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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震復災中的好人行動 
 

●黃榮墩／好人運動創辦人 

 
 
 

  今（2018）年2月6日花蓮發生嚴重地震，造成統帥大飯店大樓倒塌。「雲門翠堤大

樓」、「白金雙星」及「吾居吾宿」低樓層遭到壓垮、大樓傾斜。遠東百貨花蓮店舊址

大樓結構嚴重受損、七星潭大橋結構變形、花蓮大橋路面隆起。 

  這次地震共造成十七人罹難，兩百九十五人受傷。雲門翠提大樓有十四人罹難，統

帥飯店則有一人遇難，另有兩人在民宅中受傷死亡。其中包括九名中國遊客，一名菲律

賓外勞。四棟倒塌大樓共有一百九十五戶，受損受災需補強的黃單警告戶二十戶、紅單

危險禁制戶二十戶。截至3月22日共兩百三十五戶受災受損。市區民眾的住屋普遍出現衣

櫃、家具傾倒，地面多處隆起、龜裂、圍牆倒塌。 

  此外，花蓮縣政府隨即開設地方應變中心，分別在小巨蛋、中華國小活動中心成立

收容中心。這起災害發生後救難、消防、國軍以及地方政府的救難、安置、復原作為請

參考政府相關資訊。本文僅侷限好人會館所採取的行動作為紀錄視角，從民間非營利組

織的角度與作為提供救災應變參考。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1期／2018.03.30  89 

壹、救災的展開 

  災後第二天中午返抵花蓮，眼前所見的狀況是「花蓮統帥、金雙星大樓、吾居吾宿

大樓崩塌下陷、翠提雲門傾斜。許多地方已經封鎖，或者正進行搶救。許多路面突起，

警察必須幫忙維護或設立三角錐加以警示。受創嚴重的區域幾乎集中在美崙溪南岸中華

國小兩側。中正橋、尚志橋銜接路口都出現裂縫。中華國小也設立收容中心，然而現場

持續發生地鳴、地震，同時還下起急雨。希望救難人員能排除困難進行搶救。」 

  震災發生之後，好人會館隨即暫停台北市迪化街城隍廟年貨大街裸買市集的活動，

全力集中力量返鄉參與救災幫忙家鄉。恢復花蓮辦公室，作為志工基地，顯然是第一要

務。隨後必須儘速號召行政人員立即進駐，負責提供銜接與後勤支援，並立即著手下列

準備：（1）提供志工進行家園的恢復；（2）安置以及租屋之後大型物資與家具的救

助；（3）受理需求申請與供應志工以及物資。 

 一、招募志工協助家園恢復 

  花蓮志工組成受理志工的申請與派工組、物資需求登錄組、以及出隊志工。台北辦

公室則負責志工與物資招募。接下來開始進行出隊服務，全體人員出動四處幫忙清理家

園。除了花蓮的辦公室成了救災基地，聯繫太陽花民宿與山中傳奇民宿提供志工們住宿

與接駁。 

  此次參與的志工有來自屏東科大的小丘、台科大的阿哲、成大阿鴻、小羅和巴奈。

台北的微笑志工團的美美、雅婷Jessica和飛翔四人團，慈濟大學的甫哥、台中黃靖、花

中小學弟、台東大學苡楓、新竹的兄弟檔長榮大學的阿維、高爾夫職業選手阿丞、廚師

小朱、沙蟹，以及去年剛自新店高中畢業。如今分布在亞洲大學、長榮、輔大、交大就

讀的十位同學，這是他們畢業後第一次相約揪團，不是出去玩而是來救災。 

 二、募集摩托車提出救濟與經濟整合服務模式 

  由以往的經驗，許多民眾在遭遇土石流、颱風、地震侵襲時，代步工具、生產工具

受損，生活會遭遇嚴重影響，甚至無法工作。於是，我們開始推動二手摩托車的募集，

鼓勵大家清理捨不得丟棄，或是好久沒騎的腳踏車，想賣但賣不到好價錢的摩托車。 

  住在壽豐鄉盧小姐慷慨捐出他的摩托車。捐出前特別請摩托車行將車子加以整理並

請機車行協助，把車子遠從壽豐鄉騎到花蓮監理站，再辦理驗車過戶。另外，因震災而

失去機車、同時也失去工作的林先生，則從仁里就近到監理站等候。他們備妥相關證

件，順利的完成領牌、領行照，成為第一位完成機車過戶的災民。 

  由於，機車的捐贈工作十分繁瑣，無形當中讓分散各地的捐贈者與受助戶備感困

難。於是，在好人會館與光陽機車總公司集思廣益下，提出一個合作的方案，也就是分

散各地的車行變成受理捐贈的服務站，任何要捐車的朋友可以就近到光陽機車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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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再由機車行老將捐出來的摩托車加以整修，整修完畢就在當地驗車，再將機車過戶

