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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天主無限的愛   
有一位婦人走到屋外，看見前院坐著三位有著長白鬍鬚的老人。她並不認識他們。於是說： 

「我想我並不認識你們，不過你們應該餓了，請進來吃點東西吧。」 

「家裡的男主人在嗎？」 老人們問。 

「不在」 婦人說：「他出去了。」 

「那我們不能進去。」老人們回答說。 

傍晚，當她的丈夫回家後，婦人告訴丈夫事情的經過。 

「去告訴他們我在家裡了，並邀請他們進來！」 

婦人走出去邀請三位老人進屋內。 

「我們不可以一起進去一個房屋內。」老人們回答說。 

「為什麼呢？」 婦人想要瞭解。 

其中一位老人解釋說：「他的名字是財富。」指著他的一位朋友說。 

然後又指著另外一位說：「他是成功，而我是愛。」 

接著又補充說：「妳現在進去跟妳的丈夫討論看看，要我們其中的哪一位到你們的家裡。」 

婦人進去告訴她的丈夫剛剛談話的內容。 

她的丈夫非常高興的說：「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讓我們邀請財富進來！」 

婦人並不同意，說道：「親愛的，我們何不邀請成功進來呢？」 

他們的媳婦在屋內的另一個角落聆聽到他們的談話。 

並插進自己的建議「我們邀請愛進來不是更好嗎？」 

丈夫對其太太講：「就讓我們照著媳婦的意見吧！」 

「快去請愛來作客。」婦人到屋外問那三位老者：「請問哪位是愛？」 

愛起身朝屋子走去。另外二者也跟著他一起。 

婦人驚訝地問財富和成功：「我只邀請愛，怎麼連你們也一道來了呢？」 

老者齊聲回答：「如果你邀請的是財富或成功，另外二人都不會跟進，而你邀請愛的話，

那麼無論愛走到哪，我們都會跟隨。那兒有愛，那兒就有財富和成功。」 

再度回到聖母聖心堂來服務，除了懷抱著一顆感恩的心，以及對各位的愛心之外，實在是

沒有什麼可以給予大家的。願我能將天主無限的愛與你們分享，好讓大家在充滿了天主的愛之

後，能夠領受到天主更多的恩寵。願天主保佑大家的事業美滿、成功；每一個家庭，都能夠得

到屬天的美滿與幸福。 

神父的話 ☉ 張文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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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傳的分享     ☉許悠媛 修女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跟各位分享個人的一點福傳心得。 

