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清芬：『能動就有價值』 

做到不能動的那一天都要當志工 

 

許清芬，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第二期讀書會帶領人， 

服務年資超過 25年。 

(採訪、撰稿、攝影：王怡婷) 

 

婚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生長在書香之家，自小只知道遵從父親期望乖乖念書的許清芬，在一個陰

錯陽差的誤會下，就讀高雄醫學院大二那一年非自願的從牙醫系被轉到藥學

系，沒有埋怨也沒有懊悔、自認為傻人有傻福的她，因此結識了一位藥學系同

學—也就是清芬未來的先生；畢業後兩人在雙方父母的安排下結為連理；婚後

的她才發現夫家竟然是個相當龐大的商人家族，複雜的人際關係讓清芬首次見

識到世界原來還有另一種樣貌，

從此生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

變； 

 

 

 

 

 

 

 

 

 

身為長子的先生自然是以繼承家業被長輩所期待著，然而酷愛讀書又意志

堅定的他，豪不猶豫的違背父親期待毅然決定赴日深造；而當時已經懷胎五月

的清芬在抵達日本的第三天就到當地餐館打工，直到八個月身孕時，餐館因安

全考量將她辭退；在台灣接受過高等教育、且具有藥劑師身分的清芬，對於自

己連個在餐館幫忙的工作都保不住感到相當難過，心裡也曾為此頗為失落。從

此，在無法打工的情況下，這對年輕夫妻只好省吃儉用，勉強維持留學生夫妻

的清苦生活。 

(婚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照片提供：許清芬) 



 

回憶起這段日子，清芬沒有絲毫怨言，反而認為這一段留學生涯的所見所

聞為其未來的人生打開了一扇無限延伸的門窗，每當生命面臨某些重要的抉擇

時，總是可以引導她用更寬廣的視野去面對；而助人的動力也是在此時一點一

滴地灌注到清芬的血液之中。 

 

1980年代的日本，生活消費指數較之台灣昂貴許多，拮据的經濟狀況再加

上語言障礙與生活習慣的落差等窘境，讓清芬一家人生活過得相當辛苦；所

幸，當時為了協助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家庭適應日本生活，許多日本家庭投

入提供免費的語言教學、定時舉辦留學生交流活動、不定時邀請留學生居家用

餐、甚至免費提供二手生活用品、家電、器具……等，清芬迄今仍清晰記得，每

當接受援助時，對方總會相當客氣的詢問「是否願意接受？」、「會不會冒

犯？」……；『我在她們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謙卑」！』從此，清芬體會到人的

「價值」。『對於來自異地、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他們都願意大方的提供協助，

而且那麼謙虛；……那是種精神上極大的支持力量，實在遠大於物質上的幫

助。』清芬從他們身上，慢慢理解助人的真諦。 

 

『我對中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在結束七年日本求學與一年加拿

大博士後研究後，隨先生返台任教

的清芬，因兒女就學之故乃積極參

與學校志願服務工作，在此同時經

學校推薦得有機會加入台北市家庭

教育中心讀書會帶領人的服務行

列，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孩子們

也早已長大成人，中心雖不再提供

帶領讀書會的服務，但是清芬仍堅

持在中心服務，她說：『我會做到我

做不動的那一天。』因為『人存在

著就有價值，透過付出更能彰顯個

人的價值。』 

 

回憶過往積極而忙碌的服務經驗，清芬的臉上洋溢著明亮的光彩......。『招

募時學校告訴我那是個免費的讀書會，我想，不用花錢就可以讀書，那真是太

划算了，於是就參加了。哪裡知道那是個讀書會帶領人的培訓計畫，未來還要

去學校帶領讀書會！』為此，清芬猶豫過，最後才在先生的鼓勵下，不僅完成

培訓，更積極參與服務。當年海外留學受助於他人的經驗深刻影響著清芬的服

(日本求學期間一家四口生活雖然非常清

苦卻是十分滿足與幸福/照片提供：許清

芬) 



