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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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小年夜的中午，醫療志業大家長林副總與花蓮

慈院石院長南下至玉里、關山，除了確定年節期

間的分院運作，更要為固守兩分院的同仁送上祝

福；三位美國人醫會醫師也把握因緣加入「送溫

馨的行列」……

◆ 年關將近之際，是關山、玉里慈院同仁忙於送上物資，關懷附近獨居或

貧病者的時間；關山慈院同仁還特地樂捐送米給聖十字架療養院，而玉

里慈院則發動同仁為獨居盲者打掃居家，讓他也能過個好年……

◆ 二月五日一早，台中慈院同仁就忙不迭地向上人辭歲，接著請全院病

人、家屬與鄉親一齊來，先在台中慈院這個家圍爐，歡度小年夜……

◆ 年節剛過，台北慈院營養師教民眾謹記五點拋開「游泳圈」，邊頌唐

詩，邊跳起減肥體操，逗趣又有效……

◆ 社區營造有成，讓大林慈院大愛農場承租耕地，慈院醫護也下田當起農夫

來。今年度，在二月十七日這一天，起了個大早，要插新秧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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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二月十九日

拋開泳圈 登鸛雀樓
  

農曆年假結束不久，元宵節又即將來

臨，一顆顆飽滿圓潤的湯圓誘人，稍不

注意，身材也跟著「團圓」起來。台北

慈院營養師們有感於此，特別在元宵節

的前夕舉辦「年後甩油大作戰，讓您飄

飄欲『纖』」的衛教活動，教導民眾如

何正確瘦身，重新迎接曼妙體態。

營養師陳正育表示，想甩開肚子上的

那層游泳圈，就要謹記下面五點：

一、 丟掉春節所有應景的零食。應景的

零食包括瓜子、開心果、腰果、糕

餅、蜜餞、可樂、汽水等高熱量的

垃圾食物，想減重就別因怕浪費而

全往嘴裡塞。

二、 過分地「惜福」是「發胖」的兇

手。老一輩的觀念總是認為剩菜不

可以浪費，於是將年菜反覆烹煮，

其實不新鮮的年菜在反覆調理下，

更加不健康。為了「惜福」反而會

攝取更多的熱量，使得體重直線飆

升。

三、 晚餐要節制，不宜大吃大喝。人體

的新陳代謝率在白天比較高，到了

晚上則逐漸下降，所以晚餐若吃太

多就易造成脂肪囤積。建議晚餐最

好吃清淡一些，盡量以七分飽為原

則，並且要強迫自己只能吃三餐，

絕不吃宵夜或任何點心。

大家跟著營養師學作簡單有趣的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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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掉暴食暴食的習慣。許多人在忙

