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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疫，守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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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八月，慈濟橙縣志工無畏疫情，跨越宗教與當地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又稱「摩門教會」）聯手，為聖塔安那市（Santa Ana）弱勢家庭送去食物。攝影 / 許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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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中，全美多區慈濟志工定期舉辦食物發放，協助弱勢家庭獲得足夠營養、提升免疫力。圖攝於2021年三月聖蓋
博市的「加百利諾高中」（Gabrielino High School in San Gabriel, CA）食物發放。攝影 / 駱淑麗



收聽平台

慈濟美國總會「播客」（Podcast）
《洛城大愛百寶箱》（Small Treasures, Great Love），與您網路相會！

精彩內容：
透過「愛的迴力球」、「健康抱報」、「培育心世代」、
「人生解惑」四大單元，傳遞志工投入慈善、醫療、教育、

人文等各項工作所迸發的美善故事與新知，更親近證嚴法師智慧法語。

新集數上架：每週六
可透過智能電子用品輕鬆上網，在線或下載節目收聽。

立即連結《洛城大愛百寶箱》網頁，
點擊下方的「掌握最新播客訊息」（subscribe）按鍵，

新節目上架時就可收到通知。

tzuchi.us/zh/podcast

生命無常  慧命永存

遺產捐贈  世德傳家

慈濟大捨護法聯誼會

tzuchi.us/zh/legacygiving

這是一個讓心懷大愛的捐贈者，相互交流聯誼的平台。
邀您一同加入，透過生前的「計畫性捐贈」，

助力慈濟慈悲行動永續發展！

在您的退休賬戶、信託或其它計畫性捐贈中指定
「佛教慈濟基金會」為受益人，讓您的愛心造福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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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里達州彭布羅克派恩斯紀念醫院（Memorial Hospital at 
Pembroke Pines）的醫療人員感謝慈濟志工帶來防疫物資，透過
愛與溫暖相會。 攝影 / 紀榮源 



時 間過得真快，一年一年過去，現在
已經是 2024 年了。日前行腳時，

發現自己確診了新冠肺炎（COVID-19），
擔心傳染給別人因而趕緊改變行程。這一
波看不見、摸不著更擋不住的疫情在國際
間蔓延，轉眼已過四個年頭了。
 記得疫情告急期間，我每天早上和幾
位慈濟醫院的院長、團隊視訊會議，聽他
們報告如何在院外設篩檢站，如何給藥、
施打疫苗。疫情就像敵軍已經攻到城門，
醫師、護理師如同守衛的將士，需要披好
鎧甲來戰鬥。我請院長們一定要將醫護同
仁照顧好，他們承擔著守護生命、守護健
康、守護愛的責任，先將自己保護好，才
能保護社會大眾。
 那時醫護人員在疫情前線，需要穿戴
得密不透風，頭部、臉部、身體還有雙手
雙腳都要密封起來，非常悶熱。當他們完
成工作，一層一層脫下手套、防護衣，裡
層的衣服吸滿汗水，顏色變深，甚至可以
扭出水來，這都是一般人看不到的辛苦。
看他們汗流浹背，的確令人不捨，不過我
的心裡也充滿感恩，若非這樣付出，如何
能守護人人身體健康。
 天下大事，匹夫有責，醫療體系承擔
了很大的責任，在院外的我們同樣要負擔
起責任。前幾年疫情節節升高，在新聞看
見印度有神父欠缺防護的裝備，仍走入醫

啟動善循環，平安福慧年
證嚴法師開示

療院所服務時，就希望慈濟能去支援物資。
這二、三年來，常聽到慈濟國際援助，因
為某一個國家、某一間醫院、某一個機構
需要氧氣筒、防護衣，我們仍不斷在提供。
 常說平安的人，要關懷不平安、有災
難的地方，抱著這一分愛心支援、幫助有
需要的人；能救人的人就是有福，多造福
的地方就是平安。感恩慈濟人響應師父的
呼籲，募集愛心與善款來購買疫苗，並長
期為疫情中不方便煮食的孤老無依者，送
上素食便當。
 人間苦難偏多，我們期待這一年能平
平安安，消弭疫情的災難，需要人人更加
戒慎虔誠，多多造福。若要祈求平安，我
們的生活不能偏差，例如要有健康的身體，
生活總是要規規矩矩，不要暴飲暴食，了
解病從口入，不該吃的食物不要吃。普天
之下要平安無災，也要看人類吃的是什麼，
若葷食人口眾多，為了滿足這些人的口欲，
不知有多少動物會被吃掉，而牠們的怨氣
也會反撲！
 我常提到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統計每年動物被宰殺的數據，那
僅僅是豬、牛、雞、鴨等等，水中生物還
不算在內。以佛教而言，六道眾生同樣是
生命，只是有不同的身體，就要因人類的
口欲而被宰殺、吞食，實在是毫無道理。

美國慈濟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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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中，全美多地志工舉辦食物包、防疫包發放，同時也勸素。圖攝於2020年9月27日南加州鮑德溫
公園高中（Baldwin Park High School, CA）的發放，民眾歡喜響應發願茹素。攝影 / 駱淑麗

眾生共業，人類共同造作很大的殺業，假
如沒有警惕、覺悟，天下的災難也會不斷
來臨。
 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說，未來末
法時代，信仰佛法、遵守人道精神的人會
愈來愈少，不過我很慶幸，在這個時代人
間菩薩還是增加了不少。很期待大家不要
鬆懈，繼續努力推廣素食，宣導持齋護生

的「大哉教育」，用至誠的愛守護健康，
讓人人平安。若是人人虔誠有愛心，運用
智慧造福人間，啟動了善的循環，相信新
的一年就會是平安的「福慧年」。 



佛教慈濟美國醫療志業基金會

阿罕布拉 （Alhambra）
1000 S. Garfield Ave.
Alhambra, CA 91801

電話 +1 (626) 281-3383
tzuchimedical.us/
alhambra-center

南愛滿地 (S. El Monte)
10414 Vacco St.

S. El Monte, CA 91733
電話 +1 (626) 281-3383

tzuchimedical.us/
south-el-monte-center

威明頓 (Wilmington)
1355 Broad Ave.

Wilmington, CA 90744
電話 +1 (626) 281-3383

tzuchimedical.us/
wilmington-center

更多資訊請上網：medical.tzuchi.us

聯絡慈濟醫療中心

秉持著視病如親的精神，符合聯邦標準的慈濟醫療中心為紅藍卡、白卡和無保
險患者提供低收費或階梯式折扣費用的專業醫療服務，科別涵蓋：

慈濟全人醫療服務

西醫
內科、家庭醫學、
婦女健康、兒科和

年度健康檢查等

牙科護理
口腔檢查、 

洗牙、補牙、 
拔牙、口腔衛生 

教育等

視力保健
眼科和驗光服務、

視力測試和 
眼科全面檢查等

傳統中醫
針灸、穴位按壓、

拔罐、推拿、 
中藥療法、治療性
運動和飲食調整等

疫苗接種 
流感疫苗、 
新冠疫苗和 
入學疫苗等 

接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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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王偉齡

疫情？只剩淡淡一條線

新冠（COVID-19）疫情在美國大爆發，至今剛好滿四年。根據聯邦疾病控制
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統計資

料，2024 年 3月 2日的當週，全美新冠確診住院人數為一萬五千多人，只剩疫
情高峰期的十分之一（2022 年一月Omicrone 病毒株肆虐、確診住院人數攀至
顛峰的那一週有十五多萬人），顯示疫情漸行漸遠、人們生活重返疫情前的常軌。
 也不知是不是確診後患有腦霧，那段風聲鶴唳的居家避疫時光模糊得像沒發
生過，要特別有人提起，才會猛然想起一些片段——出門回家衣服口罩都脫在車
庫先通風、衛生紙和米被搶購一空的超市貨架、努力搶到僅存幾罐乾洗手，幾天
後卻從新聞得知，那些是不肖商人為了賺災難財生產的劣質品，含有致癌化學物，
但無論如何還是先拿來抵著用⋯⋯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疫情經歷，但如今這些殘影如蝸牛爬過的痕跡，只剩
淡淡一條線⋯⋯
 不過對美國醫護來說，巨大的壓力和無助，日復一日地被死神拿來一錘錘地
刻在他們的職業生涯裡——致死病毒就在一片口罩之外，卻狼狽到沒有足夠的防
疫物資保護自己⋯⋯心想著並肩作戰的人明天還能不能歸隊⋯⋯大量湧入的確診
者讓他們忙到快要崩潰⋯⋯聽著一個又一個生命在像是溺斃般的呼吸中消失⋯⋯
醫護們還要面對確診往生者的家屬，那種連最後一面都見不到，連最後一程都送
不了的悲慟遺憾——醫療先進如美國，竟也束手無策！
 這場在全美奪走 118多萬人性命的病疫，也讓慈濟美國醫護志工銘記在心。
當多數人的生活都按下暫停鍵，志工因巨大災疫挺身而起，於第二線拉起防護網，
成為疫情中「安定」的力量——絞盡腦汁取得珍貴防疫物資並發放給第一線醫護
和必要工作者（essential workers），讓醫療體系和社會秩序能盡量如常運作；
還有全美志工在各地的發放，幫助弱勢家庭獲取蔬果糧食，補足營養提升免疫力，
也將防疫物資送給需要的人，特別是沒有管道取得物資者，因為在大量病毒的流
竄下，能少一個人染疫，就是解救成千上百個家庭；醫護志工也協助政府進行新
冠疫苗施打，讓疫苗能更快速也公平地普及全美各角落；慈濟位於南加州的醫療
中心醫護團隊更是堅守崗位，在疫情爆發初期試行「遠距視訊門診」，但僅短短
一個月後，就重啟內科實體看診、給藥服務，他們大可不必回到診所，卻冒著染
疫風險，只為確保因疫情而更難獲得醫療資源的弱勢家庭有人守護⋯⋯
 現在想想，能夠恢復忙碌的腳步，忙到幾乎忘了疫情的存在，那是多少人不
斷地、無我地付出，才換來的奢侈。在全美疫情爆發四週年之際，以此期刊記錄
下那些將我們安全擺渡到疫情彼岸的行動，和促成這些行動的所有有心人。

journal.tzuchi.us/z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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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疫，守護生命
美國新冠疫情四週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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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全美人文真善美團隊
撰文 /愛貝兒（Dilber Shatursun）、帕特里克·麥克舍恩（Patrick McShane）、王偉齡
翻譯 /宋小可

波莫納谷醫療中心（Pomona Valley Hospital Medical Center）重症監護病房醫護團隊，自製感謝
海報，並拍照傳給志工，表達他們對慈濟捐贈防疫物資的感謝。 圖片來源 / 波莫納谷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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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9 年年底，一種新型的神秘病毒
（後正式命名為 SARS-CoV-2，簡稱

COVID-19 新冠病毒）開始在中國各地蔓
延，成千上萬的民眾突患重病甚至死亡。
從那一刻開始，原本熟知的世界就像多米
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一樣，發生
連鎖巨變。全球各國政府，每天都在更新
飛速攀升的病例數據，人們普通又平靜的
日常生活，也開始全方位瓦解。隨著許多
國家關閉邊境，下令全民居家隔離，那些
曾經熙熙攘攘的街道陡然變得空無一人。
一個新的、可怕的黑暗期——新冠肺炎時
代，已然到來。

世 界 衛 生 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發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在國際社會投下震撼彈，同
年 3 月 11 日又將新冠肺炎定義為全球性
的流行病。不久後，美國就成了新的全球
疫情中心，才三月下旬，醫療系統就超出
負荷幾近癱瘓，醫護人員來不及為疫情做
出必要部署，只能利用有限的醫療資源，
盡力應對突如其來的挑戰。

面對詭譎多變的巨大災難，美國慈濟
志工決議啟動抗疫賑災，用慈濟的力量填
補公共衛生系統的空缺，援助萬千需要幫
助的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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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危機浮現
 早在 2020 年一月，慈濟志工已經在
時任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陳濟弘的引導
下，為中國的疫情募款籌措物資。當時志
工們採購包括口罩、N95 口罩和抗病毒
工作服在內的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並 發 送
給收治新冠病患的醫療機構；另外還有 
一組慈濟美國醫療志業基金會（簡稱：醫
療基金會）志工，在醫療基金會時任執行
長葛濟捨的帶領下，在加州阿罕布拉慈濟
社區門診中心（Tzu Chi Community Clinic 
in Alhambra, CA）打包物資，並從洛杉
磯國際機場（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空運寄出。

雖 然 聯 邦 疾 病 控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
在華盛頓州（Washington）就已確認第一
例美國本土新冠病例，但直到二月都不曾
明確公布新冠病毒對美國公共健康的威脅
程度。儘管如此，預料到疫情不會只侷限
在部分區域，一場世界性的疫病很可能爆
發，醫療基金會和美國慈濟志工很早就藉
著「入人群」對商家愛灑（編註：志工走
入社區店家介紹慈濟、擺放捐款筒）、以
及在全美各地慈濟新春慶祝活動中，宣傳
科學預防的重要性。儘管當時新冠病毒傳
播的相關信息尚不明確，慈濟仍在網上發

中國疫情爆發，慈濟志工行動起來，與鞏傳蔚（右二）在內的社區善心人士一道打包醫療物資，預備直接
空運到中國。攝影 / 孫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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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文章，科普有關流行病的資訊以及防止
傳播的方法和措施。

最初這個病毒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
包括二月底遠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遊輪
（The Diamond Princess）上所有遊客的
感染，都還只是駭人聽聞卻遙遠的新聞而
已。但新冠疫情傳播極為迅猛，以至於短
短幾星期後的 3月 13日，時任美國總統川
普（Donald Trump,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即宣布美國正式進入
全國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
幾天之內，加州、紐約州（New York）等
下令關閉學校和非必要企業。3 月 17 日，
慈濟美國總會發布各地區應對措施和行動
方針，其中包括立即暫停所有醫療基金會
的服務項目。

 慈濟遠不是當時唯一按下暫停鍵、思
考如何應對疫情的醫療團隊——全美的醫
療衛生系統也可說戛然而止。在許多州，
例行醫療檢查、手術，甚至必須的治療，

都在疫情的壓迫下推遲或取消；此外交通
的限制和對病毒傳播的恐懼，讓許多病患
即使在必要情況下依然選擇放棄尋求治
療。隨著確診病例和染疫住院人數增加，
美國包括醫院、診所和療養院在內大大小
小的醫療機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
考驗。

 其實在暫停的背後，慈濟志工已投身
防護、救援工作。為了慈濟職工、志工及
其家人的健康，時任慈濟美國總會副執行
長黃漢魁率先製作一批消毒噴霧，並在慈
濟內部分發。大量採購異丙醇（isopropyl 
alcohol）、分裝到噴霧瓶中、再貼上標籤 
，這些手持實用的消毒噴霧可以消滅家居
生活中潛在的病毒，阻止疫情傳播。在分
發當日，黃漢魁和陳濟弘兩位慈濟總會的
大家長，謙虛地鞠上一躬，再親自將這些
消毒噴霧分給職工，保護他們與家人的健
康。

位於加州北嶺（Northridge, CA）的慈濟志工，在2020
年初收集到大批社區捐贈的個人防疫物資，打包準備馳
援中國。攝影 / 駱淑麗

為確保其他志工充分保護自己的健康，志工
鄭元宵（左）示範正確戴口罩的方式。攝影 
/ 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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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情的迅速加重，衛生紙等普通
日常用品從超市的貨架上一掃而空，而曾
經容易購買的防護用品（如N95口罩等），
更是變成稀缺資源——除了人們對 PPE 的
需求突然暴增外，PPE 產業供應鏈因疫情
而中斷，也讓一線醫護人員以及其他如員
警、清潔人員、公車與貨運司機、蔬果商
店員工等的必要工作者在投身最危險或維
持社會基本運行的工作時，無法保護自己
的健康。新冠病毒不再是遙遠的新聞，而
是威脅著每一個生命的現實——2020 年 3
月 31 日，白宮宣布即使採取保持社交距離
等預防措施，美國還是預計將有 10 萬至
24 萬人因新冠肺炎死亡。

面對突然湧入醫院的患者——其中包
括老年人、有其它疾病如癌症、慢性病或
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加上缺乏有效應對
大規模疫情的方案，美國的醫護人員只能
硬著頭皮投入超負荷的工作。他們面臨漫
長而頻繁的工作時間，目睹病人的隔離和

死亡，同時也要盡可能降低自身在工作中
染疫的風險⋯⋯這些挑戰在在給了醫護人
員身心上的巨大負面影響。紐約市的狀況
尤其嚴峻，三、四月一大批病患的故去不
但讓全美民眾難過，也深深牽動著慈濟志
工的心。

慈濟志工在災疫中需要扮演的角色，
隨著疫情的推進而變得明朗——就像最初
為中國疫情所做出的努力一樣，慈濟美
國再發起了一個名為「驚世的疫情・警

時任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陳濟弘，親自將消毒噴霧交給總會園區志工，並鞠躬附上祝福。攝影 / 蘇慧情

慈濟志工、職工幫忙分裝消毒噴霧，黏上標籤。
攝影 / 蘇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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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愛：撫平美國疫情線」的募心募愛行
動，同時致力於採購包括 N95 口罩（以及
KN95和FFP2等替代品）、外科術用口罩、
氧氣瓶、消毒水、全身防護衣、手套、洗
手液、面罩、護目鏡、空氣清淨機在內的
各種防疫物資，並將它們送到醫院和其它
醫療場所。

我們不是一線急救人員，但我
們在努力護衛那些冒著生命危
險努力工作的醫生、護士以及
其他醫護人員的寶貴生命。

時任紐約人醫會副召集人 /牙醫師 
廖敬興

除此之外，募心募愛籌來的款項還解
決了這場大型疫情帶來的嚴重經濟影響。
當時，陳濟弘執行長十分關切那些突然陷
入經濟困境的人們——由於非必要工作者
（non-essential workers）按規定不得外
出工作，這讓一部分家庭失去主要經濟來
源，更有很多家庭在疫情中與養家糊口的
親人天人永隔，遭受情感、經濟上的雙重
重擊⋯⋯因此善款除了用來購買防疫物資
外，還讓志工可以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免
費、優質的食物。為照顧行動不便的長者，
志工會親自送貨到府；但其它食物發放大
都在室外、用包括「得來速」的形式舉辦
（編註：drive-through，受助者開車到
點無需下車，由志工將物資搬運放置後車
廂），以降低接觸。談到事態的嚴重，陳
濟弘說：「可以預見，即使疫情結束後，
還是會有很多家庭面臨生活的困境。」慈
濟志工堅定地定期舉辦食物發放，不只讓
這些弱勢族群提升免疫力，也讓他們少一
分焦慮和憂心，疫情中維持身心靈的康泰。

牢記證嚴法師要「緩解人間疾苦」的使命，紐約慈
濟志工打包防疫物資，準備發放。攝影 / 牧帆洲

位於法拉盛的紐約分會，在紐約疫情加劇後收到五萬只術
用口罩和其它防疫物資。圖片來源 / 慈濟紐約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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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為防疫物資爭分奪秒
 2020 年三月起，全美各地慈濟志工陸
續投入工作。除了動腦推出可以降低接觸
的「得來速」，志工還開始購買更多的防
疫物資，以便在打包食物時可以戴上口罩、
保持距離，以防志工互相傳染。許多善心
人士也將防疫物資送到慈濟各分支聯點，
為防疫共同努力。廖敬興表示，能夠快速
對疫情做出應對，全靠「世界各地慈濟捐
款者的偉大善心」。 
 「對於醫療人員來說，獲得 N95 口
罩最為重要。但這些外科術用口罩也有幫
助，尤其是對病人來說——他們來就診時
可以戴上，降低感染風險。」紐約布魯克
林伍德霍爾醫療心理健康中心（Woodhull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Center in 
Brooklyn, NY）的內科醫生赫拉·明特（Dr. 
Hla Myint）在收到慈濟志工捐贈的 N95
口罩和外科術用口罩時，說到每件防疫物
資都很有幫助。

紐約人醫會醫師楊廉（右）和志工劉進盛（左二）代表慈濟第一次向
布朗士護理醫院捐贈物資，由該院主任醫師斯里達·瞿穆里（右二）
接收。攝影 / 劉又榕

王大衛醫師拆封紐約分會捐贈的防疫物資。
攝影 / 加森（Garson Ormi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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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請慈濟協助提供防疫物資的
請求如潮水般湧來。有些請求來自慈濟志
工——他們代表從事醫護行業的家人向慈
濟提出申請。例如拉斯維加斯志工岑慧意，
她的兒子王大衛是紐約市布朗士護理醫院
（Dr. David Wong, Podiatric Surgeon in 
BronxCare Hospital Center in New York, 
NY）的足病外科醫師。 隨著紐約成為美國
的疫情中心，王醫師因為要治療「新冠腳
趾」（編註：Covid Toes，新冠引起患者
腳趾腫脹、變色等足部病症），需要經常
去醫院急診室。然而三月底、四月初，紐
約新冠患者人數激增期間，醫院的防疫物
資告急，讓王醫師和其他醫護人員無法在
診病時保護自己的健康。
 「醫院的防疫物資供不應求，有一個
星期我連手術的時候都找不到口罩戴。」
王醫師回憶。

