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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慈濟醫院十三周年院慶 θ證嚴上人主講

全球的慈濟人，

不管在哪一個僑居地，都很用心付出，

哪個地方有災難，他們都跑第一，

和台灣的慈濟人是一樣的。

他們沒有忘了「台灣」兩個字，

時時要為台灣爭光。

大愛長留天地問

院長、諸位大德：大家好！

剛才會院長說他來慈濟醫院已經是第十

九年了。十九年前的九月，曾院長、陳院長

從醫院的第一張圖開始，一直陪我走到現

在，這期間有很多坎肉、煩惱。但是，幸好

有他們在我身邊，給我信心、力量、勇氣。

回首建院辛酸路

有人說：人生不堪回首。然而，我們的

回憶雖然充滿酸甜苦辣，卻很令人難忘。我

的人生，寸寸步步無不是感恩和感動。在我

周遭護持我、愛護我的，每一位都是人間菩

薩。

剛才蔡醫師說過：當時東台灣交通不方

便，醫療又是那麼欠缺。從慈善工作開始，

有很多個案都是「無語問蒼天」，眼睜睜地看

著他們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非常的無奈。

面對很多寡婦孤兒，美好的家庭，只因

為欠缺醫療照顧而破碎了，真是令人心痛。

當時我下定決心要蓋醫院，只因為不忍心看

到這麼多人，受傷之後得不到妥善的醫療照

顧，或是小病拖成大病，長期拖累家庭，衍

生出教育問題、社會問題。

每次想到要蓋醫院，我的身心都會顫

動，因為要蓋醫院是這麼困難，沒錢又沒人

力，什麼都沒有，怎麼蓋醫院？當時，我全

身的血液感到異常的澎濟翻騰。每當遭逢挫

折，總有一句話能鼓勵我：做就對了！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愛的力量，把愛的

力量集中起來，就會形成一股大的力量。我

常自我鼓勵：做就對了！只要人多力大、福

就大，要成就這家醫院應該是不難的！我很

大膽地跨出第一步。

很多人覺得：這個出家人要蓋醫院，真

是「天方夜譚」。於是就冷眼旁觀，甚至說：

「看你怎麼蓋醫院！」但我還是堅持目標！不

管別人用什麼心態看我，只要能救人，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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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也有很多愛心人士來告訴我：「師

父，只要是您要做的，我們都支持！ 」這群

有愛心、有毅力的人給我信心，陪我一起走

過最艱辛的路程，這段時間也有很多感人的

故事。

後來醫院蓋好了，而且工程提前完成，

當時為了勸募蓋醫院，我在全省不斷地巡迴

演講，時時擔心著每十五天要支付的工程

款。為了追工期，所以沒有時間尋找醫護人

員﹔但是看到工程順利，也感到很安慰，心

想：早一天啟用，就能早一天救人。

醫院是分秒搶救生命的地方，能提前九

個月完工，就絕對不要浪費時間，所以趕緊

臨時徵求人才。我很感恩楊院長，當時他是

台大醫院院長，當我們需要台大醫院支援

時，楊院長就義不容辭地幫助我們。

東部開腦第一刀

他也鼓勵台大各科主任付出愛心，讓每

科最優秀的醫師來花蓮。你們今天所看到的

陳院長、簡副院長、蔡醫師，還有在羅東醫

院的張副院長，以及院內好幾位都是當時就

來慈濟醫院的醫師 。

剛才我們聽到蔡教授介紹第一次開腦的

經過，當時在花蓮一聽到要開腦，就好像要

坐太空梭一樣稀奇。蔡醫師替這位病人開腦

之後，隔天早上我去加護病房探望，看到蔡

醫師趴在床邊。我問 ：「我們的C T （斷層

攝影）還沒有送來，你怎麼知道受傷的部位

在哪裡？」我記得很清楚，他回答說：「可

能是菩薩牽著我的手，一開下去就對了！」

還真的是一刀就對準了呢！

當初花蓮地區就像醫療的沙漠一樣，設

備大都很簡陋，而慈濟醫院一開始時就號稱

為 「開腦的醫院」 。 那一天 ，簡副院長說：

「我們的醫療展示佈置，我的構想是，要讓人

家一進門，就可以感受到這是開腦的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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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我看到他們的佈置，一進門就看到

