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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團南部分團 

李惠敏 

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之故，南分團除了元月進行月會及家庭讀經，二月及三月活動皆

延期或取消。二月月會主題《蠟柱》心得及實踐延至四月進行，四月將為雙主題：《蠟

柱》與《大風》心得及實踐。原定三月由古修女帶領之四旬期避靜取消，二、三月之家庭

讀經亦暫停。 

壹、月會主題：元月 18 日之月會主題為真福青年之培育與《蠟柱》導讀 

一、真福青年之培育：由王志弘主講並提供 PPT 及完整解說如后。 

 

王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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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份台灣區團南分團的月會，我受命分享此一主題。感謝讓我有這個機會重新去

思考此一主題，因為，在去年 11 月加入了服務團成為預備團員之後，對於真福青年的培

育應有更多一個角度的省思，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想一想。 

 

 

一開始，仍要很快速的話說從前，這段我稱之為「生命探索營的第一階段」。 

⚫ 經由豫台哥的轉述，當真福山開始營運之後，樞機就很想利用這個場域，為台中以南

的 14 所天主教學校（這個數字其實是有誤的）的學生辦個營隊，希望有別於其他營

隊而能帶給青年一些生命的高峰經驗。按照豫台哥的說法，樞機的用意是要去「補

足」天主教會學校在生命教育上的不足。2011 年起，這個營隊就在台北教區中學生聯

誼會達義營的協助下，按其模式展開。 

⚫ 2012 年由文瑞校長為首，耀堂為主的輔導團下，按照 2011 開啟的模式，培育了由台

南教區中聯會、高雄教區中聯會、文藻的學生所組成的服務團隊，利用那年暑假辦了

三個梯次的生命探索營。我本人在這年的第二梯次隨隊帶了 40 位同濟中學的學生參

加。當時我的隨隊其實是帶著些許的不安，因為，那時候有許多的教會營隊品質令人

堪慮，與時下營隊的風花雪月沒啥兩樣。 

⚫ 但當我知道，原來是我的老朋友耀堂掌舵之後，安心不少。更在營隊的過程中，從旁

觀察到服務孩子的努力付出。一方面放下擔憂的心，一方面也為自己的不信任與三天

兩夜的白吃白喝感到抱歉！吃人的嘴軟。所以，下山後，就寫了封信給耀堂，提供了

一些從旁觀察到的這個營隊，好像列舉了 13 條建言，希望有助於營隊將來的發展。

（東西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說，沒想到這些建言，後來要去實踐的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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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營隊就遭遇了困難，輔導團成員因為履新而無法組成，服務的孩子也各有其所

投入的原本服務工作，志不在生命探索營。豫台哥過不了自己的關卡在：「難道樞機

走了，營隊就辦不下去了嗎？」當四處求助無門時，令人心疼。我們 1 月學校在真福

山辦領訓營時，在五樓的陽台不忍看到他的失意無奈，答應以學校的力量出手協助。 

⚫ 進度很快的，由我們的畢業大學生（大多數為羅浮童軍）組成了服務團隊，活動簡章

也迅速發出，開始進行報名！突然！被通知活動必須終止！原因呢？豫台大哥在北美

區團年會時有說：「這是不能說的秘密！」所以，至今連我自己也都不知道為何停

辦。 

我以為事情就此結束了，沒想到我們這位超級業務員還不死心，這段我稱之為「生命探索

營的第二階段」。 

⚫ 豫台大哥繼續尋求方法，繼續四處碰壁，繼續想要完成樞機的夢。我見其屢敗屢戰，

仍不死心。我提議：就用 2013 年的已招募的服務團隊，來組織一個屬於真福山的青年

團隊，來主辦生命探索營。他很高興的說這樣可行（我也實在看不出是如何突破癥結

點的）。就這樣，真福青年開始運作了，營隊之前還進行了兩次的真福青年共融營，

幫助青年認識樞機、認識真福山，以及認識自己所即將在生命探索營中所承擔的使

命。 

⚫ 避開寒暑假各種營隊爆炸的時段，我們選上了 228 連假，於 2015 年成功復辦了生命探

索營。猶記得營隊結束，把孩子們送下山後，我們坐在真福山的咖啡廳，豫台大哥吐

了一口長氣，2 年多來的心理壓力，終於得到了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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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一次，要在運作第二次應該就簡單多了吧！沒想到，生命探索營的運勢是：

