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知正覺  行正方向
時間無聲息悄悄地過去，
感慨人生過一年少一年。
沒有經過冗長的歲月，
哪能了解世間多少事？
能知道世間事有多少，
要好好地感受與珍惜。
生命不長久，苦難偏多，
盤點生命，價值在哪裡？
生命來人間，不偏的人生，
行正方向，唯有正知正覺。

——證嚴上人開示法語
二O二三年元月九日志工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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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拉斯維加斯大藏經，

諸位仁者以菩薩願力，

不辭辛勞為苦難眾生無所求付出。

⸺ 證嚴上人開示法語
二 � 二三年元月特刊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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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將邁入 57 週年的慈濟，號召有志一
同的仁者力行四大志業，八大法印，

慈濟人行遍全球各地，用心耕耘社區角落，
將大愛的能量融入家庭、社會及國家。

「慈」是予樂，「悲」能拔苦，慈濟是接
引眾生行善的慈悲法門。感恩美國慈濟人
33 年來堅定行願，在全美各大城市的苦難
暗角，或者變生肘腋的災難現場，皆可看
見慈濟人慈悲的身影。其中，觀光勝地「賭
城」拉斯維加斯的慈濟人儘管身處罪惡之
都，卻好似出汙泥而不染的清蓮。回首 20
年前，資深老菩薩篳路藍縷，一步一腳印
踏出慈濟足跡，勤勤懇懇鋪陳許多感人的
故事，一棒又一棒接引年輕人勇於承擔，
同心攜手在菩薩道上精進不懈。

深入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大藏經，諸位仁者
以菩薩願力，不辭辛勞為苦難眾生無所求
的付出。常規活動包括盲人中心訪視、監
獄讀書會、車禍事故關懷陪伴、幸福校園、
沙漠之友熱食發放、環保、義診、舉辦醫
療講座及健康日等等活動，一路陪伴受苦
的人，守護社區的健康。人文學校落實《靜
思語》教學，教育孩子懂得珍愛生命，及
時行善行孝。

｜ 上人開示 ｜

自火焰中化出朵朵清蓮

在賭城，有人投錢賭博玩吃角子老虎，這
是貪念；不過，也有人投竹筒幫助別人，
這是善念。每年在中國城舉辦的新春園遊
會，拉斯維加斯慈濟人都會在園遊會推廣
「竹筒歲月」，領養的大德也會在隔年的
園遊會專程送竹筒回娘家，同樣是投錢，
卻有不一樣的意義。

2006 年底，拉斯維加斯租用的會所慘遭祝
融，志工組隊返台請求師父祝福；拉斯維
加斯慈濟人打趣要「拉師回家」( 拉斯維加
斯諧音 )，很期待能將「賭城」變成「菩薩
城」。當時看著大螢幕播放美國拉斯維加
斯聯絡點啟用的畫面，心中默默祝福：「這
一顆顆的種子，就可以在這座道場，不斷
地複製出來；一顆顆愛的種子，不斷地發
芽成長。」紙醉金迷的賭城拉斯維加斯，
的確需要去為他們耕耘心田，撒播好的種
子，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畝福田。只要有
好的種子去播種，一畝畝福田就可以產生
許多善種子，一個人影響十個，十個人影
響百個，百而千、千而萬，不斷複製，最
後就能改變成世間都是好人。」

從 2007 年開始，慈濟人在盲人中心提供
服務，每週一天提供午餐、每月一次舉辦
慶生會、每季一次「浴佛足」幫他們洗腳。

有一次 , 因為紐約遭受桑迪颶風蹂躪 , 全美
推動街頭募款。司儀分享慈濟在紐約的行
動，呼籲人與人間要互相扶持，盡心力協
助災民，回到原本的生活。在付出的同時，
人人慧根深植於菩提大道直：大家聽了無
不動容，就各自從口袋裡掏出僅有的銅板
歡喜捐獻。

佛陀來人間的一大事因緣，是要將大法生
生不息傳給法子。2012 年，拉斯維加斯慈
濟人開始將《靜思語》帶進監獄，自此常
常收到受刑人來信，其中一封信寫著：「我
進監獄四年了，還在等待宣判死刑。」這
位非裔美國人看了《靜思語》之後，建議
在獄中的受刑人很迫切需要宗教精神的引
導。有機會接觸到佛法，讓他們了解世間
事，就不會一再犯錯。《法華經》所說「佛
口所生子」，我們是佛的法子，慧命要一
天天增長，慈濟人祝福受刑人不僅得到法
的受用，還要繼續轉法輪。

慈濟人發願力行菩薩道，成為濁世的清流。
欣逢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成立二十週年，見
證諸位仁者將菩薩道行遠行深的新里程
碑。值此溫馨美好的時刻，證嚴衷心期盼
人人開啟智慧，堅定道心，負起淨化人心、
祥和社會的使命，立志做暗角眾生的不請
之師；真正明白「守志奉道、其道甚大」
之真諦，將身心對準靜思法脈的軸心，不
偏不倚，如立體琉璃同心圓，菩提林立同
根而生；不僅力行，還要守住「傳承靜思
法脈，弘揚慈濟宗門」的真諦，不論身在
何處，人人皆能合心勤耕福田，讓法脈宗
門跨越空間、超越時間，深植人與人之間，
人的慧根深植在菩提大直道。使清流盛於
濁流，將苦難轉為祥和，讓人間早日成為
淨土。虔誠祝福諸位仁者，喜樂平安，日
日吉祥，法喜充滿，福慧增長。

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

  釋 證 嚴
2022 年 12 月 19 日

請求上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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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年來，上人帶領靜思弟子行菩薩道。
傳家寶《慈濟志言》也提到：「慈濟

功德會，秉承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
信念，服膺上印下順導師，『為佛教、為
眾生』之志節，從事濟貧教富之志業。」
慈濟人遵從上人的教導，在全球各地推廣
慈濟的四大志業、八大法印。

欣逢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 週年，感恩歷任
負責人開道、鋪路，以及一群胸懷使命，
用生命推動志業的菩薩家人，努力不懈在
號稱「賭城」的福田耕耘，才能讓慈濟志
業在內華達州開花結果。

從美國西岸沿著 15 公路由南向北前行，五
光十色、紙醉金迷的賭城彷若沙漠明珠，
向觀光客散發著致命的吸引力，24 小時霓
虹閃爍的不夜城萬頭鑽動，總有人懷抱一
步登天的僥倖，沉淪在發財的美夢中；然
而，一夜致富的幻想不過是沙漠中的海市
蜃樓，滾滾紅塵背後的老城區才是真相，
垃圾飛舞、遊民浪跡街頭的賭城暗黑處，
距離繁華人間不過咫尺之遙，卻是天堂與
地獄的分野！ 2007 年，志工團隊在拉斯
維加斯市覓得心靈的家，歡喜之餘，不忘

2006 年 9 月 16 日， 黃 思
賢總督導（左一）赴當時租
用的會所關心拉斯維加斯
志業。

2007 年 1 月，黃思賢總督
導（右一）陪伴拉斯維加
斯志工團隊前往慈濟據點
請求 上人的祝福。

設立此「法脈宗門中心」的使命與功能，
藉由賭城貧富不均的對比，慈濟志業的推
動勢在必行。

思賢加入慈濟 33 年，感受最大的教育，即
是上人給予的無盡教導。現在想來上人由
小、由細，用耐心教導弟子，都是大哉教
育。上人慈示，個人要修「知足、感恩、
善解、包容」，團體要修「合心、和氣、
互愛、協力」，上人用的是白話文，講的
都是佛法。「知足」就不貪，「感恩」就
無分別，「善解」是真智慧，「包容」則
是擴大愛，看似微小的細節，卻能規範我
們不落入無明造業，不興起紛爭禍端。

黃思賢 
全球志工總督導   敬筆

但願眾生得離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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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的
20 歲生日。2023 年 2 月 12 日，

藍天白雲的菩薩身影穿梭在拉斯維加斯圖
書館戲院迎接善心大德，寫下慈濟在社區
道場的新哩程。

拉斯維加斯經常被稱為罪惡之城，因為它
有許多成人景點，有些人可能認為這是不
道德或有罪的。這座位於內華達州的城市
是世界上遊客最多的城市之一。證嚴上人
曾經感歎拉斯維加斯慈濟人是「開在賭城
的一朵蓮花」。

這朵賭城的蓮花緣起於 1999 年來自台灣
的鄉親組團來美西旅遊，在死亡谷發生車
禍，造成有四名學生死亡、一名學生重傷，
另有多人輕傷。照顧同胞的慈濟志工隊伍，
從悲門而組成。

終於因缘和合，2002 年 11 月 19 日得償

心願，陳淑婉承擔第一任負責人，慈濟正
式在拉斯維加斯成立！

為了深耕社區及落實慈濟的四大志業人間
菩薩的接引，感恩早期志工以英文班、素
菜班、愛心宴接引新菩薩，以個案關懷、
長期探訪延伸慈善的腳印，參加「國際賑
災」遠行地的菩薩到薩爾瓦多、秘魯、斯
里蘭卡、墨西哥、宏都拉斯、厄瓜多等地
學習，也被徵召到加州聖地牙哥野火賑
災、休士頓、達拉斯及紐奧良（卡崔那颶
風、哈維颶風）參加發放與取經，累積了
許多慈濟慈善賑災寶貴的經驗。也進入主
流社會的長期協助輔導 LTRC（Long Term 
Recovery Committee） 長 期 關 懷 慈 善 聯
盟委員之一，和其它慈善團體就卡崔娜颶
風轉介的個案，提供中長期身心靈膚慰與
援助。

當時社區產生的問題是在克拉克郡（Clark 
County）登記有案的「街友子女」學生
竟超過 3,850 人，週一至週五可由學校供
應免費午餐，每到週末孩子們就得面對饑
餓的煎熬。在此感恩志工們推出「校園愛
心 背 包 」 發 放 計 劃（School Back Pack 
Program）有尊嚴且尊重隱私的提供食物，
讓這群弱勢學童得以溫飽。16 年來持續不
斷，逾萬名學童接受照顧。

此外也和「沙漠之友」基金會（Friends in 
the Desert Foundation, Inc.）在漢德城舊
市區供應近百份素食熱食服務給街友。自
2007 年也在座落於拉斯維加斯舊市區的盲
人中心每週三為盲友提供午餐、一個月一
次慶生會及每三個月一次偕同慈濟人醫會
馬瑞克（Merek）醫生為盲友剪腳趾甲和
浴佛足，這份愛也持續在帶動。

賭城的慈濟心蓮亦於 2014 年進入內華達
州監獄，展開入監獄傳佛法。感恩美國慈
濟總會的志工陳坤元、賴娜音及歐友涵的
前 導， 拉 斯 維 加 斯 志 工 尾 隨 在 後， 學 習
經驗。直到 2016 年 1 月轉赴克郡拘留所
(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 傳法，
才由拉斯維加斯志工楊大蓉及鄭茹菁接下
棒子，從此以後，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就
成了志工與獄友之間不變的約定。新冠肺
炎病毒入侵時，慈濟及時捐贈 2,800 枚口
罩給獄友，一人發一個標準規格的醫用口
罩，讓每一位獄友都能戴上口罩，呼吸健
康的空氣。

經由志工與街友的長期交流，發現街友來
自四面八方，有些是剛出獄卻不被親友接
受的更生人，有些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也有陷身賭與毒不可自拔的天涯淪落人，
更有不事生產、等人救濟的好逸惡勞之輩；

他們多半是不適應社會的弱勢族群。拉斯
維加斯志工團隊自 2015 年起為街友提供
牙科義診。

感恩拉斯維加斯人醫會志工團隊號召社區
的愛心醫師組成義診團隊，自 2015 年拉
斯維加斯已舉辦過 13 次義診，除了牙科義
診，也於 2019 年增加眼科義診，慈濟人
一直在為守護社區健康而努力！ 2023 年，
將有一部全新的慈濟大愛醫療眼科車在社
區展開服務。感恩歷任負責人陳淑婉師姊、
簡慈恆師姊、張愷倫師兄、楊大蓉師姊及
現任高翠玲師姊的勇於承擔。

回首來時路，有太多的無相菩薩在賭城中
的慈濟心蓮默默付出。每個人和上人結很
深的法髓師徒之緣。心蓮在污泥中是可以
朵朵綻放人間菩薩成蓮花池。在此虔誠祝
福慈濟志業在賭城永續深耕人間菩薩大大
招生。

曾慈慧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  敬筆  

開在賭城的一朵蓮花

圖片來源 / 慈濟美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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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上人證嚴法師成立了慈濟。上人
開示：「Tzu Chi 二字的中文意義，

Tzu 的意思是慈悲，Chi 的意思是濟世。」

證嚴法師向志業追隨者闡述了「慈濟」的
意義，從此展開「佛教在人間」的行動。
1966 年，佛教慈濟基金會成立於台灣，初
期專注於「濟貧」。一路走來，慈濟的使
命發展向慈善、醫療、教育及人文四大志
業，又與國際賑災、骨髓捐獻、環保及社
區志工結合而成「八大法印」。

1989 年，佛教慈濟基金會在美國成立了分
會 ( 美國總會 )，1993 年創立美國慈濟醫
療基金會，並在加州阿罕布拉市設置第一
家海外義診中心，致力於為低收入居民提
供以患者為中心的優質社區健康服務。如
今，美國醫療基金會在阿罕布拉市、南愛
滿地市及威明頓市設立三家醫療中心，並
有 10 輛大愛醫療巡迴車開往偏遠貧困地
區，提供內科、牙科、針灸及眼科等醫療
服務，第 11 輛眼科大愛巡迴車將常駐拉斯
維加斯地區提供服務。

鄧博仁醫師於 2022 年 3 月 13 日參加拉斯維加斯人醫感恩茶會，頒獎鼓勵愛心醫師。攝影 / Peter Simmons

2022 年，鄧博仁執行長前來拉斯維加斯頒發感謝狀，鼓勵拉斯維加斯人醫會召集人麗蓓嘉醫師
（Rebecca Edgeworth）。攝影 / 鄭茹菁

慈濟的醫療使命乃是為醫療資源落後的居
民，提供負擔得起的慈善醫療保健；美國
慈濟醫療基金會在全美舉辦一系列的大規
模義診，並有專業志業在場提供「衛生教
育」指導醫療保健的知識。此外，美國慈
濟醫療基金會於 2020 年通過「聯邦標準
健康中心」認證，從此能夠為更多人提供
更多、更優質的醫療保健服務。

藉此機會祝賀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成立
20 週年。在過去的 20 年裡，拉斯維加斯
聯絡處緊緊跟隨慈濟的證嚴法師，在當地
成功帶動四大志業及八大法印，成績斐然。
衷心盼望隨著眼科大愛巡迴車的加入，拉
斯維加斯慈濟人可以為當地社區提供更好
的服務。

鄧博仁 醫師

美國慈濟醫學基金會執行長  敬筆

慈悲濟世  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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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年來，我們一起走過賭城人生的風
風雨雨，雖然起伏跌宕，但有拉斯維

加斯志工相互攙扶，一起承擔如來家業，
彼此付出愛與關懷，在燈紅酒綠的賭城，
傳頌慈濟的美善，在那許多有笑有淚的歲
月中，感恩有賭城慈濟人留下許多美好的
回憶。

遙想 2002 年，拉斯維加斯沙哈拉圖書館
盛況空前，擠滿了求法若渴的菩薩，當年
的總會執行長曹惟宗師兄指派我，為賭城
新志工導讀《無量義經》，據稱是很多賭
城人的第一本經書。當時人手一本乖乖坐
在圖書館的教室裡，人人渴望心中有佛，
行中有法，在拉斯維加斯做慈濟。

2003 年 1 月份，剛剛成立卻勇猛精進的拉
斯維加斯志工，很勇敢地決定舉辦「愛心
宴」。在沒有經驗，沒有預算的前提下，
志工們取得中國城商場老闆的贊助，免費
提供商場二樓大廳作為會場，租用桌椅、
向賭場宴會廳借用刀叉杯盤，由當時開餐
館的香積菩薩林秋蘭、梁雲屏負責出幾道
素食，再請中國城的餐館各出幾道菜，表
演節目則由美國總會活動組及手語隊策
劃，並且擔綱演出。大家就是這麼克難地
圓滿完成任務，初生之犢創下了 36 桌的
佳績。

2003 年，葛濟捨與拉斯維加斯志工李坤華 ( 右 )
合作採購 N95 口罩，守護臺灣醫護的健康。

2006 年，時任美國總會執行長的葛濟捨常去拉
斯維加斯帶動當地志工。

2008 年，葛濟捨 ( 右站立者 ) 赴盲人中心關懷盲
友，左為時任負責人的簡慈恆。

不久後，爆發 SARS，N95 口罩的售價隨
之水漲船高，曹執行長聽說拉斯維加斯志
工李坤華已成功採購大量 N95 口罩，於是
委派我與坤華師姊合作採購；感恩中華航
空及新加坡航空公司義務載運回台灣。在
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提供給慈濟花蓮本會，
濟助有需要的醫護鄉親。

我在賭城的「新志工精進一日」課程中，
講述南非潘明水師兄的菩薩足跡，感動了
在場上課的許多學員；志工黃健良、岑慧
意及鄭茹菁立即付出行動，頻繁投入「國
際賑災」的真善美工作，讓我感到十分欣
慰及讚歎！

自 2007 年起，拉斯維加斯志工每月固定
關懷盲人中心，15 年未曾間斷；每季一次
挽起袖子，蹲在地上「浴佛足」（為盲友
洗腳，方便足科醫生剪腳趾），每每看到
那些畫面，都讓我熱淚盈眶……。

除了慈善工作，他們還有很強的醫療團
隊，定期在救世軍的街友避護所舉辦牙醫
義診，為付不出診療費用的民眾服務。近
年又發展出眼科義診，感動了善心人士捐
款，購買眼科大愛醫療巡迴車，並從 2023
年起在賭城各地巡迴服務。

二十年歲月如歌
見證慈濟人菩薩道上勤精進

在我擔任美國總會執行長任內，經常勉勵
拉 斯 維 加 斯 志 工：「 天 下 事， 天 下 人 來
做，大家眾口一心，合和互協一起，做慈
濟！」，並不時提醒大家，慈濟幹部五要：
「一、要有慈濟精神理念；二、 要有體力
精力時間；三、要能智慧判斷；四、還要
魄力執行；五、要有度量心量。」希望每
一位幹部都能努力做到為上人接引人才，
為美國慈濟志業超前佈署。拉斯維加斯雖
距離美國總會逾 230 英哩，但我們的心永
遠如此貼近。

慈濟在拉斯維加斯已經 20 年了，歲月鎔
金，一次次的堅持和蛻變，成就了今天的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無論世界如何改變，
人心如何波動，慈濟人始終堅持「對師父
走！」的志向。20 年來，志工團隊在拉斯
維加斯為苦難的眾生，用真誠的心，做美
善的慈濟事，撰寫出美麗的慈濟大藏經，
從遙遙學步，到成長茁壯，能夠勤行靜思
法脈，弘揚慈濟宗門，在賭城綻放出朵朵
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志工們的勇猛精進，
與我 20 年前對他們的期待完全一致，與有
榮焉！

葛濟捨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董事長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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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久以前的一個豔陽天，拉斯維加斯
志工列隊等候來自美國總會的培育

團隊。大巴士停靠在拉斯維加斯的沙哈拉
圖書館路邊，美國總會一行人施施然走下
車；陽光透過稀疏的枝葉灑在我們微笑的
臉龐……20 年前的一幕恍如昨日，當年的
我們是多麼年輕啊！

那是每月一次的「新志工精進日」，不僅
是美國總會菩薩大招生的平台，也是賭城
志工的最愛，美國總會志工的分享更是影
響了許多社區大德投入大愛的行列。自
2002 年與拉斯維加斯結緣，轉眼之間 20
年過去了，白髮悄悄爬上了彼此的雙鬢，
志工們從年輕做慈濟、做到老，不變的是
臉上永遠綻放最美的笑容。

20 年來，進出喝雉呼盧的賭城不下數十次；
每當我穿梭在各大賭場之間，總是想到很
多志工都在賭場上班，幾乎每天都身處罪
惡之都，與惡拔河。他們是如何做到輕安
自在的？他們又是如何捨得將自己的血汗
錢捐款濟世？想到這裡，便在心中油然升
起敬佩之意！

印象最深刻的是，拉斯維加斯成立慈濟之
初，凡事克難，先是在第一任負責人陳淑
婉家中成立籌備會，然後由大德林秀華提
供房地產公司的一間辦公室作為臨時會
所，遇有活動就租用圖書館場地。話雖如
此，親近慈濟的人卻愈來愈多，多到必須
租 用 一 間 會 所 來 辦 公、 辦 活 動， 這 才 在
2005 年遷入頂好商場的辦公大樓。

2006 年底，當時租用的會所慘遭祝融，全
球總督導黃思賢鼓勵志工們請購自己的會
所；濟捨也與我同去尋找會所，並於 2007
年一月陪伴拉斯維加斯團隊返台請求上人
的祝福！

當拉斯維加斯會所正式啟用，陸續開發「校
園愛心背包」、「盲人中心」訪視、「沙
漠之友」熱食發放、環保、監獄傳法、義
診等項目，人文學校也在蓬勃發展之中。
作為關懷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的第一任和氣
組長，喜見賭城菩薩勇猛精進，在當地盡
責推廣四大八法，深感與有榮焉！

對於慈濟的很多分支聯點來說，20 年可能
只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時間點，但對我而言，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跡，
有幸福的汗水，也有豐收的喜悅。我也伴
隨著拉斯維加斯志工一起成長、一起進步。
在賭城，我學會了從點滴做起，從小事做
起，認真對待志業中的大小事件。時常浮
現於我腦海中的一幕幕畫面是志工們為了
志業活動，挑燈夜戰的忙碌身影，始終以
天下眾生為中心，付出而無所求。

愛與讚歎的恭喜

2012 年，孫慈喜為拉斯維加斯團隊帶去蓮花，分享募款的方便法。

當初想的，後來推動的，一一都在拉斯維
加斯開花結果。尤其是醫療志業，拉斯維
加斯至今已舉辦 13 次義診，眼科大愛醫療
車也即將進駐賭城，為金碧輝煌之下的黑
暗角落提供眼科醫療服務。我相信，只要
在社區有做事，真心實意地提供服務，自
然就會有機會拿到資源，而後做更多的事。
祝福拉斯維加斯團隊更上一層樓，走向另
一個 20 年。

孫慈喜
美國醫療基金會志工組長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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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自 2002 年 11 月 19 日正式
成立連絡點至今，已走過 20 個年頭

了。回眸來時路，點滴在心頭，也充滿感
恩的心。回想當年尚未成立聯絡點之時，
每次有大峽谷車禍，都勞煩師兄師姊們由
洛杉磯、鳳凰城開 4 至 6 小時車程來支援，
關懷傷者及協助處理後事。因緣俱足，終
於有了聯絡點，也非常感恩當年總會執行
長曹惟宗師兄，率領資深的師兄姊們，每
個月舟車勞頓，披星戴月的來為我們上課，
介紹慈濟理念及四大八法，種下慈濟大愛
的種子，在此也深深感恩美國總會的團隊
及師兄師姊們，20 年來一路陪伴與護持，
讓這顆小菩堤種子茁壯與成長。

盤點過去 20 年來，師兄師姊們努力不懈，
勤耕福田，慈善志業，老人院探訪，盲人
中心慶生及浴佛足，冬令發放，監獄傳法
等。由於拉斯維加斯是國際娛樂城市，遊
客來自全球各地，若有意外發生，師兄師
姊們總是率先到醫院慰問及協助，陪伴與
關 懷， 充 分 發 揮 無 緣 大 慈、 同 體 大 悲 的
精神。

醫療志業也由醫療講座慢慢起步，做 B 肝
篩選、健康日，到現在的牙科、眼科義診，
服務遊民及低收入戶，廣招醫療人員加入
志工行列，拔苦予樂，膚慰眾生，守護生
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教育志業由 2007 年兒童精進班至今人文
學校，15 年了。當年精進班學生至今已經
大學畢業，有幾位目前在教育及醫療志業
中，承擔重任；人文教育推廣志業，師兄
姊們也不遺餘力，大力推廣大愛感恩科技
與靜思產品。骨髓捐贈也在社區中心，大
學校園做了多次骨髓配對篩選工作，推廣
捐髓救人，無捐己身的教育工作。國際賑
災，本地師兄姊們已多次深入東南亞、南
美洲及海地等多國，參與義診、發放及三
合一的工作。

環保志業由 2009 年開始，在會所召集志
工，致力推廣環保；每週一讓老菩薩們來
做環保，並享用豐富的素午齋，直到 2020
疫情爆發才停止。但志工仍不忘推素、勸
素、茹素，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對環保及素
食的意識。

本地志工除了修福之外，也不忘修慧，薰
法香、讀書會也不間斷，希望修福又修慧，
法入心，法入行。面對現今四大不調，天
災人禍不斷，末法時期，上人慈示，救世
須先救心，淨化人心為當務之急，也是我
們弟子們的重責大任，感恩上人的祝福，
我們在本地有個慈濟的家，讓我們可以勤
造福，信願行。

修福之餘 不忘修慧

志工高翠玲笑容可掬的示範優美地靜思茶道。攝影 / 林妙琪

對於未來的展望，祈願我們弟子能深入經
藏，勤修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秉承
佛陀 的智慧與慈悲，實踐四大八法及深耕
社區；菩薩大招生，把愛傳出去，讓賭城
成為蓮花朵朵開的人間淨土，讓佛陀的精
神，慈濟的理念永垂不朽。

  高翠玲 ( 慈瑺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第二任負責人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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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醉金迷的拉斯維加斯於 2002 年 11
月 19 日迎來慈濟，上人讚歎身處罪

惡之都的慈濟人：「沒想到賭城竟開出一
朵蓮花！」從此，這朵蓮花綻放在多彩多
姿的賭城，也在多災多難的賭城歲月中陪
伴那許多受苦的家庭與個人，而我有幸參
與其中，在付出的同時，收穫許多真心及
友誼。 

上 人 賜 我 法 號「 慈 恆 」， 寓 意 是 要 我 有
恆心地做慈濟。自 1991 年走進慈濟大家
庭，從醫療和慈善做起，到承擔橙縣聯絡
處、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負責人，一轉眼 32
年了，直至今日，慈恆做慈濟的初心始終
不變。 

2006 年底，承租的會所慘遭祝融，社區
建材行的老闆提供辦公室一角作為臨時會
所，志業得以繼續推行。2007 年初，慈恆
帶領 12 位志工組隊回花蓮懇求上人祝福，
終於在拉斯維加斯有了自己的家！ 

搬進新會所之後，適逢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成立五週年，我們在希爾頓飯店舉辦 50 桌
的愛心宴，在沒經驗、沒人力的前提下籌

備 500 人的大活動實屬惶恐，所幸南加州
美國總會地區志工團隊 300 英哩馳援，總
算圓滿完成任務！ 

在我任內，除了配合美國總會規劃的種種
活動外，我們開展了校園愛心背包、盲人
中心訪視、沙漠之友熱食發放、環保分類
等項目，此外還全程陪伴 2008、2009 年
大峽谷車禍的傷者及家屬，並協助往生者
遺屬辦理後事；在車禍頻傳的賭城，拉斯
維加斯聯絡處成了傷心之路的中途之家。

2022 年是拉斯維加斯 20 週年慶，祝福拉
斯維加斯志工團隊福慧雙修、勇猛精進，
迎接下一個更輝煌的 20 年！

簡婉平 ( 慈恆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第四任負責人  敬筆

恆持剎那初發心

2007 年 11 月 18 日，簡婉平（左）舉辦拉斯維加斯聯絡處五週年愛心宴，陪伴嘉賓接受採訪。

2008 年，簡慈恆（右二）領隊前往中國城商場，邀約商家張貼《靜思語》，護持「好話一條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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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自 2010 年從簡慈恆師姊手上接下負責人的重任，到 2020
年卸任為止，先後承擔八年負責人的職務，首先要感恩 上

人給予學習及成長的機會，更要感謝所有師兄姊的厚愛與陪伴，
才能順利渡過這些歲月，同時感受到這是重擔而非光環。

回顧那些年的我在青澀懵懂中摸索，所幸有 上人的法以及師兄
姊給我的指導及協助，獲得畢生難以學習到的經驗，同時也從
各項助人的活動中，體會出行善的真諦及喜悦，總結行走在菩
薩道上的心得，首先要「去私」，所謂大愛無邊，因心中有愛
就能摒除一切私欲，進而到無我的境界。其次就是學會「放下」，
貪瞋癡諸煩惱皆來自於執念，當放下執著則看破世間的功名利
禄，就會回歸清净的本性，

然佛法博大精深，我祇能如瞎子摸象般，略微的體會與大家分
享，末學自卸任後偕妻子楊桂雲師姊先返台共同奉養老母，現
又舉家遷往中國珠海，欣聞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成立二十週
年，謹在此獻上最誠摯的祝福，祝願在高翠玲師姊帶領下，及
各位師兄姊共同努力，不斷擴展及深耕各個志業，將慈濟的大
愛長久照亮拉斯維加斯！

