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校園裡，學生們三三兩兩地彈著吉他、唱著歌，排舞、練習戲

劇，充滿青春活力的身影，讓這裡有著與校外截然不同的氛

圍。這看似理所當然的各項活動，對服務性社團的同學們來說，是一

種分享愛的過程。

或許很多人在遇到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時，很容易幫對方貼上「標

籤」。例如，因為不了解「痲瘋病」，就認為這是種會傳染的疾病、

因為不了解矯正少年，就以為他們都是壞孩子、因為不了解精神疾病

患者，就以為都會有暴力傾向。甚至，人因為不了解流浪動物，就以

「瘋狗」、「野貓」來稱呼牠們。

但這群學生不一樣，他們在校園內歡唱，不為自己，是為了這群和

自己不一樣的人。

重新讓杯杯阿嬤們重拾笑顏─輔大醒新社樂生隊
在1973年成立的輔大醒新樂生隊，據就讀公衛系二年級擔任服務幹

部的葉怡秀同學說，在當年，緣於一位陳國雄學長揹著吉他走進療養

院，每天不屈不撓的彈唱，終於用音樂暖化院民們的心。起初這些杯

杯（伯伯）阿嬤們因為外界對痲瘋病的錯誤認知，與社會脫節太久的

他們漸漸對人失去信任，但學長用愛心打開了輔大學生至樂生療養院

服務的大門。

在與樂生隊同學聊到服務心得時，他們提到自己其實沒有為杯杯阿

嬤們做什麼，但對於這些長輩們來說，願意重新開始對人信任，就是

最大的幫助。在小隊紀錄中，我們看到同學們對長輩們的深入了解，

胖了、瘦了，最近在看哪部偶像劇⋯⋯都是聊天的話題。其中，院內

樂生隊輔大幸福捷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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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杯杯阿添伯感慨的說：「改變樂生院，在

我的感覺裡面，完完全全都是受到這些學生

來影響，讓我們有這麼快樂的心情⋯⋯如果

樂生院有一天若真的留下來，就是因為這

愛⋯⋯所以說世界上，沒什麼能夠比這個愛

更大。」阿添伯這一席話，相信是樂生隊同

學們最大的鼓勵。

Box：

圖說：
1. 樂生隊海報
2. 樂生隊慈善感恩大會
3. 
4. 樂生隊標語

與矯正少年真心做朋友  
─輔大醒新社勵德隊
接近中午的社辦，陸陸續續來了好多位

同學，大家習慣性一下課就來這裡報到，原

本和現任隊長歷史系三年級簡儒暉同學的訪

談，一下變成和一群同學聊天。就是這群活

潑的同學讓新竹誠正中學的矯正少年這麼喜

歡他們，期待著每年寒暑假的到來。

除了有戲劇表演、吉他、遊戲之外，勵德

隊最特別的就是有單獨與少年們談心的時間，

一位同學和兩三位少年的短暫接觸，往往也能

聊出些深入話題。簡隊長說，他很驚訝少年們

其實都很願意分享自己進來的原因，以及對於

大學生活的好奇。曾經有人問他大學裡是不是

真的像電影中一樣，男同學會在女同學的教室

外彈吉他⋯⋯諸如此類的問題令他錯愕。沒想

到，念「大學」這件對於自己是理所當然的

事，對於這些少年們來說是這麼令人嚮往。從

此，他們更願意與這群少年們分享自己的生活

點滴，即使少年們已經從誠正中學畢業了，彼

此還會有書信往來。

看著社辦上的海報上寫著：

每個人都具有他人所沒有的特點，一些獨一

無二、無法取代的東西。

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少年，不停地在尋

找一個自由沒有傷害的美麗角落。

我們知道，這群同學都有著能理解他人的

同理心。

Box：

圖說：

樂生隊慈善感恩大會 勵德隊與誠正中學同學歡唱

在這裡，我們感受了人與人之間最自然、最單純

的美好。本來服務對於我而言是付出的過程，

而現在在我看來是得到。 ─葉怡秀

固定的服務對象可以讓我們更瞭解他們，也

可以溫暖他們。不管過了多少年，或者多少

年前就開始的服務，會讓杯杯阿嬤感覺到外

界很真誠的關懷。 ─馬瀅

大一上學期以為大學四年就這麼渾渾噩噩的

過了，卻在偶然得知勵德隊這個社團時改變

了一切，勵德改變的不只是我的大學四年，

而是一生。 ─何佳臻

他們並不是在那受罰，而是讓他們在那暫時

沉靜下身心、思考一切事情。衷心的希望，

無論誠正中學的孩子們或我們自身，都能找

到屬於自己未來的方向。 ─李振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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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理解與陪伴的過程  
─陽明十字軍社精醫隊
精神疾病其實和感冒、發炎一樣，只是身

