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中分團 

 

時間：2012 年 6 月 23 日 

地點：新梅家 

出席：高英修女、張佳琴修女、葉飛、Heidi、陳忠學神父、劉富忠修士、方小再修女、白兆

軍修士、沈新梅、佘惠群、高嘉、賴滿美。 

記錄：佘惠群 

聖經研讀及生活分享：德訓篇三十一～三十二章 

 

葉飛：不貪財出現在德訓篇中多次，財富與健康並重。 

 

新梅：一本聖經足夠做為人生指南，養成每日讀經習慣不易，讀經易接近天主，一旦深入以

讀經為樂。照天主的旨意行事，才不會誤入歧途。不做錢財的奴隸，但如何善用財物？例如：

幫助子女的教育費、孝敬父母、幫助窮人的錢不能省。吝嗇者過偏，太浪費奢侈也不對。 

金錢與時間，時間更重要，一寸光陰一寸金，凡事為天主而做的，往往表現在不同的〝價值〞

－太小、太無聊、浪費時間。若是對對方是大事，對方做不來，但是你若是做了，意義更大。

訓練自己的耐心、謙虛，Art 行動不便、慢吞吞的，現在不以自己的價值衡量，而以天主的

價值、知天命而行動。 

 

張修女：禮貌，古人的智慧直到今日仍適用。生命的智慧是〝適度〞，也就是中庸之道。〝習

慣〞的培養，譬如想喝水，要等一分鐘，想一下再喝。要有〝意識的培養〞。 

外人覺得發過三願的修女可能比較沒有錢的壓力，但如何養活孤兒，沒有津貼、預算。如果

能以負責的態度對待金錢、時間、以及別人的愛心等，也是珍惜天主的恩寵。 

 

高嘉：對小孩是放牛吃草，但從 Preschool 到高中都上天主教的學校，現大學只能唸公立學校。

有關錢的問題，猶太人給人的印象是小氣，對錢、法律是謹慎小心。斤斤計較的態度表現在

對時間和錢的運用是一樣重要。 

 

賴滿美：可以的話對小孩子的教育，仍然會選擇天主教的學校，因為美國公立學校自由度太

高，隨性而為，思想非常開放。 

 

高修女：反省自己是不是食物吃的太多，在中國的文化客人吃的多主人高興。在交際場合中

應有節制。不喜歡去正式的場合，因為常〝吃不飽〞。 

 

白修士：〝酒〞的問題，酒色財氣、克制貪求如何做？自 John 之後天國靠猛力取得，過一線

全盤皆輸。〝度〞天主的誡命、教會的訓導，提醒自己。三國誌中劉備送張飛〝不喝酒〞大

匾，但張飛仍大喝而失荊州。從小長在東北喝〝酒〞的環境 (天氣冷)，現已戒酒半年，酒傷

身，現只能點到為止。不再提倡〝苦修〞的精神，但是沒有那種猛力的精神，人力無法做到，

祈求天主。 



 

方修女：不寛恕別人是讓自己生氣，第 28 章凡報仇的必遭上主報復。其實是將自己困在不寛

恕中，自己罰自己。犯病前勉強將剩飯剩菜吃光，因而住院。 

 

陳神父：以己之心度量別人心，與別人過意不去，是跟自己過意不去。 

 

劉修士：隨心所欲，生活到了那一〝度〞境界，與世無衝突，七十不逾矩。 

 

新梅：基督教學校的學生成為基督徒很多，為什麼天主教學校學生成為教友的比率就小？ 

 

高嘉：大學時參加天主教各種營，及天主聖神的帶領，由此突破。年青人的活動，有人帶領

是可以改變人。 

 

白修士：到長春基督教會參觀，頗為感受到熱情、好客的態度。長春有三所基督教堂，而只

有一個天主堂。牧師宣講、歌詠、熱情感動，吸引很多人、在熱情氣氛中把內心苦悶釋放出

來，活動多在學校附近公園舉行。怎麼去關心年青人、去找年青人，讓他們感受到〝信任〞

〝被愛〞與上主交流和靈性上的推動。 

基督教〝小敏〞寫了一千首歌，原是從家庭教會起來，現連北大的教授也幫她。以前天主教

的人數多於基督教，到了 1990 年基督教已是十倍於天主教徒。 

 

張修女：與體制有關，天主教的禮儀、界線很清楚。體制、權利、神職管制很多，世世代代

的天主徒受很多拘束。但基督教徒因他們已從上主內體驗到了〝愛〞，很自然的以熱情態度

對待其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