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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喜樂 

3 月 17 日從日本福島災區，有一

位越南僑胞，以電子信箱給我報告了

目前日本災區的狀況。他說：「我最近

被派到福島災區救難隊，與其說是救

難隊，倒不如說是搬運屍體隊。剛開

始，我們很莊嚴的對每一具屍體敬

禮、默禱，然後用布包裹屍體，再送

到火化場。後來，由於屍體實在太多，

死亡的時間又有幾天了，再加上來不

及一一處理，所以，一看見屍體，就

馬上用布包好，立即送往火化場，而

火化場也爆滿了，幾乎沒有空位安放

屍體。看到災區的慘狀，大家都流下

淚來。」 

「有一次，經過一間倒塌的房

子，看到很多日幣被大水衝出來，看

到幾百萬的日幣，也無人想撿，因為

屍體太多了，大家又忙又累，哪有時

間去撿錢呢？而且救人要緊，希望能

多找到一些生還者。」 

「昨天，我被派到學校的廣場，

為災民分發食物，看到排成像長龍一

般的隊伍之中的最後一位，他是年約

九歲的小男孩，雖然天氣寒冷，他的

身上卻只穿著一件內衣及短褲。於

是，我立即將自己身上的外套脫下來

送給他。順便問他，父母的狀況。那

一個小男孩回答道，他的學校靠近海

邊，發生海嘯時，大家都跑到三樓。

透過三樓的欄杆，他看到父親正開著

車前往學校，而且，他親眼目睹海嘯

將父親連車帶人的沖走了。至於她的

母親，他說，因為他們住在海邊，所

以，母親和妹妹可能也來不及逃走，

說完，他已哽咽……。」 

「由於災民太多，而這個小男孩

是排在最後一位，我耽心輪到他時，

食物已經發放完畢，於是，我將我的

背包中裹腹的乾糧拿給他。如果是

我，在這種的狀況之下，一看到這包

乾糧時，便會很高興的馬上打開來充

飢。但是，這個小男孩接受了之後，

卻向我深深的一鞠躬道謝，然後跑到

前面去，將這一包乾糧放入救災的食

物桶中。我非常的驚訝，問他為何不

吃而放入桶中，他回答說，因為還有

很多人比我更飢餓，所以，放在桶中

來分給大家，這樣比較公平。看到這

一位九歲的小男孩，在困難及飢餓

中，還能關懷到別人，讓我這一個擁

有博士學位的人，自覺還不如這一個

小男孩。因為，這一位小男孩的善良、

懂事，令我欽佩萬分。」 

感謝大家在四旬期之中，所行的

愛德及慷慨的奉獻，包括為日本的地

震及海嘯的災民捐款。人生所面對的

生、老、病、死，給人類帶來悲傷及

痛苦，但是有了愛，卻能讓人感受到

神父的話 ⊙ 張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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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的安慰。 

最近，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日本

海嘯災區的悲慘狀況，讓大家都黯然

神傷。但是，在 3 月 20 日，新聞播出

一則好消息――救難隊找到一位 80 歲

的祖母，及 16 歲的孫子，被困在倒塌

的廢墟中 230 個小時，他們只靠著身

旁冰箱中的牛奶及飲料而存活下來。

臺灣在九二一大地震時，孫家的兩兄

弟被困六天之後才獲救，他們分享

說：「九二一就是我們的第二個生日，

因為這一天我們得到了重生。」 

我們為他們高興，因為他們是劫

後餘生。同樣的，我們更高興，因為

在主耶穌的死亡中，我們得到了復活

的希望。主耶穌已經復活了，祂曾說：

「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從我的，

即使死了，仍要活著；凡活著而信從

我的，必永遠不死。」（若 11:25-26）

聖保祿宗徒也說過：「你們既然與基督

一同復活了，就該追求天上的事，在

那裡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邊。」（哥3:1） 

祝福大家 

在復活的主耶穌內，得到永遠的

平安與喜樂。 

 

