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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四旬期第五主日   P.71 

讀經一【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四三,16-21】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賜給我的百姓水喝) 

讀經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三,8~14】 

(為了基督，我自願損失一切，並相似祂的死亡) 

福  音【恭讀聖若望福音 八,1~11】 

(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就先向她投石罷！)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22 年 4 月 3 日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號 

電話:2214434．2823860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本 

週 

活 

動 

4/03(日) 主日彌撒-07:00(國語)      09:00(國語)    11:00(英語)    16:00(國語) 
傳協常務理事會議-10:15  讀經班-暫停   慕道班-10:30     晚餐及電影-18:00     

4/04(一) 平日彌撒-06:30    顏欽崇殯葬彌撒-09:00     慕道班-暫停 

4/05(二) 平日彌撒-06:30  

4/06(三) 平日彌撒-06:30    線上靈修小組-暫停 

4/07(四) 平日彌撒-06:30    明供聖體守聖時-7:00   愛宴-18:30 

4/08(五) 平日彌撒-06:30    小德蘭讀書會-15:30       拜苦路-20:00 

4/09(六) 平日彌撒-06:30    主日彌撒-20:00(台語) 

4/10(日) 
主日彌撒-07:00 暫停    祝聖聖枝禮及遊行-08:30    09:00(國語)  11:00(英語)   
拜苦路-14:00(主日學.學青)     讀經班-暫停    慕道班-14:30  

 

           基督救援之五：教會蒙救 

                                                         (若望福音八 1~11) 四旬期第五主日 
                                    【文章出處:輔神禮儀研究中心-實用篇】張春申神父 著 

 

    今天這段有關耶穌拯救犯姦淫婦女的事蹟，雖然是記在若望福音中，但它的內容和語法與若

望福音差別甚大，反而與歌頌天主仁慈的路加福音更為接近。無論如何，在四旬期的禮儀生活中，

這段經文能夠引領我們默想基督的救援，以及教會的悔改。 

 

   在古代教父著作中，對於教會，引用很多舊約或新約的圖像作為象徵。一方面稱教會為「母

親」、「羔羊的無玷淨配」，這當然令人想起她的神聖，可是另一方面，教父也稱教會為「違命

的厄娃」，或以聖經中記載的其他有罪的婦女來稱之。而今天福音中犯姦淫的婦女，也曾用來作

為教會的象徵，這明顯的指出教會有罪的一面。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文獻中之《教會憲章》，承認教會以作為一個團體來說，「是聖的，

同時卻常需要煉淨，不斷地補贖，追求革新」。的確，教友如同福音中的罪婦，需要基督的救援。 

 

   的確，教會是一個蒙受救援的團體，她是人類受到拯救的標記。若望福音已經象徵性指出

了這個事實：十字架下站著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她是教會之母，另外還有耶穌所愛的門徒，他代

表所有跟隨基督的人。所以當耶穌完成救贖工程時，也正是教會產生之時；教會象徵整個人類，

在十字架下領受了基督救主的恩惠，從此她也必須在世界中成為救恩的標記。 

 

   不過，教會是在旅途之中，她領受救恩的程度必須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基督在十字

架上完成了救恩，但是教會仍應繼續不斷領受、汲取及發揮救援的恩寵。可惜由於教會成員的限

度，常違抗基督的福音，因此救恩的完全實現受到了阻礙。在歷史中，教會有時非但不是救恩的

標記，反而成了別人認識基督的絆腳石，所以古代教父還視教會如同今天福音中的那個罪婦，需

要基督不斷的救援。那麼，今天的教會如何領受基督的救恩呢？ 

http://www.rosa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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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基督的救援工程，聖保祿在希伯來書信中說：「可是現今，在今世與末期，只出現了

