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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白袍 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回想自己的醫學養成過程，是從南、

中、到北，然後到東，繞了臺灣一圈，

也繞成現在是有點資歷的主治醫師。與

護理師的互動關係，好像也是這樣的應

對著改變。

學生實習時期，我們十幾個稚嫩的醫

學生一組，出現在護理站，對護理師來

說，就是「擋路」「占空間」的，沒有

任何功能；到了實習醫師時期，正在建

立自信，像換藥的時候，有護理師願意

不吝嗇地教一下，就覺得很溫暖；當了

住院醫師，比較能跟護理師對話了，這

時感受到護理師對病人的狀況真是瞭若

指掌，果然是第一線在照護病人的專業

人員；在三個月畢業後醫學訓練 (PGY) 外

訓期間，遇到的都是非常資深的護理師，

記得有一回聽到病人家屬詢問病情，護

理師說：「是 AB 菌感染。」家屬接著詢

問正確名稱想上網查資料，護理師居然

順口就拼出 AB 菌的一長串英文全名。當

下我想，「護理師的訓練原來可以這麼

扎實，了不起！」而與資深的護理師合

作，讓工作變得非常輕鬆，例如在值班

時，護理師可以處理大部分的狀況，不

會找醫師，呼叫我們時就是真有急事了。

而落腳在東部花蓮，成為主治醫師，

到現在已經十年了，講到慈濟護理師，

我覺得最適合的形容詞是──親切。而

在我這幾年的臨床工作，主要是「跑居

家」，到了病人家裡，我常要依賴居家

護理師的及時反應和完整資訊，才能對

症治療。心蓮病房的居家和病房護理師，

是我的主要合作夥伴，她們不管是機動

性、對病人的照顧程度，都會花很多力

氣，難怪病人和家屬對她們就是「很感

心」。

我舉個例子，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工作

是到安養中心照護臨終或狀況很不好的

老人，但到了安養中心，不會只照顧名

單上的病人，其他老人也會順便看。而

多照顧自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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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純純不只照顧病人的身體，還給

予心靈的陪伴，像花蓮慈院一路照護的

腹壁裂早產兒小虎，是那間療養院裡唯

一的小住民，純純有時就帶兒子和女兒

來陪小虎，也逗其他老住民開心。護理

師自己投入，也帶動家人投入，只為了

病人好，這種精神令人佩服。

我們有一個和安養中心溝通的 LINE 群

組，即使非上班時間，不管是早上七點

多、晚上八點多，接到關於照護的提問，

也是會回答。雖然醫生、護理都在群組

裡，主要還是護理師在回答。這些護理

師共同的特質，就是對病人的連結很深。

雖然大環境的護理師流動率高，但心蓮

病房的護理師，很多都是跟我一起成長、

成熟、變資深，像朋友一樣相處，現在

已經變成「老朋友」了。

我唯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把自

己累壞了。不能因為太過投入而讓自己

耗竭，要了解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要

有一條界限，而且，也要「多照顧自己

一點」。

很多人覺得護理工作很辛苦，可是我

覺得，付出是一定有收獲的，即使你沒

有聽到病人或家屬親口說出謝謝，但我

相信，他們也會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發

現「啊，當初那位護理師真的是很盡心

盡力在照顧」、「真的是很謝謝護理師」。

我是很鼓勵家人念護理的，像我的表妹、

弟弟的太太也是護理師，我個人覺得這

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這幾年負責職場健康服務時，常要到

各護理站去看環境、追蹤同仁的健檢報

告，我發現院內護理同仁許多都才從學

校畢業不久，資深的比例相對來說較

少。所以，如果你已經開始護理生涯，

希望你能堅持下去，遇到挫折不要離

開，再堅持一下，累積經驗，就能帶給

病人更好的照護品質，讓護理的精神傳

承下去。

謝至鎠醫師參與靜思精舍
發放義診。攝影／郭又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