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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
蓮
．
說

什麼樣的愛，讓你有勇氣面對生命的最終；

什麼樣的愛，讓你以笑容掩蓋身上的苦痛，

你的身上插滿了管子，但你的心上卻沒有。

在如淤泥的人生裡，清蓮綻放其中，

呼吸著生命的甜美，吐露著感恩的喜悅。

你說，生命不在長度而在厚度，

你說，相約再回人間再來慈濟，

身影、話語，點滴盡在心蓮裡。

他
們
在
心
蓮
病
房
最
後
的
話
語



人醫心傳
二千零五年 七月

第67頁

心蓮故事一  第一個記錄主角賴順生  

這張照片是護理長在幫病人賴順生做靈氣治療時，所拍下來的照片。做

完靈氣之後，順生舒舒服服地睡著了。

二十五歲的順生還在就讀研究所，到了癌症無法進一步做治療之後，他

選擇來到心蓮病房。順生是一位思考型的人，他說自己一邊當病人，也想

一邊當志。而他做志工的方法，就是和別人分享對生命的體會。他最有名

的一句話是：「雖然我得到四個癌症，但我卻看到上天對我的關愛。」

這句令人不解的話，反應了順生得癌六、七年來所經歷的思考歷程。因

為病苦讓他從思考生命，到體驗

生命，進而獲得智慧的果實。他

說：這麼多的志工來關懷他，他

體會到一股愛的力量，也去除對

死亡的恐懼。

在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雖然

身體的症狀讓他很不舒服，但順

生更領悟到許多智慧果實，分享

時他說自己明白到什麼是捨得、

放下、感恩‥‥‥。他說即使自

己只有二十五歲的生命，但是

「我不遺憾」。

心蓮病房記錄了順生分享的影

像，後來製作成第一部紀錄片。

這部簡短的影片，不僅留下了順

生智慧的話語，更感動了許許多

多的人。

愛．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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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蓮故事二 阿錦邊看邊作筆記  

病人的紀錄片不僅在生命教育的課程中，讓健康的人具體瞭解到，原來不

可避免的臨終，不是一場「悲劇」，而是一個開啟生命智慧的旅程。心蓮病

房也將紀錄片，運用到對病人的諮商當中。這張照片是一位三十七歲的病友

阿錦，正在看病人寶翎「乘願再來」的紀錄片，並且認真地寫筆記。

寶翎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自問：「當我的生命到了盡頭時，到底我要

去哪裡？」

帶著這樣的困惑心情來到

慈濟醫院後，上人的一句「快

去快回，再來做慈濟的小菩

薩」，讓寶翎有了最後的依

歸。寶翎立下乘願再來的心願

之後，她說：「我的生命不只

是四十六歲，我有更多的生

命。」最後兩天她穿著藍天白

雲的志工服，平靜地往生。

寶翎求慧命的話語，讓許多

的病人和家屬對生命了有另一

個層次的思考。阿錦一邊看影

片，一邊寫筆記。他問旁邊的

師姊什麼是「慧命」？做「慈

濟小菩薩」是什麼意思？寶翎

的話語，似乎也正開啟別人的

心靈旅程。

愛．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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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蓮故事三 慈濟醫院的影展   

慈濟醫院辦影展了！影展的名稱是「微笑走過人生」，我們挑選了五部

臨終病人的紀錄片，在花蓮風光明媚、具有人文氣息的松園別館來播放。

不僅播放影片，我們也請到生命教育專家、導演、陪伴志工，還有

參與影片製作的人，來講評每一部影片。雖然不是假日，將近一百個座

位，依舊擠滿了花蓮社區的民眾，也讓我們瞭解到社會大眾對生命議題

的關心。 

幾部病人的影片，描述病人在面對自己有限的生命時，內心所受到的

衝擊、成長和改變。更令人動容

的是，影片中的病人都很年輕，

當他們娓娓道出自己如何從重病

中獲得智慧，並對生命有新的理

解時，他們的影像和話語，往往

在健康人心中烙下很深刻的印

象。另外，我們也選了一部小朋

友幫即將過世的爺爺念佛的影

片，小朋友天真的佛號聲，不僅

給了爺爺最大的祝福，更改變了

一般人對臨終的印象。

病人告訴我們，罹患癌症，面

對臨終，並不是生命的結束，而

是開啟心靈的另一個旅程。在影

展暗黃的燈光中，看到觀眾們閃

爍的淚光，也感受到大家對生命

的悸動。

愛．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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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走過人生
主辦單位：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指導單位：花蓮縣教育局

