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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的時間一早進病房時，常會

聽到值班的護理人員用親切又緊迫盯人

的呼喚聲：「寬師父！阿秀阿嬤需要去

關心，記得喔！」不到一分鐘再見面

時，又再次被提醒：「師父去關心阿嬤

了嗎？」就在我準備走出護理站時，另

一位護理人員又提醒我：「師父，隔壁

病房的叔叔心情不大好，多去和他聊聊

喔！他需要你的關心，記得喔！」當我

快走到病房時，護理長又在背後喊我：

「師父，開會了！」當時真讓我哭笑不

得，這群可愛的護理菩薩，是不是以為

我有分身呢？

在開會前匆忙的看過病人後走進討

論室，尚未坐下，只見護理人員們用著

親切又急切的眼神微笑問我：「師父看

阿文了嗎？」「師父說了什麼嗎？反應

呢？」

溫柔超人　事病如親

當學校放寒、暑假，除了每天到病

房服務，也常與居家護理師到病患家關

懷。在訪視過程中常讓我很感動的是，

因病房護理人員少而工作量多，但他們

仍會因想念或擔心病患現況，而於下班

後又跟著居家護理師去家中探視。

記得不久前，兩位剛下大夜班的護理

人員知道居家護理師和我要去壽豐探視

病患，不顧整晚沒睡的疲憊，堅持一起

去探視，返途中為了圓滿一位單身病患

要看蓮花的心願，也找了許久，待返回

醫院時，已近中午時分。但讓我佩服和

驚訝的是，這兩位護理人員竟然還要再

去一位剛往生的病患家上香，送他最後

一程，再返家休息。除了敬佩他們有驚

人的體力外，最重要是那份視病如親、

以職工作志工的精神和毅力。

每次看到這群可愛的護理人員們那

份對病人關心的積極態度，常讓我很感

動，無形中也督促我要更盡心去對待病

人和家屬，因為這份真誠的關心和對

待，才是病人和家屬所需要的，因為我

也曾深深體會過⋯⋯。

至親往生　修行人也心傷

三年前母親因罹患大腸癌併發肝癌

及肺癌而往生，距我由日本完成學業歸

國正好兩個月的時間。母親為虔誠佛教

徒，由生病到往生兩年間，非常獨立和

堅強，凡事自理。當我在異國正焦頭爛

額的趕寫論文時，母親擔心我早出晚歸

生活飲食不正常，常寄食物來給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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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時會附著一張小紙條，用著不大端

