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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美，在病苦中淬鍊、在淚水中淘洗、在笑容中感受；

這是一個拔苦予樂的地方，一個感恩知足的天地。

心的軌跡
 慈濟醫療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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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小兒加護病房的快樂泉源──小湘

一月十九日

小湘是個早產兒，並罹患弱視，小湘的左眼弱視，右眼只有

0.1的視力，所以基本上，小湘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但是她的

耳朵可敏銳了，所有護士阿姨教的動作，透過口說指令，小湘都

可以表演無誤，例如護士說「鼻子在哪裡」？小湘就用手指鼻

子，護士說「恭喜發財，紅包拿來」，小湘就會雙手合起拜年，

然後小手往旁邊攤開要紅包，模樣非常可愛。這也是小湘要紅包

的招牌動作呢。

小湘已經快滿兩歲了，從初生開始就一直住在小兒加護病房，

現在的小湘看起來白白胖胖的，又很活潑，非常討人喜歡，實在

看不出初生時只有巴掌大，七百三十六公克，現在她有十公斤

重，完全拜醫護人員的用心照顧與滿滿的愛灌溉，小湘才可以長

得如此的健康。

經過近兩年的相處，小湘是護士們心頭的一塊肉，也是快樂的

泉源，每位護士一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看小湘，跟小湘報

到，然後才開始一天的工作。

小湘的父母都是上班族，因為小湘左眼弱視，右眼視力0.1，

再加上有氣切，需要特別照顧，如果父母帶回家，勢必要有一個

人留下來照顧小湘，父母經過協商後，在小湘剛過一歲生日後，

決定放棄小湘的撫養權，並且交由慈濟醫院全權處理。

經過多月的尋找，社工終於分別在荷蘭、美國與加拿大找到

願意收養小湘的家庭，但是收養家庭需要瞭解小湘身體的活動狀

況，所以請大愛台鍾江波師兄拍攝，為了讓收養家庭可以更清楚

瞭解小湘的狀況，護士阿姨們使出渾身解數逗弄小湘，並且讓

小湘表演所有她知道的動作，例如摸五官、親親、撒嬌、走路等

等，希望能夠幫小湘找到一個適合的家庭照顧她。

看著集三千寵愛於一生的小湘，身上穿的衣服、床上的玩具都

是護士阿姨們一手打點的，問阿姨們如果小湘出院了，會不會很

難過？阿姨們很勇敢的說，我們會存錢去看小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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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位醫護同仁 受證為委員慈誠

一月二十九日

二○○四年慈濟醫療暨教育志業歲末祝福在一月二十九日舉

行，今天的歲末祝福與往年不同，因為慈濟醫學中心有二十四位

醫師及五位護理部等主管們，將在今天受證為委員、慈誠，其中

包括了林欣榮院長、許文林副院長、王立信副院長及王志鴻副院

長，而林欣榮院長、許文林副院長還同時受證為委員及慈誠。

他們今天除了接受上人授證外，還上場表演音樂劇，每個人

都放下身段，以團體的一員自居，個個以師兄師姊自稱，互相成

就，完成──八正道音樂劇的手語。而護理同仁們也以「膚慰」

的手語，表達出護理人員們在工作崗位上的真切情懷。

二天的集訓中，最常看到的畫面就是前面的人跟著節拍比劃

動作，後面還未輪到表演的同仁們，專心一意的比劃著自己的動

作，當下的他們，彷彿在自己的空間裡，完全不受旋律的干擾，

但是輪到他們時，卻又能及時跟上節拍，馬上進入團體的狀況，

雖然有時候還是亂了手腳，但是這種可以隨時「開關」心門的功

夫，實在令人佩服。

裴馰醫師就是一例。剛開始，裴馰醫師都投入在「自己的世

界」裡，他總是閉上眼睛，努力的比，而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中，順暢無比，但是一張眼，一配合節拍，就又不是那麼回事

