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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
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夫的待旦。
咏 130：5-6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月10日发表第31届世
界病人日文告，主题为“‘小心看护他’（路十
35）：怜悯作为实践同道偕行的治愈之道”。一

年一度的世界病人日在2月11日举行。
教宗病人日文告的主题，引用了路加福音中“慈善的撒

玛黎雅人”的比喻，而这个比喻也是《众位弟兄》通谕的
圣经基础。教宗指出，正是这个关于友爱的通谕提出了“
对该比喻的现实解读”，因为它关注当今人们远离受苦者
的“许多形式”。“被殴打和被抢劫的人被丢弃在路上的
这个事实，代表著我们有太多的弟兄姊妹在最急需帮助

的时候被丢弃了。”
文告写道，对人类生命和人性尊严的“攻击”多种多

样。而“所有苦难都发生在一种‘文化’，其中有许多自相
矛盾之处”。

为解救患病和受苦的人摆脱他们会经历到的孤独和遗
弃，只需“片刻的关注”和“动怜悯的心”。教宗强调，撒
玛黎雅人把遭逢不幸的陌生人当作兄弟，“没有多想，就
改变了一切，他让世界变得更加友爱”。正是以这个福音
精神的榜样，教会必须衡量自己是否真的愿意成为“一个
名副其实的战地医院”

在文告的最后，教宗回顾疫情大流行的岁月，指出“我
们对那些每天为健康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的感激之情倍
增”。然而，“走出一个如此巨大的集体悲剧时，光是尊
敬英雄是不够的”，因为疫情大流行还“显示出了现有‘
福利’体系的结构性限度”。因此，教宗提醒各国政府
应“积极寻求战略和资源，以保障每个人获得治疗和基本
的健康权”。

最后，文告写道：“病人是天主子民的中心，教会作为人
性的先知性标记与病人共同前行。在这样的人性里，每个
人都是宝贵的，没有人被丢弃。”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圣经区域委员会藉此天主圣言主
日给你寄上问候与信息。圣父方
济各在三年前设立了天主圣言
主日，唯一的目的是拨出“一个
主日完全为天主圣言而设，从
而体味天主及其子民的持续对
话里，所蕴藏的无限富足”。

与此同时，教宗意识到现今困扰
教会的问题，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进 程 。
这进程把我们带回到教会早期惯用的方式，称为“共议”
（‘Synodality’），意思是“一路同行”。虽然教会中普遍存
在着信友不满、受辱虐、持异议和不参与的问题，但这个“一
路同行”的过程旨在唤醒整个教会，作为天主子民走向一个
更光明喜乐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圣经不间断地记述了天主子民的经历：从漂泊到埃及的阿
兰人（申 26:5-10），到出离埃及，到走向厄玛乌的门徒（路 
24:13f），直至在地中海境地和小亚细亚进行传教。新生教会
的追随者甚至被称为“这道门的人”（宗 9:2），意识到这些共
同的经历，特别是在耶路撒冷议会，为皈依的非犹太人达至
重要的决定（宗 15）。这种一路同行，聆听门徒，尤其是伯多
禄和保禄的亲身经历，能帮助整个教会找到解决的方案。

因此，共议需要一种聆听和对话的文化。正是这种彼此聆
听和聆听天主圣言的方式，帮助天主子民分辨圣神对教会说
的话。“根据上主的许诺，圣神并不只保证耶稣福音的延续，
而是会就祂万古常新的启示中的更有深度的真理，为人带来
光照，并启发教会为延续它的历程所必须作的决定”（主教
会议预备文件 16）。这个过程最终将引导我们在共融、参与
和使命中走向皈依。

因此，作为第一步，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在弥撒前为读经
作准备，以便有价值和富有成效地参与感恩圣祭。天主圣言
在讲道中的宣读，使团体在庆祝中共享天主圣言。请加入并
参与圣经分享小组，这些小组能帮助我们看到，天主圣言是
直穿入思念和感觉的圣神之剑，并在团体内带来心灵和思想
的皈依。让这天主圣言主日以共议的方式推动教会“织梦，引
发先知之见和远景，使人们的希望得以发荣滋长，激发信任，
包扎伤口，建立关系网络，唤醒希望的曙光…”（主教会议预
备文件 32)。

