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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癱瘓要命疼痛  

人生不堪如醃漬魚乾

原是中餐廳大廚師的陳

宇昱，與太太張素錦結婚之

後，育有兩位可愛的女兒小

庭、小元。經營自助餐店的

他，是個快樂的總舖師，後

來因房東收回店面，便在桃

園南崁買房子和弟弟比鄰而

居，就近到福利優渥的公司

當大廚。二○○四年六月八

日、天雨路滑，陳宇昱騎乘

機車不慎失控滑倒，身體瞬

間後仰著地，頸椎因撞到安

全帽緣而造成脊髓腔破裂，

當他醒過來時，看到的是家

人的淚光裡所映射出自己在

病床上的模樣。他的雙手雖

然能動，但有六根手指因神

經萎縮而不自主地顫抖，胸

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當年

才三十七歲的他，正值頂峰

的人生，怎麼也無法想像要

終生坐輪椅，下半輩子再也

無法走路了……

然而更嚴重的是，因頸椎

脊髓損傷引起的極度疼痛，

常令他痛不欲生，雖然反覆

動過幾次手術，但頑固性神

經痛卻沒有獲得紓解，反而

變本加厲，必須依靠大量成

癮性止痛藥來控制。儘管如

此，疼痛指數卻一直維持在

九至十分之間，十分是指痛

不欲生的劇烈疼痛，讓他一

度罹患憂鬱症，數次想要以

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我

的背脊痛起來，就像被人拿

刀從頸椎往下劃開一條長長

的傷口，再將表皮向兩側掀

開，然後灑上鹽巴。當鹽巴

滲進傷口底下，那種無法撥

掉鹽巴、被醃漬的刺痛，有

時像拿著鐵刷，在灑鹽的傷

口上來回刷著，這難道是報

應嗎？我就像是即將被醃製

成魚乾的魚一樣……」

三小時驚險旅程   

終獲珍貴一夜好眠

直到二○○七年農曆春節

前，他的職能治療師在網路

二○○四年，

迷途的我竟將機車給騎進加護病房……

記憶一片空白，

家人、親友凝重的臉，紅著眼對我說：

加油喔……

那年中秋節，我想，連月亮都在為我哭泣……

陳宇昱曾是意氣風發的大廚，

圖為他到中橫遊覽，留下年輕

帥氣的身影。陳宇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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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載了花蓮慈院有關脊髓

神經刺激器植入治療，解決

脊髓損傷患者疼痛的成功案

例，讓他看見希望的曙光。

於是過年後，在母親巫秀暇

的陪同下，陳宇昱冒著生命

危險搭火車到花蓮慈濟醫院

就診。

巫秀暇說，車禍後的陳

宇昱，不僅對止痛藥物有強

烈的副作用，又有姿勢性低

血壓。他平常的血壓在收縮

壓六十、舒張壓三十毫米汞

柱左右，抗藥性發作的時候

可在五分鐘內飆升到兩百、

一百八十毫米汞柱，然後瞬

間又降回六十、三十毫米

汞柱，這種狀況很容易造成

腦中風，萬一在往花蓮的三

小時列車旅程途中發生三長

兩短，很可能就天人永隔。

巫秀暇幾經煎熬，決定抱持

「『有子有子命，無子天註

定』，熬得過火車長途顛

簸，就有機會接受醫治；萬

一到不了慈濟醫院，那就捐

贈大體，讓他有機會回饋社

會」的決心登上火車。在花

蓮慈院住院檢查及評估後，

發現陳宇昱的神經性疼痛範

圍很大，無法使用脊髓神經

刺激器來遮蔽病人的疼痛位

置，因而改採脊椎腔瑪啡注

射測試。測試期間確認有療

效，疼痛指數減低至八分，

同時可減量口服藥物而無主

要副作用，便在在脊椎腔及

腹部植入幫浦和導管。

「脊髓腔內幫浦植入術」

這種治療法在國外已有十幾

年的歷史，主要治療對象是

車禍受傷後沒有希望的景象深深印在宇昱的腦海。翻攝／吳萬智

為了與一對可愛的小女兒們順利溝通，陳宇昱用「畫日記」的方式記

錄每一天的點點滴滴。攝影／程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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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僵硬、疼痛的病人。從

