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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很高興有機會能在這裡與大家分享。  

不知道當提到「祈禱」時，大家會開始聯想到什麼呢？有些人可能會馬上聯想到一些教會一些很慣

常用的經文，例如：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經，如再厲害一點，可能會想到玫瑰經、慈悲串

經．．．．．．，甚至有些傳統一點的老教友更會信德誦、望德誦、愛德誦，實在很厲害呢！ 

  祈禱確實為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十分重要，如果我們不會的話，可以說得上一個很大的缺憾。記

得曾經聽過一個這樣故事：有一條相當古老又落後的村莊，這些村民都是以打獵為生的，所以他們

每天都要拿起長矛、投石器向著獵物追趕。有天，有位傳教士路經這條村，他眼見他們時常向著獵

物追趕，而且又開始年老，行動起來變得相當吃力，甚至有時遇上獅子老虎，生命更是遭到很大的

威脅。因此，他把一根獵槍留下來，這根獵槍本可以為這些村民帶來一個方便，但可惜村民見到這

根獵槍又沒有鋒利的刀，用來打獵又笨手笨腳，很快便把它丟在屋內的一角，繼續拿著長矛、投石

器打獵去。 

   這個故事都讓我反省到，自己是不是同樣都把「祈禱」這枝獵槍丟在一旁呢？我會不會用這

枝獵槍、我怎樣視這枝獵槍呢？其實這枝獵槍早早在我們領洗時已給了我們，也許我們有些時候都

沒有真正的發現一下它，看見它表面平平無奇，便把它丟棄在一邊，繼續用自己的方式生活。  

   說了這麼久，祈禱究竟是什麼呢？有些人把祈禱當作成「許願樹」，每當祈禱時就把一大堆

需要向天主一一告之，然後加唸幾篇經來取悅天主。這種想法並沒有錯，但這只是祈禱的一部份。

過去，我也會按這份理解去生活，但比較多是天主像似有別的計劃。今天讀書多了，我視祈禱「與

天主在一起」。其實天主真的很渴望很渴望與人一起生活的，不然祂也不用親自來到我們中間呢？

祂什麼都知道，但祂卻不願干預人的自由意志，除非人願意向祂打開自己，開放自己的生命中的每

一塊（自己的成長、讀書／工作、關係友誼、生活中所遇到的種種需要）。我們基督真的並不孤

單，因為天主時常與我們在一起，前提是只要我願意。  

  今天的世界實在充斥著太多問題了，但問題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幫助

自己發現自己都不過是一個有限的人，但更深一層的是我可以向這位創造

我、關心我、養育我的一位，傾訴一切，讓自己向天主打開，告訴祂在我

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件事情及我的感受，祂渴望陪伴、告訴你一句甜蜜的

話、給予你所需要的愛情去面對所有。 



 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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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天主！ 

  2017 年聖匠會重組至今只是幾年時間，我們對蒙受到各神長、牧者及善會之兄弟姊妹對聖

匠會的愛戴表示恩惠。 

  「主」同時引導了我報讀神學文憑課程，現已踏入了第四年，連我太太都想像不到我能堅

持到現在！修讀神學亦更新了我的信仰生活，尤其是在神父講道及自己閱讀聖經時，會不斷尋

找天主「愛主愛人」這個奧秘！透過巴西略一句說話：「文字令人死，神卻令人活！」¹，更加

使我感受到這份奧秘的精髓——「愛主愛人」不是單一或獨自感覺良好！而是與主的關係互相

互動，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主耶穌基督的愛在我們內。在我們信仰生活上之「愛主愛人」，主與

人皆是缺一不可的關係！聖匠會之粗活帶給我在信仰生活中的這份「愛」——就是與教會內之

兄弟姊妹共融及相聚合一之關係。而關係是要經營的，就是以「天主的愛」去建立關係！耶穌

基督正是以建立這教會之「關係」與我們同在！大聖若

瑟愛護家庭，而家庭就是教會，所以呼籲大家齊來做家

務！ 

  最後聖匠會還有一句座右銘，就是「人唔做我做，

行出天主路！」講講講...飲啦！講講講...做啦！ 

 

