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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差   李世元 

上星期日，有大約數千人在墨爾本市中心街

頭抗議遊行，聲稱他們有自由發言權，堅决

反對封城限制，反對强迫接種疫苗。表面上

的結果是有幾名警察人員受傷，但很多隱性

的後果卻不易察覺到：濫用自由，對自己的

行為不負責任；廣傳錯誤的意識，激發起憤

怒的情绪；妄顧公眾安全，可能構成一個超

级傳播病毒的事件，間接地延長封城的時間

及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自由」一詞實在有很多解釋，甚至有很多

曲解。作為一個基督徒，應有如何的解釋？ 

原祖父母亞當厄娃，就是用自己的意願作了

一個「自由」的選擇，選擇了不聽天主的說

話。這一念之差，就構成我們選擇罪惡，並

與上主的分離。作為父母的，相信也很容易

了解到當兒女妄用他們的自由，作了一個錯

誤的决擇，帶來惡果的感覺。 

作為基督徒，我們是再次選擇了聽天主的說

話，奉行祂的聖意，重歸正道，重修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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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組 自五月底再次封城措施實施以來，你的生活

習慣受到多少影響呢？變得比以往更積極？

或是感到越來越慵懶？當每天都充斥著有關

疫情的資訊時，你還有聆聽聖言的習慣嗎？ 

各位弟兄姊妹，我們都要謹記信仰生活有如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我們要抓緊時間

去親近主，每天要聆聽聖言、默想和祈禱，

甚至可以在做運動或家務時，收聽神父在彌

撒中的講道重溫，亦可在 YouTube 視頻收看

夏志誠輔理主教、閻德龍神父、程明聰神

父、吳智勳神父、Fr Michael Payyapilly 及

Bishop Gregory Homeming 的每日或主日彌撒

的講道，都能讓我們更能掌握聖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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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天主教視聽中心、生命恩泉及

Bishop Robert Barron 也有人物專訪和專題探

討等節目製作，例如羅馬主場、《愛•常

傳》及 Word on Fire Show，為使我們對信仰

有更深層的反省。 

讓我們敞開心屝，每天為屬靈上添上養份，

使聖言能在身上工作，以致我們能「把基礎

立在磐石上，洪水瀑發時，大水沖擊那座房

屋，而不能動搖它，因為它建築的好。」(路
6:48)。 

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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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法案 Stephen Ma 
 
墮胎這個曾經極具爭議性的論題，好像很久沒

有聽人提起過了。間中或有新聞報道某國家或

某地區對墮胎法案提出辯論或者舉行投票。但

是已經不會引起關心。因為以往大多數對墮胎

的投票，即使在傳統的天主教國家裏，結果都

是會通過墮胎合法化。維護嬰兒出生權的組織

已經數不清輸掉了多少次戰役，然而，最近卻

意外地獲得了一次小小的「勝利」。 

 
美國德州於九月一日正式實施一條名為「心律

法案」的墮胎法，禁止當一個嬰兒胚胎的心律

已經能夠被探測到時 (大概是懷孕六個星期)，任

何人以人工流產方式將它毀掉。而目前在美國

大部分州，懷孕二十至二十四個星期仍然可以

合法進行墮胎。在簽署這法案時，德州州長說:
「造物主賦予人類生命的權利，然而每年數以

百萬計的胎兒因為墮胎的原因被奪去了這權

利！」這個法案雖然未能做到維護每個嬰兒出

生權，但已經可以說是一個具鼓舞性的發展。 

 
然而，即使這法案不是全面禁止墮胎，卻仍然

受到多方的攻擊。那些支持墮胎的女性高聲叫

著「這是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抉擇」，就當胚

胎是身體上一些多餘可棄的部分，完全忽視這

胚胎是一個有生命的實體。而自稱為天主教徒

的美國總統拜登及參議院院長佩洛西更發表聲

明，抨擊這法案是違反美國憲法，並聲稱會訴

諸法律去推翻這法案。從這些事件，我們可以

想像到支持出生權組織所遇到的圍攻，實在令

人擔心德州能否守得住這個法案。 
 
的而且確，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對嬰兒出生權

的漠視 (註一)。有不少的國際救援組織，都在利

用一些動聽的理由去推廣墮胎，譬如說「墮胎

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殖保健的重要組

成部分」，「不安全墮胎是孕產婦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窮困地區計劃生育，可以改善

生活」以及「賦予婦女身體自主權和生育控制

權」等等。這些假託的理由是何等的冠冕堂皇

哦！ 
 
教會對出生權有明確的訓導，指出人類要維護

每個人，也包括胎兒的生命權。我們作為天主

教徒應該銘記教會這一個立場，把保護出生權

作為我們信徒不可推卸的責任。除了在精神

上，還應該以行動實踐，在有需要時要發出聲

音，又或者捐助那些維護出生權的組織，也要

提高警覺不要錯誤地捐助了那些促進墮胎的組

織。 
 
無疑，在這個維護出生權的戰場上我們打的是

逆境戰。然而，正正是因為我們的力量是微小

的，我們就更應該積極地以行動來維護我們的

信念，或許我們能夠奪回更多的失地。 
 
 

 

 

 

 

 

註一: 現在澳洲只有南澳及西澳作墮胎宗數的統

計，從所得數字的推算，在 2018 年全澳洲約進

行了 73,800 宗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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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自受孕的開始，就應該絕對

的受到尊重和保護。人自開始 存在的一

刻，作為一個人的所有的權利就應該受到

承認，無辜者對生命的不可侵犯的權利，

便是其中之一。」-- 天主教教理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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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識 Sister Mary Glowrey 嗎? 
一位可能成為澳洲第二位聖人的修女 

