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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桂珠小時候住在關山鎮電光部落，曾經

為了報考護理人員而長途跋涉。她說當年需要

走路一小時到關山搭火車(當時只有普通車)，也

需要費時1小時坐車到台東市，下車後還要走數

十分鐘才能抵達藥局(當年醫護人員考試報名地

點在藥局)報名護校考試，整整花一天！可想而

知那個年代台東的交通多麼不便利啊！

護校即將畢業時，校長囑咐她回鄉服務。

校長說：「大都市醫護人才多比較不缺人，倒

是偏遠鄉下人力缺乏，台東需要醫生、藥劑

師、護士等醫護人員！」於是她聽從校長的

話，選擇了偏遠地區的一間精神病院展開了她

的護理生涯，在那裡服務了4年。她曾自問是什

麼原因使得那些人罹患精神疾病呢？因為她看

到連醫生、藥劑師、還有博士，都住到醫院

裡，甚是不解。後來家人擔心她太過操勞，也

罹患精神病，便希望她能返鄉服務。

因著自己有一技之長，那個年代以技術人

員任用至公家機關醫護單位服務還算少數，使

得她有許多去向可以選擇，最後她選擇在關山

國中擔任校護，因為她愛關山，所以選擇為學

生在校的健康貢獻己力。

一次偶然機緣，當起接生婆，而且第一例

就是胎兒屁股先出來的難產個案，所幸憑著熟

練的技術，成功接生母子均安。因為她接生技

術大受好評，於是有人勸進，使她接生生涯持

續了兩年。之後便又有人提議，教她乾脆辭掉

學校校護工作，盡力當一個全職的接生婆。最

後因接生是做功德的事，捨棄了人人稱羨的公

職鐵飯碗，看到一個又一個新生命從她手中來

到這世上，她就有無比的快樂。

當然陳桂珠也會覺得護理工作非常辛苦，

是必須要有耐心與愛心才能長久從事的工作，

但她依然樂此不疲！陳桂珠目前已退休，現在

在慈濟醫院擔任志工，她希望身邊的人都能平

安健康。

更多「快樂的接生婆－陳桂珠憶護理生涯

難忘事」故事，請上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

島」網站http://storytaiwan.tw觀賞更多！

快樂的接生婆

「站在巨㆟的肩膀㆖，可以看

得更遠；可是要巨㆟彎㆘腰來，卻

是困難重重。」9㈪12㈰的開幕式

㆖，在臺東深耕教育5年多的昔㈰

補教㈴師陳立感慨的說。

西元1999年，梁奕焚老師放㆘

在紐約SOHO取得的巨大成功，回

到臺灣；2006年偕妻小定居臺東都

蘭。這位享譽國際的藝術大師對臺

東情㈲獨鍾，他的落腳不僅拓展了

臺東藝術界的視野與格局，更讓臺

東在世界藝術版圖㆖㈲了㆒席之

㆞。而今他定居臺東已近10年，梁

老師與妻子張燕琪討論，希望能給

予這塊㈯㆞更實質的幫助與回饋；

恰逢李吉崇館長熱情邀約他㉃本館

展出，「用藝術回饋臺東」成了這

次展出的㊪旨。他毅然決定，將總

價值逾300萬元的展出畫作全部義

賣，所得捐贈㈶團法㆟罕見疾病基

㈮會。

「臺東這個㆞方熱情的接納了

我們，讓我們成為臺東㆟。這次換

我們為臺東做點事情了。」梁奕焚

老師這麼說。

在我們眼裡，梁奕焚老師正是

那個願意彎㆘腰來的巨㆟。

本次《藝起做公

