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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北分團 

李培德 

一、團體活動 

          區團 Zoom meeting (11/22/20) 

11 月 22 日下午五點舉行「總團長的話及北美區/分團長交接」Zoom 會議 ，展鋒是當天北美區團

會議的主持人。我們分團有 24 人（於永、思靈、雪屏、開彥、明昭、樹治、開敏、天祥、澤

蒼、菈容、永錦、天寶、凱雯、展鋒、堅維、鴻業、盛芳、家琳、錫珍、興民、大公、漢珍、瑞

鈺 Jack）參加。大家齊聚一堂，觀看「總團長的話」短片，區/分團長交接，姜神父的降福，及

各分團及美加小组團員介紹。因培德不能參加，由盛芳代表她介紹美西北團員。展鋒每個段落都

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會議井然有序！興民擔任 Zoom meeting 的 Host，從容應付四面八方的各

種技術問題並且很快解決，令人佩服！天祥專業顧問，隨時給大家指導和幫助，有他在大家都很

安心！感謝天主當天會議順利圓滿，7:00pm 散會。  

 

 
樹治分享總團長的話 

 
 

    「總團長的話」影片製作                             周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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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治因疫情不能回台參加 11/22 團慶的總團長交接，他計劃錄製一段 15 分鐘「總團長的

話」影片，和全體團員們分享他在未來任期上的多項工作計劃以及對服務團的願景。感謝天主，

在影音製作專業上有豐富經驗的天祥正好退休回到了美西北分團，而興民又擅長攝影，理所當然

天祥接下了短片的製作和導演的工作，興民負責攝影，加上展鋒、鴻業、盛芳的支援，很快就組

成了一個拍片小組，計劃於 10/21 開拍，在 11/18 前把短片傳給台灣區團長明室以便在 11/21 的團

慶晚會上播放。 

樹治立刻把他第五版的「總團長的話」講稿交給了我們，大家開始工作：聯絡小紅把為紀錄

片購買的攝影器材寄到天祥家，聯絡林谷取得「心願」(單樞機作詞，林谷譜曲) 的錄音，請葉青

寄來美西南分團的「基督服務團」直條幅，請麗琴和正宇為短片配音。天祥訂購了燈光並把所有

器材連同 video 切換器一併交給興民，興民也提前兩天去盛芳家佈置場地，核對光線和架設儀

器。到了 10/21 早上 9 點大家到齊了，先調光、對好兩台攝影機的角度及測試。10 點開始正式錄

影，拍攝的過程非常順利，樹治對他寫的的稿子很熟悉，幾乎沒有講錯而需要重拍的地方。整個

15 分鐘的談話分成五個段落來拍，11 點就完成了！順利得不可思議！ 

 

導演天祥，編劇樹治 
 

                     攝影興民 
 

 

到了下午 2 點，興民已經把五個片段的 raw footage 用 USB copy 下來交給了天祥。以後就是

影片的後製作業了。從 10/21 到 10/30，天祥孜孜不倦的為毛片做後製的工作，充分發揮服務團

「更」的精神，共做了 12 版！包括剪接、調色、去雜音、加字幕，加上轉景和其他的特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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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樹治提到的神師和團員們的照片都放在影片中使大家認識他們，還有配音。每一版的完成都

上傳到 Google Drive 上請大家校正。當 10/30 天祥把完工的第十二版放在 Cloud 上時，大家都很

歡喜和驕傲。「總團長的話」短片的成功，特別要感謝下面幾位功臣和經驗： 

1) 興民使用 switcher 多機位一次拍攝錄影到電腦裡面, 所以 raw footage 已經是 rough cut，剪輯過

了，省掉很多後製的時間。又興民對樹治講稿的內容熟悉，切換鏡頭時間準確，掌控適得其

時。 

2) 麗琴配音，用「聖母頌」、「如鹿切慕溪水」和「大風歌」的優美背景音樂，有畫龍點睛的

效果。本來我們想配上樹治美妙的歌聲，及「心願」和「大風」合唱歌，但背景用歌聲並不

合適。麗琴說總團長的話應該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吧」，果然如此！ 

3) 樹治的編劇和講話內容是這部影片的核心 : 在總團長的領導下，大家共同努力樹治提出來的

三項長期計劃，和九項中長期計劃。他要大家專注在服務團的使命和工作上，所以堅持不放

他的家人和生活照，只放了一張剛入服務團的年輕照和一張介紹仁愛基金的照片。 

 

