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腦中殘存的記憶 ……那

天，只記得自己下班返家

之後感到頭痛欲裂，心裡

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請家

人送我到花蓮慈院急診室

……之後就只記得第二次被

轉到六樓病房以後的事

了。

在逐漸探詢親友同事之

後，才慢慢拼湊、瞭解到

這中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狀況，才知道所

要感謝的人，原來數都數不清；首先要感

恩上人創立這家醫院，提供高品質的醫

療，感恩林副總辛勤的主持，使本院在花

東地區維持醫學中心的水準，而石明煌院

長的領導使本院醫療更加精進，讓我在被

送到急診部後，急診輪值主治醫師馬上診

斷，在第一時間內做完電腦斷層攝影，神

經外科醫師接手立刻手術，使我得以保有

一線生機，才有後來清醒的可能。

我從小生長於花蓮，自小學至高中皆

於本地就讀，花蓮高中畢業後至中部求學

六年，之後在台北實習。畢業後入伍分發

至南台灣，於東港服務。

在大學求學時代，有機會接觸許多方

面的服務工作。醫療服務社的偏遠地區訪

視，讓我對弱勢團體有更

進一步的了解與關懷；在

擔任領導幹部的期間，對

於團體動力學及人際關係

的學問有了接觸，如何推

動一群大學生從制定工作

目標到計畫、實施、解決

困難及最後的檢討，對我

是一大挑戰；但是在這個

時期影響我最深的，是接

觸青少年的成長團體，陪他們一起成長，

在這當中也培養了我對心理輔導、社會工

作及發展心理學方面的興趣。而在醫院見

實習時，也讓我對精神科臨床工作有實際

了解並產生濃厚的興趣。服役期間，由於

部隊特性並無可供長期觀察的個案，倒是

有機會與心理輔導人員合作，協助一些患

病的受訓弟兄轉診至國軍高雄總醫院(八
○二總醫院)精神科治療。所以在退役之

際，精神科就成為我生涯規劃的選擇。

退伍之後，經由服役時共事醫官引

薦，與當時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主任陳嘉

祥醫師晤談，也達成我回家鄉服務的心

願。

進入臨床工作後，接觸及照顧各類精

神疾病患者，在本科主任陳嘉祥教授、主

文／陳紹基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精神科臨床研究醫師

重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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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師成為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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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醫師張文和教授及林喬祥助理教授等的

指導之下，也對精神醫學的最新發展有所

認識與了解。與本科心理師、社工師、職

能治療師及護理人員的共事經驗更是一種

團隊合作能力的訓練。再次感恩上人建立

慈濟醫院，讓我有機會受到充足的訓練；

讓我不僅能在精神醫學專科領域上，有許

多優秀的師長，可以使我得到許多學習，

更可以有許多追隨的典範，不僅是限於本

科，而是在院內隨時都可以接觸到可以做

為我學習對象的模範，且在人文方面亦能

得到受用的教誨。

在經歷這次住院與手術後，深刻的體

會到生命的可貴，也更能暸解上人與副總

的堅持與辛勞，東部地區有這樣一所高品

質的醫療院所，使東部百姓發生危難時不

必再遠送北部去看醫生，不但免去奔波之

苦，更可以搶救更多生命，使本地區不再

只是地圖上的後山，而是醫療上的先鋒。

本人亦將此精神繼續傳承，對花東地

區的精神醫療病患，竭盡所能來照顧，希

望自己可以做一個在地的好醫生，對於有

需求的民眾能盡己棉薄之力，來關懷照料

患者。

▌上圖：今年元月

回到工作崗位的陳

紹基醫師，在二月

的記者會中說明重

覆跨顱磁刺激治療

頑固型憂鬱症的人

體試驗。

▌左圖：去年八月

初，陳紹基醫師腦

中風手術後在外科

加護病房觀察，石

明煌院長（右一）

前往關懷，右二為

蘇泉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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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在花蓮長大，母