務信念與態度，烙印在清芬的心裡的「謙卑」，從她正式展開服務之際，也同步

啟動；她認為志願服務就是一種喜樂與幸福，因此她總是自願前往較偏遠的學

校服務，關於這點，清芬客氣的說：『所有志工都是樂於服務的，只是因為我自

己有交通工具，相對的比別人多了些方便。』 

 

二十多年的志工服務，最大的收穫是甚麼呢？ 

 

『學習到「溝通」、「親職教育」」與「自我實現」的意義。』她說。在家庭

教育中心服務的期間，清芬在邊做邊學、邊學邊做的情況下帶大了自己的孩

子，也經歷了先生驟逝的嚴重打擊，『由於他走得太突然，我幾乎無法承

受……。』不過，即便如此，清芬依然沒有停止在中心的服務，她說：『我很感

激……』那段情感相當脆弱又很難熬的日子，中心過往長期的訓練讓她可以用理

智面對自己的悲痛；此外，透過信仰，在主的帶領下清芬的情感上也獲得了相

當的慰藉；她慢慢梳理自己、調整情緒，最後終於能夠接受事實，走出傷痛的

陰霾，因為這樣，『我對中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她說。66歲的她雖然目前因

為中心政策調整轉任行政志工，但仍期待未來能夠有機會參與更多活動推廣計

畫與服務。 

 

        不論母親記不記得自己是誰，清芬依舊每天牽著母親的手、攙扶著母

親出現在各種場合，她說：『活到這個年紀，還能牽著母親的手，也

是一種幸福』。 

 

受過醫學院教育、具備藥劑師身分的清芬，雖

未曾參與過醫療單位服務的經驗，然而卻在六十

歲以後將這份專長充分發揮在自己的母親身上。 

 

六年前，原已患有輕微失智症狀的母親，在失

去另一半後，病況急遽惡化，清芬與妹妹兩人為

此擔憂不已，於是決定承擔親自照顧母親的責

任，『我認為如果沒有經濟壓力，還是親自照顧比

較好，……你不要以為她甚麼都不知道了，其實她

最需要的還是家人的陪伴，「心靈」的照拂才是最

重要的。』說話的同時，清芬一手搭在母親的肩

膀上，一手執起母親的手溫柔的搓揉著。她說，

父親在世時即經常和母親兩人手牽手出現在各種

場合，當時不知羨煞多少親朋好友，眾人都讚他

們夫妻鶼鰈情深，清芬轉述父親的說法：『不是我們感情好，而是手牽著手可以

讓彼此都有個依靠…..。』這是受日本教育的父親含蓄的說法。如今，不論母親

(清芬說：『活到這個年紀，

還能牽著母親的手，也是一

種幸福』/攝影：王怡婷) 



記不記得自己是誰，清芬依舊每天牽著母親的手、攙扶著母親出現在各種場

合，她說：『活到這個年紀，還能牽著母親的手，也是一種幸福』。 

 

『其實不論失智與否，老人家就是非常需要親人的陪伴，我真的希望如果

可以的話，每個人每天都應該花點時間陪伴家裡的老人家；老人家最怕孤獨

了，只有家人溫暖的陪伴才能灌溉老人家逐漸凋零的心智、讓愛充滿老人家的

心靈……。』清芬不斷反覆強調著； 

 

六年來，為了讓母親持續保有社會參與的機會，清芬與妹妹堅持每天帶母

親外出逛百貨公司、上館子吃飯、看電影、上教堂、參與教會的活動……，為了

訓練母親的體力，不論走到那兒，清芬堅持不讓母親坐輪椅，她總是牽著母親

的手、攙扶著母親一步一步慢慢走。『我不希望過度依賴輪椅。』她認為輪椅是

冰冷的，而人才是有溫度的，因此，照顧母親清芬堅持親力親為。 

 

 

 

 

 

 

 

 

 

 

 

 

 

 

 

 

 

 

 

 

 

 

       『以前我不知道教會裡常說的「你會成為別人的祝福」這句話是甚麼意

思，現在我懂了。』 

 

(清芬與母親逛百貨的日常：『把母親打理得乾乾淨淨、整整齊

齊出現在眾人面前，就是對眾人的祝福。』/照片提供：許清

芬) 