碌或壓力過大時，會吃得較快，而

進食較快往往也會不知不覺吃下太

多東西，這也就是為什麼吃飯較快

的人總是比較胖的原因。

五、 運動過後，切勿吃任何食物。運

動是消耗身體熱量最佳的方法之

一，然而運動過後會產生「代償

作用」，也就是在運動完後會找藉

口吃東西以補償運動所耗費的「體

力」。其結果是運動所消耗的熱量

還不足以抵銷後來補充的熱量，造

成運動減重老是失敗。

只要知道湯圓的熱量和基本常識，

即使在減肥，還是可以享受元宵湯圓。

湯圓屬於食物六大類的五穀根莖類，算

是主食類，而市面上販售的湯圓口味眾

多，熱量也不容小覷。一碗4顆的芝麻

湯圓約等於一到一碗半的飯，所以吃了

湯圓就要少吃一點飯，以免熱量太高。

另外，如果想吃得健康，就要減低熱

量攝取，可以選擇無

餡或鹹湯圓；加入高

纖的食材也是不錯的

方法，如寒天、白木

耳、蒟蒻、椰果等低

熱量食物。

方怡婷營養師也在

現場示範如何自己做

健康低熱量的湯圓，

有民眾學得很快，立

刻注意起湯圓的熱量來，陳正育營養師

請大家別擔心，這一顆湯圓約只有三十

大卡，比市售湯圓的熱量還少一半。現

場民眾反應熱烈，不一會盛著滿滿湯圓

的鍋子就見底了。

在民眾品嚐完慈院自製的「紫米紅豆

寒天湯圓」、「抹茶地瓜湯圓」、「鹹

素肉湯圓」後，陳正裕營養師也用唐詩

「登鸛雀樓」結合體操，輕鬆瘦身。

白日依山盡 (雙手手心朝上高舉過

頭，腳尖踮起)，黃河入海流(兩手臂向

左右打直畫圓)，欲窮千里目(一手放肚

子，一手放眉上作探看狀，身體前後彎

曲)，更上一層樓(像是要原地跑步的樣

子，左右腳互換高抬，越貼近胸越好，

速度不宜太快)。
想用輕盈的身心迎接金鼠年，就要重

新安排飲食習慣、營養均衡多運動，最

好的減肥方法就是避免肥胖，想在短時

間內恢復身材絕非夢事。(文、攝影／

林詩婕)

不少民眾排隊等著品嚐美

味的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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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

寒冬送暖人性美

農曆年前的寒流，慢慢的帶來濃濃年

味；民眾都說冷一點才有過年的氣氛。

而讓醫護人員最掛心的就是長久關懷的

幾位獨居長者。關山慈院分兩梯次關懷

老人，除了持續進行第六年和關山獅子

會一起寒冬送暖居家關懷的活動之外，

也由潘永謙院長帶領同仁，到聖十字架

療養院關懷修女和院民，藉由關懷能讓

長者不孤單，愛心物資讓寒冬添溫暖。

育殘子棄工作  社區關懷暖年節

家住關山六十八歲的潘姓伯伯，獨

立照顧從小患腦膜炎而無自理能力的養

子，因為將養子視如己出，所以沒有結

婚。該養子是潘伯伯的弟弟所生，八個

月大時腦膜炎發高燒，造成智能障礙及

感官系統失調，聽不懂也不會說話，無

法分辨冷熱，大小便無法控制，亦不會

用手拿東西喝水吃飯；為防養子亂跑，

早期曾將養子綁在家裡而外出工作，

但因怕違法，就放棄工作，專心照顧

養子，這樣一路下來，一晃眼就過了

二十五年。

 隨著年紀增長，潘伯伯逐漸老邁，

現在擔心的是「以後不在了，這孩子怎

麼辦？」還好熱心的黃昭仁里長除了定

期送米，也一直為他們奔波爭取社會資

源，關山獅子會與慈濟基金會獲知訊

息，趕在十一日過年前立即帶著物資前

往關懷，丘昭蓉醫師此行也幫潘伯伯量

血壓，血壓正常，潘伯伯說他會氣喘，

丘醫師建議應到醫院追蹤診療，或是孩

子有病痛亦可向醫院請求協助載送，范

錦蓮師姊亦協助通知婦女會等團體匯聚

力量協助。

隨後一行人陸續至振興、紅石部落

關懷獨居的長者及病患，贈送餅干、衣

服、暖暖包、鞋子等物資及農會提供的

關山米，期待他們能過一個溫馨的新

年。

海外修女為楷模 體會人性真善美

聖十字架療養院去年獲得團體與個

人醫療奉獻獎殊榮，修女們於關山默默

奉獻三十餘年，關山慈院醫護同仁除了

引為學習楷模外，病患轉診往診接送，

同仁們更是義不容辭協助，盼為偏遠醫

療盡一微薄之力。十五日潘院長率領同

仁，以及秀琴師姊志工群帶著同仁們捐

款所購的一百二十公斤白米到療養院關
關山慈院丘昭蓉醫師帶著醫院同仁，關懷潘伯伯

和他的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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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院民及感恩修女和員工；院長提醒修

