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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月同天〕

《全唐詩．繡袈裟衣緣》：「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

來緣。」國際慈濟人醫會二十八年來，跨越地域與種族的紐帶與愛心，

在同一片天空下，扶持貧病，共同譜寫關懷與大愛的樂章。

本屆人醫年會「風月同天」課程，以影片結合現場分享各區人醫會的

付出足跡；柬埔寨、尼泊爾、印度、莫三比克、菲律賓、美國、印尼、

約旦、土耳其等國家地區的人醫夥伴，攜手透過醫療援助傳遞愛與關懷

的美善足跡。

走入尼泊爾與印度

星馬人醫傳法

台北慈院趙有誠院長、馬來西亞陳吉

民醫師、新加坡林金燕護理師，分享慈濟

的種子在尼泊爾、印度生根發芽的歷程。

深入重災區的醫療救援行動

趙有誠院長首先提到參與二○一五年

尼泊爾震災義診的經驗。他記得在週日

接到簡守信院長的電話得知前一天尼泊

爾大地震，週一一早第一批慈濟賑災團

隊便要出發。當下他抓緊時間聯絡院內

藥學部同仁著手準備所需藥材，感恩徐

榮源副院長、喬麗華主祕協助與政府單

位的行政聯絡。

雖然在泰國轉機、在尼泊爾機場都

發生一些突發狀況，所幸也都在各方善

心人士和慈濟志工的應援下解圍。路途

上，尼泊爾四處斷垣殘壁，一進醫院，

見病床滿是傷患，斷手斷腳的小朋友，

傷重的孕婦等，卻苦於缺乏醫材無法進

行治療。簡院長和外科團隊把傷者的 X

光片傳回臺灣，好讓即將出隊的第二批

義診團隊將所需的骨材、醫材用品帶過

來。在尼泊爾遇到發心助人的尼爾醫

師，他的父親具有政府官員背景，因此

才協助取得臨時行醫證。

尼爾醫師帶大家深入帳篷區關懷，

找到亟需醫療幫助的人們。重災區的一

家醫院廣場設有臨時醫療站，原本院方

主管由於對慈濟感到陌生，不太敢讓醫

療團隊進駐，隔日趙院長帶著大量傷者

所需要的抗生素再度來訪，終於獲得信

任，醫療團隊得以開啟行動義診服務，

開始照顧受傷的病人，當地的護理師和

護理學生也主動來幫忙。「從不能做到

可以做，我們忙到沒有時間吃午餐，但

是真的很歡喜，有機會可以盡一點心

力。」後來兵分兩路，簡院長與花蓮慈

院王健興主任開一路，另一組由趙有誠

院長與李宜恭主任帶隊隨尼爾醫師走訪

村莊，在路邊為外傷或慢性疾病患者看

診、給藥。「即使是義診，醫師同樣用

心看診、病歷紀錄記載詳細。」許多當

地志工也是受災戶，他們的住家都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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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依然每日跟著慈濟義診團隊出

隊做服務。

第二批義診團隊帶來醫材和骨材，簡

守信院長、簡瑞騰院長等外科團隊開始

做手術了，有時候遇停電等各種狀況，

他們也勉力排除萬難完成。而趙院長和

李宜恭醫師，每日在不同地方繼續著他

們的行動看診服務，用餐時間醫療團隊

總是簡單吃個沖泡式的香積飯後便開

工，在本土志工協助翻譯下，從一個地

方到下一個地方，從鄉間到帳篷區，為

無數災民一一診療。

慈濟舉辦多場的愛心物資發放活動，

徐榮源副院長也帶隊與當地醫護人員進

行交流，接引並布下更多慈濟種子。最

後趙院長再次感恩，能夠在人醫年會上

見到慈濟家人，「大家在世界不同的角

落，做慈濟事。雖然不一定叫得出每個

人的名字，但是每次相見，都倍感親

切。」

九月十五日人醫年會「風月同天──

尼泊爾、印度」課程上，台北慈院趙

有誠院長帶領學員回顧二○一五年慈

濟尼泊爾賑災義診團深入重災區進行

醫療救助的歷程。攝影／李彥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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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先行　開啟善門