兩張很大的照片，知道那是在開刀，但不知

道是開什麼刀？簡副院長說：「那就是蔡醫

師。」後來陳院長陪我一起去看時，也是

說：「那就是蔡醫師。 」 還說那是第三間的

開刀房，甚至還解說哪一張是開頸椎，哪一

張是開腦的。我問：「你怎麼知道？」他

說：「開頸椎時，神經外科的醫師就是站這

樣的位置。」原來醫師開刀時，手勢方向也

是有固定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蘊含了他們

的功力 。

走過十幾年了，我真的很感恩。最早的

杜院長，他抱病來幫助我啟業，而在他人生

最後的這段時間，他覺得很歡喜。現在杜太

太也是我們日文翻譯組的志工，她說：「還

好後半輩子能夠走進慈濟，離開醫院後能有

一個這麼快樂、親切的慈濟大家庭。 」

感恩歷任的院長

接著就是曾院長，曾院長從接任到卸任

正好滿十年。十年來帶領醫院走出一條康莊

大道，這條道路能這麼穩當 、 平坦，都是他

步步經營走過來的。從區域醫院到準醫學中

心，的確是非常不簡單，所以我非常的感

恩 。

剛才會院長說，師父希望他不要離開花

蓮。是的，期待慈濟的磁場能永遠吸引人，

慈濟永遠都是菩薩的中心﹔慈濟醫療志業，

永遠少不了曾院長。所以我說「不能離開花

蓮」，我們還有很多醫療綱要建立，以他的智

慧及經驗可以給我們很多幫助，也可以陪我

們走很長遠的路。

現在還要感恩陳院長，醫院啟用時，他

是第一位來的醫師，在精舍住了好幾天，當

時和溫主秘帶著一群白衣大士，開始幫忙安

裝儀器，對病人付出愛心。他是病人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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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佛，東台灣一帶，只要是他的病人，大

