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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風帆船，

在二○○七年夏末初秋，

自日本九州出航，

船主人正滿懷理想地開展退休生活……

誰知在臺灣花蓮外海變故突生。

船主的生命正面臨驟然消逝的嚴酷考驗，

緊急救難與醫療照護在東臺灣瞬時啟動，

醫護搶救垂危的病人，

改寫了可能結束的生命篇章。

平安返回日本調養的船主人，一年後，

懷抱著感恩心，特地來到臺灣，來到花蓮，

一家人要感謝慈濟醫護的救命恩，

也要好好感謝志工的陪伴情……

文／曾慶方、游繡華

攝影／吳宛霖、	游繡華、曾慶方、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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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風帆，徜徉蔚藍天空下，隨著雪

白雲彩散聚，這樣的悠閒時光，令人嚮

往。雖然多變的大海，有時也會在強風

怒吼催促中，掀起滔天巨浪，讓行船者

措手不及；但不論是在驚濤駭浪、或是

平靜無波卻一望無際的海上，若發生意

外，四野茫茫，該向誰呼救呢？

一年前，也就是二○○七年的秋天，

一艘揚起雪白布帆的舟船，

自日本九州出發，打算經臺灣，航

向南洋群島。六十一歲的船長山村恒朗

先生，在二位友人北島康雲先生、清田

澄雄先生的陪伴下，滿載行囊與三百多

本日文童書的Amigo號(西班牙文意指

「朋友」)，準備送到印尼巴里島日僑

學校。

九月九日下午航行至花蓮外海時，

突然發生風帆船風力發電機故障，欲探

究竟的山村先生被突然斷裂的發電機葉

片擊傷頭部，流血不止，經轉送花蓮慈

院獲得完整的醫療照護。意外發生一週

之後，在家人與醫師陪同下，搭乘國際

SOS專機返回日本。

退休圓夢啟航	臺灣外海意外突發

秋高氣爽，涼風起，陽光也減低炙

熱的溫度，雖然秋颱行跡呼嘯難測，讓

天氣多了不穩定的因素，但也因為涼爽

比較適宜出遊。今年九月，在遙遠的東

北海島之國，想念花蓮與慈濟溫暖的朋

友，正悄悄踏上感恩的旅程。

六十一歲的山村恒朗，原本從事教

膱，五十歲以前在日本的高中教授化

學，五十歲之後則轉任補習教師，是一

個桃李滿天下的老師。去年(二○○七)
六月年滿六十歲退休之後，便計畫乘著

風帆，一圓年輕時周遊各國的夢想。

退休兩個月後，於二○○七年八月

三十日自日本九州出發，經長崎到琉球

停憩一星期，與喜愛帆船運動的朋友北

島康弘、清田澄雄相會，再一起出發，

打算經臺灣，航向南洋群島。此行，帆

船上還裝載著三百多本童書，因為山村

先生計畫到印尼巴里島一所日僑學校擔

任校長，在決定是否接受聘任之前，他

希望先到學校那兒去看看。

山村一行人在九月七日抵達臺灣基隆

港休息之後，九日上午八點半繼續起帆

沿著臺灣東部沿海南行。下午四點半左

右，在經過花蓮外海時，卻發生風帆船

風力發電機故障，欲探究竟的山村卻被

突然斷裂的發電機葉片擊傷眼球，又以

左眼部位最嚴重，且頭部有撕裂傷，流

血不止，幸好當時帆船位置已接近花蓮

港，同行友人趕緊用海事電話向花蓮港

務局求救。

四點四十六分靠岸後，經救護車先緊

急送入就近的門諾醫院急救，但因山村

先生頭部傷勢嚴重，六點四十四分轉入

慈濟醫學中心急診室，由正在急診值班

的陳立光副院長檢查傷勢，發現山村先

生，眼球外露，眼眶骨、鼻樑都有粉碎

性骨折，頭部受創嚴重，立即照會眼科

醫師，同時間創傷小組也啟動，與外科

部孫宗伯主任商議醫療處置方向。為搶

救山村先生雙眼視力，決定立刻進行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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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手術，由眼科徐聖曜醫師主刀搶救視

