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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如泉
——緬懷菲律賓慈濟人醫呂秀泉醫師

整理／吳宛霖

秀領菲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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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診之前，醫師們還親自為會

所清潔消毒，要乾淨到連一隻蚊子都

飛不進去。」促成菲律賓第一次義

診的幕後推手呂秀泉醫師回憶著，

一九九五年四月七日，二十二位菲律

賓崇仁醫院的的醫護人員和多位慈濟

志工帶著麻醉機與藥品，一行人浩浩

蕩蕩的進入呂宋島北端的碧瑤山區。

當義診團隊抵達時，求診的居民早已

排了長長的人龍引頸期盼，其中大多

數的病人都是「生平第一次」看醫生。

三天的義診，共為一百七十三位患者

進行手術治療，不論是甲狀腺、皮膚

腫瘤、白內障、假牙，都在克難的手

術室裡完成。

雖然美國慈濟人醫會早在一九九三

年就成立了第一間海外的慈濟義診中

心，但都從事定點義診；第一次到偏

遠地區義診的海外團隊，則是由菲律

賓慈濟人醫會開啟了新紀元。

帶隊的呂秀泉醫師，祖籍福建晉江，

一九三四年出生，是在菲律賓出生的

第三代華僑，篤信天主教的他是頭頸

部外科專家。一九六六年取得美國賓

州專科大學博士學位，並於該校擔任

副教授，當年他才三十歲。呂秀泉後

來回到菲律賓，擔任崇仁醫院副院長，

也曾擔任「菲律賓專家醫學會」首席

主席與主考官，因為身材高大魁梧，

外表看起來嚴肅，事實上個性直爽，

急公好義，一九九五年他與慈濟第一

次合作的時候已經六十一歲。

跨越宗教種族  醫療慈善之愛

由七千多個大小島嶼組成的菲律賓，

是一個熱帶的美麗國家，但是因為貧富

差距大加上交通不便，許多生活在偏遠

離島的貧病患者，甚至一輩子都沒到過

醫院就診。慈濟在一九九四年於菲律賓

設立聯絡處，先到當時的東方大道醫院

與崇仁醫院施藥，慈濟菲律賓分會首任

執行長林小正一九九五年親自拜訪崇仁

醫院的副院長呂秀泉，希望借助他組織

醫療隊的豐富經驗，幫忙慈濟在菲國從

事定期義診。呂秀泉原本覺得自己是虔

誠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團體合作應該不太

可能，但是林小正轉述了證嚴上人的一

個理念，那就是「助人是跨越種族和宗

教」，他覺得非常有道理，馬上號召群

醫，很快的就展開第一次義診。

慈濟菲律賓分會現任執行長也曾任菲

國慈濟人醫召集人的李偉嵩就說：「沒

有他呼籲這一群醫師，我們現在沒有菲

律賓人醫會。我看到他的奉獻，最重要

的是他敢冒這個風險，我們一出去義

診，病患就是幾千人，還開刀，是在一

個很困難的環境做義診。」僅靠著幾張

拼起來的桌子，竹竿圍起來的隔間和昏

暗的吊燈，加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

勇氣，菲律賓慈濟人就這樣帶動了無數

醫護藥師投入義診的行列。

中秋月圓  想師之約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農曆八月

十五日，呂秀泉帶著菲律賓的醫療團隊

秀領菲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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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回到靜思精舍過中秋，也是呂秀泉

