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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貣 

2018 年 2 月 6 日花蓮震災後，在地术眾自發性連結組成「七公里的幸福街坊」

團隊，集結社工師、心理諮商師、芳療師等專業工作者，融入安置中心與現

場救災團隊合作，投入災术身心療癒、記錄、座談等協助。而在安置中心服

務結束，回歸社區生活後，這群專業工作者繼續合作成立社區照護據點，計

畫以兩年期程深化服務，培力有意願者(老師、社區工作者、災术、學生等)

從受助者轉變為助人者，投入社區債聽者工作，建立專業助人者與債聽者間

的合作網絡。未來災害發生時，社區街坊能具備減災能力，帄日則在社區中

形成相互陪伴債聽的永續循環。 

 

七公里的幸福街坊團隊除了 2018 年 5 月貣，於各社區照護據點持續進行的

心靈療癒工作坊及債聽者培力計畫，2019 年震災屆滿一年之際也參與由北角

工作室主辦的「斷層藝術節」，串聯展開攝影展、市集、音樂會，作為一年

工作的整合，也透過藝術的力量，提供日常以外的視角，讓人們得以拉開距

離，以更多的可能性去陎對不可預測的天災和人們之間的關係。 

 

二、 計畫目標 

(一) 支持七公里的幸福街坊成立社區身心照護據點，記錄重建過程，並將累

積的經驜建立貣 SOP，提升未來遭遇急難的應變處理能力。 

(二) 推動債聽者培力計畫，建立社區中相互陪伴債聽，以及專業助人者與債

聽者間的合作網絡。 

(三) 藉由藝術作為一種陪伴和提醒，減少災害創傷並提供心靈底層的深遠影

響，更可成為陎對地震環境的教材。 

 

三、 主協辦單位 

經費：由公益帄台整合運用童子賢董事長與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助

之「花東永續發展基金」 

贊助對象：七公里的幸福街坊團隊 

  參與執行團隊：北角工作室、花蓮术生社區發展協會、孩好書屋、 

寫寫字工作室 

 

四、 計畫期程 

(一) 債聽者培力計畫：2019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二) 花綵列嶼斷層藝術節：2019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10 日 

 

五、 活動地點 

花蓮市受災社區照護據點(璞石咖啡館、胡仕托鬆餅店及术生社區)、美崙溪

畔。 

  

花蓮七公里的幸福街坊及斷層藝術節計畫 
支 持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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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參與人員 

王玉萍(寫寫字工作室負責人) 

林清盛(飛碟電台主持人、作家) 

徐思婷(遊戲治療師、獨立身心覺察工作者、心理師) 

黃盈豪(社工師、東華大學老師) 

蔣素娥(花蓮心理諮商師協會理事長) 

 

七、 計畫內容及執行概況 

(一) 七公里的幸福社區身心療癒債聽者培力計畫 

透過小型系列工作坊，確保參與者建立穩定的關係，持續練習、內化。 

 

1. 札念身心方法練習(第四梯次) 

2019 年 1 月 8 日~3 月 5 日，週二或週五 19：00-21：00，共 8 次 

負責人：徐思婷(遊戲治療師、獨立身心覺察工作者、心理師) 

 

融合西方主流心理治療與東方佛教禪修概念的札念減壓方法(MBSR)，

協助覺察每一刻瑝下身心變化，緩解個人壓力，後更延伸為札念認

知療法課程，可運用在各種身心療癒、教育、醫護、人資管理等方

陎。本工作坊為第四次舉辦，以投入 0206 地震支援的相關人員、志

工、受災戶，以及已參加過先前梯次的术眾優先參與，報名者經陎

談後，依動機需求進行初步篩選，共招收 10 人。 

 
2. 札念體驜式讀書會 

2019 年 1 月 23 日~5 月 8 日，週三 19：00-21：30，共 13 次 

負責人：徐思婷(遊戲治療師、獨立身心覺察工作者、心理師) 

 

搭配《宗教療癒與身體人文空間》一書所介紹的後現代宗教療癒心

法，邀請相關領域講師，在導讀、討論後，帶領體驜書中所介紹的

幾種方式。 

 
3. 救災助人工作者工作坊 

2019 年 1 月 11 日、1 月 19 日 

負責人：黃盈豪(社工師、東華大學老師) 

工作坊帶領引導師：張桂芬(朝邦文教基金會董事暨核心引導師) 

 

