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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 上學期 主題閱讀 

須文蔚紀實文學 

朝會宣傳 

第二次讀書會 

~~台灣的臉孔  

大型活動--校慶 

三魚網推薦 

文淵閣心得 

晨讀分享 

班級文庫心得 

  



 

~ 5 ~ 
 

  

朝會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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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讀書會和第

三次讀書會主題分

別是「台灣的臉孔」

和「與須教授有約」 

。為了讓更多士商的

同學們，熱愛閱讀、

踴躍參加讀書會，身

為閱讀代言人的我

們，都會固定在朝會

時，大力推廣和分享

讀書會的探討主

題、內容、與各式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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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長的大力推動下，讀書館的閱讀活動都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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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讀書會 

~台灣的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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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概要 

一、活動主題：台灣的臉孔－11 位帶來愛、希望與勇氣

的天使 

二、活動書單：建議閱讀書目（請先行閱讀） 

           「台灣的臉孔」 

三、活動目的：藉由這本書讓同學認識許多國外來台的

天使們為台灣付出的種種貢獻，並從中反思自己能

為台灣做些甚麼。 

四、活動時間：103 年 11 月 1４日(五) 下午２：２０～

４：１０ 

五、活動地點：士林高商圖書館 

貳、活動內容 

  這學期讀書會的運作，就是希望藉由須教授的書《台灣的臉孔》及許多社會

公益的成功典範，讓更多同學燃起心中的熱情，對人生更有想法，對自己善的能

力更有自信。因此，在第二次讀書會，我們共讀了《台灣的臉孔》一書及許多公

益的案例，更大的期待，便是第三次讀書會時，須教授能親臨本校，帶給我們更

寬廣的思維，以及對社會正義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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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會一開始，我們如

之前彩排的，將場地先佈置

好，在午休時做最後排練。

等下午兩點半正式開始時，

人潮陸陸續續湧入，大家的

心情也緊張、興奮了起來。因為，每一場讀書會，都是一場心靈的饗宴，都

希望大給同學最深的感動與生命的啟發。

 

  首先，第一個主講人是黃榮昌，大家都叫他小秋，平時說話風趣的他，

這次卻異常的正經，真讓人有些不習慣呢。他帶領的部份是「書籍介紹」。除

了平常的書籍概述外，他還特別介紹了幾位書中的人物，例如：劉一峰神父、

施照子女士、吳若石神父、羅慧夫醫師及倪安寧女士，並搭配一些和書有關

的小短片，加深大家對這本書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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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主講人是簡仙雅，她是那種一緊張，說話就會結巴的女生，但這

次她克服了這個困難，台風非常的穩健。她的主題是「一個人的公益活動」。

她為大家用心介紹了三點：嚴長壽的公益平台、自由擁抱運動、冰桶挑戰。

在介紹自由擁抱運動和冰桶挑戰時，也適時的搭配影片，讓大家不只藉由文

字來了解活動，還能透過實際影片來加深印象。 

 

  第三位主講人是鄭愛玲，她是我們閱代之首，想當然爾，台風必是相當

穩健的，她的主題是「實現公益之經驗分享──人物篇」。她特別以「沈芯菱」

及「九十登山，再不做怕沒機會」等案例進行講義導讀，希望大家知道：做

公益是不分年齡大小，都可以做得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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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位主講人是呂佩倫，她的主題是「實現公益上之經驗分享──團體篇」。

她介紹了從事公益不遺餘力的社會企業為主，她選擇的企業是：若水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在讀書會之前，學校就已發過若水企業的文章讓我們進行晨讀，

目的就是希望激發就讀商科的同學對「以企業帶領公益」的興趣。而這次的

讀書會，我們便進一步探討這個企業為何被稱為社會企業，及它是如何幫助

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企業。 

 

  最後一位主講人是王昭惠，負責最後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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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讀書會中，我們除了讓大家對須教授的書有初步的認識、對深愛

台灣並為台灣無私奉獻的天使們有更深的了解與感恩之外，也透過不斷的與

同學互動，了解到同學們眼中的「公益」是什麼？在個體、團體上又有些什

麼不同？這次的經驗真是令人難忘呢！ 

 

 

 

 

 

 

 

 

 

台灣的臉孔－11 位帶來愛、希望與勇氣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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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臉孔－11位帶來愛、希望與勇氣的天使 

第二次讀書會參考資料 

 

一、 書本大意:１１位天使默默為台灣付出的故事；這是一個被溫暖包圍，充

滿大愛的故事，這更是一個用來警醒世人關懷弱勢的故事。 

二、 一個人的公益: 嚴長壽:當企業有成時，會為偏遠地區的人付出更多 擁抱

活動:其實一個人的力量也是很偉大的。冰桶活動:以有趣的活動號召全球

的人響應，讓大家更加認識罕見疾病的病人並試著去幫助他們 

三、 平凡人也做公益: 沈芯菱 、慈濟、若水公司:公益的領域包括但不限於:教

育、環保、貧窮、公共衛生、弱勢族群。創造公益，就是在這些領域中濟

弱扶傾，消弭不公平。 

 

