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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心  集

慈濟人醫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卅幾年前， 上人在花蓮舉辦的

義診。卅九年前 上人創辦了慈濟克難功德會，從投入慈善工作

開始。但是在幫助花東地區貧困的鄉親時，發現貧困的後面總

是有疾病的存在，特別是在當時醫療資源欠缺的花蓮，貧病交

加是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經過“一灘血”的衝擊，堅定了 上

人蓋醫院的決心，不收保證金的花蓮慈濟醫院終於在民國七十

五年正式啟業，提供給花東地區的鄉親現代化、溫馨親切而又

高品質的醫療照護。爾後，慈善、醫療、教育、文化四大志業

陸續蓬勃發展，分支會不僅偏佈台灣，也在國外逐漸生根。

美國分會首在洛杉磯形成，在黃思賢師兄的大力推廣下迅速

發展，同樣地發展慈善、醫療、教育、文化四大志業，座落於

阿罕布拉市的第一家美國義診中心於焉成立，那是西元一九九

三年的事。當時在各國陸續成立的分會、支會也開始做義診的

工作，尤其是菲律賓，在呂秀泉副院長的領導下，馬尼拉市崇

仁醫院的一群外科醫師們，每三個月到偏遠的地方利用當地的

學校空間做義診。而他們利用有限的資源做外科手術，麻醉、

開刀以及手術後的照顧，令人嘆為觀止，是其他地區爭相模仿

的對象。同時間，夏威夷的一群醫師們也加入了慈誠隊並成立

義診中心，開始召集海外做義診的人員討論如何互相支援。後

來又在洛杉磯討論了一次，決定報請成立一個全球性的組織，

以人為本的醫療團體，所以 上人決定採用人醫會這個名字。

起初菲律賓人醫會的成員安排每年九月回精舍和 上人一同歡

知福、惜福，再造福

慈濟人醫會
珍貴的機會
撰文／大林慈濟醫院 林俊龍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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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中秋佳節，後來印尼的人醫會成員也加入這個行程，參加的

人越來越多，這就演變成今天慈濟人醫會的年會，大家也趁這

個機會，除了報告各地區人醫會的種種活動以外，也互相切磋

如何能夠資源共享，大家能夠互相支援，讓人醫會可以更上一

層樓。

記得四年前大林慈濟醫院剛啟業，就承辦了人醫會的年會，

沒有舒適的場所，讓大家都睡在病房的地板上，相當的辛苦，

不過印尼來的Dr. Lusti說他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可會是記憶深

刻的一件事。有機會認識、參與、體驗以及分享是多麼幸福的

事。

這幾年來，有幸參與多次人醫會的義診，每次都非常的感

動。台灣北、中、南、東的義診，海外的菲律賓、印尼、越南

以及廈門、福建福鼎的義診，雖然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

但是慈濟人那份愛心、細心與用心，不管到那一個地方都可以

看得到。

能夠參與人醫會的義診，從一個從事醫療工作者的角度來

看，醫療作業其實是最單純的一面，與平常在診所或者醫院裡

面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能夠協助為病痛所苦的貧困眾生，

而應用畢生所學為他們盡棉薄之力，是從事醫療工作者最大

的報酬。我們辛苦半輩子努力讀書、實習，就是要讓它發揮功

能，能夠學以致用是最快樂的一件事情，不是嗎？

不過在另一方面，參加人醫會，有機會去學習，用眼睛看、

用耳朵聽，來了解 上人創造慈濟世界，這麼多的弟子如何把慈

悲喜捨的精神發揮出來，如何把『為佛教，為眾生』落實在工

作上。不管在哪一個國家，看到師兄師姊精心的策劃、細心的

安排，再用心地去執行，讓每次義診都能夠井然有序、圓滿成

功，傳遞對病患的尊重與關懷，這是大愛世界的最佳呈現，也

是我們學習的最好榜樣。

總之，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人醫會之門難入

今已入，我們得好好把握這樣的因緣，不僅努力參與，還鼓勵

更多人參加，製造機會讓其他從事醫療工作的同儕來體會這種

「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