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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回病人詢問我：「護理師，妳是

哪裡人？」我總笑著回答：「你們猜看

看。」有人猜臺北、臺中，有人猜高

雄、花蓮⋯⋯我回答：「土生土長的關

山人。」對方都不可置信，覺得我真的

非常不像當地人，但因為這樣的對話，

讓彼此多了一分親切感。

為照護父母返鄉

小醫院像大家庭

我的原生家庭很簡單，一家四口，父

母、我和弟弟。我不是念護專上來的，

而是一般高中畢業後就讀大學護理學

系。選擇當護理師的理由也很簡單，因

為高中時校護老師跟我說當護士很好，

只要打打針發發藥，不用怕找不到工

作，家人也覺得護理工作很穩定、養活

自己不成問題，再加上入學考試成績還

不錯，就去念了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

我從二○○五年來到關山慈濟醫院服

務，一路到現在。這裡不是我任職的第

一家醫院，因為我曾在區域醫院或醫學

中心工作過，所以一開始免不了覺得這

家醫院規模好小，能學到什麼，甚至帶

點鄙夷的感覺。至於為什麼決定回到自

己的家鄉服務呢？理由也很簡單，因為

爸爸身體不好、常出狀況，回鄉才能就

近照顧家人。

猶記踏入關山慈院時應徵的是急診

護理師，但當時急診滿編，所以就到病

房單位當護理師。但一切都好不習慣，

過去的臨床經驗從來不需要幫病人換尿

一人麻護
忙碌踏實的幸福感
文／張筱蓓　關山慈濟醫院麻醉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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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餵食，想不到這裡的護理師還要幫

病人把屎把尿，我連尿布都不會換，所

以我對家屬說明這是他們的工作，如果

沒辦法就花錢請看護⋯⋯當時單位的護

理長賴秋吟對我解釋，這邊生病住院的

都是當地年長者，而大部分家屬就業不

易，所以長年到外地都市打拚，根本無

暇也無力照顧病人，所以家屬照護的工

作就落在護理人員身上。一開始很難認

可，即使我也算是當地人。還有，以前

待的醫院，工作都是責任制，做不完是

你個人的事情，沒人會理妳幾點下班、

做不做得完；而在關山慈濟醫院，事事

都是團隊照護，誰忙不完就去幫誰；後

來，我也慢慢融入了慈濟大家庭，也覺

得病人很可愛，團隊間相處融洽，一切

都讓人感受到溫暖。

一開始覺得在關山會學不到東西的

想法也是杞人憂天，因為這裡是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主要專科都具備。因為醫

院規模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必須要親力

親為，主治醫師非常樂於教學，這裡又

沒有住院醫師，所以我們反而有機會學

到，而且科別多又雜，自然學到的東西

就更多，也跟主治醫師特別熟悉。想到

了已去世的家醫科丘昭蓉醫師及蕭敬楓

醫師，全年無休，令人敬佩又懷念。

父親身上的無常

人生規畫換軌道

二○○七年家中發生了一件事，成為

我人生的轉折點——爸爸在工地發生意

外。那天的事件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歷

歷在目。那天下大夜返家途中聽見陣陣

刺耳的救護車鳴笛聲，當下沒多想，返

家後就接到醫院電話，原來是爸爸在工

地出事，送到醫院時值班熟識的姚定國

醫師說：「Hb 4.5g/dl，已經緊急輸血，
但醫院當時沒有腸胃科，需要轉診到大

醫院。」當下沒多想，就近轉到爸爸長

期看診的臺東馬偕醫院，想不到爸爸的

病情急劇惡化，不到三天就去世了。那

三天過得好像三年，逼得自己要學習長

大學習面對，那一瞬間覺得我是不是替

家人做太少，自己也不夠精進，也讓我

自己重新思索自己的定位。本來預計兩

年約滿要到臺北去學習呼吸治療，但一

切規畫都打亂了。因為爸爸走的那年才

四十九歲，媽媽根本無法承受喪夫之

痛，每天問我的總是「如果當初不選擇

開刀，是否你爸爸就不會那麼早走，他

的人生還沒有享福到⋯⋯」那時我真的

很難面對媽媽的這些問話，幸好媽媽有

摯友陪伴，才度過這段人生低潮。

不認輸��愛上麻醉護理

後來學姊松君及曉蓓問我有沒有意

願去花蓮慈濟醫院麻醉部花一年的時間

學習麻醉護理？或許這是一個很好的機

會，更何況兩位學姊這麼器重我愛護

我，我應該把握，所以想都沒想就一口

答應了。

記得剛踏入花蓮慈院麻醉部的第一

天，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新人，十九間開

刀房，每個人忙忙碌碌跟時間賽跑，一

清早天還沒亮甚至是昨晚大夜的 A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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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緊急刀），叫刀送刀接刀⋯⋯學姊

