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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午安！晚安！」、「因為

我們有時差，沒有秒差。」人醫年會的

圓緣時刻，司儀陳竹琪師姊引言：「現

在是臺灣時間九月十一日上午十點整，

在花蓮的靜思精舍跟大家連線，有來自

二十三個國家地區一千六百八十九位的

志工菩薩上線，承擔人醫會的不同角色，

也有一些是這一次專程來服務大家的工

作人員，相信每個人都有滿滿的心得分

享⋯⋯」

於此圓緣時刻，有敬愛的上人及常住

師父的陪伴，慈濟四大志業主管及醫療

志業主管參加，非常多海外志業的執行

長也在線上參與。

長照長者也能付出愛心

手作義賣捐助烏克蘭

首先分享的是臺灣北區人醫會護理師，

投入已三十五年的曾美玉師姊，近五年

來的重心轉到慈濟的長照服務，不管是

日照中心、據點、居家關懷、個案管理，

照顧的對象約三分之一是慈濟法親及其

家屬、受證的環保志工，她的感覺是年

長者真的很需要長照服務。

美玉師姊還分享在慈濟的日照中心，

帶動失智長者與家屬的手作作品，衍生

為義賣濟助烏克蘭難民的活動，過程中

也會融入一些認知復健的訓練；美玉師

姊說：「不只是做活動而已，最重要的，

要讓長照的寶貝長者們老有所安，老有

所用，能夠在慈濟的照顧下，覺得活著

的人生很有意義。」

行孝行善不能等　全球醫愛循環

在遠端的菲律賓人醫會柯賢智醫師

接著分享。柯醫師參加慈濟義診已經有

二十七年的時間，華語不是他的母語，

但此次分享柯醫師盡可能字正腔圓的一

個字一個字用中文說出心得：「中秋節

快到的時候，我總是懷念一九九五年那

延續慧命膚苦難
慈濟人醫全球防疫
文／黃秋惠  截圖／郭明娟

北區人醫會曾美玉護理師分享慈濟長照為長者增加

生命價值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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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歲月，菲律賓九位醫生在全菲醫療缺

乏的偏鄉進行義診，不僅提供醫療，還

包括甲狀腺、疝氣、唇裂等手術，很多

人認為沒有在醫院進行手術是不可能的，

我們將學校改造成醫院，圖書館或辦公

室變成手術室⋯⋯」，「每次義診三天

內治療幾百到幾千名患者，義診能成功，

是因為醫療人員和志工的合和互協。在

每一次義診後，上人都會問我們累不累，

我們每次的回答總是不累。實際上身體

很疲憊，義診去三天，人醫會醫師從早

上八點開始忙到半夜，開刀的醫生是要

在手術臺上站十幾個小時，因為我們不

能把病人送走，擔心再也見不到病人，

或是病人永遠得不到治療。這樣做，在

義診才不會有遺憾。」

柯醫師接著說：「我們沒想像的是我

們所做出的一點點，會影響全世界的師

兄師姊，給全球醫護人員一個啟發，成

立慈濟人醫會，這個殊勝因緣也開始了

一年一度中秋聯誼會、人醫年會，全球

人醫成員齊聚，和上人一起慶祝中秋節，

同時互相學習。」

義診見證菩薩從地湧出

為凡夫打開無量法門

新加坡的牙科醫師許智亮跟大家分享

他這些年來在慈濟的成長過程，他說：

「因緣是開始在二○一四年，海燕風災

後，當時鄧國榮醫師邀約我到菲律賓的

奧莫克進行義診。那時還在醫院上班，

我跟院方請假前往災區。到達災區所

看到的一幕幕至今難忘。那時離海燕風

災已經四、五個月，到現場還是一片狼

藉。」

許智亮醫師說：「義診當天就看到了

有蛀牙造成的炎症和膿瘡，這種現象在

新加坡是幾乎不可能看到的，醫療的缺

乏導致了蛀牙膿瘡引起的感染比比皆是，

感受到難民是多麼的需要幫助。第一次

柯賢智醫師從第一次在菲國舉辦大型義診的心路歷

程說起。攝影／郭美秀

菲律賓人醫會連線，左起：史美勝醫師、李偉嵩師

兄、那巴洛院長，後為蔡昇航師兄。截圖／曾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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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外義診，我確實是手足無措。轉眼

