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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護理人員之額外關懷

白衣光輝暖暖，時時在人間閃耀。

護理職場中，有種無所求的關懷，

是在醫囑、護囑與批價單上所看不到的無價之寶。

常規工作之餘，許多護理師會額外關心病人或家屬。

好不容易得空用餐，卻想到沒家屬照顧的病人，

就自掏腰包順手買個餐送去。

下班後，樂當小病人的乾媽，買新衣送玩具，過年過節包紅包。

多重障礙的棄嬰好不容易照顧到病況穩定，可出院等待安置，

乾媽們相爭輪流帶「寶貝」回家，暫享天倫。

難得休假日，三五成群，相約探望曾經長期照顧過的出院病友……

一分分關懷付出，從未出現在病歷的護理記錄中；

一絲絲真情流露，只因承擔護理職責之初，

心中早已許諾，要實現全人護理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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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在交接班後的時間，看到一

些護理人員到心蓮病房關心他們曾

經照顧過的病人；也常聽到護理人

員在休假時間，到病人家中探望病

人或是喪親家屬；小兒科護理人員

甚至將無人認養的棄嬰視為己出，

輪流帶回家中照顧，如同是小嬰兒

的母親；也有護理同仁在外用餐時，

會想到獨居的病人，幫忙買餐給病

人吃。這些真情流露的片段，不會

出現在正式的護理記錄裡，但這樣

的精神，其實一直都在護理工作中

被看見，護理工作的價值與意義，

在下班之後依然存在；也讓我們想

試著探究，護理同仁是怎麼想的，

為什麼這樣去做？心理層次又是如

何運作？

非上班時段  七成主動延續護病緣  

本期問卷以慈濟醫院六家院區護

理人員為對象，以電子信箱發出，

共 回 收 1,349 份 問 卷。 女 性 佔 最

多 (98.2%)， 年 齡 在 26~30 歲 佔

28.8%，25 歲以下者有 26.6%，職級

以 N 佔最多 (35.1%)，工作職務以臨

床護理師居多 (77.2%)，工作科別以

內科 (20.0%)、外科 (19.2%)、急重症

(23.1%) 為主。

■ 文／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男 24 1.8
女 1,325 98.2
總計 1,349 100.0

年齡 人數 %
25歲以下 359 26.6
26~30 389 28.8
31~35 315 23.4
36~40 149 11.0
41歲以上 137 10.2
總計 1,349 100.0

職級 人數 %
N 474 35.1
N1 272 20.2
N2 415 30.8
N3 122 9.0
N4 66 4.9
總計 1,349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 1,043 77.3
副護理長 44 3.3
護理長以上 101 7.5
功能小組 48 3.6
專科護理師 113 8.4
總計 1,349 100.0

工作單位 人數 %
內科 270 20.0
外科 259 19.2
急重症 312 23.1
小兒科 126 9.3
功能小組 34 2.5
洗腎室 31 2.3
婦產科 49 3.6
安寧緩和 38 2.8
門診 156 11.6
手術室 34 2.5
身心醫學科 32 2.4
其他 8 0.6
總計 1,34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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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在每日工作中比其他醫護

