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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團中部分團 

劉黛麗 

團體及團員近況報導       

         4 月份例會在靜山靈修中心召開，由甘蔓蔓、田巧玲、蕭漢璽分享風起雲湧－「留美」在

今日的積極意義、大風再起整裝待發、成長於憂患（p205-216）及野地百合（p219-233）等篇

章，為他們的信仰掀起哪些漣漪（圖 1 及附錄 2），計有吳華珍、蔡  綺、沈明室、舒  玉、黃天

麒、莊慧玲、俞明德、歐陽鍾萌、田巧玲、郭夙峯、蕭漢璽、甘蔓蔓、劉黛麗等 13 人出席。此

外，漢璽分享自 4 月 5 日起到靜山擔任經理的工作心得，特別是逾越節三日慶典各項禮儀工作的

繁瑣與人力短缺的挑戰。黛麗分享古姆姆今年參與了靜山逾越節三日慶典課程規劃，相較於往年

更佳細膩，更能加深個人與天主的關係。此外，15 日（週六）晚間 8 點點燃薪火的彌撒中，夙

峯、漢璽及其他工作人員，以歌聲詠唱答唱詠，讓人耳目一新，觸動人心，深刻感受到耶穌復活

的喜悅與平安。 

        為回應團員想對家人親友介紹自己信仰的渴望，甚至早日歸於主的羊棧，5 月份例會於 7 日

（週日）晚間 6 點假曉明女中長青大樓一樓以一家一菜方式舉行，透過朱南子修女的推薦，邀請

陳振錫、黃淑慧及溫靜美等 3 位豐原堂及雙十堂的教友擔任家庭年講座，計有吳華珍、蔡  綺、

舒  玉、黃天麒、田巧玲、甘蔓蔓、辛靜芬、夏太長、劉黛麗等 9 人參加（圖 2）。黃淑慧姊妹

選用馬爾谷福音多處章節，強調人人皆可福傳，福傳沒有貧富貴賤之區分，是基督徒與深俱來的

能力，也是不可逃避的責任。陳振錫弟兄以自身福傳的經驗，燃起我們福傳的熱火；不必害怕失

敗，也不去激怒或挑戰他人，要以溫和誠懇的態度，把好消息帶給近人。倘對方不接受我們，離

開即可，「拂去你們腳上的塵土，作為反對他們的證據。」（路 9：4-5）溫靜美姊妹分享近來靈

性的乾枯引發她的焦慮，在細讀厄弗所書第 6 章 10-17 節後，今天清晨醒來，身心清朗，通體舒

暢。於是，念頭一轉，與其苦苦追求與主的連結，何不專注於今天的生活，認真踏實地關注每個

當下、每個人靈。她的目光慢慢地轉向陪伴彌撒司儀新手、按摩師夫婦的祈禱及青少年信仰團體

裡即將領堅振的少女身上，在平安與喜悅中，漸漸地散發出主耶穌的味道。 

         6 月 25 日區團長莊慧玲邀請我們到家裡（漢宇仁愛社區），以一家一菜方式，召開月例會

並聆聽莊慧玲、蔡  綺的分享風起雲湧－「探究一個基本問題、提昇與降生、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p193-204）」，計有莊慧玲、俞明德、吳華珍、蔡  綺、沈明室、田巧玲、陳善瑜、辛靜芬、

郭夙峯、蕭漢璽、胡慧筠、劉黛麗等 12 人出席（圖 3）。分享者引導我們從自己的生活經驗談

「如何從平凡到提升」，漢璽、靜芬、黛麗分享團隊建立、與學生互動及廁所清潔等生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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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玲、蔡  綺、善瑜分享與外教人合作、福傳及友愛無礙的生活經驗。礙於交稿時間緊迫，慧玲

及蔡  綺的心得分享將刊載於下期季刊，敬請期待。 

        中分團展開雙臂迎接張南儀姊妹成為預備團員，6 月 28 日我們擠出 2 個小時在「多一點咖

啡館」共進早午餐（圖 4）。南儀分享她大學時代參加馬利諾會的山地服務團體（自詡為山友

團），三不五時就往南投縣仁愛鄉春陽、信義鄉地利等山地原住民部落跑，而且樂在其中。如今

看著當年帶領的小學生如今已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卻也樂於返鄉舉辦中小學生暑期道理班或夏令

