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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芙美，1939年7月20日出生於彰化縣，1963年畢業於國防醫學院護理
系，大學時代以護理為終身職志，曾接受過嚴格的專業養成及軍事教

育；畢業後進入國軍醫院從事護理工作，而後於1968年起任教於臺中沙鹿弘
光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弘光護專」）任教長達二十二年，1990年受證
嚴上人辦學理念感召，幾經掙扎與思量後，繞過半個臺灣來到花蓮，於慈濟
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慈濟護專」）開啟漫長的教育人生。

慈濟護專於1989年創立，首屆校長楊思標於1990年將校長職務交付予張
芙美。辦校初期，校規推動不易，許多學生對於制服及宿舍門禁等規定相當
不認同，曾一度群起抗議，於是張芙美決定利用午休時間開設「我想與校長
聊天」的時段，讓學生有充分發言、表達的機會，張芙美也親自走訪各班，

緬懷人品典範——
慈濟護專第二任校長 張芙美教授

1998年慈濟護專新的圖書館建置完成，張芙美校長（左三）帶領全校師

生參與搬遷，將書本一疊一疊搬至新圖書館。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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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地與學生溝通，讓學生了解到，穿制服是希望學生來上學，不要有分別
心，不僅是學生，教職員也一併穿著制服，以身作則；門禁則是希望學生能
善用時間，好好準備考試，如果真的需要外出，填寫申請單一樣可以外出。
張芙美耐心地建立起雙向溝通的橋樑，反對的聲浪也就逐漸消弭了。

執行規範時，秉持著鐵的紀律的張芙美，其實也富有教育家慈悲、柔性
的一面。1992年5月10日的夜晚，花蓮靜思堂舉辦首屆「慶祝護士節加冠暨
傳光晚會」，張芙美溫柔地叮嚀著同學，好醫師是病患心目中的活佛，好護
士是病患心目中的白衣大士，護理學生要懷有白衣大士的慈悲心腸，未來在
護理工作崗位上恪盡職守、任勞任怨。加冠儀式象徵著護士具備的慈祥、責
任、純潔、謙虛、服從及服務的心念；傳光儀式（傳心燈）則勉勵學子傳承
菩薩聞聲救苦、慈悲為懷，及才德兼備的慈濟精神。當晚，張芙美也以南丁
格爾的事蹟嘉勉即將升上五專三年級的同學。至此之後每逢護士節，慈濟護
專的護理師長們便會為即將前往醫院實習的學生們加冠、傳光，祝福即將步
上人生另一階段的護理學生。

1993年慈濟護專響應慈濟基金會的衣索比亞醫療援助方案，於校內舉辦
「感恩的歲月•饑餓體驗營」活動，帶領學生們切身體驗，了解慈濟援助的

慈濟護專1998年2月23日啟用基礎醫學科遺體解剖實驗室。靜思精舍師父於實驗

室旁的佛堂舉行灑淨儀式，德慈師父（前一）、張芙美校長（前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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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索比亞、外蒙古饑民所受「餓其體膚」之苦，兩百多名學生報名參加長達
二十小時的饑餓體驗。張芙美表示，漫長的斷食考驗著大家的體力、耐力、
毅力，雖名為「饑餓」，但仍有四個時段提供學生流質食物，希望學生們能
從活動中體會，在安定富饒的生活環境下，更應「知福、惜福、再造福」，
培養知足、感恩的心。

證嚴上人創辦教育志業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啟發學生的良知，有人文精神
才會有「人傷我痛」的惻隱之心，藉由人文教育，把埋藏在心底的愛引導出
來，然後用這份「大愛」和「良能」去服務人群；因此慈濟人文即是愛的啟
發、愛的行動。在慈濟護專創校第三年便設置了「慈濟人文室」，下設人文
教育規劃組、人文活動組、懿德組、學生輔導組等四組，負責策劃、執行校
內人文課程與活動；創校第五年，1994年9月16日啟用人文教室，包含茶道
教室、花道教室與禪修室，提供師生研習、選修。花道課程體會「一花一世
界、一葉一如來」的境界；茶道課程教導學生井然有序的泡茶、飲茶與敬慎
的待客之道；禪修課程則可反觀自性的心靈空間，各校有各校的校風，而慈
濟護專的人文風格即是慈濟精神。

張芙美始終惦記著上人成立慈濟護專的初衷⸺解決東部地區原住民
少女的就學就業問題。早期臺灣東部開發較慢，許多原住民少女被迫淪落風
月場所，上人期許能藉由慈濟護專的成立，提供原住民少女更多學習機會，
同時也解決護理人員短缺的情況。由於慈濟護專錄取分數較高，若透過既有
的北區聯合招生，每年只有約一至二位原住民學生有機會入學，因此，1990

年至1995年間慈濟護專多次向教育部及省政府衛生處申請，請求准以「五十
名學生專班」、「單獨招生」的方式，招收原住民學子入學，終於在1996年
經教育部核准，慈濟護專日間部增設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專班，就學期間免
除一切學雜費、制服費等，並每月發給零用金，以確保學生家庭生計不受影
響。直到今日，慈濟護專已升格為慈濟科技大學，仍為原住民的學子保留名
額，原住民專班如今猶在。

