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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團南部分團 

李惠敏 

壹、月會主題與活動 

一、10 月 19 日：由伯陶帶領「心靈朝聖之旅」，透過布芮妮．布朗博士 TED.com 上的影片，分

享領袖跌倒後在黑暗困難中反思、面對、革新，進而「從心振作」。接著，分團長改選後討論 10

月 26 日大風營之籌備相關事宜。 

二、10 月 26 日大風營       張心怡 

台灣區團 2019 年大風營活動行程表 

時間 議程內容 負責人 

9:30-9:50 報到 姚健安 

9:50-10:00 
相見歡 

（團體活動） 
陳憶蘇 

10:00-10:50 
主題一 

CSC 歷史、組織、工作現況 
王樹治 

10:50-11:00 Q&A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主題二 

CSC 精神、使命、靈修 
小組分享 

12:00-13:30 午餐/休息 張心怡 

13:30-14:30 

《大風》導讀 

選我所愛 

愛我所選 

黃德芳 

朱伯陶 

潘春旭  

14:30-14:45 休息  

14:45-15:30 小組分享  

15:30-16:00 小組心得報告 張心怡 

16:00-16:30 綜合座談 丁健原 

 

2019 大風營於 10/26 在文藻外語大學舉辦，感謝美洲區團王樹治和王大公全程參與陪伴。本

次邀請有，中分團張馨文；南分團陳玉芳、洪郁淳、王志弘、賈德蘭、李茂榮；和真福青年陳璽

竹。而陪伴的團員有陳發熹、王素玲、丁健原、姚健安、潘春旭、朱伯陶、陳憶蘇、李惠敏、潘

存真、黃德芳和張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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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開始由憶蘇帶領相見歡，大夥在 A4 白紙上寫上姓名、最滿意的角色、對服務團的印象

或被吸引之處，分享結束後將紙摺成名牌 (見照片) 。緊接著由王樹治分享基督服務團的組織、

歷史與工作，爾後分組討論基督服務團的精神、使命與靈修，藉著新朋友提問，  

團員們回答與分享，讓彼此了解與認識。 

中午簡單用餐交談與休息，下午由黃德芳為大家簡短導讀大風；再由潘春旭簡短分享(愛我

所選)；朱伯陶簡短分享(選我所愛)。之後再小組分享，所聽所見所聞。(部分可閱讀新奉獻團員

分享) 

感謝主聖神！此次大風營的成果，在團慶時我們有陳玉芳、王志弘和賈德蘭奉獻為預備團

員。祈求主帶領陪伴，讓我們與新團員一同努力，結伴為主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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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月 23−24 日: 團慶彌撒中，陳玉芳、王志弘與賈德蘭賢伉儷奉獻為預備團員。 

        
                    陳玉芳                        王志弘                        賈德蘭 

    

四、12 月 28 日: 新年度行事曆規劃。依據 2019 年區團年會提案、決議與執行，完成了新年度行

事曆的擬定，主要有兩大方向：真福青年之培育及鄭公三書閱讀與精神實踐。團慶奉獻為預備團

員的王志弘、賈德蘭賢伉儷，及去年 10 月參加大風營的李茂榮老師一起加入我們的戰鬥團隊。

會後的聚餐共融，邀請到真福青年邱雯珮，文藻英文系專五生，與大家相見歡。 

 

南分團 2020 年行事曆 

日期 主題 主席/主講 紀錄 地點 備註 

 

1 月 18 日 
真福青年之培育 

  《蠟柱》導讀 

王志弘 

陳發熹 

丁健原 

 

黃德芳 

 

文藻 
 

 

2 月 8 日 
重讀《蠟柱》 

心得及生活見證 

 

陳發熹 

 

 

李茂榮 

 

文藻 

1.心得報告用 Word 

檔提交。 

2.2/28 – 3/1:  

生命探索營，真福

山 

 

3 月 6-7 日 四旬期避靜 

 

 

古崇孝修

女 

 

  

文藻 

2/26(三): 聖灰禮儀

(四旬期開始) 

4/5(日): 聖週開始，

4/12(日)復活節 

 

4 月 18 日 
重讀《大風》 

心得及生活見證 

 

陳憶蘇 

 

陳玉芳 

 

