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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團南部分團 

張心怡 

              

一、 月會 

          南分團九月份月會邀請了，生命探索營的關鍵靈魂人物，王志弘與林明峰老師前來分享。 

  此次月會定調為「生命探索營分享會」。為落實總團大會決議－青年工作服務 ，南分團因地 

  利之便，於五月份開始支持真福山生命探索營的籌畫與執行。並於八月 25-28 日在真福山陪 

 伴支持營隊的運作。四天營隊之後，上山的團員對生命探索營也有不一樣的體驗。 

  我們來看看每個人的簡短分享！ 

  靜嫻 : 體會到陪伴的真義，就是放下一切，陪在他們旁邊、聆聽他們。 

  德芳 : 與團員的距離拉近了。與高中生的交談，看到這世代青年不同面貌的焦慮，更能體會 

            並了解學校在學的學生。 

  健原 : 這些活動有熟悉感，七年前參加過。也深感豫台對生命探索營的用心用力！服務團的 

             角色是支持。此次經驗中，看到天主教學校不是教友的學生，因著這活動，在未來有可 

             能成為教友。自己就是這樣的過程，中學念教會學校，大學時得到神父的陪伴。現在神 

            長老了，我們應該把自己擺上。下山後又去參加大專生的陶成營，看到本堂青年在營隊 

            中脫胎換骨，這些經驗更體會到，陪伴〜的重要！高中追尋，大學繼續。這是我的生命 

            歷程。以生命陪伴、以生命福傳！這是服務團的共識。未來請每位團員都去看看我們能 

            做甚麼？這是報答過去神長對我們的愛！我邀請大家自動補位去回應！ 

 美華 : 將此次上山視為對總團大會青年工作答覆，因此把生命探索營視為「使命」。  

          「陪伴」不只是陪伴小孩，而是想到豫台一定在某個角落焦慮，以及志弘、明峰、耀堂 

           等辛苦那麼久。我比較好奇與焦慮我的角色是什麼？因為我難以掌握和確定？我不知道 

           我和學生的交談是不是營隊要的？生命探索營很厲害，感覺沒有人在管理指揮，但又 

           進行地行雲流水，真是流暢！志弘真是厲害，這次參加給自己一個反思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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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傑 : 服務 、照顧 、分享 

           樞機的生命就是去服務、照顧和分享。在營隊中看到樞機，雖回到天鄉，但仍在推動生命 

           探索營！若我們把使命價值活出來，這就是活出愛！ 

           看到了變相的福傳，過去神父修女傳教士靠物資。現在我們使用低門檻的活動，創造孩子 

           的高峰經驗。 

           良善的價值傳承，興教建國也許建基於過去的背景。但現今仍是重要的，我看到大哥大姊 

           願意陪伴青年。這四個字對我很有感覺！ 

            [ 〜 見下方 PPT 圖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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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熹 : 我覺得志弘與明峰用了很多心力在探索營，能觸動學員的心靈。這是最感動之處，我相

信有 80 % 的孩子，這輩子不會忘記生命探索營。這活動要繼續，並多找些青年進來。 

            服務團團員主要是陪伴，不插手營隊運作。在第二天的談話中，我發現有些青年，有些

話在家可能不會跟父母談，但我們有機會與孩子交談，並給予一點開導和幫助。這部份建

議可多安排一些！ 

            豫台的階段性任務完成了，但樞機給我們的任務還未完成！ 

 耀堂 : 學生一開始真的只是玩一玩，但最後能在玩當中真正體會〜我所做的事與我有何關係？ 

             95 % 以上學員都不是教友，但令人訝異的是，許多人在分享中提到（泰澤祈禱）和早上 

            獨自的（靜默）時段。 

            豫台與媺嬰離開之後，生命探索營會不會舉辦？也曾懷疑！但卻印證了「一粒麥子死

了，結出許多子粒來」 ，豫台和媺嬰的離開 ，團體多了六七人上山 ，對孩子們而言，他

們也表示在團員身上看到豫台、媺嬰的影子。 

心怡 :  天主的事工要如何成就，都不在人的計畫與掌握中！     

            此次的經驗，天主若要成就！會給予記號與靈感。要上山前兩天學習聖像畫，和去台    

           灣青年日帶領聖像畫工作坊。上真福山準備行李時，又將聖像畫工作坊用具打包上山。 

           因多日的大雨，許多戶外的探索活動，便思考在室內舉行。以上許多團員與孩子的交 

           談和聖像畫工作坊，就成了其中兩關。 

           整個營隊結束後，全程參與的心情是，豫台哥與媺嬰姊不在探索營，我就遞補上。所以 

           有時會問參加過的孩子，這時豫台哥會說什麼？媺嬰姊會給個擁抱吧！  

           有種越來越貼近樞機要辦生命探索營的心境。 

志弘 : 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沒有一屆是順利辦成的。誠如耀堂所言這是個 「奇蹟 」。真福青年

(參加過營的學員成為服務員者)，認為服務團是樞機的家人，豫台大哥為營隊的定位很清

楚，雖然每一屆都不一樣。但此次由多位團員跟他們談樞機，這是最好的安排。 

            8 / 29 日那天，突然有個深刻的體會，是來自發熹大哥的提醒，他說:「沒有豫台的擁抱， 

           就是我們要去擁抱，用我們的溫度去感染給上山的孩子！」我深深感受到，真福山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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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福山，不是誰在那裡工作，才有真福山，而是誰在這裡「活出愛」就有真福山。 

       

 

二、善意溝通工作坊     

        2017 年 9 月 2、3 日南分團部分團員參加了，由鳳梧姊、芯瑋與紅瑋帶領的初階善意溝通工    

作坊，我們有了為期 18 次的操練。在最後一次聚會後，鳳梧姊提醒我們，「善意溝通」是神操

在日常生活的落實。在每一次與人相遇時，保持彼此連結的品質。選擇覺察接納式的生活去回

應，當我受到刺激時，有意識地以好奇、開放與接納的態度，帶著善意去回應。如同耶穌的教

導，愛人如同愛自己。借助思考聆聽和對話方式，讓慈悲的給予自然流溢。這就是生命福音化！ 

此次我們希望家庭、夫妻都可善意溝通，所以邀約多對夫婦。也邀請了新朋友李鈺玲、黃宜寧、     

黃慕天，和講師燕珍與純瓊，前來一同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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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左起郁君、槐仁、憶蘇、一誠、玉芳、伯陶、健原、健安四對夫妻 

      下圖：上排右一是講師燕珍，下排右一是講師純瓊，旁為新朋友黃宜寧、李鈺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