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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院
小地方

◎撰文/江欣怡  圖片提供/醫發處、文發處、映象志工

台灣慈濟．醫療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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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四季抬頭總有藍天，遠處的山風雨

無阻地永遠守候著，這裡只要深深呼吸，

空氣中的清新甜味就會鑽進腦門，慈濟醫

院裡除了有得天獨厚的環境之外，更重要

的是永遠都有大醫王、志工菩薩的身影不

眠不休的照料，讓來過慈濟醫院的人，深

深感念。

　根據花蓮慈濟醫院九十一年度的門診

量統計，有接近兩成五的門診病患是從花

蓮縣以外的縣市前來就診，其中，從台北

來的病患便佔了總門診病患的百分之六點

五二。至於住院方面，去年住院患者中，

有百分之二點一一的民眾是從台北前來，

而今年度台北來的住院患者比例更增加至

百分之三點一一，成長了將近五成。

提供身心靈三合一的慰藉

　每天、每月、每年，都有許多遠從台

北、台中、高雄來花蓮看病住院的人，

這些人千里迢迢來到這裡，為的是要得到

身、心、靈三者合一的慰藉。

　遠從台北來到慈濟醫院開腦部手術的賴

貴英，直接了當地說：「在台北，雖然有

很多名醫，但來到這裡，我才真的很放心

把我的腦袋交給醫生。」為了來花蓮長期

抗戰，賴貴英的兒子還在醫院附近租了間

房子，專心陪伴母親渡過這段時間，而在

花蓮好山好水的照拂下，賴貴英的病情日

有起色。

　為了丈夫的腦部疾病，孫若男多年來陪

同夫婿吳東賢奔走於國內外各大醫院。從

前年開始，他們來到花蓮慈濟醫院報到，

進行腦部核磁共振(MRI)等檢查，現任院長

林欣榮曾以特殊設計的鑰匙孔開刀法，為

吳東賢進行腦部手術。手術後，吳東賢的

左腦恢復了百分之五十的功能，現在的他

重回辦公桌前處理公務，即使在高爾夫球

場上揮上十八洞，也精神奕奕。

　篤信佛教的孫若男表示，對證嚴上人的

信賴固然是他們回到慈院的主因，但花蓮

美麗的山色水影、媲美各大醫學中心的高

科技，以及志工們的體貼關懷，也讓他們

每一次回來時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用

說慈濟大醫王的巧手，緊緊守護著夫婿的

健康。 

　不光是全省各地的慈濟人及病患，願意

來到花蓮治癒身、心、靈的疾病，就連醫

 之一

醫師與病患的桃花源

▲默默守候在山腳下的花蓮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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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身，也愛上花蓮這樣一個單純的行醫

地。

尋覓生涯中的桃花林

　花蓮慈院小兒科副主治醫師王柏鈞表

示，外面許多大型醫學中心競爭過於激

烈，常常會讓人失去了原有的信念，而

私人醫院過分重視業績，導致作假情事不

斷，就習醫來說，也不是值得待下來的地

方。不過，慈濟醫院在這兩者之間折衷，

可以說是初入醫院的住院醫師最好的選

擇。

　來到慈院已經四年的王柏鈞徹底地融入

了花蓮這個環境中。他說：「花蓮的好山

好水，可以讓病人、醫生的心靈

充分獲得休息。」慈濟醫院與山

為伍，只要推開窗戶，馬上可以

見到一大片綠色的山脈。一般人

認為忍受噪音污染、交通擁擠、

空氣污染等問題，是必須付出的

代價，但來到花蓮，不管是病人

還是醫生，這種因為環境因素所

造成的心理及生理壓力，付出的代價都比

在其他地區居住工作的人，少了許多。

　王柏鈞還引用唐朝王維的《桃源行》七

言古詩最後四句指出：「......當時只記

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春來便是桃花

水，不辨仙源何處尋。」而對於許多醫

生來說，慈濟醫院就是生涯中的一處桃花

林。

　花蓮慈濟醫院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升級

為醫學中心，在這之前，慈濟醫院僅是一

個坐落在花蓮偏遠地區的醫院，而這一路

來過走的步伐，與全球知名的梅約醫學中

心如出一轍。

大醫院

小地方

▲和諧的醫病關係是慈濟醫院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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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院坐落在美國

