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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南分團 

王家葆 

基督服務團美西南分團生活分享  

 ※王家葆 

        美國各地新冠病毒肆虐，自從三月中大家開始居家隔離，除了有成千上萬的人得病死亡，

更造成大量的失業。我們六月六日季會中 (在網上用 zoom 舉行，見下圖) 討論到我們分團如何能

幫忙在附近的堂區或是慈善機構。討論後決定將今年收到的團費全數捐給在 Santa Monica 的 St. 

Clement Church.  St. Clement Church 年久失修，堂區教友以墨裔居多。去年開始由中、英及西班牙

語皆流利的吳建寬神父治理。在浣麗的推動下，每月第四主日下午舉行中文彌撒，疫情期間教堂

關閉，失去主日教友奉獻，對原來就有經濟困難的堂區更如雪上加霜，我們希望我們小小的心意

能帶給吳神父一些關懷及鼓勵。 

        我們家所屬的堂區在關閉三個月後於六月七日開放，但每台彌撒限於一百人，保持距離，

並全程帶口罩。勇為和我屬於高危險族，所以我們繼續在網上望彌撒，六月十四日我們參與了一

個非常特別的成人入門聖事，有三位領洗、五位初領聖體。自我有印象的這二三十年，我們堂區

的成人入門聖事都是在復活前夕，受洗者是全身下到受洗池 (內穿泳衣, 外罩咖啡色袍)，領洗

後，去更衣換上白袍。記得 1999 年勇為領洗，在池中感動得流淚，除了本堂區的教友，我們一

些親朋好友也都在場，帶來滿滿的祝福。今年入門聖事在六月十四日主日彌撒，領洗者只能邀請

自己家人，全程帶口罩，保持距離，領洗是神父將水澆一些在額頭上，之後用自己從家帶去的白

毛巾擦乾，再穿上白袍，我感謝天主，不斷地將祂的羊領回羊棧，希望明年復活節我們能親身在

教堂參與彌撒，當面歡迎那些剛入門的兄弟姊妹。 

 

美西南分團 6/6 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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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報告   謝浣麗 
 

星期六收到饒成寄來的支票。我星期日早上九點參加了 St. Clement Church 的彌撒。彌撒完後，我把支票

給了吳神父，告訴他這是我們團體的決定，希望在這困難時期能盡一點薄棉之力，雖然數目不大，但是

是我們的心意。當他知道我們捐款的數目，他説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數目，他非常感謝我們，我真正

覺得我們是在雪中送炭。再次謝謝大家的 愛。 

 

※來自大山的神父  季明慧 

「我們小時候都是光著腳，沒有鞋可穿!」 

臉上露出靦腆的笑容，他又補充了一句，還是他那濃重本地土話的口音： 

「我是在大山裡長大的!」 

這下子開始引起大家注意聽，我暫停手中啃了幾口的西瓜，驚訝地望著說這話的他。由於 

室溫飆高，他的神職白領被鬆開了一些。曬了一上午的烈陽，讓他黝黑的臉上泛著紅光。 

一面說，一面不停地在拭汗。 

記憶中的大山裡的日子，在他那略帶憂鬱的雙眸中變得鮮活起來了： 

「我們家裡孩子很多，有六個孩子，我是最小的一個，那時媽媽過的真夠嗆的！」 

這天上午他帶著我們，開車在甘肅蘭州和武威之間探訪當地接受【北美仁愛基金】贊助的 

農村學生，又老遠地帶我們去看騰格里沙漠。越接近沙漠地區，空氣變得越乾燥炙熱，坐 

在車前座的他，不時傳來咳嗽聲。 

他所主持的社會服務工作，多年來其中之一的項目就是帶領教友們在這塊沙漠推行種植 

「草方格」，以抵抗沙漠南侵。這是他頗值得驕傲的一個創舉，可是歷盡滄桑，困難重 

重。 

艷陽當空，黃沙一片，乾燥的熱風烈烈地吹在我們的臉上，夾帶著細細的沙粒。低頭兀自 

站在沙地上的他，檢視著腳下四周辛苦種下的「草方格」，一塊塊乾枯得都被風吹散得不 

成形了，沒有一絲生命跡象。頓時，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內心的落寞與疲備。 

離開騰格里沙漠，中午汽車經過縣城，順便去看看他姐姐剛剛遷入的新公寓，我們便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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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歇腳。 