 ¹ 聖經金句：天主使我們能夠做新約的僕役：這約並不是在於文

字，而是在於神，因為文字叫人死，神卻叫人活。（格後 3:6）  

聖匠會—冇用的僕人 細John



 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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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友 禱 文 

呈 奉 獻 

彌 撒 開 始 

感 謝 資 深 導 師 

歌 詠 團 

準 備 開 始 

福 音 

讀 經 一 

讀 經 二 

輔 祭 介 紹 

兒 童 彌 撒 



 堂區週年避靜
Martha 

2021年11月13-14日『與人同行的主』退省後感 
 

  11月13日懷著喜樂、期盼的心情參加了由培育組舉辦的『堂區周年避靜 ~ 與人同行的主』。當天入

靜的首項練習是為個人的去蕪存菁，生活在這繁囂都市中，我們每天只懂營營役役的忙，這兩天正好容

我暫且放下一切，好好學習著將自己引入內室與主相遇。 

  入靜後首個環節是電影欣賞~『那山那人那狗』，在欣賞過程中我慢慢釐清自身在戲內的『角色扮

演』，然後用旁觀者的角度細心思考在戲裡穿插於『接任者~郵務員』身邊的一切人、事、物，為現實生

活中的我到底有何意義? 這是一件苦差? 是一件樂事? 是生活的累贅、重擔? 還是生活的助力、人生的使命

呢? 

  說來奇怪，一般我都會根據退省主題決定是否參加這些退省活動，但今次竟在全然未知主題下報了

名，心想管他吧！一切交由聖神帶領好了，為我來說有這兩天讓我靜一靜、抖一抖也實在難得。沒想到

這兩天無論是： 

-「主題分享 (斐 2:5-13)」 

-「朝拜聖體~聖言誦讀 (斐 2:5-13)」 

-「早禱~天主的眾僕人，請讚美我們的天主 (默 19,5)」 

-「默想導引~厄瑪烏事件 (路 24:13-35)」 

入營前一直不知的避静主題，雖則說：「聖言的教導放諸四海皆準」，或更好說這次避靜『與人同行

的主』為現實生活中的我簡直是「度身訂造」的靈修指導啊！ 

-「最後出靜前的感恩祭，見著祭台上的布幔被户外吹入的清風吹得輕柔晃動，讓我渾然想起~上主在輕微

細弱的風中......(列上 1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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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a Chu 

2021 堂區週年避靜默想 
 

  今次主題 "與人 『同行』 的主"，由吳書成神父帶領，用電影欣賞生命線，默想導引等方式引導衆人

默想。對於『同行』 當中確有很多的反思，回想過去的半生經歷，天主其實在生命開始時，一早已藉著

我們的至親至愛、朋友同學、工友同事、代父代母為我安排好人生導師、結伴者、聆聽者，有回應的、

有教導的、有成就者。避靜中開啟了我們的心目，帶出了另一種的洞察力——眼光 (insight) 讓我們明白

開眼。回想，其實天主父一直在我們身邊，按各人所領受的恩寵，卻是按照基督賜恩的尺度。 
 

  為建樹基督的身體，為使我們眾人都達到對於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成為成年人，達到基

督圓滿年齡的程度。避靜者的分享中，亦有好好的提醒，我們的心仍是盲的嗎？在生活中，有認出耶穌

嗎？我們作為天主所揀選的兒女，我們亦是兄弟姊妹的同行旅伴能夠成為主與人同行的標記嗎？短短兩

日一夜的避靜，內容豐富厚實，參與者的分享及反思，確實引發多方面默禱及思考，需要好好消化及學

習。深深感激吳神父及培育組的一切安排。 

  最後借這篇分享衷心感謝這兩天

出現在我身邊的一切人、事、物。(這

次的退省後感我會用九個字來作總结

『大滿足！感謝主！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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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這個名字選得真好。」（教宗庇護第十一世） 

