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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分團 

金秀蓮 

團員動態及活動 

(1) 2023/07/01 恭喜君漢、孟柔家新添一女嬰，祝福寶寶健康快樂地成長，也祝福他們闔

家平安、健康、喜樂。 

(2) 2023/07/03～08/03 春旭和王琪到大陸山西、河北教會講課一個月，謝謝春旭夫婦承擔

延續服務團的大陸服務工作。下面是春旭的此行分享。 

   四年後，再次來到，待了 30 天，去了 6 個地方，主要在講課，人生哲學與心靈覺醒、善

意溝通、聖經與生活。這次事先提供 3 門課的完整課綱給接洽人，他們根據課綱選定

適合他們學習的課。 

   首站給 4 位初學修女講善意溝通，她們喜歡這課程，切合生活中人際關係衍生問題，學

習過程投入、熱忱、歡喜。這一站其實是落腳的中繼站，因此，給初學修女講課是利

用去下一站前的一天及回來後的半天。 

   第二站給教區 22 位修士及 6 位修女講「人生哲學與心靈覺醒」。課程共 13 單元，一個單

元 3 小時，6 天半完成。教室在修院舊時的聖堂，沒有空調，悶熱，有固定式投影機、

音響、三人共坐桌椅。教區想讓放暑假回來的修士集中學習，首堂課，感受修士們有

些抗拒，為什麼放暑假還要上課？按著在文藻講課的節奏及態度，每一個單元都以靜

心開始，看影片問關鍵字、講解、作業、小組討論與報告、小組提問，學習者在多

樣、變化的教學過程參與主題的思考及表達，課前的小組提問讓學員思考單元的意義

及相關層次，培養自主學習態度。第二單元開始，觀察修士的學習態度較前一單元投

入許多。修道院培育資源豐富，有專職的廚房、總務、教學、培育、整建等督導神

父。教區的聖召培育嚴謹而用心，因此，共有 20 幾位修士。每一天下午 6:30，在修道

院對面的教堂有平日彌撒，我們都會去參加。上完一天 6 小時課後，感到疲憊無力，

但參加彌撒讓自己感到跟教友、修士、修女在基督內連結在一起，有一種神魂超拔的

聖神感。 

   最後一個單元，學員成果發表，全部上課修士修女及跟課神父修女，都發表 3 分鐘學習

下午心得。90%成員表示，這次上課的方式及學習效果超出他們的預期。貼近生活的

短視頻很幫助連結單元主題，關鍵字及作業引導深層的議題思考而不停留問題表層，

小組提問讓組員思索主題及重組議題的相關提問方式，小組討論及報告讓學習者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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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觀點。3-4 人提及，從教師的多樣、緊扣、層層鋪陳的教學手法，認識翻轉教學

能讓學習變的輕鬆、有趣、有深度及廣度的探索。這四年來在文藻教學的翻轉及靠近

學習者需求的展演，收到實質的肯定，感覺欣慰，讚美聖神的引導。 

   第 3 站教區修女院五天善意溝通開始，共 10 個單元，上下午各 2 小時，第 3 天，下午增

加為 2.5 小時。修女年齡從 60 至 35，教育水平及接受培育都不同，但上課時勤記筆

記，專心聽講，並勇於發問。善意溝通對修女們來說是陌生的，有聽過沒學習過，但

很快能跟上，因她們的經歷及好學。第四天徵得修女同意，第五天改為工作坊形式進

行，目的在讓修女們有更多操練實作。課程結束隔天，院長修女送我們到火車站，等

候車班時，她說，我們修女們有二年沒有一起學習過了。這次的學習跟往年的不同，

沒有人上課遲到或早退，這是過去沒有過的。 

   來到最後一站，上完第三單元「聖經與生活」。今天上午想去認識教友家走走，這是追

憶過去的記憶，重溫 4 年前梨園摘梨，影片的紀錄。一個月的行程來到最後二天，準

備行李返回台北。回顧 6 站的講課匆忙而規律，都在預定中而逐一具體進行，除了站

與站之間的移動當天不講課之外，每一天都講課。下了課偶而感到疲憊、虛脫，但能

在聖神的合作裡，提供學習者應用生活化、本地化方式傳遞福音，是最大的喜悅。 

    

(3) 2023/07/15～07/16 台北總教區傳協理事共融營 

時間：2023/07/15 (9:00) ~ 07/16 (16:30) 

