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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團北部分團 

  葉翠雲 

一、 四月份月會 

四月份月會邀請剛由羅馬大學家庭學院，拿到博士學位的聖博敏神學院講師符文玲老師，為

大家導讀【愛的喜樂-論家庭之愛】勸諭 

一書。 

文玲老師領大家回顧自若望保祿二世召開第 5 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討論家庭議題起教

會所頒怖的相關文件: 

1981 年，若望保祿二世頒布《家庭團體》勸諭 (FAMILIARIS CONSORTIO)。 

1994 年，若望保祿二世頒布世界和平日文告《家庭締造人類大家庭的和平》。 

1994 年，若望保祿二世頒布《致家庭牧函》(LETTER TO FAMILIES FROM POPE JOHN PAUL 

II)。 

到 2014 年，教宗方濟各在羅馬召開「世界主教會議非常會議」，為隔年的「常務會議」暖

身。2015 年 10 月 4 日到 25 日，召開第 14 屆「世界主教會議常務會議」，主題為《家庭在教會

和當代世界上的聖召和使命》。2016 年 4 月 8 日，教宗方濟各頒布世界主教會議後的宗座勸諭

《愛的喜樂》(AMORIS LÆTITIA)，再次重申天主教會的婚姻家庭觀。 

摘述內容如下: 

前言：婚姻與家庭靈修 (1-7) 

1. 愛的喜樂。好消息指的是在家庭中的真喜樂。 

2. 世界主教會議願意開放討論信理、道德、靈修、牧靈問題。 

3. 願在聖神引導下，教導與牧靈並重。 

4. 主教會議幫助教宗更了解世界上，家庭所面臨的問題。 

5. 在慈悲禧年特別頒布《愛的喜樂》，主要是為邀請基督徒家庭活出婚姻家庭是禮物的價值，

活出慷慨、承諾、忠誠與耐心的美德。其二是鼓勵每個人成為慈悲的符號，使家庭生活不再

是缺憾，不再缺乏平安和喜樂。 

6. 教宗方濟各簡介勸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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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兩次主教會議 (2014, 2015) 是以不同的方式，廣泛討論各種問題。教宗特別指出：「我不建議

只是匆忙略讀勸諭內容。為家庭和家庭牧靈工作者來說，應耐心和仔細地閱讀各部分，或是

按其需要細讀個別部分，才能獲得最大裨益。舉例說，夫婦可以重點閱讀第四章和第五章，

牧靈工作者則可集中於第六章，而第八章的內容為所有人都是個挑戰。」教宗要強調：「我

期望大家閱讀本勸諭後，受到感召，而愛惜和珍視家庭生活，因為『家庭呈現的不是問題，

而是呈現了契機。』」 

 

第一章：從聖言看家庭        瑪 19: 3-9，耶穌與法利塞人對話 

有些法利塞人來到衪跟前，試探衪說：「許不許人為了任何緣故，休自己的妻子?」衪回答

說：「你們沒有念過：那創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們一男一女；且說：『為此，人要離開父親

和母親，依附自己的妻子，兩人成為一體」的話嗎？這樣，他們不是兩個，而是一體了。為

此，凡天主所結合的，人不可拆散。」他們對衪說：「那麼，為什麼梅瑟還吩咐人下休書休

妻呢？」耶穌對他們說：「梅瑟為了你們的心硬，才准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第二章：家庭的現實和挑戰 

時來暫去的文化、消費主義、色情文化、婚姻只是一張紙、未婚生子、孩子在單親家庭或重

組家庭中成長、性剝削、戰爭、恐佈主義、黑道、街童、失去安全感、虐待兒童、人口販

賣、極度貧窮、宗教迫害、種族迫害、少數民族受迫害、移民、同性結合、人口問題、墮

胎、安樂死與協助自殺、父母工作累，回家無力氣說話、給過高的壓力給孩子，如不要輸在

起跑點上、毒品、酒癮、賭博、家暴。 

 

第三章：藉耶穌認識家庭的聖召 

「婚姻聖事的彼此交付是建基於聖洗的恩寵。藉著聖洗，人與基督在教會內訂立了基本的盟

約。藉著彼此接納，並在基督的恩寵扶助下，夫婦彼此承諾完全的自我交付、忠貞不渝、向

新生命開放。夫婦認同這承諾是婚姻的構成要素，是天主的恩賜；他們因天主的名，並在教

會面前，認真對待雙方的承諾。如此，藉著信德，夫婦領會到美好的婚姻在於他們信守承

諾，而婚姻聖事的恩寵有助他們堅守這些承諾。 (……) 因此，教會視夫婦為整個家庭的中

心，而家庭則注目看耶穌。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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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婚姻之愛 