吴对龙主教
圣经区域委员会主席
马新汶主教团

在2022年的教理主日讯息主题为“家庭生活：一种通往圣
洁的道路 (格前十二：12)中已谈到关于父母和家庭在要理
讲授领域所扮演的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父母肩负藉
着婚姻圣事来培育子女的信仰成长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
教会称父母为他们孩子的第一个教理员。事实上，教会一
直秉持着家庭是教会要理讲授事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教理委员会（MCC）决定继续以强
调家庭在要理讲授中的重要性，今年2023年的教理主日讯
息的主题是“以信德家庭更新教会(格前 16:13-14)”。在
教理主日讯息中，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尽管已经很
努力的在堂区内向我们的年轻人提供教理课程，为什么还
是很多人不回来教堂？为什么愿意在教堂服务的人越来越
少或是经常都是同一批人或是青年参与堂区服务呢？

此外，虽然我们一再提醒家长们身为第一位教理员、传
道员的责任的重要性，但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教理课和定
期的信仰培育来为堂区的年轻人与家人（尤其是父母）彼
此良好沟通，以致父母认为把他们的孩子和青少年交给堂
区的教理班是最好的选择，好使他们成为门徒？难道我们
已经让他们习惯于认为要理讲授是堂区的责任，更具体地

说，是教理员的责任吗？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提出的难题，而且要找到正确的答案

是具挑战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共
同努力，“提升我们对挑战和支持所有家庭建立信仰努力
的承诺之门槛。”。正如2023年讯息中所述，我们必须“把
家庭信仰成长的范式从被视为可选和希望的事情转变为
期待的事情；从额外的变为平常的。”

关于这一点，我很喜乐地与大家分享，我们将很快发布
家长教理讲授指南，

标题为“至于我和我的家”。在这书中，其中的重要事
项是探索2023年讯息中提到的有关家庭要理讲授范式转
变。本书旨在帮助父母培养孩子的信仰，并为他们的信仰
赋予形式和实质家庭独特的灵修生活。让我们一起努力，
提供适当和有效的要理讲授给家里和整个堂区社区的孩
子和年轻人。

最后，我代表马来西亚主教团，借此机会感谢堂区神父、
要理协调员和传道员、父母和监护人以及所有参与要理讲
授部的人。愿好牧人耶稣基督带领我们。

在基督里内，
廖炳坚总主教
+Most Reverend Julian Leow Beng Kim, D.D.
马来西亚教理委员会主教主席

圣保禄向早期教会的第一批活跃家庭之一，斯特法纳一
家的告别讯息，必定是现代家庭复兴的基本因素：“你
们应当警醒，应屹立在信德上，应有丈夫气概，应刚强有
力。你们的一切事，都应以爱而行。”（格前 16：13-14）
斯特法纳一家以爱心为处事的原则，而且他们自愿委身
服事圣徒（格前 16:15）。

也许，正是通过“服事圣徒”的原则，我们才能重新振
兴我们的家庭。“服事圣徒”体现了圣经中的爱，就是凡
服事人，不管何人，一视同仁，都寻求最好的。就如斯特
法纳一家人所做的一样。他们充满天主圣神，顺从格城
教会的领导（弗 5:18-21），一起工作，在为主的事工中承
担艰巨的任务。除了献身服务教会外，斯特法纳和他的家
人还一起祈祷——“一起祈祷的家庭——永不分离”。

当然，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组织莫过于一个建立在信仰
天主基础上的家庭。无可否认，当今家庭所面对的压力、
挑战和现实使家庭很难有意识地在信仰上共同成长。社
会和文化的趋势指向个人主义、无神论、多元主义、个人
选择和及时行乐，所有这些都给当今的基督徒家庭带来
挑战。

我们的宗教培育课程，特别是初领圣体课挤满了准备
领圣体的儿童，但随后几年，来继续上课的人数往往急

剧下降。为什么他们不回来？许多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在准
备好并领受了坚振圣事后，就去做其他事情了。为什么留
在教会参与服务活动或青年团体的人数如此之少呢？

