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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協力的愛

經　　文  馬可福音二 1 ～ 12

金　　句  耶穌看見這些人的信心，就對那癱瘓病人說：「孩子，你的罪蒙赦免

了。」（馬可福音二 5）

教學主旨  本課經文敘述耶穌回到迦百農、向眾多群眾講道時，有 4 個人將 1 個

癱瘓病人抬到耶穌面前求醫治，最終也得到醫治的故事。

 因為上帝愛世人，差遣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到我們之中（參考約翰福

音三 16）；當耶穌來到世上，不僅對世人施予醫治、赦罪的大能，更

進一步教導門徒們彼此相愛（參考約翰福音十三 34 ～ 35）。我們應

學習耶穌所留下的樣式，對生命苦難心存憐憫，進而以行動化解了族

群、國家，甚至是利益上的衝突，實踐對生命的愛。

教學目標 ‧從 4 個人將癱瘓病人帶來耶穌面前求醫治，明白彼此相愛的真諦。

 ‧了解他人當下的困境、需求和痛苦，並學習採取適切的方式回應。

 ‧學習放下自己內心的各項成見，和他人同心協力完成目標。

 ‧學習在看見別人的需要時，也能憑藉信心，以實際行動幫助別人。

信仰人物 從 4 個抬癱瘓病人求耶穌醫治的記事，了解一段台灣、日本，和美國

　故事 等跨國、跨族群聯合登上高山，救助美軍運輸機空難的故事。

         

本課詩歌 活出愛（華語）

 

8第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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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研經

一、經文背景

這段有關耶穌醫治癱瘓病人的神蹟，也同時記載在馬太福音第九章 1 至 8 節，以及

路加福音第五章 17 至 26 節。從這段經文可清楚看出，耶穌是以「迦百農」做為他在加

利利傳福音的中心，並且在這裡也有固定居住的地方。每次他回到家裡，迦百農的人，

或是從外地來的訪客，就會馬上擠滿他的家（參考馬可福音三 20），原因應該「耶穌的

名聲很快地傳遍了加利利地區」（參考馬可福音一 28）有密切關係。群眾來找耶穌，除

了希望身體的疾病能得到醫治，也有很多人喜歡聽他傳講上帝國的信息，並且覺得他的

教導都很有權威，和一般經學教師不同（參考馬可福音一 22）。

這一天，當民眾擠滿了他的家，有「4 個人」抬著 1 個癱瘓病人來見耶穌，卻因為

耶穌的家被民眾擠滿了，他們無法將這癱瘓病人抬到耶穌面前，請求耶穌給予醫治。因

此這 4 個人想到另一個方法，就是把病人抬到屋頂上，拆開一個洞把病人縋下去（參考

第 4 節）。從這句話可看到猶太人居住的房子多屬平房，通常樓梯都是在屋子的外邊，

屋頂是用橄欖樹枝鋪著，上面用乾草和小石子、沙土混合鋪蓋住，中間用蘆葦草或細樹

枝。當時他們必定是算準了方位，到了屋頂時就把病人，連同他躺臥的褥子縋了下去，

可說是一件很費功夫、並且要非常小心謹慎的事。

作者在這裡說耶穌「看見這些人的信心」（參考第 5 節），這句話也是整個神蹟事

件的中心。經文中強調耶穌看見這 4 個人的「信心」，讓我們了解到一個有信心的人，

必定也對那些信心軟弱的人有相當大的幫助。耶穌對癱瘓病人說「你的罪蒙赦免了」時，

也是非常特別的一種醫治方式。

為什麼耶穌會用這樣的方式來醫治？原因是和當時的人對「罪與病」兩者間的關係

所持的看法有關。當時普遍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會得到嚴重的病，甚至病到無法站立起來，

乃是因為犯了很重的罪，這種罪可能是來自父母犯罪引起的懲罰（參考約翰福音九 1 ～

2），要不就是被「鬼」纏身所致（參考路加福音十三11），因此耶穌用「赦免這個人的罪」

來醫治他。其實耶穌不但醫治這個人的病，也同時帶著憐憫之心看待他。這個癱瘓病人

很可能在內心深處自覺罪惡深重，並且認為自己是因為遭到上帝懲罰而導致身體癱瘓；

他身邊可能也有很多親友，認為他就是被上帝所懲罰的「罪人」。但是一個人生重病已

經夠可憐了，何況生病也不一定與他是否犯罪有必然關係。因此，當耶穌一看見他，就

知道他內心的苦悶，於是以「你的罪蒙赦免」來醫治這個病人，讓他的身體、心靈都得

到完全的醫治。 

但是在場的經學教師，一聽到耶穌說「你的罪蒙赦免」時簡直無法相信，因為這句

話也可以當做「我赦免你的罪」來解釋；在猶太人的觀念中，只有上帝才有權柄赦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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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因此若依照摩西法律的規定，耶穌說「你的罪蒙赦免」這句話時，已經在表示他

