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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無數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一個人獨居在鐵皮屋裡、沒有工作又貧病交加的古先生，因為關山慈

院志工和醫護同仁的到來，他的健康和居家品質彷彿撥雲見日，終遇

曙光，只見他露出了難得的笑容‥‥‥

◆ 癌症病人是不是也可以吃粽子、慶端午？大林慈院特別為癌症病人辦

了一場端午病友活動，在綿綿細雨中，溫情無限蔓延‥‥‥

◆ 在青山綠水的雙溪鄉，台北慈院的義診團隊穿梭在山間小道上，他們

共分九條路線分頭並進，關懷山裡頭老人身體和心靈的健康‥‥‥

◆ 台中慈院醫護同仁利用假日騎腳踏車往診，不但響應減碳運動，也讓第

一次被義診團隊關懷的老人家笑開懷，還自發地要捐功德款‥‥‥

◆ 五月底，韓國的骨髓資料庫來到花蓮慈院取髓觀摩，對大體老師無私

奉獻不敢置信；不約而同地，新加坡的骨髓資料庫總裁也在同一天來

到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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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六月八日

院長帶頭 重建紅石新家園

  家住海端鄉紅石部落的古先生，今

年五十七歲，獨居，四月初因肺炎及休

克住進病房，由朱新凱醫師收治，因為

沒有工作，本身又患有肝硬化，因此沒

有健保卡，為此鄰居特別協助他辦理分

期，取得健保卡以繳交醫療費用。此次

他的鄰居也是社區志工的吳美枝得知我

們要去關懷，表示願意提供電源供其裝

電燈，院方馬上連絡水電工程師張源秀

立即免費提供燈具裝設，讓古先生夜晚

不再黑暗。院長也帶領醫護同仁與志

工，一起幫他重建清新的家園。

平時左鄰右舍照顧

今日志工醫護打掃

志工收到醫事股轉介古先生需要照

顧後，立即與醫院同仁前往瞭解關懷，

發現古先生獨自一人住在鐵皮屋內，因

為肝病及行動不便，無法再到林班打零

工，所以沒有收入，更因為有一餐沒一

餐，身形更顯瘦弱。還好鄰居仍會相照

應，給予協助。因為古先生家沒有傢

俱，因此碗盤衣服等都隨地擺放，為了

讓他有一個較佳的居住環境，所以醫院

同仁與志工一同募款購買鋁櫃、碗籃、

衣架組，期盼經由環境改善，古先生也

能自給自足，重新過生活。

古先生右腳底因為受傷沒有照顧好，

造成皮膚慢性潰瘍，潘永謙院長先行為

他換藥包紮，並囑咐古先生要定期換

藥，傷口才會癒

合。然後院長為他

穿上我們事先準備

好的拖鞋，避免傷

口碰觸地面感染。

接著一行人開始為

古先生打掃屋子；

我們先幫忙將碗

盤、鍋子、瓦斯爐

搬到屋簷下清洗，

一部份人協助整理

地上的衣服堆，因

為疏於整理，還可

潘永謙院長與醫護同

仁、志工們一起認真

協助清洗碗盤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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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蟑螂四處橫行，整理挑選後，院長

