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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南分團 

蔣廷俠 

一、第三季會開會記錄 

  

曰期:   7/3/2015, 上午十點 (九點半- 十點：共融、交誼) 

 地點: 朱嶠、葉青家 

 出席團員/朋友： 沈藝甲、蔣廷俠、季明慧、劉正宇 、葉青、 朱嶠 、江士奇、房琦、謝浣麗、桂

光興、饒成、蔡展鋒、蔡凱雯。 

  

主席:  展鋒 

記錄:  凱雯 

  

1. 會前禱 

  

2. 生活分享: 

 展鋒：分享家中整修情形，希望儘快把房子整理出來。 同時告訴大家美國華語夫婦懇談會

邀請李家同教授來美做四場巡迴演講，分別在七月四、五、十一、十二日在羅蘭岡、洛杉

磯、爾灣、園林市 舉行。 

 士奇：分享他最近回台灣參加親戚以及一些抗戰烈士被送入忠烈祠的儀式。 是五月二十八

號舉行的，司法院及國防部都有派代表參加；有正式的儀式，也有照像。並且告訴大家這事

情的來龍去脈，完全是他上次去大陸查家譜時發現自己的親戚及幾位在七十年前就應該列入

忠烈祠而沒有被列入的一些人，後來他到台灣去為這事奔走，起初處處碰壁，後來是因為媒

體 (報紙)的介入才得到國防部的認可；三月正式通過。 (士奇為此事寫了一篇文章－國殤) 

  

 3. 團務工作報告: 

團務 

 廷俠：今年區團大會在北加州舉行，八月十四到 十六號。 參加的團員每人會收到補助費力

$100 元，團員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把這$100 元再捐出來。  

       美蘭目前情況尚好，感謝大家的祈禱及支持。 

       恭喜葉青、饒成將在八月的區團大會中分別奉獻為正式及預備團員。 

       請大家注意今年九月份要選舉新的分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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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大會完後的旅遊結束後有十一位從台灣來的團員要到南加州來玩，先到聖地牙哥，再 

        到洛杉磯。討論交通、住宿及帶他們遊玩的安排。 葉青建議去 Universal Studio 時可以乘坐 

        Metro Link 的 red line，還可以在中國城下車吃飯。 他們八月二十七日回台。 

  

 展鋒:  鴻業最近發 email 告訴大家有一批台灣輔仁大學的年輕人 (背包客), 打算在九月中 (大

約有七個人)要來南加州來玩, 希望有地方可以住。 

       討論結果: 士奇家可以提供兩個人的住處, 葉青家可以住 3 人, 饒成家可以住 3 人。  

  

北美仁愛基金:   

 浣麗：六月份時所有匯款都匯出去了。現在我們每個月有四次免費匯款。 

 凱雯：這次參加基督活力營有三位來自芝加哥的修女，少琴沒有向他們收取費，因為知道服

務團會資助，用要如何替他們邀那筆費用?  浣麗說：請向嘉明申請。 

  

蒲公英助學金: 

 於永現在已經搬到北加州去了，現在蒲公英幫助的範圍擴大，於永把工作分攤到各分團。 

所以現在已經不能算是南加州的服務事業，葉青、廷俠、凱雯三人仍然會負責一些連絡工

作。 

  

夫婦懇談會: 

 藝甲表示大陸在這方面的需要很大，以前的模式是去那裡旅遊順便舉辦夫婦週末營；以後大

概不能如此了，要特別按他們的需要而去。  

 廷俠：小霞通知我們河北的邊村、蘭州、及山東的濟南都需要我們去舉辦夫婦週末營。藝甲

及廷俠打算九月份先去大陸，探查一下情形，十月份再跟執事去福建舉辦週末營，明年四月

再去剛才提到的三處舉辦夫婦週末營，將由麗琴主導。 

  

基督活力運動:  

 展鋒：剛才於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在 Riverside 辦完，十分成功，共有四十三人參加。這次請

