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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臺大公衛院環衛所蟲媒傳染病實驗室參訪舊鞋救命的伯利恆倉庫 

 

緣起 

2019 年 2 月 14 日，情人節。這天，我前往輔仁大學。這是我第一次踏

足這幽美的校園，所求並非姻緣，而是在公衛系蔡坤憲教授安排下，參訪

舊鞋救命協會位於輔大後門的基地- 伯利恆倉庫（圖一），了解他們背後的

非洲人民、土地與沙蚤。 

 

 

 



穿皮潛蚤與舊鞋救命 

我最初接觸沙蚤（圖二）是在大學的時候，在昆蟲系蕭旭峰教授所開

設之昆蟲分類學課堂上所認識，但也僅止於知道在跳蚤之中，除了有會傳

播鼠疫的印度鼠蚤（Xenopsyllacheopis）外，還有一種會寄生在人體的穿皮

潛蚤（Tungapenetrans），再次相遇的時候分別是昆蟲系蔡志偉教授的獸醫

昆蟲學以及公衛系蔡坤憲教授的醫學昆蟲學。 

 

圖二：採集自肯亞環境土壤中的穿皮潛蚤 (俗稱沙蚤) 

 

然無論是哪一門課程，對於我而言無非只是一條知識信息，或是一個

考題，沒什麼感覺，直到與舊鞋救命 Step30 接觸才有所改變。2019 年 1 月

7 日，蔡坤憲教授邀請舊鞋救命的成員來公衛院與我們分享他們在非洲的經

驗。他們是一個基督教的組織，緣起於長年在非洲深耕的加拿大牧師 Allen 

Remley，以及青年宣教士楊右任夫婦。有鑒於在傳教的過程中，發現非洲

百姓因潛蚤寄生症所苦，影響他們工作的能力，而最主要的原因乃是非洲

人沒有穿鞋，當居家環境中有穿皮潛蚤時，便十分容易被寄生。當雌蚤在

與雄蚤交配後，寄生處便會約略膨大，當人們行走時便會擠壓此處，或是



雌蚤本身的收縮，卵粒便會擠出並黏於腳趾附近或掉落地面，待帅蟲成熟

羽化為成蟲後便會再次寄生，形成循環，而反覆寄生的後果便是患部變黑

硬化，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圖三）。 

 

 

 

 

 

 

 

 

 

 

 

 

圖三：解說肯亞當地穿皮潛蚤寄生情況，講師為舊鞋救命協會伯利恆倉庫專案經理 

李威宏先生 

 

最初當地對於穿皮潛蚤的治療，通常是以切除或挖除的方式來治療，

甚至是截肢，大大影響自己生活的能力，且當地居民已經黑硬化的患部若

以此處理，可能因無法做好術後護理而前功盡棄。故協會工作人員採用溫

和的方式，先清洗患者腳部並泡軟硬化組織，再浸泡藥水殺死穿皮潛蚤。

協會成員與我們分享，當他們在幫當地孩童清洗腳部時，時常看到他們落

淚，但卻不是因為患部的疼痛，而是因為這輩子沒有看過膚色如此白的人

種而感到害怕，所以協會成員會用棒棒糖等甜食來安慰這些孩童。而年齡

較大的孩童與青少年，協會成員也會讓他們自己幫自己清洗腳部，以練習

衛教中所學的方法，而他們會十分賣力的刷洗自己的雙腳，因為有乾淨的

水源可以清洗是相當難得的。 

 

 



不過，我們也都了解，光是依靠協會成員與志工們成立醫療站來為非

洲居民治療，只是治標不治本，所以他們發起舊鞋的勸募活動，希望搜集

人們堪用或是閒置無用的包鞋，整理成櫃後運往非洲偏鄉，對潛蚤寄生症

釜底抽薪，協助當地居民解決問題。然而，徵集舊鞋的過程中經常遇到一

些狀況，如許多民眾將涼鞋、拖鞋等包覆性不佳的鞋子也一併寄來倉庫，

使得協會志工的工作量增加。又當他們宣導只收未破損的包鞋時，卻受到

外界指責，認為有人願意捐就很好了，為何還要挑三揀四；另亦有人認為

如此長期去捐贈舊鞋，只會妨礙當地的製鞋廠，導致產業無法發展。實際

上，我們無法斷言舊鞋的捐贈是否會干擾非洲製鞋業的發展，但二手舊鞋

卻是有明顯的需求，哪怕所捐助的舊鞋被變賣，若能使當地居民可以購買

更急需的用品，也未嘗不是件好事。如今，協會除了舊鞋救命以外，還有

興學計畫、活水計畫、養雞農耕計畫與愛女孩計畫。 

 

