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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超越一切 
有一位富裕國的王子，有一天他微

服私行，到鄉下去遊玩，遇見了一位非
常漂亮的小姐。王子認為這位女子才貌
出眾，氣質清新，於是上前與她聊聊。
雖然這位女孩出身於貧窮的家庭，但是
她的德行、談吐及智慧，都讓王子十分
地佩服。聊著聊著，王子就深深地愛上
了這位小姐。 

回到王宮之後，王子向父王提及此
事，並要求父王應允他能娶這位女子。
父王及朝廷的大臣們知悉這位小姐的身
世背景之後，都反對這件婚事。由於王
子一再堅持，最後父王及大臣
們勉強地答應了。但是婚禮很
簡單，只是在王宮悄悄舉行，
並沒有昭告天下。過了不久，
國王生病，而且病情嚴重，沒
有多久，國王駕崩了。朝廷大
臣共商王位繼承之事，結果要
求王子在兩件事上選擇一項，一是選擇
與妻子共同生活，而將王位讓給年幼的
二王子；一是放棄妻子，與鄰國公主成
婚即可繼承王位。 

經過長時間的考慮，王子面臨著重
大的難題，在國家與妻子之間的抉擇，
令他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在縝密的思考
之後，最後還是以國家為重，他以沉重
痛苦的心情告訴妻子：「我很愛妳，然而
為了國家，我不得不放棄兒女私情，請
妳體諒我的苦衷。當妳離開王宮時，妳

認為妳最喜歡的，並且對妳來說是最有
價值的，妳都可以帶走」。他太太聽了之
後，萬分傷心。當兩人坐下一起共進最
後的晚餐時，王子因難過而藉酒消愁。
妻子也一直為他斟酒，王子一杯又一杯
的喝著，由於不勝酒力，後來終於醉倒
而不省人事。太太就把王子靜悄悄的坐
轎子從王宮的後門帶離王宮，回到自己
的娘家。第二天，王子醒來，發現自己
竟然躺在鄉下太太的家中，就問太太原
因。太太說：「你不是說當我離開王宮
時，可以帶最喜歡的東西走嗎？而我最
喜歡的就是你這個人，而不是王宮的金
銀珠寶」。王子聽了非常感動，兩人相擁
而泣。幾經思考，王子終於勇敢的決定
放棄繼承王位，而與太太永遠生活在一

起，長長久久，恩恩愛愛。 

每年四旬期開始，大家都
準備領受聖灰。聖灰禮儀提醒
我們「人哪！你原來是灰土，
將來仍要歸於灰土」。不論我們
活多久，也許八十歲，也許九
十歲，也許一百歲，也許一百

二十歲；但是終究都會離開人世。當我
們離開這個世界時，最喜歡帶走什麼
呢？又能帶走什麼呢？聖保祿曾說：「我
若有全備的信心，甚至能移山；但我若
沒有愛，我什麼也不算。……現今存在
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
的是愛」（格前 13：2，13）。最後祝福
大家在這四旬期內有很好的準備，來迎
接主耶穌復活的恩寵，也得到豐豐富富
天主的愛。

神父的話 ☉ 張文福 

	 聖經金句 ☉ 李文琰 

「主怎樣寬恕了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寬恕人。」 

（歌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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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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十八年三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柏林是那一個國家的首都？ 

直二、 達味以詩歌向上主讚頌：上主是我的牧

者，我實在一無所缺。……縱使我應走
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兇險，是因為如
何？（詠二三） 

直三、 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受到許多屈
辱。直到第九時辰，遍地都如何了？耶
穌大聲喊說：「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
塔尼!」就是說：「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為什麼捨棄了我?」（瑪二七）。 

直四、 智慧在街上、市區等各處吶喊與呼喚：
無知的人，你們喜愛無知；愚昧的人，
你們憎恨知識，要到何時呢﹖你們應如
何呢？看，我要向你們傾吐我的心意，
使你們瞭解我的言詞。（箴一） 

 

橫１、 耶穌誕生在猶大 白冷時，有賢士遠從東
方來，看見嬰兒和他的母親瑪利亞，遂
俯伏朝拜了衪，打開寶匣，給衪奉獻了
禮物。他們在夢中得到啟示，不要再如
何？因此就由另一條路返回去了。（瑪
二） 

