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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無數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啟業九個月，台中慈院獲得母嬰親善觀摩醫院美名，

繼續推動母乳哺育，不遺餘力……

◆ 九月的最後一天，大雨滂沱過後的星期日清晨，玉里慈院、關山慈院在

張院長、潘院長帶動下，與花蓮慈院三院醫護、藥師、志工，共同送健

康到長濱海岸……

◆ 與腦部惡性腫瘤作戰二年多的青年羅漢清，選在他十八歲生日那一天晚

上告別人間，並把身體捐給花蓮慈院作病理研究……

◆ 大林慈院推出刷卡絕技，鼓勵同仁走樓梯健身，想不到有醫師已經棄絕電

梯，有護士已經運動習慣，大林慈院全院促進健康，國際人士都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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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十月四日

母嬰親善評鑑 台中慈院成模範
  

「希望台中慈濟醫院能成為母嬰親善

觀摩醫院！」台中縣衛生局課長鄭麗美

表達了未來的期待。

八月底，台中慈院接受「母嬰親善」

醫療院所評鑑輔導後，便開始為正式評

鑑作準備。十月四日下午，醫策會委員

蒞院評鑑，由台中慈院負責母嬰親善的

主任委員莊淑婷副院長及兒科、婦科醫

師、護理部主任劉宜芳等相關同仁全程

陪評。

在莊副院長向評審委員做完詳盡簡報

後，緊接著，便是一連串過關斬將的考

驗。除了婦、兒科醫師輪番上陣接受評

鑑委員的口試外，護理人員也個個戰戰

兢兢處於備戰狀態，因為隨時有可能面

臨評委的抽問。同時，書面資料、硬體

設備，所有相關措施也通通列入評鑑審

核。

間隔二十年 母女生產兩樣情

走進病房，評鑑委員羅東博愛醫院副

院長許漢釧，仔細詢問剛生完第一胎的

陳太太，關於母嬰親善，做到了多少。

陳太太表示，產前十幾個鐘頭，肚子陣

痛得十分厲害，剖腹產後護士把小朋友

抱到我胸前跟我肌膚之親，「那一刻，

我感動到流淚。」陳太太的母親在一旁

細心的照顧女兒，一邊說，回想二十多

年前，我生女兒的狀況完全不一樣，雖

然是自然生產，但也沒像現在生完之後

馬上給孩子抱在胸前，除了這項差異之

外，二人餵養孩子的方式也不一樣，女

在台中慈院處處可見推動母嬰親善的巧思，譬如人形立牌、澎澎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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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出生時喝的是配方奶，而現在小孫子

