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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2015 成功南開一加一服務學習計畫--寒假大連兒童村服務體驗心得

追求的答案 
成功大學系統系二年級 張理源

 一場衝擊十足的旅行，不論是生活上的改
變還是文化上的衝擊，第一天王教授的一番話
和影片介紹，我們就被深深地衝撞著，隔天開
始的一連串意外是讓我體會到服務的本質，我
用心體會到了服務學習更真切地核心價值。 

 在我們仍未知兒童村的真實狀況時，我們
設想了很多的狀況，孩子的哭鬧、不聽話…等。
但我們一直在自己的世界打轉沒有辦法回答自
身最初的問題「服務到底是什麼？」我們帶著
這樣的疑問，不斷地設計著自己的活動，越是
設計越是盲目，我們在自己的心裡迷失了。 

 

 我們懷著這樣的心態來到了大連，走進了兒
童村，自己在這樣的遲疑中前進，第一天的夜
裡，我還在為了隔天的的活動適不適合煩心，
沒想到隔天早上訪客卻讓我開始無心於此，隔
天早上來了一批的善心人士，捐助了一些物
品，卻意外了打亂了我們原本的行程，原定的
行程被打亂了，正當我們在兵荒馬亂之際，我
卻意外地冷靜地下來看著這一切的默默發生，
然後想著最初了問題，以及我們團隊最初給的
答案，我們給予服務了最初答案是「陪伴」，但
那時的我認為這不是我認為最正確的答案，所
以我來到了這裡繼續尋找的這個答案。 

  第一天夜裡，我們反思著，我們來到這裡
是要尋求什麼？我給了自己一個曖昧而模糊的
答案，我在找＂答案＂，一個決定必有一個相
應的結果，我來到這裡尋求自己的答案，但是，
同時我也在尋求著團隊的答案和服務的答案。 

 第二天的善心人士絡繹不絕，同時，我開
始發現了團隊的能力，我們開始在更機動的狀
況下充分地陪伴著孩子們，我發現了團隊，不！
更精確地說，我發現這個團隊了可能性，我好
幸運地跟上這一群優秀的夥伴，在這堅實的同
伴支持下，我開始了嘗試自己過去所不敢的事

情，接觸這群幼小的孩子們。 

 孩子們的堅強和懂事是我們全體大孩子們
有目共睹。海妹，是我第一個接觸的兒童村小
孩子，努力學習煮菜是我第一眼看到她的印
象，在一次交談中，我知道了她最擅長的事情
是煮飯，且她還將書櫃整理的乾乾淨淨，還自
豪地向我們述說她的書櫃是裡面最整齊的，她
那滿足的笑容到現在還記憶在我的腦袋裡，那
是一種「我將事情弄得很好喔！」的表情，很
幸福、單純。在那麼寒冷的天氣裡，她的臉頰
被刮的紅紅地兩大片，笑起來時便如兩顆小太
陽般，很溫暖且很能讓人和她一起歡笑的感情。 

 時間引著我前進到了第三天，答案感覺還
在迷霧當中，而我只能繼續探索著我的聲音並
且走在思考的鋼索上，默默地我打量著我們的
最初計畫和現在的狀況，我們當初準備的活動
並沒在我們預想中的時刻用上，但是，和過往
的更多服務比較起來卻起了更大功效，他們的
生活更快樂，更充實，這時我開始思考我們存
在這裡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到底能夠給予小孩
什麼？我們來到這裡真的有解決什麼嗎？還是
我們只是一種自我滿足呢？ 

 

  我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同時，團隊同時也對
自己有了疑問，於是我們給了自己最不明朗的
答案，繼續觀察下去吧！ 

 第四天早晨，明顯地，我發現我的體力毫
無辜負地開始變好，早上充沛的運動不只將我
的血液鼓動起來，同時也將我的靈魂啟動了，
我做事也變得明快許多，同時，大腦的思考速
度也不再像之前到大連一般的被凍住，我用了
一整天的時間去觀察昨天對自己提的問題。 

 看著這一切，我發現自己好像一隻竿子，
常常只能杵在那看著事情的生生滅滅，卻也只
能無能為力地看著，像是王村長說的身分證問
題，我們完全無能為力，只能看著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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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不能做。那時，我對自己是十分地痛恨，
但是，就在羞愧得快把自己埋在土裡前，有個
小孩子跑來問我「哥哥，這圖要怎麼拼阿？」
我在恍神之際，便順手將這幾片立體的拼圖穿
了孔，並替她組了上去，當我一回頭，我才發
現她正用發亮的雙眼看著我和拼圖，那同時我
突然體會了些什麼，那是一種溫暖，我順口問
了些問問題才發現，我們的出現或許是有些效
用的呢！我們的出現讓他們有了新奇的事物可
以玩樂，在它們接待客人和學習之際有除了打
鬧之外的玩樂，我們的陪伴或許能讓他們知
道，這世界不是只有捐助物資的人，還有一群
人願意陪他們走過一個又一個寒假和暑假。 

