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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每年中秋節前後，是我們國際慈濟人

醫會（TIMA）年會舉辦的時節，全球
人醫會成員菩薩雲來集，回想二○一九

年年會順利舉辦後的年底開始發生新冠

肺炎疫情；二○二○年年會，臺灣疫情

控制得宜，臺灣的學員得以到花蓮靜思

堂參加，海外的學員就以線上連線；二

○二一年中秋前後疫情又起而決定全程

線上舉辦年會，全球人醫學員只能在雲

端相見；今年，二○二二年人醫年會，

至少花蓮又能夠舉辦實體課程，再度採

行實體加線上連線的年會方式了。 
人醫會年會為何會有讓學員們都想參

加，或是收穫滿滿的魅力？我常分享一

個代表性的小故事。那是二○○○年大

林慈濟醫院剛啟業的時候，病房還沒有

全開，空間很多，正好成為第二屆年會

的場地。有一位印尼的空軍上將受邀來

參加年會，他說每次來臺灣都受到貴賓

級的招待，飛機一落地就有人接機，住

五星級旅館，開會一定請他坐第一排，

沒想到來到人醫年會會場，座位被安排

在中後方，睡覺是硬鋪；這位已退休的

印尼上將在年會沒有倍受禮遇，卻因感

受到慈濟的溫暖而說隔年還要再來。這

就是慈濟人文的動人之處，也是慈濟醫

療志業努力的方向，落實人本醫療，善

用生命良能。

而這兩年多來，全球人醫會成員雖然

中間被迫停止義診或外出行動，但只要

情況許可，立刻恢復義診及居家往診，

前提是做好最完整周全的防疫準備，顧

全自己及病人的健康。這樣的行醫情

懷，各個國家地區都是同樣的，令人感

動。

我常常強調，醫療從業人員應該要思

考「專業」與「職業」的差別；醫療不

應該只是一份賺錢糊口的職業，而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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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社會人民有特殊貢獻的專業。

從我二、三十年的個人經驗及觀察所

知，每每參加過慈濟義診的醫護藥技或

志工，之後都會想再參加、想再付出，

而且總是想往更偏遠、更缺乏醫療的角

落去。以醫師為例，當幾天的義診結束

之後，參加義診的醫師回到他熟悉的工

作場域，看見每一樣器械設備都準備得

好好的，環境舒舒服服的，就會懂得要

「惜福」，明白為什麼去幫助貧病苦難

人還要「感恩」被幫助的人；因為，要

感恩病人示現苦難，讓我們這些有福的

人懂得「知足」，真正得到參與的樂趣，

領會「施比受更有福」的真理。

而從各個國家地區人醫會的報告分

享中可以發現到，醫療的範圍，已經

從幫病人看病治療，往前推進到預防

醫學、促進健康；衛教已經成為走入

社區的必要行動，不管是宣導健康知

識或健康篩檢，不管是牙齒保健或慢

性疾病、癌症的預防等等，都朝向古

人所說「上醫治未病」的境界努力；

另外開始耕耘的區塊則是長者、失智

症及長期照護。人醫會的活動推行，

不拘泥於形式，而是依循被需要的社

區及對象而調整。

我和太太在一九八九年從美國返臺省

親，在辦簽證的等待時間翻到書報架上

一本小冊子《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

之後有機緣與上人一番會談後，回到美

國便加入慈濟行列，一九九三年底在加

州成立美國慈濟義診中心，開始美國的

醫療志業。一九九五年因上人提及花蓮

欠缺醫師，便決定提早退休，在五十歲

左右回到臺灣，全心耕耘慈濟醫療志

業，至今轉眼二十多年了。

這些年來依循上人的開示法語，在

慈濟世界日日法喜充滿。今年（二○

二二）年初突然的一場重病，鬼門關前

走一遭，感恩慈濟所有醫療團隊的付出

搶救。上人總是在過秒關，我也要抓緊

時間過秒關，不浪費現有人生的一分一

秒。

我是佛教徒，在臺灣出生，我從事醫

療工作；我做慈濟，就能為佛教、為臺

灣、為醫療工作，貢獻我的專長。我把

握住這一生難逢的機會，跟隨上人，至

今無悔。

慈濟的醫療志業是慈善事業的延伸，

醫療的本質就是「拔苦」。感恩全球人

醫夥伴的付出，一則則各地人醫會拔苦

予樂的故事，是人醫夥伴持續下去的最

大動力，期許勇於付出的慈濟人醫精神

能持續發光，慈濟醫療人文永續提升。

慈濟事，做就對了！

在氣候變遷與疫災的威脅下，上人呼

籲人人要勸素茹素，我也朝向科學實證

素食有益健康的目標持續努力，期許每

一張嘴從葷轉素，人人茹素，遠離災疫

常保健康平安。

最後，希望明年疫情消弭，全球人醫

成員能夠再次齊聚花蓮參加年會，回到

心靈的故鄉，共賞圓月，共度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