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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堂
宋朝教育家朱熹從事教育五十餘年， 

他藉著描寫自然風光，說明研讀之樂與追尋真理的重要性。 

 

教學與研究正如清渠水流，不斷互相激盪而產生串串漣漪， 

最終匯入一方水塘，映現萬物風光。 

醫學浩瀚，教學研究傳故啟新、開發心靈， 

只要智慧活水源源不絕，就能川流大海，成就多元浩瀚之美。 

「活水堂」專欄，傳智啟慧，為廣博醫海不斷引入源泉活水。 

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文/李家萓、吳宛霖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釋宗演法

師、許秀蘭、袁慧萍、村島健司四位研

究生，以慈濟醫院的志工為研究對象，

發表了〈試探討慈濟醫療志工服務的動

力——生命的「互即互入」〉論文，與

一般田野調查不同的是，他們除了訪問

志工外，還親身體驗、實作，論文發表

後獲得高度的讚賞。同學們也因為這段

經歷，觀察到志工與病人間互相服務與

給予，以及自己從兩者之間的獲得與付

出，真實感受到生命間愛與善能量「互

即互入」的流動。　

釋宗演法師、許秀蘭、袁慧萍、村島

健司是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的學

生，上個學期上宗教研究所所長盧蕙馨

老師的必修課「宗教實踐與實習」時，

四個人不約而同選擇以「醫院」為實踐

和實習的地點。釋宗演是出家法師、許

秀蘭則是教師、袁慧萍是慈濟委員，村

島健司則是來自日本的留學生，盧老師

將這四個人分成同一組討論，定期聚

會，希望能讓四個不同背景與涵養的學

生命交會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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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從彼此的觀察與體悟中，更了解不同

生命經驗所觀察與體會的志工面向。

從今年三月開始到七月，四位研究生

分別在花蓮慈濟醫院外科加護病房、心

蓮病房、輕安居、急診室等場所做志工

服務，也跟著資深志工到病人家中作居

家關懷，最少的服務了二十一個小時，

最多的做了五十多個小時。

當病人敞開心胸

志工是受助的對象

本身是慈濟教師聯誼會老師的許秀蘭

說，一開始當志工時就遇到困難，因為一

直認為醫院是嚴肅、病苦、灰色與哀戚的

地方，跟著資深志工蘇足師姊探視病人

時，蘇足師姊說志工要帶給病人歡樂，看

蘇足師姊游刃有餘，但是自己卻一直使

不上力，因為她覺得很多時候，對病人而

言，似乎再多的關心都是多餘的，旁人怎

麼談好像都不對……不論怎麼努力，秀蘭

總覺得和病人之間有道無形的牆擋著，走

不進病人的心裡。一直到了心蓮病房，某

一天一位病患主動與她分享自己的病情和

心情，才化解了秀蘭的無力感。秀蘭這時

才強烈感受到，當時自己雖是以志工的身

分在聽病人抒解心情，事實上卻是自己被

對方接納。她才了解，當志工要服務時，

其實是病人願意開放，志工才有機會走進

去，並非只是志工單方面的付出與給予而

能成就。

日青年好奇慈濟

留學臺灣多了牽絆

來自日本的村島健司大學時主修宗教

社會學，初看到慈濟就覺得相當特殊，

因為在日本，新興團體等負面印象多，

所以大眾對於宗教團體相當有戒心，但

是慈濟卻可以在各地獲得響應，並在日

本推動，好奇心驅使之下他到臺灣就讀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進而希望

能研究志工。

因為語言關系，村島一度無法順利進

行志工服務，經過社福室的安排後到輕

安居，遇見八十六歲的志工張國安會說

日文，因此村島健司以張國安為觀察對

象進行研究。

穿上志工背心，研究生感受到慈濟志工所代表的身

分，也感受到這個身分可以做很多事並獲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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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安的兒子因為車禍變成植物人，

