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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耶穌君王堂 石牌聖體堂 蘭雅聖母顯靈聖牌朝聖地

台北市士林區中

正路 264號

電話：2832-4270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

路 2段 90巷 20號

電話：2821-4735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號

電話：2832-1337

網站：www.lanya-shrine.org

1.聖灰禮儀：

請於 3 月 3 日(日)前將去年發放的聖枝帶回教

堂，共融堂區將統一製作聖灰。

2.初領聖體的小朋友請開始報名

需要滿 10歲以上，且上過主日學至少三年。

報名至 2/15，上課自 2/17至 5/26初領聖體

3. 請為青年福傳祈禱：

第一屆遣使會台灣堂區青年會議將在 2/16 召

開，請大家為參與的青年們祈禱，求主賜他們

智慧，共同建構出教會未來更美麗的藍圖。

4.四旬期外出避靜：

秉持著加爾默羅的精神，特請陳新偉神父來帶

領四旬期避靜，歡迎教友們踴躍參加。

時間：3/8~3/10 地點：真福山

費用：3,800 (含食宿交通及保險)

報名：林綉梅姊妹 0915-050-869或辦公室

5.文生大家庭傳承朝聖與社服體驗-中國大陸朝聖

時間地點：5/20~28（北京、天津、河北、山東）

報名請洽：遣使會辦公室陳秘書
(02-28356773、0981358491)至 2月 27日止。

6.堂區自養金 奉獻推廣：

奉獻是堂區成長的動力，特別推廣可開立捐款

抵稅收據的自養金，讓我們一起讓主愛廣傳！

常年期 禮儀日曆
2/11(一) 露德聖母 自由紀念日

2/13(三) 聖藍月旺(若望)司鐸殉道 自由紀念日

2/14(五)
聖啟祿隱修士及

聖默道主教
紀念日

2/16(六) 特敬聖母 自由紀念日

婚姻金句

願我的婚姻越來越像基督

請為單身教友祈禱，祈求聖父賜予他們智慧，認

識那位"相稱的助手"，建立基督徒家庭。

祈禱意向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求天主賜予他們

勇敢接受病苦的恩寵，並使他們早日獲得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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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德耀夫婦、楊錫琦弟兄、徐文秀姊妹、商淑

貞姊妹、康耀文弟兄、譚兆溶弟兄、林高月姊

妹、李謹之姊妹、汪小嵐姊妹、陳蘭生夫婦、

盧德馨姊妹、韋哲啓夫婦、趙若杰弟兄、倪祚

沁姊妹、李榮崑弟兄、鍾玲玉姊妹、趙吳玉慶

姊妹、王美智姊妹、王頴弟兄、吳孟芸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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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鴻綏弟兄、張軒誠弟兄、張萍影姐妹、黃若

瑟弟兄、張泮漁弟兄、張希良夫婦、曲謝福妹

姊妹、張芝淑姊妹、陳杭璋弟兄、張海宇弟兄、

張吳維貞姊妹

蘭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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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玉姐妹、胡迪寰弟兄、李素英姐妹、趙湘

雯姊妹、謝玉梅姊妹、劉曼玲姊妹、黃玉真姊

妹、劉家彰弟兄、簡月華姊妹、陳石玉坤姊妹、

張懋弟兄

露德聖母
1858年，聖母瑪利亞在法國露德一個山洞裡，連續

十八次顯現給十四歲的伯爾納德，邀請她作自己的使者，

按照所給予的指示，請求罪人悔改。

    聖母也希望顯現的地方成為大家祈禱和朝聖之所。

就在聖母顯現在伯爾納德面前，說了：「我是無玷始胎」

之前三年，教宗碧岳九世剛剛宣布了關於聖母的信理。

    不久以後，山洞附近建造了一座富麗堂皇的聖母大

殿，落成典禮時，教宗碧岳九世派欽使向聖母像行加冕

禮，並視露德大殿為御座堂；教宗良十三世則下令在梵

蒂岡的花園內，修建一座露德山洞。

如今每年世界至少有五百萬遊客、朝聖客和病患前

來露德，向聖母瑪利亞祈禱，祈求獲得恩賜以及減輕心

靈及肉體上的苦痛。為此，教宗若望˙保祿第二世於 1993

年宣定 2月 11日這一天為「世界病患者日」，祈求世界

各地的病患在聖母的轉禱之下，心靈及肉體皆獲得天主

賜下的平安與舒緩。

本文節錄自天主教輔仁大學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topics/liturgicalyear/