 看到慈濟在社交媒體上有關防疫物資
捐贈的相關推文後，王醫師向母親詢問紐
約分會是否可以提供幫助。短短的三天和
幾通電話過後，王醫師就和布朗士護理醫
院主任醫師斯里達·瞿穆里（Dr. Sridhar S. 
Chilmuri, Physician-in-Chief）一同接收
了來自慈濟的數千只外科術用口罩。
 「這些口罩很大地緩解了我們的壓
力，因為此前一切都很緊張，醫師們會互
相詢問，防疫物資還夠嗎？」瞿穆里醫師
說，無論有沒有口罩，致命的病毒已經來
了：「我們必須要照顧病人。」

 對許多人而言，在疫情的混亂中比防
疫物資還難獲得的可能是內心的平靜。包
括醫學生在內的很多醫護人員，在疫情爆
發後發現他們必須快速學習，才能面對這
個超出經驗範圍的災難。
 「作為家庭醫學的住院醫師，我們一
般會在門診工作。但現在我必須面對給患
者插管等緊急情況。疫情開始前，我從未
經歷目睹過患者去世，可是疫情開始後已
經有幾十位患者去世，而我只是一名住院
醫師⋯⋯」布朗士護理醫院的詹姆斯·紐曼

我從醫30多年，從未經歷過像
這次疫情一樣困難的狀況。目
前重要的不是得到多少物資，
而是這次慈濟提供的幫助來得
多及時、多迅速。

布朗士護理醫院主任醫師 
斯里達·瞿穆里

疫情期間，王大衛醫師一直為患者治療新冠肺炎
引發的足部疾病，過長的工作時間讓他疲憊不
堪。攝影 / 加森（Garson Ormi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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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Dr.James Newman）無奈卻非得
面對：「我們還必須接電話、與患者家屬
交談、向他們提供病患的最新情況。家屬
無法來這裡陪伴患病，甚至很多時候，他
們再也見不到病患了⋯⋯這一切都非常非
常難處理。」

 對醫護人員面臨的重重困難感同身
受，慈濟志工決心克服自身面對的挑戰，
多方籌集防疫物資。除了需要找到疫情中
願意前往慈濟會所收納物資、消毒、分類、
裝車、與醫護人員溝通接收的志工外，葛
濟捨認為，最難的環節要屬採購稀缺的防
疫物資。
 「即使我訂到口罩，最後也可能還是
買不到。大多數訂單會被取消，或是收到
的貨量會變小，或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到
貨⋯⋯所以一直要到防疫物資到了慈濟志
工手裡，才算真正收到。只有拿到貨，才
能放心地完成任務。」葛濟捨說。
 這些困難並沒有阻止全美各城市志
工付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在北加州聖荷
西（San Jose, CA），志工成立了「北加
州防護應變小組」（NorCal PPE Project 
Team）協調籌措防疫物資，合力支援第一
線。在防疫物資供不應求的時刻，應變小
組的成員在工作之餘運用各種管道取得市
面上嚴重缺貨的口罩和其它防疫物資，送
到包括聖塔克拉拉的山谷醫療中心（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和聖荷西凱薩醫院
的急診部門（Emergency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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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挑戰

Kaiser Permanente’s San Jose Medical 
Center）在內多家急需物資援助的醫院。
 「每一位收到捐贈防疫物資的醫護人
員都對慈濟的愛心和關懷表示感謝。」慈
濟志工林曼珠欣慰地說。
 在完成這些工作之餘，慈濟志工也
馳援許多醫護之外的必要工作者。例如舊
金山分會的志工，將 240 只 N95 口罩和
1,000 只外科術用口罩送到舊金山消防局
（San Francisco Fire Department）。收
到物資後，消防局社區事務暨媒體公關主
管喬納森·巴克斯特（Jonathan Baxter, 

一位聖荷西凱薩醫院急診部門的醫師，代表院方接收
慈濟捐贈的4,000只術用口罩和475只N95口罩。攝影 
/ 廖瓊玉

慈悲無疆界創辦人、天主教修女瑪麗蓮·萊西（Sister 
Marilyn Lacey, Mercy Beyond Borders）與北加州
志工碰肘，感謝慈濟為她在內的神職人及其他需要的
人，捐贈術用口罩和布口罩。攝影 / 劉翰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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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Affairs and Media Relations 
Officer）表示，消防部門雖然是必要工作
者，但並不屬於醫護人員，感謝慈濟想到
他們，為他們送上物資，讓消防員們非常
感動。
 「慈濟的物資讓消防員感到我們是被
需要的，也讓我們可以安心、安全地保護
民眾安全。」喬納森說。
 與此同時，慈濟也回應了社區合作
夥伴、支持者的呼聲。三月下旬，加州
參 議 員 康 妮·雷 娃（Connie M. Leyva, 
California State Senator）請求慈濟為波

莫納一個名為「希望之家」的街友收容所
（Hope for Home in Pomona, CA）提供
防疫物資。看到慈濟美國時任執行長陳濟
弘和副執行長黃漢魁親手送來外科術用口
罩、消毒噴霧和濕巾、非接觸式額溫槍、
大瓶洗手液等大量防疫物資時，參議員感
動不已。
 「也許沒人預料到，有一天我們必
須要在新冠疫情中夾縫求生，但是至少我
們第 20 區非常幸運，還能向慈濟尋求幫
助。」參議員雷娃說。

加州參議員雷娃接收陳濟弘（左）、黃漢魁（右）親手贈送的物資。
攝影 / 蘇慧情

志工在阿罕布拉的慈濟社區門診中心打包防疫物資。
攝影 / 孫慈喜

志工在北加州分會門外，將裝有防疫物資的箱子，一
一噴灑酒精消毒。攝影 / 劉翰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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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製作的解決方案

 慈濟志工在疫情期間，展現了自己的
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製作布口罩和
髮帽給社區防疫。就像許多民眾一樣，這
些志工突然賦閒在家，因為病毒的蔓延而
感到無助，因此決定行動起來。在舊金山
灣區（San Francisco Bay Area）和華府
分會附近，善於縫紉的慈濟志工開始準備
布口罩，並透過當地的慈濟分會捐贈給有
需求的家庭。他們想，如果縫紉布口罩可
以減少民眾對防疫物資的需求，就可以保
留更多專業的防疫物資給在第一線的醫護
人員。
 北加州分會的黃安瓊就是這樣一位縫
紉志工。黃安瓊參加過慈濟舉辦的社會教
育推廣班的縫紉課，也有給丈夫改衣服、

在家縫製窗簾的經驗。因此黃安瓊帶著縫
紉機加入慈濟口罩製作團隊，並開始在網
路上觀看為兒童、女性和男性製作不同尺
寸手術帽和口罩的教學視頻。不過像所有
慈濟活動一樣，縫紉口罩、髮帽也是整個
團隊的努力——有些志工負責購買材料、
有些志工根據圖案剪裁布料、有些負責縫
製。

華府志工驕傲地拿著他們一針一線縫製的布口罩合影。攝影 / 蔡蕙菁

北加州年長志工黃安瓊，因疫情不能出門，但還
是在家幫忙縫製髮帽給醫務人員。圖片來源 / 黃
安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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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志工張詠涵在採買布料時遇
到困難。當時（因為疫情）所有材料店都
暫停營業，所以她四處求布店老闆幫忙臨
時開張，把布料賣給我們。那時棉布供不
應求，所以志工們把家都翻了個底朝天，
貢獻出閒置的棉布來做口罩。」黃安瓊回
憶。
 志工們知道，他們縫製的每一只口罩
都會派上大用場。「我聽說很多醫生和護
士喜歡我們的口罩，會戴著口罩拍照留念，
甚至給我們寫感謝卡。這讓我感到非常滿
足。」黃安瓊說。 
 對當時已 76 歲、卻像年輕人一樣充
滿活力的黃安瓊來說，在危機時刻可以用
這樣的方式貢獻出自己的力量，的確是一

社區照顧戶聽說可以選擇不同
花色的布口罩，臉上都洋溢著
燦爛的笑容。大家討論各自喜
歡的樣式或者家裡的長輩會喜
歡哪個花色。那些有孩子的民
眾告訴我們，孩子看到這些可
愛的口罩會很開心！短短一個
小時，我們就捐出了近200只
布口罩。

慈濟志工　楊靜嫻

項很有成就感的工作。華府慈濟人文學校
老師兼行政人員的楊靜嫻，在加入當地的
口罩製作團隊後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2020 年四月，北加州志工張詠涵去布店買布。攝影 / 劉翰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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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公共衛生部門一直在宣傳戴口
罩的重要性，慈濟志工也一直努力將口
罩送給更多有需要的人，美國的口罩佩
戴率依然不能達到百分之百。根據南加
州大學名為「了解新冠病毒對美國的影
響 」（Understanding Coronavirus in 
America Stud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研究結果，美國近五分之一的
成年人在疫情爆發的第一年中，都認為佩
戴口罩無法防止病毒的傳播。慈濟志工意
識到，要鼓勵民眾佩戴口罩就將口罩轉化
為積極情感的象徵。因此，美國慈濟發起
了一項名為 #MyMaskMyStory 的防疫項
目。
 受熱門攝影部落格「人在紐約」
（Humans  of  New York）的啟發，
#MyMaskMyStory 試圖分享慈濟志工、
社區善心人士、照顧戶的故事和照片，讓
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講述正在疫情中積極生

活、自豪地戴著口罩以保護自己和他人免
受病毒感染的故事。其中一個故事來自加
州的年輕企業家，郭俊宏。疫情期間，郭
俊宏觀察到防疫物資供不應求，決定將自
己的家具批發中心轉向生產 N95 口罩，回
饋社會。
 「我在台灣台南長大，17 歲來到加
州，從語言學校一路讀到大學，畢業後開
始工作，創立了現在的公司。我現在所擁
有的一切，都是這片土地給我的，所以
我時常思考如何來回饋社會。」郭俊宏在
#MyMaskMyStory 寫到。
 郭俊宏的工廠在轉型之後，有的月份
可以生產近六萬只口罩，可是卻沒有捐贈
的渠道。「我們之前是家具工廠，沒有渠
道聯繫醫院和那些真正需要口罩的人。」
郭俊宏解釋。幸好他與慈濟有很多聯繫，
包括他的母親就是台灣的慈濟志工，另外
還有一位加州的志工朋友，郭俊宏意識到
他可以與慈濟聯手，每月請慈濟志工幫助
分發他捐贈出來的數千只N95 口罩。

  口罩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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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四週年回顧

郭俊宏親手將他捐贈的第
一批N95口罩送到慈濟總
會園區。攝影 / 駱淑麗

利用自家工廠設備轉型，郭俊宏設立
「Aidway個人防護產品公司」（Aidway 
Personal Care Product, Inc.），直接在美
國本土生產稀缺的N95口罩。攝影 / 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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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MaskMyStory 中的另一個人物故
事來自「河濱大學醫療系統醫院基金會」
臨任執行長妮可·彼得森·奧爾（Nicole 
Peterson Orr, Interim Executive Director 
at the Riversid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Foundation)。收到慈濟捐贈的
2,000 只醫療口罩、480 只 N95 口罩、300
件全身隔離衣、300 個防護面罩和 300 副
護目鏡時，妮可說這份慷慨的饋贈：「讓
我們看到社區的團結。我們的員工和第一
線醫護，因為慈濟志工的奉獻和服務讓我
們感到倍受呵護。」同時，醫療基金會也
為妮可提供另外一份禮物——透過「萬人
萬餐救地球活動」，河濱大學醫療系統醫
院還收到了 300 份特別準備的全素便當。

 疫情開始後，證嚴法師向所有慈濟志
工發出緊急呼籲，要世人「齋戒茹素」。
除了是對世間生靈萬物的愛護，證嚴法師
也指向全球畜牧業的普及，增加了人與動
物之間的接觸，從而增加致命疾病的傳播
和蔓延。對證嚴法師來說，這種人畜之間
的關聯不僅是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的「因」
（編註：最初專家認為病毒是來自販售珍
禽野味的中國武漢海鮮市場，人們在前往
消費時接觸到原本寄生在野生動物上的病
毒），經常殺害無辜生靈的業力後「果」
更是在加速人類的滅亡。即使如此，證嚴
法師堅信希望沒有完全破滅。

如果每個人利用自己的優勢去
幫助另一個人，這種能量可以
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我覺得這是每個人都應該努力
去做的事情。

口罩捐贈者　郭俊宏

  世界的覺醒

從SARS戒慎2019，諸多疫病
變異，源自人類口欲⋯⋯我
們要用感恩尊重生命愛，我
們擔心自己的生命，我們要先
尊重一切動物命，這才是順著
道理，所以請各位忍一時的口
欲，可以保得長期的平安。

節錄自2020年1月27日證嚴法師開示

郭俊宏（右二）與總會志工會面，分享自己的經歷。攝影 / 錢美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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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證嚴法師的指導為靈感，葛濟捨
和同修孫慈喜啟動了「萬人萬餐救地球活
動」——慈濟志工烹飪純素食便當，捐贈
給加州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用愛心營養
餐來鼓舞急救人員的士氣，並向他們道謝；
另外在邀請大家享受美味素食的同時，也
藉此機會開啟有關「素食主義」的對話。
 「我們特別喜歡（慈濟準備的）飯
菜。純素便當很健康，我們真的很高興能
為工作中的同事提供健康的膳食。茹素對
他們的身體更健康，讓他們在工作時感覺
更好。」妮可在代表醫院接收慈濟志工用
心準備的純素便當時，表達了衷心的感謝。
 志工們在用心準備之餘，會提醒自
己不要抱著「一蹴可成」的期望——誠
然，一頓純素美食不能立即將一位吃葷的
人變成純素者，但減少對肉品的過度消
費、鼓勵人們少吃肉，依然是切實可行
的目標。例如妮可的同事、護士行政管
理員溫蒂·魯普（Wendy Roop, Nursing 
Administrator）在吃過純素便當後，就向

志工做出承諾：她每天會少吃一頓含肉的
餐食。雖然這只是一小步，卻也是朝著正
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了解到便當包涵的深刻
含義，醫院員工很珍惜
慈濟志工的用心。攝影 
/ 駱淑麗

葛濟捨（左）將素便當和防疫物資一併送到
美以美醫院理事會主席邁克·德里伯（Mike 
Driebe, President of the Methodist Hospital 
Foundation）手中。攝影 / 錢美臻

醫院員工很喜歡便當，也覺得全素便當很新奇。
攝影 / 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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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間推移，人們逐漸適應了不停
消毒、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生活新常
態。儘管到 2020 年底，遭逢失業、經濟困
難、食物短缺、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等問
題的美國家庭急劇增加，但希望的曙光也
即將出現：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
在 12 月 11 日首度批准了兩款新冠病毒疫
苗的緊急使用授權！要為全民接種疫苗可
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但慈濟恰恰有能力
在推動疫苗接種方面大展身手。
 醫療基金會轄屬的南加州三間社區門
診中心，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晉
升為「聯邦標準的醫療中心」（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 Look-Alike），
這個新身分意味著醫療中心有資格申請疫
苗並為社區民眾接種。為了儘快為高風險

第三節 疫苗曙光

人群接種疫苗，醫療基金會在 2021 年一
月設立電話熱線，供南加州 65 歲以上的民
眾先申請預約。在優先為醫護人員接種疫
苗後，醫療基金會在 2 月 9 日於阿罕布拉
慈濟醫療中心外，成功首次為公眾舉辦新
冠疫苗接種活動。

一名社區年長者接受施打第一劑新冠疫苗。攝影 / 蔡松谷

慈濟志工幫助來接種疫苗的人填寫必要的表格。
攝影 / 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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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接種疫苗並不簡單。在加州南愛
滿地（S. El Monte, CA）慈濟醫療中心外舉
辦的另一場疫苗接種活動中，醫療基金會首
席醫療長林佳佳解釋：「運送疫苗的途中，
疫苗必須保持在特定溫度。」另外慈濟得到
的莫德納（Moderna）疫苗，每瓶含有十
針劑的份量，一旦從冰箱取出，這整瓶疫苗
必須在六小時內接種完。林佳佳強調：「我
們必須確保每個步驟都一絲不苟。」
 另外還有一個事項，要比護送疫苗更
加「難辦」——要說服那些不願接種疫苗
的人接種新冠疫苗。「在我們的文化中，
有很多關於疫苗的迷信和恐懼。」慈濟
志工、註冊護士愛維亞·弗洛瑞茲（Elvia 
Flores）就發現：「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接
種了新冠疫苗，他們就會感染新冠病毒。」
夾在公眾意識宣傳和網路上的錯誤訊息之
間，來自像慈濟志工這樣可信來源的健康
教育，必然將是普及疫苗的關鍵。 
 「我們收到的一些反饋讓人感到驚
訝，因此我必須盡力教育社區，告訴人們
疫苗是安全的，並解除他們對疫苗的其它
誤解。」愛維亞說。

我們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來
阻止疫情的蔓延。

時任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　陳濟弘

 陳濟弘深知，慈濟以人道和慈悲的心
態面對苦難的人生理念，可以鼓勵更多人
選擇接種疫苗。「現在登記接種疫苗的速
度突然減緩不少⋯⋯」陳濟弘在 2021 年
五月於加州核桃市（Walnut, CA）舉行的
疫苗接種活動中說道：「這正是我們要試
圖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的原因之一。」他
知道這項工作需要動員一整團隊的力量，
而慈濟志工也非常願意投入其中。

全美多處志工都投入普及新冠疫苗的行動。例如德
州分會與渥爾格林藥局（Walgreens）合作疫苗接
種，連續九個週末在會所提供場地與人力，為民眾
施打流感和新冠疫苗。攝影 / 林嵩然

慈濟醫護志工在核桃市（Walnut, CA）的疫苗接
種活動上，為下一輪接種做好準備。攝影 / 駱淑麗

醫療基金會首席醫療長林佳佳醫師與每一位預約者交
談，親自告知接種疫苗後的注意事項。攝影 / 蔡松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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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愛醫療巡迴車

 不過對於像傑登·瓊斯（Jayden Jones） 
等很多人來說，接種疫苗理所當然，想都
不用想。 2021 年五月，傑登在南愛滿地
接受了慈濟醫療志工為他接種的第一劑疫
苗。
 「這只是我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當
然還有和我同住的祖父母——接種疫苗也
能保護他們的健康。」除此之外，傑登還
提到疫苗為生活帶來的的自由：「接種疫
苗之後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陪伴祖父母。
我也可以出門，而不必擔心會讓老人家感
染病毒。」
 林佳佳細心觀察到還有一個可能造成
接種疫苗人數停滯不前的因素：「有一部
分人可能是無法前來接種疫苗，也許他們
的社區沒有疫苗接種點，他們也沒有交通
工具，可以前往別的社區接種疫苗⋯⋯」
這些原因確實阻礙了疫苗的快速普及。幸
好對醫療基金會副執行長溫俊強來說，

 兼任全美大愛醫療巡迴車（簡稱：
醫療車）項目負責人的溫俊強，早在疫情
前就已經有了將慈濟義診服務帶到偏遠地
區、服務缺乏就醫條件人群的豐富經驗。
這次新冠疫情中，為了讓定居加州各個
角落的人們都有機會接種疫苗，溫俊強與
佛瑞斯諾的聖艾格尼絲醫療中心（Saint 
Agnes Medical Center in Fresno, CA）協
調，由慈濟領取一批疫苗，並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往聖華金（San Joaquin, CA）
和伊斯頓（Easton, CA）等務農城鎮，在
那裡啟動疫苗接種服務。和林佳佳一樣，
溫俊強知道疫苗在運輸過程中必須非常小
心，才能確保功效不受影響。

醫療車在2021年四月開到德爾瑞
（Del Rey, CA），舉辦疫苗接種
活動。攝影 / 溫俊強

面對並克服這樣的挑戰正是他最擅長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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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使用冰桶，而是買了一台
可以插在車上通電的冰箱，這樣就可以保
持溫度。疫苗對溫度非常敏感，而且由於
醫療車要開到偏遠鄉村，單程就需要一小
時左右。我們很高興與聖艾格尼絲醫療中
心合作，為民眾接種疫苗。」溫俊強說。
 然而民眾在申請接種時需要填寫一
些文件，上面經常會要求申請人提供醫療
保險訊息。對中谷地區（Central Valley, 
CA）許多務農民眾來說，醫療保險根本就
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以為自己沒有醫保
就不能接種疫苗，就這樣錯過接種的機會
⋯⋯慈濟佛瑞斯諾行動醫療辦公室經理鍾
明楒知道有這樣的問題，就和當地社區組
織攜手解決。
 「2021 年三月到 2022 年五月，我們
採用三管齊下的運作方式，舉辦了 95 場
疫苗接種活動。首先，透過與聖艾格尼絲
醫療中心合作，慈濟得以為每一場活動領
取足夠數量的疫苗；其次，志工也透過社
區合作夥伴向當地的農工宣傳疫苗接種的
重要性、破解他們對接種疫苗的迷思，另
外還向慈善機構、公立學校借用場地舉辦
接種；第三，行動醫療團隊也邀請專業醫
療人員和其他志工參加活動，協助民眾接
種疫苗。多方面努力之下，行動醫療團隊
終於成功為許多社會邊緣群體接種新冠疫
苗。」
 慈濟正在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守
護每個人的健康、補上防疫缺口。「這個
黃金鐵三角 (Golden Triangle) 的合作方
式，嘉惠了許多因為交通不方便、語言不
通和缺乏醫療資源的族群。」鍾明楒說。