主題：建在山上的聖城－服務與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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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新北市新店崇光中學文萃樓 

此次兩天一夜的傳協理事共融營是回應台北總教區鍾安住總主教的特別邀請，除了鍾

總主教、林天德副主教、教理推廣中心的修女外，參加的顧問、理事們共 35 人。 

活動在總主教主持「開幕彌撒」中拉開序幕。接著是教理推廣中心的三位修女分別帶

領不同的教理主題：（1）白永慈修女-- 內心空間：基督徒的祈禱生活；我與天主的關

係；分享世界之光。（2）高樂祈修女-- 傳家之寶：信仰的寶藏----信經；如何與他人

分享我們的信仰、天主的愛；----信仰活動：賓果及桌遊。（3）王佩臻修女-- 基督的

心跳：基督奧跡的慶典，基督的生平、禮儀年；如何與基督有一致的心跳（心電

圖）。修女們希望藉由祈禱、教理和活動，帶領理事們進入信仰靈修生命的回顧、整

合、再出發。隨後是范姜群暐（木頭）老師主講「傳協會的基本性質與內涵」。晚餐

後，教理推廣中心修女帶領團體共融活動及晚禱禮儀。 

第二天～ 首先在聖堂參與主顧傳教修女會修女的晨禱；早餐後，由錢玲珠老師演講

「建在山上的聖城」，分組討論後，再由木頭老師與大家分享「服務與領導」，接著

午餐休息。我因當天下午要主持服務團北分團月會，午餐後先行離開，但活動繼續進

行到下午 4:30 結束。 

綜合兩天的活動，主講者的分享內容豐富多元，修女們的教理課程更是活潑有趣，讓

大家收穫滿滿；再者，每個分享主題的分組討論，理事們也都熱絡交流，進而增進彼

此的友誼。非常難得的是鍾總主教兩天全程陪伴與大家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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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07/31 (週一) 胡寶林夫婦七月自維也納回台，今天中午與一些團員在台北小小樹

食(蔬食店)聚餐，彼此交流共融，氣氛熱鬧歡愉。參加的有：寶林夫婦、饒神父、僑

榮、嘉玲、晉德、美基、巨烘、麗如、龍章、順潮、張銑、成亞、石修、小霞、素

玲、純媛及夫婿(成大同學, 來自香港)、耀堂、心怡、秀蓮。 

今天是依納爵瞻禮，也是耀堂、心怡結婚廿四週年紀念，大夥祝福他們倆結婚週年愉

快！ 

 

   

(5) 2023/09/02～09/14 沈新梅回台之旅～  

新梅姐於 9 月 2 日清晨抵達桃園國際機場，開始這 13 天的探望老友、認識新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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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榮哥、嘉玲姐當天一大早前往機場接機，由於他們兩位事前週詳的計劃和安排，使

我們台灣多數的團員從北到南都有機會與新梅姐見面。 

9 月 3 日晚上，僑榮哥/嘉玲姐邀請大家在台北與新梅姐相會，地點在晉德哥/美基姐家

樓下的福聚園餐廳，老、中、青團員朋友共 27 人參加，除了享受美食，大家更熱情的

敍舊家常，歡樂融融。席間紀復大哥分享新梅姐「愛的故事」，述說她為家人奉獻的

努力，令人感佩！新梅姐也感謝鄭神父六年的培育，她說若是沒有鄭神父，她就不會

有這麼多的朋友。 

很遺憾的，由於颱風肆虐，紅瑋區團長、立言校長及敏儀當天無法分別從花蓮、宜

蘭、楊梅前來與大家相聚。之後，9 月 9 日紅瑋又專程來台北看新梅姐。 

又：趁此難得機會，莉慧為 CSC 拍片計畫也安排訪問了「老團員沈新梅」。謝謝莉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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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常聚會：北分團每週四晚上 9:00 有線上晚禱（Google Meet); 約每兩週有一次讀經聚

會，時間是週六晚上 8:00，輪流在不同團員家中進行，會後有好吃的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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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活動 

（ㄧ）北分團七月份月會 

時間：2023/07/16 (週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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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靈修交談  (2)歡送蕭垚仁、粘慧心赴美留學 

