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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團中部分團 

劉黛麗 

團體及團員近況報導       

        7 月份例會參加 2017 年會，由張傳慧、張南儀及邱保堂帶領 21 日的晚禱，在柔和的音樂中

沉澱心靈，把一天的舟車勞頓獻給耶穌，感謝天主讓我們平安抵達新竹香山靈修中心。22 日中

午 1 點的拍譜時間由俞明德、沈明室，邀請張南儀充當 DJ、北分團陳莉慧帶動唱，在昏昏欲睡

的午休之後，帶領團員活動筋骨 30 分鐘，每個人唱唱跳跳地，無不大汗淋漓，氣喘吁吁。緊接

著午茶時間，由田巧玲等中分團女團員，以敬拜讚美的方式，詠唱《耶穌•耶穌》，節奏簡單容

易上口，就像泰澤祈禱一樣，在短誦中瞻仰上主。值得一提的是，舒玉、黃天麒、田巧玲、沈明

室等 4 位團員，協助前總團長僑榮哥準備 2 晚美味精緻的宵夜，供團員們擺龍門陣，輕鬆話家

常。（圖 1） 

        8 月 5 日（週六）上午假南屯天主堂舉行第 2 場家庭講座。中分團商請馮允文神父推薦，邀

請高雄教區家庭福傳的尖兵－黃偉民弟兄、趙寶美姊妹，帶我們看現代世俗婚姻的狀態與挑戰。

「過去的家是父親的王國、母親的世界、兒童的樂園」，而今日的社會，「家卻成了父親急欲擺

脫的枷鎖、母親埋葬青春的墳場、問題兒童及不良青少年的養成所。」難怪結婚率不斷下降、

離婚率節節上升。天主教會面對婚姻與家庭的危機該如何因應，黃偉民夫婦引導我們分別從聖言

及教宗方濟各《愛的喜樂》勸諭逐章看親密關係的建立與成長，幫助我們增進與轉化經營婚姻與

家庭的能力，同時協助面臨失婚、離婚或處於婚變邊緣者，從事心靈療癒及人格成長，以開展新

生命及迎上有意義的人生。除了中分團員踴躍出席之外，北分團劉嘉玲、陳麗如等 2 位特地南下

參加講座，讓我們滿懷喜樂，銘感五內。會後舉行午餐共融，團員們延續講座的內容欲罷不能。

（圖 2） 

        9 月份例會由俞明德、沈明室、陳善瑜及劉黛麗等 4 位團員，分享風起雲湧之「墓園沉思、

基督服務團的精神與時代意義、我們對服務團精神的體驗（p133-162）」、「前言、回首從前

（p5-67）」。我們在漢宇仁愛社區，以一家一菜方式共融並召開月例會，計有莊慧玲、俞明

德、沈明室、蔡  綺、吳華珍、田巧玲、陳善瑜、辛靜芬、王行一、陳愛椿、黃春毓、劉黛麗等

12 人出席（圖 3）。沈明室分享劉神父對服務團的期待與回應，發人深省，值得團員細細回味與

慢慢反饋。俞明德回顧服務團對他生命的意義，服務通訊深深吸引慧玲成為教友，進而成為團體

的一員，這也是他對服務團最大的貢獻。陳善瑜曾經懷疑自己的軟弱是否當得起出類拔萃，成為

服務團這個菁英團體的一員。但這幾年潛移默化的結果，竟也擔負起堂區傳教協進會理事長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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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系系主任的重責大任，深深領悟信仰團體對教友結伴成聖的奧跡。劉黛麗分享寫給鄭神父的一

封信，回味從前書寫的溫暖與心靈交流的神樂，詳如附錄 2。 

        2017 年會，服務團熱烈歡迎中分團張南儀成為預備團員，她有感於團體對她的「百般騷

擾」－哈，不對啦－是「噓寒問暖」，且確認我們絕對會好好待她，不會「亂塞工作」給她之

後，她終於放心地點頭願意宣誓與我們一起結伴成聖。沒想到分團長在她宣誓之後，立刻邀她交

稿一篇，與大家分享成為一家人的心得，請大家好好端詳，細細品嘗，她當時的心情故事，詳如

附錄 2。 

 

活動照片 

圖 1 

 
7月份出席 2017年會，計有劉巨烘、陳麗如、沈明室、陳善瑜、舒  玉、黃天麒、莊慧玲、俞

明德、張南儀、田巧玲、張傳慧、邱寶堂、吳華珍、劉黛麗等 14人，與區團輔導古姆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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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月份例會：舉辦家庭年講座，經由馮允文神父推薦，邀請黃偉民、趙寶美夫婦分享「從教宗方

