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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人醫會蘭嶼義診二日紀實

飄洋過海來看你
文／吳宜芳

攝影／林永森

三月三十、三十一日東區人醫會五十名的醫護藥技與行

政人員踏上蘭嶼義診。這座由火山岩體組成的島嶼，面積

約四十五平方公里，騎車環島需要花上兩小時，受到地形、

季風和黑潮的影響，有著多風多雨的氣候特質以及豐富多

變的地形風貌，雅美（又稱達悟）族為主要居民。

此次義診除了在原地設診，也到行動不方便的村民家往

診。兩日的義診規模不大，但科別齊全，有內科、外科、

婦科、牙科及眼科。兩天之後，好久不見的蘭嶼風光和溫

暖人情、誠摯感謝，全被裝進義診團隊的行囊一起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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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十日清晨四點半，搭載著慈

濟人醫會義診團的交通車從花蓮慈

濟醫院往南出發，前往臺東富岡漁

港。

車窗外夜色依舊，經歷了三個多小

時的車程，隨著太陽升起，終於抵達

港口。此行即將出發前往睽違八年的

蘭嶼，參與的成員們雖然忍不住面露

興奮，也不免憂慮暈船的不適，很幸

運的，人醫會總協調林永森準備了中

西兩種暈船藥，而且海象平穩，將近

十一點半，距離從花蓮出發將近七個

小時後，終於看到陸地，湛藍的海洋

環繞著壯麗的山脈，蘭嶼，猶如大海

中的一顆閃閃發光的綠寶石。

義診眾人忙布置

派出所變身診間

上岸之後，眾人接力將義診藥物

及器材搬進蘭嶼高中空蕩蕩的活動中

心，掛號處、量血壓處、家醫科和外

科都是採問診模式，只要準備桌椅即

可，而婦產科無論內外診隱密性的要

求高，除了問診處，陳寶珠醫師將乒

乓球桌立起來隔出一個內診空間。牙

科檯的儀器原本管線都已經接好，卻

臨時發現無法供應電力，在當地警察

及村民的大力幫忙下，牙科、眼科和

義剪服務都臨時遷移到鄰近的派出所

方便用電，派出所所長室外頭成了看

診檯，而值班臺則變成擺放器械的空

間，小小的派出所，頓時變得熱鬧非

凡。

細心醫師群  病人好安心

  擔任總領隊、現年已經七十六歲的
玉里慈院李森佳醫師雖曾遊覽過蘭嶼，

但卻是第一次因義診踏上這座島嶼；此

行他和太太以及同在玉里慈院服務的弟

奇幻多變的海岸地形，蘭嶼海岸主要為火山岩、

群礁、礫灘、沙灘。攝影╱林永森

護理師張友薰（中）與先生陳願錦（左）在港

口幫忙卸貨。攝影╱林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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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李晉三醫師一起前來，兩位李醫師只

要時間許可，總會出現在東區人醫會義

診的名單上。

婦科提供的服務除了問診，另外還有

子宮頸抹片檢查，兩天共完成了二十七

例，陳寶珠醫師看診的同時，也一邊思

考如何再提供更多樣的檢查，並請隨診

的張友薰護理師隨筆記錄下未來義診可

以攜帶的醫療器材。

  一位五十二歲的先生職業是水泥
工，長年從事勞力的工作導致雙膝受

傷，夜晚常會因為腰部酸痛無法入眠，

醫師雖然有建議再進一步檢查開刀，但

他八十幾歲因膽結石開刀的岳母仍舊無

法痊癒，住院長達數月，想起仍會心疼

哽咽，自己也就更不願意開刀了。有了

這些問診經驗，歐倍如醫師說：「可能

是文化和教育程度影響，當地人對於病

情的描述較不同，問診的時候就依著病

人的說法慢慢去了解。」

牙科咻咻不歇息

居民牙病始得治

隨行前來的黃郁淳是義診唯一的藥

師，她說：「所備的藥物都是歷年義診

經驗所挑選的，因為蘭嶼的病人大都是

從是勞力性的工作，針對慢性病的藥物

當地的衛生所都可以拿得到，所以我

們準備的大都是止痛藥或是消炎的藥

物。」

牙科檯的「咻咻」聲，從兩點半開診

來沒停過，隨著病人來來去去，兩位牙

科助理鄭雅蓉和許明勳手上的工作也從

來沒停過，雅蓉說，因為義診無法帶太

多器械，除了消毒的藥水，器械盤上也

鋪上一層保鮮膜，加速更換的速度也防

止污染。補牙、洗牙和拔牙的村民一個

個接續進到派出所診間，原本預計五點

半歇息，一直看到六點半，牙科區才能

暫時停下手邊工作。因為當地村民很少

義診場地借用蘭嶼高級中學活動中心，從右至

左依序為掛號處、量血壓處、家醫科、外科及

藥局，婦科則在籃球架的正後方，以乒乓球桌

組合而成。攝影╱吳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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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看到牙醫，有位婦女帶著先生和

