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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分團 

金秀蓮 

團員動態及活動 

(1) 2023/04/22 陳莉慧為北分團團員補習 Instagram(IG) 

在 4/16 北分團月會中，分享了「北分團設立社群媒體帳號」計劃。之後為進一步瞭解

社群媒體 IG 的設立及內涵，僑榮大哥商請莉慧為「有心跟上時代的家人們」補習

IG，時間訂在 4/22（週六）下午 6:00，地點在胡家，上課時間一小時；7:00 簡餐（筒

仔米糕、切阿麵、韭菜餅、熱湯…），8:00 開始讀經。上課人員有劉嘉玲、胡僑榮、潘

錫淦、劉巨烘、陳麗如、宋祖思。 

(2) 2023/05/07 今天在彌撒中僑榮哥與嘉玲姐重發婚姻誓願，慶祝 50 年結婚金慶💕。來自

Line 上的祝福節錄如下。 

陳麗琴：真是太美妙了！呈現了我們平信徒對「婚姻的神修與見證」之境界！祈願天

主永遠祝福保守你們夫婦👩 

賈徳蘭：聽到僑榮哥和嘉玲姐的分享，覺得好感動，感謝天主給我們這樣一個好樣

板，感動這兩位活寶夫妻間性格上的包容，幽默並認真的對待彼此，對待生活中的大

小事，才能數十年如一日的長長久久，祝福僑榮哥嘉玲姐新婚快樂，也祝福每一對夫

妻能像前輩般歷久彌新🙏 

美基姐：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給主內所有的有情人 

劉巨烘：昨晚正五十週年的聚會與預演分享，時時福傳，令人敬佩！ 

嘉玲姐回應：多謝大家祝福！也特別謝謝昨晚排練時 北分團家人的建議。今天僑榮表

現極優，現場神父們和教友們都很開心！感謝天主！繼續努力邁向下個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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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05/10 與北美區團團員潘石虎醫師交流共融。 

石虎兄於 4/26 凌晨由加拿大返台探親並參加環島騎行，為歡迎石虎兄，也為增進團員

間的情誼，北分團請僑榮大哥負責安排見面事宜。結果於石虎兄環島壯遊回到台北

後，5 月 10 日在台北福華飯店蓬萊邨台菜共聚晚宴，其樂融融！參加的有劉嘉玲、胡

僑榮、王緒安、王琪、宋祖思、黃美基、歐晉德、張桂林、區紀復、嚴美萍、陳國

森、陳麗如、蔡凱雯、蔡展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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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05/21（週日）今早深坑隱修院「耶穌升天」瞻禮彌撒，由饒志成神父主禮。加爾

默羅會修女奉獻彌撒為慶賀饒神父入耶穌會 60 週年暨 80 歲生日，讚美感謝天主賜予

我們善牧帶領走救恩之路。彌撒後，饒神父很開心的跟參加瞻禮教友在祭台前合照。

有團員祖思、巨烘、麗如、王琪、春旭參與這台彌撒，並向總輔導神父道賀。(潘春旭)  

   

(5) 2023/06/15 參觀故宮「梵蒂岡宗座圖書館珍藏」暨「明清宮廷藏書」特展 

時間：2023/06/15（週四）上午 10:00～12:00 

地點：台北故宮博物館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 號) 

參加人員：黃美基、莊筱敏、金秀蓮、張桂林、蔡慎明、周筑昆、王緒安、劉正宇、

陳麗琴、加二位聖家堂姊妹 

紀錄：莊筱敏 

這是台北故宮首度同時展陳西方與華夏歷史文化脈絡中的珍稀古籍，希望觀眾能對於羅馬

教廷與中國皇家藏書文化的異同獲有進一步瞭解。 

感謝筑昆大哥幫我們聯繫，由本次的主題專家時先生為我們做導覽解說，近兩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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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彩解說讓我們更深入瞭解教廷及明清宮廷圖書之寶貴和內涵。結束後大家在頂樓

的三希堂一起午餐，身心靈都獲得大大滿足！  

   

   

 

會議活動 

（ㄧ）北分團四月份月會 

時間：2023/04/16 下午 2:30～4:30 

地點：文藻台北辦公室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84 號 2 樓) 

主持：王緒安 

主題：(1)服務團短片拍攝介紹(陳莉慧)、(2)北分團設立社群媒體帳號 

出席：歐晉德、黃美基、胡僑榮、周筑昆、黃鳳梧、潘錫淦、周岫琴、宋祖思、劉巨

烘、陳麗如、張陳允、簡婉玲、王緒安、陳莉慧、林知伸、陳孟柔  

流程：(1) 14:30~15:00 服務團短片拍攝  

        (2) 15:00~15:30 北分團設立社群媒體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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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6:00 問題與回應 

        (3) 16:00~16:30 主題討論分享、生活分享 

 

(1) 14:30～15: 00 服務團短片拍攝介紹 (陳莉慧) 

