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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千禧年時，以教會

的名義向全世界，特別是宗教界人士，承認

教會在歷史的過程中，所犯下的種種錯誤，

尤其是幾度的教會的分裂等等，並且請求寬

恕。當時確實引發了不少的譁然，但教宗卻

說：「由於教會須對真理負責，所以教會不能

不激勵她的子女淨化自己，懺悔以往的錯

誤、不忠誠、矛盾不一及遲滯延誤，以跨越

這新千年的門檻，承認過去的軟弱，是誠實

和勇敢的行為」。 

教宗認為「淨化記憶」是「勇敢與謙虛

的行動，承認以基督徒的名義曾經做過或正

在做的錯誤事情」。他重申「基督徒應在天主

前，以及在被自己得罪的人面前

認錯」，「願他們如此做，不求回

報，而只是因為受到『傾注在我

們心中的天主的愛』的強化」。 

曾有人以聖經的章節以證

明我們基督徒是聖的，因為保祿

書信中，常說基督徒是聖徒（參宗九：13；

格前六：1、十六：1）。因為基督為教會犧牲

性命而聖化了她，聖神又不斷地臨於她內，

挾持她在聖德之中。「我們相信教會是神聖無

玷的，因為與聖父及聖神同被稱為『唯一聖

者』的天主子耶穌，愛教會如同自己的新娘，

把自己交付給她，為能聖化她（參弗五：

25-26），又為了天主的光榮，使她與自己結

合而成為祂自己的身體，並以神聖的恩寵充

滿她。因此，所有在教會內的人，都領受了

成聖的使命」。 

既然我們是領受了成聖的使命，也就意

謂著我們並非已是聖徒，而是一個要以整個

的生命來完成在領洗聖事中所得到的聖德，

並且為能得到這個聖德，須賴天主無限恩寵

的助佑。而為得天主恩寵助佑則賴我們的悔

改期能與天主修好。 

我們必須承認，由於罪惡的存在，天主

子民需要不斷悔改，時時更新。聖奧斯定在

反對白拉奇主義者（Pelagians）時說道：「整

個教會如此祈禱說：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

就正因為她有汙點和皺紋。但藉著懺悔，皺

紋會消失，汙點可洗淨。教會堅持

要祈禱，以便藉著懺悔得到淨化」。

正如聖若望所說的：「如果我們說，

我們沒有罪，就是自己欺騙自己」。

事實上，「儘管在穿上洗禮的白衣

後，我們仍不斷地犯罪遠離天主。

如今在『祈求，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猶如

浪子回歸父家，在祂面前如同稅吏自認為罪

人。我們的祈求是以『認罪』開始，承認我

們的悲慘和天主的仁慈」。 

以上的看法是可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裡的。確實我們必須我們都是不完美的人，

而靠天主的助佑，正走向成聖的道路，因此，

必須常請求寬恕，承認罪過，在淨化記憶之

後，藉天主聖寵助佑，而臻於聖德至善。

 

神父的話 ☉ 白正龍 

	 聖經嘉言選 ☉ 李文琰 

「除非受聖神的感動，沒有一個人能說：『耶穌是主』」。（格前十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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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地雷（五）   ⊙車 林 

妥協是人生的第五個地雷，瑪加伯是舊約時代的人物，他和五兄弟為了忠於宗教，

爭取信仰自由，所做的聖戰，因當時不少猶太人，誤中了色婁苛王的陰謀，背棄了信

仰，叛離了祖國。 

聖經瑪加伯上第一章說：也有許多以色列人甘心接受了他的宗教，向偶像獻祭褻

瀆安息日，自陷罪污，忘卻法律，廢除禮規。百姓中有許多背教的人附和他們，在國

內犯罪作惡……等等。這就是妥協的一批人。妥協的相反就是堅持，所以有另一批人，

決不背棄法律和教規，所以他們跟隨瑪加伯打了這場護教戰爭。 

在新約馬爾谷福音第四章中，撒種的比喻其實為慕道者，本身就很有挑戰性。慕

道者來聽道理時，有人真的是抱著尋找真理的心；有的是來看看而已，所以才會有立

刻欣然接受，可是一發生艱難或迫害或世俗的焦慮、財富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貪慾進來，