濟各《愛的喜樂》勸諭看親密關係的建立與成長」，出席者計沈明室、蔡  綺、吳華珍、李凱

琪、舒  玉、陳善瑜、田巧玲、張傳慧、邱保堂、邱翔恩、歐陽鍾萌、劉嘉玲、陳麗如、楊潔

馨、傅青華、劉黛麗等 16人。 

 

圖 3 

 
9月份例會：出列席者計有莊慧玲、俞明德、蔡  綺、沈明室、吳華珍、田巧玲、陳善瑜、辛靜

芬、王行一、陳愛椿、黃春毓、劉黛麗等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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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成為預備團員的那一天… …                    張南儀 

曾經加入團體，有不好的印象， 

或在團體裡負擔很重的工作… … 

不負責任的請求讓我輕鬆些，也相信上面有前輩擔著… … 

在宣誓時，有點往外恍神了一下， 

區團長的手壓在我的手上，是怕我溜了？ 

就這樣有點糊塗的成為預備團員。 

因為目前的工作有點難配合中分團的聚會， 

但很感謝大家的包容，也感謝黛麗的邀請。 

那一天不知怎地，就一直的笑， 

雖然有點糊塗，卻莫名地開心。 

是感受天主的恩寵？ 

還是感受到大家的親切、溫和與善良？ 

都有吧！ 

才會如此的、從內心裡笑出來。 

讚美天主！感謝天主！ 

 

一切從家開始                                 張傳慧 

    很開心參與月例會，有機會見到慕名已久的神鵰俠侶黃偉民、趙寶美夫婦，聆聽他們以「從

愛的喜樂勸諭看親密關係的建立與成長」為題，與我們分享家庭經營點滴與甘苦。 

    黃偉民、趙寶美夫婦一開始就提及二千年後，福傳時代的需求訊號是「家庭」，家是最好的

靈修場所，男女雙方藉由婚姻關係，彼此修剪，讓婚姻成為無條件委身的「盟約」，而非有條件

對價關係的「契約」。在婚姻裡，關係是轉機也是危機。這關係可以是我們醫治過去生命中所受

種種心靈創傷，然而，也可能是我們放下防衛的脆弱心靈再度受傷最危險的情境。教宗在愛的喜



CSC Newsletter 61 

 5 October 16, 2017 

樂勸諭中提醒我們，藉由耶穌進入並改變我們的生命來認識家庭聖召，如同迦納婚宴讓水變成酒

的美好滋味。 

    藉由這次的講座分享，粗淺地歸納可以具體落實在家庭與婚姻關係中的五項重點，讓婚姻成

為基督臨在的有效標記： 

一、 聖經是婚姻的使用說明書，可於結婚週年慶時，重發婚姻誓詞。 

二、 在家庭裡不可少的三句話：「請、謝謝、對不起」。 

三、 學習「聆聽」，聆聽就是願意給對方時間，靜心、耐心地仔細聆聽，直到對方把話說完。 

四、 投其所好地表達「愛的語言」：肯定讚美、精心時刻、禮物或服務的語言、身體接觸的語

言。 

五、 藉由寫信或覆手祈禱方式，給予彼此及孩子祝福。 

    今年台灣區團年會討論家庭福傳，有關婚前及新婚夫婦輔導部分，這次的講座提醒我們或可

朝以下方向進行： 

一、 長期參與夫婦懇談會的服務團夫婦及具有諮商輔導專業工作者得籌備相關課程或工作坊，

以協助有心參與婚前及新婚夫婦輔導的團員們裝備自己，好讓團體提供加深加廣相關服務。 

二、 陪伴即將結婚的新人們，並幫助他們了解婚配聖事中有關婚姻誓詞的意涵。 

三、 傾聽與陪伴，特別是渴望有定期聚會的年輕夫妻或結婚 5 至 7 年左右的夫婦，並協助照料

他們的幼齡子女，好讓他們能全心投入交談與分享。 

 

「風起雲湧」導讀心得                         莊慧玲 

        我負責導讀的部分是由已故團員鄭繼宗大哥所撰寫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淺談鄭爵銘神父

的三才主義精神」，所謂三才主義即是發掘人才、培植人才及運用人才。鄭神父以三才主義的精

神培育出許多青年才俊，在安徽蕪湖的內思高工任教時期，鄭神父與青年才俊同甘共苦，以「放

長線、釣大魚」的方法培育出不少人才，例如對於教會貢獻良多的張宇恭神父及張必剛神父。之

後在印尼十年及臺灣三年期間，更提出以「興教建國」為使命的培育目標，鼓勵青年立志成為狂

風激浪中的舵手、懸崖絕壁的車夫、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的將帥等不畏艱難的領導者。鄭神父就是

