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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臺中
街友圓願裝假牙

八旬良醫樂在付出
2018.04.14

文／朱怡樺　攝影／劉本介

「老醫師的技術真正好，拔牙一點感

覺都沒有，今天晚上終於可以好好睡一

覺了。」六十二歲的街友許林明，牙疼

已經好幾天，在義診上拔除蛀牙後身心

暢快，連聲感恩牙醫師莊明觀，感恩有

慈濟人醫會。

春暖花開的四月天，陽光浮照巷弄

間，四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一點到四

點，中區慈濟人醫會前往人安基金會平

安站，為街友們進行每個月一次的義診

服務。活動中安排手語帶動，證嚴上人

說故事影集，讓人人有機會聽聞佛法。

慈濟志工井然有序引導街友，完成掛號

看診。

頭戴鴨舌帽、髮白如霜雪，兩眼炯炯

有神，慈祥的笑容，就像家中親切的阿

公、長輩，高齡八十歲的莊明觀醫師在

義診中非常醒目。

經常出國的莊醫師，哪裡有病苦、有

需要，他就往那裡去。印尼、南非、印

度、二○一五年四月尼泊爾地震、二○

一三年菲律賓海燕風災、慈濟的海外賑

災，處處有他愛的足跡。莊明觀是慈濟

人醫會成員也是無國界醫師成員，受藥

師李宏昌的邀約，第一次到臺中市人安

基金會為街友義診。

中區慈濟人醫會團隊每個月一次赴人安基金會平安站

為街友提供義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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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街友很多都是上了年紀，牙齒不

好，莊明觀發心要為街友免費裝假牙、

看牙、補牙。他說做假牙只是一點心

意，沒牙齒對腸胃不好，有牙齒身體比

較健康長壽。

在義診中接受拔牙治療的街友許林

明，行動不方便撐著拐杖走路，因身體

不好心情鬱悶經常抽菸，牙齒都壞了，

很想裝假牙。街友的心願，莊明觀聽見

了，像慈父慈母一般，馬上圓滿孩子的

願望，開口說「走」，現在就跟我回牙

醫診所，進一步做治療。

走遍各地、出國無數次的莊明觀說，

義診常常一做就是十幾個小時，「歡喜

心、甘願做」就不會感到累。他說人生

以服務為目的，雖然世界各國去看，還

是寶島家鄉最美。只要健康，他都會一

直付出服務。

曾景新醫師自學生時代加入慈青，

授證成為慈誠，以醫師救人為天職，義

診現場常見他的參與。今天看診中發現

六十多歲的張姓街友精神不濟，一問之

下，方知早上九點吃了安眠藥，現在很

想睡覺。曾景新詳加說明正確服藥觀

念，安眠藥助眠，不應該在白天服用，

且白天睡覺以致晚上睡不著，會形成惡

性循環。

曾景新分享，信己無私，信人有愛，

有時面對病人的要求，心裡有時也很矛

盾，內心很掙扎，是自己不夠善良、不

夠慈悲嗎？走在修行路上，時時自我省

思。

四月氣溫慢慢上升，劉增安醫師提醒

叮嚀，現場候診街友、獨居長者要注意

衛生，才能避免皮膚病。今日看診科別

有內外科、牙科、皮膚科及骨科，服務

三十五人完成看診，醫護人員二十一人

及志工二十四人共同圓滿街友義診。

人醫義診穿街走巷，拔除病苦，傳遞

愛與關懷，志工陪伴送暖。在暮色中、

靜謐的長巷，樹梢微風輕拂，兩人五隻

腳的背影，形成一幅美麗又溫馨的風景

畫。莊明觀醫師及撐著拐杖的許姓街

友，漸行漸遠，圓願的夢愈見清明。

八十歲的莊明觀醫師首度參與人安街友義診服

務，為連日受牙疼所苦的街友許林明拔除蛀牙。

利用義診機會，藥師李宏昌（右）向街友說明

戒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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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暨浴佛　守護移工身心 