明尼蘇達州小鎮羅

徹斯特的梅約醫學

中心，萌芽於十九

世紀末，它是由梅

約父子三位醫師共

同創立。到目前為止，梅約旗下共有八家

醫療機構、五所醫學教育學校，為全球最

大的私人醫療體系。

　梅約設立的地點不挑東岸繁華的城

市，也不看西岸熱鬧的都會，除了羅徹

斯特外，它也在佛羅里達州的傑克森威爾

(Jacksonville)、亞歷桑那州的史考茲戴

爾(Scottsdale)設立據點，並與明尼蘇達

州、愛荷華州以及威斯康辛州等醫療診所

合作。

尊重生命，人本醫療

　慈濟與梅約理念上都強調以病人優先，

而在醫療區域發展的步伐上，兩家醫院的

步調也是一致。為了落實偏遠地區醫療體

系，慈濟在一九九九年率先在玉里成立分

院，一年後隨即成立關山分院，而二千年

八月，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正式啟業，慈濟

醫療志業普遍化的概念逐漸落實

　花蓮、玉里、關山與大林四家醫院鼎

立，過去東部病患翻山過嶺前往西部看病

的情況減少許多，反而不少病患從西部跋

山涉水來到了花蓮，在慈濟醫護人員及志

工的照料下，日有起色。

　不只這樣，過去嘉義縣北部地區，缺乏

大型醫院，常有嚴重傷患須赴台北或高雄

就醫，十分不便，而且有感於當地居民為

探視生病親友、遠途跋涉，中途常發生車

禍，造成「生病的人未往生，未生病的人

反而先往生」的悲劇，大林慈濟醫院於焉

誕生。

　時隔至今，大林慈濟醫院不僅矗立在當

地默默守護民眾生命，它還將觸角伸至嘉

義最南端的大埔，成立醫療站。而為了服

務隔縣同樣屬於老化人口縣市的雲林縣，

慈濟也在前年十月底在斗六開設門診中

心，提供當地民眾醫療服務。雲嘉地區的

民眾從此不再為就醫而長途跋涉，而探病

的人也不再出現飛來橫禍的悲劇。

大醫王鷹眼找病兆

　住在台北縣的蘇小妹妹，因為患有兒童

好發的硬皮症，看遍了北部大大小小的醫

院，怎麼醫也醫不好。有天，姑姑跟蘇媽

媽說：「那個上人在花蓮蓋的醫院好像可

以醫好小妹妹的病。」於是，蘇小妹妹的

爸媽每個月便在凌晨開車出發前往花蓮，

披星戴月沿著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坍

方不斷的蘇花公路，為了就是要看一早的

門診。而在慈濟醫院皮膚科主任張中興診

　　

 之二

以梅約醫學中心自許

▲圖片：天下雜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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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下，赫然發現蘇小妹妹的硬皮症不同於

一般的局部性的兒童硬皮症，從頭頸往兩

側軀幹延伸，因此張主任一改一般硬皮症

消極性治療，積極給予用藥，蘇小妹妹的

病症也因此逐漸復原。

　皮膚科的另一個患者簡大貴，也是在張

中興主任的「鷹眼」之下，找到了病灶。

原本因為免疫系統出問題導致全身皮膚潰

爛的簡大貴，進出醫院多次但卻從未能解

決，在張中興鍥而不捨追蹤下，才發現簡

大貴的腦袋裡長了顆大腫瘤，而這顆腫瘤

可能便是造成簡大貴免疫系統癱瘓引起皮

膚潰爛的主因。

　花東地區原本便缺乏皮膚科醫師，原本

在高雄行醫的張中興，憑著一股想要為病

人找出病因的想法，與身為眼科醫生的先

生，帶著三個分別唸高中、國中、小學的

孩子，舉家遷往花蓮來到慈濟醫院，為當

地民眾服務。
　　

大醫院

小地方

小鎮的醫療服務，方便民眾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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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慈濟醫療世界裡，跟張中興一樣的現

