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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生命經歷大致是相似的，但不

幸的生命經歷則各有不同的內容。這一

次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南部，造成的損

失，更甚於正好發生於五十年前的八七

水災。在山區，發生了整個村莊幾乎被

掩埋滅村的悲慘狀況；在平地，發生了

鄉鎮變成了水鄉澤國，家中遭土石入侵

的不幸；在空中及水中，也發生了因英

勇救災而犧牲生命，令人鼻酸的景象。

有別於以往義診經歷，從參與過程中的

體驗與觀察，加上對各種不幸事件的省

思，不但給予我前所未有的體悟與啟

示，也因此行感覺到自我的視界與觀念

有了許多成長。

從山上傾洩而下的滾滾土石流，沖垮

了溪流兩岸的人造堤防。給上游的山谷

丘陵及下游的平原海邊兩個地區帶來不

同的劫難，但相同的是──滿目瘡痍。

當我們於災後十日進入濱海的林邊鄉

時，平日熙來攘往，車水馬龍的街道早

已不復存在，只見滿佈泥濘的路面與兩

旁遭洪流淹沒過的車輛。房屋的一樓依

稀可見土石流入侵的痕跡，門前泡水的

傢俱與垃圾，還有待清理。診所似乎也

是關著的。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魚腥般的

臭味，只見絡繹不絕的卡車，滿載著土

石或廢棄物──好像永遠清不完似的。

許多軍人、居民及志工（包括許多慈濟

人)，頂著酷熱的陽光，使用怪手、鏟

子等各種不同的挖掘工具不斷地清除淤

泥，儘管大家汗如雨下，地上塵土飛

揚，恢復家園風貌的信心與決心卻未曾

稍減。

我與其他醫護人員及志工必須冒著

險，手牽手跋涉泥水地或穿梭淹水房屋

甚或是汽車上頭，沿著可能清了又淹的

不同路徑，前進較嚴重災區，包括：至

生命的價值
文／陳培榕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副院長  攝影／黃思齊

屏東林邊災後義診感言

▌花蓮慈院陳培榕副院長到八八水災後的林邊義

診，蹲下來仔細檢查病患傷口，右為花蓮慈院許文

林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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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林村搭起帳篷設立臨時醫療站看診；

到仁和村村辦公室向民眾廣播醫療站位

置及相關訊息，並帶回一位外傷軍人處

理傷口；往各家戶發放醫藥包及往診行

動不便之病患。

擦、挫、扭、撕裂、穿刺等小創傷及

濕疹、蕁麻疹、脂漏性、蜂窩組織炎、

癤、黴菌感染等皮膚病佔就診病患的大

宗。醫護人員則必須幾近全能，內外兼

修：上呼吸道感染、腸胃炎、中暑、高

血壓、糖尿病……等常見疾病診療、傷

口清洗縫合、拔指甲、打針等，皆要駕

輕就熟，若病況嚴重的話，也要安排轉

診，所幸都能在師兄姊及人醫會幫忙下

▌慈濟醫療團隊在嚴重災區搭起的醫療站提供民眾受傷時最及時的幫助。

▌陳培榕副院長與慈濟志工沿著不同路徑前進嚴重

災區，了解需要醫療包以及還需要幫助的災民。並

帶回受到外傷的軍人回醫療站處理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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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完成。儘管只有短短兩天服務時

間，每天做得汗水淋漓，塵泥滿身。縱

使肉體疲倦勞累，內心卻有著一股莫名

的踏實與喜悅。

面對著往診或前來醫療站就醫的一張

張素樸、歷經滄桑及疲倦的面容──有

的人愁眉苦臉；有的人驚魂未定，臉色

凝重；有的人則因身上或四肢皮膚發炎

疼痛難耐或奇癢無比而表現於臉上；有

的人因前來救災受傷，血流如注後一臉

驚恐。在為這些病患診療時，心情頓然

覺得很沉重，也不忘時時叮嚀自己應更

設身處地為病人著想。感觸最深的一個

故事來自一位因皮膚泡水造成腳部發炎

的老阿公，聽他娓娓道出，住了七十多

年的家園早已跟林邊溪河床一般高，如

此巨大的洪水災變，河兩岸的林邊與佳

冬不淹也難，十幾年來賴以維生的蓮霧

田全泡湯了，家中也災情慘重，淹水三

公尺。「沒關係，老命保住了就很好，

小孩子們會再重建家園的。」他語帶堅

定地說。我驚訝地從他的言談與表情中

發現：在滿腹委屈與無奈之中，竟透露

了樂天知命的達觀。對他遭受的苦難，

也寄予同情。細思之下，更發覺發生不

幸的可能是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它迫使

許多人為了賺更多的錢，去挖更深更多

的魚塭、超抽更多的地下水？再者，使

▌花蓮慈院的志工老兵顏惠美（左一）與護理人員沿街廣播，讓民眾知道不舒服或受傷都可到醫療站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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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多肥料、殺蟲劑以便種植更多的所

