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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
手術與配鏡

上千民眾視界明 

2012.10.26～27

文／楊淑元、蔡寶玲、許翠琴

「我要先去廟裡為慈濟人祈福，因

為慈濟讓我重新再看見這個世界。」

七十四歲的佩瑪拉達開心地說著。原本

幾乎已經看不見，連走路都要人攙扶，

生活作息全都要依賴別人來照料的佩瑪

拉達，在獲得光明的這一刻，心中充滿

感謝，即使還在復原階段，她急著要為

慈濟人祈福。而佩瑪拉達的幸運，來自

於新加坡與斯里蘭卡人醫會合力舉辦的

義診。

南亞海嘯災後八年間，新加坡慈

濟志工在斯里蘭卡的關懷依舊持續。

十月二十六日，新加坡慈濟志工一

行二十九人於淩晨兩點多抵達斯里

蘭卡機場後，就往南直奔薩巴拉加

穆瓦省 (Sabaragamuwa)拉納普拉縣

(Ratnapura)的卡瓦哈達基地醫院(Base 
Hospital Kahawatta)。四小時後，新加

坡團隊在晨霧中和當地醫療團隊及志工

會合，隨即展開兩天的義診活動。

▌�斯里蘭卡患有白內障的民眾繁多，大多付不起昂貴手術費用。圖為白內障病患排隊等候檢查。

攝影／吳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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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願盡除白內障  

斯國醫師率三十人義助

此次義診項目主要是眼科白內障手

術及驗光配眼鏡。其中白內障手術由

斯里蘭卡當地的醫療團隊承擔，雖然

只有一位醫師操刀，但卻在兩天內為

二百九十六名病患進行手術，讓他們重

見光明。

「有些病患甚至不知道白內障也是能

治癒的。」操刀的主治醫師阿瑪拉頓亞

(Shamintha Amarathunga)說道。

阿瑪拉頓亞醫師表示，由於氣候及

人口老化，再加上當地人民缺乏眼睛護

理的知識，白內障非常普遍。一次白內

障摘除手術，花費大約兩萬盧比（新幣

兩百元），相等於當地工人三個月的薪

資，多數民眾根本無法負擔，很多病患

就視茫茫，無奈地過完一生。

▌�帶著三十名成員前來支援的主治醫師阿瑪拉

頓亞，兩天為近三百人手術，能讓病人眼力

恢復，帶給他最大的滿足。攝影／邱燕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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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來，為了拔除民眾白內障的病