 

領洗的恩寵滿盈 

⊙萬玉芬(小德蘭) 

許悠媛修女邀請我們新領洗者寫篇：「領洗的感想」時，我記得那天早

早就寢，睡的香甜，直至天明。回想起，這正是天主所賞給我的寵愛，

讓我如同一個新生嬰兒般，被母親柔情慈愛的雙臂撫抱著，使我安穩地入睡，是

何等的福份！細細回想我從慕道、至領洗、到此時此刻；從猶疑、至期待、到篤

定；從內心徬惶、至心靈平安、到滿懷喜樂；是我領洗前、後一路的寫照，祂帶

領我踏上一條全新的路，處處充滿天主的恩寵。 

修女常跟我們說：「天主的愛白白給」。初時我無法體

會，只覺得天下哪有不勞而獲的事情？也無法察覺天主的

愛是那樣的不求回報，就只是單純的愛我們而已。我們每

個人的出生，無法決定、也無記憶，但耶穌藉由這一生一

次的領洗，讓我們深刻經驗到新生的喜悅與寵愛。也藉由

彌撒，讓我們與祂共同向天主誠心獻祭，最令人感動的時

刻莫過於「領聖體」，親愛的耶穌將祂的聖體、寶血注入到我們內！讓我們的身體

與心靈都能得到滋養，而我們卻什麼都沒做！ 

因著天主的旨意，我與祂聖子耶穌誕生的同一天領洗，就在全基督徒歡慶迎

接耶穌聖嬰的降臨，我也領受了新生的祝福，是何等的光榮與美妙！我完完全全

就像個新造的人，享受整個天主教大家庭所有弟兄姊妹的關愛！我的生命因充滿

基督而更豐富。除了被寵愛的新生嬰兒，誰還能享受到這樣幸福滿盈的時刻？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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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洗的聖寵，只有領受過的人才知其甜美，才能感受到極大的喜樂與幸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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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人小檔案 ⊙ 李文琰 
 

姓名  聖安生（安色莫 St. Anse Imus）主教聖師 

生卒

年 

 公元 1033年生於義大利北部比亞蒙區歐皮達城。 

 公元 1109年逝於英國 剛多區總主教寓所。 

生 

 

 

帄 

 

 

事 

 

 

蹟 

 聖安生的家庭富裕，父親嚴厲，母親和善是
個熱心的教友，在母愛的薰陶之下，十五歲
時即有志入修道院，被父親拒絕，未幾母親
患病逝世，心情受很大打擊，既不能去修
道，慈母又離他而去，情緒低落，結交ㄧ些
紈袴子弟的朋友，整天東遊西蕩，惹事生
非，不務正事。 

 父親氣憤得將之逐出家門，聖安生為帄息父
親怒氣，告之將遠走法國，聽說諾曼弟省百
克聖本篤會院，頗有名氣，且有名師良富南
教授指導。直奔而去請准入院修道。聖安生在院中克苦學習，才德
漸著。二十七歲時即穿上隱修士服，三十歲時良富南院長調職他
去。聖安生被推舉為繼任者。 

 聖人接任之初，院中很多修士不服，後來看到聖人做人仁慈，做事
公正，自然而然地心悅誠服了。只有一個老修士依然驕傲、嫉妒。
有一天突然患病，而且似夢非夢的看見兩隻豺狼追趕他，害怕的大
聲喊叫，驚動了眾人，聖安生院長也來了，舉手向他劃十字聖號，
老修士立感痊癒，立刻向聖人道謝！並坦承自己過去的錯誤，請求
寬恕！聖人預言告訴他，今夜你就要去見天主了，好好準備吧！果
然當夜老修士逝世了。 

