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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團報告 

丁健原 

1.  7/21-23 參加台灣區團年會，相關報導請參閱台灣區團的報導。 

2.  8/1 參加高雄教區於文化中心至德堂所辦「單樞機逝世五周年活出愛慈善音樂會」，參加  

團員計有晉德、僑榮、健原、健安、憶蘇、素玲、文聲等等。 

3.  9/1 前往台南探望何元章-潘家群的另一半，因為跌倒導致手部骨折。 

4.  9/2 前往台北參加李昊曈逝世十周年追思彌撒，於古亭耶穌聖心堂由饒志成神父主禮，謝 

謝美基提供當年昊曈奉獻為正式團員時之誓詞手稿，謝謝晉德將之複製裝框，由我代表送

給美蘭收執，以資紀念。當天出席團員相當多，我們都懷念這位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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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金秀蓮、張佩英、宋祖思、嚴美萍、蔡綺、陳麗如、丁健原、古崇孝修女、

馬美蘭、李昀、李昕、李曔、黃美基、葉翠雲。 

後排左起：林耀堂、簡婉玲、陳小霞、莊筱敏、沈明室、潘春旭、劉巨烘、俞明德、王

琪、張傳慧、饒志成神父、潘錫淦、陳發熹、王緒安、歐晉德、賴志傑(李昀的先生)、

陳海鵬、陳海珊、孔令堅。 

5.    8/22 我們敬愛的賈總主教竟與單樞機相隔五年後的同一天蒙主恩召回歸天鄉。相關紀念

文章請參見天主教周報。治喪事宜由台北教區主教公署負責，謝謝美基從中聯繫將本團

納入禮儀服務。9/15 晚上在新店耕莘醫院為賈總主教守靈。參加者計有陳發熹、張佩

英、黃美基、歐晉德、丁健原、姚健安、陳小霞、黃龍章、陳順潮、胡僑榮、劉嘉玲、

宋祖思、賈彩倫、賈彩霞、侯凱文(團員侯正淳之子)。9/16 於台北聖家堂舉行殯葬彌

撒，莊筱敏(與主教在嘉義、台北、花蓮三教區均有關聯)負責讀經一，晉德與美基奉獻

餅酒，僑榮與嘉玲帶領信友禱詞。彌撒後，主教靈柩安葬於台北大直天主教公墓。參與

團員事後於圓山飯店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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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上一則潘家群所撰「禱賈總主教文」 

敬愛的總主教 

聽到您去世的訊息，我們，你的學生、信友、服務團的兄姊，驚訝，哀痛，向天主祈

禱，望您的英靈，榮登天國! 

您是我們基督服務團的創團導師，鄭爵銘神父在時，到台南大專中心，講道理，訪談

學生，從那時起，您就配合鄭神父，啟導同學，興教建國，敬天愛人。 

您喜歡年輕人，在台南大專中心時，與同學們朝夕相處，您以溫和的言行，引導同學

們信仰、行為，如父如兄，和同學們嬉笑中建立情感，使同學自然地向天主，相信那段日

子，迄今忘不了的，也是生命中最喜悅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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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榮升主教，先嘉義，再台北，為更多青年與信友服務的風範，一直留在嘉義、台北

教區。 

很不幸，您身體違和，從台北總教區總主教退休，到新店天主堂休養，您一貫平實的

作風，心中衹有天主，沒有自己，不講究衣食住行，後來您移居花蓮，在山明水秀，鬧中

取靜的美崙天主堂，得享濱海空曠有散步空間的生活，基服團東分團，有照顧您的榮幸，

您昔日的學生，基服團夥伴，凡到花東，都心中有你，以探訪你為樂。在心神上，相信基

服精神支柱！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里程，您心安地回應天主的召叫，但卻為我們

留下永恆的思念，您的談笑，您的隨和，您的平易，您的親切，您的溫和，您的身影，讓

我們到那裡尋覓？您去了，真的去了！人體離開我們了，但是，在我們心中，您與我們同

在，時時在我們身旁，我們忘不了你，安息吧！天國在歡迎你！ 

後記:我原本是請家群撰寫一則殯葬彌撒中的信友禱詞，結果家群給我一短篇。 

 