間就看到了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人醫菩

薩、志工湧現，把會場布置好，看診的

流程也很順利，當時才體會到上人的願

力，能夠集合眾人的力量，化做千手千

眼的觀世音菩薩，拔苦救難，菩薩從地

湧出，真實不虛。」

而新冠疫情為許醫師的生活帶來的轉

機是，沒有活動可以參加，他反而多了

時間可以薰法香，接觸佛法。他說：「四

大志業、八大法印，都只是上人的一步，

他為了凡夫的我們打開了無量的法門，

帶大家契入菩提大道，感恩上人的智慧

和方便法門。」

懺悔身病心苦　發願海外義診

回到花蓮的靜思精舍現場，新竹的中

醫師曾文馨醫師首先跟上人懺悔，他說：

「因為個人的瞋心、癡心跟疑心，造成

我此生最大的病苦。還好在治療的過程，

上人有開示我們『進廠維修』，我就把

這個當成激勵，所以我能夠勇猛精進。」

曾醫師感謝臺北慈濟醫院治療團隊、新

竹人醫會的夥伴，尤其是太太與孩子，

讓他能夠忍過治療過程的痛苦，「把吃

苦當做吃補」，也將時間盡可能投入義

診，並期待參與海外義診的機緣。

上人回饋曾文馨醫師：「為您祝福，

放心。不要去想身體怎麼樣，總是，過去

的，都把它放掉，要認真於現在開始，身

心健康，把握時間多付出。祝福平安。」

加拿大中醫原民部落義診

引導培育大醫王

到了加拿大，電視鏡頭連線給陳仲彥

醫師：「二○一八年加東慈濟在加拿大

多倫多的漢博學院成立了中醫門診教學

中心，所以目前我在慈濟中醫門診與教

學中心擔任駐診中醫師，還有漢博學院

中醫系的臨床指導教授。加拿大的人醫

會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人醫會，因為我們

的人醫會是以中醫為主的。此次年會聽

到新加坡醫師團隊分享，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他們不只把原本診所所有的器材都

新加坡牙醫師許智亮感恩得遇慈濟行菩提大道。 新竹區中醫師曾文馨分享罹病心情，上人祝福身心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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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上，到患者家裡再設計小型的診所幫

患者診療，看完診之後要把所有的東西

恢復原樣帶回去。」

陳醫師談及加拿大東部的人醫會義診，

「因為原住民的部落非常遠，開車來回

也要三個半小時，但加東人醫會團隊和

漢博的學生都還是不辭辛勞去義診。我

在加拿大多倫多這邊會繼續的努力來幫

助原住民部落，還有需要任何加拿大人

醫會的地方，我也會藉由我老師的身分

繼續接引我在漢博中醫系的學生來加入

醫會成為大醫王。」

南非捐物資阻絕疫情

助病友手心向下

相對於剛才所聽到的加拿大，南非醫

療資源落差是非常大的，在醫療跟防疫

資源都不足的情況之下，南非疫情最嚴

重的時候，慈濟扮演什麼角色？南非的

黃奕瑋師兄分享：「二○二○年當新冠

疫情開始衝擊南非的時候，感恩（慈濟

基金會）本會援助南非大量的防疫物資，

為了確保南非整體的醫療網不會崩潰，

我們想和南非政府指定的二十家新冠重

症醫院合作，把防疫物資捐給他們，確

保這些醫院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院內感染。

因為那時候疫情來得很迅猛，而南非分

會又沒有管道可以連絡上這二十家醫院

的主管，因為這些醫院很缺乏防疫物資，

但他們在行政上審核其他機構捐贈的防

疫物資非常嚴格，讓慈濟南非分會難以

執行原本的計畫。幸好人醫會知道這個

消息後，立刻動員周邊所有的醫療人脈，

所以在短短的兩個星期內，我們就打通

了所有的管道，讓南非分會直接和這

二十家大型醫院的執行長溝通，把防疫

物資捐給最需要的機構。」

這兩年多來，疫情在南非算出現過幾

次的高峰，少許的院內感染，但是這些

新冠肺炎重症醫院都挺了過來，慈濟收

到非常多家醫院特別來函感謝。

醫用手套、醫用口罩等物資都及時送

到最需要的醫療人員手上，補上防疫的

漏洞，讓醫療人員安心照顧病人，降低

加拿大人醫會陳仲彥中醫師連線分享。 南非的黃奕瑋師兄分享慈濟物資適時幫助醫院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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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的感染。而南非人醫會也衛教本土

