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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問題陳述 

依內政部統計，99年3月底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106.4萬人，較上年同月增加1.8

萬人(+1.7％)，1主因是人口老化和身心障礙人數逐年上升所致；占總人口比率4.6％。

其中65歲以上高齡人口占36.7％，(至99年9月為止，台灣65歲以上人口數為2,478,811

人，佔總人口數23,146,090人的10.7%，2代表年長者的致殘率為總人口比率的3.4倍)。

按障礙類別觀察，以肢體障礙者39.2 萬人(占36.8％)所占比重最高。從這份資料中，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見約每二十個台灣人就有一個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每二十位65歲

以上年長者就有近3.2人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以每年近兩萬人的速度快速的成長

著，對傷殘人士及其家庭，甚至於社會和國家造成了極大的負擔，需要我們共同的

來關懷與承擔。 

傷殘弱勢族群的第二項指標為經濟支撐力。台灣現有總人口數：兩千三百一十

四萬人，總戶數近七百八十五萬戶。根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截至 99 年 6 月

止低收入戶計有 10 萬 7,970 戶、26 萬 3,925 人，分別較 98 年同期的 9 萬 8,359

戶、23 萬 7,780 人，增加了 9.77％、11.00％；低收入戶占總戶數比率為 1.37％、

低收入戶人口占總人口數比率為 1.14％。在這裡我們看到低收入戶數的比率高

於低收入戶人口的比率，因為低收入戶每戶的平均人口僅為 2.44 人，遠低於總

平均戶數人口 2.94 人。意味著獨居戶數的增多，可悲的是他們不是單身貴族，

                                                 
1 行政院主計處。「行政院主計處第 110 號-領有身心障礙者手冊人數續增」。中華民國統計資

訊網 [網路]。網址：http://www1.stat.gov.tw/public/Data/06111523871.pdf，上網日期：2010 年 9 月 9

日。 

 
2 行政院主計處。「內政統計月報-現住人口按三段、六歲年齡組分」。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網

路]。網址：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m1-05.xls，上網日期：2010 年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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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都是孤獨無依的單身跪族，需要我們扶持的傷殘弱勢族群，且這樣的情

況，越往東部、南部等偏遠貧窮的地方就越加的嚴重。 

主耶穌說:「凡勞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裡來，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

11:28)。使徒保羅也說:「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了基督的律法」

(加 6:2)。本篇論文研究的目的在於以聖經的教導為依據，效法宣教士犧牲奉獻的精

神，揉和教會慈惠事工的發展，探討教會與信徒在關懷傷殘弱勢族群時所可能面臨

的困難和攔阻，設法克服清除服事的障礙與削低服事的門檻，讓這美善的服事能夠

落實在會眾日常生活當中，使教會成為傷殘弱勢族群的青草地、溪水旁。 

 

第二節  研究限制 

遠從兩千多年前耶穌基督降世以來，基督教就一直致力於慈惠事工的關懷。歷

經使徒們設立執事，專責對孤兒寡婦的照顧，經 1825 年喬治．慕勒（George Müller）

開設孤兒院，1865 年英國長老教會差派宣教士馬雅各醫師在台南市開設醫院，

從事醫療傳道，到屏東基督教醫院等等的設立，都是為了照顧傷殘弱勢族群，

藉著主的愛來做美好的見証，傳揚基督的福音。 

因基督教慈惠事工歷史悠久，項目龐雜，故此篇研究報告將目標限制在台

灣的宣教關懷慈惠事工，焦點集中在傷殘弱勢族群上面。並以偏遠落後地區如

屏東基督教醫院慈惠事工之發展，伴隨著信義十全教會弱勢族群關懷之探討，

希望能夠喚起教會信眾對照顧傷殘弱勢族群的火熱負擔。同時也針對傷殘弱勢

族群的需要，冀望能提供一套合宜的關懷方式，來愛 神愛人，榮 神益人。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報告會從探討聖經的教導為出發點，主不輕看每一個卑微的靈魂。雖然

人是看外表，但主耶穌看的是內心，是孤兒寡婦的主。祂憐惜世上所有的人，也教

導祂的門徒要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延續到早期宣教士在台灣偏遠落後地方所從事



 

 3 

的慈惠關懷事工。這一部份偏重於文獻資料的搜集與整理，闡揚宣教士背後堅定不

移的信仰與捨己愛人的偉大情操，用以激勵信徒在心志上效法基督的佳美腳蹤。進

而拜訪信義十全教會與牧長，深入瞭解基督教慈惠事工之內容、作法和實際面臨的

難處，裨供眾教會與信徒之參考、借鏡與指引。 

最後則是從教會和信徒個人的層面，來探討身為基督徒的我們，當如何來面對

周遭的傷殘弱勢朋友。教會能夠做些什麼? 我們個人又能夠做些什麼? 進一步喚醒

廣大的社會大眾，共同來為這傷殘弱勢族群盡一己微薄的心力，也期盼這股關懷的

涓流能夠匯集成愛的洪濤，為主做那美好的見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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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聖經的教導與聖徒的榜樣 

 

第一節  聖經對慈惠事工的教導.. 

