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課 疼惜貧困的人 135

大家可能聽過台東有一個地方叫做「知本」，是台灣最有名的溫泉鄉之一。知本位在

台東市的西南方，背山面海，山和海的風景都很美。這裡唯一的一所國中—就是知本國

中，學區總共包含8個社區。其中以「原住民木雕村」聞名的「建和社區」，原名叫射馬

干部落，當地原住民以卑南族人為主，其他包括早期從台灣西部過來的移民，原住民與漢

人的比例大約各占一半。

當地共有五百多戶人家，可惜由於產業不發達，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大人多半得外

移賺錢謀生，留下來的青壯年人口並不多，也因此，社區裡近7成的孩子是在單親、隔代

教養、中低收入、新移民與原住民等背景的弱勢家庭中成長。

這些孩子當中，有許多人在下課後不是回家吃晚飯、寫功課，而是在外面「尬」腳踏

車、流連街頭甚至打架；因為大人經常不在家，家境貧困的孩子甚至連晚飯也沒得吃。有

些孩子則是每天被酗酒的爸爸毒打，到學校之後，又因為跟不上學業而被老師打。

傳奇人物陳爸回鄉變孩子王

建和書屋的創辦人、建和部落小朋友們口中的「陳爸」—陳俊朗，從小就在建和社

區長大。高中畢業後總共考了3次大學聯考，然而卻都只能考上私立大學，因此他決定離

鄉北上工作。當時的他滿腦子只想著賺錢，曾經做過業務，還經營過棺材店、花店、咖啡

店等，之後甚至連酒店都開過，也因此賺了許多錢，並結婚生子。

然而就在生意愈來愈興隆的時候，他卻發現自己跟妻兒愈來愈生疏，所以他在36歲

時，毅然決然全家回到故鄉，準備考書記官，希望可以和家人過更穩定而親密的家庭生

活。然而這個決定讓他意外地成為建和社區的孩子王。當年他剛回鄉時，在偶然的一次機

會下，請一位據說已經「3年沒吃過一頓正常晚飯」的孩子吃麵，當時這個孩子開心地連

吃了兩大碗，卻沒想到在吞下最後一口時，隨即吐出所有食物：原來他從來「沒吃過這麼

多東西」。這件事讓陳爸感到很震驚，但他並未刻意做甚麼，每天仍按照時間表讀書、運

動，晚上則是撥出兩個小時，在自家三合院前的曬稻場，陪兩個兒子做功課、聊心情、彈

吉他。附近的孩子們聽到院子裡的吉他聲，紛紛跑來圍觀，甚至央求他教他們彈奏，於是

陳爸就從陪伴兩個兒子，逐漸變成一同陪伴兒子的同學。

一開始孩子三三兩兩地來，直到後來，每天都有一大群孩子湧進陳家庭院。陳爸曾經

算過，庭院裡最多曾經擠了58個人，有些孩子彈吉他，有些孩子練雙節棍，還有一些孩子

圍成圈圈，一起聽故事。考試到了，每個小孩都拿著書到陳家院子，在昏暗的燈光下，將

就著趴在地上寫起功課來。

陪伴孩子成長的建和書屋（故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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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爸不僅幫孩子們補救功課，有時也需要幫孩子們擦藥，因為他們不是在學校被處

罰，就是被酒醉的父母家暴。每一次擦藥，他心裡就會想：「一定要打這麼兇嗎？」有些

孩子回家後還要幫忙跑腿買酒，肚子餓也沒人理他們；甚至父親就在他們寫功課的時候，

在一旁看色情片，或是一看不順眼就出手打人。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根本沒辦法好好寫功

課，到了學校之後又被老師視為不寫功課的壞學生，到後來他們索性自我放棄，走上偏頗

的道路。

雖然陳爸只有高中學歷，為了教這群孩子，他開始「半夜苦讀」國中教科書，為的

就是隔天可以幫他們上課。但也因此分散了他準備書記官考試的心力，連續4年皆落榜而

歸，儘管如此，陳爸仍然覺得這是他人生中最美的一段日子。

「沒想到會搞這麼大！」

幾年後，陳爸在2007年成立「台東縣教育發展協會」，為了登記立案，把孩子自己取

名的「孩子的書屋」寫在看板上，並且用鐵絲綁在電線桿上，書屋終於出現了。孩子受委

屈、沒有飯吃、沒有地方睡、被欺負了以後都可以來，陳爸也親自教孩子們不會的功課。

家裡不溫暖的孩子，可以在書屋先當一隻小寄居蟹，等到可以面對了再回家。

但是，也並非所有人都很感激陳爸。由於孩子有時會聽陳爸而不聽家裡的，家長不免

擔心孩子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受到影響後，回到家後會反抗父母，有的甚至還警告孩子不

