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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9月7日慶祝聖母誕辰暨聖母軍成立93周年，

在台北士林區基督君王堂舉行系列慶祝活動，以

「用心聆聽」、「認真實踐」、和「積極宣揚」為主題。

一早，台北地區的11個支團、23位團員以流動書攤方

式，與人接觸說耶穌，從行動福傳出發，為新的一年聖

母軍成為福傳磐石之啟動。

依據聖母軍手冊指示，「巡迴圖書館」或「流動書攤」

是實際工作之一，因此，在聖母誕辰前夕，聖母軍特別

以這項工作為啟始。9時不到，台北顯靈聖牌聖母區團就

有3位團員在士林堂門口的書攤留守，其他團員分別到文

林路及中正路街道上，和士林捷運站，發送《天主教周

報》、堂區簡介、聖言卡片等傳教文宣。（見下圖）

區團長謝素瑾表示，我們常常為如何尋找人來信仰

基督而苦惱，這是展開傳教工作的方法之一，也是一

個與人接觸，向群眾發展全面的福傳，極有意義又可

奏效。出發前，眾人一起祈禱求天主降福，也求聖母與

大家一同工作，然後兩人一組，分別選擇定點向路人

發送書報及傳單，大家面帶笑容親切對人第一句話就

是：「您好！」「天主保佑！」和「天主愛你！」

短短1個小時內共發送了100份的《天主教周報》，30

份堂區簡介，聖言書籤100份，接觸了410人。回到書

攤，一起祈禱感謝天主，彼此討論心得。分享在與人接

觸當中，有人給予良好的回應，有人詢問天主教和基督

教的不同，有人報以微笑接受刊物，有人接受了介紹

也到書攤來看看，但是願意留下通訊地址和電話的人

很少，也許在這混亂的社會，許多人不敢貿然透露住

家給外人。當然也有拒絕我們的人，但是我們仍溫和

的謝謝他。目前聖母軍在巡迴圖書館這項工作尚在初

步發展，有許多改進的空間，尤其對人解說教會與信

仰的內涵，有待加強訓練。

下午則進行來自大陸、張闊神父以「全能者在我身

上行了大事」為題分享。他帶領著近200位的聖母軍團

員從《舊約》而《新約》的尋找聖母的美麗芳蹤，進而

了解天主在聖母身上成就的計畫。張神父先讓大家體

悟「女人」的真義是「無玷童貞」，人類中唯一陪伴耶

穌從生至死也只有聖母一人，最後聖母並將耶穌的遺

產給了教會，那就是聖神，聖母的一生在聖母軍團隊

每日頌念的玫瑰經中全然展現，從而也了解聖母是一

領先的福傳者，聖母軍當以聖母為表樣。張神父並要

團員就「是否為和平正義發聲」、「是否是個先知性的

福傳行動者」時時進行省思。

台北總教區周繼源副主教分享自己的聖召說，自己

小時體弱多病，生命是母親在病人聖母像前求得的，

所以每當他調皮時，母親就要他在病人之痊聖母像前

反省，因此在自己的身上即有天主的特恩。聖母軍每日

都頌念教會內最美的經文，他自己也深愛〈聖母德敘

禱文〉，流傳426年來，〈聖母德敘禱文〉對主所愛的

聖母之尊崇有增無減，因為只有耶穌才能啟示的奧秘

源於聖母，我們之所以得救贖、有著義子的名分，也是

因為聖母當年「承行主旨」。周副主教特別帶領全體與

會者頌唱〈聖母德敘禱文〉。（見上圖）

最後，在榮休的狄剛總主教主禮明供聖體，各區團為

教宗、為和平、為世界及台灣受災難民、為平信徒及外

教人、為教會主教神父們及為聖母軍的工作獻上隆重

祈禱文，並向聖母獻花；在狄總主教聖體降福後，恭念

閉會經平安賦歸。

慶祝聖母誕辰暨聖母軍成立93周年
聖母軍行動書攤 行動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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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主教團在全年「禮儀年曆」中，明訂了4