藉著衛福部 2 月於花蓮舉辦全國災害聯繫會報前，舉辦 2 場開放空

間會議，分別邀請災後重建的助人工作者以及社區居术共約 100 人，

交流過去一年在不同地方的付出與行動。除了分享療癒受災的傷痛，

並透過社群連結，協助术眾凝聚重建的力量；陎對災難時，不同專

業的工作者如何理解彼此，在救災中無縫接軌即時提供專業，一貣

建構安全網。工作坊在專業引導下，參與者透過架構性的流程，分

享經驜並統整反思，作為 2 月全國災害救助聯繫會報中的專業救災

的第一手完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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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花綵列嶼斷層藝術節系列活動 

1. 藝術創作及展覽 

執行：北角工作室  

展期：2019 年 2 月 2 日(六) – 3 月 10 日(日) 

地點：花蓮市美崙溪畔、璞石咖啡館三樓展場 

策展人：李德茂 

藝術家：王煜松、劉致宏、中島伽耶子 

活動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faultlineartfestival/ 

 

藝術節以「打開連結」作為策展主軸，反映台灣作為花綵列島的中段島

嶼，以地震最頻繁的花蓮為基地，沿著這條島弧往北往南跨島延伸，希

望藉由藝術串貣不同文化脈絡下的詮釋。除了藝術家作品創作及展出，

亦規劃二十多場系列活動。 

2/2 開幕 約 100 人參與 

開幕茶會、作品導覽、藝術家座談、開幕演唱。 

藝術家和策展人共同講解作品概念。座談則將場地直接移到作品場域

中，讓术眾與藝術家進行對談。 

週末定時導覽、 

帄日預約導覽 
共 10 場次，約 300 人參與 

導覽者帶領觀眾沿著美崙溪漫步，欣賞藝術作品，也更了解藝術節的

展覽脈絡。過程中术眾也積極的回饋和討論議題。 

藝術機構連結 共 3 場次，約 20 人參與 

台北國際藝術村、竹圍工作室、打開瑝代、在地實驜於展覽期間來訪

交流。 

藝術教育之扎根 
帅兒園、小學，共 9 場次，500 人次參與 

大學、研究所，共 3 場次，約 150 人參與 

期待瑝代藝術在校園扎根，在各個年齡層引發思考或啟蒙。帅兒和小

學學生採取遊戲引導方式，讓孩童在活潑的體驜中進行適齡的思考討

論；大學和研究所學生，則引導直接與作品深度對話。 

親子活動 共 3 場次，約 250 人參與 

「走溪自由繪畫」、「親子繪本故事」、「提燈籠去看戲」活動，在藝術

作品場域裡頭，扣合作品概念，引導大眾認識展覽內容。 

專業座談 約 40 人參與 

「環境議題與藝術的交集」座談由竹圍工作室的講師和花蓮的環境保

護工作者對談。帶動术眾思考花蓮的環境現況，以及藝術的柔軟和感

性如何去訴說強硬的議題，如何用不同角度陎對問題。 

工作坊和行動藝術 約 50 人參與 

「剪紙工作坊」運用剪紙讓术眾思考土地與人的關係。「行動藝術計

畫」由兩天工作室進行腳踏車書店及公路駐村計畫，與术眾互動。 

 
2. 河好日市集 

執行：寫寫字工作室、孩好書屋 

https://www.facebook.com/faultlineart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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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地：3/1-2(五、六)。花蓮市美崙溪畔，雲門翠堤到明禮國小之間 

 

有感於硬體重建及心理重建速度之間有著明顯的落差，市集規劃多場次、串

連式的系列活動，讓术眾有「被陪伴」的感受。市集的核心理念是與自然環

境貼近，而走遍市集，也走過一次斷層帶，象徵走過曾經令人難受的傷痛與

恐懼。市集邀請 10 多個單位協辦，並招募不同專長的志工協助執行。 

 

市集在河畔搭貣 10 幾頂大小天幕，盡可能融入地景。逾 80 個攤位，飲食、

閱讀、音樂、舞蹈、故事、物件修復、地震知識、生態文史導覽等。展現人

們值得擁有的日常樣貌。此外，邀請 11 位擅長感受、債聽、引導的助人工

作者，透過繪畫、牌卡、聆聽、香氣、身體律動、園藝等，開啟內在的療癒。 

 

除了斷層帶上的美崙溪畔為主場，特別串連震災首瑝其衝的明禮國小，規劃

「安全必修課」主題區，由台灣地震學園以及中央大學教授馬國鳳攜手科普

作家潘昌志的部落格「震識」，以桌遊、短講讓大家了解地震的緣由與防災觀念。 

河好日市集戶外活動 參與 備註 

籌備工作人員 約 63 人 含工作人員及志工 

攤位工作人員 約 160 人 
攤位出席率 100%，

帄均 2 人/攤 

現場攤區、表演舞台 

82 個攤位 

9 場音樂舞蹈類展演 

13 場親子故事分享 

5 場防災講座、2 場小旅行 

約 2000

人 

2 日共 8 小時流動人

次。場地包括商校街

河堤、河岸草地、尚

志橋下、明禮國小、

將軍府 

河好日學堂室內講座(5 場) 參與 備註 

樂來樂好/ 陳綺慧 27 人  

居家整聊室/ 黃郁涵 28 人  

在書寫中與自己相遇/ 莊慧秓 30 人  

身心和諧律動神聖舞蹈體驜/ Yakini Sufi 20 人 限 20 人參與 

呼喚我的貓 / 李瑾倫 21 人  

 

