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泰澤的起源、發展及詩歌模式 

泰澤( Taizé )原是法國南部布根地的克呂尼( Cluny )一個荒涼的

小村落，自從一九四０年開始，羅哲與一小群基督徒在此建立起小修

道團體，直到今日，泰澤逐漸成為世界各地追尋靈性安寧與和平的年

青人的「朝聖地」，許多人潮湧向這個小村，各個基督教不同教派的

要員也時常訪問這個尋求著修和、共融的修道團體。沒有神蹟，沒有

驚人、震撼性的宣講，就只有樸素的共同生活以及簡單的詩歌與禮

拜，泰澤團體卻逐漸成為本世紀追尋著普世教會合一的一個重要現

象，甚至吸引著許多對教會不再感興趣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在泰澤

團體的生活中為了推動世界和平、促進人類修和，重建人間信心而做

準備。133 

 

第一節 「泰澤團體」的由來 

「泰澤團體」 ( Taizé Community )開始於一個年青人的夢想。廿

六歲的羅哲在戰火遍布的歐洲開始他的修道運動時，完全只是憑著個

人的信心、仁愛與熱忱。受到他的外婆的影響，這個出身於基督教改

革宗教派的神學生將其外婆的兩大志願：為時代的受難者冒險以及與

天主教信仰修和為和平作貢獻，視為他一生所要努力的目標。134羅哲

認為只有通過最基本的團體生活，才能實踐將仁愛傳播人間的信仰，

也唯有這樣的信仰，才能丟棄堆積著層層恨意的傳統信仰包袱。所

以，在一九四０年時，羅哲邀請幾位朋友，一起進入被德軍佔領的法

國，在苦難的人群中開始他們的修道運動：以幫助人、簡樸生活、共



同的靈修，想建立一種共融修和（與人和好）的「比喻」135。 

這個帶著實驗性質的修道生活一開始進行得不是很順利；弟兄們

提供猶太難民一個庇護的場所，但是德軍破壞了這個庇護所，進而逮

捕負責人。羅哲在當時因募款回到瑞士，所以能逃過一劫。不久，他

又與幾個弟兄進入法國，暫時在泰澤這個小村落居住。泰澤在戰後人

力與物資都極缺，農田廢耕，羅哲和其他的修士們於是決定，就留在

這裡幫助農民們。「泰澤團體」在一九四五年大致成型，一個守獨身、

並以簡樸生活為原則的新教修道院（許多人認為泰澤就是如天主教修

道院般的修道院）產生了。最初的基本修士，連羅哲在內，是四個人

而已。他們的共同規約很簡短，是羅哲在一九四一年寫的：136 

「整天都讓聖言振奮 

你的工作和休息，使其充滿活力。 

在一切事上保持你內心的寧靜， 

安憩在基督內。 

願真福的精神充滿你的心： 

喜悅、單純、慈悲。」 

羅哲的信仰雖然出身於基督教加爾文傳統的改革宗，但他深深為

天主教傳統修道院的靈修方式所吸引。他所建立的「泰澤團體」，在

共同生活的形式、禮拜與靈修的方式，和改革宗的信仰生活有很多差

異；特別是在禮拜的儀式上，以禱告、默想為中心，而不是以講道為

中心，加上後來加入的東正教的元素，泰澤給許多人的初次印象倒是

和天主教較相近。不過基督教加爾文傳統中對神的話語之重視，在泰

澤團體中仍是最重要的根基。加爾文宗的敬虔樸素生活的要求，在泰

澤可以看到最認真的實踐。泰澤豐富的禮拜與音樂，團體的靈修生



活，可說是對已經被嚴肅的教義壓得死氣沈沈的改革宗教會生活的補

全。不過，羅哲的理想並不是建立一個「再改革」改革宗的團體，而

是一個屬於普世的團體，一個修和的比喻。如今泰澤有來自超過廿五

個國家的修士，分屬天主教、改革宗、路德宗等其他教派的背景，他

們共同生活、工作、禱告並接待各地來的年輕朝聖者。137 

在簡樸生活的原則之下，有些泰澤的弟兄選擇以小團體的方式生

活，與各地居民同甘共苦，居住地點遍及亞洲、非洲和南北美洲各大

洲，並在各地的貧民區中設立「友愛之家」。自一九六二年以來，「泰

澤團體」派遣弟兄和年輕人悄悄地往來泰澤與東歐各國之間，爲了接

近那些被自己國家邊境封閉的人們。「泰澤團體」沒有經濟來源，弟

兄們並不接受任何饋贈或捐獻，即使是家族遺產亦不得承繼。他們以

工作勞動來維持生計，並將所得與弟兄們共享。 

 

