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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
了屋角的基石。咏118:22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教义部4
月8日公布了《无限尊严》
（Dignitas infinita）声明，

前三章的内容为第四章作了铺垫，在这
一章中阐述了「对人性尊严的若干严重
侵犯」。这份文件是历时5年的工作成
果，一大新颖之处在于它涵盖了近期教
宗训导的几项重要议题，以及生物伦理
的课题。这份并「未详述」的列表提出
了对人性尊严的多种侵犯，包括堕胎、
安乐死、代孕、战争、贫困和移民的悲
惨处境、人口贩运。如此一来，文件为
超越现存的二分法作出贡献。这二分法
是：有些人仅关注捍卫将要出生或临终
的生命，忘记其它许多危害人性尊严的
行径；反之，另一些人只著重于保护穷
人和移民，忘了生命从受孕到他自然结
束都应该得到维护。

基本原则
声明的前三部分阐释了若干基本原则。

「教会在天主启示的光照下，义无反顾
地重申和肯定」，「依照天主肖像受造
并在基督耶稣内得救的人类」与生俱来
享有尊严（1号）。

文件批评，有些人「认为只有『理性
思考的能力』才算是人」。因此，他们
认为「还没出生的胎儿和没有自理能力
的老人不会有尊严」，精神病患也是如
此。相反，教会坚持认为，「每个人在
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他的尊严」（24号）因
为这尊严是与生俱来的。

此外，文件也表明，「人性尊严的概念
有时被滥用，也成了任意增加新权利的
借口⋯⋯这仿佛是要确保个人表达并实
现每一个喜好或主观愿望的能力」（25

号）。

贫困、战争和
人口贩运

接 著 ，
声 明 列
出 「 若
干 严 重
侵 犯
人 性 尊
严 」 的
行为。首
先 提 到 的
是 「 贫 困 的
悲 惨 处 境 」 ，
这是「当今世界最
大的不公义之一」（36
号）。其次是战争，这一「否定
人性尊严的悲剧」，「永远是『人类的
挫败』」（38号），乃至「在谈论可能的
『正义之战』方面，今天很难支撑数个
世纪以来形成的合理准则」（39号）。

然后是「移民的煎熬」，他们的生命陷
入危险，因为没有办法建立家庭、就业
或果腹」（40号）。紧接著，文件也论及
正在酿成灾祸的「人口贩运」，称之为
「不光彩的活动、是我们自称文明社会
的一种耻辱」，并邀请该活动的「获益
者和顾客」认真进行良心省察（41号）。

同样地，文件也鼓励众人打击「人类
器官和组织的买卖、对男童女童的性剥
削、被奴役的工作，包括性交易、毒品
和军火贩运、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国际
犯罪」（42号）。

此外，文件提到「性侵犯」，指出它「
给受害者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疤」（43号）

。随后，文件谈及对妇
女的歧视和暴力，

例 如 「 非 自 愿
堕 胎 给 母 亲

和孩子造成
打 击 ， 而
这往往是
为了满足
男性的自
我中心」
， 以 及

「 一 夫 多
妻的作法」

（45号）。文
件谴责杀害女性

的现象（46号）。

堕胎和代孕
接著，文件坚决谴责堕胎：「在人类

能犯下的所有反生命罪行中，人为堕胎
呈现的特征格外严重和可憎」，而且我
们要记得，「捍卫将要诞生的生命与
捍卫任何一种人权，都密切相关」（47
号）。

文件也极力反对代孕。通过代孕「无
价的婴孩变成纯粹的货品」，这种作法
「严重伤害妇女和孩子的尊严，它是基
于母亲的物质所需，对她的处境加以剥
削。婴孩始终是一份礼物，绝不可成为
合同的标的物」（48号）。

随后，列表也点出了安乐死和协助自
杀，表明「痛苦并不让病患失去他不可
剥夺的固有尊严」（51号）。为此，文
件谈及舒缓治疗的重要性，以及避免「
各种坚持过度治疗或不成比例的介入」
，重申「生命是权利，死亡则不是，应

