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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 林昭賢／本會理事長

華
夏社會公益協會自籌備申請登記成

立以來，已逾4年半，在此短短時間

內，我們逐步地緩慢地穩定的發展、成

長，雖然資源不豐盛，人力不充足，但

還是建立了一個小小天地──「陽光助

學工程」，並且有了一個小而美的工作

團隊（義工），這些工作伙伴們，不計

名利不辭辛苦出力、出錢來維持「陽光

助學工程」之發展，他（她）們是我多

年來在社會中結交朋友群中少數心胸廣

大，願意為人群付出愛心的無名英雄──

（菩薩無名只是付出）。

　　這四年中雖然我們能力與資源不充

足，但還是盡力設法幫助了中國湖南岳

陽地區逾千名學童的就學，直接間接投

入的經費已逾新台幣4百萬元之多，在

此過程當中，不免因為我們的陽光助學

主力於大陸以致引起一些批評、非議、

消極、冷眼等種種不愉快現象，但身為

理事長的我，以一個終生教育工作者的

觀點來看，我們沒有錯，「陽光助學工

程」的工作人員以良心、慈悲、愛心來

看人間，不以立場、利益、得失來看週

邊，他（她）們應該得到更多肯定、支

持及鼓勵，至於這些動口不動手、不參

與、不協助、不出力的批評者，實在應

該閉門思過恐為更恰當些。

　　2007年會員大會及尾牙聚餐前，我

與副理事長杜夷波先生多次討論到今後

之方向及資源募集與分配，咸認為台灣

在最近一年來，社會家庭結構的穩定性

不斷向下滑落，單親家庭、隔代教養、

失業破產的現象較諸往年更為嚴重，故

陽光助學工程方向調整

此考量確定了以資助學童營養午餐餐費

為主體的「陽光午餐」工程計劃。

　　4.初期擬以台北市及新竹以北地區

為主要工作區域，因本會設於台北市，

且大部份主幹均於北市就業、定居。故

於此區域，本會義工幹部對於每一個案

較易追蹤、實地了解狀況以期能正確的

提供助力。

※以台北市教育局提供之統計資料顯

示，目前國小學童（非中、低收入戶

者）無法繳納午餐費之人數已高達4百至

5百名之多，遑論國中、高中生。（目前

台北市每餐餐費為45元，每月為900元）

　　在此個人誠摯的邀請大伙一起來，

幫助我們國家下一代的主人翁，每人每

月幾百元，長期的聚沙成塔，能幫助一

個則算一個。當我們對社會的動盪不

安、政客的無恥、奸商的下流，整體的

不公不義，與其失望、灰心、憤怒、挫

折，還不如跟我們「華夏」站在一起來

認養學童的午餐費，如此我們的人生還

有一點意義，至少能為下一代做出一點

事，「陽光午餐工程」真的需要你(妳)。

（本文作者係本會理事長從事教育工作

逾五十年、曾任台北市教育局長、教育

部常務次長）

華夏陽光與營養午餐

溫 故 知 新 錄

「
華夏陽光通訊」發行以來，匆匆已經走過一年。一年來在多位會員及善心

人士鼎力相助下，我們在海峽兩岸，不論是貧困助學、急難救助，都取得

了一定的成績。誠如理事長林昭賢先生所說，儘管我們「資源不豐盛，人力不充

足」，但所有工作伙伴卻都能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濟弱扶貧的菩薩心性和

精神，給海峽兩岸的莘莘學子帶來新希望。

　　上一期我們報導了園遊會相關消息，對滇緬地區無私援助，其中湖南臨湘地

區多所中小學學生的感謝函，相信更能溫暖全體志工同仁的心。除此之外，我

們的副理事長杜夷波先生更有常德之行，為華夏公益行動拓展了視

野，使更多更遠的大陸人民感受到「華夏陽光」的溫馨。

　　本期理事長林昭賢先生在「華夏陽光與營養午餐」一文中，特別

提出本會日後的走向，那就是今後我們會將更多的資源放在母體（台

灣方面）上，以與對大陸地區的濟助做一個合理的調整與平衡。我

們期望這一改變能獲得全體會員的認同與肯定。

我們討論多次並與會中的重要工作伙伴

研議後達成以下幾項共識：

　　1.台灣是我們成長的母體，現在應

該將更多的資源放在母體上（以往是以

大陸貧苦學童比重為多，其考量點於4年
前籌備時即已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2.大陸的「陽光助學工程」進行了

