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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分團 
孟惠 

美東分團團會 

時間：11/14/2024  12:30 PM 

地點： 陳薰家，Forest Hills, NY 

出席：孟惠、吳葆美、康靜雯、蘇其寛、陳薰、高志亮、梁其港 

主要活動：分團長交接 

討論： 

1. 2025 年四旬期避靜，主講：高嘉陽神父，時間三月底四月初，以神父方便為優先，人

數：全部不超過十五人。 

2. 關於暑假台灣青訪團若到紐約的綜合意見： 

⚫ 美東分團目前沒有共同服務工作，可供青訪團參觀，唯一比較多人參與的兒童道理

班，暑假不開課。 

⚫ 住宿是個問題，紐約暑假旅館價格昂貴，地點較差處，治安或欠佳。 

3. 2025 八月的區團大會在北加州舉行，之前去團長請各分團先讀三篇有關基督服務團的

文章，希望大家在讀完之後能提出服務團十年願景。 

 

 

 

 

 

 

 

 

 

4. 2026 年一月總團大會在台灣舉行，到時希望多數人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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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生活分享 

老人探望老人        吳葆美    2024-12-31 

        2024 九月至十月到日本與台灣，主要是老人探望老人之旅。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隨欲不逾距。而八十歲呢！孔子就沒說

下去了，可見當時很少人活到八十歲。現在八十歲雖不算年輕人，但也不是老到只呆在家

裡等別人來侍候，而是還可以到處跑，去做想做的事。我要探望的老人是姊妹和服務團家

人。我的二姑 107 歲，智力清楚還能吃雞腿，近年不便走路。 

        首先我去日本看 36 年未見的四姊和十妹，十妹住神戶，他訂神戶風景最美的餐廳，

有三十幾道菜，但每道是小得只有大湯匙大，百分之九十是豆製品，吃不完不可以打包，

也沒有外賣，大概是餐館怕被告食物中毒吧，剛好是節日海邊放煙火，口福眼福都享受了，

十妹直稱他自己 75 歲「老人家」，姐妹千里(萬里也)相會何其容易，尤其是「老人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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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照片自左至右: 老十、他女兒、老九、老八（我）、兩位外甥女 

        離開神戶經京都到宇都宮，它是離東京一小時火車的郊外小鎮。附近的日光市是觀光

市有日光東照宮，是供奉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的神社，是一个集山岳、湖沼、瀑

布等自然風景與神社景觀為一體的國際觀光文化都市。  
 

   
              前排自左至右: 老九、四姊、 老八，後排：四姊大兒子、媳婦 

        我的四姊九十一歲，去年搬到東京的郊外宇都宮和大兒子住，房子不大但是所謂透天，

沒有別人住在你上面或下面。同樣我們也是三十六年沒見，可見大家是何其高興！尤其能

聽到小時講的台語，三小時，午覺也免了，據說四姊當晚也睡不著，實在太興奮了。第二

天返台灣之前，四姊的小兒子帶我們去觀光淺草寺 (Senso-ji Temple)，是日本现存的具有

“江户風格”的民眾遊樂之地，是東京都内最古老的寺廟。寺院的大門叫“雷門”，正式

名稱是“風雷神門”，雷門正門入口處左右威風凛凛的風神和雷神二將，鎮守着淺草寺。

雷門最著名的要數門前懸挂的那盏巨大的灯籠。 

https://www.gltjp.com/zh-hant/directory/item/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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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右至左:四姊的小兒子、媳婦、老九、老八 

        我的另一個家人探望是老團員。70-80 年代服務團無所事事，早期團員顏國勇，離開

服務團去為老人洗腳剪指甲，現在專心照顧夫人慶雲，慶雲不認識我，一直抱歉，我說沒

關係，能見面就很好，國勇說，我去看他們，有點受寵若驚，其實我只是念舊，可惜忘了

照相。 

        接着去看家群，沒想到他竟認得我，大公子存真請客，午餐好豐盛，潘嫂健朗陪伴著

家群兄，其樂融融，潘兄高齡九十六，真是高壽。 
 

 

 

 

 

                 

 

 

