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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的地區，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那就是新春佳節與教會

的四旬期幾乎重疊在一起，而清明節和復活逾越節則非常接近。四旬

期是耶穌復活前四十天的準備期，在慶祝耶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大

喜慶，在慶祝宇宙萬物新生的節慶中，我們感覺到，萬物甦醒前的蟄

伏，是生命再起的力量。因此，萬物生命的茂盛燦爛，全賴蟄伏在地

下的時期的長短而定，大地覆蓋時間愈久，而後的生命就愈繁盛燦爛。

天主知道此理，而要我們人類應從此理而了解重生生命的強度之來

源。教會有鑒於此，要我們倣效耶穌的生命力量的過程，而重視生命

逾越須從悔改開始，而訂定了四旬期，以跟隨耶穌而走人生悔改的苦

路。 

猶如苦路經的默想一樣，我們的人生從一開始就被判定要背十字

架去受死。這十字架的苦路之判決，並非出自天主，因為天主造我們

時，是將我們安置在樂園中，而樂園中卻有生命樹和知善惡樹及一切

地上的果樹。我們本可一方面享受大地一切美果，且以生命樹的果實

滋養我們生命價值。我們的十字架苦刑是被意識型態判決的，雖然意

識型態這一位判官（如般雀比拉多）在我們身上找不出任何罪狀，卻

仍判決我們受十字架的苦刑。 

但誠如耶穌親口說的：「默西亞必須先受苦而死，而後才進入復活生命的光榮！」。既然如

此，我們也必須勇敢地背起我們的十字架，並在一生路程常設法讓我們的私慾偏情（我們墮落

的自以為是的意識型態）釘死在十字架上，而能在主的真理之神的引導啟發下，走一條真正復

活的道路------即悔改重生的道路。 

 

 
 
 
 

 
 

神父的話 ☉ 白正龍 

	 聖經嘉言選 ☉ 李文琰

「在人不可能的，在天主一切都是可能的。」  

（谷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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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谷（Mark / Marcus） 

� 馬爾谷又名若望，出生於耶路撒冷的富有家庭。受過良好教育，對希臘文造詣很深。

與巴爾納伯是表兄弟，伯多祿給他授洗，故稱他為兒子。（伯前五：13） 

� 他雖不是宗徒卻見過耶穌，曾跟隨保祿與伯多祿充當翻譯人員。 

� 馬爾谷寫福音的目的是要證明基督的天主性，他愛用「歷史現在式」注重客觀事實，

堪稱是以歷史學者的態度所完成的一部福音。 

¾ 依據伯多祿的傳授，文章平舖直敘，生動而客觀。開頭第一句便點出福

音的中心思想：「天主子耶穌基督福音的開始」。（谷一：1） 

¾ 同時將伯多祿對基督的信仰介紹出來：「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瑪

十六：16） 

¾ 他記載耶穌所顯的奇蹟雖只有十八個，比瑪竇的二十個、路加的二十一

個都少，但記載得特別生動，尤其是驅魔的奇蹟比其他福音多又詳盡。 

 

 聖人小檔案 ☉ 李文琰  

姓名 聖依納爵 耶穌會會祖（St. Ignatius of Loyola） 

生卒年 1491 年生於西班牙 勞耀拉堡 

卒於 1556 年 7 月 31 日 

經歷 1521 年法軍攻打那瓦拉省，依納爵將軍率軍抵抗，右腿被砲彈炸傷。 

養傷期間熟獨耶穌及聖人傳記，深受感動，立志要做聖人。 

1534 年成立耶穌會，六年後獲教會認可。 

事蹟 曾跪求聖母收他做耶穌勇兵，數日後聖母手抱耶穌聖嬰顯現在他面前。 

1534 年聖母升天瞻禮與六位志同道合的弟兄一起發願宣示：「度窮人的生活，守

絕對的貞潔。」一時風起雲湧，參與者對象無所不包，學者、教授、聖賢、偉

人，難以數計，例如：聖方濟沙勿略、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聖加尼爵等，

在馬丁路德、亨利八世背叛教會的當世紀中，耶穌會的興起，不啻是打擊異端，

復興教會的中流砥柱。 

宣聖 1609 年教宗保祿五世將依納爵列真福品。 

1622 年額我略十五世立為聖人。 

三百年後碧岳十一世奉為靜修主保。 

	 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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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沛洋 

