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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1期主教團月誌

（前言）

2010年7月10日主教

團禮儀委員會在新莊恆毅

中學舉行中華殉道聖人宣

聖十週年慶，以下即為當

日彌撒主禮林吉男主教的

證道。

敬 愛 的 劉 總 主 教 、

各位主教、陸代辦、各位

神父、修士、修女，兄弟

姊妹：

一 粒 麥 子 如 果 不 落

在 地 裡 死 了 ， 仍 然 是 一

粒：如果死了，才能結出

許多子粒來。 (若十二；

24)：中華殉道這122顆麥

粒，十年來長成122顆大

樹，應結出很多果實；中華兒女的

歸主的成長率提升了吧？

中華殉道列聖 
十週年

殉道者的鮮血是信仰的種子，中華殉道圖像懸掛在伯鐸大

殿前有深刻印象！

中華殉道列聖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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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為真裡作証，打了一場

漂亮的勝仗。天主教教理第

2473條：殉道是對信仰的真理

所作的至高見証，殉道是至

死不屈的見証。殉道者為死

而復活的基督作証，他與基

督因愛德而結合。

我 們 感 謝 天 主 揀 選 眾

多信友，賞賜一百二十位殉

道聖人；讓我們因著中華殉

道諸聖的轉禱，藉台灣開教

一百五十年後，有更多百姓

獲得信德之光，追隨救主耶

穌，也能早日在台灣有本地

的真福和聖人。求天主賜宏

恩、使我們能效法中華殉道

諸 聖 的 芳 表 ， 善 度 教 友 生

活、來日同登天國、獲享永

生。

中 華 殉 道 聖

人 、 為 我 們 祈 求 ！ 

式，喚起信友對中華殉道聖

人的敬禮，進而學習他們英

勇的行為、為信仰作証，將

福音廣傳。最後接受敬禮中

華聖人推廣小組建議於今(七

月 十 日 在 恆 毅 中 學 ) 舉 行 慶

祝彌撒，並繼續推動各項活

動。

中華殉道諸聖節訂在每

年七月九日，主教團禮儀委

員會編制了一套”中華殉道

聖人及真福九日敬禮”；我

們需要加強宣導推動九日敬

禮，來喚醒信友對殉道聖人

們的敬禮意識。

致命聖人的血，是信仰

的種子；殉道聖人用他們的

鮮血灌溉教會的園地，不斷

地結出果實-新教友；中華殉

道列士們英勇動人的事蹟，

在 信 仰 的 戰 場 上 ， 為 主 耶

教 宗 若 望 保 碌 二 世 於

二千大禧年三月十日的樞密

院會議中宣佈：十月一日為

中 華 殉 道 真 福 宣 聖 的 好 消

息；全球華人振奮，大事慶

祝。但熱火漸漸降溫；祈藉

十週年慶喚起大家對中華殉

道聖人的敬禮和祈禱。尤其

剛剛揭幕的聖人畫像，能喚

起我們見像而思齊，希望大

家在禮儀結束後能留步瞻仰

欣賞；這真是台灣教會的創

舉大作，能到各教區展覽，

讓 更 多 人 能 欣 賞 ， 認 識 聖

人，效法聖人的精神。

中華殉道真福的列聖，

我教會史上是一件大事，更

給于我們很大的鼓舞，在短

短的幾個月就組成了龐大的

祝賀觀禮團參加在梵蒂崗伯

鐸大殿前廣場舉行的宣聖大

典。

一百二十位殉道聖人中

包括有主教、神父、修士、

修女、傳教員、獨身姑婆、

少男、少女等，不同年齡和

職業人士：其中八十七位是

國人、三十三位是外籍傳教

士。

記得宣聖當天羅馬天空

變化多端、時晴時雨。讓人

聯想中華殉道真福的列聖進

行相似；讓我們更加珍惜，

對他們的敬禮並以他們為真

理作證的勇氣、為主犧牲自

已性命的大無畏精神，做我

們的典範。

台灣地區主教團今年春

季會議中提案：慶祝中華殉

道聖人宣聖十週年，建議舉

行全國性的慶典，以朝聖方

中華殉道列聖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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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中習慣飯前先誦

讀一段殉道聖人傳才開動，

好似以殉道聖人的血做為開

胃酒似的。在彌撒感恩經中

（第一式）也誦念了好多位

殉道聖人們的名字，他們流

過的鮮血，結合著耶穌的聖

血，成為奉獻給天父的馨香

的祭獻。

在 羅 馬 ， 伯 多 祿 大 殿

中，在教宗的祭台下，也是

聖伯多祿殉道的地點，在天

壇聖母堂，供奉著聖藍月旺

神父的聖骸，他曾在中國陝

西、湖南傳教，1816年2月13

日受絞刑殉道，徐英發主教

說：藍神父是方濟會士，所

以供奉在這座方濟會士管理

的聖堂內。

在巴黎外方傳教會總會

院中，有座傳教區文物館，

裡面有座坟墓，埋葬著徐德

新主教的聖髑，徐主教最初

以李多林神父之名進入四川

傳教，後被官兵逮捕，起解

到北京，皇上減刑，驅逐出

境，押送到廣州，李神父去

了馬尼拉，改名為徐德新，

又潛回到四川，昇主教後召

開 四 川 教 務 會 議 ， 教 難 興

起，被捕入獄，於1815年9月

在成都致命。

在韓國，首爾（漢城）

沙 南 基 殉 道 聖 人 紀 念 大 堂

中華殉道聖人小記
王振華蒙席

過了黃河、長江等數

條河川，到了澳門，

在那裡讀神學，以後

去上海，1845年8月17

日在金家巷由費主教

祝聖為韓國的第一位

神父。晉鐸後，遂即

乘船回韓國，登陸後

赴漢城途中被捕，押

送到漢城殉道，成為

韓國主保聖人，漢城

大修院奉金大建神父

外 ， 有 座 周 文 謨 神 父 的 銅

像，周神父是江蘇蘇州人，

奉派前往韓國傳福音，在沙

南基古軍營刑場致命，時在

1794年12月23日.

在韓國很多地方可以看

到金大建神父的高大銅像，

金神父曾橫渡鴨綠江進入中

國大陸，穿過數個省份，渡

為主保，修院聖堂的設計是

倣照殉道聖人的刑具，作牆

壁。天真奄朝聖地的卡片，

寫著「殉道精神」。

在日本有兩位華裔幼年

殉道聖人，一位是13歲的鄭

安道。另一位是聖魯宜茲，

他的母親是菲律賓人，13歲

中華殉道聖人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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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淡水河上行台北，尋找

迷失的人民，途中遭到土人

突襲，遍身重箭射死，時在

1636年3月，死後葬在淡水要

塞砲台下。

中 華 殉 道 聖 人 以 鮮 血

遍洒在我們的土地上，他們

在天如雲（希12：1），查看

我們靈命的成長。很多人覺

得現在的聖召缺乏，福傳不

彰，見證無力，似患失血，

貧血的狀況。讓我們投奔先

烈，接受他們輸血救治，補

血營養，好能充滿殉道的精

神，為主做美好的見證，聖

教廣揚。

中 華 殉 道 聖 人 ， 

為 我 等 祈 ！

1996年6月2日為他列聖品，成

為中華第一位列品的殉道聖

人。

在中國第一位殉道的是

劉方濟神父，1641年奉派去中

國傳教，自馬尼拉出發，路

過台灣，暫住數月後，前往

福建傳教，被官兵逮捕，在

福安被砍首致命，時在1648年

1月15日。

在台灣殉道的神父：一

位是巴耶慈神父，在淡水向

居民傳福音，居民部落間互

相仇視，神父前往探訪另一

方部落，遭到土人的嫉妒，

途中遇剌，兇手名Pila，向神

父以矛刺胸、砍頭、截肢，

然後帶著神父的首級及胳膞

奔向北投山區而去，時在1633

年1 月27日。另一位殉道的是

穆洛神父。穆神父搭乘軍船

時在長崎殉道。1981年2月18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馬

尼拉為他舉行列品典禮。

馬尼拉總主教辛樞機，

祖籍福建，嚮應教宗向中國傳

福音的號召，特別奉聖魯宜

茲為主保，成立了「聖魯宜

茲修道院」專為培

育向華人傳福音的

神父；曾在台北北

投擔任本堂的柯立

民神父及松山堂現

任本堂的羅國伯神

父，都是這個團體

的成員。

中 國 第 一 位

列品的殉道聖人是

董文學神父，他看

到劉格萊神父在中

國已致命，他願步

武劉神父芳踪，來中國，

到河南、湖北傳教，後被

人以三十元出賣，也受刑

死在十字架上，死後，受

到 歐 、 美 各 地 人 民 的 景

仰。求他代禱、轉求，獲

得很多奇跡恩寵，教宗於

中華殉道聖人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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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份 聖名 原籍 殉道地點 殉道日期 年齡

