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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閱讀文學地景活動—參訪楊逵文學紀念館。

社區藝術巡迴展及新移民美學成長研習營。

粽葉飄香慶端午，仲夏音樂聯歡活動。

92～94年• 推動社區親子繪本創作、生命教育體驗、交通安全

講座、偏鄉數位學習、老人安全用藥講座、老人藝

文活動、新移民各類講座、終身學習教育。

95～97年• 連續3年榮獲國立臺南社會教育館評鑑，列為「特

優社教站」。

98年• 社區藝術巡迴展、與作家共遊文學地景、社區文化

種子教師培訓研習、新豐文化資產守護教育、新移

民美學成長研習。

99～101年• 88年風災災後文化部藝文陪伴進駐計畫、兒童生活

藝術營。

99年• 編纂關廟鄉志「濃濃關廟情‧戀戀香洋風」。

推展社區生活美學種子研習、大臺南公共藝術之

旅、文化產業導覽解說志工培訓、粽藝飄香仲夏音

樂晚會。

100年101年• 協辦臺南市政府文化生活圈活動、執行中華民國孔

孟學會嘉南區論語書法比賽。生活美學領導人知能

研習、表演藝術下鄉巡演、微型文創工藝種子培訓

研習、表演藝術社區紮根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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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參與返鄉部落服務活動。

顏金龍先生

愛在都原
讓基督的愛源源流長

堅持到底，永不放棄！                                                            

                                                                                ―顏金龍

顏金龍牧師為宜蘭大同鄉泰雅族族人，目前為神召會台

北神愛教會主任牧師以及臺北市原住民關懷協會理

事，顏牧師從小自部落搬遷至臺北市生活，成長過程中看見

原住民在都市生存的辛苦，自己也常因原住民身分而受人歧

視，因而激起顏牧師投入都市原住民服務的熱情，立志改善

都市原住民的生活品質及社會問題。

為協助臺北市原住民適應都市生活、改善其社會問題，

顏金龍牧師於民國88年成立「臺北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協會成立初期因看見許多從部落來到都市生活的婦女在求職

經濟上的困境，加上迫於生活的需要而進入酒店聲色場所工

作而開始關懷原住民婦女，並結合政府資源、福利服務進而

深入了解其問題、需求，以提供適當的協助，改善其生活品

質，許多原住民因著顏牧師的關懷及政府單位、資源協助，

使原本墮落黑暗的生命找回光明，有些原住民婦女最後脫離

酒店複雜的工作環境，轉而投入其他較為單純的工作，許多

原住民婦女也因此脫離家暴的陰影，更有許多原住民的生活

態度從墮落放蕩轉變為積極努力！

97年顏金龍牧師更看見原住民家庭因父母忙於工作及

學歷能力不足，無法指導孩子課業，導致兒少學習低成就，

因此牧師結合臺北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的資源，辦理兒童

及少年課後照顧服務，並在臺北市12行政區實施一對一志工

到宅服務，讓課後照顧服務遍及原住民單親及低收入戶的家

庭，讓受教權不因貧窮而被忽略。

99年度開始顏金龍牧師更結合民間基金會的資源，成立

「濱咖啡」餐廳，提供失業的婦女及特種行業轉業的婦女能

有工作的機會。

100年牧師推動原住民兒少國際語言培育、藝術天份激

發、原住民文化傳承，同時開辦五大族語文化課程（泰雅

族、阿美族、太魯閣、布農、魯凱族），以及集合更多的心

力、物力、人力投入在危機家庭短期寄宿服務上，顏金龍牧

師這一切的努力為著就是讓原住民兒少在成長的路上，能走

的更平穩、順利。

100年3月11日日本發生大地震，對同樣是日本籍的顏金

龍牧師的妻子是很深的傷痛，因此牧師偕同妻子多次赴日展

開長期的關懷服務，並協助災後重建的工作，因為牧師同樣

深愛妻子的同胞，如同妻子愛自已的族人一樣。

顏金龍牧師秉持著基督的愛，及聖經所教導的「做在最

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13年來使許多原住民

弟兄姐妹的生命開始轉變，也更有力量面對每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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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參與兒少課後照顧服務活動，致贈禮物。

牧師參與志工訓練。

原住民兒少全人關懷服務成果展活動致詞。

88年• 創立社團法人臺北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關懷於酒店及卡拉OK店工作之原住民婦女。

