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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月初，全院同仁們經過多次訪

查、評鑑的試煉，獲得委員們的肯定與

指導，也為不久之後的醫學中心評鑑奠

下基石。今年真是充實的一年，很快一

年也即將結束。

回想在八月十三日，花蓮慈院將滿

二十六歲之際，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在

臺灣的非親屬造血幹細胞捐贈達到一千

例，也就是說，近二十年以來，有一千

個家庭因此重獲希望；同時，若加上臺

灣這一千例，送至全球二十八個國家地

區的造血幹細胞捐贈，也圓滿三千例

了。我們邀請了敬愛的陳耀昌教授以及

全臺灣各醫院骨髓移植中心的專家們、

工作同仁們，以及推動造血幹細胞捐贈

不遺餘力的慈濟關懷小組志工們，當

然，還有捐贈者及受贈者及其家屬共聚

一堂，為臺灣源源不盡的愛心喝采。

骨髓移植以及骨髓幹細胞捐贈在臺

灣的推動發展，過程相當地艱辛曲折，

感恩證嚴上人的一念悲心，啟動臺灣醫

界共同努力，特別是在陳教授的引領之

下，結合各界資源，終於成立了匯聚臺

灣愛心的慈濟骨髓資料庫。

回想自己在一九九三年到慈濟醫院任

職至今，也是親眼見證了近二十年的這

一段歷史。當年，為病人進行第一例的

非親屬骨髓移植手術時，我的心裡也是

非常地激動！一位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

陌生人，竟然願意把自己的骨髓捐出來

給一位不相識的病人，這要有多麼大的

愛心！

生命是如此的奇妙，一袋血，裡面流

淌著骨髓，以我之手，透過一根細長的

管路，把一個人的生命之源灌注到另外

一個人的身上，讓生命重建，這是多麼

動人的畫面。但未來，我們還有很長的

路要走。

目前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配對上，

最後未捐成的約有五、六成，主要的原

因是家庭因素。陳教授曾經提出一個好

問題：最早是從腸骨抽骨髓到現在以類

似捐血的周邊血捐贈方式，相較起來是

不用那麼辛苦，幸福多了，但是捐贈意

願的比例並沒有增加，原因到底為何？

總結來說，造血幹細胞捐贈的觀念推廣

還有努力空間，民眾對這件事還不夠了

解，希望在傳播正確捐髓觀念後，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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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捐贈的意願。證嚴上人曾讚嘆：

「臺灣無以為寶，以愛以善為寶。」骨

髓幹細胞的捐贈，見證了臺灣二十年來

不是只有經濟發展，也是一個充滿愛心

的地方。

十一月十二日醫師節前夕，花蓮慈

院過了一個不一樣的醫師節，十幾位醫

師，有些帶著家人、小孩，在志工師兄、

師姊的陪伴下，一起去幫慈濟感恩戶打

掃。其實兩年前我也曾去幫忙粉刷牆

面，所以環境看起來還滿新的，只是顯

得有些凌亂，特別是年歲大了的陳老先

生，可能是行動不方便，視力也不好，

有些沒吃完的食物也捨不得丟，我們就

協力幫他把屋子裡裡外外清理一遍，所

有的鍋碗瓢盆都洗過，讓整個環境煥然

一新。且帶來棉被給這次拜訪的三戶人

家，讓他們能夠在寒冬中保暖。

花蓮縣醫師公會也趁著醫師節舉辦慶

祝大會，今年優良奉獻獎得主是我們的

資深心臟胸腔外科趙盛豐醫師，優良醫

師則有麻醉科李毅、影像醫學部張寶源

及一般外科陳華宗醫師，這四位醫師都

是我們的典範。現今醫界動盪，樹立典

範是很重要的，讓社會大眾能夠知道仍

有很多盡心盡力的好醫生，同時也作為

醫學生學習的對象。

在醫學臨床教育方面，我們也特別舉

辦一場慈大公費生的座談會，會後令我

感到欣慰的是，未來他們要走的科系單

位，百分之八十都是選填目前最需要的

內、外、婦、兒四大科，顯然慈濟醫學

生們比較不怕辛苦，什麼地方有需要，

他們就願意去什麼地方服務。希望這群

未來的生力軍能夠加入我們的醫療志業

體，發揮力量，以愛守護民眾的生命與

健康。

而從醫院探出頭來看外面整個世界，

大眾媒體上已經看不到美國桑迪颶風

災後救助的訊息，但是在慈濟的環境

裡，關懷的動作正熱切展開，花蓮慈

院與其他院區同仁，也紛紛慷慨解囊

濟助紐約災民，祈禱他們能早日恢復

正常生活。這次颶風在紐約成災，讓

我看到很多不可思議的狀況：第一就

是像美國這麼富有的國家，災後兩個

星期竟然都還沒有完全恢復，有些地

方仍沒水、沒電、沒得吃，簡直令人

不敢相信；相對不可思議的就是，不

管在美國、東南亞的慈濟志工都發揮

愛心開始募款，不管是臺灣還是泰國、

馬來西亞，過去在歷史上都是西方列

強的殖民地，現在居然能匯聚愛心來

捐款，救助美東的受災民眾，美國做

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吧？但我

們也不該忘記，臺灣有一段時期接受

過美援，因此，在這些不可思議的力

量背面，正是那一分善念、愛心！無

緣大慈，同體大悲，不管膚色、國家，

有災難時，大家一起來幫忙，這樣的

不可思議，總會令我很感動。

不管是造血幹細胞捐贈的清水之愛，

或是從志工身上看到同體大悲之愛的感

動，在在都能讓我們得到能量，提醒也

激勵自己要盡一分心力，讓大愛的循環

永續縈繞在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