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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集

在臺南的鄉下出生長大，外公經營

的診所是我小時候玩耍的地盤之一。對

於外公的行醫風範，我印象深刻，而且

非常崇拜。記得那時候，常有窮苦的人

沒錢看病，所以外公都會主動了解病人

的家庭狀況，如果病人很窮，外公不只

不收費，還會給他們一些錢貼補家用。

鄉下的病人也很可愛，沒有能力付錢，

但是都會把自家種的蔬菜水果抵作醫藥

費，外公經常在診所打開門時，就看到

一堆蔬菜、水果。這種淳樸的醫病關係

讓我感覺很溫暖，也令我嚮往。

求學的過程中，父親也勸勉我要找個

有一技之長的工作，或許是從小在外公

身旁耳濡目染，長大後跟著外公走上醫

學這條路，成為很自然的選擇，哥哥也

同樣選擇行醫。

而在成為醫師之後，我自然也期許自

己能像外公一樣，當一個會為病人著想

的好醫師。

父親是早期農耕隊的一員，因為派駐

史瓦濟蘭，所以我們舉家遷移到史國，

那時我念國小二年級。所以接下來的基

礎教育都是在國外養成。剛開始由於語

言的隔閡，念的有些痛苦，不過可能因

為年紀小，適應力比較好，學好英語

後，成績一直不錯，但也因為這樣，我

的英文一直比中文好，在返臺行醫後，

中文反而成為問題。

算一算，我是在九歲的時候移居南

非，大學畢業就在當地就讀醫學院，畢

業時，因為還沒有決定專科，於是先以

醫愛繞地球
文／許宏達  大林慈濟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去年五月四川地震至

今，慈濟對於當地的援助

仍然持續。圖為大林慈濟

醫院許宏達醫師(左二)今

年五月參加醫療團，至什

邡市鎣華鎮海會堂義診，

什邡市人民醫院藥劑師在

旁協助翻譯。攝影／陳麗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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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醫學科為主進入臨床服務。二十六

歲時，我開了自己的診所，依自己的理

念為病人服務。這段時間，也是我真正

開始與慈濟有接觸的時候。

我的母親是慈濟委員，當我經濟上

有能力之後，就加入慈濟會員固定捐

款。因為慈濟人常來家中聚會，聊天時

常有師兄、師姊提到自己身體不適的狀

況。這些師兄師姊們主要都是華人，他

們也談到給老外醫生看診常因語言不通

而表達不明確，看醫生免不了雞同鴨講

地兜了一大圈，才讓醫生搞清楚病情。

所以，我也就順道幫志工師兄、師姊看

病。後來有慈濟辦的義診，志工們就會

邀我們兄弟倆去參加，當時沒有多想，

只覺得可以幫助人就去，就這樣與慈濟

結下善緣。

我的感想是，「義診對醫師而言，是

醫學的延伸。」只要時間允許，師兄師

姊的義診邀約，我會盡量過去，而且有

機會也會帶著孩子一起去。因為這樣的

機會難得，我可以教育孩子知福、感恩

的道理。而且孩子們去參加義診時，還

可以表演唱歌、跳舞，我想讓他們感受

到，雖然只是付出自己小小的力量，還

是可以讓別人很高興、很開心。這些都

是義診帶來的無形收穫。

一九九九年，正值南非的多事之秋，

治安狀況很不好，本來想到同為大英國

協的加拿大發展，那時候加拿大的醫師

▌今年五月於什邡市海會堂義診活動開始前，許宏達醫師(中)與醫療團員們在克難的環境中整理藥品，佈置

藥局。攝影／陳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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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還蠻吸引人的。但因緣際會，剛好

