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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原住民教會宗教教育事工與資源調查計畫》 

壹、 主旨： 

自 1970 年代起，原住民部落人口開始以倍增的速度加速流失，花蓮、台東

一帶共有七間中區會，共六個族群，由於地理偏遠，交通、經濟、教育資源弱勢，

加上人口外移、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影響，部落教會凋零的痕跡處處可證，以上

環境條件對教會最大的衝擊就是教會無經濟能力聘請傳人，因此無牧者教會愈來

愈多，光在花東地區七個原住民中區會之中就佔 59 間，而小型教會也愈趨增加，

通常小型教會在經濟、人力各資源上都是普遍衰弱和乏力的。 

在人口移動趨勢中，原住民宣教委員會長期關心原鄉教會的關懷及都市宣教

的發展，因此推動許多因應的陪伴宣教的方案如：建立夥伴教會之宣教合作方案、

小型教會事工補助方案、開設都市原住民教會補助方案等等，除了資源與財務的

連結之外，更期待在人的連結和宣教訓練上能達到理想的整合和運用。 

關於本事工計畫，是為考量到在大環境條件影響下，組織化的合作協傳、牧

養勢必成為各中區會因應偏鄉無牧者教會需求的重要決策，但若能配合神學院實

習機制，在這些需要協助的教會持續積極性的宣教合作與關懷工作，不求教會人

數上起死回生，恢復過去的百人教會的風光，但切望尋求使這些教會中些微並孱

弱但堅守教會生活與信仰的教會信徒，可以得到持續的牧養與陪伴，並培伴部落

中兒童、青少年，在教會中建立基礎兒少青牧養工作，培育信仰的下一代。 

因此希望能夠藉此計畫可以在部落無牧者教會中陪伴宣教，並派駐神學生協

助在一年的實習中，收集相關資料，以利各方可以具體了解原住民教會實況，並

藉著研究分享的結果找出教會的潛力與機會，使部落教會能夠在有限的條件中仍

能分享福音無限的美好和祝福。 

貳、 預期效益： 

一、透過具體的記錄與描述使一般教會了解部落原住民教會的實況與需求。 

二、培育玉山神學院學生基礎資源調查的經驗，以便適應未來參與原住民宣教發

展事工。 

三、就相關議題進行調查與分析，供原宣未來就不同地區條件提供適切的教育事

工輔導與資源投入。 

參、 主辦單位： 

一、原住民宣教委員會： 

主責幹事－SupinaNakaisulan 牧師，助理：劉文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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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edu@mail.pct.org.tw, 02-23625282#252。  

二、玉山神學院牧育處。 

肆、 計畫日期：2016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 

伍、 計畫項目： 

一、教會照片。 

二、問卷表單。 

三、人物訪談。 

四、週報與教會文史資料。 

五、實習觀察與心得報告。 

六、期初說明會。 

七、期中訪視＆實習座談。 

八、期末分享會、成果發表會。 

九、無牧者教會實習教材：由本會依無牧者教會實際需求，於實習期間提供該教

會主日學教材及少年新眼光。 

陸、 執行期程 

月份 
工作項目 

2016年 2017年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社區觀察與教會文史調查             
問卷調查             
人物訪談             
週報收集             
照片收集             
資料分析             
規劃新年度計畫             
成果報告             

柒、 結語－參與，從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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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教會照片８-１０張。 

說明：請拍攝存影教會正面、教會空間內觀（如教堂、主日學教室等）、部

落遠照圖（可看到教會位於部落的位置），並盡可能收集教會節期或

重大慶典全體合照、兒童及青少年聚會照片等。 

 

 
教堂正門 

 
青少年與主日學獻詩 

 

教會：奇美(布農族) 

填表人：林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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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會後 

 

婦女會 

 
與會友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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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遠照                           部落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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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愛宴 

 
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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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問卷表單－１《社區觀察記錄表》。 

說明：本問卷可讓我們了解部落社區的民生、教育及相關環境條件，並了解

教會規模、特色，並可想像教會可能扮演的角色或機會。 

一、 部落總戶數：21 戶(布農族) 

二、 部落總人口數：78 人(布農族) 

三、 部落中有哪些族群？ 

1.阿美族 

2.布農族 

3.客家人 

4. 

5. 