給好人會館或光陽機車基金會，最後將機車托運到花蓮，開放受災民眾的申請。另外，

針對災民換購新車提出補助方案。讓代步車、捐贈車以及購買新車成為一連貫的服務。 

  這中間所發生的相關費用與捐贈收據的開列，便由好人會館提供辦理。如此一來，

捐贈者可以獲得正式抵稅的收據，分散各地的摩托車行則提供技術與行政協助，這些衍

生的費用由善心人士的捐款支付，或由受災者依照所選摩托車整修費用給付。然而，更

好的方法是由光陽機車的相關基金會會公關部門以捐款的方式成立服務支持系統加以支

付。這樣捐助活動不至於打擊當地產業，透過救災捐款也可以和經濟生活產生連結。由

此可見，雖然民間的力量十分有限，但是只要建立便利的管道，社會的互助就會立即變

好。 

貳、年夜飯的呼籲 

  由安置中心廚師群組成的義煮團隨著年前各飯店推出的年夜圍爐，紛紛收到公司的

通知要求大家返回工作崗位。大家擔心暫住安置中心的受災戶該如何過年。因此，好人

會館提出花蓮民眾打開家門大方邀請受災民眾一起吃年夜飯圍爐的構想。最好的辦法是

大家不當陌生人，不把震災當作事不關己。我們一起認真、熱情、盛大的邀請安置中心

的朋友到家裡過年。 

 一、提早的年夜飯 

  為了促進社會的互助，2月14日志工們決定先煮一桌菜邀請受災民眾與東華大學同樣

受到地震影響的印尼留學生一起來吃飯，希望這項提早舉辦年夜飯的義舉能夠帶動大家

的響應。然而，縣長果然在餐廳舉行的年夜飯與紅包發放，所有災民幾乎都到齊。相較

之下，我們提前舉辦的年夜飯變成是一場氣氛嚴肅、沉重的餐會。 

 二、師恩的回報，有人情的救災 

  這次救災的畫面中有一個震撼的畫面令許多花蓮人無法忘記。那便是救難人員救出

鼎鼎大名，培育花蓮無數英才的葉春蓮老師。葉老師獲救之後，並沒有留在安置中心，

而是回到生物教室暫住。 

  許多人當老師憑著一股熱情，但遇到困難熱情很容易就澆熄了。不過，葉老師從開

始教書一直到得師鐸獎，再到退休後始終如一。葉老師是一為意志與體魄都不斷自我要

求、自我鍛鍊的人。好多人都受到老師的啟蒙，因而感念不已。當同學們得知葉老師的

遭遇，大家立即有所反應，視為報恩的機會。幾天之後，葉老師就陸續收到由同學與昔

日同事所捐贈的筆電、洗衣機、電冰箱、熱水器、電子鍋、電鍋以及若干餐具等。剩下

來就隨著家具的捐贈慢慢完備，也有同學在第一時間提供免費的房子給老師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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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今年我家不放鞭炮 

