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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教育者鮑思高神父
以仁愛的教育法

把喜樂的福音帶給青少年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今年 2月

11日宣布在 2月 28日辭職，教

會上下都感到突然，同時表示驚

愕和失落，畢竟他是約六百年來

首位在世退位的教宗。但隨後大

家都理解和尊重教宗的決定。一

如教宗在宣布辭職時所說，教宗

當以祈禱、受苦、足夠的體力和

精神來善盡他的職務，雖然他仍

然可以祈禱和受苦來實踐職務，

但最近幾個月來他的體力下降得

很快，他感到自己再不能適當地

履行職務，因而退位讓賢。在本

期，我們刊登了總會長查偉思神

父在教宗本篤十六世退位前一天

的講話，衷心感謝他八年來對教

會的超卓服務。讓我們偕同總會

長一起向本篤十六世致謝，並繼

續為他祈禱。

由 2 月 11 日至 3 月 13 日

整整卅天的時間，我們都在期

盼、等待、祈求新教宗的出現。

在羅馬，3 月 13 日晚上 7 時 6

分，西斯汀教堂的煙囪冒出白

煙，意味著選出新教宗了。約一

小時後，新教宗步出俯視聖伯多

祿廣場的陽台會晤信眾，大家都

聽到這引頸以待的宣布：「我要

向你們報告一個大喜訊：我們有

教宗了！他是最尊貴且最可敬的

佐治．瑪略，聖羅馬教會的貝戈

格理奧樞機，他稱自己為方濟。」

其後教宗方濟首次向世界發表講

話：「世界要在愛與手足情誼的

路上出發……」教宗方濟來自阿

根廷，原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總

主教。前慈幼會布宜諾斯艾利

斯省會長 (2005-2010)	Fabián 

García神父與新教宗頗為稔熟，
他為慈幼通訊社寫了一篇他對新

教宗的個人觀感，現轉譯於下，

以幫助我們明白新教宗的「在愛

與友誼的道路出發」的意義。

教宗方濟首次向我們發表
講話及祝福時，我早年的回憶
又再湧現……方濟一世，就
是貝戈格理奧樞機，當他擔
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時，
我向當地主教公署請求接見，
電話從總機接駁到他那裡後，
我聽到的說話，並不是「甚麼
時間可以來」，而是「你何時
來？」

就是同一個人，每當他完
成任何官式或非官式的會議
時，總是說：「請為我祈禱。」

就是同一個人，有一次，
我主持我們堂區主保瞻禮後，
駕車返回省會院時，我在巴士
站遇見他。我說要送他一程
時，他說：「謝謝，但我常乘
坐巴士或地鐵。」

就是同一個人，在主教公
署過著刻苦的生活，沒有車
子，不拘禮節，生活簡樸。

就是同一個人，當我和我
們的長上參觀布宜諾斯艾利
斯歷史中心時，他走在街上，
身穿簡樸的黑西裝及襯衣。我
們向他問好，他說：「我剛來
替補一位抱恙的堂區主任司
鐸。」

就是這個人，在他的著作
《修道者的默想》裡的前言，
採用了一些他擔任耶穌會阿
根廷省會長時的反省：「當寫

及有關修道者默想的問題時，
主要取材自我很多會士兄弟
的表樣……我（一生中）受到
很大影響，我喜歡引用慈幼會
士 Enrico Pozzoli 神父的牧職及
修道奉獻的表樣……」

就是這個人，表達了他
對 慈 幼 會 士 Lorenzo Massa 神
父 所 創 立「 聖 洛 倫 索 (San 
Lorenzo)」足球隊的支持。這
個人，以他一貫的簡樸，給你
忠告、協助你解決某個管治上
的問題，又或是向你說笑話，
逗你喜歡。就是他，時常願意
主持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敬愛
鮑思高神父並熱心敬禮真福
澤德修士。

就是他，擔任耶穌會省會
長時，要會士向當時仍是天主
忠僕的澤德修士奉行九日敬
禮，懇求他為耶穌會修士聖召
轉禱，而因這祈求產生了很多
聖召的果實。

就是這個人，以極大的喜
樂慶祝真福澤菲林宣福禮，主
持聖體出遊、感恩祭及其他慶
典。

然而，我對他最強烈、最
具意義、不可磨滅的回憶：就
是這位信德超卓的人，每月
24 日大清早，在還沒開門前，
就來到阿爾馬格羅市郊的聖
母進教之佑大殿，奉獻彌撒，
並停留在鮑思高神父曾祝聖
的聖母像前，作整整一個小時
的祈禱。

  鮑思高神父：
「擁護我們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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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神父自述

那是復活主日，我終於可

以告訴孩子們：「我們有自已

的家了。」說真的，那是又矮

又窄的小屋，但畢竟是屬於我

們的！我們不用再於都靈市四

周遊蕩，暴露於極不安全，充

滿誤會和不信任的環境之中。

1846 年 4 月 12 日，真是不

容忘懷的重要日子呀。我當時

三十歲，升了神父五年。我深

信上主自有安排，並在此光照

下看到一個遠景。我全情投入

工作，會在建造房舍時爬上搭

架上去找尋我的孩子；我走進

工場，進入倉房，好跟孩子說

說話，講講笑話。我擔心他們

身體的健康，也會與他們常常

不近人情的僱主交談。我想與

所有人建立友愛和彼此信任的

關係。教育不是只為一天的事，

教育需要忍耐和很多希望。

你也知道，在都靈，七月

天氣炎熱，在華道角更是熱得

令人窒息。一切都出乎意料。

明明是一個多姿多彩的主日，

我卻突然跌到在地，熱血灑在

草地的塵土和小草上，然後我

不省人事。我醒來時，已在床

上，很多人圍著我，之後醫生

也趕來了。他說事態嚴重，迫

我休息。我休息了一個星期，

身體卻愈來愈差，感到疲累不

堪，不斷打瞌睡。

我還記得看見醫生搖着

頭，束手無策地說：「也許過

不了今晚了。」第二天，簡直

是奇蹟，我醒來了，然後慢慢

康復起來。我的心經常記掛著

孩子們。他們在那裡？會不會

已回去了華道角？再過一個星

期，那是個主日。我拿着手

扙，從小屋裡出來。我聽到聲

音，是歡呼高興之聲，我疲累

得很，覺得天旋地轉。有一位

神父來扶著我。他告訴我孩子

們為我作了很多刻苦犧牲，因

為他們說：「鮑思高神父不會

死。」

我明白他們成就了一項真

奇蹟。之後，較年長的孩子把

我帶走，要坐在一張椅子上，

　然後把我舉起來歡呼。很多

孩子都高興得大叫，把我團團

圍住。他們靜下來之後，我告

訴他們：「我親愛的孩子，你

們為使我康復，作了祈禱，刻

苦犧牲，我多謝你們。我的生

命是你們救回來的。好吧，我

答應你們，只會為你們而生

活。」我再說不出話來，因為

我太感動了。但是，從那天起，

我自覺要永遠為青年而奉獻一

切。這是孩子們給我上了最美

麗、最有力的一課。

我坐在高椅子上，身邊圍

繞着這許多孩子，我的生命就

已為青年奉獻出去了，而我也

這樣延續下去，但是我會以一

個更清晰，更有力的方式給他

們一個答案。

那 是 1859 年 12 月 31

日的年終茶會：雖然華道角經

常都缺錢，但我們就和你們在

家所做一樣，交換了小禮物：

一張聖相，一枝鉛筆，一片

膠擦，一粒糖果，一本記事

簿……「物輕情意重」！。念

完晚禱，我給他們講了幾句

「晚訓」。其實，我也想送給

這些孩子一些東西。我說：「我

親愛的孩子，你們都知道，我

在主內多麼愛你們，也知道我

是怎樣盡我所能，奉獻一切，

為使你們成為最好的。我知道

的每一點知識，我所有的每一

點經驗，我自己和我所有的東

西，我都要用來為你們服務。

無論在甚麼日子，無論你們在

做甚麼，我都想關心，特別是

有關你們靈魂的事。在我來

說，我獻出所有；或許只是微

不足道的東西，但如果我將一

切都獻給你們，那就表示我甚

麼都不保留給自己。「從那個

七月最後的主日，我向孩子們

隆重許諾，奉獻我的整個生命

以來，已經歷了十三個年頭。

華道角已成為較大的家庭了，

有幾百個青年人在求學或學一

門手藝。我要他們知道，我跟

他們站在一起：那是一個義無

反顧的選擇。我絕不會辜負青

年對我的信任，以及隨後慈幼

教育者鮑思高神父

你獻出一切時，就表示
甚麼都不保留給自己

查偉思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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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士對我的信任。我告訴他

們：「我自己甚麼都不保留」

時，就好像在說：我再不會為

自己着想，我為你們的每一個

交出我自己，我再不屬於我自

己了。看！我展露我的秘密。

我時常由這些決意、這些選擇

來引導我對孩子可作的一切。

我絕不反悔，絕不會辜負青年

對我的期望。

我寫過成千上萬封信，如

果要我選一封我最用心寫的，

就是我寫給我在都靈冷照的慈

幼會士、教師和學生的那一封

了。

以下是一些節錄：讓我告

訴你們，也希望我不會得罪任

何一位：你們全都是賊；我這

樣說，我還要重覆說，你們從

我身上偷走了一切。我在冷照

時，你們用關心和愛意吸引了

我，我將你們的憐憫與你們的

聰明本事聯在一起。我的心仍

是這夥悲微的心，你們從中偷

走了全部的愛。如今你們這一

封由二百個最親愛、最密切的

朋友所簽署的信，奪取了我整

個的心，以致除了留下一股在

主內愛你們，使你們做到最好，

使每一個人靈魂得救的熱誠之

外，就再沒有甚麼留下來了。

這就是我向青年人說話和

寫作的方式：我以心去寫，毋

須掩飾。我用真誠的文字，表

達出我真正相信的事。我懂得

信守諾言，而我要說的是：「我

向上主許諾：我會全為我的貧

苦青年人，直至呼出最後的一

口氣。」

我知道我的第二位繼任

人，保祿雅培拉神父寫過一封

很好的信，其中他說了一件事

實「鮑思高神父教我們去愛，

去吸引，去攢取和去改造。」

四個一連串的動詞，全都重

要，一個與另一個互相呼應。

「我的小保祿明白這個道理：

愛會吸引，吸引就會征服，而

最終就會改造。

我簡單和直接的計劃，只

用一句話足以說明，表達出嚴

正徹底的承諾：「為這些年青

人，我會不惜犧牲一切，我甚

至會不惜為救他們而流血捨

生。」那不只是言詞，那是我

生命的計劃。

1888 年 1 月，即使我的

生命即將消失，腦中捲起回憶

思念，情感、掛慮、恐懼和希

望，我還有氣力，叫慈幼會士

貝理德（Bonetti）神父傳遞這

一句綜合我一生的寫照：「告

訴孩子們我在天堂上等候他們

全體。」這就是我的遺囑，我

在臨終呻吟中道出的最後意

願。我愛青年人直至最後一

刻。同時，我也要他們跟我永

遠一起在天堂上。

																															孔智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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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神父自述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

