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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心  集

這次河北井陘冬令發放活

動，是慈濟基金會集慈善、教

育、文化三合一的行動。北京

只有八位委員，承擔這次總籌

畫運作的工作。第一次的任

務，從沒有經驗中，學習成

長。她們的家人，還有會員

們，秉持著人溺己溺之不忍悲

心，全力協助八位委員達成任

務。

許多師兄是第一次參加慈濟

的活動，卻表現出愈做愈勇的

獅子精神。北京的慈青看見慈

誠爸爸懿德媽媽及慈祥的師姊們精進的

工作，也都被帶動的如活潑的羚羊，穿

梭在工作及人群中。

皆山慈濟中學的校長、老師、學生

更是合作無間，搬麵粉、提沙拉油，扶

著老爺爺、老奶奶回到車上。村鎮的幹

部們幫忙領物資(有的村在山上，路被

雪封了，下不來；有的殘疾智障無法行

動)。在零下三度的寒冬，大家互道「感

恩」、「謝謝」，一開口就一團白霧，

整個會場就籠罩在歡喜感恩之中。

大家對這次發放都是生手，鄉親一個

個排了好長的隊伍，物資一包一包堆的

好高，我們要在三個小時內發完，大家

秉著一個信念──「上人的悲心」，把

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的精神發揮地

淋漓盡致。

寒風吹在臉上，心卻是暖的，嘴上

掛著笑容，說著「大叔、大嬸，過年好

啊！」鄉親們也笑了，最美的笑容就在

當場展現。

這次的出團，我稱之為「放生團」。

將我們這一群生手，放在寒冷的山區，

面對著一長隊現苦難「相」的菩薩，完

文／曹汶龍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苦難菩薩的笑容
記河北省冬令發放

圖左為曹汶龍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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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菩薩交給的使命，從作中找出信

念，從信念裡培養慧命。

這次出門帶著PDA，看到什麼，想到什

麼，隨手就記下。一路上看到好多菩薩

身影，寫下來，也亟與家人分享。礙於

篇幅，以下僅摘錄片段與大家分享。

一月十三日，清晨四點五十分在台

北分會集合，德勱師父派我掌旗，走在

最前頭，接著是德勱、德勴師父併排，

隊伍浩蕩長。德勱師父在身後輕輕指示

「路要走直」，遇到轉彎我就轉直角，

隊伍的威儀就出現了。沒想到這次出門

第一件事就是學走步。

到達北京，出了太陽，氣溫四度，比

昨天回升三度。北京的師兄姊在機場熱

烈歡迎，都說我們把溫暖帶來。整隊步

行五分鐘到曾芸姬師姊辦的幼稚園進行

北京培訓課程。路上寒風刺耳，我們還

是精神抖擻。

一月十四日，車外零下一度，路旁積

雪，白楊枯林下覆雪，朝陽從地表面露

出，嫩紅可愛。太陽上半面慢慢發亮，

加上一點霧，好像嬰兒剛睡醒對著你微

笑。楊棟樑師兄情不自禁拿出相機拍

攝，他的嘴角展露出喜悅的光芒。

上午十點二十五分到井陘，看見三五

零二被服廠的看板，一九九六年的發放

物資有一部分就是這個工廠做的。就地

取材、用於當地、帶動生機，這就是慈

悲。

一月十五日，北京的陳耀光師兄，調

度板車、搬著麵粉，在零下三度的氣溫

下全身大汗，脫下雪衣繼續工作，還大

聲的問候鄉親；英風凜凜，悲心滿滿。

晚上吃飯時，因為曬了一天的太陽、又

凍了一天，陳師兄的臉變得紅咚咚的，

眼睛露出一點累又滿足的光芒，讓我看

見一張最美滿的臉。

一月十六日一早起風，更冷。因為昨

天已有經驗，一個上午就發放完畢。在

發放現場，鄉親們天不亮從老遠趕來，

有的瞎了眼、斷了手、缺了腿，臉上皺

紋深，手掌繭子厚，這就是菩薩示相，

啟發大家的悲心。鄉親們開口笑著，好

像傳遞上人的讚許，心中暖洋洋的。

幾天下來，法喜充滿，腰也酸了，

這是一種「快樂的疲憊」。看見北京師

兄、師姊仍然精神抖擻，帶動手語。

我也領著大夥扮著牛頭跳著「拉車向前

行」。晚會結束時，大林慈濟醫院核醫

主任王昱豐醫師突然流鼻血。他自嘲的

說：「是那位師姊讓我噴鼻血？」用了

好幾張衛生紙才止住。這幾天他最賣

力，也許是剛受證為慈誠，搬起麵粉特

別起勁，又跟著我扮另一隻牛頭，帶著

隊伍又唱又跳。慈濟人做慈濟，越做越

賣力。

發放完，在井陘回北京的路上，天黑

黑的，大家也累了，我緩緩唱著：「普

天下沒有我不愛的人⋯⋯」似乎我的歌

聲感動了吳啟明師兄，只見他打電話給

孩子說：「爸爸愛你。」可愛的慈濟

人，智慧的慈濟人，成長的慈濟人，我

很歡喜進了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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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風不來，三月的楊柳不開