前情提要 

 晉德大哥家的跨海會議是 2021 年 5 月 2 日。之後臺灣疫情爆發三級警戒，不易聚

會討論聯繫。 

 同時，發現拍片事宜為台灣區團團員來說相當陌生，難以推動進度。 

 雖有北美區團培訓，但拍攝、收音…品質仍不一致。 

 2022 年初透過總團長樹治哥、台灣區團長紅瑋姊、晉德大哥與鴻業大哥的聯繫、由

Lily 統籌往下進行拍片計畫的產出 

 以晉德大哥原先已規劃好的「基督服務團的故事」腳本為基礎。 

2022 年籌備與規劃 

 希望以「青年夥伴」為主要製作團隊，並尋求專業拍攝、剪接團隊來合作。 

 聯繫了幾位夥伴： 

 臺灣區團長紅瑋、北美鴻業哥、天祥哥監製 

 年輕團員提供相關協助企劃：也向孟柔的先生君漢，以及中分團梓椋諮詢。 

 大風下午茶陪伴之青年等人，給予客觀的觀眾角度。 

 討論影片的形式以及蒐集，該如何呈現以能達到吸引所設定之族群的影片範本。 

 結識了專業拍片、剪接的-吳佳鴻（真福青年）。決定與佳鴻及其團隊「錄途

影像」合作拍攝與剪輯。 

 成立執行與採訪拍攝團隊：吳佳鴻、温偉良、吳易霖、Lily。 

拍攝角度以及影片定調 

 仍以晉德大哥的腳本為基礎，以「人物訪談」為主軸，佐以資料和照片輔助穿插。 

 透過「說故事的人」娓娓道來更能引人入勝，年輕人喜歡聽故事，因此需要列出關

鍵受訪者以及規劃設計訪談大綱。 

 每支影片的開頭，可用「吸引人的一句話」，作為影片標題。 

 建議剪輯成五支小短片，以呈現晉德大哥腳本中已整理出的「五大主題」，每支短

片時間約為 5-7 分鐘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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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初步田野調查與規劃 

 田野調查執行項目與分工： 

 列出關鍵人物之受訪者： 

也就是要「說故事的關鍵人物」。需要受訪者關鍵人物 list。 

 設計訪談大綱： 

針對五大主題。要能挖掘出「服務團的經典故事」。 

 訪問者的準備： 

訪問者的準備與訓練。 

需具備引導受訪人的能力，使之說出內在的觸動、回想過去經典或感動的場

景、關鍵事蹟…的能力。 

拍攝、採訪與執行 

 吳佳鴻、溫偉良、吳易霖 的攝影團隊專業外包。 

 於總團大會進行採訪。 

 預算：「錄途影像」報價 (共 94000 元，未稅） 

於 2023 總團大會之採訪規劃 

總團大會 2023。01。26-28 

 片名：基督服務團的故事—愛的故事（暫定） 

腳本參考資料： 

(1) 晉德大哥演講 2，500 字精華版 (2) 北美區團搜集之「服務團 110 篇分享稿」 (3) 

與佳鴻、偉良之討論。  

目標受眾定位：不認識服務團的年輕人 

 時程預估 

   

於 2023 總團大會之採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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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總片長約 15-25 分鐘，概念為紀錄、傳遞基督服務團的精神、創始與傳承，

連結 5 個 3-5 分鐘（不超過 7 分鐘）的影片。 

主題一：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團體呢？ 

主題二：是什麼理想、精神，在推動？ 

主題三：做的永遠比說的更重要- 愛是行動 

主題四：信仰、人生與事業之間的關係 

主題五：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團體呢？-- 愛的傳承 

 內容關鍵字：#歷史發展、#精神特質、#服務活動、#家人情誼、#神師帶領、#傳承

開放、#神操霊修、#信仰福傳、#扶助弱勢、#自然環保、#簡樸生活、#青年培育、

#同舟共濟、#結伴成聖(一輩子愛的團體)。 

於 2023 總團大會之採訪進行 

⚫ 主題一：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呢？ 

#天主教信仰 #神師對於青年的陪伴 #五位神師的陪伴 #教導 #生命 

#愛 #家人 #成員 

五位資深團員回憶五位神父： 

 除了 1/27 上午的專題訪談拍攝之外，額外再加訪： 

1， 鄭爵銘神父—治明大哥、明慧姐、饒神父 

2， 單國璽樞機主教—晉德大哥、饒神父 

3， 賈彥文總主教—發熹大哥、美基姐、素玲姐、嘉玲姐、 

4， 張宇恭神父—僑榮大哥、嘉玲姐、 

5， 朱蒙泉神父—明慧姐、麗如姐、樹治大哥  

⚫ 主題二：是什麼理想、精神，在推動？ 

#團體特質(理想、特質)(1949~1974) 

#創始歷程 #大風 #蠟柱 #鄭爵銘神父 #單國璽神父 #賈彥文神父 

#興教建國 #出類拔萃 #精神 #理想 

 鄭神父興教建國的理想，賈神父(慈愛)和單神父(深思熟慮)的行動，建立了基督服

務團。鄭神父從家鄕蕪湖輾轉到台灣，培訓大專青年，《大風》、《蠟柱》兩本書記

載了完整的道理集、依納爵式的神操、和神師對同學們的關懷。青年們畢業後「散

了太可惜!」1967 年在淡水本篤會成立平信徒的基督服務團，1970 年在台南教區正

式參加教會活動，團員重新宣誓。組織的基礎是基督，特質是服務，是個有靈修有

組織的行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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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始---訪談幾位資深團員： 