接著由陳吉民醫師代表分享馬來西亞

團隊在尼泊爾及印度菩提迦耶的耕耘。

一九九三年慈濟在尼泊爾所援建的

四個大愛村共一千八戶。二○二四年當

尼泊爾常住志工重返考察關懷時，有位

婦女帶志工到她的家，原來婦人將上人

的法照擺在神龕旁供奉著，她說她每天

都會誦經祝福上人，感恩慈濟援助的恩

情。

因著二○一五年震災義診的因緣，尼

泊爾的尼爾醫師、當時協助翻譯工作的

本土志工等加入培訓，陸續返臺受證，

成為慈濟家人。這麼多年來，馬來西亞

志工也持續陪伴著當地志工，期待他們

有力量一起承擔家業。此外，也很感恩

大林慈院林名男副院長，自二○一六年

開始便與尼泊爾當地醫療建立連結，也

牽起星馬人醫志工與尼泊爾的因緣。

二○一五年尼泊爾震災後，許多地

方發生水源移位問題，慈濟上高山、進

村落，義助興建蓄水池，讓兩百多戶人

家有水可用。此外，也援建了一百多間

組合屋教室。二○二三年年底，賈加

科特 (jajarkot)高山區發生地震，造成
二百一十三所學校受損，寒天低溫下，

學生只能在戶外上學寫作業。慈濟團隊

以每週蓋一間的速度，協助蓋了三十六

間組合屋教室，讓孩子們能在可遮風避

雨的空間安心學習。馬來西亞分會執行

長回臺向上人報告時提到，「弟子們是

用生命做慈濟」，因為山路險峻，一邊

是山壁，一邊就是斷崖，上人聞言殷殷

提醒小心。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如何在尼

泊爾開展？上人勉語建議以醫道鋪路為

先。於是，人醫志工團隊走入藍毗尼義

診中心，透過家訪找到病人，以慈善結

合醫療的方式幫助個案。二○二○年新

冠疫情高峰，尼泊爾醫療瀕臨崩潰，慈

濟基金會以十趟包機捐助醫療物資給城

市、偏鄉的醫療機構。同時依然走入貧

村發放與關懷。

此外，在林名男副院長的牽線下，為

當地國家洗腎中心提供協助，援建了三

家洗腎室，目前都在運作中，讓當地病

人得到「醫」靠；也為藍毗尼國際佛教

協會義診中心蓋了一所臨床醫療中心，

提供急診、針炙、牙科、檢驗室等診療

服務。

二○二三年慈濟藍毗尼義診所成立，

為終止貧病循環而持續努力著。星馬等

地的海外志工，不斷透過菩薩大招生，

引領著更多尼泊爾當地志工加入培訓，

馬來西亞陳吉民醫師分享星馬志工團隊多年來在

尼泊爾耕耘的足跡。攝影／李彥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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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精進。其實不只在尼泊爾，許多

星馬志工們也帶著上人的祝福，前往印

度的菩提迦耶等地付出，播灑菩提種子。

菩提迦耶的家戶健檢與戒酒衛教

最後由新加坡人醫林金燕護理師分享

慈濟團隊在印度菩提迦耶的點滴付出。

林金燕提到團隊在九個村莊、八間學校

和十二間寺院進行健檢，發現四分之一

的村民有酗酒問題，酒癮不但造成肝

病、引發家暴、影響社區安全、失業等

社會問題，也會加劇貧困，因此進一步

進行戒酒衛教宣導。

觀察中發現，酗酒村民或以飲酒作

樂排解工作疲累、或以酒精緩解身體疼

痛，雖然政府立法禁酒，但村民依然暗

地私釀酒。慈濟義檢團隊以方便法精

神，依家庭、身體情況加以勸戒酒，例

如說明肝硬化的危險性、花錢買酒累積

的可觀費用等面向加以宣導。而喝酒也

會導致血壓高甚而引發中風的機率，針

對這類高風險病人，除了提醒就醫，也

持續進行戒酒衛教，還有不如省下酒錢

讓孩子受教等方式殷殷勸導。

林金燕說，推廣戒酒遇到的挑戰不

少，像是村民不遵守承諾、不配合、不

在家或是不友善等。有時候出隊家訪遇

雨，路上泥漿又深又滑，狀況不少。不

過在團隊的努力下，至八月中旬，已有

百分之二十三的酗酒村民成功戒酒，更

有多位村民走出酒癮、走入慈濟。從翻

轉一個人的人生到讓許多家庭受惠，支

持並鼓勵著林金燕護理師和慈濟團隊持

之以恆做下去。

新加坡林金燕護理師（右二）帶來在印度菩提迦耶進行健檢

關懷並推動戒酒衛教宣導的努力。攝影／楊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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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相連　從柬埔寨到臺灣斗六

