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技術的複雜多變與醫療資訊的透明多元，

讓醫療環境之中的人性備受考驗，

把醫護與病人之間的關係，抬上天平的兩端，

一方要戒慎自保，一方好還要更多；稱一稱哪一方佔上風；

良性平衡的醫病互動，更顯難能可貴。

在花蓮，四五月間，

三位病患與家屬不約而同的用早年最傳統古意的方式

表達至極的感謝──在地方報紙刊登頭版廣告。

這些病人和家屬說：感恩要大聲說出來！好醫生要讓大家都知道！

不論是從死亡邊緣挽回生命、或是解決纏繞多年的頑疾，

醫生說，只是做好每天的本分事；

在忙碌的臨床工作與教學研究中，他們或許也沒有時間去翻看報紙……

其實，患者的一個微笑、一句謝謝，甚至只要恢復健康，

就是他們繼續的動力，是最好的回饋。

病患懂得感恩，醫護態度謙沖，

一次次的付出感恩與回饋，溫暖了醫院各處的角落，

心花朵朵開，醫病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溫暖與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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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廣告 道感恩
醫護搶救生命



 廣告一：大醫王樂當乾兒子

登報日期2007.04.21

文／吳宛霖

家住鳳林的張彭菊妹阿嬤娓娓敘述，

二十多年來，她每天晚上都無法安心入

睡，因為左腳不斷抽痛驚醒，遍訪名醫

都無法根治，一直到今年在慈濟醫院遇

到鄺世通醫師，才柳暗花明。「一切都

那麼順利、那麼平穩、不但走路方便、

又能一覺到天亮，解除了我二十多年來

的痛與苦，也給了我另一片光明燦爛的

人生，鄺醫師對我而言，真可謂恩同再

造……」一字一句，都是阿嬤出自肺腑的

真情。

張彭菊妹阿嬤不斷重複她二十幾年來

腳痛的苦，期間吃了許多藥，都沒有好

轉，也有醫師建議開刀，但都讓她感到

非常退卻，不敢嘗試。直到今年到鄺世

通醫師的門診，鄺醫師非常地親切又細

心，不厭其煩地幫她照X光以及做各項檢

鄺世通醫師在巡房時，細心的幫病人換藥處理棘

手的傷口。（攝影／吳宛霖）



查，查出原來是左腿的膝蓋磨損太過嚴

重，鄺醫師馬上安排住院並進行人工關

節手術。她手術後復原神速，住院八天

就出院，現在完全都不痛，健步如飛。

阿嬤說，手術完有一段時間，她覺

得腳有時候會抽筋，醫生會鼓勵她慢慢

來，不像以前看的醫生，有些會不耐

煩。尤其阿嬤又比照跟她一樣膝關節退

化、動過手術的嬸嬸，到現在還經常會

喊痛，自己的狀況卻非常好，阿嬤很得

意的說：「我的都不會痛。」

阿嬤說：「鄺醫師就像自己的小孩一

樣，很溫柔、很客氣，比我自己的兒子

還關心我！」這些她女兒都看在眼裡，

交代媽媽要好好謝謝醫師，並替媽媽登

報感謝。

聽說了菊妹阿嬤登報道謝，鄺世通醫

師說，人工膝關節手術不算太難，有時

候醫院一整天就會排四、五台刀，他其

實沒有這麼厲害，不過，他倒很樂意當

阿嬤的乾兒子。

 廣告二：蒙古好醫生

登報日期2007.05.16

文／游繡華

在合心樓九樓復健室裡有位個充滿

堅定意志與毅力的女孩，每天笑臉迎

人、快樂且努力地進行職能與物理復健

治療。被機車撞倒的羅文妤，腦部手術

後，恢復狀況良好，她希望趕快好起來

去上學、做志工。

小女生車禍  蒙古醫師出馬  

就讀國風國中八年級的羅文妤在五月

一日放學，牽著腳踏車過馬路時，在斑

馬線上被機車騎士撞倒，送到花蓮慈院

急診時已陷入重度昏迷，腦部手術後，

昏迷七天才醒過來，八日轉到普通病

房，二十天後從神經外科轉至復健科。

她的媽媽陳瑞玉談起女兒發生車禍、

昏迷的時候，她除了心慌完全不知所措

外，還聽到護士信心滿滿地說將由一個

「蒙古大夫」為女兒動刀，讓她非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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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師長對於女兒羅文妤的關心以及慈院醫護的

