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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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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醫療站的故事
大水漫過翠谷間美麗的家園，圓滿的是嘉南地區用水的渴望，

卻註定寫下大埔鄉謀生不易、人口遷徙的劇本，

在無醫療的鄉里，侈言生病的權利。

當大林慈濟醫院允諾，將醫療的愛送到大埔，

刻骨的病苦得以拔除，深埋心中的怨苦得到膚慰；

急病得治，重病有醫，專科視訊，宛如大埔有醫院……

在大埔醫療站裡，就像身處鄉民的家中，

噓寒問暖話家常時，盪著一波又一波的笑容……

對大埔鄉民來說，醫療站的大林人都是家人；

對長期駐診的大林慈院同仁而言，

大埔早已成另一個舒緩心靈的家。

且與我們一同聽聽發生在大埔醫療站的故事……

間間

文／姜讚裕、黃小娟、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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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起一年多前急病發作的經過，陳勇成

夫妻倆還是感覺萬分驚險，總歸一句，幸

好有大林慈濟醫院守護大埔鄉民的生命與健康。

雖然已經一年前的事了，大埔居民陳

勇成的太太張莉娟，談到先生當時危急

的狀況時，仍然不禁露出焦急的憂愁！

陳勇成，六十出頭歲，長得黝黑精

壯。想說「靠水吃水」，夫妻倆在大埔

開設划釣場，以船划載客人去釣魚，生

活不算富裕，日子倒也過得自在。   

大埔急診站  半夜白天隨叩應

張莉娟說，她記得很清楚，那是在

去年農曆過年前一個禮拜，剛好是周

六，他先生傍晚從划釣場回來，一直冒

冷汗、全身無力，她勸先生趕快去看醫

生，先生直嚷著休息一下就好了。沒想

到拖到半夜時，狀況不見好轉，變得更

嚴重，他們只好去敲大埔醫療站的門，

把林繁幸醫師叫起床，實在很不好意

思。莉娟說：「林醫師一看，就說是急

性心肌梗塞，要馬上送醫院，不但先幫

我先生降血壓，還先聯絡好醫院。等我

們坐救護車趕到大林，整個醫療團隊已

經在那裡等了。實在很感恩！」

莉娟提到，她先生住院一個星期，

回家還剛好趕上過年。住院期間，會上

大埔服務的護理人員珮瑤、淑蘭都去關

心。她強調，住大林真的有家的感覺，

醫院同仁知道他們是大埔的鄉親，好像

都特別照顧。

大約半個月前，他們又「麻煩」了醫

療站一次。陳勇成在房間內噴殺蟲劑，

竟然自己中毒，上吐下瀉、全身無力，

這次是日正當中送到醫療站急診。林醫

師緊急處理後，陳先生的狀況才緩解。

即使是莉娟自己，也有緊急找醫療站

的經驗。「兩三年前，也是半夜時分，

我突然肚子痛到站不直身子，不得已只

好去醫療站求診。」半夜一點多，林醫

師察看後，打兩針就好了。莉娟強調，

「如果沒有醫療站，我光是下山到醫院

還要多痛兩個小時哩！」

依山傍水好環境  

經濟凋零人口稀

大埔鄉位在嘉義縣最南邊，為群山環

繞，曾文溪貫穿全鄉，原本是良田千頃

的沃野谷地，在一九七三年曾文水庫峻

工後，全部被淹入水中，使得鄉內農業

經濟型態為之丕變，之前盛產稻米，現

在只能圍繞著水庫在山坡上種植竹筍。

原本還期望美景天成的湖光山色能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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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觀光，沒想到連年的風災、交通的不