  曙光不現，枝頭的曉燕不啼

  愛是心底萌發的光苗

  似穿透烏雲的陽光

  照亮每一個需要的角落

「井陘」，一個被歷史遺忘的地方，

是這次活動的主要發放所在。雖然「背

水一戰」、唐朝時的「安史之亂」、到

對日抗戰時之「石家莊戰役」，歷史課

本中常常跳出這麼個名詞，然而那對我

們的記憶是遙遠的。

事實上，位於河北與山西交界、太行

山山腳下的這個古老縣份，居民的生活

卻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困苦。由於地屬

黃土高原，農作生產極少，煤礦是主要

經濟生產，整個井陘的空氣中始終瀰漫

著細細的煤灰，而九六年的賀伯風災，

更直接重創了這個原本貧瘠的土地。可

是鄉親們並沒有被打倒，他們從慈濟人

的手中接過物資，建立學校，再無怨無

悔地重建了自己的家園。十年後的現

在，慈濟人再回到此，黃土依舊，空氣

中的煤灰不改，然而鄉親堅毅和純樸的

風霜也絲毫未減；如果說，十年前我們

在他們最艱苦的時候為他們帶來希望，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是穿透烏雲灑下來的

陽光。

此次河北的發放以井陘為主要地區，

包括小作鎮、南障城鎮、微水鎮、及天

文／王昱豐 大林慈濟醫院核子醫學科主任

「井陘」
 被歷史遺忘的地方 
河北省冬令發放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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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鎮周邊共十七個城鎮，三千八百九十

三戶，計約一萬餘人次。在發放活動

中，我是負責麵粉發放的部分，每當鄉

親以他們樸實的笑容，回報我們一身的

麵粉時，我常常羞愧的低下頭，不因為

我的衣服是髒的，其實最讓我難過的是

他們一雙雙厚實的手，風霜所刻劃的痕

跡，毫不掩飾地傳達出他們生活的困

苦。然而，我們僅僅一個擁抱，一聲

「大叔好！」便輕易地得到了他們滿滿

的歡欣，我們該如何再去膚慰呢？事實

上，我們所能給予的物資實在有限，也

僅足鄉親過一個年。

然而在物資以外，我們所帶來更多

的是老人家對生命的冀望。在最嚴寒的

冬天，有著最溫暖的愛；在最黑暗的角

落，有著持續發光的能量。我在想人心

的感動到人心的付出，到存同除異的接

納，世界本身就是一體，當人人心中愛

的一點火苗燃起，聚積沈積，就能照亮

全世界，就能讓每個人都不再孤寒。所

做不多，所得甚大，我們更該努力。

若要問我從這次的發放中得到了些

什麼？我想除了感動與感受外，我學到

了尊重。原來「施比受更有福」並不是

教科書中的一句話，它除了應用在生活

外，也存在著許多行動上的智慧：發放

的本身並不只在於作善事；要論發放，

最有效率的作法可能是要各鄉鎮造冊，

由鄉鎮派人直接領取物資回去，再請各

戶人家過來領取；然而，這樣的作法，

付出的人並不會由此得到感動，而受施

的人也不過是得到了些衣物過冬罷了。

唯有直接面對面的接觸，才是傳遞情

感、真情付出的行動；施予者並不是高

高在上的善人，受施者也並非屈躬的接

受。在發放的現場，當活動結束，鄉親

們領著物資歡喜回家，我們還要將環境

整理乾淨，還原一個未發放前的空間。

其實，不單只在發放過程的膚慰或

問候，我更知道，在發放之前，已經不

知道有多少愛心在完成前置的探勘、造

冊、物資運補、或接運等等，數都無法

計數的繁複作業；而我們所扮演的只是

在台前將台詞唸完的角色，其實更該要

感謝的是幕後累計的愛心。

人世間有許多樣的人，有人始終在幫

助人，有人始終在接受人家的幫助，也

有的人是既不幫助人家也不接受人家的

幫助。那麼我們到底應該作哪種人呢？  

上人告訴我們，慈濟人是幫助別人成為

能幫助別人的人。事實上，在這次的

活動中，除了我們外，還有當地許多

皆山慈濟中學的老師和學生參與其中，

當他們由羞澀到能自在地協助別人。我

知道，我們的種子已經灑下，也許要五

年、也許十年、也許更久，但是這些種

子會萌芽、會新生，當善念發起，我們

也都從中得到了自在。

走筆至此，我回首細想慈濟情，從

每個伙伴全身的麵粉與疲憊的身軀，我

卻看到一顆顆耀然的心，感恩上人的

智慧與慈悲，這樣的收穫將成為下一個

「愛」的發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