力，再由整形外科王健興醫師修補山村

先生破碎的臉。

雖然山村先生左眼球受傷嚴重，但

徐醫師考量家屬遠在日本心急如焚，而

同行友人更是焦慮不安，他特意盡可能

保留眼球的完整。徐醫師徹夜未眠，耗

費十一個小時細細縫合所有的眼球撕裂

傷，緊接著由整型外科王健興醫師搶救

山村先生破碎的臉。從晚間七點多到第

二天上午十點多才出開刀房，手術時間

超過十五個小時後，而後轉入加護病房

後續照顧。

眼科徹夜縫補		整外拼湊容貌		

當天值班的眼科徐聖曜醫師在接獲急

診照會，得知急診將轉來一位頭部受傷

嚴重、眼球破裂的日籍患者後，立刻通

知眼科團隊準備待命。接獲通知的眼科

住院醫師許正賢回憶當時的情況，病人

到了急診，滿頭滿臉包滿繃帶紗布仍血

跡斑斑。

徐、許二位醫師檢視發現，病人的左

眼球已經因為嚴重外力傷害而血肉模糊

被擠出眼眶外，僅靠著視神經血管連接

著。從電腦斷層掃描結果看出，左眼已

嚴重受損，右眼則是玻璃體出血，不知

是否還有機會挽救？憑據眼科醫師臨床

的經驗，山村先生的左眼最後可能面臨

被摘除一途。

其實，單純的眼球摘除手術，二十

▌身為東臺灣地區緊急、重症醫療的後送醫院，一

得知有重病傷患即將抵院，不論是救護車或直升機

載運，慈濟醫院急診醫護隨即待命，把握分秒搶救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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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就能完成，但是徐聖曜醫師與眼科

醫護團隊們，在手術房裡一待就是十一

個小時。許醫師描述：「在手術房裡的

主刀者是徐醫師，我只是擔任助手在旁

邊觀看學習，有時遞上眼科器械、縫

線。」至於時間為什麼會從短短的二十

分鐘變成十一個小時？許正賢醫師接續

著解釋，「這點徐醫師有跟我說，如果

病人清醒過來發現他突然失去了眼睛，

眼眶裡沒有東西，容貌一下改變，即使

看不到也摸得到，甚至可能感覺得出人

家看他的異樣……病人一定會非常難以接

受。為了讓病人的心裡不至於一下子受

到太大的創傷，所以就決定進行眼球的

縫補手術。」

除了盡力搶救仍有希望保留一些視

力的右眼球之外，徐聖曜醫師在為左眼

動手術時，心知肚明自己應該是在做白

工，但依然認真地執行手術，像彈珠般

大小的一顆眼球花了五個小時，用著比

頭髮還細的線細細修補。二顆眼球縫補

用去幾乎半天的漫長時間，背後支撐著

醫護團隊的唯一信念，就只是不要讓遭

逢巨變的病人和家屬太驚嚇、太傷心。

眼部手術動完，已經是九月十日上午

了。接著進刀房接力的是整形外科王健

興醫師。看到眼科徐醫師他們為了病人

熬夜縫補已經沒有視力的眼球，王醫師

很受感動，他說，「那我們整形外科也

要努力些。」山村先生顏面骨破裂的狀

▌經過眼科、整形外科十五個小時的接力手術搶救，轉到普通病房的山村恒朗先生病況已經穩定下來。圖為

二○○七年九月，眼科許明木醫師(中)與徐聖曜醫師(右二)為山村檢查眼睛術後恢復狀況，幸有志工森元雅

琴師姊(左二)的陪伴，讓山村一家人安心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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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只能以「走位嚴重」來形容，整個