就打了退堂鼓，向這些世俗的東西妥協投降，不再追求永恆的事，這豈不是太可惜了

嗎？人生苦短，本來就有很多東西是要放下的。所以，主耶穌也說：「你們不能侍奉天

主而又侍奉錢財。」這是不能妥協的。 

另外不能向魔鬼、罪惡妥協，也不能向偶像妥協。司法檢調更不能向特權妥協低

頭，要不然小老百姓怎麼辦？妥協的事何其多也，務要小心才是上策。 

 

百夫長（centurion ； centurio） 

� 百夫長這一稱呼，舊約中自梅瑟時代至瑪加伯時代就有了，是指管理一百人的軍官而

言。（出十八：21-25） 

� 廣義的說，有時百夫長也包括判官或族長在內，故此並非一切百夫長都是軍人。但在

瑪加伯時代，猶大組軍護教時，乃真正出現了狹義的軍人百夫長。（加上三：55）。 

� 新約中亦多次提到了百夫長的事蹟，如：葛法翁的百夫長，耶穌曾稱讚百夫長說：「我

告訴你們，連在以色列我也沒見過這樣大的信德。」（路七：1-10） 

；耶穌被釘後，站在十字架下的百夫長（瑪廿七：54） 

� 百夫長的委任是羅馬議員的職責，在戰場上百夫長應站在旗幟之前，待命出發帶領士

兵上戰場。 

 整潔    ⊙張志成 

居處必恭，步立必正，容貌必莊，衣冠必整，視聽必端。一切都在自求端正整齊，

井然有序。有諸內，形諸外，表裡一致，即可窺知其嚴如律己之休養品德。 

整潔為強身之本，養成整潔之習慣，便可成為身心健全活潑之人。一切事業成功，

都由身心健全之人所創造，絕非身心萎靡者所能想望，ㄧ分精神，ㄧ分事業。 

身心健全，行為正大，心地必光明，內外則整潔，無懼於繁亂。整潔陶冶人之品

德修養，訓練人之行事細心，有條有理，規劃慎行，力求完美，負責任事，表現卓越。  

整潔所表現之優雅儀態，到處受人歡迎；整潔所呈現高尚品味，隨時令人仰慕。  

 

	 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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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家楣 

謝天主的護佑，本堂教友期盼多時的四天三夜環島朝聖之旅，已於 4月 28

日啟程，至 5月 1日圓滿達成。本次活動由白正龍蒙席及徐謙惠修女擔綱

隨團靈修、宗教導覽；旅遊活動相當完美，無論是聖堂禰撒、旅館住宿、餐廰飲食、

車輛路線、安全保險等鉅細靡遺，且能全程掌控，都應歸功於張家興弟兄的全程策劃、

連繫與安排，還有劉保祿弟兄、周西君姊妹及其他多位兄姊們的鼎力襄助，我們在此

表達由衷的感謝。本次參加團員計 39 位，其中多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如張媽媽秀玉、

