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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 Terminal 
Patients to Find Peace

■ 文︳  沈健民    圖︳ 洪一文提供

洪一文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居家護理師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第九屆

「開著車到處跑」，偶而「賣賣菜」，這是安寧療護居家護理師洪一文的工作

寫照？其實，這是她不介意為病人多做一點的寫照。

「我只是有點小叛逆……」洪一文畢業後兩個多月就來到花蓮慈院心蓮病房，

臨床經驗至今邁入第十年，可列入資深名單，特別的是，她一直在心蓮，沒有換

單位；外表看起來柔順的她，了解自己的小叛逆和小固執，所以在護理工作以外，

總是能幫病人的，就盡量幫一點，用自己的方式堅持走著安寧護理的路。

陪
伴
安
寧

攝影／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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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病人與自己好

找出專業與私人的界限  

洪一文工作的一天從病房晨會開

始，在會議中掌握病人的狀況、有

沒有新病人要接等等，接下來就開

始安排今天出門的路線、連絡病人、

要帶出去的用藥等等細節，然後下

樓到停車場開車出門去了。「安寧

共照的範圍，最北到崇德，最南到

鳳林，超出距離的話會轉診給其他

醫院的居家護士；我是屬北、純純

屬南、月霞屬花蓮市。」洪一文說

明，目前花蓮慈院心蓮病房有四位

居家護理師，所以「管區範圍」可

以分工負責，不用再一個人跑透透

了。

一文手上約有二十多位病人，一

天探訪四到五戶人家，但萬一有家

屬來電說狀況緊急或病人有瀕死現

象之類的突發狀況，就會調整行程。

按照一文的個性，如果能夠幫病

人的，她就會想幫忙，但該幫到什

麼程度算足夠？該喊停？考驗在她

接居家護理不久就出現。

一位肺癌伯伯是一個人獨居，在

一文前往居家護理一段時間後變得

非常地依賴，把一文當成家人，甚

至想在身後把珍藏的珠寶留給她。

「他的水電費也希望我去幫他繳，

會做出一些額外的要求，不是我們

居家護士可能該協助的事，但他就

說『我只信賴你，拜託你可不可以

幫我？』」所以一文剛開始還是會

幫忙，但心裡也知道這樣下去不行，

所以提出來與前輩們討論，找其他

的資源來幫這位伯伯，雖然自己心

軟，會捨不得。一文了解到「看病

人、個案在受苦，自己沒辦法調整

的時候，有時候是自己的問題，是

自己的功課。」「你放不下？是他

們需要你的那種感覺？」「所以慢

慢學習到，放手讓他成長其實對他

是好的。」獨居伯伯帶來的考驗，

讓一文看見自己的個性，拿捏專業

與私人的情感，調整自己的想法與

因應方式。

	安寧居家護理師洪一文（右）開車來

到病人家，照護病人也教導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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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菜的舉手之勞

但相對來說，有些小忙，是一文覺

得非幫不可的，「賣菜」就是理所當

然的舉手之勞。

其中一位是住在靜思精舍後面佳民

村的原住民，一文幫他們賣山蘇。這

是居家護理的特點，走進病人家裡，

病人不用講就可以看懂這一戶人家的

經濟情形。病人的媽媽種山蘇，病人

幫忙裝箱，然後一文先付錢買了回來。

「他還有自己編織手工的籃子，我就

幫他賣，讓他找一些事情做，也可以

賺一些錢，同事大家都很捧場。」

還有一位是住在吉安鄉、罹患乳癌

的阿姨，她跟先生本來住臺東，退休

後為了治療才來花蓮租房子，每周固

定到花蓮慈院化療，先生在陪她的過

程中，在鄰居出借的田地上種了很多

菜，阿姨身體狀況好的時候，傍晚都

會撐著傘陪先生去採收，分給一文吃，

一文就自告奮勇地幫她推銷。這些菜

都是有機的，而且不貴，其實買到的

同事們也都覺得很幸福。

護理是志向  安寧是理想

洪一文是花蓮人，美崙國中畢業

後就想當護士，第一志願是長庚，但

聯考完要現場填志願時，「在我前面

的兩個人把長庚最後兩個名額填走，

我就選擇了慈濟，也沒有再填別的志

願。」「國三的時候其實個性有一點

叛逆，故意不聽媽媽的話，性格有一

點古怪；成績功課都還算可以，就是

會跟父母頂嘴。」「去慈濟之後，媽

媽覺得好像撿回一個女兒，變得乖順

很多。」

就讀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五專部

時，一文覺得老師們都很好，她對每

一科都不排斥，「田培英老師與林美

玲老師影響我最深。她們在帶的時候

很嚴謹、很兇又很酷，可是其實她們

都很疼我們，我覺得只要肯學，就會

學到很多。實習很辛苦，你看三個禮

拜可以把報告擠出來，跟老師的互動，

其實很值得，我算順順的啦。」

畢業後，一文決定繼續升學，因為
	洪一文至病房探視居家個案肺癌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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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在臺中讀大學，她就選擇念中國