早在原住民專班成立以前，校內便有一群原住民學生意識到自身文化逐
漸流失的危機。由於原住民語並無文字系統，傳承較為不易，而許多原住民
學子長期在平地求學，缺乏學習母語、部落文化的機會，這群學生因此萌生
了成立社團的構想，張芙美得知此事後大力支持。1993年成立「山地青年文
化研習社」（後更名為「原住民服務社」），社團以延續山地文化及服務山
地社區為宗旨，致力於原住民母語教學、傳統舞蹈、輔導失學原住民少女的
電腦教學、學習原始部落的烹飪方式，並於寒、暑假期走入社區，為部落學
童進行課業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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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保留逐漸消逝的文化及語言，張芙美深知推廣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1997年起學校開始蒐羅原住民相關文物，1998年成立原住民事務組（今「原
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當時張芙美在規劃建置新圖書館時，便保留了一
個區塊作為原住民文物館（今「原住民族博物館」）。張芙美即便校長公務
繁忙仍時常撥空，全程參與原住民學生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對於原住民教育
的用心可見一斑。

為了讓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張校長對於教育資源的爭取不遺餘力，
1998年2月23日啟用基礎醫學科遺體解剖實驗室，為當時國內最先採行大體教
學的護理專科學校。是日課程開始前，由靜思精舍師父引領師生，為兩位教
學用大體老師進行誦念儀式，張芙美感恩師父主持儀式，亦期勉學生以莊嚴
的態度向「大體老師」學習，心存感恩、專心學習，未來能造福人群。課程
由老師操刀、講解，校內護理、放射、復健及醫務管理科，學生將在模型與
圖片教學外，更進一步與人體接觸，了解各器官的組織、結構和位置。課程
結束後的縫合、入殮、火化等完全比照慈濟醫學院（今「慈濟大學」）的作
法，最後交由家屬領回或供奉在慈濟醫學院大捨堂。

張芙美治校期間總是兢兢業業，對學生、校務、教職人員都十分盡心，
堅持「事情要做對，還要做好」。每每評鑑總是嚴陣以待，除親自檢視評鑑

張芙美（左一）於2012年訪視泰國清邁慈濟學校推動人文教育的成效，

並致贈結緣品予學校教職人員。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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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逐字句地修改，也會親自巡視校園環境。某次評鑑前的檢視，張芙美
望見實驗室的安妮（假病人）衣服沒穿好、肢體亂擺，張芙美認真地提醒著
系上老師，要給學生一個概念，假病人就像真人一樣，必須整理清潔乾淨，
不能衣衫不整，這樣很不尊重！如果在實驗室和醫院的對待不同，學生又怎
能落實視病如親、尊重病人？張芙美的謹慎與仔細見微知著，無論是面對學
生、教職員甚至是假病人，張芙美一視同仁。

在張芙美的帶領下，1993年慈濟護專經教育部評鑑為辦學績優學校、
1995年慈濟護專獲教育部評鑑為「第一等」專科學校，幾次的肯定更加堅定
張芙美帶領慈濟護專走向技術學院一路。1995年的評鑑成績雖已達升格標
準，但已創校六年的慈濟護專仍需再新增三個科系才能達到升格門檻，即使
困難重重，張芙美仍認為升格一事，勢在必行！終於在創校十年之際達成升
格門檻，慈濟護專獲准升格為技術學院，並於1999年12月29日舉行「慈濟技
術學院」揭牌儀式。

慈濟護專治校十二年的張芙美，培育出無數有責任心、榮譽心、感恩心
的傑出校友。2002年張芙美由慈濟技術學院校長轉任慈濟大學副校長，2004

年同時接掌慈濟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業務，挑起慈濟大學國際化的重擔。身
負行政職的張芙美仍不忘自身教育的使命，於碩士班、博士班及研究指導皆
可見張芙美孜孜不倦的身影，2004年更榮獲中華民國護理師公會「傑出護理
人員專業奉獻獎」和「資深護理人員」。退休後的張芙美任職慈濟基金會教
育志業發展處主任，協助海外慈濟學校的建置並統籌慈濟教育志業整體方
針。張芙美深深惦著對上人的承諾⸺要辦一個具有慈濟人文精神的學校，
2010年開啟了「慈濟人文教育評鑑」，檢核與追蹤各校強化專業與人文並重
的特色，確保慈濟各校落實慈濟人文教育。

1990年張芙美放下在西部耕耘的一切，義無反顧地來到臺灣東部，一
肩扛起慈濟教育志業的重擔，直到退休後仍持續為慈濟教育志業付出，自始
至終那份認真和謙卑的態度，從沒變過。張芙美曾說過：「做的事或許很繁
雜，或許有阻礙，那都只是解決問題的過程。」張芙美的字典裡沒有「難」
字，這是張芙美給予學生、教職員最最切實的身教。

2022年12月25日清晨張芙美與世長辭，享壽八十四歲。一生深耕護理教
育、奉獻超過半世紀，培育無數護理人才，讓各地的慈濟醫院都成為她「桃
李滿天下」的受益者，她的精神與典範，留給教育志業無限懷念。

【註】 本文彙整自《慈濟》月刊、《慈濟道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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