便，讓遊客裹足不前。     
由於經濟凋蔽、謀職不易，人口外流

嚴重，雖然登記的戶籍逾四千人，實際

居住人口可能只有兩千多人，無怪當地

居民常自嘲：在大埔，臺灣黑熊可能比

人還多。

「小病忍，大病滾」，是過去大埔

鄉親的寫照，下山一趟大不易，如果不

是鄉民覺得情況控制不住，往往忍一忍

就過去了。萬般不得已要掛急診時，就

得環繞將近兩個小時的山路才到達最近

的醫院。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在

十四年前與慈濟人醫會到大埔鄉義診，

深悉山區居民欠缺醫療資源的窘境。

一九九五年健保開辦後，原本寄望

能夠改善當地無醫鄉窘境，沒想到大埔

雖然地處偏遠，但因海拔不高，並未被

列入山地離島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IDS) 中，仍然招不到醫師駐診，仍是

全臺灣極少數的無醫鄉之一。

鄉親如果生病不適，往往需盤山過

嶺、舟車勞頓約二小時的山路，至臺南

縣或嘉義市，才能獲得醫療上的滿足。

在居民的口述中，以前有不少病人就在

這樣的交通延宕中而往生。

人醫會先顧大埔  

五年後大林接手

看到了居民的醫療需求，南區慈濟人

醫會自一九九七年開始每月上山義診，

提供內、外、婦、兒、牙科、眼科、中

醫等醫療服務。至二○○一年，衛生署

將大埔鄉納入 IDS 計畫，在大埔鄉成立

醫療站。在二○○二年大林慈院即接手

大埔醫療站的營運，提供白天門診、夜

間急診服務，全年不歇業。

在醫療站設立初期，新成立的雲嘉

南區人醫會還持續每個月一次的大埔義

診，與醫療站相輔相成，提供更多科別

之義診及社區衛教服務，並與公所合

作，關懷大埔鄉獨居老人並提供往診服

務，及至醫療站運作穩定後，人醫會於

二○○四年轉型為往診及衛教，並逐漸

引導民眾回歸醫療體制就醫。

生病不用強忍  大半居民就醫

為了提供大埔居民常態性的醫療服

務，醫療站除了每周一至周五整天都有

固定的門診外，每天晚上及星期假日也

大林慈院承接大埔醫療站 IDS 計畫，不

管急症或慢性疾病，大埔鄉民不須再擔

憂長途下山的交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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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位於省道臺三線上的大埔鄉，境

內風景秀麗，全臺灣最大的曾文水庫就

座落其間。如果山路不通，就要靠船筏當成對

外交通工具。攝影 /張堂偉

上圖：從一九九七年開始，雲嘉南區人

醫會就固定上山為大埔鄉民提供免費義

診服務，一直到大林慈院固守醫療站後，才轉

型為往診與提供社區衛教服務。攝影 /張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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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醫師待命，提供二十四小時的醫療；此外牙科、中醫科與小兒

科也提供固定的診次，共同守護鄉親的生命與健康。

大埔醫療站成立至今逾八年，統計至二○一○年九月底止，西醫

部服務已超過五萬五千人次、中醫也超過一萬四千人次、牙醫超過

一千五百人次，復健診察加上復健也有一千四百人次，大概一半以

上大埔鄉民都在醫療站看過病。無怪大埔鄉親陳勇成就表示，過去

也有其他醫院來支援醫療站，但診次、醫師與科別一直無法固定，

自從大林慈院來認養後，大埔鄉親的就醫就方便多了。

遠距視訊會診  各科專家現眼前

為了更進一步服務鄉親，醫療站更自二○○五年六月起啟動視訊

會診，讓山區居民也能夠享受到醫院級專科醫療的服務，持續至今。

「阿公您好！」林俊龍執行長笑瞇瞇的，親切有力地跟前來求診

的病患打招呼。

阿公一臉茫然，看著出現在螢幕上的影像，楞楞地說回應：「呃……

您好！」在大埔醫療站這邊的林繁幸醫師在一旁趕忙補充：「您有

哪裡不舒服，可以大聲跟執行長講。」

經過林繁幸醫師的提醒與解說，阿公對著電視螢幕裡的執行長，

很快把身體的不舒服一股腦地說出來，也從螢幕裡傳出解決的診

斷。

雖然在大林慈濟醫院「認養」了大埔醫療站後，大埔地區終於能

獲得常態性的醫療服務，但大埔的專科資源仍較缺乏，大林慈院為

大埔醫療站也會舉辦大型成人健康篩檢活動，希望早期發現疾病，也

藉機教育大埔鄉民正確的健康概念，懂得保養身體。攝影 /高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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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讓鄉親免於舟車勞頓、替病患爭取診