了徐卓越、楊國育、歐維禮三位神父做我們的神師。少琴這次特別研究了美國活力運動的做

法，把一些台灣加上去的東西都拿掉。蒙市來了很多人，國內來的學員很多。因為今年要參

加的人很多，有人沒有報上名，所以已經打算明年再在 Riverside 舉辦一期。 

  

輔友：以後不再列入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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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信與關懷: 

 藝甲：常常要做很多決定，每期要印 4000 份，其中有 1000 份要郵寄，那些人是最需要這份

刊物的。現在科技發達，有人認為只要網路版就可以。但根據調查，美國老年人用 Internet

的只有 17%。所以 印刷的文字版還是很有需要的。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找年紀輕的人來

接班。上面的文章一半請人寫，一半是從教會內別的刊物轉載。很需要義工，希望有新的方

向、新的方法。 每次向大家問卷調查意見，最有反應的是港、澳地區。 林思川神父的網站

只需要兩個人，一個管內容、一個負責技術就可以維持，但傳信與關懷沒有那麼簡單。 

 展鋒：的確，有些地方的教友就只能靠文字版，向網路發展是一趨勢，但當我們向前走時， 

也不能把那些不用電腦科技的人拋棄。 

 明慧：企業上 marketing 很重要，要用經營企業的精神去做。 

  

4. 服務團與我： 

 廷俠：服務團對我的幫助很大，但也給了我不少壓力。 每一位團員都給我很多鼓舞及支

持，有機會參與大陸夫婦懇談會的活動，覺得團員們待人都很真誠。 處理團務時如有問題

會去跟凱雯商量，都能得到答案，很感激這個團體。大家很團結，像家人一樣，感到是所有

團體中最好的。它幫助我成長。 

  

 葉青：大家的想法相近、一致，而且因為能服從，不會為了不同的意見而各走各的路。 

  

 光興：佩服大家熱心服務、犧牲自己的精神，不了解怎麼還會有人要請假不來。現在有了高

科技的 I-watch, 也許以後可以幫忙做連絡人。 

  

 饒成:  這個團體像個家，感到開會、玩樂都很愉快。 

  

 朱嶠：分享他今天去監獄探訪的經驗—今天遇到的是兩個來自福州的人，跟他們談論天主教

跟基督教的不冋。並告訴他們耶穌的人性以及天主性，祂是我們與天主的橋樑。大概每 2-3 

個星期去探訪一次。 吳神父也會去那裡聽告解，但近期內就要輪到他的休假年 (sabbatical)，

神父會有一段時間不會去那裡。  

  

  

5.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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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廷俠：下次大風十七丶八章討論時間：七月十六日晚上八點 Skype。 

  

   7. 會後禱  

  

            

二、士奇的文章 
 

                                                                                                                                                                                                                                  
國殤 

江士奇 

 

    今天的你我或許很難想像那個烽火紛飛的八年艱苦歲月，報紙上談的不是健保改革、美食任

務；不是總統選舉、一路一帶；新聞標題卻可能是「七月七日日軍砲轟宛平縣城，我守軍奮起還

擊」、「淞滬戰場激戰月餘，我軍傷亡十餘萬依然堅守陣地」，「台兒莊我軍大捷，板垣師團潰

不成軍」… 

 

    呂世渙的故事就是大時代的千千萬萬人中華兒女的故事的縮影。我是在 2012 年於安徽尋根

時得知他的事蹟，他與我的祖父同輩，算是堂兄弟，原為北洋政府時期大理院書記官，後來擔任

上海特區高等法院書記官長。民國二十六年 (1937)上海淪陷之後，國府上海高等法院仍留在租

界工作，世渙烈士與其他法院同仁抵制日寇及汪偽勢力之威脅、拉攏、利誘，拒不出任偽職，並

積極參與抗日活動。在此期間，上海特區法院有錢鴻業庭長 (前監察院長錢復之祖父)、郁華庭

長(民初詩人郁達夫之兄)等先後均已遭日狙擊喪命。 

 

    民國三十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對英美等國宣戰，並且派兵進入上海租界，為了躲避日偽軍警

