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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臉上為什麼總是笑嘻嘻的？整天

笑頭笑臉（臺語）？」這是簡添榮志工

最常被病人家屬問到的問題，他不吝與

人分享笑口常開的法寶：「我有一顆歡

喜心。你笑，也是一天。擺一副臭臉，

也是一天。把自己顧好是自己的責任，

不要走偏了！」

一當志工就心花朵朵開的簡添榮，退

休前是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建國分社的

襄理，妻子彭牡丹在花蓮縣警察局會計

室任職，育有兩女，家庭美滿。

簡添榮喜樂豁達的人生觀背後，卻是

他經歷生死交關所換來的體悟！二○○

六年六月八日清晨五點多，簡添榮外出

慢跑，途經慈濟科技大學天橋附近，突

然被一臺因酒駕超速失控的車從後方撞

上，所幸學校警衛及時發現，緊急聯絡

救護車送往花蓮慈院搶救。

事發當日，彭牡丹直到早上七點半

仍不見先生返家，便不斷地撥打他的手

機，見無法聯繫上先生，只好帶著一顆

忐忑不安的心上班去。花蓮二信當天上

午八點召開會議，不見簡添榮出席，主

管同仁也趕緊撥打他的手機、家中電

話，卻都無人回應，於是又打電話給彭

牡丹詢問下落，甚至一度還懷疑簡添榮

被綁架了。

由於彭牡丹知道先生每日晨跑的路

線，便拜託會計室主任幫忙撥通電話詢

問太昌派出所，以了解轄區內有無民眾

報案，員警說明恰巧早上發生了一起車

禍，但傷者身分不明，因身上沒有任何

證件可供辨識，後來，索性在醫院內照

了張傷者相片傳給彭牡丹看，她不敢置

信急救的傷患就是摯愛的先生，整個人

當下崩潰了！

發宏願 做慈濟

得知簡添榮出事了，彭牡丹趕快打電

話給姊姊們，簡添榮的三位姊姊，都是

慈濟人，得知弟弟的噩耗姊姊們眼眶泛

紅、急忙向在外科加護病房擔任醫院常

住志工的蘇足師姊求援，拜託她幫忙安

撫已經整個人癱軟的彭牡丹。

麥茶、決明子、小葉紅茶的香氣，不僅讓加護病

房、眼科、復健科、開刀房、牙科等處的飲者開

心，也讓人體會慈濟志工無微不至的用心服務。

圖為簡添榮準備泡茶材料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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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昏迷的簡添榮，醫師原本推估

