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四川北部傳來強震災情，死傷無數，相信這一震，在許多人心中也掀起了強烈的

震撼。

在台灣，我們經歷過921地震，將心比心，不禁對四川震災投注無限的關懷，並且決定將

關懷付諸實際行動。由於921地震發生當時，本院曾積極投入救災，動員力強，從事災難醫療的

經驗豐富，因此很快就組成醫療支援小組，在急診部陳維恭主任的指導下，完成所有行前的準

備。出發前一晚，曾多次參與各種救災行動的專科護理師蘇柏熙也從旁協助，使得我們帶去四

川的醫藥裝備更加完善。

文�急診部　主治醫師　蔡昆熹
四川安縣兒童是醫療團最熱心的小志工

（攝影�蔡昆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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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地震災區

我們看見生命的韌性



法鼓山成立災區醫療服務團

本院急診醫護人員踴躍響應

話說北川災區醫療服務團，是由法鼓山慈善基金會聖嚴法師所號召成立，陳主任得知

此一訊息，立即向大家宣布，第一時間就有很多急診同仁響應，但因必須臨時排出時間，

而醫療工作無法說放就放，調班非常不容易，所以另3位急診醫師與柏熙原本也滿腔熱情

的打算加入，但是後來只剩我和專科護理師曾婉如小姐可以成行，因此我們十分珍惜這個

難得的服務機會。

醫療團從桃園機場出發往中國大陸，經四川成都再到災區，從行前說明、機場送機到

成都機場接機，所有行程都得到法鼓山諸位法師、師兄師姐和急診部同仁大力協助。出了

機場，搭上當地台商的座車，便經綿陽直奔安縣災區。

從成都到北川的路上，我們靜默無語，當時雖然非常疲累，雙眼依然凝視著道路兩旁

被震垮的斷壁殘垣，滿目淒涼，驚愕之外，更有著無比的感傷。離目的地越近，道路顛簸

就越嚴重，震災景象也越可怕。由於當地宗教局居間斡旋，醫療團順利通過重重關防和軍

事檢查站，進入安縣災區。

四川安縣千瘡百孔百廢待興

災民湧入醫療站盼療傷治病

在安縣災區的道路上，只見救災車輛來往穿梭，路邊有許多駐紮的軍營和停放的軍

車，即使在裂開的道路兩旁都搭蓋著暫時安置災民的帳篷，尤其是秀水鎮，整排店面坍

塌，慘不忍睹。我們半途停車，聽災民講起地震的慘況和救災的情形，心情不禁沉重起

來。一到法鼓山慈善基金會設置的醫療服務站，本院醫療支援小組和其他來自台灣、香港

的醫療人員，立刻開始替災民醫治。

台灣帶去的罐頭為醫療團成員三餐必備美味

（攝影�蔡昆熹）

赴四川支援醫療的蔡昆熹醫師與曾婉如護理師

（攝影�蔡昆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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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興中學的草地上，有個臨時醫療站，簡單搭蓋的的帳篷一下子就被聞風而至的

