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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置涅槃岸；

醫王、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隨病授藥，令眾樂服。 

這是《無量義經》中的一段經文，這

也就是慈濟醫療人文。醫療團隊志工作

伴，真正做到身心靈照護。

在《人醫心傳》這本刊物裡常常可

以看到醫人醫病又醫心、扣人心弦的故

事，很多病人在慈濟醫院接受治療後，

不僅學會用另一種心境看待自己的重

病，更有身懷重病者仍善用所剩不多的

時間去幫助其他病人等等。讓我們領受

到生命的光輝。

生命存在著許多不可知：如何生？

為何生？如何死？何時死？等等都不

知道。生生死死都由不得自己，更何況

無常。在生與死之間，或庸庸碌碌度日

子，或渾渾噩噩過一生，價值何在？又

為的是什麼？人生的方向在哪裡？相信

這是很多人共同的疑惑？

很多孩子常常會說，我長大後要為社

會付出，去幫助需要受幫助的人！這個

願來自不受污染的心。就像很多志為醫

護者一樣，那一分靜寂清澄的初發心，

令人讚揚。可惜醫者護師們面對目前的

醫療困境，恆持發心難，一面明亮的心

鏡很快就蒙塵了。

面對目前醫療的困境， 就不難理解。
不過，我們卻非常有福報，能在慈濟

的人文環境裡，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

夥伴，不管是醫、牙、藥、護、醫技、

總務、行政等整個醫療團隊，或是付

出無所求穿梭在醫院各個角落的師兄

師姊，時時讓我們有榜樣可以學習如

何「為社會付出，去幫助需要受幫助

的人」。

更重要的是，雖然明師難遇，我們卻

有證嚴上人的智慧法語，如朝露輕撫心

鏡不揚塵，或如清水洗滌心鏡不染塵，

常保明亮照見人生方向。

玉里慈濟醫院剛剛過完十五歲的生

日。在這十五年的歲月裡，時時充滿著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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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無價  

守護無假
◆ 文／張玉麟  玉里慈濟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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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狹長的花東縱谷，住著一群弱勢

的族群，很多是曾經在年輕時為社會貢

獻，現在年紀大了，因為深愛這片鄉

土，有些即使有孩子住在西部或北部，

仍堅持住在這裡。但是畢竟自然法則無

法迴避，一旦生病或意外發生，要往外

就醫，人力及路程上都是一項考驗。

我們非常感恩慈濟在這偏遠的花東縱

谷接續地方愛心，設立兩家醫院——玉

里慈濟醫院和關山慈濟醫院，讓當地貧

病的老人能立即就醫，在地老化；同時

也讓我們有機會為偏遠病患發揮良能。

也感恩在東部有這麼一家醫學中心——

花蓮慈濟醫院，讓很多重症及疑難雜症

在此獲得解決，不僅僅是病患之福，也

是其他醫院的依靠。

在十五周年的慶典上，有近二十位

同仁接受滿十年或滿十五年的資深員工

表揚。感恩他們滿滿的愛心。他們為的

不是「錢多事少離家近」，也不是為了

一筆退休金等著他拿，而是真正「為社

會付出，去幫助需要受幫助的人」，並

且持之以恆。他們不需真的到非洲去，

但是他們已把史懷哲的精神表現得淋漓

盡致。因為偏遠地方別人不願意來，可

是這些貧病無依的病人也是跟都會區一

樣，需要二十四小時的醫療守護他們，

感恩這些資深同仁都做到了，而且是無

怨無悔地付出。

有一則靜思語說：「生命無價，會

用才有價值，不會用則是白白浪費。」

而守護生命的工作是沒有休止符，也沒

有假期的。在玉里慈濟醫院滿十五周年

的此時，我深深恭敬合十，感恩醫療團

隊，人人發揮合心、和氣、互愛、協力

的精神，以病患的最大利益為考量，充

分發揮自我生命的良能，做到「生命無

價，守護無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