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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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
抖落一身春寒料峭

居家關懷立山送暖啟程

二月二十二日

一個天空蔚藍清澈的下午，一片溫

暖柔和的陽光，一群欣送感恩歡喜的關

懷小組，就要出發！今天的目的地是立

山。位於卓溪鄉的立山村，曾在颱風來

襲時被媒體形容成孤島一座，這裡人口

密度低、交通不便，使得村民就醫困

難，有些慢性病患者，甚至因此停服藥

物。為改善此一情形，玉里分院深藍色

的箱型車，載著滿滿的愛即將出發。

在座的，除了王文建大哥外，還有張

鳳岡醫師、招治師姊、陳鶴章大哥、加

護病房護理人員余曉慧、手術室護理人

員張東燕，以及為我們玉里慈院進行影

像紀錄的謝枝祥師兄。    
剛開始，話題圍繞在陳鶴章大哥身

上。陳大哥自民國八十二年起即是玉里

鴻德醫院的員工，歷經鴻德醫院轉變為

慈濟玉里分院、舊院區遷址至新院區，

直到九十二年底，因為母親身體欠安，

毅然辭去職位照顧母親，才離開這個熟

悉的工作環境。陳大哥是一位虔誠的基

督長老，在母親辭世後，卸下重擔的陳

大哥，立即投入慈濟志工行列，無關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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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鳳岡醫師診視天運身體狀況的同時，葉媽媽也向大家說明天運近來的生活狀況，右為護理人員張東燕。



教，愛是唯一信仰！

天運與天擎

車程中，王大哥提及

第一站要到天運家中探

訪。行經一條窄小的產

業道路，我們來到天運

的家。天運的母親面露

歡喜的笑容迎接我們，

抱出腦性麻痺的天運，天運看到大家來

探望他，開心的笑出聲音，天運媽媽直

說他很少這麼高興！安頓天運坐上基金

會捐贈的特製輪椅，天運與大家齊沐浴

在午後的陽光中，招治師姊拿出精舍師

父製作的一口酥，愛憐的一塊塊餵在天

運嘴裡，只見天運以健康的牙齒，慢慢

的咀嚼。張鳳岡醫師說：你們看，這就

是母親的偉大！像天運這樣重度腦性麻

痺的患者，沒有蛀牙，都是媽媽照顧得

好！

不一會兒，天運的弟弟天擎騎著腳踏

車回家了。相對天運少有活動的細皮嫩

肉，天擎可是充滿活力的黑黝結實！看

他不待母親吩咐，便取出裝水的奶瓶讓

哥哥飲用，推著哥哥散步，小小年紀，

有顆成熟又體諒母親辛苦的心，實在令

人動容。

大家圍著天運時，天擎坐在一旁木椅

上，專心的與家中小狗－－小黑玩耍。

問天擎長大的願望，天真的他，除了自

己想要達成的願望外，不出所料的是照

顧哥哥、照顧媽媽。愛的種子，早在良

善的心靈中發芽、正待茁壯！天擎說：

他抱得起哥哥，也會協助媽媽替哥哥洗

澡、餵飯！看他使勁的抱起天運，小臉

紅撲撲的，硬是把陽光的艷麗比了下

去；每一個吃力的小動作都顯示－－愛

在延伸，愛在滋長！

良善的人將被造福

志捷，一名小兒麻痺的患者，與年近

九十歲的老母親一同居住在哥哥遺留的

房屋中，幾年前，打零工時不慎被機器

切斷手指，造成僅存六指，難以謀生。

目前僅靠母親微薄的老人年金生活，還

好有往生哥哥遺留的房子可遮風擋雨，

讓貧困的母子倆有個安身之處。志捷媽

媽瘦弱的身體僅剩三十餘公斤，村長胡

先生說：每天中午，由展望會委託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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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阿姨見到張鳳岡醫師，如

同好友一般訴說著近日生活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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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餐讓他們母子勉強度日，一天供給