用心，讓羅家父母一定要登報感謝所有關懷鼓舞

的人。圖為英語老師薛莉娟利用空暇來醫院幫羅

文妤補課，在她復健時也幫忙加油打氣。



急，心想堂堂一個醫學中心，怎麼可以

找一個蒙古大夫做手術。幸好，後來經

護士舉出大拇指解釋，哈鐵木爾醫師祖

籍是蒙古人，才叫「蒙古大夫」，是神

經外科權威，才讓她恍然大悟，放下心

頭的疑慮。說起這段往事，陳瑞玉不好

意思地笑了。

 因為車禍，羅文妤已休假一個月，

英語補習班的老師薛莉娟也常利用空暇

至醫院為她補課。薛莉娟說，羅文妤的

聽說寫能力都很好，平時，即是活潑聰

明的孩子。陳瑞玉還說，這段時間，常

有師長來看文妤，特別是在加護病房期

間，國風國中李偉麟校長每天到醫院看

文妤，是個很關心學生的校長。

為了照顧女兒，陳瑞玉向服務單位

申請留職停薪，在陪伴過程，她深刻感

受到哈鐵木爾醫師及護理人員的悉心照

護，還有志工的熱心膚慰，看著女兒一

天一天地復原，實在不知如何表達謝

意，她和丈夫只好用登報的方式，感恩

大醫王哈鐵木爾及醫護團隊和志工的仁

心仁術。

對於車禍記憶完全空白的羅文妤，這

陣子讓父母親受驚，她很感恩媽媽全心

在醫院陪伴她，也很感恩醫護人員、志

工的鼓舞，讓她恢復速度進步很快，等

她病癒後，她也要做志工，同樣幫助別

人。

 廣告三：葉克膜之不可能任務

登報日期2007.05.16

文／吳宛霖

「最感恩的是，我們不是有錢有勢，

但慈濟卻這樣全力地救治……」因為急

性心肌梗塞並發生二尖瓣膜腱索斷裂的

楊仲連，經由慈濟醫院挽回珍貴的生

命。他的兒女看到醫護人員動用所有資

源救治父親，不但感動得頻頻道謝，父

親出院後，一家人還特別在花蓮當地報

紙五月三十日頭版刊登「感恩啟事」，

感謝慈濟醫院全力救治生命永不放棄的

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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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塞併發一連串危機

四月二十二日晚上，楊仲連被緊急

送往慈濟醫院急診，醫生診斷出是急性

心肌梗塞，於是馬上聯絡心導管室準備

疏通血管，但在短時間內病人情況卻越

來越嚴重，意識模糊且併發肺水腫，經

過醫師緊急插管並放置心臟輔助器之

後，血壓依然低到只剩二十、三十毫米

汞柱、心跳每分鐘只剩二、三十下，醫

師發現患者因為右冠狀動脈阻塞導致心

因性休克，接著又併發急性肺水腫導致

呼吸衰竭，情況非常危急，於是立刻送

入加護病房，會診心臟外科放置葉克膜

進行體外循環，並使用抗血栓藥物。好

不容易，完全堵塞的血管終於有百分之

一的血流量。在葉克膜及汽球幫浦支持

下，稍微穩定後再運送至心導管室，進

行心導管血管暢通，並放置兩個心臟支

架。

楊仲連的主治醫師心臟內科陳郁志醫

師在加護病房徹夜守候，原本心肌梗塞

患者進行心導管治療之後，應該會慢慢

好轉，但是楊仲連的肺水腫沒有改善，

「葉克膜體外循環機」，是發

生急性心肺衰竭時的輔助工

具。它是以馬達將患者靜脈的

血液打入氧合器，使血液含

氧，再傳回體內，以減輕患者

心臟和肺部的負擔，主要給心

肺功能極差的病患短期使用，

只要狀況好轉應立刻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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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依舊不樂觀，心臟還是無法恢復正

常功能，情況一度讓楊仲連的妻子崩

潰，孩子也有意將父親接回家善後。

死亡邊緣  全院出動

但是陳郁志醫師認為楊仲連「還非常

年輕」，才五十七歲，不應太早放棄，

於是鍥而不捨的追查病因，再以「經食

道超音波」檢查後，看到患者有二尖瓣

膜腱索局部斷裂，因而造成心臟閉鎖不

全，於是會心臟外科張比嵩醫師，進行

人工瓣膜置換手術。由於楊仲連狀況嚴

重，幾乎所有的儀器全都派上用場，由

加護病房移動至開刀房的過程中，從石

院長到志工全部出動，小心翼翼的齊步

移動，維護大批儀器的運作穩定，甚至

志工為了不讓氧氣瓶有任何碰撞，全程

用雙手抱著沈重的氧氣瓶，直到安全進

入開刀房後，雙手仍不由自主的顫抖。

家屬看到這麼大的陣仗，不斷對志工

說「來對了醫院」，楊太太更是激動得

不停哭泣。進入開刀房後，張比嵩醫師

馬上以心肺機進行人工瓣膜置換術。

死裡逃生  病患感恩

經過醫療團隊不眠不休地搶救，五

月二十二日，楊仲連終於可以出院，五

月三十一日，穿著休閒服、臉色紅潤的

他有說有笑地回診；他原本只以為是胃

痛、拉肚子，很難想像竟會差點沒命，

是花蓮慈院心臟內外科醫護團隊，合力

搶救，他才能夠站在這裡，他準備了

心臟內科陳郁志醫師鍥而不捨地查出病因，會診心臟外科，把楊仲連從死亡邊緣拉回來。圖為陳醫師於心

導管室執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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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要送給主治醫師張比