1 聖趙　榮 司鐸 思定 貴州婺川 四川成都 1815. 01. 27 69

2 聖董文學 司鐸 法國 湖北武昌 1840. 09. 11 38

3 聖德方濟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洲 1748. 10. 28 53

4 聖費若望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洲 1748. 10. 28 54

5 聖華雅敬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洲 1748. 10. 28 57

6 聖施方濟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洲 1748. 10. 28 36

7 聖文乃耳 司鐸 法國 貴州貴陽 1862. 02. 28 30

8 聖吳國盛 伯多祿 貴州遵義 貴州遵義 1814. 11. 07 46

9 聖張大鵬 若瑟 貴州都勻 貴州貴陽 1815. 03. 12 61

10 聖吳學聖 瑪定 貴州清鎮 貴州開陽 1862. 02. 18 45

11 聖陳顯恆 若望 四川成都 貴州開陽 1862. 02. 18 42

12 聖藍月望 司鐸 義大利 湖南長沙 1816. 02. 13 56

13 聖羅廷蔭 若翰 貴州貴陽 貴州青岩 1861. 07. 29 36

14 聖白多祿 主教 西班牙 福建福州 1747. 05. 26 67

15 聖徐德新 主教 法國 四川成都 1815. 09. 15 42

16 聖劉翰佐 司鐸 保祿 四川樂至 四川成都 1819. 02. 21 41

17 聖易貞美 貞女 璐琪 四川綿陽 貴州開陽 1862. 01. 21 47

18 聖劉方濟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安 1648. 01. 15 41

19 聖張天申 若望 貴州開陽 貴州開陽 1862. 02. 16 57

20 聖林　昭 貞女 佳德 貴州晴龍 貴州毛口 1858. 01. 28 41

21 聖劉格來 司鐸 法國 湖北武昌 1820. 02. 18 72

22 聖曹桂英 聖婦 雅妮 貴州興義 廣西西林 1856. 03. 01 32

23 聖劉文元 伯多祿 貴州桂筑 貴州桂筑 1834. 05. 17 74

24 聖袁在德 司鐸 若瑟 四川澎縣 四川成都 1817. 06. 23 51

25 聖陳昌品 修士 保祿 貴州興仁 貴州青岩 1861. 07. 29 23

26 聖劉瑞庭 司鐸 達陡 四川邛崍 四川渠縣 1823. 11. 29 50

27 聖張文瀾 修士 若瑟 四川巴縣 貴州青岩 1861. 07. 29 30

28 聖盧廷美 業樂 貴州郎岱 貴州毛口 1858. 01. 28 47

29 聖白小滿 樂倫 貴州水城 廣西西林 1856. 03. 01 35

30 聖王羅氏 聖婦 曼德 貴州遵義 貴州青岩 1861. 07. 29 59

31 聖馬　賴 司鐸 法國 廣西西林 1856. 02. 14 42

32 聖王　炳 樂倫 貴州貴陽 貴州毛口 1858. 01. 28 56

姓名 身份 聖名 原籍 殉道地點 殉道日期 年齡

33 聖郝開枝 雅敬 貴州修文 貴州桂筑 1839. 05. 29 57

34 聖富格辣 主教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61

35 聖雷鳴道 主教 義大利 廣東連縣 1930. 02. 25 57

36 聖高惠黎 司鐸 義大利 廣東連縣 1930. 02. 25 27

37 聖雷體仁 司鐸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61

38 聖德奧里 司鐸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6

39 聖申計和 多默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9

40 聖范懷德 主教 義大利 湖南衡陽 1900. 07. 09 58

41 聖張　榮 方濟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62

42 聖董博第 修士 保祿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18

43 聖艾士傑 主教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67

44 聖張　煥 修士 若望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18

45 聖安守仁 司鐸 義大利 湖南衡陽 1900. 07. 07 31

46 聖雅都斐 修女 荷蘭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4

47 聖張志和 修士 斐理伯 山西臨縣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0

48 聖張景光 修士 若望 山西太谷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2

49 聖趙全信 雅格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4

50 聖郭西德 司鐸 義大利 陜西 1900. 07. 21 37

51 聖雅芒定 修女 比利時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8

52 聖王二滿 伯多祿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6

53 聖王　銳 修士 若望 山西文水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15

54 聖埃明納 修女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4

55 聖張板紐 伯多祿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51

56 聖巴　溪 修女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5

57 聖董哲西 司鐸 義大利 湖南衡陽 1900. 07. 04 26

58 聖陳西滿 若瑟 山西潞城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5

59 聖菊斯德 修女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4

60 聖嘉　納 修女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8

61 聖武安邦 伯多祿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0

62 聖那達理 修女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6

63 聖安振德 修士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4

64 聖馮　德 穆迪 山西朔縣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5

中華殉道聖人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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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份 聖名 原籍 殉道地點 殉道日期 年齡

65 聖閻國棟 雅格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7

66 聖王亞納 貞女 亞納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2 14

67 聖王殿慶 安德肋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2 9

68 聖王王氏 聖婦 璐琪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2 31

69 聖郗柱子 血洗者 河北深縣 深縣得朝村 1900. 07. 20 18

70 聖郎　福 保祿 河北清河 清河呂家坡 1900. 07. 16 7

71 聖郎楊氏 聖婦 河北清河 清河呂家坡 1900. 07. 16 29

72 聖朱吳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景縣 景縣朱家河 1900. 07. 20 50

73 聖劉子玉 伯多祿 河北深縣 深縣祝家斜莊 1900. 07. 17 57

74 聖張何氏 聖婦 德蘭 河北寧津 寧津張家集寶林寺 1900. 07. 16 36

75 聖陳金婕 貞女 德蘭 河北冀縣 寧晉縣曹莊 1900. 07. 05 25

76 聖陳愛婕 貞女 洛莎 河北冀縣 寧晉縣黃兒營途中 1900. 07. 05 22

77 聖秦存福 西滿 河北任丘 任丘劉村村東 1900. 07. 17 14

78 聖秦邊氏 聖婦 麗莎 河北任丘 任丘北羅村 1900. 07. 19 54

79 聖湯愛玲 司鐸 法國 景縣朱家河 1900. 07. 20 53

80 聖劉進德 河北衡水 衡水浪子橋 1900. 07. 13 79

81 聖袁庚寅 若瑟 河北棗強 棗強大營鎮 1900. 07. 30 47

82 聖葛廷柱 保祿 河北新河 新河縣小屯村 1900. 08. 08 61

83 聖王奎新 若望 河北冀縣 南宮縣北關外 1900. 07. 14 25

84 聖安焦氏 聖婦 安納 河北安平 安平劉官營 1900. 07. 11 26

85 聖安靈花 貞女 瑪利亞 河北安平 安平劉官營 1900. 07. 11 29

86 聖崔連氏 聖婦 芭芮 河北河間 河間流水套 1900. 06. 15 51

87 聖郭李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深縣 深縣護駕池村 1900. 07. 07 65

88 聖安辛氏 聖婦 安納 河北安平 安平劉官營 1900. 07. 11 72

89 聖安郭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安平 安平劉官營 1900. 07. 11 64

90 聖吳安居 保祿 河北深縣 深縣小呂邑村 1900. 06. 29 62

91 聖吳滿堂 若翰 河北深縣 深縣小呂邑村 1900. 06. 29 17

92 聖王奎聚 若瑟 河北冀縣 南宮縣西門外 1900. 07. 13 37

93 聖冀天祥 馬爾谷 河北冀縣 冀縣西門外 1900. 07. 07 66

94 聖吳萬書 保祿 河北深縣 深縣小呂邑村 1900. 06. 29 16

95 聖王汝梅 若瑟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1 68

96 聖齊　玉 貞女 瑪利亞 河北吳橋 東光縣王喇家村 1900. 06. 28 15

姓名 身份 聖名 原籍 殉道地點 殉道日期 年齡

97 聖杜趙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深縣 衡水王家店 1900. 06. 28 51

98 聖范　坤 貞女 瑪利亞 河北吳橋 東光縣王喇家村 1900. 06. 28 16

99 聖鄭　緒 貞女 瑪利亞 河北東光 東光縣王喇家村 1900. 06. 28 11

100 聖趙席珍 司鐸 法國 河北武邑 1900. 06. 19 48

101 聖朱日新 伯多祿 河北景縣 景縣路家村 1900. 07. 20 19

102 聖路懋德 司鐸 法國 河北武邑 1900. 06. 19 53

103 聖王李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2 49

104 聖王　成 貞女 璐琪 河北寧津 東光縣王喇家村 1900. 06. 28 18

105 聖傅桂林 貞女 瑪利亞 河北深縣 武邑大劉村 1900. 06. 21 37

106 聖杜田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深縣 深縣杜家屯 1900. 06. 29 42

107 聖杜鳳菊 貞女 德蓮 河北深縣 深縣大屯村 1900. 06. 29 19

108 聖趙郭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吳橋 吳橋趙家村 1900. 06. 28 60

109 聖任德芬 司鐸 法國 景縣朱家河 1900. 07. 20 43

110 聖李全真 芮蒙 河北交河 交河陳屯廟前 1900. 06. 30 59

111 聖趙明振 伯多祿 河北深縣 深縣東陽臺村 1900. 07. 03 61

112 聖趙明喜 若翰 河北深縣 深縣東陽臺村 1900. 07. 03 56

113 聖馬太順 若翰 河北東光 東光前生莊 1900. 06. 24 60

114 聖朱五瑞 若翰 河北景縣 景縣路家莊 1900. 07. 18 17

115 聖張懷祿 血洗者 河北衡水 衡水祝葛店村 1900. 07. 09 57

116 聖王　惠 貞女 洛莎 河北吳橋 吳橋范家村 1900. 08. 15 45

117 聖武文印 若望 河北永年 永年監獄 1900. 07. 05 50

118 聖趙瑪麗 貞女 瑪利亞 河北吳橋 吳橋趙家村 1900. 07. 28 17

119 聖趙洛莎 貞女 洛莎 河北吳橋 吳橋趙家村 1900. 07. 28 22

120 聖李全惠 伯多祿 河北交河 交河陳屯村 1900. 06. 30 63

121 聖王佐隆 伯多祿 河北冀縣 冀縣雙塚村 1900. 07. 0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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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日 姓名 身份 聖名 原籍 殉道地點 殉道日期 年齡