有許多人錯以為上帝歧視傷殘人士，不僅在所獻的祭物上不可有殘疾的牲畜，

就是獻祭的祭司也不可以有殘疾。這段話記載在利未記 21 章 16 至 23 節：「耶和華

對摩西說：你告訴亞倫說，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凡有殘疾的，都不可近前來獻他 神

的食物。．．．他有殘疾，不可近前來獻 神的食物。 神的食物，無論是聖的，至

聖的，他都可以吃。但不可進到幔子前，也不可就近壇前；因為他有殘疾，免得褻

瀆我的聖所。我是叫他成聖的耶和華」。 

在這裡似乎就已判了殘疾人為不聖潔的死罪，好像註定要與永生 神相隔絕的樣

子。但其實卻不然，這裡所描述的是舊約的獻祭制度，不論是獻祭的大祭司或是所

獻的羊羔都是預表著主耶穌，為的是教導以色列民認識 神完全聖潔無瑕的本質。但

縱然如此， 神仍然眷顧殘疾的人，所以在 22 節說到 神的食物，無論是聖的，至聖

的，他都可以吃，因為 神是叫他成聖的耶和華。 神並沒有與殘疾人隔絕，也沒有

撇下殘疾人， 神愛惜世上所有的人。 

主耶穌也成了傷殘人的好朋友。在四福音書中，主耶穌對傷殘弱勢族群的憐憫

關懷隨處可見。1不管是在畢士大池躺了 38 年的病人，患血漏的婦人，瞎眼的或是癱

子，主都醫治他們。甚至是口裡喊著：不潔淨，不潔淨的麻瘋病人，主耶穌也沒嫌

污穢而遠離他們。康健的人用不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神就是我們最大的醫

生， 神喜愛憐恤，不喜愛祭祀，而關心照顧傷殘弱勢族群，正是愛主愛人的具體表

現。傷殘弱勢族群是 神給教會的禮物，可以教導教會以基督的心腸關懷人，使教會

                                                 
1 姜天儀，「教會對牧養傷殘群體的承擔」，今日華人教會。第 0 卷第 157 期(1992 年 6 月)：32-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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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神的恩典中付出愛的行動，2我們要效法基督做現代的好撒瑪利亞人。3 

回顧宣教士來台醫療宣教已超過 140 年的時光，4從 1865 年英國馬雅各醫師到

台灣南部醫治關懷傷殘弱勢族群開始，歷經 1872 年馬偕由加拿大長老教會遣

派來台建立偕醫館，一手聖經，一手鉗，足跡遍及北台灣，並延至花蓮。到

1950 年代大陸淪陷，各基督教派如雨後春筍般在台成立教會，深耕基層，投身

在各方面的慈惠事工上，遍及寶島的每一個腳落，都有宣教士的佳美腳蹤。 

在這裡我要特別集中焦點在屏東基督教醫院和高雄信義會十全教會上，不是因

為這所醫院設備新穎，醫術精湛，或是這教會人數眾多，建築雄偉，而是因為它們

或是身處偏僻落後之地，做在最小弟兄身上，或是在資源不足，人力有限的情況下，

仍然努力的服事傷殘弱勢族群。更能代表基督的犧牲奉獻精神，也最能彰顯基督徒

捨己不求回報的愛心。 

 

第二節  屏東基督教醫院--哪裡有需要就往那裡去的行動醫院5 

    「我小時候家裡很窮，爸爸得了慢性肺病，所以從小就感受到貧窮與疾病帶給

人的痛苦，也目暏很多人對慢性病患的歧視」。6畢嘉士因此自幼立志行醫，凡慢性

的、畸形的、沒有人要的病人，他都當寶貝般「撿回來」，自己照顧；數以萬計的

                                                 
2 周學信，「教會與殘障者」，曠野跨世紀小百科。(1998 年 12 月)：28-33 頁。 
 
3 Richard J. O'dea, “A Modern Good Samaritan,”America, 180:7(1999):18. 

 
4 不算 1624 年，荷蘭人由熱蘭遮城(安平港)登陸台灣，荷蘭歸正教會曾差派 32 名牧師及

多位傳道師來台。以及 1626 年，西班牙人進佔淡水及基隆，天主教宣教士向基隆附近的住

民傳佈福音、設立教堂。 

 
5 屏東基督教醫院。「認識屏基-屏基簡介」。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網路]。網址：

http://www.ptch.org.tw/_private/history/historyindex.htm，上網日期：2010 年 9 月 9 日。 

 

6 黎采，「永不止息的播種者：屏東基督教醫院的畢嘉士大夫」，宇宙光。第 10 卷第 5 期(1983

年 5 月)：49-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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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缺病患，因著主，重拾了生命的尊嚴與希望。7 