療時效，於二○○五年六月七日展開了

專科的視訊會診服務，透過視訊系統與

醫囑雙邊連線，遙隔將近六十公里的兩

地醫師，可以在同一時間為同一病患看

診。

還記得剛開辦的那一天，「哇！怎

麼這麼方便！以前不曾這樣過耶！」一

位太太透過螢幕看到醫生，開口連連驚

嘆！在螢幕彼端會診醫師的囑咐下，於

診間內的林繁幸醫師協助進行量血壓、

量脈搏、觸診，並將病患資訊提供給會

診醫師，就可以進行進一步的處置。

地處偏遠的醫療站，沒辦法讓所有醫

師都過去，運用科技為媒介，一樣能提

供專業、溫馨、方便的專科醫療服務。

林執行長在升任醫療志業執行長後，疼

惜大埔鄉親，仍維持每月第一週的星期

二早上與大埔連線看診，偶爾分身乏

術，還直接由花蓮連線大埔，遠在數百

公里外為鄉親服務。林執行長強調，視

訊會診不是看診，而是透過林繁幸醫師

及護士提供資訊，一起解決病人的問

題。

大林慈院於大埔醫療站提供視訊看

診服務至今已逾五年，每月四次，提供

心臟內科、腸胃內科、胸腔內科及新陳

代謝科等專科服務，至今看診人次已近

八百人次，尤其以心臟內科及新陳代謝

科需求較高，至於腸胃內科及胸腔內

科，則因為多需要侵入性檢查，有需要

還是要請鄉民往醫院跑一趟。

鄉里的奇蹟  醫療陪伴見重生

在前有老父、後有復健師的攙扶、

打氣下，葉振宏一步又一步的走在大埔

醫療站候診大廳的磨石子地板上。一旁

等候看診的鄉民彷彿見證「奇蹟」的誕

生，因為一年前被接回大埔時，葉振宏

還是全身僵硬、沒有行動能力，生活起

居全得靠父親。

一年來，每個星期四上午，父親葉

清發總要費盡力氣地帶著兒子來到醫療

站，給中醫科葉明憲醫師針灸治療。到

了下午，父親還要再帶葉振宏到醫療站

大埔醫療站上的視訊會診等於把整個大

林慈濟醫院的專科服務都搬上山了，讓

鄉民享有全科醫療，鄉民只要透過螢幕就可以和

大林慈院的醫師對談，由林繁幸醫師協助會診。

攝影 /張堂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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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物理治療師朱皓儀做復健。就這麼一