8期，期間我們曾多次建議呼籲當地之

居民及政府應一同來建設此助學活動，

而不是長期接受外來的資助，可惜至目

前為止，尚未看到有效而積極的回應，

（陽光通訊季刊於2006年1月創刊號頭版

發刊詞即已明示協會的功能目標，本協

會非一救濟性之機構……，其目的期使

受助者未來能自立自強，壯大起來，轉

為捐助者），當然，我們不會放棄，但

在方法上須重新評估。

　　3.陽光助學急難救助目前因限於人

力資金，所以投注的項目以「維持幫助

學童之基本受教權及生存權為主」。以

2007年4月16日，第八期「陽光助

學」工程助學金頒發儀式在臨湘市

職業中專舉行，此次共有181名學生得

到了資助。出席頒發儀式的有：中華民

國華夏社會公益協會代表王九全、高曉

梅夫婦、臨湘市政協主席方友華、臨湘

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孫志誠、教育局長

曹小光、統戰部副部長李紅安、臨湘市

教育局職教股股長李章波、職業中專校

長吳安安、副校長杜從輝、中華民國華

夏社會公益協會駐岳辦事處主任胡繼終

等，受助學校師生代表100多人參加了會

議。臨湘電視臺對此次會議作了報道。

　　會上孫志誠書記宣讀了第八期受助

學生名單；文白中學校長方宇奇就「陽

光助學」工程在該校的實施情況作了經

驗總結報告；王九全先生介紹了協會在

海峽兩岸舉行的各種慈善活動，並鼓勵

學生們認真學習，為今後的人生道路打

好基礎；在聽完學生代表的發言後，高

曉梅女士非常激動，熱淚盈眶，她用通

俗易懂的話語，向學生們講解了《燃燈

陽光助學 ■ 胡繼終／本會駐岳辦事處主任

不滅》的佛學典故，勉勵學生們點亮心

燈，學會感恩，做傳遞愛心、傳播光明

的種子；接著，出席會議的領導及協會

代表向受助學生頒發了榮譽證書和助學

金。最後，方友華主席代表臨湘市委、

市政府對王九全、高曉梅夫婦的光臨表

示了熱烈歡迎，總結了協會幾年來所取

得的成績，高度評價了協會的慈善義

舉，並呼籲全社會共同參與到這項事業

中來。

　　會後方友華主席、李紅安副部長、

胡繼終主任在一起座談，討論陽光助學

工程在臨湘今後發展方向。方友華主席

表示，要發揮政協與統戰部的優勢，舉

辦政協委員、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動員

大家一起參與到扶貧助學的行列中來，

把臨湘的陽光助學工程做大做好做強。

附： 至2007年4月第八期陽光助學工程

活動落下帷幕，協會在岳陽地區

用於扶貧助學的金額已達百萬元人

民幣，受助學生1577名。

第 八 期

（左至右）臨湘市職業中專校長吳安安、政協主席方友華、高曉梅女士、王九全董事長、臨湘市紀委書記孫志
誠、統戰部副部長李紅安、華夏駐岳辦事處主任胡繼終。

本會自今年開始著重國內助學

活動，特別是有關於學童營養

午餐方面，截至5月份共募得善

款55萬元，已撥出個案補助經

費69,000元；現有經費內，將提

撥47萬7千元補助台北市34所國

小，212名學童本學期五個月的

營養午餐費，杯水車薪，僅能拋

磚引玉，期盼大家能將此訊息廣

宣流佈，同伸援手。

帶動臨湘助學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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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飽，是人生存的基本條件，但並