  除夕那天，外甥孫想放鞭炮，我告訴他花蓮大地震，很多人家辦喪事，我們不要放

鞭炮。其實這只是缺乏提醒，花蓮人的善心溫柔就會被喚起，風氣也會變醇厚。否則馬

照跑、舞照跳，也就是煙火繼續放、演唱會繼續辦，花蓮的人心變澆薄而冷漠。 

參、好人衣物店 

  由於花蓮縣政府啟動救災以及安置中心，緊急的物資救援陸續就位。依照過往經

驗，緊急安置一段時間，情況穩定後，受災與受損民眾才會開始重新租用房子，政府也

將給予租金補助。但是許多受災戶緊急逃生來不及攜帶足夠的衣物。 

 一、花蓮衣物店開張   

  花蓮縣政府決定在除夕前一天關閉安置中心，並且將人員分散到飯店住宿。情形一

如快速的將統帥飯店與倒塌的大樓拆除一樣。為此，我們決定因應需求設立好人衣物

店，在又一波低溫報到時開辦。許多受災民眾前來選取衣物、浴巾、毛巾、襪子等生活

所需的衣物。 

 二、婚禮的周轉金 

  從過去救災的經驗中可知，每當災難發生時急需短期的周轉金，政府的救補金需要

作業時間緩不濟急。即便對有經濟能力的人，仍有短期周轉的需求。於是好人會館開始

進行短期周轉金的募集與媒合，一部分是募集一筆小額的周轉金作為無息短期借貸，另

一部分募集願意提供短期借貸者，協助災民渡過困難期。 

 三、生生不滅不增不減的周轉金 

  這次救災創造的短期借貸周轉金，初步雖然僅募得六萬餘元基金。卻創造了許多願

意無息、信任災民的借助者。雖然只有六萬元，卻可以不斷創造媒合借貸的善行互助。 

肆、好人家具店 

  3月2日縣政府提供的飯店住宿截止，許多人必須在此之前找到居住處。3月1日星期

四上午十點好人家具店在花蓮市中原路五百七十五號正式開幕。當受災戶民眾搬離安置

中心，大型物資與各種家用品的需求大量增加，屆時新租屋需要各式家具、家電、生活

用品與生活物資。包括：衣櫥、衣櫃、餐桌、書桌、茶几、單人床、雙人床、冰箱、洗

衣機、電鍋、熱水器、碗筷、茶杯、洗衣粉、米、沙拉油等。簡單而言，上述物品也就

是一個新家的需求。這些花費十分龐大，如果近期內能夠找到幫忙，就能緩解短期的困

難，算是重建生活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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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災民租屋問題開始出現 

  台南地震時災民漸漸遇到租屋的困難，大家以為是政府補助以及災民無力負擔租金

的問題。後來發現真正原因包括：政府按人口補助，一人三千元。三人以下家庭一個月

六千元，補助金只夠租雅房且無法持續。屋主因擔心災民日後付不出房租，或遭遇其他

困難難以處理，索性不租。 

  同時，受災戶一旦離開安置中心後，租屋問題漸漸成為一堵隱形的牆，雖然官方數

據顯示空屋充足，災民卻經常碰壁。台南市一個大都市，調節的空間與可能性較大，反

觀花蓮市一個相對較小的都市，相對的條件更弱。因此，由一個中介團體來進行租屋，

承擔房東所擔憂的風險顯得格外重要。國外運用社會住宅來面對社會緊急需求的經驗，

在花蓮這種經常運用小惠討好民眾的地方，無異是天方夜譚。儘管如此，我們開始仿照

台南、台東的救災經驗，開設好人家具店，統合供應衣物生活用品。 

 二、持續的物資需求 

  年前安置中心關閉，許多災民轉住飯店。當安置的時間陸續結束，租屋的壓力快速

湧現，重新開始一個家的各種準備也隨之展開。根據以往的參與救災的運作經驗，在烏

來大約需要三個月，在台南或是台東救災也都需要六個月。估計這次花蓮受災大約也需

要六個多月、至少六十車次的家具與大型物資協助。截至3月24日止，好人會館總共運送

了十二卡車的家具與物資。 

  （一）家具、家電抵達花蓮 

  目前已經有冰箱、電視、衣櫥、餐桌、電腦、電子鍋、熱水器等等許多家具、家

電、衣物與生活用品，足以開始提供服務。2月12日起，好人會館接受來自各地捐贈的家

具、家電等二手物資，陸續運送到花蓮，當3月1日上午十點好人家具店開放後，家中有

人不幸過世的家庭優先選取需要的家具與物品，家具很快就發送完畢。 

  （二）每一家都有難唸的經 

  地震受災是一件事，隨之而來併發原本就已經有的難處，救災的過程中也讓我們發

現到家家原本難唸的經更加困窘。 

  已經從部隊離開的阿凱，下定決心另謀出路。這次家裡雖然位處重災的管制區，卻

沒有倒下。儘管政府開放可以返家，卻得面對翹起的地板、龜裂卻又不需拆除的牆壁，

這種處境有苦難言。 

  小芳的家裏亂七八糟，在先生離去時她早已失去整理家裡的動力，亂跟不亂已經沒

甚麼差異。地震是一回事，隨之併發家裡的事內心更是糾結。這是受災戶真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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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寫下你的捐贈故事 