当接纳死亡，而非施加死亡」（52号）
。对人性尊严的各种严重侵犯，也囊括
了「丢弃」残疾人的情况（53号）。

社会性别理论
文件重申，应当避免对同性恋者的「

各式各样不公歧视，尤其是各种形式的
侵害和暴力」。文件谴责，在某些地方
同性恋者「会被关进监狱、遭受酷刑，
甚至被剥夺生命财产」，这些「有悖于
人性尊严」。

与此同时，文件也对社会性别理论提
出批判，称它「危险至极，因为它以
要使一切相同为借口，消除差异」（56
号）。教会提醒，「想要自行作决定，
如同社会性别理论所主张的那样⋯⋯，
这无非是陷入『人类把自己奉为天主』
的最古老诱惑（57号）。社会性别理论
「要否定生物间存在的最大差异，也就
是：性方面的区别」（58号）。

文件也对变性表达负面意见，但这并
不意味著排除以下的可能性：「一出生
就有明显生殖器异常的人，或之后发展
出生殖器异常的人，为了解决如此异
常，能选择接受医疗协助」（60号）。

数字领域的暴力
列表也把「数字领域的暴力」纳入其

中，引述了「通过社交媒体蔓延开来的
新型暴力，比方说，网络霸凌」、「散
布色情影像」，以及在网络上「以性
为目的或者借由赌博达成的剥削」（61
号）。

声明最后呼吁，「在任何情况下，为
公共利益和各项法规而努力时，都要以
人的尊严为中心」（64号）。

圣座教义部《无限尊严》声明：
严重侵犯人性尊严列表出炉

吉隆坡（亚洲新闻）- 玛丽亚方
济各传教会恩达·瑞安 (Enda 

Ryan) 修女于 4 月 7 日去世，享年 95 
岁。她来自爱尔兰，1966年成为马来
西亚公民，几十年来，她为马来西亚妇
女教育提供了不懈的服务。她在认识
她的各个种族和宗教的人民中留下了巨
大的空白。恩达修女离开了她创办的
Assunta小学和中学，以及后来成为医
院的万福玛利亚福利诊所。但最重要的
是，她的信仰榜样以及对学生团结的承
诺和关怀仍然存在，无论他们的信仰或
种族出身如何。

那些了解修女事工的人发布了许多
见 证 ： 证 明 了 教 育 家 、 宗 教 人 士 和
主任在这31年传教生涯中的努力，
原名艾琳·菲洛梅娜·瑞安 (Eileen 
Philomena Ryan)于1928年12月30日
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加尔巴利县的出生。
她于1947年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
（由Helene de Chappotin创办的机
构），并于1954年应时任马来西亚法
院院长Michael Hogan爵士的要求来到
马来西亚，为当地的天主教徒建立学
校。

“她身上散发出的母爱总是感动着

每个人。她的勇气和对生活的热情激
励 我 们 过 上 充 实 的 生 活 ” 。 前 学 生
Vimalathevi Perumal在Assunta学校校
友门户网站上写道。他补充说：“修女
所有的学生都对这位独特而伟大的偶像
心存感激，因为她将我们培养成优秀和
负责任的公民”。另一位学生雷吉娜·
莫里斯 (Regina Morris) 告诉《亚洲新
闻》，恩达被称为“歌唱修女”，因为
她从不掩饰自己对歌唱的热爱。《给
我做一个乐器。歌唱的修女》是2013
年Nesamalar Chitravelu主编的传记书
名。这名传教修女创作了校歌；歌词体
现了其价值观。莫里斯补充道：“她
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传播真理和慈善事
业，这是铭刻在我们心中的校训（Ad 
Veritatem Per Caritatem，编辑）。她
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校长和母亲”。

在灾难期间提供医疗援助的国际非
政府组织“慈善马来西亚”前主席杰
米 拉 · 马 哈 茂 德 博 士 也 向 当 地 媒 体
《Free Malaysia Today》谈到了恩达
修女。她说，“没有人感到格格不入，
所有学生都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们有不
同的种族和宗教背景”。米拉表示，与
爱尔兰传教士的相遇在很大程度上成就