文藻 
心得報告用 Word 檔

提交。 

 

5 月 16 日 
小兄弟仁愛工作 

檢討與展望 

張心怡 

黃德芳 

 

姚健安 

 

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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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 區團年會提案討論 李惠敏 賈靜嫻 文藻 
 

 

7 月 11 日 
重讀《風起雲湧》 

心得及生活見證 

 

潘存真 

 

 

王淑君 

 

文藻 
心得報告用 Word 檔 

提交。 

8 月初 區團年會: 中分團主辦 沈明室  靜宜 

大學 

 

 

9 月 12 日 
年會決議事項之執行 

討論與規劃 

 

林耀堂 

 

張心怡 

 

文藻 

 

 

10 月 17 日 
2021 總團大會提案討論與

籌備會 

 

丁健原 

 

高健恆 

 

文藻 

 

11 月 21-22 日 服務團團慶：東分團主辦 沈明室    

12 月 12 日 規劃 2021 行事曆 分團長  文藻  

P.S. 2021 年寒假總團大會將由南分團於真福山舉辦。 

 

 
12月月會 

 

貳、團體靈修 

        高雄團員每月一次於週六晚間進行家庭讀經，聖經章節取自隔日主日彌撒之讀經一、讀經

二及福音。10 月因舉辦大風營暫停，11 月在健原&健安家．12 月參與堂區聖誕報佳音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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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服務使命 

2019 年歲末真福青年共融營側記   王志弘 

 

   

   2019 年年生命探索營平台來說，是個超級忙碌

的一年，我們辦了三次真福青年共融營、辦了三次

生命探索營，其中包含四次小真福工作坊，足跡遍

及了嘉義、台中、新北、高雄、台東，為將樞機的

愛，帶到台灣各地。在雙十連假探索營時，我們定調 2020 年要辦兩次的生命探索營暨小真福工

作坊，分別在 2 月及 8 月，並於活動前 12 月和 6 月舉辦真福青年共融的活動。 

  12 月轉眼即將來到，我跟耀堂在想，該回到真福山呢？還是到靜山呢？事實上，真福青年

在與基督服務團大哥大姊接觸後，都已經知道有個靜山，服務團的發源之地，樞機到台灣第一個

服務的地方。青年們也曾表達渴望到這個地方來看看，我們就想，或許服務團帶著青年「回

家」，會有很特別的感覺吧！因此，2019 年 12 月的「歲末真福青年共融營」就選定了靜山。 

  接著，主題呢？我想到，1964 年曾有一群青年聚集在這個地方，聆聽鄭爵銘神父的道理，

點出他們面對時代的挑戰與反省，青年們心中被一次又一次的撞擊（發熹哥的說法）。那麼，在

2019 年後的這個時刻，我們可不可能也對時下的真福青年，發出時代的挑戰與反省，製造出一

次又一次的撞擊呢？「青年面對時代的挑戰與反省」成了我們這次的主軸。耀堂也特別提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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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就來試試看，讓活動型態有點類似避靜，給青年更多的時間划向深處去，因此，我們安排