治明大哥、明慧姐、饒神父、晉德大哥、僑榮大哥、素玲姐、發熹大哥 

⚫ 主題三：做的永遠比說的更重要 – 愛是行動 

 #愛的行動 #團體工作 #垃圾分類 #種樹 #母親節活動 #簡樸生活 #樂銘基金會（四川

基金、育才基金） #北美仁愛基金 #夫婦懇談會 #輔友中心 #天主教學校 #真福山 

 以訪談、旁白和音樂呈現豐富的服務內容，和資深團員積極參與服務的精神，帶領

著服務團走過近半個世紀的福傳，充分表現出服務的特質和”愛的行動”，其中蘊藏

著很多動人心弦的故事： 

篩選以下幾項代表性工作，作為主要訪談內容： 

以訪談、旁白和音樂呈現豐富的服務內容，和資深團員積極參與服務的精神，帶領著

服務團走過近半個世紀的福傳，充分表現出服務的特質和「愛的行動」，其中蘊藏著很

多動人心弦的故事： 

篩選以下幾項代表性工作，作為主要訪談內容： 

1.參加垃圾分類經驗：建原哥、明昭姐、立言哥 

2.樂銘基金會：巨烘大哥（樂銘基金會）、明昭姐（四川基金） 

3.簡樸生活-鹽寮：紀復大哥 

4.成大母親節活動：素玲姐 

5.北美仁愛基金：明慧姐 

6.北美輔友中心：樹治大哥 

⚫ 主題四：信仰、人生與事業 

#愛的見證 #學業事業抉擇 #家庭 #所謂的人生勝利組？ #教育事業 #青年 

(家人陪伴、砥礪、服務、福傳、靈修的團體)(1970~2020) 

1， 晉德大哥  2， 發熹大哥  3， 思伶姐  4， 僑榮大哥  5， 嘉玲姐  6， 明慧姐  7， 

巨烘哥、麗如姐  8， 耀堂哥、心怡姐  9， 陳允哥、婉玲姐  10， 紅瑋姐、恭榮哥  

11， 麗琴姐、正宇哥  

⚫ 主題五：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團體呢？ 

愛的團體 (活出基督的愛) #家人 #比血緣更深的無血緣家人 #結伴成聖 #團體 #愛 #同

舟共濟 #鄭爵銘神父 #單國璽神父 #賈彥文神父 

圓單樞機真福山園區的夢：你們就是我的家人！秉持服務行動的特質，繼承神長和前

輩團員的楷模，傳承服務團家人一輩子情誼的陪伴薰陶，在同舟共濟、相伴成聖的道

路上，活出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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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團員傳承與勉勵的話： 

1.晉德大哥  2.發熹大哥  3.治明大哥  4.明慧姐   5.嘉玲姐   6.僑榮大哥  7.素玲姐       

8.樹治大哥  9.饒神父 

 

(2) 15:00~15:30 北分團設立社群媒體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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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巨烘： 

1）請向區團長與總團長報告我們北分團的計劃 

答：我們已經跟分團長告知，分團長也已告知區團長。 

2）邀請中，南，東分團的青年一起加入 

答：我們計劃北分團先做，之後會邀請其他分團青年一起加入。 

3）社群媒體的傳播能否達到面對面互動的更深關係？ 

答：我們先吸引教會年輕人認識基督服務團，才能有機會邀請資深團員與他們面對面交

流。 

僑榮：聽不懂社群媒體 IG，希望莉慧能教學 

答：莉慧願意找時間教大家。 

  

 

（二）大風下午茶 

時間：2023/04/22 下午 3:0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84 號 2 樓 

出席：王緒安、潘春旭、陳莉慧、林孝杰、羅莉馨、林媺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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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6 位，其中孝杰與小馨是夫妻，兩位目前皆為對天主教有興趣之非教友。林媺琦

是第一次參加的夥伴，非教友，渴望認識自己因此邀請一起來聚會。春旭哥也是第一

次到大風下午茶聚會，和年輕朋友們分享彼此。） 

主題：「聆聽」 

- -活動內容遊戲：浪子回頭的比喻故事『路加福音 15 章 11-32』 

- -圈圈與叉叉：兩個問題（可以請畫圈 O，不可以請畫叉 X）： 

1.你與家人可以輕易地說出你內心的話嗎？ 

2.你與朋友可以輕易地說出內心的話嗎？ 

你有幾個圈 O？ 幾個叉Ｘ？ 

- 請成員們分享： 

為什麼不可以？➡ 引導出負面的經驗與感受～ 

反思：你覺得在你的一生當中，你渴望這樣的一份關係嗎？ 

這樣的一份感情～有人可以完全地傾聽你、接納你、不帶任何地評斷…讓你很想跟他分

享、傾訴、也想聽他訴說。 

你覺得這樣的感情如何呢？是不是能夠感到很幸福呢？ 

Ｏ渴望：請畫圈 O  

Ｘ不渴望：請畫叉 X 

回到浪子回頭的故事，爲什麼耶穌要說這個比喻呢？ 

因為祂主要是要說：天主我們的天父，為什麼會派遣祂，這位耶穌來到我們的中間，耶穌

就是來完全傾聽、了解人的痛苦的，祂是來當我們的朋友的，其實祂沒有要來當「主」，

也沒有要我當祂的「僕」，祂清楚表明，是來和我們當朋友的。因此和耶穌做朋友，而且

是「知心朋友」，和耶穌來往、交往，認識耶穌，所以才能夠認識天父，如何看到天主？

如何看到天父？就是透過和耶穌來往，成為知心好友！ 

=> 『若望福音 14 章 8-10』 

『斐理伯對他說：「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耶穌回答說：「斐理伯，

這麼長久的時候，我和你們在一起，而你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你

怎麽說：把父顯示給我們呢？」「你不信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

是憑我自己講的，而是住在我內的父，作他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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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要和我們交朋友，是要我們： 

