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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兩無憾

世界安寧日認識安寧療護
文/黃小娟、姜讚裕、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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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飛舞的彩帶、曼妙的舞姿，由

聖恩宮飛天舞蹈團所帶來的「飛天仙女

舞翩蹮」舞碼，為大林慈濟醫院「心蓮

美展」活動揭開序幕。而在花蓮慈濟醫

院，十三日上午在門診大廳舉辦「傾聽

心蓮綻放」海報展開幕活動，透過大愛

劇場「芳草碧連天」裡的真實人物魏杏

娟，分享陪伴姊姊魏杏芬與母親在心蓮

病房度過的時光，傳達安寧療護對病人

與家數的意義。花蓮慈院與大林慈院分

別在「世界安寧日」讓大家看見生命最

終階段散發的善與美，希望透過一個個

病友與家屬、醫護同仁互動的動人故

事，化解民眾對於死亡的恐懼，鼓勵大

家用更積極的態度面對死亡。

安寧療護之母 成立首座安寧醫院

在過去的年代，病人罹患癌症就像是

不治之症，隨著病情每況愈下而遭受極

大的痛苦，安寧療護逐漸普及之後，以

病人為中心的安寧緩和照顧，讓病人逐

漸在生命的最後一程找回尊嚴。

一 九 一 八 年 生 於 英 國 的 桑 德 絲

（Dame Cicely Saunders），在二十三

歲成為護士，她雖熱愛照顧病人，卻因

為背痛而無法勝任護士工作，便積極修

取社工學分而在三十歲那年成為社工人

員。她照顧一位年輕的癌症病人大衛，

兩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但是當時醫生

對癌症病人的疼痛仍是束手無策，桑德

絲看見大衛的痛苦，決定為癌症病人在

醫院裡建立一個像家的地方。

隔年大衛去世後，將五百英磅的遺

產留給桑德絲，桑德絲繼

續為她的理想到處演講、募

款。桑德絲甚至還想在晚上

做義工以增加照顧病人的機

會，一位醫師建議她該去當

醫生，才能真正挽救病人。

於是她在三十三歲進入醫學

院，在四十歲的「高齡」終

於成為正式醫師。

桑德斯不但與幾位醫師研

究出能減輕癌症病人痛苦的

▌心蓮病房病友家屬蔡宜廷編了一曲敦煌舞碼，借舞傳情，不但紀

念往生的親人，也感恩醫院的照顧。攝影／黃小娟

▌花蓮慈院在人來人往的門診大廳舉辦「用心傾聽

朵朵心蓮綻放」海報展，藉由每一個讓生命發光的

故事，引導民眾了解安寧療護的意義。攝影／劉明

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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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並開始建築全世

界第一家有特殊服務、

以團隊合作方式照顧癌

症末期病人的醫院。

一九六七年醫院落成後

取名Hospice，原意是

接待收容旅人之處，引

申為照顧癌症末期病人

的地方。這間醫院陪他

們走完生命全程，並輔

導家屬度過哀慟時期。

關懷末期病人

全世界同發聲

為促進各地對安寧

療護的重視與發展，

英國電訊公司（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率先發起「為安寧

發聲 Voice for hospice」活動。二○○

五年國際上更訂定每年十月份第二個星

期六為「世界安寧日」（World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Day），凡有發展安

寧療護的國家都約訂在這一天，以型式

規模不拘的活動發聲，讓民眾更重視

安寧療護的發展，傳達對末期病人的關

懷。

安寧療護溫柔如蓮 造福廣大病患

一九九六年八月花蓮慈濟醫院在臺灣

東部創先開辦了安寧病房，證嚴上人特

別命名為「心蓮病房」，取意「心如蓮

花綻放」，希望病人在這裡能尊嚴的面

對疾病與生命，如蓮花出淤泥而不染。

心蓮病房是台灣早期安寧療護的先驅，

十多年來在心蓮病房有過許多悲歡離

合，讓人有時候感覺像蓮花，有時又像

蓮子的心一樣的苦，但是經歷過的人都

知道，這就是心蓮病房最美的地方。

二○○○年，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通

過，對於末期病人可以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而一般人可在平時就預立安寧緩和

醫療意願書，表明本人的醫療選擇意願

以及指定執行意願的代理人。安寧照顧

基金會董事許尚武在大林慈院心蓮美展

致詞時表示，台灣安寧療護服務對象除

了癌症、漸凍人外，自今年九月一日

起，包括老年失智症、心臟衰竭、慢性

阻塞性肺病、大腦病變（如中風、巴金

森氏症）、嚴重肺纖維化、慢性肝病及

▌一九九六年八月花蓮慈濟醫院在臺灣東部創先開辦了心蓮病房，多年來成

為安寧療護的示範，志工的陪伴也是心蓮病房的一大特色。圖為志工陪伴病

人在空中花園曬曬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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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急性與慢性腎衰竭等八類末期