有如同上帝一樣的權柄，足以用「褻瀆上帝的神聖」之罪名來判他死罪，可用石頭活活

打死（參考利未記廿四 16）。在經學教師的認知裡，「除了上帝」以外沒有任何人「有

赦罪的權」（參考詩篇卅二 5；以賽亞書四十三 25）。這也是為什麼經學教師們會「心

裡議論」，並且認為耶穌實在是大膽到「竟敢說狂妄的話」之因。

耶穌知道他們在轉些什麼念頭，因此就反問這些經學教師，是對這個病人說「你的

罪蒙赦免了容易」？還是對他說「起來，拿起你的褥子走容易」？其實在一般人來看，

對一個人說「罪得赦免」確實比醫治重病要來得容易；醫治病症──尤其是重症，往往

需要有特別的神奇力量，但是這兩件事對耶穌來說都一樣，因為他深深知道這個病人真

正的需要。

耶穌為了要讓這些經學教師知道他確實有這種能力，於是就對這個癱瘓的病人說：

「我吩咐你，起來，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第 11 節）耶穌說這句話時帶著生命

力的語氣，等於是對這位癱瘓病人下了「拿起你的褥子」的命令，要他就康復起來「回

家去」，就在此時，這個病人立刻獲得痊癒。這個癱瘓病人聽到耶穌命令的話就「立刻」

有了回應，馬上「拿起褥子，在大家注視下走出去」（第 12 節）。這也說明神蹟需要人

完全的信心來配合，如果沒有信心做為基礎，即使有神蹟在面前，人也不會醒悟。這件

神蹟讓所有在場的人「非常驚奇」，他們都因親眼看見這奇妙的神蹟而齊聲「頌讚上帝」。

這件神蹟中這 4 個人所做的事也很令人感動，他們可能是這位癱瘓病人的親屬或好

朋友。他們心裡確信耶穌可以治好他的病，因此排除所有困難，爬到屋頂上拆開一個洞，

將這位癱瘓病人帶到耶穌面前；他們這樣做，也感動了耶穌，伸手醫治了這個病人。

二、經文信息

1. 看見他人的需要

每個人都有食物、居住環境等基本需求；這些基本需求形成「人權意識」，進而產

生普世的「人權價值」。但我們也發現，雖然我們知道「人權」的重要性，卻時常在日

常生活中，為了自己的方便「視而不見」，因此常常讓其他一起生活的人受到傷害。

然而，今天所讀的這個故事裡，沒有這種「視而不見」的現象。耶穌回到迦百農的

消息傳開之後，群眾就自動地聚集、擠滿了他的家裡，耶穌並沒有趕他們離開，反而開

始對他們講道，因為耶穌看見他們的需要。當屋頂被拆、從天而降一個載有癱瘓病人的

褥子，耶穌並沒有斥責他們把屋頂弄壞，因為耶穌看見這位癱瘓病人的需要。這 4 個將

癱瘓病人從屋頂縋下的人，並沒有因為屋裡擠滿了人而打退堂鼓，因為他們看見這個病

人的需要。那些在場的群眾看見癱瘓病人打斷耶穌的講道，並沒有因此而遷怒他，他們

或許不知道這個癱瘓病人的需要，但至少他們看到他了！ 



2017 暑期兒童少年營教材 台灣，我們的家園154

看見他人的需要是信仰上一件重要的功課。若我們沒有看見他人的需要，就不知道

如何在信仰上行動。上帝拯救的行動，正是從他看見他的子民受苦、聽見他們的吶喊聲，

因而呼召摩西帶領他們離開埃及來到應許之地（參出埃及記三 7 ～ 12）。許多時候，我

們因為害怕在看見別人的需要之後必需承擔責任，所以選擇「視而不見」這條最輕省的

路；但上帝卻告訴我們要看見他人的需要，因為他已經先看見我們的需要了。

2. 勇敢接受挑戰

這位癱瘓病人的 4 個朋友看見他的需要，知道他渴望過一個和其他人一樣的生活。

耶穌在加利利傳道和趕鬼的事蹟燃起他們一絲希望，決定將癱瘓病人帶來耶穌面前祈求

得到醫治。但「屋裡擠滿了人，連門前也沒有空地」（第 2 節）的現況，要從門前將這

位癱瘓病人帶進屋內見耶穌是不可能的。然而這 4 個朋友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爬上

屋頂，將屋頂拆開一個洞，將癱瘓病人所躺臥的褥子縋了下去。儘管聖經這段描述看似

平實，但若仔細想想，就能瞭解這樣的行動卻是極大的挑戰。在屋頂拆洞難免會掉落塵

粉，屋子若布滿塵土，耶穌會不會生氣呢？屋頂的破洞要由誰來修補？用這種方式帶人

到耶穌的面前，屋裡的其他人會怎麼看他們？許多人雖然看見他人的需要，但想到要行

動時會遇到的諸多困難與挑戰，就會打退堂鼓。這 4 個朋友勇敢地將這位癱瘓病人帶到

耶穌面前，耶穌也看見他們勇敢接受挑戰的信心，最終醫治了這位癱瘓病人。

「看見他人的需要」與「採取行動」兩者之間有一段差距。採取行動的同時也帶著

某種程度的風險，人總是會評估風險降到最低，甚至是零的時候才願意行動。但是信仰

本身就是一場冒險，而唯有在這場冒險中接受挑戰，信仰才有體會和成長。許多時候我

們想守住現有的幸福，致使我們不敢接受挑戰；然而這 4 個朋友冒著風險、憑藉信心將

癱瘓病人帶到耶穌面前而獲得醫治，提醒我們勇敢接受挑戰是今日每個基督徒都必需學

習的功課，唯有這麼做，才能經歷並看見之後的醫治和祝福。

3. 同心完成使命

這 4 個人將屋頂拆了一個洞之後「把病人，連同他所躺臥的褥子，縋了下去」（第

4 節）。想一想，在屋裡的群眾、屋外的民眾、耶穌等人，分別會是什麼樣的反應？他

們可能因為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而屏息觀看，或許此時當中已經有群眾開始喧嚷叫喊。

然而這 4 個人不能被周圍的事物干擾，他們將這位病人縋下去時，下降的速度必須一致，

只要有一個人下降的速度太快或太慢，都可能讓褥子失去重心而翻覆。自他們將病人縋

下去的那刻開始，病人的生命就已經交在他們的手裡，任何一點兒閃失都可能讓病人受

到更嚴重的傷害。他們同心合一地將病人縋下降到耶穌面前，完成了他們的使命。

我們是否有同心合一完成使命的經驗呢？許多時候，我們看見他人的需要，也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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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面對將要面臨的挑戰，但到最後卻因為缺少了「同心合一」的態度而無法往前。當每