 聖人修道生活，克苦己身，不念世俗，不食美味，不穿細服，每日
除了處理院務之外、念經、默想、讀書、著作。對神哲學有深刻的
研讀，成為當代最有名的神學家，士林哲學的創始者，發表過幾部
有價值的著作，名聞遐邇。當時希臘教會對聖教會三位一體的道
理，見解錯誤，教宗召集會議，徵詢聖人的意見，聖人發表論述，
闡明聖教正統道理，獲得全場與會的人士，一致讚同擁護，使異議
人士啞口無言。 

 公元 1087 年英王路福逝世，太子威廉二世即位，為政乖戾暴虐，
擅自干涉聖教，強佔教會土地。一般大臣想到聖安生與威廉二世友
善，想請聖人前來英國，同時英國剛多區總主教才逝世，其繼任理
想人選，非聖安生莫屬，聖安生堅持辭讓，朝中大臣再三請求，聖
人依然不允。大臣們商討決定，將聖人簇擁著進入聖堂，逼上總主
教之位。聖人感動遂允就任剛多區總主教。 

 秉性乖張的英王，不久之後故態復萌，侵佔教會財產，勒令各地主
教繳出教會銀錢，聖安生總主教，竭力設法阻止，並嚴詞指責，便
召集全國主教會議，有些主教們懾於英王的淫威多不敢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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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見英王變本加厲，有與羅馬教廷分裂之意，便離英赴法暫時迴
避。怙惡不悛的英王，終於受到處罰，在一次狩獵中中箭身亡。其
弟在三日內登上王位，名號亨利一世。 

 繼位的英王迎接聖人回英，優禮相待。但在得知教宗規定各國君王
不得派任主教的禁令時，態度丕變，憤怒不已，立即委任了幾位主
教以示反抗，聖安生總主教通知全英國主教，不得以施行聖事的神
權授與英王所委任的主教，為此英王又遷怒於聖人，但以聖人深受
全國人民所愛戴，未敢輕舉妄動。祇請聖人赴羅馬教廷談判。聖教
會當然不能接受英王之舉，乃下令禁止聖人返回英國。 

 後來因王后的虔誠祈禱，感化了英王的頑梗，派人迎請聖人回英，
全國稱慶。聖安生總主教，繼任了三年總主教工作，宣揚聖道之外，
從事許多著作，流傳後世。聖人的才能與德行，為人做事公正不阿
的本分，為當時全民所稱頌，後世之人所讚揚，經年累月地積勞成
疾，聖人於七十六歲時安逝主懷，時維公元 1109年 4月 21日於英
國 剛多區（坎特布里區）總主教寓所。 

宣聖  公元 1702年聖教會敕封聖安生（安色莫）為聖人聖師。 

 
四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亞頌大 （雅頌、亞松大）  4/8 女：徐謙惠、錢佩函、金秀美、郭又瑄、

劉上鳳。  

達義  4/11 男：陳瑋力。 

安生  4/21 男：葉坤海。 

加大利納（加大格爾、加納）4/29 女：高佳琳、陳筱明、

時舜謙、錢君柔、王鈺惠、莊雅雯、李惠宇。 

佳琳  4/29 女：劉台花、黃稜家、莊依郼、蘇詠珍、潘惠妹、張祝禎、博小英。 

碧岳  4/30 男：蔡銘宸。 

四月祈禱及福傳意向 ⊙禮儀靈修組 

 願天主憐憫並接納在日本震災中喪命的靈魂。 

 願人們在災難中，徹悟人的軟弱及限度，珍惜生命、善用
資源，體悟主耶穌復活的喜樂。 

 願經由天主聖言的教導，使青年人對生命的價值充滿希望，
對生活的態度積極進取。 

 

 



