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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偕主同行系列

「上主命令雲彩降下，並開啟了上天之門，給他們降

下瑪納，飽飫他們；上主賜給了他們天上的食糧。」 

（詠 78: 23-24）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內文第一頁：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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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50年代，一批西方傳教士到西貢半島，到不同

的村落傳教。傳教士選擇西貢，主要因為地理上可

以方便他們經大鵬灣進入中國，而且西貢的村落分

散，傳教士能協助客家村民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問

題，例如對抗當時大族的控制。時至今日，西貢區

十間天主教小堂大部分已失修或空置。「古道行」計

劃將部分西貢區的小堂復修後，規劃成仿傚西班牙

雅各伯之路的「朝聖之路」(Camino de Santiago)，作

為本地或海外朝聖者退省、靈修、默想與祈禱的地方。

其實每間小堂都各有故事，位於西貢半島北部的大

浪村是一條位處偏遠的西貢半島東岸、面對大鵬灣的

鄉村，早於十九世紀已建立聖母無原罪小堂，與香

港的歷史緊扣相連，其後更發展成獨立於西貢的大

浪堂區，可見其與天主教的關係相當密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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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地圖：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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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環山的大浪村

位於西貢東部的大浪村，三面環山，一面環海，背

枕大蚊山（土名大門山）和蚺蛇尖，坊鄰有鹹田灣、大

灣、大浪東灣及大浪西灣。

大浪村建村距今至少有三百多年，於《新安縣志》

中亦有記載。村民以務農和捕魚為生，原信奉民間

諸神如天后等。

根據前村長湛貴勝所述，大浪村本是總稱，包括大

圍、林屋圍、張家圍、咸田、大灣（李屋）等，原有12個

姓氏之多：陳、李、張、湛、戴、黎、林、許、薛、魏、溫及

孔。當中湛氏先祖在清朝年間從廣東省新塘市南下，

到大浪村落籍。而薛氏先祖則由新會先落籍鹽田，

再往大浪村定居。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三面環山的大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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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及聖母無原罪小堂大事年表

1867 大浪村聖家小堂建成，聖母無原罪小堂的前身。

1908 受颱風破壞的小堂進行重建工程。

1931 大浪堂區成立。

1942 黃子謙神父遭到殺害。

1954 小堂由赤徑聖家小堂的司鐸負責管理，並易名為

聖母無原罪小堂。

1957 育英學校完成重建工程。

1960 白英奇主教到西貢進行牧訪，並為大浪村民施行

堅振聖事。

1979 小堂在颱風荷貝襲港期間受到破壞，教區為小堂

進行重修。

1981 胡振中主教到大浪為復修完畢的聖母無原罪小堂

主持開幕儀式。

聖母無原罪小堂的建立
早於晚清期間，天主教傳教士已經開始在西貢大浪

灣傳教。本來信奉天后的大浪村村民在傳教士的努

力下逐漸皈依天主教，放棄了先前一直供奉的祖先

靈位，而村內位於河涌旁邊的天后廟亦逐漸荒廢。

偕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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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及聖母無原罪小堂：大事年表 及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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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落成，穆若瑟神父 

(Rev. Giuseppe Burghignoli, MEM, 1833-1892) 於聖誕

節為大浪村的首批信徒施行洗禮，當中包括湛、陳、

張、黎和林姓的村民。小堂於當時名為「聖家小堂」，

坐落在一處遠離海邊的肥沃山谷中，位置大約在張屋

圍與林屋圍之間。隨著當地教友人數的上升，小堂於

六年後進行了擴建工程，擴建後的小堂足以容納二

至三百人，成為了當時西貢區最大的小堂，同時亦

是教友人數最多的小堂。當時未被祝聖為主教的高神

父 (Bishop Giovanni Timoleone Raimondi, MEM 1827-

1894）在1873年評價這間小堂可媲美歐洲的任何一間

聖堂。

1875年，剛於羅馬領受聖職的高主教到大浪村進行牧

訪，並和村民一起慶祝農曆新年。按高主教所記，當

時村中大部分村民都已經皈信天主教，而昔日的外教

痕跡亦已全然消失；長老親自到碼頭迎接主教，而一

眾村民在主教的陪伴下都非常高興。事隔兩年，高主

教在1877年又牧訪大浪，他在信中提及村民幾乎全部

都是天主教徒。1879年，高主教再次到大浪村進行牧

訪。根據他記載，大浪村當時已經有162名教友，而

小堂的規模亦是西貢區數一數二的，傳教成果非常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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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1892年，師多敏神父 (Rev. Domenico Pozzoni, 