第一次見到證嚴上人，看到這位瘦弱的

出家人可以做這麼多事，呂秀泉更加確

定自己的責任。那年，證嚴上人親自為

他們賜名「菲律賓慈濟醫療團」。其實

當年的中秋夜下著毛毛細雨，並沒有看

到月亮，眾人還趁著雨停到精舍前的草

地共舞，但是自此，「中秋的約定」就

變成菲律賓醫療團與上人的約定，一直

到一九九八年，其他國家地區的人醫成

員覺得菲律賓都可以遠道回臺，他們當

然也可以，於是，全球人醫會成員每年

中秋節回臺灣團聚的約定成為 TIMA 傳

統，而這傳統也起始於呂秀泉醫師。

二○○○年九月，國際慈濟人醫會圓

緣當天，上人正式為呂秀泉授證為慈濟

委員，呂秀泉說，「過去我只不過是一

個普通的醫師，現在我不一樣了，現在

我有這一張委員證。」對他而言，這是

更重的承擔與責任。

蹣跚搖擺邁步走 有心天下無難事

呂秀泉回到菲律賓，繼續帶著義診團

隊上山下海，常常到偏遠的無醫村，光

是車程就要超過二十個小時，而個性非

常認真負責的呂副院長總是事必躬親，

一缺人手馬上自己跳下來做。每次義診

結束，他晚上一定親自打電話到精舍報

平安，報告當天的義診情況。他說：「天

不怕，地不怕，只聽上人的話。」

與呂副院長交情匪淺的慈濟菲律賓分

會執行長李偉嵩就說：「他做事很認真，

在義診的現場都很嚴肅，而且我覺得他

很有責任感，現場有發生什麼事情，他

不會講什麼，就是『我是領隊，一定我

承擔』，在開刀房有什麼狀況，他一定

第一個跳出來幫忙，他是這樣的人。」

一九九六年，呂秀泉醫師帶隊到菲律賓朗萬藝地

義診，仔細的為開完刀的病患說明如何服藥。攝

影／翁瑜敏

每次菲律賓義診都吸引成千上百的民眾求診，此

為二○○二年第三十五次義診，共為四千八百多

位貧苦病患服務。圖為歡送甲狀腺開刀患者，彼

此互相感恩。攝影／張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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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記錄菲律賓人醫會的慈濟真善

美志工張義川也說，有時候到鄉下義診

都是前一天、或前兩天就坐夜車，有時

候好不容易走過山頭到達義診場地，看

到等待看病的隊伍已經在學校外圍繞了

兩、三圈了，有些病患看完診後還需要

開刀。張義川回憶：「有時開刀的時間

非常久，呂副院長也站得非常久，最後

雙腳都站出毛病，整個腳都黑掉了。所

以後來志工都會準備高腳椅子給他。」

儘管旁人看他辛苦，但他卻甘之如

飴，呂秀泉曾說：「每一次跟病人服務

之後，我的內心都覺得很充實，不會覺

得疲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雖然

我本身有些小病痛，但每一次服務結束

後，我的病就自然自己消失了；每一次

義診後，隔天還是七點在手術室開刀，

我也完全不覺得疲勞，所以我內心很充

實。我知道我帶去的醫生也是這種感

覺，因為每一次我叫他們出來服務，沒

有一個人推辭的，甚至還有人生氣地

說，為什麼我要去你不讓我去……」

年紀漸大、體力逐漸不勝負荷，加

上雙腿也積勞成疾，呂副院長高大的身

影逐漸變成花白的頭髮和蹣跚搖晃的步

履，不過對於人醫會的大大小小義診或

活動，他卻從不缺席。他用精神與行

動，一路陪伴、護持著這個守護生命與

健康的大家庭。儘管許多人覺得菲律賓

的人醫會已經上了軌道，他不需要再這

麼辛苦，但他仍堅持走在最前頭，呂秀

泉曾說：「貧窮的人，根本很難找到好

的醫生。我們能夠替他們解決病苦，我

們有醫療團可以替他們做這些事。雖然

二○○○年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中秋節當天晚上，來自二十二個國家人醫會成員共同度過溫馨佳節。右

起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呂秀泉醫師、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林執行長夫人慈聯師姊。攝影

／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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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不要，但是『他』要啊！」呂副院

