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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 17 日，第三個禮拜日，是騎士會到石磊部落例行義診的日

子，義診如往常，今天來個一百零五歲的老人家，太稀奇了，其實，一百零五

歲，是大約推估，老人不會講普通，只會聽講當地泰雅族原住民語，其實，石

磊部落的原住民能講母語的已不多，還好會講母語的陳力老師適時出現，通過

翻譯，才能和老人溝通，老人的身體還行，只是太長壽了，同輩，甚至下一輩

的親朋都凋零了，住在深山的老人內心寂寞。我們也感受到，原住民母語的丟

失，也漸漸丟失了自己的文化。 
    每個月翻山越嶺走入大山，是慈悲之心使然，騎士會的團員因慈悲心上山

關懷住在深山的住民。慈悲，梵語 karun!a，慈愛眾生並給與快樂（與樂），稱

為慈；同感其苦，憐憫眾生，並拔除其苦（拔苦），稱為悲；二者合稱為慈悲。

亦謂給諸有情快樂與快樂之因，並將彼等從苦難與苦難之因中拔救出來，亦泛

指慈愛與憐憫。慈悲與同情的區別：因為恐懼而憐憫是同情，因為愛而憐憫是

慈悲。每個人內心都有慈心，騎士會的人因大愛而慈悲，慈悲是宇宙最大的能

量。由慈悲帶起行動，與人共生存（coexistence）、共演化（coevolution）。我們

希望住在偏鄉的人身體健康，是騎士會的願望。感謝今天參加義診的醫護志

工。 

  



到石磊部落的路翻山越嶺才能到達，這是一條增福增慧 

的路。



小黑已成騎士會會狗，上山義診必到，項歡迎老朋友。

陳文琦推拿師實踐大學畢業後從事舞台燈光設計，因緣際會感受到傳統醫學的

好，全力鑽入傳統醫學的推整復專業，又以這個專業幫助眾生病苦，騎士會義

診每場必到，台灣仁醫騎士協會頒贈最高榮譽仁醫騎士獎章感謝其心慈悲，仁

心俠骨的真騎士精神。 







今天來個一百零五歲的老人家，太稀奇了，其實，一百零五歲，是大約推估，

老人不會講普通，只會聽講當地泰雅族原住民語。老人幾乎和中華民國同年齡

了，可謂壽與天齊了。



老人的身體還行，只是太長壽了，同輩，甚至下一輩的親朋都凋零了，住在深

山的老人內心寂寞。



老人不會講普通，只會聽講當地泰雅族原住民語，其實，石磊部落的原住民能

講母語的已不多，還好會講母語的陳力老師適時出現，通過翻譯，才能和老人

溝通。

柳義明醫師每次義診都從高雄作夜車到中壢，再搭計程車趕到大溪交流道和義

診團會合一起上山，這種愛心最讓人敬佩。



徐維偵醫師只要有假，會到各地需要幫忙的地方義診，是一個心腸非常柔軟的

醫者。



黃有為推拿師具有醫學碩士學歷，也是本會秘書長，專精推拿整復，時常開課

教學，許多中醫師跟隨學習，包括俄羅斯多也聞其名人遠來學習。推拿整復，

不只治療骨傷痠痛，內科疾病也有極佳療效。我曾目睹本會黃桂全推拿師以手

法治療重感冒發高燒頭痛關節痠痛的外國病患，調整背部太陽經後 5 分鐘燒退

病緩解的實例。張浩緯醫師也曾在我的中西醫眼科進修班報告以手法調整肝、

膽經治癒即將手術的青光眼病患，推拿整復實在是中醫不可忽視的瑰寶。





台灣仁醫騎士協會是以中醫藥及推拿整復為義診的團體，當大家(包括政府)都忽

視中醫時，有一本書《中醫幾度秋涼》：“中醫的拿手是說出病來，說不出，說

不準，那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西醫的看家本領是拿出病來，拿不出來病，讓

人看不到，那麼西醫也沒有存在的理由了”。王唯工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生物物理博士，台大電機系教授，後轉而研究中醫，曾感慨在其著作《氣得樂

章》封面標題著：「西醫是治你不死的學問，中醫是讓人活的快樂的學問。」所

以，我們將中醫帶入偏鄉。





 

107 年 12 月 10 日，台灣仁醫騎士協會今年最後一次義診，明年，我們會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