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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與空間】
   服務學習課程專訪

　 桃園市愛筵社會服務協會
  理事長馬莉菁專訪

　 將信仰帶進部落，
  培養孩子品格與愛             
  中原團契福音隊



　　在這片土地上，取之於自然，
用之於自然，並感謝上天所賜與的
一切，不斷地傳承上一代的技藝，
發展出獨有的生活型態和語言，但
隨著時間的洪流，無奈迫於時代的
更進，逐漸消失在歷史的記憶，轉
變為少數的族群，他們豐富的文化
價值，原來就居住於此的民族－
「原住民」。
　　本期的《服務學習雙月刊》將
帶你們認識在社會上，原住民身為
「受服務者」，他們面臨的困境，
看見問題的青年志工們，是如何陪
伴他們；抑或是身為「服務者」，
他們用堅毅的生命力量，造福故鄉
的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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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連振佑老師帶領學生到台中大甲國小進行服務，服務內容
是幫校園景觀貼上馬賽克裝飾，就在那時認識了大甲社區營造中心的
專案負責人，當時專案負責人同時在進行南投縣社區規畫師駐地輔導
計畫，得知連振佑老師有帶領學生去偏鄉的服務課程後，認為很有意
義，便積極地向老師介紹南投縣的社區計畫，最後老師接受這樣的合
作，才有到南投部落進行服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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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松林部落的緣分

　　來到南投縣松林原住民部落，老師將陸專班的學生分為好幾組，
讓各組去不同居民家，在景觀方面進行改造與設計，一開始有些居民
並不認為學生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因此出現學生不被接受的情況，但
經過無數次的溝通、設計改良，甚至熬夜做模型的過程，當地居民才
漸漸相信學生的能力。
　　有戶居民因附近小孩時常會調皮地拿球往他們家牆壁丟，因此他
在牆外架設鐵絲網，避免被小孩再次拿球砸向牆壁，而學生認為若能
將鐵絲網拆除，便可產生一個讓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空間，起初那戶
居民並不認同這樣的想法，但經過互相溝通、瞭解後，居民同意將鐵
絲網拆除，甚至於實作時，主動帶學生開著小貨車去尋找材料，途中
小貨車陷入泥土中，學生與居民同心協力將小貨車推出泥坑。服務的
過程中，學生與當地居民從不認同到瞭解、從不熟識到互助，使得彼
此間的情感更加深厚，不單單只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

從陌生到深厚的夥伴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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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來說，原住民文化是不陌生的，但對非本地人來說，可以
接觸原住民文化的機會相對比較少；本校景觀學系的連振佑老師長期
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利用學生所學的專業到偏鄉地區進行服務，為當
地居民進行景觀方面的設計，而這次老師所帶領的班級正是來台讀書
的陸專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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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結束，學生重返校園，將服務成果公開發表，當天許多師生
共襄盛舉，學生們輪流上台分享，每個人的設計皆不同，有的人是彩
繪，有的則是改造屋外牆，雖然設計皆不同，但他們卻有一個服務後
的共同心得：這樣的服務經驗十分特別，如果不是因為這門課程，不
太可能有機會如此深入地瞭解台灣的原住民文化，或許這些經驗會成
為就學時期最特別、最深刻的回憶吧 !

　　連振佑老師將專業與服務結合，讓學生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進
行服務，這樣的舉動是很創新且不容易的，不過完成服務的作品後，
連振佑老師與學生就得離開當地，礙於距離的緣故，他們較難追蹤設
計作品後續的狀況，因此希望當地居民能主動維護那些景觀設計，延
長它們的壽命，畢竟景觀的維護是大家的責任，不過時代的轉變會改
變人的想法，若未來當地居民不再喜歡這樣的景觀，也是可以被理解
的，但在想法改變的那天到來前，希望居民們能用心守護與學生一同
完成的作品。

服務的最大回饋

守護專業的服務

　　在實作的那幾天中，因有戶居民家中有喜事，因此邀請連振佑老
師與學生一同慶祝，居民拿出喜慶才會出現的當地料理 --「生豬肝」
來款待他們，看見許多學生不敢吃，當地居民笑笑地說 :「這就跟你們
在吃生魚片一樣，有甚麼好不敢吃的 !」，不過也有些學生選擇嘗試，
這兩種不同文化的接觸，為彼此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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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好」客棧，綻放女子的光芒
桃園市愛筵社會服務協會
理事長馬莉菁專訪

