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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總會長贈言
范達民神父 Fr Ángel Fernández Artime

  「先生 , 
    請給我這水罷 !」
                                      （若 4：15）

慈幼精神

慈青日 2018

讓我們培養
           聆聽及

                陪同的藝術



依照習俗，農曆年初一是敬神求恩的

好日子。在香港，不少的寺廟，當天都充

滿了求福的善信。我們基督信徒，在我們

求恩的祈禱中，當記取主耶穌的教導：「你

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

自會加給你們。」（瑪 6：33）本著這種

精神，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我們在新春

佳節舉行的彌撒也稱為「新春求恩彌撒」。

依據當天彌撒讀經的提示，我有兩個

要為大家祈求的恩典。

農曆新年正是大地回春，萬象更新的

時節。彌撒的第一篇讀經選了講及天主創

造天地和人類的一段（創 1：27-31）。其

中，講到創造人時，「天主照自己的肖像

造了人」。人究竟在哪方面相似天主呢？

照聖經經文行文的意思，因為天主與人分

享祂治理大地、管理其他生物的能力，所

以人在這方面相似天主。有些人則從這種

能力的根源——人的靈魂來解釋肖像的意

思。「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

的鼻孔內吹了一口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

的生物。」天主是精神體，人有理智和自

由的靈魂也是精神體，所以人在這方面相

似天主了。另有一些人則從創世紀的敍述

裡，看到天主單單向人說話，而只有人在

所有的生物中，明白天主的說話並作出回

應。因此，人相似天主的地方在於他能和

天主對話。以上對「肖像」的解釋都是很

好的，而且互有關連。不過我比較喜歡彌

撒中福音的提示：「凡接受他的（指接受

耶穌是天主子、是真光），他就給他們，

即給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

的子女。」我們因著信仰耶穌是天主子，

我們便成為天主的子女。現在，我們像子

女相似父母般相似天主了。真的，子女或

在外形，或在內在，例如性格、喜好等，

都有幾分相似父母。我們在天主子耶穌基

督內做天主的子女，我們便帶有天主的肖

像。祝願未來的一年，大家做天主的子女

多一些。這是我第一個要為大家祈求的恩

典。

第二個要祈求的恩典是與彌撒的福音

有關。福音給我們講述「聖言」。所謂「聖

言」是指天主的話；它不是指天主的話的

能力或內容，而是指天主子，有位格的天

主第二位。祂先於萬物而存在，祂和聖父

有密切的關係，祂是天主三位一體的其中

一位。天主以「聖言」創造了萬物，包括

創造了人。「聖言」帶給人超性的生命和

真光。天主子降生成人，進入人的世界，

但世人卻不認識祂、接納祂。但接納祂、

信從祂的人，就能成為天主的子女。這真

的是一個天大的啟示和喜訊。

我們如何較全面的接納祂、信從祂？

我們如何在生活中落實在祂內做天主的子

女？我們如何在自己身上反映天主子的肖

像？方法之一是實踐「聖言誦讀」或稱為

「神聖閱讀」。在「聖言誦讀」中，我們

在虔敬的氛圍下，體會啟示的內容，讓聖

言成為生活的動力，並體驗天主的旨意和

祂的臨在。這便是我第二個要祈求的恩寵，

大家都能透過「聖言誦讀」來認識聖言，

生活聖言。（本文原載於2018年 3月《羊

牧之聲》）

新春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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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繼續藉著我們的勞作、

自我犧牲與善意，拯救世人。祂

繼續為我們指引道路，使我們免

於迷失方向，並時常扶助那些陷

入疲累，以及最謙卑、最貧苦及

最弱小的人。

在聖誕期內，我曾講過一個

傳說，述及這樣的一個故事：當

牧人聽到默西亞耶穌誕生的喜訊

後，他們都前去尋找那嬰孩，送

給他小禮物	─	就是他們本身所

有的，好像牛奶、鬆軟的白乾酪、

蜜糖等等。

牧人中有一位小牧童，沒有

禮物送給新生嬰孩；他空手而來，

感到非常難為情，因為他沒有什

麼可以送給耶穌。

當牧人在星光引導下，抵達

目的地，他們找到嬰孩、母親瑪

利亞以及若瑟。因為瑪利亞把嬰

兒抱在懷中，因此難以親手接受

他們帶來的禮物，以及向牧人道

謝。故事就這樣繼續下去，聖母

請求沒有帶禮物的小牧童，抱著

嬰孩，好讓她專注接受禮物，並

向牧人道謝。

故事結束時說到，牧人中最

卑微的，卻領受著莫大的恩賜；

在這一夜，他成為最先的，以及

唯一懷抱默西亞救世主耶穌的牧

童。

這個故事及其帶出的訊息，

都向我們清楚表達，天主的愛首

先賜予世上那些最貧苦、最謙卑、

最有需要以及最遭受排拒的人。

耶穌所開展的，讓我們將之

完成。

我現在就是要指出這一點。

當我到世界六大洲極其不同

的地區，探訪慈幼會的事業時，

我遇到有很多情況，都使我腦海

及心中，湧現出這樣的感覺和思

念：貧苦的男女老幼，很多時都

無疑是天主眼目與心靈中最珍視

的。的確，我們都是祂心中所惦

記的。我們都是祂的子女，然而

祂特別關顧最弱小者。祂真的像

一位母親，無條件地全心愛護所

有子女。對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天主無疑會特別關顧他們，但絲

毫不減損對其他人的愛。

當我寫這篇訊息時，我正記

掛著居住在肯尼亞北部城鎮卡庫

馬（Kakuma）的難民，我們的慈

幼會團體，已與他們一起生活多

年。我想起烏干達的難民營，一

月底鮑思高瞻禮過後，將有一個

由不同國籍的會士所組成的慈幼

會團體，前往那裡，分享那些難

民的故事。難民中包括成年人及

眾多青年，因逃避戰亂、飢餓、

危險而去到那裡。

我想到西伯利亞的雅庫茨克

（Yakutsk），她位於莫斯科東北

數千公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

方，那裡有一個慈幼會傳教士團

體，在這些小社區中與人們分享

生命，當地人也許有點像故事中

的小牧童。無論在任何時刻，那

些人也會向我們的慈幼會士說：

「要為你們在這裡而感謝天主，

因為我們還以為天主忘卻我們。」

這些話會讓你十分震驚。

我的思想又轉向到訪世界各

地時遇到的街童，在很多地方，

以教宗方濟各的說法，他們就是

真正的「棄養者」，因為孩子畢

生無法享有最些微的機會，有尊

嚴地成長。我告訴自己，那些手

中懷抱嬰孩的人，比我更早進入

「白冷之門」。

這是我們在生命中，偶爾會

遇到的強烈而痛苦的現實。

聯合國主席在年終評估中，

以極大的悲痛與關注，表示剛過

去的一年，人道狀況比以往更壞，

而我們所受的風險也更多。縱使

這些情況在世上廣泛擴散，然而

藉著分享著我們生活境況及歷程

的天主聖子，人們得以救贖，我

們的信德和望德不致失落。我們

也要運用自由意志跟隨祂，把我

們蓬勃的事業，與天主賜給我們

的救恩結合，並且不要陷入使最

貧苦、最弱小、最有需要的人一

無所穫的處境中。

這偉大的人的工作，繼續要

我們貫徹執行，因為還未達到最

終目標。

我們所有正在閱讀這訊息的

人，都被邀請繼續進行這項人類	

建設，令世界更美好，且要期望

我們的生活及工作，正如故事所

說的，配得上把新生嬰孩、默西

亞、天主子「抱在懷中」，而瑪

利亞就這樣，把祂交托於無禮物

可獻上，卻能奉獻心靈的人手中。

願你們在2018年主寵滿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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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桌上找到一封手寫信