 慈濟的投入讓新冠疫苗接種更快速普
及、讓疫苗接種更加公平，也讓很多像陳
蘇珊這樣的醫療志工有機會貢獻他們的專
業技能。陳蘇珊在 2017 年從護理崗位退
休，疫情爆發後在家中看著病毒迅速蔓延，
心情複雜：「我感到非常內疚，因為我
沒有和仍在醫護前線的朋友們一起抗疫奮
戰。」在成為慈濟佛瑞斯諾行動醫療團隊
註冊護士長、並為病患接種疫苗後，病患
的反應讓陳蘇珊非常欣慰。

行動醫療團隊到聖華金（San Joaquin）舉辦施打
活動，一位民眾閉眼準備接種疫苗。攝影 / 溫俊強

在伊斯頓舉辦的接種活動，當地醫療志工和醫學院
學生一道為民眾服務。攝影 / 鍾明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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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種疫苗的農民工都覺得自
己中了彩票，人生前方看見了
希望，他們都好高興可以接種
疫苗，因為黑暗的隧道盡頭終
於出現了曙光。

慈濟醫療志業基金會註冊護士長　 
陳蘇珊

 慈濟在幫助扭轉疫情時，也努力發展
其它方法，讓一般（非新冠）病患能在疫
情中持續得到照護。

伊斯頓的疫苗接種由慈濟與聖艾格尼絲醫療中心合
作。圖為醫療志工準備疫苗針劑。攝影 / 鍾明楒

為農工舉辦的疫苗施打活動結束後，若有剩餘劑量，志工不浪費得來不易又有使用效期的疫苗，摸黑
繼續為有需要的社區合作夥伴施打。攝影 / 溫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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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全美：慈濟各地行動
 為了盡可能維持全美民眾在疫情中的
健康與日常，慈濟美國九個分會和其所屬
支、聯、點的志工，針對當地社區的需求
做出相應措施。

紐約分會轄區（紐約州	NY、佛蒙特州
VT、新罕布夏州NH、麻薩諸塞州MA、康
乃狄克州 CT、緬因州ME、羅德島州 RI）

2020年7月3日，成立不久的布碌崙聯絡處與社
區聯手首度舉辦蔬果發放。攝影 / 朱澤人

2020年7月18日，波士頓志工與羅威爾市柬埔
寨社區中心（Cambodian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Lowell）合作舉辦食
物發放。攝影 / 甯靜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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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紐約市勇敢面對第一波也是最嚴
重的一波新冠疫情時，紐約分會以及美國
東北部其它地區的慈濟志工也在著手準備
為有需要的民眾發放蔬食、素食熱食和防
疫物資。受助者包括曼哈頓（Manhattan, 
NY）唐人街的年長者、布魯克林講中文的
移民、布萊德伍德（Brentwood in Long 
Island, NY）的新移民、波士頓大同村（Tai 
Tung Village in Boston, MA）和羅威爾市的
柬埔寨社區（Combodian community）的
居民。另外還有蘇福克縣警察總局（Suffolk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長老教會

醫 院 皇 后 院 區（New York-Presbyterian 
Queens Hospital）等的機構，也收到慈濟
志工送去的物資。此外，志工還為擴大服務
範圍，與很多組織發展重要的合作關係，其
中包括亞美醫師協會（Coalition of Asian-
American IPA）、紐約第一保健保險公司
（HealthFirst）、中華牙醫協會（Chinese-
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紐約州
立緊急事務管理局（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和服務西語
裔低收家庭的紐約希望組織（Brigada de 
Esperanza）等。

2020年7月10日大雨滂沱，曼哈頓聯絡處志工依然堅定地支起帳篷，為當天的食物發放做好準備。
攝影 / 翁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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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澤西分會轄區（德拉瓦州 DE、新澤西州 NJ、
賓夕法尼亞州 PA）

2020年四月，費城志工為包括納伯斯救護車中心（Narberth Ambulance）在內的組織捐贈防疫物資。
攝影 / 張錫惠

2021年10月2日，新澤西志工到紐瓦克機場附近的
逸林旅館（DoubleTree Hotel by Hilton Newark 
Airport），為艾達颶風災民家庭發放物資。攝影 / 
李仁傑

對那些災民家庭來說，慈濟發放的口罩降低了他們
感染新冠病毒、雪上加霜的機率。攝影 / 李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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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雪松林市（Cedar Grove, NJ）
的新澤西分會，在 2020 年五月恢復疫情
後暫停的「食物倉儲」（food pantry），
為當地弱勢家庭提供成千上萬磅的新鮮蔬
果和糧食，並調整為「得來速」發放方式、
減少接觸，讓志工在服務民眾時保護雙方
都不被傳染。2021 年初，志工來到櫻桃坵

（Cherry Hill, NJ）為當地遊民熱食中心
的照顧戶送去冬令物資、個人衛生用品和
防疫物資；與此同時，費城（Philadelphia, 
PA）志工也針對社區的醫療機構發放防疫
物資，匹茲堡（Pittsburgh, PA）志工在
當地疫苗接種活動上，則是為社區中講中
文的餐廳工作人員接種疫苗。

匹茲堡志工在一場當地的疫苗接種活動中伸出援手。圖片來源 / 慈濟匹茲堡聯絡處

雪松市的志工，在疫情期間做好防護措施、改變領取方式，讓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安全領取食物。
攝影 / 王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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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州的阮蓮森醫師（中）與慈濟合作，在費爾菲克
斯縣七角區的自家診所門前，為受疫情影響的低收
入家庭發放食物，維持營養攝取，提升免疫力。攝
影 / 鍾東錦

2020年六月，雖然當時防疫物資短缺，北卡洛麗志
工依然盡力為「中庭健康維克森林浸信會」的高點
市醫療中心籌到一批防疫物資。攝影 / 林榮欽

2020年四月，慈濟志工為馬里蘭州立大學醫療系統
醫院捐贈急需的防護物資。攝影 / 曾寶珠

2021年春季，洛麗志工在「德罕收容中心」為那
些疫情期間遭受經濟重創的家庭舉辦食物發放。 
攝影 / 黄詠詩

2020年八月，華府志工冒著大雨在「鞏固河東家庭協會」（East River Family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ve）舉辦食物發放。攝影 / 蔡蕙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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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府（Washington, D.C.）地區，
慈濟志工為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 
Hopkins Hospital）、馬里蘭州立大學
醫療系統醫院（University of Maryland 
Medical System）、東卡羅萊納大學醫療
中心（Ea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高 點 市 醫 療 中 心（High Point Medical 
Center）等醫療機構送去防疫裝備。後來
志工在華府會所外用「得來速」的方式發
放食物，還在 2020 年秋季舉辦戶外疫苗
接種活動，慈善、防疫都兼顧。此外，華
府分會還與費爾菲克斯縣衛生局（Fairfax 
Coun t y  Hea l t h  Depa r tmen t）、

阮蓮森醫師（LamSon Nguyen）七角區
（Seven Corners, VA）的兒科診所、瓊
安雷克小學（JoAnn Leleck Elementary 
School）、羅莎公園小學（Rosa L. Parks 
Elementary School）、安息日教會華府
社 區 服 務 中 心（Adventist Community 
Services of Greater Washington）建立合
作關係，其中安息日教會社區服務中心與
慈濟志工曾一同為馬里蘭州的衣索比亞裔
（Ethiopian）家庭服務。洛麗（Raleigh, 
NC）聯絡處志工募款募心，購入 1,500
多磅罐裝食品和食用油，在德罕收容中心
（Durham Rescue Mission）舉辦發放。

即將開啟2021至2022學年的學童家庭，不但收到
華府志工送去裝滿文具的書包，還領取到一批防疫
物資。攝影 / 蔡蕙菁

2021年，在做好防疫措施下，華府志工為艾達颶
風災民發放現值卡，讓頓失一切的災民能買保暖衣
物、藥物、或食物等必需品。攝影 / 蔡蕙菁

2020年，馬州銀泉市（Silver Spring）的志工與
安息日教會華盛頓社區服務中心一同舉辦食物發
放，關懷當地衣索比亞裔社區。攝影 / 蔡蕙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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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會轄區（德州中南部	South	Central	TX、路易斯安那州 LA、
密西西比州MS、阿拉巴馬州 AL、喬治亞洲GA、佛羅里達州 FL）

疫情中持續關懷2017年遭哈維颶風（Hurricane 
Harvey）重創的迪金森市（Dickinson, TX）。2020
年四月，市長茱莉·馬斯特（Julie Masters，右）收
到德州休士頓志工為市府和警局準備的醫療口罩、
消毒酒精。攝影 / 劉本琦

西語裔承包商協會主席弗藍克·富恩特斯
（Frank Fuentes）與奧斯汀的志工會
面，接收慈濟捐贈的防疫及其它物資。攝
影 / 黃芳文

2022年二月，休士頓志工為溫泉村（Wellsprings 
Village）收容的家暴受害者送去毛毯和消毒、清潔用
品，幫助該中心的物資需求。圖片來源 / 慈濟德州分會

奧蘭多志工在2020年末為關懷了23年的佛州甘斯維爾城「塔卡查
理身心障礙中心」病患，送去防疫物資和禮物。攝影 /趙甫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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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南部，慈濟志工為休士頓聖
約瑟醫院（St. Joseph Medical Center in 
Houston, TX）、奧斯汀市（Austin, TX）
和奧斯汀唐人街的小型公司、佛羅里達
州彭布羅克派恩斯紀念醫院（Memorial 
Hospital at Pembroke Pines, FL）、遠離
奧蘭多聯絡處 100 多公里的甘斯維爾城的
「塔卡查理身心障礙中心」（Tacachale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Center）、 喬
治亞州亞特蘭大（Atlanta, GA）斯卡蒂
絲·萊特兒童醫院（Children’s Healthcare 
of Atlanta – Scottish Rite Hospital） 和
都 律 市 北 部 醫 院（Northside Hospital 
Duluth）在內的醫療機構捐贈防疫物資。
 在休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的協助下，德州分會也在慈濟會
所外舉辦「得來速」食物發放，為疫情中
財務更陷泥沼的弱勢家庭提供營養食物。
此外，志工也與美國紅十字會墨西哥灣區

（American Red Cross, Texas Gulf Coast 
Region）、「休士頓無家可歸組織聯盟」
（Houseless Organizing Coalition）、
「美國拉丁美洲公民聯盟」（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和西班
牙裔承包商協會（Hispanic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de Tejas）建立合作關係，
許多被人們遺忘的社會邊緣人——包括休
斯頓哈里斯縣警局監獄（Harris County 
Sheriff’s Office in Houston, TX）的獄友、
休士頓柬埔寨社區（Little Cambodia）
居民及其他移民社區、佛州好萊塢市禧年
中心（Jubilee Center of South Broward 
in Hollywood, FL）的街友、喬治亞州諾
克洛斯彩虹日照中心（Cai Hong Senior 
Center in Norcross, GA）和其他養老院的
年邁長者、家暴受害者等，也都收到慈濟
志工帶去的素食、防疫物資和關懷。

亞特蘭大志工為喬治亞州葛溫奈特縣「消防和緊急服務總部」（Gwinnett County Fi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Department）與「警察總部」捐贈防護物資。攝影 / 孫嘉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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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分會轄區（北德州	North	TX、阿肯色州 AR、
奧克拉荷馬州OK、堪薩斯州 KS、田納西州 TN）

達拉斯志工分裝口罩，方便分發。攝影 / 吳怡萱

2020年四月，達拉斯
慈濟人文學校的學生家
長領取防疫物資。攝影 
/ 吳怡萱

慈濟志工在達拉斯市長返校日上親切告知學童家
庭，除了校服，他們還會收到防疫物資在內的其
它物品。攝影 / 吳怡萱

2022年八月，慈濟志工整理消毒濕紙巾，準備一
同發放給前來領取校服的家庭。攝影 / 吳怡萱

防疫物資用印著溫暖訊息的信封裝好。攝影 / 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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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內陸達拉斯分會的慈濟志工，
早在疫情初期就開始行動。2020 年三月
就幫達拉斯市府控制疫情傳播，為市府
臨時設立在霍奇森會展中心（Kay Bailey 
Hutchison Convention Center）的大型
遊民收容中心送去環保毛毯。2020 年 4
月 10 日志工也戴著口罩行動，為大愛幼
兒園和人文學校學生家庭在內的社區居民
發放防疫物資，並將大批防疫物資捐贈給

達拉斯醫療城醫院（Medical City Dallas 
Hospital）在內的醫療機構。另外慈濟
志工也與達市緊急災難管理中心（Dallas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密切
合作。因為疫情暫停兩年的達拉斯市長返
校日（Mayor's Back To School Fair）於
2022 年重啟，慈濟志工恢復校服發放——
這一年的發放，還特別為每個學生家庭準
備防疫物資。

艾迪生市（Addison, TX）市長周建源（中），在物資匱乏的2020年初，接收達拉斯分會捐贈的大批洗手
液。攝影 / 吳怡萱

2020年三月，考慮到洗手液又重又佔空間不方便
運輸，達拉斯志工打包消毒藥丸，捐贈給波多黎各
（Puerto Rico）的養老院協助防疫。攝影 / 吳怡萱

每粒藥丸融入一加侖水就可以變成一加侖多功能消毒
液——達拉斯志工送出21,600粒消毒藥丸，就等於送
出21,600加侖消毒液。攝影 / 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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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分會轄區（北達科他州ND、南達科他州 SD、那布拉斯加州NE、明尼蘇達州
MN、愛荷華州 ID、密蘇里州MO、威斯康辛州WI、伊利諾州 IL、印第安納州 IN、	
密西根州MI、俄亥俄州OH、肯塔基州 KY、西維吉尼亞州WV）

2021年末中西部遭
受龍捲風災，疫情中
芝加哥志工依舊前往
勘災、舉辦發放。圖
為志工與一位在風災
中受傷的民眾交談。
攝影 / 馬樂

有口罩、防護板的保
護，芝加哥志工可以
在安定2022年肯塔
基州東部水災災民身
心靈的同時，防止疫
情傳播，保護彼此健
康。攝影 / 裘柏年

芝加哥「美洲老人公寓」（Las Americas Apartments 
in Chicago, IL）的長者安妮·海因斯（Annie Hayes, 
Senior）感恩慈濟志工送來口罩，讓老人公寓居民可
以在疫情中自保。攝影 / 馬樂

2020年居家避疫期間，芝加哥志工推出線上素食烹
飪教學，透過網路推素。攝影 / 陳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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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早在 2020 年春天個人防疫物
資已嚴重短缺，芝加哥分會一直沒有停
止送出溫暖與關懷。在麥克漢瑞縣政府
（McHenry County Government） 的 請
求下，芝加哥志工為當地街友送去環保毛
毯和個人衛生包；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
（Milwaukee, WI）的志工也為麥肯納難
民收容所（MacCanon Brown Homeless 
Sanctuary）捐贈 60 袋大米。志工們還與
石溪教會（Stone Creek Church）合作，
為蘭圖爾鎮（Rantoul, IL）因疫情遭受經
濟重創的家庭舉辦食物發放。此外，志工
還為包括芝加哥第 25 區（25th Ward）的
長者、芝加哥安貧小姐妹會療養院（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St. Mary’s Home）以
及密蘇里州善牧者修女會（Sisters of the 
Good Shepherd）在內的團體送去防疫
物資和暖心的生活包。在疫情最嚴重的日
子裡，芝加哥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 
Hospital Medical Center）等醫療機構也

收到慈濟捐贈的防疫物資。然而 2021 年
末，極具破壞性的龍捲風又侵襲美國中西
部，讓許多民眾本就困難的生活更是雪上
加霜。芝加哥分會幾個州的志工在齊心協
力舉辦急難救助發放的同時，也不忘捐贈
防疫物資。2022 年肯塔基州東部遭受水災
後，慈濟志工再次為災民帶去包括防疫物
資和校服發放在內的馳援。2022 年五月，
芝加哥分會也在中國城恢復因為疫情暫停
的義診活動。

2020年五月，珍妮特·麥克德莫特代表美國中北
區善牧者修女會（Jeanette McDermott, ，左）
收下聖路易斯志工的防疫物資，準備送到附近兩
所修院保障修女健康。攝影 / 楊淑萍

2022年5月28日，
芝加哥分會在疫情
爆發後首度舉辦義
診，服務中國城民
眾。為防止病毒傳
播，看診民眾均需
快篩陰才可進入。
攝影 / 林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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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分會轄區（北加州NorCal、奧瑞岡州OR、華盛頓州WA、
愛德華州 IA、蒙大拿州MT、懷俄明州WY）

美國慈濟世界38

西雅圖分會的慈濟青年
志工，在2021年七月為
來到會所參加疫苗接種
的民眾指引方向。攝影 
/ 陳詠怡

為慰問那些2018年坎
普山火（Camp Fire）
後 還 在 重 建 生 活 、
卻又遭受疫情重創的
災 民 ， 志 工 為 康 考
（Concow）山區居民
送去台灣援助的香積飯
麵。攝影 / 曾奂珣

2020年11月2日，慈濟志工將關懷和祝福，將布口
罩與急難救助物資一同送到受斯萊特山火（Slater 
Fire）影響的災民手中，讓災民有資源能在疫情中保
持身心的穩定。攝影 / 容長明

2020年十月，奧瑞岡州、加州、華盛頓州三地的慈
濟志工攜手馳援奧瑞岡州山火災民，送去口罩、現
值卡在內的急難救助物資。攝影 / 容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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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加州志工組織「北加州防護應變小
組」，為北加州地區發放防疫物資。除了
為沙加緬度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院（UC 
Davis Medical Center in Sacramento, 
CA） 和 聖 塔 克 拉 拉 縣 山 谷 醫 療 中 心
（Valley Medical Center in Santa Clara, 
CA）在內的醫療機構送去防疫物資外，
慈濟志工將發放的重點放在不易獲得防
疫物資的偏鄉地區，其中包括華森維爾市
（Watsonville, CA）、「天空牧場少年學苑」
（Rancho Cielo Youth Campus）和蒙特雷
縣（Monterey County）的食物銀行等地。

即使在家，志工們也踩著縫紉機做出1,000
多只布口罩發放給民眾；還有志工幫助阮
賢醫師（Dr. Hien T. Nguyen）組裝拋棄式
防護罩，讓醫護人員即使在直接接觸新冠
病患的時候也可以保護自己的健康。在北
邊的西雅圖（Seattle, WA）支會，慈濟志
工多次與西雅圖國際診所（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合作舉辦
新冠疫苗接種活動，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志
工，更是主導了包括將 16,500 件防疫物資
捐贈給華盛頓州鄉村農工在內的一系列防
疫行動。

心繫居住在包括薩
利那斯（Salinas）
山谷在內偏遠地區
的農工，慈濟北加
州志工將香積飯直
接送到他們手上。
攝影 / 廖瓊玉

奧克蘭市獨居的亞裔長者，因為擔心染疫不敢出
門。慈濟志工長期關懷，每週一次代購食物，與
香積麵飯一同送到長者家門。攝影 / 蔡麗君

沙加緬度聯絡處（Sacramento,CA）為佛森長者安養
院（Park Folsom Senior Retirement Community）
的年長居民送去香積麵飯。攝影 / 馬愫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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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轄區（南加州 SCA、亞利桑納州 AZ、內華達州NV、
猶他州UT、科羅拉多州 CO、新墨西哥州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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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七月，鳳凰城志工將防疫物資帶進疫情嚴峻
的納瓦霍印地安保留區。攝影 / 牧帆洲

2020年6月7日在邁爾斯小學首次舉辦「得來速」
食物發放後，喜瑞都志工於2023年6月14日開心合
影，紀念最後一次「得來速」發放。攝影 / 許春蘭

2020年八月，橙縣（Orange, CA）志工與當地耶
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聯手，為聖塔安那（Santa Ana, 
CA）照顧戶送去營養食物。攝影 / 許春蘭

2021年三月，威明頓志工重啟低收家庭食物發放。
攝影 / 陳福全

2022年八月，亨廷頓公園市邁爾斯小學（Miles 
Avenue Elementary School in Huntington Park）
恢復實體授課，喜瑞都志工為學童送上裝滿防疫物
資和學習用品的書包。攝影 / 林峰元

托倫斯（Torrance, CA）志工與服務低收家庭的 
「南加州大眾教育學院」（Instituto de Educacion 
Popular del Sur de California）攜手，為威明頓     
(Wilmington) 日薪勞工提供防疫物資。攝影/錢美臻



 在南加州發放防疫物資的同時，總
會的慈濟志工每個星期也在不同地點舉辦
食物發放，幫助那些因為疫情遭受經濟打
擊的家庭。另外總會還在 2020 年七月與
國際醫療任務組織（Medical Task Force 
International）在聖諦瑪斯（San Dimas, 
CA）舉辦新冠抗體檢測，幫民眾了解自己
是否已經感染過新冠病毒。
 在總會其它轄區，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NV）志工為內華達肺部中心（Lung 
Center of Nevada）、 北 部 彩 虹 養 老 院
（North Rainbow myGeneration Senior 
Clinic）在內的機構捐贈防疫物資；鳳凰

城（Phoenix, AZ）志工也為亞利桑那州立
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捐贈防疫物
資，保護學生們的健康。其中讓人印象極
為深刻的要屬鳳凰城志工對哈皮原住民保
留區（Hopi Reservation）和納瓦霍印地安
保留區（Navajo Nation）的馳援。鳳凰城
志工與原住民宗教團體「巴哈伊教組織」
（Bahá'í Faith Group）以及「納瓦霍族和
霍皮族家庭新冠肺炎援助基金會」（Navajo 
& Hopi Families COVID-19 Relief Fund）合
作，慈濟志工為降低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
哥州原住民的新冠感染率而奔波，為幾乎
有滅族疑慮的原住民帶去防疫物資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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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山谷山火（Valley Fire）後，聖地牙哥（San 
Diego, CA）志工為賈穆爾地區（Jamul）的災民送
去現值卡和防疫物資等必需品。攝影 / 周孜宇