個與中華文化習俗相結合，又符合現代需要的

特別祈禱日，那就是──祈福日、齋戒日、感恩日與

惜生日。感恩日以中秋節前後為基準，源自農民勞力

工作後的收成歲月，為田間出產及一切天主恩賜而感

謝天主；在現代衍生意義上，也為生活及信仰上的種

種豐收，感謝天主賜恩佑、加寵惠，滿溢喜樂平安。

今年的「感恩日」訂在9月6日中秋節前兩天的周末，

正巧9月6日是創建富錦街法蒂瑪聖母天主堂的程玖芳

神父逝世兩周年紀念日，主任司鐸程若石神父特別在

感恩日早上8時為程玖芳神父舉行追思彌撒，也在當周

常年期第廿三主日的3台彌撒中，安排追思程玖芳神父

的祈禱意向與禱詞，充滿溫馨與懷思。

程若石神父在彌撒講道時，特別以感恩日的意義帶

出我們對程玖芳神父的感恩與追念，在他的逝世兩周

年紀念日如此完美的作了連結！程玖芳神父在鬧中取

靜的富錦街開創了這小而美的公寓式聖堂，服務不少

松山地區的教友們，可能每位教友在與老神父的生命

交會歷程中都有不同的感受與感動；在此感恩日，不妨

問自己，我們可以拿什麼來感恩程玖芳神父？是口說？

是心想？還是「起而行」，真正以行動力來愛護與珍惜

老神父奉獻一生心血所建立與疼愛的聖堂，更加投入

與付出，用愛德服務與奉獻的最大值，讓程玖芳神父

看到我們如何盡心盡力愛護與維護富錦街法蒂瑪聖母

天主堂，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靈，繼續老神父的遺

志，用愛保護我們的教會，我們的聖堂，因為愛能帶來

凝聚與合一，帶來圓滿與完全。

彌撒後，程若石神父帶領教友們向程玖芳神父遺像

上香，敬獻鮮花、素果與清酒，在聖母態像的慈愛垂視

中，燭火閃耀，馨香裊裊，程若石神父率教友們向程玖

芳神父深深三鞠躬致敬，表達這三重深切意義──我

們感恩天主讓兩位在台灣的程神父，先後來到富錦街

法蒂瑪聖母天主堂，隆重上映以愛名之的「雙程記」；

我們追思程老神父殷勤播下好種，深耕主愛福地；我

們更在這中秋慶團圓的日子透過想念與祝福，願天上

人間無礙交流出另一種溫馨、溫暖、別有深意的團圓。

感恩日 追思程玖芳神父
富錦街法蒂瑪聖母天主堂溫馨度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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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從第4世紀開始慶祝基督