   
樹治剛入服務團的年輕照片 

 

4) 天祥精緻的影片後製作業和特效，及鍥而不捨「更」的精神。我們瞭解這部分工作有很多技

術需要學習和去累積經驗，幸運的是天祥就在我們團體中間，而且他非常願意的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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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這一次拍攝和製作「總團長的話」短片經驗，我們對將來要拍的服務團紀錄片充滿信

心，深信我們自己可以做好。感謝天主和樹治給我們這次機會。 

 

 
 

在將臨期第一主日 (11/29)，盛芳，培德在台北聖家堂小堂，由服務團總輔導～饒志成神父主禮

分團長交接儀式，美洲區團長吳鴻業監交，培德正式從盛芳手中接下分團長的職責。如同饒神父

所勉勵～不論是總團長、區團長、分團長～這「團長」不是一個名稱，而是責任所在。而我們要

相信天主，因為祂所賜與我們的能力絶對遠遠超過我們的可擔負的。 

 

由生命探索營反思       培德 

2020 年真福山生命探索營在十月一日中秋節（週五）舉行。這是長週末，學員、老師和服

務團團員們犧性中秋佳節與家人們的團聚陸續上山報到。真福山，久違了～一個曾經這麼熟悉的

地方。許久不見，竟出落得更加別緻和多功能化。感謝豫台、媺嬰夫婦不懈不怠，勇敢擔下單樞

機心願的第一頁。 

這次探索營是繼今年八月底宜蘭營的第二梯次，我不得不佩服志弘老師團隊，在短短不到兩

個月的時間，再一次整裝待備～從推薦、報名、安排食宿、分組、活動、講員、場地分配，到接

送都能一一到位。由於負責攀樹活動的老師這次不能参加，我就從第二線室內小真福活動領導，

變成第一線户外大地活動的掌門人～帶領第一次参與生命探索營真福寶寶的大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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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負責的項目是大車輪，是用報紙和膠帶做出一個能裝入 10 - 12 人的報紙巨輪，這組組

員，必需全都被裝進這紙輪，然後往返兩百公尺距離，看所花時間長短。由於一共有八隊，在有

限的時間分配下，只能兩組同時進行。 

進行時，我並未告訴他們是和自己比賽而非另外一隊。可是在進行時，每位組員都卯足了

勁，把另一組當做自己的對手，拚命往前移動。有的隊因為急功好義，步伐不一，而使整個車輪

被撕裂。車輪被破壞後必需在當時與地修復，修復好後再繼續前進。因而延誤了時間。等兩隊都

返回原點後，被告知各組的所花時間，同時告訴他們是和自己比賽。成績較好的那一隊並無特別

反應；倒是另一隊則表現出懊惱和訝異。您覺得這畫面是否熟悉? 
 

 

我告訴這些孩子，他們都有機會重新再來一次，並讓他們預測第二次會更好還是不如第一

次？每一組都覺得第二次會更好；然後，我請他們花三分鐘檢討第二次要如何改進，才會做得更

好。之後，讓他們再進行一次。結果是～大部份第二次成績比第一次有進步。有一隊組竟然比第

一次成績要差；您能想出原因嘛？原因是態度。一方面覺得是和自己比賽不需要太認真；遇到挫

折就意興闌珊，毫不起勁。另則在於工具～車輪的設計不夠堅固；以致時不時被撕裂或踩裂，導

致不斷的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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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車輪的最終目的是檢討與反思。在每組結束後的檢討是～溝通、計劃、合作、配合、體

諒、堅持、平常心和徹底執行是完成這個活動的重要元素。而思考、練習和相信自己是第二次有

較好成績的元素。 

過程中，成績最好一隊的分享～每個人在合作上的配合，同心協力。在困難時，有組員動腦

～想出策略。有組員動手～馬上跳出來修補；但還有組員不斷地鼓勵大家，替大家打氣。整個過

程没有抱怨，完全呈現團隊的默契和精神。 這不正是我們大人該借鏡的？ 

 