了!不過一回生，兩回熟，三回果然變高手，越練就越得心應手

了。

而在台下幫曹昌堯主任提示手勢的喬麗華師姊，往往在台下

跟著乾著急，因為曹主任盯著自己的手都自顧不暇了，哪有時間

望台下看提示。但是喬麗華師姊卻發現了一位奇葩──曹汶龍醫

師。因為她發現，曹醫師一開始上場簡直是手忙腳亂，但是幾次

下來，竟然已經跟上腳步與手勢，完全看不出剛才「生手」的樣

態。

今天的特訓，已經少見有人自唱自的調，自比自的手勢了，可

以想見昨晚他們回家後努力用功的情景。在大夥兒的自我努力以

及同心協力下，特訓不到十一點就收工了。而正式上場後效果果

然不凡，贏得台下不少的掌聲。

而今天就要受證了，許文林副院長表示，「四聖諦──苦集滅

道是什麼，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如何去簡化，那就是把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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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就對了，而醫院就是最好滅苦的地方」。自己覺得做得還不

夠好的王立信副院長表示，本來很擔心，但是聽到林副總說「進

來才是修行的開始」，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心就安了許多。

戒煙已兩年的王志鴻副院長表示，戒煙一年才敢加入培訓，現

在「感覺真好，不再被尼古丁所束縛。」在報到區別上慈誠領帶

的當下，還問在他旁邊的林碧玉副總說：「我這樣像慈誠嗎？」

關山慈濟醫院

不打烊的除夕夜──關山慈濟醫院的忙碌

二月八日

昨日晚上(小年夜)十點多，手術房內進行一台顯微手術，無

獨有偶，今天中午左右，關山慈院開刀房又有一例也採顯微手術

接回「一條血管、一條神經」的手術，兩位患者都是因為酒醉緣

故，不是手揮向自家的玻璃；就是喝醉酒精神狀態不佳，往自身

的手上割，還好有潘永謙副院長鎮守醫院，將患者的手救回，而

從總院下來關山支援的麻醉醫師林佩金也是放棄年假，來到關山

慈濟醫院協助。

陸陸續續病人不曾停過，而醫護同仁也已做好準備，迎接每年

「忙碌」的農曆年。

中午林副總也到玉里、關山慈院，向留守的醫師(蕭敬楓醫師、

潘副院長、陳明杰醫師)與護理同仁拜年，也捎來上人及常住師父

的祝福，大家歡喜並恭敬從副總手中接下祝福的紅包，同時副總

也來到三樓病房，祝福六位留在醫院的住院患者早日康復，並且

發上福慧紅包。

而從總院來支援的急重症護理同仁曾淑萍，家就住在瑞穗，面

對小患者很有耐心的她，此次放棄春節假日，將留在關山值班到

初二。

除了急診室忙碌，門診看診的蕭敬楓醫師同樣也是忙碌，蕭醫

師此次也是奉獻出年假，付出無所求的來到醫院值班，他很高興

在需要幫忙的時候，大家沒有忘記他，並表示：「過年要過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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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年節在家不是看電視，就是睡覺、吃東西，不如把時間拿

