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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過年期間，正當我在急診室值班時，來了一位車禍受傷的傷患，

在完成全身評估後我為他清理傷口，他表明自己是中部某醫學院學生，

並且問我一個問題，「醫生，我的學長、學姊都警告我說，醫學是一

條辛苦的路，你認為呢？」我立刻告訴他：「要看你是從哪個角度看，

倘若你學醫是為了賺錢，真的會很辛苦，但是假如你是為了幫助病人，

你會很幸福。」

實際上，醫療的本質就是「愛」，要把它化為行動，可以很簡單也

可以很困難，二者存乎一心，近年來大家越來越把醫療商品化，處處

都講究商機，因此越來越多拿手術刀的手，轉為美容的手，讓許多人

不禁疑惑，到了緊要關頭「誰來執那把救命的手術刀」，而感到憂心

忡忡。

若談到醫療商機，在花東地區似乎很難找到生機，花蓮縣的人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七十三點四人，到了花蓮南區，人口密度更降為每平方

公里三十六點八人，而且貧窮人家很多，這樣的現況有何商機可言。

然而眾生平等、生命無價，偏偏狹長的地形消耗了搶救生命的時間，

病人的生命就這樣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而流逝。感恩上人的慈悲，

十二年前在玉里成立了慈濟醫院，開展醫療普遍化，復於次年在關山

成立另一家慈院，使偏遠的花東縱谷，醫療照護的可近性、可用性及

持續性都能提升。

隨著民眾對所謂的醫療品質要求提高，迫使某些醫療照護提供者在

無法滿足社會需求下紛紛退場關門，就連急診也吹起熄燈號，想想人

命在呼吸間，哪堪長途跋涉，玉里和關山都是五十床以下的小醫院，

非常感恩為尊重生命而駐守當地的醫療團隊，充分的發揮了人醫之愛，

也感恩花蓮慈濟醫院，自始至終持續的支援與協助，並提供了次專科

的服務，讓小鎮醫院也有高品質的醫療照護。

◆ 文／張玉麟  玉里慈濟醫院院長

愛為明燈
幸福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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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人口那麼少的偏遠地方有那麼多人願意這樣的付出，因為

「慈濟」是一個人人都可以發揮愛心的平臺，除非是自己的信仰偏差

或是不夠虔誠，不然只要心中有愛，不論信仰為何都可以在此為鄉親

們服務。

眾所皆知東部的醫護人才招募不易，偏遠地區尤甚，難於無法滿足

個人的種種慾望，況且發心容易恆持難，雖然如此，但是在玉里慈院

我還是看到許多愛心不枯竭的菩薩。

花蓮慈院王志鴻副院長，不僅醫術精湛，尤其心導管等各項技術一

流，曾多次應邀前往大陸協助醫療指導，而且王副院長相當有愛心，

自玉里、關山二處院區啟用後，就持續的協助心臟內科的門診服務，

每週五凌晨三、四點在花蓮巡視住院病患後，就立即南下玉里、關山

支援，清晨七點就可開始看診，十二年來嘉惠花東縱谷病患持續不間

斷。還有北區慈濟人醫會的牙科醫師蔡宗賢師兄，雖然在臺北開業，

仍堅持布施每週五、六兩天時間，自掏腰包搭車南下玉里看診從不停

歇，至今已邁入第十個年頭了。   
佛陀告訴我們三理四相，人的身體難逃生老病死，在人口日趨老化

的今日 ( 如，玉里鎮老年人口比率達百分之十七點六 )，加上小乾坤人

心不調、大乾坤四大不調，引發了各種疾病與傷害，在在都顯示醫療

需求日益增加，但醫療資源卻十分有限，如何於有限的資源下，發揮

愛心拔苦予樂，推動健康促進，成為治病於未病之時的上醫，正是我

們的方向。

慈濟醫療志業在林俊龍執行長的引領之下，六院皆朝著病人、同仁、

環境、醫院、心靈等五大面向的健康促進而努力，以期達成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守護愛的

使命。而玉里慈院同

仁也因著這份使命，

發願要成為在偏鄉

暗角中，守護花東縱

谷民眾健康的一盞

明燈。 

張玉麟院長在百忙之

餘也不放棄義診機

會，常常下鄉為交通

不便的村民診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