函，內有捐助貧苦者的獻儀。

親愛的讀者，耶穌在福音中

告訴我們，耶路撒冷窮寡婦在聖

殿的獻儀雖然微小，卻有著莫大

的價值，相信我們大部份人都會

記得這一篇章。這份獻儀，在人

看來是微薄的，卻已是她所有的

一切，因此在天主眼中無比珍貴。

今天，我要告訴你們，我有

著很多這樣的經歷。事實上，最

近一次只是昨天的事。我返回羅

馬之前，在都靈華道角慶祝慈幼

家庭神修日。那是一個精彩而美

滿的日子，31個慈幼家庭官方組

別之中，有 22 個到來，參與者

達 367人。鮑思高慈幼家庭確實

是枝葉茂盛的大樹。

回羅馬後，我在桌上找到一

封寄自法國一個小鎮的信函。我

相信一眾好友，都容許我在不披

露寄信者身份的情況下，公開細

說這事，因為這實在是美好的事，

應讓人們知道。

你們可能會問，這封信與我

每天所收到眾多的信函相比，有

什麼特別之處？寄這封信的人已

達 92 歲高齡，她是來自意大利

的移民，曾是一位妻子及母親，

如今是一位寡婦。她在簡樸的紙

張上，親手寫了這封信，並附上

獻儀，捐給在慈幼傳教世界所遇

到的貧苦無告者。

然而這並沒有什麼特別之

處，因為已有很多人，同樣為貧

苦者慷慨解囊。

這封信特別之處，在於這位

好友，送上的東西十分個人，而

又充滿人情味：她送出了自己和

已去世丈夫的結婚戒指，以及一

個供外送聖體給年長患病者的聖

體匣子。

我承認我真的十分感動。我

多次閱讀信函，並對這雙象徵夫

婦愛情標記的戒子作默想。

我許諾當這些物品兌換成現

金後，定會帶到最貧窮的傳教地

區。有了這筆金錢，我們便能幫

助一些極度貧困的家庭，解決他

們最基本所需，並為資源匱乏的

小女孩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我

想到了這樣做，是因為捐助者是

位婦女，當她知道獻儀將會用作

小女孩的教育經費，能使她們有

更美好的將來，定會十分高興。）

我也確信這筆獻儀所換來的

糧食，也有其特別的價值。

最後的一些「喜訊」

我們居住在全球化的世界

中，很多時社會只發放負面消息：

悲劇、天災、殺戮……

我頓時泛起這些思想：「難

道沒有一些展現人性、使人充滿

善情善念的事，一如剛才的故事，

可蓋過這些負面的事，而成為新

聞呢？這些事應該成為新聞！因

此，我就決定這樣做：使之成為

新聞。我這樣做，也是因為要讓

你們如同我一樣喜悅。」

來自東帝汶的祝福

我寫這封信時，正與東帝汶

鄉村地區純樸的村民在一起，這

裡充滿美善與信德，也是經驗痛

苦與犧牲的地方。

我們昨天剛慶祝過鮑思高瞻

禮。我很快便會在 Fatumaca，為

當地人民舉行彌撒，一些進教之

佑善會的成員亦會到場參與。我

看到慈幼神恩，如何在這些美善、

虔敬、開放的人群中植根生長。

這也是我們的世界，也是一

則新聞。

願天主降福你們，賜你們恩

寵。



4

前言

《鮑思高慈幼家庭神恩身份憲章》（下稱

「本憲章」）是查偉思神父於 2012 年交給我們

每一位慈幼家庭成員的一份禮物，它建基於衛甘

諾神父著述的《鮑思高慈幼家庭的共同身份證》

（1995年）及韋基神父的《慈幼家庭的使命宣言》

（2000 年）。成書的目的是使整個大家庭和每

個組別在同一路上邁進，讓每一位成員對慈幼家

庭的共同身份有更深入的認識。

每一個團體的存在都會有其目的和使命，例

如：某咖啡品牌的使命是啟發並培育人本精神，

亦即是人、咖啡和社區三者合而為一；某汽水品

牌的使命和願景是「讓全球人們的身體、思想及

精神更加怡神暢快」。那麼慈幼家庭的使命是什

麼呢？我們打算怎樣貫徹我們的理想呢？這些問

題的答案都可以在本憲章中找到。

本憲章寫給全球的慈幼家庭成員，大家對憲

章的精神和內容的理解受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

例如：閱讀者的年齡、文化背景、教育和對信仰

的認識等等。本文的目的是成為工具，透過生活

例子及反思等，以淺白的文字，幫助各成員深化

閱讀。另外，在文章後有數道反思問題，鼓勵各

團體在聚會時分享心得，因為透過團體內的溝通

和互相學習，發展的不單是一些孤立的個人，而

是一個團體，進而整個慈幼家庭。

第一條：會祖的神恩經驗和屬神經驗

慈幼家庭的歷史起源可以概括如下：1841

年鮑思高神父創辦了慶禮院，服務對像是大批的

青年人，之後成立聖方濟各沙雷氏會 ( 慈幼會 )。

1872 年他偕同瑪沙利羅創立聖母進教之佑孝女

會 ( 母佑會 )，使教育擴展到女孩子。鮑思高神父

為使服務的力量和效果加強，便組織平信徒並成

立慈幼協進會。及後，鮑思高神父創立進教之佑

虔敬者善會 ( 今日的進教之佑善會 )。今天慈幼家

庭都是由這四個組別發展出來。

鮑思高神父是教育者和善牧，他的力量都是

以基督為榜樣而來。他能夠長時間地為他的理想

付出心力，而且沒有改變服務青年、照顧他們靈

性需要的初心，他選取了「與我靈，取其餘」為

座右銘，這源自聖經的句子，被聖方濟沙雷氏所

引用，表達他為爭取照顧他教區子民的權利，而

放棄對教區任何產業的要求。這座右銘時刻提醒

著鮑思高神父，今天慈幼家庭的成員亦要發揚「與

我靈，取其餘」的精神，在各樣事工上，只問耕

耘，不問收穫，為理想付出無條件的愛。

第二條：慈幼家庭的發展

四個組別之後，慈幼家庭在近兩個世紀，在

會祖的啟發及帶領下，在不同領域及社會文化背

景下產生新的組別，加入了大家庭。各個組別的

成立都有其存在目的，但他們都有共同的特徵，

包括承認鮑思高神父為共同聖祖，受會祖的精神

感召；他們共同的使命，都是服務青年、窮人、

受苦者和未領受福音的民族。

每個人加入一個組別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

在大家庭中的每位成員之所以成為成員，他們都

有著獨特的聖召。現代人生活忙碌，時間是他們

最珍惜的資源，參加培育、服務事工，參加善會

等在無信仰的人眼中都是「無益和無建設性」的，

但為他們這些都是回應天主召叫的記號，他們要

時刻緊記天主對他我們的恩寵。

現實而言，平信徒總比神父多，慈幼會會士

清楚地被界定為負起激勵的角色，所以各協進會

士要在各項事工上更主動地付出，要強化團體間

的交流，尤其是在培育計劃和福傳工作上。

第三條：組織的結構

我們每個人都有家庭的經驗，家庭中的成員

的關係可能是夫婦關係，可能是兄弟關係，亦可

能是甥舅關係等。慈幼家庭顧名思義，不同組別

的聯繫和程度各有不同。總的而言，慈幼家庭的

成員組別有三類歸屬。

第一類是慈幼會、母佑會、協進會和進教之

佑善會四個組別，他們是鮑思高神父工作的直接

繼承人。

第二類歸屬的原因，是不同的修道和在俗的

《鮑思高慈幼家庭神恩身份憲章》
( 第一條至第七條 )

內容和精神的闡釋 溫兆強

鮑思高家庭通訊4

專題
專題
專題
專題



獻身生活的組別，他們有獨有的神恩，他們的神

修豐富了慈幼家庭。

第三類歸屬緣於在廣大的慈幼運動和服務

中，不能單單由慈幼會等四個組別擔負，其他人

士，例如：神父的朋友、青年義工、教育者、傳

道員、專業人士或其他合作者等，他們有不同的

宗教和文化背景，分佈在五大洲工作。

當個別的組織申請加入慈幼家庭時，總會長

會參考他們歸屬的類型，透過官式的認可回覆他

們的申請。

第四條：合一與多元

慈幼家庭的組成是多元的，有男性和女性，

有修道人和在俗獻身生活者，有獨身的和已婚的，

大家庭的成員有眾多相異的社會、文化、宗教等

境況。現今地球村的城市人對這種多元性一定不

會陌生，可是近年我們感受到的不是多元化給我

們帶來的優點，反而是撕裂，這是非常可惜的事。

慈幼家庭有很多合一的條件，大家都是受聖洗

聖事祝聖的；大家都是志同道合，有為青年人及窮

人服務的志向；我們分享鮑思高的精神；我們在大

家庭內溝通，尤其是屬神的交流等等。重點是，大

家庭成員都要珍惜我們的多元性，同時要有合一的

意識，並要有一顆真誠的心，同時要付出時間，因

為和他人溝通、分享或一同參與禮儀等都要用時間

的。

第五條：聖三的奧跡—共融的泉源

承第四條所述，家庭成員要有合一的意識，

沒有共融，家庭只會是人的集合，稱不上為家庭。

對於慈幼家庭而言，共融的基礎是聖三的奧跡。

講及天主聖父：我們有共同的父，這表示

我們都是兄弟姊妹，天父邀請我們克服困難，欣

賞每人能力範圍內可以付出和事實上所付出的一

切。

講及聖子：聖子降生成人，讓我們學習祂的

態度和行為，以愛心為我們的對像服務。

講及聖神：這讓我們有一顆感恩的心，懂得

欣賞別人，帶領我們認識良知和美善，使我們會

表達自己、聆聽他人，達到交談及合作的關係。

第六條：在教會的共融內

慈幼家庭有獨特的使命，有不同的神恩和聖

召，然而要臨在於教會裡。教會的存在是服務廣

大青年、平民、貧困者和未蒙福音光照的民族，

而慈幼家庭的使命正好是教會使命的其中一部

份。因此之故，慈幼家庭成員不是在教會外辦的

一個慈善團體或社區組織，我們要有活於教會的

心臟，踐行慈幼使命的意識。

慈幼家庭要為地方教會的使徒工作作出貢

獻，她需要促進與其他組織，例如學校的理解和

合作，以提升人的全面教育，同時關心青年的聖

召輔導，並引領他們走進教會，投身使徒的道路，

慈幼家庭為使命付出的努力，其成果是可以豐富

整個身體。

第七條：推動新的基督徒人文精神

鮑思高神父選取聖方濟各沙雷氏為慈幼家庭

的主保，這是因為受到聖方濟各沙雷氏的著述影

響，他從中認識基督徒人文精神和愛德的方法。

基督徒人文精神代表著一些信念，這些信念

包括不會忽視人性的軟弱，但相信人性本善，天

主的召叫是要讓人臻於完善。慈幼家庭成員應抱

持這種人文精神，這為我們是植根於個人生命、

受造和歷史每一件正面的事上。基督徒人文精神

可以想像成是慈幼家庭成員的內功，內功心法有

了，根基就會打得好，就越有（實踐理想的）力

量。有了這份內功，外顯出來的會具備怎樣的素

質呢？擁有基督徒人文精神，會移風易俗，推廣

善舉，責斥壞事，會尋求跟更多人合作，明白到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只是未被發現及善用，

亦會相信教育，會鼓勵和改變青年，讓他們成長，

成為良好的公民和熱心的教友。古語有云，教學

相長，當我們教育青年逐漸成長時，我們也使自

己成長，更堅定地把自己交託給天主，使我們成

為更好的基督徒。

反思

1.	 給自己兩分鐘，寫下你期望對慈幼家庭有什

麼貢獻？你在慈幼家庭中哪方面獲得成長？

試與你的組員分享。

2.	 你的組別有沒有多元的特質？你們有沒有試

過組別內發生意見而不和？如有，怎樣重新

共融？

3.	 什麼是基督徒人文精神？你對人性是善是惡

有什麼意見？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例證嗎？

鮑思高家庭通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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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我有幸奉調來到少懷之家服