苦，阿瑪拉頓亞醫師積極投入眼科義診

活動，仁心仁術的胸懷，在當地頗具知

名度。三年前，慈濟曾經來到卡瓦哈達

基地醫院舉辦兩次義診，透過斯里蘭卡

慈濟人醫會卡皮拉(Kapila)醫師的接引，

阿瑪拉頓亞認識了慈濟，也很認同慈濟

的理念。此次義診，他帶著三十名擁有

豐富義診經驗的醫護團隊前來支援。

先進的儀器、熟練的醫療團隊，以

及在慈濟志工的協助下，阿瑪拉頓亞醫

師，平均每四分鐘就可以完成一個白內

障摘除手術。精確、明快的技術，令人

佩服。

「有效率的開刀能讓我做更多事。每

當手術後的隔天早晨，看到病人的眼睛

恢復視力，這分滿足感比金錢還重要，

病人的開心帶給我最大的滿足。」阿瑪

拉頓亞醫師滿懷笑意地說。

新加坡義診領隊邱建義師兄讚歎地

表示：「我曾聽說，阿瑪拉頓亞醫師發

願，要醫治好斯里蘭卡所有白內障病

患。他本身很認同慈濟理念，整個團隊

都秉持著感恩、尊重、愛的方式進行義

診。他就像上人所講的，做就對了。他

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近三百人重獲光明

七 十 四 歲 的 佩 瑪 拉 達

（P.W.Premalatha）育有三名子女，和

未婚的兒子同住。兒子沒受過教育，缺

乏一技之長，平日只能替人採茶賺取微

薄收入，顧得三餐溫飽已是不易，更別

說要帶媽媽去接受眼睛治療。聽聞慈濟

能免費幫人動手術，佩瑪拉達好開心，

二十六日早上，在女兒阿思卡(Asoka)
的陪同下前來義診現場。躺在手術臺上

幾分鐘後，左眼的白內障已經成功被摘

除，包上了紗布，佩瑪拉達神情輕鬆地

步出手術房。

「看得見了，看得見了。」隔天一

早，當醫師取掉紗布棉花後，佩瑪拉達

笑得好燦爛，還清楚地指著貼在牆上的

醫院公告，一字字大聲地念出來。佩瑪

拉達歡喜地說：「今天回家後，我就可

以做很久以來不能做的事情，像煮飯，

還可以縫衣服。但在做這些之前，我要

先去廟裡為慈濟人祈福，因為慈濟讓我

重新再看見這個世界。」

▌�佩瑪拉達成功摘除左眼的白內障，她在女兒

阿思卡及斯里蘭卡志工庫馬拉的攙扶下回來

複診。她說終於可以自己做很多事，也要到

廟裡為慈濟人祈福。攝影／吳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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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只看得到白色，現在可以

看到很多種顏色，每個人的臉孔也都看

得清清楚楚了。」拿掉紗布的那一刻，

七十歲的琵瑪瓦蒂阿嬤(PG Pemawathi)
喜悅都寫在臉上。

因為白內障的關係，琵瑪瓦蒂阿嬤總

是感覺有蜘蛛網在眼前，視力越來越模

糊，連自己的手指頭都看不清楚。手術

後的她，一看到慈濟志工就很開心，緊

緊拉著志工的手不放。「我很感謝慈濟

志工和醫師，願神保佑你們。」她還當

場編唱了首歌來感謝志工。

同樣開心的還有八十五歲老阿嬤努

瑟娜(Nuseena)。努瑟娜雙眼都有白內

障，女兒法伊薩(Fayisa)在多年前就想

要帶母親去動手術，但是母親一直不

肯。這次不知為何，努瑟娜竟然同意，

也順利進行右眼白內障摘除手術。「以

前媽媽只能看到一點點，為了讓她看得

更清楚，所以來這裡動手術。我們想

讓媽媽有更好的生活！」由於母親年紀

很大了，動手術有一定的危險性，即使

要花錢，也不是每位醫師都願意接受這

樣的病人。「我很感恩慈濟及醫師的慈

悲，願意替媽媽開刀，讓她能改善及提

升生活品質。」法薩伊感動地說。

驗光配眼鏡　 世界不再模糊

兩天的義診，除了白內障手術外，主

要由來自新加坡的六位驗光師為村民進

行驗光、配眼鏡，二十三位星國志工與

近五十位斯國志工協助。

二十六日早上九點不到，卡瓦哈達基

地醫院已經擠滿許多民眾。志工們迅速

將場地布置成初步視力檢查區、電腦驗

光區、驗光師檢查區、及眼鏡領取區。

六位專業的驗光師一一為民眾試配鏡

片，精確地測量視力，要讓村民脫離模

糊，重新看見大自然的美。

▌�志工貼心地為等候進行手術的白內障病患穿

上襪子。攝影／許翠琴

▌�完成白內障摘除手術的病患向慈濟志工比劃

感恩的手勢。攝影／吳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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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整套的視力檢驗，申請者將會