「每當困難時，希望就到；每當順利時，挑戰就來！」2016 年，因為少數真福青年對

一些話語的解讀錯誤，造成服務團隊很大的「歧見」。因應這個歧見，無法運作營隊

原本的規劃（原來規劃了三年一輪的活動，讓第二次參加的孩子不至於炒冷飯）。「小

真福工作坊」意外在此機緣下產生，反而成為了鞏固青年心志，準備長大投入成為真

福青年的跳板。2016 年生命探索營及小真福工作坊，在 228 連假平安度過。 

⚫ 2017 年，帶著前兩年的累積，營隊更上軌道，活動順利的進行。但是，所有人陪伴的

大人心中都有個隱憂：明年 228 沒連假不打緊，更重要的是豫台和媺嬰將任職期滿離

開真福山，生命探索營還會是真福山願意舉辦的活動嗎？真福青年還會是真福山的孩

子嗎？真福山還會是真福青年的家嗎？ 

 

 

 

 

 

 

 

 

 

危機就是轉機嗎？即將進入「生命探索營的第三階段」。 

⚫ 我們常說：「天主若關起了一道門，必會為人留扇窗。」但在真福青年這裡，看到的

是：「天主關起了一扇窗，並為我們開啟了道門。」真福青年的各種可能性被提出

來、被省思、被否決。他們很特別，不是可以輕易的融入我們教會裡面過往的青年培

育模式，他們必須被很特別的存在。晉德哥、健原哥和豫台哥走訪了一趟同濟中學，

告訴校長：「這群青年散掉了，太可惜！」這是五十年前，鄭爵銘神父過世後，單神

父、賈神父對當時那批青年的感嘆之聲！沒想到五十年後的此時，這句話又用上了！ 

⚫ 發熹哥在 2017 年 5 月 2 日在慈幼工商見了真福青年、小真福、真福寶寶之後，很肯定

並十分關切。在南分團的月會他登高一呼：「豫台、媺嬰無法擁抱青年，那就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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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團其他人）上山去擁抱青年。」就這樣，後援部分到位。 

⚫ 2018 年 6 月，真福青年重新回到真福山舉辦共融營，為準備 8 月底要復辦的生命探索

營，晉德哥對青年喊話：「你們的存在，才是我們的目的。你們要團結起來，讓生命

探索營的能量得以持續，我們要一起改造世界。」鼓舞了青年。 

⚫ 2018 年的 8 月，生命探索營第二次復辦，南分團（含總團長健原哥）9 位團員全程陪

伴，區團長明室哥也抽空來探視陪伴，成功的接了豫台和媺嬰陪伴青年的棒子。除了

真福青年感受到大哥、大姊的陪伴外，我們也建立了服務團大哥大姊與生命探索營青

年對話的機會。 

⚫ 2019 年生命探索營 2 月在台中聖愛山莊辦、5 月在台北恆毅中學、10 月在台東聖母健

康農莊辦了三個梯次，也是將生命探索營帶到了台灣區團各分團的屬地上，讓各分團

更近距離的觀察生命探索營的運作，認識這群青年。 

⚫ 2019 年 7 月，明鋒和四位真福青年在台灣及北美分團的協力安排下，走訪了美國，開

拓了視野。同時也到北美區團年會分享，將這幾年來生命探索營及真福青年的情況，

讓美國的家人們知道，並一起投入陪伴。 

以上，就是真福青年的發展背景，從一開始的掛羊頭賣狗肉，是個「欺敵」的假議題；到

後來成為了整個生命探索營平台發展的核心，成為我們所陪伴的主要對象。我們不只要陪

伴青年在一個營隊的三天兩夜之中，我們更期盼透過三天兩夜之後，陪伴他們的整個青年

期的成長，陪伴他們有一個新的價值觀，陪伴他們有更高、更遠的視野，陪伴他們對自己

的生命做出改變，陪伴他們對所存在的社會、國家、世界能帶來些許改變。 

 

 

 

 

 

 

 

 

⚫ 過程中，幾次我們好似迷失了方向，造成了一些困擾，結果卻發展了一些美好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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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讓我們體會到，我們只是天主的工具，是祂藉著我們在親自陪伴這群青年，祂

想的遠比我們更加週到。 

 

 

 

 

 

 

 

 

 