正、卻看得出用很努力的字體寫著「我

兒，要照顧好身體，早點睡，母字。」

每當看到母親的這些叮嚀時，內心常感

慚愧又不孝，而暗自痛哭。自省入佛門

多年，至今仍讓生病的母親如此擔心，

那時除了偶而打電話問候外，也不能為

他分擔任何事，乃至學成回國後，卻又

感嘆陪伴時間太短暫。

進精舍至今十八年，一路上因有母親

的支持才得以完成修行及學業，因此母

親的往生帶給我很大的失落及悲傷。翻

譯論文和進大學任教，忙碌的工作讓我

沒有時間悲傷，但仍常觸景生情，內心

有很多對母親的感恩和思念不知何處宣

洩⋯⋯修行人常讓人覺得要理性、要堅

強，不能動之以情，但是親情畢竟是真

實存在，難以漠視。

       
親身經歷　感受安寧真義

記得碩二時，隨教授到新瀉縣某大

醫院的安寧病房實習兩週。在日本院內

照顧病患工作大都由護理人員承擔，為

讓病人能得到充分休息，探病時間都有

嚴格規定，且家屬不能在院內留宿，因

此家屬多半假日才來探視。我們幾個研

究生除了第一天參與護理人員交班和病

房環境介紹外，除非病人走出來主動和

我們交談，我們不能進病房。因此很多

時間，我都是在整理交誼廳的書籍和澆

花等工作，這間醫院有間小禮堂，早上

有做不同的宗教儀式；上午十點和下午

三點半有點心時間，社區的志工會準備

簡單的茶點。因病人是隨喜參加，所以

我們都很積極的把握這些時間和病人互

動。但可能因為接觸有限，所以當時對

日本的安寧病房的感覺有些失望。

所以當母親最後住院期間直至送大體

回大學，都有精舍常住師父和師兄姐的

關懷陪伴，另外母親在北部住院時，醫

院內宗教師們的關懷和支持，都讓我非

常感恩。這些點點滴滴的關懷，讓我內

心得到很大的支持力量，也讓我體會到

陪伴家屬的重要，這和當時在日本的醫

經歷母親往生的悲傷，純寬法師深刻體會修

行人也難以參透的生死課題，更期待以宗教

師的身分帶給病患和家屬心靈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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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安寧病房實習時，感受也絕然不同。

不垢不淨宗教心　延續大愛無終盡

佛陀說明人的憂悲苦惱之所以會不斷

重複的根源在於「無明」。面對死亡，

對病人而言是恐懼，對家屬而言則是悲

傷，究其原由，是因人對「有」的執

著，所以才會有後續悲傷的情緒反應。

另外，證嚴上人也曾開示：「凡夫的情

是受污然具有色彩的，菩薩的情是清淨

的，是沒有色彩也沒有界線的，不但自

無始以來至現在，還可以延續於無終無

盡的未來。」

因此，在了解人生無常的因緣法則

後，如何運用佛法來面對生死、協助病

人提昇內在的力量，以智慧化小愛為大

愛，學習菩薩的覺有情、擴大愛是必要

的。但是安寧病房的陪伴不同於一般病

房，需要有更多專業的學習。

因此在母親往生後，我參加了北部的

宗教師專業訓練課程，近一年的時間，

也同時在台大病房受訓。由理論的學習

到實務的運作，讓自己改變許多原有

傳統的刻板思想和作為。了解到臨終陪

伴的需要性及對家屬關懷的同理心等態

度。

   
真誠的傾聽　真心的交流

母親的生病示現，讓我投入臨終及悲

傷關懷的領域，這和我如何運用社工的

專業訓練、以及宗教對生命的理解來助

人與輔導並不衝突。在過去一年半中，

純寬法師將佛法運用在日常

中，以真誠的心傾聽陪伴，

撫平家屬慌亂的心，在病房

中也露出難得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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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每星期一天的時間在心蓮病房擔任

宗教師的關懷工作，期間也帶領宗教研

究所和社工系學生做課程的臨床實習，

讓年輕的學生能在理論教學後，因透過

實際參與來對生死有更深刻的暸解，進

而珍惜並把握當下。

雖然是以宗教師的身分在病房輔導病

人和家屬，但其實是病人用他們的生命

在教育我，讓我更了解死亡的生命態度

和人生無常的有限度。而在陪伴家屬的

過程中，讓我的心更加的柔軟和自省，

因為他們是用生命和真心在和我交流，

而我也只能用最真誠的心來陪伴和傾

聽，這是我唯一可做的。

超越宗教　回歸生命本質

安寧團隊有別於一般病房之處，就在

於強調身、心、靈整體的照護與全人、全

家、全程、全隊的四全理念；透過連結不

同角色的專業及獨特性，促成團隊間的相

互學習成長進而一起合作服務臨終病患及

家屬。以真誠的陪伴做關懷和引導，扣

問生命的本質即是靈性的開發，而這也是

人人生而具有的哲學情懷，雖然我是宗教

師，但靈性不等於宗教，真正的靈性照顧

是團隊的參與，所以我很感恩成為團隊的

一員，讓我得以學習者的態度將病患視為

生命中的老師。

心蓮病房團隊總是盡力為病患圓夢，圖為純寬法

師與心蓮病房護理人員及醫師一起帶著病人到花

蓮南濱海岸看日出，留下珍貴的歡樂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