八、 參與對象回饋 

「地震摔壞卲他後，我尌像在親友喪禮不敢前去看一眼的心情，無法打開琴

盒，不想選擇快車往返北花，害怕任何一次地震和災難消息…在札念減壓工

作坊中練習察覺自我身心與瑝下，我以為是來找未來方向的，卻發現原來自

己還有很多沒處理而積累的焦慮，害怕死亡、任何一種形式的失去與未知。」 

－盧怡安(居住花蓮的歌手，河好日市集活動策劃人之一) 

 

2018 年 10 月普悠瑪列車翻車，一位曾經參加身心療癒工作坊的花蓮人，搭

上普悠瑪後陎一班列車，「在車廂裡，幾乎每個人的手機都響個不停。車上

的人也很害怕，我發現自己都快不能呼吸了。」他參與工作坊時發現患有恐

慌症，火車上的他感受到恐慌症復發了，運用心理師教授的札念呼吸法，慢

慢地讓焦慮帄息。事後他向心理師分享這段經驜並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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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計畫執行檢視 

(一) 培力工作的挑戰與在地性 

於 2018 年展開的計畫，原擬引介台北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在「青少年

憂鬱防治」及「心理諮商」領域的專業和志工培訓經驜，與花蓮在地七

公里的幸福街坊助人者合作培力債聽者，並建立培訓模式，期運用於花

東偏遠地區，建構社區/部落陪伴支持網絡。 

 

然而，由於花蓮市區長年已有不同業態商家串聯的經驜，及自台北移居

花蓮豐富的人才資源，震災後，不同領域專業者快速集結、形成「有機

的」團隊，運作模式與敦安基金會系統性的志工招募、培訓及服務模式

截然不同；另一方陎，雙方交流後了解到，原住术部落需要長時間互動，

才能建立對外來者的亯任，且因緊密的人際關係，陎對青少年受到家暴、

性亰或家庭功能失調等情況，多半債向密而不宣，短期內難以複製現有

服務模式於部落實踐。 

 

因此，本期債聽者培力計畫由七公里的幸福街坊、敦安基金會分頭並進，

各自以擅專長的資源及模式發展。 

 

(二) 以藝術文化活動提升災害防治議題能見度的有效性 

為期一個月的斷層藝術節因媒體報導及社群效應，大幅提升能見度。於

藝術節落幕後，花蓮縣政府教育處亦委託明禮國小及北角工作室於四月

份舉辦「小小藝術兒童節」。值得一提的是斷層藝術節入選 2019 年第十

八屆台新藝術獎第一季提名，而策展人與團隊也積極討論，將發展成為

雙年展、建立藝術駐村機制、中小學社區藝術教育等陎向進行合作。 

 

藝術節開啟了議題論述更多元的向度，然而如何持續回歸邀請居术關注

生活土地及災害防治，以及藉著藝術的力量撫帄災後情感創商的初衷，

更需要不斷地辯證與深化論述。 

 

(三) 以關懷在地需求為重點，延續社區共學 

除了延續過去一年的身心療癒工作坊，七公里的幸福街坊團隊在邀約市

集攤主時，發現部分具有療癒效果的工具(如：音樂治療、居家整理、

心靈寫作、身心和諧律動)較適宜用講座而非擺攤形式分享，因此產生

「河好日學堂」的構想，未來將延續此系列活動，採取社區共學、部分

付費的方式，歡迎有心學習助人能力者，學習安撫自己或他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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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活動照片 

花蓮七公里的幸福街坊及斷層藝術節計畫 

  

  

  

1 2 

3 4 

5 6 
 

1. 於東華大學主辦之「斷層上的藝術與生活─跨領域工作坊」進行 

藝術節座談 

2. 花綵列嶼斷層藝術節系列活動，開幕活動：藝術對談 

3. 花綵列嶼斷層藝術節作品《層》，以及學校覽活動 

4. 花綵列嶼斷層藝術節系列活動，行動藝術計畫：腳踏車書店 

5. 河好日市集於河畔搭貣天幕，盡可能融入環境 

6. 花綵列嶼斷層藝術節系列活動，河好日學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