  張愷倫 ( 濟倫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第五任負責人  敬筆

去私放下 功德圓滿

2012 年，拉斯維加斯十週年慶，張愷倫偕妻子楊桂雲 ( 右二 )、兒子 ( 左二 ) 歡迎前來表演的大愛之星 ( 右一 )。
攝影 / 趙輔錡

2010 年母親節，時任負責人的張愷倫領隊奉茶。攝影 / 趙輔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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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家父告别式與慈濟的第一次結緣，
受到感動而發願：「我也要做一位

能在别人難過迷失時，伸出手和肩膀的慈
濟人。」2006 年 7 月走進拉斯維加斯會所，
開始學習慈濟精神和佛法。當年還算是中
生代的我，有熱情、有精力，也很願意把
過去在職場和在中文學校教學的經驗，都
能實踐和奉獻在會務上。

經過三年慈濟的志工生活，跟著師兄姊們
出入社區服務，先參加了手語隊，16 來不
曾間斷。2007 年招兵買馬，成立教育團隊
至總會取經，「兒童精進班」九月開班授
課，兩年後進階為「人文班」，再進而有
了 2011 年成立的「慈濟拉斯維加斯人文
學校」。

慈善组的個案訪視是震撼教育，做中學，
學中覺；參加見習和培訓的課程，终於在
2010 年 11 月初次回到慈濟人心靈的故郷，
由上人親自授證，賜與法號「慈諴」。這
一段振聾發聵而紥實的受證之旅，激勵自
己在 2011 年承擔「水懺」讀書會和入經
藏，體認覺悟自身的缺點；推動「蔬果護
照」勸素護生，「萬蕊心蓮」募款等，入
人群修福修慧的活動。

慈濟因緣你和我

非常感恩有幸承擔了兩任的負責人與和氣
組長；承先啓後的機緣，誠惶誠恐地追隨
上人教導，以慈濟宗門為依歸，慈濟法脈
為道路。2016 年 9 月重新啓動幸福校園背
包，獲得校方的信任和肯定，因而争取到
與學生直接互動的時間，和孩子們分享靜
思語，親手布施食物到學生的手中；與良
能功能組隊學習力行四門四法四合一，落
實在生活中。

第二任期中，2020 年雖遇到世紀的全球疫
情，在上人的呼龥和大哉教育中，人人自
我盤點，開啓了和北拉斯維加斯市政府的
合作，期盼耤此接近主流，擴大慈濟服務
社區的地圖。

祝願所有拉斯維加斯的靜思弟子，都能在
這座我們共同建立的化城中精進不懈，學
習佛法，成長慧命，以大愛的精神繼續服
務社區，服務眾生，找到您和我生命的價
值，永續慈濟因緣。

楊大蓉 ( 慈諴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第六任負責人  敬筆
2017 年四月應邀參加盲人中心新大樓破土典礼（右二為馬瑞克醫師，右三為楊大蓉）。攝影 /Peter Simmons

志工楊大蓉在慈濟活動中，向來賓致歡迎辭。攝影 /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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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 城 的 天 空 常 年 飄 浮 紙 醉 金 迷 的 空
氣，這些年雖然力圖轉型，到此一

遊的觀光客仍以嚮往一日致富者居多，在
這裡討生活的人或因久居染缸而墮落，或
因經年遊走在燈紅酒綠之間，而至漸漸迷
失在「罪惡之都」的表面繁華……然而，
一個藍天白雲的隊伍卻能出污泥而不染，
笑看賭場老虎機的叮叮噹噹之餘，又在災

難頻傳的賭城關懷陪伴受傷的本地人或異
鄉人， 證嚴上人曾經讚歎拉斯維加斯慈濟
人是「開在賭城的一朵蓮花」。

2023 年 2 月 12 日，賭城大道的霓虹
燈一如既往閃爍著紙醉金迷的光芒，籌碼、
輪盤、撲克牌……此起彼落，老虎機用叮
叮噹噹的聲響誘惑著人類的貪婪，賭客隨
著眼前籌碼的多寡，或喜或瞋；罪惡之都

的人間只關心輸贏，空洞的生命沒有其它。
令人欣喜的是，距離賭場大道位置稍遠的
法明哥圖書館（Flamingo Library） 適時
亮起了燈火，大愛在暈黃的暖光中逐漸淡
化凡夫世界的燈紅酒綠。賭城的墮落人生
漸去漸遠，藍天白雲的身影穿梭於圖書館
戲院，迎接居賭城而不染的善心大德，在
連聲的「恭喜」中歡度慈濟拉斯維加斯聯
絡處的 20 歲生日。

◎死亡谷車禍集結有心人

1999 年 8 月 17 日，來自台灣國立中
正大學企管系的三位教授、兩位眷屬及 11
名學生，由老師帶著學生組團前來美西旅
遊，不幸在死亡谷發生死亡車禍，當年有
四名學生死亡、一名學生重傷，另有多人
輕傷。

車禍發生後，中正大學開始各項聯繫
工作，並請求當地人提供協助；當年，中
正大學法律系鄭教授打電話向姊姊鄭茹菁
求救。當時拉斯維加斯尚沒有慈濟，來自
美國慈濟總會及鳳凰城聯絡處的志工團隊
在喪禮結束後相繼離去，時任報社記者的
鄭茹菁只好在報上呼籲同胞排班照顧重傷
住院的鄧姓同學，前後數月才得以康復出
院，而當時照顧同胞的隊伍就成了拉斯維
加斯最初的慈濟志工。

此後，志工陳淑婉、李坤華及劉雅愚
為了在拉斯維加斯成立慈濟四處奔走。兩
年之後，終於在大家的盼望下得償心願，
陳淑婉承擔第一任負責人，李坤華成為在

2003 年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 肆 虐 期 間
協助慈濟醫療團隊採購 N95 口罩的主力成
員，而劉雅愚在中國城主辦了第一次骨髓
移殖採樣活動。自此，慈濟正式在拉斯維
加斯發光發熱！ 

眾所皆知，賭城拉斯維加斯是舉世聞
名的賭城，志工中不乏靠「賭博」維生的
賭場發牌員，勸人戒賭豈非自斷生路？慈
濟人又怎能終日與撲克牌為伍呢？當時的
新志工產生了矛盾，幾經開導方能接受發
牌員是服務業，純為度假人士提供休閒娛
樂；遇有沉迷賭博的人士，仍應告知戒賭
機構的電話，切莫坐視其人泥淖深陷，不
可自拔。 

2003 年開始，拉斯維加斯跳脫「911
恐怖事件」的陰影，一片向榮。在富庶的
年代中，志工以英文班、素菜班、愛心宴
接引新菩薩，以個案關懷、長期探訪等延
伸慈善的腳印，甚至派員遠行，到薩爾瓦
多（El Salvador）、秘魯（Peru）、斯里
蘭卡（Sri Lanka）、墨西哥（Mexico）、
宏 都 拉 斯（Honduras）、 厄 瓜 多
（Ecuador）等地參加「國際賑災」；也
被徵召前往聖地亞哥（加州野火）、休士
頓（Houston）、達拉斯……紐奧良（New 
Orleans） 的 卡 崔 娜 颶 風（Hurricane 
Katrina）、 哈 維 颶 風（Hurricane 
Harvey）等，慈濟在全美各地的急難救助
發放，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卡崔娜颶風災之後，美國的經濟問題
漸漸浮上檯面，風災過去許久，紐奧良殘

撰文：鄭茹菁

賭城二十年  清蓮歲歲香

2006 年，租賃的會所慘遭祝融，志工在
時任負責人的陳淑婉家開會討論會務。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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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的房屋多半未能恢復原狀，橘紅色的標
記提醒人們曾經海水淹沒的深度，被颶風
摧毀的醫院和被迫離職的醫護人員，悄悄
地人間蒸發了；滯留城內的人鮮有就醫機
會，許多人仍在風災的波濤中載浮載沉，
有一位災民說：「一閉上眼睛，彷彿就有
嗆鼻、嗆喉的海水強灌進來。」他們說：「我
們需要心理治療。」 

有人從此暴飲暴食、變相地享受人生。
路易安那州（Louisiana）和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乃卡崔那風災受創最深的
兩個災區；諷刺的是，這兩州也在全美最
肥胖人口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因此有人選
擇逃離傷心地，其中有部份人口撤退到了
拉斯維加斯，至今尚未恢復元氣的大有人
在。風災之後，拉斯維加斯慈濟聯絡處除
了參加主流社會的賑災活動外，也參與長
期 關 懷 慈 善 聯 盟（Long Term Recovery 

Committee, LTRC）的長期協助輔導及其
它慈善團體轉介的卡崔娜個案，在卡崔娜
的風風雨雨之中牽起災民的手跋涉苦難。

◎啟動「校園愛心背包」發放

遷居拉斯維加斯的卡崔娜颶風災民，
雖獲得政府出面補助，但仍存在著「有了
上頓沒下頓」的問題。當時在克拉克郡
（Clark County） 登 記 有 案 的「 街 友 子
女」學生竟超過 3,850 人。他們在週一至
週五可由學校供應免費午餐，每到週末，
孩子們就得面對饑餓的煎熬，聽說有孩子

整天睡覺，企圖忘記饑腸轆轆；也有孩子
用麥當勞的蕃茄醬包泡熱開水，「煮」成
蕃茄湯過日子……令人聞之鼻酸。因此，
有了「校園愛心背包」發放計劃（School 
Back Pack Program），幫助孩子們免於
飢餓。

慈濟領養的學校是約翰 . 派克（John S. 
Park） 小學，自 2006 年開始發放，校方
為顧及學生隱私，不讓清寒學生在大庭廣
眾之下接受救濟，因此安排在室內體育館
進行發放，學生守秩序地排隊，志工親切
地問候，孩子們靦腆地稱謝，老師們則是
發自內心的感恩讚歎！

◎走入舊城的灌木深處

漢 德 城（Henderson） 是 美 國 人 口
成長最快速的城市之一，既接近繁華的

都市拉斯維加斯，又享有學校、醫院、綠
地及圖書館等完整的社會資源，因此成
為退休人士居住的最愛。很難想像在此房
價偏高、居民品味「蓋高尚」的城市，竟
有無家可歸、沒飯可吃的流浪漢。照顧這
群徘徊在天堂角落的街友們，不是政府有
關單位，而是民間團體「沙漠之友」基金
會（Friends in the Desert Foundation, 
Inc.）；「沙漠之友」已經在漢德城舊市
區服務街友十七、八年了，每日供應近百
份熱食，全週七日無休。

2006 年，志工開始不定期到沒有政府
補助的「沙漠之友」提供素食發放。慈濟

2007 年 1 月 23 日，志工黃寶珍（右
一）與志工團隊運送給貧困學童的校
園愛心背包，前往第一所認養的小學
發放。攝影 / 簡慈恆

2006 年，慈濟人開始不定期在沒有政
府補助的「沙漠之友」基金會提供素
餐，志工鄭茹菁為街友男童送上剛出
爐的春捲。攝影 / 簡慈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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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用心從準備素食開始，運送、分菜、
端送上桌、話家常、送客和娛樂表演等，
每一個細節都有專人把關，務求每一個行
動都環環相扣，每一個活動都盡力做到最
好。雖然只是一頓晚餐和餐後水果，志工
仍把每次熱食發放當作大事來辦，在街友
埋頭用餐，又一次次把空盤子舉到志工面
前要求加菜時，志工總是以最快的速度為
人家「努力加餐飯」。

◎ 為盲友供餐、慶生及浴佛足

座 落 於 拉 斯 維 加 斯 舊 市 區 的「 內 華
達 州 盲 人 中 心 」（The Blind Center of 
Nevada），自成立以來，一直由當地的獅
子會及一些私人機構於每週星期一、三、
四、五為大約 70 位盲友提供免費午餐；限
於經費，星期三只能供應自費的墨西哥餅

（Taco）。對於阮囊羞澀的盲友而言，星
期三便成了飢腸轆轆無處訴的代名詞；因
為許多盲友因經濟困難，一天只能吃一餐，
所以每到星期三就只能在黑暗中吞噬饑餓
的煎熬。

自 2007 年 4 月以來，拉斯維加斯志
工風雨無阻地在每週三到「盲人中心」陪
伴盲友，為盲友準備午餐，每月一次為盲
友舉辦慶生會，每三個月一次協助愛心足
科醫師馬瑞克（Dr. Neal Marek, DPM）為
盲友剪腳趾甲。志工會先為盲友將腳洗乾
淨、泡水讓趾甲變軟，讓醫生的修剪工作
較為容易，也使盲友們的足部更健康舒適。

◎推動全民減碳 環保回收

慈濟志工在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3 月期間，推動「克己復禮，全民減碳」
運動，邀約大家一同力行隨手減少生活廢
棄物，從個人、家庭、社區到整個社會，
力行環保，保護地球。為了讓社區人士更
能身體力行，志工們走入社區、拜訪機關
團體，用心推動全民減碳運動。

當年，時任頂好超市總經理的志工陳
國興（Kurtis Chen）十分護持慈濟。慈濟
志工在他的號召下，自 2007 年 2 月 9 日起，
每週一上午 11 點至下午 3 點在頂好廣場

設置攤位，舉辦回收鋁罐及寶特瓶環保活
動；每週四下午 2 點至 4 點開出「慈濟列車」
到各機關團體或公司行號收集鋁罐及寶特
瓶等環保物資，期待藉此引發大眾正視環
保議題，與慈濟一起投入推動「與地球共
生息」的行動。

陳 國 興 為 陪 伴 賭 城 社 區 的「 環 保 之
路」，在頂好超市易主後，仍留守在拉斯
維加斯推動環保，直到聘用他的學校開學

自 2007 年 2 月 9 日起，慈濟志工在時任
頂好超市總經理的陳國興 （右一）的號召
下，每週一次舉辦回收鋁罐及寶特瓶的環
保活動。攝影 / 鄭茹菁

2006 年，志工柯淑梅（中）及楊賜燦
（右）為盲友送上西瓜，遠處是志工林
濟克為盲友吹奏口琴。攝影 / 岑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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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接獲聘書）才趕去執教鞭，轉由志
工陳振和及黃寶珍接手。那些年，會所的
環保回收吸引了許多環保菩薩投入，堆
積如山的瓶瓶罐罐是會所停車場上常見的
風景。 

◎陪伴大峽谷車禍傷者

賭城給人霓虹閃爍、金碧輝煌的印象，
凡說到拉斯維加斯就好像聽見「吃角子老
虎」的銅板滾落聲，前來美國的旅人若是
不「到此一遊」，就好像入寶山而空手回。

然而，地處交通要塞的拉斯維加斯事
故頻傳，經常發生重大車禍，對那許多非
死即傷的個案而言，賭城不是天堂，而是
通往傷心處的必經之路。所幸有慈濟人駐

守， 在 他 們 的 傷 心 旅 程 中 提 供「 中 途 之
家」，也在復健重生的過程中牽起傷者及
家屬的手，走過陰霾，回歸正常生活。

自 2008 至 2010 年，大峽谷連續發生
三起重大車禍，造成重大傷亡。2008 年痛
失兩位從中國到此交換留學生的準博士及
一位碩士。

2009 年 1 月 30 日下午 4 點，距離亞
歷桑那州西北方約 190 英哩，接近胡佛水
壩處，一輛旅遊巴士在返回拉斯維加斯的
93 號高速公路上翻車，造成七名乘客死

亡， 五人重傷住院，受輕傷的五人隨即相
繼出院，肇事司機被轉院至加州。車上的
15 名乘客均為來自上海及杭州的旅行團，
加上導遊、司機各一名，全車共 17 人；旅
行團原有來自五個家庭的 20 人，其中五人
未參加大峽谷行程，僥倖逃過一劫。

2010 年，從中國前來考察美國高速公
路工程的一行人，也在距離上述地點 10 分
鐘之處發生死亡車禍，拉斯維加斯的志工
天天到醫院送飯，並提供翻譯及協助傷者
的各項請託。

◎ 走入監獄傳佛法

22014 年，幾位志工通過內華達州監
獄系統的背景調查，獲准參加獄方舉辦的

志 工 培 訓。 獄 方 安 排 了 實 地 參 觀 課 程，
當志工隨著獄警走上克郡拘留所的最高樓
層，領隊的老師指著兩個鐵門之後的重刑
犯牢房，警告志工們千萬別走錯方向。

雖然隔著厚重的玻璃門窗，依稀看得
見窗後森寒的眼神，似乎突然有一股寒意
爬上脊椎骨。這時，另一隊人馬迎面走來，
他們身著藍色或橘色的囚衣，沒有手鐐腳
銬，卻步履蹣跚；當排列行進的隊伍與志
工團隊錯身而過時，他們被命令面向牆壁，

2009 年，大峽谷死亡車禍造成七名乘
客死亡，志工們陪伴路祭的家屬，並
在旁助念。攝影 / 鄭茹菁

拉斯維加斯志工傾聽獄友故事，鼓勵
學佛以翻轉人生。插圖 / 吳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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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說話，即便如此，志工仍在彼此擦肩
之際，感覺一道道冷冽地目光……。

如果，每一位獄友走向監獄的過程都
是一個故事；那麼，每一位志工走向監獄
的掙扎，也是一段不平凡的心路歷程。

2014 年八月，志工們首度走向大拉斯
維加斯地區的北谷拘留所（North Valley 
Detention Center）。當年的「主力」是
由來自慈濟美國總會的志工陳坤元、賴娜
音及歐友涵主導，拉斯維加斯的志工跟隨
在後，學習經驗。直到 2016 年一月，轉
赴 克 郡 拘 留 所（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 傳法，才由拉斯維加斯志工楊大
蓉及鄭茹菁接下棒子。從此以後，每月的
第三個星期六就成了會所志工與獄友間不
變的約定。

2020 年春暖花開之時，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逐日滲透看似銅牆鐵壁的監
獄，許多獄友不幸感染，又將病毒散播到
牢房內的咫尺之間。獄方意識到事態嚴重，
自四月初起要求獄友戴口罩，每人每週發
給 一 個 口 罩， 規 定 大 家 小 心 保 管， 謹 慎
使用。

當 克 郡 拘 留 所 傳 出 第 一 個 確 診 病 例
後，獄方立即採取應變措施。首先是減少
牢房的人數，避免人傳人，獄方開始大動
作的釋放行動，大多數幸運出獄的是輕刑
犯或非暴力犯罪的獄友，服刑超過四分之
三的獄友也提早畢業了。

四所監獄原本羈押超過 4,000 人，有
條件的釋放之後，減少到 3,800 人；另有
900 人被戴上電子鎖，改在家中服刑，人
數減少到 2900 人。最後，獄方決定再降
低 10% 的監獄人口，又釋放 290 人。此外，
獄友一旦感染病毒就會送醫和立即釋放，
康復後也不必回去繼續服刑，此舉讓人
憂心？

慈濟志工得知獄中感染人數日增，及
時捐贈 2,800 片標準規格的醫用口罩給獄
友，每人一片，讓每一位獄友都能戴上隔
絕病毒的口罩，呼吸安全的空氣。

◎ 開啟牙科及眼科義診

根據 2022 年官方數字，拉斯維加斯都
會區人口有 284 萬人。在這個「小」城市
中，卻是遊客如織、商展頻繁、商機無限，
到處都是資金無虞、隨時可以投資的「大
老闆」。然而，在這個號稱天堂的賭城，
卻存在著超過萬人的街友，他們盤據在賭
城的窮街陋巷，用窮人的眼睛眺望富得流
油的拉斯維加斯。

2022 年，拉斯維加斯的街友人口總數
大約有 13,972 人，人數之多，高居全美大
都市排行榜第九名。拉斯維加的街友究竟
是從何而來呢？眾所皆知，紙醉金迷的賭
城是個用鈔票堆疊而成的都市，許多人懷
抱著一夕致富的夢想來到此處淘金，有人
美夢成真，但也有更多人在一夜之間分文
不剩，從此無家可歸，此為其一。

再者，內華達州街友聯盟表示拉斯維
加斯有大量無家可歸的年輕人，許多人是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此為其二。

志工關心街友問題，自 2007 年開始
為街友發放熱食，又自 2015 年起為街友
提供牙科義診，經由長期交流，志工發現
街友來自四面八方，有些是剛出獄卻不被
親友接受的更生人，有些是患有精神疾病
的人，也有身陷賭與毒而不可自拔的天涯
淪落人，更有不事生產、等人救濟的好逸
惡勞之輩，他們多半是不能適應社會的弱
勢族群，此為其三。

自 2015 年起，拉斯維加斯醫療志工
團隊號召社區的愛心醫師組成義診團隊，
成軍至今，已經舉辦過 13 次義診，並於
2019 年增加眼科義診。慈濟人一直在為守
護社區健康而努力！

拉斯維加斯醫療志工團隊自 2015 年成軍至
今，已舉辦過 13 次義診，拉斯維加斯人醫會
總幹事高翠玲（右四）是團隊的靈魂人物。
攝影 /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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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崔娜風災之後，遷居拉斯維加斯的
災民雖獲政府出面補助，但仍存在

著「有一頓沒一頓」的民生問題。克拉克
郡（Clark County） 在 2006 年 登 記 有 案
的「街友子女」學生超過 3,850 人，週一
至週五，孩子們可由學校供應免費午餐，

撰文：鄭茹菁、楊大蓉

 把大愛背回家
「校園愛心背包」發放

每到週末就得面對饑餓的煎熬，聽說有孩
子整天睡覺，企圖忘記饑腸轆轆的感受，
也有孩子用麥當勞的蕃茄醬包泡熱開水，
「煮」成蕃茄湯過日子……令人聞之鼻酸。
因此，慈濟開始有了「校園愛心背包」發
放計劃（School Back Pack Program）。

志工教導學生要做到感恩、尊重和愛，
並用深深地鞠躬、身體力行的虔誠感
恩小學生們。

◎富裕賭城  數千飢餓學童

「校園愛心背包」的發放是根據學校
提供的名單，每個孩子都有特定的背包號
碼，如此可以記錄每個孩子的過敏物或特
殊需求；有的孩子對花生過敏，打包時就
得避免花生口味的食品；有的孩子家裡有
更多挨餓的小孩，就得酌情增加份量。

慈 濟 領 養 的 第 一 個 學 校 是 約 翰 . 派
克 小 學（John S. Park Elementary 
School）。2006 年開始發放時，校方登記
了 82 名學生。如今志工在之後認養的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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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 威 廉 姆 斯 小 學（Wendell P. Williams 
Elementary School）提供每週 50 至 110
個「校園愛心背包」。本計劃由志工鄭榕
娟擔任第一任窗口，之後由志工楊大蓉及
吳佳芬接棒統籌，從採購、打包到發放，
每週約動員五至七名志工。

據克拉克郡學區調查，需要發放「校
園 愛 心 背 包 」 的 學 校 有 15 個， 大 約 有
5083 名學生仍在「校園愛心背包」發放計
劃的等候名單內，現在鼓勵各慈善單位認
養一個或多個小學，由學校提供名單及數
量。拉斯維加斯慈濟聯絡處正積極聯絡賭

2011 年 10 月 21 日，除了發放食物，志工向學童介紹竹筒歲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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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背包團隊受邀參加學校感恩早餐會（後排
左四為愛爾蘭校長，左五為副校長愛德門）。攝影 / 
Peter Simmons

2011 年，學童響應竹筒歲月，向志工羅玉娥手中的竹筒捐獻。攝影 / Peter Simmons

2011 年 10 月 21 日，志工修·埃利斯（Hugh Ellis）
關心貧困學童。攝影 / Peter Simmons

場及機關行號，祈願能接引有力量的菩薩
一起發放更多的「校園愛心背包」。

校方為顧及學生隱私，不讓清寒學生
在大庭廣眾之下接受救濟，因此安排在室
內體育館發放背包。學生守秩序地排隊，
志工親切地問候和發放，孩子們靦腆地稱
謝，老師們則是發自內心的感恩讚歎！大
約一小時的發放，在平和安祥的氣氛中圓
滿結束。經過近 15 年的互動，慈濟志工
和校方、孩子們之間的情感深厚，每到週
五，孩子們引頸盼望「藍天白雲」的光臨，
而志工們也想念那一張張天真無邪的小
臉孔。

◎愛心背包  升級幸福校園

自 2006 年開始的「校園愛心背包」，
最初是為了幫助遷到拉斯維加斯的紐奥良
州卡崔娜颶風受災户，向他們的貧困學童
提供食物。慈濟先與當地的慈善組織「愛
心團」合作，經過一個月的學習，才向克
郡學區登記獨自作業，並選擇進入約翰 . 派
克小學發放「校園愛心背包」。約近 10 年
的發放和關懷，最終在學校人力不足，無
法配合慈濟作業的情況下，無奈之餘，雙
方在 2015 年六月相約暫停「幸福校園背
包」發放活動。

志工鄭榕娟是「校園愛心背
包」計劃的第一個窗口。
攝影 / Peter Simmons

2017 年，慈濟志工曾淑熙、李慧瓊、伍燕
萍、楊大蓉（自左起）拜訪學校。攝影 /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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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因 缘 聚 足， 經 過 一 位 社 區
友人的推薦，了解慈濟基金會有這様的
意願和能力來認養一所小學，向貧童送出
愛心，立即介绍位於華盛頓街上的溫德
爾 . 威 廉 姆 斯 小 學（Wendell P. Williams 
Elementary School）給慈濟。志工楊大
蓉在取得慈濟團隊的同意後，趕在學校放
暑假前和校長開會協商，經過兩次會議後
達成共識，在開學後的第二個月展開送愛
進校園的行動。

根據之前的經驗，為了與校方達成更
好的合作，志工對新的「幸福校園愛心背
包」計劃作出調整；每次發放邀請大約七
位志工成立基本團隊，避免臨時邀約組員
的挑戰。此外，要求校方給予慈濟志工和
每班學生直接互動的時間，每週一次，向
孩子們宣揚慈濟理念，菩薩大招生，除了
給食物，也把握機會給予精神食糧。

◎傳達慈濟的品格教育

感 恩 愛 爾 蘭 校 長 辛 西 婭 . 愛 爾 蘭
（Principal Cynthia Ireland）對慈濟的認
同，允諾每週發放時會給慈濟人一間教室，
兩位校方義工協助將受惠名單上的學生帶
到發放教室。志工利用短短的 15 分鐘，介
绍慈濟基金會、竹筒歳月及《靜思語》，
學生非常喜愛《愛與關懷》的手語演繹。
志工和孩子們的每一次相聚，最重要的是
傳達「感恩，尊重，愛」的概念；發放時
要求學生和志工都以深深的鞠躬來互相感
恩，是行禮如儀的示範，也是帶著他們感
受實踐的快樂。

除了定期的食物背包發放外，志工也
會在開學時送上裝滿學用品的背包。疫情
期間送上口罩和潔手液等。此外，每個學
期都會舉辦「謝師宴」，感恩所有的教職
員。志工團隊是邉走邉整隊，隨時聽取意
見，隨時改進，力求圓滿。愛爾蘭校長每
次見到藍天白雲的慈濟志工，也會雙手合
十，鞠躬問好，並讚揚慈濟制服的整齊和
團隊的莊嚴。

雖然每次和孩子們見面互動的時間並
不長，志工們都是以虔誠的心，祝福這些
未來的主人翁平安健康，快樂的長大，在
未來的成長過程中，遇有大是大非的重大
抉擇時，能夠受益於慈濟的品格教育及《靜
思語》對他們的潛移默化和幫助。

在這個燈紅酒綠的城市中，固然有拉
中吃角子老虎大獎而一夜致富的幸運兒，
也有隱身社會黑暗面的弱勢團體，這些人
又當何去何從？在電視媒體大賣「減肥廣
告」、太太小姐們想花錢甩掉身上贅肉的
今時今日，可有人想到那些聽聞「週末」
而色變，必須連續兩天靠睡覺及喝蕃茄醬
泡水的窮孩子們？

唯有讓孩子受教育，他們才有機會揮
別貧窮、翻轉人生；為了「明天會更好」，
志工們將更賣力推廣「幸福校園愛心背包」
發放計劃，營造一個沒有飢餓學童的幸福
校園。

2019 年 8 月 12 日，志工李慧瓊、楊大蓉及伍燕萍
（左起）運送背包和學用品到學校，贈送給孩子們，
鼓勵他們認真學習。攝影 / Peter Simmons

2019 年 8 月 12 日，志工伍燕萍為學童掛上背包。
攝影 / Peter Simmons

2021 年的疫情期間，志工在學校發放蔬果物資，
結束後和愛爾蘭校長（前排穿緑上衣者）與志工一
齊合十，互道感恩。攝影 / Peter Simmons

疫情中，不再能進入教室發放，志工林碧鳯、
李慧瓊、楊大蓉（自左二起）仍把握機會，輕
聲細語的關懷孩子們。攝影 /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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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德城（Henderson）是美國人口成
長最快速的城市之一，既接近繁華

