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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善導之母區團檢閱 敬愛聖母總動員
【蕭仁和／蘆洲報導】蘆洲善導之母區團第一次舉行年度檢閱，

該區團去年8月才從新莊區團分出，由三重及蘆洲2個堂口9個支團

所成立。善導之母區團也是全台唯一有多達9個支團的區團。

蘆洲善導之母區團幾乎每晚都有支團開會，讓整個聖堂充滿活動

，在韓籍朴圭雨神父帶領下，人人都是聖母軍，更有一支團「上天

之門」，由畢氏家族3兄弟及家屬組成，家族成立可促進兄弟家庭

的合作及感情，這是另一特色，支團中更有11對夫妻檔、母子、父

子、父女一起加入為聖母工作。（見右圖，蕭仁和提供）

團員依序向聖母重發誓願及神師帶領念奉獻經，頒發全勤獎及獎

狀，今年特別準備燙金無染原罪聖母掛圖送給全勤者，並頒給支團

旗及新名冊給各支團。會後播放聖母在歐洲小鎮顯現的影片，加強

對聖母的敬愛，在聖體降福後大家合影留念，區團送給每位一盒餐

盒，結束今年的檢閱。

陳德光教授導引
聖三堂教友舊約之旅 發現耶穌深情大愛

【謝蓉倩／台北報導】輔仁大學神學

院陳德光教授3月12日在新店大坪林聖

三堂帶領50餘位教友，展開舊約之旅，

為信友「教友年」的靈修增添助力。隨

著陳德光教授翻開時光篇章，在舊約的

千年中穿梭，尤其是透過雅歌所描繪的

天主與子民間的情愛，教友很快就發現

，原來「我是天主的最愛」。

「為什麼要讀舊約？」是許多教友的

共同疑問，陳德光教授表示，新約是舊

約的索引，耶穌所使用的宗教詞彙有其

意含及文化背景，而舊約就是他們的文

化背景，因此無論是酒、葡萄園等，都

取自其文化語言。舊約是個象徵的世界

，最顯著的就是「天主子就等於是達味

之子」；人子若為一集合名詞，指的是

整個信仰天主的民族為了天主捨棄性

命最後被帶到天主的光榮中時，這時才

能把人子用在耶穌身上。當然舊約是人

性之鏡，四旬期我們都會讀到耶穌在曠

野受誘的聖經經文，這正是生活在曠野

中的民族所受的誘惑，也正是我們的模

型，耶穌不是要我們複製典型，而是要

我們生活在祂內獲得成功。同樣從歐瑟

亞先知書中，我們看到當你什麼都沒有

時，與天主的關係是最親密的。舊約有

許多許諾，將來有一天天主要來建立祂

的王國，屆時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從舊

約我們將可更了解新約。

陳德光教授開宗名義地說，讀舊約不

要從資訊面去解讀，如〈申命紀〉中提

及，鞋和衣服都用了40年，就現實的領

域來說是難以解釋的，但舊約的言語是

超越對錯，甚至經常是作者隱退，而讓

讀者與時俱進的有新的領會，更重要的

是要進入信仰中，才得品舊約之精髓。

走過歷史分析，必得在結構分析中，因

著年代的差異，而有新的詮釋幅度。

陳教授表示，從舊約中也可看人性的

本體，以原祖犯罪的情形來說，天主要

亞當與厄娃不要吃善惡樹的果實，但人

太聰明了，愈是要他不要做的事，他愈

好奇，誘惑使人犯罪，惟天主的愛涵蓋

了尊重與自由，天主的愛比天還大，舊

約聖經之首〈創世紀〉就描述了人的許

多生命符號與特質，但更見天主愛人之

深。

在陳教授的引領下，教友不但著迷於

舊約的文學美好及印證，更在千年之旅

中體現「原來，自那最初天主就這樣愛

了我」。不少教友走過舊約的旅程後，

都期待新約之旅及早來臨。

【台北訊】3月2日當天，太陽劇團將

他們2月14日西洋情人節自製的西點蛋

糕，義賣所得共14,750元，全數捐給台

灣明愛會所救助的泰北貧困學童，他

們的愛心和義舉令人感佩。（見右圖，

台灣明愛會泰北文教組提供）

太陽劇團在世界各地的表演，帶給

人們許多歡樂和驚嘆，8位青少年團員

也沒閒著，分4個班級有專職老師負責

授課及照顧，除了例行上課外，更關心

弱勢者的需求，並分享他們的赤子之

愛。

太陽劇團的Caroline Roy老師說：「這

份關懷樂善的心是自發性的，每年都

要實行三次，從未間斷過。」

台灣明愛會也特別感謝太陽劇團張

依婷小姐的聯絡與協助，促成這項愛

心交流。

聖像畫（ICON）典雅的用色、神秘的人物和場景

配置等等，在在吸引著人們爭相詢問：這畫裡有著

什麼意義？這些顏色代表什麼？這幅聖母與小耶穌的

畫像有特別的名稱嗎？為什麼聖像畫中的聖母不笑呢

？凡此種種問題顯示：聖像畫的確給我們留下了許多

的問號？這不正與我們的信仰經驗相似嗎？對於信仰

，我們總有許多不懂的地方……。不過，聖像畫的技

巧和神學等，自從初期教會以來，就不斷地演進乃至

成熟。所以，許多的問題，其實是可以解答的。本篇

就畫員在繪製聖像畫前的祈禱說起，嘗試為讀者說明

，為何敬禮聖像畫，是一件聖事，是可以帶領我們與

天主相遇的聖事。

在默觀聖像畫中體會到全然的愛

我的第一張

聖母畫像（見

右圖）是以彩

色鉛筆完成的

。某日，拿到

一張月曆，上

頭有著聖母抱

小耶穌的聖像

畫。還記得聖

母頭紗下灰色

的包頭巾異常

吸引著我，好

奇為什麼是灰

色的？心中對

印在月曆上的

這幅聖像畫，

感到沒來由的

親切，很想投

靠聖母。

自從高中畢業以來，就再也沒上過美術課。但心中

卻閃過一個肯定的聲音，說：「我要畫她！」接下來

的兩個主日下午，我把月曆夾在木板靠床放著。就這

樣一整個下午，靜靜地，我望著她，她望著我。剛開

始，我用眼睛和我的心，在靜默中對她傾訴生活中的

苦惱和希望；接著，慢慢地就像夜幕低垂那樣，一切

歸於寂靜。只有她的眼睛──未曾間斷地注視著我。

我早已經忘了時間、忘了自己、忘了苦惱、也忘了祈

求……那麼，那時的我究竟在做什麼呢？就像W.H. 