橫２、 亞當和厄娃吃了知善惡樹上的果實後，
怕見上主的面，就躲藏在樂園的樹林
中。當上主呼喚亞當時，亞當回答上主
說，他在樂園中如何了？就害怕起來，
所以躲藏了。（創三） 

橫３、 「實在」的意思。 

橫４、 達味以詩歌預言默西亞的苦難：歹徒成
夥地環繞著我，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腳，
我竟能數清我的骨骼；他們瓜分了我的
衣服，為了什麼，他們拈鬮？（詠二二） 

橫５、 表示個人思想行為與他人有一致的意
思。 

橫６、 戰國時人，曾受學於孟子；主張人性是

「無善，無不善。」而自成一家之言。 

橫７、 耶穌和門徒航行到革辣撒人的地
方，一上了岸，迎面來了一個那城中
附魔的人，他很久不穿衣服，他不住
在那裏？而住在墳墓中。（路八） 

九十八年二月份答案 

獲 救 的 堡 壘  愛

有     羨 慕

永 遠 救 恩   他

生  世 人  彰 顯

的  者    現

生 銹  愛 神  的

命  眷 顧 貧 窮 人

☺ 九十八年二月份答對者芳名： 

鄧艷容、簡月枝、吳恩琪、黃雪卿、
陳致婕、黃芳珠、周西君、黃沛洋、
陳  恩、錢君柔、胡啟偉、龔美雲、
張春惠、王  冀、邵永華、洪瑞發、
孫浩軒、王文英。 

九十八年三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四   三   一   

       

2    二    

       

3   4    

  5     

6   7    

 

⊙ 張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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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爾哥達（ Golgotha） 
 哥爾哥達是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此名為阿剌美文意指「髑髏」，因那

小山丘的形狀好像一個髑髏。在那裡埋著元祖亞當的骨骸。亞當第二的基
督，在那裡死去時，以自己的寶血洗淨了元祖的罪，及他的後裔所犯的罪
過。（瑪 27：33；谷 15：22；路 23：33） 

 梅瑟的法律，即犯人行刑應在城外處決。（肋 24：14-23）耶穌時代它位於
耶路撒冷城外離聖京不遠。經過兩千年來的變化，如今的朝聖者若要尋找
哥爾哥達那是會失望的，找到的不是山丘而是一座一座的聖堂與華麗的聖
殿了，而每一座建築的產生皆反應了那個時代的背景與歷史的淵源。若要
細述出來將是洋洋灑灑的數千言，了解哥爾哥達，重要的在於牢記吾主耶
穌為救贖我們免於罪惡獲得救思，而做的犧牲，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 蕭漢屏  

 

 

12 月 12 日的彌撒講道，張文福神父講了一個故事，這故事的主角是他相當欽佩的

一位主教，也是他當小修生時遇見最年輕的主教，姓阮，來過台灣，在一次彌撒聖祭裡

他參與了共祭，因此我見過他一次。 

故事大致是這樣的：「南越淪陷後，北越效法共黨國家的模式，成立了大小規模不等

的勞改營，專門關押一些異議人士，包括南越的軍人、公教人員、僧侶…，像阮主教這

樣有聲望、有影響力的人，必定羅列其中。目的無他，一則起了殺雞警猴的作用，二則

怕他「興風作浪」，更多的是他們挾戰勝餘威所帶來的自信，企圖改造所謂的『反動份子』。

主教的宗教聖職，在勞改營裡，新政府並沒有特別的優待，同其他人一樣都只是冠以號

碼的囚犯，但大家仍然將他看成是領袖，所以他四周在有意無意間圍繞著許多仰慕他的

教友。在勞改營的日子還是得照過，大家也相信，若蒙他一些話語的鼓勵，會活得更有

自信，而他也從沒辜負大家對他的期望。 

他向外面的人寫信表示，因為身體某部位感覺不適，必需要藥酒來治療，接到信的

人知道他身體一向硬朗，思忖應該是舉行彌撒使用，心照不宣地照他吩咐的去張羅，還

在信裡再三宣傳藥酒的效力，以避開看管人員的注意。於是，彌撒的『酒』有了著落，

至於麵餅就用吃剩下來的烙餅來替代。他們舉行彌撒的時間和地點很特別，因為他的附

近都是教友，所以在星期六晚上（註 1）他們利用剛睡覺的前半個小時，平躺在大通舖上，

主教開始喃喃地自語起來，什麼時間有什麼動作，大家都照做，當然很多都因陋就簡了，

於是彌撒就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完成了。對那些沒機會參加的人，他要教友們用香煙盒