狀況時好時壞，在照顧孩子這段期間，

張國安常常想要跳樓自殺。因為接觸到

慈濟志工的支援，也聽到證嚴上人的開

示，張國安很感動，開始為慈濟勸募。

原本已經退休的張國安，為了兒子的醫

療照護再度工作，後來兒子受到花蓮縣

政府的補助安置在門諾醫院，同事勸他

可以放下工作了。但當時八十二歲的張

國安覺得有事忙才可以「忘記過去的不

愉快」，因此他與太太決定利用有空的

時間在慈濟當志工。剛開始，張國安心

裡會想著「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可以做什

麼呢？」其實張國安會說臺灣話、國語、

日語，連客家話，原住民語都可以靈活

運用，於是他成了照顧老人的「輕安居」

志工，甚至他服務的老人年紀都還比他

小呢！

跟著張國安，村島健司看到志工的多

重身分，包括一個原本是因為兒子車禍

意外而需要被照顧的老人、被照顧後反

過來服務其他老人、以及後來帶著自己

這個新進志工傳承，而自己也為張國安

帶來另一種新的輸入。在跟著服務的過

程中，離鄉背井的村島健司也對日語流

利的張國安產生感情，兩人就像祖孫一

樣，後來村島回到學校，聽到張國安生

病住院，想到他年紀這麼大而非常擔心，

主動到醫院探視。

病苦道場互即互入

生命交會共成就

而釋宗演則以出家人的身分進行入世

服務，除了醫院外，也跟著志工居家訪

視。另外一位同學袁慧萍，則本身就是

慈濟委員，因為想要更深入了解經藏而

因為志工情緣，村島健司（右）與輕安居志工

張國安培養出祖孫情。村島健司發表論文當天，

張國安還特地到研討會現場為他打氣。

好奇慈濟竟然可以在日本推動慈善，主修宗教

社會學的村島健司親自到臺灣體驗，親做志工

後更獲得了學業之外的人生體會。



人醫心傳
2010年12月

37

就讀研究所，透過老師的啟發和同學的

交流，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四個人

也將完成的論文〈試探討慈濟醫療志工

服務的動力—生命的「互即互入」〉在

慈濟大學主辦的二○一○「宗教志工服

務」與「自我轉化」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當天除了各界專業人士的發表外，四人

也首度以還是學生的身分發表論文，獲

得矚目。

指導教授盧蕙馨表示，有句話說，「死

亡是最後成長的機會」，在病苦中是人

生最苦的時候，也是成長的契機，而醫

院是所有生命交會的地方，每一個生命

也分別呈現各種不同的面相。宗教講「療

癒」，但是必須要自己先去嘗試、願意

成長才可以。

看到這些志工克服自己人生不幸的境

遇，轉化成另一股力量服務病患，四位

研究生以一行禪師的「互即互入」來詮

釋志工與病人的關係。盧教授指出，「互

即互入」講的是中道的觀念，意指宇宙

中的每一個事物不可能獨自存在，生命

交會之間不同能量會互相支援流動。志

工與病人不是各自存在，病人豐富了志

工的生命，也促成志工的自我轉化，彼

此膚慰，讓曲折的生命找到依靠的力量，

是一種自利利他的微妙關係。

四位背景不同的研究生，進入醫院大

道場內，尋找真實的生命體驗，卻各自

有不同的際遇。有緣相遇的志工都願意

陳述他們的人生故事，因為雙方的真誠，

訪問者與受訪者成為朋友。發表論文當

天，八十六歲的張國安騎著機車到人文

社會學院聆聽同學們的研究報告，分享

成果。一次學術探究與真實生命的交會，

彰顯榮耀了用愛投入的感動與收穫。

釋宗演法師以志工的身分跟著資深志工蘇足一

起居家關懷，接受愛心竹筒。

許秀蘭（左起）、釋宗演法師、袁慧萍、村島

健司四人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身分，共同以醫

院為研究場域，在同學、志工、病人間探討人

與人之間「互即互入」自利利他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