等人幫忙組衣架，而且還帶來基金會發

放的新衣服送給古先生；刷洗清潔地板

後，我們也把屋內的床墊換新的，把使

用多年的陳舊床墊拉到屋外曝曬，讓古

先生日後可以更換使用，也幫他換上一

床棉被，希望古先生自此能夜夜好眠。

煥然一新  感受眾人的愛

楊秀枝師姊利用整理空檔為古先生理

髮，一番打理後古先生更顯朝氣，也露

出難得的笑容。最後，我們以『新居落

成』的入厝心情，將櫃子、碗盤、衣架

就定位，看著新棉被、新床墊，期盼古

先生能從煥然一新的生活環境中，感受

鄰居及眾人的愛，轉化成自己好好生活

的力量，自給自足，不讓時間空流逝。

其實，醫院同仁平日即會隨同院長

居家關懷，在志工師兄師姊的親身力行

下耳濡目染，此次參與的同仁如：秀

華、雯霞、育慈、孟諭，

幫忙清洗打掃格外起勁，

其中，雯霞是五月份才從

台北回到關山，進入醫院

服務，目前擔任衛生署家

醫整合計畫約聘人員的

她，家裡正好也住在紅石

部落，第一次參加居家關

懷就是服務自己的族人，

是很特別的經驗，也讓她

更加認定回鄉服務是正確的。(文／楊

柏勳　攝影／陳秀華)

大林  

六月十二日

健康過端午 癌症病人零負擔

端午節將至，為了讓癌症病人度過一

個健康又快樂的端午佳節，大林慈院腫

瘤中心與社工組，特別在今天於腫瘤中

心大廳，舉辦一場「健康飲食過端午」

病友活動，現場參加人數絡繹不絕，雖

然外頭陰雨綿綿，卻絲毫不減來院民眾

的那份熱情。腫瘤中心像是每位癌症病

患的「另一個家」，在「回家」時，人

人總掛著幸福洋溢的臉龐。

癌症病人可以吃粽子嗎？為了讓癌症

病患度過一個歡樂、無負擔的端午節，

一到古宅，潘院長與護理同仁先蹲

在門口為古先生處理腳底潰瘍的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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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腫瘤中心與社工組舉辦的「健康飲

食過端午」病友會，現場除了有醫師講

解有關癌症治療中的營養問題，並有希

望協會介紹相關服務，同時還有營養師

教大家如何吃粽子，讓癌症病友能在享

受美味粽子時，還能減少身體負擔。

病友聚會互共勉

血液腫瘤科主任蘇裕傑表示，每年的

三大節日，腫瘤中心都會舉辦活動，希

望能夠藉由病友聚會，讓癌症病患能相

互支持與鼓勵，同時勉勵大家一起勇敢

面對癌症。

「雖然身體病痛容易使情緒不穩，過

程也相當辛苦，但若是用一顆愉快的心

情來抗癌，人生將會變得更健康、更美

麗」，蘇醫師鼓勵現場的癌症病患，希

望大家都能夠相互扶持加油與打氣，醫

生與護士也都會更加用心，所以期盼大

家都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身體快好起來，我們下週二一起

去划龍舟喔」，蘇醫師一邊鼓勵病人，

一邊和大家開著玩笑，現場氣氛頓時熱

鬧起來，在病人的心目中，他不僅是位

好醫師，更是一位像「家人」般的好朋

友。

「人生要有希望才會美」，希望協會

的護理師郭心怡，仔細地介紹有關希望小

站的癌症病人服務，像病友康復後續計

劃、提供病友家庭全程身心照顧、教育課

程、成立全國免付費諮詢專線、辦理個案

管理服務，甚至癌症治療後的掉髮問題，

也有帽子、頭巾與假髮等租借服務，讓癌

症病人處處都能夠得到幫助。

就如同希望協會的手冊──「如果有

人需要幫助，請告訴他們希望在這裡，

如果您能提供幫助，我們的希望就是

您」，她鼓勵所有癌症病友，不要因為

生病就變得消極，反而應該更積極，因

為心理若是健康，身體也就會健康。

大林慈院腫瘤中心病友及家屬專注傾聽營

養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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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粽 好消化