2018.04.15
文／朱怡樺

十五日慈濟中區人醫會二度受邀參

加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第三屆移鳴驚人

東協好聲音才藝競賽暨泰緬潑水節活

動」，不僅提供義診服務，更結合泰緬

潑水節設置浴佛專區，讓信仰佛教的外

籍移工及新住民禮佛。

臺中市火車站附近綠川旁的東協廣場

（舊稱第一廣場），儼然已形成外籍移

工聚落，走在這裡乍看之下就像來到了

東南亞，處處可見各國移工身著民俗服

裝、異國風情濃郁。

一大清早，慈濟志工就在東協廣場左

側，佈置義診區及典雅莊嚴浴佛專區，

一切準備就緒。義診區分別有內科、家

醫科、牙科、外科、眼科，醫護人員及

志工共計五十七人參與，至下午四點結

束，共有八十二位民眾看診。

臺中市大家長林佳龍市長，也在浴佛

專區虔誠禮佛，感恩慈濟中區人醫會參

加，帶來善的力量，希望慈濟人醫會每

年都能來，同時以多元文化的融合猶如

七色彩虹，期許臺中市成為友善國際城

市。

為協助外籍移工能順利就診，外語

隊派有十位人員參加，協助翻譯泰國、

印尼、越南、英語。人醫會紀邦杰醫師

說，義診上免費提供外籍移工醫療、諮

詢、健檢服務，需要進一步做治療的，

也會提供轉介，幫助離鄉背井工作的朋

友兼顧身體健康，也傳遞一份溫暖。

中區人醫會在東協廣場為移工及新住民提供義

診服務，蘇瑋苓護理師（中）說明各定點站人

員安排。攝影／林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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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看診的越南籍移工阿明來臺灣

一年多，最近感到身體有些不適，醫師

用聽診器在他左胸膛上仔細檢查，志工

陳登科在一旁協助翻譯溝通，紀醫師建

議阿明飲食要清淡、不要吃太鹹。

陳登科和吾進黃兩位翻譯志工是同

學，皆來自越南，目前在中興大學機械

工程系攻讀學位。因指導教授王東安正

巧是慈濟外語隊，鼓勵兩人來當志工。

第一次當翻譯志工的陳登科努力以中文

表達，幫助人，心裡很舒服很快樂，今

年即將畢業回到越南任教。

嫁到臺灣的新住民（化名阿妮）來自

柬埔寨，第一次在臺灣看到慈濟，感到

很親切，很感恩慈濟對家鄉的幫助。阿

妮說住在這裡很幸福，能工作賺錢回家

鄉改善家計。現場許多移工也是第一次

聽到慈濟，透過義診和禮佛的引線，了

解慈濟是個佛教團體、是個慈善組織。

越南籍的陳靖云和十二歲的女兒林

芯俞，穿著泰國傳統服裝，在志工的引

導下，禮佛足、接花香。落地生根十多

年的她，與在臺灣認識的泰國朋友們習

舞，今天帶著女兒一起登場演出，她說

越南大部分信仰佛教，看到慈濟很親

切，第一次參加禮佛，心裡很舒服，讓

人神清氣爽。

潑水節又稱宋干節，舉辦期間為四

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源自東南亞地區的

傳統習俗，人們可為佛祖像舉行沐浴淨

身，同時也是為自己祈福，慶祝活動這

期間會用清水互相潑灑，抹上香粉，象

徵洗去一年的不順，並祈求來年煥然一

新，祈福避邪。中區人醫會偕志工透過

義診暨浴佛同慶，不僅關心外籍勞工朋

友們的健康，也為他們的信仰提供殊勝

禮拜場地，祈願人人身心健康，事事平

安吉祥！

紀邦杰醫師為越南籍 Ogeya Nuon Quqy 看診，

在臺念書的志工吾進黃也是越南人，協助同鄉

翻譯溝通。攝影／林美蓉

中區慈濟人醫會李家福醫師為外籍移工檢查眼

睛。攝影／章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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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西爪哇省
攜手聯合國

