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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團中部分團 

劉黛麗 

一、 7 月份年會強碰強颱蘇迪勒，中分團莊慧玲、俞明德、辛靜芬、蔡綺、沈明室、陳善瑜、田

巧玲、吳華珍、楊淑雯、劉黛麗等 10 人參加年會，並邀請新朋友甘蔓蔓、歐陽鍾萌、梁麗

華、黃嘉敏等 4 人共同與會。特別邀請新朋友將參加的感想寫下來，以文會友。（圖 1-2 及

附錄 2）除此之外，團員們利用暑假期間到世界各地，或旅遊（蔡綺、田巧玲、歐陽鍾

萌），或朝聖（夏太長、王行一、陳定宇），或參加工作坊（鍾碧惠、陳月靜、張南儀、

夏太長、劉黛麗，巧遇北分團嚴美萍、陳國森）；各有各的收穫與觸動，特別請大家記錄

每個行腳，也讓其他的團員分享旅途中的點滴與感動。（圖 3 及附錄 3、4） 

二、  8 月份繼續欣賞「教宗若望 23 世」DVD（part 2），並由主席蕭漢璽帶領大家討論「團體與

我」之議題，探討團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及參與團體的意涵及感動。（圖 4 及附錄 5） 

三、 9 月份在一家一菜淺酌美酒的愉快氛圍裡，團員們再度聚在一起欣賞「教宗若望 23 世」

DVD（part 3）完結篇。然而隨著影片帶進教宗辭世的畫面，蔡綺明室家客廳的空氣，頓時

凝結成冰，哀悼這位忠實地、恆久地追求和平、「順從聖神」的教宗主懷安息。主席王行

一轉換氣氛，帶領大家討論「團慶」活動內容與工作分配，並通過 2016 台灣區團團慶計畫

（草案）。（圖 5）聚會的尾聲，好久不見的天麒分享了舒玉生病開刀期間，照顧太太的甘

苦；久違的沈奕，也分享日本東京留學生活的點滴。 

四、 今年下半年「灑播祈禱的種子（SSP）」日常生活退省於 8 月 26 日至 9 月 30 日，連續 6 個

週五晚上，在行一、定宇家裡舉行，參加團員有王行一、陳定宇、甘蔓蔓、吳華珍、劉黛

麗等 5 人，一起在燭光中，邀請天主聖神臨在我們中間，一同分享內心感覺的動態及體會日

常生活中的愛與被愛。（圖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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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活動照片 
 

 
圖 1、7月份年會旅途中 

 

 

 

 
圖 2、中分團年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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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張宏秀博士 7月 1-3日在靜山主講光的靈修 

 

 

 

 
圖 4、8月份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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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月份例會 

 

 
圖 6、中分團下半年 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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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中分團下半年 SSP燃燭 

 

 

附錄 2、參加年會心得分享 

                                                             基督服務團成員，你們好！                                    

        有幸在聚會中認識這個團體，聆聽你們的分享，升高了我的環境意識。整個團體給我的感

覺是認真的、嚴謹的，每位成員很投入自己服務的崗位，認真付出，犧牲很多，真是一個優秀的

團體。 

        從信仰角度看，作為基督徒，我感到你們不只作俗世的事，也是作天主喜悅的事；因為你

們正邁向「成聖」的道路。成聖就是要走出自己，為他人犧牲。認同嗎？ 

最後，再一次感謝你們，為環保工作所付出的努力！加油！ 

主佑 

  梁麗華敬上 

2016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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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基督服務團 2016 年年會有感                 黃嘉敏 

        自 7 月 9 日應邀參加基督服務團於真福山舉辦年會後，感受良多。首先，團員親切熱誠的

服務態度，令我感動；縱使像我這般怕生的人，很快就被團員們的熱情及用心所感染，不再拘

謹。此外，團員們分工合作辦理年會工作各個環節，鉅細靡遺，非常周到出色。大家認真堅定的

服務精神，真是令我感動。更重要的是，基督服務團服從教宗的通諭，對受造物如大地萬物，懷

抱公平仁愛的謙遜態度。對我而言，除了為過去沒有把垃圾分類做好覺得慚愧之外，感受到天主

是透過服務團提醒我，今後往後，打開水龍頭或使用擦手紙時，都要牢牢想起祂的教誨；要仿效

服務團的團員們，用嚴謹的態度看待天主創造的大地及其所有資源。 

 

附錄 3、參加「光的靈修」心得分享 

參加「光的靈修工作坊」心得分享                陳月靜 

       第一次參加張宏秀博士帶領的靈修工作坊是在 2006 年夏天，以後每年夏天她都像候鳥般由

美國飛回台灣靜山，我也每年都有幸能成為她的學員，在朝聖旅程中 10 年的陪伴，這真是天主

的恩寵！感謝讚頌阿爸天父！ 

    在靈俢學伴黛麗的鼓勵下，我將今年工作坊帶給我的感動與靈修成長記錄下來：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是我生命穩固的保障。」（詠 27：1） 

「這是出於我們天主的慈懷，使旭日由高天向我們照耀，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的人，並引我

們的腳步，走向和平的道路。」（路 1：78-79） 

一、安頓身心靈在天主聖三的光中，藉著信德之光，讓我們重新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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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的能量都來自天主，必須緊緊跟隨祂。 

          

 

 

 

 

 

 

 

 

 

三、我們的生命故事，訴說了上主對我們的垂憐，祂對我們的計畫，祂是耐心無比的陶工，將

我們雕塑成他所期盼的樣子。 

 

 

 

 

 

 

 

 

 

