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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鄧如雯殺夫案、2004 年「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這些流動於台灣社會記憶中的重大性別事件，
你還記得嗎？這些事件震驚台灣社會，也陸續推動、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

然而，仍有許多傷痛存在於社會中。 

透過服務，勵馨基金會看見一個個被壓傷的故事，以及當事人的煎熬，也讓我們理解到，
倡導性別公義已是不容耽擱的使命。2015 年，勵馨匯集了服務對象的經驗與台灣重大性別事件， 

《拾蒂》舞台劇就此誕生，期盼透過真實的性別故事，與每一位觀眾共同凝視那片傷、那道光。 

從傷到光的距離
《拾蒂》最終場 以本土陰道故事映照生命傷痕



目錄
執行長的話
02　性別暴力型態不斷轉變

追求公義與平等的腳步更不能停歇

主題報導
04　從傷到光的距離

特別企劃
10　2023 科技防暴國際研討會

各國共為新興暴力尋求解方

社工馨語
12　心尖上的孩子 祝你畢業快樂

14　這條路很長、很顛簸 但我們一起走

16　愛，一直都在

近期活動
17　微涼之秋 感謝愛馨人與我們同行

公益責信
19　2023 年度 1 至 9 月收支報告

發行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　　林靜文
發行所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電話　　　02-8911-8595
劃撥帳號　1217497-8
戶名　　　勵馨基金會

總編輯　　王玥好
主編　　　郭育吟

許馨月

執行編輯　江敍慈

美術設計　黃萱
承印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勵馨本著基督愛與公義的精神，預防及消弭性別暴力之傷
害，並透過服務與倡議同行，共創性別友善之社會。願每
個人都能在沒有性別歧視與暴力的環境中成長，並享有生
命應有之尊貴與榮美。

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 
我還怕誰呢？

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有什麼好畏懼呢？ 
（詩篇 27：1，現代中文譯本）

因為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直到他使公理得勝。
（馬太福音 12：20，和合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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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11/17( 五 )、11/18( 六 )  19：00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二樓劇場

台南
11/25 ( 六 )  14：00、19：00
11/26 ( 日 )  14：00
國立成功大學鳳凰樹劇場

《拾蒂》舞台劇
售票連結

了解《拾蒂》
舞台劇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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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執行長的話

業者合作解決問題，因此這次研討會，除了對
倖存者之處遇協助經驗交流分享，更邀請到科
技業、社群媒體業者介紹平台運作，也介紹他
們在科技防暴的作為，共同研討科技性別暴力
的預防、教育策略。

終止數位性別暴力 沒有人是局外人
　　科技性別暴力的涵蓋面向相當廣泛，政
府、非營利組織、企業界、學術界、乃至個人
必須努力，並相互合作，才能完善針對科技性
別暴力的預防、教育，以及對倖存者處遇的協
助，同時，勵馨也盼能透過這次研討會回應聯
合國呼籲，加強國家、科技行業、民間社會和
婦女權益組織之間的合作，通過合作夥伴關
係，來有效應對全球科技性別暴力。

　　今年是勵馨基金會成立的第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來，我們的願景始終如一，那就是建
立一個沒有性別暴力、各種性別皆被善待的社
會。勵馨期待，所有人都能在享受科技與網路
便利的同時，也能夠擁有安全、友善與公平的
環境，獲得理解與療癒，並長出自已的力量，
進而創造永續且美好的世界。

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性別暴力型態不斷轉變
追求公義與平等的腳步
更不能停歇

　　在資訊飛速傳播的現今社會，隨著數位工
具與平台的崛起，不論是處理生活大小事、還
是吸收或傳遞訊息，都變得越來越便利。但同
時也生成了另一個隱憂：數位性別暴力。包含
利用科技裝置、App 軟體進行跟監騷擾；運用
「深偽技術」（Deepfake）產出色情影像；或者
在網路社交平台上，性別歧視、性暴力攻擊性
言論；以及未經當事人同意上傳性影像等等，
都屬於數位性別暴力的範疇。

　　透過網路的傳播，數位性別暴力的殺傷力
非常迅速，影響範圍也相當廣泛，且不斷轉化
出新型態，令人防不勝防。防治數位性別暴力，
已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進行多年性別暴力
被害人服務，勵馨基金會也感受到數位性別暴
力所帶來的威脅與挑戰。 

　　台灣今年（2023）初在民間團體大力推動
下，修法通過性影像四法，加重加害人罪責及
被害人保護措施，對數位性暴力的防治是一個
新的里程碑。然而除了法律之外，針對數位性
別暴力的防治工作，也必須跳脫以往的框架，
多面向預防，不讓暴力承藉網路的迅速與便
利，繼續肆意流竄。