非人人可輕鬆享有。在臺灣現今

的社會裡，有許多家境困苦的學生，想

要與同學一樣吃頓營養午餐，都有其困

難性。政府並未忽視他們的需求，每年

也都編列預算作補助，但並非所有困苦

的學生，均可獲得政府補助，因為有所

謂的補助資格，或是低收入戶，或是學

生有身心障礙，或是父母一方有身心障

礙的中低收入戶，或是家庭突遭變故，

合於此資格者，才能接受補助。但是，

在各個縣市，有許許多多孩子們，並不

符合補助資格，卻又實在繳不起營養午

餐費。現在，「華夏」要做的，就是幫

助這些孩子們，讓他們在中午用餐時，

能與其他同學坐在一塊兒享用同樣的營

養午餐，而不必因繳不起午餐費在午餐

時間只能看同學們吃午餐，而自己只能

吞口水，傷身傷心更傷自尊。陽光，天

天都有，人人也都應享有它的溫暖，但

仍有許多人享受不到這份光與熱，「華

夏」的同伴們，讓我們帶著陽光去照

亮、去溫暖他們吧！

　　在過去三個月不到的時間，「華

夏」在處理營養午餐一事，真是一波三

折，但因為目標確定，信心堅定，我們

並未卻步，除了努力還是努力，只為做

到最好，不辜負會員、捐助人的善心。

　　2006年上學期，本會常務理事陳

士魁先生捐助了新台幣5萬元，以「華

夏」的名義，捐予澎湖馬公高中，以幫

助孩子們能免費享有每餐40元的午餐，

此一舉動開啟了「華夏」與馬公高中的

接觸，更為了這些孩子們，華夏發起了

募款活動。在2007年3月7日馬公高中輔

導室陳麗妍主任來台北之際，與華夏副

理事長杜夷波、會務人員易瑞珊、顧器

成、廖彩鳳及高曉梅，於易瑞珊小姐辦

公室（英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會談，了解

輔導室人員對孩子

們用心，及有技巧

資助（買午餐券免費

提供給需要的學生），也談及助人時應

注意受助者自尊心一事……，總之，相

談甚歡，也很高興多認識一位志同道合

的朋友。不料，數日過後，卻得知馬公

高中輔導室不打算接受「華夏」資助，

原因不明，也許有其他資助來源，也許

……，無論如何，華夏第一次正式要在

臺灣幫助孩子們的動作，因此受阻，會

務人員一頭霧水，為想了解狀況，自費

飛往澎湖，再次與陳主任見面，仍是相

談甚歡，但也仍是暫時遭到婉拒，此時

再多猜測已無任何意義，會務人員已盡

力，雖然仍不明原因，卻也不能勉強。

　　看似阻礙，卻也是股動力，推動著

會務人員另尋發展，另尋資助對象。心

中有股焦急，因為會員們資助金陸續湧

入，周遭許多朋友對於華夏此一舉動的

認同，也承諾每月不等金額的贊助，每

一分錢都是一份愛，一份歡喜，更是一

份光榮，那是對「華夏」及個人的信

任，但是，此時此刻，卻成了千斤重的

擔子。受助的學生在那裡？再不加緊聯

繫、發展，對會員與捐助者來說豈不沒

有交待；對「華夏」及會務人員來說，

豈不沒有誠信，但也不能隨隨便便就將

錢捐出，每一塊錢都要使用的謹慎到

位。事情發展雖然出乎意料，但總要解

決，會務人員只有積極與各方聯繫，繼

陽光牌營養餐
續加油。

　　一、聯絡臺北縣政府體育保健課陳

瑪琍小姐，了解到縣府每年一億元的補

助預算，但並不足以支付符合資格的學

生，還要額外從專戶中支付5百萬元，而

本學期提出申請補助的學校、學生，均

已獲得補助。「華夏」想要幫助學生，

也得等到下學期。於是「華夏」捐助了2
萬元給臺北縣政府營養午餐專戶，也算

是跨出「華夏」作營養餐的第一步。

　　二、聯絡南投縣原住民發展委員

會，得知小朋友們在營養餐這一項無大

問題，但在課後輔導這一項，卻極需外

界的幫助。課輔這一項，看似不重要，

但也直接間接的照顧到那些單親或隔代

教養的學生，不但給了他們心靈的關

懷、課業的輔導，更提供食物以暖胃，

減少了因大人出外謀生，孩子無人管教

而變壞的可能性。經由討論，4～6三個

月捐助1萬5千元以示認同。

　　三、經臺北縣政府入口網站整理

出北縣所有小學的名單，先聯絡偏遠

（如三峽、烏來、石門、坪林……）

的小學，試圖尋得資助對象。在聯絡過

程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有

很多公益團體長期相助，孩子們可以溫

飽。憂的是，怎麼沒有「華夏」可以著

力的對象呢？在聯絡到三峽有木國小劉

菊珍校長時，得知午餐部份因有當地恩

主宮醫院幫忙，這方面沒有問題，但如

南投縣一樣，在課輔這一項需要幫助，

校方基於安全及課業的考量，為所有上

半天課的學生進行下午的課後輔導（有

些住山上的學生，均為單親或隔代教養

的低年級生），因家境困難繳不出每學

期1千8百元的費用，校方透過另一團體

協助每名學生有1千元贊助，尚不足的8
百元，詢問「華夏」是否有意資助，經

會務人員商討後全數同意，並於4月初匯

