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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團 

沈明室 

興教建國使命的再思考 

 

基督教與唯物主義之間的重大鬥爭，將決勝於青年的心靈之中。 
鄭爵銘神父，《大風》第二十一講，頁 206。 

 

            在與對服務團有興趣的新朋友談到服務團的特質時，最常被提及的就是：興教建

國、出類拔萃及更與剛的精神。有人會因想到這三項特質卻步，更多的人希望深入了解。

興教建國是服務團改造世界的使命，而出類拔萃、更與剛的精神則是形塑個人精神與實

踐。雖然每位團員對於如何出類拔萃及更與剛的精神實踐方式有不同的看法，以更高標準

去落實與達成與自己的學業、工作與責任，則是大家的共識。但是對於興教建國的理想，

則因為時代背景的變遷，對如何振興教會與國家，則有不同的詮釋。 

        回到鄭神父避靜的道理來看，在鄭爵銘神父的靜山道理集在第十一講「基督的號召」

結論中，有完整的論述。這個講次有三個結論：改造世界需要新青年、改造世界需要新

精神、興教建國的使命。大風避靜道理原文為口頭講授的錄音，不知結論標題是否為鄭

神父親定。但是內容中提到： 

            新青年要注意到：痛苦的弟兄(可能指當時大陸苦難同胞)要我們去拯救，愚昧的同

胞要我們去教化，淪陷的山河要我們去恢復、紊亂的社會要我們去整理，固有的文

化、基督的真理要我們去保障與發揚，幸福的祖國、大同共濟的世界，要我們去建

設、去創造！這是我們的使命，今後的青年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分力量，發一分

熱、發一分光，只要每一個人都貢獻一分力量，世界就可以改造。 

        這段內容明顯的在從教會的觀點，關切台灣的教育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動態。如痛苦的

弟兄可能指當時大陸苦難同胞。尤其當時 1964年正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後期，中共

高層權力鬥爭、紅衛兵全國串連後不同派系武鬥，學生最後被毛澤東送下鄉勞動改造，情

勢極為紊亂。受到中國共產黨迫害，輾轉從西班牙、印尼回到台灣的鄭神父，對於當時國

際情勢與台灣環境對教會的衝擊，自然希望教會優秀青年能夠立志奮起，拯救同胞與恢復

山河。 

        在《大風》一書其他篇章中，也可以看到與有關的概念及說法。例如在第一篇提到

「把光、熱、力貢獻給教會、社會、國家、世界。」(頁 7)也提到「救人救世」。(頁 7)同

一講中還提到「發展我們的本能，亦步亦趨地追隨耶穌基督，為教會、為社會、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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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服務。」(頁 9)所以不僅是貢獻教會與國家而已，還要貢獻世界。 

        在第十三講「徹底的覺悟」中，提到「對社會的漠不關心，所以社會上永久是那些像

共產黨的腐化份子在管理。」(頁 125)在此處提到台灣社會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但鄭神父

將當時政府管理形容像共產黨的腐化份子，其實就呼應前述所提「紊亂的社會要我們去整

理」的說法。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非易事，所以鄭神父希望青年們能具備捨我其誰，天下興

亡、匹夫有責的精神。 

        非常重要的是，鄭神父雖然期許青年立下改造社會與世界的大志，並非希望他們做大

官，而是希望他們如鹽和酵母一般的隱藏自己，成就別人。鄭神父所編的打油詩：蠟柱流

淚灑登台，光熱遺世動乾坤，就是強調犧牲自己，留給世界光和熱，以維持改造世界的熱

誠。 

        單國璽樞機主教在民國七十三年的紀念文中提到，鄭神父的思想體系兩大支柱分別是

天主與國家(新版，頁 4)。這讓興教建國成為鄭神父的口頭禪。由此可以了解，興教建國

就是從天主與國家的兩大目標中所產生的具體行動。如果要建設國家與榮耀天主，就必須

實踐興教建國的使命。所以當初曾經在避靜領會鄭神父教導的年輕人，很多人就是將興教

建國作為個人信仰與事業的使命。 

        然而隨著兩岸情勢與世界格局的變化，當初鄭神父所提及基督教與唯物主義的鬥爭，

隨著前蘇聯垮台，共產意識形態隨中共改革開放而沒落，基督興教建國的使命，因為情勢

變化而有新的詮釋。資深團員鄭治明曾對新版《大風》導讀中，說明興教建國的時代背景

時說：鄭神父生長戰爭年代，親眼目睹國家境況，才壯懷激烈的提出興教建國的號召。但

他也認為因為時代變遷，建國應該做更廣義及多元的解讀。鄭治明也提出如何「建國」的

兩項具體作法： 

⚫ 協助天主改造世界，創造和諧美好的社會，特別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及各地華人社會。 

⚫ 協助聖神建立地方教會，聖化人類，特別是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 

後來有鑑於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以往所主張馬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沒落，以及

只強調追求經濟利益的心靈空虛，在 1989年基督服務團的第三屆總團大會中，確定向中

華民族傳播福音是本團不可推卸的責任，並且積極地落實。一直到現在，服務團在大陸的

福傳及服務工作，仍邀集資深團員小霞、麗如及年輕人參與，已建立明顯的成果，成為基

督服務團的指標工作。 

鄭神父的思想體系區分天主與國家，其實就是教會事業與社會改造。興教建國仍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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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如何振興天主的國-教會，另外對於世上的國，不論政治、社會、經濟等不同面向，應

該以基督精神投入社會國家，尋求改造。對中國大陸也不例外。一些新進團員對於服務團

大陸工作的源起並不了解，甚至希望多關注台灣本地服務工作，其實不了解這項工作源自

於總團大會的共識。 

        過去因為時代變遷與兩岸關係變化，服務團轉而關注及投入大陸福傳需求。同樣的近

期因為中共對天主教會的強迫轉型與打壓，過去鄭神父所強調基督教與唯物主義鬥爭的情

況，似有重現的趨勢。此種趨勢不僅使團員赴大陸福傳工作風險增加，似乎也有必要重新

檢視興教建國的意涵，以及大陸福傳工作的方法。 

        中共為強化共產黨統治，極力封鎖及圍堵可能影響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言論或意識形

態，尤其是天主教與基督教。即使中共政權與梵蒂岡簽署臨時性協議，希望讓梵蒂岡任命

主教身分可以合法化，但是中共簽署協議真正目的其實是希望將所有地下教會及教友檯面

化與公開化，受到中共一黨專政的控制。其他如拆除教堂、拆除十字架、禁止十八歲以下

青年進入教堂、禁止兒童主日學、重編聖經與禁止出版販售聖經、教堂內掛國旗、重大節

日舉行升旗典禮、掛習近平像、毛澤東像等，

已經違反教會的禮儀，更證明中共不會受到梵

蒂岡的約束。 

        參雜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或是愛國主義思

想的中國大陸愛國教會，是否還是天主教，我

們無權去認定；但是服務團過去基於大陸人民

心靈需求的大陸福傳工作，有必要在新情勢進

行完整的評估，甚或改變相關做法。更重要的

是，基於興教建國的使命，基督服務團應該思

考，面對中國大陸教會與教友們所受到政治的壓

迫，基督服務團在美洲及台灣可以做些甚麼？ 

         

 

 

 

 

 

 

浙江省溫州三江教堂遭拆除 

山西浮山縣教堂遭拆除 

陝西鳳翔教區千陽教堂遭拆

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