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再 見 」 ， 豐 丘
文 / 陳泱斈 ( 中國醫藥大學公衛系 )

活動結束後弟弟妹妹們寫的小紙條。卡片是

揉合了情感才顯得珍貴，我與弟弟約好會再

去第二次，一開始很怕被忘記，但他一看到

我後，立刻衝過來給我一個大擁抱

遊戲育樂營中，因遊戲輸了而難過的小弟弟，

我立刻給予他安慰及鼓勵

      將時間回溯到去年冬天，那六天的生
活彷彿如切線般被快速拋出，以為會快
到不著痕跡，實際上卻將回憶深深烙印
在心裡，歷歷在目。

      十七歲，身上希冀著國際志工的夢，
卻因為金錢以及時間的負重，我似乎成
了飛不起來的孩子，直到看見公衛服務
隊的招募表單，是如此的觸手可及且貼
近生活環境的一束光，使我毫不猶豫地
填下報名表單、等待著面試的來臨，告
訴自己 :「終於，可以成功完成服務的夢
想。」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於理念當中，
那刻，我正要啟程。

      對衛服隊來說，其宗旨與目標為 :「解
決偏鄉山區因醫療資源分配不足而生的
問題，同時給予基本醫療的知識和衛生
教育的觀念，透過與學童的遊戲互動、
居民的健檢、家庭訪問中，滿足公衛系
對於『人』的關懷。」在憑藉這信念下，
我接受了兩天的行前訓，以利出隊後落
實所學並確實實踐準備許久的劇本、遊
戲項目，而我即將在天空中實踐我盼望
以求的夢。

     再見，是再次相見。為了想實踐答
應的承諾與再次感受居民的溫暖，我總
共報名了兩次衛服，其中對於「家庭訪
問」、「部落健檢」感受無比深刻。在
健檢的過程中，是我認為終於能將所學
派上用場的一刻。

     和居民們聊天、填寫報到序號後，和
團隊一同進行量血壓、身高體重、衛教
宣導，與長期合作的中醫、達摩師一同
齊心的協力下完成健檢。我一度很困惑：
在醫療資源如此不足的地方，加上我們
沒有實際行醫的能力，只能透過數值給
予健康上的建議、對於該地若有抽菸喝
酒的情形給予文宣告誡其危害，似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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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過程，我負責問卷調查，仔細詢問當地

居民的任何病徵與關懷他們

不了太大的作用，甚至有聽到居民說：
「你們每年都在做一樣的事，沒什麼效
果，都沒有人想去了啦！」等等言論。
對我來說讓我去反思：那我還能做甚麼？
能帶給你們甚麼，彷彿台灣體育選手於
社會上的困境，得名後得到偌大的關注，
時間久後卻反之。這不是我樂見的，卻
也無能無力；又或是對於健檢單中充斥
許多尷尬的問題，如：在收集相關病史
時，總不免俗的需要問起那些需要避諱
的問題：如癌症、愛滋或重大傷病，我
感到彆扭卻又想彰顯自己看似專業的一
面，但實則到底該如何調查 ? 我卻找不
到解答。醫療資源匱乏對偏鄉來說是致
命傷，衛服隊能做的也只有短短幾天的
陪伴，究竟該如何給予實質上的幫助，
我在那晚的星空夜語下得到 : 或許只有幾
天的協助，或許對居民而言已經疲乏，
但我們可以將這些現況回饋給相關機構、
成為一個居民的出口，轉達當地所需要
的內容，儘管能力有限，仍要記得最原
先的理念，以人為出發點，繼續實踐想
服務、想落實醫療資源平衡的初衷，為
無聲者發聲，將居民帶給我們的溫暖利
用我自己的方式回饋給他們。

    「家裡好久有那麼熱鬧了」、「你下
次再來時，我還在嗎 ?」家訪中總有太多
故事與話語牽動我的情緒，將感性的我
一覽無遺的展現出來。許多長輩們獨居，
只有電視聲、鄰居偶而的拜訪、養條小
狗的陪伴， 因此對於我們的到來感到幸
福與溫暖，因為好久沒有人陪他們聊天、
分享周遭事物。