數位科技防暴研討會
廣邀十七國專家學者共同研議
　　為深入探討全球當前快速崛起的性別暴
力新型態，勵馨與亞洲婦女安置網絡（Asian 
Network for Women's Shelters, ANWS）於今
年九月在台灣聯合辦理「2023 科技防暴國際研
討會暨亞洲婦女安置網絡會議」，邀請歐洲、
美國、澳洲、亞洲等高達十七個國家的專家學
者共議。

　　我們關注被害人保護服務的台灣民間團體
很習慣性的只與社政、警政、司法合作尋思如
何友善被害人保護服務，但發現美國、澳洲等
國家的科技防暴策略，已擴展包含與科技業者
合作、研討，這再次提醒了我們，不能只是在
下游殘補、解決問題，應到問題上游，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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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傷到光的距離
《拾蒂》最終場
以本土陰道故事映照生命傷痕

主題報導

主題報導

資料提供／公民對話處

編輯／江敍慈

理智之後，吐出的那句「我終於可以睡覺了。」；
以及一個溫柔的孩子，因數不盡的戲謔與欺侮
而提早下車，促成了一部法律、留下了一個哀
痛的母親。這些事件雖為台灣社會帶來震撼與
省思，卻終究被漸漸淡忘，因此勵馨也將之納
入《拾蒂》劇本中，藉由演出，與觀眾一同憶起，
這些重大新聞，反映出更多仍在受苦、強忍傷
痛的身影。

　　2015 年演出後，便引起廣大迴響，許多
民眾表示深受觸動，驚覺「原來性別暴力離我
們這麼近！」《拾蒂》首部曲的成功，顯示了以
戲劇倡導性別議題的多樣化，透過真實經驗的
敘說與生動的演出，更能讓民眾感受性別暴力
被害人飽受壓迫、卻難以言說的沉痛，以及台
灣社會在性別平等議題上，尚可努力的空間。

　　隨著時代演變，更多與性別相關的事件、
觀感、分析也逐漸浮現，在隨著時代腳步翻新
服務的同時，勵馨也持續彙整服務中的看見，
並透過整合與優化，擴充《拾蒂》劇本，收入更
多元、也更深入的性別故事。

　　2015 至 2018 年，勵馨持續推出《拾蒂》首
部曲、二部曲、三部曲，以及適逢勵馨三十週
年時的集大成之作。展演了雛妓、吧 girl、性
侵與性剝削、家庭暴力、約會強暴、未成年懷
孕、目睹暴力，以及同志與跨性別等現象或議
題，透過不同時期的事件，多面向展現台灣性
別意識的演進脈絡。

　　1997 年鄧如雯殺夫案、2004 年「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這些流動於台

灣社會記憶中的重大性別事件，你還記得嗎？這些事件震驚台灣社會，也陸續推

動、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然而，不只是重大新聞，

更多與性和性別相關的傷痛仍存在於社會中，許多人負著傷、含著淚，卻難以透

露隻字片語。

　　勵馨基金會在服務中，看見一個個被壓傷
的故事，以及當事人的煎熬，也讓我們理解到，
倡導性別公義已是不容耽擱的使命。2015 年，
勵馨匯集了服務對象的經驗與台灣重大性別事
件，台灣本土的陰道故事《拾蒂》舞台劇就此誕
生。2023 年，勵馨成立三十五週年之際，《拾
蒂》也將迎來最後一次的正式演出，盼能在這
最後一次的旅途中，再次呈現真實的台灣性別
故事，與每一位觀眾共同凝視那片傷、那道光。

將傷痛剪碎 拼貼出新生之花
　　 由 美 國 女 權 鬥 士、 終 止 性 別 暴 力 運 動
「V-Day」的創始人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
所創作的劇本「陰道獨白」，訴說女性受到性暴
力、性剝削、性別不平等的種種經驗，引起國
際關注。2005 年，勵馨獲得「V-Day」總部授權，
將「陰道獨白」引進台灣，並連續演出十年，在
台灣性別推廣的路途留下指標性的軌跡。

　　在演出「陰道獨白」的十年中，勵馨收到許
多觀眾回饋，其中不乏「為何不演出台灣自己
的陰道故事」的提問，讓勵馨省思，將服務經
驗轉化、以另一種形式倡議性別平等、同時為
暴力受害者發聲的可能性。2015 年，勵馨彙
整了多年的服務能量，發展台灣本土的陰道獨
白《拾蒂》。

　　將此劇本取名為「拾蒂」，勵馨希望傳遞三
個意涵：

  •  拾起許多被人忽略、受壓迫的、受傷的女子
生命故事。

  •  重新檢視許多根深蒂固對女性的傳統觀點或
迷思。

  •  蒂，象徵女王，讓女性成為主體。

　　以這三個意涵為前提，《拾蒂》首部曲不僅
納入服務對象的生命經驗，也重現彭婉如事
件、鄧如雯殺夫案、「玫瑰少年」葉永鋕等具有
指標性的重大性別事件：一位傑出的女性，因
性暴力而離開人世；承受巨大暴力多年而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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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拾蒂》加入探討數位性別暴力
的劇本「# 這是我的 hashtag」；在網路發達的
現代社會，幾乎所有的資訊都能飛速傳遞，性
別暴力也藉此特性，迅速蔓延在網路世界中，
受害的人不計其數。在「# 這是我的 hashtag」
的段落中，可看見數位性別暴力受害者的焦灼
痛苦、躲在鍵盤背後的貪婪與惡意、以及身邊
重要他人的惶惑與不捨。