小孩看完後直向李彝邦醫師鞠躬道謝，

因為她說，自從國小之後從來就沒有再

看過牙醫了。

診療至夜深  海風解疲憊

  而這次隨著義診同行的「義剪」，
「生意」一點都不輸牙科，基金會總務

處林建成負責操刀，第一個「試刀頭」

的是工務組陳俊吉，剪髮的大人老人小

孩都有，香積志工也利用空檔加入排隊

的行列，理髮師彎著身體因應不同的高

度，小心翼翼的滿足每個人的喜好，讓

大家剪後都能有清爽的神情。

短暫的晚飯後，大家便馬上回到崗

位上。牙科夜診最後一位病人是高中生

物老師，她在一九九八年到蘭嶼定居直

至現在已經將近十四年，她起初是跟著

研究團隊來整理擱淺的鯨魚骨骸，進而

深深被當地的海洋文化與自然共處的觀

念所吸引，便決定待在蘭嶼教書並繼續

從事文化及生態研究，維護達悟族代代

傳承下來的生活智慧。她也說，蘭嶼目

前已經有牙科進駐，方便村民解決牙疼

問題，不過也要找到自己信任投緣的醫

外科李森佳醫師（左）問診時，因為當地村民

兼用母語和國語，與當地村民較有接觸的志工

作為溝通橋梁。攝影╱吳宜芳

婦科因為隱密性需求較高，陳寶珠醫師和護理

師將乒乓球桌直立，設計出一個密閉的小空間。

攝影╱林永森

社區健康中心宋美惠護理師向就診的民眾宣導

衛教觀念。攝影╱林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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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醫生緣」很重要，所以知道義診

有牙科，就利用夜診的時間來處理牙齒

問題。

第一天的夜診直到八點半才全部結

束。義診團隊和志工也請當地村民和鄉

公所社會課的黃課長提供行動不便或是

不方便出門的村民名單，預備在隔日前

去往診與居家關懷。

完全沒有光害的蘭嶼，夜晚的星空

特別的漂亮，滿天的星斗加上時時傳來

的海潮聲，還有時而隱時而現的巨大月

亮，徐徐吹來的晚風，紓解了一天的疲

憊。

雖然前一天舟車勞頓又診療到夜

深，星期日一早每個人都準時在七點

集合，八點半開始看診。把握這一早

最後的時段，除了定點看診外，由

李晉三醫師又帶領另一隊進行環島往

診，行前關山慈院的專科護理師仔細

叮嚀給藥需注意的事項，由護理師黃

怡婷負責給藥，沈穎喬護理師填寫病

人基本資料、仍在慈濟技術學院就讀

護理系的戴妙華量血壓，另外還有三

位志工也一同前往，臺東志工邱清豐

負責駕駛、劉文瑞一邊問路也同時照

相、另外還有一位從宜蘭來的志工吳

宏泰充當地陪，除了沿路介紹當地風

光，也和當地村民培養了濃厚的情

感。 

因電力供應不足，場地臨時從活動中心移到派出

所，所長室外頭成了李彝邦醫師牙科的看診臺。

攝影╱林永森

派出所的值班臺成了牙科助理鄭雅蓉（左）及

許明勳（右 ) 置放消毒器械處。攝影╱林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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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島往診  雨中即景

環繞蘭嶼全島共有四個村、六個部

落，椰油村為椰油部落、紅頭村有紅頭

及漁人部落、東清村有東清及野銀部

落、朗島村則為朗島部落，義診場地是

在椰油村，位於島嶼的西方，往診則往

南朝紅頭村的方向前進。當天的雲層有

些灰濛濛，就在往診醫護志工抵達第一

戶時，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還好大雨

只持續了幾分鐘，一群人淋著不時落下

李怡青醫師（右）從衛生所借來眼科儀器，同

樣在派出所內設診。攝影╱吳宜芳

在涼亭上吹海風的阿嬤已經高齡九十四歲，李

晉三醫師（右二）檢查後讚許阿嬤很健康。攝

影╱吳宜芳

因往診車空間有限，吳淑蘋專師（左）在行前

交待黃怡婷護理師給藥的注意事項。攝影╱吳

宜芳

往診時，醫護人員需就地取材，寫病歷有時就

得靠在椅子完成。攝影╱吳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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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雨點，快步前往需要訪視的地點。