女天氣寒冷要注意保暖，部份志工第

一次來到療養院，所以奉獻獎得主斐修

女帶領大家至三樓活動室，一行人分別

向長者問好，祝福每位長者都能平安吉

祥。潘院長和所有同仁一起表演「我們

都是一家人」手語和院民互動，最後在

秀琴師姊悠美的山地歌聲中結束這次

的關懷，秀琴師姊向斐修女發願，每月

來一次療養院與院民互動，帶給院民歡

樂。

而這兩次的冬季關懷之行，參與的院

內同仁也從不同的長者身上學習到人性

的真誠，反而收穫最多。不論是平凡的

老伯伯無怨無悔的照顧養子，或是遠度

重洋到台東奉獻的修女，他們真誠無所

求的付出，也讓參與關懷的同仁在感動

之餘，更感受到寒冬的溫馨和優美人性

所散發出來的真善美。(文／楊柏勳　

攝影／林祈佑)

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與同仁、志工在贈送米糧關

懷之後，也為聖十字架療養院院民表演手語歌

「我們都是一家人」。

台東聖十字架療養院修女們的真心關懷，是關

山慈院醫護與志工們學習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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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二月三日

清掃盲家點心燈

住在花蓮縣瑞穗鄉雙眼全盲的羅

阿公是玉里慈院居家關懷的對象，

一個人獨自住在不到十坪大的房子

內，無論燒菜、煮飯全都由他一個

人打理。雖然眼睛看不見，但他卻

可以清楚告訴醫護同仁和志工現在

是幾點鐘，讓大家對他印象深刻。

關懷膚慰無國界

美國人醫一起來

年關將近，為了讓羅阿公能過個

乾淨舒適的新年，張玉麟院長脫下

醫師袍換上藍天白雲志工服與同仁

們在年節前夕，帶著打掃工具和禦

寒衣物前往阿公家中。

前來玉里慈院看診，來自美國人

醫會的林元清醫師聽到這個消息，

也自願加入今天的活動。不僅如

此，還邀請了同是美國人醫會的黃

都博醫師和蔡潤瓊醫師一起加入。

經過半個小時的車程，來到了羅

阿公的家。打掃前張院長細心的叮

嚀大家，整理居家環境時如需移動

物品，一定要事先告知，以免阿公

找不到物品或因此發生危險。之

後，大夥依照分配區域開始了打掃

工作，在廚房區的就負責刷洗鍋碗

上圖：張玉麟院長(左)和美國人醫會蔡潤瓊醫師合力替

羅阿公家換上全新的寢具。

中圖：為了避免意外發生，同仁貼心的將木材鋸成統一

長度，擺放整齊。

下圖：大夥兒臨走前，羅阿公握著美國人醫會林元清醫

師的手，表達內心的無限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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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盆和清理爐灶，臥室區的負責清理走

