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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話 ⊙ 張文福 

戰爭與和平 
在美國，有關是否使用鞭子教育兒童的議題，各界爭論不斷。反對的人士說，用

鞭子是對兒童的一種暴力行為，不僅會造成人身傷害，而且還會在兒童的心中留下不

可磨滅的陰影；支持者引用了古人的經驗：「打就是愛，罵就是疼」，來表明在教育

孩子的方面不能放鬆，沒有人能預料，縱容孩子的後果。 

在名為《美國恐怖分子》的書中，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 Veigh）於俄克拉

荷馬州（Oklahoma）的爆炸案。蒂莫西·麥克維謀殺了包括許多孩子在內共有 168 人，

他在法庭上告訴大家說，他的父母不和，常常發生衝突，所以，他與祖父一起生活，

並受到祖父的寵愛。七歲時，他的祖父給了他一支步槍，並教導他如何使用步槍打獵

及正確的射擊。 

最近，在美國的學校及百貨購物中心，也時常發生槍擊案。佛羅里達高中的一名

年僅十三歲的美國學生，因為開槍殺死了一名老師而出庭。這一位男孩被父母過度的

寵愛，以致於他可以使用成人的槍支，並帶到學校去恐嚇他的同學們。這一個案件，

影響了很多的學生，他們主張暴力可以解決一切。 

以前在英國，也有一個謀殺案件，他們只是兩位十歲的少年。在 1993 年 2 月的一

個晴朗的下午，兩歲的詹姆斯·邦格（James Bonger）跟隨他的母親來到利物浦

（Liverpol）的一家購物中心。母親在商店裡的時候，詹姆斯在外面跑來跑去，遇到

了兩位十歲的男孩，然後，他們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母親從商店出來，著急地尋找

她的兒子，但是，怎麼都找不著。她通知了警察，幾個小時之後，就收到了令人震驚

的消息：小詹姆斯走進了火車的軌道，被切成兩半。多虧了附近一家商店的攝影鏡頭，

警察發現，兩個十歲的男孩引誘小詹姆斯跟隨他們，來誘殺這一名小孩，只是為了使

他們有很過癮的感覺。這兩名少年，將詹姆斯從擁擠的人群之中，引誘到鐵軌附近的

某一個地方。在這裡，他們撿起石頭和廢金屬，砸在幼兒的頭上，在滿足了他們的野

蠻的謀殺個性之後，他們知道詹姆斯受到了致命的傷害，便將他的屍體拖到了火車軌

道上，以便讓火車切成兩半。這兩名凶狠的男孩，都來自貧困未受過教育的家庭。入

獄多年後，今年已經十八歲了，這兩名少年，由許多的天主教志工及教育專家們，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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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負責教育及輔導，他們也很努力的改過自新，很認真的工作，並自願從事許多的善