北維斯塔醫院執行長維米拉（Vincenzo Vamile, 
North Vista Hospital CEO, 左二）接收拉斯維加斯
志工送來的防疫物資。攝影 / 鄭茹菁

2022年八月，志工為阿罕
布拉高中（Alhambra High 
School）低收家庭學子送去
裝滿文具的書包和50美元現
值卡、口罩、快篩劑。攝影 
/ 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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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分會轄區（夏威夷州HI）

美國慈濟世界42

夏威夷志工捐贈香積飯，為那納庫尼–懷厄奈聯合學區的遊民學生補充營養。攝影 / 鍾豪

夏威夷州政府教育部（Hawai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代表手持寫著「感謝台灣慈濟佛教基金會的捐
贈，並祝您們佳節愉快！」的手繪海報拍照，感謝志工在2020年聖誕節之際慷慨捐贈的物資。攝影 / 林桓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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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威夷雖然與美國本土有天然的海洋
屏障，但夏威夷諸島仍需嚴謹防疫。環太
平洋地區的慈濟志工，對「行為健康與無
家可歸全州統籌應變小組」（Behavioral 
Health & Homelessness Statewide 
Unified Response Group）和「夏威夷行
為健康署」（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在內的機構捐贈防疫物
資。另外為緩解歐胡島（Oahu, HI）遊民
的困境，志工還在 2020 年十二月為他們

送上 23,000 份香積飯和香積麵。這次發
放有一部分透過「救世軍」（Salvation 
Army）、「夏威夷送餐服務」（Hawaii 
Meals on Wheels）和當地的食物銀行送
出，也有的直接送到照顧戶手上。例如
那納庫尼 – 懷厄奈聯合學區（Nānākuli-
Wai'anae-Complex）有 600 位來自遊民
家庭的學生，有的住在帳篷或是車裡，有
的寄住在別人家——這些學生都收到了慈
濟志工送去的香積飯、麵。

夏威夷的物資發放採用「得來速」形式，減少
接觸降低感染風險；也針對沒有車的民眾設計
室外發放。攝影 / 林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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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間斷的醫療服務
 慈濟美國的醫療志業服務——包括醫
療基金會轄屬的三間社區門診中心及外出
義診活動，在 2020 年都因疫情暫停。「 
我們一直做到 2020 年三月份，但發現美
國新冠確診數一直往上飆⋯⋯」時任醫療
基金會首席醫療長（CMO）、並於 2021
年從葛濟捨手中接任醫療基金會執行長的
鄧博仁，回憶當時的緊張情勢：「百分之
八到百分之十的死亡率！試算這樣的死亡
率，我們（診所）有六、七十個人，比例
上來講就會有五、六個人來上班後可能（染
疫）就往生，這種壓力真的很大。就會想，
今天診所結束了，大家各自回家後會不會
有人回不來⋯⋯我說的不是新聞上看到的
人，是身邊的人，天天一起工作的人啊
⋯⋯」由於死亡率傳播率高又快，所以醫
療基金會天天密切追蹤疫情。

 「到美國確診人數突破 100,000 大關
時，葛師兄那時候覺得不行，就把面對面
的運作停掉。」但病患還是需要照顧，該
怎麼辦？醫療基金會隨即啟動遠距視訊門
診服務，追蹤診所和外出義診病患的病情。
 「改成電話視訊問診，我們做了一個
月左右，但發現這也不是最適合的方法，
因為有個大問題存在——沒有醫保的病
患，在我們開了處方後，得自行去當地藥
局買藥，但因為沒有保險，他們也買不起

  適應新常態

⋯⋯」直到現在，鄧博仁講到當時病患的
無助仍止不住哽咽：「在我們診所直接拿
藥，就可以拿到免費藥，但開出去的藥在
外面買很昂貴⋯⋯ 就覺得⋯⋯真的很不
捨，這些病人真的很可憐⋯⋯他們會問我
們，看是否能換藥，不能換的話，這種藥
可以暫時不要吃嗎？這樣的電話很多，試
行遠距醫療服務一個月後發現，這樣真的
無法幫助到病人。」
 同年四月，疫情依舊風聲鶴唳，但醫
療基金會決定，在盡量安全的情況下先重
啟西醫實質診療。「基本上團隊提出來的，
只要是正面的，葛師兄都不會說不。所以
我們診所設計出安全的方式。那時連病毒
快篩都沒有，但還是有醫護職工願意冒著
染疫風險進來門診中心服務病患 。」鄧醫
師現在回想起當時的一些細節：「疫情中
許多醫療院所停診，政府有給醫療人員補
助，其實醫護不需要到診所上班（也還是
有收入），但我們還是募到人來診所，而
且一旦開始工作，他們就拿不到政府的補
助了，但這群醫護還是願意進來，真的很
感動！」
 因為沒有快篩、沒有消毒劑甚至口罩，
西醫團隊只能詢問病人，有沒有呼吸道症
狀？如有症狀或發燒，就都不能進入診所
看診，就算是過敏氣喘也不行，因為無法
確切判別，但這些病患可以用電話視訊問
診的方式看診，問診完後就在診所外的停
車場等候拿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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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怎麼照顧那些偏遠義診時所服務
的慢性病病患？為確保這些人也不中斷地
服藥治療，醫療基金會決定直接將處方藥
送到病患家門口。「我們的藥劑師將每位
病患的藥分裝，每三個月為他們送到家門
外補給。」鄧博仁說，在送藥的同時，慈
濟志工還在箱子裡添加了諸如口罩、方便
煮食又營養的香積飯、淨斯口糧、不同語
言的慈濟美國刊物等用品，為病患送上多
一分溫暖。

很緊張很緊張那時候，只能服
務一個算一個。很辛苦一路走
過來⋯⋯

慈濟美國醫療志業基金會執行長　
鄧博仁

 萊蒂西亞·羅哈斯（Leticia Rojas）是
其中一位收到慈濟慢性病處方藥的病患。
她和兩個女兒、公婆住在一起，全家只有
丈夫一人在疫情期間工作，因此疫情對於
對萊蒂西亞一家來說格外艱難。除此之外 
，萊蒂西亞還患有哮喘，慈濟的包裹為萊
蒂西亞送去吸入劑、口罩還有其它很多物
資。

我非常感激慈濟為這裡的社
區——那些不可能擁有醫療保
險的人——提供的很多幫助。
慈濟真的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慈濟義診病患　萊蒂西亞·羅哈斯

醫護志工為聖伯納汀諾義診
病患準備處方藥時額外加入
的關懷物資。攝影 / 駱淑麗

2020年12月13日志工拜訪聖伯納汀諾病患，親送處方藥。攝影 / 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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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包得死死的，回家後要直接到
浴室沖洗得乾乾淨淨才出來，這是最基本
的。消毒也是，走到哪裡都是酒精味圍繞，
到處都在消毒。」鄧博仁笑說，當初他的
太太並沒有讓他看診完返家後睡車庫，但
醫療人員疫情中的其它「工傷」，他和診
所的夥伴們幾乎都經歷過：「那時候要戴
N95、進口的 KN95 口罩，密合度很緊，
纏在耳朵後面都會破皮，鼻子上面的皮會
因為一直在講話，一整天戴下來鼻子也會
摩擦受傷，臉都像是變形似的⋯⋯」但有
口罩戴已經是幸運的，很多時候口罩得一
直重複使用：「我們會自己想辦法掛在那
邊通風，口罩幾個輪流帶，通風後隔天再
重複使用。」
 為了讓診所醫護人員正確使用口罩，
醫療基金會還聘請專家來做佩戴測試：「包
括口罩的尺寸、形狀都要能徹底覆蓋一個人
的鼻口。這些專家還會給我們考試，我們要
進去一個罩子，裡面噴了非常難聞的刺激性
液體散發在空氣中。沒佩戴好口罩的人是可
以聞到這個味道的。我們要在裡面待一段時
間深呼吸、做幾個動作，你都沒有感覺聞到
異味，那才算過關，如果聞到就不行，一直
要做到每個人都過關才行。」  
 2020 年 11 月 1 日，醫療基金會轄屬
的慈濟門診中心正式升格為「聯邦標準的
醫療中心」，12 月 1 日 FDA 核准新冠疫
苗，基金會就有資格申請疫苗並為社區施
打，積極地開始為進入防疫的下一階段做
準備，不過在那之前，鄧醫師在內的一批

特別
報導

美國新冠疫情四週年回顧

醫護志工要先當白老鼠。「說真的，我們
很期待，但也很害怕，疫苗才剛被核准，
當時真真假假的資訊亂傳，嚇得要死⋯⋯
我們就開內部會議，有意願施打的醫護就
先來報名，一開始沒人舉手，因為沒人敢
打（笑）！那剛剛好我們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拿到第一批疫苗，我再加上其他想打
但也害怕的11個人，就在31日先行施打，
然後利用新年長假來觀察⋯⋯」這個流程
是事先深思熟慮過的，只為了確保疫苗對
人體的安全性：「有幾個人是有不舒服，
但大多數人就ok ，然後後面確定沒事了，
我們才開始幫其他批次的人施打。在那時
候只能這樣，因為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事情 ，也只能這樣一步步去實驗。」 
 儘管每日都要戰戰兢兢，但慈濟醫
護志工們仍義無反顧，為了服務弱勢病患
再辛苦也甘願。「像是病毒快篩一開始也 
很短缺，我們也曾派志工去不同藥局去收
購，來保障看診病患和診所醫護志工的安
全。但都很有困難度，有人跑了十幾家藥
局，才收集到幾支⋯⋯大家都以為醫療基
金會可以很容易拿到快篩，沒有的！收集
起來很辛苦，因為藥局有規定一個人只能
買兩支快篩，所以我們會組成一批志工，
四、五個人同時去一家藥局、衝去買，然
後帶回來，是這樣累積起來的⋯⋯」
 等到快篩越來越普及後，看診時需要
比較多接觸的中醫科和牙科於 2021 年先
後恢復實體看診。「我們牙科恢復得比較
慢，但有緊急也還是會看。牙科風險真的
最大，就算打了疫苗也不能冒然恢復，因
為那時候沒有快篩能力，不曉得對方張嘴

  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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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牙齒，啊、啊、啊的過程中飛沫噴濺就
會馬上被傳染。因此牙科部門是停診了快
一年後，等到有快篩才考慮重啟。我們做
快篩做得很嚴格，無論醫護或是病患，每
個人都要做快篩，天天篩，很緊張⋯⋯」
鄧博仁醫師在接受採訪時，不只一次用「緊
張」來形容疫情中的診療服務， 在詭譎多
變的疫情中如履薄冰，亦步亦趨地維持給
弱勢、無醫保者亟需的醫治。

鄧醫師（右一）在2021年
5月1日的疫苗接種活動上
與志工合影。攝影 / 駱淑麗

  對公共健康的承諾

 2020 年年底，全美新冠疫情持續翻騰
蔓延，一度中斷的外出義診因志工「拔苦」
心切，沒等疫情全面降溫就恢復。醫療基
金會在佛瑞斯諾的眼科醫療車於休診七個
多月後率先開診，2020年10月24日上路；
駐守南加州、紐約、北加州、拉斯維加斯
的醫療車也於疫苗、快篩逐漸普及後，於

疫情中重啟義診須格外嚴謹，醫護必需配有護目鏡、口罩、防護衣，缺一不可。攝影 / 黃懷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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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報導

美國新冠疫情四週年回顧

疫情高峰期
慈濟防疫物資發放

2021 年三月、五月、七月、十一月分別在
各地重啟服務。至於各分會的非醫療車社
區義診項目，則由北加州領跑，2022 年二
月於奧克蘭（Oakland, CA）舉辦，其它
區的人醫會陸續跟進。儘管人們必須要熟
悉新的看診流程、重擬義診的場地規畫、
格外加強防護措施、篩檢⋯⋯等，但醫護
志工們、病患都共體時艱、相互配合，一
同克服了疫情造成的巨大挑戰，讓醫療服
務能盡量如常進行，也可謂是人性中堅韌
和堅持等寶貴品格的體現。
 新冠肺炎的嚴峻在現代社會史無前
例，但當今全球化的世界意味著它可能遠
不是最後一場全球性的疫情。在這種潛在
的風險中，醫療基金會不忘從新冠疫情中
汲取經驗，好能夠在下一場疫情爆發時有
更充分的準備。
  鄧醫師總結，為因應疫情，醫療中
心設立了一個可以自動檢測新冠症狀的流
程，如果在未來有新的疫情爆發，這個流
程也可以迅速做出更改，檢測出其它細菌

2021年五月紐約醫護志工先試行重啟小規模眼科義診後，8
月8日於長島（Long Island, NY）展開全科義診活動，包括
中西醫、眼科、牙科診療和捐血等。攝影 / 黃懷賢

或病毒的症狀防止院內感染。此外醫療基
金會人事部門也出台新規章，確保醫護人
員可以居家辦公，或是在需要自我隔離的
情況下提供補助，讓醫護人員可以安心養
病，以健康、良好的狀態回到醫療崗位，
不要讓突如其來的大疫情再度壓垮守護所
有人生命安全的醫療體系。
 自始至終，慈濟美國醫療志業在疫情
中的各項行動，都為這段黑暗時期投下一
束束明亮的光。即使在最嚴峻的時刻，慈
濟醫護志工也同樣展現了決心、人道主義
精神和充沛的同情心。慈濟醫護志工充滿
創造力的頭腦和富有大愛的善心穿透疫情，
以堅定的聲音告訴所有人——無論未來發
生什麼，慈濟都會與這個世界同在。



術用口罩
350 萬只

N95 / KN95 口罩
465,270 只

護目鏡
100,000 副

手套
65,400 只

防護面罩
6,000 個

疫情高峰期
慈濟防疫物資發放

2020 年至 2021 年全美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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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防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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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志業人物誌】
		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因緣巧合，一群沒有醫療專業背景的人與慈濟
美國醫療志業相遇，偏遠的深山、災害現

場、社區暗角義診⋯⋯他們都無處不在。

他們是醫護的好搭檔，溫柔堅定輔佐在側，讓醫護
可專心診療；他們也是大愛醫療巡迴車、診療設備
的維護者、駕駛者；還有的是義診前鋒隊，打理好
所有前置作業；或是記錄者⋯⋯無論他們在義診中
的角色如何，他們都同時是大愛的信使，陪在病苦
者身旁，如親人般給予資源和膚慰——當醫護為貧
病者醫治了身體的健康、志工便同時築起了病患心
靈的港。若說慈濟特有的「全人醫療」是艘船，醫
療專業人員掌舵划槳，那這群人，就是遠航最不可
缺的「基礎」——他們組成牢固可靠的船體，支撐
著慈濟醫療志業在美國啟航、乘風破浪。

前言
撰文 /羅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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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慈慧，不下車的路途
採訪 / 鄭茹菁

撰文 /劉嘉麗、羅奇華

2010年11月7日南加州威明頓社區門診中心開幕，曾慈慧（中）與志工們一起慶祝這令人開心的一刻。
攝影 / 林美雪

因為媽媽的一句話：「同樣是在做志工，為什麼不去慈濟？」曾慈慧（現任慈濟美國
總會執行長）如醍醐灌頂般，原本於美國醫療機構做志工的她加入慈濟，因為有新

聞傳播背景，於是從《美國慈濟世界》刊物編輯做起。南加州阿罕布拉（Alhambra, CA）
慈濟義診中心草創時期，她擔負起志工大隊長和行政醫療組組長的重任，雖非醫療專業，
但熟悉美國醫療大環境，因此負責訓練召募義診中心志工、為推廣醫療志業而獻策⋯⋯讓
慈濟醫療在美國站穩腳步。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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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站便上車

  追著不停歇的候鳥

「建立慈濟義診中心的腳步走得很辛
苦，我們那時候是一步一腳印地去落實。」
1992 年，佛教慈濟義診中心正式開始籌
備，當時還是上班族的曾慈慧，一下班便
趕往義診中心預定地（原慈濟美國分會舊
址嘉惠爾大道 1000 號），用恆心和耐心
面對每一份冗雜的工作：「我們每個禮拜
都有志工協調會議，我負責研究並傳達醫
療體系義診志工該注意的事項，落實志工
的訓練和身體檢查（編註：義診志工必須
要有符合美國醫療標準的健檢結果才能投
入服務）。而當有新的專案或政府規定進
來的時候，大家都很願意去學習。」

義診中心可謂慈濟醫療列車的首站，
在首站便上車的曾慈慧，沒有想過中途下
車。30 年眨眼就過，步步艱辛不過也慢慢
地踏上坦途，秉持著「不分你我，做就對
了」的服務精神，越走越遠。

在異鄉耕耘慈濟並不容易。1996
年， 義 診 團 隊 走 向 聖 伯 納 汀 諾（San 
Bernadino, CA）的農工社區展開外出義
診，自良機農場拉開序幕，然後又一直延
伸到 99 號公路往中加州的沿途社區，一
步一腳印灌溉農工的心田。

「農工他們都是靠天吃飯的，隨著季
節性的收成調整居住地，前半年在拉斯維
加斯附近，後半年遷移到中加州⋯⋯」由
於美國醫療昂貴，對沒錢、沒醫保、沒時
間就診的農工而言遙不可及，曾慈慧在內

「我們發現農工的孩子們因為家庭
環境不好，屋內燈光不足，很多都視力不
好。」曾慈慧呼籲慈濟美國醫療志業基金
會（簡稱：醫療基金會）應配置專為眼科
義診設計的大愛眼科醫療巡迴車（簡稱：
眼科醫療車），經過嚴謹的事前評估、了
解多項需求、將社區大德護持捐贈的眼科
醫療車調整到最佳狀態後，2013 年美國第
一輛眼科醫療車正式啟用，六月份上路為
農工家庭提供服務。「（慈濟）照顧最多
的就是農工，很多農工也是靠慈濟在照顧。
還有很多農工因為早中晚在很熱的天氣裡

曾經一年52個禮拜，我們的義
診高達48個禮拜，幾乎每個禮
拜都走入社區暗角，為農工的
健康而戰。

時任慈濟義診中心行政醫療組組長 /
志工大隊長　曾慈慧

的志工們就追著為這群從不停歇的候鳥，
到他們的各個棲息地提供義診服務：「我
們有些時候下午三點出門，到那裡正好農
工下班。從晚上五點一直到八點為農工們
提供義診服務，就這樣以黃昏義診方式和
他們持續互動快三年⋯⋯」

1994年北嶺地震（Northridge Earthquake）發生
後，義診中心團隊前往紅十字會庇護所探訪、學
習。圖左三至右四分別是首任義診中心主任林俊
龍、志工大隊長曾慈慧、慈濟美國分會執行長黃
思賢。圖片來源 / 曾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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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活，高血壓情況很多，靠吃藥治療，所
以慈濟必須持續關懷，提供高血壓的藥，
把他們的身體健康穩住。」

忙碌的義診現場，曾慈慧不停地在場
中忙碌穿梭，一刻也不得閒。不仔細看很
難察覺，走路飛快的她，其實不太平衡。
「我換過髖關節，不能走太快，但做事的
時候就忘記了。」曾慈慧即使再累也不會
顯露出半點焦躁，總是最先注意到哪裡有
需要，立刻上前補位。她思緒也一樣飛快，
總是領頭向外擴展，透過積極與美國主流
組織交流接觸後，攜手合辦多場大型社區
義診，讓更多人認識慈濟、加入慈濟，人
醫會的陣容也快速壯大。

2012 年曾慈慧接任醫療基金會執行
長，在團隊構思如何讓醫療志業在美國永
續發展時，富有遠見的她大膽提出申請
聯邦認證以獲得聯邦補助的想法，隨即開
始鋪路——她推動提升醫療基金會體系下
繁雜的各項軟硬體，並於 2013 年完成將
慈濟義診中心改制成為社區門診中心，以
符合申請資格，為審核之路奠下基礎（編
註：2016 年葛濟捨接任醫療基金會執行
長繼續為申請做準備，正式提出申請後，
2020 年醫療基金會轄屬三間社區門診中心
皆通過審核，晉升為「聯邦標準的醫療中
心（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 
Look-Alike」）。一個原本從台灣飄洋過
海的佛教醫療志業，因為曾慈慧的有勇有
謀，爾後便能在原本資源不足的醫療項目
上也提供服務，為貧困人群謀福利。

  走路飛快

  面對生死
「在疫情開始初期，大家對病毒不清

楚，在摸索過程，大家都不知道接下來會
發生什麼，抑或要面對什麼事情。」2020
年初，新冠病毒（COVID-19）在美國大爆
發，生老病死、悲歡離合，造成人心極大
的恐慌。

面對這場全球性的的巨大災難，慈濟
志工立即展開行動，除了為收治新冠病患
的醫療機構捐贈包括口罩、N95 口罩和防
護衣在內的個人防疫裝備（PPE），更為
在暗夜中惶恐的確診病患及其家屬，築起
心靈的港灣。

「我們的工作是為醫護人員和病人家
屬提供身心靈的照顧，最重要的是家屬的
需求。」曾慈慧回憶，疫情三年間，很多
人在確診後病情急轉直下，但家屬卻沒辦
法進到診間探視甚至送最後一程，那是何
等的煎熬：「那段期間，我會協助聯繫院
方，讓家屬可以用視訊方式見到確診者最
後一面；另外也成為癌末病患和院方的溝
通橋樑，讓疫情中歸家心切的癌末患者，
能順利出院與家人最後團聚。」