我是德來小妹妹會的許悠媛修女，祖籍福建省東山島人，一九三八年，生於越南，

僑居越南。1968 年與胞妹來台修道，今年滿四十年了，來台加入國籍修會的原因是要接

受中國人之文化訓練，希望能為華人福傳，這也是家母的願望，因為她是一位熱愛中國

的婦女，自從母親皈依天主教之後，盼望全中國同

胞，人人都能成為天主的兒女。 

現在來分享我個人年輕時期與近幾年的兩種

傳教方法。 

首先是年輕時期：  

記得當我還是一個剛進入初學第二年的修

女，修會長上派遣我到桃園聖母聖心天主堂，協助

傳教工作，那是民國六十年的時候。當時參加主日

彌撒的人很少，幾乎看不到年輕的教友。經過家庭訪問後才知道，年輕人都去工廠上班

了，一天都留在工廠工作，也在工廠吃午飯，哪有時間來聖堂。 

因此，我決定走到工廠。每天中午十二點，我就騎著摩托車到各家工廠門外等候，

等待員工們用過午餐，出來買水果的人潮。其中有一些年輕人是從台東花蓮一帶來的阿

美族教友，這些阿美族人很好、很熱情，看到修女都很高興，雖然不認識，都會過來跟

修女打招呼，我就把她們的名字登記下來，邀請她們來參加主日彌撒，也告訴她們一些

偏方；例如說：｢修女有藥可以擦皮膚受傷，和感冒流鼻水都很有效的，外教的朋友也可

以來｣。因此，後來參加主日彌撒的人也越來越多，特別是晚上七點半的彌撒，把聖堂擠

得滿滿的，彌撒後留下來學習要理的人也很多，因此而皈依的人也逐漸增多。 

主日下午四點，還有一台兒童彌撒。中午用餐後，大約一點左右，我就到附近的教

友家庭，集合孩童，親自帶他們到聖堂參加主日學，學習要理。四十年前的台灣，大部

份的家庭都有很多孩子，容易找孩子，同時也請兒童的母親參加彌撒，在彌撒後，幫忙

修女把自己的孩子帶回家。 

接下來分享最近幾年的福傳方法。十三年前桃園德來院的平房，蓋成十層大樓，門

前開闢了六條大馬路，斜對面蓋了一座巨蛋體育館，因此，來往的人車很多，後來又放

置了電腦看版，常有人進來問問題，諸如：「天主教信什麼？天主教的修女和佛教的尼

姑有什麼分別？｣這些問題，看櫃台的小姐不會回答，要請修女下樓接待，當時我在修院

管理總務，所以院長讓我去應付，因此，這些過路客，就成了慕道朋友。 

從２００２年開始，長上讓我放下總務的工作，專業從事福傳，我就把我個人的時

間，全部投下去，努力經營，完全配合慕道者的需要及方便安排談話及聽道時間。 

對於剛接觸不久的朋友，以聆聽的方式與之互動，直等到對方都把話講完之後，才

會開始要理講授。前來聽道理的人，時間很不一定，有時是用餐時間，或午休時刻，或

下班後晚上的時間，依靠天主寵佑，我都欣然接受。 

有的慕道朋友半途自動停課，不來，也不通知，讓我白等，幾次之後，我會打電話

去追問，經過關心問候之後，才來繼續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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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在主日彌撒中，尋找慕道朋友，特別注意沒有前往領聖體或雙手交叉於胸前

求神父降福，或是做錯聖號的人，都是我尋找成為慕道的對象。 

記得曾經有一位小姐時常參加主日彌撒，時間長達五年之久，

都不知道要領洗，以為參加彌撒就是天主教的教友，被發現後，才

學習要理接受洗禮。 

此外，我也天天為慕道者祈禱，每天為他們念慈悲串經，把望

教友的名字，好像念經，念給耶穌聽；每月首膽禮五，晚上半夜起

來守聖時，為望教友求信徳；在特敬耶穌聖心的彌撒中，懇求主耶

穌，打發更多慕道者前來。 

耶穌聖心許諾的十二種特恩對傳教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從我十一歳開始，就做這個

敬禮，感受到在我一生中，無論到何處，所做的工作都很成功，也很有成績，因為耶穌

聖心許諾的十二殊恩，常實現在我身上。我只是主耶穌的婢女與工具，願為主的光榮及

救更多人靈而辛勤努力，衷心感謝天主的支持與陪伴，使我的工作一切順利。也感謝修

會讓我能專心做福傳工作。從去年開始又加入我的妹妹斐德修女為福傳工作投入更多的

心力，也有更多的成效。 

 

耶穌聖心十二殊恩 

節錄自【耶穌聖心月】張振東神父撰 

對耶穌聖心的敬禮，就歷史言，早在第十二世紀便開始了，屬私人團體，十三及十

四世紀逐漸盛行。一六七五年耶穌在「往見修女會」會院的聖堂內數次顯現給聖女瑪加

利大，敞開胸懷，手指著有茨冠的聖心說：「你看，這顆心愛人之情有多深摯，而人卻

不知情，傷害它。......」耶穌隨許下敬禮他聖心的有十二種殊恩：  

1. 凡敬禮我聖心的人，我要給他們生活崗位上所需的恩寵。  

2. 我要賞賜他們全家平安。  

3. 在他們很難困苦時，我要安慰他們。 

4. 我要在他們一生中，尤其在他們臨終時作他們的安息所。 

5. 我要在他們的工作事業上賜予豐富的恩寵。  

6. 罪人在我心中能獲得無限仁慈的泉源。  

7. 冷淡的人會變成熱心的人。  

8. 熱心的人將達到完善的境地。  

9. 我要降福供奉我聖心的任何地方及家庭。  

10. 我要賜予神父們感化硬心罪人的恩寵。  

11. 凡提倡傳揚敬禮我聖心的人，他們的名刻記在我心中。  

12. 凡一連九個月，每月首星期五恭領聖體的人，我要賞賜他們悔改善終的大恩，不會

死於罪惡中或領不到聖事，我的心是他們最後安全的棲身所。  

耶穌將以上十二特恩告訴聖女瑪加利大轉告世人，我們除了知恩感謝以外，更該以

心體心，以愛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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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阿孟）（Amen） 

� 阿們原是希伯來語，而變成希臘、拉丁及一切歐洲語，甚至變成各處天主教
和一切基督教派、猶太教及回教教徒，在祈禱語文上用的術語。原意是「是，
上主」（耶十一：5）或者「盼望是這樣」（耶廿八：6）。 