譚媽媽靜珍、謝媽媽覲華、曾伯伯慶敦、關伯伯福權等，他們都有旺盛的體力，安步

當車不落人後，本團還有美國教友及友堂教友多人參加，頗具號召力。現將旅遊見聞

報導如次： 

4 月 28 日清晨六點半由本堂出發，沿北濱行進，每天早上在車上第一件大事就是

由簡月枝姊妹帶領我們念玫瑰經，以啟廸我們的心靈，並祈佑旅途平安順遂；念完玫

瑰經後，我們開始觀賞由白蒙席帶來的「教宗」影帶，這是描述「教宗若望廿三世」

的生平及貢献，教宗原名安吉羅‧朗卡里，1881 年出生，童年時只想當一名小教士，

沒想到於 1958 年獲選為教宗，他召開第二次梵諦岡宗教大會，並阻止了甘廼廸與赫魯

雪夫可能發動的核子戰爭，引領世界邁向和平，於 1963 年 6 月蒙主召歸天國，在位五

年，是歷代教宗頗受敬重的一位，被世人尊稱為「好教宗」。 

10：00 時抵達宜蘭礁溪聖母山莊，它是因 1980 年 11 月一群山友從坪林登山，在

五峰旗瀑布迷路，聖母瑪利亞適時顯靈，引導保護山友們平安抵達目的地，為紀念聖

母的神蹟而設立的。我們抵達後立即在聖母山莊美侖美奐的「中華殉道聖人之后天主

堂」內參與彌撒，由白蒙席主禮。教堂內牆舖設白色大理石，聖堂背景為 140 人聆聼

聖道的畫像，莊嚴雅緻；我們又到聖母顯聖的聖像石屋內，頌念玫瑰經，感念聖恩並

祈求護佑。在餐廳用完午餐後，懷着喜樂的心情下山，一路上風景秀麗，除欣賞葱翠

的林木外，並耹聽到蟲鳴鳥叫聲，路旁開滿了一叢叢鳯仙花，周西君姊妹採了滿手花

子，樂得合不攏嘴，大有身處仙境之感。 

14：30 時車抵羅東運動公園，這個公園占地 47 公頃，山丘起伏，景觀甚美，我

們徒步環繞公園的虹明湖，由林道經木條便道、濕生植物區、飛島飛石景點再抵達老

街，沿途看到錦鯉、亀鱉、野鴨在水中悠游戲水，耳聞潺潺流水聲，春風徐拂，真令

人心曠神怡；在享受這番美景後，我們驅車前往花蓮。晚餐後，在花蓮保祿牧靈中心

分配房間，再分批步行至花蓮市區採購，一路上拎著大包小包名產，說說笑笑的回到

牧靈中心，各尋好夢。 

4 月 29 日 07：00 時在花蓮保祿牧靈中心用完早餐後，我們先到花蓮主教座堂朝

拜，這座聖堂相當雄偉，整個大堂可容納 3000 人彌撒，祭台背景為聖母懷抱基督及萬

民瞻仰之聖像，莊嚴肅穆，聖堂地面為鑲花大理石舖設，光可鑑人，我們在聖堂內拍

照留念後就向窮人聖母朝聖地出發。 

窮人聖母朝聖地位處花蓮秀林鄉水源村的山坡上，佔地頗廣，最早是由一位原住

民神父和他的信徒所創設，由山下徒步至聖地約 50 分鐘，聖堂為鐵皮搭建之低矮教

堂，內部整潔莊嚴，聖堂上大大的「愛」字正啟示了 耶穌聖言：「你們該彼此相愛；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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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