重新拼湊的過程，靠的是多年的臨床經

驗。整形外科的手術歷時四個半小時，

將山村的臉部重整定位。之後，轉入外

科加護病房觀察，傷勢穩定後，轉到整

形外科病房。

鄉音陪伴安心		日語志工全出動		

一路陪伴山村先生就醫的北島康弘、

清田澄雄二位隨行友人因為山村的嚴重

傷勢而焦急不已，帆船協會的友人趙媽

媽雖然會日文，但是醫療方面的轉譯比

較困難，所以北島先生無法跟人在日本

的山村太太詳述狀況，以及接下來即將

進行的醫療處置。

中國俗語說「七孔流血」，眼耳鼻口

皆出血，表示一個人處於接近生命終點

的當口，當看到山村先生五孔流血，陳

副院長研判他的雙耳應該還有聽力，所

以急診護理主管立刻聯繫社會服務室、

公關傳播室幫忙找會日語的慈濟志工來

協助翻譯。 
在日本經商二十幾年，為了讓孩子念

慈小而返回花蓮定居的森元雅琴師姊，

平日常至慈院當志工。接獲聯繫後立刻

趕來醫院支援。雅琴師姊進入加護病房

探視，無法言語的山村先生點頭回應，

而北島、清田先生聽到雅琴師姊流利親

切的日語，立時撫平了不安的情緒，也

釐清原本半知半解的醫療處置狀況，兩

位友人立況將完整狀況，回報給正在準

備要從日本趕來台灣的山村家人。

山村的太太純子、兒子山村風在手

術後三天，九月十二日下午抵達花蓮慈

院，而在這段期間，除了森元雅琴師姊

之外，社會服務室顏惠美師姊也特別安

排幾位會說日語的志工輪番陪伴，包括

張春蘭師姊、李里師姊、曾益賓師兄，

每天都有日語翻譯志工人去關懷山村先

生，並安慰受驚嚇的山村太太。

從驚恐到信任		返日接續治療

之前不曾到過臺灣的山村太太回憶

起事發當天，當接獲電話得知丈夫傷勢

嚴重，心中充滿了驚慌和恐懼，手足無

措的她對於異鄉的慈濟醫院更是充滿問

號？！她說：「幸好女兒聯絡上在臺灣

工作的同學，協助找了會說日語的看護

及代辦在臺灣的交通事宜。」

兒子山村風先生在輪船公司上班，

當時輪船已出海，靠著花蓮慈院開出的

病危通知，船公司讓他在日本四國的港

口緊急下船，趕回家辦理護照等出國事

宜，母子兩人九月十二日一早自福岡機

場出發到台灣，再轉機到花蓮。

山村太太說，來到花蓮慈院，雖然很

擔心丈夫的傷勢，但看到醫師、護士和

藹的笑容，也了解慈院團隊盡全力搶救

丈夫的過程，以及志工師姊、師兄親切

熱情溫暖的安慰，讓她很感動，念頭一

轉，她覺得丈夫能保住生命，是不幸中

的大幸，冥冥之中一定有菩薩、神明保

佑，一定是山村家平日做了什麼好事，

才會有這麼大的福報，遇到處處充滿愛

的慈濟醫院。

雖然語言有隔閡，但慈濟醫護團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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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讓山村太太很放心，因為他們只

要開口便很快收到回應。她心想丈夫在

慈濟醫院養病就好，但因丈夫想回家鄉

治療，而且丈夫搭乘帆船之旅投保的保

險公司，有向國際SOS醫療風險公司接

洽國際急難救助業務，可申請專機飛回

日本。

家屬感念醫護		恩情如何報答

準備轉回日本之前，山村太太對於一

件事耿耿於懷，她跟志工表達，自己的

丈夫真的很幸運，但是平白無故獲得慈

濟人這樣多的恩惠，山村家真不知該如

何報答？

雅琴師姊安慰山村太太，山村先生是

一位作育英才的好老師，昔日教導學生

無數，對社會付出很多；並提及曾有一

位日籍大學生在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遊

玩嚴重摔傷，全身多處骨折，被送到慈

濟醫院就醫復原後返日，不僅參與日本

分會的志工服務，還曾經回到花蓮慈院

當志工！不過，山村先生與山村太太只

▌圖台灣人的救命情讓山村將心愛的帆船亞米哥號

贈給慈濟醫院以及花蓮帆船協會，事隔一年後能再

次揚帆出海，山村開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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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平日懷抱關懷別人的心，或就近服務