「在愛中有關美的體驗可見於『凝視』對方的目光，視對方本身為其追求的目標，即使對方

患病、年老、或失去吸引力亦然。欣賞的目光有重大意義，吝惜這樣的目光往往帶來傷

害。……愛使我們張開雙眼，讓我們看見，尤其是看見人的崇高價值。」(128) 

 

第五章：果實纍纍的愛 

愛總是帶來生命。為此，夫婦之愛「並不耗盡於夫婦倆（……）。當夫婦彼此交付時，除了獻

出自己以外，也成就了生育的事實─子女是夫婦之愛的活鏡子，是夫婦結為一體的永恆標

記，是為人父母的夫婦活生生及不可分離的結晶。」(165) 

 

第六章：牧靈建議 

《愛的喜樂》205-208 特別提出婚前輔導的重要性。教宗方濟各指出，「婚姻準備」乃由孩子

一出生即開始。是一種長期準備。在家庭中，尤其是基督徒家庭，孩子從家裡、從父母處學

習，就也正在準備他們認識自己，準備圓滿地做下承諾。從父母親那兒，學習他們如何無條

件地選擇了對方，並每日更新這個決定。因此，牧靈人員要幫忙夫妻在愛中成長，幫助他們

的家庭在福音中成長，這也是幫助他們的孩子，及他們未來的婚姻生活。教宗不只要維護傳

統家庭的不可或缺，更要強調基督徒家庭的重要性。 

 

第七章：加強子女的教育 

教育是《愛的喜樂》的重點。教會不只要走出去接近人，就人們的樣子接納他們，同時也在他

們的路上陪伴他們，無論他們在哪兒，教會就過去哪兒，幫助他們到達真正要到達的目的地。

面對這個社會，唯一的回應就是致力於道德教育，尢其是貞潔教育，更新家庭、教會、社會。 

 

家庭是人類價值觀的第一個學校。(274)  

家庭是人類社會化的第一站，學習與人建立關係。(276) 

教會對家庭最重要的牧靈工作是: 

 1) 堅強彼此間的愛；2) 幫助治癒傷口；3) 預防更多的離婚。(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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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陪伴、分辨及融合人性的脆弱 

教宗方濟各指出，「牧靈分辨」是指必須助人找出既能符合天主，又能幫助對方突破自己限度

的方法。(305) 「牧靈分辨」強調的是慈悲地聆聽和接納一個有善意，願意尋求安慰的人，但同

時，不可少的是教宗也提到這種慈悲包含正義與真理，如：「慈悲並不排除正義與真理，但慈悲

實已圓滿正義，且展現神的真理。」 

 

第九章：婚姻家庭靈修 

「早在數十年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論及平信徒的傳教使命時，已經強調家庭生活的靈

修。大公會議指出平信徒的靈修『應從他們的婚姻或家庭生活狀況（……）培養其特色』，而且

家庭問題應是靈修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應討論在家庭生活的互動中，所培養的靈修的一些

具體特色。」(313) 

家庭教會 

《愛的喜樂》15 寫道：我們也看到這個家的另一面。新約多次提及「家裡的教會」（參閱：

格前 16:19；羅 16:5；哥 4:15；費 2）。一家人生活的空間可成為「家庭教會」，作為舉行感恩祭

的場地，讓基督臨在，同坐一席。…… 我們看到這個家瀰漫著天主的臨在，家人一同祈禱，恩

澤滿盈。這正是聖詠 128 篇結束部分所指的：「誰敬畏上主，必受這樣的祝福！惟願上主由熙雍

聖山向你祝福。」（詠 128:4-5）  

 

如何建立自己的家成為「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是指在家庭中，我們開始認識天主是誰，並以祈禱去尋求祂為我們安排的計劃。

以下提供一些建議，以幫助人們透過祈禱生活，建立家庭教會，讓全家人受益。 

 