一個伸開雙手到處散播喜樂的

聖人。事實上，正如一些親身

認識我的人所寫：我要基督徒

的喜樂成為「第十一誡」。經

驗告訴我：你若從事教育工作，

必定要有喜樂，帶來神奇又富

教育性的衝勁，帶來前方的美

景。尤有甚者，因為我的孩子

全都深信這道理。「如果你想

活得快樂平安，就得在天主的

恩寵中生活，因為人處於罪惡

之中，就好比在洶濤巨浪中漂

蕩。」因此我常緊記：「喜樂

來自心靈的平安。」我強調：

「我只求青年行善和喜樂，其

他一切都不需要了。」

有時，有人會想像我永遠

是碧基的雜耍小子，但這只不

過是縮小我理想的形象。遊戲、

騎馬、樂隊、舞台表演、慶祝，

全部只是方法，而非目的。我

的想法已公開寫了給我的孩子

們：「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

見到你在現世和在永生中的喜

樂。」

為我來說，遊戲和喜樂是

嚴肅的使徒工作，我對此深信

不移。自我童年時起，喜樂就

與求學、工作、憐憫一起不可

分割。有一個孩子，想起早期

那些「英雄歲月」這樣描寫：

「想起他怎樣吃、怎樣睡，現

在我們真奇怪他怎可以仍自得

其樂，不覺有時受苦，不抱怨。

而我們都快樂，我們為愛而生

活。」

在喜樂中生活，並且傳遞

喜樂，是一種生活方式，以行

動帶出一種有意識的教育選

擇。為我，孩子常是孩子，他

深切的需要是喜樂、自由和玩

耍。我發現自己，身為一個為

青年服務的神父，向他們傳遞

包涵在福音內的美善和喜樂訊

息，實屬理所當然。同時，我

並不需要一臉嚴肅，又或以不

友善或粗暴的方式來做這事。

青年人應該明白，為我，與大

家一起開心生活是很認真的事

情！田野就是我的圖書館、我

的桌子，在那裏我有時當老師，

又當學生；這個喜樂簡直是青

年的基本法啊。

提升舞台、音樂、歌唱的

價值，仔細組織聞名的秋季大

旅行。

在 1847 年，我出版了一

本有關基督徒培育的書《如何

關愛一個青年人》。我犧牲了

很多睡眠時間才能完成。孩子

們首先讀到的是：「魔鬼要令

青年人的靈魂喪失德行，常用

的首要技倆就是讓他們以為事

奉天主，就要度遠離一切歡樂

和趣味的苦悶生活。我卻要告

訴你一種依照基督徒方式，可

以同時活得快樂、歡喜，加上

那些一切還是真正的享受，真

正的歡樂……這正好是這本小

冊子的目的：在喜樂中事奉上

主。」

你可以看到，為我喜樂有

深厚的宗教意義。在我的教育

模式裡，神聖和世俗，恩寵和

本性平衡配合，結果很快就出

現，而且非常豐碩，以致我

幾乎在一些自傳片段中寫了出

來，我可以說：「貫徹這個糅

合了忠信、娛樂、旅行的作法；

人人都成為主要一份子，他們

不單服從我的命令，而且很樂

於協助我完全其他工作。」

我不只以看到這些青年人

快樂為滿足；我還要他們將這

種歡樂、興奮、熱愛生命的氣

氛，廣傳開去。我要他們成為

希望和喜樂的建樹者。透過

這個喜樂的使徒工作，人人都

可以成為青年人的傳教士。這

是一項富有感染力的使徒工作

啊！

查偉思神父

教育者鮑思高神父

魔鬼最怕喜樂無憂的人

																															孔智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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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神父
弟子的心情

何家輝

由心出發

有關鮑思高神父的書籍或

文章已經很多，本文嘗試從人

的內心角度去看看鮑思高神父

其中一位弟子—賈烈勞（又譯：

賈利哀勞）樞機如何決心終身

跟隨鮑思高神父，從而啟發我

們在面對困惑時，應怎樣尋找

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導師。

賈烈勞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九日，

鮑思高神父召集了十九位青

年，到他的辦公室，表明了他

創立修會的心願。講話結束後，

賈烈勞獨自在運動場上不停踱

步，他心裡苦苦地沉思著自己

的將來，腦海裡充滿著不同的

疑惑，內心充斥著許多矛盾的

思想，他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賈烈勞經歷一輪內心的掙

扎後，他終於以堅定信念說：

「不管是不是會士，我要跟鮑

思高神父在一起。」這句話後

來成為了慈幼會具歷史性的說

話。

內心的掙扎

細想當時賈烈勞的內心世

界，必定是凌亂一片，幸好鮑

思高神父成為了他的引路明

燈，才能令他最後走出死胡同，

履行天主的旨意；否則，賈烈

勞有可能會繼續悶悶不樂、苦

惱逃避，甚至是呈現一些抑鬱

的症狀。

抑鬱症主要呈現情緒低

落、興趣大減、思想負面悲觀、

缺乏主動性、自責自罪、否定

自己、過分擔心、食欲不振、

長夜難眠，嚴重者更會出現自

殺的念頭和行為。

幸好，賈烈勞得到鮑思高

神父成為他的導師，在他感到

迷惑時，找到自己的聖召，那

就是跟隨鮑思高神父，服務貧

苦無告的青少年，而那句歷史

性的話見證了賈烈勞當時的勇

氣和決心。

反思

從賈烈勞身上，我們看到

他對鮑思高神父的極大信任，

使自己在困惑時，也能辨別清

楚自己的未來，作出選擇，矢

志跟隨鮑思高神父。其實，

人總會有情緒低落和困惑的時

候，如果你懂得尋找合適的人

士傾談，往往會獲得啟發；賈

烈勞找到鮑思高神父作為他的

導師，我們同樣可以找到自己

在信仰及人生路上的導師，使

我們繼續按照天主的旨意，而

去發放生命的色彩。

賈烈勞的勇氣也是值得我

們學習的，面對前路未知的恐

懼，勇氣能使人不再停留在困

惑中。尋找適合人士交談也是

需要勇氣的，與人傾談自己所

認為的黑暗面不是簡單的事，

但這份勇氣能使人走出谷底，

重拾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跟隨鮑思高神父的路

上，確實需要有經驗的神長的

指引，也需要天主所賜的勇氣

去繼續開拓服務貧苦無告青年

的神恩。

※何家輝神父是慈幼會厄瑪奴耳輔導計劃的創立者，現於香港樹仁大學輔導

及心理學系擔任臨床督導老師，並取得亞洲專業輔導協會（香港）註冊臨

床督導資格。如有任何輔導上的查詢，請瀏覽慈幼會厄瑪奴耳輔導計劃的

網頁www.sdbcounseling.org	或	www.facebook.com/sdbcounse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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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要：鮑思高神父要求

祈禱院的孩子秉持「工作、讀書、

虔誠」的座右銘，將生活與靈修

聯繫起來，他並以「青年會」為

重要的教育工具，來實踐他的教

育計劃。

玩耍及操場︰

創新的教育工具

雖然很多青年和成年人以

事先制定的規則在街上玩球（踢

球、帶球或擲球），但直至 19

世紀末，意大利的學校或社團

一直未有像足球般有組織的運

動。在英國的刁陀，這類遊戲

被制止了，因為會引致「打架、

爭執	(……)、謀殺、以及大量

流血」。1624 年，詹姆士一世

藉國會立法禁止這樣的遊戲，

因為它們妨礙了射箭，而射箭

在戰爭中是有用的。到了 19 世

紀初，踢足球已在公立學校出

現，到了 19 世紀中葉，建立了

共同的規則後，學校和社團間

更可以進行比賽。

這裡我們不是要談有組織

的運動，而是說一般的玩耍其實

可以作為教育的工具，在這方面

有組織的運動的確有所貢獻。玩

耍與有組織運動的分別在於玩耍

是對每個人開放的活動，而有組

織的運動卻只限於一小組有才能

的青年。當然運動也是教育的工

具，而鮑思高神父也會善用運動

來達到目的。

公道地說，鮑思高神父以玩

耍作為教育工具，是創新和領先

於他那個時代的。他不只認識到

玩耍的功用，而且明白玩耍是年

青人全面發展所必須的。為鮑思

高神父來說，教育就是幫助年青

人達致成熟，而玩耍是年青人成

長至成熟所必須的活動，能幫助

青年昇華某些衝動、透過與人競

爭而成就自覺、認識和控制自己

的能力等等。

操場，按著它在祈禱院裡的

功用，是鮑思高神父原創建樹之

一。每間學校，尤其寄宿學校，

都有一個操場。但一般來說，操

場都很細小，它們被稱為「休憩

的花園」。（鮑思高神父偶然也

用這說法，但只是為了實際和政

治的理由。）青年只能小組式地

站立在操場，談話或玩一些不甚

花體力的遊戲，旁邊由一位老師

在場監察。

鮑思高神父想要一個大操

場，供很多很多的青年在內玩遊

戲。再者，他對休憩的觀念在當

代是不尋常的。首先，他要求非

常活動式的休憩，有身體的動作

和奔跑，就算不同的遊戲同時

穿插也不要緊，只要這些遊戲對

孩子不會造成身心危險，孩子們

盡可自由選擇遊戲。第二，所有

教育者要積極參與遊戲，但亦不

要疏忽監察的責任。鮑思高神父

認為這不會損害教育者的尊嚴。

（鮑思高神父的司鐸與修生曾被

批評，尤其在批准修會及會規的

程序裡，就是他們與學生一起玩

耍，不顧教會的體統。）相反，

他認為這是贏得青年信任的最好

方法，同時他相信教育者臨在

（「輔助」）的最有效地方就是

操場。第三，鮑思高神父自己就

常在休憩中出現，並積極參與其

中，直到1860年他都是這樣做。

他不能這樣做時，仍會臨在去

「激勵」遊戲。有機會時，他會

與孩子談話及「細語」，給與鼓

勵、提點和邀請等。

從教育的觀點看，這種休

憩有幾種好處。首先，它使青年

身體得益。第二，它使青年在道

德上得益，因為遊戲可以驅除憂

悶、掛慮、壞思想、以及那些連

繫於懶散呆立的麻煩。第三，

玩耍有助於建立趣味、快樂和歡

欣，鮑思高認為這些都是教育的

先決條件。第四，在玩耍中出現

不正規，不壓抑的自我表達，那

是提供機會給教育者更了解青年

和他的性格。第五，教育者在休

憩時的臨在，可以仿如「兄長」，

甚至有如平輩般激勵青年的士

氣，孕育家庭精神，達致互相信

任。

鮑思高神父的一些

教育工具 ( 下 ) 亞瑟．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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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育工具