一月

15 日 聖劉方濟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安 1648. 01. 15 41

23 日 聖白小滿 樂倫 貴州水城 廣西西林 1856. 03. 01 35

29 日

聖王　炳 樂倫 貴州貴陽 貴州毛口 1858. 01. 28 56

聖盧延美 業樂 貴州郎岱 貴州毛口 1858. 01. 28 47

聖林　昭 貞女 佳德 貴州晴龍 貴州毛口 1858. 01. 28 41

二月

13 日 聖藍月望 司鐸 義大利 湖南長沙 1816. 02. 13 56

18 日

聖劉格來 司鐸 法國 湖北武昌 1820. 02. 18 72

聖張天申 若望 貴州開陽 貴州開陽 1862. 02. 16 57

聖吳學聖 瑪定 貴州清鎮 貴州開陽 1862. 02. 18 45

聖陳顯恆 若望 四川成都 貴州開陽 1862. 02. 18 42

19 日 聖易貞美 貞女 璐琪 四川綿陽 貴州開陽 1862. 02. 21 47

21 日 聖劉翰佐 司鐸 保祿 四川樂至 四川成都 1819. 02. 21 41

25 日

聖雷鳴道 主教 義大利 廣東連縣 1930. 02. 25 57

聖高惠黎 司鐸 義大利 廣東連縣 1930. 02. 25 27

聖馬　賴 司鐸 法國 廣西西林 1856. 02. 14 42

三月

1 日 聖曹桂英 聖婦 雅妮 貴州興義 廣西西林 1856. 03. 01 32

12 日 聖張大鵬 若瑟 貴州都勻 貴州貴陽 1815. 03. 12 61

21 日 聖文乃耳 司鐸 法國 貴州貴陽 1862. 02. 28 30

五月
17 日 聖劉文元 伯多祿 貴州桂筑 貴州桂筑 1834. 05. 17 74

27 日 聖白多祿 主教 西班牙 福建福州 1747. 05. 26 67

29 日 聖郝開枝 雅敬 貴州修文 貴州桂筑 1839. 05. 29 57

六月

20 日 聖袁在德 司鐸 若瑟 四川澎縣 四川成都 1817. 06. 23 51

聖安守仁 司鐸 義大利 湖南衡陽 1900. 07. 07 31

聖董哲西 司鐸 義大利 湖南衡陽 1900. 07. 07 27

聖艾士傑 主教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67

聖范懷德 主教 義大利 湖南衡陽 1900. 07. 09 58

聖張　榮 方濟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62

聖富格辣 主教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61

敬禮日 姓名 身份 聖名 原籍 殉道地點 殉道日期 年齡

六月

20 日

聖雷體仁 司鐸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61

聖張板紐 伯多祿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51

聖申計和 多默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9

聖閻國棟 雅格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7

聖陳西滿 若瑟 山西潞城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5

聖馮　德 穆迪 山西朔縣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5

聖趙全信 雅格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4

聖德奧里 司鐸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6

聖武安邦 伯多祿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40

聖王二滿 伯多祿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6

聖安振德 修士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4

聖張景光 修士 若望 山西太谷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2

聖張志和 修士 斐理伯 山西臨縣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0

聖董博第 修士 保祿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18

聖張　煥 修士 若望 山西陽曲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18

聖王　銳 修士 若望 山西文水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15

七月

8 日

聖那達理 修女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6

聖雅都斐 修女 荷蘭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4

聖埃明納 修女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4

聖菊斯德 修女 法國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34

聖雅芒定 修女 比利時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8

聖嘉　納 修女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8

聖巴　溪 修女 義大利 山西太原 1900. 07. 09 25

9 日

聖趙　榮 司鐸 思定 貴州婺川 四川成都 1815. 01. 27 69

聖崔連氏 聖婦 芭芮 河北河間 河間流水套 1900. 06. 15 51

聖路懋德 司鐸 法國 河北武邑 1900. 06. 19 53

聖趙席珍 司鐸 法國 河北武邑 1900. 06. 19 48

聖傅桂林 貞女 瑪利亞 河北深縣 武邑大劉村 1900. 06. 21 37

20 日

聖馬太順 若翰 河北東光 東光縣前生莊 1900. 06. 24 60

聖杜趙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深縣 衡水王家店 1900. 06. 28 51

聖王成 貞女 璐琪 河北寧津 東光縣王喇家村 1900. 06. 28 18

聖范坤 貞女 瑪利亞 河北吳橋 東光縣王喇家村 1900. 06. 28 16

聖齊玉 貞女 瑪利亞 河北吳橋 東光縣王喇家村 1900. 06. 28 15

中華殉道聖人瞻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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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日 姓名 身份 聖名 原籍 殉道地點 殉道日期 年齡

七月

20 日

聖趙郭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吳橋 吳橋趙家村 1900. 06. 28 60

聖鄭緒 貞女 瑪利亞 河北東光 東光縣王喇家村 1900. 06. 28 11

聖吳安居 保祿 河北深縣 深縣小呂邑村 1900. 06. 29 62

聖杜田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深縣 深縣杜家屯 1900. 06. 29 42

聖杜鳳菊 貞女 德蓮 河北深縣 深縣大屯村 1900. 06. 29 19

聖吳滿堂 若翰 河北深縣 深縣小呂邑村 1900. 06. 29 17

聖吳萬書 保祿 河北深縣 深縣小呂邑村 1900. 06. 29 16

聖李全惠 伯多祿 河北交河 交河陳屯村 1900. 06. 30 63

聖李全真 芮蒙 河北交河 交河陳屯廟前 1900. 06. 30 59

聖安辛氏 聖婦 安納 河北安平 安平劉官營 1900. 07. 11 72

聖安郭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安平 安平劉官營 1900. 07. 11 64

聖安靈花 貞女 瑪利亞 河北安平 安平劉官營 1900. 07. 11 29

聖安焦氏 聖婦 安納 河北安平 安平劉官營 1900. 07. 11 26

聖劉進德 河北衡水 衡水浪子橋 1900. 07. 13 79

聖王奎聚 若瑟 河北冀縣 南宮縣西門外 1900. 07. 13 37

聖王奎新 若望 河北冀縣 南宮縣北關外 1900. 07. 14 25

聖張何氏 聖婦 德蘭 河北寧津 寧津張家集寶林寺 1900. 07. 16 36

聖郎楊氏 聖婦 河北清河 清河呂家坡 1900. 07. 16 29

聖郎福 保祿 河北清河 清河呂家坡 1900. 07. 16 7

聖劉子玉 伯多祿 河北深縣 深縣祝家斜莊 1900. 07. 17 57

聖秦存福 西滿 河北任丘 任丘劉村村東 1900. 07. 17 14

聖朱五瑞 若翰 河北景縣 景縣路家莊 1900. 07. 18 17

聖秦邊氏 聖婦 麗莎 河北任丘 任丘北羅村 1900. 07. 19 54

聖湯愛玲 司鐸 法國 景縣朱家河 1900. 07. 20 53

聖朱吳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景縣 景縣朱家河 1900. 07. 20 50

聖任德芬 司鐸 法國 景縣朱家河 1900. 07. 20 43

聖朱日新 伯多祿 河北景縣 景縣路家村 1900. 07. 20 19

聖郗柱子 血洗者 河北深縣 深縣得朝村 1900. 07. 20 18

聖王汝梅 若瑟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1 68

聖郭西德 司鐸 義大利 陜西 1900. 07. 21 37

聖王李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2 49

聖王王氏 聖婦 璐琪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2 31

聖王亞納 貞女 亞納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2 14

聖王殿慶 安德肋 河北威縣 威縣大寧村 1900. 07. 22 9

敬禮日 姓名 身份 聖名 原籍 殉道地點 殉道日期 年齡

七月

20 日

聖王羅氏 聖婦 曼德 貴州遵義 貴州青岩 1861. 07. 29 59

聖羅廷蔭 若翰 貴州貴陽 貴州青岩 1861. 07. 29 36

張文瀾 修士 若瑟 四川巴縣 貴州青岩 1861. 07. 29 30

聖陳昌品 修士 保祿 貴州興仁 貴州青岩 1861. 07. 29 23

聖趙洛莎 貞女 洛莎 河北吳橋 吳橋趙家村 1900. 07. 28 22

聖趙瑪麗 貞女 瑪利亞 河北吳橋 吳橋趙家村 1900. 07. 28 17

聖趙明振 伯多祿 河北深縣 深縣東陽臺村 1900. 07. 03 61

聖趙明喜 若翰 河北深縣 深縣東陽臺村 1900. 07. 03 56

聖袁庚寅 若瑟 河北棗強 棗強大營鎮 1900. 07. 30 47

聖武文印 若望 河北永年 永年監獄 1900. 07. 08 50

聖陳金婕 貞女 德蘭 河北冀縣 寧晉縣曹莊 1900. 07. 05 25

聖陳愛婕 貞女 洛莎 河北冀縣 寧晉縣黃兒營途中 1900. 07. 05 22

聖王佐隆 伯多祿 河北冀縣 冀縣雙塚村 1900. 07. 06 58

聖冀天祥 馬爾谷 河北冀縣 冀縣西門外 1900. 07. 07 66

聖郭李氏 聖婦 瑪利亞 河北深縣 深縣護駕池村 1900. 07. 07 65

聖張懷祿 血洗者 河北衡水 衡水祝葛店村 1900. 07. 09 57

聖王　惠 貞女 洛莎 河北吳橋 吳橋范家村 1900. 08. 15 45

聖葛廷柱 保祿 河北新河 新河縣小屯村 1900. 08. 08 61

九月

11 日 聖董文學 司鐸 法國 湖北武昌 1840. 09. 11 38

十月

27 日

聖華雅敬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洲 1748. 10. 28 57

聖費若望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洲 1748. 10. 28 54

聖德方濟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洲 1748. 10. 28 53

聖施方濟 司鐸 西班牙 福建福洲 1748. 10. 28 36

十一月

7 日 聖吳國盛 伯多祿 貴州遵義 貴州遵義 1814. 11. 07 46

24 日 聖徐德新 主教 法國 四川成都 1815. 09. 15 42

29 日 聖劉瑞庭 司鐸 達陡 四川 邛崍 1823. 11. 29 50



《中華殉道聖人畫冊》
編輯：推廣聖人敬禮小組
繪圖：劉河北女士
內容：120位聖人單幅畫像、120位聖
人簡介、列品經過、聖人總表及瞻禮
表，全書288頁精裝，21*29.7公分，
精美彩色印刷。
定價：1500元

