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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從慈濟護專畢業，選擇離中壢家最近的楊梅怡仁醫院上班。實習時，

謹記學校所教導：「用無私大愛的心，去照顧病人的身心靈！」並將此精神落實在

臨床照護上。有天學姊不解地問：「妳為什麼要幫病人剪指甲、挖耳屎，做些額外

的工作？」我回她：「他指甲長了，幫他剪短，他聽不到，我就幫他把耳屎清一清，

做護理工作不就是一直救人，不求回報嗎？」我只是將學校所教導的，轉化成自己

的模式照顧病人。

多一點鼓勵與讚許

2006 年 2 月，回到臺北慈院服務。因自我要求嚴謹，也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學

弟妹。有位護理部主管提醒我：「帶學弟妹臉色不要那麼凝重，不要讓他們害怕到

想離職！」回到家跟先生提及此事，「過去學姊帶我們的方式很嚴厲，我們只會覺

得是自己沒做好，是自己做錯了。」先生卻回我：「不能要求每個人做事方式跟妳

一樣，妳認為的八十分，也許學弟妹們認為自己已做到一百分！」

先生的話讓我回想起兒時，從小媽媽因忙於工作，將我寄養在舅舅家，由阿嬤照

顧長大。從事教職的舅舅家教甚嚴，但自己卻像脫韁野馬難以約束，還常帶著表弟

妹嬉鬧使壞，每天玩到天色昏黃才在阿嬤的催促聲中，心不甘情不願的回家。也因

為功課很差常遭舅舅懲罰，但我就是不愛念書。為了避免受罰，決定稍微用功，讓

自己下一次的學業成績，勉強達到舅舅要求的標準就好，然後保留實力逐次遞增分

數。

初到慈濟護專求學時，每當想家情緒低落時，就會打電話給阿嬤，「阿嬤，妳好

不好？」只要聽到阿嬤溫柔的聲音，我的負面思維就會轉換，更有勇氣持續走下去。

■ 口述︳  康芳瑜　臺北慈濟醫院外科加護病房護理長

走出悲傷的成長
The Nursing Juniors Mature 

While Walked Out of Patient Loss

阿長這樣說：



36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離家的落寞得以緩解，除了阿嬤的支持力量外，還有懿德爸爸、媽媽們的陪伴與鼓

勵。他們非親非故，卻感覺比自己父母親還親！懿德爸爸、媽媽如良父良母般用心

傾聽、用愛關懷陪伴我們，期許我們能成為有愛心的優秀護理師。

2015年，從8B病房轉任外科加護病房，同年6月27日就遇上八仙塵爆意外事件。

十多位燒燙傷患者的照護與心靈陪伴、患者家屬的情緒膚慰，以及負責照護的護理

師們的安撫與鼓勵，讓身為護理長的我承載極大的身心負荷。

這段期間雖然辛苦，但上人的話語：「要改變別人前，先改變自己。」讓我體認

到，要用好的聲色照護病患及與家屬溝通，而當學弟妹有事情不能解決時，身為阿

長，應給予多一點鼓勵與讚許，不要讓學弟妹們覺得自己永遠都做不好；若自己看

事情順眼，並適時給學弟妹一點鼓勵與期勉，處事自然就會圓融。

冷靜分析，反思同理

有了這層體悟，更清楚應如何圓融面對事情，所以當學妹瑜芳遭到家屬譴責，來

到面前忿忿抱怨說：「阿長，我有跟他說，我換好藥就馬上過去呀！但伯伯還說我

不理他，家屬還……」我明白眼前的學妹和病人家屬，都是需要被關懷的。

「我知道，妳很努力照顧病人，我都看得見！但妳想想，伯伯床前的世界就只有

他一個人，妳的一分鐘，對他來說或許像是一小時。當家屬認為妳不理他時，他們

阿長．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Teacher

一直自我要求到成為單位的護理長，康芳瑜 ( 左 ) 改變自己，不再嚴以律他人，試著客觀分析，適時給予鼓勵
與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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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又是怎樣的感受？」同理病人的心境讓瑜芳了解，並提醒她：「妳一向很優秀