除了每日在操場的活動外，

鮑思高神父還進一步想方法來製

造歡樂和強化教育環境。

秋季旅行

這些旅行是於玫瑰聖母瞻

禮前後舉行的（10 月第一個主

日）。1848 年，鮑思高神父開

始帶領一群孩子去他的出生地碧

基鄉，慶祝玫瑰聖母瞻禮，他們

到了一座小堂，這小堂是他在

他的兄弟若瑟的屋內所建造的，

有著通向外邊的出口。慶祝瞻禮

後，他們就一起到郊外踏青。每

年的旅行就這樣延續下去，且節

目不斷增加，由鮑思高神父親自

率領，帶著樂隊和戲劇演員表

演，直至 1864 年。這個加長版

的旅行是用來獎勵操行良好或表

演優異的青年，大家在年中競

相爭取加入旅行隊伍的榮譽。

（MO-En,	332-338）

音樂

音樂在祈禱院是相當重要

的。鮑思高神父有音樂的天賦，

雖然他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教

育，但他能讀樂譜、唱高音、彈

奏樂器，甚至可以寫作簡單的

歌。唱歌和合唱早就被列入教育

的課程裡。在比哀蒙的教堂裡，

除了信友或善會唱出簡單的敬禮

歌以外，唯一的歌聲就是歌詠台

上的男聲獨唱。音樂的指導通常

是個別的，然後受到個別教導的

歌唱者在指揮的領導下湊成合唱

團。早在 1845 年，鮑思高神父

開始向大群青年教導音樂，這使

音樂老師及教育者頗為驚訝。

（MO-En,	315）祈禱院所有孩

子都學習音樂，包括額我略歌的

清唱，而祈禱院眾青年在聖堂禮

儀中唱歌是常見的事。一個大的

唱歌班形成了（歌詠團），而它

也成為祈禱院的一個制度。在祝

聖聖母進教之佑大殿（1868年）

和羅馬聖心大殿時（1887年），

祈禱院的歌詠團演唱大獲好評。

1846 年，在斐理伯草場初創的

時候只有一個鼓、一支喇叭和

一個結他（MO-En,	241），到

了 1855 年，鮑思高神父有一支

正式的樂隊，由良好的音樂師

若望‧賈列勞領導。（EBM	V,	

222）樂隊成為許多文娛、宗教

活動的標準項目。總括而言，作

為教育者的鮑思高神父，十分看

重音樂對青年心智上的一股文明

和人文的影響力。在一次與馬賽

的教育者的討論中，鮑思高神父

強調音樂的價值︰「祈禱院沒有

音樂，就像身體沒有了靈魂。」

（EBM	V,	222）

戲劇表演（「小劇場」）

鮑思高神父亦大量運用戲台

表演，以之作為教育的目的和娛

樂。他稱之為「小劇場」，這不

但是出於謙遜，也是把這種教育

娛樂區分於公眾劇場。鮑思高神

父很早使用對話表演。他親自寫

過一些小劇本和幽默喜劇。幸福

之家和論公制的幽默劇便是最好

的 例 子。（IBM	III,	623-652）

鮑思高神父所設想的小劇場的目

的，清楚表達於他為它寫的規則

上。（EBM	VI,	646-648）演出

的地點是聖方濟沙雷氏聖堂地庫

裡寬敞的餐房，直至 1866 年才

改用自修大堂。（EBM	VI,	53）

鮑思高神父捨不得一所獨立的劇

場或禮堂。（祈禱院第一座劇場-

禮堂是由盧華神父建於 1895

年）。

結論

加維里亞神父，是祈禱院生

活的親眼見證人，他曾經這樣提

及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

我說的那種善良是帶有家庭

的親切、謙和、衷心、可愛，而

同時是屬於父親、母親、兄弟的。

那不是從上對下的善良，而是那

種引人接近，設法與人共處，為

人設想，給人空間的善良。(……)	

他雖然工作繁重，但無論是甚

麼時刻，甚麼工作，他都常保

持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思考、他

的心、為那最後的一位來者。一

言蔽之，他付出的是愛，我們都

感到他愛的力量。對青年的愛，

親切的愛，真的是他教育法三大

基石之一。（加維里亞「鮑思

高神父」輪廓故事（都靈︰ SEI,	

1934），91）

張冠榮譯

（譯自《鮑思高神父，歷史與精神》卷

三，第四章，第五篇）



家庭訊息，
家庭
家庭
家庭

10 鮑思高家庭通訊10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月 27 日傍晚抵達岡道爾夫堡時，總會長查偉思神父向修

會及慈幼大家庭，預備了一篇講話，全文如下：

親愛的兄弟姊妹、慈幼大家庭的成員、鮑思高神父的朋友：

隨著教宗本篤十六世履行了託付給他的伯多祿牧職八年，今天伯多祿宗座將因

他的辭職而留空。

我們全世界的慈幼大家庭，衷心感謝摯愛教宗作出勇於服務的行動。我們也懷

著慰問及忠信與他一起，因為他曾要求我們，藉著不斷祈禱來陪伴他。

教宗本篤十六世，他為我們大家庭展示了很多仁慈與摯情的行動，他實在是天

主賜給教會及今日世界的恩惠。他在道別辭中表示，從來不感到孤單，即使天主看

似睡著的時刻，也不例外。我們願意再向他保證，他永不會孤單，因為他超卓的訓

導與風采，銘刻在我們心中。歷史將顯露他偉大的人文精神、强而有力的理性、深

度的靈修生活、對基督全然的愛慕，以及他對教會及世界的卓越服務。

天主教會並未淪為孤兒，教會之首主耶穌，以及護慰者天主聖神，恆常主持和

引領著教會。

我請求你們與我一起由衷祈禱，偕同聖母瑪利亞，她與宗徒一起，分擔著教會

的生命及祈禱，而我們要懷著信心，靜待天主照祂的心意，賜給我們新一任教宗。

讓四旬期內我們對天主聖言的皈依，成為我們祈求這恩寵的最佳途徑。

懷著摯情與許諾在彌撒中代禱。

2013 年 2 月 28 日　羅馬

總會長查偉思神父

本篤十六世，

謝謝你！

你真是天主賜給教會

和今日世界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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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Fung	Yuk	Yee 300

陳永傑 1100

Lee	Savio 1000

Domingos	's	Family 500

嚴德恒	Joseph	Yim 1000

吳鳳蘭 500

曾文淳 500

鄔宅 200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
麗達中心

		1000

麥桂姍 500

Kathy	Jang	Lew 100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
澳門慈幼中心

			5000

馮金海 	200

Chan	Che	Tung 10000

Joseph	Wong 2000

陳傑楹 500

聖本篤堂家庭牧民小組 400

John	Tung 50

上海一位教友 300

Bernard	Law 		200

Lee	Kwok	Keung 200

姓名

Leung	Po	Yiu 500

杜惠娟 500

Yeung	King	Tsung	John 500

劉錦江 300

招壽炘 		200

張頌恩	張嘉恩 2000

Mrs.	Tsui	San	Ng	伍李翠珊 50

陳特耀 	800

梁筱棠

藍天佑 5000

C.	S.	Yuen 		100

雷添 500

盧和鐳執事 200

李慧玲 200

郭愛玲 	100

陳愛 100

何嘉聰 	20

莊伯宏 	500

關英華 200

Savio	Mak 50

Agnes	Wong	380 			50

John	Tung 50

林泉如 200

由十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五日

	 	金額	*				

鳴謝 樂助慈幼會使徒工作讀者芳名

* 金額欄目內沒有特別註明的均為港幣

	 		金額						 	 		金額						

澳門元

澳門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投稿須知
1.	歡迎投稿，來稿字數請勿超過八百字，敬請提供照片並註明退還地址，用後奉還。
2.	稿件請寄香港九龍天光道 16號《鮑思高家庭通訊》編輯部收。
				電話：(852)2714	7831	傳真：(852)2712	7956。
				如遞交數碼化稿件，請電郵至 sb@sdbcin.org。
3. 截稿日期為單數月 24日。

加元

加元加元

加元

加元

人民幣

10000

姓名

邱意珍 150

Peter	G.	T.	Leong 		1000

鍾兆良	ATS1971畢業生 	500

S	K	Chow 500

Poon	Kwok	Wing	Joseph 500

Joseph	Hui 300

李劍華 300

吳詠琪 		300

陳誠友		(0041) 150

Choi	Kwan	Chiu 		500

鄔翺兆 		150

江婉珍		2616 300

唐敏儀 600

聖母進教之佑會院 			3000

鄧桂玲 1000

王繼枝 500

鄔馥禧 150

劉松江 1000

Teresa	Liu		(1493) 400

黃富喬合家 500

Sr.	Agatha	Poon 1000

黃月亮 		300

陸麗芳	Luk	Lai	Fong	Sara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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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錦芳

是次全球大會於 2012 年 11 月 7 至 11 日

在羅馬慈幼會總部 Pisana 舉行，約有。250 人

出席，主要工作是修訂已獲聖座批准的《使徒

生活守則》最後版本。在隆重的開幕禮上，多

位嘉賓致詞，包括協進會全球總幹事 Rosario	

Maiorano、慈幼會總會長查偉思神父及母佑會

總會長溫幗儀修女。

現節錄慈幼會總會長查偉思神父的部分致詞

與各位分享。

 II. 鮑思高神父心目中的協進會員

‧	 回憶錄 I,367「我常常需要所有的人」鮑思

高所寫的「所有的人」是指協進會員

‧	 在 1876 年出版的 Regolamento 的導言中寫

着：「在 1841 年剛開始的慶禮院工作中，

有些熱心司鐸及教友積極參與，這些協進會

員在任何時刻都是上智安排來支持我們的宗

徒事業」

‧	 協進會員就是在俗的慈幼會士（Salesiano	

esterno）

‧	 1885 年 6 月 1 日，鮑思高神父在一個隆重

的會議中肯定地說：「成為慈幼協進會會員

就是與其他人一起合作，支持教會的工作，

教育青少年修德行，在家庭，社會及教會中

立好表樣」

‧	 1986 年 5 月 9 日， 聖 座 批 准 了	

Regolamento，2007 年 4 月 8 日， 現 任

總會長 Don Pascual Chávez 發放新的	 Il 
Nuovo Regolamento，它勾劃出廿一世紀協
進會員的身份，精神，使命及組織

‧	 會章 Art.3 這樣寫：慈幼協進會員：在俗的

慈幼會士三個特點：天主教徒，在俗及慈幼

會士，慈幼協進會員在各自的世俗環境中活

出他 /她們的信仰

 III. 使徒生活守則

‧	 是一個幫助我們成為天主合作者的守則

‧	 有三個目的：活出協進會員的身份；加強會

員在不同環境中的共融團結；推動會內的動

力及生命力

 IV. 富於人類學，神學，教會學及慈幼精華的  

      PAL

‧	 現有的 PAL 不是一本簡單的會規，而是一

本重視個人成長，個人培育及達致成聖之道

的指引，同時也表達友愛團體，與主相遇及

宗徒熱忱的重要性

‧	 協進會員是慈幼大家庭的成員，要活出

會祖的精神，積極研讀「慈幼大家庭

身 份 証 Carta d‘ Identitá della Famiglia 
Salesiana」，並與教會內其他團體合作。

‧	 新的 PAL 保留所有珍貴的觀念及保証協進

會的在俗身份

編者按：謝錦芳修女協進會的母佑會修會代理

協進會第四屆全球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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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梅