《中華殉道聖人祝福卡》（總圖一款）
定價：25元

《中華殉道聖人明信片》
內容：121張明信片
定價：1000元

《中華殉道聖人為我等祈》
索取A3海報，數量有限，送
完為止，運費自付。

總經銷：
台南教區聞道出版社
　　電話：06-2144037
　　傳真：06-2141148
歡迎來電洽詢訂購，運費另計。



20 21

第311期主教團月誌

果來，就是一個證明給人知

道，司鐸年是如此被接納，

而我們可以補充說，這也證

明了司鐸年回應了司鐸們和

整個天主子民真誠及深切的

渴望。司鐸年目的是要特別

關注、肯定和獻身於艱辛及

不可取代的司鐸職責，並且

親
愛的司鐸們，

教會因司鐸年而萬分高

興，也感謝天主給了教宗宣

布司鐸年的靈感。來自世界

各處地方教會的資料——有

關在這一年所採取的不同行

動去使這特殊的一年產生效

司 鐸 年 閉 幕  
胡莫斯樞機主教

年儘量告知社會大眾這事。

任何有良知和善意的人，都

會明白這道理。

說了要說的話，我們現

在轉向你們——親愛的司鐸

們。我們要向你們再次說，

我們承認你們所代表的，以

及你們在教會及社會裡所做

的事。教會愛你們、欽佩你

們和尊敬你們。此外，你們

是我們世界各地天主教人民

的喜悅，而教會歡迎你們和

支持你們，尤其是在這些痛

苦的日子裡。

再過兩個月，我們就到

了司鐸年閉幕的日期。親愛

的司鐸們，教宗衷心地邀請

你們從世界各地到羅馬參加

六月九、十、十一日的閉幕

儀式。從世界各國、從羅馬

附近的地方，期盼有上千以

也關心教會的每一位司鐸。

雖 然 有 一 些 司 鐸 ——

在比例上只是一小批人，犯

了可怕和極嚴重的兒童性侵

害罪行，而我們絕對要以不

妥協的態度去加以譴責和指

斥，他們要在天主面前和社

會法庭上承擔責任；然而我

們要祈禱，希望他們最終能

悔改並得到天主的寬恕。教

會是下了決心，不要隱藏或

輕看這類的罪件，而最重要

的是，我們會站在受害者的

這一邊，並且要在他們復原

的途徑上支持他們和維護他

們受損的權利。

在另一方面，利用少數

人的案件去玷汙整個教會團

體的司鐸，這事絕對令人無

法接受。那些這樣做的人，

極其不公不義。教會在司鐸

司鐸年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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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人會來，對嗎？那麼，

你們不要拒絕教宗迫切和誠

懇的邀請。你們要來，而天

主會降福你們。人數眾多的

司鐸們聚集在伯多祿廣場，

這將會是一種前瞻性和負責

任的方式來表示你們作好了

準備，並且無所畏懼地去服

務基督委託給你們的人類。

在廣場，眾人有目共睹，這

表示要宣揚被派遣，並不是

要審判這世界，而是要拯救

這世界（參若3:17、12:47）。

在這情形之下，人數眾多也

會有特別的意義。

也 另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理

由 ， 這 理 由 來 自 教 會 的 內

心；在面對現在那些常常針

對教宗的攻擊時  －  有關他

處理神職人員犯了兒童性侵

害案件時所作的決定，讓在

羅馬的司鐸年閉幕儀式的司

鐸們人數眾多，這就是表示

我們要獻給我們心愛的教宗

本篤十六世我們精誠團結的

精神、我們對他的信心和我

們與他無條件的共融。那些

對他的指控，明顯地是不公

平，而且已作了澄清：沒有

任何人像本篤十六世一樣地

不餘其力去譴責和努力掃除

這類的案件。因此，在廣場

與他在一起人數眾多的司鐸

們，他們將會象徵我們堅決

對反對那些不正義的攻擊  － 

教宗是那些不正義攻擊的犧

牲者。所以，你們要來，也

是為要公開支持教宗。司鐸

年 的閉幕，正式而言，不會

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的

開始。我們身為天主子民和

他們的牧者，我們要感謝上

主給了我們珍貴的機會去祈

禱和反省司鐸聖召。同時，我們要醒悟細聽聖神要向我們說的

話。然後，我們再回到我們在教會和世界的使命，心懷一份新

的喜悅，並且深信，天主 － 歷史的主人與我們同在，不論是在

危機當中或在新的時代裡。

願童貞瑪利亞 － 司鐸之后為我們轉求，並在我們跟隨她

的聖子耶穌基督、我們的上主時時啟發我們。

 羅馬2010年4月12日 

聖座聖職部部長 

胡莫斯樞機主教  Cláudio Cardinal Hummes

司鐸年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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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開啓的，當時正是由教

宗本篤十六世親自揭開了這

個禧年。本台請聖座聖職部

部長胡莫斯樞機主教談談司

鐸年閉幕禮中令他最感動的

是什麽？

（梵蒂岡電臺訊）上周

五耶穌聖 心瞻禮當天，教宗

本篤十六世在聖伯多祿廣場

主持的大禮彌撒中爲司鐸年

舉行了閉幕禮。司鐸年是于

去年6月19日紀念阿爾斯的本

堂神父維雅內去世150周年的 

聖座聖職部部長胡莫斯樞機談司鐸年閉幕 

2010/6/12 

內做到了。我認爲這是最美

的一年。

問 ： 您 想 對 全 球

的 司 鐸 和 打 算 成 爲 司 鐸

的 年 輕 人 說 些 什  麽 ？ 

答：鼓勵司鐸們繼續做司鐸

團體的一員，這個團體這麽

重要，司鐸職在全世界如此

珍貴，是無法取代的，在地

方團體尤其如此。我祝願他

們繼續勇敢， 懷著信賴、喜

悅的心情奉獻自己，善盡司

鐸職務，經常反省幷不斷意

識到他們司鐸身份的深刻含

義，即做司鐸意味著什麽，

爲能活出這個召叫和使命，

也就是靈性生 活，需要注意

哪些事情。另一件事，是我

要從心底向司鐸們說的，即

喚起他們的傳教意識：不要

滿足于在所生活的團體內服

答： 兩件事情令我最感

動。首先是司鐸們的踴躍參

加，從全球來的1萬5千名司

鐸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這

是司鐸們對司鐸年提出的要

求和在羅馬這裏舉行的閉幕

禮，作 出的美好、具有積極

意義的回應。另一個讓我非

常感動的是，司鐸們參加閉

幕禮所抱的精神，我相信這

是共祭人數最多的一次感恩

祭，1萬5千名司鐸同教宗一起

共 祭！

問：請您爲司鐸年作個

總結。

答 ： 成 果 非 常 積 極 。

我們也非常高興地看到，這

個禧年在地方教會舉行了慶

祝。從一開始就努力讓司鐸 

年進入人群中，進入地方教

會團體。這一點在全球範圍

聖座聖職部部長胡莫斯樞機談司鐸年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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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要致力于傳教的重大工作，起身走 向人群，尤其到領了

洗却因種種原因遠離教會的人群當中，也要到不認識耶穌基督

的人那裏。這項“使命”今天格外重要！我要向青年們說，要

是他們感覺被召叫， 就該有勇氣作出回應，因爲做司鐸是值得

的，儘管世上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幕 的 前 一 天 ， 6 月 1 0 日 晚 上

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了守夜

祈禱，教宗本篤十六世，這

位 司 鐸 中 的 司 鐸 在 一 片 喜

慶 氣 氛 和 兄 弟 情 誼 中 ， 同

來自全世界的1萬5千名司鐸

教宗在司鐸年閉幕前

夕守夜祈禱中指出：司鐸職

不是一個職業，而是愛的見

證。

（梵蒂岡電臺訊）司鐸年閉

司鐸職不是一個職業   而是愛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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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的 忠 貞 本 堂 神 父 們 ， 我

此 時 要 說 一 聲 ‘ 謝 謝 ’ ” 

教宗邀請司鐸們不要把自己

的職責看成是一個職業，而

要在日益複雜的社會中喜悅

地生活出對基督的愛。他因

此强調了讓信友們能够看到

自己的本堂神父愛慕基督，

同阿爾斯的本堂神父聖維雅

內那樣是個奉獻自己一切，

完全度福音生活的人，是多

麽重要。教宗說：“司鐸所

做的不是一項‘職業’，完

成 工 作 時 間 後 便 是 個 自 由

的 人 ， 爲 自 己 生 活 。 司 鐸

不 是 這 樣 的 人 ， 他 愛 慕 基

督 ， 渾 身 都 是 基 督 愛 的 熱

火 。 要 是 信 友 們 看 到 他 們

的 本 堂 神 父 是 充 滿 基 督 喜

樂 的 人 ， 他 們 也 就 瞭 解 到

他 無 法 做 全 部 事 情 ， 便 接

納 他 的 有 限 幷 幫 助 他 。 ” 

一 起 祈 禱 ， 度 過 這 段 令 人

懷 念 的 時 刻 。 代 表 5 大 洲 的

5 位 司 鐸 每 人 向 教 宗 提 出 一

個問題，教宗即席回答，將

重點放在司鐸的使命是爲基

督的愛作見證，不順從流行

一 時 的 風 氣 。 教 宗 也 强 調

了 司 鐸 獨 身 的 重 要 性 ， 獨

身 是 天 主 臨 在 于 世 上 的 標

記 。 守 夜 祈 禱 當 中 也 有 一

些 司 鐸 作 了 見 證 ， 最 後 以

朝 拜 聖 體 結 束 這 項 活 動 。 

 

