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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的
十
項
全
能資深醫療志工吳維祥

文／沈健民、曾慶方

攝影/潘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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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五月東區醫療網演習，吳維祥（中）當時已全力參與。攝

影／林瑛琚

推送；他的 EMT（緊急醫療

救護技術員）訓練時數高達

四百六十個小時，比一些醫

護人員都還要多；甚至連華

人傳統習俗上最重視的農曆

年假期，他依然堅守崗位、

不曾離開。急診常住志工蘇

秋忠就讚嘆吳維祥「耐力勇

猛，持恆精進」。

問起吳維祥進入慈濟的因

緣，他淡淡地說：「想當年

我可是『十項全能』！」原

來他的慈濟緣，竟是從牌桌

上牽起的……

留戀方城戰

難戒菸酒賭

年輕時的吳維祥，嗜麻

將成性，一下班就開桌摸

八圈，他回憶當年：「賭麻

將最不好的就是時間耗費極

長，在打牌的時候又菸酒不

離，就算你不抽別人也會

抽；而且為了要上牌桌，還

得編出各種藉口矇騙老婆，

更常把薪水全部輸光，種種

惡習無所不至，所以當初在

公司的同事都說我是『十項

全能』。」

好賭的吳維祥，並不是一

位十惡不赦的壞人。出生於

西元一九四一年的吳維祥，

父親在他二十個月大時就往

「師兄，麻煩你幫我領藥。」

「師伯，十七床的病人要照 X光。」

「師伯，幫我送檢體。」

「師兄……」

清晨五點、天微亮，偌大的花蓮慈濟醫院只有急診室燈火

通明，忙著處理不斷湧入的病患。十八年了，在急診這人手

最缺乏的時刻，一聲聲此起彼落的「師兄」、「師伯」，呼

喚的都是同一個名字、同一個堅定的身影──花蓮慈院急診

志工吳維祥。

一般上了年紀的長輩們沒事都不太願意進醫院，而在混

亂嘈雜的急診室裡，甚至經常會出現血肉模糊的場面，已經

七十歲的吳維祥做起來卻是如此輕安自在。無論是鋪床、推

床等等瑣事，或是輕輕一句安慰病人的話語，都是急診醫護

同仁最能夠倚靠的力量；前一陣子陸續登上新聞版面的急診

室暴力事件，吳維祥經常能夠以智慧及經驗來化解。急診室

主治醫師吳仁傑與吳維祥相識十多年，在他眼中的吳師伯是

「溫柔且堅持地守護志工崗位」。

近二十年的投入，讓吳維祥對急診室的一切如數家珍，就

像在自己的家一樣，旁人眼裡看來極為相似的病床，他可以

細數每一代病床設計上的差異點，告訴你哪一張病床最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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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慈濟後的吳維祥戒菸戒酒