工及愛德工作。大家都希望將來他們出獄之後，可以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 

臺灣的教育，雖然已經進步很多了，但是，對於保護珍貴的生命一事，還要多多

的加強。大家還記得，最近幾年來發生了許多殘酷的殺人案件，是對生命的日益忽視。

1996 年 11 月 21 日劉邦友等的暗殺事件，殺手一出手就殺了八個無辜的人。2014 年 5

月 21 日的鄭捷在捷運上，隨機殺人的案件，捷運上有許多無辜的客人被殺了。2016 年

3 月 28 日的割喉案，無辜的小燈泡被殘殺了。在我們的社會之中，類似的案件，層出

不窮，無法一一的在此贅述。我們要多多的努力的把愛傳出去，呼籲大家彼此相愛，

共同來支持生命，維護生命，從開始到自然結束，這才是天主對人的旨意。 

野蠻的性情，是很容易進入人類的生活之中的，如果一不小心，它將變成一個不

好的習慣。善與惡之間，總是存在著激烈的挑戰。每一個人都容易受到誘惑，而成為

害人的元凶。人人要有成聖的決心。只有愛與寬恕，接納與和好，方能使我們成為四

海一家人，彼此如兄弟姊妹。邪惡籠罩著四方，一點點的縱容和輕忽，就將使我們處

於被邪惡所控制之中。聖伯多祿在他的書信給他的教友堅決建議如下： 

「你們要節制，要醒寤，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巡遊，尋找可

吞食的人；應以堅固的信德抵抗他，也該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都遭受同樣的

苦痛。那賜萬恩的天主，即在基督內召叫你們進入他永遠光榮的天主，在你們受少許

苦痛之後，必要親自使你們更為成全、堅定、強健、穩固。願光榮與權能歸於他，至

於無窮之世。阿們。」（伯多祿前書 5：8-11） 

多時在黑暗中行走，人們會習慣黑暗。人們生活在邪惡的控制之下，人們再也無

法分辨善與惡，也不會看出來還在危害的裡面。常說謊，人們將不再區分是非。 

主耶穌叫祂的門徒不斷地醒著。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就是處在陷阱與考驗之中

的艱難歷程。物質上的一些好處，一點點的榮耀，足以使我們眼花撩亂，而失去了生

活上的方向。沒有了愛，再沒有了什麼比愛更寶貴的了。沒有了天主，我們將一無是

處。在當今，充滿了對信德的挑戰，我們需要天主的恩寵，來幫助我們始終忠於愛與

善行，尋求真理，為真理作證。 

2020 年，新的一年來臨了。在這新的一年之中，我們都希望得到新的生活，與新

的平安，讓不好的、不愉快的，拋諸在腦後。使我們可以一起來努力，讓「相愛與和

平相處」跟隨著我們，一起進入這新的一年。世界上，還有許多的地方發生戰亂，我

們也一起來，多多的為他們的國家，及世界的和平祈禱。 

聖座新聞室於 2019 年 12 月 12 日的中午舉行記者會，公布了教宗方濟各的 2020

年第 53 屆世界和平日文告。本屆的世界和平日，將於 2020 年元月 1 日舉行，文告的

主題為：「和平乃是希望的途徑：對話、修和與生態皈依」這是教宗方濟各為第 53 屆

世界和平日文告，所選擇的主題。教宗強調：「若不盼望和平，和平就無法實現。」 

希望敦促我們走上和平之路，不信任和恐懼，則會「導致關係脆弱，提高暴力的

風險」。為此，教宗鼓勵眾人成為和平的工匠，展開對話，既不排斥，也不控制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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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此外，我們也要走向生態皈依的道路，「以新的目光看待生命」。教宗方濟