病人也納入健保給付，造福更多末期病

人。

花蓮慈院在海報開幕展上，藉由海

報上一幅幅的影像，讓大家看見在生命

最終的過程裡，病患與家屬在心蓮病房

中，經歷過許多的「第一次」與「最後

一次」。

最香甜的一覺  滿足的微笑

大愛劇場「芳草碧連天」裡的真實人

物魏杏娟，十三日現身花蓮慈院分享安

寧療護陪伴姐姐與母親在病中度過的時

光。回想起當初面對罹癌母親的治療過

程，一路上家人為了是否要「插管」治

療而爭吵，在大姐杏芬的要求下，將母

親送到花蓮慈院心蓮病房，在醫師的照

料下病情逐漸回穩，沒多久媽媽終於可

以不用靠呼吸器呼吸了，看見了母親藉

著安寧療護恢復精神，對家屬與病人來

說是奇蹟，對安寧團隊來說是在做一件

對的事情。

而杏娟回想起心愛的姊姊魏杏芬因罹

患罕見疾病的遭遇仍忍不住的落下不捨

的淚水，「原本在加護病房一直無法入

眠的姊姊，來到心蓮病房的第一天，就

睡了三十六個小時……」杏娟語帶哽咽

的表示，做了氣切後的杏芬一句話也說

不出來，全身插滿了管子，令人看了相

當不捨。於是與全家人商量，提出想像

母親一樣把杏芬轉入心蓮病房。這次雖

然奇蹟沒有再次出現，但是魏杏娟卻在

姊姊臉上看到與母親當時一樣的滿足笑

容。

全人全家全隊全程  家屬也欣慰

大林慈院與安寧照顧基金會合辦的

世界安寧日活動，特別以節能減碳的觀

念使用大螢幕電視做電子剪綵，由安寧

照顧基金會董事許尚武、南華大學副校

長同時也是生死學研究所所長釋慧開法

師、大林慈濟醫院主祕劉鎮榮與家醫科

主任林名男共同按下剪綵。

「今年初送未婚的阿姨王美華來到大

林慈濟心蓮病房時，壓力很大。」蔡宜

廷老師在活動中分享自己的經驗，當時

感覺阿姨來了之後，就不會再回去了，

想不到阿姨到了心蓮病房後，狀況愈來

愈好，還可以自己吃飯、下床散步。今

年五月阿姨很平靜地往生，入殮時還帶

著微笑，反而是留下來的人心情很難平

復，幸好心蓮病房的陳世琦醫師給予很

多支持，讓她慢慢平撫親人逝去的傷

痛。

而自從母親往生後，一直不敢重回大

林慈院的邱湘惠小姐，因為夢到母親坐

▌大愛劇場「芳草碧連天」描述魏家的故事，魏杏

娟師姊出席花蓮慈院安寧海報展，娓娓道來安寧療

護對母親與姊姊的幫助。攝影／劉明繐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十一月

42

特別企劃

Special Report

在平時做畫的桌前，對她問著「妳怎麼

都不來看我的畫？」讓她在接到醫院的

世界安寧日活動通知時，毅然鼓起勇氣

前來參加。邱小姐的母親就是曾在大林

開過畫展並捐贈大體的邱褚秀枝阿嬤，

當時是自己陪著媽媽到心蓮病房，雖然

擔心被質疑是放棄治療，但媽媽以堅毅

的眼神告訴她，不要插管、不要電擊，

「七十四歲已經夠本了」。

邱小姐說，大家小時候都是媽媽幫忙

洗澡，但有幾個人有機會幫媽媽洗澡，

媽媽來到心蓮後，因為有很好的設備，

讓她可以幫媽媽洗澡，看到媽媽洗完澡

泡在水裡，滿足的神情，好像女神一

般，邱小姐感嘆「我何其有幸！」

慧開法師開示，死亡是休息後重新

出發，希望未來安寧不止是醫療活動，

也是人文活動，能化解大家對死亡的恐

懼，用更積極的態度面對死亡。

眼見病人受羞辱

醫師悟出安寧真諦

安寧療護以維護末期病人的生活品

質和尊嚴為主，大林慈院家醫科陳世琦

醫師透露了一般醫院在診療時常常只著

重結果，但是卻忽略了病人的感受。他

回憶大六實習的時候，第一天穿醫師