務，再有機會同胡神父生活在一起，雖然體力大不

如前，時刻要人照顧，但他始終不減處處為人著想

的心。他會樂意吃任何擺在飯桌上的東西，包括是

難服食的藥丸、藥水。若真的吃飽了，也會示意感

謝，或說聲夠了。有時我抽閒帶他坐著輪椅到修院

操場走走，曬曬太陽。他精神好的日子，	同他一

起念玫瑰經時，他都會清楚地一起念完天主經，聖

母經和又聖母經等。我請他做些簡單舉手或舉腳動

作時，他也會量力而為。過了一會，他又會很感恩

地說一句 :	夠了，你累了啦。多謝你。

他真的很善解人意，每次有人來探望他時，除

非他真的很不舒服、疲累，否則他一定會做出非常

歡迎和感恩的樣子，有時接二連三的，甚至是較長

時間的訪問，我也替他感到疲勞，但只要他能捱得

住，他都會笑迎迎地捱下去，直至客人自動離去為

止。給他吃的、喝的，只要他還有胃口，他都會品

嚐，一一滿足他人的好意。若是來訪者，要求他為

他們祈禱，或請他祝福，他會歡喜地接受，並慢慢

地舉手降福。不然的話，他也不會勉強別人接受他

的祝福，只是會面露笑容，做出告別的手勢，表示

感謝、讚賞。

我們記得，最近陳樞機因事久久沒有去探望

他，我們怕他會不高興，設法安慰他說 :	陳樞機快

要來探望你啦。他竟然會少有地，突然大聲回答說：

「唔好煩人哋啦。」

胡神父始終不忘自己是神父，需要祈禱、服

務、犧牲。他最愛到聖堂去，端坐在聖體前，直至

有人來帶走他才離去。記得我每次餵他進食時，我

都嘗試請他先劃十字聖號，就算他在生命最後的幾

天，我看他已到了風燭殘盡，甚至連開口飲食也很

感困難時，只要他能力所及，他都樂意，首先唯恭

唯敬慢慢劃好十字聖號，然後才開始其他任何他可

做的動作。

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天主的祭司、司鐸。為他最

重要的是彌撒聖祭。記得在他死前兩星期，謝肇中

神父帶同幾位從澳門專程來探望他的雷鳴道學校學

生、導師，在他的病榻前同他一起舉行共祭，他快

樂得不得了，整個人立即精神起來。從此，我每次

去探望他，他就不再要求吃的、喝的，只是大聲嚷

著 :	我要做彌撒，做彌撒。可見，彌撒就是他的一

生，就是他生命的寫照，就是每時每刻，同救主基

督一起奉獻，犧牲自己，正如禮儀憲章所期望於我

們的。

他一生實行會祖的格言：「與我靈，取其餘。」

在他死後，我從他的遺物中，偶然發現他在他的百

歲大慶前夕，寫給他在本土的會士們的一封信上，

有這樣的一段話：「親愛的兄弟們，如果我有幸活

到一百歲，我願告訴你們，依照會祖鮑思高神父一

樣生活的慈幼會會士真是多麼美好啊……他那句格

言『與我靈，取其餘』，不該只寫在紙上，但要深

深地刻在劃在我們心上，使得基督的愛成為我們

對人靈魂的愛：雖然祂的愛是自然的 (increato)，

而我們的則是受造的 (cretoa)，但常是一樣的愛

啊……唯有這樣，我們一定不會懷疑自己的聖召，

會記得自己是被選者、受召者，今日直至永遠。」

從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何他除了在有能力

時，四出奔跑，為救人靈魂，為不同類型的有需要

人士作牧靈服務、犧牲外，到了晚年，被迫退下來

時，他還是永不言休，善用他能有的時間、空間，

或印發內有聖教要理及經文的福傳單張，不怕獨自

一人到大三巴等人口密集的地方向路人派發。我偶

然發現，在單張的末頁寫著以下的一句：「你若想

更進一步了解天主教，請聯絡各天主堂；你若想與

胡子義神父會面，可於每個主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在新馬路噴水池附近同他面談。」原來他趁著主

日，寄宿生放假，他可以自由活動的唯一日子，早

上到澳門北區花地瑪聖堂約見他的學生，或同他們

做修和聖事，了解他們的教友生活實況，給予他們

所需的鼓勵和神形方面的支援，下午就去噴水池附

近接見任何來人，同他們講道。他的救人摰情，從

此可見一斑。

胡子義神父的晚年
孔智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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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學校的靈魂

在鮑思高神父的教育系統

裡，聲樂和器樂所扮演的角色與

一個意念緊密地連繫着，意即教

育產生於歡欣、平靜的氣氛和細

緻的藝術品味與感覺。在鮑思高

神父的機構裡，從慶禮院到為讀

書生而設的寄宿學校，到工業和

職業學校，音樂都有很多空間。

在後者	( 寄宿學校、工業和職業

學校 )，樂隊受到特別的注意。

除此之外，音樂把生動的音調帶

給所有隆重的節日，不管是神聖

的，或是俗世的：宗教禮儀、遊

行、出外和旅遊、歡迎和歡送、

頒獎典禮、文藝娛樂和戲劇表

演。

在 1859 年，鮑思高神父在

歌唱室的門上，寫了一句聖經裡

的節錄，修訂了它的原意：不要

阻擋着音樂！鮑思高神父對音樂

的見解，可以完整地總結成他的

一句話：「一間祈禱院如果沒有

了音樂，就像一個身體沒有了靈

魂。」	他在許多場合裡都用上了

這一句話。	這是一個信念在理

論上的表達。從他的教育活動開

始，這已經是一個實踐了的現實

情況。

回憶起他最早期的合作

者，就是在他開始集合年輕人時	

(1842 年 )。鮑思高神父在《母

院史》裡寫着：

這些人幫助我維持秩序，他

們在讀書和唱歌。最初，我已經

明白到如果沒有歌書和適合的閱

讀材料，這些慶日集會就會變成

一個沒有靈魂的身體。	

也是在《母院史》裡，回憶

起開辦首間夜校時，即 1846 年

至 1847 年冬天，鮑思高神父寫

下：

這些班級是由清唱和聲樂所

激勵的，我們時常做着這樣的栽

培。	

鮑思高神父對音樂教育扮演

的角色的興趣，混合了幾個不同

的理由。早年時，首先把音樂看

成是一個預防的方法：

有一個不尋常的人數參加音

樂班。我們教授聲樂和器樂，吸

引青年，使他們避免遇到宗教和

道德上的危險。

我們認為最好是增加鋼琴和

風琴班，在夜校和日校裡加入器

樂班。	

後來，加上宗教動機，特別

是指聖樂和額我略聖歌清唱：

鮑思高神父的意願和目的

是，當青年回到他們的本鄉本鎮

後，能夠幫堂區主任，在神聖的

禮儀中唱歌。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對抗空

閒和懶散。「你們要使孩子們忙

着做事」。	

最後，你們要謹記音樂有特

別的「教育」價值。

在慈幼年鑑的第一卷裡，謝

里亞神父用了整整一章文字來總

結慈幼音樂是關於哪一方面的：

「( 重視音樂 ) 主要的理由可以

從音樂對青年的心和想像力有着

健康的效果中看到。按照鮑思高

神父的想法，音樂首要在精練和

提升青年，使他們變得更好。」

白
禮
鐸
神
父
著

音
樂
和
歌
唱

	( 編者按：本文節譯自白禮鐸神父著的

《是預防，不是強制》第16章第 4節）

張冠榮修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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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訊息，
家庭
家庭
家庭

姓名	 金額	*	 姓名	 金額	*	

隱名氏 200

Ng	Ka	Fai 3,000

Shirley	Lai 100

程國強 500

袁宅 500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	-	

麗達中心
2,000

劉少端 300

Cheung	Huen	Ting 1,000

李君玉 200

依撒伯爾 200

隱名氏 100

陳合意 200

隱名氏 50

Mary	Luk	Lai	Kuen 100

隱名氏 100

澳門九澳聖若瑟宿舍 2,000

唐敏儀 600

Lau	Pak	Kwong 300

伍麗娟 400

黎仕偉 500

Lee	Chi	Ling 500

梁筱棠 10,000

Tsui	San	Ng 50

Richard	San 500

Shirley	Lai 100

Joseph	Wong 2,000

母佑會進教之佑會院 5,000

Maria	Chan	Siu	Mai 500

隱名氏 100

鄔宅 150

周志和 1,000

陳梅瑟 1,000

Yu	Hung	Kin 5,000

鍾秀容 100

鄭泰來 300

王繼枝 500

Fang	Po	Ling 200

Tammy	Vanessa	Tse 300

高太 500

袁宅 500

蘇思穎 1,000

姓名	 金額	*	

鳴謝 樂助慈幼會使徒工作讀者芳名

梁鳳貞 500

Po	Fuk	Ming 300

Yau	Kam	Cheung 5,000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	-	

澳門慈幼中心
1,000

陳佩雲 300

謝素貞 100

麥萍妹 200

隱名氏 2,000

周耀波 1,000

隱名氏 100

Fung	Ka	Pan 200

Pong	Fu	Kong 1,000

Chan	Kai	Lam	John 1,000

隱名氏 100

李雅潔 100

吳慶 1,000

陳合意	 200

隱名氏 50

Mary	Luk	Lai	Kuen	 100

隱名氏 100

由 2017 年 12 月 16日至	2018 年 2月 15日

* 金額欄目內沒有特別註明的均為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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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請寄香港柴灣道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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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oscp@gmail.com。
3. 截稿日期為單數月 24日。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人民幣

人民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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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應過去多年「慈幼修士日」的成功經

驗，持續培育小組成員，建議省會長舉辦「慈幼

司鐸日」，讓會省內所有司鐸參與。

在這個好建議下，省會長斐林豐神父邀請最

年輕一群的司鐸 (quiquenials)，籌備中華會省首

次慈幼司鐸日。舉辦「慈幼司鐸日」的目的，

在於重溫慈幼司鐸聖召的意義、分享牧民經驗，

並根據梵二教導（《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第八

號），強化使每位司鐸與所有其他司鐸合一的

「彼此的聖事性的手足之情」。

首個慈幼司鐸日在 2017 年 12 月 28 日舉

行，主題為「我們如何在感恩祭講道上作出改

進？」主講者梁定國神父介紹了由教廷聖禮及

聖事部，於 2015 年頒布的新一份《司鐸講道指

南》。梁神父特別指出這份文件每章的重要部

份，尤其是講道的本質，既不是個人見證的分

享、教理講授或釋經，而是在感恩祭中帶領信眾

欽崇祈禱，因此極其需要透過聖言誦讀作充足的

準備，並要留意不同類別聽眾的需要。梁神父同

時亦解釋整年的讀經安排，其所符合的天主教教

理，以及每個主日讀經的主題。之後，一眾司鐸

分享他們的講道經驗，包括如何預備道理，以及

他們在講道時的苦與樂。

斐林豐神父在主持感恩祭時，提醒自己，並

鼓勵所有司鐸，講道時要做到「3S」：「Short」

( 簡短 )、「Sharp」( 明確 ) 和「Shock」( 震動

人心 )。他相信每年舉行的聖若望瞻禮，就是回

應了「慈幼司鐸日」，加強司鐸彼此的聖事性手

足之情這個目的，正如聖若望也是擁抱獨身生活

的司鐸。他期望所有慈幼會司鐸，跟隨聖若望

效法基督的芳

踪，這是妥善

預備道理的第

一步。

午餐後，

一些司鐸會士

前往鄰近鑽石

山地鐵站，參

觀以傳統入榫

方式興建的仿

唐建築志蓮淨

苑，並欣賞秀

麗的日式盆景

花園。

中華會省
慈幼司鐸日

張心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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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協進會中華會省
新一任副會長（台灣）順利誕生