團隊成員接觸病人的時間多，提供給

病人的也是最直接的照護。2011 年

醫改會公告「血汗醫院」，有人形容

護理人員就像「戰鬥陀螺」，以及長

期關注的人力短缺導致護病比與護理

人員超時工作的問題，突顯出護理人

員工作的辛勞。雖然，消費意識抬頭

使醫病間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但是，

實際上，護理人員對病人的照顧與關

心，很多時候並不會因為治療的結束

而結束。

問卷首先從一個輕鬆的問題切入：

護理同仁有沒有穿便服被認出的經

驗，而且對方要是很愉快的。答案是，

有八成 (81.8%) 以上的護理人員曾經

在穿著便服的時候，被自己曾經照顧

過的病人或家屬認出來，而且很高興

見到護理人員。反映出，護理同仁的

專業表現是有受到肯定的。

至於曾經在非上班時間，主動

關心病人或家屬的護理人員，有

71.5%。關懷 (caring) 是人與生俱來

的特性，《護理照顧的倫理實踐》一

書作者蔣欣欣教授指出：「當人活著

自然有對食衣住行等生活事物的操

煩 (concern)，當人與他人同在時，

自然會有對人的牽掛 (solicitide)，護

理人員時常要面臨操煩與牽掛。」在

臨床處境中，護理人員忙於常規的處

置，容易忽略了病人的生活經驗及對

疾病的看法；當護理人員卸下自己任

務的重擔時，反而能輕鬆地與病人或

家屬互動，多一點瞭解，溝通好像也

變得容易多了。

針對三成（29.5%）未曾在非上班

時間關懷病人及家屬的護理人員，則

有 80.7% 表示有機會也願意嘗試。

地點最常在醫院  公共場合次之

關懷病人及家屬的地點，以在

醫院最多 (93.8%)，公共場合次之

Q2 我曾經在工作規定時間之外

主動照顧或關懷病人 /家屬？

否
28.5%
(385人)

是
71.5%
(964人)

Q1 我曾在穿便服的時候被病人或

家屬認出來，而且他們很高興

見到我？ (N = 1,349）

否

是

81.8%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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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電話訪談 (27.4%)，病人

家佔 19.6%，有少數是經由網路，

如 Facebook 或 e-mail。關懷地點

在「醫院」，推測是利用自己下班

後，再去多花點時間看一下病人，

或是在院內舉辦的活動碰面。隨著

護理師工作的多元與場域逐漸跨出

院外，不管是居家護理、個案管理

師、或是社區健康篩檢等等，護理

師與病人或家屬在公共場合碰面的

機會也逐漸增加。而在病房單位主

管或志工的帶動下，也有近兩成護

理同仁有機會到病人家中探訪。許

多同仁因此為自己的護理生涯寫下

一個嶄新的紀錄。

而隨著資訊的進步，對於年輕族群

的病人，藉由網路的關懷或許也可以

做為醫院網路服務的參考，慈濟醫院

骨髓移植病房就有一個提供病人及醫

護人員互相打氣的部落格，心蓮病房

的護理人員也有自己的部落格，大家

在下班時間，還常常會在網路上討論

病人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法，不只解決

病人問題，也疏解護理人員自己的困

境。當然，不涉及病人隱私是大家運

用網路討論的共識。

回歸本質的對等性關懷

至於問及護理人員為什麼會想關

心病人及家屬，回答以「因為病人

/ 家屬很沮喪」(66.2%) 佔最高，其

次為「病人及家屬開口請求協助」

(43.4%)、「覺得病人病情危急」

(29.4%)，接下來為「已經末期」、

「已經下班，就乾脆多做一點」、

「院方或病友團體活動」，各約將

近兩成，而參加告別式的有約一成

（10.6%），「同事相約」的比例也

是一成。其他零星的答案有：想瞭解

出院後狀況、避免醫療糾紛、已與病

人成為朋友、巧遇、病人太可愛了、

Q3 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在工作時

間之外主動關懷病人 /家屬？

(N = 385）

12

39

6

否
40.3%

是

59.7%

Q4
關懷病人與

家屬，是在？

(N =  964，複選）

其他
0.8%

電話訪談

27.4%

93.8%
醫院

19.6%

對方家中

公共場合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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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病人或給病人心理支持，或者有

些回答是很酷、很率性的，例如：沒

有任何目的、剛好有時間。

顯然，護理同仁在褪下規定的工

作職責之後，「人性」的本質反而

出現，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不再能

以角色來分隔。

病友團體的存在，除了讓病友間

彼此的支持外，醫護人員也會提供

照護技巧，有很多護理人員反而從

中獲得支持與安慰。目前的病友團

體涵蓋在各科，像早產兒、心臟病、

巴金森氏症、大腸直腸癌、乳癌、

遺族團體等等，活動地點不局限在

醫院舉辦，為了讓病友及家屬有機

會到外面踏青，有很多活動都在郊

外舉行。每星期六下午，還有針對

住院病人舉辦的茶會，讓病人及家

屬也可以走出病房，在醫院大廳參

與活動，由護理人員及志工共同設

計不同的單元，就如呼吸治療、戒

菸的重要、預防跌倒等等。

Q5 會去關懷病人與家屬，

是因為？(N = 964，複選）

病人或家屬心情很沮喪

病人 / 家屬邀請或開口請我協助

覺得病人病情危急

已經末期

已經加班了，乾脆多做一點

院方或病友團體等活動

送病人最後一程 ( 告別式 )

