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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分團 

吳葆美  
美東避靜  April 5th – April 7th 2018 於 瑪利諾修女會紐約本部 

◆ 簡介 

        很高興經由蘇其寬的努力，我們請到遣使會的藺聖教神父，為我們領導今年的避靜，主題

是靈修與服務。大學時台南天主教大專活動中心，就是取名聖文生會，現在才知道就是遣使會，

目前在台灣堂區就有不少遣使會的神父在堂區服務。遣使會會主是 St Vincent De Paul (聖文生)，

他是被稱為窮人之父、慈善主保。遣使會的宗旨是服務窮人，並有系統的組織神職訓練班。基督

服務團以服務為精神與遣使會的服務窮人是一致的。藺神父為我們詳細介紹聖文生很獨特的一

生，我們得益甚多。  

        我們今年的避靜，因場地、時間、請神父，幾經挫折，但終就圓滿完成。參加團員，除光

義兄不能來，其他人都遠到而來，有若珉帶朋友半夜開車六小時，明慧飛三千哩來，還有我的代

女，加上藺神父，共十四人，對美東來說，是一次大團聚，豐滿的神修，在此謝謝藺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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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美東四月避靜後感－靈修與服務    季明慧 

》      多年來都是跟著耶穌會神父做避靜，這次由聖文生會士藺神父帶領，由於服務團的核 

心精神是「服務」，剛好可以由聖文生的一生過程，汲取一些教訓與靈感，藺神父的 

道理及解說，讓我們看到「靈修與服務」關係的另一層次。 

 

前排自左至右：季明慧、高志亮、賀筱英、

曾美樂（葆美的朋友）、吳葆美 

後排自左至右：田湘軍、周修女、江若珉、

陳薰、藺神父、蘇其寬、高宗陽 

前排自左至右：周佑棠、高志亮、賀筱英、 

曾美樂、吳葆美                                                                      

後排自左至右：田湘軍、 江若珉、孟惠、  

陳薰、藺神父、蘇其寬、高宗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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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文生及遣使會的使命： 

路加福音 4:18 -19『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

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複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恩慈之年。』 

》 聖文生對「服務窮人」的理念： 

「服務窮人就是祈禱，就是走向天主」 

》 聖文生服務的方法： 

1. 有組織 

2. 有持續性 （永續） 

3. 有敏銳的覺察及感情 

4. 動員有錢人 

5. 不停地工作，超越地域 

》   聖文生服務時的美德： 

1. Simplicity 純樸 

2. Humility 謙卑 

3. Meekness or Gentleness 溫良柔和 

4. Mortification 節制 

5. Zeal 熱忱 

》 從聖文生的身上，我們可以學到的教訓是： 

1. 在發現自我的過程中走一些彎路，並沒有什麼不好。發現自己是一個曲折的過程。 

2. 有時候，你所發現的，比你所尋找的更好。天主給的，超出你的想像。 

3. 有時候，回家是件好事。有時候，大哭一場能幫助自己。人，都有軟弱的一面。 

4. 謙遜並簡樸地與人相處，總能收到好成效。 

5. 每個人應去發現，尋找 自己的人生使命。 

6. 在生活中遇到勢不可擋的挑戰，並非壞事。不管怎樣，你的參與和投入，能產生不同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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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要讓周遭環境拖你下水，不管怎樣，你的堅持能產生影響，造成不同後果。 

8. 有時候，事情變更糟。但不管怎樣，仍要想辦法應對各種挑戰。 

9. 良師產生影響、選擇一位良師，成為一位良師，會改變人的一生，產生不同效果。  

10. 我們所有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人，在每人的處境中接納他們，並與他們一起工作。活出

一種平衡的生活：祈禱和服務。 

11. 你或許有更多的時間與機會去做比你應該做的更多的好事。隨時開始服務，永遠不會

太晚，不要停止行善。 

12. 明白你的根源，一方面幫助落後於你的人，一方面接受更高的教育。 

13. 瞭解你所獲得的恩寵，你的優勢及限度，然後善用它們。 

14. 如果你過去曾做過一些令人費解的事，沒問題；不管怎樣，儘量行善。 

15. 去有需要的地方，而不要等需要找上門。 

16. 對你的經驗加以關注，你或許就會發現自己的卓越的天賦。 

17. 最好的起步就是在你所在地方開始。我們不能單獨行動，我們需要他人合作 

18. 關愛為你服務的人，為微小的成功慶祝。 

19.  最大的教訓：文生是一位行動者。 

 

◆ Summer In The Forest: 紀錄人性的紀錄片         高 志亮 

        本片的導演 Randall Wright 説：「這部紀錄片想回應的問題是，人該如何與自己不同的人交

朋友？你為什麼必須這麼做？」「當你跟這些智能有障礙的人相處，他們會教我們如何卸下心裡

防備，不再虛假。這是重新審視自我的機會。」我完全認同他的說法，但我覺得還有更多的深意

在影片中。什麼樣的影片可以回應闡述這樣的問題呢？ 

        影片是紀錄片所以不是演的，是真實的。影片中拍攝的主人翁，是世人所謂的智能障礙

者，這樣的紀錄片更是演不來的，是真實的。故事的主人翁們是：Philippe,，Michel,，Andre 跟

Patrick。他們便是以往人口中的「白痴」，但 1964 年後 Jean Vanier，創立了 L’Arche 把他們從

原本所在不受尊重，飽受羞辱，非人性對待的收容機構中接出來。他們的生命再度活了過來，他

們的故事又再度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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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che  開創一個革新的氣象。它之所以不同一般的收容機構，在於它真正知道人是什