 

四、過去的挫折與痛苦都成為天主將我們賜福給別人的工具，天主能使一切轉為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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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臨在聖三光中，讓天主聖三的光充滿，成為光明之子，頌揚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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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靈修心得                                 張南儀 

天主的光引導我參加了這課程。 

治癒的光，除了明亮，還充滿了愛、溫暖、安慰和能量……。那是從催眠課程學來的。而這

次的課程，讓光和生命、治療、信仰有更好的連結，讓祈禱有新的提升。 

課程中，一直有個情緒在，有分深深的思念縈繞心頭。父親中風 14 年，過世那晚，睡前為

父親的善終祈禱。祈禱後半夢半醒的在心裡和父親對話，告訴父親想回天主的家就好好跟天主

求，不然……，話沒說完，眼前父親的影像轉為強烈的光，亮到睜不開眼；還有好多話想說，卻

覺得自己真囉唆…，就睡著了。後來知道，父親大概那時走的。接到訊息時，雖然難過，卻很平

靜。去見父親最後一面時，告訴父親「不要害怕，跟著光走。」母親的反應很快，馬上說：「跟

著天主的光走。」是啊！天主是我們的唯一，我們的最終。 

帶著感謝，再次與光接觸。以前明供聖體時，覺得有點辛苦，有點搞不清楚狀況。這次學習

後，原來每次的明供聖體，可以是讓天主的光進入心裡，可以是陪伴，也可以是治療，那更是一

份恩寵。 

 

讚美天主聖三的光明                           劉黛麗 

        2016 上半年感冒 2 次，頻率較以往倍增，病情亦較往年嚴重。究其原因，生活隨興、漫不

經心，輕忽吃冰貪涼的寒氣傷害。一開始頭疼，鼻塞流鼻水接踵而至，然後咳嗽喉嚨痛，最後連

發燒嘔吐都登台表演。偏偏碰上公務職涯的最後一役―國家文官學院晉升官等訓練，只得掛急診

吊點滴，配合心電圖、照 X 光、肺功能檢查，不斷地吸氣、屏氣、吐氣，其間無數次的狂咳、

哮喘，得出來的結果是「慢性肺阻塞」與「氣喘」，與自以為是的「慢性過敏性支氣管炎」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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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境界了。服藥期間，乾粉吸入劑的（藥物）副作用造成喉嚨瘖啞，讓我無法暢所欲言，開懷

大笑，深感困擾與痛苦。 

        7 月 1 日週五晚間在張宏秀老師主持「光的靈修工作坊」入靜的夜晚，特別祈求天主聖三，

把輕柔美妙的聲音還給我；從今往後，我一定好好珍惜天主的恩賜，絕不再輕忽濫用。人總是得

在失去後才懂得珍惜，原來身體不會一直好好的，聲音也不會永遠都清亮；如果剛好在不能生病

的時候生病，非得說話的時候失聲瘖啞，整個人頓時就像墜入黑暗的深淵，驚恐莫名。 

        在無盡闃黑的洞裡，我想到有句豪邁的話：「天主給的我都要，天主要的我都給」，天主

賜給我健康的體魄、輕柔悅耳的聲音，我還以為終身免費、永久保固呢；現在想來，真是可笑！

哼地氣聲從鼻孔裡竄出，迴盪在空谷裡，僅有鼻息尚存，其他的天主都拿回去了。我想起耶穌曾

經說過的比喻，天國如一個要遠行的人，將自己的僕人叫來，把財產托付給他們。過了多時回到

家裡，繼而跟僕人算帳。「凡是有的，還要給他，叫他富裕；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由他

手中奪去。」至於那無用的僕人，讓人給丟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裡必有哀號和切齒。（瑪

25：14-30） 

        人若在黑夜行路，就要碰跌，因為他沒有光（若 11：10）。感冒惡化為氣喘期間，常常於

深夜睡覺時發作，那是腎上腺素處於最低檔，也是氣管擴張能力最差的時候，突發地陣發性狂咳

氣喘嗚咽。我在黑暗中磕磕碰碰，從床鋪爬到浴室，明明周圍到處都是空氣，鼻子卻怎麼抽也吸

不到，只好任由胸腔內的炸彈自嘴裡不斷地爆炸，順勢噴發出火藥煙硝，五臟六腑劇烈震盪，軀

殼地動山搖；趁勢奮力猛吸一口氣，好讓自己活著。最後，我抱著浴室裡的面盆慢慢地喘息，胸

腔的起伏漸漸地緩和下來；我打開水龍頭托起掌心的水，洗去漲紅的臉上的淚水，抹去胸口的汗

水淋漓。剎那間，我知道鄧麗君當（1995）年怎麼死的了。 

        我始終相信每件事物的發生都有天主的美意與恩典，但我跪在床邊問耶穌，咳到喘不過氣

來到底為哪樁？腦袋空靈、過度自我，盲目地隨興自在，放任不羈，我早已目眩神迷，顯然沒注

意到身體已經不堪水裡來火裡去的感官刺激了。若不是咳嗽、喘氣、呼吸困難，我豈會轉面專注

自己的身體！我的身體不單單是我的，也是天主親手創造的瓦器，如今卻因我的輕忽漠視導致裂

痕斑斑、傷痕累累。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人生走到下半場，所剩的

時日不多了，豈能虛擲光陰，苟且度日；更何況丟了健康，遑論敬主愛主。親愛的主耶穌，我辜

負了祢精心打造的作品，為此，真心痛悔，決心定改。今求我主，因祢受難功勞，可憐我，赦免

我的過犯，我將全心信賴祢，決不在黑暗中行走。我要跟隨祢，仰望祢，求祢「光照」我，施以

溫暖，好驅離我體內的寒氣。耶穌遂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片刻。你們趁著還有光的時候，應

