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鄧鏡波書院 
納德社就職典禮 

校監講詞 
張冠榮修士 

二 O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我校納德社就職的好日子，我想藉這個機會為大家介紹一下李納德神父： 
  李納德是慈幼會第四任總會長（鮑思高神父的第三位繼承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領導慈幼會重建起來，並使傳教事業得到極大的發展。他的聖
德在死後廣受傳頌及推崇。一九九Ｏ年四月廿九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冊封他為「真福」，以下簡述他的生平。 
  李納德生於意大利比哀蒙省一條名叫魯的小村。在那裡，他的父母經營了一個農場。第一次看見鮑思高神父，是在他五歲的時候。那是一八六一
年十月，當這位都靈城的宗徒帶領著一群學生，隆重而熱鬧地進入小村時，小李納德驚嘆地說：「這神父比主教還重要啊！」 
  一八六三年，李納德進入了慈幼會在美那比露辦的修院學校，但李納德對聖召並不熱衷，功課也不好，本來想返回家去，但鮑思高神父和他談了
兩次話，鼓勵他用心學習，但他没有改變，一段時期裡還想到結婚。 
  當李納德二十歲的時候，他有了很大的改變。他記述說：「鮑思高神父解答了我的疑慮，漸漸有力地說服了我。」同時他也開始嶄露頭角，他身體
魁梧，待人友善，辦事認真，不久便名列榜首了。 
  在鮑思高神父支持下，他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晉鐸，並立即受到重用，負責管理「成年聖召」。鮑思高神父有時還請他列席總部會議。 
  一八八九年，盧華神父要求李納德神父放下手上的工作，前往西班牙，處理一些重大的困難。他不負所託，重整紀律，增加人手，為修會增加不
少新血。一八九二年時，李納德當上了西班牙的省會長。 
  一八九二至一九Ｏ一年間，李納德在西班牙大展才華，九年來他創建了十六所會院，他關心培植優良會士，推動良好的印刷品，並協助母佑會修
女擴展她們的工作，他為西班牙的慈幼工作，建立了深厚長久的基業。 
  一九Ｏ一年他當了盧華的副手，成了副總會長。後來他也成為亞培拉總會長的副手。李納德是一個實際和活躍的人，他大力幫助總會長，並虛心
接受總會觀點。 
  這時他有幾項傑出的表現，包括處理 Varazzo 醜聞，組織協進會代表大會，舉行校友會的國際大會，他是一位出色的講者，從不推辭講道的邀請。
一九一七年他創立了一個在俗的女修會，奉聖母進教之佑的名，在社會上推展慈幼工作，今天這個會稱為「鮑思高志願會」。 
  一九二二年二月廿四日，他順利當選總會長。 
  那時他要面對戰爭留下的後遺症。在他的努力下，會士人數由六千增至一萬，同時亦開設了二百五十間新會院。 
  他十分關心慈幼大家庭的成員，並開始旅遊探訪各地的會士，他的足跡遍佈了西歐和東歐各國。他派遣副總長李嘉堂神父專責負責傳教事業，使
修會的傳教事業得以擴展。他在二Ｏ年代開辦了許多專為培育傳教人員的學院，這時人才輩出，推動了傳教熱潮，在他任內，傳教工作在巴西、印度、
日本和泰國都得到很大的發展。 
  他也是教宗委任的母佑會修女的宗座代理，他給修女提供了很大的指導和動力。李納德神父有著踏實平靜的性格，他以具體的行動，鼓勵教師成
立「鮑思高聯會」，建議擴建都靈城的聖母進教之佑大殿，他任總會長期內的高峰，是鮑思高神父蒙教宗冊封為「真福」，而當年二月簽訂的 Lateran 和
約實現了鮑思高神父夢想，就是教會與意大利政府的和解。 
  李納德神父不愛出風頭，這可能與他樂於退居幕後的性格有關。他良善簡樸的態度，令認識他的人感到愉悅。看見他慈父般的面容，就令人想起
鮑思高神父來。他以敬禮耶穌聖心和聖母進教之佑著稱。在他逝世後，他的德行受人傳頌。早在一九四七年，即有人提名把他列入聖品，對於這一點，
這位謙虛、真摰、誠懇的神父是當之無愧的。 
   今天我把這位偉大的人物呈獻在大家眼前，希望各位同學以他為榜樣，效法他的美德，除了認識他，更懇求他的轉禱，使我們也能成為天主手
中的工具，成就天主要我們做的事。         完了，多謝大家。 