Edith Ma 
Mary Glowrey 修女於 1887 年 6 月 23 日在澳洲維

多利亞省的 Birregurra 鄉鎮出生。她在 1906 年
開始到墨爾本大學學習醫學，1910 年畢業獲得

了醫學學士學位和外科學士學位。更於 1919 年
獲得了婦產科和眼科醫學博士學位。在維省行

醫期間她在 Queen Victoria 醫院，Royal Victoria 
Eye and Ear 醫院和 St Vincent 醫院服務。 

 
Sr Mary 在 1915 年 10 月得悉印度驚人的嬰兒死

亡率，她感受到自己被召喚，要到當地服務，

擔任醫療傳教士醫生的職責。經過多年祈禱和

考慮之後，她終於在 1920 年 1 月 21 日起程離開

墨爾本前往印度，服務至 1957 年去世。期間再

也沒有回到澳洲。 

 
抵達印度後她加入了耶穌瑪利約瑟會做修女，

在印度東南部農

村 Guntur 工作。

1922 年在完成她

的修道課程後，Sr 
Mary 準備以醫生

的身份執業。她

面臨的第一個挑

戰是當時神父和

修女在印度都不

允許行醫。 

 

可幸，教宗本篤

十五世特別下令允許 Sr Mary 行醫，使她成為世

界上第一位修女醫生傳教士。她經常前往外地

村莊探訪，醫治病人，提供藥物，更和他們一

起祈禱。從當時的許多照片看到她蹲在痳瘋病

人和垂死的人身邊治理他們，她特別對病危人

士給予最溫柔細心的照顧。 

 

最初 Sr Mary 在 Guntur 建立了一個小藥房，慢

慢從藥房發展成為聖約瑟醫院。作為唯一的醫

生，她日夜工作，照顧病患者，並培訓當地護

士和助產士學習治療病人。她將現代醫學培訓

與傳統印度醫學相結合。因此 Sr Mary 對以後成

立的聖約翰班加羅爾 (Bangalore) 醫學院方面發

揮了重大影響。現在這間醫學院在印度是最受

尊崇的醫學院之一，培訓了數以千計在印度各

地工作的醫生、護士和專職衛生專業人員。 

 
1942 年，她成立了印度天主教醫院協會 
(CHAI)，這間機構的成立可能是她最有影響力的

貢獻之一。CHAI 的創建是為了促進印度各地邊

緣人群的健康。現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衛生網

絡，擁有 3518 個成員機構。現在，CHAI 有超過

一千名姐妹醫生追隨著 Sr Mary 的足蹟。為了表

彰 Dr Mary Glowrey 對健康醫療的巨大貢獻，澳

洲 St Vincent 健康中心和墨爾本大學醫學、牙科

和健康科學學院建立了 Sr Mary Glowrey 高級學

者計劃，以支持來自 CHAI 的健康專業人員在墨

爾本接受培訓。 

 
2010 年 12 月 2 日，墨爾本教區的 Dennis Hart 大
主教宣布，印度班加羅爾開始進行了為 Sr Mary 
Glowrey 封聖的初步程序。2013 年 3 月 27 日，

Guntur 主教封冊她為「天主的僕人」，這是達

致封聖的第一步，標誌著教區調查工作會立即

開始。 

 
Dennis Hart 大主教表示，這是「可能成為真福

進程的開始」，這位被稱為「以言行散發基督

榜樣」的女性可能是繼瑪麗·麥基洛普之後成為

澳洲的第二位聖人。 

 
如果大家有興趣更加認識 Sr Mary Glowrey，可

以到 Mary Glowrey 博物館參觀。地址位於：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Melbourne, Level 
2/20 Brunswick St, Fitzroy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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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每月資訊 

注意事項 

由於疫情反覆，請各位留意本團體官方 WhatsApp 群組有關彌撒， 

防疫措施，團體小巴及修和聖事的通訊。 
 

感恩祭時間 Mass Times 

主日：上午十一時 Sundays 11:00am 

ZOOM 同步送出 

YouTube 則會在星期天後才上載。 

永援聖母堂 Our Lady of Perpetual Succour 

299 Elgar Road, Surrey Hills, Vic 3127 

電話 Tel. no.：（03）9890 7798 

網址 Website：www.cccmelbourne.org.au 

電郵 e-mail：info@cccmelbourne.org.au 

稿件電郵 Publisher e-mail：editorccc@gmail.com 

神師 Chaplain 

Fr James Areechira SVD 

田雅超神父  0416 731 129 

牧民助理 Pastoral Assistant 

Sister Bernadette Cheng 

鄭嫄修女（ 03）9836 0220 

會⾧ President 

Anthony Li 李世元  0409 858 203 

副會⾧ Vice-President 

Derek Luh  呂律和  0411 595 472 

澳洲墨爾本天主教 

華人信友團體 

Catholic Chinese 
Community of Melbourne 

New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CCM, 2021 

新一届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委员 

Chaplain 神師 
Fr. James 
Areechira 

President 會長 Anthony Li 

Vice-president 副會長 Derek Luh 

Secretary 秘書 Gloria Ng 

Asst Secretary 助理秘書 Anastasia Chan 

Treasurer 財政 Kenneth Ng 

Asst Treasurer 助理財政 Stephen Lau 

PC Representative 牧民議會代表 Adrian Leung 

Service Coordinator 總務組長 Gabriel Lam 

IT Coordinator 資訉組組長 Simon Lau 

Publishing Coordinator 編輯组組長 Stephen 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