來到眼鏡領取區，根據其視力度數來

領取事先已配好的眼鏡。若檢驗後，

申請者需特別另行配戴眼鏡，團隊將

在當地配置新的眼鏡，擇日再發給大

家。義診現場準備了兩千付配有度數

的眼鏡。

活動開始前，星國志工先向翻譯志

工說明眼鏡配戴的申請填寫方式。且

為了與領取眼鏡者有更好的互動，負

責分發眼鏡的曾寶儀師姊向翻譯志工

學習簡單的辛哈拉文，並抄寫在一張

小紙上，她根據小抄逐字發音，努力

地向斯里蘭卡民眾解釋所領取的眼鏡

用途，是遠視或近視用。或許不是每

位前來領取眼鏡者聽得懂寶儀師姊的

辛哈拉文，但其活潑開朗的個性，讓

領眼鏡的過程溫馨有趣，逗得人人樂

開懷。

在斯里蘭卡拉納普拉省，一副眼鏡

價錢約六千盧比，大概是勞工階層一

個月的工資，許多人都買不起。再加

上護眼的衛生教育及健康常識貧乏，

很多民眾即使視力退化而影響了生

活，也不以為意。

第三次參與斯里蘭卡義診的新加坡

驗光師蔡珅玲表示，在驗光檢查中發

現，有很多民眾的近視度數很深，卻

從沒有佩戴過眼鏡。一方面是經濟不

好，沒有錢配眼鏡，另一方面是營養

不均衡，造成眼睛老化的情況嚴重。

「有些民眾才三十歲就已經老花了，

比起新加坡，老化速度是太快了。」

蔡珅玲說。

莉拉女士 (Leela)患有五百多度的老

花眼已四、五年，無奈因家庭狀況不

佳，她一直沒有去配戴眼鏡。常常在

等巴士時，要到巴士很靠近時才能看

見，這對她的生活造成了不便。由於

莉拉的老花眼度數太深，義診現場無

法提供適合的眼鏡，而需送往當地的

▌�驗光師謝志強特地從新加坡到斯里蘭卡為民

眾檢查視力。攝影／許翠琴

▌�驗光師為民眾配戴眼鏡。攝影／邱燕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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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店另行配置。斯里蘭卡志工將在

十一月的配戴眼鏡頒發儀式中，為她

送上新眼鏡。對莉拉而言，最為開心

的是，她又能再度閱讀到她最喜歡的

佛書了。

找到多年頭痛的病源

六十五歲的茶農比德(K. Peter)患有

遠視，遠和近都看不清楚，老花也很

嚴重。早在六年前，他忍痛花錢去配

了一副眼鏡，隨著年紀老化，眼鏡度

數早已不合，但是因為眼鏡的價格昂

貴，他一直沒有能力更換。此次知道

慈濟有免費的驗光配眼鏡，他歡喜地

說：「我每天需要採茶，帶了眼鏡才

能更清楚看到茶葉，現在終於可以跟

模糊的視力說再見。」

還有十三歲的迪薩拉 (R.A. Thisara 
M a d u s h a n k a )，兩年前因為細菌

感染導致雙眼視力減退，嚴重影響

他的學習進度。慈濟幫他配了眼鏡

後，他能看清楚了。迪薩拉將眼鏡

小心翼翼地收在盒子裡，滿滿的幸

福洋溢在臉上 。
對於村民肯蒂拉達 (Kanthi latha)來

說，驗光不只是為了戴眼鏡，也找到

多年都治不好的頭痛病源。

「她剛開始一直說她會頭痛，醫生

給她吃了三個月的止痛藥都沒效，所

以醫生要她來配眼鏡。我檢查後，發

現她有很深的散光，難怪會頭痛。相

信戴了眼鏡後，頭痛會減緩。」蔡珅

玲邊做記錄邊說。

 不忘服務醫護

為一般民眾服務之外，眼鏡配戴團隊

也不忘照顧平時在卡哈瓦達基地醫院辛

勤付出的醫護人員，特意為全體醫院同

▌�十三歲的迪薩拉開心配戴新眼鏡。攝影／吳

明君

▌�任職於卡哈瓦達基地醫院的藍吉領取慈濟發

送的新眼鏡，並向志工比讚的手勢。攝影／

吳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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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們提供眼睛檢驗，若有需要也將為他