民國 48 年起全台小兒麻痺症大流行，畢嘉士等醫護人員不辭辛勞日以繼夜地在

中、南、東部尋覓在地上爬行或遭人拋棄的小兒麻痺病童，帶回醫院免費開刀治療

變形的手腳。病人沒錢，他代付醫藥費，曾因此連續三個月沒有支領挪威教會寄來

的薪水。病人需要血，他捲起袖子就抽，但卻很少人知道他有心臟病，不適宜捐血。 

接著成立了支架工廠，自製支架供病童使用，讓孩子們可以站起來。民國 50 年，

設立了全國第一所專治小兒麻痺的「兒童療養院」，8免費醫治來自全省各地的病患。

為了讓孩子未來可以獨立自主，畢嘉士醫師向屏東縣政府爭取孩子們的受教權，由

屏東縣政府指定屏東市仁愛國小開辦肢體殘障特殊班，肢體殘障的孩子們終於可以

和一般正常孩子一樣上學受教育。後來許多孩子因此考上大學、研究所，生命被翻

轉，人生完全改觀。是基督的愛激勵了這一群宣教醫療團隊哪裡有需要就往哪裡去

的決心，不是只是去做份內的工作，而是去尋找需要，發現需要，並且靠主供應，

勞心勞力，犧牲奉獻的來滿足傷殘弱勢族群的需要。 

記得我在讀台北醫學院藥學系時參加了樂幼社，我們偶而會去探望樂生痲瘋病

院。有次坐游覽車一同去台中雅哥花園玩，有位媽媽很喜歡我，突如其來的握住我

的手，讓我不禁顫抖了一下。我的心裡好羞愧，明明知道不會傳染痲瘋的病人，才

可以被探訪，才可以出來遊玩，但我還是被嚇了一大跳。 

但反觀當二十八歲的畢嘉士醫生帶著新婚妻子來台時，第一站駐留的就是專收

痲瘋病人的台北樂生療養院。當時，院內有自日據時代留下的近千名痲瘋病人，卻

只有一名醫師。畢嘉士醫生急切地想付出關懷，但痲瘋病人早被社會歧視的眼光所

傷害，非常畏懼人群，也懂得以冷漠來自我保護，因而對畢醫師和善的舉止充滿了

疑懼。直到有一天，一名痲瘋病患因膿液梗在氣管上，堵住了呼吸，眼看就要斷氣

                                                 
7 屏東基督教醫院。「認識屏基-醫療奉獻獎」。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網路]。網址：

http://www.ptch.org.tw/_private/history/historyindex.htm，上網日期：2010 年 9 月 9 日。 

 
8 編輯部，「最早提供小兒麻痺症醫療復健的屏東基督教醫院」，宇宙光。第 9 卷第 10 期(1982

年 10 月)：1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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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畢醫生聞報二話不說，隨手拿了一根導尿管，就從病人的氣管口中吸出一灘灘

膿液，直到病人喘過氣來，臉色由鳥青轉為紅潤為止。這一幕景象，看在痲瘋病患

眼中極為震撼，為什麼一個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的外國郎要對我們這麼好? 畢嘉士

醫生不僅醫治他們被病魔纏繞的身體，也治好他們被人離棄受傷的心靈。 

   畢嘉士醫生的座右銘是:「上帝愛我，為我捨己，所以我也要去愛，去捨己。」

醫治和平安因著十架愛來到台灣。當我在回顧屏東基督教醫院的醫療宣教史中，多

麼的慶幸主耶穌化身為畢醫生的模樣，點燃台灣千千萬萬傷殘弱勢族群的信心。祂

醫治，祂包裹，祂安慰，祂攙扶每一個失喪的靈魂。基督就在人間，隱藏在卑微軟

弱的人群中，引導著我們，自內心湧流出愛的活水江河來。 

 

第三節  信義會十全教會--尋找傷殘弱勢族群的愛心教會9 

高雄信義會十全教會是由高英茂牧師主理的社區教會，最大的特色是他們的教

會是一個夜不閉戶的百變金剛。教會並不大，在一棟大廈的三樓，佔地約三十坪，

主日崇拜時當講堂，結束後搬開椅子，架上桌子就成為餐廳。飯後收起桌子，圍個

圈圈又成了活動中心。既是牧者的會客室，同工的辦公室，又是住戶大會的集會處。

在廚房旁邊有個小間是安養病房，供應家屬長期的照護。充份的運用教會每一個空

間，每一個時段，和一般只有在主日崇拜才開放的教會大異其趣，也因此兄弟姊妹

的情誼有如一家人般的濃厚。 

    十全教會的另一個特色是關懷傷殘弱勢族群，不是關心一個、兩個，不是照顧

一年、兩年，而是承接了屏東基督教醫院勝利之家的頌揚團契，一路走來已將近二

十個年頭。這漫漫的旅程充滿了艱辛，也洋溢著歡笑，更是見証了 神的憐憫與愛的

扶持。 神都預備，充充足足的供應，滴滿 神恩典的脂油。十全教會因著承接頌揚

團契而經歷了兩次的大分裂，總是因著 神真理的指引，弟兄姊妹的彼此相愛而能夠

                                                 
9 訪談高雄信義會十全教會高英茂牧師，地點：高雄信義會十全教會，訪談日期：2010 年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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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勇敢的走下去。 