在新家，姐姐熱切招待我們午餐及西瓜。 

「大山裡生活太困難了，越來越缺水得厲害......」 

「後來政府就把我們全都遷移出來了！現在大山裡已經沒人住了!」 

他一面快速地啃著手中的西瓜，一面靦腆地對我們解釋著。 

下午繼續探訪行程。車子在黃土高原上疾行，我們探訪了一間即將被解散的農村孤兒院、 

一座被令在大門口正中央豎起國旗的偏遠小教堂、和一處隱蔽在荒蔓中的農村婦女教友培 

訓班。這些在這偏遠山區第一線服務的神父及修女們，都是他的同道同行的好友，在這 

裡，我們聽到許多處於虛偽困惑的大環境中奮鬥不懈的故事。對他們如此有意義的工作， 

以及他們的奉獻精神，令人不禁心中肅然起敬。 

回程時特別經過他「家」，其實這是他母親及哥哥現在的住家，一個普通的鄉村農舍，打 

掃得清爽整潔。現在，他平時經常微鎖著的雙眉不見了，一面開心地忙著招待我們步入寬 

敞的客廳間，一面又請媽媽來跟我們拍照。在這裡，他回家了，他是一個天真頑皮、輕鬆 

無憂的小兒子，依偎在媽媽的身邊轉悠著。而八十開外的老媽媽，弓著腰緊挨在他碩壯的 

身旁顯得更瘦小，但是她那滿佈皺紋的臉上笑容可掬、祥和親切，正滿意地享受著她 

久久不見的那個獻身神職的小兒子，現在回家來跟她團聚嘍！這一幕讓我好奇地思索 

起，在大山裡長大的那些日子是如何地考驗著他們，而煉就了他們的志氣和毅力的？ 

在這廣袤的大西北黃土高原上，他和他那些無數的同行者們，年幼成長時面對的是自然災 

害的挑戰，現在自然災害的挑戰已經算是通過了，但是卻分分鐘還要面對現實人為環境的 

巨大考驗！這的確還需要發揮更多的明智與勇氣，調和鼎鼐，以求繼續不斷地生存發展。 

讓我們與他們同行、同心祈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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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有感   朱嶠 

        這次疫情很短時間就傳播到了 這麼多的地方，也讓整個世界安靜了下來。三月初，小孫子

的學校關閉，兒子媳婦他們也因為疫情的關系開始在家裡上班，所以就暫時搬回來和我們同住。 

這樣我們可以就近照顧孫子。白天兒子媳婦在樓上上班， 我們二老就在樓下照顧孫子。 本來以

為一、二個月內就會恢復正常 ，可是沒想到疫情越來越嚴重，後來又發生暴亂，兒子在 Santa 

Monica(屬於重災區)上班的辨公室被暴徒侵入破壞，所以他們要回辨公室上班成為遙遙無期。 

雖然他們一家四口住進來家裡比較髒亂， 但是也增加了親情的互動，和小孫子在一起，雖然辛

苦，也有不少樂趣，其樂也融融。也算是疫情中帶來的意外之收穫。 

        想想這些看不見摸不到的病毒，居然會對人類影響這麼大。今天科學進步醫藥發達， 但是

卻被這小小微不足道的病毒弄得焦頭爛額。我們也真正體會到人類是這麽地渺小，能力還是有

限。人們要更謙卑。一切的一切，我們還是要依靠天主。祈求仁慈的天主能夠早日對病毒控制並

且對那些受到病毒感染的病人給予關懷。 

        教宗方濟各說，冠狀病毒使每個人之間都「命運與共」。他於 3 月 27 日 (星期五) 在聖彼得

廣場舉行了一場感人的、孤獨的祈禱儀式 (附圖) ，敦促世界各國將這場危機視為對團結的考

驗、對價值觀的警示。至於人和環境的關係教宗說：「全球疫情敦促我們思考的另一個層面是人

與環境的關系。大家居家不外出的措施減少了環境污染，讓人重新發現許多地方沒有汽車交通紛

擾的美。現在隨著恢復活動，我們大家必須更負責任地照料共同家園。 」 

 
 

