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以人為本

日日上演著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玉里慈濟醫院外科李森佳醫師，十一月接連獲得醫師公會表

揚，即使與病共處，從他身上仍可見質樸的醫者風範………

◆ 關山慈濟醫院護理師取得高階戒菸衛教師證照後，半年內在戒菸門診協助

八位民眾成功擺脫菸癮……

◆	十一月八日在花蓮慈濟醫院舉辦東臺灣乾癬病友會，邀請病友與家屬相

聚，彼此鼓舞，也希望讓更多人了解乾癬不是傳染病……

◆	臺北慈濟醫院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辦連心傳愛聯誼活動，邀請心蓮病房遺

族到慈濟三峽園區做藍染，凝聚情感，走出悲傷……

◆	癱瘓十二年的男子雙腳潰爛，臺中慈濟醫院醫護團隊協助傷口換藥，並安

排住院治療，他終於親眼看到外面的世界……

◆	大林慈濟醫院為慶祝醫師節，同仁們前往照顧戶家中進行清掃，送上物

資，關懷與陪伴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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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十一月十二日

行醫半世紀的李森佳

復古的醫者風範

投身杏林超過半世紀的李森佳醫師，

分別在十一月八日與十二日獲得花蓮

縣醫師公會「優良醫師」及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行醫五十年」資深醫師

的表揚和肯定。

不管有沒有門診，外科主治醫師李

森佳都會準時在八點前就來到醫院，

從二零零八年開始，這樣的習慣從未

間斷。未接受癌症化療前，他甚至趕

在七點之前就到醫院，為的是參加志

工早會的視訊連線，聆聽上人開示。

李森佳醫師總是謙虛地說：「都沒

幫到醫院甚麼忙。」其實對玉里慈院

來說，李醫師可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因為當年綜合醫院規範需有外科

醫師執業，正當玉里慈院苦無外科醫

師時，是李醫師放棄穩定的退休生活，

再度披上白袍來到花東後山，甚至在

兩年後勸進了同為外科醫師的弟弟李

晉三前來服務，讓外科門診和急診醫

療更加穩固。

不只有外科門診，李醫師還承擔起

每周四的居家往診服務，無論寒暑，

都可看見他與護理同仁、社工和志工，

深入花蓮南區的山區部落、較偏僻處，

提供直接的醫療關懷。社區健康促進

方面，也能看見他用心的足跡，舉凡

流感疫苗注射或是癌症篩檢，李醫師

總是一口答應、樂於承擔，讓偏鄉衛

玉里慈院外科李森佳醫師獲醫師公會表揚。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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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的推動更加順利。

令人感動的，還有李醫師捨得的風

範。在玉里服務期間，他已經默默圓

滿六位榮董。李醫師笑說：「來醫院

幫忙還領薪水，真的很不好意思，我

不用留太多錢，因為子女們都有很好

的發展，過去家人沒有機會付出，我

現在有這樣的因緣，就要把握機會付

出。」原來，李醫師在圓滿榮董的過

程也同樣無私，不是用自己的名字，

而是以太太、父母親，還有岳父、岳

母的名義來捐獻。

其實，自從李醫師發現罹患肺腺癌

第四期後，標靶藥物與化療所產生的

副作用，讓他的體力大不如前，但只

要不住院，他總是一如往常地來到醫

院。治療後所產生的過敏反應，會讓

人全身奇癢難耐，或是虛弱得四肢癱

軟，但李醫師總是靠著堅強的意志力

與手抄經文的方式，一一克服身體上

的不適，初估他罹癌期間手抄的心經

或佛典，超過百本以上。

「阿公，早安。」在醫院裡，大家

都習慣稱呼他「阿公」，除了李醫師

是七十八歲的高齡醫師，更重要的是

他對待每個人的態度，總是溫良而恭

儉、從未發脾氣，就像家中的長輩般

親切。張院長結束晨間門診後的第一

件事，就是到辦公室向李醫師說聲「阿

公，早安！」

此外，李醫師還有著樂於分享的習

慣，例如他喜歡將故鄉高雄的農特產

品帶回醫院和大家分享，同仁桌上常

會收到李醫師的祝福。這種以身作則、

關懷同仁的特質，來自於長者的智慧，

是在傳統農村中才能感受到的溫暖。

「譬如船師身有病，若有堅舟猶渡

人。」這是張玉麟院長在李森佳醫師

身上，所看見經文的示現。李醫師清

淨無私的奉獻精神，讓人感受到「復

古」的醫療之愛與醫療價值，還有身

為醫者為病患服務的初衷，更是最值

得醫界後輩學習的典範。在玉里慈院

同仁的心中，李醫師不只是從醫半世

紀的優良醫師，也是「醫療奉獻獎」

的無冕得主了。（文／陳世淵）

雖然確診為肺腺癌第四期，李森佳醫師以堅強

的意志力與手抄佛經的方式，克服藥物治療所

帶來的身體不適。攝影／陳福成

為了社區健康促進，無論是流感疫苗注射或癌

症篩檢，李森佳醫師總是樂於承擔。攝影／張

哲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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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十一月三日