� 此語在舊約中表示對某人同意，不論某人的言語是命令、咒罵、誓言、祈求、
祝福或許諾（戶五：22；申廿七：14-26；耶十一：5；厄下五：13）等是讚
頌辭的結尾，（詠四十一：14；七十二：19；八十九：53；一一六：48）是
宗教禮儀的閉幕詞（編上十六：36；厄下八：6）。 

� 在新約福音上，用此語的次數很多，瑪三十次、谷十五次、路十六次、若二
十五次。往往將「阿們」一詞，按其意義譯成「實在，確實」尤其用於教會
的祈禱文上，是為求天主滿全祂的許諾，耶穌是第一個用「阿們」作他講話
開端的人證明祂就是真語，祂的話是不能錯的，故此默三：14 稱祂是「阿們」。 

� 簡單的說，用最白話的語詞解釋，「阿們」的意思就是：以上所求盼望天主成
全。 

 

光榮十字聖架     ☉蕭漢屏 
天主教會除重視聖經外，也重視聖傳，這在基督宗教裡是非常特別的。

所謂聖傳簡言之就是聖的「傳統」，可能來自一個故事，也可能是一個傳說，

行之有年之後就形成傳統；很多教會的節日就是這麼來的。 

9 月 14 日是光榮十字聖架節的節慶，這節慶來自一個故事，故事約略

是這樣： 

「基督宗教（那時基督宗教還沒分裂，只有天主教會）傳到羅馬後，

羅馬政府畏其勢力威脅政權，就施行打壓政策。可是在基層，因為生活的

困苦及精神的壓抑，人們極需尋找一個出口，而天主教會是最符合貧苦大

眾的需要，不僅因為它給世人一個希望，而其所教導的愛，更吸引了大眾

的嚮往，過了兩個世紀之後竟 然成了羅馬的國教。其關鍵人物

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當君士坦 丁信教之後，立刻變得非常虔

誠。有人在東方的一處旱田 裡，發現了三具幾世紀前的十字

架，木頭還沒爛掉，有人說這 些是釘死主耶穌用的十字架。皇

帝命人將其運了回來，但到底 那一具才是真的，誰也不曉得。

適巧有一婦人得了重病，皇帝 命人將十字架靠在那名病婦身

上，前兩具都沒有任何效果， 而最後一具一靠，她就活蹦亂跳

起來，顯然最後那具正是承載 過主耶穌的十字架，於是皇帝就

命人載運到皇宮裡面。皇帝想學主耶穌背負十字架，繞行皇宮一圈，以顯

示他的虔誠。某天，他身著皇袍，彎著腰想背起十字架，但怎麼使力，就

是背不動。大家開始找原因，有人說：『主在背十字架的時候，是最委屈、

	 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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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憐的時刻，而皇袍卻是權力、威望的象徵，當然背不動』。皇帝接受大