准來書屋，或者是乾脆登門嗆聲；有些原住民則是覺得漢人是文化的掠奪者，破壞了他們

的傳統，取代他們的權威，甚至還有人藉酒壯膽，帶番刀找陳爸「理論」。

在面對這些挑戰的同時，需要照顧的孩子愈來愈多，而來自於台北、南投、高雄、澎

湖及台東等地，有相同理念和熱情的大人們也陸續出現。像是原本在台北富邦工作，後來

加入書屋的阿元，就是有次來到台東度假時看到了部落的需要，卻也因此而留了下來。

來書屋的孩子愈來愈多，書屋的規模也愈來愈大，開銷等支出也跟著提高。短短的3

年之內，陳爸不僅用完一開始投入的500多萬積蓄，甚至還負債200多萬，借到沒人肯借。

妻子受不了跟他離婚，朋友散了，身體也開始出現問題，陳爸覺得快要扛不動也撐不住

了。那時的陳爸就像個流浪漢，直到上帝找到他。

就如同耶穌說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十一30）2008年，教育單位結

合學校、社區、家庭聯合攜手照顧孩子的課輔，建和書屋得到政府經費的補助，受委託執

行針對國中生的「攜手計畫」，以及國小生的「月光天使」計畫，陳爸和建和書屋的情況

也開始好轉，甚至夢想愈做愈大。在自家庭院陪伴孩子5年後，他也獲得開拓文教基金會

的支持，陳爸租了一間倉庫成立「建和書屋」，並架設網站寫下書屋的故事，並意外獲得

極大的迴響。來自各方的捐書，一箱箱堆疊在書庫中，舊的還沒來得及開封，新的又寄來

了。也讓他體會到：「只要向上帝發出呼求，必能獲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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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南王書屋與建和書屋連結，並成立美和書屋、溫泉書屋，到現在整個台東已

經有十幾個據點了。2013年，成立小高班，把國小5、6年級生全部集中在溫泉書屋。另外

成立多元書屋，為國中生設置了國、英、數專科班，還針對所有國、高中生，設置了充滿

實驗性的閱讀專科班。而且不只做課輔，還組了森巴鼓隊、樂團及單車隊，帶領孩子探索

各種可能，開拓他們的視野。

「孩子們，明天也要記得一起來吃飯哦！」

建和書屋一路走來的這十幾個年頭，照顧了知本地區上千個孩子。陳爸每天帶領孩子

做飯前禱告，讓孩子們不至於挨餓，得以安心學習。在偏鄉台東，仍然有許多看不見的角

落，孩子的晚餐常常是有一頓沒一頓的。陳爸想要幫助更多的台東孩子，就算只是讓他們

每天都能準時吃到一頓熱騰騰的晚餐也好，希望藉著飯菜的熱度，稍稍溫暖他們的心扉。

隨著時間一點一滴累積，孩子開始有了轉變，孩子打架、幫派、吸毒問題少了，社區

的氣氛也慢慢改變，社區居民也從質疑轉而支持，甚至主動到書屋幫忙煮晚餐。

因為書屋每天得準備上百份晚餐，所以大家開始自己種菜，朝向自給自足、無毒有機

農業的方向努力，不只可以讓孩子親近土地，還可以發展在地產業，創造就業機會。陳爸

未來還想成立「老人書屋」，讓老人和小孩一起互相學習，把社區建立成一個大同世界。

身為基督徒的陳爸，看到自己的使命就是這三百多個孩子，把他們當作他的家人一樣

照顧。陳爸的兩個兒子都讀大學了，也慢慢理解為甚麼爸爸堅持要當三百多個小孩的爸

爸，因為他想要改變孩子的生命，帶給他們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