家都很感恩與讚歎 。

我創辦慈濟醫院別無所求，只希望病人

可以得到好的服務，期待病人能得救，所以

很感恩醫師及護士們的愛心付出 。 每天早上

聽到志工的心得分享就讓我充滿感恩！簡副

院長說，他有很多地方跟陳院長類似，不只

是身材類似，連愛心也類似，興趣也一樣 。

記得我和陳院長溝通時說： 「曾院長已

經將醫院的路鋪得很平坦了，現在應該由你

來接棒。 」 他告訴我 ：「師父，我真的很喜

歡做臨床工作，我捨不得病人 。 」 我說：

「我也不希望你捨去臨床、捨去病人 。 甚至希

望你將臨床做得更好，對病人更關心 。 」

從這一點，就知道他是「視病如親」 。

我說： 「院長室的人力再增多一點，大家的

智慧力量團結在一起，應該可以分擔你的工

作。」我建議他再找副院長，當時他提起簡

副院長，我就跟簡副院長提，簡副院長說的

話，也是跟他一模一樣 。

希望有一群好夥伴，大家共同凝聚力

量，把本院的 「醫學中心 」 真正鞏固起來 。

期待將來的大林醫院，一開始就往「醫學中

心 」 的目標努力﹔所以請林副院長、張副院

長、王副院長，大家一起團結支持陳院長 。

明年七月，大林慈濟醫院就要啟用了，

期待林副院長及簡副院長能幫我挑起這個重

任。但願醫療普遍化，從花蓮東部地區開

始，延伸至雲嘉南地區，能夠發揮更多愛的

醫療。我記得杜院長曾說過：「大家都說花

蓮是後山，但是我來到花蓮，才發現花蓮是

前山 ﹔因為太陽升起時先照到花蓮，才照到

西部 。 」

聽他這麼說也感同身受，所以我們應該

從花蓮開始建立健全的醫療體系，再逐步伸

展到全省各個地區，讓醫療普遍化 。 大林醫

院工程即將完工，接著是台北新店，台中潭

子． ．．． ． ．， 一步步往前走 。 總之 ，醫療普遍化

是我們的目標 。

期待全院各科的同仁，用我們這分愛的

力量互相支持。當初我在花蓮建立醫院的心

願，第一是希望病人有得救的機會，第三是

希望提升就業機會 。 花蓮位於東部地區，從

醫院、 醫學院到技術學院，的確是提升了醫

療及教育水準，同時也提供東部人許多就業

的機會 。

所以慈濟為東台灣帶來一股生機，當然

也有很多人為了來這裡就業而來協助醫療。

只要能來這裡，我們就可以把愛心的力量匯

集在一起，將來 「 台灣醫療普遍化」 的期望

就指日可待了 。

菩薩隊伍浩蕩長

醫療與教育，能在十幾年的時間內一氣

呵成，我要感恩所有的慈濟人 。 剛才頒發志

工獎，讓我有機會親自對他們說﹔「感恩！

祝福你們 。 」 其實，單單一句感恩、祝福的

話，實在難以表達我內心的感恩 。 要蓋醫院

時，需要他們去勸募﹔要落實慈濟社區志工

為社會服務，也要靠他們﹔來當醫院志工，

還要和病人互動，除了讓病人接受醫生、護

士照顧外，也要彌補醫護不足的時間。

剛才那首手語歌，我聽過幾次了，每次

聽到我都會感動得落淚 。 深感志工的奉獻是

「盡形壽、獻生命」 。 他們跟著我十幾年， 一

路走來，出錢、出力、出時間，但卻無所

求、永不後悔。我們也看到 「大體老師」，他

們到最後連身體都捐出來了，在醫學院的大

捨堂裡，有幾位我還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 。

他們是三寶弟子，也是慈濟的委員、榮

董，不僅出錢出力來當志工，最後還把身體

捐出來當 「大體老師」 ，教導醫學院的學生 。

每次我聽到這首手語歌，以及看到大體老師

和學生，我都會很感動，這些慈濟人無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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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奉獻生命，真的是人間菩薩，所以我說我

好感恩。

以前興建這座醫院是靠大家愛心力量的

付出，未來的醫療網也是要靠大家的支持。

昨天我看到一些人在拖地、打掃等等，原來

是一群志工，我問：「什麼時候來的？」他

們說：「今天早上坐火車從宜蘭來的。」他

們自掏腰包坐火車來這裡打掃、擦地板：再

高的窗戶也爬上去擦，等到打掃好了，就回

家。這就是慈濟人 什麼時候需要他們，

他們就會回來幫忙。

如同在三十三周年慶時，台中有五百人

浩浩蕩蕩地搭乘慈濟列車回來，也是回來打

掃的。建築物才剛完成，五百人花了三天的

時間打掃﹔打掃過後，因為還需要裝修，所

以又來一批人，也是將近五百人，回來做最

後一次總清掃。

因此，每次我一提到慈濟人都很感恩，

也好激動！他們長期以來無悔無尤、不斷地

付出。為了要成就一件艱鉅的工作，他們都

會說： 「沒問題！師父不要擔心，我們做就

對了！」不只台灣的慈濟人如此，全球慈濟

人也是一樣。當我呼籲國際救災，他們就馬

上動員，有很多感人的事，真是說不

出
兀

大愛由台灣走向全世界

現在我們看到印尼有二十位醫師也來

了，也有新加坡的一群醫師，他們總共有一

百多位加入「人醫會」，常常舉辦義診。簡副

院長在三月時也去配合一次大型義診。他們

被慈濟醫師的親和力及愛心所深深感動，因

此也很想來觀摩 。

人醫會的組織是全球性的，像黃醫師在

八個月前參加我們菲律賓的義診，簡副院

長、林副院長都去過，張副院長好像也去

過，不論是去帶動也好，去觀摩也好，總

法﹒音﹒宣 －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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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互相被感動。感動他們可以在簡陋的