的拉斯維加斯，又享有學校、醫院、綠地
及圖書館等完整的社會資源，因此成為退
休人士隱退的最愛。

很難想像在此房價偏高、居民品味高
尚的漢德城，竟有無家可歸，沒飯可吃的
流浪漢，而照顧這群徘徊在天堂角落的街

友 們， 不 是 政 府 有 關 單 位， 而 是 民 間 團
體「 沙 漠 之 友 」 基 金 會（Friends in the 
Desert Foundation, Inc.）。

◎邀請「熊貓快餐」植福田

「沙漠之友」已經在漢德城舊市區服
務街友十餘年了，每日供應近百份熱食，

七日無休。供應熱食的義工說：「只要是
饑餓的人，都歡迎到這裡享用晚餐，不需
要身份證明，也不用任何手續。」日常大
約有八名義工輪流承擔管理，從採購、烹
調、供食到打掃清潔，一手包辦，所有義
工都是分文不取。

即使有這些一力承擔，義無反顧的義
工，但在沒有政府補助的情況下，「沙漠

走入灌木深處

「沙漠之友」享素宴
撰文：鄭茹菁

瑟縮在灌木叢間的流浪人口到「沙漠之友」用餐。
攝影 / 鄭茹菁

2008 年 12 月 8 日，熊貓快餐團隊加
入慈濟，一起赴「沙漠之友」做熱食
發放，九位「熊貓快餐」的經理加入
大愛的行列。攝影 / 鄭茹菁

2006 年 10 月 18 日，第一次「沙漠之友」進行素餐發放。
攝影 / 簡慈恆

笑容滿面的志工陳秀惠（右）和
柯淑梅（左）為街友奉上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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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友」需要社區的大力支持，誠如「沙漠
之友」義工所說⸺ 有人給「時間」，有
人給「食物」，有人給「金錢」，每一個
動作都讓這個供應熱食行動有了不凡的義
意。慈濟以每年一次的頻率出現，近年又
邀請到「熊貓快餐」一起植福田，為街友
供應專業快炒的素食。

◎歡喜就坐  享用大愛之餐

2006 年，時任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負責
人的志工簡慈恆，將「沙漠之友」的發放
規劃為年度慈誠、委員培訓課的第一個動
態課程⸺ 「慈善」。志工們穿戴口罩、

圍裙、手套等「專業」行頭，半件不少，
遵照衛生局規定的標準為街友服務。志工
們通常會利用晚餐前的空檔，攜手表演手
語歌，並由志工口琴伴奏。然後入境隨俗
的邀請街友合唱「天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雙方有很動人的互動；街友
也尊重慈濟的佛教儀式，由志工帶領祈
禱⸺ 「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之後，
才歡喜就坐，享用大愛之餐。慈濟人陪伴
街友度過寒冷冬季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慈濟人用心準備素食晚餐，從運送、
分菜、端送上桌、話家常、送客，外加娛
樂表演，每一個細節都有專人把關，務求
每一個環節都環環相扣，每一個節目都盡
力做到最好。雖然只是一頓晚餐，志工仍
把每一次的活動當作大事來辦。在街友低

頭用餐，一次又一次把空盤子舉到志工面
前要求加菜時，志工們總是以最快的速度
為家人「努力加餐」。

落魄用餐的街友中，並不全都是「本
地人」，有的人只是暫時落難，找到工作
後就會脫離這個團體，這是「沙漠之友」
最樂見的結果。有些人惶惶度日，轉眼間
已在這兒流連了五年，彼此也從「街友」
變成「飯友」；面對老面孔，「沙漠之友」
的義工們一樣的用愛心服務他們。一位來
自紐西蘭的街友說：「這裡的人和飯菜都

「沙漠之友」廚房裡的志工林阿嬌（前）
及林秋蘭（後）正在忙碌的準備熱食。
攝影 / 鄭茹菁

2012 年 12 月 12 日，志工在發放熱食
之餘，為「沙漠之友」載歌載舞，表演
手語歌。攝影 / 鄭茹菁

雖是「沙漠之友」，許多街友
卻是中餐的愛好者，知道吃
春捲要加上志工提供的甜酸
醬。攝影 /Michael Le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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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好的！」他和拉斯維加斯的街友就是從
吃飯結緣的。很多街友的「飯齡」都在五
年以上，街友還拜託慈濟志工：「你們可
以每個月來一次嗎？」

◎下次再來  懷念慈濟味道

有一位街友因家庭矛盾，從北加州來
到拉斯維加斯；離家 13 年，他來此只為聽
說「拉斯維加斯有全世界最棒的餐館」，
沒想到供他飯菜的卻是「沙漠之友」。目
前他在打零工，準備存夠錢就回去和家人
團聚，結束淪落賭城的流浪生涯。當他被
問及住處時，他的眼神閃爍，輕輕地吐出
一個賭場的名字，志工問：「你住在賭場
裡嗎？」他想了一下，用更小的聲音說：

「我的意思是，附近啦！」原來，很多街
友都露宿於灌木深處，遙望近在眼前，卻
又遠在天邊的賭城繁華。

「沙漠之友」的義工表示，很多街友
真的是無家可歸，不得不露宿在這個沙漠
之中。至於在這個夏熱冬冷的沙漠環境裡，
他們究竟是如何生存的？志工們真的不忍
再想下去了！當一個接一個的街友提出
「下次再來」的約定，當「沙漠之友」的
義工拿著行事曆追問「下次日程」，當他
們淺嘗「慈濟」的滋味，尚未與慈濟人分
離的那一刻，「沙漠之友」好像就懷念起
慈濟的味道了！

2019 年冬季，拉斯維加斯志工再次為沙
漠之友提供熱食。攝影 /Michael Lenford

2012 年，志工鄭榕娟為街友披上溫暖的圍巾。攝影 / 鄭茹菁 「沙漠之友」滿心歡喜地戴上慈
濟人送的禦寒毛帽和圍巾。攝影 /
鄭茹菁

2012 年 12 月 12 日，志工美髮師赴「沙漠之友」為街友理髮。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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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倫．凱勒（Helen Keller）說：「一
個人的力量有限，集合眾人的力量

就 可 以 做 很 多 事。」（Alone we can do 
so little; together we can do so much. ）
或許正因為她的先見之明，至今仍有許多
人受到這句話的鼓勵，持續為週遭的盲友
提供協助。

座 落 於 拉 斯 維 加 斯 老 城 區 的「 內 華
達 州 盲 人 中 心 」（The Blind Center of 

Nevada）自成立以來，一直由當地的獅子
會及一些私人機構在每個星期的一、二、
四、五，固定為大約 70 位盲友提供免費午
餐。限於經費，每個星期三只能供應自費
的墨西哥餅（Taco）；對於阮囊羞澀的盲
友而言，星期三便成了飢腸轆轆無處訴的
代名詞。因為有許多盲友的經濟拮据，一
天只能吃一餐，所以每到星期三就只能在
黑暗中忍受饑餓的煎熬。

◎不是親人  更勝親人

「盲人中心」是拉斯維加斯慈濟人定
期訪視關懷的機構之一。每個星期，志工
便組隊前往中心提供熱食午餐；每個月下
旬會爲當月的壽星舉辦慶生會。盲友代表
佛 洛 尼 卡 • 威 爾 森（Veronica Wilson）
曾說：「多年來，盲友們和慈濟志工建立
了親密的關係，彼此之間不是親人，更勝
親人！」

2007 年四月，拉斯維加斯志工高翠玲
得知許多盲友在星期三無力購買午餐，只
能忍飢挨餓，於是把握因緣，在志工團隊
的通力合作下，把「盲人中心」的「黑色
星期三」，變成了菜香四溢的美食饗宴。
時至今日，已經有愈來愈多的盲友會在星
期三趕往「盲人中心」享用慈濟的素食午
餐。餐後的餘興節目邀請盲友一起加入表
演，歡樂的氣氛洋溢，星期三的午餐會就
成了「盲人中心」最熱鬧的風景。

牽盲人的手 走光明的路
撰文：鄭茹菁、李慧瓊

志工曾淑熙（前）和林秋蘭在「盲人中心」廚房準備午餐。攝影 / Peter 
Simmons

志工伍燕萍（中）及
林碧桃（右）幫忙盲
友切生日蛋糕。攝影 / 
Peter Simmons

志工林碧桃攙扶盲友尋找午餐的座位。攝影 /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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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陪伴盲友如同自己的親人，和他
們一起唱歌、跳舞，一字一句、手腳並用
的教盲友比手語。《靜思小語》：「經者，
道也；道者，路也。『慈濟宗門』就是走
入人群，行經鋪路。」志工長期不懈的關
懷，乃是慈濟人「行經」的最佳見證；「盲

人中心」工作人員及盲友經由彼此的互動，
對慈濟有了更深的了解。當他們知道「竹
筒歲月」的故事後，盲友不僅會以滿滿的
竹筒作為愛心回饋，更不時感動的表示：
「慈濟人令我們感覺到陽光，看到溫暖
的愛！」

◎盲友輪流擔綱壽星

拉斯維加斯志工用慈悲喜捨，感恩、
尊重和愛走入人群，將愛的種子播撒在人
人心中，小愛變大愛，傳播善種子。志工
在「走入人群」的過程中，接引了蛋糕店
老闆發心護持，為「盲人中心」的慶生會
提供生日蛋糕。

社區中有許多商家很有愛心，感動於
慈濟的慈善行動，卻不知如何獻出自己的
愛 心。 志 工 到「Cake Designs」 蛋 糕 店
愛灑時，先介紹慈濟是他們的鄰居，再送
上英文的慈濟文宣刊物、竹筒及結緣品，
然後介紹慈濟在拉斯維加斯社區的慈善服
務。老板娘金伯莉（Kimberley）及經理
道恩（Dawn）在聽到慈濟每個月都到「盲

人中心」為盲友舉辦慶生會，擅長素食料
理的志工會為盲友準備熱食、水果、蛋糕
等，志工們還會準備節目和盲友同樂，就
已經非常感動了，當她們又聽說志工們每
三個月一次為盲友「浴佛足」，更是緊緊
地牽動著她們的心，讚嘆慈濟人無私和謙
恭的付出：「你們用愛與關懷的真誠行善
令我們感動，我們願意每兩個月贊助免費
蛋糕為盲友慶生。」

感謝你們的到來，讓我們認識近
在呎尺的慈善機構（慈濟），更
感恩的是讓我們姊妹倆找到行
善的好對象，盡一點微薄的心意
來助人。

蛋糕店老板娘  金伯莉（Kimberley）

2019 年 9 月 10 日， 志工黃玉柳（左）和林妙琪（右）
為盲友獻花，祝福她生日快樂！

志工伍燕萍、林妙琪、劉文歡、高翠玲及李慧瓊 ( 自左起 ) 在每月一次的慶生會上 , 向每一位壽星送上
滿滿地祝福。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志工團隊為每個月的慶生會準備蛋糕與驚喜，志工
小蘭、楊桂雲、柯淑梅（自左起）為盲友切蛋糕。

志工趙秀明為壽星盲友獻上來自慈濟的生日禮物。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蛋糕店老闆得知慈濟志工每個月都會為盲友們舉
辦慶生會，多次贈送生日蛋糕給盲友享用。攝影
/ 李慧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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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志工體會到「福從做中得歡
喜」的心境，人人皆有一念善心，只要被
啓發，愛心就能被點燃，尤其是當日蛋糕
店的愛心出自誠意，善心布施，是一樁人
善心美的體現。

◎黑暗世界因慈濟芬芳

每一年，拉斯維加斯志工與盲友共度
聖誕節，應節的禮物包括慈善組向慈濟美
國總會申請的藍色環保毛毯、志工親手編
織的漂亮圍巾等，分別在聖誕節及新年期
間分兩次「送禮」。看到盲友用手撫摸那
柔軟溫暖的禮物，由淺而深的笑意自嘴角
揚起，乃至充滿笑容的表情；他們讀出了

「被人家關心愛護」的心意，還有什麼比
這樣的笑顏更讓人欣慰呢？

在節目的進行中，志工向盲友轉達證
嚴法師及全體慈濟人對盲友的關心，一次
又一次深入介紹慈濟，向他們分享慈濟的
故事。當盲友咀嚼著慈濟人準備的素食，
懷中擁著用 70 個寶特瓶環保回收製成的毛
毯，僅管他們「看」不到眼前的藍天白雲，
卻能感受到慈濟人特有的親切。

他們雖然還沒學會用中文說「感恩」，
但發自肺腑的「God Bless You」（上帝祝
福你），表達了盲友的謝意。一直以來，
愈來愈多的慈濟人投入這項服務，樂意「牽
盲人的手，走光明的路」，盲友的黑暗世
界因慈濟的芬芳，有了春天的味道！

◎「浴佛足」恍如置身天堂

逾 15 年來，拉斯維加斯志工風雨無阻
的出現在「盲人中心」，為盲友準備午餐；
每三個月協助一位愛心足科醫師，馬瑞克
（Dr. Neal Marek, DPM）醫師為盲友剪腳
趾甲。由於多數盲友是因糖尿病併發症致
盲，若不按時進行足部保養，可能有惡化
截肢的風險。馬瑞克醫師在「盲人中心」
默默地服務了數十年，盡心為愛護盲友
付出。

每季一次的趾甲義剪，讓志工們有了
新的福田。在醫生來到前的一個小時，志
工準備好塑膠盆、塑膠袋、手套、乳液及
紙巾等，爲盲友把腳洗乾淨、趾甲泡軟，

讓馬瑞克醫生的專業工作順暢無礙。確保
全程乾淨衛生，志工會在泡腳盆外套上一
個塑膠袋，再注入溫度適中的熱水，捲起
袖子，蹲下身子，服侍盲友把雙腳浸入，
用愛心為盲友洗腳；志工們彼此鼓勵，將
洗腳的服務命名為「浴佛足」。

當馬瑞克醫師剪完趾甲後，志工們又
化身為足療天使，為盲友稍做按摩後再擦
乾雙脚，塗抹護膚油，穿好襪子和鞋子，
才讓盲友起身，護送他們回座。盲友們非
常期待每三個月一次的「浴佛足」，盲友
索羅門（Solomon）十分享受的説：「彷
彿置身天堂哩！」 

用心就是專業，志工不但貼心洗腳，
並用心參照專業護理知識，更仔細用折疊

2015 年，「盲人中心」冬令發放，志工以 90 度鞠
躬獻上禮物。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志工林克（右）、岑慧意（中）在「盲人中心」講
述竹筒歲月的故事。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歲末年終，盲友高歌一曲，感恩慈濟人的陪伴。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10 年 1 月 12 日，合唱團指揮林克帶領志工在「盲
人中心」演唱慈濟歌。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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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齊的棉紙在各個腳趾間輕輕地來回擦
拭，因為對於許多糖尿病人的足部護理，
「這樣就比較不會磨破皮！」

◎溫暖互動  打開心扉

其實，浴佛足的「業務」一開始門可
羅雀，因為自卑的盲友羞於展現自己無力
清潔的雙足，最初只有二至三位盲友願意
接受「浴佛足」的服務。當盲友將雙足泡
入 水 中， 清 水 立 即 混 濁 地 黑 不 見 底， 乾
燥的皮屑隨之浮出水面，讓志工心疼不
已……。

所幸經由盲友間的口耳相傳，知道愛
心爆棚的志工絕不會取笑他們慘不忍睹的
雙足，才漸漸地接受服務，讓志工打開了
「生意」。一位原本持懷疑態度的盲友在
受到貼心的服侍之後，非常的感動：「志
工比醫院的專業人士更棒！」

在盲友等候醫師剪趾甲的空檔中，志
工還會擔任「串場」，逗盲友們開心，例
如「我們有 20 位志工等著為您服務，您要
挑紳士，還是淑女？喜歡成熟的，還是年
輕一點的？」或是故做神秘地告訴盲友：
「知道嗎？現在幫您尊足擦乳液的志工是
兩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喲！真希望您看得
見！」

這樣溫暖的互動，讓志工們贏得了醫
生、盲友和「盲人中心」的高評價。有些
盲友也因此會打開話匣子，細數自己的故
事。因為糖尿病、因為車禍……各自不幸

的過往，各異的失明程度，原來光明和黑
暗往往只是一線之隔。感嘆不可逆轉的失
明，只能感恩上天賜給盲友們特別敏銳的
反應以度餘生！

◎藍天白雲  愛的顏色

我真希望自己看得見！能夠看
得見這許多好心的慈濟人！

盲友

盲友與盲友，盲友與志工的互動中，
也有許多歡快的時光。有一位盲友和另一

位弱視的半盲友在各自的溫水盆中享受泡
腳的樂趣，兩人談起某位朋友，弱視的半
盲友突然很認真地問對方：「下次妳看到
那人時，認得出來嗎？」盲友沒好氣地回
話說：「我看不見哪！」蹲在地上幫盲友
洗腳的、旁邊送午餐熱食的、吹口琴助興
的，志工們全都忍俊不住地笑了開來……。

開心之餘，不免有許多的遺憾，一位
出生就雙目失明的盲友，不知道黑暗與光
明的差別，當聽到別人談起身穿「藍天白
雲」的慈濟人時，盲友忍不住發問：「藍
天白雲好看嗎？藍色是什麼模樣？白色又
是什麼樣子？」志工只能心疼地握住他的
手，溫柔相對：「藍天白雲是愛的顏色，
就像是我倆緊握的雙手，您感受到的溫暖
就是愛！」

15 年風雨無阻的關懷陪伴，志工與盲友的互動溫馨
感人，前排左起志工張愷倫、黃玉柳、張瓊芳、胡
鳳嬌、李慧瓊及羅玉娥，後排志工楊大蓉。攝影 / 
Peter Simmons

2008 年 8 月 20 日，志工高翠玲為盲友洗腳，一邊
親切問候。攝影 / Peter Simmons

2019 年 10 月 8 日，愛心足科醫師馬瑞克（Dr. 
Neal Marek, DPM）醫生為盲友剪腳趾甲。攝影 / 
Peter Simmons

2015 年 1 月 12 日，志工為盲友清洗等候剪腳趾的
雙足。攝影 /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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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美的婚禮，循例由新人備禮贈送嘉
賓，洋人不興送喜餅，有的新人獻

上結婚照分享喜氣，有的華人奉上拆成
「女」及「子」兩字的「好」字鑰匙圈，
有的人送大禮彰顯身份，有的人送好禮讓
人窩心；然而，最有創意的新娘伴手禮又
是什麼呢？

《靜思語》賀賓客 
智慧的新娘伴手禮

撰文：鄭茹菁

元月八日，披上嫁衣的加拿大女子伊
莉莎白（Elizabeth Lawrence）獨具慧眼，
竟然請購《四語靜思語》（4 languages 
Jing Si Aphorism）作為她的結婚伴手禮，
她說：「《四語靜思語》引導正確的人生
方向，令我受益無窮，選擇此書贈送嘉賓，
祝福參加婚禮的客人都能受惠於《四語靜
思語》，這是我送給親友最好的禮物！」

2010 年 1 月 8 日披上嫁衣的加
拿大女子伊莉莎白（Elizabeth 
Lawrence）獨具慧眼，請購《四
語靜思語》（4 languages Jing Si 
Aphorism）作為她的結婚禮物。
圖片來源 /Elizabeth Lawrence

《靜思語》賀賓客    智慧的新娘伴手禮

故事追溯到幾個月前，說英語的伊莉
莎白打電話到洛杉磯的美國慈濟總會，詢
問請購《四語靜思語》的細節；她有意上
網訂購 20 本《四語靜思語》，但因目前
美國静思網站的每單請購上限是是 5 本，
由於無法通過網站購得需要的數量，加上
看不懂中文解說，因此透過電話下訂單，
幾經電話與 e-mail 的往返，最終追加到
60 本。

◎幸福快樂  又有智慧

伊莉莎白與《四語靜思語》的第一次
接觸，始於蘇州的「一見鍾情」。2009 年

9 月，喜愛旅行的她前往中國遊覽，在六
週的旅程中，飽覽名勝古蹟及中華民俗，
其中最大的收穫竟是在蘇州的香格里拉飯
店（ Shangri-La Hotel ) 買了一本《四語
靜思語》。閱讀之後，愛不釋手，決定作
為自己的結婚伴手禮。她請求志工將這些
書運送到位於墨西哥卡巴聖路卡斯（Cabo, 
San Lucas）的婚宴，贈送給參加婚禮的
客人。伊莉莎白說：「這本書深具智慧，
既能開導我，應能引導更多人用另一種思
考方向來面對人生。」 

她雖是加拿大人，一年卻有半年時間
長居墨西哥。伊莉莎白嚮往大自然的清淨
無染，選擇渾然天成的卡巴聖路卡斯定居，

伊莉莎白趕在她 50 大壽
的前夕完成終身大事。
圖片來源 /Elizabeth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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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夫婿被診斷出罹患癌症，因而選擇遠
離凡塵的墨國海岸……。她感嘆地說：「古
時候沒現代這許多人工合成的東西，也沒
這許多奇奇怪怪的病！」其實她的想法很
接近上人的呼籲，也正是慈濟宣導素食與
環保的主因！

伊莉莎白很關心兒童問題，她要求參
加婚禮的賓客不要送禮，並請大家將禮金
捐向兒童癌症基金會，幫助病童接受醫療
及手術。拉斯維加斯志工立刻邀請她加入
大愛的行列。她對「幸福校園計劃」極感
興趣，也對環保志業表示關心，日後有機
會一定到會所拜訪參觀。聯絡處負責人志
工張愷倫應她所請，特別趕在婚禮前送她
環保毛毯及慈濟竹筒作為結婚賀禮，祝福
伊莉莎白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又有智慧
的日子！

縮小自己，要能縮到對方的眼睛裡，還要能嵌在對方的心頭上。
（ To be humble is to shrink our ego until we are small 
enough to enter another�s eyes and reside in their heart 
and mind. ）

勇於承擔，是一分動人的力量；勇於承擔錯誤，則是一種高
尚的品格。 （To shoulder a burden is an inspiring force. 
To admit a mistake is a noble virtue.）

有所求的愛，是無法永久存在的，能夠永久存在的，是那分無
形、無染且無求的愛。（A love with conditions attached 
would never last.  Only pure, unconditional love will 
last forever. ）

不要小看自己 , 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Don�t 
underestimate yourself, for human beings have 
unlimited potential. ）

美麗新嫁娘伊莉莎白分享自己最喜愛的《靜思語》

她 最 喜 歡 的 一 句 靜 思 語 是， 人 最 難
看到的就是自己（The hardest thing for 
people to see is themselves. ）。她在《四
語靜思語》的書頁上貼滿了綠色標籤，每
一個印記都是她用心閱讀的痕跡。

伊莉莎白趕在她 50 大壽的前夕完成終
身大事：「這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因為寧
缺勿濫的堅持，終於等到了最愛，也因為

《靜思語》的開導，讓我有信心迎向幸福
的新人生，我忍不住想，如果能早點發現
此書，不知會有多好！」

在伊莉莎白雙喜臨門的那一刻，慈濟
的《四語靜思語》有幸盛裝出場，祝福伊
莉莎白，也祝福愛護她的親朋好友；祈願
新人百年好合，更盼望《四語靜思語》陪
伴婚禮賓主共度幸福人生。

志工鄭茹菁聽說伊莉莎白採購《靜思語》作為婚禮
禮物，專程前去採訪。攝影 / 黃健良

時任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負責人的志工張愷倫為伊莉
莎白送去祝福。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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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 城給人霓虹閃爍、金碧輝煌的印象，
說到拉斯維加斯就好像聽見「吃角

子老虎」的銅板滾落聲，前來美國的旅人
若是不「到此一遊」，就好像入寶山而空
手回。然而，地處交通要塞的拉斯維加斯
事故頻傳，經常發生重大車禍，對那許多
非死即傷的個案而言，賭城不是天堂，而
是通往傷心的必經之路，所幸有慈濟人駐
守， 在 他 們 的 傷 心 旅 程 中 提 供「 中 途 之
家」，也在復健重生的過程中，牽著傷者
及家屬的手走過陰霾，回歸正常生活。

1999 年，來自台灣中正大學的鄭姓教
授帶領學生來美遊學，在死亡谷發生車禍，
導致四死一重傷的慘劇。當時的拉斯維加
斯尚沒有慈濟，由美國總會及鳳凰城志工
趕來協助辦理後事；時任新亞週報社區記
者的鄭茹菁就在報紙上徵求善心人士，組
隊輪流照顧重傷的鄧姓男同學。經由該次
事件接引到劉雅愚、李寶根等菩薩，雅愚
發心在拉斯維加斯成立慈濟，並在中國城
商場二樓舉辦「骨髓移植取樣及宣導」活
動，同日並在食為先餐廳開茶會，廣招愛
心人士加入愛的行列。

2002 年 11 月 19 日，幾經周折的慈濟
拉斯維加斯聯絡點（當時僅有 200 名會員）
終於成立，由志工陳淑婉擔任第一任負
責人。

◎急診室中  承擔翻譯重任

2004 年的感恩節假期中，在拉斯維加
斯開往洛杉磯的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一起
造成四人重傷的重大車禍，在慈善志業學
步中的志工們正式走上菩薩道。

感恩節的傍晚，志工鄭茹菁接到當時
拉斯維加斯負責人高翠玲的急電，通知她
到拉斯維加斯大學醫療中心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Las Vegas, UMC） 協 助
翻譯。電話中簡述有四位來美考察的華
人在拉斯維加斯返回洛杉磯的途中發生車
禍，正在外傷中心等候急救。

鄭茹菁立刻換上志工服趕往 UMC，只
見高翠玲快步來回於四張不相鄰的病床間
擔任翻譯，為醫師、護士及傷者作溝通。

鄭茹菁立刻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傷者的身份
背景，接手其中兩張病床的翻譯工作。由
於病患是車禍造成的內外傷，醫師必須詳
細詢問傷者的病情，並不時要求傷者配合
醫護人員的要求，接受檢驗部、X 光部等
技術人員的檢查，受重傷的病人必須不斷
重覆回答來自不同部門醫護人員的問題，
真是苦不堪言。 

來自貴州的袁先生儘管重傷在身，臉
上仍殘留著風乾的血漬及泥沙，但絲毫不
損其與生俱來的「大將之風」，不難看出
必有相當的身份地位。袁先生大略告知個
人的原有病史，以利醫師診治，一旁的護
士忍不住悄悄地問：「我給傷者各打了 20
毫克嘛啡，別人早就呼呼大睡了，怎麼就
他說個不停？」後來才知道這位袁先生是
茅台酒廠的幹部，難怪「麻」不了！

另一位重傷病患陳女士，沉睡的臉龐
雖因傷重而略顯憔悴，但絲毫不掩其天生
的菩薩容顏，讓人一見就歡喜。當時坐在
對面病床上「遙望」愛人的陳俊生先生（輕

傷心路的中途之家

關懷陪伴車禍個案 
撰文：鄭茹菁

在中國擔任高官要職的袁先
生很少開口說話，和慈濟人
保持著禮貌的距離。圖片來
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4 年的感恩節後，志工前往
UMC 探望住院中的陳女士。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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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通過隔岸發問，了解妻子的病情，
鶼鰈情深，不言而喻。

志工擔心折騰了一整天的病人餓了，
也想替即將趕到的家屬準備晚餐，所以問
陳先生想吃什麼？他一直客氣的推辭，後
來看到志工堅持要去購買，才靦腆地表示：
「行李被燒了，錢包也不見了。」志工就
對他說明慈濟人關懷個案的傳統，送飯與
膚慰是都是慈濟的關懷，一句「我們都是
中國人嘛！」讓陳先生紅了眼眶。

◎愛的故事  香積組挑大樑

因為是感恩節假期，餐館店主（同時
也是香積幹事）林秋蘭及梁雲屏聽說有病
人在 UMC，馬上快「鏟」（鍋鏟） 加鞭地
備上豐富晚餐，提著熱騰騰的飯盒前來探
病，自動承擔供飯的任務。

志工林秋蘭及梁雲屏每天早早起床，

親手榨取新鮮果汁，搭配各種營養穀物；
既要小心迴避外傷病人忌食的食材，又要
顧及糖尿病患者的取捨 （其中一位傷者患
有糖尿病） ，在有限的條件下烹調出可口
的愛心餐，然後親自送往醫院，一口一口
地餵給病人。有時在餵完飯之後還幫陳女
士按摩，笑瞇瞇地陪著話家常，幫助病人
排解住院和病苦的鬱悶，非得磨到最後一
刻，才依依不捨地趕去開店。

當鄭茹菁第一次向護士告假要去買晚
餐時，護士小姐張大了她漂亮的眼睛：「這
不在妳的責任範圍之內，UMC 只是請妳來
作翻譯。」志工笑著回答：「這是慈濟志
工應做的事。」也許在美國主流社會的觀
念裡，義工應定義為奉獻「時間」做事的
人，而慈濟志工奉獻的不僅只是時間而已，
他們對每一個個案都有源源不盡的愛心。

在慈濟人供應愛心餐的期間，還發生
過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志工去探訪周

主任，護士眉頭深鎖地要她勸勸病人，「不
吃飯如何康復出院？」病人滿臉無辜：「我
有吃啊！」護士有點生氣地說：「每一餐
的餐盤都原封不動，都是我親手端出去
的。」病人更是委屈地申辯：「有啊！剛
剛才有人餵我吃稀飯。」

