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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天主面前，生活于人
世间。咏116:9

（梵蒂 冈 新 闻 网 ） 艾 夫 赖 格
（Austen Ivereigh）的
新 书 《 首 先 属 于 天 主 ：

与教宗方济各一起避静》于2月13日问
世，教宗方济各为此撰写了序言。本新
闻网已于同一天刊登了这篇书序的全
文。教宗在其中强调，基督徒的避静绝
非「舒适的假期」，而是一段重生的时
期。

教宗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罗耀
拉的圣依纳爵清楚看见「每个基督徒都
处在一场定义自己生命的战役中」，
挣扎著要「克服自我封闭的诱惑」。虽
然，「耶稣早已通过祂的圣死与复活为
我们打赢了这场战役」，但是「我们持
续受到诱惑，对天主的恩宠关上心门，
以世俗的方式生活，幻想著我们是主宰
者、自得其满」。

为了克胜这个诱惑，「教会以多种方
式帮助我们」，包括「圣传和训导、祈
祷与告解、勤领圣体」。教宗称之为「
恩宠的渠道」，让我们得以领受「天父
要倾注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同时，教
宗也点出，其中一项传统是灵修避静，
涵盖了圣依纳爵的《神操》。

在冷酷无情的压力和高度竞争的紧张
气氛下，那帮助我们恢复活力的避静广
受欢迎。然而，教宗阐明：「基督徒的
避静与舒适的假期截然不同。前者关注
的焦点不是我们自身，而是天主、是善
牧。祂从不把我们当做机器看待，却把
我们视为钟爱的儿女，回应我们最深的
渴望。」

在避静期间，「造物主直接对祂的受
造物说话，以祂的『爱与赞颂』，点燃
我们的心灵之火，让我们将来能更好地

事奉上主」（参阅：《神操》，15号）
。教宗表明，「爱与服务是《神操》的
两大主题。耶稣来与我们相遇，打破我
们的锁链，让我们能以门徒和同伴的身
份与祂同行」。

接著，教宗提起耶稣在贝特匝达水池
对一名瘫痪病人说的话：「起来，拿起
你的床，行走吧！」（参阅：若五1-16
）教宗解释道：「这个人的内心瘫痪
了。他在一个充满对手和竞争者的世界
里感到失败。⋯⋯其他人都比他强健又
迅速，他陷入了绝望。可是在那里，耶
稣走出来仁慈地与他相遇，召叫他走出
自我。他向耶稣治愈的力量开放的那一
刻，他内心和外在的瘫痪立即痊愈了。
他能站起来、向前走，赞美天主，为天
国奉献，摆脱自我满足的迷思，学习每
天更信赖天主的圣宠。如此一来，这个

人变成门徒，不仅能更好地应对这世界
的挑战，更能催促世界依照恩典和爱的
逻辑来运作。」

说到这里，教宗鼓励众人「首先」属
于天主，然后才属于受造界和人类。因
此，教宗邀请关注我们时代的两大危
机，分别是：我们共同家园的衰退，以
及大批人员流动、人们流离失所的现
象。这些都是「归属感危机」的症状。
正因如此，教宗希望「教会重新发现同
道偕行传统的恩典，因为当教会对那在
天主子民中间发言的圣神开放时，整个
教会就能站起来、向前走，赞美天主，
为天主国度的实现尽一份心力」。

教宗最后祝愿众人能领悟圣依纳爵所
说的愈显主荣（Magis）的真谛，「在
愈加奉献自我的过程中，愈加发现天主
的爱有多深」。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2月12
日上午接见了出席宗座生命科学院
全体大会的成员们，对这次大会的
主题“人类：意义与挑战”作了反
思。教宗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
人们担心算法将成为衡量人类事物
的普遍准则，因此有必要重新了解
人与机器的关系。这需要明白“用
什么来评定人类”，即人类最深层
的本性。

进入更宽广的视野
教宗首先指出，将“自然进程与
人工进程”区分开来并不“适合”
，这样的区分认为前者才是“真正
的人类”，而后者则是“与人类不
相干，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教宗
说：“需要做的则是，将科技知识
放在意义更广泛的视野上，从而避
免技术至上的霸权。”
教宗表示，这种偏移，也就是自以
为能“用技术的工具和思维重新生
产人类”，这在《圣经》关于巴贝
耳塔的古老记述中已经能看到。在
这个故事中，天主的介入并非人们
认为的“毁灭性的惩罚”，而是一