了她现在的事业。“这无疑塑造了我成
为今天的我，在公开演讲中建立了我的
信心和自尊，并培养了对慈善工作的兴
趣”，她补充道。“每个学生都能够在
安全的环境中实践他们的信仰。这就是
学校应该有的样子，道德、善良和尊重
是最重要的。”

最 受 认 可 的 品 质 之 一 是 她 对 学 生
的 关 心 和 关 注 。 阿 西 玛 · 阿 马 鲁 丁 
(Asimah Amaluddin) 说：“该修女
经常提醒我们，在追求教育和独立方
面 ， 我 们 都 是 一 样 的 ” 。 她 记 得 恩
达 修 女 是 一 个 善 良 的 人 ， 热 爱 所 有
人。Assunta学校前校长Teresa Chan
表示，这位传教修女激励她成为更好
的自己，促使她“变得更有同情心、
更有同理心；成为一名仆人式领导”
。

在 漫 长 的 一 生 中 ， 恩 达 · 瑞 安 因
其 在 教 育 领 域 的 奉 献 而 获 得 了 许 多
奖 项 。 其 中 包 括 教 育 部 优 秀 服 务 奖
（1985年）、杰出服务奖（1986年）
、雪兰莪苏丹功勋服务奖（1987年）
和雪兰莪年度教师奖（1990年）。她
还于2022年获得泰莱大学人文荣誉博
士学位。

哀悼恩达·瑞安修女：一生致力于女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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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四那一天，我们几兄妹到舅舅家拜
年。说是拜年，但舅舅家根本没年

味。舅舅已好几年一个人在屋后靠近厕所的
骑楼下“餐风露宿”了——由于他前列腺肿
大，一个晚上得上好几次厕所，所以嫌麻
烦，不愿回房里睡。他早年的脚伤，令他老
来身体愈变愈僵硬，起床不容易，于是，他
干脆睡在躺椅式的沙发上。

金马仑的夜晚，温度有时降至摄氏16度，
加上舅舅家依山而建，寒风不是开玩笑的，
可是，舅舅依然选择不进屋里，最多是盖张
棉被。早晨，太阳升起时，他就大字型地躺
在温暖的水泥地上，让阳光将自己曝晒至中
午，日复一日，最终舅舅晒成了小黑人。

舅舅今年83岁，早年曾患上精神病，后来
虽然治愈了，但因为掉以轻心没吃药，加上
外婆离世的刺激，60岁开始即时而清醒、时
而浑浑噩噩，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早几年，我们去拜年时，饱读诗书、热爱
音乐的舅舅还会和我们话当年，虽显得有点
痴痴呆呆、答非所问或牛头不对马嘴的，但
我们五兄妹的生辰八字和年龄，他全部了如
指掌。近几年，老人病一箩筐，把他搞得连
自己的孩子也不认得了，不过，这一回去向
他拜年，他竟叫得出我们五兄妹其中三个人
的名字。

舅舅有两个孩子。儿子是唐氏儿，他稍有
自理的能力，然而根本帮不上爸妈的忙。
女儿远嫁柔佛，她不敢开远途车，因此一
年很难回来金马仑几次。舅母今年77岁
了，身型渐渐佝偻，她除了照顾舅舅与儿
子两个人的起居饮食，还得催促儿子冲凉
吃饭，严防他玩水火或危险的东西。唐氏
儿儿子今年也已45岁了，早年就曾因为调
皮好动，有过玩火把屋子烧毁的记录，而
今人届中年身体开始日渐衰弱，竟不思饮
食，全身疼痛，视力也日渐耗损。舅母最
头疼的不仅这些，她还得帮舅舅洗澡、擦
身体和处理屎尿。这一老一少的重担，快
要把舅母压垮，她呢喃道：“我也不知自
己能耐到多久，我也满身病痛，过一天算
一天吧！”

舅母的脸满是风霜，只有提到两位可爱
的外孙女时，她才能勉强从苦楚挤出一丝
笑容。聪敏伶俐的两个外孙女让死气沉沉
的屋子有一丝希望。然而，碍于距离的原
因，外孙女一年只来探访舅母几次。舅母
那女儿的一家子也过得很不容易，女婿要
到新加坡讨生活，早出晚归，上有老、下
有小得照顾，因此舅母也不敢对女儿有太
多的奢望。