1861-1924）在報告中稱大浪與其餘三條村落（鹽田梓、

深涌及赤徑）是新安縣的主要天主教群體，除了極少

數尚未受洗的村民，其餘均已入教。當時西貢地區

有四位修女經常來往於村落之間，她們會在村落居住

半個至一個月，期間為婦女及孩童傳授道理及提供基

本的教育。在1893年，教會派了一名司鐸駐在大浪。

1895年，和主教（Bishop Luigi Piazzoli, 1845-1904）牧

訪包括大浪村在內的西貢各村落，並由翟伯祿神父

（Rev. Pietro De Maria, 1866-1923）和沈若瑟神父（Rev. 

Giuseppe Zamponi, 1870-1925）和一位華籍神學家陪

伴。和主教抵達大浪村前，兩位神父會先到村落通知

村民為將要舉行的彌撒作預備。當和主教抵達大浪村

時，村民在岸邊鳴放鞭炮，以歡迎主教蒞臨，及後由

村民組成的遊行隊伍陪伴主教抵達小堂。黃昏時，和

主教先為教友辦告解及講道，第二天早上在小堂舉行

彌撒及領聖體儀式。和主教將要離開大浪村時，大浪

村村民和白沙澳、赤徑的村民一路送和主教至海岸邊

登船返回香港，可見大浪村村民對主教難得牧訪本村

均感依依不捨。

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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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一個超強颱風吹襲香港。大浪小堂以及西貢

其他小堂都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大浪小堂於兩年後開

始進行災後的重建工程。1908年，一座新的小堂於大

浪村建成，取代了昔日的小堂，而這座新建築就是我

們現今所見的聖母無原罪小堂。及後由於大浪小堂歷

經白蟻侵蝕及風吹雨打，有傾塌的危險，故黃子謙神

父向教區申請修葺小堂，並得恩理覺主教批准。1932

年尾新的小堂落成，為慶祝新小堂落成，適逢聖母

無原罪主保瞻禮，黃神父於是在1932年12月（當年的

農曆十一月初七）主持聖母無原罪瞻禮儀式。據《公

教報》記載，黃神父命大浪育英學校教員在瞻禮十日

前裝飾小堂，懸掛匾額，張貼門聯，在小堂張燈結

綵，為瞻禮作預備。瞻禮當日早上七時，村民已滿集

小堂內，首先由黃神父舉行首祭，及後由區鴻慈神父

（Rev. Diego D'Ayala Valva, 1900-1989）主持大祭，期間

奏琴及誦經，其後由區神父講天主教道理。及後黃神

父主持聖體降福及舉行聖體出遊儀式，神父們與教友

環繞全村及聖堂一週。最後眾人在小堂外空地大開筵

席，從中可見大浪村乃至西貢各村落村民參與小堂瞻

禮及祝聖儀式的熱誠。

小堂並不會定期舉行彌撒，而僅於神父前來時才會舉

行。已故的大浪村原居民薛生小時候（1930年代）除了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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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彌撒中擔任輔祭外，亦會跟隨神父到西貢其他村落

例如赤徑、蛋家灣、北潭涌和白沙澳等服務和留宿，並

為神父煮食。

在沒有彌撒的主日，大浪村村民會於早上七時到小堂

聚會和唸經，而薛生則負責敲鐘通知教友前來。這反

映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他們早上起床後暫時放棄

在農田耕作，前往小堂唸經及唱聖詩，然後才返回耕

地繼續一天繁忙的務農工作。

在參與彌撒的時候，男女教友是分別從小堂的側門和

正門進入，此安排與重建前一樣。根據薛生回憶，當

時小堂側邊的入口供男教友直接進入小堂前排，而女

教友則需由正門進入坐在較後排座位。在領聖體的時

候男女也會分開領受，女教友在領聖體時佩戴頭紗。

大浪堂區成立
1931年，大浪堂區成立，由西貢堂區分派出來，大

浪小堂成為大浪堂區管轄的小堂之一。1931至1941

年，大浪堂區由黃子謙神父（1894-1942）管理，期間

黃神父會到大浪小堂主持彌撒。1936年，恩理覺主教

（Bishop Enrico Valtorta, 1883-1951）曾到大浪村進行牧

訪，並為村民放堅振。

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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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佔時期黃子謙
神父被殺
二戰期間的大浪村治安非常惡

