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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團北分團報導               
潘春旭 

新世代團員與中生代團員的一次對話 
前言 
無可諱言，服務團目前在年輕世代團員的傳承上遇見困難。為了解新世代團員對服務團理

念的認知與實踐，以及團員角色的定位他們具有怎樣的想法，北分團在九月份月會訂下這

樣的主題：服務團的傳承：青年成員的共識與凝聚。並且，從主題名稱和月會內容與呈現

方式，都由分團三位年輕團員：邱智偉、黃乙白、陳莉慧決定和執行。他們邀請了五位中

生代團員在月會中對話，其餘資深團員扮演聆聽和學習的角色。在二個半小時的對話中，

擦撞出熱情、記憶、感動和了解，與會者重新洗滌個人對團體理念的堅持和行動力。特把

第一手的月會記錄與服務團各地的弟兄姊妹分享，在此感謝筱敏精準、有畫面的記錄。                 

潘春旭 
 

 
 

北分團  九月份月會記錄         2012/09/16  記錄： 莊筱敏 
“服務團的傳承與定位” 

 
主席：莉慧 
這次的月會，希望討論新進團員的定位/團體輔導的陪伴需求/凝聚與傳承，從數周前開始

邀約暑假中共同參與大陸工作的采婕，馬各和智偉來分享，分享年輕團員所凝聚的共識。

還邀請幾位有點資深，但又不會太年長的團員：公楷，海鵬，翠雲，陳允等大哥大姊，年

紀和我們較相近的團員，來作回應。 
 
采婕：我暑假中和小霞姐到大陸去工作，現在分享大陸營隊的工作。但覺得現在比當時面

對百人的學生，還要緊張。這圖中的我們營隊 SLOGAN”啟動靈魂的 DNA”，來源是覺

得，天主在創造我們時，就有給神恩 DNA，但遭後天環境隱藏，因此信友們要結伴成

聖，一起啟動。 
 
這次營隊共七天，前四天是培育，每天有子題。後三天則開始帶領學生。有汕頭，福安/
福清 兩營隊在進行。透過說、演、動、跳、唱，環環相扣的營隊經驗，體驗和天主在一

起。 
 

培訓的部分有 64 位服務員參與，有些只是來參與被培訓，後來的三天則由當中的 30 幾位

來位學員服務。學員 124 位，加上服務員，150 幾人，吃飯、睡覺都很艱辛，真的是依賴

天主，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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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營區裡，有一棵樹，是匝凱的樹。我們設計讓大家掛各自的價值觀，並可以進行價值

觀大拍賣。例如青春美貌/長生不老/成就/政治地位/家庭/父母等，有人出 100 萬買內心的

平安。從這裡可以讓人觀察自己內外在狀態，及探究與天主的關係。 
 
另一活動，互躺肚皮，藉以經驗與耶穌往來的經驗。另外，愛的眼睛，行動果實，結伴成

聖，這些，都讓我們從服務中看到價值。 
 
馬各(駱雯羚)東吳社會系畢，目前每周日在堂區陪伴青年會，8/22-8/28 是首次在大陸營工

作，和邱智偉一起(沒有小霞姐)，國高中生為主的營隊，是在福州長樂的團隊，學員中甚

至有從汕頭各教堂，答兩小時車來參加的。Slogan 是 “啟動靈魂的 DNA”。藉由課程/活動

/靈修祈禱/PPT 講授。在在營隊中看到學員對信仰的熱誠。此外泰澤祈禱讓學員學到：如

何祈禱/如何布置。靈修的部分，活動是：學做天主的僕人。希望培訓後能有能力帶隊和

服務。 
 
我的感想是藉由給予並學習，體驗到不同教會的文化，體驗/衝擊/逾越/分享/成長。我希

望自己當器皿，分享一切。 
 
莉慧/智偉分享 
 
莉慧：領洗 3 年/進團約 2 年，但自覺還不夠融入，也未與團體緊密結合。 
      這次應春旭大哥的邀約，希望化被動為主動來融入，分享模糊的感受。過去自己一直

