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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濟的四大志業中，「醫療」是一

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從「尊重生命、人

本醫療」，到追求更好的生活，大體捐

贈、器官捐贈是我們一直努力推動的慈

善工作。

國內的器官移植工作從民國五十六

年開始，慈濟在民國八十四年開始加入

國內的器官移植工作。花蓮慈濟醫院建

院至今十八年，早在蔡伯文主任、郭漢

崇主任及簡守信副院長在台大醫學中心

的協助下默默努力，因證嚴上人、林碧

玉副總、曾文賓榮譽院長和林俊龍院長

的大力支持，民國八十四年花蓮慈濟醫

院通過腎臟移植合格醫院，本人也成為

花蓮慈濟醫院第一位派往美國匹茲堡醫

學中心學習器官移植的醫師，陸續還有

陳子弘醫師和李明哲醫師也遠赴美國學

習。此舉在國內醫療醫院極為罕見，慈

濟醫院和基金會更是積極投入國內器官

移植工作。民國八十七年，花蓮慈濟醫

院通過肝臟移植醫院，一路走來醫療團

隊人員不論是成功還是挫敗，都能努力

從中學習成長，多年的努力，花蓮慈濟

醫院成為東部最重要且唯一的器官移植

醫院。

三年多前，大林慈濟醫院在雲嘉民眾

的期盼中揭幕，器官移植工作一切從零

開始，然而因為有花蓮醫院全力的支持

和合作，以及院方相關醫療團隊全力支

持下，在短短的兩年內，大林慈濟醫院

也已經通過腎臟、肝臟、骨骼及眼角膜

移植，這不僅是所有醫療人員的努力，

同時也是所有慈濟志業體志工、委員的

共同支持。

器官移植工作不僅需要外科醫師，它

更需要一支強大團結的工作團隊，從術

前的病患評估、腦死判定、手術執行、

術後照護到捐贈家屬關懷，它包括了急

重症、一般外科、胸腔內外科、心臟外

科、整型外科、泌尿外科、腸胃內科、

神經內外科、腎臟科、風濕免疫科、感

染科、眼科、骨科、麻醉、護理人員、

社工及志工...等等。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十三日花蓮、大林兩院的器官移植醫護

人員，合作成功完成了大林慈濟醫院第

一例換肝個案，同時這也是師兄、師姐

們為大林慈濟醫院勸募到的第二位腦死

病患。

在台灣，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約在

六千人左右，除了洗腎病患外，其餘

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往往在期盼中

漸漸凋零。為了使珍貴的器官能得到

最好的利用，由衛生署捐助成立的財

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為等待

搭一座生命的橋
◆�文/尹文耀（大林慈濟醫院一般外科主任）　

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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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病患進行登錄及分配。器官勸

募摘取機構（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便是成就器官捐贈之

期待，使珍貴的捐贈器官得以有效的運

用。

「搭一座生命間的橋，讓原本將消失

的生命再綻光亮，讓生命垂危的人，期

待另一生命的開始。」

因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的

成立，國內的器官移植不在像以往，讓

各家醫院自己募捐，所募器官可以百分

百全權處理。現在必須由登錄中心依照

各院登錄病患資料中篩選出最適合的病

患進行手術，讓珍貴的器官得以公平分

配，當然器官勸募摘取機構聯盟優先。

舉例而言：當花蓮玉里醫院勸募到一位

腦死病患捐贈器官，則由花蓮慈濟醫院

負責腦死判定、摘取器官，負責分配給

聯盟移植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大林慈

濟醫院）進行器官移植，當慈濟聯盟醫

院無適當移植病患時，則將由登錄中心

進行分配。

「每個移植器官都有其偉大的人道價

值：就是將自己身體的一部份以無償的

方式給予需要健康的人。」

雖然，在新的法規下，勸募醫院對

於所募器官無絕對使用權，但對病患而

言，卻是更加的公平和公開。新法規實

行後，我們慈濟志工、委員在各家醫院

關懷、勸募到的器官，轉送到慈濟移植

醫院來進行器官摘取、移植的機會稍有

影響。但姑且不論醫院是否可以參與手

術，我們都會更加努力協助腦死病患成

就大愛。�上人說：「人生沒有所有權，

只有使用權。」願有更多的腦死病患家

屬願意化小愛為大愛，將器官捐贈給需

要的病患，讓更多的病患能回歸到最簡

單的生活，使國內的醫療節省龐大的支

出。在臨床上，腦死器官捐贈病患，不

僅是外科醫師最偉大的良師，捐出大體

讓外科醫師進行手術學習，所捐出的器

官更可以讓更多生命垂危的人，期待另

一生命的開始。

『如果有一天，

��當我們的生命受到特別的召喚，

��而必須如那沈淪的紅日急速隱沒，

��或許我們願意將自己還給大地，

��讓別的朋友享受明日東昇的太陽。

������������������摘自－生命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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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許文林副院長����

連任中華放射腫瘤醫學會理事長

陳英和名譽院長、骨科主任于載九

當選脊椎外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榮譽榜

門診號聲響，門診走進一位老婦人。

這位婦人有著黝黑的皮膚、彎僂的身

軀及變形的雙膝。「賴醫師，聽講你

真行，透早就從燕巢來看你。」這位關

節嚴重退化的病人很純樸、也很直接，

開口就說：「站也不能站，走路都要人

扶」，而旁邊的孫子笑笑地說：「透早

三點就起床來叫車了。」

診間一片和氣，我的思緒卻非常複

雜，檢查時心底升起了疼惜的聲音，一

幕幕摸田整庄農具的持家婦女背影，也

重重地打在內心深處。「照顧好，阿婆

會好的」我的眼光從阿婆身上轉至旁邊

站著的兒孫，這是我對他最深的期待。

有次，母親對著我說：「來看病的

人都是有病的，即使累了，你也千萬不

能生氣。」在母親的記憶中，醫生是很

偉大的。記得小時候母親帶我去看病，

看完後馬上被母親叫回來說：「要感謝

醫生，沒禮貌。」所以從小看完醫生，

我都在母親的要求下對醫生行禮說聲：

「謝謝醫生」。

最近大林慈濟風濕免疫科開了晨光門

診。每天早上六點就看到早起的阿公、

阿媽。有的病人還會帶豆漿、油條，

並加句「賴醫生，敖早啦！」有次走進

診間看到一則紙條上寫：「賴醫師，我

今天不看門診，桌上的熱杏仁，早上做

的，先喝。」至今我還不曉得是那位大

德準備的，但我的感覺很飽滿。「一點

也不累」就是我的心境。

在門診這個小小的婆娑世界裡，生命

的舞台卻有一種更高的情操。「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從

醫的慧命中，即使沒有間斷過，也從未

有過這麼強烈的感覺。

禪宗所言「見跡，尋牛，見牛，騎

牛，人牛一體，去牛，去人，去我，入

世，圓滿」，在人生體驗不同的階段從

「有我」、「事不必為我」、「無我」

到「利他」，這處處充滿著玄機，一步

一步不必急。在慈濟小小的診間中也透

露出如此的聲音，這與深夜的凝露一樣

的珍貴。

診間醫病情
◆�文/賴寧生（大林慈濟醫院內科部主任）

分享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