袍，心下得意非凡，被分配到照顧一位

五十多歲的男性，因為攝護腺肥大準備

接受TURP（攝護腺手術），他心下暗

自欣喜，一則病人病況單純，再者可以

學到導尿技術，同學一定很羨慕。果然

在當天下午病人無法解尿，眾人就推著

器械衝到病房，他到場一看，加實習醫

▌大林慈院與安寧照顧基金會合辦的世界安寧日

活動，以節能減碳的觀念使用大螢幕電視做電

子剪綵，左起大林慈濟醫院主祕劉鎮榮、家醫

科主任林名男、安寧照顧基金會董事許尚武、

南華大學副校長與生死學研究所所長釋慧開法

師。攝影／黃小娟

▌今年一月大林慈院幫邱褚秀枝阿嬤開畫展，畫展

開幕典禮上醫護人員一起捧場，阿嬤笑得開心。攝

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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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護生總共廿多人，都等著看阿伯

的導尿。因為人太多，總醫師還下令把

病床移到病房中央，可以讓大家看得比

較清楚，接著就下令助手把病人褲子脫

掉，病人大聲咆哮辱罵、抵死不從，最

後是總醫師親自動手把褲子脫下，在眾

目睽睽下導尿，完成後大家都很高興，

覺得病人解除病苦了，應該也很高興，

沒想到隔天病人不見了，護士說人死

了，他很訝異，攝護腺肥大怎麼會死？

原來病患覺得深受羞辱從五樓跳下去

了……

陳醫師說，當下他好難過，因為自己

有參與，也知道是醫院不對，因為怕糾

紛，以往都不敢提這段往事。一直來到

慈濟，才重新找回人性與醫道！

「從參與安寧療護以來，一直在學

習，也深受感動。」大林慈院家醫科林

名男主任表示，希望心蓮病房提供的安

寧療護，能夠盡力改善病人的生活品

質，讓病人了無遺憾地往生，而家屬也

能安心。

不是放棄 而是活得更舒適

「談論生死，聽來沉重，但卻是所有

人必經之路。」安寧照護基金會執行長

張嘉芳分享一個小故事，三年前一位熟

識的長輩罹患淋巴癌，她得知消息後，

寄一份安寧療護會刊給長輩參考，卻惹

來長輩的不悅。張嘉芬表示，今年特地

與二十二家醫院合作，希望結合不同醫

院的特色，能讓更多人了解到安寧療護

的真正意義，並不是放棄生命，而是讓

每個末期病患在有限的生命裡，活得更

有價值。

「不是放棄，而是勇敢面對生命不可

逆的進程。」長期在花蓮慈院心蓮病房

服務的家醫科謝至鎠醫師，在花蓮慈院

海報展上也說明了安寧療護的重要性，

過去進「安寧病房」往往被誤解為「等

死」，但事實上，安寧療護是藉由藥物

的使用、芳香療法、中西醫照護、藝術

治療等方式，用心傾聽患者的心聲，尊

重每一個生命，不延長也不縮短患者的

生命，讓病人在臨終的過程中帶著尊

嚴，綻放朵朵心蓮。

千風吹送  化祝福送逝者  

嘉義基督教醫院的社工督導陳淑貞

▌陳世琦醫師在當實習醫學生時親眼見到病人被

「粗魯」的對待，讓他當上主治醫師時更用心的對

待癌末病人。攝影／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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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督導到大林慈院帶領眾人探索「臨終