香港鄧鏡波書院 
維豪社就職典禮 

校監講詞 
張冠榮修士     

二 O 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我校維豪社就職的好日子，我想藉這個機會為大家介紹一下聖多明我沙維豪： 
  今天想與大家談的，是鮑思高神父一位傑出學生，聖多明我沙維豪。多明我生於 1842 年 4 月 2 日，雙親是熱心教友，他自小品性善良，敬愛天主。

他七歲時候初領聖體，立了以下的四個志願： 
一. 勤辦告解，常領聖體 
二. 謹守瞻禮日 
三. 我的朋友，就是耶穌和瑪利亞 
四. 寧死不犯罪 
  他年紀小小，能立這樣超凡的志願，確是與眾不同的。  有一天，一個老人在下午二時，見多明我挾著書包，獨自於烈日之下，就和顏悅色的

問：「你單獨行走，難道不驚怕嗎？」「先生，不只我一人，我還有我的守護天使！」「但在此酷暑之時，每日往返四次，你不覺辛苦嗎？」「我的
「東主」給我優厚的工資，替他工作，當然不覺辛苦。」「你的「東主」是誰？」「「東主」就是天主，人們如果為愛他的緣故，而以杯水之微給人，
祂也會酬報的。」從以上的談話，我們可見多明我多麼熱心。 

  1854 年多明我第一次與鮑思高神父的會面是值得記述的： 
  多明我問：「神父是否要帶我去都靈讀書呢？」 
  鮑思高：「我覺得你是一幅好的布料。」 
  多明我問：「這布料有什麼用呢？」 
  鮑思高：「把它製成一件美麗的衣服為獻給天主。」 
  多明我：「那麼，我是布料，神父就是裁縫，請神父帶我去成一件美麗的衣服吧！」 
  果然，在鮑思高神父的指引下，多明我慢慢成了一位聖人。他傑出的行實中，最令人記得的有：化解兩位同學的決鬥。 
  事情是這樣的。「大概是在沙維豪唸中二那一年，有兩個同學起初因口角而結怨，後來又到處跟人說對方的不是，還把對方的家醜說出來，於是二

人的關係更加惡化，最後要以向對方擲石的方式來決鬥。 
  沙維豪覺得雙方擲石決鬥非常危險，而且這樣做還會得罪天主，天主是絶對不會允許的。沙維豪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對兩個同學苦苦相勸，希

望他們能夠不用擲石決鬥。但是這兩個同學正在火頭上，一時失去理智，還表示誓不兩立，把沙維豪的勸告當作耳邊風，全不理會。 
  到了決鬥的時間和地點，兩個同學各自拿了五塊石頭，一場惡鬥即將開始。就在這時，沙維豪從口袋中取出一個小小的十字架，高舉起來，大聲

說：「無罪的耶穌，在臨死時還能赦免殺他的兇手。我是一個罪人，更曾因小事而侮辱他人，你用石擲我吧！」沙維豪屈膝跪下，向著面相兇惡的
同學說：「動手吧！用你那一塊石頭擲我的頭。」 

  那個怒氣沖沖的同學根本就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的轉變，驚恐萬狀地說：「我絶對不能這樣做！我與你没有任何仇怨。如果有人要欺負你，我還會
保護你。我又怎會傷害你呢！」 

  沙維豪轉向另一個同學，做了同樣的事，說同樣話。那個同學同樣顯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承認自己跟沙維豪是好朋友，絶對不肯加害對方。 
  一場惡鬥就這樣平息了。沙維豪站起來說：「我只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受造物，而你們都願意保護我。真想不到你們竟然會因為小小的口角而決鬥，