各在第 53 屆世界和平日文告中，分成五章來闡述了以上的重點。 

人類熱切盼望的和平「極其寶貴」，值得為此辛苦奮鬥。教宗指出，「希望這一

個美德催促我們踏上旅途，為我們裝上翅膀，好能向前邁進，即使面對難以跨越的阻

礙也不例外」。「戰爭和衝突的痕跡」壓迫著人們的「記憶」，帶來切膚之痛，「使

得人們，尤其是最貧困弱小的人飽受衝擊」。羞辱、排斥、哀傷和不義等，造成許多

無辜者深受其害。 

文告表明，有時「連整個國家都難以擺脫剝削和腐敗的鎖鏈」，導致「仇恨和暴

力」日益增長。因此，許多男女老少被剝奪尊嚴、身體的完整性和自由，「包括宗教

自由」。教宗寫道：「每一個戰爭都透露出手足相殘，摧毀人類大家庭聖召中的友愛

計劃」。戰爭的成因往往是不願包容異己，它將會煽動佔有慾和控制慾」。 

戰爭源自於自私、傲慢和仇恨人心。人用「負面」的眼光看待他人，所以想要除

去或排斥對方。這是「扭曲關係、霸權野心、濫用權力、恐懼他人，並將差異視為障

礙」。誠如教宗方濟各在日本所言，世界和平跟玉石俱焚的威脅無法相容；相反地，

唯有「團結合作的全球倫理」能締造和平。 

「不信任和恐懼會導致關係脆弱，並提高暴力的風險。這是一種絕不可能帶來和

平關係的惡性循環」。因此，核威懾無法創造人們想像中的安全。那麼，怎樣才能遏

止不信任的蔓延呢？在這一份文告之中闡明，「我們必須追求真正的友愛，它立基於

我們來自同一位天主的事實，並在對話和互信中加以實踐。對和平的渴求，深深地烙

印在人的心中，我們不該放棄和平，轉而尋求其它次等的事物」。 

「記憶具備希望的願景：在戰爭和衝突的黑暗之中，牢記渺小的關懷舉動，往往

也能激發勇敢，甚至是英勇的抉擇，能再一次注入新動力，在個人和團體之間燃起新

希望」。為此，教宗提起他與長崎、廣島原子彈倖存者的感人會晤。這一些倖存者，

至今為恐怖的過往作出見證，以確保並建設一個「更公義、更友愛」的未來。事實上，

記憶有如「根基」，它是「為當下和未來作出和平決策的軌跡」。開啟和平的道路，

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挑戰，因為人際關係、團體和國際之間的許多利益互相矛盾。為此，

教宗呼籲眾人發揮「道德良知，以及個人與政治意願」，因為和平由人心而生。我們

必須「不斷地重振政治意願，以開啟新的修和進程，促使人民及團體同心合一」。 

教宗方濟各運用了建築工程的圖像來描述和平，那是一條攜手並進的道路，以謀

求公益，信守承諾並尊重權利。教宗闡明，「世界不需要空洞的話語，而需要令人信

服的證人、和平的工匠。他們開放對話，既不排斥任何人，也不控制操縱」。我們應

當走上交流的道路，跨越各種意識型態來尋求真理，培養互敬互重，「以達到在敵人

身上認出弟兄姊妹的面容的境界」。這一項建設和平的工程，引領人通向希望，而希

望「勝過於復仇」，它能喚醒人們的憐憫心，再一次激發團結互助的能力。因此，教

會要始終牢記基督的訓導，致力於尋求適當的秩序，為公益效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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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籲請眾人「放下控制他人的慾望」，學習將彼此看作是「天主的兒女，自己

的手足」。在這一條的道路上，我們將能打破「冤冤相報的循環」，接受希望的道路。

「學習活出寬恕有助於增進我們的能力，以成為和平的男女」。真正的和平通過更正

義的經濟體制而來。本篤十六世教宗曾表明這一點，並在《在真理中的愛德》通諭中

期許一種「不求償和促進共融的經濟活動」（參閱：39 號）。 

接著，教宗方濟各談論了《願祢受讚頌》通諭。他指出，我們仇視他人、不尊重

共同的家園、糟蹋天然資源的行為，造成種種的後果；面對這一切，我們應該進行生

態皈依。以亞馬遜為題的世界主教會議，開啟了一條道路，它督促我們恢復「團體和

大地之間、當下和記憶之間，以及經驗和希望之間的和諧關係」。這是一條聆聽並默

觀天主恩典的道路，進而促使我們與他人相遇，「為整個人類大家庭謀求公益」。「生

態皈依引導我們以新的目光看待生命，體會到造物主慷慨地恩賜大地給我們，並召叫

我們喜樂地分享，渡簡樸的生活」。如此一來，「我們與耶穌相遇的所有果實，便能

體現在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之中」。 

在 2020 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的最後一章，教宗強調，「修和的道路需要耐心和信

任。若不盼望和平，和平就無法實現」。我們要在天主聖愛的啟發之下彼此互信；天

主深愛著我們每一個人，祂的愛「無邊無際、不求回報、不知疲倦又能使人自由」。

教宗邀請眾人跨越恐懼，促進相遇文化，「使每一次相遇化為機遇」，視之為「天主

聖愛慷慨的恩賜」，從而活出普世兄弟情誼。 

對基督徒而言，這一條道路蒙受修和聖事的支持（參閱：哥一 20），它「要求我

們摒棄思言行為上對近人和對萬物的暴力」。在我們所領受的寬恕中，我們踏上旅途，

日復一日地將寬恕帶給其他的人，有朝一日我們終將成為「正義與和平的工匠」。 

祝大家  

2020 年，新年快樂！平安！幸福！ 

 

 

 

 

 

 

 

 聖經金句 ⊙許 世 杰 

從來沒有人瞻仰過天主；如果我們彼此相愛，天主就存留在我們內，他的

愛在我們內纔是圓滿的。 

若望一書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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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教區在 2019年邀請台北總教區教理推廣中心來開了一門有關家