出席：歐晉德、胡僑榮、劉嘉玲、陳小霞、周岫琴、宋祖思、劉巨烘、陳麗如、張陳

允、陳莉慧、金秀蓮、葉翠雲、粘慧心  

閱讀資料：〈談「基督服務團」的精神〉（歐晉德 2009 年 第七屆總團大會） 

靈修交談題目：閱讀文章時帶給我什麼光照、感受、祝福、挑戰或邀請，使我對晉德

大哥舉出的幾項服務團神恩特別有感動？請選擇最觸動你的一點與我們分享。 

提醒：請以心靈用聖言誦禱的方式閱讀，請學習聆聽聖神藉著你的心的「觸動」向你

說的話。 

流程：（一）14:35~16:00 靈修交談  

分兩組：分別由張陳允、金秀蓮擔任協調人 

  歡迎及提醒 3 分鐘 

  小組時間 80 分鐘 -- 

  - 會前禱 3 分鐘 

  - 天氣報告 5 分鐘 

  - 文章默想 5 分鐘 

  - 第一輪分享 4 分鐘/人 

  - 靜默 3 分鐘 

  - 第二輪分享 2 分鐘/人 

  - 靜默 2 分鐘 

  - 第三輪分享(一句話或一個圖像)  < 1 分鐘/人 

  - 回顧 5 分鐘 

  - 會後禱 3 分鐘 

 

（二）16:00~16:30 歡送蕭垚仁、粘慧心赴美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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垚仁這個月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受訓，不在台北，所以今天不能與我們共

聚，我們請慧心與大家分享他們的近況。 

慧心：幾個月前，垚仁申請到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博士班入學許

可及全額獎學金，將於 8/2 前往美國就讀，我們也已於五月初註冊結婚，去美國

後，慧心將繼續原來的工作，遠距上班，但每 3～6 個月會回台一次。 

為慶祝他們的喜事和出國留學，大家一起共享了 10 吋黑森林蛋糕，祝他們在

美國的生活一切順利。 

       

 

（二）大風下午茶 

時間：2023/07/24 (週一) 晚上 6:00 

地點：芝生食堂 (台北市捷運忠孝新生站 2 號出口) 

出席：王緒安、蕭垚仁 Jackie、粘慧心、陳莉慧、蓉瑋 Wendy、金秀蓮。 

垚仁 Jackie 和慧心 8 月 2 日即將啓程前往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時間緊迫，因此約了他

們兩位可以的時間進行 7 月大風下午茶小聚，同時為他們倆餞行。聚會中，大家一面

享受美食，一面分享生活近況。垚仁和慧心說他們到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後，

將直接入住學校宿舍，稍作歇息整理，兩天後垚仁就得進實驗室工作了，許多居家生

活所需安排及文件申請，要靠慧心多擔待了。大家特別為他們倆祈禱平安順利，並早

日回來與大家見面。也祈願天主保守彼此的家庭平安、健康、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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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送精美小禮物(十字架串珠手鍊)給這對新人。 

  
 

（三）北分團八月份月會 

時間：2023/08/20 (週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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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捍衛弱小者」 

講者：李驊神父 

記錄：金秀蓮 

出席：黃鳳梧、蔡慎明、嚴美萍、潘春旭、王琪、劉巨烘、陳麗如、宋祖思、胡僑

榮、劉嘉玲、歐晉德、黃美基、潘錫淦、金秀蓮、張陳允、葉翠雲、張正金、

陳小霞、石修、 區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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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2:30～2:35 基督服務團信條 