以如此的大風精神，感召了一批在靜山聽其道理的青年，為日後基督服務團的成立奠定基礎，本

團的總輔導饒志成神父與多位資深團員如鄭治明、區紀復、成道學、李文瑞等都是當時的有為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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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神父培育青年的要求非常嚴格，生活紀律、鍛鍊體魄、宗教靈修、知識學習、反省檢討

與前瞻規劃等各個面向，都是青年每日必做的功課。鄭神父為何能如此要求青年呢？因為鄭公以

身作則、嚴以律己，更不計報酬的投入時間陪伴青年，以言以行來引導青年。從鄭公的三才主義

來反思服務團的發展，我們需要每一位團員都能發揮「伯樂與千里馬」的精神，作為伯樂致力於

為服務團發掘人才與培植人才；而在團體需要我們服務時，就要發揮千里馬的精神，盡心盡力的

投入。只要我們每一位團員都能將鄭公的三才主義銘記在心，並適時發揮「伯樂與千里馬」的精

神，基督服務團必能質量兼顧的永續發展。 

 

體感與冥想                                   劉黛麗 

「體感」報到 

        7 月 13（週四）中午 3 點，疾駛在八里龍米路上的淡水客運紅 22，倏忽停了下來－門開

了，一道亮黃的光束迎面而來，扎刺我的瞳孔，眼眶上的太陽眼鏡成了裝飾品，無法發揮應有的

功能。無奈地「摸黑」下了車，頓時臉頰像個放在蒸籠裡的包子，灼熱而冒汗，連忙躲到行道樹

下，卻一點風也沒有。 

        一想到等會兒就得把手機交出去，然後接下來 4 天都得關在聖心女中，參加依納爵靈修與

體感經驗工作坊，不禁打了個寒顫。（又是個）無奈已經站在對街了，只好拖著行李前行。眼前

的龍米路有座天橋，但兩手提著裝滿衣物的沉重行李，穿越馬路是我的優先選擇。沒想到跨過烽

火線之後，門房警衛要我沿著山路往上爬到靈修中心報到。 

       炎炎夏日，靈修中心竟坐落在山頂上，三聲無奈呀！我還能怎麼辦呢？爬吧！手邊的行李放

下又拿起，左手換右手，喘口氣、抖抖手；顧不了從髮梢不斷滴落的汗珠，大汗淋漓下濕透的衣

衫，繼續前行，心裡有聲音吶喊說：「這就是所謂的體感經驗嗎？」 

Satir’s Model：Meditation（冥想） 

        早上醒來時我的身體感覺如何？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什麼？內心有什麼想法？注意到天父

或耶穌嗎？我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聆聽聖言 : 吾主上主賜給了我一個受教的口舌，叫我會用言語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喚醒

我，喚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學子一樣靜聽。（依 50：4） 

學習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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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開始接觸呼吸，調整一下姿勢，使身體感覺到更舒適，妥善地預備好自己，邀請你

的身體吸入新的經驗和新的啟示。讓自己開放、放鬆。別忘了，不論自己看到和聽到什麼，都先

去嘗試，要是內在的聲音表示適合，你就全然吸收。 

        此刻，你是否允許自己，回想過往生命裏的成就？你知道，你的前程在等著你去添加色

彩。你願不願意讓自己察覺，每個人都那麼地多采多姿，共處在這宇宙間的同一行星上相互學

習？ 

       雖然自我要求很多，我仍然可以學著做一個快樂、充實及自我尊重的人。或許，這些不一定

能完全做到，但這並不是說我沒有這種能力，只是還沒有發現，只是還不明白怎樣運用而已，每

個人身上都具有這種潛能的。 

       現在請給自己的左腦一個「愛的訊息」，一個有力的愛的訊息。因為你的左腦還不知道，在

你的學習中，你的右腦會幫助你。 

       現在請睜開你心靈的眼睛，覺察到自己的身體——這座神聖的聖殿，不平凡的奇蹟－天主住

在我內，輕鬆平穩地坐在座位上，清楚地感覺到兩腳踏著地板。此刻，你如果覺得身上稍有緊張

的地方，就慢慢地深呼吸，將呼吸注入至緊張的部位，並讓呼吸達到全身的每一個部分。 

… … … … … … … … … 

       如果你覺得身上某個部位仍然有點緊張，請對那個部位微笑，讓那部分的緊張、拉力跟著吐

氣慢慢地離去。 

       請注意，不管你有沒有覺察到，呼吸一直是自然運行的，如同聖神的風一般。你此時此刻坐

在這裡，預備學習新的體驗，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呼吸添加一個「鼓勵」的色彩，它會傳遍全身，

