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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昭鴻

慈濟的國際救援向來

堅持「直接、重點、尊重」原則，

自一九九八年起，

前後五次人道救援北朝鮮，

終於獲得信任，

讓他們相信大愛無國界、付出無所求 。

聽見歷史的聲音

北朝鮮販災的歷史意義

1991年時，因孟加拉遭逢大水災侵擾，

經全球慈濟人動員募款，協助孟加拉災後重

建，為慈濟的國際販災拉開序幕。九年來，

慈濟的腳步愈走愈遠，責任使命愈扛愈重，

從孟加拉、外蒙到衣索匹亞，將慈濟善心播

向每一個需要援助的地區。 1999年，更將販

災隊伍拉拔到全球唯一堅守共產主義的北朝

鮮，讓慈濟人的大愛得以再次落實。

據聞「朝鮮」素有「朝日鮮明」之意，

象徵朝鮮人民嚮往光明的精神﹔其國花為

「木檯花」，透露出該國人民堅毅不屈的民族

性。北朝鮮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委員長金

正基曾表示，北朝鮮的經濟體系原為「以物

易物」，自從共產體系瓦解後，不僅國內物品

無法外銷，也無法從圈外進口所需物資。 94

年起，由於境內天災接連發生，致使糧食方

面原可自給自足的情況，轉而嚴重短缺。

北朝鮮向來是個保守的共產國家，基於

對外政策的封閉，以及人民自尊心的捍衛，

即使連年天災造成的糧荒情形已為不爭事

實，也絕不平白接受來自四方的有心外援。

直到這些年來，因糧食不足或營養不良致使

死亡人數日增，近兩年更因為國內能源嚴重

不足，甚至連首都平壤供電都相當吃緊，國

內經濟遭受打擊，當局接受外援的政策才逐

漸開放。

「直接」原則的落實

自 1995年起，世界展望會（ WV ）、世界

糧食組織（ WPP ）、聯合國兒童發展基金會

(UNICEF ）及國際紅十字會（ IFRC ）等，早

已分別針對北朝鮮所面臨的困境，先後投入

救援行列。慈濟在 1996 年時，也有動身前

往援助之意，卻因為該國對於外援謹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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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不得其門而入，僅得以透過物資捐贈的方

式，表達我們的關心。 1999年 3 月，當慈濟

先遣人員初抵該地，準備迎接團員前往發放

化肥時，終以發放原則的認知落差，臨時取

消讓脹災人員前往 。 即使如此，我們仍將早

先運抵的物資交由當地政府發給鄉民，讓農

民於三月底前能即時施肥春耕，期許農業產

量得以因此增加。

此外，由於先前捐贈該國人民的冬衣，

皆由慈濟志工親手包裝整燙，細心體貼之程

度感動對方。同年 6 、 7 月間，北朝鮮終於

允諾讓服災人員至發放場地，並派任各班農

場代表，齊集發放點領取化肥。

「 當我們同聲合力將愛心肥料往車上丟

送時，我不僅看到農人臉上的喜悅，也看到

他們未來的希望。兩個互不相識的人，內心

緊緊相扣在一起，那份互動的單純與美善，

真是叫我難以忘懷。 」 團員洪俊圭與農民齊

力協運化肥時，傳達出這樣的感受 。

早先慈濟對北朝鮮的援助，僅止於將物

資送達，並無人員前往發放﹔隨後捐贈化肥

時，脹災團員終得以親手把化肥交給農場班

代表，相較於將大米交到鄉民手中而言，可

說是落實 「直接 」 原則的前奏。據當地官員

表示，許多國際援助團體，都只被允許在港

口邊進行簡單的捐贈儀式，要想進入鄉村幾

乎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是深入內地進行直

接發放。慈濟目辰災原則的堅持，當地官員曾

有感而發的對團員們說： 「雖然同時也有來

自歐盟、美國的化肥與小麥，但農民們卻特

別記得來自台灣慈濟的親手關懷！」

慈濟的國際救援向來堅持「直接、重

點、尊重 」 原則，自 1998年起，經過前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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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對北朝鮮的人道救援，終能獲得他們的信