守護阿富汗難民的健康 

2018.04.08
文／陳俐媛　攝影／Arimami Suryo Asmoro

森林裡的樹葉被雨水刷洗過顯得格

外碧綠，水藍色的天空飄著白白的雲，

空氣也格外清新，微微的寒風穿越了整

個山區，如此優美的景色迎接著慈濟志

工的到來。四月八日，慈濟再度與聯合

國難民署（UNHCR）合作，在西爪哇
省芝沙魯亞村（Cisarua）克囊亞酒店
（Kenanga）為阿富汗的國際難民舉辦
義診。

這份良緣始於二○一七年，雙方約定

每半年舉行一次義診，服務遠赴印尼避難

的阿富汗國際難民。他們被安排到芝沙魯

亞村暫居，由耶穌會難民服務社（Jesuit 
Refugee Service）協助照應生活所需，包
含有求醫需求的登記作業。活動負責人志

工林福蘭表示，「起初是在聯合國難民署

推薦下，我們才到西爪哇省芝沙魯亞村為

阿富汗難民舉辦義診，耶穌會難民服務社

提供的難民資料，幫了我們的大忙，讓義

診過程能更順利。」

此外，多半的難民不諳英語，人醫

會的醫療團隊和志工也必須克服語言

不通的障礙，還好有兩位「希望之家

（Home of Arzu）」的慈少志工協助翻
譯。兩人之前都是露宿街頭的阿富汗少

年難民，在慈濟全力關懷與協助下，終

於有了容身之處，還有機會學習各種謀

生技術和重返校園旁聽，如今已加入慈

濟志工行列。懂得幾種語言的他們，自

告奮勇地參與義診，好減輕同胞們所受

之苦。「難民們很多都只懂自己國家的

母語，很感恩有懂英文、印尼文和波西

語的樂甲（化名）和阿爾曼（化名）可

人醫會林秀蘭醫師在義診中專注為病人看診。

關心難民的身體健康，人醫會醫師在義診中檢

查病人的 X 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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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來協助大家翻譯。」志工林福蘭欣

