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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成
葉明理

文

圖

動物保護教育在
大學校園的實踐

18年的衝突、共榮、
與蛻變之路

臺
北護理健康大學是台灣第一個由學校協助教師帶領

學生執行校犬方案的學校，這個由上而下推動的計

畫，在校園守護犬還是個陌生概念的 20 年前，為什麼要

做、怎麼做、由誰做，都是個問題，擁有豐富動保經驗的

北護助理教授葉明理，在當年首開風氣，推動國內第一個

由上而下由學校協助教師帶領學生執行的校犬方案。

　　在一片荒煙蔓草中，篳路藍縷開拓出來的校犬計畫，

轉眼間 18 年過去，北護校犬隊也從小貓三兩隻，發展出超

過百人的團隊，各別部門的幹部與隊員自動自發，不需要

由指導老師決策，就能自主運作。

　　已進入第三代的校犬，除了最初擔任為北護驅趕外

犬、守護校園的任務外，歷代校犬的離世，也為北護師生

在各方面帶來不同的學習進程，近年也讓年長的校犬轉型

成為「治療犬」，開起了校犬未來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

《關照雜誌》這期的專題報導，就為讀者介紹「北護校犬」

從萌芽到茁壯的過程中一路遇到的衝突與成長，以及，校

犬離世帶給我們哪些生命教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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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護校犬計畫在 2002 年 10 月正式成立，當時動

物保護法對動物的「保護範圍」，以及整體社會

的動物保護觀念，與現在相比，仍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整體環境讓校犬計畫不易推動，一次次的

