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志工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新竹縣政
府文化局熱情的志工們，持續地支撐文化
場館運作，這股能量讓人動容 ~~。

疫情期間大家都做好個人防護，避免病毒
侵襲，希望親朋好友也能健康平安。由於
政府各方面運作均維持運作，其中文化場
館的開啟，均賴志工們一起參與，才能完
成每一天的劇場、場展的運作。

上天給每個人安排不同的劇本，但大家還
是要量力而為，讓自己保持在最佳狀態。

在這段疫情期間，非常誠摯地感謝每一位
志工們的協助，讓文化魅力不減。

除了平日志工值班外，志工們也相偕一起
出遊參訪，彼此關心與照護，讓我感到很
溫馨也很感動。同時見到對書法有興趣的
志工夥伴們，利用空閒時間學習揮毫，不
僅可傳習文化亦可修身養性，是非常難得
的機緣，於此也深感敬佩。

這些許多的文化緣份，當您用心融入志工
大家庭中，每次的值班或活動就是人生舞
台的一次演出，不論您是喜悅快樂或憂愁
煩惱，這一天的舞台還是會持續的展開，
然後靜靜地結束。或許回味無窮或是平淡
無奇，大家認真努力的態度，終究讓我們
感受到無私付出的偉大情懷。

相信隨著疫情的趨緩，在文化局文藝氣質
的薰陶下，各種不同藝情也能漸漸地觸動
大家的心，更能凝聚鞏固文化志工這個大
家庭。

文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副局長林益洲

疫情與藝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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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術館當志工，

是我一星期中最快樂的事

人│物│介│紹

第一次見到黃添招老師是在今年初的志工大會
上，她是今年度的志工證授證代表。司儀介紹
她今年 95 歲，擔任志工將近 30 年，當下我
就想一定要採訪黃老師，請她談談為何不留在
家，反而選擇到文化局當志工。

約好到美術館採訪的那天早上天氣微冷，黃老
師精神很好爽朗地談起她加入志工行列的故
事，一邊聊天，雙手熟練的折著紙條，要做手
編紙籃。她笑著說 :「人要不斷活動，她才不
要變成老年癡呆呢！」

學校一退休，她立刻就到新竹市社教館當志
工，每天搭公車往返湖口、新竹之間，並重
拾年少時的興趣開始繪畫。這樣通車持續許多
年，她哈哈大笑說：「過了 65 歲還不曉得可

買敬老票，一直買全票，多花了不少錢。」

當新竹縣文化局新成立開始招募志工，她第一
個報名、自 86 年 6 月開始擔任正式志工至今，
轉眼已過了 27 年。黃老師除了在新竹縣文化
局擔任志工以外，也曾在仁慈醫院、國稅局、
新竹社教館等多處服務貢獻自己的力量。

黃老師提到：「最近這幾年，我兒子擔心我活
動力大不如前，一直勸我不要再當志工，就待
在家養老。但來美術館當志工是我一星期中最
快樂的事，我一定要來！有些人年紀大了，請
外勞照顧、整天待在家裏不和外界接觸，一直
嘮叨對什麼都看不順眼，只會氣壞自己身體，
讓自己不快樂。」

時代不同，我們要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整天關
在家裏依賴別人照顧，不過要注意自己身體，
不要跌倒，像我前幾年跌倒，身體狀況就大不
如前。」黃老師接著說：「我就是單純閒不下
來，哪些地方需要幫忙我就去，還因此認識許
多好朋友，他們都很疼我幫我，我是一個很有
福氣的人。」

聽她分享當志工的點點滴滴，在她溫暖和煦的
笑容中我看見一位開朗的長者及一顆滿懷感恩
的心，用豁達的態度認真過每一天，更活出自
在精彩的人生。

離開美術館時，仍聽見黃老師熱心回答參觀民
眾的問題。在此誠心祝福她平安健康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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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添招老師
資深優良志工金質獎