來做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從醫四十

年來，真正知道眾生痛苦。有時候早上病人來看診，下午家屬卻

是來請我開死亡證明，所以人生真的很無常。」

每次搭乘交通工具，總會遇上一些老顧客及老朋友的蕭醫師，

也談到友人、患者常對他說的一句話：「蕭醫師你這麼老了，怎

麼還沒退休。」從事(醫生)這途，蕭醫師表示當「眼睛還能看、

耳朵還能聽」時，就要「加減探(多少掙一點)、某這(多少做一

點)」。

此外，他也告訴大家他那位非常獨立的女兒對他所說的一句

話：「爸爸你不工作，你要做什麼？」不過最重要的是蕭醫師談

起工作愉快之外，更感恩上人看得起他，讓他在這裡發揮良能。

年節期間除了感冒生病的患者以外，前來醫院灌腸的老人家、

被鞭炮炸傷手指的小孩、以及喝酒醉導致外傷的民眾人數也不

少。而醫院的急診室也出現特殊的景象，原來民眾陸續有人被

「家豬、狗、蛇、蜈蚣、貓」等咬傷，大家開玩笑地說：要集滿

「十二生肖」。

晚上七點過後，大廳成了留觀室，有空位的地方都停了病床，

護理人員對於此景象已經習慣，而填寫病歷的工作也移到服務

台，八點是另一批護理人員交班，但也是急診最忙的時候，四名

護理人員一同投入，直到晚間九點多醫護人員，才有喘息的時間

用餐。

玉里慈濟醫院

同步的「愛」與同樣的「心情」──「不忍眾生苦」
　

一月二十二日

今天，玉里與關山以同步的愛、同樣的心情，分別進行義賣及

為獨居老人打掃。而玉里慈濟醫院則例行性在星期六將義賣的物

品推至市場的定點，開始一星期才一次的熱烈場面。即將前往斯

里蘭卡的蔡宗賢醫師，今天趁著回台北之前，也特地到義賣處參

加呼喊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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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玉里另一批護理人員，則要前往獨居老人家中打掃，出發前

大家先至義賣處為同仁互相加油打氣，而領隊張玉麟副院長的家

中成員幾乎總動員，全家發心為慈善、國際賑災做努力。

今日，原要為富里一位練爺爺打掃家裡，當慈濟人抵達目的地

時，練爺爺卻遲遲不肯開門，等候也不是辦法，於是大家將轉往

與孫女相依為命的王阿嬤家中探視。

正要離開練爺爺家時，對面一位從台中回娘家來的賴月枝女

士，拿著一千元大鈔告訴慈濟人說：「我在台中一直沒有機會將

善款捐出去，沒想到今日能夠遇上你們，希望你們幫我轉交。」

張副院長從賴小姐的手中恭敬地接下這一份心意，同時賴小姐

表示，很感恩張副院長將她母親的腿傷 ( 阿嬤在日據時代被竹子

刺中左小腿，雖然有一段時間痊癒，後來因為腿內仍存有一小截

竹片未取出，導致傷口內部發炎久久無法痊癒，傷口周圍的皮膚

也已壞死 ) 治療好。

之後，賴小姐也向大家解釋說：「我的母親到醫院看診，只會

給張醫師看診，有一次掛號掛到別的醫師，我的母親看到不是張

醫師後堅決不看了，我想是母親謝謝張醫師的長久對她的鼓勵與

關心吧！」

大家感恩完賴小姐，醫護同仁趕緊前往王阿嬤家中，在徵求阿

嬤的同意後，同仁就先替王阿嬤打掃。

此個案是大家第二次來關懷，它是一個家庭悲劇，阿嬤育有一

男五女，其兒子因為酒醉過失打死女婿入獄服刑，目前與孫女相

依為命，在孫女三個月大時，阿嬤因為兒子媳婦離異，親自挑起

撫養孫子、孫女的重擔。

才第二次的見面，加上多次到醫院就診的王阿嬤，很感動大家

這麼熱心，今年七十五歲的她，已經無法工作，幾乎日常生活的

作息，都須依靠就讀高中的孫女幫忙。今日看見大家幫她清潔家

裡的雜物，阿嬤感動得哭了，直說：「我就感動，感動告動毋條

(我很感動，感動到停不下來)。」

在打掃房屋前，張副院長也為阿嬤看診，發現阿嬤有氣喘的現

象，於是希望在打掃結束後，阿嬤可以到鄰近醫院檢查。不久，

阿嬤的孫女回來，張副告訴小女孩說：「棉被因為潮濕，容易讓

阿嬤的氣喘發作，對健康情形也不好，所以我們讓陽光曬一曬棉

被。」

打掃告一段落後，再往南前進關山慈濟醫院，今日在關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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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禮堂，有關山慈濟醫院所舉辦的第一次義賣活動。當地數十

