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母聖心堂通訊 211 期（1/8）------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地址》桃園市成功路二段 56 號 電話》（03）332-2067 傳真》（03）333-4064 行動》0936-144-634 

E-mail》taoyuanchurch@hotmail.com 網址》www.catholic.org.tw/taoyuanchurch  
 

 
 

 

 

1982 年元月 13 日美國有一架飛機，因

為故障而掉落到首都華盛頓附近的一條結滿

了冰的波托馬克河（Potomac River），並撞斷

了河上的一條橋。飛機上有 79 人不幸罹難，

只剩下 5 位生還者。這 5 位生還者，在他們

的一生之中，將永遠不會忘記他們的性命，

是由那一位 46 歲名叫阿藍威廉（Arland D. 

Williams Jr.）的銀行經理的性命，所換來的。 

當時，河水都已經結成了冰，所以，救

難隊隊員不容易來到現場，只能以直昇機來

救援。在直昇機上的救難隊隊員，丟下救生

圈，給河面上的生還者。威廉是在這 6 位生

還者當中，身體狀況最好的一位，其他的 5

位，幾乎沒有力氣，來接住由直昇機上，所

丟下來的救生圈。當威廉接到救生圈之後，

就幫忙其中的一位生還者，讓生還者給直昇

機平安的拉上去。同樣的動作，威廉幫助了

所有的生還者，一個一個慢慢的，安全的給

直昇機拉上去。最後，輪到他自己時，因為

他的身體太過於冰冷而僵硬，以致於他無法

抓緊救生圈。此時，救難隊員用盡辦法，好

不容易才抓到了他，將他拉到直昇機上，但

是，為時已晚，他們所拉上來的，只是一具

冰冷的屍體。在為他舉行殯葬彌撒的那一

天，救難隊直昇機的機師跟大家分享說：「威

廉是一位英雄，他在冰冷的河裡，一分一秒

的與死神搏鬪，他為了救別人，勇敢的放棄

了 5 次可以被拉上直昇機的機會，而把救生

圈先讓給別人使用，讓他們先安全的被拉上

直昇機。」為了紀念及感謝阿藍威廉，地方

政府把河上的那一條斷橋整修之後，改名為

阿藍威廉橋（Arland D. Williams Jr. Memorial 

Bridge）。 

世界上也有不少的英雄，是為了救別

人，而犧牲了自己的性命。聖國伯神父在德

國的集中營之中，為了保全朋友的性命，而

代替朋友接受死刑。聖女貞德為了保護法國

的百姓，而甘願被火燒死。還有其他的實

例……等等。他們都是為了遵守主耶穌的教

導：「這是我的命令：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

我愛了你們一樣。人若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

命，再沒有比這更大的愛情了」（若十五：

12-13）。主耶穌也是為了救贖我們人類，而

甘願死在十字架上的。 

神父的話 ☉ 張文福 

 聖經金句 ☉孫天威 

耶穌回答說：「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尋找我，並不是因為看

到了神跡，而是因為吃餅吃飽了。你們不要為那可損壞的食糧勞

碌，而要為那存留到永生的食糧勞碌，即人子所要賜給你們的，

因為他是天主聖父所印證的。」 
（若望 6: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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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的 5 月 27 日，本堂慶祝桃園地區開

教 60 週年。在這慶典之中，我們特別感謝天

主，賜給我們 60 年來豐富的恩寵。我們也永

遠懷念，開教者藍澤民總主教及聖方濟會的

神父們，當時，他們建立了我們的教堂，以

及把福音傳給我們桃園地區的百姓們。我們

不會忘記耿文良神父犧牲了一切，為了傳播

福音，以及教育下一代，而創辦了桃園振聲

高級中學，以及重新改建本堂（桃園聖母聖

心堂）。我們謝謝聖保祿修女會的馬玉芳修女

及修女們，為了大家的健康，成立了聖保祿

醫院。我們也特別感謝德來修女會的露格修

女，以及修女們，對小朋友的教育、對大眾

的福傳及服務。還有，許多在桃園的神父們、

修女們、教友們，以及牧委會的各幹部、各

善會的成員……等等。有了他們的犧牲和奉

獻，才有今天的桃園天主教會。 

如今，在李克勉主教的率領之下，我們

大家一起來，將自己奉獻給天主，也祈求天

主降福我們的堂區、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社

會，一切都平安喜樂。 

願 

天主降福大家主恩滿溢！ 

 