社區或弱勢團體即是最好的回饋。

在慈濟住院期間，除了由整形外科

王健興醫師照護山村的頭部傷勢外，眼

傷也持續由許明木主任、徐聖曜醫師診

治。傷勢比較穩定後，山村先生於九月

十六日搭乘SOS醫療專機返回日本，繼

續後續的治療與復健工作。

而原本留在帆船上的三百本書籍，也

由張春蘭師姊協助以慈濟基金會名義轉

送到巴里島的日僑學校，完成山村先生

此行的最大心願。

臨別贈船揚大愛	珍藏友誼亞米哥	

儘管失去視力，山村恒朗與家人對於

在臺灣幫過他們的每一個人充滿感恩，

離開前夕，陳立光副院長探望他，告訴

山村先生花蓮縣帆船協會只有風帆，沒

有帆船，希望能買下山村先生的船，讓

「帆船」協會真的有「帆船」可以去參

加比賽。

山村先生認為，自己能夠順利就醫，

要感恩基隆市與花蓮縣帆船協會原本不

認識卻慨然相助的船友們，更感恩慈濟

醫護團隊、志工的悉心照護與陪伴，於

是把這艘因意外暫時停放在花蓮漁港的

白色船身單桅桿帆船捐贈出來，並轉換

為臺灣籍的帆船。

山村先生除了把價值兩百萬日幣，折

合臺幣五十萬元的帆船送給花蓮縣帆船

協會與花蓮慈院醫療團隊，用以推動帆

船運動外；並請曾經在加拿大學過帆船

駕駛的陳立光副院長擔任船長。船上所

有配備包括海事電話也都一併捐給帆船

協會。

二○○八年五月初，這艘以西班牙文

「Amigo」，中文音譯「亞米哥」命名

的帆船，在中日友好親善國際帆船競賽

中引起媒體注意，Amigo的意思是「朋

友」，這艘充滿愛的帆船，順利完成比

賽，將山村先生的最愛繼續揚帆在蔚藍

的海上。一場帆船意外，串起基隆、花

蓮和日本三地交織的愛的故事。

九月圓滿感恩行	再度揚帆樂迎風

意外發生一年後的初秋，山村先生

突然輾轉傳來好消息，他說身體復原良

好，希望偕同妻兒，趁兒子山村風先生

船期之間的休假造訪花蓮，他們要親自

向慈濟醫護團隊、花蓮縣帆船協會致

謝。

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山村一家抵

達臺灣，二十五日午後兩點，山村一家

人在花蓮帆船協會許國華、創會會長范

光旺先生、當年協助翻譯的趙媽媽陪伴

下，抵花蓮漁港小船渠北側，再見帆船

亞米哥號!而碼頭上，花蓮慈院急診部

醫師陳立光副院長、涂炳旭副護理長、

志工森元雅琴師姊，還有大批媒體記者

已在港邊等候多時。這是山村先生傷癒

後第一次離開日本，他心心念念要去的

地方就是帶給他無限溫暖的臺灣花蓮，

而當他得知亞米哥號已在今年揚帆參加

中日友誼賽，更是感到既開心又光榮，

因為大家沒有把這艘船當成破爛，而是

真的快樂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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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午後，山邊雖然飄起細雨，但

