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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

社工專欄

文／黃靖玲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工師

棄養或獨居老人的安置 

「我的家庭真可愛，整潔美滿又安

康‥‥‥」這是大家都耳熟能詳《我的

家庭》歌曲的片段歌詞，也許有人會

想，這有什麼好奇怪？但在現實社會

中，有許多家庭沒有辦法達到這種和樂

境界，這個歌詞對他們只是心中的奢求

‥‥‥。

被家人刻意遺忘的神經科病人

常常碰到醫生或者是護理人員打電

話給我說「靖玲，怎麼辦，某某人的家

屬都沒有來」。這一類病人在神經內、

外科中，有一部分暫時都沒有辦法跟我

說話，僅能靠心靈交會。問我懂不懂他

們在想什麼？需要我協助他們什麼？光

看著他們無助、恍若不懂世事的臉龐，

我們無從得知，只能憑藉醫療團隊們的

猜測。不過我們想，這些病人想要的是

一個有親人穿梭來去的家，一個溫暖的

家，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家‥‥‥。如

何讓這個希望能被達成，是我身為醫院

社工的重要任務之一。

阿英阿媽，因為中風來到醫院，躺在

床上的她，眼睛似乎可以跟我們對話，

但往往問她會不會冷、認不認識我們，

阿媽通常只是張著她的大眼睛，沒有給

我們任何答案。阿媽入院前跟養女還有

外孫女們同住，家中靠著阿媽的老人年

金，及養女打零工的錢勉強生活，而阿

媽的養子正巧面臨婚姻考驗以及生意失

敗，沒有辦法從台北回花蓮照顧阿媽。

社工願意陪伴家人面對

阿媽剛入院初期，養女非常積極地跟

我們配合及討論照顧阿媽的事宜，但一

個禮拜後，漸漸的，一次兩次的電話聯

絡，養女一再告訴我們：因為她要賺錢

養家，所以無法來院照顧阿媽，而孫女

們也正值準備聯考的階段，不方便來到

醫院照顧。這時卻也是阿媽復健以及治

療的黃金時期，所以我與醫療團隊、家

屬討論後，決定先代請看護照顧阿媽並

協助她做復健，但我心中仍希望在這樣

減輕照顧負擔情況下，間接支持養女能

在工作之餘、孫女在課暇之時，可以來

醫院看看阿媽，陪阿媽說點話、給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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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生活刺激，畢竟親人的力量是不可

小覷。但後來養女不敢也不願來醫院的

答案開始變成：擔心來到醫院會被看護

催著要拿尿布、衛生紙的錢。所以，就

連偶爾在醫院一角遇到養女，她看到我

就像逃命般的倉皇逃跑。而後協助阿媽

的過程中，我再也無法連絡上這位阿媽

的養女。

協助尋找社會資源，順利安養

於是我們除了在醫療方面多加努力

外，也跟社會局、公所，還有里幹事有

了密切聯絡，一部份除了希望再度跟阿

媽的養女傳達「我們是站在要協助她以

及阿媽的立場上來跟她談安置的事情，

絕非一味強迫阿媽出院」概念外，也商

請市公所以及社會局社工協助阿媽辦理

低收入戶以及公費安置(托育養護)，好

讓中風臥床的阿媽有安身立命之處。幾

經努力下，很高興原本避不見面的養子

也來到花蓮，在我與他多次談話後，他

也願意提供托育養護費外的差額部份，

以讓阿媽順利安養。

也許安養中心的環境不如家中舒適，

但在大家努力下，阿媽應該是尋回了她

的藍天，也讓她心中的角落不再陰暗。

阿媽並不是我所遇到第一個遭到棄養的

身心障礙老人，但要如何提供這類老人

或是民眾協助，更是我們社工員當務之

急該做的，有的老人在家中獨自生活，

也許靠著鄰居些許協助過活；有一些

老人家並不是沒有孩子，但為了某些原

因，孩子都不願回到老人身邊，以致老

人無法安身立命。其實社區每一分子都

可 以 行 舉 手 之

勞，通報就近警

察機關或是當地

社會局，請相關

單位及早介入處

理，我想社會上

的陰暗、封閉角

落不再，社會也

會更加祥和。

社工會尋求社會資

源、醫療輔助，協

助家人照料，並評

估是否需送安養機

構。圖為社工師吳

宛育與關懷家庭的

孩子開心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