長比著自己的大腦，哈哈大笑兩聲，

「大腦命令我要這麼做，所以我這樣

做。」「我看到很苦的人，真的需要人

家的幫助。不管我的身體怎麼樣，我能

夠做得到的，我都要做到。就算搖搖擺

擺地走，我也是走到了。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啊。」說完，他瞪大眼睛，

用眼神告訴你他的篤定。

人醫年會之緣  師徒長情之約  

三年多前，呂秀泉因中風住進加護

病房，期間菲律賓分會的慈濟人常會到

病房探視他，病情始終沒有好轉。呂

秀泉一手拉拔菲律賓人醫會成立，讓

數十萬貧苦民眾受惠，雖然未能完成在

二○○二年，呂秀泉醫師（左一）到印尼雅加達支援義診，與印尼人醫會醫師以及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

黃思賢（右一）合影。攝影／王運敬

每當長時間看診開刀，體力不勝負荷，當地的志

工會為呂副院長稍微按摩紓解不適，他就會充足

電力繼續為病人服務。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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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之年設立菲律賓慈濟分院的心願，

但他成功的在二○○六年底讓慈濟菲

律賓義診中心落成啟用，更讓菲律賓人

醫會成為實力堅強的義診團隊，足跡踏

遍菲律賓從北到南一千六百三十公里

的領土範圍，走出醫療專業的一片天，

甚至在印尼紅溪河水患、南亞海嘯和斯

里蘭卡的義診，菲律賓人醫會都提供人

力和專業的協助。

二○一二年八月十七號，剛巧也是

花蓮慈濟醫院二十六周年慶的這一天，

呂秀泉醫師向他所鍾愛的世間告別，

享年七十八歲。在他帶領菲律賓慈濟

人醫會的這十七個年頭裡，一共舉辦

了一百五十二次大型的義診，共嘉惠

了將近三十萬人。

這一次，每年中秋回到花蓮與師父

共度中秋的他無法成行了，「每一年

中秋不能缺少的一個人，今年是缺少

了，可是，他的精神永遠存在，感恩

人醫會年會的發起人啊，就是這樣一

路走過來！」憶及這位勇猛盡責的弟

子，證嚴上人仍會繼續這每年的師徒

之約，期待全球人醫歸來，中秋共聚

團圓。

資料來源：《慈濟月刊》〈笑笑彌勒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總領隊呂秀泉〉、大

愛新聞、大愛電視《菩提心要》拔苦予

樂度人間——呂秀泉與菲律賓人醫會

二○○七年，慈濟四十一周年慶系列活動。呂秀泉醫師雖行動已不方便，仍坐著輪椅來參與浴佛典禮。

攝影／鄭禎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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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宛霖、陳世淵

陽光璀璨的笑臉
——臺灣慈濟北區人醫會蔡宗賢醫師

留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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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一個人，都能隨時試著去