一次，以自己作犧牲，滅除了罪過」。但是另一方面，基督一次完成的救援工程，繼續不斷實現

在教會中。教會舉行的聖事，便是復活的基督藉著禮儀，延續祂在人間的救恩。梵蒂岡第二次大

公會議文獻之《禮儀憲章》說：「基督常與其教會同在，尤其臨在於禮儀中。……祂又以其德能

臨在於聖事內，因而無論是誰付洗，實為基督親自付洗。祂臨在於自己的言語內，因而在教會內

恭讀聖經，實為基督親自發言。」這樣看來，基督救主今天藉著我們聆聽的福音，向我們這個團

體，親自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祂在我們舉行的和好聖事

中，親自赦免我們的罪，也在四旬期末了的復活夜，教會慣常舉行的入門聖事中，親自把死亡與

復活的救恩，賞賜給新教友。 

 

   今天的福音，加上教父的注解，使教會團體承認自己的有罪，如同那個罪婦一般。不過同

時又使我們看見基督救主，藉祂十字架的死亡，摧毀了罪惡。更具體來說，今天的福音要求我們

按照四旬期的精神，反省自己在領受基督救恩上的種種阻礙，甚至跌倒的景況。我們還要在參與

聖事，以及聆聽聖言時，相信救主的臨在，接受祂在教會內繼續實現的救恩。 

 

反省與行動： 

1. 在指責他人之前，我是否能先承認自己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援？ 

2. 當體認到自己蒙受了基督的救恩時，我是否打從心底發出感恩之情？ 

3. 我是否曾經在聖事中體驗到天主的臨在，並領受祂源源不絕的恩寵？ 

 

                謙卑之門（三) 
                      【文章出處:主業團-基督徒生活-為基督徒培育的文章】  

 

基督徒生活的德性，首重心靈的謙卑，因為天主使自己變得很小， 

所以我們可以靠著祂唯一真正的偉大而變得偉大。 

這是一篇關於基督徒生活的文章。 

 

學習在判斷上讓步 

當我們在職業和家庭團聚中，經常交換一些觀點，也許會產生衝突。我們是不是總是

希望別人屈服於自己思維方式的人？事情應該如何？必須做些什麼……過度堅持己見的

傾向可能透露了僵硬的思想。當然，自動讓步給別人是不簡單的，但總是審慎的。事實表

明我們能夠超越自己的觀點。利用機會捨棄自己的判斷，是很困難的，但在天主的眼中，

是件非常取悅祂的事。 

 

提及戴都良時，本篤十六世詞鋒犀利，批評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思想十分僵化嚴

苛，孤立在自己的觀點裡：「當一個人眼裡只看到自己思想的偉大，最終，失落的正是這

偉大。」有的時候，我們需要聆聽那些經驗雖少，但他們可能是擁有更多的智慧和心靈禮

物的年輕人，也或者他們的地位較高，因天主的恩典給予他們特別的幫助。如果我們過分

在意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就欠缺了謙虛。天主之子耶穌的生命，對任何擁有世上重要

職責的基督徒來說，都是一個亙古不變的教訓。進入耶路撒冷的歡呼聲，並沒有讓萬王之

王忘記那些人將要釘祂在十字架上，而且，祂也是苦難的僕人。（參若1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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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國王聖路易斯曾經建議他的兒子，如果有一天他成為國王，在他開政務會議時，

他不應該過於激烈地捍衛自己的意見，而忽略了傾聽別人：「你國會的成員可能會很害怕

頂撞你，希望這樣的事千萬不要發生。」學習不要太快速的提出己見是非常健康的，尤其

是當一個人沒有最終的責任，並缺乏關於這個問題的背景資料時，更不用說當這人缺乏在

位者的恩寵，以及權威人士所擁有的真知灼見時。一個人需要操練，謹慎地聆聽顧問，並

能發自內心的改變自己的觀點。通過團隊的合作，能強化判斷的審慎。作為一個團隊，團

結努力，在別人的幫助下仔細反思並做出決定：所有這一切也是一種謙卑和聰敏的行為。 
 

無用的僕人的謙遜 

在牧區的牧靈福傳工作中、在教區、慈善機構，或是幫助移民的項目中，解決問題的

方法往往是多元而富有彈性的，而且總會有許多其他可行的方法去處理。一個謙卑的人會

表明自己的意見，同時，如有需要會要求澄清要點，甚至接受與自己的看法不同的指導。

因此，一個人表現出對天主恩典的信任，這有助於以正確的意圖履行責任，並依靠該領域

專家的勸言。很少有人意識到，天主教會以驚人的集體謙卑，激發了全世界諸多援助病人

和窮人的行動。在天主的子民中，謙卑是特別需要的，在那裡，人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如此