影展時間：
 第一場次，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晚上19：30—21：30

 第二場次，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晚上19：30—21：30

影展地點：松園別館

參加對象：對生死學、生命教育有興趣之社會民眾

報 名 費： 現場繳交，150元/人。全程參與者可獲得教師研

習時數證明四小時。

第一場次影片：6月23日
【阿昌班長】

【小朋友助念】

【走出臨終智慧之路】

研討主題：

  1. 如何透過臨終病人的故事，對社會大眾做生命教育。

  2. 如何和小朋友談論死亡。

  3. 對青少年的生命教育。

第二場次影片：6月24日
【乘願再來】

【主擁你入懷】

研討主題：

  1. 宗教信仰對病人的重要性。

  2. 女性如何面重病和臨終。

  3. 神職人員在臨終陪伴的角色。

  4. 臨終陪伴和心靈成長。

影評及專家討論人(依姓氏筆劃順序)

石世明心理師 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

林以諾女士 陪伴志工、門諾基金會管理師

夏淑怡女士 陪伴志工，慈濟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學生

陳若菲導演 資深紀錄片、劇情片導演

黃曉峰醫師 台中榮總安寧病房主治醫師

曾漢榮教授 慈濟大學社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盧蕙馨教授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鄭瑄師兄 前慈濟大學總務處處長

蔡世滋醫師 慈濟醫院家醫科主任

顏惠美師姐 慈濟基金會志工

釋德悅法師

蕭菊貞導演 資深紀錄片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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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拍下來就好了

在三年前，有一對很恩愛的夫妻住

進心蓮病房。病人李先生是一位美術老

師，既有藝術天分，又是運動健將。他

從肺癌發病到往生，一共只有四十天的

時間，最後十天他們來到心蓮病房。癌

症讓他們對信仰有更深刻的體驗，太太

說他們對周圍的人事物都發出好的心

念，自然就有善的「慈」場會環繞在他

們身邊。李先生每天睡覺前，都和太太

一起感恩他們身邊的每一個人。

末期的症狀讓李先生非常地喘，他只

能夠以二十度的斜角，傾躺在床上，藉

助著氧氣供應，費力地呼吸。但是他的

意識還非常清醒，儘管是這麼樣的不舒

服，李先生和太太經常一起念佛。在李

先生往生前一天的下午，他幾乎是像在

溺水的情況下，用氣音一字一句，鏗鏘

堅定地唸出阿彌陀佛。圍在病床邊的每

個人，莫不受到李先生的帶動，而虔誠

念佛。莊嚴的佛號聲，迴盪在整個病房

裡，彷彿讓人感受到金光滿室的感覺。

李先生離開後，有天李太太回到病房

看我們，我們在討論起這令人動容的一

幕時，李太太說：「如果當時能夠把它

拍下來就好了！我先生一定很高興，他

讓人家知道，原來一個人可以這麼莊嚴

而平靜地往生。」

菩薩幫的忙

李太太的一番話對我產生很大的衝

擊，也讓我開始嚴肅地思考替病人拍攝

影像這件事情的意義。心理師的工作是

陪伴病人和家屬共同面對疾病做調適，

讓帶著重病的生命依舊感受到生命的美

好，甚至因病而對生命有更多體驗，那

麼我如何能夠將心理工作和影像結合起

來呢？

當有了這樣的心願之後，似乎冥冥

之中菩薩就安排了許多的力量來幫忙我

們。首先悅師父從別人那裡借給我們一

台攝影機，後來王主任也很支持地挪了

一台電腦給我們使用，接下來竟然有幾

位對影像比較熱衷志工就出現了，我們

東拼西湊地加買了影像卡、大硬碟，以

便將影像轉錄到電腦中，再燒錄成VCD光

碟片。我們又拜託資深的影視志工來指

導我們‥‥‥應該沒有很久的時間，不

知不覺當中，拍攝所需的一切就這樣設

置了起來。

很奇妙地，後來就有幾位病人主動

幫病人拍攝紀錄片 

愛．蓮．說

文／石世明 花蓮慈濟醫院家醫科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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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接受拍攝，他們想要留一些影像給

