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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轉彎  意外找到最愛

「連高數都不及格，機械工程系真的不適合你。」17

歲，中學畢業，站在第一個人生十字路口，老師力勸我趁

早打消報考工程系的念頭。

我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想了想，轉而報考軍警。錄

取通知書到手時，輪到家人有意見了。媽媽旁敲側擊地

問：「你非得當警察嗎？」我說也不一定啦，當監獄官也

行啊！三姊就建議：「妹，你很喜歡救濟別人對不對？做

警察太危險；當軍人很難交男朋友；監獄官每天面對四堵

牆。你不如去考護士，可以救人！」

可是我連外甥們的嘔吐和便溺都不敢碰，怎麼照顧病

人？大姊接話了：「醫護人員最有機會到國外賑災。」

二姊也加入道德勸說：「妹，你就用一年時間去嘗試，先

別和醫院簽約，我們無條件供你讀書。不合適的話再轉學

嘛！」於是，我進入了護專，第二年認識了慈濟，開始參

與海外義診，我發現護理這份工作我很願意去做。

涓滴愛存款  病童心門開

目前我服務於新加坡唯一的腎臟科全方位護理專案，

主管教授是腎臟科權威，因為關注洗腎孩童的身心成長

妙手仁護 愛無盡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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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動了這個全新專案。部門裡只

有三位護理專員，但服務對象卻涵

蓋了海內外病人，平均每人要照顧

二十個孩子。每接到一個新案，我

們就要負責去瞭解小孩的生活起

居、個性、背景等，如果父母有經

濟困難就要呈報給醫院社工。

照顧小孩和成人的難度是不同

的。我照顧的孩子年紀最小的只有

四歲，他無法告訴你他需要什麼，

痛在哪裡？我們得想方設法和孩子

建立互信和溝通橋梁。

有一個唐氏綜合症小朋友，他和

你不熟就不讓你碰，這是「愛的存

款」還不夠啊！我花了很多時間陪

他，在我做得到的範圍裡儘量滿足

小朋友撒嬌的請求。別看他們年紀

小，他們確實是可以和你說一些心

裡話，把你當姊姊來疼愛，這是工

作中給我的感動。

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不肯

好好念書，不肯定期洗腎，必須深

入關懷才能瞭解是家庭問題、還是

剛交了男朋友？有時這些現象連輔

導員都沒有發現。重點、直接、深

入——這其實和我們在慈濟作訪視

是一樣的。每個個案我抱著做志工

的心態用心去做，不難，難在時間

不夠啊！

守護病人  分秒清明 

部門人力精簡，工作量大，內容

也龐雜。除了為小孩洗腎，也要兼

顧加護病房洗腎個案、行政記錄、

開單、家訪、藥品訂購和管理等。

比如說，每早七點多到醫院，就要

搬運八台共八十公斤重的洗腎水補

缺，體能消耗很大。在經常輪夜班

的情況下，無論如何還是要想辦法

做慈濟。

黃恩婷(右)於學生

時代因參與慈濟大

專 青 年 聯 誼 會 營

隊，而和慈濟結上

這份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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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慈濟的時間是七拼八湊出來

的。從護專實習一路走來，鍛鍊了

我轉念的能力。下班踏出醫院心情

轉換頻率，重心隨之轉移。要開會

就去開會，要練手語就去練手語，

路途中一遍遍聽慈濟歌曲沉澱思

緒。

有時候會議開到一半，醫院緊急

電召，我只好把事情交托給夥伴，

馬上調整心態趕回去工作。因為我

的工作性質就是如此，要很清楚什

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洗腎茲事體

大，按錯一個鈕都會造成無可彌補

的失誤，所以要很謹慎。

說起來容易，其中心情起伏不

小。我想到上人無論行腳到哪裡，

都會專注當下，在什麼場合面對什

麼人就做怎樣的開示，分分秒秒清

明敏睿。這就是一個典範讓我去學

習。病人需要我的時候，我就要

在，才能守護健康守護愛。

真誠待人  帶動醫療人文

這份工作我也把它當慈濟事來

做，通過自己的動作表達一分真

誠，讓我的病人、同事認識慈濟。

有一天下班我換上藍天白雲，病

人會問：「你要去做慈濟啦？」其

實我只和他說過一次。醫生也問：

「你又去做志工，慈濟到底是什麼

團體？」這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愛

灑。

上人說過：「再怎麼先進的醫療

配備，如果缺少了真誠和愛心，對

病人很冷漠，那在冰冷病房裡的他

們就像跌入了寒冰地獄。我知道地

獄不是眾生嚮往之地，如果能夠扶

眾生一把該多好？」上人期許護理

人員為白衣大士，是救人的菩薩，

原來幫病人擦身體也就是扶他們一

把，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那為深刻的

意義，這是其他工作都做不到的。

我很感動，我發了願。

在臨床工作共事幾年的夥伴都

清楚我的個性，我是不會放過幫病

人洗澡的機會的。因為安一個病人

的心就要先安他的身體，基本衛生

要照顧好，心才會比較舒暢。我記

得，最高紀錄是和同事在一個晚

上內幫七位大個子病人洗澡，從洗

髮、掏耳朵、刷牙、按摩到擦腳，

國際慈濟人醫會

的活動，恩婷都

會安排時間為民

眾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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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整整三個小時！我覺得要和同