　　隨著時代的演進，政府持續推動性別平等政策，如修正並頒布「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男主
外，女主內」已不再是主流，愛筵社會服務協會透過協助原住民婦女
團隊的組織及建立，讓原住民女性認識社會福利的資源，吸引更多有
同樣理念的志工們，回到家鄉服務培育下一代的女性。

　　愛筵社會服務協會理事長馬莉菁，最早從事於科技業工作，兩年
後發現並不適合自己，辭職後在因緣際會下到堂姊的協會學習擔任志
工，回到家鄉成為服務桃園市原住民的一員。將協會取名為「愛筵」，
是以「家」為出發點，眾人聚集於此，彼此服侍，給予從平地來的遊
客及輔導者一個休息的處所，而不是冰冷的服務機構，共享如家般溫
暖的氛圍，不讓接受輔導者認為自己是異於常人的存在。
　　透過從志工服務看見需求，她認為許多原住民婦女，因為家住較
為深山，獲得的資源較少，工作發展也因此受限，以培育女性的力量
為目標，讓他們勇於跨出第一步，拓展第二專長，啟發多元的興趣，
或是扶持由原住民婦女成立原民舞蹈或手工藝的團體，運用社會上更
多的補助資源，做為性平宣導倡議的模範，並且和志同道合的夥伴一
起向前。

從科技業到回鄉服務

世 外 桃 園

原鄉好客棧提供舒適的環境讓遊客或輔
導者可以休憩。

校園記者 / 吳孟庭、方薏婷



　　兒童及婦女在社會上被家暴的比例普遍居高，理事長分享了一位
受暴婦女的案例，當初見到她的時候，總是面容憔悴、披頭散髮的，
後來經過一天一天的相處，發現栽培植物是她的特長，藉此給予她更
多的肯定及讚美，站在陪伴者的角度，如朋友一般排解她的憂愁，像
在心中種下的苗，隨著時間發芽，到現在成為協會裡的夥伴之一，最
後會開花結果一般，走出心中埋藏的陰影，成就更好的自我。
　　看見婦人在心境上的轉變，理事長的志工經歷也有所成長，從一
開始和受暴者自怨自艾，一起陷入負面的情緒當中，後來發現這樣的
方式並不能真正改變他們內心的困境，透過與其他的個案接觸，認知
到鼓勵和陪伴才是在關懷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因為如此，她們
在日後更成為志願服務的力量，和理事長共同關照同樣遭遇的婦女們，
延續心中的溫暖直到今日。

　　將活動舉辦在基地，居民因為高山的不便性，部份家庭又沒有交
通工具，只能搭乘長途耗時的大眾運輸，長途跋涉不免讓人想打消念
頭，因此他們透過走出原本的據點，以行動劇或桌遊等形式到山區裡
其他的部落和校園中教育下一代的孩子，提倡性別平權的觀念，像是
身為泰雅族的理事長提到，泰雅族傳統的父系社會必須從父姓，不過
在現代的法律下也接受孩子從母姓。還有她從以往生活中觀察到大多
數原住民女性從事護理、家管等職業，近年來在警察甚至是職業軍人，
都能看見原住民女性的身影，社會性別意識的逐漸轉變，使得女性的
力量能被他人所看見，改變家庭的平衡，讓家務不再只是女性的責任。