密切。如同收到信件時，被丟棄的信封是多麼的美麗！「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我們不過做

了我們應做的事。」（路17:10） 
 

同樣的，一位司鐸也要「謙卑地學習不趕時尚」，而且不追求永遠居於所有事情的中

心；他要近乎本能似地拒絕鶴立雞群、永遠位於聚光燈下的願望，因為這很容易使他視自

己為其他靈魂的「主人」。 作為平信徒的，如果他謙卑的話，就會尊重聖職人員；不會

批評自己的教區神父，或批評任何神父，而試圖幫助他們，為他們祈禱。諾厄的兒子覆蓋

了他們酒醉的父親的裸體。（參創9:23）「就像諾厄的好兒子們一樣，用愛德的外衣，把

你在父親、神父身上看到的弱點，遮蓋起來。」聖多默斯甚至將這個故事應用於羅馬教宗

身上，基督徒子民應為他祈禱……而不迫害他！ 
 

時間屬於天主：信心與謙卑 

「聖經的證據是一致的：天主的眷顧是具體和直接的關懷，祂關心一切，由最細微的

事以至世界和歷史的大事。聖經極力強調天主對事件演變的絕對主權：『我們的天主在天

上居住，祂創造了所喜愛的萬物。』 (詠115:3)又談及基督說：『祂開了，無人能關；祂

關了，無人能開。』 (默3:7)人在心中儘可策畫多端，實現的卻是上主的計畫。』(箴19:21)」  
 

信仰和謙卑手牽著手並進。在我們邁向天鄉的旅程中，我們需要讓自己被天主指引，

求助於祂、聆聽祂的聖言。借助神學和靈修評論，平靜的閱讀舊約和新約，有助於我們了

解天主在每一時刻對我們說些什麼，或邀請我們轉換改進。「因為我的思念不是你的思念，

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上主斷言。」（依55:8；參羅11:33）。信仰的謙卑使我們

跪在聖體聖事中的耶穌之前，像白泠的牧羊人崇敬「道成肉身」一樣。聖十字德蘭·本篤

(伊迪絲·斯坦)曾說，當她看到一個婦女提著購物袋進入聖堂，並跪下祈禱的情景，令她

永遠無法忘懷。謙卑能使我們生活在現在，並超越未來可能帶來的一切，唯獨.尋找天主的

旨意。因為我們基督徒是「愛慕他顯現的人。」（弟後4:8）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因挫敗而

惱怒的話，我們需要在信仰和謙遜上成長。「只要你一旦真正委身信賴天主，便馬上會明

白怎樣萬事隨遇而安。如果你的事業，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甚至在你用盡了一切必要的

方法的情況下，你也不會喪失你的平安。因為你的事業，畢竟會按照天主安排的光景成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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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要避免過度的惱怒，或對過往羞辱的回憶牢記不忘。作為天主的子女，要
原諒別人的冒犯，繼續往前行，而不懷恨在心。如果有人認為自己被別人冒犯了，就要釋
懷、不要記恨。我們需要效法耶穌，意識到「自己被寬恕的罪更多。自己仍要付出的愛的
債務有多龐大。」謙卑的人要認真地效法聖保祿的榜樣：「忘盡我背後的，只向在我前面
的奔馳，為達到目標，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召我向上爭奪的獎品。」（斐3:13-14）
即使疾病也可被視為天主給我們的使命而欣然接受。這個使命的一部分，也是學習如何讓
別人幫助和陪伴自己，這是交付在耶穌手中的表現，祂臨在我們兄弟姐妹的身上。因為我
們必須為「祂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1:24） 