真福青年共融營                      陳昌宇 

12 月 25 日到 27 日， 在彰化靜山召開的真福青年共融營，是今年繼宜蘭和高雄兩次生命探

索營之後的年底封關青年活動。這次活動的主要內容，是以九型人格工作坊的方式，和真福青年

及小真福在自我的反省中一起共度。 

這一次的九型人格工作坊，由海珊校長主持、主講，她自稱，她將以「不教導」、「不指

導」的方式陪伴總計有 48 人的團體，當然，其中包括了二十個服務團員；海珊校長説，她自出

師以來，這是最多人參與的九型人格工作坊；此外，海珊和其他九位團員，在三個月前聚會，研

究，討論以一個具備九個不同型的個人組成小組，在工作坊中全程的、實際的參與她的訓練課

程，為海珊校長，為這一個九人小組都是一個新鮮的嘗試！ 

一天半的時間，緊湊的行程，豐富的內容，充分的理解，盡情的分享，自由的分辨；在海珊

校長的帶領下，與參加的學員一起學習、了解、分辨，分享每一型各自的特色；學員們也在各型

組中覺察、感受，分辨是否和某一型的特質契合？在反覆的過程中努力探索尋找屬於自己的人格

型組！ 

我們團員中有不少的人，有過參加九型人格課程的經驗，對於其中的內容都有或多或少的了

解，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和助力！我初次接觸九型人格大概在三十多年前，雖略知它會帶給我們

的影響，但是我仍然驚訝許多人的心情、心態、狀況，在課程前與過程中，結束時都有明顯的變

化，正面的變化；我們有將近二十個團員參與了這次的工作坊，而且是以不同的角色，以全程參

與；同樣的，我也從他們的身上驚覺每個人的不同，對於自己有更多更深的認識，由他們所顯示

出來的自信，就說明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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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我個性的探索，反省，分辨的過程，會對一個人有多大的幫助和改變？一個初步的工

作坊帶來了許多驚訝，継續，會給你，我會帶來更多的驚喜嗎？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在不久的未來，在台灣，北美各地的九型人格工作坊，了解自己，幫助

自我的成長，也幫助團體的成長！ 

二、團員動態 

• 明昭：目前已從老人公寓又搬回了自宅(舊家)。   

• 培德：仍留在台北遠距教鋼琴。  

 

三、團員分享 

• 永錦：窩在家裡的生活，沉澱，再沉澱，已清明的有如白開水，乏善可陳了。即將迎來的

2021 是充滿光明的，還是黑暗的繼續延續呢？疫苗的問世，破除了不少不安的情緒，希望還

在。有人就是不甘如此躲著，想方設法，活得精彩。在美國有人吃一頓飯給小費$1200 元，

鼓勵這些不工作就没飯吃的服務生；在加拿大，一位匿名人士以神祕聖誕老公公身分，在大

西部一處社區，對數百位居民寄發打氣詩文和 250 加元的 Walmart 賣塲消費券。惹得好些居

民感動的哭了一整夜，可見還是有人關心，温暖總在。反省自己這年為別人做了什麼？慚

愧！出力不行，努力捐款吧！2020 這一年啊！你我都會記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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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琳：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將近十個月的居家避疫，修養略有長進，廚藝日益精進，親情更是

倍加增進，還好體重沒有大躍進! 回顧這期間雖多方面都受到限制，但也有這麼多意想不到

的收穫。而這其中最妙的就是積壓著多年不想做的事都有「空」做了，而之前一直在做的事

都得暫停! 天主實在太厲害了啊!!  

• 菈容：在感恩節前夕得知癌症復發，接下來做了各種不同測試，以確認位置及是否有所擴

散，還得見好幾位有關但不同部門的醫生和護士等，經過差不多一個月，終於决定在年底動

手術割除，待傷口癒合後，還要做電療，為期大概六週。 

感謝天主！感謝耶穌聖心及聖母聖心的護佑，給了我內心的寧靜與平安！也感謝家人們，在

這期間一直有您們的祈禱、關懷及鼓勵，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及信心！ 

祈求天父及聖神，以祢的大能，繼續陪伴及治癒，讓手術及療程都能平安順利完成！ 

也請家人們繼續為我的健康祈禱，我絕對相信祈禱的力量，有您們的祈禱，天父一定會垂

允，我也會更有力量抗癌以及內心感到無比的溫暖平安！感謝！亞們！ 

• 展鋒、凱雯：自從三月份疫情開始以後，我們住的地方（Rossmoor-樂思畝）裡面的 

clubhouses 及 fitness center 都停止了所有的活動。疫情厲害的時候我們連買菜都只能在網上訂

購。每天固定的活動就是散步、網上購物、參與網路上的平日彌撒、做一些簡單的運動。當

然也少不了跟朋友們用 email 連絡或是用 Zoom 聊天，感覺上日子倒也不算難過。最令人遺憾

的是我們的堂區在過去的九個月內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彌撒及其他相關的活動。因為我們住

