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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教於1908年4月5日的新竹中會墩仔腳教

會，在2020年9月26日捐贈一批史料給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而2023年、適逢

墩仔腳教會設教115年之際，再次捐贈教會重

要史料，包含：1916至1994年間的小會議事

錄、1914至1999年間的長執會議事錄、1968

至1993年間的會員大會和會議事錄、1980至

1995年間的女宣道會議事錄與紀念刊。

走過困頓年代 教會屹立不搖

2019年1月到墩仔腳教會牧會的李君益牧師

表示，這些史料都有記載墩仔腳設教當初的

宣教士、信徒名錄及發展過程，卻因長年放

在教會鐵櫃內、無防潮與防蟲設備，已有泛

黃、破損；看到《台灣教會公報》報導歷史

檔案館落成，認為捐贈給檔案館保存較為妥

適，因此向現任小會員陳浩欽、張智仁、陳鵬

文與陳偉哲等長老提議並獲接納、通過。

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幹事盧啟明牧師表

示，墩仔腳教會這批史料包含教會動員、協

助花翹奇博士舉辦帳棚佈道分工表、活動規

劃等紀錄，可為該時期地方教會與佈道會間

互動協力研究素材；另文書也記錄1935年墩

仔腳大地震中，基督徒如何挺過天災考驗。

回顧教會史，要說到1904年，住墩仔腳東

村的王汝（人稱番婆姆）因病前往豐原大社

基督教醫院，得到宣教師蘭大弼醫師治療，

同時接受福音，後在豐原慕道，與兒子張淵

一同受洗，在鄉里傳揚主名。

1907年，南部教士會函覆北部教士會、同

意在墩仔腳設立教會。1908年4月5日，北部

教士會在復活節時租屋、設立佈道所，初期

已有信徒潘良貴弟兄等數人參加禮拜慕道；

1910年6月24日，徐景俊傳道師就任墩仔腳

教會後，信徒數日漸增加，1913年購買內埔

庄574番地（現郵局附近）興建禮拜堂，在隔

年2月1日舉辦第一次獻堂典禮。墩仔腳教會

在第二任傳道師林清潔任內成為大甲堂會支

會，定1908年4月5日為設教紀念日；1915年

12月1日升格為堂會。

但在1935年4月21日的墩仔腳大地震中，

墩仔腳禮拜堂不堪災害而損壞，多位兄姊傷

亡，教會傳道師汪宗埕的第五位千金也不幸

罹難。1936年8月、劉約漢傳道師到任後，與

地方坤士張取以地換地，又得日本基督教團

奉獻，在現址興建木造（竹編厝）禮拜堂及宿

舍，於1937年3月21日舉辦第二次獻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記念宣教百週年之

際，於1954年發起「倍加運動」。墩仔腳教

會在1955年2月經小會議決願意參與，而附近

泰安、后里、東勢、卓蘭等教會就是在「倍加

運動」時創立。而在1968年，墩仔腳教會還

響應總會關懷原住民教會，與苗栗縣泰安鄉

天狗部落的泰雅爾中會社舞繞教會（時稱天

狗教會）締結姊妹教會，同年12月29日舉辦

聯合聖誕讚美禮拜及培靈會。

現今禮拜堂是1973年4月1日舉行重建聖殿

奠基禮拜後開工、同年10月12日完工，隔年9

月28日舉行第三次獻堂。而教會現任牧師李

君益為第九任牧師，現任長老有陳浩欽、張

智仁、陳鵬文、陳偉哲，現任執事為潘嘉芬、

莊維康、鍾崴竣、鍾運秋、劉惠玲。

李君益提到，早期墩仔腳教會並不是很富

裕，但眾信徒縮衣節食，以金錢和物資來幫

助附近小型教會，從成立佈道所，到支會、升

格堂會，「看出咱教會遵守上帝的誡命和主

耶穌基督的教導，經過這115年來，的確讓咱

每代兄弟姊妹，看到上帝對我們教會、家庭、

個人極豐盛恩典滿滿祝福、保守與咱同在。」

關懷姊妹教會 陪伴風險家庭

李君益表示，墩仔腳教會與社舞繞教會至

今維持每隔一年的聖誕節輪流作東，邀請對

方教會到自己教會聯合禮拜與慶祝、聚餐。

此外，社舞繞教會每年有兩到三次贈送自

種農產品給墩仔腳教會，彼此分享、聯繫感

情，而墩仔腳教會則將農產品義賣奉獻給社

舞繞教會，幫助教會推動福音事工。因著時

常關心、互助與代禱，兩間教會友誼持續55

年堅定不變。

墩仔腳教會也非常關心更生團契的監所福

音事工，並參與更生團契「天使樹」活動；在

每年聖誕節前夕，教會隨著天使樹志工郭欣

樺與陳恩襲姊妹，到受關懷的高風險家庭探

訪和贈送聖禮物，也會邀請他們孩子參加主

日學，期盼上帝的愛和恩典陪伴他們成長。

參與社區活動 也讓社區走進

墩仔腳教會坐落於后里地區，而后里是台