志工，讓他們把保健知識帶回社區，也

可以把慈善做得更深入，帶動病人和家

屬，讓許多病人在病情逐步改善的同時，

願意轉換心態變成手心向下的人。

美國取得聯邦標準的醫療中心認證

欠缺醫療者更有保障

陳淑燕師姊接著於線上分享：「我是

屬於美國南加州慈濟醫療基金會的專業

護理師的志工，一九八二年來到美國，

到美國之後繼續我在臺灣、從小發願要

做的臨床護理工作，因為工作關係住過

不同的城市，在二○○二年搬到南加州，

也因此認識慈濟醫療基金會，終於有了

一個我要追求的地方，實現幫助病人的

機會。」

陳淑燕師姊說她早在一九九九年的

九二一地震後就從電視上看到慈濟人，

種下悲心的種子，也才會在後來加入慈

濟，於二○二一年完成培訓受證，希望

自己能在慈濟這條路上慧命繼續成長。

接著她分享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在疫情

期間共捐出三百五十萬個外科口罩、

四十六萬兩千七百份 N95口罩、十萬付
護目鏡及六萬五千四百份手套、三萬份

個人防護衣、六千份面罩，總價值約美

金五百三十七萬六千六百四十五元，默

默付出保護最前線的醫護人員。

「讓我們興奮的是在慈濟醫療基金會

於二○二○年的十月二十六日經過數年

的努力通過了美國聯邦衛生及公共部門

的認證，慈濟醫療基金會轄下的所有診

所皆同時晉升為聯邦標準的醫療中心，

這是我們醫療基金會的一個大的里程碑。

因此，我們可以對更多低收入戶、只能

買最低保險的患者提供最好的醫療照

顧。」當然，美國的人醫成員也響應上

人呼籲，全力推素、勸素、茹素，發起

萬人萬餐救地球的運動，為消弭新冠疫

情一同努力。

服務是宿命　有福報的人生

臺中的藥師劉順祥及護理師李秀妙夫

妻檔共同分享，劉順祥師兄是第一次參

加人醫年會，在九二一地震時是駱駝車

隊的成員，參與過慈濟的救災行動，二

○○九年的八八風災也曾到高雄的小林

村、臺南的災區救災，二○二○年也參

加國家防疫隊，劉師兄覺得服務就好像

是他的宿命，「而慈濟的大愛，讓我們

這些小小的螺絲釘，真正能體驗到偉大

的情操。今天能夠見到上人，是我一生

的福報。」
陳淑燕護理師與大家分享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

通過美國聯邦標準的醫療中心認證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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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神經外科醫師馬丁，現在在印

尼慈濟醫院服務，由印尼的人文真善美

黃小倩師姊翻譯分享，「不好意思，我

不會中文，我是馬丁，這是我第一次參

加人醫會年會，我很歡喜，看到來自不

同國家地區醫護或非醫護人員的付出。

同樣的在印尼慈濟醫院，我們總是努力

落實最新最好的醫學給我們的病人，希

望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所分享的，可以讓

我們之間的情誼更加的堅定，感恩。」

醫師社區開講　衛教促健康

連線畫面回到精舍，高雄人醫會的

洪宏典醫師分享，他六十歲參加人醫

會，經過這二十二年，參加國際賑災義

診二十多場，見證到人間的煉獄，也體

會見苦知福。他說：「長久以來我們都

是在社區做義診，隨著時代演變，現在

已經朝著衛教的方面來發展，比如說我

們正在針對失智症的關懷、高齡長者的

照顧及衛教；針對社區，做健康促進，

節能減碳和推素的活動。」洪醫師說近

三、四年在社區十三、四個據點講了兩

百六十幾場衛教，因此而積極去參加培

訓，希望拿到教育部的講師資格，不當

「黑牌講師」，而是正正當當的到各社

區衛教分享。見證全球慈濟醫療志業蓬

勃發展，洪醫師期許：「希望我們能夠

繼續發展，進一步成為全世界頂尖的醫

院及團體。」

高雄區洪宏典醫師近年投入社區衛教，教民眾

於生活中常保健康。

臺中區的劉順祥及護理師李秀妙夫妻檔於花蓮

靜思精舍分享，靜思堂學員連線觀看。攝影／

郭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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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人文深植鼎醫