种“有针对性的祝福”。
“事实上，天主显示出试图透过
语言的多样性来纠正朝向‘单一思
想’的偏移。就这样，人类被置于
局限和脆弱面前，因而必须尊重差
异及彼此照料。”

“负责任”的创造力
教宗指出，在今天制造“会说话的机
器”的超科技人的身上，存在一种“
阴险的诱惑”，他们“觉得自己是一
种创造行为的主人”，类似于天主的
创造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分辨如

何使人凭著自己而来的创造能力能以
负责任的方式来行使”。这需要“发
展一种文化，整合科学技术的资源，
使之能识别及推动人类不可重复的特
性”。

摆脱“一成不变”的束缚
为推进这“文化使命”，教宗强调两
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以“跨学科交
流”为基础，一种基于“互相交流”
的“文化实验室”，重新认识，并通
过“彼此聆听和批判性反思”及克
服“知识的并置”。第二种模式则在
宗座科学院的“同道偕行进程”中显
而易见。
教宗指出：“这是一种要求严格的研
究方式，因为它需要专注和精神上的
自由，在尚未探索和未知的道路上向
改变持开放态度，摆脱各种不结果实
的‘一成不变’的束缚。”
教宗最后表示，“基督信仰一直作出
了重要贡献，从所接触的各种文化中
吸收具有意义的传统”，并“依照福
音所启示的与上主的关系，运用个别
环境中存在的语言及概念上的资源，
来重新诠释这些传统”。

教宗方济各：不可让技术损毁
人类的深层本质

教宗方济各为有关避静的新书
《首先属于天主》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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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在圣咏中的行事方式是在伦理
神学中不被允许的。
这 句 来 自 塞 巴 斯 蒂 安 摩 尔

（Sebastian Moore）充满讽刺的话是特
别强调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当我们与天
主沟通时，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以圣咏的
模式来祈祷，因为他们有时会对圣咏中
发现的诗词而感到被冒犯。我们看到越
来越多人抵制圣咏作为祈祷的方式来得
到净化他们心灵的渴望，因为在圣咏中
谈到谋杀、复仇、愤怒、暴力、战争和
父权制。
有人会问，我怎么能用充满仇恨、愤

怒、暴力的话语来祈祷，并谈论战争
的荣耀，奉天主的名粉碎敌人呢？对于
其他人来说，他们反对的意见是圣咏中
的父权色彩很重，其中是基督教社会依
赖男性，而男性被过度神化。对于另一
些人来说，这种冒犯是审美性的。他们
的反对意见是：“它们是质量低劣的
诗！”
也许这些圣咏并不是伟大的诗歌，无可

否认地带有暴力、战争、对敌人的仇恨
和复仇的欲望，而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
名义而行。无可否认，他们的性质也是
重男轻女。但这是否会使它们成为一种
质量低劣的祈祷语言？让我提出相反的
建议。
祈祷的经典定义之一是“祈祷是将思想

和心灵上升到天父那里”。即是简单、

清晰、准确的。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
们在祈祷时很少真正这样做。我们倾向
于将天主视为我们需要向祂隐瞒我们真
实想法和感受的人，而不是把我们内心
真正的想法向天父诉说。我们不是倾诉
内心的声音：那抱有谋杀的想法、复仇
的欲望或我们对天主的失望，而是只告
诉天主我们认为天主想听的事。
但表达这些感受才是重点的。圣咏特

别适合祈祷的原因是它们没有向天主隐
瞒真理，而是表达了我们真实感受的全
部。通过圣咏祈祷我们真诚地表达了我
们思想和内心的真实想法。
有时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自发的

冲动就是说出赞美和感激的话，而圣咏
给了我们这样的声音。圣咏谈到天主在
一切事物上的美善：爱、友谊、信仰、
健康、食物、美酒、享受。但我们并不
是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面对失望
和苦涩的生活表面下所酝酿或带来的肆
虐时，我们的生活也会陷入饥寒交迫、
孤立无援的时刻。圣咏给了我们诚实的
声音，让我们可以向天主敞开所有那些
酝酿已久的感情。此外，有时我们也会
感到自己的不足，觉得自己无法达到别
人给予我们的信任和爱而辜负他人。圣
咏再次向我们表达了这一点，祈求天主
的怜悯，软化我们的心，洗净我们，给
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同样，有些时候我们对天主感到非常