高牧師不僅負責頌揚團契契友的接送，陪伴與照顧，做到身、心、靈的全人關

懷。更將教會打造成無障礙的空間，讓輪椅可以自由的通行迴轉，讓身障者的心可

以自由的飛翔。其間備嚐艱辛與淚水，也有滿足的歡笑與感恩。小兒痲痺病友身穿

鐵鞋，當坐在椅子上常會造成凹痕，因此一些教會就會要求身障朋友坐固定的位置，

造成了二度傷害。但高牧師毫不限制阻擋，就讓他們隨意的坐，所寶貴的是人的靈

魂，而不是物質的貴重。並且為了激發他們服事主的熱忱，培養自信心，特別訓練

他們成為招待同工，作主愛的見証、成為十全教會的標誌。 

頌揚團契中每一個成員都是主耶穌的寶貝，所組的合唱團參加了文化中心的表

演，也有信神分部的畢業生。契友們可以上山去看雪，下海去浮潛，坐著雙人輕航

機遨遊天際。只要大家彼此相愛，天花板就可以成為上帝美妙的創造。輪椅可以下

到游泳池，晚宴還有小提琴伴奏，靠著那加給我們力量的，頌揚團契凡事都能做，

譜出那佳美，感動人心的見証，是用淚水與汗珠揉合 神的愛，大能的見証。 

當頌揚團契開車到只有老人與小孩的原住民部落中，就激起了他們胸中的熱

血，而不再是暮氣沉沉，沒有盼望。當漁港村民看著那從沒有遊覽車開過的崎嶇小

路駛來頌揚團契的大客車，看著一個個的輪椅背部向後的被拉到海灘上，觀看牽網

捕漁的樂趣時，不禁要讚嘆這是連慈濟都做不到的事，是 神的大能彰顯在頌揚團契

每一位契友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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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督教慈惠事工之再思 

 

第一節  傷殘弱勢族群的需求 

亞伯拉罕‧馬斯洛是美國著名的人本主義心理學家，他提出需求層次理論

(Need-hierarchy theory)，將人類生活需求畫分為兩大部份，五個層面。從最基本的身

體需求和安全需求，到更高層次的社會關係需求、尊重需求(社會承認的需求)及自我

實現需求，1概括性的含蓋人類身心靈各方面的需要。 

傷殘弱勢族群首先面對到的就是現實環境的考驗，經濟的壓力及身體病痛等問

題。幸好現在台灣的社會福利制度還算完善，且在不斷的改進當中，包括中低收入

生活補助、居家服務及社區服務、托育養護費用補助、早期療育服務、低收入醫療

補助、社會保險自付保費補助、輔助器具補助、就學費用減免、就學獎助金、支持

性及個別化就業服務、定額進用保障就業、職業訓練生活津貼、創業貸款補助、理

療按摩、按摩業管理及執業許可證之核發、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識別證明、

搭乘國內公共交通工具半價優待、稅捐減免、進入風景區、康樂場所或文教設施半

價或全免優待及公益彩券經銷商之申請。2外加上社會慈善福利團體的捐獻與救助等

等，國家與社會大眾對傷殘弱勢族群的照顧已日漸周全。但因著立足點的不平等，

社會的不公義，法規的僵化與未盡完善，功利主義掛帥與人心的墮落和敗壞，使得

在這充滿 神祝福的寶島上仍處處可聞傷殘弱勢族群的哀號聲，時時可見悲慘悽涼的

                                                 
1 亞伯拉罕·馬斯洛。「需求層次」。維基百科 [網路]。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A%9A%E4%BC%AF%E6%8B%89%E7%BD%95%C2%B7%E9%

A9%AC%E6%96%AF%E6%B4%9B，上網日期：2011 年 3 月 2 日。 

 
2 身心障礙福利。「身心障礙者福利措施一覽表」。內政部社會司[網路]。網址：

http://sowf.moi.gov.tw/05/c1/c11.htm，上網日期：2010 年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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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在在的需要教會的弟兄姊妹伸出關懷之手來扶持他們，共渡生活的難關和風

