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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被需要的人
◆ 撰文／林欣榮

身為慈濟醫院的大家長，筆者自慚德行與年紀都不夠資格，

但是因為發願承擔下了「院長」的職務與責任，只有每天兢兢業

業、努力付出、盡力學習。日常的門診、巡房與醫院行政工作已

經將時間排滿，但是醫學的研究發展是永無止盡，人體基因與幹

細胞的奧秘尚待解開，各重要醫學會議也是跟上世界潮流的重要

資訊集中點，這些又將時間大把大把的耗盡。偶爾停下腳步，心

中又浮現如何同時提昇醫院經營與同仁薪資福利的腦力激戰。

這，就是筆者忙碌的生活寫照。

院內各科室舉辦活動都希望邀請院長到場致詞鼓勵，我雖然

很想休息，喘口氣，但看著同仁殷切的眼神，深深感受到「被需

要」的重要性。當然這樣做會花費許多時間，而這寶貴的時間，

不能用來醫治一位病人，也無法用來提昇醫院營運。但再深入思

考，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要三者合一，讓人與人溫馨互

動，也才能完整呈現慈濟醫療人文，而這正是筆者常常在簽書時

提寫「心靈香」的真正意涵。

醫院是救人的機構，而這機構的組成也是人、許許多多有能

力的人，人與人之間彼此需要又是多麼的重要。想一想，當有一

天，如果大家都不再需要「我」，我，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花蓮總院的神經團隊，到台北或大林慈濟醫院看門診時是聯

合門診，也就是神經內外科主治醫師共約六位一起看診，由於看

診病患相當多，診間顯得非常忙碌。當某些病患需要我參與診治

時，護理同仁就會指引我到不同診間參與問診，往往一診下來會

花上七、八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有一天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的靳秀

麗師姊正巧來到診間，看到如此光景，她有感而發：「做一個被

需要的人，真好！」靳師姊後來被邀請到花蓮總院對護理同仁演

講時，她所選擇的主題就是《作一個被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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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到醫界憂心護理人力不足，導致醫療照護水平無法提昇，

這是因為護理同仁是站在第一線，二十四小時照顧病患，護理人

員的確都是被需要的人，上人說：「人生病苦最苦」，在病苦

的時候，是護理同仁，施予病人專業上的治療，而最能讓病人忘

卻病苦的，就是護理同仁用真誠、細心的愛與笑容去對待他們。

每次我查房時，看到病人雖然才開完腦瘤的手術沒多久，但他們

也是綻著開懷的笑容，非常開心的稱呼護理同仁的名字，伸出雙

手迎接護理同仁，彼此像一家人見面似的，就是那麼的溫馨與甜

蜜。的確，能夠當一個天天都被需要的人，真是一生最大的幸

福，也是讓人們樂於付出的最大驅動力。

花蓮、玉里、關山、大林都是偏僻而且貧困居民相當多的地

方，而位於新店的台北慈院也是相對靠近山區，離市區較遠的醫

院，五院一家共同碰到的困難都一樣，就是護理同仁的招募相當

不容易，再加上慈濟醫療體系特別注重「人本醫療」，期望同仁

們能用生命走入病患的生命，用愛心拔除病人的痛苦，用真心啟

發病人的感恩心，促進醫病、護病關係，更進而能讓病人也有利

他之心。慈院期待醫護再多一份用心與付出，人人當一個「被需

要的人」。

能夠一面發揮所學，又能感覺到自己不但是病人需要的人，更

是慈濟需要的人，天天心存這份「被需要」的感覺，做起事來就

會多一份使命感與多一份歡喜心；遭遇挫折時，也能再從「被需

要」的感覺中，找出自己應該心懷感恩的理由，迎向挑戰，甘願

勇敢的面對，不論事情的成敗，以上人時時提醒我們的歡喜心去

接受，如此，我們醫護同仁才能在時間與工作的緊迫壓力下，常

保輕安自在的歡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