的地方算是「極高危險群」。（這邊的人的平均年齡大約是 78 歲），所以我們的神父完全不

敢有任何的彌撒或活動。後來六月份的時候，神父決定每個禮拜三早上九點半到十點半在教

堂的停車場送聖體。教友們開車來領

聖體，因為需要人幫忙指揮交通，我

們兩人就加入了這個工作團隊。每個

禮拜三差不多都有 150- 160 人左右前

來領聖體。因此兩位神父也非常的高

興。然而就在聖誕節前兩天，我們接

到通告説聖誕節及新年前的兩個星期

三這個活動將取消，原因是我們的神

父在聖誕節前幾天曾經有跟一位後來

被確診的人接觸過，為了安全考量，

Rossmoor教堂的神父在停車場為教友送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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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開始做十四天的完全自我隔離，並且把教堂及辦公室完全關閉了。教友們都十分失望，

特別是聖誕節這麼重大的節日無法恭領聖體實在有些遺憾。我們現在只能夠祈求天主能讓這

個疫情趕快過去。大家才可以慢慢恢復比較正常的生活。 

 

• 難忘的二個月(11/5/2020-1/6/2021)                           吳鴻業 

1. 台灣居家檢疫經驗 

        今年回家探望母親的時程完全被新冠疫情搞亂，最後總算在 11/4 美國總統選舉開票期間成

行，11/5 晚抵台後，搭了防疫計程車到居所後，便開始居家檢疫 14 天的經歷。每天早上九點到

十點間會接到衛福部和區公所的詢問，看身體是否正常，而且絕對不能離開房子，監視得很嚴

格，做得很徹底，難怪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模範。入住前已請外娚女備好食材以便烹飪，所以解

決了吃的問題。 

        美國搖擺州的計票直接影響到選舉結果，因為郵寄投票大部份是拜登的票，所以後來居

上，翻轉選情，非常刺激，尤其台灣媒體很明顯地偏向川普，所幸有 CNN 的直接報導，才能得

悉真正訊息，這和我自己關在房裡推算的一些數據還蠻吻合，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北美區團長和各分團長於 11/22 第一次在 Zoom 上交接，主席是展鋒，技術是由天祥和興民

指導和執行，加上凱雯、盛芳、玉珊、高嘉、陳薰、志亮等都參與規劃演練，忙了好一陣子，收

穫很多，最後總算順利完成，這也是檢疫期間的另一個特別經驗。 

2. 照顧和告別母親 

        11/20 出關，中午到國泰醫院，碰到醫生，了解母親病情。原來很嚴重的褥瘡已控制住，並

逐漸恢復中，然而卻感染到抗藥性很強的肺炎細菌，生命跡象在穩定邊緣變化，所以出院日期不

斷修正，這期間幫忙母親做肢體復健工作，常常滿身大汗，近距離的接觸和說話，時時都充滿了

希望，尤其每天抵達和離開病床時和她說又來上班和下班的話，渴望看到的是她點點頭的回應，

和有時突然張開的明亮眼睛，看著我，臉上的表情似乎告訴我有無限的慰藉，和希望我帶她回家

的意念。 

        在 12/17 日的前二週內，母親生命跡象穩定，身體狀況達到可以出院的條件。慢慢移除抗生

素，做回家的準備，而我們也在家買了電動床、租了製氧機和抽痰機，一切就緒，終於在 12/17

中午順利回到家，準備在家繼續治療褥瘡 3~6 個月，因為母親已屆 96 歲高齡，醫生總是問我準

備好在家照顧沒？ 提醒我另一個階段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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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當天晚上，母親睜開雙眼，一一環視大家，知道已回到自己的房間，似乎想講什麼，也似

乎很欣慰，沒想到在清晨不到四點時，便平靜地回歸主懷。我們的確不捨，總覺得她還熬得過

來，可以復原後坐在輪椅上看她喜歡的連續劇，沒想到這麼快就被天主接走了！我們珍惜這 29

天每日和母親的相處，也相信天主的安排，祂所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母親已在天國永享平安。

阿們！ 

 

 

憶裔芳 

 

 

2012 年裔芳為北美區團年會準備的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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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十月蔣範華修女來加州舉辦靈修講座後，與 Lulu到 Monterey水族舘參觀，由裔芳導覽。 

 

 
1/21/2017美西北分團季會後團員與學人餐敘 （裔芳：左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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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念裔芳                                               漢珍 

雖然我與裔芳姐的交往時間非常短，但是她教給我的太多了，我一生受用。 

對裔芳姐溫暖的感覺始於她誠懇的眼神...... 