庭信仰培育課程。這次課程給我們六個主題，看似每個主題都各不相關，

但其實不然。從人性的尊嚴看到我們每個人都是天主獨一無二的寶貝，天

主創造我們賜給我們愛的禮物–肉體及靈魂，讓我們有理性智慧、自由意

志及愛的能力。天主也賜給我們天使，保守我們能抵抗外界的危險及誘

惑，讓我們看到天主對我們人類的愛。但是我們仍不滿足，用我們的自由

意志去決定只順從自己，不順從天主，我們受到誘惑遠離天主，天主仍然

對我們不離不棄，讓祂的聖子耶穌來到世界上，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

完成愛的犧牲。在聖母的身上我看到了順服的美德雖然她不明白天主的

旨意，但是聖母願意勇敢的答覆天主對她的召叫。「看，上主的婢女，願

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一 38)聖母為何能如此的犧牲奉獻，因為她

愛天主，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也成為我們美好的榜樣，讓我們學習聖母的

謙卑。 

    當我們最後一堂課做總複習的時候，王修女說,我們常讓天主成為

「單戀者」，天主一直用祂的愛在默默的愛我們，等待我們的答覆，我們

還是常常不領情。回到最初的主題，「愛成一個家」。我們邀請天主聖三來

到我們家中，學習聖三之間的愛，我們與聖三、夫妻之間以及父母與孩子

之間，這個愛是彼此交付彼此給予無私的奉獻與犧牲。父母學習天主聖三

彼此之間的愛，孩子也將父母做為榜樣，學習如何愛天主、愛身邊其他的

人。我們人是軟弱的，是有限的，我們怎麼能夠抵抗誘惑？當我們愛天主

在萬有之上，讓天主成為我們的天主，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天主所賜，

我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祂(參詠八七 7)，我才能學會順服、謙卑，有能力

抵抗誘惑，信守我與天主這愛的盟約，使我們藉由家庭將天主的愛傳給其

他人。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若

十三 34) 

 

愛成一個家            陳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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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翼雙飛 主內婚姻教育系列      

              第18期 嫁娶天主教徒更好 

 

歐義明神父  
愛在加納指導神師  

最近有人問我：「為什麼天主教徒嫁娶天主教徒更好？」這讓我想起雅各
伯書中提到真正的宗教：「在天主父前，純正無瑕的虔誠，就是看顧患難
中的孤兒和寡婦。」（雅 1:27）另一種說法，我們來看看依撒意亞先知說
的：『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信，治療破碎
了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安慰一切憂苦的人。』（依 61:1-2）這樣價
值觀是耶穌的教導，仰賴聖神的智慧和力量，我們才能相稱地實踐。而要
能夠實踐需要堅定的信德，一般說來，唯有夫妻雙方皆有信仰，擁有共同
價值觀，相互鼓勵，以行動實際生活出來，日復一日地祈求聖神的力量堅
定彼此的信念，方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家庭。而擁有真正的基督徒父
母，孩子才能長成為一個有見識且忠實的成人，努力在他周圍傳播正義與
和平，進而把天主的國帶到世上。這就是為什麼只有雙方皆為天主教徒的
夫婦才能領受婚姻聖事。（混合婚姻的夫婦得到祝福，而不是聖事。）這
也是為什麼在婚禮上，是新娘和新郎彼此將聖事（聖神）授予對方，而不
是主禮司鐸。比在婚禮當天互相呼求聖神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繼續在婚
姻生活的每一天互相鼓勵，彼此相愛。當然，鼓勵主內聯姻還有其他常見
的原因。婚後不被環境所迫而變成對宗教冷漠、不可知論或無神論（包括
非天主教徒一方，最初是佛教或道教）這是其一。其次是夫婦一起參加主
日彌撒，而不是教友這方必須得在「獨自去彌撒」，或是「和家人一起外
出郊遊」之中做選擇。第三是家庭和諧平安，孩子從小接受耶穌的美好教
導，夫妻不需為孩子是否領洗而衝突。奉獻家庭財務給天主教教會也是另
一個好理由。這些原因皆有其價值，不應忽視。鑒於不同婚姻情況亦不同，
有些可以平和解決，有些則不能。但是，天主教徒嫁娶天主教徒最重要且
根本的原因，其實是為了真正基督徒的需要，以家庭的形式，致力於成為
基督的代表，把天主的國度帶到世上。 
             