2:35～4:00 李驊神父分享+問答 

4:00～4:30 大陸講學心得分享（潘春旭） 

春旭與王琪於 7/3~8/3 前往大陸講學一個月，感謝春旭慷慨答允分享他們的見聞

及服務心得。 

李驊神父分享～ 

首先，請問大家什麼是「兒少保護」？ 兒少保護是指對未成年 18 歲以下孩子的保護。 

一般而言，我們都希望平時在媒體上看到的不好新聞，如性醜聞等，都不要發生在我們自

己的孩子或孫輩身上，或是教會的醜聞不要發生在我們的教會當中。但事實是，它們就是

會發生！在我成立兒少保護辦公室三年來，雖然只收到過一個兒少舊案，但成年人的個案

卻時有發生。傳統上我們的教友和主教們多認為犯錯者（加害者）應該會改過，只要不再

犯就好，所以傾向容忍、不公布。 

試問你們當中，如果有人知道神職人員或教會裡擔任領導服務的人員有性騷擾事件，你會

舉報告發嗎？我的經驗是大多不會。但經過這些年的學習，我認識到這樣掩蓋性醜聞事件

是錯誤的，加害者應該被公布、受控告，不能讓罪惡隱藏在黑暗中。但在實務經驗上，我

遇到的所有加害者都會否認，縱使是罪證確鑿。至於過去一、二十年的舊案，因缺乏證

據，若加害者否認，事件就很難處理定案了。 

如果一個社會的文化和職場對女性是不公平的，那麼大概對弱小者（包括男性與孩童），

也會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我們彼此能設立好界線，在教會內，讓神職人員與教友都知道

有這種界線，那麼弱小者就能受到較好的保護，也就是說，越是有這種知識（界線感），

我們的孩子就越安全。然而這是一種文化，需要慢慢來改變。事實上，在歐美教會許多個

案的發生，就是沒有守住這種界線。 

整體而言，約有 10%神職人員涉及性侵事件。給一些數據：自 1950 年起，法國超過 21 萬

兒少遭受天主教司鐸和修道人員侵犯，涉案神職約 3,000 人；另外，我很欣賞的若望小兄

弟會，他們統計自 1980 年來，40 年間犯兒少性侵的神職人員達 8%，很可觀的數字。感

謝天主，在台灣的個案少很多。所以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教會竟做出這麼錯的事情？因此

教宗方濟各說：「這是我和我們羞愧的時刻」，並開始許多行動來面對教會所犯的錯誤。 

捍衛弱小者是教會和基督徒最核心的使命，而不只是我們「另一個」重要的工作，因為耶

穌基督來，就是要讓弱小者、邊緣人都來到祂的跟前，受到關懷與保護。所以無論我們從

事什麼工作，讓最幼小的成員，在安全的環境中經驗到天主的愛，是我們使命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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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侵害在教會裡不是這個世紀才有的事情，西元 60 年《十二使徒遺訓》就曾記載：不

可誘拐男童。西元 309 年大公會議規定：性侵男童將被逐出教會。接著在教會的歷史長河

裡陸續有相關規範出現，直到 2014 年，教宗方濟各成立兒少保護委員會，進一步保護兒

少免於教會內孌童癖的危害。 

一般而言，加害者針對的大多是一些「缺乏愛」的弱小，他們藉由對個人的特別關懷加上

有心的操控來達到性侵的目的。多年來，面對加害者，我們(教會)犯了幾點錯誤：(1)不聆

聽受害者，反而被加害者操控、(2)低估了自己地區兒少性侵的發生頻率、(3)誤認所有加

害者都可以痊癒，或會改過而不會再犯、(4)誤解了對加害者的寬恕（「寬恕」不等於可以

再被「派遣」職務）、(5)人格，人性發展，性教育培育不足、(6)不認識危險記號或視而不

見。然而經過這些年不斷地反省，教會做了很重要的改變，就是「從保護自我，或保護加

害者，到聆聽受害者」。同時，提供預防錯失及補救的措施，使兒少性侵害的事件已大幅

度降低。 

處理兒少性侵害的問題，教宗提出了「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也就是：

(1)絕不容許在教會內發生任何對兒少的性侵。(2)絕不容許被性侵的兒少及其家庭受更多

的苦。(3)絕不容許教會高層對兒少性侵採取不當的回應。(4)但是牧靈上對兒少性侵的神

職，卻要關懷。不論是對被性侵的兒少，或是對犯下性侵兒少的神職，我們都需要對他們

抱有真誠的關懷。（如果天主只剩下公義，他就不是天主了。） 

過去教會採用所謂的「容忍」政策，是基於 Less Evil Principle，就是說：有些壞事可以容

忍是因為 (1)避免立惡表、(2)避免造成更大的惡、(3)增加讓犯罪者悔改補贖的機會。從傳

統的角度來看，司鐸性侵兒少，是屬於倫理上的罪。對應方法是：辦告解、加強靈修、調

換新環境重新開始。然而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司鐸性侵兒少，不只是屬於倫理上的罪

（sin），更是刑法上的罪（crime）。同時，是從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庭的角度出發，因此應

對方法很不一樣，也就是所謂的 Victims centered/oriented. 

