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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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慈院中藥局活潑又有創意，研發各種新藥品與飲

品讓民眾有更多選擇，並透過嚴格的品管，讓老祖宗

的智慧有了新的面貌……

◆��農曆七月是佛教的吉祥月，位於花東縱谷南區的玉里慈院與關山慈

院，分別舉辦了莊嚴隆重的「平安吉祥祈福會」，帶領醫護人員與

病患虔誠祈禱與付出，了解戒慎虔誠、孝親感恩就能平安吉祥的真

義……

◆ 在臺灣定居十四年的高浩天，感動於慈濟人的美與善，從擔任大愛爸爸開始，

他努力做志工並參加培訓，證明雖然膚色髮色不同，但只要有愛，就能加入慈

濟大家庭一起幫助別人……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弦樂社愛心不落人後，在八八水災後來

到臺北慈院演奏，認真精彩的表演不但贏得滿堂彩，更募得不少愛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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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八月二十五日

中藥局巧心意 老智慧新創意

臺中慈院藥劑科在陳綺華主任的帶

領下，常是外部與內部的考核常勝軍，

得獎連連。其中，中藥局巧思不斷，平

常除了忙錄的門診調劑外，輪兩班上班

的藥師們得空便會自行研發藥材，在這

次的林邊義診中，更是發揮良能，提供

中醫師用藥新選擇，照顧災民與志工健

康。

中藥與西藥最大差別在於多數西藥

一種藥可能針對一項症狀，但中藥就有

「無限的可能」，不同中藥材搭配，便

有不同「花樣」可以變出來。臺中慈院

中藥師謝淑珍說：「這就是中藥好玩的

地方。」

以調和人體陰陽五行的觀點出發，從

基本的藥性歸類到不同種藥材的搭配使

用，進而幫助人體體質改善，中藥跟中

醫這種源自老祖宗的智慧，實在是深奧

的學問，本草綱目就記載一千八百多種

中藥，每種藥有不同方式的排列組合，

謝淑珍說：「想學還真學不完呢」！

細心調配  藥效好口味佳

於是，輪兩班上班的中藥師，得空會

自行用藥材研發調理體質的茶飲、生活

用藥，交給中醫師審定驗證，如臺中慈

院的特產：悅梅飲、五行養生茶、心怡

飲、養慧飲、暖福飲，以及還未上市，

就先送到災區給志工飲用的消暑茶都是

藥茶飲。

每研發一項飲品，中藥師們至少得花

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調配、熬煮。有些藥

性較苦，還會不斷想辦法用其他藥材中

和苦味讓民眾更易接受，抱著科學家實

驗精神，終於熬煮出讓大眾能接受口味

的藥飲包。另外還有醫治口腔黏膜組織

發炎、輕微外傷的清平散，以及依據明

代中醫師陳實功古方調配，可以防蚊的

生肌玉紅膏，要經過七至八天的調配，

兩種藥經過融解、混合、消毒與包裝四

個步驟後才能出爐。

大膽實驗嚴格品管

小空間發揮大良能

這一切，都是在坪數不大但「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的中藥局完成的，中藥

局用有限空間發揮最大功能，藥材調劑

區、保存區、煎藥區、藥庫一應俱全，

走進裡頭迎面而來的是混合著各種藥材

▌臺中慈院中藥局陳綺華主任(左一)不但帶領藥師

研發新藥，更充滿愛心，從臺中慈院八月十三日至

嘉義東石賑災，就開先鋒去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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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濃濃中藥味，中藥師活潑的個性更是

感染了協助裝藥材的志工們，曾有一位

志工說：「看他們忙成這樣，一刻不得

閒，還可以常常笑聲不斷，工作得很開

心。」

中藥局還配備了全國首創藥粉混合杯

集塵器，讓調劑時不會重複到前一位病

患的藥品；二十四小時由中藥局與工務

組同仁監控的恆溫冰箱，溫度一有異常

馬上會聽到警鳴，這項裝置幫助需要冰

存的藥材，如：漿果類、種子類藥物維

持好的品質；散發濃重藥味的煎藥室裡

擺滿大小不同的煎藥機，看中藥局同仁

忙進忙出，煎出好品質的藥飲照顧民眾

健康他們也開心。

藥師如來之心  醫療慈善妙融合

在藥劑科陳綺華主任的帶領下，曾

協助中醫獲得全國評選優等第一名，藥

品病安通報改善也是成果豐碩，錯誤率

低於百分之零點一；二十九位藥師中，

目前有六位持續精進碩博

士班；教學相長的藥劑科

更建立起良好的藥師進階

考核制度。去年四川大地

震，藥劑科更是衝前峰，

高達十位藥師自願自假前

往四川義診，最近八八水

災，台中慈院團隊前往嘉

義、屏東義診，藥劑科團

隊也天天報到！

中醫藥團隊在九月十四

日滿兩週歲，對中醫藥團

隊來說，最好的慶生方式就是醫療與慈

善的結合，以藥師如來之心、人醫仁心

發揮良能，幫助南部需要幫助的災民。

（文、攝影／梁恩馨）

▌吳秉峰藥師在義診現場凌亂的桌面認真整理出藥品清單，協助義診

醫療作業程序的改善。

▌「清平散」可以治療口腔粘膜組織發炎和輕微外

傷，研磨、混合等層層步驟由謝淑珍藥師手工完

成，需費時八小時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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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八月三十一日

