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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社長的話

守護
◆ 撰文／林碧玉

山城小鎮，暗夜冷風蕭蕭路燈昏黃，微縮著頭緊緊拉著衣領，

迎著風邁著堅定步伐快步前行，深恐遲到延誤交接班時刻，深恐

病患們無法入寐，深恐急促的叫人鈴聲回應不及，帶著忐忑的心

懷著無限關懷的心情，日復一日馳行於暗夜中，為了趕赴醫院交

班，以便在深夜、在病榻或伴隨自在呼吸的病患，或伴隨呼吸器

的聲音，在寧靜夜晚無悔的守護著生命。更在生命的危急中，劃

破深夜的寧靜，緊張、急促的搶救即將失去呼吸的生命。如此日

復一日，因為生命守護的使命，在鄉間，晨昏日夜顛倒在所不

惜，這種誠摯的護理心菩薩心，怎不令人欽敬……

玉里是位於花蓮台東兩縣之中樞，小小山城的人口稀稀落落，

過去，鴻德醫院是外科醫師曹醫師所創設，搶救無數生命頗獲好

評，後因病往生，留下最大的遺願，是希望證嚴上人能接辦該

醫院。歷經一些波折，慈濟醫療志業接下老舊醫院的重擔，為的

是山城小鎮民眾生命的寶貴，當時花蓮慈院人力尚不足，只得以

接力方式，一棒接一棒，以醫師奔波送醫療到玉里，替代病患在

一百公里路上往返，驗證慈濟醫療人醫之愛。

接著，因為老醫院房子破舊，下雨天，屋外下雨，醫院內也是

雨連連，更令人心疼。颱風天，同仁們一起奮力，以桌面抵擋強

風，窗戶玻璃迎面紛飛，風雨中險象萬生。天亮戶外風靜雨停，

院內雨水仍然滴個不停，病床邊水桶盛著滴滴落水，任同仁們聲

聲懇求，病患仍堅不轉院，只因為除了玉里離家近，玉里同仁們

是他們的恩人、是他們的最愛。我在現場親自領會醫病情深，同

仁們是他們生命的依賴，豈是豪華舒適建築所能替代。

為了病患及同仁安全，證嚴上人再次決定，為玉里慈院建構新

家。一時，玉里鄉親紛紛響應，有製作各式各類點心長期義賣，

有做各類手工藝品義賣，終於，新家落成了！原住民鄉親組隊前

來祝賀，因為玉里同仁們，長期在清晨下鄉為他們的健康把脈，

減除他們每一趟次，從卓溪或其他村莊，搭一趟次計程車需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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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元之負擔；尤其是天剛亮，醫護同仁已到達眼前，既可治病也不妨礙耕

作，是守護他們的菩薩。

此時，神經外科張醫師自動請纓前往玉里常駐服務，促進他發如此大心的

理由，是他長期在花蓮慈院，每當他到急診室診視花蓮沿線到台東病患時，

發現病患已經沿途在關山、玉里、鳳林進行多次人工心肺復甦術，留下一絲

呼吸抵達慈院，任他用盡心血卻絕大部分回天乏術，令他心生不捨，經常自

問身為醫師，是否應該到最需要處？於是，徵得家人支持，全家下鄉駐守在

花東的中樞──玉里，讓那怕是台東的病患，可以在中途就能搶回幾近垂危

的生命，於是乎，玉里的新家，有了開腦專家進駐，成為堅實的醫療後盾。

小小玉里慈院，有了六床加護病房，從此中風病患、重症病患真正有了希

望，以地區醫院之規模，進行區域醫院以上水平之搶救生命於瞬間。

其間，最重要的是玉里慈院全院同仁不捨晝夜的付出，其中護理同仁留在

鄉下，少了都市的繁華，年輕的心亦能沈澱守護生命之志，不畏孤單的陪著

醫師們奮鬥，誰又說人間寡情？在慈濟處處溫情也！

關山已經將至花東公路盡頭，更是山城中的山城，比玉里鎮更小、人口更

少，醫院的位置又偏離鎮中心，宿舍就在醫院後方，同仁們將醫院當家，沒

值班，也到醫院陪伴值班同仁一同守夜。深夜，酒醉病患來臨，是同仁們的

夢魘，為了守護生命的使命，鼓起勇氣也得面對。經常想到這一群在鄉間默

默守護病患的菩薩們，心生無限景仰與敬佩，尤其聽到潘院長講話，他說同

仁們真正做到週「修」二日，在每一個週六、日，是他們行菩薩道的時間，

除了奉獻時間下鄉、上山義診外，更從微薄薪水中，購置各類鄉間低收入戶

所需物品，解除低收入戶之困頓，是鄉間貧困學子的守護人，更是獨居老人

們的金孫。當他們定期開車到宅關懷、到宅治療，更將老人接回醫院照顧，

為的是減少他們子女的負擔。

慈濟鄉間醫療服務，是從病患需要出發，是慈善與醫療緊密結合的結構，

筆者經常思維東部鄉間真是有福，因為證嚴上人的帶領，有了這一群人間菩

薩，身懷醫療專業，心懷菩薩聞聲救苦之使命，遠離塵囂邁入好山好水人間

淨土，心淨則病患安。

特別要感恩玉里、關山同仁們，以單薄人力撐起守護生命使命，我們大家

都知道，重病病患照顧是最困難的，還好有了您們，一切為病患不畏艱難，

您們真正力行守心、守志、守德，慈濟醫療真有福報，擁有一群人間菩薩真

典範。

深信，山城小鎮，暗夜，永遠，有一群走在蕭蕭寒夜中的菩薩，守護病榻

守護生命守護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