聖召推行人會議

詹志光

聖召辦公室

家庭訊息，
家庭
家庭
家庭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中華會省新一任副會長

( 台灣 ) 順利在 1月 27 日誕生，由台南聖若瑟中

心史景輝弟兄，在當天第二輪投票，得多數票當

選，任期三年 (2018 至 2020)。他將協助本會省

會長林木容姊妹推動台灣會務發展，增進區內各中

心的團結及共融，與省議會及至會省內其他中心保

持聯繫。

選舉日下午，台灣各中心的幹事雲集台中南投

耶穌君王堂，當中幸朝明神父、黎明智神父及黃建

軍修士一直陪伴著，從旁指導及支持。進入選舉程

序前，林姊妹與前省會長詹志光弟兄分享了鮑思高

慈幼家庭神恩身

份憲章的簡介。

選舉環節由

會長林木容姊妹

主持，由前副會

長 ( 台灣 ) 楊景

明弟兄監選，而

整個流程，包括

錄票，則由現任

2 月 9 日，中華會省聖召辦公室為港澳區慈

幼會院校及堂區的聖召推行人舉行 2017 至 2018

年度第二次會議，共有三十多位聖召推行人參加。

會議以福音分享作開始。聖言分享後，各院

校分享了上學期推動聖召的活動，慈幼會 ( 中華

會省 ) 聖召專員張心銳神父提醒與會者，有信仰

幅度的培育未必一

定是推動聖召的活

動，但可以在信仰

培育加入聖召元

素。

小休後，張神

父簡述了聖召培育

的四個幅度：人格

培育、智能培育、

靈修培育及牧民經

副會長 ( 澳門 ) 劉麗梅姊妹照顧。當天出席人不記

名選票與缺席人書面選票合計 23 張；第二輪投

票時，由史景輝弟兄取得在場出席人過半數選票，

當選副會長 ( 台灣 )。大會衷心祝賀，並祈願史弟

兄得主庇佑，聖母陪伴，以堅定的信德，活潑的

愛德，服膺鮑聖神恩事業，並身心康泰。

大會結束前，更提前舉行聖若望鮑思高瞻禮

感恩祭，以家庭團聚的喜樂預早歡度會祖慶日，

吸取更多神恩。中華會省亦對卸任的副會長 ( 台

灣 ) 楊景明弟兄，一直貢獻及關心台灣及至全個

會省的會務，表示由衷的謝意。希望台灣的會務

發展及跨中心

的團結，在前後

兩位副會長的

努力和親切的

關心下，由聖母

孕育更多聖召

及服務青少年

的事業。

驗。及後，與會者分成小組，商討培育各幅度時

應有的元素，以及具體的行動策略。

最後，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重新強調，

聖召推行人需要懂得分辨信仰培育及聖召培育，

但要肯定聖召是信仰的高峰、核心及基礎。如果

該團體聖召牧民弱，信仰培育也會較弱。斐神父

指出今日推動聖召

的挑戰是青年很害

怕聽到「聖召」，

但他邀請與會者提

醒青年，生命及工

作亦是聖召之一，

從探討工作及未來

帶出「聖召」。最

後會議以慈幼會聖

召禱文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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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子

聖誕節剛過去了。耶穌為愛我們而紆尊降

貴，居我人間，取了我們的人性，為與我們

分享祂的天主性。這幾天，我們都默想著這

極大的恩典，相信這是為所有人的喜訊，故

此一班聯校的青年藉此機會將這喜訊帶給更

多人。

「福傳使者」

來自香港鄧鏡波書院 Catholic	 Union 的

善會學生，聯同慈幼英文學校的慈青輔祭會

和福傳組，一共 60 人，在 12 月 21 日在慈

幼會修院舉辦了「喜訊齊播聖誕夜」，希望

透過不同活動，加強各自善會的凝聚力，以

及加強學生福傳的意識。活動開始前，我們

介紹了聖保祿宗徒──一位充滿傳教心火的

宗徒，藉書信及生活見證來宣講耶穌基督的

福音。此後，我們更邀請了一位平信徒方先

生，教導學生製作不同形狀的聖畫像，希望

他們將這手工聯同喜訊帶回家中。及後，學

生們準備了一個加插了聖誕歌的短劇，前往

慈幼會修院、少懷之家、中環天星碼頭報佳

音，期間更參加了由慈幼協進會主辦的「聖

誕漫報」，讓學生們體驗在公眾地方表演，

相信為他們都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

「救世主的誕生驅散寂靜黑夜」

他們準備的短劇講述 3 位來自不同家庭背

景的青年，同樣被家庭問題困擾著，不懂得如

何處理；然後，他們隨著Whatsapp 的指引來

到馬槽前，手拿著禮物朝拜嬰孩耶穌，結果他

們得到禮物的回贈，這禮物幫助他們解決家庭

上的問題。這短劇配合著本年的牧民主題，談

及家庭，鼓勵青年遇到難關時，不應自我封閉，

反要投靠耶穌，並向祂指教，祂會邀請我們透

過愛去解決家庭所有問題。

「以青年帶動青年」

今次聯校活動真正讓我感受到慈幼青年的

特質。經過了兩個多月的籌備、物資準備、短

劇編寫、活動計劃，及至當日主持活動，都是

由他們善會的幹事們負責。作為青年的同行者，

我感受到他們在活動前的擔心、疑慮，以及活

動後的喜樂、滿足感，相信他們希望藉自己努

力來建樹這個善會、這個「家」。同時，我也

相信這次聯校活動令他們成長不少，並加強了

作為基督徒的本份，希望他們在生活中仿傚聖

保祿宗徒，藉不同方法盡量向身邊其他同學傳

報這份喜訊，傳報天主聖子屈尊就卑、降生成

人、居我人間這份奇妙恩典。

「港鄧」「慈幼」
喜訊齊播聖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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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漫報2017 的考驗 林木容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每年

都舉行「聖誕漫報」，向行色

匆匆的途人和悠閒漫步的遊子

宣揚救主誕生的真正意義，傳

佈慢活的喜樂，邀請大家拋卻

世俗的拼搏，享受天主創造的

美好世界。

今年 12 月 21 日，我們舉

行了「聖誕漫報 2017」。是

次活動，誇張點說，真是驚濤

駭浪，風雨不停。其實，籌委

會很早便開始籌備工作，可是，

籌委們都俗務繁瑣，每次會議

要集齊人開會，總是困難重重：

不是這位因事缺席，便是那位

要加班，還有另一位要離港；

籌備中途，更有兩位委員分別

因病及受傷入院……總之，沒

有一次會議是全體出席的。(說

起來也感到汗顏。)

天主給我們的考驗還未結束。

到了 11 月，天星小輪公

司突然通知我們，往年的表演

位置會加建一個攤檔。我們發

覺這攤檔佔去了差不多三分之

一的演出位置，必須設法解決。

我們只好重新設計，並遞交新

的場地佈置圖。除此之外，一

些往年暢順的安排又要被迫改

變。後來，因為這些變更，活

動進行中途時，要搬動報到桌

和工作人員休息位置，雖未致

手忙腳亂，但紛亂仍產生，幸

好沒有甚麼貴重的東西因搬動

位置而失去，真感謝天主。

籌備工作到了 12 月初，

仍未見攤檔的出現，又未能得

知最新的情況，只好暫時決定

依最新的設計進行活動，並通

知所有演出者演出位置可能會

和往年不同，要到場才通知。

籌備工作終於完成了。可是，

到了舉行的前一天下午，又

收到電話說攤檔暫時不會架

建，我們可以用往年的位置做

演出——時間已不能讓我們再

遞交新場地佈置圖了。到了活

動那一天，職員卻拿著舊場地

佈置圖，指責我們的佈置和圖

樣不同。這樣拿著佈置圖來監

察，往年從未出現過，我們也

無法了解箇中原因。

這次遇到的阻礙是歷年最多，

考驗還陸續有來。

活動前一天，答應協助搬

運的義工因病入院，未能前

來。當日早上，碼頭附近的摩

天輪有示威活動，我們的貨車

不能停在接近升降機的地方卸

貨，而最接近演出位置的升降

機要維修，須用另一部升降機

上落，要多行 70 至 80 米，

增加工作人員的辛勞。佈置

完畢，活動要開始了。表演學

校卻因海底隧道交通擠塞，未

能及時到場，加上碼頭附近發

生交通意外，旅遊巴又未能泊

近，學生要徒步到場。

今年的演出報名十分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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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本來設計好的時間要重新

安排，以滿足更多表演者。演

出排得密密的；但當日有好幾

位嘉賓到場，又加插了幾個表

演，這樣，演出便超時了。幸

好大家都本著基督精神，傳揚

愛的訊息，享受歡樂的時光，

大家都沒有表示不滿。在此，

我們衷心向各演出者致謝。

除演出遇有困難之外，設

計和印製福傳小禮物也有些

阻滯。因電子媒介的問題，

福傳小袋的圖樣，上下各只出

現半隻腳，和原本的設計不

同；不過，這卻又得出不同的

效果——人生是不完美的，不

過，有耶穌的小腳步，穩妥帶

我路，便甚麼也不必怕了。

另一個困難是財務，不過，

我們相信「天主自會照料」，

這便不成問題了。

整個活動，最順利的是親

子填色比賽。參加者數目雖然

不及往年，但大家都能投入活

動，開開心心的和家長作了半

天的活動，盡興而返。稍後會

公佈結果並進行頒獎。

聖誕漫報 2017 真是充滿

考驗，考驗我們的信德，考驗

我們的智慧，考驗我們的應變

能力，考驗我們的耐心……不

過，我們都通過這一切的考

驗，相信天主在天上看著我

們，一定拈鬚	( 西斯汀教堂頂

的天主不是有長鬚的嗎？ )	微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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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慈青日於三月

