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青春紀事

文‧圖／林歷洲

從服學陪伴到定根坪林

記
得在餐敘時，當時社長傳恩問：有誰要當社長？在那股既尷尬又死寂的氣氛中鼓起勇氣突

破寂靜的自己，是什麼讓我想承擔這個責任呢？

可能是被一種反骨精神所驅使，盡

全力當個不一樣的人。大二升大三那年

暑假，按捺不住心中對於法律系學習模

式的不適應，選擇轉系，到一個我自

認為較貼近社會和人心的社工系。要

說比別人有愛心不盡然，但同期系上

同學確實都很善良。

經由不斷的專案和合作報告，

我獲得很多實務經驗，如社區課上

為解決118巷自行車問題的《噗噗恰

 因著學校服務學習課程助教進入坪林，陪伴孩子。

舉辦臺大遊，帶坪林的學生參訪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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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方案課《老師，你真的了解

性霸凌嗎？》、社會企業計畫《緣

起――文化旅行媒合平台（以原住

民部落為例）》，意外地因課堂需

要和兩次的實習機會，認識臺灣社

區實踐協會、同志諮詢熱線、南區

少年服務中心、花蓮飛炫屋，至今

仍在機構內擔任長期隊輔志工，實

踐「長期陪伴」的精神。

然後因著學校服務學習課程助

教和坪林新芽社社長的關係，碰觸了

「服務學習」這個名詞。

剛加入服務學習的第一年，抱著好奇心，加上首次以課輔班小老師的名義做教育工作（以

往都是家教或是家庭資源較豐富的實驗教育家庭，不太有機會接觸郊區或小校），憑著一股

「教育即生活，即陪伴」的概念進到課輔班。很幸運的，坪林的孩子對我們都很信任，很快就

打成一片，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我與孩子的關係原來那麼近。起初慢慢地接觸社區，還沒開始

擾動，所以其實感受也沒有很深，只是默默期許自己不能留一學期就走，至少要待一年，如

今，回過頭已經接近兩年的時間。

大三下面臨課業的壓力，不得不中斷服務，但基於前兩個學期與社區連結不深，所以就在

幕後做財務，幫忙處理最複雜的交通費核銷；大四上直到那次臺大遊，才重拾社長的職務，上

了軌道，也因為火鍋聚會凝聚了不少人，有了那次歷時五個小時的深度聊天，心中升起對於社

團的微小盼望是，活動能夠多一些人參與，把活動辦得更穩定一點，讓下屆傳承能更輕鬆。

連續舉辦兩年的臺大遊試圖讓坪林學生突破對社會的理解框架，前年以大學校園參訪形式，

去年則針對國中端學生，以隨機街訪、生涯規劃等主題的實境遊戲設計，讓學生能提早去思考未

來方向，或至少是個啟蒙的機會，了解現今大學生為何進入大學或科系。今年另一個大活動坪林

遊則不再以社區導覽為主軸，而是用徒步小旅行工作坊的模式，規劃八條路線，讓在地孩子帶領

大學生走訪坪林，跳脫常理的雙向學習機會，其實只是一種理所不當然的田野思維。

直到大四下，發覺社團的陪伴工作與社區的緊密不可切割，進而利用春節前後兩週時間進

駐教會，與李承恩傳道師進入孩子家庭社區訪查、運送物資，在國小楊捷老師的引路下，因緣

新芽社，從服務學習轉型為社團永續經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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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紀事