------聖母聖心堂通訊 198期（6/12）------ 

活著      ⊙ 蕭漢屏 

聖路加福音廿章 27-38節是常年期卅二主日的福音，講述否認復活觀

念的撒杜圔人問耶穌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大意是：「七兄弟娶同一個女

子為妻，在復活的時候，她算是誰的妻子？」主耶穌不只回答了這個問題，

還說：「既是復活的人，也就是天主的人了。」所以不在乎是娶是嫁、是

男人是女人，最後耶穌還說：「在主眼中，所有的人都是活著的。」 

張文福神父在解釋這段福音時，先說了一段韓劇故事，我沒看過，劇

情大意如此：「有甲男和甲女一對戀人，愛得死去活來，眼看就要論及婚

嫁；沒料到甲女昏倒，才發現她心臟快不行了，只有『換心』一途。另有

乙男和乙女一對戀人，也是愛得難分難解，同樣也論及婚嫁；不料在一次

車禍裡，乙女重傷不治，死了。因為乙女生前簽了器官捐贈同意書，所以

醫生把乙女的心臟移植到甲女身上。甲女甦醒後，甲男就等她康復，好舉

行婚禮。沒料到在一個場合中，甲女遇到乙男，不曉得是不是心臟起了作

用，竟然來了電。她在潛意識裡經常回到乙女的邏輯中，而乙男對她也有

極度的相識相惜，她就這麼交融在兩個男人之間。依理智她得和甲男在一

塊，但情緒上又捨不得乙男，就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下，心臟又有了問題。

本來甲男和乙男為她爭得不可開交，這下子，大家都希望她趕快康復，屬

於誰的問題，早就拋到九霄雲外了。」這個故事在某些情節上，應合了上

述撒杜圔人的提問。當然，心臟是無法改變心意的，只是這種錯綜複雜的

關係要怎麼解釋才圓滿、合理？的確要跳脫當時的處境，誠如路加福音廿

章 34 至 35 耶穌所言：「今世之子，也娶也嫁；但那堪得來世，及堪當由

死者中復活的人…」意思是說，今生所有的苦，不就是盼望能有復活的希

望？若能復活，一切都值。 

有生前、有死後，生命才能形成圓滿；否則活在當今之世，只能花天

酒地，因為「為什麼要活」不是如字面上那麼容易，所以只有隨性而活才

能活出價值，簡言之就是活在感觀裡。這點有些像作家侯文詠詮釋金瓶梅

的著作-「沒有神的所在」裡所描寫的西門慶一樣，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

但就只他這一世，死了什麼都沒了，更沒留下任何讓人懷念的東西，有的

只是惡名昭彰。如此，回顧他活著時，豈不如同死了一樣？ 

哲學在談運思的規則，即「邏輯」時，有一個很有名的三段論證，即

「大前題」、「小前題」和「結論」。例子如下：大前題是「人都會死」，小

前題是「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會死」。可是，死了的人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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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硬說他會活，而且定下日期-末世審判之時，全都醒來？在梅瑟五