「她來時像日出，美麗像皓月，燦爛像太陽，勇敢像衝鋒陷陣的大軍，這一位是誰？」（歌6：10） 

  2021年九月，堂區成立了一個新團體—聖母軍。或許你曾經聽聞過此團體，了解它有每週一次頻密的

週會；或許你曾經在不同的堂區或社區服務中見過它團員們服務的身影；甚或曾經有人邀請你加入成為團

員，或親身到週會「探會」，從服務報告中分享天主臨在的經驗。無論你屬於以上哪一類，都是聖母對你

的一種召叫，邀請你與她合作，共同實踐天主救世計劃。 

  聖母軍的宗旨是甚麼？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光榮天主，成聖自己，聖化他人」繼而「轉化世界」。

秉持着聖母的精神，效法她的仁愛與信德，透過堂區及社區愛德服務，以實際工作接觸人靈，以達致拯救

人靈的目的。我們有如聖母的軍人，透過宣誓加入其行列，以信德的精神與聖母聯合在一起，為光榮天主

而努力；我們又如家人，在聖母媽媽內成為弟兄姊妹，在週會中互相分享，彼此關懷。 

  聖母軍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週會及工作，便是幫助團員實踐上述宗旨的主要元素。透過每週一次的

週會，團員們報告自己的工作（愛德服務包括街頭福傳、堂區服務、家訪等），分享在工作中與天主相遇

的經驗；及後又透過神師訓話和主題分享，自省及更新自己的信仰，繼而回饋至我們的服務對象。 

  現時堂區聖母軍共有三個支團，包括一個英文支團及兩個中文支團（望德之母支團及聖言之母），現

正招收活動團員（參與週會和服務）及輔助團員（長期為聖母軍團體祈禱）。只要年滿十八歲的教友便符

合參加資格。當然，若希望更了解和認識我們，歡迎致電堂區，聯絡我們

安排「探會」。 

  期待你的加入，與聖母一起，成為基督救世工程的合作者！ 

 
 

望德之母支團 

週會時間：逢星期三8:00 – 9:30pm 

週會地點：堂區中心408室 
 
 

聖言之母支團 

週會時間：逢星期六4:00 – 5:30pm 

週會地點：堂區中心G01室 

 聖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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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小兄弟嘉祿
  我們為紀念真福耶穌嘉祿小兄弟逝世105周年，特於12月1日下午5時至6

時在本堂區舉行聖時：朝拜明供聖體和聖體降福。 

  耶穌嘉祿小兄弟原名嘉祿．富高。1858年9月15日生於法國巴黎，1916年

12月1 日卒於撒哈拉沙漠腹地達瑪哈瑟。他生於貴族家庭，可惜年幼時父母相

繼病逝，由祖父撫養成長。少年時失落信德，放蕩不羈；幸得表姐耐心愛護；

28歲時，終得神師指引，深感天父的慈愛而幡然悔改，脫胎換骨，儼然成新為

人。1901年晉鐸，前往撒哈拉沙漠，臨在當地土人中，簡單地度着福音的生

活，以熱切的祈禱，款待來人，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以通傳天父的慈愛。他朝

拜聖體內的耶穌，同時也服侍在鄰人身上的耶穌。1916年12月1日在局勢混亂

下的沙漠中被殺害，終為主為人奉獻了他的生命。今日我們為紀念他充滿愛的

犧牲，同時也感謝天主讓教會宣布將於今年5月15日 於羅馬把他列入聖品。  

  在聖時中我們以聖路加福音15：11-32浪子歸家為主題，並以聖詠103首

作為對天父的慈愛的回應，配以泰澤的短誦，分段默想、讚頌天主。  

  聖 體 降 福 前 ， 由 本 堂 李 志 源 神 父 講 道 ， 幫 助 我 們 明 白 真 福 嘉 祿 小 兄 弟 的 靈 修 ：  

「祭台上的聖體和講道台旁邊的真福嘉祿小兄弟的照片，讓我看到天主的愛，看到耶穌。真福嘉祿小兄弟

熱愛耶穌聖體，與耶穌聖體結合為一。耶穌也進入他內，與他合而為一。成為他的動力；使他走入沙漠，

把天主的愛帶給那裡的人，尤其弱小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他曾寫道：「最觸及我心的福音的句子，莫過