谈话间，我的三姐突然提起她属猪的朋友

都很好命，很幸福！舅母哑然失笑：“我
就属猪······” 打从我懂事以来，
感觉上幸福两个字好像与舅母无缘，听说
她小时候一家人过得苦哈哈的，她爸爸很
年轻就生病了，妈妈和她的大姐靠割胶撑
起一个家。兄弟姐妹一个个长大后，大家
也只懂得捉胶刀，舅母后来嫁给舅舅，
好日子没过上几年，生了个唐氏儿，婆媳
关系也让她吃了不少苦，而后舅舅旧病复
发，舅母的日子更是苦上加苦！

无论如何，我看见她内心强大，她也懂得
时时感恩。她会分享邻里附近的人对她的
仁慈，庙堂负责人让她帮忙打理庙堂，给
予她各种方便和援助，这是除了女儿一家
以外，唯一能让她感到欣慰的事。

离开前，我们到祖先牌位前上香，祈求祖
上在天之灵保佑舅舅一家人幸福安康。在
苍茫的暮色中，我们默默地离开，驱车前
往教堂参加圣灰礼仪。我跪下祈祷时，望
着苦架上的耶稣很久很久。我仿佛听见耶
稣告诉我：“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深信，舅舅一家虽不信主，但主的爱与
恩典从没忘记他们。

作者：吴小兰
芥子心供稿

主的恩典够你用

这个主日是善牧主日，也是圣召主
日。我愿意为大家分享我信仰转变

及圣召的故事。愿藉此分享，使我们都
能够体验到天主的大能以及祂的奥秘。

在我17岁之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因为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信仰宗教那
是迷信。凡是没有文化的人和对科学不
懂的人，才去信仰宗教。在我17岁那
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
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仰宗教？出
于好奇心，我就去道观里，亲自去探
索。结果我看到了一些超越我们人类认
知范围的东西：一些我们肉眼看不见
的东西，会附在某一些人的身上，那些
被附的人会做出一些超越人能力的动作
以及说出一些所谓“预言”的事情（在
此我就不详细叙述了）。就这样，经过
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相信，这个世界是
有神的。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泛神论
者，无论是道观里的神还是寺庙里的佛
我都会去拜。

当我还是个泛神论者的时候。有一
天，我在吃午饭，突然想：是谁给了我
们饭吃？看起来是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可是种子从哪里来？如果天不下雨，没
有好的天气，土地里不可能长出庄稼。
我越想越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一个神掌管
着这一切，于是我把我手里的碗举的高
高的，然后望着天说：“感谢天上的哪
个神，赐给了我们饭吃”。当时我也不
知道是哪个神？后来我领洗后，回顾这
个事件的时候，才知道是天主赐予了我
们一切。我们每次参与弥撒的时候，神
父也会把准备奉献给天主的面饼，举起
来说：“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
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人类劳苦
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
的生命之粮”。弥撒中的这段话解开了
我的疑问。

2009年我大专毕业后，在社会上工作
了三年。2011年的一个周末，我在一条
街上散步，我突然听到一阵歌声，这歌
声让我感觉很舒服，很平安。我就顺着
歌声找得到了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在一
群老太太热情的邀请下，我参加了天主
教的第一台弥撒，并且知道了，耶稣也
是神。因为我是泛神论者，所以我想，
多一个神多一份保护，耶稣也成了我信

仰的神之一。过了几周之后，我无意中
又看到了另一个天主教堂，经过接待员
的介绍，得知是主教府。在他们的推荐
下，我加入了慕道班。当我学了几堂课
之后，我知道，原来信了耶稣就不能信
仰别的神，再加上，我觉得天主教规矩
比较多，比较严格，所以我想还是不要
参加慕道班了。于是我大概三周没有
去参加慕道班。直到有一天晚上，当我
睡觉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此处不详
述），这个梦让我知道耶稣就是我的救
世主，于是我重新又返回慕道班，直到
完成了所有慕道的课程，并于2011年8
月14日顺利领洗。

