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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語」從二十五年前開始出現在我生活中；因為妹妹在一九九○年

考上花蓮的慈濟護專後，媽媽成為慈濟會員，家裡開始接觸慈濟世界。爸

媽常拿著靜思語裡的道理來教育我們家的小孩，家中牆壁也掛滿了靜思語

中的字句。高中上課時，老師也常拿靜思語來教導我們，只是那時正值年

少輕狂的時期，念的又是第一志願的明星高中，非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有時還要和父母老師頂嘴爭論一番。

上了大學，有次和班上同學一起參加慈青社活動，那時是到臺中太原路

上的復健醫院當志工，學習如何幫助這些病患，看到那些因中風或腦外傷

的病人因身體的殘障所造成自己及家人的痛苦，給了我很深的感受：一是

見苦知福，自己好手好腳，還可以去幫助別人，二是當個手心向下的人，

施比受更快樂；三是想到那些因病而身體殘疾的人，能否有更好的預防或

治療方式？所以，我後來選擇神經外科為專科，並希望致力於腦血管疾病

的治療及研究。

畢業後，二○○○年開始在林口長庚醫院接受嚴格的神經外科訓練，二

○○六年取得神經外科專科醫師執照後，繼續留在林口長庚服務，我會開

各式各樣困難的腦部及腦血管手術，我的病人癒後不錯，他們也很感謝我，

但是我自己內心卻很難感覺平安喜樂，因為總覺得自己像顆戰鬥陀螺一樣

一直轉，總覺得付出很多卻少了什麼，心裡一直很沉重。直到一天無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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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大愛電視臺，證嚴上人開示「大醫王要有慈悲心，付出無所求……」

時，看到了上人對醫療的尊重，加上我本身就是中部人，決定轉換跑道到

臺中慈濟醫院上班。

到了臺中慈院，讓我感受最深的是慈濟文化中特有的「合和互協」——

合心、和氣、互愛、協力。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氣氛盈繞著整個醫院，雖然，

沒有醫學中心那麼高規格的儀器設備及人力資源，但每位同仁，每位志工

都是發自內心地對病人付出關懷，真誠地希望解除病人的病苦。我發現過

去行醫過程之所以不快樂，是因為以前只有很強的「責任心」，只想成就

自己的專業及名聲，卻缺乏足夠的「慈悲心」，欠缺主動關懷病人的熱情，

加上常常一個人孤軍奮戰，所以，一旦病人較多，或遇到困難時就會覺得

壓力沉重，疲累不堪。就如同上人靜思語中所說的 :「付出有所求，求不得，
苦不堪言；若求得，歡喜也短暫」。

在慈濟，醫療不再是高牆中的精品，而是和社區深深結合的。當有需要

的時候，慈濟的醫師會走入災區、社區及偏鄉主動照顧病人，這也是讓我

覺得慈濟醫院和一般醫院不一樣的地方；這也改變了我對醫療的概念，病

人不再只是個冷冰冰的病歷號，治療也不再只是開刀、吃藥而已。每個月

和「慈濟人醫會」的社區往診及義診，深入病人居家環境，了解使人生病

的社會家庭因素，及他們遭遇的困難及痛苦，使我產生「病苦的同理心」，

不再抱持醫師高高在上的權威感，也明白了為何病人常常無法遵循醫囑的

原因。

來到臺中慈院已經一年，終於慢慢能體會上人開辦慈濟醫院的慈悲心，

期許自己能佛心師志，投入人間菩薩道行列，在未來的日子用心於醫療中

照顧更多病人，為人們去除病苦，在慈濟這塊福田上用心耕耘，就像上人

開示的「能清楚、篤定內心方向，就不會計較」，而此同時，我也發現靜

思語早已不知不覺進入我心中。

因為行醫心情的轉變以及團隊的支

持，楊道杰醫師重新體會幫助病人

的快樂。攝影／曾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