港邊卻是秋陽普照、天藍雲白的怡人天

氣，涂炳旭副護理長進入船艙取拿原本

屬於山村先生的高腳杯，裝滿開水，舉

杯同慶團圓。

在船長陳立光副院長、許國華會長與

山村家人的在攙扶下，山村先生再次登

上亞米哥號，於花蓮漁港區繞行，微微

的海風吹拂，山村與家人的臉上堆滿笑

容，不停地向岸邊的朋友揮手致意。

山村先生很開心地說，因為亞米哥

帆船讓他在花蓮結交許多好朋友，這群

朋友也都是他的救命恩人，喜愛帆船運

動的他，已在日本的家鄉再添購一艘

二手帆船，整理之後命名為「Amigo II
號」，他歡迎台灣的朋友到日本時，到

他的家鄉一同搭乘Amigo II號。山村先

生也提到一年前陪同他航行的二位友人

北島先生、清田先生，每個月都會邀請

他一同搭乘帆船出遊，堅定的友誼不曾

動搖。

書軒獻花表心意	醫技人文相暉映

離開花蓮漁港後，山村一家人回到

熟悉的花蓮慈院，在靜思書軒獻上一大

束鮮花代表他對慈濟醫護團隊的感恩之

意，眼科許明木醫師也從玉里慈院結束

看診，剛好趕到書軒相會。

雖然徐聖曜醫師因為開會未能到書軒

和山村先生見面，但聽聞一年多前的日

本病人要回臺灣感謝他，徐醫師靦腆的

連說這是他應該做的事。而眼科總醫師

許正賢也輕描淡寫的說，「其實對於眼

球破裂的病人，我們都是一視同仁地治

療，一定先盡力保留病人的眼球。」

山村太太一直問，是否能見到其他幾

位診治過山村先生的醫師？陳副院長代

表剛好出差未能到場的孫宗伯主任、王

健興醫師，還有徐聖曜醫師、許正賢醫

師，向山村先生一家獻上祝福。

山村太太說，轉診回到日本後，當

地大醫院高度肯定慈濟醫院醫師群的醫

術。他們表示，慈濟醫院將所有能做、

該做、可以做的醫療都已經做到最好

了，而頭部、鼻子大片的骨折、撕裂傷

也經由整形外科醫師妥善的處理縫合。

日本醫師除了摘除無法挽回的眼球並裝

置義眼外，只建議山村先生後續門診追

蹤，並給「縮瞳劑」改善視力。但其實

山村先生的內心一直有一個期待，他希

望慈濟醫院裡非常優秀的眼科團隊，能

再一次為他確認視力可否再改善？在他

的內心深處，慈濟醫師的建議是他最衷

心相信的！

許明木醫師聽到森元雅琴師姊翻譯出

山村先生的盼望，立刻趕回眼科診間取

來檢查儀器為山村先生檢查。

他跟山村先生說明，左眼球是被打

得支離破碎、深及骨頭，當時就判斷日

後可能無法保留，所以全力修補雖受重

創但仍有一些希望的右眼。目前右眼已

經可以看見光亮與概略的形體，能辨識

紅色與白色，點縮瞳劑之後，視力也更

進步了一些。當時傷勢如此重，還能保

留有目前的視力，真是非常幸運！聽完

翻譯，山村先生表示，聽到許醫師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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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他也釋懷了，因為慈濟醫師的解

釋，他最信任！

當時每天都會去關心山村先生的志工

顏惠美師姊也到書軒相會，山村太太一

見到顏師姊就緊緊握住她的雙手，激動

地道出他們心中的感恩。

二十五日晚間，山村一家人與許國華

會長等喜愛帆船運動的花蓮人聚會。而

在二十六日，山村一家人特地於清晨到

靜思精舍參加志工早會，向證嚴上人及

全球慈濟人致上最誠摯的謝意，圓滿這

趟掛念已久的感恩之旅。在精舍，山村

一家人也與幫忙完成山村先生送書心願

的張春蘭師姊相會。久別重逢，彼此傾

訴著的濃濃思念和感恩！

病患跨海感恩		醫護充電續拔苦

陳立光副院長與急診室涂副護理長

對於山村先生於意外事件發 生一年之

後，還特地來臺灣致謝，感到非常地驚

訝而窩心。因為很難得會有病人在痊癒

之後還到醫院感恩醫護，急診收到病人

感恩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更何況是飄

洋過海的外國病患。山村先生的來訪，

讓他們的心中感受到滿滿的溫暖，也讓

他們在忙碌工作中，重新充電，感受到

充滿活力的契機。

陳副院長也將山村先生送的一大束花

▌與臺灣帆船協會、花蓮慈院醫護重聚，山村一家人圓滿此趟感謝之旅。圖左至右依序為花蓮帆船協會會長

許國華、創會會長范光旺、花蓮慈院急診室副護理長涂炳旭、陳立光副院長、山村恒朗、山村純子、山村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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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贈給一路陪伴的森元雅琴師姊，感恩

她的膚慰和辛苦的翻譯！雅琴師姊說：

感恩醫療團隊給她機會學習，翻譯過程

中收穫最多的是自己，更感恩因為擔任

翻譯，結下這麼多好緣！身為慈濟小學

大愛媽媽的雅琴師姊表示，會將這把愛

與感恩的花束帶去佈置慈小活動會場，

也會將慈濟醫病互愛的感動故事跟所有

老師、家長與學生們分享！

山村先生一家的感恩之旅，也正是慈

濟醫護的充電之行。陳立光副院長感性

地拿起識別證，指著上面的慈濟標誌：

「你看！我們慈濟的標誌中間正是一艘

揚帆的法船！」而這艘法船代表著醫護

志工同登慈悲法船，聞聲救苦、拔苦予

樂，真誠陪伴病患和家屬渡過生死海。

今年自花蓮返回日本之後，志工森元雅琴師姊接到了

山村家寄來的一張感謝明信片(右圖)。內容如下：

前些日子在花蓮受到您們很大的照顧，

從發生事情那天開始，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我先生也一直很掛心著，

所以安排做這一趟答禮的旅行；

這一趟來(臺灣)的目的是希望能感謝大家，

向花蓮所有的人致謝，

但是沒想到又受到大家熱切的款待，

我們非常非常的開心，真的很感謝大家。

祝福慈濟醫院所有醫護團隊、慈濟志工，以及帆船協

會的所有人士，身體健康。

山村恒朗‧純子

200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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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九月間的某個值班日，突