我跟隨謝錦芳修女於 11

月 7 日至 11 日，參與在慈幼

會總部召開的全球大會，場面

真的是世界縮影。在那裏我們

兩人大部份時間都忙個不停，

但只是穿梭於四個地點：睡房、

聖堂、會議廳及飯堂。我們忙

著表決會憲、會規的內容及字

眼，由於我對意大利文懂的不

多、英文也不多，只好拉長耳

朵加睜大眼睛去聽和看，希望

能多吸收一點。以前的會憲、

會規己試行了六年，而今次我

們將於大會上作最後決定，所

以要特別小心及仔細修改，務

求達到精益求精，使會員能在

此道路上行走，成為鮑聖的好

子女。

在會場的每個角落，人人

都帶著歡笑，並對每一個主題

都認真地思考。最特別是慈幼

會總會長查偉思神父一直從旁

協助、指點，使我們對每一字、

每一詞都有明確的理解。最後

各人都有一份很特別的禮物，

就是從他手中接過一張印有第

四屆全會代表大會及日期的卡

片，原來是附有一個 8GB 的

「手指」。最難得的就是可以

在大會完結後，前往伯多祿廣

場與教宗共唸三鐘經。

午飯後，大部份的兄弟姊

妹各自回家去，而我與謝修女

則多留半天才乘搭飛機回家。

鄧鏡波學校於 1月 31 日，會祖鮑思高神父瞻禮的

日子，獻上創校 60 周年的感恩聖祭，恭請教廷萬民福

音傳播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蒞臨主禮，並邀請了在外

蒙古傳教的梁幹潮神父、本校會院院長孔智剛神父及張

默石神父、何英俠神父共祭。

韓總主教及梁神父都是本校校友。韓總主教於講道

時，分享了他在母校接受信仰和教育的經驗，並教導學

弟們要懂得感恩，並以四句在他擔任慈幼會中華會省省

會長時，經常引用的格言「青年為寶、福音為鑑、學校

為家、喜樂為懷」勉勵同學。

最後，韓總主教並為母校帶來教宗的祝福，更在感

恩祭中為大家的信德向天主祈求。

參加協進會
全球大會
後感

鄧鏡波學校

60周年校慶
感恩祭 Su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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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查偉思神父邀請慈

幼大家庭以三年時間，預備

2015 年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

周年這「慈幼聖年」。中華會

省亦響應呼籲，以「鮑聖心、

心傳心」為口號，展開一連串

活動。

2013 年 1月 20 日，慈幼

大家庭各單位便齊心協力在烏

溪沙青年新村舉行了「聖鮑思

高誕生二百周年啟動禮」，為

「慈幼聖年」的準備工作正式

揭開序幕。

當日，陳日君樞機聯同所

有慈幼大家庭的團體會長，包

括	斐林豐神父、廖敏慧修女、

陳惠芬修女、余中海博士、馮

志耀先生、朱麗嬋女士、陳靜

儀女士及籌備委員會主席林仲

偉神父一起主持儀式。

一眾中學師生和青年中心

成員參與 200 米接力賽後，大

會邀請所有在場人士，到運動

場跑道步行一圈。省會長斐神

父響號啟步，象徵帶領開展未

來三年之旅。

「尋找鮑思高神父生平句

子，重現鮑思高神父」定向活

動後，大家拼砌 200 塊、每塊

約 1平方米的拼圖，重現鮑思

高神父，喻意大家庭成員一起

建設、實現鮑思高神父的願景。

當日鄧鏡波學校舊生銀樂

隊，及伍少梅中學舊生扮演的

貧苦無告的青少年；時至今日，

部份的鮑思高事業還轉向「精

神貧窮」的青少年社會服務發

展。

活動會場內的工作展覽

區，介紹了慈幼大家庭過去

一百年在澳門的教育工作，包

括理念、推進及成果，讓大眾

更認識慈幼會及會祖聖若望鮑

思高神父，展版稍後會安排在

學校、機構及公共地方巡迴展

覽。

慈幼大家庭以三年 (2012-

2015) 不同的主題邁向會祖誕

生二百周年的慶典，包括認識：

鮑思高神父的生平；他的教育

法；他的靈修。

圍繞著未來三年的主題，

籌委會計劃透過學校及各單位

的活動、媒體的宣傳、青年的

寫作、音樂創作及尋根的生活

體驗等項目，把鮑思高神父的

精神、教育及陪伴青年的使命

傳承下去。

小丑更專程到場助興。啟動禮

終在歡呼聲中結束。

澳門「鮑思高慈幼大家庭」

16個教育、青年及社會服務單

位，亦於 1 月 31 日齊集在澳

門慈幼中學舉行「邁向鮑思高

神父誕生二百周年」啟動禮暨

新聞發佈會。活動發言人楊祖

羅神父指出，按 2011-12 的教

育數字統計，每日共有 7655

名學童接受鮑思高的預防教育

法的教育，佔全澳 11%的學童

人口。

活動由鮑思高慈幼會中華

會省會長代表龐秉輝神父主

禮、澳門區鮑思高慈幼大家庭

16個單位的校長、老師、學生

及青年代表約 200 多人出席儀

式。在啟動禮中，省會長澳門

代表龐秉輝神父向各單位贈予

刻著「DB200」的「傳承紀念

座」，象徵傳承鮑思高服務及

教育青年的使命。

發言人楊祖羅神父指出，

鮑思高神父教育和福傳

的首要對象是

青少年，

尤其

是

鮑思高神父
         誕生二百周年啟動禮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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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基

早前曾在家庭通訊簡介鮑

思高研習中心，相信讀者對中

心已有基本認識。2012 年剛

過去，藉此機會與讀者一起回

顧中心去年的活動。

中心於去年鮑聖瞻禮日成

立鮑思高小善會，當日有四位

小三至小六年級學員成為會

員。小善會基本上於每個月的

最後一個星期五舉行聚會，活

動包括祈禱、唱歌、分享鮑聖

行實、學員講述當月所行好事、

贈小禮物以嘉許行好事的會

員，以及享用簡單茶點。4 月

上旬，三位成員在義工陪同下

出外參觀。他們首先到中國銀

行大廈地下的史前故事館參觀

化石，再到動植物公園參觀動

植物，並在該處享用午餐，之

後轉到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參

觀。會員除藉此活動接觸到大

自然外，亦能學習到讚美創造

萬物的天主，以及增加對天主

教信仰的認識。

7 月期間，中心在東涌天

主教學校舉辦暑期活動，詳情

已載於 231 期家庭通訊。

8 月中旬，中心舉辦開放

日。當日除邀請到協進會修會

代理陳鴻基神父及謝錦芳修女

外，也蒙張志誠神父光臨。工

作人員在中心外圍派發宣傳

單張，邀請區內街坊到中心參

觀。開始祈禱時，陳神父教導

中心其實是協進會舉辦活

動的基地，亦是支援協進會各

項對外活動的場所。去年在中

心舉辦協進會大小會議及活動

約 25 次；支援協進會對外活

動，計有在香港仔舉行的「拜

拜暑期天」嘉年華、在東涌

舉行的「涌 Teen 遁地 Happy	

Day」嘉年華、在中環天星碼

頭及渡輪舉行的「聖誕漫報」

報佳音等。中心亦於去年致送

出由恩人捐贈的電腦八台及鋼

琴一台給志願機構、學校、服

務青少年人士。所有活動的受

惠人數估計有 3400 多人，而

去年在中心內使用服務及設施

人數則約為 5400 人次。

除感謝慈幼會的信任外，

亦要多謝市區重建局繼續租予

地方，以及改善中心的外圍環

境，讓我們能服務區內外青少

年及市民。

學員以歌聲及動作唱出《播種

仁愛》，接著一眾學員及嘉賓

拉著七彩繽紛的「氣球串」到

中心門外；三聲數完，隨即是

連續不斷的氣球爆破聲，真是

熱鬧非常。返回中心內，張神

父即興表演小魔術，學員都定

睛觀看，有義工配合張神父的

動作，賺得學員不少笑聲。接

著有幾位學員領取「仁愛」、

「良善」、「節制」等獎項；

亦有兩位學員以鋼琴奏出《歡

樂頌》。跟著由學員及導師分

組作活動示範，讓參觀者了解

學員在中心日常學習的情況。

中秋佳節前，中心舉辦慶

中秋小型聚會，各學員均踴躍

參與猜燈謎，並享用中秋應節

食品。

12月下旬，中心舉辦聖誕

聯歡會，約有 20 名學員及家

長參加，內容包括電影欣賞、

集體遊戲及大抽獎，更有導師

自備禮物，派給所有學員。最

後，學員蜂擁到洗手間清潔雙

手，以便享用豐富的茶點。

鮑思高研習中心
2012 年回顧

p善會戶外活動

q開放日–以遊戲認字

t聖誕聯歡

王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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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慈幼會士

曾慶森神父逝世兩

週年，澳洲墨爾

本天主教華人信

友團體分別在澳

洲和香港舉行感

恩聖祭。此外，

曾慶森神父紀念冊

蒙主內兄弟姊妹踴躍

投稿，已編纂成書，印

刷工作亦已完成，並在感恩

祭當日派送。

2012 年 12 月 6 日晚，眾多教友參

加了在香港中華聖母堂舉行的追思彌撒，包

括曾神父的家人、朋友、學生、同事及主內弟

兄姐妹，其中有教友坐着輪椅前來參與，場面

令人感動。主禮是曾慶文神父，共祭有七位慈

幼會神父：省會長斐林豐神父、余富強神父、

陸達初神父、吳志源神父、蘇志超神父、孔智

剛神父、張默石神父。雖然曾慶森神父已逝世

兩年，但仍有這麼多教友前來參與紀念他的感

恩祭，可見神父一生的奉獻得到回響。正如斐

林豐神父在分享中引用耶穌說：「我是善牧：

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	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也認識我。」曾神父的確是一位善牧，