體某個器官生病了，但大眾因為不了解，時

常會污名化這些朋友。而陽明大學十字軍精

神醫學服務隊（簡稱精醫隊）每年寒暑假，

都會至花蓮玉里鎮的療養院出隊一到兩週，

從遊戲與互動中讓這裡的大哥大姐們接觸外

面的世界，也理解自己並不是被遺忘的一群

人。

同樣是醫學系三年級的兩位隊長陳胤之和

吳萬泰，都是一年級下學期就入社的，從起

初懵懵懂懂，到現在可以用PPT對著新生侃

侃而談社團的理念。他們說，由於外界對於

精神疾病的不理解，總是認為這群人不是藝

術家就是有暴力傾向，其實這些大哥大姐們

只不過是生病了，需要治療，透過隊上同學

共同設計的教案，在互動中開啟彼此的心和

感受。

每年寒暑假，學生們不僅在療養院或復健

中心與院內大哥大姐們同樂，更是勇氣十足

地帶他們走出戶外，這是「圓夢計畫」中的

一環，主要是先由職能治療師詢問學員們的

願望，再由學生們陪著一起圓夢。

2014年暑假，是精醫隊難忘的一次出隊經

驗，這次他們為了圓「北榮玉里分院」悠地

亞和璞石社區復健中心學員的夢，決定一群

人拉到台東池上體驗騎腳踏車、在草地上奔

跑的樂趣。漸漸地，大家在活動中找回往日

的歡笑，最後一天的「夜市快閃」活動，更

是讓一向不擅於表達的學員們有了表演的機

會。就像吳隊長在陽明校刊《神農坡》中寫

的：「希望學員們經過這次挑戰後，更有自

信，未來什麼事都能全力以赴，一步一腳印

找回真正的自己。」

Box：

 

圖說：

珍惜生命，重視動物生存權  
─陽明關懷生命社
去過陽明大學的朋友們都知道，那裡是

個爬山郊遊的好地方，也因為這樣，時常會

有走失或被主人丟棄的狗狗出沒。五年前，

夜市快閃活動

活動中，學員們讓大家知道，他們也能將驚

喜、歡樂帶給大家，從被給予服務的角色，

轉變為給予服務的人。 ─吳萬泰

一開始想和大哥大姐互動時，他們如果沒反

應會感到沮喪，但想想，一般人遇到陌生人

突然和你說話也會錯愕，於是，我懂了，漠

然的應對方式只是一種選擇。  ─陳胤之

精醫隊與大哥大姐們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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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隻受虐的狗狗小黃，喚起同學們保護

流浪狗的意識，開啟了成立社團的契機。如

今，社團雖然只有五屆，但這些學生幫助過

不少流浪狗節育、找到新主人安置。

拜訪社團那天，原本以為只是與現任社長

護理系二年級的鄭之喬聊聊，沒想到走進約

定地點，看到一共有六位同學，其中還有兩

位是已經畢業的第二屆學姐。聽著這群對流

浪動物有滿腔熱血的同學講述參與社團的經

過，真覺得他們和狗狗的互動與朋友一樣的

親暱。

同樣大一就入社，現在三年級的醫學系陳

膺帆和醫技系陳郁嘉都說，因為家裡不能養

寵物，看到學校有「懷生社」就很興奮的加

入，進來後才發現這裡不只是餵養照顧小動

物這麼簡單，有更多的動保議題需要關心。

當然，輪流餵養位於環山中途站包括小黃的

六隻狗狗，是社團活動中最開心的事，但由

於學校內的狗狗有時候吠叫的聲音太大、咬

機車座位或追車等事件，都會引起附近居民

投訴，所以社員除了照顧之外，還得處理流

浪狗引發的問題。

TNVR（Trap捕捉－Neuter結紮－Vaccinate

打疫苗－Return放回）後找安置家庭照顧，

是社團一直以來的作法與宗旨；唯有這樣，

才能終止牠們流浪的命運。身為前後任社長

的蘇倚佳和鄭之喬都說，有時候社團的作法

與學校期望的不同，的確會感到無力，但流

浪動物的問題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

的，只希望能藉由社員們的力量推動，讓大

家都能真正懂得生命關懷的意義。

 每次到流浪動物之家看到那些狗狗待的環境，
就覺得我們好像還能為牠們再做些什麼。 ─陳郁
嘉

 為動物們TNＶR之後的領養者評估，我們會
先請對方試養之後，覺得適合的才會真正的安

置。能做的事還很多，我們正一步步的學習中。

 ─洪麗智

看完以上這些學生社團，您是否驚訝於他

們的服務心呢？這群年輕人利用課餘時間，

用熱情用活力陪伴需要幫忙的朋友，在過程

中學習團隊、學習一視同仁，看到這沒有差

異心的大愛，誰還會說大學生們都是吃不了

苦的草莓族呢?!

每次到流浪動物之家看到那些狗狗待的環境，

就想再為牠們做些什麼。  ─陳郁嘉

為動物們TNVR之後的領養者評估，我們會先請
對方試養之後，覺得適合的才會真正的安置。

能做的事還很多，我們正一步步的學習中。

 ─洪麗智

懷生社第一隻幫助的狗狗小黃

懷生社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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