周又一周的治療與復健，葉振宏爭氣地

開始從手腳能動，到現在能自己爬上治

療床等候針灸了。

「十個有九個沒救！」提起兩、三年

前的意外，還有這一段時間辛苦復健的

過程，葉爸爸忍不住哽咽，而無法言語

的振宏更是頻頻拭淚。當年擔任板模工

人的振宏，不慎從高處摔下撞到後腦，

造成腦血管瘤破裂，結果下半身癱瘓。

提起這段痛苦的記憶，葉清發心有餘

悸。然而幸運活了下來的振宏，卻也喪

失了說話和行動的能力。

因為新竹的住家附近，沒有可以提供

復健等醫療服務的醫院，媳婦要兼顧工

作和家務，已沒有餘力舟車勞頓地帶兒

子到醫院做復健，而大埔與新竹有一大

段距離，老爸爸也很難拋下農務常常北

上，因此一年多後，振宏的狀況並沒有

獲得改善。

看著兒子日漸消瘦的身軀，葉爸爸心

裡著急，難道兒子就此臥床一輩子？在

幾經打聽之下才發現，在大埔老家附近

的慈濟大埔醫療站，就有提供中醫和復

健服務，葉清發說服媳婦，讓他把兒子

接回老家照顧。奇蹟，才得以在大埔醫

療站發生。原本連頭都抬不起來的振宏，

經過中醫針灸、用藥調理，加上持續復

健，狀況逐漸好轉，手腳逐漸有力氣。

父子情深感動  醫護往返不覺苦

雖然振宏至今在生活上仍無法自理，

洗澡、餵飯全靠爸爸幫忙，但葉爸爸卻

不以為苦，總是滿面笑容地陪著兒子來

看診、做復健。不時轉頭叫著兒子的名

字，父子間的溫馨互動讓人動容。

「二月份來到診間時，葉振宏全身僵

硬、不太能動。」還好有了父親的決定，

讓振宏有機會脫離癱瘓臥床的下場。葉

明憲醫師手腳俐落的扎好針；在腳部的

針灸是做肌肉力量的復健，能讓氣通

暢，至於在肚子上的溫灸能補虛寒，讓

身體強健起來。其實如果不是拖延了治

療復健的時間，復原的效果會更好。葉

明憲安慰耐心十足的葉清發：「現在好

的，都是賺到的。」

把兒子接回大埔照顧，反而因為有醫療

站而能長期復健治療，是爸爸葉清發之

前不敢期待的成果。圖為復健師朱皓儀 (右 )與

葉爸爸陪兒子在醫療站的大廳復健。攝影 / 于

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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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清發期盼著有一天兒子可以恢復健

康。雖然無法言語，振宏急切又時而自

責的眼神，是對父親的感恩，也用辛勤

配合復健來實現恢復健康的願望。

「葉醫師服務真好！」葉爸爸對於大

埔醫療站的醫師、護士和物理治療師有

著無限的感恩，想不到在這偏遠的山村

裡，可以讓兒子就近得到這麼好的醫療

照顧。而對醫療站的同仁來說，能看到

振宏一天比一天好起來，看到這對父子

的感情，每週由山下往返醫療站的路程

也不覺辛苦了。

八年多了，發生在大埔醫療站的故

事，還在持續……

醫護團隊細心照料前來就診的病患，讓偏遠的山區民眾也能享有高品質的醫療照護。攝影 /

于劍興

來到大埔醫療站的護理同仁，除了護理

照顧外，也要幫忙張羅醫療站大小事，

充分發揮功能，而鄉民對醫護同仁早當成自家

人看待了。攝影 /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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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山越林採收麻竹筍，靠山吃山的大埔鄉民練

就耐苦的心志，總是忍到身體難以動彈時才來大

埔醫療站。一身的痠痛，盡是過度勞動的證明。

大林慈院復健科物理治療師朱皓儀每周固定上山，

心疼鄉親的苦，更賣力地陪伴復健。

僅能緩解不適  為鄉親多做一點  

除了舟車勞頓，每每在山上都會被蚊蟲咬傷，

但皓儀還是樂此不疲。每周三下午皓儀就會坐上

計程車，前往大埔醫療站，為大埔鄉親提供兩個

半天的復健服務，至今已持續近三年。

原本大埔醫療站的復健服務，是由治療師們輪

流上山，幾次之後，未婚的朱皓儀自願固定上山，

每次都是中午出發，當天下午和隔天上午為鄉親

服務，隔天中午才下山。

「大埔的鄉親身體『差』到不行！」皓儀有感

而發。因為山區難免要爬坡、下坡，工作時或蹲

或站，退化性關節炎是鄉親們最常罹患的疾病，

然而復健最難有成效的就是退化性關節炎，很多

真
心
一
翦
梅

─
─

	

復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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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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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都是等到需要開刀了才來做復健，

