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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公共電視來訪記
文／曾慶方

因緣真是不可思議，曾經踏足台灣的

荷蘭人在離開數百年之後，為了尋找愛

的醫療，再度踏上了福爾摩莎的土地。

楔子

二○○五年十二月四日晚間八點

多，一位荷蘭籍印度裔人士阿傑薩格爾

(Ajay Saggar)因手指傷口劇烈疼痛、頭

昏無法忍受，從所住的旅店到花蓮慈濟

醫院急診室求診。經急診外科值班醫師

呂智勝(現任台中慈院急診科主治醫師)
的檢查，發現手指傷口有膿瘍、並已引

發蜂窩性組織炎，呂醫師先幫薩格爾緊

急處置，而後轉入急診留觀區持續治療

三天後，順利從急診出院。

薩格爾是荷蘭流行樂團T h e  B e n t 
Moustache的歌手，除了演唱也會彈奏

貝斯，並兼任成音工程師，他經常隨著

樂團到世界各地演出。二○○五年冬季

剛好來到亞洲巡迴，結束在台北的表演

之後，不小心被木頭鋒利的突出處傷到

左手中指，他不以為意，繼續行程來到

花蓮，樂團規劃結束花蓮的演出後要到

美麗的山區健行。沒想到薩格爾住進旅

館之後，手部越來越不舒服，劇烈疼痛

加上頭暈眼花，他知道情況不妙！趕緊

聯繫一位花蓮的朋友陪同到醫院求診。

急診醫護人員立刻讓他躺下休息，細

心的問候與照顧，速度之快讓他驚訝！

更令他吃驚的是，沒想到這是一間「佛

教」醫院。原本他擔心自己人生地不熟

又孤孤單單，心中忐忑不安，突然一位

穿著黃色背心的中年男士出現，用流利

的英語問候他，說明自己是這家醫院的

志工，並詢問需要哪些幫助？薩格爾不

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下哪有這樣的醫

院與志工，真是聞所未聞。這位熱心助

人的志工來自美國，預計在台灣待一個

月，他是利用假期來這間慈濟醫院服

務，不過假期已近尾聲，就快要返回美

荷蘭流行樂團歌手薩格爾(右)在花蓮慈院急診就醫三天，讓他回國之後不斷地告訴身邊人這

段奇特而美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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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他對薩格爾說，請放心，雖然他會

離開，但是他會請其他會說英語的志工

來接力幫忙。這位志工師兄不但安慰陪

伴他，還買三明治、咖啡讓薩格爾當做

早餐。而後真的又有一位來自澳洲、會

說英語的師姊在師兄離開後來探望他。

薩格爾在慈院感受到無比的溫暖與愛，

不知該如何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感謝與感

動。康復後，薩格爾順利地完成了到日

本演出的既定行程。

聽聞‥‥‥台灣佛教醫院

返回荷蘭，薩格爾向友人提起在台灣

這一段奇妙而美好的就醫經驗，他說：

「你能相信嗎？這間在台灣的佛教醫院

實在是太特別了，充滿熱情與慈悲，志

工知道我隻身在外一直照顧我，醫護人

員也非常有耐心，細心為我治療，如果

你有機會去台灣，一定要去這家醫院看

一看，真是太特別了……」

傳奇的台灣佛教醫院的故事就這樣在

荷蘭傳開了。

今年一月左右，一對為荷蘭公共電視

台製作紀錄片的夫妻──四十四歲的派

崔克(Patric Van Boeckel)與四十二歲的

凱玲(Karin Van Der Molen)也輾轉聽到

了這個奇特的故事。

荷蘭公共電視台有三個頻道，不插播

廣告，由荷蘭文化局負責管理並分配時

段。目前時段分配給四個基督教團體、

一個社會服務團體、一個教育團體、一

間佛教傳播公司。所有節目的製作經

費、管理、審核與排程都是由文化局負

責，文化局要求各製作單位必須製作跟

荷蘭國民相關的節目，不能只報導一個

國外的組織或單位，而沒有屬於荷蘭人

民的觀點。各單位都可依所屬特性，自

行規劃教育、藝術等各類節目，也可以

從宗教理念與觀點來切入主題。

『神奇』的慈濟基金會

荷蘭人越洋求證

近年來，佛教信徒在荷蘭日益增多，

一千六百一十萬的荷蘭人口當中，預估

大約有三十至四十萬人口是佛教徒，分

別來自亞洲各國。而台灣約有二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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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荷蘭定居或發展。公共電視台為

