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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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玉里慈濟志工徐增次罹患癌症末期，仍然堅持要將

身體奉獻給醫學研究。玉里慈院的同仁與志工努力

促成安然往生後的奉獻大願……

◆ 在四川強震之後，大林慈院舉辦一場的震殤祈福會，許多同仁與志工在

下班後參與，人人手持心燈，一起為生存者鼓勵，為罹難者致哀，並希

望為保護地球盡一分力……

◆ 三十一封台中地區小學生寫的鼓勵信，希望託給台中慈院轉交給災區的

孩子；台中慈院的醫師，除了參與震災義診，更擔任小朋友傳愛的信差

……

◆ 為了加強病人看病住院的安全，台灣北區的醫療院所醫護醫技人員齊聚

台北慈院，教學相長互相學習，慈濟的經驗也獲得熱烈的迴響……

◆ 花蓮慈院的感染科專家，王立信副院長，救治無數疑難雜症病患，在他生日

這天，兩位生命垂危而復原的病患一起幫他慶生，大家也發現將近半世紀前

他救人一命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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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六月七日

慈濟人慈濟路　捐大體為眾生

居住於花蓮南區富里鄉東里村的徐增

次師兄，因罹患血癌發病已歷四年，二

個月前住進玉里慈院接受醫療團隊的臨

終照護，六月七日在家人陪伴與師兄姊

的聲聲佛號中，安祥往生，並捐出大體

供醫學使用，繼續完成他行慈濟利益眾

生之路。

八次化療  無損大願

罹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慈濟慈誠隊

員徐增次師兄，約二個月前住進玉里慈

院後，身體的狀況即像一支逐漸燃盡的

蠟燭；剛開始時還可以用沙啞的聲音，

述說他對受佛法的薰陶與慶幸跟慈濟的

結緣種種。對於身後事亦能明明白白的

交代：「如果兒女們趕不回來的，可以

就近向佛菩薩頂禮，替我向佛菩薩感恩

……」其他的事，就是靜候了結塵緣的時

候。

在往生的前一刻，除了在上海工作

的大兒子正在趕回台灣的途中，同修阿

琴師姊與女兒慈徽、二兒子及連續隨侍

一週、眼睛泛著紅絲的妹妹都在身邊。

發願要當大體老師的徐師兄曾經做過八

次的化學治療，可是為了把握往生後可

以將身軀化無用為大用，阿琴師姊說：

「最後一次是他要求我不要再做化療

的。」  

家人隨侍 安祥往生

下午三點多，張玉麟院長在大廳裡得

知徐師兄已到最後關頭的消息，走進六

樓的病房，張澄淇、林玉龍師兄與雪花

師姊已在床側，過一會而靜枝師姐也到

了。眾人一邊助念，一邊囑咐著：「徐

師兄，您要專心念佛，上人已經為您授

記；您要快去快回，再回來跟大家做慈

濟……」。

只見裝上氧氣面罩的徐師兄緩緩的呼

息著，生理監視器上的心跳在一百二十

與一百一十八下之間回盪，無神而圓睜

的眼睛還可以左右移動，阿琴師姐不時

難掩悲傷，用手不停的撫摸著師兄的頭

頂，擔心頭部冰涼，偶爾就用臉頰貼觸

著師兄的額頭，一輩子的相處已近尾

聲。

晚上近十點時，從台中趕回來的慈

徽哭泣的在爸爸耳邊不捨的說著：「爸

爸！我是慈徽，我趕回來看您了……爸

爸！您不要等大哥回來了，再見了，爸

爸，再見了……」在慈徽跟爸爸聲聲的告

▌徐增次師兄就算罹患癌症臥病在床，依然樂觀

並時時為捐贈大體的願望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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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聲中，楊行樑醫師一手輕輕放在師兄