家庭祈禱 

「家庭每天可撥出數分鐘，一起來到生活的主面前，向祂訴說我們的憂慮，為家庭的需要祈

禱，為正在面對困難的人轉禱，祈求祂幫助我們去愛，為生命和各種美好的事物感恩，祈求聖母

以她慈母的外衣保護我們。只需幾句簡單的禱文，祈禱的時刻就可以為家庭帶來極大裨益。為許

多家庭來說，各式各樣的敬禮神工是個靈修寶藏。 」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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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每日讀經、飯前禱，晨起及就寢時均感謝主。找出時間和家人一起祈禱。以教會禮儀本為

祈禱手冊，包括出自內心的自發祈禱。家庭頌唸玫瑰經，每人領一端，各人表達一祈禱意向。掛

十字架於家中和每個房間明顯處，在聖像或十字架前團聚祈禱。 

「每朝起床時，夫婦應在天主面前重申對配偶忠誠的決定，不論當日遇上什麼事，也會忠於對

方；每晚就寢時，應期待翌日起來繼續這個冒險旅程，對上主滿懷信賴。如此，夫婦成為對方靠

近上主的工具，而且上主絕不會離棄我們：『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瑪 28:20） 」(319) 

 

全家參與聖事 

讓參與聖事成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帶全家人參與和好聖事與聖體聖事 (彌撒)。「家庭成員一

起參與聖體聖事，尤其是主日感恩祭，可讓團體的祈禱生活達至高峰。耶穌在家庭的門口敲門，

與他們分享聖體聖事的晚餐（參閱：默 3:20）。在聖體聖事中，夫婦總是可以更新逾越盟約；這

盟約使他們結合為一，也反映了天主與世人在十字架上訂立的盟約。聖體聖事是新約的聖事，實

現了基督的救贖工程（參閱：路 22:20）。由此可見，婚姻生活與聖體聖事有密切關係。聖體聖

事的食糧給予力量和鼓舞，讓夫婦每天活出婚姻的盟約，成為『家庭教會』。」 (318) 

 

家庭的生活步調跟隨教會禮儀年走。 

利用假期安排朝聖之旅，拜訪當地或世界各地的聖堂或聖人曾住過或待過的地方。把朝拜上主

當作優先之事，即使旅行時也一樣，找間最接近你的聖堂參與聖事。 

透過言語及好榜樣，教導孩子學習節制與貞潔。 

無論生命中或喜或憂，都能隨心所欲地談論天主的臨在。 

個人祈禱時，也讓孩子看得到。鼓勵孩子每日自發祈禱，聆聽主的召喚。聽到了，就回應。 

 

家庭與社會 

參與堂區團體內，平信徒的使徒工作。 

對配偶、孩子、鄰居和世界，表達你的愛與關懷。謹記，天主愛你的孩子，他們是這個世界的禮

物，為日後服務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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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主內的神父、修生、修女、執事與平信徒到家中，也支持他們。「當家庭接納別人，並主動

接觸其他人，尤其是貧窮和遭受遺棄的人，他們將成為『教會母職的象徵、見證人和參與者。』

在社會內體現的愛是聖三的反映，確實能夠貫穿家庭的靈修意義和家庭應對別人履行的使命，因

為這愛展現了福音宣講對團體生活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家庭活出其靈修的方法，就是既要成為家

庭教會，也要成為世界一個重要的細胞，為改變世界。 」(324) 

 

二、六月份月會 

近來兩性平權議題紛紛擾擾，教育是國力的根基，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在孩子們的兩性

平權教材中，暗藏不當性教育的理念，面對同婚釋憲等社會衝擊事件，我們能作些什麼?六月月

會我們邀請服務團的老朋友蔣玉華小姐來談談在學校的教材上一群媽媽們大聲疾呼在努力悍衛些

什麼。 

玉華以媒體披露荒腔走板的大學迎新、令人瞠目無言的社團活動文宣，宛如不堪入目的成果

發表作為開場，回溯爭議性教材的脈絡，玉華清楚的展示現行使用的教科書由國小、國中直到高

中的爭議性教材，性解放團體耐心的蹲了二、三十年，挾著世界各處的經驗苦心經營，以平權、

尊重和愛包裝，在課本中逐步解構倫理和道德的認知。現行的教材中甚而出現了同性網站的連

結，會中我們依網址連入網站中充滿著，無關同性尊重的性愛教學和所謂娛樂性用藥(毒品)的使

用連網訊息，以下轉錄嘉玲姐的分享: 

大家都知道最近大法官會議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解釋。大家或許也知道其實同志運動（同

