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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三次前往印尼義診，第一次是

半推半就參加，第二次是歡喜參加，第

三次是積極爭取參加。

第一天 見證「禮運大同」

素美師姊與阿源師兄及眾位師兄、師

姊們來機場接機，且通關非常順利，下

午首先安排參觀的地方也是我們開刀義

診的地點──國防部軍醫院。途中經過

美麗大方的紅溪河，這是印尼師兄師姊

及印尼軍民大家努力的驕傲與榮耀。

回想四年前的紅溪河，上下游居民的

排污物、垃圾堆積河面，同樣上下游居

民也必須共用、共飲紅溪河的水。如今

整河後的紅溪河，已漸漸恢復幾十年前

的原貌，紅溪河上下游的居民也搬遷至

大愛村，改善環境生活品質，讓父母親

有工作，小孩有學校可以讀，麻雀變鳳

凰，似乎有趨近禮運大同篇內「使壯有

所用，幼有所長」的大同世界。

來到國防部的醫院，它是剛興建成的

軍人榮民復健重建醫院。尚未正式開院

使用。印尼國防部希望在正式開幕前，

能舉行盛大的義診活動，他們非常慎重

地選擇與慈濟人醫會合作，因此也證明

慈濟人醫會在印尼國家的份量，相當值

得肯定。

到了義診工作的地方，一切一切的安

排，似乎已全然就緒，我們一行人先熟

悉工作環境，了解整個流程動線，病人

如何進入，訪視、接受麻醉，麻醉的廢

氣如何排送出去，手術如何順利進行，

麻醉後的甦醒照顧，安置病人過夜觀

察。一切以安全為第一考量，師兄師姊

及人醫會的負責人，一一為我們解說，

人人皆是主角
印尼雅加達第三十七次義診分享
文／鄭立福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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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溝通我們之間的配合等等。

授贈手術衣 義診啟動

第二天一大早即前往軍醫院，開始義

診開刀的工作，到了醫院，看到民眾在

師兄師姊的帶領下，有秩序排隊登記，

同時戶外也舉行致詞典禮，由國防部中

將次長代表部長蒞臨會場致詞及主持授

贈手術器械及手術衣服儀式。以表示義

診工作正式啟動。

由於擔任領隊一職，比較有機會深

入了解、接觸及溝通各方面所要注意的

問題，更深刻感受到印尼師兄、師姊的

用心與賣力。在當地，他們必須事先聯

絡病患、佈置場地、消毒場地、安全考

量，所有大大小小的細節都要想到、顧

到、做到，更重要的是做到讓大家都滿

意。我們也是盡心盡力貢獻自己所能，

醫護人員放下身段，以「成功不必在

我」的心，共襄盛舉，個個精神抖擻，

幫病人施予麻醉、開刀，當每一台手術

完成的時候，大家心裡皆充滿歡喜。

我既身為領隊，更秉持「那裡須要

我，我就去那裡幫忙」的使命，於是除

了在手術台上完成腫瘤開刀手術外，也

幫忙張群明總醫師拉鉤，使他更順利完

成疝氣手術。

縮小自已

一二三次印尼行

行前授命領隊情

縮小身軀更有勁

廣結善緣入佳境

印尼軍方贈手術衣帽象徵義診

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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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義診結束後，在醫院的餐廳舉

