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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純曾想像自己的護理職涯，是在病房裡輪班，當個踏實平凡的護理師。然

而，人生沒有照著劇本走。她從花蓮慈濟醫院小兒加護病房與死神搶命，轉戰到

心蓮病房，守護病人最後一哩路；更投入安寧居家、共同照護、遠距照護等不同

領域，最後回到病房，接下護理長責任。一路邊做邊學，每一步都用心而堅定。

「在心蓮病房，『護理』可以發揮各式各樣的功能。」回首三十年的護理路，

青純用貼近生命與人心的照護方式，深刻感受到護理價值，至今，那顆守護病人

的心，依然溫暖如初。

童時第一次接觸死亡  安詳平靜的正面印象　

青純來自臺中，家裡三代同堂，她在六個手足間排行第三，熱鬧歡笑的童年，

養成她開朗直率的性格。現在細想走護理路的契機，似乎跟小時候一段記憶有關。

小學三年級的某天，青純中午放學回家，家裡只有她和阿公在。「阿公平常都

會陪我們玩，那天卻靜靜躺在床上，我以為他在睡午覺，就在他旁邊，自己玩玩

具。」直到傍晚，青純覺得很奇怪，怎樣都叫不醒阿公，意識到不對，慌張跑去

求救，等家人趕回家，才發現阿公過世了。

「原來一個人往生，可以走得這麼安詳。」人生裡第一次貼近死亡，阿公躺著

的樣子，彷彿只是熟睡，沒有一絲痛苦與恐懼。年幼的青純還不完全明白生命終

點的涵義，卻隱約能感受到，這樣平靜自在的離開，是一件非常圓滿的事。

或許是這段生命體悟，讓青純對醫療行業不排斥。國中畢業，考慮到家裡人口

多、開銷大，當時社會認為護理師是穩定的鐵飯碗，她很快決定就讀臺中護校。

公費生邊念書邊玩　東部山海走透透

護校時期，青純白天上課，假日則透過學姊介紹兼職，照顧一位長期臥床的阿

嬤。雖然讀書跟工作兩頭燒，但這段經歷讓她比同齡同學提早累積了豐富的照護

經驗。三年後順利考取護士執照，升學選擇有公費制度的護專，她在長庚與慈濟

之間猶豫，因為慈濟履約條件負擔較輕，加上她嚮往大自然，最後決定離家到花

蓮求學。

青純笑說，慈濟護專（現慈濟大學）的公費生免學費，還有零用金可以領，她

不用打工，就解放自我「玩瘋了」。當時一到週末，她就和同學租車出遊，從北

到南跑遍花蓮，甚至一路騎到臺東知本，在東部山海間留下滿滿的青春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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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捨弱小生命的殞落  交叉訓練直面生命末期

讀護校時做過居家看護，也曾在醫院打工，江青純在臨床實習很快上手，過程

中她發現自己對婦兒科最有興趣，畢業時公費生優先挑單位，毫不猶豫就選小兒

加護病房。那一屆有七個同學選小兒科，最後分成兩組，四個新人從白班開始訓

練，她跟另外兩個同學從小夜班起步，雖然很有挑戰，但也幫助她更快融入加護

病房的快節奏。

青純很喜歡小孩，她盡力吸收病房照護知識、參加訓練課程，考取各種小兒照

護相關證照。工作一年多，臨床服務的熱情卻被現實磨平。「當孩子狀況不好時，

須要 CPR 搶救，如果壓胸救回一命，真的很開心，那壓不回來呢？小朋友不像大

人，他們的生理變化真的是一瞬間，像是早產兒（往生後）身體很快就發紺，那

個畫面我到現在都忘不了。」

最初的熱忱慢慢變成無力感，在護理照護上也遇到一些挫折，青純還是打起精

神，堅持把照護工作做好。後來她遇上那一道過不去的坎，至今仍深感愧疚。「那

是一個八歲的小朋友，來的時候，全身都是被家庭虐待的傷……我知道他已經走

了，卻還是要壓胸搶救，因為要等家屬到，可是來的家屬就是施虐者，我真的沒

辦法接受。」

之後，青純拜託病房護理長陳佳蓉（現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主任）讓她能調去

一個「永遠不用 CPR」的地方。剛好當時有一個交叉訓練的機會，可以到心蓮病

房學習。因為這個因緣，青純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每天床旁五分鐘  發現陪伴的力量