出8千8百元給有木小學。

　　三項雖與營養午餐無關，但仍是與

孩子們息息相關。孩子們無法選擇自己

的父母、家庭，甚至國家，而我們生活

在愛、溫暖、物質都充足的環境，對他

們卻是奢望，甚至遙不可及，真是情可

以堪。我們只不過是運氣較好，生長在

幸福美滿的家庭，有父母親給了完整的

愛，有機會讀書、學習。「華夏」的大

方向雖在營養午餐這一項，但也並非侷

限不動，隨緣隨境，做了就對了，受惠

的總是無辜的孩子們啊！

　　四、於是華夏行文教育局，透過相

關單位與各區國小作聯絡及調查，得知

共有83所國小472名學生有待幫助。基

於協會本身所募之款額不足幫助所有學

生，僅能對部分學童作支援，於是於5月
發函教育局，告知已擇定34所國小的212
名學生，作上半年的半額補助，並於5月
25日將477,000元匯入教育局帳戶，並指

定專用於這34所國小的212名學生，在

此款項內亦有中華民國太極皇聖聖道發

展協會及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之共襄盛

舉。為什麼是半額補助？主要是因為捐

款不夠，另一方面呢，也是了解到各校

之家長會亦可作部份補助，於是大家一

起來，受惠的孩子們無須煩惱了，希望

大家的愛心不斷，加油！！

■ 高曉梅
本會秘書處秘書

陽
光午餐計畫截至5月份，已獲得會員及

贊助會員的善心捐款共計新台幣55
萬元，其中無論捐款金額的大小，「100
、200不嫌少，愛心大家一起動起來」的

精神更是本會最終希望能帶動的。

■實施辦法及目的

　　本會設立宗旨和任務是促進社會公

益、獎助貧困學生、充實教學設備及推

動志工精神。本計畫案進行除開發本會

會員和各界人士善心，幫助貧困學生外

，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藉由實際募款及拜

訪和追蹤受捐助案例中達到對志工人員

專業能力的養成訓練和經驗交流。但礙

於現有人力及經費限制，除了已執行的

補助案外，我們補助範圍將集中於大台

北地區。為昭公信，目前選擇補助對象

名冊皆由台北市教育局體衛科所提供。

　　本會易瑞珊小姐於96年4月20日下午

2時，拜訪台北市教育局體衛科廖科長

（主管營養午餐計劃）獲悉情況如下：

1.�截至目前的統計，台北市各國小中，因

不符政府專案之資格規定無法由政府補

助其午餐費用，且其家庭又無法自行籌

措此一費用的學童總計約有472名。

2.�目前學校仍然提供午餐予學童，但經費

尚無著落。

3.�每名學童每月之午餐費約為新台幣900
元。（45元×20餐）

辦法：捐款於台北市教育局，並指定其

所提供的名冊中之大安、中山、松山、

士林、北投、文山六個行政區為補助對

象，補助其一月、三月至六月半額（每

人450元）的營養午餐費共新台幣477,000
元。其狀況如下：

1.�大安區（龍安等4所國小），450元×16
人×5個月＝36,000元。

2.�中山區（長安等3所國小），450元×13
人×5個月＝29,250元。

3.�松山區（松山等4所國小），450元×17
人×5個月＝38,250元。

4.�士林區（士東等9所國小），450元×56
人×5個月＝126,000元。

5.�北投區（逸仙等11所國小），450元×

92人×5個月＝207,000元。

6.文山區（溪口等3所國小），450元×

■ 廖彩鳳
本會財務處秘書

18人×5個月＝40,500元。

　以上合計補助34所國小共212名學童。

目　的：結合政府力量建立本會實質的

公益績效、提昇本會的知名度、爭取更

多社會善心人士對本會的認同。

　　為了訓練及培養本會志工，本會也

擬選定部份行政區之國小為長期認養對

象，透過與各區之社福中心合作並經由

其協助，對認養之學童做實際的家訪，

了解學童家庭真正的困難，給予實質的

幫助並持續做成效追蹤。

■已執行之補助案說明

1.�急難救助──台北縣民韓仲秋先生子女

就學金新台幣10,000元。本會於三月一

日給予新台幣10,000元的補助並取得韓

先生的簽名收據。

2.�弱勢學童課後活動輔導費──台北縣三

峽鎮有木國民小學新台幣8,800元。本

會已於四月三日將款項匯入其學校帳戶

2007本會善款加惠貧童與原民

─→文轉三版

本會工作人員高曉梅（左）、廖彩鳳（右）至汐止東山國小致贈善款，由校長劉憲通（中間）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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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陽光