說訓練的第一個月就是操作熟悉麻醉機

器，不能碰病人。每天中午都有麻醉科

主治醫師幫我們這群學生上課，下午下

班我和同期學生主動留下來看刀，整整

持續了三個月，這期間的挫折感真的非

常大！臨床累積的年資在麻醉部是不管

用的，因為都是新的思維，考驗的都是

臨床加臨場反應，因為麻醉是不容許出

一丁點錯誤的。訓練時我也做過不少糗

事，記得有一次是病人麻醉藥還沒到達

全身效果，黃顯哲醫師說：「放LMA（氣
道式喉頭面罩組）。」病人很壯，他還

沒睡著，才一下時間，我放置的動作不

夠熟悉，無意識的病人瞬間就咬住我的

手指頭。

麻醉護理的訓練前期，好幾次浮現放

棄的念頭，好想回關山做原來熟悉的護

理就好。但是我的好勝心強，覺得沒有

我做不到的事，要放棄的話說不出口。

而且當時的麻醉科醫師都會拍拍我的肩

對我說：「筱蓓，你回去關山後，只有

你一個麻醉護理師，所以我們會對妳有

更高的要求，更嚴格教妳，把妳當成住

院醫師來訓練。」頓時肩膀很沉，心理

負擔更重。幸好，獨立上線的那一天，

真的好有成就感，好喜悅，甚至被學姊

們歸類在「績效組」。後來我還幫忙麻

了許多人沒麻過的冷門刀⋯⋯

花蓮慈院麻醉部的醫師、麻護學姊們

真的教了我非常多知識與技能，那時年

紀相仿的王章勉醫師對我「每日一問」，

到了我有能力反問他問題後，他就沒再

出問題考我了。帶過我的醫師有黃顯

張筱蓓為病人

進行麻醉前訪

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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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賴賢勇、林佩金、劉旭堂、黃佳君，

直接教學的醫師楊曜臨、王柏凱、李佳

玲等等，現在都是我的良師益友。

記得結訓前一個月，潘慧姍護理長還

問我要不要留在花蓮慈濟醫院就好，我

笑笑回：「關山慈濟醫院很需要我，有

機會我會再回來的。」因為當初是兩位

學姊及潘院長讓我公費公假受訓的，我

知道要飲水思源。

回到關山的超人生活

忙碌卻踏實成就

沒想到回到關山後，真的過著超 (操 )
人的生活，那時刀量很大，一個月平均

四十五到五十臺刀，還不時有急診刀。

除此之外，當時科別醫師較少，很多急

診病人需轉院，需要隨車護理師，但不

少護理同仁容易暈車，所以我上刀麻醉

完後下刀接著就當救護車特別護理師，

協助轉院，回到醫院可能又接續著開

刀⋯⋯那時平均睡眠每天不到三小時，

雖然很忙碌卻很踏實，充滿著幸福感！

記得有一次一名產婦剖腹產手術過程

都很平順，最後在縫合傷口時，我彎腰

要為她倒尿，看見厚重的綠布單下、地

面一攤血，才驚覺是產後大出血，我和

麻醉醫師兩個人，一個負責灌血漿、一

個負責緊急插管，主刀醫師緊急止血，

所幸最後母女均安。還有一位年長阿婆

因脊椎退化治療無效後，建議行腰椎減

壓融合加異體骨移植手術，麻醉等級有

中等風險，雖然可在本院開刀，但這對

我們地區醫院來說是滿沉重的壓力，因

為設備資源真的有限，手術預估時間也

很漫長，但因為病人非常信任骨科潘永

謙醫師與整個關山手術麻醉團隊，甚至

說：「我都不怕了，你們怕什麼！」所

以我們就只能欣然接受這個艱難的任

務，開了七個小時的刀，後續阿嬤復原

良好，疼痛減輕，也能行走自如，我們

從臨床護理師轉任麻醉護理師，張筱蓓持續展現專業良能守護關山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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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組團隊也很開心，這應該就是所謂的