2016 年的品酒會是我幫仁愛基金辦的第一場募款會，心中緊張又忐忑，畢竟品酒會無法引

起大部分教友的興趣，在售票的過程備感壓力，後來裔芳姐告訴我她不喝酒但要買四張票來支持

仁愛基金的活動並會帶三個朋友參加，我感動萬分。 

當天天氣不好，風大雨大，都快接近台灣的颱風天了，品酒會開始了 45 分鐘，裔芳姐他們

還沒到，我開始有些擔心，他們到了之後，裔芳姊一直道歉並告訴我因為路上迷路所以晚了，我

更加愧疚了，她得開一個鐘頭的山路才能到會場的。她在品酒會上一直很照顧那三位朋友並且花

錢幫朋友們買了很多抽獎券，更抽到了兩個大獎讓他們帶回去。在裔芳姐身上我看見如聖母般的

沈靜、寡言與體貼。我每每愈想愈難過，那時她已經有病症了啊！ 

真是不捨這位讓我一輩子可以在信望愛上學習效法的對象。 

                                         
 

       懷念裔芳                     周盛芳 

裔芳的離去我很不捨，除了看她的照片外，也去 email 裡翻我和她的舊書信來往，帶回了許多美好的

回憶！ 

我收到裔芳最早的一封 email 是在 7/12/2008，她感謝大家在太浩湖圓滿舉行的北美區團會，我就是在

這個區團會裡宣誓成為預備團員的。2009 五月她給我一封“About Amish Starter” 信，使我想起那時她送

了我一個發麵糰，每隔五天就要加牛奶、糖和麵粉來養，到了第十天就可以烤好吃的核桃紅莓麵包，以

及把一部分麵糰再分送給朋友，所以這個麵包就叫做阿米什人(Amish)友誼麵包，我持續做了一陣子麵包

直到要出門旅行才停止。裔芳雖然教書工作很忙，但她有很多愛好，2017 年三月她從州大退休，我們去

幫她搬家整理東西，找出好多織毛線的，做蜡燭的，做肥皂的，各種材料和工具，裝了好幾箱都標明 

Hobby。她還喜歡園藝，我們也幫她搬了幾盆心愛的花去洛杉磯妹妹家。 

另外在 2010 的 email 裡，裔芳積極的跟南加和北加州的服務團團員們聯絡，籌備蕭學璇修女的「人

格九型」工作坊，做宣傳單，工作手册和應備用品，終於在 2011 年一月連續兩個週末在北加辨了初級班

和中級班，然後蕭修女下南加也同様辦了兩個週末。鴻業和我主辦北加的工作坊，共有 68 人參加，大家

都受惠良多，裔芳的居中介紹和籌劃功不可沒！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今年三月裔芳從樂陶居搬去屏東孝

愛之家時，蕭修女也住在那裡，裔芳一定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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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011 人格九型進階班蕭學璇修女與美西北分團前排中蕭修女（裔芳：右前半蹲） 