服務佛教徒，特別規劃時段給佛教團

體。佛教傳播公司(Buddhist Broadcast 
Company，荷蘭語簡稱為BOS)四年前

成立，派崔克是攝影師、也參與紀錄片

的企劃製作，凱玲則是負責行政聯繫與

製作採訪。他們二位都是Maha Karuna 
Ch,an（大慈悲）這個佛教徒團體的信

徒，經常參與禪修打坐，他們希望能以

不同的角度切入紀錄片，呈現最真實的

報導。

派崔克聽到薩格爾的故事之後，立刻

主動聯繫求證，因為大多是基督教天主

教辦醫院，很少聽聞佛教辦醫院。聯繫

上薩格爾確認故事的真實性之後，他們

上網搜尋，打入「台灣、佛教、醫院」

三個關鍵字，「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立

刻出現，二人詳細閱讀之後才發現慈濟

也是佛教團體的名稱，慈濟在全球各地

還做了許許多多的社會服務與慈善工

作。

二人非常訝異，荷蘭也有類似的大型

服務性組織，但並沒有宗教背景，純粹

為社服團體。他們很好奇，想深入了解

這個佛教團體，此時，阿姆斯特丹的慈

濟聯絡電話映入眼簾，這支電話讓他們

找到荷蘭慈濟人劉舜華師姊。

紀錄片的企劃案，暫定為 Thousand 
Hands(千手)，雖然企劃案在二天內快

速通過審查，但荷蘭文化局主管還是善

意的提醒，這個團體很特別，企劃案規

劃由一位荷蘭醫師的觀點來報導也符合

公共電視的規範，不過這個「慈濟基金

會」聽起來太神奇了，怎麼可能做到這

麼多面向的服務，在荷蘭卻無人知曉？

到台灣之後，如果發現只是個幌子，一

定要立刻停止拍攝！

就這樣，剛好劉師姊也要回台灣，

就答應陪同翻譯，而他們也依企劃案

邀約了三十二歲的精神科醫師雅寇(Jarl 
Eschauzier)同行，這支紀錄片將藉由一

位荷蘭醫師的觀點，來引領荷蘭人民認

識有許多志工服務的台灣佛教慈濟綜合

醫院……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五月

41



經過五天的認真勘景與初訪，他們將

原始企劃書中既定的揣摩做了修正。四

月二十四日上午八點多，身材高大的三

位荷蘭電視台成員與荷蘭的劉舜華師姊

準時出現在慈院大門外，等候志工抵達

醫院。

隨機取樣『五專』師兄大聲告白

這一梯剛好輪到南區志工，大家整

齊的問訊後，攝影師派崔克與雅寇醫師

跟著志工到地下一樓病歷室前，拍攝志

工穿上背心的鏡頭，然後隨機跟著一位

志工師兄去送病歷。電梯中，雅寇訪問

師兄為什麼要來做志工？朱清源師兄爽

快地回答，因為上人讓他改掉了許多壞

習氣，為了感恩上人，他每個月都會來

花蓮慈院做一個星期的志工。走到牙科

診間，師兄親切的跟病患打招呼，攝影

見證千手之愛
花蓮實錄
文／曾慶方

上圖為荷蘭團隊造訪花蓮慈院心蓮病房，拍攝

志工酷爸煮咖啡，荷蘭醫師雅寇也直接與酷爸

聊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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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追問：「是改掉了哪些壞習氣呢？」