三日假葵涌天主教母佑會蕭明

中學舉行，接近五百位青年，

連同慈幼家庭的神父、修士、

修女及聖鮑思高協進慈幼會

士，共聚一堂，一起分享經驗

及交流。

今年的主題為「我們是一

家」，以「我們愛，不可只用

言語，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

用行動和事實」( 若一 3:18)

作為基礎。透過不同的活動，

Phyllis

讓參加者學會加強與家人溝通

的能力。為配合主題「我們是

一家」，今年大會特別邀請了

慈幼家庭不同的團體，一起籌

備慈青日，有聖鮑思高協進慈

幼會士預備午飯、小食及換禮

物的攤位；亦有各院校的同學

及長洲鮑思高慶禮院的青年預

備遊戲攤位。

當天活動大致分為四部

分，包括熱身及小組建立、攤

位遊戲、話劇，以及祈禱會。

聚會開始時，慈幼會中華

會省副省會長馮定華神父提醒

青年：「屋不代表家，因為家

是需要建設的，而家中每位成

員也要出力去互相建立關係，

一起建設自己真正的家。」

整日活動中，參加者分成

小組，以「家庭」作為單位，

每一位在小組內演繹一個家庭

成員角色。他們經過一輪熱身

遊戲及團隊建立後，各「家

庭」一起去參加嘉年華會。之

慈青日 2018 

    「我們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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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青日 2018 

    「我們是一家」

後，大會以話劇作總結，帶出

三個讓慈青實踐的具體行動：

1. 主動關心家人；2. 要專心

一意地與家人溝通；3. 要直接

與家人對話。

祈禱會中，青年代表總結

他們經過一天活動後所學會的

方法，並承諾會在生活中實踐

出來。

陳日君樞機以慈幼會聖者

──天主忠僕畢少懷神父 (Fr.	

Carlo	Braga)的一生勉勵青年。

他指出畢神父雖然生於困難的

家庭，但天主的愛使他學習到

如何愛人，並將耶穌的愛彰顯

出來，帶給青年。陳樞機鼓勵

遇到家庭困難的青年要信賴天

主，效法耶穌。

最後，慈幼會中華會省青

年牧民委員梁偉才神父總結整

天活動。除了上述的三個具體

行動外，他提醒慈青要每天為

家人祈禱，並希望由慈青開始

去建設家庭，改變世界。

每位參加者都獲得兩份禮

物：一個特製的布袋及一隻劃

上各人自己家庭標誌的蠟燭

杯，寓意由他們開始把一點光

帶到家中；所有嘉賓亦獲得一

個暖水變色杯，寓意當家中有

溫暖，「我們是一家」。活動

在一遍歡笑聲中結束。

感謝各位恩人的支持，願

天主百倍賞報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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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組長(聖母玫瑰書院舊生)

–	Carmen

今年慈青日的主題為「我

們是一家」，期盼喚起參加者

記起和家庭溝通的重要性，學

會主動投入地和家人溝通。

半年的籌備過程中，面對

種種的挑戰，有歡喜、滿足，

亦都有疲累和壓力；但我在籌

委們身上體會了堅持和團結的

力量，讓我深深感受到和青年

人同行的快樂。

感恩慈青日舉行得非常成

功，盼望參加者經歷了慈青日

的活動後，能明白在家庭中真

誠溝通的重要和開始在生活中

實踐，以行動關心家人。

主題組籌委 ( 蕭明中學 )

–	Joyce

2018 慈青日雖然已經圓

滿結束，	但當日五個功能組別

各施其職，參加者投入參與活

動的情景，我仍歷歷在目。今

年是我第二年參加慈青日的籌

備工作，也是第二年成為主題

組的組員。和上年不同，我今

年除了負責主題遊戲，還幸運

地被選中，在新增的話劇部分，

飾演「家姐」一角。

慈青日前，各功能組別也

忙著開會，而我在開會時更獲

益良多，除了學到如何帶遊戲、

開聲等的小技巧外，更學到如

何效法鮑思高精神。慈青日真

正來臨時，我看見的是一張張

的笑臉，聽到的是一陣陣笑聲，

感受到的是「我們是一家」。

站在人群當中，看見每個功能

組別為了讓參加者享受這次活

動，犧牲自己的時間，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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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最好，謝謝你們的付出，

願你們同樣感覺到，我們的付

出是值得的。

禮儀組籌委 ( 鄧鏡波書院 )

–	KO

每一年的慈青日都給我很

深刻的體驗，今年以家庭為主題

的慈青日也不例外。

今年，我擔當了司儀的角

色，這角色令我體會更加深刻。

想起當初很害羞、不苟言語的

我，得到這次的機會，我真的

很感恩。這半年的籌備過程中，

讓我有機會改善自己的不足，

從中亦發掘到自己的優點。我

在慈青日的表現雖然未必是最

好，但擔當司儀已經是自己一

個小小的突破。

另外，我亦是禮儀組的籌

委，這使我有機會應用我之前

所學到的禮儀知識，與其他青

年一起分享、一起為慈青日籌

備祈禱會。起初，我以為禮儀組

十分沉悶，但組長每次都以不

同遊戲，讓我們投入當中。多次

的培育聚會都成為了我寶貴的

經驗。慈青日當日，祈禱會順利

完成的一刻，我真的很感動。

籌備的日子，雖然好辛苦，

有時遇上測驗考試，更是吃力，

但慈青日當日，看到參加者每一

個笑容，聽到他們說「好好玩，

好有意思」，這些都是對我們籌

委的支持和鼓勵。對我而言，慈

青日並不只是「一日」的活動，

而是半年的培育。三年的慈青

日籌委，我在這團體成長了不

少，「團隊合作精神」、「互相

鼓勵」……	雖然不是很特別的

東西，但在這個團體──慈幼

青年，真的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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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慈幼家庭神修日舉行的目的，是要與總部

全球慈幼家庭神修營同步，一起鑽研總會長的年度

贈言，作為整年的教育牧民方向。2018 總會長贈

言：「先生，請給我這水吧！讓我們培育聆聽和同

行的藝術」。

是次神修日於 1月 14日在慈幼會修院聖方濟

禮堂舉行。活動首先由馮定華神父作導言並帶領祈

禱，隨後會長斐林豐神父及慈幼家庭委員陳鴻基神

父作勉語。馮神父帶領 110 多位慈幼家庭成員，

藉著「撒瑪黎亞婦人與主相遇」的啟發，扼要地了

解總會長 2018

贈言的內容，然

後與會者分組探

討兩個問題：哪

裡是可以等候青

少 年 的 雅 各 伯

井？怎樣聆聽與

提問、陪伴與引

導，才能幫助青

少年找到湧到永

生的水泉？

每年，慈幼青年牧民團都會聚集慈幼會港澳區

各院校的宗教教育主任，為推動各院校的宗教教育

作牧民分享。

今年的宗教教育主任會議於二月九日在聖母

樓舉行，探討「如何於慈青善會內加入慈幼傳教義

工服務元素」。慈幼青年牧民委員梁偉才神父首先

以《路加福音》中，耶穌宣讀了一段依撒意亞先知

書，敘述自己被派遣的經過作開始祈禱。

及後，梁神父介紹了慈幼式的傳教義工服務。

慈幼式傳教義工服務的特色是以聖鮑思高為模範，

以青年 ( 特別是貧苦無告青年 ) 為對象，以救人靈

為目標，以預防教育法方式及由教育牧民團體推動

教育牧民計劃。

簡介後，與會者分享及討論各種校內及校外服

務、如何在慈青善會推動校內及校外的慈幼傳教義

大組匯報中，大家非常認同，我們所提供的

陪伴，並非一般的輔導，而是擁有信仰和神修幅度

的神修陪伴，目的是要讓耶穌的恩寵，進駐人的心

靈，從而改變和轉化他們。各組都認為要主動尋找

年輕人，了解他們的需要和喜好，才能與他們建立

關係，並在他們遇到困難前，放下種子，讓他們當

遇到困難時，能夠找我們作為傾訴的對象，這樣的

陪伴和引導才會發揮作用。

大組匯報後，大家拍照留念，並以朝拜聖體、

會長的祝夜安，結束是次神修營。

工服務，以及三個可行的行動策略。小休後，與會

者為牧民助理指引給予意見及修改。

最後，大會以祈禱結束，祈求天主賜予各人所

需的恩寵，繼續各人心中教育青年的心火，帶領青

年走近天主。

2017–18 慈幼家庭神修日

宗教教育主任會議

Joyce

牧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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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次牧民常會於 2018 年 1月 13 日在

聖母樓舉行，主題為「如何在地方團體加強家庭牧

民」，目的是讓參加者初步認識《愛的喜樂》勸諭

第六及第七章，以及分享家庭教育及性教育、協助

困難家庭的青年例子，吸引了五十多位校長、公教

老師及牧民助理參加。

聚會由慈幼青年牧民委員梁偉才神父帶領祈禱

開始。第一部份由慈幼學校劉彥君博士以《愛的喜

樂》勸諭第六章，反思如何協助面對家庭困難的青

一班由慈幼大家庭院校畢業生組成的資深慈

青，每一年除了帶領慈青日籌委籌備慈青日的工作

外，他們亦會相聚一起，以每年牧民主題作反思。

2018 年 1月 6至 7日，慈幼青年牧民委員梁偉才

神父為資深慈青舉行了退省，是次主題為「一個五

星級的家」，目的是讓參加者重溫聖經中不同的家

庭人物角色，以及反思如何能建設一個幸福的家。

按慈幼會的傳統，飯後唸過玫瑰經，便開始退

省。梁神父首先與參加者重温了溝通四型：指責型、

討好型、超理智型及打岔型。及後，大家一起閱讀

了幾段聖經章節。梁神父藉著這些聖經章節指出，

聖經中也有最爛的家庭，例如亞當把吃禁果的責任

推卸給厄娃、加音殺了弟弟亞伯爾等。分享這些章

節後，參加者也分享了自己家庭最難忘的衝突、最

後取用了哪種溝通方式解決，以及若再次面對同樣

的情況，會如何面對。

第二天，參加者就聖家面對的各種挑戰，進行

反思──如家中遇到挑戰時，家人該如何面對及處

年。第二部份則由香港鄧鏡波書院黃嘉明副校長，

以《愛的喜樂》勸諭第七章，反思如何推動家庭

教育及性教育。她提醒與會者推動家庭教育及性教

育，要以營造貞潔文化為先，教導學生互相尊重。

小休後，參加者分為兩組，一組分享協助面對

家庭困難的青年例子，以及探討應做事項和不應做

事項；另一組則就如何推動家庭教育及性教育，及

其五項應要注意的事項，進行分享和討論。

及後，傳教委員馮定華神父分享了中華會省傳

教週的訊息及可用物

資，並帶出本年度傳

教週的主題為「福音

初傳與美洲的原住民

──他們留下……與

我們一起。」第二次

牧民常會最後在一遍

祈禱聲中結束。

理，以及從家人身上學到哪三種價值。

整個退省以主顯節的感恩祭作結束。梁神父

講道時提醒青年，每個人因為耶穌的出現，經驗到

天主的臨在及天主的愛。當有家庭成員做了一些事

情，引發家庭衝突，另一位家庭成員一定會盡力解

決衝突，這樣才能夠做成每個參加者的臨在。第二

天所分享的聖經章節裏有一個核心人物──耶穌，

祂使祂的家有一份動力。祂勸勉青年要建設一個五

星級的家，就是要把耶穌的愛彰顯出來，要把一些

家裡好的價值承傳下去。	

2017-18 年度第二次牧民常會

資深慈青退省

Phyllis

Phy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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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仍在中華會省服務時，已經歷了會