這個培育有哪些方向呢？大致上我把這四點放在我的核心思考中。 

⚫ 我老師羅國輝神父曾經鼓勵我：青年工作很辛苦的，往往要花上十年才看得到成效，

有時，也未必能看到成效。在真福青年的陪伴上，我謹記指引，戰戰兢兢面對著青年

工作與青年，從不以眼前所呈現的繁華景象而有所鬆懈，也不以眼前所遇到的低潮而

有所失落。漸漸的我也體會到，「十年」的意義可能不在於這整個團體的十年，而在

於每個青年個別都有著屬於他們的十年需要陪伴，如此，我們才有機會看到些許十年

後的成效。 

⚫ 生命探索營是樞機開始的，當第一次復辦前的真福青年共融營，青年花了許多的時間

認識到樞機的夢、願，青年們深深受到這位長者的感動，願意成為樞機夢與願的協力

者，追隨樞機的精神。整個平台的核心就是樞機，及他所提出來的「活出愛」價值理

念。但，我們希望不僅止於在樞機，而是最終能引領青年看到樞機的能量源頭，也就

是樞機的信仰、我們的信仰。但我們絕不能躁進，我們只能按部就班的陪伴每個青

年，等待天主放在他們心中的那顆信仰種子發芽時，我們認真澆灌。 

⚫ 所以，生命探索營從原來只是一個青年營隊，到如今儼然已形成為一個青年培育的平

台。在這裡，各個階段的青年被培育，有第一次接觸（參加生命探索營）的真福寶

寶、有第二次以上來的小真福、有成為大學生之後的真福青年、有畢業進入社會開始

進入某個領域工作的真福青年。附帶的還有些隨隊老師在此成長，而我們做為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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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跟著有所成長，這個平台創造了許多的可能。 

⚫ 2018 年豫台哥的任期屆滿，意外的讓整個服務團全體動員起來，陪伴這群青年。這個

連結是很有意思的，由樞機所成立的團體，來陪伴被樞機所感動的青年。以健原哥的

說法就是：由樞機的家人（服務團），來陪伴樞機的志同道合（真福青年，「志同道

合」一詞緣自於樞機的〈心願〉一詩）。 

 

 

 

 

 

 

 

 

 

這是這次分團長希望我談的主題，真福青年的培育計畫是什麼？大家如何來配合？但這卻

是讓我最困難回答的問題。 

⚫ 我們不是沒有想過要計畫，但是，每每計畫出來遇到的突發狀況，衝擊到我們難以招

架。久而久之，我們就將計畫拋向一旁，相信青年是天主的珍寶，而我們是天主的工

具，我們堅定我們陪伴的信念，讓聖神的風帶領。青年們自己也感受到這份冥冥之中

的陪伴，他們稱之為：真福氣場。 

⚫ 唯有跟青年在一起，陪伴著他們，與他們一起脈動，才能與他們一起體會到聖神的風

要帶領他們往哪個方向吹，分辨並行動。這說起來真的很輕鬆，好似甚麼都不用積極

做，但我覺得卻是最不容易的，因為，一個疏忽就能錯判情勢。 

⚫ 這群青年的組成很特別，有別於我們過往在教會內所接觸到的青年團體，所以，要帶

著過往的經驗是好的，但是，絕對不要複製過往的經驗。因為，他們很不一樣，必須

被特別的對待。我們實在很難想像，時下還有一群青年願意為他們所沒見過的樞機去

奉獻出他們的心力，為幫助更多青年體會並實踐「活出愛」的價值理念。服務團中不

乏許多從事青年陪伴的團員，必須跟真福青年做更多的連結，才能更知道如何陪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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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 真福青年是個有機體，我們只有提供養分，讓這個有機體能夠成長，他們之間會提供

彼此能量，並享受處於這樣的氛圍之中，青年們稱之為「上山」（因為當是時回到真

福山）。然而，青年的時間也是很有限的，參與過多的團體，勢必造成他們的排擠效

應，所以，這樣的鼓勵，必須十分謹慎。 

⚫ 對話，成了這個平台中最特別的氛圍，很難想像時下還有年輕人，喜歡跟服務團大哥

大姐們這樣年紀的人聊天、訴心。所以，我們要透過平台不斷的創造出好的對話模式

來。可能是因為距離相近的機會、可能是接觸投緣的機會、可能是專業同質性的機

會……都能嘗試。大團體的對話、小團體的對話、個別一對一的對話……都要有所發

展。面對面的對話、透過網路社團的對話、透過訊息的對話、透過書信的對話……各

種方式也都能進行。 

 