失望，需要某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呼
声。通过圣咏让我们可以表达人类的全
部情感：喜乐、痛苦、怀疑、希望和辛
酸。我们呼求天主，“你为什么如此沉
默？”“你为什么离我这么远？”，即
使它们让我们意识到天主并不害怕我们
的愤怒和痛苦；祂是我们的支援。但
是，就像慈爱的父母一样，只希望我们
过来谈论这件事与祂亲近。圣咏是祈祷

的特殊载体，因为它们将我们的思想和
感受全部上升给天父，天父慈悲为怀，
祂为每一个受苦和死亡的子民哭泣。。
然而，我们常常为此而苦苦挣扎的原

因有很多。首先，因为圣咏中的一些图
像是令人反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
倾向，就是往往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视为
理所当然，我们的时代倾向于避开隐喻
并从字面上理解。其次，我们倾向于否
认自己的真实感受，尤其很难去承认我
们有时会感受到浮夸、性痴迷、嫉妒、
苦毒、偏执、凶残的想法、对天主的
失望、对我们信仰的怀疑。我们的祈祷
常常掩盖了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感受。通
过圣咏可以让我们告诉天主，我们的心
声，那是天主想听的内容。而圣咏是最
诚实不过的表达方式了。
真诚地祈祷是一项挑战。凯瑟琳诺里

斯（Kathleen Norris）这样说：如果你
经常祈祷，“你就不可能做得对。你不
会总是坐得直，更不用说思考神圣的想
法了。你不会穿上你最好的衣服，而是
穿上那不在脏衣篮里的衣服。你经历了
生活中的各种情绪和状况，来到了伟大
圣经的“赞美诗”，尽管你感觉像地狱
一样，但你还是唱歌。令你惊讶的是，
你发现圣咏并没有否认你的真实感受，
而是让你在天主和每个人面前反映它们
的存在。”那表达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如
何感受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格言并不能取
代那表达我们有时实际感受的圣咏中朴
实现实主义。任何愿意将思想和心灵上
升到天主面前而不提及苦楚、嫉妒、复
仇、仇恨和战争感受的人，需要在问候
卡上写口号，而不是成为任何人的属灵
导师。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Ron 
Rolheiser)

圣咏祈祷

你们有没有参加避静或圣神同祷大
集会的习惯呢？曾有前往过这些

活动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不难发现到，
在参与这些活动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们会感到一丝的喜乐，你们会觉得你
们疲惫的心理从新振作起来，并且有无
限的力量征服世界和它给予的一切诱
惑！对很大人来说这种经历是无比美
满、是无比奇妙的。为此，有很多人会
因为品尝到天主给予的神慰和快感，而
继续在外参加一个又一个的避静退省活
动或参加种种的圣神同祷大集会。他们
不愿意从山顶上下来，而渴望在 “山
顶体验” （mountaintop experience）
里得到 “永恒的喜乐感”。他们犹如
今天福音内看到耶稣在山顶上显圣容的
西满伯多禄，想要把帐棚搭在高处，继
续沉溺于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及圣
神的甜蜜相遇之中。他们殊不知，灵修
生活终是有起有落！这些甜蜜的经历并
不是拿来炫耀的，而是用来帮助他们面
对现实生活和生活瓶颈天主恩赐的心灵 
“充电宝”！虽然这种感觉实在不会使
人心情欢乐舒畅，可是不得不说的是，
这句话还是存有圣经根据的。
很多时候，当教友前来分享他们甜

蜜，甚至是震撼人心的“山顶体验”

时，我除了为他们感到高兴以外，我其
实也不忘提醒他们一件事：我希望他们
记住这体验的“味道” 和 “感觉”
，好让他们遇到考验和困难时，这段经
历可以成为他们继续热爱和继续侍奉天
主“爱” 的燃料。虽然这句话听起来
像是在“泼别人冷水”，但我对此信念
深信不疑。首先，让我们先了解耶稣基
督显圣容后面的意义吧！当耶稣在伯多
禄、雅各布伯和若望面前变了容貌后，
厄里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然后他
们俩 “正在同耶稣谈论”（谷9:4）！
可是，他们三人在谈论什么？圣史马
尔谷并没有向我们透露任何资料。可是
在《路加福音》里我们找到了一丝的线
索：原来他们正在“谈论耶稣的去世，
即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路 
9:31）根据这件事所提供的线索，我们
得知了一点：尽管基督是天父的爱子， 
“天父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
为我们众人，把祂交出来”，并在耶路
撒冷为我们受苦受难（cfr. 罗8:32）
！因此，想要成为基督的跟随者，祂肢
体的一员，还有祂要好的朋友，我们必
须要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十字圣架的苦与
乐！
所以，曾经得享到天主给予“山顶体

