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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生命 志工筆記

「數年前，小女兒因胃癌末期，住

進花蓮慈濟醫院的心蓮病房。如此的因

緣，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慈濟志工對家屬

的關懷之情，以及無私奉獻的精神。」

王明鐘談起了慈濟，同時也泛紅了眼

眶，這勾起他對女兒的思念，而「白髮

人送黑髮人」的悲痛心情，皆在心酸的

淚滴中。

女兒的牽引

他──是關山慈濟醫院的醫療志工王

明鐘，服務於警界三十多年，育有五個

兒女。

憶起最小的女兒，王明鐘哽咽地表

示：「貼心的她，結婚後定居於台北，

從事美容美髮的工作，由於精湛的技

術，博得鄉親們的信賴與肯定，有時還

得遠從台北坐飛機到台東替鄉親服務。

生意好的時候，常常三餐不定時，逐漸

地身體出現了警報，檢查後證實罹患了

胃癌，癌細胞也已擴散到鄰近器官。」

「當時經由慈濟委員的幫忙，女兒轉

到花蓮慈濟醫院的心蓮病房，度過人生

最後的四十天。那些日子裡，我感受到

志工們對病患、家屬的關愛之心，及無

私奉獻的精神。記得醫院志工蘇足師姊

每次在廚房裡煮好熱食，總會熱情的邀

約大家享用。因為女兒的牽引認識了慈

濟，我告訴自己只要有機會能當志工，

決不放棄。」語氣堅定的王明鐘這樣地

說著。

圓緣後的精進

「當我得知關山慈濟醫院開業之前，

急需志工來參與環境美化的消息後，心

情非常喜悅，於是每天都到醫院報到，

而志工老兵顏惠美師姊，看見我每天

出現在這裡，問我說：『要不要參加慈

誠培訓啊？』我答應之後，做事附帶效

率的顏師姊，即刻帶我到台東聯絡處報

名，兩年後順利授證。」王明鐘滿懷知

足與歡喜地說。

化思女之情為奉獻的心

◆ 撰文、攝影/蘇芯右

退休後的王明鐘，將志工視為人生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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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開業後，王明鐘把對女兒的思

念，轉化成為醫療志工，來協助一些病

患，有時協助護理人員幫獨居老人洗頭

髮或盥洗。尤其在SARS期間，既然別人

不來，他就更要來，他堅持與醫護人員

一同替民眾的身體健康把關，並且告訴

自己堅信：「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的信念。

關心他的兒女們紛紛勸他說：「爸，

你年紀大抵抗力弱，少出入醫院。」

然而，王明鐘仍堅持當初的一念心，每

天在醫院幫病人量體溫，並且婉轉告訴

子女說：「醫院的防護措施做得很好，

不用擔心。」疫情風暴期間，雖然錯過

弟弟娶媳婦的喜宴，只能煩請親屬代為

送賀禮，而家裡、醫院兩地跑，鄰居知

道後也都把他視為拒絕往來戶，但是他

回憶起來仍不後悔。尤其，樂觀的他解

讀出最好的「出口」，他告訴自己即使

不幸感染SARS，也是短短數天的痛苦

時間，總比慢性疾病長期躺在床上的病

患，要來的更為幸福。

一直以來持著善念的他，印證了「一

善破千災」，化解了在SARS期間的危

機。當時，醫院傳出一例疑為SARS的

病例，緊急將病患轉到台東的醫院，而

當時幫病患量體溫的志工正是王明鐘。

另外，讓他感到最為欣慰的一件事，就

是成功地安撫一對夫妻同意捐出其往生

兒子的器官，因而救更多受病折磨的患

者，也間接解救許多瀕臨破碎的家庭。

多方位的志工

由於上人的一句話：「一公噸的回收

紙，等於種植一顆二十年的樹木。」王

明鐘除了「代言」醫療志工，也積極地

投入環保的行列，成為「道地」的環保

志工。然而退休於警界同時也是主管身

分的他，左鄰右舍除了感到好奇，更質

疑他為何要在路邊拾「歹達古下」〈破

銅爛鐵〉？

有些人除了無法認同外，更會冷朝

熱諷地說：「慈濟是否給你好處，不

然有優渥的退休金不煩生活，你為何還

要到處收回收物來賣？」面對這些是非

之人，王明鐘用平靜的心情，予以回應

說：「回收所得的金額，都是拿來做善

事。」

有些民眾聽完了王明鐘真正的用意，

會加入他的行列；也有些人依然堅持己

見反對到底。面對如此的境界，王明鐘

只好當它是「魔考」不予理會，也提醒

自己凡事遇到逆境時，愈不放棄行善的

機會，也愈堅持當初的發心。

「有時兒子在外頭見到紙箱時，會主

動載回來給我，也會固定將整理好的回

收物，送到台東的回收站。然而，一聽

到他人的惡意批評時，兒子為了「護父

心切」不讓別人傷害我，還是會產生負

面的情緒，希望我停止回收的工作，不

要再受別人恥笑。」見到兒子這種矛盾

心理，王明鐘衷心期盼能渡兒子進入慈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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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生命 志工筆記