充滿身體的每一個部分。請歡迎這個鼓勵你的色彩，無論他是金色的、白色的、或紅色的，讓它

充實你、滋養你。 

        試著接觸、感受我的呼吸，通過吸氣、吐氣，感覺到我在滋養自己。 

… … … … … … … … … 

       很好！慢慢閉上心靈的眼睛讓自己走進心底的深處，給自己一個自我欣賞感謝的訊息，我很

勇敢、大方、包容、堅強⋯⋯，注意自己如何表達，是一個手勢、一句話或是給自己一個深情的擁

抱，帶著滿足向前行。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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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想一下有什麼是以往曾經擁有，而如今已不再使用的東西，例如一張 CD、一件衣服、

一本書、一個電子産品⋯⋯，允許自己把它們放下，柔和的向它們道別，讓它們從自己身上離去。 

… … … … … … … … … 

       現在把眼光接觸到你現在擁有且最適合你的東西，允許自己增添一些你所需要的，不論是有

形的或是無形的。 

帶著對自己欣賞感謝的情懷，而這些原都在自己的身上，你現在已經準備好接受新的一天（的學

習）。 

… … … … … … … … … 

       一口壓抑的、鬱悶的、張狂的、燥熱的氣，在我的胸腔裡鼓躁，身體隨著氣的流竄不停地扭

動，頸項曲曲折折，腦袋搖搖擺擺，由急而緩、由快而慢、時而高漲時而低落，任由它自由地流

溢出來，在安靜中潛移默化，沒有刻意的安排，不讓自己的頭控制生活的一切，交由天主帶

領。…於是，我可以緩緩地、悠悠地從胸口吐了一串好長的氣息，在靜逸中得享舒坦的美好。再

一次深呼吸，讓清新的空氣填滿胸腔，神清氣爽，重新得力，好讓我回應天主白白給我的恩賜，

迎向嶄新的生命。 

 

寫給鄭神父的一封信                          劉黛麗 

親愛的鄭神父：    聖心神樂！ 

        這是按著您寫給饒志成神父的信，照抄的；不知道這樣的開場，問候在天上的您，合不合

宜？ 

        我是中分團的黛麗，抓著暑假的尾巴，仔細閱讀 9 月份月例會討論的材料：「風起雲湧－

回首從前（p5-67）」。幾度端詳您寫給饒神父及另位兩位陌生「小弟」的信箋，除了訊息的聯

繫之外，字裡行間，更多的是關心、教導、期勉與謝恩。最令我驚訝的是，一年後即將離世的

您，竟躺在病榻上，給參與聖母會夏令營的學員們口述劇本，以戲劇方式培養領袖特質。進而再

對照中心診所的三張照片，您露齒咧著嘴笑，目光炯炯有神，狀似安詳愉悅，未顯絲毫病容，真

是令人嘖嘖稱奇。 

        欣賞您精練蒼猶，勁力十足的筆跡，回想起自己與人書信往返的歲月，及靜候佳音的心

情，恍如昨日。沉醉於天馬行空的想像之際，突然靈光乍現，何不趁此提筆寫封信向您問安。正

巧賈彥文總主教今天早晨 7 點 40 分回到天鄉，與五年前離世的單樞機同一天回家。不免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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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您們三位是否在聖心聖母台前碰到一塊兒呢？還是如歐晉德大哥所言，您們已經湊在一起討

論基督服務團的未來。 

        我常常趁著到靜山參加工作坊或避靜之便，散步去墓園看看您，望著您的容顏，感覺到天

主所作所為真是千奇萬妙。您離世的那年，我還沒出生，而我的老師王素玲是成功大學的學生，

因著當時的輔導賈總主教而認識您，成了您網裡的大魚。在我們大學畢業後，老師常常以書信勉

勵我們，更從不錯過同學的生日給我們捎來祝福。如今想來，我的老師不僅傳道授業解惑，而且

延續了您的作風，透過交談與來往，不斷地加深彼此的關係，進而幫助我們找到自己、找到天

主，走進信仰生活，豐富我們的生命。如果生命的故事不是這樣交織成一張無邊的網，我今天又

如何能展讀您的信箋，欣賞您蒼勁的筆力，甚至聆聽單樞機、張宇恭神父敘述您一生「興教建

國」的使命呢！ 

       請致候單樞機、賈總主教及所有已故的服務團團員，您們在天上是服務團最佳的代禱者。 

中分團的黛麗  敬上 

2017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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