事件也成為推動校犬計畫的觸媒。

北護校犬隊成立的

社會與環境背景

校
園守護犬這個名詞，在媒體多年

來的報導之下，一般大眾並不陌

生，不少學校也經營得卓然有成，不僅

讓流浪犬（甚至流浪貓），成為校園中

師生共同話題，狗狗特有的領域性特

質，也讓牠們為了守護地盤驅趕外犬，

對校園環境以及師生安全帶來很大的助

益。

　　然而，在 20 年前，校園守護犬對

大家來說，還是個陌生的概念，為什麼

要做、怎麼做、由誰做，都是個問題，

擁有豐富動保經驗的北護助理教授葉明

理，在當年首開風氣，推動國內第一個

由上而下由學校協助教師帶領學生執行

　　2004 年一部橫掃全台票房、由真

人實事改編的日本電影「再見了，可

魯」，不但在票房上得到很好的成績，

也掀起片中的導盲犬——拉不拉多的飼

養熱，對許多人來說「可魯」成了拉不

拉多犬的代名詞，不分老少男女，一

看到拉不拉多便衝著喊「可魯」，「可

魯」叫喚聲此起彼落，不論養不養狗，

路上看到拉不拉多犬的可愛模樣，總忍

不住駐足，羨慕的目光直直投向飼主跟

先聊聊可魯與小黑

他的愛犬，忍不住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

念頭，「好想養一隻可魯！」成了不少

民眾的夢想，付之行動的也不少，一時

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拉不拉多犬。

　　大型犬花費大，從寵物店裡帶回家

就是一筆不小的花費，真有錢買幼犬來

養的人，要面臨的問題才開始，以拉不

拉多犬來說，幼犬期不到半年就終結，

可愛的小毛球突然間就吹氣球般長大，

對於沒做好準備的飼主而言，狗狗短期

間因為發育帶來的轉變可能令他們無法

接受，包括家裡空間不夠大、沒時間照

料狗狗的飲食起居、沒時間帶狗狗出去

上廁所、沒有辦法負擔這麼大一隻狗狗

需要的花費，甚至公寓裡鄰居的抗議，

種種原因不一而足，結論就是沒法再

養，也找不到朋友可以幫忙養，怎麼辦

呢？也許手一鬆就放狗狗自己去外面的

世界闖蕩，被捧在手心長大的狗狗，成

了流浪狗。

　　橫掃票房的可魯之後又一部「再見

了，小黑」，關心這部電影的人數明顯

出現落差，正好和流浪動物問題的現實

處境相呼應，電影裡後來成為校園傳奇

的小黑，當年被遺棄的理由也很簡單，

就只是因為飼主要搬家了，新家不能養

狗，將小黑丟在老房子前，小黑不明白

自己被遺棄了，還痴痴地等著主人回來

陪牠玩，導演在電影一開頭就安排了小

女孩和小黑玩得不亦樂乎的畫面，狗狗

將心完全託付給牠所信任的人們，壓根

沒想到自己即將面臨被遺棄的命運。

　　以前，鄉下學校裡一旦出現了流浪

狗，通常會有個愛狗的同學，在放學時

順便帶回家玩，這一玩，自然地就變成

家犬，鄉下的狗幾乎都是米克斯，只要

乖乖聽話不咬人，幫忙清清家中的剩菜

剩飯就好了。名為看家狗，其實鄉下的

狗比起都市裡的狗生活得更自在，除非

性格乖戾，怎麼樣都改不掉咬人的壞習

性，一般是不會綁起來，各個人家裡的

狗，守著自家門前的院子、稻埕，不容

外人、外犬輕易進入。

　　但城市裡的狗狗呢？牠們流落路

邊，沒見過世面的很快就被大車壓死，

人們可能不覺得自己殺死一條狗有錯，

還怪狗馬路上亂竄，成為交通事故的元

凶；菜市場裡的狗不愁沒食物吃，長相

不差個性溫馴的，說不定還因此得到認

同，即使沒人收養回家，反而吃得一身

圓滾滾，自由自在又不愁生計。但更多

的是流落在都市陰暗角落裡的狗兒，牠

圖 : 2002 年的「教育部創意學子計畫」讓葉明理帶領跨校

團隊進入板橋收容所照顧、訓練流浪動物。

細說從頭話校犬～

林忠成
葉明理

文

圖

動物保護教育在大學校園的實踐
18年的衝突、共榮、與蛻變之路 - １

的校犬方案，卻是在一片荒煙蔓草中，

篳路藍縷開拓出來的，接下來，就帶大

家了解一下當時的環境背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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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餓得一身皮包骨，可能受過毒打或者

還有其它什麼難以想像的虐待，既怕人

又恨人，面目可憎的樣子人見人怕，更

永無翻身之日。

　　那些跑進學校的狗又如何呢？電影

裡的小黑，來得正是時候，學校辦活動

用的假狗道具剛好壞掉，小黑溫馴乖

巧，立刻被授以大任，成為花車遊行裡

的最佳配角，一舉成名，從此成為學校

裡的名犬。小黑不但有薪水，還有自己

的戶頭，學校裡也有老師因為害怕狗本

來不接納牠的，隨著時間過去，卻也漸

漸地改變看法，10 多年的時間過去，

年老的小黑病亡，學校師生全體甚至在

學校裡為牠舉辦喪禮，讓這隻當年的喪

家之犬享盡哀榮。

　　從可魯到小黑，家犬與浪犬的距離

原來並不遠，而浪犬要成為校犬，除了

要比其它狗狗多點幸運，更需要整個行

政體制的奧援，以及師生全體的配合與

支持，整個計畫才能長遠走下去。

　　1998 年 10 月 13 日，台灣動物保

護法正式立法通過，同年 11 月 4 日，

正式公布施行，至 2018 年底為止，這

20 年間總共歷經 13 次修正。動物保護

動物保護法真的保護到 
動物了嗎？

法在立法當時，正值動物保護觀念萌芽

階段，因此定位為柔性法律，並基於

除罪化及比例原則，採行政罰之規範制

定，未將刑事罰加入。

　　直到 2017 年 4 月，立委王育敏提

案修正的動保法修正案，將故意殺害、

虐待動物，使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

器官功能喪失的刑責，提高至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 20 ～ 200 萬元

罰金；情節重大或連續犯、累犯者，最

高可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 50 ～ 500 萬元罰金，期望藉由刑罰

的提高，產生嚇阻的作用；此外，該

次修法也將禁食狗、貓肉入法，對於購

買、食用或持有狗、貓或含有其成分的

食品者，處以 5 ～ 25 萬元以下罰鍰，

這次的修法，不但宣示出台灣已經是一

個進步的動物福利社會，更是亞洲第一

個完成立法的國家，發揮了指標作用。

最近的一次修法則在 2018 年，修法重

點有：

第四條之一（落實動物保護之教育及學

習）各級政府應普及動物倫理與動物保

護法規相關之教育及學習，以提升國民

動物保護知識，並落實於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綱中。

第四條（專家、學者及動物保護團體代

表之遴聘；人用藥物供犬、貓及非經濟

動物之使用及管理）中央主管機關應遴

聘專家、學者、相關機關及立案之民間

動物保護團體代表，研擬動物保護政

策、動物保護教育、動物福利指標、動

物福利白皮書，並每季檢討政策成效；

其中專家、學者及立案之民間動物保護

團體不具政府機關代表身分者，不得少

於遴聘總人數之三分之二。

治療動物疾病之藥物不足時，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人用藥物類別，得由獸醫

師（佐）填入診療紀錄使用於犬、貓及

非經濟動物。前項人用藥物用於犬、貓

及非經濟動物之使用、管理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專任動物保護檢查員之設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置專任動