「
華夏陽光助學」，起始於湖南臨

湘，每學期均在當地對各高、初

中及小學所提報之家境貧困且學習良好

的學生，進行助學金發放。開學已近二

個月，助學金之發放，不宜再拖延，副

理事長杜夷波先生因故無法前往，因而

委託昆山友人及筆者代表「華夏」前往

處理相關事宜。「代表」二字，寫來輕

鬆，實際沉重。本會會員易瑞珊小姐給

我理事長林昭賢先生對教育的理念文

稿，及這些年來捐助金額及受助人數的

資料，以供我們參考，感謝她的細心。

　　懷著一顆忐忑及學習的心，於4月15
日上午飛抵長沙，由當地會務人員胡繼

終先生與統戰部李紅安部長接機，在回

岳陽的高速公路上，他們熱情的介紹湖

南的人文風情、地理及經濟，也彼此交

換著行善的理念，很高興彼此能溝通相

互學習，杜先生的姪女方衛平小姐及其

友人陪同遊洞庭湖及岳陽樓，心中感受

到湘女的直率與熱情，口中也領教到湘

菜的香、辣。

　　腦中一直轉著，在頒發儀式上，要

與同學們分享什麼呢？不外乎關心與幫

助人；受人相助要知恩、感恩、報恩；

要守本份做人；要孝順父母……片段的

躍出不同的想法，好像有好多話要對孩

子說，但也明白，絕不可長篇大論。想

當年自己做學生時，可不希望台上的來

賓們長篇大論啊。帶著「到底要講什麼

主題？」入了夢鄉。

　　隔日清晨，一個靈感進來，我知道

要講什麼了──「火種」。記得在淨空

法師「認識佛教」一書中，讀到一篇小

故事，內容講述一位非常貧困的老太

太，為了湊錢買油燈供養佛陀、聽經聞

法，因而剪下了一頭長髮。當佛陀正在

講經時，吹起一陣風，所有大大小小的

油燈都被吹熄了，頓時陷入一片漆黑，

但在遠處仍有一微弱火光，原來是老太

太手中的那一盞，那是唯一未被吹熄的

油燈。她捨了自己唯一的長髮，只為

了聽聞佛陀講經，那是一份「真」與

「誠」。這唯一的星火，成了火種，一

個傳一個，很快的又回復了光明。今天

的「華夏」，主要的工作就是當火種，

不只在於幫助多少人，而在於能傳播多

少我們的理念，我們的作法，藉此改善

人的自私行為，藉此擴大人的善心、善

念、善行，進而養成風氣，帶動當地人

受當地人助，因而改善窮困，社會因此

和善，人也因此安心。嗯！決定就是與

孩子們分享「它」。

　　九點前抵達湖南臨湘職業中專，受

到吳安安校長及杜從輝副校長的歡迎，

聽到孩子們熱情的迎賓歌，壓抑著心中

略微激動的情緒。先與同學們觀看「華

夏」成立以來的記錄片，接著儀式開

始。台上有方友華主席、孫志成書記、

李紅安部長、吳校長、杜副校長、胡繼

終先生及「華夏」代表。首先按名冊

點名各校代表（週一要上課，且高考

在即，所以各校推出代表出席）。繼

而頒發助學金及證書予各校代表（待

他們回校後，再各別舉行儀式頒給各受

助同學）。接著師長代表致詞，可惜鄉

音重，無法很清楚內容，但可以確定的

是，一定是感謝「華夏」及鼓勵學生的

話。接著學生代表致詞，也表達了在

「華夏」資助下，會努力讀書，並在日

後有能力時，也會回饋社會，幫助別人

的心願。「華夏」代表王九全致詞時，

送上對學生的祝福，並教導他們要有感

恩包容的心，更告訴孩子們父母對他們

的期盼，不希望他們再吃同樣的苦，讀

書受教育可幫助自己脫離貧困。並列舉

工廠內員工領薪後，會很迅速的將錢匯

回老家，以供給弟妹們讀書及支付家

計，自己身上只留下些許的零用錢。聽

到此，心中一酸，想著天底下的孩子，

誰不希望有溫暖的家，有父母的愛，有

基本的物質條件；而天下的父母又有誰

不希望給孩子一個成長的好環境呢？只

是有些事由不得自己！輪到我發言時，

內心是緊張的，但定下心來把握這難得

的機會，一來將火種的故事告訴大家，

期許人人都能作那火種。二來感恩孩子

們給了我們機會去幫助他們。三來告

訴他們不要因為生活苦而低估自己。最

後，提醒他們沒有父母、長輩，就沒有

我們，所以一定要孝順父母及身邊的長

輩。最後由方主席致詞，對孩子們除了

鼓勵還是鼓勵。

　　此次臨湘之行，對筆者及同行的王

九全來說，受益甚多，不但加強了助人

的心，也更柔軟了人人與生俱來的慈悲

心。當我們伸出援手時，看到那些受助

的孩子，不論他身處何處，不論他語言

為何，他們就是需要我們伸手拉一把的

孩子們。也許，「華夏」每學期的助學

活動，應讓每一會員有機會參與，相信

會有不同的體驗與收穫。此時的我，反

而竊喜杜先生不能成行，讓我有機會肯

定自己在「華夏」所付出的一切是正確

且值得的。

湖南紀行
點燃助學火種

力，竭盡所能，為這些機構的生存、發

展、壯大貢獻心力和智慧。

　　除此之外，潘博士學成回國之後，

即將大部分精力投注於母校東吳大學法

學人才的養成和培育。東吳大學法學院

不論師資、教學設備及學生水準，一向

都執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牛耳。這

些年來在潘博士的熱心參與與正確指導

下，不但始終維持這樣的令譽於不墜，

且更有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趨勢。

　　一國公民能夠知法、守法、護法，

才能成為一等公民，才能建造一等國

潘
維大博士，現任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專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潘博士生