採訪 李淑珍



112 年 3 月 6 日有幸參與美術館志工培訓，
本次邀請展出的蔡榮和老師來分享其創作歷
程及作品的導覽。名為「思念之河」，江觴
2020 年的詩畫創作，主要是壓克力顏料為主
的抽象畫作，再加上老師做的詩，成就此次
的畫展。

首先老師談起此次的創作因生命中摯愛之人
離世，悲傷至極，思念之餘埋首於創作。三

母親節前夕，一早婦女之家所有的姊妹們，
陸陸續續的出現在縣政府文化局的縣史館
前，因為她們今天有個文化饗—聆聽縣史館
導覽志工為大家解說！

身為導覽志工，我想最大的享受應該是能夠
讓一般民眾了解縣史館，接近縣史館，更進
而喜歡縣史館！
這一天，婦女之家上百位姊妹們群聚而來，
在三位導覽志工的解說下，聽到她們回饋說：
先前不知道縣裡竟然有這麼好的地方，還

個月內除了上班就是作畫，將思念的情感
盡情揮灑於畫作中，藉此努力走出傷痛的情
緒。

其中「混沌太極」是一幅大作，陰陽兩分離，
但心中彩虹藏在太極兩地。另一幅「思念之
河」畫作中強忍悲痛，想抽離但又藕斷絲連
的糾結，沈浸在回憶裡流轉，內心掙扎，感
受老師心中深層的痛，非常動人心弦。

春、夏、秋、冬四季變化的圖中，其中冬季
的圖畫，透過老師解說才看出其特殊之處；
藉由燈光的明暗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真的
很神奇令人讚嘆！冬日的雪景像天女散花般
的美麗。每幅畫作都有老師心情的寄託，老

師對顏料的掌控神乎其技，上彩
時間的拿捏、堆疊讓作品展現不
同特色。經過老師解說其中的用
色及線條表現，再用不同的角度
欣賞，更能深入了解其中的含意。
老師講解過程中，志工同仁踴躍
提問，認真參與了解並欣賞畫作，
是一場有意義又 美麗感人的課
程。最後老師還贈送參與此次培
訓的志工，每人一本親筆簽名的
畫冊。

詢問如何申請導覽服務？什麼時候可以來參
觀？這些都說明了她們確實肯定了我們提供
的服務！
婦女之家是個成立多年的縣級婦女團體，早
年推展過各種學習活動，如：讀書會、手工
藝製作、演講、口才訓練等等，是個很優質
的社團，能夠跟她們交流互動，確實是與有
榮焉，希望將來縣史館能有更多的機會，為
社會各階層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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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徐素珍

文 劉素珠    

   溫馨母親節，
為自己加油 

美的心靈饗宴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為推廣朱熹文化，在十多
年前成立新竹朱子學堂，幕後贊助支持者為
朱熹後裔、臺灣海峽兩岸朱子文化交流促進
會創會理事長朱茂男先生。2020 年朱先生提
議請書法家羅際鴻籌備開辧朱子學堂志工書

真正拿起毛筆練字，是從職場退休後，才有空
閒的時間開始接觸筆、墨、硯，再加上朱子學
堂的書法課，讓自己更有系統的跟著諸位老師
的步伐習練各種書法字體。經過兩期的書法課
程，在五位老師輪番的指導下，練習不同的字
體，在一筆一畫練習中，走進了書法的殿堂，
認識了書法的藝術之美，進而了解更多的書
法知識、寫字技巧，還能欣賞歷代書法家的
作品，真的是受益匪淺啊！學習書法藝術有
很多的樂趣，領悟到楷書是挺拔有力的，隸
書是柔和的，行書是瀟灑的，草書是狂放的，
篆書是優美的，碑文是厚實的，每種字體都
蘊含著文化和哲理。讀帖、臨帖
加上不斷的練習，慢慢地探索形
成個人的風格和特色。要學好書
法必須具備一定的審美觀點。寫
出來的字才會有美感。在求美的
過程中不斷超越自我，除了要注
意字的結構外，也要觀察整體的
布局留白、墨色的乾枯濃淡變化，
才能呈現一幅好的書法作品。此
次，在期末成果比賽中，得到老

