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春：『透過服務才不會感到寂

寞』

周春，

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第二期諮詢志工，

服務年資 30年。

(採訪、撰稿：王怡婷)

「我是個很雞婆的人。」

五月初某日中午，等候過長長的隊伍，終於把車停好；頂著炎熱的驕陽，

盯著手機上的 google map心裡期望著可以快快找到目的地。不料，就在左彎右
拐後的茫然之際，竟然發現周春就在前面等候著我！溫柔的臉龐洋溢著溫馨與

關懷，讓人不禁想要加快腳步投入她的懷抱……。接著，我們的話題就從「我

是個很雞婆的人……」開始。

民國 67年，那時周春 38歲，最小的孩子也上幼稚園了，身為全職家庭主婦
的她自覺應該繼續學習並且和孩子們一起成長，她認為這樣才不會和孩子們漸

行漸遠；於是在妹妹的鼓勵下報名參加生命線的志工培訓課程。「我本來也不

知道那個訓練是那麼嚴格……。」回憶當時剛開始有 300位報名者一起上課，
在經過長達一年的培訓課程後，僅剩 90人順利結業，周春在家人的支持下，從
未缺席、『全勤』結業並開始服務，直到 105年除役；在生命線服務的同時，
周春也於民國 78年加入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專線的志工服務行列，迄今仍
堅守崗位，30年來關照台北市民的熱忱始終不曾稍減。

「參與志工服務的前提是要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顧好」

周春自小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中長大，由於自幼便被家人照顧得無微不至，

婚後的她很自然地就以相同的標準對待家人、小孩；回憶起當初加入志工行列

是因為孩子們一個個『離腳手』了，時間多了，希望透過參與志工服務的機會，

可以「照顧」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周春說：「本來只知道要接電話。」加入後



才知道要上很多課程，三、四十年過去，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也分別成家立業

了，她仍不斷強調參與志工服務讓她學到很多、收穫很多，其中最為她津津樂

道的要屬『同理心』的培訓課程了。「我很喜歡同理心的課程。」她說：「用

在每個人身上都很 OK，不論是家人、個案或與朋友的相處……。」在那個『成
人教育』風氣並不普及的年代，透過服務獲得學習的機會，對於當時的全職家

庭主婦而言，是個相當可貴的意外收穫，或許就因為這樣的機緣，讓自認為個

性「厚操煩」的周春從服務學習中更堅定自己的生活哲學。

「我認為要參與志工服務的前提是要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顧好。」80歲的周
春和多數台灣早期婦女一樣，在家庭中扮演多個不同角色--是太太、是媳婦、
是媽媽、也已晉級為婆婆，面對不同身分的轉換，她始終不變的就是維持著一

個溫柔照顧者的角色，並且用她從服務中學習到的同理心對待家人，「關懷」

是她對待身邊每一個人不變的態度。

回憶加入服務工作初期，當時孩子們還小、公婆也都健在，周春值班到下

午五點回到家，進家門問候過公公婆婆後，接下來的第一句話就是：「半個小

時後開飯喲~」她不願意讓自己的志工服務工作耽誤到家裡任何一個人的生活作
息，即使晚半個小時開飯都不行；

服務工作豐富了周春的生命，也讓

周春學習到如何用更成熟的方式面對問

題，尤其是親子關係的經營；記得孩子

在叛逆期時，周春總會擔心自己下手太

重，對於教養分寸的拿捏總有一種無名

的焦慮，更擔心孩子會像電視劇演的一

樣離家出走……，種種擔心與焦慮從接

觸一個又一個服務個案的過程中獲得了

告解般的釋放，她懂得放慢腳步、仔細

聆聽！於是，每當孩子不乖時，她選擇

冷處理，耐心等待到周五晚上再和孩子

們討論一周來的是非對錯，因此，當孩

子長大成人各自成家後還是和周春保持

著相當親密的關

係。

「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得很開朗」

從民國 67年開始投入志工服務的行列，周春生命中有超過一半的歲月是用

(民國80年獲得第一屆全國十大志工獎，

當時婆婆和先生、小孩一起陪周春領獎。

/照片提供：周春)



