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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現在不做，這一輩子就不會做了；有些地方，現在不去，這一輩子也不會去了。我

想北印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遙遠且神秘的他鄉，有著對於醫療的需求，而我走選擇這樣的志業，選

擇這樣的人生，是否可以在除了家鄉以外的地方多盡一些心力，為這世界，提供一些些溫暖？懷抱

著這樣的心情，在看到北印志工招募的當下，心中的聲音吶喊著，彷彿呼應遙遠彼端的呼喚，我選

擇了前進。 

 端午節，是青年志工們第一次見面，每張陌生的臉龐，隱隱約約閃耀著期待，我們犧牲珍貴的

假期聚首，學會如何建立起一個團體，經過一場場的演講，我們慢慢建立起對印度的認知，而非拘

泥於扁平的想像，慢慢學會看見這不僅是一個充滿辛香料、噪音、燠熱的國度，更是一個遙遠貧

窮、有著醫療需求的人們的家。從衛教內容、海報製作、清潔牙齒教學，我們一點一點勾勒出整個

計畫的細節，慢慢地建立起關於北印、關於團隊、關於這場旅程的細節，也建立起了團隊的默契。 

 深藍的天空點綴著幾抹紅霞，是個清涼的清晨，而我們就在晨光中邁開腳步，踏上了前往印度

的飛機，前往那陌生的國度。而到了新德里機場，隨之而來的是悶熱的的空氣、嘈雜的交通聲響、

空氣中瀰漫著匆忙急促的氣息，我們被催促著上了大巴士，開始了 15小時的印度公路之旅，要前往

中繼站 Manali。一路上搖搖晃晃，一開始的我們還有閒情逸致說說笑笑，好奇地欣賞著印度的風

景，飛揚的塵土中可見到孩子在街道旁飛奔遊戲，也可以看見牛隻們悠閒的漫步之中，但隨著時間

流逝，長途跋涉的疲憊慢慢吞噬了我們，一如黑夜降臨一般，使人在搖晃顛簸的路上睡去。在一連

串的喇吧聲、遊人的喧鬧聲、山溪淙淙的流水聲之中我們悠然轉醒，就這樣在清晨之中，我們抵達

了海拔兩千的中繼站 Manali。預計要在這裡整裝休息一天之後，再繼續前往印度的 505號公路，接

下來還有長達半天的路程等著我們。 

 看著穿著紅色粗布衣的喇嘛，我好奇的想著，是否他們到目前為止的人生，都是這樣子的呢？

生活在遙遠的山谷彼端，幾乎是與世隔絕的山谷，要尋得醫療資源，何其困難？大山裡的村民們，

又是怎麼樣面對病痛的呢？是否就跟想像的一樣，跋山涉水才可以進入城市，而生老病死都由著上

天安排？而 Manali的薄霧輕輕地覆蓋了窗外的景象，思緒也漸漸模糊，我又沉入了夢鄉，為明日的

跋涉做最好的準備。 

 505號公路，一年之中只有 3個月的通行時間，其餘的時候便是大雪冰封的路況，寸步難行，

而我們在盛夏到訪，所預計要走的便是路況最差但卻是最省時間的 505號公路，一路上磕磕碰碰，

像是搭乘 5D列車，我們走在懸崖邊、走在融雪的小河、走在顛簸的石子路、走在斷裂的冰川下，沿

路的風景美不勝收，一群又一群的牛羊隨著牧羊犬漫步，偶爾可見一群群野馬漫步在山谷間的綠地

悠然的吃草，遠方稜線上群山未融的白雪，慢慢勾勒出 Spiti的樣貌。而在路上我們也拜訪了當地

的藏廟，為接下來的行程祈福。 

 雖說要經過 12小時的路程，但實際上我們所花的時間卻超過不少，體貼的喇嘛在每一個可以休

息的地方都讓我們下車散散步，喝水上廁所，卻也花掉了不少時間，而我們最終到達時 Kaza時每個

人都像是值班值了一整個晚上沒有睡一般累得不成人形，簡單地收拾完行李洗漱後，每個人都為了

接下來的義診與服務休息補眠，蓄勢待發。 

 隨著晨光在遠方的山後緩緩升起，一群人也跟著忙碌起來，架設一個個衛教與口檢站，檢視流

程與動線，整理好海報與器材後，忙碌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村民們扶老㩦幼的來到，很快的便大



排長龍，看著一個個佝僂的背影與村里幼童清澈的眼神，我們忙碌的篩檢、問診、分流與進行衛

教，希望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消化完大量的民眾。在排隊的過程中，村民們井然有序，從來沒有發生