個人都因著自己的成長過程經驗，而認為自己的見解、方式是正確的，彼此互不相讓，

最後往往就無法真正實踐去完成使命。我們常常將「信心」和「自負」混淆，「信心」

會展現出謙卑的態度，在過程中願意和他人對話、共同思考、一起行動，不會在意自己

一定要受到重視，看重的是最終有沒有達成使命；「自負」常伴隨著目中無人、自以為是、

聽不進去他人意見等情況，因而造成分裂、無法合一的問題。耶穌看見這 4 個人的信心，

因著他們同心合一、完成使命，將癱瘓病人送到耶穌面前，讓病人最終得著耶穌的醫治。 

三、生活應用

三叉山事件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與美國為首

的戰勝國進行簽訂條約、談賠償等問題。同年 9 月 10 日，兩架美國軍機自菲律賓起飛，

載送當地被日軍俘虜的美國軍官回國。然而在飛行途中因遭遇強烈颱風，使得其中一架

飛機墜落在太平洋，另一架則墜毀於台東關山的中央山脈上方、高度 3,496 公尺的三叉

山附近。9 月 15 日，由當時在附近狩獵的布農族人，向當地的霧鹿警察駐在所報告這起

飛機撞山事件，進而發起跨族群救援行動──「三叉山事件」。

日本雖然戰敗，但日本警方仍負責任地向上呈報此事。經聯絡後，美方決定組團赴

失事現場，並請求日本憲兵隊及台東廳，在美方人員未抵達之前，先行尋找屍體。台東

廳警務課接到指示後，立刻指派熟悉該山區的警部補城戶八十八為隊長，並組成由布農

族壯丁及日本軍警、總計 8 名成員的搜救隊前往搜救。三叉山附近雖然偶有布農族獵人

出入，實為人跡未踏之秘境，搜救隊員在穿越叢林與山谷後，終於到達飛機失事現場，

飛機殘骸及罹難者屍體四處飛散在各處，於是 8 名隊員開始尋找飛機殘骸、收拾罹難者

屍塊及整理遺物。

美方在搜救隊出發之後改變原訂計畫，委請日方於飛機失事現場就地埋葬罹難者，

因此搜救隊決定採基督教儀式收埋死者，並請求山下人員另組第二陣搜救隊，將製作棺

木所需之木板帶至失事現場。第二搜救隊由日本憲兵，警官、警手（駐在原、平交界地

區的警察）及阿美族人、平埔族人、漢人組成，共 89 名。他們在 9 月 28 日一隊人抵達

海拔 1,700 公尺的據點吉木。隔天，在布農族嚮導的帶領下，他們繼續沿著獵徑前進，

然因路徑狹小、曲折，導致搜救隊伍拉長、自動地分成三隊前進，加上高山氣溫多變化，

夜晚時的溫度甚至降至零度左右，所有隊員度過了寒冷又艱苦的一夜。9 月 30 日因颱風

來襲，最後面的隊伍發現情勢險惡，立刻退回到吉木；最前面的隊伍則已陸續抵達失事

現場，與第一搜救隊會合，並立即展開埋葬屍體的工作。儘管颱風已至，隊員們仍然打

起精神，合力完成尚餘未完成的使命，完成後才急忙撒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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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颱風伴隨而來的狂風怒號、大雨冰雹，讓搜救隊員們被雨淋的全身濕冷，被

冰雹打的遍體鱗傷，加上沿途必須抵擋陣陣強風，注意掉落山崖，幾乎耗盡搜救隊員們

的體力。由於 3,000 公尺處的高山找不到可避風雨的樹林，隊員們只能以身體緊貼岩塊，

避免讓自己被強風襲走，許多人因著夜寒失溫而喪命。第一陣搜救隊最後只剩 1 人生還，

將罹難者的遺物及失事現場報告安全地送達霧鹿駐在所；第二陣搜救隊最前面的那批隊

員也只有半數歸來，總計 26 人在這次的搜救行動中喪失生命。

我們看到這群搜救隊員，不分國籍、種族，看見罹難者的需要，勇敢地接受挑戰，

同心協力地投入險惡的環境中進行救援，完成他們被賦予的使命，值得我們學習與記念。

四、思與行

1. 我們是否了解身邊的人的需要？如果沒有，請你用一點時間觀察、了解一位朋友的需

要。

2. 我們在看見別人的需要之後，要如何去協助呢？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是自己能力範圍

之內可以做、然後付出實踐的行動？

3. 在教會各項服事和事工上，有沒有經歷過「同心合一」的經驗？如果有，那是什麼樣

的體會和感受？

4. 和同學討論，若發現班上同學確實有困難時，要怎麼做，才能同心協力來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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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及國小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活出愛（華語）〉歌譜見 224 頁，錄音檔、詩歌示範動作使用 QRcode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

2. 欣賞本課戲劇〈跨國救援之愛──三叉山事件〉；戲劇錄音檔和動畫部分，請利用

QRcode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或是老師依照故事文〈跨國救援之愛──三叉

山事件〉內容見 162 頁，介紹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架載滿美軍軍官

的軍機，自菲律賓返美途中於台東關山發生墜機意外、仍有一群跨族群的人們參與救

援的故事。高年級可以自行閱讀故事文，然後在分班課程中和老師一起討論。

第二部分：分班

1. 故事好好聽：複習戲劇〈大家來找碴〉

幼兒級：引導學生將學生本中的圖裡找出飛機，圈起來並著色。

初小級：引導學生將學生本中有黑點的區塊著色，完成後可以看到飛機。

中小級：將本頁學生本黏在老師提供的珍珠板或硬紙板上，並將飛機各零件剪下後進

行組裝，完成一架飛機。

高小級：同中小級之單元內容。學生將飛機組裝完成後，老師可提供多元素材讓學生

裝飾機身。

2. 金句學一學：複習本課金句

幼兒級：將學生本下方「人」、「癱瘓病人」、「孩子」3 個圖案，以連連看的方式

連至正確的金句空格位置，並背誦本課金句。

初小級：同幼兒級之單元內容。將學生本下方「人」、「癱瘓病人」、「孩子」3 個

圖案剪下，貼在金句空格中正確的位置，並背誦本課金句。。

中小級：學生本中金句裡面「人」、「癱瘓病人」、「孩子」3 處位置錯置，讓學生

在錯誤的位置處寫上正確的金句內容，背誦本課金句。

高小級：老師提供報章雜誌，讓學生從報章雜誌當中剪下本課金句曾經出現的字，黏

貼於學生本空格中完成金句剪貼，並背誦本課金句。

提醒老師：進行本活動時，除了背誦金句以外，也藉由三叉山救援行動結合新聞信息

故事，向學生說明一群人能跨越不同背景、不分你我一起幫助需要的人，這樣的愛是

大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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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短波：複習本課經文

