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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美，在病苦中淬鍊、在淚水中淘洗、在笑容中感受；

這是一個拔苦予樂的地方，一個感恩知足的天地。

心的軌跡
 慈濟醫療日誌



＞＞ 心的軌跡
 

大林
暴風雨後的新生

一月二日

對他，二十四歲之後的人生，就像是

面臨突如其來的風暴，狂風暴雨走了，

留給他的，只剩下一片狼藉與不堪。但

他卻從來沒有放棄過一絲希望，反而對

人生更加樂觀。

脊髓裡的血管母細胞瘤

今年二十九歲的吳昭德，在五年前因

為一場罕見疾病，讓正值年輕的他，人

生就此改變。

原以為只是單純的手腳麻木，吳昭德

不加以理會，「該不會是工作過於勞累

吧」，他對自己說著，退伍後從事水電

工作的他，拖著下班後的疲憊身軀。

「你的手怎麼怪怪的。」父親察覺到

他的手不太正常，勸他不要再去工作，

但萬萬沒想到才過沒幾天，他的右手、

右腳逐漸變得無力，父親察覺不對勁，

趕緊叫他到醫院做詳細檢查。

「檢查報告出爐了，發現你脊髓裡長

了『血管母細胞瘤』。」醫師向吳昭德

宣佈這個驚人消息，一時之間，醫師剛

剛所說的話還回繞在耳際，他，還沒會

意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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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妻子的陪伴下，現在的吳昭德已開始復建，身體狀況逐漸進步中。



「你的『血管母細胞瘤』比較罕見，

這種細胞瘤一般約為二至三分公，你的

腫瘤有五公分大。」醫師仔細地分析給

吳昭德聽，因為腫瘤壓迫到神經系統，

所以才導致手腳麻木，而且瘤太大，

會增加手術上的危險性，於是，醫師勸

他再等一陣子看看，到時候不能動時再

說。

永不放棄 巧遇良醫

吳昭德說：「當時察覺手腳有問題

時，就馬上到鄰近醫院做檢查，結果醫

生告訴他，檢查後發現頸椎第三至第五

節有黑影，不過勸他先別動刀，因為風

險太大，要再等一陣子手腳不能動時再

說。」因為腫瘤過大，手術風險又高，

所以沒有一位醫生敢冒風險幫吳昭德動

刀。

就這樣，陸續

地四處求醫、等

待，五年了，他

不但病情沒有好

轉，反而還因此

手腳萎縮，導致

無法行走，必須

藉由輪椅代步。

日 子 一 天 天

過去，吳昭德從

一開始的手腳麻

木，到最後只能

臥床，但他不放

棄任何治療的希

望，妻子陪著他到處求醫，只是始終沒

有一位醫生敢幫忙冒開刀的風險。

俗話說，天無絕人之路，當一扇窗被

關閉時，一定還有另一扇窗開啟，吳昭

德就憑著這股堅韌的毅力，他認為，一

定會有醫生敢替他動刀。

緣於妹妹在大林慈院服務，某日，妹

妹請神經外科主任陳金城醫師幫忙看哥

哥的X光片後，陳主任一口應允，答應幫

吳昭德做治療，他一眼就看出這是「血

管母細胞瘤」，雖然手術上會有風險，

但只要擁有足夠的經驗，這種手術並不

會太困難。

就這樣，吳昭德順利地接受了手術，

而術後一切都相當順利。

罕見腫瘤 高難度手術搶救神經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六年   一月

第83頁

從得知罹病五年以來，吳昭德在醫療上四處碰壁，直到遇見陳金城醫師，終於找

回一線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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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城主任表示，吳昭德的腫瘤很