是不折不扣為主而奉獻一生的好牧者。

我們亦藉此機會向大家簡介曾慶森神父紀

念冊：

紀念冊的封面是澳洲墨爾本永援聖母堂祭

台的背景，聖體櫃旁那盞長明小燈，象徵曾慶森

神父。『我不冀求成為一朵萬眾歡呼喝采的天上

煙花，只求做耶穌聖體柜旁那盞長明小燈！』這

是他畢生所追求的心願，初聞於他晉鐸四十週年

感恩祭的講道中，再次見於《主恩浩瀚七一載後

記》。

紀念冊全書共分為七部分，希望能對曾神父

的一生作概括的描繪。每部分均設八字標題，並

呈獻相關照片。

第一部分是神父

離世後，在香港和

澳洲的奔喪禮儀

中各位神長與至

親的講道辭或悼

辭，在我們的思

緒裡，神父的音容

笑貌是永留人間的。

第二與第三部分由

神父的至親、好友與鐸兄鐸

弟給我們說明：神父從童年到加

入慈幼會是如何受到家庭信仰的薰

陶，如何回應天主的召叫，以致後來如

何把所學到的和從天主那裡所領悟到的實

踐在生活中。

第四部分由神父遍佈在香港、澳門及美加各

地的好友、同事、教友和學生執筆，他們細訴與

神父一起的生活片段，當中突顯了他扶老持幼、

追隨鮑聖的形象。

第五部分節錄了神父自 1992 年至 2010 年

為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的通訊所寫的「神

師的話」，與大家分享，祈求與各位一起同沐主

恩！

第六及第七部分是墨爾本團體信友的來稿，

寫下了神父如何信靠著天父所賜的恩典去建立

與發展團體。

神父的一生充滿天父愛的光芒，照亮我們要

走的道路；神父的肺腑之言傳送著天主的訓誨，

我們深信這盞永遠愛主、在聖體櫃旁陪伴著主，

並引領信眾到達主跟前的小燈，是長明不熄的。

最 後 感

謝全能偉大

的 上 主， 助

佑我們完成

出版紀念冊的

工作。天主保

佑！



鮑思高家庭通訊 17

今年，港鄧的善會導師和

幾位幹事同學計劃了一連串宗

教活動，希望加強同學對宗教

的熱誠，並拉近與天主的關

係。感謝天主啟發了各人的心

思，經過導師和幹事的合作，

我們善會的團衣亦已順利誕生

了。雖然只是一件設計簡單的

衣服，但卻充滿了愛與包容，

同時也洋溢創意和活力，值得

與大家分享。

善會團衣以黃色為主，輔

以黑邊襯托，正好提醒我們時

刻緊記耶穌為我們受苦受難，

拯救罪人，更藉祂的復活帶給

我們永生的福樂。而於前方左

胸的標誌，是表示我們一班港

鄧善會的青年在聖神的指引，

以及在鮑聖的懷抱之中，善盡

自己的本份，在生活中為天主

作見證。至於背後的圖案，鮑

思高神父的座右銘「與我靈，

取其餘」，包圍著一個矗立於

山園上的十字架，標誌著我們

保得

身為慈幼青年，要效法鮑聖的

芳表，每天背起基督的十字

架，走上苦路，彰顯這份無比

的大愛。

這件團衣一方面能突顯善

會會員的身份，但更重要的，

是有助我們反省自己的信仰，

以及與天主的關係。這件團衣

得以面世，特別有賴兩位同學

付出了不少精神和時間，他們

在當中亦體會極深，就讓我們

聽聽他們的真摰分享。

慈青天主教同學會會長	唐啟彥

在學期初，我們決定設計

一件屬於港鄧善會的團衣，希

望藉著這份天主送給我們的禮

物，使同學對善會更有歸屬

感，更能與主相遇。在籌備過

程中，設計、與廠商溝通、財

政問題、人手分工等，均耗費

香港鄧鏡波書院

我們的「衫」

了不少心機和時間，為我是一

項大挑戰。我要感謝各善會導

師，特別是保得修生的努力付

出，當然還有各善會會長的

參與。如今我們的結晶品終於

面世，提醒我身為善會的一份

子、一位慈青，要好好善用和

珍惜天主送給我們的禮物。

慈青輔祭及讀經會會長	李瑋基

感謝各善會導師、修生及

善會會長的付出。全靠彼此支

持和合作，才能夠製作出一件

這麼有意思的團衣。大家的犧

牲實在令我鼓舞。這可說是港

鄧善會所擁有的第一件團衣，

因此希望各善會同學可藉此團

衣提醒自己是天主的兒女、慈

青善會的成員和港鄧仔，在生

活中為天主而服務，實踐信望

愛！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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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之聲出版社     
60 週年啟動禮

良友之聲出版社為了慶祝創

社 60 週年紀念，於 1 月 19 日

舉行了「60 週年啟動禮暨真善

美親子攝影比賽頒獎禮」，標誌

著60週年的慶祝活動隆重展開。

活動當天，社長梁熾才神父

發表了歡迎辭之後，就與中華會

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一起，以兩

顆閃亮的星星為 60 週年的連串

慶祝活動揭開序幕。頒獎典禮完

成之後，更有自由遊戲時間，場

內準備了閱讀角、填色遊戲，還

有專人扭造氣球玩意，加上「星

球大戰」的駐香港部隊專程來

賀，氣氛充滿喜樂，小朋友紛紛

綻放出燦爛的笑容。

韓大輝總主教主持
新書講座

聖座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

韓大輝總主教，於 2013 年 1 月

27 日在九龍玫瑰堂就教宗本篤

十六世的著作《禮儀的真諦》主

持講座及晚禱，聖堂座無虛席，

參加者都聚精會神，聆聽韓總主

教以時間	「TIME」為切入點，

講述彌撒禮儀中神聖時間的重要

性。

韓總主教提醒我們，只是表

面上參與禮儀並不足夠，最重要

是與基督「同時共活」，使基督

的苦難、死亡和復活成為禮儀祈

禱的中心，因為禮儀的真諦就是

與天主共活，承行天主的意願。

講座結束後，舉行隆重主日晚禱

及聖體降福，所有參加者均誠心

向天主禱告。

青年牧民常會

2012-13學年會省第二次牧

民常會(澳門區)已於1月26日，

在澳門慈幼學校順利舉行，參加

者包括來自 8所院校共 41 位老

師及牧民工作者，聆聽梁定國神

父以「重新認識鮑思高」為主題，

進行講解及分享。

梁定國神父指出鮑思高神

父之聖德，人人均能成就。他帶

領參加者透過鮑思高神父為三位

學生的事蹟所寫的書籍，了解如

何從預防教育法的理智、宗教和

仁愛三方面出發，讓青年人在滋

潤恩澤的田中茁壯成長。參加者

亦進行了分組討論，反思福傳工

作的困難，並且彼此分享成功經

驗，獲益良多。

澳門中學生聯校退省

慈青牧民辦事處 ( 澳門 ) 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舉辦了

2012-13 學年將臨期聯校中學

生退省。70 多位來自慈幼及粵

華中學初一至高三的教友及慕道

者，聚首於九澳鮑思高青年村，

共度一日的退省生活。楊祖羅神

父帶領學生以「降生、同行」為

主題，反省在生活中能否成就主

的意旨；天主派遣聖子耶穌降生

成人，藉逾越奧蹟救贖人類，我

們應如何蒙受祝福，又應如何珍

惜這份天賜的恩典等。退省之

中特別安排了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的環節，讓學生反思，重

新認識天主及主的臨在。活動最

後以修和聖事及感恩祭結束。

慈幼校友會 80週年

2012 年 12 月 8 日聖母無

原罪瞻禮日，是澳門慈幼中學建

校 106 週年校慶暨慈幼校友會

成立 80 週年的大日子。校友會

早於去年初，已經擬定了連串慶

祝活動：訪問意大利鮑思高慈幼

大家庭

港澳簡訊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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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每月首個週末舉行分享聚

會、籌辦 80 週年籃球足球邀請

賽等等。

到了 12 月 9 日，慶典當

日，首先慈幼校友會和利瑪竇校

友會，分別在籃球和足球邀請

賽上擊敗對手，獲得冠軍。下午

舉行的「青少年品德教育與成長

論壇」，邀請了香港、美、加與

本地的校友一起探討宗教教育對

社會發展的關係，其後更舉行了

80週年紀念感恩祭。

晚上 7 時，大會舉辦聯歡

晚會，席間派發「傳承創新八十

載」紀念特刋，並進行了名譽會

長、榮譽顧問的聘書頒發儀式，

以及各理監事的就職禮，還頒贈

了余子樵神父獎勵金、時乃德神

父獎勵金。所有參加者均盡興而

歸。

2013 慈青日第一次
籌委培育聚會

2012 年 11 月 3 日，50 多

位來自不同院校及堂區的青年聚

集在慈幼修院禮堂，在 20 多位

資深慈青的陪同下，參加了第一

次慈青日籌委培育聚會，目標是

學習鮑思高神父的德行，實踐以

青年帶動青年的慈青精神。

培育聚會分成兩部份，首

先籌委會領略真正的喜樂在於懂

得選擇，在生活中行善避惡，為

他人樹立榜樣；就像葉泰浩神父

所說，好球員不一定技術出眾，

更重要是懂得在球場上作出好的

選擇，而人生就如一場球賽，做

到行善避惡，就能得到真正的喜

樂。下半部份，則是籌委們參加

各功能組的會議，學習怎樣發表

意見和尊重別人，為慈青日的發

展做好準備。

中五中六聯校退省

2012年12月15至16日，

慈青牧民辦事處為慈幼大家庭的

中五及中六學生舉行聯校退省，

共有 50多位同學出席。

神師何家輝神父與參加者一

起以認知治療的方法，分析事件

的四種向度：情緒、行為、身體

反應、想法。藉著分析鮑思高神

父一生中四個事蹟，幫助參加者

認識自己的想法及行為模式，並

進一步確立靈性身份。此外，何

神父帶領參加者朝拜聖體，在聖

體前定下在未來六個星期內在生

活中實踐信仰的目標。最後，在

一片祈禱聲中結束退省活動。

鮑思高書籍
閱讀報告比賽

為慶祝聖鮑思高神父誕生

二百周年，慈青牧民辦事處與良

友之聲出版社合辦了鮑思高書籍

閱讀報告比賽，以鼓勵學生透過

閱讀認識鮑思高神父，並學習他

的德行。

比賽反應踴躍，共收到 60

份來自港澳區慈幼大家庭各院

校的作品。經過副省會長馮定

華神父、龔廣權修士、母佑會

陳美容修女及編輯小組成員詹

志光先生等四位評判評審後，

選出了三甲和優異獎得主。他

們的得獎作品將會上載於聖鮑

思高誕生二百周年的網頁內，

以供大家欣賞。

聖母小學宗教日

為迎接鮑思高神父誕生 200

周年來臨，聖母小學於 1月 25

日舉行「宗教日」，帶領學生透

過認識鮑思高神父，感受到天主

的大愛。

「宗教日」以鮑思高神父

禮儀作為開始，接著播放鮑思高

神父的影片，幫助學生了解鮑思

高神父的成長和服務青少年的事

蹟。當日最莊嚴神聖的時刻，就

是朝拜聖體。大部分同學都是

第一次感受到耶穌親臨，並在柔

和的歌聲和結他聲中，與耶穌來

個心靈接觸，有學生因而感動落

淚，場面感人。最後，多元化的

攤位遊戲和頒獎禮，為精彩的	

「宗教日」作完美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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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福瑪利亞，你充
滿聖寵……」