病傷患塞爆了，雖然外頭一直下著滂沱大雨，但民眾似乎再也受不了疾病的煎熬或傷口

的疼痛，一個接一個的從四面八方湧來。我一邊看診，一邊聽他們訴苦，有的人為了就

醫已步行一天一夜，有的人穿草鞋拄著枴杖走了幾十公里，更有人揹著年邁受傷的母親

由汶川走了幾天才抵達。目睹他們的痛苦，身為醫療人員更覺得任重道遠，心中只想著

還能為他們多做一些什麼？ 

營區裡，來來去去的病傷患永遠沒有減少的時候，有的頭部被砸到，有的胸部被

壓到，有發高燒和不停咳嗽的孕婦，也有嚴重黃疸及右上腹痛的老人⋯。從早上開始看

診到晚上休息，醫療人員把所有能量發揮到極限，小小的醫療站一天要治療4、500名患

者，擁擠的程度可想而知，幸賴法鼓山的師兄師姐

和安縣小志工的幫忙，我們依舊可以有條不紊地依

序為大家服務。

腿傷老人際遇引起眾人關切

好心師姐雇三輪車接送就醫

就在此時，「快點！快點！」眼前突然出現

一位少婦，她懷裡捧著奄奄一息的嬰兒，不斷嘶喊

著，上前一看，小嬰兒對於所有刺激已毫無反應，

醫療人員繃緊神經，為他做好緊急處置，等病況穩

定立刻轉院後送。不知小嬰兒後來的命運如何，我

誠心盼望他能平安脫險。

回想起來，這一次赴四川災區醫療，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年近80，左小腿有一片

大約30公分乘以30公分皮膚潰瘍的老伯伯，在地震中被傷到腳以後，他的行動就很不方

便，每天拄著拐杖走十幾公里來給我們換藥。他的腿，整個皮面發黑，不斷流下深黃色

的膿液，傷口還發出一陣陣惡臭。在傷口做過清創手術以後，老伯伯很規律地到醫療站

換藥。一位法鼓山善心的師姐見狀不忍，自掏腰包，每天僱請三輪車把老伯伯載來醫療

站和載回家，她甚至在離開前還預付一筆錢，交代當地的志工和醫療夥伴，請他們特別

關照老伯伯的交通和換藥。

老伯伯的腳傷慢慢好轉，回台前，當大家正惦記著他時，他正好趕到，替他做好傷

口照護之後，我們才能夠比較放心地離開醫療站。他的傷口經過連日護理，與剛就醫時

相較，明顯好轉，身為醫師，我覺得非常欣慰。

一排簡易帳篷內就是替災民解決病痛的醫

療站（攝影�蔡昆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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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帳篷吃素食與災民話家常

純真兒童美妙歌聲長存心中

醫療團成員在服務期間，睡的是簡易帳

篷，早餐、中餐與晚餐吃的是當地食材所料

理的素食，辣辣的，很有「四川味」，雖然

川味香辣，但我還是喜歡台灣美食，尤其是

最好吃的花生麵筋罐頭，在那幾天可是人間

美味喔！

我們和秀水鎮居民生活在同一個營區，

晚上常和他們聊天，「活著真好」、「能夠

呼吸就是一種奢侈」⋯，這是身受浩劫的災

民菩薩們所道出的災後心聲，雖說活著真

好，但歷經人間劇變，他們總是眉頭深鎖，

很少人笑得出來。我想可能要經過一段很長

的日子，才能驅散他們心中的陰影吧！

晚餐過後，災區小朋友們總會呼朋引伴

的來到醫療站，因為法鼓山的師兄師姐會帶

著他們一起玩遊戲和畫畫。這群小朋友超可

愛，白天是醫師看病時的翻譯，晚上是團康

活動的小天使，他們很喜歡唱「外婆的澎湖

灣」，純真的天籟是災區最美的音樂。

困頓中看見生命韌性與善良

感謝有此機會讓我參與救災

此行讓我覺得自己即使身在災區仍是幸

福的，每天忙著為災民減輕痛苦，可以吃到

法鼓山師兄師姐們用愛心張羅的素餐，可以

在能夠遮風避雨的帳篷中入睡，可以看見災

民憂愁的臉上偶爾綻放一個滿足的笑容，可

以在離別時得到雙胞胎小志工一個緊緊的擁

抱，點點滴滴全是幸福的滋味。

最後，我要感謝災區受苦受難的大菩

薩、法鼓山慈善基金會、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急診部陳主任以及所有的同仁（黃叔

和柏熙），集眾人之力，我才有機會參加四

川震災災區醫療服務團，對生命的韌性和善

良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聖嚴法師勉勵人們「許好願·做好事·

轉好運·好運一整年」，在此謹向災區的諸

位菩薩以及醫療服務團的師兄師姐們獻上無

限的祝福。

從台灣帶去的醫藥用品十分充裕

（攝影�蔡昆熹）

被震垮的房子和被震碎的心都需要重建

（攝影�蔡昆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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