幫浦內給藥的好處是劑量

低，可以達到全身性效果。

「幫浦很精細，可以調整到

每天只放零點幾毫升的量，

這個藥量與口服的劑量比起

來的話，甚至只要百分之一

的量，就有同等效果。」花

蓮慈院神經外科陳新源醫師

說，最佳的治療狀況之下，

可以緩解病人近五成的疼

痛。陳宇昱在術後的疼痛控

制有了明顯的改善，以前即

便吃三顆安眠藥，依然每

九十分鐘就會被痛醒的陳宇

昱，現在整晚只醒來過一

次，這是幾年來第一次能這

麼好眠。

手握彩筆圓夢    

揮灑片片希望之葉

同年七月的一個午後，宇

昱的母親巫秀暇帶著他到桃

園市區散心，途經靜思堂，

有張慈濟大學桃園區社會教

育推廣中心招生的海報吸引

了母子倆的目光。在媽媽的

鼓勵下，他報名參加樸實藝

術課程，一圓他想畫畫的夢

想。兩個月後，他開始跟隨

張鈞翔老師學習樸實藝術，

陸續還學過油畫、水彩、水

墨、居家生活藝術彩繪、歡

唱學英文等課程。「掌握

人生」是他用意志力控制不

聽使喚、顫抖不停的手，每

天趴在書桌前三個小時奮力

作畫，如此歷經七天才完成

的第一件作品。剛開始要畫

下第一筆時，宇昱將心中的

晦暗與無助，藉由筆觸和色

調在畫作上完全展現出來。

在慈濟人和家人的一路陪伴

膚慰之下，漸漸讓他重拾信

心。作品從黑白逐漸轉變為

自由潑灑在生命畫布上的綺

麗繽紛，就像指導老師張鈞

翔老師所說的：「從宇昱的

作品，看到生命的強度與彩

度，也看到一個生命力的呈

現，是累積多少人愛的資

糧。」

我微笑著將手給畫了出

來，瞬間像從前我在烹

飪千人膳食那樣的沉穩

專注，接著將串串翠綠

葉子畫出，代表著我在

花蓮慈院接受脊髓腔內

嗎啡輸注療法手術治療

期間，醫師護士、治療

老師與病友以及來自全

臺的師兄師姊真誠的關

懷與祝福，每片都是愛

的希望之葉…………

在慈濟醫院治療疼痛期

間，陳宇昱與巫秀暇深刻

體會大醫王的慈悲，還有志

工每天鼓舞他們。巫秀暇表

示，花蓮慈院的護士像活菩

薩，每天都很有朝氣，醫

生每天也都會問「你好不

好？」那種貼心讓他們這對

來自他鄉的母子覺得十分溫

暖。

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外科陳新源醫師

（左一）幫宇昱進行「脊椎腔內幫

浦植入術」緩解了困擾他多年的頑

固性神經疼痛，也讓他的人生重新

找回顏色。攝影／程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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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秀暇說，以前在他院、