  來自苗栗的志工鈞徨留下一封志工信：「這一趟花蓮志工之旅，有太多的感受。從

一開始決定要來到出發前，有人問：救災不是都差不多了，你要去幹嘛？你要去做什麼

志工？你要去哪邊做？你找到的真的是志工組織嗎？老實說：這些我真的都沒答案，我

也沒經驗，只有一個念頭，去了就知道。剛來的時候，內心還是有些疑問。在物資中心

幫忙整理分類，覺得自己來到這，好像沒有幫到忙。一直到前天，有個殘障人士，因為

現租的房子有裂痕，他雖然不是震災區但是也不敢住，要搬家把多的床墊捐贈出來，我

們順便幫忙這位殘障人士搬家，才感受到原來這就是志工。只有走進去，跟著他們一

起，貼切了解他們的感受，才知道真正的需求是什麼。這一趟花蓮之旅，真的很不一

樣，認識了許多人，花蓮青商、花蓮青少年志工組織、好人會館。沒有深入走進去，就

沒有這麼深刻的的感受。接下來還是持續需要人手幫忙，不管是台北或花蓮。」 

  （四）謝謝日本 & 台灣加油 

  長命密寺に集まった花蓮地震の義援金を、好人運動（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

会）執行長の黄榮墩さんに贈呈しました。黄さん達は台北で家具の義捐を募り、トラ

ックで花蓮に運んで「家具銀行」にストックし、被災者に無料提供しています。家具

の積み込みも少しだけ手伝いました！ 

  過年前松本跟踏舞者Yoshiaki在震災過後第三天就抵達花蓮，幫忙協助花蓮的受災戶

清理家園。一直到除夕當天晚上才離開花蓮。Yoshiaki回到日本之後，更將消息傳到東

京、大阪，這兩天又再度回到台灣。藝術家的熱情真是熱情而純粹。來自日本的道道與

她的朋友今天也將會抵達花蓮，他們專程來了解花蓮進一步的需求，要將消息傳回日

本。慶修院的老朋友今井淳雄從東京寄來了日用品。這位新銳博士一直從事移民村與台

灣日治時期日本佛教的研究，因此一直繫念著花蓮。 

  （五）來自不同國家的志工 

  娜禮塔來自印尼，她第一次出國就選擇來台灣擔任志工。三週之間參與好人會館快

節奏的各項事情，臨回國前又碰上花蓮地震。由於簽證的限制，他雖然想留下來幫忙，

卻也只能在春節當天回家。 

  梨啤是來自香港的志工。梨啤並不是學生，他是一個資深的社工員，在香港從事專

業的社會服務工作，也在學校裡提供團體諮商。他對變動中的香港有許多深刻的反省，

因此他經常來台灣。這次他利用年假來台灣休假，當地震發生，他立即改變行程投入救

援工作。他來的時間恰巧是好人家具店開辦的時候，他幫忙擦地、不斷的搬衣服、搬棉

被、搬家具，直到他搭火車的前幾個小時。 

  隆快帶著信徒和來自東北地區—也就是311地震受災區民眾的捐款來到花蓮，他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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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金送給慶修院，同時為花蓮寫了一篇祈福的敬白文。 