的肩膀上；大家都在跟師兄告別，雖有

不捨，卻是誠心的祝福著。稍後，在

家屬同意下，楊醫師輕輕的拿下氧氣

面罩，只見徐師兄眼睛緩緩的闔上。

幾分鐘後，生理監視器上的心跳數字，

由一百多逐漸往下掉，師兄輕輕的喘息

著，最後數字的背景顏色由白轉紅，晚

上十點零五分，上下起伏的頻率化成一

線，師兄平靜的走了，了卻他的此生。

慈徽說：「一個禮拜前，爸爸還曾經

擔心會因身體太瘦，而當不成大體老

師。」

身體力行慈濟路 虔誠浴佛歡喜淚

曾 經 精 研 原 始 佛 教 的 徐 師 兄 於

一九九九年開始接觸慈濟後，深深為上

人推動的人間佛教所感動。此後，無論

是竹軒改建、重創花蓮南區的碧莉絲颱

風、土石掩埋村民的陶芝風災或是造成

巨大損傷的九二一地震，都可以見到他

積極投入的身影。而在病床上的他，卻

是一再表示：「太慢進入慈濟了，就只

能做到這樣……」

其實，今年五月十一日上午七點，

玉里慈院與其他志業體同步舉行浴佛活

動，當社區浴佛部份告一段落後，常住

師父隨即帶領同仁前往病房區讓住院病

患有機會浴佛，而第一個前往的病房就

是徐師兄的病房，當徐師兄看到大家恭

敬而虔誠的推著浴佛禮車進入病房內，

立刻留下激動的眼淚。

徐師兄的妹妹後來告訴我們，徐師兄

前一晚非常難過，不是因為身體病痛而

難過，而是因為自己不能參加社區浴佛

活動而流淚了一整晚；徐師兄對於參與

佛教的歡喜與深入，可見一般。

黑夜奔馳  重返心靈故鄉

移開生理監視器，年紀輕輕的護士

余莉華仔細為徐師兄戴上白手套——先

分別套入雙手手掌後，再一根根從手指

底部拉勻。而慈誠隊的師兄們則著整齊

制服，莊嚴的護送徐師兄走向另一個世

界。隨後，大家不捨的將師兄移至推床

上，再送到地下室的助念堂，十幾位師

兄姊與家屬圍成一圈，誠心念佛。莊嚴

的佛號聲，宛如一聲聲無限的祝福陪伴

著師兄。

為了完成徐師兄生前遺願——成為一

位大體老師，與慈濟大學解剖學科的陳

鴻彬技術師聯絡好後，十一點三十分在

家人與師兄姊的陪伴下，三部車在花東

縱谷黑夜裡向北奔馳，朝大捨堂前去。

(文／許哲輔   攝影／張澄淇)

▌徐增次師兄在病前就力行慈濟路，圖為他去居

家關懷，親切與老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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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六月六日

眾心祈福　震殤後有希望

石破天驚，風雨飄搖；暴風襲捲，天

地變色。四川巨震與緬甸暴風，示現世

間無常，國土危脆，持續躍升數以萬計

的傷亡人數，代表的是無數家庭的撕裂

哀嚎與破碎。加速毀壞的地球，需要安

定的力量，當天地悲極無言，唯有愛的

力量可以即時膚慰創傷的災黎與大地，

身處平安有福之地的我們，更盼人人戒

慎虔誠，解開藩籬，化悲憫為善行，為

災難頻傳的世間共聚福緣，撫平傷痛。

持心燈祈福　為希望禱告

大林慈濟醫院於六日下午五時至六時

三十分，在醫院大廳舉辦「震殤後的希

望」祈福會，邀請林俊龍院長和簡守信

副院長，跟與會同仁、志工們分享心素

食儀，以及永遠的約定──與大地共生

息等，林副總也到場表示關心。祈福會

中數百位醫師、護士、行政同仁、志工

及民眾，人人手持心燈，一起為生存的

人打氣鼓勵，為罹難的人追念致哀，為

還在希望渺茫的人禱告祈福。願傷口得

以撫平，願生命經歷過程，得已再奮發

向上。

擔任祈福會主持人的一般外科張群明

醫師表示，四川震災後，大林有幾位同

▌大林慈院為四川災民舉辦祈福會，所有醫護同仁和志工的參與祝福，場面壯觀而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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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陸續進入災區，簡副院長則是大林第

