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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尋親

文／蔡豐吉（慈濟大學傳播系見習生）、程玟娟

越籍無名氏返鄉記

一位越南女子，昏倒店家，送至花蓮慈院急診，編號無名氏

八十六號。社服室社工、志工等各方努力，經過一個月後終

於確認身分，恢復有名氏。來自越南的她，在慈院住了七

個月又零一天。仍未清醒的她，在社工、護士及

丈夫的護送下，搭機返回故鄉。跨單

位、跨志業、跨國協力合作的溫馨接

送情終於畫下句點，句點雖已畫下，

但是關懷的腳步並不停歇，轉由越南

慈濟人接棒傳遞溫情。



二○○六年一月十四日星期六，一

名女子在一店家昏倒，經店家送至慈

濟醫院急診室進行急救，仍呈現昏迷。

由於這名女子身上並無任何可以證明身

份的文件資料，而且由店家老闆處得知

此女不太會說台語或國語，只能推測她

應為外籍人士。急診人員給予流水編號

「無名氏86」，花蓮慈院這一年來的第

八十六位無名氏。一個月過去了，這位

無名氏仍然昏迷不醒，仍無人來相認，

於是院方請醫院公關傳播室拍照、大

愛電視台錄影，藉由報紙、電視傳播訊

息，希望能藉此協尋她的家人。

線索一 

越南友人相認

消息見報的隔一天是星期日，一名越

南女子來到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表明

想見見這位無名氏。醫院志工張紀雪師

姊問她如何知道這個消息，她回答是雇

用她的老闆告知的。

該名女子前去病房認人，一見無名

氏，女子馬上哭了出來，經過確認之

後，該名女子確實與無名氏病患相識。

見越南女子與病患認識，紀雪師姊便想

進一步詢問有關無名氏病患的身分資

料，只是這名越南女子一直沉默不言，

只聽到她叫喚著無名氏──「阿月」，

並開始打電話，與對方用越南語言溝

通。

不論紀雪師姊如何請教無名氏病患的

身份、資料，此名越南女子始終帶著戒

心不願回答。除了得到一個「阿月」的

名字外，無法再從越南女子身上獲得任

何進一步的訊息，唯一的線索是來訪女

子的上一任雇主是慈濟人，住花蓮縣壽

豐鄉，因為所照顧的老太太往生，才轉

任現在的雇主。在她離去前，紀雪師姊

寫下了社服室的電話給她，希望她想通

後，可以打電話與慈院連繫。

線索二

壽豐慈濟人協尋

靜待越南女子來電，似乎是很渺茫的

希望，於是紀雪師姊「死馬當活

馬醫」，用唯一的線索中去尋找

蛛絲馬跡，打電話向壽豐的慈濟

人詢問，是否有一位師姊雇用越

南女子……

想不到這條看似微弱的線索，

竟然成功的找出了來訪的越南女

子。她的前任雇主告訴志工，

她叫做「阿雲」。雇主在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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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仲介人員送來護照，志工師