聽完翻譯，師兄竟然不管身邊有多少病

患與醫護同仁，不加思索地大聲回答：

「就是改掉了賭博、吃檳榔、喝酒、發

酒瘋、打架、還有玩女人啦！」這下子

可好，「玩女人」要怎麼翻譯呀？只好

翻成「師兄不僅常喝醉酒、愛賭博、也

會打架、吃檳榔，還交了許多許多女朋

友！」他們睜大眼、不敢相信師兄怎麼

敢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出自己種種不堪的

往事？

從事木工裝潢業的朱師兄不只每個

月固定來花蓮，在大林慈院也已服務將

近兩千個小時，他指著身上大林慈院林

俊龍院長頒贈的服務徽章開心地述說，

「第一次到大林做志工，是被我家師姊

哄去的，在醫院看見生老病死，看見志

工服務的精神令我非常感動。」在家中

完全不動手做家事的他，不會洗衣服，

太太依照天數幫他準備了六、七套，看

見其他師兄都只準備二套衣服，洗了曬

乾再交替穿，而自己還得帶著一箱髒衣

服回家，他發願不再依賴師姊為他打理

一切。積極投入志工後，漸漸戒除了壞

習氣，培訓成為慈誠隊，認真擔任醫療

志工當作回報。在沒有刻意安排的情況

下，就採訪到如此精采的故事，讓荷蘭

人非常震撼。

院長親切  志工無求

接下來安排他們訪問石明煌院長。其

實，剛開始，他們一直很排斥訪問「院

長」，原來在荷蘭的醫院體系，「院

長」是地位高高在上、很難親近的。經

公傳室解說石院長曾參加海外義診，且

是從西部最賺錢的大醫院到花蓮來，值

得見面聊一聊，才促成此專訪。

面對鏡頭，石院長用英文談起到花

醫院各角落都有穿黃色背心的志工默默付出，

而且來自各地，讓荷蘭採訪者非常震撼。右下

角為「五專師兄」朱清源送病歷的身影。

(攝影／陳信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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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的因緣，「當時因為碰到中年危機，

不知道賺錢是為了什麼？也不知生命要

到哪裡去？」他需要認真思索，所以選

擇來到花蓮這個清幽的環境，以為待個

一、二年，想通了就可以離開花蓮，再

回到西部的職場中奮鬥。來到花蓮之

後，真正接觸到慈濟，石明煌被上人感

動，而每天透過志工早會聽到全球慈濟

志工無所求的付出使他更加感動，他愛

上慈濟，決定留下來服務……

院長的訪談結束之後，荷蘭團隊表示

「慈濟的院長」真的不一樣，很親切，

也很誠懇，一點架子也沒有。

這一支紀錄片的主題是「千手」，志

工老兵顏惠美師姊娓娓說明醫院志工的

運作機制與特色，他們聽得非常入神，

直說非常特殊，值得讓荷蘭的觀眾了

解。

採訪變受訪  主動加行程

四月二十五日週三上午，由秘書處陪

同荷蘭團隊至環保站採訪，大愛台記者

也隨行採訪，不但看到分類精細且整潔

的環保回收站，也見識到酷爸陳炳桂修

理回收家電的功力，三位成員更分別接

受大愛台採訪，當晚他們在網站上看見

自己從媒體採訪人變成被採訪的對象所

作成的新聞，都覺得新奇也很開心。

下午依約回到慈院心蓮病房，剛巧碰

到鑄強國小校長、主任與老師一行十多

人前來感恩石院長以及心蓮病房醫護團

隊的協助，目前鑄強國小師生架設的心

蓮病房網站網頁已入選參加世界競賽，

下一次希望能帶著世界金牌來心蓮拜

訪。荷蘭電視接著採訪酷爸陳炳桂煮咖

啡、志工陳尚齡照顧空中花園、李媽媽

彭秀英做手工書籤、王英偉醫師介紹心

蓮與巡病房、孔睦寰醫師介紹獲贈卡拉

OK的因緣。

一連串的感動與歡喜，讓他們忘了疲

憊，晚上又自行多加了一個行程，那就

是到大愛花蓮中心《志為人醫守護愛》

節目現場。原來，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派崔克到花蓮拍攝世界地球日鐵騎淨灘

在環保站、在心蓮病房，荷蘭人錄下志工數年如一日的工作片段。圖為

雅寇醫師在環保站小試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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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時認識了李毅醫師，沒多久又從

