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亞大地震引發的海嘯災難震驚全球，任誰都無法想像這世紀的災難，居無定所，慘絕人寰，都無法形容

當地的災後景象。正當此時，基金會在短短兩天內由本會董事如慧法師發起，執行長會宗長老及秘書慧明

法師召集醫師、志工等十一人組成醫療小組，前進斯里蘭卡為當地居民提供義診服務，而郭振潮醫檢師也

隨團參與這項跨國的救助行動。 

    「我們在最短時間內召開行前會議，由一位曾在斯里蘭卡求學的法師建議下，我們決定欲

前往的救災地區——即 Tissamaharama，因地處偏遠，救災不易，急需外界的幫忙，」郭醫

檢師簡單敘述，「當地最急需的是醫療救助，於是在台北醫院，醫師志工的協助下，整合

多種藥品，如口服點滴，醫療器材，消毒飲水用氯錠等等，總計約一千一百公斤，送往

Tissamaharama。」  

    當地醫院只有四、五位醫師，但轄區內的人口卻多達七萬，醫療人員人手不足的情形非常

嚴重，同時醫療設備也相當簡陋，因此許多災民無法得到妥善的醫療照護，導致創傷依

舊，甚至惡化。醫療團除了為當地醫院補給缺乏的藥品外，也為災民進行義診服務。  

    「我是檢驗師，此次隨醫療團到斯里蘭卡救災，主要是負責簡易的外傷處理，藥品補給的

工作。我們帶去的藥品重達一千多公斤，醫療團人數有限，因此凡事都必須親自來，搬運

藥品，照護病患等，隨行的許中華醫師還因此引起腰椎的宿疾，坐立不得，儘管痛苦，都

還是以救災義診的工作為優先。因為這地區真的很需要醫療的救助，」郭醫檢師說。  

    「Tissamaharama 是個臨海的小漁村，離可倫坡車程約七、八個小時，落後又偏遠。大多數

的國外醫療團都以重點地區為救助對象，政府的救災行動則集中在總理的故鄉，醫療救災

明顯地分配不均，僧醫會是第一個到該地救災的團體，我們見到災民的需求，因此規劃未

來的重建工作，以醫療品質為重點，持續組醫療團前進關懷災民的身心靈的重建，並培訓

當地醫師以提升醫療水準，也希望更多醫師、志工投入支持救災行動。」  

    郭振潮醫師自民國六十六年起從事檢驗師的工作，一直到去年才退休。退休後便全心全意

擔任僧醫會的志工，實際參與醫療義診的決策。如去年底僧醫會主辦的歲末感恩園遊會，

郭醫檢師為健康走廊區的總負責人，召集十六位醫師負責義診，效果顯著。他卻謙虛地表

示，是過去所結的善緣，也非常感恩這十六位醫師及志工的共襄盛舉，才能讓健康走廊區

發揮最大的意義。  

    談起學佛的起源，郭醫檢師表示是受到學長的影響，才開始接觸，漸漸發現生活中處處皆

佛法。「或許是從事醫院的工作，比一般人更常面對生老病死，因為佛，讓我能坦然面

對，更懂得心存感激，知福惜福，」郭振潮醫檢師繼續說，「南亞大地震發生，摧毀許多

人的家園，『人生無常』這四個字道盡一切，更讓我們學會把握當下的意義。」  

    生性樂觀的郭振潮，盡忠職守，是同事眼中的好好先生。但民國八十五年發生的貝克曼事

件卻讓他的人生一度跌到谷底。「我擔任檢驗工作，為醫院的業務及需要，列出藥品購買

明細，向貝克曼儀器公司購買儀器，配套零件及藥品，此舉被檢調單位認為有貪污嫌疑，

將我等二十七人提起公訴，儘管院方提出我等清白的證明，然而這起官司至今仍未結

案，」郭振潮醫檢師敘述當時情形，「曾經我很失意，漸漸我也看開，或許這就是我的業

障。」  

    退休後的郭振潮醫檢師認為平淡就是幸福，知足就能常樂。「做志工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

支持，同修也是醫護人員，非常認同基金會，這讓我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再則年邁母親身



體硬朗，家人和睦，這是我最感幸福的事。一路走來，心存感激，未來更將以『成就他

人，成就自己』為目標，為醫療義診的工作盡分心力，」郭振潮醫檢師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