這時擔任翻譯的鄭茹菁才恍然大悟，
原來周主任每天吃的都是林秋蘭及梁雲屏
的「私房菜」，難怪護士錯以為他是不聽
話的病人；經志工向她解釋後，護士小姐
十分茫然地問：「稀飯是什麼？是 Food
嗎？」

◎真情付出 金石為開

高翠玲在 UMC 擔任護士，趁「地利」
之便就近照顧傷者，在專業領域方面提供
了相當多的協助。天生低調的高翠玲自謙
是「順便」照顧，但這個「順便」可是 12

小時值班，在工作之外，多了三個額外的
病人，每有狀況發生，便得疾奔到不同大
樓的病房，為傷者提供即時的服務。

慈善幹事劉清梅送了許多慈濟雜誌及
書籍給照顧戶。首先感動了基督徒陳先生，
陳先生又向袁先生和周主任「傳道」，向
他們介紹慈濟人、慈濟事。

在中國擔任高官要職的袁先生原本很
「酷」，很少開口說話，和慈濟人保持著
禮貌的距離。直到林秋蘭及梁雲屏注意到
他的「最痛」，為他採買可以放進微波爐
加熱的特製洗髮精，包在頭上產生泡泡，
幫他洗去自車禍以來就「留守」在頭頂上
好幾天的泥沙及血漬，他終於在慈濟人持
續的關懷下開了金口。有一天，他按例閉
著眼睛躺著，但一聽到林秋蘭及梁雲屏的
聲音，立刻睜開眼睛問：「妳們那種洗髮
精 還 有 沒 有？」 一 下 子 就 拉 近 了 彼 此 的
距離。

周主任 ( 中 ) 頭部受
傷，戴著固定的支架，
自稱是太空人。圖片
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
絡處

陳女士的兩位友人、林秋
蘭、高翠玲、秋蘭、梁雲
屏及劉清梅 （自左起）為
陳女士送行。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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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同慈濟之後，袁先生非常發心，
不僅捐款給慈濟；又在南亞海嘯災難募款
期間，躺在病床上向前往探病的親朋好友
募款，還沒出院就開始行善的志業。袁先
生表示，如果慈濟到貴州，他一定會出面
幫忙，並留下他的私人專線電話，對慈濟
人相當另眼相看。專程從中國前來拉斯維
加斯看護先生的袁太太，更是將慈濟人稱
作「救命恩人」。當袁先生出院的那天，
「感恩」二字已經說得字正腔圓，非常有
慈濟的韻味。

陳女士是最後出院的一位。那天，林
秋蘭及梁雲屏為她買了合身的牛仔背心
裙、紅毛衣及紅色長外套，偕同劉清梅捧
著鮮花去送她。當她們幫忙陳女士換上新
衣服時，陳女士傷心的哭了，好捨不得她
口中的「翠玲姊妹、清梅姊妹、秋蘭姊妹、
雲屏姊妹及茹菁姊妹」（基督徒的稱呼方
式） ，在場的姊妹們無不心中酸楚，有位
志工提醒陳女士外面天冷，可能需要圍巾，
而陳先生卻早已將圍巾等打包裝箱；正在
為難之際，高翠玲提著小包走進來，裡面
正是一條圍巾，陳女士感動地說：「妳們
真的是菩薩，我每次都有求必應！」

◎藍天白雲  真情大愛

陳俊生先生本身是雜誌總編輯，特別
寫了一篇「藍天白雲下的真情大愛」，敘
述發生在 2004 年 11 月 25 日的那場車禍，
以及意外使他走進慈濟的因緣。

「藍天白雲下的真情大愛」

來 自舊金山「喜悅假期旅行社」的 15
人座道奇（Dodge）白色旅行車，

上午 10 點正離開拉斯維加斯，以每小時
80 英哩的速度向洛杉機進發，這是旅程中
最後不包含任何景點參觀的歸途之旅。一
行七人沐浴著北美冬季的溫暖陽光，帶著
滿足的喜悅，不一會即進入各自的夢鄉。

歸心似箭的相思情懷，在夢裡先回到
了故鄉，也許夢境太美了，當美夢被眼前
突如其來的一場車禍打碎之後，沒有人知
道自己身居何方。「怎麼啦？我這是在哪
裡？」

這場車禍發生在距離拉斯維加斯不到
2 個小時的地方，旅行車從平直的柏油馬
路上翻倒在路邊的溝裡，隨後起火燃燒。
車上連同司機一共八人，四人被甩出車外，
四人仍在車內；三人重傷，五人輕傷，與
死神擦肩而過，車禍是怎麼發生的？事後
誰也說不清楚事故發生的真正原因。我不
想追述那可怕一幕的具體細節，因為那是
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我要寫的是在事故
發生之後，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大學醫療中
心（UMC）與該地慈濟基金會相遇後感人
肺腑的親身經歷。

車禍發生在當日中午 12 點左右，20
多分鐘後，兩架直升飛機運走了三位重傷

者，剩下的輕傷人員搭乘救護車到達同一
急救中心。進院後不論輕傷、重傷，一律
分隔開來進行治療前的例行檢查。

正當我萬般無奈，焦急不堪的時候，
拉斯維加斯慈濟會所負責人高翠玲出現
了，接著鄭茹菁來了，林秋蘭和梁雲屏提
著熱騰騰的飯盒來了。她們著裝統一，白
褲、白鞋、藍色 T 恤衫翻出白領，外套深
藍色長袖開襟羊絨衫。這身裝束的寓意是
「藍天白雲」。師姊們個個面帶微笑，如
同天使下凡，一下子把我這個飄浮孤獨、
求助無門的異鄉人帶回溫暖的人間。她們
口操流利的英語，一面幫我打聽其他傷者
的下落，一面對我進行安慰。當我對她們
的善舉表示感謝的時候，一句「我們都是
中國人！」使人不禁熱淚盈眶。那天晚上，
她們一直待在醫院陪伴我們，直到每位傷
者都安頓好才放心離去。

第二天早晨，我剛到醫院，林秋蘭、
梁雲屏帶著礦泉水、飲料和富含營養，適
合傷者食用的食品也來到醫院。她們一面
幫助傷者進食，一面用歡快的語言與傷者
交談，她們發自內心的每一句話，句句動
聽，字字感人。在我走過的幾十年人生旅
途中，所經歷過的各式各樣的歡樂和悲壯
的場面，不在少數，但是從沒有像此時此

志工高翠玲（左）提供專業的關懷陪伴。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撰文 / 陳俊生

志工林秋蘭（左）及梁雲屏的笑容像「兩朵花」。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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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感受，更讓人難以忘懷。此後，林秋
蘭、梁雲屏每日總是按時把親自調理的新
鮮果汁和多種穀物搭配的熱稀飯送到傷者
的面前，日復一日，在每位重傷者一個多
月的漫長病床生活中，慈濟人這種充滿人
間關愛的善舉，從未間斷過。病人出院時，
她們早早的趕來，手捧鮮花，送衣送物，
依依不捨，此情此景，令人垂淚不止。常
言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慈
濟人始終如一的把博大寬厚地大愛，奉獻
給每位傷者的高尚品格是值得推崇和學習
的。

有人把慈濟人寬容柔和的笑容，比作
「慈濟面霜」是非常恰當的。還有人把林
秋蘭、梁雲屏的笑臉用兩朵花來形容。確
實，她們的慈容笑貌和美好的心靈比花還
要美麗。高翠玲就在 UMC 工作，經常利
用工作的空隙或下班時間，來到病房查看
病情，問寒問暖。因為她熟悉醫道，她的
建議和解釋往往給病人增加了不少抵抗傷
痛的力量。一旦遇上病人與大夫溝通發生
困難時，高翠玲隨時到病房充任翻譯。

劉清梅是慈濟的委員，從台灣一回到
拉斯維加斯便趕到 UMC 逐個病房探望。
在跟劉清梅的交談過程中，使我更加瞭解
了慈濟。她送我許多介紹慈濟的書籍、雜
誌，幸好我坐在病房無事可做，有充分的

時間認真閱讀。面對眼前一個個活生生的
慈濟人，參照書裡介紹的慈濟理念、慈濟
精神和慈濟人文，頓時使我耳目一新。本
來通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每位受益者都
在心裡自問：「慈濟人的愛從何而來？」
她們的口頭解答和給我的書刊上的文字介
紹，使我進一步走近慈濟，並且初步領悟
到慈濟創始人證嚴法師的佛法功德。

首先印入眼簾的是證嚴法師對人生的
看法。她說：「生命是一段旅程，我們出
生時有如乘上一列火車，朝向無可避免的
死亡終點前進。車窗的景物一一逝去，唯
一有意義的事，就是對同車人佈施慈悲！」
因此，上人的人生理念是出自這樣的智慧
之悟：「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普
天之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
沒有我不原諒的人。心中煩惱、埋怨、憂
愁放下了，長情大愛，遍滿虛空，永無止
境。」正因為證嚴法師是一位擁有大愛的
人，因此上人以普度世上苦難眾生為出發，
創建的慈濟理念、慈濟精神、慈濟人文才
充滿了人間的大愛。

再見，拉斯維加斯！我們還會再來，
為了這段特殊的人生經歷和奇遇，為了曾
給我們傳播慈濟大愛的劉清梅、高翠玲、
林秋蘭、梁雲屏和行文如流水的鄭茹菁，
說什麼我們都會再回來的！

◎青春與美麗  瞬間殞落

2008 年 5 月 25 日， 兩 位 中 國 公 派
留學生（博士生）在兩位友人邀約下同遊
大峽谷，不料在回程中因司機超車不當而
發生三死一重傷的車禍。旗竿鎮警官威里
斯保留了殘留在肇事車輛的相機記憶卡，
風華正盛的曲笛、梁學領和丁憶在照片中
笑容燦爛，迎風展現她們的青春與美麗；
誰會想得到，五分鐘後的一場車禍竟會奪
走她們年輕的生命，大峽谷成了她們生命
的終點，傷心欲絕的家人抓著淚溼的衣
襟無語問蒼天，不知如何面對沒有她們的
明天！

來自瀋陽的曲笛家人於 6 月 3 日抵美，
來自天津的梁學領家人於 8 日抵美，曲梁
二人生前情如姊妹，同是「國家建設高水
準大學公派研究生專案」栽培的博士生，
預訂 2009 年三月分別取得數學博士及電
子資訊工程系博士，她們的家人盼望著曲

梁二人早日回國光大門楣，不料竟成了永
不實現的夢……。

人生地不熟的兩家人搭機抵達拉斯維
加斯機場，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負起接待
的任務，會長周史磊及多位同學熱心奔走
辦手續及安排食宿，並發動捐款來幫助曲、
梁二家。直到 2008 年 6 月 5 日，鄭茹菁
才接獲內州大學拉斯維加斯校方請託，出
面協助處理，當日即在慈濟會所召開慈善
會議，立刻動身前往關懷已經來美的曲家
人，並為兩家申請緊急救難金。

◎天倫夢斷  旗竿鎮祭亡魂

九日清晨 5 點，梁家四位家屬、曲家
四位家屬、兩位學生會代表及四名志工分
乘兩輛休旅車，出發前往出事地點旗竿鎮；
當地的志工阿娟及慈雅也在殯儀館等候
支援。 

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十分盡心，在最短

志工（前起鄭茹菁、陳振
和及簡慈恆）探訪較晚來
美的丁家人，原任職於匯
豐銀行金融風險管理部門
的丁憶 23 歲（第三位往
生者），已由居住在美國
的姊姊安葬。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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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裡做了最好的安排，原本預計一小
時完成的化妝及解剖後的修補，因車禍緣
故而費時三小時，又因化妝師不諳華服的
穿法，及傳統被服的舖陳，鄭茹菁必須進
入化妝間協助更衣。終於在眾人的誦經聲
中莊嚴地推出曲笛、梁學領兩位同學，帶
領誦經的志工陳振和幾度因不忍而泣不
成聲。

當志工推著穿上紅色旗袍的梁學領進
入禮堂時，羅來龍嚎啕幾近崩潰；他的新
嫁娘竟以這樣的方式穿上嫁衣，未過門的
妻子就此永別，叫他情何以堪？他倆原本
約定在梁學領來美留學之前迎娶過門，但
因奶奶過世，因此僅作登記而未行禮。小
倆口相約六月在美國相見，隔年三月學成
後一起返國宴客。他們的相約之日，距離
車禍發生僅僅一週之隔，梁爸爸說：「這
件旗袍就是為了來美結婚而特別訂做的。」

直到喪禮結束，一行人才發現每位往
生者的喪葬費用近 5,500 美元，扣除保險
公司應支付的部份，每位仍須支付 1,775
美元，而家屬在出發前被告知的數目是幾

百美元而已。同行的吳同學質疑其中某項
目，在家屬與保險公司皆不同意支付的項
目上，鄭茹菁懇請館方多行方便，最後殯
儀館因同情曲、梁兩家的處境，做了讓步，
在很多項目上打了折扣，甚至連「火化急
件」也打了對折，如此這般共減價 1,600
美元。

直到喪禮結束，一行人才發現每位往
生者的喪葬費用近 5,500 美元，扣除保險
公司應支付的部份，每位仍須支付 1,775
美元，而家屬在出發前被告知的數目是幾
百美元。同行的吳同學質疑其中某項目，
在家屬和保險公司皆不同意支付的項目
上，鄭茹菁懇請館方多行方便，最後殯儀
館因同情曲、梁兩家的處境，做了讓步，

在很多項目打了折扣，甚至連「火化急件」
也打了對折，如此這般共減價 1,600 美元。

◎付出得歡喜 把愛傳出去

準備回程，兩輛車在上高速公路之前
先加油，志工陳振和想讓來時承擔駕駛，
隨後又跟殯儀館交涉的鄭茹菁先用午餐，
好意代駕一小段，沒想到後面的警車立即
亮起紅燈：「先生，您在速限 30 英哩的地
方開 43 英哩！」陳振和再三道歉，警察仍
要他拿出駕照，鄭茹菁只好又硬著頭皮下
車求情：「警察先生，車內家屬的女兒在
此車禍往生，捧著骨灰哭泣，我們顧著安
慰她們，沒注意到速限，真是對不起！」
警察走上前看到了骨灰罈，問道：「你們
是親戚朋友嗎？」志工回答：「我們只是
志工，車子也是我們租的，家屬是從中國
來的。」

警察拿著駕照查了電腦資料後，開了
一張「警告單」，很酷地告訴陳振和：「幫
你省了 140 美元！」臨行前又表揚了一番：

「有你們這樣的人願意幫助別人，很好！」
由於曲、粱兩家暫時借住留學生的公

寓，不方便將骨灰帶去人家家裡，必須找
一個地方寄放，而中國廟堂又受限於衛生
局規定幫不上忙，正在兩難之際，鄭茹菁
突然想到自己在棕櫚墓園有個「未來之
家」，因此打電話去交涉：「我的往生櫃
號碼是幾樓幾號，我想存放骨灰。」對方
呆了幾秒鐘才問：「妳說妳是誰？」鄭茹
菁這才解釋自己尚未往生，只是想借用而
已！並把曲、梁二家的不幸說予對方，經
過四位主管的考量，決定免費提供服務，
幫助這兩家人解決骨灰存放的問題。

每當曲媽媽拉著慈濟人的手說：「幸
好有你們，不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志
工總是說：「是曲笛帶我們來的！」其實，
慈濟人更願意相信，那是曲笛在天之靈，
要在臨走之前把最愛的親人交給慈濟，也
把慈濟人源源不絕的愛帶給她的家人。慈
濟人祝福曲笛、梁學領乘願再來，也祈禱
曲、梁兩家能夠經由做慈濟把愛傳出去，
並通過付出而得歡喜，這就是慈濟人送給
曲笛、梁學領的最好的禮物了！

◎靠著慈濟  學會「勇敢」

曲笛車禍往生，痛失愛女的姜麗在痛
苦的波濤中沉淪近一年，終於靠著慈濟人
的關懷陪伴學會「勇敢」，她回憶發生在
2008 年的那場災難，用泣血的筆寫下她的
哀傷。

2008 年 6 月，志工在旗竿鎮殯儀館為梁、
曲二人誦經。攝影 / 鄭茹菁

志工簡慈恆膚慰梁家人。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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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的五月末，我最愛的女兒，唯一
的心肝寶貝遭遇車禍往生，這突如

其來的滅頂之災，殘忍的摧毀了我的生活。
我們夫婦在弟弟妹妹的陪伴下，忍著巨大
的哀傷來到女兒的學校，來到女兒生活過
的城市拉斯維加斯，料理女兒的後事。因
為我們完全不瞭解美國社會，不知道怎樣
辦理這一切，語言不通，舉目無親，困難
重重，無論是國內的親人，還是我們自己
都在萬分惶惑和擔心中手足無措。可是，
就在我們到達這裡的第二天，有幾個身穿
藍衣服白褲子的人提著水，帶著飯來看望
我們，一個個親切的師兄師姊圍著我、安
慰我，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慈恆師姊、
濟克師兄及鄭茹菁師姊。

「勇敢」

鄭茹菁（中）將自己的
獨生女趙敏（左）送給
姜麗做乾女兒，母女三
人約定同行菩薩道。
圖片來源 / 簡慈恆

撰文 / 姜麗

◎第一次聽說慈濟

我是第一次聽說慈濟，第一次看到一
群人一起穿藍天白雲，我不瞭解慈濟是做
什麼的，懵懵懂懂中聽到茹菁師姊對我說，
他們會幫助我。非親非故，異國他鄉，有
一個組織，有一群人主動的要來幫我，我
不知道是不是聽錯了，是不是幻覺？接下
來的幾天，慈濟的師兄師姊每天都送來熱
騰騰的飯菜，送來急難救助慰問金、衣物
和藥品，特別是茹菁師姊每天下班後都來
我們暫住的地方關懷我們，給我們帶來證
嚴上人的書，陪我們看「大愛電視」，茹
菁師姊很喜歡分享她的慈濟經驗，無論是
國際賑災或國內賑災，都在她的敘述下栩
栩如生，我曾經對她說：「好喜歡聽妳說

話！」後來才知道，茹菁師姊是在轉移我
們悲傷的情緒。

慈濟人在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關
懷，使我們的心情稍能平靜；即將離開美
國的時候，我們已經像久別的親人般依依
不捨。在機場，我問茹菁師姊，如果我必
須回來辦理未竟之事，我是不是可以再來
這裡？茹菁師姊說，當然，你可以隨時
回來，來找我，來找慈濟。她的這番話
對於我，一個對一切絕望的人的安慰該有
多大！

回到國內的家，每天面對女兒用過的
物品，面對熟悉的生活和環境，那種悲傷
欲絕的想念，那種瀕臨死亡的絕望，那種
地獄般的煎熬，使我失去活下去的勇氣。
很多次，我都想從自家六樓的陽台上跳下，
以求結束這樣的痛苦。我不敢見以前的朋
友，逃避所有認識的人，每天睡不著覺，
吃不下飯。從早到晚，腦子裡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想孩子，無望和無助令我整個人徹
底的崩潰。

◎認識災難與無常

這個時候，我想到美國的親人茹菁師
姊。我給她寫信，向她述說我的哀傷，我
的絕望，向她求救。那個時期，茹菁師姊
的生活特別忙碌，每天要打三份工，還要

做慈濟。可是她每次收到我的信，都立即
認真的給我回覆；她讓我看慈濟大愛電視，
看證嚴法師的《靜思晨語》，她讓我認識
人間的災難和人生的無常，鼓勵我要勇敢
的活下去。每當看到茹菁師姊的信，看到
那些親切的關懷話語，我都會一遍又一遍
讀得淚流滿面，心裡的痛苦和委屈也只有
在這個時候才會得以釋放，得以安慰。我
想回到拉斯維加斯去學習做個慈濟人，也
許只有這樣，我才可以改變自己，才可以
活下去。

當我站在拉斯維加斯機場，看到迎面
走來接我的濟克師兄和錫萍師姊，一種親
人相見的感動，讓眼淚奪眶而出。吃過飯
以後，濟克師兄和錫萍師姊把我送到茹菁
師姊的家，她已經下班等候我的到來。房
間內新安裝的單人床，舖好的被褥，一應
的洗漱用品；家的溫暖，家的感覺，一股
暖流湧上心頭，湧上眼眶。茹菁師姊擁著
我，輕拍我的背，對我說：「不要擔心，
一切我來安排，會過去的，一切都會過去
的。」我哽咽著不知說什麼好，不知怎樣
感謝她為我準備的一切。茹菁師姊看出了
我的心思，對我說：「什麼都不要說，這
裡就是你的家，你想怎樣就怎樣。」從那
一刻起，在這個家裡，我成了被照顧的人。
吃飯的時候，給我的碗裡裝得滿滿的，生
怕我吃得少；睡覺的時候，暖氣開得熱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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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怕我被凍著。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流淚的時候，茹菁師姊就會輕輕地坐在我
身邊，陪伴著我；一句想哭就哭吧！勝過
千言萬語的慰藉，我心裡知道，她是懂
我的。

◎放下悲傷做志工

為了不讓我每天都沉浸在悲傷中，茹
菁師姊鼓勵我去參加慈濟的活動，鼓勵我
做志工，做環保，還鼓勵我把學習的體會
寫出來與大家分享。她無論白天的工作有
多忙，晚上一定會抽時間和我聊天；她讓
我讀證嚴法師的書，還特意請購《生命中
不能承受的慟》這本書，告訴我人間到處
都有難、都有苦。對待苦難，慈濟人顯示
出的高尚品格和人生態度。每個月她都帶
回《慈濟月刊》與我分享，將裡面的精彩
文章介紹給我看，每天我們聊得最多的話
題就是慈濟，是證嚴法師的佛法，是人間
大愛。

我曾悲觀地對她說，自己今後的生活
還不知會怎樣，我不敢想老無所養，老無
所依的日子，就我這樣的人，怎樣才能做
慈濟，即使有愛心，也沒能力呀！茹菁師
姊聽完我的話，很認真地對我說：「佈施

不是有錢人的專利，即使是窮人，只要有
慈悲、有善念，就會將愛心傳遞給需要關
愛的人，就會轉心念，就會從手心向上，
變為手心向下。」她還對我說，面對今後
的日子，你要勇敢；她鼓勵我去實現自己
的人生價值。在我打零工的那段日子裡，
當有不順利的時候，受委屈的時候，那時
我就會想到茹菁師姊的話：「要勇敢」，
就會在心裡為自己加油，讓自己勇敢的撐
下來。 

◎慷慨解囊的鼓勵

為了增強我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茹
菁師姊聯繫會所的慈濟人和她公司的員工
來買我做的麵食。無論我做包子，還是做
餃子，她都要先嘗嘗，每次都說：「嗯，
很好吃，一定會賣出去。」其實，我心裡
明白，哪裡有那麼好吃？她是在給我打氣；
我也知道很多人不是想買我做的東西吃，
是茹菁師姊好心動員大家幫助我。她公司
的員工哪個國家的都有，那些外國人根本
都不知道我做的是什麼，就隨便我做什麼，
他們就吃什麼。有一個回教的人，那天是
他們的復活節，不可以吃東西（禁食），
她就捐出 10 美元給我。今年的經濟這麼不

好，景氣這麼差，大家靠工資過生活，說
不定哪一天就會被公司裁員；在這麼緊張
的形勢下，為了幫助一個不相識的人，慷
慨解囊，真的令我很感動。

要知道他們工作的地方就是這個城
市，乃至全世界最高級的賭場酒店。每天
面對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能夠完全不自
卑，能夠以悲憫之心關懷遭遇災難的人，
這是因為他們身邊有茹菁師姊這樣的慈濟
人。濟克師兄曾經告訴我一件事，拉斯維
加斯的慈濟委員回台灣受證，懇請證嚴上
人親臨賭城，將「拉斯維加斯」說成「拉
師回家」之意，上人聽聞後，對拉斯維加
斯慈濟人表示由衷的褒獎和讚美！如果說
慈濟是一個奇蹟，那麼拉斯維加斯的慈濟
人就是這個奇蹟的延伸。

◎感恩慈濟 一輩子不忘

再過十幾天，我就要回國了。歸期將
近，心裡沉甸甸地，這麼長的時間，我對
慈濟不但有了一份不捨，更有了一份依賴。
有一天，茹菁師姊問我：「慈濟的急難救
助對遭遇災難的人的幫助究竟有多大？你
們心裡對慈濟的感受又是怎樣的呢？」這
讓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女兒和學領的告別

儀式上，學領家人帶來的照片都是小尺寸
的。我們在這裡人地生疏，臨時去哪裡放
大呢？梁家人的這份不安被濟克師兄察覺
到，他立刻開著車子出去找洗照片的地方，
很快就將照片放大帶回，並恭敬地擺放好，
讓學領的家人不再有遺憾。

這樣的一幕，我想無論是學領的家人，
還是我們都將永遠銘記在心。無獨有偶，
不久前發生的大峽谷車禍，至今逾兩月。
慈恆師姊以 70 歲的高齡，每天堅持關懷傷
者，當我跟著志工到醫院關懷個案，見到
受傷的洪先生，他含淚對我說，慈濟就是
他的恩人，慈恆師姊就是他的媽媽，他一
輩子都不會忘記慈濟，不會忘記慈恆媽媽。
想到這裡，我對茹菁師姊說，慈濟對我們
來說猶如一座偉岸的大山，突如其來的毀
滅性打擊，將我們擊倒，是慈濟人的攙扶、
支撐，讓我們感到身後有了山一樣的堅實
依靠。感恩慈濟，感恩所有陪我走過黑夜
的師兄師姊，你們就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帶著你們的期許，帶著要勇敢的囑託，我
將繼續人生的艱難坎坷。這一次，我應該
比以往要有力量。因為我知道，這裡有你
們一雙雙深情注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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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向生命的轉彎處

2009 年 1 月 30 日下午 4 點，距離亞
歷桑那州西北方約 190 英哩，接近胡佛水
壩處，一輛旅遊巴士在返回拉斯維加斯的
回程，93 號高速公路上翻車，造成七名乘
客死亡， 五人重傷住院，受輕傷的五人已
相繼出院，肇事司機董漢東則被轉院至加
州救治。車上的 15 名乘客均為來自上海及
杭州的觀光客，加上導遊、司機各一名，
全車共 17 人。該旅行團原本是來自五個家
庭的 20 人，其中有五人未參加大峽谷行
程，佼倖逃過一劫。

車禍發生後，路上行駛的車輛紛紛停
車加入搶救的行列，六輛直昇機飛來載
運傷者赴醫，其中五名傷者被送往大學
醫 療 中 心（UMC） 及 日 昇 醫 院（Sunrise 
Hospital）， 一 人 被 送 到 在 亞 歷 桑 那 州

金 門 市（Kingman） 的 金 門 醫 療 中 心
（Kingman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遺憾的是，第二架直昇機所載送的傷者，
未及送達，即已往生。

事發不到半小時，在 UMC 擔任護士的
高翠玲接獲消息，立即致電會所請求支援，
時任負責人的簡慈恆立即帶領 12 位志工前
往關懷協助，因此在直昇機將病患送達之
前，慈濟志工已就位待命。

◎漫長的關懷陪伴

經過搶救及治療，輕傷者相繼出院，
重傷者洪邦耀、趙瑩蕾、程雅芬自一月底

住院達數月，拉斯維加斯志工展開了漫長
的關懷陪伴。洪邦耀從日昇醫院轉到漢
德城的康復中心，又轉到北邊的康復中
心，其間又因肝炎被送往聖羅士醫院（St. 
Rose Hospital）急救；志工簡慈恆每日奔
走在醫院及會所之間，自稱一輩子沒認過
「乾媽」的洪邦耀，看到簡慈恆就像見到
「媽媽」一樣，他的兒子小洪（洪嘉華）
也改口稱呼她為「奶奶」。

洪邦耀是心理學博士，經其「觀察」，
發現慈濟是拉斯維加斯好人密度最高的地
方。他有一顆易感的心，為了探望分隔兩
「院」的愛人，他穿起「忍者烏龜」般的
護甲前去，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親眼看
到插上大管小管的妻子，他兩腳一軟，撲
倒在地，真情流露地哭喊：「小妹」。這
一幕，讓陪伴在旁的護佐跟著他哭紅了雙
眼。洪邦耀說，如果有一天，妻子能夠聽

懂他的話，回答一句：「我知道了」，他
立即打包回上海，什麼賠償都不要了。

謝天一住院近兩個月，大女孩不愛說
話。簡慈恆聽說她喜歡畫畫，就為她買畫
筆及畫紙，讓她盡情揮灑。張愷倫送去毛
筆及宣紙，讓她練字打發時間。謝小姐不
喜米食，不吃飯，也不吃麵，有時突發奇
想地躺在病床上「點菜」。過年的時候，
點了炒年糕及餛飩湯，香積志工黃小蘭起
了大早為她烹煮，沒想到她仍是原封不動
地退回飯盒。志工陳妙子及阿尼（Arnie 
Johnson）、楊嘉龍及顧惕時，兩對慈濟
道侶也是想盡辦法為她「開胃」，但她就
是不愛吃，讓志工傷透了腦筋！

