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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集

四年前的夏天，我來到花蓮慈院中醫科當見習醫學生，這是我

與慈濟結的第一分緣，儘管課程的安排只有短短的兩個月時間，

卻讓我帶著滿滿的收穫與美好的「回憶」回到西部。會稱為「回

憶」的原因，是我壓根兒也沒想過我會再回到這裡。當時認為，

如果以後再來花蓮的話，大概是以遊客的身分，頂多是安排個三

天兩夜的行程就回家了。 
不曉得是不是冥冥之中上天已經安排好，還是患者與同事們老

是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花蓮的土會黏人」，本以為他們愛說笑

的我，回到西部過了一年之後，就在填寫實習的醫院時，竟然不

加思索地就選擇了花蓮慈濟醫院，沒想到我真的給黏住了，直到

現在成為了花蓮慈院的一分子。 
說實在的，我覺得有時候人還是不要太「鐵齒」，想太多、或

是太執著於某一件事情上，繞一圈的結果常常是回到原點，順其

自然何嘗不是一種辦法，相信上天，祂一定會給我們最適合的路

走，我現在慢慢體會了這個道理。 
中醫重視經驗傳承，諸多治療上枝微末節的小地方，新人常常

需要經驗摸索很久，若只憑書本裡的知識是不夠的，還需有要好

的老師教導才能事半功倍。我很感恩科裡能夠給予我這麼豐富的

學習資源，由主治醫師們帶領我們學習，從一般的訓練到進入臨

床接觸病人，在在充實了我們的基本功，在學校課堂學不到的知

識，在這裡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舉例來說，您能想像病人

文／顏慶仁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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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到落枕、急性腰扭傷等疼痛問題，只要在他們的「手上」扎

幾根針，然後叫他起來走一走、動一動，這樣竟然能夠治療或緩

解頸部、腰部的疼痛，而且效果還是立即可見的？聽起來雖然是

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卻蘊含了很多中醫的哲理，這其中運用的

正是人體經絡循行的規律。有趣的是，如果您不舒服的地方是在

左邊，往往我們扎針會選在右邊 ( 對側 ) 的穴位；如果是手不舒服，

有時我們會選擇腳的穴位來做治療。何時該用什麼穴位或經絡，

何時該找同側或對側，這些都包含著很深奧的學問在裡頭，正所

謂：「江湖一點訣，講破就無價值」，每個行業都相同，當我們

還在摸索的階段時，老師多提點一下，就會少走許多冤枉路，把

這些知識學起來，處理事情就會比較得心應手。 
我喜歡和人互動，也把每次和人互動的過程都當做一次學習的

機會，藉此了解彼此的想法，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像花蓮慈

院的社會服務室會幫志工菩薩們安排訓練課程，其中有一項是中

醫的衛教講座，志工們發心立願地來到花蓮為病人服務，幫了我

們很多忙，但他們的年紀相對來說也比較大，難免會有一些筋骨

酸痛、失眠、腸胃不適的問題，在感恩他們的辛勞及付出之餘，

我在進行講座時，也會順便介紹幾個常用的穴位，讓勞苦功高的

志工們不拘時地能夠自己按摩穴位，藉以減輕身體的不適感。因

為課程常常安排在下午，又是在

午餐過後沒多久，上課時常常會

▼

顏慶仁醫師正在幫病人

針灸。鍾情於中醫領域

的顏醫師，希望運用中

醫遵循人體經絡運行的

哲理，及時解除病人的

不舒服。攝影／謝自富

▼和藹可親的顏慶仁醫師，看診仔細又

喜歡與人互動，年紀雖輕已經累積不少

忠實病人請他調養身體。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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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些師姑或師伯們忍不住頻頻「點頭」，我便會請他上來當

我講解的「麻豆」（模特兒），這時候也趁機幫他們「抓龍」一下，

消除他們的疲勞、提振他們的精神。看到師姑師伯們哄堂大笑、

樂開懷的模樣，我的心情也隨之輕鬆了許多，下午的活力來源也

就有了，我深切的覺得他們給我的，比我給他們的還要多很多。 
猶記得去年冬至時，在花蓮慈院大廳舉辦的養生湯圓會，由林

俊龍執行長、許文林副院長、林媽媽、顏惠美師姊等人帶領著醫

院志工現場一起應景搓湯圓，並與來院看診的民眾分享的經驗；

我與謝佳真營養師分別設計了鹹跟甜兩種口味的湯圓食譜，佳真

營養師除了分析營養成分之外，還顧慮到糯米做的湯圓不好消化，

呼籲腸胃不好的民眾適量淺嚐就好，不可貪多；而我則利用有健

脾胃與補氣功能的中藥材當湯底，做成藥膳湯圓，希望腸胃功能

欠佳的民眾也能有口福，在家可以嘗試著煮來吃。現場氣氛歡欣

熱絡，大家同樂的畫面更溫馨了整個花蓮慈院，而能夠運用自己

的所學讓大家享受飲食又能養生，在日常生活中照顧自己的身體，

也是我當初希望學中醫的理想之一，看到大家的笑容，也讓自己

由衷的歡喜。 
花蓮雖是個風光明媚的地方，但礙於地利不便重山阻隔的關係，

讓許多醫師也因此望之卻步，使得花東地區仍普遍存在醫療資源

不均或不足的現象。來花蓮慈院服務後，因緣際會下幾次與慈濟

人醫會的志工們共同深入社區和部落，發現「找醫生」這件事對

當地民眾而言，一直是最大的問題與挑戰，而花東地區民眾對中

醫的治療仍有一定的需求，現在可以在花蓮慈院參加義診，也能

到如秀林和平、壽豐等中醫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固定進行巡迴醫

療，為維護當地居民的健康做努力，發現自己將醫療與愛傳遞到

這些角落，心中對這片土地也越來越有向心力，花蓮的土的確越

來越黏，讓人不想離開。 
來到花蓮的一千多個日子，能在這片如詩如畫的土地上，感受

到溫暖的人情，想起當初因緣際會到花蓮慈院見習，是我來到東

部的起點，現在也能在同一個地方回歸醫療的初衷，是最珍貴的

一件事。尤其看到東部的許多民眾，非常仰賴且信任中醫的治療，

讓我感受到人情的溫暖與醫療的重要，因而希望自己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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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不知不覺間發現自己已經不是用觀光客的眼光來看花蓮，

而是用花蓮人的心情在這裡生活，並用慈濟人的心情來對待病人。

喜歡與人互動而且已經被黏在這片土地上的我，更希望自己小小

的力量能帶給這裡的民眾最大的幫助，讓大家了解中醫，讓老祖

宗的智慧與現代醫學結合，隨時隨地都能幫助大家更健康，有機

的樂活在大山大水間。 

▌被花蓮的土黏住，顏

慶仁醫師也看到花東地

區的醫療困境。利用閒

暇，顏醫師熱心參與義

診，盡己之力到偏鄉給

民眾醫療幫助。攝影／

游繡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