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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篇論文所企圖呈現的正是一個新組成的基督教團體如何因天災的機緣進入一個傳統的漢人農村社會，由外來救助者的形象和功能逐步成為宣教者的過程。史料運用上，本篇論文採用文獻與訪談相互對照的方式呈現。文獻部份以CCRA、長老教會的出版刊物、南中寮工作室的內部檔案、會議記錄為主，訪談對象則包括參與南中寮災後工作的基督徒、教會領導人、南中寮災後受洗的新信徒與非基督徒居民。


這篇論文的內容約略可分為兩個不同的面相：一是社會救助，一是宣教。在第一個部份中，筆者希望解決的問題是台灣眾多的基督教會如何從分散、互不統屬的狀態中凝聚力量？力量凝聚後又如何運用在救災工作中？在整個救災、重建工程中，教會面對政府、各民間團體、地方民眾中間，其扮演的角色、參與的方式又為何？在第二個部份中，筆者將重心放在教會和民眾接觸的管道、新信徒的受洗見證上，期望瞭解教會團體如何在居民中建立其慈善者、扶助者的形象？如何參與、進入居民在地震後的生活中？地震後南中寮的教會增加多少新信徒？這些新信徒在改宗的過程中是否平順無礙？新信徒又如何看待自己的新信仰？


宣教成就上，南中寮基督徒人數在地震後的三年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長，但三年的關懷、教導或許尚難以扭轉新信徒心中對「信仰神明」的概念，新、舊兩種不同的信仰在這群人中間出現交疊、重合的現象，甚至有部份新信徒放棄教會，回到原來的信仰中。


從社會關係和信仰教導兩個層次來看，對外社會關係的建立、緊張似乎一直是南中寮工作室/聯合教會所要面對的具體課題，其影響也是立即可見的。相較下，教義和居民固有信仰的衝突幾乎未曾表面化、激烈化，而且多數是以一種和緩的、個人的形式發生在新信徒的身上。這樣的信仰衝突雖看似平和，但其影響是深層而長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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