抗疫捨我其誰

在福鼎醫院、另一個現場，有八十五

位醫護人員參與，有七十五位工作人員；

感恩福鼎市立醫院的李桂新書記、汪敬

恆院長帶動大家參與今年人醫年會，由

護理師吳家寶師姊分享。

「我們想起福鼎和慈濟結緣已經

二十六年，福鼎市醫院和慈濟醫院結緣

也有二十三年，感恩上人總是用慈悲和

大愛在牽引著我們，在歷任院長及現任

汪院長的領導下，慈濟人文已經深深植

入『鼎醫人』的行為當中。」「記得在

二○一九年的冬天，新冠疫情迅速蔓延

全球，許許多多的民眾染疫，福鼎周邊

只有數十公里的溫州寧德霞浦也先後陷

入高風險地區，唯獨夾在中間地帶的福

鼎，我們有驚無險，就像鄰里的老爺爺

常說：『福鼎是有福之地。』上人也常

祝福我們：『福鼎是沾滿福的鼎。』、『有

福的人要出去付出幫助受災難的人。』」

「在福鼎市醫院我們本來醫療服務就

很繁忙，在抗疫救災的面前，所有的醫

護人員都積極主動承擔，從二○二○年

第一批我們組織二十人的醫療隊伍馳援

武漢，到二○二二年目前，我們已經有

四十八批共兩千兩百三十五位醫護外出

馳援。這些醫護是在最短的時間、幾十

分鐘之內迅速報名組隊去參加抗疫一線

的活動，非常值得我們讚歎的是這些醫

護都非常的自願、勇敢、快速，並且放

下小家，全然投入，這就是鼎醫的志工。

其實我們知道福鼎市醫院是一家普通的

縣級醫院，那麼似乎有一種渾然天成的

大無畏的奉獻精神，想到這裡我們每每

感到心中有一股暖流，而且也在同行中

被刮目相看。」

吳家寶師姊接著說：「今年在福鼎志

工和人醫之間，我們也帶動開展了健康

二十一天挑戰，一起用心想讓更多的人

知道『非素不可』。」

下一目標　翻轉尼泊爾

佛陀的故鄉尼泊爾，已經有慈濟援建

的洗腎中心，在九月一日正式啟用，可

以照顧非常多的洗腎患者，其中有非常

多馬來西亞菩薩的努力，接下來鏡頭來

到馬來西亞，邀請馬來西亞分會的副執

行長陳濟連醫師分享。

「我們正在臺北的防疫旅館隔離，這

個週末就可以回精舍親自跟上人分享。」

陳濟連醫師說他前段時間都在尼泊爾，

但是馬來西亞無圍牆醫院的社區醫療，

福鼎醫院團隊八十五位醫護人員參與，成了另

一個年會現場。截圖／郭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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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沒有停止，還是不停走入社區為苦

難眾生服務。

「來到尼泊爾，看到的都是窮跟病

苦，尼泊爾很多病人欠缺醫療常識，醫

療設備也很簡陋，所以很多病人沒有辦

法第一時間去醫院看診。」陳醫師說：

「很感恩有這個因緣走進社區提供醫

療，讓村民有所感覺，因為唯有『醫

道鋪路』才能夠得到村民們的信任，

我們要在佛國翻轉人生，先要守護健康

跟守護愛。感恩全球的靜思弟子同心，

有同樣的願力來為佛陀的故鄉來翻轉人

生。」

上人回應陳濟連醫師：「師父一句話，

很想翻轉尼泊爾，你們就開始啟動了！

很感恩，也感恩陳醫師。到尼泊爾繞一

圈回來，相信有滿滿的感受。」

在靜思堂的工作團隊五人代表上臺， 
人醫年會司儀大林慈院張

宏偉醫師於精舍同步分

享，他說第一次承接司儀

工作，壓力真的很大，但

看到很多志工的付出，他

又彷彿回到十八歲的慈青

年代，感受在慈濟的緣分

好像都是緣起之後就一直

情牽下去，很開心終於圓

滿年會的活動。

上人開示，看到人醫

菩薩愛的能量無處不在，

期待這樣的醫王菩薩遍布

在國際間，長情大愛普披

天下人間，期待全球人醫

用心會合，為天下苦難人付出，「這就

是最安我的心，也是讓我的慧命會更延

長。」

最後，上人慈示，千言萬語表達不盡，

最期待疫情趕快過去，讓人人的身心都

健康，大家可以放心自由到想去的地方，

做想要做的事，菩薩會合，造福人間。

感恩全球人醫菩薩，感恩福鼎菩薩，感

恩白衣菩薩們，感恩，祝福大家。

今年人醫年會工作團隊代表分

享。上圖為大林慈院張宏偉醫

師。攝影／郭美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