為了讓謝天一專心養病，謝爸爸決定
隱瞞謝媽媽已往生的事實。為了尊重謝爸
爸，所有病友及慈濟志工都「配合」這個
善意的謊言，但又擔心害怕「紙包不住火」

志工鄭茹菁（左）餵洪邦耀吃楊嘉龍親手作
的「薺菜餛飩」，簡慈恆（右前）和嘉龍在
旁關懷。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志工阿尼·約翰遜（Arnie Johnson）
探望和鼓勵從重傷中漸漸痊癒的洪邦耀
（右）。攝影 / 簡慈恆

志工鄭茹菁（左）與簡慈恆鼓勵謝天一作畫。圖片來源 / 拉斯
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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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原本快樂的旅遊，變成了一家家
痛苦的回憶。2009 年元月 24 日，

我們從上海出發赴美國旅遊，幾天愉快的
旅途讓我們一行 20 人彼此成了朋友；一路
上說說笑笑，就在大家高高興興繼續旅途
的時候，一場車禍在 30 日下午發生了，它
改變了車上所有人和家庭的人生。

◎緊握我手  溫暖我心

當我醒來時，我已經躺上了病床，就
像一場噩夢。當時的我，根本不敢回想發
生的事，只是一個人呆呆地躺著，一個又
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幾乎讓我喘不過氣。
此時的我只感到身處異國他鄉，無親無故，
不知以後怎麼辦？什麼都不願去想，什麼
都不想傾訴，如磐石壓在心頭。

就在我身心最脆弱的時候，慈濟人走

的那一天。意外的是，她安靜地接受了事
實，聽話地在出院後投奔聖地亞哥的遠親；
慈濟人只能默默地祝福，希望她趕快好起
來，面對新的人生！

◎坎坷中與慈濟結緣

最讓人心痛的是趙瑩蕾，年紀輕輕就
失去了感情甚篤的夫婿，留給她的是高齡
的婆婆，稚齡的兒子，還有她一無所知的
事業。然而，最無情的打擊是她下半身的
癱瘓，今後從事教育工作的她將以輪椅代
步，過去那個健康活潑的女孩只能到夢裡
相見了！

趙瑩蕾是該次大峽谷車禍中受創最深
的一位，長時間躺在病床上努力復健。她
失去了摯愛的夫婿，尊敬的姨父，父親也
在這次車禍中受重傷。而她，過去那個追

到了我的病床旁，給我帶來了鼓勵。記得
剛進醫院時，面對陌生的環境，我無處詢
問，慈恆師姊是第一個來到我身旁的有緣
人，她靜靜地站在我病床旁，問我需要什
麼？當我聽見熟悉的中國話時，頓感親切，
我說我很冷，需要溫暖，她的手就緊緊地
握著我的手，從我的身體，一直溫暖到我
的心。

此後，時有慈濟的師兄師姊前來探望，
碧桃師姊、慈越師姊、茹菁師姊、愷倫師
兄及慈果師姊等，一張張由陌生變得熟悉
的臉龐，不斷地出現在我的病床旁。有一
次，他們特地在我病床旁唱慈濟歌，邊唱
邊做著手語來鼓勵我。這份從未體會過的
感動，深深打動了我，淚水禁不住湧出；
他們的幫助使我深深地懂得，幫助人的方
法有很多，只要有心、用心，特別是心靈
上的撫慰是最重要的，是其他無法替代的。

2009 年，趙先生出院的前一天，志工黃寶珍、楊
慈果、高翠玲、趙順興夫婦、簡慈恆（自左起）及
鄭茹菁（左前一）合影留念。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
斯聯絡處

志工陳妙子（右）及志工阿尼·約翰遜（Arnie 
Johnson）經常到醫院探望傷者。攝影 / 簡慈恆

簡慈恆（右）為趙瑩蕾剝橘子。攝影 / 鄭茹菁

撰文 / 趙瑩蕾

著風跑的陽光女孩，今生今世都站不起來
了！她咬著牙鼓勵自己：「向前看」。無
情的災難沒有打倒她，反而讓她更堅強。
趙瑩蕾一字一淚地寫下她的心路歷程：

「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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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是異鄉的親人

一次次的感動，不斷出現在我身邊。
翠玲師姊是 UMC 醫院的護士，當我住在
這家醫院時，雖然我這個病人不在她的部
門。但在每天下班之後，她都來到我的病
房，噓寒問暖，還仔細檢查我受傷的地方，
瞭解我的身體狀況；她有很多次因為陪伴
我而嚴重耽誤下班的時間，必須打電話請
前來接她下班的先生和年幼的孩子在停車
場的車子裡耐心地等待。

翠玲師姊和慈恆師姊不但關心我，還
考慮到專程從中國來美陪伴我的阿姨的感
受，一定要帶我阿姨出去散散心；還特地
拍了照片印好給我，讓我想家人的時候可
以看看。我爸爸在慈濟人的關心下康復，
並先回國了；在爸爸生日的時候，慈濟人
寄來卡片，送上祝福，使我的家人也得了
溫暖。 

我的病情一天天地漸漸好轉，在即將
轉入康復中心時，我阿姨就要回國了，只
留下我一人在美國治病，沒有了親人的陪
伴，擔憂不斷地困擾著家人們，是慈濟人
又一次站出來說：「沒關係，我們就是她
在美國的親人，我們會照顧和關心她的。」
家人們一顆顆懸著的心放下了，而我心中
不免還是有幾分擔憂。記得轉院當天，我
心中既緊張又擔憂，一個人怎麼辦？一大

早，正當我滿面愁容時，一個熟悉的身影
來到了我的病房，是慈恆師姊，她的到來
讓我懸著的心一下子平靜了下來。到了康
復中心後，她忙前忙後為我整理行李，還
拿我換洗的衣服回去清洗；她不顧自己的
勞累，每天晚上來陪伴我，直到醫院下逐
客令才離開，我們之間無話不談，真比親
人還親。

◎樸實話語  感悟良多

可愛的妙子師姊、顧先生夫婦幾乎每
天都為我送上可口的愛心飯菜，讓我嘗到
了家鄉的味道。特別是妙子師姊，整天樂
呵呵地到醫院來陪我聊天解悶，為我做這
做那。她說，一個人整天笑著也是 24 小時
過一天，愁眉苦臉也是 24 小時過一天，與
其這樣，還不如嘻嘻哈哈過每一天，樸實
的話語讓我感悟很多。她為了讓我在週六、
週日不悶，還讓她的美國先生來陪我練習
英語，像這樣的好事，慈濟人做了好多；
只要我們生活上、精神上有什麼需要，他
們都樂於幫忙。

我還從家人的口中得知，我們出事當
天是慈濟人早早地來到醫院等候，給我們
幫助和做翻譯工作。當我們的家屬來到事
發現場進行祭掃時，又是慈濟人陪伴在他
們的身邊，給他們安慰。我還從平時聊天

中瞭解了慈濟的很多故事，如環保工作，
愛心背包等等；正由於慈濟人的這種精神，
不斷地激勵著我要積極地面對人生。很多
事情已發生了，過去了，雖然心中的痛是
永恆的，無法磨滅的，那我就把它悄悄地
深藏在心底，讓更多的時間去想想今後的
道路，我該如何去走。

◎感恩志工  點亮暗夜

我在美國還要繼續復健兩個月，雖然
很辛苦，但我時時告訴自己要堅強，要堅
持。因為，這樣才對得起我重生的生命，
這樣才對得起關心愛護我的家人和朋友，
這樣才對得起時時鼓勵關心我的慈濟人。
感恩慈濟，在我生命中最艱難的日子，給

了我很多的勇氣；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
感謝他們時，他們卻感謝我給予了他們做
善事的機緣。他們無私付出，不求任何回
報，此時再多華麗的語言，對於慈濟人所
做的一切都是蒼白的。從他們身上，我學
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悟到了很多，贈
人玫瑰，手有餘香，其實關心他人，幫助
他人，自己從中得到的快樂，也是人生一
種很好、很美的享受。

最後我用幾句小詩與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面對有困惑出現時的人生：

天空暗了，夢想也要點亮；
翅膀斷了，身體也要飛翔；
生活累了，自己也要堅強。
面對困境的朋友們，向前，加油！

志工楊桂雲（左前一）、趙敏、
鄭茹菁、張愷倫、簡慈恆、姜
麗及趙無越（自左起）為趙瑩
蕾打氣。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
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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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獄是最擁擠，也最寂寞的地方。74
人擠一間的拉斯維加斯牢房，翻個

身都能驚天動地。遺憾的是，人與人之間
卻有「最遙遠的距離」⸺ 「我就在你身
邊，你卻不懂我。」囹圄之內，鮮少有人
談話，滿腹心事的獄友，只能盼望每月一
次的佛法課，盼望能聽聽慈濟人的聲音。

◎風雨無阻  用愛陪伴

2014 年八月，慈濟志工首度走向大拉
斯維加斯地區的北谷拘留所（North Valley 
Detention Center），「監獄共修」在此
隆重登場，這是慈濟在美國監獄定期、定
點共修的第一個「監獄讀書會」。當年的

「主力」是來自美國慈濟總會的志工陳坤
元、賴娜音及歐友涵，拉斯維加斯志工尾
隨在後，學習經驗。直到 2016 年一月轉
赴 克 郡 拘 留 所（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傳法，才由拉斯維加斯志工楊大
蓉及鄭茹菁接下棒子。

從此以後，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就成
了志工與獄友之間不變的約定，掰指算來，
除了幾次因故不能成行，「入監獄，傳佛
法」，已累計近百次之多。滿滿八年的監
獄傳法，喜見獄友法喜充滿，順利出獄；
所幸沒有在共修的課堂上看到「回鍋」的
獄友，想來他們已經法入心、法入行，不
再輪迴於監獄與監獄之間了。

除了監獄共修，拉斯維加斯志工早在
2006 年起已應邀參加「監獄贈書計畫」，
定期提供英文《靜思語》、《慈濟英文季
刊》及《暗夜曙光》等書刊，經由監獄牧
師辦公室與獄友結緣。早年由了解慈濟的

入監獄  傳佛法 
撰文：鄭茹菁

2014 年 4 月 12 日，第一批接受獄方培
訓的慈濟志工。攝影 / 黃健良

自 2006 年起，拉斯維加斯志工就參加
「監獄贈書計畫」，志工岑慧意（圖右）
送書到克郡拘留所，由邦妮牧師代表接
受。攝影 / 鄭茹菁

2014 年八月，慈濟志工首度走向
大拉斯維加斯地區的北谷拘留所。
攝影 / 賴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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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妮牧師（Bonnie Polley）推薦，分配給
鄰近監獄的 4,000 多名獄友輪流借閱，直
到 2022 年 8 月 5 日，邦妮牧師圓滿了今生，
才由監獄宗教部門接手。

賭城監獄讀書會成功，讓《靜思語》
躍居獄方借書排行榜第一名，「煩惱就像
一條毒蛇睡在人的心中，一旦觸動它，蛇
就會咬人。」成了監獄最經典名句。關在
鐵窗裡的獄友，對「因果輪迴」很有感觸，
很想知道犯錯的人能否重新做好人？

◎八年共修  變與不變

八年來，《愛與關懷》的手語歌是不
變的破冰儀式，共修的主題一直圍繞著《靜
思語》；每月一次的監獄共修都如實記錄
在慈濟大藏經。2016 年，為了鼓勵獄友翻
轉人生，拉斯維加斯志工邀約全美傳法志
工一起集結各地監獄故事，出版《當西方

大哥遇見東方佛法》，發行 72,500 本。稍
後又應美國獄友之請，再接再勵撰寫《暗
夜曙光》英文版，並於 2018 年發行到全
美各監獄，感動了許多西方大哥放下恩怨，
共修學佛。

隨著歲月更迭，傳法團隊為遷就地緣，
志工組隊的成員主客易位，拉斯維加斯志
工成了主力，總會志工只有在人力不足時
才會出面支援。三年後，拉斯維加斯志工
團隊開始自行組隊，共修的材料從書面（書
籍雜誌）、志工現身說法、分享經驗，到
如今已能使用獄方的電子設備，放映 PPT
簡報（PowerPoint）及慈濟影片，更進一
步拉近獄友及慈濟的距離。

有一次，志工如約帶上自己的手提電
腦到獄方的教室，雖經獄警協助，仍無法
順 利 接 駁， 正 在 懊 惱 之 時， 獄 友 詹 姆 士
（James）自告奮勇代勞，沒想到竟成功
了。只見詹姆士緩步走近，細看螢幕中的

上人，眼看他的臉就要貼上螢幕卻不自知，
孺慕之情不言而喻。

我用一天的時間，一口氣讀完
《靜思語》，隔天又繼續閱讀；
空虛之時要讀，煩惱之時要讀，
生氣之時更要讀，一讀再讀，每
次的感受都不一樣。

獄友  詹姆士

詹姆士從《靜思語》中獲得最大的改
變，他收拾起自己的壞脾氣，內心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平靜。想當年，他就是為了自
己的衝冠一怒，換來了兩年的牢獄之災，
所幸即將出獄，遠離這場惡夢！

監獄共修的那一天，正好是一位志工
的生日。詹姆士用一句《靜思語》作為送
給她的生日禮物：「換一個角度看世界，
世界無限寬大；換一種立場待人處事，人

慈濟美國影視團隊赴監獄拍攝志工的傳法故事。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16 年，獄方將慈濟團隊轉移到克郡拘留所
傳法，由拉斯維加斯志工楊大蓉及鄭茹菁接下
棒子。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拉斯維加斯志工接引邦妮牧師協助監獄傳法項
目，直到 2022 年 8 月 5 日，邦妮牧師圓滿了
今生，才由監獄宗教部門接手。攝影 / 鄭茹菁

次的感受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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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無不輕安。」這句話作為賀詞非常受用。
志工也回贈一份禮物給他，那是 2019 年
出版的《My Road to Happiness》 （慈濟
美國總會前任執行長葛濟捨傳記），兩人
喜孜孜地接受了對方的祝福！

監獄共修那天正好是志工的生日，詹
姆士送給她的生日禮物是一句《靜思語》：
「換一個角度看世界，世界無限寬大；換
一種立場待人處事，人事無不輕安。」這
句話作為賀詞非常受用；志工反過來也送
他一份禮物，那是 2019 年剛出版的《捨
得歡喜⸺ 葛濟捨和孫慈喜的喜捨人生》 
(My Road to Happiness），兩人喜孜孜地
接受了對方的祝福！

◎愛與關懷  獄友淚崩

有一次，當螢幕開始放映《愛與關懷》
的影片，大家邊唱、邊比手語，有一位女獄

友突然淚崩，哽咽地說：「為什麼我們不能
像歌詞唱的那樣彼此相愛？為什麼被傷害
的人，還要去傷害別人呢？」另一位獄友安
琪拉（Angela）立即引用《靜思語》回答她：
「煩惱就像一條毒蛇睡在人的心中，一觸動
它，蛇就會咬人。」志工也勸她放下，千萬
不要陷入惡的輪迴，「今天我們同聚一堂，
因緣何其殊勝，所有的不愉快就讓它去吧
（Let it be），隨風而去吧！」

看到《靜思語》中的「什麼都沒
做，就是空過的人生」，深受觸
動，想起自己過去的無所事事，
每天都在虛耗時光，造了罪惡，
結果被關進監獄，非常後悔，決
定從此洗心革面。

克郡拘留所獄友

幾位女獄友提起上個月學的「數息」，

爭先恐後的搶著與志工討論數息的心得；
她們在重複練習之後找到平靜，還有一位
表示：「竟然治好了多年以來的失眠！」
志工笑著說：「數息最大的好處是，隨時
隨地都可以進行。」

還有一次，剛從厄瓜多國際慈善關懷
返美的志工，帶回剛出爐的報告與大家分
享。獄友透過大螢幕，可以看到慈濟人在
各個貧苦區忙碌的身影，可以近距離看到
各地鄉親感動的淚水。當志工分享短短幾
日在厄瓜多進行義診的病人人次，以及大
排長龍的場面，收穫了獄友們一次又一次
的驚歎。一張張的圖片，一個個的畫面，
還有佛教徒重建天主教堂的感人事蹟，獄
友們用力鼓掌，臉上洋溢的是她們嚮往行
善的光彩。

◎咫尺之間  病毒蔓延

春暖花開之際，新冠病毒逐日滲透看
似銅牆鐵壁般的監獄。許多獄友不幸感染

病毒，又將病毒在咫尺之間的牢房內傳播。
獄方意識到事態嚴重，自四月初開始要求
獄友戴口罩，每人每週發給一個口罩，規
定大家小心保管、謹慎使用。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美國蔓延，人
口密集的監獄竟成為新冠病毒的溫床，獄
方不得不暫停慈濟的佛法課。

慈濟人從中得知獄中感染人數日增，
便計劃募集口罩贈與四家監獄的 700 多位
警官及監獄護士站，保護第一線的工作人
員，避免將獄中病毒帶回社區。經由多次
溝通對話，志工了解到在監獄中受苦的眾
生，正飽受病毒的威脅。幾經考量，決定
在 4 月 24 日後續貨源充足之後，追加捐
贈 2,000 片口罩給獄友；一人發一個標準
規格的醫用口罩，讓每一位獄友都能戴上
口罩，隔絕病毒，呼吸健康的空氣。

當克郡拘留所傳出第一個確診病例，
獄方立即採取應變措施，首先為減少牢房
人數，避免人傳人，獄方開始大動作的釋
放行動，幸運出獄的大多為輕刑犯或非暴
力犯罪的獄友，服刑超過四分之三的獄友
也提早畢業了。

這麼一來，四家監獄在有條件的釋放
之 後， 原 本 羈 押 超 過 4,000 人， 減 少 到
3,800 人，另外 900 人被戴上電子鎖，改
在家中服刑，如此又減少到 2,900 人，最
後決定再降低 10% 監獄人口，又釋放了
290 人。此外，獄友一旦感染病毒，就會
送醫並立即釋放，即使康復也不必回去繼
續服刑。這個做法讓人憂心，提早回歸社
會的更生人，是否會造成比病毒更嚴重的
影響？

2016 年 2 月 21 日，志工楊大蓉、歐友涵、林克（自
左起）在監獄外面練習手語。攝影 / 鄭茹菁

獄友們經常引用《靜思語》互相安慰和開導對方。
繪畫 / 陳坤元

有位受刑人深受《靜思語》的觸動，對於
過去所作所為非常後悔，決定洗心革面。
繪畫 / 陳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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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贈獄友  疫中送愛心

最初，獄友配戴的不是醫用外科口罩，
而是用兩條細繩綁在腦袋後的一般口罩。
獄方發給口罩的第一天，某獄友奉命打掃
清潔，他上上下下逐層噴灑消毒藥水，爬
上爬下令他滿頭大汗，口罩的繫繩漸漸鬆
弛，幾乎每工作一陣子就得重新綁緊。沒
多久連繫繩都斷了，獄友只能拿著溼答答
的口罩，無奈的仰天長嘆！

拉斯維加斯的監獄牢房大多是 64 人一
間的大通鋪，部分是可容納 74 人的上下
舖。狹小的空間裡「群聚」了幾十人，萬
一有人感染，全牢房都要遭受池魚之殃。

為了避免群聚，保持社交距離，獄方
嚴格管制放風時間。同牢房的獄友不能同
時休息，要分成四批輪流放風，時間從上
午兩小時及下午四小時，縮水成上午半小
時及下午一小時，其餘時間都侷限在自己

的一桌一床一書架間，很多獄友因此心情
抑鬱。

 用餐也可能成為感染病毒的破口，警
官食堂原本有八大張飯桌，因為疫情升溫，

只好減 至兩、三張隔得很遠的飯桌，找不
到座位的警官，只能端著餐盤到陽台站著
用餐；而獄友食堂原本六人一桌，滿座時
可容納 60 人，隨著疫情日趨嚴峻，只好改
在牢房內用餐。

獄友在監獄裡表現良好，可以擔任打
掃、送餐等雜役，但他們在往返監獄南、
北樓及精神疾病牢房之間，很容易感染病
毒或是攜帶病毒傳染給他人。

為了抗疫，獄方做了一些隨機的調整，
原本承擔雜役的獄友都關在同一個牢房，
萬一有人被感染，全部的獄友員工都要被
隔離，就沒有人可以打掃、送餐了。所以，
獄方把獄友員工分散在不同的牢房，降低
集體感染的風險。

2020 年 4 月 30 日， 從 台 灣 飄 洋 過
海的口罩陸續登陸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
處志工開始分發口罩給各個醫療機構及第
一線的工作人員。志工團隊搬去 2,800 片
口罩捐贈給警官及獄友，其中還有對心靈
的補給，四箱英文靜思書籍陪伴獄友打發
鐵 窗 時 光。 這 個 雪 中 送 炭 的 活 動， 由 拉
斯維加斯警察局 DSD 管理員兼管理總監 
（Director of DSD Admin, Operations） 
馬汀女士 （Leah Martin） 和邦妮牧師代
表接受。

2022 年 12 月 15 日， 克 郡 拘 留 所 宗
教部門有鑑於疫情趨緩，重新開放獄內的
宗教課程，慈濟拉斯維加斯志工再度組隊
前往，為監獄的苦難眾生重啟「入監獄，
傳佛法」的共修課程，祝福獄內的西方大
哥從此能夠倘佯在東方佛法的法香之中。

慈濟捐贈 2,000 口罩給警官，另有四箱英
文靜思書籍陪伴獄友打發鐵窗時光。攝影 /
陳振和

拉斯維加斯志工團隊捐贈 2,000 片口罩給
警官，由拉斯維加斯警察局管理員兼管理
總監利亞馬丁和邦妮牧師代表接受。
攝影 / 陳振和

志工送 200 片口罩給克拉克郡拘留所的護士站，由
護士麗莎代表接受。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馬可警官獲知慈濟人將會捐贈 2,000 片口罩給監獄
警官，讚歎慈濟人的善心。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
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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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2022 年人口普查局的官方數字，
拉斯維加斯的都會區人口有 284 萬

人。然而，在這個「小」城市中卻是遊客
如織、商展頻繁、商機無限，到處都是資
金無虞、隨時可以投資的「大老闆」。總
面積 293 平方公里的拉斯維加斯擁有 68
個公園、123 個遊樂場、10 個美式足球場、
六個社區中心、四個老人中心、109 個冰
鞋公園，甚至還有 10 個遛狗公園，連寵物
都享受到福利。然而，在這個號稱天堂的
賭城，卻存在著超過萬人的街友，他們盤
據在賭城的窮街陋巷，用窮人的眼睛眺望
富得流油的拉斯維加斯。

◎ 照顧弱勢  溫暖街友的心

拉斯維加斯慈濟志工關心街友問題，
自 2007 年開始為街友發放熱食；2015 年
號召社區的愛心醫師組成義診團隊，在老
城區的救世軍活動中心為街友提供牙科義
診，醫療志工團隊自成軍至 2022 年，已
舉辦過 13 次義診，陪伴上千人（次）低收
入、沒有保險的天涯淪落人，用溫暖的手
撫慰他們因牙痛而腫脹的面容。

每次義診，志工都是禮貌地接待，詳
問健康信息，代填表格，每一站都有專人
陪同前往，直到交到牙醫師手中。慈濟人
用愛心回饋社會，照顧這些被生活折磨得
滿面風霜的弱勢族群，用各種體貼溫暖街
友的心。

有一次，註冊組傳來「祝你生日快樂」
的歌聲，原來是負責掛號的志工正在為街
友魯魯（化名）賀壽。魯魯打扮得很漂亮，
用微笑接受志工的祝福；原本規定每人只
能選擇一個科別看診（牙科或眼科），但
志工特別為當日的壽星破例掛雙號，權當
慈濟人送給魯魯的生日禮物，魯魯好開心：
「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生日禮物！」

只要三天就可以收到眼鏡，我就
可以開車和看電視了，太好了！

街友魯魯（化名）

魯魯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她讚歎慈濟
義診有超高效率，分分鐘都沒有浪費時間，
專業醫師和在旁陪伴的志工都親切有禮，
她一定要去教堂布達消息，鼓勵有需要的
教友過來參加慈濟義診。

阿亞（化名）黑髮披肩，配著一片挑
染的紅色瀏海，高頭馬大的「他」，對於
髮型相當執著，但見義剪的志工美容師不
慌不忙，處之泰然地聽著他的指示，為他
剪了一個妹妹頭。之後，他轉赴牙科補牙，
再去到二手衣服務處挑選衣服。志工觀察
他的打扮，很熱情的幫他挑選了許多粉紅
色系的洋裝，阿亞露出滿意的笑容，感動
地說：「在這裡，沒有人會用異樣的眼光
看我。」

窮街陋巷
慈濟人為街友義診

撰文：鄭茹菁

志工接受眼科大愛巡迴車的培訓說明。攝影 / 廖筱玉

可以開車和看電視了，太好了！

2018 年 9 月 30 日義診，醫療執行
長鄧博仁醫師（左二）到場陪伴。
攝影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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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做得到  必全力以赴

有一位街友把假牙拿在手掌中，逢志
工便問：「你們可以修理假牙嗎？」拉斯
維加斯的義診只受理拔牙、補牙及洗牙，
但只要做得到，牙醫師便會全力以赴。阮
帆 （Dr. Phan Nguyen） 醫師笑著迎接斯
羅（化名），很快的就幫忙他把假牙修理
好了，斯羅很高興地說：「太好了，我又
可以啃蘋果了。」

崔 西（ 化 名 ） 有 聯 邦 醫 療 保 險
（Medicare），但是按正常程序就醫，經
過掛號、就診及拔牙等，過程相當繁複，
等待的時間可能長達兩個多月，才能把一
顆作怪的牙齒拔掉。他的牙齒已經痛到不
行了，還好有人通知他，慈濟即將於九月
底在救世軍義診，請他趕快去掛號看病，
儘早解決牙痛的問題，他把握機會除之（蛀
牙）而後快，非常高興能參加慈濟義診。

江紅（化名）從中國來到美國已有三、
四年了，不僅牙齒都鬆了，還牙痛不已，
卻苦於沒有保險，又無力負擔高昂的牙科
診療費，只能日復一日地忍受牙痛折磨；
直到有一天跟朋友去義診中心看病，有位
叫阿芬（志工吳佳芬）的人，介紹她們到
救世軍參加慈濟義診，儘速解決牙痛問題。

江紅再三聲明：「我没有保險哦！」
阿芬說：「沒問題，妳去了那裡，就是進
了一個温暖的大家庭，讓我們照顧妳！」
果真如此，從進門到拔牙，每位志工都親
切有禮，每位醫師都技術高超，她太感動
了，當場填了參加志工的表格，立刻加入
大愛行列。

阮醫師其實不用告訴我這些（個
人的難民經歷），我知道他是用
自己的故事來激勵我，讓我不
要氣餒，未來會好的，我非常
感動！

街友  基諾

基諾（化名）趕在義診前一天來登記。
他打兩份工，白天在「IHOP」早餐店上班，
休假日在「Hard Rock」咖啡館工作，已
經在自己的車裡睡了四個月，日子過得非
常辛苦。由於下班時間可能趕不上義診，

所以請求志工允許他晚半個鐘頭報到，慈
悲為懷的志工答應了。

基諾很高興地幫忙志工卸貨，打掃義
診場地……義診當天卻大大地遲到了。志
工實在是不得已，只好將牙科設備器材打
包，病歷表也存檔完畢；當基諾趕到時，
急得都快哭了。所幸阮帆醫師理解他的無
奈和辛酸，適時接手為他洗牙。慈悲的阮
帆醫師在治療牙齒的同時，也為他加油打
氣；一邊幫他洗牙，一邊分享自己曾經是
越南難民的辛酸經歷，讓基諾聽的好心痛，
也好感激。

◎ 荒漠之中  看見慈濟

拉斯維加斯的義診因緣，開始於牙醫
師丁大衛的伊朗之旅，他在 2014 年二月
經由台灣過境到伊朗。某天在遊覽車上打
盹，耳邊傳來導遊的臨時提議：「前面不
遠處，有個地方雖然不在行程內，卻是台

志工美容師在牙科義診的現場提供義剪。攝
影 / 鄭茹菁

丁大衛牙醫師在阿拉伯國家旅行時遇見慈濟援建的學校，深受感
動，返美後立即投入義診。攝影 / 岑慧意

美國人醫會總幹事溫俊強頒獎感謝阮帆
醫師，感恩他號召拉斯維加斯醫療團
隊。攝影 / 鄭茹菁

志工為開設眼科義診，在培訓說明會上認真
的聽講和發問。攝影 / 廖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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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慈善團體在當地援建的學校，各位有沒
有興趣前往參觀？」於是，丁大衛在千山
萬水之外的黃土地上，看到熟悉的慈濟綠
色法船標誌。

原 來 位 於 伊 朗 南 部 的 巴 姆 古 城， 在
2003 年 12 月 26 日發生芮氏規模 6.6 地震，
超過 10 萬人埋骨震央。慈濟動員鄰近國家
志工前往賑災，排除萬難在短時間內援建
了五所學校，讓蒙著黑色面紗的伊朗女孩
也能夠接受現代教育。丁大衛說：「全世
界有很多慈善團體，也有很多行善的人，
但沒有一個團體能做到像慈濟這樣。」

