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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 臺灣： 1961 年。肆虐的

太陽狠灑在田園中裸背的男子們。他們

的皮膚被嚴厲的光芒烤的焦紅，但他們

沒有停下工作，因為工作意味著生命，

而生命就是要活著。田園不遠的角落，

一個疲憊的女人似乎被困禁在天地間、

包裹她的破布渗浸出她的汗水和血

液，她的身體因血脈衝擊而抽搐震動。

就在她最後的一口氣被奪走時，她的新

生兒呼到了第一口氣... 

 

    台東聖瑪麗醫院就是在這幕景象

中誕生的。婦女在這種汚穢沒有衛生的

環境中產嬰震驚了來自瑞士的神父和

修女；他們開始在國外籌集資金以便建

立 St. Mary 產科中心。他們很快就找

了醫生和醫療設備到臺灣；為了解決護

士的短缺他們甚至訓練當地的人士做

為沒有正式證書的"假護士"。 

      
    

    2013 年的夏天，我發現自己志願服務在的這個大家稱為"臺灣最大的小醫院"。雖然這

個小小的醫院僅有 29 張醫院病床、但它推動的健康和醫療發展計畫卻深深地滲透到整個

縣市，每年幫助無數最貧窮、 最無權無勢的臺灣的少數民族。 

但我為什麼寫這些好像完全遠離我們的生活的事呢？我不是要在博客以一個獎學金得主身

份分享在哥倫比亞大學第二年的讀書及生活經驗嗎？從把醫院網站翻譯成英語，譲國際社

會更能認識這家醫院，到替住在僅僅幾片鐵皮搭建破屋中的褥瘡患者換藥換衣服；我經歷

到一個對我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在大學二年級所學的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全部活生生地展現

在現實的生活中。這些原住民老人家，因兒子和女兒都在大城市尋找工作，遠遠地留下一

羣無法照顧自己的老人。這些親愛的老人時常三餐不濟，有時一曰吃不到一餐；也因如此，

他們的免疫系統減弱，使他們容易受到各種疾病的侵患以及其他健康問題，如果他們有適

當的營養，這些疾病是可以完全預防的。也因如此，台東聖瑪麗醫院提供了送到家膳食服

務；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因此每曰能得到客製的食物及營養。他們的健康指數有所改善，同

時，他們求生精神才因此提振。 

 

    一次，我陪同護士參與他們日常的巡邏及提供家庭護理服務。那天他們的病人之一是

個我前一年的照顧過的老先生。這位老先生遭受着嚴重的痛風病，所以我很驚訝地看到竟

然可以坐在外面搖晃的舊椅子上。我非常欣喜發現他粗糙的手關節已不再發炎了，我問他"

阿公！您今年該是 86 歲了吧？。" 



 

    滿臉遍佈甜美皺紋的老臉現出一絲微笑輕輕地回答"妳今年該是 19 歲了"。哇，他還記

得去年的我，這個時刻，我突然了解到我的小小行動對他人的影響力比我想像的來的大。 

簡單的説，我好感動，我學到很多事情，我内心覚得很開心，謙卑和榮幸能與這麼多了不

起的人共事及分享我的生命；而這些人的生活也能因我而改变。回國重回大學後，我了解

到我須做一件重要，就是重振我和一羣朋友在高中時創的慈善組織，名字叫"快樂的希望"。

這個組織主旨是致力對人權問題的重視，以行動來消除地方及國際的貧窮問題。今年秋天，

我成功地執行了一項籌款活動，此活動的收益將做為打擊營養不良的基金。目前，我們正

計畫我們下次的籌款和宣傳活動, 即將開展的新的專案。 

 

    現在我須回答我原先的問題，為什麼不寫有關大學學期的生活點滴而寫了這篇台灣行

報告？因為這個夏天台灣的經驗讓我學習到一件非常重要事，我想要與學生、 家長及教育

工作者分享。在這個以分數、文憑來橫量教育的價值的社會，我在臺灣的經驗教導了我教

育的真正價值不是掛在牆上的一張文憑，也不在於完美的成績單。而是在教育提供了我們

無限潛能來改變或有理力爭，抗拒社會不公平並將教育實踐在曰常生活造福人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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