了每個青年擁有一個屬於自己能夠獨處的房間。 

  生命探索營向來帶領青年使用的方法就是與長者「對話」，深刻的「反思」、享受「寧靜」、

並學習在「獨處」中遇見真實的自己。這次的共融營，當然也不斷地如此操練。我們首先邀請了

發熹哥，帶領大家乘著時光機，遇到 50 年前的時空場景，一個病入膏肓的神父、一位隨伺在側

的年輕神父，如何衝擊青年面對時代的挑戰，幫助青年裝備自己，以至於今天他們能坐在我們面

前，談著想當年。因為時空背景的差距，青年們聽起來吃力，直到發熹哥舉出了一些人，是他們

所認識的時，開始有比較深刻的連結性。接續在發熹哥之後的是公楷，剛好年齡介於發熹哥與青

年之間，也就是跳躍了 25 年。公楷以豐富的人生及職場經歷，開始撞擊青年們的心：你們愛，

必須成傷；真正的犧牲；時代即將面臨的諸多挑戰......。這不是件簡單的事，在這麼短的時間，

一個又一個顛覆固有腦袋中的價值觀與判斷，解構再建構。 

  午餐之後，我們原本安排的行程，就是到耶穌會墓園去省思，也帶領青年在此見見鄭公。但

是一個意料之外的告別禮，讓青年們見識了天主教會的殯葬禮儀，我們也藉此介紹了天主教會信

仰的生死觀。如此，再來到鄭公的墓前，更加深刻體會「蠟柱流淚灑燈台，光熱遺世動乾坤。」

一個人雖死去，卻好像正活著一般。三年的生命，影響了當時的青年如此長遠，也超越時空的影

響到眼前的這批真福青年。掃墓之後，德芳為青年們導讀《大風》，邀請他們試著利用其中的幾

個觀念、幾句話去省思，並用以實踐於生活中。耀堂以「月桂方法」提醒青年們透過更深刻的思

考方法，去面對挑戰。 

  晚上，黛麗和惠敏用親身的生命經歷，跟青年們分享，如何用被我們所培養，並根生於我們

內在的價值理念（信仰），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與面對抉擇。最末，由心怡帶領大家用聖言

誦禱的方式，默想真福八端。我們的用意，就是不斷的把方法分享給他們，看看哪個方法為他們

受用。所以，這天的內容可豐富了，有聖依納爵的方法、有吳甦樂會創辦人聖安琪的方法，現在

又習得了聖本篤的方法。青年們帶著豐富的一天，回到獨處的房間。事後他們分享，他們好喜歡

一個人獨處的房間，可以沉澱下來，思考許多事情。 

  第二天，健原哥帶領青年們認識服務團對於簡樸生活與垃圾分類的努力，如何影響了整個台

灣。並操作了「水修行」，震撼青年們的認知與感官。伯陶哥則跟青年們分享了自己在服務團的

新使命：大陸工作，開拓了青年們的視野。我們期盼藉此讓青年看到，使命的認定與堅持，才是

改造世界的最根本，勿以善小而不為，因為你不知道，何時，它所帶來的巨大改變，是在我們自

己出發時所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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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們也利用了最後的一些時間，討論了真福青年與生命探索營的事情，相較於這兩天所接

受的衝擊，面對真福青年與生命探索營的事情，似乎也變得簡單許多。畢竟，我們已經是又充滿

了滿滿的能量，準備回到山下了。「上山，是為了下山；下山，是為了活出愛，活出愛，是為了

再上山。」青年們相約，我們每年的歲末真福青年共融營，都回到靜山來，一個人一個房間，好

好的獨處沉澱一下。 

  真福青年這次討論出來屬於生命探索營平台的 slogan：『青年們結伴，效法服務領導的典

範，追隨單樞機「活出愛」的價值理念，成己達人、攜手合作，改造世界。』基督服務團！看到

我們在那裡了嗎？青年說「服務領導的典範」就是各位，讓我們好好地學習鄭公、學習樞機、學

習賈主教、學習宇恭神父......陪伴時代的青年吧！ 

   

  
 

肆、預備團員奉獻感言  

ㄧ、自有其時，各有其時!      陳玉芳    

住在上海，接待了好幾位小霞姊介紹的兄姊們到家裡小住，其後參加了蔣修女主辦的神州

朝聖之旅，這才了悟濟濟一堂的「出類拔萃」原來是基督服務團成員！ 2015 年承嘉玲姊的邀

請，我和伯陶從上海回來參加當年在真福山的總團大會，終於能把如雷貫耳的大名和臉孔連結上

了！ 

回了台灣，住在文藻附近，伯陶開始參加服務團的集會和活動，我也會在不同場合和南分團

的諸位相遇。當時有機會也到聖名堂參加禮儀，就能看見好些熟悉的面孔，更加親切! 看著伯陶

從預備團員到正式團員，一路走來也有人給我們家提醒：一家只用繳一份團費喔! 去年受邀到台

中參加大風營，回來之後知道自己對這個團體的瞭解更清楚了些，也距離加入這個團體的時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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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了! 但一句在信條裡的詞仍舊覺得自己有所不配：出類拔萃! 從就學到就業似乎從來沒有拔尖