同事相約

其他

19.2%

66.2%

43.4%

29.4%

19.4%

18.8%

10.6%

10.0%

11.0%

Q6 主動關懷病人／家屬的

目的？(N =  964，複選）

瞭解其背景

給予支持

提供持續性照護

關心其居家狀況

協助解決其居家問題

沒有目的，只是想看看

10.9%

29.1%

25.5%

17.0%

13.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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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照護強調身、心、靈的全人

照護，平日護理人員用大部分的時

間，解決病人急迫的生理問題，心

靈及社會問題與其他團隊共同解決，

即使在下班時間，但護理人員仍犧

牲自己休息的時間陪伴有需要的病

人及家屬，度過最困難的時期。

再深入追問，護理同仁利用自己的

時間去關懷的主要目的，主要是「瞭

解病人及家屬的背景」(29.1%)、
「支持病人及家屬」(25.5%)，以及

「提供持續性照護」(17.0%)、「關

心居家狀況」(13.2%)、「協助解決

居家狀況」(10.9%) 等。例如玉里與

關山慈院的護理同仁會常去關懷弱

勢的病人或獨居老人，看到病人的

居所，就更能理解他們的處境，知

道該如何衛教，幫他們維持健康或

避免疾病的惡化。

主動付出多重感受  助人最樂  

透過主動去關懷，護理同仁的感

覺如何？

回答比例最高的，是體驗到助

人的快樂，74.0%，難怪俗諺都說

「助人為快樂之本」。其次為充

實自己的生活經驗 (41.9%)、視病

如親 (41.7%)、體會到生命的意義

(40.8%)、學習助人專業 (29.5%)、
獲 得 感 恩 (26.3%)、 自 我 提 升

(22.8%)、更愛自己的親友 (20.1%)、
更愛自己 (17.3%) 等；「主動」，居

然帶給護理同仁這麼多的收穫。

現今的照護過程，護理人員從病

人入院就開始做出院準備，期望病

人能夠在出院後，仍能受到好的照

顧，不會很快的再入院，或因為疏

於照顧，產生合併症而再度入院。

很多病人在住院中都是由外籍看護

或看護人員照顧，出院後家屬又忙

於工作，或照顧者都是年長者，這

些都讓護理人員擔心病人的居家照

Q7 主動關懷病人／家屬時讓

我感到？(N =  964，複選）

助人的快樂

充實自己生活經驗

視病如親

體會生命的意義

學習助人專業

獲得病人／家屬感恩

自我提升

更愛自己的親友

更愛自己

其他

29.5%

74.0%

41.9%

41.7%

40.8%

26.3%

22.8%

22.1%

17.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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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進而以不同方式像家訪或電訪

