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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回首護理之初

回顧當年證嚴上人在慈善工作時看到

很多人因病而貧，便建立慈濟醫院，接

著解決東部護理人才招募不易及培育慈

悲心懷的良護理念，於 1989 年創立慈濟

護專，開啟了東部護理人才培育的契機，

我正是第一屆 107 位畢業學生其中的一

位。當年在開學時就有 2 萬多人來觀禮

祝福，受寵若驚的回憶歷歷在目。25 年

後的校慶活動，有此殊勝的因緣擔任大

會旗進場旗手，身穿當年的校服，見證

慈濟教育志業的光輝成果，內心滿滿的

感動與感恩，也體悟傳承之美。

身為案家的橋梁

一畢業就來到花蓮慈院工作，第一年

在胸腔內科病房，接著到心臟內科病房

及 CCU 五年，然後到社區健康中心六年、

在輕安居陪伴失智長者們一年，最後又

回到社區健康中心擔任居家護理工作，

轉眼十多年了。

走過了 20 多年的護理生涯，現在的我

每天穿梭於醫院與家庭間，每個家庭都

是一個人生舞臺，人生故事真實的示現

與體驗，不論是行動不便的阿公或是焦

慮的阿媽甚至一張一張稚氣的外籍面孔，

在家中都是無助及孤單，我慶幸參與他

們的生活，除了盡力發揮護理知識與技

能之外，更加展現上人勉勵我們要學習

觀世音菩薩的悲心，尤其居家護理師走

出醫院進入每一位病患家中，彷彿為孤

獨的家庭與社會搭一座橋梁。

身為橋梁的自己除了事事為病患考慮、

設想，更能帶給家屬一分安定的力量，

每當看到家屬信任的眼神，護理專業的

展現就如此鮮明於眼前。   

走過幽暗迎向護理之光

四年前我發現身體出現狀況，歷經開

刀與放射線治療後，又回到熱愛與熟悉

的工作崗位。

無常的定律使人學習覺察，覺察是否

愛惜自己、是否珍惜身邊的人事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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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感恩所擁有平常的一切；病後的自己

也因親身經歷身體苦痛之後，改變心態

與身體和平共處，學習面對它、接受它、

處理它、放下它；沉思後化為行動力，

認真過每一天，樂意接受每天新的挑戰。

問一問自己，護理對自己到底是什麼？

我可以大聲地理直氣壯的說，護理不只

是一個專業，更是以愛心為基礎的工作，

在病患與家屬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

任與使命。

因為擁有切身之痛，讓我更能用同理

心去建構這分護理之愛，深入病人苦，

就能對自己從事的職業感到驕傲，產生

自我實現的快樂。

平日除了醫院護理業務外，假日走入

偏鄉，讓偏遠的民眾也能得到城市醫療

的照護品質，讓走不出來的民眾，由有

福的我們走進巷弄內服務。從 2001 年起

陸續參加了一些義診活動，算一算，去

過的地方包括：要搭船才會到的蘭嶼、

綠島，宜蘭與花蓮邊界的南澳、蘇澳，

及花東較缺醫療的地區如：和平、成功、

長濱、大武、金崙、大鳥等。

我發現，許多家庭真的是家徒四壁，

用燒柴的方式洗澡是常有的事。記得有

一位帕金森氏症 70 多歲的奶奶，跌倒後

由失業的兒子照顧，我們義診團隊到家

中往診時發現奶奶有多處壓瘡，最大的

有長、寬各 10 公分、深 3 公分的化膿與

發臭的傷口，我立即教導傷口換藥，並

提供住院處置及長期照顧等社會資源訊

息的轉介，減輕家屬的無助與負擔。每

次去參加訪貧、義診及前往不便到義診

會場的長者家中往診，體悟到醫療的不

均與城鄉之差異，在見苦知福的覺知中，

珍惜自己所擁有的。藉由手心向下的付

出，了解到福從做中得歡喜，慧從善解

得自在。

25 年前善的種子在慈濟的滋潤下綻

放，東部偏鄉是我的福田，期許自己持

續發揮良能，時時保持快樂的心境，把

快樂的氣氛散布給四周的人，將護理落

實於生活工作中。

攝影／江昆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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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自己從畢業後進入臨床工作至今，

免不了碰到挫折，但是，學習到自己的

存在價值，也從中獲得成就感！

末代護士也可以是好護理師

我一開始並不是位出色的護理人員，

光是考護理證照，就如同國父革命十一

次一般，考了多次才如願當上「末代護

士」，趕搭上最後一屆的護士考試才考

取。

在考取之前，一畢業就先來到了花蓮

慈濟醫院的身心醫學科 20 西病房。在學

時期，天塌下來也會有老師頂著，但是

進入職場，一切靠自己，有碰了許多釘

子的感覺，可是精神科就是越接觸越有

趣，而且縱使只是病人的一句謝謝、家

屬的一個微笑，都實實在在的像是給自

己打了一記成就感的強心針。

就精神科病房而言，所謂的治療工具

之一，也就是護理師自己本身，尤其是

與病人互動過程中，必然是需要靠嘴巴

才能溝通，在臨床工作近五年，很明顯

感受到自己這方面的進步；剛開始跟病

人講話會談時容易口吃、思考中斷、詞

不達意，到現在，面對病人都能侃侃而

談的討論及溝通。

在精神科領域，我對自己的工作和自

己這個人有很深的認同感，我覺得是因

為我們在照護時特別強調身、心、靈為

一體的目標。像是曾經照顧一位失智症

初期的阿嬤，阿嬤因為住院對於陌生環

境的害怕，變得吃不下飯，大部分時間

都躺在床上，我除了理解阿嬤的症狀初

期變化，也更加仔細地與家屬說明阿嬤

的變化；進行阿嬤的身體功能及肌力評

估後，陪伴阿嬤一步一步下床走到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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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陳冠婷　花蓮慈濟醫院 20西病房護理師

自我認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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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慢慢踩腳踏車的復健，也伴著阿嬤認

識病房的日曆建立時間觀念……看著阿

嬤原來恐懼的眼神慢慢有光彩，甚至會

對我展露笑容。類似這樣一點一滴的美

妙經驗，灌入我的護理生涯。

實實在在的就是護理真理

在精神科工作，除了臨床帶給自己的

溫暖，也發現在處理事情上懂得站在不

同位置思考。現在常常會去想，如果我

是家屬或是其他醫療團隊的同事，我會

如何看待目前討論的病患照顧事宜，不

會只單就表面。就如同病房護理長教導

我們，看待病人的問題不能只看到冰山

上的一角，而是要能看到埋在冰山角底

下的冰層。所以更能傾聽別人所表達，

反應自己內心的想法，最終將對的事情

給做對！

一路戰戰兢兢地摸索如何成為好的

護理人員，謝謝幸齡護理長常提點我

們的幾句話，那就是「你的想法會變

成你的語言，你的語言會變成你的行

為，你的行為會變成你的習慣，你的

習慣會變成你的態度，而你的態度，

會決定你的一生。」反覆思索這幾句

話，也將這些提醒列為自己的護理箴

言，我理解了──實實在在的，就是

護理真理。

最後想與即將走入臨床，或是轉業後

又想回歸的各位白衣天使們分享，在不

同科別的護理領域，都可以體悟到最珍

貴的護理價值意義，也就是在每一次實

在地照護病人的過程中，獲得護理成就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