斗六慈濟醫院簡瑞騰院長與柬埔寨慈

濟志工謝明勳師兄暢談慈濟在柬埔寨的

多年耕耘。

簡瑞騰院長分享二○一九年參與柬埔

寨三日義診的歷程。透過醫療服務，見

證到在僅有少數慈濟志工的地方，卻能

發揮巨大的慈善力量。一張張照片、一

段段回憶，每個笑容和求助的眼神，都

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我們所做的，

不僅是治癒病痛，更是帶給他們內心的

希望。」

在義診現場，有位小女孩因腳上的腫

瘤痛苦不堪，醫護人員以高超的醫術專

業，以最基本的設備進行手術。周圍志

工持續的關愛，並用手機播放動畫，分

散小女孩的注意力，消除治療過程的不

安，為她帶來了不可多得的快樂光陰。

謝明勳師兄帶大家回顧二○一七年三

月首次舉辦的柬埔寨義診，正是慈濟醫

療在當地生根的起點。感恩新加坡慈濟

的支持，捐贈了一批二手醫療器材，從

而助義診順利展開。透過不斷努力，柬

埔寨慈濟終於獲得認證，註冊成為慈善

單位，得以落實每年兩次的義診服務。

謝明勳表示，義診不僅有人醫菩薩提

供專業醫療服務，還細心地照顧每位病

人，更有如同萬能手的志工們，從搭建

診區、準備藥品、消毒作業一把罩，甚

至在醫療設備故障時，化身技師進行修

繕。

斗六慈濟醫院簡瑞騰院長（左）與

柬埔寨慈濟志工謝明勳分享慈濟在

柬埔寨的美善足跡。攝影／留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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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的愛心不止於此，大林慈濟醫院

更是捐贈了五百臺輪椅，極大地改善了

當地患者的生活便利性。這五百臺輪椅

不僅在義診中幫助患者，也捐贈給需要

的孤兒院和貧困家庭，讓更多人感受到

慈濟的關懷。

柬埔寨學員王麗來 (Heng Lilay)牙醫
師，在大學時期就經常參加義診活動，

「人醫會非常適合我，我也一直想用自

己的專長發揮良能。」王醫師也說，在

診間看診和外地義診差別很大，尤其是

去到落後的地方，環境更加困難。但她

認為，只要能幫助到需要的人，她都會

想辦法克服。

莊苑佳是馬來西亞的腎臟科醫師，

二○一八年曾與陳吉民醫師到尼泊爾，

為慈濟與當地國際佛教協會合作援建的

洗腎中心進行規畫。聽完分享，莊醫師

的體認是「縮小自己，融入到團隊中，

才能共同突破困難，提供更好的醫療服

務。」

二○一九年柬埔寨茶膠省義診上，簡瑞騰院長（左）為病人處理傷口。攝影／李桂梅

馬來西亞莊苑佳醫師從課堂上學到參與跨國義診

時，團隊合作和靈活運用資源很重要。攝影／留

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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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與醫療結合　菲律賓力踐