也许通过教理课、信仰培育节目、青年活动、圣经营、
避静和青年大集会，以及许多其他富于意义的活动，我们
已经向家庭，特别是父母亲们传达这个信息--他们能为
孩子和青少年做的最好之事就是把他们“送到”教堂，让
我们使他们成为门徒。

但是我们塑造他们成为门徒的努力似乎没有收到预期
的成果，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家庭和父母尚未尽责。
我们一再提醒：他们是孩子信仰的首要培育者。然而，为
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他们是否把优先事项混淆了呢？或
者是我们让他们习惯了这样的“行为”吗？

我们早该提升我们对挑战和支持所有家庭建立信仰努
力的承诺之门槛。我们也必须提升我们对家庭和家人的
期望之标准，使其更坚定地致力于在家中探索信仰。我们
需要把家庭信仰成长的范式从被视为可选和希望的事情
转变为期待的事情；从额外的变为平常的。

当然，教会的更新终究是上主的作为。然而，祂也通过
我们工作。特权和挑战属于我们。我们应警醒、坚强信
德、勇敢、刚强有力（参看格前 16:13-14），并充满信、
望、爱三德——这是人类家庭爱的基石。

最后，只有通过“人们不仅与耶稣基督接触，而且也
与祂相通和亲密交往，只有祂能引导人在圣神内爱圣
父，并使我们分享圣三生活。”（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
Catechesi Tradendae 5），实现了教理讲授的最终目
标，“以信德家庭更新教会”才能圆满达成。

天主圣言主日信息
2023年1月22日
共议与天主圣言

亲爱的天主子民，

教理主日讯息
2023年1月29日

主题：以信德家庭更新教会(格前 16:13-14)

教宗世界病人日文告：
对病患实践友爱使世界变得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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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是“多”
与“一”的问题，即现实最终是
统一的还是多元的，以及它们

如何相互关联。关于我们世界上宗教信
仰、教会和各种膜拜形式的多元化，我们
可能会问同样的问题。这些是否存在某种
内在的单一性，或者是所有的多元性都没
有将我们束缚在某种超越我们差异的社
区中？

冒着被误解的风险，我提供我的观点。
世界上所有拥有忠实信仰的人都有一个
共同的信仰，因为最终我们有一个共同
的天主。此外，由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
天主，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也就是
说，我们同样在努力概念化这个不可概念
化的天主。在所有正宗的宗教中有关于天
主的第一个教条是天主是神圣的和不可
言说的，这意味着天主永远不能被限制和
把握在一个概念中。根据定义，在一个概
念中捕捉无限是不可能的（比如试图拥有
一个可以数到的最大数字的概念。）由于
天主是无限的，所有将天主概念化的尝试
都失败了。

所有合法的宗教信仰都有这个共同问
题，并应该让我们在宗教语言中保持谦
虚。更进一步，除了我们共同努力去理解
天主的概念之外，我们也都努力去理解天
主实际上是真实，祂的爱是无条件及普世
的爱。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在努力不让天
主成为一个部落的、有偏见的、缺乏完全

的爱和理解的。例如，
在基督教、犹太教和
伊斯兰教中，我们都
相信同一个神，我们
也都倾向于将天主概
念化为男性、独身者
和大部分时间皱着眉
头。这不完全是不可
言喻的、天主启示给
人的爱是无条件地。

那么我们的使命是
什么？作为信 徒，我
们的使命是跨越所有
教派和宗教界线，彼
此之间不断加深同理
心。这是普世合一和
不同宗教间对话的真
正途径。冒着听起来异端或不忠于我自己
的信仰传统的风险。我这样说，我们的使
命不是着手使人皈依，或是试图说服其他
人加入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使命是更
加深入、忠实和充满爱心地了解我们自己
的教会和教派，好使我们努力与其他跟我
们以不同膜拜的方式敬拜天主的人产生
更深层的同理心。

著名的教会学家艾弗里·杜勒斯 (Avery 
Dulles) 教导说，基督徒普世合一和不同
宗教间对话的前进道路不是皈依的方式，
也不是试图让其他人皈依我们特定教会
的方式。前进的道路（用他的话说）是“