省內學校的轉型。當時，由於會士年齡老化，加

上不少年青會士因不同的理由而沒有投入學校的

工作，所以在學校工作的會士人數相對不足。另

一方面，修會方面大力推行對合作者的關注和培

訓，所以會省也加強了對在校合作者的培育，而

逐漸將學校的行政工作交由合作者推行。這樣，

對合作者的培訓工作也變得迫切和重要了。

慈幼會在蒙古傳教地區的第一項服務，就是

在首都烏蘭巴托開辦的鮑思高職業訓練學校。當

時全體會士 ( 四位 ) 全都投入學校工作；隨著時間

的腳步，慈幼會傳教士也由第一批投入服務的四

位增加到目前的十位 ( 期間不斷有傳教士離開，也

有新傳教士加入 )，增幅為百份之一百五十。另一

方面，我們服務的地區由首都開展到北部達爾汗、

酷都，去年更接下了穌烏 (Shuwuu) 地區的福傳工

作，所以服務地區增幅為三倍。服務工作由一間

職業訓練學校開始，加入了一間兒童中心、兩個

本堂、一間教育中心、圖書館、兩所青年中心、

出版社，現更計劃在穌烏開展學校或教育中心，

若單指服務單位而言，增幅為九倍！所以，傳教

士的增幅遠遠追不上服務單位的增幅，對本土合

作者的需求也顯得更加迫切。除了具體上傳教士

人數不足之外，語言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由於

蒙古語本身有不少方言，學習上來頗為困難，我

們的會士大都只能應付日常應用的需要，而不能

真正掌握這語言，也很容易弄出笑話，所以在日

常的教育和牧民工作上，我們不時需要本地合作

者的幫忙。他們在語言和文化上幫助我們不少，

但由於他們對慈幼會的接觸和了解仍然未足，加

上大部份都沒有天主教背景，或信仰仍未札根，

所以對他們的培訓也是困難重重。

目前，在首都的職業訓練學校裡工作的會士

只有「兩個半」，兩個為修士，一個是學校的校長，

另一位是財務主任，另外那「半個」會士就是本

人──學校校監 ( 因為要兼顧很多其他工作，所以

只能算半個 )。學校的員工共有四十多位，他們都

是我們學校工作的前綫合作者，而會士們都只是

負責行政和指導的工作，今個學年才開始正式在

課堂授課，堂數也只是每週兩節，所以學校的教

育工作主要是靠我們的合作者。如果合作者明白

我們的精神和教育理念，他們將會成為我們延伸

的手臂，反之他們也可能成為我們教育福傳工作

的絆腳石，所以培訓他們是我們其中一項必需進

行的工程。

	 今年二月初，學生開始放寒假，所以我們

為學校的員工們舉行了四天的培訓活動。二月六

至八日，每天上午由校長修士個別接見員工，下

午由本人主持工作坊。這三天的工作坊中，透過

不同的活動和小組互動，使他們學習團隊精神，

以及加強他們相互的了解。同時也藉著個人反省

和小組分享，一起檢討我們在上半學年推行教育

牧民方案的成效。三天工作坊結束後，第四天我

們安排了一整天的郊遊，首先探訪了我們在穌烏

的本堂，然後一起到山坡滑雪。這樣的郊遊亦有

助促進我們的家庭精神。

四天的培育結束，我們仍未能評估成效有多

大，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主！我們只按我們的

能力去做，當然由於語言的障礙，即使我有很多

東西想跟他們分享，但卻感到無法深入，固然有

些無奈。然而，這樣卻讓我更感到天主化工的奇

妙。我深信今天為他們所做的，總會在他們心中

埋下一粒小小的種子，當種子發芽和成長，他們

將會是我們在教育福傳工作上很大的助力。願天

主繼續降福他們。

梁幹潮延伸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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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講座詳情：日期：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

地點：聖安多尼堂（母佑堂）

        香港薄扶林道16號A 

        (港鐵香港大學站A出口)

對象：校長、宗教科老師、牧民同工

講者：慈幼會會士  張心銳神父

內容：分享培育經驗；引領孩子接近天主，發現生命

        的意義；認識天主眼中的自己及祂的召叫。

聖召   策勵
如何在校園營造聖召文化

宗教教學講座

講座不用收費，出席者將有禮品乙份。如有興趣

參加，敬請電郵enqu i r y@vap . o r g . h k或致電

(852) 2568 1617報名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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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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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家庭

我想與你們分享過去幾個月，在荷蘭比利時

會省使我縈繞心中的三件事情：天主的恩寵和旨

意、信仰視野以及祈禱。

天主的恩寵和旨意：「在天主前沒有不可能

的事。」聖經裡，約納的故事讓我反思自己的生

命。天主為使罪人悔改，所以派遣約納到尼尼

微；可是，他卻逃避天主的召叫和使命，拒絕與

天主合作。然而，天主最終卻能夠使人變得柔

順、合作。天主擴闊人的視野。我把自己的傳教

生命，視為天主的恩寵和旨意。我每天都面臨挑

戰：語言的障礙、文化的衝擊、寒冷、生活方式、

生活信仰的方式……所有困難，都衝擊著我的傳

教生命。有時候，我想按我的方式處理事情，或

者隨心而行。然而，至今我所學到的，讓我變得

謙遜和感恩。現在，無論祂引領我到何處，我都

會跟從祂。祂與我完成每一件事，一如他與約納

所作的一樣。

信仰視野：生活在俗化世界裡的人，很難接

受任何未經科學解釋和驗證的事物。在一個受到

科學決定全面影響的社會裡，我們該怎樣尋找天

主呢？我肯定，天主介入我們的生活裡。我回顧

過往，並反思有關天主眷顧和保護自己的經驗。

在困難的時刻，祂沒有離開我，留下我獨自一

個。祂在任何境遇，時常與我在一起，一如祂曾

經承諾過：「我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

終結。」(瑪 28：20)

傳教士的生命 ── 天主的旨意和祝福
祈禱：當我面對困難處境的時候，我會感到

無能為力。我需要深入了解我的人，天主就是這

個人。透過每天的祈禱，我把所有的感受與經

歷，訴說出來，帶到祂面前。當我還是初學生、

開始夢想成為傳教士的時候，我便建立這種信任

關係。感謝天主，時至今日，我依然透過個人和

團體的祈禱，維持這種與天主的接觸：每天的玫

瑰經、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覺時對天主的感謝等。

這是我生命裡最牢固的支持點。我恆心地、忠誠

地、虔敬地完成這些事情。我的經驗告訴我，上

主俯聽我的呼喊。

這就是三個使我堅強的元素。它們使我成為

愉悅、樂觀的傳教士；現在我對於在荷蘭阿姆斯

特丹與四位會士一起的工作，感到快樂。我們的

團體，是多元化文化的團體，有來自比利時、印

度尼西亞、印度和東帝汶。我們團體被委託照顧

方圓七公里內的四個堂區和五間聖堂。我們剛開

始為年輕人籌辦新的牧民活動。我們安排聖言誦

讀和泰澤祈禱聚會。我們希望透過聖母瑪利亞的

代禱，明年會變得更好，並且為天國帶來更多美

果。

慈幼傳教祈禱意向

2018年 2月：為美洲的慈幼會會士祈禱

求主使他們作為年青人和平信徒的教育者，能藉

著福音的光照，以及誠實、正義、團結和服務等

價值觀，懂得如何作自我培育。

2018年 3月：為歐洲的慈幼會會士祈禱

求主恩賜在歐洲大陸，能有效地作福音初傳，並

且在這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環境裡，慈幼家庭

能具有在聖神內辨識的恩寵。

Cirilo	de	Deus

屬於荷蘭比利時會省

在阿姆斯特丹的東帝汶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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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會總部「聖若瑟」團體
新近成立 ( 總部議會 )