之搜捕，上海特區法院同仁均奉命疏散至浙江金華，待命西撤。但民國三十一年四月，美國首次

轟炸東京，轟炸機於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任務執行完畢後飛機多迫降於浙江一帶，大部分美軍

飛行員都被我百姓救起。日軍對於首都遭轟炸極為不安，所以一方面為了重振日本民心士氣；二

方面為了避免浙江機場成為日後轟炸日本之前進基地；三方面為了報復浙江一帶軍民百姓對美軍

飛行員之幫助，因此於一個月後發動浙贛會戰。浙江金華城破之日，數十名政府公職人員皆遭到

日軍逮捕，呂世渙略通日語，乃與日軍曹理論，首先遭日軍以刺刀刺死，其餘公職人員也全遭日

軍屠殺，呂世渙幼子呂章亦隨父遇難，整個浙贛會戰雖然在我軍奮勇作戰之下，終於奪回失土，

敵我回到戰前之對峙態勢，但此會戰造成我軍民同胞約二十萬人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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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美國以後，Google 了「呂世渙」三個字，赫然發現台北國史館內為數不多的「抗戰有

功人員褒恤案」內有呂世渙的相關資料，但網路上只有檔案標題卻無內容，大喜過望之餘卻又不

知道究竟還有什麼祕密？於是委託台北教友代為查詢，第一次去查詢是周六又是下雨天，卻因為

檔案查詢只有周一到周五可做，所以無功而返。兩周後她又趁上班時間跑了第二次，這次成功

了，調出了包含殉難事蹟、褒揚令、撫卹令等共三十頁資料，這些資料大陸那邊根本看不到，因

為種種原因大陸官方把許多網站，包括台灣所有的政府機關、google 搜尋引擎都加以屏蔽。 

 

    原本以為有了官方資料，跑完公文流程就可以入祀，但沒想到這才是起頭而已。我的要求很

清楚很簡單，就是將殉難烈士的靈位放入忠烈祠內，我們不要政府一分錢，因為撫恤金民國三十

二年就已經發過了，但剛開始的回覆居然是「既然在中國犧牲，應該去入祀中國的忠烈祠」，後

來又說「在台灣沒有後人，不符合入祀資格」，最後是「是否應入祀忠烈祠，當時應已有綜合考

量」，到最後給我的答案竟然是相同陳情案件不再受理。近兩年的時間裡，我研讀相關法令，與

忠烈祠、國防部、法務部、內政部、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各相關單位打電話、寫信，努力了

兩年，最後經過媒體的報導，終於在今年三月由國防部上呈總統府核准。感謝天主！當我電話得

知總統府核准時，一人獨坐在家中客廳，內心百感交集。 

 

    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建於民國五十八年，老蔣總統非常重視忠烈祠興建工程，期間曾二十餘

次到場監督施工，主殿仿北京太和殿但比太和殿還高一米，表示對先烈之尊重。入祀典禮是在五

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舉行，先前幾天台北天氣不佳，時有陣雨，我母親很擔心入祀時之天候，但

是感謝天主，入祀典禮前一天下午就慢慢轉晴。據忠烈祠工作人員說，只要是有入祀典禮，天 

沒有不晴的。我們到達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後，接待的上校就向我們表達對先烈最崇高的敬意， 

九時整典禮開始，禮官一聲「敬禮」，在忠烈祠憲兵高舉軍刀的劍門之下，由司法院副祕書長手

捧著「浙江金華司法烈士之靈位」走向忠烈祠正殿，這一批為國犧牲的司法烈士，從此亦與其他

英靈一同，永享國家之祭祀。 

 

    世代居住美國的老美總是稱他們經歷二次大戰的父執輩是 America's Greatest Generation.   

現在旅居美國來自兩岸三地的華人，我們大部分都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可怕與殘忍，但是我們父執

輩都是戰爭中活下來的人，今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我們不要忘記犧牲的三千萬軍民同胞， 

祈求天主保佑戰爭中犧牲的中華兒女靈魂早日安息。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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