然接到一線值班的楊超智醫師的電話，

報告急診有一位日本人航海途經東臺灣

時受傷，造成顏面骨開放性骨折及雙側

眼球破損，這也開始了我與山村先生之

間的醫病關係。

先憂後喜平常心	審慎手術密密縫

當我趕到醫院看到山村先生的腦部電

腦斷層掃描，心頓時涼了一半，緊接著

替他感到十分慶幸，因為如果受傷的力

道再大一些，就會傷及腦部的話，那山

村先生就不是送到醫院了……

山村先生由急診進入手術室接受眼科

漫長的修補手術，眼科醫師不放棄及努

力的精神感動了我。我想，我們整形外

科對於顏面骨骨折及顏面軟組織損傷部

位的修補也得努力，於是我們抱持著平

常心，十分謹慎地進行這個特殊且受傷

異常嚴重的個案。

皮肉分離骨殘碎	顏面拼圖難度高

整形手術緊接在眼科手術之後進行，

初見到山村先生的臉時我被嚇了一大

跳，因為我行醫這麼多年，他是我看過

傷得「最慘」的病患。

當時山村先生的臉就像一張破碎的拼

圖，皮肉骨頭支離破碎，整個顏面中部

組織受到極大的破壞以致於產生複雜的

開放性骨折，我只能用鎳子將破碎不規

則的顏面骨夾起來，慢慢的像拼拼圖一

樣，一塊一塊地拼湊回去。

由於事發當時，山村先生是被由高處

墜落的發電機馬達與葉片從臉部中段打

下來，山村先生的鼻骨、眼眶骨和篩骨

被打碎，而且軟組織也是呈現許多不規

則的撕裂傷；因此手術之初我們必須先

從支離破碎的骨頭中找出他們原本所屬

的位置，再一塊一塊地黏回去，等到大

部分的骨頭都固定之後，接下來就是皮

肉的縫合。

組織腫脹增難度	骨骼重建憑經驗

因為山村先生受傷後血肉糢糊，五官

早已偏離正常的位置，眼球甚至被擠到

眼眶骨的外側，加上先前經歷了眼科十

幾個小時的漫長手術，他受傷的組織已

是十分地腫脹，這也增加了軟組織修補

的難度；所以骨骼重建之後，為了要讓

皮肉可以得到正確的復位，我們只能抓

文／王健興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最困難的拼圖
一位船長教我的勇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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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船長教我的勇敢精神

出鼻子、眉毛和內外眼角的位置，先做

一個定位縫合，期望它們產生一個標兵

的作用，接著再憑經驗將其他軟組織一

針一針地慢慢縫合起來。

老實說，手術完成之後我也相當擔

心，一則擔心他的碎骨會不會變成死

骨，因為一旦骨頭沒有血液循環變成死

骨，就算拼回去也無法再生甚至可能因

為感染造成骨頭壞死；二則我們是在他

整個臉部軟組織極度腫脹的情況下進行

縫合手術，雖然我已經盡了我們的最大

努力，但是不知道軟組織消腫後，我們

縫合的位置是否正確？再加上山村先生

合併有顱底骨折，我極度擔心他因脊髓

液外漏造成嚴重的上行性感染，甚至演

變為中樞神經感染，那就是雪上加霜更

為棘手了。

等到他清醒時，我問他喉嚨裡是否

有甜味，他給了我肯定的答覆，因為脊

髓液是含糖分的清澈液體，他會嚐到甜

味就表示顱底骨確實有破裂且造成脊髓

液外漏。所以除了請神經外科會診，我

特別叮囑他好好躺著休息，並給予抗生

素，希望不要產生上行性感染，持續的

冰敷則是希望腫脹的程度能減到最少。

▌上圖:透過三度空間重組影像，可看出手術前整個

面部骨破碎的嚴重程度。

▌右上圖及右圖:電腦斷層掃描結果顯示，山村先生

的鼻骨整個扁蹋，左眼球整個被擠出眼眶外，鼻腔

內充血；右眼則較輕微，鼻腔內(中間黑色區塊)沒

有顯現出血。

右側面

左側面

3D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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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失去視嗅覺	幸運保住珍貴命