舞  者      ☉小草           

日前看一個訪談性節目，主持人王偉忠邀請幾位「素人」做訪談。所

謂素人是在對岸大陸已參加過電視節目，但台灣大家還不認識他們的來

賓。來賓當中有一位是專業舞者，是教肚皮舞的老師。後來她喜歡上中東

「搖擺舞」，非常想拜師學藝，老師想要她知難而退，就出了個考題說：「等

你一口氣能轉圈三百下，再來吧！」。一星期後，她再度登門拜訪，老師只

好收了這個學生。後來在「搖擺舞」領域中，也得到相當亮眼的成績。 

據這位舞者說：「搖擺舞」含有宗教儀式意味，她在演出前及表演結束後的三小時，是不進

食的。聽來；本以為是因為搖擺舞，會大量使用到腰部及腹部的動作，如果肚子裡有食物，是

很可能會導致想吐的後果，所以不宜進食。但她說：這是對宗教儀式的一種尊敬。 

這位舞者對她的演出，是懷著謙卑，帶著虔敬，來舞動她的肢體，而非只講求技巧、體態

上完美的呈現。她或許甚至不是信仰這個宗教的人，卻尊敬舞曲背後的典故，以及它所要表達

的意義，她的尊敬在於懷有謙遜！ 

藉著這位舞著的表達，讓我反觀；我們在教會、在聖堂或走出去做福傳時，榮主、侍主的

態度，要有適度的莊嚴，要懷有謙遜；我們對主的虔敬，是「誠於內、形於外」的表達，重視

每一次的服務，不論是讀經、信友禱詞..等等，即便是小小的服務都當珍惜，因為這是我們願意

遵循，願意跟隨的信仰。 

讓我們在聖堂中服務時，讓別人看的到服侍者對主的虔敬，在生活中回應主的召叫時，幫

助我們更貼近信仰的靈，更加親近主！ 

我們常說：「主」有千種風貌。主隱藏人世你、我間，猶如珍珠灑落滄海。 

請聽！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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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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０一年五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崔護，字殷功，唐代博陵人，有七言絕句

《題都城南莊》。詩云：去年今日此門

中，……。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

春風。第二句？ 
直二、 耶穌復活後，瑪利亞瑪達肋納跑去向門徒

們說：我如何了？並報告了耶穌對她所說

的那些話。（若二十） 

直三、 天使對瑪利亞瑪達肋納說道：不要害怕！

快去對衪的什麼？說：「衪已經由死者中

復活了。」（瑪二十八） 
直四、 耶穌對瑪爾大說:「我就是復活，就是生

命；凡什麼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麼？」 

她回答說:「是的，主，我信。」（若十

一） 

直五、 伯多祿向眾人講道說：這位耶穌，天主

使他復活了，我們都是他的見證人。他

由父領受了聖神；你們現今所見所聞的

就是什麼？（宗二） 

 

橫１、 伯多祿向弟兄們說：我們這些人中，應

當有一個同我們一起作什麼？他們揀選

了瑪弟亞，列入宗徒之中。（宗一） 

橫２、 達味《凱旋感恩歌》：祂乘坐革魯賓飛

揚；藉著風的翼羽翱翔。閃電在祂前輝

煌，紅炭發出了什麼？（詠十八） 

橫３、 安葬了耶穌後，一週的第一天，清晨，

天還黑的時候，瑪利亞瑪達肋納來到墳

墓那裏，看見石頭已如何？挪開了。（若

二十） 

橫４、 耶穌走遍了全加里肋亞，宣講天國的福

音，衪的名聲傳遍了整個敘利亞。耶穌

一見群眾，就在山上坐下開口教訓他們

說：什麼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瑪五） 

橫５、 比拉多的兵士把耶穌帶到總督府

內， 召集了全隊圍著衪，脫去了衪

的衣服，給衪披上一件什麼的外氅？

（瑪二十） 

 ㄧ０一年四月份答對者芳名： 

黃純筠、莊雅雯、黃沛洋、吳恩琪、
陸秀玲、唐瑞鈺、吳恩珉、黃雪卿、
黃芳珠、陳 佑、龔美雲、林秀蘭、
王 冀、蔣正久、周西君、周濟壢。 

ㄧ０一年四月份答案 

要 充 滿 聖 神  西

為    恩  出

我 的 靈 魂  太 陽

作    你  關

證  我  說  無

 三 天  的  故

在 天 主 前 是 義 人

 ╴╴╴╴╴╴╴╴╴╴╴╴╴╴╴╴╴ 

ㄧ０一年五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五  四  二  一 

       