朱子學堂的志工書法班…
學習進行式

悠 書法，樂無窮 

法班，他願意全力贊助經費，期望在推廣書
法文化中，同時闡揚朱子文化思想。授課教
師包括王松林、李士生，張雙土，謝石鴻、
羅際鴻等五位知名書家。數年來，學員們利
用周一下午，由學習基礎筆法，逐漸進步到
臨習各體書法。雖然部分學員退出或加入，
但仍有許多學員堅持下來，努力學習，這些
成員的書法進步尤為可觀。學習書法必須自
己勤加練習，才能日益精進。在學習過程，
人人都養成心性沉穩、有十足耐心的好習慣。
希望未來這個書法班能夠繼續維持足夠的人
數，讓贊助者有不斷支持的動力。

師的青睞與鼓勵，榮獲表揚，此殊榮更增進自
己練習書法的正向動力。當下，練習書法成為
我的日常，秉持著「重在臨、貴在勤。」的準
則，只要對書法有一定的興趣，持之以恆，就
能練就一筆的好書法，願與共學者同勉之。

第一名 林 淑 芳
第二名 陳 淑 芳
第三名 黃 清 輝

文 書法志工組整理 

文／圖 黃清輝

本期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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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餘年前我由對岸扛
回了一口端硯與徽墨，
只因為回味就隨時磨墨
書寫。可是 - 幾十年來 
它 變 成 了 ＜ 炫 耀 ＞ 擺
設品 一直佔據著一角
落～包括櫥櫃以及我的
內心。有時拿出來拭擦
把玩就是沒勇氣開封怕

褻瀆了神聖的「雅物」。

終於，四年前它有機會亮相了 -「朱子學堂」
希望志工們秉承朱熹大學士的理學精神讀書
寫字～給予忒大福利 - 聘名師教授書法。有此
好事我當然不會錯過…這些年即使因疫情肆虐
而停課過，伙伴們仍然不懈的勤練，看得出
有長足的進步；而我依然因家事工作而常缺
席的學生……這次的得獎絕對是個意外驚喜，
謝謝同學們的禮讓，老師的抬愛，給予我這

朱子學堂聞墨趣

遲暮的老嫗精神的鼓勵以及實質的獎賞。獎品
很實用，除了文房四寶之外的必須品。它們會
跟端硯一樣時時的砥礪自己 - 任重而道遠啊～
得獎 – 絕非習字的目標而是藉由習字潤色生
活；中華文字 既是線條符號又是圖像，是世
界上古文明延用至今，仍最多人使用的文字；
而書法則是藉毛筆書寫文字 達到意、眼、手 
、精神貫一，如果再加上磨墨則足以達到休養
身心靈之境界矣！

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處芝蘭之室其味也香 

書法課堂歡樂多，同學們興趣相同、目標一
致。每週週一下午報到習字，依著老師指導 
篆隸草行楷或臨摹或創新，大家彼此觀摩。老
師們鼓勵式的眉批，慢慢地無壓力的前進；如
此美好的事，當然也歡迎伙伴們加入，這個園
地是屬於我們大家共有的。快樂學習的道路有
您有我，豈不快哉？

書寫 - 午後的温潤   品味 - 滿室的墨香
文／圖 林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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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學中年級開始學習書法， 當時臨摹柳
公權字帖。上了國中鮮少寫書法，對書法的認
知與練習幾乎是停擺。 

自從開始上志工書法課後 , 不僅重拾學習的初
心，對書法的欣賞與審美也有不同的體悟。以
前總以為，只要寫的勻稱、排列整齊、大小均
一、墨色潤澤…即是好字。殊不知，寫字除了
基本技法外 , 整體作品的布局、行氣、神韻、
乾枯豐潤等等都在在表現作者的書寫創作能
力，甚至裱裱褙的綾布顏色等等，也會影響作
品的趣味性。