嫁娶天主教徒更好 

♥婚姻金句 ♥  

因著愛與寬恕，夫妻在衝突中，仍相偕踏上成長和 
轉化的旅程。 

愛在加納～天主教聯姻  
電話：（02）2314-1833  
E-mail：lovecana2015@gmail.com  

https://www.lovecana.org.tw/index.php 

mailto:lovecana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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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包括聖經、教會活動、文史、常識等。 

 遊戲辦法為請將答案卷於當月第三個主日前投入答案箱內或直接拿給張福安弟兄，全答對

者於次月堂訊中刊載姓名作為鼓勵。★答案卷可按線裁開或依樣繪製填寫，並另印單張供

應，亦歡迎以 E-mail 傳送，請寄至 fwuan99@yahoo.com.tw 信箱。 

 109 年一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派遣司祭和肋未人

來問若翰說：你究竟是誰？若翰回答：

我是在曠野裏呼喊者的聲音，甚麼吧! 

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若一） 

直二、 耶穌走遍了全加里肋亞，一天在山上

坐下，開口教訓他的門徒說：甚麼？是

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 

直三、 聖詠﹤上主勝利凱歌﹥：你們應歌頌

我們的天主，因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你們都應該以詩歌如何？（詠四七）  

直四、 耶穌受洗後，立時從水裏上來，忽然天

為他開了。若翰看甚麼？有如鴿子降

下。（瑪三） 

直五、 五旬節日一到，眾門徒都聚集一處。忽

然，從天上來了一陣響聲，好像甚麼？

颳來，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全座房屋。

（宗二） 

直六、 西滿伯多祿的哥哥安德肋，就是聽了

若翰的話，而跟隨了耶穌的那兩人中

的一個，他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

滿，並向他說：甚麼？默西亞。（若一） 

橫１、 若翰作證說：甚麼？彷彿鴿子從天降下 

，停在衪身上。那派遣我來的給我說，

他就是那要以聖神施洗的人。（若一） 

橫２、 聖詠﹤天主是唯一希望﹥：我的靈魂只

安息在天主內，因為我的救援是由他而

來。只有他是我的磐石，甚麼？救星。

（詠六二） 

橫３、 杜牧（803 年－852 年），字牧之，號樊

川居士，晚唐著名詩人和古文家。有詩

《贈別二首.其一》：娉娉裊裊十三餘，

豆蔻梢頭二月初。……，卷上珠簾總不

如。第三句？ 

 一Ο八年十二月份答對者芳名： 

黃沛洋、黃雪卿、吳恩琪、 

陸秀玲、龔美雲、王  冀、 

丁茉莉、董明月、簡月枝、 

陳  恩、周芷華、林瑞菊、 
莊雅雯、陳美金。 
 

一Ο八年十二月份答案 

人 比 羊 貴 重  離 

子      耶 

也 得 罪 了 你  路 

是    知  撒 

安 息 日  道  冷 

息   睡   不 

日 暮 酒 醒 人 已 遠 
 

一Ο九年一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六   四   二   一 

       

       

       

     2  

  五      三   

3       

 

 

⊙ 張福安 

mailto:寄至fwuan99@yahoo.com.tw


------聖母聖心堂通訊 303期（8/10）------ 

 

 

 

1. 凡屬於本月主保之弟兄姐妺，歡迎於主保慶生活動時，主動出列，接受
神父降福及教友之祝賀。 

2. 預計一月十二日（星期日）舉行一月份主保慶生活動。 
 

 

