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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對一頭捲髮加上一

對可愛的酒窩的卡通人物小甜甜是

否有印象？從小生長在孤兒院的小

甜甜，最後成為一位樂觀進取的護

士，而這個故事成了開啟張幸齡護

理之路的鑰匙。

小時候也是一頭捲髮，臉上有著

酒窩，讓張幸齡被同學暱稱為小甜

甜，心中自此萌生當護士的夢。現

在擔任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醫學部病

房的護理長，幸齡的夢想不但實現

了，更認定護理是她一生的志業。

憂心父命消逝　護理學習退卻

想成為和小甜甜一樣的小護士，

不想被制式的升學主義所拘束，加

上姊姊也念護理，讓幸齡毅然決然

地放棄升學高中，選擇離家較近的

中臺醫專(現改制為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科就讀。因為這是自己選擇的

路，所以她也非常用心學習，但是

求學過程中卻發生了一件事讓她差

一點放棄護理⋯⋯。

在完成專科第一年的通識教育

課程，將升專二那年無意中她和

姊姊發現父親罹患舌癌，雖然姊妹

倆都是學護理，但是得知自己最親

的父親得了癌症，兩姊妹還是傷心

難過地痛哭了一個晚上。那一年寒

假為了照顧父親，幸齡整個寒假北

上台大醫院全心陪伴父親作化療及

手術，以讓高中聯考的弟弟及在醫

院中實習的姊姊可以放心；因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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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學護理，所以舉凡點滴更換、氣

切照顧、抽痰、鼻胃管灌食等等照

護皆由她一手包辦，在她細心照顧

下，父親快速復原且平安出院。在

這一段以醫院為家的日子裡，與父

親同病房的大部分是頭頸部癌症病

患，經常有病患往生，使得幸齡的

心裡也對父親的生命感到不安，

不知道父親還能活多久？這股不安

讓她對護理產生了退卻，返回學校

後，面對內外科護理學讓她勾起對

父親病況變化的擔心，也因此內外

科成績一路下滑。

學習面對死亡　尋找心理寄託

這樣的變化引起當時帶實習的老

師──胡月娟老師的注意，經過胡

老師的循循善誘與指導，以及在實

習時照顧一位痲瘋病患，歷經這位

病患往生，及陪伴其家屬面對的這

一段經驗，讓幸齡學習如何面對死

亡，也才懂得如何去調適及面對自

己父親得癌症的事實。自此，幸齡

重新找回對護理的熱忱，這一段從

驚惶到篤定的心理轉折，也埋下她

往後從事精神科護理的種子。

幸齡開始對心理學產生濃厚興趣，

四處尋找自己的心靈寄託，適巧與同

學一起加入校內學佛社成立的服務社

團，跟著老師和同學到育幼院關懷；

參與社團服務讓她感受到施比受更有

福，除了自己的心靈獲得成長，更希

望能貢獻所學，幫助身心障礙者走出

侷限的框框，並且有尊嚴的生活。時

間就這麼在學業與參與社團中匆匆過

去，她也順利畢業。

就讀護專時就笑口常開的張幸齡

(後排左一)，走過對護理與生死

的疑惑不解，對心理學的興趣就

在當時悄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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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精神科護理　

六年黃金淬鍊期

畢業之際，同學們都在升學與就

業的十字路口徬惶，幸齡原本想選

擇到精神科病房服務，卻因緣際會

到了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擔任研究

助理。研究助理的工作輕鬆穩定，

但是幸齡發現自己對心理輔導和精

神科護理仍無法忘懷，所以工作之

餘也一邊準備考試插班大學，希望

往心理學領域發展，誰知考試放榜

後成績不理想，無法進入理想科系

就讀。但這也促使她往精神科的臨

床護理發展。

求學時熱愛《張老師月刊》，實

習過程中精神科護理與手術室護理

成績最好，加上在草屯療養院的精

神科護理的美好實習經驗；想了一

想，幸齡寄出履歷到草屯療養院應

徵，很快地接獲錄取通知。只是，

當年的社會對精神科存有「瘋子醫

院」的刻版印象，父母親也覺得這

樣的工作讓他們很沒面子，所以親

子之間還經過一番冷戰，不過幸齡

已經越來越清楚，精神科護理在她

心中的份量，所以她仍堅持去報到

上班。這期間，父母親仍想盡辦法

希望他離職，幸齡為了與父母賭

氣，便私下前去台大醫院應徵且第

一志願仍填寫「精神科病房」。

在錄取率約百分之五的激烈競

克服總總困難不斷自我進修提升

的張幸齡護理長，在今年的護士

節接受副總執行長林碧玉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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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下，幸齡雀屏中選，且依志願被