慰地說。

人醫會林秀蘭醫師在義診中表示，

「我們除了施藥和陪伴，也會向他們宣導

健康的生活習慣，如此才能減少他們患病

的機率。」今天的義診服務六十二位阿富

汗難民，也有二十位當地居民受惠。

耶穌會難民服務社的案件負責人莎莉

（Leocadia Prima Puspitasari）表示，
他們專注於協助難民的健康及心理社交

活動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在這裡受理

難民們的求醫需求，陪伴他們到醫院看

診，以及關懷難民們的其他需求。」她

還說多半的難民都患背痛、脖子痛、哮

喘、退化性疾病等，感謝有慈濟的協

助，解決難民們的就醫問題。

難民們紛紛感恩志工所舉辦義診，讓

他們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十四歲的艾

米麗（化名）陪伴有腳痛和頭痛的母親

前來求治，她說：「我覺得此活動對我

們這些難民非常有幫助，因為我們確實

需要醫療援助。大家也可以透過義診做

體檢。」

因為阿富汗動亂和戰爭，二○一七年

艾米麗與其他八名家人被迫一起逃難到

印尼。「在阿富汗非常不安全，因為政

府無法控制造反的軍人，經常發生火拼

事件，所以民眾無法安定過日子。」她

以吞吞吐吐的印尼文描述母國的情況。

等待領藥的時候她說：「我一直想長

大後要當一名醫生，因為當醫生可以救

生病的人。雖然我沒在這裡上學，但早

上我會向耶穌會難民服務社的志願者學

習英文，下午就請他們教我印尼文。」

雖因戰亂而輟學，但艾米麗的學習精神

依然燃燒著。

慈濟與聯合國難民署合作，為安置在西爪哇省芝沙魯亞村的阿

富汗難民義診，難民們在看診前先進行體檢。



全球
 人醫紀要

Tzu Chi Worldwide 
      Medical Missions

人醫心傳2018.554

美國　加州
愛在橙縣

露宿求醫的渴望得解 

2018.03.18
文／何憶萍　攝影／黃友彬

美國加州橙縣慈濟人自二○一三年

起，每一年都會前往聖塔安那市舉辦三

次義診，為低收入戶和沒有醫療保險的

弱勢居民提供診療服務。三月十八日舉

辦了今年第一次的義診，問診科別有中

醫、西醫、牙科及眼科，包括量血壓、

測血醣及膽固醇項目。參與此次義診的

醫師、藥師和護理人員計三十五人，以

及一百三十五位慈濟及社區志工，共服

務一百二十四位病人。

三月十八日，橙縣聯絡處在男孩女

孩俱樂部（Boys & Girls Club of Santa 
Ana，簡稱B&G）舉辦歷來第十四次的
義診。凌晨三點，整個城市都還在睡夢

中，預定義診地點的街道上已出現求醫

民眾，他們裹著毛毯、攜帶摺疊式座

椅，在街邊排隊歇息等候，喚醒他們的

是早晨微亮的第一道曙光。

登記區湧入的民眾裡也有不少長者和

幼童，在B&G員工的協助下循序漸進，
大門外放眼望去是一片穿透陽光的青草

地，折射在吹了一宿寒風的居民臉上，

等待治療的渴望變得柔和溫暖。

橙縣第一區總督導安德魯‧度

（Andrew Do）前來參加義診開幕儀
式，致贈感謝狀及愛心捐款，他表示：

「聖塔安那市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移民以

及低收入家庭，非常需要義診的服務，

慈濟志工與人醫會在橙縣聖

塔安那市舉辦義診，凌晨三

點 起 就 有 求 醫 民 眾 裹 著 毛

毯、攜帶摺疊式座椅，在街

邊排隊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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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希望能與慈濟朝更多合作方向為社

區付出」。

室內體育館化身成為開放式義診中

心，各站規畫寬敞明亮的空間，除了維

持醫師診療的流暢也使患者緩和緊張的

心情；中醫站則提供間隔診療區，讓民

眾安心接受針灸推拿治療。

候診室內，非營利勸髓組織A3M( 
Asians for Miracle Marrow Matches)以
「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信念，由微渺

的希望擴展至成功的案例，宣導民眾參

加骨髓捐贈庫登錄。一旁的兒童牙科衛

教攤位，提供圖畫紙、蠟筆及牙刷，吸

引小朋友紛紛前來聆聽，為就醫的家長

分擔一邊看病又要兼顧孩子的壓力。

九月即將進入大學的慈少翁艾眉，從

小在慈濟人文學校學習中文，她以一口

流利的西班牙語長期為社區付出，當天

在眼科做雙語翻譯，擔任醫生與病人的

橋梁。

愛的循環也是在義診中感受得

到的溫暖。民眾奎生西歐‧路易斯

（Crescenico Luis）胸前掛著不同科別
號碼牌，他滿心歡喜的抱著竹筒走進大

門，說要將愛回饋給社會：「你們這麼

好心來幫我們看病，捐回竹筒只是自己

一點點的心意，希望能幫助有需要的

人。」志工王曉汶代表接收這份點滴凝

聚的祝福。

護理站志工伊芳‧麥金莉（Yvonne 
Mckinley）在義診服務四年，她分享一
次在眼科的經驗：「有一位婦女幾乎看

不見眼前，為她配戴上鏡片後她四處張

望，彷彿第一次看到這個世界，像是小

女孩第一次走進迪士尼的驚喜，當時她

臉上的笑容是無價的。」感人的故事在

義診不斷發生，在愛與關懷的流動下，

沿流所向也將散播到世界各個角落，把

慈悲形象化，付諸於具體行動中。

室內體育館化身成為開放式義診中心，雙語志

工為民眾服務登記資料。

在美國看牙昂貴，牙科醫師義診服務，嘉惠低

收入及沒有醫療保險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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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長島
上教堂看診