戒菸門診促健康

快樂告別老菸槍

關山慈濟醫院於二○○三年九月開辦

戒菸門診，由公衛室護士幫忙承擔門診

戒菸衛教師。邱燕芬護理師利用休假，

陸續完成初階、進階、高階培訓課程，

並於去年取得高階戒菸衛教師證照。二

○一五年三月，門診戒菸衛教師轉由燕

芬接手，短短半年幫助八位學員戒斷菸

癮，仍在戒菸療程中的十四位學員，也

已經大幅減少香菸的吸食量。

臺東縣衛生局在今年舉辦「戒菸好

康卡集點活動」，凡參加戒於門診的民

眾，只要完成八周的療程，就可抽現

金。邱燕芬主動為戒菸成功的八名學員

報名，其中四位學員被幸運抽中。十月

三十日，護理部古花妹督導與邱燕芬代

表至臺東縣衛生局受獎，還邀請得獎的

學員回到院內分享戒菸歷程。

抽菸三十年的阿珠，年輕時因為情緒

壓力開始吸菸，導致呼吸困難咳嗽。為

了身體健康，她下定決心開始戒菸，但

是因為經濟問題、工作壓力，又會不由

自主拿起菸。阿珠說：「想到吸菸會影

響我的健康，我就害怕了，感謝門診協

臺東縣衛生局舉辦「戒菸好康卡集點活動」，

護理部古花妹督導與邱燕芬護理師（左二）

代表關山慈院前往受獎。攝影／古花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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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戒菸，我也會鼓勵家裡其他人一起加

入戒菸的行動。」

阿菊十六歲時與友人一起喝酒，覺得

好玩學會抽菸，一抽就是三十五年。在

這之前，阿菊曾經靠著意志力自行戒菸

五至六次，但又與朋友喝酒而復吸，直

到在關山慈院遇到親友因為菸癮求診，

讓她重新鼓起勇氣一起戒菸。

「高中時期，同學邀請我抽菸，直到

當兵，變得固定時間就需要抽菸，就這

樣抽了五十年。」陳先生說，抽菸很沒

尊嚴，經常被別人嫌臭或是被趕走。吃

了戒菸門診開立的藥物感覺很奇妙，會

出現抽菸的動作，但是沒有抽的欲望，

慢慢減少菸量，到現在不抽也不會覺得

不舒服了。

曾先生也是在高中時期，朋友的鼓吹

下開始吸菸，加上當計程車司機後，等

待客人無聊時會抽菸，四十年來，他從

來沒有嘗試過自己戒菸。「某一天，太

太看見關山慈院的戒菸門診海報，就鼓

勵我參加。戒菸最辛苦的是撐過想抽菸

的念頭，現在我戒菸成功了，家裡剩下

爸爸在抽菸，我會鼓勵他一起加入戒菸

行動。」

在長達半年的療程中，戒菸衛教師

必須透過電話定期追踨每一位個案的狀

況，讓對方感受自己是真正被關心。此

次獲獎的其中一位學員，平時就有在服

用憂鬱症用藥，燕芬擔心在尼古丁戒斷

初期，會使個案出現焦慮症狀，她經常

打電話關心個案的情緒是否穩定，提供

紓解壓力的管道。

燕芬曾經在花蓮慈院身心醫學科服務

四年，兩年前持著一顆想服務布農族人

的心，返回臺東家鄉。因為有了在身心

科病房裡團體治療的經驗，加上參加相

關培訓課程加強訓練，讓她能得心應手

兼顧病房護理師及門診、社區戒菸衛教

師業務。邱燕芬說：「聽到戒菸成功者

的回饋及感謝深深感動，很感謝花妹督

導給我機會，協助我發揮功能及長處，

除了回饋社會，也使我瞭解護理的多樣

化。希望戒菸門診能更多人參與，一起

加入戒菸行動，迎向健康新生活。」

關山慈院戒菸門診收費方式，一般

身分每次看診金額最多不超過兩百五十

元、原住民身分僅收五十元掛號費，低

收入戶則完全免費，大幅減輕民眾使用

戒菸藥物的經濟負擔，歡迎有需要的民

眾，可以多加諮詢與利用。（文／陳慧

芳）

邱燕芬護理師手持儀器，為戒菸班學員測量體

內的一氧化碳濃度。攝影／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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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十一月八日