工作成就感吧！

隨車護送���不讓生命無端消逝

曾經有一次幫一位顱內出血的阿姨轉

院，因為神經外科醫師公出，病人家屬

在急診室等了一個鐘頭還找不到護理師

隨車護送，那天我下刀回到家已是晚上

十點多，才剛洗完澡就接到醫院電話，

電話裡還聽得見家屬的哭泣聲⋯⋯掛上

電話，就換上制服回到醫院，跳上救護

車。很久之後的某一天，在醫院碰見那

位顱內出血的阿姨整個人好好的在我眼

前經過，還對我鞠躬、拉著我的手說：

「多虧有妳幫我轉送到花蓮慈濟，我的

命是妳幫我從鬼門關救回來的，謝謝

你！」

還有一位腸胃道出血的老婆婆，轉院

途中，在救護車上，她因為害怕而緊握

我的雙手，但我還要同時觀察她的臨床

表徵、監測生命徵象，甚至因為救護車

搖晃得厲害，血袋掉落，染汙了我的白

色護師服，只能忍著車上濃濃的血腥味

及老婆婆的哀嚎聲，直到她平安抵達花

蓮⋯⋯而那次的經驗非常難忘。因為我

才剛結束四臺刀的麻醉，一下刀就隨車

護送轉院，以致於從來不會暈車的我在

回程沿路從花蓮吐回關山，連救護車司

機都嚇到了。有趣的續集是，老婆婆的

兒子隔了一星期帶著他的兒子來門診，

對我說：「我兒子很不錯，妳也很好，

要不要試著交往看看。」

醫院規模很小，所以一定要互相補

位，我支援過急診，跟過門診，評過

身心障礙鑑定，甚至檢驗科沒人力時

我都支援過，但我甘之如飴，只因為

我是關山人，對醫院有著強烈的使命

感與認同感。

關山也有自控止痛

病人不再術後痛哭

麻醉是我學習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還在不斷學習中，也得到很多實質上的

肯定。因為看到許多置換人工關節的病

人在開完刀後總是裹著厚厚的石膏，伴

隨著嚎啕哭聲的情景，讓我聯想起爸爸

到門諾醫院置換髖關節術後返室痛哭的

那一幕，讓我萌生把自控式止痛機引進

來給病人使用的想法，也取得主管的同

意，便隻身前往花蓮慈濟醫院恢復室，

學習術後止痛的專業。感恩當時恢復室

主任劉旭堂醫師及資深學姊及阿長，在

我有疑問時都能及時為我解答，也順利

在關山慈院運用。

我還記得第一位裝設自控式止痛機的

臺東阿嬤，在置換完人工膝關節後，當

天下午就拿著四腳拐助行器下床走動，

還談笑風生。雖然其後發生噁心或嘔吐

的副作用問題，我們也不斷討論創新，

現在併用多種止痛方法，讓病人開刀返

室都能舒舒服服的躺在病床上了，再也

沒有人大哭的景象了。

很多人問我：「筱蓓，妳假日還要

來醫院看機器，難道不累？」我知道大

家都很關心我的身體健康，可是，如果

你看見病人把你當朋友、親人，很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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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看到你就很踏實，你還會覺得疲

