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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教會觀摩 3

陳福春（Acun）牧師 2000年來到東美中
會長光教會時，這間教會還高聳著圍

牆，雖然座落在長光部落的大馬路邊，但族

人與教會很少往來。

「簡單說，就是教會與部落不合。」陳福

春回憶以前的長光教會很重視靈性追求，因

而排斥傳統原住民文化，會友被禁止參加豐

年祭，也不准唱跳原住民歌舞，甚至會燒毀

傳統服飾。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嚴重的問題

例如：教派分立（基督教與天主教）、阿美

族文化失落、酗酒、老人問題等。

說到這裡，陳福春語氣一轉，「我很尊重以前的牧者，

只是，長光真的需要改變。」

先把「小朋友」找回教會

長光部落也是陳福春牧師娘嚴敏珠的娘家，因此他看

待這裡有特別的感情，很希望基督的愛可以進到這個社

區，想要鼓勵部落居民一起用愛來改變這個地方。

「到底教會能為社區做什麼？」陳福春反覆思考，想

到或許從教導兒童開始比較不會有爭議，而且兒童好管

教，給他們吃、喝、教導正確的思想，更能讓

傳統文化從小札根。

不過，那時候的長光教會只剩下 3個小朋
友，「小朋友跑去哪裡了？」他才發現小朋友

都在部落裡面到處玩耍，因為缺乏管教，讀

書風氣很差，有的還會偷竊、破壞公物、偷吃

部落存糧。這更加強陳福春投入兒童事工的決

心。

2000年 9月陳福春向原民會申請經費，在
長光教會開設「兒童課後輔導班」，把教會的

倉庫改為教室，由他和牧師娘親自授課，將近

40位孩子到教會上課。特別是英文課，陳福春認為要讓
兒童從小就不怕英文，2004年起他每年與長老會總會合
作 ILT（我愛台灣宣教營），外國人及旅外僑民到部落參
訪、辦活動，與部落小朋友近距離接觸。

除開辦課輔班，長光教會一大特色是「母語課」，每

週二、三、六各一次，至今已經已經連續開課 10年。但
因社區有意接手，教會的母語班便暫時停開。「社區要做，

就給他們做，如果他們沒動作，我們會再重新開課。」陳

福春希望教會的存在是要幫助社區解決問題，而不是與社

區對立形成問題。

「大朋友」也想出力改變社區

2004年，長光教會成立「石坑文史工作室」（長光舊
名「石坑」）。在這之前，陳福春邀請課輔班孩子的爸媽

一起來討論，因為他們發覺，孩子到教會的課輔班後變乖

了，可是社區還是沒有改變，「如果社區是那樣…是這樣

…就好了！」最後大家集結出一個共識，想要做整體的社

區營造，因此組成文史工作室，第一步就是從認識長光部

落的歷史開始。

經過眾人努力，有系統地收集文物和老照片、寫下社

區簡史、找出部落特色，2005年長光教會出版《老照片
說故事暨長光部落文集》。除此，陳福春邀請會友與居民

一起來美化自己的家園，要把長光部落打造成為更好的居

住環境。2005年至 2006年間，長光教會拆除禮拜堂前面
的圍牆，變成現在的開放式空間，與部落共享教會廣場，

教會與部落的距離更近了！

「一開始還是受到阻礙，」陳福春說，曾經有會友質

疑「為何要開放教會給大家用」以及認為文化與信仰間是

互相衝突的，甚至覺得文史相關的事工「沒有聖靈」，陳

福春只能循循善誘，希望他們能擺脫早年留下來的遺毒。

東美中會長光教會
長光教會小檔案

陳福春到長光教會牧會，一晃眼超過 10年過去了，經
過這些年來的觀察與評估，他認為「松年事工」應

該是長光教會目前及未來的主力，「牧會的人要『顧客至

上』，這是分析會友需求的結果而來。」

東海岸唯一的「私立大學」

由於長光部落的長輩很多，高達 8成，陳福春看見部
落的需要，2002年開設「老人班」、2003年轉型「松年
大學」，至 2004年與長濱鄉公所合辦「長濱鄉私立松年
大學」，這即是他口中常提到的「東海岸唯一一間私立大