你們不惜犯罪，不惜得罪耶穌，這又是一種什麼心意呢？」 
  兩個本來要決鬥的同學，被沙維豪這份仁愛和豪氣所懾服，心中的怒氣，也漸漸消失，還開始感到後悔。他們承認自己的魯莽，放下手上的石塊，

彼此和解了。他們還答應了沙維豪，要到聖堂辦告解。 
  今年是多明我沙維豪列入聖品的六十週年，希望各位同學找機會研究這位十五歲的青年模範，細讀他的生平事蹟，欣賞他的英勇行為。尤其是他

「熱愛耶穌，孝敬聖母，」以及「善盡本份」的成聖要訣。因為這樣做，你們都可以成為聖人，成為多明我第二。 （完） 



香港鄧鏡波書院 

鳴道社就職典禮 

校監講詞 

張冠榮修士    

二 O 一四年九月十日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我校鳴道社就職的好日子，我想藉這個機會為大家介紹一下雷鳴道主教： 

  雷鳴道主教是慈幼會在廣東韶關的主教。在 1930 年的那一年，他要去粵北的連州視察教務，他就請來負責該區的傳教士，高惠黎神父一起前往。 

  2 月 25 日，他離開韶州，在連江口登上一艘小船，沿著小北江航行。他估計要用 5天時間才能到達連州。除了船夫，同行的有高惠黎神父、兩位

男教師、兩位女教師，都是剛畢業的，還有一位女傳道員、一位年老的女教友，以及一個小孩阿表，他是到連州讀小學的。中午時，小船來到犂頭咀，

一群在岸邊的強盜跟他們打手勢，要他們停下來。他們說：「我們是屬於天主教傳教區的，我們要去連州。」強盜們重複命令，堅持要他們把小船駛近

岸邊。有些強盜強行登上小船，呼喝問：「你們有誰保護，在這裡航行？有没有良民證？」（註：為那些不孰悉當時混亂局勢的人來說，「保護」是指那

地受某一幫強盜控制；「良民證」是指從那裡通過的人交稅的收據。傳教士以前經過那地方從没有給強盜騷擾，又没有給任何人交過費。） 

  高惠黎神父回答說：「我們没有帶甚麼良民證，以前也没有人向我們作這樣的要求，我們是傳教士。「那麼，只要給我們 500 元，你們就可以走了。」

「我們只有這次旅程用的幾塊錢。」高神父說著，並把自己的探訪證拿給他們看。強盜顯然没有心情跟他們討價還價，一面詛咒，一面責罵，還意圖

縱火燒船。這時，有強盜看見船倉裡有女人，就衝上前大叫道：「如果你們没有錢，至少也要把女人給我們。」雷主教和高神父盡力欄擋著他們，阻止

他們傷害女人。這時傳來幾聲搶響，有人在岸邊架起了一座小型機關鎗，正瞄準著。幾個狡猾的強盜大聲說：「如果你們這樣開鎗，是會射殺女人的，

那就没有甚麼東西留給我們了。」 

  跟著是一場高尚的爭鬥。憤怒的惡徒要走近婦女，而主教和神父則極力阻止他們。這些無賴用短棍和槍柄野蠻地攻擊雷主教和高神父，把兩個勇

敢的防衛者打倒在地上。素蓮是那位年齡較大的小姐，她跳入水裡逃生，還是被捉住了，保拉是那位較年輕的小姐，她緊靠著主教，而主教又緊拉著

傳道員曾加拉的手，指向天上。暴力佔了上鋒，幾位小姐被強盜從傳教士手中拉開。主教和高惠黎遭到兇猛襲擊而受了重傷，又被拉到岸邊，緊緊地

捆綁著，被拖到樹叢中。婦女因慌亂和恐懼被嚇呆了，又被帶到 100 公尺外，河邊的一座小塔旁。幾分鐘後，她們聽到幾聲搶聲，主教和他的年輕神

父都犧牲了，殉道了。 

  總會長亞培拉神父曾經送贈一個舉行彌撒用的聖爵給雷主教，雷主教也寫了一封信多謝總會長的送贈。這封感謝信有以下幾句話：「我們可敬的父

親鮑思高神父，在他有關中國的夢中，他曾看見兩個聖爵，滿溢著他神子的血和汗。願天主賜恩給我，當我把這聖爵交還給我的長上和慈幼會時，它

如果不是注滿了我的鮮血，至少也會注滿了我的汗水……。」這番說話預告了自己的殉道。 

  1983 年 5 月 15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雷鳴道主教和高惠黎神父為真福。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證道時，曾解釋「殉道」的意義，他引用了若望福音第十七章：「信徒接納天主的聖言，世界卻予以擯棄，這樣，信徒免不了