戒賭，全心投入慈濟，九二一大

地震重創臺灣中部，吳維祥（前

排右）馬上投入簡易屋援建工程。

攝影／許錦鳳

生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

鏖戰方酣，母親含辛茹苦把

他和三位兄姊一手帶大，

所以四位子女均事母至孝。

十八歲時從花蓮工校畢業之

後，他進入國營事業工作，

服役兩年退伍再回到原單位

上班。

早在慈濟功德會成立之

初，吳維祥就已有接觸。

「那時我剛結婚不久，月薪

只有七百五十塊。聽人家說

有個師父常常在救濟別人，

覺得很不錯，於是就騎著摩

托車、載著妻子到精舍去繳

五十元當功德款。」繳錢做

會員很容易，但當時未滿三十的他並沒有因此而加入慈濟，

反倒是沉溺在牌桌上無法自拔。

「會開始賭是因為隨著同事一起跟互助會，標到會之後

同事便來借錢，那時碰到拖欠不還的狀況，同事便慫恿一起

去賭博翻本，從此一去不回頭……其實還是因為自己『貪』

啦！」在國營事業擔任總務，年年考績甲等、月薪已有三千

多元的吳維祥，賭麻將越「搏」越大。在民國六十年（西元

一九七一年），一碗麵只賣五塊錢的年代，吳維祥就賭一底

一百塊的場子，每把輸贏都是好幾百塊。

年長他十五歲的大哥曾經語重心長的對吳維祥說：「我寧

願你去喝酒、錢由我出，就是不要去賭博！」懊悔的他為了

戒賭，就自願請調到臺東去。「剛去的時候人生地不熟、找

不到牌搭子，心想果然來對了！後來因為業務關係認識很多

新朋友，才發現那邊的人個個都在打牌，加上天高皇帝遠，

老婆更管不到，反而更加沉迷……」

無明沈溺賭海

感恩善念牽引

二十餘年在牌桌上浮沉，讓吳維祥曾經一個月的薪水袋只

剩下兩塊錢回家，甚至連太太生產坐月子的時候，他也依然

▌二○○五年卡崔娜颶風重創美國紐奧良，花蓮慈濟醫院響應於大廳舉

辦義賣會，志工吳維祥（右）與林蘇足全力響應。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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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怎麼可能說戒就戒？

頂多三天後就故態復萌了

吧！沒想到吳維祥真的完全

戒除惡習，投入志工，一做

就是二十年。

吳維祥謹記證嚴上人的

教誨：「壞習慣要馬上改，

不能慢慢改。」他真的說改

就改、完全洗心革面，不可

思議地速度之快讓旁人都感

到訝異。「是毅力！」他點

出了這項關鍵。「戒賭、戒

菸和戒酒，都是存乎一心，

只要自己堅定信念，牌友來

找人湊桌，一次、兩次、三

次約不出來，以後他們就不

會再找你了。」他的太太非

常感恩證嚴上人創造慈濟世

界，讓吳維祥迷途知返，也

讓這個家找回了男主人。

將慈濟事視為本分事的

吳維祥，精進、共修，各

種營隊都少不了他的參與，

每個月的精舍發放日都能看

到他在廚房揮汗舞動大鏟的

身影。問他如何掌握這炒大

鍋菜的訣竅？他笑笑地說：

「只是多練習幾次而已。」

凡事親力親為

亦須組織動員

一九九三年，吳維祥看

到花蓮慈院的急診室人力吃

在牌桌上廝殺，不知悔改。談起以前那段嗜賭如命的日子，

他用一句臺語俗諺來總結：「賭贏，贏一隻田嬰（蜻蜓）；

賭輸，輸一架飛機。」印證「十賭九輸」這顛撲不破的真理。

但沉迷牌桌的糜爛生活，到了一九九一年，突然有了大轉

變。那時有一位牌友，雖然參加了慈濟的筆耕隊（相當於現

在人文真善美的文字志工），卻依舊戒不了麻將，經常邀約

吳維祥一起打牌。有一天，兩位牌搭子又聚在一起。牌友的

太太突然一通電話追到牌桌來，通知明天是慈濟功德會的全

省聯誼會，許多會員要回花蓮尋根，要找志工來打包近六千

份便當。牌友順口邀了吳維祥參加，他也順口答應下來。

隔天，吳維祥依約前往花蓮慈濟醫院的供膳組廚房報到。

不會煮菜的他，被派去打包。他一邊包著便當，一邊看著如

此莊嚴的香積志工團隊，大家合作無間的景象觸動了他的

心，他決定要投入慈濟，而且暗暗發願要戒賭、戒酒、戒菸。

不能慢慢改

覺悟立刻改

五十歲才加入慈濟的吳維祥，將所有的休假和閒暇時間全

部投進去，通過培訓課程、不到三個月就受證成為慈誠。

剛開始老同事們都覺得像他這種「十項全能」、天天開桌

▌吳維祥（左）為綠島嚴重脊椎側彎的老人穿衣服。當初就是看到慈濟

志工的付出，吳維祥才懺心悔改，不到三個月就受證為慈誠。攝影／潘

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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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便開始在下班後到急診