      第一次出隊，那是一個愛種花的老奶
奶，桌墊下壓著剛出生的孫女照片，熱
情的招呼我們，關心我們要睡哪裡、從
哪裡來、何時回去，而在告別家訪中，
我們抱著奶奶，此刻時間靜止到只聽見
潸然淚下的聲音，我渴望就此暫停著， 
我能給的以及我享受的愛就讓它永存，
好嗎？我默默地跟自己。似乎也是希望
自己爭氣點，別哭，別讓這個場面多添
更多不捨。

      第二次出隊，即將與豐丘告別時，我
們將手作花束送給了屋子設計相當獨特
的奶奶，我們單純地想著 : 若能在家中放
上我們的花，想必會有不同風情吧 ! 然而
在踏入家中，輕輕踩上奶奶的故事後，
陪伴著我的只剩下眼淚與我大聲唸出來
卡片內容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著。我蹲
在床邊與奶奶同高，讓她無須負擔著因
中風而無力的身體，她告訴著我們可以
將花放在床對面的牆上，因為那是最顯
而易見的位子。我大聲用熟稔的閩南語
唸著卡片，因為奶奶不識字，隨後聽見
奶奶啜泣聲的同時，我需強忍住我的淚
水，如此一來我才能維持一貫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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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家訪中，擁抱後一起哭泣的奶奶與小隊

的學姊們

再見的第二個含意是 : 再也不見

衛教劇，主要透過劇情讓小朋友了解均衡飲

食的重要

將我想表達的逐一呈現，因為她生病了、
聽力不好。她說 :「你還會回來嗎，回來
的時候我還在嗎 ?」當下，我彷彿踩上了
碎玻璃，啪撘啪搭地，在這故事線的最
後我堅持不住，眼淚也一顆顆的掉落。
我試圖擦乾淚水，安撫著對她說 :「一定
會的，奶奶您也會一直健健康康哦 !」語
畢，我承擔不了這則故事，緩緩地走出
奶奶的家，渴望著她的孫女未來能好好
照顧她，等待我們的再次相見。

      因為疫情被迫取消第三次的出隊，
隨後我也當上衛服隊的幹部，卻無法回
到豐丘進行每年都有的營隊活動 -- 因豐
丘須展開國小的重建計劃。我無法再見
到活潑的孩子們和奶奶，難過之餘，我
更有所體認，那就是我學會如何愛人與
表達自己的關心。我能夠對於初次見面
的長輩們侃侃而談，花上時間由細節觀
察他人所需，用自己的力量給偏鄉地區
的大家能量，卻沒有陪伴自己的家人；
我在離別時刻的眼淚與不捨，卻沒有想
到因我離家念書、父母朝九晚五工作時
須自己待在家的阿公阿嬤；開始惋惜著

是否不該向奶奶們承諾會再次回去，擔
心他們的日常時，忽略了自己的家人也
正殷切的渴望我能夠回家。種種的一切
更讓我體認到 : 如何去愛、如何陪伴離我
最近的家人們，並給予滿滿的關心，此
刻的我也是流動的。

      落實自己想服務的夢想，同時身為公
衛人的我也冀望自己能夠培養服務能力
與公衛知識，過程中的艱難是知道這樣
少數的上山機會無法改善當地現況的無
力感、和團隊開會中要花上更多心思去
規劃可行方案，然而依舊收穫滿滿的是
知道陪伴也是相當大的幫助，更實踐公
衛服務隊中的理念 : 以人為本，發展關懷
與提供基本醫療幫助。

      將這幾次於衛服中所學到的，自省過
後成為我的能力與涵養。再見，是盼望
著能夠將內化後的反思再次展現於其他
領域，能見到更不一樣的自己，而非達
成理想後的再也不見。倘若有那天，希
望能看到服務隊的經營理念繼續傳承下
去，不單單限於偏鄉，而是整體大環境
中的改變，也能夠讓自己「再見」於豐
丘帶給我的感動、體認到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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