營隊，內心感到無比欣慰，薪火相傳的喜悅，溢於言表。此外，南儀特別喜歡中分團這兩年四旬

期及將臨期舉辦的避靜，在古姆姆的帶領下，每次的個別談話，都能真真切切地領受到聖神臨在

的喜悅，內心感到無比的寬慰與平安。 

 

活動照片 
圖 1 

 

 

 

 

 

 

 

 

 

 

 

 

 

 

 

 

 

 

 

 

4月份例會：出席者計有吳華珍、蔡  綺、沈明室、舒  玉、黃天麒、莊慧玲、俞明德、歐陽鍾

萌、田巧玲、郭夙峯、蕭漢璽、甘蔓蔓、劉黛麗等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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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月份例會：舉辦家庭年

講座，經由朱南子修女推

薦，邀請陳振錫、黃淑

慧、溫靜美等 3人分享向

近人傳福音的經驗、體悟

與見證，出席者計有吳華

珍、蔡  綺、舒  玉、黃

天麒、田巧玲、甘蔓蔓、

辛靜芬、夏太長、劉黛麗

等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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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月份例會：出列席者計有莊慧玲、俞明德、吳華珍、蔡  綺、沈明室、田巧玲、陳善瑜、辛靜

芬、郭夙峯、蕭漢璽、胡慧筠、劉黛麗等 12人 

 

圖 4 

 

 

 

 

 

 

 

 

 

 

 

 

 

 

 

6月 28日（週三）與張南儀在「多一點咖啡館」共進早午餐，為 2017年台灣區團年會奉獻為預

備團員預做準備並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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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風起雲湧之「留美」在今日的積極意義、大風再起整裝待發、成長於憂患 （205-216 頁） 

讀後心得         張傳慧 

        這次閱讀北美區團、達味與張桂林等三篇文章，在在提醒著我應發揮基督服務團「興教建

國」的精神！ 

        有時候覺得加入服務團，有點像進入學生時代的資優班，不是自己比較聰明、能力比較

強，而是天主給了我們很多的塔冷通，要我們不要只據為己有，應該推己及人，做基督的尖兵，

更加努力地讓更多人認識天主。這也是身為團員的我，應自省與思考的重要課題。 

        雖然常常覺得身為基督徒是很幸福的事，也很希望將這份喜樂與家人及周遭好友同事們分

享，但總不知該如何啟口。除了做好本分的事情之外，要讓人感覺到，在我內活出基督的精

神，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接近天主。 

       我的原生家庭只有我和父親是天主教教友，父親已於 4 月 7 日因年老力衰、多重慢性疾病離

世。在父親過世的前一週，本堂的阮神父至醫院幫父親傅油。他老人家彌留期間及剛過世的時

候，修女與教友們陪著家人一起祈禱並誦唸玫瑰經或慈悲串經。我的母親與弟妹們雖然不是教

友，但也欣然參與唸經祈禱。 

        4 月 22 日在水湳天主堂為父親舉辦殯葬彌撒，我主動邀請好友、同學、同事們參加，好讓

更多人進堂，接近天主、認識天主，特別是我的母親。她現在願意和我一起參與主日彌撒，衷心

讚頌感謝我的上主天主。儘管父親的離去，讓我們不捨與難過，但也因為父親的殯葬彌撒，讓母

親敞開心門，願意進堂，親近天主、認識天主；相信這一切自有祢的旨意與恩寵。情不自禁地，

再一次讚美天主，感謝天主，阿們！ 

 

風起雲湧之「留美」在今日的積極意義、大風再起整裝待發、成長於憂患（p205-216） 

心得分享            甘蔓蔓 

        30 年前「留美」和當今「留美」的意義，有著顯著的差異，幾乎不可同日而語。當初鄭公

提出「興教建國」的理想，係因鄭神父鑒於中國近百年來國勢積弱，受到帝國主義的蹂躪，中國

青年熱情高漲，所以主張把青年的愛國熱忱與基督的愛的主義，天國的正義結合起來―一種「尋

根」的方法。而今從海內外來美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原因各異，沒甚麼好與壞之分，反正就是個