罕見，不僅巨大，瘤上還佈滿血管，增

加手術上的困難度，若執行過程不夠仔

細，可能導致血流不止而死亡。且因他

的腫瘤位置在頸椎第三到五節，為掌管

呼吸功能的地方，如果受到破壞，則腳

的運動功能、感覺功能、平衡感，甚至

大小便等功能都會受到影響。

在為他做了血管攝影檢查確認之後，

隨即安排進行手術。

目前腫瘤不僅清乾淨了，原本因腫瘤

造成的「脊髓空洞症」部份，也都已經

復原。

陳主任指出，血管母細胞瘤為一種良

性腫瘤，若無即時醫治，時間一久會手

腳癱瘓、肌肉萎縮，病患就會永久癱瘓

無法復原。

而開刀目的主要是治療病患的疾病，

而不是只為了將瘤拿掉，所以必須在患

者神經功能還有機會恢復時候，趕緊做

治療，才能提高復原的希望。

術後的吳昭德，在妻子陪伴努力做復

健下，日漸恢復行走能力，甚至上下樓

梯都不成問題，他對陳金城的醫術嘖嘖

稱奇，如果不是他的及時救治，可能命

早就沒了。

醫生的一念之差 病患的唯一生機

 為了醫治吳昭德的病，陳主任四處

蒐集血管母細胞瘤的相關資料，他笑著

說：「書上及網路上都有記載，這種瘤

可以開，所以我就開，況且這種腫瘤屬

良性瘤，並非不治之症。」當然，醫師

的專業技術也必須足夠。 

為了患者著想，陳主任說：「有時

醫生只是一念之差，若無即時醫治，病

患一年一年拖延下去，病患的年紀還很

輕，你要他一直等下去，那不就表示叫

他等死嗎？況且這種病不是絕症，而是

一種良性病，良性病放到手腳癱瘓，如

果不馬上開刀的話，到最後會整個手

腳癱瘓、肌力萎縮，到後來也無法恢

復。」

一向直率坦言的陳主任，對於和病患

的相處模式就是「忠懇」二字，可以治好

的病、危險性到哪裡、風險有多大，開刀

後有什麼好處‥‥‥他總會向病人解釋得

相當清楚。吳昭德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

走，所以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幫忙‥‥‥

因為陳金城主任的及時治療，讓吳昭

德又重新恢復行動能力，現在的他，每

天都由妻子陪伴努力做復健，只要有人

攙扶，雙腳已可以慢慢行走，還可上、

下樓梯，雖然當初因為延誤治療時間，

導致嚴重萎縮的雙手無法完全復完，但

對於現在，他滿懷感恩，而且還對陳主

任的醫術讚譽有加。他說：「目前對於

未來不敢設想太多，現在身體已經慢慢

在恢復，一想到就覺得未來有了希望，

想完成許多事，不過，還是一切都等身

子養好了再說。」。

或許，對一位正徘徊在死亡邊境的人

來說，樂觀、永不放棄的毅力，正是那

燃起希望的光明之燈‥‥‥(文/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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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下馬部落 倉庫變身記

一月四日

一間廢棄的倉庫，加上一點巧思，用

心規畫，就不再是一間無用的倉庫。二

○○四年初慈濟醫院關山分院巡迴醫療

時，到了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下馬部落

地區，下馬的人民保母邱永福警員擬成

立下馬原住民文化發展協會，同時向潘

永謙院長說明，希望能成立圖書館及設

置電腦，拓展小朋友的視野，不再侷限

於偏遠山區。

潘院長立即答應並交資訊室辦理，於

是從資訊室提供四台電腦加上鄉公所的

電腦，先行協助成立。就這樣，原本堆

積雜物的倉庫在二○○四年十月搖身一

變成一棟明亮的建築物，村民不再視其

為「禁地」。

但是僅有六部電腦還是無法完成邱警

員的理想。於是就在協會成立的當天，

院方協助邀請報社記者，一起參加成立

典禮，再透過記者的報導，讓社會瞭解

偏遠的山區需要各界的捐贈書籍。經過

媒體報導，各界的捐書湧進倉庫裡堆積

如山，費了村民好長一段時間才分類完

成。

有了書，問題又來了，沒有書架可

用，院長馬上交辦大家協助，經過近二

個月尋找，剛好台東市一漫畫書店有六

座書架因結束營業要丟棄，於是趕快聯

繫請師傅將書架載至關山慈院，再由同

仁買油漆及砂紙，

配 合 木 工 師 傅 整

修，整理成四座書

架。院長帶著同仁

於週末早上，重新

用砂紙磨平書架，

再重新上漆，如新

般的書架不僅幫上

大忙，而且也做到

資源再利用，真是

一舉兩得。

經過一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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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們用八部合音來慶祝