際會地認識金瓜三號創辦人蔡威德先生，從此與坪林社區結緣。

當然結得最深的緣應該是和孩子們。

社區力網路報導是這麼替我的訪談詞下註解的：「我覺得新芽的意義就在這裡，它是不能

強折的、就是勉強去折它，也不能夠揠苗助長，你只能耐心的，就像傳道講的，用很多的愛去

陪在他們身邊。」長期陪伴的意義即在於實質地進到社區，不求回報地陪伴。

從短期的課程轉變成為組織化的社團形式，是源自春節兩個禮拜駐點的有感而發，萌生服

學轉型為社團經營的想法。有幾個孩子是我這學期才認識，我問他們：「還記得上學期臺大小

老師的名字嗎？最有印象的就好」，結果孩子們說的是大老師（教會駐點老師）的名字，這其

實讓我非常心痛。我們所著重的建立關係，居然成效是如此，因此我希望的，就是讓孩子至少

知道我的名字這種簡單不過的要求。

為了達成這個願望，我開始推動組內共學，希望更能聚集我們和孩子的情感，雖沒推成，

期間卻發生一個有趣的事。我詢問孩子們的意見，結果清一色都是支持小組制，因此我花費一

節課的時間與傳道溝通，如果孩子們可以自律，或許有回歸小組制的可能，結果當場孩子就破

功，我很難過，因為約定好的承諾就硬生打碎，之後觀察了幾個禮拜，到最後一堂課還是沒看

到改善，心想：沒關係，我已經盡力了。

「不要太常為別人著想，而忽略了自己」這句話應該是對我四下的借鏡警語，太過考量社

員的負擔程度，卻也在期初籌措經費

時消磨掉我一半的意志，核心幹部畢

業了，開會和溝通時的煩躁，成為壓

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明明

有團隊的，為何搞得獨自一人」，

經歷過期初選課結果出爐、企劃書

日常、社團博覽會、服務學習課程

計畫、坪常學吧共學團體、家訪事

件，一步步在摧毀我的熱情，我抗

壓性不高，只能透過不斷地對話，

獲得似若心理諮商般的療癒感。

心中的大石塊大約在找到合適

的接班人時得以釋懷，但一部分又
來自不同領域，對坪林的教育和文化有著共同負擔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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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下屆幹部無法順利接軌，所

以找一些比較能夠上手的活動讓

他們試著自主舉辦，害怕他們又

重蹈覆轍，所以採行實習制，讓

他們至少可以有些討論和認識。

「該放手讓更值得的人繼

續接手」。

移居到坪林後，與社團事

務漸漸脫離，一方面信任他們的能力，二方面我也開展

我後續的計畫。後來參與坪林國中的文化走讀課程，從採集人和攝影師身分轉而進入坪林故事

採集團隊，這學期此課程持續滾動發酵中；也因生計考量，兼任金瓜三號專案助理，協助威德

處理文創旅遊、策展等專案，意外地收穫不少人際資源，像是新北市政府、坪林區公所、青年

茶業發展協會、永續發展合作社、山不枯、地方創生小組、臺灣藍鵲茶等早已在坪林深耕多年

的組織夥伴。

最終的目的地還是希望坪林這邊有個社區據點，能接住那些受傷的靈魂。

林歷洲Kingciyang Lin小檔案

花蓮裔坪林人，瑞穗富源阿美族

現職：金瓜三號專案經理，坪林故事採集助理，坪林手作咖啡班

助教，臺大社工系大四休學中

創生有多重意義，除了創造生存空間，更要有生活態度和方式，

而我的生活態度展現在無形的學習歷程和不斷地反思中。目前暫

時卸除學生身分，在即將畢業尋找工作的年紀毅然休學，專注投

入社區工作，透過國中咖啡手作班和導覽人員培訓班發展第二專

長，「做中學一直是我學習的最適合方式」，就像在帶深度小旅

行的旅人們，人生就必須得面對不同面貌的社會結構，或是以茶

葉職人精神來說，觀察不同濕度溫度的環境影響因素，會有不同

的製茶因應操作。「除了在教室裡學習，偶爾進到社區裡，反而

學習是不同層次的體驗，也會面臨不同危機和轉機，逆來順受，

頑強地與這個僵化的體制抵抗著」

參與坪林國中的文化走讀課程，成為坪林故事採集團隊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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