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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雅筑】
1名國際金牌工匠，與5名空姐，看似毫不相干的組合，卻成就一段不平凡的教育奇蹟。

7月10日，台北華山文創園區的一間展區，擺滿100件木製家具，展覽最後一天，9成家具貼上「已售出」的貼紙。

很難想像，這些平均售價上萬元的家具，是出自花蓮玉東國中木工班的13名學生之手。這天，他們迎來兩個好消息
：第4次進駐華山，總共售出131萬元，金額創歷年最高；另一個捷報是，一名木工班畢業的學姊，考上台北科技大
學，是該校近10年來，成績最好的一位。

「至今在華山展出的1,800場活動中，這是最值得讚頌的教育典範展。」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一口氣買下20萬
元家具。

這些外型光鮮亮麗的家具背後，藏著不為人知的辛酸。

奪2項國際金牌的王嘉納，在空姐王小敏響應下，帶花蓮13名學生投入家具製作。一張張...
奪2項國際金牌的王嘉納，在空姐王小敏響應下，帶花蓮13名學生投入家具製作。一張張「已售出」貼紙，成為對後
山孩子最大的肯定。(攝影者．郭涵羚)
7成家庭出問題，蹺課打架不斷
「這些孩子除了年輕，早就一無所有」

玉東國中位在花蓮玉里鎮，居民2萬4千人，以務農為生，是全台最大稻米單一產區。該鎮的低收入戶比率達3.75%，
是全國平均1.68%的兩倍。

學校80多名學生，8成是原住民，7成是單親、依親或隔代教養家庭。平時，他們早上7點半到校、晚上8點半放學，
由學校提供免費午餐和晚餐，因為多數人連三餐都有問題，蹺課、打架、輟學等事件層出不窮。

現在，這群後山孩子正改變自己的命運。

幕後推手是今年48歲的王嘉納，他曾獲得有「技能界奧林匹克」之稱的國際技能競賽（WorldSkills Competition）家
具、木工雙金牌獎。那時，他先在國內打敗100多名選手，代表台灣出賽，之後在國際賽事上，從瑞士、奧地利等20
國選手裡脫穎而出，奪下世界冠軍。

「這些孩子除了年輕之外，早就一無所有了。」王嘉納出身於花蓮的單親家庭，對學生的成長背景並不陌生。

他曾月收20萬，甘願守偏鄉20年
看學生扛家計、被賣陪酒……走不開

王嘉納的媽媽到處打零工養家，從小他沒零用錢可用，窮怕的他，一路苦讀考上台北工專（現為台北科技大學）；贏
得國際大獎後，他頂著金牌工匠的光環到處接案，平均月收入達20萬元。

當時，為了先暫緩兵役、接案賺錢，他考取師範大學，在志願分發錯誤下回到家鄉教書。他坦言，原先只想來「過水
」，大不了賠上公費，過幾年就拍屁股走人。

但一次次家庭訪問，他看見難以想像的世界，無法轉身走開，這一待，就是20年。「我是到玉東，才跟這些孩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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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勇敢和堅強。」一聊起學生，他就紅了眼眶。

這裡的日子是這樣過的：在學校，一名學生突然昏倒，不是因為沒吃早餐，而是清晨幫忙家裡噴灑農藥，不慎中毒。

一名曾經獲得總統教育獎的學生，被媽媽賣去做陪酒小姐。

一名學生因為爸爸去世，媽媽帶著3姊妹從外地返鄉生活，之後卻失蹤多日，最終在檳榔園發現屍體。「老師，我媽
媽的事，我沒有哭……」這名女生看著淚流滿面的王嘉納，反過來安慰著他。

「他們能活下來，到學校念書，沒有中輟，已經很了不起，但現有的教育，還是會讓學生受挫……，」王嘉納教導國
、英、數等科目，台下睡成一片，有些人連九九乘法表也不會；但在工藝課，學生的眼睛會發光，「他適合去學習技
職，你不讓他先去，要關到3年才放他走，非得關滿，像是在對待受刑人一樣。」

長年被排擠在教育門外，學生找不到成就感，開始說自己是「壞學生」。

「老師，我覺得我很壞，如果畢業以後我坐牢了，你會來看我嗎？我覺得我以後一定會做壞事。」一名學生曾如此問
輔導老師。

花10年創木工班，幫孩子找自信
「讓他們有決心，這是力爭上游關鍵」

王嘉納決定開木工課，幫學生找自信。他到處募款、申請教育補助，光是買齊木工班的器材設備就要200萬元，花了
整整10年。直到2008年，他才以國中技藝班名義，正式成立花蓮唯一的國中木工班。

教孩子，先要帶心，「99%的悲劇，是可以事先擋下來的，」他說。假日，木工班學生留在學校，他中午開車到市區
買便當，每趟載一名學生，利用往返車程，了解他們的成長背景。「如果你對學生一無所知，就不知道對他說什麼，
你（以為）說的話很中肯，卻是傷害最深。」