益 -梁 奕 焚 作 品 義 賣

展 》 ㉂ 年 初 開 始 籌

備，由梁老師的愛妻

張燕琪小姐擔任策展

㆟，展出義賣品包括

梁奕焚老師最著㈴的

《黑美㆟系列》，以

黑白簡筆勾勒㊛性姿

態，呈現恬靜柔美、

飽 含 原 始 張 力 的 畫

面，是他融合東方與

西方、現㈹與原始藝

術的經典作品；其㆗

「老㆝爺最奈何不了的是㆟的

意志力，奇蹟在堅持㆗被看見﹗」

這是榮獲第39屆㈮鼎獎非文㈻類圖

書獎作家田㆗實加，受邀擔任閱讀

新浪潮活動台東場次文化大使的第

1個任務，為國立臺東生活美㈻館

漂書站啟動放漂《灣生回家》，她

在書的扉頁㊢㆘的字句，似

乎也道盡她花了12年尋訪在

台與㈰本灣生故事的辛酸血

淚終於被看見的心情。

9㈪16㈰㆘午2時㉃4時田

㆗實加在國立臺東生活美㈻

館分享《灣生回家》訪談的

感動，現場擠滿200多位來㉂

東大、東㊛的㈻生及民眾粉

絲，聆聽她述說從管家爺爺開始追

尋灣生的故事，拜訪200多位㈰本

灣生、幫百位灣生找到出生的家，

並將紀錄過程㊢成《灣生回家》㆒

書。田㆗實加分享了她如何在台、

㈰之間往返，幫忙灣生尋找他們的

戀㆟、親㆟或朋友的歷程，每個故

事都像在與時間賽跑，㆒個不留心

便稍縱即逝，她還遺憾的說「只完

成」21件。但她依然很慶幸㉂己是

幸運的，因為老㆝爺給了她㆝大的

福氣才能見許多美麗的無價。

分享會㆗播映了田㆗實加親㉂

㈼製的紀錄片的預告片，加㆖演講

團隊莫言歌手團隊唱出滄涼、催淚

的歌聲，使在場聆聽的民眾，激動

落淚，彷彿置身灣生所處的年㈹，

也㆒同感受現今灣生尋根的過程。

臺東生活美㈻館李吉崇館長表

示：閱讀，就像㆒個任意門，可以

讓我們穿越時空，去感受別㆟的生

命 經 驗 。 本 館 為 推 動 文 化 部 本

(104)年度「閱讀新浪潮」專案－文

化大使閱讀交流活動，㈵別邀請灣

生的後裔、臺㈰混血的田㆗實加

更㈲㆒幅300號的巨幅油畫，畫面

鮮明大器，俐落筆觸與大膽用色，

處處皆是大師風範。

張燕琪策展㆟表示，梁奕焚老

師已許多年未曾再創作小幅的畫

作，然而，為了鼓勵民眾踴躍參與

公益義賣，讓㆒般㆟也能以較低的

門檻收藏藝術品，這次㈵別創作㆒

系列小尺寸的㈬墨小品，題材㈲生

活之趣、即景隨筆、㆟生感悟等，

落筆瀟灑且充滿親和力，展現獨到

的「梁式美㈻」，是另㆒種宜賞宜

玩的親民藝術。

在活動籌備的過程㆗，我們得

知光是臺東㆒縣就㈲多達45位罕見

疾病患者，需要更多的㈳會挹㊟。

衷心盼望藉由這次活動能夠拋玉引

玉，讓更多㆟㊟意到並關心弱勢者

的需求；也希望集合眾㆟之力，積

沙成塔，形成㆒股良善的力量。

在此再次向㈿助我們的所㈲朋

友致㆖深深感謝，國立臺東生活美

㈻館非常榮幸能夠躋身其㆗，盡㆒

份力量，與大家㆒起成就這次的公

益善舉。

（陳宣儒）擔任文化大使。她原是

畫家，家境也不差，本來可以過著

舒㊜的生活，卻願意費時12年，㆒

頭栽進訪談「灣生」的行動，接受

灣生的委託，不時在台﹑㈰㆓㆞奔

波，完成許多不可能任務的尋㆟過

程，更完成《灣生回家》㆒書，精

神實在令㆟感佩。

李吉崇館長感謝田㆗實加擔任

閱讀文化大使，親㉂放漂《灣生回

家》㆒書；也將此書送給參加的東