辦「圓緣」活動。現場大約有三、四百

人包括印尼師兄、師姊、當地志工與我

們團隊，節目中放映二○○五至○六

年之間，在印尼慈濟人每個月所舉辦的

大型活動。當然包括去年十二月底亞齊

省的義診發放。因為當時我也是成員之

一，與有榮焉。

接著一連串的手語表演，讓我們嘆為

觀止。我上台代表團隊對這次印尼師兄

師姊賣力與用心致最高敬意。同時也訴

說著去年在亞齊省義診發放時內心的感

受。也想起當時所作的幾首打油詩。由

印尼師姊現場即席翻譯。

最後我以一首「印尼用心」為題，作

首詩贈送給印尼師兄師姊：

上人心，眾人力

萍水相逢投慈濟

榮辱與共創世紀

共襄盛舉造佳績

印尼用心最亮麗

我們醫療團隊也回贈表演「一家人」

的手語歌，大家融入現場氣氛一起表

演，非常高興、快樂，也不知道誰表演

給誰看，似乎人人皆是主角。

晚上回到飯店，大家挪出一個小時的

時間分享心得，討論今天的義診情形，

有那些需要改進，而且若立即可以改善

鄭立福醫師(左)幫張群明醫師(右)拉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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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我們立刻去做，若不行做到，

也必須告知為何不行。例如台北盧醫師

希望大家不要趕刀，尊重病人隱私權，

希望病人與病人之間有圍簾隔著，也有

醫師提出疝氣的病人很多，希望以後讓

泌尿科醫師也能有共襄盛舉的機會。

第三天，也是義診的第二天，我們針

對前一天晚上隊員的建議，與印尼師兄

師姊溝通，立刻獲得良性的回應，馬上

改進。兩天義診下來，與當地的人醫會

醫師總共完成兩百九十三例的手術。

傍晚大家參觀印尼的靜思書軒，大夥

也獲得素美師姊及阿源師兄的親筆簽名

作品。

鑽石故事 感受付出的喜樂

晚上大夥在用餐之際，各桌心得分

享，其中在我這一桌，聽到一幕感人的

鑽石故事──原本想要買鑽石，經過手

語師姊的引導，把買鑽石的錢，省下來

捐給慈濟，當榮董，救助他人。雖然沒

有實質上的鑽石，但其內心卻擁有許許

多多無形的鑽石，內心富有、踏實，而

且得到真正的快樂。

她的師兄彭勇堅也分享說，受到家裡

師姊態度大轉變，二十年來終於嚐到自

己太太親自下廚所煮的飯及燒的菜。因

為她二十年來從未下廚燒菜、煮飯；平

常夫妻兩人，因為彼此很忙，見面時總

是快人快語，有時語調也會比較大聲，

自從師姊加入慈濟幫助別人之後，內心

竟然如此快樂，也將快樂帶回到家庭，

整個家庭的氣氛變得十分和諧。他自己

跟著師姊參加慈濟活動，整個人學習到

情緒控制與助人為樂。在場的隊員深深

受到感動，似乎我們內心也獲有許許多

多無形的鑽石。

大家在心得分享時，說不盡的感動，

更道不完的感恩。當時我們隊員亦期

盼，下次能有機會再次參加印尼義診。

現場立刻掌聲響起一陣「現在立刻報

名」的傳話聲。大家莞爾一笑，一切浸

在喜悅中。

阿源師兄

楊柳低垂高莫測

靜海微波深難得

高瞻遠矚謙虛心

喜善好施皆得樂

另外有一小插曲，印尼飯店裡的礦泉

水，必須用開瓶器才能打開飲用，但礦

泉水旁並沒有開瓶器的蹤影。既然他們

的礦泉水一定要使用開瓶器，表示它一

定是放在某個地方，只是我們找不到而

已。第二天我詢問隊員是否有飲用礦泉

水，回答說：因找不到開瓶器而作罷。

因此，寫一首打油詩，望諸君下次去印

尼義診時，順便尋找一下。

口渴難耐欲喝水

望瓶興嘆蓋何退

左思右尋似曾見

意外驚現盥洗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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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來到醫療落後

