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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簡介：

壽佳南女士，1967年生於台灣高雄。從外婆算起是第三代基督徒，

從父親算起是第二代基督徒。先後在明倫國小、長安女中、北一女中夜

補校、臺北市立師專幼教科畢業後，1987年在溪山國小附幼任教，又到

萬芳國小附幼教書三年後，辭去幼稚園的工作，參加召會舉辦的「聖經

真理全時間訓練」。1991年訓練畢業，全心投入傳福音的工作，先後在

台北、苗栗等地傳福音。與陳彥謀先生於 1995年結婚後，前往台南服

事，1996年與丈夫前往俄羅斯開展，一去就是 11年。2007年從俄羅斯

返台，仍持續在全台各地傳福音。

一、家庭背景

（一）父親與母親

我的名字叫做壽佳南， 1967年出生於臺灣高雄。我們家有三
個小孩，我排行第二。哥哥和我相差三歲，1964年出生，弟弟
則是於 1972年出生。

我的父母都是外省人，父親是浙江人，名叫壽子龍，於

1928年出生，約莫十幾歲時（推估 1947年）隨著中華民國軍隊
來臺。「壽」這個姓氏很特別，並不常見 1，我想這和父親是浙江

1 「壽」姓在中國多個省份和地區均有分布，但江浙一帶的壽氏族人分布較
其他地區的相對集中，尤其以浙江紹興壽氏為全國壽氏分布中重要的一

支。紹興壽姓一族不僅家學淵遠，也重視族譜的修訂，故以該族譜為史

料研究的〈論紹興壽氏的淵源與流變〉可作為本文壽姓族人來源之參考。

在〈論紹興壽氏的淵源與流變〉中，對於江浙一帶的壽氏族人的起源，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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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分大有關係。據父親所說，應該只有浙江才有這個姓，不

知是哪一代的祖先有功，被皇帝封侯，於是就從某位王爺的名字

裡面，取其中一個字作為姓氏。雖然話是這麼說，但因為年代過

於久遠，加上我的爺爺奶奶沒有來臺灣，他們在國民黨撤退時留

在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因是讀書世家且出身名門而被抄家、過

世，讓我無法知道這些事情的真實性為何。因此，這只能算是家

族口耳相傳的一種故事吧！

母親是福建福州人，名叫吳麗芳，出生於 1943年。她在
1949年以前就隨著我外婆搭船來到臺灣高雄，外公則更先一步
隨軍隊到澎湖馬公。2我的外公和外婆會逃離大陸的原因，其實

很像連續劇的劇情：外公的父親是當地的有錢人家，但外公的後

母非常心狠手辣，為了確保自己的孩子能夠繼承家業，於是將外

公的兄弟們一個個害死。外公見情況不妙，就趕快帶著外婆離開

那個家。

外婆來到台灣時，中華民國政府還未撤退來臺，連眷村都還

沒有，外婆每天等待船隻好不容易艱辛渡海來到臺灣，卻沒有住

據作者的考證，壽姓的先祖應為山西「鑄」姓，在北宋時期，鑄姓族人因

逃避金人入侵熱河而南遷至河南開封一帶。靖康之難後，再隨南宋朝廷

遷到臨安，即現今的江浙一帶。而後，鑄姓族人之後代澤公有幸為尚宋

寧宗順安公主之駙馬，成為南宋皇家的一員。皇帝因感念金人入侵山河

之痛，故下旨改姓，去掉「鑄」姓的金字旁，賜姓「壽」。往後，壽姓一

族再經歷過多次戰亂的緣故或是增加經濟收入來源而遷移，但遷移的位

置還是坐落在現今的浙江一帶為主。此即為紹興壽姓一族之來源，也可

能為本文受訪者壽佳南女士的家族姓氏之來源。羅麗娜、辛奕萱，〈論紹

興壽氏的淵源與流變〉，《文學教育（下）》06期（2014，浙江），頁 1-3。
2 中華民國政府於 1945年接管臺灣及澎湖列島，因此中華民國軍隊在

1949政府遷台前陸續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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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幸，後來有人讓給她一個很破爛但還能棲居的地方。當時

生活很困苦，外婆為此一直哭泣，整日以淚洗面，哭到最後視神

經萎縮，眼睛就瞎掉了。

（二）外婆成為基督徒的經過

有人得知外婆的狀況後，便告訴她遇到這種事應該要去廟裡

拜神明，請神明幫助她。外婆就四處拜拜，卻只感到心情依舊愁

苦，感覺沒有什麼盼望。

後來外公在軍中的一個朋友，因為受到外公之託，而從馬公

來到臺灣幫他尋找妻小，且他也真的找到了外婆，我相信這是神

引領他。這位朋友剛好是教會裡面的一位弟兄，他知道外婆的

遭遇後，便將主耶穌傳給她。外婆當天晚上就向上帝祈禱，說：

「主耶穌啊！如果祢是真神的話，求祢能讓我瞎掉的眼睛能夠看

見吧！」雖然隔天早上，外婆的眼睛未能像禱告內容一樣瞎而復

明，但她卻不再想哭也不再愁苦了，變得充滿喜樂和平安。於

是，她認為這位耶穌是真神，便相信了主，成為基督徒。她不哭

之後視力有逐漸恢復，但依舊看不清楚，後來在當醫生的舅舅替

外婆動手術 3，將外婆兩隻眼睛的眼角膜換成新的，外婆的視力便

完全恢復正常了。

（三）父母的相識與結婚，以及基督徒家庭背景

我父母的相識與結婚，和母親家境貧困及外婆的期望有關。

母親是個很聰明的人，初中三年的成績都是全校第一名或第二

3 關於受訪者外婆動手術的確切時間，受訪者與其家人皆已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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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但因家境清寒，外婆因為要照顧年幼的兒女，沒有出外工

作，而外公則是在軍中服務，家裡已經沒辦法繼續供她讀書。因

此，母親只好出來工作。她在初中畢業後便考入軍中，在高雄左

營的海軍營區 4擔任軍中的打字員。

外婆一直很希望母親能夠嫁給同樣信仰基督的教會弟兄。當

母親在海軍營區擔任打字員時，便碰到當時是主管的父親。更巧

妙的是，父親在還沒有認識母親之前，原本就是基督徒，只是因

為從軍的關係，沒辦法常常到教會做禮拜。

父親會開始追求母親，是因為軍營中很少有女性，加上看到

母親個兒小小的又聰明伶俐，所以心動了。軍中兄弟鼓勵他去追

求，但我父親是個木訥的人，他不會追求人，於是他就每次下

班時買一籃又大又紅的蘋果送到母親家。因為父親經常送當時

很貴的蘋果來家裡，軍官薪資感覺也很優渥，加上是基督徒的身

分，所以家中除了母親以外，全家人都很喜歡他。因為父親大

母親 15歲，所以母親認為父親是個「老男人」。加上我父親個性
木訥，很少講話，據母親說，在交往期間約會，從頭到尾沒有說

過一句話，就把他手上那杯飲料喝完就結束了，一點都不浪漫，

只能說很平淡樸實啦！即使如此，兩人還是於 1963年，在母親
20歲、父親 35歲時結婚。而母親也在隔年 1964年生下我的哥
哥，辭去工作成為一名家庭主婦，在家專心撫育孩子。兩人在結

4 位在高雄左營的海軍軍營處，於日治時期此地被改建為重要軍事基地。
多項重要海軍機構皆設於此，如：海防第三艦隊、海軍陸戰隊、海軍第

一造船所 ......等。於中華民國扮演重要的海軍基地的角色。參考自〈關
於左營軍區─過去〉，收錄於「左營軍區故事館」：https://www.cna.edu.tw/
navyStory/Story?dsn=2（2022年 10月 21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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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會一起去教會做禮拜，而哥哥、弟弟和我也都是從小隨著

父母到教會。因此，如果要從外婆算起，我是第三代基督徒。如

果從父親算起的話，我就是第二代基督徒。

二、成長環境

我從出生到幼稚園都住在高雄。升上小學一年級時，因為父

親要隨軍到宜蘭蓋蘇澳港， 5便帶著我們全家一起搬到蘇澳，但

我只在那裏讀了一年小學。那時候蘇澳沒有幾間教會，但有一間

天主堂 6，所以我與哥哥常常跑去那裡，和修女、神父拿很多糖果

餅乾，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但小學二年級時，母親認為孩子

5 蘇澳港建造於 1973年的「十大建設」，而佳南女士的父親應該是執行
1971年政府為中華民國海軍所推行的「龍淵計畫」，該計畫目的為建造
海軍「中正基地」，內容包含在蘇澳的北方澳成立一六八艦隊、蘇澳造船

廠、後勤指揮部、防空陣地等。參考自簡浴沂、陳素珍著，《北方澳回

顧》（宜蘭：蘇澳鎮公所，2003年），頁 61。
6 不確定佳南女士所指為何處，但據受訪者當時：「⋯⋯那時候蘇澳那邊
沒有什麼教會，但有一間天主堂」，因而查找資料，發現蘇澳天主教堂有

兩間：一是「蘇澳聖三堂」，二是「港邊里天主堂」。1953年冉守謙神父
由大陸徐州被逐來臺，旋即往蘇澳開教。在此建立教堂，名為「港邊里

天主堂」，開教時間約在 1953-1960年，不符合受訪者當時 1974年的時
代。1954年，邰軼郡主教（Most. Rev. Philippe Cote S.j.）親自來主持，租
屋暫住，成立堂區，租地建堂，即是「蘇澳聖三天主堂」，並在 1969年
於重建新堂，沿用至今，故而符合受訪 1974年所處的年代。因此，筆
者推測受訪者所說的「有一間天主堂」，應為「蘇澳聖三堂」。參考自〈臺

北教區／宜蘭縣／蘇澳港邊里天主堂（隱）〉，收錄於「隨意窩」：https://
blog.xuite.net/scholastica0210/wretch/525531003（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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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有好的環境、資源讀書，應該要搬去臺北。於是在 1974年
時，母親帶著我們兄妹搬到臺北圓山的一處眷村 7，留下父親一個

