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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生與死是一種過程，

但往往我們無法釋懷。

也只有真正面對時，

才能真正體會到

那股悲傷與絕望的感受。

不過，

有一種方式，

卻能將原本只在一個家庭中的愛，

播種在兩個、三個、更多的家庭之中。

器官捐贈能讓愛繼續延續，

更有一股強大的膚慰力量，

能夠開始面對死亡、悲傷，

終於開始面對未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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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青春打招呼

「我終於可以做個愛漂亮的女生了！

盡情地上課、歡笑，不用再每隔幾個小

時就要盯著肚子裡的透析液體流出來、

再灌進新的。挺著一肚子水，好像大肚

婆般。」二十歲出頭的柔儀，閃著一臉

笑容，連珠砲似的表達壓抑不住的興奮

心情。

換腎後如願考上大學的柔儀，是大林

慈濟醫院副院長尹文耀口中非常勇敢的

孩子。人生的劇本總難說得準，一場南

下之旅曾讓柔儀失去了健康，卻也獲得

了更多的愛與關懷。幾年前，文靜、不

愛說話的柔儀，因為舅舅的膝下猶空，

她坐上南下的列車給舅舅當女兒。只是

不過幾個月的光景，一場腎臟病變，國

中一年級得她竟得開始讓自己看不見未

來的洗腎生涯。「為什麼？」不知道問

過自己多少次，但是，「沒有人可以回

答」。

「希望會降臨嗎？」接到了日夜盼望

的醫院通知電話，柔儀有些不敢置信的

在心底問著。移植小組的一句話「初步

配對成功」，彷彿敲開了等待多時的苦

悶，但這樣的喜悅與緊張交雜的情緒卻

沒能延續太久，因為更精密的基因比對

後，有另一位病患更合適接受贈予，取

代了柔儀的受贈機會，「沒關係，我會

繼續等。」善良的她將失落感轉化成對

病友的祝福。

「她很想要讀書、念大學，希望有機

會能回饋社會。」尹文耀說，柔儀很懂

事，雖然失望依舊樂觀面對，很快地，

奇蹟就真正降臨，輪到她接受腎臟移植

手術。術後，在移植團隊的努力下，終

於讓柔儀的願望逐步實現，可以擺脫肚

子上腹膜透析的廔管，可以讓自己漂漂

亮亮的、可以正常運動。年輕的生命不

再晦澀，盡情放手追逐自己的夢想。

順利考上中山醫學大學的柔儀，參與

慈濟青年的公益活動，也回到大林慈院

來當志工，樂於將自己的故事分享給大

家，帶給大家很多的啟發與希望。「柔

儀非常感恩君腎臟給她的大德。確實，

一場車禍造成不幸，很不捨。但捐出的

器官，讓一位年輕人有機會實踐夢想。

捐贈者的大愛，讓很多人得到希望。原

本好像是社會的一個負擔，卻可以開始

照顧自己，發揮良能。」

看到柔儀的燦爛的生命，一切的辛勞

都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嘴角揚起

的線條。

▌換腎後的柔儀，再次綻放燦爛的笑容。攝影／儲

郁芬

文、攝影／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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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生命的馬拉松

救護車的汽笛聲，漸次地接近急診

室。讓生命再現的旅程中，尹文耀總

是走在前的挑起擔頭。經常，從出外

摘除器官、回到醫院種下、一直等到

在加護病房的病人排出珍貴的尿液，

那是從白天到黑夜，再從漆黑到曙光

乍現的漫長過長。「不但不辛苦，反

而覺得很值得！」永遠都不說累的

他，笑了！

一場器官移植，動員到的是難以估計

的人力與物力。不過，尹文耀慢慢感覺

到一種感恩的情緒，「一旦有機會時，

覺得又愛又怕。有機會可以做好事情，

又怕可能會動用到很多人，可是沒有團

隊就不可能有完成生命延續的能量。大

家的包容與支持，同心同志願地去追求

更好的結果，合作就能完成。」一次又

一次的經驗鼓勵著大家共度難關、用愛

付出。

「雖然很長的時間與很多的事要做，

因為大家願意付出的感動，讓自己沒有

時間去疲累。」這就是尹文耀如鐵人般

活力來源。他認為因每個人點滴的付

出，更捨不得讓病人出問題，因為是大

家付出所成就的結果，更有責任要做到

最好。就像是一場二十四小時不停歇的

馬拉松比賽！為了病人、家屬的未來，

就是要拼下去。尤其，移植團隊就正是

一群為理念堅持到底的好兄弟姊妹。

「我自己周邊圍繞著許多人，隨時有問

題都可以獲得及時的幫助，讓自己有力

量走下去。」尹副院長感恩地說。

二○○一年，在醫院啟業的十四個月

內，尹文耀就進行了第一次的腎臟移植

手術。並在二○○八年底完成第一例活

體肝臟移植，圓滿女兒搶救父親生命的

孝心。而今年三月的活腎移植中，團隊

首度利用內視鏡來進行腎臟摘除，圓滿

另一個家庭的天倫樂。

▌為了圓滿捐贈者的大願，醫療團隊全神貫注完成

使命，將器官延續到另一個生命繼續發揮功能。

▌為準備捐腎的兒子，貼心的為母

親點上眼藥水。子女願意捐肝給父

母的孝心，也是大林慈院器官移植

團隊努力付出的動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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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昆山，五十歲，肝功能接近於