書籍介紹： 

1. 劉一峰，法國人，玉里天主堂神父，72 歲的他，每天依舊開著小貨車，穿梭

在花蓮玉里的鄉間小道，揮汗搬運著回收資源，只為了籌錢安置智障與身障

的人們。 

2. 羅慧夫，美國人，1959 年以醫療宣教士身分落腳台灣，創辦「羅慧夫顱顏基

金會」，幫助無數唇顎裂患者。 

3. 吳若石，瑞士人，1970 年來台，後掀起腳底按摩旋風，迄今仍服務於台東長

濱天主堂，自稱是「西方出生的台東人」。 

4. 丁松筠、丁松青，美國人，分別於 1967、1969 年來台，天主教神父，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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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戲稱自己是「在美國生產，台灣加工製造」；兩人深入塵世，以身體力行的

方式貼近人群。 

5. 彭蒙惠，美國人，1951 年來台，後創辦「空中英語教室」，以雜誌、廣播、

電視與數位出版形式幫助無數需要學習英語的人。 

6. 倪安寧，美國人，1978 年來台，後嫁為台灣媳婦，成立「雅文兒童聽語文教

基金會」，幫助許多聽損兒走出寂靜，是他們口中的「天使媽媽」。 

7. 施照子，日本人，於 1934 年因仰慕施乾投入乞丐撲滅而遠嫁台灣，從愛愛

寮到愛愛院，將一生全都奉獻給社會最底層的乞丐與孤苦老人。 

8. 嚴沛瀅，越南人，20 歲嫁來台灣，之後創辦「台灣新移民文化交流協會」，

運用嫻熟的中、越語專長，協助自己的同胞與更多新住民走出困境。 

9. 羅斌，荷蘭人，1993 年定居台灣，後擔任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館長、台原

偶戲團團長。讓台灣偶戲立穩根基，並以嶄新面貌向全世界發聲。 

10. 郭文泰，美國人，1997 年來台，後成立河床劇團，取材自台灣生活經驗的「米」

系列作品《爆米香》在 2007 年獲選法國亞維儂 off 戲劇節的作品之一，促

成台灣與法國劇場界合作。 

    這些人，來自世界各國，卻不約而同在台灣土地上生活、扎根，無怨無悔地

付出。歲月在他們臉上，留下的不是老去的痕跡，而是一張張動人的臉譜。他們

以自己的故事，豐富了「愛台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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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芯菱 草根孩子跳上救貧火線  2008-07-02 天下雜誌 400 期作者：鄭淑儀 

沈芯菱，25 歲的她。這個名字，每隔一陣子，就會出現在媒體上。 

有人稱她網路天才，有人讚許她為柳丁農民請命，最近有更多人因為她所拍     

攝的草根臉譜所感動。她做的每一件事，總是讓人驚訝與佩服。 

貧困、搬遷、顧攤子的童年 

是什麼環境與成長過程，造就出現在的她？小學以前的她，跟著父母親當流

動攤販，跑遍台灣每個有夜市的角落。住過貨櫃屋、漏水的鐵皮屋，更常擠在小

車裡過夜。貧困、搬遷、顧攤子，佔滿了她的童年。但在求生存的縫隙中，沈芯

菱所得到的愛與學習機會，卻不比其他孩子少。 

為了償還巨額的貸款，當時除了擺攤之外，只要有錢賺的工作，他的父母都

願意做。其中一個是幫寵物繁殖場送狗。 

他們常開著一台一千ＣＣ的小破車，載著二、三十隻被隔在五、六個籠子裡

的小狗，從南到北，送到預訂的寵物店。小車擁擠不堪，味道更是難以忍受，但

小小的沈芯菱，坐在爸爸媽媽中間，開心得像在旅行，沿途發問，這是什麼、那

是什麼。「我的國字是看路上的招牌學的，」沈心菱笑著說，「上小學的時候我

不會ㄅㄆㄇ，但我已經看得懂很多國字。」媽媽許麗娟，還常常到舊書攤買書，

在顧攤的空檔，唸給沈心菱聽。沈心菱還記得，六歲的時候，媽媽在昏黃的路燈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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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唸著一本字都模糊掉的《汪洋中的一條船》，講鄭豐喜奮鬥的故事。「媽媽