89年• 帶領都市原住民兒少返鄉部落服務活動。

90年• 開始原住民兒少到宅服務。

92年• 原住民單親家庭服務。

93年• 推動原住民文化技藝傳承。

開辦泰雅族、阿美族族語教學。

推動原住民兒少品格教育。

95年• 結合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提供原住民就業機會。

96年• 原住民兒少課後照顧服務。

97年• 八大行業原住民技藝皮雕班。

98年• 原住民兒少全人關懷服務。

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

99年• 成立濱咖啡餐廳－協助原住民婦女再就業。

100年• 原住民青少年職涯體驗。原住民兒少國際語言教育培育。

原住民兒少藝術教育培育。

原住民五大族語（泰雅、阿美、太魯閣、布農、魯凱）課

程開辦。

跨國際急難救助（日本311大地震）。

危機家庭短期寄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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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農會演講後合照。

羅時鴻先生

珍愛地球
推廣生命教育

相信就能改變、用愛和智慧共創奇蹟。                              

                                                                                ―羅時鴻

力行純蔬生活―讓愛從餐桌開始

羅時鴻先生於國防醫學院第1名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

講師。隨後公費出國至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博士。完成生理學

博士學位後即返國任教於國防醫學院至今。教學認真、上課

生動活潑，常常獲學生好評且是學生心目中不可多得的優良

老師。曾獲國防部及學校之優良軍醫、優良教師及優良導師

等眾多獎項。醫學院畢業進入研究所深造時，目睹周遭一群

群不同動物在醫藥發展中被犧牲。見動物在生命犧牲前的掙

扎，而徹心肺腑及難過不已！從那時便完全從肉食主義改成

蔬食主義，至今二十餘年。

生命教育―建立非動物的研究模式 

研究方面，「擇善固執」不犧牲動物―並克服萬難以臨

床手術廢棄之人類檢體為實驗材料進行研究，進而建立非動

物之研究模式且獲院內、外優秀研究獎。羅教授在教學、演

講及活動時，更會多面向帶入愛護生命的理念。

積極投入「低碳環保健康蔬食」演講及身心靈公益活動

羅教授於繁重之教學研究之餘，也常思考如何更直接奉

獻所學及醫藥專長來回報「四重恩」，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在上帝恩典、佛菩薩加持及靈性導師啟發下，和一群相同理

想的高貴夥伴共同努力，長期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及進行

「低碳環保健康蔬食」講座。其近一年來受邀的講演就超過

百場，足跡遍及全國各地。

透過羅先生深入淺出及生動活潑的專業演講內容，聽眾

都能了解到肉、蛋、魚、奶等動物性蛋白質和脂肪正是現代

人健康的最大殺手，也是造成癌症、心血管及一些慢性代謝

疾病的主因。惟有多蔬果才能健康享「壽」、樂活久久。同

時演講中聽眾也會在明白每公斤牛肉需消耗16公斤穀物;吃

100克肉片的碳足跡相當於開14小時中型汽車後，充分了解

為何肉類是高碳飲食，進而支持政府「多蔬食，少吃肉」的

良政及美意。                                                                                                  

長期多面向關注社會大眾健康 

為讓更多民眾了解到低碳蔬食的抉擇，有利個人健康以

及地球的永續發展。羅教授常以醫學專業角度在不同管道發

表專刊。更在網路共同發起「醫界蔬食聯盟」的資訊平台及

協助製作「新腦殼」(New Talk)廣播電台之「新探險」節目來

服務大眾。近三年更共同出了三本專書《食全食美》《關鍵

飲食》及《2012飲食密碼》。其中《關鍵飲食》更榮獲國健

局評選2011年健康好書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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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湖國小校長老師21天蔬食後獲得贈書合照。

育達高職校長老師21天蔬食後獲得贈書合照。

清水高中學生21天蔬食後獲得贈書合照。

89～98年• 「關懷受刑人系列活動計畫」—煙毒犯身心靈輔導總

召集人。

89年迄今• 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 種子教師。

91年迄今• 國防醫學院藥理學科副教授。

行政院考選部「國考命題委員」。

「愛海教育推廣協會」公益講師。

92年迄今• 國立師範大學身心成長發展社指導教授。

97年• 「蔬食抗暖化行動聯盟」百萬人連署總召集人。

97年迄今• 衛生署中華藥典編修委員。

「溫莘教育推廣協會」公益講師。

98～100年• 牛津校友會副秘書長兼公益組總召。

98年• 著作《食全食美—科學實證》出版。

99年• 著作《關鍵飲食》出版（五南文化）。

99年迄今• 「微妙的平衡團隊」之志工及種子教師。

101年• 著作《2012飲食密碼》出版（書泉文化）。

101年迄今• 「醫界蔬食聯盟」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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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8月「幸福家庭日」公告簽署。