由於癌症病患在接受化療後，容易使

身體受到極大影響，端午節又將至，對

於吃粽子就更應格外注意。

營養師黃育華一向充滿活力，才剛開

始做介紹，現場就又熱鬧起來。

「像頭頸癌的病人，往往因為化療因

素使得唾液量減少，所以吃粽子時要特

別小口一點，最好能搭配湯或開水，讓

口腔潤滑，減低噎到機會」；「大腸癌

或胃癌的病人，因為做化療或放射線治

療後容易腹脹、噁心、嘔吐，建議粽子

盡量就不要吃，若真是要吃，一次只能

吃一顆，若沒有感到不舒服時，則可以

再吃半顆，因為吃太多反而容易造成身

體不適與負擔。」

黃育華指出，選擇含油量較少的

素粽，對癌症病人負擔較輕，像肝

癌、腎癌病人，沾醬的部份盡量少

食用，粽子食用量一般還是以一顆

為限，若考慮蛋白質攝

取較不夠，則可搭配蔬

菜湯，裡面可加一些蛋

白質類食材，像青菜豆

腐湯，或竹筍湯，可以

增加纖維量，及蛋白質

的攝取，比單吃二顆粽

子導致消化不良來得

好。

容易過敏的人，必須

視對過敏的種類而加以

忌口，同時要特別注意

裡頭餡料的食材，病人若是大腸癌，因

為腸子蠕動能力變差，建議避免吃高纖

粽子。

此外，肝癌病患可能因為肝臟或腹水

問題，吃到纖維含量較多的粽子，容易

增加出血量，黃育華提醒癌症病患，千

萬要小心飲食，才能度過一個健康又快

樂的端午節。（文／江珮如）

台北
六月三日

人醫會雙溪義診 分九路入山拜訪

「來！用力吸氣，再吐氣，讓我們全

身的細胞都充滿能量……」今天是星期

假日，不過，對慈濟人而言，卻是特別

的福慧雙修日。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人

醫會選擇在台北縣雙溪舉行大型義診及

往診。基隆區和雙溪的師兄師姊們則是

一百五十位北區人醫會隊伍在出發前的清早，先來個暖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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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載來一車的鍋碗瓢盆。出發前，全

員集合在雙溪國小的操場，配合人醫會

師姊的引導，先來個暖身操，向大樹看

齊，將雙溪的好山好水吸納胸懷。

偌大的雙溪國小，法喜充滿。不論小

班中班或大班，穿梭著「藍天白雲」和

「灰天白雲」，亂中有序，彬彬有禮，

「感恩」、「幸福」的話語，此起彼

落。蟬聲唧唧，鳥鳴啾啾，偶爾搧來幾

陣涼風，彷彿為大家鼓鼓掌。

人醫良護好志工 

一百五十人齊下鄉

「這次義診和往診，陣容真的很浩

大！」台北慈院蔡勝國院長感恩自己有

此因緣參與盛會。根據統計，這次義診

和往診，台北慈院醫護團隊一共出動了

五十三名，再加上人醫會的支援，則高

達一百五十人個人。往診共分九條路

線，穿梭在雙溪山林小徑；此外，還有

大醫王們留守在雙溪國小辦義診，等換

下白袍，則還要趕緊包起頭巾，戴上口

罩，加入生活組、機動組和香積組師兄

師姊行列，添湊手腳，沖沖洗洗，將當

地採來的生鮮蔬果，變成一道道香噴噴

的餐點，等著迎接往診團隊回來圓緣，

分享各路上的點點滴滴。

沒落老煤村  人間仙境

雙溪，因牡丹溪和上林溪交會而得

名。半世紀前，煤礦開採行業當紅，熱

絡了整個村落。幾度礦災連連來，年輕

一輩紛紛往城裡尋出路，老一輩寧可緊

守著家園，說什麼也不肯走。就這樣，

庄子的未來漸漸帶到夕陽那頭，一寸一

寸隱沒光輝。

從整個義診的狀況，不難看出，「牙

科」和「中醫科」最受歡迎。因為，雙

溪明顯老化，阿公阿嬤大多不信西藥，

有病有痛硬是忍了下來！就算轉了幾趟

車，花了上千元計程車費，翻山越嶺到

繁華城裡的醫院看診拿藥，回到家裡依

舊擺一邊，不肯妥協乖乖吃藥。

醫療團隊分頭往診 細心問病

「來！阿嬤笑一個」台北慈院蔡勝

國院長、游憲章副院長和喬麗華主秘組

台北慈院蔡勝國院長與游憲章副院長合作無間，

一起為吳阿嬤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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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第一往診隊，首站來到外平村的吳