們配戴眼鏡。進行眼睛檢驗後，醫護人

員們露出歡喜的笑容。

任職於卡哈瓦達基地醫院的司機藍吉

(Ranjith)便在眼科義診中領取了一付新

眼鏡，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付眼鏡。

藍吉拿到眼鏡後，很高興的拿給正在

等候檢查眼睛的朋友看。他還特地戴著

眼鏡讀簡訊，過後對志工豎起拇指，表

示感恩。藍吉的視力情況是看遠沒有問

題，但是看近就會不清楚。如果沒有戴

眼鏡看書，他就會頭暈。雖然，視力問

題對他造成些許困擾，但藍吉之所以沒

有佩戴眼鏡，因他無法支付此費用。

藍吉的收入是三千多盧比（約臺幣

六百七十元），但一付眼鏡的價格約

四千盧比（約臺幣九百元），他需不吃

不喝一個月才能擁有一付眼鏡。藍吉很

感謝慈濟免費為他提供一副眼鏡，讓他

看得更清楚。他也讚歎慈濟義診幫助了

很多像他一樣無法負擔配戴眼鏡的人，

改變他們的生活品質。

然而，並非什麼問題都是看醫生、戴

眼鏡就可以解決。驗光師在為民眾配眼

鏡時，也會留意是否有其他因素而影響

視力，並向民眾講解影響視力的一些因

素，如糖尿病、白內障等，提供他們基

本的眼睛衛生教育。驗光師陸志乾有感

而發地說：「在蘭卡，保護眼睛的知識

是很重要的，不能拖！」

媒體感動義行  

斯國志工成長承擔

斯里蘭卡醫療團隊及志工早從九月

就開始籌劃義診，並已舉辦過三次白

內障篩檢，同時也為民眾驗過光，配

▌眼鏡分發儀式，斯里蘭卡志工庫馬拉恭敬地送上眼鏡。攝影／吳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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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了四百付眼鏡。在義診的第二天，

十月二十七日，團隊專程驅車到一

個半小時外的依哈利雅歌達基地醫院

(Ehaliyagoda Base Hospital)，舉辦眼鏡

發放儀式，將這四百付眼鏡恭敬地送到

民眾手中。

一付眼鏡代表一個希望。「慈濟的

舉動，能讓很多窮人重見光明。」斯里

蘭卡《島嶼日報》的記者烏巴利先生

(M.B. Upali Premathilake)感動地表示。

《島嶼日報》出版英文版《 T h e 
Island》和辛哈拉文版《Divaina》兩種

語言的報紙，在斯里蘭卡頗有名氣。數

個月前，烏巴利先生聽聞有慈善團體要

到斯里蘭卡分發眼鏡，他好奇地參與義

診前的篩檢及驗光活動，並在二十七日

這天特別前來參加眼鏡發放儀式。他

說：「在斯里蘭卡有很多窮人家根本買

不起眼鏡。慈濟的驗光配眼鏡計劃幫助

了很多人。所以我希望能透過報導，讓

更多人知道慈濟。」

五 十 四 歲 的 姑 蘇 瑪 娃 蒂 ( R . A . 
Kusumawathi)因為關節問題，長期服

用藥物達二十年，導致視力衰退，造成

生活很大的不便。現在戴上配好的眼

鏡，不僅視覺清晰，連志工送給她的靜

思語小冊，都能讀得一清二楚。「慈濟

志工說，幫助人只是他們的本分事，但

是這所謂的『小事』對我而言卻是一件

大事，因為這改變了我未來的生活，真

的好感恩慈濟。」姑蘇瑪娃蒂噙著淚水

說。

兩天的義診圓滿落幕，此次義診能夠

順利進行，除了新加坡醫療團隊的默契

與經驗，五十名可倫坡志工首次獨當一

面，從手術前篩檢、場地規劃、與衛生

局接洽、前置作業、宣導到現場執行，

都做了完善的準備，發揮了極大的功

能。

兩天的驗光、配眼鏡義診活動，人

潮絡繹不絕。慈濟總計為四百八十二名

民眾驗光，現場也發放四百三十五付現

成的眼鏡，加上定製的三百零九付眼鏡

及先前已備妥的四百付眼鏡，總計發放

一千一百四十四付眼鏡。有了眼鏡，讓

這一千多個人眼前的世界不再模糊，也

期許他們的心靈之窗更加明亮。

慈濟志工不停歇的愛，在斯里蘭卡

持續散播，讓居民重見光明，生活更

美好，生命也燃起更多的希望。

▌姑蘇瑪娃蒂很高興戴上眼鏡後什麼都看得很

清楚。攝影／吳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