教會「掩蓋」事實的歷史原因及轉變：(1)傳統倫理對罪的回應是「悔改補贖」。(2)過去歐

洲教會強大，教會以及教會法權威凌駕於政府和民法之上，所以教會傳統向來不會把「自

己人」交由民法「制裁」。一直到十八世紀末，民法才慢慢從教會法中獨立出來，取得該

有的地位（例如：婚姻，死亡，商業合同等等）。(3) 現代社會的認知是，一個司鐸犯了

罪，就應該受到政府司法懲戒，而不管教會會怎樣懲戒該名司鐸。這也就是為什麼梵蒂岡

要教會領導與政府合作，將兒少性侵案件，交由政府處置。 

總結過去處置失當的原因：(1)因為心理學、犯罪學發展不足，不知道加害者的心理扭曲狀

態，以及不知道對被害者的嚴重傷害。(2)使用錯誤的方法來保護教會的名聲，而不是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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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的角度來處理。(3)錯誤地認為法典自外於政府法律，因此傾向機密處理，並以內庭倫

理方式處理。 

我們要為侵犯受害者祈禱、和行動！教會的行動主要包括： 

一、訂定《保護聖事的神聖性》手諭（2001 頒布，2010 修訂）。內容包含：(1)配合政府主

管機關調查，讓犯案者接受應得的民法懲罰。(2)持有和散佈兒少的色情影像，列為最嚴重

的罪行，而且將原來訂的 14 歲，提高到 18 歲。(3)原來只有聖職人員才能擔任教會法庭的

律師或委員，現在專業的平信徒也可以。(4)不可以強迫舉報人、受害人、或證人對案情保

持秘密。 

二、牧函《自動諭》（方濟各 2016 年 6 月）。其中述及：教會法已規定因「重大理由」撤

免教會職務的可能性 - 這也包括教區主教、及依法與主教等同者。在上述「重大理由」中

也包括主教在未成年者和脆弱成年人遭性侵犯個案中的怠忽職守。 

三、《你們是世界的光》手諭（2019 頒布）。此法令 (1)適用於聖職人員、獻身生活會或使

徒生活團成員。(2)應在一年內設立舉報機制。(3)當得知有犯行時，「有義務」「及時」將

事實呈報事發地主教。(4)不可要求欲舉報者保持緘默。(5)教會應確保受害人「及其家

庭」，得到重視和尊重。手諭中也清楚規定，如果樞機或主教涉案，應由信理部在舉報後

30 日之內採取措施，或授權教省總主教，或提出適當指令。每 30 日，教省總主教應向信

理部匯報進度。整個調查應在 90 日內完成。 

四、Vedemecum, July, 2020《性侵案處理指導手冊》。這個手冊有 30 多頁，分為 9 大章，

四個層面。內容針對處理聖職人員侵犯兒童案的若干程序要點，回答主要問題。四大層面

包括：(1)保護，善待牽涉其中的所有人。(2)務必謹慎地核實每個信息 (匿名信也要處

理)。(3)謹慎負責地面對公眾。(4)強調教會與國家合作的重要性。 

為回應教宗方濟各捍衛弱小的行動和呼籲，教會機構內也先後設立了防護措施 - - 以耶穌

會在台灣為例 - - 2019-2023 耶穌會的措施包括：(1) 2019 年 7 月底成立「兒少保護暨專業

倫理辦公室」、(2)發布「耶穌會兒少保護政策暨準則」、(3)在耶穌會各機構張貼兒少保護

海報、(4)評估各機構兒少保護風險，並加裝透明玻璃、(5)舉辦各項專業訓練和預防活

動。明年將推動「2024 強化捍衛弱小計畫」，包括：(1)提供全額獎學金，參與馬尼拉亞典

耀大學四個月密集的專業訓練課程。(2)籌組防護宣講團隊，訓練一年(每月一天) 投入巡迴

宣講：「兒少權益」、「機構兒少安全防護」、「網路性誘拐」、「校園霸凌」、「青少年關懷議

題」、「性教育繪本」等等。(3)籌組治癒重建團隊，協助性虐受害者重生。 

問答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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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修：請問被侵害者有什麼樣的心理傷害？ 

李神父：很慘！這是一輩子的傷害。尤其是在教會內被自己信任的神職人員侵犯，他們要

恢復信德很難，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重建。 

石修：目前的性平法有很多問題，許多隱藏的條文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不知道教會有沒有