在那道光下 我們一起說你的故事
　　《拾蒂》中的許多情境，都是取材自服務對
象的真實心聲，由曾獲 Openbook 好書獎、
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的創作者郝妮爾擔任編
劇，重新編寫，寫實或非寫實的場景、喜悲交
錯的台詞，投射出社會思維的偏視、禁錮，以
及當事人求助無門的心碎與倉皇。

　　身為《拾蒂》的編劇，郝妮爾必須閱讀大量
的田野調查與採訪資料，透過與服務對象面對
面，聽他們訴說自己的生命經驗，帶給郝妮爾
極大的撼動；那些情景，乍聽之下很像電視裡
看到的新聞或劇情，然而，對服務對象而言，
卻是再真實不過、甚至想忘也忘不了的生命刻
劃，在對談中，她一次次感受著當事人的創痛，
體會到生命中真有不可承受之重。感同身受之
下，郝妮爾寫出了觸動人心的情節與台詞，完
成了能量豐沛的《拾蒂》劇本。

　　談到自己印象深刻的部分，郝妮爾舉出了
「躲貓貓」，這是一個談論家內性侵的段落：當
身邊人遭受性侵，而加害人也與自己關係很緊
密時，人們可能會因過於震驚、難以接受，因
此第一時間反而是質疑被害者。「你是不是穿
太少？」、「你有沒有說謊？」又或是在事後，
常會要求被害者躲起來、忘掉、放下，但這些
都是壓迫，為被害者帶來二次傷害。因此郝妮
爾用遊戲「躲貓貓」為背景，隱喻性侵被害人反
覆因身邊人的反應受創，卻又無處可躲、孤立
無援的傷痛。

　　擁有出色的劇本後，《拾蒂》最終能呈現在
觀眾面前，導演是功不可沒的靈魂人物。從勵
馨引進「陰道獨白」就參與演出、執導的喬色分，
不僅是勵馨所扶植的劇團「光腳的愛麗絲」指導
顧問，細膩的她也應用創傷議題，引導演員們
共同創作，讓台灣本土的陰道故事逐漸凝聚、
成形，轉化為富含藝術性的戲劇作品。

　　不只是取材於服務對象的真實經驗，《拾蒂》
的另一大特色，在於演員多以素人為主，甚至
可能是曾受到歧視或暴力的「倖存者」，卻以親
身演出，重現創傷經歷與煎熬心境，讓觀眾看
見暴力是如何劇烈劃傷生命，以及在傷痕的縫
隙中所透出的療癒與盼望。

　　喬色分提到，相較於「陰道獨白」，《拾蒂》
與台灣在地文化有更多連結，演員會比較有共
鳴，排練也較易進入狀況。然而在排練的過
程中，演員也可能因為觸動創傷經驗而情緒潰
堤，這時候她就會停下來，陪伴演員流淚。重
新經過抒發與梳理後，演員會逐漸獲得療癒，
上台演出時，已不只是倖存者，而是說故事人、
表演者、倡議者。

　　曾經在演出結束後，喬色分在劇場門口遇
到幾位觀眾，向她說「謝謝」，讓她體認到，社
會上還有許多有類似遭遇的人，卻因種種原因
無法宣之於口，《拾蒂》的出現，彷彿是在對這
個社會，大聲說出這些故事。「而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聽見另一股微弱的聲音，小小聲地說：
『這也是我的故事。』」喬色分說。

走上舞台的 是我、也是你
　　勵馨「光腳的愛麗絲」劇團成員之一雨澄，
也參與了今年《拾蒂》最終場的演出，她在高中
任教超過二十年，這一次將站上另一個舞台、
演出「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故事。葉永鋕事件發
生於 2000 年，引起社會嘩然，也催生了《性別
平等教育法》。但七年過去後，2011 年仍發生
蘆洲國中生因陰柔氣質被取笑，最後墜樓輕生
的憾事，由此可見，對性別的偏見與框架仍存
在於社會當中。

　　身為一位教師，雨澄平時就會宣導性別平
等、尊重多元的觀念。蘆洲國中生墜樓事件，
讓她更堅信性別教育不僅有其意義，更有迫切
的必要。也因此，她拿到劇本時非常有感，「這
不正是我一直努力在教的觀念嗎？」這個角色
彷彿提醒了她，要透過教育工作者的身分，更
努力推廣多元性別、性別友善的理念。