验”的弟兄姐妹们，请谨记：要是你们
没有把“送礼者”——天主放在我们的
心里，尝试了解自己的“山顶体验”或
把它内在化，那将会是一场不幸！因为
此时的我们，将会如同伯多禄、雅各布
伯，和若望“下山后”的情景那样，
把我们所体验到的甜头，还有“礼物”
抛到后头，慢慢地被世界的诱惑和人生
的考验吞没下去！ 正因为如此，圣女
大德兰在《全德之路》里，一直勉励她

的修女和读者继续爱主下去。她说：“
如果一个真正的修道人、或真正的祈祷
者，【把意志给了上主而】得享天主的
欢愉, 一定不会背弃其主舍生和殉道的
渴望。【因为】一位想成为天主密友的
好修道者，他的一生就是长期的殉道。
（全德之路 12:2）”
虽然，天主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常

常给我们很多的舒适和喜乐，可是祂答
应我们这一点：祂从未将我们抛弃，让
我们自生自灭，让我们默默地活在痛
苦中。事实上，祂离我们很近。如此之
近，以至于我们与祂在十字架上一同
受苦。所以，下一次当你享有“山顶体
验”时——那美满甜蜜的体验时，别忘
了祂！把祂放在你心里！感谢祂！赞
美祂！并在你未来的日子祈求祂给你力
量，好让你们可以一同改变世界，一同
为人悔改祈祷。阿们。

～撰文/何崇祯神父～

山顶体验！?
乙年四旬期第二主日

创22：1-2，9-13，15-18
罗8：31-34
谷9：2-10

教宗公开接见：
若一切感到厌烦且无意义，
需要“在信德中忍耐”
（梵蒂冈新闻网）耶稣“来到门徒
那里，见他们睡著了，便对伯多
禄说：‘你们竟不能同我醒寤一
个时辰吗？醒寤祈祷罢！免陷于诱
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
弱。’”（玛廿六40-41）这是教
宗方济各2月14日主持周三公开接
见活动开始时诵读的《玛窦福音》
的段落。当天是四旬期首日，教宗
省思的题目是“懒惰”，属于“恶
习与德行”的系列要理讲授。

懒惰，一种非常危险的诱惑
教宗首先解释，懒惰一词来自希
腊文，意思是“缺乏关心”。一
个人如果“懒散、怠惰、淡漠”
，我们就说他懒惰。教宗说：“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诱惑。谁
若成为它的牺牲品，就好像被一
种死亡的愿望压垮那样：对一切
感到厌烦；与天主的关系变得乏
味；甚至那些最神圣的行为，那
些曾经使他内心炙热的行为，现
今在他看来似乎毫无益处。”

生活失去意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懒惰的含意，
教宗提到隐修士埃瓦格里乌斯
（Evagrio）所描述的懒惰人的行
为：“……阅读时，懒惰的人常
打哈欠，很容易被睡意所征服，
他揉揉眼睛，搓搓手，把眼睛从
书本上挪开，盯住墙壁；然后又
把眼睛回到书本上，继续读一会
儿......；最后，他低下头，把书本
放在头下，进入轻轻的睡眠。”

教宗表示，在这个描述中让人
隐约地看到一些接近抑郁症的情
况。“的确，对于那些处于懒惰
状态的人来说，生活失去了意
义，祈祷变得枯燥无味，各种奋
斗似乎毫无意义。即使年轻时我
们也曾充满激情，现在看来是不
合逻辑的，是无法使我们幸福的
梦想。如此一来，我们随它而
去，分心、不思考似乎是唯一的
出路”。

治疗方法是“在信德中忍耐”
那么，哪些是治疗懒惰的切实方
法？教宗从灵修导师那里汲取经
验，指出最有效的方法是“在信
德中忍耐”。教宗说：“虽然在
懒惰的驱使下，人的愿望是‘
到别处去’，逃避现实，但必须
有勇气留下来，在我的‘此时此
地’，在我的现状中，迎接天主
的临在。”

依靠耶稣，在信德中抵御和坚持
教宗表示，懒惰想摧毁我们生活
在当下的简朴的喜乐，要我们相
信“一切都没有意义，不值得
关心任何事或任何人”。如此一
来，许多人因为懒惰而放弃了已
经走上的“向善之路”。可见，
这是一种严重的诱惑，就连圣人
也曾经历过，必须予以战胜。