大、東㊛㈻生，並為擁護這本書的

民眾簽書，希望拋磚引玉，藉此感

動㆟心的故事，讓更多㆟愛㆖閱讀

樂趣，使得讀書、閱讀成為生活文

化的㆒部分！

當巨㆟彎㆘腰來
藝起做公益-梁奕焚作品義賣展

閱讀新浪潮-文化大使交流活動

㈮鼎獎作家田㆗實加為推廣閱讀㈹言民眾感動落淚

－陳桂珠憶護理生涯難忘事

蘭美幸

憶護理生涯難忘事主角陳桂珠。

㈶團法㆟罕見疾病基㈮會㈹表病友石家樺致贈畫作感謝梁老師

梁奕焚老師講解本次展出緣起

田㆗實加接受台東㊛㆗校刊㈳同㈻專訪

田㆗實加為粉絲簽㈴田㆗實加說演她追尋灣生感㆟的故事，吸引粉絲擠爆美㈻館展覽室聽眾聆聽田㆗實加說演她追尋灣生故事忍不住落淚

歲月帶走了青春，但也淬礪了智

慧，花蓮文化協會在今年上半年度社

區總體營造奬助案，提出了「說自己

的故事-社區長者生命故事」計畫，用

影像紀錄的方式，記錄耆老的生命歷

程。藉由阿公、阿嬤打開話匣子，如

同打開一本活的歷史教材，分享生命

中的點點滴滴，更兼顧了實務上的經

驗交流與分享，將社區從過度開發而

成功鎮是台東後山一個小小的漁

港，但在日據時期對於漁業的發展和

日本漁業移民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地

位，也因此有極為豐富和精彩的文史

資料。成功愛鄉協會自成立以來對在

地文史的尋根極為用心，近年來因旅

遊業的蓬勃發展，地方導覽的重要和

需要漸漸的浮現，但家鄉人若不了解

家鄉事，又如何和來訪的旅人分享自

己的美麗家園？

原住民的祭祀儀式一向被視為最

神聖和神秘的殿堂，但在時代急速變

遷，老人的逐漸凋零，加上外來文化

嚴重衝擊，祭典文化也漸漸在部落消

失。臺東縣原住民快慢壘球運動休閒

推廣協會有感於布農族文化保存傳承

的危機，在今年的社區總體營造奬助

案中提出計畫，從部落歲時祭儀中，

開始做文化保存與再現的工作，延續

往年投入部落文化人才培育計畫，部

至被破壞的環境，一點一滴的過往回

憶串起，並鼓勵長者參與社區活動，

讓長者能夠發揮社會參與的力量，以

其豐富的學經歷和專長背景，自己介

紹自己的家，說自己的故事，重現風

華歲月，結合環境與人文議題，賦予

永恆的關懷，讓豐富的生命經歷重新

展現，再創生命的春天。

有鑑於社區居民對於成功鎮之歷

史皆未能詳盡了解，雖有相關書籍詳

載關於本鎮之文化資料，但社區民眾

未必普遍閱讀。在工商業日漸興盛，

對於古文物保存之意識日趨薄弱，基

於文化傳承之重要性與延續去年社區

報期刊的發行，成功愛鄉協會在今年

再提出此計畫，盼能將小鎮的點點滴

滴詳加記載並傳承後世。

落文史工作者人力資源可以執行類似

計畫，在部落領導與各家族代表決議

共識下，決定從目前部落最為迫切需

要辦理的祭典文化來著手，期望從部

落文化保存與再現的文化力量中，激

起更多的部落文化營造的能量，讓布

農族部落傳統文化在現實的部落環境

中，能走出它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地

位，開創部落文化產業的未來願景。

咱的社區   咱ㄟ夢
王芬玉

㈳區總體營造

說自己的故事-社區長者生命故事

漁村風華…布和理哉(報給你知)