裔芳在 Monterey Bay 州大教書時，在附近有名的 Monterey Bay 水族館做導覽義工。每年暑假我們帶

柏克萊輔友學人們做蒙特瑞一日遊時，水族館是必遊之地，裔芳一定會從別的義工那裡調來足夠的免費

票(一張$40) 給學人們，並做導覽解說，有一年她不能帶，特別寫了 email 詳細告知去那裡拿票，10:30 的

餵企鵝，11:00 的餵大海動物不能錯過，怎樣觀賞海馬變色，水母展覧在那裡...等等。裔芳很愛她的同事

和學生，輔友學人的新春包餃子時她就會問可以帶她的學生來嗎。蒙特瑞城離團員聚集的聖荷西開車單

程要一小時半，到舊金山或柏克萊更要兩小時，有時她會帶她沒有車的同事趁著開季會時來買中國菜或

中藥回去。裔芳的愛也可從她對北美仁愛基金的慷慨捐獻看出，2016 裔芳不能飲酒還是參加了仁愛基金

的品酒募款會，2018 七月她回美國處理事情，還請明慧幫忙捐款給仁愛基金，去年 2019 十一月她的身體

已經很不好，仍不忘捐款給仁愛基金，使我很感動！而裔芳遺囑把大腦捐給剛成立的台大醫學院腦庫做

研究，她的大愛更是感動了無數人！ 

裔芳做事積極，在州大教書認真，拿到了終身教授職，後來又兼負行政工作，籌劃研究所升學院，

Monterey Bay 州大和台灣學校建姊妹校之事，並帶學生去台灣參訪，還有研究論文、術會議等，2015 年北

美區團會後的優勝美地旅遊她只參加了一天就匆忙開車回校，我想這些壓力對她的身體都很有影響。裔

芳的好友琳娜説裔芳的飯都是在電腦面前邊吃邊工作。2015 年她來灣區看中醫做針灸，2016 年更是頻繁

來看中醫、氣功大師，也有去 Stanford 醫院檢查及看診。她會事先安排在團員或朋友家住一晚，第二天才

開車回學校。1/2/2017 裔芳添孫，她在 email 上回大家的道賀，除了感謝天主，又請大家代禱：「裔芳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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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無力，醫師迄今仍無確診的結論，懇請服務團的兄弟姊妹代禱，祈求主恩」。裔芳本想在州大做滿十

年，因為十年後退休的福利非常好，但是她想通了身體更重要，於是決定提早退休。2017 年三月兒子葉

翔由南加上來幫媽媽搬家回到洛杉磯。2018 年一月裔芳回台參加總團大會後就決定留在台灣就醫。 

 

2/20/2018介紹裔芳給李裕慈老師-中華聖母堂 

 

          3/24/2019 台大畢業五十年重聚會 

裔芳獨立、堅忍、信靠天主，從不抱怨，總是微笑。她會為自己的病試各種治療方法，中西

醫並進。回台灣後她跟李裕慈老師學經脈按摩，李老師也把方法教給外勞為她按摩。她會想辨法

來應對目前的困境，當她的新輪椅太大而計程車放不下時，她學會去預約政府給殘障人專用的大

型車來接送。今年一月我們去樂陶居看她，她已不能説話，但她會在手機上寫字，讓手機代她出

聲，來跟我們對話。她也會用手機把國語翻成印尼話給外勞看，這樣外勞就能懂她的意思。剛回

台灣時，她成立了「CathyKu 台北札記」LINE 群組，邀請她的摯友、服務團家人們和妹妹參

加，她會在群組裡報告她的近況、看醫生和治療進展，和訪客照片等，她的好友和妹妹也會時時

送上關懷和問候，整個群組充満了愛。而服務團北分團的團員們兩年來更是就近地照顧裔芳，陪

她掛號看病，星期二在復健中心為她打氣，帶她出外活動吃飯，為她送聖體、讀經和唱聖歌。今

年三月裔芳決定搬到屏東孝愛之家，北分團團員們一路䕶送她到屏東，南分團的團員們也在屏東

迎接和安頓好她，跟北分團一樣的來陪伴和照顧她。這種家人般的相愛精神真令人感動。從我

2008 年跟裔芳相識到現在，她之所以受到這麼多人的愛，是因為她先愛了別人！親愛的裔芳，

現在妳已和天主在一起，永享平安。我們會永遠懷念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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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裔芳                                                     林谷 

 

Dear 裔芳 

        2020 年初返台，很意外地在中和堂遇到妳，當時妳雖無

法說什麼但感覺得出有很多話想說。和妳照了二張照片，為

我們最後的見面留影。為行事幹練、說話俐落的妳，妳受苦

了！如今這身皮囊不再束縛妳。 

        為妳靈魂早登天國祈主悦納。那麼請您和天上眾先賢、

神長們為仍在世的我等、世人祈主垂憐，聖神護佑。 

        附上 2007 妳寫的一封令我眼為之一亮的 email，觀察入

微的妳很快進入狀況。還有 2008 Tahoe 的大合照，這將是留

在我腦海裏精神的妳。請彼此代禱。 

林谷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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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oe 的大合照（裔芳：第三排右 2） 

 

 

四、靈修分享 

 

                          「心靈陪伴的靈修之路」 古倫神父著                                 明昭 

 