書裡並沒有復活的道理，在人世裡卻可以看到一些過去人還活著的證據，

我們說某人像誰，而這「誰」早已不在人間，這誰豈不仍然活著？但這樣

殘存著一些蛛絲馬跡似的活，總不如帶著期盼活來得有意義，應該不只是

DNA，更應該是神韻上、精神層面的雷同、延續。 

活著是狀態還是意義？如果是狀態，活過今世，原有的狀態肯定不見

了，如此「都是活著」就是假的，也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應該偏向意義這

部分。這個問題非常神學，我不想和教會教導相違，引起訓導上的爭議，

我只是提供我想到的就教於我的朋友們。同學啟天近日從美國打電話告訴

我，他在美國的一個社區大學讀日文，他以前是留學日本的，日文底子極

好，他想讀日文的目的是藉著同學們和老師用英文解釋的機會，間接加強

他的英文，他真是費心良苦啊！不光如此，他為了上一小時的課還開兩小

時的車，因此老師大為感動，問其他兩位同學，可否一次延長一個半小時，

好配合他。啟天能遇到這樣不以賺錢為目的的老師，真是他的福氣。啟天

這樣的有目標，人生豈不充滿了希望？但也有人在好山、好水之間徜徉，

卻只覺得「無聊」，兩相對照，一個活在天堂裡，而另一個卻活在沒有希

望的地獄之中，所以我才說活著應該是偏向意義層面的。 

近日聽到一個說法，覺得很有意思，特別記錄以饗朋友。教會有三種：

一是旅途中的教會、一是戰爭中的教會、一是勝利的教會。這三者的相加

才形成圓滿的教會。旅途中的教會指的是現在的我們，戰爭中的教會指的

是還在煉獄中的靈魂，而勝利的教會就是聖人、聖女和潔淨後靈魂的居

所。當然每個教會都有天主的臨在，但主要還是靠旅途中教會我們的努

力，因為身在煉獄中的靈魂不能為自己做什麼，他們的苦，是苦於期盼到

天主面前，卻又無能為力。身在勝利教會的聖人、聖女、聖徒們除了祝福

外，好像無須做什麼。如此一來，我們就任重道遠了。所幸，天主臨在每

個時、空，與我們相伴，讓我們不孤單。而我們因為責任重大，使我們活

著更有目標，豈不加深、加大我們活著的力度？ 

果真如此，現世活著的每一刻都很重要；築夢之所以踏實，因為夢就

在我們腳下逐漸成形。 

 聖經金句 ⊙ 李文琰 

「我已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了。」  （迦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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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 2010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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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一封信給你 
阿春帄安： ⊙洪丁玲 