 

 

 

 

 

 

 

 

最後要談到的是目前我們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 社群媒體發展迅速，當初我們使用了 Facebook 將大家凝聚起來，造成了不錯的效果。

但是，目前青年們開始使用不同的社群軟體，功能更「速食」無法深入，這為我們的

訊息傳遞上造成了些許困擾，正待青年的資訊小組研擬新方法突破困境。 

⚫ 服務團團員對青年的陪伴要有整體性的認知，有很多要注意的面向，例如：資源的給

予上就要避免單獨的青年獲得了過多的關注，而忽略了面對整體青年的平衡性。因

為，現在不乏一些青年是很懂得利用社交手腕，為取得自己享有高度資源，但對於團

體所從事的使命與付出，卻是鮮少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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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渴望青年能夠認識到信仰，但是，這真的必須非常有耐心的等待，有敏銳的觀

察各種脈動，才不會揠苗助長，得不償失。寧願我們耐心的等著他們來好奇追問我

們，不要急著塞。 

⚫ 世俗的氛圍真的很強大，青年的誘惑也不少。有的時候真的能感受到青年的那份凝聚

力會因為某些衝擊、某些事件發生而漸漸潰散，青年工作真的不簡單！期盼天主不要

離開我們。 

⚫ 青年分散各地，他們當中需要有凝聚彼此的猛士，我們必須發掘他們當中的猛士，給

予更深層的培育，賦予更大的使命。而相對的在服務團之中，我們也需要有更多能在

青年四周陪伴他們的猛士，才能讓真福青年這份光與熱持續。或許，我們需要更多的

省思，更多的感應：天主聖神，你要帶領青年及我們往哪裡去。 

這是這些年來一些些心得的整理，或許仍凌亂、片段。因為，可能它從來就沒有透徹、完

整過，我們都是在摸索中前進，幸運的蒙天主所悅納。期盼樞機的繼續轉禱，天主的持續

助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讓這份工作因著我們投入更多，而能更加完整一點點。 

 

 

 

二、《蠟柱》導讀：陳發熹、丁建原主講 

1. 《蠟柱》導讀：陳發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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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熹提供豐富的講義如后：《蠟柱》電子版影印本、鄭公語青年−我們奮鬥的目標、

「我深信犧牲就是我們的食糧」、墓園沉思−單國璽樞機主教、「改造世界」讀後−成道

學、愛的真諦引領台灣邁向和平安定未來−歐晉德。 

⚫ 《蠟柱》有年譜詳細介紹鄭神父的生平紀實。鄭公身處大環境動盪不安的年代，歷經

南京大屠殺、國共內戰，遠赴西班牙、印尼，繼而來台。南來北往馬不停蹄，與大學

生講道及個別談話。1964 年 2 月以「我深信犧牲就是我們的食糧」為題向聖母會會員

發表演講。同月之後在靜山抱病帶領避靜，即之後的大風道理集，影響北中南大學生

既深且遠。最後，在鄭公 50 歲生日談話中，懇切鼓勵大專同學要立志，要有遠大目

標及崇高理想以改造世界。 

 

2. 《蠟柱》導讀：丁健原 

 

 

 

 

 

 

   丁健原 

一、蠟柱-導讀     

二、鄭爵銘神父足跡 (1945~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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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青年勵進社 

▪ 自動自發開始從小事做起 

▪ 不說粗鄙口頭禪 

▪ 地上一有字紙馬上自動撿起 

▪ 下課馬上擦清黑板 

▪ 道德上注重自覺、積極注重體格的鍛鍊 

▪ 精選出來，組織成一個核心團體-篤進團(篤實、進取、團結) 

▪ 以身作則去影響別人，為大眾服務犧牲 

四、上海震旦大學 

▪ 秉持「多一份見識，對社會便會增加多一分貢獻」，孜孜不倦地自我充實，以其對

社會有所裨益。 

五、天主與國家 

六、流亡 

▪ 如果你們真心要為國家、為教會現身，你們應該準備背起書包，離鄉背井，躲開赤

浪的浸染… 

▪ 同舟共濟、互助互愛 

七、汕頭-西堤 

▪ 信仰基督的青年，除了洗心革面，篤實、進取、團結外，別無他途可以挽救中國的

命運 

八、西班牙 

▪ 要求人人遵守時間(7)，行動敏捷(8)，交談時要知無不談，暢所欲言(9) 