東臺灣乾癬病友會
戰勝癬境醫起贏

十一月八日是立冬，花蓮慈濟醫院舉

辦「戰勝癬境醫起贏」東臺灣乾癬病友

會，邀請花蓮、臺東兩地的乾癬病友、

家屬相聚，從專業醫療、醫藥、營養等

面向，以及病友的親身病苦、家屬的心

情話語交流，過程有淚有笑。除了病友

間互相鼓舞之外，更希望有更多的人了

解乾癬不是傳染病，一起鼓勵身邊飽受

乾癬病苦的朋友。

二○○四年開始，世界各地的病友組

織發起「世界乾癬日」(World Psoriasis 
Day)，每年舉辦國際性活動，為全球超
過一億二千五百萬的乾癬及乾癬性關

節炎病友發聲，臺灣皮膚醫學會及臺灣

乾癬協會也在十一月一日舉辦健走活

動。在病友會上，花蓮慈院皮膚科主任

洪崧壬、陳志斌醫師、慈濟大學醫學院

院長楊仁宏、風濕免疫科潘郁仁醫師、

營養師徐鼎翔，針對乾癬的基本認識、

乾癬關節炎的治療、乾癬疾病的治療以

及健康飲食等逐一分享。同為乾癬病友

的臺灣乾癬協會理事長柯怡謀也到場

呼籲病友團結發聲，一起面對疾病。

因為皮膚紅腫、斑塊和皮屑等症狀，

導致一般人誤解乾癬是傳染性的皮膚

病，影響乾癬病人的社交及人際關係。

一位病人家屬指出，兒子因為罹病，求

學期間每兩年就換一所學校，即使現

在已結婚生子，但生活中仍會陷入人

際困境，讓身為母親的她罹患憂鬱症。

另一位來自臺東、正在住院治療的病友

也表示，她罹患膿皰型乾癬，已有多年

不曾穿過裙子，發病時，當地甚至沒有

一家醫院可以幫助她，於是來到花蓮慈

院皮膚科。她的病也讓她的母親吃了不

少苦，她邊拭淚邊鼓勵家屬要先照顧好

自己，這樣對生病的家人才會有幫助。

與會還有二位罹患超過十五年的男

病友分享，一位是在兒子鼓勵下，走

出憂鬱症，目前在慈院接受照光治療，

另一位是幽默面對病苦的陳先生。陳先

生談起發病十五年的歷程，剛開始在診

所看病、效果不大，直到遇到洪主任才

身為皮膚科醫師的慈濟大學醫學院楊仁宏院長，

鼓勵乾癬病友們勇於面對疾病。



人醫心傳2015.1281

對症下藥。他說到如何「誇張」地用保

鮮膜包覆肢體避免皮屑飄落，以維持人

際關係的點點滴滴時，更讓病友流淚笑

出。

楊仁宏院長表示，與過去相比，近年

來已有更多的人了解乾癬的特性，他鼓

勵病友面對疾病。在國外有罹患乾癬的

模特兒，拍攝定裝照時，完全沒有遮掩

在手臂與腿上的紅斑，隨著醫學進步，

將有更多的藥物可以醫治乾癬。

洪崧壬主任強調，乾癬是一種慢性反

覆發作的皮膚疾病，並不會傳染，典型

的皮膚表現為紅斑及脫屑，又稱為「銀

屑病」。目前成因不明，主要是免疫反

應失調引起自體發炎，包括遺傳、外

傷、感染、藥物、情緒壓力等先天或後

天環境等因素都有可能誘發乾癬；而且

如營養師所強調的，營養均衡最重要，

因為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問題，也不宜吃

增強免疫力的食物。為兼顧長期安全性

與療效，病人應與醫師充分溝通，遵從

醫囑、做好平日保健，加上規律作息、

飲食控制，避免傷口感染，依然可以保

有正常的生活。（文、攝影／游繡華）

花蓮慈院舉辦乾癬病友會，希望讓更多人了解乾癬不是傳染病。持紅布條者右起：潘郁仁醫師、陳志

斌醫師、洪崧壬主任、楊仁宏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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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十一月二十一日