第二節 泰澤的影響 

「泰澤團體」自一九四０年成立至今受到天主教以及基督教各教

派的矚目，其獨特的修道與共禱模式更吸引了無數的信徒來到泰澤學

習基督教信仰的精髓。「泰澤」在基督教界確實掀起一股風潮，並逐

漸擴大其影響力。「泰澤」所造成的影響不論是外在或內在，都讓傳

統的基督教信仰藉由這些改變得以再次省思信仰的真諦，尤其是在基

督教新舊教之間長久的分裂鴻溝上搭起合一的橋樑，對於基督教中心

思想的實踐更向前邁了一大步。 

本節即針對「泰澤」對於基督教會界所造成的影響加以說明。 

 



（一）合一共融的曙光 

眾所周知，基督教是宣揚博愛精神的宗教，因此教會合一的問題

也特別受人矚目。耶穌在離世之前為門徒的禱告，充分顯示出祂賦予

基督徒的使命與合一是密不可分的：138「父啊，⋯⋯使他們都合而為

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

可以信你差了我來。」因為只有合一的教會，才能在社會上發生最大

的影響力，吸引眾人來到基督的面前。 

而透過基督徒的團體生活，教會合一的目標則有了實踐的方向。

其實根據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的記載，初代教會時期的基督徒經常聚集

在一起，財產公用、恪守使徒教訓、一起敬拜、禱告及領受聖餐。139

事實上，這些基督徒的團體生活提供了一些價值觀：140 

1. 不斷獻身於彼此的團體關係。 

2. 渴望自己的生命得到神話與的引導，過於渴望其他一切事

物。 

3. 深入分擔彼此的需要，背負彼此的重擔，因為這種團體生

活乃基於「共有」的原則。 

4. 聚集在一起領受聖餐，從而「分辨基督的身體」，意思是

關心窮人，除去世人的階級觀念。 

5. 花時間真誠地彼此代禱，並為更大的群體和世界的需要代

求。 

6. 共享財產，以便有更多資源分給有需要的人。 

7. 在聖殿和彼此家裡定期聚會，愉快地分享食物。 

8. 一起經歷神蹟奇事。 



這樣的團體價值觀在今日的基督教會中已不復見，而羅哲與其他

共同生活在泰澤的弟兄們卻嘗試著以其團體生活的方式，為這紛擾的

世代提供共融修和的見證。他們並不把基督徒個人與個人彼此間的修

好視為終極目標，因為他們所身處的基督教會，就是一個已分裂為不

同教派的教會，所以修好的工作自然應從此處著手。對羅哲而言，「教

會」才是整個人類大家庭中共融與和平的酵母。羅哲認為除非在基督

徒本身見到修好，否則教會將無法不斷更新，也永遠無法完滿地達成

它的使命。因此他們所能做的，是以一種具體的行動開始，分享他們

所能分享的，尤其是他們的生活。泰澤弟兄作終身承諾時所誦念的守

則裡，有段文字可以更加瞭解這個團體的使命：141「主基督，以祂對

你的憐憫與愛，選你為教會內友愛的記號，祂願你與你的弟兄活出『團

體的比喻』。142」 

假如教會合一的基礎是由基督修和的工作所成就，教會的分裂就

是直接抵觸耶穌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基督教是個以子民為中心的宗

教，子民的合一就最能說明神對人類定下的目標－把整個世界聯合起

來，歸在主耶穌基督的名下，成為一個新族類、新創造。換句話說，

基督的合一是個要落實的現實，開始的地方就是教會，是當地的教

會。在自己的教會中，神的子民才能體現耶穌的愛，只有愛才真是基

督徒的記號。143當自己的教會能經歷愛、修和、饒恕、彼此接納和互

相負責，個別信徒就能自由地運用聖靈所賜的恩賜來彼此建立，這樣

一來，也就建立了福音擴展的自然基礎。144 

以此來看，泰澤可以說是以團體生活的方式來提出一個簡單的質

疑：假如基督徒是分裂的，如何能成為「神就是愛」的見證人？泰澤

存在的基本思想，或許可以新約聖經約翰福音中的一段話來表達：145



「願他們合而為一，為叫世人能夠相信。」事實上，幾世紀以來導致

基督徒分裂的所有神學上及其他種種的問題並無法立即得到解決，但

這段經文卻促使泰澤的弟兄們藉著團體生活來採取行動。除了成為修

和共融的見證之外，另一方面，透過一個工作與祈禱的團體所提供的

井然有序、安靜、弟兄般的溝通及愛，能使一個平常的場所因而發展

出明確的祈禱生活，這又是一項團體生活不容忽視的價值。146 

在最初幾年，「團體的比喻」雖然發展有限，但是已發生某種作

用：按基督教的傳統，沒有人會贊同修道生活，而這批來自基督教的

弟兄們卻獻身於修道生活。他們並不否認他們的教派背景，但他們的

眼光卻遠超過「改革宗」。一九四六年羅哲去訪問英國時，見到英國

國教在過去一百年來，已成立了幾個修道團體，但是這些具有濃厚英

國國教風格的團體，有意無意間都只在強化教派的「分離」。對他來