伍、捐款捐不捐 退款退不退 

  這次花蓮震災，因為縣政府計劃動用八億元補助產業復甦，引起退款的軒然大波。

在此之前，花蓮縣長抱怨中央政府大小眼、組成捐款監督委員會，邀請紅十字會王清峰

擔任主任委員卻又旋即辭職、縣政府指稱處理傾倒房屋廢土需要四億元經費。在此同

時，縣政府不顧社會觀感，持續在花蓮持續張燈結綵、舉辦演唱會等等事項都加深了民

眾對花蓮縣政府使用捐款的疑慮，最後出現退款風波。 

陸、花蓮人的感謝 

  我是花蓮人又負責好人會館的救災工作，有如下的感受：退款風潮與事件讓花蓮人

五味雜陳，還是要感謝大家對花蓮的救助。 

  災難發生時許多人不假思索捐錢、郵寄物資，甚至直接抵達花蓮報到擔任志工。值

得一提的是，地震發生之後有兩位在花蓮玩的日本人直接到街上挨家挨戶詢問「你需要

幫忙嗎？」。他們進入民眾的家中幫忙扶正傾倒的家具、櫃子。除此之外，還有來自香

港的朋友臨時改變旅遊行程來到花蓮報到，幫忙好人會館家具店的開幕工作，協助掃地

或拖地清理原本閒置多年的市場成為家具銀行。 

  同樣的情形，還有一位嫁來台灣的重慶媽媽，連續五天每天幫忙受災戶清理家園。

台北機械廠的老闆直接將貨車借給好人會館，當作家具搬運車，直到現在。許多來自台

南、台北、新莊、桃園等地響應將二手機車捐出來，還有兩家機車行一家買車降價一萬

元優待，另一家則捐出三十部機車。苗栗的客家媽媽拿出三十斤保存五十年老蘿蔔義

賣，贊助家具運送的油資十六萬四千元。還有替代役男利用休假來幫忙，也有世大運的

志工、微笑天使志工團、快樂傻瓜志工團。佳世達科技公司舉行了高麗菜義賣既幫助菜

農，又大方將義賣所得捐贈救災。來自台北的效力志工團到現在還維持每週出隊幫忙搬

家具，這群年輕人每星期五晚上集結，週末在花蓮從事志工服務。 

  更令人感動的是，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捐贈家具、家電，排隊等著我們前去搬運，沒

有停止。謝謝捐款者讓大家感受溫暖，也感謝退款者透過監督和反省也讓社會前進了一

步。 

柒、灰色災民 

  此次地震之後，災民的分類也有顏色，黃色、紅色、沒得貼和沒有貼的分別。「沒

得貼」就是房子全倒不需要貼上房屋危險的標誌，這是最沒有爭議的災民。因此，針對

租戶、現住戶有二十萬元的災戶慰問金以及每個月一萬元的生活扶助金。購買摩托車則

有五萬元補助，買車有十萬元補助。租屋者也有津貼，戶內人口三人以下每戶每月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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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元，最高一戶每月可得一萬六千元。其他接受政府異地重建者可以取得相同坪數的

房子，不參與重建的則由政府以一坪十一萬元計算發放重建救助金。各種民間的捐款與

救助也都在當然的範圍內。 

  貼上紅、黃單建築物的受災戶，乃依照內政部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規

定，建築物經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者，將於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張貼危險標誌（紅

單、黃單），並限一定期限內辦理修繕、補強或拆除。上述兩類複檢後也可望得到政府

補助。嚴重到拆除的地步，則可望得到比照全倒戶的政府補助。 

  沒有嚴重到拆除的受災戶反而極可能是損失較為嚴重的族群。再者，房屋修繕的受

災戶只能得到部分補助，但是房價因此而大跌、銀行甚至要求重新鑑價，或討論貸款事

宜。 

  還有幾類受災不一定有受災證明的灰色災民。例如：七星潭的居民因為居住在國有

土地上，因為某些歷史因素，雖然未合法承租，卻也沒被國家依照侵占國有土地判刑或

強制執行。他們有自己的房子，有門牌、有水電，甚至一直是七星潭的老居民。然而，

他們卻被告知無法申請為受災戶，甚至有傳言指稱他們的房子也不能進行整修，只能等

到房屋損壞不能住人，土地自然就歸還政府。這種傳言讓七星潭的老居民擔心害怕，他

們是無牌災民或者是不敢請牌的災民。不過這真是奇怪，受災就是受災，救災更強調政

府施政所不能及之處，竟然政府還幹趁火打劫這種事，希望這些傳說都不是真的。 

  此外，尚有一類有苦難言的受災戶。就是辦完銀行貸款的屋主，房子既沒有被貼上

紅單，也沒有被貼上黃單。地震之後，不僅屋子裡牆壁、天花板出現龜裂，連家具也受

到損害。他們因為完全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後續房子的貶值以及龐大貸款的處境。 

  民間救災能遇到、看到許多真實的情形。這次花蓮地震，看來社會的善款是足夠

的，政府提高了各種救助的金額，這是大家參與救災的願望。然而，政府把民間捐款當

成政府預算來用，不無疑義。當捐款累積足夠或當地真有特別需求時，也許應該把災民

認定放寬一點，這才能落實捐款者救助災民的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