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召叫之路 

王展滔  

 我是香港的一位工程師，在一家跨國集團任職土木工程，致力於隧道設計及建造管理。同時，我

也是一位天主教香港教區的終身執事。 

相信不少人在人生某些階段，都曾問過一個問題：「我是誰？我在追求什麼？」我也不例

外。   初次與主相遇的那年，我就讀初小，尚未受洗。每逢考試，我總愛跟著其他同學在小憩

時，偷偷地走到中學部聖堂聖水池點聖水，相信這樣天主可以保佑我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小學

的成績也還好，有幸在畢業後到香港天主教華仁書院繼續求學。在耶穌會神父的培育下，我豪不

猶豫地回應了神父的召喚，參加了要理問答班，並在 1986年領受了入門聖事，開始我的信仰生

命──加入了學校的祈禱宗會及輔祭會和聖十字架堂的歌詠團。 

 
香港教區王展滔執事（右）和伍永鴻執事（左）為主教輔禮 

 考進香港大學後，除了加入天主教同學會擔任外務副會長外，也在利瑪竇宿舍寄宿三年，認識了

現在的神師吳智勳神父，並繼續接受耶穌會神父的薰陶。  大學畢業後，在關瑞英修女的鼓勵下，

參加並完成了「教理講授文憑」課程，在基督之母堂任教主日學，兼任歌詠團指揮。 

1996年，我與在港大天主教同學會結識的廖楚彤女士領受婚配，結為夫婦。同年，亦加入了教區

聖樂團。    1998及 2001年，天父分別給我們的家庭增添了兩份恩寵：兩個女兒。在現今香港社

會不願意養兒育女的文化中，我建立了一個四口之家，實踐了在婚姻聖事中的承諾。     

女兒出世以後，我和太太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養育兩個女兒的瑣碎且繁重的事上，家庭的信仰生

活漸漸走下坡，甚至枯燥乏味，更被日常生活的瑣事及對女兒的擔憂沖昏了頭腦，甚至主日彌撒

都因照顧女兒而未能全心參與。平日被工作充塞著的我，沒有祈禱，沒有讀經，想的都是世俗事

務，靈性生命就像是一塊乾涸無水的田地。那時在聖瑪加利大堂沒有參加任何善會或信仰團體，

信仰生命得不到滋養，不但生活失去了目標和方向，對自己的生命更感到迷茫。 

就在這信仰乾涸的日子中，天主再一次召喚了我。面對聖瑪加利大堂的報告板上的一張海報：

「你願意成為終身執事嗎？」我回應了聖神向我所作的呼籲，    便下定決心遞交終身執事的申請



表。    2008年，我獲收錄為終身執事候選人後，便開始在聖神修院修讀宗教學學士學位課程，

2012年完成四年的基本信理培育，於宗教學部畢業。 

2013年 11月 16日，我接受香港教區湯漢樞機的祝聖，成為教區終身執事。 

    服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服從意味著要放下自己的意願，去接受另一個人的指揮。有時

我也會反問自己有沒有耶穌的這份服從，為信仰犧牲的勇氣呢？    終身執事禱文提醒我必須信仰

所宣講的，教導所信仰的，以及實行所教導的。    執事亦需具備福音中的各種美德：仁愛無私、

關愛貧病、威信有節、純樸良善、信守內心紀律。    我的終身執事職務，正是靠著聖神的帶領及

給我的這些提醒逐步展開。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

生。」（若三 16）福音中的這句話也令我相當感動，實在是一個很美的圖像，使我深深感受到自

己從天主所獲得的恩寵，也同時察覺天主是如何超越我這小小的智慧。 

 

    

         王展滔執事恭讀福音     

就如天離地有多高，天主的思念也離我的思念有多高。我真的很難明白天主的深情大愛，竟可以

愛人到極點，甚至犧牲自己的兒子。從另一個角度，我亦看到耶穌基督對天父的服從，聽命至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照你所願意的。」（谷十四 36）天主的思念

和意願，真的好像天離地的距離，為我可謂深不可測。那麼，我該怎樣去分辨我做的事是自己的

意願，還是天主的意願呢？對於這個問題，我並沒有標準答案。我只看到天主在我身上也準備了

祂的計劃。我身上及身邊發生的一切，包括使我受苦的事情，我相信都是天主為愛我而所願意

的，這是祂對我表達愛的方式。我深信我唯一合適的回應，就只有如耶穌基督一樣的服從祂的意

願，好讓祂的計劃在我身上踐行，讓祂的愛去鼓勵我。 

談到天主的計劃，不能不提我的「四個」女兒！ 

    回想我在 2006年決定回應天主的召叫，向教區提交了終身執事的申請時，我和結婚十年的太太

楚彤已育有兩個女兒，八歲的樂彰和五歲的敏彰。    當教區接納了我的申請，開始加入修院培育

的行列時，我的家竟先後在 2009年及 2011年再添了兩名小成員。表面看來，似乎為「完美的」

四口之家加添了兩個大包袱。但是，她們的出現實在為我們家的每一位成員都帶來了特別的恩

寵。無獨有偶，執事的召叫表面上好像是佔據了我和家人一起的時間，但卻因為聖召推動了更深



的信仰培育，使我更懂得體味家庭及婚姻的愛。兩名幼女給這個家乃至我們的親人都帶來了新的

凝聚力及歡喜之源，更提升了親友間的關愛。這個溫馨熱鬧的家，也可說是我聖召萌芽發育的溫

床呢！ 

執事是「蒙召作共融與服務的人」，所以我在六年的培育期間，不斷培養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