該行走，免得黑暗籠罩了你們。那在黑暗中行走的，不知道往那裏去。幾時你們還有光，應當信

從光，好成為光明之子。」（若 12：35-36） 

頌揚天主聖三的光榮，讚美天主聖三的光明。 

2016 年 7 月 31 日聖依納爵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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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旅遊朝聖心得分享 

上主一直在我身邊                      陳定宇、王行一 

       今年由 3 月玩到 7 月中，玩得自己都覺得有點荒唐了。但是回想起來，

許多的「意外」或「巧合」，都在事後讓我不斷感謝天主，上主！因為有

祢，我回頭看，才深知祢一直在我們心中，也在我們身邊。 

         3 月至北歐，其中我們安排由奧斯陸飛往愛沙尼亞，卻在抵達奧斯陸

機場時才得知愛沙尼亞航空已倒閉，我們卻未被事前告知,不但所有行程必

須變更，在金錢上也有極大的損失。定宇和大女兒在機場不斷協調詢問，為

我們被打亂的行程重新安排，一向容易激動也性急的我，被「指派」看著行

李，這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祈禱，我祈求上主我不在乎那些損失，只求上主

指引我們最完美的一條路解決突發的困難。我的祈禱剛結束，定宇和女兒已

完成的所有該連絡的事宜並擬定了新的行程。我們在奧斯陸多留了 3 天，更加徹底的去了解這個

都市，航班的事情完全沒有澆滅我們旅遊的興致。 

         5 月飛往美國與兩個女兒相聚，但第一站先搭乘遊輪在美國東北角一遊。上船第一天一個

行李箱就被船上工作人員的粗心給弄壞了，雖然中間處理過程並不愉快，但我們遊興並未受到影

響，禱告仍然是我們面對問題時一個最好的方法。Believe it or not，下船那天，同一個行李箱不

翼而飛，雖然船公司讓我們填了遺失報告，但從事發至今日，他們不聞不問，行李反而是誤拿的

對方依照我行李上電話與我們聯繫後我們自己去取回。我的信德不堅定在此時顯露，反而是定宇

一直表示相信天主，凡事自有安排。幸好，所有事情都有了圓滿結果。 

       遊輪在 Baltimore 上船，我們提前一天到達，有將近兩個整天逛逛 Baltimore。走著走著，看

見一座天主堂，當時並不覺得特殊，走近一瞧，門口掛著「美國第一座天主堂」，可想我們當時

多激動。當時教堂已接近關閉時間，但工作人員得知我們想花些時間祈禱，不但熱心為我們解

說，還讓我們有足夠時間參觀。Baltimore Basilica 的建築師與國會是同一人，於 1802 年開始建

造，雖然重新整修過，並無損它的歷史價值。在聖堂內祈禱，感覺主恩滿溢，非常感動。 

       遊輪最後一站到加拿大 Halifax，拿到地圖後特意繞道至 St. Mary's Basilica，竟然就趕上當天

的小型彌撒，整個聖堂內充滿聖樂，令人心情非常平和。遊輪回到 Baltimore,我們前往華盛頓。

DC 並非初次來到，再加上意外的花了一天時間去拿回失蹤的行

李，我們又重新安排路程，特別前往聖母無玷始胎全國朝聖所聖殿

（Basilica of the National Shrine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這是美

國最大的天主教堂、世界第八大宗教建築，由美國天主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捐地，1920 年開工建造，1959 年開

放，當時尚未完成，是一座很新的教堂。我們去的當天竟然正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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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大學畢業典禮並不開放。我們當然又解釋一番來意就被放行了。接下來在眾多興奮、盛裝打

扮的學生與家長間，我和定宇兩個穿著邋遢背著背包的遊客在人群中穿梭無阻，好好地祈禱、照

相，還不知不覺地走到地下室，發現好大的書店。我們瀏覽許久，買了聖樂 CD、一串美麗的念

珠，及多張有美麗禱文的書籤。這一切美麗的安排，若不是天主的特意是什麼！ 

        終於到了女兒處，我們有著充分的時間休息。每天在他們都上班之後，我們開始祈禱並連

線至思高讀經網站聆聽林思川神父的讀經錄音，這段時間是最祥和的時刻，我們都非常珍惜，也

非常感謝有這麼一個好的網站與思川神父的講解，澄清了我對經文中許多的疑惑。 

       我們非常愛好旅行，旅行中難免遇到一些突發事件。但自從開始習慣祈禱後，內心的一些激

盪或不愉快很快就能平靜下來，遇事不再強求，我們相信上主自有祂的安排，相信祂並交付給祂

就會有圓滿的答案，我們怎能不感謝，又怎能不承認自己是有福的人！ 

 