人在蘇澳。眷村位在台北市動物園、今天圓山捷運站附近，我也

轉學至眷村附近的明倫國小 8。圓山的眷村很大一片，戶數很多。

我和我國小最好的朋友朱同學 9也一起在這裡長大，我們不只一

起讀同一間國小，甚至我後來要搬到外雙溪前，和她約好一起讀

國中、一起讀高中，直到大學時我們才分開。

而我們家會從圓山這座眷村搬到外雙溪的理由是：圓山的眷

村老舊，要進行拆遷。那個眷村老舊到會常常聽到天花板上有

「貓鼠大戰」。眷村房屋的形式就是直直的一排房子，一間一間

接連著，旁邊都沒有窗戶，只有前後有窗戶。廁所和主房是分開

的，去上廁所的話，要穿越長廊從前面走到最後面，中間會經過

一個小天井，要穿過那個小天井一定要先用腳把門踹開，讓所有

蟑螂跳出來才能通過。於是 1979年，圓山的眷村還未被拆除之
前，我們家就搬到外雙溪了，我也升上國中並就讀長安女中。10 

7 推測為「同德新村」，為 1952年從日遺房舍改建而成的海軍眷村，裡
頭共住有 135戶居民，地點大致位於今日花博公園圓山園區、花博爭
豔館和圓山舊兒童樂園附近。參考自〈台北市眷村分佈圖眷村列表〉，

收錄於「國科會數位典藏台灣眷村 GIS online」：https://museum02.
digitalarchives.tw/teldap/2008/twgisonline/www.twgisonline.com/example.
php@xls=20091127212804.xls&title=_25A5x_25A5__25A5_25AB_25B2_2
5B2_25A7_25F8_25A4_25C0_25A7G_25B9_25CF.htm（2022年 5月 15日
點閱）。

8 原明倫國小位在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85號，現已改為大樓。
9 受訪者表示同學的名字為其個資不便透露，但姓氏可以，故於此不透露
同學全名。

10 臺北市立長安女子國民中學建校於 1968年，並於 1991年開始招收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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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升上高中，就讀的是北一女中夜補校。11白天讀書，下

午到學校上課、考試，有點像現在的補習班一樣。雖說是補習學

校，但其實都已經變向，變成升學學校了。那時建中補校校風不

好，而北一女補校的品質好，遠近馳名，因為學校老師們都希望

升遷到日間部教課，所以人很好，教學非常認真。更有學生考上

中山女中或是景美女中但不去就讀，反而要來讀北一女中補校，

為的就是能光榮地穿上北一女代表性的綠制服。

約 1985年，我因為聯考 12失利，分數不盡理想，無法考上

心目中的大學，於是在同學邀約下一起前去報考臺北市立師範專

科學校。最後順利考上臺北市立師專幼教科，我入學時已經是二

專的最後一屆，之後就改成學院了。13至於會選擇幼教科是因為

而改名為長安國民中學。參考自〈校史沿革〉，收錄於「臺北市立長安國

民中學」：https://www.cajh.tp.edu.tw/nss/p/2of3（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11 北一女曾設立日間部高中、夜間部高中和補校高中，但夜間部高中已於

1980年停止招收，只剩日間部和補校高中，因此這裡應指北一女的補校
高中。參考自〈校名篇〉，收錄於「北一女中歷史科教學網站」：https://
web.fg.tp.edu.tw/~history/blog/?p=37（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12 聯考，全名「大學聯合招生考試」，於 1954年創辦。2001年將其廢除改
以「多元入學方案」取代，變為大學指定考試科目，簡稱「指考」，是臺

灣曾存在的公私立大學入學考試。受訪者其考試年代應為「新制大學聯

招期」，採取考生先考試、後填志願的分發模式。參考自秦夢群，〈大

學多元入學制度實施與改革之研究〉，《教育政策論壇》，第 7卷第 2期
（2004年 8月），頁 60-62。

13 「臺北市立師專」即為現今臺北市立大學之前身，1987年為二年制專科
學校最後一年。從 1987年變為臺北市立師範學院，2006年改為臺北市
立教育大學，2013年後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共同合
併成「臺北市立大學」。參考自〈學校沿革〉，收錄於「臺北市立大學」：

https://www.utaipei.edu.tw/p/412-1000-2691.php?Lang=zh-tw（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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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很喜歡教書，也喜歡孩子，加上我從小的志願就是當老

師，我從原本想要教大學開始，降低到高中、國中、國小，最後

變成教幼稚園。後來仔細想想也不錯，因為教小孩子是最純真快

樂的了！特別是以前的孩子是如此的天真可愛。

三、工作經歷

（一）職場工作經歷

1987年師專畢業後，我考上了公立幼稚園的教職，在幼稚
園任教四年。第一年（約 1987年），我在內雙溪的溪山國小附
幼 14任教。溪山國小是一間規模很小的公立學校，一個年級只有

一個班，人數少到全校的學生我都叫得出名字。但因為是第一

年，我又是個初來乍到的新人，沒有什麼經驗，於是想要到更大

的學校累積任教經驗。因此，我在第二年的時候，就申請調學

校，到萬芳國小附幼 15教書，而一教就是教三年。想到萬芳國小

附幼教書的原因是，它雖是剛創立不久的學校，但辦得很好，師

14 為設立於 1987年的台北市士林區溪山國小附設幼稚園，位於今臺北
市士林區至善路三段 199號。2019年溪山國小轉型成實驗教育學校，
改名為「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參考自〈校園簡介〉，收錄於「臺

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https://www.hops.tp.edu.tw/introducey/nor_
ve.asp?id={3D0C2D41-9B2D-45F5-9B8A-96DD12D426F5}（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15 為現今「萬芳國小」所附設的幼稚園，地址位於臺北市文山區萬和街 1
號。1985年成立附設幼稚園。參考自〈學校沿革〉，收錄於「臺北市萬芳
國民小學」：https://www.wfes.tp.edu.tw/node/183（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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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充足。一個年級有 5個班，共有 10位老師。一班有 30個學
生，配 2位老師。而且老師很有經驗，對當時新人的我來說是個
學習的好機會。

（二）「全時間訓練」期間的生活

之後，我辭掉了在幼稚園的工作，參加召會 16給青年的一個

訓練。名字叫做「聖經真理全時間訓練」， 17我是 1991年畢業的
第三期。這個訓練最主要是幫助我們基督徒在靈命上、在各方面

的成長，因此我一直很想要參加。我從還在師專的時候，就很想

要參加這個訓練，尤其是在幼稚園工作的四年期間，參加的心

願特別強烈，想要能夠全職事奉 18神。然而父母卻不太同意我去

上這門訓練。雖然父母是基督徒，但他們覺得我從師專畢業後

應該要去工作。更何況，當時我已經考上公立學校附設幼稚園的

老師，父母認為這是一份「鐵飯碗」的工作，他們覺得應該要去

16 「召會」指蒙召出來的會眾。現今意思所指為受倪柝聲、李常受所教導的
聖經真理訓練及其實行的基督教信仰團體，通常以地名為教會名稱。參

考自李銘倫，〈臺灣「地方召會」之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

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頁 16-17。
17 正確名稱應該是「真理─臺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而非「聖經真理全
時間訓練」。訓練內容有「八福」：職事、真理、生命、事奉、基督的身

體、性格、心志、語言，主要教導聖經真理、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成長

和性格的養成。參考自〈真理〉，收錄於「臺灣福音全時間訓練網站」：

http://www.fttt.org.tw/?page_id=61（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18 「全職侍奉」從狹義的說法來看，就是以「傳福音」或「傳道」為專門職業
的人。參考自劉傳章牧師，〈問題解答：什麼是全職事奉？什麼是帶職事

奉？〉，收錄於「生命網」：https://www.cclife.org/View/Article/4087（2022
年 10月 21日點閱）。中文恢復本聖經《羅馬書》1章 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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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如果有剩餘有空的時間再來參加訓練。但我工作了一段時

間後，那種想要服事 19神的心願卻越發強烈。於是我默默向主耶

穌禱告。最後，我還是參加訓練，訓練時間為一年。訓練內容主

要是教導有關《聖經》的真理，引導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成長和性

格的養成，以及對於服事神的一些操練。訓練地點是在臺北市

和平東路的訓練中心，20全省有意願的教會弟兄姊妹都是到這裡

受訓，每年也都會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來參加。這個全時間訓練不

只是在臺灣有，在世界各地都有，例如：美國、韓國、英國、紐

西蘭等地皆有舉辦。訓練最主要的目的是使我們愛主耶穌的基督

徒，願意獻上一、兩年的時間，接受對於生命的成長和幫助。

圖一、第三屆全時間訓練畢業照 21／來自 ncubible的隨意窩

19 出自聖經《彼得前書》4章 11節：「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若有
人服事，要按著神所供應的力量服事，叫神可以在凡事上藉著耶穌基督

得榮耀。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教會中的「服事」

專指對神事奉，對人服務之合稱。例如在崇拜聚會中的領會、領詩等。

參考自黃煥超，〈服事的動力：什麼是服事？〉，《聖靈月刊》，第 482期
（2017年 11月），頁 51。和參見中文恢復本聖經《彼得前書》4章 11節。

20 指臺北市召會第三聚會所，位在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段 141巷 1號。
21 出自〈全時間訓練第一期至第十一期的分期合影〉，收錄於「隨意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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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訓練完後，我就先到鄉下的教會服事，服事總共約
有兩年（估算 1992-1993年）的時間。分別是去臺北縣三芝鄉 1
年、臺北縣深坑鄉 8個月、苗栗縣三義鄉和銅鑼鄉 4個月，都是
由教會指派分發的。22食衣住行的部分，也是由教會提供。工作

內容多以傳福音 23為主，像是到街上發行福音單張， 24或是新約聖

經；如果有人願意信主的，會為他們做個簡單的禱告，之後看情

況，到他們家裡進行探訪。雖是這樣說，但傳福音其實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例如我服事教會的地區，都是比較鄉下地方，那

裡的人大多都很熱情好客，會讓你進去他們家裡聊天，但多數

人只要碰到信仰的問題還是不願接觸、會拒絕你，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跟傳統信仰的束縛有關。畢竟基督徒在臺灣算是少數的，所