嵩醫師和陳郁志醫師，當

時陳郁志醫師正在病房巡

房，由張比嵩醫師歡喜地

接受。

陳郁志醫師表示，楊先

生的病例確實相當特殊，

一般在心臟輔助器下進行

心導管已經相當困難，在葉克膜體外循

環下更是困難；張比嵩醫師也說，要讓

心臟正常運作必須減少抗凝血劑避免血

塊，但病患術後又發現有腦部出血，減

少抗凝血劑可能讓腦部出血嚴重，分寸

的拿捏讓醫師相當掙扎。而心臟內外科

聯手完成這項不可能的任務，兩位醫師

認為，能將病人由死亡邊緣挽回，看

到病人完全康復，就是最大的回饋與滿

足。

 花語--甦醒 領悟心方向

文／游繡華

在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服務的簡添

榮，去年因車禍重創左腦陷入重度昏迷，

在花蓮慈院救治，七個多月來，嚴重受到

傷害的的語言及肢體功能已漸復原，他除

偕同妻子參加慈誠隊、慈濟委員見習，並

在日前開始參與北昌社區環保工作。四月

十二日，他與家人特地送一盆蘭花感謝神

經功能科主任陳新源醫師。

晨跑遭撞重傷 多科協助治療重建

四十七歲的簡添榮是花蓮二信建國分

社的襄理，去年六月九日，晨跑經過吉

安鄉太昌國小時，被一輛酒駕超速失控

的自小客車撞成重傷，他的左腦幹嚴重

受損、左腳骨折，經神經醫療團隊完成

清創手術急救後，他躺在加護病房重度

昏迷近十天，才逐漸甦醒。

因左腦部受重創，簡添榮的語言功能

也受損，再加上腿傷，他的復健過程除

了中醫針灸、西醫並用外，行動完全需

仰賴家人及看護協助。醫院常住志工蘇

足說，簡添榮剛恢復意識初期，語言功

能斷斷續續，慶幸家人很用心，用愛及

耐心一點一滴協助他重建。

簡添榮的姊姊、也是慈濟委員的陳月

娥說，簡添榮術後曾出現癲癇狀況，但

經醫師診治投藥已穩定控制病情，不曾

再復發；而且出院後四個多月以來，弟

楊仲連死裡逃生回到醫院複診，

更表達感激之心，張比嵩醫師細

心地為他做例行檢查。（攝影／

林寶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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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不曾出現頭痛，或情緒不穩、暴躁等

症狀，也讓她和家人很感恩慈院的神經

醫療團隊。

走過關口  領悟行善及時

近來，簡添榮夫妻除分別參加慈誠

隊、委員見習會，家住北昌國小附近的

簡添榮也投入社區的環保工作，簡添榮

說，以前總覺得沒空做社區服務工作，

重生之後才知道當下做就對了。

語言能力、行動已恢復不錯的簡添

榮，除每週作一次中醫針灸復健外，並

利用上午到花蓮二信建國分社進行相關

業務的職能復健，他希望自己可以很快

地回到職場上。

登門致謝  醫師邀加入大家庭

在門診室前等候陳新源醫師時，簡添

榮開心地與候診的患者分享他的復健經

驗，對於有相似腦傷的患者提問，他開

心地有問必答；他希望每個患者都能積

極復健，恢復行動、語言能力。

陳新源醫師說，當時簡添榮的腦傷，

嚴重影響到右側肢體及語言功能，能夠

復原的這麼好實屬不易，醫生只是在他

受重傷時投入急救，陳醫師認為，簡添

榮的家人支持及慈濟志工的協助與祝

福，都是很好的愛的力量。

看到病人經過治療之後，能夠努力的

幫助自己，辛苦的復健，逐漸康復，然

後開始懂得珍惜當下付出去助人，是醫

師們所希望得到的最好的謝禮！

簡添榮與家人到門診區時，陳新源主

任診間有病患，等候期間，簡添榮開心

地與候診患者分享復健經驗。

花蓮慈院神經功能科陳新源主任歡迎簡添榮(右一)夫婦加入慈濟大家庭。(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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