感覺被邀請，而不是核心。感覺上，被邀約後各自發展，每次的參與度都不高；常常疑惑

要如何傳承，以致有些無所適從。 
 
 
乙白：在聯絡這次活動時，有些疑惑，自己是不是太積極。服務團的文化比較起中學生聯

誼會的緊密結合，服務團較鬆散。要說什麼，可以說；要做什麼，可以做，長輩都會支持

你。 
 
智偉：我是透過書及其他印刷品較認識服務團，例如興教建國等概念，祈禱會/吃飯/報佳

音等場合認識人。但感覺很難跟別人介紹服務團。我希望聽聽較資深團員的分享： 
 
公楷：我常自我介紹說我是公楷："公教青年的楷模~"。但是我覺得今天是來跟年輕人學

習的。加入服務團時，初期覺得是個無聊的團體，慢慢體認到剛和更得精神，知道態度上

要更出類拔萃，成為各行各業的領導人，以影響他人。出類拔萃並不是服務團的條件，而

是態度上的要求。要求要捨棄一切，跟隨基督。我也透過書認識服務團，以及服務團團

員。例如樞機這本"獻身與領導"，描述一位共產黨員，在檔入侵東歐後，脫離共產黨，成

為天主教徒。這也是出類拔萃。 
 
乙白提問：初入團時這樣的孤單，是必然的重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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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楷：其實在服務團內，大家都在創業，創造天主之事業。各位看到服務團 25%有些共

同之活動和工作，但 75%是私下的聯誼。其實並不算孤單。 
 
陳允：比較起我以前參加的團體，服務團的理想性更為鮮明。基督服務團的精神和理想，

各自服務，自己開創，但團員會支持。 
 
海鵬：我在耶穌會的學校服務，感覺服務團樣貌和耶穌會很像。興教建國和耶穌會的"愈
顯主榮"很像，組織上也很像。我桌上有一個十字架是內思一位耶穌會修士作的，是電銲

的，很特別，很有味道，但修士老了，無法再做了。耶穌會也不會要求某位年輕人要去跟

他學，因為這只是光榮天主的眾多方法之一，不會被綁住的。所以耶穌會 400 多年來，一

直在變，一直在找符合時代要求的方法。 
我們暑假中，辦了一次天主教學校的主任活動，希望透過這樣的聯誼和結合，讓各校主任

們成為朋友，因為在學校內各自很容易遇到性質相同的問題，經驗可以互相分享和傳承。

而這活動，我也借住了服務團團員們(例如思伶等)的協助和幫忙。在服務團內，情感上並

不缺乏。結合團員們的力量，我常覺更容易把事情做好。 
 
翠雲：我自己當年也是透過張宇恭神父的細胞小組，來認識服務團和服務團團員，那時參

與我們活動的有張神父，建原和公楷及國欣。神父參考靈糧堂的作法，成立細胞小組。當

時我們一起工作的事，有母親節的叮嚀卡，仁愛天主堂的帶領小朋友，從工作中，凝聚了

感情，也讓我覺得這團體是可以依靠的。我後來才知道，以前我小時候知道的中秋節"不
要讓月亮笑我們髒"的活動，其實也是服務團發起的。同儕以共同語言和共同動共事，共

識就在這當中凝聚了。 
 
公楷：我過去參與過的服務團共同工作有何好，世界青年日/亞洲青年日。我最近在想，

中聯會/專青年，需要有平台整合，是不是可以發展出一個 app，讓人應用來認識天主教聖

人。像這樣的工作，就算沒有服務團支持的，我還是想做；但如果有服務團的支持，更要

做。 
 
乙白：我是在一次年會中聽到思伶的演講，很感動。從中看到服務團的精神，決定要加

入。後來，從團體中更得到晉德，僑榮，嘉玲的關心和支持。從團員中看到剛和更的精

神，我也在努力內化他，希望能吸引多年輕人，培育年輕人。覺得自己承受了某種期待，

但我也需要較年長者的聯結。我想孤單如果是必要的過程，服務團吸引且留下的應該是敏

銳及主動的人。 
我和莉慧和智偉，每個月至少有一次聚會，研討一些主題：大學生孤單的信仰/聚在一

起，彼此支持。透過工作(大陸營/徐匯青年會)，讓彼此更熟悉。 
 
莉慧：如乙白言，聚會為服務團，也反映自己需求。 
 
智偉：從國高中參與到後來帶領年輕人，感覺我們真需要一些有實際工作來作，例如大陸

營等。 
 
海鵬：工作是共同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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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治：我屬於北美分團，北美分團普遍較年長。這麼多年來，服務團對我，一直是理想和

