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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大家庭的傳奇，起源

於一個夢想，當中富有馬爾谷

福音第 9章 36-37 節的色彩：

「耶穌領過一個小孩子來，放

在門徒中間，抱起他來，給他

們說：『誰若因我的名字，

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子，就是

收留我；誰若收留我，並不是

收留我，而是收留那派遣我來

的。』」

青年不但是我們「工作的

對象」，更是推動慈幼大家庭

不可或缺的力量。回顧慈幼會

歷史，處處顯示我們優先為貧

苦無告的青年工作時，就會帶

來上主的祝福，成為豐富神恩、

信仰、聖召，以及在團體中衍

生友愛精神的泉源，而且也是

工作富有朝氣和成果美滿背後

的秘密。

鮑思高神父在青年身上，

接受了天主的考驗：這些青年

被關在牢獄，在大街小巷、廣

場、田野、城郊留連；他們來

敲他的門，尋求食宿；他們也

在城內的學校，遇到前來服務

的他。

「耶穌就叫一個小孩子

來，使他站在他們中間，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

變成如同小孩子一樣，決不能

進天國。』」( 瑪 18：2-3)	若

要從字面上接納這句說話，可

能並不容易，特別是那些終日

面對頑劣惡童，因而惱怒萬分

的人，就更難理解。孩童真能

有教於我？

鮑思高神父就是從青年身

上學習：預防教育法一些特點，

就是源自他對青年世界的熟

悉，以及能分享他們的生活、

感受和志向；鮑思高神父的青

年靈修之中，有些重點就是源

自他對青年喜好的了解，以及

能探察到青年可以達到的高度；

慈幼精神的神恩，也有些特點

正正因與青年世界磨合而來。

孩童如何有教於我們？

從事教育者的工作，可能

注定一生遭受奴役和壓力，也

可能會踏上一條趣味盎然的探

索之路，帶來個人成長和轉化。

教育者常常只會思考可以教導

學生甚麼，或許有時他們也應

該反問自己，可以從學生身上

學到甚麼。

教育者的職責，不在於制

定排山倒海的活動和事務，而

是一項靈修之旅，將自己的經

驗點滴傳承，從而發現生命和

個人的深奧意義。在這旅途上，

我們的嚮導往往是那些玩得髒

髒的小手，他們剛在慶禮院最

近花費不菲的裝修工程上，留

下了不褪的印記。

這是因為他們才最接近生

命的泉源。

身為教育者，有如置身學

校，所學到的比所能教的更多，

但這當然也要自己肯去學習。

這樣很快就會發現，原來看著

孩子，比看電視或上網更有意

思，更有啟發。

以下是青年可以教導我們

的東西：

不停發展		青年「強迫」教

育者了解他們內外一切：他們

自有天才，去衝擊已建立的秩

序，並能揭露事物的「本性」。

向成人說謊，尚有一線成功希

望，但要騙倒孩子，卻絕不可

能。兒童天性敏銳，遠較我們

更能辨識情感，而且會完全自

然地流露出來。

這一點顯著地增進了教育

者的責任感，並且要求教育者

有更強的自制能力，同時大大

刺激我們的思維。每天與青年

相處，為我們直接帶來選擇、

挑戰、問題和困難。每時每刻，

教育者都要學習怎樣迅速、慷

慨和有創意地去回應。

留神專注	「看！」孩子總

希望老師臨在，不是單單「在

場」，而是要求老師全神灌注，

查偉思神父

青年 ─ 鮑思高神父和   
     慈幼會士的導師

認識鮑思高神父 ( 十一 )

http://www.sdb.org.hk/sbchinese/231/sb%20231%20-cina.pdf


慈幼修院為配合培育聖召及青年牧民發展的

需要，特別於筲箕灣柴灣道 18 號院舍旁空地，

興建一座新大樓，9月 26 日由陳日君樞機主持

動土祝福禮。新大樓已命名為「聖母樓」。

當日早上，陳日君樞機、斐林豐省會長、林

仲偉神父及一眾會士、恩人、建築公司代表、工

程人員等出席了動土祝福禮。陳樞機在禮儀中表

示：「今日開展的工程，應當激發我們的信德，

並表達感恩之情，聖詠中曾慨嘆：『若不是上主

興工建屋，建築的人徒然勞碌。』( 詠	127：1)

我們藉著工作為兄弟姐妹、為團體或為社會服務

時，我們就是天主的協作者。藉所舉行的儀式，

我們祈求天主的助佑，使建築工程順利完成，並

求祂保佑建築工人平安健康。」

會長斐神父指：「鮑思高神父曾夢見中國、

夢見香港、夢見筲箕灣這個培育的地方，相信他

亦曾見到這幢大樓。我們大家會按鮑思高神父所

見到的，去興建這新大樓。」

工程召集人林仲偉神父表示：「希望這裡真

的能成為培育中心，不單是會士的培育，更是青

年的培育。希望這大樓可延續會祖的中國夢！」

聖母樓樓高四層，總面積約兩萬多平方呎，

其中三層將作為神哲學生院舍及傳教士居停等用

途，另一層及地下則作為青年靈修中心及備修

院。大樓預計 2014 年底完工。

鮑思高家庭通訊 3

而且不批評、不帶特別期望。

這樣的臨在暖入心房，令學生

感到受重視。臨在就是可予親

近：我在這裡，全是為你；只

是明顯清楚留在學生身旁，不

去干預，不作約束。我們還要

一視同仁，親近他們中的每一

個，不會特別關心那些我們認

為比較溫順受教的孩子。

尊重和忍耐		在實際生活

中，孩子永不會是我們夢想或

期望中的模樣。對於妨礙他們

按照自己個性成長的期望，他

們會奮力抗拒。他們各有自己

的步伐、計劃、喜好。鮑思高

神父曾說：「讓孩子們盡情去

自由地做他們喜歡做的……因

為人可以做他們認為自己能做

編輯小組

的一切時才快樂。我遵守這原

則，所以我的孩子不但全部努

力工作，而且以愛去工作。」

(實錄	17：64)

鮑思高神父曾這樣告訴他

的助手：「讓孩子們自由表達

他們的意見吧！」他還堅持說：

「多聆聽他們。讓他們暢所欲

言好了。」他亦經常以身作則：

「雖然他百務纏身，還要經常

準備懷着慈父的愛心，去接待

那些想同他單獨交談的孩子。

此外，他還要令他們感到『賓

至如歸』，從不抱怨有人『來

得不及時宜』。他任由他們發

問、投訴、自辯或澄清……他

以歡迎貴賓之禮去接待他們，

請他們安坐在沙發上，他自己

反而靠着書桌而坐，非常留心

去聽，有如他們在告訴他的都

是非常重要的一樣。他有時也

會站起來，在房間同他們踱步

同行。接見完畢，他會親自陪

同他們到門口，為他們開門，

然後目送他們離開，說：『我

們永遠都是好朋友，對嗎？』」

(實錄	6：438-439)

喜樂和對生命感恩		在成

就和個人幸福的領域上，我們

在青年身上所作的投資是最重

要的。他們有時令我們感到負

擔沉重，但這也是福氣。與青

年一起生活，或會令人疲於奔

命，但是若青年人肯對我們全

心信賴，並逐漸成長，帶給我

們的喜樂又是何其深厚啊！

修院聖母樓動土祝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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