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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那一天，生病的阿嬤向準備

出國的子女說：「你們去玩，我不會死

啦！」但是她兩天後就去世了……

阿嬤因為家境不好沒有念書，她不識

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從我有記

憶開始，她就是個嚴肅、嚴厲，讓人不

敢和她多說一句話的阿嬤。阿嬤八十五

歲的時候搬來到我們家住，那時候我已

經在大林工作了，而且只有在假日才回

家，剛開始不太習慣回到家中看到的第

一個人是阿嬤，她在家中有一個寶座，

每次聽到車聲就會起身到門口探頭問：

「妳回來囉！」

個頭高大、滿頭閃亮白髮的阿嬤，

有著每天清晨三、四點早起運動的好習

慣，而在每一個我回家的週日，她都會

趁著運動後，從菜市場提著幾斤芭樂回

來，說：「妳在那裡都沒有吃水果齁？

這些通通帶回去吃。」其實那時我心裡

一直想著：「拜託！我真的沒有那麼會

吃啦！」但還是開心地收下了……直到

有一天市場攤販忍不住向媽媽說：「你

們怎麼讓一個八十幾歲老人來買幾斤芭

樂，還自己提著回家？」，阿嬤才願意

讓媽媽去市場把芭樂載回家，但是仍然

堅持自己走路去買，因為她平常用不到

錢，所以要把錢用來買水果給孫子吃。

阿嬤陪看器捐影片

交代身後事避免紛爭

假日在家裡，阿嬤總是把電視遙控器

交給我，她說：「我已經看一個禮拜了，

換妳看。」而因為工作的關係，時常請

大愛臺協助拍攝的器官捐贈個案影片，

我總是帶回家才慢慢看，也趁著阿嬤把

文／余靜容  大林慈濟醫院社工師

圖片提供／余靜容

我的阿嬤不識字，

但有智慧

余靜容的阿嬤雖不識字，但卻有智慧，清楚生

命的價值，早早交代好身後事，走時自己安詳，

也留給子孫一家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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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遙控權交給我的同時，對她說：「阿

嬤，來看有我的電視。」常常看電視看

到讓電視看的阿嬤，總是開心地期待著

孫女什麼時候會出現，看著影片中的病

人插著氣管內管、家屬在一旁或是陪伴

或是哭泣，我一一跟阿嬤說明每個人物

與角色，他們為什麼在醫院、他們遭遇

了什麼事，而我在這當中做些什麼。阿

嬤時常邊看邊說：「我以後不要像這樣

插管。」、「他們這樣（器捐）很好捏，

反正死了也用不到了！」、「我這麼老

了可以捐器官嗎？」

阿嬤是家人中第一個正式和我談器

官捐贈及表達對自己生命想法的人，在

二○○七年那時候，大家對選擇安寧緩

和醫療的表達方式並不熟悉，阿嬤不識

字也沒聽過「安寧療護」，她選擇口頭

表達她的想法，不只是對我，而是對她

所有的子女們，因此家族所有成員都知

道阿嬤不想拖累子女，希望生命走到末

期時，可以順其自然，不要插管，她也

早就依民間習俗，交代女兒買好壽衣並

且告訴我們放在哪個地方，希望在生命

最後，我們可以為她換上；更不用說，

她也交代好因為現代住宅的關係，不可

以吵到鄰居，往生後不要再像阿公往生

時找道士來辦喪事，只要找平時一起誦

經的同修來念經；不要再看風水找塔

位，火化後直接安葬在阿公旁邊就好；

並一一交代及安排自己的所有物，希望

子孫不要因為自己往生而產生困擾和紛

爭……。

微笑和阿嬤告別

病人自主意識抬頭

我的阿嬤不識字，她在二○○七年生

病的那兩個月，是由家人輪流陪伴著的，

從病況惡化到往生只有兩天，讓人感到

措手不及與不捨，但我們依著阿嬤的意

願陪她走到生命的盡頭，「阿嬤沒有痛

苦太久」是家人欣慰的事；之後的喪葬

處理也十分地順利，直到出殯後返家，

家人們並未立刻散去，而是開始屬於家

人真正的「告別式」，大家圍成內外兩

圈，泡著茶、吃著水果，細數著阿嬤每

項遺物的故事，也各自認領了阿嬤的遺

物，現場還有攝影師即時拍照留念，在

歡笑與淚水中，遵循著不識字的阿嬤的

交代，也維持著家人間的和睦，我們就

這樣與阿嬤告別……。

二○○一年，工作上接觸到一個

七十八歲、也是不識字的阿嬤，肺動脈

高壓及肺纖維化多年，因呼吸困難，在

住院當天緊急插了氣管內管，接上呼吸

器幫助她呼吸，阿嬤很努力配合呼吸訓

練，然而始終無法順利脫離呼吸器，阿

嬤插著管不舒服，但她無法說話也無

法寫字，用盡雙手的力氣揮舞著，團隊

和家人們也努力理解她的意思——「幫

我拔掉管子！」團隊和家人在當下很難

抉擇，數度討論著拔管後可能的狀況，

也多次向阿嬤說明，阿嬤面部的表情及

肢體則是緊繃不悅，最後團隊與阿嬤、

家屬取得共識，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讓阿嬤親自簽下選擇安寧緩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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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意願書，但因為阿嬤不識字，只能蓋

手印並由家屬見證，因此當時也另外以

錄影存證，事後看到影片中阿嬤的面容，

那是放鬆、是愉悅……，阿嬤在拔管後

回到自己的家中，數日後往生，家屬說

他們看見阿嬤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是沒有

痛苦、是安詳的。

法令保障病人權益

臨終做自己的主人

其實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在二○○○年

六月七日就已制定，也歷經數次修訂，

但在當時了解的人不多，連醫療團隊都

不熟悉，執行起來自然是不順利也不普

遍，而近年來，病人自主意識抬頭，病

人自主權利法也已於二○一六年一月六

日公布，二○一九年一月將施行，各界

都十分關注。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病人自主

權利法」兩者理論基礎不同，適用對象

及範圍也不同，然而無非都是保障病人

的權益，希望病人可以善終，在醫療端

或病人端都有各自的功課要做。在慈濟，

有幸能有許多機會與志工菩薩分享生命

的故事，我的阿嬤陪著我認識了各地志

工，可愛的師姑師伯也常在遇到我時問：

「阿嬤什麼時候再來說故事？」生老病

死是人一生中自然的過程，破除不可言

「死」的觀念，也期許自己向不識字的

阿嬤學習，做自己的主人，也充分與家

人溝通，讓自己與家人的生命有價值、

有尊嚴，也要繼續用生命說故事。

當意外發生，由家屬代替病人同

意器官捐贈，需要很大的勇氣與

力量，而志工與社工師在此時所

能做的就是陪伴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