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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表達願力 
看到大愛臺新聞報導，元月中福建冬令救濟，來自臺灣的一

群大醫王，與當地人、慈濟志工會合，一同下鄉發放與義診。

這群大醫王不僅義診，還放下身段參與發放；看見有的年

邁體衰，扛不動物資，大醫王都會幫忙扛，而且一邊牽扶著

老弱婦孺，視貧病者如己親，這就是樹立典範，這分人間菩

薩的形影，會嵌入人的心坎。

諸如花蓮慈院的曹汶龍醫師到那裡，所見所聞都很令他

感動，並且回來分享；還看到許多當地的大學生參與慈濟的

活動，這些有品格、學問的年輕人投入發放，一樣攙扶著老

者，噓寒問暖，幫忙扛送物資。

 原來當地已將慈濟當成學問，我們對貧病者身體力行的付

出，那分無私大愛的奉獻等等；他們對慈濟人文很有興趣，

也視如人文典範，因而前來探討，希望藉以提升當地的道德

觀念。

聽曹醫師的分享，同樣也有那分感動，所以我就對慈大

畢業的林冠宏醫師說：「你要將這趟義診之行的點滴，以及

來自其他學校的大學生對慈濟的嚮往，好好地和同學們分

享。」

他們都是「受人點滴，報以湧泉」，回饋這分愛。此外，

福鼎市醫院醫療大樓的興建，其實都是福建、香港、北京的

慈濟人「取諸當地，用諸當地」，臺灣本會並未提供資金，

榮耀卻是回歸臺灣。

慈濟愛的種子，在當地的能見度很高，並且萌芽成長；

窮困者報以感恩心，有學問的人則以深度的見解探討慈濟人

文。這都要感恩臺灣的慈濟人，以如拱橋的願力，無所求地

付出而成就的。

總而言之，「克己復禮」必須以行動表達，人人扛起使

命。願靜思法脈與慈濟宗門從臺灣發光，將這分人文典範散

發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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