的地方，還是必須堅

持維護人道，尊重人

權。

在印尼國防部附設

醫院的開刀房裡，一

張又一張的病床上躺

滿了前來尋求義診協

助的病人，開刀、治

療全都在這個小小的

房間內進行，然而毫

無屏障、一覽無遺的

手術治療環境，讓我與整型外科盧純德

醫師感覺很不舒坦。於是在印尼志工的

協助下，將病床之間都圍上布簾，不僅

治療起來較安心，病人也能感受到絕對

的尊重。

如果說，「因緣」是成就一件事情的

重要關鍵，那麼我參與義診的因緣是再

巧妙也不過了。九月一日到四日，我沒

有安排門診，就連開刀時間都剛好錯開

在這四天之外，於是當蔡勝國院長提出

邀請前往印尼參與義診時，半點猶豫都

不需要，爽朗地答應這樁美事。

這次義診中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多

數都是罹患腫瘤、唇顎裂、疝氣以及白

內障等疾病。身為一位神經外科醫師，

我主要為前來就診的民眾處理腫瘤、水

腦及運動神經元疾病的會診、手術。還

記得有一家子八口人，其中有四個人罹

患水腦症，並已有一人因而往生，經我

們檢查後為他們施行腦部手術，其實我

發現，當地醫療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處理

水腦症，無奈貧窮讓這些罹疾的病人無

力就醫，只能一再拖延卻無能為力。

印象中，媒體經常報導印尼排華問題

嚴重，可是這一趟印尼義診之行，我們

不僅沒有感受到排華的壓力，反而看到

華人與當地居民、甚至與政府維持著和

諧的良好關係。看到印尼慈濟志工劉素

因為尊重 因為愛
印尼義診心得後記
口述／黃國烽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神經外科醫師　整理／吳瑞祥

黃國烽醫師為患者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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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師姊、郭再源師兄、黃榮年師兄等不

但沒有大企業家的架子，更在當地無所

求地全心奉獻與付出，特別是看到紅溪

河改頭換面轉變成乾淨的面貌、大愛村

村民居家環境的簡樸清雅、慈濟中小學

孩子們天真無邪又認真的模樣，這一切

一切地成果，都是當地師兄師姊們胼手

胝足打拼出來的。

印尼民眾們的「親華」，在大愛村內

和樂融融地景象略可窺見，尤其有戶人

家家中的擺設，讓我的內心大為撼動：

那一面潔淨的牆上，上方掛的是回教真

主阿拉的照片，下方則是掛著上人與孩

子們互動的照片。

病患的善解，也是成就他參與義診

活動的好助緣。一位師姊的先生不久前

因為腰椎方面的問題，來到台北慈院求

診，經過手術治療後，已經恢復健康。

這次師姊頭痛不止，一大早就到醫院排

隊掛第一號，等著我為她診療。經過檢

查後發現師姊血管瘤破裂，需要緊急手

術治療，然而前往印尼的日子在即，與

師姊說明商量後，委託溫崇熙醫師為她

開刀治療，師姊也能體諒並樂意成就這

件好因緣。

出發的前一天，看完夜診後，特地繞

到病房關心師姊的病況，安了心之後即

準備背起行囊，邁向印尼。回國之後，

去關心一下師姊術後的狀況，手術非常

順利，只待身體恢復即能出院。而這也

讓我更加堅定、確信自己做了這一趟助

人之旅。

離開台灣到印尼四天，卻一點也沒有

離家的感覺，義診隊伍裡是來自三院的

醫護同仁與志工，再加上印尼當地的慈

濟人，雖然大家都不熟悉，有的是第一

次見面，但是卻很容易打成一片，「因

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左圖是江溪河現在乾淨的

面貌，右圖是慈濟小學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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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寶山 滿載而歸
文／戴禹鑌　大林慈濟醫院麻醉科醫師