服務別人也是服務自己

性別平權的傳承

　　對於未來的展望，理事長希望能結合山區至平地的各種原住民婦
女團體，盤點社會資源讓協會能夠傳承下去，她很感謝那些來到協會
的婦人，讓她找到助人的價值，回到初衷。

世 外 桃 園

理事長在採訪中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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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信仰帶進部落，
培養孩子品格與愛             
                           中原團契福音隊
　　中原基督徒學生團契每年由社團成員組成福音隊，到各地教會舉
辦品格營隊，透過一連串的遊戲、話劇與手工藝製作的活動設計，結
合聖經故事來讓孩子了解信仰真理和培養良好品格。
自 2016 年開始，歷經了服務地點從市區教會到山區部落教會的改變，
每年暑假出發到台中谷關山區哈崙台部落和松鶴部落的長老教會，為
原住民小孩舉辦兒童品格夏令營，傾聽部落孩子的心聲，深耕信仰的
種子，讓神的愛養成優良品格陪伴他們成長。三年來的服務，也達成
以傳揚福音為基礎，「復興部落」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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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加入學生團契四年的心理系謝芮恩同學，是見證福音隊這段變
革歷史的契友。喜歡給予孩子愛和陪伴的她，大一卻因為怯於負擔帶
領孩子的責任，在福音隊僅擔任行政工作，直到大二擔任總召才了解，
除了營隊籌備前期需要苦惱教案內容的設計，還有人力分配如何能平
均照顧每個孩子，她也面臨第一次到部落服務，對於服務對象的生活
環境及背景充滿未知的難題。
　　經過三天隊內的行前輔導集訓後，福音隊的每個人都是大包小包
來到車站準備出發，因為除了個人行李外還得帶著營隊所需的各項器
材。最辛苦的是，長老教會因為布幕位置太高無法親近孩子，她們每
年都是不畏艱辛地一路扛著自備的行動式布幕和投影機到山上，從中
壢坐火車到豐原，再從市區坐公車到部落，路途遙遠且山路顛簸，芮
恩說第一次坐車上山，她還以為是在坐雲霄飛車，辛苦克難地到了山
區後，還得花兩天的時間佈置場地和認識環境，才開始為期五天四夜
的兒童品格夏令營隊。

面對未知環境及缺乏，負重涉遠

中 原 大 小 事



　　服務之前，最重要的是心態上的預備，所以除了品格營前的輔訓，
每天早晨開始，福音隊的每個成員都會靜下心透過「晨更禱告」，向
上帝祈禱活動的順利，將一切交託在神的手中，放下自我，專注在看
見孩子身上的所需。在芮恩曾經擔任隊輔時，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過動
的學員，可能有些情緒障礙，所以在與人相處上常口出惡言，讓身為
隊輔的她很困擾，但一次目睹到孩子與家人的相處，發現學員可能總
是被忽略情緒、被大聲責罵，她才轉換角度去看這位孩子衝動的行為
與言語，其實是在用他習慣的方式表達自我。所幸有這樣開明的心，
到了營隊的尾聲，她看見這個原本很躁動的孩子變得願意為著團隊精
神去努力配合；另外一個學員的看見，發生在芮恩大四擔任副召、與
學員接觸當中，她發現了一個國中生學員手腕上的傷痕，她只輕聲問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啊，這樣子你不會痛嗎？」，經過對話理解青
少年因處於自我認同低和無人傾聽內心的情況下，焦慮無處發洩，讓
這個學員做出不愛惜自己的行為。在營隊最後一晚，心疼孩子的情緒
混雜著即將離開部落的不捨，讓芮恩抱著他大哭說「你不要再這樣子

傷害你自己了！這樣我會很擔心
你！而且上帝很愛你，我希望你可
以好好愛自己，然後讓自己可以更
多認識上帝！」那位自傷的孩子也
在營隊結束後說他在當中學習到如
何「愛人與被愛」。

　　芮恩到部落服務時曾經思考，有時候很多事情以非原住民的眼光
約束原住民孩子不該做什麼，適合嗎？該怎麼樣才能去了解他們的教
育方式、他們的文化呢？用命令式的口氣去規範他們自由的靈魂，可
能是一種扼殺，營隊透過將規矩、品格融入短劇和故事讓孩子感同身
受，讓他們更容易吸收，而每天的活動後、飯前的禱告也能建立他們
在生活上感恩和盼望的習慣，進而改變他們。
　　在大二不辭艱辛扛起總召一職，到大三擔任隊輔、大四再任副召，
對大學四年都將自己寶貴的暑假時光，奉獻在陪伴原住民部落的孩子，
從訪談間看見芮恩堅定而溫柔的眼神裡，絲毫沒有後悔和遺憾，只有
對於上帝的愛充滿在福音隊與孩子之間，及看見自己從服務當中有所
成長，有無限的感激，從一個需要依賴、不敢挑戰的女孩到能夠同理
並尊重每個受服務的孩子，她分享一段經文：「我實在告訴你們：這
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
福音 25:40 」，服務不分大小，秉持為上帝去服務，放下成見，每個
職責，就算是簡單的收垃圾，也是環環相扣。「信、望、愛」，最大
的就是愛，未來她也在思考投入偏鄉教育的工作，秉持這份為神而服
務的愛，繼續為需要的孩子服務。

看見每個孩子的需要，愛與被愛

做服務沒有大小之分，事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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