跪行祈禱                                     夏太長 

       洛雷托聖母之家（The Holy House of Loreto）坐落在洛雷托大殿 （Basilica of the Holy House）

內，由聖母居住在納匝肋房屋的三面牆所組成。十字軍於 1291 年被伊斯蘭教從巴勒斯坦驅逐

後，教友怕聖母的家遭受摧毀，遂拆解聖母居住房屋的三面牆壁，輾轉運送到義大利洛雷托地區

重新組合，1294 年 12 月 10 日組合完成後稱為「聖母之家」，之後又在周圍興建雄偉的大殿，

把聖母之家包絡保護其中。 

        1998 年 1 月與 2008 年 8 月兩次來到洛雷托大殿朝聖，進入大殿內就可看到聖母之家，有許

多教友與神職人員繞著聖母之家跪行祈禱，經 700 多年的跪行，每個人的雙膝在大理石上摩擦，

形成顯著的凹痕，很是感人。跪行祈禱遂演變成教友與神職人員向天主求恩的傳統（照片 1）。 

        這次藉由到葡萄牙里斯本參與研討會的機會，7 月 23 日至 27 日特地到法蒂瑪朝聖，朝聖地

也提供共兩處跪行祈禱；一處在聖母顯靈小堂（The Chapel of Apparition），即 1917 年 5 月 13 日

至 10 月 13 日聖母在此 6 次顯現給 3 位小牧童的地方；另一處是從天主聖三教堂（The Holy 

Trinity Church）前方，教宗保祿六世雕像前到聖母顯靈小堂，有一條用大理石舖成的小路（照片

2）。 

        聖母顯靈小堂每台彌撒後，都可以看到許多的教友跪著繞行祭台，不停地祈禱（照片 3 至

6）。7 月 24 日看到一個年輕且懷有身孕的母親，手上抱著一個稚齡孩童，舉膝維艱繞著祭台跪

行，讓我最受感動，這是何等的信德！這番景象讓我想到 1531 年 12 月聖母在墨西哥瓜達露佩

（Guadalupe）第 4 次向 57 歲的若望迪戈（Juan Diego）顯現時所說的話：「不要使任何事物來煩

惱你，也不要怕任何的疾病、災禍和痛苦。我在這裡不是你的母親嗎？你不是在我的身影保護之

下嗎？你還需要什麼呢？」，我深信這位具有極高信德的年輕母親內心的苦痛，必蒙聖母垂憐與

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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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主聖三教堂前的大理石小路，任何時間都可看到來自葡萄牙和世界各地的教友手持念

珠沿路跪行祈禱，直到聖母顯靈小堂，行程約 40 至 45 分鐘（照片 7）。7 月 27 日是我在法蒂瑪

朝聖的最後一天，中午就要返回里斯本。26 日晚上 11 點 30 分，氣候涼爽，特別來到天主聖三

教堂前的小路，誦唸玫瑰經痛苦五端，為個人的工作、家人的平安健康、辦公室同仁與各系主任

愉快的工作環境、管理學院各系所的招生以及已亡的母親、親友與恩人能在天上安享永福等意

向，祈求聖母代禱轉求天主。我是那麼專一心思，心無旁鶩，當跪行到聖母顯靈小堂時，竟已是

27 日凌晨 0：15。 

        事實上，我有退化性關節炎，偶有膝蓋疼痛的困擾，40 餘分鐘的跪行，起身後卻不覺異

樣，行走更為有力；因為經上記載「而仰望上主的，必獲得新力量，必能振翼高飛有如兀鷹，疾

馳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依四十 31）。」感謝黃素珍教友，她因車禍受傷，左腳粉碎骨

折，雙手杵著拐仗到里斯本，在參與研討會後與我一起到法蒂瑪朝聖求恩，並為我拍下跪行祈禱

的照片（照片 8 至 10）。 

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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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照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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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照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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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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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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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朝聖紀實與感言                          蔡 綺 

        7 月 17 日至 30 日巧玲姊、我和歐陽鍾萌母女四人參加了由宮高德神父領軍的義大利朝聖

團。雖然 30 多年前曾拜訪過義大利，或許已事隔多年，且此次朝聖多個景點非一般觀光客容易

自行到訪，因此格外的具有吸引力。 

        可以說好事多磨，出發前兩天，7 月 15 日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隔天伊斯坦堡機場全面封

鎖，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我們有些緊張。真是感謝天主！土耳其政府很快地在隔天就平息

了軍事政變，就在機場恢復正常營運當天，我們一行順利的在前天還是世界新聞焦點的發生地過

境。 

義大利第 1 天 

       歐洲哥德式教堂的經典之一米蘭大教堂是我們朝聖的第一站，望著排長龍準備入內參觀的觀

光客，因已事先申請獲同意在內舉行彌撒，可以直接經安檢後通過聖門，省去排隊的時間。我們

被安排在主祭台後面小堂舉行彌撒，後牆是歌德式玫瑰窗及尖拱彩繪玻璃，更難得的是在尖尖高

聳的頂棚稜肋下，懸掛了當年十字架上的一根釘子（因為太高了，肉眼看不清楚）。初次在這麼

負盛名的教堂內舉行中文彌撒，內心有說不出的喜悅，連神父都說這是滿滿的恩典。 

參觀完氣勢磅礡的米蘭大教堂後，我們轉往典雅樸實的聖安博殿，這是為紀念出生於約西元 330

至 340 年之間，還未領洗已被推舉為主教，雖受希臘文化薰陶，卻是第一位拉丁教父的聖安博 

(St. Ambrose)。聖殿入口放著一張由林布蘭特(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繪製的浪子回頭海