累？尤其現在的自控式止痛機運用更加

穩定，止痛效果廣泛被病人接受，甚至

入院就直接詢問止痛機相關事宜，偏鄉

也能有好的醫療來服務當地居民，鄉親

也值得更好的醫療品質。

從年輕少女到輕熟女、熟女，從未

婚到結婚，甚至有了兩個寶貝，在關

山慈濟醫院付出了十多年，看見的是

偏鄉更需要的人本醫療，除了治療病

人的身，更治癒了心，偏鄉的醫療很

特別，除了醫療的藥味，還多了分濃

濃溫暖的人情味，也許這就是吸引我

繼續留在關山慈濟的主要原因。很多

人問我為何不接主管職，其實在少女

時代就被問過了，因為那時的我喜歡

自由自在、喜歡臨床，喜歡跟病人互

動，現在也仍然是。在一線臨床不累？

累，當然累啊！但是我還能做，還有

體力，就先努力做吧！現在的我，努

力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對自己對病

人負責，努力到最後一刻吧！

關山慈濟醫院守護著鄰近偏鄉民眾的

健康，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是上人給我們的期許。希望自己本著初

衷，發揮自己專業，我一路走來坦蕩踏

實，更期許自己能夠對醫院對民眾幫助

得更多，雖然目前的我是一人單位，但

我不孤單，持續展現我自己獨一無二的

專業良能。

手術室團隊，左起：邱曉昭、王振雄、彭姿菱、邱子庭、張筱蓓、高華苑（供應中心）、林佳蓉代理

副護理長。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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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臺東在地人，海端鄉出生，長庚

技術學院 (現「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科
畢業。因為家庭因素，父親不希望我到

都會區工作，耳聞關山有一所慈濟醫院，

要我畢業後回來就業。所以我一畢業，

在不是很願意的狀況下投了履歷表，在

家等幾天後接到醫院人事通知面試，面

試時得知這裡的護理師是內、外、婦科

都要會的「雜科」護理，其實心裡有點

忐忑。二○○五年九月，開始了在關山

慈濟醫院的護理臨床生涯，進入病房區

服務，接下來的七年，遇到了很多的喜、

怒、哀、樂⋯⋯

菜鳥時期「死定」的糗事

記得還是菜鳥護理師時，看到醫師會

害怕，覺得萬一在醫師面前說錯話很丟

臉。記得有一次照護一位發高燒的患者，

我備了冰枕給患者但仍高燒不退，向輔

導學姊求救，學姊很溫柔的要我練習自

己打電話給主治醫師回報情況。當時帶

著恐懼害怕的心情撥電話，「某某醫師

您好，某某病床發高燒，給予冰枕使用

仍未改善，病患持續寒顫不適⋯⋯」醫

師很快回我：「好啊，那就給『死定』

(Stin，退燒針劑 )。」當時太緊張，聽到
醫師回我「死定」時，我心想「就只是

發高燒，為什麼醫師要說死定了？」我

回頭看學姊，學姊問：「醫師的處置是

什麼？」我不敢回答這個不確定的答案，

因為醫師回我「死定」時，我已經嚇死，

只好硬著頭皮跟手機那頭的醫師再問一

次：「請問要給什麼醫囑？」電話那頭

醫師說話愈來愈急促，就一直重複「死

定」、「死定」、「死定」⋯⋯當時我

冷汗狂流，我想一間醫院連發燒都搞不

定嗎？回頭看學姊也快不耐煩了。我對

著電話那頭的醫師說：「醫師，現在電

話收訊不好，能不能再講清楚一點？」

電話那頭的醫師應該已經在握拳了吧，

於是他一字字拼出藥名，「ABCD的

領受正向能量續向前
文／余心怡　關山慈濟醫院門診暨病房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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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ETYLSALICYLATE，Stin。」
原來是 Stin！我掛完電話後誠實告訴學
姊，我做了這件大糗事⋯⋯

