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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濟醫院啟業十六年了，多年

來，同仁及志工們守護這一間「田中央

的大病院」，未來，我們也將持續堅守

崗位，為雲嘉鄉親的健康而努力。

為了慶祝大林慈院十六周年院慶，

我們在七月中旬舉辦了一次居家醫療關

懷活動，醫師、護理師、藥師、慈濟志

工等將近一百六十人，共分成十八條動

線，逐一關心雲林、嘉義大林地區的照

顧戶、需醫療關懷的福田志工或環保志

工，以及資深、年長的慈濟志工。

腸胃內科兼內科部主任曾國枝及外

科專科護理師徐燕萍，在雲林慈濟志工

們的陪同下，到斗六市五位法親家中關

懷。其中一位五十四歲的陳先生，原本

是心算及游泳教練，但自去年十二月

起，陸續出現眼皮下垂、四肢無力、眼

睛睜不開等症狀，逐漸無法勝任日常工

作，近來更一連三次因全身不能動彈、

疼痛被送至鄰近醫院急診，卻因檢查結

果正常，無法住院治療，直到日前至大

林慈院新陳代謝科、神經內科就診，才

被診斷出罹患重症肌無力。

陳先生的狀況讓陳太太十分焦急不

安，曾國枝主任叮嚀家屬，重症肌無力

會影響肌肉功能，如眨眼、四肢動作、

吞嚥等由肌肉控制的動作，最擔心的是

呼吸受到影響，因此若有喘不過氣來等

緊急狀況，要立即送急診。陳太太原本

擔心送醫後仍會像之前一樣，醫院不願

收治，曾主任向她說明，現在已知罹患

重症肌無力，只要向醫師說明，醫院一

定會收治。曾主任還留下自己的聯絡電

話，請家屬若有需要，可隨時與他聯

絡，讓陳太太安心許多，總算不必再每

天提心吊膽。

一連探訪五個法親家庭後，曾主任感

受到，「雖然法親們身體不像常人那麼

健康，有人視力不佳、有人中風、有人

重症肌無力等，但是大家對人生的態度

守護鄉親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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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正向，不會悲觀、抱怨，值得我們

學習。」

而從陳先生的就醫經驗，也讓曾主

任感受到醫療處置及病人期待之間的落

差，病人也許期待在疾病一開始即能獲

得正確診斷，但醫師卻需要依疾病的進

展，才能將疾病診斷出來。醫病彼此所

站的角度不同，是造成現今醫療緊張的

原因，曾主任認為，醫師不是神，但若

是可以站在病人的角度多思考，應該可

以縮小醫病之間的落差。此次居家醫療

關懷活動，曾主任特別帶著兩個女兒一

起參加，希望她們能夠多看看病苦，感

受人生的不完美，也藉由這樣的活動，

在她們心裡埋下種子，培養她們願意幫

助別人的心。

這次的居家醫療關懷活動，中醫部有

三位主治醫師、兩位住院醫師參與。來

到大林慈院服務近三年的中醫部住院醫

師陳韋任，平時就會參與人醫會往診活

動，此次出發前，更根據關懷對象的症

狀，為他們準備適合的藥品，用心令人

讚歎。

第一次參與居家醫療關懷的中醫部

住院醫師鄭竹宴，探訪住在雲林崙背的

五十四歲林先生，林先生因罹患糖尿

病、左半部中風且有痛風情形之後，暫

停了工作，兩年前與妻子離異，常以酒

來麻痺病痛及讓自己入眠。除了簡單的

推拿，鄭醫師也為林先生針灸，在旁的

八十歲母親說起自己腰部、後腹部已疼

痛一段時日，請求鄭醫師是否也能幫忙

看一看，鄭醫師則誠摯邀請母子兩人一

起到院看診，做個詳細檢查，才能更清

楚身體哪裡出了狀況。

今年二月也前往臺南震災提供中醫服

務的鄭醫師，原本是一位藥劑師，因為

想成為一名能實際幫到病人的醫師，而

進修後中醫系，並喜愛這種能走出診間

的機會。

不管在診間還是去到病人家中，目的

無不希望對病人的病痛有所改善，但是

對鄭醫師來說，當他走入病人家時，不

只關注病人的疾病，還可以了解其居家

環境、與家人的互動，就能更體會病人

的難處或造成病苦的原因在哪裡，並給

予身心靈的關懷。

「走出診間更可以關心到各角落相對

弱勢的朋友，他們就像我們的親人。」

鄭醫師覺得自己只是付出微薄力量，志

工們的長期陪伴以及護理師的相伴，才

令人敬佩。透過關懷活動，鄭醫師想讓

病人知道，「其實他們是有人關心的，

他們要努力活得更好，且肯定自己也有

能力幫助別人。」反觀自己，將來或許

也有病痛之時，也要學習正向過人生。

上人說病痛最苦，解除病痛功德第

一，我們看到許多個案，病人拚命想活

下來，他們掙扎的聲音，我們要仔細聆

聽。慈濟醫療到底能夠為臺灣的醫療做

什麼？ 「大乘醫療」走入病人的生命，
了解病人的病程與生活，達到醫人醫病

又醫心的全人醫療，是慈濟醫療的承

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