喝的是可是母奶！那時候剛開始不知道

母乳這麼好，也沒有資訊怎麼樣來餵母

乳。

哺餵母乳不但可降低嬰兒感染率，更

可增進親子關係，許翰釧也表示，母乳

是最適合孩子的食品，但由於過去三十

年來，配方奶取代了母乳，讓媽媽們幾

乎都忘了哺餵母乳這項原始技能。

母乳的好處 慈院媽咪都知道

許漢釧說，親善醫院主要目的是能

夠提升純哺乳的比例，從產前的衛教開

始，要告訴媽媽餵奶的好處，以及要告

訴媽媽如何成功餵母奶，這是非常重要

的。首先要讓母親接受餵母奶的好處，

才能克服種種餵母奶暫時的不方便。產

婦要二、三個小時起來餵一次母奶，很

辛苦，但是一想到吸了母奶以後，寶寶

會更健康更茁壯，母親也願意付出，

所以二十四小時母嬰同

室，促進餵母奶比例，

肌膚接觸，這都是非常

重要的。

台中慈院啟業不到九

個月就接受母嬰親善醫

院評鑑。許漢釧在意見

回饋時指出，台中慈院推動「母嬰親

善」，在院方全力支持下成果斐然。他

對於莊副院長與醫師們的投入感到欽

佩，在電話訪問產後婦女時，許漢釧驚

訝發現幾位媽媽們哺育母乳的觀念正

確，落實度高，甚至有媽媽在奶水不足

的情況下，願意拿自己妹妹的乳汁餵食

寶寶，許漢釧說，這表示台中慈院產後

電訪值得肯定。

自啟業後，院方就不斷與台中縣衛

生局聯繫母嬰親善相關事宜，真的很令

人感動，鄭麗美課長說，當初姪女懷孕

時，原本打算餵食配方奶，後來轉介到

台中慈院，經由護理同仁鉅細靡遺的產

前衛教與鼓勵後終於改變主意，決定當

位哺乳媽媽了！鄭麗美表示，希望台中

慈濟醫院能成為母嬰親善標竿。

巧思發明  母嬰不分開

「母嬰親善」是政府自民國九十年

此次評鑑委員羅東博愛醫院許

漢釧副院長提醒，二十四小時

母嬰同室有助於促進餵母乳的

比例，而台中慈院產後電話訪

問的成效也值得肯定。圖為媽

咪接受評鑑委員許副院長的詢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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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大力推動的國家政策，目的是希望

鼓勵媽媽們能夠親自哺餵母乳，以取代

配方奶粉的使用，如此一來，不但能增

加孩子的免疫力，同時也能增進親子關

係。許漢釧指出，寶寶出生後第一個星

期至第十天，是母親最容易放棄哺乳的

階段，這時如果有支持系統的介入，往

往能獲得不錯的成果。

為了推行二十四小時母嬰同室，在集

思廣益下，醫護人員想出絕佳的點子，

自創「小菩薩澎澎車」。這樣一來，寶

寶就算洗澡也不用與媽媽分開，而且護

理同仁還能趁機教導準媽媽如何幫寶寶

正確洗澡。對於這項新發明，可說是令

評鑑委員們嘖嘖稱奇。除了小菩薩澎澎

車，還有產房、NSD自然產後減痛坐

椅等硬體設施，也都獲得委員們青睞。

馬偕醫院醫師葉家伶委員微笑地表示，

「應該可以來這裡生第三胎了！」

因為院方全力支持，以及醫護同仁的

盡心投入，使得台中慈院啟業九個月，

就在「母嬰親善」評鑑中，表現優異。

莊副院長特別感恩醫療團隊的付出，他

說，自己從事二十幾年的護理經驗，完

全了解為了落實母嬰同室而要廢掉嬰兒

室是多麼困難。但是，台中慈院婦科、

兒科醫師做到了。他們每天一定親自到

病房，關心寶寶與母親，把病房當嬰兒

室，實在不容易。

成為觀摩醫院

落實親善母子健康

整個評鑑過程，歷時三個半小時，隔

日即榮獲醫策會賦予「母嬰親善觀摩醫

院」的榮銜，對於能否通過評鑑，大家

都在期待。繼續推動母嬰親善的落實，

是台中慈院能夠給新生寶寶與母親最好

的禮物。(文、攝影／簡伶潔 )