也做得很好，但今天卻忘了，妳是位護理人員，怎麼會有這些情緒？」先分析讓學

妹了解，再讓她冷靜自我反省缺失，並鼓勵她不要因為遇到一時的委屈挫折，而想

逃離護理工作。

以家人心照顧，化悲傷為動力

2016 年，一位到院急救的年輕患者小博發生嚴重車禍，導致身體臟器外露，生

命垂危，經醫護團隊用心照護，總算搶救回他的生命，但他醒來時第一句話竟是：

「我想死！」我們開始給小博一系列的心理治療，讓他心情先平復下來，再請家

人帶手機來給他使用，希望透過與朋友的通聯、觀賞影片，分散注意力，也期待

激勵他的生存鬥志。

瑜芳學妹非常用心照顧小博，將他當成自己家人般，知道小博心情沮喪、失去

生存的意志時，瑜芳自己的心情也受到影響。有天護理師們幫小博換藥時，看他

緊抱著卡片，誤以為是女友送的，之後看到卡片上的署名，才知道是瑜芳用心製

作的卡片。瑜芳的用心讓我欣慰，因為瑜芳父親生病住院過，所以她會站在患者

立場想，也會對家屬多分同理心。

當小博迫切想知道出院的時間時，瑜芳問我：「我還能為他做些什麼？」這分

貼心讓人感動，於是給她建議，「不然妳幫他做月曆，可以讓他寫幾月幾日誰關

心他、鼓勵他、為他做了什麼？讓他有生存的目標。」於是瑜芳很用心做了每天

康芳瑜發現處事圓融，有助於讓單位在專業表現的同時維持和諧。攝影 / 余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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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頁的日曆，上面還彩繪一顆大紅心，封面寫著：「我們愛你！」送去給小博時，

小博卻已因細菌感染造成腦中風而昏迷不醒！

當看到小博第一次從昏迷清醒過來時，護理師們都很開心，小博的家人對病

情也有了期待。看似病情有了起色，然而他的腹部及腿部沒有皮膚覆蓋，漸漸地

因為細菌感染擴散到全身，小博再次陷入昏迷，之後就再也喚不醒了！病情突然

急轉直下，讓他的家人一度無法接受。小博的母親是慈濟委員，萬般不捨寶貝兒

子即將離開，法親前來膚慰開導，「放他走，孩子才能走得輕安自在！」小博的

母親才含淚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希望孩子快去快回，再來人間做個可愛的小菩

薩。

帶著護理師們為小博做臨終護理時，大家都是盡所能做到最完好，處理後，

正當我們對著小博深深一鞠躬，祝福他一路好走時，轉身看到瑜芳已趕到加護

病房，掩面痛哭、泣不成聲。我非常能體會一位護理新人，對病況的突然改變

是很難接受的，於是安慰瑜芳：「人生無常，他離開得這麼早，相信可以很快

回來。妳該做的護理與心靈輔導都做了，千萬不要自責，他的離開，並不是妳

做不好。妳給他很多支持，他應該會很感激妳。身為護理人員這麼傷心，又怎

麼能去安撫家屬？我們要『以病為師』，將經驗用在臨床上，讓其他患者得到

更好的照護。」

阿長．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Head Nurse

康芳瑜護理長 ( 左 ) 看著張瑜芳 ( 右 ) 為病人小博打開
心房所付出的努力，也為小博的離世悲傷，希望瑜芳化
悲傷為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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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見新人成長，用慈母心傳承

如今的我已育有二子，分別就讀國小三、四年級。當自己工作忙碌無法陪伴孩子

時，兒時寄人籬下的感受，就會浮現在腦海中，「難道自己要像母親一樣，為了工

作而疏忽孩子？」想起上人所說：「將家裡顧好，才可以做額外的事，家人也才能

更接受妳做的事。」於是盡量空出時間陪孩子，也用疼自己孩子的心境，帶領學弟

妹們。

一般人對慈濟有更深的期待和要求，在慈濟醫院工作相對壓力較大；學弟妹們來

自不同的家庭，加上可能存在的觀念落差，即便已對病人做了很多，病人家屬卻可

能冀求更多，讓學弟妹們有時因達不到患者與家屬的要求而受氣。雖為學弟妹們叫

屈，但想到護理的使命，還是鼓勵學弟妹們要有更多同理病人和家屬的心，莫忘護

理初衷。

我的護理生涯已二十年，職場中難免遇到挫折壓力，屢屢以上人的《靜思語》、

《藥師經》、《說法無量義無量》等書來惕勵自己。照護小博的過程，讓瑜芳有了

很多體會；一路的陪伴和帶領，我看到她的成長，照護病人和與家屬的應對越發成

熟，欣喜看到她的蛻變。

期許自己，除了上班時間專注在工作上，也要騰出時間多陪伴孩子；而對待學弟

妹一如母親般，用愛循循善誘，傳承自己的護理經驗，家業志業都能兼顧，將護理

工作盡量用心做到完善。（採訪整理／胡淑惠　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

康芳瑜欣喜看到學弟妹在護理專業的成長與
蛻變。攝影 / 余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