以一開始相信的人並不多，但還是有少數的人願意相信主耶穌。

誌 」：https://m.xuite.net/blog/ncubible/twblog/180473216（2022年 5月 15
日點閱）。

22 臺北縣三芝鄉，今新北市深坑區，佳南女士應該是去新北市召會的深坑
區深坑會所，位在新北市深坑區文化街 32號 2樓。臺北縣深坑鄉，今新
北市深坑區，佳南女士應該是去新北市召會的深坑區深坑會所，位在新

北市深坑區文化街 32號 2樓。苗栗縣三義鄉和銅鑼鄉，佳南女士應到苗
栗縣南區眾召會，分別到位在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 13鄰雙湖 3之 15號
的三義鄉召會，與位在苗栗縣銅鑼鄉双峰路 138巷 30號的銅鑼鄉召會。

23 「傳福音（evangelism）」源於希臘語「euangelizomai」，字面意思為「帶來
好消息」。在聖經《哥林多前書》15章 3-4節中，解釋好消息的含義：「我
從前所領受又傳與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

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因此，「傳福音」意指

基督徒傳播基督信仰，傳講耶穌與《聖經》之行為。參考自〈什麼是傳福

音？〉，收錄於「口袋聖經協會」：https://hk.ptl.org/staticpages/evangelism.
php（2022年 10月 21日點閱）。中文恢復本聖經《哥林多前書》15章 3-4
節。

24 指有寫福音的宣傳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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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向平地人傳福音的情況，但原住民的情形與漢人不同，有

些原住民的年輕女孩會很快願意相信，並接受主耶穌，可他們卻

受到來自家庭問題的攔阻。像是我在三芝教會服事的時候，有一

次，和我們同住的一位姊妹的妹妹逃到我們住處來，因為她的丈

夫喝醉後開始對她施暴。但她先生也跑來我們的樓下，並一直往

我們家的方向看，甚至一直按門鈴。我們不開門，他就一直死守

門口，不肯走。我們在房內就一直禱告、一直禱告，向神祈求。

再來，除了傳福音、家庭的問題外，還有鬼附的問題也特別

多。「鬼附」的意思是指人在精神上會有些錯亂，特別是沿海地

區的人更是如此。據《聖經》記載，水是「汙鬼」住的地方 25，所

以心思比較細膩、精神比較弱的人容易被汙鬼找上麻煩。假如教

會的弟兄姊妹或是傳福音的對象有這樣的情況，我們會請教會裡

剛強的弟兄為他做按手禱告。當然不一定都會成功，若是真的有

精神上的問題，或是心靈上受過創傷，還是要交給醫生治療。

還有，路況不熟悉也是一大問題所在。我們教會經常會組隊

25 「汙鬼」一詞源自希臘語 daimonion，意即「邪靈」、不潔淨的靈，但牠
們並不是背叛上帝的天使們，而是指天使背叛時的所處世界有參與叛

亂的各樣活物。《馬太福音》12章 43節：「污靈從人裡面出來，在無
水之地蕩來蕩去，尋找安歇之處，卻尋不著。」這鬼想要在無水之地尋

找安歇處，卻尋不著，表明鬼的住所是在水中。參考自林瑞隆，〈【特

別企畫】談鬼說怪 7月平安〉，收錄於「台灣教會公報」：https://tcnn.
org.tw/archives/39970（2022年 10月 21日點閱）。〈污鬼離了人身，
就在無水之地〉，收錄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後埔教會．每日寶訓

365」：http://www.hpch.org.tw/Post/Post.aspx?id=6f29108b-51f1-411b-aedb-
db5431429241&category=5f9cdecd-27d4-4720-9bc1-d8dc32f3f072（2022年
10月 21日點閱）。中文恢復本聖經《創世紀》1章 2節、《馬太福音》12
章 34節、8章 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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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拜訪信主耶穌的家庭，當時我和一個女生組成一隊，我們邊拿

著寫有住址的信徒名單邊開車，以前沒有 GPS定位導航系統，
只能拿大地圖邊看地址在哪。車子一直開，結果開到山裡頭去，

裡面一片漆黑，沒看到半間房子。我問我的同伴，要在什麼橋迴

轉？結果一座橋再過另一座橋，好多座橋喔！搞得我頭暈轉向

的。反正，那時候很多隊都會在晚上迷路。

即便如此的困難重重、有甘有苦，我還是會努力傳福音。畢

竟我們這位神這麼好，甚至為我們的罪犧牲生命。所以，即使我

不是正式的傳道人，26還是會想辦法讓人認識主耶穌。

（三）與丈夫相識並共赴俄羅斯

在兩年的服事告一段落之後，有人介紹我的丈夫─陳彥謀

給我認識。1994年，我教會服事完後，同年我先生當完兵，也
從大學畢業，我們便在此期間訂婚。之後，我先生到臺北市教會

參加全時間訓練，我也回到全時間訓練擔任一年的輔導員。1995
年，訂婚後一年我們結婚了。結婚後，我和我先生到臺南縣麻豆

26 「傳道」是基督教中的專有名詞，源自中文和合本聖經《提摩太前書》2
章 7節：「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
相信，學習真道。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和《提摩太後書》1
章 11節：「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在聖經恢復
本中則有解釋這兩處經文中的「傳道」即是指「傳揚者」—傳揚基督的福

音，正式宣告神新約經綸的人。參考自中文和合本與恢復本聖經《提摩

太前書》2章 7節註解二、《提摩太後書》1章 11節註解二、中文恢復本
聖經《馬太福音》23章 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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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27和學甲鎮 28的鄉下教會服事 8個月。服事告一段落後，預備
到臺北市教會，為赴俄羅斯宣教做集訓。

四、在俄羅斯傳福音的經歷

（一）前往俄羅斯前的心路歷程

在西元 1991年以前俄羅斯是鐵幕，29沒辦法傳福音進去，

1991年蘇聯解體，30在美國的召會才開始派第一批信徒前往俄羅

斯。1993年的時候，我們台灣的召會也跟進，派遣第一批信徒
前往俄羅斯傳福音，而我是 1996年第三批被台灣召會派往俄羅

27 今臺南市麻豆區，佳南女士和她的先生應該是到臺南市召會麻豆區聚會
所，位在臺南市麻豆區油車 66號。

28 今臺南市學甲區，佳南女士和丈夫應該是到臺南市召會學甲區會所，位
在臺南市學甲區中正路 124號。

29 「鐵幕」（Iron curtain）一詞來自 1946年 3月 5日前英國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1874年 -1965年）到美國密蘇里州威斯敏斯特學院
（Westminster College）的一場演講。主要內容為：譴責蘇聯作為─將歐洲
東方各國，如：華沙、柏林、維也納、布拉格⋯等地掌控，形成一道「鐵

幕」，分裂歐洲。認為他們是要享受戰勝後的權力與共產主義的擴張，

將其定調為侵略與反民主，並呼籲各國應要防止戰爭，捍衛民主和自

由，而這場演說也開啟日後美俄冷戰的序幕。參考自 America’s National 
Churchill Museum，〈Churchill’s “Sinews of Peace” speech at Westminster 
College〉，收錄於「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5ISi9 
yhhs&t=7s（2022年 10月 22日點閱）。

30 蘇聯，全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俄語：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為曾經存在過的聯邦制共產主義國家。
始於 1922年，於 1991年結束。參考自布萊恩．柯洛齊著，林添貴譯，
《蘇聯帝國興衰史（上）（下）》（臺北：足智，2003年），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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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信徒。

召會當時派到俄羅斯的人，加上小孩前前後後約有 200多
人。我們是分批過去的，每一期的人數不定，而我們這批要過

去俄羅斯的人數約有 20幾位，相對其他期而言是人數最多的一
期。我們甚至比台灣駐莫斯科代表處 31要早一步進去俄羅斯。

我其實從來沒想過我會離開台灣，更沒想過會來到俄羅斯。

因為我成長的年代高舉「反共抗俄」32的口號，我也並不是喜歡旅

遊的人，我喜歡待在固定的地方，有穩定的生活。

但是，我是服事神，奉獻自我的人。所以當第一批台灣前往

俄羅斯的信徒回台後，他們把在當地的所見所聞帶回來，並將拍

攝的影片播給我們看時，我聽到在俄羅斯的弟兄姊妹呼喊：「我

們需要你們！」我的最深處有很大的觸動，我覺得就像是主耶穌

向我說話。我先生也覺得主耶穌向他說話，深受感動，所以，因

著我們有共識，便決定要配合教會，一起前往俄羅斯傳福音。

31 台灣駐莫斯科代表處正確名稱為台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莫斯
科代表處，並於 1993年 7月 12日正式成立駐俄代表處。參考自〈代表
處簡介〉，收錄於「台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莫斯科代表處」：

https://www.tmeccc.org/ru/post/5.html（2022年 5月 14日點閱）。
32 中華民國政府於 1949年遷台，隔年蔣中正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反攻計畫，鞏固臺灣為反共復國的根據地，並

喊出「反共抗俄」、「反攻大陸」、「復興中華」等口號。同年中國國民黨

中央改造委員會發表〈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揭示國民黨政策基本方

向，其主張重點之一為「堅持反共抗俄戰爭，恢復我中華民國領土主

權完整」，在此背景下，政治氣氛瀰漫著反共抗俄的思想。參考自許惠

盈，〈圖像傳播與農民的再教育——以《豐年》雜誌的漫畫為中心（1951–
196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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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往俄羅斯的準備：語言學習

