions, but anyone on a sincere spiritual journey will find 
it a source of daily inspiration. You can help strengthen the 
faith of others with a gift of the boo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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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October 2024

Shepherd Flock’s
Dialogue October 2024

1st October
Commencement of 
Rosary Marathon

4th October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Honour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8:00pm (Chinese)

6th October
27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13th October
28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16th October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20th October
29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27th October
30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Offering of Spiritual Flowers Cards
6:00pm (Chinese)

Events for St. Anthony’s Church
* Holy Hour of Eucharistic Adoration 
  (every Thursday evening 7:00pm)
* St. Anthony’s Day
  (second Tuesday of the month)

“Evangelization” is “a tireless going out towards all 
humanity” to invite everyone “to the Lord’s banquet”. This 
celebration is that of the “happiness of his Kingdom”, the 
celebration of the “ultimate salvation in the Kingdom of God”, 
which began in time “by the coming of Jesus”. A salvation 
to which everyone is invited, starting from the poor, without 
excluding anyone. These are the sources and ultimate reasons 
for the missionary work of the Church recalled this year by 
Pope Francis in his Message for World Mission Day 2024. The 
message, dated 25 January, Feast of the Conversion of Saint 
Paul, takes its title from a verse from the Gospel of Matthew: 
“Go and invite everyone to the banquet” (Mt 22:9).

Reflect with Pope Francis
World Mission Day 2024 Message

Go and invite everyone to the banquet (cf. Mt 22:9)

In particular, Pope Francis, once again recommends to all 
dioces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service of the Pontifical 
Mission Societies”, recalling that “the collections of World 
Mission Day in all the local Churches are entirely destined to 
the universal fund of solidarity” that the Pontifical Societ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collects and then “distributes in 
the Pope’s name for the needs of all the Church’s missions”. 
In this year dedicated to prayer, in preparation for the Jubilee 
of 2025, the Bishop of Rome invites everyone to “deepen their 
commitment above all to take part in the celebration of Mass and 
to pray for the Church’s mission of evangelization”. And he also 
recalls that the synodal path shared by ecclesial communities 
on all continents seeks “to refocus the Church on her primary 
task, which is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in today’s world”. 

This year, World Mission Day is celebrated on Sunday, 
20 October. In view of this appointment, the Pope, in his 
message, recalls with particular intensity the universal and 
eschatological horizon of the apostolic work of the Church, 
for the eternal salvation of all.

In the text, the Pontiff also thanks all those “missionaries 
who, in response to Christ’s call, have left everything behind 
to go far from their homeland and bring the Good News to 
places where people have not yet received it, or received 
it only recently”. The papal text is also full of reminders 
and indications to orient the dynamics of ecclesial life in a 
missionary key.

Go and invite
The common thread followed by Pope Francis to develop 

his missionary suggestions is the Gospel parable of the wedding 
banquet. The king sends his servants to the crossroads to invite 
“everyone you find” to his son’s wedding. The two imperatives 
used by the king, “to go out” and “to invite” - suggests the 
Bishop of Rome - “express the heart of the mission”. Jesus 
Christ, “Good Shepherd and messenger of the Father”, recalls 
the Pope, “went out in search of the lost sheep of the people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