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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社長的話

能與不能
◆ 撰文／林碧玉

靜思堂前白衣大士雲集，以無比虔誠用心手畫虛空，細述慈濟宗

門勤習之《無量義經》偈語：「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廣大的道

侶廣場微風飄動在虛無空間，一股寧靜氣氛放向大千世界，周圍樹木

迎風似波浪般搖曳生姿，億百千劫守之不動堅定之大愛無國界道心，

乘著風啣著愛灑向世界五大洲。

在這一個感恩的初夏，光輝五月的第二星期天是慈濟四十周歲，同

一天全台灣慶祝佛誕節、母親節，加上慈濟慶四十週年，三節合一慶

典，慈濟人分散世界各地，同步舉辦感恩過去、推動未來之「見證慈

悲，深耕人文」活動；總點花蓮靜思堂多了大醫王，以及白衣大士融

入之手語，以「心似舟來手似漿」度化心情，划向自在佛性的源頭，

剎那間，心靈與大地融合，佛性現前的悸動……

無始以來白衣大士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於裟婆世界穿梭，救拔

眾生無量無數，護理人員深受世人愛戴，素有「白衣天使」之美譽，

證嚴上人尊護理同仁比美為白衣大士，慈濟醫療志業護理同仁深受感

動，立願效法觀世音菩薩精神，訂定「菩薩心，隨處現，聞聲救苦我

最先」為護理宗旨；病榻旁他們的身影，膚慰病患不捨晝夜，而，他

們的手在專業上，是用來搶救生命一瞬間，眼前的手卻如深化心靈的

舵手，用手刻畫生命與慧命交織，用手指出人間菩薩如燈塔，用手指

引迷航希望無窮，護理的手是如此的萬能，應該也是直指他們自己內

在膚慰眾生的心靈。

而，護理的身影更是無處不在，無論是離島是鄉間，您是否注意他

們的背影，孤單的騎著機車或自行車，急急忙忙穿梭鄉間小道，守護

無醫村鄉民的「頭燒、耳爛」（感冒發燒或外傷），他們到宅服務，

或抽痰或更換導尿管，或清洗傷口更換紗布，在沒有醫師的鄉間角

落，護理之手擎起生命之鑰，想想，他們從荳蔻年華而至老邁，無怨

無悔點燃生命希望，這正是「靜寂清澄，常在三昧」的最佳寫照。

慈濟醫療志業的護理同仁們，做居家關懷到宅服務，從呼吸器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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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到抽痰、拍痰、導尿管更換，到傷口護理，必要時醫師同仁們一起前

往訪視治療等，看到家屬們為照顧長年臥床的病患，身心俱疲難以支撐，

護理同仁們憐惜不已，為讓家屬有短暫休息機會，邀約同仁們放棄星期假

日擔任志工，推動免費喘息服務，讓家屬們得以得到短暫之休假，或辦理

必要之工作，護理同仁們自動自發發揮視病如親之精神，怎不令人感動？

但護理也有不能的時刻，經常在前往居家關懷或喘息服務的時候，遇上

流浪犬或家犬，輕者狂吠重者窮追，常令他們膽顫心驚，騎著機車逃離不

及，居家病患令人憐，護理的遭遇更是令人不捨，令人尊敬的是，他們並

沒有因此退卻，仍然勇往直前不捨病患，白衣大士之稱號當之無愧。

護理的悲心令人感動，記得多年前，一位護理同仁為恐剛畢業學妹，沒

有經驗無法好好照顧病患，例如打針或抽痰經驗不足，會增加病患痛苦，

又擔心在假人模型身上學習，假人不知痛苦不會回應，因此他主動躺在病

床上扮演病人並張開嘴巴，請無經驗之新進學妹，在他喉嚨抽痰以及在他

身上學習打針，可知，好好的喉嚨被學妹們抽痰流血，以及血管注射困難

疼痛不已，這一位護理同仁眉頭不皺，依然笑臉相向，為的是鼓勵學妹

們，我們能說他傻嗎？

十年前吧，大家聽到「愛滋病」恐懼不已，而，醫護同仁卻沒有拒絕

照顧的權利，看他們進出病房，心裡替他們擔心不已，愛滋病患的悲情無

人訴說，尤其末期時分，如何讓父母知道？父母的接受度，親友鄰居的眼

光，醫病醫人並要照顧病患及家屬心靈，難度之高甚難言喻，眼見這可能

是病患最後的中秋節了，護理同仁帶著病患回家，陪伴病患及家屬共度人

生最後之月圓之夜，其情何堪？而，人人避愛滋唯恐不及，護理同仁卻勇

往世人眼中之火坑跳，其菩薩勇猛悲心，怎不令人欽敬！雖有勇猛悲心卻

經常有不能解除之痛苦，因為生命無常，雖有最好的醫療團隊，偶而無法

挽回病患的生命，任他用盡心力搶救，生命卻如風箏般從手邊溜走，那一

份痛與無奈又豈是我們所能理解體會？護理的能與不能，似乎得讓我們好

好的靜思，如何輕安自在？又如何參透？煩惱怎了得？做就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