指派到台大醫院精神科的精神官能

症病房，當時共事的護理人員幾乎

都是大學護理系畢業，而只有專科

學歷的幸齡，雖有草屯療養院的照

護基礎，仍產生了莫名的自卑感，

然而這股自卑感卻激勵她更奮發進

取，在初到台大醫院的前兩年，每

天都是抱著無敵CD電子辭典及教科

書、原文參考文獻苦讀到半夜，也

因為她的努力與用心，獲得當時單

位護理長也是現在台大社工系教授

熊秉荃老師的認同與鼓勵。

當年熊老師寫給她一份92分的考

核表及一張「單位有你真好」的卡

片，至今仍是幸齡的珍藏之寶，而

熊老師帶領與管理單位的方式以及

對同仁工作與生活上的關心等等行

為，都是幸齡日後成為護理長的學

習典範。

這一段從最初接觸精神科照護領

域到台大醫院精神科病房的六年淬

練經驗，幸齡結識了一群對精神科

護理有興趣的同事與朋友，更為未

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籌病房從無到有　

入災區啟慈濟路

後來在偶然的機緣下受邀回到家

鄉附近的秀傳醫院籌設精神科病房，

從病房硬體建設監工到護理人員招募

等，幸齡皆親力親為，而且從過程中

體驗一切從無到有的成就感，更培養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

在護理工作之外，幸齡護理長

(左二)也投入志工的行列，南

亞海嘯發生時，更不辭辛勞帶

著稚兒上街頭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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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秀傳醫院籌備設置穩定後，

幸齡開始參與義務張老師中心的

培訓，順利成為正式義務「張老

師」，學習更專業的諮商輔導能力

與經驗。這段期間，九二一地震發

生，幸齡隨著張老師中心及院方

指派到災區協助；幸齡並不知道

九二一經驗會為自己開拓了另一扇

門，認識了人生的另一半，也結下

了到慈濟的因緣。

九二一災後幸齡重返母校繼續

升學，每週利用週末二天在職進修

護理系二技，但為了結婚後的生活

規劃以及在秀傳醫院工作也遇到瓶

頸，在上網路找尋工作時，無意中

看到慈濟醫院誠徵精神科護理長，

懷著忐忑的心情來到花蓮面試，經

過護理部主任與副主任面談後，當

下即歡迎她加入慈濟的工作團隊。

在踏出醫院的那一刻，看著花蓮湛

藍的天空，腦海浮現一個問號──

「這是我未來生活的地方嗎？」而

這一個問號最後有了肯定的答案。

七年有成　發揚傳承

幸齡還記得，來花蓮報到後，第

一次參與精神醫學部團隊會議時，當

時精神科主任不經意的一句「精神科

病房的護理長都待不到一年」激發出

幸齡不屈服的力量，從整頓精神科急

性病房到設置精神官能症病房、接手

輕安居，一路走來，不知不覺已經近

七個年頭，幸齡不僅在慈濟歷經結婚

與生子的人生重大階段，更培養了一

群有革命情感的同事，大家一起學習

一同成長。譬如2003年因準備輕安居

護理之家評鑑，而認識了曾任花蓮慈

院護理部副主任，現任慈濟大學護理

系講師的廖惠娥老師以及精舍的德寰

師父，廖老師帶領單位同仁以讀書會

方式學習護理行政與管理，使得同仁

對單位更認同、更團結；而德寰師父

九二一地震之後來到花蓮的

張幸齡，現在依然可看到她

在花蓮慈濟醫院的工作崗位

上兢兢業業的服務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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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幸齡生活上與心靈上的導師，

同時更鼓勵先生參與慈誠培訓，是他

們一家人的良師；此外，單位精神科

護理專業的推手，是曾任慈濟大學護

理系講師及單位兼任教學督導的陸秀

芳老師。這幾位在慈濟護理路上給予

幸齡鼓勵與幫忙的良師益友，幸齡將

永遠銘記在心。而將慈濟精神科護理

的人文精神發揚傳承，是幸齡護理志

業的使命。

〔後記〕

訪問過程中，幸齡4歲的兒子非常

安靜在旁凝聽，雖然發燒不舒服，

但是卻沒有哭鬧，幸齡說起自己也

深感奇妙的因緣；原本她曾動過婦

科手術，醫師表示她受孕機會不

高，但是來到慈濟結婚後卻很快就

懷了第一胎，而且生完第一胎後也

很快的有了第二胎，而且當年在懷

第二胎時，中臺技術學院二技進修

班復學的完成期限將到，雖然抱著

一歲的老大又挺著腹中的老二，她

卻以十二萬分的毅力，在半年內每

個星期六、日搭機往返花蓮台中，

順利完成二技學業。回想在那一段

求學日子，連她自己也十分訝異是

如何辦到的！但是幸齡分享當時德

寰師父常勉勵她的一句話，「妳很

有福慧喔！母子三個人一起讀書，

妳是最幸福的人。」幸齡在那一年

順利完成學業，而先生也順利接受

慈誠隊培訓，讓她更感恩現在自己

所擁有的一切。

以不屈服力量打破精神科待不到一

年的魔咒，幸齡護理長成功帶領出

慈濟醫院傑出的精神科護理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