幼兒級：將學生本中的扇形剪下捲起黏上，形成一個大聲公。進行橡皮筋套圈圈的遊

戲活動。

活動步驟：

（1）老師為學生進行分組，並發給每組適量的橡皮筋或是小圓圈套。

（2）設定一條不可超越的界線，確定每組的距離和套圈標的的大聲公都一樣長（1 ～

2 公尺），並於界線處擺上 10 個橡皮筋。

（3）活動開始時，每組的第一位組員拿起橡皮筋或是小圓圈套，以拋投的方式進行

套圈圈活動，若將橡皮筋或是小圓圈套順利套入大聲公者，可繼續拿另一個橡

皮筋繼續拋投直到未套入為止。若組員第一次拋投未套入，則換下一名組員，

並至該組最後排隊。

（4）活動進行到所有橡皮筋皆拋投完畢為止，套入最多橡皮筋的組別獲勝。

初小級：同幼兒級之單元內容。老師可變換玩法，例如每組設立多個大聲公、調換組

員拋投順序等。

中小級：學生剪下本頁學生本下方的四個手指偶紙模，完成後套上手指頭，以學生本

上方的情境圖為背景，進行手指偶戲劇表演。

高小級：同中小級之單元內容。請使用中小級的指偶圖，製作指偶。老師可提供多元

素材，讓學生發揮創意（毛根、玻璃紙、珍珠板、保麗龍球等），將背景進行美化，

成為進行指偶戲的背景。

提醒老師：無論是幼兒級、初小級的大聲公套橡皮圈活動，或是中小級、高小級的手

指偶戲劇表演，藉由不同的活動形式，讓學生們實際體驗一群人合力為同個目標相互

幫助的過程。

4. 行動趴趴 GO：具體實踐方案

幼兒級：老師給班上同學每人 1 支色筆／蠟筆，並確定每人手上的顏色都不一樣（必

須確保色筆／蠟筆的顏色多於 9 種，如果班級人數少於 9 人時，則發給每位學生兩種

顏色），引導學生先將學生本裡其中 1 個空白圓著色，其餘 8 個則必須找其他同學著

色（每人只能著色 1 個空白圓），將全部 9 個空白圓著上不同顏色之後即完成。

初小級：同幼兒級之單元內容進行方式，將幼兒級使用的色筆／蠟筆改為使用色紙。

每位學生手裡拿著 1 種顏色的色紙，並剪成如學生本中一樣大的圓形，剪完後先將貼

上其中 1 個空白圓，並拿自己剩餘的圓形與其他同學交換，將全部 9 個空白圓貼上不

同顏色的圓形即完成。

提醒老師：如幼兒級、初小級進行本活動面臨班級人數不足時，可請求其他年級的老

師協助，開放學生至不同年級班找其他同學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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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級：引導學生思考當自己在家裡／學校／教會／社區等不同的地方時，可以為不

同的人做哪些事。

高小級：引導學生思考學生本中的情境，腦力激盪寫出他們的解決方法，並和大家分

享自己過去曾經經歷的困難經驗，最後為自己做一個禱告，學習對上帝有信心，相信

他必與我們同在，幫助我們克服一切的困難。

問題 1. 想想看，在家裡／學校／教會／社區時，你自己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問題 2. 想想看，在家裡／學校／教會／社區時，你可以和別人一起做些什麼？

問題 3. 請回顧自己在上面兩題的回答，比較並想一想，同樣是服事幫助別人，一個

人和一群人所做的事情，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提醒老師：藉由回答本單元的問題，讓學生了解到，雖然很多時候，自己行動或者做

決定會比一群人來得簡單許多，但是結合眾人的力量，往往能夠成就更大的事。

 少年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活出愛（華語）〉歌譜見 224 頁，錄音檔、詩歌示範動作使用 QRcode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

2. 欣賞本課戲劇〈跨國救援之愛──三叉山事件〉；戲劇錄音檔和動畫部分，請利用

QRcode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或是老師依照故事文〈跨國救援之愛──三叉

山事件〉內容見 162 頁，介紹日本警察、憲兵與台灣福佬、客家、原住民跨族群組隊，

前往三叉山救援失事美國軍機，途中因天氣不佳而多人罹難的事蹟，學生可以自行閱

讀故事文，然後在分班課程中和老師一起討論。

第二部分：分班

1. 站在彩虹上的人：

問題 1.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當戰爭時候的敵人美國的軍機墜毀在台東

深山三叉山，為何日本當局還願意出動人力協助救援？

參考答案：日本當局願意出動救援的原因，可能是基於責任心，也可能是戰敗方對於

戰勝方的自卑，也可能是基於人道。老師可以引導學生從人道的角度思考，對於生命

危難的救援，是不分戰爭敵我的。

問題 2. 為了搜索飛機失事殘骸與罹難者遺體，台東廳警務課先後組織了 3 陣搜索隊，

這些搜索隊是由哪些人組成？他們在過程中有何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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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一陣搜索隊是由關山當地的 2 名日本警官、3 名日本憲兵、3 名布農族壯丁，

總共8個人，先抵達飛機失事現場，也是最後離開，在下山途中遭遇颱風、山洪、低溫，

全隊最後只有 1 人生還。第二陣搜索隊由 70 名漢人、阿美族、平埔族壯丁，加上 2
名日本警官、2 名日本警員、15 名日本憲兵組成，總計 89 人，上山過程中又分為前、

中、後三隊。後隊因先觀察到天候不佳而撤離，前、中隊也在撤退過程中遭遇颱風、

山洪、低溫，多人死亡。第三陣搜索隊可能是由當地警察與布農族原住民組成，一路

上埋葬罹難的搜索隊隊員，也到飛機失事現場埋葬死亡的美軍。

問題 3. 請同學進行角色扮演，演出搜索隊員過程中遭遇到風吹雨打的情況，並分享

在這樣的情境下的感想。

提醒老師：引導學生想像，在面對生命最艱困，尤其是生死交關之際，也是人的意志

最薄弱的時候，先撤離求保命不一定是懦弱，繼續冒險前進也可能是逞強，最後失去

生命。可帶領同學互相討論，並分享自己在當下會做出什麼決定。

2. 讀《聖經》的少年人：

活動說明：

讀完這段經文（馬可福音二 1 ～ 12）以後，請你來思考：

問題 1. 你覺得屋子裡的人看見有人拆開屋頂，把病人縋下來的景象時，可能有哪些

心情與反應呢？

提醒老師：屋子裡的人可能覺得很奇怪也很突兀，他們打斷了會場正在進行的事，可

能會有人覺得受到干擾，或是覺得手法很激烈。

問題 2. 你覺得這四個抬著癱瘓病人來見耶穌的人，過程中可能遇見了哪些困難？

答案：因為人很多，他們無法接近耶穌。另外要抬著癱瘓病人上屋頂也很費力，要將

他縋下來，更是辛苦的事，四人的默契也要很好，同時也可能還要面對別人的嘲笑與

叫囂懷疑。

問題 3. 第 5 節裡提到「耶穌看見這些人的信心」，你覺得耶穌看到了哪些事情，因

此看見了他們的信心呢？

答案：耶穌看見他們的辛苦與努力，如不畏艱難、不畏他人的懷疑，深深相信如此做

能使朋友得著醫治，也許是這樣的信心感動了耶穌。

3. 少年人換個角度想：

問題 1. 想像你若是經文中的癱瘓病人，你會有什麼心情？你想對這四個朋友說什麼

呢？

提醒老師：引導學生思考，說出有這種朋友的內心感動，跟他們說：「謝謝，竟然願

意為了我做這些事，你們讓我知道你們很在乎我、看重我的價值，不因我是病人而放

棄我。」



161第八課 同心協力的愛

問題 2. 想像你若是經文中 4 個朋友其中一人，你會有什麼心情？你想對癱瘓的朋友

說什麼？又想對另外 3 位夥伴說什麼呢？

提醒老師：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看到別人的需要」，告訴癱瘓的朋友說：「我看到你