子裝著『聖體』，翌日俟機分給想領的人；香煙盒子竟然成了別樹一格的『聖體櫃』。久

了，大家都都盼著星期天的見面，因為可以領著主耶穌的聖體，而主教成了黑暗中的曙

光，失望裡的希望…。」 

神父接著談王建民被稱為台灣之光的事，他要大家不能只看他的光彩，還得看他的

	 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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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否則「光」來得太廉價。世俗之光來得快，去得也快，萬一時過境遷，老了，打

得更好的人出來了，這光不就成了幻影？其實，他所談的道理，不難理解，只是以一個

外國神父還能如此地深入問題核心，強過媒體的吹捧，更顯出他對問題的獨到。 

有一個解釋地獄最傳神的話是這麼說的：「把希望放在門外」。當黑暗愈黑的時候，

那怕只是一支小小的燭光，其亮度都超出想像，雖然是種比喻，但讓人理解其間的反差

愈大，愈是明顯，亦即四周相對的黑暗，亮光就

呈現出不同的耀眼。我們常說人的適應力是所有

動物裡最強的，可惜科技的發展，讓原有的能力

弱化了。如果這適應力強的說法是可能的，應該

是人的一種樂觀天性。一般相信它源自人類腦部

下皮質構造（註 2），因為這塊區域忙於主導人對

食物，甚至打鬥、吸菸及對所有使人類立刻感受

到心情舒暢的事物，表達同意的反應。當然這說

法是指人在構造上，天主就事先考慮到了，否則

祂怎麼可以篤定地說「連天上的飛鳥也沒忘了照

顧」？ 

雖說「小人恆立志，大人立恆志」一語，多半用來嘲諷我們每遇事情就輕易地喜歡

下決心（立志），而決心常半途而廢，這種說法難免讓我們先就矮了半截，但轉面想：「總

比不立志的好！」，至少，還立了志。實在說，立志通常只有 10%真能實現，其他全變成

了不斷周而復始的立志，並且還受困於許多昔日未能解決的問題上。著有《樂觀-希望生

物學》的進化人類學家泰葛就說過「人類的希望會由內部不斷湧現」，這也促使大家屢買

樂透，雖然不中，卻樂此不疲的吊詭現象。從好處想，人類的這種立志（決心），正是保

持其存活的原因。更好說，是人類容易忘記過去的失敗，轉而相信事情會更好，明天又

會是一個新局面的開始。只可惜有些人偏偏因為身體的分泌出現失調，以致無法樂觀面

對所遭遇的處境，想不開的結果常常令人難過，所以身心靈各部分能得均衡照顧，絶對

是恩寵。 

前述，闡述「希望」是人類所獨有的。要如何感知？確實有困難，我們可由光亮與

黑暗的對比來理解；現在有儀器可以測知光度的數據，但對黑暗也只能用形容詞來對比。

我們可以如此地遽下結論：「黑暗是無光的狀態」，而光若代表希望，豈不與「把希望放

在門外」所描述地獄的道理相合？而一片漆黑也是象徵全無希望的狀況。 

再說，身體健康是必要的（身），心智成長是需要的（心），靈性修養是重要的（靈），

把握三者才能算是真正的人，也才算是完整的人生。其中的高峰就是靈的部分，而讓人

直接感受的即宗教信仰，所以宗教信仰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成分，是生命的歸依，一切意

義的基礎。更何況信仰所帶來的希望更透徹心扉，直接照亮了你我的心靈。 

那怕人生真的是一片虛無，若能感覺還有希望，立刻就能翻轉而坦然面對各種挑戰，

何況還有主可以依恃呢？ 

註 1：猶太人在計算主日的時間是從星期六下午日落之後至星期天

日落之前，所以星期六的晚上就是主日了。 

註 2：sub cort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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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車 林 

