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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日誌
Angel’s Diary

■ 文／楊佩雯　花蓮慈濟醫院二五西病房護理師

Proud Tears of My Mother
Firm-footprints on Tzu Chi Track

自國中畢業後就來到慈濟護專唸

書，我本身是阿美族原住民，來到慈

濟的大家庭，全校師生的關心與照顧

讓我備感溫馨，家人也很放心，這也

是我畢業後繼續留在慈濟醫院工作的

原因。家人感受到我在慈濟的成長，

也勉勵我在慈院工作更需以回饋與感

恩的心回報。

在慈濟醫院工作六年多，從臨床

護理至慈濟人文活動等種種過程中，

有許多心靈的成長，更體會到上人說

的「把犧牲當作享受，能夠付出愛心

的人，永遠都很快樂，而且活得有意

義」，這是我在護理生涯中持續工作

的原動力。

家屬病人重拾生活

臨床工作很幸福

參與單位癌症關懷小組是自己臨

床生涯的轉捩點。從參與關懷的過程

中讓我重新找回對臨床護理工作的熱

情、對生命的感動；尤其是那一次台

東訪視行，我與單位同仁隨著許文林

副院長（現為台中慈院院長）、陳美

慧護理長和志工謝靜芝師姊一起去探

視出院的癌症病患。我看到廖海通

（註）出院後和妻子一起做資源回收；

還記得他剛住院時並非慈濟的志工，

前後住院七年的他，比我在慈院還

「資深」，他感受到醫療人員及志工

的關懷，因此對人生有了新的領悟，

他發願要與慈濟人共同為居住環境做

努力，在他身上我學到了慈濟的愛不

僅能撫慰人心，還有喚醒人們崇善本

能的力量。他身上雖然帶著病痛，卻

也努力重拾往日的生活，並用自己的

力量幫助其他病友，那天他就帶著我

堅履慈濟護理路

母親驕傲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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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去看當地可能罹患癌症卻未就醫的

病患，還有其他從本單位出院的患

者。

最後在訪視行程快要結束時，我突

然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她是三年前

往生病人阿武伯的太太，過去憔悴的

面容消失了，取代的是自信及喜悅笑

容，我忍不住情緒激動地抱住她，四

目交接的剎那都是滿滿的回憶；還記

得當時阿武伯病危時，她時常背著先

生流淚，我們都很替她擔心，所以儘

可能幫助她，同時也協助她完成先生

的遺願，就是女兒的婚事。看見現在

的她手中懷抱著可愛的小孫子，快樂

的生活著，我打從心底為她開心。

看見這群病友因病痛在慈濟醫院相

識結緣互相幫助，我突然覺得汗顏，

臨床工作的疲累比起這些病友遭逢的

困境真是微不足道，我若因此退縮放

棄會辜負支持我的家人、學校辛苦教

導幫助我的老師同學、愛護我的主管

及工作夥伴，其實我想最辜負的是這

些用自己生命遭遇教導我的病患及家

屬。從那刻起，我不再埋怨工作的辛

苦，而發願未來的工作中更不要放棄

付出的機會。

踏實慈濟護理路　母親的驕傲

還記得有一次帶母親來醫院看醫

生時，在等候看診時母親不見了，

後來我發現母親站在醫院長廊上，專

心的看著一張照片，我走過去看見母

親正看著我去台東訪視癌症病患的照

片。我看見母親紅著眼眶說：「從來

就不奢望小孩有任何大成就，只希望

你們不要做違害社會的事，能看見你

因為慈濟有了改變，懂得愛自己也將

這份愛幫助其他人，是我這輩子的驕

傲。」這個畫面是我這輩子永生難忘

的時刻，我知道在慈濟工作，我走對

了人生的路。

曾有位學姊告訴我，「護理之路可

短可長，全要看自己對護理的體認，

但是若有一天回首看時，千萬不要愧

對每位照顧過的病人。」雖然未來有

許多困難及挑戰，我會堅定自己的信

念繼續發揮所能。 

註：廖海通師兄於2006年底受證慈

濟委員，2007年5月10日往生，捐出

大體供病理解剖，成為無語良師。

▲  參加了癌症關懷小

組，讓楊佩雯更肯定

護理服務的價值。圖

為癌症關懷小組赴台

東關懷已出院病患，

後排著紫色服裝者為

楊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