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起台北萬華區的台北市私立愛愛院，老

一輩的人都知道它在日治時期稱為愛愛寮，俗

稱乞食寮。是很有名的義人施乾所創立的慈善

機構。

1920年代的台北仍有不少被稱為乞丐的

流浪漢，他們大都以討食為生，而成為下層

社會的賤民。當時有一位來自淡水任職於總督

府殖產局的青年

施乾，他奉

派到艋舺調查當

地貧民的生活狀

況時，發現有不

少因貧病而淪落

街頭的丐民，衣

食無著，四處流

浪。他見此狀況

幾經思考之後，

即辭職回鄉變賣

家產，於艋舺地

區購地建造了一

所收容丐民的「愛愛寮」，他希望透過關懷與

生活技藝的教導，改變丐民的生活。施乾的義

舉經日本的報刊雜誌及名作家之為文報導後，

激起一位京都富家女清水照子的仰慕，而開始

與他通信。當時施乾的元配已經逝世，因此一

年後清水照子在其友人的撮合之下渡台與施乾

成婚。

一世紀的流浪者之光
愛愛寮與乞丐父母施乾、施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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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照子於 1936年來台後，

立即跟隨施乾積極投身院內乞丐

的照撫工作。未料施乾於 1944年

以 47歲的壯年病逝，在他的遺著

中記載了這一段：「⋯我們若有解

決社會問題的意願，那麼最先要著

手的，就是處在人間最下層的乞丐

社會，台灣的乞丐問題，已不是明

年、明日的問題，而是今日此刻的

問題！」

施乾先生去世後，施照子即獨

自肩負起愛愛寮的工作。當時的寮

民類型可分為貧困、疾病、老衰、

視盲、麻藥中毒、鴉片癮、瘖啞、

孤兒、精神病患等，計有本島人

211人、日本人 17人、華僑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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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244人。但是清水照子仍然不顧辛勞，每

日與丐民共同生活起居，為丐民清潔、敷藥、

餵食，並教導良好的生活習慣，而被譽為「乞

丐之母」。 

1945年，戰爭結束，清水照子改名為施

照子，並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繼續留在台灣擔

任愛愛院院長，無怨無悔的照顧所有的院民。

然而戰後百業蕭條，愛愛院也陷入了斷炊的苦

境，而政府接收了所有富裕的重要機構及物

資，卻對愛愛寮毫無興趣，更罔顧其生存，施

照子只好四處奔波，親自籌募善款，才度過了

危機。

愛愛院安定之後，歷經 1949年奉命改為

私立臺北市愛愛院，並增設育幼、習藝、殘疾

教養、婦女教養等四部門，增收丐民、流浪

者、貧民、殘疾老弱、失依者、待撫養、無居

者等 255人。1952年再度奉命更名為私立臺

北市愛愛救濟院，以收容流浪街頭的乞丐和

貧困病患為對象。1959年奉命辦理財團法人

登記，成為「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愛愛救濟

院」。1963年被政府指示收容醫院無法治癒

之殘疾老人，並停辦育幼所，改名為養護所。

1976年又改稱「臺北市私立愛愛院」，這數

十年來，雖然遭逢無數的挫折與困難，卻造福

了無以數計的弱勢族群。

1991年愛愛院為因應社會的需要，經董

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兼辦自費安養業

務，成為臺北市第一家民間安養機構。

2000年 10月，筆者擔任 3520地區第一

分區助理總監時，舉辦「跨時代的世紀風華」

資深職業婦女表揚大會，特邀請施照子以 91

歲高齡接受表彰。2001年施照子院長因心肺

衰竭逝世，享年 92歲。由愛子施武靖先生繼

任院長。

目前愛愛院的病床也不停的擴增床位中，

同時更開辦了巷弄長期照護站之社區關懷據

點，將秉承施乾及施照子慈愛的精神，繼續為

社會福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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