任，讓他們相信大愛無國界、付出無所求 。

自捐贈化肥後，原本期許雨季來臨能為當地

帶來豐收，卻沒預料到雨季時期竟然遭逢旱

災，致使農產收成大受影響，才又再度向慈

濟尋求援助的可能。由於向來的援助互動

中，彼此已取得良好的互信關係，當 12 月

間，慈濟再度動身前往援助大米時，當地政

府終於同意慈濟以五十個團員之眾深入農

村，進行直接發放、團康帶動、擺置佛教

旗、慈濟旗和宣讀上人慰問信，並得以對發

放範圍進行攝影。這對於北朝鮮的官員

領導及鄉民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一

遭﹔對當地的鄉民來說，恐怕也是生平首度

見到外國人。

「誠正信實」原則的堅持

早在 1999 年 9 月初，金正基即親來台

灣，向證嚴上人表達該國再度遭受天災侵襲

並請求援糧。隨後當慈濟派遣勘災人員前往

了解時，金正基也已前往大陸東北洽詢大米

採購與議價事宜，足見糧援所需之急切 。

九三一當天，慈濟先遣團員正好在北朝

鮮商談發放事宜，獲知台灣遭逢地震消息

後，先遣團員旋即返台，積極投入救災行

列。但慈濟秉持「誠正信實」原則，上人也

認為事先既已答應援助，就應該盡己所能去

做。就在台灣救災工作暫告一個段落後，慈

濟依約前往北朝鮮，將慈濟人的愛心送達。

北朝鮮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委員長金龍文在

慈濟團員抵達北朝鮮時表示，沒想到台灣大

地震後，慈濟仍會信守約定前來自辰災。

當 12 月初在發放現場裡，曾有位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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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慈濟團員表達說她們家自去年（ 1998 年）