玉里 關山  

九月三十日

三院齊動員  台東長濱送愛

星期六的夜裡，大雨滂沱好比是天空

露了底，彷彿自水盆傾洩，一盆接一盆

永遠不會停似的。幸好，就在週日的清

晨，天濛濛亮，雨聲乍停，清朗的天光

初現，天公伯也祝福著我們長濱義診之

行！

雖然每個月都有例行性義診，可是

不同的是這次由玉里慈院張玉麟院長和

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親自帶隊，領著關

山、玉里、花蓮三院共十科的醫師護士

遠赴台東海岸服務民眾；蜿蜒的山路裝

載著自玉里慈院出發的一群家人，一路

沿著坡道盤旋直上，不下於九彎十八拐

的崎嶇，穿越玉長隧道有如遁過時光隧

道，一到隧道口，大海盡現眼前，依山

傍海，車行朝著長濱老人活動中心接

近。

重病患隱私 規劃鉅細靡遺

鐵棚下，早有一群來自十方的家人等

候著。看著師兄、師姊汗流浹背，那身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十月

81

藍天白雲幾乎都擰得出水來，臉上仍不

忘堆滿笑容的招呼著我們。話不多說，

大家也緊跟著七手八腳的布置起來，只

求給就診民眾一個順暢的就診流程及不

輸醫院的舒適就醫空間。

當地志工周秀有師姊，因父親往生出

殯，直到當日凌晨三點多才趕回來義診

現場，儘管家逢變故，仍心繫著義診的

概況，還利用之前兩個晚上時間去向鄰

里社區宣傳；看到師姊的負責，也看到

她的用心。

在等候掛號作業前，有位來自景華社

區教育小組的陳燕修藥師，進行正確用

藥原則及飲食教育等衛教宣導；並進一

步作問卷調查以了解民眾理解程度，以

作為下次規劃衛教課程的參考。

掛號櫃檯、內科、兒科、牙科、眼

科、外科、骨科、婦產科、泌尿科、藥

劑科、檢驗科、衛教廣場一字排開；牙

科器械及診療椅的擺放，眼科暗室的遮

光，婦產科及泌尿科對隱私的需求，莫

不鉅細靡遺的照顧到了。涼風習習，就

診民眾三五成群的聚集在掛號處等候建

議分科，再由師兄叫號帶領到各科就

診，流程順暢，等候時間短，贏得許多

民眾稱讚！

兩院院長親自坐鎮

克難問診更親切 

入門處，首當其衝的是外科及骨科，

分別是由玉里、關山兩院張玉麟院長及

潘永謙院長坐鎮。只見兩人聚精會神，

全神貫注地為病患診治，桌上的就診單

如雪片飛來，還得找個石塊當紙鎮，雖

克難，但實際的景象令人不禁莞爾。鄰

近兩院長的是三位花蓮慈院的藥劑師，

有條不紊的為民眾按處方調劑，還親切

的為民眾進行用藥諮詢，也深獲好評！

小禮堂內，兩位親

切的牙科醫師蔡宗賢及

黃威軍為民眾的口腔衛

生把關。這兩位大醫王

都是義診的熱血人士，

參加過多次國內外大型

義診，義診流程駕輕就

熟，總能神清氣定地的

關懷著病患，解決病患

的問題。另一邊是眼科

經過一夜大雨滂沱，晴朗的星

期日清晨讓長濱義診如常舉

行，玉里關山兩院院長帶頭出

發。圖為護理同仁先為鄉民量

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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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芳綾醫師，與