道和整理床鋪，工務組的便負責修補門

窗和粉刷牆壁。原本冷清的小房子也因

為如此一下子熱鬧了起來，充滿了暖暖

的愛和不分國界的關懷。

這輩子最舒服的床

由於羅阿公家中還是以爐灶炊煮，

屋內堆放了大量的木材，佔據了屋內走

道，相當危險。為了怕阿公因此跌倒受

傷，同仁和志工們貼心的將木材鋸成適

當的大小，整齊的排放在屋內，讓他能

就近取用，又不致於發生意外。

打掃工作告一段落，大家帶著羅阿

公重新認識屋內的環境。張院長握著阿

公的手，從屋外到屋內仔細的摸過一

遍，過程中阿公的臉上充滿笑容。當摸

到床上的棉被時，阿公感動的說：「從

小到大從沒睡過這樣的棉被，這是第一

次有這樣舒服的床可以睡。」這句話，

讓大家相當的感動，卻也紅了眼眶。最

後，大家在門前和羅阿公一起留下愛的

記憶，也為今日的活動畫下了完美的句

點。（文、攝影／陳世淵）

台中  

二月五日

圍爐茶會喜過年

天氣開始轉冷，一夜降雨後冷凜凍人

的清晨六點，台中慈院七樓合心會議室

暖烘烘，因為醫院同仁與志工們要在晨

間人文講座向上人與全球慈濟人辭歲，

特別的是陳玉美師姊帶著孫子與新田三

區大愛媽媽的兒女，總共六位可愛的小

朋友也早起來參加難得的辭歲活動。

許文林院長一早集合參加晨間人文

講座的同仁，做最後的排練。兩側同仁

高舉莊副院長請人文室準備的八盞紅燈

籠，代表「四大志業、八大腳印」，大

家齊心一致唸出新年祝願：「金鼠報喜

智慧開、心開運通福到來、孝順行善

莫等待、人醫典範功德海、心寬念純多

自在、同仁志工互關懷、敬天愛地聚福

緣！恭祝上人法體平安又安康！」

許院長表示，這是台中慈院第二次跟

上人辭歲，想到歲月匆匆，一定要把握

時間跟同仁一起努力，讓台中慈院的醫

玉里慈院同仁們開心的和羅阿公合照，為今日的

關懷之旅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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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水準更專業、服務品質更高、更要加

強慈濟人文。　

小年夜的清晨法喜充滿，下午更是年

味滿盈，在志工們精心佈置下，大廳喜

氣洋洋，四點鐘各病房區的住院病人與

家屬，受到社服室邀請，紛紛前來參加

「歡慶鼠年‧小年夜感恩圍爐茶會」。

也許鄉親還不習慣這樣的活動，大家都

很客氣的不敢入座，在師姊

力邀下，十八桌圓桌人氣旺

旺，大家圍著熱湯，享用餐

點，終於打開氣氛。王金福

師兄帶來阿弟仔與財神爺的

吉祥話，還有師姊的老歌演

唱，江俊廷醫師、陳慶元主

任等大醫王與白衣大士都上台獻唱。本

期醫療志工也出動三位師兄、四位師

姊，一起帶動跳「我們都是一家人」，

把氣氛帶到最高潮。

許院長告訴大家，小年夜跟大德與家

屬圍爐，就是感恩與回饋，雖然不能回

家，但也要讓大家在醫院有「家」的感

覺，台中慈院希望為大家健康把關，真

台中慈院的小年夜，由醫護同仁與

志工們邀請病人與家屬參加圍爐茶

會，一同歡慶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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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做好預防醫學，讓鄉親都是到醫院