秋收後吃過一些米，就再沒吃過了，算算，

也約有一年之久。團員張月英師姊也說，一

位阿婆領米時不僅放聲大哭，甚至還要跪下

來，最後她選唱了首歌感謝慈濟，邊唱還邊

掉淚．．．．．．

慈濟雖為民間團體，其全稱為「台灣佛

教慈濟基金會」，因此慈濟所做的，關係著台

灣的形象。正因為慈濟「誠正信實」的態度

獲得信賴，當局終於破例讓來自台灣的國際

救援團體派遣大批志工入境，讓團員們得以

親手將救援物資交給鄉民，與他們面對面接

觸。

慈濟種子的灑播

上人曾說：「因為他們的民族是那麼的

堅強，那麼有禮義廉恥，那麼白愛，真的覺

得他們有無窮的希望。」由於朝鮮族自古就

有「東方禮儀之族」的美譽，他們無論鼓

掌、握手、簽名等，都會先將手套取下，表

示尊重之意。

金正基也表示：「在慈濟人面前我不做

三件事：抽煙、喝酒與吃肉。」發放當中若

有工作人員蹲著抽煙，他也會催促他們到一

旁去。在過去，金先生對部屬的要求嚴格、

也常發脾氣，但事情卻不一定做得更好﹔自

從發放過程中與慈濟團員切身接觸後，他體

會到另一種與部屬間的互動方式，那就是

「尊重」。

曾經在北朝鮮發放現場裡，岡IJ好有塊不

小的農園擋在中央，他們原本為了方便發

放，打算將農圖清除掉，但經我們表示「慈

濟人到任何地方，不但尊重當地百姓，也尊

重一切有情眾生﹔我們不希望為了要發放，

就將它們鏟除。值此艱難時期，每一株植

物，都是一個希望。」正因為我們尊重生

命，所以對於北朝鮮所遭受到的危難，感到

於心不忍。或許物資上的提供只能夠救急，

但只要心存希望，就有未來。

北朝鮮對於資本主義的印象，向來停留

在散漫與缺乏秩序的刻板印象裡，而本會團

員在發放中，於集合或行進間的紀律表現，

也讓他們對於台灣和佛教都有新的認識與體

會。此外，當地官員幹部於場地佈置上學習

速度之快，及盡力配合，不僅讓發放進行的

更加順利，也讓我們對於秩序井然的鄉民表

現感到佩服。

雖然商討發放方式之初，彼此也曾因文

化不同而產生觀念和意見上的落差﹔但慈悲

必須運用智慧，行善必須堅持原則，感恩與

愛都要以智慧為主軸。慈濟人秉持的眼災原

則，終於讓他們知道世上還有一種慈悲的h

愛，是可以跨越國界和政治，無所求的付出

與關愛。

團員心靈的洗游

佛教提倡願、力並行，除了心存善念、

發好願外，還要以具體行動來表示，否則，

一切只是空談。這也正是上人平日所強調

的，「做就對了」，唯有透過「行」的功夫，

才得以滿願，要不都是空過因緣。

除了「做」之外，還要心存甜美，歡喜

的做﹔唯有以感恩的心，無所求的付出，才

能夠清安自在。在發放當中，重複一次又一

次的搬運動作，就好比一遍又一遍的佛號唱

誦﹔藉由「行」’來洗條心靈，透過布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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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尊重與感恩。

吳褔川師兄於 1999年6月前往發放化肥

時曾說：「期盼慈濟的大愛與感恩、文化，能

隨著這些肥料撒播在這片土地上，滋養這片

糧米，周而復始、化為無數﹔溫飽眾生、漫

延福地。 」

施啟智師兄也說：「當見到農民們灑下

化肥的那一剎那，我心裡激動得想落淚 ﹔因

為慈濟人所送來的愛心，終於開始灑在北朝

鮮的土地上了。我相信當 10 月稻穗成熟

時，更會是一幅美麗的畫面。 」

雖然國際救援是透過物資援助，為受災

鄉親提供救急之資，然而透過慈濟代表團員

與鄉民的互動，親眼目睹當地人民勤勞、刻

苦、愛乾淨、活潑又開朗的民族性，這對於

慈濟團員而言，都是自我教育和慧命提昇的

良好機會。就像在發放現場裡，大米包數若

有多給的情形，鄉民都會主動歸還﹔也經常

可以看到婦人頭頂著四包合計六十公斤的大

米，而絲毫不見難色。至於一旁的小朋友也

都非常有禮貌，給他糖果，他會從口袋裡掏

出另一顆，表明已經有了。慈濟人無時不刻

的關懷與慰問，和無所求的付出，除了為受

災民眾帶來一時的溫飽外，也點燃他們對於

未來的希望。

祈願天下無災難

上人對外有三願，人心淨化，社會祥

和，天下無災難。對內有三求，不求身體健

康，只求精神敏睿﹔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

力勇氣﹔不求減輕責任，但求增加力量。要

運用敏睿的智慧，培養出信心、毅力和勇

氣，使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愛的力量。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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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村中的每一個人在愛的循環中成長茁壯，

以能夠手心向下，助人拔苦得樂而感到自

蒙。

從北朝鮮的服災經驗裡，慈濟對於販災

原則之堅持所受到的尊重，不僅意味著他們

的認同，也代表著慈濟國際販災腳步又向前

邁進一步。至於慈濟與北朝鮮所建立的相互

尊重，更是肯定人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之開

始，這也正是邁向世界無災難的必經之路。

跨出這一步，更證明了只要有大愛，就可以

和世界相連。

慈濟所祈求的是天下不再有災難，大愛

將災難消研﹔但當我們懷著感恩心走向國

際、深入災區的同時，該省恩的是，這腳步

所踏上的，是受難眾生的苦。（感謝中文期刊

部李委煌師兄提供資料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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