興學計畫 

興學計畫顧名思義是希望可以對當地的孩童提供教學資源，然除了教

材與教學輔具的缺乏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教室，當地的教室多是就地取

材的，以當地的自然環境資源來建造，雖說十分環保，然一到雨季，教室

便會回歸自然，而這樣的不穩定嚴重影響當地孩童的學習。協會透過與王

啟圳建築師合作，創造出櫃築學校（Container school），利用貨櫃來製作教

室，且因舊鞋貨櫃運至非洲後，若要將空貨櫃在返運回臺，又是另一筆費

用，故如此能一舉三得，不但減少運費支出，還能讓貨櫃轉為教室空間，

不使其淪為外來垃圾。 

 

活水計畫 

活水計畫是因爲在非洲的赤貧人口中，取得水源就極為困難，而乾淨

的水源更是難得，每年約有兩百萬名不滿五歲兒童，因無法獲得乾淨的水



源而受輪狀病毒等病原感染，最後嚴重腹瀉而亡，故協會為當地居民打造

水井，以期改變這個困境。當地少數的自然水井或許已經是較為乾淨的水

源了，透過將枯枝作為井邊的屏障，減少與大型野生動物共食與競爭水源

的機會，然小型野生動物仍能取食，故依然有傳染病的風險。 

 

養雞農耕計畫 

養雞農耕計畫（圖四）是與加拿大的有機農耕團隊合作，共同傳授以

麻袋與自然有機的方式來種植一些經濟價值高的農作物，例如可以預防瘧

疾的植物和一般有營養價值高的蔬菜，以改善當地居民的飲食。而養雞計

畫由協會的高中生志工所發想，本來目的是想提供雞隻給需要的居民去飼

養，期待當雞隻產下後代並成長後，可以至市場販賣，增加受輔導居民的

收入。類似微型經濟的概念讓貧戶可以有一個第一桶金~雞，然後需要自己

也付出心力的照顧讓雞生小雞和蛋，進而販賣增加家庭收入。 

 

 

 

 

 

 

 

 

 

 

 

 

 

圖四：位於伯利恆倉庫內的養雞計畫展示 
 



愛女孩計畫 

愛女孩計畫是最主要的目的有兩個，一者為讓當地的女孩能夠了解身

體自主權，因在當地傳統女性身分價值低落，或對自身不夠了解，年輕的

女孩可能被脅迫、利誘或是一時心動，就很輕易地與其他男子發生性行為，

故時有所謂小孩帶著小小孩的現象發生。第二則是教導當地女孩製作布的

衛生棉，因為衛生棉在當地依然是昂貴的產品，在過去當地女孩每逢經期

時，通常都是蹲坐在地等待經血流完，除了生活上的不便，亦常因此被潛

蚤寄生，故協會找尋適當且耐用的布之後製作成衛生棉，並將技術傳給當

地女孩，使之製作更多的布製衛生棉（圖五），如此一來當地的女孩們不但

可以解決經期的不便，這些縫紉技術也能令她們謀生，形成一友善循環。 

 

 

圖五：桌上展示布製的衛生棉，以及牆上相片中亦有不同的款式 

 

伯利恆倉庫 

以耶穌誕生的所在—伯利恆為名，位於輔仁大學後門附近的倉儲空間，



是舊鞋救命協會重要的基地，各地善心的捐贈者之二手物品會全部集中於

此，並透過協會成員與志工進行再次分類與篩選，再彙整匯整成櫃運去至

非洲。我有幸能參與這個分類的活動，過程中才發現除了舊鞋（會分成男

鞋、女鞋及童鞋），也有二手衣物及背包（圖六）。分工使動線流暢是必要

的，所以有人負責將各地寄來的包裹打開並放置工作帄台，有人負責將物

資分類，有人負責將包裹外包裝（如紙箱、便利袋等）回收（圖七），而當

物資裝滿成袋後便會堆至另一區塊，待累積至一定的數量在一起裝櫃（圖

八）。這裡不只是倉庫，也是智庫，它不斷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前來並集思

廣益，這些善念就好像救世主一般，努力解決世界上的苦難，希望能夠為

世界帶來愛與勇氣，進而邁向未來。 

 

 

圖六：整理前的動線規劃，後方為來自各地的捐贈物資，前方的大袋子由右至左 

分別為收集塑膠外包裝、男鞋、女鞋、童鞋、衣物和背包等 

 



 

圖七：臺大環衛所蔡坤憲教授帶領蟲媒傳染病實驗室同學參與物資整理的活動 

 

 

 

圖八：工作後的整理，左方是分類好的物資，右方是仍待處理的物資。 



結語 

潛蚤寄生症近年來除了在非洲盛行之外，其原產地亦有嚴重的案例，

Miller et al. (2019)發現在哥倫比亞東南部的沃佩斯省，亦有潛蚤肆虐當地的

印地安社區，然無論是非洲還是中南美洲，這些人都與極端的貧困有所關

聯。雖然個人的力量難以扭轉此況，但我們可以利用自身的專業，來思考

我們所能行之事並相互結合，當所有的齒輪一同轉動之時，世界總是會有

所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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