圖書館啟用。



＞＞ 心的軌跡
 

以及各界愛心的凝聚，下馬原住民文化

發展協會圖書館終於在鄉公所潘貴輝祕

書、霧鹿國小溫進財校長、鄉代會胡金

至代表、丘昭蓉醫師(當天院長有門診，

委由丘醫師代表)等人剪綵下，熱鬧歡喜

的啟用。

霧鹿國小學童更以精采的八部合音，

唱出心裡的感恩。各報社記者也再次前

來參加啟用典禮，聯合報李蕙君記者，

一看到館裡的規模，眼眶泛著淚光，直

呼好感動，因為這幾篇對記者來說只是

舉手之勞的報導，居然共同成就這一間

匯聚愛心的圖書館，參與的記者都非常

感動。

霧鹿國小的孩子們非常高興圖書館能

成立，一到館裡，立刻迫不及待的選一

本書讀了起來。六年級的曾婉如及五年

級的陳玉如同學感

恩的說：「感恩慈

濟功德會協助圖書

館成立，以後放學

或放假，大家就可

以到圖書館來看書

和使用電腦，不僅

可以增加知識，也

可以將新知帶回家

告訴爸爸媽媽。」

「醫院不只是

醫療，而是要做到

身、心、靈的全人

照護」這是上人的殷切期盼，更是潘永

謙院長天天領導關山慈院的努力方向，

關山慈濟醫院自我期許，不只要把醫療

工作做好；更要學習慈濟志工們「很幸

福」(註)的精神，體恤眾生的苦，為偏

遠地區民眾服務！(文/楊柏勳)(註：慈

濟人不說辛苦，而是說「很幸福」！)

玉里
菩薩雲來集  豐濱義診地

十二月二十五日

清晨一早飄著涼涼清風，玉里慈院

張玉麟院長帶領同仁及志工一同到豐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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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到館裡，學童們

迫不及待看起書來。



地區義診。經過層層蜿蜒的山路，終於

來到山腳下的小部落。大家開始分工合

力，有人在豐濱國小社區附近張掛慈濟

旗，有人開著車子出去宣傳，讓附近的

民眾知道慈濟義診活動即將開始。

兩地醫師、志工合作義診

花蓮慈院牙科、眼科、內科、婦產

科、小兒科、急診醫師及護理人員也特

地從花蓮到豐濱幫忙做義診工作，慈

濟人合心合力為偏遠地區的民眾服務。

到了義診地點，不管是醫師、護理人員

及志工，大家相互幫忙搬運器材及場地

的佈置，不久，只見整個國小的大禮堂

改模換樣，成為小小綜合診間，而診間

一開張，張院長便開始為第一位民眾看

診。

這次的義診從社區提前宣導，豐濱國

小校方也在週末

時，請小朋友回

家告知家長義診

的訊息。在場地

還未就緒之前，

附近的居民已經

陸陸續續到場等

待看診。

林玉琴阿嬤一

早就帶著四個孫

子滿懷笑容的等候看診，今天雖然是豐

濱地區部落的節慶，但民眾非常高興，

也非常珍惜有這樣的活動，無不利用時

間先來看病，再趕回去準備今天的慶祝

活動。

過了一會兒，民眾依序到各科診間報

到。花蓮慈院和藹可親的黃志浩醫師，

親切的為一白髮蒼蒼的老伯伯拔牙；眼

科醫師張乙朝為民眾做視力檢查；而很

發心的婦產科高聖博醫師帶著全家，也

特地到豐濱地區為偏遠民眾做超音波及

抹片檢查；還有張茵琇醫師、吳仁傑醫

師‥‥‥各就各位忙了起來。

慈濟大家庭相互合作，在香積方面，

由玉里慈院大蔡姐(蔡瑞金)及花蓮的四

位師姊(尤秀足、傅菊妹、林鳳英、楊素

珠)負責，其中尤秀足師姊，在慈濟技術

學院擔任舍監，一夜未眠的她，一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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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車，醫師、護