一位進入災區的醫護人員，因此特別邀

請簡守信副院長和同仁分享四川賑災心

得。

災區可憐兒　英雄也落淚

回想起多次前往地震災區的經驗，

簡副院長有很多感動與不捨。他說，區

分一個慈濟人投入救災程度最簡單的方

法，是掉眼淚的頻率。雖說男兒有淚不

輕彈，但有些時候感性是無法控制的；

在巴基斯坦時就曾痛哭過，在四川也是

一樣的情形，最近在志工早會中，看到

小志工的身影出現，心總會糾結在一

起，很高興有慈濟師兄姊的關懷，讓災

民能平安的走過這段歲月，但我們也知

道，陪伴不可能無窮無盡，他們終究要

成長，要自己學習面對。

四川震災中有很多的孩子往生，簡副

院長回想這次到四川，同樣接到兒子傳

來要爸爸「保重身體，不要太累」的簡

訊，忍不住落淚。尤其想到和自己兒子

同齡的孩子所遭受的痛苦，眼淚更是止

不住。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沒有哭……」

一首動人心弦的歌曲伴隨著一幕幕災區

斷垣殘壁的景象，令人鼻酸。簡副院長

幾度哽咽地說，在大災難後，更提醒我

們，要做的事還很多。一個小朋友在地

震後發願要好好孝順父母，還想要代替

往生的同學用功讀書，完成來不及的

夢，可地震雖令人悲傷，但也震出了希

望。

力抗天災　素食為本

匆忙的步伐，院長林俊龍趕忙地自心

導管室趕至，隨即投入祈福活動行列。

大廳中，所有參與同仁全神貫注地聆聽

簡副分享，見到林院長到場，簡副院長

以「素食代言人」介紹林院長出場，接

過麥克風，林院長將提倡素食抗全球暖

化現象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林院長說，記得有一次受邀到菲律

賓百年大會演講，他分享了環保的議

題，許多菲律賓人受到感動，也相當認

同他的理念。從事醫療與環保關係相當

密切，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大林慈院除

了從小地方做起推動減碳、節能、省

水，有效的節省成本，更力行環境教育

與宣導，讓員工和病患有所認知及配合

落實，促使改善院區環境、提升服務品

質。

環境的污染與人類有著切身關係，林

院長表示，不僅要講求身體的環保，響

應素食的健康飲食，同時更要講求心靈

▌護理同仁舉起心燈，以虔誠的心，為遙遠的災

區祈福，祈禱天下再無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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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保，藉由活動讓參與同仁體會「施

