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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著加長型的高級進口轎車接待外國客戶，為了事業奔波往返兩岸；休

閒時就載著球具在果嶺快意揮桿，十八洞不過癮再飛到東南亞打卅六洞，這

是白手起家、掌管數百位員工與上億資產的曾榮泰。穿著藍天白雲的制服前

往環保站，揮汗整理可回收的物資；或是套上土黃色志工背心，穿梭在多家

慈濟醫院之間服務病人與家屬，這是退休後全心投入慈濟的曾榮泰。

往昔商場上叱吒風雲的董事長，被慈濟特有的人文給「迷倒」之後，完

全服膺證嚴上人的慈濟精神。現在的他戒掉小白球，連車子也不開了，縮小

自己，響應上人提倡的節能減碳，賺到的是心靈富足。他說：「加入慈濟之

後我從『零』開始，什麼『長』都沒有了，只剩下一個『家長』；現在的我

只有一種身分－－慈濟志工。」

一九三五年出生的曾榮泰是臺中人，爺爺是日據時代的「保正」，相當

於現代的村長，家中有許多田地。富裕的經濟環境再加上身為家中長孫，讓

曾榮泰得以就讀「小學校」，那

是當時日本人念的貴族學校。無

奈戰火頻傳，他讀到二年級時便

開始躲空襲，從早上八點就響個

不停的警報讓課業難以繼續。曾

榮泰後來選讀機械工程，出社會

之後靠著自己的力量開設貿易公

司，經營食品加工機臺的整廠輸

出。為了拓展事業版圖，他很早

就赴大陸投資，在當時尚屬封閉

的對岸開疆闢土。

一絲不苟　堅持成就事業

勤跑業務的他對於服裝儀容

十分重視，穿著如同氣候一般四

季分明，在家、上班、出國都有

不同的款式；襯衫西裝褲沒有燙

相當早就起步到大陸投資的曾榮泰

( 左 )，在對岸擁有相當大的事業版圖。

圖為他在大陸廠區留影。( 曾榮泰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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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不穿，皮鞋髒了、不穿。曾榮泰在外過夜時一定會隨身攜帶小型吹風機，

好吹整他的頭髮，只因「大風量的用不習慣」。從容不迫、一絲不苟，凡事

必定提早做好準備，務實的性格反映在事業上，他的公司旗下有兩百多名員

工、累積資產上億。

為了維持高水準的生活品質，曾榮泰在退休前幾年開始培養運動嗜好來

保養身體，高爾夫球與網球就是他的選擇，尤其是高爾夫球更是他的最愛。

白天用來接待重要客戶的 BMW七系列豪華轎車，下班後往返於各大球場，
搖身一變成為載運球具的好幫手。臺灣打不夠，朋友找他去菲律賓、泰國打

卅六洞，曾榮泰一口答應、搭上飛機，連太太也帶著過去，「她們去購物、

我們去打球」，過著愜意逍遙的自在生活。

感動入心　想做就可以做

幾十年來醉心於事業經營與運動養生，即便妹妹和大女兒都是慈濟委員，

曾榮泰仍舊不清楚「慈濟」究竟是在做什麼的。只知道每年到了某一個時

候，妹妹就會提醒他：「大哥，功德金喔！」他不變的回答是：「好，妳去

找妳大嫂拿。」

伴著心愛的妻子、擁有加長型豪華轎車，事業有成的曾榮泰非常自豪。( 曾榮泰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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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事業的重擔後，曾榮泰一如往昔，車子開了就去打球。有一次，在