民眾親切的談笑

間，讓病患的眼

疾問題在毫無壓

力之下得以順利

解決。

小 兒 科 詹 榮

華醫師及內科林

亞發醫師相鄰而

坐。大醫王有感於鄉村人口外流，村落

中大多剩老、弱；婦女及兒童的比例相

當少，甚至有些隔代教養，養育品質失

當，但至少慈濟人現在在這裡，偏遠的

民眾就是被醫療眷顧的一群！

害羞的婦女，被問及私密的抹片問

題都遮遮掩掩不肯回答！就在護理人員

舌燦蓮花的攻勢下，陸續有婦女接受詹

文宗醫師為其進行子宮頸抹片，也進行

更年期衛生諮詢。陳鼎源醫師在出發前

手上就抓著一疊衛教單張，定睛一看，

原來是尿路結石及攝護腺肥大的衛教單

張！他慢條斯理地為男性民眾解釋，也

清晰地指導女性民眾壓力性尿失禁的處

理！泌尿科陳鼎源醫師是第一次來到長

濱鄉義診，他說：「這裡病患大多是老

人家，能夠過來看他們有兩個意義——

可以發現疾病馬上檢查或進一步治療；

另外就是來到這裡關懷與問候老人家

了，這就是我的心得。」

穿梭在義診會場間的還有許多叫不出

名字的師兄、師姊，他們來回巡視，隨

時補充線上需求，滿足所有人的需要；

鎂光燈輕閃，快門聲此起彼落，人文真

善美志工群捕捉慈濟大藏經的經典；一

旁默默不語，「做就對了」的一位師

姊，從早站到午，怡然自得的神情看來

真舒適，她是負責美髮的師姊，靜靜地

替有需要的民眾打理門面，看她熟練的

推電動髮刀，她說做五十年囉！難怪經

驗老到！

義診給信心  脂肪瘤病患就醫

張玉麟院長與潘永謙院長利用義診空

檔，分別在上午和下午到山區部落內義

診；上午十點多，志工偕同張玉麟院長

及護理同仁前往，到達之時，四十一歲

的男性阿村坐在電動輪椅上，因下巴長

了脂肪瘤已快三年了，使他外觀改變，

不便出門，也不願就醫；之前廖琇芳、

利用義診空檔進部落內

關懷，坐著輪椅的阿村

在張玉麟院長的勸導下

才願意接受手術割除下

巴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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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慈琳師姊在訪視時勸導，請醫師在九

月三十日義診時前往家中探親，阿村才

答應；張院長藉這次機會說明若脂肪瘤

不開刀取掉，容易壓迫血管而導致中

風，另外後腦也有，若再壓迫到脊椎神

經，就有下半身癱瘓的可能性，另外，

休息時腳部要抬高促進血液循環回流，

才不會造成水腫。院長細心鼓勵阿村要

盡快就醫，希望能增進他的信心，也讓

阿村感動地說：「很感謝院長來看我，

師兄、師姊很希望我去開刀，希望開刀

後給了我希望，也給小孩子希望。」

接下來已近中午十二點了，仍前往阿

蓮的家，因右腦中風說話不太清楚，眼

睛不好一直流眼淚，很不舒服，院長在

親自問診後，開了眼藥水，交由當地師

姊代為轉交。

暫時結束了半天的行程，驅車趕回義

診現場，先享受香積組師姊五星級的手

藝。中午長濱衛生所內已是菜香撲鼻，

引得飢腸轆轆、肚皮打鼓、口水直流、

垂涎三尺，大家用餐吧！香積媽媽一個

個臉頰紅通通的，在秋老虎的炎熱下仍

是雙手萬能的變出精緻佳餚犒賞義診團

隊。

不辭路遠  翻山越嶺深入部落

中午用餐後，馬不停蹄地換潘永謙院

長到另一個山上往診，有點遙遠，仍是

信心滿滿而去；原來潘院長下午的行程

是到南溪部落進行往診。那是長濱鄉最

北端也最接近海的布農部落，位在青山

幽谷中，風景秀麗，但交通不便。群山

峻嶺中，車行不易到達，自然醫療資源

缺乏，但是慈濟人就偏偏不信這套！為

了一對獨居父子，潘院長在師兄師姊的

帶領下仍是翻山越嶺的為其詳細診治，

真是難行能行！

這位病患是長期關懷的對象，之前

因皮膚病所苦，如今看到他時已較健

康了，皮膚改善許

多，院長看了他的

藥膏後，叮囑他要

記得擦拭；另一位

高先生，量血壓時

是一百七十／九十

毫米汞柱，偏高，

加上有癲癇，未服

用抗高血壓用藥，

東區義診已是潘永謙院長

例行行程的一部份，這回

跟著師兄師姊走到長濱鄉

最北端的布農部落為居民

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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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請他多注意自己的血壓，而癲癇藥

要按時吃。

時光飛逝完成義診

濟助貧病人醫感恩

人馬雜沓的回到義診場地，已有民眾

忙不迭的等候著，下午的時光不知怎地

過得特別快。安排看診、領藥、衛教，

一百多人次就這樣被服務妥當了；望著

漸漸退去的人潮，天也有些些暗了，一

如來時的合心，大家協力將義診器材歸

類、分車，整理環境後，慈濟家人帶走

垃圾，留下祝福。雖然看診人數沒有以

往的多，但仍有一百二十九位掛號、

一百八十七診次，義診除了人數多寡

外，最重要的是讓民眾真正得到醫療的

愛與關懷。

回程途中，海面上已是風起雲湧，

浪花拍岸，美景依舊。上人四十年如一

日的堅持，慈濟人的腳步，人醫會的執

著，十方大德的關愛，都將是我們應該

謹記在心的經典。開啟慈善，見苦知

福，造福人群，搭起醫護人員、病人愛

的橋樑，更是我們今後的目標。如此更

能落實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這

不變的使命，締造人本醫療、尊重生命

的新世紀醫療觀。（文／張東燕、劉怡

君  攝影／謝枝祥）

大林
十月十二日

刷卡登高　省電節能又健康

「滴……滴……滴……」樓梯間健康步道的

圖說
樓梯健康步道即將開走，先由復健科帶領全院同仁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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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機響個不停，同仁的健康促進，從