领洗之后，我积极参加教会的各种活
动。在此过程中，我做了两个梦：一个
是梦见我在捕鱼，另一个是我梦见我在

收麦子。天主通过梦境，让我知道，我
应该去做天主的工作，因为这些比喻都
是圣经中的。耶稣对伯多禄说：我要使
你成为捕人的渔夫。又在另一处说：庄
稼多，工人少，你们应该求主人派遣工
人收割祂的庄稼。圣经中的这些话和我
的梦很相似，于是我就决定，去做天主
让我做的工作，做一名神父，牧养天主
的羊群。

然而我的家人都是民间信仰，泛神论
者，所以他们完全不赞成我做神父。并
且在我的家乡，像我这样不结婚、去做
神父的人，一般是被别人看不起的，因
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像我这样的人一般
都是因为厌世或者逃避生活的压力而选
择修道这条道路。我父母及亲人坚决反
对我修道，甚至我父亲提出要和我断绝
父子关系，但这都无法阻挡我修道的
心、跟随耶稣的热诚。因为我已成人，
所以父母也无法强求我按照他们的意愿
去做。就这样，我踏上了修道的路。
虽然修道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天
主总是潜移默化的引领着我，并且让我
知道，祂一直与我同在。在修道的过程
中，当我看到教会一些不好的现象和坏
榜样的时候，我也有过沮丧、想放弃修
道的念头。但是，天主总会派遣他的天
使来帮助我。换句话说就是天主会通过
一些人帮助我渡过各种难关。

在我神哲学的培育过程当中，我对天
主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教会也有较全面
的了解。我更加坚信天主对我的召叫，
要让我成为一名牧养天主子民的牧人。
同时，天主也降福了我的家人们。我的
母亲、祖母、父亲以及侄儿先后都领洗
成为天主教的教友。我在2020年9月14
日被祝圣为神父，现在在堂区做着牧灵
的工作。我不知道未来的路会怎么样，
但我相信天主召叫了我，自然祂会引领
我更好地走我的圣召之路，服务大家，
成圣自己，光荣天主。主内亲爱的兄弟
姐妹们，这就是我信仰转变及圣召的简
短故事。愿藉着我的分享，可以帮助大
家更加的爱主爱人，增加大家的信德、
望德、爱德，经验到天主的美善和奥
秘。

～撰文/主徒会会士张伟刚神父～

乙年复活期第四主日
(善牧主日)
宗4：8-12
若一3：1-2

若10：11-18

教宗公开接见：
勇德使我们向

世上的恶作出反击、
大声说不

（梵蒂冈新闻网）勇德
是个「骁勇善战」
的德行，「有助于

我们在人生中结出果实」。教宗
方济各4月10日在周三公开接见
活动中继续以德行为主题的要理
讲授，引用《天主教教理》，以
及古代希腊哲学家和基督徒神学
家的思想来阐述这个德行。
《天主教教理》第1808号阐明：
「勇德是伦理的德行，它确保人
在困境中有毅力，在追求善时有
恒心。勇德坚定人的主意，在伦
理生活中力拒诱惑，克服困难。
」

耶稣深知人的情绪
对古人来说，勇德与「暴躁的性
情」有关，也就是人身上强烈的
情感。教宗指出，强烈的情感不
见得是「罪的残留」，但是应当
妥善教育这些情感，引导它们行
善。「耶稣有著强烈的情感」。
「一个没有勇气的基督徒，不会
尽力行善。他不打扰任何人，是
个无用的基督徒。让我们想想这
点，⋯⋯耶稣不是一个不懂人的
情绪的天主。相反地，祂在好友
拉匝禄的死亡前痛哭；祂的某些
表达显示出祂热情澎湃的心。」