家人做紀念。我們拍攝的第一個病人是

二十五歲的賴順生。他從十八歲開始，

一共罹患四個癌症。順生對生命思考很

多，也書寫過很多的文字，是一個很有

內涵的病人。當時，我們的拍攝技術很

笨拙，使用的是會晃動的三角架，且連

一隻錄音的麥克風也沒有。雖然如此，

我們還是勉強地幫順生充滿智慧的話語

給記錄下來，並且剪接成

一部八分鐘的簡單紀錄

片。

用發抖的手拍攝

在病房有方便的攝影

機可以用來記錄之後，很

快地我就發現更多心理師

可以做的事。有時候，病

人對死亡已經做好心理準

備，他會有很多的話想說

或想要交代，但是在一旁

摯愛太太因為不捨，也不

敢聽，這時候我們就幫病

人把內心的話錄影起來。

也有照顧的先生，想要跟

步入重病的太太懺悔，但

太太當時還不願接受，這

時候我們幫先生錄一段內

心的告白，再找機會給病

人看。

曾經有位病人，以為來

心蓮病房到一條恐怖的不歸路，接受安

寧照顧之後，他發現在在以前病房大家

的「傳說」都是錯誤的，更後悔自己太

晚來，讓他白受了很多的苦。後來我發

現這個病人經常不在病床上，詢問之後

才知道，原來他常去以前的病房要病友

來心蓮病房接受醫療，還說自己在幫忙

「拉客」。於是我就請他錄下自己內心

轉折的歷程，這樣就可以讓其他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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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蓮．說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病人「阿昌班

長」，罹患口腔癌的他，在生命最後

幾乎有一半的臉頰都被癌細胞所侵蝕

了，打開包紮的傷口，可以清楚地看見

喉嚨，腐肉，還有跳動的血管。一天早

上，他拿著鏡子對著窗外，他的眼神堅

定而安定，不知道有多久的時間，他靜

靜地凝視著鏡子裡，那個只剩下半個臉

的自己。他手比畫著要我將這樣的影像

紀錄下來，當時我受到相當大的震撼，

幾乎是用發抖的手把這樣的影像紀錄下

來，我還記得當時阿昌後面的背景是窗

外的濛濛細雨。

原來，我還有路可以走

受到震撼之後，我問自己：「為什麼

這麼逼近生命的珍貴影像，只有被我看

到。我應該怎麼辦？」後來內心有一股

清楚地聲音告訴我，應該要將它傳播出

去，讓更多人領受到這份來自生命底層

的能量。

去年，當三十五歲罹患淋巴癌的病人

金浩得知自己只剩下三到六個月的生命

時，他感到萬般迷惘。這時候護理長要

我去看他，他對自己的將來感到迷惘，

不知道路在哪裡。第一次和他會談四十

分鐘之後，我問他要不要看病人的紀錄

片。金浩答應之後，我就將賴順生「走

出臨終智慧之路」的紀錄片拿給他看。

在片中，順生敘述他所領悟到的智慧果

實，疾病讓他明白什麼是捨得、放下、

感恩‥‥‥

金浩看到一半時，他睜大了眼睛，嘴

裡露出了微笑，彷彿他看到自己的未來

路。看到金浩他笑了，在一旁的我卻哭

了。原來幫病人製作記錄片的意義就在

這裡。

影像不只是記錄

更是一份愛的能量

有影像製作概念的人一定知道，做一

部紀錄片要花很多的時間和心力。這一

路走下來，雖然我們很認真地為病人做

影像紀錄，也製作了不少可以看的紀錄

影片，但是我們更清楚地瞭解到：「沒

有一部紀錄片是我們做的」。

這些記錄影像的成果，並不是我們人

的意志或是人的作為，所能夠達到的。

這個成果是來自於一股更大的力量，是

這股力量的安排使得臨終的生命影像能

夠被看見。這股更大的力量就是「愛」

的力量，是它讓切近生死的生命，能夠

散發出能量：是它讓臨終的生命，得已

訴說接近生命實相所開啟的大智慧。

我們都只不過是傳遞這份宇宙間愛的

能量的媒介。我們只能說「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