而一復健完，就又趕著回去工作，讓皓

儀的協助很難發揮太大的效果。

「有時間持續來做復健的，都是家中

經濟狀況較好的。」例如，一位五十肩

很嚴重的鄉親，原本連手都舉不起來，

做了幾次復健，手舉得起來之後，沒有

時間讓身體休息，就又要開始工作，就

中斷復健了。像這樣周而復始，皓儀也

只能在鄉親們前來求助時，盡力緩解他

們的不適了。

重症復健見效果  

希望幫助深山人  

既然復健能幫鄉親的有限，朱皓儀常

會在下山時幫忙代買防護套、枴杖、護

膝、護腰等醫療器材，讓鄉親們在回到

工作崗位時，至少有一點器材的輔助，

還可以繼續為生活打拚。

一天，就著大埔醫療站的候診區，皓

儀跟在後頭緊拉著曾經四肢癱瘓的葉

振宏復健，前面還有葉爸爸陪著。儘管

仍然舉步維艱，但和幾個月前癱軟在床

的情況已經改善許多。朱皓儀說，反而

是像振宏這樣的重症病患，因為可以訓

練復健動作，回家後還可以自行練習，

比較容易看到效果。只可惜山上復健器

材畢竟不如山下齊全，很多重症患者復

健到一定程度後，就會面臨瓶頸，面對

家屬期待的眼光，皓儀難免有無力感，

復健治療師朱皓儀自願每週到大埔醫療站服務，鄉親純樸的回饋讓她保有持續上山服務的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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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希望還能幫他們多做些什麼。

朱皓儀說，振宏和罹患腦性麻痺的吟

淑都是住在大埔街上，所以家人可以推

著輪椅送他們到醫療站接受治療，像這

樣的重症病人，相信在深山裡一定還有

很多，只是可能家屬無力送他們到醫療

站來。目前配合政府的長期照顧服務計

畫，只要符合資格的病人，醫院就可以

提供居家復健服務，讓家屬不必苦惱接

送問題。

山區生活像度假  

感受大埔鄉情濃   

山區的交通確實不便，皓儀第一年上

山時，常遇到大雨、濃霧，計程車在山

路上又開得飛快，加上有時山路會無預

警坍方，沿路都是提心吊膽。皓儀想起

之前曾與復健科王淑怡醫師到個案家

中做居家服務，因為天雨路滑，在山間

曲折難行的小路上，計程車找不到個案

家的所在，因為爬不上一處陡坡，輪胎

還陷在爛泥中打滑，讓她和王醫師膽戰

心驚，最後兩人決定棄

車步行，回來時膝蓋以

下全都是泥濘，如今回

想起來，皓儀只覺得刺

激好玩，但當時實在是

十分危險啊！

除了山路危險，山上

的蟲蛇也讓自小在高雄市長大的皓儀

招架不住，每次上山都免不了被蚊蟲叮

咬，甚至有至少兩次遇到隱翅蟲的毒液

「伺候」。而隨處可見的大蛇、小蛇更

讓皓儀不敢隨意出門。

雖然有一點小小的不便，皓儀仍然

很珍惜在醫療站的時光，大雨過後，走

出醫療站，遠處的山景就像一幅畫，晚

上在宿舍裡聽著蛙鳴入眠。每次上山，

感覺就像度假。

「鄉親們很熱情哦！」純樸的鄉親

們，總是家裡出產什麼，就送什麼過

來。有一次有位鄉親一邊做復健，一邊

提到野蜂蜜對身體很不錯，沒想到隔天

就送來一罐天然野蜂蜜，罐子裡還看得

到蜂巢的碎屑。還有一次聽到一位「阿

桑」說，家裡種植梅樹，皓儀隨口說了

一句「聽說梅花開時很美」，沒想到

「阿桑」把這句話放在心底，在梅花開

時竟特意剪下一枝送過來，讓皓儀至今

念念不忘。這些一點一滴，讓皓儀一直

保持上山服務的動力。

山區路況受天候變化

影響很大，但只要能

通過，在安全的基本前提下，

大林慈院同仁還是會依約到大

埔醫療站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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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甘為

