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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病 之 間

二○○三年的冬天，當玉里分院的

同仁前往堤防邊報佳音的時候，在荒煙

漫草中，意外發現天運這個案；隔了一

天，王文建副主任及秀枝師姊，在原本

預定前往河東居家關懷往診的行程中，

特地來到天運家中進行訪視，在溝通過

走入社區復健
玉里慈濟團隊到府服務
文/慈濟醫院玉里分院 張玉麟院長 唐昌澤

張鳳岡醫師正為天運檢查。（為保護天運一家的隱私，故將畫面模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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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葉媽媽語多保留，言詞閃爍，似

乎不太相信大家。

孩子的缺陷 導致父母離異

經過幾次的關懷後，葉媽媽方道出原

委。葉媽媽表示，天運出生的時候是早

產兒，又發現有腦性麻痺，所以夫妻倆

為了是否留下這個生命而天人交戰，最

後葉媽媽堅持要把他扶養長大。由於意

見相左，葉媽媽便帶著天運及弟弟二個

孩子離開夫家，回到花蓮居住，從此夫

妻便分居兩地。

葉媽媽為了專心照顧天運，早就辭去

工作，依賴娘家留下的少許積蓄度日，

王副主任及招治師姊表示願意提供經濟

上的援助，但葉媽媽以其他照顧戶更需

要這些補助為由，婉拒了慈濟的補助，

僅接受玉里慈院定期的居家關懷往診。

由於葉媽媽不了解有哪些社會資源

可以獲得協助，目前已十三歲的天運未

曾接受教育，僅在媽媽的愛心下，辛苦

地成長；葉媽媽也一直以為天運沒有健

保，所以沒有帶天運就醫，僅用自己的

方式，每天為天運按摩、拍打肌肉。

幫天運坐上輪椅 天空開闊了

在了解天運的背景之後，王副主任及

志工們便積極地要為天運辦健保，在處

理健保身份的過程中，才發現健保身分

與殘障手冊均在父親那邊，這才把資料

拿回來。

礙於上下均得靠媽媽抱，又有另一個

弟弟要照顧，因此，天運長久以來都僅

在室內，且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床上。為

了讓天運能增加活動空間，減輕葉媽媽

的負擔，在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的

居家關懷，醫療團隊帶來了一部輪椅，

這是天運第一次「走」出戶外，看到的

是一片藍天白雲(慈濟人)為他點燃了生

命之火，葉媽媽與天運都好開心，長

久以來只能蜷伏在屋內的他，終於可以

跟別人一樣，享受陽光的溫暖。除此之

外，大夥還提供了氣墊床與輪椅坐墊，

真是(屋)裡(屋)外兼顧，設想周到，好

不貼心。

玉里分院的居家關懷往診，除了以醫

療團隊及志工為固定成員外，也結合了

慈大學生的參與，使對個案的關懷結合

了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而不是只

有物質的提供而已。今年五月份，張玉

麟院長為了使學生們體會無緣大慈、同

體大悲，帶了慈大的學生一起到三民區

做居家關懷與往診。

當天適逢放假，天運的弟弟在家，

媽媽說，自從有了輪椅，就不用那麼累

了，因為只要媽媽把天運抱到輪椅上，

弟弟就可以推著哥哥在外面玩，弟弟非

常乖巧，能體會到媽媽的辛苦，也很上

進、用功讀書，張院長在天運家附近走

來走去，似乎在勘察什麼，後來便請弟

弟把天運從屋內推到屋外走一趟。哦!原

來因為天運家附近凹凸不平，有上下斜

坡，為了天運的安全，院長細心地教導