警覺到或有什麼作為？ 

李神父：有，教會有意識到性平法的問題，也一直有參與討論。例如近來政府想強行通過

的平等歧視法/性平法，其中一些內容會摧毀許多我們信仰的價值觀，但因教會力量不夠

強大，很難阻擋它的通過。 

僑榮：基督教的牧師可以結婚，他們的性侵案較少？ 

李神父：基督教犯案並沒有比較少。調查中發現，負責童子軍、或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

(即類似於教會環境)的老師們，他們的犯案率比神職人員要高。而基督教可能比天主教更

嚴重，因為他們雖然看到情況惡化，但無法有效制止，因為不同教派間彼此意見不同，做

法不同。而我們有教宗做統一處理和規範，使犯案率下降。性侵其實是「心理」問題，與

結婚與否無關，與性衝動無關，因為性侵案中，有八成是對熟人性侵，很少在街上看到因

衝動而性侵。 

秀蓮：謝謝神父精彩的演講。由於時間限制，若是大家還有問題，請私下與神父聯絡。 

4:00～4:30 春旭分享大陸講學心得 

分享內容載於上面「團員動態及活動」中，請參閱。 

會後僑榮大哥/嘉玲姐邀請李驊神父、石修兄及秀蓮在 Bellini 義大利餐廳晚宴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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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分團九月份月會 

 時間：2023/09/17 (週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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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慧 

主題：「台東聖母健康園區及真福青年工作的展望」 

講者：王志弘老師 

記錄：金秀蓮、陳莉慧 

流程：2:30～ 2:35 基督服務團信條 

2:35～3:50 志弘老師分享+問答 

3:50～4:20 團員生活分享 

4:20～4:30 報佳音活動報告及討論（劉嘉玲） 

5:30～聚餐共融🍴 

出席：陳莉慧、黃鳳梧、陳國森、嚴美萍、潘春旭、王琪、王緒安、劉巨烘、陳麗

如、宋祖思、胡僑榮、劉嘉玲、歐晉德、黃美基、潘錫淦、張陳允、簡婉玲、

陳小霞、劉政宏、陳巧瑜、顧庭伊、賈德蘭、王雅恩、王雅加、陳憶蘇 

(今天北分團月會志弘老師一家人來分享台東聖母農莊、真福青年工作與展望，還帶來

好吃的麵包與我們分享～） 

志弘演講分享~~ 

一、台東聖母健康園區 

（1）我與聖母醫院的相遇 

說到我與台東聖母醫院的相遇，要從 2009 年莫拉克颱風說起，當時我曾協助安置颱風的

災民，並親自參與農地的整頓工作。接著是 2016 年尼伯特颱風，尼伯特在台東登陸，造

成嚴重的災情，大樹倒下，聖母農莊幾乎全毀。當時我帶著童子軍團隊以冒險王的精神，

數度前往聖母農莊，幫忙搶收田𥚃殘餘的草本植物、恢復吹毀的農莊、並到各個角落協助

災後重建工作，如竹舍修建、瞭望台搭建等，使農莊得以恢復營運。這其中有許多感人或

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略）。 

「東區職業訓練中心」，這是由來自瑞士的雷化民神父（雷公）所創辦。1960 年代，在家

人及教會支持下，雷公於台東寶桑天主堂鄰近的空地，籌設技藝訓練班。後來徵得「天主

教公東高工」的同意，以該校附設「學徒班」的名義，招收失業的原住民青少年，給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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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訓練，1965 年正式成立學徒班，多數為原住民，以及少數貧苦的平地少年。學習期間 3

年，供應學員膳宿，所需鉅額經費，均來自雷神父家人、親友，以及瑞士教會。1970 年

代，職業訓練中心取得臺東縣政府讓售中興路約 6 公頃建地。之後，雷神父向內政部申請

設立「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練中心」，開始接受委託訓練，而這財團法人的設立卻方便了