電視上看到大愛台播出一個『醫師接電

話又受訪』的節目，他認出主持人就是

那天騎著腳踏車去淨灘的醫生。決定親

自造訪直播攝影棚。

晚間九點一到攝影棚，凱玲就驚呼：

「我的醫生！」原來她到花蓮的第一

天，就因為感冒而到家醫科看門診，醫

生就是邱雲柯，剛巧邱醫師是接聽call 
in的八大醫王之一。

隔日一早要到精舍參加志工早會，荷

蘭團隊表示很期待能親見並聆聽上人開

示。他們曾在網站上與電視上看過大愛

的節目，也看過《人間菩提》，但他們

原以為上人是一個人坐在攝影棚對著攝

影機開示。

志工早會真心分享

心懷慈濟傳愛荷蘭

二十六日一大早六點多，一行人趕

到精舍拍攝志工打掃精舍環境。志工早

會的時間一到，他們放下攝影機，專心

聆聽。上人一開始就跟荷蘭電視台的來

賓打招呼，讓他們深感光榮。上人談到

南非慈誠隊第一次開設培訓課程，也談

到海外推動慈濟的不易與堅定。感恩德

霖師父以同步翻譯機全程即時口譯。發

起這次採訪的派崔克也受邀上台心得分

享，由劉舜華師姊翻譯。他沒有想到會

被請上台分享，三個月前他從未聽過慈

濟……有四百萬會員的這麼大的機構，

怎麼荷蘭會聞所未聞？沒想到來到花蓮

一看，慈濟的所做所言都是真的，他很

希望能將慈濟志工的付出與愛心帶回荷

蘭，讓荷蘭也能了解這個與大家所知完

全不一樣的佛教團體，讓大家看見如此

有行動力的佛教團體在台灣、在世界所

呈現的環保、 醫療、慈善等面樣。

劉師姊也分享，在荷蘭的台灣人多半

是各企業的外派人員，流動率很高難以

持續帶動，現在孩子已經長大，她決定

全職擔任志工，重新開始努力。上人感

恩他們來訪，同時鼓勵劉師姊要好好把

握因緣，結合當地佛教團體的力量，在

製作人凱玲來到台灣就水土不服，找家醫

科邱雲柯醫師看感冒。

在志為人醫節目拍攝現場，他們也看到了騎腳踏車淨灘的

李毅醫師化身為主持人，親切的石明煌院長也上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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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繼續推動慈濟。也期待派崔克、凱

玲、雅寇三位未來能成為劉師姊在荷蘭

推動慈濟的助力。

無語良師撼動初心

荷蘭醫師立志行醫

下午時分趁空檔與雅寇醫師談起慈濟

大學醫學教育中的『無語良師』。雅寇非

常驚訝，因為在荷蘭的醫學院，醫學生們

對於大體老師都不認識。臨時起意，安排

他們到慈大參訪人文教室、解剖教室、模

擬手術實驗室等。

雅寇很羨慕醫學院的學生可以參加人

文課程。他說，其實來台灣之前，經常

思索自己到底適不適合當醫生？現今的

醫療環境很冰冷，他無法認同醫界許多

的作法，不願跟隨潮流，也自認無法改

變醫療大環境，所以很想改行不當醫

生。但來到慈濟，看見不一樣的醫療方

式與慈濟人文，認識無所求的志工、關

心病患的醫護、捐出軀體為教育醫學生

的無語良師，改變了他的想法，這位荷

蘭的年輕醫師下定決心，要當一位好醫

師顧好自己的專業，堅持正確的想法來

行醫，也許他照顧不到所有的荷蘭患

者，但可以用心照顧身邊的病患；前一

天志工早人結束後，採訪德 師父時所

聽到的故事，也深深的啟發了他，雅寇

醫師期許自己要像阿難尊者、證嚴上人

一樣，時時結好人緣，希望自己小小的

堅持，日後也能慢慢影響周遭的人，就

如慈濟從無到有，堅持下去，總有一天

會看到成果。

溫暖邂逅不復記憶

急診救苦一視同仁

這一次荷蘭公共電視台紀錄片團隊

的來訪，委實難得，回溯阿傑薩格爾

(Ajay Saggar)來花蓮就醫的經過，雖然

已越洋電話採訪阿傑並獲同意查閱病

歷，但是整理出當時的醫護團隊名單開

始探詢，卻碰到空前的困難。照往例判

參觀慈濟大學、深入無語良師的大愛，讓荷蘭的雅寇醫師(左二)篤定要

當個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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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若是慈院有外籍人士來就診，大家