理人員及志工，大

家相互幫忙搬運器

材及佈置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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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驅車趕來照料大家的伙食，真是把握

時間付出的花蓮師姊。

在付出中得到歡喜 院長爸爸甘願做

張玉麟院長的父親這次特地從屏東來

參加昨天的歲末祝福，今天是院長爸爸

第一次參加義診活動，忙完場地器材的

運送之後就到廚房幫忙。他說，來到玉

里看到慈濟志工臉上總是掛著笑容、默

默付出，待人也很親切和善。看到兒子

在醫院的全心付出，讓他到玉里的這幾

天心情非常愉快，自己也很想加入慈濟

的行列。

在偏遠的部落地區，因為醫療的缺

乏，民眾若要到玉里或花蓮市區看診要

花的不只是時間，在交通費及醫藥費方

面也是負擔，許多民眾寧願選擇病痛的

折磨，所以當地民眾很高興、也很感恩

慈濟經常深入部落地區做義診，而慈濟

也可藉此宣導疾病預防與防範，提昇民

眾的健康常識，把愛灑在每個角落。(文

/玉里人文志工張文龍、謝枝祥)

花蓮
百歲人瑞圓夢皈依

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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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們攜家帶眷來看診。



張卻老菩薩，民前八年生(身份證上

為民前七年，因為晚報出生一年)，今年

虛歲一百零五歲，是一位有修養、常說

好話、與人相處和睦的長者。目前與七

十八歲的兒子及七十一歲的媳婦住在一

起。三人身體康健，年逾七旬的兒子與

媳婦，走起路來健步如飛。

媳婦王彩霞表示：「婆婆是一位很虔

誠的佛教徒，平時很少出門，喜歡在家

念佛、拜佛，而且一定要穿戴整齊、莊

嚴才會進佛堂。」

佛祖！趕快來救我！

十二月十四號，兒子、媳婦有事外

出，獨留老菩薩一個人在家。平時盥

洗、如廁她都自理，不假手他人。而這

一天老菩薩如廁出來，一不小心竟跌坐

在地上動彈不得。

當時她心想：「佛祖！趕快來救

我。」同時，心中也起了另一個念頭：

「要是會死，就讓我趕快死。若是不會

死，就讓我趕快好起來。」

而媳婦外出前，因為不放心老人家一

個人在家，特別請一位好友在下午七點

左右，到家中探望婆婆。沒想到友人五

點提前到來，正好發現老菩薩跌倒，趕

緊將她送醫。

後來經陳英和名譽院長評估，左大

腿骨折，須要開刀。聽到媽媽必須動手

術，兒子、媳婦心中焦急不安，幾經考

慮，決定接受醫師的建議開刀治療。

在手術房外，家屬憂心的等待，沒想

到手術兩個多小時就完成了。術後，老

菩薩的反應也很滿意，至此，家屬才放

下一顆不安的心，對陳院長的醫術更是

讚譽有加。

說到醫護人員，張卻老菩薩表示，這

裡的醫師和護士都很親切，照顧病人都

很細心，比自己的孫子還好呢。

心繫上人 大愛解憂

老菩薩一家人原本住板橋，後因環境

太吵雜，與兒媳三人搬到花蓮。花蓮是

媳婦的故鄉，媳婦說：「回到花蓮住，

除了環境好，就醫也很方便。」

老菩薩一家人與慈濟結緣很早，三十

幾年前家中的服裝店就已有竹筒撲滿讓

大家發心，竹筒滿了就請師姊再換一支

新的。而當年中和圓通寺的達能法師也

和他們約定要到花蓮看上人。

三十幾年過去了，這個願一直沒有達

成，達能法師也圓寂了，老菩薩心心念

念要為法師圓這個願，無奈因為自己會

暈車，不敢坐計程車，雖然在十四年前

搬到花蓮，卻一直沒有因緣看到上人。

住院後，老菩薩便表示要等上人來看

她，她才要出院。師姊安慰她：「上人

每天都到妳家看妳呀！」老菩薩的媳婦

說：「婆婆每天都看大愛台，還將一張

