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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教會 老樹發新芽】

1916年設立的鳳林教會，鄰近光復鄉的大

安、瑞穗鄉的瑞穗教會，他們的誕生亦與鳳

林教會有關；鳳林教會牧師呂羅家琴提到，

事實上在疫情期間，鳳林、光濱、大安教會

有聯合線上禮拜。由於少子化和人口流失，

目前還有兒童工作的僅剩鳳林與瑞穗教會。

另一方面，2鳳林教會約有40名會友，九成是

70歲以上，教會的人口組成斷層明顯；要選

擇「安逸」、僅從事內部牧養的負擔輕省不

重，但呂羅家琴有使命感；就像教會庭院那

棵蘋婆樹，歷史悠久的鳳林教會該如何老樹

發新芽？為此，教會成立「花蓮縣撒種者關

懷協會」並申請公部門計畫，透過補助來辦

理歡迎社區參與的事工；鳳林教會的長執、

同工們支持度、配合度都很高，亦願意陪伴

牧師一起走向社區。

不過呂羅家琴談到，公部門計畫需要依規

定核銷、整理成果報告、人數指標等等；她

認為如果要長期申請計畫，教會應另有專人

協助社區事工，讓「牧者」專注在教會牧養

與福音事工，才不會讓初衷變調、流於「辦活

動」。這是幾年下來呂羅家琴對自己的提醒，

重要的是活動要使教會與社區連結。

【做撒種者 調整宣教觀】

目前鳳林教會的「小鎮田園音樂教室」，有

烏克麗麗班、吉他、鋼琴班，曾經有大提琴、

小提琴班；另每年有兩次「蘋婆樹下」音樂

發表會。2021年聖誕節大小弦樂登上鳳林鎮

公所主辦的活動舞台演出；另因為社區關懷

據點事工加入，也會邀請長輩們參與、甚至

上台表演。而今年才開始的「青春活力小基

地」，則是接棒陪讀班的關懷系統，為國小畢

業的青少年們提供多元課程和陪伴。

談到投入兒童事工與青少年事工的重要

性，呂羅家琴點出，鳳林鎮沒有高中，因此

孩子們國中畢業就會離開，要把握與他們接

觸、相處的時光；鳳林教會的定位是「讓人

休息、預備成長」的地方，這也是「撒種者」

的意義。

呂羅家琴不諱言，傳道人養成過程難免會

受到教會人數增長、受洗人數增加等期待的

影響，畢竟那些是可以量化的牧養指標。但

來到偏鄉教會，要重新解構、讓上帝親自來

調整「上帝國」觀念；上帝國不是只有教會所

在地，且上帝國的果效不是只有數字，傳道

人要學習避免被世俗風潮影響，避免只是追

求看得到的成果，「牧者自己自我價值開展，

讓傳統價值轉換才得以自我接納。」

她分享兩個見證：曾有位孩子在教會陪讀

班長達六年，但國小畢業不得不離開，然而

某次暑期，教會因活動需要向冰店訂購冰淇

淋，該青少年正好在店裡幫忙，聽聞是教會

訂購，積極表達願意配送，老闆原先擔心路

途遙遠、不太放心，後來才知道該青少年很

感念鳳林教會曾經的陪伴，想要重新與教會

連結。

而在小鎮田園音樂教室裡，有位鳳林國小

的孩子從零開始學習烏克麗麗。在學校的英

文課中，老師要學生們自己演戲與排戲，有

個橋段是演奏，那位孩子勇敢提出要擔綱樂

手；因著參與教會的音樂課程，「音樂」成為

他的自信與表現自我的方式。呂羅家琴以這

兩個故事，指出在人這裡或許短期內無法看

見果效，但在上帝那裡祂都知道。

不過呂羅家琴坦言，這些事工面臨「長期人

力」缺乏問題。然而特別的是，這個人力危

機，其實也是人力契機。鳳林鎮的環境與節

奏與都會地區大不同，雖然工作機會不多，

卻相當適合「生活」，因此近幾年也有新家庭

移入，他們是基督徒、也與教會接觸，成為百

年教會轉型的契機。呂羅家琴認為如果能結

合疫情後「在家工作」的趨勢，或許教會能

進一步與「遠距工作者」合作，不論是兩個

禮拜、一個月、半年或一年，工作者能夠一邊

體驗生活、一邊探索自己可以參與的工作與

事務。

除了以音樂結合兒童、青少年、高齡事工，

鳳林教會還曾經舉辦多場社區藝文展，包含

「張七郎生命故事展」、「那些年三人藝術聯

展」和「給馬槽的稻草裝置藝術展覽」。另外

也響應「反卜蜂」抗爭運動。這些與社會的連

結，讓百年的鳳林教會產生許多新的見證。

【傳承歷史 訴說在地故事】

鳳林教會的全盛期，是張七郎長老時代；

當時教會的兒少多達60、70人。呂羅家琴分

析，張七郎促成許多資源進入教會，他的妻

子詹金枝也邀請很多優秀傳道人到教會牧

養。但在張七郎受難後，教勢逐漸式微。

2020年，張七郎的第三代曾向呂羅家琴提

到，2021年是祖父遷居鳳林百週年；這件事

她放在心上。呂羅家琴強調，舉辦「張七郎移

居鳳林百週年生命故事展」的原因，是因為

張七郎的故事還有太多人不認識，或僅侷限

在認知他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甚至自己就

讀鳳林國中的兒子竟然也不認識創校校長的

故事。

關於創立鳳林國中的緣由，是當年張七郎

在行醫時看見農家子弟的處境，認為必須要

靠教育翻轉，鳳林必須設立初中、讓國小畢

業的兒少們能夠繼續接受教育；於是他運用

人脈籌措到五萬元，促使學校落成。而鳳林

初中畢業的學子們多進入師專體系，也造就

「鳳林出校長」的美譽。

「張七郎生命故事展」以張七郎的故事為主

體，也介紹台灣醫療宣教歷史，並展出遺族

提供的許多珍貴照片與文物，現場更佈置早

期農家生活相關器物；用心設計的展覽吸引

民眾走入教會。呂羅家琴希望透過展覽，能

產生更多連結與社會對話空間。連結包含對

家屬、對社區，讓家屬的生命經驗重新梳理、

得到安慰，也讓感興趣的社區與社會團體有

機會認識張七郎的故事。

該場展覽約有300人次參與，包含在地國

小、國中學生、成功大學台文系、神學院等來

訪；當中劇作家劉南芳也透過展覽更認識張

七郎，並將其生命故事書寫為歌仔戲曲，演

出時教會座無虛席，展現多元文字事工的影

響力。

呂羅家琴指出，「歷史」很重要，「說故事

的人」與「說什麼故事」更重要，鳳林教會透

過展覽，為台灣過去那一段慘烈、集體創傷

的記憶，轉換出新的詮釋與盼望，百年鳳林

最寶貴的信仰資產是「他們的故事」，為地方

創生注入信仰新樂章。未來每年都有展覽，

增添不同元素、培育導覽人才，主題不只張

七郎，還有他們家族的女性，甚至其他曾經

在這土地耕耘的長輩們的信仰故事，都要繼

續述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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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蘋婆樹成為社區新地標。

2 關心環境，教會動員反卜蜂。

3 鳳幼參訪「給馬槽的稻草」藝文展。

4 手繪青春基地牆面。

5 百年老樹發新芽。

6 東華大學服務學習參與陪讀。

7 過年時手作紅包袋義買。

8 一粒麥子「鳳中站」長者據點。

9 月光下的教會。 

【鳳林教會相關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