室擔任志工。他將花蓮區慈

誠與委員組織起來，建立平

日晚上與假日全天的輪值制

度，預排班表、調度人力。

大家都很喜歡跟著吳維祥一

起做志工，因為即便你是

初來乍到的新手，也無需擔

心，因為他總是以身示教、

身先士卒地投入其中。

一九九九年發生九二一

大地震，屆齡退休的吳維

祥前往埔里重災區，協助搭

建三百廿八座大愛組合屋。

返回花蓮之後，他改在每天

凌晨五點，急診缺乏志工協

助的時刻出現在急診室，默

默地在湧進傷患、缺乏人手

之際適時補位，風雨無阻、

從未間斷，為疲憊整夜的醫

護團隊，帶來一股安定的力

量。 
退休之後的吳維祥貫注所

有精力，帶領全家一起做慈

濟，太太陳美枝與他同時進

入慈濟、參與志工活動。不

挑事情大小、什麼都做的吳

維祥說：「除了睡覺以外，

我把所有時間都賣給慈濟

了！」

締造愛的十項全能

二○○○年東區人醫會成

立，吳維祥擔任總幹事。初期的義診極為克難，所有人力、物力

與車資都是由參與該次義診的醫護人員與志工自行籌措，連牙科

看診專用的診療椅，也是鄭家泉牙醫師看到義診硬體設備匱乏而

發心捐贈了四張理髮椅來充當。

凡事親力親為的吳維祥克服種種困難。醫生不夠？他院

內、院外四處拜託各個科別的醫師加入；車子不夠坐？他鎖

定有小客車、貨車或是九人座的本地志工出勤，而且說服開

車的人自己付油錢；藥品、醫材不足怎麼辦？他與花蓮慈院

協調，直接向藥庫領用，再將帳款轉掛至慈濟基金會慈善支

出，用扣帳的方式請領物資，解決了早年藥品存放逾期變質

的困擾。至於義診場地的事先勘察，聯繫、拜訪當地村里長

這份工作，他從不假手他人，而在活動結束後，吳維祥也會

詳實記錄每一位參與者的出席狀況。

上人賜予法號「惟經」，光在急診服務時數就達到一萬

五千零四十二小時的吳維祥，如今真的稱得上是行善的「十

項全能」了。

▌每天準時到花蓮慈院急診報到服務的吳維祥，和急診團隊有如一家人，

是醫護人員工作上和心靈上最依賴的志工爸爸。前排右三起為急診室胡勝

川主任、吳維祥、許智偉副主任、志工陳祝女，前排左一為副護理長蔡雅

雯，後排左二為護理長陸家宜。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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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例行的志工服務，二

○○五年初，吳維祥亦前往

南亞海嘯過後的斯里蘭卡參

與義診，以歷練多年的豐富

經驗讓義診的場地設置與動

線安排更為順暢。他也參加

印尼及大陸遼寧和福建等地

區的義診，將關愛的心延展

到海外。

病痛考驗  自在輕安

二○○九年十一月十二

日，每日運動健身的吳維祥

在打完網球後感覺手臂酸

痛，他抱著手臂、縮著身體

在地上休息，後來換成腹部

劇痛，叫救護車送慈院急診

檢查，竟發現體內有一個

十三公分大的肝臟腫瘤。

花蓮慈院外科部主任李

明哲醫師在十一月十八日動

刀切除了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的肝臟，並接受化學治療與

標靶藥物治療。吳維祥以平

常心看待自身的病痛，豁達

的他從不談生死之事，只有

在臨進入手術室前對著太太

說：「如果這次開完刀、我

沒有辦法出來，請把我的大

體捐出去。」說完之後便笑

著被推入開刀房。

吳維祥育有一女兩男，小

兒子在慈濟技術學院擔任駐

十一年來，東區人醫會走遍花東各鄉鎮，深入高山部落、

監獄和技藝訓練所。有一次，颱風過後，吳維祥邀約陳英和

院長與東區人醫會前往瑞穗鄉奇美村義診，回程途中，當車

隊最後一輛車開過之後，公路就發生土石流，但他們不改其

志，甚至還遠赴離島蘭嶼義診，每次出診均有六科以上的醫

護專業人員，平均的往返里程數大約三百公里。

吳維祥說，上人對東區人醫會的期望是以衛教為主、義診

為輔，所以社區的衛生教育被當成義診團隊的第一要務，在

東區人醫會多年的努力之下，社區內年輕一輩嚼食檳榔的比

率已較往年下降許多。

▌洗心革面的吳維祥，山巔水湄都可以看到他膚慰貧苦的身影。攝影／

李侑蓁

▌義診結束後，吳維祥（左）及志工郭恆敏還將留在海灘上的垃圾撿拾

乾淨。攝影／李侑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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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警。他說，他沒有太多牽