“这些圣人圣女教导我们，在
忍耐中穿过黑夜，接纳信德上的
贫乏。他们建议，在懒惰的压制
下，要保持较小程度的承诺，
设定较为能够实现的目标，但同
时要抵抗得住、要坚持，依靠耶
稣，祂在我们受诱惑时绝不舍弃
我们。”

四旬期，内在更新的时机
公开接见活动结束前，教宗方济
各在问候操意大利语的信友们
时，谈到当天开始的四旬期，将
重点放在和平上。教宗说：“
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作为皈依
和内在更新的时机，聆听天主圣
言、关爱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
热切祈祷，尤其为在世界上获得
和平的恩典而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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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讯）2024年2月10日，耶稣圣名
堂内外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春盛
典，将初一的喜庆与宗教庆祝融为一
体。早上8点半，广场上爆竹声与舞狮
表演交相辉映，标志着整个庆典在热烈
的气氛中正式拉开帷幕。

随后，9点的钟声敲响，新春弥撒正
式启动。这场弥撒由Dominico Evan神
父主祭，Rudolf de Aquaviva神父与卢
源禄执事同祭。教堂内外座无虚席，回
乡的教友们积极参与，不仅教堂内人满
为患，连教堂外也临时加设椅子，以容

纳更多的参与者。
在弥撒的进行中，教堂内弥漫着一股

庄严而肃穆的氛围。严肃的仪式将新春
的祝福与宗教的虔诚完美融合。信徒们
全身心投入，感受到新年的神圣氛围，
仿佛整个教堂都弥漫着一种虔诚的共
鸣。

弥撒结束后，进行了庄重的敬祖礼。
这一传统仪式表达了对祖宗先辈的敬
意和怀念之情。教友们献香、献花、献
酒，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祖先的尊重，强
调这并非对偶像的崇拜，而是一种真挚

的敬意。这是对祖宗先辈表示孝敬之意
和表达怀念之情的美好方式。

最后，神父与执事为所有教友分发了
吉柑与红包，象征着新年的祝福与幸
福。这个温馨而庄严的新春弥撒让整个
教堂弥漫着一片安详庄重的氛围，完美
地将信仰与传统融为一体，为大年初一
注入了祥和与喜庆的气氛。这不仅是一
场宗教庆典，更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意义
深远的开始。

麦可佐思 ……报道

（吉隆坡讯）以「视病犹亲」为培育
人才目标的宜兰天主教圣母医护管理
专科学校，由技术发展及国际合作处
主任陈泰安及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连监
尧带队，一行师生共约30人，于2024
年1月23日至1月30日前往马来西亚进
行国际志工服务及教育交流活动，日
前返国。

透过当地加尔默罗修会陈新伟神父
的 鼎 力 协 助 ， 本 次 国 际 志 工 交 流 活
动，于吉隆坡、马六甲等地与包含学
校、各社会服务机构及当地青年组织
深度交流，收获丰硕，该团队并获当
地媒体报导，当地华人青年踊跃表示
希望能申请到台湾该校求学。

圣母专校国际服务志工团2024年1月
23日至1月30日前往马来西亚进行国
际志工服务及教育交流活动，此行目
的包括与当地华文学校进行音乐与文
化交流，及志工第一线服务体验。共
造访了公教中学、圣母中学及撒玛利
亚人希望之家、吉隆坡总教区全人发
展局及美家园残缺儿童之家，透过实
际行动，师生们感受到在学校所一直
教导的「视病犹亲」价值观并非只是
口号，而是人与人最真实的感受。

学生服务志工之一，护理科二年级
学生陈庭慧，在「撒玛利亚人希望之
家」的服务体验后说：「我们去了希
望之家，那边的由来是一位修女因为

听到耶稣的声音，所以抛下一切去募
款，为原本只能流浪在街头的人，创
建了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提供吃住，
也让街友们对世界重新产生了希望！
看到修女的伟大事迹时，我觉得她真
的很有爱，我们也应该朝着她的方向
去学习，把爱散播在生活中。」

另一位学生志工，幼保科二年级学
生 庄 涵 则 对 在 「 美 家 园 残 缺 儿 童 之
家」的经验特别有感。她说：「我们
去 美 家 园 残 缺 儿 童 中 心 唱 歌 给 他 们
听，他们很认真的在听我们歌声，去
看他们的环境，然后打扫环境，看到
那些的儿童和大人，他们有的人是脑
性麻痹身体僵硬，有些是没办法自己