說『我們都是海口人，他的故事，在我們那時很有名喔！』」沈心菱回憶。 

故事在斷斷續續中講完，家也在追尋溫飽中頻頻遷移，沈心菱沒有床邊故事，

但親子之間的感情，卻在街頭，更加緊密。一直到今天，那本舊書，沈心菱還保

存著，那也是影響她最深的一本書。 

百萬收入全部投入公益 

貧窮，讓沈心菱懂得珍惜，淳樸而寬厚的父母，也讓「分享」的種子在沈心

菱心中漸漸萌芽。「人要常給，不要多拿，」沈心菱的父母常常跟她這麼說，「如

果自己賺的錢都藏口袋，老天爺可以給你，有一天也會要回去。」 

後來沈心菱靠著電腦的天份與努力，小學五年級(11 歲)幫自己家的成衣廠架

設電子商務網站，穩定客源、改善家計之後，她開始成立個人電腦工作室接案子、

辦公益活動與寫書，至今所獲得的酬勞、獎金、版稅，超過一百萬元，全部投入

公益。對一個曾經負債累累、靠著攤販收入維生的家庭而言，一百萬絕對是天大

的挹注。不過沈芯菱一家人，並沒有把這些錢用來購屋、擴廠甚至改善生活，而

是扎扎實實的把收入跟社會分享。 

現在沈心菱的家還是租來的，陳舊的兩層樓完全沒有裝潢，樓下是成衣廠與

店面，樓上是住家。前面的省道，每隔一兩分鐘，就有砂石車呼嘯而過，揚起漫

天塵土。家的旁邊是一片稻田，西部縱貫鐵路穿過田間，每隔幾分鐘也會有「嗚

~~嗚」的火車經過。一樓左半邊的成衣廠，其實就是三台二手的縫紉車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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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操作車台的中年婦女是社區裡的鄰居，在這裡找到她們最好的工作，養家活口。

「上帝對窮人是最慷慨的，因為他在最飢餓的時候給他一口麵包吃，他就會覺得

滿足，在最困頓的時候給他一夜好眠，他就會覺得非常愉快。」經歷過飢餓困頓、

居無定所，沈心菱對於當下，感到無比的幸福與感恩，她引述自己所看過的一部

伊朗電影「心靈印記」說 。 

在台灣，國小到高中這段青少年時期，獨立思考的能力，似乎總被分數與考

試所淹沒。但沈心菱不同，她認為，「學校給你的是分數，但自己要的是人生。」 

在一百分與九十五分之間，她選擇九十五分，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因為九

十五到一百的距離，需要更多的心血和時間，如果把這樣的時間和心血，投入到

一個零的領域，就可以從零到五十，或零到六十。她心中「零的領域」，就是對

弱勢學生的幫助。「曾經身為弱勢，我更清楚弱勢的需要。」從小六開始，沈芯

菱投入所有課餘的時間，打造她的「安安免費教學網站」，至今已超過兩百萬人

次點閱，後來更延伸出中國版、柬埔寨版，幫助那些沒有錢請家教、補習或買昂

貴的線上教學教材的國中小學生，自我學習。光是虛擬的網站還不夠，沈心菱還

在自己十四歲時，獨立舉辦暑期英語學習營，號召大學生當老師，到雲林偏遠地

區挨家挨戶邀請小學生參與營隊學英文。貧窮線下的光芒 

在投入公益的過程中，她的確曾感到孤獨與無力。因為師長總認為，「這是

大人的事，你一個小（中）學生怎麼可能做？」而同學即使有心想幫忙，也會因

為家長的反對而退出。幸運的是，沈芯菱的父母並不像社會一般對小孩的期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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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她。「他們很願意我給這個社會去用，」沈芯菱說。媽媽許麗娟補充，「這個

孩子是老天爺給我們的恩賜，如果她真的有這個能力，就應該把這個能力給需要

幫助的人。」國小畢業就到台北作學徒、當小妹，沈芯菱的父母，沒有很高的學

歷，但是他們的想法，深深的影響了沈芯菱的人生。他們也是唯一從頭到尾，支

持她、陪伴她的力量，讓沈芯菱的公益路，不是踽踽獨行。「想做就去做，不要

因為自己的年齡、身分而澆熄理想，」即使自己的知名度變高，沈芯菱依舊低調、

謙虛，她就像黑暗中的小小發光體，散發出貧窮線下的光芒。 

九十登山 再不做怕沒機會    

高齡九十歲也許是頤養天年、含飴弄孫的年紀，但對於家住桃園的李登山來

說，卻是行善足跡起步的時候。原本擔任鄰長二十四年的他，因為年紀大而選擇

退休，但後來因為太太過世體悟到人生無常，決定在去年加入慈濟志工培訓的行

列。另一位環保阿嬤「燕姑」，活到老學到老，心裏總是惦記著上人的她說：「如

果有一天我回花蓮見到上人，我要跟上人說『呷卡老ㄟ（臺語）』，呷老一點再

救更多人。」  

深怕來不及 九十高齡仍行善 

「來這看看，如果沒有回收物，我就會回頭了，上人腳步怎麼走，咱們就怎

麼做。」志工李登山說邊走邊撿拾可回收的環保物品。半夜做環保，李登山沒穿

外套，路旁的飲料杯、公園的垃圾桶，以及還沒歇業的店家都是他造訪的地點。

「多少撿一點對慈濟有幫助，那對慈濟若有幫助，慈濟就有辦法去幫助別人。」

http://www.tzuchi.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56&Itemid=310&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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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山今年高齡九十歲，街頭環保這條路，他是披星戴月風雨無阻。為了慈濟，