連心傳愛　伴家屬走出悲傷

親人的離世，往往會帶給家屬難以

平復的傷痛。為幫助家屬從憂鬱的情緒

當中走出來，臺北慈濟醫院於十一月

二十一日舉辦「連心傳愛聯誼活動」，

邀請心蓮病房遺族和哀傷的家屬們到慈

濟三峽園區，透過創意的藍染、環保

實作以及和風拳等團體活動，接觸大自

然、凝聚情感，走出悲傷的情緒，重新

找到正向能量。

臺北慈院社服室與心蓮病房團隊每
臺北慈院家醫科陳正裕主任歡迎大家來參加心

蓮病房的連心傳愛活動。

看到遺族家屬願意出來參加活動，重現笑容，讓心蓮團隊放心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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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皆會舉辦連心傳愛聯誼活動，去年帶

領家屬們到慈濟內湖園區進行園藝治

療，今年選擇三峽園區。活動除了環保

體驗、舒展筋骨的和風拳之外，特別加

入創意的三峽藍染采風 DIY，由老師教
大家藍染方巾，將方巾對折或隨性地綁

橡皮筋，再浸泡在馬藍萃取而成的天然

染劑中，將綁的位置拆除後，即呈現出

獨一無二的美麗圖案，大家都很有成就

感，也樂在其中。

藍染是三峽的文化特色，其實對於

失去親人的家屬們也有深層的意義。社

服室吳芳茜主任表示，藍染的過程經過

折線、打結，染劑味道不佳，最後打開

方巾卻給人無限驚喜。這就像是人生中

的關卡，雖然很多事是無法預料和掌握

的，但身邊有許多人伸出援手，陪伴著

家屬逐漸從悲傷中走出來。此外，歷年

來已有許多家屬走入慈濟，開始在環保

站做環保、培訓或受證，把愛傳給其他

人，成為手心向下的助人者。

李女士的兒子今年六月因癌症在心蓮

病房安詳離世，醫療團隊與李女士一直

保持聯絡，得知有這個活動，她特地遠

從高雄來參加。李女士說：「我很想念

醫療團隊的每一位同仁和志工，他們為

我兒子付出很多的愛，我們都變成好朋

友了，所以今天想來看看大家，也讓她

們看看我，讓她們放心。」

蘇女士和家人歡喜展示漂亮的藍染方

巾，想起不久前往生的兒子，蘇女士還

是難過得掉下淚來：「這幾個月以來，

全家人為兒子念佛、布施功德，我們不

曾像今天這麼開心，感謝有這麼好的緣

分和大家相聚在一起，我們會堅強地走

下去。」呂氏夫妻的女兒因感冒引起病

毒感染，往生時年僅二十歲，前天辦完

告別式，在志工的邀約下也來參加。呂

先生感嘆：「我從來沒想到幸福是這

麼短暫，女兒的離開教會我們要珍惜幸

福、把握當下。」

心蓮團隊平時以電話關懷家屬，每年

年終舉辦家屬聯誼會，陳美慧護理長說：

「看到大家踴躍參加，凝聚情感、彼此

加油打氣，就是給予我向前走的最大力

量。」她期望這分力量能化為愛的循環，

幫助其他家屬走過這段路。（文／徐莉

惠　攝影／高武男）

陳美慧護理長與參加活動的家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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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十一月十九日