昔日，會祖鮑思高神父以

一篇簡單的「聖母經」開始了

慈幼會的偉大事業	─救助貧苦

無告的青年。今年9月開學前，

香港仔工業學校也同樣以一篇

「聖母經」重新開辦寄宿部，

特別祈求聖母媽媽的帶領及賜

予豐厚的恩寵。	

寄宿部重開後，第一批寄

宿生共有 40 人，當中四分之

三為中一學生；我有幸也成為

其中一份子，協助管理寄宿部。

最初寄宿生們因為對學校、對

寄宿部感到陌生而顯得內斂；

然而經過幾個月的時間，透過

起居生活及各類活動，大家漸

能打成一片，也讓我開始了解

到他們每一個背後特別的「故

事」。

讓我最感詫異的是大約九

成寄宿生的家庭，都面對不同

的困難。單親家庭、父母分

居，甚至父母忙於工作而沒有

時間照顧，他們往往是在不太

完美的環境下成長。雖然如

此，在寄宿部中，他們絕對不

會感受到不足，反而充滿無

限歡樂，為他們的生活添上

豐富的色彩。在宿舍中，寄

宿生們稱舍監林仲偉神父為

「Father」，因為他們由舍監

身上感受到「被愛」。當然，

「一山還有一山高」，在宿舍

除了「Father」外，還有一位

高高在上，卻親臨於他們當中

的「Mother」，就是聖母瑪利

亞。

「主與你同在…….」

慈幼會的良好傳統	─	睡

前三篇聖母經	─	舍監每天帶

領寄宿生以三篇聖母經作為

早、晚禱，並會向他們講故事，

鼓勵他們行善避惡，學做一個

正直的人。

鮑思高神父提醒他的會士

們要「多」作簡「短」的祈

禱，讓他們在祈禱中記得事事

都與天主拉上關係，並時刻提

醒自己一切都是為天主而做

的，就好像容易走音的結他要

經常調整一樣，不然便不能彈

出悅耳的音樂。我們就是希望

仿效這個德表，每天早晚透過

三篇聖母經提醒自己「主與你

同在」。天主會臨於寄宿部當

中；聖母更會帶領每位宿生成

長。

「求你現在和我們臨
終時……」

舍監希望寄宿生今年能達

到三大目標：首先，學習讀書：

培養良好讀書習慣，即使離開

宿舍也應繼續保持。其次，學

習與人相處：互相關心，彼此

接納對方，特別是他人的弱點。

最重要，認識耶穌：將天主教

信仰指示給他們，帶領他們走

向永生。

有一天你我都會離開，我

們能帶走甚麼？這問題值得我

們反覆思索。的確，「榮華富

貴不能久享，一如禽獸終必死

亡」	(	聖詠 49：14	)	。每個

寄宿在

  聖母的

 愛內
　　　　　　　　　　　
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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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空手來到世上，也定必是空

手離開；唯一能伴隨我們的就

是信仰。故此，舍監為有意進

一步認識天主的宿生開設慕道

班，也邀請他們每天作早晚禱，

共謝主恩。

「為我們罪人祈求天
主……」

	力求完美，人皆所望。人

人都追求完美，只因為我們每

個人都不是完美。舍監向宿生

展示完美的人所具備的九大元

素，並邀請他們自問擁有多少。

我認為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

「謙虛」。明代文學家馮夢龍

說：「為人第一謙虛好，學問

茫茫無盡期」。知識無窮無盡，

如果人不謙虛，以為自己甚麼

都會，這不但是無知的表現，

更令自己沒有進步的餘地。人

只要虛心學習，必能學有所成；

就像麥穗一樣，越成熟的麥穗，

越懂得彎腰。

追求這份完美，單憑自己

的能力並不足夠，還要依靠聖

母的幫助。被困火場的人也要

靠著消防員的工具才能逃出火

海，單憑自己沒有可能逃生。

一對筷子也要兩隻一起才能運

用，缺少任何一隻也不可。鮑

思高神父一生依靠聖母，才能

找到他的使命，成為今天

我們所認識的會祖。現今

我們都祈求聖母作為寄宿

部的導師，帶領我們走近

耶穌基督，一如昔日帶領

鮑思高一樣，幫助我們每一

個都成為「Mr.	Perfect」。

鍾嘉謙	─	一開始我是不

想留在這裡的，但四個月後，

我卻喜歡上了這個宿舍。這四

個月以來，我的表現比之前好

了很多，因為有神父和助理舍

監的教導。我希望我和所有宿

生能繼續改善。

何詠琛	─	我覺得我的寄

宿生活十分好，初時的我對這

裡有點不習慣，很多活動都不

想參加，我會問為甚麼要迫我

們；到我參加了，覺得也很好

玩。我在宿舍試過被人讚和罵，

但我也喜歡寄宿。舍監會為大

家編排好時間，比我在家經常

看電視好得多。我在宿舍學會

了不自私，還有一句金句就是：

「等我黎」。

吳尚瑜	─	我很熱愛寄宿

生活，使我的生活更有規律、

有條理，也能訓練我的體魄。

每晚我們都會聽林

神父講道，淨化心

靈，使我們進一步

認識上主。

何家樂	─	我起初聽到寄

宿兩個字就會想一定好無聊，

跟坐牢沒有分別，我真想住滿

一年就回家，不過日子久了，

我的想法也有改變。幾位阿 sir

其實很為我們著想，他們會跟

我們分享人生經歷，會守夜看

顧我們，還有林神父和波子，

神父講故事；波子陪我聊天，

又有一班年青的導師教我們做

功課，有幾個還是我的好朋友

呢。在這裡生活，讓我改變了

很多。

姜文斌	─	我的寄宿生活

過得簡單而充實，學習到時間

分配，團體生活，在適當的時

間做適當的事，尊重師長。透

過寄宿生活可對比在家中的生

活。寄宿可培訓人獨立。還有

林神父的哲理，令我們的人生

多了一盞明燈，生活上更有規

律。

寄宿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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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中記載了達味王將烏黎雅從前線召回

耶路撒冷，然後讓他回家稍事休息，但烏黎雅

沒有回家，晚上還與其他僕役一起睡在王宮門

旁。翌日達味王問他說：「你不是由遠道回來

的嗎？為甚麼不下到你家裏去呢？」烏黎雅回

答君王說：「約櫃、以色列和猶太人都住在帳

幕裏，我主約阿布 ( 他的統領 ) 和我主的僕人都

在野外露宿，我豈能回家吃喝，和我妻子一起

睡覺？上主永在，陛下萬歲！我決不做這樣的

事。」( 參閱	撒下 11:6-13) 在此不評論達味王

的意圖，但烏黎雅的表現卻是一個前線士兵的

模範，因為他不求自己「應得」的小小福利，

心中只記掛著上主的約櫃、自己的民族、領導

和同袍。相信在上者都巴不得每一個下屬都如

這個愚忠的士兵一樣。

這次回來香港「放假」，很多人都問我是否

放得下在蒙古的工作，是否記掛著當地的兒女；

每當他們問我時，以上烏黎雅的片段就會浮現在

我腦海中。固然這次回來香港是我的權利，因為

我們海外的傳教士每三年可以放假一次回鄉探

親，但這卻不是我回來的主要原因。其實這次回

來，是基於客觀的需要，首先是覺得自己確實感

到身心疲累，需要稍停一下、加一點油好能繼續

上路；而且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所

以將領有時候要稍稍離開一下崗位，才能看清整

個戰場的形勢，然後修訂往後的作戰計劃！所以

回來後雖然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做一個比較長的

避靜，但總有機會，尤其是剛回來的兩個星期，

自己能看書、反省和拜會一些前輩，尋求指導。

「是否記掛著蒙古的兒女？」那有父親不記

掛自己的兒女呢？尤其這段時期他們應該十分

繁忙，首先有鮑思高月，二月又有蒙古新年，然

後開始四旬期；所以這幾個月應該忙得不可開

交。我在蒙古前線的兄弟姊妹 ( 會士、修女們 )

和員工正在外「露宿和作戰」，我又怎能在家中

安心地吃喝玩樂呢？「上主永在，我決不做這樣

的事！」可是回到這大後方，我又能為前線做甚

麼呢？第一件可以和必須做的事，就是為他們祈

禱。因為從前線回來後，有更多空間和時間，也

有多些時間為他們祈禱，這是在大後方給予他們

的最好貢獻和支持之一。

有人對我說：「你已去了蒙古六年多，新聖

堂也幫他們完成了，而且年紀也不輕了，好應該

回來香港了吧？」我只是笑著回答：「我已經移

民蒙古了。」浮萍已在蒙古植了根，已不想再到

處漂浮了！一個士兵在前線看到戰事仍未能結

束、天主神國仍未能在蒙古大地上穩立、魔鬼仍

然千方百計在動搖天主子民的信仰，他又豈能坐

視不顧而返回大後方去休息呢？況且他的同袍

仍在前線作戰，他既然仍有能力作戰，又怎能捨

前線歸來
　　　　　　　　　　　
梁幹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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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期家庭通訊報道了身體神學講座，

引起我閱讀《身體神學入門》一書的興趣，

閱後使我慶幸讀到書中很有有啟發性的內容，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真知灼見正切合時代，

