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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林碧玉副總回顧醫療志業十五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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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植入晶片以治療巴金森氏症，讓病患黑白

人生變彩色﹔兒童發展復健中心，是全國唯

一有特殊教育老師作學前教育單位 ﹔病理解

剖超過百例，而啟業以來，開心手術更創下

逾五百例的輝煌成果。

隨著醫療科技的日新月異，慈院更不惜

耗費鉅賞，購進新式的醫療儀器，如腦部立

體定位儀，為腦瘤病患帶來褔音﹔心導管檢

查儀，用以修補先天性心臟缺損及達到擴張

狹窄冠狀動脈和心瓣膜的目的﹔近接治療儀

直接將射源送入腫瘤深部治療，與鉛六十或

直線加速器之遠隔治療相配合，提高癌症之

治癒率。

對於這些豐碩的醫療成就，二十餘年

來，用全副心力推動慈濟醫療志業大步向前

跨進的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說：「專業

是本分事！我們要推動高科技醫療、最尖

端、最具前瞻性的醫療服務病患，這是我們

的本分事﹔至於如何將『人本醫療，尊重生

命』的理念，深深融入醫療團隊的血液中、

最入生命里，用這份心去照顧病患，才是我

們最終的目的 。 」

十五年來，如果慈濟醫療志業對台灣的

醫界有些許貢獻的話，誠如天下雜誌所言

的：「長庚醫院將醫界管理導入企業化經營

的模式，但證嚴法師創辦慈濟醫院，適時的

為醫界注入一股清流。」上人在開示時候常

常強調，醫師要「看病人」，而不是只有「看

病」而已﹔慈濟醫院的醫師不只了解病癥，

探索病娃，也體貼到病人的心靈需求。這種

『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照顧理念，已經獲

得醫界廣泛的重視。

大體捐贈，蔚為風氣

尤其 1994 年慈濟醫學院成立後，醫學

系學生馬上就要面臨大體解剖課程，適巧彰

化一位林蕙敏女士往生前，自動表達願在身

花蓮慈濟醫院在今年度過十五周年慶。

回首來時，猛然發現，當初上人播下的第一

棵醫療種子，經過十五年的耕耘成長茁壯，

已蔚成一片鬱鬱蒼蒼，蓊鬱茂盛的樹林了。

「尊重生命」意識抬頭

在醫療成果上，到目前，花蓮慈濟醫院

所累積的「首例」、「創舉」、「第一」的醫療

成就真是不勝枚舉，例如：成功矯治脊椎彎

曲一百六十八度的僵直性脊椎炎矯正手術而

蜜聲國際，至年底已有一百五十例的佳績﹔

東部唯一具備肝臟、腎臟、眼角膜、骨儲等

器官移植的醫院﹔由主治醫師擔任急診的專

職醫師，直接在第一線照顧病患﹔實驗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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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捐出遺體供慈濟醫學院解剖開始，上人於

1995 年開始呼籲宣導大體捐贈，慈濟人紛

紛響應，甚至有老菩薩向年少者發出豪語

說：「有資格進入大捨堂的，可不是按照捐

贈先後順序，反正是『先走先贏』嘛！」到

目前已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的發心菩薩已超

過七千人。

為了讓捐贈者安心，家屬放心﹔慈濟事

死如事生，對待大體，充分展現「尊重生

命」的精神。像楞棄褔馬林浸泡遺體的方

式，率先引進「乾式」處理法﹔而每次解剖

解剖課程結束，醫學系學生恭敬的為「大體老師」

換上壽衣，仔細的扣綁衣服上的每一條絲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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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前，學生會以感恩的心，先向「大體老師」

行問訊禮，一學期下來，學生與大體老師已

培養出一份情誼 。

解剖課程結束後，將大體各器官復原、

組織縫合、里包、訂製衣著、火化、入龜儀

式﹔而在解剖室每個解剖檯，都會貼上每位

大體老師的簡介。每年並定期為大體捐贈者

舉辦春季的入撿、火化、入高追思祝福法

會，及秋季的追思啟用儀式。

在慈濟推動大體捐贈以前，國內的醫學

教育一直面臨大體來源供應不足的困擾。只

慈濟醫學院為大體老師舉辦入撿火化儀式，望著家

屬虔誠的獻上一束鮮花給大體老師，學生流下不捨

的眼淚，發願要成為良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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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法院公告後無人認領的無名屍，各學