謂高獲利作物；從而導致地層下陷與地

利耗盡？如今，受毀傷的大自然正毫不

留情地給予人們殘酷的試煉與反撲。該

是大家都來好好思索所謂「經濟發展」

與「環境保護」的各項優先順序，利弊

得失，並藉以取得一個最佳平衡點的

時候了。畢竟，人要先有了安身立命之

所，才有真正的永續發展可言。

謹以證嚴上人靜思語「保護大地，需

從建設人心開始」、「山林有生機，人

才能安居」、「生命的價值，在於能為

人間負責任」，為我此次義診得到的啟

示與反思寫下註腳。

▌嚴重的污泥將汽車掩埋，這場水災造成民眾生命與財產的極大損失，慈濟志工協助居民清掃與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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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病人對我微笑，我也會感到很快

樂。醫師並不是只是醫師，醫師也是一

項志業，有人說看診時笑口常開是我的

特色，事實上，只要真心想要幫助別

人，自然就會笑口常開；服務他人，醫

師自己也會感到愉快。

小時候，我的成績還不錯，不過會

成為醫師全是因為父親期許。在求學過

程中，父親常說：「你就去當醫師好

了。」他覺得當醫生可以救人、可以發

明新藥，幫助人很好。久而久之，我心

裡就埋下志為人醫的念頭了。

常有病人說我視病人如親人、如朋

友；其實，醫師也有遺憾的時候，親人

的病故，對我後來行醫態度的建立影響

很大。就讀大學時，有次接到家裡來的

緊急電話，得知阿嬤過世的消息。阿嬤

往生是因為肺炎引起的，但卻因為我自

己的疏忽，讓這種可以很容易治癒的疾

病轉變成死亡，那種什麼都不能做、來

不及做的遺憾，到現在還是一直在心中

盤旋，當時我就下定決心，絕對不要讓

相同的遺憾發生在病人家屬身上。

後來我在臺中榮民總醫院當總醫師

時，有次放假去醫院探望因中風住院療

養的阿公，阿公竟突然發生休克的意

外，醫院的醫生緊急插管，卻嘗試幾次

都插不上，眼見狀況危急，我只好趕緊

接手親自幫阿公插管，其實當時很緊

張，雙手不停地顫抖，深怕因為自己的

失誤造成阿公的死亡……所幸終於很順

利的插上了！雖然親人都誇我救了阿公

一命，但事後我卻思考，這樣做真的對

阿公好嗎？延長了生命，卻只是造成阿

公的痛苦嗎？

之後，這件事再一次影響到自己對行

醫的態度，我學會要站在患者、家屬的

立場來思考，而不是以醫療專業為唯一

考量。因為自己也當過家屬的角色，譬

如遇到需要插管的患者時，醫師當然以

救人為己任，但若患者的生命已經接近

終點、若積極治療只是增加他的痛苦，

站在家屬的立場，醫師可以在治療上順

其自然一點、讓病患舒服一些，盡量在

家屬親情與醫療專業的立場中尋找平衡

點。

微笑的秘密
口述／黃光永　大林慈濟醫院風濕免疫科主治醫師   整理／陳俞安

▌對病患總是笑口常開的黃光永醫師，親切又幽默

的風格深受病患信賴。（攝影／姜讚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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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說到為什麼會選擇免疫風濕科，

主要因為自己從小就很怕殺生，上解剖

課時就不敢解剖青蛙，那時就決定要走

內科。

既然選內科，為什麼不是腸胃科、心

臟內科這些熱門的次專科？因為在臺中

榮總實習時，看到我的老師、風濕免疫

科的副院長藍忠亮醫師對專業的堅持、

對病人的親切，讓我深受感動。雖然老

師年紀很大，但看診往往都需看到三更

半夜，即使病人很多，時間拖得很晚，

老師仍然態度溫和，與病人閒話家常，

除了了解病人的病痛，也試著了解病人

的生活習慣與健康認知。老師這種長年

來救人不倦的人醫風範深深吸引著我，

再加上風免科的患者疾病不一，徵狀多

變，常需要如同偵探般的抽絲剝繭尋求

解答，對我來說是個多變、充滿挑戰的

專科。

而今天能到大林慈院，真的很感謝賴

寧生副院長，因為賴副院長的邀請，今

天才有機會體會到慈濟人文的芬芳。當

初剛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公費分發在桃

園榮民醫院服務已滿二年，剛好賴副院

長向藍忠亮副院長提及大林慈院很缺醫

師，老師的一句話，加上又可以返鄉服

務鄉親，當下就答應了。

我家就住在嘉義縣的朴子市，剛來

到大林慈院的當下，只想先把醫生的本

分做好，但有機會參加大愛臺「志為人

▌到大林慈濟醫院服務後，黃光永醫師認為職業與志業都是在幫助他人，所以凡有慈濟舉辦的社區愛灑活

動，他都樂於參加，將健康觀念分享給民眾。（黃光永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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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的節目錄影，透過節目，我才知道