阿根廷──「為青年跑一公里」：
共融應用程式及賽事

第二屆「布宜諾斯艾

利斯為青年跑步」(corre	por	

los	jóvenes)，已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 ( 星期五 )，即

聖母無玷始胎節舉行。

本年度創新之處，在

於建立了應用程式──「為

青年跑一公里」。當使用者

下載及登記後，便與一家贊助公司建立合作關係：

當使用者跑步、步行或踏單車一公里，便能捐助慈

幼會社會教育計劃，並透過運動達致共融。計劃推

廣人表示：「透過下載應用程式，以及你們的體育

根據568/SG/2017號法令及

聖教法典，慈幼會總會長范達民神

父成立「聖若瑟」慈幼會團體，為

慈幼會總部提供服務。新團體隸屬

羅馬教區，並得到教宗的羅馬教區

代理，以及修會總部議會的認可。

「聖若瑟」團體直屬總會長，

並根據會憲第 161 條有關省會長

職務的規定，由總會長委任副總會

長執行這個團體的策勵及管治工

作。他與總部財務長及兩名總部議

會成員，組成議會，任期三年，而

新團體目前共有 38 名慈幼會士登

記為「成員」。

在羅馬聖心大殿的側堂，即現

時新團體所在建築物的旁邊，有一

幅巨大的聖像畫，描繪了瑪利亞、

耶穌和整個教會，置於聖若瑟父親

般照顧之下，不覺奇怪，這幅畫上

方題寫了：「往若瑟處去吧」（Ite	

ad	Joseph）。沒有比他更適合選

作該團體的主保了。

活動，便能協助數以千計

的兒童及青少年，在阿根

廷慈幼會士推廣的社會教

育項目中，接受教育及優

質培育：把你們的步伐化

為教育吧！」

活動收益將撥歸阿

根 廷「 為 青 年 」(Por	los	

jóvenes) 基金，用來支援慈幼會於阿根廷南會省的

慈善事業，為有需要的弱勢兒童及青年提供不同範

疇的服務，如職業培育、教育，亦會用於慈幼福傳

使命等項目。

總會長向母佑會修女發表 2018 年贈言
慈幼會總會長范達民神

父向母佑會總院的修女發表

2018 年贈言──「讓我們培

養聆聽與陪伴的藝術」，並附

上一個聖經章節的反省：「先

生，請給我這水罷」(若4:15)。

活動開始時，總會長指出

陪伴是一個基本的任務，其使

命就是「對話」，目的是「促進人與上主之間的關

係」，他訓勉道：「對我們慈幼會士來說，聆聽陪

伴我們的男女青年，是迫切急需的要務。我們還等

待甚麼？為甚麼還不決心前去

陪伴我們的青年？為甚麼還不

投入這份對於青年生命有著重

要性的工作？是甚麼阻止我們

履行作為教育者的基本使命？

為甚麼花時間忙於其他事情，

而不把真正的教育福傳工作，

放在優先的位置？」

演說發表後，溫幗儀修母感謝總會長，向她們

送上贈言，以及邀請她們活出並實踐這鮑思高及瑪

沙利羅神恩的基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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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教育法家庭篇

鮑思高神父提倡的預防教育

法的元素：臨在、宗教、理智、

仁愛，在家庭培育上非常實用。

作為父母時常臨在於子女中

當然重要，但是，現今的媽媽大

多要外出工作，直接照顧子女的

時間便相對少了，因此，我們更

加重視「臨在質素」(Quality	Time)。

當子女越來越大的時候，他們需要我們陪伴的

時間亦同時較孩童時期少。時間既少了，同時我們

也會覺得很難與他們溝通。回想起，我們也曾經經

歷過青春期，那時家人跟我們講道理，出發點都是

為我們的好處；不過，我們總覺得他們好落後，他

們並不明白我們的感受，於是，他們講他們的；我

們做自己所認為對的事，大家南轅北轍，完全溝通

不來。

現在，當自己成為父母後，角色身份也轉換

了，臨在當然不能或缺，但更重要是仁愛，同時有

這兩個元素，與子女溝通才可行，父母才可以實在

地給子女一些具體的建議。

無論你是否有信仰，預防教育法的每一個元素

都缺不能少！依我的經驗，我認為這些元素的次序

在實踐上應該如下：仁愛、臨在、理智，而宗教則

是整個理論的基礎，那幕後之首	─	天主支撐著整

個教育法，一直在父母及子女的身旁！

我育有一對孖仔，記得他們在升高小的時候，

我決定把他們轉往一間以嚴謹聞名，而成績超卓的

補習社。最初，兩個小孩子都為自己訂立了一個目

標：考入區內的出色官校就讀中一。他們本身在校

內的成績亦算理想，而且對自己的能力也有信心，

因此，他們並不覺得特別辛苦。一切都安排好，而

且運作順利，仿似水到渠成，只待成功的日子！

毋忘初衷

過了兩個月，爸爸跟我說，弟弟早上扭計說不

想去補習社。我嘗試與他傾談，他情緒很波動，我

於是使用了「氹氹式」的輔導技巧，他終於答應會

去補習社。當日，我陪他到補習社，他堅持不進去

補習室，只想坐在接待處。我以為或者導師會與他

再傾談，困局便一定會化解。當晚，他仍然沒有講

出不願意回補習社的原因，只是堅持不會再去。我

心想：雖然已交了一期學費，但我應該尊重他的感

受及看法。我與他商討如何可以保持自己的學業成

績，最終，他願意去嘗試另外一間補習社。

我亦問過哥哥，是否也要轉補習社，他堅持要

完成小六呈分試後才離開，因為他認為老師可以幫

助他獲得更理想的學業成績。我終於明白：縱使兩

兄弟在相同的胚胎長大，但每個都是個體，各有不

同！

最後，弟弟去了另一間補習社不足一個月也

停止補習了，因為他相信自己可以應付得來，不

用其他老師協助。作為媽媽當然擔心，不過，我盡

量嘗試了解箇中原因，我猜：也許小朋友在心理上

曾受過傷害，或者他「假設」自己的能力就是他的

價值……如果連我也懷疑弟弟的能力，對他失去信

心，他便沒有勇氣去接受挑戰！事實上，過了兩年

後，在弟弟升中一前的暑假，我和他重提此事時，

他終於道出了補習社導師對他的負面說話實在影響

他向前的動力！

Te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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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作為父母都以為自己為子女

所安排的必然是最好的，而且在安排之後

大家必須按計劃完成。從這件事中，我也

問自己，我有沒有了解兒子當時的心理狀

況？他當時要面對的困難是什麼？他的感

受是什麼？事實上，我並沒有辦法去為他

解開這個心結，只有他自己可以處理。我

也明白到，若我只堅持要他完成已安排好

的事，才去了解他的想法及感受，這並非

一個愛他的表現。

也許大家並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不

過，我深信以愛去包容、體諒及支持子女

的一些正確的想法及決定，一直陪伴他們，

讓他們知道我不會因為他們的過失或能力

有限，或他們達不到我心中的期望而離棄

他們，是我作為母親應該做的事。我會等

待在他們情緒平復後或在緊張期過後，大

家一起平靜地去分享表達，分析當時的事

件，讓他們從這次經驗中學懂面對日後相

似的處境，怎樣以理智去處理。這樣，他

們才會成長！

我所說的幕後之首：天主，在我教育

子女的經驗中，一直在我身邊。

我反思：假如天主以獨裁方式，強行

要我們完完全全按照計劃去完成，而忽視

我們心理上的感受或所遇到的困難，不知

我們會變成如何？

回想我自己的經歷：天主不就是常常

讓我自由地去選擇？雖然我多次揀錯、做

錯，但祂一直給予我機會，時常聽我禱告，

讓我成長。當我感到疲倦、無助的時候，

只要我走到祂身邊：教堂、祈禱，我都會

得到寧靜、平安。相信子女也同樣希望我

們好像天父一樣的仁愛，對他們不離不棄。

鮑思高神父所用的是天主教育人的方

法。作為父母，在寶寶未出世前，我們一

直都祈望他健康和快樂地成長。我相信只

要我們用預防教育法去教育子女，他們一

定會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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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過了「而立之年」，記憶力都會逐漸衰退，可

我對在慈幼修院內發生的一切，卻記憶猶新。

當我在 2001年 8月初次踏足修院時，所見的多

是為教會奉獻大半生，獻身於教育、青少年工作及福

傳工作的老會士。他們中很多現已過世，但我深信他

們都是天主教徒的楷模。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陳

基 慈 老 神 父（Fr.	Mario	

Acquistapace）， 我 見 他

時，他已九十多歲，弓背

得很厲害，也要坐輪椅。

當時我很愚昧，竟不知他

是 50 年代的中華會省會

長，見旁人跟他談話都是

用意大利語，甚至以為他

不懂中文，平白失去了許多跟他討教的機會。

結果，我只有兩次機會跟他談話，第一次是

2002 年農曆新年，慈幼小堂的教友往修院探望老人

家。他指著坐在「少懷之家」門口的斐林豐神父對我

說：「他是大學教授，跟他學道理準沒錯！」接著，

他叫我拿一些花地瑪聖相，給我簡單講解，然後派給

教友。

從區海晏修士處得知，這位老人家有著聖人的芳

表，一生救助孤兒無數。會友們都說他得享高壽，也

許是那些已在天鄉的孤兒，為他們的這個大恩人祈禱

所致。也有教友說，他一直聽告解至 93歲，疼小孩

疼得不得了。我同時也知，他大半生都在澳門、香港、

北京、越南等戰亂之地救助弱小，他的意大利名字意

思是獲取和平，可是他所到之處，卻多烽火連天，可

以想像他的使徒工作有多困難。

同年復活節晚間禮儀完後，他的輪椅被推往修院

途中，我上前跟他說，我將在 2003 年領洗，聖名已

由區修士和黃院長選好，是波蘭第一主保──聖達尼

路（Stanislaus），他說：「選得很好，很好！」	然

後給了我祝福。我目送他的輪椅消失在黑暗中，之後

再沒有機會見到他，同年 9月 25日陳神父仙逝，享

年 97歲，結束了他漫長的一生。

馮偉文

讀者
  心聲

慈幼修院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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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不是  
( 聖經全書 )

我的天父，亞當 ─ 人

永遠在線上，輸入中 ......