　　雨澄表示，排練難免會感到辛苦，但她的
熱忱絲毫沒有消褪，仍非常期待透過演出，為
觀眾帶來支持與療癒的力量，在台灣 #MeToo
運動風起雲湧的 2023 年，能夠參加倡議性別
公義的演出，她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使命感。
「想到我們的演出，或許能讓受傷的人感到被
同理、被接住，能為性別平等盡一份心力，我
就覺得再辛苦都是值得的。」雨澄說。

你為什麼還沒放下？

這裡沒有出口、沒有光。

他硬把鏡頭伸過來，而我為此道歉。

為什麼非得等到她動手，社會的目光才
終於落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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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傷走向光，很遠 但我們終將抵達
　　創傷是真切、疼痛、難以忽視和忘懷的，
《拾蒂》欲傳達的，不是否認，而是一份邀請：
邀請觀眾與《拾蒂》共感、同行，看見性別暴力
被害人的生命故事，也看見台灣社會之於性別
的成見與綑綁，了解終止性別暴力的軌跡與重
要性。 

　　從 2015 年至今，《拾蒂》走過八年，如今
即將迎來最終場演出，然而這並不代表勵馨將
停下推廣性別暴力防治的腳步；未來，《拾蒂》
將推出劇本書，並從大型演出轉變為小型的藝
術倡議，並深入至各地社區、藝術團體、教學
現場，透過更多管道，繼續敘說台灣本土的陰
道故事。終止性別暴力，固然是一條漫長的道
路，但只要持續走著，終將迎來給與生命嶄新
能量的溫暖微光。就算最好的事情都

沒有發生，我們還是

可以選擇，成為自己

最想做的那個人。

不哭不哭，

痛痛飛走了。
我們只是不同，
沒有不好。

你不用道歉！錯的是

未經允許散佈影片

的他！



勵馨會訊10 11特別企劃勵馨會訊10 11特別企劃

特別企劃

2023 科技防暴國際研討會
各國共為新興暴力尋求解方

資料提供／社工諮商處

編輯／蕭淳方

攝影／張皓雯

Pacific Regional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以視訊方式擔任主講者，
從聯合國視角開啟國際研討會的對話。

　　Sarah Baird 在演講中提到，在馬拉威的
一項研究中就發現，大於三分之一的女性認
為她們在線上受到的暴力，最終會延伸到實體
的傷害。雖然有些國家已有改善網路安全的法
令，但這些法令卻常常是「性別盲」，忽略女性
在線上特別容易遭受到的危險。立法應該要將
性別考慮在內，特別考量女性遭受科技性別暴
力的傷害。

　　他進一步說明，以全球觀點來說，科技性
別暴力的解決方案必須要創造一個「可行的商
業模式」。演算法沒有道德規範，其目的是增
加收入，但這個模式促使年輕男性接觸更多網
路上有毒的厭女內容，並將他們和全球各地的
施暴者連結在一起。要了解這個議題，需要更
多的研究。

相互合作，
共同防暴：科技業界參與及政策討論
　　知名科技公司如 Meta 也參與研討會，分
享其在數位平台上應對性別暴力的措施與策
略。在政策法令的場次上，身為全球第一個通
過數位安全專法的國家──澳洲代表則分享該
國法律的特色及執行挑戰，而台灣立法委員范
雲也分享了台灣在數位性別暴力問題上的法律
修訂歷程與成果，為業界及政策制定者提供有
益的啟示。

　　我們，因共同的願景和共享的價值觀而團
結一致，特此宣告我們致力於透過透明的對話
和包容性的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擊科技衍生
的性別暴力問題。

　　通過支持這份聯合宣言，我們踏上了一個
旅程，旨在創建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讓所有
人擁有完全的權利，自由和尊嚴，免於污名、
歧視和性別暴力之苦。

　　勵馨基金會與亞洲婦女安置網絡（Asian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 ANWS） 於
2023 年 9 月 12 至 13 日舉辦 「2023 科技防暴
國際研討會」，從「國際科技暴力狀況分享」、「科
技性別暴力的交互關係」、「數位與科技防暴的
展望」等不同面向，瞭解各國的現況與趨勢、
相對應規範及預防措施，讓台灣分享經驗，也
借鏡他山之石，以有效應對科技性別暴力。

數位時代的挑戰：
呼籲亞洲社會關注數位科技性別暴力
　　「科技性別暴力」在 COVID-19 的流行期間
迅速升溫，且不同國家對該議題的防治發展卻
存在顯著差距，例如許多亞洲國家尚未能將這
種新型態的性別暴力納入考量。而隨著科技及
線上世界快速發展，科技性別暴力已超過 40
種型態，且仍不停新增、演化中。