當別人的貴人的話，我相信，對！這就

是我想要的！」慈濟人醫會北區志工蔡

宗賢醫師，拄著拐杖遠赴印尼、斯里蘭

卡、菲律賓、大陸等地義診，每個星期

除了固定開業的診所，假日跟著人醫會

四處義診。從二〇〇四年開始，蔡醫師

還開始默默進行自己的「後山巡迴醫

療」計畫，每個星期五自費搭車到花

蓮、玉里慈濟醫院看診，沒診的時候，

就做志工幫忙遞病歷、推床，一秒鐘都

沒有浪費。

蔡宗賢曾說，自己是被「資源回收」

送入慈濟的，所以更要身體力行「分秒

不空過、步步踏實做」；但在九二一地

震發生之前，蔡醫師心裡可不是這麼

想。

一九五八年出生的蔡宗賢，身為家中

四個孩子中么子，得到長輩非常多的疼

愛，但一歲多時不幸罹患小兒麻痺症，

導致右腳萎縮不良於行，卻也因為如

此，從小到大，家人怕他自卑，因而得

到親人師長們更多的關懷與照顧，讓他

儘管行動不便，卻在愛的環境裡充滿自

信。祖母更對他疼愛有加，不讓他受一

些委屈，也不讓頑皮的孩子欺負他，小

學老師也總是特別照顧他，加上他自幼

聰穎，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也養成他自

負的性格。

「回想起來，師長們表面禮讓我，其

實私底下都把我當成家中的小霸王，班

上的頭痛人物。」蔡醫師坦言。除了從

小感染的小兒痲痺，蔡宗賢醫師前半生

看似一帆風順，他醫學院畢業後順利執

業，雖然收入頗高，已經被認為社經地

位高於一般人，但當時的他仍總覺得不

滿足。他二十歲時得知自己是 B 型肝

炎帶原，但還是喜歡喝酒、抽菸和吃海

鮮，其實就在他一九八六年開業之時，

他的 B 肝已經轉變成肝硬化。

一九八○年代，臺灣股票行情正好之

際，他也跟著進場投資，往往人在診所

看診，心卻隨著股票行情上下起伏。他

因為肝臟不好看診時間短，需要較多休

不論國內國外、任何地點、任何環境，蔡宗賢醫師和陪著他的「○○七手提箱」都能一心一意的幫民

眾治療牙齒，已經成為蔡宗賢醫師永遠鮮明的形象。攝影／潘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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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間，蔡醫師坦言當時要下班時，若

有病人進來就會很不耐煩，心想「我要

休息了，你怎麼還來……」。當時的不

滿足，加上對臺灣社會頗為失望，蔡宗

賢醫師曾計畫帶著全家人移民新加坡。

一九九九年，突如其來的「九二一大

地震」，一夜之間毀滅無數家園、巨創

臺灣這塊土地柔腸寸斷，也間接改變了

蔡宗賢醫師未來的人生方向。蔡醫師透

過電視影像，看到千萬家庭的命運毀於

一旦，也在「第一時間」看到穿著藍天

白雲的慈濟人穿梭災區。也因為這場巨

變，蔡宗賢醫師感受到自己的心態開始

轉變。

「其實，在九二一之前的春天、我帶

兒子去了一趟花蓮，參加一個發放日，

也在慈濟醫學院看到了大體老師的捨

蔡宗賢醫師（左）在菲律賓協助民眾蓋屋、粉

刷。儘管行動不便，蔡宗賢醫師拄著拐杖行醫

行善超過三十二萬公里。攝影／娜卡米

慶祝菲律賓分會十三周年，蔡宗賢醫師（前坐

右一）與妻子王緯華（前坐左一）和慈濟人齊

赴菲律賓義診，並為受榴槤颱風重創的眉省達

巴格國立中學重建校園經費募款。攝影／鄭禎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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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我很震撼也很慚愧。」