黑暗中，曾慈慧伸出雙手擎起亮光，
讓人們在絕望的最深處，照見人性最美的
光輝。

在曾慈慧擔任醫療基金會執行長期間，慈濟美國獲
得第一輛眼科醫療車。攝影 / 林美雪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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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哩路

「在美國，護理之家、養老院和醫療
照護都行之多年，此時此刻，我們應該照
顧社區，膚慰年長族群面對（生命）自然
法則的無助。」由於美國社會的年輕人很
早就脫離家庭獨立，沒有贍養家中長輩的
傳統，老人家的終點站先是老人院，接著
是安寧病房⋯⋯進入慈濟前，曾慈慧一直
是在安寧病房當志工，陪著許多人謝幕人
生，雖然知道這是自然法則，但終究不忍
見老人寂寞面對漫漫長日，然後慢慢死亡。

面對人口逐漸老化的美國社會，養老
的問題刻不容緩，2022 年接任慈濟美國總
會執行長至今的曾慈慧，對美國醫療志業

這部份工作最重要的是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慈濟走進大家的
生活把他們的心穩住，讓他們
在當下有一分依靠。

現任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　曾慈慧

的展望是「落實長照」（編註：即長期照
護），期盼慈濟能扛起照顧社區弱勢銀髮
族、守護慈濟年長法親（編註：同在慈濟
道上修行、做志工、護持慈濟的人）的重
要角色，所以服務將聚焦於「好好走完人
生的最後這一哩路」。

「過程中透過施醫施藥、專業的領域
提供一股正能量。一方面從吃調整，另一
方面提供正確的常識。如今大家很容易能
從社交平台搜索訊息，會去嘗試很多民俗
療法，而我們的職責，就是要引導他們有
正確的認知。」

她希望，未來醫護志工能常去長者的
住處量量血壓、聽聽他們的故事，變成常
態性的往診工作；另外也把老人家集中在
同一個定點，按照長者的身體狀況，分為
可以自由行動或無法自由行動，提供不同
的配套安寧療護。

如何讓證嚴法師「自利利他、弘法利
生」的心願，在美國開花結果？曾慈慧不
斷地發想與行動，只為了讓慈濟精神的內
核，遍撒每一處目不可及的社會暗角。

2011年3月24日，時任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葛濟捨（右）、時任醫療基金會執行長的曾慈慧（左）及南加
州器官捐贈協會（AOPO）執行長孟穆堂（Tom Mone）共同簽屬合作備忘錄。攝影 / 林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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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秀綿，一個眼神便是
千言萬語
撰文 /葉宗貞、鄭茹菁；編輯 /羅奇華

每一次義診現場，牙科區總是熱鬧且忙碌，而每一個治療檯旁邊，總有
一位靜靜站著、隨時待命的牙醫助理，無論是事前準備工作，還是看

診當下遞送器械，或是事後整理消毒，他們全神貫注、一絲不苟，不讓手
上的工作有絲毫差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常常忙碌起來，助理們數
小時喝不到一口水、不能坐下歇息片刻。而侯秀綿就是其中的一員，且這
一堅持便是十多年。

作為牙醫助理，義診中的侯秀綿全神貫注、一絲不苟，確保手上的工作不會有分毫差錯。攝影 / 駱淑麗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journal.tzuchi.us/zh 57

侯秀綿，一個眼神便是
千言萬語

 貴人引路

因為早年忙於職場，侯秀綿在台灣時
只是護持捐錢的慈濟會員，沒有做志工。
直到 1997 年移民美國，侯秀綿到南加州
阿凱迪亞（Arcadia, CA）市府辦的語言班
學英文，認識了慈濟志工黃素銀。因為侯
秀綿懂一些西班牙語，黃素銀知道後便興
沖沖地邀請她一起去訪視低收入戶，從此，
遇到需要有西語翻譯的個案，她們就結伴
做慈濟。

一段日子後，黃素銀邀約侯秀綿參
加新志工見習培訓。在一堂由阿罕布拉
（Alhambra, CA）慈濟義診中心行政醫療
組組長 / 志工大隊長曾慈慧所做的分享課
程中，提到醫療志業需要志工，號召有興
趣的志工前去登記。來美後與慈濟同行的
日子讓侯秀綿倍感親切，且感覺到人生有
了目標，在這股力量的牽引下她上前登記 
，正式成了醫療志工。

最初，侯秀綿被安排每週兩次在義
診中心協助整理資料、接聽電話及預約，
直到醫療志業第三期牙醫助理培訓課程開
始，才入門成為學員。

成為合格助理正式上線後，侯秀綿更
從實作中學到不少經驗，尤其是跟幼稚園
及小學生打交道，看著慈濟大醫王讓張嘴
就哭的小孩放下戒心，乖乖接受牙醫檢查
牙齒，侯秀綿由衷佩服，並對做牙醫助理
的歡喜心與日俱增。除非遇到在外過夜的
義診或回台灣探親，侯秀綿對參加牙科義
診幾乎無役不與。

每個星期四和星期五，侯秀綿準時出
現在課堂上，從零開始學習牙科器材的用
法、如何為器材消毒、如何配合牙醫遞送
器材，以及口腔衛教等知識。同期參加的
志工很多，學習的要求也十分嚴謹，上完
課還需要 100 小時的實習工作時數才能拿
到慈濟的牙醫助理證書。種種挑戰不僅沒
有讓侯秀綿喪氣，反倒更激發她為成為一
名合格的牙醫助理而努力！

2023年8月13日，美國總會舉辦的義診牙醫助理和志工培訓上，侯秀綿（右一）與醫師陳恂滿（中）和
志工黃莉華（左一）合影。攝影 / 駱淑麗

他們不只是我們平常認知的助理，
（還得了解）很多機械原理、（治
療）流程和法規，以及很多的器
材設備的裝置，任務非常繁重。

人醫會牙醫師　陳恂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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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最佳拍檔

碰到孩子哭鬧還不算難度大，最難克
服的還是機器方面的問題。當大愛醫療巡
迴車（簡稱：醫療車）「年事」漸高，有
時會臨場鬧脾氣，若是牙科器材連接車子
的驅動氣壓打不上來、器械沒電，診療就
無法繼續進行。然而進行中的義診又不能
因停電就停診，通常這時候就需要臨機應
變，志工們不會讓患者呆坐，會先安排他
們去做其它檢查，這時就可以看到如侯秀
綿一樣的牙醫助理，會一手拿手電筒、一
手幫醫生遞器材這樣土法煉鋼的方式協助
治療，待機器修好後再繼續開展非用機器
不可的拔牙、洗牙和補牙等服務。

最 讓 侯 秀 綿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2013
至 2017 年 間， 慈 濟 與 醫 護 港（Care 
Harbor）醫療慈善機構合作在洛杉磯（Los 
Angeles, CA）舉辦的大型義診。這類義
診為低收入家庭和遊民提供拔牙、洗牙、
做假牙和根管治療等服務。這些前來求診

的人大部分已經很多年都沒有得到醫療照
護，知道義診開辦的消息後，好些病人凌
晨兩、三點便前來排隊等候。慈濟提供了
63 張牙科診療椅和 500 套牙科診療器材，
並安排牙醫和牙醫助理前去幫忙，好服務
大排長龍的病患。侯秀綿依然清楚記得，
每天清晨五點，天還微微亮，她便和其他
志工在南愛滿地（S. El Monte）慈濟社區
門診中心會合，搭車共乘去義診會場，直
到下午六點才離開。

2018年6月17日，醫療車至聖塔安那（Santa Ana, CA）慧光寺義診。攝影 / 駱淑麗

2018年2月25日，貝克斯菲爾德義診中的侯秀綿。
攝影 / 駱淑麗

美國慈濟世界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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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慈濟美國總會的義診團隊在加
州的聖塔安那（Santa Ana, CA)、貝克斯
菲爾德（Bakersfield, CA）、聖伯納汀諾
（San Bernardino, CA）開展定點義診服
務，每三個月固定輪流前往，也支援亞利
桑那州鳳凰城（Phoenix, AZ）和內華達州
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NV）的跨州義診，
為收入不豐、缺乏醫療資源的居民，提供
西醫、中醫、牙科、眼科的診療服務。

在貝克斯菲爾德義診中，侯秀綿認識
了因認同慈濟理念而加入人醫會的當地越
南裔牙醫師張富山，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
投入義診，更發動太太和兩個女兒一家四
口一起參與，這家人一條龍作業，從登記、
引導到看診全包，讓侯秀綿深受感動，更
加明白保持一顆善念的心，秉持大愛去耕
耘，善與愛可以不斷地擴大。

很多人心中有個疑問，做慈濟志工
出錢出力也勞心勞力，為什麼有的志工反

倒越做越投入？「我總能看到人性中的閃
光和真摯情感的流淌，讓我感受到生命的
美好！」侯秀綿給出了答案。義診中，她
看到大醫王特別為一位年輕人做了假牙，
幫他補上缺失的門牙，讓他能體面地去應
徵工作。不久後，年輕人找到了工作，並
帶著難以言表的興奮之情飛奔回來感謝慈
濟，那一幕銘刻在她的腦海裡，至今無法
忘懷。

作為醫療志工，無論刮風還是下雨，
侯秀綿從不缺席義診活動。而病患的一個
笑容、一個眼神，便是千言萬語，支撐著
侯秀綿一路走來十多年堅持的動力。

醫療車內，侯秀綿（左）等志工一起做義診前的準備。圖片來源 / 慈濟美國總會

當他們（病人）治療好後抬頭望
向醫生那剎那，他們的眼神彷
彿在說：「有你真好！」我都會
被深深感動。

慈濟志工　侯秀綿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美國慈濟世界60

林慮瑢，中南美洲空中飛人
採訪 /劉紹珍、許瑜瑛、王萬康；撰文 /劉紹珍、王偉齡

洛杉磯國際機場（LAX）休息室裡一如往常得熱鬧，多是邊講電話邊敲
鍵盤的商務客，或是帶著孩子準備舉家出遊的家庭。一位個頭嬌小、

七十多歲的台灣奶奶，戴著一副眼鏡、穿著藍色上衣白褲子白球鞋、梳個
包包頭，顯得特別突出，她既沒有家人陪伴、也不像個商務客，獨自在熱
鬧的休息室裡，精神奕奕地先拿些沙拉水果，速速解決早餐後把握時間閉
目養神，登機時間到，便敏捷利索地站起來，拉著一個登機行李箱健步如
飛，不是要返回台灣，而是隻身飛去中南美洲國家，包括轉機時間，一趟
少說 13 個小時起跳的長途旅程。

2011年3月26日，美國新澤西分會慈濟人醫會醫師前往多明尼加拉羅馬那慈濟中小學，為學生及當地居民
義診。時任新澤西分會執行長的林慮瑢（右）抱著來看診的小朋友。攝影 / 馮淑嵐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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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慮瑢，中南美洲空中飛人  護照上的出境章

 以圖示藥

這位精神體能狀況連年輕人都自嘆弗
如的奶奶，就是「慈濟中南美洲關懷小組
召集人」、新澤西（New Jersey）前慈濟
分會執行長林慮瑢，一下飛機抵達目的地 
，只稍作儀容整理就立刻展開工作行程，
和當地慈濟志工開會、訪貧、義診活動
⋯⋯這是證嚴法師交代她的任務——關懷
並協助推展中南美洲國家的慈濟會務。看
不出來這位做事明快、一個人當三個人用
的阿嬤在進入慈濟前，只是平凡的家庭主
婦。

「純粹只是想說因為孩子大了，想要
回饋社會，我 1994 年受證（正式成為慈
濟委員）之後，有因緣跟黃思賢師兄、李
靜誼師姊回台灣隨師（編註：跟著證嚴法
師行腳），種下我要當慈濟志工的堅定志
願。」返美後，林慮瑢在住家客廳開始做
慈濟，介紹慈濟、招募會員，就這樣新澤
西分會從三個家庭成員開始，短短九個月
就募集了千名會員，志工人數突破百人。

從跨國急難救助、慈善深耕到籌畫組
織海外義診，林慮瑢雖然不會講西文、葡
萄牙文，但這位家庭主婦沒在怕，因為證
嚴法師說，對的事，做就對了。

「中南美洲的人大多不識字，因此
要在藥包外畫圖，讓他們瞭解藥包內裝的
是什麼藥，頭痛就有頭痛的圖形⋯⋯因為
我們不能常去，所以不影響生命的藥才敢
給！常備藥會在美國購買一些，但過海關

剛開始幾年，每年都跑四、五
次，那個（出境）蓋的章，比回台
灣的次數還多。

慈濟志工　林慮瑢

林慮瑢（左）長期陪伴多明尼加，深耕當地帶出慈濟的慈善醫療志工團隊。圖攝於2013年當地義診。 
攝影 / 劉啟多

1998 年喬治颶風（Hurricane Goerges）
和密契颶風（Hurricane Mitch）重創中美
洲國家，她義無反顧投入慈濟的援助計畫 
，並在此後展開奔波，協助推展 12 個中南
美洲國家的慈濟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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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明尼加拉羅馬那慈濟中小學開始義診前，林慮瑢（左一）等志工們會先分裝給孩子的維他命軟糖和
義診的藥品。攝影 / 李翠玲

不能帶太多，因此也會在當地採買。經常
是在抵達當地第一天就趕緊分裝包藥及打
包物資，以應付第二天一早開始的義診，
一人做好幾個人份量的工作。」

常常會看到林慮瑢在義診現場低著
頭仔細分藥打包，以彌補當地志工人手不
足的窘境。「對於藥品採購項目，維他命
D 一定要帶，當地的小孩來看診主要是來
拿維他命，不可能一次給一罐，要拆開分
裝，避免他們一次吃完，並在看診時囑咐
爸爸媽媽如何幫小朋友服藥及維他命。曾
經一次有一個人在拔完牙後，隔天又來拔
牙，原來是想要拔完牙之後發放的牙膏及
牙刷。也有些人沒有錢、沒有機會看醫生，
遇上慈濟義診難得有機會看牙醫，就想要

把握機會一次多拔幾顆牙，但並不合適一
次拔這麼多牙。」

林慮瑢謙稱，自己非醫療專業，只
是義診後台的小小螺絲，但她憑著為人母
親、為人阿嬤特有的敏銳和細心，時常
透過溫柔的眼，看見當地真正的醫療需
求。像是慈濟在多明尼加開辦拉羅馬那
慈濟學校（Tzu Chi School, La Romana, 
Dominican Republic），前往關懷陪伴的
林慮瑢發現孩子都不太敢對志工笑，原來
是他們的牙齒幾乎都掉光了：「知道原因
之後，開始幫孩子都塗氟，一年兩次，現
在看到每一個孩子都很漂亮，健康又有活
力，都能展開露齒的笑顏。」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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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因為天生體質好還是因為「愛」
的驅動（亦或以上皆是），大規模義診忙
完，多數人都累癱了，但她還能和當地志
工接著去做社區訪視。「有些病患行動不
便無法出來。像在多明尼加有個車禍個案，
是位高中生，車禍後休學在家，他以前是
我們慈濟小學畢業，我們持續幫這個個案，
如果因車禍不能讀書，也就沒有前途。所
以慈濟志工帶他去看醫生，也代他付了醫
療費用，目前他已高中畢業了！能夠幫忙
他，他就會有未來，也可繼續深造。」

年紀的計算不適用在這位笑起來就有
兩顆甜甜酒窩的奶奶身上，累了，只要在
車上打個小盹馬上可以充飽電、沒有時差
問題、餓了吃泡麵也行，無論中南美洲的
旅程有多少天，她都是簡單的一個登機行
李箱，明快、果決，為了苦難眾生，願做
空中飛人！

早期風災去發放時，發現孩子的
肚子都鼓鼓得，很大！原來都有
蛔蟲，幫他們餵蛔蟲藥，也教他
們改善居住社區的衛生，以及如
何維護個人和家庭的衛生。

慈濟志工　林慮瑢

為了感謝慈濟20多年來在拉羅馬那的付出，2023
年8月6日，當地市政府將慈濟學校前的道路命名為
「慈濟路」。林慮瑢（右二）再次搭乘長途飛機前
往參加揭牌儀式。圖片來源 / 慈濟多明尼加聯絡處

1998年喬治颶風重創加勒比海（Caribbean）各
國，其中多明尼加受災嚴重。林慮瑢（中）擔任美
國勘災團的總領隊，於11月2日至5日前往重災區關
懷。攝影 / 朱台柏

義診時，即便不會說當地語言，林慮瑢總是個慈祥安
心的存在，安撫小朋友看診的情緒。攝影 / 馮淑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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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娟，不被醫生看好的孩子
採訪 /劉翰卿、呂宛潔；撰文 /劉鐘玲；編輯 /羅奇華

有一份全職工作，和先生育有三個孩子，還有年長的爸爸媽媽、
公公婆婆需要照顧。是女兒、是媽媽、是妻子⋯⋯扮有多重角

色、身兼數職的林美娟，從早期就致力於慈濟醫療志業，也發起成立
腎友會。36 年前，在慈濟北加州分會創辦人、人稱「矽谷阿嬤」的
林王秀琴接引下成為慈濟會員至今，林美娟看似不太強壯的雙肩扛下
了越來越多的重任，在醫療志業的道路上，一步一耕耘。

2016年, 北加州醫療組志工在低收入學區的貝拉海文小學（Belle Haven School），舉辦牙齒保健衛教服
務，林美娟（左二）與前來幫忙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牙醫學院的學生互動。攝影 / 白斌一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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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娟，不被醫生看好的孩子
 漫漫醫療路

1993 年慈濟聖荷西聯絡處剛成立（現
為慈濟北加州分會），當時的志工少人力
有限，每個人都身兼多職。為了讓更多人
認識慈濟，大家集思廣益舉辦各種各樣的
活動、茶會、義賣和冬令救濟等。此時，
阿嬤提議舉辦「健康講座」，因為阿嬤吩
咐了，完全沒有經驗的林美娟就開始去學
去探索。

同年，健康講座首次在庫菩提諾市圖
書館舉行。林美娟邀請來自己的家庭醫生
到現場分享心臟血管保健議題，得到大家
熱烈回應。有了第一場的成功，林美娟信
心大增，接著邀請自然療法專家雷九南博
士，開辦了養生系列講座。

隔年，透過慈濟美國總會的牽引聯
繫和南加州義診團隊的支援，聖荷西聯
絡處在距離聖荷西（San Jose）三小時
車程的萬佛聖城（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舉辦首次義診活動。萬佛聖城
戒律森嚴，出家眾日中一食，在家眾也缺
乏良好的飲食，更沒有機會接觸到牙科服
務，大家的健康情況普遍不好。那時聖荷
西聯絡處尚未有攜帶式牙科設備，也沒有
大愛醫療巡迴車（簡稱：醫療車），只能
依靠幾套由萬佛聖城善心大德捐贈的牙科
設備。每次的義診行程，志工們凌晨五點
就要出發，一直看診到傍晚四點，且接連
兩天都是如此，大家常常身體累著，心卻
被喜悅充盈，而林美娟也是其中一員，從
第一次起便堅持參加萬佛聖城一季一次的
義診。

1997 年，為了更好地推動北加州地區
醫療志業發展，時任北加州分會執行長曹
惟中邀請林美娟擔任醫療組組長（編註：
醫療組為慈濟內部的志工分工組別，聚焦
醫療服務）。從小林美娟就是不被醫生看
好的孩子，才出生 21 天就送進了台灣台大
醫院急診。醫生語重心長地對她父母說：
「放棄這個小孩子，也不用送她去唸書，
讓她快快樂樂地過完人生吧。」從小學到
大學，林美娟從來沒參加過升旗典禮，也
沒有上過體育課，父母也不讓她參加任何
人多的活動——正因為自己從小就是疾病
的「受害者」，別人的病苦，林美娟更能
感同身受。

2016年，林美娟（左立者）參與賴隆中學（Larion 
College Prep Academy）社區義診。攝影 / 李禹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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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需要的人提供有效服務，
內心充滿快樂，是支持我持續
努力的動力。

慈濟志工　林美娟

2005 年，受到美國癌症協會加州 
華人分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 
California Chinese Unit）的啟發，慈濟
美國醫療志業基金會（簡稱：醫療基金會）

除了北加州灣區，林美娟還前往美國
其它地區支援慈濟的義診活動。而考慮到
自己的身體因素，也怕增加其他人負擔，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她，雖不能親自前往海
外參與國際義診，但仍鉅細無遺地承擔起
後勤工作，協助招募醫療人員和志工，為
大家安排行程，預訂機票和住宿。

希望北加州分會能成立「癌友會」，強化
病友間的互相支持和提供相關資訊。彼時 
，林美娟住家附近中餐館的老闆因為腎臟
出現問題開始洗腎，餐廳只能交由妻子一
人經營，壓力過大、財務出了問題，原本
幸福的一家變得問題百出；同時，林美娟
也目睹親友在「洗腎」治療中承受的巨大
痛苦⋯⋯

一時間，「腎病」在林美娟的生活中
頻繁出現，讓她關注到腎友這一群體——
每週需要洗腎數次，洗腎完身體會特別虛
弱，病患不僅要忍受疼痛，陪伴的家屬也
因為疲於照顧病患，已沒有多餘的心力從
零開始探索或尋求更多支援。作為「病痛
過來人」的林美娟很清楚，「抱團取暖」
對於在疾病中苦苦掙扎的人來說十分重
要！又考慮到灣區華人眾多，洗腎人口也
在日益增加，林美娟提議成立「腎友會」。