想要前往俄羅斯傳福音，除了報名，還需要經過召會內部的

審核、面試等步驟。因為大部分報名參加的人都不會俄文，而英

文會先作為主要溝通語言，所以英文能力是考核的重點。當時，

我想說我英文很爛，應該不會通過考核，自然也不用去了！但

是，我心想先報名試試看，能不能去是其次，重在參與。不過，

後來我和丈夫都成功入選，我們也確定心意，前往俄羅斯傳福

音，這一去就待在俄羅斯十一年。

入選後，我們在教會的安排下，於台北接受為期約一個月的

集訓，受訓的內容主要是學習英語，也會上英語口說課。我們也

有上俄文的課程，但教得很簡單，大概就是打底子，像是教字母

和簡單的打招呼。所以，我們大部分的俄文能力，還是到俄羅斯

實際生活後，習慣語言環境後，慢慢累積的。

（三）俄文學習經驗與語言問題應對

雖然我們在召會的集訓下，加強了英文能力，但是，實際上

俄羅斯並不是英語系的國家，當地人除非經過專業學習，否則大

多聽不太懂英語。所以，我們剛到俄羅斯時，教會有為我們安排

半年的俄文語言課程。

1996年我們初到俄羅斯時，當地經濟並不好，無論是大學
教授、醫生或是警察的薪資都很低，大概一個月的薪資只有五十

美金左右。33所以，校方對外國人都蠻好的，畢竟學校很樂意能

33 1996年的 50美元，約為當時新台幣 1374.5元。參考自〈歷史匯率查



180　憑著對神的信心前進─壽佳南女士訪問紀錄

額外賺到外國人的錢。當時語言課程開辦在莫斯科的一所大學，

學校為我們開設的俄文專班是採小班制，一個班大概只有五、六

人，著重訓練我們的俄文口說能力，還有不同的老師和不同的時

段，可供我們選擇。而且，學校都會選一些能說英語的老師，我

們才能比較容易地與老師溝通和學習。

不過，因為俄文是個很複雜的語言，我們要學習到能與當地

人互動的程度滿有難度的。根據我自己的經驗，至少要在俄羅斯

生活五年以上，才有可能與當地人互動。在傳福音的過程中，雖

然教會也先為我們雇當地精通英語和俄文的翻譯，但我們還是要

具備一定的英文能力。

要把俄語學好，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當時俄羅斯整體

的社會氛圍非常排斥美國，連帶也不太喜歡英語。有次，我先生

在公車上跟他的翻譯用英語交談，後面有一名俄羅斯人走過來，

用俄文對我先生說：「你們再說一句英語，我就把你們殺了」。

當時，我先生的翻譯旁邊還坐了一名警察，可是那名俄羅斯人仍

對著我先生說出威脅的話。所以，如果要長期在俄羅斯生活，有

一定的俄語口語能力還是非常重要。

（四）到俄羅斯第一年的適應生活

我們第一年抵達俄羅斯的時候，並沒有馬上傳福音，而是先

開始適應俄羅斯的生活。因為我們是台灣召會派到俄羅斯的第三

批信徒，在我們之前，已經有第一批、第二批的前輩們為我們奠

詢〉，收錄於「三信商業銀行」：https://www.cotabank.com.tw/web/top_rate/
（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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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當地的信仰基礎，例如：先在莫斯科設置和台灣一樣的訓練中

心。34

在俄羅斯的第一年，為了適應語言，我們先在莫斯科召會的

訓練中心廚房幫忙，工作內容是準備信徒們的伙食，像是：幫忙

削馬鈴薯、削紅蘿蔔等。我在廚房觀察到，俄羅斯人的食物大概

就只有馬鈴薯、紅蘿蔔、高麗菜。夏天的話還有黃瓜、番茄。主

食則都是酸麵包、硬麵包，也有白麵包。

另外，在俄羅斯的第一年時，教會安排我們住在語言學校

的宿舍中。語言學校的宿舍大部分還是租給學校的學生，像我

們一樣的外國人很少，可以說幾乎沒有。就算有外國人，也大

多是從過去屬於蘇聯，後來獨立的國家來的，像是：亞美尼亞

（Republic of Armenia）、亞塞拜然（Republic of Azerbaijan）、喬
治亞（Georgia）等。但是，因為這些國家當時相對貧窮，他們大
都是因為經商的原因來到俄羅斯，作為學生身分住宿舍的外國人

還是很少。

我第一次在俄羅斯傳福音，就是在宿舍中進行。我記得，那

棟宿舍有 23層樓高，卻不能搭電梯，只能用走的。因為，宿舍
管理員以「電梯用了就會壞」為由，拒絕讓我們使用電梯。像這

樣的事，在俄羅斯很常見。我覺得在俄國完全不能用「理」這個

字評斷事情。如果用「理」去看事情，會覺得很生氣。但是，俄

羅斯人這樣生活，那我們也只好這樣生活，所以，我們只好走

樓梯。我們會一口氣衝到頂樓，再慢慢走下樓，一間間敲房門傳

教。那時我們剛到俄羅斯，俄文還不流利，我們不會講得太複

34 指全時間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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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我們當時傳福音的方式，原則上是向他們發俄文福音單張，

主要目的是接觸當地民眾，適應俄羅斯的生活，讓我們更融入俄

羅斯的社會氛圍。

（五）在俄羅斯的傳福音方式

台灣召會在俄羅斯的信徒們，考量到語言溝通的問題，變動

了原先在台灣傳福音的方式，以更符合俄羅斯的需求。在俄羅斯

時，我們主要會舉辦類似「說明會」的聚會傳福音，我們會先發

邀請函給俄羅斯當地人，收到邀請函後，如果他們有興趣，他們

就會來參加召會的福音聚會，聽我們介紹召會與聖經相關的書

報。35後來，這種大型的福音聚會，在幾個大城市像莫斯科（俄

語：Москва）、聖彼得堡（俄語：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都曾經舉辦
過。36

35 書本的意思。
36 1991年 9月開始舉辦莫斯科福音大會，1992年 4月則在聖彼得堡舉辦福
音大會。參考自伍宗耀，〈宣教脈絡下俄國地方召會信徒改宗研究〉，第

124頁之附錄（三）宣教行動記事，收錄於「政大機構典藏」：http://nccur.
lib.nccu.edu.tw/handle/140.119/69453（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附錄（三）宣教行動記事

年 月 宣教行動記事

1991 8 第一批美國宣教士抵達俄羅斯
9 李常受弟兄第一次公開談話關於俄羅斯宣教行動
9 莫斯科福音大會（連續 5週 )

1992 4 聖彼得堡福音大會（連續 5週）
7 首次「全俄語世界的初信者真理訓練」（為期 6週）

1993 5 俄文版「新約恢復本聖經」翻譯工作開始
12 第一批 20位臺灣宣教士抵達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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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俄羅斯本地信仰情形對福音傳揚的影響

俄羅斯人是很特殊的族群，他們在前蘇聯的時期就是個強

國，特別軍事方面很強盛，他們自然會有民族的優越感。但是，

俄羅斯人在歷經蘇聯解體，以及金融危機 37爆發後，生活物質的

嚴重匱乏，不僅造成社會低迷的氛圍與自信心的打擊，更使得他

們普遍覺得內心虛空，對未來沒有盼望。此時，我們召會剛好進

到俄羅斯，能為他們帶來心靈的支持，所以他們的接受度很高。

俄羅斯的傳統信仰是東正教， 38就我的理解：東正教是羅馬

天主教的分支，就像天主教一樣，敬拜很多聖人，但是即使如

此，俄羅斯人的內心也並未因此得到平靜與祥和。

不過，俄羅斯是個熱愛閱讀的民族，在 1990年代末期，手
機並不普及，我搭乘當地的地鐵時，幾乎聽不到人聊天的聲音，

只看到所有人都在看書。所以當我們召會把俄文《聖經》39帶給他

37 此處是指「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其核心現象是盧布的劇貶。盧布貶
值的原因來自俄羅斯政府的財政長期入不敷出，靠發行公債維持，又緊

接著受到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俄羅斯政府的債信受到市場質
疑，進而引發連鎖效應，最終導致匯市和股市相繼崩盤，直接影響到整

個經濟體制的運作。參考自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

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市五南：2000年），頁 262。
38 基督教原為一個統一宗教，1054年因為政治、經濟與教義的不同，分裂
為西方天主教和東正教，目前主要活躍於俄羅斯。參考自樂峰，《東正教

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 1。
39 即是俄文版的恢復本《聖經》。俄文恢復本聖經由美國的「水流職事
站」出版，對照原始語言（主要是希伯來語和希臘語）舊約和新約新

譯文本，以及相關筆記、書籍、註釋⋯，並交叉比對英文版聖經，

再翻譯成俄文。本書工作分為兩個階段進行。1993-1998年新約先翻
譯，2004-2013 年後翻舊約。完成後，新舊約再進行文字上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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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閱讀情有獨鍾的俄羅斯人都深受《聖經》內容感動。當他

們拿到書之後，就像是乾掉的海綿吸水，當天就把《聖經》讀完

了，並說：「那本書實在太好了」，還問：「還有沒有？」我曾經

看到有些俄羅斯人雖然很貧窮，但他們寧願把家當通通賣掉，也

要把《聖經》買回來閱讀。

正如《聖經》中講到：「主耶穌說：我就是真理、生命、實

際」， 40《聖經》這本書，啟示的正是真理，所以，它的內容是富

含生命的。當有人來閱讀《聖經》時，他就不單單只是接觸到一

本經典、歷史書，而是會從中獲得生命。所以，當他們虛空的靈

魂接觸到《聖經》後，紛紛覺得：「哇！真是太寶貴了」。

大概在 1991到 1993年這期間，有大量深受《聖經》感動的
俄羅斯人選擇加入召會，成為召會的一員。41當時，召會在莫斯

科舉辦數場大型的福音聚會，每次福音聚會都有上千人受洗。召

會為了應付大量的信徒同時受洗，都必須借大型場地舉辦福音聚

參 考 自〈ВОССТАНОВИТЕ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БИБЛИИ〉， 收 錄 於

「КОЛЛЕКТОР БИБЛЕЙСКОЙ КНИГИ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очмана Ни и 
Уитнесса Ли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https://kbk.ru/set/recovery-version/（2022
年 10月 22日點閱）。

40 此處原意應出自《聖經》和合本約翰福音 14章 6節：「耶穌說、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41 1991年一「區」的新人數有 502，1992年有 570人，1993年 601人。參
考自伍宗耀，〈宣教脈絡下俄國地方召會信徒改宗研究〉，第 120頁之附
錄（一）五年福音化臺灣行動統計數字，收錄於「政大機構典藏」：http://
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69453（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開展成果統計（新路－福、家、排、區）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區」（新人）數 502 570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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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準備像小游泳池的充氣式浸池。42在福音聚會的現場，每