       

     2  

  3  三   

       

4     5  

⊙ 張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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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丁玲 

我很慶幸，走到中年，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信仰，才得以安

身立命，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否則我活得多麼地空洞，無奈啊！

想起慕道期間悠媛修女溫柔的說過：「在天主內才有圓滿。」當

時心裡不是很明白，此刻有點頓悟。 

記得剛進教堂不久，曾問保祿兄：「你就叫保祿嗎？」他面帶笑容的告訴我，他確實是

叫保祿。也分享他無論是到日本 東京、中國 北京，下榻的旅館附近都找得到天主教堂望彌

撒，他的住家也選擇在教堂附近，神父如有需要協助，可以馬上奉獻一己之力。天主好像特

別眷顧，讓他不曾有過不了的關卡，讓我想起彌撒中常常唱到：「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更佩服當年取名字的人。 

秋英姊五歲喪父，正是法國 巴黎 外方教會的潘世光神父到家鄉教堂傳教。秋英姊告訴

我，外方教會都是到偏遠地區服務，潘神父很清楚哪家孩子沒上教堂，會用阿美族語罵人「懶

惰」。有一次還問我，「等我死後葬在這裡，你怕不怕？」我告訴他：「你又不是鬼，我不

會害怕。」潘神父就是這樣平易親切地陪伴我們，姊姊備受感召也進入瑪爾大修院當了修女，

長年遠在菲律賓服務。在我喪夫之痛，他語帶哽咽地不捨：「你還那麼小，真讓人難過！」

其實我已不小了。每次返鄉，他總是抱怨：「怎麼沒打電話給我？」「你跑十幾個教堂，找

不到人啦。」離開時，他又如父親般囑咐：「要記得去望彌撒。」「會的，我會在彌撒中想

念你。」 

有一次我們討論教堂內很多外省籍的老媽媽──在物質貧乏的早期台灣，教會在眷村發

放麵粉、玉米粉──正因為如此，留下一些感恩的人，已有不少人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王冀姐妹分享了她的父母親赤手空拳在這裡為生活打拼，有一回爸爸的同學成世光主教來探

望，臨走時偷偷在茶杯下壓了50元美金，幫助我們一家數口度過艱辛日子──父親是一個撿

到一塊錢，也要歸還的人──後來我們也慢慢還清神父的急難救助金，這段際遇，促使家人

與教會更加密切。 

天主教會中，有許多愛和感恩的見證，例如在愛中行走的德蕾莎修女，是我第一次到保

祿書局尋尋覓覓的書中人物。燃燒最後生命般的單樞機，已九十高齡還繼續為生命告別而做

努力。李家同教授──四十幾萬冊暢銷書的作者，我是忠實的讀者之ㄧ，最近他又有一本新

作《一切從基本做起》。當他是大學生時就擔任監獄志工，也是德蘭中心的長期志工，創立

博幼基金，幫助偏僻地區貧窮學生的教育，展現出知識份子的良知。這些都是看得見，也摸

得著承行於天主旨意的人。 

我們教堂內有許多默默服事的弟兄姐妹，有必須為彌撒前做準備的姐妹，她很虔敬的表

示：「一切為天主。」真是了不起的胸懷！一位擁有服事熱火不減的姐妹也表達：「我為的

是基督。」令人肅然起敬。慢慢地我也默默愛著這裡許許多多的兄姐們，成為我典藏的愛情。 

有位弟兄常說：「凡事讚美天主！」──讚美昔在，今在，永遠都在的永生之主。小信

德，無知的我，在屬於我的世代裡，還是看見天主的國度來臨於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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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漢屏寫於 2012 年 4 月 9 日 

我們說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因為這是因果、必然的關係與道理，最後引申成「遵守的法

則」。既然是引申的，有沒有別的模式，同樣也可以表達出相同的結果？我相信有，我們不是常

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在四旬期第三主日彌撒的「讀經一」裡，就有這樣

答案，這當然是神父在講道理時提了，而我想到、把兩者串在一起的。 

神父為了說明他想闡述的道理及鋪陳接著想講的道，先說了一個

故事。 

在美國，有許多從越南逃難來的同胞，因為夫妻倆都來自同一個

國家，所以生出的孩子和那些「二轉子」（註 1）大不相同。那些嫁給美國人所生的孩子，受的

教育和美國人沒兩樣，而爸媽都是越南人的孩子，則多少會受到越南文化的薰陶。簡單地說，

就是比較容易受到東方傳統的制約，多數可以用「這不可以、那不可以」來概括。或許就因為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造成這些孩子在文化、心理層面的衝擊。 