每當醫生來巡房時，宇昱才

吸足氣要開口問，醫生已走

到病房門口；當她追出去問

時，醫師邊走邊聽她說，但

她的話還沒說完，電梯門已

經關起來。儘管知道醫師真

的很忙很忙，仍忍不住心酸

落淚。有時候終於問到問

題，醫師總會說：「妳又不

是學醫的，告訴妳，妳也不

會懂。」但是，她和兒子的

疑問在花蓮慈院統統得到答

案，因為陳新源醫師會以深

入淺出的比喻，讓他們知道

什麼是晶片和幫浦？如何植

入？以及幫浦植入術的相關

細節，使他們對於所接受的

治療更有信心、更能樂觀地

面對明天。

走出疼痛陰霾的陳宇昱

說，好醫師莫過於留時間給

病人做心靈交流，因為疼痛

可以藉藥物來控制，唯有心

靈需要醫護來引導、邁向正

面人生。在慈濟就醫後，他

的疼痛減緩了，也學會自己

刷牙、導尿、排便等生活自

理功夫，他不再自怨自艾，

不再讓母親、妻子、女兒、

姊弟擔心失望。這段期間，

陳宇昱也獲得證嚴法師的鼓

舞，他要更勇敢地走下去。

分享生命回饋社會  

家人因病更凝聚

加入慈濟大學社會教育

推廣中心，陳宇昱發現當自

己專心作畫時，說也奇怪，

疼痛也隨之消失。原來他用

「專心」忘記疼痛，用「快

樂」治癒病苦，很快地不再

依賴止痛藥了。他還將「畫

日記」當成復健，用畫圖說

故事的方式記錄他的心情點

滴，並做為和他的女兒們溝

通分享的媒介。他從社教

課程中接觸了慈濟志工的活

動，多次與教師聯誼會及大

愛媽媽，走進校園分享他的

生命故事，鼓勵學生珍惜生

命，宣導交通規則。他把握

有限的付出機會，證明「身

殘心不殘」，同時更擔任文

字志工，記錄美善的事蹟。

慈濟醫療團隊與志工在

專業和精神上的膚慰陪伴，

讓身體終身癱瘓的宇昱，

卻能在自己的人生裡再站

起來。

雖然受了如此嚴重的傷，

但家人的感情卻因此更為凝

聚。他在花連住院時，每逢

假日，他的兄弟姊妹、太太

和一對女兒都會前往花蓮慈

院探視，醫療費用也由在工

研院從事幹細胞研究的姊

姊陳婉昕先行支付，姊弟情

深，讓母親巫秀暇很欣慰。

陳宇昱的第一幅作品，將自己接受的愛以及對未來的希望呈現在畫紙

上。翻攝／吳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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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秀暇說，她不知道該用

什麼樣的心情跟創立慈濟醫

院的證嚴法師道感恩、向醫

療團隊說感謝，她發願也要

走進慈濟做志工。陳宇昱則

說，要感恩的人實在太多，

他已填好大體捐贈同意書，

希望未來沒有遺憾。

七年來漫長的醫療過程，

母親巫秀暇無怨無悔、全程

照顧，弟弟一肩扛起兩個家

庭的經濟重擔，妻女不離不

棄是他的精神支柱。有了大

姊和姊夫的資助，作了脊髓

腔內幫浦植入術之後，腹腔

置入能二十四小時運作的幫

浦，定時將微量嗎啡打進神

經系統，既可有效止痛又不

會造成身體機能障礙，讓陳

宇昱宛如重生般，一步步走

出生命的幽谷。

月餅、柚子、月亮全家

團聚＝溫馨幸福中秋

節……全家高歌一曲，祝

福媽媽二○○七年中秋

節快樂：母親像月亮一

樣，照耀我家門窗，聖

潔多麼慈祥，發出愛的

光芒。為了兒女著想，

不怕烏雲阻擋，賜給

我溫情，鼓勵我向上。

母親啊！我愛您、我愛

您、您真偉大……

十五次手術   

與褥瘡對抗

二○○八年元旦，他應張

鈞翔老師的邀約，到臺北萬

芳醫院參加樸實藝術畫展，

他的畫作受到廣大觀眾的

欣賞與肯定。樸實藝術成功

的治癒陳宇昱受創的身心，

繪畫讓他的心靈獲得滿足、

走出病苦，找回久違的自

信。

自從癱瘓以來，陳宇昱四

處參加比賽、展覽，繪畫受

肯定、他就更投入，坐在書

桌前一畫就是八個小時，可

是這一坐卻坐出了大問題，

褥瘡開始一步步吞噬他的身

體。二○○八年底，他發現

臀部有幾顆米粒般的褥瘡，

起先他不以為意；幾個月

過去，褥瘡大如雞蛋般時，

藥物已經無法控制。因此

陳宇昱住院醫治時間長達三

個月，褥瘡大如飯碗般又深

可見骨，只能趴睡或側臥，

連傳統的皮瓣手術也束手無

策。為了早日痊癒，他聽從

臺北慈院整形外科盧純德醫

師的診治，歷經十五次的清

瘡手術，切除被細菌感染的

組織；接著再運用盧醫師的

巧思，將病房抽痰機變身成

走出生命幽谷的宇昱，在二○○七年的中秋節畫下全家團聚的溫馨回

憶，每位家人躍然紙上的笑容，也是他心情的真實寫照。翻攝／吳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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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癒合機」，二十四小