個人都穿著黃色雨衣，排隊受洗。不過，後來信徒越變越多，就

沒有再舉辦大型福音聚會，因為場地容納不下。而我們信徒的工

作也變為四處看訪，並照顧這些新的俄羅斯信徒們。

（七）在俄羅斯的家庭主婦生活與育兒經驗

1997年，來俄羅斯第二年的時候，我懷孕了，但也使我的
身體開始不太舒服，所以我就沒有再跟著教會外出傳福音。小孩

出生之後，我幾乎成為全職家庭主婦，我的先生則繼續專注於傳

福音。

我在俄羅斯懷孕與帶小孩期間，覺得俄羅斯並不像台灣這麼

方便，有很多特別辛苦的地方。我懷第一胎時住的學校宿舍樓層

很高，但在管理員的阻攔下，不能使用電梯。那時候我們住 16
樓，因為懷孕，我不僅需要定期做產檢，有時還要出門辦事。所

以，我一天大概要爬 16層樓，來回五、六趟，長期走路鍛鍊，
身體因此變得非常的健壯。但是，懷著孕走高樓層樓梯實在太危

險了，所以在我懷孕四個月的時候，我決定回來台灣待產。不

過，我可能真的走太多樓梯了，第一胎生產時，羊水先破，催生

了 17個小時，真的非常痛。但是，當孩子出生後，看著孩子，
我瞬間就忘記了所有的疼痛。我想，這就是為母則強吧！

1997年 10月，在我第一個孩子四個月大的時候，我帶著他
回到俄羅斯。回到俄羅斯時，因為同年 7月，我先生和其他六、

42 指受浸用的池子。在聖經裡受浸含示死與復活。浸入水裡就是置於死
地，並且埋葬，從水裡上來，就是從死裡復活。出自中文恢復本聖經

《馬太福音》3章 6節註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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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弟兄姊妹收到教會的指派，已到了「下諾夫格勒」（Nizhny 
Novgorod），所以我也帶著孩子到下諾夫格勒。在下諾夫格勒的
信徒不多，只有我們家是以家庭為單位派去，其他都是單身的

信徒。我們不像從前，統一由教會集體安排住宿，而是需要自行

租屋。所以，我們和其他弟兄姊妹都住在不同地方。到了下諾

夫格勒，我先生和其他信徒們開始傳福音，常需要奔波到不同的

城市，接觸以下諾夫格勒為中心，以及外環城居住的「尋求者」

們。43所以，原則上我會一個人在家照顧孩子。

俄羅斯最常見的房屋有兩種類型，分為：「史達林式」建築 44

和「赫魯雪夫式」建築，45前者隔層高挑，後者則是隔層相較低矮

些。我們在下諾夫格勒的住家正是「史達林式」的建築，房屋每

個隔層都很高，樓梯很長，同樣沒有電梯，更雪上加霜的是，我

們還住在五樓。因為孩子還小，我每次出門辦事都要帶著孩子，

因此也需要嬰兒車。但是，我只有一個人，不僅要抱孩子，還要

扛嬰兒車下樓。剛開始，我是把孩子放進嬰兒車，一起硬扛著下

五樓。但是，我很快發現我的體力不允許。後來，我出門前，便

先把孩子放在床上，將嬰兒車放在一樓，再衝上來抱孩子下樓。

43 根據上下文，受訪者表示其丈夫外出傳福音，拜訪「尋求者」。因此，此
處「尋求者」應為信徒或未入教，卻有興趣者者。

44 史達林式建築源自 1950年代，多為高大整齊的塔樓。參考自陳湘瑞，
〈論俄羅斯建築和園林的過去現在〉，《環境與藝術學刊》，第 7期（2009
年 6月），頁 119。馬曉瑛，《輝煌的俄羅斯公共藝術與建築》（臺北：藝
術家出版社，2007年），頁 82-84。

45 赫魯雪夫式建築起源於 1960年代，以最精簡輕薄的材料，創造更多的運
用空間。但也因建築材料輕省，因此居住品質並不是很好。參考自馬曉

瑛，《輝煌的俄羅斯公共藝術與建築》（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年），
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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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回來也是先抱孩子上樓，放在床上，再衝下樓拿嬰兒車上

樓。

在俄羅斯照顧小孩的生活，真的到處都需要臂力。所以，我

能夠不出力，我就盡量不出力，因為每次出門都需要花費很多力

氣。有的時候真的沒辦法帶孩子出去，只好一直關在家裡。因為

我先生都在外面奔波，有時會到其他的城市，甚至一去就去一個

禮拜，很多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在家照顧小孩，又不能出門，就覺

得很孤單啦！

孩子的就醫問題，也是在俄羅斯育兒的一大困擾。在大兒子

六個月大時，有天我帶著他出門散步，途中突然下起大雪。那些

雪覆蓋在我兒子身上，回到家他就發了高燒，我們必須立刻帶他

去附近的醫院。然而，俄羅斯醫療系統的處理方式是孩子生病就

必須住院，所以進到醫院後，兒子就被醫護人員帶到兒童院區住

院。

兒童院區的病房沒有門，隔間是用玻璃做的，每個隔間內只

有附一張嬰兒床和一張椅子，母親只能坐在椅子上休息。當我困

惑著這樣該如何睡覺時，一位護士向我走來，告訴我：「你們是

外國人，不能住在這個醫院，我帶你去比較好的醫院。」那時俄

羅斯的兒童醫院為了避免有人將病毒帶進院內，規定除病人和他

的母親外，不可以帶其他人進來，所以我先生不曉得我們被送到

另一間醫院。當他帶著翻譯來找我們時才發現我們不見了，著急

地到處問、到處找。

我們被護士帶到比較好也比較大間的醫院後，我跟孩子便能

一人睡一張床。在俄羅斯，他們對孩子的治療方式只有打針，沒

有打點滴或吃藥的選項，因為他們認為孩子不能吃藥。因此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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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治療方式就是一天打四次針，注射抗生素之類的藥物。我的

孩子那時才六個月大，所以每次打針就會嚎啕大哭。俄羅斯的醫

療系統跟台灣非常不同，讓人覺得住在醫院很受罪。我曾向院方

提出想要出院的想法，他們就說：「你們中國人很奇怪耶，人家

都想進來，為什麼你們就想出去？」因為當時俄羅斯的醫院能免

費就醫，46且提供免費吃、住，所以可以看到一群小孩快快樂樂

地在醫院裡面跑跑跳跳。他們會長期居住在醫院被院方照顧，若

有上課需求，也可以去上課，放學之後再回到醫院，因為在醫院

裡面既不用擔心飲食問題，又有人照顧孩子。所以當我們提出出

院申請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我們很奇怪，但我們仍堅持要出院，

因為看著孩子不斷地被打針非常地心疼，最後住了八天院方才讓

我們出院。

雖然，在俄羅斯育兒有很多難處，我的先生去拜訪這些不同

的「尋求者」時，我也的確比較孤單。但是，我有主啊！有主耶

穌！我們就禱告，倚靠主，這就是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八）在俄羅斯遇到的困難：物資缺乏

除了育兒方面的難處，在當時的俄羅斯，其實連採買日常用

品都不容易。大概在 1998年時，俄羅斯遭遇嚴重的金融危機，

46 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 41條規定，國家和市級衛生機構的
醫療服務應當由適當的預算、保險費和其他收入免費提供給公民。此一

承諾於 1998年，又被具體定義為「政府承諾免費提供的醫療待遇」。參
考自〈Глава 2. 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ы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ст. 17-64)〉，收
錄 於「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oссийской Фeдерации」：http://www.constitution.ru/
index.htm（2022年 5月 14日點閱）。



《記錄聲音的歷史》　189

導致幣值暴跌。我記得有位俄羅斯人和我形容當時俄羅斯社會的

狀況：「我們一生的積蓄瞬間變成廢紙，換來的錢最多只能買份

報紙。」更糟的是，很多商人擔心幣值繼續貶值，就先把物資囤

積起來，打算等物價穩定後再拿出來賣。這種現象造成大量民生

物資缺乏，很多物資變得很貴，甚至還發生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的

情景。當時，不僅衛生紙買不到，就連嬰兒奶粉，這次吃完，也

不知道下次商店還有沒有賣。

關於物資缺乏，我印象最深的是：剛去俄羅斯一年多的時

候，我有次想去市場買菜，放眼望去卻甚麼菜都沒有，也買不到

其他東西。但是，我看到遠處有人在排隊，我心想：「排隊是在

做什麼呢？」只看到有一位老先生，放一個木箱子在地上，木箱

上面放了一顆高麗菜，所有人大排長龍就是為了買那顆高麗菜。

我想說：「我要去排嗎？不排的話，我也沒有菜，到處都看不到

菜啊！那就跟著排吧！不過，輪到我時應該就沒菜了」。

結果，他們每個人來到老先生面前時，就問他：「多少

錢？」大多數人聽完後搖了搖頭，就走了。即使是口袋有一點錢

的人也只說：「請切一片給我。」而老先生也就切一片給他。等

到我排到的時候，還有半顆高麗菜在木箱上。我心想：「我的錢

夠我把那半顆都買走，可是，後面的人怎麼辦？」所以，我也跟

老先生說：「請你也切一片給我」。

在當時雖然教會有替我們準備語言課程，也替我們找翻譯，

但物資問題我們必須自己想辦法。而且原則上，我們希望能和俄

羅斯人過著同樣水平的生活。所以，他們怎麼過生活，我們就怎

麼過生活；他們到處找物資，我們也到處找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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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俄羅斯遇到的困難：警察為難