這要求和諧可親、好客、心口如一、明智和謹言慎行、慷慨、並且敏於了解、寬恕和安慰。這建

立關係的能力亦是源於相當程度的感性成熟，讓愛成為我生活的中心。這尤其需要我及妻子接受

我們的四位女兒，愛護並教育她們，且向整個教會和社會展現家庭的共融。 

    執事靈修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發現和分享基督僕人的愛，「非以役人，乃役於人」。而能

夠培養這種靈修的泉源就是感恩聖事，因為感恩聖事正表達出執事職服務的特質。 

執事是藉著體現服務的神恩，來參與教會的職務：施行聖事與服務祭台、福音宣講及教理講授、

對社會正義及愛德的投身等。所以我在培育期間也積極地參與並接受有助履行此等職務的培育及

實習，例如：教理教學法、宣講學、教會職務、執事牧民禮儀等，並不斷地培養強烈的傳教感。 

  我明白此職務的永久性及其對普世教會所應負的責任，並自願地接受主教的降福，及他所派遣的

由此聖職所引申的一切任務。就如聖保祿所說「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 

 話雖如此，我也多次反問自己，是否真心願意以執事的身份為主為人服務呢？    對於執事，教會

制定了許多必備的人格要求，包括慈愛寬恕，對犯罪的人抱有憐憫的心等等。我會反問，是否完

全吻合一些教會定的人性規則，便能成為執事呢？那豈不是個個執事言行也毫無分別？這好像與

創造的原意有所違背，天主願意每位神父和執事都是機器人嗎？ 

      在神學的培育過程中，天主給了我一個很滿意的答覆。我的召叫、工作和我的職務都是上主安

排的，為叫我能成為天主原先創造的「我」。我的工作、我回應執事的召叫，是天主讓我能完滿

地做自己，為與祂相結合。 

    今年十一月，是我領受終身執事職的三週年。作為終身執事，我可說還是個小孩子，前面的路

還長，考驗還多。天主給我的啟示是，當我全心全意承行祂的使命，祂必會賜予我所需的恩寵和

力量，只管去回應祂的召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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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展滔  

 我是香港的一位工程師，在一家跨國集團任職土木工程，致力於隧道設計及建造管理。同時，我

也是一位天主教香港教區的終身執事。 

相信不少人在人生某些階段，都曾問過一個問題：「我是誰？我在追求什麼？」我也不例

外。   初次與主相遇的那年，我就讀初小，尚未受洗。每逢考試，我總愛跟著其他同學在小憩

時，偷偷地走到中學部聖堂聖水池點聖水，相信這樣天主可以保佑我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小學

的成績也還好，有幸在畢業後到香港天主教華仁書院繼續求學。在耶穌會神父的培育下，我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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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區王展滔執事（右）和伍永鴻執事（左）為主教輔禮 

 考進香港大學後，除了加入天主教同學會擔任外務副會長外，也在利瑪竇宿舍寄宿三年，認識了

現在的神師吳智勳神父，並繼續接受耶穌會神父的薰陶。  大學畢業後，在關瑞英修女的鼓勵下，

參加並完成了「教理講授文憑」課程，在基督之母堂任教主日學，兼任歌詠團指揮。 

1996年，我與在港大天主教同學會結識的廖楚彤女士領受婚配，結為夫婦。同年，亦加入了教區

聖樂團。    1998及 2001年，天父分別給我們的家庭增添了兩份恩寵：兩個女兒。在現今香港社

會不願意養兒育女的文化中，我建立了一個四口之家，實踐了在婚姻聖事中的承諾。     

女兒出世以後，我和太太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養育兩個女兒的瑣碎且繁重的事上，家庭的信仰生

活漸漸走下坡，甚至枯燥乏味，更被日常生活的瑣事及對女兒的擔憂沖昏了頭腦，甚至主日彌撒

都因照顧女兒而未能全心參與。平日被工作充塞著的我，沒有祈禱，沒有讀經，想的都是世俗事

務，靈性生命就像是一塊乾涸無水的田地。那時在聖瑪加利大堂沒有參加任何善會或信仰團體，

信仰生命得不到滋養，不但生活失去了目標和方向，對自己的生命更感到迷茫。 

就在這信仰乾涸的日子中，天主再一次召喚了我。面對聖瑪加利大堂的報告板上的一張海報：

「你願意成為終身執事嗎？」我回應了聖神向我所作的呼籲，    便下定決心遞交終身執事的申請

表。    2008年，我獲收錄為終身執事候選人後，便開始在聖神修院修讀宗教學學士學位課程，

2012年完成四年的基本信理培育，於宗教學部畢業。 

2013年 11月 16日，我接受香港教區湯漢樞機的祝聖，成為教區終身執事。 

    服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服從意味著要放下自己的意願，去接受另一個人的指揮。有時