關懷與悲傷輔導」，最後在輕柔感人的

「千風之歌」歌聲中結束。經護理部副

主任黃雪莉的解說，才知道歌曲的背後

有一則感人的故事；最早的來源是一首

英文詩，是一名美國女子在一九三二年

為了同居友人的母親過世而寫的作品。

詩本身並無標題，一般人就以其第一句

“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不要佇立在我墳前哭泣）來命名。後

來，一名英國青年在戰爭中犧牲，臨終

前寫下這首詩請同袍轉交給他的雙親，

經過媒體報導後，逐漸廣為世人所知。

二○○一年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

件之後，一名女孩在追悼儀式中念出這

首詩，表達對亡者的追思。日本作家兼

歌手新井滿將此詩改編為日文版本，並

將此詩命名為「千風之歌」譜曲演唱，

代表送給逝者最大的思念與祝福。

自主預做準備  死亡非禁忌 

在花蓮慈院診間長廊上的海報，不

論是逝去的病友，或是他們的家人、護

理人員，有相互扶持、疼惜，也有化解

誤會，或是做別人生命中的天使。每一

個故事，都讓現場參與活動的民眾，紛

紛落下不捨的淚水，如何讓死亡不再是

禁忌話題？花蓮慈院主任秘書梁忠詔表

示，「安寧療護」是為了讓病患在有限

的生命裡，活得更有價值，視死亡為一

種生命過程，而非消極尋死，若能在生

前有自主能力時預作準備，參與自己的

臨終醫療計畫，以尊重生命的態度，在

醫療的協助下，更能有尊嚴的走完人生

最後的道路。

花蓮慈院主任祕書梁忠詔說明安寧療

護與預立意願書的重要性，民眾也感受

到內心的衝擊，使得許多志工與民眾當

下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註記健保IC
卡登錄」，藉由實際行動喚起民眾對於

安寧療護善終與關懷生命的重視。

珍視生命  生死皆自在

安寧照顧基金會秘書高詩蘋強調，車

站可以比喻人生，有起點、有終點，到

終點前需要有休息站，休息站就是安寧

療護。

活著，是最好的禮物；善終，是最美

的祝福。面臨死亡大都同樣焦慮恐懼、

手足無措，但選擇適當的臨終照顧，便

能把握住每一刻，畫下圓滿無憾的句

點，而不會到最後才恍然發現，什麼都

來不及交代準備，生死兩相憾。選擇安

寧療護、活得有品質，且臨終前不遭受

痛苦的急救，才是生死皆無憾，人生最

後的幸福！

▌預立意願書可以讓自己自主生命最終的照護方

式，世界安寧日當天，許多民眾響應簽署「安寧緩

和醫療意願註記健保IC卡登錄」。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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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媽媽相依為命的小傑，為何不願意

進病房探視媽媽？是媽媽病中的容顏讓

他恐懼，還是他害怕無聲的死亡靠近？

安寧療護，陪伴臨終病人與家屬走過死

亡幽谷，透過藝術治療與悲傷輔導，體

現生命的真實意含。當終於戴上小傑親

手串起的珠鍊，媽媽在天上凝視小傑，

忍不住漾起了微笑……。

「媽媽的臉Smiling face」是真實發生

的案例，安寧照顧基金會製作成動畫影

片宣導安寧療護，帶領醫護人員與民眾

一起面對死亡、探索悲傷。在二○○九

年世界安寧日，花蓮慈院與大林慈院都

放映這部動畫。在大林慈院，嘉義基督

教醫院的社工督導陳淑貞以此為開場，

引導大家一起來探索「臨終關懷與悲傷

輔導」議題。片中安寧療護的治療師透

過藝術治療協助小男孩瞭解並接受媽媽

生病的事實、學會表達對母親的愛，也

使小傑無懼於面對死亡、瞭解臨終照顧

為悲傷找到出路

藝術治療

▌藝術治療展現每個人不同的心地風光和情緒反

射。左邊第二張全白的圖即是花蓮心蓮病患所畫的

「牛吃草」，透過藝術治療，病人不但可以抒發情

緒，醫護人員也能藉著作品探索病人的內心世界。

攝影／劉明繐

文/姜讚裕、黃小娟、彭薇勻

▌各式各樣的畫作都是病人轉化悲傷省視生命的作

品，從中也可讀出每個人生命的經歷與探索。攝影

／吳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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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悲傷的處理課題，陪母親走完人生中