另外，俄羅斯警察對黃種人並不友善，這導致我們在俄羅

斯，需要隨身攜帶護照，因為在街上隨時會有警察攔檢。遇到需

要將護照送到註冊單位 47註冊時，我們也會複製一張影本隨身攜

帶。我們剛到俄羅斯的時候，有許多中國人會從中國坐火車到俄

羅斯，非法販賣皮草及民生物品，因此俄羅斯警察會到處抓人、

攔查。他們抓人的原因除了那些中國商人的行為違法之外，最重

要的是「錢」，他們會向那些被他們刁難的中國人要錢。

所以當俄羅斯的警察看到我們並誤以為我們是中國人時，就

會為了拿到錢而百般刁難。但不能直接將錢拿給警察，因為只要

一掏錢，拿的錢就必須多到讓他們滿意，否則他們不會讓人離

開。所以我們大多不會給錢，而且我們沒有做違法的事，也不需

要給錢。但若警察堅決要刁難的話，我們也無法避免。

我們教會裡的一位弟兄曾經遭遇過，警察直接叫他上車，要

送他到警察局。於是那位弟兄在上車後就用俄文不斷地向警察傳

福音，令警察不勝其擾，半途就在路邊停車，並向那位弟兄生氣

的說：「下去！」。我的先生有一回也被帶到警察局，但警察直

接向他伸手要錢時，我先生就故意裝傻說：「喔！握手喔？」然

後就跟警察握手，警察就將他的手甩開，並且用俄文跟我先生

說：「錢！錢！」，我先生其實聽得懂，但他繼續裝傻，並用中

文向警方說：「你說什麼？聽不懂！」，後來警察也只好將他趕

47 此處的註冊單位可能為俄羅斯聯邦移民局（簡稱：FMS, 俄文：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 ФМС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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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警察局。

我們還在俄羅斯的時候，俄羅斯的經濟情況還很糟糕，警察

甚至會持槍到校內外國學生的宿舍搶劫。我們教會有人曾親眼看

見警察去搶劫他對門的宿舍，而那位警察也到他們房間按門鈴，

嚇得他趕緊把房間內所有的燈關掉，躲起來不敢發出聲音。

當時俄羅斯的社會很亂，但住久了也漸漸適應當地的環境。

後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愈來愈富庶，因此這類的亂象

逐漸減少，社會也更加穩定。但若要說社會發展要再更上一層樓

的話，則是在我們離開俄羅斯之後的事了。

五、在俄羅斯的見聞與日常生活

（一）每週聚會

我成為全職家庭主婦之後，雖然沒有再出外傳福音，但是原

則上，我每週都會邀請教會的弟兄姊妹來我們家聚餐，增進彼此

感情。我們召會並不慶祝大多基督徒們所重視聖誕節，也不會特

別重視俄羅斯人們看重的新年。但是，因為我們每週都聚在一

起，即使沒有和俄羅斯弟兄姊妹們特別慶祝過節，我們也相處得

很歡樂。

（二）俄羅斯人的日常飲食習慣

為了招待來到我家聚餐的俄羅斯弟兄姊妹們，我會準備俄羅

斯菜，不過我有時也會準備中式料理。原則上，他們都蠻喜歡中

式的肉類料理，也對我們的醬油非常有好感。

不過，俄羅斯的一般超市，並沒有販售醬油等製作中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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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材料，因此當我需要製作中式料理時，我大多會去台商或

中國人經營的超市採購。但因為交通不便，所以我去那裡的頻率

很低，而且後來我烹飪的料理也都以俄羅斯菜居多，一來採購食

材相對方便外，二來習慣後也覺得俄國菜的滋味很不錯。

這些華人經營的超市大多販售基本物資，比如：台灣的物

品、食物、中國的商品和一些中式調味料等。但相比起中國人經

營的超市，我還是比較喜歡去台商經營的超市，因為中國人經營

的超市販售的商品多是從中國進口，我對他們的商品不熟悉，也

因為他們有些是非法經營的。那些非法經營的店家，多是租一間

宿舍開業，並在門口雇用警衛看門，一旦俄羅斯警察來臨檢的時

候，警衛就向內部通風報信。商店裡面，有雜貨店，也有販賣包

子之類的小吃攤。因為裡面的環境相對複雜，所以每當我要去那

裡買東西的時候，我都會找朋友結伴前往。

基本上，不管是中式還是俄羅斯式，我煮的料理當地人都喜

歡吃，但唯一不吃的就是炒過的青菜，例如清炒高麗菜。俄羅斯

人吃菜只有兩種烹調方式，一種是做成沙拉，另一種是煮湯。因

為俄羅斯的高麗菜，特別是冬天出產的，又厚又硬，炒起來很是

難吃。俄羅斯人不喜歡的調理方式，還有吃起來甜甜的食物。我

有次煮紅燒肉時，糖稍微加多了一點，他們就說：「這個肉怎麼

是甜的？」俄羅斯人就是鹹就鹹，甜就是甜，酸就是酸，口味好

惡分明，我覺得這是反映了他們的民族特性。

他們不喜歡又甜又鹹的料理。所以，後來我要煮這種肉類料

理，即使為了給料理提味加糖，也只能加一點點，吃不出甜味的

糖量。但是，俄羅斯人口味重鹹，他們會直接把滷肉的湯汁拿起

來喝。所以，我不管煮甚麼料理，在俄羅斯人還沒嚐過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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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接先拿起鹽巴在菜上繞兩圈。

俄羅斯人喝茶時，也一定要加糖，大概就是直接將糖拿起來

挖三瓢的份量。習慣中式傳統飲茶的我總覺得：「茶加糖是對茶

的大不敬」，不過這或許正是民族性的不同之處。

我想俄羅斯人正是因為環境寒冷，才會習慣吃高油、高鹽、

高糖的食物，而這種飲食習慣也反映在他們的待客之道上，例

如：在俄羅斯招待客人，絕對不能提供低脂牛奶給客人，否則他

們會說：「低脂牛奶能喝嗎？也太不尊敬客人了吧！」所以，他

們的飲食中不僅充斥著高鹽、高糖，還有高脂。

（三）俄羅斯人的「飲酒」與「母系社會」

寒冷的環境也使得俄羅斯人有喝酒暖身的習慣。雖然我們召

會的信徒並不喝酒，但是我在俄羅斯的街道上時常看到很多酒

鬼。主要是因為俄羅斯這個國家，從蘇聯時期開始戰爭頻繁，很

多的男人上戰場後非死即傷，保住性命返家後可能也成為殘廢。

有一部分人因此一蹶不振，開始終日酗酒，他們的家人也不要他

們了。最後，他們成為了街道上的酒鬼街友。

所以，我感覺整個俄羅斯社會就是母系社會，女人十分要

強。但是，女人是被環境所逼的，她們的先生死了，或是殘廢

了，她們只好依靠自己，支撐起家的重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女

性抽菸的比例很高。因為她們心情苦悶、覺得空虛。我常常看到

很多俄羅斯媽媽一邊推著娃娃車，一邊抽著菸。 

（四）俄羅斯人的服裝與社會風氣

我認為俄羅斯人因為前蘇聯時期強盛的國力，造成他們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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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民族抱有強烈的自豪感。因此，俄羅斯人即使再窮，他們也

一定在人面前呈現最體面的樣子。我認識的所有俄羅斯人幾乎都

會有一套很體面的服裝，雖然他們可能因為貧窮，就只有一套，

但是他們寧願選擇每天持續簡單清理那唯一的一套服裝，也要每

天穿著它出門，以維持自己體面的形象。

這樣的民族特性，使得俄羅斯人們非常注重外出的穿衣打

扮，例如：在冬天，他們幾乎都是穿著像是電影中歐洲紳士般的

皮草、穿毛呢大衣，還會配搭個帽子。但是，我們臺灣人在冬天

更習慣選擇穿保暖防水，實用價值高的雪衣，這在台灣是再正常

不過的事。只是當我穿著雪衣來到俄羅斯，我發現穿著皺巴巴、

軟趴趴的雪衣在俄羅斯的街道上行走，實在不符合當地風俗。所

以，後來我們都不再穿從臺灣帶來的衣服，而是在俄羅斯當地重

新購買全部的衣服。

臺灣服裝風格與俄羅斯服裝風格相比，外觀不太好看是一個

問題。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其實是，穿著臺灣風格的服飾在俄

羅斯社會中顯得非常「突兀」。在俄羅斯的社會中有一個極端幫

派，叫作「光頭黨」，48他們自稱是愛國主義者，實際上是個專門

48 源自於 1960年代晚期，是一種作為反對資產階級文化的抗議形式所產生
的英國青年工人階級的次文化。1970年代末，出身於失業下層階級後代
的光頭黨開始模仿並吸收新法西斯黨將英國失業現象全部怪罪於外 移民

的主旨，進而結群示威遊 ，並在 上攻擊有色人種。1990年代，光頭黨
逐漸擴展到俄羅斯。俄羅斯的光頭黨，行為模式具有極強的侵略和攻擊

性，他們剃光頭髮，身穿寬大的空軍式夾克衫，下身穿著迷彩褲或是黑

色牛仔褲，腳上穿著馬丁博士皮鞋（“Dr. Martens”）或是軍靴。這些光頭
黨是種族中心主義者，口號是要把黑人趕到非洲，把中國人趕回中國，

把猶太人從莫斯科趕回以色 。參考自邱瑞惠，〈「問題」青少年？俄羅斯

青少年次文化分析〉，《俄語學報》，第 9期（2005年 6月），頁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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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外國人的黑道組織。雖然，我們在傳教的過程不曾受到他們的

阻礙，但是，我們幾乎所有人都在日常生活中受過他們的攻擊，

有人被打，也有人被故意推擠。

不過，我卻從來沒有遇到襲擊。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俄羅斯是

個「母系社會」，他們看到小孩都會比較禮遇。而我平時因為需

要照顧小孩，出門時也會帶著孩子，孩子就像是我的護身符。發

現這樣的情形後，我們出門都一定要帶著孩子。

除此之外，我發現帶著小孩，我與俄羅斯人之間的距離也拉

得比較近。我記得有次我帶著兒子坐公車，當時他年紀很小，公

車上有一個坐在我們前面位置上的老奶奶，一直轉頭看向我們。

因為俄羅斯人之前都沒看過像我們一樣的東方面孔，所以會感到

很新奇。我的兒子也回看著老奶奶，接著，我兒子和老奶奶開始

互動了起來，老奶奶全程都用非常有耐心和溫和的態度對待我的

兒子。由此可知，俄羅斯人很喜歡孩子。

（五）俄羅斯的交通往來

俄羅斯通勤人口很多，因此將人推進車廂裡是一種正當職

業。他們大多會雇用身材壯碩的中年女性，因為她們的力氣大，

只要抓著車門旁的手把，肚子一挺，就能將人推進車廂。我懷孕

時曾搭過一次公車，一樣被關門的婦人給挺了一下，之後我就不

敢坐公車了。但上述的這種職業只會出現在公車站及地鐵，並不

會出現在火車站內。

俄羅斯的火車沒有這種職業是因為，當地的火車是對號座，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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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間不可隨意走動。此外，多為長途旅程，大部分都在晚上出