爭執或插隊的情形，所有人就是那樣安靜的站著，在高山溫暖的陽光下靜靜的等待，偶爾傳出一兩

聲小孩疼痛的哭鬧聲點綴著。在休息的空檔中我靜靜的看著村民們，好奇的想著，在這樣貧窮且醫

療資源欠缺的地方，人們反而滿懷感謝、井然有序的等待，即使在人數與時間的限制下我們僅能夠

給予最嚴重的牙齒治療，村民們依舊心懷感恩，而內科的部分也僅能收集身高體重血壓等資料，為

下一次的到訪做更好的準備，而針對現有的問題只能給予較低階的止痛藥與症狀的衛教。相較於富

足的台灣，我們在印度能給予的何其的少，但他們卻表現得像是我們給予了極大的幫助，我不禁在

想，是否我們擁有的越多，就越貪心，越難珍惜現在身邊所擁有的呢？是否滿足與感恩建立在比較

之上？當我們來到了一個比平常所生活的地方更加落後與貧窮之處，才可以比較出我們所擁有的富

足與讓人們張開雙眼，真實的用心去看見平日所習以為常的其實是那樣珍貴？是否我們都落入了盲

點中而不自知？ 

 而當我越投入在臨床工作時，往往會因為一些小事而慢慢消磨了熱情，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忘記

感恩，忘記珍惜，忘記重新去審視自我的初衷，也忘記了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助是多麼簡單與重要

的事，而我們卻往往在日常的消磨中遺忘了。或許就是因為擁有的少，接觸外面的世界也少，村民

們的眼光反而更加清澈，他們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也知道珍惜與感恩，也因為村莊就是那樣小，每

天生活接觸到的人就是那樣，反而使他們更加的了解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互助，心思更開闊單

純。倘若每天所要接觸到的人們就是這樣，那是不是就不需要計較太多，凡事簡單隨性不計較，可

以更快樂？在藏人們的身上，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五色旗，又稱風馬旗，是藏人族群中最鮮明的代表之一了，只要進入藏區，風馬旗隨處可見，

也許在山壁上的石廟，也許在家門口，也許在小路的石柱上，乘著風飛揚。藍色代表天空；白色代

表白雲；紅色代表遠方的山；綠色代表青青草地；而黃色則是我們生活的大地。風馬旗是我在北印

最熟悉的風景，也代表著藏人們對於自然的崇敬，對藏人而言，風馬旗本身就是佛身；旗面上的文

字就是佛語；內容就是佛意，而隨著風飛揚的風馬旗承載著，不僅是對佛的敬意，更是對世界的祝

福。原本我以為我是來服務的，但在經過更深一層的認識後，在夜深人靜仰望星空時我才深刻體認

到，我所來並非是為給予，更多的是來接受。學習藏人們看待世界的寬容與價值觀，學著返璞歸

真，學著將放開自我，去感受、去聆聽、去沈思、去感謝、去相信。真正重要的從來都不是我們做

了什麼給了什麼，而是在這樣的一趟旅程中，看見什麼學會什麼。 

 如果有人問我，你到過的哪個地方最靠近天堂？我想我會回答這裡，一個與世無爭的山谷，裡

面住著簡單樸實的藏人們，他們相信著佛的言語，過著簡樸刻苦的生活，一點小小的東西就可以使

他們開心良久，在一層一層的大山之中，物質擁有的極少，心靈卻那樣澄淨，Spiti的河流就這樣

流淌著，灌溉著他們，帶來了足以溫飽的水，也滌盡了內心的髒污。 

 就如同到訪時一般，我們來的匆匆，去也匆匆。每一趟旅程，都給予了勇氣，讓我可以走向更

多未知的遠方，我們無法滿足當地的醫療需求，但我們卻可以為他們的新生一代種下種子，培育他

們成為當地的樹木，從微小的公共衛生教育做起，為當地的醫療慢慢地撐起一片天空。成就從來不

是一蹴可及，但我們能做的就是訂定長遠的公衛計畫，為當地留下新生的希望。團隊會離開，但知

識不會，衛教的意義在此，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在每一個小環節上盡力做好，慢慢的扶持當地，讓

他們有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此行能為他們所做的，最大的事了。 

 也許多年以後我不會再那樣深刻的記得在喜馬拉雅山上的每一天，也不會記得團隊中發生了哪

些爭持與協調，更不會記得當初衛教的內容，但我想我會記得山上的天空、星星、雲彩，居民的笑

容與背影、喇嘛們悠遠的誦經聲、飛揚的五色風馬旗，還有每一個靜坐在寺廟中的時刻，安靜、悠

遠、鮮明的烙印在記憶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