6.    9/5 到高雄 802 醫院加護病房探望侯正純，正純於 8 月初因車禍而腦部受傷，經腦部引

流手術治療，但仍在半昏迷狀態。大部分時間在昏睡，叫醒他講到基督服務團有反應，

握著他的手祈禱念經會掉淚。之後，周守民、陳發熹、王素玲等均前去探望。度過危險

期後移往普通病房。10/7 再度探訪，帶給他一些露德聖母聖水(陳麗如由聖地帶回)，祈

請聖母代禱。也請團員為他的健康持續祈禱。 

7.    10/6 參加輔仁大學舉辦「紀念單國璽樞機逝世五週年學術研討會」，我以「單國璽樞機

與基督服務團」為題。林耀堂則發表「單樞機對真福山生命探索營的構思與實踐之探

討」，參與的團員還有林思伶、歐晉德、胡僑榮、宋祖思、劉正宇、陳麗琴等。過程中

特別感謝晉德，為文章訂下章節架構，又依時間次序闡述單樞機與本團發展的重要事

件，並製作簡報檔案供我參考使用(我只些微修改與補充)。同時也感謝治明從不同的角

度與經驗分享他的觀察與體會，完整內容將收錄於服務通訊，我只摘取部分內容，將之

與晉德的內容彙整。全文請參閱如后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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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國璽樞機主教與基督服務團 

歐晉德、鄭治明、丁健原 

一、前言 

        關於這個主題，這次可能已經是第三回了。2003 年 11 月出版的《單國璽樞機主教八十嵩壽

慶祝特刊》中，本團團員胡僑榮、張宇恭神父(前總團輔導)分別以此為題撰文慶賀。而這次卻是

為單樞機逝世五周年的紀念。單樞機自己會怎樣看這個題目呢?在本團 2008 年 9 月出版的《單國

璽樞機主教生命告別之旅》中，樞機寫了一封給「基督服務團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作為臨別贈

言。樞機寫道:「加入耶穌會修道六十多年，我沒有子女，你們就是我最親近的人。在教會大家

庭內，我沒有創立任何修會團體。基督服務團在聖神引領和許多神長合作中，是我積極參與創立

的唯一在俗團體。…將我為基督服務團寫過的幾篇文章收錄在內，再加上這一封信，便構成了一

份對本團較完整的遺囑。…在任何理由之下，絕對不要放棄「基督服務團」這個名稱。」此外，

在「基督服務團成立四十週年」一文中，樞機寫道:「大家對「基督服務團」的建立、成長、茁

壯、開花、結果都有功勞，不必爭論誰是「基督服務團」的真正創辦人。」本團前身曾稱為「篤

進團」、「聖母會」，而最後將之定名為「基督服務團」的是單樞機。 

        樞機與團員的關係亦師亦友。很多團員在人生、事業重大抉擇之前，都會向樞機報告並徵

詢請益，也都能得到樞機的提點與鼓勵。此外，2011 年 11 月 11 日單樞機為團員楊豫台的父親

舉行追思彌撒，禮儀後與參加的團員共融。樞機說:「我視你們為我的家人，如今我的癌症復

發，我最先告訴你們。」此後，團員之間除互稱兄弟姊妹之外，有時也以家人互稱。因此，團員

對樞機充滿孺慕之情，便是這層關係之寫照。 

        感謝主辦單位，在紀念單樞機逝世五周年的研討會上，為本團預留追思紀念的機會。團內

相關的紀念文章，宥於篇幅之故未能納入，將留待團內刊物再與團員共享。以下本文僅聚焦於單

樞機與本團團務相關事蹟之介紹，特邀請本團資深團員歐晉德及鄭治明，就其親身體驗來分享這

個主題。相對而言，我較為資淺，早年諸多重大歷史場景未能躬逢其盛；又因目前職務之故，便

負責將資深團員的回顧資料加以編輯與補述。本人負責前言與補述，主架構則以歐晉德的回顧為

主，並在適當的段落融入鄭治明的觀點，特此說明。 

 

二、動亂時代的青年導師鄭爵銘神父 

        談到基督服務團的源起，不能不談到耶穌會的鄭爵銘神父。他在 1914 年出生，於 1932 年 8

月入耶穌會，1944 年 6 月晉鐸，並於 1949 年畢業於震旦大學法律系。在他的青年時期正值日本

侵華戰爭，接著國共內戰，國家處於戰事及內亂中，鄭神父一方面孜孜求學，一方面也策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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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共赴國難(當時名為「篤進團」)，並協助多位青年赴國外深造，這些同學可謂是基督服務團的