我們有多久沒連絡，記得以前我們常寫信，當時你還讀中正理工學院，依稀

記得你們學校每年杜鵑花開得真燦爛；還有你的拜把兄弟張雨生以他高亢的歌

聲，為我們那年代唱著：「我的未來不是夢，我認真的過著每一分鐘……」早逝的
他，生命彷彿是為了唱一首青春的輓歌。 

我忘了許多的過去，只是很想告訴你，我發現一些生命中重要的事，找到屬
於我的宗教信仰，讓我更認識自己、更認識生命。寄了福音 CD給你，你只要打開

你的心靈，有些曲子不需要文字；還有二片「正視人生的信仰」那是我對這個信

仰的認同，信仰確實提升了我的心靈層次。 

我也發現活到中年才真正懂得看書，那些所謂世界名著、西方文學等，想來

有點可笑，當年看湖濱散記這本書，很疑惑怎麼有人獨自跑去華爾騰湖過著計算
幾分錢買豆子……，有了信仰才發現原來一個人只須求日用食糧，可以過著簡單

的生活；還有只為了浮華的世界這本書名而買下厚厚的一本小說，只得到蕯克萊

最後幾句話（浮華的世界 究竟哪個是幸福者）原來是以聖經裡的女性來寫這本
書；還有荒漠甘泉的內頁空白處找到 75年時期，抄

寫韓戰英雄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 

「主啊！，請陶冶我兒，使他成為一個堅強的

人，也能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是軟弱的，使他成為一

個勇敢的人，也能在畏懼之時足以自持，使他在堅
持誠實而遭遇失敗之時自豪而不屈，在成功之際謙

遜溫和。 

請陶冶我兒，不要以空想代替行動，使他認識

祢以自知之明為知識碁石。 

請陶冶我兒，使他心地純潔，目光遠大，使他在想指揮別人之前，先學會駕

馭自己，使他能做到上述一切，還請賜給他足夠的幽默感，使他能夠保持嚴肅而

不會自視非凡及過於執拘，請賜與謙柔，使他時時刻刻銘記真正偉大質樸無華以
及真正力量溫和蘊藉，然後做為父親的我，才敢低聲的說：「我已不虛此生……」。 

當你看完此篇祈禱文，是否也能觸動心靈，生命需要透過信仰才能體認到生

命的本質，什麼才是我們要追尋、才是我們的價值，不管世局如何變化，我們也

明瞭人生也要有所堅持，這也許才是活著的價值，我也決定再繼續保留一些感動

的字句或能扶助心靈的話，幫自己活的更好。 

我始終記得，當年你因為大你二歲的哥哥已先考上私立大學，你怕增加家裡

負擔而選擇軍校，你是如此善良的人，希望你也能一起攀登這座信仰之山，裡面
有欲窮千里目的境界，樂趣無窮。我們都能找到所擁有的幸福，讓陽光普照在我

們身上，也祝福你心靈能與主同在。 

乾姐丁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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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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ΟΟ年四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王維，字摩詰，生於武則天 長安元年（西元

701-761 年），以抒寫山水著稱，有“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之美譽。《桃源行》是一首七言樂府

詩，全詩三十二句。詩云：漁舟逐水愛山春，

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第四句？ 

直二、 保祿宗徒說明為自己辯護的目的：我們既然知

道主的可畏，遂盡力使人相信我們；我們在主

前是顯明的，我也盼望在那裡也是顯明的？

（格後五） 

直三、 耶穌得知拉匝祿的死訊後前去探望，他看見瑪

爾大哭泣，還有同他一起來的猶太人也哭泣，

便心神感傷，難過起來， 遂說:「你們把他安

放在那裏？」他們回答說:「主，你來，看罷!」

耶穌流淚了。於是猶太人說了什麼？（若十一） 

橫１、 耶穌在說明基督徒與世界的關係時：人點燈，

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

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

耀，好使他們如何？光耀你們在天之父。（瑪

五） 

橫２、 達味王在讚頌「提拔弱小者的天主」詩歌中：

衪從塵埃裏提拔弱小的人，由糞土中舉揚窮苦

的人，叫他與貴族共席與王侯同位；使那不孕

的婦女坐鎮家中，成為什麼？快樂無窮。（詠

一一三） 

橫３、 達味王的詩歌：那日，他曾在埃及國顯了奇

蹟，在左罕地行了異事。血染了他們的江河與

什麼？致使他們沒有了可飲的清水。（詠七八） 

橫４、 達味王的詩歌「苦中投奔於主」：公義的天主！

惟你洞察肺腑和人心，願惡人的毒害停止，求

你堅固義人！天主是我的護盾，給什麼人助

陣？（詠七） 

橫５、 此人可以是由指定或選舉而產生，他的任務是

在天主面前，特別為他所保護的地區、教堂、

國家、團體或個人代禱，也是信仰生活上學習

的榜樣。 

 

 一ΟΟ年三月份答對者芳名： 

黃沛洋、吳恩琪、黃雪卿、
陳致婕、黃芳珠、周西君、
陳 恩、陳美金、龔美雲、

王 冀、唐瑞鈺、洪瑞發、
孫浩軒、林秀蘭、林姿瑛、
陸秀玲。 

 

一ΟΟ年三月份答案 

流 出 活 水 的 江 河 

奶  人    上 

流 利 的 妙 筆  以 

蜜  光  耕  翁 

的  明 辨   去 

地  中  七  不 

方 寸  聖 神 收 回 

------------------------------- 

一ΟΟ年四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三  二    一 

       

2       

     3   

  4     

        

   5    

⊙ 張福安 

mailto:寄至fwuan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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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Cross ; Crux） 