        之後到文藻參加南分團的月會，比我想像的好，只有三位久仰，李惠敏、陳靜嫻和當

場連任的分團長李茂榮，聽他青訪團的報告，他的報告很特別，一般的報告都是報喜不報

憂，而他則是直言建議，真是青年有為的分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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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美的前一天有幸參加北分團的月會，會中邀請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義碩士蕭立國

弟兄演講，題目是理財新十誡。第一次聽到這樣的題材，理財與教義，我問他是那裡來的

資料，他說大多是他自己的經驗，還待繼續探討。之後聚餐，我多麽高興見到五年不見的

團員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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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灣區與北加的團員一起望彌撒，之後聚餐，真榮幸餐會有總團長、區團長、分團

長、和上任的區團長。明昭介紹 Santa Clara University ，校區細緻精巧的建築，很有歷史價

值。機緣巧合，鴻業和盛芳開四小時車，帶我與任淑萸去拜訪石修和久違三十幾年的陳豫，

他開墾十年的農場，在屋裡聊天忘了在農場照相。 
 

          

我個人對服務團沒有什麼付出，但看到基督服務團員日益增加，團務日漸茁壯，想在天之

靈，我們的神師；鄭公、單樞機、賈公、狄公、朱神父、宇恭神父、滿神父和逝去的家人

一定悅心含笑，也關心指示我們的前途，走在基督活在基督的道路上。 

 

聖體聖事的奇蹟        孟惠 

三年前，因本堂換了一位新本堂神父，我得到他的允許，可以開始每主日到附近的老人院

給住在那裡的老人送聖體。開始有將近三十多位天主教信徒領聖體。他們先望電視彌撒，

然後我和另一位教友給他們送聖體。有兩個老人院， Willow Towers Assisted Living and 

United Hebrew Nursing Home, 再加上仍住在家裡但是無法行動的老人。這其中有六，七位是

失智和失憶的病人。 

這三年中，我目睹了許多奇蹟，在此和大家分享。Doug 他完全無法行動，意識也不很清

楚。但是每次見到我便會主動的劃十字架，同時張口準備領聖体。他家人都很驚訝。他有

時連家人都不認識。 

Helen, 她永遠充滿了恐懼和悲傷，嘴裡抱怨所有不如意的事，自己躺在角落，也沒有人理

會她。我們每次去陪伴她，當我把聖體取出，告訴她耶穌基督來看她，她會突然給我們一

個最美的笑容，臉上充滿希望和光彩，全身都放鬆了，也會自己劃十字架準備領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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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 剛開始拒絕我們，說她已經不信天主了。但是我們繼續祝福她，為她祈禱。一個月

之後，她的態度突然改變了。現在她見到我們，非常高興的領聖體。 

現在我們去養老院，每位工作人員和住民都非常歡迎我們，現在連猶太教的都會來望彌撒！ 

Yolanda, 一個人住在公寓，有時候我去拜訪她，她兒子，孫女及姪女會在場，我會把當天

的福音和神父的道理給他們解釋一下。現在她兒子和姪女每主日也會上教堂望彌撒了。 

我深深目睹聖體內的耶穌基督在這些殘障、失智、被世人遺忘的老人中顯示的奇蹟。天主

並没有遺望他們，我可以深深體會到天主的愛溫暖了他們的心！他們對聖體的渴望深深的

感動了我，幫助我本人的信仰生活。感謝天主的恩賜！ 

 

我的志工工作省思        高志亮 

開始自己的志工工作經驗，因該要回溯到 2005 年。那時，我初次踏上美國國土，第一個

志工經驗是到位於紐約市曼哈頓下東區， Catholic Worker（Dorothy Day 創建）經辦的 Soup 

kitchen 去服務遊民朋友們，我做的是洗碗、清洗廚具跟送餐。當時沒有多想這件事情對別

人的意義，只是我第一次的志工經驗，充滿好奇跟新鮮感的吸引，是這種動力驅使我去做

的，僅此而已。往後幾年，直至 2013 年止，因為我需回台灣工作，所以只有寒暑假假期，

來紐約時才去工作。這雖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志工工作，它卻開啟了我對志工工作的投入。 