逐步渐进主义”的道路，
即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
的传统中更加忠于天主，
以便我们每个人都越来
越亲近天主（对于基督徒
来说，更亲近基督)我们
将彼此之间以及与所有
对信仰忠实的人变得更
加亲密。我们寻求的团结
不在于一个教会或信仰
团体，而是最终使所有人
都加入其中，让每个对信
仰忠实的人都逐渐对天
主更加忠诚，以便我们希
望的团结合一可以在未
来的某个时候发生，这取
决于我们自己信仰传统中

更深层面的忠诚度。
那么我们的使命就不是试图让其他人

皈依加入我们自己的教会，而是与我们的
教会共融，并且努力地与其他教派和其他
宗教信仰产生更深层的同理心。我们需要
成为彼此的兄弟姐妹，认识到我们已经拥
有共同的神、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伤痛。

我曾参与一个博士学的灵修课程的工
作，该课程吸引了来自许多不同基督教教
派的学生。在他们的五年计划中，这些学
生一起学习，一起社交，相互怜悯，一起
祈祷（尽管只是偶尔会参与的教堂弥撒、
崇拜）。有趣的是，在这十年里所进行的

课程项目；我们还没有一个人皈依另一个
教派。相反，我们的每一位毕业生都带着
对自己传统信仰的更深层的爱和理解以
及也拥抱对其他信仰传统的更深层的爱
和理解离开了这个课程。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而
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出完整的真理，前进
的道路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深
层次的个人皈依，以及与其他信仰建立更
富有同理心的关系。

在此，我附上一首我自己的诗— —“
多”与“一”

不同的民族，同一个地球
不同的信仰，同一个天主
不同的语言，同一颗心
不同的坠落方式，同一个万有引力定律
不同的能量，同一种精神
不同的经文，同一个圣言
不同的崇拜形式，同一种愿望
不同的历史，相同的命运
不同的力量，共同脆弱性
不同的学科，同一个目标
不同的方法，同一条路
不同的信仰——共同的父亲、母亲、地
球、天空、起点和终点。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Ron 
Rolheiser)

“多”与“一”——普世教会
合一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关系

普世 教会安排了今天是 天主圣言
的主日。主要目的是要强调圣言

的重要性；也要告诉基督徒们要重视
圣言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皓光，一盏
明灯照亮我们整个人类心灵的黑暗之
处。不单单如此，也希望我们的世界、
国家领袖、宗教领袖们、社会人群都能
接纳圣言是我们在世生命生活中不可
缺乏的精神粮食和指南。只有天主的

圣言是我们的救援；在圣咏26 “上主
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因此我们需要
上主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光明引导我们
走向真理生活。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夜晚走在一条乌
漆麻黑的小径，手上也没带手电筒，心
中都有少许的害怕，担心这条小径是
否会暗藏一些危害我生命的小动物或
人物。每当我知道不远之处的住家有

一盏灯光照亮；我害怕的心里减少了，
信心增加了，我盯紧住那灯光；使我勇
敢地在黑漆漆路上前进直到我回到家
里。从实际的小小经验却告诉了我，在
黑暗的社会里我需要上主的光明来带
领我走出黑暗。有了这皓光；我心里就
不惧怕在黑暗里行走。因为上主的光
明，圣言会带领我分辨及拒绝恶势力，
怎样的决定会摧毁我的性命，什么会引
领我走向天主永恒的生命。

现今实际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还是充满着敌对！纷争为了什么？难
道不是为利己益，为自我傲慢的思维；
排除他人的理念吗？争取他人认可的
等等态度！科技发达使人们藉着媒体
散播一些假消息，造谣毁谤的言语满
天飞；让世人活得忐忑不安的心。不
公义的政策，罪恶的猖狂日增；恶势力
手段把人当物质看待等等，使人难辨
别它的真实面貌！从这些负面社会现
象，正告诉我们天主的救赎工程还尚
未圆满。还有许多的人们需要耶稣的
福音！

难道我们的生命不需要圣言做我们
生活上的明灯，指引我们在实际生活上
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吗？生命何妨不需
要一盏真理之光呢？谁是你生命中的
皓光？我很恳切地宣告是主耶稣基督，
道成血肉居于人间。祂的到来使世人
看到了曙光，祂呼叫人们要悔改，信从
福音！悔改是唯一途径能改变生命，抵
抗恶势力侵入我们的生活。既然我们
信从了耶稣基督，得到了上主的救援；