瞭解病人是否有受到合適的照顧。

曾經與一位末期病人坐在花蓮慈院

的空中花園，傾聽他述說自己過去

的工作經驗，當病人講完後，突然

又說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病人

說：「我覺得病好了許多。」其實

我們並沒有做任何事情，只是坐著

聽病人講話，但提供一個機會，讓

病人抒發情緒。也曾經以電訪訪問

喪親的家屬，關心他們在病人離世

後的狀況，家屬都很感動，覺得雖

然病人走了，但還有人關心他們，

家屬甚至還會關心到其他護理人員，

及同時期住院的病人的狀況。

護理人員與病人間的關係好像不是

只有護病關係，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

著關懷，不單只是護理人員關心病

人，病人及家屬也一樣關心護理人

員，藉由這樣互相關懷的關係，讓護

理人員從中獲得成就。這些曾經利用

非工作時間接觸病人與家屬的護理同

仁，有 84.8% 願意鼓勵自己的同事，

在非工作時間去關懷病人及家屬。

換一個角度尋找護理價值  

本期問卷有一位護理人員提到為什

麼要寫這一份問卷，很感恩這位護理

人員提出這一個問題，而且還完成問

卷。我們的重點，不在於變相鼓勵同

仁在下班之後還要再另外付出，而是

擬出這份問卷，讓身為護理人員的

你、我，從一個既存的實際現象，來

反思從事護理工作的價值。

總和問卷的結果，確定絕大多數

的護理同仁都願意多花點時間去了

解病人，讓自己的人性能夠與護理

工作融合。在臨床工作中，有很多

護理人員即使常規工作做完，都有

可能會延遲下班，但心中卻還想要

有更多的時間關心病人，心有餘而

力不足，因此利用很多私人時間，

彌補工作上的不足。護理時分不分

晝夜、心中的牽掛不喜歡被張揚，

護理同仁只是默默地做著這樣的事。

回歸醫療大環境，我們期待讀了

護理的學生能夠都走進護理工作，

就職率 100%；已經在臨床工作的

護理人都領受到自己的價值而堅持，

留任率提高；接下來，每家醫院的

護病比都達到理想狀態，護理人員

不再需要超時超量工作，護理品質

提升，護理同仁就更有機會以自我

的人性與病人及家屬互動，更深化

自我的個人與工作價值。

12

6

否
15.2%

是
84.8%

Q8 我會鼓勵同事，如果有機會

的話可以在工作時間之外主

動關懷病人？ (N =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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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護病房工作超過十年的我，每日面對生命的殞

落，跟時間競爭、與死神拔河的工作性質，從來沒有

想過，會有那麼一天可以走出醫院的象塔，真實的走

入社區。

呼吸照護中心裡的醫護團隊人員很少、力量很小，

但不知不覺中，近一千多個日子來，這個單位所照護

過的個案，已經累積兩百多位，在這裡我們聽見很多

人的快樂悲傷，編織出許多美麗動人的生命詩篇。在

2010 年耶誕節的一趟家訪，是我們整個團隊第一趟

溫暖幸福的家訪之旅。我們突破距離所帶來的隔閡，

收起原本脆弱渺小的力量並且凝聚，釋放最大的能

量，綻放光芒，將我們的關懷化成最實際的行動。

面對盡頭的生命教育

第一次看到他時，令人印象深刻，因為破傷風病毒

侵襲，在加護病房內夜以繼日燈火通明的日子裡，只

有他保持一貫的黑暗，為了把干擾降到最低，連床頭

牌的名字也以「★★★」來替代，無法忘記他為了不

讓病苦、疼痛、全身僵硬等後遺症打敗，比誰都要認

真突破、完成復健計劃的堅毅神情；他偷搖鈴鐺試探

護理人員是否如同承諾會「一直陪他」的得意微笑；

無法忘記當他再次「走進」病房，而不是躺臥時，護

理人員發出如迎接偶像般的尖叫讚嘆聲，他的眼神所

透露對未來的冀望。

無奈在家訪前二天，突然接獲他因感染往生的訊

息，多麼令人震驚且無法接受。但是行程不變，只是

形式不同。所有的溫馨互動，如捻香時餘煙裊裊感動

在場每一位的心。★★★，謝謝您，是您教會了團隊

在學習面對人生的盡頭時，找到了出口，讓醫療真實

的走出專業、放下身段、尊重生命。

■ 文︳   林宜靜  花蓮慈濟醫院呼吸照護中心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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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行姿態看世界

