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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美，在病苦中萃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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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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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四月二十四日

  

從雲霧中隱出的利稻，位在中橫公路的高山上，山上的人

在醫療貧脊的年代，需要走七八個小時，才能到山下的衛生

所求醫。如今，鎮守北台東的關山慈濟醫院，將愛帶到這雲

霧裡的部落。

人醫會在海端鄉利稻村義診

二十四日在南橫平靜的利稻村，慈濟人醫會、花蓮慈濟醫院、

關山慈濟醫院等醫護人員、行政同仁和台東區的香積志工，舉行

了一次兩天一夜的義診，共有四、五十名人員參加。由於考量當

地民眾白日外出工作的因素，人醫會的義診體貼地自下午開始。

下午約三點半義診活動開始，居民們聚集在寬敞的餐廳裡，靜

靜聽著由已退休的邱月梅老師，翻譯著關山慈濟醫院周紹常醫師

所解說的衛教內容。

隨著日頭西落，外頭雲霧也漸漸地瀰漫利稻村，微光中增添

幾分畫意，更令人覺得置身於仙境般。在衛教後段，為了鼓勵大

家發問，特別準備了三合一榖粉及筆記本與大家結緣，周醫師幽

默地說：滿四十歲的民眾只要發問就有獎品。當下一位胡花妹阿

嬤，反應靈敏地說：「我今年才十八歲。」話畢，即刻引來一陣

哄堂大笑。

義診一開始，狀況就層出不窮。胡爺爺是義診的老病患，正等

待看牙的他忽然間感到呼吸急促、胸口疼痛，關山慈濟醫院的王

志鴻院長趕緊過來檢查，並詢問爺爺以前的病史。院長靠近他重

聽的左耳說：「伯伯，你的疼痛是像刀子割的痛，還是針在刺的

痛…」，一陣的處理從安撫、投藥到照X光，爺爺痛苦的神情，更

讓人難以想像若醫療團隊不在場，該如何處置才好。

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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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也有一個特殊的案例，一位邱姓民眾患有肺結核，從胸

部的X光片中得知，有開放性空洞表示他的病情已具傳染力，除

了開藥定時服用兩個星期觀察，還要追蹤六至九個月，院長將此

例列入特別觀察個案，為社區醫療把關。

到了晚上義診處彷如是在兒童節，一群群小朋友由家長帶來看

診，而所有的小朋友幾乎都有牙齒上的困擾。

而這次醫護人員中，還有八位慈濟醫學院一年級的學生前來支

援，家銘，在義診中學會驗光機與眼壓機的操作，安妮與怡萱分

配在婦科的檢查上…，每個人都發揮最大的功能與良能。第一次

與民眾接觸，讓他們感到自己有實際參與，也有付出的感覺，雖

然在語言上的溝通有些不習慣，但是他們卻仍能感受到民眾的熱

情與友善。

來自關山分院的余護士則懷有五個月的身孕，助人之心不落

後。而總院的林護士就讀大學時，就曾參與原住民部落的社會服

務工作，此次終於可以暫時放下家業，如願以償前來參與義診。

當大家享用點心茶水時，一群默默付出的香積志工，每位都

說「蓋歡喜」，其中一位柳赤師姊更是幾天前就從玉里到台東準

備，和當地志工一起煮開水，當水煮開之後又濾過一次，提供義

診當天的飲用水。

利稻的夜特別清涼，因這清靜無染的愛，夜晚更覺平安珍貴。

而明天也將繼續居家關懷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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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八日