環境中，完成開刀的工作﹔我們的技術及態

度、愛心也感動了他們，彼此都互相感動 。

所以，我們的醫療普遍化，除了在台灣

建設醫療綱，更期待將我們的愛心及精神能

伸展到全球，發揮出慈濟的醫療精神。這就

是慈濟醫療的目標一一但願眾生得離苦，不

為自己求安樂。這是我一生中時時鞭策自己

的話，因此所有的慈濟人常說：跟著師父做

就沒錯！

也期待各位同仁們將這分愛的理念，用

在自己的崗位上，多盡本分 。我常常鼓勵大

家：盡多少本分，就得多少本事。師父常

說：「生不帶來，死也空空回去，只有一種

能帶得走的，那就是永恆的慧命。」人去

了，留下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精神 。 所

以說：「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只有

把大愛留在人間，才是最有價值的人生 。

全球慈濟人為台灣爭光

慈濟今天有四大志業，可以很穩固地遍

布在全球，這是因大家跟師父有相同的理

念，也就是「付出無所求」 。李校長在一 、 二

十天前，和王副總、洪主祕，還有一些委員

們去羅馬做一趟文化之旅 。第一站到羅馬，

台灣駐羅馬大使去接機，然後請他們吃飯 。

他們傳真回來說，很不好意思讓大使請客，

但是這位大使說：「慈濟為台灣做了很多

事。台灣就是因為有慈濟，所以我們還有呼

吸的空間。」

這也是全球慈濟人做出來的成果，他們

僑居在每一個地區，都是以同樣的愛心去回

饋當地，大家時時記得師父的兩句話：「頭

頂別人的天，腳踏別人的地，要先去付出、

先去愛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敬愛 。 」

大家都把這個理念放在心上，所以，不

管他們在哪個僑居地，都會用心去付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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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有災難，他們都跑第一，和台灣的慈

濟人是一樣的。甚至在大型臉災時，都用大

紅布條寫上「台灣慈濟基金會」，他們不會忘

了「台灣」兩個字，時時要為台灣爭光。

因此有很多國家的代表，都可以感受到

慈濟人在當地為他們國家付出的那分大愛。

真的很感恩全球的慈濟人！

大家都支持你一一陳院長

今天是慈濟醫院的十三周年慶，非常期

待我們的醫療志業能夠很健全地伸展到全

球，精神也遍布到全球，讓人人都能尊重生

命，並且了解生命的價值何在：對病人要尊

重生命，對自己要了解生命的價值，這是我

們不斷推動的理念。

感恩曾院長過去帶領全院同仁，一起走

過這段艱辛的醫療志業之路。未來有更多的

希望，要託付在陳院長身上，期待他能跟曾

院長有相同的領導精神，再加上年輕人開闊

的愛心和毅力，充滿信心地繼續邁向「醫病

醫人、用愛付出」的醫療精神﹔但願所有的

副院長都是你的好幫手。我想，全院的同仁

都將用愛與行動來支持你！

當然，曾來過這裡的「拓荒者」，如果

想再回來，還是很歡迎大家，期待慈濟的磁

場永遠都有吸引力，不論在花蓮或在全省的

任何地方，感恩各位同仁合力的支持，很多

很多的感恩，總歸一句虔誠的祝褔，但願大

家在這裡，不論是志工或同仁都可以「甘願

做，歡喜受」。

甘，就是甜，天天心裡都好甜，很願意

付出，付出之後所得來的就是那分歡喜，所

以是「甘願做，歡喜受」，這就是慈濟人的座

右銘。在任何時候，不管我遇到什麼事，就

只有一個念頭：甘願做，做就對了！這個心

得跟大家分享，祝福諸位：褔慧雙修，阿彌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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