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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那年
撰文/叶萍

十
八岁，学校的读书生活单纯

快乐，我和同龄人一样对未

来充满幻想，但常常疑惑自己人生

的方向，“怎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

人生呢？”

就在那一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汶川大地震。

家乡四川什邡洛水也受到地震的

强烈影响，两所学校全部倒塌,工厂

有毒液体的泄漏，满目疮痍。平日

里热闹的街道充斥着撕心裂肺的哭

声，和人们逃窜间焦急的脚步声。

幸而家人平安，但面对灾后的生

活，看着奶奶把灾后第一餐让给我

吃，一时间百感交集。

灾后的一切，让很多人都想逃离

灾区，而来自台湾身穿蓝天白云的

慈济志工却不是。

他们不但愿意来到苦难的灾区，

还搭起帐篷、挽起袖子,在当时的洛

水镇设立两个热食点,顶着烈日为当

地受灾乡亲煮起了一锅锅热气腾腾

的饭菜。

大灾后,乡亲吃到的第一口热热的

饭菜是来自于台湾慈济。

闷热的夏天，坐着都出汗。街坊

邻居讨论着，这一群来自台湾的

慈济志工，他们顶着烈日、围着火

炉，每天坚持为乡亲提供热食,且有

礼的鞠躬送上。那时，听着大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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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陪伴陌生的乡民,我的内心

发生改变，家里人也愿意安心把我

“寄养”在慈济。

在慈济，我学会了见苦知福,我学

会了知足、感恩、善解、包容,我学

会了欢喜的源头，也可以来自于付

出无所求的爱，最珍贵的是，我学

会了信任。

漫漫慈济路，我成为其中一员，

走出象牙塔，走入人群去付出，去

找寻我生命的意义。我学做人文志

工，扛起摄像机,从完全不会，都学

到会,到如今用自己的角度记录下慈

济人付出无所求的动人身影：

我看见打麻将的双手可以发挥良

能做环保；我看见了为参加一场冬

令发放,家境贫寒的志工在零下五度

的冬季三点过起床去工作，只为每

天赚取二十元,圆满发放之旅。我

看到了震中受伤的乡亲不再怨天尤

人，在慈济志工陪伴下站起来，去

付出、去助人。我看到了质朴的农

夫，不单是从大地收获粮食，在慈

济志工带动下，他们学会做环保来

拯救地球。也在雅安地震之后，看

到川震受灾的乡亲，用同理心陪伴

芦山受灾乡亲。

慈济援建的学校也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曾是县上倒数第一的前

进慈济小学，如今一跃成为农村中

小学典范。韩滩慈济小学从三百名

学生增加至一千二百余人等。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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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那天
撰文/于敏修

三月八日，是我第一次参加志工

活动，去的是金阊养老院，一同去

的有近三十个志工，这些志工来自

社会各个行业。

在进入养老院，我们分成五个小

组进行访视。先是到每位老人房间

去走访，我们组访视年龄最大的有

九十七岁和九十五岁的老人，在这

里居住的老年人大多都在七十岁以

上。看上去他们的精神状态都很

好。

通过访视，我了解到他们在这里

生活得都很快乐，每天都有集体活

动和个人活动的空间：有时学唱

歌，有时学下棋，有时看报纸、杂

志等等。

走访后，组织老人到一楼大厅进

行集体活动，活动的开始是和老人

互动的慈济手语（十个手指操），

然后是给九个老人送生日礼物，唱

生日快乐歌。演出的节目有舞蹈、

瑜珈和独唱。演出也是在互动中进

行的，既有志工表演，也有老人表

演。

这次活动中最使我受感动的是：

一位唱前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

的老爷爷，他参加过解放大西南的

战斗，他说当时坐三天三夜的汽

车，一路颠簸，那时没有火车，到

那儿就开始打仗。可想在那个年代

是多么艰辛。

这里的老年人当年工作在全国各

地，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有的是老

革命，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歌唱

家，也有老师、医生、工人、职员

等等包含各个行业。对于那个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