雖然，從小學〈新竹市私立曙光小學〉、中學〈桃園市私立振聲中學〉到大學〈私

立輔仁大學〉畢業，一路走來就讀的都是天主教學校，雖然，年幼時也曾陸陸續續望

過彌撒，雖然，住家與教堂咫尺之隔，但對「天主教」仍然陌生。 

在一個初夏星期天的午後，懷著幾分惶恐與忐忑的心情，偕同太太走進距家僅

百公尺外的「教堂」〈後來得知是「德來小妹妹修女會」〉；聖堂內正進行著「主日彌

撒」，在似懂非懂的情況下，與教友共同參與第一次的「彌撒聖祭」。就在彌撒結束的

同時，修女〈許悠媛修女〉笑臉迎人、態度親切趨前詢問我等來此目的，經過簡單說

明來意後，開始 了「慕道」學習

課程。爾後每星 期天除了參加

主日彌撒外，接 下來一小時，太

太、就讀國中二 年級的女兒及

個人全都留下 聆聽許修女講

道，從「當信的 教義」、「祈禱方

式」、「聖經的啟 示」、「彌撒禮儀

的進行」及函授 講義的研讀…， 

前後為期半年 有餘的時間，也

因此，對「天主 教」也由全然陌

生到發自內心的渴望；終於，將在聖誕節前夕接受神父付洗。回想整個慕道過程，誠

如許修女所說：普天下所有的宗教無非都是勸人向善、向上；但「天主教」與其他教

派最大的不同，乃在於其他宗教是「人找神」，而「天主教」是「神找人」，我想個人

應該正是最典型的例子了，因為天主將我及全家找回來並成為祂的子女。 

能夠難得的在教會所有節慶當中充滿感恩與喜悅的「聖誕節」領洗，的確讓我

等倍感榮耀，這份感覺不但是能成為天主的子女外，更有一份成就感。領洗當日心情

「虔誠」、「興奮」與「緊張」相互夾雜，畢竟這是何等神聖的日子。彌撒就在歌詠班

繚繞聖歌聲及進堂詠中揭開序幕，神父援例的展開彌撒禮儀，重要且充滿感恩的一刻

終於來臨；經過宣示及代父、代母認證並由神父三次倒水付洗，我等與其他三十多位

弟兄姊妹正式成為「天主教徒」。 

藉著領洗而赦免原罪，成為天主子女，重要的不在儀典的進行，或形式上的信

奉，而乃在於心靈是否虔誠，是否能由天主的聖言〈聖經〉當中領悟更多的啟示，並

求取「信德」；然而，科學發展一日千里，社會繁榮進步日新月異之同時，人與人之

間應該要更加密切；但，事實上由於功利主義作祟、道德觀念的淪喪，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似乎愈加冷漠，互信基礎日趨薄弱（信），在充滿腥、羶、色的環境中生活不但

沒有希望，甚或絕望（望），人我之間關愛之情蕩然無存（愛），在經過教會的赦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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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洗，吾等對信、望、愛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並深深以為只有藉著基督的福音，以

及信德的建立才能真正讓人擁有幸福，也才能夠將幸福傳播到每個人，但，個人的力

量仍然有限，信心仍感不足，因此，藉著耶穌基督所立並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藉著

彌撒禮儀的舉行、藉著恭領聖體讓耶穌基督住到吾等心裡，也藉著我們祈禱而充滿力

量與信德的加強，而堅定信仰，人我之間相處有如「天主經」訓示：主寬恕我們的罪

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我想不論教

友、非教友人人本著基督勸牧眾人之心，相信「明天的世界會更好」。 

「領洗」除了喜悅成為天主子女之外，更需有偕同教友與教會共同努力讓你我、

讓每個人、讓社會充滿愛與關懷，讓生活與生命更美好的義務；領洗心得的發表並非

華麗文辭的堆砌，更不是言過其實的鋪陳，有的只是對天主的愛慕與渴望，藉此與同

時領洗的弟兄姊妹及全體教友共同勉勵之外，也為吾等從今日起要真心誠意善度基督

徒生活，不斷加強信德的奠立，改過遷善、恪守教規、奉行天主聖言做宣示。 
 

                                    

人生的地雷（二） ☉車 林 

 