十字架的希伯來文原意是「樹木，樹椿」之意，希臘文則有「木椿」之意，

所指即是一種刑具，即是將犯人以繩索或釘子置懸木椿之上，使之受刑至死。 

上邊的橫木是便利施刑起見為後來所加。兩木所造成之形式成「Ｔ」字狀，

後來演變成拉丁形的「十」狀，及希臘樣式的「十」狀。 

至於所謂的安德肋形「Ｘ」，則是後期公元十世紀中葉的產品。其垂直木幹上

並有臀座，使犯人得以稍息，用以延長犯人的痛苦。初期教會的教友們，因這種

臀座不太雅觀，乃將之自耶穌的十字架上除掉。還有普通所見的耶穌十字架上的

腳櫈，則無歷史文件可證。所有者只是來自六世紀末聖額我略 突爾斯的傳說記載。 

據歷史考證，最初用十字架刑罰的是波斯人，後傳給希臘人、迦太基人及羅

馬人，後者在其佔領的區域內曾廣為施用。 

十字架的象徵意義，對現代基督徒來說，實在是太重大了，他是犧牲、是痛

苦、是救贖、是奉獻、是勝利、是榮耀、是得救。從下面聖經上所摘錄的扼要，

更可看出其端倪。 

 （瑪 10:38）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不配是我的。 

 （瑪 16:24）誰願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路 14:27）不論誰，若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後面走，不能做我的門徒。 

 （斐 2:8） 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希 12:2） 祂……輕視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寶座的右邊。 

 （迦 6:14） 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因為藉著基督，世界
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我於世界，也被釘在十字架上了。 

 （格前 2:8）如果他們認識了，決不至於把光榮的主釘在十字架上。 

 

◎ 堂 區 動 態 

 每週六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四月二十二日聖週五主受難日，當天應守大小齋。 

 四月十日（星期日）舉行四月份主保慶生。 

 德來會平日中文彌撒：週一至週五上午 6:30；週六上午 7:00 

 聖母聖心堂平日中文彌撒：週一至週六上午 8:30；週五下午 19:30 

 聖母聖心堂主日越文彌撒：週日下午 18:30（聖堂三樓） 

 聖經小辭典 ⊙ 李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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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 四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輪值表 

 聯絡人：王菊春姐妹 0975-569-637  邵永華姐妹 03-335-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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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１：聖保祿醫院教堂 桃園市建新街 123號，03-361-3141 
 註２：聖體堂 桃園市保羅街 52號，03-364-8865 
 註３：德來修女會院一樓 桃園市三民路一段 2 號，03-33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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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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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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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唱主的受難史： 
神父、張家興、 
 黃秋英。 

廿
一
日
（
週
四
） 

聖週四 

 

主建立 

聖體日 

德來修女會院   18:30英文彌撒 主禮：李志南 
聖母聖心堂（三樓） 18:30越文彌撒 主禮：阮雄強 
聖體堂    19:30中文彌撒 主禮：阮保祿 

聖母聖心堂 19:30  主禮：張文福 
濯足禮人員： 
李文琰、孫天威、黃沛洋、張福安、 
張家興、張坤德、楊義榮、劉保祿、 
李灃元、鄭昌濱、史承偉、邱智孚。 

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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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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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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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廿
二
日
（
週
五
） 

聖週五 

 

主 

受難日 

德來修女會院   18:30英文彌撒 主禮：李志南 
聖母聖心堂（三樓） 18:30越文彌撒 主禮：阮雄強 
聖體堂    19:30中文彌撒 主禮：阮保祿 
聖母聖心堂 19:30  主禮：張文福 

宣唱主的受難史：神父、蕭漢屏 
洪孟梅 

周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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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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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 ＊ ＊ ＊ ＊ 

廿
三
日
（
週
六
） 

聖週六 

 

復活節 

前 夕 

德來修女會院   18:30英文彌撒 主禮：李志南 

聖母聖心堂（三樓） 18:30越文彌撒 主禮：阮雄強 

聖體堂    19:30中文彌撒 主禮：阮保祿 
聖母聖心堂 19:30  主禮：張文福 
釋 經 員： 邵永華 
讀 經 一：王 冀 答唱詠：林惠美 
讀 經 三：曾振鵬 答唱詠：大讚歌 
讀 經 五：郭慧玲 答唱詠：陳春花 
宗徒書信：趙聚誠 答唱詠：蕭漢屏 
諸聖禱文：洪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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