丙年常年期第五主日

【依六 1-2，3-8；格前十五 1-11；路五 1-11】潘家駿 神父

    本主日彌撒中的《路加福音》敘述，耶穌派遣伯

多祿去執行「漁人的漁夫」的使命。然而要成為「漁

人的漁夫」信仰要有足夠的深度，而伯多祿及門徒們

此刻與耶穌聯繫的信仰根子是否已有足夠的深度，深

刻到可以觸及耶穌的生命與使命？恐怕未必！因此，

耶穌在賦予門徒們使命之前，先培養並要求他們具備

足夠的信仰深度，否則這如此壯麗的使命賦予也將只

是如同流星一般，雖然壯美，但僅有轉瞬的繁華。

    因此，從今天這段福音的敘述，我們看到耶穌如

何為伯多祿及門徒們突破膚淺的信仰問題，同時也要

深化我們與耶穌的關係，更新我們的信仰生活。在這

段經文裡，耶穌正是要把伯多祿和門徒們、同時也是

我們從信仰和生命的淺灘中，帶領我們筏到水深之處，

而也唯有如此，我們對耶穌的跟隨才能在世事的氤氳

不明處，也在俗世的喧騰不休裡，更在隨處可及的逗

引誘惑中，找到靜沉沉的不變之心，而不讓這跟隨須

臾偏離。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耶穌的帶領。 

    按照福音的記載，我們從耶穌與這些漁夫的互動

中，可判斷出他們的工作狀況是：他們已經做了一整

夜的捕魚勞動，而天色已亮，因此開始清洗漁網，整

理捕魚工具，準備收工。但因爲整夜勞苦，一無所獲，

而最容易捕到魚的夜間與清晨時刻都已經過了，實在

看不出還能再多做些甚麼了。然而，耶稣卻要他們在

最不可能捕到魚的大白天，划向深處，再下一次網。

當然划向深處，不是爲多看白天的風景，而是爲了捕

魚，但為這些嫻熟捕魚技巧的漁夫來說，這要求實在

太不符合常理了，同時這指令也太籠統、太模糊了，

籠統到不知如何啟航，模糊到不知如何完成。耶穌所

講的深處到底是要往東西南北哪個方位？究竟要離

岸多遠的距離才符合耶穌深處的標準？就算到了深

處，接著要如何拋網，要往右往左？往船頭還是往船

尾呢？

    事實上，這些不確定多少反映了我們的信仰生活

實況。在信仰生活裡，我們都被教導要承行天主的旨

意，而我們也努力地尋求祂的旨意，但是我們卻常困

在五里雲霧中，不斷地掙扎探詢天主的旨意究竟是什

麼？我們唯一知道與得到的指令是：「把船划到深處

去，下網打魚吧！」這句聽起來既不合理，也令人抓

不到方向邊際，更讓人覺得缺乏安全感的訊息，無非

正是要我們離開那個我們所熟悉的場域、方式、習慣

和依靠等等；離開那個我們自以為安全、踏實的領域。

換句話說，我們所能掌握到的唯一訊息就是「放下」。

    若不「放下」，就無法解纜啟航，啟不了航就無

法划到深處，因此，耶穌挑戰我們透過「放下」而讓

信仰、生活與跟隨划向深處。然而我們對越不明白的

事理越是放不下，越是裹足不前，不僅生活如此，信

仰也是如此。或許從伯多祿接受耶穌的指令：「老師，

我們曾整夜勞苦，一無所得，但是我要遵照祢的話再

次下網」這句話語中，就多少可以參透一些「放下」、

讓信仰划到水深之處的秘訣。在這裡，伯多祿沒有對

耶穌不合邏輯的指令據理力爭，也沒有對不明白的事

打破沙鍋問到底，而是遵照耶穌的話再做一次。

    伯多祿「放下」的行動讓活在資訊時代的我們經

驗到，好像他有能力在意念裡開一個檔名叫做「我不

明白的事」的檔案，而能將生活中所有當下不明白的

事都放進去。是的，當生活中有事情發生需要放下時，

我們總會忙著找答案，急著釐清前因與後果，而不間

斷地問為什麼。撒旦就是極力地想讓我們在無法明白

的事端中繼續愁苦，讓「為什麼」在我們的生活裡持

續發酵，而讓人深深沉浸其中，並漸漸產生戕害自己，

甚至傷害他人的苦毒，甚至尋求天主所不喜悅的方式，

如占卜、算命等方式來為生命中的難題尋求解答。然

而，伯多祿讓我們看到，原來可以把不曉得答案的事

放在意念的秘密檔案夾裡；天主或許不必馬上回答秘

密檔案夾裡的問題，但可以確定的是，天主的許諾永

不變更。因此，就如同亞巴郎離開家鄉烏爾一樣，當

我們願意懷著信德交託時，我們就能夠如同聖祖和伯

多祿一樣，放下安全與孰悉，並繼續划向深處。

    所以當伯多祿捨棄他原來所依賴、所熟悉安全的

環境時，他才能開始一個完全陌生的生活模式，不再

是駛船、下網、洗網、打漁的生活，而是祈禱、醫病、

趕鬼、教導的生活。伯多祿能嗎？行嗎？當然不行、

不能，但問題不是伯多祿行不行、能不能，而是主耶

穌行、主耶穌能。因此，我們只有撇下所有，才能對

又行又能的主耶穌全然跟隨。是的，跟隨如果要划到

水深之處，那麼就必須要全人的捨棄和委身。

按照耶穌的指令，行到水深之處，我們便能在信

仰、上去經歷耶穌。雖然划向深處的過程會為我們帶

來捨棄與痛苦，但就如同主耶穌對伯多祿說的：「不

要害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這是主耶

穌對伯多祿的祝福及將來使命的宣言。

願在這新年伊始，我們每個人也都能獲得耶穌這



划向水深之處的祝福。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