 聯歡會的晚上，我找到了答案的小尾巴，
「服務是什麼？」我想應該是「陪伴」吧！這
種「陪伴」不是過往的那種陪在身邊而已，而
是體驗她生活並且參與他們的生活，然後站在

同樣的立場想同樣的事情，這突然讓我想起過
去服務學習的第一堂課，「同情心還是同理
心？」過去的服務我一直只能在字面上搞清楚
這兩著的分別，但是於實務上去無法深深的體
會，但是，通過這次的服務學習之旅，我漸漸
地有了感受，有時候沒有和別人相同的處境的
時候，別輕易地給予自以為的溫暖，服務的最
初，其實就應該是在陪伴，而且不是在對方配
合自己的生活時間表來帶活動，而是應該真真
切切的深入對方的生活，感受相同的生活，如
此才有能力去瞭解對方，進一步達到同理心。 

 這一趟旅程為我的追尋之旅畫下了一個漂
亮的逗點，我能暫時的深吸一口氣，因為我找
到了我暫時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我把自己最
初的問題暫時解開了，同時也解開了自己最初
的心結，這一趟的服務與學習我相信真的能夠
對自己說「謝謝」。

南開大學 哲學系二年級 蔣豐宇

記得第一天到兒童村的時候更多的還是困
惑和不解，我在團隊日誌裡面也寫過，怕形式
化的煽情和虛假的眼淚。我還清楚的記得第一
天我的那些擔心：擔心村長的出發點會和我讀
到的那些慈善機構斂財的新聞一樣虛假，甚至
擔心村長的管理方式會和那部曾經深深觸動過
我的的韓國電影《熔爐》一樣可怕。 

 

當接下來的幾天我們看到小孩們在迎接愛
心人士時應接不暇的甚至是讓他們深感疲憊的
表演，我們特別是臺灣小夥伴精心準備卻總是
被打亂的計畫……似乎有這種困惑的不只我一
個人，每天的反思都總會提到：兒童村的生存
問題，村長的個人問題或是現行的制度忽視了
對基本人權的保護。能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最
後都歸結到我們無力改變的現實層面。 

輪到理源和我做反思的那天，我們都發現
了這個問題也試圖引導大家暫時忘掉現實回歸
服務學習本身。理源和我討論了很多，前幾天
我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計畫被打亂，最後再歸
結到無力去改變的現實狀況。再者，怎麼應對
計畫被打亂的問題，計畫被打亂好像大家前期
準備的付出被忽視了，如此的遭遇下，大家也

會去思考我們來的意義究竟有多大？但是換個
角度去想，按照原來計畫按部就班的進行和現
在計畫被打亂的現實狀況，我們從中的收穫究
竟有多少差別？多得到了什麼、少得到了什麼
或者又是失去了什麼？記得大家的答案更多地
偏向多得到的，真切地去感受我們的服務物
件，應變的能力，也有人提到深感現實的無力
感而失去了心中的某種細心的感觸。 

同時我們也在想，服務學習是一個過程的
兩個方面（互動的過程），我們本意是在服務別
人的過程中學習，但是聽這幾天大家的反思
裡，會發現更多的是我們的來到對兒童村好像
是一個負擔，並沒有太多做到服務這方面。所
以我們第二個問題是問大家覺得服務和學習的
比重是多少？更多人的答案偏向服務重於學
習，但也還記得斌奇說沒有必要去區分服務和
學習，飛哥說學習大於服務因為有去盡力。 

這兩個問題試圖引導大家回歸到團隊本
身，回歸到服務學習本身，最後也想寫下我們
的收穫和小孩的收穫。 

給小孩帶來了什麼 

參加這個項目之前一直有隱約的擔心，就
是中國大陸普遍存在著的短期支教的弊端的問
題。這幾天讓我們很感動的清華小黃哥有提
到，他第一次到兒童村是清華的團隊七個人一
起過來，之後就只有他一個人堅持下來了。他
第二次過來的時候有小朋友就會問上次的那個
誰誰誰怎麼沒有來，每次得到傷心的答案大概
也就變成一種習慣了。大家可能覺得更多的還
是人與人之間的一段段很正常的來來往往的關
係，但還是會去想短期的很好的陪伴給他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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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關愛相比他們平時缺乏關愛的狀態，這種
心理的落差會不會是一種傷害？ 

