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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se,s Diary
手記丁男

多做多得  突破自我

我是在一個很和睦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父親是裝

修工人，母親在服務業，雖然生活條件普通，但父母

的個性非常樂觀。父母親因為工作累積了職業病，經

常腰酸背痛不舒服，是唯一讓我擔心的事。我選擇了

護理這條道路，學成後也可以幫助到家人，父母也很

贊成。

就讀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的期間，學習從基護到產、

兒、精神科、公衛各領域，讓我愈來愈喜歡這份職業，

可惜沒有機會進到充滿神祕感的開刀房。很快地，在

大學三年級時選修陳幸姬督導的手術全期護理課程，

教導手術護理基本無菌原則等等，也終於有機會進手

術室操作護理技術，讓我對手術護理有濃厚的興趣，

畢業後也順利進入了第一志願的手術室。

進入開刀房的第一次震撼是參加了器官捐贈手術。

華人的傳統觀念是死亡要保有完整的身體，雖然現在

各大媒體都在宣導器官捐贈，但真正敢將自己的大體

無私奉獻出來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還記得那次的器

官捐贈手術是全捐，也就是說除了肌肉和血管，連骨

骼和皮膚都捐贈出來。

手術開始前，我懷著敬佩和感恩的心和所有醫療團

隊成員一起感謝這位菩薩。手術中，大家格外小心謹

慎的進行每一個步驟摘取器官及組織，不想有任何疏

忽而浪費了這位菩薩的愛心，經過了一整天的時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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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手術結束，幫器捐菩薩整理儀容後，雙手合十送離開刀房時，我的眼眶泛

起了淚光；手術開始前的敬佩，到手術後轉換為感動，深深地感覺原來人可以什

麼都不帶的來，什麼都不帶的走，也可以讓許多素昧平生的人對他充滿感恩的心。

這份工作最自豪的其中一點，就是工作環境四季都是超級冷氣房，甚至要穿外

套上班。但新冠疫情居然改變了這一點。

我們的開刀房在疫情來臨前就完成了負壓隔離開刀房的建設，讓急診病人可以

接受治療。而在疫情的爆發期，負壓隔離開刀房幾乎沒有休息過，使用率超過百

分百。在這麼頻繁的機率下，我也進去工作了許多次。

曾經的開刀房是那麼的涼爽，但負壓隔離開刀房不能開冷氣，我每次進去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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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穿四層衣物，手術室衣服、防護衣、防水隔

離衣以及開刀無菌防水衣，急診刀又以骨科居

多，骨科照 c-arm 要穿鉛衣，一件鉛衣都有 10

公斤重，再加上密不透風的雙層防水衣，每一

次上完一臺確診刀都是渾身濕透，鞋子裡都是

汗水。所以在上刀前大家都會互相提醒，先灌

下大量的水以避免脫水。但可以在疫情嚴峻的

情況下，還是能維持開刀房的量能，幫助病人

完成治療，內心也是滿滿的成就感。

從就讀慈濟科技大學到進入慈濟醫院工作，

一路上深受一句靜思語影響──「做愈多，體

會愈多，智慧愈多。」很多次覺得自己有跨越

性的成長，都是勇敢的做了原本不會做的事，

從志工早會分享到回精舍報告以及擔任新芽營

司儀一職。也許這些大突破有很多沒有做好的

地方，但對我來說，每次都是經驗的累積；志

工早會面對攝像機，在精舍報告要面對大長輩

師公上人及各主管，當新芽營司儀要面對兩百

多位新人……回頭看，發現我一直在突破在成

長，也是這些經歷讓我變得勇於表現，勇於承

擔，不怕做事情，也更明白為什麼做愈多，體

會愈多，智慧愈多。當我看得多、做得多、累

積做事方法多，面對未知，能應對的方法就更

多。未來的自己也要秉持著多做多得、突破自

我的心態在工作及生活各方面。

現在工作也即將滿兩年了，我從一個什麼都不會的新人，到現在成為協助學弟

妹成長的學長。感謝學長姊的耐心教導和平時的關心，讓我感受工作環境的溫暖。

而面對病人，幫助他們緩解術前壓力，讓病人感到安心，也給與我滿滿的成就

感。非常慶幸自己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溫暖又有成就感的手術室。希望自

己未來能夠不斷地學習，不斷地精進，成為像那些鞭策我成長的學長姊一般，既

從容又專業，帶領更多的護理新人，熱愛開刀房，造福更多被疾病困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