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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教會觀摩｜ 90 ｜

姬望紀念教會設立
隨著打壓基督徒的日治時代結束，福音聚會

正式開枝展葉；當地 100 多位太魯閣族的基

督徒們成立竹造集會所，一度稱為「富世佈

道所」。經歷數次改建後，於 1958 年經當時

太魯閣區會同意並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申

請，核准後開始籌募基金，得著各地方教會及

國外信徒贊助，合眾人之力，於 1961 年夏季

在現址設立「芝苑紀念教會」，後更名為「姬

望紀念教會」。據說在建堂當時，除了當地信

徒奉獻土地，還親自前往立霧溪砌石板、拉牛

車扛建材，完成 1 樓高的建築物。

1993 年。時任牧師黃鳳生又集眾人之力和

愛心，起造現在這棟美輪美奐的 2 樓教堂。

2012 年，Kowsang Yuyaw 擔任主任牧師迄

今，其妻子 Labi Burung Mtabug（呂玉美）

牧師為教育牧師，在牧養期間推動基督教芥菜

種教會發展計劃，亦推動門徒訓練區域牧養 7

個小組，每個禮拜小組參加人數平均 80 位，

每個禮拜奉獻平均 7500 元；除了支持教會推

動松年大學及快樂老人營，教會會友也積極透

過團契奉獻、協助都市宣教事工，另重新裝修

教堂內音響、冷氣、裝潢等設備，外部無障礙

空間、中央廚房、購買新福音車等。

Kowsang Yuyaw 肯定教會信徒以熱忱和奉

獻的心承接宣教使命，持續守望部落生命。

同心的團契與小組
姬望紀念教會目前設有 6 個團契：「姬望團

契」為詩班團契，針對聖詩歌唱學習；「路得

團契」成員為青、中生代婦女；「約書亞團契」

是青、中生代弟兄；另有針對學生群體的「學

青團契」；針對長者的「松年團契」；針對音

樂事奉和樂器訓練的「利未聖樂團」。

「利未聖樂團」成員不分年齡，只要有心學

習樂理和音樂事奉者即可加入，主要演奏教會

詩歌，也協助詩班獻詩。

Kowsang Yuyaw 表示，因為教會有一群具

有音樂恩賜和專業的同工，以及願意熱忱教導

的音樂老師，因此成立「利未聖樂團」，初期

主要聚焦在提琴等弦樂器，後也有排笛、直笛

等樂器加入。

教會也將信徒分為 7 個牧養小組，聚會模式

是由各小組長帶領，在小組員家中進行，兼顧

靈修牧養與信徒探訪，而每個禮拜的信息分

享，也會緊扣該禮拜主日證道信息和經文，邀

請信徒進一步討論。Kowsang Yuyaw 指出，

雖然牧師會盡己所能參與每個團契的聚會，但

一個人所做的有限，因此分出小組，使平信徒

也受裝備、能夠陪伴信徒，營造更健康的牧養

環境。

小組當中也包括是針對都會區族人牧養的

「迦南小組」，將教會觸角延伸、關懷那些不

方便常常回到原鄉聚會的族人家庭。令他感動

的是，因為關心都會地區的原住民族宣教和教

會牧養，會友們也不吝從團契聚會中提出奉

獻，全力支持都市宣教事工，協助中會新進傳

道人的謝禮等。

關心寶貴的長輩們
由於社區已有兒童課輔相關單位，秉持資源

不重複的概念，姬望紀念教會著重在高齡關懷

事工。教會幹事李牧儀特別分享，教會承接

「松年大學」和「快樂老人營」，其中松年大

學為總會事工計畫，主旨為「推行松年事工，

以研究聖經、造就信仰、事奉教會及服務人群

而提昇松年信徒靈、魂、體的全人健康」，開

課時間為禮拜五上午 8 點；而「老人快樂營」

則是教會特別為陪伴長者而推出的計畫，每禮

拜二上午聚會，透過團體、衛教、運動等各樣

方式延緩失能、關顧長者身心。

李牧儀點出，教會非常珍惜這些長者，無論

是文化經驗或生命歷程，他們都是教會的寶

貝；盼望這樣盡己所能地陪伴能夠讓長輩們在

教會度過喜樂時光。

位在花蓮秀林鄉富世村的「太魯閣中會姬望紀念教會」，從名字可以推測出這間教會擁有特別的

歷史。倘若實際造訪姬望紀念教會，並親眼見到從那座傳福音和躲避殖民政權警察的石洞遺跡，