認知自己的弱點讓我們較容易接受別人的幫助、「縱容」別人和了解人性的狀況，避
免法利賽人假裝的驚訝。我們的弱點幫我們打開自己的智慧和心靈，去了解別人的弱點：
總是假設他人是善意的，例如，對一些人因情況使然而做出了不得已的事，態度要緩和，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忽視事情真相，而「稱善為惡，稱惡為善，以苦為甘，以甘為苦。」（依
5:20）這種態度與今天普遍自尊低落的現狀相差很遠，那是不健康的，因為它與真相不符，
且阻止一個人勇於追求理想，或是造成無緣無故的沮喪。 

謙卑能使我們接受我們不能改變的一切，深信我主必會引導我們走向慈悲的道路。（參
希3:10; 詠95 [94] :10）「單是知道自己是被箍好的陶器，就應是不斷喜樂的泉源，因為
在天主的眼裡，我們承認自己的渺小：一個孩童，一個兒子。如有人認清自己是個可憐軟
弱的傢伙，同時也認清自己是天主的兒子，還有什麼可超過他的快樂呢？」【未完待續】 
 

       堂 區 報 告       
1.4月 3日(主日)早上 10:15於善工樓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 
2.4月 3日(主日)晚上 6:00於神父咖啡館舉辦晚餐及電影欣賞，播放「耶穌受難記」，四
旬期中，大家一起來體會耶穌的苦難，請向門房或福傳師報名。 

3.4月 4日(一)早上 9:00為新亡者顏欽崇弟兄(聖名:多默)舉行殯葬彌撒，請教友前來為
亡者代禱。 

4.4月 5日(二)教區於高松墓園舉行追思已亡，上午 9:00公唸玫瑰經，上午 9:30彌撒，
請自行前往參與。 

5.4月 8日(五)晚上 8:00拜苦路。 
6.4 月 10 日(主日)聖枝主日，早上 7:00 彌撒暫停，早上 8:30 於德恩樓舉行祝聖聖枝禮
及遊行，請教友提前至聖堂參與。原定早上 10:30 舉辦的愛河旁聖枝遊行，因疫情取
消，改為祝聖聖枝禮之後於聖堂遊行。 

7.4月 10日至 4月 16日為聖週，聖週禮儀時間表置於聖堂後方，請教友拿取並參與。 
8.為支持教會青年牧靈、培育及活動，邀請您奉獻和祈禱，特別奉獻袋放於聖堂後方，請
教友慷慨奉獻。 

9. 為鼓勵大家深入了解教宗的《願祢受讚頌》通諭，並以行動關懷弱小兄弟和生態環境，本堂特開辦
《願祢受讚頌》讀書會，由柯明達神父任指導神師，帶領人林新沛教授陪大家細讀這通
諭。時間自 5 月 19 日起，每月第一、三週的週四晚 7:50-9:20 聚會，同時以實體與線
上方式進行。預計在六個月內讀完。歡迎大家在 4月 17日前向福傳師報名。(參加者將
集體自費購買《願祢受讚頌》) 

≡ ≡ ≡ ≡ ≡ 代 禱 園 地 ≡ ≡ ≡ ≡ ≡ 
➢ 請為新亡者顏欽崇弟兄(聖名:多默)通功代禱。 

➢ 請為世界和平祈禱，特別為烏克蘭的局勢祈禱。求天主消弭因戰爭引起的分裂，治

癒傷者，收納亡者的靈魂。 

➢ 四月份教宗祈禱意向：請為醫療衛生人員祈禱，為照顧病人和老人的醫療衛生人員

祈禱，尤其是在最貧窮國家，祈願他們的工作獲得當地政府及社會的支持。 

【請 將 堂 訊 傳 出 去，成 為 基 督 的 牧 靈 福 傳 小 尖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