的一個便當，母子共餐，志捷媽媽總是

說不餓，不肯多吃，反而頻頻餵食手指

不靈活的兒子，大家聽到此，莫不暗

泣，懷抱愛心的招治師姊，輕撫志捷的

肩膀，在一群人的關懷圍繞下，志捷低

聲飲泣起來，他明白大家知道他的困

境，他清楚大家有意協助的愛心；希望

愛與祝福，可以讓他的心得到一些些溫

暖。

隔壁鄰居見到我們這一行人前來，紛

紛替志捷訴說家中的窘況，大家的經濟

都略微拮据，卻仍是互相親愛的一起過

日子。村長胡立德先生，除了替志捷感

謝玉里慈濟醫院的善心關懷外，也表明

願意協助志捷申請低收入戶證明，讓僅

存的母子可餐餐溫飽。

招治師姊詳盡的記錄胡家的一切，設

法尋求可協助的資源；甜美的曉慧在一

旁為志捷量血壓，並勸誡志捷不要因為

一時的喪志縱情菸酒；張鳳岡醫師細心

的為志捷媽媽診視，發現志捷媽媽有氣

管及心臟方面的問題，不斷的提醒回診

的重要，只見王大哥眉頭深鎖，應該是

又在煩惱並思索回診時的交通問題吧！

眾志成城，大愛的包覆下，總有解決的

辦法！

離去時，媽媽及志捷揮手的身影，久

久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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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鳳岡醫師在檢查劉伯伯所服用的藥物之時，護理人員張東燕正和劉伯伯話家常。



山巒疊翠間關懷的低語

走過田野，繞過群山，我們來到脊椎

患有退化性關節炎的林婆婆家，望著婆

婆家前一片綠油油的菜田，婆婆殷殷切

切的說出想要一片紗門的願望。王大哥

又細細思量了！婆婆的右眼泛紅，細心

的曉慧看到了，叮囑要看眼科，並給予

勿揉眼的衛教及關懷。

車行進入了一片蕃茄園，虛歲百齡人

瑞江鳳婆婆，精神抖擻的坐在輪椅上，

看到熟悉的王大哥及張醫師，高興的打

招呼，別看阿嬤年長，走起路來，步態

可穩的！血壓也在正常範圍內，是個安

穩健康的阿嬤！照顧阿嬤的越籍新娘阮

女士，害羞的面對鏡頭感謝玉里慈院的

下鄉送暖，抱著小孩，偎著坐在輪椅上

的阿嬤，一臉滿足。

到了原住民部落，朱阿姨坐在自家

庭院中，雙膝不便的她，使用助行器協

助活動多時，進行過心臟瓣膜置換的朱

阿姨，每每包車去花蓮總院拿藥，除舟

車勞頓外，更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經過

張醫師診視及衛教後，朱阿姨及她的媳

婦知道了玉里慈院現在有心臟內科醫師

駐診，曉慧親切的將門診時間表交給朱

阿姨的媳婦，告訴她們可以省卻一段路

程，直接到玉慈拿藥，朱阿姨及媳婦莫

不歡喜，溢於言表！

劉伯伯，一位年長的獨居老人，有心

血管疾病及失眠等症狀，並曾有中風記

錄，先前都在台南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取

藥，但因路途遙遠，都是由友人協助取

藥後再寄回家中服用，張醫師耐心為劉

伯伯聽診、量血壓，曉慧為劉伯伯註明

門診時間表，離去時，劉伯伯堅持送我

們出門，不改軍人本色的在道別時向我

們行了個舉手禮，看他的微笑，為今日

的行程加添幾許暖意。

歡喜賦歸

浩浩蕩蕩一群人，在生命的喜悲中，

送出祝福，送出喜樂後回歸家園。人

生，也許有些許不如意，也或者有些許

不公平，但願化作點點真誠、送出滿滿

愛心，我們的包袱，就仍會是滿滿鼓脹

的福氣。(文．圖／張東燕、謝枝祥)

關山
健康寶寶爬爬樂　歡慶六週年

三月十七日

本著基金會「守護生命、守護健康、

守護愛」的理念，關山慈濟醫院所有醫

護同仁在上人支持下，雖然處於每月虧

損的狀態，但是還是堅守崗位，為民眾

健康而努力。

為了感恩醫院邁入六週年，關山慈院

同仁規畫了系列活動慶祝，從今天「寶

寶回娘家─—小瓢蟲探險記」活動開

始，期待藉著活動和寶寶及家長歡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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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慶。