上人說，「讓人快樂就是慈，同情他人就是悲，心無煩惱

就是喜，把自己所知告訴他人就是捨。」今日的關山有個慈

悲喜捨的生命篇章。 

小醫院與醫術不能畫上等號

極少出門的林同學，在去年十月四日應同學邀約由池上到關

山買東西，就在回程途中，乘坐朋友所駕駛的廂型車，為閃躲一

輛砂石車，迎面撞上電線桿。坐於前座的乘客雖無重大傷勢，但

林同學的右手卻有嚴重的開放性傷口，除了骨折外「尺動脈」、

「橈動脈」皆已斷掉，再加上當天天氣不佳，他的傷口皆為泥

巴，也不停的大量出血。

林同學的母親轉述他當時的感受說：「孩子告訴我，當時他

彷彿在作夢般，好長的時間，看到血一直在流；害怕失血過多的

他，一直驚訝自己還活著。」而且當天關山地區的救護車出勤率

多，加上車禍現場是近池上「大坡池」的產業道路上，地點偏僻

所以延遲送醫時間。

送至急診時，因為手部的兩個主動脈、血管、肌腱、神經都已

斷掉，也有嚴重性骨折除了緊急開刀外，最壞的情形就是做截肢

的打算。然而，當時值班的潘永謙副院長卻不放棄任何機會更與

時間賽跑，除了先行處理同行的同學傷勢外，凌晨接著進行林同

學的手術，就這樣手術一台接著一台開，時間近十八個小時不曾

休息。由於林同學傷勢嚴重以及傷口被泥巴沾黏，光是清洗傷口

就花費兩個多小時，之後再隨即進行顯微手術縫合血管。

當天一起在手術房的麻醉師表示，在手術過程中，外頭家長因

為焦慮兒子的情況，迫切敲著手術門告訴醫護人員說：「你們人



人醫心傳
二千零四年 五月

第81頁

力缺乏，需不需要總院的人前來支援？潘醫師一個人可以嗎？」

儘管家屬急切，潘副院長仍維持高EQ狀態，專心在病患傷勢上，

以意志力撐到最後。

沒有草率，潘醫師細心第清洗傷口，在顯微鏡下耐心地縫著血

管，這種處理方式，比起一般偏遠地區採取「直接截肢」以省事

的做法，多了一份人文關懷。在護理人員口中，他是一位很細心

的醫生，特別是對小孩子，他很注意因為傷口而導致留下疤痕的

問題。

期後，手術因歷經長達十多個小時，考慮內部傷口的壓力問

題，潘副院長將部分傷口先不縫合，但這項考量卻不被家屬接

受，當家屬見到傷口這一幕時，更是堅持要轉院，到花蓮總院後

不久，又即刻轉至北部某大醫院，最後大醫院的醫師卻告訴林同

學的雙親說：「孩子傷口所該做的處理，這位潘醫師都已經處理

了，在鄉鎮的醫院能做到如此的醫療真的很不簡單，已經無懈可

擊了。」

聽到這番話，瓦解原先擔心醫院設備的不完善，及醫師的專業

能力。現在他的父母真的很感恩慈濟醫院，幫他們的兒子挽救回

來一隻手。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潘副院長再次為林同學動第二次

刀，植入鋼片。現在每星期固定兩天做復健的林同學，手的五指

功能已恢復良好，與其說這是幸運，不妨說是遇上良醫，母親談

及此時，更是笑容滿面。

行醫的路上，不論是遇上外界的不信任或質疑，這一群在鄉

鎮的醫生，仍然無保留的獻出專業、搶救生命，所圖的無非是幫

病患「拔苦予樂」，更重要的是「小醫院」和醫生的「醫術」之

間，因專業與用心醫術不容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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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五月十日

不一樣的病人、同在愛的環境裡，不論手術成果如何，皆

已有同樣的歡喜心情。證嚴上人談到佈施時提到:「輕輕的

一個笑容，可以使徬徨的心，穩定下來!」在慈濟人文關懷

的環境裡，在醫師、護士、志工都充滿笑容的氛圍下，讓病

人感到舒適、歡心，這不是責任，而是俱來的使命。

蘇霏安以自在的心，準備手術

雖然今天陽光普照，天氣回暖，但是蘇霏安父子還是乖乖的待

在病房，不敢亂跑，深怕護士找不到他們，造成他人的困擾，如

果病房真的待不住，想要出去透透氣，也會向護理站報備，不讓

大家擔心。

二五西護理長美慧每天總會進病房探望蘇霏安數次，看看有沒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雖然語言不通，但是美慧還是很用功的買書

研讀印尼話，即使病房的工作已經很多，美慧阿長仍把握每次學

習印尼語的機會。

美慧阿長今天照例牽著蘇霏安的手時，突然發現蘇霏安的骨頭非

常的柔軟，並且指甲長的很長，不一會兒，美慧阿長突然又從病房

外走了進來，手上並且拿著一整套剪指甲的工具，她拿了張椅子坐

下來，示意要為蘇霏安剪指甲，蘇霏安很自在的把一隻手伸出來給

美慧，另外一隻手枕在頭後，露出很舒服的表情。蘇霏安已不像初

來時的害羞，雖然語言不通，但他知道大家都是很照顧、關心他，

因此就自在感恩地接受任何發生在他身上的點點滴滴。

昨天(九日)是浴佛節，協助翻譯的印尼志工崔裕順師兄帶著爸

爸和蘇霏安去道侶廣場前浴佛，問起爸爸第一次正式參加佛教的

活動，感覺如何？爸爸說:「好像一家人一樣，很溫暖。」

慈濟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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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文狄第三次手術順利成功  歡喜回到普通病房

已經經過三次除瘤手術了，每次手術過後沒多久，諾文迪總是

相當爭氣地恢復的非常快，當然這一次也不例外。

今日早上十一點，彷彿諾文迪也知道將離開小兒ICU，他一直

很「皮」的想要從床上坐起來，但身上的管線還有臉上的傷口，

都讓他的動作顯得相當地不俐落，而一旁的志工紀雪師姐看得

危險，並頻頻以愛的教育--兩根指頭輕打他，要諾文迪乖乖別亂

動，直到舒芬阿長前來協助，才讓他坐了起來。當他坐起來時那

張「拼湊過」的臉看得更清楚了。

第一次手術的縫線痕跡已經隱隱陷落在深深淺淺的膚色中，不

太明顯、仔細地瞧又看得見，感受得出來醫師一針一線的輕柔，

都是想讓這孩子有個帥氣的小臉蛋。第二次手術的痕跡在下巴處

輕輕的落下，與其說是個傷疤，不如認為它和林青霞的下巴有個

異曲同工之妙，只是諾文狄的尺寸大得多了。第三次的縫線尚未

拆下，但臉部已經消腫，左右對稱的臉很美，讓人不禁讚嘆醫師

們的用心。三次手術了，這張臉真的是「打造」出來的，受了這

麼多的苦，但諾文狄因為周圍的愛，似乎沒有感到喪氣。

進入普通病房後，三西病房的護士云美輕快迎來。自從諾文狄

來了之後，云美就多了一樣功課—寫日誌。云美將諾文狄的生活點

滴集結成日誌，裡面可不是只有寫寫字、畫畫圖，云美還坐了些美

術作品，折紙什麼地，讓整本日誌就像立體圖畫書一樣的豐富。

今日轉入普通病房，除了護士在等他，印尼的同鄉蘇霏安和

爸爸也到病房探望他，一大群人一起看著猴子的錄影帶，影片中

的猴子在林間快樂的擺盪著，蘇霏安僅剩的左眼和諾文狄新生的

左眼，都看的目不轉睛，這一刻是最單純的快樂，也是幸福的時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