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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志 工 陳 謄 文 專 訪

目前就讀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的陳謄文同學，今年已是第二次

參與馬祖大浦 plus+ 的換生活計畫。透過科系專業知識背景結合活動課程

帶領，讓來馬祖東莒度假的民眾體驗在地的生態環境與文化。在訪談過程中

仍能感受到謄文在馬祖東莒服務的熱情，不斷地與小記者分享許多在這段

期間發生的小故事。

　　今年大浦聚落著重發展的目標在教育層面，希望讓來島上遊玩的遊客在

玩樂之餘能夠學習並認識馬祖在地的文化特色。因此大浦 plus+ 分別舉辦了

四場為期一週的夏令營，主要活動對象是島上及其他島嶼的小朋友們。謄文

主要負責的內容是進行環境教育介紹，用自身科系專業透過活動的方式介紹

島上的植物及生態環境。謄文讓小朋友們採集喜歡的花草植物，藉由畫畫或

拼貼的方式，在紙上發揮創作，更帶領小朋友們進行環島尋寶遊戲，用自己的

雙腳來體會這座美麗的小島。其中，小朋友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體育競賽頒

發的獎盃。那是謄文和夥伴們運用海洋廢棄物所製成，每個獎盃都是獨一無

二的，小朋友們看到獎盃都覺得很新奇，紛紛搶著要和獎盃合照留念一張！

大浦兒少夏令營 – – 以教育為出發

馬 祖 東 莒 的 美 好 故 事

我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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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文與小朋友一起手作甜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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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浦聚落，謄文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大浦港。從一條小渠道走進去，就

能看到一片神秘的岩灘和湛藍的海。這裡像是世外桃源，有時候能看到海上

有人在撒網捕魚，謄文也在這裡認識到一位當地居民—水梅叔叔（gă-gă，福

州話 )。看著叔叔捕魚回到岸邊，用特殊工具處理佛手、小淡菜，再帶回家給

妻子料理的過程。謄文說：「在東莒的男人很執著於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東莒

的女人則是要維持一個家的運作，將家裡的一切打理好。這裡不像現代的都

市生活，而像是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

　　換生活起居室的牆面，是謄文回想大浦生活第一個想起的。在島上，人們

總是來來去去的，在這裡聚集、認識甚至錯過。於是謄文很珍惜與每個人相

遇的當下，因為大浦，才有機會彼此認識及交流。人們因為各種不同的理由來

到東莒，而離開時則會在牆上留下對這片土地想說的話，或是回到自己的故

鄉後再寄明信片到東莒。牆上每個人的留言，有屬於自己在東莒創造的獨特

故事，每個故事都代表著一條棉線，藉由大家在東莒的集結，編織成一塊美麗

的布，相信這塊布也會繼續編織下去。

在大浦的世外桃源

匯聚、交織然後分散 – – 東莒島上的美好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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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浦港旁有一塊小小的正方形
平台可以讓人踏踏浪。