「ㄉㄉㄉ」，才剛踏進阿倫叔叔家，

就聽到他用我們教他的方式在呼叫我

們趕快過去。我一直記得，在踏進叔

叔家門那瞬間，所有團隊成員非常有

默契，立即就定位，各司其職做好各

專業領域的評估，以最快速度馬上匯

整資料，將家屬及病人所有的問題給

予回饋及解決方式，而他也跟著我們

不斷哈哈大笑，彷彿那場意外沒有在

他身上留下後遺症似的開朗，讓我們

體會他是用力、用心在過日子。

阿倫叔叔，在這一段路上，是您教

會我們，要用平行姿態、用病人的眼

光來看世界，躺在床上的視野與站著

時，果真有很大落差及不同，因為您，

我們更懂得醫療、護理應回歸關懷基

本面，因為唯有感同身受，才能提供

「最適護理」。

用笑臉迎接無常

第一次在凌晨接班時，認識她，第

一印象是：她好瘦、雖然有氣切但還

是不斷寫字跟大家聊天，還有她右手

無名指上的笑臉刺青。她是一位公務

人員，家境優渥，平時身體強健，家

裡有一面牆專門擺設參與鐵人三項所

得的獎牌。因為氣喘未接受正規治療

而造成嚴重肺高壓症，需要一輩子依

賴氧氣。她說：「曾經很挫敗、怨天

尤人、怨丈夫、怨上天也怨自己，但

是既然無常來了，生病是不變事實，

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所以我要

把握當下，用笑臉來迎接每一天。」

所以她把笑臉刺在她的手上，時時提

醒自己要用笑臉來面對困境。芬姨，

謝謝您，因為您發揮生命的力量，讓

團隊感受您的智慧：人生，更要學習

用笑臉來迎接無常。

感謝病人一同創造的美好

最後，我要對所有的病人們說：「謝

謝您們，陪我們走過這一段美好，讓

我們團隊有持續下去的動力。希望可

以透過您的認同，在明天之後能不斷

持續下去。」更希望如這樣的一趟幸

福之旅，能讓低潮與無助的人獲得力

量，讓快樂的人也願意分享。

林宜靜護理長 ( 左 ) 感謝所有病人，給予呼吸照

護團隊肯定，讓大家有持續付出的動力。圖為家

訪一景。攝影／楊國濱

Gathering Strength to Bring Energy to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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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病間的價值，並不一定在於治療痊癒與否，而是彼此

之間存在著的友誼，或甚至培養出如親情的關係，這或許

就是護理人員願意默默付出不求回報的原因。在許多不欲

人知的護理同仁中，請洪一文護理師勉為其難地說說自己

的想法。

護病的心都滿足  

一文在二技畢業後即到心蓮病房工作，第一個照顧的病

人小品才 16 歲，是肝癌末期的病人，在病房住一陣子，

病情穩定即出院回家。雖然小品出院後繼續有居家護理師

的照顧，但一文心中仍掛念著，將小品當朋友般關懷，想

要去看看他回家是否有照顧上的問題或病情變化，也記掛

著小品的母親，因為在小品住院期間，媽媽因他即將離世

而非常傷心，還好有醫護團隊一起陪伴，讓小品與母親有

獨處、互相剖白的時間。

一文說：「當初要去病人家裡，其實心裡也很矛盾，因

為學校教我們治療結束，就是關係結束，很怕別人說我。

後來問了薰丹學姊，她鼓勵我，我才去。」「到病人家裡，

好像家屬和我都滿足到了。」一文會花時間和病人和家屬

一起討論、解決在家裡照顧遇到的各種狀況，有時二、三

個小時過去了她也沒注意到。一文想一想，說：「這個跟

上班完全不一樣，沒有一點壓力，雖然花時間，但自己好

像也被照顧到了。」

當時小品的心願是要在家裡往生，但他住的是媽媽的娘

家，有很多長輩有忌諱，希望小品在醫院往生，經過許多

努力與溝通，才完成小品最後的心願。

療癒彼此悲傷  給情緒出口 

即使在病人往生後，一文仍會去探望喪親的家屬，她覺

得自己與家屬共同走入病人在生命中的一段時間，有共同

■ 文︳   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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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憶，到病人家裡，讓家屬有一個情

緒的出口，也療癒自己的悲傷。經過

這麼多年，一文利用很多休假的時間，

默默地去訪視病人及家屬，有時候是

想去看看他們好不好，有時候是在病

人住院期間、在出院準備時，曾答應

過家屬要去家裡看他，所以就去了。

但一文也曾經到喪家探視被拒絕，

原來，每一個人的需求不同，有些家

屬可能不願意再勾起悲傷，經過與心

理師討論，或許可以先寫一張卡片，

再打電話或探視，只要是為病人或家

屬好，總是想要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來解決病人的問題。

圓滿護理照顧  尊重自己的心念

這幾年，一文發現原來其他的護理

人員也會到病人家裡，而且學妹也會

如當初自己的疑惑，而來請教她。一

文說：「我也會鼓勵他們，有時候，

也會結伴一起去。」一文也同樣問學

妹：「上班都這麼累了，還要去病人

家裡？」大家好像都覺得應該要去，

照顧才算圓滿。

當然，有更多病人家屬是不會忘

記曾經照顧過他們的醫護人員。每

一個季節到了，都會出現某位病人

家屬的關心；這個季節，正是桔子

成熟時，心蓮病房已經連續四年收

到一大箱手工桔子醬，這是屬於代

恆伯伯女兒的思念季節，每一位醫

護人員接到桔子醬的同時，也揭起

對伯伯一家人的回憶。

身為一位護理人員，能與病人或

家屬良好互動，關係存續，真是最

佳回饋。

去到病人家裡探視，洪一文心裡的懸念才放下，有一種圓滿的感覺。攝影／李玉如Curing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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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花蓮將近五年的時間，才發現自己每天都

