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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集

很多醫界的前輩說，「行醫是一條漫

長而又孤獨的路，一旦開始了，便不能放

棄，因為，這是一條單行道。」但是在慈

濟世界裡，每個人都要發揮自己的長才，

跳出原本的框架，以期能做更多的事，所

以，在慈濟世界行醫，也是一樣，我期許

自己能以專業為基礎，跳出醫病的框架，

從醫人的角度，試著去解決病人的問題。

病人所面臨的問題包羅萬象，小到進

到醫院會迷路，大到要對抗身體難纏的病

痛，醫師若不設身處地為病患著想，很難

體會病患的苦。身為神經科醫師，最常感

同身受的是因為中風或是神經退化而失能

的病人，輕者不良於行，行動不便，重者

臥床不起，個人飲食衛生需旁人協助，住

院的醫療照護點到為止，無法延續病人照

護到家裡，雖有長期照護中心及居家照護

幫忙，但身為病患的主治醫師，每每見到

這些高風險病患因家人或看護照顧不周而

一再因併發症返院治療，總覺得心有所

感，如何做到全人醫療，在出院前把病患

在家照護的問題一併處理好，才能讓失能

病患的苦減至最低。

除了因病住院的病患外，門診的病患

其實也在受苦，以東部地區病患為例，百

分之八十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只佔百分之十

人口的花蓮市，住的遠一點病患必須舟車

勞頓來就醫，或是延遲就醫的黃金時機。

為了體恤病患長途奔波之苦，我也定期搭

車至玉里、關山分院看診，深深感受醫療

對一般人並非如日食三餐般絕對需要，應

是一種常備性的因應；因而對那些長年駐

守玉里關山的醫護同仁肅然起敬，他們才

是當地居民真正的健康倚靠。至於像我一

樣以支援門診業務為主的醫師，怎麼做才

能為偏遠地區病患解決問題，我心裡一直

在思考著病人會希望我怎麼做。

然而，醫療資源豐沛的台灣西部，病

患就醫的可近性大為提高的情況下，病患

就不苦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有

機會定期支援台中分院看診，我的觀察是

在大都市裡病患看病容易又便宜，所以毫

不珍惜，也不尊重專業，又怕被騙，所以

到處就醫，四處採購醫療資源，導致醫護

人員必須大量看診，造成品質低落，再加

上候診室裡人滿為患，醫師用心看診則候

文／林冠宏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神經科主治醫師

努力嘗試 樂在其中

畢業自慈濟大學的林冠宏，找到他在慈濟世界行

醫的方法，跳出醫病框架，以醫人的角度協助解

決病人的問題。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十一月

11

診病患久候不耐，醫師看診快速則落得看

診三分鐘之批評，最後形成病患對醫師不

信任，醫師對病患不耐煩的雙輸局面。要

改變這樣的情況，一昧要求病患改變心

態，或是一心等待健保改革都是緣木求

魚，無法改善醫病之間緊張的關係，醫師

先改變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站在病患的

角度思考，才能趕快解決自身與病患心裡

的苦。 
以上提到的問題，看似錯綜複雜，牽連

甚廣，但是同時了解病患病情所需醫療與

照護資源，又熟悉醫院各科運作者，惟有

醫師自己，由醫師本身來主導各科資訊收

集、確認當今正規治療之臨床路徑、解讀

臨床檢查的意義和文獻研究的含義、找到

其他專業的好醫師外，其他如安排門診、

入院、手術、治療、出院、追蹤、療養至

終身的整個過程之建議，實為目前分科精

細的醫療環境裡，病患走入猶如百貨公司

般的醫學中心時所最需要的整合服務。

為了提供這樣的服務，我提出了中繼

病房的想法，醫師可以在中繼病房裡延續

急性醫療後的照護，確定病患照護者可以

安全照顧失能病患時才讓病患返家，也讓

家人先在醫院裡經歷照護初期可能面臨的

危險，而有專業醫療協助安然處置，此

外，對東部地區病患而言，也可以減少病

患做復健治療、放射治療等後續治療時舟

車往返的負擔。

而中繼病房的概念更可以延伸到急性

住院之前，中繼於預防醫學與生病治療之

間，讓門診裡可能有問題的病患可以在中

繼病房裡獲得醫師詳盡的醫療建議，不會

受限於門診時間空間的限制，若需要其他

專科的診療或檢查，也可以在中繼病房裡

詳細規劃，讓病患不至於在數十個診間前

茫然無所適從。如此一來，病人身心俱疲

之苦得以受膚慰，而醫師助人解苦的心意

也得以發揚，達到醫病雙贏的境界。

最後，也許會有人問我，在醫學中心

工作，臨床服務、教學、研究的負擔之

外，為什麼不安於現狀，非要跳脫出現有

的體制，想新的方法來解決病人的痛苦

呢？我對於這個問題也做了一些思考，我

想要引用在台醫療傳道四十年，十七年在

馬偕醫院，二十三年長庚醫院服務的「補

臉天使」羅慧夫醫師所說的話來作為本文

的結尾，「人生總要有點挑戰，如果你總

是挑簡單的、輕鬆的，重複別人老早就開

創的路子，輕易就打發過去，那人生有什

麼意思？對我來說──挑戰、挑戰，發現

不一樣的自己，找出自己不知道的自己。

我努力、我嘗試，我樂在其中。」

花蓮慈院二八東病房成立，目的為銜接病患急性

治療與長期慢性照護治療，並加強病患及家屬照

護能力，以期降低病患返家接受照護所面臨之衝

擊，亦希望能改善東部地區需經常往返醫院治療

之病患舟車勞累的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