代史懷哲很多。自願請瓔到玉里分院當副

院長的醫師張玉麟也是如此，當初張玉麟

會從台北南下花蓮執醫時，並沒有想太多

便來了，而後會前往玉里這個純樸小鎮，

更是出於自願。張玉麟醫師說：「其實我

從來都不是想要尋找什麼刺激，我只是想

來當一名醫師。」

　在偏遠地區的小鎮當小鎮醫師，絕不是

像台北大醫院裡的王牌醫師。在這

裡，只要病人上門來，無論是耳朵

裡飛進了小蟲子、割草時不小心被

劃傷，還是被自己家養的豬咬傷，

不管你是神經外科還是小兒科，都

得捲起袖子來馬上幫病人處理各種

疑難雜症。

　慈濟玉里分院是承繼了舊有的

鴻德醫院改建而成，當初改建時，玉里鎮

民二話不說，當作是自家醫院，捲起袖子

便投入一磚一瓦的興建工程，而醫院蓋好

後，醫護人員也為了配合當地人的作息，

從早上六點就開始看門診，一直到晚上十

點才結束最後一班的夜間門診。為了守護

玉里民眾的健康，醫護人員超時工作也在

所不惜。

社區與醫院合為一體

　這種革命情感培養出來的醫病關係，比

一切都還穩固。玉里醫院院長王志鴻每次

到了玉里就開始「搏感情」，看到病人的

第一句話不是問診，而是：「那個你家種

的李子可以採收了嗎？」病人出院，送禮

 之三

小鎮醫師溫馨情事

▲偏遠地區的往診服務，為患者拔除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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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醫生時，家裡種什麼就送什麼，格外有

人情味。

　不僅是這樣，玉里當地的民眾也關愛這

個屬於自己的醫院新家，每個禮拜一、三

晚上九點，居民們都會自發性組成宵夜香

積組。大家七手八腳端出香噴噴的宵夜，

與醫護人員及醫院職工一起分享的畫面，

也難怪參觀過玉里分院的醫生都大嘆：

「沒看過社區與醫院這麼像是一家人！」

　由於花蓮縱谷從花蓮到台東這一條綿延

兩百公里的道路，相當於台北到台中的距

離。這條路原本便是急重症醫療欠缺的地

段，再加上台九線常常發生重大車禍，一

旦有重傷患者，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只

能往北送至花蓮慈濟醫院或是往南送到台

東聖母醫院，但由於路途遙遠，常錯過搶

救黃金時刻，這使得慈濟後來決定在玉里

及關山設立分院，方便當地民眾就醫。

　不過，長久以來欠缺醫療資源，當地的

民眾早已養成了「非忍到不能忍才會看醫

生」的習慣。因此，玉里分院及關山分院

的醫師，不僅要坐在院裡等著病人上門

來，更要主動出擊，出門找病人，而原本

以為自己沒病的民眾，在這些「雞婆」的

醫護人員頻頻催促檢查下，找到了病徵也

去除了身體的不適。

　慈濟醫院關山分院在民國八十九年啟業

後，醫護人員就利用假日輪流上山，對偏

遠部落展開巡迴醫療。他們開著車，車上

有病歷資料、藥品、針劑等等，像是一台

「行動醫院」，走到哪就看到哪，而且隨

招隨停，馬上為病患看診。

　多年前，慈濟醫院這種行動醫院便為天

祥一名婦人診斷出病灶來。當時，慈濟醫

院放射部主任李超群帶著行動醫院出外巡

迴醫療時，為一名艾姓婦女診斷出肝臟裡

長了個七公分大的腫塊，雖然艾姓婦人後

來並沒有持續在慈濟醫院追蹤，但李超群

主任當時診斷的結果，讓原本不知

道體內有惡性腫瘤的艾女士提早發

現，不僅有充足的心理準備，也看

到了兒子如其所願完婚，而艾女士

也在去年年中安詳的往生了。

　藉由往診進行偏遠地區服務，可

以讓當地民眾享受與一般都會民眾

一樣的醫療服務；而藉由許多高科

技的事先篩檢，也讓民眾的許多病

徵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大醫院

小地方

視病如親讓患者感念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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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慈濟佈建的醫療網中，已經導入