說，這樣的情形只會使不同的基督教團體更加鞏固，繼續各自平行的

發展而永遠無法相遇，更別說達成共融修和的目標了。羅哲所要追求

的是與之截然不同的東西，他希望在幾個人的生活中能活出修好的比

喻，使共融修和在分裂的教會中成為合一的酵母，他根本沒想過使泰

澤僅僅成為「基督教的關懷」，並使其發展成為和天主教或東正教一

樣的平行組織。 

早在「泰澤團體」成立初期，就已經有改革宗及路德宗的弟兄加

入；一九六０年，幾位英國國教的弟兄加入其中；一九六九年，一名

羅馬天主教教徒的加入，更使得「泰澤團體」藉著不同教派背景的弟

兄在泰澤的生活，朝共融的目標邁一大步。而泰澤的第一批弟兄全來

自歐洲，在今日卻有來自大約廿五個國家的弟兄，這其中包括西歐、

東歐、亞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區，更使得這個團體呈現出非常不同的



外貌。經由「泰澤團體」的努力，普世合一的理想與共融修和的目標

在此漸露曙光。 

 

（二）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近年來，許多從小在基督教會中長大的年輕人逐漸厭煩教會刻板

的教條，轉而離開教會去尋找一種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少年輕人

更因此迷失在社會的洪流中，無法自拔。唐瑪法曾在其書中表示：147

「基督徒團體有責任提供一個正面、虔誠的環境，讓年輕人學習正確

的價值觀，這是一件必須更認真看待的重要事件。」因此，全球各地

的基督教會無不苦思對策來尋回這群失落的年輕人，甚至嘗試在禮拜

中以年輕人所喜愛的次級文化來重塑傳統基督教嚴肅的形象。 

然而在泰澤，卻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請自來，而且人數一直在

增加中。在《基督教二千年史》一書中記載以下的一段文字：148「但

參加禮拜的人數則日漸減少。有許多地方已見不到年輕人，儘管堅振

禮前期對少年人的教導多麼嚴格。⋯⋯在法國北部小鎮台池( Taize )

舉行的會議（這是一個致力於禮儀革新和基督徒聯合的修道社區，鼓

舞了許多人向信仰重新獻身），所引起的各界人士的注意，是日常教

區生活辦不到的。」 

自一九五七年以來，前來泰澤的年輕人來自世界各地，從葡萄牙

至印度，從俄羅斯至肯尼亞，一週復一週，他們來參與泰澤洲際聚會，

149每週到會的年輕成人計有三十五至七十個國籍。每位青年在泰澤的

聚會中都有機會探討信仰之泉源，並能深思如何才能使重整心靈，而

與人類的大團結融合為一。夏天時的到訪人數高達六千餘人，春秋雨



季也都在五百至一千人之間。復活節、聖靈降臨節和聖誕節時達至高

潮，參與人數最多，人山人海。150每天三次，人人與弟兄們匯聚在｢

修和堂｣共禱，該堂建於一九六二年而於一九九０年擴張。成千上萬

的年輕人已經在泰澤的山崗上渡過愉快樂的時光。發現教會進而愛上

教會，對於年輕人來說向來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可是來到泰澤之後，

這成為一項挑戰，他們在信仰的活泉中尋找生命的意義，裝備自己在

生活的崗位上肩負職責，同時成為合一的酵母，促成教會的復興。 

「泰澤團體」中的每一個成員以成為基督徒中合一的標記為理

念，首要工作就是設法傾聽來訪的青年，並幫助他們找到一條可循的

路。就像發給初抵泰澤的每個人的說明書上所說的：151「假如你想傾

吐你所受的傷害或是尋覓主的道上所遭遇的阻礙，有一些弟兄在傍晚

祈禱後會留在堂內聆聽；可能有人聆聽對你是一種突破障礙的方法，

或者可以找到你的人生道路。」可見得在泰澤「聆聽」是一項重要工

作。 

為了幫助年青人「找到一條道路」，為了與老老少少的有心人在

人生漫長的朝聖途上結伴同行，羅哲弟兄每年年底會寫一封公開信。

他以幾個小時的時間傾聽年青人，並注意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關切他

們的需要和困難，然後完成這封信，並在年底大型的「歐洲聚會」中

宣讀。為了證明這封信所談到的觀念是普世性的，也為了顧及這世界

的殘酷事實，他的信常以世界上最貧窮地區的當時狀況作為結尾。這

封信及成為未來一整年在泰澤或其他地區所舉行的聚會中反省之依

據。（參附錄二）每年寫一封信，一則是為了回覆每次新的一代所提

出的問題，再則也是嘗試用現代語言表達福音真理的一種方式。152 

深究泰澤對於年輕人的吸引力，除了在泰澤可經歷到截然不同的



共融祈禱之外，泰澤對於年輕人的重視應是極重要的一項因素。 

 