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

三：34~35)。當時由白蒙席及鄭

德泮神父主持彌撒。聖堂外有十

幅耶穌受難的浮雕石碑及一座潔

白典雅的聖母亭，聖母聖像雙手

合掌，微朝左下俯看，容貎慈祥。

聖堂外圍花木扶疏，因山區露霧

較濃，此地的「月桃」葉片特別

肥大，垂吊着類似鈴鐺的粉白花

朵，美極了；由聖地居高臨下，

可俯瞰花蓮平地景觀。為方便團

員上下山，鄭神父派車接送，備

極幸勞，在此敬表謝意。我們在山下餐廳用完午餐後，還舉行了四月份主保慶生活動，

並祝張媽媽秀玉及陳愛明姊妹生日快樂。 

下午行經花蓮豐濱鄉石梯坪，這個花東海岸景點因陸地上岩石向海伸入，形如階

梯而取名，沿岸有綿亙一公里的奇岩怪石及隆起的珊瑚礁；因有毛毛細雨，部份團員

在遊客中心小歇並觀賞化石及風景石，別有一番情調，接着我們前往台東成功鎮的三

仙台。 

三仙台由離岸小島和珊瑚礁海岸所構成，有三塊巨岩屹立，1987 年完成了八拱跨

海步橋約 320 公尺，波浪造型，宛如一條巨龍伏臥海上，我們神勇的團員們硬是走完

全程並攝影留念，令人敬佩。三仙台生態景觀豐富，處處可見林投、仙人掌、馬鞍藤

等植物，海邊及步道上佈滿麥飯石，悠閒散步其中，頗富情趣。 

16：30 時我們來到台東小野柳，由停車場至海邊的步道，沿線遍佈着林投、黃槿，

海邊是奇石密佈的天然石雕，在

岸邊隠約可看到 18 公里外的綠

島，我們留影後就往餐廳出發。

今晚夜宿台東公教會館，是七層

樓建物，房間雅致舒適，當晚略

有小雨且整天勞累，大家都早早

就寢，以備明天的衝刺。 

4 月 30 日 06：30 時進入台

東寶桑天主堂，由白蒙席及曹經

五神父主持彌撒，07：30 時離開

教堂至台東公教會館旁的麥當勞

早餐，吃完漢堡及果汁後我們繼續出發。09：00 時抵達知本森林遊樂區，為顧慮年長

團員的體力，我們放棄好漢坡及森林浴步道，選擇短程的景觀步道，在步道沿途栽植

多種水生植物、各類針葉及濶葉樹種，粒粒碩大的麵包果垂掛在樹幹，五色鳥及白頭

翁在樹梢鳴唱，歌聲悅耳，五彩繽紛的草花上飛舞著光鮮亮麗的蝴蝶，頗為生動，小

溪內潔淨的水流及水中健康步道引發幾位媽媽的稚氣，紛紛脫鞋在水中嬉戲，盡情享

受這春之饗宴，穿越 80 公尺的觀林吊橋驅車朝東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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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上觀賞白蒙席帶來的第二部影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原名卡羅爾‧華

廸卡，於 1920 年生於波蘭，26 歲成為神父，58 歲中選為教宗，二次大戰期間曾任工

人，清楚認識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精通八種語言，出訪意大利以外國家 104 次，其