羅梅香女士

服務心菩薩心
服務手菩薩手

讓學習無限延伸，讓文化永續傳承。                                        

                                                                                ―羅梅香

羅梅香女士民國87年因父母健康、子女教育等因素離開

服務17年工作職場，偶然參與社會大學的終身學習課

程，一場場精采的演講，現場熱情洋溢的志工，讓她深受感

動，改變了她的人生觀，在志工謝先生推薦下參與了社區教

育推展的志工行列，由社會大學到市民大學、由樂齡中心到

社區大學、由學校到社區、從兒童到高齡學習者，她積極參

與擘劃推展的工作，由單純的志工到團隊的主要負責人，服

務的團隊屢獲大獎，更是對志工服務的高度肯定。

在全國的社區教育及終身學習這個領域，平鎮市是一個

奇葩；由鄉鎮市公所辦理，先天上資源較不足，在場地及經

費上更是短缺，難以和縣府辦理的社區大學相比較，要持續

辦理更是不太可能，常因政黨的輪替而終止。可是平鎮市卻

有著全國參與終身學習數比例最高的市民大學，連續10年經

過三任以上的市長仍能發展，在辦學上創造桃園第一個獲得

社區大學全促會認證通過的社大，也是唯一榮獲教育部推展

母語有功表揚的團體，這樣的推展佳績雖然是整個團隊的共

同努力成果，但其幕後默默付出的推手才是真的值得學習和

表揚。

「社會繁榮眾擎易舉、教育推展捨我其誰」、「服務的

心是菩薩的心、服務的手是菩薩的手」，羅女士秉持這樣的

使命感、理念與態度，執著認真努力推展社會教育工作；以

一顆真誠的心，來應對任何事務，一雙認真的手來服務社會

大眾，佛菩薩雖然未示現在人間，但從羅女士的身上就可以

感覺到菩薩的慈悲和真誠、不捨眾生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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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文藝講座。

市民大學活絡社區篇～社區耶誕晚會。

平鎮客家踩街活動。

88年迄今• 擔任社會大學志工，並榮獲縣府2011年志工服務金質

獎章。

92年迄今• 擔任平鎮市民大學擔任創校總幹事，協助團隊通過

2008年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學校經營與公共參與」

認證。

96年迄今• 桃園縣新楊平社區大學副校長工作，協助社區開發、公

共關係及志工經營管理工作，協助社大於2010年通過社

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學校經營與公共參與」認証。

97年迄今• 擔任中心副主任，協助樂齡中心與公部門間溝通協調

的工作。樂齡中心每年開設20個班級以上，每年五百

多位高齡者參與學習，中心的「平鎮樂齡八號高齡者

樂團」更是享譽全國。

98年迄今• 擔任桃園縣成人暨社區教育推廣協會總幹事，承辦八

德市市民大學終身學習課程，累計3年的時間在八德市

已有四千多人次的學員參與終身學習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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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倬雲女士頒發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就學補助金。