1.認識祂，認識耶穌  

2.和祂往來、交朋友、建立關係 

3.而且是知心的朋友，可以彼此傾聽訴說，不只向祂說話，也要聽懂祂說內心話，而這也

是依納爵式的祈禱。 

 

結語： 

「CSC 基督服務團」是耶穌會神父傳承下來的團體，我們彼此成為夥伴關係、朋友關係、

並且結伴成聖，願意認識耶穌、認識在祂內的那一位天父，而耶穌也要我們「成為自

己」，也不會再被外界的不被瞭解、不被理解、沒有知心好友。。。所傷害，因為有一個

永遠可以信賴依靠的耶穌，我們可以多認識祂！無論別人怎麼認為、如何評斷都將成為不

再重要，而是徹底感受到被愛，甚至能去愛人，我們也能成為他人知心的好友。 

⚫ 結束後成員們持續談論彼此的生命經驗，更認識自己也熟悉彼此，並且帶著充實的心

靈與收穫回家，特別是孝杰與小馨也表示更有興趣認識天主教信仰，會持續參加大風

下午茶聚會，預計往後也會安排慕道班。 

感謝緒安姐為我們準備了水果、小茶點，孝杰與小馨也帶他們自韓國旅遊帶回來的餅

乾點心，讓大家在輕鬆的下午茶時光中彼此分享與交流！ 

下次聚會時間預訂在：2023/05/27 (六) 下午 3:00 

  

 

（三）北分團五月份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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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3/05/21 下午 2:30～4:30 

地點：文藻台北辦公室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84 號 2 樓) 

主持：金秀蓮 

主題：《坐井觀天–大陸妹看台灣教會》 

講者：蔣範華修女 

記錄：莊筱敏 

出席：歐晉德、黃美基、胡僑榮、蔡慎明、黃鳳梧、劉巨烘、陳麗如、金秀蓮、邱智

偉、宋祖思、潘錫淦、區紀復、莊筱敏 

流程：2:30～2:35 基督服務團信條、認識蔣修女 

2:35～3:35 蔣修女分享 

3:35～4:00 問答 

4:00～4:30 團務報告（北分團年度行事曆、與北美區團西北分團 zoom 交誼、

CSC 新網站、故宮參觀等）、生活分享 

 

蔣修女分享～ 

        很高興有機會來跟基督服務團分享這些年來對台灣教會的一些看法和想法。這是分

享，不算是演講。 

        年輕時聽過基督服務團，但是一直沒有太多的交流；因此很珍惜今天有機會來分享。

我非常信任鳳梧，因此她邀請我來，我就答應了；但答應了後就開始後悔；因為我覺得我

像一個坐井觀天的井底蛙，雖然我在中國服務了將近 30 年，但主要都是在對大修院中修

士們修女團體的服務，對教友的服務較少。 

        我生於台灣、長於台灣，但 30 年在大陸的經驗，對台灣既熟悉又陌生。我底下的分

享的基礎主要是觀察反省，是從台灣的男女修會的角度來看。因此有點主觀，同時在有限

認知的狀況下的觀察，沒有標準答案，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在今年 2/12-2/16 台灣暫願生工作坊中分享，發現在 41 位(34 位修女、7 位修士)

中，本國籍才 8 位，越南籍有 26 位，而中國籍有 7 位；這也反映目前男女修會普遍面臨

的狀況—本地聖召越來越少，甚至沒有。 

        就如我的母校聖心女中，孫姆姆離開後，就由韓國省來接管了。在新竹，加爾默羅男

修會也可能是韓國來管。漸漸地，本國籍修會變成了國際修會；國際修會因外國會士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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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退休返國，慢慢變成了本國籍修會。 

        但很多修會都還沒意識到，會士年長退休、患病、養老等問題，需要制度性的規劃。

無論是本國籍或國際性的修會，龐大的事業體，後繼無人，例如，輔大內教職員神職人員

比例陡降。加上教友人口不多，具備專業培訓的也不足夠。 

        其中，亞洲聖召注入新血：中、越、印尼、韓國、非洲目前很多修道人，修會文化因

而在這幾十年來也有很大的改變。 

        這幾年外籍聖召來台灣，面對的不是篳路藍縷創建事業，而是毫無選擇地接受龐大而

老化的修會及事業體、還有日益多元和嚴格的規定和挑戰：例如醫院，幾十年前的草創和

現在的法規，變化極大。 

        外籍聖召的挑戰，語言和文化的適應是雙方面的（個人和修會團體），初期培育即使

在台灣，就已有語言和文化的挑戰，完成初期培育後又匆匆到歐洲母院，又面對一番挑

戰。如果因為修會龐大事業體，得再加上專業的訓練和證照的壓力，然後匆匆上崗。那麼

這幾年暫願生涯中能否好好照顧到自己的信仰？ 

        我以手邊有的一個南部教區和北部教區的例子來看，外國籍聖召皆多過本地聖召。上

面所列的問題，都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問題。過去台灣教會的歷史中，有許多來自歐美的傳