為了不讓兒子因環保起煩惱心，王

明鐘夫妻倆會以另一個角度來告訴兒子

說：「以後你若遇到這種情形，可以告

訴那些人：『你們既然知道我父親是位

主管，那麼他的地位不一定比你低，既

然我父親都可以放下身段做回收，相信

你也一定可以，誠摯希望你也加入環保

的行列。』」。

心如明鏡不染塵

「當拾回收物時，手髒了只要洗一洗

就乾淨，最重要的是『心』不要髒。」

從環保中，王明鐘深刻的領悟到這一

點。

清廉的特質，他同樣地力行在工作

中，服務於公職機關的他，有時無法抵

抗上司的壓力時，他又不願同流合污，

只好委屈自己請調多次單位。多年後，

自己成為別人的主管時，更約束自己的

言行舉止、擺脫利的誘惑，因為他深信

只要主管行得正，做屬下

的也就沒機會鑽漏洞。

嚴守道德操守，無奈有

時也會遭到旁人的諷刺，

嘲諷他做了主管依舊兩袖

清風，面對這樣的人、事、

物，王明鐘也只能感慨再感

慨。秉持著只要不違良心、

有益社會的事，儘管他人閒

言閒語的「轟炸」，也不退

轉他純樸的心性，而這一分

單純都來自於小時候所奠下

的良基。

比別人辛苦的童年歲月

王明鐘出生於台南鄉下，家裡共有八

位兄弟姊妹，佃農人家的他們，小時後

的生活就比別人過得更辛苦。而他腦海

的「回憶帶」裡，「存檔」著躲轟炸機

的畫面，以及下課後書包一放，就馬不

停蹄的跑到田裡「割草」或是「採地瓜

葉」來養牛、養豬。

當家裡沒辦法買枝鉛筆時，王明鐘就

會自己製作鉛筆，剁削竹枝尾端然後再

灌進「酒精加上鍋鼎下的黑灰」之「獨

門配方」一來即可大功告成，製作出

「王牌」鉛筆。而靠天賞飯的辛苦農家

子弟，幸運時則遇上大豐收；不得天寵

時，則是種地瓜被「水淹」、植甘蔗被

「火燒」，不然就是種水稻遇上「颱風

天」。 

記得弟妹出生後若有黃疸現象時，

慈濟志工們帶領民眾一起做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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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錢就醫的「非常時期」時，雙親就

會教他們採用一種藥草，磨成汁後讓弟

妹服食。另外，他也記得那年代經濟窮

困的家庭大有所在，當小孩們無法上學

時，有位外省籍的老師依舊肯花功夫，

來教育他們。

而烙印在他心中一句社會寫實的話：

「一冬〈年〉無收，三冬還；一季無

收，三季窮。」對於佃農而言，這是再

熟悉不過的諺語，它不僅描述農家的辛

酸，不斷地與老天爺做賭注，同時也訴

說著當年貧富不均的社會。

付出無所求、憨厚得人心

服兵役後，他順利地考取公職，即使

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也不迷失憨厚的

本性。喜於助人的他，當管區內的鄉民

無法買棺下葬親人時，王明鐘會自掏腰

包解決鄉民的困境。

而賢能的妻子，在得知某位婦女產

後，獨自一人無法坐月子時，也會每天

主動地燉好麻油雞送給產婦食用，夫唱

婦隨的兩人，生活中只求付出不問

回 。即使在退休後，當年管區內

的民眾遇上他們，都會感到特別親

切與高興。

基於警察的工作職責，厚道的

王明鐘會一再的讓民眾知道「賭」

只會讓家庭破碎。有時真的遇上屢

勸不聽的賭博鄉民時，也只好將他

們繩之以法。然而，他的苦口婆心

與不捨，有些鄉民被釋放出來在街

上碰見他，都會不記恨的說：「都是我

當初不聽勸告，所以才會受到法律的約

束」。

無止盡的慧命

年逾七十的他，將生命依靠在志工的

崗位上，除了不放棄更不退轉。他半開

玩笑地笑說：「若生命的終點來臨時，

希望能在醫院當志工時，無罣礙的倒

下。」

他將有限的生命，成長無限的慧命，

縱使不捨女兒的離去，但是這一份緣

卻結得更有意義，盡心投入於醫療、環

保，甚至連鎖磚的鋪設，王明鐘將思念

的淚滴，化作一次次植慧命的淚珠，而

女兒的無限祝福與成就，也一點一滴飄

揚於他的心中。

頂著滿頭的白髮，認真活出每一天，

這是值得讚歎的人生，走在路上也許

有緣會遇見他正在拾著回收物，即使你

無法認同他的理念，但是也請你為他對

「大地的重視」而喝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