他不是變成植物人就是往生一途，情況

很不樂觀。由於簡添榮的姊姊曾拜託蘇

足師姊，藉此機會引導弟弟夫妻親近佛

法，祈禱能度過無常的考驗。蘇足師姊

隨順因緣，利用每日前往加護病房陪伴

的機會，以母親般溫暖的口吻開導彭牡

丹，「簡添榮當時在第二十九床，住院

第三天，我拍拍以淚洗臉、嚇到發抖的

彭牡丹，告訴她，上人說：『願要大，

業才能消。』，然後我帶著彭牡丹在病

房內發願，我說一句，她跟著複誦一句：

簡添榮能好，我願意做慈濟……。」蘇

足安慰牡丹不要哭，要誠心求懺悔，要

在先生耳邊不斷說些鼓勵的話語。

花蓮慈院神經功能科主任陳新源及神

經醫療團隊全力搶救性命，對於左腦幹

遭受重創的簡添榮細心照料。陳新源醫

師說，當時簡添榮的腦傷，嚴重影響到

右側肢體及語言功能，簡添榮的復原情

形實屬不容易，醫師只是在他受重傷時

投入急救，他認為，簡添榮的家人支持

及慈濟志工的協助與祝福，都是很好的

愛的力量。

要保住性命、避免成為植物人，就必

須讓受到重創的腦部減壓。醫師先徵得

家屬同意及說明可能衍生的風險後，動

手術將簡添榮的左側大塊頭蓋骨取出，

進行冷凍保存近三個月，待腦部患側減

壓無虞之後，醫師才動手術為之裝回。

歷經兩次手術後，簡添榮生命徵象持

穩，仍舊未甦醒。五天過後又發高燒，

醫師擔心插管太久，引發肺部感染，建

議家屬做氣切，以維持呼吸道順暢。一

週後，病況穩定了，骨科醫師才為他進

行左腳踝骨折手術。

守在加護病房外的彭牡丹，愁容滿

面，卻也僅能等待一天兩次的探視時間

到來。令她安心的是，每次一踏入加護

病房，就發現蘇足已站在丈夫身旁等

候，還教她如何按摩先生雙腳，以測試

他的身體反應。就在住院第九天，病情

有了轉機，簡添榮甦醒了！他望見愛妻

便緊抱著，彭牡丹問：「你知道，我是

誰嗎？」簡添榮馬上點頭回應。夫妻相

擁，互訴衷情，讓彭牡丹暫時放下心中

的重擔。

志工身影

簡添榮指著頭頂的車禍手術疤痕，訴說九死一生

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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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志工 當復健

腦部重創讓簡添榮喪失了文字書寫

能力、語言表達的功能。除了採用中西

醫合併治療之外，為了刺激簡添榮腦

力加速復原，在家中還特地裝了一臺

卡拉 OK 伴唱機，讓原本就喜歡唱歌的

他，不時可以一展歌喉，而引吭高歌的

方法效果很好，才短短一年的時間內，

簡添榮的病況便有了起色。「我那時候

唱歌，當聽到歌曲旋律響起，雖想開口

唱，但歌詞字幕已經換到下一頁，認字

有困難，自己就像個小學生般，等於從

頭開始學國字。」不僅如此，簡添榮家

中還擺放了一本厚厚的辭典，讓每回想

不起某個國字該如何書寫時，可以立即

翻閱查詢，加強記憶力。

但偶發的癲癇卻成了車禍的後遺症，

需服藥控制。由於簡添榮出院返家療養

期間，曾一人獨自在家中癲癇發作，家

人為避免憾事發生，又有助於維持復健

功效，想鼓勵他外出與人互動，或投身

打掃等志工服務，斟酌再三，簡添榮的

姊姊邀請他到靜思堂旁的竹軒當志工。

「那邊比較安全，萬一我又發生了什麼

事，送到醫院比較快也比較安全。竹軒

就像後花園，是人生的一種享受，為了

讓自己過更高雅的生活模式，而且可以

做醫療復健的動作，在那裡的心情，與

原來生活模式不太一樣。掃地是一種很

好的運動。因為我採用中西合併治療，

一個禮拜也順道走到醫院針灸三天。」

蘇足師姊（左）引領簡添榮與太太彭牡丹進入慈濟，彼此感恩善因緣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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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添榮也不忘提及，多虧有林崇舜與林