事實，一個趨勢。不過，基督服務團「興教建國」的理想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不因時代的變

遷、科技的進步、局勢的轉換，有所遺忘或淡化，甚至更積極地回到福音的精神，面對日新月

異、快速變遷的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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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服務團團員來自四面八方，分別在不同的職場領域發展，年齡涵蓋老中青各世代，各

有不同的人生經歷，因著天主的聖寵而匯聚一堂。有一種「大風起兮雲飛揚」的瀟灑，存有「整

裝待發」的豪情壯志，「四海一家」的胸懷氣魄，勵行「上愛天主下愛人」的誡命，為最小的弟

兄服務，充分發揮天主白白給的塔冷通，傳承「興教建國」的使命。 

        基督服務團的目標是明確的，儘管歷經險阻，過程中難免遭遇困境與失敗、孤獨與軟落，

所幸「關關難過關關過」，我們的努力與成就卻是在過程裡，華人的天主教會，一路上留有團員

的足跡。不論是台灣區團、美洲區團或者在歐洲的團員們，憑著持續累積的經驗與挫折，全心依

靠天主，堅強我們的意志，穩固我們的腳步，陪著我們勇往直前，堅定地朝著「興教建國」的標

竿邁進。 

 

風起雲湧之「野地百合」閱讀與分享心得         蕭漢璽 

       個人與田巧玲姊妹為同一組，共同閱讀分享「風起雲湧」鄭爵銘神父逝世 30 週年紀念文

集―第 4 章野地百合（P.219-231），其中包含 3 篇文章，分別是關於鹽寮/區紀復（民國 78 年稿

件）、從「鹽寮淨土」看鄭功精神的實踐/鄭繼宗（民國 83 年完成稿件）；鹽寮，象徵服務團一

個時代的結束與開始/張桂林（民國 78 年稿件），依每一位前輩團員的角度看鹽寮。 

        三篇文章都不長，但字字句句鞭辟入裏。首先由鹽寮的創始人之一的紀復大哥，從鹽寮成

立的發想、募資、尋覓土地、到建設，將鹽寮成立的歷史對我們後輩講解了一次。再配合鹽寮成

立的宗旨，以簡明扼要條列式向讀者介紹，以期能很快了解鹽寮所希望帶給來此地的朋友，鹽寮

希望您能做到那些事，學習到那些事，離開鹽寮後能夠分享那些事。其中第一個強調的是－簡

樸：要求來此地的朋友能素面相見、衣著樸素，放棄以往成習的舒適，少用家電（鹽寮沒有電

視、音響）、報紙書刊經過選擇，不接受貴重的東西。藉由外在環境及事物來鍛鍊個人的意志，

外在的需要越少，內在與天主相遇的喜樂越多。 

       「鹽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它是花蓮縣的一個小村，以前產鹽，但在我們服務團前輩的經

營努力下，現變身「地上鹽」作用的小本營。記得幾年前在媒體的報導之下，有很多的人前往鹽

寮，想要看看、了解、接觸、甚至體驗「鹽寮生活」，期望在近距離的接觸後對以後的生活、生

命有所改變。我認為這是好事，鹽總是要用在烹調上才能發揮用途，這樣的宣傳是有幫助的，但

對於鹽寮而言，媒體熱度的消退才是考驗的開始，也才是體驗過的朋友發揮鹽的作用，能夠大聲

地說，「我去過鹽寮！」。 

        接著繼宗大哥的文章，真實地從一個體驗的角度去看在鹽寮的生活。其中一段描述到，繼

宗大哥與夫人自美返台，耳聞「鹽寮」大名，想真正一探究竟：沒料到下車後一片漆黑，還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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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司機放鴿子，明昭說右邊平房就是了。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就