浪。 

傷殘弱勢族群所面臨到的第二大挑戰為與靈和魂有關的社會關係需求、尊重需

求及自我實現的需求。自卑與失落感是傷殘弱勢族群的兩大致命傷，進而扭曲人生

的價值觀和處世態度。傷殘弱勢族群極需要與社會人群建立連結的關係，享受愛與

接納的溫暖，盼望能與他人建立和諧平等的社會網絡，修補破裂的人際關係。更企

盼找尋到生命中的自我價值和意義，重建自尊心和自信心，活出繽紛的色彩來。 

只可惜政府社區照顧的向度，似乎都只集中在協助滿足以身體和物質為中心的

種種需求上，3而忽略了人的身心靈是一個完整的個體，環環相扣，緊密聯結。任何

一個部位的失調都會影響到其它部份的功能，使人無法完全，無法過一個正常的人

生。單單著重於身體的需求不僅事倍功半，有時反而對傷殘弱勢族群造成更大的傷

害。惟有愛能夠醫治憂傷的心靈，惟有愛能夠修補破裂的關係，惟有愛能滿足生活

之所需，惟有愛能帶來明天的盼望。愛是最好的營養補充劑，但是我們的愛不足，

惟有 神的愛是活水的泉源，祂能滋潤澆灌每一個枯乾的靈魂，改變、超越、昇華、

翻轉每一個殘破的心靈。 

 

第二節  教會是關顧的基地與整合的平台 

主耶穌要我們成為好撒瑪利亞人，纏裹受傷的靈魂，也要求門徒看到人餓

了，給他們吃，赤身露體給他們穿，做在最小弟兄的身上。身為基督的教會，

照顧傷殘弱勢族群本是我們無可推諉的責任。其實教會就是一個愛的補給站，我們

所傳的福音就是 神愛世人的福音，4將基督永不止息愛的泉源，不斷的澆灌在每一

個受傷的靈魂身上。 

                                                 
3 徐啟華，社區工作新程式（台北：商務印書，1995 年），124 頁。 

 
4 盧龍光，愛你的鄰舍-教會社區工作與實踐（台北：校園，2003 年），1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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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關懷傷殘弱勢族群方面，在此要分成兩部份來討論： 

一、教會內部方面： 

 (一)尋求神、注目看耶穌、遵從聖靈的引導：5 

每日親近神、讀經、禱告、默想，以基督的心為心，如同葡萄枝子連接在葡萄樹

上，靠主得力，汲取生命活水的泉源。不是倚靠人的勢力和才能，而是倚靠 神的

靈方能成事。因為人的勢力是短暫的，我們的能力是薄弱的，我們的愛心是有限

的，常在不知不覺中給魔鬼留了地步，既讓自己跌倒，也傷害了別人。 

 (二)活出基督的愛來，做忠心又有見識的好管家： 

只有生命能夠影響生命，我們不僅要彼此相愛，尋求教會的合一，也要羨慕善工，

行事無可指謫，在日常生活中流露出主愛的馨香之氣。 

(三)求 神打開我們的心眼，擴張教會帳幕之地，張大居所的幔子，堅固信德的橛子： 

培養與激發會眾關懷、憐憫的情操，存謙卑的心愛 神愛人，勿讓敬虔的外表成為

攔阻傷殘弱勢族群親近 神的障礙，打破中間隔斷的牆。社會把傷殘弱勢族群推到

邊緣去，教會需要把他們再一次挽救回來，6不因計算福音廣傳的效益而忽略了對

傷殘弱勢族群的負擔。 

(四)傳遞異象，訓練同工，結合大使命與大誡命，活出基督的生命。7 

二、關心傷殘弱勢族群方面： 

(一)關心身體基本的需求: 

1. 居家探訪、提供實質的幫助： 

透過憐憫傾聽、安慰與陪伴，瞭解問題，並經禱告尋求與客觀的評估，協助面

對並解決問題。並記念他和家人的需要，協助處理危機，滿足實際生活及身體

                                                 
5 李守信，「如何向傷殘人士傳福音」，今日華人教會。第 0 卷第 9 期(1981 年 9 月)：7-8 頁。 
 
6周學信，「教會與殘障者」，曠野跨世紀小百科。(1998 年 12 月)：28-33 頁。 
 
7 M. S. Thirumalai, “Ministry to the Disabled,” Christian Literature & Living, 6:1(2010):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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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8 