報，經由宮神父的講解，我們了解浪蕩半生的聖奧斯定就是受到他的感化並親自付洗，才皈依天

主，成為教會重要的柱石。 

        30 多年前首次到米蘭時就耳聞達文西最負盛名的壁畫「最後的晚餐」必須預約才能看到，

此行在行程表看到了這一景點，心中不禁暗自雀躍。我們一行前往米蘭恩寵聖母堂。東看西看搞

不清楚此畫到底藏於何處，後來碰到一位道明會神父，才知道舉世聞名的壁畫在修會的餐廳中。

由於達文西當年繪製此壁畫時使用的是「蛋彩畫法」，這幅加了有機物質的壁畫，在完成後 50

年即因濕氣而嚴重剝落，後來修會在此壁畫下部分挖了一個洞做門，使壁畫中間幾個人的腳不見

了…，目前此畫被密封在溼度調節的密閉玻璃室內，必須在半年以前預約才能進場參觀。事實上

來米蘭的人，百分之 99 是無緣看到此畫的，能夠在牆外想像一下畫冊下的景象已屬不錯的啦！

因為畫冊中的畫是二次大戰結束時拍照的，比起目前的真跡應該更清晰。 

義大利第 2 天 

        因宮神父曾在台南慈幼中學求學 6 年，特別在此次朝聖之旅安排參訪杜林新堡高崗上鮑思

高神父的故居與思高大殿。這位 1815 年出生於貧困家庭的鮑思高神父是慈幼會、母幼會的會

祖，因特別關注青少年的成長和信仰生活，曾透過努力練習魔術、工藝技術，並善用印刷術牧養

青年人的信仰生活，被尊為學徒、編輯、出版商、在學兒童、魔術師、未成年罪犯…的主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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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被安排在大自然田園風光秀麗優雅的鮑思高出生地旁的一間聖母進教之佑小堂舉行旅途中的第

二台彌撒，彌撒中我特別為台灣的青少年祈禱，求主賞賜更多願意效法鮑思高精神的教師，幫助

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當天下午我們還參觀了杜林聖母進教之佑大殿，親眼目睹了聖人鮑思

高的聖髑，內心不斷地提醒自己，身為教師的重要性和應發揮的影響力。 

       在杜林除了參訪鮑思高相關景點外，我們還參訪了聖若翰洗者主教座堂，此堂以收藏耶穌裹

屍布而聞名。根據聖經《馬竇福音》《馬爾谷福音》《路加福音》曾提及耶穌被用細麻布裹好並

安放在墳墓，因此教友們認為它可能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後所用的裹屍布。這是一塊印有耶穌

臉部面容及全身正反兩面痕跡的麻布，尺寸約長 4.4 米、寬 1.1 米，人面圖像有鬍子和及肩頭

髮，身體有傷痕痕跡。目前教廷對於這塊殮布是否真正包裹過耶穌的遺體，保持非常慎重的立

場，卻也贊同對耶穌殮布的敬禮。介紹殮布的影片在教堂前方不停地播放，供民眾觀賞，殮布真

品被嚴密收藏，據說下次展示時間被安排在 2025 年。當我們看完介紹影片後，每位團員都情不

自禁地挨近最靠近殮布收藏處的祈禱跪墊上祈禱，能夠這麼貼近聖殮布祈禱真是一種特別的恩寵

啊！ 

義大利第 3 天 

       有「最美麗的水上都市」稱呼的威尼斯是造訪義大利必經之地，對天主教友而言，這個城市

的威望是因為聖馬爾谷的遺體被從埃及亞歷山卓帶到威尼斯而提升。我們在威尼斯最重要的朝聖

景點自然是名聞遐邇的聖馬可大教堂，這座拜占庭建築風格的教堂開始建於西元第九世紀，圓頂

和燦爛的鑲嵌畫是它最突出的特點。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是我們竟然被引導進入聖門後，在主祭台

的左邊小堂奉獻彌撒，當中文彌撒進行的同時，吸引了不少外國朝聖者一起參與，雖然語言不一

樣，卻有主內一家人的親切感受。 

       不能免俗地我們和一般觀光客一樣，乘坐貢多拉、參觀水晶工廠…。最難忘的奇遇是當我們

搭乘水上巴士返回旅館途中，在船頭巧遇一團來自巴西的朝聖團，因加入他們以不同語文唱「祝

你生日快樂」開始，你來我往，從露德聖母，唱到法蒂瑪聖母歌，從巴西天主經到國語天主經，

最後我們在隨團三位神師的祝福下互道再見。 

義大利第 4 天 

       帕多瓦(Padova)距離威尼斯不遠，在義大利的第 4 天，我們路過帕多瓦並造訪聖安東尼大

殿。路途中我們又巧遇了前一天在威尼斯相遇的巴西團，真感謝天主給我們這麼奇特的奇遇。 

       聖安東尼出生於 12 世紀末的葡萄牙貴族之家，廿五歲那年為了赴北非向回教徒傳道加入方

濟會，到北非不久就得了一場重病，被迫返回義大利聽天由命。有一次亞西西有一個重大的會

議，需要一位會士講道，會長任命安東尼前去講道，認為他既沒沒無聞，講得不好也無傷大雅。

那知這位年輕會士滿腹經綸，一踏上講台頓時展露光華，使聽者各個驚訝不已。他死後就葬在帕

多瓦大教堂內，據說三百年後開棺時，屍體雖早已腐蝕，但那根舌頭卻完整如初供後人瞻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9%A6%AC%E7%88%BE%E8%B0%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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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觀完聖安東尼大殿後，隨即在廣場的古老小堂舉行朝聖的第 4 台彌撒。小堂牆壁有 18 幅