姊與無名氏八十六號做比對。



無名氏「阿月」的故事後，便熱心的幫

助社服室找到了阿雲目前工作處所的地

址。

當慈濟志工出現在阿雲工作的地點

時，阿雲很驚訝。經過志工一番誠懇

詳談後，才知阿雲心中的害怕，原來她

擔心說出「阿月」的資料，就必須負擔

「阿月」的醫藥費，雖然志工一再的向

她保證不必負擔任何醫療費用，但阿雲

依然不願透露任何訊息。因此這一次的

拜訪，志工無功而返。好不容易得到的

第二條線索，竟然又斷了線。

線索三 

輾轉通報多單位接力確認

雖說阿雲不願透露訊息給志工，但是

阿雲打了電話給在新竹工作的妹妹。她

的妹妹知道此事之後，把訊息告知她的

雇主，這位熱心女士馬上致電勞委會，

說明花蓮慈濟醫院有個「阿月」的案

例，希望能給予協助。勞委會接到電話

後，聯絡花蓮外勞服務諮詢站，請該單

位給予醫院幫助。

諮詢站馬上熱心的提供可能是「阿

月」的詳細資料給醫院，也要求仲介

公司來協助。仲介公司接到通知馬上與

醫院聯絡，確定了「阿月」的資料。原

來，花蓮慈院的這一位無名氏八十六

號，是「阿曰」，她是一名逃逸的外籍

勞工。仲介公司隨即把阿曰的護照交給

醫院處理，警察局的外事科也到醫院處

理阿曰的身分問題。

慈濟志工跨國尋親 接送返台探視

在經過一連串的察訪、資料的收集，

拼湊出阿曰完整的資料後，社服室將

這事件委請基金會宗教處處理，宗教處

隨即與慈濟越南辦事處的林志朗師兄聯

絡，請他幫忙尋找阿曰的親屬。

離阿曰家最近的慈濟志工，要經過

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才能來到阿曰的

家。可是慈濟志工不辭辛苦，在接到資

料時，第一時間就前往與其丈夫阮先生

見面。

擔心承擔不起龐大的醫療費用，原

本阮先生不願來台灣見阿曰，在慈濟志

工不斷的勸說，且經過花蓮縣警局、勞

委會、駐台灣越南辦事與駐越南台北辦

事處，資料的傳遞，多方的配合後，阮

先生在越南師兄師姊的陪同下，搭飛機

來到台灣。入境台灣後，便由越南籍的

阮文雄神父和一位嫁來新竹的老鄰居陪

同，來到花蓮慈濟醫院。 

落葉歸根 無名氏返回越南  

阮先生原本在台護照只能簽證一個月

且無法延期。但是這一個月期間，阿曰

的病情尚未好轉，阮先生不放心離開，

於是在阮神父的奔走之下，讓簽證得以

再延一個月。而本來情況不樂觀的阿

曰，在往後的一個月裡，拔除了插管與

氧氣罩，雖然仍未清醒，但是她的身體

狀況已經可以搭機回家了。   

似乎知道可以回家，阿曰的身體狀

況漸入佳境，經過醫師評估後，定於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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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四日搭機返回越南，由於要與救護

車時段配合，於是十四日凌晨零時，在

社工柯文山和自願犧牲假期的二十東病

房護理師張淑萍陪同之下搭乘救護車，

前往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阮先生離開之

前，寫了一封感謝信給慈濟醫院。

曾照顧阿曰的護理人員都感覺阮先

生對阿曰的感情十分令人動容。他們

注意到，阮先生在阿曰住院期間，除了

一開始因不懂護理操作而沒辦法照顧阿

曰外，在醫院的兩個月來凡事親力親為

的照顧阿曰，每天都對著昏迷的阿曰說

話，期盼她能好轉。

前往機場的救護車上，護士淑萍也

被阮先生對待阿曰的舉動感動萬分。

雖然半夜出發，還要走曲折迂迴的蘇花

公路，舟車勞頓已不在話下，但仍看見

阮先生以肢體語言，以輕柔話語在阿曰

身邊、耳邊守護。當救護車終於抵達機

場，在等待飛機時，淑萍表示，全部的

人都很疲累，阮先生卻依然不時的看看

阿曰，對著她講些話。

淑萍在平安護送阿曰扺達越南後，才

又搭機返台。

阿曰回到越南的幾天後，原本住在阿

曰隔壁床、同樣是越南籍的病患，捎來

令人愉悅的消息：阿曰狀況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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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遇到急診室通知有無名氏病患，就是社會服務室多方動員大顯神通的時候。至今花蓮慈院的社工

人員都為每位無名氏恢復身分，幫助他們與家人重聚。



「急診來了一位無名氏，入MICU(內
科加護病房)，收給胸內(胸腔內科)。」

那時，與社會服務室的夥伴正在開會，

負責急診業務的社工突然收到護理人員

來電告知上述訊息。面對突來的訊息，

大家交換一個會心的眼神之後，負責胸

腔內科業務的我自然知道工作又來了，

當時還信心滿滿地認為：好吧，只要病

患不往生，我總有辦法處理──讓病患

得到身分、辦出健保、協助醫療費用、

順利出院。哪裡知道，這一來開啟了七

個月又零一天的漫長過程。

外籍無名氏昏迷

求證身分難上難

開完會，馬上飛奔到內科加護病房，

先探視病患的狀況，果然，昏迷，已

插氣管內管，無法有任何回應。照顧病

迢迢歸鄉路
文／柯文山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工師

記無名氏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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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治來院昏迷的患者，急診先以無名氏編號，轉由社工追查身分。



人的護士告知：「門外等候區內有一

女子，是她送病患來院。」問了她病

人是怎樣的狀況下送來醫院的，她回

說：「是突然間在我的店裡昏倒的，我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店裡的其他人

都可以見證。」「她(病人)偶爾會到我

的店裡，至於她叫什麼名字？背景如

何？我不清楚。」哇！這下糟了，資

料不足的狀況下該如何處置？「那她

是哪裡人？」我接著問，希望能有些

蜘絲馬跡。「我唯一知道的是她不太會

講國語，講的好像是越南話。」「越南

話？」，我心中一陣困惑：「病人昏

迷，又沒有其他人可以指認下，要如何

求證她是越南人？」

只能想著目前病患人已在加護病房

了，先救命要緊，說不定日後她醒來

後，就能一切真相大白了。也許是我心

中有預感現在接到的個案非同小可、難

度頗高，當日下班前，當醫院志工菩薩

要回靜思精舍，在大廳向佛陀問訊時，

我就請求他們幫我迴向給這位在加護病

房內的無名氏病患，讓她能有些助緣，

使整件事情能有好結果，當然，我也默

默為她祈禱！

醫院依法奮力急救

媒體動員確認身分

「病人昏迷要氣切，沒有家屬填同

意書怎麼辦？」「最好有家屬可以填

拒絕急救同意書，留一口氣帶回家，不

然，病患的狀態氣切後，也不會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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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們在醫院內的角色不可或缺，面對棘手的個案或緊急重大事件，仍需井然有序的處置。



