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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誌 

 長 榮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中 心 (養護型)
入 住 資 格 ： 

◎低收入戶或家境貧困。   
◎獨居無依之 60歲以上老人。 
◎因疾病或肢障導致局部癱瘓生活不能自理者。 
◎患老人慢性病行動不便，日常生活起居需仰賴他人協助者。 

109年 7-10 月 
發票消息 茲感謝： 

大亞書局、吉農冰城、北基加油站
(和平路)、滿庭芳(富國店、中山
店)、海心蛋糕、麗崧書局（自強）、
昇莊生活百貨有限公司、叮哥茶飲
(國聯)、等店家及其他(辦公室、善
心團體與個人) 
發票計 3504張/中獎發票 6張/扣稅

後兌領金額計 1800元 
由衷感謝大家的愛心 

＊歡迎各界商家/公司行號/學校 
提供愛心發票箱設置場所＊ 

立案字號： 
1. 財團人立案字號：伯特利會：花蓮縣七九年府民禮字第 27255 號 
2. 「長榮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設立許可設立字號：花蓮縣九二府社福字第

1016760號 

院址：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四鄰華城五街 550 號 

電話：03-8420122   網址：http://www.egnh.idv.b z/ 



阿國伯伯的人生變奏曲~由悲歌轉樂歌 

今年六十二歲的阿國伯伯出生於花蓮縣萬榮鄉，是太魯閣族原住民。阿國伯

伯回憶起兒時生活，娓娓道來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特別懷念和父母、姐妹一

起住在山上的生活。過去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大多部落原住民的生活都過得簡單、

知足，以山和土地為家，阿國的父親以耕種和打獵來賺取生活所需。雖然阿國的

家庭不富裕，但只要一到假日，阿國的父親就會帶著全家到山上耕種，親手栽種

花生、玉米、山蘇、竹筍、地瓜等。阿國除了跟著父母耕種，也學習養雞、鴨和

豬，甚至跟著父親打獵和放陷阱。最令阿國伯伯難忘和感動的一幕是，他看見父

母因愛孩子的心，在山上每個寒冷的夜晚，認真的燒柴讓孩子取暖的舉動，阿國

伯伯回溯這段過程時，雖然笑著，但眼睛卻是噙著淚水；除了上山耕種打獵外，

在每個禮拜天上午，父母會穿戴整齊得帶著孩子進到教會去，兒時的生活記憶就

是如此地美好。儘管因為家庭經濟的困難，從小就要作苦工，但阿國伯伯卻不覺

得辛苦，反而認為那是最開心、最值得回味的過去，因為山上的生活和信仰，都

能讓家人團聚和相處是再幸福不過的事了。     

    但生活的現實面無法讓這個美好的團聚繼續維

持，由於收入有限，父母無法讓家人溫飽，於是就將

三姊送養，而阿國伯伯在十五歲便放棄了學業，離鄉

背井到新竹一家作燈泡的工廠當作業員，直到二十歲

當兵。當兵三年回家鄉後，部落原住民開始宣傳遠洋

的工作，於是阿國選擇跑遠洋來減輕家庭之負擔。阿

國伯伯第一次遠洋時年二十三歲，但回到家後卻得知

二姊已經因病離世，當下阿國無法接受事實，因為去

了遠洋後卻失去了家人，回來後便暫時不再跑遠洋，

而是想好好和家人相處，和家人相處了三年後，父親

也因肝癌逝去，再隔一年母親也同樣因肝癌離世，對於親人接續離世的過程，讓

阿國陷入痛苦，但很慶幸這次有陪在家人身邊度過最後的日子，親人相繼離世後，

阿國為了維持生活安定，又再一次跑遠洋。 

    阿國第二次跑遠洋的地點是在南非的開普敦，這個城市最初是圍繞著碼頭來

發展，因為由荷蘭開往東非、印度及亞洲的商船都會路經此地作補給，久而久之便