成為世界憎恨的對象。殉道者珍惜信德，不怕為了它而犧牲性命，徹底地為主的聖言作證；也正因此喪失性命而又獲得了性命。」 

  教宗又說：「性命是每個人最寶貴的基本財富；死亡，尤其是被殘酷地殺害，是每個人最懼怕的。殉道是偉大的行為。在聖若望福音中，基督說：

『没有更大的愛是為朋友捨命。』大公會議的教會憲章也說：『教會把殉道的行為重視為突出的天主的恩賜；愛德的最高的證明。』」 

  教宗在 2000 年 10 月 1 日冊封雷鳴道主教和高惠黎神父為聖人。 

  各位同學，讓我們今天緬懷雷鳴道主教的事跡，我們請他轉求天主，使我們在香港鄧鏡波書院，學好做人的道理，能夠效法英勇的他，面對困難

的時候，不怕付出犧牲，為尋求天主的光榮。（完）  



香港鄧鏡波書院 
盧華社就職典禮 

校監講詞 
張冠榮修士     

二 O 一四年九月十日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我校盧華社就職的好日子，我想藉這個機會為大家介紹一下盧華神父： 
 1852 年 10 月 3 日，在一次旅行中，彌格。盧華那時是 15 歲，他克服了自己的害羞，問鮑思高神父說：「你記得我們的初遇嗎？我問你要一枚聖牌，
你卻做了一個奇特的手勢，有如你想將你手割成一半給我，你說：『我倆將常分一半』。你的意思是什麼呢？」鮑思高神父答道：「我親愛的彌格，你還
没有明白嗎？這是如此清楚的。你越年長就會越明白我對你說的話：『在我們的生命裡，我倆將常分半』。悲傷、關懷、責任，喜樂和其他一切，我們
都要一起對分。」彌格不作聲，心裡充滿靜靜的快樂：鮑思高神父，以簡單的說話，任命他為自己的唯一繼承人。 
  後來當盧華知道鮑思高神父想創立慈幼會，他便第一個向他發了聽命願。事實上，只要他知道是鮑思高神父的意願，他便迅速付諸實行。例如給
年輕寄宿生講道理、在瘟疫中照顧霍亂病人，給新生教導十進制，在餐房，操埸及聖堂裡做指導員，他接手指揮聖類斯祈禱院，夜晚以整齊的書法抄
寫鮑思高神父的意大利歷史的潦草編章，以及聖方濟沙雷氏會的會規的連篇刪改。就算鮑思高神父去羅馬見教宗，他都帶盧華一起去。 
  1859 年 12 月 18 日，鮑思高神父在他的房間裡成立了慈幼會。當晚有 18 個人，他們祈禱並舉行選舉。鮑思高神父這位創立者被選為首任總會長。
22 歲的副執事彌格盧華被選為修會的神師，他要與鮑思高神父一起，努力為第一批慈幼會士作精神培育。 
  1860 年 7 月 29 日盧華晉升鐸品。盧華在睡房的枱上發現鮑思高神父的信:「你將會比我更好地看見慈幼會事業越過意大利的領域，在全世界好多
地方建立。你將會有許多工作和許多苦要受，但是你也知道，只有渡過紅海和沙漠，才能到達福地。勇敢忍受吧！雖然尚在人間，安慰和上主的幫助
是不會缺少的。」 
  盧華升神父以後，很快挑起所有工作的担子，他協調祈禱院人事的分配，成為修生的初學師，在美那比露出任鮑思高華道角以外的第一個院長。