最後一段路程，並教導大眾了解什麼是

安寧療護，以及安寧療護中藝術治療的

意義。

生死交替  大自然的運作

陳督導要大家重新審視自己如何面

對死亡？她說到大林慈院，演講前在中

庭看到成排的台灣欒樹，在輕風的吹拂

下，花朵無力的落下，不正是在眼前展

現生命的流動嗎？意外無所不在，每一

個人每天其實都面對著死亡！大家應該

在痛苦中，找到道別的方式！面對死亡

大家都會害怕，可是也一定有人不害

怕，因為已經準備好了！

轉化悲傷  才能繼續探索生命

如何讓悲傷轉化？陳淑貞督導表示，

真正的悲傷其實是失落的情緒反應，接

受是悲傷歷程的第一步，先要能接受失

去的事實、經驗過失去的痛苦、適應沒

有親人的世界，所以在逃避、對抗之

後，必須要重建。讓生命中逝去的親人

不再是一個痛，而是記憶中的美好！讓

活著的人體會到，生命中依然有許多意

義與目標，值得去經歷與探索！

一個作品一段故事

交織精彩輝映生命

藝術治療就是在痛苦中的一種體會

抒發與轉化悲傷的道別。十月十五日大

林慈濟醫院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灣）安寧照顧基金會與共同舉辦一系列

世界安寧日活動，也是大林心蓮病房成

立以來，第一次由多位安寧病房病友、

家屬、醫護同仁家屬所提供的五十幾件

藝術作品，以及安寧病友感人故事海報

匯集而成的「心蓮美展」在醫院大廳開

幕。

為大林慈院「心蓮美展」揭幕編舞的

蔡宜廷老師是大林慈濟心蓮病房往生病

友王美華的外甥女，藉由這支敦煌舞碼

的演出，表達對慈濟心蓮病房醫護同仁

的感恩。陳先生為了紀念往生的弟弟，

以絲瓜絡製作天鵝孵蛋、蝶化踊等作品

參展；劉舜齡因妹妹住院而感受到病人

及家屬心中那種說不出口的痛，決定將

所學推廣給心蓮的病人和家屬，並提供

押花作品參展；罹癌的十九歲青年聖

凱，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以彩筆畫出希

望，一個個動人的故事，都在此次心蓮

美展中。

曾在大林慈院開畫展的邱褚秀枝阿

嬤，也是在心蓮的安寧療護中畫出了生

命的另一番風采。阿媽的女兒邱小姐

說，媽媽很認真的畫畫，自己卻沒有能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的護理人員與志工也會定期進

行藝術治療的課程，藉由繪畫紓解情緒，也進一步

更了解病人的心情。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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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幫媽媽開畫展，沒想到是她原本以為

和自己生命沒有交集的慈濟圓了媽媽的

夢，讓她非常感動。

藝術無限  生命風景展現  

小傑透過藝術治療而接受母親生病與

離去的事實，學會抒發悲傷與表達對母

親的愛，而在花蓮，心蓮病房也早已不

斷進行藝術治療的課程，服務對象除了

病患，還包括長期必須面對生離死別的

醫護人員以及志工，都藉由藝術治療來

紓解壓力。

花蓮慈濟醫院門診長廊開辦的「傾

聽心蓮綻放」海報展，藉由文字與生動

的相片，展現病人的創作與故事；有父

親對小孩的不放心、有孩子一生中為父

親做的各項第一次、有病人在住院期間

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愛，穿插著病友間的

鼓勵、志工無私的關懷、宗教師、護理

師、醫師的陪伴等等，讓一般大眾更能

了解安寧療護，也讓醫護人員學習到生

命的議題與照顧的精神。

長期服務心蓮病房的王淑貞督導表

示，「藝術治療不只是藝術的創作，更

可以幫助病人走出情緒的枷鎖。」有一

次有位患者拿著一張白紙到護理站，問

護理人員他畫得好不好，大家左看右看

就是看不出圖畫紙上有無任何圖案，結

果患者自己揭開謎底，他的圖就是「牛

吃草」，因為草被牛吃光了，牛也走

了，所以紙上是空白的。

王淑貞表示，透過欣賞畫作放鬆心

情，漸漸變成生命彩筆的揮灑，也幸虧

有藝術治療的介入，讓病患重新發現世

界的美好，在一樣的畫紙上呈現的是不

一樣的人生，而這些都畫作也代表不同

的精神，在世界安寧日的展覽上與所有

人分享。

▌大林慈院心蓮病房病人家屬作品。當病人往生之

後，家屬藉由不同形式的創作懷念逝去的親人，也

能獲得心靈的撫慰。攝影／黃小娟

▌大林慈院心蓮病房的邱褚秀枝阿嬤透過繪畫，在

生命最後階段發光發熱，為自己也為家人留下永恆

的記憶。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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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畢業後因喜歡花東的風景，而選