因此 我 们 可以不 再惧怕 在 黑 暗中行
走。祂召唤我们要回应祂的呼唤做人
的渔夫，活出祂的福音，将福音带到充
满憎恨、颓丧黑暗的地方！在黑暗中照
亮他人，好使更多的人们都能得到救
恩的自由与喜悦！

～撰文/黄玉馨修女Sr. Elizabeth 
Wong～

圣言做我们生活上的明灯
耶稣圣诞节（节日），

黎明感恩祭

依62：11-12
弟3：4-7

路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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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农历新年大年初一落在
1月22日，刚好也是主日天，
意义更非凡。华人都会在除

夕回家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一
年一度的团圆饭是华人家庭的头
等大事，包括我们华人基督徒会
同样的重视。每一年，无论身处多远的
地方，在除夕这一天我们都会安排回家
和家人团聚。这就是华人庆祝农历新年
最重大的意义─回家团员。

团圆饭或者年夜饭是华人一年中最丰
盛的一餐。也许时代不同了，团圆饭桌
上的菜色平时也能吃得到，但是意义卻
非常的不同。团圆饭顾名思义就是全家
人一起吃，一同谈笑风生，也寓意著每
位家人都能平安回家來到餐桌前享受丰
盛美食。而我们天主教徒吃团圆饭，也
希望藉著新年，与家人和好，过去一年
如有不如意和不称心的事，可以趁团圆
放下心結，彼此修和。

翻开圣经，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基督
徒也有过意义非凡的“团圆饭”。那就
是上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设立的逾
越节晚餐。吃过了这一餐，天主的子民
就得享了平安；脫离奴隶的生活，迎向
自由新生活。（出谷纪第十二章）

來到新约，耶穌在受难前与门徒们共
进逾越节晚餐，设立了圣体圣事。耶穌

为了我们得救，捨身被钉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灵魂。现在我们在
弥撒中通过领受耶穌圣体圣血，因著
耶穌的救赎，远离罪惡和打败撒旦的权
势，宣告灵魂上的自由。这是我们与耶
穌“团聚”的时刻，回归主爱的家，
也因著耶穌与众主內兄弟姐妹成为一家
人，彼此相爱，如同耶穌如何爱了我们
一样。我们也期待与耶穌在永恒的天乡
相聚，与众主爱的人永远团聚在一起。
因此，在团圆饭桌上，我们基督徒也应
该纪念耶穌的爱与牺牲。

若我们同尚未信主的家人一同团聚，
应该活出基督的爱，让他们感受到基督
徒同样重视华人慎终追远的精神和重视
家族凝聚力的传统，借以传播基督的福
音。我们要以良好行为发扬光与盐的作
用，为主作见证，使他们从我们身上感
受基督信仰的美好。

而大年初一的最重要信息就是─更
新。所谓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大年初
一我们一定上教堂参与弥撒，在献礼经
中，我们会祈求，“上主，我们在这新

春的开始，求你悅纳我们的祭献，并降
福我们全家团聚一起，共享你所赐予的
平安与幸福”。而在弥撒颂谢词中，则
会“以季节的变更，提示我们除旧更
新，使我们藉著基督，重获新生。”

年初一弥撒后我们会进行敬祖礼，以
对祖宗先辈表示孝敬之意和表达怀念之
情。早在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宣
教时，已把敬孔祭祖的中华传统文化及
礼俗，稍加修整，并与教会礼仪融合施
行，信徒可以奉行敬孔祭祖之古礼，同
时也获得清廷的认同，因此天主教在中
国得以迅速发展。后來因为发生礼仪之
爭，敬祖礼仪被禁止，到了1939年教宗
碧岳十二世（Pius XII）才撤销禁令。
接著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
1965）上，制订了新的教会学，开始强
调本地化趋势，重新反省福音和文化的
关系，以新的省思和教导，达致了信仰
与文化互融，天主教敬祖礼俗才被正式
认可，成为教义的一部。