 
3/27/2020, Amidst steady rain, Pope 
Francis “Urbi et orbi” blessing to an empty St. 
Peter's Squar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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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 – The Present Moment : A Sacrament and Ambassador                      吳勇為                                

        每年 LA Religious Education (RE) Congress 都會在幾個月前寄給我們目錄 (Catalogue)，讓我們

事先選好想去聽的演講。每一時段 (Session) 都有十幾，二十個不同的演講議題，從中選一個，

還得花些心思。今年 RE Congress 最後一堂課，我之所以選了 Fr. Albert Haase 的演講，是因為他

的題目：”The Present Moment: A Sacrament and Ambassador” 吸引了我。早年常聽朱蒙泉神父講

起 “Here and Now, 此時此刻” 的重要，要我們時時把握現在。現在的生命是最可貴，不要活在

過去，或是陶醉在未來。 

        Fr. Haase 是位方濟會神父，早年 (1992~2003) 曾在大陸傳教。後因身份暴露，被中共驅出

境，回到美國。在演講中說了幾句標準國語。聽完他的演講，到他書展的地方，買了他寫的

書 – “Becoming an Ordinary Mystic”。請他簽名時，我用國語說：「你中文講得很好，很標

準」。他笑著說：「沒有，沒有，是你拍馬屁啦」 。我會心一笑，心想這位神父真幽默。 

        在這次演說中 Fr. Haase 引用十八世紀一位耶稣會神父, Fr. Jean-Pierre de Caussade，說的

話：”Living in the present moment is a sacrament，and every moment we live through is like an 

ambassador who declares the will of God.”- 提醒我們: 此時此刻是天主賜給我們與祂相會的恩龐，

每一時刻讓我們做為天主的使者實現祂的旨意。鼓勵我們留意此時此刻天主的臨在，聆聽祂的旨

意，回應祂的召叫。 

        他提供了四個簡單步驟讓我們練習如何活出當下。這四個步驟：Recollection (回歸)、

Attention (留意)、 Reflection (反省)、Action (行動) 猶如教導五、六歲小孩如何過馬路： Stop, Look, 

Listen, and Go。在忙碌生活中，我們須時時回到當下 (Recollection)；留意周遭人，事，物 

(Attention)；尋求天主的旨意 (Reflection)；填補他人的需求以盡我們教友應有的責任 (Action) 。 

 

※珍珠人生   劉卓台 

        2020 年從三月開始的疫情期間，我們只能按政府規定，禁足在家，雖然也慢慢發展出一套

新的生活秩序與習慣，只是許多事情沒法去做，總有一種壓抑、鬱悶的感覺。其實人生也是如

此，有許多不順、挫折的時刻，常常讓我們的生活不能充滿喜樂，反而有著痛苦的感覺。婚姻生

活更是如此，夫婦常為了大大小小的事，意見不同，引起爭執，讓婚姻的路走得很辛苦。心理學

家、婚姻顧問黃維仁博士建議夫婦要多找尋夫婦間那種溫馨、感動的時刻，保留在心中。遇到困

難和痛苦的時候，拿出來回味，就能鼓舞我們心中的熱火，看到希望，繼續為美好的未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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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博士把這些溫馨的時刻，定名叫“珍珠時刻”，要我們把這一顆顆珍珠，放在人生的百寶箱