2. 關心身體的病痛： 

傷殘弱勢族群的生活品質幾乎由身體的狀況來主導，保持身體的安舒才有優質

的生活。9多瞭解病情並搜集資料，做適當的建議，接送就醫與復健，並為他代

禱。擴展生命的視野，充實生命內涵，提供自理能力的教導與訓練。10推動健康

生活習慣，11將自己置身於娛悅的情境中。 

(二)照顧情感的需要： 

1. 身體的傷殘造成關係的破裂，情感與價值觀的扭曲： 

傷殘弱勢族群亦在與他者的互動中繼續發展自身的意義，也在與他者的交往中

形成以他為核心的生活各個面向。12
唯有愛能撫慰受傷的心，唯有饒恕、包容、

接納與憐憫可以修補破裂的關係。 

2. 要有包容心，多體恤，不要妄加批評論斷： 

真正的醫治開始於傷殘弱勢族群願意開始談論他們痛苦的經歷，13願意揭開受傷

的瘡疤，坦然面對。幫助建立互助網絡與支持系統，驅除孤單及寂寞無助感，

尋求愛心的接納並產生歸屬感。 

(三)提供靈性的滿足： 

1. 靈性的啟發： 

                                                 
8 雷．吉安達，走出悲傷，林恂譯（台北：基督橄欖文化，2006 年），42 頁。 

 
9 劉清虔，「論老人的傷痛照顧與心靈健康--一個靈性關顧的取向」，神學與教會。第 33 卷第 2

期(2008 年 06 月)：354-386 頁。 
 
10 周淑屏，不怕風雨（香港：更新資源，2002 年），67 頁。 

 
11 周淑屏，不怕風雨，131 頁。 

 
12 劉清虔，「社區照顧中的靈性關顧」，神學與教會。第 32 卷第 2 期(2007 年 06 月)：532-557

頁。 
 
13 吉安達，走出悲傷，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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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誠的信仰可以幫助人認識自己的侷限，但不會使人對處境感到絕望。14 

2. 陪伴帶領，協助團契生活： 

一個完善而良好的天人關係，能安定人的靈性，進而在身體有病痛，情緒會起

伏，關係常失落，功能未發揮之際，仍能安定身心，安穩腳步。15  

(四)建立自立自強、自助與助人的互助網： 

1. 教導與輔助並重，提升自力更生的能力，重建生命的價值： 

鼓勵參與職能培訓與生活教育，增強自信心及做好就業或自理的心理建設。 

2. 協助申請政府及社會資源，建立安全支持網絡系統，陪伴建立獨立生活的能力，

並溶入社會與人群中。 

3. 鼓勵自助助人，積極裝備自己，發展自己，自強、自助再助人。16
協助傷殘弱勢

族群脫離受助行列，發揮潛能，參與建設社會，共創未來。17 

4. 做一些自己覺得有價值的事情，提升正向意義，藉由幫助別人來為生命賦予意

義。18在愛中學習以愛還愛。19幫助培養健康的自我形象，包括歸屬感，價值感

和能力感，體認生命的意義，20協助他找到人生的舞臺。21 

(五)教會是關顧的基地與整合的平臺：  

  1. 開放調整教會設施，建構社區照顧網絡： 

                                                 
14 同註 9。 
 
15 同註 9。 
 
16 周淑屏，不怕風雨，52 頁。 

 
17 周淑屏，不怕風雨，58 頁。 

 
18 戴勞爾．肯寧，做傷心人的好朋友，陳綺文譯（台北：中國主日協會，2003 年），63 頁。 

 
19 周淑屏，不怕風雨，159 頁。 

 
20 馬汀莉，傷痛中的盼望，董文芳譯（台北：道聲，2005 年），206 頁。 

 
21 同註 9。 
 



 

 14

挪去空間的障礙，展現歡迎的熱忱。當教會裝修時儘量可能的提供輔助的設備，

去除無形的障礙。 

2. 設立人力、物力及財力資源中心： 

包括同工的召募與訓練，資訊的搜集、分析與提供，財力的勸募與分配。  

3. 通過社會教育活動讓社會大眾更深入認識傷殘弱勢族群，減少誤解與隔闔，22進

而接納與包容。存放傷殘弱勢族群相關的書籍，文字及影音資料，23以供參閱

查詢與教育。 

4. 齊心協力，為愛付出： 

教會不僅是關懷與慈善的團體，也要推動政府的立法與施政，24增強自主與參

與能力。25
倡議有關政策的設立及改善，

26
結合運用政府與民間資源，參與建設

完整的社區照顧網絡，27 

讓每一位傷殘弱勢族群都得到合理的對待，公平的尊重。同時結合國家與民間的

力量，共創一個愛與和諧的生活環境。  

 

第三節  每個基督徒都是主愛的管道與出口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立愛的關係的信仰，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放下天上的尊貴與

                                                 
22 周淑屏，不怕風雨，58 頁。 

 
23 周淑屏，不怕風雨，58 頁。 

 
24 阮美賢，「教會對弱勢群體的醒覺與回應」，思。第 61 期(1999 年 5 月)：17-22 頁。 
 
25 徐啟華，社區工作新程式，124 頁。 

 
26 周淑屏，不怕風雨，51 頁。 

 
27 林娟芬，「教會如何關懷經濟弱勢婦女」，神學與教會。第 28 卷第 2 期(2003 年 6 月)：220-2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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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放棄與俗世的區隔，願意進入人間，受制於人的有限和罪污。28道成肉身的基

督是捨己的 神子，願意為著人的益處被釘在十字架上。 神與我們建立關係是透過

主耶穌基督，同樣的教會與傷殘弱勢族群建立關係也是透過每一個會友，每一個小

基督。唯有我們願意伸出愛的雙手去擁抱他們，願意多走一里路去尋求探訪他們，

願意把他們像寶貝般帶回教會，帶到家中，他們乾渴的心靈才能被滿足，才能活的

有尊嚴，有盼望。關心傷殘弱勢族群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實踐，憐憫是耶穌基督的好