　　為確保亞洲各地性別暴力服務鏈中的不同
角色了解這個議題的現況與嚴重性、增強以
「倖存者為中心」的服務、倡議為倖存者提供即
時服務與預防的法令政策，並加強亞洲各國政
府、科技公司、相關民間團體和組織間的合作，
研討會講者除了各國國家報告、科技性別暴力
的各議題如網路約會安全、兒少性私密影像傳
播、新興科技數位暴力趨勢、亞洲各國的創新
服務外，也包含科技與社群媒體平台業者的防
治措施，和政府法令的處理面向。

匯集十七國專家，
同心解決全球科技性別暴力議題
　　本次會議共計邀請橫跨歐洲、美國、澳
洲及亞洲各國的領袖專家齊聚一堂，包括來
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永續發展目標協調中心
（UNDP SDG Coordination Centre）的 研 究
專家 Dr. Anju Abraham，以 及 歐 洲 理 事 會
第 一 副 主 席 Aleid Van Den Brink（First Vice 
President of GREVIO）。會議一開始將由聯合
國人口基金亞太區性別暴力專家 Sarah Baird
（GBV Technical Specialist at the As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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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偉修
台中分事務所社工

社工馨語

當小安拿出禮物時，孩子的目光突然與她相
對，困惑之中，又多了一分驚喜。

　　最後，在養父的溫柔提醒後，孩子說了 「謝
謝」，並給小安一個擁抱。

　　在一旁看著的我，心底很清楚，這個擁抱
小安等了好久好久，當把孩子擁入懷中時，小
安頓時紅了眼眶，而在當天的典禮過程中，小
安也一直忍不住偷偷拭淚，讓我回想起當年辦
理出養程序時，小安也是不時就會流下淚來，
在程序中的每一個決定，都蘊含著她的不捨與
辛酸。但是在這一天，她的淚水不再苦澀，而
是飽含著欣慰與感動。

希望有一天
沒有人需要再背負這個秘密
　　我在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的收出養方
案服務約六年，接觸了 33 個正式申請出養程
序的母親，協助 30 個孩子找到收養家庭，一
般而言，勵馨都會鼓勵收養家庭對孩子進行「身
世告知」，然而，每個出養家庭以及收養家庭
對於身世告知的心理準備、方式或時間點都略
有不同，因此陪伴輔導的同時，我們仍會尊重
雙方的安排與考量。

　　小安的例子，是我第一次陪著申請出養的
母親參加孩子的畢業典禮，內心真的無比感動；
即使當天沒有讓孩子知道真實身分，但她的愛
與祝福仍是如此真切，令人動容。我深深希望，
有一天，收出養不再需要是秘密，不管是出養
人、收養人、孩子或身邊的任何人，都能夠在
愛中更加自在、更能傳遞自己的感動、感謝與
祝福。

心尖上的孩子
祝你畢業快樂

　　當畢業季來臨，許多父母雀躍期待孩子的
畢業典禮，然而，對於出養孩子的小安（化名）
而言，卻成了深深渴望，但不敢想像、更不敢
要求的心願。當年做出同意將孩子出養的決定
後，小安彷彿就將所有過去鎖進了潘朵拉的盒
子，珍藏在內心最深處的角落。

　　但不論過了多久，做為母親，小安仍時時
關心著孩子：細數孩子的年紀、關心他的就學
適應、只要有機會便手作禮物送給孩子，看著
孩子的照片，並驚嘆著每個成長等等。雖然未
能陪在孩子身邊，跟他一起成長，但小安不曾
忘記這個孩子，在漫長的歲月中，小安溫柔而
沉默地，用不打擾的方式愛著自己懷胎十月生
下的孩子。 

　　時間過得很快，一瞬間，孩子即將要從幼
稚園畢業了。這時，養父母向小安提出邀請，
希望她能夠一起參加孩子的畢業典禮，當我轉
達這個邀請時，小安就像中大獎一樣，非常興
奮。「太棒了！好感動喔！太開心了！謝謝弟
弟的養父母！感恩！」小安反覆說著對養父母
的感謝，也讓我看見，在孩子成長的這幾年，
她是多麼地牽掛。

　　然而，隨著日子一天天的靠近，小安卻開
始不安起來，她擔心著那一天的會面，不確定
自己該以什麼身分出席？當孩子終於見到她
時，會是什麼樣的心情？而她，又應該如何回
應呢？種種的擔憂，交織成龐大的焦慮，籠罩
小安的心，因此在討論過後，我決定與小安一
同出席畢業典禮。

千絲萬縷的思念
堆積成一個深深的擁抱
　　考量到孩子年紀尚小、可能無法接受自己
被出養的事實，因此雙方決議，暫時先不透露
小安的身分。到了畢業典禮當天，我陪著緊張
不已的小安，與孩子跟養父母見面。「弟弟，
這是之前照顧你的保母阿姨。」養母說著，彷
彿也有些緊張，而孩子有點困惑，也頻頻分心， 台中愛馨人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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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曾顯惠
桃園分所性侵害服務組社工

