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院校及社會組第一類入選獎張雅惠（感天地萬物之恩，惜

自然人我之福─八八水災有感） 

 

人們，總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忘塵封的記憶。 

莫拉克颱風引發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高雄縣小林村部落遭土石

流掩埋；那瑪夏鄉、六龜鄉的新開部落、屏東縣林邊鄉、佳冬鄉、台東

縣卑南鄉的知本溫泉區、太麻里鄉等地受災極度嚴重；台東縣知本溫泉

區金帥飯店倒塌於知本溪濤濤洪流中；茂林風景區的觀光勝地情人谷，

原本一磚一瓦砌成的美麗建築物，風災過後，整個傾倒在河床上；這些

主要受創區域的道路多數呈現坍方狀態，對外交通的聯繫中斷，天災所

造成的損失及災害，導致破碎的家庭與受創的心靈。變色的山河，許多

家園倒塌毀壞，天人永隔的悲苦，是災民們心中永遠所承受的痛。 

透過電視傳播媒體，災情一件件地傳出，我看到了此生不曾目睹的

景象與場面；大地無情地反撲，控訴著人們長久以來對自然的不敬與蔑

視。小林村的消逝、南台灣慘重的災情，我的情緒從連日以來的震驚、

害怕、悲傷、無助，轉而為深切的自我反省；原來人們對自然環境的強

取豪奪，已造成生態浩劫與反撲！人類微渺的力量，如何能與大自然抗

衡呢？殊不知，唯有對天地心懷崇敬，才能互生與共；取之於天地，更

應還諸自然。 

身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一份子，備感驕傲的，便是人民之間那



份血濃於水的互助關懷之情。隨著災情陸續傳出，媒體播放著一幕幕令

人震懾與心碎鼻酸的場景。此時已不再是怨天尤人、推諉塞責的時刻。

從政府至民間，發起一波波的匯集物資與救援行動；堆疊的生活必需品

如潮水般自各界湧入，台灣各地所匯聚的捐款與賑災物資，在在顯示國

人民胞物與的大愛情操。為響應慈善團體的號召，我投入了屏東林邊鄉

災區的志工行列；親自下鄉，才真正體認到連外道路中斷之不便，伙伴

們只能亦步亦趨地徒步前行，穿越泥濘顛簸的山徑小道。享受慣了便利

生活的都市居民，實在難以想像對外生活聯繫中斷的生活如何進行？抵

達災區，一幕幕怵目驚心的景象，映入眼簾，盡是一片混亂泥濘，到處

都是動物的屍體。望著志工們手持畚箕、鏟子等工具，冒險涉水、全身

泥巴、揮汗如雨地搬運垃圾和泥土的身影，大家不分彼此，排成人龍，

將一桶又一桶的污泥清運出。縱使再累，所有民眾擁有一致的信念：恢

復往日美麗的家園。由於這齊一的目標，支撐著大夥兒不畏勞累與髒亂，

奮力清潔深及膝蓋的污泥。 

災區等待協助的項目眾多，從最基本的清除淤泥、搬運泥巴、

洗碗盤、洗家具、搬工具等工作都有，這些工作深深考驗在烈日底

下重建家園的辛苦志工們。由於南部氣溫偏高，淹水區域的家具已

經浸泡在水中多天，散發出令人不適的腐臭味。許多舊房舍門前低

窪空地汪洋一片，而整間房舍內淤泥及膝，寸步難行，高筒雨鞋幾

乎淪陷；從一開始的不知所措，到後來也只能仰賴人力一個接一個

地搬運，別無其他方法。除了走入水溝道清理污泥和垃圾，將清理出

的污泥一桶桶倒入指定的位置，同時亦協助整理與搬運民生用品。每一



位志工皆汗流浹背，臉上早已不知是泥漿還是汗水。 

    除了一般志願的民眾之外，雲林縣信義育幼院的教職員與社工更帶

著院內的孩子們協助清掃污泥，孩子們眼見媒體上一幕幕災民絕望與無

助的神情，更慷慨地將平日省吃儉用，捨不得花費而儲蓄下來的數十元

零用錢捐獻出來。當問到孩童們：「你只剩下這一點錢，如果捐出來，不

就無法買自己喜歡的東西了嗎？」孩子們卻率真而自然地回答：現在有

人比我更需要這一筆錢呢！」原來孩子們發現，幫助比自己更需要協助

的人，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一百個言教，絕對不及一項身教的影響；

深入災區現場，讓孩子體認服務與幫助他人的快樂，從而珍惜並感恩自

己所擁有的幸福。 

國軍弟兄漏夜剷除污泥與清運廢棄家具，他們的雙腳由於長時間浸

泡於污穢的泥水中，甚至引發皮膚炎與身體不適，更有勞累到送往醫院

者。一位國軍弟兄不慎踩到釘子而受傷，同袍不辭辛苦地背著這位

壯漢回到總部清潔傷口，此情此景，令人動容。此外，許多救援團

體與基金會，派遣義工，協助整理各界捐獻的物資並且製作愛心飯

盒以提供災民與志工享用。更有飯店主廚卸下平日的光環，不忍災民

長期食用便當，親自到災區烹調熱騰騰的餐點以慰鄉民。究竟是什麼力

量能將全國上下的救援之心聯繫在一起呢？無非是對災民人飢己飢，人

溺己溺的關懷之情。 



經歷八八水災考驗，我們除了重新思索人需要師法自然，與萬

物共生共榮之理外，救災體系的完善與否，亦是亟待政府深思檢討

改進的面向。人類雖不能阻止天災的發生，但在日新月異的科技發

展之下，若能透過科技有效掌握相關資訊，事先做好防災規劃並落

實演習機制，把握搶救時機，一定能使生命財產的損失降到最低。

防災猶如備戰，必須料敵從寬、準備從嚴；同樣的，救災如同作戰，

必須確實掌握災難戰場上的資訊，調度人力、物力等資源，有效且

積極地投入急迫需協助之區域。    

這次的災難，是全台灣人民需要共同承擔的國難，朝野應捐棄成見，

與民眾上下一致，齊心為重建而努力。我們除了向不辭勞苦、數以萬計

的救災英雄與國軍弟兄們，致上最高的敬意之外，更同時需體認「感天

地萬物之恩，惜自然人我之福」的道理；每一項生命中的挑戰，都是人

生歷程中的試煉，也由於遭逢此巨大災變，更將台灣民眾的心與力量聯

繫為一。重建工作是長期的，仍然非常需要人民的投入及參與，全

國民眾千萬不要因為時間而沖淡這份救災的熱情與記憶。期盼，你

我能對天地與自然懷著敬畏之心，對他人的付出與救助時時懷著感

念之情，繼續朝向復甦之路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