中，時時把它們拿出來串成一串珍珠項鏈，讓我們多看到那耀眼的珍珠，帶給我們光明和溫暖。 

        因為在家不出門，就有更多的時間來整理車房。打開一些早年的紙箱，找到了當年和周珣

初識與交往的信件和照片，一下子把我們的記憶拉回到大學時代年少輕狂，盪漾在杜鵑花城的時

刻。我們在大一結束後一次兩系的金山露營相識，我可是一見鍾情。可是活動結束後，暑假開

始，我回到苗栗大湖鄉下，沒有機會見面，只有靠一封封長長的、情意綿綿的書信表示心意。還

好周珣也都耐心的一封封的看完。直到八月開學，我們又能再次見面。這一段初初交往的期間，

有苦有甜，可是其中卻有三顆珍珠，讓我至今難忘。 

        第一顆珍珠：我是在鄉下長大的小孩，看到城市的大小姐，總覺得高高在上，只有尊敬的

份。那天走在校園附近的羅斯福路上，等著過馬路，雖然有紅綠燈，但車水馬龍，行人擁擠，也

不容易走過去。就在紅燈要變成綠燈的一瞬間，突然覺得有一隻溫柔的小手，悄悄地滑進我的左

手，我嚇了一跳，但馬上醒悟過來，不聲不響抓住了那溫柔的小手，穩穩地走過馬路，嘴角更湧

現出一個欣喜的微笑。這一握，我就再也沒有放下這一隻小手，一轉眼就過了將近 50 年。對周

珣願意將那小手交到一個生澀純樸、土裡土氣的男孩手中，讓我感激一生。那年，我們都只有

19 歲。 

        第二颗珍珠：剛認識的時候，我們都直呼其名，寫信的稱謂，也用的是周珣。開學後的九

月初，有一次我們去逛一個超市，走在一排排的商品中，有一個好像是「平安寶寶」的商品，周

珣停了下來，指著那個“平”字說，在家裡，我的媽媽都是叫我小平，是我小名；媽媽生我的 

時候，不是很平安，取個小平的小名，希望以後一切平平安安。我聽了心中一陣悸動，倍感溫

馨。女朋友願意把她家人用的小名告訴我，讓我這個在台北的遊子也感到如同親人一般的溫暖

了。從此這個小名，就成了我 50 年來最喜歡呼喚的名字。 

        第三顆珍珠：我喜歡畫畫，水彩、海報都有興趣。大一就加入登山社，因為他們海報水準

最高。大二，他們要我擔任海報組組長，我也義不容辭。小平平常很少畫畫，可是看到我這麼有

興趣，也願意鼓起勇氣，由基本學起，參加海報組每週六的海報製作。所以我們的約會，常常不

是看電影、逛百貨公司或是吃飯，反而是在學生活動中心的海報辦公室裏畫海報，總是畫到昏天

暗地，才及時把海報如期交卷。小平鼓勵我追求我的興趣，也去學習喜歡這個興趣， 而放棄少

女們去西門町、今日百貨公司、碧潭遊船的歡樂；那時不大覺得，現在回想起來，是多大的福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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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在台北的「珍珠時刻」，所以每一次聽到那首熟悉的「台北的天空」，我心中都

充滿了甜蜜的回憶。當然我們之後的繼續交往，以及 40 幾年的婚姻生活中，都是有起有伏，有

歡樂，有痛苦。可是當我回顧這共同經歷的歲月，認真去找尋，真是可找到無數的珍珠，我的百

寶箱裡裝得滿箱滿篋。想到我那百寶箱裡一顆顆的珍珠，我心中充滿溫暖，充滿了感恩，更有力

量和勇氣，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黃博士的這一提醒，讓我受益良多。朋友們，如果你願意，你一

定會在你人生經驗當中，找到一顆顆無價的珍珠！讓人生更充滿了溫暖。願天下眷屬，皆成有情

人。 

附記：小平的英文名字，正是叫珍珠（Pearl）。她正是我生命最璀璨的一顆珍珠。 

 

 

 

 

 

 

第一次約會於榮星花園 (1971) 

 

 

