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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見病患為病情、疼痛煩憂

時，我就以失去左手掌的心情來跟他們

分享說：『我的左手掌被截掉後，仍時

常感受到麻痛，現在你們只是病痛，還

是有醫好的機會，長出來的機會，但是

我卻沒有這樣的機會』。」這是在花蓮

慈濟醫院當醫療志工的黃慶堂，常和病

患分享的一段話。

曾經經營大理石工廠的黃慶堂，七年

前當事業正值如日中天的巔峰期，一場

「無預警」的工作意外，奪走他的左手

掌、奪去了完整家庭、也「連本帶利」吞

噬了經由歲月所累積而成的手工技藝。

走過淚水、挫敗陪伴的日子，他告

訴自己「人生何必這麼折磨」，於是轉

個心境之後，黃慶堂漸漸從「死胡同」

走了出來。目前當醫療志工的他常和

病患分享，讓病患感受到人生還有「希

望」、還有「出口」。

驀然回首  舉步維艱來時路

出生於花蓮縣吉安鄉的黃慶堂，有八

個兄弟姊妹，受日本教育的父親對他們

管教極為嚴格，母親則是一名稱職的家

庭主婦。

因家裡務農的關係，黃慶堂小時後

放學就得到田裡幫忙，協助父親種植一

些蔬菜、甘蔗、稻子。六月畢業之後，

黃慶堂碰巧遇上第二期稻作輪耕，將近

有半個月的時間，他利用晚上舒服的天

氣，開始了「犁田、插秧」的日子。

十七歲那年他在家人的鼓勵之下，

困境中，仍有

						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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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務農並且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從

學徒做起，學習大理石的切割、設計圖

案，提供消費者室內傢俱及家中掛飾吊

品的需求。一頭栽進石頭的世界，他自

信地說：「那時的我真的一點也不怕失

敗，自己就是一直衝、一直衝。靠著自

己雙手的敏感度，自己購買機器、自己

摸索。」

從無到有、從白手起家到擁有自己的

大理石工廠，黃慶堂不僅廢寢忘食的研

究新「藝術」品，同時也兼任雙重的角

色──老闆與工人，積極投入他一點一

滴由血汗累積而成的天地裡。當一切都

在完美的時刻、事業正值顛峰的階段，

一場血光「意外」也讓黃慶堂的人生產

生「意外」。

不堪回首 與自己分離的「手」獨處

七年前，是黃慶堂面臨人生最大「考

驗」的時期，一直是他日夜陪伴、日夜

研發的機器，卻無情地奪走他的左手

掌，他被送往離工廠最近的醫院治療，

一個月後回到工廠，他又面臨人生另一

項「考驗」──拿出自己被捲入機器內

的手掌。

「有多少人，可以真正聞到自己身上

肌肉腐臭的味道？」黃慶堂刻骨地說。

在醫院完成治療回到家後，他鼓起勇氣

拿著工具將機器拆除，親自拿出自己已

腐臭的手掌，雖然一切完好沒有長蛆，

但腐臭的味道讓他差點嘔吐，趕緊丟掉

手上的手掌，儘管如何堅強也忍不住留

下了眼淚。

當下看見手掌時，已學佛多年的他不

禁地反覆思考到「這個是我，還是它_

手掌_是我，因為它已經不是我。」之

後黃慶堂也從中領悟到什麼叫做「臭皮

囊」，即使慘痛的代價，讓他數度留下

淚水也失望消極，最後他還是堅強走了

出來，迎向往後的未知數，從頭「重新

出發」。

「烏雲」要散之前的煎熬

受傷後仍然重操舊業的黃慶堂，還

是繼續守著大理石工廠，唯獨失去左手

掌後的他，在受傷前他認為最簡單的工

作，現在卻無法勝任，這點對於黃慶堂

而言是挫敗的開始，也是打擊自信心的

開始，每每想到這裡他的眼淚又在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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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黯然留下，足足苦撐了一年的時間。