劣，到村落搶掠的除了零散的日

軍，還有活躍於整個西貢區的土

匪。持槍的土匪往往八至十人一隊，每隔幾天便到大

浪村洗劫金錢和糧食。

1942年11月15日，當時擔任大浪堂區主任司鐸的黃子

謙神父遭到殺害。當日黃昏，黃子謙神父在赤徑失

蹤，不久其屍首被發現，人們推測他被帶到大浪與赤

徑之間的一個山頭殺害，又被秘密地埋葬。根據薛生

推測，游擊隊認為黃神父是漢奸，因而把他捉走並殺

死他。另外，由於薛生曾跟隨黃神父到不同村落輔祭

和服務，因而也同樣被游擊隊捉拿，幸好有赤徑村民

為他作擔保，他才獲得釋放，但卻被徵召入游擊隊擔

任「政治戰士」，負責向村民講述日軍的侵華暴行，並

鼓勵村民進行還擊；另外，薛生也曾參與廣東淡水、龍

崗、井龍等地的抗日戰事。

圖：黃子謙神父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日佔時期黃子謙神父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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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參與抗日游擊隊
當時大浪村有很多公教青年都入了游擊隊，當中不少

人在戰爭中喪生；一些村民亦有參與後勤工作，幫助

游擊隊把炸藥運到赤徑和高塘等地區。薛生在日軍投

降後返回香港，沒有跟游擊隊北撤，離隊前被上級提

醒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有關參與東江縱隊的事情，否

則會被國民黨追殺，因而一直守口如瓶，事隔六十年

後在兒子追問底下才透露有關經歷。薛生的親身經歷

佐證了大浪村在抗日時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說

明了戰爭為人民帶來的巨大傷害。

另外，當時還年幼的西貢聖心堂資深教友湛貴勝村

長，亦有加入小鬼隊，替游擊隊傳遞消息。有一次他

送信到赤徑時看到海面有一艘日本鐵拖船，又聽到附

近的海灣傳來人聲，於是急忙把信吞下，更差點哽

塞，後來才發現聲音是來自己方部隊，虛驚一場。

另一位大浪村民林甲壽也是天主教徒，他曾在游擊隊

中擔任文員，負責寫信通知游擊隊有關日本人的行

蹤。他提及游擊隊成員不能信教，否則會受罰。在香

港重光以前的最後三個月，日軍於聖母無原罪小堂內

駐紮，又聘請村民在毗鄰村落的山嶺挖掘防空洞，期

偕
主
同
行
系
列

教友參與抗日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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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祭台及小堂均沒有受到嚴重破壞。當日軍離開後，

抗日游擊隊於小堂內居住了數天。村民沒有放棄信

仰，於日軍投降後重返教會繼續事奉天主。

戰後的大浪村
1946年尾，劉榮耀神父（1908-1986）被派往大浪堂區

傳教，他負責修復小堂，並致力恢復傳教及學校教育

的工作。據湛貴勝前村長回憶，劉神父及其後的曾子

光神父（1908-1984, 1953至59年擔任赤徑聖家小堂司

鐸及主管大浪堂區）主要住在大浪小堂，每次探訪赤

徑及蛋家灣約需兩至三晚時間，之後都會回到大浪小

堂的神父宿舍居住一星期。據劉榮耀神父回憶，戰

時，由於神父長期缺席，大浪堂區村民結婚、生孩子

沒有通過天主教儀式行禮。戰後神父回歸大浪堂區，

當時未有行禮的，都要補回行禮。

戰後的大浪村交通依然不便，曾在1950年代任職南約

理民官的高志（Austin Coates，另譯高民志）認為大浪、

西灣與浪茄是當時最偏遠的三條新界村落。大浪的海

岸時有暗湧，因此難以靠水路到達，村民一般攀山到

赤徑，路程需時約一個半小時，然後再乘船到大埔。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戰後的大浪村



14 圖: 1960年代大浪村仍遍佈種植稻米的農田(1963年)