發，所以都是臥鋪火車。因為是對號座，我們都要持護照和車票

跟車長驗票、確定車廂才能上車。俄羅斯火車車廂內的臥鋪形式

有兩種：一種是有門的包廂，另一種是沒有門的開放式車廂。原

本我們認為坐包廂會比較安全，但是最終得出的結論是─絕對

不要坐包廂！因為包廂內沒有其他人能幫忙看管行李，我們又是

外國人，常被認為好欺負，也容易被盯上，所以坐包廂反而很容

易被偷。他們有很多的偷竊手法，比如：他們會噴類似迷藥的液

體，令包廂內的人昏睡後再進去偷竊。我們教會裡面就有成員被

偷過，外國的商人也曾被偷過，因此我們後來都選擇敞開形式的

臥鋪，比較安全。但我們也只有在跨城市的長途旅程才會有搭乘

火車的需求，平常在莫斯科搭地鐵和公車就足夠了。

圖二、 背景為俄羅斯的臥鋪火車，為開放式車廂。照片中的兩人是
壽佳南女士的公公婆婆。拍攝於他們與佳南女士及四個月的

大兒子一同到俄羅斯時／壽佳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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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兒子在俄羅斯的就學情形

俄羅斯的公民有很多福利，比如：就醫免費、學費便宜、學

音樂免費等。當時因為俄羅斯對外國人的待遇制度尚未完善，當

地人在面對我們外國人就醫和求學等情形也不知要如何處理，

所以外國人的待遇比照公民辦理，也因此我大兒子住院是免費

的。但隨著境內的外國人逐年增加，政府發覺這造成了負擔，同

時也是一個機會可以賺到外國人的錢。比如：在我大兒子讀幼

兒園時，一個月的學費約為 150盧布，大約等於當時新台幣 150
元，49這個費用還包含了早餐、午餐和點心，非常便宜。而當我

小兒子要去讀幼兒園時，法令已經有了對外國人的規範，使得外

國人就讀當地幼兒園的學費變成一個月 7000盧布。因為學費高
昂，所以就沒有讓小兒子去讀幼兒園，而是找了一些免費的課程

讓他去上課。

但大兒子到了要讀小學的年紀時，我並沒有讓他就讀當地的

小學，也不敢讓他去讀。因為當地學校的風氣很差，校園裡的小

孩會打架、抽菸、喝酒、說髒話，我想這可能跟家庭教育有關，

49 根據俄羅斯中央銀行 (Central Bank of Russia)的網站顯示，1999年 12月
時，美金兌換盧布的匯率約為 1：26.74，而當年台幣兌換美金的匯率
就三信商業銀行網站所提供的資料約為 1：31.62，因此當年盧布兌換
台幣的匯率約為 1：1.18，故當時 150盧布的學費應為新台幣 177元。
參考自〈Официальные курсы валют на заданную дату,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мые 
ежедневно〉， 收 錄 於「Банк России」：https://www.cbr.ru/currency_base/
daily/?UniDbQuery.Posted=True&UniDbQuery.To=23.12.1999（2022年
5月 13日點閱）及〈歷史匯率查詢〉，收錄於「三信商業銀行」：https://
www.cotabank.com.tw/web/top_rate/（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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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些母親會在小孩面前抽菸，所以孩子每天耳濡目染也就有

樣學樣。除了校園風氣差之外，我的小孩俄文能力也不是很好，

若要讀當地好一點的學校，在入學之前都要進行俄文考試，有時

連當地的小孩都不見得可以考得上，何況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們最終讓大兒子就讀浸信會在當地創辦的教會學

校。50這間教會學校由美國人創辦，創辦目的是給傳道人的孩子

們就學，所以即使浸信會與我們的教會雙方並沒有過多的往來，

校方仍給予我們很大的折扣。雖然招生對象以傳道人後代為主，

但若名額還有剩餘，他們也會開放給一般商人的小孩。校內主要

都是美國人、台灣人和韓國人，其中以美國人居多，韓國人也不

少，但並沒有俄羅斯小孩在那就讀。會有韓國孩子在那裡就讀，

是因為當時有很多韓國人到俄羅斯經商，才選擇這所學校。

（七）俄羅斯的租房經驗

在談到育兒經歷時，我有說到俄羅斯有兩種常見的建築風

格，一種是史達林式，一種是赫魯雪夫式。這裡再深入介紹一下

史達林式建築的樣貌。我離開俄羅斯前，租的最後一間房子也是

史達林式的建築，它位在莫斯科地鐵環狀線新村莊站 51附近。我

50 浸信會，源自 17世紀英國清教主義（Puritanism），主張以浸禮作為受
洗方式的基督教派。參考自〈浸信會〉，收錄於「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

書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248（2022年 5月 14日 點
閱）。浸信會在當地創辦的教會學校名稱為 Hinkson Christian Academy，
位於莫斯科。

51 「新村莊站」，俄文為 Новослобо́дская。位在莫斯科市區內，於 1952年
1月 30日開通，站內有漂亮的彩繪玻璃窗裝飾，是莫斯科地鐵環狀線
著名的車站。參考自〈История метрополитена〉，收錄於「Моско́вск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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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那一層公寓一推開門可以看見有六間房間，這種住宅在俄羅斯

大多是一個家庭租一間房間，會有多個家庭住在一起，並共用一

間廚房和一間衛浴，也沒有客廳的概念。比如，在台灣我們常說

的「一廳兩房」，他們就會稱作「三房」，且每房都是有門的獨立

空間。但我們因為經常會邀請人們來家中聚會，所以直接租了一

整層樓，各間房間的功能也能自行決定。因此，教會中的年輕人

甚至可以跟我兒子一起在家中踢足球、打籃球，因為家中的走道

很寬，可以當成足球場和籃球場。

另外，因為天氣寒冷，俄羅斯每間公寓幾乎都有中央供暖系

統，52他們在房間的牆邊設有鐵製管線，中央會藉由管線輸送熱

水令牆邊的鐵管散發熱氣來溫暖房間。那些熱氣讓空氣變得很乾

燥，且運輸熱水的關係使得牆邊的管線非常燙，因此我們都會將

一些濕衣服和濕毛巾披在管線上面，除了增加空氣中的溼度外，

那些衣服和毛巾也很快就乾了。

說到在俄羅斯租房，就不得不提俄羅斯的房租。俄羅斯的房

租很貴，真的很貴！在我剛到莫斯科的時候，那時的租金一個月

大約是 600到 800美元，或許因為我們是外國人，而房東想要賺
我們的錢，才將租金升到這麼高。

метрополите́н．ОМЕТРОПОЛИТЕНЕ」：https://mosmetro.ru（2022年 10
月 22日點閱）。

52 俄羅斯的中央供暖系統為其社會主義經濟的遺產，在俄國絕大多數公
寓都有中央供暖，並且集中供熱的錢主要由國家支付。而在供暖系統

中，最受歡迎的加熱系統是「水加熱」。參考自〈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СИСТЕМ ГОРОДСКОГО ОТОПЛЕНИЯ〉， 收 錄 於「indClimat.ru」：
https://indclimat.ru/klassifikatsiya-sistem-gorodskogo-otopleniya/#i（2022年
5月 14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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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俄羅斯的休閒生活

在俄羅斯待了 11年，因為工作繁忙的因素，所以很少帶孩
子去參與當地的藝文活動，或是去當地的美術館參觀。但我們曾

經帶著孩子去看過一次馬戲團表演，然而因為他那時年紀還小，

所以對表演感到很害怕。其他的美術館或是二戰博物館，53因為

53 此處的二戰博物館為衛國戰爭中央博物館（俄文：Центральный музей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於 1985年開始建設，並於 1995年 5
月 9日正式開館。主要目的在於紀念衛國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俄
羅斯目前最大的軍事歷史博物館，其展覽物品包含主要戰役中的立體模

型和作戰時的軍事裝備。參考自〈О музее〉，收錄於「Музей Победы - 

圖三、 壽佳南女士抱著孩子於俄羅斯，身後的建築就是赫魯雪夫式
建築／壽佳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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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需要保持安靜，所以不適合帶年紀很小的小孩進去參觀，館

內也有明文規定，五歲以下的小孩禁止進入。二戰博物館本身是

個非常嚴肅的地方，我還記得館內掛滿了一個又一個的圓球，俄

羅斯人將其稱作「母親的眼淚」，每一個圓球就代表了一位年輕

人生命的逝去。雖然不能到博物館或美術館，但我們會帶孩子去

動物園，也會去公園玩、散步或是野餐，幾乎每個禮拜都去。當

地的森林公園很大，是當你不斷往公園中心走去，就愈看不到太

陽，愈走愈陰森。我曾帶孩子走過一遭，但發現會迷路就趕緊回

頭了。此外，當地的環境也很不錯，所以俄羅斯當地的父母也都

會每天帶孩子去公園散步。

圖四、 圖中為壽佳南女士的丈夫及兩個兒子，拍攝於莫斯科動物
園 54／壽佳南提供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музей ВОВ」：https://victorymuseum.ru/about/about-museum/
（2022年 5月 14日點閱）。

54 莫斯科動物園（俄文：Московский зоопарк），位處俄羅斯莫斯科普列斯
妮婭區中。由莫斯科大學教授 Karl Frantsevich Rul’e、Anatoly Petrovich 
Bogdanov和 Sergey Alekseevich Usov所 創 辦， 於 1864年 2月 13日 向
民眾開放，是現今歐洲最古老的動物園之一。參考自〈ИСТОРИ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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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在俄羅斯的生活，因為俄羅斯的道路都很寬大，車