原來病人對醫師一直充滿感謝，雖然他

們在診間只是淡淡說聲謝謝，但是心裡

卻有千言萬語的感激說不出口。這個經

驗也讓我了解到，雖然醫療糾紛時有所

聞，但醫病關係不只是負面的，還有更

多美善的一面。再加上參加志工早會的

影響，聆聽上人開示以及各院不同醫師

在醫療上的心得分享，從漸漸接受這樣

的氛圍，到發現了醫療人文之美。

第一次受邀參與社區愛灑活動，原以

為只需要和鄉親聊些和醫療有關的議題，

並沒多做準備。到了現場，看到師兄師姊

對活動的用心與細心，才了解自己的付出

實在太少了。雖然愛灑社區活動只是在一

般的空地、廟埕舉辦，場地不大、人數也

不多，有時候到場師兄師姊的人數甚至比

參與的民眾人數還多，但不管參與人數有

多少，師兄師姊還是很仔細的佈置會場、

對齊座椅，也費心準備結緣品、點心飲料

等，不放過每一個細節的做事態度，真的

讓我很感動，因此我也勉勵自己將師兄師

姊當作榜樣，期許自己能夠在能力所及上

付出更多。

現在，從參與社區活動中也慢慢學習

到，要將人文內化、將人文帶入醫療，

用小故事去詮釋人文最容易被民眾接

受。例如藉由「小嬰兒的右腦最容易開

發」的觀念來解釋心寬念純，參加社區

愛灑的民眾就很容易能理解共鳴，效果

還不錯。

來到大林慈院近三年，第一次參與

國際賑災就到四川地震受災嚴重的洛水

鎮，真的是因緣具足。最初在受邀的當

時，心裡只想到會不會水土不服、會不

會住不好、暈車怎麼辦……一堆的問題

一直跑出來，但太太告訴我說這是個難

得的機會，是身在慈濟才有這樣的福

田，因為太太的鼓勵，促使我勇敢的參

與國際賑災。

沒想到原本設想災區物資缺乏、一

切都很克難，但一抵達洛水，雖然住的

不是五星級飯店，卻也舒適乾淨；原本

最擔心的暈車也沒有發生，更喜出望外

的是，師兄師姊準備的香積麵，吃起來

比在台灣時更美味。原本還曾擔心災區

下雨影響救災，結果在洛水七天都沒有

下雨，直到要回台灣的前一刻才降下甘

霖，真的是天公作美。

這讓我相信，真的有龍天護法！我

這愛擔心的個性，原本在災區還擔心會

水土不服，結果在那裡腸胃完全沒有不

適，直到回到台灣後，開始連續一星期

▌黃光永醫師第一次穿著藍天白雲到海外義診，四

川居民在震後對他全然的信賴，讓他第一次感受到

付出的感動。（黃光永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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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腹瀉，跟我待在災區的時間一樣長，

果真印證了「有願就有力」這句話。

現在回想起在洛水時，每次聽到「一

家人」這首歌，都會忍不住落淚！當地

的災民看到我穿藍天白雲，真的就像看

到家人一般，那種溫暖、熱切的眼神，

真的令我感動。所以這次雖然說是去救

災，但卻覺得像參加夏令營一般，不覺

得有辛苦、疲憊，只有滿心的歡喜，當

要回來時，還有依依不捨的感覺哩！

回想在桃園榮民醫院時，只須做好醫

師的本分，來到慈院後，還須參與許多

人文活動。職業和志業，兩者都在幫助

別人，本質上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心

態上的轉換，只要有心隨時都可以當志

工，所以志工活動很彈性，不會因此影

響到醫療，我把志工活動當成是一種學

習，更是一種榮耀。

常常有人問我為何總能保持好心情，

微笑著面對病人；我總會回答：「因為

我從小有鼻塞的毛病，所以嘴巴打開，

呼吸比較暢通。」 但事實上，會到醫

院看病的人，本身就已經很不舒服了，

笑容可以讓病人放鬆心情，放鬆後也會

放心開懷地聊天，當病人說越多，醫師

就越可以從中得到很多關於病症的蛛絲

馬跡，做下更正確的診斷，幫助病人早

日康復。對病人微笑，就像對別人噴香

水，自己也會噴到一兩滴，也會感到很

快樂，這就是種愛的循環！

▌深受恩師藍中亮的影響，黃醫師（左一）也開始用心感受到病人的回饋。圖為黃醫師在四川義診與居民互

動。（黃光永醫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