九月十五日晚間第一堂課，透過大

愛電視臺製作的影片「風月同天──菲

律賓」，讓時光一下子快轉了二十年，

當年到花蓮慈院接受分割手術的菲律賓

連體嬰慈恩、慈愛，已經回到慈濟大學

就讀護理學系了！這對連體嬰是被菲律

賓人醫會發現，經過評估再轉送到臺灣

接受治療的，她們也是慈濟醫療體系第

一對分割成功的雙胞胎連體嬰，後來還

有二對雙胞胎姐妹，也在花蓮慈院分割

成功，這三對姐妹都接受到慈濟最好的

醫療照護，而不論在臺灣或在菲律賓，

慈濟志工永遠是最疼惜她們的靠山。慈

恩、慈愛姊妹倆從小學習中文，也接受

慈濟助學補助，父親在慈濟環保站找到

一份工作，母親也積極推動環保，可惜

母親二○二三年往生，生前最希望女兒

能學習護理。在慈濟以愛呵護的教育

下，未來，她們都將成為「聞聲救苦的

白衣大士」。

影片帶來的感動與希望餘韻猶在，大

林慈濟醫院賴寧生院長與菲律賓人醫會

柯賢智醫師分享參與菲律賓義診的深刻

記憶。

二○一三年海燕風災重創菲律賓中

部，造成六千多人往生，其中獨魯萬市

幾近毀城。賴寧生院長憶起當年奔赴賑

災義診的艱辛旅程，醫護團隊是第二梯

次出團，拂曉前出發，歷經轉機、乘船、

搭車三小時翻山越嶺，才終於抵達需要

醫療援助的災區。義診團隊把華語小學

的教室充當診間，為病人診治，晚上就

把課桌椅拼一拼，當作眠床。災區蚊蟲

肆虐，早上醒來，全身都是紅疹。失去

家園的災民們，雖然遭受巨大的災難，

卻依然掛著微笑，感謝義診團隊為他們

施醫藥，非常樂觀堅強，讓人敬佩。菲

律賓人民強韌的生命力，讓賴院長永生

難忘。

柯賢智醫師接棒分享菲律賓人醫會

多年來以義診守護貧病的感人故事。

一九九四年，在崇仁醫院服務的柯醫

師，邀請住院醫師到偏鄉為病人手術，

為的是訓練外科新生代的醫術。當時菲

律賓慈濟人想推動義診，柯醫師的母親

邱淑美是慈濟委員，也因此引領他加入

慈濟義診的行列。一開始什麼醫療器材

都沒有，他找上義父、也就是崇仁醫院

副院長呂秀泉醫師幫忙，呂副院長後來

被上人和慈濟人的大愛打動，號召醫護

組織團隊下鄉服務。最初的手術義診極

大林慈濟醫院賴寧生院長帶領大家回顧菲律賓海

燕風災賑災義診的點滴。攝影／徐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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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簡陋，沒有麻醉機，幾張辦公桌擺一

擺當手術檯，甚至連基本的手術燈都缺

乏，他們用普通的電燈、人工拉線控制

光源高度，用紙板包裹充當燈罩以集中

光束，為病人開刀治療。

艱辛的日子裡，柯醫師和外科團隊的

身影始終不曾退縮。他們把學校教室變

成了臨時醫療站與開刀房，用拼湊的設

備動手術，所有二手器材都當成寶，細

心使用。人力不足，醫師開完刀後，就

自己將病人或抬或抱到臨時布置的恢復

室。不但義診器材缺乏，醫師去參加義

診還影響收入。「在菲律賓，醫師如果

一天不上班，那就一天沒有收入，假如

參加義診五天，醫生就五天沒收入。」

不過後來卻發現不必擔心，因為參加義

診之後，病人反而愈來愈多，所以就有

更多的醫師投入。

透過兩支影片，讓大家看到二十幾年

前菲國義診的克難狀況，對比現在菲律

賓義診人力充足、器材備整的規模，讓

病人都得到了更好的照顧。柯醫師還介

紹菲律賓歷任執行長與資深人醫，從青

春到年長，由青絲到白髮，他們無私奉

獻的身影讓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是

敬佩、是感動，更代表感恩。柯醫師也

將二十幾年前與現在、自己抱著手術後

病童的照片秀出來，「情況會變化，人

也會改變，但對幫助弱勢群體的熱愛始

終不變。」

近年證嚴上人一直提醒大家要傳承，

要培養第二代，柯醫師感恩媽媽當年將

自己捐給了慈濟，現在他的兒子柯孫鴻

也成為一位外科醫師，他也要將兒子捐

出來，接力為義診獻良能。

菲律賓的志工與人醫會成員，每年仍

持續執行三到四次的外科義診，幾十年

來歷經各種變化，唯一不變的是愛，對

慈善工作的愛，對病人的愛，對彼此的

愛，以及對慈濟與對上人的愛。

菲律賓人醫會偏鄉義診持續近三十年，圖為二○二四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禮智省 (Leyte) 省立醫院

外科手術義診，為貧病鄉親除病苦。圖／菲律賓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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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辦義診到建醫院