重大貢献為促進人權與世界和平並協助促使歐洲的共產政權垮台，於 2005 年 4 月蒙召

天國，在位 26 年餘，享年 84 歲。 

13：00 時車抵東港，在「益仔海產」午餐，這家餐廳的海鮮料理很精緻，魚蝦都

新鮮味美，一道名為「鯊魚腳」的料理更是美味（就是鯊魚的鰭邊肉）。下午白蒙席離

隊赴台中開會，我們繼續行程到高雄港，觀賞各類輪船及港景並乘渡輪到旗津。 

今晚在高雄國軍英雄館用餐及住宿，晚餐後分批至高雄逛夜市及欣賞愛河夜景，

愛河為高雄市的生命之河，因市民不知愛惜，愛河於 1971 年正式宣告死亡，成為黑河；

1979 年市政府開始整治，現已逐漸恢復生機，除可比賽龍舟及垂釣外，並有駁船碼頭

及藝術照明設施，橋樑也經美化，晚風徐徐，美景當前，我們在此留連至 11 時才意猶

未盡的回英雄館就寢。 

5 月 1 日 05：50 時由英雄館徒步至隔壁玫瑰堂，清晨六點整我們已在聖堂內就坐，

由謝聰智神父主持台語彌撒。玫瑰堂全名是「玫瑰聖母主教座堂」是 1859 年興建的全

台第一座天主堂，目前哥德式建築風格於 1928 年重建，正門上方有一塊「奉旨」碑，

由兩位小天使護持，該碑係清朝同治帝於 1875 年 1 月頒發「保障天主教自由傳教的權

利，不准仇教者入堂滋事」，玫瑰堂內部以七對柱子分成中殿及兩側通廊，聖母祭壇金

碧輝煌，聖潔莊嚴。彌撒結束後，我們回英雄館用完早餐就出發至台南。在車上除念

玫瑰經外，並由黃雪卿姊妹帶頭唱聖歌及家興兄、保祿兄、坤德兄的笑話接力，還有

張媽媽秀玉的窮人充闊等笑話都令人捧腹。 

10：00 時車抵台南安平古堡，該堡屬一級古蹟，已有 300 餘年的歷史，古城牆是

1627 年用糖水調灰壘磚而成，砲台是 1874 年由欽差大臣沈葆楨建造，古意盎然。 

下午我們抵達七股鹽

場，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

座潔白的鹽山，我們爬到鹽

山頂可看到鄰近一畝畝鹽

田，為節省人力，人工晒鹽

已進化為機械收鹽，並將鹽

場轉型為休閒事業，此時正

好有軍機在高空操演，頗為

壯觀，鹽場內的鹽雕栩栩如

生，鹹豆花及鹹冰捧滋味濃

郁。 

離開七股鹽場，我們就

朝台中港出發。從第一天至

今，車上每有空檔時段，均由兄姊們相互飈歌，由邱淑卿姊妹、林明德弟兄輪流權充

DJ，其樂融融。本團歌手濟濟，無論國、台、日語歌曲都有一流高手。下午四點車抵

台中漁港，我們在漁市場內觀賞，此地漁貨新鮮，價格便宜，已有部份團員選購，期

不枉此行，回程經過苗栗，看到沿途油桐花燦爛綻放，滿山遍野，白茫茫一片，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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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人。因為時間因素，晚餐在公館品嚐客家菜，極為豐盛，用完餐就直接回桃園，在

「珍重再見」的驪聲中，晚上七點多抵達本堂。 

回顧這四天三夜，每位團員均在天主護佑之下歡樂度過，這次環島之旅已充分發

揮朝聖、觀光、歡樂、共融的功能，除了再次感謝家興兄及其他兄姊們的辛勞外，我

們亟盼下次旅遊能早日來臨，並期盼更多的兄姊們參與。  

 

 聖人小檔案 ☉ 李文琰  

姓 名 張大鵬 (Zhang Da-Pong) 

生卒年 z 公元 1754 年生於貴州都勻 

z 公元 1815 年 3 月 12 日逝於貴州貴陽 

家 境 z 父母名失傳，兩個弟弟一名大魁，一稱大學，均服官職。 
z 大鵬自幼聰明正直，二十歲即為學塾教師，認真教書並開導不良少年改邪

歸正，深受鄉閭人愛戴。 
z 三十歲赴省城貴陽與王姓商人合作絲業生意，受老闆與同業器重。 

經 歷 

事 蹟 

z 王姓商人之子在北京考中舉人，並且皈依了天主教，回到貴陽見父親合夥
的經理大鵬，為人忠誠正直，竭力勸說皈依，並舉明代儒人李之藻、徐光
啟等均信仰天主教，足證有可信的真理，因而打動了大鵬的內心。 

z 嘉慶二年四川羅穆迪神父，派胡世祿等人赴貴陽開教，說服大鵬花費一筆
妝奩費用，將其妾遣嫁出去，以排除有妾不能接受洗禮的障碍。 

z 嘉慶五年大鵬在尊義隆平場領受了洗禮，聖名若瑟。在官場做官的兩個胞
弟及親戚數人，為避免日後朝廷迫害宗教會受到牽連而大肆反對，並用種
種方法逼他悖教。 

z 大鵬不但不理會，而且將家中改成臨時教堂供教友們望彌撒，同時竭力傳
教，因大鵬人脈廣，人緣好，前來聽道者眾，領洗者多，一時教務興旺。 

z 嘉慶十六年白蓮教又作亂，仇恨洋教，教友們再遭株連，大鵬曾三次避難，
離開又回來貴陽。貴陽教堂被折毀，大鵬兒子德旺被抓走，企圖誘大鵬投
案，德旺時年十八意志堅定，寧可代父受刑亦不吐實，巡撫見其孝心可嘉，
從輕發落發配在省內龍泉地方。 