及聆聽牧師導覽，必定讓拜訪者心中震撼、久久無法平復。

「我們是姬望紀念教會耶！是Ciwang耶！是要發出影響力的教會。」Kowsang Yuyaw（夠尚・優耀）

牧師口中的「Ciwang」（姬望）正是 Ciwang Iwal，這位太魯閣族女性於 1924 年在花蓮港教會受洗、

1930 年代開始向族人傳福音。當時台灣還受到日本統治，她不畏打壓投入基督教，甚至前往神學

院就學；在長老教會歷史中有「原住民信仰之母」美名。

由當地大理石石塊砌成並鑲嵌彩色玻璃、頂端設有鐘塔的姬念紀念教會，歷史可追溯至 Ciwang 宣

教的 1930 年代；2022 年，教會設教邁入 92 年。Ciwang 的故事緊緊牽繫著當地太魯閣族的信徒，

這間從名字就記念她的教會，更是以傳承 Ciwang 的堅忍心志為己任，要持續讓福音深根於當地。

姬望紀念教會目前有 6 個團契、7 個小組，推辦長者關懷事工如松年大學、老人快樂營等，也透過

教會力量協助母語推廣和保存，還有特色音樂事工。致力於建造健康、守望彼此的教會，也以信

仰守望不同世代信徒的需要。

傳焚而不燬的信仰
出生於 1872 年的 Ciwang Iwal，來自當地

太 魯 閣 族 部 落 領 袖 家 庭；1923 年，50 歲 的

Ciwang 經由花蓮港教會的李水車傳道夫婦認識

福音，並於 1924 年在花蓮港教會受洗。1929

年，英國宣教士孫雅各牧師引薦她進入淡水牛

津學堂接受神學教育裝備；經過 8 至 9 個月的

學習，結業後的 Ciwang 回到花蓮開始傳福音。

然而 1930 年代的台灣遭日本政府統治，嚴格

打壓基督宗教；因此 1931 年開始，Ciwang 與

宣教同工祕密聚集讀經、祈禱、唱詩，為了躲

避日本警察追查，眾人甚至躲在岩洞裡；該岩

洞遺址現今保存在教會旁。在當時，甚至有人

被警察抓到在傳教，而遭到毒打和死亡威脅，

然而這些依然阻擋不了福音在太魯閣族人當中

扎根。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信徒已

經有 100 名以上。

Ciwang 的事蹟在原住民族宣教歷史中具有指

標性意義，不僅是女性賦權，也是突破族群傳

統、接納基督宗教的見證，更是彰顯福音在被

受打壓的年代依然「焚而不燬」。

眾愛心成就事工：

姬望紀念教會的教堂 1 樓為各團

契運用的場地，2 樓為禮拜堂主堂；

教堂側面的建築物則是牧師館和廚

房。Kowsang Yuyaw 特別感謝公益

協會幫助和教會志工們無私投入，讓

教會能有完善廚房用以準備長者共

餐，「以前還沒有廚房的時候，我們

都在外面這邊煮飯呢！」

上帝保護的確據：

教會旁側、岩洞遺址旁的小廣場，有一顆岩石；這是 2021 年 5 月從教

會後方山壁落下的大石。派人查勘後推測因於當年突發的地震、造成岩壁

上方鬆動，所幸岩石落下時無人在場，也未造成任何教會場地損毀。

經評估該山壁並無危險，而 Kowsang Yuyaw 也正面看待此事，指著岩

石說要保留它在原地、給大家說故事，「不要怕，這是上帝保守我們的證

據！」姬望紀念教會也持續關注和開發能夠使會友安全無虞的環境，去函

鄉公所建設教會的無障礙空間和步道。

訴說與實踐信仰：

經過牧師館和廚房，再向深處走去，就會看

到一旁的宣教岩洞遺址；遺址設有紀念解說牌，

Kowsang Yuyaw 也會親自接洽導覽和介紹環境，

每當有訪客來到此地，Ciwang Iwal 的故事與福音

種子就傳遞出去。

誠如 Labi Burung Mtabug 在姬望紀念教會 90

週年紀念禮拜中所鼓勵的：這間教會不僅僅是紀

念 Ciwang 的宣教故事，更重要的是繼續擴張境

界，繼續分享教會歷史故事和實踐信仰行動，以

Ciwang lwal 為榜樣，活出榮耀基督的生命見證。

落在土裡的小米粒
結出福音的子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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