慈濟北加州分會腎友會的成立，成了
當時全美唯二（編註：慈濟休士頓人醫會

1993年一月，聖荷西聯絡處會所正式啟用，林美娟（中右）與
創辦人矽谷阿嬤（中左）合影。圖片來源 / 慈濟北加州分會

 不停歇地服務

2012年，在腎友會上，林美娟聆
聽並進行分享。攝影 / 吳崇崚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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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COVID-19）疫情期間，腎友
會活動改採線上座談方式持續進行，而從
2023 年三月開始恢復了實體聚會，但也保
留線上形式，身處美國各處的腎友們也終
於有渠道相聚。林美娟及團隊成員邀請了
醫生、護士、營養師以及社工前來為大家
分享和講解最新資訊——從人工腎臟研發
進程、慢性腎臟病洗腎換腎後的各階段、
病友對於疫苗方面的需求、根據自己情況
選擇合適的透析方式（編註：為腎衰竭病
患淨化血液的方式）、血液透析與腹膜透
析的注意事項⋯⋯等。

從開始參與志工活動到投入慈濟醫療
志業，林美娟的 30多年，是初心恆持，始
終如一。在林美娟心中，矽谷阿嬤將她牽
引上一條永遠不後悔的道路。

我的手機物盡其用，發揮了很
大的功能，就像我們的身體一
樣，多幫助別人，發揮了生命最
大的價值。

慈濟志工　林美娟

2007年，林美娟向志工介紹醫療工作。圖片來源 / 慈濟北加州分會

於2002年 11月 10日成立每月一次的「腎
友會」）以華裔腎友為服務關懷對象的病
友會。作為「腎友會」創辦人的林美娟，
更把腎友會的成員當作自己的親人和朋友
來關懷。從成立至今 19 年，每週七天，每
天 24 小時，林美娟的手機從不關機，永遠
向病友們敞開，大家有困難和任何緊急情
況，隨時都可以打電話聯絡，即使半夜需
要接送，林美娟也毫無怨言、全心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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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劉翰卿、呂宛潔
撰文 /鞠佩璇；編輯 /羅奇華

黃啟貞，菩薩道不進則退

凌晨四點的矽谷（Silicon Valley, CA）天尚未亮，科技公司工
程師黃啟貞起床洗漱，準備前往位於聖荷西的慈濟會所。為

了能在八點前趕至 160 英哩外的萬佛聖城（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慈濟義診團隊五點便集合完畢出發⋯⋯1998 年，初進慈
濟的黃啟貞在萬佛聖城參加了他的第一次慈濟義診活動，作為司機默
默地為團隊穩固後方。自此後不論工作輕重，黃啟貞親力親為，從不
推托，大大小小的慈濟活動上，重活、累活中總能見到他的身影。

2023年慈濟北加州分會舉辦夏季義診，黃啟貞核對病患資料。攝影 / 呂宛潔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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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啟貞，菩薩道不進則退

 修行的課題

 拔苦予樂

慈悲心初萌發，剛開始發心服務付出 
，佛菩薩就出了考題。

有一年北加州苗必達（Milpitas, CA）
社區義診，醫師為民眾施打流感疫苗。不
料準備的針劑在中午時分就用罄，一位帶
著母親前來求診的年輕人非常生氣，當埸
比了不雅的手勢⋯⋯一直跟對方鞠躬道歉
之餘，黃啟貞心中受到很大的震撼：「原
來即便是做好事也會遇到挑戰。」

「佛法可以幫助我們調適自己的心
情，因為自己當時才剛進入慈濟，心理上
難免會受到衝擊，還好有證嚴法師的法可
以沖淡一些。」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集
中精力克服困難，成了黃啟貞修行的課題。

相較於其他種類志工服務，作為醫
療志工會有更多技術性的挑戰、遇到更多
難題、也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出發前，
志工們對提供牙科義診的大愛巡迴醫療車
（簡稱：醫療車）車況進行鉅細靡遺的檢
查，比照牙科診所的設置，確保器械到位
且充足；到了服務定點，需要確保醫療車
停放處地面平整、水電供應無缺；而義診
時隨時得注意醫療車是否正常運轉⋯⋯但

義診對於病患而言，效果是立竿見影
的。看見求醫的民眾經過診療後，疼痛在
當下立刻解除，在黃啟貞看來，是親身體
驗到了佛經上所教示的「拔苦予樂」。

而「拔苦予樂」的背後，醫師和志工
們的無私奉獻，時常觸動黃啟貞：「一些
報名參加義診的醫師路途遙遠，常常驅車
來回幾小時前來服務。像是年輕的足科醫
師莊大慶，週日將三個小孩交給太太照顧，
自己一早長途駕車，來來去去甘之如飴⋯⋯ 
還有一直投入北加州定期義診、家住柏克
萊（Berkeley）的村上信，2018 年坎普山
火（Camp Fire）爆發時，特別連續兩天往
返災區歐羅維爾市（Oroville, CA）參加義
診，單程就要三小時⋯⋯為了讓居民能少

無論多仔細，總還是會有狀況，因此從義
診開始到結束，得時刻保持高度警覺，要
心思縝密反應快速並確實地解決問題——
千錘百鍊下，黃啟貞成了義診中備受信賴
的夥伴，他面對問題時不慌不亂，溫和的
笑容背後是個安定的存在。

黃啟貞（右二）在2001年的萬佛聖城義診上。 
圖片來源 / 慈濟北加州分會

2017年的春季義診，開始前志工們互相幫忙穿戴
醫療防護衣。攝影 / 陳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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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道如果不進就會退，會逼
得自己一直要往前！如果三個月
沒做事（志工服務）就會心虛，
有點空的感覺！

慈濟志工　黃啟貞

 疫情下的大愛
「新冠（COVID-19）疫情對我們醫療

組來說是一次挑戰。」2020 年新冠疫情肆
虐，北加州分會暫停義診服務。2021 年開
始，醫療組調整運作模式，先恢復中醫和
脊椎科，再增加牙科服務。疫情下的牙科
診療，必須更慎重地處理口沫跟血水，仔
細訂立安全程序，嚴格按表操課。雖然看
診的人次減少，但醫療服務的品質依然不
變。

疫情期間，防護設備的短缺加劇了
一線醫護人員的安全風險，為了協調籌
措 個 人 防 護 物 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北加州分會成立防護
應變小組（PPE Project Team）。作為小
組總協調的黃啟貞，想到了結緣十年的農
業城市薩利那斯（Salinas, CA）的街友、
低收入者和農工家庭，於是他電郵當地的
非營利醫療網「山谷健康診所」（Clinicade 
Saluddel Vallede Salinas, 專為西語裔農

康考山區（Concow, CA）義診，黃啟貞在內的志
工給病患擁抱打氣。攝影 / 廖瓊玉

黃啟貞親自到矽谷南邊的農場，將防疫口罩和生活
用品發放給低收入農工。攝影 / 廖瓊玉

受些病苦，志工和醫生們從來沒有想到自
己。」

慈濟北加州的醫療組（編註：慈濟內
部的功能組隊，聚焦提供醫療服務），大
多是和黃啟貞一樣耕耘了二、三十年的資
深志工。春去秋來，團結默契極佳的他們，
從每次義診民眾所給的回饋裡不斷學習成
長，將服務擴大到西語裔社區，好讓更多
弱勢家庭受惠，但對黃啟貞而言，真正受
惠的是自己。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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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醫療和做其他志業其實沒有
太大不同，除了功能性質跟服務
的對象外，對內心的修持和佛法
的歷練都是一樣的 。

慈濟志工　黃啟貞

工家庭等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得知醫
療網內的診所都非常需要外界支援各式
PPE。

在平衡優先順序和數量安排後，黃
啟貞在內的志工前後為山谷健康診所帶去 
5,000 多只口罩和五個防護面罩，並受邀
請一起前往三處農場，深入了解農工在疫
情期間的處境。農場裡的許多農工是持短
期工作簽證入境的墨西哥人，另一部分是
當地的西語裔新移民，他們迫於維持生計
的壓力，曝露在巨大的染疫風險中，只能
繼續努力打工掙錢。黃啟貞將事先準備好、
裝在紙袋的口罩和防疫須知說明書發給每
位農工，為在農田間辛苦工作的農工們謀
得多一分保護。

除了醫療志業外，黃啟貞還投身於
慈濟的慈善志業、急難救助中。身著藍天
白雲制服、戴著一副黑框眼鏡、臉上永遠

2011年10月16日，慈濟北加州分會結合「美墨雙
邊健康週」（Binational Health Week），為低收
家庭舉辦義診。活動協調人頒發感謝狀予慈濟，黃
啟貞代表接受。攝影 / 蔣國安

黃啓貞拳拳服膺證嚴法師所說的「分
秒不空過」：「在做慈濟的時候，我們都
要好好地用心，所有的活動都是能成就慧
命的成長和生命的歷練。」他用這句話提
醒自己、勉勵他人，抱持著歡喜心，在正
道上不斷踐行、不斷進步。

掛著如加州陽光般笑容的他，總是即時出
現在偏遠的深山裡、災害現場、街頭暗角
⋯⋯不知疲憊地一往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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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俊強與鍾明楒
中谷地的快樂戰友

採訪 /錢美臻；撰文 /羅奇華

我和他在同一間辦公室面對面辦公，
有一天我把座位背了過去，志工走

進來看到很納悶。我說每天 24 小時都面
對他，現在我要換一下風水位置了，哈哈
哈哈⋯⋯」加州當地時間晚上八點，忙完
一天眼科義診的鍾明楒回到家接受電話訪
問，當她談起與丈夫溫俊強的工作日常，
電話那頭滿是歡喜。

在慈濟美國的醫療志業裡，活躍著一
對又一對的夫妻檔，而提到加州中谷地區
（Central Valley, CA）醫療，繞不開溫俊
強與鍾明楒。從佛瑞斯諾（Fresno, CA）
亟待關懷的農工社區義診起步；到組建了
西醫、牙科和眼科四部大愛醫療巡迴車（簡
稱：醫療車）的「佛瑞斯諾行動醫療團隊」，
沿著 99號公路不斷札根，為一路上低收入

大愛牙科醫療巡迴車前，溫俊強與鍾明楒學車身上的牙齒插畫擺姿勢。攝影 / 溫慧譞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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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俊強與鍾明楒
中谷地的快樂戰友

 網絡牽起的大愛緣

電腦還不普及的 1997 年，在朋友
介紹下，剛從澳洲查爾斯史都華大學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Australia）畢
業回到馬來西亞（Malaysia）工作的鍾明
楒，與在美國佛瑞斯諾創業、同為馬來西
亞華僑的溫俊強透過 ICQ（編註：最早出
現的即時通訊軟體之一）牽起了太平洋兩
岸的情緣，第二次見面「網戀」便修成正
果，彼此訂下了白首之盟。

2000 年，溫俊強返回馬來西亞與鍾明
楒完成終身大事，鍾明楒趁著婚後辭職等
待美國簽證並陪伴家人的空擋，在早已成
為慈濟志工的妹妹們的帶領下，也開始走
進慈濟。慈濟在鍾家人心裡是家一樣的存
在，想到鍾明楒如果能在大洋彼岸有慈濟

和無醫保的族群提供義診服務；再到如今
改革行動醫療義診模式，以「專案執行」
（run by program）串聯起志工、社區和
合作夥伴，將慈濟醫療志業覆蓋得更深更
廣。溫俊強與鍾明楒是伴侶，是同事，更
是一路同行、並肩作戰的戰友。二十幾年
來，在慈濟醫療志業路上，他們拉滿戰鬥
力地勇往直前。

相伴，就像有娘家人一樣可以依靠，於是
便托溫俊強去詢問當地是否有慈濟？

無心插柳柳成蔭，溫俊強本著替妻子
打聽的想法，透過網路搜尋查到慈濟在美
國的會所消息後，主動致電聯繫了慈濟北
加州分會，繼而被轉介認識了佛瑞斯諾志
工團隊。2002 年，溫俊強在工作之餘，首
次參與慈濟的義診活動，也是人生中第一
次去幫忙義診：「對於慈濟志工無私幫助
社區民眾的行動感到非常溫暖，心裡覺得
自己也能在慈濟做更多事。」

彼時佛瑞斯諾的義診才剛起步，所有
設備和表格都需要由阿罕布拉慈濟義診中
心支援，作為佛瑞斯諾團隊唯一一位男士
且擅長電腦作業的溫俊強，承擔起規畫、
設計符合當地義診需求的各科表格、建立
檔案、將義診作業電腦化；此外在每次週
日的義診前，溫俊強必須在週六驅車來回
八小時去南加州阿罕布拉慈濟義診中心借
取醫療設備，待義診結束後，週一再來回
八小時地歸還借來的設備。

2003 年，大學主修電腦，畢業後成
為電腦程式設計師的鍾明楒來到美國，立
即與丈夫一起投入到慈濟醫療志業中，開
始建立適合當地社區的義診電子病歷系統

眼科義診，溫俊強調整鏡框角度讓小女孩能舒
適配戴。圖片來源 / 鍾明楒

2019年，鍾明楒和三個妹妹一起回到花蓮精舍。圖片
來源 / 鍾明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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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個妹妹曾經發願，如果時
間允許，期望能一起去花蓮做志
工。2019年，願望成真，回到花
蓮我們就像回到了第二個家。

佛瑞斯諾行動醫療辦公室經理 
鍾明楒

「我們兩個是互補，我容易怯場，
就在幕後處理大大小小的工作，需要上前
端拋頭露面的，就派他去。」在鍾明楒的
形容裡，現為佛瑞斯諾行動醫療辦公室經
理的她就像是執筆寫信之人，煩瑣細碎的
行政事務就是她筆下的文字，一個個專案
項目和義診活動就是她一筆一畫寫成的信
件。而作為現任醫療基金會副執行長的溫
俊強則是郵差，將慈濟醫療志業的這一封
封信投向更廣、更需要的地方。

佛瑞斯諾位於美國的糧倉——加州中
谷地區，橫亙南北的 99 號公路沿線居住

有很多農工和外來移工，醫療資源匱乏。
溫俊強帶著佛瑞斯諾行動醫療團隊，開著
醫療車深入暗角，經過多年耕耘，佛瑞
斯諾的行動醫療成為中谷地區居民的健
康守護者，更在 2018 年當地舉辦的全美
人醫會年會時，為來自全美和宏都拉斯
（Honduras）的人醫會志工們分享成功經
驗，行動醫療的推廣與實踐就如蒲公英般
飄向各地。

2012 年，佛瑞斯諾行動醫療團隊擁有
了專屬辦公室，一步步開始為民眾提供牙
科、眼科和西醫的辦公室預約義診。如今，
團隊每星期至少有三天義診活動。鍾明楒
每天六點半便起床開始忙碌，除了需要確
認和把控義診前的各種對接和安排，還要
接待辦公室預約義診病人，培訓和關心志
工⋯⋯有時，一天裡兩個活動發生在不同
場地，溫俊強和鍾明楒便分頭行動，一人
顧一個。

「我們在工作上會有意見不同無法達
成共識的時候，我通常嘴上說著隨你去做 
，但還是會在背後支持他。」鍾明楒笑著
補充：「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不能看他
趴下。我們團隊很團結，大家都說，只要
他做了決定，都會跟著一直衝。」

2014年，鍾明楒完成社區義診病歷系統升級，
為其加入更多功能，可提供更完整的統計資
料，有助於專案規畫、志工管理和申請項目基
金等。圖片來源 / 鍾明楒

 你寫一封信，我便是郵差

（Outreach EHR System），減少紙張浪
費，也有助於資料彙整、存取和統計數據，
對於管理改善義診成效相當有益，成為溫
俊強的最強搭檔。即使女兒溫慧譞和溫慧
儒陸續出世也未曾放緩他們的腳步，反倒
是帶著女兒們「泡」在義診現場，從小在
充滿「愛與善」的環境中長大。2009 年，
滿心都是慈濟的夫妻倆放棄經營個人企業
的大好前景，正式加入慈濟美國醫療志業
基金會（簡稱：醫療基金會），至此，溫
俊強與鍾明楒開啟了在慈濟的新篇章。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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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新的人才能夠接替我的
工作，我願意後退給予他們支
持，一起將慈濟醫療志業的使
命提升到新的水平。

慈濟美國醫療志業基金會副執行長 
溫俊強

 願做擺渡人

即使再忙，只要慈濟分支聯點有需要 
，溫俊強與鍾明楒便馬上動身、搭機前往
協助。「我和溫俊強有共識，無論哪裡希
望推動醫療志業，我們都很樂意去陪伴，
分享資源。這樣他們能少走彎路，並站在
更高的起跑點，跑得更穩。」鍾明楒說。

一起做義診的一家四口（從左至右：溫俊強、
溫慧儒、鍾明楒、溫慧譞）。圖片來源 / 鍾明楒

佛瑞斯諾行動醫療團隊合照。圖片來源 / 慈濟佛瑞
斯諾聯絡處

為全美慈濟分支聯點做義診志工培訓與分享的溫俊強、
鍾明楒。圖片來源 / 李仁傑

美國醫療有很多限制與規定必須遵
守，這意味著參與慈濟美國醫療志業的每

個人都必須達到高標準。除了嚴格把控對
志工的培訓外，溫俊強與鍾明楒更是嚴格
要求自己。活到老學到老，不停歇往前跑
的鍾明楒，為了更加投入眼科義診，報名
參加了配鏡師的課程。比起年輕時，現在
學習速度比較慢，但堅信未來有一天終會
達到終點。對於未來，做事就要盡善盡美
的溫俊強早就立下了願：「除非我不能再
做出貢獻，否則我不會放棄，我會百分之
百盡心服務社區。」

如今正在大學念生物系二年級、未來
想成為視光學醫師的女兒溫慧譞也開始接
力父母的使命，不僅是大學慈濟青年社團
的社長，更特意調整自己的上課時間，繼
續和父母一起參加義診，不斷學習成長。

從千禧年的喜相逢到現在的持續開拓
與創新，溫俊強與鍾明楒仍保持初心，全
家人並肩同行，義無反顧地在慈濟醫療志
業道路上，盡致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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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王純瑾；編輯 /羅奇華

葛濟覺，慈濟光譜下盡得膚慰

2 018 年九月初的墨西哥德拉奇市（Tlaquiltenango, Mexico）暑熱依
然。一大早，一位怯生生的七歲小女孩牽著媽媽的手，出現在慈濟的

義診現場。小女孩的頸部因為意外撞擊受傷，歪斜四十幾度，無法動彈，
躲藏在媽媽身後，沒有笑容，羞澀與害怕的神情，讓人看了十分不捨。

小女孩的媽媽把握每一場慈濟義診，帶著她來針灸。「連續三天，許
安仁中醫師幫她做針灸和推拿，孩子和志工建立了情誼，雖然扎針時仍然
痛得大哭，但扎完針，她會抱著許醫師，像小孫女依偎著爺爺⋯⋯」說著
說著，葛濟覺彷彿回到三十幾年前，人生中最深刻的一幕。

葛濟覺（手持竹筒者）是中南美洲多地義診的催生者。圖為2016年5月19日他在厄瓜多震後發放中，推廣
慈濟點滴行善的竹筒歲月精神。攝影 / 林晉成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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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濟覺，慈濟光譜下盡得膚慰

 羞愧的我鼓起勇氣

記憶深處的 1986 年，葛濟覺的大女
兒兩歲，有天玩耍時不小心撞到腰部，一
直叫著好痛，他緊急把女兒帶到醫院急診
室。「我非常感恩當時的醫院不分貧富貴
賤，馬上安排急救治療。」葛濟覺深深吸
了一口氣，繼續說到：「那時候我的內心
忐忑不安，聽說美國的醫療，尤其是急診
室費用昂貴，當時自己經濟情況不好，心
想如果有需要的話，即使變賣車或任何一
切，都要把女兒醫治好。」

經過醫生檢查診斷和治療後，葛濟覺
收到近 2,000 美元的帳單。「當時羞愧的
我鼓起勇氣對醫生和護士說，自己付擔不
起醫療費，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忙嗎？醫生
立刻請社工人員協助。當社工人員瞭解我
的收入狀況、填寫完資料後告知我，資料
將寄給政府機構審核，剩下來的自付額帳
單，會再寄給我，讓我回去等消息！」後
來，葛濟覺收到了只需付 100 多美元的通
知，他再次用羞愧的心謝謝醫院的安排，
並說將來有機會一定歸還這筆錢。

「記得醫生對我說，美國的社會福利
制度就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我不需要歸
還，把這分愛傳出去吧！」34 年前醫生的
一番話，葛濟覺牢記在心，不斷期勉自己，
有能力時，一定要幫助別人。

2003 年加州聖地牙哥大火（Cedar 
Fire, San Diego），葛濟覺參與慈濟賑災，
親眼目睹一場大火把許多房屋都燒得乾乾
淨淨，無論貧窮還是富有，瞬間變得一無
所有。急難救助發放現場，一位豪宅的男
主人接過 500 美元現值卡時，流下了感動
的淚水，緊緊地擁抱著葛濟覺說：「我會
還回來的⋯⋯」而旁邊的一位慈濟志工竟
用相同於當年那位醫生的話回答：「 不用
歸還，請把這分愛傳出去！」這似曾相識
的情境，改變了葛濟覺的下半生，讓他想
要多了解證嚴法師的理念。