小明是位三年級的孩子，自小就乖，他爸老張和他互動不錯，只是老張因為生活的關係，

必須經常加班，所以小明愈大，相處的時間愈少，但老張為了親情，仍然盡量安排和小明有共

處的機會。 

一次，老張說「這不可以、那不可以」時，小明忽然大聲喊著：「美國是個自由國家！哪有

那麼多的不可以？」老張一下子愣住了，不曉得怎麼回答。 

老張思忖，該怎麼讓小明自己體會？忽然想到一個法子，但也不曉得管不管用？ 

一個星期天，老張開車帶小明上教堂。特地起了個大早，和小明共進早餐，好整以暇地讓

小明坐在身旁的副駕駛座上。在一個路口紅燈快閃完前，他故意開得很慢，等到了路口，燈號

已經變成紅燈。老張仍慢慢地向前開，小明急忙大喊：「紅燈，不能前進！」到了另一個路口，

他又重施故技，這次是紅燈左轉，同樣地小明又大聲地說：「紅燈，不能左轉！」 

等他們到了教堂，老張對小明說：「你不是說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為什麼也有不可以呢？」

小明知道這是衝著他前些時候頂撞他爸的事惹來的，沒想到他爸是用這種方式施展回馬槍。孩

子畢竟是孩子，只好說：「不一樣啦！」接著，也不知道該怎麼說。老張趁勢把他小時候在越南，

小明爺爺是怎麼要老張聽話的道理說了一遍，沒想到小明真耐住性子聽了一長串的教訓。 

那天的讀經一是摘自出谷記廿章第 1至 17 節，全篇以「不可」貫穿，也用「不可」要求以

色列民遵守上主的旨意。太學理性的東西我不懂，正面表列總有窮盡，而負面表列反而能說明

什麼是可以、什麼是不可以，或許用這些負面表列就可以築起了一道規矩的長廊，讓人有所依

循。 

我記得小時候在一些牆面上會有「禁止在此小便」的字眼（註 2）；過幾年，又有不同的字

句，如「不准在此小便」；再過些時候，加了些柔性的字詞：「請勿在此小便」。「禁止、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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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都是不的意思，只是在過程中有漸進的層次，而加了「請」字，文明於焉展開。上述字眼