這幾天也一直在思考怎麼樣才是對孩子好
的呢？不得不承認，教育是一個複雜而很需要
耐心和智慧的建築工程。短短的幾天時間確實
在遊戲中、知識上不能給他們帶來很多東西，
但換個角度來想，這幾天或許我們也能用好的
風貌，好的品行，好的氣質來影響孩子們，有
一個新的交流和學習的方式，時間雖然短，但
是換個角度講，短短的幾天只是種下了一個種
子。真的要給孩子們好的影響，還是要堅持不
懈地交流和跟進他們的成長。 

從小孩身上收穫了什麼 

 

兒童村的小孩在這幾天的相處中讓我們都
覺得暖心，懂事，會讓人覺得與現實的對抗中
生出了某種溫暖的情愫。這也是反思時提到
的，從他們身上學習到的，珍惜生活中你所擁
有的一切。兒童村的小孩缺失了親生父母的關
愛，但也有老爸老媽或是說很多那些真心在付
出的愛心人士的關懷；平凡的我們擁有無數來
自父母、親人還有周圍朋友人的愛。兒童村的
小孩因為這些簡單的關愛能夠滿足地笑（或許
也是來自某種被反復告訴的訓條），但享受著很
多關愛的我們似乎總是在渴求更多的關愛。學
會去珍惜所擁有的一切，說起來很簡單，但是
似乎卻又總是被我們所忘記。在以後的日常生
活中更會懂得去珍惜身邊人的關愛。 

同時也學會懂得不要站在一個道德崇高點
去評判別人，比如對待村長。我記得最初對待
村長時很多的負面態度：煽情的表演，個人英
雄主義……但也記得在第一天的反思中楊哥提
到的區別於臺灣的希望之家有穩定的經濟來
源，所以更多地是去保護這些孩子；而兒童村
缺乏經濟來源，需要這種曝光的方式來博得感
動獲取愛心以維持孩子們的生存。也正如飛哥
說的那樣，我們總是想去要求做公益的人一定
要有多清高，但這一定是必然的嗎？或多或少
瞭解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後，雖然依舊不大贊同
村長的個人作風，但會覺得村長的偉大之處在
於給這些孩子們提供了一條路，一個庇蔭之
所。最後一天在大連反思的時候壬涓說道：“我

沒意見，”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盡力去避免倉
促地下結論。幾天只是每個人人生長河中的一
滴水，短暫的接觸並不足夠讓你真切地去瞭解
一個人。看到這幾天村長的好意就去肯定村長
是一個很偉大的人，或者是因為一些負面的事
或者主觀的看法就去否定村長是一個不那麼好
的人，並不是一種合理的方式。 

還有這幾天也真切地感受到每個人來到這
次服務學習的目的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
對心裡困惑的問題解答的答案也會不同。參差
多樣乃幸福生活的本源，想探求一個統一的答
案未免過於苛刻。 

最後 

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
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
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服刑人員子女在
中國大概就是這樣一個被常常遺忘的角落吧，
社會都缺乏了對他們的關注。當我們有機會去
真真切切地接觸了這些小孩，會感觸兒童村存
在的意義，會感觸孩子們懂事的心酸。但更多
的是，會忘記小孩們在社會中被賦予的那個標
籤，真的會去想有時他們本該就是那群天真無
邪沒有任何負擔的小孩。經歷過父母的別離，
經歷了在社會中不公平的歧視，被突然扔到一
個陌生的環境，很想知道他們套路化應付的背
後或者說看起來天真無邪的背後會有怎麼樣的
創傷，我無意於去評判這樣一個確實惡劣無比
的生存環境，我也無力反抗說我想更多關注的
精神層面與生存問題同樣有意義。 

在兒童村的最後一天被村長叫去給海明拍
臨時身份證需要的一寸照片，在路上海明跟我
說了他爸爸的故事。回來我在旁邊看我之前下
載的一部韓國電影《七號房的禮物》（當時純粹
是因為女配角長得很漂亮，並不知道題材內容
到底是什麼），海明湊過來和我一起看完。或許
真的是偶然吧，電影的故事和他爸爸的故事有
種微妙的重合。 

晚上回去給海明寫信的時候再提了長大後
為父親辯護的女兒，也給他說：海明，很多時
候我們都無力去對抗世界的不公平，面對強權
我們都像任人宰割的脆弱螞蟻，你一定要好好
長大，長大到生出自己的盔甲，有能力去保護
自己，保護爸爸，保護自己心愛的人。 

離開後最真切祝願是他們能夠好好長大。 

走之前給自己寫下的信是要真誠，這幾天
雖然沒有遠離也沒有遠離手機各種設備，但是
感覺在和單純的小孩們接觸中，在和大家的坦
誠的交流中，還是靜下心來去思考了一些東
西，很幸運能夠有機會去認識大家，認識這群
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