電話線在進行著助人的工作，她認為善用『同理心』在助人的過程中是相當重

要的，當每一位進線的個案分別帶著不同的問題前來求助時，其實沒有任何一

位志工能夠幫助個案出任何主意或解決任何問題，她說：「個案本身才是解決

問題的關鍵。」

周春回憶曾經接過一位欠了債準備自殺的

個案電話，對方打電話進來時已經把車開到

陽明山上，正準備連人帶車往山谷下衝，尋

求解脫；此時周春意識到不對勁，連忙詢問

對方在這當下打電話進來的原因？從對方的

回應中周春嗅聞到對方對於母親與小孩的牽

掛與不捨，周春乃詢問對方：「媽媽都是怎

麼稱呼您的呢？」接著，周春改以母親溫柔的口吻呼喚著對方的小名：：「阿

秋(化名)，你什麼時候要回家？」、「阿秋，媽媽不會責怪你的…….。」在周
春溫柔的呼喚下，對方的眼淚大潰堤，求死的決心也因此軟化。最後在周春如

母親般的關懷勸慰之下，對方保證會勇敢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並且提供自己

的電話給周春……。雖然時隔多年，仍不難在周春臉上看出當時的情況有多麼

危急、以及周春的緊張情緒！「直到對方願意提供他的電話時，我才真正能夠

放下心來……。」

除了這個案例之外，周春還處理過兵變自殺、青少年攜械……等案例，面

對自殺案例，她說：「勸說是沒有用的。」她採用『拖』字訣，同理對方、陪

伴對方，延長對方的交談時間，詢問對方的電話、住處，並且尋求夥伴支援，

同步通報相關單位前往處理…….。

就這樣，在周春善用『同理心』的陪伴與鼓勵下，幾十年下來，不知道有

多少台北市民重新找回自己的能力、重新勇敢面對自己的人生……。

為此，周春很感激服務單位為她安排的訓練，讓她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

不僅有能力可以協助別人從生命的低潮走出來，也有能力可以幫助家人、幫助

身邊的親友，更有能力以帶著充滿能量的方式繼續前進；她說：「同理心讓我

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得很開朗。」

用體諒解開愛的癥結

80歲的周春雖然依舊在諮詢線上為台北市民提供服務，卻也不得不面對老
化的問題，她說：「我覺得自己真的老了。做很多事情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記憶力也不好、很挫折；做起事來怕出錯、沒信心……。」因為周春是家中的



財務大臣，一向很懂得精打細算、生財有道的她面對自我認知老化的現象，覺

得有些懊惱！於是她變得小心謹慎「變得很難做決定或做決定的過程很慢。」

她說。除了認知之外，生理上的老化也讓周春吃足苦頭；身為家庭主婦的她，

家事勞動是她每日的功課，但隨著年事漸長，孩子們要求她粗重的工作不能做、

爬高的事情不能做……，連到自己住家頂樓曬個棉被都會覺得吃力的她說：

「老了很可憐，做事也要偷偷做，不然會被罵。」周春的故事發生在現代每一

個家有老者的家庭當中，『愛』成為子女與長輩之間衝突的癥結。

但是因為志工服務讓她得以和年輕一代保持接觸，從年輕夥伴的身上，可

以知道世代間觀念差異的內涵；在家裡和孩子溝通不良時，和服務夥伴們聊一

聊，多少就可以理解孩子們的立場和他們的用心良苦--因為擔心年事已長的母
親過度勞累傷了身體，總是禁止這個、禁止那個；有時卻又會故意製造些難題

讓周春去傷腦筋……；「其實他們是為了讓我自己保持成長，不要退化得太快

……，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以愛出發。」周春說：「我會盡量去理解他們的想

法，也會盡量去調整自己……。」

現在的周春因體力已經大不如前，除了一年安排幾次到海外造訪子女外，

變得比較不愛到處趴趴走，日常生活的步調緩慢了許多，「每天沒做甚麼事，

時間就過去了。」到家庭教育中心服務可以「從夥伴身上得到如子女般的照

顧。」她認為，年輕人「親和力很好」，只要周春開口，大家總是很樂意幫忙，

尤其是面對全球科技化的衝擊，瞬息萬變的資訊與技術的更新，也是必須透過

年輕志工的協助，周春才能夠「無縫接軌」；謙虛的她很認真的說：「我真的

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

(和樂的全家福 / 照片提供：周春)



「要把想對孩子說的事，寫下來」

書寫，是周春自我發抒的方式之一，不論遇到開心或不開心的事，她會隨

手抓起身邊任何可以書寫的工具—一張小紙條或是一本筆記本任意書寫；他說

書寫是幫助她「整理情緒、梳理情緒的方式；……心裡瑣碎的事，並不適合找

人發洩，但是透過書寫，可以幫助自己整理思緒，事後再回過頭去回顧也可以

在協助自己整理。」問她能不能給我看看她書寫的「成果」？她就像小女孩一

樣靦腆的說：「不行，那是我的秘密。」這些祕密被她好好收藏起來。

當問及周春她現在最想做些甚麼事時，她回答說：「我現在最想做的事就

是要把想對孩子說的事，寫下來。」因為看到身邊許多親友為了一點點錢的事，

弄得兄弟鬩牆、手足間「歹面相看」，覺得很可惜。周春不希望她的子女未來

也要面對這樣的窘況，所以她打算慢慢的把她想得到的事都寫下來。或許是因

為大多數子女不在身邊，她才想到了這個好辦法。

「透過服務才不會感到寂寞」

至於為什麼 80歲了還要繼續擔任志工呢？對周春而言，服務就是一種學習，
透過個案服務、在職訓練......等方式，周春認為自己「比較會管理自己的情
緒。」她還說：「如果再讓我年輕 15歲，我一定要組織一個服務團隊，這個團
隊要以服務老人為目的，去說故事給老人聽、陪陪老人家……。」追憶自己沒

能在母親年老的時候好好陪伴，周春臉上寫著自責與愧疚，她將這份對自我的

過度苛責轉化成一種力量，期待能夠透過「服務」來完成修復。

做了一輩子的志工，周春鼓勵所有人「不論年紀大小，都要出來當志

工。」尤其是對於老人家來說，她更是強調透過志工服務「可以認識很多朋友，

才不會感到寂寞。」周春，是終身學習的最佳典範。

周春友人暨服務夥伴用隨手拈來的紙片寫下

對周春的評價，既隨興又真誠。

『利他的付出，得到利己的收益

1.自我學習，影響家庭，促進家人關係和諧。

2.專業的學習成長，心態年輕不老化。

3.夥伴互相學習照顧，生活豐富又精采。』

(2019年 5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