關山
九月一日

正知正行共祈禱 平安吉祥滿人間

八月三十一日晚間，來自玉里鎮上的

鄉親及玉里慈濟醫院員工，以及九月一

日的上午，關山慈院的員工和病患們，

分別齊聚在醫院大廳，共同參加「平安

吉祥祈福會」，在靜思精舍釋德如師父

及釋德旭師父的帶領下，所有人瞭解了

普渡的真正意涵，除了正知正行外，大

家也同時為八八水災受災的鄉親們祈

福，共同祈求天下無災難。

大廳祈福告一段落後，師父也到一、

二樓門診及五樓病房，將具有環保意涵

的結緣品送給每一位病患和家屬，代表

將眾人的愛與關懷送到每個人的手中。

清淨心祭拜  最好的普渡是茹素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農曆七月最重

要的活動就是普渡，然多數人只知道跟

著祭拜「好兄弟」，卻不知普渡背後的

真正意涵。為了讓與會的民眾能正知正

行，八月三十一日祈福活動在玉里慈院

展開，張玉麟院長及慈濟志工何淑惠與

民眾一起分享不燒紙錢和戒慎齋戒的心

得。何淑惠說：「過去我也和多數人一

樣，每到普渡都準備豐盛的供品和紙

錢，但後來發現拜拜並非是把食物給祖

先享用，而是為了自己的口腹之慾，因

為祭品最後都進了自己的肚子裡。還有

燒紙錢，不僅往生的親人收不到，還會

造成地球暖化，所以現在我都以簡單方

式祭拜祖先，也不燒紙錢了。」師姊的

親身經驗，讓不少人都點頭稱是，心有

同感。

隨後，張院長以自己齋戒的經驗和

大家分享吃素的好處，院長說：「我每

天在醫院的時間比在家裡多，因此三餐

都是吃素，吃素不僅可不殺生，還能讓

我們的身體更健康。因為做醫生的壓力

▌德如法師(右一)與德旭法師到關山慈院的病房中

為病患祈福打氣，獲得病患熱烈回應。

▌德如師父在祈福會後一一發送祈福吊飾，民眾們

歡喜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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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有腸胃道的問題，但自從茹素