心蓮病房跟小兒加護病房很不一樣，不論照護方式或是環境氛圍，甚至連病人

都是以大人居多。「我們在小兒 ICU 會說『阿姨來幫你泡奶奶了喔』，講話很常

用疊字，這邊是面對大人，我光用詞轉換就矯正好久。」青純很不適應單位間的

差異，幸好配合著病房內部的訓練課程，邊做邊調整，慢慢找回信心。

「我是有點急跳跳的個性，又是從小兒加護病房轉過去，其實靜不太下來。」

為了幫助青純更快適應，學姊安排了特別的訓練：請她選定一位病人，每天花五

分鐘時間坐在病人身旁，並且不能做跟護理照護相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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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痛苦，我在阿公的旁邊坐如針氈，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要

聊什麼。」訓練開始的前幾天，病人阿公每天趕她走，她還是乖乖坐滿五分鐘，

到了第四、五天，阿公也習慣了，開始跟這個年輕護理師聊上幾句。再後來，五

分鐘變十分鐘、十分鐘變半小時，兩人愈來愈熟稔，話題愈來愈多。「我開始覺

得，陪伴真的很重要。在陪伴的過程中，你會發現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也可以

從中有所收穫。之後，我也更會花心思陪伴病人，即使手邊工作再多，也不急不

趕，當下的時間就是屬於病人。」如果遇到跟她當年一樣坐不住的學弟妹，青純

也會教他們，試著靜下來陪伴病人五分鐘，感受陪伴的力量。

問起如何面對病房裡的生離死別？其實青純一直以為自己能冷靜面對生死，直

到在心蓮工作滿一個月那天，親眼看著病人嚥下最後一口氣，她的情緒瞬間潰堤，

哭得比家屬還久。最後是學姊帶她回值班室，好好哭一場。那一刻她才明白，原

來自己從來沒有真正面對死亡與悲傷，只是一再壓抑、藏在心裡。從那之後，她

開始會找心理師、學姊聊聊，慢慢學習調適情緒、梳理內心。

江青純來到心蓮病房也學習到
許多輔助療法。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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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姊很嚴格，她們念歸念，但當你一有狀況，其實都很保護你，隨時會關心

你，然後教你怎樣應對。我覺得在這邊上班很幸福，真的很像一個家。」心蓮病

房團隊的相互扶持，也是讓青純選擇留在安寧這一塊，走這麼久的原因之一。

走進病人生命裡　尊重決定聯手圓夢

東部地區有許多頭頸部癌症病人，住院時脾氣都不太好，青純曾照護過一位大

哥，她試了很多方法，都無法建立關係。有一天，她推著病人到空中花園晒太陽，

靈機一動，請大哥等她一下，沒多久就拿著兩支冰淇淋回來，確認過病人可以吞

嚥冰淇淋，兩人就吃著冰、看風景。突然，大哥主動開口搭話，讓青純很驚喜，

沒想到，這隻冰淇淋打開了病人的話匣子。

頭頸癌病人說話比較含糊，除了細心傾聽，還要放慢速度，如果病人使用筆談，

青純也會寫字回應，並要尊重對方，讓他慢慢寫，不能急著幫他把話講完，「有

心理師提到，這叫做『亦步亦趨的陪伴』，就是你跟病人站在同一軸線上，用同

樣的方式互動，他們比較能接受。」青純還與一位完全無法開口的病人，發明了

專屬兩人的溝通方式，她將問題都變成是非題，讓病人用敲擊聲回答，一聲代表

2024 年 9月心蓮病房為何美爺爺圓滿人生攝影展，連林欣榮院長、護理部主管都齊來祝福。
而事前的準備工作也有江青純的巧手協助。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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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聲代表「否」。不需要刻意安排，這些