  
 

真神的主權有四個，就是一創造，二救贖，三審判，四任憑。少了一個就不是真神，更

何況假神連一個也沒有，所以，我就將這四個一一的整理出來，請各位兄姐參考。 

 真神的四大主權之一：創造

1. 創 1:1-2:7 
2. 出 20:11A   出 31:17B 
3. 申 4:32   申 32:6B 
4. 列下 19:15B 
5. 編上 16:26B 
6. 編下 2:11A 
7. 厄下 9:6 
8. 友 8:14A   友 9:12B     

友 13:18B   友 16:14 
9. 艾補錄丙 3 
10. 加下 1:24A  加下 7:22-23,28  加下 13:14A 
11. 約 9:8-10   約 10:8-9,12   約 12:9-10  約 33:4,6 

約 40:15,19 
12. 詠 8:4   詠 24:1-2    詠 33:6-9,15  詠 50:10-12 

詠 72:18   詠 74:16-17   詠 86:9    
詠 89:10,12-13,48      詠 95:5-6   詠 96:5 
詠 100:3   詠 103:22 受造  詠 104 全篇  詠 115:3,15-16 
詠 119:73,90  詠 121:2    詠 124:8   詠 134:3 
詠 135:6   詠 136:5,7-9   詠 139:13-16 受造 
詠 145:9-10,13 受造     詠 146:6   詠 147:4,8 
詠 148:5 受造  詠 149:2 

13. 箴 17:5A   箴 20:12 
14. 訓 11:5   訓 12:1B,7 
15. 智 1:14A   智 7:1B,21B   智 8:5B   智 9:1-3,9A 

智 11:18A   智 13:1-5    智 15:11   智 16:24A 
智 19:6 

16. 德 1:8-10   德 7:32A    德 10:14-15A  德 15:14 
德 16:26-17:8  德 18:1A,2-5   德 32:17 
德 33:8-10B,14B 德 39:16-41   德 43:1-37 全章 德 47:10 

17. 依 17:7   依 27:11B   依 37:16   依 40:21-26 
依 41:20   依 42:5    依 43:1A,7 
依 44:2A,21B,24 依 45:7-8,12,18  依 48:13   依 51:13A,16B 
依 54:5,16  依 6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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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耶 10:12,16B  耶 27:5    耶 31:35   耶 32:17 
耶 33:2   耶 51:15-16,19 

19. 巴 3:34-35  巴 4:7A,8B 
20. 達 14:5 
21. 亞 4:13   亞 5:8  
22. 納 1:9 
23. 匝 12:1 
24. 拉 2:10A 
25. 瑪 19:4 
26. 谷 10:6   谷 13:19 
27. 路 11:40,50 
28. 若 1:3 
29. 宗 14:15B   宗 17:23-24 
30. 羅 1:20,25  羅 4:17B    羅 8:19-20,22   羅 11:36 
31. 哥 1:15-17  哥 3:10 
32. 希 1:2B   希 3:4B    希 4:3B 
33. 伯前 4:19 
34. 默 3:14B   默 4:11    默 5:13    默 10:6 

默 14:7B 

 真神的四大主權之二：救贖 

救贖不是只為相信的基督徒，耶穌的降生就是為整個的人類，所以祂的救贖是普及

全人類。請查考以下的章節。 
1. 出 6:6   出 15:16 
2. 詠 22:6   詠 67:3    詠 69:19    詠 91:16 

詠 107:2   詠 111:9 
3. 依 43:1-13  依 44:22    依 48:20    依 63:9 
4. 耶 46:27   耶 50:34 
5. 哀 3:58 
6. 希 9:11-12 
7. 鐸 2:14 
8. 若壹 2:2 
9. 弗 1:14 
10. 默 5:9    （待續） 

三月祈禱及福傳意向 ☉禮儀靈修組 
z 為婦女的角色在世界各國受到尊重與肯定。 

z 為華人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的人及所有基督

徒，在教宗本篤十六世信函的光照下，努力成為

合一、共融、和平的使者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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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彩琪、采琪 3/4 女：陳彥均、鍾美花。 

