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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之美
在新店

晨曦揚起窗上的一片白茫之光，當台北盆地逐漸甦醒的那

一刻，新店慈濟醫院已開始待命。

於八十九年動土興建的新店慈濟醫院，五月八日啟業、五

月九日開始門診服務，孕育多年的醫療種籽，已迫不及待

地欲伸展枝葉、林蔭大地。這棵落在新店的小苗，在慈濟人

愛的呵護下、在北部民眾的深深期許下，正以無比的堅韌、

用心、與專業付出，努力地把握分秒、成長付出。時時皆新

頁、步步皆歷史，在面對病苦的每一分秒，醫護團隊努力為

一個個生命添上純稚的笑容。

文／北區人文真善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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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減少病患痛苦的地方。佛

法的安祥、清淨，平衡了冷冰冰的藥味

與血腥，慈濟人文提昇了醫護人員的愛

心，溫暖明亮的環境增強病患的信心。

上人打造的醫院，訴求鮮明，新店慈院

的法喜與道氣，不但醫病也醫心。這是

一個『人文的醫院』，溫馨、寧靜、安

祥，除了醫病，它也是一個調和心靈的

空間。」志工褚芳蘭為新店慈濟醫院做

了一個完美的定調。

新店慈濟醫院啟業第一天門診(五月九

日)，九點左右「人潮」即已湧現，原本

就有十個掛號台，但因為掛號人數太多，

所以不得不開放所有的櫃台協助掛號，即

便如此，還是無法疏解掛號的長龍。一天

下來，掛號人次高達一千七百多人次。這

是新店慈院啟業的第一天，也是北區眾多

民眾引頸企盼已久的時刻。

 醫病

啟業第一天  完成第一刀

五月八日啟業典禮過後，急診室傳

出消息，有一位男性盲腸炎患者可能需

要立刻動手術。患者自述三天前就感覺

右下腹悶痛，但不以為意，七日疼痛加

劇，才到醫院檢查，急診醫師告知疑似

盲腸炎，因為是週六，要先留院觀察，

沒想到這一等，就讓他等到周日新店慈



人醫心傳
二千零五年 五月

第33頁

院啟業。

急診室開始張羅著啟業的第一刀，對

照著醫護人員緊張的態勢，患者和家屬

都受到眾人的祝福與「羨慕」，原來患

者陸根田是慈誠隊員，能在「自家」開

刀，又是第一刀，實為難得的因緣。

主刀醫師伍超群原本擔心是腸內塞造

成的氣室症，經檢查後，只是單純的闌

尾炎(即盲腸炎)。雖然陸根田的白血球

指數才一萬一千(一般正常值在四千到一

萬左右)，但是盲腸卻已經破洞流膿，已

有腹膜發炎的危險。陸根田清醒之後，

也很驚訝自己的盲腸破了洞，因為根本

不太疼痛。醫生笑著表示，這是因為師

兄的身體太健康才會如此。

術後，當陸根田被平安推回病房，

他看著病房窗外的風景與室內溫馨的佈

置，陪伴的家人不禁有感而發：「真像

是住在五星級的度假大飯店。」

迎接首位寶寶 醫師徹夜守候
 

五月九日淩晨兩點二十六分，新店

慈院第一位寶寶誕生了，重三千三百公

克。產婦陳麗文一直都是由李裕祥醫師

做產檢，因為李醫師來到慈院，即將臨

盆的她也選擇在慈院啟業的第一天住了

進來。

婦產科醫師李裕祥表示，八日啟業晚

會結束後，他便帶著妻子上病房介紹自

己上班的場所，當時就發現產婦開始陣

痛，而且產道己經開了一指，於是便留

在病房內守候。徹夜的守候，安住了準

媽媽的心。這

是陳麗文的第

一個寶寶，她

開 心 的 表 示  

這裡環境好，

很高興能來慈

濟醫院生產。

本來將於五

月十二日出院

的寶寶，因黃疸

指數稍微高出標

準值，所以只好

請寶寶再多住一

天，接受慈濟人

無缺的關懷與祝

福。

媽媽抱著MAX一起拍照，一起接受院方所準備的禮物與眾人的祝福。一雙福慧鞋，期

望他能腳走好路，一生順順利利；一袋五穀粉，祝福他身體健康萬事吉。另外還有

一張生產後的紀錄光碟，讓寶寶一家人留有一生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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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心