十字聖架慶日，並舉行十字

聖架遊行。第一位領洗進教的帝

國君王──君士坦丁大帝──的

母親聖海倫赴耶路撒冷朝聖時，

發現了埋在地底的3座十字架，由

其中認出耶穌被釘的苦架。有人說是因該十字

架發顯奇蹟；另有人說是仍可從該十字架，清

晰辨認出由比拉多所寫的耶穌的罪狀牌。教會

就在發現十字架的地點，建立了殉道堂（十字

架堂），並於主曆335年9月14日舉行聖堂奉獻

禮、展示主的十字架供人朝拜，由此開始教會

對十字架的敬禮。

聖十字架提醒基督聖死與復活奧蹟

此敬禮也流傳至羅馬，並在一座聖堂中保

有十字聖架的部分碎塊作為聖髑。隨著敬禮

推廣到各地，無法擁有十字聖髑的教堂，便

開始自行製造十字聖架的模型，經由神父祝聖後供信友

朝拜。第4、第5世紀開始出現遊行用的十字架，第5世

紀開始，也於十字架上安放象徵復活耶穌的身體樣貌：

頭戴王冠、身穿祭服、雙手張開呈降福擁抱的姿態。

（圖一）為美國明州Stillwater聖保祿路德教堂所使用

的遊行用十字架，非常符合以上的描述。從第9世紀開

始，強調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苦受難，才出現了如

今我們所非常熟悉的頭戴莿冠、五傷流血的十字苦像

（圖二）；（圖三）則為17世紀東正教遊行用聖像畫十

字聖架。

由敬禮十字聖架的歷史脈絡得知，繪製基督面容的聖

像畫傳統，其實是伴隨遊行慶典的舉行而一直存在的。

也就是說，不論是復

活或受苦，教會從不

避諱繪製為我們降生

成人的基督樣貌。因

為 宗徒們以生命所

熱愛的這位救主，就

是在人的形體之下，

來到我們當中；以祂

不可死的神性，結合

了可死的肉軀；並在

肉軀內為我們人類

而死；象徵通過這肉

軀，基督藉著十字架

戰勝了死亡。

從聖像畫細節默想不同樣貌的耶穌

目前為西方教會較為熟悉的十字架聖像畫，就屬俗

稱聖方濟的十字架（圖四）最廣為人知了，這十字架

本來懸掛在由聖方濟所重修的聖達彌盎聖堂中，因而

得名。挪威卑爾根聖保祿堂的是仿達彌盎十字架外型

之遊行用十字聖架。（圖五）至於在傳統上，東方聖像

畫中在基督頭上不會戴著莿冠，而改以光圈取代，但

仍有五傷。

單獨比較（圖四）、（圖五）與（圖六），

看到有關十字架頂端繪圖細節，（圖四）描

繪的是復活基督在天使們迎迓之下奔赴天

國，由正上方的半圓形曼朵拉內伸出的手，

象徵天父的助佑。（圖五）頂端沒有畫任何

圖案，只寫著比拉多命人在十字架上端所寫的「納匝肋

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圖六）頂端繪有「非人手

所繪的基督」又稱「聖容面紗」，這種作法也是屢見不

鮮的。「聖容面紗」中有十字架上的苦像所沒有的──

耶穌正面注視著敬禮者。

在 十 字 架 上

呈現基督時，一

般 可 能 有 兩 種

樣貌：1.低頭嚥

氣：彰顯基督的苦難，好從瞻仰十

字架的信友心中，激發痛悔的精神 

2.睜開雙眼：強調基督真實臨在於

感恩祭，並藉由眼神的交接，振奮

信友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基督

的道路上日新又新。

比較這些十字架的底部時發現，

（圖四）與（圖五）呈現小區域的黑

色，為了解讀這黑色，可從（圖六）

尋找線索。在（圖六）的十字架

底部，繪有象徵死亡的山洞，山

洞內部有骷顱頭。意思是基督的十字架（死亡）戰勝

了由原罪所帶來的「死亡的勢力」。至於十字架本身

的構圖，除了耶穌基督外，通常會在十

字架兩端，或耶穌的兩側，加上聖母和

若望。如（圖六）與在挪威卑爾根聖

保祿聖堂的（圖七）。有關（圖七）

構圖的構思，請參考《神秘的聖像

畫》107-108頁（光啟出版）。

十字聖架遊行可感受吾主親臨賜福

提到十字聖架遊行，必然會想到東正教在四旬期

第一主日例行舉行的聖像畫遊行。這遊行是為慶祝

經過百年反覆不斷對聖像畫的迫害後，終於贏來的

勝利。在這百年的動盪中，許多聖人聖女為了敬禮

聖像畫紛紛捨身致命，在東正教的世

界中，敬禮者終於為聖像畫在教會贏

來正統的地位。整個東方教會在

主曆843年四旬期第一主日，舉行

了一次盛大的聖像畫遊行，這個習俗一直流傳至今。

遊行隊伍是由指定人選手持聖像畫排列於十字聖架

後，整個隊伍接受排列兩旁的人群致意。這遊行所要表

達的，就是聖像畫在信友心中的神聖性。所有在這樣的

宗教生活中成長的信友都會明白，無論手中接抱或是

安置於聖堂的聖像畫，都是聖者真實的臨在，而不只是

一種裝飾。如果其他基督宗教信友想體會這種虔誠的

敬禮，只要回想起自己在聖體前、聖體遊行或面對《聖

經》及十字架時的心情，就很容易可以互通了。

台灣各地教區應該都曾舉辦「聖體遊行」，在遊行過

程中大家齊心祝禱，為國家、城市的平安祈福，藉著遊

行讓社會上更多的人認識我們的信仰。教會也相信透

過基督聖體的親臨，可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帶來

豐饒的祝福。聖像畫或十字架遊行的作法，所呈現的便

是類似這樣的信仰經驗。

十字架上的主渴求我們的愛和信仰

天主為我們死了，這是祂表達愛的方式，縱使世上大

多數人還是不明白，祂仍願意救贖我們。一位6歲的小

朋友在參加第一次的感恩祭中，久久凝視十字架上的

苦像後，問：「為什麼耶穌要被釘死呢？」我回答：「為

了要救我們」他又問：「為什麼這樣，天父就要讓祂被

釘死呢？」這是一個值得用一生的努力去尋找答案的問

題。在默想十字聖架慶節的此時此刻，我自問「為什麼

我選擇以顏色書寫基督、聖母和眾天使與聖者的面容

為志業呢？」仿效聖保祿的口吻……答案是「我若不以

聖像畫的方式書寫基督的面容，我便有禍了！」

因為祂的面容深印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從第

一眼在聖像畫中見到祂，祂

的面容便深深印在我的心版

上，無從取代。我想要把祂畫

出來，讓每個人都看到並認

識祂的愛。依撒意

亞先知蒙天主召選

時，說：「我完了。
我有禍了！因為我
是唇舌不潔的人，
住在唇舌不潔的人
當中。」而當我在

聖像畫中見過祂的面容之後

便明瞭，我若不在每一天的生

活中，時時瞻仰祂的聖容，以

祂所教導的作為生活準則，那

麼我便有禍了！「有禍」的意

思並不是說天主會給我降下災禍，

而是說，我非常了解以繪製聖像畫

為志業的生活，足以引領我一輩子

靠近基督，祂是我一生的福分！對

我而言，基督親臨於聖像畫中，代

表當我默觀聖像畫時，我就體會到自己站

立在祂面前。並知道總有一天，我要與眾聖

人們一同坐在基督腳前。於是，愛上這樣反

覆進行一道道繪置工法的生活，從製作畫板、

描圖、上色、上金箔等等的手工呈現，讓更多人在畫中

看見祂、與祂對話、把愛給祂。祂是世人都在尋找的珍

寶、愛人、救主和解答！我真心相信，祂的面容可以為

這世界帶來救贖。

您相信或曾這樣想過嗎？假使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

到一種特別願意投身的、愛祂的獻身生活方式。那麼，

體會聖愛的人生將是指日可待的。而在十字架上的祂，

一直渴求著我們的愛和信仰！您是否也在十字架上，看

見了基督的面容？祂對您說些什麼？ 

敬禮光榮十字聖架 默想復活奧蹟
■文．圖片提供／盧玫君（聖像畫員）

聖
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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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圖三

■文／謝素瑾、謝蓉倩  圖／張書林

■文／富錦街法蒂瑪聖母天主堂  圖／姜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