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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 漢班托塔

睽違七年慈中義診

本土志工承香積 

2015.05.29～31

文／黃福順、林翠蓮

南亞海嘯後，慈濟在斯里蘭卡的漢班

托塔(Hambantota)援建國立慈濟中學。
自二○○八年一月在該校啟用典禮時舉

辦小型義診，睽違七年，校園內再度見

到慈濟志工忙碌的身影。慈濟新加坡分

會和斯里蘭卡聯絡處，於二○一五年五

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舉辦大型義診，提

供外科手術、耳鼻喉科、內科、牙科、

中醫、眼科驗光及眼鏡發放等醫療服

務。

大型義診嘉惠鄉親

本土志工戮力宣傳

「我們可以參與嗎？」看到志工忙

著布置義診場地，慈中科學老師齊冉特

(Chirath)及資訊老師阿舒卡(Ashoka)趨前
探問。兩位老師表示，看到這麼多外國

人帶著眾多器材來到學校辦義診，覺得

自己更應該幫忙。

義診總協調章愛玉護理師表示：「這

次再度到這裡舉辦大型義診，希望能照

慈中義診前置作業，新

加坡人醫會成員與志工

正在架設牙科診療床。

攝影／鄧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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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到需要醫療的鄉親，同時也可以凝聚

本土志工，把慈濟介紹給更多人。」

章愛玉非常感恩校方出借場地，也

在各方面給予很大的支持。義診雖然在

週末舉辦，但前置作業必須在學生的

上課時間進行，校方提前騰出室內體育

館、副校長辦公室及家政教室讓志工們

整理。五月二十七日一早，十位新加坡

先遣團隊抵達漢班托塔，進行接水拉電

並布置場地，他們都是具有至少十年義

診經驗的水電志工。由於場地很大，最

遠距離超過一百公尺，但是團隊設備齊

全，沒有什麼可以難倒他們。

雖然學校電力不足，先遣團隊租來發

電機，確保義診期間供電無礙，損壞的

電燈、插座以及電線也一一修換。他們

還發揮創意，將棄置的桌子和木棍變成

支撐水槽的支架，既環保又堅固。

這次的義診，是慈濟在漢班托塔歷年

來最大型的活動，也是本土志工首次承

擔大型活動的香積生活組崗位。一年前

剛成軍的香積生活組，在平日活動中準

備幾十人的點心餐飲已經駕輕就熟，但

這次要為大約三百人準備午餐和茶點，

對這群鄉下的婆婆媽媽們來說確實是一

大挑戰；她們在協調團隊的鼓勵下，毅

然承擔起這個重任。

本土志工非常重視這次的義診，提早

在漢班托塔市的三個市鎮展開宣傳，包

括漢班托塔、安巴蘭托塔(Ambalantota)
以及迪沙馬哈拉瑪(Tissamaharama)。
他們在交通繁忙的路口懸掛布條、張貼

海報，並利用街上的露天告示板，希望

吸引民眾的注目而前來就醫。義診兩天

前，志工更使用音響麥克風，到附近鄉

鎮去宣導、通知鄉親來看病。他們的擴

外科醫師為小朋友動手術切除肉瘤，志工拿出手機來分散他的注意力。攝影／蔡長盛



全球
 人醫紀要

Tzu Chi Worldwide 
      Medical Missions

人醫心傳2015.862

音設備，是向鄰近的寺院商借。

「爬柱子對我來說蠻輕鬆的。」

三十一歲的查敏達(Chaminda)身手敏捷
地爬上寺院的柱子，幫忙把掛在上面的

擴音器取下來。他說：「海嘯時，我失

去了父親和哥哥，當時慈濟幫助過我；

我願意回報，讓更多人受益。」

首次設立耳鼻喉科

不只醫療更貼心關懷

義診在二十九日下午一點半開始，但

是有民眾在早上八點就抵達現場。「請

您到這邊坐，先休息等候。」在志工的

引導下，鄉親聚集在學校的室內體育

館。

七十四歲的班吉婆婆(J.A.Panchi)住在
卡達拉加馬(Kataragama)，離大愛村約
三十公里。她在清晨六點出門搭車，是

最早抵達現場的鄉親之一。婆婆右腳底

潰爛已經七年了，傷口一直無法癒合，

平時只是吃藥止痛，今天特地花兩小時

半的車程和五個小時的耐心等待，只希

望義診的醫師能幫忙去除糾纏多年的頑

疾。進入手術室，瘦小的婆婆無力爬到

手術床上去，站在一旁的鄧文漢醫師二

話不說，立即彎腰把她抱起。

「我人高馬大，看到她身體不舒服，

所以就抱她上來。」鄧醫師爽朗地說。

首次參加慈濟人醫會義診，在原本是教

室的小手術室為病人服務，鄧醫師一直

耳鼻喉科醫師為病患清除累積多年的耳垢。攝影／吳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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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帶著笑容。他為班吉婆婆清洗傷口，