消息，以及祂傳遞好消息過程中的主要元素。29 

    要成為主愛的管道與出口，我們需要注意幾件事情： 

一、向主汲取力量，靠主得勝：當悲劇發生時，現成的答案，出自宗教熱忱的老生

常談和陳腐的勸言，都是沒有益處的。30
助人是好的，但我們無法幫助所有的人，因

為有些人不願意改變。使人改變的是主，我們只能將人領到主面前，由祂來照管。

在接觸傷殘弱勢族群之前，先花一些時間來禱告，操練對 神的倚靠。代禱是我們能

為對方所做最重要的事情。31認清自己的不足，去除施捨的優越感，不自以為聰明，

不探人隱私，不求滿足自己的慾望，謹記停下，聆聽，等候，順服四步驟。32 

二、要關懷傷殘弱勢族群必須從瞭解需要開始：33多看人的需要，少看事的對錯。多

一些溫馨的鼓勵，少一點無情的敷衍。先不急著為他們做什麼，學習與他們認同，

                                                 
28 黃肇新，為社區織一件彩衣，（台南：人光，1998 年），40 頁。 

 
29 盧龍光，愛你的鄰舍-教會社區工作與實踐，143 頁。 

 
30 肯寧，做傷心人的好朋友，26 頁。 

 
31 馬汀莉，傷痛中的盼望，211 頁。 

 
32 吉安達，走出悲傷，243 頁。 

 
33 夏忠堅，大家來打拼-教會參與社區營造手冊（台北：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1996），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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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們一同檢視生活的需要，與他們同工。34若缺乏諒解與反省，再多的關懷都是不

夠的。35或許我們沒學過任何的關顧輔導技巧，但只要我們真的關心，主動的接觸，

從日常生活入手，在發現問題時伸出援手，36對方就可以感受的到我們的用心。 

三、接納與包容、給予實質的幫助：37讓傷痛者有作夢的權利，他們最需要的是接納，

其次才是建言。38當陷入悲觀的角度時，就要適時的否定，在激勵中看到盼望，用讓

對方感到特別，被愛與安全的方式來表達關懷之意。39我們所做的不是改變生命，而

是嚐試讓人重新體認自己的價值和能力，勇敢的站立起來。40 

四、個人友誼漸進式的佈道，帶領認識主：效法癱子的朋友不避艱難的帶領來到主

面前，鼓勵傷殘弱勢朋友來信靠 神，41聆聽他們的故事，向他們保証 神無條件的愛，

42
並且為他們代禱，成為繼續走下去的力量。

43
在密切關係中，福音才能被接納，而

進入人心中成為真實的幫助。44 

                                                 
34 黃肇新，為社區織一件彩衣，42 頁。 

 
35 湯靜蓮，「弱勢關懷 從諒解與反省出發」，神學論集。第 124-125 期(2000 年 9 月)：381-386

頁。 
 
36 徐啟華，社區工作新程式，8 頁。 

 
37 Michele Smither, “Love in Action,” Today's Christian Woman 25:3(2003): 8.  

 
38 馬可．西門，你不怪 只是不一樣，柯美玲譯（台北：中國主日協會，2007 年），36 頁。 

 
39 馬汀莉，傷痛中的盼望，180 頁。 

 
40 同註 35。 
 
41 肯寧，做傷心人的好朋友，140 頁。 

 
42 Grace Harding, “Listen to their stories: ministering to families with children who have disabilities,” 

Clergy Journal, 83:5 (2007): 31. 

 
43 賴諾曼，陪他走過哀傷，麥賴美楨譯（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08 年），174 頁。 
 
44 解英忠，牧養、關顧與輔導（香港：西羅亞，1998 年），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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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效法聰明的童女，儲備人力與資源：養成儲蓄的習慣，按照自己所受的感動，

每月提撥一定金額當做關顧基金，三五個家庭組成一個探訪隊，按時分糧，持續關

懷。 

關心傷殘弱勢族群是我們每一個會友的責任，是一種個人性、自主性的生命體

現，雖然需要教會的教導、引領與支援遮蓋，卻不盡然要完全倚賴教會方能成事。

相反的，我們每一個會友都要成為教會伸出的觸角與輔助的肢體，撫慰每個受傷的

靈魂。45我們每一個信徒都是基督的精兵，都是主愛的管道和器皿。台灣的基督徒雖

少，所做的雖是一個無力回報的最小弟兄身上，但 神的愛就在每一個受關懷的傷殘

弱勢族群身上彰顯，就在每一個服事與憐憫中流露。 

                                                 
45 夏忠堅，大家來打拼-教會參與社區營造手冊，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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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 