「全人發展小組」在梅君一路堅持朱蒙泉神父的理念下， 已度過 13 個春秋了。 

今年我們從 SKYPE 轉到 ZOOM， 仍是每月一次， 由德州張宏秀老師帶領。 

古倫神父的專長是靈修輔導，由「南與北出版社」翻譯了多本著作， 也多次來台演講。 （在

YOUTUBE 上可找到錄影）。他寫的這本靈修之路，處處都是雋永的語句，發人深省。例如： 

＊當我們感覺到內心對天主的渴望時，我們就是跨越了這個世界，進入了彼岸天主的世界。 

 （這不就是對「祈禱」的最佳詮釋嗎？) 

＊"儀式/禮儀" 讓我們對生活充滿興致，而這正是健康生活的先決條件。 

   ( 當我們對 「行禮如儀」感到千篇一律，索然無味時，古倫神父郤提出當頭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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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發現生命活力的方法；就是回顧童年在什麼情況下樂得渾然忘我? 或傷心哀痛? 

  （步入晚年之際，不妨回想小時候的樂趣或負面經驗，不也對自己的過去充滿感恩嗎?） 

書中佳句太多， 無法一一列舉，請各位親自品嘗吧！  

 

「聆聽內心的聲音：向依納爵學習分辨」讀後感 

         想要聼到天主的聲音，必須先靜下來過有意義的祈禱生活，並且每天都要做一點

祈禱。其次是收集簡單易懂的資料，隨時準備好去迎接天主召喚我去從事那特定的生

活。然後開始發掘內心深處的感動，除了天主旨意以外，不再渴望其他任何事。最後

衡量神枯與神慰，找尋內心深處的平安。  

        在天主臺前勤奮的祈禱後，經過仔細初步、確認、在內心深處很平安也覺得自己走

向一件美好的事，更感覺到與天主非常的近，那麼就把這最後選擇的付之實行獻給祂。最

後五點要記住的事是：分辨過程的徹底，開始履行承諾，等待確認，要有信心，相信選擇

是『更』的。（開彥） 

         聖依納爵很具體實際的提供了四項準備，在神慰的時候為神枯做準備。我覺得在

「關照自己易受傷之處」和「在痛苦的過去中尋找上主」這兩項準備對我有相當多的反省

和激勵。為我，在面對自己容易受傷的的痛處弱點，內心的恐懼和憤怒之後如何更認識自

己的缺失弱點，讓自己不再鑽牛角尖很重要，面對自己許多情緒所困擾的大小事，並告訴

天主，祈求祂的光照和治癒好像比較容易。但是另外將受傷的情況透露給能幫助的親朋好

友，這點是比較困難跨越的。 

        做好分辨的四個階段：靜下來、收集資訊、開始做夢、沈思所做的夢。我覺得中其

中最重要的是不斷培養我們在祈禱中尋找上主的旨意，並且承行祂的旨意，成為一個有意

識，有直覺能力的人。其次才能夠收集資料，會做夢，變成一個會沉思夢想的人，進而才

能成為一個有分辨能力的人，看似一氣呵成，但是每個階段都很重要，而且每個階段都息

息相關，錯綜複雜。（於永） 

         在神慰的時候為神枯做準備的第四項準備中，依納爵說「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這

句話給我的感觸最深刻。這是一句我們常常聽到的話。我們都知道天主是無所不在的，不

論我們覺得跟祂很近或很遠，其實祂永遠都在我們身邊。然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往往

在一切美好順利的時候忘了一切都是天主所賜，我們應當要特別花一些時間去感謝讚美

祂。當我們在逆境中又常常試著用自己有限的資源或能力去解決問題，或是因為灰心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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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想到抱怨，忘了天主不會要我們背自己背不動的十字架。只要相信天主的臨在，全心

依靠祂，用信德、祈禱及行動就能走出困境見到光明的。 

        第六章的篇幅不長，但是哲理卻很深奧。許多話讓我們要好好的去深思。特別是依

納爵所說的平心。 說到不偏不倚的態度，他説：「就是在我們這方面，不重視健康甚於

疾病，不重視財富甚於貧窮，不重視尊榮甚於屈辱， 也不重視長壽甚於短命；其他一

切，莫不如此。」 

        相信第一次讀到這些話的人，可能會覺得這些話對我們的衝擊很大。健康、財富、

尊榮及長壽不都是我們希望的嗎？想要調整心態，達到上述的心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

年我在另外一本有關聖依納爵的書中就讀到過這段話，當時很吃驚， 因為以前從沒有這

麼想過。後來想了許多才領悟到，也許這段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希望健康、長壽

之類的好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以平常心看待那些負面的事情，那麼當我們必須面對逆

