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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
◆ 撰文／林碧玉

發行人的話

旅居美國加州聖馬力諾市市長林醫

師又回來了，原以為看到他時已經回

復美國老百姓身份，且上次回僑居地

美國時，他向證嚴上人發願，任期一

到一定婉辭市長職務不再承接，怎奈

他所居住市鎮的居民雖美國本土國民

居多，任他如何推辭，推卻不了居民

對他信賴與肯定，只得再度連任。

同樣冠著市長的職務，不同的是上

個月他與美國慈濟人一起前往波利

維亞賑災義診，多了數次國際賑災的

經驗，讓他對人生的苦短、生命的意

義，多了一份深層的體悟，此次回來

除了為參與全球人醫會年會外，更是

與醫療同道，相偕前往讓他魂夢牽

掛，缺乏醫師的玉里、關山兩慈院幫

忙值班。玉里在花蓮的南部，關山隸

屬台東，這兩所醫院在東台灣扮演搶

救生命第一線的角色，為病患他們奔

走鄉間小道，為病患他們深入山區，

不止獻出醫療之愛，更解決居民生活

難題。

近日，美國紐澤西州因為治療已故

電影明星「超人」克里斯多福李維

脊髓損傷疾病，而揚名全球醫學界有

「神經建造者」與「神經建築師」之

譽的楊詠威教授(Dr. Wise Young)於
九月十二日第二次蒞臨到花蓮慈濟醫

學中心，洽談合作跨國脊髓損傷幹細

胞治療人體實驗計畫合作細節，未

來，慈濟除受邀參與跨國幹細胞治療

脊髓損傷患者之人體試驗外，也將與

剛獲得一點五億美金（相當於五十億

台幣）經費的美國幹細胞醫學重鎮紐

澤西州的羅格思大學建立更緊密的合

作，進行幹細胞研究與交流。

楊教授第一次來訪時，就相當驚訝

於慈濟醫學中心，領先全球運用幹細

胞做亞急性中風病患的人體實驗，以

及慈濟合心實驗室的研究能力，當時

就興奮的表示將再來訪。此次到來在

聽取骨髓幹細胞中心及骨科在脊椎疾

病方面的專精簡報時，除感動與敬佩

同仁們的成就，更在與證嚴上人見面

時，表示他走遍全球，第一次發現如

此優秀的團隊，在台灣的花蓮努力不

懈為病患服務，尤其是對於同仁們，

不僅盡是照顧病患的身心靈，更考慮

到家屬的感受之情懷肅然起敬。

楊教授不只是醫學家，更是哲學

家，此次面見證嚴上人的重點，除了

要向上人請益心靈的觀點，更為印證

上次來台時，上人簡單的就「希望與

盼望」的淺釋，令他返美後仔細思量

並細細品嚐體會，自己的想法是否接

近上人的想法，那一種求法若渴精

神，充分展現出哲學家的思辯熱忱，

真是令人敬佩，不由想起近日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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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位醫學人文教授見面，我們一起

閒聊當前全球醫學教育。

聊啊聊，那一位教授提出，他深思

當前醫學教育如何培育學生俱全人醫

學觀念，最好授與五家兼具之全方位

教學，哪五家呢？

一、 是具有政治家的敏銳，才能洞燭

病患之病情於機先。

二、 是具哲學家的思辯精神，才能適

應於同一疾病不同病情病患之診

治。

三、 是要具有文學家的幽默，方能用

最佳之詞彙，解釋病情降低病患

憂慮。

四、 是要有藝術家的美感，方能修復

病患之缺損，以及創新醫療解除

病苦。

五、 要有佛學家的慈悲胸懷，才能以

人為本視病如親。

確實，一位醫師面對病患，是有無

限的壓力，若上述文學家除幽默外

加上感性情懷，自然會有無限的想像

力，或更有同理心，如能五家兼備從

容看視病患，一定會對每一病患，及

時轉換角度思考，分秒「以病人為中

心」，尊重生命，良醫之路豈可言

遙！病患之福份自泱泱而成。

想想林醫師久居國外，深耕醫療建

立病患族群，獲居民之愛戴，在回台

省親的一個因緣、一個偶然、加上上

人一句話，竟會在第一次到關山、玉

里慈院，立即被關山、玉里同仁全年

無休，任勞任怨、堅守崗位搶救生命

之精神，以及偏遠鄉間百姓艱困生活

之百態所震懾，並被同仁視鄉民如親

人之悲心，扣動他的悲懷，即刻發願

每個月要飛回台灣深入鄉間代班，讓

關山、玉里同仁有喘息空間。

再者，隨著運算技術的幾何化，醫

療科技在分秒間變化萬端，就如細胞

藉著載體瞬間分化無數，但，無論跳

躍式或噴井式進步，均是冰冷生澀的

科技，卻要運用在具生命之人體上，

喔！當科技遇上人體，是分化或是融

化？仔細思量若科技在遇上人體之前

端，夾上一個安全鍊──人文，嗯！

當科技遇上人文用在生命上，吁！溫

暖許多了。

楊教授具哲學思維，從病人出發做

考量，體悟任其團隊多麼的優秀，研

發成果一定要與具醫療人文之機構合

作，才能開發出溫暖救命佳方，此次

再度來花洽商合作，試圖讓脊髓損傷

病患站起來之人體試驗，慈濟團隊與

有榮焉！

而，我們一再談的醫學教育之理

想，兼具五家精神之良醫，眼前，

楊教授、林醫

師的作為，彰

顯科技與人文

兼具的思維，

喔！良醫典範

之養成似乎就

在轉念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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