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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兒 ◎ 文字工作者              

聖經新約使徒行傳裡有一段著名的宣教

記載，稱為「馬其頓的呼聲」那是基督教福

音工作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宣教士保羅，

所經歷極奇妙的故事！

這段文字是這樣寫的：「他們就越過每

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

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

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

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　神召我們傳

福音給那裡的人聽。」（徒 16:8-10）

從地域環境來看，特羅亞屬亞洲，馬

其頓則屬歐洲，因此到馬其頓去傳福音的意

思，乃是跨越洲際的新里程，因為之前上帝

不許他們在亞西亞講道，原意就是要他們轉

到歐洲去！而這一轉向，看似不起眼，卻關

乎後來整個基督教宣教歷史的軌跡。

兩千年來，基督教很明顯地由中東先

飛魚故鄉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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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歐洲傳，接著到美洲，今天重心來到了亞

洲，之後將由中國大陸進入回教地區，最終

回到發源地以色列，剛好繞了地球一周。從

外表看來，這事彷彿就是這樣自然，但熟知

基督教信仰的人，卻都深知上帝的靈一直隱

藏卻清楚地引領著每一時空及遍地的僕人，

按著祂的計畫在前行著，因為聖經記載說，

福音要傳遍地極，直到祂再來的日子！

福音有它既定的路線，這是我們這世代

的人，才有機會看見的真實（千百代以來發

生的故事卷軸攤開來了），然而祂如何感動祂

的僕人（牧師或宣教士），祂的僕人又怎樣

回應祂的呼召與帶領，則始終跟祂創造天地

一樣地奧秘；然而，若非在這種認知的根基

上來閱讀《飛魚之故鄉》這本書，誰能在這

素淡的文筆中，竟可感受到一股不可思議的

力量奇妙地貫穿著，且似乎略略嗅到了一種

「蒼天憐愛的心意」（這是中國人未識上帝之

前的慣常用法）。

此書副標「蘭嶼董森永牧師的宣教故

事」，算是把內容標記得再明白不過了！問題

是，你要從中讀到甚麼呢？難道只是眾多基

督教宣教書籍中的一本嗎？或是對這小島情

有獨鍾的人，才會有興趣一探究竟呢？而此

書的書寫，如果把他第二章個人的成長經歷



TOP1
I

S
B

N
 9

7
8

9
5

7
6

7
8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59民國 10 1 年 2 月號第 1 5 8 期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59民國 10 1 年 2 月號第 1 5 8 期

抽離，或者對臺灣早期坎坷荒涼的年代不感

興致，這本書其實就不見太多的「情趣」；因

此，它最要緊的應該是「紀錄下歷史」，一段

幾乎失去的歷史，如果不是作者董牧師及時

地銜接起來，那遙遠而屬邊陲的海嶼，曾經

有過這麼多人默然耕耘的事蹟，也不過是塵

世間的一聲驚嘆罷了！

本書分為四大篇及一附錄，首篇是福音

傳入蘭嶼之初期，其次是作者的成長史（信

主、受訓結婚及驚險之生活），第三篇總括其

受派回蘭嶼傳道的重要事蹟，末篇則是勾勒

相關之傳道人事史物等（駐地之眾宣教師、

聖詩聖經編譯、個人簡史等），附錄則是臺灣

長老教會在蘭嶼的建堂與兩地締結關係的相

關資料。

現為長老教會總幹事的張德謙牧師，

在此書之序中如此推薦說：「此書宣教史記

非常的多，幾乎把島嶼長達 60 年的傳道活

動、宣教師的往來狀況與服事成果，以及部

落的人物和景物描寫的非常詳細又精彩……

又說，蘭嶼達悟族群區六間教會就是六個部

落的精神力量……部落間互不侵擾，自主自

治……。」

他雖未明說直點，卻已在字裡行間透露

出歷史的事實：基督信仰對這飛魚之故鄉的

影響，不止於信仰，更多是它整個文化上的

展翅飛翔！若沒有這群傳道者回應上帝的呼

召，今日的海島景況恐怕就得另當別論了！

巫術、貧病、恐懼、落後、災禍……

一直是全球各地原始部落居民的困境，聖經

裡曾一再宣告：上帝差遣祂的獨生愛子來到

這世上，乃是要叫祂「傳好信息給謙卑的

人（或譯：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

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

牢……」。

因此，這飛魚之故鄉的呼求聲音，不但

未如石沉於大海，反而讓上帝動了極大的恩

慈憐憫，不僅差派董森永牧師，細數前後還

計有：淡水的駱先春，臺東的顏明福、李學

聖、潘昆山……，花蓮的黃清松、曾五郎、

陳金成、楊富男、吳清雲……等 17 位牧師或

宣道師，乃至遠自加拿大的魏克琳教士，竟

能毫無理由及條件地為這塊土地與人民奉獻

自己的珍貴青春或能力，愛心與生命終其一

生？這是哪來的力量啊？ 

從宗教信仰角度來看，它是一本基督教

宣教歷史，但若由人文視野切入，它也不折

不扣見證了蘭嶼的開發。其實，臺灣與周邊

海島 10 幾族原住民的近代史，不獨蘭嶼，幾

乎都和基督信仰（天主教及基督教）關係密

切；宣教足跡將他們從原始生活引領向文明

的場域（先不論好壞、功過如何），正如同其

隱晦的祖靈崇拜漸步消退，轉而為與天地之

初的造物主的接軌或回歸。

今天，因此在臺灣教會界的積極認知

上，更承認且正視：原住民，實乃此一地土

上之「長子」的身份，上帝看重這個自然土

壤與生命的次序，而人類歷史的發展與演

變，當然一樣一點都無法忽略這群長子在這

片地土上的興衰更迭。

而此書裡所列的各部落（朗島、椰油、

東清、漁人、紅頭、野銀）之教育、事件、

建築、活動、抗議、文書等等，某種程度上

也是為蘭嶼留下了許多的成長紀錄，辛酸中

飛魚故鄉的呼聲！─董森永牧師墾植蘭嶼福音工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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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盼望，從無到有，不單是雅美聖詩、達