（三）靜觀默想式的禱告禮拜及音樂 

美國知名作家傅士德博士( Richard J. Foster )曾經說過：153「我們

每一個人都渴望充滿禱告的生命，能更深更完備地經歷神的同在。而

基督徒生命和信仰中的靜觀之河，正好可以指出這通向與神親密關係

的路徑。這屬靈現實也和人類對體驗神同在的冀求互相呼應。」在基

督徒的禱告中，靜觀默想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藉著靜觀默想提

升基督徒的屬靈生命，並在禱告生活中呈現出來。曠野的神父阿摩拿

斯( Father Ammonas )寫著說：154「我所愛的，請看，我已經向你顯明

靜默的力量，它如何徹底地醫治，它對上帝是多麼全然喜悅。⋯⋯聖

徒是藉靜默而生長。⋯⋯由於靜默，上帝的能力住在他們中間；由於

靜默，上帝的奧秘向他們顯明。」多位靈修大師亦在描述靜觀的過程

中提及：155「這屬天、深情的靜觀之火⋯⋯這焚燒的火⋯⋯這大愛的

火焰和創傷⋯⋯這特有的愛火⋯⋯燃燒著的愛⋯⋯這屬天愛火」。事

實上，愛與火正是最常用來形容靜觀生命特色的兩個字。煉淨、洗滌

一切的火與包容、安撫所有的愛正是靜觀生命的兩大要素。 

靜觀默想的禱告生活為基督徒的生活帶來許多的助益，第一是它

能經常地煽旺「起初的愛心」的火焰。156第二、靜觀默想超越單純依

靠頭腦思維的宗教。第三、它重申禱告的中心位置。第四、靜觀默想

比其他流派更注重在生命中與神獨處。157這四點也成為基督徒藉由靜

觀默想而能學習信仰內涵的基本方向。 

在泰澤的生活中，靜觀默想的禱告方式佔有極重的份量。《泰澤



的故事》中提到「修和堂」日夜開放，任何時刻都有年輕人在祈禱，

無論是誰，只要尊重靜默皆可加入其中。除了個人的禱告之外，每一

天有三次共禱的時間，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修和堂」中參與共融祈禱。

這些禱告沒有大聲的懇求與呼喊，也沒有七嘴八舌的埋怨爭論，有的

只是單純的靜默與寧靜。在莊嚴的氣氛之下，人人皆可學習靜觀默想

的禱告，並體驗靈命的更新。158正如舊約聖經詩篇中一段經文說：159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靜觀禱告是一段醞釀的時刻，每一

位禱告敬拜者在這段靜默時間中體驗並聆聽聖靈在他們心中說話。 

詩歌的吟唱則是共融祈禱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反覆吟唱的短歌

能夠加深靜觀默想在祈禱敬拜的特性，藉著簡短歌詞能表達信仰的基

本真諦，很快便能讓人心領神會。由於這些簡短的歌詞不斷地重複詠

唱，使得信仰的真諦能漸漸貫穿整個人的身心靈。同時這些簡單的歌

詠也能幫助人在日間或夜間獨處時，或有時在工作當中而心靈寧靜的

時刻中，仍能不斷祈禱。耶穌會修士歐里凡( Max Oliva )提及音樂對

於祈禱的幫助：160「音樂能使人的心靈平靜。⋯⋯最好是聽那些你不

知道主題的音樂，免得熟悉的旋律令你分心走意。⋯⋯有些人說，當

他們的心靈充滿混亂的思想時，這類音樂成功地幫助他們度過祈禱的

時間。」他又提到泰澤的音樂：161「泰澤的音樂是非常助人反省的，

雖然它也用了歌詞，但卻是一種詠唱的風格，並以簡短的詩詞配上音

樂。」祈靈哲牧師( John Killinger )亦認為：162「若在禱告以前，先有

一段安靜或輕音樂，甚至讀經，我的收穫將更多。」由此看來，在靜

觀默想禱告敬拜的過程中，有聲的音樂反而成為一種奇妙的幫助，能

引領禱告者進入到更深的靈命中並涵泳於其間。 

 