 

 

 

 

 

 

大學畢業（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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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享受天主的慈悲 ！  沈藝甲 

        基督徒日常生活中，常常享受到天父的無限恩寵？我們感恩還是歸於巧合？ 

        我們的感受如何？是習以為常？受寵若驚？還是狐疑不安？ 

       「凡事謝恩」的人很奇怪嗎？我們的好成果，不都是自己努力得來的嗎？ 

 終於回家了 

        飛機降落了，落在成都雙流機場；飛機降落了，落在桃園機場；飛機又降落了，落在 LAX

機場。終於回家了，把一個天翻地覆的世界留在外面。 

        人生有許多起飛和降落，表面上都是我們主動安排的，內容卻充滿不可逆料的驚奇和挑

戰。當初單純的探親之旅，竟然成了追在禁令之前落荒而逃的活命之旅；當初寬鬆的治牙計劃

(爛牙齒是在心血管開刀期間被超級細菌感染，疏忽了牙齒清潔所致)，竟然成了影響生活品質極

大的換膝手術。 

不夠感恩的過去 

       以前去大陸服務，只是分享天主大愛中的婚姻與家庭、鼓勵基督徒做「和諧社會」的基石和

表率。雖然常常去陌生的環境、依靠從來沒有見面過的人安排聚會和吃住，因為不做任何違反中

國法令的事，於心甚安。也因為那時健康和體力適應性強，對於前往何處沒有期盼，都能隨遇而

安。現在回想起來，驚嘆天主的未雨綢繆、出奇安排；以及在困難中料想不到的救援！甚至在大

雪封路、機場關閉中，被完全陌生的人幫助，輾轉半個中國，趕上原訂航班回美。過程精彩奇

妙！ 

我們的旅行計劃 

        這次去大陸和台灣純屬探親、修牙，應該是簡單的既定行程，卻也有滿懷感恩的體驗。平

時理性掛帥，自覺天主好久不向我說話了，是否我現在和祂不親近了？卻驚喜發現：每天都充滿

天主的愛和關懷。 

        因為機票便宜，海南航空又是中國服務比較好的航空公司，我們選擇直飛成都進出。另訂

機票來往重慶、台北。沒料到在成都因為霧霾或是感冒，病了十天，除了探親看病辦事，哪兒都

沒去。姪女婿問我要不要嚐嚐野味？「好吃吔！」心中想著這樣不但不環保，還可能違法，沒多

想就隨口回絕了。不知不覺又一次免於凶惡(誰知道新冠病毒 COVID-19 是不是從野味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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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廷俠的大嫂 90 歲了。長嫂如母，多見一次多點福氣，何況她不是天主教徒，卻每次都會從