小小的舉動、用心的陪伴，總能拉近護病間的距離。

「時之將至，他們總會有想完成的心願。」在心

蓮病房，只要病人有想完成的事，團隊總是盡力達

成。青純說：「病人想喝咖啡，團隊就陪他下午茶；

想看海，就載他去海邊；想剪頭髮，就陪他到理髮

店。以前還有病人過年想回家看媽媽，團隊就準備

伴手禮，陪他一起返鄉探親。」

後來遇到肺癌末期的雄哥，他很遺憾從未帶家人

挑戰過中橫公路，於是，團隊決定陪他完成心願。因為擔心肺轉移會急喘，心蓮

病房動員大陣仗，包含醫師、護理師、專師、心理師、社工師，宗教師、志工等人，

一起陪病人出門，雖然雄哥中途呼吸困難，旅行到碧綠神木就折返，但整個過程

非常感動。後來，團隊又陪伴病重的江大哥，從花蓮回到關山老家探親，從交通

安排到醫療器械的準備，每一個細節都用心規畫。經歷幾次大型圓夢旅程，大家

開玩笑說，心蓮病房好像一間「旅行社」，專門為病人實現願望。「心蓮旅行社」

就這樣誕生，還成立粉絲專頁，記錄每一位病人獨一無二的人生旅程。

安寧多元服務  從醫院病房到偏鄉部落　　

江青純在今年（2025）榮登花蓮慈院資深二十年同仁，但她與慈濟的因緣早已

超過三十年。只是中間曾因為家庭離職、短暫搬回臺中，重返花蓮後，她回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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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緩和醫學中心王英偉主任的研究助理。後來，先生北上受訓考證照，青純只

好又離職，帶著孩子隨行，在臺北居家育兒，半年後實在受不了都市生活，再次

搬回花蓮。

第三度回歸，那時心蓮病房沒空缺，王淑貞副護理長（現花蓮慈院護理部副主

任）建議青純先回醫院、等有位置再回心蓮。所以她先到眼科門診擔任護理師，

還承接起 IDS 計畫，深入部落投入偏鄉醫療。後來，有機會回到心蓮病房，是因

為安寧共同照護計畫試辦啟動，那是她做研究助理時曾協助推動的計畫之一，於

是，她回到安寧照護的行列，投入安寧共照的第一線。

「安寧共同照護」，指的是心蓮病房團隊協助各科別的末期病人做醫療決策與

症狀處理。青純補充，安寧療護是後援與協助，並非所有病人都會轉入心蓮，有

些病人後續病況穩定，可以繼續在原科別照護或是出院返家。 

安寧共照上軌道，居家照護卻人力短缺，青純同時兼顧共照和居家病人，直到

有人接手共照，她才全力投入居家照護。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安寧居家照護範圍，從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牌樓以南，收到兆

豐農場以北，包括臺九與臺十一線的沿途部落，居家護理師常須南北奔波。有一

次，青純在秀林鄉富世村訪視病人，接到壽豐鄉西林部落病人的求助電話。她忙

完就火速趕過去，好在一路順暢，沒被開罰單。居家護理人力逐步補足後，團隊

才將花蓮分為南北區，縮短往返距離，提升照護效率。

回想起那幾年在不同角色間的轉換，青純不覺得辛苦，只想盡力守護更多需要

安寧照護的病人。後來，心蓮病房準備推動安寧遠距照護專案，王英偉主任邀請

青純協助，她一邊做居家照護，一邊著手執行遠距照護的新領域，面對大量科技

與資訊化的操作，青純察覺到自己的不足，決定報考慈濟大學護理學系研究所，

重新充電、提升能力。

碩班進修闊眼界  前輩領路助前進

由於青純是專科學歷讀研究所，在碩一那年忙著補齊大學學分，非常忙碌。她

分享：「學校給了我們更開闊的視野，尤其碩班的訓練跟大學又不一樣，很多報

告的機會，因此，你必須訓練自己收集資料、彙整內容、思考判斷的能力，最後

再內化成自己的知識，才能上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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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起怎麼分配時間？青純說：「讀碩班要兼顧家庭、工作和學業真的很辛苦，

但念書、做報告都不難，寫論文最痛苦。」她一度因為論文卡關休學，幾乎要放

棄學業，在王淑貞副主任的鼓勵下，全力衝刺，終於順利畢業。

隨著遠距照護穩定發展，居家照護團隊日益成熟，反而是病房同仁更需要有經

驗的前輩帶領。於是，青純回到病房，並接任副護理長職務，傳承培育年輕的護

理人員；三年後，她晉升心蓮病房護理長，肩負起帶領安寧團隊的責任。

青純的護理路上有兩位重要的導師。她感恩王淑貞副主任一路悉心指導，總是

在她徬徨或困難時給予建議，錯誤時會適時指正，完全沒有主管架子，與每一位

同仁都坦然相處，「淑貞姊帶人就是以身作則，所以她講的話，我很信服。」

另一位是王英偉主任。青純說：「主任帶我們從不同角度

看待安寧，也帶領團隊走向國際。」很感謝主任不斷鼓勵同

仁發想創新照護點子，幫助臨床病人；也帶領團隊長期深入

機構推廣安寧理念；更是最早在東部推動安寧遠距照護、引

進芳療與淋巴水腫照護的人。「很多人以為我是 E（外向型）

人，其實我每次測 MBTI 人格測試都是 I（內向型）人，很多

事我不會主動嘗試，除非是不得不的場合。」因此，有兩位

典範走在前端開創引領，讓青純很安心跟隨。

2013 年花蓮慈濟醫院
首創以雲端科技，透
過遠距醫療的概念，
可從雲端系統檢視病
人在家時的血壓、心
跳、血中氧氣等生理
紀錄，讓安寧療護從
醫院延伸到病人家或
安養機構。圖為江青
純護理長示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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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堅實後援  療癒利他獲能量