看健康！

午後的陰雨天，絲毫沒有影響到大家

分享平安與幸福的心情，台中慈院大家

庭用真心與付出，把愛傳遞出去！（文

／謝明錦　攝影／賴廷翰）

花蓮
二月五日

感恩賀歲向南行　小年夜送溫馨

二月五日小年夜，陰雨綿綿的濕冷天

氣在中午突然放晴，彷彿提醒大家，這

可是年節送禮的好時機，林碧玉副總、

石明煌院長心繫玉里、關山二家分院的

同仁，不知道過年人力安排好了嗎？中

午匆匆用過午餐，十二點半就整裝出

發，載著滿滿的禮物往南行，除了司機

菩薩，還有一位從去年就預約要跟著再

去送禮物的慈中何同學，加上公傳室曾

慶方師姊。

新年老人來送禮　玉里滿院溫馨

一到玉里分院才發現張玉麟院長與

三位神秘嘉賓早就恭候多時了。三位嘉

賓是美國慈濟人醫會的醫師菩薩，微笑

師伯骨科林元清師兄、小兒科黃都博醫

師、牙科蔡潤瓊醫師，他們三位在玉里

參與居家訪視與看診，也到關山分院

參訪，正準備從玉里分院回精舍，選時

不如把握因緣，也加入發送新年禮的行

列，分送歡喜分送愛。

一到護理站，大家很驚訝，今年的

「新年老公公、老婆婆」怎麼這麼多

位？林元清醫師手捧棗子，自創賀詞，

逢人就說：「吃棗年年好！」蔡潤瓊醫

師發糖果時則說：「甲甜甜，讓你結好

厝邊！」黃都博醫師捧著橘子則是說：

「吉祥如意！」同仁滿手禮物，滿心歡

喜與感恩！

在開刀房，剛巧總院骨科支援的林紹

錚醫師剛做完手術，副總鼓勵林紹錚醫

師可以和前輩林元清醫師多學習，二人

美國人醫會林元清醫師、蔡潤瓊醫師、黃都博醫

師(上圖左起三位)也加入林碧玉副總、石明煌院

長，到玉里關山慈院賀年，當起新年老公公、老

婆婆，送給同仁滿手禮物、滿心祝福。



＞＞ 慈濟醫療誌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二月

88

相約下回一起進開刀房為病患

服務。

這一次好浩浩蕩蕩的送暖

隊伍，可是讓大家笑得合不攏

嘴。不過也要感恩後勤補給隊

伍的辛勞，亦步亦趨的忙著補

禮到托盤與提籃。婦產科詹文

宗醫師正在看門診，趕緊把握

機會跟大家合影留念。到了急

診室，發現外科楊穎勤醫師正

在準備為病患打石膏，副總關心詢問：

「多久沒睡覺啦？」原來楊醫師剛參與

花蓮與台北慈院二例器官捐贈者的摘取

與移植手術，玉里急診班是他拜託其他

醫師先來代班，他於二月四日上午進花

蓮慈院開刀房，接著搭下午五點多飛機

飛台北，再進手術房後，五日凌晨三點

多將台北捐者的一枚腎臟帶回花蓮，接

著趕回玉里慈院值急診班，他靦腆的回

答：「已經超過三十個小時沒睡了！」

副總與石院長對他深表嘉許，也感恩他

為了搶救病患，不辭辛勞的奔波付出。

在一樓門診區巧遇趕來醫院處理交通

事故的警察先生與來看診的出家師父，

大家都以虔誠的心獻上祝福。

溫馨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與三位

人醫一一道別，人醫們北返精舍過年，

副總、石院長則繼續往南行，出發到關

山慈院送溫馨。

一週年假三週忙 關山醫護守健康

台九線沿路廢棄鐵道邊，油菜花田

綿延，遊人如織，美景如畫，不多時就

到了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丘昭蓉醫

師、朱新凱醫師、護理長、楊柏勳主任

都在大門迎接。副總與石院長帶來上人

的祝福，也同時關心院務。而一樓門診

區護理人員與醫檢師充當庶務人員，調

整候診椅的排放，要空出空間安置急診

床位，以因應過年急診業務。

會談途中，潘院長還離席去看門診。

副總聽聞家醫科蕭敬楓醫師、還有總院

支援的麻醉科楊曜臨都在宿舍準備趕火

車，一行人趕忙到宿舍送上祝福。神經

上圖：來到關山慈院，護理同仁與醫檢師們忙著

調整空間，以因應過年急診需求。(上)

下圖：花蓮總院石院長(中)與潘永謙院長(左)一

同慰勞值班同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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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楊震醫師的家人也正好在關山陪伴