教士，他們無論在信仰、文化上留下許多令人緬懷的芳表，例如雷煥章神父等人；從大陸

來台的例如張春申神父等神學家，如今，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是否能再有那樣的神學家來

帶領我們面對台灣目前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面對兩岸統一的局面，我們如何因應？一隻大象明明就在我們屋子

裡了，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另外，亞洲的傳教士，面對一灘死水的台灣教會，又如何因應？ 

        我另外提出幾個問題和現象來和各位互動～ 

一．您的孩子或孫子進堂嗎？ 

二．外籍神父經兩三年訓練匆匆上崗，我們能為他們做什麼？ 

問答互動～ 

晉德：基督服務團和吳甦樂修會合作，來因應修會內人手不足的現象。在現代化社會中，

修會聖召的培育和修會專業的培育，因為高度專業化，不能光靠神父和修女，要漸漸與教

友合作。例如善牧，強調 PARTNERSHIP IN MISSION 的認同。教會組織內的董事會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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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接納平信徒。台灣的主教也已本地化，接下來亞洲聖召形成的文化又是另外一個課

題…，面對這些，胸襟要打開。 

蔣修女：中國教會目前的問題更多，也要面對。 

僑榮：謝謝修女給我們反省的機會，但台灣教會目前的問題，是不是也是歐美教會的問

題。大象的問題如果不面對，我們將如恐龍般滅絕。 

蔣修女：改變別人不容易，要改變自己較容易。但自己都想不清楚了，要如何談改變？目

前歐美的教會甚至支離破碎，我們要善用自己如種子，發揮影響力。 

筱敏：雷煥章神父的好友賴甘霖神父常開玩笑地說：感謝毛澤東！壞事中也要看到天主的

美意，因為大陸淪陷，所以台灣一時間接收了龐大的教會資源，雖然這一切終將結束，但

人力的盡頭就是天主的開始，我們仍要懷抱希望，教友們擔起該負的責任，這樣衰敗的台

灣教會才有機會。 

秀蓮：謝謝蔣修女精彩的分享。希望大家把問題和答案好好想想，並付諸行動。 

巨烘：今天月會蔣修女對台灣教會的現況給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反省分享！ 

4:00～4:30 團務報告 

1.北分團年度行事曆：接下來幾個月的月會主題、時間和地點分別安排如 Excel 表。請大

家把時間留下來。 

2.與北美區團西北分團 zoom 交誼：請智偉籌畫線上交流遊戲或方式。 

3.故宮博物院目前有宗座圖書館珍藏暨明清宮廷圖書特展，希望團員前往觀賞。 

4.CSC 新網站 https://christianservice。org 已開始使用，請陳允擔任北分團資訊更新負責

人。 

5.兄姊們關心我的健康醫療狀況，我簡略報告～賴天主的護佑，有驚無險，接下來就是定

期追蹤即可，謝謝大家的關心。 

今天月會到此結束。 

https://christianserv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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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風下午茶 

時間：2023/05/27 下午 3:0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84 號 2 樓 

出席：金秀蓮、王緒安、潘春旭、陳莉慧、陸元駿、劉政宏、林孝杰、羅莉馨、方慧

媛、徐立芸。 

（共 10 位，其中政宏已於今年復活節剛領洗為新教友，特別為他祈禱。東分團元駿

剛好從花蓮上台北也參加了此次的聚會。慧媛和立芸本次則是第一次參加大風聚

會。） 

 

主題：「對天主的渴求與認識」 

一、引起興趣 

每個人生命的動力，都是來自心中的渴望，但這渴望所指向的是什麼呢？ 

體驗活動： 

1.每一個人拿四張小卡，寫下四個心中最重要或最想要的願望。 

2.大家都完成後，帶領者要求大家，放下其中三個願望，手上保留一個，個人認為最重要

的願望。 

3.請大家分享手中所保留的這個願望是什麼？為什麼它對你那麼重要。 

二、主題： 

根據大家分享，總結出大家的願望，這份渴望有二個重要的特殊性。 

1.這份渴望，一直是一個動力，讓自己突破種種限制，或忽略生活中許多不愉快，或難過

的事件。它成為一種目標，你想要去達成。一直帶領著你，走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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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份渴望，也和你自己生命的特質有關，跟妳的個性或處事風格。如果能實現這個渴

望，也可以說自己生命得到某種成全。 

       從信仰的角度說，這是天主放在每個人生命中的種子，放在生命中的渴望，幫助你突

破自己，追求超越———即追求與天主的相遇，認識天主。 

從人類整體的生活中，所有人類不斷地追求進步與超越，所有人類文化的理想，社會

改革……尤其是宗教的實踐，正在指向這無止盡的超越（概略地稱之為無限）。 

三、復習與交流： 

請一至二位教友分享他們心中的渴望，與他們所相信的天主，是否相關，如何相關。 

今天巧逢緒安的生日，我們在聚會的最後，一起幫緒安慶生，也彼此分享了生日蛋

糕。 

下次聚會時間是邀請各位成員參加 6/25（週日）下午 2:30，董澤龍神父的演講。 

  

 