刷卡這個小動作開始有了扎實的起步。

為了鼓勵同仁們充分使用樓梯，健康

促進醫院推動小組推出刷卡比賽規則，

累計同仁的走樓梯刷卡點數，針對使用

樓梯次數以及步行樓層最多的同仁及單

位，分別予以獎勵，藉以帶動同仁的參

與風氣。

刷卡走樓梯　　心肺更健康

位在大林慈院大愛樓的中央樓梯，

在今年四、五月間，陸續換上了新裝，

清新的花鳥昆蟲、實用的健康小常識、

鼓舞人心的健康標語及靜思語，吸引更

多的同仁及病患家屬，放鬆心情走進這

個有益身心健康的森林步道。而刷卡機

的設置，則是幫助凡走過的同仁留下足

跡，見證大家的身體力行。

去年的全院體適能檢測發現，同仁

的心肺指數平均值較差，而這個健康步

道，由健康促進小組及環境健康促進小

組通力合作，經過公傳室同仁的精心設

計，將自然風光引進樓梯間，希望同仁

工作的同時，也能充分利用院內的設施

來促進健康。

從五月試行走樓梯刷卡運動，經過討

論陸續修正系統後，宣布正式啟用。今

天下午大林慈院舉辦了一場體驗茶會，

與同仁們分享健康步道的理念以及正式

上路的刷卡方式，在復健科蔡明倫組長

的暖身操指導以及注意事項分享後，由

主任秘書劉鎮榮帶著大家進入健康步

道，刷卡從一樓走到十三樓。

鍛鍊身體又環保  鼓足全力登階

一路上雖聽不見真正的鳥語，聞不到

真正的花香，但豐富的圖片與文字，讓

走樓梯變得有趣。同仁高矮胖瘦，有的

人一路輕鬆自在，直往高處登階，有的

人走不到一半就開始臉紅氣喘，在此起

彼落的加油聲中，用耐力走完全程;罹
患腫瘤還在治療的勞安室主任柯俊安，

也在今天的行列之中。

猜猜看，這樣一趟下來，每個人有多

少收穫？一到十三樓（實際十二樓）共

有二百六十階，可以消耗約七十到九十

大卡的熱量，心跳微微加速、呼吸稍感

到喘，對心肺功能是很好的鍛鍊，腿部

肌力與肌耐力也能獲得提升，而今天

七十人的樓層移動，還節省了好幾趟電

梯的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量，若人

人能身體力行於日常生活中，為地球降

溫及減少天災，也是克盡一份心力。

健康促進醫院秘書處的召集人賴怡

伶高專表示，根據他們的監測，醫院各

樓梯間及空中花園每天平均可發現約

五百七十餘支菸蒂，希望帶動大眾多走

樓梯，可以減少二手菸的危害，對個人

與環境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幫助。因此

未來健康步道的設計也將往各區域的樓

梯間推行。

全院動員扎實推動 獲國際肯定

林俊龍院長開心地分享道，大林慈

院推動健康促進醫院，從同仁、病人、

環境及社區四個面向同步著手，感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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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們的積極與努力。今年世界衛生組織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官員兩度來訪，