楊醫師過年，二個身著粉紅色衣服的女

兒天真地在庭園中遊玩，也很大方跟大

家問好。

回到大廳，同仁早已聚集，拿到期

待已久的年禮，大家手拿禮物，甜在心

底，感恩醫護同仁年節值班守護鄉親健

康。來自精舍滿滿的愛溫暖了大家的心

頭。急診病患等著打針，看見禮物，就

呼叫潘院長，「潘院長我也要禮物！」

副總送上發糕，病患開心得忘了病痛。

感恩所有同仁後，潘院長說，「其

實大家放一個星期的年假，我要忙三個

星期！先是過年前一週，要趕著看門診

讓病人拿好藥安心過年；過年那一週

則是忙著顧急診、開緊急手術；過年後

一週，又要忙著幫結束渡假返家的鄉

親看診。所以年假放一週，醫護要忙三

週。」

臨行前，副總步行到急診門外，關心

剛完成的防風牆的功效。大家都說，既

美觀又實用，玻璃上的靜思語題字「人

間菩薩如農夫，誠正信實如大地，智慧

妙法如清水，廣邀善士勤耕耘。」傳承

慈濟人文，可以廣昭天下善士，也阻擋

強風庇佑急診醫護與病患。

懷著感恩的心，在小年夜的傍晚，林

副總與石院長一行人踏上歸途，每個人

心頭暖暖的，感恩玉里、關山慈院同仁

駐守花東縱谷，為團聚圍爐的鄉親提供

最堅實、最溫馨的醫療保障，祈願人人

平安吉祥，健康喜迎金鼠年！(文、攝

影／慈藝)

