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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55周年
回看雲林聯絡處蓬勃二十年 

張如容  

選文觀點—

以慈濟周年的契機，回顧雲林聯絡處歷史，人文真善美志工

在留史、整理的用心，相當感人。 

清晨四點多，曙光逐漸劃破天際，陽光穿透雲端照射「雲林

聯絡處」磚造的古樸建物，輝映在平坦的連鎖磚步道上。5月5日 

，是一個有意義日子，一百五十一位雲林志工在雲林聯絡處進行

朝山，慶祝慈濟五十五周年；這一天也是節氣「立夏」，代表夏

天已經到來，慈濟開始邁向第五十六年，而慈濟雲林聯絡處自

2002年3月13日啟用至今，同時邁向「弱冠」的二十周年。 

◎先行者 鋪出慈善路 

早期雲林縣並不繁榮，個案多、志工少，都是臺中地區志工

前來訪視慈善個案。直到1989年，程美娘被在慈濟醫院當志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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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兒帶往靜思精舍，親見證嚴上人瘦弱，卻要「為佛教、為眾

生」而深受感動，當下即發心要跟隨上人腳步。 

回到雲林，程美娘先向娘家親友勸募功德款，並帶他們訪視

個案，啟發善心，並在1991年受證委員；每月初一帶會眾到臺中

分會聆聽上人開示，啟發多人善心；後又聽到上人要在大林蓋醫

院，1996年時又邀約實業家、會眾回花蓮，一行人之中，就有十

二人圓滿榮董，發心護持建院。 

一路以來，雲林志工隊伍逐漸擴大，也需要有個凝聚力量的

處所。雲林聯絡處的前身「雲林共修處」，是1995年在斗六市

「阿來傢俱行」的二樓成立，是志工陳來把二樓無償提供慈濟使

用，也是雲林慈濟人共修的第一個地方。當時雲林的交通樞紐還

不發達，從北港開車到斗六鎮上，就要約一小時車程，但許多居

住北港及沿海地區的志工，仍不怕路遠，都到這裡來共修。 

1990年，上人呼籲「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程美娘與陳來

共同發心購得一輛貨車，做為資源回收車。陳來再提供「阿來傢

俱行」後方近千坪空地，讓志工做環保，這也是斗六、斗南地區

的第一個資源回收站。 

程宗熙因為姑媽程美娘的接引，1994年受證慈誠，1996年1月

與妻子李麗華同時受證委員；1996年9月3日，上人在臺中分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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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雲林成組，並由三十二歲的程宗熙承擔雲林第一任委員組長。

當時他覺得自己還很年輕，很惶恐地向上人表示，希望由資深來

承擔。當時上人鼓勵他：「要做中學，學中覺，覺中悟。」 

那時雲林受證志工不多，程宗熙認為要接引更多人間菩薩，

一定要辦好慈濟列車；於是在1997年申請帶領慈濟列車，廣邀會

眾回花蓮參訪，啟發善心。憑著一股傻勁，程宗熙說：「大家心

連心全體總動員，終於募得十二節車廂的滿載會眾，比原來計畫

超出二節。」至今，程宗熙仍念念不忘上人給了「自力更生，就

地取材」這八個字的期許，抱持克己克勤、克儉克難的精神，一

起戰戰兢兢走過來，「雲林從五十四位受證志工，到現在上千

人，在傳承上很重要！」 

◎終於有 雲林聯絡處 

1999年6月16日，慈濟在斗南鎮同安街、志工阮長安的家成立

「雲林聯絡處」。上人很關心雲林志工的慧命與志業發展，親自

來祝福。 

但成立三個月後，遇上臺灣史上大災難「921地震」，斗六

市、古坑鄉成為重災區，雲林志工及時凝聚力量，與臺中分會密

切聯繫，用愛陪伴受災鄉親走過傷痛。慈濟在斗六市蓋了十四間

大愛組合屋，每間十二坪，設備很齊全；同年11月8日舉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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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慈濟大愛村啟用典禮」，安住受災戶的身心。 

後來，未滿六年約的「雲林聯絡處」另有其他因素，得找地

遷離。幾經尋找，從事面具雕刻的志工郭輝龍認識了造紙業的周

老闆，因緣具足，由慈濟基金會購得現址。志工也從2002年2月

起開始整地，披荊斬棘，費一番功夫修建。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將廢棄紙廠變成道場，並在2002年3月13日舉行雲林聯絡處啟用

典禮。志工們都很欣喜，一早就煮湯圓起家，各地雲林志工也回

來團圓，上人的親來開示更是鼓舞大眾。 

早期開疆闢土的志工，如今大多老邁。雲林聯絡處也在2018

年6月26日，成立「慈濟雲林聯絡處C級巷弄長照站」回饋社

區，提供長者多元學習，預防失能失智，讓長者的人生過得精

采！七十三歲的郭輝龍與妻子，周一至周五，天天帶著愉悅的心

情來報到，感受人生存在的價值。 

◎開大道 從教育扎根 

至於雲林教育區塊，是2002年程宗熙與李麗華，首次在雲林

聯絡處舉辦的營隊活動。當時還沒有天花板，地面還坎坎坷坷、

塵沙飛揚，在毫無資源下，以布條掛在屋頂的鋼架當天花板，邀

請北區志工羅美珠支援規劃，隨即從北區調二十五位慈少孩子來

協助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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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羅美珠的支援與經驗傳承，程宗熙既興奮又感動！2004