四、部落居民從事的工作行業大致有哪些? 

1. 務農    ２.畜牧業(牛)    3. 臨時工        4.               5. 

6.              7.              8.               9.               10. 

五、部落中家庭結構的狀態?(請以戶數回答) 

1. 獨居老人：2           戶。                   2. 單親家庭：3       戶。 

3. 隔代教養：1       戶。                   4. 依親託養：1       戶。 

5. 常期空屋：2      戶。                    ６.其他：11        戶。 

六、 社區中尚有哪些教會及宗教廟宇？ 

1. 長老教會(阿美族)               2. 天主教會(阿美族)            3.長老會(布農族) 

4.                               5.                             6. 

7.                               8. 

七、 社區中有那些學校?（請填寫校名，若無則免填寫） 

1. 奇美國小                               2. 

3.                                        4. 

教會：奇美(布農族) 

填表人：林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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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社區中是否有下列的公家機關？ 

派出所(￭有？□否？)  消防隊(□有？￭否？)圖書館(□有？￭否？) 

戶政事務所(□有？￭否？) 鄉鎮公所(□有？￭否？)       衛生室(￭有？□否？)： 

其他： 

九、 最鄰近社區的醫療機構有哪些?約多遠距離?(包含衛生所或巡迴醫

療) 

名  稱                                距離概約(分鐘) 

1.衛生室定期巡迴醫療              5 分鐘 

2.                       分鐘 

3.                     分鐘 

十、 社區中有那些社區組織，包括守望相助、社區發展協會或其他社福

機構設站點等？ 

名  稱                 是否穩定運作（活躍） 

1.社區發展協會(阿美族) ￭是 ¨否 

2.展望會(阿美族) ￭是 ¨否 

3. ¨是 ¨否 

十一、 社區中有那些商家？ 

名稱與類型(如雜貨店或超商) 

1.雜貨店(阿美族)共三間        2.泛舟中途休息站(非本地人經營) 

3.奇美文物館                      4. 

5.                                6. 

十二、 休閒娛樂場所(PUB,網咖,KTV,電玩店,運動場，球場，…） 

1.活動中心與籃球場地(阿美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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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l 問卷表單－2《兒少青牧養狀況調查》。 

u ２－１兒童牧養事工 

聚會方式（可複選）：	 □主日學□小組□兒童禮拜■兒童週末營(與阿美族)	

□夏令營□課輔班□其他	

兒童人數：	 ■10 人以下□10-20 人□20-30 人□30-40 人	

□40-50 人□50-60 人□60-70 人□70-80 人	

□80-90 人□90-100 人□100 人以上	

兒童來源：	 ■信徒子女 5 人；非信徒人	

兒童牧養同工（主日學老師）人數：1	 人（女；■男）平均年齡歲 41	

兒童事工經費（年）：無預算	 _____________元，佔全年度教會事工預算比例％	

兒童教材（可複選）：	 □長老教會總會出版□道光■中國主日學協會	

□彩虹愛家出版□得勝者□教會自編□其他	

兒童牧養同工培育	 □總會舉辦名稱：	

□中會舉辦名稱：	

□教會自辦名稱：	

□中國主日學協會 □彩虹愛家 □得勝者	

□其他：	

兒童事工規劃方式：	 □牧師主導□小會決定□長執會□主日學老師會議□輔

導會議□專職事工團隊□小組長討論	

其他：	

營會事工：寒、暑期間固定合作之短宣

團體（三年以上），若無者免答。	

1.	

2.	

3.	

	

 

  

教會：奇美(布農族) 

填表人：林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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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２－２青/少年牧養事工 

平常的聚會方式（可複選）：	 ■查經■聖經分享■專題分享■聯誼性活動	
■詩歌練唱□其他：	

聚會時間長度：	 90 分鐘。	
青少年人數：	 ■10 人以下□10-20 人□20-30 人□30-40 人	

□40-50 人□50-60 人□60-70 人□70-80 人	

□80-90 人□90-100 人 □100 人以上	

青少年來源：	 信徒子女 5 人；非信徒人	

青少年牧養同工（青年牧師、輔導）人數：	 人（男），平均年齡歲 41	
青少事工經費（年）：	 ＿＿＿____元。佔全年度教會事工預算比例％	
青少年教材（可複選）：	 □總會出版青少年主日學教材 ■少年新眼光 	