前輩團員(張宇恭、張必剛是其中的成員，爾後兩位晉鐸之後，成為榮譽團員)。於 1951 年後鄭

神父奉命至印尼主持利瑪竇華僑中學，設立勵志學舍，培育印尼華僑青年中學生， 並鼓勵多位

青年返台深造，此為基督服務團的第二代團員(其中包含丘林華，傅燕萍等人)。1961 年後，鄭神

父返台，出任台中磊思天主教大專中心主任，1963 年至耕莘文教院，短短數年，嘔心瀝血，教

育輔導大專青年，鼓勵他們「興教建國」理想。他於 1964 年 6 月 11 日因腸癌去世，但在台灣短

短四年時間，他影響了許多大專公教青年，組織了「聖母會」，成員包括胡僑榮，李文瑞，成道

學，區紀復…等等，均成為往後基督服務團的主要成員及支柱，對台灣地方教會的影響深遠。也

因此基督服務團均視鄭爵銘神父為基督服務團的奠基創辦人。但事實上在鄭神父離世之際，他從

來不知未來會有「基督服務團」。 

 

三、單國璽神父，賈彥文神父與基督服務團的萌芽 

        鄭神父的「興教建國」理想，是基督服務團的精神指標。他於 1963 及 1964 年在靜山為大專

青年舉辦避靜，均以此為講稿，打動幾乎所有青年的心，也是在當時擔任靜山退省院院長的單國

璽神父和負責大專青年服務的賈彥文神父，都對鄭神父的理念有深刻的共鳴，也體會到對這一批

赤誠熱血的公教青年鼓舞力量的可貴，但當時鄭神父已病情深度惡化，單神父也做準備，隨時要

接手。 

        1964 年 6 月鄭神父離世後，單神父和賈神父開始主動的和這批青年保持聯繫，單神父於

1966 年開始撰寫基督服務團團章，並和賈神父共同建議「聖母會」的會員成立「基督服務

團」。記得當時單神父用十行紙，自己一筆一筆的寫下名稱，宗旨，性質…。他特別強調服務團

是教友的精修團體，若團員成為神職人員後，需改為榮譽團員。也為了避免引起困擾，他寫下本

團非政治性的團體的說明。在那段時間，他幾乎每星期都會找幾位聖母會的會員討論，並寄給已

出國的會員徵詢意見，也與賈神父逐條商量團章內容，且建議通過後在台南教區先行批准。他也

沿用聖母會會員的宣誓詞並酌予修改，後來成為基督服務團團員的正式誓詞。 

會員信條原來只有十條，後來也是單神父的建議增列第一條「我深信興教建國就是我們的理想」

和第二條「我深信服務就是我們的精神」，最後構成基督服務團現行的十二條團員信條。 

        同一時期，另一位資深團員鄭治明的回顧如下: 1965 年 2 月中，彰化靜山雷雨交加，大雨滂

沱！靜山避靜院單國璽院長把曾受鄭爵銘神父感召的同學們召集到山上，舉辦一周的避靜，重溫

回歸天國半年多的鄭神父先知性的思想，理念和叮嚀 -- 平信徒，尤其是青年平信徒，要立志在

教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改造自己，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團結起來，同舟共濟去實現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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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服務人群的興教建國理想。單神父和鄭神父兩位偉大的青年導師，在 1963 年靜山相遇，

結為知心好友。單神父深深地被鄭神父的堅固信仰，精神理想，國學基礎，滔滔口才所吸引。同

為耶穌會士，單神父非常欣賞鄭神父把聖依納爵的「神操」中國化和時代化；用革新，動員，戰

鬥和凱旋的四個人生大戰過程來激發青年們改造自己，充實武裝自己，響應基督君王的號召。鄭

神父講道理時，單神父幾乎每次都盡量全程聆聽。1964 年鄭神父在靜山的最後一次給青年學子

主講避靜時，用劉邦稱帝後衣錦還鄉時所做的詩歌為開場白：「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單神父後來對我們說，鄭神父預感不久將榮歸天鄉，用這首歌作為

他最後的遺言。當時（1964 年 2 月）他已整理了鄭神父過去的講稿，準備一旦鄭神父支撐不住

時，要上台接力完成避靜！在 1965 年單院長神父給我們講避靜的時候，有好幾位聽講同學（包

括我在內）當年要出國留學。當時台灣經濟落後，青年學子都是風行留學，而且是留而不歸。那

時有句順口溜「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就可見一斑。那次避靜中，我和單神父有

深入的個別談話，他仔細詢問我的人生規劃。我向他告白：因為前幾年我在全國留學考試成績優

異，遠房親戚故宮博物院蔣復璁院長帶我去晉見于斌樞機。于樞機除了給了我許多的祝福和教諭

外，還熱情邀請我學成後，到輔仁大學任教，在台灣高等教育界提倡天主教的核心價值。我毫不

猶豫，慷慨地答應了。單神父很高興知道我逆勢的決定，讚許有加，而且強調我們青年人「出去

是為了回來；回來建設我們的社會國家，振興我們的教會」。在那次避靜快結束時，單神父向大

家告別，鼓勵我們常來靜山，突然話鋒一轉，語重心長地把荊軻刺殺秦王前的悲壯誓言「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改為「風蕭蕭兮，靜山寒；壯士一去兮，必復還」！又強調