（四）信心在人間朝聖之旅 

「泰澤團體」從不想藉由興起運動來吸引更多的人留在「泰澤」，

相反的，他們認為年輕人最好皆能留居來處，如堂區、社區、鄉村或

城鎮，盡一己之力。而為了支援年輕人在自己的成長環境中矢志獻

身，泰澤推動了「信心在人間的朝聖之旅」。一九八二年，羅哲弟兄

在黎巴嫩的記者會中宣告，一個遍及全世界的修和之旅即將展開，定

名為「信心在人間朝聖之旅」；此一活動將持續數年，也將有來自各

大洲的青年參加。這個朝聖之旅不是為了把年輕人組成依附著泰澤的

一股運動，而是邀請他們在各自城鄉、當地教會、從小孩子至上年紀

的人幾代之間成為和平與修和的締造者。每年年底泰澤都選擇在泰澤

以外的城市舉辦一次大聚會，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齊聚幾天，地點則在

西歐或東歐的首要城市之一。類似的聚會也在亞洲、非洲和美洲舉

行。163 

上文中提到，年底舉行的聚會同時是羅哲修士公開發表他的書信

給年輕人的機會，這封翻譯成六十多種語言的書信，也用作在來年年

中舉行的大小聚會中作反省的材料。羅哲藉著不斷和年青人進行對談

的過程，瞭解年青人內心的對抗與掙扎：有些人懷疑神的存在，也有

人為了自己本身的價值而苦惱，卻又渴望找到值得交付一生的理由和

力量。在這些書信中，羅哲針對當代年輕人的問題加以勸勉， 並嘗

試為個人的朝聖旅程提供一些關鍵性的重點，使朝聖之旅能更為具體

加添參與者三股力量：即是與神慶祝每一刻，以一顆修和的心奮鬥，

藉簡樸的生活伴隨基督。164 

 



第三節 「泰澤詩歌」的音樂特色 

在泰澤共融祈禱的禮儀中，音樂是一大特色。因為來自各地的許

多人語言大不相同，又僅在泰澤停留數日，根本無暇學習複雜的歌

曲，所以為了讓每一個人都能參與詩歌的吟唱，則勢必要找出一種適

合的方式，使每一位參與者皆能加入其中。泰澤弟兄們的解決方法早

已植根於古老的傳統中，那就是照著旋律以卡農（Canon）的方式輪

唱，或者以沈穩的頑固音唱法（Ostinato）不斷地重複取自福音經文

的一些句子。 

泰澤的詩歌就這麼誕生了，如今更通行於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

區。這些聖歌在北美洲已廣為人知，另外還譯成波蘭、捷克、克羅埃

西亞、匈牙利⋯⋯等語言，當然也包括亞洲地區等國家的語言，如日

文、韓文、中文等，像現在在泰澤聚會所用的詩歌集中，就有六首詩

歌翻譯成中文歌詞並編印在其中。為了避免大量使用法語，又為了演

唱上的方便，第一首聖歌「何處有仁」165則採用拉丁文歌詞。 

依照中文版泰澤詩歌歌本《泰澤頌讚之歌》內所分的詩歌曲式種

類，「泰澤詩歌」共有三大類的歌曲： 

一、混聲合唱的讚美歌( Chorals or Ostinatos )和卡農曲( Canons ) 

二、歡呼式的答唱詠( Acclamations ) 

三、連禱文的答唱詠( Litanies ) 

而若是依照詩歌歌詞的主題將「泰澤詩歌」分類，則一共分為祝

福( Blessing )、憐憫( Compassion )、信心( Confidence )、耶穌基督

( Jesus Christ )、永生( Eternal Life )、讚美( Praise )、信德( Faith )、望

德( Hope )、愛德( Love )、早禱( Morning )、晚禱( Evening )、寬恕╱



修和( Forgiveness/Reconciliation )、感恩( Thanksgiving )等十三類。166 

以上這兩種分類方式，將「泰澤詩歌」作了最基本的歸納，讓人

更容易明瞭「泰澤詩歌」的基本吟唱方式，以及適用範圍。然而「泰

澤詩歌」的特色仍須有系統的來說明如下： 

一、歌曲精短不冗長 

「泰澤詩歌」的特色在於每一首詩歌均約四小節至十小節左右。

以《泰澤頌讚之歌》為例來說，最短的歌曲甚至僅有兩小節，例如《泰

澤讚頌之歌》第 62 首（譜例 1）。最長的歌曲也不過 24 小節而已，

如《泰澤讚頌之歌》第 48首（譜例 2）。歌詞部分只有單一一節歌詞，

甚至有些詩歌僅有一句歌詞。167詩歌雖是如此精短，但卻已完整地傳

達每一字句的意義。歌詞的內容廣泛，大多採用聖經之金句；以拉丁

語為主，因在歐洲複雜的語言中，以拉丁語較為中立且易唱；當然現

在為了顧及參與「泰澤共融祈禱」的人來自世界各地，「泰澤詩歌」

的歌詞亦有多國語言的翻譯。 

 

 

 

【譜例 1】 

 

 

 



【譜例 2】 

 
 

二、音樂內容單純不複雜 

「泰澤詩歌」簡單的程度，不管是從曲式、和聲或是調性的角度

來探究都相當一致。 

曲式：如前所述，為了使在「泰澤」短暫停留的人們能在很短的

時間內開口吟唱「泰澤詩歌」，單純的曲式即成為「詩歌」的必要條

件。「泰澤詩歌」多為一段體曲式，有些詩歌甚至只有單一樂句，不

構成完整的樂曲形式（如譜例 1）。並且在不斷反覆吟唱的需求之下，

「卡農」輪唱曲式成為最多被使用的曲式（如譜例 2）。 

調性：調性的使用上以西洋音階的大小調為主，間中偶有一兩首

詩歌採用教會調式。如《泰澤頌讚之歌》第 15 首，即採用教會調式

之Mixolydian調。（譜例 3） 



【譜例 3】 

 
 