他夏天半夜二點出門，冬日則改為三點，工時最少二小時起跳。李登山說：「你

萬一遇到回收物比較多的時候，回到家差不多五點了。」回到自己的家稍事整理，

天亮後他隨即轉往慈濟茄苳環保站。環保志工呂寶淑很敬佩他的精神，她說：「我

們真的要跟他學的精神。」另一位環保志工楊玉秀說：「年紀這麼大，還能夠這

樣每天都來，真的是真了不起。」曾經擔任鄰長二十四年，靦腆、認真、和藹是

李登山的註冊標記，後來因為年紀大而選擇退休，但老伴幾年前過世，讓他驚覺

有件事再不做將會終生遺憾。李登山說：「我是早就想加入慈濟，但是我三心兩

意，我活這麼大歲數了，三四年前我大概八十五歲就想說，年紀這麼大了，現在

加入慈濟到底能做什麼？上人所做的都是大善事，所以現在我會加入（培訓）是

說，年歲已經這麼大現在再不加入，恐怕就沒機會了。」 

加入慈濟行善，做環保只是計畫中的第一步，李登山還參與見習培訓，即使

過程中下巴因為脂肪瘤開刀，他也從不缺席。李登山說：「有人問我說叫什麼名

字，我就說我叫爬山（登山），意思就是說腳踩一階，一階後再爬過一階，人就

是要這樣一步一腳印、一步一步來的。」人生九十才開始，李登山要繼續緩步向

前，改寫人生的定義。 

公益：多為別人想一想 

※不要成天想著自己為何最倒楣，做點善事，會發現力量更大。※ 

http://www.tzuchi.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6%3A2008-11-14-03-34-51&catid=56%3Aenvironmental-protection-about&Itemid=310&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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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開始投身公益的作家王文華曾在部落格寫道：「成功如此 boring（無

聊）。Boring 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除了自己，一無所有。100％只有自己的生活，

就像 100％的檸檬汁，令人反胃。」 

他和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創辦「若水公司」，開始做公益，推動社會企業

的概念。他坦言，做公益，可以暫時「忘掉自己、只想別人，就像脫光了衣服，

輕鬆舒適。」 

2008 年一場意外讓夏韻芬痛失愛子，將愛子意外身故的保險理賠金全數捐

出後，更讓她產生推動「商業保險社會化」的公益想法。 

夏韻芬有感而發地說，她以前常跟自己的小孩說，少吃一頓 buffet 自助餐，

就可以幫助其他小孩都有飯吃，所以她跟她的小孩都認養了貧苦小孩。最近很多

公益團體出現募款危機，她建議，每個人都有保險，只要願意提撥保費的 10％、

20％，就可以讓許多慈善、社福團體繼續運作下去，不需要多有錢，一般上班族

就能做到。 

 

参、學習單 

  接下來是這次讀書會同學們所寫的心得學習單分享，看的出來這次的活

動讓他們收穫滿滿，大家都很認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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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 

—校慶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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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概要 

    活動時間:103 年 11 月 25 日(二)10:00~13:00 

    活動地點:士商風樓廣場 

貳、活動內容 

   這學期的第二次讀書會，我們的主題書目是須文蔚教授的《台灣的臉孔》，希

望透過這次的讀書會，讓同學更了解台灣公益，並鼓勵各位同學一起參與公益活

動。 

    另外，很榮幸能在第三次讀書會邀請須文蔚教授蒞臨本校，所以在第二次讀

書會後的校慶舉辦闖關活動，而其中之一關就是與須文蔚教授書目相關的關卡，

希望也能藉此活動讓士商的同學們了解、認識須教授的其他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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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活動開始囉! 這次我們的校慶闖關共有五關，每一關都十分的有趣，沒

過多久就開始大排長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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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關主都很認真地講解遊戲規則和出題目，來闖關的同學們也很積極的搶

答和回答問題。 

 

    這一個關卡以須教授出版的書籍封面讓同學進行拼圖遊戲，希望藉由簡單有

趣的拼圖，能讓大家認識更多須教授的著作。 

  

    看！每位同學都在努力拼拼圖呢！希望大家拼完圖後，更認識這些好書，圖書館

歡迎大家前來借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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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魚網好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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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魚網是個專門提供好書推薦的網路平台，讓全國高中職的師生都有發表及

推薦好書的園地。 

同學們在閱讀須教授的書籍後，也自由地投稿到三魚網。藉由同學之間的推薦，

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值得閱讀的書目，及接收不同的想法。 

 



 

~ 42 ~ 
 



 

~ 43 ~ 
 

 

 



 

~ 44 ~ 
 

 

 

 

 

 

 

 

 

 

 

 

 

 

 

 

 

 

文淵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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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淵閣是本校推動悅讀悅樂——百本閱讀的心得手札。 