是我們千里迢迢，慕名而來的「淨土」？ 但緊接而來的天體月光浴，卻也帶給他們二位一番浪

漫與驚心的情趣。這樣的心情落差是真實的，如果不強烈，如何記住？如果不震撼，又如何與人

分享，這也是鹽寮啟發人心的根本道理。 

        最後是桂林大哥的文章，藉由「鹽寮」成立的意義，回過頭看基督服務團過去與未來。他

將「鹽寮」視為一個象徵，承先啟後的意義。讀桂林大哥的文章，鹽寮所發生的日常生活歷歷在

目，你可以忍受週而復始的翻土嗎？你可以忍受你喝的水上面浮一層油嗎？我想起一位修女在書

中寫的：真正的忍耐是忍人所不能的事！你能為基督忍耐嗎？如果可以，就是在光榮天主。團體

的修行自是開啟另一世代的開始，以團體的名義所作外顯的服務，也許不是我們追求的；每一個

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忍耐、做出「剛與更」，似乎更能光榮天主。但要忍得住，也許可

以在「鹽寮」鍛鍊鍛鍊！ 

2017 年 5 月 1 日 

 

生活札記                                     劉黛麗 

主在左右 

        6 月 18 日（主日）當國家文官學院的績優學員海外（德國）研習營 22 人，受限於（自行車

賽、骨董車展及其他遊行）交通管制，卡在柏林市區裡動彈不得的時候，我正在坐在德國布蘭登

堡州波茨坦市的一個小小天主堂裡，參加聖體聖血節彌撒，恭領聖體聖血，以及彌撒後的聖體遊

行。16 日出發前，我不敢奢望，只能暗地裡祈禱，感謝天主，祢讓這次營隊的計畫主持人之

一，來自波昂的 Mary Ann 及她的先生 Joseph，也是天主教教友，成了我的小天使，專車陪同我

參加主日彌撒。讓我再次經驗到「主在左右」的慰藉－「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

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事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

開。」（瑪 7：7-8） 

愛在柏林 

        6 月 20 日是聯合國世界難民日，教宗方濟各說：「今天我們迫切需要與難民站在一起，具

體關懷那些逃離戰爭、暴力和迫害的婦女、男人及兒童。」而我這次到柏林，最感興趣的主題就

是「難民兒童教育」。 

       2017 年德國約有 150 萬難民，其中 30 萬是未成年人，三分之二是文盲。德國內政部統計，

2016 年約有 30 萬難民兒童進入德國的幼兒園及小學，成了中小學教師及教育工作者巨大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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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挑戰之一是難民兒童可能給德國的教育體制帶來持久性改變。很多德國中小學已經開設或準

備開設「歡迎班」、「過渡班」、「國際準備班」⋯名字不一樣，但目的一致：為這些幾乎一句

德文都不會的難民孩子們提供語言課程，讓他們能得到正常教育的機會。 

        目前德國中小學和職業學校裡共有 1,100 萬學生，公立學校是免費的，為每個學生德國政府

每年花費 6,500 歐元（逾新台幣 24 萬元）。30 萬難民兒童的到來，不僅幫助他們融入新環境是

個問題，在財政上也是個不小的挑戰。但不管情況如何，接受如此多的難民，德國納稅人需要承

擔很多。 

        我找到方濟各教宗解釋聖體聖血節的意義：「我們以耶穌基督聖體為食糧，意味著我們全

然信賴祂並聽從祂的指引。如此一來，我們在聖體聖事中白白領受的基督聖愛，藉著聖神的化

工，滋養我們對天主的愛，以及對我們每天在旅途中遇見的弟兄姊妹的愛。」 

       「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而要行動。」（若一 3：18）我們的生命可以像耶穌基督一樣被