和聲：在和聲結構上維持傳統西洋四部合聲的特色。部分卡農式

的歌曲雖只有單一聲部齊唱的樂譜，然藉由輪唱的方式，仍能呈現出

和聲的效果。 

終止式：「泰澤詩歌」在終止式的運用上有其獨特的安排，傳統

聖詩所採用的正格終止、變格終止仍然被採用，（如譜例 4）、（譜例 5）

同時為了因應吟唱上的需要更大量使用「半終止」的形式。（譜例 6）

因為「半終止」好比是樂曲中的逗點，表示一句未完的陳述的終止，

不論前面是何種和弦，最後的和弦總是 V。168在「泰澤詩歌」中，為

了能達到不斷反覆誦唱的目的，常見到歌曲結束之終止式安排以半終

止結束的方式，這使得詩歌在反覆吟唱之間，產生了似乎找不到結束

的點，似乎歌曲的陳述並無終止，導致音樂源源不絕一直不斷地接續

下去。 

 

 

 

 

 



【譜例 4】正格終止：傳統的正格終止由 V→I。 

 

 

 

【譜例 5】變格終止：由 IV→I。 

 
 



【譜例 6】半終止：  

 

 

三、節奏平穩少變化 

因為每一首「泰澤詩歌」都相當簡短，並且簡單易唱，所以在節

奏的變化之上，就顯得平穩少變化；甚至有些答唱詠的節奏近乎一

樣，僅在樂曲旋律上作變化。吟唱的速度上則依照每首詩歌歌詞內容

之不同，而有快慢的差異。 

部分的詩歌為了配合歌詞的節奏而採用變態拍子( multimetric )

的形式，如《泰澤頌讚之歌》第 1首。（譜例 7） 

 

 

 

 

 

 



【譜例 7】 

 

 

四、會眾吟唱聲部隨性 

「泰澤詩歌」的歌譜以五線譜來編印，也將四聲部的和聲完整呈

現，使會眾可以隨個人聲部之適應性唱出歌頌上帝的聲音。吟唱時可

齊唱或合唱，亦可依序增加不同樂器的伴奏，使音樂達到古典最高藝

術的境界。 

五、領唱即興而自由 

「泰澤詩歌」在吟唱時雖然有領唱者（或稱主唱者），並由其主

導音樂的進行，然而這位領唱者卻不似「敬拜讚美」般引人注目。「泰

澤」希望所有的參與者皆能全神貫注在祈禱共融之中，為了使每一個

人都能發自內心與神交流，而不是花費心思在評斷領唱的同工或詩班



身上，所以在吟唱「泰澤詩歌」時雖然聽得見領唱的聲音，卻無從看

見領唱者身處何處，更不可能見到任何指揮者指揮音樂的進行。 

領唱者所吟唱的旋律並沒有記在譜上，而是自由即興地唱出四部

和聲之外的第五自由聲部，而會眾則依樂譜以固定的歌詞與旋律不斷

地反覆唱著適合自己的聲部。這其中較為有意思的則是會眾自己一邊

吟唱同樣的旋律及歌詞的時候，仍能很清楚聽見主唱者所吟唱且每次

皆有不同變化之歌詞與旋律，以致於不會讓人覺得唱了多次而感到疲

累或少了繼續吟唱的動力。這種以即興的方式帶領會眾吟唱，並適時

地在其中加入富含祈禱意味的歌詞，使會眾能不斷地浸淫在音樂之中

而達到個人靈修的目的，可謂「泰澤詩歌」之代表！ 

六、配合經文及禱詞的答唱方式 

猶太人的禮拜中自古就採用許多音樂的啟應方式，依歷史記載，

有直接唱法（即由祭司自己吟誦），啟應唱法（由祭司唱一句，會眾

或詩班應答一句），及輪唱法（以兩隊詩班輪流對唱）。這些傳統在教

會音樂史上，占極重要地位。169「泰澤詩歌」善加運用此類啟應短歌，

使整個共融祈禱的過程充滿互動的形式，擺脫了傳統信徒單純接受由

主領者所預備的信息內容卻無法回應的刻板形式，也使得禱告的過程

藉由音樂的進行產生一定的節奏脈動，也增加了會眾的參與感。在《泰

澤頌讚之歌》中即編入了六首頌讚曲( Alleluia )，以及五首垂憐曲

( Kyrie )，可自由的在祈禱中加入，使會眾配合領唱者的禱詞回應吟

唱。 

 