薛生的回憶為高志的說法提供更多資料，前者記得

1950年代從薄扶林前往大浪，需時多於一天。當時在

瑪麗醫院工作的他如要返回大浪，需先到尖沙咀，然

後乘火車到大埔滘站（該站已於1983年停用，昔日是

大埔區的重要交匯處，既有陸路交通連接港九各處，

亦有水路運輸往來新界東北的離島及西貢北，更遠至

內地的沙魚涌），再從大埔滘碼頭乘船到赤徑，再步

行往大浪。從大埔滘啟程的街渡僅每天兩班，分別於

早上7時30分及下午3時15分出發。由於薛生趕不及下

午航班，只能在第二天早上登船。早上的航班不是直

接前往赤徑，而是途經塔門、較流灣、然後才到赤徑，

航程需時兩小時。換言之，薛生在白天時間離開瑪麗

醫院，往往要在第二天早上才到達大浪，可見路途遙

遠且交通不便。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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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界隔絕的大浪村由於沒有道路可直接前往，神父

通常都要經赤徑及西灣的崎嶇山路又或是長途水路才

能到達小堂，因此未能於每個主日都來臨大浪為村民

主持彌撒。儘管如此，大浪村村民的信仰依然活躍，

接受洗禮加入教會的為數不少。1950年代，大浪村曾

有六百至七百名村民，而當中教友的數目多達五百

人，大浪村因此被視為早期香港傳教工作的根據地之

一。根據湛貴勝憶述，當時有兩位寶血會修女於村內

的修女宿舍居住，負責教導村民聖經和道理，又會指

導他們唸經，更會向生病的村民提供藥物。至今該修

女屋仍存，間中接待來朝聖的教友。

1950年6月11日，大浪小堂舉行了一場聖體瞻禮，當

日小堂內佈置輝煌，瞻禮日前大浪教友踴躍到小堂先

做三日避靜。瞻禮日早上先舉行大彌撒，由劉榮耀

15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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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講道理及主祭，霍藩神父（Rev. Domenico Andrea 

Frare, 1913–1956）負責打風琴，學校師生在旁唱經。

及後舉行聖體巡遊及降福儀式，由穀祿師神父（Rev. 

Riccardo Brookes, 1892-1980）捧起聖體，列隊在小堂

內繞行一週，至堂門內向全體降福。最後小堂外響炮

竹，這是西貢天主教村落舉行瞻禮儀式時一路奉行的

傳統。

其後大浪村前村代表陳勝是一位活躍的信徒，更被譽

為「助理傳教士」，與赤徑的村代表鄭已同受當地居民

尊敬。另一名大浪村代表張文亦是公教信徒的代表，

與西貢半島南面的西灣村及鹿湖村的天主教徒關係密

切。此外，大浪灣岸邊的鹹田村亦有居民曾在該小堂

擔任輔祭。

1954年，教區調整大浪堂區的範圍，包括大浪小堂在

內的四間小堂（另外三間分別是深涌三王來朝小堂、白

沙澳聖神小堂及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以赤徑聖家小

堂為教務中心，大浪小堂由赤徑聖家小堂的司鐸負

責管理，小堂亦正式易名為「聖母無原罪小堂」。1960

年，白英奇主教（Bishop Lorenzo Bianchi, 1899-1983）

到西貢進行牧訪，並為大浪村村民施行堅振聖事。大

浪村村民在聖事完畢後在小堂外與白主教一起就地聚

餐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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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大浪村村民於堅振禮後聚餐慶祝

自1960年代開始，由於交通不便以及遠離工作地點，

村民陸續搬到市區，而選擇移民英國謀生的也有不

少。大浪村在1960年方鋪設食水管、至1977年才首次

引入電話服務，其遲緩的發展步伐幫助我們了解村民

搬離的原因。隨著村內居民愈來愈少，大浪村逐漸走

向衰落，一些村屋在缺乏打理的情況下亦開始坍塌。

1962年，大浪堂區開始交由大埔堂區管理。1966年

大浪堂區正式與大埔堂區整合為「大浪及大埔堂區」。

1962年後，長駐大埔聖母聖心堂的大埔堂區主任司鐸

桑得嵐神父（Rev. Narciso Santinon, 1916-1995）負責探

訪大浪堂區的小堂，其中包括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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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至1970年代中期，耶穌會會士張光導神父（Fr. 