z 大鵬被官通緝，便逃往重慶，徐主教見他德高望重，應當回去貴陽領導教
友，兄弟有難不應離開，於是大鵬決定回去準備殉道。 

z 嘉慶十九年五月，大鵬的妻舅貪圖賞銀出賣了姊夫，親率官兵前去拘捕大
鵬，差役見他身材魁梧，和藹可親，令人起敬，於是未加為難，多所禮遇，
帶回省城交差。 

z 大鵬被捕後，經過府縣、臬司、巡撫四個衙門多次審訊，眾口一致勸他只
要說聲悖教，即可當庭釋放，連他兩個胞弟，親戚多人異口同聲要求他悖
教，均被大鵬斥止，並要他們預備蠟燭，送他出六廣門。 

z 嘉慶二十年二月初二（1815 年 3 月 12 日）懸在丁字形的架上的大鵬，被清
廷的劊子手以絞刑結束了大鵬的生命，眾多的圍觀者，皆留下了同情的眼
淚。 

宣 聖 z 公元 1909 年 5 月 2 日教宗碧岳（比約）十世宣布列入真福品。 
z 公元 2000 年 10 月 1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布中華殉道烈士 120 人列入真

福（其中亦包括張大鵬在內）。 

補 說 z 本堂千禧年朝聖團ㄧ行三十餘人，恭逢其會，於歐洲四國朝聖之末，亦參
加了十月一日梵蒂岡的宣聖大典彌撒，目睹了千禧年的盛會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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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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十六年七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在舊約中，風和火是表示什麼的象徵？（宗二的注

釋） 
直二、 伯多祿和若望在「撒羅滿」廊下，對眾百姓講道，

雖因撒杜克黨人的惱怒而被抓，但卻有多少聽道的

人，信從了主耶穌？（宗四） 
直三、 保祿宗徒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內被捕後，經一位千夫

長的准許，讓他向百姓們說話時，保祿說他是出生

於何處的猶太人？（宗二十二） 
直四、 達味因對上主心存害怕，不願將約櫃運到自己的

城裡，反而將約櫃運往一位加特人的家中，請問

是誰？（撒下六） 
直五、 法院以強制力，使被告在一定期間內至指定處報

到。 
直六、 聖神降臨時，由天上降下暴風和火舌，其中火舌

表示賜與門徒們向萬民宣講福音的什麼？（宗二

注釋） 
橫１、 耶穌復活後第幾天？聖神藉著風聲和火舌降臨

於世，當天我們的聖教會公然成立了！（宗二） 
橫２、 舉止行為合於傳統的體制。 
橫３、 非常顯明的表示出來。 
橫４、 桃園市行政區域有 76 個里，本堂地址位於那一

里？ 
橫５、 上主的天使指引宗徒斐理伯，藉著宣講，使一位

有權勢的太監，接受了主耶穌的福音，並在途經

一處有水的地方，欣然下車接受洗禮，請問這位

太監是那裡人？（宗八） 

九十六年六月份答案 

耶 路 撒 冷   漁

穌  瑪  肋 末 人

 摩 黎 雅   的

跟  雅  同  漁

隨  人  喝  夫

了   新   

他 們 沒 有 酒 了  

 

╴╴╴╴╴╴╴╴╴╴╴╴╴╴ 

九十六年七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六   四  1  二   一

       

  2   3  

     三   

  4     

  五      

5       

☺ 九十六年六月份答對者芳名： 

鄧艷容、陳麥克、簡月枝、吳恩琪、黃雪卿、邵永華、陳致婕、周西君、
吳恩綸、黃芳珠、陳  皓、孫浩軒、林秀蘭、王心悅、胡啟偉。 

☺ 補登九十六年四月份答對者芳名：孫浩軒。 

☺ 補登九十六年五月份答對者芳名：王心悅、胡啟偉。 

☉張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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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動態 

 每週六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七月六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七月十五日（星期日）舉行七月份主保慶生。 