事有這種默契，醫療人文就能帶動

起來。

隨侍病人如家人 縮小自己更知足

曾經有位八十多歲的阿嬤，身

體嚴重發脹了。我值夜班那晚，家

人剛好不在她身旁，我幫她擦身

體，陪她聊天。阿嬤突然上氣不接

下氣，一上一下喘氣，我也跟著一

上一下呼吸，想起了我媽說老人家

最怕往生時身邊一個家人都沒有，

阿嬤的脈搏越來越微弱，我俯在她

耳邊輕聲說：「阿嬤，您的孩子不

在，我就是您的孫女。我現在為您

合上眼睛了。請您好好走，您的孩

子都長大了，不要有罣礙。您要跟

著菩薩走，我會為您念佛號……」

一說完，阿嬤離世了。我通知他的

兒子，他來到母親面前跪下痛哭懺

悔。我告訴他阿嬤走得很安詳，沒

有痛苦，我陪著阿嬤走完那一段

路。兒子不哭了，突然跪下來向我

道謝，孫子抱著我，全家圍著我致

謝了半小時……

當一個人在臨終前，你有幫助他

的機會，這是護理人員才可以做到

的。而醫院裡有很多見苦知福的教

育，甚至面對病人辱罵時，讓人學

習縮小自己，學習知足、感恩。

不比較不計較 用心體會生命風景

2 0 0 8年，隨著我進修後重回工

作崗位，我發現護理專業漸漸趨向

「比較」和「計較」的大風氣，也

有不必聽診就直接下診斷的年輕醫

生。我並不是逞強，但如果我能多

做一點，讓病人感覺舒服一點的

話，我很願意。然而長期日夜顛倒

和體力透支下，傷及脊椎和手臂，

醫生告訴我要避免長時段搬抬病

人。自己的發願，亦沒有因緣來成

就。幾番考量後，我想通了「退後

其實是向前」的道理，於是換到了

目前的工作。

面試時我很坦白告訴老闆，薪金

多寡和職位高低並不重要。工作我

會很用心，但希望下班後能把重心

放在慈濟，這是我的人生方向。我

問他，您OK嗎？老闆嚇了一跳。世

上有那麼直接的人嗎？

新工作有新工作的挑戰，一個人

2007年，黃恩婷

由於其專業和人

文素養，以及志

工服務的背景，

而獲上司推薦，

從納丹總統手中

獲頒仁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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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發揮一個人的良能。在緊湊的

生活裡，我慢慢學會放鬆，學會坐

下來看眼前的風景。在一個比較良

好的環境裡，我不需要抽身，只需

用心體會和學習；但在一個惡性循

環的情況裡，我覺得要從自己的觀

點抽離，去釐清自己可以如何幫上

忙；同時觀察別人如何應對，見賢

思齊，見不賢內自省。

服務人群獲肯定 護理福田續耕耘

SARS肆虐時期，爸爸說醫護風險

大，叫我別做了。當媽媽知道我需

要清洗男病人下體時，臉都綠了，

要我讓其他同事去做。我認為幫助

病人把污穢清理掉，讓他們身心清

淨，這份工作是獨一無二的。大姊

也說：「海內外有災難時，全家只

有你可以被動員，我以你為榮！」

19歲那年初次用顫抖的手碰觸大

體，那一瞬改變了我的思維和價值

觀。相對同輩人而言，我已經超越

了自己的極限——去觸摸別人不敢

觸摸的，去清洗別人不屑清洗的。

我發現未來路開始浮現在眼前，內

心坦然無所懼。

在我24歲之前，其實就已經完成

了所謂有形的收穫，包括仁心獎、

卓越服務獎銀牌等，這都不是我求

回來的，是別人願意給予的肯定。

我覺得，自己不再需要外界肯定，

而是讓自己來肯定自己。在目前的

工作裡，病人的父母願意信任我，

把孩子交給我照顧，孩子能繼續健

健康康地上學或上班，這就是最大

的滿足感。

三十而立是儒家的說法，我想，

善根福緣觸動之時，是沒有年齡界

限的。佛菩薩很早就為我引路，再

重來一次，我依然會選擇用我的雙

手去落實上人所說的法，

用自己的力量繼續為病人

安身與安心努力工作。

(轉載自《新加坡慈濟世

界》雙月刊)

儘管工作忙碌，黃恩婷(左一)仍然

不放陪伴慈青學弟妹們，無論是

共修、愛灑等活動都能見到她的身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