日後教區對這建地的使用及管理。1990 年代初期，東區職業訓練中心由公東高工接管。

2019 年 4 月，雷神父的孫姪兒 Thomas 專程從瑞士回來台東看大家，想當年才 5 歲的

Thomas 跟隨家人來到台灣，探望長期居住在台東的舅公雷神父，再度重遊台東東區職訓

中心，讓 Thomas 看到舅公經營過的地方，一片欣欣向榮，覺得非常有成就的感覺！ 

再說回台東聖母農莊～～ 

2017 年，由於退輔會要將農莊租金調漲一倍，而東區職訓中心當時大部分的建築呈閒置

狀態，幾經考量，聖母醫院決定把農莊遷移到東區職訓中心的 6 公頃建地內，當時這裡有

33 棟建築，職訓中心只使用 3-4 棟，其餘均閒置未用，形同廢墟。為了把農莊遷入，我們

同濟童子軍團發揮了「螞蟻雄兵」的力量，與農莊的員工們一起清理「廢墟」，把原先兩

棟三層樓男生宿舍內的傢具物品（約 43 噸重）用人力拆解，並從每一層樓清出運走，地

下室許多垃圾也一併掃除，八天內完成任務。 

2018 年，院長容許我帶領童軍團上山探訪老人，學習泰源耆老的智慧：竹藤編織工藝。 

2019 年，院長辦了一個為期三天的失智老人營隊「我愛爺奶夏令營」，這是教台東小朋友

們知道什麼是失智長輩的訓練課程，院長請童軍團來協助營前訓練並帶小朋友們營隊活

動。同年，還舉辦了重要的「生命探索營」，分別在跨過濁水溪的聖愛山莊、來到大漢溪

的恆毅中學、越過中央山脈的聖母健康園區進行。 

2020 年，當時在台東沒有全天 24 小時照顧長輩的機構，聖母醫院為了發揮「愛主愛人、

尊重生命、為窮人服務」的精神，決定在東區職訓中心的建地內規劃成立長照、失智老人

照護園區，於是我們童軍團隊再次前來協助清理剩下的閒置建築，再度發揮螞蟻雄兵的精

神，完成任務！ 

（2）我的轉換跑道 

2020 年，當時我在同濟中學，因為看不到學校的願景及未來發展的方向，所以決定轉換

跑道。加上之前與聖母醫院陳良娟院長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對話，在經過審慎分辨後，

決定來到聖母醫院工作，雖然這違反了我先前的兩個「決不」：1、決不回到教會機構工

作，2、決不到醫院工作。（哈哈）  

（3）我在聖母醫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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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部門是新設置的「公關發展室」，後來改成「企劃發展室」；工作的內容則是聖母

醫院的宗旨「愛主愛人、尊重生命、為窮人服務」；工作的地理範圍，依人事室規定是在

台東縣內，離開台東縣出差要寫公假單。 

簡介聖母健康園區「探索地圖」，園區佔地兩萬坪。 

我的工作項目包括：1、營運快樂運動館/競技館；2、森林好食光/田園餐廳；3、培育青少

年，包括培育志工團隊、台東青少年領袖培育、培育真福青年、聖母安親班、和平實小移

地上課；4、童軍運動推廣；5、各種牧民活動；6、接待特定類別訪客、7、幹部及儲備幹

部訓練；8、各種講座與成長課程；9、各種主管交辦事項。 

  
 

二、真福青年工作 

生命探索營與真福青年 

（1）生命探索營小史：2011 開始舉辦，2012 舉辦三個梯次。2013 腰斬，2014 成立真福

青年。2015 第一次復辦（推手豫台哥），2018 豫台哥結束真福山任期。2018 第二次復辦

（推手晉德哥．發熹哥），2021 疫情延燒停滯。2022 第三次復辦。 

（2）一些名稱上的說明：第一次參加的青年：真福寶寶；第二次參加的青年：小真福；

小真福後成為大學生：真福青年；出社會或研究所的青年：真福青年。其他：真福蛋、真

福老寶寶、夫子團（送孩子們來參加活動的老師）。 

活動：生命探索營．小真福工作坊．真福青年共融營。 

（3）生命探索營的對象與定位： 

被學校老師．主任．校長；或堂區神父．修女．輔導；或基督服務團團員所推薦具有服務

熱誠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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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傳達「愛」的訊息，而不是對他們「傳教」，因為天主是愛，樞機說的是活出愛。 

真福青年們的自我期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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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成己、攜手合作，改造世界。 

