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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十月花蓮慈濟醫院舉辦兩場大

型的感恩會，第一是骨髓捐贈移植相

見歡，向每年三百多位骨髓捐贈者感

恩，今年我們邀請了十位受贈者代表

在周年慶活動中，向盼望多年才得以

相見的捐贈者說「感恩」；第二是器

官捐贈感恩音樂會，以音樂的形式，

透過追憶捐贈者生前的幸福記憶，向

捐贈者及家人獻上最崇高的敬意。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成立已滿

二十二周年，今年九月十九日，我們

與世界骨髓庫協會同步啟動「世界骨

髓捐贈者日」，向全球的捐贈者致敬。

在十月中旬的周年紀念活動，十位曾

經在生命暗處與死神拔河的受贈者，

也如願見到「再生父母」。「沒有你，

就沒有現在的我。」簡單一句話，道

盡所有受贈者內心深處的感恩。

 十對相見的受贈者中，來自臺東的
張女士是我的病人。張女士等了七年

總算見到救命恩人，當場熱淚盈眶，

緊緊擁抱捐贈者。這也讓我想起多年

前治療張女士的往事。我在春節前夕

確診張女士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該立即通知她診斷結果？還是等到新

年過後？確實讓我內心掙扎許久，最

後決定讓她有一個家人團聚的歡樂時

光，假期結束後，再接受生命的挑戰。

 初期，因為化療，張女士反覆嘔吐、
輸血，非常辛苦。在準備骨髓移植治

療前，儘管有多位親人願意捐髓給她

卻配型不合，只能尋求非親屬配對。

病苦的煎熬讓她一度想要放棄治療，

甚至輕生。身為主治醫師的我，一邊

用心傾聽安慰鼓勵，一邊盡全力醫治

她的病，幸運的，她在慈濟骨髓資料

庫配對到捐贈者，經過骨髓移植後才

能健康地活下來。

對受贈者及家屬來說，捐贈者的恩

情確實比天高！在這十對相見的捐贈

者中，有一位張先生為了搶救受贈者

的生命，連捐兩次。受贈者黃先生也

是一位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生命

鬥士，先以化療控制病情，不料隔年

復發，必須接受骨髓移植才有機會活

下去，儘管成功的接受張先生的骨髓，

幸福記憶

愛滿人間
◆ 文／高瑞和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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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年後，癌細胞又復發了。他真的

很感恩張先生接連兩度救他，讓他有

機會陪伴孩子成長。

然而，捐贈者張先生卻這麼說：「雖

然捐了兩次，但比起受贈者受到病魔

折磨的痛苦，我捐髓救人是最輕鬆的

一件事。」張先生第一次是從腸骨抽

髓，第二次是經周邊血收集幹細胞，

他說，父母親都是慈濟志工，從小耳

濡目染，認識到捐髓救人的正確知識，

和弟弟相繼參加驗血活動，也相繼成

為捐贈者。在捐贈的當下，他們只擔

心受贈者的身體狀況。這也是證嚴上

人時常讚歎捐贈者「不僅付出無所求，

還衷心祝福受贈者早日康復」的無私

大愛。

 花蓮慈院器官勸募暨移植中心成立
於一九九五年，為了感恩器官捐贈者

及家屬的無私大愛，在十月下旬，舉

辦感恩音樂會，邀請器官捐贈者家屬

及受贈者共同參與。二十年來，已完

成二百一十多例器官移植手術，也勸

募二百多位器官捐贈者，幫助了五百

多位需要移植的病人。

正如器官勸募移植中心李明哲主任

說的，這過程是令人悲喜參半的，喜

的是有病人獲得了重生的機會，悲的

是要面對一個生命的離開。「感恩音

樂會感恩的是捐贈者及家屬的勇敢無

私，還有受贈者的信任。」我們感恩

緬懷捐贈者，還要把受贈者健健康康

地帶出來，讓捐贈者家屬知道家人的

大愛已經得到延續。

在醫院，十一月有兩個值得紀念的

節日，八日是國際放射師節，十二日

是醫師節。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八日，

德國物理學家崙琴 (Wilhelm Conrad 
Rontgen)在陰極射線實驗中意外發現
X光，獲得了第一屆諾貝爾物理學獎。
X光是醫學之眼，在疾病診斷上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近幾十年來更發展至

如電腦斷層、磁振造影及核子醫學，

甚至運用放射線治療惡性腫瘤，而專

業操作這項醫學檢查與治療的就是放

射師。

今年，為過一個有意義的醫師節，

我們利用週末假期，邀請禪光育幼院

的院生共度醫師節。俗話說「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往年的醫師節與榮民之家的老人家同

歡，今年與育幼院的孩子們同樂。

我們也要恭喜大林慈院賴寧生院

長及花蓮慈院李仁智主任，獲得第

二十五屆醫療奉獻獎。身兼感染症醫

療網東部指揮官的李主任引進「送藥

到手、看藥入口」的肺結核治療模式

「DOTS都治計畫」，透過專案個管
師介入，讓結核病痰陽性個案完治率

86.8%，高於世界衛生組織的 85%預
期目標。花東地區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78.3%的完治率，高於全國，也超越
世界衛生組織的 54%完治率。他們以
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專業，是人醫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