媽媽及弟弟如何移動天運，要扣住安全



人醫心傳
二千零五年 十一月

第78頁

醫 病 之 間

帶，進出家門、上下坡要如何推輪椅等

小細節，都解說的清清楚楚。葉媽媽說

「大家都那麼細心，你們不說我都不知

道，謝謝你們。」院長說「我們都是一

家人，關心家人是應該的。」在解說完

畢後，院長請弟弟全程做一次，這才放

心。

照顧患者的辛苦 學生實地感受

人生最苦是病痛，病患有病最痛苦，

然而照顧病人的人更辛苦；為了讓慈大

的學生體會家中有行動不便病患的辛

苦，每位同學也親身體驗，感受一下葉

媽媽每天抱天運的沉重負擔。每位同

學抱過天運後，都不約而同地說「好

重」，然而，葉媽媽一抱就是十三年，

由此更能體會做母親的偉大，經過大家

的互動與關懷，葉媽媽說：「這是天運

有生以來，笑得最開心的一次。」看在

醫療團隊及志工眼裡，此時的畫面是最

美的一幅畫，天運呈現最美的笑容，伴

隨著媽媽泛在臉上無限的滿足與感恩。

在經過後續的許多次關懷，大家發

現天運的肌肉缺乏正確的擺位及伸展運

動，十幾年下來，肌肉張力因而過大，

造成關節僵硬變形、並有脊椎側彎的情

形，加上交通不便，即使有了健保，葉

媽媽仍鮮少帶著天運外出，更遑論要到

醫院接受專業的復健治療。在缺乏外界

刺激的情況下，天運在認知方面發展

遲緩，只能以聲音與笑容表示自己的心

情。今年十一月，復健科王舜光醫師前

往關懷評估，並討論如何協助天運，王

醫師將評估的結果告訴葉媽媽：「天運

在復健方面還有發展的空間，為此必須

另外為天運特製專屬的輪椅。」聽完，

葉媽媽雖然高興，但也憂心經濟上是否

能負擔得起。

團隊到府 協助與教導復健

經過復健科的協助，玉里慈院團隊

幫忙找到居家企業花蓮店，范店長在感

動之餘，也特地撥冗專程從花蓮市南下

玉里，隨王舜光醫師前往天運家中親自

量測所需的各項尺寸資料，並與朱玉琴

復健師詳細討論如何能給天運最好的幫

助；同時，朱玉琴復健師也利用時間教

導葉媽媽如何利用伸展等動作來幫忙天

運減少肌肉的張力，並提供復健圖卡，

讓原本擔心對這些動作不熟悉的葉媽媽

鬆了一口氣。

經過復健師與廠商的討論後，最後在

兼顧到葉媽媽的需求下，挑選出最適合

天運的輪椅，而王文建副主任及志工們

則費心地尋求補助，讓葉媽媽在幾乎不

需要自付費用的情況下，就能得到一組

新的特製輪椅。葉媽媽對此感到高興之

餘，也不忘感恩，「有慈濟真好。」葉

媽媽再次地表示，天運其實很喜歡熱鬧

的氣氛，日前張院長帶著慈大學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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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天運時，天運在過程中笑聲不斷，

讓葉媽媽對於平時未能帶天運外出而感

到難過，這次在復健科王舜光醫師及朱

玉琴復健師的協助下，加上師兄師姊奔

波尋找可利用的資源，終於可彌補過去

的遺憾。

生命需要滋潤，不應任其枯萎。玉

里分院的醫療團隊，除了搶救生命外，

更結合了慈善、人文與教育，守護著

像天運這樣一個幾乎被社會遺忘在角落

的小生命，從剛開始的彼此陌生、排斥

外人，經過長期的關懷，建立互信、互

愛，一條漫長的復健之路，有醫療團隊

協助，更有志工作伴同行，使葉媽媽不

覺得孤單、無助，復健醫師、復健師走

入社區復健，到府依個案需要、因地制

宜傳授復健技巧，更啟發廠商的愛心，

一起投入研究設計，只為了讓天運的生

活品質更好。

復健科王舜光醫師教媽媽幫天運復健，團隊甚至體貼的準備圖卡，免得媽媽記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