上人年輕時出家的相片帶在身邊，時時

拿出來看，有時還會說『 上人現在年紀

也比較大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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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軌跡
 

吃素保健康  中藥來調理

老菩薩雖然一百多歲了，但腦筋仍

然很清楚，問她為什麼這麼健康？她回

答：「吃素啊！吃素最健康。」

為了婆婆健康，媳婦王彩霞特別研習

中醫，為婆婆調理營養的膳食，大家稱

許她的孝順，她說：「那是應該做的，

照顧老人家，以照顧自己孩子的心來照

顧就對了。」婆媳兩人還當選二○○四

年花蓮縣的婆媳代表呢。

婆婆自年輕就身體不好，須要小心的

調理，搬到花蓮這十四年來都吃曾國烈

醫師開的中藥調養身體，曾醫師也特別

在門診前抽空來探望老菩薩，老菩薩開

心的握著曾醫師的手，感恩他的仁心仁

術。

曾醫師趁探望之便，為其把脈，並

說：「這脈象很強，不像是一百多歲的

人，能看到這樣的病人，也是醫生的福

氣。」曾醫師更稱許老菩薩許多事情都

自己動手，非常勤快、不麻煩別人，是

大家學習的對象。

一月五日

風塵僕僕結束近一個月行腳的上人，

回到花蓮一得知張卻阿嬤的心願，就趁

著至慈院開會的空檔去探望張卻阿嬤，

一圓她的心願。

「我做你的弟子，好嗎」

等了三十多年的一百零五歲阿嬤，終

於如願以償的見到 上人。阿嬤以台語

開心的和上人對談，還請問上人：「我

做你耶弟子，好否(我做你的弟子，好

嗎)？」在上人答應後，阿嬤似乎覺得自

己問得太唐突，又再問一句：「你耶棄

嫌我否(你會嫌棄我嗎)？」

上人回答她，很高興能有一位一百零

五歲的弟子。而且還介紹站在一旁的林

欣榮院長給阿嬤，「他也是我的弟子，

以後妳就叫他院長師兄。」林院長雙手

合十，開心的表示，「我很有福報，多

了一個一百零五歲的師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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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人興奮的話語中，張卻阿嬤心念專一的精進

念佛。



三十多年漫長的等待，張卻阿嬤見到

上人時，沒有激動的情緒起伏，她開心

的和上人對談，反倒是阿嬤的兩位同房

病友，在接受上人祝福時，都激動的紅

了眼眶。

念珠在手 阿嬤精進念佛

上人離去後，病房裡的話題依然熱

絡。病房裡的人興奮的談著剛剛與上人

會面的一刻。但是，在眾人興奮的對談

中，阿嬤卻是靜靜的、專注的數著上人

剛剛才送給她的念珠。

原來，剛剛上人在送阿嬤念珠時，提

醒阿嬤，「有了念珠就要記得念佛。」

耳聰目明的阿嬤，果然馬上力行。在眾

人興奮的話語中，心念專一的精進。

戶外的風呼呼的吹，吹來的是一波入

夜後將會降到十度以下的冷氣流，但是

上人的探訪，帶來的是一股和煦春風，

這股春風輕輕柔柔的送進一百零五歲阿

嬤的心房，而在阿嬤身旁的人，也因緣

際會的沐浴在這股春風之中，人人的臉

上都綻開了燦爛的笑容，有人還因此觸

動心弦，灑下了感動、歡喜的淚。(文

/花蓮區人文志工陳紀代、程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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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五歲的張卻阿嬤如願見到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