更好說正力挽世代於墮落邊緣。

我們與其無奈地抱怨新一代不尊重兩性關

係，放棄生兒育女、延續人類的責任，令婚

姻和家庭關係脆弱，我們何不勉力去認識這

身體神學，從中認清天主造世，男女結為一

體的原意，體會夫妻間以真愛互相把具聖事

標記的身體交付的圓滿。公教夫婦身心靈的

結合，因上主的祝福而更美妙。我們好好地

活出這份恩寵，叫人欣羨；為夫妻生活的共

融及聖潔作活見證，這也是一個新福傳的領

域啊！

近數月，歐洲一些國家竟通過同性婚姻合

法化的法案，而香港亦有尾隨之勢。作為公

教徒，我們當然與教會一道，抱有堅定的立

場，指出同性婚姻的不是之處；不過，我個

人認為這樣仍不足夠，還要好好地活出兩性

婚姻的「是」之處，相信身體神學可提供給

大家正確的啟導；另外，慈幼大家庭一向維

護家庭價值，是否在適當時間也會站出來聲

明立場，以正視聽呢？

志美

志美：

多謝你給予大家庭的意見。我們相信

整個大家庭將會聯合行動，在有關婚姻與

家庭這個重要的議題上，表明立場，以彰

顯天主教會的訓導。我們也鼓勵你與志同

道合的一眾熱心公教家庭團結一起，互相

扶持、策勵，為婚姻、家庭的共融及美善

作見證，在社會上，傳揚愛的福音。

編輯小組

棄同伴而獨自回到後方去享樂呢？正如

烏黎雅所說的：「上主永在！我決不做

這樣的事。」落葉歸根，樹葉直至乾枯，

仍要掉在泥土中化作肥料去滋潤這樹！

士兵的歸宿也是長埋於沙場吧！

回來「度假」也有另一個原因。若

要前線軍隊安心奮勇作戰，必須確定後

方對他們的支持，所以後方的祈禱是必

需的。另一方面就是要確定得到足夠補

給，正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若前線的物資朝不保夕，部隊如何專心

作戰？基於前線的資源短缺，所以很多

時都要向大後方求援！雖然前方將士都

知道大後方鼎力支持，每次都很慷慨地

向前方輸送所需的糧草物資；但總不能

每三、五個月一次向後方求援吧！而且

如果前方將士一方面要奮力作戰，以拓

展天主的神國，另一方面卻時刻要籌措

糧草，他們又怎能更有效拓展天國疆域

呢？固然在籌措後勤補給時，將士會很

深刻地感受到天主的大能；但另一方面

尋找資源的問題，也會使將士無法專心

致志地開展各項計劃。所以我這次回港，

也希望能找到一些較為固定的後勤資源，

讓我們在傳教前線的將士能後顧無憂，

專心實行作戰計劃。

這兩項目標是否成功？首先這個傷

兵在後方兄弟姊妹的支持和調養下，身

心都已得到休息，可以回到蒙古前線繼

續作戰了。這次的充電足夠他再走更遠

的路，至少足夠他繼續未來三年的工作，

直至下一次加油的時間。第二項有關後

勤的目標，則仍有賴後方兄弟姊妹們的

支持了。雖然目標可能仍未圓滿達成，

但我肯定祂不會捨棄馬前的兵士，必會

透過各種途徑，為前方送來補給。這也

有賴你的支持。

附註：蒙古達爾汗鮑思高中心的網

頁：http://www.salesians-darkhan.asia/

　　　　　　　　　　　
梁幹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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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鮑思高：他的教育法

【慈幼通訊社－ 2012 年 12 月 31 日羅

馬慈幼總部訊】－總會長查偉思神父已宣佈了

2013 年贈言，是為準備慶祝鮑聖誕辰二百周

年，三年預備期的第二個主題，其內容可簡單

綜合為這耳熟能詳的標語：「效法教育者鮑思

高神父，以仁愛的教育法，把喜樂的福音帶給

青少年。」

「這項任務，同樣並非只是理性上的探究；

我們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慈幼會的教育法，好使

我們能根據時代的變化和需要，不斷予以更

新，；另一方面亦要忠於會祖神恩，好好掌握

教育與牧民的內容與方法，將之奉為己用。」

除了就預防教育法的大原則（理智、宗教、

仁愛、熱誠基督徒與良好公民）作出一些反省

外，總會長也向慈幼大家庭提出了重要的準則

和交托。他也認為我們的焦點，可以放在可敬

的麗達媽媽身上。

「鮑思高神父從她身上，學會教導青少年

的價值觀及態度，經過歲月的鍛煉，成為他留

給神子們的教育法基礎。」

真福唐嘉蒂：慈悲及奉獻自己的
見證

【慈幼通訊社－ 2012 年 11 月 26 日厄

瓜多爾Macas 訊】－母佑會唐嘉蒂修女（Sr.	

Maria	Troncatti）列真福品的儀式，由宣聖部

部長安謝洛．阿馬托樞機主持，是充滿喜樂與

熱情的慶典，聚集了數以千計的參加者，不少

來自其他拉丁美洲國家。

阿馬托樞機強調，全靠唐嘉蒂修女的自我

奉獻精神，才能修補當地舒阿爾族人和開拓民

之間的裂痕，而且她致力行善、施贈飲食、照

顧病者、探望有困難的人，貢獻良多。阿馬托

樞機希望唐嘉蒂修女列真福品，能繼續堅定母

佑會修女，獻身服務青年、弱小及有需要人士

的教育事業。

在儀式的尾聲，母佑會總會長溫幗儀修母

致感謝辭，指出唐嘉蒂修女擁有的卓越氣質，

闡述她倚仗信德與

望德，才能施行慈

善事業，成為普世

教會新福傳的活見

證。她鼓勵我們懷

著望德面對將來，

無論遇到甚麼困難，

始終不要被誘使放

棄現有的信念。唐

嘉蒂修女的紀念日

為 8月 25日。

總會長也用Twitter

【慈幼通

訊 社 —2013

年 1 月 4 日

羅馬慈幼總部

訊】－總會長

查偉思神父已

成為Twitter 之友，希望透過這個大受歡迎的社

交網絡，「效法鮑思高神父，為行善、為服務

青年等偉大事業傾注動力」，並且「廣泛傳播

美善的價值」。

他的賬戶@	PascualChavez5 對所有人開

放，目前已有意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和法

文版本。他會親身回覆信息，並與慈幼會士、

平信徒及青年溝通，務求在現今世代，以嶄新

的方式實踐鮑聖在華道角推行的慈幼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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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法國人，也是專業工程師。在1999年，

即我畢業的一年，我決定當義工。天意如此，我

獲派往象牙海岸的慈幼會當教師！事實上，我曾

考慮度奉獻的生活，且仍在探索中。我到達在

科霍戈 (Korhogo) 的慈幼會會士團體時，他們

給我的感覺是視我為兄弟，我們分享所有事情：

反省、工作、喜樂和悲傷等。兩年後，我開始

認真思考我的未來：天主給我的召喚是甚麼呢？

我為這世界有甚麼貢獻呢？我可以如何奉獻自

己呢？我細看鮑思高神父的一生，發現這套教學

方式有助我們尋求解決現今青少年問題，藉此我

把培育貧苦青年、與他們同行，並把福音傳給他

們的所有抱負綜合起來，而耶穌對我的召喚一

直在我心中，一生跟隨衪才是真愛。因此，我

在 2001 年開始初學期。2002 至 2003 年在象

牙海岸的內戰給我很深的感受，難道天主不想我

在這片土地上傳教和當上和平使者？於是我向

總會長提請，在 2009 年晉鐸後，我奉派往乍得

(Chad)。

在法國及歐洲，慈幼聖召很少，在歐洲國

家內成為往普天下去 (ad	extra) 的傳教士並不容

易。然而，不能以本地會士的數量來衡量存在的

質素。世界上仍有許多解決人心問題的重要計劃

處於十字路口，因此需要傳教士！總部因為明白

義工服務助我思考：

天主給我的召喚是甚麼？
這需要，所以派遣傳教士到最需要我們的青少年

那裡去。

新傳教士的課程使我獲益良多。它教授了為

我們極重要的傳教學和人類學基礎，亦預先提醒

我們在傳教生活裡有可能出現的錯誤觀念和挑

戰，例如：文化衝擊、有時在貧困境況下的調節、

思鄉情緒。事實上，要成為一個用整個生命投入

(ad	vitam) 的傳教士，實在需要對傳教及修會認

真辨識。

在非洲的心臟地區—乍得，面對天氣和許多

問題都極具挑戰，為慈幼會士是艱難的任務，例

如：防止不斷加劇的貧窮問題、為青少年預備工

作、在強大伊斯蘭教的宗教背景下做到本地化教

會。正面的思想也不足以抵抗沮喪，因此，在乍

得的傳教士必須扎根於祈禱和聖體內。雖然總部

已經多加關注在薩赫勒地區 (Sahel	 region) 的安

全性及貧窮問題，但有許多青少年提醒我們最需

要的，是有更多會士願意奉獻自己！有兩點非常

重要：把預防教育法應用於非洲大陸，以及一起

在重點計劃上努力。願主召喚更多會士熱烈地來

乍得當傳教士！

Fr.	Xavier	de	Verchere

在乍得的法國傳教士

慈幼傳教意向

2013 年 3月：為南美洲地區	-	特別為在巴

西的慈幼會士祈禱。願他們在準備將於里約熱內

盧舉行的普世青年節的同時，讓他們的奉獻生活

更真實、可見、可靠和有成效。

2013 年 4月：為委託給中美洲修會管理的

地區祈禱。願六個獲教廷委託給慈幼會中美洲的

地區，能真切地發展成為本地化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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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捩點 ( 出 3:1-4:23；路 4:1-13)

我的天父，亞當 ─ 人

爸爸！還未完？

我不會完！

我是說，『四旬期』那麼長。

四十天為我並沒有意義，我是永恆。

如果『四旬期』改為『二旬期』就好了。

四十就是四十。

四十日即一個多月；
即大約十二份之一年。

四十是指一個階段的結束，
另一階段的開始。

四十天要守齋，要吃得清淡，
不要浪費。

四十是指人生轉捩點。

四十天要克己，減少娛樂，
要節制並多作犧牲。

四十是指一個更認識自我的機會。

四十天要祈禱，多看聖經，
要修和，與主保持聯繫。

四十是指更認識、愛慕我。

四十天要多行愛德善工，
捐助窮人、服務他人。

四十是指更清楚自己的
使命及生命的意義。

我已多次守齋、克己。

你認識你是誰嗎？

我也有祈禱、行善工。

你珍惜我與你的關係，
以及其他人與你的關係嗎？

四十天很長！

有些人一輩子都活在『四旬期』。

他們遲遲未能轉變、更新。

有些人很快已進入另一個『四旬期』。

他們很快知道自己的使命，
也找到人生的意義。

他們與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他們在新的階段中，再去檢視自我、
與他人及與你的關係。

『四旬期』源源不絕！

爸爸，願祢的名受顯揚，
願祢愛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
求祢讓我善用『四旬期』好好檢視自我，
同時也找到此刻與祢及他人的關係。
不要讓我只關注完成一些表面的行為，
但要進入人生成長的一個大跳躍。

我兒，你在那一個階段的『四旬期』？

檢視中！

在現世生命盡頭時才會
有機會出現徹底的皈依。

註：天父既是永恒及時常看顧亞當，因此，對話中
不會顯示時間及44。

WhatsApp
天主也用天主也用

永遠在線上，輸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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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眠