物保護檢查員，並得甄選義務動物保護

員，協助動物保護檢查工作。動物保護

檢查員得出入動物比賽、宰殺、繁殖、

買賣、寄養、展示及其他營業場所、訓

練、動物科學應用場所，稽查、取締違

反本法規定之有關事項。對於前項稽

查、取締，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項之稽查，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委任、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

（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動物

保護檢查員於執行職務時，應出示有關

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

標誌；必要時，得請警察人員協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協助動物保

護檢查員執行本法有關動物保護之工

作，應經相關專業訓練。為期本法之有

效實施，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推

動流浪犬族群控制、多元創新性認領

養、工作犬、校園犬計畫及確保收容管

理品質等動物保護有關工作。

　　比起現在相對進步的動保法及動保

觀念，20 年前，整體社會對動物保護

的意識，並沒有這麼清楚而完善。1999

年，葉明理就親眼在北護校園內見到一

隻受虐的狗。當時，有學生來通報校園

內有隻狗被鐵絲捆綁在樹上哀號，葉明

理聽得「霧煞煞」，一起去查看才發現，

有隻狗狗全身佈滿了不知道如何纏繞

在祂身上的鐵絲，慘叫聲聽得人心碎。

「那是由一小段一小段的鐵絲相互扭結

專業‧迅速‧誠信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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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棄犬處理方案重要記事