教宗來到廣場時，受到司鐸

歌 咏 團 熱 烈 的 歡 迎 ， 顯 示

出 司 鐸 們 對 本 篤 十 六 世 的

愛 戴 。 教 宗 感 謝 他 們 說 ：

“ 我 知 道 世 界 上 有 許 多 本

堂 神 父 實 在 盡 了 全 部 力 量

傳 播 福 音 ， 宣 講 基 督 的 臨

在 和 他 的 聖 事 ， 對 這 些 畢

生 盡 了 全 部 力 量 、 熱 愛 基

後 答 復 。 他 的 答 復 同 一 男

一 女 間 的 婚 姻 一 樣 ， 是 一

項 忠 貞 的 契 約 。 教 宗 針 對

司 鐸 獨 身 生 活 受 到 的 批 評

說：“今日世界的一個大問

題 就 是 不 再 去 想 天 主 的 未

來 ， 似 乎 只 看 眼 前 就 足 够

了 。 ”  他 繼 續 說 ： “ 獨 身

則是未來的提前實現”，是

天 主 臨 在 的 標 記 ，  “ 獨 身

是 信 德 的 重 大 標 記 ！ ” 。 

 

教宗因此强調每日舉行的感

恩祭幫助司鐸避免教權主義

和關閉自己的危險。他提到

德肋撒修女的榜樣，這位修

女卓越的愛德工作要是沒有

聖體龕，天主的愛來陪伴，

便不可能完成。教宗然後請

司鐸們警惕由理性的傲慢而

來 的 神 學 ， 這 種 神 學 使 信

德 暗 淡 ， 忘 記 生 氣 勃 勃 的

教 宗 也 談 到 司 鐸 與 基 督 個

人 交 談 的 需 要 。 他 引 用 聖

卡 洛 · 波 羅 梅 奧 的 話 說 ：

“ 莫 忽 視 自 己 的 靈 魂 。 ”

教 宗 又 說 ， 祈 禱 是 “ 牧 靈

的 首 要 之 務 ” 。 他 也 提 到

司 鐸 也 需 要 知 道 休 息 ，

承 認 自 己 能 力 的 有 限 。 

教宗談到司鐸的獨身生活爲

不要天主的世界是塊重大絆

脚石。他指出了不結婚與獨

身的不同，不結婚在今天的

時代已經成爲越來越受推崇

的一種時尚，但這種不結婚

的時尚與獨身完全不同，因

爲它是以只爲自己活著的意

願爲依據，不接受任何永久

性的束縛，在每個時刻過完

全自由自在的生活，在任何

時 候 都 可 以 决 定 做 什 麽 。 

 

司鐸職務要求的則是作出最

司鐸職不是一個職業   而是愛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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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工作，就如其他人那樣。

教宗說，正確的道路則是祈

禱，祈求天主爲新福傳工作

賜予聖召的恩典。同時，每

位司鐸該當盡可能生活出司

鐸的聖召，同青年人尤其如

此，好讓他們信服。教宗最

後表示：“要是我們不曾結

識令人信服的司鐸，看到在

他們身上燃燒著基督愛的熱

火，我們中就沒有一個人成

爲司鐸。因此，這才是首先

走 出 的 一 步 ： 我 們 要 設 法

使 自 己 成 爲 令 人 信 服 的 司

鐸。”

現實。教宗說，以他60多年

從事神學研究的經驗，他注

意到一些在過去視爲絕對科

學的推論，今天已經過時，

“幾乎無足輕重”。他因此

邀請神學家們要有勇氣克勝

“科學性的幽靈”，不順從

眼前的一切推論。教宗稱實

證論的理性排除超性事物，

不能被接受，因爲它不是真

正的理性。這種實證論的理

性 脆 弱 ， 只 提 出 可 以 試 驗

的 事 物 ， 實 在 不 够 資 格 。 

 

談到這裏，教宗邀請司鐸們

信賴教會和與伯多祿的繼承

人有共融關係的主教們的訓

導，要熟悉聖經，抵制教派

的進攻。面對聖召减少的問

題，教宗告誡司鐸們，我們

很 可 能 受 誘 惑 走 較 容 易 的

路，即把司鐸職務轉變成一

來自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司鐸到羅馬參加司鐸

年閉幕典禮；皮亞琴扎總主教關於「司鐸的省思」 

皮亞琴扎總主教關於司鐸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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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岡電台訊 ) 來自9 1

個國家，人數超過九千位司

鐸，將於6月9日至11日在羅馬

參加全球司鐸大聚會為司鐸

年閉幕。

為 紀 念 聖 維 亞 內 神 父

逝世150週年，教宗本篤十六

世宣佈自2009年6月19開始舉

行司鐸年。6月10日星期四傍

晚，司鐸們將在聖伯多祿廣

場與教宗一同祈禱，星期五

教宗將舉行一台大禮彌撒，

彌撒中將宣佈阿爾斯的本堂

維雅納神父為司鐸的主保。

6月8日，司鐸們在拉特

朗大殿參加由聖神更新運動

團體，為準備全球司鐸大聚

會而舉辦一天的退省，今天

早晨的一個重要時刻是由聖

職部秘書長皮亞琴扎 ( M a u r o 

Piacenza)總主教講默想道理。

皮 亞 琴 扎 總 主 教 在 拉

特朗大殿內說:“沒有聖神，

教會不是僅為人所組成的機

構，而是根本不存在。”  皮

亞琴扎總主教祝願這幾天在

羅馬參加聚會的司鐸們“活

出 真 正 的 更 新 經 驗 ” ， 他

並強調更新從來都不是與過

去決裂，也不是丟棄好的傳

統。相反的，真正的更新要

求對時代的跡象有深刻洞察

力 ， “ 在 與 教 會 的 共 融 ，

特 別 是 與 教 宗 的 共 融 中 行

動”。

總主教並警告那些自稱

改變現況來詮釋不連續性的

人“最終將悲劇性地以背叛

天主與人收場”。

皮亞琴扎總主教因此強

調藉由祝聖司鐸所賜給司鐸

的禮物:“先知性的恩賜，聖

化的職責以及牧靈指導”。

他指出:“今日由於世俗化猖

獗已失去宗教的及神聖的理

念，這理念一直是人民的信

仰及教會生命的特性。”

皮亞琴扎總主教接著對

司鐸們說:“永遠不要忘記，

如果不是你們帶領教會交付

給你們 的團體，魔鬼可能開

始來帶領這些團體。”

在此，皮亞琴扎總主教

懇求司鐸們信賴上主，上主

的恩寵將幫助司鐸們聖化世

界。

6月8日下午，同樣在拉

特朗大殿，由聖神更新運動

團體所舉辦的退省，將在正

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圖爾克

森(Peter Turkson)樞機主教舉行

一台彌撒中，度過重要的時

刻。在全球司鐸大聚會的背

景下，普世博愛運動與申斯

塔特(Movimento di Schoenstatt)運

動團體將於6月9日下午，在保

祿六世大廳以 “今日司鐸”

為主題舉辦見證大會。教廷

國務卿貝爾托內樞機主教將

蒞臨會場致意，聖座聖職部

部長胡默斯(Claudio Hummes)樞

機主教將主持晚禱。來自巴

西的胡默斯樞機主教明天上

午將在城外聖保祿大殿為司

鐸們舉行一台彌撒。

皮亞琴扎總主教關於司鐸的省思



34 35

第311期主教團月誌

聖嘉民的遺骸。

第五天，我們搭乘日內

瓦搭專車前往泰澤，途中遊

想天主的一切，體驗天主的

美善，後來我們得到靈醫會

的款待，並讓瞻仰他們會祖

讓我們在今

世也能借著

這些作品來

體會教會初

期的熱忱，

並增加我們

信心。

之 後

的幾天我們

陸續前往羅

馬競技場、

許願池、鎖

鍊堂、萬神

殿 、 及 聖

在司鐸年閉幕禮的前一

天，我們一行人抵達羅馬，

其中的14位神父，將代表台

灣參加司鐸年閉幕禮。在閉

幕禮開始前，我們參觀了聖

保祿宗徒當時被斬首的三泉

堂、聖保祿大殿，並在其墓

前參觀及祈禱，爾後神父們

在 大 殿 內 的 聖 本 篤 堂 參 與

彌撒獻祭。午後感謝邱琮傑

神父帶領大家參觀梵蒂岡，

在那裡我們參觀了教宗及神

父們的餐廳，在聖伯多祿大

殿中我們看到了許多獨一無

二的偉大傑作，精美的聖經

故事馬賽克、栩栩如生的雕

像－尤其是米開朗基羅的聖

母哀子像，無不讓人動容，

司鐸年閉幕台灣地區司鐸
歐洲朝聖團

依納爵堂，然後我們踏上蘇

比雅格聖本篤朝聖地，那寧

靜、優美的環境帶著我們默

聖本篤堂聖本篤堂總修院提供

司鐸年閉幕台灣地區司鐸歐洲朝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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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 幸 運

的 是 我 們

正 好 趕 上

了 明 供 聖

體 及 聖 體

降 福 ， 聖

維 雅 納 堂

看 起 來 富

麗 堂 皇 ，

顯 示 出 他

在 此 當 本

堂 神 父 時

所 受 到 的

愛 戴 ， 有

許 多 人 曾

經 受 過 他

的 指 導 及

恩 惠 ， 在

年人前往。

司鐸主保－聖維雅納神

父的本家也是我們此行的重

泰澤，他們特別為歐洲青年

提供了一處地方，讓他們的

生活與祈禱可以連結，不需

高額的消費，又可結交新朋

友，亦可學習較自由的祈禱

方式以解決心靈的空虛，值

得讓現代過著浮華生活的青

覽了部份的世界花園，我們

聽說那裡的食物簡單，可能

有吃不飽的情況，所以在之

前大家先採購了一些糧食以

防萬一，但後來經何修士的

特別安排，我們在那裡享用

了一頓豐盛的離別晚宴。在

他去世後，以此表現對他尊

敬 及 感 恩 。  維 雅 納 神 父 的

家就聖堂的正後方，這又印

證了耶穌所說的：「你的光

里昂多默堂里昂多默堂 聖維雅納遺骸聖維雅納遺骸

司鐸年閉幕台灣地區司鐸歐洲朝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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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的是，在仁愛會省會長的大力幫忙下，好不容易讓14位神父