當華道角人手缺乏，瑪利亞進教之佑大殿的建築又極速前進，需要更大的注資，鮑思高神父飽受壓力，他需要一個人來主持大局：學生的良好紀律，
工場及學校的實質經營，大殿工程的監督，符合這樣級數的人只有一個：就是盧華神父，他立即叫他過來。 
  當大殿所有的工程完成後，盧華神父似乎也耗盡了精力。在 7月的一個早晨，在都靈酷熱的天氣下，在祈禱院的大門出口處，他暈到在旁邊的一
個友人的臂膀內。醫生被急召到場，他的診斷是「急性腹膜炎」。「他已無藥可救，給他臨終聖事吧。」但鮑思高神父知道他不會死，他在三個星期後
恢復健康。 
  往後的日子裡，鮑思高神父似乎把自己的心思和自己的心都交給了盧華，而盧華亦日復一日地變成鮑思高第二。1874 年 4 月 3 日，鮑思高神父從
羅馬拍回來的電報，宣報聖座已批准了慈幼會的「會規」，從那時開始，盧華神父極度忠誠地遵守會規，每一個規定他都準確演繹成行動，難怪別人都
稱讚他為「生活的會規」。 
  鮑思高神父年老力衰的時候，盧華更成為他的左右手。1888 年 1 月 30 日晚，盧華握著垂死的鮑思高神父的手，引導它給慈幼大家庭一個最後的祝
福。鮑思高神父最後一次握著盧華的手，他已經成為他的代理。 
  盧華神父一生忠於奉獻生活，對鮑思高神父充滿忠信。他一生恭敬耶穌聖體和耶穌聖心慈悲的愛，並與鮑聖一起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至聖
瑪利亞進教之佑」，他特出的德行是聽命、神貧和愛德。他是青年的福傳者，勇於在牧民工作上闖新領域，他為工人及工人子弟服務，派遣慈幼會士到
礦工之中幫助他們，去南、北美洲照顧新移民，他帶著簡樸的精神不斷工作。 
  在盧華的任期內，慈幼會士及慈幼事業像餅和魚在耶穌的手上倍增。鮑思高神父生時創立了 64 樁事業，盧華神父將之帶到 341 樁。在鮑思高神父
死時有 700 個慈幼會士，盧華神父在 22 年的總長上任期中，將數目帶至 4000。慈幼傳教，鮑思高神父幾經掙扎而啓動的，在他生時到達伯達哥尼亞和
火地；盧華神父倍增了傳教的外展，慈幼傳教士到達了巴西森林，厄瓜多爾、墨西哥、中國、印度、埃及和莫三鼻給。 
  教宗保祿六世在盧華封真福時說：《盧華是鮑思高神父最忠信、最謙虛而又最勇敢神子，他是鮑思高神父的繼承人、神子、門徒、效法者……他把
聖人的榜樣變成一所學校，他的生命變成一段歷史，他的規則變成一種精神，他的聖德變成一種典範，一種模型；他將如湧泉變成了一道河流》。保祿
六世的言詞將這個「瘦削和疲勞的神父」的塵世生命提升致一個更高的水平，在他以謙虛和温良編織的歲月中，釋出鑽石一樣的耀目光輝。盧華神父
真是我們的榜樣和啓發。   我講完了，多謝各位！  


	香港鄧鏡波書院納德社就職禮＿校監講辭
	香港鄧鏡波書院維豪社就職禮＿校監講辭
	香港鄧鏡波書院鳴道社就職禮＿校監講辭
	香港鄧鏡波書院盧華社就職禮＿校監講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