印尼開枝展葉

台中慈濟醫院簡守信院長與雲端連線

的慈濟印尼分會資深慈濟人郭再源及執

行長劉素美，三位講師分享慈濟在印尼

「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四大志業

的足跡。

災後義診　建立深厚情感

台中慈院簡守信院長說，他與印尼的

情感特別深，除了曾八次前往印尼義診

外，另一個因素是，美伊戰爭時，上人

每天開示時都憂心忡忡，但只要看到上

人臉上沒有那麼沉重時，大概就知道，

他要講「印尼」，因為印尼的轉變是那

麼令人感動、鼓舞人心。

簡院長說，當時在印尼義診、開刀雖

然很辛苦，「但是開完刀走下來，病人

看到我們，就直接過來擁抱，我突然有

種天涯若比鄰的親切感，那是完全跨越

種族、語言的藩籬。」

簡院長提到，一九九九年他跟隨林

俊龍執行長前往印尼義診，當時的手術

衣，仍有印尼風格；到了二○○三年，

他再到印尼為唇顎裂的病童手術時，不

只手術衣帽改變了，所有器械、環境都

更先進，還提供了兩極的電燒器，能更

準確地止血。「這些快速的進步，不得

不佩服印尼慈濟人的用心。」

曾八次到印尼義診的台中慈院簡守信院長讚歎印尼慈濟人近三十年來四大志業的成長茁壯。攝影／徐

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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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印尼日惹震災義診上，

慈濟人醫會第一次能在海外的醫院裡進

行手術，這都仰賴印尼慈濟人的積極聯

繫。當時一位父親非常憂心，因為他的

女兒嚴重骨折，沒辦法開刀，「還好我

們去了，大家一起想辦法，包括小簡

（簡瑞騰）院長、台北慈院的骨科醫師，

一起幫她開刀、換藥。」女孩逐漸康復，

終於讓這對父女嶄露笑容。

簡院長讚歎印尼慈濟人做事周全、注

重細節，在物品上，從早期華航捐贈的

汰換毛毯，到管袋包材、麻醉機、抽痰

機、餐盒等，都有慈濟的標誌，可以看

出他們的無微不至。

印尼四大志業　接續發展

印尼分會執行長劉素美，透過雲端

分享慈濟在印尼四大志業的發展。劉執

行長提到，一九九九年首度舉辦大型義

診時，外科義診的標語是「含情看劍，

用愛付出」，讚歎簡守信院長，不但有

好文采，也為印尼許多唇顎裂的孩子開

刀、細膩縫合，讓他們重拾信心，再創

美麗的人生。

劉素美說，貧病如兄弟，三十年前印

尼關懷的個案，除了醫療補助，生活濟助

也是重要一環。當時只能與衛生局合作小

型義診，例如一九九五年的肺結核義診，

如果遇到嚴重患者再協助轉送醫院。

一九九八年五月印尼發生暴動，印

尼的慈濟人聽從證嚴法師「頭頂人家的

天，腳踏人家的地，取之當地、一定要

回饋當地，唯有愛才能塑造祥和的社

會。」這席話，開始在當地付出。事件

後，也讓許多企業家從自利走向慈善之

路。印尼慈濟人遵循上人慈示，舉辦大

型發放與義診來濟助貧弱鄉親。

當時印尼空軍醫院，以及醫療志業林

俊龍執行長帶領臺灣醫療團隊，菲律賓呂

秀泉副院長、新加坡人醫等都來到印尼一

路陪伴，扶植印尼人醫團隊從零開始一路

茁壯。每次義診，都致力帶給鄉親健康、

慈濟印尼分會執行長劉素美細說慈濟四大志業在印尼的發展。攝影／徐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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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希望。譬如人醫會曾協助一位身上長

滿十三公斤重腫瘤的乞丐蘇阿西，一位師

姊先把她帶回家照顧，等她營養足夠後再

送醫手術，那時四十歲的蘇阿西康復回鄉

後，大家都認不出她就是原先那位乞丐

婆。往後每次義診，她都會帶家鄉需要治

療的病人來到現場看病。

一九九九年印尼慈濟分會成立，二

○○二年雅加達發生紅溪河水患，促使

印尼慈濟從慈善走向醫療開展。當時臺

灣、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共

在印尼慈濟團隊的努力下，印尼慈濟醫院於二○二一年如願啟業，因新冠疫情延後至二○二三年六月

正式營運，圖為二○二三年五月啟業前義診，郭再源師兄（後排左二）與印尼慈院謝源生院長（後排

左三）在現場走動關懷。圖／印尼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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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多位醫護人員及近五百位志工來