「原來對生命也可以如此尊重，上人

是在幫我們重新塑身。」那一天，改寫

了蔡宗賢對生命的看法。以前求學時，

解剖課程裡關心的只是骨頭、血管、肌

肉、神經，在慈濟，他見證了師生與大

體老師對生命的尊重。

「九二一」之後，他成為北區慈濟

人醫會的一員。一走入慈濟，蔡宗賢衝

得很快，其他志工都形容他像是「搭直

升機」一樣，每次義診幾乎都有他的身

影。行動不便的他，提著他口腔義診專

用、可以容納鹵素燈、機頭等牙科基本

配備的「○○七手提箱」全臺走透透。

除了長年前往國內偏遠地區進行醫療工

作外，還參與南亞大海嘯、四川地震等

等義診、發放等援助工作，甚至到菲律

賓協助蓋屋。蔡醫師就曾說，「平常自

己在診所看病人，不到十個就覺得很累

( 因有肝硬化 )，還需睡午覺。到海外義

診時，為數十位病患治療，整天下來卻

一點都不累。」

他說，許多國家的民眾，也許生活很

貧困、住屋遮風避雨都有困難、甚至難

以求得一頓溫飽，但他們臉上總是堆滿

笑容，毫無心機地分享。長年的義診經

驗，讓他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心境。

蔡醫師曾感嘆地說，人若不知感恩，心

是無論如何快樂不起來的，當年的他，

就是最好的證明。「參加義診時，才

慢慢學習到什麼是富有，發現隨時隨地

能去幫助別人、隨時隨地去祝福別人的

人，我覺得這樣的人最富有。」他加入

慈濟後，發現自己有能力滿足別人的需

求，才是自己的幸福。

蔡宗賢加入慈濟之後更加忙碌，原本

的家庭日被義診取代，一度引起妻子王

緯華的不滿，也更加擔心他的健康。蔡

宗賢積極引導妻子加入這個他全心投入

與認同的團體，更將過去購買的股票全

部賣出，所得的錢全都用妻子王緯華的

名義捐出。深受感動的王緯華開始跟上

丈夫的腳步，夫妻兩人在二○○三年同

時受證為慈濟委員，之後更常常一起出

國義診、一路互相扶持。

雖然已經利用平常看診的空檔去義

診，有時候遇到重大災難或機動的任

務，蔡醫師常常就寫一張紙條貼在門口

就出門去了。從二○○四年起蔡醫師的

「後山巡迴醫療」計畫從不間斷，就算

颱風來臨前夕，只要火車有通車，就可

以在玉里慈濟醫院內看到他的身影。所

有交通費用不僅是由個人吸收，他也從

未向醫院領取任何薪水。

白天看診、晚上當醫療志工，忙碌的

急診室，只要看到蔡宗賢醫師出現，仿

若吃了一顆定心丸。蔡醫師除了協助送

檢體和膚慰病人外，總不忘叮嚀醫護同

仁要「多喝水」，而且他不但自掏腰包

坐車到玉里慈院看診，也自掏腰包親自

打製「精力湯」來照顧同仁的健康。玉

里慈院管理室主任唐昌澤就說，很多同

仁都沒有辦法想像醫師下診後還去當志

工，也沒有辦法想像他身體這麼不便竟

然沒有一絲的抱怨和埋怨。他經常下診

之後，走到診間、急診就問同仁，「你



人醫心傳2012.1064

白袍

身影

喝水了沒有？」

但實際上，蔡醫師自己喝的水反而比

較少，他除了照顧民眾健康外，還照顧

了同仁的健康。

他通常每周營業四天，周五前往玉

里慈院看診，晚上在玉里的急診擔任志

工，協助推床、遞病歷、到病房加油

打氣，周六又到花蓮慈濟醫院看診，周

日若花東地區或其他各鄉鎮縣市有義診

活動，他再機動前往。蔡醫師強調，志

工從事義診的過程，絕非付出，而是學

習！每一次義診獲得最多的都是自己。

玉里慈濟醫院張玉麟院長就說，蔡宗

賢醫師是一位人醫大愛的典範，十幾年

來，只要火車能到玉里，他一定到，哪

怕刮風、下雨，拄著拐杖上下火車站的

階梯都不畏苦，只因心裡惦記著玉里病

患的病苦，縱使曾發生病患對他不禮貌

的言語暴力，蔡醫師仍笑臉以對。除了

牙科門診，只要學校提出邀請，蔡醫師

還會另外安排時間到校園裡提供口腔衛

生教育的服務，運用簡單的道具配合活

潑生動「幫忙抓牙蟲」的故事，讓偏遠

地區的小朋友們，可以學習到最新的口