悟語新約聖經這類信仰文字工作的起步開

拓，董牧師更完成了蘭嶼達悟生命禮俗、雅

美族史篇、雅美族漁人部落歲時祭儀等書。

可見上帝選派的這位僕人，不僅在牧養

人的靈魂上竭盡所能，更是一位有文化見地

的先鋒，與自己族人生活的脈動緊緊相連，

不會高舉信仰卻不食人間煙火；因而他所展

現的人文精神與情懷，很容易便叫人想起耶

穌當年在傳道時所揭櫫的「道成了肉身」！

而這一部分的生命體現，尤其在本書

第二十章―董森永與「蘭嶼各部落教會」

的興衰起落的回憶裡，看到了雕烙極深的身

影；外在看似記錄著每一間教堂，由起先颱

風來即刻肢解的茅草簡屋，到歷經十數年終

於有水有電的水泥房的過程，內裡其實是宣

教者用血肉之軀願意埋身斯土的動人心事；

作者平鋪直敘，明白的讀者卻行行見淚啊！

本書用了頗多的篇幅記述著雷同的一件

事―就是一磚一瓦地去建造可以「屹立不

動」的一座教堂！那是幾乎全村人共同的志

業，一起捲起衣袖來挖石運砂、起樑定柱；

而土地的取得，則是重複經歷上帝「將不可

能化為可能」的作為；但是經費款項的募

集，卻是上帝忠心的僕人、這位作者董牧師

最煎熬的一段歲月！

對文明或富足之地，這些費用算不得巨

大，然而董森永牧師卻在這過程裡，向大海

撒魚餌般丟出無數的募款與代禱邀請信函，

可是回應有限，因此不能不在正常的牧會事

務之外，抓時間東奔西跑，卻狀況接踵不

斷：掉錢、迷路、生病、失望落空、被搶、

被騙，乃至興建時種種人與工程的意外！

而最無可預計的是：這卻不是一次結

束就歇手了，而是從朗島或椰油，而東清、

漁人、紅頭、野銀，這樣一個個需要相繼的

工程！多少年下來，捱到大功告成，回首來

時路，董牧師看到的，竟不是這事情本身艱

難有多大？反而是窺見上帝引領他的手有多

大！他的總結竟是：那是他最快樂、最幸

福、最自傲、最安慰，顯出愛心、關心、順

服、熱心、智慧、見識、信心、仰望、讚

美、祈禱、忍耐、倚靠上帝最多的時候！這

事乃顯出：「人看重在事情上，然而上帝所在

乎的卻是人的生命如何」的極大差異啊！

這也就需要將焦點拉回作者董森永身

上，來討論上帝對人有著怎樣的生命目的？

關鍵則在當人願意尋找上帝的旨意時，卻需

要用動輒數十年的時光順服自上帝而來的感

動，並以實踐去印證及經歷。

實踐印證，本身就是改變自己計劃的過

程，而當你願意的時候，就會發現並經歷上

帝的能力及真實，簡言之，作者的一生便是

這樣「與上帝同工」的濃縮標準版，他似乎

沒有自己的心願，卻奇妙成就了上帝在蘭嶼

極大極美的建造。

而且他單純的堅持，還打破了聖經裡有

句固著難破的說法：「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尊

敬的。」（約四 44）他成了家鄉人十分敬重的

一位牧者與開路的先行者。

董森永雖然年少時曾離鄉一段日子到

臺灣接受神學教育（玉山神學院），但從他

24 歲返回蘭嶼傳道之後，便埋首家鄉，跑

遍全島大小角落，歷盡各式篳路藍縷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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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他的委身，換得了多數鄉親的認同及

支持，不僅藉由信仰而在心智上被開啟，他

也領導島民抗拒政治上對其住民弱勢的欺騙

與傷害，比如核廢料儲存場的問題、國家公

園的設置、交通及環保之衝突等等，既是其

信仰上對公義的在乎，亦是文化上維護之必

要，他都義不容辭，站在前端；生命不僅是

榜樣，更是朝夕一起的深刻！

本書也許讀者不多，卻是既珍貴又完

整的史料，尤其在基督教的宣教意義之外，

有著濃厚的人文意涵，頗能看見中國人所謂

「天人之間」深刻的互動；作者董森永以其

一生大半的生命歷程寫下了這樣特別的一本

書，實在值得世人以較寬廣的心來展閱；他

雖歷練辛酸，靈魂的果實卻自在甜美，這也

是最叫人玩味的所在！

以至於筆者在即將闔起本書之際，竟在

末尾發現：董牧師還在去年 2 月由交通大學

出版了一本《董牧師說笑話》的書，這算是

個突兀的驚嘆號嗎？還是其實那是從蘭嶼那

樣堅硬的海蝕之地，自然長出的一株株地瓜

或芋頭，雖不顯眼，但其味卻原本便頗耐咀

嚼啊！  

飛魚故鄉的呼聲！─董森永牧師墾植蘭嶼福音工作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