比受更有福」的歡喜，唯有了解別人的

苦，才會感受到自己的幸福。

地球發燒，從簡報圖片中，林院長指

著顯示紅色區域說，這樣的溫度是以前

不曾有過的，二氧化碳與溫室效應的結

果，就是造成極端的氣候。而中國大陸

從以前也不曾像這次的大地震，我們除

了要力行素食，也唯有素食才是對地球

最好的環保。素食不只對身體環保，在

心靈上也環保。

今天難得的機會，全院一起響應環

保，讓大家體會知福、惜福、再造福以

外，還要思考在那遙遠的地方，緬甸及

四川的災民，究竟如何讓他們更好，同

時大家虔誠祈禱，祝福他們平安吉祥，

更希望天下無災無難，歲歲年年。

罹癌志工　傳遞美善種子

最後，由醫療志工捧著心燈，一盞盞

傳遞至會場每個人的手中，大家相聚一

起，高舉心燈，唱頌「誠心祈三願」，

為災區民眾祈福，願天下無災難、社會

祥和、人心淨化。

活動結束時，更由林院長及簡副院長

與大家結緣端午香包，這是由罹患腦癌

的蔡美津師姐，雖然雙眼受到腫瘤的壓

迫而影響視力，但她卻在端午節前夕，

縫製五百多顆的粽子香包與大家結緣，

一顆顆愛心粽，都象徵著愛的種子，期

待人人灑下一顆好命的種子，更待種子

遠播，而祝福處處現。（文、攝影／江

珮如、黃小娟）

台中  

六月二十日

醫師當信差　為小朋友傳愛

四川大地震已經過了一個月，這場地

震帶給大家一堂生命教育的課程！台中

慈濟醫院人文室收到來自台中教育大學

實驗附小共卅一位同學寫給四川小朋友

的加油信，要請到四川賑災的醫護同仁

帶到四川。

老師巧思　啟發善念

原來這是台中教大附小一年戊班與三

年甲班老師陳香李、李幸娟，希望透過

四川大地震，啟發孩子們的善念，當初

想發起募款，但總覺得還是家長出錢，

孩子們自己的參與不夠，於是請來也是

家長的林維儀師姊，為孩子們講述大地

震的災情與後續情況，再讓孩子寫下祝

福，交給台中慈院中醫部的陳建仲主

任，請要到災區賑災的醫護同仁當信差

一起帶過去。

即將要到緬甸救災的台中慈院許文林

院長，特別抽空來看小朋友寫的信，每

每看到有趣的地方也跟著笑起來，他說

現在孩子的心思真的很成熟喔！

天真童語  最真的祝福　

人文室專員胡進忠說，光是看到信封

寫的加油就知道，每封信都是一位小朋

友的愛心！他看到孩子們的童言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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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人性中彼此扶助的情操，也不禁

感動起來。像其中一年級的郭祈恩，用

注音符號寫出他的心意：「祝福你們天

天開心、趕快走出悲傷，還有美好的事

情等你們，要勇敢喔！」可以想到這是

位樂觀又勇敢的孩子。

還有三年級的陳漢堯，知道當地的

房子、學校幾乎都震倒了，他覺得很難

過，而且也明白自己的能力還不夠，於

是為災區的小朋友畫了一棟新房子，他

寫著：「我現在還沒有辦法幫助你們，

但是我特別畫了一棟新房子送給你們，

希望你們開心點不要太難過，我也希望

受傷的人能夠早日康復！」畫中高聳的

山上矗立著一棟精緻的房子，看得出他

的繪畫天份，更重要的是他滿心的祝

福。

有宗教信仰的江宜靜寫著：「上帝

會保護你們，也會保護天上的爸爸、媽

媽、哥哥、姊

姊、妹妹或弟

弟。」徐楷瑋則

寫著為大家祈禱

的經驗：「四川

大地震之後兩

天，就開始在

慈濟的禮堂舉

▌小朋友們的童言童語，對人傷我痛的感同身

受，讓即將到緬甸救災的台中慈院許文林院長也

相當感動。

▌台中教大附小小

朋 友 們 滿 滿 的 信

件，都是要請台中

慈院的大醫王叔叔

帶去四川，鼓勵當

地的小朋友以勇氣

重新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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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祈禱活動，很多人很認真的為你們祈

禱，希望你們可以早日跟這些痛苦說再

見！」張語庭小朋友搭上兩岸開放觀光

的時勢，寫著：「期盼大家可以快樂長

大，將來你們可以來看看日月潭，我們

可以去看看貓熊，做永遠的好朋友！」

胡進忠表示，孩子的純真看到人性

善良的一面，不少小朋友看到新聞畫

面，就能體會到遭遇地震，親人往生、

房屋倒塌的悲哀與傷痛，而表達出他們

的關心與祝福，這正是「無緣大慈、同

體大悲」體現。台中慈濟醫院醫護同仁

自四川大地震之後，已經有五位醫護與

藥師同仁自假自費參與慈濟團隊的賑災

工作，預定七月一日還會有醫師出發到

四川，這三十一封愛的信件也將直接送

達災區，轉達台灣小朋友們的祝福與加

油！(文／謝明錦　攝影／江柏緯)

台北
六月十四日

以病人安全為標竿

營造社區好醫院

台北慈院協力國際會議廳十四日舉

行「病人安全標竿學習課程」，這屬於

九十七年度台北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

源整合計畫的研習課程，有來自台北、

基隆、宜蘭、桃園等縣市，包含醫師、

藥師、護理人員、檢驗人員、治療人

員等的各類醫事人員共三百二十一人

參加。其中不少課程是借助「慈濟經

驗」，共同提升醫療品質。

累積優質醫院經驗

降低醫事人員壓力

台北縣政府衛生局許銘

能局長表示，此活動主要以

輔導醫療機構，建立以病人

為中心之醫療照護模式、促

進病人安全、強化社區醫療

體系、營造社區好醫院之醫

療環境為目標。隨著時代進

步，民眾需求增加，醫療品

質更要提升，藉由此類活

動，讓優質醫院累積的經驗

與大家分享，彼此檢討改

進，也能降低醫事人員執行

工作時的壓力。▌北部各縣市共三百多位專業醫事人員，齊聚台北慈院國際會議

廳，研習「病人安全標竿學習課程」，以提高醫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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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當教育　讚美作警惕