（五）北分團六月份月會 

 (此次月會由台灣區團主辦，邀請耶穌會中華省會長董澤龍神父至北分團實體演

講，中、南、東分團以 Google Meet 線上參與。演講後，董神父為北分團主持一台彌撒，

隨後一起晚餐共融。) 

時間：2023/06/25 下午 2:30～ 

地點：台北市古亭耶穌聖心堂（耕莘文教院）三樓 magis 多功能教室 

主題：《爵家使命：「使徒優先」的五個主題》 

講者：耶穌會中華省會長董澤龍神父 

主持：季紅瑋 

記錄：金秀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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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黃鳳梧、蔡慎明、王緒安、潘春旭、王琪、宋祖思、陳國森、嚴美萍、胡僑

榮、劉嘉玲、歐晉德、黃美基、潘錫淦、陳莉慧、季紅瑋、金秀蓮、張陳允、

簡婉玲、葉翠雲、張正金、張敏儀、陳小霞、莊筱敏、周岫琴、勝龍、鄧之

卿、簡良翰、陳海珊、王素芳 

流程：2:30～3:30 演講 

3:30～4:00 問答交流 

4:00～5:30 彌撒 

5:30～聚餐共融🍴 

董神父演講~~ 

大綱 

(1)省使徒計劃的緣起及背景、(2)省使徒計劃形成的過程及果實、(3)從使徒願景走向行動所

依循的準則、(4)目標與行動、(5)計劃成形之後 

緣起 

➢ 省使徒計劃是中華省對 UAPs (Universal Apostolic Preferences) 的回應 

受總會提出之「耶穌會普世性使徒優先 2019-2029」(UAPs)推動，中華省開始為期超過兩年

的旅程，制定出本省 2022-2029 年的省使徒計劃。 

➢ 探討中華省的脈絡，追求愈顯主榮 

這份文件確立了本省的願景、優先事項、目標與行動，以及計劃執行時跟進評估的方式，

以作為中華省往後幾年的指導方針 

背景 

➢ 耶穌會中華省成立於 1991 年，現今包括台灣、澳門、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四個地區。 

1991 年之前：澳門原是葡萄牙省的使命、香港原是愛爾蘭省的使命。1949 年代，中國大陸

有九個「耶穌會中國使命」，委託給耶穌會各省；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大陸的許

多傳教士都聚集至台灣。這些個別的耶穌會中國使命於 1958 年被遠東省取代。 

起步前籌備小組的共識 

➢ 過程不該倉促 

本省由四個地區組成，每個地區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和複雜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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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是與所行之間，該有平衡與整合 

在制定行動計劃之前，先對所期望之中華省的文化進行反思；因為文化是我們身分的具體

體現。這反思意味著每個人的皈依，以達致省的皈依。 

➢ 過程亦是團體分辨的練習 

必須提供足夠的時間進行更深入的反思、靈修交談、及所有參與者的討論互動。 

過程及果實 

第一次省聚會 Feb。 2021 凝聚對正向與合作文化的共識 

歸納出正向與合作文化的 15 點要素，著重於 1.靈修—往內走；2.個人的建立； 3.彼此的關

係；4.回應使命。包括： 

A.依納爵靈修、反省、感恩：依納爵靈修是我們文化的要素 – 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化。 反

省與自我覺察。 

B.旅程、開放、更、脆弱、安全、學習：以天主的真、善、美、愛承載「旅程」的心態 

– 這是一個過程，一個漸漸形成/顯現的自我，一個成長型的心態，給予我們內心的自

由。 對事抱開放的態度為創造力提供條件，對人抱開放的態度為接納與成長提供可能

性。 「更」 – 指的是慷慨、勇氣和深度，而非完美主義、事業主義、 神職主義。 個人

願意顯露自己的脆弱，分享真實感受，猶如把自己的榮辱置於別人手中。而群體也能夠

提供一個安全的，有家的感覺的環境。 慶祝成，也慶祝敗 – 默觀錯誤及從中學習。 

C.共同的人性、好客、具同理心的聆聽、建設性的批評、合作：在共同的人性中強烈體

會到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當中能看到他人、也同時能看到自己人性的光明與陰暗面，以

及天主愛與神聖的創造，這也是尊重的基礎。 對不同信仰或沒有信仰的人抱着關愛、好

客、耐心的態度。 以謙卑的心達致具同理心的聆聽。 帶善意及建設性的批評，當中見

到真誠溝通，帶出不同的角度，並體現愛。 因為相信在多元之中也必有相同的「可能

性」，所以即使見到有分歧時仍願意合作。這帶來尊重，也是建構共同目標的前提。  

D.上主的使命、遊戲：將使命視為上主的使命 – 給予合作者，包括耶穌會會士和非會

士。 在「遊戲」的心態與事業之間取得平衡。  

第二次省聚會 Oct。 2021 共同分辨願景與優先 

A.使命與現況 1.重新審視我們所屬的耶穌會之使命 -- 閱讀、反省修會相關文件。2.分析

本省的處境 -- 進行全省的「強弱機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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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有三場線上聚會 Jul， Aug， Sep， 2021，會前先導讀修會文件、反省各單位 SWOT

分析的綜合結果 (本省各單位於 Apr， 2021 已進行「強弱機危」(SWOT) 分析) 

