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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天搖地動尚未回過神來，岸邊

剎那間海水下降，不妙的巨大海浪踰越

軌道接踵襲來，地震震毀建築物，瞬間

傷人無數。奔跑的身影是為了與海嘯賽

跑保住生命，心急如焚用手挖趕不及即

將消逝的呼吸，感受到心跳、呼吸已漸

行漸遠，無奈於無法搶救親屬的生命，

不得不啟動機械卻看到一具具屍體，分

成片段的身軀慢慢落地，或頭顱懸吊於

空中⋯⋯，望著整片地面是木材？是廢

鐵？仔細端詳竟是一具具趴著的罹難

者，遠來的烏鴉成群落地，啄著啄著竟

是啄著屍體。緊縮的心似乎碎成片片，

不忍見一雙雙絕望的眼神，不忍見一滴

滴眼淚串成珠，不忍無聲落淚災民？不

忍見嚎啕大哭眷屬？是悲極無淚？是悲

極茫然？這一幕幕人間悲劇在南亞無奈

的展現。

生命的無常無法預料，親長倚門盼望

度假的人兒卻無蹤影，家，瞬間消失無

處覓得家人歸，一片沼澤地、一片小水

塘，任一地點多少的亡魂在其中？？令

人驚心動魄的那一天，正是二○○四年

的十二月二十六日，證嚴上人蒞臨新店

工地，為感恩勞工菩薩及慈濟人，提前

在工地圍爐過年，無預警的接到第一份

傳真──印尼地震有人傷亡，緊接著第

二份資訊芮氏七點九級地震間海嘯，往

生七百多人，證嚴上人本能的立刻站起

來說:「我還是立刻回到關渡大愛台，積

極瞭解災情訊息以便救援」。災情一波

波接踵而來，七百人、一千人、一萬人

⋯⋯，一次、一次堆高罹難者數量，六

萬、八萬、十六萬、二十二萬，甚至更

多⋯⋯。

災情一天天令人不忍，災情也一天天

明朗，世紀以來第四大地震伴隨著巨大

海嘯。於是乎，救災指揮中心成立，證

嚴上人既要救災又要為大家歲末祝福，

心靈的煎熬無法測知，足跡環繞全島活

動指揮中心，亦步亦趨隨師而行，每時

每刻每天掌握災情於第一時間，隔著千

山萬水指揮前線慰災民。

救災的經費需籌措，愛心的啟發運

轉善的循環，「好心室」效應要推動，

全球慈濟人愛心爭先恐後，「大愛進南

亞、真情膚苦難」全球愛心總動員，醫

院的院長、學校的校長、教授、醫師、

學生、小朋友，老老幼幼在街頭，呼喚

愛心不落後，送愛遠比被愛來得樂。在

街頭紅燈亮快上前，駕駛朋友搖下車窗

獻愛心，市場小販紛紛解囊，殘疾小販

呼喚愛心箱不能沒有我的愛心，一時之

間愛的天使綿綿密密，佈滿街頭巷尾，

但見善心的大德隨喜布施，但見愛在街

頭巷尾流動，感受到善在全球蜂湧密佈

舵 手
◆ 撰文／林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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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悲情雖歔欷溫情卻也厚濃。 

因為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均有慈濟

人，在第一時間即展開救災搶救生命、

膚慰災民作業，斯里蘭卡求援訊息直接

而來，證嚴上人評估可行，慈濟慈善醫

療團隊立刻成行，在陌生的國度裡，在

第一線上悲智兼具，救急、膚慰、醫病

兼醫心。在災區陸地與空中交替奔走，

第一階段救急任務已完成，帳棚搭設安

生安身刻不容緩，後續的大愛屋、希望

工程等等，此次的賑災工作計畫深信龐

大正研擬，全球慈濟人不只募款，更是

遠渡重洋數萬里，接力愛的工作一波波

在接續。能付出的人最幸福，救災的同

仁之心懷感恩，本期人醫心傳述分明。

正當為災情所悲，家暴的事件引爆

成為社會矚目的醫療倫理問題，不由感

恩醫療志業同仁們，經年累月二十四小

時待命搶救生命，或有車禍、或一一九

送來病患，經常無家屬陪伴卻需緊急開

刀，醫護同仁不畏事後被誤會，自行簽

寫手術同意書，以便緊急開刀治療，搶

救生命於瞬間，先開刀後找病房，加護

病房沒空床，主治醫師依照嚴重度或調

整或挪床位，護理人員則為加床忙碌不

推卸，再累也是病人為優先，生命最寶

貴。

九歲的小病患阿興並不小，體重超過

一百公斤，有一點智障，不會走路行動

不便在家裡。

慈濟人訪視獲知，緊急轉介慈院，

小兒科蔡主任利用星期假日下鄉家訪往

診，診斷後必須住院，如何將他帶到慈

院必須費周章，移動寸步難加難，不畏

艱鉅慈濟人，好不容易勸動父母，同意

帶到慈濟醫院大門口，醫護志工同心齊

步為阿興，步步維艱苦口又婆心，如今

阿興體重減輕能言語，若不是菩薩如何

會有耐煩與耐心？

花蓮慈院林院長參與南亞第一線，帶

動醫護同仁樣樣做，未看診前先為病患

高歌一曲來互動，環境髒醫護齊打掃，

往診送愛到災民府，宅即便的服務膚慰

災民展笑顏。他到慈院剛滿三年，寫了

一篇文章名《再生》，細述生命的意

義，回歸心靈的滋長與喜悅，是誰點燃

他的心燈？一群群菩薩道

侶的心燈是誰點亮？心靈

的舵手是證嚴上人，掌舵

與否則在個人，舵手的

心靈要堅定，掌舵的方

向永遠不會偏，生命的

希望仰賴舵手推向慧

命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