移动的，有些是可以自己翻身的，还
有看到一些可能是脸部有点畸形，或
者是智力发展有问题的，在那里我发
现我是幸福的，爸爸妈妈把我生的很
健康，也没有把我遗弃，我们刚到他
们的活动空间时，有些人就很想跟我
们互动，分享他画的东西给我们看。
」

圣 母 专 校 生 命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连 监
尧，也是本次策划整个马来西亚国际
服务及交流计画的带队老师表示：「
圣母专校一直以『视病犹亲』为我们
培育学生的重要核心价值。但此次透
过把学生带到国际上去实际经验，对
所有参与师生来说，更是这样精神的
实践。相信这样的国际服务体验，在
结合我们学校的特色生命教育上，能
发挥更大的教育成果，也对参与的师
生是一辈子珍贵的经验！」

技术发展及国际合作处主任陈泰安
也分享说：「马来西亚对于来自台湾
的圣母专校，透过音乐及服务志工的
交流活动，当地华人学生及家长表示
十分认同我们，也纷纷来询问来台留
学加入圣母专校的资讯。」当地网路
媒体~光盐社(芥子心福音传播中心)也
对圣母此行做了深度的访谈和报导。

(网址: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vxSCYP3P6Ow)

新闻活动联络人：
圣母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生命教育中

心主任连监尧 (03-9897396 ext.141)
圣母医护管理专科学校技术发展及

国际合作处主任陈泰安 (0932716617)

（吉隆坡讯）圣若望保禄二世说：没
有爱，人不能生活！

但是真正的爱情是什么？
我们对于真正的爱情的误解让我们

嘗尽苦头，使现代的家庭难以幸福美
满，反而陷入重重的危机。

圣若望保禄二世的性革命-《身体
神学》是在这性泛滥的世代里的一个
发亮的明灯，照亮並指引我们从根源
去探讨＂怎样的性，才能使我自由的
爱？＂，照亮了天主为人的生命从起
源至末日所定下的整个计划。

《身体神学》是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
在任内的首个教导项目，天主教神学
家George Weigel形容这是千百年来最
大胆的天主教神学重构之一，是一个

将带来巨变的神学定时炸弹。
《身体神学》与整本圣经有关，宣扬

［身体的福音］，导正並转化我们被
扭曲的性欲望，从根本上解救和更新
现世已经崩坏了的性文化。

目前性泛滥的问题很严重，为了保
护我们年轻的一代和守护我们的家庭
与 信 仰 ， 吉 隆 坡 总 教 区 要 理 培 育 团
（KLACM)联合吉隆坡总教区家庭生
活局-身体神学小组一起推动《身体
神学》入门培训，计划在2014年内
进行有系统的培训以帮助深陷在世俗
中的各种各样媒体色情暴力诱惑的青
少年，分辨和了解身体、性、婚姻与
信仰的关系。培训对象主要为要理老
师。

第一次的培训已于27/1/24，假吉隆
坡十五碑玫瑰堂举办。当天虽然只有
四十多位参加者：当中有来自吉隆坡
总教区九个圣堂的要理老师和其他教
会团体的团员，但是大家所表现出来
的学习精神是非常让人振奋的！在最
后的分享环节中，大部分参加者都表
示获益良多，並认为这样的培训是廹
切需要的，尤其是为每个主日都面对
着要理学生的要理老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並不是每一位参加
者都有机会发言，主办单位居然在培
训后接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详细的书面
回馈，真心的感受到大家的热忱和用
心！

2024年第二次《身体神学》培训将

于25-26/5/24举办，为参加者进行更
深的培训，欢迎所有有身体的朋友们
来参加，一起学习和投入天主早已为
我们准备好了的＂爱的计划＂。

耶稣圣名堂的广场上爆竹声与舞
狮表演交相辉映，标志着新春感
恩圣祭在热烈的气氛中正式拉开
帷幕。

信徒们全身心投入，感受到新年的神圣氛围，仿佛整个教堂都弥漫着一种虔诚的共鸣。

《身体神学》？什么来的？

小组讨论分享

仪式之美：弥撒与敬祖礼共谱农历新年庆典

走向世界！走向服务与爱！
圣母专校马来西亚国际志工与交流团成果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