郁寗中醫師從住院期間到復健階段的針

灸治療，助他加速康復。

說起復健之路，備極艱辛，簡添榮

從頭到腳、大大小小的手術，總共動了

十一次的刀，忍受身體病痛的苦不在話

下。「我當志工無所求，我心裡一直想

一個原則：雲遊四海，廣結善緣。這八

個字，是我當志工的中心思想，奉為圭

臬。」行過了一大段的驚險人生旅程，

簡添榮語重心長的回憶道：「曾經有人

問我，當我在昏迷時，有沒有什麼感

覺？我說在最後一段，大概在開第十刀

時，才有感覺。但意識卻宛如在夢境場

景雲遊，當時比較清醒了，以為自己身

體比較好了，想要到社會上走一走、看

一看，跟社會大眾有所接觸，我騎著摩

托車出來逛逛，但無論怎麼騎，卻都是

在慈濟菩薩道的寺廟裡面，即便看到有

大路可以騎出去了，還是怎麼繞都繞不

出去……」半夢半醒的境界，似乎隱約

地透露了簡添榮未來要走的方向。

泡好茶 結好緣

談起轉換志工跑道。簡添榮說，由於

與醫院社服室同仁及志工的年紀相仿，

溝通上比較容易，加上潘國揚主任號召

要與大家結好緣，推出了奉茶服務，因

緣際會，後來便轉戰社服室志工，迄今

也近五年了。「心情上，是無限的付出，

無所求！」簡添榮忙碌的一天，就從準

備志工室的開水開始，煮開水，備妥溫

開水及熱開水，供龐大的志工群享用。

麥茶、決明子、小葉紅茶的香氣，不僅

讓加護病房、眼科、復健科、開刀房、

牙科等處的飲者開心，也讓人體會慈濟

志工無微不至的用心服務，一如人生的

好味道，值得細細品味。

一大早若看見簡添榮身影出現在醫院

三樓餐廳旁的一處橢圓木桌區，就知道

他又開始準備張羅一桶桶好茶了，只見

他俐落、熟稔地將各單位的茶桶搬上大

推車，將茶桶拉至定位，再依不同上茶

時間點，協助各單位同仁拉回給民眾解

志工身影

簡添榮在社會服務室裁切回收紙，供協助病人量

血壓的志工書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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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享用。「我聽我大姊講，以前有些日

本的朋友，家庭裡平常都會備有一壺麥

茶，麥茶比較溫和，健胃整腸，養生。

決明子顧眼睛，還有其他功效。我們就

將麥茶與決明子混合在一起，繼續沿

用。」

勤付出  賺歡喜

蘇足師姊說，有一次簡添榮在醫院一

樓大廳志工櫃檯值班，突然間癲癇發作

了，直接廣播「綠色九號」呼救。就算

身上還是有病痛，簡添榮也從未打消當

志工的念頭，他感恩的說，發生車禍當

下，兩個女兒十分憤慨，甚至想追打肇

事者發洩情緒，所幸蘇足師姊的適時開

導，讓雙方都不再因為彼此積怨，繼續

遭受精神折磨，「改改個性，讓大家能

夠覺悟啦。那時我家大菩薩去念大學，

不在家。小菩薩則參加我們四天三夜的

慈誠營，去帶領一些小朋友，雖然感覺

很累，但她與平常在家裡比較起來，原

本高高在上的媽寶心態，進入到團體與

大家相處後，卻發現大家都不理她，最

後一天，她改變了個性，才跟大家融入

在一起，成長許多。」

二○○六年，在蘇足師姊的循循善

誘之下，彭牡丹參加了委員培訓課程。

隔了一年簡添榮也加入見習。彭牡丹在

退休前便參與慈濟大型活動、為亡者助

念，她今年三月退休後，每週三在靜思

堂擔任導覽志工、每週四前往太魯閣的

民有社區協助慈濟基金會承擔長者供餐

除了奉茶服務，簡添榮平日在醫院大廳協助民眾掛號、領藥、使用自助繳費機的操作服務等。圖為他

協助民眾領藥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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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量血壓、辦活動、輪值環保站擔

任香積組志工……，積極走入人群，彎

下腰手心向下，感受付出的法喜。

除了奉茶服務，簡添榮平日在醫院

大廳協助民眾掛號、領藥、使用自助繳

費機（中醫部量血壓處旁）的操作服

務，以及在社會服務室裁切回收紙等。

「批價繳費往往有很多人在現場等待叫

號，我曾看過批價要等一百三十幾號。

三年前的三月十八日，自助繳費機正式

啟用，更是宜花東地區的第一臺，迄今

許多老人家仍不知道可以利用這管道更

快速繳費，能節省寶貴時間，方便許多

住在花蓮縣南區的長輩，能夠準時搭公

車返家。」擔任自助繳費機操作志工期

間，還曾有民眾詢問是不是要把錢交給

簡添榮，讓他哭笑不得。

一場突如其來的飛來橫禍，讓簡添榮

身陷危機，但也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從此兩夫妻攜手走入慈濟世界，成為歡

喜付出的志工。「什麼時候無常來敲

門，我們不知道，所以應該更珍惜自己

的人生，努力付出！大家用歡喜心嘛！

多活一天，就多賺一天啊。」重生後的

十一年來，簡添榮用笑臉，迎接每一位

與他相遇的陌生人；也把多賺到的每一

天，都當成廣結善緣的精進日，法喜滿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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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住院第九天，病情有了轉機，簡添榮甦醒了！他望見愛妻便緊抱著，彭牡丹問：「你知道，我是

誰嗎？」簡添榮馬上點頭回應。圖為賢伉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