臺中慈濟醫院的院慶活動中設有藥物諮詢的攤位，太太跟他說：「我們去看

看好不好？」走到攤位上，慈濟志工以半蹲的方式為他們奉茶，讓曾榮泰大

受感動，心中大為驚歎：「哇！世界上哪有這樣子的團體！」原來他以前也

參與同濟會、獅子會和扶輪社等社團，更曾經做過會長，卻都未曾感受到如

此的人文氣息。

被「師姊」感動了之後，太太詢問服務臺要如何加入慈濟志工，但對方並

不是很熟悉，後來直接前往民權路的慈濟臺中分會，就是這樣的一份「緣」

到了，當天分會值班的師姊與曾榮泰恰好住在同一個行政區。原先彼此互不

認識，直到談完後要留下聯絡資料，才發現他們原來是同里的鄰居。值班師

姊提醒他：「做慈濟要彎腰，你做得下去嗎？」他說：「我想做的事情，我

都可以做！」當時他們相約定在松竹環保站，要從那裡開始做起。

賣車戒球　大老闆的決心

「只要緣深，不怕緣來得遲。」已逾從心之年才真正認識慈濟、加入慈濟

的曾榮泰，又有一份善緣等待著他。二○○八年，當時曾太太睡得不太好，

曾榮泰穿梭在多家慈院之間做志工服務，圖為他在花蓮慈院輕安居關懷病人。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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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後都會聽收音機，節目主持人提到有間安養中心經費不足、需要舊車等

資源。曾榮泰在太太轉知這項訊息以後，隨即向廣播電臺聯絡、求證以及安

養院的電話號碼。當他撥電話過去表明捐贈汽車，對方問他是哪一種車款，

曾榮泰回答「BMW 735L」，讓安養院的人嚇一大跳，以為他是詐騙集團！
二○○八年十月一日，曾榮泰與安養院相約在彰化的監理所辦理過戶手續，

從此之後，惜車如金的曾榮泰瞬間變成了無車階級。

高中時期就開始駕駛私家車的曾榮泰，非常享受開車的樂趣。一般購入

豪華轎車的大老闆都有專業的司機來打理行程；但是曾榮泰開車從不假他人

之手，對於愛車更是保養得無微不至。那輛捐贈給安養院的車、車齡已有十

年，開在路上卻是靜肅如新；因為只要一有異音，他二話不說立刻送回原廠

處理，即使是與安全性無關的零件、有問題就換掉！顧車顧到堪稱「龜毛」

的程度。

「車子如果不捨掉的話，我今天還是在打球。」原來為了響應證嚴上人提

倡的節能減碳，曾榮泰毅然決然將耗油的愛車轉化成愛心資源。「出去打一

場球下來，油錢加上吃喝花費至少要一萬塊，再加上稅金、停車和保養等，

你看我捨掉車子之後，可以減去多少碳排放與開銷！雖然遇到下雨、熱天或

賣車戒球後的曾榮泰輕安自在投入社會服務的行列。圖為他與慈濟志工參與關懷安養院的活

動。( 曾榮泰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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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距離遠一點的時候會感到不方便，但我還是忍。」曾榮泰的兒女曾經勸父