親師生後勤志工 

2018.03.18
文／秦惠儀

慈濟長島分會十八日在蘇福克郡布蘭

特伍德社區的聖安妮教堂舉行義診。當

地西語裔占總人口百分之六十六，又以

無證移民偏多，且大部分居民是低收入

戶，對於這些完全沒有醫療保險的貧區

居民來說，一年一度的義診是難得的機

會，藉以關心自己健康狀況，並能尋求

醫療服務來改善身體上長期的疼痛和不

適。

為避免與第一次在加州舉行的全美

人醫會年會撞期，義診特別提早一週在

長島舉辦。適逢當週日人文學校照常上

課，需要大量志工協助運作，長島人醫

會召集人張濟炘，曾一度擔心參與義診

的志工人數會略見吃緊，但後來有慈

少、慈青、樂團成員及其家長，甚至人

文學校高年級的同學都加入這個有意義

的社區服務，讓義診順利又圓滿地進

行。此次義診超過一百三十位志工參

與，服務了一百二十位居民。

今天看診者有百分之九十為不懂英語

的居民，為此牧師瓦朵斯基(Stanislaw 
Wadowski) 特別邀請二十五位西語教友
幫忙現場翻譯。五年前就開始幫忙義診

的教友阿拉納(Hugo Arana)雖然雙手畸
形，當天仍穿梭人群中協助翻譯。他表

示教堂的教友和求診者中，無證移民愈

來愈多，幾乎都是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

弱勢居民。「他們有糖尿病、高血壓等

各種疾病，但沒錢就醫，只能透過義診

長島慈濟人醫會舉辦義

診，為弱勢族群提供醫

療服務。攝影／黃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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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解自己身體的情況。」

內科醫師張維建也表示，有的求診者

十多年沒有體檢過。尤其現階段政府對

非法移民大力逮捕的主張下，長島貧區

內許多無證客在沒錢、沒合法身分的陰

影裡，因擔憂被發現而被驅逐遣返，拖

到病重都不敢就醫。張醫師說：「期許

未來能在長島舉辦更多次的義診，提供

一些更詳細的檢查，幫助不分種族、宗

教的患者，嘉惠更多的人。」

今年剛上任為皇后郡牙醫協會會長的

楊廉醫師，邀請了十名牙醫和三十五位

牙醫助理前來付出，不僅最早到達現場

架設醫療器材，更是留守到最後幫忙收

拾善後。

慈濟長島青少年管弦樂團團長莊淂隆

也帶領十三位名學生現場演奏，希望讓

等待醫療服務的居民能盡量放鬆心情，

為義診帶來一份人文的關愛。當天多位

樂團家長也當起臨時志工，幫忙香積菩

薩們裝好接近兩百個午餐飯盒給參加義

診的志工們享用。

第一次參加義診的居民查理士接受針

灸治療：「感謝各位帶來良好的醫療服

務，有組織、有愛心，我能感受到志工

對我們的關心和協助。」

物理治療師陳欣蘭也是人文學校十年

級的老師，仔細指導病人做伸展動作。

當她跟班上孩子說：「週日去當志工就

上不了中文課了。」孩子立刻回應：

「可是人文課的體驗也很重要，平常您

不是教我們要幫助人嗎？」因此在取得

家長們的同意下，帶著班上的學生前來

體驗義診活動。

內科蔡添才醫師也分享，二十多年前

自己在大學四年級時，從證嚴法師手中

領到約六萬元新臺幣獎學金的回憶，上

人對莘莘學子的慷慨與照顧，讓他心懷

感恩。多年前移民來美，因為認同慈濟

的教育理念，便把孩子送到長島人文學

校學習，而自己也再次與慈濟結緣，進

入人醫會做義診回饋社區。

牙醫楊廉籌組陣容堅強的牙

科看診團隊，用心為民眾服

務。攝影／黃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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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溫哥華
中醫解疼痛