主保聖名 日期 性別 

瑪利亞 天主之母 1/1 女 

歐福斯 1/1 女 

國瑞 1/2 男 

安塞羅 1/3 男 

安思頓 1/4 女 

紐曼 1/4 男 

貝塞特 1/4 男 

雷孟 1/7 男 

怡樂 1/13 男 

安當（安東尼） 1/17 男 

納太林 1/19 女 

思天、法俾盎 1/20 男 

依搦斯（依尼斯、安妮、 阿吉尼斯、雅妮、
安尼斯、依妮斯） 

1/21 女 

文生（味增德、味增爵） 1/22 男 

沙雷 1/24 男 

保祿（宗徒歸化慶日） 1/25 男 

寶拉 1/26 女 

弟茂德、弟鐸 1/26 男 

安琪（安琪拉、恩琪、 安者拉、安琦） 1/27 女 

阿奎納 1/29 男 

瑪諦納 1/30 女 

鮑思高 1/30 男 

 一月份教友主保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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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首周五下午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平日中文彌撒：週一至週六上午 8：30；週五下午 19：30 

 平日英文彌撒時間表：週三下午 18：00 

 主日越文彌撒：週日下午 18：30 

 每日彌撒直播網址：https://www.dropcam.com/p/CLIjJg(QR code 見右) 

 慕道班時間及地點如下，且可隨時個別預約上課 

1.時間：每星期日上午十點。 

地點：聖母聖心天主堂三樓（桃園市成功路二段 56 號）。 

本堂傳道修女：徐謙惠修女 

2.時間：每星期日上午 10：00；下午 15：30；晚上 19：30 

地點：德來修女院一樓（桃園市三民路一段 2 號）。 

聯絡人：曾麗達修女。電話：03–332–2067、333–1842 

 桃園鐸區新移民家庭福傳小組～聯絡人：陳敏惠姊妹   

電話：03–332–2067 或 0921–161–789 (可以直接加 line) 

Facebook 粉絲專頁：天主教新移民小家庭 

 黃淑慧 傳道(音樂福傳師) 

聖樂指導、彌撒司琴員培訓、慕道班、信仰小組讀經班 

電話： 0955–983–687 

 天主教婚姻交友網站「愛在加納」網址：https://www.lovecana.org.tw 

 

⊙福傳牧靈組 

 為促進世界和平願基督徒、其他宗教的信徒，及所有善心人士，都

能促進世界的正義與和平。 

 祈求大能的天主，在此次中華民國總統和立委選舉當中掌權，使選

出的人選是｢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米六 8)

的領導人，帶領我們的國家行走在天主的旨意中。 

 新春期間我們彼此祝福｢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願上主的慈顏光

照你，仁慈待你。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戶六 24~26) 

堂  區  動  態 

一月祈禱及福傳意向 

https://www.dropcam.com/p/CLIjJg(QR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921161789
tel:0921161789
tel:0921161789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https://www.lovecan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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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禮  

儀  

日 

週 六 
19:30 
中 文 
主 禮 
 (晚)  

主 日 
8:30 
中 文 
主 禮 
 (晨)   

主 日 
10:30 
英 文 
主 禮 
 

主 日 
16:00 
中 文 
主 禮 
 (午)  

主 日 
17:30 
英 文 
主 禮 
 

主 日 
18:30 
越 文 
主 禮 
 

釋
經
員 

讀  

經  

一 

答  

唱  

詠 

讀  

經  

二 

司 

琴 

輔 

祭 

聖器 
管理 
員 

感  

恩  

祭 
主 

日 

點 

心 

快 

訊 

招 

待 

晚 晨 午 晚 晨 午 晚 晨 午 晚 晨 午 

一
日 

元
旦
天
主
之
母
節 

※ 

張
文
福 

王
世
龍 

※ 

王
世
龍 

※ 

※ 

周
小
婉 

※ 

張
宜
卿 

黃
偉
亭 

簡
麗
芬 

※ 

何
錦
繡 

※ ※       
 

張
家
豪
何
振
碩 

林
俊
宇
張
淨
涵

徐
品
漢
何
姿
穎 

※ ※ 

牟
曉
君 

※ 

聖
母
軍        

 

※ ※ ※ 

送聖體員  徐修女             領玫瑰經  王校華 

五
日 

主
顯
節 

張
文
福 

張
文
福 

王
世
龍 

張
文
福 

王
世
龍 

阮
有
進 

黃
曉
晴 

牟
曉
君 

胡
慧
欣 

張
馨
升 

楊
維
宸 

楊
維
芹 

何
錦
繡 

徐
鼎
程 

 
吉
他
團 

      