方濟加 3/9 女：洪孟梅。 

本篤 3/11 男：張傑。 

若瑟芬 3/19 女：孫宇屏、陳虹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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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文、饒來旺、白崇義、Steven P、林家豪、邵 祈、

張佑平、陳玠碩、黃大成、陳 廣、孫子軒、黃清毅、宋思彤、郭開宏、

陳光輝、徐永生、陳登堂、羅志秀、羅子皓、李世澤、曾昱彰、邱智孚、

陳明華。 

若瑟法 3/20 女：唐劉梅生。 

 聖人小檔案 ☉ 李文琰  

姓 名 z 聖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生卒年 
z 公元 1225 年生於義國望族。 

z 公元 1274 年 3 月 7 日逝世。 

經 

 

 

歷 

 

 

事 

 

 

蹟 

z 聖人自幼即進入喀卒諾山修院接受啟蒙教育。及長進入那不勒斯大學攻讀文
學。求學期間住在道明會的修院內。對道明會頗為好感，深為嚮往。終於十九
歲時棄俗修道加入了道明會。 

z 聖人的兄長及家人，不願意他出家修道多方阻撓，先是將他軟禁起來不得自
由，後是利用女色誘他，被聖人用炭火趕走。聖人向上主祈禱，求主賜他終身
不再受誘的特恩，終獲如願。經過兩年的折磨，兄長及家人見他志不可奪，最
終應允送他進入修院。 

z 聖人入院後在聖大亞爾伯門下攻讀神哲學，同學均為一時俊彥，而聖人更是博
學多才成績斐然。不久，全班同學均向聖人請教學習，聖大亞爾伯師長更對聖
人慰勉有嘉。並向同學們稱讚聖人不久將會震動普世。公元 1256 年聖人榮膺
神學博士學位。 

z 果然不久聖人的才學淵博，名震了全歐，受聘為巴黎大學的講師聲譽之隆一時
無雙。 

z 公元 1269 年巴黎大學各學者，對聖體聖事中存留者係麵餅的「偶體」，抑或係
麵餅的「外形」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大家一致決議公請聖人解答。聖人祈
禱後振筆直書「論聖體聖事」的論文一篇。迄今成為教會的基本要理。 

z 公元 1274 年，教宗額我略十世召開里昂大公會議，會議中擬勸東正教重返聖
教會懷抱。特地請多瑪斯聖人撰文宣讀，足見教會對聖人的倚重。 

z 聖人的著作很多，最負盛名的著作當推「神學概要」一書。亦有譯為「神學大
全」的。教會在脫利騰大公會議中，將「神學概要」一書，與聖經及教宗詔書
並列會議席上，其受教會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 

z 聖人的才學，固然出類拔萃，超人一等。但他的聖德更為後人所敬仰。他常說：
「他的學識得自苦像前祈禱者，遠超出個人研究者為多。」聖人對於求學求知，
虛心求教，不恥下問。與任何人討論問題時，總是心平氣和，從不發怒，從不
以言語諷刺對方。 

z 聖人一生勞累鞠躬盡瘁，於公元 1274 年 3 月 7 日蒙主恩召升天。 

宣 聖 
z 公元 1323 年榮列聖品。教宗聖庇護五世封聖人為教會聖師。 

z 公元 1880 年教宗良十三世，封聖人為教會學校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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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撒經書總論第卅一節     禮儀靈修組 

禱詞及其他屬於主祭職務的部分 

31.主祭以聚會團體主禮者的職分，可按禮節中所提供的，給予會眾一些「提示」（勸言）。如禮

規有指定的提示，主祭可視參禮團體的了解能力，予以適應；然而，主祭該常保存彌撒經書

所提供之「提示」的原意，並簡明扼要地表達出。 

宣講天主聖言及給予禮成祝福，也屬主祭職務。 

主祭可在彌撒開始的致候詞及懺悔禮之間，以簡短的詞句向信友介紹本日彌撒要義；在讀經

前介紹聖道禮儀；在感恩經頌謝詞前，簡短說明感恩經（但總不可在感恩經當中）；禮成前，

再說幾句訓勉的話，以總結全部禮儀。 

◎堂區動態 

 每週六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三月六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三月八日（星期日）舉行三月份主保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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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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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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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