我们华人基督徒在向不了解中华文化
的教友以及教外的家人解释新春敬祖仪

式时，必須让他
们明白，传统文
化与信仰并沒有
冲突，敬祖是一种
美德，尽一份孝道，
也是天主的教诲。传统
文化结合信仰更加突显
了当中的崇高意义，更坚定了我
们的信仰。我们照足传统向祖先
牌上香、献花、敬酒，是表达我们
的敬意，不是祭拜偶像。我们的
信仰是向著天主、耶穌，但在宏扬
文化方面是展现我们中华性的一面，宗
教与文化合而为一，彼此互补，并无冲
突。

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参与和民间祭
祀有关的仪式，如接财神。我们不迷
信，我们是接纳好的文化传统。

趁著兔年來临，我们应该向反对庆祝
农历新年，禁止一切和农历新年相关的
文化活动的基督徒展示，过年正好是送
祝福、感恩及尽孝道的最佳时机。

撰文：张立德

（大山脚讯）坐落于大山脚圣安纳圣堂于
2023年1月9日举行感恩圣祭正式宣布

升格为圣殿。圣安纳圣堂早于2019年9月5
日获梵蒂冈天主教教廷回函批准升级，成
为马来西亚首座乙级宗座圣殿，但因冠病
疫情隔年爆发，升格庆祝仪式展延至今。

大约有2000名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
汶莱、泰国、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的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和平信徒参加了
这次庆祝活动，一起见证这马来西亚首座
圣殿庄严庆典。当天出席弥撒的还有槟州
首席部长曹观友、财政部副部长兼大山脚
国会议员沈志强、峇眼国会议员林冠英、
槟州旅游委员会主席杨顺兴、武拉必州议
员王丽丽也出席观礼和其他州属领导人。

庆祝活动以歌颂敬拜赞美开始，由堂区
歌咏团带领。还有两个文化舞蹈表演以展
示天主教社区中存在的多元文化性。按照
天主教传统，吹响了号角，新加坡总教区
吴成才枢机与槟城教区施恩天主教一起主
持了多种语言弥撒。施主教向会众介绍了
所有受邀嘉宾的姓名和职务。然后，举行
了庄严宣誓仪式。谢福华神父(Fr. Michael 
Cheah)以拉丁文，随后英文宣读升格圣殿
的信函。谢神父在兴建有关教堂的过程扮
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

圣殿因其历史价值、古代性、尊严、建
筑和艺术作品而得名，当然更重要的是
敬拜场所。在象征圣殿地位与教宗联系
的实质标志中，有一个“ombrellino”（
宗座华盖），其形状似一华盖(Baldachin)
型天篷(canopy),有宽的金色和红色交替
的条纹，此二色是教宗的传统颜色和
Tintinnabulum（或宗座铃）是一个挂在杆
末端的铃铛，置于天主教宗座圣殿中以表
示其与教宗的联系。

圣伯多禄交叉钥匙的标志也出现在教堂
的横幅、祭具和圣殿的印章上。钥匙指的
是基督对伯多禄的承诺，象征着圣殿与教
宗之间的持续关系。

吴成才枢机在他的讲道中说，基督的祖
母圣安纳是一位强大的代祷者。特别是对
已婚和未婚女性，在她们最需要帮助的时
候会来找她帮忙转祷。即使是非天主教徒
也在绝望中寻求她的帮助和调解。多年
来，社会各界向她求代祷的见证很多。因
此，这座已成为许多人和平、慰藉和治愈
圣所的教堂，是名副其实的和谐圣地。

他补充说，这表明天主没有偏爱，而且
是全部祂都包容，正如宗徒大事录中所说
的那样。只要我们敬畏祂，行祂眼中看为
正的事，祂的恩惠与平安就会跟随我们，
因为祂爱我们所有人，视我们为祂的孩
子。圣殿是团结的象征，通过圣安纳的代
祷吸引了众多人寻求上主。现在，我们作
为信徒，必须接触他人，促进与耶稣的个
人和亲密关系。我们必须以一种让他们想
要越来越多地认识祂的方式将耶稣传给别
人。