七十七位新生兒在關山誕生

婦產科張志芳醫師發心下鄉，來到關

山服務，因此關山慈院自二○○四年四

月起提供婦產科服務，讓本地的孕產婦

不用為了產檢或生產奔波至台東市，至

今共接生七十七位新生兒，關山慈院期

待藉此難得機會，讓寶寶回「娘家」團

聚，也希望從活動中寓教於樂，來增進

親子關係。

婦產科張志芳醫師致詞時，特別感恩

家長給關山慈院服務的機會，因為有了

醫院，孕產婦就不用遠到台東市待產。

家醫科丘昭蓉醫師感恩每位家長將小朋

友照顧得健健康康，有健康的寶寶也

是關山慈院的榮耀。關山衛生所李再興

主任致詞時，感恩基金會於關山設立醫

院，因為衛生所沒有醫生，有了醫院，

才得以支援該所之預防注射業務。

爬行、按摩　撫育健康寶寶

活動一開始是爬行趣味比賽，設計置

放玩具的位置，藉著爬行等動作瞭解小

朋友的身心機能，復健師楊沛穎與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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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慈院六週年，寶寶們回來參加活動，玩得不亦樂乎。



玲提醒媽媽，寶寶學爬時要手腳併用，

增加寶寶協調性及刺激觸覺的感受度，

也可評估是否有發展遲緩的現象。

第二個節目是按摩教學，沛穎原本

準備洋娃娃，後來找來出生兩個月的寶

寶示範，頭部、胸部、腹部、手部、腳

部、背部、逐一示範，從寶寶愉悅的表

情，就可以知道他非常舒服，期待回家

後，家長藉著寶寶各部位的按摩動作，

來增進親子互動，共同為親子關係加

溫。

緊張的包尿布比賽，原本計畫是直接

包在褲子外面，結果媽媽們很齊心，全

部將寶寶的尿布脫掉，害得復健師不好

意思！不過這樣剛好比賽完，就直接將

新尿布穿回家。

繼續守護社區健康　

最後，節目安排「抓周」活動，同仁

準備了尺(設計師)、計算機(商人)、書

(研究學問)、蔥(生性聰明)、芹菜(生性

勤勞)、聽診器(當醫生)等，結果寶寶

比較喜歡的前三項是計算機、聽診器、

書，張醫師和丘醫師馬上喊拿聽診器的

小朋友「學弟」、「學妹」，引來現場

一片歡笑。

會後，由獅子會長、張醫師、丘醫

師分別頒獎給所有參加的寶寶，統統有

獎，同時丘醫師為寶寶健檢，檢查後每

位都是健康寶寶。

看著在醫院出生的寶寶與家長快樂的

回家，相信是社區的福氣，也表示所有

醫護同仁更要發揮良能，為照顧社區民

眾健康而努力。(文．圖／楊柏勳、謝枝

祥)

台北
蜘蛛人——晚發的馬凡氏症候群

二月二十日

「很有趣喔，我們的手術臺不夠張

先生躺，還要加裝軟墊支撐張先生的

腳。」

「要不是不能進去，不然我也好想進

去看看，好好奇喔！！」

第十五對基因病變　體型瘦長是表徵

長得又高又壯，是許多人長久以來的

夢想，但是如果長得像張先生一樣高達

二○五公分，那就要懷疑自己是不是罹

患了遺傳性、第十五對基因病變的罕見

疾病－－馬凡氏症候群。馬凡氏症候群

的第一個身體表徵就是體型瘦長，相傳

古時候的劉備(手長及膝)以及高瘦的美

國首任總統林肯都被懷疑是馬凡氏症候

群的患者。

除了體型瘦長的明顯外在表徵之外，

馬凡氏症候群的患者還有另外兩項病

狀，一是眼部疾病，包括深度近視、水

晶體脫垂、視網膜剝離，另一個是心臟

血管方面的問題，不過這方面的問題多

半要到三十歲之後才會陸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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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定期心臟超音波檢測