不覺曉，處

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

落知多少？」

每次讀到孟浩然這首《春

曉》，我都會重溫童年時的溫

馨往事。我家貧窮，但母親愛文

學，她雖然只有小學程度，卻不

斷閱讀，把人家拋棄的書報撿

來，唸給我們聽，也教我們認

字。

一天，她拿着一本陳舊的線

裝書—《唐詩三百首》，唸着上

述的四絕，我和二妹都跑到她身

邊，怏求她教我們唸詩，她笑着

把書遞給我們：「嗅一嗅！香不

香？」她問。我們都深吸着說：

「好香啊！」她笑了：「書香世

代，就是喜歡讀書的官宦人家，

很有意思的。」我卻瞥見舊書中

藏着兩朵已壓扁的茉莉花；「媽，

是花香！」我們都笑作一團。

	我摯愛的母親最愛花，尤

其是能發出陣陣馨香的花，白

蘭、茉莉，尤其是桂花，她的名

字就有一個「桂」字。所以，我

在大陸工作時，每次寫家書，都

把一串淡黃色的馨香桂花，放進

信中，希望她閱讀信時嗅到花

香，倍感溫馨。

	「最是溫馨讀書時。」感

念母親，在我幼年已親身感染了

我愛閱讀的好習慣。無書不歡地

過日子，出外一定拿本輕便的

書，書局和圖書館是最喜歡留連

的地方，房間中最多的是書。這

一來，使我心靈充實，話題不

缺，且感到生命的豐盈。感謝母

親的栽培！

奉勸疼愛子女的父母，能

留給孩子一生受用的不是金錢、

物業，也不是各式文憑、學位證

書，而是好習慣，尤其是愛好

閱讀的好習慣。可惜活在這個電

子科技「e」世代，孩子最愛的

是電腦遊戲，卻沒有耐性閱讀書

報。　

我察覺到中國家庭的父母教

子之道，大多不重視培養閱讀方

面的興趣，因為自古以來就嚴於

管教，強調認字、背書、寫字，

讀得不正要重讀、寫得不好要擦

掉，不服氣的要打手心，這一切

都使幼弱的小心靈產生畏懼，畏

懼使人逃避，更會令他們討厭文

字和書本。而今代的孩子多是獨

生子女，是父母的命根，要風得

風，要雨得雨，正因父母沒有培

養孩子的閱讀習慣（可能父母也

沒有此習慣），而且電子遊戲的

觀感刺激，一定比讀書的深層感

動來得更吸引及直接。所以，產

生了網迷、網痴，真太可惜！不

是說現今代父母不給孩子讀故

事，在幼小時候間中也有睡前講

故事的情況，但上了幼稚園就開

始為功課、補習、課外活動所折

騰，孩子忙了一天，累得要命，

父母也沒空閱讀了，那有時間親

親孩子共閱故事呢？

同時，在心理的成長上，孩

子甚麼時候感到最舒服呢？當他

被驚嚇感到恐懼時，他最想跑到

父母懷抱裡，這是最安全、最可

靠的舒適地方。所以，被父母擁

抱着一起看圖、閱書、讀故事，

是孩子最愜意、滿足又放鬆的時

候，更是培養閱讀、刻下童年溫

馨回憶的最佳機會。這樣的父母

就是孩子最優秀的啟蒙導師。各

位親愛的父母，這正是天主給予

我們的天職。

更想與大家分享的，是我

在閱讀的習慣中，更有意外的收

穫。幼小的我，沒機會上正常的

幼稚園，只去天台的小童群益會

兒童節目中心，這是窮孩的歡樂

天地，《兒童樂園》中的小圓圓

是我最好的精神朋友，稍長到主

日學，又愛上了	《良友之聲》

和《樂鋒報》，並把書刊的故事

講給弟妹聽，儼然他們的小老

師，甚至因為要吸引我的「學

生」而自創故事。這一來，我的

組織能力和創意潛能就被釋放出

來，成為我一生受用不盡的寫作

泉源。感謝母親的栽培！

書香處處
文文

教子有方

煥發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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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視人與人的交往、討論、

溝通、對話，為甚麼這樣容易

產生衝突、爭執、不和，導致

大家不歡而散、人際關係破

裂？相信這是源於不同觀點、

不同立場、不同態度，再加上

我們總認為大家都能看到同樣

的事物，何來會有不同的看

法？

最近我從禪師與秀才的故

事中得到一點啟發：有一群人

等著要過河，船伕把渡船從沙

灘上推到河裡。河邊的小魚、

小蝦、小螃蟹，因為兩岸船隻

的往來，紛紛被壓死了。等候

乘船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秀

才和一位禪師，秀才看到渡船

壓死魚蝦蟹的情況，就問禪師

說：「師父，您看船伕把船推

下水的時候，壓死那麼多魚、

蝦、蟹，您說這樣的殺生罪過，

是乘船的人的？還是船伕的？

禪師指著秀才說：「是你的罪

過。」

秀才很生氣的說：「怎麼

會是我的罪過？我既不是船

伕，也還沒有乘船，怎麼會是

我的罪過呢？」	禪師喝叱道：

「因為你多管閒事！船伕為渡

人到河岸，心裏沒有殺意；乘

船的旅客，只是過河辦事，也

沒有瞋恨殺生的意念，他們無

心，本來無過，就像虛空太極，

任白雲烏雲更替，並不妨礙原

本淨朗的天色。」紅塵人世間，

本來就世事無常，人力之微弱，

難扶一切眾生之善，秀才看不

清大道本自然，任那無記之事，

攪擾心靈。	

身心靈的清淨，能悟徹世

事真理，進而不迷惑顛倒於凡

俗事物之中，秀才妄生是非之

心，增添煩惱閒事。人世間也

有不少像秀才一樣的人物，喜

歡論人長短、善惡，卻不自知

是非、真假，讓自己身心不自

在。罪業由心造，我們這顆心，

像精於工畫的師傅，塗滿青、

紅、紫、綠的色彩，想要回復

新的純白無瑕，只要停住內心

畫師的雙手，那些五顏六色自

然消褪。

花開花落，世間事自有定

數，誰的罪過？甲也好，乙也

罷，都不是我們份內的事，何

必平地起風波，令自己的心朝

也寒雨，晚也冷風，不得寧靜！

如 何 觀 看 創 造 所 看 見

的（Perspec t i ve 	 c rea tes	

perception）。如果你把自己

視作受害者，你就是受害者；

如果你把生命中發生的一切視

作恩賜，包括死亡，你就會看

見常服務你的至寶，帶給你喜

悅；如果你把生命中發生的一

切視作悲劇，包括死亡，你就

會終生怨恨痛哭悲觀。

古羅馬有一位名叫艾彼得

（Epictetus）的哲學家，他是

主降生後不久的人。他的學說

和訊息不太受當時的人歡迎，

但他卻說過一句很有意義的話：

「不是你的問題使你困擾，而

是你對問題的看法。全基於你

對事物的看法。」一個口渴的

人，可以滿面笑容地看著半杯

水說：「真好，還有一半。」

另一個口渴者，望著同樣的半

杯水卻憂愁地說：「真糟！已

沒了一半。」兩個犯人從牢裡

鐵窗向外眺望，一個見到泥濘，

另一個見到星星。有兩個孿生

兄弟，一個樂觀，一個悲觀；

在他們的生日上，把他們安置

在不同的房間裡；給樂觀的一

盒「米田共」，而悲觀卻收到

一份最好的禮物：遙控跑車。

但他們的反應很不同：樂觀的

很高興，感到這是一個很

好的笑話；而

悲觀的很

不 開

如何觀看創造所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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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樣。但天主與我們是不同

的，但這不同並非分離。海浪

與海洋是不同的，但分不開。

海水或海浪的存在彰顯海洋的

存在，我們的存在彰顯天主的

存在。

若翰在約旦河畔宣講「悔

改（repentance）」、「 皈

依（metanoia）」、「 回 頭

（conversion）」，其真正的意

義是改變一個人的態度、看法

或想法。其實只要一個人的看

法改變了，他的生命就會改變，

新天新地才會出現。耶穌說：

「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囊裡

的；不然，酒漲破了皮囊，酒

和皮囊都喪失了；而是新酒裝

在新皮囊裡。」（谷 2：22）

耶穌是新酒，必須放在新皮囊

裡；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看法、

想法、態度，使我們變成新皮

囊，才能容納耶穌的新思維、

新誡命、新精神、新盟約。

最近德雅中學慶祝建校

五十週年金慶時，我才注意到

她們校徽上一句很有意義的拉

丁文校訓：Si	sapis,	sis	apis，

意即「如果你有智慧，你應該

是蜜蜂。」如果你有智慧，你

應該選擇做蜜蜂，而不是選擇

做蒼蠅。蜜蜂選擇在花中採花

蜜，蒼蠅選擇在垃圾堆中覓食。

蜜蜂採取花蜜後，並不獨自享

受，而是帶回家去與大家分享。

所以一切全在於你的選擇。因

此，你如何觀看，創造了你所

看到的、你所體驗到的及你是

怎樣的人。若你選擇改變你的

看法，你就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心，覺得跑車難看又不能飛。

其實，是我們的看法創造了我

們所看到的事物，以及我們的

心境。

對於很多事物，我們一次

又一次用同樣的方式去觀看，

不久這些重複的看法就形成了

習慣，而這些習慣性的看法，

不知不覺就形成了我們的態

度。最後，我們的生命就是由

這些態度所掌控及塑造。

我們相似天主的地方就

是，我們藉著自由選擇是天主

的共創造者。思想、言語及行

為就是我們的創造工具。你想

甚麼、說甚麼、做甚麼，就會

創造出現在的你、你的體驗，

以及你生命的條件和環境。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受害

者，你說自己是受害者，你

的行為就會表現

出你是受

害

者，那麼你就創造了你這個受

害者，就算事實上你不是。同

理，你決定怎樣標籤他人時，

也是如此。

如果你認為別人是受害

者，你說別人是受害者，你的

行為表現出別人是受害者，那

麼你就將別人創造成受害者，

就算事實上別人不是。其實是

我們自己選擇了創造自己的所

有環境。所以，我們不可能是

自己所創造環境的受害者。

你如何觀看，是你所作出

的自由選擇。你怎樣觀看事物

是你自由的抉擇，而你自由的

抉擇構成你是誰、你願意成

為誰，以及你願意如何去體

驗。你坐在殯儀館參與守靈祈

禱時，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對

死者甚麼也不能做，只是默默

靜坐著祈禱。當時你可能感到

悲傷，或內心感到欣慰，但你

的感受全是基於你對死亡的看

法。所以，你的看法創造了你

所看到的，而你所看到的創造

了你所體驗到的（Perception	

creates	experience）。

天主是創造者，你也是創

造者。天主創造所有的生命，

而你則創造你自己的所有生

命。所以你和天主同樣是創造

者，你的創造是在微觀的層次

上，而天主的創造卻在宏觀層

面上。這就是你和天主肖似的

地方。

天主與我們是一體的，

是分不開的，就好像海洋和和

海水或海浪是一體的，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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