他接着说，当耶稣受洗时，也就是当天
的福音，祂知道自己是天主之子的身份，
而在世上开始了祂的使命。因为我们也受
洗，领受同一圣神，我们也是天主的儿
女，我们也有我们在世上的使命。这意味
着，我们是天主的肖像，生活在这地球
上，我们应该过着与基督相应的生活。

吴成才枢机还说，世界处于现在的状态
是因为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使他们
很容易落入敌人的陷阱。因此，我们这些
遇到耶稣的爱和宽恕的人必须出去帮助那
些仍在敌人陷阱中挣扎的人。我们应该怀
着极大的谦逊、热情和尊重来这样做，就
像耶稣所做的一样。 耶稣也理解我们人类
的挣扎，因为祂在世上行走并有过世俗的
经历，唯一的区别是祂是无罪的。因此，
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通过圣安纳的代祷获
得了天主的恩惠，我们就必须努力向任何
需要的人讲述耶稣。

圣道礼仪过后，颂念诸圣祷文，以及在
圣祭礼仪中咏唱Te Deum(天主我们赞美
祢)是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圣歌之一。最后
的降福礼之后，施恩天主教为马来西亚圣
经公会推介青年新约圣经本称为“身份识
别”/‘Identity Identified’ 。

这圣经迎合了年轻人的需要，并特别强

调及谈到应对自杀和成瘾等挑战的方式，
这些挑战现在一直困扰着年轻人。这是一
种让年轻人了解他们在天主里的身份的新
方式，这样他们就能找到他们的人生目
标。

教廷驻马来西亚大使沃伊切赫扎鲁斯基
（Wojciech Załuski）总主教发表了简短
的讲话。他首先向在场的出席者致以教宗
的问候和祝福。然后他先简要介绍了特级
宗座圣殿和乙级宗座圣殿的历史，并说乙
级宗座圣殿的名称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堂
与梵蒂冈联合起来，最后，他提到关于圣
安纳的重要性，她传递了她作为母亲的知
识给她的女儿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而现
在，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过后，施恩
天主教接着发言，他说申请圣殿的宗旨是
为了向不分种族、宗教和国籍的朝圣者致
敬，因为他们热爱和尊重圣安纳和她敬畏
上主的心而涌入教堂。教堂一直是所有人
的避难所和希望的标志，它也是一个具有
包容性、创造性和桥梁的天主之家。他也
感谢槟城州政府颁发2022年槟城百年遗产
卓越奖给三座教堂——浮罗山背耶稣圣名
堂、华盖街圣母升天堂和大山脚圣安纳圣
殿。他还感谢所有参与筹备这一历史性活
动的人并祝福他们。

（槟城讯）槟州政府于2023年1月5日
颁发【槟城百年遗产卓越奖】给州内
112个超过百年历史的社团、宗祠、
学校、商业单位等组织，以表扬它们
为槟州发展做出的贡献。

槟城共有3座天主教堂也成功入选，
这3座天主教堂分别是：

1）华盖街的圣母升天堂（237年历
史-始于1786年）
2）大山脚圣亚纳圣殿（177年历
史-始于1846年）
3）浮罗山背耶稣圣名堂（169年历
史-建于1854年）
此项颁奖礼是在超过百年历史的依

恩奥酒店(E&O)举行，由槟州首长曹
观友亲自颁发纪念牌匾及证书予获奖
者。

当天颁奖典礼后，槟州首长曹观友
向媒体指出，槟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州属，并于2008年乔治市成功登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
时，槟城也是全国拥有最多经历百年
洗礼，至今仍在运作的社团、企业和
文教等的州属；一些团体甚至已经运
作了超过两百年。

槟州首长曹观友也表示，希望通过
如是表扬，让相关单位知道政府感激
他们的贡献，共同为槟州发展而努
力，而且相信这也为槟州加分和提升
文化与人文素质。

槟城有3座教堂能够入选【槟城百年
遗产卓越奖】，见证了槟城的祖先教
友们的信仰美德，凭着他们对信仰的
热切、承行主旨、发扬教会使命超过
百年，这是一项教会崇高的光荣！

麦可佐思……… 报道  

槟城百年遗产卓越奖大山脚圣安纳圣堂升格圣殿

2023农历新年之家庭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