    從學期初，我們就開始鼓勵大家閱讀須文蔚教授的相關書籍，更

藉由第二次讀書會，讓大家更了解《台灣的臉孔》一書中，十一位外

國人在台灣所辛勤耕耘，散播的希望、熱情與愛的種子，並歡迎大家

將讀完須教授相關著作的讀

後心得記錄在文淵閣中。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student.tw/forum410/thread79105.html&ei=nxGQVKyQI9Tg8AXnjoDQBw&psig=AFQjCNE-Xa7hW5PWb4s5Z0RGODRjc5CwPw&ust=14188141947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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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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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全校都會共讀幾篇好文章。配合每學期不同的主題，讓同

學們拓展視野，涵養更寬廣的心胸。這二年，我們分享過的社會公益

文章，有：〈社會企業--若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遠離功利 擁抱世

界——連加恩〉、〈願井英雄－加拿大萊恩．赫傑克(Ryan Hreljac)〉，

透過這些文章我們對社會公益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能更進一

步的體會須教授《台灣的臉孔》

書中所有傳達的愛與希望的意

涵。 

 

  

http://hotsale.iguang.tw/roodo_redirector.php?url=http%3A%2F%2Fwww.flow.org.tw%2F&title=%E8%8B%A5%E6%B0%B4%E5%9C%8B%E9%9A%9B%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loco-loca.blogspot.tw/2009/04/doctorhero.html
http://loco-loca.blogspot.tw/2009/04/doctorhero.html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student.tw/forum410/thread79105.html&ei=nxGQVKyQI9Tg8AXnjoDQBw&psig=AFQjCNE-Xa7hW5PWb4s5Z0RGODRjc5CwPw&ust=14188141947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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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主題：社會公益(1) 

悅讀〈遠離功利 擁抱世界——連加恩〉 

資料來源：今天的台灣英雄 

http://loco-loca.blogspot.com/2009/04/doctorhero.html#ixzz2uJq3GQwd 

    台灣第一代外交替代役男連加恩，影響一屆又一屆的替代役男遠赴落後國家

貢獻所長，現在他又邁向另一個階段，投身防疫醫師的行列，藉由一場場的巡迴

演講，發揮正面的影響力，鼓勵年輕人實踐夢想，創造自己的人生價值。 

    6 年 5 班的連加恩頂著陽明醫學系畢業生的光環，在 2001 年放棄被役男視

為「爽官」的軍醫資格，選擇走不一樣的路，遠赴西非邦交國布吉納法索，成為

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的代表人物，顛覆外界對當兵的刻板印象。  

    他在非洲服役 20 個月，包括醫療、開鑿水井、垃圾換舊衣與籌建孤兒院，

不僅吸引電視台拍攝成連續劇「45 度 C 天空下」，「連加恩醫師」也變成台灣

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在世界最貧瘠的地方，寫下人生履歷中最精采的扉頁。 

    退役後，連加恩曾經帶著太太重返非洲，1 年內完成興建孤兒院的夢想，之

後返回台灣在榮總擔任家醫科住院醫師。剛通過專科醫師考試，他去年 9 月選擇

進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擔任防疫醫師，希望累積國際醫療、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

專業，「在世界需要我的角落，貢獻所長」。  

http://loco-loca.blogspot.tw/2009/04/doctorhero.html
http://www.cna.com.tw/TWHero
http://www.cna.com.tw/TW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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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加恩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中，從言談中可以輕易發現宗教帶給他人生價值觀

的影響，他說，「好命的孩子，應該比別人付出更多、幫助更多的人。這樣，好

命才有意思。」 他的人生經歷中，最大的挫折就是在非洲，特別是籌建孤兒院

的歷程，讓他深切體會第三世界的遊戲法則，「但是我沒有在那個時候停下來，

最後仍堅持把事情做完，這其實是思想層次的獲勝」。  

    連加恩回憶，部分布國官員人謀不臧，為了要賄賂，硬是卡住孤兒院的建築

許可，還有建商偷工減料被他抓包，結果對方卻賴他尾款未付清，還嗆聲跟司法

部長很熟，「惡人先告狀」向布國司法單位提告。  

    為了讓孤兒院能夠順利運作，連加恩最後向當地的民情「妥協」，由教會姐

妹花錢解決。連加恩說，「那個時候很撐，精神上的煎熬遠比金錢的付出更令我

傷心，「我不是來幫忙這邊的人嗎？為什麼這樣對我？」他說，這些錢很可惜，

原本可以做更多有意義的事，只能說，這是一筆在第三世界繳的「學費」。  

    連加恩表示，他會在演講中跟年輕人分享，到了第三世界，不要一跳下飛機

就覺得，「我今天是來幫你們的，我犧牲很大，我很偉大」，這樣的心態如果一

遇到挫折，就會難以接受；遭遇逆境時心境必須做好調適，「只要想要做一件事，

只要它是有價值的，就值得去承受這些事情」。  

    他說，上天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條件不會差太多，都是同一套硬體，最大的差

別是灌了什麼軟體，「灌了不同的軟體，這台電腦的功能就會完全不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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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成敗是決定在思想層次的框架上，並不是一個人的背景、學歷、家世與經