運）在台灣已經下了二十年功夫，至今取得可觀的「成果」。玉華在北分團月會讓我們看見現今

多所大學校園內的活動文宣，只能以「不堪入目、驚恐萬狀」來形容，看了心中十分糾結。文宣

內容不完全和同性戀相關，而是各種不堪想像的性行為的公開展示和鼓吹慫恿。今天校園內對

「性」的看法所以致此，跟學校教育有關；國中小教給小孩子們的性觀念早已失控，這一點只要

查小孩教科書就很容易明白。可怕的是，同運的性解放運動方興未艾，家庭價值只會繼續被顛覆

摧毀。玉華講題中「孩童及青少年不當兩性平權教材」就是指這個。 

然後問，到了這一步，我們還可以做什麼？玉華提出的選項是「推動全民公投」（「推公

投」），這是傳統家庭價值擁護者一再敗退後的不得已作為！玉華和社會上一些愛護傳統家庭的

團體合作「推公投」，就是推動「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不應對未成年孩子實施同志教

育」的全民公投提案。她促請教會內弟兄姊妹連署本案，並加入「推公投」，就是去勸動我們認

識的人也來連署。翠雲所籌備的「不當教材講解訓練課程」，是讓我們更深入瞭解這提案，而且

練習用最精簡的話向人說明這個提案，以尋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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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推公投」，有沒有更好的做法呢？當天參加北分團月會的團員，有人質疑。也許有

吧，但誰能告訴我們呢？在束手無策的時候，何妨從這裡開始瞭解呢？青蛙們啊，我們在溫水中

被煮了好些年，今天水已經熱到受不了，不要反抗一下嗎？你說我每天的生活生計比這重要，是

嗎？真的嗎？你以為我很熱血參加這場運動嗎？老實說，我寧可這是一場噩夢，明天醒來一片鳥

語花香！但這噩夢看樣子只會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翠雲和婉玲、緒安已在蒐集不當教材的國小課本，為講習訓練課程作準備。請大家和翠雲聯

繫，也加入這場戰鬥吧！ 

這是一次沉重的月會，見到興教建國的十字架如此真實的招呼我們。 

 

三、【愛的喜樂】勸諭線上共讀： 

        乙白發起的線上共讀進入尾聲，各分團兄弟姐妹紛起響應，是一次很不同的共融分享經

驗，附上導讀時間表 

 日 期 導 讀 人 分 享 範 圍 備 註 

自我介紹 4/10～4/16  請 大 家 介 紹 自

己、分享近況 

 

第一回合 4/17～4/23 乙白 前言+第ㄧ章  

第二回合 4/24～4/30 莉慧 第二章  

第三回合 5/01～5/07 明 室 、 蔡

綺 

第三章  

第四回合 5/08～5/14 春 旭 、 王

琪 

第四章  part1 

 

書本p84-102， 

pdf file p39-48 

第五回合 5/15～5/21 家 駿 、 蚨

梅 

 

第四章 part2 書本p103-124， 

Pdf file p48-59 

第六回合 5/22～5/28 翠雲 第四章 part3 

 

書本p125-146， 

pdf file p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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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合 5/29～6/07 麗 如 、 巨

烘 

第五章  

第八回合 6/08～6/14 麗 琴 、 正

宇 

第六章 part1 

 

書本p177-201， 

pdf file p85-97 

第九回合 6/15～6/21 心 怡 、 耀

堂 

第六章 part2 書本p202-224， 

pdf file p97-108 

第十回合 6/22～6/28 舒玉 第七章  

第十一回合 6/29～7/05 立 言 、 惠

敏 

第八章  

第十二回合 7/06～7/12 健 安 、 健

原 

第九章  

反思與建議 7/13～7/19  提出您從讀書會

的討論中所發想

的反思方向或者

對團體的行動建

議 

 

 

四、團員動態 

    1、麗琴和正宇於 6/17(六)回到美國，期待秋風颯爽時候鳥再度回歸。 

2、黃龍章、陳順潮回來台灣，僑榮大哥 5/25(四)邀約大家先在「醉紅小酌」聚會，再一起週

四晚的祈禱會。 

    3、寧波輔友成立十週年了 6/15(四)下午國森、美萍邀請大家以教會最美的方式-彌撒一起感恩

慶祝，邀請李驊神父主禮，彌撒中大家一起緬懷朱蒙泉神父的教導和期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