□總會出版青少年生命教育教材□教會自編	

■其他：輔導自行預備	
青少年牧養同工培育管道：	 □參加總會舉辦的輔導培訓	

□參加中會舉辦的訓練名稱________	

□教會自辦	

□其他：	

青少年事工規劃方式：	 □牧師主導□小會決定□長執會□輔導會議	

□專職事工團隊□小組長討論□其他：	

營會事工：寒、暑期間固定合作之短宣團體

（三年以上），若無者免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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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人物訪談。(江瑞芳顧問長老) 

說明：請自行安排 3 週(每週可排探訪一名)教會長老訪談以下問題。 

1.過去十年內教會在人、事、物上有哪些重大的改變？ 

 人:關於人的改變主要在於家庭經濟的需要有較明顯的變化，越來越多人

移居都  

   市賺錢活口，是一事實，部落原本就沒有發展之地，因此，外移是唯

一辦法。 

 事:部落一直保持單純的生活，兩族之間都一如往常的生活，僅留在部落

的老人  

    家，過著得過且過的日子，似乎看起來沒有太大的變化。 

 物:單純的部落大小事情很快就可以傳遍，尤其現在科技發達，隨時都能

清楚知  

   道任何的風吹草動，幸福的是部落永遠和諧共處。唯部落經濟缺乏，

孩子的 

   教育常被忽視，可能早早就被迫出去賺錢謀生，因此，教育水平無法

再提升。 

2.在未來的五到十年中，你認為教會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教會一直以來就缺乏穩定收入，因此，遲遲無法聘牧，不僅影響弟兄姐

妹靈命， 

 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感謝主，教會今年有重大的突破，繼江阿南牧師

至今也 

 一段時間沒有固定的牧者，終於在今年再次聘請傳道人進來，相信對教

會來說 

 是個契機，期待教會再次被神所使用，有朝一日神的教會在次復興起來。 

3.你的教會有哪些優勢？ 

 目前來看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但，只要有神在當中做工，必定發

揮它的 

 功能與價值。 

4.你認為教會目前最需要的事工有哪些？ 

  家庭聚會，希望將以經很久沒進行的家庭禮拜恢復，如此將可以凝聚會

友拉近  

  彼此。 

5.你認為目前教會的長執、幹部最需要的訓練是什麼？ 

  訓練認識自己的職分，並有助於教會各樣事工。 

6.教會外的人對教會的看法是怎樣的？ 

  基本上，並未有實際去探聽或特別有人說我們教會的看法。 

7.教會目前有哪些問題使鄰近居民不願加入教會生活？ 

教會：奇美 

  填表人：林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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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已經很久沒有固定的傳道人在教會，導致一些弟兄姊妹不來教會，

雖然經  

  常邀請，也常遭敷衍會來，但最後始終也沒來教會，很難了解他們的想

法，教   

  會還是需要固定的傳道人帶領，弟兄姐妹才會願意來。 

8.其他：目前還有跟阿美族教會聯合嗎? 

  過去兩族熱絡的場景已經很難再看到了，特別是教會各自獨立後就漸行

漸遠，  

  現況是各自為自己的需求打拼，特別是經濟的需求，許多年輕人離開部

落去都 

  市賺錢，這情況是兩族共同的問題。 

   

 

 

 

禮拜週報。 

說明：請於教會實習時保存每週禮拜週報，以記錄教會事工報告、財務與

出席人員的狀況。若週報上未記錄出席人數時，請學生協助於週報

上記錄。於繳交學期報告時一併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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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教會文史資料。 

說明：若教會可提供週年記念冊或相關書面資料，請協助影印一份或摘要

整理成文字檔。若教會無存留任何文史資料，可以請教會第一代信

徒或代議長老口述並作記錄。於繳交學期報告時一併回收。 

奇美的布農族大部分是從南投地利搬到花蓮馬遠，再搬來奇美。 
屬丹社 Takivatan。在民國 41-43 年期間，總共有三個家族搬來奇美，最早是民國

41 年王家（王德旺的爸爸最早到，他們從馬遠先搬到紅葉，再搬到奇美），然

後是田家（田本男，布農名 Televos 最早到，他們從馬遠直接搬來奇美），再來

是許家（許幸福的爸爸最早到，從馬遠搬到清水，再搬到奇美），許家是最後來

的（民國 43 年到奇美）。 
剛來的時候沒有幾個布農族人。 
現在在奇美，田家和許家是比較大的兩個家族，王家的家族比較小。 
這三個家族還住在馬遠的時候，是指馬遠的舊部落山上（日本時代的學校在現在