第四節 泰澤詩歌之吟唱方式 

承上節所述，「泰澤詩歌」在音樂上的最大特色即是「簡單」，然

而即使是如此簡單的詩歌，「泰澤詩歌」在吟唱時仍通常有其一定的

模式，也希望參與者能盡力配合，以求能將「泰澤詩歌」之特色及精

髓完整地保持；「泰澤」不希望在會眾齊唱的部分加入太多個人主觀

的唱法，因而破壞了詩歌的原貌；也就是說，除了領唱者特殊的即興

唱法以及領導音樂的進行之外，一般的會眾僅需單純地依照樂譜來吟

唱即可。 

以下是「泰澤詩歌」在各參與者吟唱上需注意的方向，以及應配

合注意的事項，以求盡量維持「泰澤詩歌」恬靜、安寧的特質： 

一、 人聲部份 

沒有「指揮者」是「泰澤詩歌」在吟唱中刻意營造的型態，因為

如此一來，每位參與祈禱的人才能面對十字架、聖像或祭台來禱告。

換句話說，一切音樂的進行主要是靠「聽」領唱者及其團隊的歌聲來

控制。所以負責領唱的人首先應該確保吟唱的速度不會拖得太慢，因

為這是歌唱延續至一段時間後容易發生的現象。而為了讓參與聚會者

更加熟悉歌曲的吟唱，在祈禱以外的時間應該安排額外的詩歌練習，

好使祈禱保持富默想意味的氣氛，並進行得更為流暢。當然，若能藉

助詩班的功能，帶領會眾來吟唱「泰澤詩歌」，將更容易使初次參與

者進入狀況。在祈禱進行中，「泰澤」並不建議有任何人指揮音樂。 

為了避免純粹以人聲起音造成音域過高或是過低的現象，使用一

隻音叉或一隻音笛來起音將有所幫助，當然亦可以用吉他或直笛奏出

第一個音符或作伴奏。遇到唱較長的歌詠時，會眾只需唱出主旋律，



讓合唱團或詩班唱出和聲，或以吉他，或以風琴奏出合音。當然，每

個人都可自由自主唱出它們各自聲部的歌聲。唱單單兩個至四個小節

的「混聲合唱的讚美歌」時，由於這些字眼非常簡明易唱，讓會眾與

詩班一起唱出各歌唱部分會更能提高興致；同時應以一種安靜和內斂

的心神詠唱這些歌曲，好使得大家聽到領唱者所唱出的詩節。 

唱所有這些歌詠時，應避免機械化和單調無情的重複。音符的強

度變化則是必要的條件：間中較為平靜，間中較為活躍。幾個不同音

色的獨唱者輪流獨唱，走動於不同歌唱的音色和音域之間（例如：男

中音隨著女高音）便最好不過了。 

「卡農曲」是在泰澤經常唱用的另一種歌唱方式。它們簡單的結

構容許大家迅速投入祈禱。每一首卡農曲的「起音」位置均以(1)(2)