學」。

而為了關心年紀更大、行動不便的長輩，2008年起開
設「日間照護關懷站」，每週二、四各 1次，不分教派，
重點在於照顧部落長者，陪伴他們有更好的老年生活。

「一開始都叫不動，」陳福春說，老人家習慣

每天下田去看看，叫他們來上課都說「很忙」，

經過好幾次的邀請，才願意到教會來，漸漸喜歡

來這裡上課、學東西。

有趣的是，長光教會的松年大學並沒有列入長

老教會總會的松年大學其中一間分校，「為了維

持教派中立啊！」陳福春無奈笑笑，「要讓他們

覺得這是長濱鄉的松年大學，而不是長老教會的

松年大學。」

由於松年大學、日間關懷站等關心老人的活

動，一直都是在長光教會內進行，其他教派或

沒有特定信仰的部落居民，多少還是在意「要走

進長老教會裡面」，因此陳福春從 2003年起就
開始思考要另外找一個獨立的空間，提供整個社區共同使

用。

為長者量身打造「全人關懷中心」

2004年，陳福春從會友那裡借來一塊會在社區後方一
個小丘陵地，起初讓松年會友用這塊地練習打槌球，後來

探問對方出售意願，2005年順利買下，經過兩次加購隔壁
及後方土地，擴大至現在的規模。陳福春說，這塊地的願

景就是成為長濱鄉的「全人關懷中心」，包括松年大學、

日間關懷站、以及短期照護中心，前兩項是目前已

經在進行的事工，後者則是希望部落長輩生病或無

人照顧時，不必遠赴台北就有個舒適的安養居所。

「未來這裡不僅可以進行各項事工，更是一個

照顧老人的園區，可以種花植草、釣魚，有露營區

適合全家同樂。」陳福春明白老人家最不想離開自

己的土地和家，「住在這個園區的話，想回家就可

以馬上回到家。」

長光教會這幾年花心思照顧部落長輩，逐漸看

出成效。每星期 2次的日間照護關懷站受到長輩喜
愛，時間還沒到就已經看到幾位老人家騎乘電動代

步車到教會廣場等候。離鄉背井外出工作的會友，

也因為看見自己的親人受到教會用心照顧，而更願

意在逢年過節時回到部落聚會，若是從都市退休回來，也

都來到長光教會聚會；陳福春說，「教會有 3分之 1的奉
獻來自外地會友。」

長光教會提供空間、訓練會友當志工，用心陪伴部落的

長輩，不只是因為陳福春看見東海岸有很多老人，更因為

這些上了年紀的前輩是每個人家裡的寶貝，他們能夠凝聚

下一代、傳承信仰。「錢不是問題，而在於有沒有心！」

陳福春認為事工規畫應該放眼在未來，這一代做得好，下

一代都在看，一代接一代，就不怕教會關門無人聞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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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台東縣長濱鄉長濱村長光路 21 鄰 67 號

牧         者：陳福春牧師

　　　        張培理傳道

　　       　 高清玄牧師（目前受派關島宣教 1年）

聚 會 人 數：93 人

教 會 資 源：長濱鄉私立松年大學、石坑儲蓄互助社、教育部設置台東

縣長濱鄉樂齡學習資源中心、石坑文史館、CIW愛閱讀室、

新希望廣場（「全人關懷中心」預定地）

附近觀光點：長光遺址、石棺（事先預約的話，教會牧師可以幫你導覽

部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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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陳福春牧師表示，東美中會長濱區目前有 9間
教會，其中 3間無人聚會，教會與牧者不成