台北慈院趙有誠院長致詞時，歡迎大

家來到慈濟台北分院，也希望參加此會

的各院代表，能將所學帶回去與院內同

仁分享。亞東醫院吳建陞主任說：「遇

挫折時，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討論，是

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大家可利用這個

機會，彼此觀摩、借鏡。

台北慈院徐榮源副院長在分享「院內

外病安通報及落實分析檢討」之前，先

分享了一句靜思語「是非當教育，讚美

作警惕」，說明了慈濟醫院持續改善醫

療品質，營造更安全醫療環境的信念。

慈濟經驗　分享學習

除了講師用心準備詳盡的教材，學

員也很認真的聽課。在台北慈院醫療品

質資訊執行長暨神經科主任林信光介紹

「落實醫院評鑑基準」後，基隆長庚醫

院藥師董潔華立刻詢問台北慈院有關

「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推動小組」成員

的遴選方式及推動成效，充分達到學習

效果。

聽了台北慈院綜合計畫室的吳秋鳳

副主任談「提升醫療照護人員間溝通的

有效性」，恩主公醫院的護士陳雅華對

「單位間交接病人之標準作業程序」印

象深刻，她認為慈濟建立的交班內容清

單很值得學習。

亞東醫院感染科許孟璇醫師談「推

廣院內洗手運動」時，佐以影片說明，

但其拍攝的洗手步驟與疾管局公佈的程

序略有不同，在綜合討論時，市立仁愛

醫院企劃組的陳秀寬也針對這點提出疑

問，雙方一來一往的討論，互動很好。

亞東醫院藥劑部吳福森副主任的「多

重用藥與防範機制」、藥劑部孫淑慧主

任的「小兒用藥安全」，兩堂課程都內

容充實，讓參與的學員個個獲益良多，

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的趙麗錦曾參加

過類似的活動，覺得對值勤時頗有幫

助，因此邀約不同院區的朋友一起參加

這次研習。一整天的課程就在慈濟及亞

東兩家醫院無私的分享下，讓大家在實

務經驗上獲得改善，在用藥、照顧和感

染控制的安全以及品質改善，都收穫滿

行囊。(文／賴佩玉　攝影／王賢煌)

花蓮
六月十九日

大醫王慶生　病患獻感恩

六月十九日是花蓮慈濟醫院王立信副

院長的生日，當天曾被他從極度病危狀

況搶救回來的兩位病患獻上鮮花與卡片

為他慶生。他們與王副院長一起吹熄蠟

燭、切下蛋糕，感恩王立信醫師以堅定

的態度，相信他們可以治癒，他們才有

機會康復與他一起歡慶重生。

病患醫護齊歡唱　慶祝新生

二六東病房顯得格外熱鬧，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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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忠詔帶領著醫護人員和志工齊聚在護