（1999 年～ 2004 年）：

1. 1999 年 2 月，訂定「台北市棄犬處理

方案」。

2. 1999 年 8 月，開始推行「校園守護犬

認養活動計畫」。

3. 2000 年 7 月，招募本市動物保護志工。

4. 2000 年 8 月，啟用動物之家。

5. 2001 年 1 月，流浪狗留置處理期間，

由原來的 7 天延長為 10 天。

6. 2002 年，臺北市動物之家進行犬、貓

收容籠舍建置。

7. 2002 年 8 月，臺北市動物之家與台北市

動物衛生檢驗所舉辦「義務動保員」，

培訓志工具有專業知能。

8. 2004 年，「2004 年流浪犬培訓活動」。

小而美的封閉式校園，成
為浪犬聚集地

校園動物保護運動啟蒙期
　　回到北護校園，比起其他大學多為

開放式空間，北護的校園屬於小而美的

封閉式環境，雖然南北兩個出入口都有

警衛駐守，卻仍抵擋不住浪犬據地為王

的情況，而學校週邊的夜市也為浪犬提

供了食物來源，未被馴化的浪犬成為校

園隱憂，校方只能通報捕犬大隊來「清

除」校內浪犬。

　　「但問題並不會因此而解決，」

1997 年就任教於北護護理系的葉明理

幾年來的觀察發現，當原有的浪犬被

捕捉之後，校園內會有一小段時間沒有

流浪狗，當其它浪犬發現這塊「豐美土

地」原來是無主之城時，就會再度進駐

「掌管」這片土地。

　　此外，每次順利捕捉到的，通常

是對人較沒戒心的狗，戒心重又兇惡的

犬隻，往往成為漏網之魚，即使暫時離

開校園，往後也會帶來更棘手的問題。

更重要的一點，「在校園內頻頻出現粗

暴的捕犬畫面，不但讓人覺得對動物不

友善，也與學校提倡的生命教育理念牴

　　再來看看政府對校園動物保護的作

法，「根據北市府建設局在 2005 年發

布的新聞稿，顯示台北市在 1999 年就

開始推動『台北市校園守護犬認養活

動』，」葉明理回憶：「至 2005 年，

參加該計畫的有 23 所學校，55 隻犬。」

在 1999 年北市府推動的校園守護犬認

養活動計畫中，有幾個關鍵的精神與概

念：

1. 正視「捕捉撲殺」無法杜絕校園浪犬

問題；

2. 運用犬隻領域觀念的特性，建立狗狗

協助守護校園的人犬合作關係；

3. 透過動物行為訓練，讓校園犬隻可以

對師生親善並能守護校園。

　　葉明理指出，當年這個計畫，讓台

灣長年以來由流浪犬所造成的人犬衝突

議題，正式由製造噪音髒亂的環境衛生

議題，提升到互惠雙贏的生命教育議

題，更由空泛的立場之爭，進展到實際

有效且可長治久安的解決技術層次。

　　10 多年來，整體施行成效如何呢，

根據「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統

計：「自 2015 至 2019 年進行的 4 次全

國國中小校犬貓統計，從 2015 年 234
所（6%）到 2019 年的 282 所（7.3%），

犬貓總數從 389 隻增加到 511 隻，學

校數成長雖然遲緩，但總數增加卻不

少。」較之 2005 年，無論是學校或犬

貓數都已有 10 倍左右的成長，然而，

在全台 4000 所高、國中校園中，只有

6% 學校有校犬，卻也顯示出校園的動

物保護行動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事實上，即使政府主動推動「校園

守護犬」計畫，在各級學校——尤其是

大專院校，20 年來，仍有不少因為校

園浪犬議題，而導致學生與校方對立的

例子，堅持在各異的立場中，讓校園浪

犬問題的改善遲遲沒有進展。

而成的鐵鏈，小狗被這種鐵鍊套住之

後，鐵絲愈纏愈緊，如荊棘般的尖刺，

就不斷刺進祂的身體，造成的痛苦難以

想像。」葉明理趕緊拍照通報台北市動

物衛生檢驗所（動保處前身），向動保

員檢舉這件事。並在校警的協助下，剪

斷鐵絲，可惜狗狗一脫困還沒來得及送

醫就一溜煙似的逃走了。

　　「後來聽說，這是某大醫院委外捕

捉流浪狗做為實驗用犬的人員所為。」

目睹慘無人道的犯行，葉明理除了通

報，也無法再採取其他積極的行動，但

為校園浪犬做點什麼事的種子，卻也在

她心裡悄悄萌芽。

觸。」網路上支持者與反對派爭執不

斷，來自社區媽媽與學生的意見也產生

衝突，在討論聲浪中，葉明理開始思考，

如何透過有效管理浪犬，改善人與動物

的關係，也促進「生命教育」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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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該項計畫中，她結合了北護自然

保育社（也是北護校犬隊前身）、東吳

搖尾巴社、世新寵物諮詢服務社、珍古

德協會根與芽小組等學生社團，還加入

了環球愛犬學校、板橋動物收容所以及

珍古德協會等公私立專業團體。

　　這項計畫樹立了不少指標性的作

為，包括打破收容所排斥外界入內關懷

的藩籬、志工挽起袖子協助收容環境的

改善、啟動了大學生對社會議題的主動

問題解決能力，同時，也教導學生具備

濟弱扶傾的知識與技能。

　　為期一年的計畫，不但建立起收容

所志工的工作內涵與程序，篩選適合的

犬隻進行親和訓練、舉辦送養會，也設

計了送養後的追蹤輔導程序。「當時培

訓的 5 隻浪犬中 4 隻順利送養，其中一

隻更成為北護的第一代校犬，」葉明理

說：「當年參與的學生裡，也有好幾位

在日後持續從事動保運動與工作。」雖

然計畫只有一年，產生的漣漪至今仍在

擴散。

　　源源不斷的浪犬據地為王、並不成

熟的動保觀念、校園捕狗引發的爭議，

加上政府持續的立法與修法，在這些背

景與事件中，葉明理推動校犬的計畫的

藍圖逐日清晰了。

圖：「教育部創意學子計畫」訓練的5隻浪犬，

後來都順利送養，其中一隻「優漢」更成

為北護第一代校犬。

教育部創意學子計畫

　　在 2002 年，教育部顧問室推出「創

意學子培育計畫」，鼓勵大專以上院校

專家學者與大學生，藉由課程與活動的

多元化學習，組成「創造力學習團隊」，

並透過系際與校際活動的參與，延伸專

業知識的學習為知識的探索行動。

　　葉明理以「建構以生命關懷為導向

之創意學習團隊——建立流浪犬收容所

與學生義工合作模式之研發」為題獲選

執行教育部這項計畫。在當年是第一個

以正式的跨校團隊，進入收容所照顧流

浪動物，並且結合行為訓練，培養流浪

狗的親善能力，以提升送養率的社會關

懷實踐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