阿嬤家。聽說大醫王要來，老人家一早

勤梳妝，套起了桃紅摻橘色線條的牡丹

花衫，候在門廳堂前，見人來了，趕緊

挺立起來頻頻躬身，朗聲邀大家進門坐

坐，醫療團隊趁機逗阿嬤開心，邀她跟

著大夥兒開懷歡笑。她這時反倒顯害

羞，趕緊捂起嘴巴呵呵笑，不好意思被

大家發現缺了幾顆大門牙。

阿嬤患有輕微的巴金森氏症，雙手十

指禁不住微微顫抖。蔡勝國院長和游憲

章副院長充分發揮團隊精神，一個幫阿

嬤敲敲膝蓋、量量血壓，一個則負責寫

病歷，將所有可能的疑難雜症，都仔細

記錄下來，幫阿嬤分擔憂苦。

「阿嬤，您真水啦！」往診團隊離開

前，連連稱讚老人家不管怎麼笑，都很

漂亮啦！阿嬤樂呵呵，大方揮起手，一

再邀大家記得：有空再來作客。

桃花源裡尋老人 醫療團隊到府上

雙溪人口，從戶政資料看來，約有

六千多位。事實上，長期住下來的，約

只一半，且多數是老人家，要不就是小

蘿蔔頭。因為，年輕力壯這一代，都往

都市賣力打拚，結婚生了孩子，送回老

家請爸爸媽媽幫忙拉拔長大，「隔代教

養」的情形普遍。

此次除了定點義診，還分了九個隊伍入雙溪往診，而台北慈院共五十三位同仁共襄盛舉。圖為往診隊

伍出發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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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礦業吹了熄燈號，雙溪跟著快速凋

零。眼前，已是座不折不扣的老鄉鎮。

雙溪回春的關鍵，在觀光業，只是，截

至目前還沒能站穩。

往診車輛穿梭在雙溪青山綠水間，

劃過山腰，跨過小橋，穿過叢林，攀過

坡峰，順勢斜馳而下迎面而來一片爽朗

的開闊地，芳草連天，拱起朵朵小花，

或紅或白或黃，迎風搖擺蕩漾，香味撲

鼻，而幾戶人家就錯落期間……。醫療

團隊成員們個個頓時成為古人陶淵明筆

下《桃花源記》裡的晉朝武陵人，彷如

在迷途間流連忘返；套上宋代詩人陸游

的經典名句，真是「山窮水覆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來，歡迎來坐！」往診車隊在李林