到印尼進行三天跨國義診，高達一萬

二千三百零七人次受惠，破了 TIMA有史
以來的紀錄。其後成立印尼大愛義診中

心，每三個月一次大型義診來幫助災民。

二○一七年義診中心升格為大愛醫院。

二○二三年印尼慈濟醫院正式啟用，

醫療團隊也更加堅強。而印尼人醫持續

走入偏鄉離島舉辦義診，照顧弱勢族群

健康。

劉素美執行長說，新冠疫情造成醫

護人員大量流失，加上政府推動全民健

保，醫院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更凸顯

印尼醫護荒的困境。因此印尼在二○

二三年籌備護理學院，提供獎學金培育

醫護人才，將來規劃慈濟第二教育園

區。劉素美由衷感恩一路走來，許多人

的協助，成就未來的幸福。

以身示教的人醫典範

印尼資深志工郭再源二○○二年加入

慈濟後，二十幾年來在多次的賑災中付

出，參加無數次的義診與發放，從中學

到了慈濟的人文與大愛。

猶記二○○六年日惹大地震時，第二

天，印尼慈濟人就到現場勘災了。當時

所有醫院都爆滿，醫院外圍也擠滿病人。

臺灣人醫志工團隊由簡守信帶領，很快

就抵達。但印尼衛生單位也很頭痛，因

為來了二十幾個國家地區的義診團，於

是衛生部長讓有自備醫療器械的隊伍，

先進入開刀房。四個團隊有帶儀器，其

中之一就是慈濟（印尼分會早已備齊醫

療器械），因此獲得進入手術房的機會，

但被安排在凌晨使用，簡守信院長沒有

怨言，「凌晨就凌晨，沒有關係。」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隔天，醫療

團隊要回臺灣時，雖然大家疲憊不堪，

仍精神抖擻列隊進機場。當時人潮洶

湧，他們也安定等候。」期間，有位亞

洲國家開發銀行的經理，得知是來自臺

灣的慈濟醫療團隊，凌晨做手術義診，

下午就整裝返臺，令他非常敬佩，激起

他想認識慈濟的心念。

郭再源師兄由衷感恩臺灣及全球人醫

志工的身教與點滴的愛，以及全世界慈

濟人的祝福和傳承，讓印尼四大志業可

以站穩根基。

馬來西亞的葉紋綜是家醫科醫師，

首度參加人醫年會的他分享，簡守信院

長長年來多次帶隊參與印尼賑災義診，

令人敬佩，是他學習的典範。另一位馬

國人醫刁吉亮中醫師，一九九五年即接

觸慈濟，投入慈善訪視與環保。課程中

感受到郭再源師兄投入慈濟的務實和謙

卑，是他學習的榜樣。而印尼人醫 VITA 
HAPSARI KUSUMAWARDANI 曾 在 雅
加達參與慈濟義診，發現不論是醫師或

志工，對鄉親的服務都貼心並且無私奉

獻，讓她非常感動。「聆聽三位講師的

分享，知道將來如何做好事、傳播愛。」

印尼的慈濟人，用心用愛化解隔閡、

撫平傷痕。印尼目前不但有全球最大的

靜思堂，還有學校、醫院及大愛臺，近

三十年來的成長，讓全球的慈濟人刮目

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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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慈航

難民重拾尊嚴

林俊龍執行長及慈濟志工胡光中，同

臺分享慈濟在土耳其所走過的足跡，如

何藉由創辦義診中心和學校，幫助這些

醫師與兒童重新找回尊嚴與希望。

林俊龍執行長由難民醫師的角度切

入，請學員們先觀看一段影片，畫面中

可以看到難民醫師的艱難處境，在逃離

戰火後，不僅面臨生計困難，還因語言

和文化障礙無法融入當地的醫療體系，

所以慈濟土耳其分會成立了義診中心，

土耳其政府提供場地，慈濟補助每個月

的薪資，聘請敘利亞難民醫師為同胞提

供醫療服務，讓他們重新穿上白袍，找

到生活意義和尊嚴，安醫護人員的身，

也安敘利亞難民的心。薛海勒醫師，敘

利亞有名的影像醫學科醫師，同時也是

土耳其義診中心的第一位醫師，他說心

中有個遺憾，因為義診其實不應支領薪

水，所以他盡可能把所有能力奉獻出

來。

林俊龍執行長說，這就是難民醫師的

寫照，感恩土耳其的慈濟志工幫忙這些

醫師們，拾回那一分尊嚴。

胡光中師兄分享慈濟在教育援助的

努力。在土耳其有許多敘利亞難民兒童

被迫當童工，生活在貧困和剝削的陰影

下。慈濟透過補助打工的孩子，讓他們

能夠重返校園，改變了數以萬計的生

命。二○一五年，慈濟與土耳其政府和

聯合國合作，推行「滿納海模式」教育，

利用不同的時段，讓土耳其及敘利亞難

民的孩子都可以上學，成功讓三十五萬

到四十萬敘利亞難民兒童重返校園，成

為國際教育援助的典範。

胡光中師兄期許三十年後，這些愛的

種子能在孩子的心中發芽，將曾經接受

過的愛傳遞給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林俊龍執行長與土耳其志工胡光中對談慈濟在土

耳其援助難民的艱辛。攝影／徐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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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情醫愛　翻轉莫三比克