們在離開歐洲之前，在她們總會的聖母顯靈聖牌的主祭台上獻

祭，大家的祈禱及聖女嘉大利納的轉禱能讓我們體會：靠在聖

母的腳前祈禱及聆聽她的心聲，是多麼美的情景！真希望我們

有一天能跟聖女有一樣的福份。

大殿及聖若望主教座堂，優

美 的 風 景 讓 餐 點 更 加 美 味

了！

2 個 多 小 時 後 ， 法 國 的

快速火車將我們由里昂送到

了巴黎，因為時間不多只能

在回旅館的車程中觀賞巴黎

的美景，早餐後我們前往里

修參觀傳教主保聖女小德蘭

朝聖地，那裡有世界各國所

奉獻的各式祭台，聖女的手

骨也供奉在大堂內讓大家敬

仰，大堂的下層教堂佈置了

不同的馬賽克拼貼，讓聖堂

顯得優雅美麗，在那祈禱不

但不會讓人分心，反而讓人

藉此由衷讚美天主及效法那

些令人尊敬的聖人聖女們！

在返回巴黎的途中遇到

了大塞車，我們只好在車上

欣賞巴黎的風景了，令人感

榮不在今世， 而在未來。」

追隨耶穌的聖人們都不是這

樣嗎？耶穌的這番話意義之

深，只能讓你我自己細細體

會了。

隔 天 到 了 里 昂 的 聖 母

大殿，那裡既莊嚴又高雅，

讓我對聖母更添增了幾分的

崇敬及依賴，我們沒有提早

跟朝聖地的神父聯絡舉行彌

撒的事宜，因此當時所有的

祭台都已排滿了，但最後神

父還是讓我們在那裡最早的

小堂—多默堂完成了獻祭，

在此又讓我體會了一次「你

只 要 去 敲 門 ， 門 必 會 為 你

開。」後來由在此專為中國

人服務的法國神父桑神父為

我 們 導 覽 ， 真 是 意 外 的 收

穫！當天我們用餐的飯館對

面的山坡上就是聖母朝聖地

聖維雅納神父的家聖維雅納神父的家

司鐸年閉幕台灣地區司鐸歐洲朝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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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1個國家15000名司鐸）

他們穿著白色祭衣與領帶的

場面，好像白色波浪般。閉

幕彌撒後，羅馬市內各聖堂

有各種禮儀、會議及祈禱會---

藉著這個機會我們司鐸們可

感受到司祭職的真正意義。

教宗本篤16世在閉幕彌

撒中提到，最近有一部分聖

職人員所犯的性醜聞中受傷

的兒童及他們的家人，我們

要向天主求寬恕，而且以後

為了預防這些事情再發生要

更加努力。教宗繼續說，藉

著這機會，司鐸們該當作淨

化他們的錯誤，來強調改善

的努力。

我 們 都 共 感 於 教 宗 的

「 感 謝 與 刷 新 的 一 年 司 鐸

年」，雖然在32度炎熱的會

場，不過對我們神父們是一

鐸職的重要性及充實性與基

督完全合一。教會歷史上這

是單一事件中最多司鐸參加

司鐸職的恩寵。從全世界各

地集會的約15000的司鐸們已

於9日開始的3天會議中確定司

全球教會在強調司鐸職

的重要性，而為司鐸們祈禱

的”恩寵的禧年”終於閉幕

了。

我們台灣的14位司鐸與

10位教友也參加了這大盛會，

閉幕前兩天（6月9～10日）

在羅馬四大聖殿裡參加司鐸

們的開會，人數有一萬餘神

父（台灣的神父們在保祿大

聖殿），樞機主教演講1個小

時，聖體降福後結束。內容

是說司鐸職的重要性。教宗

本篤十六世在第三天---司鐸聖

化日（6月11日）在伯鐸祿廣

場舉行閉幕彌撒時說：”感

謝天主給我們教會與人類的

參加司鐸年閉幕禮心得分享

朴圭雨神父 三泉堂三泉堂

參加司鐸年閉幕禮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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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時刻」。隔天我們一行人去到聖維雅納在法國Ars的堂區參

觀。這趟朝聖之旅，讓我帶著一顆感動及更堅強的服務決心回

到台灣。

上及靈性上被拋棄的人的義

務，而司鐸年這一年正是神

父們更新、聖化及反省自己

的時間。為我們台灣的神父

來說，也是為地方教會的發

展、為聖召、福傳更加努力

的時刻。重生的神父、重生

的教友。

教 宗 在 彌 撒 講 道 中 提

到，司祭是把天主的存在做

最本質地展現，因此天主願

意神父們跟祂一起照顧祂的

百姓，所以我們神父們要善

導教友、教會的使命是善導

人民的拐杖（教宗引用聖詠23

篇）。

這次參加司鐸年閉幕禮

對我來說，全世界的司鐸們

在一起奉獻彌撒，有合一的

意義，彌撒後我接受電台訪

問時說，「這是我司祭職的

個默想與省察的機會。會場

掛著聖維雅納神父像，彌撒

中祭台上教宗用的聖爵是維

雅納在日常彌撒中所用的，

這是從Ars拿來的聖爵。

隨 然 我 們 台 灣 團 的 神

父沒能參加前夕祈禱會，參

加過的神父分享說，可聽到

各國的神父分享自己的司鐸

生活、聖體降幅、告解聖事

等，度過在基督內共融非常

有 意 義 的 晚 上 。 9 日 、 1 0 日

兩天都有安排充分的告解時

間。神父們也談到近年來司

鐸的性醜聞讓司鐸職陷於危

機，而司鐸年正是為司鐸職

在靈性上更新的機會，教廷

聖職省長Claudio Hummes樞機

主教9日在聖保祿聖殿彌撒講

道中提到，司鐸們應該要照

顧在物質上、社會上、文化

里昂聖母大殿里昂聖母大殿

參加司鐸年閉幕禮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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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riests,

 The Year for 
Priests brings great 
joy to the Church and 
she thanks the Lord 
for having inspired 
the  Holy  Fa ther  to 
announce it. All the 
i n fo rma t ion  wh ich 
is presented here in 
Rome concerning the 
numerous initiatives 
t a k e n  b y  t h e  l o c a l 
Church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order to 
put this special year 
into effect, are proof of 
how this Year has been 
so well received and 
– we can add – how it 
has responded to a true 
and deep longing of 
priests and the entire 
People of God. It was time to give special attention, acknowledgement and 
commitment to the great, hardworking and irreplaceable presbyterium, and 
to each individual priest of the Church. 

 It is true that, albeit proportionately small in number, some 
priests have committed horrible and most serious crimes of sexual abuse 
upon minors, deeds that we must condemn and rebuke in an absolute and 
uncompromising manner. Those individuals must answer for their actions 

THE CONCLUSION OF THE YEAR FOR 
PRIESTS

在
主 教 團 服 務 了 十 八

年 餘 的 何 伯 伯 （ 何

繼生）在本年2010年7月退

休了，雖然主教團不捨得

他，但究竟歲月不留人，

八十幾歲的他已難勝任這

個工作了。十八年是一段

不算短的歲月，何伯伯從

主教團光復南路時期一直

到現在，都肩負著打掃清

或許只是一個小螺絲釘，

卻可以讓一部機器能夠順

利運作，我們感謝他默默

的為主教團所做的一切，

也 祈 求 天 主 百 倍 的 賞 報

他，無論在何地都能為天

主作見證。

主教團秘書處

主教團秘書處新聞

潔及門戶看管

的工作，作息

幾乎都在主教

團，可以說以

主教團為家，

這期間不知看

過多少位主教

來來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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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God and before tribunals, including the civil courts. Nevertheless, we 
also pray that they might achieve spiritual conversion and receive pardon 
from God. The Church, for her part, is determined neither to hide nor to 
minimize such crimes. Above all we are on the side of the victims and want 
to support their recovery and their offended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to use the crimes 
of the few in order to sully the entire ecclesial body of priests. Those who 
do so commit a profound injustice. In the course the Year for Priests, the 
Church seeks to say this to human society. Anyone possessed of common 
sense and good will knows it to be the truth.  

 That being necessarily said, we turn now to you, dear priests. We 
want to repeat to you, yet again, that we recognise that which you are and 
that which you do in the Church and in society. The Church loves you, 
admires you and respects you. You are, moreover, a joy for our Catholic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t welcomes you and supports you, 
especially in theses times of suffering. 

 Within two months we will have reached the conclusion of the Year 
for Priests. The Pope, dear priests, invites you from the heart to come to 
Rom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for this conclusion, on the 9th, 10th and 
11th June next. From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Shouldn’t we expect many 
thousands of them from the countries nearest Rome? Do not, then, hesitate 
to respond to the heartfelt and cordial invitation of the Holy Father. Come 
to Rome and God will bless you. The Pope wants to confirm the priests of 
the Church. Their presence in large numbers in St. Peter’s Square will be 
a proactive and responsible way for priests to show themselves ready and 
unintimidate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umanity entrusted to them by Jesus 
Christ. Their visibility in the Square, before the modern world, will be a 
proclamation of their being sent not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o save it 
(cf. Jn. 3: 17 and 12: 47). In such a context even a large number will have a 
special significance. 

 There is yet another particular motivation for the presence in Rome 
of numerous priest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Year for Priests, which is found 

at the heart of the Church today. One speaks of offering to our beloved 
Pope Benedict XVI our solidarity, our support, our confidence, and our 
unconditional communion, in the face of the frequent attacks direct towards 
Him, at this moment of time, in the field of his decisions with regard to 
clerics involved in crimes of the sexual abuse of minors. The accusations 
directed towards Him are obviously unjust, and it has been shown that no 
one has done as much as Benedict XVI to condemn and to combat properly 
such crimes. Therefore, the large presence of priests in the Square with Him 
will be a determined rejection of the unjust attacks of which he is a victim. 
So then, come as well to publicly support the Holy Fath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Year for Priests will not be, properly 
speaking, a conclusion, but a new beginning. We, the People of God and its 
shepherds, want to thank the Lord for this privileged period of prayer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iesthood. At the same time we want to be alert to what 
the Holy Spirit wants to say to us. Meanwhile we will return to the exercise 
of our mission in the Church and in the world with renewed joy an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God, the Lord of history, remains with us, both in crises and 
in new times. 