巨畫，述說著聖人的事蹟。在離開帕多瓦之前，大家搶著買聖安東尼聖牌，準備贈送給親朋好

友，因為聖安東尼又以失物主保聞名。佛羅倫斯的百花教堂、聖十字教堂、喬托鐘塔、天堂之

門、領主廣場…等，讓我們親身體驗了文藝復興，璀璨之城的豐盛。 

義大利第 5 天 

        西恩納是義大利托斯卡納區最著名的觀光城市，以中世紀景觀和賽馬節聞名於世。到西恩

納後我們參訪了歐洲最大的中世紀廣場以及主教座堂。 

       過去偶爾會在諸聖禱文中聽到聖加大利納的名字，對於這位聖人的生平功績卻一無所知。在

參訪了聖女故居並一路聽隨神父對聖女的介紹之後，才知道原來這位 14 世紀女聖人，是道明會

第三修會會士，生平有多次神魂超拔與耶穌相遇的經驗，因受聖神感召，致力於照顧病人、多行

愛德善行，並通過這些愛德善行與耶穌更密切地結合。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績是幫助額我略十一世

把聖座的教廷由法國亞維農遷回義大利羅馬並促使義大利各城國間建立和平。 

       此行朝聖第 5 台彌撒我們在西恩納的聖加大利納聖殿中安放聖女頭顱後面的小堂舉行。彌撒

結束後，神父特別向我們說明聖加大利納是先成聖後殉道的聖人，原因是因為教會當時對聖徒遺

骸遺物、聖圖像等的崇拜，聖徒的乾屍、聖物、聖像，成了教堂和修道院爭奪的寶貝，聖加大利

納就是在聖屍爭奪戰中，頭顱被保留在西恩納，屍體被存放在羅馬的殉道者。雖然不朽的聖屍被

認為是真正聖徒的見證，是神跡的象徵，但也提醒我們應時時反省，在朝聖之後，效法聖人作

為，追求福音的精神才是信仰的真諦。 

義大利第 6 天 

       亞西西是最富宗教意義的中世紀古城和方濟修會聖地。1182 年生於亞西西的聖方濟是動物以

及自然環境的守護聖人，也是方濟各會（又稱「小兄弟會」）的創辦者。這位一生安貧，受天主

感召而捨棄龐大家產獻身宗教的聖人，除了一身灰袍和一條繫在腰間的粗繩之外，沒有其他的財

產，不避飢寒，一心傳教，其苦修實踐的精神，成為教會中最有名的修會。 

        早上我們從山下進入亞西西火車站附近的天使聖母大殿祈禱，裏頭保留了聖方濟原始小

堂，右側是聖方濟去世的地方，接著我們上山進入聖方濟大殿並在大殿旁修院的地下小教堂舉行

彌撒。在修院附近我們看見不少來自世界各地身著方濟會服的會士，事實上在聖方濟生前即有不

少追隨者跟他奉行絕對的安貧原則，如他為了回應聖女佳蘭追隨福音生活的渴望，協助聖女組織

了後來稱為「貧窮佳蘭隱修會」的女性團體（又稱為「方濟第二會」）。 

        我們參觀了聖方濟的家到聖佳蘭大殿，來回上上下下的山城小徑，一路上看到不少琳瑯滿

目的聖物販賣店。這一位終極虔信與謙卑，一生安貧的聖者，大概萬萬沒想到其死後帶給他的故

鄉和修會這般盛名和無以數算的財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4%A1%E8%80%B6%E7%BA%B3%E8%B5%9B%E9%A9%AC%E8%8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4%E4%B8%96%E7%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E8%81%9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8%8E%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8%8E%E6%9C%8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ird_Order_of_Saint_Domini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8%B1%E5%BE%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8%B1%E5%BE%B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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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6%95%99%E5%B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7%92%B0%E5%A2%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8%E8%AD%B7%E8%81%9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6%BF%9F%E5%90%84%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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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第 7 天 

       出發義大利朝聖前一週，曾隨南屯傳協會前往苗栗頭屋鄉「洛雷托聖母之家」朝聖，這一座

一磚一瓦、斑駁聖畫及裝潢擺設等，完全複製義大利「洛雷托聖母之家」的聖殿給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此行義大利朝聖亦參訪並過了洛雷托聖母之家的聖門。比較特別的是朝聖第七台彌撒我們

