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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8線、俗稱的阿里山公路上，總是充斥

許多前來阿里山欣賞美景、遊玩的旅客；而

經過阿里山奮起湖之後，遠遠就能看到位在

阿里山鄉的來吉部落，而仔細看來能找到屋

頂豎立十字架的Cou（鄒族）族群區會來吉

教，在部落中成為族人信仰的依靠。

回顧鄒族宣教歷史，福音起源是在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終止在台灣

的統治，當時第一任吳鳳鄉（現為阿里山鄉）

鄉長高一生，為改善族人生活習慣，特別親

赴台北與孫雅各牧師見面，分享鄒族宣教的

困境與需要；從那時候開始，基督的福音就

慢慢在阿里山地區傳揚開來。

直至1956年2月，透過嘉義中會第25屆春

季大會成立山地部，開始有組織性展開鄒族

宣教、建立教會。來吉教會就是在這樣的脈

絡下，於1956年被設立；經過67年的歲月，

持續在來吉部落見證上帝福音的祝福。

教會萎縮 職分建立宣教認同

目前來吉教會駐任牧師是H u m h u m 

Nahaisulan（乎乎姆・哪海抒嵐），她回憶

起四年前當時候剛到來吉教會的狀況，以及

自己曾經心懷許多擔憂和煩惱。她表示，自

己是布農族人，但來到鄒族部落宣教，勢必

會遇到文化、語言上的挑戰；然而來到教會

之後才發現，她所擔憂的族語隔閡、文化衝

突還不是最大的困境。

原因是部落中80、90歲的耆老，能夠使用

華語、台語甚至是日語，經她了解來龍去脈

後，得知原來是過去改嫁者多，且多都是與

外省人結婚、投入採茶工作等。因此她在傳

講信息與教會宣教上，語言並不是問題。

「然而了解教會歷史，就發現信徒人數減

少非常嚴重。」她坦言，在來吉教會67年的

歷史裡，過去曾經有到90至100人以上的會

友，到她接任時期剩下20幾人聚會。經過了

解得知前一任牧師在八年任期內就主禮過40

多場的告別禮拜；從中也可以看見教會信仰

傳承的問題。

教會人數確實會因為弟兄姊妹安息主懷而

減少，然而教會卻沒有新成員加入，即便部

落有兒童、青少年、青年、弟兄、婦女，但

信仰傳承不再受到重視，就很難有人進入教

會。雖然隨著社會變遷、時代改變，青年為著

學業、工作與婚姻，無法長期待在部落，但是

他們放假時仍可能回到部落；如果家中長輩

不重視信仰教育、信仰種子就無法在青年們

心中扎根，就會導致他們就此遠離教會；這

也更突顯教會信仰傳承的重要性。

到來吉教會後，Humhum Nahaisulan著

手教會信仰扎根的訓練，從長執訓練開始，

先進行長執同工全面訓練，透過了解自身的

職分，清楚作為長執的重要性，並不單單只

是參與禮拜的服事，而是把教會當成自己的

家來管理，要常常思想教會是什麼？自己可

以為教會貢獻什麼？先認識自己的服事位

置，再一起同心把人（信徒或族人）找回來，

再加強認識教會組織管理、團契事工和推

動，以及信徒的關懷與牧養等等；特別是重

視家庭禮拜，實際到會友家中，彼此連結、關

心那些不常來教會的弟兄姊妹。透過這樣的

訓練與落實，在這幾年中也慢慢能看見教會

的成長，同工同心服事、各盡其職，而聚會人

數也從20位左右，成長至將近60位，且信徒

願意走入教會，聆聽上帝的話語，甚至在服

事上願意擺上自己。

關係破碎 教會發展互動意識

關於教會與社區的關係，H u m h u m 

Nahaisulan坦言過去可說是分裂、甚至相互

衝突。因為莫拉克風災後針對重建永久屋議

題，社區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利益關係，而

當時長老教會同樣無法在當中促成和諧；特

別在爭取到得恩亞納領域後，又有了新一波

爭執，這讓來吉社區再次撕裂、無法合一。

身為教會長老、同工，在社區多元角色重

疊的景況下，更是讓社區對教會的觀感更蒙

上一層陰影；教會內部也產生很多不平的聲

音，這也更形成社區對於教會的反感，讓教

會在參與社區事務時缺乏力量，教會與社區

無法連結，冷漠感橫阻在社區與教會之間。

得知這樣的歷史，也聽到許多的心聲；為重

新建立社區與教會之夥伴關係，她先從自身

教會開始宣導「教會不應該是造成衝突，而

是透過耶穌基督的愛使人和睦」的信念，雖