醫藥大學護理系的二技班，在這個時

期她看到自己理想中的護理專業。

「我在二年級寒假時參加了一個名

為『與病人為友』的營隊，它是去全

臺灣各地的安寧病房做志工，純當志

工不牽涉專業。當時我被分配到淡水

馬偕醫院，覺得這樣子的護理很有意

義。」

二技畢業後短暫的工作嘗試，把她

立刻推回到花蓮來。親戚介紹一文到

北部一家貴族醫院上班，薪水獎金很

高，只要發藥，連針也不用打，「我

才剛畢業，技術又不是很純熟，一開

始就來到這麼好的、『養老』的醫院

好像也不是太好。」所以六月畢業，

她在臺北小試一番，很快決定回花蓮，

比同儕晚了兩個月，到九月才正式到

花蓮慈院上班，單位就選擇心蓮病房。

堅定的陪伴　生命末期靈性的美 

「難忘的病人其實有很多，當然第

一個個案一定最難忘。」十六歲的小

品是一個身材壯碩、愛打籃球的男生，

剛開始感覺胃痛時，他吞了胃藥就繼

續跟朋友打球；直到某天半夜痛到受

不了掛急診，檢查發現是肝腫瘤，後

來住進心蓮病房。在照護陪伴的過程，

媽媽勇敢地一直跟孩子道愛，一文說：

「媽媽跟小品 ( 為死亡所做 ) 的準備，

	洪一文就讀慈濟技術學院時，於護理加冠典禮後與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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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看到生命末期時展現的靈性的

美。」這麼多年來，一文從每一位病

人與家屬身上學習，感受安寧療護能

帶給病人的舒緩與平靜。

一位罹患卵巢癌卻怎麼樣都不到醫

院治療的女士，她的先生只好到門診

尋求安寧居家照護的服務。「很多末

期的病人都希望在家善終，阿姨其實

還不到臨終的階段，一些症狀仍然可

以處理，但她就是不肯住院。」一文

說：「卵巢癌的症狀讓阿姨很不舒服，

整個腹部都阻塞，解不出來就會從上

面吐，我就與醫師討論慢慢幫她調藥，

教她先生打點滴、灌腸等等各種照護

技術，雖然他先生年紀已經很大，還

是盡心照顧她。」陪伴過程，一文看

到阿姨從之前對死亡的害怕、拒絕朋

友，想要一個人孤獨地走，到後來慢

慢信任一文，產生了不可思議的轉變。

「最終，她一一跟所有的家人親友

去做道別，要離開的當天其實也有機

會讓我去見最後一面，家人也都在旁

邊。」「我跟她說『除了自己準備好

以外，也要好好說再見。』她都做到

了。」「待在阿姨身邊，就覺得死亡

一點也不可怕，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像毛毛蟲變成蝴蝶，身體已經衰敗，

可是靈性卻愈來愈美；那種勇敢跟釋

然，她已經接受一切，自己也調整好，

在當下都充滿了笑容，告訴身旁的人

『我很好』。」明明看到她很喘，旁

邊的人看到也覺得她很不舒服，但是

她說她沒有不舒服，她帶領了其他人

也都跟著放下了，女兒、先生跟好朋

友在最後的時候都在她旁邊。「在『道

謝、道歉、道愛、道別』之後，她的

人生這麼圓滿地結束了。」

	在主管的鼓勵下，洪一文也發表論文，

至國外參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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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在心靈上的蛻變，讓一文非常

感動又震撼，也得到自己的結論──

陪伴，就對了。「其實在我照顧病人

的時候，除了協助處理身體的症狀之

外，就是陪伴，只要把他們當朋友，

支持，而不一定要說什麼了不起的話

或引導改變，只要陪伴，在過程中他

們自己就轉變了。」

開車生手變熟手

以溫暖的心蓮團隊為家

其實一文是在心蓮病房工作了五年

半之後，臨時接手居家護理的工作。

因為學姊生產之後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需要有人代理她的工作，一文勇

敢地接了下來，後來學姊為了家庭決

定離職，她就繼續做了下來。

剛開始跑居家的時候，一文有點緊

張，因為她是在上班三年後才去學開

車，拿到駕照了也不常開車，同事覺

得她是花蓮人，路線地段會比較熟，

但其實沒有。感謝學姊在交接時不藏

私地把所有狀況和技巧都傳授給她，

遇到問題也可以討論，才讓她勇敢跨

出第一步。

而對於心蓮的所有成員，她覺得每

一個人帶來的都是暖流。「淑貞督導

以前是我們的護理長，她介紹心理師

石世明給我們認識，分享心理陪伴的

歷程，還有智容護理長、薰丹姊這些

資深學姊帶著我們。」對一文來說，

心蓮病房就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雖

然裡面的病人都是重症，但是大家處

理起來並不急迫，凡事都是緩一點、

慢一點、溫和一點，讓醫療照護充滿

了靈性與人文。

一文誠實面對九年來工作的心情起

伏，一開始很積極想聽話，後來因為

太忙、太累而不想進修上課，近期又

有了想要繼續充電的動力，最踏實的

目標，就是「專心地照護陪伴病人」。

安寧居家護理師洪一文，雖然有時離

死亡很近，但有時看見了靈性的美，

宛如天堂…… 

	走進病人家裡提供安寧療護，病人心

靈的轉化常帶給洪一文感動，她發現陪

伴就能給予安定的力量。攝影 /沈健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