親體弱多病，小時候常常

提到希望我和弟弟陳紹基

能夠成為醫生，治療她同

時幫助別人。不料母親在

我十三歲、弟弟九歲時，

因為氣喘而過世。之後，

我、弟弟在眾親友協助下

慢慢地完成學業，並前往

外地讀大學。弟弟大學考

上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而我在心理學

系、研究所轉了一圈後，也進了學士後醫

學系，並在二○○二年畢業。

畢業前弟弟已經進了花蓮慈濟醫院身

心醫學科（現改為精神醫學部）工作，我

則正在躊躇要去那裡找工作。弟弟說：

「慈濟醫院沒有壞人，你要不要來看

看。」之後我也進入慈濟醫院工作，從住

院醫師訓練到主治醫師。這個過程雖不輕

鬆，但是在陳嘉祥主任、林喬祥主任和各

位師長指導下，都能本諸上人所昭示的大

愛精神，順利完成照護病患的使命。

在二○○七年八月三日林喬祥主任赴

上海參加學術會議，弟弟代理照顧病患有

點忙碌，但他不以為意。下班後，父親

將身體不適急劇惡化的弟弟送到慈院急

診室，恰好我還在醫院附

近，連忙趕去探視。弟弟

到院時抱怨頭暈、全身冒

冷汗，血壓二百六十毫米

汞柱高，意識很快地陷入

昏迷。

急診醫療團隊立刻安排

電腦斷層掃描，完成後確

認是右側小腦出血，因此

送入開刀房進行手術。主

刀醫師神經外科蘇泉發主任與吳芳峻醫師

都迅速趕到，在開刀過程中弟弟約有廿分

鐘瞳孔放大，這顯示維持生命呼吸、心跳

的腦幹受血塊壓迫很嚴重，主治醫師也提

及變成植物人的可能性很高。我們家人都

知道弟弟的預後可能並不好，可能需要長

期復健，未來能否保有工作能力完全不敢

期待。

手術後，弟弟的血壓非常不穩定，常

常在親人探視的時候飆高到一百六十多毫

米汞柱高，在加護病房治療二週後轉入一

般病房。也因病情併發肺炎、呼吸衰竭，

主治醫師由吳芳峻醫師轉為內科加護病房

黃寒裕主任。在這段時間裡，弟弟的生

命徵象漸漸穩定，可是意識狀態並不清

楚，偶而可以認得人，但能專注的時間很

文／陳紹祖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精神科主治醫師

美麗世界宏揚善
—感恩慈院搶救弟弟陳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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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有時胡言亂語彷彿在夢中，動作的

目標與力道都常常失控，因此照顧起來備

感吃力。這段時間裡，我和太太每天都很

疲累，因為我們要上班、照顧父親、岳父

（胃癌剛開完刀），和兩個孩子。上人數

度親自探視頻頻詢問，顏惠美師姑暨諸位

志工師兄師姊也親切地陪伴，讓身為家屬

的我們在照顧的工作上不曾覺得徬徨無

助。

醫院的同事對於弟弟的搶救和復健都

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科內的同仁在工作

上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有些同事好心地

給了我一些關於如何讓弟弟快點恢復的祕

方，包括：拿弟弟的衣服去拜拜、給弟弟

吃仁波切加持過的藥丸、發願吃素……等。

我和妻子最大的支持力量則是來自教會每

週五的禱告會。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在八月底時我赴

印度開會受訓四天，剛離開台灣，弟弟又

因為肺部感染而再次送入加護病房，家人

擔心我無法好好學習，所以一直等到出了

中正機場，才告訴我這狀況。肺部再次感

染與最初血塊壓迫腦幹，造成呼吸中樞受

損、咳痰功能不佳有關。剛剛返台的我，

心情跌落谷底。

在與黃主任討論後，為弟弟安排了氣

管切口手術。在積極的抗生素治療下，逐

漸脫離可怕的肺部感染。弟弟的健康與意

識狀態漸漸進步，這時候治療重點轉向腦

部神經功能評估與復健，神經內科林冠

宏醫師、復健科梁忠詔主任、簡世霖醫

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人都很認

真地評估並安排相關療程。為了避免往返

奔波家裡與醫院之間，弟弟接受自費住院

一個月的安排，以便就近接受完整的復健

醫療。精神醫學部林喬祥主任也將早先每

週對弟弟的督導改為心理治療，用來鼓勵

他，讓他可以開始籌畫未來恢復工作的事

宜。

歷經五個月的治療和復健，弟弟在今

年元月一日通過考核又回到慈濟醫院正式

上班。這對於我們全家來說是件無法想像

▌在醫院照顧病人，在

醫學院擔任學生導師，

陳紹祖醫師以自己的經

驗提醒醫學生，要誠心

誠意地認真做好手上每

一件事。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三月

15

的事，因為我們原本對於這個位置中風後

的後遺症並不太樂觀，所以說他的康復實

在是件奇蹟也不為過。我們從最無助的家

屬一點一點地在慈院醫療團隊的支持下，

變成最有昐望的家屬。陪伴的志工師兄師

姊聽到弟弟康復後回來上班的消息，喜悅

與興奮之情溢於言表，讓我覺得他們就像

是我們的叔叔伯伯嬸嬸阿姨一樣。雖然自

己加入這個大家庭很久了，可是都只是在

自己的崗位上工作，對於許多大愛電視劇

的內容有時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不過經

歷過這次弟弟的醫療過程，身為家屬的

我，想跟所有的觀眾與讀者說，這都是真

的。

感謝上人為眾生所發的大願，所承擔

的苦難。上人為花蓮人籌畫了這間國際級

的醫學中心，讓有需要的人能夠有機會藉

由醫療的幫助脫離疾病，以及它所帶來的

「貧」與「苦」。感恩弟弟當初勸我進來

這裡工作，讓我有機會將事業與志業結合

為一，我想要告訴大家：「慈濟醫院不但

沒有壞人，而且有許多好人。」寫下這篇

文章的同時，我百感交集，身為醫學生導

師的我，想用自己的經驗告訴同學們，要

誠心誠意地認真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這

些努力最終都將迴向自己的身上。謝謝許

多弟弟的病患在他生病期間前來鼓勵關

心，你們的祝福絕對是讓他康復的力量之

一。最後要感謝所有慈濟人的護持，因為

沒有你們，就沒有機會讓人性的善良被發

揚出來，世界因你們而美麗。

知足的人，

心量開闊；

心量開闊，

對人對事就不會計較。

                             ～證嚴上人靜思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