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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一個小動作
讓貿易商甘願顧家 

吳美叁  

選文觀點—

一趟精舍之旅，牽引漂泊海外多年的呂光偉走進慈濟；因具

有營造工程專長，參與了慈濟在國內外的各項大小工程，

2020年3月事業告一段落後，即長駐在鳳山靜思堂工地，全

力守護照顧社區會眾的道場。 

「忘了自己的年齡，以工地為家，日復一日，風雨無阻。」這是

長駐在 山靜思堂工地的呂光偉。這一天，在溫馨陽光照射下，

略顯清瘦黝黑的臉龐，卻閃閃發亮，他挺著堅毅的身驅遠眺工

地，仰望著矗立而起的鋼構建築，心中湧現點點滴滴與他密不可

分的情感故事。 

◎精舍之旅 見證上人慈悲心   

思緒回到二十八歲那年，呂光偉前往南美洲拼事業，直到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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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才回臺；當時正值臺灣經濟起飛，原本想自己創業，但因人手

不足，於是又再回到美國做進出口貿易，但考量競爭、利潤、簽

證等問題，呂光偉一度掙扎是否要繼續在美國定居？

此時，在偶然的際遇看到了一則徵求會西班牙文及工程背景的人

才，還可以幫忙辦綠卡。於是他前往應徵，很幸運的錄取後，一

直任職到1996年，後來因美國經濟蕭條的衝擊，他毅然決定回臺

定居，結束漂泊海外的日子。 

「人生的過程，似乎都已安排好了，只要按照正路、正向行走，

總會柳暗花明的。」雖然呂光偉曾經有過如此感慨萬千的心境，

可是他依然勇往直前，再與家人共同創辦大理石工廠，也因此經

常需要前往花蓮採購石板；因先前在美國期間，他經常參與慈濟

活動，所以第一次到花蓮採買時，即央請老闆娘帶他前往靜思精

舍見證嚴上人。 

呂光偉猶記抵達精舍時，最初印象是「黑金鋼」（臺灣鋏蠓）很

多，但最讓他印象深刻的一幕，卻是親眼看見上人的右手輕輕

從臉頰滑過後，順著手背往左手再輕輕的揮去，動作有如在比手

語。呂光偉一開始覺得有點奇怪，後來才恍然明白，那優美、柔

順的手勢，是上人在驅蚊。 

這讓呂光偉既震憾又感動，「當下，我好懺悔，上人是那麼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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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不忍傷害無辜的生命。」這趟永難忘懷的這趟精舍之旅，讓

呂光偉對人生有更大的體悟；也因為上人的推薦，有了志工蘇有

義的帶動，呂光偉終於成為真正的慈濟人。 

◎以工地為家 夫婦同心顧咱的厝 

進入慈濟之後，因呂光偉具有營造工程的專長，當 山靜思堂於

2019年動土興建，呂光偉當仁不讓地加入志工團隊，一起守護照

顧會眾的社區道場。 

他把事業收起來，長駐在 山靜思堂工地，每天忙進忙出，關心

工程、以及所有工安問題，幾乎以工地為家。其間，只要遇工程

有任何瑕疵細節，他總是謹遵上人的教誨，身段要放下，抱持感

恩、尊重、愛的態度，與營造公司做良好的互動；對於工地品

質、進度雙向溝通、改進，也會隨時回報 山靜思堂工程建設志

工團隊，提供訊息給所有關心施工進度的志工。 

除此之外，呂光偉與建築工人們朝夕相處，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他非常感恩工地菩薩都能力行三不「不抽菸、不飲酒、不

嚼檳榔」，讓工地能維持三高「高安全、高環保、高品質」的優

質工地文化。

而所謂的「高環保」自然也包含素食在內，呂光偉的太太施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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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廚房香積組志工，也都會用心準備大家喜好的菜色，即使 有

肉類的陪襯，仍能煮出色、香、味俱全的菜餚，讓大家吃得更安

心、更健康，推動慈濟人文與素食文化不遺餘力。 

從最初的一片平地，到現在可見樓層鋼構，再眺望隔著國泰路的

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衛武營」，呂光偉感恩上人，給 山志工有

這塊大褔田耕耘，他說：「現在，我們如願的蓋大厝，但因為工

人難求，人力有限，以致於進度有些許的落後；還是希望大家要

同心協力，努力讓鳳山靜思堂能早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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