年8月，志工使用回收921組合屋木板做為雲林聯絡處隔間，成為

營隊溫馨場地。為容納更多人來參加活動，2004年底整修雲林聯

絡處講堂，可容納七百人。 

營隊帶給孩子慈濟人文，是學校所未學到的生活教育，因而

廣受各界好評。程宗熙在2005年連辦三梯次、三天兩夜營隊活

動，奠定品格教育基礎，2006年成立雲林青少年成長班簡稱「慈

少班」，參加對象是國、高中學生；期間有張英蘭老師負責帶

領，直到2008年，張英蘭搬到臺北居住，改由吳金松承擔合心教

聯會幹事，接續承擔運作。 

當時的周銀財是慈少班第一位學員長，還承擔精進、培訓、

兒童成長班，一個月有四個禮拜天都在慈濟。連續承擔三年後，

將慈少班「學員長」傳承，以啟發更多人投入。成立的前幾年，

每期幾乎有百人左右參加，只是後來社會少子化，學員也愈來愈

少。 

程宗熙與李麗華也在2012年9月成立青少年志工服務隊，讓孩

子學習承擔、規畫活動與培育領導力，且懷抱愛與虔誠心，培養

青少年成長，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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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醫會 醫療進偏鄉 

在人醫會方面，2003年成立雲嘉南區人醫會，2004年成立雲

林人醫會，志工陳春菊剛好從榮民之家退休，與先生吳村岡一起

承擔窗口，每年回花蓮承擔國際人醫年會隊輔，十多年來發心如

初，每月第三周是往診日，單月第四周到桂林村義診往診。陳春

菊感動表示：「每次邀請他們加入人醫會，都不成問題。醫師們

願意犧牲假日投入，為苦難鄉親往診、義診，很有愛心。」 

從2011年起，雲林人醫會醫護團隊開始深入古坑鄉山上的桂林

村義診、往診，以往桂林村有「無醫村」之名，團隊每次上山

前，就由吳村岡先接洽公部門，陳春菊邀約醫師、規劃路線，風

雨無阻陪伴團隊十八年，無論是開車翻山越嶺，顛簸於蜿蜒山

路，就是要為雲林縣偏鄉病患服務。 

◎種稻米 耕大愛農場  

雲林聯絡處土地面積有六公頃四分八，為使道場發揮良能，

2009年規劃、整地，將其中一甲八分地種稻子、二分地種蔬菜，

成為雲林「大愛農場」。在志工余天助的鼓勵與帶動下，不是出

身農夫的志工賴秋約，在2010年以七十五歲高齡，組織農耕隊，

並在慈發處及雲林農耕隊協助下，將蔓草空地變成綠意盎然的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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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機農法播種水稻，一年二期收割，由三好米工廠幫忙碾

製；後來因故改聘農婦耕作、除草。賴秋約每早「薰法香」後，

巡頭顧尾，像照顧孩子一樣，看著一片綠油油的稻子天天長大，

很有成就感！如今八十六歲的他，十一年來，用堅毅不拔的精神

擔下這「大米籮」。 

近年配合靜思精舍協力工廠採購需求，改一甲四分地播種黑

米，製作黑糙米純粉；四分地播種白米，收割後的一部份，由精

舍採購製作福慧紅包及七月吉祥平安米，與全球大德結好緣。賴

秋約說：「無法預知一年要收割多少，要看天氣；還好雲林氣候

算不錯，黑米可豐收。」 

◎展人文 道場再活化  

雲林聯絡處的環保志業，於2003年7月12日，在園區內設立斗

南環保教育站；除了斗南，還有斗六、西螺、北港、東勢、崙

背、蔦松（2020年06月06日吹熄燈號）等環保站，風雨無止在分

類中聞法精進。東勢環保站還有夜間環保，接引上班族的年輕志

工投入，為大地付出。 

隨著社會結構改變與需求，具體落實政府與民間合作更有系

統，2020年7月22日，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與張麗

善縣長，在雲林縣政府共同簽訂「合作共善備忘錄」，攜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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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慈善共享，打造雲林成為幸福、健康、永續的宜居城市，期

望活化道場空間、培育人才、人間菩薩大招生。 

2021年4月26日雲林聯絡處成立志玄文教基金會，主要推手之

一的志工楊秀麗，也是雲林第一任文宣組長、第一位司儀、慈濟

第二屆茶道認證師資，長期在慈濟社教茶道任課，運用上人的法

落實禮儀與美感，致力人間菩薩大招生。 

上人從臺灣花蓮出發，大愛足跡遍及全球，而雲林慈濟志工

步步踏實，感念上人開創慈濟世界，用不間斷的愛淨化人心，志

工們在周年慶，以朝山虔誠心，為臺灣、全球祈平安，也祈願慈

濟志業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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