客串家屬細傾聽 值班醫師睡病房

七十歲的高阿嬤，半個多月前在家

裡跌倒，造成右髖骨骨折，雖然曾到其

他醫院看診，醫師表示必須開刀，但因

為阿嬤有糖尿病，家人擔心開刀後傷口

無法癒合，不同意動手術，以至拖延至

今。打著慈濟招牌的新店慈院啟業，讓

家人願意一試。阿嬤的媳婦便在啟業的

這一天就帶著她來掛急診，看看是否有

不用開刀的治療方式。

阿嬤住進醫院後，白天有媳婦、師姊

陪她聊天，她都還很能適應，但因為無

人陪她過夜，阿嬤心裡不踏實，所以不

時按鈴。值班醫師曾效祖看到護理人員

個個忙著準備明天正式門診後的種種作

業，實在無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關照

阿嬤的不安，自稱自己「最沒事」的曾

醫師便適時補位，前去和阿嬤聊天。

曾醫師表示，從聊天中可以了解阿

嬤家中的狀況、照顧情形，以及聽聽這

二、三周來阿嬤是如何熬過來的。他們

這麼一聊，聊到半夜，曾醫師為了讓阿

嬤安心睡，乾脆就客串阿嬤的家屬，在

病房裡陪伴阿嬤到天亮。

而身為阿嬤的主治醫師，曾效祖表示

阿嬤血糖指數雖偏高，但不至於影響手

術。兩天後，五月十日，當阿嬤的家人

前來看她時，曾醫師便仔細的和家屬分

析病情，終於取得他們的同意，讓阿嬤

動手術。

人文醫院 調和心靈

五月九日，熙熙攘攘的大廳裡，穿

梭著慈濟的志工們，時而與前來看診的

民眾寒暄；時而引導他們掛號；時而

引導他們前往診間；時而解說大廳正前

方「佛陀問病圖」的故事‥‥‥，這是

新店慈院開始門診的第一天。在這座醫

院裡，除了醫護人員以愛照顧病人，志

工的膚慰，也是慈濟醫院與眾不同的特

點。

從地下一樓到三樓大廳，「印順導

師法影一世紀百年嵩壽展」、「阮義忠

九二一希望工程攝影展」、「大愛進南

亞海嘯救難」、「志為人醫」、「追隨

良醫典範」，各種人文展出與「靜思書

軒」的開幕，提供患者身體疾苦中，心

靈的皈依止境，以人文的薰息來協助病

苦的解脫。從這一天起，台灣醫學發展

史上，用慈濟人文精神來結合醫療的一

座守護生命的磐石，完整的呈現在北部

民眾的眼前。

門診第一日有一位六十多歲的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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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來參觀醫院，負責解說導覽的永和

區志工褚芳蘭上前與他互動。褚芳蘭

問：「您今天是不是有什麼事來指導我

們？」徐先生回答：「當然有囉，我今

天就是來指導你們的！」

「為什麼慈濟人那麼喜歡在媒體上作

秀？」是徐先生的第一問。

褚師姊說明：「慈濟的工作非常廣

泛，慈濟救災永遠走在第一。每個月四

百多萬的會員將他們辛苦的收入，點點

滴滴匯入慈濟的功德海。現在慈濟有自

己的大愛電視台，因此必須對會員作直

接、重點的詳盡報導、落實的交待，讓

他們知道他們愛心的流向。」

「我看到慈濟在國外救了這麼多，在

國內能不能做得這麼好？」徐先生的第

二問。

「慈濟種種救災工作『眼睛看得到，

手摸得到，耳朵聽得到』。國內最近的

大型救災活動──希望工程的成果，可

以親自深入訪問九二一中部災區，或在

醫院樓下的展覽裡了解。而之所以援救

國外，是因為慈濟沒有種族、語言、膚

褚芳蘭師姊(左)正為參觀民眾導覽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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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分別，唯有尊重生命、愛護生命─

─只要能觸及的地方，慈濟都義不容

辭、不為名利、伸出援手，『將愛心送

到國外，福報留在台灣』。」

聞言至此，徐先生再提第三問，「志

業體如此龐大，職工有無篩選？是不是

只有佛教徒才能來上班？」

「慈濟沒有以宗教篩選職工或提供

醫療服務。花蓮慈院所服務的對象，受

惠最多的是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原住

民。慈濟大門永遠開放給賢能與有愛心

的人士，只要考試合格、適用，沒有宗

教分別。上人的德，如同經文所示『眾

生一律平等』。」

一席誠懇的對話後，徐先生欣然接受

褚芳蘭的說明與收看大愛台的建議：每

天撥出兩小時(晚上七點到九點)收看大

愛電視──觀賞大愛新聞、上人開示與

大愛劇場，從中可以更深入了解慈濟的

「膚慰」工作。從質疑不解到接受醫院

不只是醫病的地方，更是與民眾互動的

好道場。

 醫德

關懷病人 縮小自己

多在三樓血液透析室出現的腎臟內科

洪思群主任，有著斯文的外表和親切的

內容，常常起身走動在病床間，第一線

觀察患者的狀況。

五月十八日，在血液透析室服務的大

為稍緩患者等候之心，志工師兄姊不時上前陪伴，近中午時並準備飯糰請民眾填填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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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區志工周美女，應洪思群主任之請，