嫉妒是人生第二個地雷： 

� 雅各伯書第三章 14-18 節中說：「若你們心裏懷有惡毒的嫉妒和紛爭，

就不可誇耀，不可說謊違反真理」。16 節說：「因為那裡有嫉妒和紛爭，

那裡就有擾亂和種種惡行」。 

� 迦拉達書第五章 19-20 節說：「本性私慾的作為是……仇恨、競爭、嫉

妬妒、忿怒、爭吵、不睦、 恨、……」，前述那一樣不是地雷。 

請看創世紀第四章加音嫉妒弟弟亞伯爾的祭獻蒙上主悅納，而將弟弟殺死。路加福音

第十五章浪蕩子的比喻是說弟弟荒淫度日，耗盡資財，走投無路才願返回家門，又得到父

親熱絡接納，哥哥看了不爽而生氣，這都是嫉妒引起的惡果。創世紀第三十七章以後也述

及，古若瑟就是被嫉妒的哥哥們賣到埃及的故事。 

瑪竇第二十七章 18 節：「民眾是由於忌妒，才把耶穌解送來的」。宗徒大事錄第十三

章 44-45 節：「猶太人看見眾多的人要聽天主的聖道，就滿心忌妒，反對保祿所講的，並

且加以辱罵。」這許多事情都因忌妒心做了惡事。 

愛不嫉妒，任何事情也只有愛才能化解。聖詠第三十七篇 1 節教導我們：「不要因做

妬惡的人而忿怒，也不要對歹徒心生嫉 」。羅馬書第十三章 13 節：「行動要端莊，好像在

白天一樣，不可狂宴豪飲，不可淫亂放蕩，不可爭鬥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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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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wuan99@yahoo.com.tw。 

� 九十六年三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教會裡在主日舉行的慶節中，三月十九日是
紀念誰？ 

直二、 天空星辰及星雲的總稱。 
直三、 在聖經舊約中，前五卷又通稱為什麼書？

（創） 
直四、 蛀書的蟲。 
直五、 喜歡快樂。 
直六、 宗徒大事錄的作者路加，將該書獻給一位希

臘貴人，這位貴人的名字意謂「天主的朋
友」，請問是誰？（宗） 

直七、 駐外國使節，處理雙方外交事務的所在地？ 
直八、 一位熱心隨同保祿福傳的青年助手，保祿在

巡視東方教會的時候，祝聖他為厄弗所的主
教。（弟） 

橫１、 在聖經新約中，那一篇可稱為保祿宗徒的遺
囑，是保祿書信中的最後一封？（弟） 

橫２、 路加編寫福音的對象，是寫給已歸化或未歸
化的外邦人，但是仍按當時文人的作風，將
該書獻給一為頗有名望的希臘人，請問是
誰？（路） 

橫３、 人名，意謂「從水中救出」，是一為引領以
色列子民離開埃及的偉大領袖。（出二） 

橫４、 在第幾天，天主造了水中的各種生物，以及
天空中的各種飛鳥，並祝福牠們要孳生繁
殖？（創） 

橫５、 教會裡在主日舉行的慶節中，三月二十五日
是什麼節？ 

橫６、 寫字的體式。 
 
 
☺ 九十六年二月份答對者芳名： 

陳麥克、簡月枝、王春菊、陳春花、吳恩琪、
周芷華、黃雪卿、陳致婕、吳恩綸、王心悅、
鄧艷容。 

 

 

九十六年二月份答案 

伯 爾 納 德  四  
  鴻  四 十 天

世   四 十 天  
界  四 十 天  第

病 菌  天   三

患  七  第 三 天

日 積 月 累  天  
 

╴╴╴╴╴╴╴╴╴╴╴╴╴╴╴╴╴ 

九十六年三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八   六   四   一

       

2     3 三  

       

  七   4   二

5    五  6  

       

 

 

☉張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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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彩琪   3/4 女：陳彥均、王美惠。   

方濟加  3/9 女：洪孟梅。  

若瑟  3/19 男：關維忠、王可舜、黃偉奇、鍾常遂、姜格中、唐鴻民、林偉宏、周茂森、

周正強、游博盛、曾慶元、孫天一、熊集麟、陸篤實、邱柏訊、蔣光信、

李東原、莊漢義、胡耀文、饒來旺、白崇義、Steven P、林家豪、邵  祈、

洪吉見、張佑平、陳玠碩、黃大成、陳   廣、趙聚誠、侯明宏、洪瑞發。 

若瑟法 3/20 女：唐劉梅生。 

◎堂區動態 

 每週六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四旬期每週五晚上彌撒後，集體公拜苦路。 

 三月二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三月十八日（星期日）舉行三月份主保慶生。 

２００７年 ３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輪值表 

 聯絡人：胡月娥姐妹 0922-412-431  陳惠蘭姐妹 03-367-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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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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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停 

廿
五
日

四旬期 
第五 
主日 

白
正
龍

白
正
龍

白 

鐸

白
正
龍

端
光
長

王 

冀

洪
孟
梅

譚
義
賽

張
福
安

黃
曉
晴

黃
淑
慧

黃
淑
慧

李
筱
媛

錢
君
柔

王
菊
春

邵
永
華

的
家
庭

楊
建
一

馮
徐
完
英

人間真樂全在天倫 

敬
天
門
第
吉
祥
康
迪 

信
主
家
庭
和
善
順
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