社工馨語

這條路很長、很顛簸
但我們一起走

　　然而，正當小琪覺得自己逐漸好轉的時
候，整起案件正式進入司法程序，隨著司法程
序的進行，小琪反覆接受訊問，以及加害人律
師的詰問、質疑，這一段漫長的過程，使她再
次勾起了創傷回憶，陷入痛苦、自我懷疑、自
責與懊悔的情緒中。在這段過程中，社工全程
陪伴小琪一起走過，給予支持，而小琪也非常
努力，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漸漸長出屬於自己
的力量。

逐漸穩健的步伐 逐漸癒合的心
　　判決出爐的一個月後，小琪主動來找社
工，分享這些日子以來的心情；她感謝社工，
沒有因為初期的情緒不穩，還有鬧失蹤、拒絕
溝通的反應就放棄她，時常給予陪伴，讓她不
再感到孤單與無助，也讓她生出勇氣，能夠繼
續走完整個司法流程。更重要的是，透過陪伴
的歷程，小琪的身心獲得一定程度的療癒，重
新看到了自我存在的價值，也慢慢開始對未來
生活有了規劃與盼望。

　　小琪告訴社工，她希望在身心狀況穩定後
返回職場工作，也期許自己能夠慢慢復元、並
積累能量，成為幫助別人的人。看著小琪的好
轉，社工心中充滿欣慰；雖然，這一條復元之
路很漫長、很辛苦，但她一步步越走越穩，慢
慢走出陰影，祝福小琪，未來的日子能夠平安
穩健、並充滿盼望地走下去。

社工馨語

桃園愛馨人粉絲專頁

　　在小琪 ( 化名 )14 歲的某一天，喝醉了的
叔叔帶著詭異的眼神、撲向了她……從那天之
後，小琪的世界就變暗了，來自叔叔的傷害不
只一次，反覆受害之下，讓小琪的身心支離破
碎。她也曾跟父母求助，得到的卻是逃避與忽
視，父母不相信、更懷疑小琪所言的真實性。
求助無門之下，小琪開始刻意忽略自己的感
受、將心門緊閉，彷彿只有麻木地生活，才能
減輕侵害帶來的痛苦。

　　直到成年後，小琪決定為自己挺身而出，
她報警揭露叔叔的惡行，並輾轉來到勵馨基金
會桃園分事務所。然而，可能因長期受侵害的
緣故，小琪害怕與任何人接觸，並有嚴重的社
交恐懼，剛開始，小琪不敢接聽任何來電、常
出現突然失聯的情形，要與她互動並不容易，
更遑論建立信任關係，但社工總是溫柔並充滿
耐心，等著小琪感到安全與信任，開始打開心
房的那一天。

一步步慢慢來 我陪你 
　　在桃園分事務所的社工每個月的持續關心
下，小琪終於稍微放下警戒，答應與社工見面。
見面時，小琪不斷地道歉，希望社工能理解自
己偶爾失聯的狀況，但頻頻道歉的模樣，看在
社工眼裡卻是更加心疼，期望透過陪伴，協助
小琪慢慢復元，療癒創傷。

　　一段時間的陪伴後，小琪漸漸開始跟社工
分享日常生活，還有自己的感受。有天，小琪
告訴社工，她養成了閱讀心靈書籍的習慣，讓
社工更清楚看見，小琪渴望復元的心情，於是，
社工詢問小琪、和她討論進行心理諮商的可能
性，並在獲得小琪的同意後，協助她申請心理
諮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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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黃容蓉
屏東分事務所

法院家暴暨家事事件服務處社工

　　阿祝與阿福（均為化名）已經吵離婚吵了
好幾個月，兩個人都傷痕累累，而親戚朋友提
供的各種意見，反倒使兩人更拿不定主意，再
加上有孩子需要照顧，弄得吃不下、睡不好，
兩人都變得心力交瘁。

　　在社工的介紹下，阿祝與阿福接受勵馨基
金會屏東分事務所的社區家事商談服務，藉由
個別商談，阿祝與阿福不再膠著於爭執和憤怒
的情緒中，得以開始整理自己的想法、感受，
也能客觀看待婚姻現況並做出決定，並且開始
有意識地練習調適情緒和角色定位。

共同的愛 消弭了彼此的爭端
　　另外，藉由共同商談，阿祝與阿福有機會
和平、理性的重新開啟對話，相互理解、道愛、
道謝與道歉；之後更能一起討論孩子未來的照
顧計畫，最終，兩人擬定了以孩子權益為主要
考量的離婚協議，平靜地完成了離婚手續。

愛，一直都在

社工馨語

　　結束婚姻關係，固然讓阿祝和阿福感到心
痛，但在離婚之後，兩人的狀態都平穩許多，
孩子不必再目睹父母劇烈的爭吵，並可以定期
在兩個家移動，繼續被父母、祖父母、外祖父
母、姑姑、阿姨們疼惜著。