灣製造木管樂器「薩克斯風」的重鎮；因著公

私部門與社區推廣，后里成為全台灣演奏薩

克斯風人數最高的地區。李君益指出，教會

在前任牧師鄭葦舟時期成立薩克斯風樂團與

小提琴班，參加人數將近30人，團員中教會

會友與社區民眾各占一半；樂團在重要教會

節期與社區活動等演出，讓社區民眾們有機

會進到教會。

事實上，墩仔腳教會很早就已經參與在社

區中，例如后里街道有「福音路」與「平安

路」，源於墩仔腳大地震的災後重建，當時教

會長執曾經向民意代表建議和爭取，而鄉公

所也採納，讓教會大門口的道路就此命名為

福音路，福音路路尾則為平安路。能讓社區

接受基督信仰色彩的路名，表示教會與社區

在苦難中同在。

墩仔腳教會在設立115週年時，也邀請后里

區區長和市議員參加慶典，未來合作舉辦日

治時期在地建築與地標繪畫暨攝影活動的打

卡景點。另外，身為在地鄉土與歷史教育中

重要的一環，墩仔腳教會也接待來參訪的民

間機構團體，尤其是大后里地區的補教安親

機構和幼兒園師生。李君益強調，這是教會

對外宣教的重要媒介與出口。

另一墩仔腳教會的重要宣教事工，是「喜樂

舞禱團讚美操」，不只弟兄姐妹受惠，也讓

社區民眾能彼此學習和認識。該事工源於教

會長老娘林美玉非常喜愛讚美操，亦會自編

律動和詩歌音樂，例如〈幸福美滿呼啦啦〉、

〈愛是永不止息〉、〈道〉、〈不老歌〉和自

創手語〈天天讚美主〉等。

林美玉表示，讚美操不是單純舞蹈和運動，

而是對上帝的讚美和敬拜，還肩負傳揚福音

的使命；透過讚美操讓全教會松年和婦女有

活力、有人情味，熱心傳福音又在信仰上彼

此扶持，讓教會的松年以及婦女在身心靈方

面都成為「不老」的健康會友。除了有益於

會友，墩仔腳教會讚美操也邀請社區民眾參

與；藉由自編樂曲或台灣民謠最為背景音樂，

讓居民不會感到排斥、反而樂在其中。

寒暑期辦營隊 教導兒童品格

墩仔腳教會在疫情前，會利用每年寒暑假

辦理營隊，招收國小學生參與；這是每年寒

暑假廣受鄰里與家庭關注與歡迎的大事。

2016年「奔向節制」品格教育冬令營，教導

小朋友們成為有智慧的主人，不被自己內心

慾望綑綁，也不被生活中各種誘惑控制，活

出真正的自由。而2017年「順序」品格教育

冬令營，利用諾亞方舟的故事結合品格教育

課程、遊戲，讓小朋友成為有秩序的主人。

2019年的DIY科學玩具夏令營，在牧師娘饒

宛茹和教會青年陳信晴姊妹、青少年們以及

台北藝術大學學生的幫助下，長達五天營會

順利展開與落幕，讓社區小朋友和家長都留

下深刻印象。

李君益表示，暑期營隊活動能夠順利舉辦，

要感謝教會長執、青少年和會友及北藝大學

生支援。營隊課程中有詩歌律動、聖經故事

品格教導、大地遊戲、趣味科學動手作等活

動，每日也供應豐盛午餐和點心，還有充分

的午休時間。

走過三年的防疫生活，今年暑假墩仔腳教

會將復辦營會，期待教會內外再次充滿活力

與快樂的聲音。

展望教會未來 盼望社區認同

李君益在設立115週年禮拜講道中點出，教

會若總是在回首歷史，恐會落入孤芳自賞、

自命清高、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是安逸、自

滿現狀。他強調教會需要一直發展和前瞻展

望，正如保羅在新約哥林多後書五章17節所

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

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他以此鼓勵教會全

體信徒要追求信仰裝備和不斷更新，調整好

自己生命狀態、靈命持續健壯，才能在服事

上更有能力承擔，甚至可以造就、關心別人。

再來就是不辭辛勞傳福音，繼續從事社區

宣教事工。要獲得豐收成果不能只期待從天

上掉下禮物，而是基督徒必須認真付出，不

斷含淚撒種、耕耘。最後李君益說明，一間地

方教會是否有存在的價值，不是只由信徒來

認定，而是要由社區的居民來肯定，如果有

天后里社區居民說：「有墩仔腳教會在，是多

麼好！」那才是值得歡樂、歡呼的大事。

他懇求上帝繼續在墩仔腳教會中、在社會

社區裡來成就大事，讓每位信仰耶穌基督的

人，都能成為上帝賜福台灣人民與這塊土地

的寶貝瓦器、器皿。

【封面相片】左為墩仔腳教會設立50週年，右為

115週年，時間幅度跨越65年的教會紀念合影。

特色教會觀摩｜105｜新竹中會墩仔腳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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