比例，因此非常需要由較大的教會分享資源給小教

會。長光教會的長執工作之一，就是去附近的小教

會幫忙。

本身是阿美族的陳福春說，原住民較不重視門徒

訓練，以為在教會待久了就可以當上長執，往往只

會司會或帶家庭禮拜。陳福春剛到長光教會時，就

想訓練長執有不同的服事，他笑說，較年輕的還比

較好說服，有些「資深長老」會回你一句：「我們

當長老 30、40年了，還要訓練什麼？」
陳福春認為長執的職責不只有司會而已，應該是要在教

會內學習各樣的服事，也要協助牧師拓展教會外其他事工。

因此他培養長老講道、帶禮拜，讓他們可以獨當一面，還

派他們到鄰近幾間沒有牧者的教會去關心、講道，例如南

溪、真柄、白桑安教會等。

「牧師要成為長老的資源，供給他們所需。」過去陳福

春每 3個月親自撰寫給長執看的訓練手冊，生病後改為半
年一次，裡面包含用母語書寫的講道篇等，讓長執用來預

備帶領家庭禮拜。他謙稱不敢說有什麼果效，但「總比沒

做好，沒做就準備關門啦！」

根據長老教會總會出版《教會一覽表》，東美中會目前

有 44間教會，但陳福春指出其中 10多間根本沒辦法管，

因為負擔金都不繳了。早期福音進來時偏向保

守，傳教師認為傳統文化、豐年祭都不好，加上

後來流行「聖靈充滿」、「禱告山」運動，許多

阿美族人一窩蜂燒掉傳統服飾、去除部落圖騰，

反而導致中會、教會急速萎縮，「許多教會只有

星期天開門做禮拜用而已」。

陳福春分析，過去靈性追求太過頭、與社會

文化脫節、教會內不做長執與門徒訓練，都是東

海岸這一帶教勢遲遲無法成長的原因之一。他從

2000年來到長光教會，就是不斷地說服信徒、
長執、部落族人「要做什麼」、「不做什麼」，「說服的

工作很累，但牧師就是要做這樣的工作。」

2010年中，陳福春生重病到台北馬偕治療，教會工作一
度轉交給另一位傳道人張培理。同年 10月，陳福春再回到
長光教會，腦袋中仍然不停運轉「教會到底要發展到什麼

程度才算是發展的好？」對他來說，教會、部落、原住民族，

都是同樣集結在上帝的愛裡面，正如同他在《長光教會 63
週年紀念冊》上所說：「到了今年神量給我們教會的身量

已經無法與當年同日而語了，長光教會與別的教會來比較，

所有的信仰實力和宣揚福音的使命都有大的躍進，成為社

區的光和東海岸的祝福是我們的異象，我們期待早日能完

成全人關懷中心，使主的愛深深的實踐在這個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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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美中會長光教會幾年前陸續在部落社

區裡推展幾項松年的關懷事工，協助

部落長輩有更充實愉快的晚年生活，2008
年教會成立的「日間照護關懷站」便是其

中重要的事工之一。利用每週二、四上午

時間陪伴長輩，教會與部落族人實際的生

活得以連結。日積月累下來，教會基於服

務社區的宗旨與愛的行動，逐漸獲得部落

族人和社區的認同。

長光教會牧師陳福春表示，社區人口老

化的問題，使得這些老年人的生活無法獲

得完善的照料。因此在與教會許多同工的

努力下，「日間照護」便因應而生。每次來參加「日

間照護」的平均人數約有 20餘人，年紀大多在 70
歲以上甚至是 80歲以上。
除了每週二、四上午，教會志工先為這些長輩量

血壓，為他們的健康作好基本的把關工作；若發現

血壓異常者會視情況建議至診所看診或協助就醫。

接著是棋藝時間，這些阿公、阿嬤三兩成群，聚精

會神下跳棋，此時服務的志工則利用時間主動點名，

若是發現不明原因而沒出席的長輩，便會進一步的

作連絡或探訪，以免因為獨居或在家臨時發生事故

而無人知曉。

之後是運動時間，阿公、阿嬤隨輕快音樂舞動手

腳，年紀較大或身體不適者就「坐著跳舞」。運動

後則是手工才藝的課程，有時串珠、有時做勞作，

雖然視力不好、雙手不靈活，但每個人都專注想要

完成作品，教室的牆上就陳列許多他們親手做出的

優秀作品。最後，享用教會提供的免費午餐後，這

些阿公、阿嬤才快樂地回家。

因為教會推展「日間照護」的事工，外出工作的

族人有感長輩在家鄉獲得照顧，也越來越願意在假

日時回到教會，並且樂意為教會奉獻。去年陳福春

生了一場重病，住院期間達半年之久，幸好教會另

一位傳道人張培理接下棒子，使得許多社區事工得

以維持。陳福春表示，「只要還能做多少，我就做

多少，一旦身體真的不行了，就交給張傳道了。」

資料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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