很痛苦與難受，我希望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我能做的是努力把你帶到耶穌面前，讓耶

穌親自醫治你。」也可以跟其他夥伴說：「謝謝你們跟我一起嘗試、冒險，給了我很

多勇氣與鼓勵，一起完成這件事很棒！」

4. 動一動時間：

工具：

（1）乒乓球 1 顆

（2）小金屬環（或塑膠環）1 只

（3）繩子（約 1 公尺）4 條

進行方式：

（1）請同學分組，4 人一組，輪流進行。

（2）將四條繩子的一頭綁在鐵環上，4 位同學分別抓住 4 條繩子的一頭並拉緊。

（3）老師將乒乓球放在鐵環上，同學們必須靠繩子維持鐵環的平衡，不使乒乓球掉落。

（4）同學們必須以此方式將乒乓球從甲地運到乙地，最後讓球平衡地放到地上，過

程中球不能掉落，掉落需重新開始。

5. 有行動力的少年人：

問題 1. 經文中的 4 個朋友看見了癱瘓病人的需要，勇敢地抬著他來到耶穌面前。你

可以想想自己身邊的朋友是否有需要幫助的人，而自己可以如何幫助他？或是你可以

如何與別人合作，一起同心協力幫助他們？

提醒老師：可以幫助同學去想想自己身邊是否有需要關係與幫助的朋友，討論些具體

方法，同時也幫助孩子尋求合作機會。

問題 2. 你有什麼與人同心協力的經驗嗎？你覺得在當中對自己來說，最困難做到的

是什麼？請與同學或老師討論自己的困難，尋求因應之道。

提醒老師：引導同學思考自己過去與人的合作經驗，當中好與不好的地方是什麼？鼓

勵同學分享合作困難之處，一起討論因應的方法。

教具準備：

幼兒：筆、彩色筆、剪刀、膠水、橡皮筋、

初小：筆、彩色筆、剪刀、膠水、橡皮筋、色紙

中小：筆、彩色筆、剪刀、膠水、珍珠板、硬紙板、

高小：筆、彩色筆、剪刀、膠水、珍珠板、硬紙板、

少年：筆、聖經、乒乓球、金屬環（或塑膠環）、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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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文：跨國救援之愛──三叉山事件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9 月

10 日，兩架載送美軍戰俘的美國軍機，在飛行途中，因遭遇颱風，其中一架飛機墜落在

太平洋，另一架則撞毀在台東關山的中央山脈上方，海拔 3,496 公尺的三叉山。 

第一陣搜索隊組織與行動

9 月 15 日，台東廳關山郡霧鹿警察駐在所接到布農族獵人報告，三叉山一帶有飛機

墜毀。第二次世界大戰雖已結束，台灣仍為日本政府管轄尚未移交。霧鹿警察駐在所警部

補城戶八十八將美軍機失事消息電告台東廳警務課，逐層上報，由台灣總督府聯絡美軍。

美軍決定前往現場處理善後，未抵達前，請求日本政府先行派人上山收拾遺體。由於這是

飛機失事，且機上人員已罹難，即使日本為戰敗國，當局也正值移交、撤離台灣，基於人

道，應該協助善後。決定由日本憲兵隊、台東廳警務課派出搜救隊，上山尋找屍體。

飛機失事地點三叉山，地勢陡峭，人跡罕至，只有布農族人偶爾前往打獵。從霧鹿

徒步前往三叉山，需要 3 日才能到達。台東廳警務課接到指示後，命令關山郡組成了搜

索隊，成員有 2 名日本警官、3 名日本憲兵、3 名布農族壯丁，總共 8 個人，是為第一陣

搜索隊。這支搜索隊，由在關山駐守 16年、熟悉山區地理的警部補城戶八十八擔任隊長。

搜索隊於 9 月 18 日出發入山，翻山越嶺，於 9 月 20 日抵達現場。搜索隊員眼前所

見，是飛機撞山墜毀後四散的殘骸，以及機上所有人員散落各處不全的屍塊，景象觸目。

但搜索隊長城戶仍鎮定地指揮隊員，先搭建草寮當做指揮中心與棲身之處，展開相關善

後工作，搜索隊員分頭尋找飛機殘骸、罹難者遺體和遺物，並記錄、撰寫本次任務報告。

第二陣搜索隊編成與入山

搜救工作進行之際，山下傳來美國方面的訊息。美方有鑑於天候將轉壞，且之前的

兩場颱風把道路破壞了，失事現場路途遙遠，要將罹難者遺體運下山困難，所以希望就

地鄭重埋葬。原有計畫改變，城戶隊長改用基督教儀式來埋葬死者，但失事現場一帶為

草原，並無木料可製作棺木和十字架，故城戶隊長向山下請求，再派員搬運材料上山。

台東廳接到城戶隊長的請求，9 月 25 日從關山附近的部落、庄社等中，挑出 70 名

壯丁，加上 2 名日本警官、2 名日本警員、15 名日本憲兵，總計 89 人，組成第二陣搜索

隊。隊員先於海端新武路警察駐在所集合，每位隊員除了自備食糧、鍋碗、衣物，還要

帶 1 塊木板（長 7 尺、寬 1 尺 2 寸、厚 5 分）以及 1 袋鐵釘，在 9 月 27 日出發前往三叉

山失事現場，與城戶搜索隊會合。第二陣搜索隊由巡查部長落谷順盛擔任隊長，因隊員

人數太多，分成幾個班，每班自行推派一人擔任班長。

第二陣搜索隊走了兩天，路徑越來越狹小，行進日益困難，89 人的隊伍逐漸拉長，

最後斷成了前、中、後三隊。前隊是手腳敏捷，又隨身帶有乾糧的德高班寮（今關山鎮德

高里）和雷公火社（今關山鎮電光里）的阿美族人；中隊是日本籍憲兵、警察、平埔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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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後隊是德高班寮的漢人和水井仔（今關山鎮豐泉里）的平埔人，以及隊長落谷順盛。