Joseph McAsey, 1913-1992）擔任大埔堂區的助理主任

司鐸，服務大浪堂區。他每星期五至日都會前往大浪

堂區傳教，先在星期五傍晚到達赤徑，並在晚飯後主

持彌撒，彌撒後為教友辦告解。星期六早上神父再次

主持彌撒，並在約十一時前往白沙澳，然後再到深涌

舉行彌撒。約下午三時半，神父會離開深涌並乘渡輪

返回赤徑。星期日早上七時，神父會敲響鐘聲，召喚

村民前來聖堂參與彌撒，及後前往大浪和西灣主持彌

撒。1979年，颱風荷貝襲港，大浪小堂受到破壞。一

位早年赴英定居的村民重臨故地，看見聖堂竟變成頹

圖：胡主教於彌撒後與一眾教友合影留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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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敗瓦，於是向散居各地的大浪村村民募捐重建。然

而，所籌得的款項仍然不足，村民於是與教區商討，

而教區答應負責餘下的款項。重修工程最終得以展

開，而小堂原有的鐘樓亦於工程中被拆除。

1981年，重修工程結束，胡振中主教（1925-2002）親

自前往大浪為小堂主持感恩祭，慶祝小堂重新開幕。

當天參與開幕禮的除了大浪村的三十多名村民外，鄰

近村莊如西灣村和赤徑村的村民亦有前來共同慶祝，

參與人數共百餘人。除了主祭的胡主教以外，艾巧智

副主教、駱鏗祥神父和溫以政神父亦有參加共祭。

由於大浪村村民習慣在喜慶節日於飯前放炮仗，而耶

穌的聖體亦是一眾教友的神糧，因此當日村民於領聖

體前亦同樣燃點炮仗慶祝。彌撒過後，大浪村舉行全

體聚餐，筳開十二席，所有食物都是由副村長和數名

村民合力烹調，菜色非常豐富。村民表示他們如此興

高采烈是因為上一次有主教前來大浪村進行牧訪已經

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1978年，大埔堂區助理主任司鐸溫以政神父負責管理

大浪堂區的聖堂，自此他每個月均會前往大浪一至兩

次，並在小堂主持彌撒，每次都會在小堂內的宿舍留

宿。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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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小堂歸入大埔堂區管理。然而，到小堂參與

彌撒的教友愈來愈少，小堂和小學最終於1988年停用

及荒廢。1981年小堂修葺完成後，大浪只剩很少村民

居住，只有三至四名村民參與彌撒。到了1990年代中

期，村內只剩下十多名居民，然而每當村內有教友離

世，神父都會回到小堂主持追思彌撒，繼續承傳先賢

的福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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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學校

圖：育英學校

育英學校於戰前經已設立，為私塾形式。當時神父聘

請老師授課，開設了中文、數學和中國歷史等科目，

然而卻沒有教授英語。1940年代，有一位教員名叫

「梁伯祿」，應是公教教友，當時約有學生數十人。另

外，學校每星期都會教導學生唱聖詩。薛生在育英學

校唸到小學五年級。二戰以後，育英學校也繼續為村

民提供服務。根據《公教報》記載，學校於1950年時

經已有數十名學生。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育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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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村長湛貴勝也是育英學校的學生，當劉榮耀神父在

大浪傳教時（1948-1950年），他仍然在育英學校讀書。

當時學生在每年的聖誕節都要排練以耶穌生平為主題

的話劇並於子夜彌撒前演出。村民於平安夜飯後欣賞

話劇，然後才參與彌撒。據湛村長憶述，曾子光神父

於1957年把學校拆卸，再重建成現在的模樣。重建後

的育英學校有三至四間課室，設有前後門，外邊則設

有沙池，而學校範圍亦有鐵絲網圍繞。當時《華僑日

報》形容「學校面貌，煥然一新」，學校開辦小一至小

五的課程，不同年級的學生都在同一課室內上課。由

於學校不設小六課程，湛村長在1955年完成小五課程

後便需要到西貢崇真學校升學。

隨著大浪村民逐漸遷離，學校到了1977年左右已經沒

有學生。1980年，小堂重修完畢後，胡主教建議溫以

政神父把經已荒廢的育英學校改為「天主教營地」，供

公教青年使用。溫神父當時除了負責大埔堂區牧民工

作，也管理包括大浪小堂在內的數個偏遠地區小堂。

溫神父從北角搬來了一些雙層床，又於學校安裝了冷

氣機，便把其中兩間課室改為渡假營。全靠溫神父的

毅力和幹勁，育英學校才得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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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特色
小堂的大門上有「上天之門」四字，並有用中文和法文