不屈服于暗藏在我们内的恐惧
此外，根据古代的思想家，勇德
蕴含了「双重进展：一个是消极
的，另一个是积极的」。教宗解
释道，前者关乎「我们的内在」
，要打击的对象是「内部敌人」
，例如那些可能使我们裹足不前
的恐惧、内疚和焦虑。这攸关战
胜自己的课题，不屈服于大部分
「不会成真」的恐惧感。
「因此，我们最好呼求圣神，秉
持含忍的勇德应对一切：依其所
能，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但不是
孤军奋战！上主与我们同在，只
要我们信赖祂，诚心寻求善。所
以，我们在任何处境都能仰赖天
主的眷顾，祂为我们装备盾牌和
盔甲。」

认真面对世上的恶
另一个我们要与之搏斗的对象是
「外部敌人，即：人生的考验」
。这是勇德的积极律动。在人生
的各种意外事件前，勇德使我们
在惊涛骇浪中「顽强抵抗，不惶
恐也不气馁」。教宗强调，我们
必须认真对待世上的恶，不可假
装它不存在。
「只要翻开史册，或者不幸地翻
阅报纸也行，就能发现在一些暴
行中我们或多或少是受害者，
又或多或少是主角，比方说：
战争、暴力、奴役现象、压迫
穷人、从未治愈且仍在流血的伤
口。勇德使我们对这一切作出反
击、坚决说『不』。」

反复对罪恶及冷漠说「不」
沉浸在安逸的生活中，我们需要
有人敦促我们走出舒适地带，促
使我们反复对罪恶说「不」、对
导向冷漠的一切说「不」。我们
要向罪恶说「不」、向冷漠说「
不」；向旅途说「是」、向那有
益于进步的旅途说「是」。「为
此，我们需要搏斗」。
教宗最后邀请众人注视福音中耶
稣的勇敢刚毅，以及诸位圣人的
芳表，进而在自己的生活中操练
勇德。

主是善牧，我的圣召

专栏文章
吴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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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讯）在2024年3月22日，耶稣圣
名堂在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五，举行了一
场特别的户外拜苦路活动。这与通常在
教堂内举行的传统拜苦路朝圣敬礼有所
不同，这次活动特别安排在教堂外围进
行。

活动开始之前，准备工作已经展开。
在教堂外围设置了十四处苦路像，每一
处都展现着耶稣受难的场景。同时，一
座重约40公斤、高七尺的十字架也已制
作完成，准备用于这次特殊的仪式。

这项活动的核心是由年轻人承担起背
负十字架的任务，他们轮流从第一处苦
路像出发，沿着拜苦路的次序前往下一

处，直至最后一处。然而，这个十字架
的重量使得这项任务充满了挑战。

推动这项苦路善功朝圣敬礼的原因有
两点：

首先，这一活动鼓励年轻人的参与。
相较于传统的教堂内仪式，这次的活动
更具活力，更能吸引年轻一代。通过在
户外进行，给予了参与者更大的参与感
和体验感。

其次，这项活动能够让参与者更深刻
地感受到耶稣背负十字架登上加尔瓦略
山的艰辛。通过亲身体验承担重物的压
力和挑战，参与者能够更真切地理解耶
稣在受难时的心境。这种体验不仅加深

了他们对耶稣牺牲的认知，也使他们更
加珍视天主教教义的深刻内涵。

同时，为了丰富本堂的天主教客家文
化，耶稣圣名堂于圣枝主日当天下午6
点在教堂外再次举办了一场户外拜苦路
活动。这次活动全程以客家语进行，使
我们能够以更加亲切和熟悉的语言表达
对信仰的虔诚和敬意。这不仅是一次宗
教活动，更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体验。通
过这次活动，我们传承和弘扬了耶稣圣
名堂客家教友的宝贵文化，向先辈们致
敬，并展示了我们对传统的尊重。

麦可佐思 ……报道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
进会在教务助理神师李义兴神父和主席
陈开长兄弟的带领下，九位理事礼貌拜
访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这是新
冠疫情之后，吉隆坡促进会与廖总主教
首次面对面的讨论华文教务事宜。