癱瘓臥床十二年
志工醫護送愛見曙光

三十三歲的江永旭，十四年前修理

屋頂工程時不慎跌落，造成脊椎第五、

六、七節受損，術後復健一年。當時年

僅二十歲的他，自此在家一癱十餘年，

社區訪視關懷的慈濟志工持續陪伴了六

年。今年九月中旬，潭子訪視志工孫玉

貴師姊提報，指江永旭雙腳萎縮潰爛，

移動就會流血，傷口已持續好幾年都未

見好轉，請求臺中慈濟醫院提供醫療協

助。同仁進一步詢問，才知道江永旭的

雙親既要協助癱瘓的次子生活起居，長

子的兩名幼兒也都由他們照顧，媽媽還

得外出打零工賺錢，只能長年就近到西

藥房買碘酒、外傷藥膏幫兒子換藥。

簡守信院長與傷口造口護理師張華

茹於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探望，看到江永

旭的雙腳皮膚幾乎沒有一塊完好的地

方，兩人二話不說馬上著手清理。簡院

長邊示範邊說明，「用肥皂弄點泡沫洗

一下，洗完再消毒，清理後皮會再生起

來。」照顧傷口經驗豐富又熱心的張華

茹知道，這樣的傷口需要更多的照護，

隔日又再前往指導媽媽正確清洗的方

式。

江永旭雖然連移動都沒辦法，傷口

也沒有痛覺，手部仍能運用智慧手機上

網，他以通訊軟體傳送相片，讓張華茹

了解傷口進步的情形。復健科蔡森蔚主

任家訪實際檢查，評估未來自行移位、

甚至外出的可能性，第一步是安排他住

院照護傷口。十月十三日，臺中慈院出

動復康巴士載江永旭出家門，這天是他

經過十二年後，首次看見家門以外的世

界，他瞇著眼睛笑說「車子來來去去，

跟以前印象中的潭子變得很不一樣，路

都變了，風光不錯。」目標不敢想太多，

但他知道機會來了要把握。「目前就是

認真做復健，能做多少算多少，先做到

移位，只要能自己移位上下床，就可以

搭復康巴士來醫院，如果有機會要拼死

做復健，答謝師兄姊的關心。」

住院一周期間，師姊們邀請同為脊髓

損傷的病友，來為江永旭加油打氣。也

是慈濟關懷對象的曾啟雄，目前是位口

足畫家，他說，作畫完全沒有天分，用

嘴巴畫，是硬逼出來的，如今有慈濟補

助加上自己的收入，可以自給自足。他

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率醫護團隊來到

江永旭家中，除了幫他的腳部傷口換

藥，也示範給江媽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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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自己走出陰霾的過程，也鼓勵江永

旭與其坐著等，不如自己要有走出來的

意願。

積極幫助江永旭脫離臥床命運的還

有社服室，吳宛育社工師評估，無論是

移位到輪椅，或是出家門的三層階梯，

江永旭現階段都需要人力來協助，居家

服務員協助下床出門是一個很重要的關

鍵。但家人已領取照顧津貼，以致於不

能再申請居家服務員，慈濟基金會訪視

組提供協助，幾番努力後，居服員將於

十二月底前往服務，目前則等待電動輪

椅補助通過。

蔡森蔚主任與吳宛育社工師十一月

十九日聯袂前往江家，這次是要了解居

家無障礙空間，包括坡道的製作、移位

設備的擺放以及環境清理等問題。蔡主

任說，江永旭之前復健的情形不錯，只

要提供適合的輔具，要再走出去不是不

可能，大家要有信心。（文、攝影／曾

秀英）

在臺中慈院復康巴士的協助下，江永

旭在十二年後終於走出家門，看見外

面的世界。

復健科蔡森蔚主任正在與江爸爸討論，將門前

的階梯改為坡道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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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十一月八日

又見孩童赤子心
醫師節掃地掃心地

車子一輛輛駛進人煙罕至的狹小山

路，十一月八日上午，大林慈濟醫院

同仁們再度來到位於嘉義梅山山腳下

這戶人家，探望近五十歲患有精神障

礙的張女士，以及三位智能障礙的孩

子。大姊小圓（化名）年近二十，目

前於梅山附近工作，十多歲的大弟在

外地工作，父親則長年在外，偶爾回

家支付一些生活費，家中僅剩小圓和

就讀小學五年級的小弟小霖（化名）

陪伴母親。

「這個家庭也是很辛苦，家庭功能

已失能，不過看到女兒已經慢慢長大

去工作，這個家還是有在進步。」看

見小圓的小弟，賴寧生院長彷彿見到

當年的小圓。

有感於嘉義縣多是外籍配偶的子

女，賴寧生院長於二○○七年發起

「關懷大林地區貧苦學童圓夢計畫」，

邀請學校一起發掘弱勢家庭的孩童，

而小圓即是在圓夢計畫中被發掘的孩

子。同仁、志工們於二○○八年開始

家訪關懷，陪伴過程發現小圓的家疏

於整理，大家協助居家清掃、房屋修

繕，並教導孩子如何做家事。然而，

小圓與母親有將他人贈送或收來的衣

物等物品往屋裡堆的習慣，幾年下

來，居家環境又變得髒亂。

同仁動員大掃除 打草驚蛇為護生

過去，大家打掃小圓的家時，發現

有毒蛇雨傘節藏匿屋內，此次清掃

前，幾位大男人先來個「打草驚蛇」。

大林慈院準備了許多家具要送給張女士一

家人，賴寧生院長 ( 左 ) 與謝明智醫師正在

協助搬運。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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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掃帚一邊敲打一邊翻看雜物的簡