麼？什麼是人真正的價值？它知道踐行人性的途徑，它也努力一步一步地踏在這條途徑上。在

L’Arche 裡面的人，包含 Jean 在內，義工們，工作人員們，加上這些被服務的智能障礙者，彼

此都明白每個人只是在聰明才智有區別，在身為人的本質與價值上並無一點點不同。所以，他們

共同創造一個真正人性對待的團體 L’Arche。 

        什麼是真正人性對待的團體？看看 Philippe,，Michel,，Andre 跟 Patrick 在影片中的率真的笑

容，自在自信的行止，認真工作的容貌。再看看義工及工作人員們跟 Philippe,，Michel,，Andre d

跟 Patrick 等人的誠懇互動，盡性投入。我似乎看到一絲線索與端倪，看到學習仿傚的實際作

為。 

        為甚麼 L’Arche 可以有如此不同於一般的方法呢？因為它的創辦人 Jean Vanier 知道在這些

智能障礙者他們障礙的背後那個人性才是最珍貴最美好的。不管你是誰？你的從聰明才智如何？

你的貧富如何？你的社會地位如何？每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都是一樣美好，都應該被平等對待

的。天主所謂的人性，便是在逐步地發展中實踐整全的自己。 

        這是一部既單純又能引發深邃思考的影片，因為它最重的是實踐的歷程。這是我笨拙的文

筆難以觸及的，找機會去看 Summer In The Forest 這部影片，去感受，去理解，走進這些跟我們

不同朋友的森林，他們會歡迎我們，為我們開展一個全新的視野。 

 

 

◆ 吳神父在台灣山上幾十年的服務                               江若珉  

        每年趁到 Maryknoll 修女院做年度避靜時，都會順便探訪住在對面療養院的吳叔平神父。 

        起先是孟惠和我兩個以前參與過吳神父在台灣南投仁愛鄕舉辦的曲冰暑期兒童道理班的人

一塊去，後來有興趣的大家都跟著一起去。吳神父從開始時還認得出孟惠，到現在每個人對他好

像都一樣。而他仍然保持一貫的天真、可愛、熱情！ 

        吳神父是經學大師吳經雄博士的兒子，天主教家庭長大，自幼家裡經常有神父進出與其父

親討論教義與經學。據吳神父說有一次他正好從外面回來，聽到神父問有沒有人要做神父，他馬

上舉手，神父就安排獎學金讓他到美國開始讀書，他就孤身一人踏上了美國修道之路。聽說在美

國十幾年的學習，經歷了很多困難的關口，他最後都堅持了下來。做了神父之後，他被派往中部

深山裡的山地原住民部落。當時連路都還沒有，出入都得翻山越嶺。兼管三個部落，雖長住過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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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仍按時要到武界和曲冰兩個需要翻山才會到達的部落。山地原住民純樸的民風與神父的性

格一拍即合，神父在那裡一待就是一輩子。 

         他開辦暑期道理班， 因為地點在山上，就成了山地服務 。每年暑假來自各地的天主教大學

生， 經過簡單的培訓，就四人一組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兒童道理班。就地取材編寫教程計畫，每

日聖經金句，戶外活動，甚至翻山越嶺，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玩得不亦樂乎。每週還有跨村的

活動，一個月中的最高潮是三村聯合運動會。地主村需要準備另兩村的食物及招待，另兩村則需

要計畫及時到達參加，現在或想起來都還非常興奮！與其說是服務，其實收穫最多的是我們，一

個月在一起的生活，為我們的成長是豐富的經驗和挑戰，發生的愉快與不愉快都成了成長的因

子，別處學不到的經驗！ 

           大約十年前，教區體恤他的健康狀況，派了另外一位神父接替他的工作，但是山上的一草

一木都是吳神父的家，他非常不能適應搬遷，最後教會決定讓他仍然可以留在山上輔助新到的神

父，當地村民也一致願意照顧他，後來因為他的病需要有人全天候照看， Maryknoll 在台灣沒有

適當的地方可以安置他，他的家人還是決定讓他回到美國 Maryknoll 的療養院。好在神父天真的

性格，加上還有幾位同樣在台灣服務過的老神父一起，他倒也不寂寞了！ 

        每次他看到我們去都非常高興，不論認識不認識，記不記得，我們總是帶他走出戶外，至

少在停車場走走，他就像小孩子般，高興的講不停，不肯回到室內。 

 

      

右照：中立者為吳神父，白髮者為周修女，是其寬的道理啟蒙老師，後面是若珉的朋友 Joanne 

Lee，其他是美東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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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aryknoll 療養院與吳神父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