在主席介绍了在去年会员大会选举中被
选的一众理事后，首个议程就是吉隆坡
促进会2022/2023的工作报告。期间，廖
总主教也对个别活动提出询问做进一步
了解，相关的理事也做出回复及解说。
接着，汇报了去年30周年庆牧民进行的灵
修交谈的摘要报告，吉隆坡促进会将依
据讨论结果进行牧民计划。从中，发现
与会者比较能够在＂家庭＂与＂教会＂
这2个关注领域侃侃而谈，比较有确实
经验来分享。而＂生态＂与＂社会＂这
两个关注领域就相当陌生，讨论过于肤
浅。所以，接下来吉隆坡促进会将对这
两个关注领域给予注重，毕竟2024年下半
年开始，教会的每月牧民主题将是＂生
态＂，而明年主题则是＂社会＂。接着
汇报了吉隆坡促进会的2022/2023的财政
报告，目前吉隆坡促进会的财政状况稳
定，这都有赖于历届理事会小心管理，
并谢谢热心人士们的捐献。总主教也叮
咛大家在财政管理上注意细节，包括要
了解现时的税务法令。

理事会也向总主教汇报了今明两年的
重点活动，包括在2025年举办一项对外
的＂新春嘉年华＂，希望通过这项活动
宣扬天主教华人教友还是有庆祝新春佳
节的。这项建议获得廖总主教的认同，
同时建议把地点放到总主教署的停车场
进行。理事会将进行讨论和策划后向廖
总主教汇报。下来，由属下青年局汇报
了去年尾举办的天主教青年大集会的点
滴，同时感激廖总主教的支持，无论是
在开幕当日现场的陪伴以及在财务上的
支持。

最后部分，理事会与廖总主教讨论了在
吉隆坡总教区牧民学院设有说华文的神
父，修会修士修女或是平信徒来推动华
文教务，包括举办系统性的神学课程或
是圣经课程。这不是新的建议，而是自
从周莉娜修女调任后，牧民学院就不曾
有新的委任或聘用。还有，设立英中翻
译小组，正视教会文件华文翻译的准确
性。廖总主教都给予正面的回应，也表
示他正有意思在牧民学院也设有其他语
文组，并且希望吉隆坡促进会建议人选
给他面试。他表示西马三教区目前有与
Australia Catholic University 联办2年的专
业文凭，吉隆坡促进会可以建议人选来
参与，也可以详谈由总教区全津贴或半
津贴，学成之后在总教区服务。至于关
于拜访本地中文媒体，廖总主教表示总
教区大众媒体委员会正策划一个媒体会
面日，所以可以邀请中文媒体一同参与。

廖总主教在其总结中，感谢吉隆坡促

进会理事会前来拜访他并与他交流不
同课题。首先，他重申建立关系的重
要性。相信大家已经很努力地与天主
建立关系，但别忘了也与其他人建立
关系，无论是家人，朋友，同事，本
堂神父，基信团，事工等等。在＂同
道偕行＂(Synodality)  文件中也有教导
我们应该＂深入＂(deepening)和＂扩
大＂(broadening)我們关系网。我们被召
叫建立更大的帐篷(enlarge  the  space  of 
your  tent)来容纳更多的人。所以，这旅
途中的教会不可忘了福传的使命；廖总
主教重申每位基督徒都可成为＂世界之
光，地上的盐＂。特别是目前社会环境
充满着不安、杂乱，更加让人期待旧时
候安祥、平安的社会。想想当年的睦邻
计划(Rukun Tetangga)，大家邻居不分性
别、种族、宗教、背景，最重要不分彼
此，不分你我，共同为自己的家园安全
而努力。  廖总主教呼吁吉隆坡促进会从