桃阿嬤家的三合院前緩緩停下，阿公頂

著大太陽，跨門迎接，領著醫護人員到

側廳歇一歇，扭起大電扇的開關，朝著

客人呼呼吹，就怕暑熱難當，那可失禮

了。

阿嬤三年來先後中風兩次，第二次中

風以後得靠輪椅代步。

阿嬤頻頻嘆自己的腳板

老是麻麻，不聽使喚，

央求大醫王們幫忙看看

該怎麼辦？「阿嬤，您

平常自己學習復健，用

您有用的左手幫助右手

也跟著動起來，越動就越有力。」蔡勝

國院長拿來一條長毛巾，彎下腰，勾起

了阿嬤的左腳底板，邀阿嬤自行用雙手

各抓住兩端，像盪鞦韆一般，每天上上

下下活動自己的雙腳，這對復健很有

效。「每天要做一百次喔，阿嬤！」喬

麗華主秘也立在一旁，側著頭輕聲提醒

阿嬤要勇敢，毅力堅強，不怕病來磨。

孝順雙親　福上加福

隨後，幾個蜿蜒，往診車隊匯入寬寬

的柏油路，奔往柑腳村，街底一戶人家

敞著小紅門，漆色斑駁。盧密阿嬤端坐

長板木凳上，儘管兩眼塌陷視茫茫，雙

耳功能退化聽力差，老人家憑心電感應

照樣知道「有朋自遠方來！」

今天往診名單中，盧密阿嬤的年紀最

長，高齡九十四歲。眼睛完全看不到，

行動也不方便，一切都得慢條斯理！盧

密阿嬤從小愛乾淨，現在還是一樣，每

天總把自己整理得乾乾淨淨，清清爽

爽，說起話來中氣十足。「阿嬤這麼大

藉由往診的參與照顧大台北地

區就醫較不便的鄉民，台北慈

院的大醫王歡喜付出。圖右為

心臟外科蔡貴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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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還這麼硬朗，讓子孫有機會孝

順，真是好福氣……」看著盧密阿嬤，游

憲章副院長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我媽

媽若還在世上，年紀跟阿嬤差不多。我

媽媽九十一歲往生，不過八十九歲那一

年起，就得靠鼻胃管才能進食」。游副

院長勉勵阿嬤的兒子，儘管每年阿嬤會

有兩三次大病痛，得緊急送到城裡的醫

院救治，而這樣的承擔，很幸福。

烏雲密佈 醫療更往山裡去

順著柑腳村再往山裡行，三叉坑路

上，還有幾位阿公阿嬤，是往診醫療團

隊準備訪視的對象。其中，九十歲的卓

阿公在病榻上一躺，就是二、三十年

了。蔡勝國院長輕輕撩起積了一層塵埃

的蚊帳，挨到阿公身邊，聽著卓翁桃阿

嬤描述阿公的健康狀態，才赫然發現：

去年，阿公的雙腿全都截肢了！幸好阿

公傷口癒合很好，不再疼痛了，可一顆

心仍捨不得老人家繼續這樣躺著，眼睛

也全都看不見。

「我們來幫阿嬤量量血壓！」卓阿

嬤為阿公付出太多，青春歲月陪著在病

床旁度過。蔡院長更關心阿嬤的健康狀

態，還請藥劑科主任吳大圩幫忙檢查阿

嬤的藥袋，看看老人家平常有沒有按時

吃藥，控制血壓和血糖狀況。這才發

現，阿嬤怕吃藥，「我吃降血壓的藥，

會不舒服，而且還有便秘！」醫療團隊

不斷叮嚀阿嬤，得乖乖聽醫生的建議，

這樣才會常保健康。

儘管，三叉坑雲深處轟出幾聲悶雷，

烏雲緊佈，豆大雨點隨時都可能傾洩而

下，但還有兩三戶得關懷，往診車輛義

無反顧，勇敢向前行。時而驅車，時而

徒步，「白袍」加「藍天白雲」，山裡

來，雲裡去，連出一條慈濟大愛的曲

線。

這場及時雨，是上天賜給醫療團隊

拜訪雙溪的見面禮，一路上的辛勞與疲

憊，隨著清澈雨水的洗禮，一掃而空，

融入雙溪的每寸土地上，匯入溪澗，也

讓醫療團對在回程途中，心得溢胸懷，

歡喜滿行囊。（文／陳世財　　攝影／

吳建銘、陳世財）

台中
五月二十七日

單車往診 減少碳足跡  

配合新田一區慈濟人舉辦大雅鄉忠義

村關懷活動，台中慈院醫護與行政同仁

利用周日，一起參與下鄉往診、健康諮

詢活動。潭子、大雅慈濟人與台中慈院

同仁響應上人愛護地球與地球共生息的

號召，出動近三百人團隊，在潭雅神自

行車道中間站集合，騎腳踏車前往遠在

十公里外的大雅忠義村關懷鄉親，以實

際行動「減少碳足跡」。

當天是個大晴天，才七點鐘太陽的

熱情就已經讓人感受到了！師兄與許文

林院長齊聲宣誓『減少碳足跡、生活有

轉機，GO！GO！GO！』大隊人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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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潭神雅自行車道設置完善，沿路鄉