學習書法豐富了我對美的賞析與品味

美是沒有標準的， 個人的主
觀意識更是主宰了我們對美
的好惡與感受，在我們的心
靈深處與作品的勾連交接，
觸動了我們對作品的相應與
趣味。 
在 這 裡 我 學 到 了 書 寫 的 技
藝，更重要的是老師的啟發、
引導我們學習更多的審美經
驗與內涵，也豐富了我的賞
析品味更上層樓，讓我的內
在更靜謐安然。     

文／圖 陳淑芳

美 沒 有 標 準



如果說城市是一簇鮮花，無疑的河流就是那條
繫著鮮花的緞帶，將之整飾得更加生氣蓬勃而
美麗。

新竹得天獨厚擁有頭前溪、鳳山溪兩座母親河。
恰如其分的將縣、市串連成完善的生活圈，彼
此頻仍互動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它們發源於
不同的山區各自蜿蜒而下， 最終攜手入海。
一如這座城市有來自各地族群，攜手打造改變

眼看它茅毛漫漫變阡陌縱橫，瞬間已經高樓
林立，滄海桑田景已改。是順應潮流？抑或
貪婪所致？總之，已經回不去了，回不去的

晴耕雨讀、回不去的飛鳥對猿啼。只有悠悠
竹塹水，依舊蜿蜒向天際，日日夜夜……

十月花鼓響鑼鼓喧天慶豐收                         

九月九重陽登高插茱萸

八月桂花香 月圓人團圓

七月中元豎燈篙

六月鳳凰花紅驪歌唱     

五月桐花伴相思

四月雪流蘇苦戀共飄香

三月杜鵑春欲來

二月櫻花粉紅漫天飄

一月到又是新年迎春花       

樓臺連棟　　流水靈動

哪管誰家興盛誰家衰

望西川　　意躊躇

陋巷單瓢亦自在

衰    化作土  

興    化作土

一聲槍響破天際

兩隻親鳥各漂零   

三轉五拐順流下

四週山巒變壘石

五度築巢已不在  

六戶饒平渡海來  

七姓公舊社北渡到新社

八方來儀展生計   

九座巨橋騰空起  

十方雲集人人忙碌我孤寂  

青山依在　　白雲相待

夢裡常駐彩鳳群舞示愛

寄東屋　　淚沾襟

睭啾呢喃今安在

行    路有礙 

停    心有礙

縣史館特展   鮮鮮河水展後餘音

既有的地貌，築橋改道不斷的展現人定勝天的
成果……西邊是無限延伸的自然河景 ，時而陽
光被雲層遮住、時而晴空萬里或者霞光四射；
東邊則是山巒嵐霧堆疊參差著高低比美的大
樓——真是氣象萬千。
河流讓山跟海有了連結，就像臍帶般維繫胎兒
與母親，隨著脈搏起伏而滋養生靈萬物，看似
悠靜其實是波濤洶湧的更迭，體現物競天擇 、
適者生存，由古至今未曾停歇…… 

河流

文 林淑芳   攝影 張德貴

鴻鵠之志志在天際 、燕雀心繫僅在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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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春節過後，小確幸的以候補名額參加 3 月 18 日縣
史館的導覽培訓活動。 當天天氣晴朗正是出遊的好
日子，這次活動由組長德銓大哥帶隊加上科長大力
協助，就此展開精彩的行程。

在峨眉富興國小內發現結實累累的未知果實，經組
長解說原來是可食用的第倫桃，校外圍牆有可愛又
生動的小朋友拔河拉距圖。沿著學校旁小路漫步到
碼頭搭船遊湖，峨眉湖又名大埔水庫建於 1956 年
並於 1961 年開始供水，是台灣最早自行設計興建
的水庫工程。