濟條件。  

「我們選擇不去做些事情的理由，100 個人中可能 90 個人的理由會差不多，不

外乎會不會很難？不知道別人怎麼想我？」要改變既有的思維模式的確很難，但

人生價值的高低是需要靠自己去創造，才能克服逆境，迎接人生各種不同關卡的

挑戰。  

    連加恩以當年決定參加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的經驗為例，當時很多實習醫師

看到宿舍網路的 BBS 轉貼國合會的招募訊息就躍躍欲試，「一開始我其實不是最

興致勃勃的人」，但這些醫師只問了兩個問題就不去了，「第一個是假有多少？」

「第二個是薪水多少？」 「沒錯！去那麼遠，假那麼少，錢也不多，因此不去，

這就是 90%的人的思想框架」；如果換個角度想，此行可以獲得學法文的機會，

國家出錢讓你去拓展國際視野，去見識可能在台灣早已絕跡的病症，「這個價值

其實應該是遠超過每月 1 萬 5000 元的報酬」。  

    連加恩說，很多他認識的失業年輕人，多半是考慮到工時太長、薪水太少，

因此選擇待在家裡給爸媽養，這就被某種思想框架給束縛住了，他反問這些年輕

人，「如果不去做這些工作，你的報酬就從薪水的 2 萬 5000 元降到零，你怎麼

知道以後不會調薪？你會認識什麼樣的人？獲得什麼樣的機遇？」 他認為，在

不景氣的當頭，充滿功利考量的醫界，現在正是注入醫學倫理與人道服務價值的

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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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觀察，這些價值已漸漸在醫療教育中抬頭，像是高雄醫學院推出非洲行醫

團、台北醫學院也有扭轉關鍵社團，把醫學系學生送到泰北，讓這些學生能有機

會在進入職場前體會到國際醫療的面向，有機會能關心弱勢。 連加恩說，年輕

人不是沒有服務的精神，而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和父母的教育過程，幾乎都強

調升學主義，並不重視所謂「服務」的理念。 

    他想要告訴大學生，「小小的自己還是有影響社會的能力，要努力從中尋找

出自我價值，趁年輕把夢想提前實現，不要加入太多功利考量」。 什麼是成功？

連加恩以他在榮總安寧病房照料癌症末期病人的經驗說，躺在病床上的不乏大企

業家與大官，這些病人不會再談什麼豐功偉業，只會問，「我的小兒子為什麼沒

有來看我？」 連加恩說，「假設有天輪到我躺在那裡，即將不久於人世，我會

希望我的人生已經完成了幾件事，希望我的孩子都擁有美滿幸福的家庭，希望我

的職業生涯是有影響力的，而且是好的影響，讓更多人能做出更好的事情」。  



 

~ 57 ~ 
 



 

~ 58 ~ 
 



 

~ 59 ~ 
 

 



 

~ 60 ~ 
 

閱讀主題：社會公益(2) 

悅讀文章：〈社會企業--若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http://blog.roodo.com/welfareblog/archives/8405007.html 

一、若水簡介 

  若水是由趨勢科技創辦人張明正和作家王文華共同創辦的「社會企業創投公

司」，我們投資社會企業，也贊助創新的公益計畫、鼓勵志工風潮。 

  為了鼓勵志工風潮，若水也著手建置「公益平台」，媒合非營利組織和志工。

目前我們正著手訪問社福團體對志工的需求及看法，同時也仰賴趨勢科技志工進

行平台的發展和建制，希望結合企業和大眾之力，協助社福團體。 

二、願景使命 

  我們的願景（Vision）是：「動員有創新精神的人才，在亞洲創 造社會公益。」

（Mobilize innovators to make social impacts for Asia）。我們希望在亞洲各

國創造「社會企業」產業，進一步激發政府、營利企業、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

和個人發揮並交流為善的資源（包括金錢與能力）， 然後藉由這些資源的整合，

消弭各國社會在教育、就業、財富、醫療等各方面機會不平等的現象。 

  這個願景，呼應我們的任職機構。我們要像水一樣，用我們的浮力，把社會

中大量的潛在慈善資源，浮到表面。 

  在這樣的願景下，我們的使命（Mission）是，在亞洲各國： 

（一）創辦、經營社會企業，建立成功的實例。 

http://hotsale.iguang.tw/roodo_redirector.php?url=http%3A%2F%2Fwww.flow.org.tw%2F&title=%E8%8B%A5%E6%B0%B4%E5%9C%8B%E9%9A%9B%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blog.roodo.com/welfareblog/archives/8405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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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社會企業的創業計畫。 