 May the Virgin Mary, Mother and Queen of Priests, intercede for 
us and inspire us in the following of her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Rome, 12th April 2010

Cardinal Claudio Hummes
Archbishop Emeritus of São Paulo
Prefect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Clergy

THE CONCLUSION OF THE YEAR FOR PRI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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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s Year for Priests With 15,000 Concelebrants at Mass

VATICAN CITY, JUNE 11, 2010 (Zenit.org).- The sea of white-vested 
priests who filled St. Peter's Square this morning heard from Benedict XVI 
about the "radiance of the priesthood," as the Pope proposed to them that the 
"true grandeur" concealed in holy orders is God's audacity as he "considers 
men capable of acting and being present in his stead."

The historical papal Mass on today's feast of the Sacred Heart thus 
concluded the Year for Priests.

"The priest is not a mere office-holder, like those which every society needs 
in order to carry out certain functions," the Holy Father told the 15,000 
prie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Mass. "Instead, he does something which no 
human being can do of his own power: In Christ’s name he speaks the words 
which absolve us of our sins and in this way he changes, starting with God, 
our entire life."

God uses "us poor men," the Bishop of Rome said, in order "to be, through 
us, present to all men and women."

"This audacity of God who entrusts himself to human beings -- who, 
conscious of our weaknesses, nonetheless considers men capable of acting 
and being present in his stead -- this audacity of God is the true grandeur 
concealed in the word 'priesthood,'" he proposed. "That God thinks that we 
are capable of this; that in this way he calls men to his service and thus from 
within binds himself to them: this is what we wanted to reflect upon and 
appreciate anew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year."

Call to youth

Benedict XVI suggested the Year for Priests was to "reawaken our joy at 
how close God is to us, and our gratitude for the fact that he entrusts himself 

Pontiff Calls God Audacious;  
Says Priesthood Is Proof

to our infirmities."

Priests and the whole Church wanted to 
use this year, the Pope said, to "make clear 
once again that we have to ask God for this 
vocation. We have to beg for workers for 
God’s harvest."

This petition, he proposed, is itself God's 
"own way of knocking on the hearts of 
young peopl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able 
to do what God considers them able to do."

Shepherded 

The Bishop of Rome then offered a line-by-line reflection on the Psalm from 
the liturgy, the well-known verses of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God personally looks after me, after us, after all mankind," the Pope 
reflected. "I am not abandoned, adrift in the universe and in a society which 
leaves me ever more lost and bewildered. God looks after me. He is not a 
distant God, for whom my life is worthless."

"God knows me, he is concerned about me," he continued. "This thought 
should make us truly joyful. Let us allow it to penetrate the depths of our 
being. Then let us also realize what it means: God wants us, as priests, in 
one tiny moment of history, to share his concern about people."

As a shepherd, the Pontiff said, the Lord "shows us the right way to be 
human. He teaches us the art of being a person. What must I do in order not 
to fall, not to squander my life in meaninglessness? [...] Living with Christ, 
following him -- this means finding the right way, so that our lives can be 
meaningful and so that one day we might say: 'Yes, it was good to have 
lived.'"

Pontiff Calls God Audacious;  
Says Priesthood Is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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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3rd World Youth day 
will be in Madrid in 2011 from 
August 16 – 21st.

What is a World Youth Day?

What is WYD: World Youth 
Day, WYD, is a yearly youth 
celebration that was started 
by Pope John Paul II as a 
way to inspire the youth and 
encourage them in l iving 
the teachings of Christ. In 
1984 and 1985 he invited the 
youth of the world to Rome 
for a Palm Sunday celebration in St. Peter's Square. Later, announcing the 
institution of WYD on December 20, 1985, the first official WYD was held 
in 1986. 1987 brought about a historical tradition, when the second event 
and first international WYD took place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The young people, from many countries and nations around the globe, come 
together showing the universality of, and diversity within, the Catholic 
Church. It is a time for the youth to share their faith and be rejuvenated to 
spread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n their homelands. It is also a way to come 
to understand other cultures and spread peace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they wave their countries' and region's flags with pride, the 
youth unite as one in their walk of faith.

World Youth Day 2011 Madrid
During the week leading up to the final mass at World Youth Day, the youth 
gather in catechesis to learn the teachings of the faith and celebrate in other 
festivities. The graces flow and the fruits are abundant because it is truly a 
pilgrimage in which self-sacrifice is an intricate part. Some save and prepare 
for years to attend. Others sacrifice by traveling a great distance. All are 
joyful as they move through the crowds of people in uncomfortable climate 
conditions, by giving up the food, lodging, electronics, cleanliness, etc... 
that they are familiar with, and by thinking of others through it all.

Chron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Youth Day gatherings and their 
themes

1986 Rome, Italy

Always be prepared to make a defense to 

anyone who calls you to account for the hope 

that is in you.- 1Pt 3:15

1987
B u e n o s  A i r e s ,    

Argentina

We ourselves have known and put our faith in 

God's love towards ourselves. - 1Jn 4:16

1989
S a n t i a g o  d e 

Compostela, Spain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 Jn 14:6

1991 Czestochowa, Poland
You have received a spirit of sonship. - Romans 

8:15

1993 Denver, USA
I came that they might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 Jn 10:10

1995 Manila, Philippines
As the Father sent me, so am I sending you. - Jn 

20:21

1997 Paris, France
Teacher, where are you staying? Come and see. 

- Jn 1:38-39

2000 Rome, Italy
Jubilee -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 Jn 1:14

World Youth Day 2011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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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Toronto, Canada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 Mt 5:13-14
2005 Cologne, Germany We have come to worship him. - Mt 2:2

2008 Sydney, Australia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has come up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

nesses -Acts 1, 8

2011 Madrid, Spain
Rooted and built up in Jesus Christ, Firm in the 

Faith -Col 2:7

The 23rd World Youth day will be in Madrid in 2011 from August 16 – 21st.

It will be the second time that Spain will host the event.  World Youth Day 
in 1989 was held in Santiago de Compostela.  The Vatican approved the 
nine patron saints for the August 2011 World Youth Day in Madrid. They 
are:
1.  St. Isidore the Worker 
2.  St. Maria de la Cabeza
3.  St. Teresa of Avila 
4.  St. Ignatius of Loyola
5.  St. John of the Cross
6.  St. Rose of Lima
7.  St. John of Avila
8.  St. Francis Xavier
9.  St. Rafael Arnaiz. This last saint was canonized just last October.

 “The list of the patrons encompasse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pain, 
from the first saints of Madrid (St. Isidore and St. Maria), through the 
founders of the Discalced Carmelites and the Society of Jesus (St. Teresa 
and St. Ignatius), a great missionary to the East (St. Francis Xavier), 

the summit of mystic literature (St. John of the Cross), the force behind 
diocesan priestly spirituality (St. John of Avila), the first saint of Hispanic 
America (St. Rose of Lima), and a young person from our times (St. Rafael 
Arnaiz), who was recently canonized,” the statement said. 

Taiwan will join the WYD Madrid in 2011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has been organizing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World Youth Days since 1995.  About 400 youth from Taiwan joined the 
WYD 2008 in Sydney, Australia.   Whoever joined the WYD came home 
with a unique and great experience.  The experience of unity, acceptance and 
appreciation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numerous different cultures because of 
a common faith is just overwhelming. 

In preparation for the coming WYD 2011, the Youth Section, Commission 
for Evangelization of the Chinese Regional Bishops’ Conference, convened 
the first preparatory meeting on June 30, 2010.  

1.  Magis (SJ)
2.  St. John (FJ)
3.  Notre Dame de Vie (NDV)
4.  Hsinchu Diocese
5.  Teresiana Association
6.  Hualien Diocese
7.  Claretians (CMF)
8.  Neo Catechumenate
9.  Committee Group

World Youth Day 2011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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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h Anniversary of the 120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of China

In religious communities, there is a practice to read a biography of a martyr 
before meals as if their blood is an aperitif. In the Eucharistic Prayer I of the 
Mass, several names of martyrs and saints are being mentioned. Their blood 
poured out, united to the sacred blood of Jesus become the fragrance of the 
sacrifice offered to the Father.

In Peter’s Basilica in Rome, under the altar of the Pope is the place where 
St. Peter was martyred. In the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in Ara coeli, the 
relics of St. Joannes de Triora, OFM, can be found.  He did missionary 
work in Shanxi and Hunan, Mainland China.  On February 13, 1816, he 
was executed by hanging.  Archbishop Leonard Hsu, OFM, once said: “St. 
Joannes de Triora was a Franciscan missionary that is why he is venerated 
in this church managed by the Franciscans”.

In the Generalate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there is a Mission 
Cultural Museum.  Inside, there are tombs and relics of Bishop Joannes 
Dufresse, MEP.  In the beginning, he used the name Fr. Lee Duo Lin to enter 
Sichuan to do missionary work. He was arrested by the soldiers and sent to 
Beijing.  The Emperor reduced his penalty and deported him to Guanzhou.  
Fr. Lee went to Manila and changed his name to Xu Dexin.  He successfully 
slipped back to Sichuan.  After he became a bishop, he organized in Sichuan 
an Academic Conference.  When new religious persecution arose, Bishop 
Dufresse was captured and imprisoned in Chengdu where he was martyred 
in September 1815.

In Seoul, Korea, aside from the 
Shanan Ji Martyrs Memorial 
Church, there is also a bronze 
statue of Fr. Zhou Wen Mo.  Fr. 
Zhou was from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He was assigned to 
Korea to preach the Gospel.  
He was executed to death in an 
old barracks in Shah Nanji on 
December 23, 1794.  