於1956年3月24日。1980年東吳大學法

學院畢業後，赴美深造，先後獲美國杜

蘭大學法學碩士（1984年），內布拉斯

州立大學法學博士（1987年）。旋即回

國，先後擔任母校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

副教授，2000年出任法律系主任，2003
年8月後出任該校法學院院長迄今。

　　潘教授是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著

作等身，尤其是在民法、商業法、公司

法方面的造詣及著作，更獲得法界人士

的普遍肯定。潘博士除了勤於筆耕之

外，更以其所學及專長參加多個相關的

基金會與委員會，其中諸如台灣工程法

學會、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中華民

國華夏社會公益協會等等，無不盡心盡

■ 高曉梅

黃麗如、顧器成、劉北平、高曉梅、鄧悅雯、宋妙珠、高念祖、謝家華、陳望伋、

陳愛娥、陳青田、汪振榮、鄭鈺泉、蕭慧玲、李述銘、蔣曹棣華、劉迎春、林呂美

代、陳盈君、吳懿君、趙惠珍、蔣耀庭、錢殷麗君、李瀛華、余琴聲、陸秀華、陳

瑞瑛、程柏翔、程莞晶、張崇瑛、廖彩鳳、舒鴻南、舒燕燕、王獻永、吉周蕙子、

楊清惠、莊政萱、莊建俊、包展華、李世蘊、鄒燕平、潘沐萱、潘善群、潘守和、

易思瑩、陳碧秀、吳天明、廖謝桂妹、嚴桂芳、陳一嘉、王翠蘭、陳素惠、王自遠

、陳永龍、杜劉蘅、鄭丞恩、何國慶、何潘蓮菊、林美齡、黃麗春、陳美珠、楊清

美、甯肇陽、慧濟寺性海師父、鄧愛玉、李阿美、李婉瑜、李奕賢、李奕奇、周宗

瀚、周子騫、史悠瑾、勁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包可人、李微陽、王士雄、徐湘芸

、中華民國太極皇聖聖道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洪連嘻、康秋燕、易瑞

琪、胡莉玲、王九全、王宏陽、李家驤、賴淑珍、楊賀欽、殷耀鈞

並於四月十日收到其校的謝函及收據。

3.�貧寒學童午餐補助費──台北縣政府認

養貧寒學童午餐費專戶新台幣20,000
元。款項已於四月三日匯出，謝函已收

到，收據則尚待其寄送中。

4.��弱勢學童課後輔導補助費──南投縣原

住民城鄉文教協會新台幣15,000元。款

項已於四月三日匯入南投縣原住民城鄉

文教協會帳戶，收據尚在等待寄送中。

5.�救助──南投縣泰雅族原住民江秋妹女

士每個月新台幣2,000元。4月份及5月
份的補助款每個月新台幣各2,000元，

已分別於四月十八日和五月八日匯入江

秋妹女士的郵局個人帳戶。

6.�貧寒學童午餐補助費──台北縣汐止市

東山國小4名學童新台幣11,200元（每

月每人700元，3～6月）。本會已於五

月十一日指派高曉梅、廖彩鳳兩位工作

人員親自將款項送達該校，同時了解學

童狀況；並計劃對補助學童做家庭訪

視，以了解是否有其他需要幫助之處。

7.�台北市教育局營養午餐補助費──於五
月二十五日匯入教育局帳戶47萬7千
元，贊助34所國小，212名學童五個月

的營養午餐費。

※�本會今年開始截至5月份共募善款55
萬元，支出總計546,000元，尚餘

3,500元。本會現有經費不足支付

未來之計畫，仍祈盼各界繼續發揮愛

心，惠予捐款，以共襄盛舉。

■結語

　　以上謹將本會陽光午餐計劃做一說

明，希望獲得大家更多回響和支持；無

論您是出錢或出力，我們都將展臂竭誠

歡迎您的加入。若有任何意見，也請大

家不吝賜教。

家，無法可守，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

公民和社會，絕對是一個暴戾、吃人、

不義的社會。台灣今天的隱憂不在法律

人才的匱乏，而在法律人才的「刁鑽古

怪」。要杜絕此一弊病，最重要的方法

無非就要從教育著手，多培養一位正義

的法律鬥士，就是為國家、社會鞏固一

道法律的磐石。正義、公理的鞏固和伸

張，正是所有作育法律英才的教授們，

責無旁貸的重責大任。在這方面，潘博

士不但立下了典範，更是一位引導使法

律為人民服務的領路人。

─→文接二版

潘維大教授人物誌

捐款芳名錄
9 6 年 1 月 ～ 9 6 年 5 月 3 0 日

本會常
務理事 簡 歷

本會捐款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華夏社會公益協會
　　　　　　　合作金庫銀行　長春分行
　　　　　　　帳號：0844-717-214-483

感謝各位善心贊助，我們將更努力做到最好，感恩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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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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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現場人潮眾多。