親可以買一輛小車代步，他堅定地拒絕了，「如果再買車的話，我還是會去

打球。」

縮小自己　從洗廁所開始

成為無車階級的曾榮泰依約前往環保站報到。念機械工程的他被分派到拆

解區發揮所長，無論是分解摩托車還是拆洗衣機都難不倒他。與他同一個環

保站的志工孔秀英說：「他如果沒有來，我們就少了兩隻手；他很會清理。」

每逢農曆年前、拆解區回收物堆積如山時，就是他最忙碌的時刻。

加入慈誠培訓時，曾榮泰做過茶水組，工作內容是準備茶水以及清潔洗手

間。當時他才第一次參加，並不知道要負責洗手間；同組的師姊跟他說：「師

兄，等一下那邊的廁所要去洗！」他第一反應是覺得：「為什麼我要去洗廁

所？」想起不知道是誰跟他說過的一句話：「洗廁所很有福報」，又覺得說

既然來了，管他有沒有福報，就洗吧！以前的曾榮泰若是看到公司的廁所髒

了，是會找負責人員過來責罵的；現

在的他手套戴了、水沖了，「沒什麼

啦！」他說。

回憶醫療志工經歷裡最難忘的個

案，發生在臺中慈院第一院區；曾榮

泰在影像醫學科定點服務，與急診室

以及住出院中心比鄰。當時有位病患

在住出院中心辦理手續時喘不過氣、

昏倒在地，當時剛好有一批輪椅要送

回病房，他跟另一位志工趕緊推著輪

椅過去將病患送進急診；如果那時沒

有輪椅的話，極有可能來不及就醫。

曾榮泰做志工時總是察言觀色、主動

出擊，發現有人需要幫助時就會伸出

梳整整齊的頭髮、穿著熨燙平整的慈誠隊制

服和志工背心，不論做什麼工作，永遠將自

己打理得體面得體，是曾榮泰對自己以及對

角色的最基本尊重。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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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手，不必等到他人開口。比方看到家屬在電梯前左顧右盼、露出困惑的神

情，他會主動趨前詢問並給予協助，讓民眾感受到溫馨的慈濟人文。

國民外交  發揮專長

育有三男二女的曾榮泰，兒女們均有各自的工作，並沒有接手父親的事

業。他將大陸工廠交給一起打拚的廠長繼續經營，收起臺灣的公司，把全部

的精力與時間投入慈濟。二○一一年受證慈誠，曾榮泰堅持自己的步調，並

非三天打魚、兩天晒網，或是一股腦地做個不停；而是將一整年平均區劃為

四個部分、各約九十天，分別是家業、社區活動和共修、環保、醫療志工。

拿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行事曆上一格一格寫滿了要去哪間慈院做志工、

參加社區讀書會，甚至包括預約看門診的日期，都安排得井然有序。花蓮、

玉里、大林和臺中慈濟醫院都能看得到曾榮泰的志工足跡。他是有計劃性地

在做慈濟，沒來做醫療志工的時候就在社區，可以保養身體、保養好了再出

發。若是沒有與計畫好的行程衝突，遇上有臨時的勤務，他隨時可以補位，

從沒說過一聲「No」。

通曉日語的曾榮泰（左）在玉里慈濟醫院巧遇日籍旅人新山廣之，與葉淑娥師姊代表接受新山先生捐

贈的善款，並帶著他體驗醫療志工服務。攝影 / 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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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聞玉里小鎮的風光明媚，曾榮泰

在某次的花蓮慈院志工服務裡，向領

隊提出了前往玉里慈院的建議，獲得

了採納。就在二度到玉里慈院做定點

志工時，他遇見一位來自日本的自助

旅人，手拿千元大鈔、說著日語，比

手畫腳卻又無法表達來意。因為成長

於日據時代的背景，加上從事國際貿

易而通曉日語的曾榮泰，立刻上前了

解狀況並協助翻譯。原來這位背包客

新山廣之先生，曾經在三一一大地震

時逃過一劫，棲身避難所時吃到的第

一份餐點，就是慈濟人雙手奉上、仍有微溫的飯糰。「看到很多慈濟人來協

助日本的時候，眼淚都流下來了。」新山廣之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奉獻回

饋，以前就曾來臺旅行的他、因緣際會在玉里火車站下車，搭乘計程車來到

玉里慈院想要捐款。曾榮泰於是帶著新山先生在玉里慈院擔任一日醫療志

工，回饋臺灣鄉親的愛。新山廣之返回日本兩個多月後再度來臺，前往臺中

慈院，曾榮泰帶著他做環保、參觀靜思書軒，到大廳與候診室為病人奉茶，

「新山先生願意撥出旅行時間來做志工，把握機會行善，這份心真的很難

得。」

二○一○年，與曾榮泰相差廿多歲的么妹往生，讓他感受到了生命的無

常。他在太太與子女的同意之下簽署了大體捐贈同意書，倘若往生之後就可

以回到花蓮，不必勞師動眾、浪費土地來安葬。就像多數慈濟志工一樣，曾

榮泰發願「做到不能做」為止，以一塵不染的服儀和心境，按照規劃好的行

程來做慈濟。這位曾被慈濟人文「迷倒」的董事長，此刻正以充滿法喜的富

足心靈，行走在志工菩薩道上。

退休後年逾七十才加入慈濟的曾榮泰，一旦

投入就是全心全意。圖為他參與二〇一一年

水懺經藏演繹。( 曾榮泰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