第二搜索隊入山途中的遭遇

9 月 29 日夜晚，三隊分別在不同海拔高度處紮營。山區入夜後氣溫低，該年 9 月第

3 個颱風也在此時逼近關山，三隊也各自遭遇不同的處境。

當晚氣溫極低，第二陣搜索隊後隊員縮身在臨時挖的坑洞，蓋了毛毯，依舊難以禦

寒。9 月 30 日清晨，第二陣搜索隊長落谷順盛被發現凍死於坑洞中。由於山區地勢高，

氣壓低，所攜帶的米糧無法煮熟，每人只能分得有限的米飯。後隊隊員出發後，從雲象、

雨勢留意到天候逐漸轉壞，決定先回頭下山。在下山途中，果真遭遇大風雨，不得不拋

棄所攜帶的木板材料，加快撤離速度，於當晚抵達位於吉木的警察駐在所，每人皆濕透，

幸而駐在所有充足的木炭可供生火煮食取暖。

中隊一行人則冒著不佳的天候前進，當發現風雨增強，暴風雨即將來襲，已來不及

折返下山，僅能就近轉往新武呂溪源頭溪谷一帶的檜木叢林中躲避風雨。當夜中隊在叢

林中勉強生火，煮了半生不熟的食物，用木板和毛毯阻擋狂風豪雨，撐過了濕冷的一夜。

行進速度最快的前隊在 9 月 29 日晚上已有部分隊員抵達；隔日中午前隊隊員陸續抵

達現場，與第一陣搜索隊會合，利用第二陣搜索隊前隊所帶上來的木板釘棺木。然前隊所

帶來的木板無法完全收殮埋葬所有的罹難者；城戶隊長發現暴風雨即將來襲，與隊友商量

後，城戶隊長認為﹕「工作已完成大半，只剩收屍埋葬，若立即撤離，恐招致美方怨言的

禍根。」決定更換部分隊員後，留下第一陣搜索隊隊員，命令第二陣搜索隊前隊先下山。

傷亡慘重的撤離

第二陣搜索隊前隊下山不久後颱風暴風雨來襲，第一陣搜索隊在風雨中趕工，用盡

材料後方撤離下山，卻已錯失時機。狂風中下起冰雹，隊員各個遍體鱗傷，在惡劣的天

氣中前進，一面抵擋強風，避免被吹落山谷；一面在山野間尋找脫困的小徑。傍晚終於

找到一處布農族獵人的簡易草寮，決定在草寮過夜。草寮只有屋頂而無牆壁，風雨依舊

飄進屋內。此時每個人已是饑寒交迫，但為避免在睡眠中失溫喪命，隊員彼此鼓勵，相

互挽臂取暖，並時時原地踏步，以待天明。風雨將第一陣搜索隊員困於草寮中，米糧食

盡。大雨造成的洪流更衝散了隊員。隊員在山林溪谷間各尋生路，最後因耗盡體力而倒

下。城戶隊長也在途中體力不支而氣絕。全隊幾乎陣亡，生還抵達吉木者僅有 1 人。

第二陣搜索隊前隊，在撤離失事現場後，山間已雲霧瀰漫，找不到上山時的原路，

迷失方向。隊員也在風狂雨中四散，各自尋找棲身露宿的地點。然而在海拔近三千公尺

處為芒草原，沒有樹林可暫避強風，也無上山時攜帶的木板可略擋驟雨，最後只能以身

體，緊貼裸露的岩塊，在強風豪雨中渡過長夜。隔日天明後，四散的隊員各自在茫霧摸

索下山，沿途不少隊員因筋疲力竭而亡，倖存者則返抵一處上山時曾路過的獵屋。即使

獵屋可生火取暖，仍有隊員不堪山裡風寒而凍死。生還的隊員則在 10 月 2 日撤回吉木。

在檜木林中避風雨的第二陣搜索隊中隊，則在風勢些緩之際撤回獵屋，短暫停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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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撤回吉木。撤離過程中，隊員也因寒冷、疲憊而喪命，包括領隊的日籍憲兵。活存的

隊員，於 10 月 1 日傍晚時陸續返抵吉木。最先撤離的第二陣搜索隊後隊，逃過了這場死

劫，滯留吉木，等待隊友折返，並將山上隊員可能遇難的消息，儘快向山下傳報。

第三陣搜索隊編成與入山

山下接獲搜索隊可能遭難的消息後，關山郡警察課立即召集 45 名警察配合憲兵隊，

設法營救。然風雨、山洪使得救援無法抵達現場，只能等颱風過後方能行動。10 月 5 日，

再度組成第三陣搜索隊，隊員人數不詳，據說是由 2 名山地警察，帶領布農族人入山。

第三陣搜索隊沿途搜尋罹難的搜索隊員，先砍下死者手掌，屍體則就地掩埋。剁下

的手掌則攜至飛機失事地點火化，骨灰裝入四方形小木盒送至關山郡。第三陣搜索隊抵

達失事現場時，也發現大部分美軍屍體因缺乏材料而未收埋，故派遣 1 名同行警察前往

利稻召集十餘名布農壯丁，攜帶工具上山，就谷中樹林取材，製成棺木收屍。也按上級

指示豎立木製十字架，鄭重地埋葬機上罹難者，完成第一陣搜索隊未竟的任務。

大愛義行，史冊永載

三叉山事件中，飛機墜毀罹難者 25 名，分別是機組員 5 名，美國籍戰俘 11 名、荷

蘭籍戰俘 4 名、澳大利亞籍戰俘 5 名；罹難者原就地安葬於失事現場，後陸續遷葬母國。

救援行動中，第一陣搜索隊只有憲兵曹長後山定 1 人生還，攜帶城戶隊長臨終時託其交

給美方的記錄，以及遇難者軍籍號碼牌、遺物等，面交前來台東的美軍派遣隊長。第二

陣搜索隊則是前隊的傷亡最為慘重，僅不到半數隊員存活。搜索隊遇難犧牲的人數，計

有關山郡日本警官 2 名、日本憲兵 7 名、阿美族人 12 名、福佬人 1 名、客家人 1 名、平

埔族人 1 名、布農族人 1 名、卑南族人 1 名，共計 26 名。10 月 12 日，台東廳警務課為

搜索隊犧牲者舉行公祭，骨灰則於當天由家屬領回。

這場跨國與跨族群救援之愛，台灣方面主事單位，也就是日本警察機關，隨著日本

當局戰敗後撤離台灣，犧牲者家屬之苦難，以及警、憲、民合力救援的義行，後繼國民

黨政權並未重視，官方文書罕有登載，史冊更無記事，其事蹟僅在台東地區鄉野間口耳

流傳。經歷該事件的存活者，隨著歲月而凋零，歷史記憶也逐漸被淡忘。

這段人道大愛的事蹟，看似將沒於大歷史的洪流中，卻在師大地理系施添福教授田

野調查、訪談中逐漸被發掘，在邁入千禧年前夕，重現這段歷史。關山鎮公所也於 2001
年 4 月，在關山親水公園內設立紀念碑，事件中殉職的警部補城戶八十八，其子也於當

