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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七十二位同仁於 2023 年 10 月 22 日一同參與小巨蛋《無量義 ‧ 法髓頌》

的經藏演繹。這是一場極莊嚴的靈山大法會，我們從〈法髓頌〉中看到五十八年

來的慈濟歷史，從佛法到人間實踐，具有非常深奧的意涵。在演繹中也看見慈濟

歷史裡的人與事，全球慈濟人跟著證嚴上人竭盡所能地幫助有需要的人，不分宗

教，沒有國界。參與演繹的志工們從上人建立第一家慈濟醫院後，也一直是我們

醫護的後盾，一同搶救、守護病人，也照顧著病人的心。在慈濟世界，因為大愛

可以結合所有的力量，也讓我們慈濟醫院的醫護同仁更可以發揮救人的良能。

日前台北慈院12B病房住入一個三十歲的青年，他因服藥自殺昏迷被送來醫院。

護理師在照顧過程中，得知他爸爸欠了地下錢莊很多錢，所以經常帶著他搬家躲

債，國中也沒有畢業，爸爸只能打零工維生。最近爸爸突然不見了，房子的租約

也到期，他被迫流落街頭，所以他把爸爸用剩的藥全吃下去自殺。在台北慈院被

救醒後，他向護理師求助，需要立刻有一份工作及薪水，不然出院後又得流落街

頭。護理師立刻聯繫社工，先幫他在醫院找個清潔工作，接著又請慈濟基金會協

助，在醫院附近租到一間環境不錯的住所。這位青年每天非常認真地清掃，兩個

月後，一位病人家屬介紹他一份裝潢的木工工作，讓他開始新的生活。雖然病人

已經離開醫院了，但是社工師及社區志工仍持續聯繫關懷他。如果他想再升學或

工作不順利，還有慈濟可以幫忙。這個病人的故事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們這些

年輕護理師有從身心靈全方位地關懷病人，慈濟基金會及社區志工，大家也聯手

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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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才人出，這兩年醫院有許多優秀的新任護理長，急診部翁琬貞護理長

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在我們醫院的年資不淺，大家也非常看好她，記得有一次，

病人的排泄物弄髒了急診的床，家屬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忙著要處理，當時還不

是護理長的琬貞跟他們說：「沒有關係，你們好好照顧病人，帶他回去休息，這

裡交給我來就好了。」病人家屬後來特地寫了一封感恩信給院長致謝。2023 年

原任的護理長卸任，熱愛急診工作的琬貞在主任推舉下，便謙虛地說願意試試看。

自她上任後，院長就常常收到一封封急診病人的感恩信。在急診這麼緊急忙亂的

情況下，能讓病人及家屬感受醫護的熱心、親切和關懷，她帶領得真的很好，急

診室的氛圍也因為一個優秀的阿長變得更溫暖。

我覺得台北慈濟醫院的護理特色是「行動力」，只要大家覺得是「對的事情」，

就會用團隊力量很快地完成。COVID-19 的抗疫工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專責病房、

防疫旅館、篩檢站、疫苗接種站都是突然需要且沉重的工作，醫師固然扮演重要

角色，但很多事情若沒有護理師幫忙，是絕不可能完成的。每次遇到像八仙塵爆、

新冠肺炎疫情等緊急社會事件，我也看到台北慈濟醫院全院同仁在完成使命的過

程中，除了專業也自然顯露出人文氣息。前一陣子，印尼慈濟醫院團隊來院參訪，

其中有許多經驗豐富的護理主管，最後圓緣分享時，她們很虛心地說：「在印尼

慈濟醫院常常提起『人文』，可是我們覺得『人文』好抽象，直到來到台北慈濟

醫院以後，才感受到處處是人文，你們已經將人文與醫療融為一體了。」感恩她

們的溢美之詞，期待所有同仁不論舉手投足，還是醫病、護病間的互動，都有溫

馨的慈濟人文精神。

最近，護理人力不足的議題又被關注，約莫十二年前，也發生過類似情況，當

時許多護理人員走上街頭提出「血汗醫院」的名詞。護理人力短缺與社會經濟、

勞動人口和普世價值息息相關，護理人力不足，各家醫院的運作多少都受到影響。

靜下心來，若真實了解護理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就能更明白為何仍有這麼多護理

工作者，默默堅守在第一線承擔起他們被賦予的使命。上人建立台北慈濟醫院時，

期許醫護同仁成為「醫界清流、人醫典範」，第一次聽到時，覺得這是個好遠大

的目標，可是後來我漸漸明白了，只要我們堅持做對的事，面對困難，勇於承擔，

終將能不負上人託付的使命，成為醫界的清流與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