友誼的團體。 
 
莉慧：聽完大家的分享，我感動又感謝。期待有機會去了解服務團更真切之面貌。 
 
晉德：服務團是藉由共同之理想->興教建國->藉由不同工作，方法和面貌去完成。也就像

耶穌會士的愈顯主榮一樣。要消除孤獨感，一起工作很重要。工作之外，讓年輕人分享，

也願意參與分享。大家都知道，單樞機非常關心服務團。在樞機過世後，我看他以前給我

的書信，從他在徐匯中學擔任校長時，我擔任全國傳協副主席，他不要我們修團章。到他

在光啟社時，要我們服務團在主教團登記，有一定的定位…..。這些書信都讓我很感動。 
 
麗琴：我剛回台灣，到這年齡，不會強出頭，但被需要時，我關心的是能不能把事情做得

更好，關心自己是不是能把角色扮演得好。今早在金山聖堂望彌撒時，總共四人，雖然神

父不太認識我們，他也很高興有人在今天協助讀經唱聖歌等工作。 
 
僑榮：謝謝大家的分享。另外，如果給年輕朋友孤獨感，我很抱歉，但坦白說，那也是我

們的成長方式。我們也期待你們能帶更多年輕人來。 
 
莉慧：我們會更認真思考，凝聚共識，以求有所作為。 
 
嘉玲：今天很值得為我們的年輕朋友鼓掌。從他們，我們知道很多可能性，也知道年輕人

的想法。 
 
春旭：謝謝大家的分享。當初是希望從對話中，知道年輕人感覺服務團是什麼?為我做什

麼?還有希望服務團成為什麼。在這團體中好好從前輩中，學到擁有夢想。另外，在為團

體工作時不要猶豫。”不是我，那是誰?”學會在生活中，從容大度，且有力量出發。 
 

  
（左）駱雯羚、黃乙白、陳莉慧、劉嘉玲  （右）張陳允、陳海鵬、歐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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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胡僑榮、蔡慎明、葉翠雲、陳小霞  （右）邱智偉、駱雯羚、黃乙白 
 
 

 
中生代團員對服務團理念的認知與實踐 

 
前言 
延續九月份月會主題，北分團十月份月會討論「中生代團員對服務團理念的認知與實

踐」。無論是新世代或老團員都好奇，像蜜蜂般忙碌不停的中生代團員，他們在日常生活

中怎樣理解服務團的使命，怎樣實踐服務團團員的角色？於是透過陳允的召集，公楷、海

鵬、筱敏、翠雲、文良與敏儀的參與，由中生代團員自己呈現了他們對團體使命的體會和

實踐的陳述。月會中，藉著不同世代之間真誠的分享與對話，團體的理念：「在行動中傳

揚福音」，化為激勵人心的感動在群體之中流動與迴響。故把月會記錄與各分團弟兄姐妹

分享。             潘春旭 

 
基督服務團 北分團 2012 年 10 月月會 

 
2012/10/28 14:30 

 

主席:林公楷(原主席為陳允,但因陳允的母親生病故公楷代主持) 

記錄:邱智偉 

出席:敏儀,乙白,翠雲,公楷,文良,巨烘,慎明,莉慧,僑榮,祖思,張神父,海鵬,麗如，嘉玲,春旭,
筱敏,麗琴，正宇，桂林，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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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14:30~15:40：中生代每人 10 min 談： 

1. 服務團對我個人的意義 

2. 現在生活中的基督徒使命與對服務團的看法 

3. 對於老團員的期待 

15:40～ 16:20 團體討論與回應 

16:20~~ 16:30 團務與分團報告 

一、 中生代發言： 

1. 敏儀: 

我在花蓮時因為海鵬大哥介紹加入服務團,這幾年住在爵銘所以和服務團關係密切,過

程中有一點挫折，思考我可以做什麼？我決定走自己的路,這幾年因為學校的點燈活動,發

現我自己還是喜歡設計的工作,最近開始學藝術治療,規劃從輔導角度切入。本來我是有點

擔心自己沒有底子沒有訓練，但是總團長說「只有去做你的心才會熱起來」,所以我決定

走藝術治療這條路。 

老團員給我很多的陪伴,對我很好,讓我感到很溫暖,所以對老團員我沒有其他的期望。 

 

 

2. 翠雲: 

我因為張神父開始跟服務團建立關係,一直以來我參加很多教會中的團體,但因參與許

多事務,反而沒有時間祈禱,故所有活動暫停一年後,張神父介紹我和服務團一起朝聖,旅途中

霍大哥滿頭大汗幫我在被窩中換底片讓我很感動。結婚生子後,我開始以家庭為重,現在孩

子大了,我意識到我宣誓成為團員比結婚早，應該也需要對團體負責任，先生也應該要尊

重我對團體的參與，因為在這裡是一種家的感覺。 

使命:我覺得汗顏,因為我從未認真的做過什麼,但因我擔任聖家堂的主日學家長成長班

的班長,藉著回歸到基督徒的根本精神,回到教會裡的共教共學，這是我目前比較想要做這

一部份。 

對於老團員的期待: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很喜歡他們的溫厚和仁愛,這些氣度是我需