時排出污染的血水，讓乾淨

的細胞得以安心長肉。最後

一次進手術房時，盧醫師將

陳宇昱的頭皮移植到褥瘡

處，順利地將臀部的傷口整

個密封起來。終於在二○○

九年十一月把惱人的褥瘡拔

除。

口腔癌接連來襲  

 生命鬥士向前走

在治療褥瘡的住院期間，

臺北慈院耳鼻喉科主任黃同

村醫師又發現在口腔內有一

腫塊，且已有潰爛現象。黃

同村醫師認為此狀況很不尋

常，再細心回頭追溯之前的

病歷，確認多年前的宇昱已

有口腔癌病史，也在他院開

過刀；但因脊椎癱瘓問題，

導致無法持續回院追蹤及治

療，黃醫師經切片檢查後確

認是口腔癌。黃醫師為宇昱

安排口腔手術，手術非常

順利，褥瘡問題也有好轉，

並持續在門診做定期追蹤治

療。

二○一○年七、八月間，

宇昱的左側臉頰內側的後方

出現潰瘍現像，因為是在

很凹陷的地方，潰瘍面積

很大，經切片檢查驗證是臼

臺北慈院盧純德醫師用細心和耐心，終於把宇昱深可見骨的褥瘡治癒。

攝影／朱英彥

黃同村醫師（後排左）細心追溯陳宇昱的口腔癌病史，為他切除第四

度復發的癌細胞，並讚嘆他是一位勇於面對疼痛的抗病勇者。右一為

照顧他的專科護理師邱素美。攝影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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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後三角區的口腔癌腫瘤，

初步判斷應是第三期或是第

四期的口腔癌，已侵犯到骨

頭。為防止癌細胞蔓延，進

行了左下顎骨切除手術，再

取舌頭上局部的皮瓣填補術

後缺損。經過七次化療、

三十三次放射線治療後，終

於再度走出鬼門關，治療期

間口腔黏膜破皮、喉嚨黏膜

潰爛是很難忍受的疼痛，但

宇昱用原本就多病的身體、

堅毅的忍耐力，讓醫師也大

為佩服。陳宇昱告訴黃醫

師：「只要開始畫畫就會忘

記病痛，畫畫是一種很有效

的止痛藥，可以用圖片來表

達自已的心情。」

願青年朋友們都要學習

《老人與海》的精神，

「熱愛生命」努力認真

在當下。我曾是海中世

界那隻大烏龜，「龜毛

昱」是我在受傷時的個

性，處處不悅。如今幸

福的我，如同漫波在海

中的翻車魚，無憂無

慮，而我同他沒硬骨……

哈哈！但願我剛強勇敢

向前走……

回顧生命中的每一個關

卡，陳宇昱百感交集。他

猶如一盞「沒油的燈」，走

到了人生的盡頭，但因為有

家人友朋與醫護不離不棄，

讓他比別人更認真地過著每

一天，開朗樂觀、不再埋怨

命運。「自從我生病以後，

我心中充滿著感恩。感恩我

的母親、感恩我的家人、感

恩安安（外籍看護）、感恩

醫療團隊、感恩所有的慈濟

人，更感恩所有關心我、鼓

勵過我的人。」二○一一年

四月，臺北慈院為他舉辦首

場病患畫展，接著他更將巡

迴慈濟各院及靜思堂舉辦個

展。病患他用感恩的心，由

衷感謝生命中每一個接觸過

的人，有了大家的加油打

氣，讓這盞「沒油的燈」變

成「煤油燈」，燈光雖然微

弱，卻能在人間繼續散發他

的光與熱。

現在的宇昱已經擁有自由揮灑畫布的自信，不論是大烏龜或是曼波魚，

他都在自己的生命之海裡微笑漫遊。翻攝／吳萬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