等數字來註明，可以把會眾分成兩部分，男聲和女聲。唱有四部的卡

農曲時，一旦會眾唱男女兩聲唱得從容自在時，合唱團或詩班可以在

第三部和第四部切入。 

二、 器樂部分 

「泰澤詩歌」原則上是以無伴奏的形式單由人聲來吟唱即可，但

是在吟唱時為了增加變化，可以酌情加入樂器的使用。可加入的樂器

有管風琴、吉他、單簧管、雙簧管、長笛、直笛、大提琴、低音管等，

泰澤也特別為這些樂器出版樂譜，供演奏者為參考。170不論是人數少

的小團體或是多人的大型聚會，藉由樂器所表現出簡單又具備冥想風

格的音樂，能幫助參與者更快融入祈禱之中。也因此，在這樣的音樂

敬拜中，樂器本身已不僅是陪襯的角色而已，它同時也成為主導音樂

進行的一個重要部分；當歌者的歌聲與樂器的演奏一同呈現之時，可

以感受到整個禮拜讚美的氣氛與敬拜的冥思因此而同時凝聚起來。 



為了要讓參與禮拜者能夠專注於十字架以及講壇，吟唱「泰澤詩

歌」時不設指揮。但是若因使用的樂器種類多，欲達成和諧的目的，

亦可考慮加入指揮的角色，只是這時的指揮只是低調的負責各樂器間

的和諧，而不對吟唱者做太多的干涉。 

「泰澤詩歌」使用的基本伴奏樂器如：吉他、鍵盤、管風琴。為

了保持正確的節奏與音準，管風琴及吉他可以扮演定音的角色。為準

備所有的聲音能同時開始，在開始詠唱時，可利用管風琴或吉他奏出

簡單的旋律以作前奏。如果吉他彈奏者要加入即興的和弦，則要在原

來的樂曲風格之下作變化；若是吉他的音量過小，也可加上麥克風以

增加音量。在缺乏吉他的情形之下，若有合適的鍵盤樂手，也可以電

子鍵盤來代替吉他的聲部。在管風琴的表現部分，一個有經驗的管風

琴師可適時加入維持樂曲風貌的即興旋律線。 

其他旋律樂器的部分：大提琴與低音管是負責低音聲部，兩者可

以演奏鍵盤樂器低音聲部的樂譜。「泰澤」並不建議一起演奏所有的

樂器，而是應該逐一演奏呈現。各個樂器以輪流的方式陸續加入吟唱

中，不需要同時演奏，而且在演奏時，盡量保持同時只有兩項樂器，

或是不超過三人同時演奏的情形，因為如此一來才可藉由不同的樂器

表現音樂上的對比，增加歌曲的變化。若是能使用的樂器有限，亦可

考慮相互替代。 

演奏「泰澤詩歌」的樂器不需要特別困難的技巧，一般業餘的演

奏即可勝任，但即使是簡單的部分，也要特別注意音準與音色，設法

維持詩歌的原貌是最重要的。 

三、 演唱長度 

在「泰澤」的靜默禱告中藉由不斷地反覆誦唱「泰澤詩歌」，使



參與會眾的情緒平靜，心靈逐漸沈澱；每一首詩歌，會眾皆以平穩、

安靜禮拜的心情反覆唱約十分鐘左右，這也就是說，詩歌雖然只有一

節歌詞，但卻被反覆地唱多次，直到歌詞與音樂進入心靈裡，並進而

內在化，導致個人靈命的更新。幾世紀來，一再重複某些詞句已成為

默禱的助力，藉著這樣的助力能一點一滴地建立起一個人在神面前的

內在和諧。譬如在東正教的「耶穌禱文」，或是「天使問候馬利亞」。

這些詠唱使得基本的福音真理穿透人心；讓人離開教堂後，美妙的旋

律依舊縈迴腦際久久不去，像是無休無止的祈禱。 

四、 即興部分 

吟唱「泰澤詩歌」時，最大的變化應是領唱者的即興部分。即興

的聲部並不特別限定，男聲或是女聲皆可擔任領唱的角色，最好是能

相互穿插輪流，以增加詩歌的變化，當然，為了避免音樂聽起來過份

複雜，不同的領唱者最好不要同時唱出。而領唱者除了在音樂上表現

即興之外，歌詞的內容亦隨著不同的聚會情境與禱告方向有所不同。

有時是聖經詩篇的經文，有時候則是禱告的禱詞。如果領唱者的音量

太小，不足以讓所有參與聚會的會眾聆聽清楚的話，則可適時使用麥

克風來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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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參王貞文撰，「淺介『泰澤團體』的開創」。台灣教會公報第 2226期。 
134 參泰澤羅哲著，沈錦惠譯，萬愛之源，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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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暗指或明言。 

136 參 J. L. Gonzalez Balado 著，易利利譯，泰澤的故事，頁 40。 
137 同註 133。 
138 參新約聖經，約翰福音十七：21。 
139 參照新約聖經，使徒行傳二：42-47。 
140 同註 130書，頁 123。 
141 同註 136書，頁 45。 
142 「團體的比喻」(Parable of community)在泰澤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泰澤無意以此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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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Francis Schaeffer說基督徒的記號就是愛，並用此標題作為一本書的書名。根據新約
聖經約翰壹書四章：12，這個真理也是教會中所有關係的凝聚力：「從來沒有人見過
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祂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參

當代信仰實踐手冊，頁 20。） 
144 同註 20書，頁 50-51。 
145 參新約聖經約翰福音十七：21。 
146 參 Louis Thomas Merton著，譚璧輝譯，靜觀、靜觀，頁 13。 
147 同註 130書，頁 175。 
148 同註 37書，頁 665。 
149 泰澤洲際聚會(Taize Intercontinental Meetings)為期一星期，全年不斷在泰澤舉行，由
二月中直到十一月初。洲際聚會的目的是在探詢信仰的一切滋養，進而反省如何將

致力於內修生活和獻身於人類團結二者整合起來。 
150 參 Taize著，李素素譯，天主的慈愛，頁 138。 
151 同註 136書，頁 80。 
152 同上註書，頁 20-24。 
153 參 Richard J. Foster著，袁達志譯，屬靈傳統禮讚，頁 27。 
154 參 Richard J. Foster著，周天和譯，屬靈操練禮讚，頁 157。 
155 同註 153書，頁 52。 
156 參新約聖經啟示錄二：4。 
157 同註 153書，頁 55-56。 
158 同註 136書，頁 76-78。 
159 舊約詩篇四十六 10。 
160 參Max Oliva著，梁偉德、王敬弘譯，祈禱自由愛也自由，頁 68。 
161 同上註書，頁 71。 
162 參 Jack Hayford, John Killinger, Howard Stevenson合著，何國強譯，如何帶領敬拜，
頁 88。 



                                                                                                                                            
163 同註 136書，頁 103-105。 
164 同上註。 
165 《泰澤讚頌之歌》第 49首。 
166 參《泰澤頌讚之歌》，頁 69-71。 
167 在《泰澤讚頌之歌》中，有 8首詩歌僅有一句歌詞。 
168參Watter Piston著，康謳譯，和聲學，頁 63。 
169 參駱維道作曲編輯，禮拜樂章，頁 5。 
170 Taize Selected Accompan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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