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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東地區有一群天主教修女，他們大多數都來自瑞士「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

該修會在1955年先差派4位修女到台灣來，一開始就與天主教瑞士「白冷差會」的神父合

作，加入神父在後山的台東教區，一方面協助神父們的牧靈工作，也同時肩負起當時台灣

後山地區相當缺乏的醫療服務工作。

台東地區在關山、成功、大武等地不只缺乏醫療資源，一般民眾普遍的生活都很貧

窮。因此修會在這裡設立關山天主教醫院，希望能夠照顧這裡生活貧困的居民，讓他們在

生病的時候能夠來這裡看病。之後，因為白冷差會建造台東聖母醫院，以及錫質平神父創

辦公東高工，因此白冷差會也陸續差派在護理和教育等領域學有專長的修女，參與台東醫

療和教育的工作。

這一群來自瑞士的修女，在最高峰時期曾有多達17位在台東地區服務，其中包括台東

馬蘭修院、台東市聖母醫院、關山天主教醫院、新港（成功鎮）診所，以及遠在台東大武

鄉的救星教養院（他們的故事請參考第六課）等機構。另外他們也在台灣栽培出許多本地

修女，一同加入服務窮困人民、醫治病人的行列。

踏上台灣這塊美麗的島嶼

葛玉霞修女於1934年生於瑞士，是「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的修女。他在24歲那一年

自天主教護理學校畢業，並於醫院擔任護士。由於他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護理師，因此

當他得知台灣缺少護理人員的時候，就自願前來台灣服務。

他在1965年抵達台灣，並於台東關山天主教醫院，為台東地區的居民提供醫療照護。

「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的修女們關心的主要對象是後山地區的原住民，然而他們每天在

醫院服務時，常常接觸到來自各個不同族群的病人，因此除了華語以外他們也學簡單的台

語，以及一些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阿美族語或布農族語等。

風雨無阻的照顧

這群修女們最大的特色，就是個個都具備著豐富的愛心，即使已經下班停診，如果遇

到緊急狀況，只要病人敲門，他們就會趕緊開門看病。他們曾經好幾次接到山區管制站的

警察通知，得知有人生病卻因為時間太晚叫不到計程車、或是車資太貴原住民付不起而無

法就醫；他們也曾經遇過有原住民婦女臨盆、孩子已經快要出生卻無法下山、需要他們開

車上山去接生的情況。有些產婦常面臨生下孩子太久卻沒有剪斷臍帶，雖然修女們抵達產

婦家裡時，隨即進行緊急處理，並馬上將產婦載到山下醫院，孩子卻因為缺氧太久而導致

腦部受創。有些產婦則是由於距離醫院的路途遙遠，因此在送達醫院時已因流血過多而死

亡。然而只要有人需要幫忙，修女們一定開車載著醫生一起上山，去救治山區需要幫助的

民眾。

甘願為主做奴僕的葛修女（故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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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專職照顧貧困的植物人

由於東部地區居民長期缺乏醫療資源，台北馬偕醫院於1983年經開會討論後，確定將

於台東設立分院。面對馬偕醫院這項新的決定，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的修女們對於關山天

主教醫院未來的工作方向進行討論。他們認為台東馬偕分院落成後，在人力、設備方面一

定會比關山天主教醫院更加完善。可以解決台東地區缺乏醫療資源的困境，為了不重複醫

療服務資源，修女們決定改為照顧弱勢的慢性病人，特別是貧困的植物人，來關心不同需

求的台東居民。

除了繼續留在關山服務弱勢之外，葛修女還和其他修女更到缺乏醫療資源的新港（成

功鎮），照顧當地貧困的阿美族人和平地人，在新港也設立診療所來服務。由於新港有許

多原住民貧困家庭，甚至連健保費都負擔不起，因此他們的門診掛號處不曾用過任何勞保

單或健保卡，這群貧困的當地居民正是他們主要照顧的對象。一方面將台東關山天主教醫

院轉型為專門照顧貧窮病人的機構，葛修女和布修女兩人也到新港開拓新的診療所，持續

著他們對於台東地區居民不變的關懷。他們早上接待前來診療所的病人，下午則親自前往

居住在偏遠地區、無法前來診所的病人家裡，為他們處理傷口、換氣切管或鼻胃管、進行

復健等居家護理工作。

迎風飛舞的白蝴蝶

有一天晚上，當修女們回到了修會準備休息時，成功鎮居民鍾慧君突然來敲門，原來

他的女兒盧葦從晚上開始就哭著不停，怎麼哄都沒有辦法入睡，成功鎮上的醫院又沒有夜

間急診，因此只好請修女幫忙。經診察才知道原來盧葦是因為中耳炎而不舒服，無法入

睡，經過葛修女及布修女的悉心照料，這個為中耳炎所苦的小女孩終於能在深夜中平靜地

入睡。

多年後，盧葦長大了。在即將出國遠赴奧地利學習音樂之前，譜下了「白蝴蝶」一

曲，獻給終身奉獻給台灣東部地區的葛修女；每當葛修女騎著機車前往台東地區各個角

落，服務需要照顧的居民時，白色頭巾迎風飛舞的模樣，就像一隻白蝴蝶，點綴了美麗的

東台灣，帶給人們溫暖和希望（〈白蝴蝶〉一曲，請參考教學資源光碟，或上總會教育中

心網站點擊連結播放）。

「謝謝台灣人願意讓我照顧」

這群在台灣後山地區無私奉獻的修女們，其中有好幾位都曾獲政府頒發醫療奉獻獎。

然而這群修女們卻說：「我們並不在意有沒有得到那些獎，實際上我們也不需要；有人比

我們更該獲獎。」這也是為甚麼當政府要頒發醫療奉獻獎給他們、而他們一再婉拒的原

因，甚至還會建議頒發給其他人。修女們無私奉獻、默默地服務偏鄉原住民，正是透過具

體身體力行，真正地成為主耶穌的跟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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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2歲的葛玉霞修女已經在台灣服務了50年。由於覺得自己已經年邁身體不

好，無法再服務台灣人，而且不想成為台灣人的負擔，讓台灣人照顧他，因此決定返回家

鄉瑞士。 6月15日下午，有許多的台灣民眾來到機場為他送行，一一跟他擁抱道別，葛修

女在眾人的感激之下搭機返回瑞士。雖然他因為年邁而離開所愛的台灣，然而他為台灣所

奉獻的一切，將永遠被台灣人懷念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