瑞騰副院長，小聲地說：「其實，我

有點怕蛇。」為了保護大家的安全，

簡副院長還是鼓起勇氣。

確認無毒蛇出沒，同仁們開始分工

清理。賴院長感覺髮間有東西蠢動，

伸手一摸竟是小蟑螂，他無懼地放生

了。與簡副院長、謝明智醫師、泌尿

科黃馨慧等同仁一起在門庭清理雜物

的陳金城副院長看到螃蟹、蟾蜍等生

物，小心地將牠們捧起，一一放生至

草叢裡。

此次投入打掃的成員，有許多是同

仁們的孩子，年紀最大的是就讀高中

三年級的彭煌裕。他的阿姨麻醉科護

理長林惠美，形容他是個在家看到蟑

螂就會大喊的人，但來到這邊，他變

得很勇敢。「我不只在幫他們，也是

讓自己多點成長，他們給了我富足的

感覺。」全家都出動的院長室秘書組

林嫻雅，雖然女兒、兒子平時在家也

會幫忙做家事，但藉由親身體驗，他

們更學會惜福。

整形外科許宏達醫師夫婦，在女兒

們還小時，就帶著她們投入往診、照

顧戶打掃等活動。許太太回憶，大女

兒小學一年級時，班上同學因生病

而嘔吐，當其他同學都害怕而不敢靠

近，她竟然能幫忙清理、安慰同學；

許太太肯定，或許就是孩子平時出來

學習的成長。

「東西要收在盒子裡，空盒子才不

會住蟑螂喔！」打掃過程中，許太太

教導小霖如何整裡自己的房間，從起

初害羞躲在門邊，小霖逐漸開口並跟

著整理，也拿起掃把掃地、搬運垃圾。

清理環境致贈物資 慈濟一直都在

小霖與哥哥同睡一間房，但房裡只

有一張床，若哥哥在家時，小霖只能

簡單鋪個草蓆睡地上。同仁們此次帶

來了衣櫃、彈簧床、床墊、毯子、電

視等物品，還有許多乾淨、體面的衣

服要送給這一家人。

停在庭院的腳踏車，有著小霖利用

電池、電線所組裝的車燈及喇叭，對

電子有興趣的他，一看到大家帶來尚

未組合完全的天線，便主動找出扳

手、起子等工具來組裝。「弟弟很乖，

帶我們去裝天線時，還會叮嚀我們走

路要小心喔！這個孩子真懂事。」在

屋後協助測試天線收訊的婦產科謝明

智醫師，對於小霖的將來抱著期待。

手套戴到都破了的中醫部住院醫師

陳昆豪，有過照顧戶打掃的震撼經

陳金城（左）與簡瑞騰兩位副院長，在門前清

理堆積如小山般的垃圾。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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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此次已有心理準備，還邀約太太

蔡婉如一同投入。她表示「經過每次

打掃，自己會更加感恩惜福。」想到

小時候的生活，蔡婉如感到幸運，「雖

然我們家是貧戶，可是居家環境沒有

到那麼不好。」

「這次感恩有工務室姜立新主任參

與，發揮所長幫了很多忙。」人文室

葉璧禎主任感恩姜主任協助駕駛貨車

運送打掃工具、大型家具以外，還

與住院組同仁陳健榮、鄭立偉以及院

長室張堂偉、總務室徐新昆等多位壯

丁，將垃圾、資源回收一趟又一趟地

運出，連最後的電視安裝，姜主任也

親自出馬，終能階段性的圓滿。

天真的小圓分享，有師姑師伯來，

日子過得很幸福，她靦腆道出：「感

恩師姑師伯都來幫我們清理，讓我們

能乾淨。」這一次來，賴院長深刻感

受：「即使他們的進步是一點點，我

們還是要繼續下去一直關心到最後，

就如上人說的『慈濟一直都在』。」

（文／謝明芳）

麻醉科護理長林惠美（右）與就讀高三的外甥

彭煌裕，從付出中肯定生命的價值。攝影／謝

明芳

人文室葉璧禎主任（前排右）帶著小霖（中）

與姊姊小圓，接受大林慈院同仁們的讚美與鼓

勵。攝影／謝明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