像植物人一樣，需長期照顧。」主治醫

師在電話的那一頭說明著，我很無奈，

因為病人入院至今近一個月一直無人來

指認，所以不可能有家屬來處理她的事

情，只好硬著頭皮說：「以目前法令規

定，只好請兩位主治醫師決定同意，就

能氣切，為案主救到底。」就這樣，原

本插著氣管內管的她，因為氣切後，呼

吸器轉接到氣切管而得以露出明顯的面

容！

也許是之前的迴向與默禱起了作用，

在一次精舍的志工早會上，有志工菩薩

報告了這位個案，隨後醫院的公關與大

愛台動員起來：先到加護病房內拍病人

的影像，聯繫主治醫師做簡短的說明攝

影，並由醫院公關傳播室發布新聞稿。

就這樣，在電視與報紙媒體的放送下，

陸續有人出面指認，確定出病患的姓名

與越南國籍的背景。

外勞逃跑醫法周折

志工協助家屬來台

原本以為確認出病患的姓名，取得護

照與居留證相關證件後，事情應該會告

一段落，哪知道這僅是另一段的開始。

因為病患為逃跑外勞，依健保局規定，

是無法有健保身分的，住院的一切醫療

都需自費；病患雖然轉出加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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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昏迷不醒的無名氏八十六號，在醫護同仁的陪伴下，在加護病房內度過農曆春節，牆上還貼著林

院長代上人轉送祝福的紅包。



但人仍未清醒，氣切且使用呼吸器，需

二十四小時看護協助照顧，每日的看護

支出，著實沉重。所以，諸多因素的考

量下，決定轉介慈濟基金會，看看能否

協助病患的越南家屬來台灣處理相關事

宜，當然，我這邊也用公文知會縣警察

局、勞委會、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

處與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報備

此一個案。

就這樣中間折衝了近四個月，病患的

丈夫終於由越南的慈濟師兄與師姊陪同

之下，來到了台灣。

丈夫來到台灣，事情就會有轉機，我

們終於可以透過翻譯來向病患丈夫說明

她的狀況，並且做相關的決定。其實，

病人的情況一直膠著，仍舊昏迷未清

醒，仍舊使用呼吸器，但病患的丈夫來

了，我們期待能在她丈夫的照顧與陪伴

下，在親情的支持下，病人可以脫離呼

吸器，清醒過來！

但，期待落空，病患情況依舊，未來

預後亦不佳，加上病患丈夫來台的簽證

亦快到期，只好向病患丈夫說明是否在

適當的時機下，可讓病患平靜往生，在

台灣火化後再帶回越南。

親情喚回生命力

所以，在病患丈夫的同意下，案主

移除了呼吸器後，就不再接回去，而僅

給藥物與氧氣，結果哪知，病患竟在此

狀況下自行呼吸起來，而且越來越好，

甚至到後來都不需使用氧氣，僅祇需抽

痰、管灌餵食與換尿布。雖然病人仍未

清醒有意識，但這已經給了我一劑很大

的強心針，因為病人以她的生命力告訴

我，她想要回越南家鄉，她想要她的丈

夫帶她回家，我知道，下一步我可以為

她安排回家的路了！

剩下的就是與航空公司交涉，安排擔

架病患搭機返回越南。在航空公司花蓮

辦事處主任與越南航空公司人員的協助

之下，病患終於可以搭八月十四日早上

七點半的飛機，由中正國際機場起飛回

越南，另外，除了病患丈夫，院方派一

位護士隨機護送，當然，越南的慈濟人

當天亦會在河內機場接機，將病患安置

妥當，並且讓慈院的護士可以平安返回

台灣。       

用愛接力助返鄉 家屬感恩越言謝

就在八月十四日清晨零時，我、護理

人員張淑萍、病人以及病人的丈夫，搭

著救護車，從花蓮慈院出發前往桃園中

正國際機場，路上除了幾次停下來為病

人抽痰，以及病人因為暈車稍有嘔出白

沫外，狀況一直表現良好，平安地抵達

國際機場。

終於，他們全家可以團圓，真為他們

感到高興！

至今，在我的個案紀錄內，還留著病

患丈夫臨走前寫給我的一張字條，是越

南文，我看不懂，也不想弄懂，心想，

只要記憶中留存著她丈夫知道可回越南

時的欣慰表情，這就足夠了，至於寫些

什麼，說些什麼，那就交給上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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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護理工作六年來，第一次遇到