九、羅耀拉退省 

▪ 更 

▪ 出類拔萃 

▪ 教會本地化 

▪ 只有中國人自己才是最適當的人選，把基督的福音與中華文化匯合成流，成為救國

救世的力量 



CSC Newsletter 71                                                                                                      April 22, 2020 

                                                                                                              

12 

                                                                                                     

十、為國蓄銳 

▪ 利用機會，讓學生們關心時事，關心國家大事 

▪ 自由太平洋通訊社、月刊社 

十一、南北大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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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4 日(週六)在耀堂、心怡家。惠敏當晚請假至聖堂做「聖母無玷聖心首瞻

禮七敬禮」連續五個月的第五個月。謝謝立言協助拍照。 

 

                 

 

 

 

 

 

     

 

 

 

 

右一新朋友：文藻翻譯系林虹秀老師 

叁、服務使命 

「生命探索營平台」發展的心錄                                王志弘                                                                                          

        若非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徒然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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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28 連假梯次生命探索營結束後，區團長明室大哥邀請我寫一篇生命探索營的

發展過程，我問明室大哥：是要「記錄」？還是「心路」？他回答我：心路。我想了想，

不如就叫「心錄」吧！結合兩者。 

        先說說「生命探索營這平台」，營隊就營隊，為何還加個平台呢？首先，我想區別它

不只是一個營隊，他比營隊的功能更加廣泛。其次，它真的是個關係串聯的平台，它串聯

了年代與領域，讓許多資源在此平台連結、分享、共享。 

故事的開始是這樣的，2011 年在同濟中學的校長辦公室，我見到了豫台大哥和媺嬰姊，原

來，媺嬰姊是校長口中經常提到的那位物理高材生。離開前，豫台大哥邀請校長有空到真

福山，竟然得到校長的否決：服務有錢的人的地方，我不去！我心想，第一次見面，連客

套的說好都沒有﹐讓客人多尷尬呀！我想如果我是豫台，我應該拍拍腳上的灰塵就走了，

沒想到這位超級業務員 2012 年再度走進校長的辦公室，手裡拿著生命探索營的簡章說：校

長，我們辦了一個窮孩子也能參加的營隊，邀請同濟的孩子們來參加。 

        2012 我們 40 位孩子到了真福山，陳校長也到了真福山，我是當時的隨隊老師。在哪

裡，我遇到了老朋友耀堂的子弟兵所帶領的營隊，很有當年我們自己還是青少年時參加營

隊的純淨感覺。在當前許多教會營隊世俗化嚴重的生態中，生命探索營是令人耳目一新

的。營後，我寫了封信給耀堂，提供我對此營隊的一些建議，做為我在營期間白吃白喝的

回饋。只是萬萬沒想到，這些多嘴的建議，後來成了自己要去兌現的要求。 

        2013 年，豫台大哥因為看了那封信，開始對我緊迫盯人，期盼我協助生命探索營。然

而，生命探索營卻遭遇了困境，輔導們各個履新，服務員招募不順。豫台最耿耿於懷是：

難道樞機走了，生命探索營就結束了嗎？1 月底我們學校領袖訓練營辦在真福山，我跟豫

台說：把你的困難告訴校長吧！我很有信心校長會伸援。然而，那天他們兩個沒機會談，

校長就下山了。當晚，五樓的天台，一杯紅酒前，豫台感傷地提到樞機老淚縱橫交代的事

情，卻無法完成。我和同事作屏互使了眼色，由作屏開口承諾我們來幫忙。頓時苦酒成了

喜酒，感傷的淚水成了歡喜的淚水。 

        2013 年的籌畫開始了，我們以同濟中學童軍團的大學生為服務班底，招生訊息發出

了，卻因為至今我仍不明白的理由被通知「活動暫停」。我順其自然，豫台痛苦不堪，依

然耿耿於懷的未能完成樞機的夢想。如今回頭看這一年，雖然是痛苦的歷程，卻也是能量

的累積。 

        2013~2014 年間，三天兩頭，就接到豫台的電話，我約了誰！你跟不跟我一起去？那

個誰有沒有可能幫忙？……。有些明知道是死棋的，仍不忍潑他冷水。直到就快筋疲力盡



CSC Newsletter 71                                                                                                      April 22, 2020 

