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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8月 8日，那是莫拉克颱風侵襲南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裡，家人正歡

聚慶祝父親節時，電視媒體不斷報導關於南台灣鄉鎮各地受重創災情，頓時，原本

歡愉的氣氛漸漸凝結沉重，就在一分一秒的消逝中，一則則災情隨報導不停出現在

電視畫面，突然，呈現耳際裡竟是有關颱風重創旗山、美濃豪雨氾濫成災消息，此

時，腦海中不自覺的勾起出三十多年前我在旗尾就學時期情景，一一浮現在腦海裡

～～ 

「我騎著一部單車，啊…」（哼著歌），幾乎每當週末（或週日）於近黃昏之際，

經常騎著一部“阿公級”的孔明車，迎著微風“馳騁”（以老爺車來說已算超快了）

在旗尾老街上，那是一條相當典型鄉下的街道，有著那極具鄉土風情的瓦厝，有著

挑著扁擔叫賣的菜農，以及堅持不退休的阿婆守著永遠點著一盞小燈“柑嬤店”還

有依偎在門旁的老黃狗，宛如一幅「老人與狗」的另一種寫照，而一旁則是聳立著

一整排青色小山丘—「旗尾山」，整個街景彷彿是小學課本裡的圖景呈現在眼底。 

    騎著騎著，没一會兒功夫，便駐足在旗尾街一頭的旗尾糖廠，嚐嚐道道地地的

冰棒，尤其是俗擱大碗且淋上獨特香料的清冰，香味濃郁十足。當滿足了口慾後，

緊接就到了旗尾舊橋，舊橋下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石塊，那是我與高中幾位同學死黨

常去散步、釣魚、抓蝦及烤肉好去處。除了潺潺的水流聲外，鳥語、虫鳴、以及幾

聲的山中野猴吼叫，偶而也來湊湊熱鬧，還有老阿伯騎著那幾近生鏽的脚踏車，蝸

牛般的騎過橋上，那似乎好久好久從未上過油的鏈條摩擦而發出嘰嘰聲，我想這是

此刻唯一的吵雜聲吧！在這旗尾好山與好水的孕育下，林立於旗尾河兩岸所種植遍

地的香蕉樹，串串都結滿青黃飽足香蕉果實，尤其在微風徐徐吹在每片片蕉葉上時，

每棵香蕉樹似乎揮舞手臂得意的告訴主人說著：「快快來將我們摘下吧！我們將銷售

於世界各地，讓人們品嚐這代表象徵臺灣的驕傲」～～ 

    就在此時，突然一陣強風暴雨帶著怒吼般拍打著客廳門窗，驚嚇的把我帶回現

時，回神後，直覺的，眼光焦距再度專注著電視畫面，天啊！那不是剛剛才出現在

腦海印象裡的旗山老街嗎！這時電視轉播畫面已看不出那是街道？還是河流？啊

呀！原有街道兩排瓦厝幾近都被惡水給吞噬不見了，只見露出少數隱約可見的瓦厝

頂。旗尾糖廠呢？再怎麼盯著電視找也找不到，只見得一整片汪洋。没錯，那是旗

尾橋位置！吔，橋身怎麼不見了！僅剩下來是左右兩座孤伶伶的橋頭碑。湍急的河

流看到的竟是山上沖刷下來的飄流木，以及湍流混濁的黃土還有夾雜著大大小小石

頭，整個塞滿旗尾河面，早已分不清是河道還是河堤。在旁的旗尾山，何時又有那

麼多大大小小的“瀑布”狂瀉而下，到處呈現滿目瘡痍慘不忍睹。災情報導不斷出

現在眼簾，似乎是天地對人們一些不滿的抗議與吶喊，難道是大地之母的反撲嗎？ 

    上班日的第一天，天空依就飄著風下著雨，辦公室裡同事們早已你一句我一句

談論著颱風災情，以及如何為災區同胞盡份心力，此刻的我，心中油然充滿著些些

欣慰，人心還是有光輝的一面。數日後，只見許多同仁們不畏危險主動相約號召「勇



闖」重災區（因為路早已不成路，橋已成斷橋，同仁須冒著生命危險爬山涉水、披

荊斬棘，可不知越過多少水流成河的急湍河流，爬過多少佈滿落石與坍塌的山路），

大伙捲起袖子、頭帶斗笠、腳穿雨鞋、手拿器具，一起合力清理比人還要高的污泥。

不但如此，公司也不落人後主動發起「員工愛心自由捐」義舉活動，正如公司的精

神標誌—「一把大傘」（其表示公司對照顧所有保戶一種無微不至之精神象徵）。同

時，公司也積極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險局指示協助壽險公會開設『88 水災

聯合諮詢服務中心』，特派專員支援協助旗山、美濃等重災區而設立保戶臨時服務據

點，除了發放來自公司同仁們所捐助飲食用品等外，並且積極主動協助辦理相關保

險事故理賠、保單貸款業務、以及繳交保費專案等便民保單服務項目。這一切的一

切，就是公司在實現「保戶在那裡，新光就在那裡」的承諾，並以提昇保險公司整

體良好形象。 

或許，天地是絶情、風雨是無情，但，這些日子，所看到的不再是痛苦，也不

再是災難，而是，身為臺灣的每一份子，不論在國內還是旅居在國外，在在看見的

是許許多多的同胞紛紛站在第一線，伸出援手、慷慨解囊、出錢出力，再創臺灣希

望。是的，早晚老街還是會恢復原貌，旗尾山上樹林還會再長大，旗尾橋還是會再

修建，山中野猴飛禽會再回來，蕉農將仍然忙著採收香蕉，老阿伯依然騎著嘰嘰聲

的脚踏車穿梭街道，懷舊的“柑嬤店”還是門可羅雀生意清淡，但依然堅持開立著，

那條老黃狗依舊懶洋洋的趴在門口享受著日光。因為，人，終究是有情有義的。 

記取此次教訓，人們對這片土地需積極建立環保觀念及其教育，不論在農業開

墾或工廠作業均須注重水土保持與水、空污排放管制及環境評估措施，如此才能與

大地和平共處，一起愛護咱們這僅有的地球；對個人及家園更需心中存有風險管理

意識，藉由透過人身及財產保險機制規劃來轉嫁許多未來不可預料的風險，就如天

災、人禍等等，以集合大家的實質力量來幫助並保障保戶身家財產或收入上的金錢

損失，以增進個人及家人在生活安全上能獲得實際助益。相信，在充滿人和的社會

裡，如此，有情的大地才會帶給我們一片和樂融融景象，共同祈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