立法委員郭素春女士頒發績優教育單位匾額。

優秀兒童
受獎人李柏

毅於會中自彈
自唱，獲得 熱烈

  掌聲。 　　　　　

中華音體教育
發展協會的太鼓

表演揭開序幕。　

兒童天使村協會理事長程其偉教授與受獎小朋友、家長合影。 　　　　　

梅花之友會代表與優良教師們合影。 　　　　　

精湛幼雅園可愛的
小朋友們，熱鬧的
廟會表演。　

兒童天使村協會常務監事林正郎先生，致贈感謝狀予此次贊助廠商宏亞食品公司。 此次金師獎頒獎典禮所有工作人員於會後合影，也為此次大會圓滿落幕畫下句點，期待明年再見。

■

陳
盈
君
／
本
會
義
工

96
年
度
金
師
獎
活
動
紀
實

為
響應政府兒童教育政策，提升教育功能，彰

顯教育公益形象，表揚兒童教育從業人員，

肯定教育工作對國家社會之貢獻，特於4月21日上

午九時在台北市議會禮堂；由本會及天使兒童村協

會共同主辦96年度全國「金師獎」頒獎表揚大會。

　　特邀請到立法委員郭素春女士代表立法院院長

王金平先生參加頒獎典禮，並且邀請到林睦卿小姐

擔任大會主持人；林睦卿小姐是個勇敢面對人生

逆境的人，在她16歲那一年意外發現自己罹患骨

癌，而面臨左腿截肢的命運，往後她的人生也起了

極大變化。生活上她必須學習與適應，心

理上還要面對許多異樣目光與過度

關切，那是一種有形與無形壓

力，她靠自己的信念堅強站

起來，而且還一一實現自

己的夢想；當舞者、主持

節目、游泳、爬山、攀岩

等……幾乎讓人忘了她只

有一隻腳；林睦卿小姐的

堅強及自信正是現代人所要

學習的。

　　今年「金師獎」優良教師中

也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劉華老

師；劉華老師是一位盡職、認真且富

有愛心、耐心的老師，民國80年底應

邀擔任中華民國殘障技能發展協會配音班指導老師

後，就一直伴隨協會成長。

　　民國85年底殘障協會向台北市

教育局登記成立可樂果劇團即任

導演一職，為了獎勵身障朋友

走出來，劉華老師經常在排

演時日，為學生們準備美味

的愛心晚餐；劉老師所導的

舞台劇作品相當多，在1997
～2001年有急診室風波、

荷珠新配、貓脖上的血、離

婚！離婚！！離婚？、喜宴、雷

雨；2002年可樂劇團年度公演舞

台劇「戀愛一籮筐」；

2004年大可樂劇團

年 度 公 演 舞 台 劇

「長白山上」；

並且在1999年榮

獲中國文藝獎

章──戲劇導演

獎；2 0 0 0年榮

獲中興文藝獎

章──戲劇獎。

　　民國8 9年
在原先的可樂果劇團又衍生了一個專為

腦性麻痺學童作療育的小可樂劇團，在

這裡可圓他們站上舞台接受掌聲的美夢。劉

老師用盡心思帶領，安排發音、正音練

習、肢體訓練和劇本導讀課程；劇中人

物角色，由小朋友自己挑選，藉由角色轉

換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想像空間；這些都是

