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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主任林怡

嘉翻查資料，確認蔡瓊明師兄投入醫療

志工的服務資歷，手邊忙著，邊唏噓的

說，「原本規畫今年（二○二○）二月

五日志工感恩餐會，邀請瓊明師伯在國

際會議廳分享他當醫療志工的喜悅，讓

大家見證他了不起的投入，更讓院長有

機會當面感恩他！」只是很可惜，因新

冠肺炎停辦了感恩餐會，這應該是最大

的遺憾吧⋯⋯

伴隨臺中慈院成長

帶病投入不停歇

蔡瓊明於一九九一年加入慈濟，只要

有活動就盡心參與，而第一次承擔醫療

志工任務，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在花

蓮慈濟醫院。他的太太潘枝美則是隔一

年，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第一次在花

蓮慈院開始當醫療志工。而於臺中潭子

蓋起了慈濟醫院後，他們當然更是義不

容辭地承擔；夫妻倆從一九九七年一月

七日臺中慈院展開健康諮詢的前一天，

就攜手與臺中慈院結下深刻緣分。

蔡瓊明師兄承受病苦的十二年後，

在今年（二○二○）二月十五日安詳辭

世，投入慈濟近三十年，回顧他的身

影，極少病人樣貌，總是精神奕奕地穿

著制服做慈濟、說慈濟。

因緣以各種讓人想不到的情節串演著

人生，蔡瓊明師兄打從臺中慈院啟業在

各角落穿梭，其實那時他脖子有個不會

痛的腫塊，忙著做慈濟的他自然沒多理

會就擱著，直到二○○八年，有一天覺

得腫塊變大了，才給當時的外科主任吳

永康檢查，竟然是惡性甲狀腺癌，直接

開刀處理。受限當時臺中慈院還沒有放

射碘治療，蔡師兄只能在其他醫院接受

放療。核子醫學科主任陳慶元表示，瓊

二○一四年，蔡瓊明師兄於臺中慈院擔任梯次

醫療志工。攝影／盧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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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師兄做完治療後，沒有因為生病就躲

在家裡不出門，而是如常參與社區與醫

院不同勤務。陳慶元見證，十幾年來在

醫院裡天天看到他當志工，看得很「習

慣」。但為他主刀的吳永康卻先告別了

塵世。

林怡嘉說：「師伯有他的風格與堅持，

但也是最配合的領隊、副領隊，雖然瘦

瘦小小，但一直都是炯炯有神也精力十

足⋯⋯只要我們有需要，他都是一口答

應，是很棒的醫療志工典範。」典範還

包括同修潘枝美師姊，倆人總是一起來

投入，不管在社區、在書軒、在醫院，

同心在菩薩道上並肩向前。

感恩菩薩道侶　豁達正向樂付出

潘枝美師姊是在師兄罹癌後兩年，也

就是二○一○年發現罹患乳癌，跟先生

一樣，師姊不懼病魔，治療後除了持續

參與志工，另外去租了幾畦地，開始了

她種菜接近土地的轉念模式。

潘枝美表示，種植並不簡單，她一

路摸索，找出門道，用有機無毒的方式

去種菜，種植的菜類別愈來愈多，然後

除了自用，還拿來送法親，最後還想到

賣些菜，把餘錢捐出來共植福田。醫院

許多同仁都很習慣找師姊買菜，他們都

說品質好又便宜。跟著枝美師姊到她的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臺中大里二區慈濟志工及會眾把握機會到臺中慈濟志業園區鋪連鎖磚，右

為蔡瓊明師兄。攝影／鄧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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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發現要避免蟲害污染，她做了網

室。網室裡曾經養鳥吃蟲，維持著簡單

的生態循環，難怪獲得眾人肯定。

簡守信院長也記掛著這對付出的菩

薩道侶，二○一八年四月六日法親關懷

時特別去探望。簡院長與蔡瓊明師兄輕

輕握手的親切溫暖，感動了在場的師兄

師姊。簡院長再觸診師兄脖子，叮嚀照

顧的後續。枝美師姊感恩院長百忙來探

望，還說雖已滿頭白髮，但（如上人

所說五十歲寄放於「壽量寶藏」）才

「二十四歲」，還能再付出！簡院長感

受他們豁達的人生觀與旺盛的正能量，

也較為放心。

傳承慈濟精神　身體能用盡量用

夫妻倆多元化的志工身分，容易讓

人誤會一天就那二十四小時，哪來那麼

多時間做事，以為就是「四處沾一沾」

而已，但從社服室數據看出來，他們夫

妻倆不是玩假的。瓊明師兄於臺中慈院

醫療志工服務時數達七千七百五十四

小時，枝美師姊也有四千零八十小時！

林怡嘉表示，醫院於二○一七年頒發瓊

明師兄服務五千小時以上的志工感恩

禮，就知道他們的投入程度了。蔡瓊明

師兄曾經讚歎臺中大里二區的慈濟志

工團隊很整齊，其實他自己早就按部就

班培養後進，將負責醫療幹事的精神

傳承給志工夥伴們。邱進坤師兄回憶，

有次在臺中慈院當志工，分發到病歷室

送病歷，走到兩腳發麻，瓊明師兄鼓勵

他還年輕要多鍛鍊身體，邱進坤從瓊明

師兄身上學到如何教導照顧新人，適才

適用。

傳承一個職位，蔡瓊明就轉去需要補

位的地方。陳慶元想起他們的對話──

「陳醫師啊，我還有多久？」

「師伯，您還想要用多久，就盡量用

吧！用到不能用再說。」

林怡嘉回憶，師兄生病後還沒轉移

時，最少都還是來做一日志工，後來病

情轉移後體力變得較差，就轉成做書軒

志工！陳慶元回想，大約二○一六年瓊

明師兄覺得脖子又怪怪的，一檢查，腫

瘤指數上升，腫瘤復發！而且已經不是

蔡瓊明師兄即使身體有病，做志工絕不缺席。

圖為二○一一年九月於臺中市大里環保站，專

注地製作福慧紅包。攝影／王秀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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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長得比較慢的那個，不只速度較