有一次我在科裡的晨會中，展示數張

照片，其中一張是座雕塑作品──身懷

六甲的媽媽帶一個小女孩，頭上旁邊停

有兩隻鴿子。詢問同事們它的主題及意

義，在座無人能答。它──招弟，就佇

立於宿舍至醫院側門的必經之路，相信

大多數人只是匆匆一瞥，少有

駐足停留，去瞧瞧作品說明，

更甭說細細品味箇中意涵。

之前我也是屬於那視而不見

的一群，直到參加了院內人文

真善美的課程，包含電子平面

攝影與採訪寫作等，課程背後

的啟發帶給我的收穫，已超過

其本身的專業知識。人生的路

上，匆匆忙忙、汲汲營營，我

們不知忽略掉多少美的事物，

也常迷失於物慾之中。藉由院內種種的

人文薰陶，給予我對世界正面的看法：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自己的心燈，

作個提燈照路的人。 

所以除了本行的醫療工作外，還參

與院內外活動，原來慈院處處充滿可讓

我們耕耘付出的機會。例如環保資源回

收，醫院裡也有資源回收場，自二○○

五年初開始，每兩週一次環保資源分類

活動，同仁與眷屬們可就近參與。從做

環保中，增進回收分類知識，產生愛惜

物命之心，而且號召更多人參與投入，

匯集眾人的力量，拯救我們的地球。

而每個月的往診，深入雲嘉地區的

鄉間，見到如同地獄的苦狀，病患多是

長期癱瘓臥床，生活困苦，就醫極度

不便。居處更是狹小陰暗，酸霉味道

正在掃街的戴禹鑌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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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陳，但要感恩這些菩薩示

現病苦，給我們植福造福的

機會，也教育自己要知足感

恩、知福惜福，這就是上人

講的教富濟貧。

記得有個中風癱瘓長期

臥床，褥瘡如碗公般大的阿

伯，照顧他的是心力交瘁、

全身痠痛的牽手，眼神的無

奈與表情的哀怨，志工們再

怎麼努力勸慰也無法稍減，

志工也一直想辦法要轉介安

養中心‥‥‥，但不久就聽聞阿伯往生

的消息，這或許對其家人是個解脫，我

們也只能隨順因緣了。另外卻看到一位

白髮蒼蒼的父親，無怨無悔照顧因重度

小兒麻痺而癱瘓的兒子，已長達二十多

年。我之間陸續去探訪數次，起初驚訝

於其兒子身上傷口既多又爛，但在長期

的訪視安慰，及醫護人員教導其父親換

藥的護理技術下，傷口癒合情形可說是

日益良好，令人驚訝。當下令我生出無

比的成就感與歡喜心，也唯有親身經歷

才能體會。

曾看到有人雙腳不良於行，把自己

關在陰暗、通風不良的小屋內，進入房

裡，撲鼻而來的臭味，令人作噁，吃喝

拉撒全在床上及伸手可及之處，若非親

眼所見，難以想像有人如此的活著。但

令人非常感動的是同樣的際遇，另一個

人卻是樂觀開朗，房間明亮通風，毫無

異味，很愉快的與我們交談，讓前往探

視的我們，如沐春風，深受感動。為什

麼同樣是雙腳癱瘓，但生活環境會南轅

北轍？我走出後者的屋子，在回斗南連

絡處的路上，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真

的就是「一念心」，心轉路就轉，人生

就轉了。

如果只有偶爾、久久參加一兩次往

診，可能覺得對病人與家屬幫助不大，

因為這些慢性病人想要有起色是很難

的。但是如果常常參加的話，真的會看

到進步，在病人身上、在家屬臉上、在

自己修行道上，衷心的邀約與鼓勵醫護

同仁多撥空參與。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時常反思上人當

初想要建醫院搶救生命的那份心；想想

慈濟的精神——慈悲喜捨、誠正信實。

在遇到是非時，把是非當教育，時時檢

討反省，調整心態。其實慈濟四神湯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就是最

好的心靈良藥。慈院不僅是蘊藏豐富的

寶山，修行的道場，也是我勤耕耘的大

福田。

撥空參與醫療之外的社區活動、院內活動，不管是環保、往診等

等，都是戴禹鑌醫師勤耕的福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