年 5 月來到紀念碑前獻花憑弔。除了施添福教授的調查外，山友 Bruce Liu 更親自前往

三叉山失事現場實地調查，也從國外紀錄中，還原更完整的三叉山事件史實。

三叉山事件，看見了一群人超越戰爭仇恨、種族隔閡的人道救援行動，以及盡忠職

守的責任感，置生死於度外，使命必達。關山分局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古蹟建築裡，也收

藏了當時留下來的物品，以紀念這個幾乎被世人遺忘的國際救援行動。關山親水公園內

的紀念碑，大愛義行不再如死難者般埋於山野荒煙蔓草中，而是永為後人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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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跨國救援之愛──三叉山事件

人物列表：

旁白、彼用（Biung，布農族老人）、小花（彼用的孫女，15 歲）、城戶八十八（關山

郡山地霧鹿警察駐在所警部補，第一批搜索隊隊長）、布農族年輕人、後山定（日本憲

兵曹長，第一批搜索隊隊員，全隊唯一的生還者）、第一批搜索隊員（數名）、落谷順

盛（日本警察巡查部長，第二批搜索隊隊長）、第二批搜索隊隊員（數名）

第一幕　美國飛機墜機了！

出場角色：旁白、彼用（老年、青年）、小花、城戶八十八（關山郡山地霧鹿警察駐在

所警部補）、布農族年輕人

道具列表：「三叉山事件紀念碑」立牌 1 塊、「關山郡山地霧鹿警察駐在所」看板 1 塊

（此時機長廣播「Mayday ！ Mayday ！請求支援！我們要墜機了！」接著為一群男性軍

官發出「啊～～」的慘叫聲。）

旁　白：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正

式結束，戰勝國、戰敗國亦進行戰後移交等相關事宜。該年 9 月 10 日，兩架美

國軍機自菲律賓起飛，載送當地被日軍俘虜的美國軍官回國。飛行途中因遭遇

颱風，其中一架飛機墜落於太平洋，另一架飛機則於台東關山的中央山脈上方，

失事撞毀於高度 3,496 公尺的三叉山附近……

▓關山部落

旁　白：72 年後，有一對布農族的祖孫，來到台東關山親水公園的三叉山事件紀念碑前。

（彼用和小花走過來，彼用站在碑前若有所思，嘆了一口氣。）

小　花：爺爺，你在想什麼？為什麼嘆氣？

彼　用：你知道嗎？我每年 9 月，都會到關山親水公園，來看看這個三叉山事件紀念碑。

小　花：為什麼？

（彼用望向遠方，停頓了一下說。）

彼　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年，我那時跟你現在一樣 15 歲，發生了一件讓我一輩子

都忘不了的事件。

小　花：我想聽這個故事，可以告訴我嗎？

彼　用：當然可以，故事要從那年我上山去打獵開始說起……

（兩人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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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郡山地霧鹿警察駐在所

（城戶警部補坐在警察駐在所裡，年輕的彼用從台下快跑到台上。彼用表現出很急的樣

子。）

彼　用：城戶大人！不好了！我上三叉山打獵，遇到颱風，躲在岩石下避大風雨，看見

一架美軍飛機掉下來，「轟」的一聲爆炸了！

城　戶：真的？那我趕快聯絡上級，看怎麼處理。

（彼用、城戶警部補兩人跑步離開。過一陣子城戶警部補出場，後面跟著彼用及布農族

年輕人。）

城　戶：日本政府已經聯絡美軍派人過來。這架飛機載了二十幾位各國軍官，應該都已

經罹難了。美軍希望我們先派人上山，幫忙收拾遺體。

年輕人：日本都已經戰敗了，為什麼要管美軍的事情？

城　戶：這是飛機失事，不管哪一國人，都應該去幫忙。

彼　用：也對！可是三叉山很少人去，只有我們布農族偶爾會去打獵，得走我們獵人走

的小路，大概三天兩夜才可以到。

城　戶：好！那我們明天清晨就出發，彼用，就請你帶路。

彼　用：好！

（全體人員退場。）

第二幕　第一批搜索隊抵達失事現場

出場角色：旁白、彼用（青年）、城戶八十八（第一批搜索隊隊長）第一批搜索隊員（數

名）、後山定、

道具列表：背包數個、機械零件與殘骸數件

旁　白：就這樣，在關山的日本軍警，組成了搜索隊，派出兩名日本警官、3名日本憲兵、

3 名布農族壯丁，總共 8 個人，由城戶擔任隊長。9 月 18 日出發上山，9 月 20
日抵達失事現場……

▓三叉山失事現場

（第一搜索隊員從場邊出場，爬得氣喘吁吁的樣子，此時彼用指向前方說。）

彼　用：看到了！失事現場在那裡！

（所有人都表現出驚訝的樣子，七嘴八舌地說。）

隊　員：飛機整個都解體了！到處都是殘骸！

彼　用：哇！沒看過這麼慘的啦！

（城戶隊長表情鎮定，並表現出指揮大家的樣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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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戶：全體就地立正！向受難者敬禮！

（搜索隊隊員們立正，舉右手敬禮。）

後  山：隊長，我們現在怎麼辦？

（城戶隊長表現皺眉思考的模樣。）

城　戶：我們先搭個草寮，當做指揮中心，大家分頭把遺體和遺物收集起來，我們來寫

報告給長官。

全　體：好！

（搜索隊全體離開。城戶隊長和彼用再出場，接著後山曹長跑步出場。）

後　山：報告隊長！山下傳來訊息，說之前的兩場颱風把山路破壞得差不多了，要把軍

官遺體運下山有困難，所以美軍希望我們就地鄭重埋葬。

城　戶：那我們就用基督教儀式，來埋葬這些各國軍官。

後  山：但是山上什麼都沒有，沒有辦法製作棺木和十字架。

城　戶：就請彼用再下山請求支援，派人搬運材料上山。

彼　用：好的！我這就下山尋求支援。

（全體人員退場。）

第三幕　第二批搜索隊遭遇強颱

出場角色：旁白、落谷順盛、第二批搜索隊員（數名）、城戶八十八、第一批搜索隊員（數

名）

道具列表：背包數個、木板數塊、隊名牌 3 個（標示「前隊」、「中隊」、「後隊」）

旁　白：為了搬運製作棺木的材料上山，從關山附近的阿美族、布農族、漢族、平埔族中，

挑出70名壯丁，加上兩名日本警官、兩名日本警員、15名日本憲兵，總計89人，

組成第二批搜索隊，並由巡查部長落谷順盛擔任隊長，於 9 月 27 日出發。

▓新武路警察駐在所

（第二批搜索隊員出場，落谷隊長開始點名。）

落　谷：所有人員集合！開始檢查裝備！

全　體：是！

落　谷：每個人除了自己準備的食糧、鍋碗、衣物，還要帶 1 塊木板，以及 1 袋鐵釘，

好為各國軍官們做棺木。

（每個人都開始檢查自己的裝備。）

全　體：裝備檢查完畢！

落　谷：因為人數太多，必須分成幾個班，每班自行推派一人擔任班長，前往三叉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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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現場，與城戶搜索隊會合。