我兒，發生什麼事？

好嬲好嬲！！
我看到。

有很多人說祢的不是。

我不是受造物。

他們說祢是獨裁者！

何解？

祢沒有諮詢他們便創造了他們。

的確，不存在的我沒可能
知道他們的意願。

他們抱怨他們未能參與。

宇宙萬物都是出於我的手。

他們覺得自己被蔑視、被矮化。

我是天地的主宰。

他們希望可以給予意見。

萬物的自然定律是
我所製定的。

他們希望可以有商有量。

人的自然道德律也是我的傑作。

他們期望可以照自己的意願而活。

我邀請人類去管理大地。

他們在努力。

似乎破壞多於建設。

他們也持守一些價值。

他們在貶低人的價值。

註：天父既是永恆及時常看顧亞當，因此，對話中不會顯

示時間及44。

他們譏笑祢是自戀者。

我是自有者，我是唯一的天主，
沒有另一個。

他們說祢太自愛呢！

未有宇宙萬物及人類以前，
我只愛我自己。

祢就是愛。

我愛我的聖子因而產生聖神。

祢是三位一體的天主。

我創造人，願意與人分享愛，
分享生命。

他們說祢是最自私的！

我甚至賜下自己的獨生子，
讓人類重拾永遠的生命，

重新經驗我的愛。

我的好爸爸，
願祢的聖名永遠受讚揚，
願祢為人類所造的一切得以實現在人間，
一如祢當初所願意的。
求祢寬恕人類的無知及自以為是，
對祢的一切不公平的批評及抱怨。
更求祢打開他們的心眼，
讓他們可以看清事實真相，
接受祢的啟示，
並免陷於罪惡中。

我兒，誰是獨裁者？自戀者？自私鬼？

人類自打嘴巴。

請多看聖經。

爸爸，是祢的家書。

是我的自傳。

WhatsApp
天父也用



聖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

法」著重宗教、理智、仁愛，而

在理智方面，我們必須令學生明

白要守的規矩、守規的方法和好

處，當孩子明白了，自然會主動

合作。可是今日許多家長持著放

任和自由主義，使孩子成為「無

王管」的小霸王，當他們發現要

管束孩子的時候，已為時太晚

了。以下的例子是管教與放任的

分別：

在一幢大廈的升降機口，

保安伯伯正在打掃，一家人步

出升降機，三個孩子馬上齊聲問

候：「潘伯早晨！」老潘回應：

「早晨！一家去飲茶嗎？」母親

回答：「我們先去聖堂參與彌撒

和上主日學，然後才去飲茶，拜

拜！」老潘：「拜拜！真有家

教！」升降機門又打開了，另一

家人走出來，其中一個小孩踏著

滑板車衝出撞到潘伯，潘伯連掃

帚也掉在地上，另一小女兒追著

大叫：「車是我的，還給我！」

他們一家就如此走出大廈。潘伯

搖搖頭歎氣道：「真無家教！」

「家教」究竟是甚麼呢？

我們從小在家，父母總是教導我

們：「食不言，寢不語」，這是

朱子家訓中的名言；口不出惡

言，待人溫文有禮，早上叫早

晨，晚上請晚安，臉上當帶微

笑，這是待人接物的態度。

父母不但以言教，還以身

教。進食時注意小節：同枱吃

飯，手肘莫橫，若是飲湯，讓人

起羮，飲湯之時，切勿作聲，匙

羮放下，也要輕輕，夾餸之時，

切勿摷底，扒飯一啖，夾餸一箸；

連夾幾次，便是失儀。在家中除

了進食的禮儀外，在家時，父母

會順著機會教育我們：衫要勤

洗，鞋勿撻踭；早上起床，刷牙

洗面，面目清潔，人都光鮮；還

有：書勿眠讀，眠讀傷肺，眠讀

傷目。睡不可遲；起不可晏，遲

睡太勞，晏起太懶。看似蒜皮雞

毛的小事，卻是修身健體的好習

慣，從小學得，從細習慣，受惠

無窮。

看今日的社會，表面繁榮進

步，細看叫人歎息！小孩跟成人

在食肆吃飯時嘈喧巴閉，手橫腳

開，目中無人，飲湯唧唧連聲，

令人厭煩，要揀自己愛吃的就飛

象過河，左摷右摷，從底到面去

挑選而吃，甚至有些父母愛子心

切，代兒尋寶，這樣的身教只能

教出自私一族，小霸王就是出自

這樣的家庭。

我最重視孩子對家人的尊

敬，長幼有序，父母早已有訓

導，先敬長輩。所以，我會留心

朋友家中孩子的禮貌，例如吃飯

時是否先叫：「嫲嫲食飯，爸爸

媽媽食飯」等等。如此一來，我

心中便能對這家的家教有所評

斷，因為在家學到的終身受用。

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即使

溫良儉讓，都是由小處開始。

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是頗有道理的，連父母

都不愛的，能期望他愛國嗎？一

碟美味佳餚在眼前，只顧自己選

取最好吃的，能期望他會視兄弟

如手足嗎？能指望反哺年老體弱

的父母？近代的豪門爭產，兄弟

姊妹對簿公堂，心中只有錢財房

產，哪有親情，手足之誼何在？

這都是因為不懂家教，太多父母

只生養，不教導子女，這是無家

教的一代，我真怕這代無家教又

教出更難有家教可言的下一代。

我們從家庭中成長，第一對啟蒙

老師是父母，第一所學校是家

庭，若家庭失效，沒有家教的

人，世代傳下去，我真不敢想將

來的人，能有良好的發展嗎？

不論學生或子女，都是必須

教育的，父母是啟蒙老師、家庭

是孩子第一所學校，「養不教，

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下

一代的命運，一半是掌握在我們

手中。

「家教」與「校規」

教子有方
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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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石

我對西方文明及信仰認識的啟蒙

對我來說，陳基慈神父是院長，是我仰

視的人物，實際上，對他是敬而遠之的。但

是，居禮端神父則不同，我接觸較多，也是

印象較深的長上。他曾經教過我們要理課，

也是唱經班的指揮，而我是唱經班的一員。

他是我認識西方文明、天主教信仰的啟蒙老

師，而天主教是西方文明的泉源。

居神父留著一把大絡腮鬍，這是他給人

的第一個印象，他也自稱「大鬍子」。他

個子不高，永遠穿著會衣──從領口到下

端都排著扣子的黑色長袍。

給我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國籍。他出生於

Rovigno	d'Istria，現屬「科索沃」地域，

處在南斯拉夫和義大利之間。一直是當時

的南斯拉夫和義大利相爭之地；但是，居

神父堅持他是義大利人，而不是南斯拉夫

人，奈何政府卻不這麼認為。南斯拉夫是

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把他定為南斯拉夫人。

但由於被認定這個國籍，他有一個很實際

的好處：當時，還沒有實行糧食配給制，

每人每月供應八斤白麵，其餘糧食可以隨

便買。我們中國人都按這個標準；那些來

自「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每月也只給八斤；

但是對來自社會主義的「友人」居神父則

不限制使用白麵的數量。不過，他從來沒

有享受過這種優惠待遇，一直和我們一起

吃窩頭。

據說，他上過三家大學，持哲學碩士學

位。他懂多國語言，拉丁文和義大利文自

不必說，還有俄文、法文、葡萄牙文、西

班牙文等。大概他會八、九種語言吧！他

的中國話也非常了得，幾乎聽不到甚麼外

國口音。總而言之，居神父是一個學問淵

博的人。

他為我們講課時，古往今來的種種事在

他是信手拈來的。他給我們講希臘神話、西

居禮端神父
Marcello	Glustich
191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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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的佛朗哥、蘇聯的史達林、和墨索里尼

的故事，我聽得非常神往。現在想起來，當

時那樣年紀的我能夠吸收那麼多的知識真是

萬幸，為我以後喜歡讀書，知識面較廣奠定

了基礎。我還記得，他告訴我們牛奶可以幫

助睡眠，如何注意個人衛生等等。

猶記得他用一本簡寫的拉丁文《古經》

（即《舊約》）作為教本，常常先讓我用

拉丁文唸一遍，然後由他翻譯和講解。他

說，在義大利常常有這種現象，老爺爺、

老奶奶不認識字母，不會拼讀，而小孫子

女能夠拼讀，但不懂意思。這樣就將兩個

人的分工結合起來，由孩子讀一段，老人

家講一段。

居神父曾經在羅馬樂隊吹過長號，有非

常高的音樂造詣。他本人的嗓音也非常好，

唱 的 Ave	Maria、Memorale、O	Sole	Mio

至今仍令我難以忘懷，每當聽起這些歌的

時候，我的心一陣熱乎、我的眼一陣酸楚。

他還製作過一些曲子，特別是由他作曲，

郭新廷修士作詞的《進教之佑》歌，我至

今未忘。歌詞是：「聖母瑪利亞，天堂上

的媽媽。妳是大能的貞女，妳是教友的助

佑。求妳保護教宗。求妳保護聖教會。求

妳保護教友。求妳保護我們。我們一心依

靠妳，呼求妳，進教之佑，為我等祈。」

這曲調子緩展悠揚，有哀禱之聲。每當我

們遇到困難或大事的時候，都高唱《進教

之佑歌》，大家在歌聲中團結一致，精神

振奮。特別在 1952 年以後，鮑思高成了

眾多教友聚集朝聖之地。大瞻禮的日子裡，

幾百人同聲歌唱，祈求聖母保護聖教會，

場面真是悲壯感人。

他是唱經班的指揮和教練。在他的教導

和指揮下，我們能夠唱許多彌撒歌曲和聖

歌，一般情況都能用三個聲部。由於沒有

女高音，由童聲代替。我從 1952 年參加

了唱經班童聲部。有時候，我們一出錯，

他就用指揮棒敲打樂譜托架，大聲用義大

利文喊：「Soprani!	Soprani!」，「Basso!	

Basso!」或「Tenor!	Tenor!」。伴奏的樂

器是風琴和薩克管。唱經班演唱過許多彌

撒曲，雖不是什麼有名的樂隊，但訓練嚴

格有素，每逢大瞻禮，許多教友前來鮑思

高，偶爾多達數百人。我們的歌唱為彌撒

禮儀增添了氣氛，也給許多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往後的日子，還不時聽到有人提到

我們的唱經班呢。

居神父還會給我們傳授音樂知識。如

有一首彌撒歌曲，什麼名稱我忘記了。有

一段是「Et	 in	 terra	pax	hominibus	bonae	

voluntatis	bonae	voluntatis」。當時他告

訴我們，作者是一位神父，他坐在瀑布旁

觀望，看到水在河裡的歡快地流淌，突然

從高處向低處傾下，波濤洶湧奔騰，然後

又歸於平靜。因此在唱「Et	 in	 terra	pax	

hominibus」時要短而歡快，而到「bonae	

voluntatis」的時要一起高唱，歌聲雄壯。

幼時的音樂薰陶，使我受益終身。以

後，我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演唱；但是，

對音樂的熱愛和欣賞卻成為我一生的寶庫。

我能夠欣賞交響樂、歌劇等西方音樂；而

且知道，在社會上奉為經典的歌曲，正是

我們以往經常演唱的，如「我的太陽」、「重

歸索蓮托」等曲目。

居神父個性開朗、性格直率，他也會發

脾氣，主要是在排練歌曲時所發的。那時

候，我們畢竟還是孩子，有時候精神不集

中，有時候說笑。他就用拇指扣著食指和

中指搖著手腕指向我們，口中用義大利文

喊道：「Voi	dormite!	Miseria	batate!」（意

思是「睡覺吧！無用的土豆！」）



慈青日 2018 

   「我們是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