墳墓的後面山上，那邊有平的土地），不是指現在的馬遠。海岸線的布農族（高

山、南溪部落）有許多也是從馬遠遷移過去的，跟奇美的布農族也有親戚關係，

但海岸線的布農族部落的遷移較為複雜，並不完全是從馬遠遷徙過去的，有的是

從卓溪的中平、太平遷徙過去。許幸福牧師家族是從馬遠搬到清水，住了一段時

間（5-6 年）後才搬到奇美部落，許牧師的爸爸從他的親家（田本男的太太是許

牧師爸爸的堂妹）那邊聽說奇美這邊的土地沒有石頭，土地很平坦，他們來奇美

這裡不只是看土地，他們還看這邊有很多獵物，哇！有山豬、還有山鹿……，以

前奇美這裡都是整片的森林，阿美族住在那邊一塊小小的地方。 
他們發現以後說，這邊不錯，地又沒有石頭，又那麼多動物，於是就搬來這裡定

居。那時候許幸福牧師還小，就在奇美這裡讀書了，他在清水的時候讀過一年級，

來到奇美後又從一年級開始讀，他比同學都年紀大（大約大三歲）。剛來這邊生

活的時候，許牧師說：「哇！我們那時候爸爸媽媽他們很累！」許牧師的阿公（爸

爸的爸爸）在奇美過世，他們剛來奇美的時候，沒有在平地耕作，都在山上生活，

後來許牧師的姊姊（也就是江瑞芳頭目的媽媽）先生過世，也搬來奇美，後來才

再嫁給田東來。許幸福和江瑞芳兩個甥舅相差五歲，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常常

打打鬧鬧。 
許幸福認為搬來奇美跟阿美族在一起的好處，第一個：阿美族人種的農作物常常

被山豬吃掉，阿美族人常常晚上守在田邊的工療要趕山豬。布農族來了以後，布

農族人有槍，阿美族人有狗，會用換工（阿美族說 Mipaliw）的方式一起去打獵，

以前阿美族的老人很好商量，阿美族人帶著獵狗追獵物，布農族人在某個地方等，

阿美族人將獵物趕到布農族守候的地方，打到山豬後就一起分肉。第二個：宗教

的福音宣教，以前奇美阿美族最早信主，接受基督教的是 mama Fayo（蔡照明的

爸爸，後來他因為 Mikatafo 嫁給他的老婆，改信天主教。）和眼睛看不見的 mama 
Pahaw（謝德和的舅舅），後來布農族 Telefos（田本男）成了布農族最早的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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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布農族和阿美族搭配宣教，家庭禮拜在一起，一起換工（Mipaliw）、一起

工作，一直相處、生活、信仰在一起，於是布農族和阿美族的感情慢慢建立，並

且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那時候大約是民國 44-45 年左右。 
基督教（長老教會）剛開始來奇美宣教的前兩年，阿美族和布農族是共用一個禮

拜堂（在現今墳墓的下面），後來為了語言的關係才分開。 
許幸福牧師認為來奇美部落很好的地方，是阿美族和布農族可以和睦相處。 
例如布農族喜歡到秀姑巒溪對岸打獵，因為對岸獵物比較多，要過河時，阿美族

會幫不會游泳的布農族推竹筏過河，回來的時候，阿美族會划竹筏去接布農族回

家，打到獵物的布農族會分享山大的問題。而且許幸福牧師民國 64 年開始在奇

美牧會，做傳教的工作，當時布農族和阿美族的基督徒還有阿美族的天主教徒會

打成一片，一起過聖誕節。 
許牧師說那個時候的聖誕節很活潑，不管哪個族群、哪個教派會一起合唱，一起

舉辦聖誕節的活動。很多送肉給阿美族，阿美族也拿魚給我們吃。 
許幸福牧師說，從以前一直到現在，奇美布農族和阿美族的相處真的很不錯。 

教會文史資料實在難以取得，詢問多幾位長者，都無法給予有系統的資料，因此

僅藉由網絡取得。	
http://kiwit.apc.atipd.tw/archives/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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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觀察與心得報告 