親眼見及大林慈院的表現，給了高度的

肯定與讚賞，並且表示，綜觀全世界的

健康促進醫院，能夠做到這樣全面推行

的，大林慈院是唯一一所。

林院長更表示，去年底進行的全院同

仁體適能檢測，同仁參與率高達百分之

九十七，即使是更早起步做健康促進醫

院的歐美國家都望塵莫及。雖然國內的

醫院評鑑對於同仁健康未予重視，能主

動推行的醫院亦不多見，但這將是未來

醫療界的趨勢，是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醫護競賽走樓梯  練健康鍛體力

連續在今年六月及七月獲得步行樓層

數第二名及第一名的心臟外科林老生醫

師覺得，只要養成習慣，爬樓梯既方便

又健康。林醫師分享道，在台大擔任住

院醫師時，偶爾會遇到宿舍電梯停電，

住在十二樓的他，在爬了幾次樓梯後，

反而覺得等電梯麻煩，從此養成了走樓

梯的習慣，現在醫院鼓勵同仁走樓梯刷

推行刷卡計點數的比賽規則，促進同仁多運動的

意願，有些同仁甚至已經養成走樓梯健身的好習

慣了。下圖為林俊龍院長示範刷卡，(上圖)劉鎮

榮主任秘書帶著同仁開始刷卡後，從一樓走到

十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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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累計點數，沒想到還因此獲得一份獎

勵，既意外又開心。

連月獲得走樓梯次數與樓層數第一名

總務室同仁葉伍男，平均一個月在院內

就走了三百多層樓梯，比三棟台北一零

一大樓疊起來還高。家醫科林名男醫師

則在大家面前宣示，所有想得到的機會

都盡可能走樓梯，「以後你們如果看到

我在等電梯，就趕快嘲笑我！」

今天一口氣從一樓走到十三樓，工

務室羅長榮組長笑道，呼吸變得特別順

暢。長榮組長還跟大家「好康鬥相報」

表示，響應醫院鼓勵同仁騎自行車，他

特地在今年初買了一部自行車，住在大

林鎮上的他，平均一個月節省三百元加

油費用，而且以前走遠路會覺得腳酸，

自從騎了一陣子自行車後，這些問題都

沒了。

護理部葉倫嘉則是經常利用下班時間

來走樓梯，倫嘉分享道，剛開始，一天

只能走一趟，而且走不到一半就開始覺

得喘，但期許自己恆心不墜日就月將，

後來不只可以輕鬆自如走完全程，還把

一天連續走三趟健康步道變成自己的運

動習慣。體力變好、精神變敏銳、心情

更愉悅，對工作有著正向助益，這也是

患者之福。

「有身心健康的同仁，才有身心健康

的病人。」院長用熱情的口氣鼓舞著同

仁。這一條長遠的路，不只要讓每個來

到大林慈院的人都不後悔，更希望每一

個人身體健康，還能喜悅滿懷。每個人

都是這一個重要的小環節，現在每個人

登上階梯的一小步，亦將是未來通往美

好願景的一大步。

（文／何姿儀）

花蓮  

十月二日

抗癌勇士羅漢清 病理老師獻大愛

與腦部惡性腫瘤作戰二年六個月，來

自台北縣的羅漢清在九月二十七日、他

十八歲生日的那天晚上告別人間，並把

身體捐給花蓮慈院作病理研究。一心想

成為慈濟青年的他也如願在大體入殮前

換上慈青制服，十月二日上午，除了父

母家人、精舍師父、慈濟志工之外，還

有親朋好友、老師、同學趕到花蓮送他

最後一程，虔敬地祝福抗癌勇士一路好

走。

九十四年三月間，就讀三重市明志

國中的羅漢清，因腦部出現惡性腫瘤，

在姑婆朱秀卿（慈濟委員慮踐）的引介

下，到花蓮慈院動手術，由神經腫瘤科

主任邱琮朗主刀摘除腫瘤，手術非常成

功，勇敢的漢清也開始他與腫瘤對抗的

生涯。

腫瘤復發　抗癌鬥士不曾悲觀

就讀國中時，漢清即很喜歡資訊課

程，他的中文輸入速度很快，倉頡拼字

在台北縣國中組比賽中名列前矛，當時

在花蓮手術後復健期間，雖然他的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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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表情，眼皮無法閉合，眼球會不