看到巴姆城的慈濟學校，看到自
己的捐款被用在伊朗興建學校，
太陽光下閃爍的綠色法船，讓我
既激動又感動！

人醫會牙科醫師  丁大衛

去伊朗之前，眼下的幸福對丁大衛來
說，都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一趟伊朗行
給了丁大衛相當深刻的覺悟。回美國之後，
他與拉斯維加斯志工分享在伊朗見聞，並
發下在賭城舉辦牙科義診的大願。

當年我和家人困於貧窮的人生，
沒有任何資源可以幫到我們；今
天，我想盡我最大的力量，在這
裡幫助不幸的人。

慈濟人醫會  阮帆醫師

來自越南的阮帆醫師是拉斯維加斯牙
科義診的另一位主力醫師，他在 2017 年
參加慈濟義診後就「一直都在」，並邀約
了他的同事、朋友一起共襄盛舉，支持義
診服務。究其到底，阮帆醫師是有一段刻
骨銘心的心路歷程：「作為 1984 年代的
越南難民，我們經歷了艱辛困苦的生活，
逃難來到美國，我們沒有錢，也沒有親朋
好友可以求助。每當假期來臨，人家高高
興興去度假，我們卻必須依靠慈善機構發
放的食物才能存活。想當年，我的父母必
須申請食物券和社會福利維持生活，父親

和我曾經在垃圾箱翻找寶特瓶回收賣錢，
嘗盡了貧窮的滋味，知道生活中沒有任何
資源的窘迫。」

◎ 重見光明  看見希望

經過四年多的努力，拉斯維加斯聯絡
處於 2019 年 9 月 29 日推出第一次眼科義
診，邀請薛忠倫團隊到場首開眼科義診紀
錄，邁向慈濟賭城義診的新里程碑。

約翰（化名）有幸成為拉斯維加斯義
診史上的第一位眼科病人，當他知道三天
後就能領取免費眼鏡時，滿心期盼「重見
光明」的未來：「慈濟，讓我看見希望！」
他表示拉斯維加斯有許多的遊民子女，迫
切需要眼科護理及驗光配眼鏡，尤其面對

志工為了辦好眼科義診，在準備前置作業時還
進行了彩排，確保所有的程序流暢無誤。

第一次眼科義診法親關懷。攝影 / 廖筱玉

眼科義診關懷人文學校的孩童活動，曾經是人
文學校愛心爸爸張正熙（站立者）在孩子長大
後，也參與慈濟義診的行列。攝影 / 廖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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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單上的滿江紅，有些父母甚至還不知
道孩子的眼睛有問題，需要戴眼鏡矯正，
再說，驗光配鏡要一百多美元（約新台幣
3,088 美元到 6,144 美元），對街友來說
實在是奢侈的夢。

薛忠倫是經由慈濟影片而認識慈濟，
比起參加義診近五年的牙醫師，她算是「遲
到了」；但薛忠倫在第一次參加慈濟義診
時就發下大願，決志帶領她的團隊大力護
持慈濟眼科義診，並投入採購眼科大愛巡
迴車的募款行動，希望能早日駛進校園，
為貧苦學童提供眼科服務。

◎ 短暫相逢 時時記掛

進入「熱季」之後的拉斯維加斯，氣
溫動輒破百度（華氏），居住在地處大漠
的帳篷區，不僅要抵擋飛砂走石，還要忍

受破棚而來的超高溫度；更悲哀的是在幾
步之遙，便有冷氣大開，涼爽宜人的賭場
酒 店， 街 友 卻 名 列「 不 受 歡 迎 」 的 名 單
中。他們似乎和全世界的繁華美好都沒有
關係，只能推著購物車遊蕩的街友用空洞
地眼神低吟：「何處是我家？」平心而論，
不管是牙科或眼科義診，其實只能解決一
時的病痛，街友仍是無家可歸的可憐人，
他們需要學習振作及翻轉人生，如何教育
街友脫離浪跡天涯的隊伍，可能是慈濟人
需要思考的另一個方向。

2022 年，拉斯維加斯街友人口總數統
計大約有 13,972 人，街友人數之多，高居
全美大都市排行榜第九名。今時今日，遊

民盤踞街頭的問題已浮上檯面，雖經大都
會警局及社區服務單位出動掃蕩，至今仍
無法抑制街友衍生的社會問題。拉斯維加
斯市政府曾多次徵召社區慈善團體為街友
伸出援手，但真正響應者屈指可數，慈濟
是少數願意投入街友相關事務的團體。

「彷彿如同一場夢，我們如此短暫的
相逢，你像一陣春風，輕輕柔柔吹入我心
中，而今何處是你往日的笑容，記憶中那
樣熟悉的笑容……」輕柔的一首歌《野百
合也有春天》，唱出野百合的美麗與哀愁，
與流浪在賭城街頭的淪落人 ，有某種程度
的相似，慈濟人就像春風，存在於街友心
中溫柔的角落……。

馬丁·路德名言：「黑暗無法驅走黑暗，
只有光可以；仇恨無法消除仇恨，只有愛
能 做 到。」（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慈濟志工將這段話發揚光，「忽視
無法驅走街友，只有愛可以；忍受無法消
除牙病，只有慈濟大醫王能做到。」因為
愛，慈濟人一直都在！

2014 年 12 月 15 日，第一次牙科義診的現場。
攝影 /Michael Lenford

醫師為病患洗牙，孩子在旁邊全神貫注地觀
看。攝影 /Peter Simmons

每一位參與義診的牙醫師都有一雙最溫柔的
手，為病患治療牙疾。攝影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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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新冠疫苗
服務賭城亞裔

撰文：鄭茹菁

疫情嚴峻，會所外是焦急等候疫苗接種
的居民。攝影 / 鄭茹菁

美國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二十週年特刊92

自 2019 年 底 以 來， 新 冠 病 毒 橫 掃 全
球， 時 間 彷 彿 對 減 緩 疫 情 束 手 無

策。 美 國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為 此 放
寬測試政策的標準，總算有兩家製藥及生
技 公 司 生 產 的 輝 瑞 （Pfizer） 及 莫 德 納
（Moderna）兩種新疫苗問世。

疫情期間，美國人經歷了染病親人的
恐怖死亡，其中有的人孤獨死去，身邊只

有幾個醫生和護士，親人被隔離在醫院高
牆之外。這是一種可怕的傳染性疾病，早
期症狀與普通流感無異，很容易讓人掉以
輕心，但隨著病毒迅速侵入肺部，可能會
因呼吸困難而死亡。某些活著被送進醫院
的病人，從確診到往生、到火化，僅僅是
幾天光陰而已。醫護人員全程謹慎處理，
避免自身感染，不敢小覷病毒的傳染力。

◎克服萬難  捐輸防疫物資

疫 情 之 初， 證 嚴 法 師 指 示 美 國 慈 濟
與 各 地 醫 療 機 關 合 作， 通 過 為 醫 護 人
員、老年人等高風險族群提供個人防護
裝 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制定出一項預防感染的計劃。在
拉斯維加斯，志工們主動向四面八方的醫
療機構提供 PPE，也向無家可歸者和貧困
家庭伸出援手，提供食物及口罩等基本生
活和防疫的必須品。

隨著疫情升溫，口罩供應商逐日耗盡
存貨，市面上一「罩」難求。然而，身處
大病毒流行的人們仍要照常生活，牙痛及
需要拔牙的病人還是要看牙醫；醫師在醫
治病人的同時，如何維持自身健康？此時，
沒有防疫物資的醫護人員只能仰天長嘆，
任由病毒禍害世人的數據飆升，疫情終於
在全美拉響了警報。

這 時 的 慈 濟 人 克 服 萬 難， 成 功 採 購
PPE。志工帶著一盒又一盒的口罩、面罩

去探訪大小醫院診所的醫師及牙醫師，特
別是多年來護持慈濟牙科及眼科義診的醫
護人員，這場及時雨得到主流社會的一片
讚揚。

當疫苗運抵南內華達州時，州政府決
定接種疫苗的優先順序，醫務人員、急救
人員等被選在一個月內接受兩次劑量中的

本職為護士的志工高翠玲細心的為
民眾施打疫苗。攝影 / 鄭茹菁

謙卑的志工半跪在地上為民眾施打疫苗。
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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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劑，接著為 70 歲以上老年人接種疫
苗。拉斯維加斯市周圍的幾個大型公共建
築，如退伍軍人醫院及當地藥房等，很快
地拉起了長隊。

◎ 亞裔耆老  難祈一劑疫苗

帶 領 慈 濟 牙 科 義 診 團 隊 的 阮 帆 醫 師
（Phan Nguyen）看到提供接種疫苗的卡
什曼廣場（Cashman Field）人滿為患，
大家一窩蜂地大排長龍，祈求得到一劑疫
苗。然而，能夠得到「解藥」的幸運兒少
之又少。不諳英語、不懂得使用電腦的亞
裔老人家就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空等待
好幾個小時，最後只能等到主辦單位的「抱
歉」兩字。阮醫師將自己心疼亞裔老人家
的心聲發表在臉書之上。

有 心 人 麗 蓓 嘉 醫 師（Rebecca 
Edgeworth）看到了他的臉書，慈悲心油
然升起，開始設想解決方案。她是慈濟人
醫會在拉斯維加斯義診的常駐內科醫師，
同時是漢德城圖羅大學（Touro University 
in Henderson） 的 教 授， 當 時 正 帶 著 醫
學院的學生在拉斯維加斯各個社區接種疫
苗。很快的，她就在靈乍閃現之下，提出
解決方案。

亞裔長者有語言上的障礙，需要
志工的幫助，因此，何不選在
慈濟會所為亞裔長者接種疫苗
呢？

國際慈濟人醫會  麗蓓嘉醫師

（Rebecca Edgeworth）

麗蓓嘉醫師深受聖雄甘地（Mahatma 
Ghandi）所影響的變革推動者，他的名言
是：「成為你希望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改
變者（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於是，她成為改變接種
疫苗常態的改變者。

麗蓓嘉醫師及阮醫師向拉斯維加斯人
醫會總幹事高翠玲提出他們的計劃，雙方
開會討論後，決定通過慈濟人醫會舉辦義
診的模式來為亞裔耆老接種疫苗。由於慈
濟志工來自世界各地，精通亞洲各國語言，
因此是大家公認可以協助亞裔耆老填表的
最佳選擇。但是，接踵而來的挑戰是，如
何獲得政府分配的新冠疫苗？

◎難行能行  獲得 300 劑疫苗

阮醫師曾是越南難民，一心想成為推
動亞裔社區疫苗接種行動的一員。又由於
在不久前，他才失去了一位醫學院的同
學，他想用回饋社會的善行迴向給這位同
學。然而，疫苗接種的推動是何其的不易，
讓他不得其門而入。慈濟志工鼓勵阮醫師
以「難行能行」的精神勇往直前，終於在
2021 年 1 月 22 日邁出第一步。

證 嚴 法 師 的《 靜 思 語 》 說：「 人 生
的 困 難 重 重， 有 心 就 不 難。」 阮 醫 師 向
內華達州長史蒂芬·西索拉克（Stephen 

Sisolak）、內華達州聯邦女眾議員蘇西·
李（Susie Lee）、 拉 斯 維 加 斯 所 在 的 克
拉克縣（Clark County）地方副檢察官、
南內華達州衛生局官員、協助接種疫苗的
內華達州國民警衛隊等單位與官員發送簡
訊，陳情申請疫苗的迫切性，懇求任何願
意聆聽請託的官員。雖然這些努力未曾奏
效，但深受聖雄甘地啓發的變革推動者所
影響，麗蓓嘉醫師的希望改變，終獲回音。

1 月 25 日， 麗 蓓 嘉 醫 師 終 於 說 服 內
華達州緊急應變組的負責人，同意先分配
300 劑莫德納疫苗，專門提供給拉斯維加
斯亞裔社區長者接種。

1 月 26 日，慈濟團隊與兩位醫師進行
線上會議，達成共識。時任慈濟拉斯維加
斯聯絡處負責人楊大蓉在會後立刻動員志
工，制定疫苗接種的義診計劃，為即將到
來的疫苗接種活動預作準備，確定能夠在
2 月 7 日執行社區疫苗接種。為求萬無一

雖然是對亞裔耆老的疫苗接種，但隊伍中其
實包括各個族裔的老人家。攝影 / 鄭茹菁

疫苗接種要求居民遵守秩序，在慈濟會所外
排隊的隊伍都按規定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攝影 / 鄭茹菁

志工和醫療團隊在
會所內為新冠疫苗
施打義診留下具歷
史性的合照。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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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本職為護士的志工高翠玲先在 2 月 2
日至 2 月 4 日參與主流社區 1,500 劑大型
疫苗接種活動，連續三天觀察和學習疫苗
接種的動線、流程及相關作業。

◎萬全準備 迎接民眾入場

在不到一週的時間裡，慈濟必須為迎
接 300 多人湧進會所做好準備，考量到許

多居民並不認識慈濟，或許不能接受脫鞋
穿襪進入會所的規定，志工特別標註在設
置場地時，要把會所內的地板都蓋滿建地
用紙，方便民眾可以不脫鞋直接進入會所
接受疫苗施打。

志工團隊將維護環境衛生、採購租賃
相關物資、網上預約登記、當日職責分配
及會所動線設計等工作分組分工。除了在
地板上蓋滿建地用紙外，桌椅上也要覆蓋
保護性的塑膠布，每次使用後要立即進行
消毒等，同時還要租用足夠的金屬或塑膠
座椅，提供老人家坐下等待及接種後觀察
之用。

新生代志工王鼎仁協助設計疫苗接種
網頁，絲毫不讓主流設計的登記網頁專美
於前，令大家讚歎不已！大家看到這麼方
便 使 用 的 登 記 網 頁， 都 豎 起 大 拇 指 說：
「讚！簡單扼要，一目了然！」開放登記
的第一天，就吸引了 190 人完成登記。

為了讓民眾有賓至如歸的感受，慈濟
人還設想要為民眾準備食物和水，服務全
部到位，甚至為可能需要輪椅的人士，提
前準備好輪椅備用。

志工事先複印 300 份內華達州接受疫
苗接種的表格及同意書，並徵招精通各國
語言的志工，為前來接種疫苗的民眾擔當
翻譯和說明，務必讓每一位老人家都可以
獲得「聽得懂」的服務。 

◎僧多粥少  志工承接變化球

接種疫苗的兩天前（2 月 5 日），志
工來到會所佈置會場與走流程。慈濟租了

70 張摺疊椅充當座位，每張椅子需擦乾
淨、消毒、擺放就位。志工顧正凱、陳秀
惠領著幾位青年志工跪在地上鋪紙，另有
幾位志工把桌椅都覆蓋上塑膠布，以便每
位民眾使用後可進行消毒。雖然準備時間
緊迫，首次舉辦疫苗注射的壓力也很大，
但志工們都懷著滿滿的正能量，王鼎仁立
即開心歡喜地完成分配好的工作。

接種疫苗的前一天（2 月 6 日），兩
位醫師把分配到的疫苗與所需的醫療物
資，運送到慈濟會所。

2 月 7 日清晨 6 點 30 分，志工陸續抵
達會所提前準備就緒，等候 7 點抵達的醫
療團隊，麗蓓嘉醫師先對負責注射的醫學
生叮嚀注意事項。7 點 40 分在英文版《祈
禱》的歌聲中進行簡單的開幕式，麗蓓嘉

醫師、阮帆醫師及聯絡處負責人楊大蓉分
別致詞，民眾在 8 點 15 分依序進場，在
志工協助下填表並接種疫苗。

自 上 午 8 點 至 下 午 3 點， 慈 濟 拉 斯
維加斯聯絡處向大樓周圍延伸出的一排人
敞開了大門，現場出現了來自拉斯維加斯
大都會員警局的志工主動到場協助交通管
制。負責統籌活動的志工楊大蓉、高翠玲
在場時時留心動線，安撫排隊的人潮，為
老人家準備好椅子，並確定每位民眾都保
持了社交距離。兩人在會場四處走動，確
定每個環節順暢進行，每位志工都清楚自
己的工作內容，遇到登記處的手套、擦手
紙、表格、原子筆等物資不足時，立即予
以補充。

疫苗接種現場仍有許多 IT 技術的問題，年輕志工
王鼎仁立即就地解決。攝影 / 鄭茹菁

志工在現場不停地為每一個被民眾使用過的座椅
進行消毒等，確保環境安全。攝影 / 鄭茹菁

醫學院學生熱心協助慈濟做疫苗接種。
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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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觀察 醫療團隊總動員

每位民眾在施打疫苗之後，依規定必
須在現場休息等候 15 分鐘，確認身體無
過敏反應才可離去。阮帆醫師及蔡牙醫
（Dean Tsai）在現場觀察病人，謹慎觀察
民眾在接種疫苗後有無不適。

有一位越南裔老太太接種疫苗後突感
頭暈，志工連忙將她扶到走道處休息區的
福慧床。老人家本身患有糖尿病，不良於
行，必須乘坐輪椅，阮帆醫師馬上為她測
量血壓，志工高翠玲送來橙汁及餅乾，老
太太的女兒表示：「早上吃過藥，也有吃
過簡單的早餐，可能是因為心情太緊張才
會頭暈。」經過兩位醫師觀察 30 分鐘後，
確定無恙才安心讓她們回家。

幾 乎 每 位 陪 同 父 母 來 接 種 疫 苗 的 居
民，都詢問是否可以「順便」打疫苗？慈
濟人耐心解釋政府的規定及接種疫苗的梯
次順序條件，除非活動結束後還有剩餘疫
苗，或許可以補位接種，但無法保證能否

補位。話雖如此，仍有許多未登記、不符
合施打資格的居民不願離開，有些人站在
門口張望，有些人坐在車上等待，迫切之
情溢於言表。

當 天 在 七 個 半 小 時 內， 慈 濟 團 隊 為
323 人接種了疫苗，雖然只分配到 300 劑
疫苗，但麗蓓嘉醫師從經驗得知，如果精

確分配每一針的劑量，每瓶疫苗含有足夠
11 人的劑量，因此她的醫學院志工團隊，
運用專業知識抽出每一針的疫苗量，設法
將 30 小瓶疫苗伸展接近 33 小瓶的數量。 

活動接近尾聲，當日有接近 500 人登
記接種疫苗，在時間到了下午 1 點 30 分，
還剩下 23 劑疫苗，高翠玲開始按照等候者

的年齡，由 69 歲、68 歲往下遞減，點名
補位，到最後只有三到四人沒有疫苗可施
打，慈濟人送上午餐便當表示歉意。

當 天 的 素 食 便 當 由 兩 家 愛 心 餐 館 提
供，也是社區商家鼓勵志工團隊無私的付
出！參加活動的志工無不為超級順利的
一天感到驚喜，非常高興能夠為需要和

麗蓓嘉醫師 (Rebecca Edgeworth)（右）及阮帆
醫師（左）全程陪伴接受疫苗接種的居民。攝影
/ 鄭茹菁

護士志工精準抽取疫苗劑量，
讓每一瓶都能多位一人施打。
攝影 / 鄭茹菁

志工鄭茹菁關心民眾在接種後的身體反應。攝影 / 李慧瓊在英文版《祈禱》的歌聲中進行簡單的開幕式，
志工齊聲高唱《愛與關懷》。攝影 / 鄭茹菁

兩位餐館老闆為志工送來愛
心午餐，鼓勵志工團隊無私
的付出！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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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助的人提供協助。慈濟人期待下一
次疫苗接種活動，2021 年 3 月初，會所
將再次為南內華達州居民提供第二次疫苗
接種。

◎感動主流  守護亞裔弱勢

同年 3 月 7 日，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
處得到當局分配 500 劑莫德納疫苗，舉辦

的第二次疫苗接種。當時疫情在全美大規
模擴散，志工團隊必須面對更為嚴峻的考
驗，志工在天色大亮之前趕赴會所，確認
所有的防護和消毒都鉅細無遺，並在晨光
微曦中完成前置工作，接著一路工作到下
午 3 點 30 分才完成 546 劑疫苗接種，現
場民眾及家屬都給予高度評價。

為了追趕 e 世代的科技水平，慈濟團
隊改採 iPad 進行登記，由年輕一代志工走
向室外為排隊的民眾進行報到手續，既快
速便捷，又避免人群聚集；接著兵分兩路，
一隊服務第一次注射的民眾，另一隊專注
於第二劑的疫苗接種。室內有協助第一次
施打疫苗的民眾填表的志工，完成報到登
記的民眾依序排隊等候接種疫苗。

◎生日大禮  五百劑疫苗

7 點 40 分，佛堂聚集了來自各方的志
工，在《愛與關懷》的歌聲中虔誠祈禱，
阮帆醫師率先發言：「約翰·甘迺迪總統
（John F. Kennedy） 曾 說，『 不 要 問 你

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是你能為你的國
家做什麼。』當他說這話時，說的就是你
們。在危機時刻，你們挺身而出。今天我
真的很幸運，能有這許多有天賦的你們在
此陪伴付出。麗蓓嘉醫師昨天生日，收到
了 500 劑疫苗作為生日禮物。」拉斯維加
斯人醫會總幹事高翠玲從暗處捧出了點著
蠟燭的生日蛋糕，驚喜萬分的麗蓓嘉醫師
在《生日快樂》的歌聲中緩緩走出，接過
麥克風說：「感恩！」

楊大蓉感性發言：「很高興見到大家，
今天拉斯維加斯又是一個美妙的星期天，
有像你們這樣好心人共聚一堂，還有疫苗，
我們今天還缺什麼來完成使命？坐在外面
等待我們行動的人，沒有他們，就沒有善
行，就沒有功德，上人就是這樣教我們的。
當他們開車進入慈濟停車場的當下，他們
就應該立即獲得我們的尊重、愛及關懐。
我們再次感謝大家，請大家豎起大拇指互
相讚歎！」

克 拉 克 郡 議 員 賈 斯 汀· 瓊 斯（Justin 
Jones） 和 社 區 服 務 專 員 布 蘭 登· 蒙 森
（Brandon Monson）專程來訪，在阮帆
醫師的導覽下認識並認同慈濟：「岳父剛
慶祝了 75 歲生日，我們在姐夫的餐廳為他
準備了一個小活動，邀請了岳母的幾個朋
友。其中一人接種了疫苗，她有將近一年
沒出家門了，總算可以解除負擔。感謝你
們承擔艱苦的工作，日復一日把我們的國
家和社區帶回正軌，讓人們在睽違許久後
得以重見家人和朋友。很高興看到所有慈
濟在世界各地從事志工服務的視頻，以及
你們在這個社區所做的一切。在我的工作

中，有很多是因為語言障礙而很難伸出援
手。而我今天聽到的，這裡有很多志工說
不同的語言，真是令人讚歎！」

我感謝慈濟基金會、圖羅醫學院
及所有志工。如果沒有早先的大
量準備，就沒有疫苗接種。學生
在星期天早上到此工作，沒有報
酬或學分，只因為他們關心我們
的社區，他們想成為這個社區的
一份子。

克拉克郡議員  賈斯汀·瓊斯

（Justin Jones）

上午八點，慈濟人準時打開大門迎接
第一位民眾，一大早七點多，菲律賓裔的
康 拉 德（Conrad Pagkaliwangan） 拔 得
了頭籌，因為上個月的疫苗隊伍太長了，
所以決定提早來「搶頭香」，他患有帕金
森氏症，雖然手腳不聽使喚地一直顫抖，
但臉上的表情十分歡喜，因為打完第二劑
疫苗就安全了。

◎聞聲救苦 慈濟的服務貼心

印度裔的拉利塔·維斯瓦納坦（Lalita 
Viswanathan）帶回竹筒，奉上她護持慈
濟的心意。她與母親都信佛，十分感恩佛
慈悲促成疫苗接種的活動。

70 歲的瑪格麗特來自墨西哥，移民美
國 30 年，個性堅強的她不願意依賴兒女，
雖不懂英文，但仍在餐館謀得洗碗的工作。
然而，這次的疫苗接種電腦註冊真是難倒

麗蓓嘉醫師（右二）在接種疫苗的會所內慶
生，志工獻上蛋糕，生日禮物是來自政府的
500 劑疫苗。攝影 / 鄭茹菁

拉斯維加斯志工首度使用 ipad 辦理報到，志工王
鼎仁為會所製作報到程序。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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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了，只好向女兒猶蘭達求救，女兒的同
事是慈濟志工，因而得知慈濟會所的善舉。
猶蘭達感恩慈濟的貼心服務，並分享自己
在主流社會指定的許多登記網站四處碰
壁，根本約不到疫苗接種的機會，幸好有
慈濟挺身出來幫忙！

約哈瑪來自薩爾瓦多，帶回了沉甸甸
的竹筒。他的丈母娘高齡 80，對美國社會
一無所知；因為她體弱多病，所以約哈瑪
希望她能儘快完成疫苗接種。目前的疫苗
是僧多粥少，密密麻麻的登記網址，讓人
徒勞，約哈瑪說：「慈濟的電腦系統很友
善，很容易就順利登記，而且該有的資料
都有詳細說明，讓人很安心！」尤其，會
所裡的醫師還用西班牙語接待約哈瑪的丈
母娘，不因為他們不是亞裔而有差別待遇，
真的感到很窩心！

很少看到像慈濟這般的團體，挺
身照顧弱勢的亞裔，在新冠疫情
大流行的災難中，慈濟保護了亞
裔的健康。

越南裔民眾  Thu Tram

馬來西亞華僑林庚興年輕時代留學美
國，如今已退休養老，雖然沒有語言障礙，
但是一般網站上小之又小的文字讓他看得
很吃力，直到聽說慈濟會所提供疫苗接種
的服務，他才上網完成登記。林庚興說：
「感謝慈濟的幫忙，讓老人跟年輕人都擁
有健康的身體！」

◎ 螞蟻雄兵 助社區對抗疫情

2021 年 4 月 11 日，拉斯維加斯聯絡
處第三度為 247 位民眾提供服務，此時的

賭城已普遍開放疫苗接種，慈濟的疫苗施
打行動也適時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麗蓓嘉醫師再度帶領圖羅大學醫學院
學生到慈濟為民眾施打疫苗，她感動地分
享：「協助政府快速施打疫苗是非常重要
的。無論阮帆醫師和我如何努力，如果沒
有大家一起合作，工作也無法順利完成。
我們今天再次幫助等候施打疫苗的人們，
他們可能有語言問題或科技障礙，而我們
有那麼多的志工在旁協助。我們希望人們
不要再為避疫被關在家裡，我們已經被關
了一年。一年多來，人們不能去購物，不
能到辦公室上班，不能擁抱自己的孫子孫
女。因此，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尤其重要。
成千上萬的人需要疫苗，我們已照顧了幾

百人，大家可以得到安全保障。這是最後
一次在慈濟做疫苗接種，因為慈濟有更多
的任務來照顧這個社區。當然，接種疫苗
是一個重大的任務。」

曾 經 是 從 越 南 西 貢 逃 難 出 來 的 陳 玉
琴，在慈濟遇到了同樣是來自難民家庭的
阮帆醫師，兩人分享了過去苦難的人生：
「我的家庭醫生鄭偉峰推薦我到慈濟打疫
苗，他說慈濟是個很好的地方，每位志工
都很棒！來這裡打疫苗很安全，他催了我
兩、三次，我只好打電話到慈濟預約。今
天是我打第二劑疫苗，感受到慈濟志工都
很熱心，整個程序都很有條理；在我看來，
這些是其他地方的人做不到的。！」

來自薩爾瓦多的約哈瑪（左），帶回沉
甸甸的竹筒。攝影 / 鄭茹菁

慈濟會所出現疫情期間難得一見的群聚，志工嚴格執行社交距離及環境消毒。攝影 / 鄭茹菁

印度裔的民眾順道帶回竹筒，響應慈濟的
竹筒回娘家。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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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說阮帆醫師的爸爸生病了，
需要換骨髓，慈濟就給他做了骨
髓移植捐贈檢體收集，這次讓我
看到人性光輝的那一面，也看到
人性的真善美；這世上的人或許
有好與不好，但我相信好人還是
多數，這個世界還是光明的！

疫苗接種者  陳玉琴

菲 裔 諾 埃 爾· 尤 米 亞 科（Dr. Noel 
Yumiaco）是病理科醫師，妻子拉克爾·尤
米亞科（Raquel Yumiaco）、兒子諾蘭·
尤米亞科（Nolan Yumiaco）一家三口已
多次前來參加慈濟志工服務。尤米亞科醫
師被醫院請去執勤，尤米亞科太太帶著兒
子到慈濟報到。拉克爾讚歎慈濟是一個組
織能力強的團體：「每當我來到這裡，感
覺自己的心很平靜，感到自己在慈濟很受
歡迎，讓我很開心！」她的兒子也有同感，
很喜歡到慈濟做志工。

尤米亞科太太提到第一次接種疫苗那
天：「當時疫情飆升，很多未預約的人來
到慈濟苦苦哀求，慈濟人把這些人都登記
排 隊， 希 望 他 們 能 等 到『 剩 下 的 』（ 疫
苗）。」她的兒子也經歷類似的情形，他
很高興自己幫那些人爭取到了疫苗。