B.本省當前「強弱危機」分析結果 (參閱下圖) 

C.確立願景及五個優先事項 Mar， 2022 

▪ 願景 從依納爵靈修及富創意的合作中汲取靈感，我們 -- 會士及使命夥伴 -- 渴望與眾

生（尤其是青年及匱乏者） 同行，走向和好，成就一個充滿希望和喜樂的未來。 

▪ 優先  

1.有創意地與更廣泛的群體，包括無信仰者，分享我們的依納爵靈修瑰寶。 

2.培育耶穌會士、夥伴、可能的合作者及青年為達成使命。 

3.與青年及匱乏者同行，並彼此學習。 

4.促進體制內外正向且富創意的合作。 

5.修補裂痕，致力於天地人的和好，彰顯福音的喜樂與希望。 

草擬出省使徒計劃之目標與行動 June， 2022 

第三次省聚會 July， 2022 確立目標與行動 

  

 

從願景走向行動所依循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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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屬一省 -- 聚焦在如何充分利用我們同屬一個省的力量，包括產生協作、協同、溝

通、校準、協調、規模經濟和範疇經濟等。本著 Magis 更的精神，使其更有能量行事。 

➢ 在旅途中 --“Strategic Planning is about relationships”，需要一起學習。我們更傾向於聚

焦，而非包山包海；更珍惜過程中為我們的成員及機構所帶來的培育價值，而非堅持

實施得準確無誤或結果完美。 

重要的是為跨團隊的對話及分辨創建平台，其後才進而投身更具體的行動。 

目標及行動 

共擬定 12 個目標及 26 項行動 

➢ 針對依納爵靈修、培育、青年、匱乏者、生態與修和等優先，分別成立工作小組，進

行： 

i.現況調查（優勢、劣勢、潛力、需求） 

   ii.在人員、材料、方案設計、廣泛共享等方面，制定相應的策略規劃 

   iii.於二年內提出一份總結建議書 

  

計劃成形之後 

➢ 各單位將省使徒計劃融入自己的單位計劃 

➢ 於 2023 年 7 月 5 日舉辦線上聚會，供工作小組及單位分享進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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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7 月，各單位應就其行動進行階段性回顧，通過靈修交談，對當中的經驗及相

關的定量和/或定性數據作反省。其後由相應負責督導者彙整所管轄之單位的報告，於

2024 年 9 月提交摘要報告及其反省報告給省會長。 

➢ 耶穌會團體亦應就省使徒計劃如何影響團體生活、文化和其他相關事項進行反思，並

向省會長提交報告。 

➢ 所有報告由省會長所組織及領導的省使徒計劃團隊審議，並於 2024 年 11 月前提出更新

及完善後的省使徒計劃，以供討論和最終確認。 

總結 

這段旅程在某程度上，已是實現使徒計劃的一部分 

聆聽和分辨以及划向深處，總是處於張力之中 

➢ 一方面，我們要安心地繼續做好分內之事，信靠主而不為明天憂慮；另一方面，天

主正指導我們認真計算有助於我們實現計劃的所有資源。 

 

對基督服務團一點期許 

1. 根據你們的歷史及神恩，參考中華省的省計劃的優先及行動，嘗試找到可與耶穌會

合作及支持耶穌會的地方。 

2. 參照省計劃的進行方式，應用在你們未來的計劃中。 

3. 在依納爵靈修、培育及青年服事上，想多了解你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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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明室：關於耶穌會中華省的使徒計劃，在願景與五個優先事項中，有一項是「與青年及匱

乏者同行」，請問神父目前耶穌會在台灣有哪些扶助弱勢的工作或團體？有哪些工作可能

需要服務團的協助？ 

董神父：耶穌會在台灣的弱勢服務團體最主要的一個是台北的「新事社會服務中心」，有

多個服務項目，譬如在基隆的漁工服務；另外有新竹的社會服務中心，主要做老人服務；

還有在關西的殘障服務。我們人員有限，若是服務團有興趣，希望你們可以和新事中心的

徐森義神父或鍾佳伶主任聯絡，看看是否有可以幫忙的地方。 

春旭：在耶穌會的使徒優先文獻中提到「青年是弱勢者」，的確，面對目前的整個處境，

許多年輕人，就如我在文藻的學生，他們可說是匱乏者、脆弱者，而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對

未來缺乏前景。在課堂上，我會用依納爵靈修的概念來帶學生，與學生分享，因為個人認

爲面對青年，依納爵靈修是很好的工具和橋樑，但困難的是，在語言上它不易讓學生理

解，請問神父是否有可能讓依納爵靈修在語言上做轉譯或本地化？ 

董神父：中華省計劃的優先及行動第一點就是要「有創意地與更廣泛的群體，包括無信仰

者，分享我們的依納爵靈修瑰寶」。 

至於如何和無信仰者分享依納爵靈修，建議你們可以跟兩位神父接觸交流，一位是方進德

神父，他在依納爵靈修中心，對依納爵靈修很有心得，也有一套方式來表達依納爵靈修的

要點。另一位是孫柔遠神父，最近孫神父編了一個課程，是要教人如何做好決定，𥚃面可

以沒有宗教語言，聽說徐滙學生的家長和其他團體都反應不錯。 

在這方面服務團和我們耶穌會會士可以合作，看是否能發展出一種方法，和沒有信仰的人

也可以談依納爵靈修。 

僑榮：耶穌會多年來的工作有四大方向：天主、青年，弱勢，環境。如果是兩個團體的

「合作」，那是齊大非偶的幻想，比較踏實的是，在今後二年裡，耶穌會具體工作凝聚出

來後，找到一、二個合適的，服務團參與其中，但要注意現實的條件，就是地理的距離和

參與的對象。 

另外就是在耶穌會能夠給予的指導中，例如：神操、靈修、組織…汲取適合於我們的養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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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玲：前面三位弟兄的回應都著重於「做什麼」、「怎麼做」，是在做的層面。而剛才董

