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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精神典範人物－行善台灣的嘉邑行善團 

                                                               楊克隆 

本故事將透過對「嘉邑行善團」的簡介，以為「志工墨翟」的現代典範，以期陶冶學生

積極為善、關懷社會的處世精神。 

最初的嘉邑行善團 

民國 54年，有一群為善不欲人知的嘉義人，秉持為善最樂的心志，以「行善堂」的名義

或施棺濟世，或修補吊橋，或前往救濟院、孤兒院施米濟貧，或利用晚間修補道路坑洞。一

開始「行善堂」僅在嘉義地區服務大眾，後來逐漸擴展到整個台灣社會，起初「行善堂」義

工僅二十餘人，卻因行善熱情引發社會廣泛迴響，號召更多義工加入造橋鋪路的義行善舉；

民國 69年「行善堂」改名為「（嘉義）行善團」，繼於民國 74 年更名為「嘉邑行善團」迄今。 

為使行善志業得以持之以恆，「嘉邑行善團」結合群眾力量，以聚沙成塔的募款方式，發

起每人每季繳交一百元「造橋功德金」（亦得隨喜依個人意願捐款）；「嘉邑行善團」會員、

義工們抱持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襟懷，長期出錢出力，仁風義舉早已廣獲社會認同與肯定，

相繼於民國 88年獲法鼓山頒發「十大傑出平安貢獻獎」、民國 91年更獲得「中華民國第四屆

國家公益獎」的殊榮。 

搭起善心的橋樑 

「嘉邑行善團」義工們的一天，是由享用伙食團（也由義工所組成）所提供的美味早餐

開始的，餐後先向當地神靈祈求工作平安順利，才開始以分工合作的方式興建橋樑；大抵搬

運砂石、水泥等吃重的勞力工作，多由義工協力完成，而較為專業的技術工作，則交由專業

人員執行，民國 57年加入「行善堂」曾任團長的何明德先生（原姓陳）便是「嘉邑行善團」

工程技術的靈魂人物，曾任職於水利會的何先生，具備測量、設計、繪圖、估料等專業能力，

因而承擔起土木工程的專業重任。 

「嘉邑行善團」所有義工均抱持服務人群的工作態度，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因而，

造橋工地雖無督促進度的「工頭」，卻總能發揮極有默契的團隊合作力量，義工們自動自發、

有條不紊地做好每個工作環節，認真朝向共同目標奮鬥邁進，去成就每一個充滿挑戰與期待

的艱巨任務。 

值得效法的志工精神 

「嘉邑行善團」已行善 46年，追隨的義工由二十餘人擴展到十餘萬人，從第一座木造橋

樑「玄明橋」開始，至今已建造大小橋樑四百餘座，目前尚待興建的橋樑仍多達 93座，可謂

任重道遠，此外，鋪路、施棺、濟貧等工作亦持續進行中；他們結合群眾力量，以無私奉獻

的志工精神造福鄉梓，積累涓流小善成為江河大德，不僅使愈來愈多人得以獲致社會溫暖，

相對也令更多人得到無私奉獻的心靈喜樂，每位受贈者感悅的純真笑容，正是贈與者最佳的

精神報酬。 

現今社會充斥功利主義，連在路上撿到錢也會跟失主要求分三成；相較而言，「嘉邑行善

團」這群熱心奉獻、不求回報、愈是辛苦笑容就愈燦爛的志工，不僅讓更多人生活更為美好，

也使社會增添許多溫馨的故事；此種利他無私的志工精神，是令人感動、值得效法的人間溫

情，正與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濟世情操，兼愛無私的人道內涵不謀而合；希望透過「嘉

邑行善團」此種墨子精神的現代典範以啟發學生培養服務利他的志工精神，修平校園將更為

溫馨美好而令人感動嚮往，並為台灣社會培養新一代的志工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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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fjsh.cy.edu.tw/~dogood/chinese/10/10-1.html 

 

問題反思： 

1、路上撿到錢，您是否會向失主要求三成「法定」報酬？為什麼？ 

2、我們校園中有哪些服務性社團？您知道這些社團的服務內容嗎？想不想加入他們的服務陣

營呢？為什麼？ 

http://www.fjsh.cy.edu.tw/~dogood/chinese/10/1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