避免激烈運動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罕

見疾病專責醫師蔡立平表

示，馬凡氏症候群的患者

平時只要定期做心臟超音

波檢測，並避免激烈運動

就能控制病症，只是患者

常常因為身高的關係被選為籃球或足球

隊員，免不了一段危機潛藏的歲月。當

然，張先生也逃不過這樣一個宿命。

現年三十八歲、澳門籍的張先生，從

小時候五、六歲開始，就因為「高」人

一等，在籃球場上叱吒風雲，長大之後

更是獲選為國家籃球代表隊的一員，打

入職業籃壇。籃球場上的風光，是令張

先生得意的一段年輕歲月，一直到六年

前張先生離家來到台灣投資清潔公司，

才結束他的籃球生涯，但馬凡氏症候群

的惡夢並未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依然悄

悄來襲。

母親發病回力乏天

時間未到不願面對　

其實早在十八年前，張先生二十歲的

時候，張媽媽就因為馬凡氏症候群所引

發的突發性心血管疾病，尋遍澳門、香

港、大陸三地的醫生，卻因為沒有醫生

敢為她開刀而往生，當時的張先生就知

道自己遺傳到媽媽的馬凡氏症候群，但

是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症狀，也檢查不出

有任何的異狀，自然就不再在意，依然

在輝煌的籃球舞台上盡情揮灑青春。

一直到了去年開始發現自己心跳很

快、心跳力量很強、頻頻喘不過氣來、

連坐著頭都會搖，彷彿吃了搖頭丸一

般，吃、喝東西總是卡在喉頭，很難下

嚥，張太太覺得事情不妙，堅持要張先

生到醫院就醫，一開始張先生就近選了

一家醫學中心就診，但是該院醫師開給

他的藥，不僅沒有緩解他的症狀，反正

讓他愈來愈難受，持續想睡、身體虛

弱，令他對醫療失去信心，兩個月後便

決定放棄治療。

三十歲以後發病

看大愛台找到希望

然而就在一個因緣巧合之下，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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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長的體型是馬凡氏症候群患者

最明顯的外在表徵，圖左為蔡貴

棟主任。



看到了大愛電視台，由大林慈濟醫院簡

守信副院長所主持的大愛醫生館節目，

簡副院長在節目中為大家介紹心臟的種

種，讓張先生突然找到信心與希望，決

定將自己的罕見疾病交給慈濟醫院，家

住中壢的張先生於是選擇離家最近的台

北分院做最後的嘗試。

張先生一開始先來到心臟內科黃玄禮

醫師的門診，黃醫師覺得當務之急應該

要先改善張先生身體的不適，於是先以

藥物控制、減輕病症，張先生依照指示

用藥之後，果然有明顯的改善，讓張先

生重拾信心，全心配合醫師繼續療程。

心臟內、外科接力診治

解除身體負擔

黃玄禮醫師陸續為張先生安排心導管

檢查、冠狀動脈攝影，發現張先生長有

主動脈根部瘤，直徑長達九點三公分(一
般人為二點五至二點八公分)，合併有重

度主動脈瓣膜閉鎖不全的問題，導致左

心室功能失常，隨時有突發性動脈瘤破

裂、剝離而死亡的可能，便將張先生轉

給心臟外科主任蔡貴棟做後續的手術治

療。

「現在已經幫你把心臟的負擔拿掉

了，你的感覺應該有很大的差別。」二

月十三日一個美好星期的開始，蔡主任

花了十個小時，為張先生做了主動脈置

換術、兩條冠狀動脈置換術以及心臟瓣

膜置換術，將張先生「心中」最大的負

擔去除了。蔡貴棟主任說，根據醫學文

獻上的記載，一般馬凡氏症候群的患者

到了三十二歲以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才開始慢慢出現，這種手術對蔡主任來

說並不陌生，但是整個治療過程過於複

雜，也讓蔡主任備感壓力，所幸手術進

行順利，讓蔡主任紮實地鬆了一口氣。

「還是希望張先生繼續當我們的好

朋友，定期回來追蹤。」手術後的張先

生，恢復快速而良好，病況也都持續穩

定的發展，出院後若能定期追蹤檢查，

應該不會再有太大的問題發生。

發生機率只有萬分之一的馬凡氏症候

群，屬於顯性遺傳，父母如果罹患馬凡

氏症候群，將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遺傳

給下一代，張先生現在最大的心願是要

為二個多月大的兒子做基因檢測，確定

兒子是否也同樣罹患馬凡氏症候群，以

便可以及早追蹤治療，同時他也要將自

己捐做案例研究，更希望呼籲病友都能

出來接受相關的檢查，讓更多人免受病

痛的苦難。(文/吳瑞祥  圖/吳建銘)