青純的先生同樣在花蓮慈院工作，是資訊室同仁林文德。兩人交往時，她剛到

心蓮病房服務，因為年紀輕、不排斥 3C，常會幫忙王英偉主任整理早期病房的活

動影像，逐一轉成數位檔案。先生起初不解，為什麼下班了還一直留在單位，仍

默默支持，時常運用資訊專長幫忙病房解決技術問題，團隊外出執行圓夢計畫時，

也會協助規畫硬體設備。

先生一開始以為心蓮病房是「等死的地方」，但在陪伴青純參與安寧療護課程

和圓夢行動後，想法慢慢轉變。青純的一雙兒女，從小也常陪著她外出家訪，有

次因為緊急出訪，先生與孩子在車上等青純，從傍晚五六點等到晚間十點，最後

晚餐變宵夜。雖然偶爾抱怨媽媽花太多時間在病人身上，卻從來不反對她的護理

工作。家人的理解與支持，就是青純能持續守護病人的溫柔後盾。

從事安寧工作，往往需要面對大量情緒壓力，必須重視自我照顧與調適。「我

的紓壓方式是睡覺、看海，再來就是哭。」青純自認是感性的人，長期面對病人

與家屬的悲傷，情緒常默默累積，偶爾會看劇大哭來釋放情緒，通常哭完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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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就好很多。隨著行政業務繁重、壓力加劇，睡眠更顯重要；最不可或缺的放鬆

就是「看海」，幾乎每週先生都會陪青純到海邊放空，找回自己。

心蓮病房的教育訓練除了臨床專業，另一部分是輔助療法，例如園藝、芳療、

動物輔助等課程，讓同仁在學習的同時獲得療癒。另外，每年年底會舉辦「遺族

關懷活動」，團隊會邀請病人往生滿一年的家屬回來相聚，一起緬懷與療癒，也

幫助同仁在工作中找到情緒出口。去年的活動帶大家走進馬場，與迷你馬互動及

餵食，青純分享，有家屬在與迷你馬打招呼的過程中流下眼淚，因為動物能感知

人類情緒，牠知道你需要陪伴，就主動靠近、蹭你或聞你，場面很溫馨。

護病互動的珍貴  持續精進守護愛

「我覺得護理是一個很獨特的藝術，要勇敢給自己一些挑戰。」青純坦言，剛

入行時，自己也是把護理當成謀生的工作，按部就班地上下班、執行醫囑，日復

一日。在心蓮病房服務，與病人互動愈來愈多，她開始意識到護理的深度與溫度，

除了醫療照護，護理師還能幫助病人更舒適地面對病苦、圓滿他們的臨終願望。

在安寧療護的過程中，青純體會到護理的獨特價值，不再只是例行公事，她會不

斷思考：還能為病人做什麼。「雖然賺錢養家很重要，但是當你用心照顧的病人，

給你一個笑容或感謝，那分真誠真的比什麼都值得。」

接任心蓮病房護理長已滿四年，對青純而言，轉任行政職，最不捨的就是與

病人互動的時間減少。「醫學中心要配合很多單位做訓練，心蓮病房又肩負著

社會責任，我們持續會對外宣導安寧療護觀念。」從去年開始，團隊引進 Joyce 

Simard 教授發展的靈安護理（Namaste Care），是為晚期失智症與重症病人設計

的照護方式，在國際間廣泛使用，能有效提升末期病人的生活質量。花蓮慈院心

蓮病房在 2024 年 8 月辦理工作坊、12 月舉辦國際研討會，今年逐步規畫，要在

全臺各醫療單位推廣及協助培訓，繼續在安寧的教育及服務上精進努力。

因為很喜歡跟病人互動，青純希望自己不要離臨床太遠，「我覺得護理長應該

是我的極限了，未來如果卸下職務，可能會回到病房當護理師，或是當居家護理

師，因為在第一線建立的關係與溫度，是行政工作無法取代的。」現在，她更珍

惜每一次能陪伴病人的時光，只要手頭工作允許，她就親力親為，陪著病人實現

心願，讓生命的終點充滿愛與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