野風光稻香青青，沿途還有師兄實施交

通管制，大家迎風騎車，好不快活！

四十分鐘後滿身大汗的許院長帶頭第一

個抵達，他笑著說：以前在花蓮跑十公

里都不覺得怎麼樣了，希望大家身體健

康、汗腺發達，才能有體力照顧好病人

的健康。     

醫護報到  忠義村第一次

對忠義村的鄉民來說，這也是個獨

特的經驗。因為這是第一次有醫院，大

規模的來到村莊舉辦健康諮詢與體檢活

動。一名五十八歲的陳婆婆，一早醫院

同仁還沒到現場，她早已迫不及待地來

到會場等待，她說：「自己有高血壓又

不會騎車，遇到這難得的機會要好好把

握。」忠義村住的多半是老榮民；醫護

人員除了用口頭衛教「說清楚、講明

白」，讓爺爺奶奶們知道如何保持身體

健康，更是把握機會，用行動告訴他們

要多運動，在活動一開始由護理同仁帶

動簡單「五行健康操」，讓大家動動身

子，會場上有一位阿伯跳得好開心，還

指導一旁的同仁要跳高一點、動作大一

點。…               

用心關懷  長者笑開懷

除了定點活動，往診也是另一項重

點，高齡七十二歲的陳倣老奶奶，一見

到台中慈濟醫院許文林院長親自來看

她，雙眼笑得瞇成了一直線。二、三年

週日一大早，台中慈院同仁與台中區志工在許文林院長帶動宣誓「減少碳足跡，生活有轉機」之後，

三百人出發到大雅忠義村進行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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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陳倣成為慈濟照顧戶，去年她右腳

底長了雞眼，家人迷信偏方，隨意敷草

藥，造成足部潰爛化膿，加上延遲就

醫，導致膝下右小腿完全截肢。院長親

切問診、量心跳血壓，許院長說自己的

媽媽也跟老奶奶年紀相仿，直接問他病

癥是不是「坐落就睡、躺落睏抹去、卡

講講過去、現講現忘記、看到廁所想要

去……」這樣瞭解銀髮族朋友作息的問

話，讓陳奶奶笑岔了氣。

陳倣老奶奶目前與獨生女及兩名外孫

一起居住；由於女兒是洗腎患者，長外

孫又在八年前，發生車禍、喪失工作能

力，使一家四口的家庭經濟重擔全落在

次外孫廖修毅一個人身上。還好廖修毅

在慈濟人的陪伴下，懂得改變心境，即

使面對沉重的負擔也從不喊累。他感恩

慈濟人的陪伴，也表示會好好照顧三位

家人。這個家庭外人看來實在辛苦，但

是他們自立樂觀的心卻表現在開朗的笑

容裡。許院長鼓勵長外孫，不能工作沒

關係，到醫院當志工，也可以有貢獻！

前往中清路四段巷弄往診的胸腔內科

黃軒醫師，已經二十年沒騎過腳踏車，

因為太緊張騎到手掌都紅了。抵達關懷

戶黃伯伯的家，一位婦人將他照顧得非

常好，她是來自大陸湖南省的新娘，因

為先生和黃伯伯是好朋友，受先生委託

前來照顧黃伯伯，把伯伯照顧得很乾淨

清爽，讓同樣來自異鄉的黃軒醫師備受

感動與佩服。阿珠阿嬤獨居，兒子在大

陸工作、女兒罹患癌症往生，阿珠阿嬤

看到醫護同仁到來很開心，黃醫師拉著

阿嬤的手傾聽，她告訴我們有到其他醫

院看診，但都不能改善疼痛就只好吃草

藥偏方，黃軒醫師捨不得阿嬤十六天就

要花五千元醫藥費，而且效果不明顯，

當下請師姊安排阿嬤到醫院就醫。阿珠

阿嬤說：慈濟很好，只要有老朋友來家

裡，一定邀請大家一起繳功德款、做功

德。

在祈禱尾聲中，許文林

院長感恩大家的參與與付

出，烈日炎炎大家騎著腳

踏車回到鐵馬驛站，結束

這趟有意義的知性之旅。

(文／簡伶潔、謝明錦、王

惠春  圖／賴廷翰、王惠春)