了五台電腦斷層掃描(CT)、三台核磁共振

(MRI)、一台正子造影(PET)、一台加馬刀。

這些精密的醫療儀器設備新穎，完全不輸

給都會地區的醫學中心，而在這些儀器到

位後，慈濟醫院也推動「不只看病，也看健

康」的預防醫學概念。

　前年原本準備要前往

安徽賑災的慈濟基隆區

慈誠李福藏，在出發前先

到慈濟醫院做了趟健康檢

查就返家去了。但當MRI

的結果一出現，負責看

片的李超群主任皺著眉頭

問：「這個病人現在在哪

裡？」旁邊的人回答說：

「在家裡擦油漆啊！」。原來，李福藏的右

腦內，已經有三分之二的血管堵塞了，而差

點中風的他也被醫生馬上叫回醫院，趕緊進

手術房動手術。

　像李福藏這樣幸運的人並不多，許多人是

在肢體癱瘓了以後才發現健康的可貴，而讓

李福藏撿回一條命的，MRI居功厥偉。

　在人體透視發展歷史中，MRI與電腦斷層

掃描(CT)等並駕齊驅。MRI利用磁場能量偵

測出人體內部器官型態，因此許多畸形異

常，包括腦梗塞、腫瘤、甚至運動傷害等，

都逃不過MRI的法眼。至於與MRI同為透視人

體的CT，則利用X光放射線形塑人體的內部

器官，達到了解內部器官的目的。

　尤其目前慈濟醫院已經引進了第一台結

合CT與PET兩種掃描技術的PET/CT，PET/CT

診斷的正確性較單獨只使用一般傳統的正

子造影系統或X光電腦斷層掃苗系統更高，

它也提供了更優越的解

剖訊息，可以說PET/CT將

會是未來診斷癌症的新標

準，活脫就是「醫療天眼

通」。

　正子造影是將放射正子

的物質做成藥劑，注入體

內，例如「氟18去氧葡萄

糖」。身體會代謝吸收葡

萄糖，正子造影機可偵測

氟18去氧葡萄糖的成對加馬射線，利用電腦

重組身體影像。

　至於去年十月才引進的加馬刀(Ga m m a 

Knife)，利用立體定位的概念以及加馬射

線，集中照射腦中深部的先天性動靜脈畸形

與腫瘤，不需施行開顱手術，就能使被照射

的病灶組織日益縮小，甚至消失。

　高科技的醫療儀器，治癒了病人的身，但

慈濟醫院的另一特色──慈濟醫療志工，則

膚慰了病人的心。

 之四

尖端醫療與志工軟語

▲新穎的高科技儀器，讓病兆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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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膚慰人心

　來自全省、身穿著黃色背心的志工一向

是慈濟醫院裡的特殊風景，他們溫馨的關

懷與無所求的服務是有口皆碑的。

　志工來院服務前及來院時皆須接受「職

前訓練」及「在職訓練」等課程，其中包

括心理課程、基本護理課程等，他們除了

到病房關懷住院病人外，也到監獄關懷受

刑人，平時更對當地貧苦無依的民眾進行

居家關懷、訪查個案、為往生者助念，也

為天災人禍造成的災難提供急難救助。

　九十一年度，光是來到花蓮慈濟及大

林慈濟醫院當志工的人次就有六萬六千多

人次，而投入居家關懷的志工有一千六百

多人次，這些志工們所關懷的人數達到

三千四百多人，形成了一個嚴密的關懷

網。

　志工工作雖然繁重，但仍吸引眾多從全

省湧入的民眾前來報名。每次踴躍的報名

人潮，都讓志工排班等上大半年，而每一

次如願來到了慈院，也讓這些志工格外珍

惜得來不易的機會。「我的收穫遠遠比我

的付出多很多！」談到志工心得，不少人

都有這種感覺，而其中，加拿大籍外國人

的咪咪，更是發自內心說出了這種感覺。

　當初先是在菲律賓當志工的咪咪，是在

當地聽到慈濟的名字後，決定來台灣當志

工。在一群黑髮黃皮膚的志工群裡，一頭

白髮輪廓深遂的咪咪總是特別引人矚目，

作了將近一年的志工，咪咪雖然還無法與

病人以流利的中文溝通，但笑容及關心的

肢體語言是她的方式。

　至於大林慈濟醫院裡，也有另一名讓人

眼睛一亮的志工陳進興，進興伯雖然是獨

居老人，可是他的心一點也不「獨居」。

每天早上，他精神奕奕地走進大林慈濟，

碰到了因病苦疼痛不堪的患者，他便掏出

自己的絕活，活靈活現用閩南語作起了打

油詩，有時讓人會心一笑，有時也讓人暗

地苦笑。

　慈濟志工所做到的關懷可以說是全方

位的，就如同慈濟醫院資深志工顏惠美表

示：「如果都已經做到百分之九十九，那

為什麼不把最後那一分也加上去？」就是

秉持著這樣的態度，慈濟志工關心病人一

向全方位，這也讓許多病患將志工師姊、

師兄當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一看到志

工來，病就好了一半。

　因一攤血引發的善念，十七年前，花蓮

慈濟醫院正式開業義診，十七年後，嘉義

大林、花蓮玉里以及台東關山也都有慈濟

醫院的蹤影，至於台北新店分院以及台中

潭子分院也都將完工。

　這一路走來，慈濟醫院這家「後山醫

院」從沒沒無聞到成為醫學中心，依賴

的全是花蓮這塊最快樂的土地，也因為這

樣，花蓮吸引了許多快樂的人來，慈濟也

吸引了眾多具善念的善男女。在大家的護

航下，生命就如同一場接力賽跑一樣，一

棒又一棒地傳承了下去，永不停歇。

大醫院

小地方

志工的溫言潤語，讓病患綻開笑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