神父說這計劃從 2021 年 2 月開始，要到明年 2024 才會提出做什麼、怎麼做，所以前面三年

所要做的其實是在「建立團體」。 

董神父：是的，重點不在「做什麼」，我們耶穌會一直在做一些事情，這些事情似乎沒有

什麼新意。但有些東西卻是需要突破和改變的，就是在整個動態變化中、整個文化中我們

怎麼看自己，從中反省。 

立言：(一個問題，一項回應) 

1.提問：耶穌會在 SWOT 分析中，發現一項威脅是關於我們的信仰被社會邊緣化，但在後

續的願景或目標中，似乎並沒有針對這項威脅提出回應，請省會長可以補充說明。 

2.回應：可能合作方式～ 

中華省耶穌會士在澳門、香港、台灣、大陸四個地區流動不易，但他們的工作可以互相支

援和合作，我們服務團有大陸工作小組，協助大陸福傳和青年陪育工作，或許可以和大陸

的耶穌會士合作，或是促進大陸會士與台灣的交流，以突破會士間不易往來的限制。 

董神父：有關信仰被社會邊緣化的威脅，未來的工作小組要做出回應。但這個威脅是整個

教會所面對的危機，耶穌會可能沒辦法完全改變。其實我們的信仰除了被社會邊緣化，有

些基督徒本身也將自己的信仰邊緣化，有這麼一說 “I am spiritual， but I am not 

religious。” 這是我們面對的時代潮流和危機，很難將這個威脅解除。做法上，還是要想想

如何能將依納爵靈修或意識省察推廣給非基督徒，或可藉由大眾傳媒或網路把信仰和靈修

傳播出去，以對抗這邊緣化的大潮流。 

海珊：我想回應嘉玲姐剛才說的「做什麼」。是的，「做什麼」不是重點，其實做了什麼

的成就是人的需要，不是天主的需要，天主要的是我們的悔改。如嘉玲姐說的，這些是過

程，不是要「做什麼」，當然該要做的還是要繼續做好，但不要只想到還要做更多、更

大。但要回過來看：我們與我們的團體、文化、自己、及天主的關聯是什麼，這些才是要

優先看重的，還有我們要藉著跟年輕人的關係，讓年輕人喚起我們與天主的關係。這些是

我在這過程中的感受。 

剛才神父講到擬定 12 個目標、26 項行動，其實在這過程中我們一直做的就是團體中的靈修

交談。希望我們服務團未來在工作時、大會時都能邀請聖神與我們一起「靈修交談」，這

對服務團是最重要的，這是耶穌會教給我們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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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慧：感謝董神父特別前來和我們演講分享耶穌會的使命以及使徒優先的五個主題，讓我

們更能理解耶穌會中華省的行動與目標。對神父分享的內容中，特別對於其中的「第 4 個

優先：促進體制內外且富創意的合作」印象很深刻，因為現代社會中，有許多人，包括青

年學子、職場社會青年。。。等現代人在生活中有許多的迷惘，因為生活環境進步、科技

發展快速，現代人對於內在的需求與渴望特別強烈，當然也有很多人很迷惘在原生家庭的

傷害、人際關係、情感的傷害。。。等等，因此會尋求許多方法想要「靈修」，對「靈

修」有渴望，例如近年來崛起的「New Age」的相關靈修，在現代人的生活及社群媒體上，

非常熱門、受到歡迎。 

然而天主教的靈修可是我們的寶貝，特別「耶穌會」的聖依納爵靈修，像是意識省察、神

操、靈修交談。。。等靈修經驗，為我自己的信仰成長紮根，打下非常深厚的基礎，同時

也發現可以幫助非常多的人，無論是教友或非教友，特別這也是向非教友福傳的一個很好

的方式，讓他們有機會經驗到認識自己、認識天主耶穌！我自己也有帶一些青年團體，確

實非常有幫助，並且有其廣大的需求！所以對這一點若能有體制內外的合作，我非常有興

趣，也樂見其成！當然聽神父說都還在過程中，將來確實可以有促進合作的機會！ 

董神父：謝謝你的回饋與回應，確實天主教會的靈修若是要落實到一般人的生活中，也是

需要一些轉換和翻譯，能夠讓一般的朋友或是非教友，能夠以很簡單的方式來接觸、進

行。我們神職人員也需要教友們、信仰團體的協助和合作，一起發揮創意，所以很需要你

們的幫助，來促進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合作，以真的幫助到需要協助的人，透過依納爵的靈

修來幫助到現代生活的人，基督服務團也可以想想可以怎麼和我們來合作。 

        演講結束。接著是團體的感恩彌撒。隨後於「醉紅小酌」晚餐共融，共 31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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