受南非慈濟人張敏輝師兄的邀請，參加

二○○○年九月在花蓮舉辦的國際人醫

會年會，在年會期間巧遇上人及當時的

陳英和院長，蒙上人垂詢：「聽師兄說

你要回來臺灣服務？」我當場允諾，答

應上人，陳院長在一旁也馬上同意協助

我回慈院服務的後續事宜。

生命中的轉折，總在不經意中到來。

我從臺灣出發，繞了一圈，又回到臺灣

這個起點。

考量未來的發展，我向陳院長請教花

蓮還有哪些科有職缺，了解當時只剩下

家庭醫學科和整形外科有職缺，剛好一

種是我自己原本的專科。不過，我回想

在南非擔任家醫科醫師的時候，大部分

時間都是在診間問診，比較起來，整型

外科需要進開刀房動手術，這給了我一

個挑戰與改變的機會，但對於一個已經

不算新進醫師、年紀也不小的我，要花

不算短的時間重新學一門次專科，真是

很大的挑戰。幾經思索，還是決定返回

花蓮慈院，從整形外科的住院醫師開始

做起。

當了二年整形外科住院醫師，我其實

還是不太適應，心裡已經在盤算往重症

照護發展，所以當科主任來關心我的時

候，也沒有立即肯定的回覆。就在委決

不下的時候，一起在當住院醫師的邱智

弘提醒我，當時臺灣的整形外科專科醫

師的缺額僅有二十幾名，但重症照護醫

師的缺額是整外醫師的好幾倍，他建議

我再嘗試看看，如果真的覺得不適合整

型外科，再轉重症都還來得及。因為邱

醫師的一席話，讓我反覆思考之後，報

考整形外科專科的國家考試，幸好最後

▌許宏達醫師(左二)參

加嘉義縣民雄鄉鎮北村

往診，幫罹患糖尿病的

阿嬤換藥。攝影／張麗

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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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通過。

 而來到大林慈院升任主治醫師，科

內共有五位主治醫師，人力較為充裕，

當時的簡守信副院長期盼提升科內的醫

療品質，提議詢問科內醫師有沒有出國

進修的意願，讓我再度心動，但還沒有

立刻決定。雖然考慮到家人的問題，但

最後因為想到機會難得，可以到世界一

流的大學進修，還是決定攜家帶眷去學

習。

而對於院方能同意我出國進修，真是

收穫滿滿，也滿懷感恩。今年初，我先

到美國史丹佛大學學習顯微血管手術及

大血管重建手術，再轉往英國牛津大學

進修小兒顱顏手術。

因為我們大林慈院所處的雲嘉地區，

老年人口眾多，相對也有很多血管疾

病，提昇自己對於血管問題的處理能

力，應該可以幫助更多心血管疾病的病

人。

這一次嚴重的八八水災，我們大林慈

院是受災區域醫院，所有的醫護都全力

出動參與義診和打掃，中區、南區的人

醫會成員也都非常積極的投入，大家不

分你我，只為災民，我很珍惜有付出的

機會。其實能夠幫助的有限，只希望災

民不要對於人生失去希望，保持樂觀，

儘快讓生活恢復原狀。

八月十八日往受災的梅山鄉太興

村義診，我同樣把握因緣參與。我的

中文雖然不夠好，臺語可是非常「輪

轉」，看到老人家愁眉不展，臉上沒有

表情，更忍不住要逗他們開心。問到老

夫妻的相處，我先站在阿嬤這一邊，跟

她說：「你在罵他的時候，『伊就聽

無？』」，「你跟他說，要給他一百

萬，看他聽有沒有？」道地的臺語讓來

看病的阿公、阿嬤開懷大笑。他們還頻

頻誇我很「煙斗」！

當醫師，不就是要照顧病人的身體健

康，也要照顧他的心嗎？看著老人家淳

樸的臉，我好像看到以前阿公那些質樸

憨厚的病人，和他們送給

阿公的蔬菜水果……

 (整理／姜讚裕)

▌了解糖尿病人需小心避免身體產

生傷口，許醫師隨即幫阿嬤修剪指

甲，以免阿嬤不小心刮傷自己。攝

影／張麗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