◎七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奧多  7/2 男：徐傑克。  多默 7/3 男：謝國權、鍾友隆、高寓祥。  

麗莎 7/4 女：黃琮芳。  葛瑞迪 7/6 女：柯以敏、石珮妤。 

本篤 7/11 男：蔡清松、許應俊、許億鵬、陳光宏。   

瑪德蓮（瑪大肋納）7/22 女：關維玲、梁秋菊、邱月琴、謝黃火妹、

蔣凱莉、洪秀蘭、羅金鳳、高阿里、鍾紫陽。 

亞納  7/24 女：林淑和。    

雅格伯（雅各伯）7/25 男：李培根、呂  安。 

安娜（安納、亞納、亞娜） 7/26 女：鐘鳳珍、宋呂浮、陳溫順

英、陳鄭蕊、黃淑禎、簡淑娥、林惠美、王雅西、高玉貞、廖秋連、林玟諭。 

若亞敬 7/26 男：唐斳鋒。   瑪爾大 7/29 女：黃綺雲、張三妹、王曼玲。  

莫尼加 7/27 女：張淨筑。   依納爵 7/31 男：王子睿、呂仁童。 

２００７年 ７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輪值表 

奉  獻 釋
經
員 

司 

琴 

聖器 
管理 
員 

日 
 

期 

禮 

儀 

日 

週 六 
19:30 
主 禮 
神 父 

主 日 
8:30 
主 禮 
神 父 

主 日 
10:30 
英 文 
主 禮 

主 日 
16:00 
主 禮 
神 父 

主 日
18:00
英 文
主 禮 晚晨

讀 

經 

一 

答 

唱 

詠 

讀 

經 

二 

晚晨

輔 
 

祭 晚晨

感
恩
祭 

主日 
點心 

ㄧ 

日 

聖伯鐸 
及 

聖保祿 
宗徒節 

白
正
龍 

白
正
龍 

白 

鐸 

白
正
龍 

于
柏
桂 

周
芷
華 

張
家
興 

湯
顗
嫥 

洪
孟
梅 

邱
秀
子 

黃
淑
慧 

黃
淑
慧 

陳 

皓 

李
懿
宸 

王
菊
春 

呂
秀
香 

的
家
庭 

陳
錚
玄 

李
覲
華 

八 

日

中華 
主保 

白
正
龍 

白
正
龍 

白 

鐸 

白
正
龍 

于
柏
桂 

簡
麗
芬

呂
秀
香

黃
法
昌

簡
麗
芬

黃
曉
晴

蔡
岱
軒

林
美
加

吳
恩
綸

錢
依
依

廖
秋
連

周
芷
華

的
家
庭

趙
聚
誠

黃
雪
卿 

十
五
日

常年期 
第十五 
主日 

白
正
龍 

白
正
龍 

白 

鐸 

白
正
龍 

于
柏
桂 

王 

冀

邵
永
華

簡
麗
華

黃
秋
英

蔡
慶
重

蔡
岱
軒

林
美
加

李
筱
媛

錢
君
柔

周
芷
華

呂
秀
香

的
家
庭

林
廣
茂

徐  

雙 

廿
二
日

常年期 
第十六 
主日 

白
正
龍 

白
正
龍 

白 

鐸 

白
正
龍 

于
柏
桂 

孫
天
威

關
維
忠

黃
芳
珠

邵
永
華

邱
柏
訊

黃
琮
芳

林
美
加

孫
浩
軒

唐
瑞
鈺

胡
月
娥

邵
永
華

的
家
庭

陳
光
輝

李
梁
君 

廿
九
日

常年期 
第十七 
主日 

白
正
龍 

白
正
龍 

白 

鐸 

白
正
龍 

于
柏
桂 

劉
美
敏

黃
偉
亭

曾
劭
貞

林
淑
和

莊 

智

黃
琮
芳

蔡
岱
軒

陳
麥
克

胡
啟
偉

廖
秋
連

胡
月
娥

的
家
庭

張
安
樂

周
小
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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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