選擇了蘭吉諾(Lanciano)聖體奇蹟小堂(St. Legontian)舉行，約公元 8 世紀時，有一位心中懷疑耶穌

在聖體內具體臨在的神父，有一天在彌撒祝聖聖體聖血時，手中的麵餅變成了一塊肉，葡萄酒變

成血，所有參與彌撒的人都共同見證了這個奇蹟。1970 年時，科學家以當時最新科技化驗了那

聖體，證實那肉是人類心臟肌肉，血是人類的血，血型是 AB 型(與聖殮布同一血型)，血中有蛋

白質和礦物質。血與肉的保存完全是自然方法，未用任何化學物品，經過了一千多年，沒有朽

壞，沒有乾涸。我們當天的彌撒就在擺放奇蹟聖體櫃的後方舉行，領聖體時我們特別選唱了今年

聖體大會的主題曲「基督在我們內成了得光榮的希望」。感謝天主！在每一次的聖餐中，祢都賞

賜給我生命的奇蹟。 

義大利第 8 天 

       聖若望羅通多是聖五殤畢奧神父朝聖地，這位 2002 年被教宗正式宣告冊封為聖人的畢奧神

父是此次朝聖中年代與我們最接近的聖人。這位於 20 世紀初期晉鐸的神父將基督的十字架當作

他的力量，智慧與榮耀，放在他的生命及使徒工作的中心。在他還活著的時後，由於他的美德、

祈禱的精神、為了眾人靈魂的得救，全然的犧牲與奉獻自己，就已經享有聖人的美名。畢奧神父

因從 1918 年起終身攜帶聖殤而廣為人知，這些無法解釋的傷口的真實性受到懷疑者、醫生和科

學家的證實。1954 年醫生給畢奧神父的手拍了 X 光片，發現骨骼結構無異常。畢奧神父去世

時，身體卻是完好，沒有任何疤痕跡象。他死後的數年，在教會、世界各地、各民各族中，神聖

的美名與奇蹟快速地增加。 

        目前畢奧神父的玻璃棺安放在紀念堂中，這是一座設計極為現代的紀念堂，內部以金色為

主調，墻壁上許多馬賽克壁畫解釋了畢奧教士的生平事蹟。我們有幸在畢奧神父生前修行的小教

堂舉行朝聖的第八台彌撒，此彌撒跟在威尼斯聖馬可教堂舉行的彌撒一樣，吸引了很多前來朝聖

的外國弟兄姊妹，再次見證主內一家人的喜悅。 

       在羅通多我們還參觀了聖彌格爾總領天使山洞，按傳統記載，彌格爾天使曾經分別於西元

490、492 及 1656 年在這山洞顯現。多個世紀以來，眾多教友到這裡朝聖，包括聖方濟亞西西、

聖伯爾納德、聖畢哲以及六位教宗等。巧玲姊、歐陽和我還特別在洞穴祭台旁念了一串玫瑰經。 

義大利第 9 天 

        我們在天主教大本營羅馬停留了三天，第一站即參訪了位於城外的聖保祿大殿，此聖殿是

四座特級宗座聖殿之一。我們過了聖門，欣賞了 36 幅有關聖保祿生平事蹟的壁畫，當年綑綁聖

保祿的鎖鏈之後，我們在教堂內的聖本篤小堂舉行了朝聖以來第 10 天的彌撒聖祭。祭台前安放

著一座聖本篤雕像，因他曾以拉丁文完成本篤會規的撰寫，平衡了敬虔的追求靈命及兼顧人性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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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會規十分嚴厲，重視體力勞動，但反對過分的形式上的苦修。這部本篤會規奠定了西方隱

修生活的模式，他因此被尊為「西方隱修之祖」。他的會士多個世紀以來都服務於這大殿中。 

隨後我們參訪了三泉聖保祿堂。傳說聖保祿在殉道時，頭顱從身體切斷時彈起三次，撞擊地面，

每個地點形成一個泉眼。如今現在屬於本篤會三泉隱修院。 

義大利第 10 天 

       聖伯多祿大教堂因為有聖伯多祿宗徒的墳墓，又因為它是羅馬皇帝正式承認基督宗教的象

徵，而成為天主教的精神中心。此外更因為擴建過程中有文藝復興巨匠拉斐爾羅、米開朗基羅、

貝尼尼等人的參與而具高度建築及藝術價值，成為觀光客必訪之地。或許參訪人潮太擁擠，我們

依照導遊吩咐的幾個重點照相區完成了任務後，也沒有多餘的時間進行默想，反倒覺得自己好像

來觀光而非朝聖的。 

       聖伯多祿大教堂旁邊的西斯汀小堂亦有相同情形，在洶湧的人潮堆中，只能對著這些壁畫驚

嘆，唯一感到最大驚異的是，此次所看到的壁畫比三十多年前首次參訪時所看到的顯得色彩更加

明亮。原來米開朗基羅這些曠世傑作歷經了五百多年的時光，不免留下歲月的痕跡，後來經日本

NHK 公司出資清洗修護，加上近幾年來教廷斥資改裝 7000 盞 LED 燈，亮度增加 5 到 10 倍，使

擠在下面抬頭觀賞壁畫的遊客能更清楚看出壁畫中的每個角色與故事。 

       難以想像將近兩千年前十字架上刻有「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字樣的罪狀牌及當年釘

耶穌的鐵釘、刺冠上的長刺…等，今天竟然被完整的保留在聖十字耶路撒冷大殿。看到了這些最

貼近耶穌的聖物，不禁令我們反覆思索：十字聖架才是我們的勝利所在，它是我們唯一的旗幟。

透過這大殿提醒我們基督信仰的秘訣與標記：十字架。 

        聖梯小堂坐落在拉特朗廣場東面，小堂內有著名的聖梯，朝聖者一般會跪著爬上聖梯的台

階，體驗並紀念基督當年經過這台階接受比拉多審判的情境。因時間因素我們並沒有跪爬聖梯，

但看到聖梯上虔誠教友的背影，著實令人感動。 

       曾經舉行過多次大公會議(西元 1123、1139， 1179， 1215 和 1512 年)的拉特朗大殿(又稱為若

望大殿)是以現存時間資料推算，被認為可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教堂，雖然建得早，但因為不斷

被毀又重建，如今教堂的樣貌是 17 世紀完成的巴洛克樣式。我們在大殿內的小堂舉行了第 10 台

彌撒，心中不時地湧上喜悅及榮耀的感覺。 

義大利第 11 天 

        傳說公元 4 世紀時，聖母托夢教宗，昭示他在白雪盈蓋處建立一座聖堂以彰顯聖母的榮

耀，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天。8 月 5 日夜間果真在山丘上下了一場雪，教宗即命人在此地建造一座

聖殿，是就是雪地聖母大殿名稱的由來。此大殿是公元 431 年厄弗所大公會議宣佈聖母的神聖母

性以後，最先敬禮童貞聖母的教堂之一。它特別強調瑪利亞是救主降生成人的一種預先安排。大

殿中還供奉了白冷岩洞馬槽的木板。我們在大殿中的小堂舉行了第十一台彌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B3%89%E9%9A%90%E4%BF%AE%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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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伯多祿鎖鏈教堂建造的目的是為了供俸伯多祿被囚禁在耶路撒冷時所戴的兩付手鐐腳銬，