花蓮慈濟醫院林欣榮院長、莫三比克

慈濟志工蔡岱霖代表分享莫三比克的大

愛故事。

二○一九年三月，熱帶氣旋伊代侵

襲非洲，造成東非辛巴威、馬拉威、莫

三比克嚴重災情，慈濟非洲志工立刻動

員前往救災及關懷，並陸續從海外各區

獲得慈濟提供的各項賑災資源與醫療用

品。五月十八日，國際慈濟人醫會加上

臺灣慈濟四大醫院，出隊非洲莫三比克

進行跨國義診。

莫三比克的醫療極度匱乏，無數生命

在病痛中掙扎，許多當地居民一輩子沒

看過醫師，每一科都有長長的人龍排隊

等候。有一位母親帶著四個孩子孤苦無

依，因為慈濟的援助和膚慰，讓她對未

來重燃希望，不斷感謝慈濟人的幫助。

義診期間適逢佛誕日，義診團隊與

志工在當地就地取材，安排了一場簡易

卻溫馨的浴佛典禮，並邀請民眾一起浴

佛。

林院長說，海外義診雖然很累，但是

內心卻很充實，而最令他難忘的是非洲

孩子們純真的笑臉與清澈的眼睛，當義

診團隊要離開時候，當地孩子們追著團

隊的交通車，不斷揮舞雙手、喊著：「還

要再來喔。」回憶起當下的情景，林院

長依然很感動！

見苦知福，林欣榮院長感恩能有機

會實際前往非洲進行醫療義診服務，看

到蔡岱霖師姊帶領在地志工推動慈濟志

業，為莫三比克的貧病人民翻轉生命，

大愛的能量持續至今。天災無情，人間

有愛，蔡岱霖師姊感動上人的悲心與願

力，用雙手翻轉非洲這片苦難大地，感

恩全球慈濟人的大愛共善與人醫菩薩深

入當地的醫療服務，祈願非洲的每個角

落都充滿慈濟的 DNA，遠離悲苦。

花蓮慈濟醫院林欣榮院長分享參與非洲莫三比克

義診帶給他的深思感悟。攝影／徐金生

莫三比克志工蔡岱霖透過視訊分享帶領本土志工

推動慈濟志業的一步一腳印。攝影／徐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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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大愛　美國三十載的信願行