除去潰爛的組織，經過清創處理再包

紮。「現在不痛了，回家後會依照醫師

的指示定期清洗。」婆婆非常滿意今天

的治療。

新加坡人醫會首次在義診設立耳鼻喉

科服務，三位醫師自行準備內視鏡，為

鄉親檢查聽力、鼻腔和呼吸道的毛病。

來求診的病患中，很多是因為長年耳垢

累積而影響，醫師為他們去除耳垢後，

聽力立即獲得改善。較嚴重與複雜的鼻

腔疾病，如息肉與鼻竇炎等，醫師建議

到當地醫院進行後續治療；需要關懷的

個案，就轉介給斯里蘭卡聯絡處的社工

做家訪評估。

三十日上午九點，義診現場舉辦開幕

儀式，邀請出席的有法師、伊斯蘭教長

老、漢班托塔區域祕書以及慈濟中學正

副校長。「我們曾經在這裡遭遇海嘯，

今年尼泊爾也受到地震的破壞，慈濟人

不分國界，大家彼此扶持。」新加坡人

醫會召集人馮寶興醫師與大家分享他親

赴尼泊爾賑災的情況，也藉此機會捧著

愛心箱，向擠滿體育場及走道的鄉親們

募心募款。 
漢班托塔鄉親曾經走過傷痛，更能體

會箇中的苦，大家紛紛掏出錢包將愛心

投入，希望為尼泊爾災民的家園重建獻

上一分祝福。

手術後再致贈器械

醫者仁心結善緣

「在學校當實驗室助理，每天面對

這麼多學生，額頭這兩道疤痕讓人覺得

很不自在。」三十六歲的卡米爾(Mohd 
Kamil )，在一年多前遭遇車禍受了重
傷，兩小時後才被路人發現送醫急救。

經過一個月的治療，雖然保住性命，但
參與義診的民眾響應尼泊爾地震賑災，將錢投

入馮寶興醫師所捧的募款箱內。攝影／蔡長盛

中醫師黃牽錡為民眾推拿。攝影／郭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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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頭上的傷口癒合後皮膚增生，留下一

個非常顯眼的八字型傷疤。如果要將傷

疤去除，手術費用高達七萬多盧比（約

合新臺幣一萬八千元），卡米爾只好作

罷。

馮寶興和陳惠明醫師將疤痕重新打

開，內外兩層再縫合約四十針。「我對

慈濟人醫有十足的信心，今天一小時的

手術非常順利，沒有疼痛。」卡米爾感

恩地說。馮醫師還把精緻的手術剪刀和

鉗子送給卡米爾，讓他在一週後帶給為

他拆線的本土醫師。「這種剪刀和鉗子

頗為稀有，有錢也未必能買到。」馮醫

師透露，每次義診，他都會特別將四套

外科器材送給有緣的醫師。

尼薩慕丁的後頸部右方長了一個直徑

約五公分、高度三公分的大肉瘤。因為

肉瘤長在脖子上，怕會影響頭部，一直

不敢就醫。近年來肉瘤增長到像一顆雞

蛋那麼大，尼薩慕丁擔心惡化成癌症，

心裡非常掙扎。本土志工在宣導時，請

他來義診讓醫師看看。

「一小時的手術，醫生不斷和我輕

聲說話，問我痛不痛，讓我很安心。」

肉瘤去除後，他心裡放下一塊大石頭，

不再被肉瘤影響睡眠，晚上可以安心

休息。尼薩慕丁非常感恩醫師的妙手，

臨走前更跟醫師握手，感激之情溢於言

表。

牙醫師為病患治療牙齒，本土志工庫

馬拉（左）拿著手電筒幫忙照明。攝

影／蔡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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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膚慰解病苦

近四千人次受惠

一年多前，因為睡覺時打翻煤

油燈，三十五歲的倪桑蒂 (S.M. 
Hema Nishanthi)身體與右手嚴重
灼傷，當時被送往附近的漢班托

塔醫院，爾後因傷勢嚴重轉介到

離家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卡拉畢提

雅(Karapitiya)醫院治療。
「我必須照顧四個女兒，不能

留在醫院太多天；義診終於讓我

有機會接受治療。」 由於沒有得
到良好的醫療與復健，導致她的

右手手指攣縮、無法自由活動，

丈夫又癌症往生，她只能依靠當

廚房助理的收入來養家；這次看

到慈濟義診的海報，倪桑蒂就決

定前來就醫。「我起先很害怕，

醫師和護士不斷安慰我，讓我知

道每個過程，我非常放心讓他們

治療，不覺得像在醫院。」

馮寶興和陳惠明醫師幫她做了局部麻

醉，割除手掌攣縮處的皮膚，再從腹部

取皮移植到她的手掌上，鬆開三根拉緊

萎縮的指頭。雖然感覺疼痛，但她還是

勇敢地接受植皮治療。手術後，陳惠明

醫師還貼心送上飲料和餅乾。

「非常開心居民可以領取所需要的眼

鏡，行動牙科的器材也非常完整先進，

您們帶來了最好的醫療服務。」漢班托

塔流行病學家克里桑塔醫師(Dr. M.N.H. 
Krishantha)在義診現場巡禮時讚歎地

說；他也建議下次義診可以協助處理居

民的皮膚問題。

這次大型義診一共嘉惠三千九百四十八

人次，包括小手術一百二十七人次、耳

鼻喉科兩百六十一人次、內科一千兩

百九十一人次、牙科五百七十人次和中

醫四百零六人次等，同時也發放一千兩

百九十三副眼鏡。動員一百三十三位新

加坡醫護與志工，以及近一百位斯里蘭

卡本土志工。現在的漢班托塔鄉親，已

經走出十年前大海嘯的傷痛，在大愛村

及其附近繁衍生息。

驗光師請民眾試戴眼鏡，讀出紙本上的文字並測量度數。

攝影／蔡長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