體育競賽後頒發的獎盃是用海洋廢棄物所製成。



青 年 志 工 葉 嘉 欣 專 訪

找    回    自    己    的    服    務    旅    程

提到「服務」，你會想到什麼？參與「志願服務」的歷程中，志工是如何從

中成長，並挖掘嶄新的自我？透過專訪來自聖約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

系的葉嘉欣同學，讓我們一起，探索服務價值，感受服務的溫暖與感動。

　　進入大學後的嘉欣，秉持著對服務的熱忱，利用一年級的暑假參與了學

校的國際志工服務隊，和志工夥伴及師長們，一同前往印度進行國際服務。

　　在印度，志工團的服務內容除了住進和平病房，替愛滋患者洗澡、餵食

外，他們也到小學及身心障礙者服務機構陪伴小朋友和身心障礙人士。

　　在國小服務時，嘉欣問及小朋友們的夢想。令嘉欣備感詫異的，在於孩

子們聽見問題後，卻對「夢想」二字毫無反應。原先嘉欣認為，也許是因為

語言上的隔閡，導致孩子們聽不懂嘉欣所想表達的意思。經過嘉欣再三確認，

方才恍然大悟 – – 原來，這裡的孩子，並沒有「夢想」的概念。夢想這個詞彙，

對他們而言，太過遙遠。

　　嘉欣開始思索，放眼臺灣，人們汲汲營營、講求功利，但不知「夢想」為

何物的印度孩童，相比之下卻沒有如我們所想的，盡顯憂愁。反倒是看似擁

有一切物質的我們，總是有太多的不快樂，以及苦悶。談至此，不僅讓人反

思起，所謂「快樂」的定義是什麼？金錢和物質，真的能衡量一切嗎？

即使沒有夢想 他們依舊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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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
嘉欣和當地學童互動。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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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印度國際志工的洗禮，返台一年後的嘉欣，帶著曾在印度國際志工

締結的服務能量，踏入另一趟未知的旅程。這一站，是緬甸。

　　在緬甸，志工團隊的服務內容，是幫助緬甸的國中教師設計英語課程。

在繁忙的日程間，這趟服務卻不如預期般順利進行。像是，原先志工團隊在

臺灣準備好的教案無法適用於當地教師的教學，迫使志工團隊必須不眠不

休地趕出一份份全新的教案。以及，突如其來的發燒，使得嘉欣抱病出席當

地運動會。

　　但面對這些接踵而來且緊湊的服務行程，嘉欣不得不將內心的空虛與

茫然感暫時忘卻。直到返校舉辦志工分享的成果攝影展之時，這趟服務旅程

中種種的困惑，以及茫然，又開始在心中逐漸蔓延。

　　經過旁人的提點及自身的整理，嘉欣才意識到，建立一份「正確的心態」，

才是能讓他突破困惑和徬徨的方法。事緩則圓，嘉欣體認到自己在緬甸進行

服務時，往往過於急切地想將服務完成，忽略了許多情感傳遞，及和志工團

隊間建立的互信溝通機制。當團隊間無法擁有共同的目標及心態時，就會影

響整個團隊的士氣。嘉欣因此瞭解，若欠缺反思及檢討的歷程，從事志願服

務期間，是容易感到繁瑣而乏味的。經過一番檢討過後，嘉欣上了寶貴的一

課，她開始能更圓融地看待這些經歷。

服務帶領 走出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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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三段截然不同的服務經歷，嘉欣認為，「服務」絕非志工單向的

付出，而是「服務者」及「被服務者」間平等的交流。志工提供被服務者需要

的服務，而志工則從被服務者身上，獲得無形卻至關重要、可探索生命意義

的機會與角度。透過同理被服務者的視角，志工便能明白一己之力便是「善

的循環」中渺小卻不可或缺的一環。服務歷程中的收穫與體會，使嘉欣發掘

了自身對服務的熱忱，希望在未來，繼續付出一路以來所獲得的善良與愛，

讓服務者及被服務者都能感受到美好。這些所獲得的回饋與反思，便是嘉欣

繼續在服務路上向前行的動力，也是嘉欣認為，從事「服務」過程中，最動人

的學習了。

服務 – – 洞見嶄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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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累積了兩個不同國度、迥異文化的海外服務經驗，嘉欣在國內也隨著

系所課程至安養機構服務。至此，嘉欣對於「服務」二字有了全然不同的體會。

在安養機構服務，替老人翻身、拍背及餵食等工作中過著日復一日的一天。

嘉欣曾有過質疑，懷疑自己究竟能否在未來的就業中勝任這份工作？當嘉欣

抱著疑惑和系上老師深談過後，她開始學習調整心態，將自身心境同理於被

照護者以及家屬身上。設想如果自己身為這些長者們的家屬，會希望自家長

輩被如何的對待呢？當這些想法開始萌芽，嘉欣頓時感受到滿腔的動力及熱

情湧回心頭，想為這些長者們付出更多。

設身關懷 同理包容

嘉欣陪伴社區的爺爺奶奶們玩撲克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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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教 育 志 工 推 動 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