（三）搭建政府、營利企業、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和個人之間交流慈善資源的

實體及虛擬平台。 

  若水在台灣誕生，但未來的工作範圍不限於台灣。我們希望以台灣的人才，

到亞洲其他各國，和當地人才一起參與當地的公益事業。（至於西方國家，就留

給比爾蓋茲吧。） 

三、營運模式 

（一）資金 

  「若水」本身就是一家社會企業。我們的資金自給自足，沒有向外界募資的

計畫，也婉謝一切捐贈。 

（二）花費 

  若水在短期內會是一家小公司，因為我們希望把大部分的資源用在公益，而

不是人事費用上。但我們知道人才是「若水」最大的資產，所以我們會提供同事

與營利事業對等的待遇。對於一切協助若水的志工，我們都會支付合理的報酬。 

   社會企業的定義是要在商業規則、市場機制下做公益，因為這樣才能永續。

所以「若水」自己當然要率先遵守商業規則。我們對於願意免費幫助我們的朋友

們致上最深的敬意和謝意，這些善意無法用金錢衡量，更無法用金錢回報。但我

們還是會以適切的報酬，表達我們的心意。我們並不是非常有錢，縱使如此，還

是要拿出錢 來，對每一位幫助我們的朋友表示尊重。像任何公司一樣，我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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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絞盡腦汁要降低成本，但方法是有效的管理，絕不是壓榨員工，絕不是剝削

社會的善意。 

（三）營收 

  「若水」的營收來源有二項： 

 1.自營的社會企業的獲利。 

 2.投資的社會企業的獲利。 

（四）財務揭露 

  雖然法律並沒有要求像「若水」這樣的非上市公司揭露財務狀況，但「若水」

自我要求。我們會比照上市公司，每一季向社會大眾公佈我們的財務狀況。讓「若

水」的運作和財務完全透明，並且得到社會的監督。 

（五）獨立董事 

   目前若水的董事都是創業的夥伴，是「自己人」。自己人創業有默契，但

有可能變得自以為是、傲慢偏執。我們雖常向學界、企業界和公益界的前輩請益，

但仍希 望「制度化」地讓公司有不同的聲音。因此，我們正積極尋找獨立董事，

給我們鞭策、幫我們反省。社會大眾若有推薦人選，歡迎大家寫信給我們，或在

留言板討論。 

（六）獲利 

  「若水」的資金「只進不出」。所有的獲利，會留在「若水」，持續投資更

多的社會企業，不會分配給股東。「若水」轉投資其他社會企業的獲利，會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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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水，同樣留在公司，不分配給股東。 

  「若水」自己雖然「只進不出」，但對於轉投資的社會企業，並沒有權利要

求該公司創業者或其他投資人跟我們一樣，將獲利永遠留在公司。創業者或其他

投資人有權處理自己的持股和相對的權益。但「若水」在投資任何一家公司之前，

會堅持在公司章程中明訂：該公司將獲利的 10%用做公益，而且其社會公益的目

標不能因為上市等資本結構的改變而改變。若創業者或其他投資人不同意，「若

水」不會投資該公司。我們把這「10%」，稱做「有愛心的資本主義」 。 

四、若水正在做的事 

  「若水」想要「做新的事，用新的方式。」這件「新的事」，是投資和育成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所謂「社會企業」，是指有營收、能獲利的公司。獲利可以分配給股東，或

繼續做為公司資本，或回饋給社會公益。社會企業與一般公司不同處在於：在提

供的產品、雇用的員工、或服務的顧客上，解決了社會問題，創造了社會公益。 

  公益的領域包括，但不限於：教育、環保、貧窮、公共衛生、弱勢族群。做

公益，就是在這些領域中濟弱扶傾，消弭不公平。 

  「社會企業」並不是基金會或非營利團體，它要用市場機制和商業技巧，同

時達到獲利和公益的目的。 



 

64 

  



 

~ 65 ~ 
 



 

~ 66 ~ 
 



 

~ 67 ~ 
 

 



 

~ 68 ~ 
 

 
閱讀主題：生命教育(1) 

文章出處：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http://www.ta.org.tw/index.php?item=other&sn=163  

 

悅讀文章 1：〈願井英雄－加拿大萊恩．赫傑克(Ryan Hreljac)〉 

【飲水思源、美夢成真】 
 

  加拿大萊恩的井基金會創辦人萊恩．赫傑克

(Ryan Hreljac)表示，如果說世界上有哪個地方最需

要乾淨的水，那一定是非洲。還記得，讀小學一年

級的萊恩這天的心情不太好，他剛聽到一件讓人難

過的事。老師告訴大家，世界上有些地方的生活困苦，沒有乾淨的水喝，好

多大人、小孩因此生病，甚至死亡。 

  驚訝之餘，萊恩忙著努力做家事賺錢，洗窗戶 2 元、吸地板 1 元，到祖

父母家撿松果 1 元，暴風雪後到附近撿樹枝又多了幾元……，他唯一的目的

想趕快在非洲完成鑿井的願望，萊恩這個願望，經加拿大協助貧窮國家享有

安全的用水的公益團體「澆水桶」(Water Can)公開，引起加拿大各界極大

感動與回響，一筆一筆 30 元、50 元小額捐款積沙成塔。 

  一年後，在烏干達的安哥拉小學附近，從地底冒出了

乾淨清澈的水，這口井是萊恩集眾人之力送給非洲的第一

個贈禮。如今，截至 2007 年 4 月，萊恩已募集超過 150

萬加幣，在非洲、亞洲、南美洲 14 國鑿了 286 口井，改

善 50 萬多人的生活。 

http://www.ta.org.tw/index.php?item=other&sn=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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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是，一位加拿大 6 歲男孩萊恩的鑿井夢，使非洲、亞洲、南美洲 43