海鳥島原民淚謝 

2018.04.16
文、攝影／吳群芳

海鳥島（Seabird Island Band）不是
島嶼，而是一個地處偏遠，距離慈濟加

拿大分會約二個小時車程的原住民部

落。

四月十六日上午，來自大溫地區

二十二位志工及六位中醫師出發前往義

診，雖然沿途傾盆而下的雨水造成諸多

不便，然而大家服務的熱情絲毫不受影

響，這也是自二○一六年十月後，第三

次在該部落舉行義診。

團隊抵達前，部落族人已事先在社

區活動中心體育館，幫忙搭設好供診

療使用的帳篷；酋長西摩爾（Mr. Clem 
Seymour）更是提早前來等候。雖然現
場布置尚未完成，酋長拄著手杖進來，

迫不及待與志工一一握手寒暄致意。同

時，預約的患者也提前陸續前來，志工

親切接待，協助填寫就診資料及幫忙測

量血壓。

中醫加入　彌補醫療缺乏

經過將近二年架設醫療點的努力，五

月開始，慈濟即將加入該部落醫療門診

行列，彌補偏遠地區醫療缺乏問題。

駐診中醫師吳承翰表示，海鳥島部

落人口數約一千人，社區活動中心設有

慈濟加拿大分會前往海鳥

島的原住民部落舉辦中醫

義診活動。開診前，志工

及醫師合力布置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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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醫療硬體設施，如病床、診療間

及藥局等。基於歷史文化等原因，居民

較抗拒西醫療法，對於中醫比較偏向自

然、講求天人合一的治療方式，其實是

很接受跟歡迎的。「部落提供二個診間

讓我們使用，以後我們每個月會有二次

的星期三來此診療，把中醫的好處推廣

開來，提高族人對中醫藥的認識。希望

這個醫療點的啟用能成為好的模範，漸

漸影響周邊的部落也都能接受，達到照

顧邊遠地區原住民健康的目的」。

加拿大分會副執行長鍾政哲說：「海

鳥島是我們的第六個原住民醫療服務

點。我們把中醫療法帶進來，並提供醫

師駐診，對這裡的醫療起到全面性的補

足，期待發揮更大的功能。」

助人為樂　良醫獻愛無藩籬

身為一個虔誠基督徒，認為不論什麼

宗教，只要能幫助別人的事，陳建華中

醫師都很樂意參與、高興去做。

「去年卑詩省甘露市發生森林大火，

慈濟舉辦賑災義診，是我首次參與的義

診活動。那時我就發現，社會底層（原

住民、低收入戶等）更需要醫療服務，

然而中醫治療的費用對他們來說始終是

沉重的負擔。藉由義診來推廣中醫，看

見他們接受治療後症狀馬上得到緩解，

對我們醫生來說，是很有成就感的，我

很開心！」

吳承翰醫師也說，此次義診上的就診

患者大多是肢體疼痛居多，或是心靈情

緒焦慮等。雖然他們之前接受過各種治

療，但效果似乎不是很好。今天經過中

醫針灸治療，大多數人感覺到症狀緩解

或改善，這也是很讓人高興的事。

針灸解痛改善視力

親身實證直呼神奇

經過治療，劉靜穗中醫師請患者傑

夫動動雙手，試試伸展情形。原先舉握

活動困難、十八年來深受疼痛困擾的傑

海鳥島的原住民實際體驗中醫療效，義診上民

眾填寫就診單，志工在旁協助測量血壓。

去年開始參與義診的陳建華中醫師，仔細為病

人在患部施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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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激動的擦拭淚水。