忙碌在工作上，每天都喊著「沒時間、很忙」，

孰不知，其實有許多的時間應該都被自己給浪費

掉了！從來也都沒有想過要去看看已經出院的病

患住家環境和後續狀況。一直到單位辦起口腔癌

病友會，讓我第一次接觸了癌症病友的家訪。

記得探訪的是一位下咽癌的病友，開著車子沿

路問著沒有門牌號碼的位置，因為那就是我們病

友家的地址，當我們好不容易找到，往前走近時，

突然被好多隻流浪狗包圍，空地上都是廢棄的電

視或桌椅，然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棟廢棄的貨櫃，

屋內只有一張床一條棉被，一盞小電燈泡，連走

路都有些困難，沒有如廁的地方，沒有鍋碗瓢盆

更沒有熱水可以洗澡，換洗衣物也永遠是那一套。

當時正值冬天，記得當時在想，那樣的環境真的

可以居住嗎？更何況他是一位癌症病友。

環顧周圍，是一大片樹，周邊沒有房舍，他就

像是自己一個人居住在荒島，沒有家人可以為他

準備三餐，只靠一位友人和社福團體接濟他的日

常生活。當時每日每夜陪伴著他的唯一夥伴，就

是在貨櫃屋前面陪伴他的幾隻流浪狗吧 ! 
現在回想，如果沒有藉由這樣的機會深入了解

病友，是無法深刻體會病友住院時是多麼珍惜這

樣的資源，當替病人做出院準備時，想著他一定

是住在「家裡」，但他卻可能是沒能力如期回診

的。就像上人說的「對的事，做就對了！」希望

藉由如家訪這樣多一點時間給病友，我們也學會

知福、惜福、再造福，陪更多病友不孤單的走下

去。

■ 文︳   廖智俐 花蓮慈濟醫院二五西病房護理師

Pay Your Patient a Home Visit Anyway

也
去
看
看

再
忙

二五西病房護理同仁到病人家裡走

了一趟，才了解病人出院照顧的難

處，進而更貼心。攝影／廖智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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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第一次上大夜，一向待人親切、對病情

樂觀的慶叔，就這樣離開了這個短暫停留在世間

的軀殼，家人的不捨與眼淚到現在仍舊歷歷在目。

叔叔，相信您到現在都還感受得到大家對您的

愛，在您離開後，阿姨常常來電，訴說著對您的

思念和不捨，彷彿您還在，更確切說，應該是您

還活在她的心中，沒有離開過。所以，就在空出

休假的時間後，和阿姨約了見面，走訪您位於楓

林步道上美麗恬靜的家園。

阿姨才一見到我，在問好後，我就看到在她眼

眶裡藏著的淚，馬上過去給她一個擁抱。

慶叔，隨後阿姨好認真的帶我認識您，從牆上

微微泛黃的照片，看得出您過去的意氣風發，和

眼神中散發出來對生命的熱忱和認真，圓潤的臉

龐對照生病後病榻上消瘦的您，不變的是眼神中

對耶和華的愛和虔誠。翻著聖經，阿姨驕傲的

說，您是耶和華見證人，是對家庭對鄉里用心付

出的人，同時也是好父親，好丈夫，好榜樣，並

分享著您們過去相識相戀到最後相互扶持的過

程。

聽完這些分享，心裡是感恩的，好謝謝阿姨願

意對我分享這些她心中珍貴且重要的回憶，更感

恩的是，謝謝阿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在一個病

人往生後，能有機會和他的家人去共同重溫只屬

於這個人的回憶，並且體認到，對一個個案的照

顧並不是隨著他 ( 她 ) 生命的逝去而就此結束，在

之後對其家屬的靈性溝通及相互撫慰，更是能促

進彼此走出傷痛，卻又能保有對往生者珍貴回憶

的最佳良方。

■ 文︳   張英琦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師

Shared Memory with a Patient’s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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