之後，明顯感覺到身體的健康狀況和過

去比較，已有明顯的改善了。」

一人一善  愛灑人間 

祈福活動中也播放著慈濟人在此次

八八水患中四處救災的影片，畫面中有

許多民眾因為土石流而失去親人或自己

的性命，雖然災難令人畏懼，但看到慈

濟人不畏艱辛發放、送餐的身影，讓現

場鄉親都相當感動。一位經營麵包店的

張女士看到一半就紅了眼眶。而一位就

診病患雖然身上還掛著尿袋，依然到場

為了替眾生祈福。還有一位阿嬤帶著兩

位小孫子一同前來，希望他們能從小培

養敬天愛地的精神。   
大廳祈福會告一段落後，為了將愛遍

灑至醫院的每個角落，師父轉往門診及

病房區。辛苦的醫護同仁拿到祝福吊飾

都相當開心，直說一定要好好保存。此

時，雖已晚上八點多，在診間裡仍有不

少的民眾候診，德如師父及德旭師父親

切的將結緣品一一分送給鄉親，祝福每

個人平安吉祥，並提醒每個人，最好的

普渡就是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另外，在五樓病房內，雖然有些鄉親

因為病痛而躺在床上，但是祝福並不因

此受限，大家的用心，讓病患和家屬都

相當開心。遇到無法說話的病患，師父

們會貼心的將結緣品掛在點滴架上，讓

大家都能同感祝福。這一切的用心，讓

夜裡的玉里慈院，每個角落裡都充滿著

祝福與感恩。

孝親感恩  七月是吉祥月

九月一日，祈福的腳步來到臺東的關

山慈濟醫院，在常住師父引領下，醫護

同仁及志工踩著沉穩的步伐向宇宙大覺

者行禮，從獻燈、獻果、獻花，在莊嚴

的氣氛中放下平日的緊張和煩惱，靜心

祈求人人都能身心內外明亮，時時種善

因得善果，進而日日圓滿吉祥。

人人透過祈福與省思，都感受到七月

的齋戒孝親、感恩吉祥。

民間農曆七月為一般俗稱的鬼月，為

改變民間的誤解，證嚴上人每每利用祈

福會時告訴大眾，七月是孝親月、感恩

月，是齋戒月、是吉祥月，鼓勵大眾要

茹素，不殺生，迴向更多善因給父母，

更要在父母健在時多多盡孝道，莫等到

七月才來普渡，往生的父母親永遠感受

不到。

今年的八八水患更是告訴大家大地反

撲的鐵證，會中播放慈濟醫護同仁於第

▌玉里鎮的民眾和醫護人員一起齊聚醫院大廳，在

靜思精舍德如法師（左一）與德旭法師（右一）帶

領下，進行莊嚴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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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至太麻里、利稻等災區義診之救

護工作，更將基金會的服務最新數據統

計讓所有與會大眾了解，會中醫護同仁

與社區民眾一起唱誦讀靜思語歌曲，藉

由演出與分享，讓大家再溫習靜思語如

何在生活化中影響我們的一言一行，靜

靜想一想好好讀一讀，慈濟四神湯「知

足、感恩、善解、包容」不就是生活最

佳寫照。

在聲聲祈禱中，真誠的心念感染在場

大眾，有人流下眼淚，就是因為不捨、

就是因為善心，期待人人都能延續這份

虔誠，營造祥和的社會。

師父志工獻祝福 病房洋溢歡樂聲

大廳的祈福穩重莊嚴，病房則是溫

馨歡樂，除了如師父、旭師父的祝福，

蔡秀琴師姐、胡玉貝師姐、田明宏師兄

等人更是與布農族病患家屬唱起布農族

歌曲，曾經擔任大愛劇場「美麗晨曦」

臨時演員的阿嬤住院，看到胡玉貝師姐

本人，更是快樂的用手打拍子，一起唱

著美麗晨曦主題曲，也忘

掉了疼痛，阿媽的兒子直

說「好感動！好溫馨！」

（文、攝影／楊柏勳、陳

世淵）

大林
九月十二日

以臺灣為家 外籍志工樂助人

 「他們要下車時候，就要用手幫他們

遮住，可以問候『你好』」。與高浩天同

在大門口服務的林志郎利用空檔「傳承」

服務技巧，高浩天也用心地學以致用，一

看到有民眾的車子停下，就立刻上前招

呼，協助民眾上下車，如果有需要，則會

推來輪椅，其他師兄也會適時教他如何準

備輪椅，怎麼招呼病人，彼此之間不因國

籍、語言不同而有所隔閡。

勤練本土語  外國志工揪感心  

「臺語的早安是   早。」「那晚上

呢？」不會說台語的高浩天在服務阿

公、阿嬤的過程中，不時地請教其他

「前輩」，學習簡單的台語問候語，希

望化解服務的障礙，為阿公、阿嬤提供

▌奧地利籍的高浩天(左)不但在

臺灣落地生根，更因為認同慈濟

人的美，決定加入這個大家庭，

努力做志工培訓成為慈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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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及時的協助。

「耶！師兄你是外國人嗎？」當高浩

天在另一位慈濟志工楊承濃陪伴下到醫

院各處認識環境時，急診的護理人員開

心地和他打招呼。雖然帶著口罩，立體

的五官和高挺的身材，很容易就看出高

浩天的西方人身份，對於較少見到外國

人士的民眾和同仁來說，難免引來好奇

的目光。

大愛爸爸前進菩薩道

志工經驗見苦更惜福

今年四十九歲的高浩天十四年前由奧

地利來到臺灣，定居於大林。從書上知

道慈濟這個團體，再加上慈濟在大林蓋

醫院，有了更多接觸的機會。高浩天的

妻子就在附近的中林國小任教，幾年前

他也在那裡教英文時，常看到慈濟的師

兄姊到學校協助辦活動，還有慈濟的大

愛媽媽，讓他覺得「很美！小朋友都很

喜歡她們。」因此主動詢問可否加入，

四年前起，他就加入了「大愛爸爸」的

行列，如今，更開始接受培訓，繼續往

慈濟菩薩道邁進。

第一次來到醫院當志工，高師兄除

了在大門口服務外，前一天還曾到日照

中心服務老人家，陪著阿公、阿嬤們唱

歌。高浩天分享道，因為自己是西方

人，以前和台灣人不容易有機會聊天、

有肢體接觸，但當了志工後，還是努力

做到，尤其師兄姊們也會教他如何照顧

老人家，讓家有八十八歲老爸爸的他，

收穫頗豐。

「看到老人家，想到自己以後也會

老，所以要努力做好事。」三天的志工

服務，讓高浩天師兄很有感觸，他說

「看到生病的人很痛苦，才知道我們是

很幸福的，還可以幫人。」高師兄用不

太「輪轉」的國語，表達了對「見苦知

福」的體會。（文、攝影／黃小娟）

臺北
八月二十二日

真情傳遞  弦樂飄飄募愛心

不論是電影暢銷金曲或是古典經典名

曲、還是感性浪漫樂曲及民謠的饗宴，

臺北市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弦樂社用樂聲

拉近與病患和家屬的距離，激起愛與善

的循環，這是繼八八水災愛心募款音樂

會之後，再一次真情傳遞。

臺北慈濟醫院的陽光大廳每天固定有

▌利用空檔，高浩天(右)向大林慈院的資深志工林

志郎討教服務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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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表演提供民眾欣賞；或單人獨奏，