的經驗，何能配上這個冠冕？ 

把這個心頭的顧慮和幾位團裡資深的兄姊分享，他們居然也有些人當初有類似的顧慮! 接下

來有了這一句的解釋：要在個人的工作或服務上精益求精，哦! 這才解了我心頭的一個大結！今

年又參加了在高雄舉辦的大風營，這就和大夥兒一同去東勢林場，在那裡的聖家堂，我終於成為

了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在這個家庭的成員個個都是以【更】的精神去服侍主親近主做福傳。我還未進人這家庭前有

素玲姐帶領著我在長庚醫院做志工，為病苦中的人祈禱和陪伴，這個服務工作讓我在她和病人身

上見證天主愛的大能和在痛苦中的安慰。我也參加了鳳悟姐“愛的溝通”的課程，跟著其他 9-10

位團員有 14 堂課的操練，在這過程增加了彼此的認識和情感。 

基督服務團是我成聖道路的力量，更是我靈性生命成長陪伴和補給站，期許自己有蠟柱的精

神來親近天主。 

 

二、「當你還在無花果樹下時，我就看見了你。」   王志弘 

  2012 年我帶學生參加生命探索營，遇到了豫台哥和媺嬰姐，正式的接觸到了基督服務團的

成員（當時不知道好友耀堂、以及我堂姊淑君跟姊夫健恆也是團員），就這樣跟著生命探索營的

起起伏伏，陸陸續續的接觸到了這個團體。 

  2018 生命探索營復辦了，因為歐大哥的珍惜，發熹大哥呼籲南分團上山陪伴青年。我真的

看到了，這群被稱為樞機家人的大哥、大姊們，不是我原來認知的高級知識份子俱樂部的成員，

他們謙遜真心地彎下腰來，實在地在為青年服務。 

  隨著，生命探索營離開南部，往中北東部去，我也預先跑了這三個分團月會作報告，介紹生

命探索營，也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各地的團員，都有如家人般的歡迎我及青年們。之後，看到他們

在生命探索營的付出，也如同南分團的成員一樣的真。再加上後面兩次，連美區團的團員都千里

迢迢來參與生命探索營，這應證了哪個只在台灣待了三年的鄭神父（1962~1964），以及那個用盡

一生傳遞愛的單樞機所成就的這個「團體」，不是我之前所誤解的那樣。 

  透過第二次的讀《大風》（歐大哥在恆毅給我的書）與《蠟柱》，我不再像是共產黨學者研究

天主教一般是為了摸清底細（共產黨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控制，我第一次讀這兩本書時，是用這樣

的心態），我真心想知道一個病入膏肓的神父，如何大聲疾呼時下青年奮起戰鬥，結果影響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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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大半世紀「蠟柱流淚灑燈台，光熱遺世動乾坤。」。 

  「大風營」時，當樹治大哥介紹著服務團的歷史，報告的內容我早已熟悉（摸清底細時就已

掌握），但我突然渾身起了雞皮疙瘩，流下眼淚：「當你還在無花果樹下時，我就看見了你。」 

  天啊，奇妙的天主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準備我： 

⚫ 從我在小時候，就跟耀堂有著許多被培育及培育青年的共同經驗； 

⚫ 從我在修道院分辨時，就引我立志做青年牧民工作； 

⚫ 從我認識了老師羅國輝神父，不只學得了教會禮儀，也習得了他對青年的陪伴； 

⚫ 從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負責青年牧民，但最終卻以「被誤解」來磨練我； 

⚫ 從我誤撞進入第一所教會學校知道，青年牧民工作在教會學校的困境與限度； 

⚫ 從我進入第二所教會學校認識了陳為宗校長，知道教會學校青年牧民工作的可能性，也因

而跟著他來到了同濟。 

⚫ 從我到同濟後接觸童軍運動，並以此培育青年，到成為生命探索營的服務班底； 

⚫ 從我開始籌備生命探索營，認識了單樞機； 

⚫ 從我們開始辦生命探索營，將樞機的活出愛成為一個具體，為準備搭起連結服務團的橋

樑； 

⚫ 從 2017 生命探索營遇到的第二次危機，讓我認識鄭神父及服務團； 

⚫ 從生命探索營第三次復辦起，真正感受到了服務團家人們謙遜的服務，那麼的深刻在一起

工作。 

「當你還在無花果樹下時，我就看見了你。」這是耶穌召叫門徒納塔乃爾時的一段故事，紀載在

若望福音第一章。我如同他一般，天主遠在那麼久之前，就等著我，跟隨鄭神父培育青年、跟隨

單樞機培育青年，如今更深刻的在他們所成立的團體下培育青年，我能參與其中，何其有幸！願

我們盡心盡力、結伴成聖，透過陪伴青年，改造世界。 

 