（4）聖母醫院對生命探索營的支持： 

良娟院長十分欣賞並支持生命探索營的推動與真福青年的培育。 

聖母醫院給予我和德蘭公假參與生命探索營及培育真福青年的服務。 

聖母健康園區做為真福青年的家，他們想回家時，可以隨時回家。 

生命探索營的裝備，目前存放在聖母健康園區的庫房。 

（5）生命探索營一些待改善的事與省思： 

2022 年因我和明鋒離開同濟，招生推廣的工作回到單國璽基金會實施，因營隊方向的不

熟悉或繁雜，導致效果不彰。 

是菁英培育？還是普及培育？ 

在職真福青年的持續陪伴？ 

真福寶寶．小真福．真福青年的能量能否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6）明年開始生命探索營的變化： 

因應沒有連續假期，生命探索營只能在寒暑假實施。選擇周末實施，讓社會真福青年能回

溫。 

兩次生命探索營中間，均有真福青年共融營。 

為提升培育效果，小真福工作坊將與真福青年共融營合併實施。 

邀請卓越的小真福，參與生命探索營的見習與實習。 

（7）2023-2024 期程規劃： 

2023/10/07-09 真福青年共融營暨小真福工作坊（台東）：15 位真福青年、2 位小真福、13

位真福寶寶 

2024/02/02-05 第一梯次生命探索營（暫定） 

2024/05/17-19 真福青年共融營暨小真福工作坊（暫定） 

2024/06/29-07/02 第二梯次生命探索營（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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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8-29 真福青年共融營暨小真福工作坊（暫定） 

謝謝大家的聆聽！ 

問答交流： 

1. 美基姐回饋：志弘很厲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做這麼多事情，而且把這些工作都串連起

來了。 

2. 政宏詢問伯陶大哥的領導力工作坊。 

3. 王琪：童軍前往服務有什麼回饋？ 志弘回覆：沒有回饋，就是服務，連獎狀都沒有。 

4. 巨烘提問經費、招生等的需要：是否需要服務團或樂銘基金給予積極具體的團體資源協

助？目前比較偏個人贊助，若以團體事業立場或名義可以如何協助？ 志弘回覆：招生比

較屬於師生信賴的關係，這種關係需要培養；經費上目前沒有太大問題。 

5. 嘉玲姐：單國璽基金會與生命探索營之間的合作關係，不太明白？經費上的申請後來是

怎麼樣呢？ 志弘回覆：豫台哥時期和後來的不同。 晉德大哥回覆：豫台和媺嬰時期，確

實是和單國璽基金會的合作關係很清楚，因為這是樞機的心願，就是培育青年。後來連結

有點斷掉，比較可惜....，但是後續執行，還是堅持繼續辦生命探索營，找經費...等等的努

力。再談到真福青年訪美的計畫，今年也重新執行，有四位前往美西，拜訪服務團的團

員，參加當地的營隊、朝聖、開眼界....爭取獲得四川基金會經費的支持，期待青年工作有

一氣呵成的概念。 

6. 晉德大哥直接 cue 雅恩分享，因為她今年就是真福青年訪美的代表（雅恩說要準備，稍

等再分享） 

7. 春旭：回應文藻的教育工作以及現在青年的狀態，再一年即將退休，志弘的分享給我思

考自己將來的福傳志業。 

8. 莉慧：請將北上的真福青年名單 pass 給我，可以透過大風下午茶來陪伴，例如像政宏、

金縈...等人，都跟北分團很熟悉，最後謝謝志弘老師。 

9. 後面是雅恩分享今年訪美的收穫與印象深刻的地方，有四位真福青年一起去，拜訪了美

西的服務團團員。10/8 在生命探索營中會有更完整的分享。 

10. 政宏：分享自己參加生命探索營、真福青年的成長與影響，到現在與服務團的忘年友

誼，非常難得也很感恩。現在在職場上也受到許多服務團前輩的關心、支持與鼓勵，感到

非常感恩，例如晉德大哥會找他吃飯、公楷哥和緒安姊的關心，因為剛好自己也在金融

業，公楷哥也提點許多...等等的，以及大風下午茶團體的關心。到現在也領洗成為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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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了，一路上感受到天主的照顧，再碰到巧瑜...。 

11. 巧瑜自我介紹與分享：在天主教家庭長大，香港人，因為朋友介紹認識政宏，所以也

是感謝天主很巧妙的安排，她發現政宏常常跟天主教的人往來，覺得很特別。 

12. 新朋友顧庭伊的自我介紹與分享。 

13. 南分團憶蘇剛好在台北，參加本次的北分團月會。 

會後大家走到附近的「有意思居酒食堂」晚餐交流，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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