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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八八水患過後一百日，慈濟人醫們心繫返鄉災民的健康，跨上四輪傳

動車，一路顛簸冒險上山為災民，沿途道路柔腸寸斷已不見翠綠景色，踏上睽違

已久的桃源鄉勤和村，驚見抬高數十米的河床，心疼地形地貌全非，不由彎下腰

輕膚大地，心頭湧現在風雨中搏鬥的生命，回過頭來望著驚魂尚未定的災民，沒

來由的一陣心酸，激起一股堅定守護原鄉居民健康的強大力量。這是慈濟人醫們

的慈悲心路，他們定時在山巔各部落，風雨無阻守護村民健康已久，此次上山鄉

民們熱情相迎，卻也殷切的關心探詢，何時可以搬進杉林新家園……。

而在山下，杉林鄉觀音山麓，一群藍天白雲菩薩，不顧烈日當頭揮汗趕工，

為的是早日圓滿災民安身的心願；亦有原鄉村民參與以工代賑計畫，興建未來家

園。其中一位靼虎先生，曾擔任兩屆高雄縣議員，原本擁有一座山頭，日日悠然

迎接朝陽徜徉月夜星光，但狂奔的土石流，不知哪來的力量，將一座山頭一化為

二，風雨中他度過不知生命可否保有的驚恐，當被救上直升機，低下頭來望著殘

破的家園，心剎那糾結，原鄉已破前途茫然，從此驚懼與埋怨強佔心頭，雖有慈

濟人陪伴，但難消心頭對政策失當的埋怨，直至與慈濟人並肩打造家園，望著慈

濟人無所求的付出，且日日笑顏迎人，隨著一槌一槌的打鑿，似乎將慈濟的善

解、包容、知足、感恩四神湯槌入心田，融化了埋怨的念頭，雖然以工代賑薪資

微薄，卻湧出無限感恩的心念。

遠在東南亞的菲律賓，同樣受到地球暖化效應，九月二十六日受到輕颱轉為

豪雨的侵襲，癱瘓了首都馬尼拉交通，整個城市受災慘重，菲律賓慈濟人雖也成

了受災戶，但在第一時間緊急聚集，獻出心力救災。當慈濟人拜會當地市長請教

救災事宜，市長兩手一攤表達無奈與無助。證嚴上人心繫菲國災情，擔心瘟疫發

生，焦慮當地慈濟人不多，如何能救得了災呢？當下決策唯有推動以工代賑，邀

集當地菲律賓居民加入慈濟救災，勉勵慈濟人發動災民以工代賑自救，探知當

地日工資三百多元菲幣，發以每日四百元菲幣工資，受難災民宛如作夢，不敢

相信清掃自己家園真的有工資可領，一再詢問：「您們怎會相信我們領了工資會

認真做呢？」「您們真的不怕我們欺騙嗎？」當換來的是信任回應，災民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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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悲心德行，激起勤奮清理家園以對，於是，日日約有一萬餘人穿梭打掃

街頭，當地政府本以為三個月都無法解決的災情，竟在短短十天左右完全清

理，驚訝、感動無言！

回顧，慈濟人在菲律賓義診已十五年，記得第一次菲國呂副院長來訪，

向證嚴上人報告，與慈濟人合作在鄉間離島義診，借用學校教室、寺廟當手

術房，摘除甲狀腺腫瘤以及去除白內障，讓貧困者免除病痛以及得以見到光

明，當時筆者雖感動醫、護人員與慈濟人愛心廣庇，另一方面卻覺得在教室

等處開刀，不知是否會有感染發生壓力甚大？菲律賓慈濟人一次次改善義診

品質，十五年有七百八十個週日，他們總共義診一百二十餘次，略數之，每

六個星期就有一次離島義診。這是非常宏大的愛心，因為菲律賓採開放性的

醫療制度，也就是醫院醫師都如開業醫，收入是按件計酬，他們不計酬勞放

下身段深入離島、大都市邊緣，診治弱勢、貧困族群十五年如一日，豈不令

人欽敬呢！

最令人感動處是慈濟人引導貧困災民，發心立願捐菲幣一分錢，當他們撬

開竹筒，一分分錢幣滾進甕中的錢幣聲，當錢幣從一甕又一甕中溢出來……

剎那間災民洋溢的笑容，在空氣中凝結出人間大愛，而大愛的蔓延發酵出人

間的希望。

慈濟在菲律賓的義診，從甲狀腺開始到牙科，直至白內障手術，加上各式

各類疾病，以及訂裝義肢、復健等治療，若無法就地處理，則協助住院就

醫。如今在馬尼拉、三寶顏、宿霧都有慈濟義診中心，十五年來，慈濟人聞

聲救苦解厄，不僅治癒有形的疾病，無形的內化人文大愛注入，才是鄉民們

的最大收穫。

近日八八水患災民感恩證嚴上人關切未來生計，當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前

來探討未來生計來源，引述過去他們為推廣原鄉文化，經常辦理各項藝術創

作、手工藝等課程，可惜原鄉子女認為農耕獵捕即可維生，對於原鄉文化、

藝術等興趣缺缺無功而退，如今因為大家知道即將入住大愛園區，喚起他們

復興原鄉文化的熱情，紛紛勤習技藝，文化工作者感恩慈濟大愛，喚醒維護

家鄉文化使命與責任。

想想靼虎從心生怨懟到心懷感恩，菲律賓從無助無奈到激起貧困災民的大

愛觀念，以及原鄉子民從棄置到重拾即將沒落的文化，不由感動、感恩、感

佩慈濟人人間大愛的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