或有不雅，但「禁止吸菸→請勿吸菸」不也是同個道理？只是禁菸防制法上路之後，乾脆標明

「吸菸區」和「禁菸區」，依然是用「不」來框架範圍。 

「靠山吃山，靠水喝水。」成長或吃香喝辣必與環境緊密相連，同理，文化也有漸進的路

徑，只要方向對了，或緩或速，達到目標只是遲早的事。但香煙盒上的警語，是經過多少年、

多少人的努力才有的結果，而現在菸民成了少數、異類，不是沒有來由的。 

擴而大之，由否反證也可以說明極深的道理。近日看《翁山蘇姬》一書，其中就有這麼一

段，令人發噱，有點西式幽默，更有些自謔。在一個演講的場合，翁山蘇姬教訓緬甸人說：「你

的頭不是用來點的，但你卻點了二十六年，這頭其實是讓你思考的。」接下來的場面當然是哄

堂大笑、鼓掌叫好。由反面導出一個正面而正確的道理，不也是某些道理的規矩？ 

這個世界有實然和應然。實然不必說，是啥就是啥，而人的世界則不同。就因為人有思想，

能思考，所以產生該當如何的問題。規矩形成規範，規範有多有少、有深有淺，但公義常在人

心，是每個人心裡的尺度。 

人有了上主，就有個準，不管是不是揣摩，人自此有了依憑。 

註 1：二轉子這詞兒是我在小時候常聽媽說的，就是混血的意思，媽常說二轉子漂亮，指的應

該是集了基因的優點；如果從反面看，不純就是雜，那就難聽了。 

註 2：哪個男生不曾在不當尿尿的地方尿過尿？以前眷村大門口前面，過了馬路就是台電變電

所，它的圍牆很高，上面還有剌絲網，我就曾在圍牆邊上撒過尿，而那是好早、好早以

前的故事了。雖說孩子能憋尿，但偶而還是會在晚上起來，眷村只有公共廁所，得走五

十公尺開外。我一直都循規蹈矩，偏巧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有一位鄰居伯伯在圍牆

邊上被圍牆砸死了，有人就嚇孩子說冤死鬼如何、如何，嚇得我晚上起來不敢再到公共

廁所，只好到變電所圍牆邊上，找個燈光昏暗處，撇完了趕快跑回家。過些時候，當然

還是去公共廁所。只是為了壯膽，常吹著口哨表達我的毫不在乎，幾十年後回想起來，

自己也覺得好笑。 

五月祈禱及福傳意向 ☉禮儀靈修組 
 五月為特敬聖母月，請大家同心合意勤念玫瑰經，以祈世

界和平、並且為弱勢團體、孤獨老人、病人……等，實行
愛德、善事祈禱！ 

 願我們社會更能尊重女性身體與靈魂的權益，完全消弭將
女性物化的思想與作為祈禱！ 

 5 月 27 日慶祝本堂 60 週年慶，欣逢聖神降臨五旬節主日，願充
滿主的恩寵，在聖神帶領下，活動能順利圓滿成功祈禱！ 

 為家庭，願能在社會中倡導、保護並支持家庭的神聖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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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禮」 

「洗禮」來自希臘文的動詞「浸入水中」，以後成為教會的專有名詞，

指「聖洗聖事」。水是潔淨的象徵，在各古老的民族歷史中，不乏有洗

禮的風俗習慣。例如巴比倫的幼發拉底河、埃及的尼羅河和印度的恒

河，人們相信在這些河中沐浴，能得到幸福、保健及長生。舊約時代

梅瑟法律上有洗潔禮，新約時代有若翰的洗禮及新約的洗禮，到底各有何不同的意義？ 

舊約時代的「洗禮」：梅瑟法律明訂許多宗教儀式前，需先行沐浴（出二九 4；三十 19，20）；

為得法律上的潔淨，應洗濯（肋十四 8；十五 16，18）；使用器皿前也不例外。另有一種屬於

新皈依以民宗教者的洗禮。 

若翰的「洗禮」：是聖洗聖事的先聲及準備，在於使人作補贖及獲得罪赦的洗禮。不同於舊

約時代洗禮，也不是新皈依教徒的洗禮。 

新約的「洗禮」：耶穌領受若翰的洗禮，祂的受洗與苦難聖死相關連，祂甚至稱苦難就是祂

的洗禮（谷十 38）。耶穌受洗時，天主聖神降在祂身上，天主的聲音宣稱祂是天主聖子。教

會相信耶穌在那一刻建立了聖洗聖事。耶穌升天前（谷十六 15，16）命令宗徒們到普世福傳，

並付洗。宗徒們後來以天主聖三的名號為人施洗。新約的洗禮能赦免人的罪過，人相對地從

內心真心的悔改，並參與耶穌聖死復活的奧蹟，得享新的生命。成為天主的子女進入基督的

奧體—教會、獲得聖神的印證，作為在末日復活的保證。 

《聖經辭典》NO.1233 

資料來源：方濟會思高讀經推廣中心 電子報 

 

◎堂區動態 

 每週六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五月四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五月十三日（星期日）舉行五月份主保慶生及母親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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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劉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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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達修  5/2 男： 王漢裔 

雅格伯 5/3 男： 蔡慶重、余志偉。   斐理伯 5/3 男： 趙恕道、唐宗起。 

庇護  5/5 男： 陳漢能、楊智鈐。   瑪利亞 5/6 女： 丘貞妮、張阿玉。 

安多寧 5/10 男： 方建中。     雅格  5/11 男： 邱奕誠、李承勇。 

若望沉默者 5/13 男： 湯家楣。 

瑪蒂亞 5/14 男： 白利文、劉永隆。   巴斯卦 5/17 男： 曾振鵬、李添居。 

伯爾納德 5/20 女： 陳希聖、簡麗華、馮徐完英。 

國瑞 5/25 男： 黃華安。 

德蓮 5/25 女： 呂亞辰、林念萱。 

依華 5/26 女： 李麗貞。 

貞德 5/30 女：蘇美智、洪微微、吳恩綸、陳致婕、張貴美、方天愛、

方天晴、陳思穎、林芳儀、宋秀花、李淑蓉。 

瑪利亞【聖母訪親】5/31 女： 張家綸。 

 

 

２０１２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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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阿貴姊妹 0987-67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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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