校再按比例分配，有的學校甚至得兩、三百

名學生共用一具大體，也有由國外進口大體

供學生解剖的 。慈濟提倡大體捐贈已蔚為風

氣，不僅讓慈濟醫學系的學生可以四人共用

一具大體，來源可以無虞﹔但其他學校仍十

分欠缺，因此自 1997 年起推動遺體轉捐

贈，陸續與中國醫藥學院、中山、高醫、成

大等校簽約，將慈濟對大體老師的尊重態度

帶進其他學校 。證嚴上人更大力倡導「就地

捐贈」，直接捐贈給當地醫學院，而不必侷

限於捐給慈濟。

「僅大體捐贈一端，慈濟對醫學教育的

貢獻有二﹔」林副總說：「一是讓學生在解

剖學習的過程中，懂得尊重大體老師，並培

養出醫者的慈悲心﹔以前的管理多只重視結

果，現在最好的管理反而是過程，最好的教

育也是學習的過程。」當學生明暸大體老師

的願望是「寧願學生在我身上千刀萬側，也

不要將來在病人身上劃錯一刀」時，又怎能

不心生警惕，在未來行醫療治病苦時，永遠

記得大體老師的殷殷叮嚀？

「其次是喚醒台灣醫界醫學界，對大體

處理方式的尊重﹔ 」 林副總流露出安慰的神

情說道： 「善心者捐贈的大體並非只供應慈

濟，我們還將大體轉贈給其他醫學院使用，

無形中對台灣的醫學教育做出了貢獻。」從

捐贈者發心捐出大體開始，到最後火化、入

龜功德園滿，每一個環節都看得到慈濟對待

大體的用心與尊重﹔讓所有來到慈濟參觀的

中外來賓，都留下深刻印象。

慈濟骨髓庫見證愛心

從 1993 年 10月，慈濟在彰化八卦山舉

辦的第一場骨髓捐贈驗血活動開始，至rJ今年

底，慈濟骨髓資料中心已擁有二十二萬八千

多筆志願捐髓者資料，成績傲視國際，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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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了台灣兩千三百萬民眾豐沛的愛心。事實

上，即使在知識普及，推動骨髓捐贈比我們

起步要早的歐美國家，民眾對於捐髓都還存

在著擲觸卻步的心緒，而台灣以彈丸之地，

在證嚴上人的號召下，短短時間內即募集到

無數人的愛心，讓國際人士對「貪婪之島」

的印象為之改觀，翹起大拇指推崇台灣是

「慈善之島上「愛心之島」 。

林副總很肯定的說： 「全亞裔最大的慈

濟骨髓庫，為台灣醫師在研究血液疾病提供

了堅強後盾﹔像骨髓幹細胞的研究工作，以

及生物科技、基因治療方面，相信在未來數

年內，定能開出美麗的花朵。」經慈濟骨髓

庫配對成功的不只是亞裔族群而己，還有極

少數的非亞裔族群受益，將來若幹細胞研究

有突破性發展的話，對醫療的貢獻、對促進

全人類生命的褔祉，是無法計量的。

從 1999 年開始，慈濟送到大陸的骨髓

已超過百例，移植成功率超過百分之八十，

其中，漸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成功率，甚

至接近百分之百。今年6月，台灣青年捐髓

給蘇州姑娘，這是蘇州第一次接受台灣的骨

髓捐贈，透過兩岸三地五家電視台十八小時

的衛星同步直播，在大陸造成轟動。林副總

認為，慈濟骨髓庫搭起兩岸愛的橋樑，或許

已為越起不前的兩岸關係，間接作出了貢

獻。

「覺性J 照顧換得自在

「至於人文關懷，尊重生命，以病人為

中心的照顧理念，也開啟了台灣志願工作者

投入醫療照顧的行列。 」 慈院志工透過肢體

語言，用唱歌、跳舞的方式撫慰病患，林副

總將其歸類為音樂治療和情緒治療。在志工

充滿溫馨關懷的照顧下，大大減輕了病患和

家屬擔憂不安的心緒。「實際上，這已開啟

台灣醫界以志工為導向的人性化的醫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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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林副總作結論說。

慈濟的醫療照顧從身體的治療、心理的

安頓，至rJ察覺病患靈性的需求，讓患者深深

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視的感覺。於是黯然害

怕、不得已的住院，變成了一趟心靈的豐碩

之旅。許多病患，或許是意外車禍的無辜受

害者、或是和親人存有糾纏難解的心結，因

為慈院志工不樺煩瑣的開導啟發、用心的探

訪慰問，而放下怨憤不滿的心緒，這樣的例

子委實不可勝數。

有許多病人在慈濟的照顧下，已經無懼

於死亡，放下一切，坦然面對來生，知道生

從何來，死往何處去，這就是覺悟，覺性的

照顧。林副總說：「慈濟醫院在身心靈照顧

外，還體現了佛法所說的『覺，性』照顧。因

此，很多病患在往生前，發願捐贈器官、大

體，或者供作病理解剖，使慈濟醫院在病理

@ 

上圖：

志主在門診區彈月琴、高聲歌唱，希望透過歌聲排

解病患的苦悶 。

下圖：

元宵到了，大林慈院志工到各病房分送湯圓：以志

工為導向的人性化關懷，溫暖了病患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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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的質與量，都有很高的水準。」