不只一個家 也可以不只一份愛
　　過去一年，透過社區家事商談的服務，我
接觸了各種樣貌的家庭，讓我有一種體會：當
伴侶關係漸行漸遠，難免會憂傷、徬徨，彷彿
被困在無盡的黑暗中，但那顆愛孩子的心，卻
可以是黑夜裡的亮光，導引混亂、失落的心靈
逐漸平靜、找到安放自己的方向。

　　即使不再是夫妻了，但只要父母好好規劃
與合作，孩子依然可以獲得妥適照顧，在充滿
安全感的環境下成長。在父母雙方的協調和合
作下，即使一個家變成兩個家，愛也不會因此
消散，而是一直都在。

近期活動

微涼之秋
感謝愛馨人與我們同行

屏東愛馨人粉絲專頁

花蓮勵馨自媒體創作工作坊
伴青少年培養「數位力」
　　勵馨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舉辦「女兒工作
日」活動，以多樣課程培力青少年，迄今已邁
入第七年，今年因應數位時代，開設自媒體創
作工作坊。講師從畫面構圖、攝影、錄影、剪
輯、音樂挑選等步驟，帶著孩子實際演練。

　　第二場自媒體創作工作坊則於十月 14 日
下午一點至四點舉行，邀請 podcaster 自媒體
創作者 《偷聽史多利》擔任講師，分享心路歷程、
也引導學員看見民間故事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花蓮愛馨人粉絲專頁

遠東百貨桃園店╳桃園勵馨
一起當孩子的聖誕奇蹟
　　冬天，是傳遞愛與希望的美好季節，遠東
百貨桃園店將與勵馨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攜
手，推出聖誕心願募集活動。100 位由勵馨服
務的小朋友，將寫下他們的聖誕心願，並貼上
遠東百貨桃園店 B1 休憩區的植栽牆。誠摯邀
請您，一起來參與聖誕心願募集活動，您送出
的將不只是一份禮物，更是讓孩子感受到溫
暖、喜悅，並幫助他們重燃希望的火苗。

響應時間：11/01（三）-12/13（三）
響應地點：遠東百貨桃園店 B1 休憩區綠色植栽牆
※ 響應聖誕心願募集活動，將獲得 HAPPY GO 點數回饋，

詳情請參考遠百官網 桃園愛馨人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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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Love Safety」桌曆
看見孩子的創意與希望
　　由勵馨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服務的孩子所
繪製的 2024 桌曆，每幅作品都體現了日常小
故事，透過簡單的生活點滴，一筆一筆彩繪出
獨一無二的創作，分享生活中的「儀式感」。

　　2023 已進入尾聲，我們希望將孩子的喜
悅與成就感與愛馨人分享，期盼藉由這傳遞愛
的「勵馨 2024 桌曆」陪伴您渡過展新的一年。
亦誠摯邀請您，一同守護目睹家庭暴力兒少，
陪伴他們迎向陽光。 支持孩子們的創意作品

遠東 SOGO 中壢店募集物資
支持桃園勵馨服務對象
　　遠東 SOGO 百貨中壢店號召同仁一起做愛
心，由店內員工和三合院港式飲茶、奇華餅家
等企業共同組成志工團，在即將到來的中秋節
前夕，募集月餅與尿布，並贈予勵馨基金會桃
園分事務所的服務對象。

　　遠東 SOGO 中壢店表示，希望可以藉由同
仁們的愛心捐物，讓受暴婦女與孩子們感受到
來自社會的溫暖與陪伴。感謝遠東 SOGO 中壢
店、三合院港式飲茶以及奇華餅家全體同仁的
愛心， 幫助婦幼以愛啟動嶄新生活。 桃園愛馨人粉絲專頁

安 置
婦 女 服 務

兒 少 服 務

諮 商 輔 導

社 區 服 務

間 接 服 務

直
接

服
務

間
接

服
務



「受暴婦幼生活重建 多陪一里路」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二款之規定，本人　⃞同意　⃞不同意　以真實姓名公開徵信

收據抬頭 　　　　　　　　　　　　　　　   生日　　　年　　　月　　　日　   傳真
收據抬頭及徵信名稱可以分別設定，不具名徵信可自行命名或勵馨以「愛馨人」名稱為您徵信，若您未做任何勾選，本會將以您的收據抬頭公開徵信。

徵信名稱 若您不同意以收據抬頭徵信，您可自行命名，或本會以「愛馨人」名稱為您徵信。
⃞不具名徵信　　　　　　　　　　（請您命名）　⃞我要以「愛馨人」名稱徵信

電話 宅　　　　　　　　　　　　　　   公　　　　　　　　　　　　　　   手機
地址 ⃞⃞⃞ ‒ ⃞⃞                                           
電子信箱                        