感念丘媽��學會臨終關懷

因為我們病房是內、外、婦產科病人

皆有，住院尖峰期時忙得團團轉的階段

我也很幸運的參與其中，而最特別的是，

我在臨床第二年就遇到許多癌症末期的

患者，就像是我的宿命一樣。

當時的家醫科醫師是已故的丘昭蓉醫

師，「丘媽」是一位非常用心的醫師，

她推動 IDS巡迴醫療，照顧病人真的是
視病猶親，是我臨床工作上的楷模，病

房只要有她的癌末患者，她評估病情已

快到終點時，就會帶領我們在病床旁跟

病人說話，陪伴家屬給予關懷，甚至在

醫院過夜陪病人走最後一段路，那種陪

伴是溫暖的，讓人感動的，對當時安寧

醫療的概念不是那麼普遍時，我們面對

末期病人總是帶著恐懼，怕沒有達到家

屬積極搶救生命的要求，怕讓患者留一

口氣被帶回家，常常帶著「風水輪流轉」

的心態上班，希望病人生命終點的輪盤

不要在我上班時間停止，但我總是停住

輪盤次數最多的人，也從一個不會照護

癌末患者的護理師，到可以依生命徵象

判斷瀕死現象，讓病人與家屬表達對彼

此愛，漸漸的，我不再害怕照護末期病

人。

深刻記得有一位快七十歲的男性癌末

患者，從住院後就沒有家屬來探視，每

天愁眉苦臉，所以我只要上班就會去看

他，陪他說話，雖然他不愛講話，但只

要我們去看他，他的眉頭就不會深鎖，

臉上充滿笑意。我們請志工每天陪伴他，

志工轉述，他其實曾有妻子、孩子，但

也許傷害家人後，子女全不願意認他，

即使他進出醫院多次，都沒有親人陪他。

他要離開人世的那天夜晚，我們放佛經

給他聽，注意到他的表情會無意識的掙

扎，看在眼裡好難過。在協助遺體護理

時，我在心裡對他說，「也許你會後悔

沒有善盡照顧家庭及子女的責任，所以

都沒有家人來陪你，現在病痛沒了，你

就能化作天使，去保佑你所愛的家人。」

圖為二○一五年一月南橫部落 IDS 巡迴醫療，

余心怡為村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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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心語

雖然在臨床常常跟死神比賽，但其中

我看到很多感傷但又感動的故事，有時

候無法忍住自己的情緒，眼眶滿是淚水，

不敢讓家屬看到我們在難過，因為這會

使家屬更痛，所以總是默默逃離現場，

將眼淚拭去。在當時我廿二歲的青春年

代，就深深體會生、老、病、死，每一

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在開始及結束。

不輪三班調門診��陪伴子女成長��

後來因為結婚，有了家庭及孩子，但

輪三班如果上大、小夜班，就無法好好

照顧家庭，導致孩子在成長期有一些狀

況，為了兼顧孩子的教育，考慮不用輪

三班的單位，當時遇到門診出現離職潮，

我掙扎許久後去找主管討論，雖然薪資

一定會有影響，但「有捨才有得」，我

決定轉到門診工作。

在門診一待轉眼也七年，這一路上跌

跌撞撞，從一個每天做常規臨床工作，

陪伴在病床的護理師，轉換成每天在門

診面對不同科別的大醫王、形形色色的

病人、跨團隊的合作等等，我從一個脾

氣莽撞，只要意見不合就一言九「頂」

（別人講一句話，我就頂嘴九句話）的

人，如今磨去莽撞個性，晉升為門診主

管，鼓勵著一起共事的同仁。

謝謝一路來照顧我的護理夥伴古花妹

(現為居護組督導 )、王愛倫 (現為居服督
導員 )，在我需要幫忙的時候拉我一把，
提醒我如何改進。記得花妹督導曾告訴

我：「人生旅途總是會有很多挑戰，如

果不願意去嘗試，不見得能有下一次的

機會可以把握。」

與關山慈院一起成長

持續精進也傳承

在醫院工作邁入第十四年，現在也不

不管是醫院內部行政管理或參加人醫會義診，余心怡不斷學習、自我突破。左圖為臺東成功義診，右

圖為 ISO 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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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精進自己的工作能力，同時將自己的

經驗傳承給新人，讓他們也能夠在這個

大家庭找到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過程。

非常感恩關山慈濟醫院給我機會去學

習，讓我擁有跨領域的護理專業能力；

在病房擔任護理師時，接受小組長，行

政主管訓練；在門診時也從小組長、副

護理長、到現在兼任病房的護理長，這

樣的過程中，有很多有形無形的壓力，

當然也曾因為工作的壓力喘不過氣，但

謝謝張志芳院長、護理部督導陳香伶，

給予我鼓勵及工作上的指導，讓我能慢

慢拋開情緒去完成業務。雖然到現在還

是有很多地方要學習，要去磨合，但這

就是職場，必須自我調整心態，讓自己

充滿正向能量，才能帶領團隊往前邁進。

關山慈濟醫院將滿二十年，感恩許多

曾經來本院支援、服務的醫療人員或志

工，謝謝您們願意付出一分心力在這家

醫院，造福周邊的民眾，讓許多民眾不

須舟車勞頓到臺東市或花蓮就醫，至少

能讓這些有需要的患者先得到緩解。期

望醫院能繼續帶領社區民眾，成為溫暖、

關懷、便利、就醫的好所在。

關山慈濟醫院病房護理師群，左起：馬秀美、張玉潔副護理長、余心怡護理長、陳怡婷、余翊儷、金

慧婷、孫美蘭。攝影／謝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