都會略有印象，更何況在急診留觀室

待了三天之久，有趣的是從第一位接觸

到阿傑的呂智勝醫師，到留觀室的胡勝

川主任、蔡昇宗住院醫師，急診護理團

隊陸家宜護理長(當年是副護理長)、涂

炳旭副護理長、護理人員陳憶菁、李佳

容、陳貞綺、梁瑋珊等人，居然沒有任

何一位同仁、資深慈院志工對印度裔的

這位病患有一絲絲印象。原來那段期間

剛巧是急診醫護最短缺、人力吃緊的時

期，大家忙得喘不過氣來，根本沒有時

間與心力去記得照顧過的病患。不過換

個角度思考，這也證明急診醫護視病如

親，沒有分別心的態度，不論病患的種

族、國籍為何都一樣用心診療、真心關

懷，不管多忙碌，一定會維持高品質的

醫療服務。

薩格爾在電話中表達了對醫護、志工

的感恩，還承諾若再來花蓮，他要在醫

院大廳為病患獻唱，分享他在慈院所接

收到的關愛。

一段不為醫護所記憶的邂逅，二位不

知其名醫院志工的關心，感動了一位遠

渡重洋來自荷蘭的異鄉歌手，因為愛的

交流成就了一次跨文化的越洋採訪，也

只有在慈濟愛的醫療體系中，才能牽引

出如此奇妙的因緣巧遇。

急診的醫護同仁不記得曾經救治過荷蘭籍印度裔人士，但這也證

明急診團隊對於病患沒有分別心，一樣維持高品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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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出原鄉生命力
荷蘭紀錄團隊玉里行
文／謝文彬  攝影／張澄淇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結束在花蓮幾

天的拍攝，荷蘭慈濟人劉舜華師姊帶著

荷蘭拍攝人員一路記錄花東縱谷之美，

抵達玉里已近中午時分，雖然玉里分院

同仁有的為了評鑑上下忙碌，有的為了

招募護理人力到長庚技術學院出差，但

為了讓社區醫院的醫療人文完整呈現，

大家換上前夜才借到的傳統服裝，以阿

美族迎賓舞展現對賓客的尊重與熱情，

我們的真心立刻獲得熱烈的迴響，高大

的雅寇醫師加入我們的舞蹈團隊感受來

自山林的生命力。

不打烊的醫療之愛

時間有限，為了讓他們在最短時間

內對這家小巧的醫院有深入的瞭解，張

玉麟院長用簡報述說著上人為了尊重生

命，落實醫療普遍化，在偏遠地區承接

醫療之愛，守護鄉民的健康，也讓生命

獲得保障。透過劉師姊的翻譯說明，他

們瞭解玉里地區早期的醫療環境可以用

一句話形容，那就是——「星期五晚上

以後不能生病，因為找不到醫生！」而

現在玉里分院不但從清晨六點就提供晨

間門診，夜間門診則是到晚上十點才休

診，除此之外，還有二十四小時的急診

服務，這樣小的醫院，卻有如此便利的

醫療，令他們覺得不可思議，更加佩服

慈濟醫療人員的愛心付出。

更令他們訝異的，在這樣小的醫院

內居然還可以進行困難的開腦手術，這

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雅寇醫師說，

在荷蘭，小醫院是不會有腦神經外科醫

師的。從簡報的影片中，荷蘭團隊看到

稚齡女孩兒經開腦手術搶救回來可愛的

模樣，及中風警察仍能回到工作崗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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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更是讚嘆不已，相當肯定分院存在

