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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西屯經驗 

彭懷真館長  

我今年三月滿六十一歲，住在台中市西屯區的時光將近一半。如果上

帝允許，我還能繼續以健康的身體在東海服務，可能有一天在西屯的時光

會超過生命的一半。西屯對我的重要性，超過台灣三百多個行政區。 

民國六十一年，家父由台北師專到彰化的教育學院(後來升格為彰化師

範大學)擔任輔導系的教授，兼任教務長。年僅十四歲的我跟著搬來台中，

那時住在南區三民西路教育廳的宿舍。後來教育廳提供了職務宿舍給家父，

在台中市中港路二段八十九巷四十六弄，開始了我與西屯區的結緣。至今，

已經四十多年。 

民國八十九年，台中新光三越百貨開幕，我陪愛逛街的家母到一樓的

某個精品店櫃台。店員問家母對甚麼中意？一向幽默的母親說：「我在看以

前家裡的廚房。」也就是說，如果家父家母有遠見買下昔日宿舍的附近，

就是富翁了。不過，兩位培養了六個子女有三個博士，也算是成就了。 

那個家位於惠來里(主要是早期有許多來自廣東惠來地區的居民命名)，

惠來里有個規模不大的基督徒聚會處，是台中基督徒聚會處所植堂的，我

在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台中基督徒聚會處受洗，也常去惠來里聚

會處。還記得家父有次在該聚會處講道，家父經常演講，但講道不多。 

民國七十二年，我到東海攻讀博士，舉家從林口遷往台中，那時兒子

還不滿四歲，女兒一歲多，陪家父家母住了幾個月才搬到龍井鄉的國際街。

至今也三十六年了。那時惠來里聚會處兼辦對腦性麻痺兒童的關懷，由常

年從事小兒麻痺服事的郭瑞琳醫師夫婦負責，郭大夫是我最尊敬的屬靈長

輩，在早期療育還未立法，對腦性麻痺還在起步時，他們夫婦就出錢出力

出智慧帶領這些孩子。我從民國六十五年起就陪著郭大夫郭媽媽服事身心

障礙者，在惠來里聚會處看到更艱難的服務。受到當年經驗的感召，我始

終積極從事身心障礙工作，包括腦性麻痺患者與他們的家庭。 

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二十多年都服務身心障礙者，八年前開始

對腦性麻痺者關懷，辦理家庭的服務。每一年暑假都為這些孩子辦三週後

來延長為四週的營隊，很巧合的，多數的營隊都在安和路的台中啟聰學校

舉行，這也是西屯區的重要學府。 

幸 福 家 庭 促 進 協 會 多 次 在 緊 鄰 惠 來 里 的 潮 洋 里 里 民 活 動 中 心 舉 辦 活

動，包括自立家庭脫貧方案等，潮洋里的西北與上安里為林，協會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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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安國小推動隔代教養家庭的課後輔導，在 107 年暑假在上石里的上

安國小辦理「十八歲以下多重障礙關懷營隊」。協會也在西屯區公所的辦公

大樓裡派駐社工多年，他/她們在「西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裡服務西屯

居民。 

我原本也有機會靠著西屯的快速發展成為富翁，民國八十幾年剛到社

工系專任，到一位學生家去烤地瓜。這位姓張同學的家長是里長，他歡迎

我們並強調未來這裡會大有發展。如今那個里已經分八個里，居民超過十

萬人。我如果把東海的薪水儘早投資西屯區的土地，或許老早就不必看學

生的臉色了。 

其實，無數住在西屯區的東海人都沒有預料到西屯的發展會如此快速。

近年來的關鍵力量首推中部科學園區的擴張，我曾有幾年追隨已經退休的

梅可望校長擔任「中部科學園區人文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執行長」這

份義工，與中科管理局、中科各種主要廠商(主要是人力資源的主管)等密

切互動，舉辦了中科五周年慶的系列活動，包括中科攝影展，還辦了人文

講座，邀請到蔣勳、高希均、戴謙等蒞臨演講。中科的規模老早超越南科，

與竹科並駕齊驅。我還是沒有在中科附近買間房子來住，理財之事，很少

想到。 

民國七十二年到七十八年我們住在龍井鄉，七十八年至八十年我去服

兵役，然後在八十年暑假來東海專任，住進宿舍，戶籍就是「西屯區協和

里 14 鄰」，一晃眼就是二十八年，身為西屯區的居民，目睹劇烈的變遷。

但是進入東海，教堂、文理大道、圖書館等地標，都沒有甚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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