家意見，身著平民百姓的衣服，再背，果然背動了，而且還繞行皇宮一圈。」 

這故事很多細節都沒有交代清楚，隨便就可以指出其矛盾之處。或許

是年代久遠，怎麼探求還是分辨不出其真假。倒是穿著皇袍背不動，而穿

著平民百姓的衣服就背得動，顯然符合人生某些意義。 

我們常舉主耶穌的話「為我最小弟兄做的就是為我做的」來說明幫助

弱小，就等於間接舉揚主耶穌，是主的勝利，更是十字架的勝利。當說這

話時，難免會墜入成功（勝利）與失敗的迷思裡。其實在主耶穌之前的年

代，能夠就是應該，強權就是公理，很少論述同情與憐憫的，有的話也只

是存在於同一社群或同一國度裡。因為壓榨根本就是理所當然，而奴隸制

度的橫行，人之不當人，比比皆是。不要說在羅馬時代，這種博愛的觀念，

讓普羅大眾著迷而欣喜若狂，就連十六七世紀的東方中國，也甘拜下風。

因為清朝是公開蓄奴的，為了保護主人的財產，收容逃人（指逃跑的奴隸）

屬犯罪行為，是可以讓人傾家蕩產的，更可以成為鬥爭的工具（註）。由此

推論，在紀元之始能說出這麼先進的話，不就和孔孟的民本觀念一樣令人

景仰與心儀嗎？甚且再推，希臘時代雖然就有了民主的雛型，但必得經過

基督教的洗禮，民主才得落實。我們可以說，民主的實踐在某些層面上，

就是十字架的勝利。 

十字架表面上看，絕對是個苦難，而趨吉避凶是人的天性，人性昇華

成可以視苦為樂，必須有想法在腦中旋盪，再逐漸形成一個概念，而其中

就產生轉化的作用。就是因為這種轉化，人可以選擇他認為好的，抛棄他

認為不好的（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就是最典型的範例），經過這番折騰，十

字聖架也就由原來的樣貌轉而成為光榮了。 

我常想有錢人和有權人所背的十字架是否與我們不同？理論上，有錢

有權人所背的十字架絕對比我們沈重，因為他們的社會責任大過我們，可

偏巧十字架卻變成他們卸責的工具，不僅口惠實不至起來，而且全聚焦於

自私自利的目的之上了。 

十字架的背後是個救贖，是項責任，更是讓人歸向十字架的基礎；如

果每個人都可以為了什麼而有所作為，人生的意義就踏實了，十字架將因

此而光彩，也更落實了它的光榮。 

註：清朝在入關後的一百年左右，對奴隸控制非常嚴厲，不僅視為財產，未經許

可而逃亡，勢必究辦，若有人收留，定予處罰。就有案例指出主人為覬覦別

家財產，而唆使奴才逃抵別家，再予報官處理，目的無非藉此獲取其產業。 

	 聖經嘉言選 ☉ 李文琰 

「我們這現時輕微的苦難，正分外無比的給我們造就永遠的光榮厚

報。」      （格後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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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灑聖水的禮儀意義 
在天主教禮儀中 ，“水＂ 是聖事的標記，使人記起並實現天主的救恩計畫：創造生命、

淨化奴役、進入草場福地；這一切都在基督身上得到圓滿。耶穌受洗展開新創造，並以自己的

死亡復活，使人脫離奴役進入天國。教會繼續基督的使命，宣講福音使人悔改，認識基督因他

的名受洗以赦免罪過，並領受聖神的恩惠，活在基督及教會內。 

洗禮就是：一、與基督同死、同埋、同復活；二、重生進入天主的國；三、穿上基督；四、

又如同基督，受洗後便領受聖神的印記，即活在聖神內，也活在基督內，亦活在父內。因此在

禮儀傳統上，水除了用以施洗外，也用水來紀念洗禮。例： 

1、行灑聖水禮----主日彌撒開始時，以灑聖水禮，來紀念我們曾藉水和聖神而重生，成為

天主子民。在灑聖水時，我們劃十字聖號，以重申信德。並祈求淨化心靈，手潔心清的

到天主台前。 

2、聖堂門口之聖水----讓教友進聖堂時以聖水劃十字聖號，紀念洗禮，淨化心靈開始祈禱。 

3、在祝福人、房子或其他物品時，也灑聖水重申信德，並表示天主聖神的臨在，淨化、滋

潤和降福某人、某物，使能承行主旨愈顯主榮。 

4、小心注意----某些民間敬禮，也以“喝聖水＂，或“塗抹聖水＂來求治病，但這都不是

教會的教導，且可能引起衛生問題。教會教導我們，治病的聖事是“病人傅油聖事＂，

而聖體聖事才是“永生的良藥＂。 

【轉載天主教新竹教區通訊 288 期 2008 年十月  禮儀專家：羅國輝神父】 

 聖人小檔案 ☉ 李文琰  

姓 名 z 聖女 日多達（St. Getrude） 

生卒年 
z 公元 1256 年元月 6日生於德國。 
z 公元 1301 年 11 月 16 日逝於本篤會修院，年 45 歲。 

經 

 

 

歷 

 

 

事 

 

 

蹟 

z 聖女五歲時即入德意志 漢夫德女修院見習生活。長大成人，正式領受會衣發
終身願。 

z 聖女天資聰慧，好學不倦，成年後已具精通拉丁文學的才華。文筆流暢，富於
想像。是她日後撰寫「天主聖愛的報導」又稱「啟示錄」的基礎。僅此書的出
版，即足以使她流芳百世。 

z 聖女在「天主聖愛的報導」中記述她親身經歷了主耶穌多次在她面前顯現的記
錄，對她說了很多鼓勵的話，並使她奇蹟式的昇上空中與主耶穌並肩侃侃而
談。足證聖女的虔誠與上主的恩寵。 

z 聖女在修院中除祈禱和工作外，ㄧ心研究聖師們的著作，尤其是聖奧斯定、聖
額我略、聖伯爾納鐸的著作。孜孜兀兀，日以繼夜，不久之後即通曉各種超性
事理。即連飽學之士都會來移樽就教。 