	 	 	 	 透過這幾週的實習，可以深入來了解奇美部落。過去的認知是一個部落一個

族群，尤其住在南投仁愛鄉的我，深受霧社事件的影響，總覺得一個民族無法認

同另外一個不同族群共同在一個環境生存，早期布農族與泰雅族之間的仇視，產

生彼此對立用一山不容二虎來形容實在是不為過。當我第一次來到奇美部落，看

到此景，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兩族間竟能和平共處，完全打破了我過去的認知。	
	 	 	 	 這個部落可以用世外桃源來形容，是個好山好水無汙然且對布農族而言是非

常適合居住的地方，因為，天然資源的豐富，無論是天上飛、地上爬、水中游的，

簡直是隨手可得，這也是為什麼布農族人甘願放棄原來的舒適圈，進而冒險來到

一個隨時遇難的地方。	
	 	 	 	 奇美部落是阿美族文化發源地，因此，還保存著過去文化傳統之美。唯一可

惜又現實的問題，部落發展有限，許多人選擇離開部落往都市發展，為求得更好

的生活品質，卻也付出失去文化傳統的代價。	
	 	 	 	 來到這裡實習正好是颱風最盛時期，發現只要大雨過後山路容易崩山土石滑

落，甚至曾因如此被迫無法進入部落實習，這還是我服事以來未曾有過的經驗呢!
嚴格來說確實是蠻危險的，不知道政府有沒有關心過，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儘管是好山好水，似乎資源總分配不到部落裡，部落的人只有默默承受開發背後

的環境影響。	
	 	 	 	 過去教會因沒有傳道人駐堂，加上第一次聽聞布農族部落靠海邊，因此，內

心產生好奇，想要更多的認識，就主動跟牧育處申請奇美教會實習。後來，過了

一年，教會也申請了傳道人駐堂，當然就跟我預期的也有所不同，不過實際上，

對我的實習也有不錯的學習。	
	 	 	 	 弟兄姊妹雖無幾人，卻很快的熟識，發現弟兄姊妹的家庭結構有些是單親、

隔代教養、或是重組家庭等等，基本上多數人的教育程度並不是很高，也因此，

生活水平也稍嫌落後於人，如生活習慣中常看到多數人喜好嚼檳榔、抽菸、喝酒。

雖不是什麼大礙，但，對於經濟上遠落後於人的現實情況，常常是口說沒錢、沒

錢，喝酒錢自動跑出來，說也奇怪，真不知如何是好啊!(話說的有些嚴肅，不過

僅就事論事之)	
	 	 	 	 感謝主，阿美族的一位執事主動邀請我們一起做兒童讀書會及兒童主日學活

動，星期六下午聯合部落的兒童做兒童事工，星期六晚上聯合青少年事工。過了

一個多月，發現部落孩子們都很活潑好動，小朋友們似乎已經很久沒有主日學的

生活，從基本的教會生活也都很散漫，基本上這對我而言是個挑戰，要花更多心

思在這些小朋友的身上，感謝主給我這些小朋友，期待自己更用心。	
	 	 	 	 本會的青少年也是剛從去年的董新作學長帶起來，當然也還是處在主日學的

階段，也必須用心帶領，盼望主給我更多智慧與他們學習。	
給總會原宣小小的建議 	
	 	 	 	 感謝主，奇美教會順利申請(2016 年 8 月)傳道人，對教會而言是非常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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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也表明了教會要再次展翅上騰，過去總會不斷提出實質上的幫助，使教會

不至於面臨關門的結局。但，就現在處境來看，教會增長實在是困難重重，教會

人數不要減少就很感謝主了，然而現實問題總是不斷重現，年輕人勢必還是會選

擇都市發展，因此，就個人淺見提出，未來儘可能不用再派神學生，一方面可以

減少支出，一方面教會事工並不是很多，也許由傳道人或牧者來擔綱這些服事，

當然，我並不否定總會所做的考量，只是針對現況所看見的提出個人看法。	
	

l 《教勢統計表》。(僅特定無牧者教會實習者需要填寫) 

＊另見附件。	
	

教會： 

填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