我的心被撼動了，這位災民曾經
是富有的人，手心向上是多麼不
容易⋯⋯把愛傳出去！原來，這
就是慈濟。

慈濟志工　葛濟覺

2017年12月13日，葛濟覺（左一）在墨西哥荷呼特拉（Jojutla, Mexico）發放義診現場代志工向警察
道感謝。圖片來源 / 慈濟美國總會 



美國慈濟世界78

 煩瑣中學習耐性

 變數中考驗智慧

跟隨著慈濟國際賑災的腳步，2007 年
至 2023 年，葛濟覺走過了亞洲（Asia）、
中 美 洲（Central America） 和 南 美 洲
（South America）的 18 個國家。絕大多
數賑災，葛濟覺都擔任前鋒投入災區勘災、
規畫物資運送、與當地政府聯繫溝通⋯⋯
到招募本土志工、安排場地動線和慈濟志
工的食宿行等，每一次，都要在煩瑣中學
習耐性。

急難救助告一段落後，緊接著就是為
災民提供義診。災區的醫療資源與社會福
利普遍不足，葛濟覺曾目睹一位災民，因
小小的傷口未及時醫治，惡化轉為膿瘡後
侵蝕了全背甚至到骨頭；還看到因為缺乏
醫藥，慢性病患者病情無法得到有效控制 
，最終拖垮了家庭經濟⋯⋯無數的例子，
深刻印證了「因病而貧，因貧而病」的人
間苦難。於是在慈濟美國醫療志業基金會
（簡稱：醫療基金會）規畫國際義診時，
葛濟覺主動申請，繼續承擔起先鋒部隊的
責任。

每梯次國際義診行程，從前置作業開
始到義診結束，通常會持續近三個星期之
久。或許有人不解，是什麼力量讓慈濟志
工勇往向前？葛濟覺有最深的體會：「你
會看到透過志工的安排，病患被引領坐到
大醫王桌前得到治療、拿到藥，他們的無
奈和疼痛，會轉變成滿意的笑容。為苦難
人設想、為人間付出，就是人間至美。」

2019 年一月，慈濟在厄瓜多曼納比省
的卡諾亞（Canoa, Manabi, Ecuador）展
開了第一場義診。因厄瓜多本土志工沒有
充分了解翻譯志工交代的事情，導致前期
準備工作未完成，當葛濟覺在內的慈濟前
勘團隊抵達時，不得不加工到半夜做彌補。
然而還沒睡到兩小時，半夜下起的大雨又
打翻了為義診準備的帳蓬，第二天一早，

看到病患的痛苦被解除，當年女兒病
痛得到醫治的一幕幕又浮現在他眼前，醫
師的那句「請把這分愛傳出去」，葛濟覺
時刻沒忘，並用一次次的行動去遵守這個
「約定」。

作為第一線志工，感受到病患的
感恩滿足，會很快樂。

慈濟志工　葛濟覺

2019年開始，慈濟美國義診團隊走進厄瓜多，來
到2017年受地震重創的曼那比省舉辦義診活動。
葛濟覺（右二）等志工勘查卡諾亞義診場地，討
論動線。攝影 / 葉晉宏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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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濟覺立刻號召和慈濟一起重建卡諾亞教
堂的大批營建志工，把帳篷重新支起。所
幸病患們也因大雨而來遲，等病患抵達時，
剛好帳蓬重新搭好，而天公也作美開始放
晴，使得義診順利進行。

為守護社區健康，再多困難都要想盡
辦法跨越。像是新冠（COVID-19）疫情爆
發初期，全球防疫物資極度匱乏，慈濟透
過各種渠道購得防疫物資，準備捐給醫院。
「當時網路上有個防疫物資需求網站，醫
院可以上網登錄需求。慈濟志工根據網站
上的資料，過濾出有緊急需求的醫院，打
電話到醫院聯繫。然而能夠接通的電話，
十通不到兩通，有的醫院以為我們是來賣
東西的，還詢問價錢。」葛濟覺回憶，當
下他得用最大的誠與情，耐心分享慈濟信
念，簡介慈濟在全球救拔苦難的行動，才
一一化解醫院的疑慮。那段時期，在團隊
的堅持下，短短數月間，葛濟覺帶領加州
橙縣（Orange County）志工，把防疫物
資送到了橙縣地區四十多所醫療單位。

2020 年四月，醫療基金會收到了第一
批防護衣 300 件（編註：防護衣是醫療人
員收治新冠病人不可或缺的裝備），橙縣

2020年4月17日，葛濟覺在內的橙縣志工帶著有限
但寶貴的物資捐給社區醫療單位。攝影 / 蘇慧情

2019年1月10日，厄瓜多曼納比省卡諾亞舉辦的第一場義診活動。一早志工們得迅速將被雨打翻的大帳
篷重新支起。攝影 / 葉晉宏

地區分到 30件，葛濟覺立刻聯絡並送到收
治新冠病患多的醫院，醫院的經理迎接了
志工，帶著無奈的笑容：「馬丁（葛濟覺
的英文名），我們現在缺 2,000 件⋯⋯」
歷經波折才能得到數量有限的珍貴物資，
儘管與醫院需求有著巨大的落差，葛濟覺
沒有氣餒，還是不斷期勉自己，要更努力
地為醫療人員採購防疫物資。

「做慈濟」的路上，棘手的問題層出
不窮，但是端著「辦法總比問題多」的心
態，使命必達的葛濟覺總是帶著飽滿的精
神衝鋒陷陣。慈濟的光譜在國際賑災和義
診行動中發光發亮，而在光譜照耀下的葛
濟覺默默期許自己：「願成為發光體，讓
苦難眾生在慈濟光譜下盡得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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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與蘿莉
比鑽石項鍊更無價

撰文 /鄭茹菁、葉慈薈、羅奇華、錢美臻

馬克·奧斯特蘭德（Mark Ostrander）和蘿莉·奧斯特蘭德（Lorrie 
Ostrander）的退休生活並不像許多美國銀髮族一樣，跳上郵輪

環遊世界。2012 年，在聖地牙哥（San Diego, CA）山火與慈濟意外結
緣後，夫妻倆的身影便遍佈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亞利桑
那州（Arizona）和內華達州（Nevada）的義診現場。同時，家住聖
地牙哥與墨西哥（Mexico）邊界偏遠社區的他們，近十幾年來堅持進
行個案訪貧，並推動著慈濟在該地區的定期社區義診，讓無數與他們
般年歲的長者，不在孤單與病苦中數著日子⋯⋯

2015年聖地牙哥慈濟志工奧斯特蘭
德夫婦在慈濟美國總會進行分享。
攝影 / 王瑞峰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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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與蘿莉
比鑽石項鍊更無價

 假期結束
時間回到 2012 年的秋天⋯⋯9 月 23

日，加州八號州際公路（Interstate 8，簡
稱：I-8）東南方 65 英哩處發生蕭基野火
（Shockey Fire），超過兩千多英畝的面
積被燒毀，30 戶家庭被波及，而這一區域
恰好是馬克退休前所工作的消防區域。彼
時馬克和蘿莉正在北加州度假，火災一發
生，曾是消防總隊長的馬克便接到了一大
堆詢問電話。

「有組織開始幫助這些家庭了嗎？」
第一時間，蘿莉對受災家庭關切不已。在
得知官方認定這並不算是一場災難，所以
沒有太多措施去幫助失去一切的家庭後，
蘿莉望著馬克，毅然決定：「假期結束了，
我們回家吧。」他們下定決心自行募款協
助災區。

火災發生地距離馬克和蘿莉居住的哈
昆巴（Jacumba, CA）社區不到十英哩遠，
回到家顧不上細察自家情況，蘿莉便找到

那是我生命中第二次從另一個
人那裡感受到共鳴共振的情
感，在我和慈濟志工第一次握手
和擁抱後我就知道，這不會是一
次短暫的會面，會成為一份長
久的情誼。

慈濟志工　蘿莉·奧斯特蘭德

當地紅十字（Red Cross）請求指引方向。
與此同時，慈濟受到紅十字會邀請，在哈
昆巴圖書館（San Diego County Library 
Jacumba Branch）成立緊急服務處，發
放環保袋、毛毯、清潔用品桶及現值卡，
於是，紅十字會人員將蘿莉轉介給慈濟。

蘿莉第一次見到了慈濟聖地牙哥聯絡
處志工萬培娟，兩人雙手緊緊相握，交談
許久。很快，慈濟便前去幫助受災家庭，
並參加了蘿莉組織的籌款晚宴一起籌集資
金。從那時起，蘿莉成為了一名慈濟志工。

2017年加州發生嚴重山火，住宅區被燒毀。慈濟
美國總會展開急難救助，蘿莉（右一）前往發放物
資。攝影 / 楊奕宏

2012年9月23日，蕭基野火波及當地多處住宅，慈
濟志工前往災區關懷並進行勘災。攝影 / 楊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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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花瓣
位 於 聖 地 牙 哥 東 南 方 的 帝 國 山

（Mountain Empire, CA）是個偏遠貧脊
且乾旱缺水的南加州內陸農村，社區居民
多為退休長者、新移民或無證家庭、和難
以負擔加州城市高昂支出的低收家庭。帝

國山社區交通不便、公共設施極度缺乏、
沒有服務部門、沒有商店，更談不上醫療
院所，在這欠缺關注的角落，居民的生活
就像走入了死胡同。社區裡超過 68 歲的人
口佔了一半以上，許多人有醫療上的需求，
卻礙於行動不便，常常忍著病痛艱難度日。
同為銀髮族的馬克和蘿莉疼惜這些人的處
境，一直推動慈濟在帝國山的定期義診。

2015 年，在馬克和蘿莉的策畫下，慈
濟在帝國山舉辦了首場義診活動。為了累
積經驗和學習如何更好運作，夫妻倆時常
驅車數小時前往其他慈濟義診活動協助，
只為了不斷將各處好的模式和方法帶回到
聖地牙哥的義診活動中。從一開始只有內
科和中醫，到逐漸拓展牙科和眼科義診，
為無助的居民們提供了更多安身安心的力
量。

現在，馬克已是聖地牙哥聯絡處的急
難救助幹事及醫療幹事，疫情爆發後的前
面三個月，馬克每週驅車單趟就要三、四
個小時的路到聖諦瑪斯（San Dimas, CA）
慈濟美國總會，為聖地牙哥團隊一直關懷
的 75 名照顧戶提供鮮食蔬果。此外他們還

「一開始我有點懷疑，因為我曾參加
過美國各地的大火救援，觀察到各種組織
前來提供幫助，但一旦火災結束，他們就
離開了。我曾想過，為什麼沒有人能提供
持續的援助呢？」馬克回憶：「我觀察了
大約六個月，慈濟一直在（那裡）組織相
關活動，甚至到現在，他們仍然與當初的
受災家庭保持聯繫。」被慈濟持續的關懷
和幫助感動，馬克決定跟隨蘿莉，參加慈
濟志工見習培訓課，更深入了解慈悲行動
背後的核心價值。同時，馬克與蘿莉開始
茹素，儘管當時蘿莉正在接受癌症治療，
但絲毫未影響他們的大愛之路。

2015 年 1 月 17 日，馬克與蘿莉在胸
前別上慈濟委員證，夫妻正式成為身著藍
天白雲制服的一員。

馬克曾是一位消防員（左一）。攝影 / 萬培娟

馬克現為慈濟聖地牙哥聯絡處醫療幹事，義診中和
如家人般的醫護志工團隊並肩服務社區。圖攝於
2019年10月20日的帝國山義診。攝影 / 葉晉宏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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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的家，是出生入死共患難
的打火兄弟，退休後，我的家是
慈悲入世的慈濟。

慈濟志工　馬克·奧斯特蘭德  

更號召社區長者加入。長者們不便出力，
於是大家你一人我一人出錢集資與廢物管
理公司合作，改善社區垃圾回收狀況，為
保護地球努力。

2017 年的慈濟美國年度籌款活動
上，蘿莉無私地捐出了幾十年前父親贈予
她的傳家寶——「愛的花瓣」（Petal of 
Love）鑽石項鍊。這條在蘿莉心中貴重到
僅僅佩戴過一次便將它鎖入銀行保險櫃的
項鍊，在台下大家五次熱情地競標後，以
六萬五千美元賣出。對蘿莉來說這樣的高
價令她大為驚喜，可是對其他人來說，蘿
莉那顆奉獻的心更是無價。

馬克與蘿莉在和時間賽跑，希望在有
限的生命時間內，能讓更多人了解慈濟理
念，為社區付出更多。證嚴法師說：「佈
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而這恰好
印證在馬克和蘿莉身上。

與萬培娟結伴，一次又一次驅車到聖地牙
哥偏遠地區，定期訪視弱勢家庭。而一直
堅持茹素的蘿莉，練就了一手做好吃素菜
的本領，不僅承擔了義診活動中的香積（編
註：準備飯食奉佛供僧），更常常製作一
大份可口的素食，為有需要的耆老送去：
「我做的事，就是要完成證嚴法師給我的
使命，有太多貧苦的人，尤其是在偏遠的
地方，很容易被人遺忘。」 

新冠疫情期間，馬克與蘿莉投入「法
譬如水」團隊線上共修活動，並在 2022
年推出的英語志工培訓課程擔任策畫團
隊。除此以外，夫妻倆還在四個社區進行
廢棄物品的二次回收與分類。蘿莉是社區
裡眾所週知的「拾荒者」，不僅親自回收，

馬克（右四）與蘿莉（右二）參與義賣，STC基金會總裁許惠欽（右三）買下鑽石項鍊
獻給母親。攝影 / 駱淑麗

蘿莉捐出了父親於1987年聖誕節贈與的名貴
項鍊，因為太貴重，蘿莉只佩戴過一次。攝影 
/ 王純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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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羅奇華

鄭茹菁，筆桿下搖出的女俠客

1 7 歲那年，求學之餘在夜市擺地攤賺錢的鄭茹菁決定棄「武」從文 
，大路一轉，搖起筆桿。在職場，她是多年資深記者，用筆實踐勇

敢求真的使命；在慈濟，她是一往無前的真善美志工（編註：記錄文字、
圖像、影音的志工，又稱三合一志工），哪裡有需要哪裡就有她的身影 
，二十多年來，總是專注地記錄和傳播著包括醫療志業在內的大愛精
神，成百上千的精彩報導都出自她的筆下。

2019年9月29日，鄭茹菁（中左記錄者）在救世軍活動中心報導拉斯維加斯慈濟牙科義診現況。
攝影 / 彼得·西蒙斯（Peter Simmons）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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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茹菁，筆桿下搖出的女俠客

 傷心路的「中途之家」

成立，成為每一個停留這裡、需要依靠和
幫助的人，溫暖而堅實的「中途之家」。

 不聽話的「菜鳥」
「真的是太丟人了！」採訪電話的

那頭鄭茹菁爽朗的笑聲不停：「（我們離
隊）跑去吃漢堡，還穿著慈濟制服，成了
『現行犯』，沒上飛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頭痛人物⋯⋯」2003 年十一月，慈濟「菜
鳥」鄭茹菁跟隨義診團前往薩爾瓦多（El 
Salvador），開啟了她在慈濟的第一次海
外義診經驗。而這狀況百出的第一次，卻
為鄭茹菁留下了在慈濟二十幾年，最難以
忘懷的記憶。

戲稱自己「當時一點慈濟人文精神都
沒有」的鄭茹菁，卻因「禍」得福。

國際義診和賑災的日誌都要「今日事
今日畢」，身為真善美志工的鄭茹菁被時

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NV）又名
賭城，是一個從莫哈維沙漠（Mojave 
Desert）無中生有的遊樂天堂，也是前往
周遭大景點的必經之城，因此只要有重大
旅遊事故發生，這裡就成了馳援的中心點。

1999 年，台灣中正大學教授帶學生來
美國進行暑期遊學，不料在死亡谷（Death 
Valley ）發生車禍，造成四人往生、一人
重傷。彼時在賭城報社做記者的鄭茹菁
前往報導，遇見了從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和亞利桑那州鳳凰城（Phoenix, 
AZ）前來幫忙的慈濟志工。

事故後續處理完後，相關機構與人員
陸續撤離，只留下在拉斯維加斯無親無故、
語言不通、因受重傷而需要繼續治療、療
養的學生⋯⋯於是「雞婆」的鄭茹菁在報
紙上刊登了招募的訊息，竟有二十幾位當
地華人回應自願前來排班，大家輪流到醫
院照顧陪伴受傷學生。

四個月後，這名學生痊癒出院。慈濟
志工的慈悲、豐富的經驗和極高的效率，
留給了鄭茹菁等人深刻的印象，而熱心的
當地華人也在協同合作中產生了「火花」！
「拉斯維加斯不能沒有慈濟！」想到這裡
高頻率發生的車禍、孤獨無助的華人遊客，
鄭茹菁提議趕快在拉斯維加斯成立慈濟。

為了累計 200 位慈濟會員以獲得成立
慈濟聯絡點的資格，三年間鄭茹菁和其他
人四處奔走分發慈濟刊物，宣傳慈濟理念。
2002 年 11 月 19 日，拉斯維加斯聯絡點 2003年，鄭茹菁前往薩爾瓦多參加大愛屋落成典

禮，在義診現場接受當地小女孩的獻花。圖片來
源 / 慈濟美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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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倒就更強大

任慈濟美國醫療志業基金會（簡稱：醫療
基金會）執行長的葛濟捨「抓住」，重要訊
息當天就要彙整好傳回給台灣本會。以為
自己是電腦白痴，卻在短時間內被逼著鴨
子上架，除了學會了使用電腦，也透過記
錄、思考、重整，不斷將慈濟精神內化；初
生牛犢不怕虎的她，當時還拍下彼時薩國
總統親臨慈濟興建的大愛屋落成，用鑰匙
開大愛村門的歷史性照片；也因熱心的性
格，在小本子上留下近 80 位志工的姓名地
址，為他們寄去了義診中珍貴的照片，從
此在志工群體裡由「黑戶」轉「紅人」⋯⋯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走位需要注意，
後腦袋常常出現在別人的鏡頭裡⋯⋯」雖
然鄭茹菁做記者很多年，但一直是單打獨
鬥：「我以前不知道怎麼與人合作。在這
個被大家包容和照顧的團體，我從一個什
麼都不懂的人，慢慢學做好人，學著對別
人釋放善意。」20 年過去，鄭茹菁早已不
是不靠譜的「菜鳥」，而且無論生活給了
她多少響亮的耳光，她依舊能用有趣的靈
魂和樂觀積極的性格，堅守著自己純真、
善良和行俠仗義的心。

朱自清的回憶散文《背影》中，他的
父親遭遇喪母和失去工作的雙重打擊，但
坦然面對，還安慰簌簌流淚的朱自清說：
「事已至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
路。」面對困境泰然處之，也正是鄭茹菁
的真實寫照。

在和嗜賭成性的丈夫離婚後，鄭茹菁
帶著女兒和一隻小狗淨身出戶，卻沒想到
再次被丈夫「坑」，莫名其妙背上七萬美
元債務。為了儘快還完債，最忙時她同時
兼顧五份工作，常常一天只睡四個小時，
輾轉在不同工作場所，被大家叫做「打工
皇后」。這樣的生活過了四年，債務償還
完了，她的身體也被累垮了——七年間進
出手術房四次，被醫生宣判「不治」三次。
久而久之她便不把醫生的告誡當回事，還
自封是「閻羅王前搶紀錄的賭城俠女」。
搶來的時間，鄭茹菁全投入到慈濟的菩薩
道和自己的工作中。

做報導的人，（內容）要做得有
趣，才能保持自己的熱情和別人
的關注，把這條路走得更遠。

慈濟志工　鄭茹菁

身為人文真善美幹事的鄭茹菁，在拉斯維
加斯會所為志工進行培訓，分享文書處理
軟件的功能，希望有更多人一起記錄下慈
濟美善。圖片來源 / 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

【醫療志業人物誌】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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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被貧窮擊垮，站起來後
拉著一群人走向富足安康的路，
這是我最驕傲的事。

慈濟志工　鄭茹菁

服務。2023 年五月，拉斯維加斯迎來大愛
眼科醫療巡迴車，讓眼科義診進入低收校
園的夢想成真。

「我們最希望幫助的是短期遇到困境
人，希望幫他們翻轉人生。幫他們把牙齒
洗乾淨、有乾淨整潔的二手衣穿、能穿著
得體地去應徵工作。最怕遇到自暴自棄、
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想明天、完全不在乎
別人的人。在賭城有一夜致富的，但更多
的是一夜沉淪，永遠爬不起來的人。」多
年來奔走義診現場做報導，見過了形形色
色的人，經歷了大大小小的事件，面對當
下街友日益增多的現狀，鄭茹菁冷靜而清
醒：「慈濟醫療志業希望看到有一天，大
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醫療保險看醫生，
而不是在這裡等候醫療資源。我常常想，
這才是我們真正困難的地方，因為要有很
大的智慧，才能將他們擺渡上岸。」

「茹」有吃之意，「菁」是很苦的
大頭菜，「茹菁」二字，飽含了她父親對 
鄭茹菁「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期
待。「沒能成為人上人，苦我倒是吃了不
少。」愛自我打趣的鄭茹菁笑起來月牙眼
彎彎，以筆為劍，繼續在充滿正義、愛與
善的道路上步履不停。 

 成為暗角擺渡人

不夜城拉斯維加斯，紙醉金迷是它華麗
的外衣。繁華背後的暗角，近三百萬人口的
城市有六千多名在冊街友。根據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
其街友佔人口比例為每 1,000 人中有 8.7
名，甚至超過紐約（New York）的7.3名。