泰 裔 帕 羅 特· 普 魯 克 蘇 坎（Pairote 
Phruksukarn）是警察局的義工，已經是
第四度來到慈濟會所執行交通指揮任務，
他讚揚慈濟的志工：「人好，心善，而且
訓練有素，專業常識讓人另眼相看！」

◎最棒客服  登巴士種疫苗  

在定點為民眾注射疫苗之後，努力為
亞裔爭取福利的阮帆醫師又運用慈濟大愛
巡迴車的構思，開創「登巴士、種疫苗」
的服務。這是內華達州政府首度動員公共
汽車接送亞裔耆老接種疫苗，只要有 30 位
符合接種疫苗資格的民眾，政府就會安排
大巴士提供接送服務；民眾可以在巴士上
保持社交距離，等候醫護人員上車注射疫
苗，慈濟志工在旁協助確認民眾的基本資
料，配合醫護人員一起執行標準流程。

3 月 6 日 上 午 10 點， 志 工 團 隊 和
登 記 接 種 疫 苗 的 民 眾 準 時 集 結， 衛 生
局 專 案 管 理 團 隊 運 營 科（SNHD- IMT 

Operations Section Chief) 諾 瓦 科 長
(Noah Wheatley）親赴大華超市門口與志
工團隊會合，停在路邊的兩部巴士都已經
準備妥當，等待出發。

車行數哩，前往指定的會展中心，當
日接種疫苗的民眾包括 20 位華裔及六位越
南裔，大家都聽話地待在巴士上，等候醫
護人員組成的三人小組上車施打疫苗；醫
護人員跪地幫忙坐在座位上的民眾施打，
謙卑的服務態度，令人敬佩。慈濟志工從
旁協助，合作無間的團隊，讓注射過程更
加流暢，民眾豎起大拇指讚揚：「最棒的
客戶服務！」

放眼望去，車外仍是大排長龍的景象，
坐在巴士上的亞裔耆老無不感恩政府德

政、阮帆醫師及慈濟團隊的貼心安排。當
大功告成之際，感恩又感動的民眾忍不住
熱情擁抱志工！相約三週後再相見，屆時
仍通過同樣的流程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

第一次「登巴士、種疫苗」的行動圓
滿結束，政府單位也非常滿意；上午 10 點
開車，中午 12 點 30 分返回中國城，短短
兩個半小時就辦好了一件大事，法喜充滿
的志工互相讚歎，並期待下次會更好！

拉斯維加斯志工在「一苗難求」的疫
情高峰期，鍥而不捨地透過種種渠道爭取
疫苗，不但為亞裔耆老爭取到疫苗，並提
供場所及變通的方法完成接種疫苗，也是
為守護社區健康打了美好的一戰。

志工接送和陪伴亞裔耆老登上巴士，
等待接種疫苗。攝影 / 林妙琪

多數，這個世界還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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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的志業推廣

志工劉維孟長期護持老人院探訪活動，
為老人家表演歌唱。圖片來源 / 林妙琪

青年鋼琴家楊芷嫣從小就喜歡參加
演出，平時也樂於參加公益演出。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志工黃快樂和老人家同樂。圖片來源 / 林妙琪

社區志工關沛倫熱情高歌。圖片來源 / 林妙琪

余碧翎和余翠翎姊妹從探訪老人院的第一場演出
就開始護持，是最忠實的班底。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太極扇戴英君老師指導。圖片來源 / 林妙琪

馮桂櫻和馮桂蓓兩姊妹才華橫溢，能歌善舞，又懂多種樂器，表演很受歡迎。圖片來源 / 林妙琪志工劉慶芬為老人家高歌。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李慧敏與她組成的歡樂歌舞團。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慈善志業
 老人院關懷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的第一個活動，由志工林妙琪承擔窗口，自 2003 年起每月一次
前往兩家老人院進行探訪及表演。（公私立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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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院關懷  | |  老人院關懷  |

感恩社區志工鄒季良在每年
聖誕節演出活動中扮聖誕老
人！現在連他的小孫女鄒寶
華都跟著一起來服務。圖片

來源 / 林妙琪

志工林妙琪擔任節目主持人兼
製作人，多年來為製作精彩節
目絞盡腦汁，但每每看到老人
們開心的笑容，頓時一切辛苦
都值得了！她也因此結交了許
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圖片來

源 / 林妙琪

慈濟的手語表演是節目中的一大特色！老人家們很欣賞手語表演。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李琳虹民樂隊的團員也經常到老人院表演，他們的演出精湛，
博得滿堂彩！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李琳虹老師指導國樂演奏。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感恩社區青少年組成的弦樂團，每年
都在聖誕節的演出活動中演奏好聽
的聖誕歌曲！這是最受歡迎的節目之
一。圖片來源 / 林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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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關懷
因為拉斯維加斯地處加州和亞利桑那州（Arizona）的交通樞紐，是大峽谷國家
公園、索諾蘭沙漠……多個美國著名觀光景點的必經之地，慈濟人除了關懷在這
條路上因車禍受傷的傷者，協助辦理不幸往生者的喪儀之外，還需長期關懷陪伴
無法出院的傷者。此外，貧富懸殊的賭城存在著許多需要被關懷的人。

法親關懷

2010 年，大峽谷車禍的家屬參觀慈濟、贈送匾額，感恩慈濟人的愛心陪伴。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疫情期間，聯絡處志工不畏疫情、小心防護、出動關懷，送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及慈濟靜思食品給居家避疫的法親。

2006 年，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居家關懷，時
任負責人的簡慈恆（中）與鄭茹菁相偕前往
探視獨居老人。攝影者 / 林克

2010 年 11 月 26 日，拉斯維加斯的四位志工冒
著風雪前往猶他州，協助車禍的傷者。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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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家暴婦幼收容所
遮蔭樹（Shade Tree）家暴婦幼收容所收容因家暴而無家可歸的婦女及兒童，志
工林妙琪在每年萬聖節都會帶領經過精心裝扮的慈濟青年團（簡稱慈青），前往
與孩子們一起過節。

慈少管弦樂團赴醫院關懷

2006 年，志工於萬聖節前往家暴
婦幼收容所與孩子們一起過節。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2012 年 12 月 25 日，慈少組成的管弦樂到拉斯維加斯大學醫療中心（UMC）為病患報佳音。
攝影 / 鄭茹菁

慈青、志工和家暴婦幼收容所的小朋
友、媽媽們都很開心！圖片來源 / 林妙琪 2012 年 12 月 25 日，慈少管弦樂團在拉斯維加斯大學醫療中心（UMC）為病患蔡哲夫演奏聖誕音樂，

慈濟人關懷陪伴，他含笑欣賞表演，並和慈濟志工說：「很好聽！」兩個禮拜後的 1 月 4 日往生。
攝影 / 鄭茹菁

2012 年 10 月 28 日，慈青和志工一起到遮蔭樹（Shade 
Tree）家暴婦幼收容所與小朋友及媽媽們共度萬聖節。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慈青和志工與家暴婦幼收容所的小朋友及
媽媽們共度萬聖節，大家都極用心地裝扮。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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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除了協助在旅途上遭遇車禍
的傷患和受難者，聯絡處志
工也組隊前往德州休士頓
（Houston, TX）、達拉斯
（Dallas, TX）救助卡崔娜颶
風（Hurricane Katrina）的受
災戶，跟來自各地的慈濟人一
起賑災。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5 年八月，卡崔娜颶風 (Hurricane Katrina) 在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 (New Orleans, Louisiana)
造成空前的災難，許多災民撤往鄰近的德州；拉斯維加斯志工簡慈恆 ( 左後一 )、岑慧意（左前一）、
郎雲霞（右後四）、譚文娟（右後五）前往德州休士頓、達拉斯賑災，深受感動的修女與志工鄭茹
菁（右前一）雙手合十說感恩。

2021 年 9 月 10 至 13 日，時任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董事長葛濟捨、執行長鄧博仁率團前來接引人醫，
募捐購買眼科大愛車，壯大義診陣容。攝影 / 鄭茹菁、Peter Simmons

醫療志業
 人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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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3 日，時任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董事長葛濟捨（左三）出席人醫會感恩茶會。

2018 年，慈濟美國人醫會總幹
事溫俊強到場鼓勵，並頒獎給
參加義診的醫師。圖片來源 / 拉斯

維加斯聯絡處

2018 年，拉斯維加斯人醫會感恩茶會。攝影 / Peter Simmons

|  人醫會  | |   免費乳房攝影  |

免費乳房攝影

2013 年，聯絡處舉辦免費乳房攝影義診。攝影 /Peter Simmons

慈濟志工林碧鳳（左）協助民眾填寫資料。攝影 /Peter Si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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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 PEE 與勸素
2020 年，新冠毅情在美國爆發，慈濟人向社區醫護人員捐贈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同時送上午齋便當勸素。

|  捐贈 PEE 與勸素  |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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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毅情嚴峻，慈濟志工於 8 月 27 日前往老城區漢德城（Henderson）
及老城區（Downtown）發放口罩及靜思食品，美味的香積麵給街友，幫助她們度
過難關。

新冠疫情之前，聯絡處每兩個月舉辦一次醫療講
座，廣邀社區人士參加，解答常見的醫療問題，
會後並共享素食午餐。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6 年醫療講座，其中包括常見的糖尿病
防治。攝影 / 鄭茹菁

2015 年 11 月 22 日，陳啟文醫師在醫療講
座中主講認識中風。攝影 / 鄭茹菁

捐贈 PEE 與靜思食品 醫療講座

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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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捐贈採樣
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不定期、不定點舉辦骨髓捐贈採樣，由志工王鼎仁承擔窗口。

兒童精進班班主任張愷倫和提供免費教
室及校園供人文學校使用的鈴木校長
（Suzuki）！非常感恩她的大力支持！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人文學校校長林妙琪和自 2016 年 9 月起開始向其租賃教室
的學校校長塔頓女士（Mrs.Taton）。圖片來源 / 林妙琪攝影 / Peter Simmons

校長林妙琪和副校長黃淑真是
最佳拍檔。圖片來源 / 林妙琪

2009 年，人文班班主任楊大蓉（右一站立
者）。攝影 / 鄭茹菁

教育志業
 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
拉斯維加斯兒童精進班成立於 2007 年九月，2009 年九月因為學生人數增多，升
格為人文班；在教育團隊的努力下，學生人數持續增加，在 2011 年八月，終於符
合規定，正式成為全美第二十二所人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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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  | |  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  |

我們有最優秀的教師
團隊。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小朋友在中秋節慶祝活動中
歡喜品嘗月餅和柚子。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上課之前，先做早操，提振精氣神。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教室裡的學生。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每班的小朋友與聖誕老人合照。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年輕志工為小朋友準備慶祝聖誕節的糖果
袋。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小朋友在聖誕節慶祝的活動中唱歌表演。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慶祝中秋節，師姑準備月餅給小朋友品嘗。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中秋節慶祝活動，慈濟青年團演出嫦娥奔月的故
事。圖片來源 / 林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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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  | |  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  |

中國年慶祝活動，小朋友穿著色彩鮮豔的中國服
裝，興高采烈迎新年！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志工們一早就到學校佈置慶祝中國年的場地，準
備給小朋友的橘子、 蘋果、幸運簽餅和福慧紅包。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母親節孝親獻花奉茶活動。圖片來源 / 林妙琪

疫情期間，改為網上上課，但仍不
忘推廣素食。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在網上推廣素食，小朋友熱烈響
應。圖片來源 / 林妙琪

《靜思語》比賽，孩子們歡喜地拿著
自己的得獎作品。圖片來源 / 林妙琪

人文學校的小朋友們每年都應邀在新春祈福活動
中表演。圖片來源 / 林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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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歡喜參加圓緣暨頒獎典禮。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推廣靜思茶道的茶道老師及團隊。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小朋友先淨手、 靜心，再坐下來細細品嘗美
味的靜思茶。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小朋友很享受靜思茶道的品茶。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才藝課中的瑜伽課程。圖片來源 / 林妙琪

象棋是才藝課中極受歡迎的課程。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戴英君老師帶領學生學習健身有益的太極扇。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慈濟志工提供最多元化的才藝課，書法可
以學習修身養性，也可以學習中文，更是
一門藝術課。圖片來源 / 林妙琪

靜思茶道中，空間的優雅佈置。
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感恩眼科醫療團隊為人文學校小朋友們做眼科義診，
家長們都很感激有這麼好的服務。圖片來源 / 林妙琪

聯絡處定期安排人文學校眼科義診，確
保孩子們的視力養護。圖片來源 / 林妙琪

|  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  | |  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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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隊與入經藏團隊
手語老師林妙琪於每週一指導學員練習，風雨無阻近二十年，2022 年入經藏的演
繹幫助學員親近佛法，愈表演愈歡喜。

入經藏團隊演繹《靈鷲山上》。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入經藏團隊演繹《佛在靈山》。圖片來源 / 林妙琪手語隊在感恩午餐中表演慈濟手語歌《老師心，菩薩心》。圖片來源 / 林妙琪

手語隊表演《青山無爭》。圖片來源 / 林妙琪 入經藏團隊演繹《開經偈》，
呈現千手觀音。圖片來源 / 林妙琪

|  手語隊與入經藏團隊  |



美國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二十週年特刊132 133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的志業推廣

社教
聯絡處先後由鄭榕娟、李慧瓊及林妙琪三位志工接棒統籌，用各種社教課程接引
更多認同慈濟的社區居民。

|  社教  |

常緣師父指導學員學習強身健體的太極操。

李慧敏老師指導學員學習健身舞。

志工鄭榕娟擔任社教班的瑜伽老師，正在指導學員練習瑜珈。

志工張素美老師指導學員練習排舞。

太極課老師沙永超在社教班中指導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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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 品書會
品書會每週在莊嚴的會所擧行，聆聽佛法和上人教誨，開放性的討論，敞開心胸
的回餽，學習盤點自己的生命價值，會後法喜滿滿，歡喜赋歸。

2011 年，證嚴上人送給靜思第一代弟子們的一份大禮，全
球同步拜讀《法譬如水》， 慈悲三昧水懺講記有上中下篇
三册，带领弟子們有系统的由每週讀書會，深入經藏，智
慧如海。拉斯維加斯會所自 2011 年 7 月 12 日起，由志工
楊大蓉開始承担第一週讀書會，至今日品書會無有間斷，
無限感恩上人，也感恩拉斯維加斯家人菩薩們共行共修，
共同成就。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電腦班要求嚴格，遲到或請假
都要罰款作為捐款護持志業。

2008 年，老師劉邦錦在電腦班指導學員硬
體操作。

志工鄭茹菁（中立者）在 2006 年開始的電腦班中為
學員講解微軟課程及操作方法。

2006 年電腦班中聚精會神學習的好學生。
志工伍燕萍常自嘲自己的廣東國語他
人很難聽懂，自三年前參加品書會，
如今分享流利，言之有法，精進不懈。 志工李慧瓊的法藏。

志工楊大蓉的財寶。

人文志業
 電腦班
自 2006 年起，聯絡處連續三年，每週一次在會所共修，由志工鄭茹菁、鄭百善、
林仁豪三姊弟聯合指導其他志工學習電腦操作，主要學習微軟辦公室（Microsoft 
Office）功能，從打字開始，到筆耕、製作海報、文宣、PPT 簡報（PowerPoin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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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日與英語見習培訓

2022 年 3 月 26 日，總會真善美志
工研習營，志工鄭茹菁擔任講師 。
攝影 / 駱淑麗

鄭茹菁在拉斯維加斯會所分享 Microsoft Office 
的功能。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11 年，志工鄭茹菁承擔隊輔，與學員相處
融洽。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7 年，慈濟志工參加鳳凰城聯絡處在鳳凰城塞多纳（Sedona, Phoenix）舉辦的精進培訓。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17 年九月，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舉辦第一次英文培訓，接引本土志工。攝影 /Terry Prucha

 真善美培訓
「真善美志工」肩負記錄慈濟故事的使命，其中大多數都是素人，也是白天要上
班，晚上在忙完家務後才開始挑燈夜戰、整理資料；聯絡處志工除了就地接引真
善美志工，也接受美國總會邀約前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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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四位精舍師父專程前來關懷指導拉斯維加斯志工。攝影 /Peter Simmons

|  精進培訓  |

精進培訓
2019 年 12 月，四位慈濟靜思精舍的師父專程前來關懷指導慈濟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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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推廣
人文推廣團隊在拉斯維加斯各社區的園遊會中組織攤位，推廣慈濟的竹筒歲月及
靜思文物、環保產品等。

志工張瓊芳（左）在 2011 年新春園遊會中，
接受民眾的竹筒回娘家及現場捐款。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13 年 3 月，《靜思語》進駐拉斯維加斯的酒店，北加州慈濟分會志工楊聰明前來助緣。攝影 / 鄭茹菁

志工團隊在 2006 年中國城新春園遊會
推廣素食。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志工柯淑梅在 2011 年新
春園遊會介紹環保產品。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志工謝美容（左）在 2011 年新春園遊會講述慈
濟竹筒歲月的故事。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13 年 3 月，《靜思語》進駐拉斯維加斯的酒店，志工沿路推廣、廣結善緣。攝影 / 鄭茹菁

|  人文推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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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台灣作家林幸惠（右）赴拉斯維加斯
推廣新書，與志工張瓊芳（左）、黃寶珍（右）
一起合影。攝影 /Peter Simmons

人文推廣幹事張瓊芳（前右）帶隊參加中國城園
遊會推廣慈濟書籍，人文學校林妙琪校長（著清
裝者）到場助陣。攝影 /Peter Simmons

2014 年新春祈福，志工嚴新協助竹筒回娘家。
攝影 /Michael Lenford

2016 年，時任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負責人的楊
大蓉（後排右二）帶隊參加中國城園遊會推廣
慈濟書籍。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  人文推廣  |

素食比賽
2011 年，聯絡處志工為配合全球「蔬
果護照」、提倡素食和「環保愛地球，
齋戒積福德」行動，時任活動組幹事
楊大蓉希望能擧辦活潑，又能吸引會
眾的活動，因而設計了素食烹飪比赛。
参賽食物依色，香，味三项計分，裁判
皆是本市大厨或是有多年烹飪經驗的
専業人士擔任。参賽者和其團隊有三分

第五届（2019 年）素食比賽的烹飪組冠軍馬秀菊
（右一），勸素口號獎林妙琪（右三），烹飪組亞
軍謝麗珠（左一），烹飪組季軍李菊卿（左三）。
攝影 / 鄭茹菁

2014 年，比賽氣氛熱烈，参賽者無不使出渾身解數，除了表現菜
肴色香味、擺盤，桌面設計，還要有響亮的隊呼。攝影 / 鄭茹菁

第四届（2014 年）素食比賽的優勝得獎者
一起合影。攝影 / 鄭茹菁

素食比賽活動總協調志工
楊大蓉。圖片來源 / 林妙琪 

鐘時間上台介绍自己的作品，並有隊呼
展現團隊精神，也在評分考量之内。

现場並設有「人氣獎」，來賓人人都有
一票，選出心中最愛；台上台下互動熱
烈，全場參與。同日還有勸素中英文口
號 比賽，藉此希望提升大家對生命的尊
重和健康素食的正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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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素食比賽冠軍鄔世豪是一位畫家，後面是他的傑作。
攝影 / 鄭茹菁

志工林妙琪在 2012 年素食比
賽中獲得素食口號冠軍，她是
永遠的冠軍。攝影 / 鄭茹菁

攝影 / 鄭茹菁

2013 年 9 月 13 日，素食比賽從未缺席的賭場
宴會大廚恩里克·卡布雷拉（Enrique Cabrera）
（右），除擔任評審之外，並表演蔬菜雕刻。
攝影 / 鄭茹菁2011 年 9 月 25 日，世界日報頭版刊

登聯絡處素食比賽的新聞。攝影 / 鄭茹菁

|  素食比賽  |

賭城清蓮
2008 年，大峽谷車禍往生者（獨生子女）遺留一雙父母，生活陷入艱難，志工鄭茹
菁邀約曾任編輯的父親為拉斯維加斯編輯月刊《賭城清蓮》，自費支付編輯費，直
到父母兩人都順利支領退休金，前後達四年之久，共完成 50 期《賭城清蓮》。期間，
鄭茹菁曾先後於 2012 年、2016 年兩度前往中國探視，至今仍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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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賑災
岑慧意、黃健良、鄭茹菁等三位真善美志工多次前往災難地或慈善關懷國度做報導；
張愷倫及胡鳳嬌也曾前往墨西哥參加發放及浴佛節活動。

志工岑慧意
自 2005 年起，志工岑慧意曾
先後赴斯里蘭卡、南非、海地、
玻利維亞、墨西哥等第參加國
際賑災。

2019 年 1 月 24 日，海地拉
薩琳綜合學校（OPEPB，La 
Saline）學校捐赠典禮中歡喜
的孩子們。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

絡處

志工黃健良

自 2010 年起，志工黃健良先
後赴南非、海地、玻利維亞、
墨西哥等地參加國際賑災。

2018 年 6 月 1 日，慈濟關懷
團隊到海地太子港太陽城關
懷，在學生住家鐵皮屋區做家
訪。攝影 / 岑慧意

志工胡鳳嬌

志工胡鳳嬌赴墨西哥參加慈
濟團隊的慈善關懷行動。

2011 年，志工胡鳳嬌（左三）
赴墨西哥參加當地舉行的浴
佛典禮。攝影 / 鄭茹菁

志工張愷倫

2011 年，志工張愷倫前往墨西哥參加慈善關懷
和浴佛典禮。

志工張愷倫（右二）於墨西哥災區發放救災物資。
攝影 / 岑慧意

志工鄭茹菁

自 2003 年起，志工鄭茹菁先後赴薩爾瓦多、墨西
哥、宏都拉斯、厄瓜多等參加國際賑災。

志工鄭茹菁於 2011 年赴墨西哥參加慈善關懷團隊。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  國際賑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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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愛地球
2009 年，拉斯維加斯慈濟志工在頂好超市外設置推廣攤位回收寶特瓶，從此開啟
環保愛地球行動，並向社區推廣，攜手社區志工，透過文宣、推廣活動、教育等方
式，促進社區居民的環保意識，支持並參與垃圾回收、維護公共場所清潔等行動，
共同創造美好的生態環境，還給地球一片淨土。

密德湖淨灘活動

 會所內的回收及分類
拉斯維加斯志工每週一次，邀約來自社區的環保志工赴會所進行垃圾回收和分類。

聯絡處由志工泰瑞·普魯查（Terry Prucha）及趙甫錡承擔窗口，每月一次前往慈濟認領的密德湖沙
灘進行淨灘及撿拾垃的工作。攝影 /Terry Prucha

拉斯維加斯環保志工合影。攝影 /Terry Prucha

志工顧正凱正在綑綁回收的瓶瓶罐罐，非常壯觀。攝影 /Terry Pru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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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內的垃圾回收和分類規模不小，全靠慈濟志工和社區志工合力完成。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攝影 / 鄭茹菁

慈濟青年團前往紅岩谷撿拾垃圾、回收物資，由慈青趙敏（前排左四）領隊，志工
們一同前往協助。

2013 年，林秀英爬高尋寶，是名符其實的
女超人。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  會所內的回收及分類  |

 社區公園
志工林秀英、林碧鳳每天清晨出發前往社區公園，收集民眾活動過後丟了一地的瓶
瓶罐罐，維護公園綠地的清淨無染。

 地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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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室外浴佛
2014 年浴佛節，聯絡處首度走出去，在社區公園舉行第一場室外浴佛，廣邀社區
人士參加。在此之前，都在室內舉辦浴佛節活動。

 新年遊行
2016 年，時任負責人的楊大蓉（後排左二）領隊參加社區舉辦的中國新年遊行 , 由
張愷倫掌旗，志工團隊於遊行後向社區介紹慈濟，讓更多的人認識慈濟，成為慈濟
大家庭的一員。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聯絡處志工參加 2016 年拉斯維加斯
老城區的新年遊行 , 向民眾介紹慈濟
和竹筒歲月。攝影 / 鄭茹菁

志工林秀英（中）向路人介紹慈濟。
攝影 / 鄭茹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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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0 日，拉斯維加斯
聯絡處獲頒無名英雄獎。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19 年，警長頒獎鼓勵社區慈善團體，志工組
隊前往領獎。

2019 農曆年，拉斯維加斯同源會（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頒發「把愛傳出去」
（ Pay it forwards），幫助街友重返社會。

2019 年，警長鼓勵社區慈善團體的現場，電視
螢幕正在播放慈濟牙科義診的故事。

2019 年，拉斯維加斯
警長頒獎鼓勵社區慈
善團體，克拉克郡拘
留所（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監
獄警官感謝志工張愷倫
（右）、鄭茹菁（左）
赴監獄傳佛法。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榮譽獎章
一路走來，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獲得來自社區的肯定與表揚，也接引了許多本土
志工同行菩薩道。

|  榮譽獎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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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獎章  |

2020 年 2 月 7 日，聯絡處在拉斯維加斯亞洲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慶祝中國新年
的晚會中，獲頒年度社區服務獎（Best Community Service），此後又在 2022 年再次獲得嘉獎。

2002 年至 2003 年成立之初，尚無會所的拉斯維加斯慈濟人在西撒哈拉圖書館（Sahara West 
Library）舉辦活動。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6 年底，會所付之一炬，志工在負責人陳淑婉家開會討論後續事宜。

  歷史圖片
許許多多的第一次，都是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成長的重要時刻，記錄著每一個階
段，以及志工們的付出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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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老城區失火，低收入戶流離失所，志工團隊主動聯絡主流社區，提供急難救助。攝影 / 鄭茹菁

2006 年，內華達州府宣布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為慈濟日。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6 年四月，慈濟志工第一次前往老城區做熱食發放。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6 年，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左五）專程赴
賭城陪伴志工尋找新會所，很多志工在下班後直
接趕去會合。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6 年，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成立合唱團，由
志工林克擔任指揮。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4 年 1 月 4 日，拉斯維加斯慈濟人第一次為
往生大德主持告別式及助念。攝影 / 劉宇量

2005 年，第一次在社區舉辦流感疫苗注射。攝影 / 鄭茹菁

2004 年 3 月 30 日，拉斯維加斯聯絡點晉升為聯
絡處。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6 年，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的第一任負責人陳淑婉。
攝影 / 鄭茹菁

|  歷史圖片  | |  歷史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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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時任慈濟美
國總會執行長的葛濟
捨及志工孫慈喜蒞臨
新會所祝賀。

2007 年 11 月，聯絡處在希爾頓
飯店舉辦愛心宴。

2006 年底，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租用的
會所慘遭祝融。攝影 / 簡慈恆

2006 年底，由於租用的會所慘遭祝融，志工借用林聰海大德的建材行作為臨時會所，開會討論後續
的處理。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7 年，慈濟志工返台請求上人祝福。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7 年入厝，時任負責人
的簡慈恆打開新會所大門。 2011 年，志工組團前往南加州參加慈濟美國總會水懺演繹。

2011 年，聯絡處為慈濟青年團畢
業生陳立心（Kelly Chen）及趙敏
（Angela Chiao, 右）舉辦愛灑與
祝福溫馨活動。攝影 / 鄭茹菁

2006 年底，慈濟志工到會所的火災現場等候救援。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  歷史圖片  | |  歷史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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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週年慶
2012 年，時任負責人的張愷倫領隊在法明哥圖書館（Flamingo Library）舉辦十
週年慶，邀請大愛之星及總會團隊前來演出。

  五週年慶
2007 年，時任負責人的簡慈恆領隊在拉斯維加斯希爾頓酒店舉辦五週年募款愛心
宴，為新購的會所募款五十萬美元。

慶祝十週年的演出精彩、賀客盈門、熱鬧圓滿。攝影 /Terry Prucha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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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4 日，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舉辦十週年慶。攝影 / 岑慧意 從慈濟會所出發的藍天白雲，勤行菩薩道。攝影 /Terry Prucha

|  十週年慶  |

  十五週年慶
2017 年，美國內憂外患，內有哈維颶風（Hurricane Harvey），外有墨西哥大地
震，美國慈濟志工忙於救災，因此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沒有舉辦慶祝十五週年的活動，
志工們一起合影留念，互相鼓勵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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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遷的法親
遠行的法親，無論身在何處，都在繼續行菩薩道，與地球村的人們分享拉斯維加斯
的故事。

  逝去的菩薩
時光荏苒，祈願圓滿今生的菩薩仍在天上看顧拉斯維加斯的志業，感恩您們在過去
歲月的付出。

2011 年，Back to school 活動，志工羅存瑛與家長
及學生互動。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9 年，沈滄（左）參
加 88 水災街頭募款。
攝影 / 鄭茹菁