花蓮
到花蓮「碰運氣」

找到「先生緣」

三月一日

錢先生，新竹人士，五十六歲。二

○○二年冬天，得知自己患有不穩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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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軌跡
 

心絞痛。幾年來，在北部看了五家大醫

院，但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為

什麼別人可以做支架，我卻不可以？」

所以幾年來，他都以藥物做控制。

終於解答心中的疑惑

去年，熱愛爬山的他，又開始有「心

痛」的感覺，不得不上醫院求治。二月

六日，錢先生在朋友的介紹下來到花

蓮，他說：「我是來碰運氣的！」想不

到，這裡真的讓他找到了生命中的貴

人。

原來是因為錢先生心臟有三條動脈血

管梗塞，而且血管動脈硬化很嚴重，長

度也太長，所以無法執行支架手術。

在診間，心臟內科王志鴻副院長鉅

細靡遺的為他解說病情、心臟的現狀，

幫他做新、舊片子的對照分析，最後

還建議他到哪一家醫院找哪位醫師動手

術。「王醫師講得很詳細，護士又很親

切，看起來蠻有醫德的。讓人覺得很放

心。」在這裡，他不僅感受到醫護的親

切對待，更重要的是他終於解開了幾年

來心中解不開的疑惑——為什麼別人可

以做支架，我卻不可以？找到了答案，

他終於放下了心中的石頭。

「這裡沒在幫人開刀嗎？」

之前在台北，他也曾有一度住進醫院

準備動手術了，但是半夜卻嚇得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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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坐在陪病床上，與志工有說有笑。



原因是住在隔床的病人，術後的那種情

境，讓他看得很害怕。但是經過慈院醫

護的詳細解說後，他的「怕」跑了，他

的「心」安了，再加上醫師告訴他，他

的心臟很強，所以他很勇敢的接受動手

術的這個事實。

錢先生願意動手術，但是王副院長

並沒介紹他在慈院開刀，還請護理人員

代為連繫他院的住院事宜。最後，錢先

生忍不住的問：「這裡沒在幫人開刀

嗎？」王副院長的回答又讓他感到很窩

心。原來王副院長考慮到家屬照顧的問

題，如果錢先生回台北動手術的話，家

人照顧起來會比較方便。感受到這裡醫

護給他的專業及窩心感覺，他篤定的表

示：「我要在這裡開刀。」

知道了錢先生的心意，王志鴻副院長

將錢先生轉介給心臟外科趙盛豐醫師，

為他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治好身病　心靈也豐富

二月二十日，他動了大手術，在加護

病房住了三天半就到普通病房。今天，

三月一日，他已經能在病房走動了。朋

友們來看他都很訝異，因為聽他說話的

元氣，根本就不像動了大刀的樣子。不

過，錢先生總是會補充的說：「你們沒

看到我痛、吐的時候。」原來啊，他的

身體很健康，醫師告訴他，如果能不

打止痛針就少打，可以加速復原。所

以他白天不打止痛針，但晚上痛得掉

淚時，還是得打針止痛。不過，難熬

的日子，已經過了。他說，昨天咳嗽

時，都還會痛，今天咳嗽，已經沒那

麼難過了。

當錢先生坐在陪病床上，與我們有

說有笑時，林俊龍院長所著的《吃好

心臟病》一書，正靜靜的躺在活動餐

台上。他表示，書很好看，而且還準

備再去買其他的書來看。看樣子，錢

先生來到花蓮治身病的同時，也為他

的心靈，找到了更豐富的資糧。(文．

圖／程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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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隆富買了林俊龍院長所著的「吃好心臟病」

一書研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