大林
二月十七日

體驗插秧樂  力行護地球

溫煦陽光普照，一掃前幾日的寒冷天

氣，大林慈院同仁擇於今日插秧，一行

人浩浩盪盪從慈院出發至上林里，距離

院區約十幾分鐘的路程。

轉入羊腸小徑，沿著小徑直走到底，

彷彿與世隔絕，映入眼簾的美景一覽無

遺。埤塘湖光山色，水天倒影，水鴨戲

水於埤塘間，魚兒悠遊於水中，水田、

竹林……，直可稱世外桃源，見此美景，

各個讚嘆不已。但文明世界的產物卻讓

這美景沾上一層灰，寶特瓶、飲料罐、

塑膠袋……，釣魚客方便的習慣，讓這塊

地變得雜亂，讓它失去原本的光澤。

「今年租地一甲二分，除了插秧，更

要美化這埤塘，感恩社區民眾的護持，

祝福今年大地豐收。」大林慈院林俊龍

院長提到今年租地變廣，感恩社區民眾

護持，讓同仁除了體驗插秧的樂趣外，

更藉此機會帶著一家大小接觸大地，。

同仁在工作分配之後，各個拿起工具

開始動手力行環保護地球，有的沿著埤

塘拾起「別人不要的福氣」，還擔心嚇

到釣魚客的魚兒，小心翼翼地走著，不

敢發出一語；有的走進竹林，為這片竹

林清理過路客不小心遺忘的垃圾；有的

清理雜草叢生的農地，種上野薑花、金

露花、桂花、槴子花等花木，為這塊土



＞＞ 慈濟醫療誌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二月

90

地增添一些色彩。

「感恩醫院辦這樣的活動，讓我們有

機會帶著小朋友一起來種花木，當小朋

友第一次自己挖到蚯蚓，第一次找到蝸

牛，那驚奇的表情，真得很開心可以和

孩子一起享受和體驗。」研究部專員林

秀蓉興奮地分享著和孩子在這次活動中

許多有趣的第一次。當孩子知道要來種

花時，就自備小鏟子，耐心地挖著土，

當挖到肥肥的蚯蚓時，他們的驚訝及開

心的表情，都深深牽引著秀蓉；種下花

時，孩子擔心花沒有水喝，拿著自備小

小澆花器，來回裝水走了好幾回，跑得

臉紅通通的，仍是樂此不疲，看在秀蓉

眼裡，和孩子一起同享種花樂趣勝於一

切，直說感恩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共享天

倫之樂。

社區營造有成 租地因緣一線牽

大林慈濟醫院於二○○三年因協助上

林里外籍配偶小朋友課輔的因緣，與當

地民眾有著密切的互動，開始與當地有

著社區營造的計劃。

因上林里多為農稼生活，地方上有

著許多的大埤塘，作為調洪灌溉之用，

但部分埤塘因遭人傾倒垃圾，造成環境

污染，以致許多地方已用水泥封地，讓

原本自然的大埤塘不再美麗，當地民眾

擔心不已，隨之與大林慈院社區營造合

作，一同保護這大地。

恰逢大林慈院大愛農場需要長期耕

作的土地，社區醫療部同仁經由上林里

民孫家榕的介紹，找到這塊未經開發的

世外桃花源，因不捨美景不在，不捨大

地受毀傷，大林慈院承租這一甲二的農

地。

因為地主夫婦也是慈院的患者，所以

很喜歡慈濟，說到承租給慈濟，而且種

的稻米都是要跟全球的人結緣的，邱阿

公義不容辭地答應。

天公作美 一家大小插秧樂

穿上雨鞋，抱著放有秧苗的小盆子，

大家紛紛下田，看著大家在鬆軟的泥土

間行走，猶如走在鋼索上，雙手張開，

搖搖晃晃地；有的則是舉步維艱，一

直在原地踏步，看著每個人不協調的

動作，真是讓不自覺地噗嗤一笑，但大

家卻不放棄，更是有信心、有毅力，自

己尋找解決的方法。院長更是可愛，利

用木頭充當助行器，讓他在田間方便移

動。

一開始大家下田時，場面可稱混亂，

各個方向不一，有的走橫向的，有的走

縱向。看著社區民眾彎著腰，手不停地

將秧苗往土裡種，方向不偏不移，反觀

同仁，真可說米飯人人會吃，但稻米不

見得人人會種。但慈濟人就是會邊走邊

整隊，用心即是專業，有著典範在前，

同仁們很快有模有樣的學著，方向漸漸

一致，連秧苗也不再東倒西歪了。

親子情深 田園喜樂

「幸好不是靠這個吃飯的。」家醫

科主任林名男醫師笑著說，看著社區民

眾動作如此迅速，而自己才種個短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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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要花上一、二個小時的時間，

真體驗到農夫的辛勞。一家大小都住

在台南的林主任，因平時工作忙碌，僅

有假日才能回台南陪伴孩子，為了讓孩

子亦能體驗這插秧的樂趣，林醫師一家

今早六點從台南出發回到大林，趕上這

場別具意義的活動。大女兒林家安分享

道，「早上這麼早起床原本很不開心，

但一到現場，這麼多人插秧，而且可以

幫忙撿垃圾，種植花樹，心情自然就開

朗了，而且深深感受以後吃飯不能剩

下。」全家人更也合種好幾棵野薑花，

期待下回再來時，已見它長高、開花。

神經外科主任陳金城醫師特地帶著全

家大小一同體驗插秧樂趣，看著孩子在

一旁插秧，教導如何插秧，更仔細叮嚀

每個細節，小朋友一舉手一投足，果然

有乃父之風。稍後種植花木，看著陳小

弟弟興高采烈地指著一棵棵植栽，高興

地說著：「這都是我種的唷！都是第一

棵哦！」單純地笑臉，天真地笑聲就是

孩子給父母最好的禮物。

骨科主任簡瑞騰醫師一家大小常常

參與醫院舉辦的人文活動，此次插秧，

大女兒簡怡嘉更有著親身的體驗，看著

孩子在泥濘的泥土間踉蹌走著，簡主任

的雙手總是會在旁守護著，給著女兒一

個安全的依靠，讓她知道「當她要跌倒

時，將有一雙大手會緊緊握住著她」。

溫馨的畫面時時在這田園間浮現，親

子情誼更在這天地之間加深濃厚。

短短兩排的秧苗，「鋤禾日當午，汗

滴禾下土」的畫面更在大家的腦海中閃

過。沒有親身經歷過耕作的辛苦，無法

體會這兩句話當中所描述的深切意涵。

祈求風調雨順，根本之道就在於人人

心態的調整，對於生

活態度的改變。「不

要輕視自己小小的動

作，愛惜資源、珍惜

物命，就從自己做

起！」（文、攝影／

曾雅雯）

此次活動，近有二百多人

參與，大家站滿田埂，一

同為歷史作見證。

稻田泥濘難以行走，大林慈院醫護、志工與社區

民眾一同體會插秧樂。圖前為骨科簡瑞騰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