掛，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急診

的孩子們與東區人醫會的傳

承。

以愛傳承  把握當下

在醫病互動間，受到吳維

祥堅毅精神感動的李明哲醫

師跟他相約，等到吳維祥體

力復原後，要和他一起參加

東區人醫會義診。為此。吳

維祥更加努力調養身體。

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李醫師果然依約成行，與許

文林副院長、吳坤佶醫師、

顏慶仁中醫師與四位慈大醫

學生，加上關山慈院團隊一

起到臺東縣延平鄉武陵社區

義診。經常參與的「義診之花」——花蓮慈院門診護理師張

友薰、開刀房護理長徐淑華、個管師游雅慧，對於師伯這麼

快就能復出歸隊，更是喜悅感動不已。看著大家搶著不讓他

搬重物的情景，吳維祥露出開心的笑容，因為他知道，慈濟

義診的團隊之愛已經傳承。

上人鼓勵他：「不要把自己當作是病人，可以動就要盡量

動。」大病初癒的吳維祥，積極把握當下，能做多少就做多

少。剛開完刀還不滿三個月，吳維祥便拖著孱弱的身軀到靜

思精舍幫忙打包香積飯，希望能為海地大地震的災民盡一分

心力。而只要體力可以，他就堅守在急診室的崗位上，每天

清早五點出現在急診室。吳維祥說，現在的他更能深刻體會

身為病人的感受。

「他太認真了！」談起吳維祥，急診室護理長陸家宜滿是

不捨：「吳維祥師伯幾乎從不缺席，然後都會幫我們把急診

室打點得好好的；如果當天環境有感覺到稍微亂了點，那一

定是吳師伯有事沒辦法來，這是很明顯的對比。」想起師伯

的病情，陸家宜說：「有時候看到他臉色不太好，就會很擔

心，希望他能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

▌為了鼓勵努力抗癌的吳維祥（中戴白帽者），擔任他主治醫師的外科部主任

李明哲（著藍天白雲於吳維祥身邊）遵守約定，和吳維祥一起參加東區人醫會

在臺東縣延平鄉的義診。前坐穿白袍者為花蓮慈院許文林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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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這四個字讓他心無雜念

地跨越過去。褪下「十項全

能」惡習，以志工服務滌淨

自心的吳維祥，最大的願

望，就是分秒不空過，日日

皆能在菩薩道上精進，持續

散發生命的熱能與活力。

參考資料來源：

一、�二○一○年四月一日志為

人醫守護愛──醫療紀錄

片「態度」簡介文稿

二、�二○一一年一月十七日大

愛新聞

浪子回頭  心寬念純 

「浪子回頭重修行，病貧苦海救蒼生。」這句話是在基

金會醫發處服務的林永森對吳維祥的註腳。永森都稱呼吳維

祥「師伯」，因為他的父親林瑛琚也是慈濟志工，更是吳維

祥的好夥伴，往生前也是天天清晨在花蓮慈院的急診室當志

工，急診醫護給了兩位一個外號——「清晨雙俠」。

永森是東區人醫會的職工窗口，傳承吳維祥的部分工作。

父子二代跟吳維祥都有著深厚的因緣，林永森描述他所認識

的吳維祥：「吳師伯年輕時什麼都做，也什麼都不怕；從知

道慈濟、進入慈濟就毫不遲疑退縮。用心用力護持慈濟的志

業，把本分事做到最好。對於自身的病痛，也用自在堅強的

心面對，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者。」

證嚴上人常提醒弟子要「心寬念純」，這正是吳維祥最喜

歡的一句靜思語。不管面對病痛，或是生命中的任何難題，

▌花蓮慈院全體資深醫療志工大

合照。吳維祥（中）與所有資深

醫療志工，都用青春與心血全心

呵護、支持醫療志業而不退轉。

攝影／謝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