In  many p laces  in  Korea , 
one could see a tall and huge 
bronze statue of Fr. Andrew 
Kim Taegon.  Fr. Kim sailed 
across the Yalu River to enter 
Mainland China.  He went 
through several provinces, 
crossed the Yel low River, 
Yangtze River and several 
rivers, and reached Macau.  There he studied theology and then went to 
Shanghai.  He was ordained as the first Korean priest by French bishop Jean 
Joseph Ferréol in Kim Jia Xiang on August 17, 1845.  After ordination, 
he moved back to Korea by boat and was arrested on his way to visit 
Seoul after disembarkation.  In 1846, at the age of 25, he was tortured and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120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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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eaded near Seoul in the Han River.  He is the patron saint of Korea and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Major Seminary in Seoul. The walls of the church of 
the seminary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instruments used to torture the 
martyrs.  In the postcard of Tian Zhen An Pilgrimage Shrine, it is written: 
“Martyrdom”.

In Japan, there are two Chinese young martyrs, one is a 13-year-old Cheng 
An Dao.  The other is Sheng Lu Yi Zi (Lorenzo Ruiz) whose mother was 
a Filipino.  Sheng Lu Yi Zi was 13 years old when he was put to death in 
Nagasaki.  Pope John Paul II canonized Lorenzo Ruiz on February 18, 1981 
in Manila.

The former Manila Archbishop Cardinal Sin was a native of Fujian Province.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Pope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China, Cardinal 
Sin particularly presented Sheng 
Lu Yi Zi (Lorenzo Ruiz) as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San Lorenzo 
Ruiz Seminary. It is for the 
formation of priests who will 
preach to Chinese people.  Fr. 
Emilio Ascano who was once 
a parish priest in Beitou, Taipei 
City, and Fr. Roberto Barcelona 
of Sungshan Parish, are both 
members of this community.   

Fr. John Gabriel Perboyre, CM, 
is the first canonized martyr of 
China. He saw Fr. Francis Regis 
Clet, CM, gave his life in China. 
He wanted to follow the steps 
of Fr. Wu Liu to do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going to Henan 
and Hubei.  After being betrayed 
for 30 renminbi, he was tortured 
and died on the cross.  After his 

death, he was deeply admired by people from all over Europe and America.  
Through his intercession and many miracles and graces were received.  The 
Pope canonized him on June 2, 1996 becoming the first canonized martyr of 
China.

Fr. Francisco Fernández de Capillas was the first martyr in China. He was 
assigned to evangelize China in 1641.  He set out from Manila, passing 
Taiwan, stayed there for some months before he went to evangelize in the 
Fujian province. He was arrested by soldiers, beheaded and died in Fu-an on 
January 15, 1648.

Priest who were martyred in Taiwan are: Fr. Vaez de Santo Domingo who 
preached to the people in Tansui.  The local tribesmen had conflict among 
themselves.  Fr. Vaez went to visit another tribe that made the natives 
jealous.  He was murdered by an attacker called Pila.  He lanced a spear on 
the breast of Fr. Vaez, decapitated and amputated him.  Then he brought the 
head and arm of Fr. Vaez and fled to the mountain of Beitou. This happened 
on January 27, 1633.  The other martyr is Fr. Louis Muro.  Fr. Muro rode on 
the military boat from Tansui to go to Taipei to look for missing people.  On 
his way, he met a surprise attack by the natives.  He was heavily shot with 
arrows and died in March 1633.  After his death, he was buried under the 
garrison fort of Tansui.

The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shed their blood all over our land.  They are 
like a great cloud of witnesses (Hebrews 12:1) who look upon our spiritual 
growth.  Many people feel that now there is lack of vocation, not enough 
direct evangelization, poor witnessing, as if we are in the situation of blood 
loss, anemia.  Let us go to the martyrs and accept their blood transfusion 
treatment, increase the blood, so that we can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of 
martyrdom, to become a good witness of the Lord and proclaim the Catholic 
faith.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of China, pray for us!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120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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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rchbishop Peter Liu, dear brother bishops, dear Msgr. Paul Russell, 
dear priests and deacons, dear Sister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men, amen, I say to you, unless a grain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s, it remains just a grain of wheat; but if it dies, it produces much 
fruit.” (John 12:24)  The Chinese martyrs, these 120 grains of wheat, have 
grown to become 120 tall trees in the past 10 years.  Certainly they have 
produced much fruit as the number of Chinese people who return to God has 
increased.
“The blood of martyrs is the seed of faith.”  The portrait of the Chinese 

10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Homily of Most. Rev. Bosco Lin on July 10, 2010

martyrs hanged on the façade of St. Peter’s Basilica during their 
canonization gives a deep impression of this!  

During a Privy Council on March 10th, 2000, Pope John Paul II announced 
at the meeting that the Blessed Chinese Martyrs will be canonized on 
October 1st.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re enthusiastic to 
celebrate this big event.  But the enthusiasm has gradually mellowed down.  
So let us pray that by celebrating its 10th anniversary the devotion and the 
prayer of everyone to the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will be revived.  We 
unveiled the portraits of the saints before Mass, let us hope especially that 
we will imitate the saints whose portraits we just saw.  After the liturgy, you 
are invited to stay for a while and have a look at the portraits with reverence 
and admiration.  The collection of portraits is really an outstanding 
masterpiece of the Church in Taiwan.  I hope, they can be exhibited in each 
diocese so that many people could admire them, get to know the saints and 
imitate their examples.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Blessed Chinese Martyrs is a major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hurch and gives us a great encouragement.  In that year, a 
large delegation could be organized within just a few months to attend the 
canonization ceremony at St. Peter’s Square in the Vatican.

The 120 martyrs and saints include a bishop, priests, seminarians, religious 
sisters, catechists, a celibate woman, lay people of different profession and 
ages, boys and girls; among the adults 87 were Chinese and 33 were foreign 
missionaries.

I remember the change of weather on the day of canonization in Rome. We 
had at times rain, at times sunshine.  It reminds us that something similar 
exis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bea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Martyrs.  
Therefore, let us cherish even more their veneration and admire their 
courage in bearing witness for the Truth.  They are our models as they 
sacrificed themselves fearlessly for God.
 
During the CRBC Spring Plenary Assembly this year, it was proposed to 
celeb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Chinese Martyr 
Saints by organizing a national-wide celebration and by using pilgrimage 
as a means to revive the devotion of the faithful towards the Chinese 
Martyr Saints, but also by learning from their heroic deeds to bear witness 
to the faith and to spread the Gospel.  Eventually, the suggestions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60

V.311-2010

61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otion to the Chinese Martyr Saints, 
- to celebrate a Mass today (July 10th at Heng Yee Catholic High School) 
and to revive the devotion to the martyr saints by other similar activities, - 
were accepted. 
   
The Feast of the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is set on July 9th.  The CRBC 
Commission for Sacred Liturgy already published a booklet entitled “9-
day Novena to the Chinese Martyr Saints and Venerables”.  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work of sensitiz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9-day Novena 
in order to awak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faithful in their devotion to the 
Chinese Martyrs and Saints.
  
 “The blood of the martyr saints is the seed of the faith.”  The martyr saints 
used their blood to water the field of the Church, continuously bearing fruit 
– the new faithful.  The Chinese Martyr Saints, soldiers with courageous and 
moving history, bore witness for Jesus Christ and the Truth in the battlefield 
of faith and won a glorious victory.  In the Catholic Catechism No. 2473 we 
read “Martyrdom is the supreme witness given to the truth of the faith: it 
means bearing witness even unto death.  The martyr bears witness to Christ 
who died and rose, to whom he is united by charity.”  
  
Let us thank the Lord for choosing numerous faithful and calling 120 saints 
to martyrdom. Through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Chinese Martyr Saints and 
through the 150 years of evangelization in Taiwan, let there be more people 
who obtain the light of faith and who follow Jesus our Savior, and may 
there soon be local Venerables and Saints in Taiwan.  May the Lord grant 
us abundant grace, help us imitate the Chinese Martyr Saints as our model, 
and live fully the life of a Christian so that one day we could join them in 
heaven and have everlasting life.

   Chinese Martyr Saints, pray for us!

(Let us not forget the hard work done by the Commission for the 
Canonization of Saints of the CRBC, which has accomplished the mission 
to proclaim the saints alongside with Paul Cardinal Shan, who committed 
himself entirely to the cause.  Special thanks to all of them!)

Mr. Ho Chi-Sheng（何繼生）had worked at the CRBC Secretariat for the 
past 18 years.  He retired at the end of June 2010 at the age of 84. For 18 
years, he gave his time and dedicated service to maintain the cleanliness 
of the whole office and the chapel and to keep the house safe at night and 
during weekends.  After so many years of service, he had come to feel that 
the CRBC office was really like his home.  Outside office hours, Mr. Ho was 
always ready to welcome the bishops who were passing by.

The CRBC Staff is grateful for all what Mr. Ho had done, wishing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grant him good health, peace and happiness wherever he 
goes.

Mr. Ho Chi-Sheng Says Good-bye to the CR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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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1期主教團月誌

姓    名  金額 日期 收據編號
林維新                                                     100 980918 A090307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耶穌孝
女會                      

    3,000 981124 A090375   

汪甲一                                                  1,000 981126 A090407   

張在明                                                  3,000 981127 A090414   

林恆鏗                                                  2,000 981207 A090495   

吳武雄                                                  5,000 981223 A090563   

李連庚                                                  1,000 990118 A100015   

金萬鵬                                                     300 990118 A100016   

道明傳教修女會                                        10,000 990317 A100064   

中聲廣播電台                                            1,000 990323 A100071   

陳文信                                                  1,000 990412 A100082   

合   計   27,400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贊助主教團月誌捐款徵信芳名錄

              徵信日期 : 98年9月18日~99年4月12日  
       金額 : 貳萬柒仟肆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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