這種「難得」的機會：一位越南外勞突

然腦出血昏倒，送到慈濟醫院來急救，

主治醫師透過電視媒體尋人，輾轉由其

他外勞認出來這位病患的身分，竟然找

到了病人的先生。經過醫療團隊搶救，

現在病患雖然仍使用氣

切、需要抽痰，但慈濟

基金會決定排除萬難轉

送病患回越南，需要一

位隨身特別護士！當單

位護理長詢問我的意願

時，第一個感覺是「我

真的有這個能力嗎？」

「我真的可以應付飛機

上各種突發狀況嗎？」

但是經由同仁的鼓勵及

主管的再三肯定，又回

想起上人常說的一句靜

思語「做就對了！」讓

我勇於爭取承擔這特別

的任務。

臨出發 忐忑不安

出發前兩天其實有很多關心我的同

事，都會反覆著問我「會不會緊張？」

我的回答多是「不會」，但其實是不敢

把害怕說出口，因為病患有呼吸窘迫的

護伴千里
文／張淑萍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二十東病房資深護理師  攝影／劉明繐

阿曰返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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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東胸腔內科病房護士張

淑萍勇敢地承擔起護送無名

氏阿曰回到機場的特別任

務。



危險、轉送過程醫療設備不比在醫院齊

全，若真的有突發狀況該怎麼辦？加上

與家屬語言的隔閡，直到出發的前一

天，心裡仍是忐忑不安。

好幾回暗暗的問自己「真的要去

嗎？」為了安撫自己不安的情緒，於是

先假設了幾個可能會發生的問題，自我

沙盤演練，如氣切在途中不慎滑脫？或

病人在運送過程中，突然呼吸喘或被痰

液堵住了呼吸道？最糟的狀況是病情突

然急轉直下，需要CPR？這些種種的突

發狀況，我應該要如何處理？出發前反

覆確認再確認，將社服室提供的攜帶式

抽痰機充電，確定功能正常，除此之

外，還自備抽痰管、手套、血氧測定

儀、甦醒球、尿布、濕紙巾等等許多物

品，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出發囉！

彎彎曲曲

八月十四日半夜零點坐著救護車從醫

院出發，一路彎彎曲曲的由蘇花公路向

台北出發，一向會暈車的我，一直忍著

想吐的感覺，想不到病人阿曰先吐了，

到雪山隧道之前，我們停停走走，病人

總共吐了四次，護士小姐我也搖搖欲

墜，終於到了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時間

才凌晨四點多，距

離搭飛機還有一段

時間，於是一行人

就在機場停留了三

小時，期間病患仍

需要抽痰、拍痰。

終於到了要上

飛機的時刻，時間

已是早上七點多，

從飛機起飛到抵達

越南河內機場，整

個過程機場的行政

人員及飛機上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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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張淑萍（中）

與社工柯文山（左）

於八月十四日零點陪

伴阿曰，從花蓮慈院

出發趕赴桃園國際機

場。



服員，對我都相當禮遇，尤其是空服員

們還集資捐款給家屬，見到這一刻讓我

感到佩服與感動，對於不認識的同胞也

可以慷慨解囊。

當有空服人員向前詢問我的工作，

我舉起我的識別證，跟他說「Tzu Chi 
Hospital」，身旁的人都投予我敬佩及

感謝的眼神，那一刻，我真的覺得，身

為慈濟人，我好驕傲！ 

醫病互信

轉送的過程中見到阿曰的先生，不斷

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雖然無法理解他

的意思，但經由他們之間的互動，能感

覺到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與家屬

短暫相處，知道他只會說幾句簡單的國

語，例如：謝謝、抽痰。讓我印象深刻

的是，他下飛機前突然對我說「感恩」

兩個字，剎那間，所有的勞累全解除

了！從病人路倒，以無名氏住院，直到

找到家屬知道病人身分，原病況不穩到

現在可以回到祖國，相信整個醫療團隊

的照顧、慈濟人的用心，及大愛無國界

的精神，連家屬都為之動容，這真是我

從事護理生涯以來，最有意義的事了。

二十東病房

護理長連玉璽的話：

淑萍本身具有豐富的重

症病患照護經驗，受過高級

心臟救命術訓練課程，平時

對病人極有耐心，且多次受

到顧客書面表揚；只要工作

閒暇，她總是自動自發的幫

無人照護的病人洗澡、幫不

良於行的病患下床復健，對

於這麼一個具有專業又有愛

心的護理人員，當然能承擔

這份工作！左為連玉璽護理

長，右為張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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