他告訴志工：「（雙手）很久沒有機

會可以舉高到頭頂，還可以拍掌，真是

太高興了。四個月前，開始感覺手指麻

痺、疼痛，甚至連基本的穿衣服、扣鈕

釦都無法做到，真是太痛苦了。今天經

過治療，這些情況改善很多，目前只剩

下一、二分的不適，我已經很滿足了，

真的很棒！」豎起大拇指的傑夫，表達

他的感謝之意。

安潔莉卡也舉起大拇指說讚：「二

年前的意外，導致我無法彎腰及不時的

發疼，造成生活上很多困擾。針灸治療

後，疼痛感減輕很多，最重要的是可以

輕鬆彎下腰來，這個感覺真的是太棒

了，謝謝你們。」

高齡九十二歲的老太太因視力問題來

求診。鍾政哲中醫師說：「老太太年紀

大，很多器官都退化。剛進來的時候，

她的視力幾乎看不見，經過針灸後改善

很多。把桌上我的名牌挪一個距離讓她

看清楚之後，往後再挪，她也能認出，

最後五個字就拼得出來。比起她一開始

來什麼都看不清，到現在可以拼出名牌

上的字來，進步非常多。」

老太太的第四代孫子賈若德也覺得

很神奇：「現在我背部的疼痛問題改善

很多，活動也變得比較靈活，重新又充

滿了能量，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謝謝

你們。」長期且全方位守護部落居民的

健康，讓原住民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

懷，是大醫王們持續義診的原動力。

高齡九十二歲的老太太經過鍾政哲中醫師針灸

治療後，視力改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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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仰光
三公尺紗布的痛
人醫伸援膚慰 

2018.04.08
文／慈濟馬來西亞分會

緬甸仰光丹茵鎮自然禪修中心，

三十六點七甲地，多棟建築參差林立，

猶如印度的垂死之家，收容一萬五千多

名貧苦無依之人。由於醫療資源匱乏，

加上收容環境不足，空氣瀰漫著嘔吐物

與排泄物的難聞氣味，行動不便患者

無人照料。慈濟人醫會從今年起，每個

月偕同志工定期前往義診探視，協助照

護。

大型安置區，一人挨著一人睡，菜

桶、尿桶並列，均溫四十度的四月裡，

空間裡異味凝聚，悶熱讓人喘不過氣，

更別提清洗。即便如此，全緬甸每個月

仍有將近九十多位貧病者被送來這裡。

「你給我看一下。」馬來西亞人醫會

陳吉民醫師在惡劣環境中克難看診。坐

在床上的病人，側胸竟有著拳頭般大的

洞口直通肺部，得用將近三百六十公分

長的紗布，才能填滿。護理人員用碘酒

處理傷口，病人咬著牙，全程不喊痛，

因為有醫師能前來換藥就是大幸了。結

核病加上肺積水卻沒錢就醫，熬過了生

死，僥倖留命。

有別於一般來此義診的團體，慈濟人

醫會除了當日駐診外，還深入往診。但

中心內有愛滋病、開放性結核病患者，

又無檢傷分類區，就算義診，醫護及志

工自身也得當心注意。參與義診服務的

緬甸人醫會陳界漢醫師說：「他們依靠

很多醫療人員，所以我們必須培養他們

的自信心來照顧自己，並使他們的環境

乾淨。」

丹茵鎮自然禪修中心是一位法師在

十年前創立的，收容老弱病殘與臨終病

人，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僅能遮風蔽

雨，醫療照護難以為繼。慈濟的義診，

帶來了病人需要的藥品，也分擔了中心

裡醫護人員的辛勞。

緬甸仰光丹茵鎮自然禪修中心義診，馬來西亞

人醫會陳吉民醫師（中）以手機光源照明，協

助處理病人深及肺部的傷口。攝影／黃露發

安置區簡陋雜亂，人醫會醫師與志工，一一為

貧病孤老問診關懷。攝影／江相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