蘭嶼到處都可以看到高高低低的涼

亭，李醫師都叫這種設計為「發呆亭」，

醫護志工抵達時，阿嬤正在高高的涼亭

上吹風看海。阿嬤在一九二○年出生，

今年已經高齡九十四歲，女婿在翻譯。

他說，「她現在都還很能走算健康，但

是如果感冒的話都會很嚴重，不過我們

盡量不叫救護車，能自己送到醫院就盡

量想辦法。」李醫師讚許這樣的作法很

正確，真正做到不浪費醫療資源。另一

處的海產店老闆五年前曾經中風，緊急

搭飛機到本島就醫，李醫師要他運動減

重、每天按時吃藥，多吃青菜、多喝

水、少吃肉。另一位村民十年前曾經發

生車禍，左眼已經失明，而且只要稍微

碰到右肩就會疼痛，李醫師開了一條酸

痛藥膏，並建議兒子要讓爸爸盡量運動

做復健。

沒有固定的看診桌椅，護理師記錄也

是拿著報紙、用手墊著、在椅子上、在

餐桌上謄寫，往診的變化性更大於就地

義診，因為街道不熟，往診團隊到處問

路，有時還會突然下起嘩啦啦的大雨，

不過醫護志工依舊繼續前進，不知不覺

間已經繞了蘭嶼一圈，總共探視了五位

村民，回到出發的地方也將近中午十二

點了。

施醫乘風破浪  滿載感恩回航  

星期日中午，準備收拾好搭船回去

了，看診到最後一刻的仍然是牙醫。

大家陸陸續續收拾醫療裝備，工務組

劉喜榮及陳俊吉負責最後的打包裝箱，

他們是東區人醫會義診的固定班底，

總是負責最早的布置和收尾的善後工

作，是最刻苦耐勞又盡責的夥伴。陳

俊吉回憶第一次來蘭嶼義診時，因為

臺東的慈濟志工承擔這次的

香積工作，讓義診人員在忙

碌之餘，可以吃到熱騰騰的

飯菜。攝影／劉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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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租借車子不方便，所以他連同貨

車一起搭貨船過洋，時間遠超過客輪

的兩倍，在海上度過了八小時，晚上

十一點才到目的地。

下午兩點半，返程準時開船了，由

於東北季風使得風浪加大，啟航前船

長提醒乘客，整個航程船身會搖晃得

很厲害，請盡量待在椅子上不要隨意

走動。當地村民說，以往只要達到八

級風以上就避免開船，當天的風已有

七、八級，幾乎到達臨界值。回程的

風浪的確相當大，船身搖晃劇烈，當

然也有許多人忍不住嘔吐了，所幸交

通時間較去程縮短，只花了大約兩小

時。在即將抵達陸地前，船長特地廣

播感謝慈濟人醫會，照顧蘭嶼所有村

民的健康，也因為承載了慈濟人滿滿

的愛心，這趟航程雖然不平靜，仍能

平安順利並快速的抵達目的地。

東區人醫會在二○○五年第一次到

蘭嶼義診，由於蘭嶼的居民大都是基

督徒，對於佛教醫院仍持觀望態度，

因為一些風俗民情，有些居民甚至會

不願意接受佛教醫院看診；睽違了八

年，才終於在二○一三年再次踏上這

片土地，醫療團隊用義診和往診和當

地居民誠懇互動，兩天的蘭嶼義診包

含往診共有一百人看診，共計診療達

一百八十四人次，為許多居民解決了

即時的健康問題並結下好緣，將醫療

帶給有需要的村民，是義診團此行最

大的滿足與收穫。

由於四月到六月是達悟族的飛魚

季，也是觀光的旺季，加上要錯開

觀光潮以及八、九月的颱風季，導

致蘭嶼義診經常無法成行。有了先

前的經驗，此次選擇的時間把握在

飛魚季開始前，終能圓滿人醫會共

同的心願。

睽違八年，慈濟東區人醫會再度拜訪蘭嶼，完成義診任務。攝影／林永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