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天主的信心。耶穌在今日的福音說：「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

裡來。」（若 14：18）「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他永遠與你

們同在；」（若 14：16）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我們不是姑息自己的神

父兄弟，也不是刻意隱瞞事實。在人生旅途上，我們時有跌倒，受傷程度有輕有重

。因此，我們應常向天主祈求恩寵，使我們能醒覺，重新爬起來。  

 

 聖保祿宗徒給格林多人寫道：「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若是

一個肢體蒙受尊榮，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格前 12：26）因此，我們每人在

自己生活環境中，應善盡基督徒的本份。我們接受了洗禮後，便應該對教會有所承

擔，以免這身體受到傷害。讓我們祈求天父派遣聖神開啟我們的耳目，使我們對祂

更加認識。只有愈認識父，我們才能體會上主的祝福與恩寵，才會懂得以愛還愛，

避免成為一隻迷途的羔羊！  

 

 

 

 

 

 

 

 

 

 

 

 

 

 

 

5 月 21 日  

（星期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   

宗徒大事錄 8:5-8,14-17  

聖詠 66:1-3,4-5,6-7,16,20  

伯多祿前書 3:15-18  

若望福音 14:15-21    

 

天國驛站  真正的寶石  蔡惠民神父 

有一個雲遊四方的修士，在旅途中，無意間撿到一顆寶石，他隨手就扔入背袋中。

有一天，修士碰到一個疲累不堪的旅客，他便和這人分享他所有的食物，這人卻驚

訝地看著袋中那顆燦爛的寶石。修士見他喜歡，就毫不猶豫的將寶石送給了他，那

人興奮的拿了就走，口中直呼幸運。但是過了數日，那人又跑來找修士，並且將寶

石還給他，對他說：「我不要這顆寶石了，我要更貴重的。是甚麼樣的意念使你願

意把這麼貴重的東西送給我？請教導我。」  

 

當公教父母要求教會為自己的孩子付洗時，他們都希望孩子將來分享自己的信仰。



孩子還小的時候，他們一般都樂意跟隨父母到教會參與主日學、道理班，甚至是青

少年善會的服務和活動。不過，青春期一過，孩子就顯出了自己的主見，部份再提

不起勁到聖堂；部份縱使繼續下去，也不願與父母同行；部份索性與教會一刀兩斷

；也有部份參加其他基督教團契。相信不少父母為此而耿耿於懷。 

 

面對這份無奈、擔憂、挫敗，甚至是憤怒的經驗，父母可以做甚麼呢？難道狠狠地

斥責他們便會回心轉意嗎？究竟過程中出現了什麼問題，以致孩子漸漸對信仰冷淡

？是不是過往我們努子讓孩子接受的，只是一粒珍貴的寶石，但忽略讓孩子明白送

出寶石背後的意念和動力？ 

 

根據宗徒大事錄的記載，當斐理伯宣講基督後，群眾都因他的宣講而皆大歡喜。在

耶路撒冷的宗徒，聽說了這件事，便打發伯多祿和若望往他們那裡去，並使他們領

受聖神，因為聖神還沒有降臨在任何人身上，他們只因主耶穌的名受過洗。原來，

完整的信仰傳遞，除了使人認識基督，亦要使人領受聖神。 

 

昔日，宗徒們曾經藉覆手，使那些新教友領受聖神。所以，今天的兒童信仰培育以

領受堅振聖事作結束，實在不無道理。在堅振聖事中，教會邀請這些青少年領受聖

神，並在聖神內作出一個成熟而個人的信仰抉擇，經驗送出寶石的動力和意義。但

在實踐中，我們是否瞭解這件聖事的重要，並認真為孩子作出適當的準備？ 

 

同樣，在若望福音中，耶穌預許了一位真理之神，祂是世界所不認識和不能領受的

。換句話說：如果教會或父母的生活態度和表現與世界無異的話，孩子又可以從那

裡經驗這位真理之神呢？真理之神所揭示的是父子相愛共融的生命，這生命不正是

孩子們所渴求的嗎？ 

 

成熟的信仰，除了信仰知識的不斷增長和教會活動的熱心參與外，更重要是一份個

人與基督的密切關係。如果忽略或缺乏這份關係，一切神學和教會生活都會失去生

命力。或許我們要反躬自問，在教導孩子信仰時，我們是否著重他們怎樣與主建立

關係，甚於他們對教會教義或紀律的認同？唯有在這份與主的密切關係上，他們才

會更深體味教會的獨特多元與共融合一。 

 

因此，為那些與教會漸漸疏遠的孩子，我們固然感到難過及無奈，但他們與主的個

人關係，我們實在不得而知，且這份關係仍會隨著成長而不斷變化。作為父母或教

會團體，今天的讀經提示我們不要忽略真理之神，因為只有祂才能使孩子真正明白

這顆寶石的珍貴；只有祂才能使孩子經驗信仰的動力和希望。讓我們把這些孩子都

交託在真理之神的手裡。 

 

 

 

 

道亦有道   

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   



閰德龍神父 

二零零二年五月期間，從大眾傳媒的報導中，我們得知香港教會有些神父曾性侵犯

未成年人士，當時的教區主教胡振中樞機公開發表了以下聲明：  

 

 「無可否認，這些侵犯兒童的行為不但是一種罪過，也是嚴重刑事行為，教區當局

絕對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這類行為。所以教會在處理這些行為的時候，一方面除了

補救受害者的創傷，更加要革除這些行為，因為記得主耶穌來到這世界，是為尋找

亡羊、引領浪子回歸父家、幫助稅吏、妓女悔改皈依。同樣，教會對曾經犯這些罪

行而願意改過遷善的神父都採取仁慈寬恕的態度。」  

 

 但是，傳媒為爭取更多第一手資料，以饗讀者或觀眾，甚至致電訪問不同的神父，

詢問他們神父若犯了性侵犯的罪行應否舉報，使犯罪者受到處罰？問題不是在於犯

罪者是一位神父，問題是犯了這些罪行，法律上應該怎樣處理？有一點很特別的就

是被揭發的罪行不是今天、昨天、今年或去年的事，而是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年

前的事！為何在多年以後才掀起揭發的熱潮？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該是當時美國正如

火如荼報導神父性侵犯的案件，香港傳媒於是十分積極追尋香港有否同類「醜事」

，然後將還未定案的傳聞大幅報導，爭取收視率。  

 

 香港教會已清楚表明將會按照教宗的指示，採取一系列的政策，一方面教會不會寬

容神父作出性侵犯的罪行，另一方面教會會成立一個科際小組，由法律界、教育界

、醫學界等的專家組成，目的在檢討、釐定政策和程序，加強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

犯的醒覺和關注。  

 

 無論如何，作為神父或天主教徒，我們不該因個別人士的過失或壞榜樣而動搖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