極大的挑戰與考驗，劉華老師用愛心與耐心啟發

這些孩子們，讓他們脫胎換骨。在2000-2002年她

所導演的舞台劇有大頭變聰明了、彩虹與蛋糕，

2004年小可樂劇團年度公演舞台劇「哈啾！可怕的

傳染病」；並且在2001年榮獲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第

一屆校友楷模獎；2002年榮獲台北市九十年度推行

社會教育有功「弘揚社教」個人獎。可樂果劇團也

於91年受到北市教育局頒發有功「弘揚社教」團體

獎和92年北市文化局第七屆特別貢獻獎殊榮。

　　另外在優秀兒童中也有一

位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柏毅同

學，他在18個月大時，父母便

發現他在各方面開始有了急遽

退步徵兆，且變的不和人有目

光接觸，經過檢查確定他患有

自閉症，從此便展開他艱苦奮

戰的歷程。

　　在往後幾年裡他的父母試

過各種不同方法，試著找

出可能有幫助的療法，結

果只是讓柏毅及他的家人

身心飽受磨難。之後家人

了解自閉症是一輩子的殘

疾，不是幾年就會康復

的，唯有調整心態用愛來

面對，才能有力量長期奮

戰。

　　自閉症孩子話不多，

創造力卻充沛豐富，感情

很執著，柏毅2、3歲時就

展露繪畫天賦，他靠著「勤能補拙」的精神非常認

真和專注的學習，雖然過程中有許多磨難，但伯毅

學習精神卻成為家人的榜樣。

　　而後他的父母用不強迫、不強求的方式，只盡

量提供他學習機會與資源，也為他成立了基金會安

排他參展機會，讓他的才華慢慢被大眾肯

定，這對他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幫助。

　　柏毅的畫作有他獨特的構圖與配色，讓欣賞者

留下深刻印象。多才多藝的柏毅，除了游泳很厲

害，畫畫、滑雪、彈吉他及唱歌也都很行，這次

「金師獎」頒獎典禮上他上台在觀眾前表演，愛唱

歌加上勇氣，他讓大家知道，自閉症的孩子並不丟

臉；他們的殘疾有時正是天賦所在。

　　伯毅從3歲時開始畫畫至今，已有14年的畫

齡，他的畫作深受台灣及美國收藏家喜愛，而且還

曾舉辦過義賣畫展，將其所得依購畫者名義捐贈給

自閉症協會，或任何弱勢機構。

　　本次報名送件踴躍，經評審委員會評審入圍者

有績優兒童教育單位10個、優良教師36人、優秀兒

童147人。此次金師獎得獎人教育單位頒發匾額乙

座，個人則頒發獎狀乙張、獎牌乙面及表揚大會光

碟乙片。活動在熱鬧、歡樂中圓滿結束，感謝參與

本次活動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及宏亞食品所贊助的

紀念品，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