嚴倬雲女士

扶助弱勢
全方位義工

在人類都能享受幸福之前，我們的努力不能中斷。          

                                                                                ―嚴倬雲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主任委員嚴倬雲女士，生長於書香世

家，浸潤於傳統禮教，自幼即經常隨侍外祖母陳太夫人

－陳寶琛太傅之妹，陳太夫人終生以助人為樂，冬捨棉衣夏

濟醫藥，經年不斷，嚴主任委員自幼受外祖母影響至深，及

長接受基督教義，建立服務社會的人生觀。

民國45年間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歷任會長、理事長，

現為榮譽理事長，成立高雄市、花蓮縣、台中市、台南市等

分會並創建全國女青年會協會，加入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

積極培育婦女領袖，參與國際事務；並興建台北女青大樓，

推展婦女社會教育及社福事工。民國92年獲世界基督教女青

年會頒贈「世界傑出婦女領袖」榮譽。民國62年參與國際崇

她社中華民國總社，積極置身國際總社會務，帶領會員在國

內外濟貧扶弱，推展第三世界國家識字運動。民國79年當選

國際崇她社第26區（日、韓、中華民國）創社總監。

民國55年受聘為婦聯會委員，70年10月任常務委員，

79年擔任秘書長，87年1月升任副主任委員，92年接任主任

委員。稟承創會主任委員蔣夫人的理念，扶助弱勢。上任至

今先後成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宋

美齡兒童血癌研究中心；為國家培育人才，設立蔣宋美齡紀

念獎學金；為使軍人子弟專心向學，設置榮民暨遺眷子女獎

學金；敬軍愛軍勞軍不遺餘力，捐助成立國軍暨家屬扶助基

金會；為喚起社會大眾重視貧病、殘障、孤苦、無依者之需

求，成立婦聯關懷專案；支持高中職清寒家庭學生，廣發高

中職學生就學補助金；當天災為患，為災區國中小學生提供

營養午餐費。

嚴女士為人親切和藹，處事縝密果決，推動婦女平權，

促進社會和諧，是享譽國內外的當代傑出婦女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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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倬雲女士在婦聯聽障基金會畢業典禮上表揚考取大學的畢

業生。

嚴倬雲女士在聽障兒童才藝比賽中頒獎鼓勵小朋友。

婦聯會自99年開始發給高中職學生就學補助金幫助同學安心

求學。

80年迄今• 主持婦聯聽障文教基金協助聽障兒童找回一生幸福。

發揚傳統民族文化成立「傳遞薪火－光揚國劇」委

員會。

83年迄今• 辦理臺北市國中自強助學金照顧北市弱勢家庭子女。

激勵兒童寫作興趣舉辦國小兒童徵文比賽。

89年迄今• 提供高中職學生就學補助金鼓勵清寒子女向學。關懷

青少年贊助得勝者教育協會「得勝者計畫」。贊助基

督教晨曦會經費輔導戒毒者回歸社會。發掘女性科學

潛能贊助舉辦「吳健雄科學營」經費。

90年迄今• 推動台北新劇團「青年優秀演員培訓計畫」傳承中國

傳統藝術。

倡導性別平等保障婦女權益舉辦研討會推廣性別平等

之概念與精神。

94年迄今• 推廣幸福社會贊助佳音廣播電台「幸福方程式」節目

經費。

95年迄今• 贊助「卓越新聞獎」獎勵卓越媒體淨化社會風氣。

97年迄今• 送愛心到偏鄉贊助花蓮縣偏遠地區國中夜間課輔及晚

餐經費。

98年迄今• 落實老有所養開辦老人日托活動據點。贊助辦理「台

灣傑出女科學家獎」經費表揚台灣傑出女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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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弱勢家庭學生參加屏東縣全民國防教育體驗活動。

蘇傳桔先生

童軍心 鄉土情 教育愛

正向思考，服務人群；知福、惜福、再造福。                        

                                                                                ―蘇傳桔

推廣童軍及探索教育，參與社會服務活動

蘇傳桔先生積極落實童軍－－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精

神，不管是全國性或屏東縣各大童軍露營活動，都積極主動

的提供最直接性的協助。此外，他也在縣內及校內推廣探索

教育教師研習，並設計豐富的學生探索體驗活動。指導學校

學生從事社區服務學習，培養社區關懷的熱忱。

結合社區資源，推廣景點解說課程

蘇傳桔先生結合本身課程專長，設計一系列解說課程活

動，長期且有計畫的帶著學生透過課程來認識家鄉，培訓學

生成為小小解說員。這套課程的進行不僅讓學生能深入瞭解

自己的家鄉，也將家鄉之美介紹給外人，更可以將愛護家鄉

的方法落實於生活之中。

結合迎王船祭典，推廣鄉土及傳承工作

在小琉球，迎王船祭典是三年一度的盛事。蘇先生加

入祭典委員會的攝影團隊，為期一週日以繼夜的活動拍攝，

為活動留下珍貴且詳盡的影片。同時，也協助中研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拍攝研究迎王祭典。除了可向外推廣當地文