                                                                                                              

14 

                                                                                                     

時，我迸出了「真福青年」的構想，將 2103 的籌備團隊，換湯不換藥的包裝在「真福青

年」的旗幟下，我們也邀請了前四屆的 303 位營友，得到 6 位的回應，一起開始了真福青

年共融營。 

        第一次的共融營，花了很長的時間，我們不是籌備營隊，我們專注於樞機所建立的真

福山、樞機將真福山對豫台的託付、樞機的生命與生活……，最後要下山前，才告訴青年

們「樞機有一個夢：生命探索營」你們願意幫樞機圓夢嗎？青年們充滿使命感的進入了樞

機的夢中。過不久，我們又啟動了第二次的真福青年共融營，籌畫生命探索營，生命探索

營終於在 2015 年復辦，我們更安排了晉德大哥跟青年高峰座談，提升青年的高度與視野，

至今不曾間斷。晉德大哥總是把生命探索營的時間，安排在行事曆最重要的位置。 

        2016 年、2017 年，生命探索營連辦了三年，其中並非一帆風順，我常形容：每次看似

平順時，考驗就到；看似走到絕境時，希望就來。我們意外的發展了「小真福工作坊」的

模式來培養第二次回營的青年，幫助他們更加進入樞機的生命，為成為真福青年做準備。

「真福青年共融營」也不只是為營隊籌備，更是持續培育這群大學青年。除了既定的共融

營，真福青年還進行了「從死亡到真福徒步朝聖」、「追尋樞機福傳足跡之旅」、「尼伯特颱

風災後重建」等活動，藉以深化生命。 

        2018 年，生命探索營遇到空前的絕境，沒了 228 連續假期，豫台三月份任滿。基督服

務團與真福青年們都絞盡腦汁想辦法，特別是服務團的大哥大姊們的掛念是複製了五十年

前樞機的焦慮「這群青年散掉了太可惜」。1 月 23 日晉德大哥踏入同濟中學，拜訪陳校長

期盼生命探索營能繼續，但我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前進一步。4 月 23 日，晉德大哥給耀堂

電話，追問進度。我們才積極聯絡真福山，發現真福山也在等待進度。 

        2018 年 8 月底，生命探索營再次復辦，基督服務團南分團 8 位團員上山，接替了豫台

及媺嬰的角色，陪伴與擁抱真福青年。我們也擴張營隊成為「平台」的概念，除了影響學

員，我們還培育小真福、真福青年，更陪伴隨隊老師，落實樞機期盼生命探索營成為青年

領袖培育及學校生命教育中心（宗輔室）的協力者。活動之後，我們發覺透過服務團的分

區，我們可以給真福青年及小真福更細緻的照顧，將真福青年做北中南分區。 

        2019 年，228 連假來到，生命探索營跨過了濁水溪來到台中聖愛山莊，基督服務團由

北中南東分團來了卅多位團員，陪伴著營隊進行，滿滿的愛包圍著真福青年、真福寶寶，

以及隨隊老師們。甚至這次的營隊，香港聖母書院來了 10 位學生及 5 位師長，讓這份能量

由他們帶回，跨越台灣海峽。 

        樞機所說的「活出愛」，外人看來好似一個高調的口號，但到了生命探索營這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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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切變得具體真實。這兩年服務團參與的陪伴，灌注了豐沛的能量，除了鼓舞了真福

青年，也鼓勵了我，也是「活出愛」的具體呈現。例如：晉德大哥說：「生命探索營不是

目的，你們（真福青年）的成長才是目的。」發熹大哥說：「讓志弘按照他的步調走，我

們支持著就好。」健原大哥說：「我們做為樞機的家人，責無旁貸……。」靜嫺姊說：「陪

伴他們（真福青年），感覺我們為樞機做了些有意義的事。」美華姊說：「我一定要來，我

們怎麼能看著志弘孤軍奮戰呢？」……這些點點滴滴，都不只是各位的愛，更是代表著樞

機的愛具體陪伴著我們。 

        最後，用耀堂形容的：這一路走來是「奇蹟」。所以，若非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

徒然勞碌。就讓我們繼續走下去吧！2020、2021、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