揭開布農族神秘的傳統祭儀

范遠海老師與學員們分享歲月和智慧的交融。

訪談王河盛老師請益㆞方文史㈾料。

射耳祭傳統文化研習—霧鹿村射耳祭。

分享本次活動心得前，要先感謝所㈲

曾經造訪瑞舞丹大戲院的觀眾；因為㈲你

們，老戲院才能重新發光、重新得到溫

度，進㆒步恢復過往的風華！

我叫威力，是老戲院經營者的孫子，

從小就在戲院長大；從零歲到㈦歲的成長

歲㈪，整間瑞舞丹戲院就是我的遊樂場。

我曾在舞台㆖打籃球，手滑把螢幕撕破了

㆒條裂縫；我最喜歡跑去放映機房，美其

㈴要幫爺爺的忙，實際㆖卻把狹小的機房

弄得烏煙瘴氣! 雖然許多細節早已不復記

憶，但是威力㆒直牢記㉂己是「在戲院長

大的孩子」!

富里瑞舞丹大戲院

風華再現

隨著搬到西部求㈻、

當 兵 ， ㆒ 直 到 出 ㈳ 會 工

作，瑞舞丹和我就像兩條

平 行 線 ， 彼 此 不 再 ㈲ 交

集；頂多每年回老家掃墓

時，會回來跟瑞舞丹老戲

院打聲招㈺。

冥冥之㆗，瑞舞丹彷

彿召喚著我，讓我決定放

㆘西部的㆒切，回來尋找

瑞舞丹大戲院的新生命。

瑞舞丹的活化是㆒㊠巨

大的挑戰，㆒間這麼大的

老建築，單靠我㆒㆟之力是不可能成功活化

它的。這㆒年(2015年)來，我和瑞舞丹大戲

院遇見許多貴㆟：東華大㈻的王老師、台灣

原夢瑪巴琉㈿會、富里鄉鄉公所、國立臺東

生活美㈻館以及花東許多新朋友，因為他們

的熱心㈿助，才能讓瑞舞丹大戲院在最短時

間內再現過往的風華！

這次《太陽的孩子》在瑞舞丹舉辦㈵

映會，冥冥之㆗彷彿㈲著無形的牽引。鄭

㈲傑導演在戲院活化開始之前就已經來過

瑞舞丹大戲院，對這個被時光凍結了的老

戲院㊞象深刻；而今年㆕㈪透過㈳群網站

的連結，讓勒嘎導演也認識了瑞舞丹大戲

陳威僑田芷芸

蘭美幸

院，進而主動提出《太陽的孩子》要在瑞

舞丹舉行㈵映會的構想。鄭㈲傑和勒嘎．

舒米共同執導的電影《太陽的孩子》，全

片以㊛主角巴奈為主軸，描述當家鄉良田

逐漸遭觀光飯店佔據，部落族㆟為了守護

傳統，共同復育梯田所面臨的各種困難。

電影的構想㈺應著瑞舞丹大戲院的身世，

讓我們大㈺：「㆒定要在瑞舞丹播㆒次

《太陽的孩子》！」

瑞舞丹大戲院已經超過30年沒㈲放映

過院線片了。9㈪6㈰當㆝，《太陽的孩

子》終於在瑞舞丹大戲院如期放映，觀眾

將老戲院塞得滿滿的。回想㆒年前，讓瑞

舞丹滿場根本想都不敢想!當㆝氣溫非常

高，滿場觀眾陪著沒㈲空調的悶熱老戲院

看完這部100分鐘的電影，讓我們除了感動

更加感謝！

我們預計每㈪㉃少安排㆒場活動，除

了電影放映之外，其他藝文活動也會陸續

增加。在此㈵別感謝牽猴子整合行銷、㆒

期㆒會影像製作㈲限公司，讓瑞舞丹大戲

院活化近㆒年時，就能吸引爆滿的觀眾。

我們期望瑞舞丹大戲院的活化不只是㆒場

絢爛的煙㈫，而是能㆒直持續延燒的㈫

種；總㈲㆒㆝，瑞舞丹大戲院將再次擁㈲

嶄新的生命！

高溫悶熱沒空調熱情民眾仍擠爆瑞舞丹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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