这方面思考，如何通过活动与不同语言
组别，与不同宗教交流建立和谐平安的
社会。

第二，持续培育平信徒，吉隆坡总教
区将持续投入资源从各方面来培育平信
徒，实现＂平信徒年代＂，让司铎、修
士修女以及平信徒共同为天主的国而携
手而行。当然，目前神父的缺乏，特别
是会说中文的神父，也是廖总主教忧虑
之处。他呼吁吉隆坡促进会务必为神父
的圣召而祈祷，让圣神撒下更多圣召
的种子。廖总主教表示吉隆坡总教区是
愿意保送华文修生到台湾总修院接受华
文司铎神哲学的培育，回国接受圣秩圣
事。当然，回国后这位新神父也必须掌
握其它语文，为本教区不同语文信友服
务，而不能单单为华文信友服务。就如
吉隆坡促进会的教务助理神师李义兴神
父一样，当年以华文去学习，但今天他
服务大家。同时，廖总主教也与其他修
会省长共同为修会圣召而祈祷，修士修
女的圣召也同样重要。最后，廖总主教
也呼吁吉隆坡促进会正视教宗的文献作
为培育的材料。比如：方济教宗的《愿
你受赞颂》以及《请赞颂上主》；这
是教会对生态的教导，也是教会所重视
的。马来半岛牧民小组所拟定的每月主
题，由今年八月份至明年七月份，维持
十二个月的主题都与生态有关。他了解
吉隆坡促进会正准备在七月份的会员大
会中设有有关课题的培育，廖总主教希
望这培育讲座能够纳入淡米尔文组以及
马来文组，一同举办。另外，创造界正
义事工 (Creation Justice Ministry) 计划在
今年十月办一个大型活动，他希望吉隆
坡促进会参与其中。

此次与总主教会面在廖总主教的降福下
圆满结束。

(供稿：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

台湾圣衣天使平信徒善会，新竹教区青年中心团队与吉隆坡总教区心理健康事工团队交流
后与心理健康事工教会助理蔡钊发神父，陈新伟及团队合影

▲坐（左到右）：谢亚忠、韩裕英 夫妇，廖炳坚总主教，陈开长，黄健顺，萧伟强
站（左到右）：叶健恒，叶俊杰，李义兴神父/线上参与，文翠芳，刘永康，彭雪雁

（吉隆坡讯）4/4/2024于加影心旅驿
站：在这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台湾圣
衣天使平信徒善会，新竹教区青年中
心团队与马来西亚吉隆坡总教区心理
健康事工的伙伴们进行各自工作经验
与心得的交流。  

交流开始前的祈祷，我们静默并为
了在这两日台湾地震中受苦受难的人
们祈求上主的慈悲与关照。由心理健
康事工神师暨心理驿栈创办人蔡钊发
神父的介绍，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心理
健康事工中心成立与发展的艰辛与挑

战。中心从2015年成立开始至今已近十
年，从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开始，面
对民众对于心理健康概念的不理解和
排斥，持续以讲座、课程、工作坊、
体验活动等不同形式推广心理健康；
用一个人带动另一个人这样如此基础
但又坚定的方式，将心理健康的概念
在 吉 隆 坡 教 区 廖 炳 坚 总 主 教 的 支 持
下，撒向吉隆坡总教区的教友及群众
们的心中及生活中。在蔡神父平静但
又坚定的介绍中，每每都轻轻带过那
些推广与实践中碰到的困难，但总是

大力地将顺利帮助到教友与非教友的
成就，归功于工作团队的付出、总教
区的主教，神父及教友们支持，以及
我们最亲爱的天主。从马来西亚吉隆
坡总教区心理健康事工近十年来的投
入和实践中，也让我们产生了许多启
发和连结。

我们共同看见了心理健康对人们的重
要性，但也同样发现心理健康受重视
的程度未符期待；我们共同投身心理
健康的推广，但也同样发现民众对心
理健康的污名和回避；我们共同由教

会出发但不限服务教友群体，但也同
样发现非教友接受服务的机会较高；
但我们也共同地—从没有放弃为天主
做对的事。

 如同交流中伙伴询问蔡神父，当执
行心理健康计画碰到这许多困境时，
都如何应对与跨越？蔡神父只轻轻地
竖起食指，指向天空。「不要怕，只
管信。」（谷5：36）
提供新闻稿：Little Way 台湾新竹教区
青年中心吴子锐心理咨询师
图解：蔡钊发神父

伙伴们聆听蔡神父的介绍心理健康事工

耶稣圣名堂举办户外【拜苦路】活动，体验耶稣受难之路

台湾圣衣天使平信徒善会，新竹教区青年中心团队
与吉隆坡总教区心理健康事工团队交流

吉隆坡促进会理事官访
廖炳坚总主教谆谆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