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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忙碌，說不清楚的忙碌，籠罩臺北人的日常生活，各種角色切割、耗盡一天的二

十四小時。影響所及，臺北分團的團員能夠撥給團體的時間相對有限，尤其是三

十歲至五十歲的團員，許多人處於半停頓的狀態。團體以基督作頭，弟兄姊妹作

肢體，形成一個活力教會，如果肢體與肢體、肢體與頭失去聯結，團體或教會勢

將萎縮。但保祿說：「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若是一個肢

體受尊榮，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在基督內，部分因年歲、工作、家庭因素，

而較能常來團體的團員們，在祈禱、讀經的聚會中，藉著恩寵的輸送網絡，分享

各地團員的痛苦、喜樂，縫合因病痛、工作調動、照顧家人而與團體聯結的斷裂。 

 

以下介紹週四祈禱會與週六讀經聚會的近況： 

 

週四祈禱會 

嚴格說來，週四祈禱會不屬於臺北分團的例行聚會，而是由前任總團長嘉玲所發

起的聚會，因為聚會地點在爵銘學舍，參加者以臺北分團的團員為主，故勉強可

以把它歸為臺北分團的活動。從 2004 年 7 月以來，週四祈禱會已有七年，一年

中除聖週及舊曆年暫停外，每週定時舉行，從不間斷。祈禱會時間在每週四晚

9:00-9:30，在三十分鐘裡，以服務團進行中工作、團員的身體、家人、工作，以

及教會或社會等各種意向，向天主獻上祈禱。這是一個形成默契、聖神充分工作

的祈禱團體，我們會自動分工，持續性的為有病痛的團員，想要孕育下一代者，

工作變動中團員祈禱。效果如何？耶穌不是說：「凡求必給，敲必開」，看看年

輕團員紛紛誕生健康的下一代，就知道成效斐然。一般說來，每次祈禱會比較固

定的約有七至十人，像是宇恭神父、嘉玲、僑榮、祖思、敏儀、小霞、美蘭、麗

如、巨烘、春旭都是基本成員，有時會有美洲區團、香港、大陸或臺灣其他分團

的團員加入，因此，祈禱會除了是一個固定的祈禱團體之外，還具有聯繫各地團

員的功能。我個人體會，參加週四祈禱會強化個人的教會與團體意識，激發熱愛

團體的動力。藉著每一個祈禱意向，在腦海中勾勒團體工作的畫面、久未謀面團

員的樣貌，一幕幕的觸動個人內在意識和情感的聯結，深化對群體的認同感。最

重要，藉著每一次週四晚安靜的祈禱，我們把自我和意志交付在天主台前，以祈

禱學習如何祈禱，專注聆聽聖神的發言，就像是內在靈魂受到再一次的滌靜，每

次的結束都讓我們感覺像是從大博爾山下來，滿載而歸。 

 



週六讀經聚會 

週六讀經聚會的歷史相對的更久遠，早在我還不是團員時就已有了，根據麗如證

實，二十年前文山區讀經聚會即已建立，且至今未間斷。我從 1998 年，即以服

務團贊助團員身分持續參與週六讀經，至今十四年。透過週六讀經聚會，逐漸認

識服務團的團員，以及服務團的使命和理念，這幫助我確認加入服務團的決定。

基本上，讀經聚會維持每兩週一次，有時則再順延一週。以前臺北分團分成文山

區、城中區兩個讀經聚會，目前則合併為一個，輪流在團員的家舉行。時間是週

六晚 8:00-10:00 左右，有時會到 10:30，看那晚大家的談興而定。讀經內容一次舊

約，一次新約，照著既定的章節順序閱讀，目標是把整本思高版聖經讀過一遍，

目前新約讀了第二遍，舊約四十六卷讀了二十四卷，還剩二十二卷。我們前天

（2012.3.3）晚上在晉德/美基家讀經，共有嘉玲、僑榮、祖思、紀復、小霞、筑

昆、麗麗、繼宗、明昭、春旭及主人夫婦共十二人。讀經章節：智慧書七章-十

二章，讀經 8:15 開始，晉德委請祖思帶領祈禱，接著由各人陸續分享，9:30 以祈

禱結束。接著移師餐桌，享用主人準備的美酒和點心，大伙閒話家常，直到 10:30

集體告辭。讀經時，團員分享怎樣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藉著耶穌、祈禱轉化為

信心和力量，那種靠近每人生活經驗的真實感，鼓舞聽的人，從心底生起信心和

激勵，讓人體會聖神在空間中的流動。平常，我們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照顧自

己的家庭，或竭力在作團體和教會的工作，藉著週六夜晚的讀經，聖言開啟我們

僵硬的心靈，安頓我們身心的緊張和焦慮，使我們的身心靈，棲息在父子神的合

一，受到更新、復活。 

 

 

2009.10.10（六）在春旭/王琪家讀經 

陳允/婉玲的長子，公楷/緒安的女兒，國欣/秀芬的兒子、女兒 

（由左至右） 



 

2011.11.12（六）在成業/欽華家讀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