拿起、被祝福、被擘開，甚至以支離破碎的生命，去分施給周遭的人們，耶穌基督是我們的開路

先鋒，我們按照祂的啟示和榜樣去生活；祂是我們行走的道路、追求的真理和生命，這就是我們

敬禮基督聖體聖血節的意義，幫助我們成為聖化的基督徒。一個新的德國出現在人們面前：一個

張開雙臂歡迎難民的德國，並領導歐盟走在一條朝聖的道路上。 

青年工作 

        這兩週以來，青年工作小組 Line 群組裡，大家熱烈討論：50 年前鄭爵銘神父一場避靜講

道，召叫當時的一批青年。他過世之後，由於當時單國璽神父的起心動念：「這群青年難道就這

麼散了嗎？」50 年後又有一群真福青年，也正面臨「難道就這麼散了嗎？」的關鍵時刻？不同

的世代、不同的挑戰、不同的夢想，在我們之間是否有一個跨時代、跨世代的平台？服務團能提

供甚麼？如何陪伴？ 

        方濟各教宗常鼓勵年輕人：「要冒險！冒險！不冒險就不會前行。如果你停滯不前，你會

犯更多錯誤。」而現今的青年人大多數盼望在改變的過程中能積極參與，我們的「放手」是最好

的供給。服務團願意將所領受的禮物與他人分享，特別是年輕人；我們就是陪伴他們－在他們處

理生活中的不足之處及困難時，與他們在此旅途上同行，尤其是他們運用尚在形成的自由中支持

他們。 

        然而，有些年輕人卻是處在「三無」階段（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過分強調個人的重要性，隨心所欲，只要我喜歡沒甚麼不可以，最大的特點是消費主義。他們的

內心深處「憂傷和孤獨愈顯常見」《慈悲與憐憫 3》。我們看到了，可曾動了憐憫之心，願意從

旁耐心地提點，正如耶穌基督祂經過日常生活的地方，停留下來，毫不匆忙，以慈悲的目光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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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引領我們與天父相遇。「表達自我給予的愛時，團體行動就能夠成為深刻的靈修經驗。」

《願祢受讚頌 232》 

        教會的靈修傳統強調個人陪伴的重要性，人需要詮釋內心動向的實在個人經驗，好認出聖

神的行動；祂因應每人的獨特性而發言。我是個業餘的諮商輔導志願工作者，20 年的服務過程

中，愈來愈清楚心理學家支援那些有困難的人，幫助他們能意識到自身的弱點及潛能，而靈性指

導則引導人重新轉向主，準備與主相遇的條件。 

在練唱中與主相遇 

        曉明女中雅音合唱團成立 20 週年，指導老師及團員們為了紀念這個日子，花了 4 個月的時

間，不斷地反覆練習 7 首歌曲，好使 7 月 1 日下午到台北錄製 CD 的作業順利進行。當晚 8 點魚

貫排隊搭遊覽車返回台中，在車上聆聽我們的歌聲，清脆悅耳，婉轉動人，甚至有些曲子的旋

律，在心裡產生共鳴與迴盪，讓人好不感動。然而，這悸動可是團員受盡委屈與悶氣換來的－

「為什麼沒有音高」、「慢 0.001 秒就是慢了」、「嘴巴裡面打開，肚子用力，有吐的感覺，唱

歌不是唱爽的」、「誰叫你用力唱了，我要你專心聽」、「整齊、整齊、整齊，要我講幾次」、

「尾音要拉提，我都講 100 次了」… …；以上還沒把午後雷陣雨塞車遲到、家裡老小生病、因

公出國等「正當理由」請假，而遭老師擺臭臉、言語奚落算在內呢！老師是虔誠的基督徒，深知

「橄欖必須被壓成渣，方能變成純油。葡萄必須被投入醡，方能成為甘甜酒，每次的打擊都是真

利益」的道理。而我自認是個認真努力（背歌詞）的團員，對於粗製濫造、尖銳刺耳的歌聲，竟

恨不得對方趕快消失。一動這樣的念頭，我立刻就後悔了。「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和聖所」

《教會憲章 16》，我的良心受到譴責，因我不思提攜共榮之道，一股腦地欲去之而後快；主

呀，我到底是誰？ 

      「當人與神有相往來的經驗時，人會『渴望』與祂有更深的相遇。」暑假過後，下學期還有

7 首曲子要練習，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人生就是一場朝聖之旅，每一站都要享受，無論是痛苦

還是喜樂。朝聖是渴望與天主相遇，如果我只從自己的生命出發，就看不到天主。聖施禮華說

過：「聖人就是一個不斷重頭開始的罪人！」我祈求順服的果實，不斷地祈禱，在祈禱中尋找天

主，並祈求屬靈上的辨明，好認出誘惑，並拒絕它，在通往圓滿生命的旅途上繼續邁進。 

2017 年 7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