花蓮最寶貴的資產

當年因為東部醫療落後，民眾生命沒有

保障，證嚴上人決定興建一座醫療設備現代

化的醫院以解決病苦。到如今，慈濟醫院有

百分之六十的病患都來自台東和花蓮本地。

林副總回想起早期花蓮並無神經外科的專科

醫師，病人碎遇車禍所引起的顱內出血，醫

師束手，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往生，「從腦

部手術搶救病患生命，至lj脊椎手術使患者兔

於癱瘓，慈濟醫院始終站在第一線搶救生

命，對意外車禍偏高的東部，神經外科醫師

不知搶救了多少寶貴的生命。」而慈濟醫院

分科精細，病患直接找分科的專科醫師看

病，對花蓮醫療衛生教育的普及更起了示範

作用。

花蓮過去被稱為「後山」，教育文化、

科學資訊和商業機制都遠遠落後西部，造成

人口大量外移，慈濟醫院啟業後，相繼設立

護專（現已改制為技術學院卜醫學院（現已

改制為大學），大量的醫師、教授進駐花

蓮，林副總說：「隨著慈濟醫療、教育志業

的開展，在這些領域有傑出成就的高級知識

份子，紛紛移居到山明水秀的花蓮居住，這

對花蓮本地是無形的寶貴資產啊！」

為了關懷偏遠地區的醫療，慈濟醫院除

了舉辦定期定點的下鄉巡迴義診外，又沿著

東部縱谷南下，兩年前，陸續在玉里和關山

設立地區性醫院，以守護當地民眾的生命。

除了急診，及時搶救瀕臨危急的生命外，

「令我十分感動的，是我們的醫護人員經常

從早上五點多就下鄉為民眾提供健檢服務和

健康衛生教育﹔在南橫公路的利稻、在關山

鎮的海端，我們的同仁一走進村子，就可以

親切的叫喚每位村民的名字，妳可知道，他

們是投入了多少心力和血汗換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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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同仁，林副總的疼惜之情溢於言表：

「當然，我們的同仁帶去的不只醫療關懷、

守護生命而己，還將愛的文化遍灑在這片土

地上。」

遍地盛開的花朵

十幾年前，由於雲嘉地區醫療資源不

是，經地方人士積極爭取，上人本著一念悲

心，排除萬難，決定在嘉北的大林設立醫

院。「當我們提出一千五百床醫院的申請，

衛生署承辦人員都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看著我

們，在人口不及三萬的鄉下地方設醫院，病

患要從哪里來啊？」提起這一段往事，林副

總不覺亮爾，「大林位在嘉北，對雲林民眾

就醫較方便，其實，我們的服務範圍是以整

個雲嘉地區為考量的。這塊土地歷經五年的

努力，終於立法通過，台糖可以承租土地給

民間機構辦醫院、設學校，慈濟突破這個法

令的限制以後，民間的私人機構也得以向台

糖承租土地擴建學或設立醫院了！」

令人欣慰的是，慈濟醫院推動人文關

懷、人本醫療的精神，已經全部移植到大林

慈濟醫院，並且開花結果了，林副總說：

「啟業以來，大林慈濟醫院已成為社區的好

鄰居、雲嘉地區守護生命的聲石﹔尤其在林

俊龍院長的用心帶動下，所有同仁都能凝聚

出一份共識，整座醫院都洋溢著家庭的溫馨

氣氛。」

回顧這十五年來，從花蓮慈濟醫院落成

啟業服務病患開始，林副總由衷感恩醫療志

業每位同仁以及所有慈濟師兄姊，無悔無尤

的付出與投入，才能落實上人「慈悲喜捨」

的教示，開創以人文關懷為重的醫療新領

域，當可告慰當初護持慈濟建院，以及現在

仍在支持慈濟志業的廣大會眾﹔這份信念將

持續帶到未來的新店以及潭子慈濟醫院，用

愛的醫療回饋給當地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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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醫院醫護人員利用休假時間，到海端鄉進行定期巡迴醫療義診，每位病患

的名字、症狀都深深散入醫護人員的腦海中 。

位在嘉北的大林蔥、濟醫院，是雲嘉地區守護生命的盤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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