二十年沒騎過腳踏車，台中慈院

胸腔內科黃軒醫師一路上抓緊把

手。走進巷弄關懷，看到長期臥

床病人被照顧的很好，黃醫師很

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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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五月二十五日

韓星花蓮取髓

二十五日，韓國聖瑪利醫院及新加坡

骨髓庫不約而同來到花蓮慈院，分別取

骨髓、周邊血，其中，韓國還派當地新

聞記者全程記錄，計畫將慈濟骨髓資料

庫介紹給韓國人，並作為韓國骨髓資料

庫的標竿。

韓國第一取經  電視台隨行

韓國第一個進行骨髓移植並在聖瑪

利醫院創辦骨髓資料庫及移植中心的金

東進醫師，去年來台灣參加骨髓研討會

後，一再讚嘆慈濟。金醫師認為，他所

創辦的韓國骨髓庫可以發展得更好，應

該向慈濟取經，以慈濟為標竿；因此，

他要求為他製作回顧專輯的韓國教育電

視台EBS(Education Broadcasting Station)
派攝影記者，利用這次取髓機會，隨行

拍攝慈濟。

大體捐贈卡隨身 韓人讚嘆大愛

二十四日中午，韓國聖瑪利醫院取髓

人員李順意女士(音譯，Sun Yi Lee)與
韓國教育電視台攝影記者永尚弘(Sang-
Hoon Yoon)抵達花蓮；下午，在陳紀代

師姊等三位志工陪同下，參訪慈濟大學

的書法、茶道、花道教室，並欣賞大體

老師紀錄短片，參訪大捨堂。

李順意看到大捨堂周圍廊道上的海

報展，慈濟大學師生為大體老師作的影

像簡介，深表尊敬。這時，隨行紀錄攝

影的醫發處同仁范呂釗拿出他的「器官

捐贈」與「大體捐贈」兩張卡，李順意

發出了驚嘆聲，並問「你的家人都知道

嗎？」范師兄說：「當然，而且很支

韓 國 取 髓 人 員

（圖中，黃色衣

服者）與攝影記

者在志工陪同下

參訪慈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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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骨髓庫總裁珍派爾(上圖

後排右一)到合心樓探訪勁揚、

姿齊兄妹與吳政基(下圖)。

持。」

看到范師兄的兩張捐贈卡，李順意

說，真的很難得，不容易啊。

走著走著，看到大體捐贈的十條規

定，以及大體老師中有母女檔、夫妻

檔、岳父女婿檔……等，更是讓李順意

這位韓國的取髓人員與攝影記者永尚弘

驚嘆不可思議；原來要成為大體老師的

人，在生時即是要做一個有愛、尊重生

命、充滿感恩的人。

花蓮遇鄉親

星國取髓讚慈善

下午近五點，韓國取

髓人員與新加坡骨髓庫

總裁珍派爾(Jane Prior)、
她的先生也是此行取

髓志工羅傑派爾(Roger 
Prior）及翻譯志工等人

在靜思堂集合，參訪四

大志業博覽會，了解慈

濟人走過竹筒歲月，從

花蓮、台灣到全球的慈

善、醫療、人文、教育

及骨髓捐贈、國際賑

災、社區志工、環保等

八大腳步。

二十五日，珍派爾與

先生等人先參加靜思精

舍的志工早會，九點多，再到醫院取

髓。珍派爾並到合心樓探視二十三日才

自新加坡回到花蓮複診的潘勁揚、潘姿

齊兄妹及吳政基，她很驚嘆慈濟基金會

的慈善支援系統，不分文化、族群差

異，沒有國界，這些都是值得新加坡學

習的地方。

韓國的取髓作業也隨後在中午完成，

離開前，李順益、尚永弘等人除代表韓

國的受髓人感恩捐贈者，也很開心有這

一趟慈濟心靈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