AUDEN說的，我想我正在祈禱。等我回過神來，只想

啜泣。不是由於失落與聖母相屬的親密而哭泣；卻是

因為在默觀聖像畫中，體會到全然的被愛、被懂和完

全接納……。由於忽然明白到，自己在祈禱中得到太

多來自聖母、天主以及諸天聖人的愛，才流淚。

聖像畫前與主在神聖時空中遇合

當月曆中的聖母透過這樣的默觀祈禱，真實地進入

我的生命時，我便知曉：自己已準備好要畫她了。就

是說，聖神已經為我準備好恭繪聖母的那塊心田。在

實際拿起彩色鉛筆的當下，我並沒有思考該如何畫

；反之，是在一種急切渴望看見她──躍然紙上──

的心情下，我振筆疾書。急切地想要畫出，那位看見

我，也為我所看見的聖母。好讓她永遠與我們同在！

畫她，是因為要別人也看見她。是的，我並不以擁有

月曆中的她為滿足；相反地，我知道她希望被畫下來

。不是藉由影印、也不是照相，而是親手執筆，—筆

一畫將她呈現。就像是再一次藉著畫，她來了！這是

她在我內激發出的真渴望！因為知道，聖母願意更多

人，因著來到她的聖像畫前，經驗到他們也被聖母

所看見。簡單的說，就是在人世間，提前那神聖歡樂

的一刻：在聖像畫前所慶祝的聖事──人們與聖母

、天主和諸聖人面對面觀看、相屬相愛的「聖事」（

Sacramentum）──與主在神聖的時空中遇合！

聖像畫的終點，絕非畫作本身，而是領我們到「無

聖像畫」的境界。這裡的「無」所對照的正是在聖神

帶領下，去經驗天主及聖者們實相存在的「有」。敬

禮聖像畫的祈禱過程所呈現的恩寵，也許可以用「見

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與見山又是山」來比喻。首先，

我們受聖像畫的美所吸引（見山是山），接著在默觀

祈禱中經驗到平面畫作背後立體、生活的聖者（見山

不是山）；漸漸地，我們與所默觀的聖像畫相視而笑

；因為，我們與她「剛剛」認識了彼此，就是在那個

「剛剛」的神聖時空中，聖像畫已不再只是聖像畫。

聖像畫吸引我們一而再地，回到她的腳前，經驗瑪爾

大妹妹瑪利亞所擁有「最好的一份」（路10:38-42）

──在人世間開始的默觀，而她的終點卻是在天上。

活出聖像畫員蒙召要度的祈禱生活 

參加聖像畫學校暑

期課程，依聖像畫聖

統所練習的第一幅聖

母聖像畫（見右圖）

。這聖母的頭像是繪

製聖母系列聖像畫的

入門功課。正如所見

，這幅畫練習的部份

是聖母的上半身：頭

紗、臉、與聖母獨有

的、裝飾在胸前及頭

紗上的三星記號。此

三星代表著聖母在三

個時期中皆保有童貞

，就是在聖母懷孕耶穌前、生產耶穌時、與生產後。

聖像畫的製作，需要的就是一種對聖神的忠實。聖像

畫員就像一位抄寫員，他的工作是盡力聽清楚，然後

絕不畫蛇添足，忠實地將天主、聖母及聖人們的真貌

一字不漏地抄寫下來。

畫員在執筆時，手上拿的雖是畫筆；但是，由於表

達的是聖經中聖神的教誨；因此，英文是用write（寫

） icons而非paint（畫）icons。當我們說「寫」聖像畫

，所要闡述的就是這樣的精神──聖像畫員在忠於福

音訓誨，以及教會聖傳中；首先體會到自己身為聖神

的工具，而安心且滿足地在心的角落，效法「曠野呼

聲」前驅洗者若翰，為了新郎而越來越小的精神。這

種精神使人嘗到渺小卻豐腴的喜悅。這樣才能夠活出

畫員蒙召要度的──默觀祈禱生活。這也就是為什麼

，很少畫員在自己的畫作上簽名。如果有，也只是簽

上「經由某某人之手」；因為，聖像畫聖統教導我們

，在這雙手的背後，真正創作和指導者其實是聖神！

從任何角度聖者的眼神都正對觀者

反過來，針對觀畫者來說，當我們觀看聖者的眼睛