林俊龍執行長淺談美國慈濟義診中心

的草創；陳恂滿醫師談及美國西岸醫療

義診後續三十年的發展，廖敬興醫師分

享美國東岸紐約人醫會的服務。

「一九八九年慈濟美國分會年成立，

很快從慈善開始，發展醫療、教育、人

文四大志業。我正好在洛杉磯，有機會

參與。」林俊龍執行長與黃思賢師兄有

感當地醫療欠缺，位於「阿罕布拉市加

菲爾德大道 1000號」的慈濟會所舊址
剛好變成義診所，於是美國「佛教慈濟

義診中心」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正式開

業。而多年來美國慈濟也因致力服務弱

勢而獲政府多項頒獎表揚。林執行長在

義診中心開業兩年後回到花蓮慈濟醫

院，因此接下來的會務，由陳恂滿醫師

接手分享。

助病瘤遊民實現���用牙吃的心願

陳恂滿醫師說：「我在慈濟的年齡很

大！」已經三十幾年了，而且每年都會

想盡辦法回來參加人醫會年會，幾乎沒

有缺席。

「義診中心最近這十年，配合政府醫

療政策變更，同時與社會支持系統接軌，

善用政府的經費來服務更多低收入戶，現

在更是獲聯邦認證的診所。」接著，陳恂

滿醫師向學員分享病友黃彼得的故事。

「他全身上下長滿纖維瘤，連口腔

裡也有，彼得的病讓他變成遊民，只敢

在天黑後才出門，幸好慈濟介入關懷救

助，照顧他的生活。半年前，慈善部門

找上我，說這個彼得吵著要牙齒。」恂

滿醫師深入了解，發現他的牙在兩年半

以前就被全部拔掉了。「我們牙醫師們

一般會在拔牙前先評估，先把他嘴巴裡

九月十六日「美國慈濟人醫會」課程上，林俊龍

執行長（中）、陳恂滿醫師（右）、廖敬興醫師

（左）帶領學員走進美國醫療三十年的時光。攝

影／楊凱誠

九月十六日課程，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合心精進長

姚仁祿呼籲「蔬動能」，鼓勵眾人蔬食、節能減

碳。攝影／楊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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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長的肉瘤切除。而那時他的牙齒已被

拔了，但很大的肉瘤還在他的嘴裡，就

沒有辦法為他做假牙。」

恂滿醫師費心找到口腔外科專長的人

醫相助，審慎小心的為彼得切除嘴裡的

瘤，再幫他把假牙做好！而近來已失智

的彼得，恂滿醫師及夥伴們更是放心不

下，不定時關照。「我今天要強調的就

是，我們美國總會將慈善跟醫療做了很

好的結合。」

美國各地的醫療義診，持續三十年不

間斷。在幅員廣大的美國，巡迴醫療車

是義診上很重要的工具。從二○○○年

迄今，已有十二部大愛醫療車巡迴各地

服務，提供包括牙科、眼科、一般內科、

癌症篩檢等服務。

此外，美國醫療團隊也赴中南美洲

從事醫療援助，後因新冠疫情而中斷，

希望未來大家能夠一起再到中南美洲服

務，培育當地的人醫夥伴，也邀他們回

來參加年會。

美東啟動預防醫學

美東人醫會在一九九八年成立，廖敬

興牙醫師分享二十多年來美東地區包括

紐約、波士頓、康州、長島、曼哈頓等

地的人醫會與發展與演進。

基於美國紐約的醫療法規規範，人醫

會以從事預防醫學為主，不提供治療，

專注在衛教、腎功能檢查、防癌篩檢及

捐血上。廖醫師開心地分享：「相較於

臺灣一次捐血兩百五十西西，美國一袋

血要捐五百西西，募血難度相對較高，

但美東至今已經募到快八千袋血！」而

大愛眼科醫療車的配鏡服務更是令人滿

意，不僅讓學生恢復正常視力，學業因

此進步，眼鏡的樣式和顏色有非常多種

選擇，讓戴上眼鏡的人都非常開心！

最後他分享上人的叮嚀，「盤點我們的

慈濟志業，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

人醫年會學員在課程之外的時間，成員有故舊有

新友，彼此溫馨交流合影。

攝影／林萬教

攝影／管海玲

攝影／管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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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愛��創新迎未來

九月十七日上午於慈濟教育志業王本

榮執行長「AI與大愛醫療與教育應用」
專題演講之後，全體學員出發前往靜思

精舍圓緣。

林俊龍執行長祝福，「願人醫會所有

菩薩，把這分愛心與關懷，以及學習到

的科技，包括人工智慧種種，帶回去各

自的國度裡面，發揮功能。明年接引更

多的菩薩來參加人醫會！」

會中特別播放菲律賓呂秀泉副院長

與臺灣蔡宗賢醫師二支感人的「人醫身

影」影片。簡守信院長說明，兩位人醫

前輩過世十二年了，所以聲音的部分完

全以 AI模擬生成，影像來自大愛電視
臺剪輯過往的報導，「他們沒有直接講

過這些話，但是在訪問稿中，都留下這

些文字紀錄，我們就把這些文字組合，

運用 AI模擬重現。讓大家知道，他們
的人生，因為有慈濟，發生多大的改

變。」人醫菩薩身影結合 AI生成配音，
彷彿他們二位的原音重現，字字句句，

是叮嚀，亦是期許。

編按：為期兩天半的二○二四國際慈

濟人醫會年會，課程扎實精采，礙於篇

幅有限無法於本期全部呈現，將陸續於

《人醫心傳》刊登分享。

九月十七日人醫學員返回精

舍參與圓緣，會中播放蔡宗

賢醫師的AI模擬生成影片。

攝影／簡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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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李彥緰

學員於人醫年會最後一天回到心靈的

故鄉靜思精舍圓緣。攝影／李彥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