從 2015 年起，由社區愛心醫師組成
的義診團隊，在老城區救世軍（Salvation 
Army）活動中心定期為街友提供牙科義診

2019年厄瓜多（Ecuador）國際義診採訪任務結束，
返美後鄭茹菁腦疾復發，失衡摔斷腿。尚未復原工作
沒停擺，坐在輪椅上繼續採訪醫療志業的故事。攝影 / 
李慧瓊

2001年，鄭茹菁被評選為威尼斯賭場季度優秀
經理，登上威尼斯度假賭場酒店大屏幕。圖片來
源 / 威尼斯度假賭場酒店

正因為自己受過太多苦難，面對天涯
淪落人、迷失在賭城十字路口的人，鄭茹
菁不留餘力、拔刀相助，至今已幫 300 多
人找到工作，在賭城安身立命。現職威尼
斯度假賭場酒店（The Venetian Resort）
宴會部主管的鄭茹菁，1999 年入職，兩年
後被評選為該賭場酒店季度優秀經理。同
時她還把慈濟精神帶到職場，接引更多人
走入慈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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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慈濟脈動
編輯 /黎艷娟、劉嘉麗

2024 年 2 月 25 日，慈濟紐
約分會和福智基金會（Bliss 
& Wisdom Foundation）
共同舉辦義診活動，慈濟人
醫會成員在大愛牙科醫療巡
迴車上，為福智僧團的法師
做牙科義診。攝影 / 林敦

2024 年 2 月 14 日至 17 日，總會志工前往墨西哥提娃那（Tijuana, Mexico），為提娃那慈
濟小學及當地社區貧苦家庭開展眼科義診。視光學醫師（Optometry, OD）林孟潔培訓當地
志工使用眼科醫療器材，並上門為臥床不起的患者檢查眼睛。攝影 / 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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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22日，南加州聖地牙哥（San Diego）經
歷 174年來最嚴重的暴雨洪災。聖地牙哥志工於 2月
11日、2月 16至 18日四天賑災發放，嘉惠184戶受
災家庭與703位災民。攝影 / 梅麥克（Michael Mazur）

2024年 2月25日，傑出校友、阿凱迪亞市（Arcadia, 
CA）消防局長孫振傑向校長左少玲頒發獎狀，感恩
洛杉磯人文學校 30 年來對社區的貢獻。攝影 / 王珮琳

北加州志工長期關懷的貝拉海文小學（Belle Haven 
Elementary School）重啟因新冠疫情而停辦的全
勤 獎（Excellence Attendance Award）。2024 年
2 月 28 日志工協助舉辦頒獎禮，獲獎學生獻花給家
人。攝影 / 張今寶

2024年2月28日，德州煙屋溪山火（Smokehouse 
Creek Fire in Texas）成為該州史上焚燒面積最大
的山火。2024 年 3 月 2 日，達拉斯志工舉辦素食
義賣，為賑災募款。攝影 / 王明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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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17 日  ，芝加哥分會舉辦社區大德新
春祈福會，社區大德將一年來積攢的竹筒善款傾入
功德海。攝影 / 陳霈

2024 年 2 月 10 日，夏威夷慈濟志工於檀香山
（Honolulu ）舉辦新春祈福活動，用虔誠的心念迎
接龍年，並視訊向證嚴法師獻上夏威夷花園（Lei）
恭賀新年和祝福。攝影 / 吳允傑

2024年 2月 3日，新澤西州分會舉辦歲末祝福感恩
會，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急難專
案經理喬瑟夫·波普勞斯基（Joseph Poplawski ，
右）代表紅十字會向慈濟頒發感謝狀。攝影 / 吳世杰

華府慈濟人文學校首次與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聯
辦成人班。2024 年 2 月 3 日，志工與嘉賓在人文
學校年度新春祈福會上，共同為成人班揭幕。攝
影 / 蔡蕙菁

2024年2月4日，700多位慈濟志工和社區民眾匯聚南加州聖諦瑪斯（San Dimas, CA）美國總會園區，
圍爐迎新春。美國總會執行長曾慈慧帶領志工團隊，共同拉著象徵負重堅定前行的大白牛車拍攝拜年
視頻。攝影 / 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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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慈濟
編輯 / 黎艷娟、錢美臻、劉嘉麗

日本

石川縣能登半島 2024 年 1月 1日發生芮氏規模 7.6 強
震，造成對石川縣等地嚴重災情。2024年 1月 17日，
志工在石川縣的穴水綜合醫院進行熱食發放。攝影 / 
周利貞

2024 年 1 月 18 日，志工來到比哈爾省迦耶縣（Gaya， 
Bihar），為恆河比哈村（Ganga Bigha）86 戶居民及拉
蒂比加村（Rattibigha）兩戶居民發放毛毯，寒冬送暖。
攝影 /葉晉宏

印度

2024 年 1 月 6 日，志工到藍毘尼佛教大學（Lumbini 
Buddhist University）為 22 位貧困學生發放校服，
家長協助孩子換上整齊校服。攝影 /攸尼斯

2023年 10月 25日颶風歐蒂斯（Hurricane Otis）重創墨
西哥南部沿岸。2024 年 1 月 5日至 7 日，美國等地志工
於阿卡普爾科市「法蒂瑪聖母堂」（Parroquia Nuestra 
Señora de Fátima, Acapulco）舉辦賑災發放，嘉惠3,806
個家庭。攝影 /瑪蒂娜·卡薩斯（ Martina Casas）

尼泊爾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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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第六屆聯合國環境大會

2024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1 日，慈濟聯合國代表團出席在非洲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 Kenya）舉行的第六屆聯合國環
境大會（UNEA 6）。圖片來源 /慈濟聯合國代表團

會議期間，志工深入了解全球塑料污染相關數據。圖片來源
/慈濟聯合國代表團

UNEA 6 會場的藝術佈置。綠意盎然的綠植盆景座位，象徵與
會代表每個人都有發言權，是本屆大會的亮點。圖片來源 /
慈濟聯合國代表團

UNEA6 聚焦如何應對氣候
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
廢棄物污染的「三重地球危
機」。圖片來源 / 慈濟聯合國
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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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貧民區居民多在垃圾山撿拾物資維持生活，面臨貧
窮、污染和垃圾廢棄物等多重危機。圖片來源 / 慈濟聯合
國代表團

奈洛比是聯合國在非洲的總部。除了參與大會，志工也
深入當地貧困社區了解居民的生活困境。圖片來源 / 慈濟
聯合國代表團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曾慈慧（中）及慈濟全球合作事務
暨青年發展室助理專員凃君曄（右）走訪垃圾山貧民區
基貝拉（Kibera）與丹多拉（Dandora），了解全世界
的「快時尚」（Fast Fashion）如何在當地造成環境污染。
圖片來源 / 慈濟聯合國代表團

2022 年與 2023 年，慈濟先後對南蘇丹「聖柏姬達女
子學校」（St. Bakhita Girls Primary School, South 
Sudan）和「聖金邦尼男子學校」展開長期糧食援助。
參與 UNEA6 期間，志工特地與學校代表約在奈洛比下榻
旅館開會，了解濟貧成效。圖片來源 / 慈濟聯合國代表團

寰宇慈濟



州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各分會與聯絡處 地址 電話 / 傳真(F)

IN 印城聯絡處 
Indianapolis Service Center

2929 E. 96th St. #E 
Indianapolis, IN 46240

317-580-0979

KS 堪薩斯聯絡點 
Kansas Office

9508 Shannon Way 
Circle Wichita, KS 67206

316-323-5798

LA 紐奧良聯絡點 
New Orleans Office

52 Driftwood Blvd. 
Kenner, LA 70065

504-782-5168
F: 504-832-2022

MD 蒙郡聯絡處 
Montgomery County Service Center

703-707-8606
F: 301-339-8872

MA
波士頓聯絡處 Boston Service Center 15 Summer St. 

Newton, MA 02464
617-762-0569

波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Boston

617-431-4844
F: 617-431-4484

MI

蘭莘聯絡點 
Lansing Office

3511 West Hiawatha Dr.,  
Okemos, MI 48864

517-505-3388

底特律聯絡處 
Detroit Service Center

2207 Dryden Rd. 
Troy, MI 48085

586-795-3491
F: 586-795-3491

MN 明尼蘇達聯絡點 
Minneapolis Office

1485 Arden View Dr. 
Arden Hills, MN 55112

617-939-6965

MO 聖路易聯絡處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314-994-1999
F: 314-994-1999

NV

雷諾聯絡點 
Reno Office

903 West Moana Lane 
Reno, NV 89509

775-827-6333
F: 775-770-1148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Las Vegas Service Center/Academy

2590 Lindell Rd. 
Las Vegas, NV 89146

702-880-5552 
F: 702-880-5552

NJ

新澤西分會/靜思書軒 
Mid-Atlantic Region/Jing Si Books & Café

150 Commerce Rd. 
Cedar Grove, NJ 07009

973-857-8666 
F: 973-857-9555

新澤西北新州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Northern New Jersey
新澤西中新州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Central New Jersey

50 Woodrow Wilson Dr., 
Edison, NJ 08820

973-857-8666

新澤西州中部聯絡處 
Central New Jersey Service Center

908-420-5218

NY

紐約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Northeast Region/Academy

137-77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718-888-0866 
F: 718-460-2068

紐約靜思書軒 Jing Si Books & Café, New York 718-799-3000
布碌崙聯絡處 
Brooklyn Service Center

513 57th Street
Brooklyn, NY 11220

917-909-0682

長島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Long Island Branch/Academy

60 E Williston Ave. 
East Williston, NY 11596

516-873-6888
F: 516-746-0626

曼哈頓聯絡處 
Manhattan Service Center

63 Canal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212-965-1151 
F: 212-965-1152

東長島聯絡點 
East Long Island Office

4 Milburn Rd. 
S. Setauket, NY 11720

631-964-3393

慈濟大愛人文中心 
Tzu Chi Center, New York

229 E. 60th St. 
New York, NY 10022

212-660-9229
F: 646-864-0086

NC
洛麗聯絡處 Raleigh Service Center 919-322-8389
夏洛特聯絡點 
Charlotte Office

4527 Dwight Evans Rd. 
Charlotte, NC 28217

704-281-8060
F: 704-943-1031

OH

辛辛那提聯絡點 
Cincinnatti Office

11228 Brookbridge Dr. 
Cincinnati, OH 45249

513-469-2161
F: 513-469-2161

哥倫布市聯絡處 
Columbus Service Center

2200 Henderson Rd. 
Columbus, OH 43220

614-457-9215
F: 614-457-9217

德頓聯絡處 
Dayton Service Center

1459 E Dorothy Lane 
Dayton, OH 45429

937-701-7111

克里夫蘭聯絡處 
Cleveland Service Center

1076 Ford Rd. 
Highland Heights, OH 44143

440-646-9292
F: 440-646-9292

OR

波特蘭聯絡處 
Portland Service Center

3800 SW Cedar Hills Blvd #194 
Beaverton, OR 97005

503-643-2130
F: 503-643-2130

波特蘭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Portland

3500 SW 104th Ave. 
Beaverton, OR 97005

503-643-2130

PA

費城聯絡處 
Philadephia Office

107 North 9th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215-627-1915
F: 215-627-1916

匹茲堡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Pittsburgh Service Center/Academy

1333 Banksville Rd. #201 
Pittsburgh, PA 15216

412-531-8343
F: 412-531-8341

TX

德州分會/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Southern Region/Academy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270-9988 
F: 713-981-9008

休士頓靜思書軒Jing Si Books & Café, Houston 713-981-8966
休士頓大愛幼兒園 Tzu Chi Great Love  
Preschool & Kindergarten, Houston

713-395-0303 
F: 713-395-0305

奧斯汀聯絡處 
Austin Service Center

7221 Northeast Dr. 
Austin, TX 78723

512-491-0358
F: 512-926-1373

聖安東尼聯絡點 
San Antonio Office

19179 Blanco Rd. #109-2 
San Antonio, TX 78258

909-576-2387
F: 210-566-3970

達拉斯分會/慈濟人文學校/靜思書軒 
Central Region/Academy/Jing Si Books & Café

534 W. Belt Line Rd. 
Richardson, TX 75080

972-680-8869
F: 972-680-7732

達拉斯大愛幼兒園 Tzu Chi Great Love  
Preschool & Kindergarten, Dallas

214-446-1776 
F: 214-446-1772

VA

華府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Greater Washington D.C. Region/ Academy

1516 Moorings Dr. 
Reston, VA 20190

703-707-8606 
F: 703-707-8607

瑞其蒙聯絡處 
Richmond Service Center

1318 Tomahawk Creek Rd. 
Midlothian, VA 23114

804-306-6037
F: 804-378-3520

WA 西雅圖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Seattle Branch/Academy

15800 SE Newport Way 
Bellevue WA 98006

425-643-9104

WI

密爾瓦基聯絡點 
Milwaukee Office

5356 W. Silverleaf Ln,  
Brown Deer,WI 53223

414-357-8427

麥迪遜聯絡點 
Madison Office

1019 Starlight Ln,
Cottage Grove, WI 53527

608-960-1962

州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各分會與聯絡處 地址 電話 / 傳真(F)

AZ 鳳凰城聯絡處 
Phoenix Service Center

2145 W. Elliot Rd. 
Chandler, AZ 85224

480-838-6556
F: 480-777-7665

S.
CA

佛教慈濟基金會總會地區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US Headquarters Area

1100 S. Valley Center Ave.
San Dimas, CA 91773

909-447-7799
F: 909-447-7948

聖諦瑪斯靜思書軒
Jing Si Books & Café, San Dimas

909-447-7799 x 6569

聖迪瑪斯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San Dimas

909-447-7799 x 6551
F: 909-447-7944

佛教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1008 S. Garfield Ave. 
Alhambra, CA 91801

626-427-9598 
F: 626-788-2321

佛教慈濟醫療中心 
Tzu Chi Medical Center, Alhambra

626-281-3383 
F: 626-281-5303

愛滿地中醫/牙科門診中心 
Tzu Chi Community Clinic, South El Monte

10414 Vacco St. 
South El Monte, CA 91733

626-636-8706 
F: 626-671-8778

佛教慈濟美國教育志業基金會 
Buddhist Tzu Chi Education Foundation

1920 S. Brea Canyon Cutoff Rd. 
Walnut, CA 91789

909-895-2125 
F: 909-345-7025

核桃大愛幼兒園Tzu Chi Great Love  
Preschool & Kindergarten, Walnut

909-895-2126 
F: 909-927-8336

核桃慈濟小學
Tzu Chi Elementary, Walnut

909-895-2125 x 3200
F: 909-345-7025

核桃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Walnut 909-895-2280
蒙洛維亞大愛幼兒園 Tzu Chi Great Love  
Preschool & Kindergarten, Monrovia

206 E. Palm Ave. 
Monrovia, CA 91016

626-305-1188 
F: 626-599-8098

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Monrovia

220 E. Palm Ave. 
Monrovia, CA 91016

626-775-3675 
F: 626-359-8199

西洛杉磯聯絡處 
West Los Angeles Service Center

11701 Wilshire Blvd. #15A 
Los Angeles, CA 90025

310-473-5188
F: 310-477-9518

托倫斯聯絡處 
Torrance Service Center

1355 Broad Ave. 
Wilmington, CA 90744

310-684-4465
F: 310-684-4460

威明頓社區門診中心 
Tzu Chi Community Clinic, Wilmington

310-684-4466 
F: 855-651-1717

橙縣聯絡處 
Orange County Service Center

22911 Mill Creek Dr. 
Laguna Hills, CA 92653

949-916-4488 
F: 949-916-5933

爾灣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Irvine

4321 Walnut Ave., 
Irvine, CA 92604

714-624-3026 
F: 949-916-5933

喜瑞都聯絡處 
Cerritos Service Center

14618&14620 Carmenita Rd. 
Norwalk, CA 90650

562-926-6609
F: 562-926-1603

北嶺聯絡處 
Northridge Service Center

8963 Reseda Blvd. 
Northridge, CA 91324

818-727-7689
F: 818-727-9272

聖谷愛滿地聯絡處
San Gabriel Valley Service Center

9620 Flair Dr. 
El Monte, CA 91731

626-416-4527
Warehouse: 
626-416-4529

愛滿地靜思書軒 Jing Si Books & Café, El Monte 626-448-1362
聖地牙哥聯絡處 
San Diego Service Center

5754 Pacific Center Blvd. #202  
San Diego, CA 92121

858-546-0578
F: 858-546-0573

N.
CA

北加州分會 
Northwest Region

2355 Oakland Rd. 
San Jose, CA 95131

408-457-6969 
F: 408-943-8420

三谷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Tri-Valley 925-785-7413
聖荷西靜思書軒Jing Si Books & Café, San Jose 408-457-6981
舊金山支會 
San Francisco Branch

2901 Irving St. 
San Francisco, CA 94122

415-682-0566 
F: 415-682-0567

聖馬刁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San Mateo

2675 Ralston Ave., 
Belmont, CA 94002

650-888-1582

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San Francisco

350 Girard St. 
San Francisco, CA 94134

415-680-5225 
F: 415-682-0567

莫德斯度聯絡處 
Modesto Service Center

1100 Carver Rd. #J  
Modesto, CA 95350

209-529-2625
F: 209-529-2625

士德頓聯絡點 
Stockton Office

1212 W Robinhood Dr. #3D 
Stockton, CA 95207

209-957-7800
F: 209-957-7800

庫菩提諾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Cupertino

1280 Johnson Ave 
San Jose, CA 95129

408-823-8799

聖塔羅莎聯絡點 
Santa Rosa Office

2435 Professional Drive, Suite D 
Santa Rosa, CA 95403

707-546-1945

沙加緬度聯絡處
Sacramento Service Center

1820 Tribute Rd. # J 
Sacramento, CA 95815

916-568-5800

尤開雅聯絡點 
Ukiah Office

527 S State St. #B 
Ukiah, CA 95482

707-462-2911 

奧克蘭聯絡處 
Oakland Service Center

620 International Blvd. 
Oakland, CA 94606

510-879-0971
F: 510-879-0971

聖荷西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San Jose

625 Educational Park Dr. 
San Jose, CA 95133

408-457-6970

佛瑞斯諾聯絡處
Fresno Service Center

3097 Willow Ave Suite 6
Clovis, CA 93612

559-298-4894
F: 559-298-4894

溪口市重建服務中心
Chico Recovery Center

1001 Willow St, Suite C
Chico, CA 95926

530-801-6335

FL

奧蘭多聯絡處
Orlando Service Center

5062 W. Colonial Dr. Unit 140,
Orlando FL 32808

407-292-1146
F: 407-479-3662

邁阿密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Miami Service Center

8070 Pasadena Blvd. 
Pembroke Pines, FL 33024

954-538-1172
F: 317-645-9907

GA
亞特蘭大支會 (Atlanta Branch)/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Atlanta)

3120 Medlock Bridge Rd.
Building E
Peachtree Corners, GA 30071

770-458-1000

HI 夏威夷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Pacific Islands Region/Academy

1238 Wilhelmina Rise 
Honolulu, HI 96816

808-737-8885

IL

芝加哥分會/慈濟人文學校/靜思書軒 
Midwest Region/Academy/Jing Si Books & Café

1430 Plainfield Rd. 
Darien, IL 60561

630-963-6601 
F: 630-960-9360

芝加哥中國城 
Chicago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215 W 23rd St., 
Chicago, IL 60616

全美聯絡點 
tzuchi.us/zh/offices (中文)

tzuchi.us/offices (English)

靜思書軒
jingsi.shop

慈濟美國網站 
tzuchi.us/zh (中文)

tzuchi.us (English) 

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 tzuchimedical.us
慈濟美國教育基金會 tzuchieducation.us
慈濟人文學校 tzuchi.us/academy



收聽平台

慈濟美國總會「播客」（Podcast）
《洛城大愛百寶箱》（Small Treasures, Great Love），與您網路相會！

精彩內容：
透過「愛的迴力球」、「健康抱報」、「培育心世代」、
「人生解惑」四大單元，傳遞志工投入慈善、醫療、教育、

人文等各項工作所迸發的美善故事與新知，更親近證嚴法師智慧法語。

新集數上架：每週六
可透過智能電子用品輕鬆上網，在線或下載節目收聽。

立即連結《洛城大愛百寶箱》網頁，
點擊下方的「掌握最新播客訊息」（subscribe）按鍵，

新節目上架時就可收到通知。

tzuchi.us/zh/podcast

生命無常  慧命永存

遺產捐贈  世德傳家

慈濟大捨護法聯誼會

tzuchi.us/zh/legacygiving

這是一個讓心懷大愛的捐贈者，相互交流聯誼的平台。
邀您一同加入，透過生前的「計畫性捐贈」，

助力慈濟慈悲行動永續發展！

在您的退休賬戶、信託或其它計畫性捐贈中指定
「佛教慈濟基金會」為受益人，讓您的愛心造福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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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美國新冠疫情四週年回顧
新冠大疫，守護生命

【醫療志業人物誌】

非醫療專業志工特寫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1100 S. Valley Center Ave.

San Dimas, CA91773

Tel: 909.447.7799

Fax: 909.447.7948

2020年八月，慈濟橙縣志工無畏疫情，跨越宗教與當地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又稱「摩門教會」）聯手，為聖塔安那市（Santa Ana）弱勢家庭送去食物。攝影 / 許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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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中，全美多區慈濟志工定期舉辦食物發放，協助弱勢家庭獲得足夠營養、提升免疫力。圖攝於2021年三月聖蓋
博市的「加百利諾高中」（Gabrielino High School in San Gabriel, CA）食物發放。攝影 / 駱淑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