的價值。

居家往診見證真實

行程緊迫，時間如鑽石，他們在醫院

拍攝幾個醫病互動的鏡頭後，便匆匆由

張澄淇與徐增次兩位師兄引導一行人來

到富里地區進行居家關懷。

住在新興村東興部落（舊名達埠蘭）

的周嬌妹阿嬤是阿美族人，八十七歲，

身體還算硬朗，平時與獨子同住，看到

了張院長與一群金髮外國人來關懷她，

高興地拿起長老教會發的歌譜，連唱了

三首聖歌，還一直唱著哈雷路亞的欲罷

不能，忘了腳上的痛，讓人感受阿嬤的

純真與良善。

探訪的另一位老人家是住在古風村

布農族的張阿公，因為中風到總院治

療，出院後回到家中就由玉里地區師兄

列為照顧戶關懷，初期因太太缺少照顧

經驗導致褥瘡情形嚴重，後來經醫院居

家關懷時衛教照護技巧，約六個月後，

已漸漸復原。一進入家中，映入眼簾的

是客廳正面十字架與耶穌的相，他們就

問：「為什麼慈濟對於不同宗教的原住

民，仍願意提供醫療，甚至是免費的醫

療呢？」院長說：「上人的慈悲，大愛

無國界，更沒有宗教之分，不論是對待

受醫者或施醫者，只有大愛，沒有分別

心，不會因為宗教不同，就不能在慈濟

醫院工作，也不會因不同信仰就排斥不

予關懷，原住民是醫療的弱勢族群，居

於對生命的尊重，即使是在虧損的狀

況之下，慈濟仍提供完善的身心靈照

顧。」這次探視時，阿公竟然可以坐在

客廳椅子上看電視，看到這樣的進步，

讓大家感到非常高興，製作人凱玲與一

歲的小孫子Livan（布農語）也成了忘

年之交。

「因為善讓生命美麗，因為愛讓生

命延續，因為愛讓生命寬廣，因為感恩

讓生命歡喜。」正是這次採訪的最佳註

解，時間飛逝催離情，臨別時，我們也

臨陣磨槍、以剛學會的荷蘭話：「La
～！」與他們道再見，大家露出滿心喜

悅的笑容，微笑與愛跨越了語言國界，

他們載著滿滿的愛與感動往關山分院而

去，要接續拍攝他們送愛到南橫。期待

他們回到荷蘭後，能於影片中呈現出玉

里慈院滿懷感恩守護福田的一片真心。

荷蘭朋友們與張玉麟院長、張鳳岡醫師及師兄

師姊們至古風村探訪張阿公。

周嬌妹阿嬤看到這麼多人來關懷她，高興地拿

起長老教會發的歌譜，不停唱著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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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

 關山荷蘭朋友，再見！

親愛的慶方：
結束與玉里慈院、關山慈院同仁幾天美好的相處時光後，我們在慈濟拍攝紀錄片

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了。
我要讓你知道，玉里以溫馨的歡迎方式迎接我們，不但有原住民的歡迎舞，對於

院區也有詳細的介紹，與張院長的對談也很有啟發性。在我們的眼中，張院長是一
位非常溫柔與善解人意的醫師。
到了關山之後，我們只在分院停留了幾分鐘，就跟著前往南橫霧鹿部落的丘昭蓉

醫師出發探視病人。
跟著丘醫師的團隊，我們發現，雖然她的病人很明顯的沒有好好照顧自己，但她

還是以無盡的耐心與溫柔對待她的病人。我們很高興能了解她照顧病人的方式。
第二天早上，利稻部落的頭目在村中舉行會議，村民都穿上原住民的傳統服裝，

一起吃著豐盛的山豬肉，我們親眼見證村民是如何敬愛著丘醫師，他們一一走到丘
醫師面前問好表示敬意。
這場溫馨的聚會結束之後，我們的採訪也近尾聲，我們花了一點點時間，在附近

山區走走，驚訝於山林之美。
接下來，我們還有幾天的時間可以多認識充滿趣味、美麗的、饒富啟發性的台

灣。很感恩在這段期間，慈濟盡心安排了許多特殊的台灣人物接受我們的採訪。
                        謹獻上最誠摯的祝福

凱玲、派崔克、雅寇

十一天的時間，荷蘭紀錄片團隊馬不停蹄地到慈濟志業的各個角落採訪，在

跟著關山慈濟醫院深入原住民部落之後，拍攝的工作終告尾聲。在離別之際，

紀錄片製作人凱玲寄來一封電子郵件給慈濟醫療志業發展處公關傳播室，道出

他們這一趟的感受……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五月

50



荷蘭朋友，再見！

Dear Julia,
After a few wonderful days with the people from Yuli and Kuanshan 

hospital, we have finished filming for our documentary project about Tzu Chi. 
I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were received in such a warm way in Yuli, 

with aboriginal dance, sightseeing and a very inspiring talk with doctor Zhang. 
We thought he is a very tender and understanding man and doctor. 
In Kuanshan we only stayed a few minutes before taking of to the mountain 

village of Wulu with doctor Cho.
With her team she showed endless patience and tenderness with her patients, 

who were obviously taking bad care of themselves. It was very good to see 
how she treated them. 

And the next morning, when there was a village meeting with the chiefs, all 
in traditional clothing and eating incredible amounts of pigmeat, we witnessed 
how she is loved by the people of the village.

They all came by to pay her their respect.
After this meeting our time off began, and we explored a bit the mountain 

area, overwhelming in its beauty.
We still have a few days ahead to see some more of this interesting, 

beautiful and inspiring country.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making it possible to have met with some of the 

very special inhabitants of Taiwan.
All the best,

Karin, Patric and Jarl

跟著關山慈院到南橫霧鹿部落，荷蘭人看到部落頭目長

老們對丘昭蓉醫師的禮敬，佩服不已。圖為丘醫師(著白

袍者)習於付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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