我也會反問自己有沒有耶穌的這份服從，為信仰犧牲的勇氣呢？    終身執事禱文提醒我必須信仰

所宣講的，教導所信仰的，以及實行所教導的。    執事亦需具備福音中的各種美德：仁愛無私、

關愛貧病、威信有節、純樸良善、信守內心紀律。    我的終身執事職務，正是靠著聖神的帶領及

給我的這些提醒逐步展開。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

生。」（若三 16）福音中的這句話也令我相當感動，實在是一個很美的圖像，使我深深感受到自

己從天主所獲得的恩寵，也同時察覺天主是如何超越我這小小的智慧。 



 

    

         王展滔執事恭讀福音     

就如天離地有多高，天主的思念也離我的思念有多高。我真的很難明白天主的深情大愛，竟可以

愛人到極點，甚至犧牲自己的兒子。從另一個角度，我亦看到耶穌基督對天父的服從，聽命至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照你所願意的。」（谷十四 36）天主的思念

和意願，真的好像天離地的距離，為我可謂深不可測。那麼，我該怎樣去分辨我做的事是自己的

意願，還是天主的意願呢？對於這個問題，我並沒有標準答案。我只看到天主在我身上也準備了

祂的計劃。我身上及身邊發生的一切，包括使我受苦的事情，我相信都是天主為愛我而所願意

的，這是祂對我表達愛的方式。我深信我唯一合適的回應，就只有如耶穌基督一樣的服從祂的意

願，好讓祂的計劃在我身上踐行，讓祂的愛去鼓勵我。 

談到天主的計劃，不能不提我的「四個」女兒！ 

    回想我在 2006年決定回應天主的召叫，向教區提交了終身執事的申請時，我和結婚十年的太太

楚彤已育有兩個女兒，八歲的樂彰和五歲的敏彰。    當教區接納了我的申請，開始加入修院培育

的行列時，我的家竟先後在 2009年及 2011年再添了兩名小成員。表面看來，似乎為「完美的」

四口之家加添了兩個大包袱。但是，她們的出現實在為我們家的每一位成員都帶來了特別的恩

寵。無獨有偶，執事的召叫表面上好像是佔據了我和家人一起的時間，但卻因為聖召推動了更深

的信仰培育，使我更懂得體味家庭及婚姻的愛。兩名幼女給這個家乃至我們的親人都帶來了新的

凝聚力及歡喜之源，更提升了親友間的關愛。這個溫馨熱鬧的家，也可說是我聖召萌芽發育的溫

床呢！ 

執事是「蒙召作共融與服務的人」，所以我在六年的培育期間，不斷培養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

這要求和諧可親、好客、心口如一、明智和謹言慎行、慷慨、並且敏於了解、寬恕和安慰。這建

立關係的能力亦是源於相當程度的感性成熟，讓愛成為我生活的中心。這尤其需要我及妻子接受

我們的四位女兒，愛護並教育她們，且向整個教會和社會展現家庭的共融。 

    執事靈修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發現和分享基督僕人的愛，「非以役人，乃役於人」。而能

夠培養這種靈修的泉源就是感恩聖事，因為感恩聖事正表達出執事職服務的特質。 



執事是藉著體現服務的神恩，來參與教會的職務：施行聖事與服務祭台、福音宣講及教理講授、

對社會正義及愛德的投身等。所以我在培育期間也積極地參與並接受有助履行此等職務的培育及

實習，例如：教理教學法、宣講學、教會職務、執事牧民禮儀等，並不斷地培養強烈的傳教感。 

  我明白此職務的永久性及其對普世教會所應負的責任，並自願地接受主教的降福，及他所派遣的

由此聖職所引申的一切任務。就如聖保祿所說「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 

 話雖如此，我也多次反問自己，是否真心願意以執事的身份為主為人服務呢？    對於執事，教會

制定了許多必備的人格要求，包括慈愛寬恕，對犯罪的人抱有憐憫的心等等。我會反問，是否完

全吻合一些教會定的人性規則，便能成為執事呢？那豈不是個個執事言行也毫無分別？這好像與

創造的原意有所違背，天主願意每位神父和執事都是機器人嗎？ 

      在神學的培育過程中，天主給了我一個很滿意的答覆。我的召叫、工作和我的職務都是上主安

排的，為叫我能成為天主原先創造的「我」。我的工作、我回應執事的召叫，是天主讓我能完滿

地做自己，為與祂相結合。 

    今年十一月，是我領受終身執事職的三週年。作為終身執事，我可說還是個小孩子，前面的路

還長，考驗還多。天主給我的啟示是，當我全心全意承行祂的使命，祂必會賜予我所需的恩寵和

力量，只管去回應祂的召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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