或多人組團合奏，領域橫跨中西，音樂

人接力當志工，透過琴藝撫慰病苦。八

月八日莫拉克颱風肆虐，為南台灣帶來

百年來最嚴重的水患，音樂志工們在此

最傷痛的時刻，藉著自己的才藝，募集

善款，救助災區。

家有慈濟人  年輕學子以樂傳愛

「八八水災」過後，北一女弦樂社

至台北慈院表演。弦聲繚繞動人心，激

起了善的循環，為八八水災南部災區鄉

民募集善款；弦樂社社長方瑜指出，她

的外公外婆在慈濟當了二十幾幾年的志

工，在老人家的支持下，促成了這二場

「弦樂飄飄，杏林春暖」的服務演出。

方瑜長期就讀音樂班，也是臺北愛樂青

年管弦樂團的大提琴團員，在經常參與

的音樂表演節目之中，常常感受到掌聲

與喝采交錯之間，臺上與臺下溫暖擁抱

的美好，於是發願要讓未來北一女弦樂

社的音樂也如此被期待：「在外公外婆

的鼓勵下，我開始思考如何壯大音樂神

奇的力量，於是有了這兩場慈濟音樂會

的發想。」

靜思語佐經典曲 

病患心開醫護舒壓

北一女中弦樂社於一九八六年創立，

是由一群熱愛古典音樂的學生所組成，

今年已邁入第廿四屆。此次演出由王思

穎老師率領指導團練，同學們除利用課

餘討論、分工外，並於暑假進行密集的

培訓。因平日常一起練琴切磋，社員們

不但琴藝精進，也培養出良好的默契。

北一女中弦樂社抱持著以「愛」深

耕，以「樂」服務的理念，期盼藉由多

元曲目的精緻展現，並結合現場專人的

解說導聆與相關靜思語的誦讀分享，為

社區的就醫環境營造寧適舒雅的氣氛，

為獻身杏林的醫療人員提供紓壓減擾的

管道，也為備嘗煎熬的病患、家屬釀製

撫慰心靈。同學們堅信，藉著樂聲可實

現「珍惜所愛，藝術常在；耕耘生命、

促進健康」的最高理想。

北一女中弦樂社擅長弦樂合奏及弦樂

四重奏，並嘗試雙小提琴協奏、歌曲演

唱、鋼琴三重奏、大提琴獨奏及四手聯

彈等多重演出形式。這場演出，帶來了

多首電影暢銷金曲、古典經典名曲、感

▌在北一女弦樂社優美精彩的表演中，一位小女孩

在母親的鼓勵下將愛心投入募款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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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浪漫樂曲及民謠的饗宴，其間並穿插

以作曲家與樂曲認識的解說導聆、搭配

以相關靜思語的誦讀分享，與臺下病患

及家屬進行了良好的互動交流。

真心的付出  實質的回饋

「籌備音樂會，我們需要和時間賽

跑；練習曲子，我們也需要和毅力拔

河！但在觀眾席間見到輪椅和點滴筒交

織的畫面，是特別具有震撼力的；而在

捧回募款箱時感覺到內容物的晃動，心

中更是雀躍的……果然人間最美是溫情

啊！」方瑜代表北一女中弦樂社演出成

員們所發表的心聲，道出這群年輕學子

堅持「獨苦，不如獨樂；獨樂，不如眾

樂；眾樂，不如眾樂樂。」的信念在這

場演出中獲得了印證！更感謝學校及社

團王老師自始至終百分百的支持，以及

慈濟社服人員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熱情

支援！

北一女弦樂社在志工服務的路上所

跨出的第一步，將是使命傳承的開始，

在一片叫好聲中，同學們決定於十二月

十九日再到臺北慈濟醫院舉辦第二場演

出，用樂聲拉近與病患和家屬的距離；

也期待她們下一場同樣懷抱服務赤忱的

精采表演！（文／陳世財   圖片由北一

女弦樂社提供）

▌北一女弦樂社團員年紀雖輕卻充滿愛心，他們準備了精彩的曲目到臺北慈院表演為八八水災募款，演奏時

每位團員都全心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