術後初期，我們只能與山村先生的船

友溝通，了解他是為了送一批書籍到巴

里島的小學去，並且是去擔任志工的，

然而卻不幸在途中受傷。命運真是捉弄

人，竟然讓這麼一個熱愛航海的好人在

航行中受了這麼嚴重的傷，還差點要了

他的命！

這樣的情況光用可憐也不足以形容山

村先生。因為從受傷之刻起，即決定了

往後的他是看不見、也聞不到什麼了！

眼科醫師雖然盡力希望能保住視力，但

是情況仍是十分地悲觀；而他的篩骨也

是整個粉碎，由於篩骨是嗅覺神經通過

的地方，所以他將來也會失去大部分的

嗅覺；還好，他沒有傷到腦部，是不幸

中的大幸，因為只差不到一公分的距

離，葉片就會打進腦部。

欽佩堅毅一家人

值得感謝的是，雖然他重傷時，身邊

只有我們醫護人員與他的船友們，但幸

有志工們的幫忙，還有懂日語的師姊們

介入，使他得到更溫暖的照護。

後來船友員們告訴我，山村先生的

兒子也是航海員，必須要有一份病危診

斷書，才能讓他儘快地下船以便趕來

花蓮，這份文件我們很快就準備給他

們！船員還說，山村先生的一位女婿是

醫師，想要與我通信！藉由e-mail的往

返，我們很快得到最初步的認識，並達

到一定程度的溝通。

在山村先生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時，

家人的憂心及煩惱應是不言而喻的。我

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無論對山村先生

或其家人而言，這種煎熬是十分痛苦且

無奈的。所以，我想我與山村先生女婿

的e-mail往返應該可以起一個安定的作

用，他應該可以利用這些訊息來安撫山

村先生的其他家屬。

後來山村先生的夫人及兒子一同到花

蓮來，在當面解釋病情及家人重逢後，

山村先生及其家屬皆是坦然的接受這個

結果，這樣的態度令人欽佩！如此重殘

的傷害，導致他失明及失去嗅覺，然而

結果雖然嚴重，但是山村家族表現出來

的堅毅及沉著，更令我感受到一位船長

乘風破浪、大無畏而且勇敢的精神，他

選擇坦然面對人生中這個非常大的困

境。

樂觀勇敢山村桑

事發五天後，山村先生的臉已經比

較消腫，我相當確定他外觀的手術很成

功，將來幾乎可以回復到原本的模樣，

而且他的喉嚨也沒有甜味了，表示顱底

的裂縫應該也已經達到初步的癒合。

在山村先生傷勢較為穩定後，他的

家人想要知道山村先生是否可以搭機回

日本去。原來山村先生出航前有保險，

可以申請SOS專機護送回國接受醫療照

護。我與眼科、神經外科的醫師討論

後，判斷空中運輸應該不致於再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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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所以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很快

的SOS機構就有人與我接洽，在達成共

識後即敲定了SOS專機來花蓮機場的時

間。記得那天是周日，我與SOS專機的

隨同醫護人員交班後，感覺心中一塊大

石頭終於放下了。

非常感恩這段時間我們的醫護團隊及

志工們的幫忙，使得我們的醫療工作可

以順利完成，也使病人及家屬的心能安

頓下來。

遠方捎來好消息		

過去一年多來，我心中仍會記掛著山

村先生，不知道他回去之後是否一切安

好？沒想到山村先生及家人竟然在今年

九月來到花蓮，只是當時我正好出國開

會沒能見上一面。但由同事轉述得知，

山村先生回國後一切恢復順利，除了再

接受一次摘除眼球的手術外，顏面恢復

的情形良好。聽到這樣的消息真令人欣

慰，也聽說山村先生再造了一艘命名為

AmigoⅡ的風帆船，他的樂觀及勇敢面

對身體的殘缺真是令人佩服，也讓我們

學習了寶貴的一課。山村先生，祝福

您！

▌山村先生一家人特地於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回到花蓮來感謝慈濟醫院醫護團隊，由陳立光副院長(左二)、眼

科許明木醫師代表接受。當時整形外科王健興醫師人正好在國外出差，但事後得知山村先生復原良好，也替

他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