孺子牛
是什麼樣堅持，讓林繁幸醫師能夠耐

得住寂寞，單獨守護在大埔這個很鄉下

的鄉下地方？

被這麼問到，林醫師的第一個反應是

搖搖手，直說：「這沒什麼啦！」慢慢

地，話匣子打開，林醫師談著自己過往

的經歷、同樣從醫的兒子，林醫師就是

不覺得自己在大埔有什麼貢獻。

不過，在大埔鄉民的心目中，林繁幸

醫師是守護神！

喜歡服務偏遠  親近恬靜自然

林醫師是高雄人，國防醫學院畢業

後，在軍醫院服務十年，隨即轉入榮民

醫院體系，均在偏遠地區服務，曾待過

埔里、梨山，退休後選擇落腳慈濟，待

在大埔至今已逾八年，而他也年近七十

了。他自嘲，他大概是大林慈濟醫院最

「老」的員工了。

嘉義縣大埔鄉，設籍人口不到四千

人，真正居住的大約只有二千多人，居

民多以務農為生。在非假日，走在大埔

街上，街景破落、景象蕭瑟。以往在假

日時，遊人如織，還稍見熱鬧，但在二

○○九年八八風災之後，道路坍塌，臺

三線由中埔往大埔的道路至今也還未

修復，仍有一大段路基流失未回填，採

單向管制通車，車行其中，一側是坍塌

的山壁，另一邊是不見盡頭的崖壁，道

文／姜讚裕

親切的林繁幸醫師，細心地幫病患看

診，是大埔鄉民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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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則是鬆軟泥濘的土方，當然影響遊客

上山意願。       
林醫師談到，以前在梨山服務時喜

歡看山，看著合歡山、大霸尖山的高聳

壯闊，心很平靜，不會容易情緒激動！

來到大埔，倘徉在山湖美景中，心更是

恬靜而怡然自得。他說：「一個人如何

度過一天的廿四小時，能夠自處是修

養！」

因緣巧合  父代子職上山來

來到大埔是因緣！林醫師說，背後還

有個故事。「我兒子的醫師高考及格，

衛生署來電要找林醫師，要派任工作，

剛好我接到電話，我也是林醫師啊，聊

了很久，才知道是要找兒子的。」電話

裡說梨山有個缺，林醫師開玩笑地說：

「我退休了，可不可以我去？」沒想

到就這樣去了梨山。因為梨山氣候冷，

交通不便，家人擔心，才只待了一年。

知道大埔有需要，就這樣，轉到大埔來

了。還是一樣在山上。

剛開始進入大林慈濟醫院，林醫師

談及與當時林俊龍院長的互動，令他印

象深刻。「林院長只交待我兩件事，一

是要我不要涉入政治，另一件事是告訴

我，病人有需要後送去那家醫院，隨病

人意願，不一定要送回大林。」     

大埔的老朋友  親切的好醫生

周一至周五，全年守護大埔，林醫師

開玩笑說，大埔醫療站是「只此一家、

別無分號！」不過，他不認為自己對地

方民眾有多大貢獻，他說，前一段時間

一個居民被土石流落下的巨石砸到頭，

送來醫療站急診，他也沒有辦法做什

麼，只能稍微止血後就後送醫院治療。 
子女都成家立業生子，兒子也就近

在高雄榮總服務，林醫師只有在周末放

假才能返家，享受含飴弄孫之樂。林醫

師回顧自己的經歷說：「我喜歡逍遙自

在，不喜歡在大醫院的同儕競爭，而且

覺得我對山區居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所以在大埔終老是適得其所。」 
在大埔街上散步，鄉民會爭相跟林

醫師打招呼，因為他總是親切又關心病

人。看診時，林醫師都會苦口婆心地勸

說不要抽菸、不要喝酒、不要嚼檳榔……

大家對林繁幸醫師的感恩，點滴在心

頭。而林醫師覺得待在大埔醫療站的

他，就如同作家魯迅所說的：「俯首甘

為孺子牛！」

就是此等壯闊美景，讓喜歡親近山林的

林醫師在大埔醫療站一待就是八年。攝

影 /高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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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願解