寫上小堂名字的鐵牌，原因是1980年代一位司鐸南耀

寧神父來自巴黎外方傳教會；小堂內設有綠色釉面的

欄杆分隔座位區與入口區，末端有用廣東大階磚加高

的祭台。小堂採用意大利或西班牙教堂的風格建造，

羅馬式的八角形圓柱上的圓拱支撐着帶有中式瓦片的

斜屋頂。牆壁用灰泥粉刷，並配有簡單的拱形門窗。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正立面圖

側面圖

立體圖

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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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提供

1980年小堂重修後，旁邊已荒廢的育英學校亦改為天

主教營地，牌匾至今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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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堂以前附設懸掛大

鐘的門廊，但在1979

年超強颱風「荷貝」吹

襲下倒塌，之後經

教區的捐款重建為現

在面貌。據云聖母像

由意大利運來，聖像

上的橫匾刻「無染原

罪」，兩旁則有關於聖

母信理的對聯「預簡

殊恩無染原罪」和「滿

被聖寵卒世童貞」，根

據當地居民所指「預

簡殊恩」原意為「預揀

殊恩」，即指「聖母」是天主預先揀選有特殊恩典的基

督徒之意。而「無染原罪」又稱作「聖母無原罪始胎」、

「聖母始胎無染原罪」，是於1854年12月8日天主教正式

確立有關聖母瑪利亞的教義之一，指聖母蒙受天主的

特恩，使其免於原罪的玷染。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圖：進入小堂的圍門上刻有「上天之
門」，四字，門額上竪立著十字架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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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被聖寵」則來自文言文《聖母經》，而「卒世童貞」亦

來自文言文《又聖母經》。祭台上有「Ave Maria」的標

誌，而牆壁上亦有十字架、耶穌聖心、「Ave Maria」以

及象徵望德的船錨標誌。貼著牆壁的祭台是整間小堂

的最重要場所, 昔日神父主持彌撒時是背著信友；這個

屬於梵二之前的祭台設計在本地小堂是罕見地雅緻及

用色鮮明，反映建造小堂時的設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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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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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原罪聖母

「聖母無染原罪」是天主教會關於聖母瑪利亞的一項教

義，是為天主教徒當信的道理。1854年，教宗庇護九

世在《莫可名言之天主》通諭中宣告：「榮福童貞瑪利

亞，曾因全能天主的聖寵和特恩，看在人類的救主耶

穌基督的功績分上，在其受孕之始就被保護，未受原

罪的任何污染。」羅馬天主教會於每年的12月8日慶祝

「聖母無原罪始胎節」，紀念這項奇妙的奧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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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堂的現在和將來
2012年，小堂被香港特別行政區古物諮詢委員會確認

為第三級歷史建築。時至今日，小堂依然保存完好。

大埔堂區的司鐸和教友每逢年初三都會探訪大浪，並

於小堂舉行彌撒。亦有法國信仰團體每年12月於聖母

無原罪瞻禮日到小堂朝聖及祈禱，作兩日一夜的露營

活動，場面十分熱鬧。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小堂的現在和將來



30

湯漢樞機 — 勉言節錄

「永續傳教心」正是「再踏先賢路」之真意所在。 

「朝聖」是走向天主之旅程。這條路從來就不是 

一條獨行之路，而是攜手結伴，在彼此支持與鼓勵

中，一起向前走 ........

起來吧！讓我們一起同行踏上這條朝聖之路， 

直達終點——天父。

「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

必要給你們開」(瑪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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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前往聖家小堂

從西貢黃石碼頭乘搭渡輪到赤徑，再沿麥理浩

徑上山經大浪坳抵達大浪村，需時約45分鐘。

歡 迎 您
無論您想成為古道復修者、義務歷史研究員，或是獻

出您的專業知識、送出您的珍藏，「古道行」歡迎您成為

我們的一份子。如有興趣，可用以下方法聯絡我們：

 電話 : +852 6126 5573
 辦公時間 : 星期二、四（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電郵 : thyway@catholic.org.hk
 通訊地址 : 香港堅道16號天主教教區中心12樓
 聯絡人 : 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主席蔡惠民神父
 Facebook : 古道行 — 再踏先賢路 永續傳教心」
 Website : https://thyway.catholic.org.hk

大浪與聖母無原罪小堂

如何前往聖家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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