時，總會不知不覺地忘了時間，忘了現在，忘記思考

過去，也毋須煩惱、計劃將來。體會到中國人所說的

：「剎那即永恆」！一幅按著黃金構圖比例所完成的

聖像畫，能夠顯出畫中聖者的神態。通常聖者是以正

面面對觀畫者的姿態出現，並且聖者的眼神正對著我

們，甚至，即使將她上下反轉，當人們看著畫中聖者

的眼睛時，他（她）必定也注視著我們。在世上，我

們很難找到有人能像聖像畫中的聖者那樣，對我們投

以如此專注且莊嚴的目光。讓我們在不知不中， 接受

邀請，隨她進入另一個神聖的時空。

至此，也許有人要問：「難道聖像畫就只是帶領我

們到達一種忘我的境界嗎？然後呢？」這些是很好的

問題。當然，敬禮聖像畫的終點決不是停留在其本身

，這聖事要帶領我們歸向天主。因為，聖像畫本身是

圖像式的聖言；所以，我們當然也能在聖神的推動下

，經由聖言回到天父。這樣的道路是如何開展的呢？

礙於篇幅的關係，請見下集分曉。讓我們一步步探討

聖像畫與靈修生活的精彩與神秘！

本專欄每月第3周在17版見報，更詳細的內容請見

輔仁大學神學院禮儀中心網頁http://www.catholic.org.

tw/theology/public/liyi/） 

太陽劇團義賣蛋糕 愛心送泰北

■文．圖／盧玫君（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聖像畫與祈禱系列二 

祈禱是專注於自身以外的某物件或某人。當人達到如此專注……以致於

完全遺忘了自己的存有與欲望，此時的他，正是在祈禱。～W.H. AUDEN 

畫員、祈禱與聖像畫

▲Virgin Hodigitria《童貞聖母》

Cyprus學院／13世紀初作品／羅馬Grottaferrata聖瑪利亞教堂

本篤會St.Nilus修道院

▲The Tichvine Mother of God《天主之母》

俄國／17世紀前葉作品

Recklinghausen聖像畫博物館典藏

新莊聖保祿天主堂 
啟動網路影音福傳

【張毅民／新莊報導】台北總

教區新莊聖保祿天主堂的官方網

站，從今年3月起，增加一項新

的影音服務，海內外的網友可以

在網站的首頁右方，觀看到每主

日上午9時30分彌撒的柯士達神

父福音宣報與講道內容。（見上

圖，新莊保祿堂提供）

新莊聖保祿天主堂網站的禮儀

專區，有每主日9時30分彌撒的

實況錄音，提供網友下載收聽彌

撒實況錄音，已有3年多。順應

網路科技的進步、與網路上的各

種免費服務，在善用傳播科技對

大眾提供媒體福傳的目的下，因

此從今年3月起，增加這項新影

音服務。

上主日適逢四旬期第一主日，

新莊聖保祿天主堂主日彌撒中，

特別邀請專業青年合唱團「故事

音樂廳」歌手在彌撒中擔任聖詠

團，與新莊堂聖詠團、青年會、

兒童合唱團，在管風琴與鋼琴的

伴奏下，共同服務莊嚴彌撒。當

天彌撒的音樂，無論是進堂詠「

聖詠27篇：上主是光明、我等之

救援」、答唱詠的「聖詠51篇：

上主，我們犯了罪，求祢垂憐」

（傳統葛利果調）、聖灰禮時「

聖詠130篇：我自深淵向主呼號

」（莫扎特，De Profundis）、以

及領主詠的「天主，我信靠祢」

（柯士達神父翻譯）、禮成曲的

「心的盟約」，都在網站上可以

下載收聽。

新莊聖保祿天主堂網站的網

址是http://www.catholic.org.tw/

stpaulus/，也可以在各大搜尋網站

中鍵入關鍵字「新莊聖保祿天主

堂」，找到新莊堂網站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