鄉親苦
山上的活告了段落，大埔醫療站漸次

熱絡起來。中醫師葉明憲診間的門未曾

闔上，來來去去地。這兒把脈、那頭針

灸，冉冉飄起的白煙，氤氳著濃郁的藥

草香，而心底那處曾為醫療無著擔憂的

空缺，彷彿也被填滿。像是叔伯，若似

姊妹，彼此像是家人般熟稔的，就只差

醫師的白袍、護理白衣能區別。跟前跟

後忙和著的姚品妃穿著淺黃色志工背

心，從來求診到轉變成志工已經兩年多

了，她總是想著：「想辦法讓鄉親忘記

病苦。」

從病人成志工　煮茶兼醫護助手  

一大早忙完家裡的事，姚品妃從和平

村循著蜿蜒的山路南行，大概二十分鐘

後來到設於衛生所內的醫療站。其實，

還能沿著臺三線來到醫療站，應該算是

幸運的。住在烏頭山、大茅埔的鄉民就

得搭船筏過來了。醫療站位在大埔的行

政中心，人口最為密集。

這兒碧綠的水庫、蒼鬱的山林，不

時張開雙翼盤旋空中的大冠鷲，卻讓葉

明憲醫師著迷，每個禮拜一上山看診，

城市裡的緊張氣息頓時消散於無形。

姚品妃提著沉甸甸的茶桶來到醫療

站大廳，放上桌，在一旁放上乾淨的茶

杯，等著為鄉親解渴。在大林慈院有位

煮茶十多年的「青草伯」，姚品妃從開

始在大埔醫療站服務，也持續地準備

文、攝影／于劍興、黃小娟

從病人變身為穿著背心的醫療志工，姚

品妃師姊了解農忙鄉民的需要，也是醫

護最好的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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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水，配

合季節貼

心地換口

味。「 夏

天準備冰

涼的冬瓜

茶、青草

茶，到了

冬天就準備薑茶、熱的青草茶，在茶裡

加黑糖。」

忙完了外頭，姚品妃趕忙走進診間

補位。看到護理人員忙不過來，就幫著

補充中藥，葉醫師起身去為病人針灸，

她就幫忙招呼病人，不需言傳，和醫生

與護士之間形成默契十足的拍檔，從早

上開始到下午，一天下來可以服務五、

十位鄉親。

「是因為鼻子過敏來求診。」姚品

妃回想起兩年多前來看診的情形，對葉

醫師的親切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有大埔

鄉的慈濟委員來為她介紹慈濟時，沒多

想的她就投入醫療志工的培訓。「葉醫

師對每一位病人都很親切，詳細的為她

們說明病情。如果有病人住得比較遠，

或是身體比較不舒服時，他就會先幫忙

看診。」

醫病互憐惜  守護鄉民搏感情  

姚品妃接著談起吟淑和醫療站的故

事。陳林鳳為照顧腦性麻痺與癲癇的女

兒陳吟淑，從出生就擔憂到成年，又要

照顧女兒又要賺錢養家。這天，她慌張

地衝到醫療站裡哭訴著：「我的女兒快

走了！」怕突然癱在家裡的吟淑有生命

危險，葉明憲醫師趕忙和大林慈院聯

繫，然後親自開車到他們家載著吟淑下

山住院治療。

原來，在大埔的醫療服務早已超越了

場域的限制，也更讓人認真地思考醫病

間的情誼。

正忙著看診的葉明憲醫師，卻仍不時

回過頭交代拿著話筒的姚品妃，她正在

與準備上山的復健師和護理人員聯繫。

原來媽媽鳳為上午來看診，提到女兒不

好好吃飯，身體虛弱地一度暈倒在家

裡，心情也變得消極，葉醫師知道後趕

忙交代打電話回大林慈院，「下午一定

要帶營養補給品上來！」在葉醫師的關

心下，吟淑的腦瘤得到控制，身體也逐

漸養好，媽媽的擔憂也才放下。

大埔鄉有四位慈濟委員，而姚品妃是

第一位因看病而決定投身醫療志工的

鄉民，雖然家裡一開始不太支持，但她

心意很堅定，也學會盡快安頓好家中，

讓自己能有時間做志工。因為了解農忙

的辛苦在哪裡，更清楚大家對於生病的

焦慮，姚品妃總是在診間裡外忙碌著，

只要葉醫師來到大埔，就能看到她穿著

志工背心的身影。

六年的時間，葉醫師只有一次因道路

中斷而沒上大埔，他說：「我們醫護同

仁與鄉民互相憐惜、關懷，就像是搏感

情一樣，所以不管上山的路有多蜿蜒遙

遠，我們上去的心不會間斷……」

六年來固定上山看診，葉明憲中醫師與

大埔鄉民的互動已經像家人一般熟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