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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2年2月報載南部某醫院急診室，

不到一個月內連續兩名護士燒炭自殺。22
歲的陳姓女護士一畢業就到該院開刀房工

作，但因個性內向不擅溝通，常喊工作壓

力大，2011 年 10 月拿刀割脖子自殺未

遂後，辭職在家。2012 年 1 月初復職，

和另名吳姓護士同時轉任急診護佐，兩周

後，吳姓護佐留下遺書燒炭身亡，陳姓護

佐參加告別式之後，終日鬱鬱寡歡，2 月

初也燒炭身亡，兩條年輕生命就此殞落。

陳女遺書提到：「工作不像讀書，有努力

就會有回報」。此事讓該院急診室人心惶

惶。院方在遺憾、難過之餘，立刻進行小

型團體治療，並舉辦宗教祈禱安撫員工。

遺憾的是，該院方於 2011 年底獲衛生署

頒發磁吸醫院獎項，卻因護理人員接連輕

生而引發網友抨擊。

靜思語：「人生最大的懲罰是後悔。」

在內科重症加護病房服務時，曾遇到幾位

服食農藥自殺，但仍意識清楚的歷經自我

生命逐漸消逝的個案，他們所表達的最後

想法就如證嚴上人所提及的「後悔」二

字。病人在往生前，歷經不論是心靈的、

生理的煎熬，就是給了自己最大的懲罰，

更帶給家人無止盡的苦痛與哀傷。

其實護理人員反應工作壓力大，是全球

普遍現象。臺灣的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於 2011 年調查發現，護理人員對工作滿

意度僅 61.2 分，近六成對薪資福利與獎

勵制度不滿；55.8% 表示工作量太大；

護理人員流動率高，也讓 88.9% 醫院人

力招募雪上加霜。護理偏高的流動率不只

代表有經驗的專業人才流失，形成人才培

育的浪費，也會降低服務的品質，更危及

病人安全。

護理人員除有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

還必須面對社會大眾對醫護的角色期待，

甚至還要面對如之前大專生在電視上公然

批評急診護士「裝忙」等無厘頭言論，在

在都加重了無形的壓力。

多項研究指出，護理人員工作壓力為影

響其憂鬱程度的重要相關因素，因此如何

降低工作壓力及強化因應壓力的能力，提

高身心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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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訓練方面，主管與資深護理同仁

要協助應屆畢業新人，於職前訓練時多了

解實務運作，減少到臨床上的現實震撼，

若能有專屬輔導員一路相伴，會使新人加

速適應職場環境，較不會有無助、寂寞的

失落感產生。同時醫院也可以定期舉辦減

壓課程，鼓勵護理人員參加，培養情緒管

理能力。

在機構方面，應注重員工福利的提升

及意見的表達、升遷管道的順暢，提供合

理薪資待遇。衛生署在全臺舉辦「磁吸醫

院」評比，就是希望能提供護理人員正向

的職業環境，花蓮慈院 2011 年底也獲頒

「磁吸醫院」的特色獎，護理部章淑娟主

任表示：「最重要的是找回護理的初發心、

營造家的氣氛。」

慈濟六家院區，對於協助護理人員面對

工作壓力，都各有引導方案。護理部除定

期舉辦護理人員或新進人員座談會外；對

於壓力過大影響身心的同仁，也會進行溫

馨的個別關懷約訪，協助其適應職場與生

活。院方也積極設置紓解壓力管道，如慈

誠懿德志工的生活關懷，補助各類健康促

進社團活動，提供藝術治療、悲傷輔導、

團體抒壓等課程。在行政協調方面，護理

部主管們會留意排班狀況，讓離家遠的同

仁可以安排較長假期返鄉探親；地處偏遠

的院區甚至另行提供「返鄉津貼」，紓解

交通往返的經濟壓力。

其實，慈濟有許多真實的人生故事，可

以用來激勵同仁，消化壓力轉換心情。正

如大愛電視播出的新戲「百萬拖菜工」，

講的是古雲隆與石金止夫妻以「拖菜」圓

滿心願的故事。

古雲隆 3 歲時，就因為家貧被父母用

三百元的價格賣掉。養父母家有 35甲地，

急需人手耕種。雲隆從 4 歲到 7 歲就幫忙

照顧其他孩子洗澡、吃飯；8 歲到 10 歲，

每天都要帶 50 個工人上工；10 到 15 歲

則負責餵養牛隻、清掃牛欄。再大一點就

開始天天下田，不但沒有機會上學，還常

常要扛百斤以上的重物走好幾里石子路，

直到二十歲當兵。退伍後，因養父母過世

前積欠大筆稅金，開始拼命賺錢還債。後

來經人介紹到臺北果菜市場擔任「拖菜

工」，一次拖 30 公斤的菜可得工資 3 元；

晚上則到碼頭搬運貨物，搬完又去扛竹

筍，一天做三份工終於把債務還清。古雲

隆說，鄉下可沒有這樣的工作機會，只要

有錢賺就知足了。1985 年古雲隆夫婦認

識慈濟，後來投入環保，回收果菜市場的

紙箱。1997 年他們想以積蓄捐榮董，但

還不夠，已經退休的古雲隆在太太提議下

又到菜市場拖菜，才兩個月就湊足缺額。

2002 年太太又圓滿了一個榮董。古雲隆

說，有願就有力，他們做得很歡喜。

看看古師兄生活清苦、壓力龐大卻能累

積點滴圓夢的真實故事，在感動之餘，深

刻體悟到，人生不如意雖然十有八九，但

只要心寬念純，珍惜每一刻，以認真的態

度努力，終會有苦盡甘來的一天。當你我

要開口抱怨工作壓力大，想想古師兄拼著

體力拖菜時，心中還抱持著「感恩能有工

作」的知足，這樣，正向的能量就會充盈

在腦海中，取代許許多多的抱怨，壓力自

然就會消除。護理工作時時都在搶救生

命，若能抱持著感恩心來服務，更能日日

累積福慧，獲致心靈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