全　體：是！

（落谷帶領全體隊員離開。）

旁　白：因為路徑狹小曲折、人數眾多，89 人的隊伍拉得很長，隊伍斷成前、中、後 3
隊……每一個隊伍在上山途中，遭遇到不同的挑戰。

▓往三叉山的途中──後隊

（背景音效為暴風雨侵襲的聲音。）

旁　白：在山上的搜索隊並不知道，9 月 30 日，第三個颱風侵襲關山……

（搜索隊員拿著「後隊」隊名牌出場，落谷隊長上台後躺在地上，搜索隊員表現出寒冷

發抖的樣子。）

後隊一：好……好冷啊～～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後隊二：昨天挖了坑洞睡在裡面，還蓋了毛毯，還是好冷！

（搜索隊員走到旁邊，看到躺在地上的落谷隊長後，蹲下來看他。）

後隊一：天啊！落谷隊長已經沒有呼吸了！他凍……凍死了！

後隊二：那怎麼辦？

後隊一：我們還是得繼續往……往山上走，只能回頭之後再送他的遺體下山。

（搜索隊員、落谷隊長離開。之後搜索隊員再拿著木板出場，感覺是在雨中辛苦爬著山

路。此時後隊一的手上拿著木板，另一手遮著頭說。）

後隊一：天上的雲層越來越厚，風雨也越來越強，我們要不要繼續往上走啊？

後隊二：我看還是先撤回，等天氣好轉再說，不然我們也會被凍死的。

後隊一：那……我們把木板留……留在這裡，快點撤退吧！

後隊二：也是……大家快點回頭！

（全體人員退場。）

▓往三叉山的途中──中隊

旁　白：隊伍最後面的隊伍已經撤退，走在前面的中隊，已經走了超過一半的路程。

（搜索隊員拿著「中隊」隊名牌出場。）

中隊一：欸……天氣好像變差了！山下雲層好濃，該不會又是颱風吧？

中隊二：而且看起來風雨不用多久就會往山上來，怎麼辦？

中隊一：現在回頭也來不及了，還是繼續前進吧！

中隊二：前方有一片檜木林，我們先去那裡躲避風雨。

（中隊搜索隊員離開。）

旁　白：就這樣，中隊躲在樹林裡，勉強生火，煮了半生不熟的食物，用木板和毛毯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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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狂風豪雨，撐過了這天搖地動的一夜。

▓往三叉山的途中──前隊

旁　白：後隊撤退，中隊卡在半路上，只有腳程最快的前隊，在 9 月 29 日和隔天，陸續

抵達失事現場，與城戶隊長他們會合。

（城戶和第一批搜索隊員出場。）

城　戶：補給隊怎麼還沒有到？

隊　員：城戶隊長！我看到人了！

（搜索隊員拿著「前隊」隊名牌和木板上台。）

前隊一：報告！

城　戶：辛苦了！情況怎麼樣？

前隊一：這次派出 89 人上山，大家腳程不一樣，只有我們先到。

（城戶隊長抬頭看看天空後說。）

城　戶：看這天氣……應該又有另一個颱風來了，後面的隊員上山一定很困難，我們繼

續留在這裡也有危險。

前隊二：隊長，那怎麼辦？

城　戶：失事現場已經整理得差不多了，我們留幾個人趕快把棺木做好，其他人立即撤

離下山。

全　體：好！

（全體人員退場。）

第四幕　搜索隊員犧牲慘烈，仍堅持完成救援使命

出場角色：旁白、城戶八十八、搜索隊員（數名）、後山定、彼用、小花

道具列表：背包數個、「三叉山事件紀念碑」立牌 1 塊

（背景音效為暴風雨侵襲的聲音。）

旁　白：雖然搜索隊率先下山，但是颱風持續加強，下山的途中，所有的隊員都與生命

搏鬥……

▓下山途中

（城戶隊長、後山曹長、搜索隊員，冷得發抖地上台。）

隊員一：真是太冷了！

城　戶：不可以躺下來睡覺，身體要一直動，才不會失溫。大家趕快靠過來一起取暖！

（城戶隊長和搜索隊員共 3 人，聚在一起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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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二：只要撐過今晚，就可以下山了！

城　戶：加油！大家一定要撐過今晚！

（城戶隊長和搜索隊員隨著旁白的敘述，陸續表現出失溫死亡的樣子。）

旁　白：9 月 30 日這場強烈颱風持續了 3 天，許多隊員在下山途中，因為身體失溫而死

亡。這次的救援行動中，共有 12 名阿美族人、1 名布農族人、1 名卑南族人、1
名平埔阿美人、1名福佬人、1名客家人、9名日本憲兵及警察，總計 26人喪生。

城戶隊長也不幸殉職，只有後山曹長生還，順利將美軍軍官的遺物和報告送回

山下。

（建議動作，搜索隊員們狼狽地連走帶爬下山；包括城戶隊長在內，有些人則是爬到一

半停止不動，最後只剩後山曹長 1 人仍腳步蹣跚地走動。）

▓關山部落

（彼用和小花上台。小花深呼了一口氣說。）

小　花：哇！真是生死一線間的過程。

彼　用：我真是死裡逃生啊。

小　花：那後來呢？

彼　用：風雨一直到 10 月 5 日才停止，山下又派出第三陣搜索隊入山搜救。大部分死去

的搜救隊員遺體，只能就地埋葬。之後又召集了十幾名布農族壯丁，上山安葬

各國軍官，在那裡豎立木製十字架，才完成了任務。

彼　用：所以這個三叉山事件紀念碑，提醒我們發生過這件事。小花，我們回家吧！

旁　白：從三叉山事件，我們看到一個美好的見證，日本人和台灣人一起救援遭遇空難

的各國人士，表現出人若有難、其他人伸手相扶持的勇敢行為。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