快，侵犯率也比較大，手術完還要電

療。陳慶元說：「電療非常不舒服，會

傷害口腔唾液腺，會很渴，也吃不下，

師兄因此變得很瘦，但瓊明師兄還是覺

得，人已經這樣，時間很少了，更不想

中斷志工，在時日有限時更要加倍勤耕

福田。」他指著瓊明師兄的核醫科檢查

影像：「看，身體有很多地方都一顆一

顆的黑點，就是葡萄糖代謝吸收很高，

是癌症病灶轉移的地方。證明癌細胞全

身移轉！但他還在做志工！」

蔡師兄身體變差而被醫師要求住院

時，法親與同仁來探望，他常說的就是

要快出院繼續付出，要不就是讚美鼓勵

法親，叮囑跟緊上人，一開口就是好話

布施給眾人。二○一九年底，社服室林

怡嘉主任跟社工師吳宛育去病房探望蔡

瓊明師兄，林怡嘉描述：「握著師伯的

手，談到啟業時的點滴，師伯就變得很

有精神，也很歡喜。」林怡嘉很感恩師

伯願意當大捨菩薩但又不會罣礙，即使

因為體重過輕的原因無法捐到花蓮，他

也很自在的說轉給其他醫院也沒有關

係。更惦記著過春節要到社服室，還說

要包紅包給大家。

潘枝美師姊罹癌後，以種菜來轉念，也分享給法親或捐出賣菜錢植福田。攝影／馬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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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會吵著出院的師伯

很會貼心慰留的醫護

因為病灶轉移，蔡瓊明師兄轉由肝

膽腸胃科主任廖光福照顧，倆人成了一

搭一唱的夥伴。廖光福笑說，「瓊明師

兄很會『吵』，吵著要出院當志工。我

就答：『好啊，醫生護理師認真照顧，

就是要你快出院啊。』」枝美師姊稱

讚，廖主任讓師兄看到醫師、護理師在

旁邊，心情就好到不想出院了。最近一

次住院，剛好是春節期間，廖主任讓師

兄除夕請假回家，短暫團圓，年初五家

人就簽了放棄急救同意書。本以為師兄

撐不去了，沒想到還是能出院回家。元

宵節前一天，廖光福、陳慶元知道社區

慈濟人要去探望，特別由人文組協同探

視。這時師兄已經都坐輪椅，卻依然熱

情切切地招呼大家，一群人熱熱鬧鬧，

充滿歡喜。枝美師姊說，只要在生活圈

看到慈濟人，師兄就會精神飽滿，他很

愛慈濟，很愛上人。

因為體能的關係，蔡瓊明師兄與潘枝美師姊近年的志工場域從醫院轉至書軒，被暱稱為臺中慈院靜思

書軒的土地公、土地婆。圖擷取自大愛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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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行風範度全家　精進行菩薩道

又一週，過完西洋情人節次日清晨，

瓊明師兄告別有情人間，而且捐出大

體，眾人雖然知道這是生死定數，卻也

在三月一日追思會上，想起他的風采而

熱淚盈眶。防疫聲中人人戴著口罩、做

好手部消毒，一起來緬懷「話不多、卻

做很多慈濟事」的蔡瓊明師兄。他走入

慈濟三十年，與潘師姊從訪視、關懷做

起，到醫療、環保志工，甚至真善美志

工也有所著墨，涉獵得既廣又深，更結

下許多善緣。

廖光福主任是蔡師兄生病過程中最後

一位主治醫師，回憶起瓊明師兄總是在

門診問：「我還能做志工嗎？」讓廖主

任深深感動：「感謝他對醫院的付出，

到最後一刻還是想著當志工。」蔡師兄

的兒子蔡清志原在大陸工作，因疫情而

留在臺灣，他見證父親成為慈濟人的前

後轉變，感謝醫療團隊及師兄師姊的助

念、陪伴膚慰讓爸爸輕安自在安詳跟著

菩薩腳步，走完人生路。「我要驕傲地

說，爸爸是慈濟人，我也會追隨爸爸的

腳步做慈濟人，我會照顧好媽媽及家

人，祝福爸爸乘願再來當菩薩。」

二○一八年四月，簡守信院長至霧峰法親關懷，特地探視蔡瓊明師兄與潘枝美師姊。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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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師兄夫妻被暱稱是慈院靜思書軒的

土地公、土地婆，現在缺了一人，但潘

枝美師姊仍覺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因

為嫁了個勤儉、顧家、體貼的好丈夫。

兩人中年一起走入慈濟， 同修、同道、
同心、讓家更圓融圓滿。師姊說，師兄

把上人的慈濟傳家寶「大愛無悔、大悲

無怨、大喜無憂、大捨無求」， 拿來

當蔡家傳家寶，子女也欣然接受，師姊

歡喜全家都會精進在菩薩道上。

參考資料：

「大愛行 志工早會」網站 2019.10.24文

稿（文／福意、記錄／吳碧華）

慈濟官網「全球新聞」2020.03.01蔡

瓊明做慈濟 如願到最後一口氣 (文／吳

淑女 )

最近一次住院正逢過年期間，蔡瓊明師兄回家過年，陳慶元醫師與廖光福醫師在元宵節前一天前往探

視，蔡師兄精神飽滿相迎，所有人留下珍貴合影。攝影／馬順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