萬多人的生命從此不同，萊恩把善念化為行動，用行動成就志業，在別人的

需要中，實現關懷貧弱的夢想，飲水思源、美夢成真，不愧為「願井英雄」，

從全球各界推薦 1868 件熱愛生命獎章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榮獲周大觀文教

基金會第 11 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副總執行長陳如姍表示，萊恩 ?赫傑克 (Ryan 

Hreljac)，男，1991 年 5 月 31 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列省，現在是加拿大

West Island College Class Afloat 一年級學生，父親馬克(Mark)是加拿大渥

太華警察局警官、母親蘇珊(Susan)是加拿大政府顧問，還有喬登(Jordan)、

奇根(Keegon)二位親兄弟，因萊恩的願井故事感動加拿大各界以及歐美愛心

人士，為使各界捐款用在正當用途，萊恩與父母、兄弟以及各界愛心人士於

2001 年成立「萊恩的井基金會」(Ryan’s Well Foundation)。 

  接著於 2003 年 5 月，萊恩受邀到溫哥華的國際會議中演說，主題是「乾

淨的用水對開發中國家的重要性」，特別千辛萬苦誠邀烏干達同齡的筆友吉

米(Jimmy)來加拿大出席聽證，不久，恰逢烏干達內戰動亂，萊恩全家人以

人道救援的理由提出申請，經加拿大法官依據難民公約，判決宣示吉米

(Jimmy)以難民身分可以永久居留加拿大，並成為萊恩家族的一員，在國際

人道關懷中傳為佳話，吉米目前很努力讀書和賽跑，希望將來成為老師或律

師，跟萊恩一起幫助更多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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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恩舉辦「飲水思源系列公益活動」，一直是國際媒體報導的對象。他在

世界各地上過電視，包括美國、德國、日本、中國、荷蘭、英國、愛爾蘭、

義大利、韓國、印尼、紐西蘭、澳洲，當然還有加拿大。《歐普拉秀》兩度

報導他的故事。萊恩見過教宗保祿二世、查爾斯王子、加拿大總理、海洋探

險家尚米榭．庫斯托(Jean-Michel Cousteau)、知名科學家珍?古德(Jane 

Goodall)、運動家唐．伽利(Don Cherry)、奧運金牌得主丹尼爾?伊格利

(Daniel Igali)，這些國際名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幫助萊恩向世人宣導水質的

重要。 

  萊恩的未來將如何發展？英國查爾斯王子曾問他將來是否要當飛行員，

萊恩說不確定。他想要當水利工程師，目前繼續為「萊恩的井基金會」推動

各項公益活動，並到世界各地演說水質保護的重要。 

  最難能可貴的是：於 2006 年 11 月 18 日~12 月 11 日期間，萊恩與加

拿大總督莊美楷(Her Excellency Michaelle Jean)拜訪烏干達等非洲五國 

 時，發表了一段喚醒青年投入全球志工行列的談話：「今日的青少年渴望更融

入社會，許多加拿大青少年致力於正向的改變，讓他們的社區與世界變得更好。 

大人了解到孩童與青少年能夠提升自己的價值，而且真的身體力行；而年輕人也

了解自己能從社會的領導者與改變者身上獲益。在萊恩的井基金會有珍．古德(Dr. 

Jane Goodall)、拉菲(Raffi)、尚米榭．庫斯托(Jean-Michel Cousteau)等相信青

少年有所為的人。他們對基金會以及我從六歲時希望非洲有乾淨飲用水的夢想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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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支持。我很榮幸能與莊美楷總督參與這次訪問非洲的行程。對我來說，這是個

難得的機會，讓我學習更多關於非洲大陸的一切，這也是過去五年來，萊恩的井

基金會投入許多努力的地方。也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年輕的加拿大人，如何參與支

持非洲與世界各地的社區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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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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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文庫是本校推動班級閱讀的心得手札。學校鼓勵以班級借書，閱讀書

籍後，每個人從不同的觀點寫下自己的心得和對書的感想。近年學校開始推

廣閱讀後，許多學生開始用心地在文庫上留下自己的閱讀印記，也漸漸的把

名為閱讀的種子開始播撒在士商人

的心中。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student.tw/forum410/thread79105.html&ei=nxGQVKyQI9Tg8AXnjoDQBw&psig=AFQjCNE-Xa7hW5PWb4s5Z0RGODRjc5CwPw&ust=14188141947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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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閱讀代言人 

鄭愛玲 王昭惠 呂佩倫 

黃榮昌 簡仙雅 唐惟真 

指導老師 

鍾允中 主任 

彭仰琪 老師 

103 年主題閱讀--走出社會 擁抱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