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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7日，蘇迪勒颱風來勢洶洶，暴風圈籠罩全台，強風豪雨的威力驚人，全台

各地紛紛傳出嚴重災情，總共造成7人死亡、402人受傷及5人失蹤，並且累計有400萬戶

停電、323間學校災損、國內外班機航班延誤或取消的災情，可說是近10年來最嚴重的一

次。

8月8日上午11時，蘇迪勒颱風逐漸遠離台灣，經過一晚的狂風暴雨，全台各地均有災

情傳出，其中又以新北市的烏來山區最為嚴重。而大台北地區也因為溪水上游濁度飆高，

影響自來水水質。由於自來水污濁到根本無法使用，加上多數家庭也並未事先儲水，因此

造成民眾湧入便利商店和大賣場搶水的人潮。

這次颱風，造成烏來山區發生嚴重土石流。土石流山洪爆發時，滾滾而下的黃泥漿夾

帶大量泥沙，頓時吞噬橋樑、道路、房舍等建築物，樹倒的倒，石塊滾滿地，根本看不到

一條像樣的路。烏來山區停水斷電、斷訊又斷路，對外交通、通訊、糧食、水源及電力全

部中斷，烏來老街滿目瘡痍，許多建築及車輛被土石流翻覆、掩埋，簡直就如同與世隔絕

的孤島；救援工作更是困難重重，因此烏來地區及新店地區溪洲部落有許多居民受困。

「自己的部落自己救！」

蘇迪勒颱風造成烏來800多戶居民、逾3000人受困山區，人雖平安，但男女老幼面臨

糧食短缺的緊急問題。在電影《賽德克‧巴萊》飾演靈魂人物中年時期的莫那‧魯道—

即烏來福山教會的林慶台牧師，也受困在福山兩天。他在10日早上徒步11小時後終於平安

下山，並立刻開始奔走聯絡救災事宜。後來他也回到山上，與沒有撤離的年輕人和一些較

為精壯的村民約80多位，留在家鄉進行善後工作。

雖然政府已空投如乾糧、泡麵等物資，但對比當地的需要仍然非常有限。而且國軍空

投的泡麵、口糧和餅乾和瓶裝水等物資，主要皆集中在烏來綜合運動場、孝義苗圃、福山

國小、忠治籃球場和信賢活動中心等空地，一下就已被外圍居民搶光，許多位處深山部落

的居民仍然拿不到。此時對山上居民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鹽巴、白米、豬肉和新鮮蔬菜；

在山區斷電導致冰箱無法使用的情況下，鹽巴可以用來保存食物的新鮮度，是很重要的必

需品。

幸好長老教會平時就有建立良好的急難救助聯絡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議

長、寒溪教會駐堂牧師黃志堅，得知烏來山區忠治里族人受困，與總幹事、教社部長、部

員等6位牧者，10日一早從台中梨山下山，驅車前往龜山、轉進烏來，一起徒步3小時進

到烏來區忠治部落與信賢村，一路探訪孝義、下盆、信賢及福山等地，掌握族人物資需求

後下山採購物資，隔天再率領眾人送物資上山。黃志堅牧師帶領泰雅爾中會50多名泰雅族

多一份準備，少一份損傷（故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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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每人背負30公斤的白米及罐頭等，行走7小時來運送物資。他們從新店走到烏來災

區，先送進最深山的信賢、下盆和福山部落，分送給部落族人。因為路程遙遠，物資採3

階段運送，先從山下揹負到交接點，再由當地的族人繼續揹載、挺進。而最裡面的部落也

得派人走到第二個交接點，將物資揹回部落中。

同時教會更啟動了「共同食堂」機制—也就是請部落的每個家庭，將家裡現有的食

物送至教會集中，大家一起享用。這種方式不但可以讓食物多撐幾天；大家更因為所補給

的食糧而有體力整頓家園。長老教會也同時動員青年，以人力搬運及接駁的方式，設法將

20幾公尺的路段開通。

堅持聚會不中斷  眾人齊心來幫忙

然而面對如此嚴重之災難，不僅需要第一時間的緊急救援，也需要後續一連串相關重

建工作，而且除了硬體建設之外，更需要心靈的重建。為此教會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資

源，協助相關重建事工，並且在幾個嚴重受創的地方設立重建站，秉持著「與哀哭者同哀

苦」及「認同所有住民並釘根於本地」的信仰精神，持續地與當地的居民在一起，協助他

們重新站立起來。

新店龜山教會設置喜樂龜山1919服務中心，除支援志工駐點，以食物包持續支持受災

居民，也提供物資和兩台高壓清洗機，並啟動1919急難救助金。服務中心的李振賢牧師參

與過那瑪夏救災行動，對於防災救災相當有概念。他帶著平日準備的儲水桶，前往山區提

取山泉水，清洗教會及友人住處，並把損毀物品統一放置，讓教會很快能恢復主日聚會。

蘇迪勒風災後烏來山區的6個教會，包括福山、信賢、下盆、忠治、南豐、烏來教

會，都面臨路不通、人到不了、沒電無法擴音、沒水不能如廁的困難。但無論是山上還是

安置中心的村民，禮拜天的聚會仍然照常舉行。長老教會派牧師來安置中心支援講道，關

心會眾。

世界展望會新店中心的同工，在蘇迪勒颱風夜第一時間挺進位於新店的大豐社福中

心，陪伴災區孩子度過暫居安置中心的時光，讓大人們能夠放心回去家園，進行後續清理

作業。中心每天早上9點半到11點半、下午2點到4點都舉辦遊戲、繪畫、桌遊等活動，讓

小朋友不孤單。工作人員堅定地說，「我們會在這裡陪到他們能回家為止。」

來自全球各地的關心也陸續傳來。像是日本耶穌基督教團（JCCJ）、日本基督教團

（UCCJ）總會都捐款投入救災所需。還有來自美加基督門徒教會、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等來

自美加兩國教會機構的捐款，在國內也有個人及其他教會的捐款不斷湧入。

救災更要防災  避免遺憾一再發生

台灣位處歐亞大陸的東南邊緣，以及西太平洋的南北與東西連結樞紐的地帶；而在北

太平洋西部及中國南海地區，則是生成最多颱風、強度也最大的地區。根據統計，這個地

區每年平均會生成約24個颱風，台灣的位置正好處在颱風的路徑之上，每年平均大約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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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颱風會登陸侵襲。由此可知，台灣人對於颱風的侵襲早已司空見慣，只要事前做好相關

的預備，都可以讓颱風侵襲所造成之災害降到最低。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當我們再一次回想這些颱風災情，就知道台灣山區

很多地方的地質非常脆弱，禁不起接連的豪雨侵襲，因此如何避免讓憾事重蹈覆轍，亦是

重建工作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如果我們在事前有妥善的預備與防護，這些遺憾的事就不會

一再地重演；若我們不曉得在平時做好預防措施，那麼當颱風來襲時，就可能面對嚴重的

災難。

這次的災難，讓我們看到教會如何本著「分擔苦難，分享榮耀」的精神，透過社會關

懷的具體事工來實踐信仰，救援事工也展現耶穌教導我們彼此相愛的美好信仰。也讓我們

再次省思對於災害的預防不可以放鬆，平時要做好水土保持和山林保育，像是減少山區的

不當開發、不過度砍伐樹木等，也是個很重要的災害預防工作，最終才能真正降低災害所

帶來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