帶一位八十七歲的長輩到處走走。周美

女表示，醫生的隨和及將患者當做至親

般的看待，讓她感觸良多。

無獨有偶，人文真善美志工曾美姬也

表示，曾在慈院電梯間巧遇洪主任，他

非常謙虛地說：「希望志工能由另一個

角色，以不同的角度給我們指教，因為

以一個醫生的角色來看某件事，或許有

執著一面，比較不客觀，我們需要旁觀

者『清』的意見。」

確實，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認知，而

「一條河因為另一條河的激盪而揚清；

一個人因為另一個人的輝映，而增添了

生命的明覺度」，醫師能有此豁達心

胸，實在是患者之福。

 醫術

首場國際研討會 科技醫術並肩行

花蓮總院神經醫學中心五月十四日與

台灣神經醫學中心、台灣醫學外科醫學

會、台灣美敦力鼎眾股份有限公司，在

新店慈院三樓會議室舉行學術研討會。

會中由陳新源醫師發表「深部腦刺激

術之運用」。陳醫師透過簡報檔，放映

二個臨床個案，一是去年新加坡潘氏兄

妹，一是徐薆倫小妹妹腦部病變的醫療

過程。

林欣榮院長說：「醫療團隊和先進的

醫療科技，是醫療成功的展現，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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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陪伴更是不可缺的因素。」而晶片

植入的醫療術，不僅是二個案的成功，

更有一百多位巴金森症的患者受益。

與會的香港中文大學潘偉生教授也分

享在香港八年的醫療經驗，並說先進的

醫療手術儀器，讓患者省下醫療藥物，

二者之間手術的治療比藥物的使用還

省！

多倫多大學的哈金森教授(Dr. Bill 

Hutchison)亦分享第一次來台的喜悅，

看到醫院建築莊嚴漂亮，處處洋溢歡喜

笑容，讓他對慈濟有更深入的了解。

短短幾十分鐘的記者會，以專業又

輕鬆的方式呈現，院長以機器戰警的譬

喻，說明尖端科技的醫療，不僅讓腦部

病變者得到治療，將來肥胖症者、癡呆

者、小孩先天性發育不全者，皆可透過

深部腦刺激術而改善。

 大愛

醫護服務不打烊 志工全陪守護愛

啟業以來，看診人潮始終絡繹不絕的

急診區及門診區，讓醫療人員忙得連用

餐、喝水的時間都沒有，看在醫療志工

眼裡，總有萬般的不捨與心疼。特別是

急診室的患者，很多人將急診當門診，

而且一來到，便希望馬上得到診治，心

急的患者在得不到及時的診療，往往按

捺不住情緒，這對已經盡心盡力在搶救

生命的醫療團隊而言，實在無法撥出充

裕的時間向

患者解釋：

急診是一個

視病況嚴重

度為優先搶

救的地方，

不是誰先到

誰先看的的

場所。面對

患 者 的 焦

急，醫療團

隊即使再忙

碌，也從不

疾色以對，

這點看在志

工們的眼裡

心 疼 又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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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醫療志工謝國榮說：「我們的醫療

團隊是耐操、耐煩、還耐罵呢！」

志工們雖然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無法

為「守護生命、守護健康」盡一分力，

但至少能做到「守護愛」，於是志工自

告奮勇向上人請命，五月十八日起，自

願服勤二十四小時，讓這一群如環繞在

慈院大廳上方飛入新店慈院的飛天菩薩

──大醫王、白衣大士們，能夠無後顧

之憂的為患者服務，也讓心急的患者或

家屬可以有紓解情緒的對象。

北區慈濟人付出還感恩

信義區志工黃錦淑表示，新店慈院

的建立，讓北區護持慈濟的會員們有了

醫療的回饋，也讓愛回到原點，回到大

台北地區來維護大家的健康。雖然慈院

甫啟業，但是因為看診人數太多，難免

有「民怨」──電話打不通、看診等太

久等。但在志工們誠懇的陪伴及心靈分

享，還有醫療團隊細心的呵護下，讓他

們由衷的說：「當初我的佈施，今天得

到回饋，只有一句『感恩』。」

一如花蓮、大林，新店傳承了慈濟醫院不可少的鋼琴演奏，讓來院的患者與家屬候診就診之際聆聽

音樂，感覺對了還可引吭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