2013 年夏末，家庭因素我從台灣移居紐約市，但我卻沒有投入 Soup kitchen 的工作。其實，

這很容易理解的。我現在要面對的是我要正式、完全地居住下來，而不是過客式的心態，

志工這回事就被邊緣化了。現實生活的確比志工更重要，志工是行有餘力才去做的事。這

個觀點，用在理性的角度，不僅說服的了自己，用在尋求旁人的認同更是無庸置疑的有效。

所以，我就一直麻木地埋首在安排跟適應自己在這裡的生活。 

2015 年加入 Trees NY 修剪行道樹的志工行列。搬到紐約一年多後，生活工作漸漸穩定後，

這期間我也感受到志工對這裡的居民而言，似乎並不是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事，而是一種

生活的方式。我們喜歡自己的地方就要為它做一些事，其實就自己的地方自己來照顧，這

麼簡單。我也開始思考我能為我的社區做些什麼事呢？Soup Kitchen 我無法去做，因他只

有周間服務而且是中午，我需工作，所以不能去了。那還能做什麼呢？機緣巧合，社交媒

體上出現 Trees NY 徵求修剪行道樹的志工，這可太有趣了。有自己喜好的事可以做又可

對環境有幫助，時間又是在週末，當然是要去的。但挑戰來了，這是需要專業訓練，不是

憑著一己的喜好就可以去做的。所以，上課受訓跟取得認證是必要的，必且要自己付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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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習到志工不是只有一腔熱血就可以，還必須對該工作足夠的認知跟必備的技能，才能

對該工作有實際的助益。真的是要出錢出力，還要心甘情願才行。 

2017 年我加入 NYC Central Park Conservancy 的接待志工一直到現在，已經七年多了。Trees 

NY 的志工，因爲時間配合不能協調，我無法繼續。經過這幾年的生活經驗，志工似乎在

我的生活裡也變得不可或缺，雖然我依然要上班。所以，我從我個人的喜好、能力、跟環

境關係，找到了這個志工，這個工作一樣要自費受訓、實習跟通過面試。而且，它需要承

諾每週服務 12 小時。這對還在工作的我是很大的挑戰，但我還是接受了並且還持續到現

在。我學習到，志工這件事，不僅要滿足自己的喜好能力，還要真正對他人有好處。既然

是要對他人有好處，為他人思考的角度就要超越個人的承擔。比如，現下的天氣要在小亭

裡（沒有暖氣）值班 2 小時，為遊客送公園地圖、解說問題、引導方向，其實是太具挑戰

性了。其實，我們可以很有理由說不去的，但一想到現在是旅遊旺季，很多很多人是很難

得有機會來參訪的，如果我可以幫他們順利又盡興的飽覽公園的景觀，有什麼理由不去呢？

即使，它對自身有一些不便。說不上什麼犧牲奉獻那麼偉大，只是把別人的需求放在自身

考量之上，那很多事便會有不同的風貌了。 

這是我自己從 2005 年到 2024 年底的志工省思，不論期間種種的過程變換，充實感從內心

油然而生，卻是千真萬確。下一個課題是為什麼為別人做事會有充實感？我想再繼續從實

際的志工工作中來體驗。 

 

感言       康靜雯 

每年聖誔節，都會帶著感恩的心渡過，今年更加感受到天主的眷顧與祝福。因疫情關係，

與定居海外的親友多年沒見，於是相約十二月回港渡歲，一方面和在港的哥哥們聚舊問好，

另一方面拜祭父母，感謝多年來養育之恩及循循善誘的教導。後生一輩本來也有工作在身，

為了珍惜難得的相聚機會，百忙中更抽空飛越萬里前來參與。 

留港匆匆三星期，每次聚會都充滿著親友們歡樂的笑聲，姐姐甚有台型的歌藝，哥哥從不

間斷的冷笑話，姪兒們東拉西扯無所不談，雖然各人年齡可以相差數十載，卻全無芥蒂，

正確說法是「冇大冇細」，不著邊際卻又精彩絕倫的對答你來我往，經常爆出震耳欲聾的

笑聲。或許對於其他人，這是令人頭昏腦脹的噪音，但對我而言，這是世上最窩心最動聽

的樂章。 

最後，多謝天主讓我成為這大家庭的一員，但願這樂章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