於：凡你們對這些最小的兄弟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所以，他願意深入沙漠，去接觸那些無人

關心的人。  

  他讓耶穌臨在他內，繼續祂的生命。在他逝世那天，他給他的表姐瑪利寫信道：「我們的自我貶抑至

虛無淨盡的地步，就是我們結合於耶穌和有益於人靈的最具威能的方法。」這可說是他最美麗的總結。  

他懂得貶抑自己。在沙漠、在曠野，天主臨在的地方，如若翰洗者，勸導人要皈依。他成為曠野的呼聲：

「準備上主的道路，修直祂的途徑。」  

  嘉祿小兄弟使沙漠成為綠洲！我們在繁忙的社會中，反成為孤單的，不懂得活出福音的精神。我們的

山谷就是我們的冷漠、與人的距離、没有與人接觸。我們的自我、自大，不體會別人的需要。這真是強烈

的對比。所以我們要悔改、洗禮，體驗天父的慈愛。  

  剛才所默想的福音：蕩子找到了慈父。慈父盼望浪子回歸，不計較敗家子

的過錯，仍迎接他回家。長子雖常與父親在一起，卻没有體會和父親同在的幸

福，這正是我們的寫照。讓我們真正準備自己，如嘉祿小兄弟和主的結合。以

耶穌的愛，讓他生活在我們當中。讓我們對他人的關懷，成為耶穌對他們的愛

及關懷。如我們所詠唱的：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舉行聖體降福後，我們一起誦唸嘉祿小兄弟的奉獻禱詞—這是他默想耶穌

在十字架上對天父全然信賴的心聲。  

  「我父，我把我全交於祢，求祢在我身上實現祢的聖意吧！不論祢要我怎

樣，我都感謝祢。我對一切全準備好了，我接受一切，為使祢的旨意承行在我

和祢的一切受造物身上。我的天主，我絲毫没有其它的願望。我的天主，我將

我的靈魂交於祢手，把我全心的愛都獻給祢。因為我愛祢，將我全獻給祢，這

是我愛情的需要。我赤心依靠祢，我將毫無留地托付於祢手中，因為祢是我的

父。」 

  最後，我們滿懷平安喜悅的心，偕同聖母，以泰澤的音韻--「我的靈魂頌

揚上主」，在一片頌揚上主的歌聲中，結束我們聖時的祈禱。  

耶穌小姊妹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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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剪影

12月25日嬰兒領洗 

12月26日聖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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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教宗祈禱意向      The Pope’s Monthly Intentions

 2022年3月  

請為基督徒回應生命倫理挑戰祈禱 

祈願我們這些基督徒在面對新的生命倫理挑

戰，始終以祈禱和社會行動捍衛生命。  

 2022年2月 

請為修女及度奉獻生活的女性祈禱 

在為她們祈禱的同時，也感謝她們的獻身與勇

氣，祈願她們持續找到新的方式，回應這個時

代的挑戰。  

March 2022 

For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bioethical challenges 

We pray for Christians facing new bioethical chal-

lenges; may they continue to defend the dignity 

of all human life with prayer and action. 

February 2022 

For religious sisters and consecrated women 

We pray for religious sisters and consecrated 

women;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mission and their 

courage; may they continue to find new respons-

es to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s. 

為亡者祈禱 

請為林陳美玉姊妹、張譚愛薇姊妹、巫襯英姊妹、邵謝翠潤姊妹祈禱，

願他們永享真福的喜樂。 

 

恭賀陳正聿弟兄及葉彩琴姊妹新婚之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