成為歐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首個長期聚居點。有美麗的自然與地理環境，

現今被稱為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亦成為南非其中一處旅遊勝地。阿國在南非為

了安定生活，就在當地結婚娶了當地女子，並在南非生了兩個男孩，從遠洋回來時

有將妻子和孩子帶回台灣，並在台灣辦理結婚事宜。但因為簽證和居留證問題，阿

國的妻子必須回到南非辦理，因此到南非之飛機票需要龐大的費用，於是將妻子和

孩子先送回南非，而阿國在第三次跑遠洋時又到了開普敦與妻兒見面，在當地待了

九年之久，約四十七歲獨自回到台灣，就再也沒有跑遠洋了，雖然之後仍來回南非

探望妻兒，但因為來回機票費用龐大，錢漸漸地消耗殆盡，阿國身上再也沒錢讓他

可以飛奔至南非與妻兒團聚，漸漸的他與妻兒失去聯絡。但是，阿國遠洋的船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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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回來時捎來她在南非妻子的訊息，妻子要船機長告訴阿國：「我們很辛苦！回

來接我們回台灣。」短短的一句話，卻帶給阿國最大的痛，無法見妻兒的事實，至

今一直在阿國伯伯的心中縈繞，幻化成思念和遺憾。  

 

最後一次回到台灣將近三年後，阿國伯伯在年約五十歲時，因中風而倒下，

妹妹早已出嫁，無法照顧阿國，還好當初出養的三姊願意回到阿國伯伯的居所，

負起照顧阿國伯伯的責任。三姊因著當初父母傳承的信仰，以基督的愛心給予阿

國伯伯最大的陪伴和支持，但因為三姊需要工作賺取生活開銷，因此和阿國伯伯

溝通，讓阿國至鳳林榮民醫院的護理之家就養，但後來因為鳳榮護理之家結束營

運，三姊再次將阿國伯伯送至花蓮市某間護理之家，但因為費用高，三姊無法承

擔照顧費用，向社會處求助，社會處社工介紹本中心針對低收弱勢家庭有特別照

顧，於是向本中心申請入住，成功轉入本中心之後，三姊的經濟負擔大為減輕，

三姊除了可以放心的將阿國伯伯託付本中心照顧，自己也能繼續工作有所收入，

三姊若到花蓮市辦事，也都不忘經過本中心來探望阿國，讓阿國伯伯感受到家庭

支持，三姊也很慶幸進入本中心後，阿國伯伯的信仰不會中斷。 

    阿國伯伯進入本中心之後，生活適應良好，因本中心每週都有例行的團

體活動，例如：電影欣賞、賓果遊戲、靈性餵養、樂活健康促進、才藝及園藝課

程，到了週日時，還有一些機構團體至本中心舉辦教會活動，阿國伯伯受到多人

的愛和關心、陪伴，漸漸地在本中心找到了歸屬感，而阿國伯伯最喜愛的例行活

動是：電影欣賞和賓果遊戲。阿國伯伯在本中心過得穩定，三姊因此感到無比的

放心，每到本中心之聖誕節活動時，三姊會和教會團體至本中心帶來太魯閣族文

化表演和住民一起分享，今年的聖誕節因疫情關係，中心沒有開放外賓表演，但

對阿國伯伯的問候和關心仍藉著電話傳遞。 

阿國伯伯是個重視家庭的人，他藉著家庭

系統的支持和信仰的陪伴，度過人生的每一個

風浪，他最後落腳在長榮這個大家庭，在這裡

他接受專業的照顧，但同時，他也樂於和別人

分享愛與關心，每天早上，他在門口看到一位

一位進到中心上班的工作人員，都會給一個大

又溫暖的招呼，他喜歡泡咖啡喝，也樂於和他

的好朋友分享一杯熱熱的咖啡。每個人都能從

自我的身上分享和給予愛和關心，愛的傳遞如

此的重要，特別是在弱勢孤苦貧窮的人身上，

讓領受的人更加珍惜。在長榮，阿國感覺回到

兒時，跟每個人分享每一天的日常，這些對阿

國來說，都是一點一滴累積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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