了「我們出去是為了回來」。「壯士一去兮必復還」！我心領神會，把單神父的期許深深地埋在

心中。1973 年夏，我出國留學後第一次回國，是應唐榮鋼鐵公司聘請，擔任顧問。當年已有好

幾位基督服務團的團員回國服務，在政府界，學術界和企業界擔當重任；而且在社會風氣、社會

公益，尤其是環保方面有傑出的、先知性的示範和表現。除了佩服之外，心中曾有不如歸來的想

法。不過次年，我在美國大學獲得難能可貴的終身教職，考慮孩子的教育等等因素，我終於猶豫

了，最後黃牛了。但是內心是非常的慚愧，尤其是對單神父（時任徐匯中學校長）感到無比的歉

意。但是當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毫無責備之詞，反而鼓勵我在美國的學術界奮發圖強，取得優

異的成果；來日方長，將來一定會有機會回饋鄉里的。我被他老人家的仁慈寬恕感動萬分，唏噓

不已！1994 年初，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素昧平生的台大經濟系學長牟宗燦博士說，經知名人士

推薦，想邀請我回國，到花蓮共同開創台灣最後一座國立大學：東華大學！（註：東華大學的確

是由無到有，拔地而起的最後一座真正的國立大學；不是改名或合併而來）。但是我又猶豫了！

因為我那時已旅居美國 29 年，和台灣社會，學術界完全脫節了。面對在國內接受一個層級相當

高的學術行政的挑戰難免有心虛的感覺。這時，經過祈禱後，我終於向我心儀的單主教（時任高

雄主教）請教了。他毫不遲疑地勸我當機立斷，接受這個邀請。他認為機會難得，稍縱即逝，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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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把握住。單主教真是我的貴人，他這一番話，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規劃， 讓我能下定決心在

隨後的 17 年，投身于台灣的高等教育，培養了許多優秀的青年學子（現在擔任大學教授的就有

7 人之多；其他在政府界，企業界也有不少佼佼者）。還有，我因此有幸在台灣陪伴我母親一直

到她老人家回歸天國！真是有福啊！ 

 

四、基督服務團的誕生與成長 

        在 1965 年至 1967 年間，單神父擔任靜山避靜院院長和時任台南教區副主教的賈彥文神父，

不斷討論，眼看了鄭神父留下的羊群，漸漸地分散天涯海角，極為憂心，雖然當時分散在美洲，

歐洲，和仍在台灣的團員們仍彼此保持密切的聯繫，但確實仍有逐步消失的危機。1967 年 8

月，留在台灣的團員於淡水聖本篤靈修中心聚會討論團章初稿。1968 年歐洲在蘇黎世團聚並深

度討論團章草案。1969 年美洲在芝加哥團聚，提出團章修正意見，大致均取得共識，於是賈神

父鼓勵大家按單神父的構想建立領導中心，正式定名為「基督服務團」。成立總團，並於台南教

區立案，同時擬定從區團到分團至小組的工作計劃。單神父在 1967 年就寫下「我們今後工作的

新方式」與在 2007 年建議，基督服務團運作基信細胞的基本理念仍是一致的，他和賈神父共同

合作讓基督服務團重新組織起來(賈彥文「再向前邁進一步」1969.09)確實是關鍵因素。到後來他

從徐匯中學到光啟社共十年期間，幾乎基督服務團的區團年會，到總團大會無役不與。從他幾次

接到邀請後，在時間的調配上，可以見到他對基督服務團各項討論議題的關心。基督服務團

1979 年 8 月在彰化靜山召開第一次總團大會，以「追隨正義基督、服務今日中國」為主題，就

是單樞機的擬議，單樞機並在大會中闡釋基督服務團的理念和基督正義的精神。他並指出從鄭神

父去世後，基督服務團經過了多少痛苦與摸索，現在開始有了一個可循之路，但更希望基督服務

團能看到時代的訊號，讓天主聖神不斷領導大家向前邁進。 

單樞機在 1980 年 2 月被祝聖為花蓮教區主教，他特別將基督服務團的團徽崁在他的權戒上，他

多次出席正式會議的場合胸前常戴著由區紀復與胡僑榮設計的團徽，也可以體會到他對基督服務

團的關懷與期望。 

 