吉
他
團
連
監
堯 

         

李
祖
輝 

 

吉
他
團
陳
皓 

徐
品
漢 

徐
鼎
程 

 
彭
佳
蘭
蘇
郁
雯

張
祐
嘉
蘇
均
容 

邱
暐
勛
黃
以
安 

洪
宜
蓁 

洪
宛
瑩 

廖
秋
蓮 

胡
月
娥 

李
秀
英 

牧
委
會 

陳
哲
誠 

方
仁
亮 

王 
 

冀 

送聖體員 徐修女  唐美麗     領玫瑰經  邵永華 

十
二
日 

主
受
洗
節 

張
文
福 

張
文
福 

王
世
龍 

張
文
福 

王
世
龍 

阮
文
雄 

王
者
欣 

蘇
宏
琪 

何
姿
穎 

彭
美
娟 

邱
柏
訊 

洪
楷
博 

楊
維
宸 

李
祖
輝 

吉
他
團
連
監
堯 

吉
他
團
陳
皓 

馮
天
恩 

蘇
郁
雯
蘇
均
容 

王
馨
柔
彭
佳
蘭 

蘇
晴
瑄
鄭
惟
心 

彭
佳
蘭 

富
天
昕 

黃
芳
珠 

胡
月
娥 

張
風
蓮 

福
傳
組 

門
徒
班 

楊
三
蓉 

黃
沛
洋 

黃
銀
妹 

送聖體員  王菊春  盧芸青     領玫瑰經  黃銀妹 

十
九
日 

常
年
期
第
二
主
日 

張
文
福 

郭
維
夏 

王
世
龍 

張
文
福 

王
世
龍 

阮
文
雄 

劉
美
敏 

莊  

智 

林
翠
玲 

馮
君
平 

胡
月
娥 

嚴
惠
珠 

楊
維
宸 

李
祖
輝 

陳
思
穎 

吉
他
團
邱
柏
融 

馮
天
恩 

丁
漢
杰
徐
品
漢

邱
暐
勛
林
俊
宇

陳
建
銓
黃
以
安 

何
振
碩 

富
天
昕 

林
姿
瑛 

黃
銀
妹 

盧
芸
青 

基
信
團 

婁
雪
琴 

張
家
興 

李
梁
君 

送聖體員  徐修女  車   林     領玫瑰經  周小婉 

二
十
五
日 

新
春
彌
撒
（
大
年
初
一
） 

※ 

張
文
福 

※ ※ ※ 

阮
文
雄 

※ 

黃
沛
洋 

※ 

蘇
宏
琪 

任
常
聿 

傅
美
香 

※ 

黃
琮
芳 

※ 

 

※ 

輔
祭
群 

※ ※ 

周
芷
華 

※ 

青
年
會 ※ ※ ※ 

送聖體員   車  林     

二
十
六
日 

常
年
期
第
三
主
日 

張
文
福 

張
文
福 

王
世
龍 

張
文
福 

王
世
龍 

阮
泰
山 

郭
慧
玲 

蘇
宏
琪 

連
心
威 

陳
明
華 

洪
瑞
發 

胡
慧
欣 

江
惠
宜 

陳
思
穎 

吉
他
團
陶
青
青 

丁
漢
杰 

徐
鼎
程
黃
以
安 

張
祐
嘉
張
皓
植  

陳
建
銓
賴
嘉
民 

洪
宜
蓁 

洪
宛
瑩 

牟
曉
君 

周
芷
華 

高
湘
琳 

家
庭
祈
禱
組 

春
節
暫
停 

杜
佩
澐 

車  

林 

送聖體員  徐修女  黃淑慧     領玫瑰經  林芝筠 

 聯絡人：李依仁 0938-680-914   王菊春姐妹 0975-569-637  
 讀經、答唱詠、輔祭人員請在彌撒前 10 分鐘完成準備，並至聖堂門口等候進堂遊行。  

 

2020年一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輪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