境及災難的時候，就不會那麼沮喪及悲痛了。許多聖人不也是短命或受病痛折磨嗎？ 而

他們卻是甘之如貽，覺得是在和耶穌一冋分擔苦難。但願我們也能夠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在自己的神修上有重大突破。（凱雯） 

         我在讀第六章時看到一開始及最後都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依納爵式的平心 

(Ignatian Indifference)。我覺得我對這一章最有感覺的就是這一段話。其實我們做了幾十

年的教友，常常不也就是希望能夠達到某一種程度的平心嗎？另外作者也提到了感恩

的心。他說依納爵的神操就洋溢著感恩之情。如果我能夠常常努力的去反省，在感受

到這種「驚奇的聖愛」後，再將一切奉還給施恩的天主，那將是何等的美好！ 

        開始作夢的那一段裡面作者也很清楚地提到我們雖然要有依納爵式的平心，可是

我們也必須要能夠發掘天主放在我們每個人心中最深的真正渴望，然後再站在這基礎

上來選擇能帶給天主更大光榮的事。 

        在第九章「五點要記住的事情」裡面，我覺得我對第四點最有感覺。第四點他說

「我一定要有信心，天主真的能從我誠心誠意做的任何選擇中生出善來」。我覺得當我們

把我們做的任何決定獻給天主時，只要我們全心全意的面向祂，我們所有做的決定都是會

生出善果的。作者也說在選擇的時候不要假設我的選項中只有一個是對的，其他都是錯

的。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只是要在許多個選項中找到那個「更」好的。看完這本書後我真的

學到了許多依納爵式的分辨。尤其是分辨過程中的許多方法及應該注意的事項。（展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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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過去的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分辨，只朝著自己人性的出發點莽撞的去做

事，當然事情結果的好壞都得自己承擔了。在第五章看到了就算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

都可做分辨。喜見書中教導了在神慰中做好準備以應對將來的神枯。個人學會在每一項的

準備都去關注，特別會關照自己容易受傷之處，不會被假神輕易擊倒，也會在過去的痛苦

時刻尋找上主的臨在，從中學習。希望能多加練習，以幫助往後能做出正確的分辨。 

        第七章真的教了我很多。書中很仔細說明做好分辨的每個步驟。以往通常都是倉促

或猶豫的決策，現在學會做選擇時，要「站在更深渴望的基礎上來選擇能帶給天主更大光

榮的事----也就是依納爵所謂的『更』Magis」。 

        祈禱靜心， 收集資料，做夢幻想，衡量神枯與神慰後， 找到内心深處的平安及賦予

生命活力的選擇時，答案應已非常明顯的出現了。 

        期待在往後的分辨中都能以此章為藍本，一步一步的遵從去做，望能得到這種平

安，充滿活力，寧靜及愛的選擇結果出現。（菈容） 

         依納爵神操強調覺察自己的感受，並注意這感受帶領人往哪個方向去？每個人都有

情緒，無論是正面或負面情緒，重要的是在這情緒狀態下，我們是朝向天主，還是遠離天

主。  我很喜歡馬克神父處理爭執的方式。當我們與人有爭執時，不妨先在祈禱中問自

己：「對他說什麼最有愛德？怎麼說最有愛德？」如果自己有錯就先向他道歉，再以幫助

他成長為前提，試著提出不同的意見。哇！我彷彿看見聖神在爭執的兩人間點燃了愛的活

燄。 

        我覺得「相信天主在神枯中工作」對初次經驗神枯者尤其重要。因為神枯的人最苦

惱的就是感覺不到天主，如果明白天主會善用神枯，使他從這個經驗中成長，就能正面看

待神枯的經歷，不會陷入愧疚的情緒中無法自拔。 

       閱讀依納爵的平心時，我突然有種被電到的感覺。默存在心，反覆思想後發現：原來

那種為當下的一切感恩，願意隨時待命的態度是天主所中悅的，也是祂對我的期待。年輕

時以為有天主照顧，就可以遠離疾病、貧窮、凌辱、欺侮；及至年紀漸長，我才領悟到人

生難免會遇到痛苦、磨難。這時，如果心裡沒準備，就會怨天尤人；如果能將苦難視為來

自天主的禮物而坦然接受，反而能藉苦難淨化自己。天主修剪、考驗我，為的是讓我多結

果實，活出更美好的生命。（錫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