團體、單位也前來「擺攤」，參與醫院所主辦的南亞義賣募款，

而關山慈院同仁則認養三攤位。

其中參與的單位有：關山獅子會、青年會、社教站、婦女會、

福幼托兒所、紅蘋果托兒所、鴻德托兒所、關山鎮農會、ING安

泰人壽、月眉，中福，新埔，豐泉社區媽媽教室，關山國小、關

山國中、學友屋等。

這麼踴躍又具愛心的團體共襄盛舉，潘永謙副院長及家裡的師

姊黃素虹老師也都紛紛表示要收集愛心送進南亞，另外，黃老師

也表示這個活動很有意義，也可以跟社區交流聯絡感情。

在義賣會場中，不論是賣新鮮蔬菜的菜商、現場揮毫的關山

國小歐老師、棉花糖，或是素粽、關東煮、糯米食品，大家「看

得」不亦樂乎、「買得」不亦樂乎、「吃得」也不亦樂乎。

其中一個柳丁汁攤位，是由關山鎮農會贊助。一位先生表示，

柳丁掉入搾汁的機器內，就像樂透開獎時的「樂透彩球」般，只

是這裡的樂透球(柳丁)一顆顆都多出了「愛心」。

而以吸管做出栩栩如生的龍、紅火蟻、蜻蜓、蝴蝶的關山鎮肉

圓先生，去年八、九月開始學習這項技藝，無師自通的他是在做

生意閒暇時，自己摸索出來的。這位肉圓先生表示：大概十分鐘

的時間就可以做出一個成品，今天早上已經售出一百多個精緻的

作品。他也表示利用「吸管」是為了要「資源回收」，可說是一

舉多得。

偌大的禮堂熱鬧有趣，也動員約一百二十位工作人員，而今日

的義賣所得善款也高達十三萬兩千兩百二十八元。

玉里、關山慈濟醫院，以同步的「愛」與同樣的「心情」都只

因──「不忍眾生苦」，而募款的路還須持續，因為即使十億元

也都還無法將災區恢復為原狀。

大林慈濟醫院

複合式健檢 大鄉小鎮健康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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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二日

大林慈濟醫院與嘉義縣政府合辦的複合式健康檢查，不斷的在

嘉義縣各鄉鎮關懷鄉親的健康，今天第二十五場的健檢列車來到

了大林鎮平林國小。一早大林鎮上的阿公阿嬤們，樓上招樓下，

左鄰右舍互相邀請，大家歡喜逗陣來平林國小參加免費的健康檢

查，關心自己的健康。有些行動不便的阿公阿嬤，志工就用輪椅

推著他們一站一站檢查，全程耐心陪伴，直到他們做好健康檢

查，歡喜回家。

因為參加的人非常踴躍，慈濟志工一百七十多位、加上縣政府

一百多位志工到場幫忙，從報到開始、量身高、量血壓、抽血、

驗尿、X光、乳篩、口腔檢查、問卷調查，到最後資料回收，都

可以看到志工忙碌的身影，更可聽到志工親切的引導聲：「這邊

請、這裡請坐，請稍等一下。」

整個平林國小的操場熱鬧滾滾，像在辦一場嘉年華會，雖然人

很多，但是鄉親們都很守秩序，每個檢查站都可看到鄉親耐心坐

著等候看診，為了消磨等候的枯燥，慈濟志工把平常的拿手絕活

──手語、團康帶動，通通搬出來現場帶動，一個早上志工不停

的比手語、帶團康，唱得口乾舌燥、兩腿發酸，但是能帶給鄉親

歡笑，博得鄉親們的肯定與熱烈掌聲，志工們也就甘之如飴了。

為了讓大愛傳出去，志工利用健檢的空檔，告訴鄉親南亞大

海嘯災情慘重，需要大家的關懷，同是地球村的人，請大家發揮

人溺己溺的精神，伸出援手救救南亞災民，志工手捧勸募箱，在

各個健檢站來回穿梭，募集大家的善心。有的阿嬤知道在募款救

災，健檢後又回家拿錢來捐，也有殘障人士一眼看不見，皮包打

開拿出千元大鈔就往募款箱投，林月桂師姊說：「其實台灣有愛

心的人還是很多，今天大家忙著健檢，我們不好意思主動去募，

但是有愛心的人，他們聽到我們在呼籲大愛進南亞，募你一份善

心，他們就主動來捐款。」因為大家是出來健檢，身上沒帶很多

的錢，所以募得的錢並不多，但是可貴的是將慈濟的大愛告訴鄉

親，募得了鄉親們一份真摯的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