然實踐非常困難，但是教會必須透過不斷分

享及溝通、成為主動連結的那一方。在2019

年的聖誕節，教會在社區籃球場舉辦晚會，

邀請社區參與；族人最開始參與並不是那麼

踴躍，但也成為開始。

第二年，教會仍然堅持堆動的社區型聖誕

晚會，除了邀請社區外，也有邀請來吉國小

師生、豐山國中部與國小部師生、社區文健

站等單位共襄盛舉。透過整天的活動，包含

上午趣味遊戲體驗、中午聖誕愛宴餐和晚上

表演晚會等等，讓整個社區動起來。第三年，

教會正式邀請與社區各單位，包含村辦、社

區協會、部落主席、青年會、學校、互助社、

文健站、天主教會等負責人，共同參與社區

聖誕節活動籌備，使聖誕節不只在來吉教

會、更是要拓展整個社區，成為「社區的聖誕

節」，並表明教會樂意成為社區夥伴，實踐聖

誕節的意義——愛與分享，帶到社區每戶家

庭，也藉活動傳遞喜樂、讓社區活樂起來。

在會議中，這些社區的重要幹部也分享到

過去小時候都有參與過教會活動，像是詩

班、聖誕節報佳音、晚會等，如今動員整個社

區讓他們重現回憶，想起過去教會與社區和

睦的關係，都其實是大家所期待的、也讓教

會與社區更近了。

Humhum Nahaisulan也表示，活動當天

報佳音時，考量社區範圍很廣，分成三組進

行，有牧師、神父、長老、村長等共同帶領；

看見族人在夜裡彼此連結，將耶穌降生的福

音分享到每戶家庭中，真實見證福音使人和

睦且喜樂的場景。

宣教多元 打造上帝國新樣貌

兒童宣教部分，2020年教會積極募款

兒童書籍，設立閱讀角落、寫作業角落，

Humhum Nahaisulan認為從中看見希望的

部落。

在2021年，因緣際會下，來吉教會認識到

台灣希望部落協會，與其課輔線上、協助原

鄉產發等活動；Humhum Nahaisulan將來

吉教會兒童名冊分享給協會，而來吉國小知

曉後很主動募電腦、平板，讓孩子能在家中

學習課業，並由希望部落協會媒合大學生擔

任輔導。這項事工持續到現在。

另一方面，為不讓部落孩子因為求學緣故

要早早離開部落，鄰近的豐山實驗學校在校

長努力下於近年來成立國中部；而教會亦積

極成立宣教小組，投入學校老師們的關懷與

福音事工。

而在來吉教會禮拜堂隔壁，則可以看見類

似圖書館的空間，即是來吉教會的「閱讀角

落」；在2020年那期間，教會就一直希望

打造讀書及閱讀環境，不光是針對兒童的

學業、教育等，更將閱讀習慣帶進教會各團

契與年齡層。因著附近的蘭后民宿分享與推

廣，開始有不同資源引進，使教會不僅是在

信仰上成為幫助，更能在多元面向中陪伴社

區的居民、教會的信徒。

教 會 近 年 來 致 力 文 化、語 言 的 推 廣。

Humhum Nahaisulan牧師指出，在剛到來

吉時，就發現這裡的人不常說族語；而語言

的流失，背後是對文化的陌生、疏離，甚至可

以說是敵意，不只是在來吉教會，而是整個

Cou族群區會都面臨這樣的挑戰。

因此，鄒族區會傳道部常常會舉辦「福音與

文化」研討會，她也鼓勵會友們參與，先從

「認識」開始，才不會因對文化不理解而感

到恐懼，尤其基督徒常常對鄒族人的身分有

衝突感，需要針對教會禮儀、部落祭典等議

題有更多思考。她相信如果有完善訓練與分

享，邀請教會牧者、部落耆老從各自觀點討

論、對話，對弟兄姊妹們在文化認識與認同

的增進有很大幫助。

而語言方面，來吉教會在今年配合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教會推動語言發

展獎勵計畫」因而研擬系列活動，包含族名

命名復振禮拜、族語競賽、音樂節、情境佈

置等，期盼讓教會與社區的族人更加貼近族

語、文化。這些活動除了有助於語言學習外，

也成為與社區連結、宣教的機會；例如與社

區青年會共同舉辦母語競賽活動，藉此邀請

青年來到教會、重新認識教會。

Humhum Nahaisulan談到，這些年來更

深感「門徒訓練」落實對教會來說是非常重

要。而上述的事工，其實都仰賴教會的會友、

幹部來幫忙協助，特別是門徒訓練需要從各

自文化、族群特色出發；期盼不久的將來，能

將信徒裝備成為門徒，讓人認識福音、認識

上帝，也讓部落有新形象，共同建立上帝國

的新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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