五、從福傳到真福山 

        1988 年單樞機第一次當選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決定推動福傳大會，希望能開創台灣教會

新局，他特別期望基督服務團能在這工作上盡心力，也請區紀復擔任執行秘書；同時他也邀請多

位團員參與主教團各委員會的工作。1991 年單樞機被任命為高雄教區主教時，更進一步想到為

南台灣教會與民眾的牧靈和福傳工作，他有了真福山園區的夢想，而其中最急切的構想就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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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育，他多次在基督服務團的總團大會、區團大會闡述他對真福山園區的構想，每次聆聽他的

述說，都自然想到當年鄭神父在靜山退省時，對那一批熱忱公教大專青年的期許與啟迪。在

2007 年基督服務團台灣區團年會，單樞機親自提出請求基督服務團將真福山列為團體的重要工

作計劃，甚至聲淚俱下，他當時已知道自己罹患肺線癌，時日無多，完全以托孤心態，期望基督

服務團能全力以赴，達成「興教建國」的理念，而真福山確實可以秉持「活出愛」的意念，做為

培育青年實踐信仰生命的教育園地。 

        關於真福山，鄭治明有類似的回顧：樞機給我的印象總是非常冷靜沉著；即使面臨驚濤駭

浪的災難困境，也是舉重若輕，處亂不驚。可是有一次被我見識到他老人家傷心激動顫抖的場

面。原來樞機在 2007 年夏就診斷出患有肺癌，但是他坦然處之，在祈禱中得到“為什麼不是

我”的認知，力量和恩寵。但是他知道自己來日不多，對念茲在茲的真福山計劃希望基督服務團

列入重要工作計劃。在 2007 年基督服務團台灣區團年會中，把托孤心態表露無遺；聽說他老人

家甚至聲淚俱下！但是我沒有參加開會，沒能看到。而且這樣重大事件按基督服務團體制，必需

在總團大會討論通過。在到了 2009 年總團大會在文藻外語大學召開前，樞機應美洲區團代表的

要求，在靜山給他們一個單獨的避靜和交談。他又把真福山的理想願景詳細闡述，聽說講道後來

也是聲淚俱下！但我那時屬台灣區團，沒有參加親睹。大會開始後，樞機每天參與。首先他發現

真福山的計劃沒列在大會議程中。兩天會開下來，從來沒提過真福山。這下子樞機激動起來，要

求發言時間，很感性地述說他的難過心境。甚至把自己比喻成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於是主席

團緩頰解說，因為議程早已印出，無法列入；但是會在臨時動議時間討論，並沒忘記！次日樞機

不在場時，臨時動議中討論基督服務團投入真福山志業的提案，在表決時，幾乎所有在場的代表

都舉手贊成。只有楊豫台因為忙著負責錄影，沒能舉手。但是天意難料，兩年後，豫台和他太太

楊媺嬰提前退休，回台灣到真福山全心，全力，全靈地服務奉獻，至今已七年之久。(據說，樞

機得知豫台夫婦要來真福山獻身工作時，曾寫信給他們，說他感動得老淚縱流！) 

        補述一段過程，樞機在傷心之下，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題為「心願」: “風蕭蕭兮日將落，

白晝苦短夢想多，誰來助我來圓夢，還賴志同與道合”。後來，團員林谷將之譜成一首合唱曲由

美國寄來，我將歌曲翻製成一片 CD 交給樞機。樞機常播放此曲遣懷。五年前在殯葬彌撒中也播

放此曲送樞機最後一程。 

 

六、結語 

        基督服務團團員多感念鄭爵銘神父的感召，視他為基督服務團的奠基導師，而事實上，若

沒有單樞機的睿智與用心，若沒有賈總主教愛心輔導，當年這一批充滿信仰，有熱忱的公教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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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早已煙消雲散，今天基督服務團雖然仍在摸索、成長的階段，但也確實在教會內，社會上多

少有些貢獻，這不能不歸因於單樞機。 

       關於單國璽樞機主教與基督服務團之間將近五十年的關係，可參考基督服務團 2008 年 9 月

出版的《單國璽樞機主教生命告別之旅》卷三，而團員與單樞機相處的點點滴滴，則散見於團內

刊物(服務通訊、雙月刊、季刊等)。單樞機已經逝世五年，在過去這五年中，每年四月及十一

月，我都會到高松墓園在樞機「生於基督、活於基督、死於基督、永屬基督」碑石前祈禱，請求

單樞機在天主台前為基督服務團的理想實踐與團務發展轉禱，因為我們相信他仍然關心著基督服

務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