因為與妹妹兩人分擔照顧母親的責任，清芬每周有三天屬於自己的時間，

這三天她過得既充實又緊湊，因為她得好好把握時間進行一周生活所需的採

購、日常事務的處理，不僅要到家庭教育中心擔任志工，還要到神學院上課，

另外，為了維持體力與身體健康，每周 2-3次的游泳也是不會少的，而到礁溪

泡溫泉、照顧當地的流浪貓也是每周不變的例行公事； 

 

這些年來，清芬的生命就像在快動作與慢動作間轉換，和媽媽相處的日

子，隨著母親的老化與退化狀況，生活的步調就像被一個無形的自動旋鈕控制

著調整為極慢速，就拿每天早晨睜開眼睛後一個簡單的起床動作來說吧，對一

般人而言不過就是幾秒鐘的自然反應，但清芬協助已經完全遺忘如何起床的母

親卻是需要透過一個個分解動作慢慢進行，而每一個動作又是被以幾分鐘時間

來慢慢執行的……；就這樣，一天 24小時，她陪伴母親慢慢的過。幾年下來，

生活在慢慢快快、快快慢慢中來來去去，倒也調適出一番自在與自得其樂。 

 

『以前我不知道教會裡常說的「你會成為別人的祝福」這句話是甚麼意

思，現在我懂了。』每當清芬把母親打理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出現在眾人面

前，人們看到一位重度失智老人的生活都可以過得這麼精彩時，她從大家的眼

神中讀到了鼓勵與振奮，於是她了解到，原來這樣的鼓勵便是自己和媽媽帶給

大家最好的祝福。 

 

面對高齡 91歲的母親日趨衰弱的事實，清芬是否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呢？她

說：『我很清楚她有病、她很不好，我現在的任務就是把她照顧好，如果有一天

她真的走了，我也不會悲傷，因為我已經盡力了。』至於失智的媽媽是否真的

能夠體會清芬的盡心盡力呢？『在中心服務的這些年，我學習到每個人都有他

自己課題--盡力照顧母親是我的課題，至於她能不能體會對我而言並不重

要，……常常有人問我，母親是否還認得我？我認為那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認識她、我記得她、而且我知道我在做的事非常重要。』 

 

『人的價值是不能夠用「價格」來衡量的，只要能動就有價值！』 

 

自從先生驟逝之後，信仰成為清芬生命中極重要的支柱；『信仰帶給我盼

望，因為我知道，未來會在天國與我心愛的家人重逢……』『因為主為眾人的犧

牲，讓我學習到包容與耐心；……讓我願意再多走一哩路、讓我更有熱情，因為

這樣的信念，讓我樂於服務、樂於幫助他人，對我從事志工服務產生很大的影

響。』 

 

關於未來，66歲的清芬還有許多計畫；取得神學院的學位便是個可以期待

的目標，清芬客氣的表示 2016年開始在神學院上課純粹只是因為想要更進一步



了解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不料這幾年下來竟然也已經修了 18個學分，距離取得

學位的 30個學分似乎已經不再是個遙不可及的目標；提到念書一事，她說和研

究生一起上課確實會有壓力，對於老師常常要求學生「拋問題」的教學方式也

與自己循規蹈矩的成長背景大相逕庭，不過她卻又興味盎然的表示：『生活有適

度的刺激是好的。』 

 

除了取得神學院的學位之外，在母親百年之後，她更打算跟著教會去探

訪、宣教、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並且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完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她說：『自我實現的意義就是努力在生活各方面取得平衡，並且思考應該加強什

麼？』對於高齡台灣的退休風潮，她認為『現代人都太早退休了！』看到許多

人退休後以休閒、旅遊為生活的唯一目標，她覺得非常可惜，她認為『一個人

不論透過授課、帶領讀書會或書寫文章……等任何方法，只要活著就要工作，不

論是有薪水或沒薪水的工作都好』她說：『人的價值是不能夠用「價格」來衡量

的，只要能動就有價值！』 

 

因此，她再一次強調『做到不能動的那一天都要當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