要學習的,因為我自己的批判性其實是強的，所以從他們的身上，比如說每次來月會，都

會有一兩句話打動我, 我便開始思考怎樣建立團體,這是需要老團員的智慧和豁達來教導我

的。 

 

 

3. 海鵬: 

我加入服務團是在七十七年當完兵後，當時是思伶邀請我。我那時喜歡服務團的原

因是因為大家的祈禱很乾脆，平時來往也不會太黏人，當時總團長文瑞大哥的岳母和我媽

媽是同事為舊識，加上一起幫忙學舍，就變的更熟悉。後來到花蓮碰到服務團和吳甦樂女

修會合作（民國 84 年) ，當時很幸運的是我的工作是和服務團有關係的，把我自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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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好就是我的使命。後來回到台北當徐匯中學校長，也因服務團和耶穌會的淵源很

深， 加上大風這本解釋神操的書是用中國人的觀點解釋，對我影響很大，另本書 ”栽培

領袖”也對我影響很大，後來我將這些精神轉化為七個名詞 (反省、尊重、寬恕、仁愛、

合作、服務、公益)，耶穌會提出的精神提醒我們應該要時刻在乎公益，這和”興教建

國”的精神相符，所以我的工作和教會與服務團是息息相關的，雖然與我原本當律師和法

官的計劃不相符合，我本來也沒有教師證，但天主也幫助我順利的拿到教師證。 

最近我請思伶籌辦天主教學校校長會議，實際帶動天主教學校之間的合作，所以對

我來說，服務團的團員是資源，大家都很願意幫忙。 

 

 

4. 筱敏: 

服務團對我而言伏筆甚早，因為我是斗六正心中學畢業，全校都受老道的影響，思

伶也是我當時的學姊，加上大家一起去花蓮參加古修女的發願,住在紀復大哥家,所以我覺

得服務團很好。同時這些老團員對我來說仰之彌高，在花蓮感受到海鵬的正直，不知是服

務團讓我不討厭海鵬，或是海鵬讓我喜歡服務團？ 

也因為海鵬的關係，我的志業也為教育，生活中碰到困境時也可以請教老團員們，

以前覺得跟他們有點距離，但漸漸的也變的和他們一樣的思考方式，希望老團員們都保持

健康，常保活力。 

 

 

5. 文良: 

我因為新世紀新福傳大會和服務團有關係，當時在文藻和僑榮大哥,嘉玲姊,巨烘大哥

一起開會，進而融入服務團的生活，團員當中有很多 role model 讓我感覺到「既參與又不

存在的教會服務」，這讓我滿喜歡的。 

這幾年我們比較不參與臺灣教會的運作，也因為我工作的位置（非營利組織），看

到了教會近年的挑戰，加上服務團近年在大陸的工作，我感覺興教建國的面向變廣闊了，

現在的「國」已經不再是當年的那個「國」，現在的教會也真正的是平信徒時代，因為神

職人員無法應付社會各層面衍生的問題，教會團體需要更專業的平信徒。所以如果可能的

話，服務團其實有很多藉由神職人員邀請參與的機會，也許未來還是能助教會的運作。 

 

  

6. 公楷: 

我加入服務團快要 20 年，不僅讓我認識緒安，也因為週四祈禱會讓我有一個女兒。

當時 1992 年我剛退伍，我的朋友跟我介紹這個團體，看到僑榮大哥和文瑞大哥的好交

情，我也希望我五十歲也可以這樣。 

在服務團的 20 年裡，前五年對我而言是被培育的階段，  當時到美國後接觸到美東分

團，因為碰到大陸的新移民服務感受很深，也因為在美國受到團員的關心，很是感動。同

時，我也經歷了一些服務團的重大轉變，包括樂銘基金會的成立，確立了依納爵神操作為

服務團的靈修，包括文山區的讀經小組，也讓服務團員之間的互動從事務和工作變得比較

觸及彼此生活的分享。讓我近距離的看到資深團員在生活中面對重要抉擇，都是怎樣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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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另外，海鵬和思伶籌備細胞小組也是其中的一個歷程，讓我有機會常常跟在張神父