這兩付鐐銬曾經被分開過一段時間，並在不同時間點分別被送往羅馬，據說後道的鐐銬一送進教

堂靠近先前一付時，兩付手鐐腳銬像磁鐵一般吸黏在一起，如今它們就被安置在祭壇的玻璃櫃

中。宮神父告訴我們這個鎖鏈的神跡在告訴我們，信仰團結合一的重要性。此堂中還安放著米開

朗基羅為教宗設計未完成的陵墓，其中的梅瑟雕像在藝術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義大利第 12 天 

       最後一台彌撒選在耶穌會羅馬總會的耶穌教堂舉行，其立面公認是「第一個真正的巴洛克建

築立面」，也是全世界無數耶穌會教堂，特別是美洲耶穌會教堂的典範，由耶穌會的創辦人聖依

納爵‧羅耀拉提出建造。我們舉行的彌撒小堂祭台前掛有一幅聖依納爵的畫像。在義大利朝聖以

來，這是第一次接觸到與個人信仰過程中關係密切的耶穌會，在彌撒中特別為生命中幾位信仰啟

蒙的耶穌會神長獻上感恩。 

       旅途最後一站參觀羅馬近郊古羅馬基督徒地窟，由中國籍慈幼會鍾桂生神父導覽，他操著濃

厚的廣東鄉音，帶領我們在迷宮似的地窟中上下來回穿梭，並在多個停歇處引領我們祈禱。望著

神父矯健的身手，我們幾乎不敢相信他已高齡 87 歲了，原來主選用祂的僕人是沒有年齡限制

的，只要我們答覆祂，祂必然會祝福引領。 

       兩週的朝聖很快就結束了，雖然天天都行程滿檔，團員的腳踝、肩頸也不時出現各式痠痛貼

布，但旅途的勞累並沒有澆熄大家的熱情，每個團員心中都充滿了感恩。感謝宮神父策劃了此次

朝聖活動，且在朝聖前、中、後不同階段持續幫助我們認識悠久的宗教歷史，引領我們擴大宗教

知識，建立正確的信仰觀念並提升靈修的深度；感謝來自全省不同堂區的 23 位弟兄姊妹，雖然

年齡、職業、個性、背景不同，但在追求深化信仰的共同理念下，主引領我們在兩週朝夕相處的

每一個時刻，都能提醒放下自己，學習尊重，包容差異…，這真是朝聖的另一門必修功課啊！透

過每天遊覽車上的早禱，誦唸玫瑰經及慈悲串經，我們在 2016 慈悲喜年通過了無數個聖門。感

謝天主賞賜滿滿的恩寵，讓我們每天能順利地

在教堂中舉行彌撒聖祭，而且都是在鼎鼎有名

的大殿或歷史久遠的古蹟聖堂中進行（據宮神

父說，上一次他帶領的朝聖團幾乎都是擠在旅

館內進行彌撒）。這樣的恩典只能說感謝再感

謝！由衷感謝天主的巧妙的安排！ 

 

  寫於 2016 年 8 月 8 日 

 

      朝聖團在米蘭大教堂聖門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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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恩寵聖母堂，左邊旗子旁的小屋是達文西最後的晚

餐所在地 

 

 

 

 

 

在蘭吉諾奇蹟聖體後面小堂舉行彌撒聖祭 

 

 

 

 

 

 

 

 

在最靠近聖殮布的祈禱台祈禱 

 

 

 

 

        巧玲、歐陽母女與蔡綺和古羅馬基督徒地窟導覽慈幼會鍾桂生神父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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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大利納聖殿安放聖女頭顱後面的小堂彌撒，彌撒後宮神父 

         解說 加大利納事蹟 

 

 

 

 

 

 

 

 

            

 

 

      在羅通多畢奧神父生前修行的小教 

     堂舉行朝聖的第 8台彌撒，吸引無 

    數朝聖者共同參與 

 

 

 

 

 

 

 

 

           在威尼斯巧遇巴西朝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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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教宗若望 23 世 DVD（Part 2）討論議題「團體與我」彙整表 

莊慧玲 團體內部的溝通及經營，比團體工作及目標的達成更加重要。 

俞明德 我的態度決定了團體與我的關係，團體的氛圍決定了我的態度，

團體隨我的生命而改變。 

沈明室 樂於承擔，甘於付出。 

吳華珍 團體讓我心中有個歸屬，縮小自己，以成就團體的方向。 

王行一 信仰的路上有團體相伴，將更容易堅強自己的信德。 

陳定宇 要維持團體的和諧，團體才能有力量完成任務。 

夏太長 尋求天主的旨意作為團體共同的目標，當小團體有衝突時要以天

主做依歸。 

陳善瑜 團體協助個人，個人成就團體。我一直注視個人與團體之間的緊

張關係，但我該更感謝團體對我的支持。 

郭夙峯 人組成了團體，團體造就了人。 

蕭漢璽 團體是個人（我）力量與實踐的延伸，將個人凝聚在團體的合作

中最為重要。 

辛靜芬 感謝天主賜給我團體，我相信不管是大的或小的都是滋養我、幫

助我的團體，也是天主要用我、使我成長並體驗祂、分享見證祂

的地方。 

甘蔓蔓 站在對方的立場，以團體的最大利益，對談、溝通、再溝通。 

劉黛麗 個人（我）可以獨舞、獨唱，但雙人舞裡和諧的舞步或合唱團錯

落間一致發聲的分部，更能產生共鳴與回響，扣人心弦，感動人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