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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在感恩
◆ 撰文／林碧玉

發行人的話

黃昏時分微風徐徐，西部的夕陽真

美，晚霞暈紅了半邊天，漫步於暌違已

久的大林慈院園區中，眼前大地綠油油

一片，當年小小幼苗的大葉欖仁、樟樹

等如今均已茁壯，茂密的枝葉迎著微風

如波浪般搖曳生姿。時間過的好快，一

轉眼時光飛逝已十年，猶記得當年要在

一片甘蔗田中建構慈院，ㄧ群慈濟人頂

著豔陽，生澀的舉起鋤頭、砍材刀，揮

汗砍除已近枯萎的甘蔗，緊接著甘蔗田

中湧出如博物館般的慈院，增添鄉間小

鎮典雅、藝術、人文標竿，最重要的是

發揮守護中南部居民的健康，搶救無以

數計的生命，更甚者挽回無數瀕臨破碎

的家庭，大林慈院真正做到了，醫病、

醫人、醫心的全人醫療，以及全家、全

程、全隊、全社區的完整醫療照護。

大林慈院同仁們十年來用真心耕耘慈

濟醫療，是因為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當

年全球慈濟人頂著豔陽，或荷鋤整地、

或彎腰呼喚「一包水泥一份愛，一噸鋼

筋一世情」募款匯回台灣建院的辛勞。

園區中有環保資源回收場、有菜

圃，遙望同仁們利用下班時間，進入菜

圃澆水拔除雜草，自己製作的有機肥香

味四溢，不損耕地護大地的情懷，是醫

病的大醫王，也是保護大地的大仁者，

豈不令人欽敬呢！

浸淫於草香、青菜香中，思維轉而

浪漫，回憶前幾天在如花園般的臺中

慈院，陳子勇副院長分享「堅持與圓

融」，談到身為神經外科醫師著重搶救

生命的效率，直言直語習慣了，經常會

忽略了「圓融」的重要，因此發願永遠

守護臺中慈院，構築高效率、高品質、

高科技的醫療，而其核心價值鏈是高人

文，因為人文關懷的鞏固，才是真正固

本的醫療。

望著半夜猶守護病患身邊的他真情流

露神情，不僅專注進行鋰鹽治療脊髓損

傷病患人體試驗，更是積極推展用幹細

胞療治脊髓損傷疾病，每每看他細說企

盼脊髓損傷病患能有站起來的那一刻的

眼神，其真心、真情豈能不動容呢？

眼前又浮現年輕的神經科張醫師，專

心的推展暈眩治療，談到頭暈的盛行率

百分之十七，其疑難處難知難解不可勝

數；有一位四十五歲婦女，那怕在床上

翻身就會頭暈天旋地轉，因擔心長腦瘤

而逃避現實，只到診所拿止暈藥，輾轉

困頓幾近一年，因緣巧合來看張醫師的

診，原來是難以診斷的耳石脫落症（良

性陣發性姿勢性眩暈）。更妙的是一位

四十歲婦女，以前不會經常笑，近來忽

然不時開懷大笑，原來一顆腦瘤壓迫在

功能性腦葉上，促使他不由自主的大

笑；一種頭暈萬種病因，醫者探究罹病

來源，猶如大海中尋浮木，非大耐力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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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其功。

此次隨上人行腳至大林，簡院長請

大醫王們以左腦與右腦對話為主題提出

專業與人文之分享，一時，第一會議室

是知性的分享，更是感性的互動；呂主

任提供專家的論文佐證，並請聽眾們舉

起雙手不要動，再說左腦主管邏輯是知

性的、右腦主管藝術是感性的，並請大

家看看自己的手，右手掌輕貼在上或在

下？開始分析：右右人是自己挑戰自己

類型，左左人認真有一點冷酷，右左

人、左右人等等……熱鬧滾滾，緊接著

報告專長的「關節鏡軟骨再生手術」是

他研發出來領先世界的創建手術，他自

我分析是用右腦發展出來的手術（藝術

性、感性），如今國外有許多人聞訊前

來治療。

呂主任更幽默的說過去是「夕陽無

限好，只是近黃昏」，如今有了此創建

手術可以達到「夕陽無限好，黃昏更燦

爛」，因為只要我們願意，老人有機會

能同時運用左右腦，奇妙的人腦能持續

形成新記憶。

令人欽佩的心臟外科張醫師，用感性

的話語分享，一位老奶奶到某醫院急診

疑似心肌梗塞，危急中阿嬤堅持轉院到

大林就醫，果然是心臟兩條血管阻塞，

緊急施以「不停跳心臟繞道手術」，術

後恢復良好，沒想到晚上出現排便困

難，隨即陷入昏迷量不到血壓，心跳一

分鐘十到二十下，張醫師雖開始急救，

猶擔心阿嬤洗腎心臟不好又骨質疏鬆，

若心臟按摩壓太用力會骨折等等。好不

容易搶回生命，張醫師徹夜守護在病床

邊不敢離開，天一亮，忽然看到阿嬤睜

開眼睛，張醫師欣喜並哽咽的叫著：

「阿嬤，有聽見我在叫您嗎？」，更不

由自主一個箭步跑向前抱住阿嬤：「聽

見我在叫您嗎？阿嬤」，此時的他已不

是醫師，已是阿嬤的眷屬。聽著張醫師

喃喃細述，他不僅用心搶救生命，更是

用情守護生命，知性治療感性關懷應是

左右腦並用，其仁心豈是筆者所能揣測

呢！

大林慈院雖座落鄉間小鎮，擔負雲嘉

兩縣預防醫學重任，今年更是下鄉義診

做「複合式癌症篩檢」，雲嘉兩縣向來

罹患癌症百分比高，同仁們不捨病患不

知重症已至之情，紛紛放棄假日勇於承

擔下鄉義診工作，這不僅僅是大醫王的

發心，更重要的是背後家庭的支持。對

啊！誠如骨科簡主任所言，慈濟的醫師

精通十八般武藝，從手語表演、農耕種

菜、種稻、為貧病家庭打掃，為病患洗

澡等等樣樣皆通，專業的臨床、研究不

能少，教學呢？對學生更要「傳功夫、

搏感情」，是以心傳心身教言教醫病師

生情，非功能技術傳承的教學。

而慈濟醫療團隊們，令病患與筆者

最最感動的，應該是

他們時時在言行中、

在身行中，散發出一

份對病患的感恩心，

其感恩至情必也是家

人對他們支持的泉源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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