這45分鐘車程，他聽到好多故事，很不堪的，令人同情的、感傷的……。孩子說出來後，他乘機講道理，「讓他們
有決心，這是力爭上游的關鍵」。」

「他把學生當作自己小孩，畢業典禮哭得比學生還厲害，我們這邊家長都知道。」擔任玉東國中家長會長10多年的
盧奕昌觀察，木工技術強調精準、零誤差，王嘉納藉此磨掉學生的壞脾氣，血氣方剛的孩子送到他班上，性情就變得
穩定。

然而，開木工班並不容易。「我沒有一天不是在擔心受怕中度過，」切割機等大型機具，操作時稍不留神就會濺血。
「我也是跟它賭，不知道上天能給我多少時間……，」一旦學生受傷，木工班就可能停擺。

即便背負壓力，成立第1年，他就帶著學生在花蓮辦家具展，地方官員紛紛祝賀，卻在隔年，1學年補助經費從20萬
元被砍成7萬元。他急得自己先貼好幾萬，就怕傷了學生的心，「孩子燃起學習動機，你能放手嗎？」

當政府砍經費、校長不挺……
她一通電話就捐款，化解滅班危機

當時，他找政府理論，打了許多電話卻音訊全無；找地方民代幫忙，沒有下文；想找企業贊助，卻沒有管道。校長一
個換過一個，平均任期不到3年，有好機會就調走；曾有怕事的校長勸他乾脆關閉木工班，多數老師也愛莫能助，「
這是個很脆弱的班級。」

眼看木工班就要吹熄燈號，好幾個月，他看見桌上一大疊設計圖，就止不住淚水。他想起，愛蹺課的孩子開始喜歡上
學，晚上和週末都自願趕工，忍受噪音和粉塵，但沒錢買材料，很快就會斷炊。

「這世界根本不公平，怎麼可以欺負他們？這些孩子多麼希望有個聲音（肯定他），因為從小就是個失敗者……，」
走投無路的他，只剩下等待，「希望可以天降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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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發生了！是一組陌生的電話號碼。但來電的人，既不是地方首長、民意代表，也不是企業家，是一名平凡上班族
。

她是在中華航空任職20多年的空姐王小敏。平時有捐款習慣的她，偶然在地方雜誌看見報導，打電話到學校，還沒
見到人，先匯款3萬元。「我工作時候都是看見開心出遊的旅客，但我知道，不是大家都這樣活，」她說，「不忍心
看別人家的孩子這樣。」

在窮困偏鄉，家長連拿出千元都困難，遑論上萬元。這珍貴的3萬元穩住材料費，挺過滅班危機，還牽起後續緣分。

王小敏不但自己幫忙，還在飛機上到處分享，是同事眼中的「木工班代言人」。她聯手5名空姐協助籌資，平時飛國
際航班的她們，利用空檔做手工藝品，零錢包、束口袋等，同事間相互兜售，300元、500元，將所得全數捐出。

有一次，她們相約到學校，看見家具驚訝不已：「真的好美，但是（只能在花蓮看見）好可惜，」便提議帶學生到台
北參展。「台北？我想都不敢想啊……」王嘉納被過往經驗打擊，先退縮了一步，熱情的她們嘰嘰喳喳：「想不想？
就一句話，我們會幫忙！」

「飛機上看到很多孩子，伸手就有東西，這邊的孩子，怎麼差這麼多……，」一位空姐感慨。另一位空姐說，最令她
震撼的是，這邊孩子餓一、兩天是很正常的事。「偏鄉生活是無法想像的。」

找錢拍宣傳片，送孩子進台北
下一步：蓋希望工場讓校友回鄉謀生

憑著一股傻勁，她們有人找經費、找場地、安排交通和食宿，有人寫海報、拍攝宣傳影片。2013年，木工班進駐台
北萬華的剝皮寮參展，一圓學生夢想。

北上展覽成為關鍵一役。關注青少年議題的家具製造商歐旻集團看見了，承諾將負擔展覽費用，並提供獎助學金，隔
年，木工班開始到華山文創園區參展。

但他們也遇到令人傻眼的事。有位企業家允諾要捐30萬元，他們以為10幾萬的家具運輸費有著落，貨車都叫了，他
卻只捐3萬元，空姐們只好趕快1萬、2萬的募款，幫助學生成行。

大老闆放鴿子，小人物的愛卻持續。直到現在，空姐們有空就相約飛往花蓮看學生，請假參加畢業典禮，「姊姊對我
們很好，她們來會有很多好吃的，還會教我們英文……，」15歲的學生盧姵璉說。

接下來，王嘉納有更大的夢想：成立「希望工場」，提供畢業學長姊回鄉謀生和教學，讓技藝與希望，一代傳一代。

他自掏腰包陸續購地，這計畫也獲得太太張瑞怡的支持。張瑞怡在玉里高中任教，為了學生，夫妻倆長年省吃儉用，
「兩個孩子也被迫提早獨立，小時候也曾抱怨：家裡怎麼都沒有出國玩？」

現在，木工班靠著賣家具自給自足，不但協助學弟妹，還能幫助花蓮弱勢組織，讓善念持續循環。

展覽結束這天，鐵門拉下一半，一名遊客還捨不得離去。學生說：「請明年再來，學弟妹會做得比我們還要好！」點
滴匯集的夢想，將年復一年在此開花。

※精彩全文，詳見《商業周刊》。

※本文由商業周刊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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