峨眉湖綠蔭波光倒影景色優美，周邊有景觀咖啡館
與露營區、大自然文化世界，還能遠眺世界最高之
青銅彌勒佛像，就讓自己放空片刻，細細品味難得
的景緻。

接下來走訪傳說中的茶金─富興茶葉文化館，館內
可見到不同形式的製茶機器，茶廠主要生產著名的
東方美人茶。在品茗東方美人茶的獨特茶香間，老
闆娘更熱情詳細介紹茶葉製程、茶廠興建過程與興
盛沒落，更希望能透過世代傳承，在傳統文化中尋
求創新，再造一個黃金年代。

離開茶廠繼續往峨眉湖步道行腳，轉角遇到賣很醜
的橄欖超好吃！私人的環湖花園步道開滿黃色風鈴
木，形成一幅美麗的風景。 
走著走著…來到世界一家的正門：歡喜門。右邊是
快樂門，左邊是幸福門，當下是滿滿的幸福感。

來到峨眉一定不可錯過知名的天主堂窯烤麵包。本
來大家都預訂麵包，可惜假日遊客太多無法接單。
還好姜理事長除了介紹峨嵋教堂窯烤手工麵包的創
立沿革外，並提供麵包試吃，紮實的口感、小麥香

第一次編刊物從剛開始一團亂，隨著邀稿收集稿件到版面選圖…. 陸續完成後，一顆忐忑之心才

逐漸放下。感謝各位提供稿件、記錄活動點滴及幫忙校稿的夥伴們，有大家的協助與參與才能讓

志工園地順利完成。下期再會！

峨眉、北埔鄉
古跡人文之旅
文 陳雪芳 

味在舌間口中擴散開，麵包果真名不虛傳。

下午造訪北埔老街。北埔老街有許多具歷史
價值的建築，如古蹟金廣福公館和相鄰的仿
巴洛克式的姜阿新洋樓。這次行程安排參觀
姜阿新洋樓，目前由姜氏後人管理導覽介紹
洋樓 的興衰史，及茶金歲月過往。

最後在老街古厝體驗客家擂茶的樂趣，將五
穀雜糧研磨成糊狀，再加上綠茶粉及米香，
接著沖入開水即可飲用。喝完暖暖的下午
茶，結束一整天的豐富行程。

小 編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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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東生態公園走春
導覽遊記

文 王德泉

春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節，萬物復甦，鳥語花
香，而竹東生態河濱公園正是春天賞花踏青的絕
佳去處。公園裡有著多樣的花草樹種和豐富的生
物，吸引了許多人前往這裡進行各項的活動。

當天上午，志工們穿著輕便、帶著愉快的心情
來到公園伯公廟集合，迎接我們的是歡樂嬉笑
的簽到抽獎與領取美味柑桔。和煦的春光照映
著廣闊的林木，我們隨著導覽員穿梭在公園
裡，瞭解公園的生態環境，觀察不同種類的動
植物，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在公園裡，各種顏色繽紛的花卉在陽光下閃耀
著，吸引著人們的目光，讓人感到心曠神怡。
而踏青則是一種更加輕鬆的活動，讓人們能夠
放鬆身心，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這次活動讓志工們不僅享受了春天的美好，也
增加了對生態環境的認識和保護意識。我們學
習了如何保護和維護生態環境，如何減少對生
物多樣性的威脅，並且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實踐環保行動。

這次活動的成功，歸功於活動幹部們的付出、
支援交通共乘的伙伴，以及導覽員的協助，他
們提供了熱心的服務、豐富的知識和經驗，使
得活動更加豐富和有意義。志工們深刻體會到
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且每個人都可為保護環
境出一份力，讓這片土地更加美好。

透過這次活動，凝聚志工夥伴們的情誼，也吸
取了更多的能量，回到自己服務的崗位繼續發
光發熱。

精
彩
活
動
回
顧

圖 1：演藝廳志工教育訓練 圖 2 . 3 .：志工倫理講座暨園療 D I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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