擇了進入慈濟，面試時填寫志願單時，

毫不考慮地將安寧療護安排在第一志

願，在唸書時未能如期選修這門課，很

開心進入職場竟順利進入我的第一志願

心蓮病房，陪伴末期病人走完人生的最

後一段路。

病人的微笑  努力的動力

阿清伯因為癌症關係，聲音沙啞，

無法很清楚的表達自己想說的，總是用

笑容代表一切，即使很不舒服仍然是將

笑容掛在臉上，當夫妻倆一起笑起來，

眼睛變成一直線，讓剛上線全身繃緊的

我放鬆許多；輝哥是一個原住民，眼睛

大又很靦腆的病人，大部份沒人陪在旁

邊，因為下半身淋巴腫導致行動不便，

連藍白拖都穿不進去，但總不能不穿

鞋，於是我們把藍白拖改成綁鞋帶，這

樣不管腳的大小是幾號都穿得下了！還

記得輝哥看到自己的拖鞋時的表情，先

瞪大眼睛，心裡應該在想拖鞋怎麼變成

這樣吧！不過還是試穿了他的藍白拖，

隨後又靦腆的笑了；味素阿嬤黑黑的，

有點胖胖的，因為撲克臉的關係，很難

看到她的喜怒哀樂，但卻可以時時感覺

到阿嬤的微笑，先生每天一大早就來醫

院陪阿嬤，陪到晚上再回家，總是坐在

床旁，阿嬤躺在床上看著阿公，雖然不

常說話，但可以感覺出來彼此都很愛彼

此！

阿仁阿公剛轉入心蓮時，很不能接

受自己的情況，子女們也常常隨著病人

的情緒而起伏不定，記得有一天病人很

想抽菸，但又不想太麻煩子女及醫護人

員，但護士和子女仍想辦法完成他的心

願，阿公連續抽了好幾口，並露出很滿

足笑容，子女們也隨之露出開心的笑

容，此時的我因為看到這一幕竟忍不住

眼眶泛淚……從一開始對我們充滿防禦

到打開心房，與病人及家屬們的關係又

拉近了。

病房百態　珍貴的人生通識課

阿化叔叔和太太都有顆樂觀的心，因

為宗教信仰不受腫瘤影響，推著專屬的

「BMW」小推車，還是努力去幫助別

人，希望可以讓對方感受到喜樂的心，

病房裡的笑容相本

無數笑臉印我心
文／陳俐儒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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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笑臉印我心

雖然口腔有異物，無法說話，阿化叔叔

從一開始的筆談到最後只能以眼神對

話，他還是很努力與太太將自己的心意

傳給其他病友或朋友；阿霞阿嬤臉小小

的，因為腫瘤讓她像懷胎六、七個月一

樣，看到醫護人員總是先要大家吃飽再

忙，每次聽到阿嬤的關心真的很感動，

瞬間像吃飽飯似的又有能量了！小呂叔

雖然因為腫瘤的關係，讓他無法正常的

說話及回應，但太太與子女們的關懷照

顧，發展出一套互動模式，常常從病房

裡傳出笑聲，讓醫護人員不得不向他們

學習；阿福哥意識清楚卻無法動彈，不

太常笑，但是看到自己的女兒，一定會

露出爸爸的笑容，就像眼中只有女兒；

舒伯伯是個什麼事都自己來的榮民，也

很有自己的想法，一天吃半顆的藥，嫌

太麻煩，自己改成兩天吃一顆，讓醫護

人員笑翻了；另外，阿榮叔與一位影星

同名，當醫護人員或家人叫著他的名字

跟他要簽名時，即使半邊臉已被腫瘤侵

犯，阿榮叔仍是露出燦爛的笑容，常常

讓家人感到很不捨；阿豐叔叔有個腫瘤

傷口，想必卡了很多痰，每次幫他清理

完，他都用大拇指比了手勢，我永遠忘

不了他離開前那個感謝的笑容。

珍貴相本　回憶仔細典藏

還有好多好多的笑容，無法一一描

述，五年多來已經存在我的腦海裡，都

是我珍貴的回憶，不知不覺就像一本相

簿，隨時翻閱著，都會令我想起與他們

的互動。真的很開心來到這個病房，讓

我有機會從病人身上學習人生經驗，並

參與及陪伴他們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安寧病房的護理人員為了讓病人舒適，都會用盡

辦法來護理，因為用心，常常能獲得病患真心的微

笑。攝影／劉明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