化，也是鄉內最好的傳承與教育資料。

帶領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推動社區環境教育

結合小琉球在地特色辦理琉中十大基本能力之校本課

程，蘇傳桔先生帶領學生瞭解社區、認識社區、服務社區、

認識自己與家鄉。

建置琉中教學網，資訊融入教學

為了讓學生能學習多樣化，他建置琉中教學網站－社會

領域公民科及景點解說教學網，讓學生可以在課後有補充教

材可以學習。另外引導學生結合資訊網頁科技，將壘球隊的

相關成果進行研究彙整參加2010臺灣學校網界博覽會競賽，

獲得地方體育活動類國中組「銅獎」－全國第3名。

擔任補校導師及公民科教學，協助新移民融入

在補校教育課程中，除公民意識的培養與強化，他也加

入許多文化課程，幫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生活，希望透過提升

教育水準帶動家庭教育，進而改善下一代之教育成長環境，

落實將每個孩子帶上來的教育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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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屏東市凌雲國小師生導覽琉球鄉的自然、人文景觀。

帶領學生參加社區服務活動，實踐愛護社區維護家園的

精神。

課後培訓校內壘球隊，在鄉長盃屢獲佳績，更將球隊經驗彙

整參加網博競賽獲得銅獎。

92年• 屏東縣社會優秀青年。

96年• 榮獲中華民國童軍銀狼獎章。

97年• 榮獲中華民國童軍銀羊獎章。

98年• 榮獲中華民國童軍銀狼獎章。

99年• 榮獲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

榮獲中華民國童軍銀狼獎章。

榮獲中華民國童軍銀質青松獎章。

香港第15屆助理領袖訓練主任訓練班結訓。

100年• 榮獲中華民國童軍銀狼獎章。

100年迄今• 屏東縣立琉球國中總務主任兼童軍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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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藝會友。於佛光山舉辦「一期一會」101年佛光緣藝術家聯誼會，近

200位全臺藝術家在此聚會交流。

釋如常法師

藝術擺渡
文化弘法

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淨化人心。                                        

                                                                                ―釋如常

如常法師，民國62年生於台灣高雄。求學過程因課業表

現及服務熱忱，曾於76年當選高雄縣模範生，81年獲

全國大專傑出青年殊榮。85年於臨濟宗第48代傳人星雲大師

座下出家，開展弘法度眾的積極人生。91年取得佛光大學藝

術學研究所碩士學位，98年取得教育部講師證。目前擔任佛

光緣美術館總館長、佛光山文教基會執行長、《世界佛教美

術圖說大辭典》主編等職。

藝術擺渡 國際交流

秉持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佛說的、人要的、善美的」

精神，努力實踐佛光山「以文化弘揚佛法」的宗旨。91年畢

業即奉命至佛光緣美術館積極規畫文化藝術弘法之責；透過

總部建立標準作業、審查制度、資源整合與人力培訓等管理

程序完成美術館營運架構。至101年，海內外共成立23個分

館，每年舉辦逾200個展覽，超過200萬參觀人次，並曾舉辦

多場兩岸及世界巡迴展，成功搭起文化藝術交流的平台。

同時為達教育目的，除設置兒童展覽館、美術教室，並

舉辦共六屆兒童歡樂藝術節、九屆國際佛光緣小藝術家獎，

得獎作品並規劃世界巡迴展；另外也結合繪畫活動至校園推

廣品格教育；配合展覽舉辦親子活動、藝術講座、大型展演

等。並且定期辦理義工培訓、為大專女青年開辦「生活美學

班」輔導就業；累積出版刊物、畫冊等已逾百本。多元的活

動，期盼將藝術向下紮根，將活動延伸到社會各個角落。

佛教文化 歷史傳承

92年又同時肩負起《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編

纂工程，此乃佛教藏經之首創，以「圖像」為主要的形式呈

現，將全世界佛教文物、建築、繪畫、工藝、人物、書法、

石窟等進行蒐集研究而成，全套20餘冊，前後耗時10年，中

文版預計101年底付梓。

藉由美術館與佛教圖典累積的實務經驗，接著更銜命參

與佛陀紀念館館建館之職，負責全館藝術裝修工程。在星雲

大師的擘畫下，已於100年12月25日開幕的佛館，不僅融合

東西方文化，更保有傳統與現代，是一座兼具藝術與教化功

能的紀念館。其建成，一為佛教之正法永存，再者乃為人類

文化之保護與傳承。

佛光宗風 集體創作

從非專業到專業，以有限的資源，憑著一股弘法度眾的

熱誠與為佛續命的使命感，帶領團隊不斷地挑戰及克服所有

的逆境，過程中更深刻體悟師父上人星雲大師的慈心悲願及

恢弘的遠見。在大師的領導下，人間佛教的理念，在佛光山

被真正地落實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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