之後開始轉向菜市場經營小本的蔬果

買賣，或者到台東瑞源批發當地季節名

產「紅甘蔗」。因為大而化之的個性，

在市場深獲居民的光顧與讚賞，黃慶堂

笑著說：「以往在工廠時，幾千塊的餘

額都可以不和人計較，現在在市場卻遇

上顧客為了三、五塊的而討價還價，兩

者的心情差異讓我體會很深。」

長久下來，在滿足顧客的需求之餘，

相對地也讓他的生意收入打平。雖然，

並未獲得利益的黃慶堂，卻擁有受傷後

不曾有過的心情舒緩，置身於市場_他

從人群中學習放下、學習領悟、學習看

透。三年後，結束生意找到電影院一份

清潔工作。

真正放下身段，才能「自由自在」

一般世俗觀念，從一位老闆級身分

能放下身段當一名清潔工，需要很大

的心理調適，而黃慶堂目前就是處在這

種情形下。他的友人前往電影院巧遇他

時，都不能置信他的個性會如此放下身

段，紛紛問他說：「不可能，真的是你

嗎？」他則大方回應說：「不可能，但

是我拿著畚箕、掃帚這卻是事實。」

能做到萬般放下，他自有一套論解就

是「不去執著、不想過去」，認清當下的

立場是什麼，就能安住與滿足，尤其「成

功不必留戀、失敗不再逃避」，調適自己

的心態，則是最基礎的必修課程。

看淡受傷所帶來的不幸，以及平時習

志	工	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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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喜閱佛經，讓他得以順利走出困境，

而小孩子在他發生意外後，瞬間的變得

懂事，也貼近他的心，更是他心裡的安

慰。在與妻子畫下不圓滿的句點後，他

說心情比以往更容易冷靜下來，也更積

極將心靈寄託在宗教上。

遇上另一個「希望」出口

因緣巧妙下，一位徐姓友人因病前往

花蓮慈濟醫院住院，黃慶堂義不容辭地

陪伴朋友一星期，在醫院他看見整個醫

療團隊及醫療志工，對待病人的那份親

切服務與頻繁的巡視病房，與他當初受

傷被送往的某醫院，有如天壤之別。

這份和祥的環境感動了他，也促使他

立即採取行動，前往社服室報名加入志

工行列，及參與醫院舉辦「癌症關懷小

組」第二期的培訓課程，從中收穫的他

永遠記得許文林副院長對病患的關懷，

也深記許副院長一句話「有時候善意的

謊言，也要接受」。

在癌症關懷小組的行列，每位病人都

是他的導師，因為在病房內病人再怎麼惡

劣，志工也要耐心對待，他也體會到病患

在生命抵不過病魔時，是他們最恐懼的時

候，如果將病情一直纏在身上和心上，壓

力就越來越重，心靈也無法得到安慰。

志工生活充實了黃慶堂的生活，他以

自身的受傷經驗與患者分享，讓患者燃起

希望的幼苗，間接的從病患身上他也學習

到自己並不孤單。他因為真誠對待病人，

讓病患產生信任與習慣，一段時間未到

醫院，病患看見黃慶堂都會說：「你去哪

裡？沒看見你真的很不習慣。」

人生的答案，這裡都有

生、老、病、死是人免不了的一段過

程，但是在醫院黃慶堂明確地說：「在這

_，人生的答案都有。」他的回憶匣_印象

深刻記得一名罹患血癌的中年婦女，在就

醫後的前後約一個月時間，從四十幾歲的

容顏迅速轉為七十歲的容貌，他被患者前

後肉體退化的對比震撼住，感受這就是真

實人生、真實上演的戲碼。真實的「境」

示現，讓黃慶堂更印證佛經上的文字，更

堅定他繼續留在醫院心蓮病房服務的心，

也積極參與慈誠培訓。

心靈重生後的他，再加上志工生活的

點綴，黃慶堂滿足而快樂。認知到人生

健康最重要的他，只要病人的病情有改

善或是康復，都是他最希望看見的。於

是在這樣的動力支持，他會一早親自打

地瓜葉汁，再詢問醫師的同意，拿至病

房區讓病患分享。

即使有些患者飲用後深覺身體越來越

舒服、或者有些患者不敢嘗試，但只要

患者需要他都會很樂意提供，並在患者

出院後教導他們如何取得食材、如何製

作一杯可口的地瓜葉汁。從田裡走到大

理石場、再到醫院的迴廊，黃慶堂這生

命的路走的崎嶇辛苦，但也因點滴的歷

練而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滿溢的愛

化作一杯杯青綠的地瓜葉汁穿梭在病房

間，他是不吝付出關愛的生命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