理站前，為王立信副院長慶祝生日，其

中包括兩位病患也一起加入行列，一位

是今年才二十三歲的林虹吟，坐著輪椅

由媽媽推著出來，另一位方幸助，也在

家人的陪伴下，一起幫王立信副院長慶

生。

當王副院長一到達護理站，梁主秘

就熱情地將王副院長抱起，緊接著病患

的家屬也趕來獻花，此時護士們推出蛋

糕，大家一起唱生日歌為王副院長祝

壽，大病一場的林虹吟與方幸助開心地

和他們的主治醫師王副院長一起切下蛋

糕，紀念喜獲新生的一刻。

一個月內兩例　勾端螺旋體惹禍

「我們當時在加護病房外，除了擔

心難過，不知道還能幫爸爸做什麼……」

方幸助的孩子回憶上個月父親在北部醫

學中心的加護病房，經歷休克、緊急洗

腎、橫紋肌溶解，家人除了擔心無助，

只能抱頭痛哭，還好王副院長趕來探

視，從慈濟醫院的經驗中強烈懷疑是勾

端螺旋體感染，所幸主治醫師是王副院

長的學生，一切依照王副院長的建議治

療，終於很快的穩定病情，並轉診至花

蓮慈濟醫院。

另一位才剛滿二十三歲的林虹吟，

則是在五月初遭遇一場車禍，接著赴香

港旅遊即發現罹患蜂窩性組織炎，當時

強忍不適完成旅途，一回台之後病情急

轉直下，因為急性腎衰竭住進台北慈濟

分院，後來又快速惡化成肺出血呼吸衰

竭，結膜充血。

王副院長表示，這種病例死亡率非常

高，而且有百分之九十的比例需要一輩

子洗腎，但是他看到虹吟才二十三歲，

無論如何都不忍心她過著一輩子洗腎的

生活。王副院長指出，這種稱為古德巴

斯卻不明原因的症候群，文獻上有報告

可能是勾端螺旋體引起，但是只有百分

之一的機會可以查出，幸運的是前兩次

雖然都檢驗不出是否有感染，轉診至花

蓮慈院的時候，從急診抽出的血液中，

證實是勾端螺旋體惹的禍。

年輕女孩的感恩　見證視病猶親

虹吟十九日坐著輪椅，腿上放著一台

筆記電腦，她除了親手獻上卡片給她的

「師伯」──王立信副院長，更寫下了

一席由衷的感言，親口感謝師伯的救命

之恩。

▌病患方幸助(左一)與林虹吟(右一)都是因為感

染勾端螺旋體從台北轉診至花蓮，在王立信副院

長治療下，他們在病重時刻挽回寶貴的生命，

十九日下午與王副院長一起歡慶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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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您

就是茫茫大海裡最

明亮的燈塔。從來

沒有在哪位醫生身

上，得到這麼大的

感動，幸好有您，

我才能重新活下

來；因為每次，您

永遠都用一種很堅

定的眼神告訴我，

我可以堅強活下

來！對我而言，那

是我最大的強心針……您就是希望，是一

個躺在病床上茫茫然的人的希望，我真

的覺得老天爺很愛我，借你的手讓我重

生……」虹吟握著師伯的手，每一句的真

情告白，讓現場許多人紅了眼眶。

王副院長視病如親的態度，總是獲

得許多病患深刻的感恩，他更常常因為

病患問題棘手，親自到外縣市去探視了

解，總能在千鈞一髮之際，極力搶救回

病患寶貴的生命。其實，除了方先生和

虹吟藉由王立信副院長的手重生之外，

早在六歲時，王立信副院長即因救人一

命，在四十九年前就被披露在報上成為

名人。

半世紀前救一人　今救無數人
　

一九六○年的六月十四日，小男孩

王立信發現同年的玩伴掉入水池載浮載

沉，他除了鎮靜的請玩伴冷靜不要沉下

去，並在池畔伸手嘗試想抓住他，但是

未救上，機警的王立信馬上大聲奔跑呼

救；數分鐘後當時的花蓮醫院醫護人員

將池中的小男孩救上岸，送醫急救挽回

一命，同伴原本肝腸寸斷的父母終於破

涕為笑。這個故事事隔將近五十年後，

在今年五月廿五日的花蓮縣診所協會上

再度被提起，讓所有醫師相當感動，也

讓這個塵封將近五十年的故事重新為人

所知，沒想到，當時臨危不亂救人一命

的小男孩，現在已經成為救人無數的大

醫王。　

許多志工得知這個故事，都非常驚訝

因緣的不可思議。王副院長表示，就算

現在重新回憶，當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

目。這個消息重新見報之後，後來失聯

的當年玩伴再度與王副院長取得聯繫，

並表示近日有機會將再度回到花蓮與他

敘舊，令他相當高興。(文／吳宛霖)

▌王立信副院長在六歲時就英勇救人的事蹟，讓

志工們讚嘆因緣的不可思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