在台灣這塊富裕的土地上，卻是四處充滿著無依無靠的傷殘弱勢族群的身影，

讓我們更顯的羞愧與無奈。早期的宣教士捨棄了優渥的高薪，舒適的生活環境，來

到當年貧瘠的台灣，只為了將基督的愛帶給這一群未得福音之民，他們的足跡踏遍

了中低下階層，為了尋找拯救失喪殘缺的人。 

在以賽亞書 28 章 2-8 節記載著：「他們天天尋求我，樂意明白我的道，好像行義

的國民，不離棄他們 神的典章，向我求問公義的判語，喜悅親近 神。他們說：我

們禁食，你為何不看見呢﹖我們刻苦己心，你為何不理會呢﹖…我所揀選的禁食不

是要鬆開凶惡的繩，解下軛上的索，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切的軛嗎﹖不是要

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流的窮人接到你家中，見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

自己的骨肉而不掩藏嗎﹖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

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行；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我們終日查考聖經，以為其中有永生，沒有錯，聖經是 神的話語，其中有永生

的指引，「耶和華豈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豈可為自己的罪過獻

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惡獻我身所生的嗎﹖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

向你所要的是什麼呢﹖只要你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行。」但

願我們每一個基督的門徒都願意效法主的佳美腳蹤，樂意來關懷照顧這一群傷殘弱

勢可憐的人，也得著 神的榮光做我們的後盾，享受在主愛的光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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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訪談高雄信義會十全教會高英茂牧師 

 

地點:高雄信義會十全教會。 

訪談日期：2010 年 12 月 2 日。 

 

請教高英茂牧師的問題： 

 1.怎樣的動機及神學立場投入關懷弱勢族群? 

高牧師答：25 年前來高雄，何艾莉宣教士詢問十全可否接下頌揚團契? 剛好用三代

經題講道，說到要協助需要幫助的人。關懷是傳福音的助力，因此就接下了頌揚團

契。 

 

2.傳福音與關懷弱勢的衝突與聯結。 

高牧師答：能夠看見弟兄的需要，才能愛看不到的上帝。 

會眾質疑：牧師是司機，那我們算什麼? 

只有當牧師戴上狗圈，這時候所說的話才可以聽，其餘時間跟罪人一般無兩樣。 

牧師有主人，且由主人來統管。剛好此時有位寡婦奉獻三十萬元，事就這樣成了。 

 

3.台灣為何從事這塊區域的牧者好像不多，神父比較多一點? 神學立場、信仰背景、

資源? 

高牧師答：一般人看物質比看人還重要，但 神愛世上所有的人勝過萬物。 

獻祭預表耶穌，需要完全的無罪，不是歧視傷殘人士，要使不完全的成為完全。 

不用會傳講，只要有笑容的生命，一樣是最好的見證。 

燈要點在燈台上，形而上的傳教無法讓人信服。 

頌揚出去，每次都在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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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航機 看山 泰雅族契友 生命不驕傲也不自卑。 

欠債既多，感恩亦深。 

玉山塔塔山、踏雪、浮潛、觀看牽網補魚。 

 

4.在進行關懷傷殘弱勢族群時，所面臨之困難與挑戰? 教會和個人部份? 

高牧師答：只要彼此合作，很多事情都能做。 

做的很嘔，覺得浪費時間，會眾出走一半，心好涼，我到底在做什麼? 教會一定有

問題。 

只要確定合乎信仰 就值得堅持走下去。 

對各樣的人種見怪不怪。 

正面推力： 

詩班合唱團：文化中心表演，看他有什麼，而不是看他所沒有的。 

聖經是神所預備的 為要行各樣的善事。 

連死人都被尊重，更何況是活人呢? 

不是為了向政府要錢，這是腐敗的開始，而是基督徒的責任。 

不要有閒人，要親自作工。 

 

5.如何促進傷殘弱勢族群對生命的正面意義? 參與服事， 

高牧師答：只要彼此相愛，連輪椅都可以下到游泳池。 

天花板也可佈置成美麗的世界。大師單獨拉小提琴給頌揚團契聽。 

神學的高知識化與追求成功神學，學位之追求而不是信仰之追求，是不對的。 

不要想業績，用企業管理就失去人性。 

生命不是速成的，而是在不知不覺中，一點一滴累積起來，成長之後要活用。 

 

7.擔心不擔心需要照顧的人太多，無法照顧，或品質下降，如何管控或防止? 

高牧師答：關係密切，經費就 ok。 



 

 24

若教會人數太多，會幫助分出去的會友買房子建立教堂。 

家教會很累也很快樂，信仰就是生活，教會就是家，是家就自動分工合作。 

開放性的教會，幫社區維護發電機，在會堂開住戶大會。 

還有一位守衛是執事，幫忙門禁管制。有人到就一起吃飯。 

明天會發生什麼? 我不知道，但是神知道，已把救援放在那裡。 

夜晚開山路，機油箱割破，神就差派人來幫助跟修理。 

經費是負擔，不是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