自主顫動，肢體無法協調如常人般行

動，但漢清仍一心想要讀書，出院後複

診便改在台北慈院就近觀察，並在去年

參加高中基測。只是才開學沒多久，漢

清的腦瘤又復發了，在去年十月中秋節

前夕回到花蓮慈院，進行第二次腫瘤摘

除大手術。

漢清第二次手術後的預後狀況不佳，

去年底陸續出現併發症，多次進出台北

慈院，做了十多次小手術，最後漢清也

無法站了，因此花蓮慈院小兒血液腫瘤

醫師陳淑惠在漢清進行化療前，在今年

二至三月間，收集漢清的自體周邊血幹

細胞保存，並在九月二十日讓漢清住進

骨髓移植病房，進行自體幹細胞移植治

療，希望幹細胞療法能使漢清的病痛獲

得改善，陳淑惠醫師說，可是，漢清的

身體太虛弱了，沒有度過危險期。

貼心勇敢　病痛中不忘感恩

住在骨髓移植病房的漢清儘管以插

管治療，當聽到謝靜芝、蘇足等志工師

姑、師伯、父母親的召喚與打氣，他仍

會動動右手的拇指回應「感恩」；漢清

的爸爸媽媽說，漢清就是一個這樣貼心

的孩子。

中秋節，姑婆、姑姑、弟弟也都趕來

花蓮慈濟醫院陪伴漢清過節。然而，過

完中秋節後的第二天，也是漢清滿十八

歲的生日，漢清的身體狀況愈來愈差，

時而陷入昏迷，疼愛他的姑婆朱秀卿在

身旁膚慰他時，談起捐大體做病理實驗

的事，發現他有些微的反應，下午，一

路陪伴他、關懷他二年半的蘇足師姑握

志工謝靜芝師姊等人送月餅給在骨髓移植病房外

守候愛子的羅家祥夫婦。

九月二十一日，植入自體幹細胞不久的羅漢清還

動動手指回應謝靜芝師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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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的手，再提起捐大體作病理研究的

建議時，他動了動手指回應。

蘇足說，漢清第一次在花蓮慈院動手

術時，歷經暑假期間，常有各地到醫院

作志工的慈青關懷他，當時，漢清不僅

露出羨慕的神情，還表示他將來一定要

穿上慈青的制服做志工，因此，在漢清

生命的最後，她也向漢清許了將爭取慈

青制服的承諾。

捐大體當老師　因緣足圓慈青夢

於是，在漢清的雙親同意下，捐出漢

清的大體給花蓮慈院作病理研究，並在

十月二日上午七點半，漢清的追思告別

式開始前，在精舍師父、志工誦經祝福

中，由病理科研究團隊為漢清進行病理

解剖。

蘇足說，漢清往生後，她在志工早

會分享漢清二年半來努力求生的奮鬥歷

程，上人也讚嘆漢清就是慈青啊，現

在，漢清把大體捐作病理研究，更是醫

生的老師，就是大醫王，而且漢清在

十八歲生日往生，也洽是加入慈青的年

齡，一切都是因緣俱足。

在漢清的告別式中，漢清的爸爸羅

家祥要前來送別的姪子、姪女、外甥擦

乾眼淚，用祝福的心跟著師父念佛，祝

福漢青。羅家祥說，生病期間，漢清立

志要當醫生、立志要救人，並把每天閱

讀到的激勵文章留下來，漢清把未來的

人生藍圖都規劃好了，即使到了生命的

最後一刻，這藍圖仍在他心上，漢清短

暫的一生也映證人生在世一定要把握當

下。

漢清的乖巧、貼心與勇敢深刻地烙

印在每個親朋的心坎，自國中起一直鼓

勵他的導師廖彩旭及多個要好的同學，

也一早自台北搭火車趕到花蓮送漢清一

程。漢清的人生劇本雖短，卻意義非

凡，他也是花蓮慈院自七十九年起為

病理解剖貢獻的

第二百九十例老

師。（文／游繡

華）

在治療過程受苦也不

喊痛，還懂得以身示

教勸同齡的朋友，羅

漢清的乖巧、貼心與

勇敢深刻地烙印在每

個親朋好友的心坎。

圖為靜思精舍法師與

志工們為漢清助念，

祝福他一路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