腔保健技巧。

雖然生活更加忙碌，蔡宗賢醫師的心

靈卻更加充實，加入慈濟後他早已改掉

以往抽菸喝酒的壞習慣，也開始茹素，

更努力做一個引導孩子走在正確路上的

爸爸。

有一次花蓮慈院慶祝院慶，每年舉

辦由醫院為起點跑回靜思精舍的十公里

路跑，蔡醫師邀兒子一起來參加，要兒

子跟他一起走完十公里。他雖然拄著拐

杖，每一步都不方便，最後雙手都起滿

水泡，他仍不以為忤、也不覺得痛，因

為他堅持要以身作則讓孩子了解，人生

道上需要「耐力」、「毅力」與「勇氣」。

總是笑臉迎人又親切的蔡宗賢醫師，不論到哪裡都是孩子王，圖為蔡醫師參與大陸雲南省的冬令發

放，稍有空檔即和學生分享口腔衛生的保健方法。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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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醫師長年為肝硬化所苦，蔡宗賢

醫師說，上人常告訴他「逆境就是增上

緣」，就是讓他增長智慧的一個機會。

蔡宗賢說，以前他拄著拐杖走在車站、

公共空間，看到別人都避開他，都以為

別人是「怕他」，後來才知道大家是知

道他行動不便，事實上是「讓他」，讓

他感受到一念之間的轉變有多巨大，心

念一轉，看世界的眼光就完全不同。經

過這幾年的歷練，他發現個性已有很大

的轉變，笑容變多了，對病痛的抗拒也

減少了，更重要的是，學到如何與疾病

和平共處。

之後，蔡醫師也同意把自己的故事搬

上螢幕，由大愛電視臺演出「陽光下的

足跡」。蔡醫師說，希望透過自己的故

事，讓大家看到自己的腳這樣還可以當

醫生、還可以做義診，那一般健康的人

是不是會更能看到陽光？如果每一個人

都能試著幫助別人，試著隨時隨地都去

當別人的貴人，那就是他最想要的。

今年七月，蔡宗賢醫師決定舉家遷

居花蓮，服務花東地區的民眾，八月份

的時候，護理同仁發現他臉色不佳，請

他做深入的檢查，蔡醫師檢查之後發現

肝硬化嚴重，甚至發現了腫瘤，當時蔡

醫師的兄長願意捐肝救助這個奉獻給病

人、全家都最疼愛的弟弟，蔡醫師轉往

北部醫學中心準備開刀，但健康情況卻

一直起起伏伏不穩定。慈濟人也發起為

蔡宗賢醫師祈福的活動，希望透過眾人

虔誠的心念，陪這位總是將燦爛笑容送

給病人和慈濟人，自己默默承受病痛的

醫師度過難關。

九月二十日凌晨兩點十七分，蔡醫

師在家人與法親的陪伴下逝世於臺大醫

院，大體在上午八點返回慈濟大學模

擬醫學中心，成為第兩百七十位大體老

師，完成他繼續奉獻給醫學的願望。

二哥蔡宗叡說，弟弟是一個行動不便

的人，但是他的步伐比任何人都堅定，

他的笑容比任何人都璀璨。

蔡醫師長年義診最大的體會就是「放

下自我，懷抱感恩，才能得到真正的快

樂。」他最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

「我常覺得自己很有福氣。」父親也是

大體老師的蔡醫師，希望自己也能成

為大體老師，他曾與妻子王緯華約定，

慈濟世界就是他們下輩子見面的「老地

方」。蔡宗賢醫師把自己殘缺的腳當作

生命的貴人，意外比別人看到更多不同

的人生風景，而他多年來以身作則，以

作為一個人醫會志工、一個慈濟人為

榮，每一次超越極限的付出，蔡醫師早

已走在慈悲喜捨的慈濟道路上……

參考資料：450 期《慈濟月刊》〈鍾愛

不只一生〉，撰文／涂妙沂、大愛新聞。

每個星期自費從臺北到花蓮玉里慈院看診，看

診結束又穿上志工背心當志工，蔡宗賢醫師無

私奉獻的精神連玉里慈院的張玉麟院長都深深

佩服，兩人也因為都認同人醫精神而結為好友。

攝影／陳世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