子也不多，也不會很壅擠，行人走路很安全，跟台灣不一樣。這

也令我在休假期間帶孩子回到台灣時感到很不適應，在到處都是

車的台北，小孩子跟我都會感到很緊張。

此外，雖說俄羅斯的人民普遍有民族優越感，以及有時會遇

上要找麻煩的人，但除此之外，在俄羅斯的生活整體而言是很舒

服的。不過現在回到台灣這麼多年，已經適應了在台灣的生活，

若非必要也不會想要再回去俄羅斯。2007年，教會覺得當地的
信徒已經可以支撐俄羅斯教會的運作，所以就讓全部的台灣人撤

離俄羅斯，55我們也在教會的安排下回到台灣。

錄 於「Департамент культурыгорода Москвы．Московский зоопарк」：
https://www.moscowzoo.ru（2022年 10月 22日點閱）。

55 自 1993年至 2008年，臺灣地方召會總計共差派超過 200位青年宣教
士，投入俄語世界宣教行動；但自 2008年 12月，最後一位臺灣地方
召會宣教士離開俄國，正式將教會交給俄羅斯當地人處理。參考自伍

宗耀，〈宣教脈絡下俄國地方召會信徒改宗研究〉，第 66頁，引自註
釋 141：卓遵宏、周琇環、林秀華（訪問）《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
行誼訪談錄》（台北市：國史館），頁 209；和第 124頁之附錄（三）
宣教行動記事，收錄於「政大機構典藏」：http://nccur.lib.nccu.edu.tw/
handle/140.119/69453（2022年 5月 15日點閱）。

 附錄（一）五年福音化臺灣行動統計數字

曾參加福音工作開展人數

日期 (期數 ) 新進人數 人位異動結果

1989.01.10（第一梯次） 100 100
1989.06.10（第二梯次） 30 128
1989.07.23（第三梯次） 48 163
1989.11.26（第四梯次） 52 199
1990.06.24（第五梯次） 61 227
1990.08.30（第六梯次） 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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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到台灣，以及對俄羅斯現狀的看法

（一）回到台灣

我與我先生都是「全時間」，56所以即使從俄羅斯回到台灣，

也時常被教會派往各地，我們是這兩年才調來花蓮壽豐的。我們

在俄羅斯十一年，結束俄羅斯傳福音回來後，我們又陸陸續續被

派往台灣各地：在台北三年、在台中三年、在員林三年、在北斗

四年。所以，我們經常在搬家，大概搬過二十幾次家。

我有三個孩子：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是 1997年出
生，二兒子是 2001年出生，最小的女兒是 2007年出生。大兒
子 2歲時就去俄羅斯當地的幼兒園上學了，因為當地的幼兒園不
論年紀，只要孩子生活能夠自理就可以去。也因為大兒子從小就

在那邊生活，所以當他 10歲，我們要回來台灣的時候，他大概
哭了一個月，非常難過。當時他還跟他在學校最好朋友的母親談

好，並跟我說：「她願意收留我！」，我跟說：「不行，不能。」

他就說：「我寧願當乞丐，我也不要回台灣。」他因為在俄羅斯

生活了十年，所以也覺得自己是俄羅斯人。因此，回到台灣之

後，他仍時不時望向遠方說：「我的家鄉！」，但隨著在台灣生

活的時間越來越長，現在那種心態已經較少出現。而對於烏俄戰

1990.10.21（第七梯次） 3 200
1991.06.16（第八梯次） 100 241
1992.06.01（第九梯次） 84 214
1993.06.01（第十梯次） 59 231

總計 537
56 「全時間訓練」出來的基督徒就是「全時間」。「全時間訓練」同前註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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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57的發生，他已然沒有了對俄羅斯特殊的情感，只是單純的覺

得很殘忍、很討厭戰爭，畢竟沒有人喜歡戰爭。

（二）對俄羅斯現狀的看法

我在俄羅斯那十一年，對於俄羅斯政治的觀察是這樣的：

在蘇聯瓦解 58不久後，普丁（俄文：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英文：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1952-）便當選了總
統。他當權的時間很長，在沒有網路的時代，電視媒體上幾乎看

不到他做了甚麼壞事，大都是播報他的豐功偉業，或者到了俄羅

斯哪一個地方，民眾列隊鼓掌的畫面。雖說當時蘇聯已解體，但

是蘇聯遺留下來的本質還在。此外，普丁的野心很大，一旦他當

上總統，他就會想要一步一步地把俄羅斯帶回到蘇聯時期繁盛的

樣貌。從現在的國際局勢就可以看見他的野心。

各國的政府都是具有野心的，每個國家都想尋求自身的利

益，或是擴張本國的領土，所以我對於現今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不

感到意外。但我還在俄羅斯的時候，俄羅斯人跟烏克蘭人就像是

家人一樣，因為他們都是斯拉夫民族 59，只是後來各自獨立。俄

57 烏俄戰爭（烏克蘭語：російсько-українська війна；俄語：российско-
украинская война），由俄羅斯於 2022年 2月 24日對烏克蘭所發起的特
殊軍事行動，目的在於履行對烏克蘭「去武裝化、去納粹化」的「維和目

的」，並造成烏克蘭多座城市遇襲、人民嚴重死傷，而各國也紛紛加入

制裁俄羅斯的行列。參考自〈俄羅斯攻烏克蘭 戰況發展、國際反應一次
看〉，收錄於「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2245010.
aspx（2022年 5月 14日點閱）。

58 同註釋 30。
59 斯拉夫人是世界上古老族群之一，早在西元 2世紀初時的古羅馬文獻中
即可看到斯拉夫人。現今主要分布於中歐、東歐和東南歐，分為東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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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與烏克蘭的人民也常常聯姻，在俄羅斯有俄烏聯姻的家庭；

在烏克蘭也有俄烏聯姻的家庭。普丁上任後，我想他應是不甘於

烏克蘭獨立，想要將前蘇聯的國家全部拉回同一陣線，讓俄羅斯

回復到像過往蘇聯那般強大，因而才有了烏俄戰爭。

在這場戰爭中，我認為民族、人民之間並沒有問題，主要是

政治人物的野心。此外，也因為兩國之間都有俄烏聯姻的家庭，

所以這場戰爭對於兩國人民的心裡想必都不好受。現在俄羅斯政

府因為想要讓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所以境內關於烏俄戰爭的新聞

和消息也都被官方封鎖，他們甚至要封鎖網路。

我們教會目前也有一些幫助烏克蘭的行動。像是我先生和

教會其他的弟兄姊妹，他們現在正在烏克蘭鄰近的、難民會尋

求庇護的國家，60接觸這些難民，並把福音傳給他們。我曾聽弟

兄姊妹說過，他們在那裡遇到一位從馬里烏波爾（烏克蘭語：

Маріуполь，俄語：Мариу́поль）逃出來的人，那個人向他們說
了很多我們難以想像的事情，他講到一半時就大哭了起來。你無

法想像俄軍就在你面前掃射，還對著醫院和救護車掃射，那畫面

很殘忍。因為申根簽證 61的期限只有兩個月，所以我們去那邊傳

夫人、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三大支系。參考自於沛、戴桂菊、李銳

編，《斯拉夫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 1。
60 像是波蘭（Rzeczpospolita Polska）、奧地利（Republik Österreich）、斯洛伐
克（Slovenská republika）等國。

61 此免簽證方案生效日期為 2011年 1月 11日，自當天起持台灣護照
者可免簽證入境申根成員國家，在 180天內最多可停留 90天。但
此免簽證方案並不適用於台灣護照內無詳載中華民國身分證號碼

者。而若由申根國家所發出的簽證上無其他特別的註明，則可在申

根領域內旅遊。參考自〈申根簽證〉，收錄於「奧地利台北辦事處」：

https://www.bmeia.gv.at/tw/%E5%A5%A7%E5%9C%B0%E5%88%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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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弟兄姊妹六月時便會回來台灣。

七、未來

對於未來，趕緊傳福音是非常要緊的，因為很多事情在聖經

上都有提及，比如：這個世代未來的走向會怎麼走。所以我們都

要盡快傳福音，盡快得著救恩，得著這永遠的生命，因為地上的

生命都是短暫的，但是神的生命是永遠的，祂是我們的扶持、我

們的力量。而地上的生活只會因戰爭、經濟通膨、資源缺乏等問

題愈過愈艱難，天災、人禍、戰爭仍會持續發生。所以只有在神

裡面，在主耶穌裡面，是不能震動的國。62此外，雖然現在疫情

嚴峻， 63但我靈裡 64是很平安的。「很有平安」的意思並不是說不

%E8%BE%A6%E4%BA%8B%E8%99%95-%E5%8F%B0%E5%8C%97/%E
5%89%8D%E5%BE%80%E5%A5%A7%E5%9C%B0%E5%88%A9/%E7%
94%B3%E6%A0%B9%E7%B0%BD%E8%AD%89/（2022年 5月 14日 點
閱）。

62 引用自《聖經》（以和合本為主）希伯來書 12章 28節：「所以我們既得了
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參考自〈希伯來書 第十二章〉，收錄於「簡體聖經」：https://springbible.fhl.
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na=%A8%D3&chap=12（2022年 5月 15日
點閱）。

63 此處疫情所指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2019年末於中國首
次發現感染個案，隨後病毒蔓延至各國，形成全球性大流行疫情，造成

嚴重傷亡，上百萬人染疫病逝。參考自〈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收錄

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
N6XvFa1YP9CXYdB0kNSA9A（2022年 8月 22日點閱）。

64 基督教將人分為靈、魂、體三個部分，其中「靈」是人與神最相近、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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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病，而是說不論得或不得，我裡面都很安息、很平安，因為

有神在我裡面，與我同在。這，就是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接觸神的一處神聖地方。「靈」希伯來文為 neshamah， 奈夏瑪。聖經《箴
言》20章 27節譯為『靈』，指明吹進人身體裏的生命之氣，成了人的靈。
（參伯三二 8）人的靈是人裏面的器官，使人能接觸、接受、盛裝神，並
將神吸收到他全人裏面，作他的生命和一切。參考自中文恢復本聖經

《創世紀》2章 7節，註解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