頭到尾讀我帶去的「傳信與關懷」。當然要去探望她，和她四代同堂的家！親人相見甚歡，只是

大嫂的耳力更差了，影響了我們多交流。見到第四代的小朋友，叫我們太姑婆、太姑爺爺，特別

投緣。想來我們和她父母的幾次談話，幫助建立了一個充滿愛的小家庭。 

幸運的轉折 

        廷俠在重慶和台北好友聯絡，偶而得知她才送一位朋友做完人工換膝手術回美。若主刀醫

生 1/02 看症，為何我不去看看他？這時我已經要靠兩根登山杖助行，膝蓋痛得很，也慢得不得

了。想到美國本堂的執事夫人，辛苦半年後終於換了人工膝蓋，她很得意地跳跳蹦蹦走給我看，

很鼓勵我去問問醫生，能不能早一點開刀？2019 年最後一天就由重慶直飛台北。 

        這次旅程前，美國的醫生曾幫我照了膝蓋 X 光，我陰錯陽差的拿到了一份免費碟片。台北

振興醫院的陳天雄醫師一看影像，就指給我看雙膝軟骨對稱的嚴重磨損，幾乎已沒有緩衝空間，

到了必須換的地步。他建議我投票後就開刀，敲定了 1/13，有足夠時間整治牙齒。一切就順利如

期完成了！生活品質可望大大改善！不至於連去 Costco 都要廷俠接送、拜託她提重物進出。 

基督的團體「活出愛」 

        2015 年心血管鈣化堵塞，雖然是在台北 CT-scan 發現的，當時考慮自己比較熟悉美國的醫護

環境，親人和教會好朋友在美國可以支援，天主就安排我在聖地雅歌最好的醫院開刀。得到許多

恩人的關懷、支援和代禱，逐漸安然復原。這次在台北還被振興醫院的心臟醫生稱讃我的心血管

活潑暢通。當然飲食起居和運動習慣的改變，家中領導有極大功勞。但是大家的支持與實際生活

幫助，在同一信仰中活出愛，也是復原關鍵。尤其我的小孫女還不到三個月大，常常來醫院看

我，成了我的 Chief Recovery Officer。女兒更甘脆辭職回家和母親一同照顧我。 

        這次在台灣做換膝手術，沒想到會有不遑多讓的關懷和愛心幫助，有基督服務團的好朋友

帶來各種生活上的實際幫助；也有不是相同信仰的朋友帶來意想不到的恰需幫助，想到就充满感

恩。心中立刻響起羅馬書八章 28 節的精彩祝福，用和合本的簡單直接翻譯是：「萬事都互相效

力，讓愛神的人得益處。」 

美國與台灣的醫療比較 

        比較美國和台灣的醫療，各有各的優點：醫生護理師一樣優秀，台灣的醫療總費用大概只

有美國的 30 分之 1。在美國有保險的病人可能在台灣要付比較多一點費用，因為美國的許多健

康保險都有自付額封頂的規定；台灣則有要自付可選用不同等級的材料和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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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不同除了總醫療費用外，恐怕是配套措施和護理責任。台灣醫院的清潔條件略遜於美

國，也比較少單人房。但是適應性強效率高。尤其門診需要的檢驗常常當場安排，30 分鐘就搞

定了，再回到門診醫生處参考結果、開藥治療或進一步安排。美國醫療中的門診和檢驗曠日費

時，有時要花好幾個月。 

        台灣的䕶理師只管病人的醫藥相關照顧，不管病人的吃喝拉撒睡、乃至半夜上廁所，出病

房伸伸腿等。所有貼身照顧需要家人或雇用專業看護。很幸運介紹醫生給我的人也介紹了一位細

心體貼有經驗的好看護。廷俠可以輕鬆一點，晚上睡個好覺！ 

「先知話」？ 

        在台灣換膝和治牙期間，我們數十年「夫婦懇談會」的好朋友 Amy，突然送來一個委婉的

短訊，問我們會考慮直接由台北回美國嗎？不再去成都？ 

        這真是「先知話」！那時新冠病毒剛剛被世人知道，武漢還沒有封城，成都似乎還很安

全。何況我們還留了一些行李和禮物在成都。要改行程當然要考慮費用，也要看看航空公司的機

位。根本想不到原定成都回美國的班機，後來竟被禁飛了。 

        天主好爸爸好人做到底，第二天彌撒中就給了廷俠清楚的啟示，新買了從台北直接回美國

的單程機票。放棄了台北到成都和成都回美國的機票，後來居然還被全額退款。 

回家、感恩 

        就防範新冠病毒而言，台灣民眾有過 SARS 經驗，非常警覺自愛，比中國和美國務實安全多

了！為了華人團體中年長者的疑慮，我們還是自我隔離了兩星期，才去參與聖地雅歌的主日中文

彌撒。 

        在主日彌撒中百感交集，發覺這一路上一直都有天父的無限慈悲在呵護。衪對我們無條件

的愛，藉著各種人與事、苦難與挑戰、甚至想都想不到的恩人們的「活出愛」來愛了我們。 

       「萬事卻因為祂的愛而幫助了我們！」不是祂沒有愛我們毎一個人，而是我們常常忽略了、

拒絕了？或輕易推掉了天父的慈悲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