身邊學習。 

第三階段是我結婚後決定到香港工作,也因為這樣，我參與 2004 年葡萄園的成立。我

也目睹當時陳日君主教帶領教友，走在第一線抗議 23 條基本法，這讓我感覺到天主教會

是可以如此的對香港社會產生影響。不過也因為已在香港有參與服務團的聚會，所以假日

回台時我較多時間是在陪伴家人上，這是我感覺比較可惜的地方。 

 我對老團員期待的部分，主要是老團員的身上其實有很多資源，不管是教會內、社

會上，我也期待前輩們可以有系統的讓我們與這些資源接軌，同時可以整合思考未來怎麼

走下去。 

 

 

二、 團體討論與回應 

1. 僑榮大哥 ： 

從今天六位中生代團員的回應裡頭我發現，其實大家都已經成熟了，因為大家已經

可以舉一反三。也感受得到，現在年輕一代其實比我們當年要辛苦，好比說找工作、創

業、買房子等等，可能都沒有我們那一代來得容易，但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困難，我對

中生代的期望，最主要就是希望他們可以開始捲起袖子來接棒。 

 

 

2. 乙白: 

聽完分享後我比較清楚的理解中生代團員與團體發展關係的歷程，歷程中其實包含

了團員自己的生涯發展變化，跟團體的發展、教會的需要交織在一起，是慢慢形成的，這

些就會讓我變得比較放鬆一點。不然之前只有跟老團員比較熟悉的時候，就會對於要怎麼

走到跟團體比較親近這一個歷程很茫然跟慌張，現在覺得不用太緊張，蠻開心的。 

 

  

3. 莉慧： 

聽到中生代比較生活化的故事，感覺跟我們比較貼近，有蠻大的收獲，也很感動。 

 

4. 智偉: 

今天的分享，就可以回到到我之前的疑惑，因為我一直很想知道當其它的團員在我

這個年紀、剛進到這個團體的時候到都在幹嘛，這樣我就比較可以知道我自己可以怎麼

做。 

 

 

5. 巨烘大哥: 

台灣社會 與教會在 20 年來有很大的改變，也的確服務團現今參與的程度比較薄弱，

若中生代可以再次召集起來,對台灣教會可以比較有策略性的幫忙,這是我所期待的，另外

我也很期待，團體的事務和傳承希望能由中生代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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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嘉玲姊: 

在剛剛聽的過程中，我就一直在想，到底團體與個人兩者間孰輕孰重？我想每人各

自有答案。我是在民國六十五年入團，入團主要是因為我是僑榮的太太。成為團員後因為

工作繁忙，所以也沒有太深入，一直到九零年代因為我的信仰程度上有一次跳躍，所以才

開始比較投入，2002 年當選總團長後，我就一直在思考團體與個人的重要性。 

我們這代的人受的教育是要為團體付出、對團體服務，但後來我覺得，團體應該是

為個人而存在，讓團體中的每一個人能活得光榮天主，達成人在世的使命。一直到近期，

我才想清楚，團體和個人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團體要允許並幫助個人發展，個人也要促成

團體的發展。團體若衰弱不振，個人發展也會有限，故團體與個人一樣重要。我們應當幫

助團體發展，這樣才能幫助我們自己往上走。這是我個人的一點分享。 

最後關於我對中生代的期望，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期待，就是不論是組織或是個

人，我期待中生代要多和新生代來往，認識他們。 

 

 

7. 張神父: 

團體中很大的問題是我們的人太少了，然後都是同年齡的在一起,形成分齡化，影響

之間的互動關係，所以重要的是要想辦法讓我們的人數增加。 

 

 

 

三、 總團與分團報告： 

1. 總團長報告 

(1) 分團長的選舉辦法，可能需要思考是否有機會改善其合適性。 

(2) 手冊的內容需要再調整，以便我們可以再印刷出版。 

2. 分團長報告  

(1) 團慶於 11/24.25 在中部舉行，由中部分團舉辦，希望有多一點人參加，參與就是

對主辦的中分團很大的支持，後續的報名表格會再寄給大家。 

(2) 本次會議為分團長任內最後一次，感覺就像中老年的婦人面對小孩長大的心情，

這兩個月月會，我也在背後催生對話的發生，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對團體都有更

多的參與，當然我也了解，團體和個人生活的抉擇和考量的確存在，不過還是應

該不要離開團體太久，以免太久之後近鄉情怯，很希望大家能回到當初加入團體

的初衷，把團體的優先性放前面點。 

 

 

主席： 

服務團是先知性的團體，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走在社會與教會的前面，相信在透過這

樣的對話和思考過後，團體會能夠找到對的方向和焦點，也很謝謝大家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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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鵬發言（剛從徐匯中學童子軍活動回來）、左邊是張敏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