捐
款
收
據

⃞ E 化

凡提供身分證字號者，勵馨將主動為您加入 e 化報稅方便您申報作業
（若您無須此服務，請勾選取消　□我不需要 E 化報稅）
⃞同持卡人或開戶者身分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　　　　　　　　　　（首次申請必填）
⃞收據抬頭另開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紙本
若您已申請 E 化報稅無需重複申請紙本收據，若有特別需求請單選。
⃞年度寄送  ⃞按次寄送 
⃞不寄 ( 營利事業與機關團體之捐贈，請於 2 月底前將免扣繳憑單寄至本會 )

捐款金額

⃞單次捐款　⃞ 3,000 元　⃞ 2,000 元　⃞ 1,000 元　⃞ 600 元　⃞其他：單次捐款　　　　　元
⃞定期定額捐款　⃞每月　⃞每季　⃞每半年　⃞每年 

⃞ 300 元　⃞ 200 元　⃞ 100 元　⃞其他：　　　　　元
自西元　　　　　年　　　　　月至西元　　　　　年　　　　　月止。

信用卡捐款

信用卡卡號　　　　　　‒　　　　　　‒　　　　　　‒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名　　　　　　　　　　（同信用卡背面簽名）
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發卡銀行　　　　　　　　　　　　　　　　　　　　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聯合信用卡
※ 異動資料、調整金額，敬請來電告知。於信用卡有效期限內，每月 10 號將固定扣款，遇假日順延。

捐
款
感
謝
禮

請
勾
選

⃞ KissMe 花漾美姬
美眉持色柔霧眉筆
乙支（隨色隨機） 

⃞ Baby&Baby 安撫兔 ⃞氧顏森活面膜乙片
（隨機出貨）

⃞ COCOCHI 極緻奢養
保濕露 170ml

     或
⃞ COCOCHI 極緻奢養

活膚乳 130ml

⃞
謝
謝

我
不
需
要

贈品地址 ⃞同收據寄送地址　⃞另寄至：⃞⃞⃞ ‒ ⃞⃞ 

郵政劃撥 戶名 勵馨基金會　帳號 1217497-8（通訊欄請註明「多陪一里路」方案）
其他
相關資料

⃞願意提供櫃檯放置【愛馨零錢箱】，請和我聯絡。我知道勵馨基金會，訊息是來自：⃞親友介紹 ⃞勵馨活動 ⃞勵馨網站 ⃞勵馨電子報 
⃞勵馨出版品（含會訊、年報）⃞媒體報導（⃞報紙 ⃞雜誌 ⃞網路⃞廣播 ⃞電視）⃞其他                                                                                              

填妥表格後，請傳真至（02）2918-8377 或 郵寄至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捐款專線（02）8911-5561

勵馨基金會向您蒐集之上開資料，您同意本會於服務地區內，提供合於章程之目的、公益勸募條例需要之客戶管理、募款等相關服務，
您可依個資法第 3 條主張查詢、刪除等所有權利。凡捐助本會均享有免費雜誌、電子報、活動訊息通知以及客製化服務，
您亦可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掃描右側 LINE@ QR 碼向本會取消或恢復此服務。 　112 年 10 月版
衛部救字第 1121360118 號（112/1/29-112/12/31）

勵馨總會
關懷專線　02‒8911‒8595
劃撥帳號　1217497‒8
服務信箱　master@goh.org.tw

地址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網址　www.goh.org.tw

各區連絡資訊
台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2‒2362‒6995
劃撥帳號　1976‒7793
新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2‒2983‒4995
劃撥帳號　5021‒9104
林口服務中心
關懷專線　02‒2608‒1485 　
宜蘭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9315‒995
劃撥帳號　5041299‒9
桃園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422‒6558
劃撥帳號　5021‒9117
新竹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668‒8485
劃撥帳號　5034‒8758

苗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7‒260‒035
劃撥帳號　1987‒3533
台中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2223‒9595
劃撥帳號　1976‒7802
彰化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836‒7585
劃撥帳號　5028‒6231
南投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9‒273‒0025
劃撥帳號　5021‒9120
雲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5‒537‒0545
劃撥帳號　5041‒3019

台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6‒358‒2995
劃撥帳號　5021‒9132
高雄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7‒223‒7995
劃撥帳號　1976‒7831
屏東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8‒733‒0955
劃撥帳號　5021‒9095
花蓮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8‒228895
劃撥帳號　1988‒5491
台東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89‒225449
劃撥帳號　1980‒8917

【112390102】

♥單次捐款滿 600 元或
    以上贈送。

♥單次捐款滿 1,000 元
    （含）以上，或定期捐款
    100 元持續達一年（含）
    以上贈送。

♥單次捐款 2,000 元或每月
    定期捐款 200 元持續一年
    （含）以上贈送。

♥單次捐款 3,000 元或以上，
    或定期捐款 300 元持續達
    一年（含）以上贈送（二   
    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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