2011 年 4 月 3 日，拉斯
維加斯第一任攝影志工劉
宇量（中）參加鑑真大和
尚公演，左為妻子伍月
桂，右為王慈倫。攝影 /

Terry Prucha

2010 年，志工鄭林玉花（中）
捐出紅寶石項鍊義賣，那是她
與鄭伯伯的定情之物，時任負
責人的張愷倫非常慈悲，認購
後回贈鄭媽媽。攝影 / 鄭茹菁

2016 年 10 月 30 日，林蘭香（右）參加牙科義診，與
志工陳秀惠一起承擔消毒任務。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志工陳振和代表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赴慈
濟美國總會承擔一星期的福田志工。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09 年，志工許忠仁在新春祈福節目
中分享。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22 年 4 月 14 日，志工們為遷返馬來西亞的志工胡鳳嬌（後排右四）送行。
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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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素食比賽，李勤
奎與妻子楊吉香觀賞素食
比賽作品。攝影 / 鄭茹菁

2015 年，志工為新志工阮春
炎（Frank D Nguyen）按摩
穴位。攝影 /Michael Lenford

2019 年，志工李慧瓊
（左）與鄭茹菁（右）送
書去監獄，因為老城區停
車困難，邦妮牧師總是推
著小推車在路邊接書；而
今，她已於 2022 年 8 月
5 日往生，讓慈濟志工們
留下無限哀思。圖片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2011 年 4 月 3 日，顧惕
時（左）與妻子楊嘉龍參
加鑑真大和尚公演。
攝影 /Terry Prucha

2012 年，志工宰林寶為
「沙漠之友」做冬令發
放。攝影 /Michael Lenford

2011 年 11 月 28 日， 環
保老菩薩 Horald 93 歲生
日，志工為他慶生。圖片

來源 /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  逝去的菩薩  | |  逝去的菩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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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1 月 19 日成立，從第一顆種子劉清梅、林秋蘭、梁雲屏等菩薩
開始推動、成長，至今共有 54 位委員及九位慈誠。

1996-2002 年
1996-11-3 拉斯維加斯首次茶會。
2002-5-15 總會蔡慈璽師姊等前來舉辦茶會，借用盧柏嶺會計師事務所辦
 公室作為籌備辦公室。
2002-6-26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首次舉辦志工培訓課程，並於當晚舉行「愛
 灑人間」活動，美國總會志工特地自洛杉磯前往支援。
2002-7-24 第一次會員及志工聯誼會。
2002-11-19 成立拉斯維加斯聯絡點。時任美國總會執行長曹惟宗、數十位
 志工及 200 位護持慈濟的大德發願成立，並獲得上人的祝福，
 推舉陳淑婉為負責人，借用大德林秀華房地產公司辦公室作為
 臨時會所。

2003 年
2003-1-22 2003 年新春祈福會。
2003-2-9 開始第一次老人院探訪活動，第一家服務的老人院是 Heritage 
 Springs Assisted Living。
2003-3-19 第一次愛心宴在中國城商場舉行。
2003-8-27 人醫會籌備。

2004 年
2004-2-8 2004 年新春祈福會。
 人醫會成立。
 第二任負責人高翠玲師姊就任。
2004-3-30 晉升聯絡處。

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二十年
大事記

撰文：鄭茹菁

2004-11-25 15 號公路發生重大車禍，首次自力更生，關懷陪伴傷者。

2005 年
2005-2-26 2005 年新春祈福會。
2005-11-23 第三任負責人陳淑婉師姊就任。

2006 年
2006-3-12 2006 年新春祈福會。
2006-4-1 舉辦 2006 年首場車庫義賣會，台灣僑胞捐贈 2,000 件「愛心衣」
 贊助義賣，最後拍賣剩餘物資轉贈婦幼收容所，嘉惠遊民。
2006-4-12 定期為「沙漠之友」基金會（Friends in the Desert 
 Foundation, Inc.）街友熱食發放（當時計畫每季一次熱食
 發放）。
2006-9-2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持續關懷「卡崔娜颶風」災民，參與由「愛
 心團（Corp. of Compassion）」發起的「校園愛心背包發放計
 畫」，認養約翰 • 派克小學（John S. Park Elementary 
 School）82 名學生，每週前往發放二天食物份量的愛心背包，
 讓弱勢家庭的孩子在週末得以溫飽；9 月 29 日進行第一次發放。
2006-10 拉斯維加斯人文電腦班開班，邀約志工學習真善美記錄的工作。
2006-12-10 承租會所遭祝融之災。

2007 年
2007-3-18 2007 年新春祈福會。
2007-3-25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祝融災後重啟新頁，新會所舉行啟用典禮；
 並於 4 月 6 日、14 日分別舉辦第二、三次義賣募款，用以支付
 新會所購屋費用。
2007-4-17 拉斯維加斯慈濟志工配合愛心的足科醫師，為盲友們洗腳、泡
 軟趾甲，好讓醫生修剪的工作更為容易，也使盲友們的足部更
 健康舒適。
2007-5-13 舉行浴佛典禮。
2007-8 拉斯維加斯兒童精進班成立，第一班 15 位學生報名上課。
2007-10-1 第四任負責人簡慈恆師姊就任。
2007-11-18 五週年慶，第二屆愛心宴在希爾頓酒店舉行。
2007-12-26 拉斯維加斯人文電腦班圓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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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2008-3-2 2008 年新春祈福會。
2008-5-18 舉行浴佛典禮。
2008-5-25 大峽谷重大車禍，陪伴兩位來自中國的貧困留學生處理後事。

2009 年
2009-1-30 大峽谷重大車禍，拉斯維加斯志工團隊展開長達四個月的關懷陪伴。
2009-2-1 2009 年新春祈福會。
2009-2-9 慈濟環保列車向社區收集環保物資。
2009-4-19 成立拉斯維加斯筆耕隊。
2009-5-1 發行《賭城清蓮》#1，第一集。
2009-9-1 拉斯維加斯兒童精進班人數增加，進階為人文班。

2010 年
2010-1-1 第五任負責人張愷倫師兄就任。
2010-6-27 美國洛杉磯、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三地慈濟志工組成第五梯
 墨西哥關懷團，跨國來到墨西哥市及里昂市，培訓當地志工，
 並合力發放物資給 286 戶貧困家庭。
2010-11-26 四位志工組隊前往猶他州，協助台灣父子車禍往生的不幸事故。
2010-12-29 自 2006 年起，關懷「沙漠之友」基金會的街友，是日在漢德森市
 （Henderson）的聖迪摩斯教堂供應熱食，81 位街友享用晚餐。

2011 年
2011-2-27 拉斯維加斯慈濟志工每年造訪 Acacia Springs 養老院，關懷長
 者；是日志工帶來國樂、小提琴、台灣原住民舞蹈等表演，並
 展示環保毛毯，倡導環保。
2011-3-17 拉斯維加斯志工及慈濟青年團等一行 38 人，前往米德湖國家公
 園（Lake Mead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政府湖岸
 （Government Wash）進行打掃。
2011-3-18 美國洛杉磯、爾灣、聖迪瑪斯人文學校及拉斯維加斯慈濟人文
 班，第六年舉辦教師精進日活動，逾 100 位教師參與；並自當
 年起調整活動日期，從暑假改為每年三月的第三個星期舉辦。

2011-4-7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為期兩天的美西慈青輔導培訓營，學員來自
 亞特蘭大、 波士頓、拉斯維加斯及新澤西等地，逾 170 人參與。
2011-4-12 志工來到拉斯維加斯「盲人中心」，為盲友擦洗手腳、修剪指甲，
 並舉辦慶生會、歌唱表演，給予關懷。
2011-4-20 慈濟美國總會慈善發展組副組長黃濟明、志工黃慈瑛夫婦，前
 往拉斯維加斯聯絡處交流慈善會務，並了解當地的幸福校園
 計畫。
2011-5-3 拉斯維加斯幸福校園計畫，慈濟志工於約翰 • 派克小學舉辦感
 恩餐會，感恩學校給予付出機會，並與師生分享慈濟志業及
 人文。
2011-5-6 拉斯維加斯慈濟志工前往 Heritage Springs 老人院關懷，並送
 上康乃馨，提前慶祝母親節；長者慷慨響應竹筒歲月，投入善款。
2011-5-8 美國宗教團體聯盟（Interfaith Council）一行 25 人參訪拉斯維
 加斯聯絡處，了解佛教精神與慈濟志業。
2011-5-12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文班舉辦孝親活動，80 位小朋友完成插花作
 品，向父母獻花奉茶。
2011-5-18 拉斯維加斯慈濟志工受邀參與約翰 • 派克小學嘉年華會，設攤
 展示大愛感恩科技環保產品，宣導環保理念。
2011-6-4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文班是日圓緣，除頒獎品學兼優的學生外，
 並舉辦趣味競賽，融洽親子感情。
2011-7-12 拉斯維加斯第一次讀書會開始，共修《水懺》。
2011-7-31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展開為期八堂的見習委員培訓課程，介紹四
 大志業、八大法印等精神理念，首次共 12 位學員參與。
2011-8-3 拉斯維加斯志工每週三例行前往「盲人中心」關懷，發放午餐
 熱食；是日動員九位志工，服務 49 位盲友；並舉辦慶生會，為
 六位盲友慶生。
2011-8-20 拉斯維加斯志工參與內華達青年聯盟組織，為弱勢家庭舉辦學
 前園遊會，宣導環保回收，並以「五元的力量」理念，鼓勵民
 眾發揮助人的良能。
2011-8-28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開設全美第 22 所慈濟人文學校，28 日舉辦
 首屆學前說明會，29 位新生註冊，全校學生共 77 人。
2011-9-10 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成立，正式招生開學。
2011-9-11 協助賭城主流社會進行肝炎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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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25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首次舉辦素食烹飪比賽，藉此推廣齋戒及「五
 元的力量」，邀請民眾一起行善護地球，共有 126 人參與。
2011-10-5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與拉斯維加斯亞洲商會，分別於 10 月 5 日、
 12 日及 11 月 9 日、30 日合辦 B 型肝炎篩檢；南內華達州衛生
 局於 10 月 30 日指派護士前來注射流感疫苗，共計嘉惠 155
 人次。
2011-10-15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認養清掃米德湖國家公園（Lake Mead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休閒區的政府湖岸（Government 
 Wash），是日展開首次打掃活動。
2011-12-4 參加「拉斯維加斯搖滾樂馬拉松」活動，為選手提供飲水。
2011-12-11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偕同慈濟青年團、李琳虹民樂團，前往
 Heritage Springs Assisted Living 和 Torrey Pines Care Center
 兩所老人院，舉辦聖誕派對，與 160 位長者共度佳節。

2012 年
2012-3-7 例行前往「盲人中心」關懷，發放午餐熱食，會後獲得盲友及
 中心職員捐助善款。
2012-5-20 美國拉斯維加斯慈濟人醫會結合多個醫療、慈善團體，在慈濟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舉辦第一次「健康日（Health Fair）」活動，
 提供 B 型肝炎篩檢、中西醫診療與諮詢等服務，嘉惠 213 位亞
 裔人士。
2012-8 「萬蕊心蓮」啟動，志工學習編做蓮花。
2012-9-15 贈送《靜思語》予醫療團體。
2012-10-24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成立 10 週年，舉辦感恩音樂會；眾
 議員雪莉 • 伯克利（Shelly Berkley）派代表出席頒獎，肯定
 慈濟人的付出；「盲人中心」盲友前來獻唱，表達感恩。

2013 年
2013-2-9 慈濟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舉辦迎新春活動，節目包括國樂表演、
 童詩朗誦、寫春聯及剪紙等，並備有素食年菜，七班共 110 位
 學員參加。

2013-3-17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 2013 年美西慈濟人文學校教師精進日，來自
 洛杉磯、聖迪瑪斯、爾灣、拉斯維加斯四所人文學校及聖地牙
 哥兒童精進班的教師、愛心媽媽、行政人員，共 91 人參加，切
 磋教學技巧。
2013-4-28 美國拉斯維加斯慈濟人醫會結合當地醫療及慈善團體，在聯絡
 處舉辦第三次「健康日」，為低收入或無保險的民眾提供 B 肝
 疫苗注射、愛滋病毒篩檢、大腸癌篩檢等服務，共嘉惠 151 人。
2013-5-7 美國拉斯維加斯幸福校園計畫，慈濟志工分別於 5 月 7 日、
 5 月 8 日一連兩天在約翰 • 派克小學及西南中學（Southwest
 Behavior School）舉辦素食午餐會，感恩老師們的付出。
2013-6-1 發行《賭城清蓮》#50，最後一集。
2013-7-19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參與克拉克郡監獄贈書計畫，不定
 期贈予書刊供受刑人閱讀。
2013-10-11 美國拉斯維加斯慈濟人醫會偕同多個醫療及慈善團體，舉辦第
 四次「健康日」活動，為低收入或無保險的民眾提供免費流感
 疫苗注射、子宮頸癌篩檢，並協助民眾申請食物券及健保費、
 醫療補助等服務，共嘉惠 754 人次。

2014 年
2014-4-12 第一批美國總會及拉斯維加斯志工完成監獄培訓。
2014-5-11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為推廣佛教，將浴佛典禮場地從往年的會所，
 改至沙漠和風社區公園（Desert Breeze Park）舉行，參與志工
 及民眾共 212 人。
2014-8-9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舉辦心肺復甦術暨急救包紮課程，由美國總
 會心肺復甦講師團隊張恭逢、鍾順生、楊湛強與楊婉娟授課，
 參與志工及居民共 36 人。
2014-8-21 慈濟美國總會推動「靜思語入監獄」輔導專案，是日志工首次
 前往拉斯維加斯克拉克郡北谷拘留所（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 North Valley Complex；又稱北谷監獄）授課，自此每
 月一次定期入監關懷。
2014-12-7 人醫會醫師丁大衛提供的診所場地，首次舉辦義診，服務法親
 37 人，同時讓慈濟志工從義診過程中累積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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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6 拉斯維加斯志工於「盲人中心」進行冬令發放，贈送盲友保暖
 的毛毯、手套、襪子，並提供熱食和舉辦慶生會。
2014-12-27 啟動志工「入人群」行動。

2015 年
2015-2-15 入監獄，傳佛法（每月一次，常規舉辦），拉斯維加斯志工每
 月定期於北谷監獄舉辦《靜思語》讀書會，因獄友報名踴躍，
 經所方與慈濟志工協商後，有時得分為三班上課。
2015-4-12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首次舉辦牙科義診，是日由天主教慈善之家
 （Catholic Charities Center）提供場地，共嘉惠 76 位街友。
2015-10-25 在天主教慈善之家舉辦第二次牙科義診。
2015-11-4 拉斯維加斯志工第 10 年與「沙漠之友」基金會合辦冬令發放，
 是日於漢德森市聖迪摩斯教堂為街友提供熱食及禦寒用品。

2016 年
2016-1-1 第六任負責人楊大蓉師姊就任。
2016-1-17 美國慈濟志工原於北谷監獄定期舉辦《靜思語》讀書會，因部
 分獄友移往其他監所，遂自是日起轉往克拉克郡賭城中心大道
 拘留所（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 Casino Center Blvd 
 Complex）舉辦，入監獄，傳佛法 （每月一次，常規舉行。）
2016-2-23 拉斯維加斯志工團隊於中國新年赴老城區遊行、宣導志業。
2016-5-7 慈濟拉斯維加斯人文學校舉行孝親典禮，219 位學員依序向父
 母或祖父母獻花、奉茶，感恩雙親栽培。
2016-10-30 慈濟美國總會與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合作於拉斯維加斯救世軍活
 動中心舉辦 2016 年下半年度牙科義診的場地移往救世軍的活動
 中心舉辦，共有 101 人接受診療，志工開始在現場安排衣物發
 放及義剪。
2016-11-1 慈濟道侶叢書出版拉斯維加斯監獄故事《當西方大哥遇見東方
 佛法》，美國總會及拉斯維加斯志工合力撰稿成書。
2016-11-19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與「沙漠之友」基金會合辦冬令發
 放，是日於漢德森市聖迪摩斯教堂為街友提供熱食及禦寒用品，
 共幫助 69 人。

2017 年
2017-5-27~28 總會急難救助合心組員關懐拉斯維加斯，並擧辦 CPR 急救教學
 和志工認證，推廣福慧桌椅、福慧床及緊急逃生桶。
2017-4-24 大愛台蕭總監來訪。
2017-3-25~27 幸福人生列車進站拉斯維加斯，带來陳珮滢講師和林幸惠講師
 的講座和簽書會。
2017-4-27 「盲人中心」新大樓破土典禮，慈濟團隊受邀参加，由楊大蓉、
 李慧瓊、張愷倫、林濟克代表出席。
2017-5-20 首度在監獄舉辦浴佛典禮，獄友深受感動、行禮如儀。
2017-7-26 9 位志工専車到總會學習如何消毒和整理牙科義診器材
2017-9 第一次英文見習培訓課程開始，由 Terry Prucha 策劃課程和担
 任講師上課。
2017-9-2~4 志工團隊為德州哈維風災及水患災民街頭募款。
2017-10-1 Mandalay Bay 發生槍擊事件， 酒店住客開槍向音樂會觀眾掃
 射，造成 58 人喪生、500 多人受傷的慘案。拉斯維加斯志工配
 合 VOAD 共同安定社區，致送毛毯和慰問陪伴家属。

2018 年
2018-1-1 第七任負責人張愷倫師兄就任
2018-8-1 在拉斯維加斯志工鄭茹菁的主導下，慈濟人文志業出版全美監
 獄故事《當西方大哥遇見東方佛法》英文版《Beacon in the 
 Dark》。
2018-10-14 在 Rio Casino Hotel 參與社區健康日活動，丁大衛醫師護持，4
 位志工幫忙，當天篩檢 20 位會眾。
2018-10-28 舉辦社區醫療講座，主題為大出血緊急處理，由 UMC 創傷中心
 護士主導並練習，共計 40 位會眾參加。

2019 年
2019-2-10 舉辦人醫感恩荼會
2019-4-6 大愛台一行七位同仁拜訪會所，並舉行温馨座談。
2019-4-25 急難救助團隊收集二手衣物及毛毯等生活日用品送往 Wellcare 
 Service， 由於災民身份特殊，所以請他們代收，再轉交災民。
2019-5-27 舊金山僑教中心閻樹榮主任到會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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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6 拉斯維加斯警長頒發社區服務獎予慈濟。
2019-8-25 素食烹飪比賽。
2019-9-29 在救世軍活動中心舉辦首次眼科義診，嘉惠 24 人。
2019-10-27 醫療講座：李元芬介紹老人醫療保險制度。
2019-11-3 中華民國僑委會呂元榮副委員長及舊金山華僑文教中心閻樹榮
 主任到會所參訪。
2019-12-10 台灣四位精舍師父與本會關懷團前來關懷拉斯維加斯會所。

2020 年
2020-1-1 第八任負責人楊大蓉師姊就任。
2020-2-23 舉辦 COVID-19 醫療講座。
2020-2-27 亞洲商會頒發年度最佳社區服務團體獎。
2020-3-19 因疫情肆虐，拉斯維加斯和美國總會同步暫停會所對外開放；
 内華達州政府下令關閉公立學校校園，慈濟志工暫停校園活動。
2020-3-21 漫天風雪直擊查爾斯頓山（Mount Charleston） Westcare 戒
 毒中心，造成無預警停電，慈濟緊急發放毛毯禦寒。
2020-3-30 慈濟在社區發放口罩予有需要的民眾。
2020-4-1 疫情肆虐，獄方暫停宗教課程。
2020-4-6 捐贈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簡稱
 PPE）予阮帆牙醫師及其團隊。
2020-4-16 赴 North Vista Hospital 捐贈 PPE。
2020-4-17 赴 Health Partner、Las Vegas Neurology、Selected 
 Therapy、中山診所捐贈 PPE。
2020-4-21 赴 Centennial Hill Hospital、Mountainview Hospital、VA 
 Hospital 捐贈 PPE。
2020-4-24 赴克拉克郡收容所（監獄）捐贈 PPE 給獄友；赴 Dr. Valdes 診
 所捐贈 PPE。
2020-4-26 赴 Dr. Karen Hsueh、Dr. Neal Marek、Dr. Pamela Nyon 診所
 捐贈 PPE。
2020-4-27 赴丁大衛醫師診所捐贈 PPE。
2020-4-30 赴克拉克郡收容所（監獄）捐贈 PPE 給警官及獄友；赴救世軍
 活動中心發放口罩；赴 VMSN Free Clinic 捐贈口罩。
2020-5-1 接受內華達州政府徵招捐贈 PPE。

2020-5-6 赴 North Vista Hospital、Dr. Esther Tan 診所捐贈 PPE。
2020-5-7 赴克拉克郡收容所（監獄）捐贈 PPE 給護士；赴 VA Hospital、
 Centennial Hill Hospital 捐贈 PPE。
2020-5-8 赴 Valley Hospital、Mountainview Hospital、Summerlin 
 Hospital、VMSN Free Clinic、Las Vegas Neurology、
 Significance Dental、Selected Therapy、Sunrise Dental
 捐贈 PPE。
2020-5-13 赴救世軍發放 PPE；赴 Desert Radiology 捐贈 PPE。
2020-5-17 赴 Nevada Foot 診所捐贈 PPE。
2020-5-18 赴 Dr. Julie Wu 診所捐贈 PPE；赴 VA Hospital 捐贈 PPE。
2020-5-19 赴丁大衛牙醫機構捐贈 PPE 及勸素。
2020-5-22 赴老城區發放 PPE 予街友；赴 Dr. Matt Morgan 診所捐贈
 PPE。
2020-6-5 赴 Dr. Esther Tan 診所捐贈 PPE。
2020-6-14 赴 Avalon Dental、Precious Dental、Icon Dental、Columbia 
 Dental、Red Roch Rich Dental、Skyline Dental、Town & 
 Country Dental、Dedicated Dental、Dr. Alien Huang、Dr. 
 Ann Pham、Dr. Hien Nguyen、Dr. John During、Dr. Joseph 
 Wineman、Dr. Karen Tran、Dr. Steve Nguyen、Dr. Victoria 
 Chen 診所捐贈 PPE。
2020-6-16 赴 Canyon Oral & Facial Surgeon、Dr. Venna Truong 診所捐
 贈 PPE。
2020-6-26 赴 VA Hospital 捐贈 PPE。
2020-6-28 赴老城區發放 PPE 及香積麵予街友；赴 All Smiles Dental、
 Avalon Dental、All Smiles Dental、Columbia Dental、
 Dedicated Dental、Country & Town Dental、H & M Dental、
 Icon Dental、Lakeview Dental、Phantastic Dental、
 Precious Dental、Red Rock Kids Dental、Skyline Dental、
 Dr. Ann Pham、Dr. Joseph Wineman 診所捐贈 PPE。
2020-7-17 赴拉斯維加斯救世軍發放口罩。
2020-7-24 赴 Canyon Oral & Facial Surgeon 捐贈 PPE 及勸素。
2020-8-7 赴「沙漠之友」發放口罩。
2020-8-9 赴 Dr. Esther Tan 診所捐贈 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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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10 赴 Las Vegas Rescue Mission 發放口罩。
2020-8-24 聯邦調查局探員（FBI）前來會所演講，楊大蓉擔任翻譯，指導
 社區大德遇到槍擊事件時的應對逃生之道。
2020-9-11 赴 Las Vegas Rescue Mission 發放口罩。
2020-9-26 赴「沙漠之友」發放 PPE 及香積麵。

2021 年
2021-2-7 慈濟會所為亞裔耆老接種疫苗。
2021-3-6 慈濟人登賭城巴士專車載送亞裔接種疫苗。
2021-3-7 慈濟會所為亞裔耆老接種疫苗。
2021-4-14 慈濟會所為亞裔耆老接種疫苗。
2021-5-24 志工楊大蓉、鄭茹菁受邦妮牧師之託，赴監獄開導心情低落的
 獄友。
2021-6 來自慈濟醫療基金會大德捐贈的洗手液在拉斯維加斯社區全面
 發放。
2021-9-10~13 人醫感恩茶會募心募款。
2021-9-23 第一次接受北拉斯維加斯市政府邀约，協辦「遊民社區流動發
 放日」（Pop-Up Event）。
2021-10-9 人文學校推動静思茶道。
2021-10-29 志工舉辦素食及物件義賣。
2021-11-7 拉斯維加斯眼科義診法親關懷日。
2021-12-5 在北拉斯維加斯市蘭喬高中（Rancho High School）舉辦牙
 科義診，對象為低收入人士。

2022 年
2022-1-1  第九任負責人高翠玲師姊就任。
2022-2-4  亞洲商會頒發最佳社區服務團體獎。
2022-1-08 慈濟醫療基金會董事長葛濟捨及副執行長溫俊強宣布，大愛眼
 科醫療車將於 2023 年一月進駐拉斯維加斯。 
2022-1-21 志工為龍捲風災義賣，項目包括馬老師手工撲滿、素食、二手
 物品……等義賣。
2022-2-3 疫情趨緩，慈濟志工恢復辦理校園愛心背包發放，每個月一次。

2022-2-11 新春圍爐活動，發放上人的福慧紅包。 
2022-3-13 人醫感恩茶會募心募款。
2022-3-19 為人文學校的小朋友們做眼科義診。
2022-3-27 為人文學校的小朋友們做眼科義診。
2022-4-16-17 復活節週末在拉斯維加斯萬豪酒店（JW Marriott）和蘭帕特酒
 店（Rampart Casino）舉行了骨髓捐獻者註冊活動。
2022-5-01 於北拉斯維加斯公民學院（Civica Academy）進行牙科義診
2022-5-13 在 Rise Charter School 進行了骨髓捐獻配對活動。
2022-7-24 吉祥月活動圓滿。
2022-9-05 完成入經藏演繹彩排錄影。
2022-9-10 慈濟全球人醫年會。
2022-9-10 接受亞美商會（AAG）頒獎，慈濟獲最佳社區服務貢獻獎。
2022-9-13 「盲人中心」慶生會及浴佛足，馬瑞克醫師（Dr. Marek）剪腳
 趾甲。
2022-9-23 開始和 Pizza Hut-for Proteam 3 合作，發放免費素 Pizza 給低
 收入高中生。
2022-10-1 溫俊強副執行長帶 Spot Screener 到會所，用於日後眼科義診，
 並著手大愛眼科醫療車車庫的策劃。
2022-10-10 慈瑔執行長、慈發室主任、副主任來訪，引介新移民 Las Vegas 
 轉運站 Cindy Streusel 女士
2022-10-19 敦親睦鄰，到警察局發放素披薩。
2022-11-04 整理二手衣給新移民轉運站 （共 40 箱衣物鞋子）。
2022-11-10 探訪新移民轉運站。
2022-11-20 敦親睦鄰，支援亞裔團體冬令食物發放。
2022-12-07 第一次到新移民轉運站協助新移民。
2022-12-13 「盲人中心」慶生會及浴佛足以及冬令發放。
2022-12-14 Wendell Williams 小學第一次助學金發放。
2022-12-15 疫情過後，重啟「監獄傳法」之《靜思語》讀書會。
2022-12-19 志工王瑞峰引薦與熊猫集團（Panda Express）的副董事長在會
 所開會。 
2022-12-22 玩具發放給低收入兒童。
2022-12-30 與平日發 Pizza，關懷街友的 Mr. La Don 共同赴老城區進行冬
 令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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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曾慈慧
二十週年活動總召 高翠玲
人文真善美總企劃 鄭茹菁
年刊編輯 范婷、李成林
美術編輯 蘇曉玲
文字 鄭茹菁、楊大蓉、李慧瓊
圖像 Michael Lenford、Terry Prucha、Peter Simmons、
 John Teanio、岑慧意、黃健良、趙甫錡、劉宇量、鄭茹菁、
 簡慈恆、林妙琪 
校對組 李慧瓊、林妙琪、林碧桃、楊大蓉
感恩協助 范婷、葛濟捨、孫慈喜、陳玫君、譚瑞欽、簡慈恆、伍燕萍、
 吳佳芬、黃玉柳、黃寶珍、張瓊芳、廖筱玉、嚴新 

封面照片：2019 年 12 月，四位精舍師父專程前來關懷指導拉斯維加斯志工。攝影 /Peter Simmons

封底照片：拉斯維加斯慈濟人身處金碧輝煌、燈紅酒綠的罪惡之都，在上人的感召下，發願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
                       圖片來源 /unsplash @ Ameer Basheer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Las Vegas Service Center  
2590 Lindell Rd, Las Vegas, NV 89146
電話 :702-880-5552      傳真 : 702-880-5552      更多資訊 : TzuCh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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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鄭茹菁
旅美前是公立醫院檢驗師，旅美後曾任拉斯維加斯地方報社記者十年，
後轉任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賭場宴會廳主管逾二十三年。

十七歲開始投稿，作品散見各報刊雜誌，是美國中文作家協會會員。
二十五年慈濟路是她最華麗的轉身，經由多次國際賑災的洗禮，
從一個搖筆桿賺錢的小女子，長成一個賺歡喜的人文真善美志工。

鄭茹菁作品集

《美國臺灣人》(1995 幼獅文化 )
《賭城打工皇后》(2016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
《Endless Love Without Borders》(2016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 翻譯編輯 )
《當西方大哥遇見東方佛法》(2016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
《捨得歡喜：葛濟捨與孫慈喜的喜捨人生》(2017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
《Emily 的幸福學堂》(2018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
《Beacon in the Dark》(2018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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