z 聖女對教友們領聖體的聖事另有一番比喻，她說：「我們準備領聖體的工夫，
僅僅至多不過是一滴水，而上主賜給我們領受聖體的恩寵，卻好比是汪洋大
海。」 

z 聖女對死亡的問題有獨到的見解，她說：「我渴望臨終前有領完全聖事的充分
時間，可是我更認為最可靠準備善終的方法，就是服從天主的聖意，服從天主
的安排，我堅決深信，無論我們死亡的方式如何？驟然的或可預見的都好，天
主對我們是仁慈的，我完全依靠天主。」 

z 聖女對福傳的態度更是積極，她說：「天主既然把寶藏賞給了我們，我們便該
傳給別人才是。」所以聖女不僅把研究心得和在祈禱中所感受到的神恩告訴別
人，而且還筆之於書，流傳後世。 

z 聖女所著「天主聖愛的報導」一書，神學意義深遠，文字秀美，為靈修生活不
可多得的佳作，其價值僅亞於聖德肋撒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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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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十七年十一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喻事情變遷的情形，是當初所沒有預料到的。 

直二、 年長而有德望的人。 

直三、 情意懇切而且週到。， 

直四、 以色列王達味之子撒羅滿的箴言，是為教人學

習智慧和規律，使無知者獲得聰明，使什麼人

獲得知識和慎重？（箴一） 

直五、 依撒意亞先知對人們說：你們在守齋日仍然苦

心經營，勒索你們所有的工人。……難道這就

是我所中意的什麼﹖（依五八） 

直六、 「在賓客中間，要與同席的一樣。招待了他

們，你纔可入座；好同他們一起歡樂；因你如

何？你必能獲得榮冠，和眾賓客的敬意。」（德

三二） 

 

橫１、 11 月 30 日是將臨期第一主日，也就是表示這

是教會什麼年的開始？ 

橫２、 原被告到法庭聽候審判。 

橫３、 耶穌復活後，教導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給為萬民授洗，並說：看！我同你們天天在

一起，直到什麼的終結？（瑪二八） 

橫４、 上主的天使顯於若瑟，要他立刻起來，帶著

嬰孩和衪的母親，逃往那裡去？還告訴他：

「住在那裏，直到我再通知你，因為黑落德

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衪殺掉。」（瑪二） 

橫５、 舊約中的德訓篇被稱為是「教會經典」，並作

為教訓望教者的教本，在敘述「天主造人的

目的」時，教導他們眼見天主的光榮、耳聽

天主的聲音。天主對他們說了什麼？並吩咐

他們：每人要關心別人。（德十七） 

☺ 九十七年十月份答對者芳名： 

林秀蘭、黃沛洋、鄧艷容、吳恩琪、
黃雪卿、陳致婕、簡月枝、周西君、
陳 佑、黃芳珠、錢君柔、胡啟偉、
龔美雲。 

九十七年十月份答案 

你 信 主 耶 穌 罷  

為  救  苛  阿

什  我  特 貝 茲

麼  罷 免   海

迫 切   撒 羅 默

害   圈    

我 所 揀 選 的 器 皿

 

╴╴╴╴╴╴╴╴╴╴╴╴╴╴╴ 

九十七年十一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六    四    二   一 

       

       

2       

  3   4  

 五     三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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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七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十一月九日（星期日）舉行十一月份主保慶生。 

 
◎十一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麗莎  11/5  女： 陳麵仔、莊玉華。   潔如  11/16  女： 呂明怡。 

日多達（麗達） 11/16 女： 李培媺、陳秀英、鄧錦珠、馬  灝。 

依撒伯（貝）爾 11/17 女： 鄧艷容、劉婉欣、孫淑玲、張秋芬。 

瑪利亞  11/21 女： 黃慧彬。  采琪  11/22   女：胡慧蓮、王燕玲、高秀鑾。 

則濟利亞 11/22 女： 李如英、古筱鷺、陳月華、李易芳、陳威羽、黃淑玲、
徐如韻、甯惠南。 

西西里亞 11/22 女： 劉羽瑄。  

安德肋  11/30 男： 連心澤、劉邦浚、汪佑安、莊坤憲。 

２００８年 十一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輪值表 

 聯絡人：周小婉姐妹 0955-34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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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06:30 中文彌撒  地點：聖保祿醫院教堂 桃園市建新街 123 號，03-361-3141 

 註２：主日 08:35 中文彌撒  地點：聖體堂 桃園市保羅街 52 號，03-364-8865 

 註３：主日 16:00 中文彌撒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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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