 

三、賈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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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加入服務團？我想不免俗的，還是要說是天主的安排。這當然就要從我的父輩開始

起…… 

  我的父親對於過去或許是苦，或許覺得過去就過去了，所以甚少提及。而我知道祖上三代，

都是虔誠的教友家庭，甚至曾曾祖母在家裡就設辦經言學。我不懂這些名詞，也是寫到這裡閃過

爸爸曾經說過，可能就是讀經班之類的吧……。 

  父親和國民政府抗戰期間，來到了台灣落腳，一開始是從軍跟著國民政府，後來又進了耶穌

會，成了十多年的輔理修士，直到在光啟社時認識了母親。而父親在耶穌會這段過去，卻是在認

識服務團後才慢慢拼湊的。 

  2013 年和志弘上真福山，討論如何續辦生命探索營，我到了樞機文物館，他想著如何透過

這個場域培育青年認識樞機，體驗活出愛的價值。我則是在照片中尋找父親的踪跡，因為，印象

中父親和樞機是好友，會不會有蛛絲馬跡在此。真的讓我在 1964 年大專生避靜的照片裡，見到

了年輕時的父親，在找片的最左邊，當時還默默幫父親留了個影。 

  我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說穿了也算是個傻大姐，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了生命探索營？反正

志弘的活動本來就多，校內、校外的我也分不清，他走到哪就跟到哪，他需要什麼就做什麼。也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生命探索營變成和服務團一起了？慢慢的才讓我發現志弘瘋了，與其說

他瘋了，不如說他是如魚得水。 

  從我和志弘交往以來，他就是全心全意的把心思放在年輕人身上，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歡孩

子，自然而然便組成了家庭，志弘的工作也一直離不開青年。我常私下跟他開玩笑：當你的學生

真幸福，寧可當你的學生啊！ 

  其實，一開始是志弘想好要加入服務團，照理應該是他自己想好，自己加入就是了。但沒

有，他不時跑來試探我，一下說歐大哥語重心長邀請；一下又說發熹大哥說了什麼；一下連樞機

都搬出來，跟我說要幫父親報答樞機的恩。最後還把決定權丟給了我和孩子，就像是個要糖吃的

孩子，你們看我這個壓力有多大？ 

  事實上，這個分辨的過程，其實也是很有趣、很享受的，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很有自信的

人，當志弘一有這樣的提議，一來是對團體的不了解，二來是對自己沒有信心，所以著實的反

對，你們辦活動就辦活動，搞這麼複雜做什麼？ 

  怎麼也沒有想到，在台東的生命探索營中，跟著跟著服務團團員們一起工作，卻把自己的生

命也搭了進去。營中我感受到，這些社會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不是高高在上的當主角等待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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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而是紮實的、誠懇的，成為年輕人的陪伴者。曾經幾度覺得在營中，我看到一群「王志

弘」，做著同樣的事情，我覺得像一家人，一起為生命而認真地為愛服事。 

  所以，對那晚健原大哥分享的心路歷程，特別有感受。健原大哥向年輕人提出成為樞機家人

的邀請，說也奇怪，好似對我說的，聖神好像幫我理出了思緒，也就下定了加入的決心。從此，

再沒有排斥的心，慢慢的去認識這個團體，從興教建國到改造世界，從出類拔萃到成為更好的自

己。 

  謝謝伙伴們、謝謝家人們，給了我滿滿的愛，能夠儲備更多的能量，讓我們和團體一起結

伴，幫助更多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讓青年都有能量，能給予這個世界、活出愛。 

 

伍、團體共融 

一、左圖(11 月 25 日)：美華校長宴請建強，與文藻的團員們、張淑芬學務長（位於心怡及存真

中間）、心怡及惠敏分享香港因反送中引發之動盪時局。 

 

   
 

二、右圖(12 月 19 日)：明慧及其高中同學鄧曼娜女士於 12/19~20 來訪高雄。素玲與健安陪同．

並由素玲接待住宿。19 日晚上與南分團聚餐共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