零，也已有肝昏迷、吐血情況；女兒

宜君二十二歲，為了讓家中唯一的男

孩──弟弟上大學，放棄自己升大學

的機會，出外工作。

「生病之後，已經想得很開，面臨

換肝也不會特別緊張。」但讓父親昆

山不捨的是手術對女兒的影響，因為

這個大手術會在女兒身上留下長長的

疤痕，昆山再三拜託醫師在手術後，

一定要幫宜君的疤痕美容。

轉身問宜君，「不擔心手術後在身

上的疤痕嗎？」女兒宜君抬起頭聳聳

肩。

「緊張嗎？」

面對術前關心的詢問，她一派自在的

回應著：「順其自然」。

其實，父親在發現肝腫瘤後，整個

家就籠罩在一片陰影中，能夠靠自己捐

肝給父親，重回往日的生活，那些加諸

在宜君身上的痛、疤痕，就顯得微不足

道。

手術後有一段時間，昆山的病況起伏

不定，「在我最危險的時候，尹副院長

照顧我到早上四、五點，然後還要去看

門診。都沒有時間休息，真是很辛苦，

謝謝謝謝……」在出院的慶生會上，昆

山語帶哽咽的提起病榻上的深刻印象。

而簡守信院長也為這段愛的故事留下

註腳，「勇敢的宜君在捐肝的過程中，

讓大家見證到生命改變中的至誠，手術

留下長長的疤痕不重要，宜君只要家庭

▌開始學會手心向下，樂於分享生病的

過程。攝影／儲郁芬

▌千言萬語道不盡的感恩，病人

昆山(左)和女兒宜君(右)給尹文

耀副院長一個擁抱，情意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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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好，這是多麼簡單而幸福！」

好事，做就對了

前一陣子媒體報導了一項全國性

院器官移植存活率的評比。在眾多醫

學中心裡，大林腎臟移植五年的存活

率高居第四位。「對於我們是一種鼓

勵，只要用心就很好。」以平常心面

對的尹文耀說。正因醫界合作，大家

一起努力才會有現在「財團法人器官

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的成立，「大家

有一個目標再走，有難關一起度過，

無形中，在心靈上產生一些默契。不

只是器官移植，更有跨科的合作，

內、外科之間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一種默

契。」尹文耀認為大的醫學中心有全國

最好的資源，自然能形成好的能力，但

器官移植手術是一種無形的訓練，對於

醫療的整合性與多元性的品質提升有很

好的幫助。雖然懷抱著戒慎虔誠的心，

但尹文耀對團隊充滿信心：「雖然位於

偏遠的小鎮，但是內部在無形中加強與

強壯了自己對病人照顧的能力，將潛能

發揮到最好。」

在定期舉辦的「新生命俱樂部」病

友會中，大家的足跡走過許多優美的地

方。永誠接受肝臟移植後，事業經營的

有聲有色，也生了兩個小孩。看著受贈

▌在醫療團隊的陪伴

下，昆山(中)切下蛋

糕展開新生命。右為

簡守信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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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重建幸福的生活，讓醫、護、社工

再辛苦也甘願，「希望這些相同經歷的

人可以聚在一起，分享經驗與支持。醫

療團隊也能提供即時得醫療資訊，給予

生活與心理方面的支持。」社會服務室

的社工余靜容和協調護理師洪雪苹，熟

悉每一位受贈者以及陪伴家屬的情況；

腎臟受贈者柔儀，現在就讀中山醫學大

學，專攻聽語與癌症治療，並積極參與

志工活動；原本愛拼酒拼到身體壞掉的

阿發在換肝後除了善待老婆，老天也讓

他擁有了一個寶貝兒子，讓瀕臨破碎的

家庭走向圓滿。

受贈者因為生命的重生而歡喜，對捐

贈者的家屬呢？靜容說：「從情況不好

到捐出器官的過程中是我們一路陪伴，

所以捐贈之後，我們更常和他們聯繫、

互動。」因為用心付出幫助家屬走出悲

傷，團隊也得到許多回饋。「捐贈者的

家人結婚、生小孩時，都會通知或是

打電話來分享喜悅。」靜容還說，有

時家屬會在捐贈者的生日或忌日時，

打電話來表達內心的思念，談談家

人，回憶著團隊當初的陪伴協助，感

受著生命的昇華以及彼此間的真摯情

誼。

「從病人身上我學到要正面看事

情！」對於柔儀把自己當成上帝般看

待，尹文耀卻從她樂觀面對生命的態

度上，獲益良多。「柔儀對於醫師交

代的事情很用心的遵從，努力要去改善

身體的狀況。」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從

病痛的拔除，轉變成為一輩子的朋友，

更如同相互扶持的一家人。

▌換腎手術後仍不願休息，只盼那珍貴的尿液開始

滴下。

▌受術後是另一個考驗的開始，尹文耀悉心膚慰，

願病人早日轉到普通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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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器官捐贈 意外人生圓滿

生命奏鳴曲

其實，

死亡不一定就代表著結束，

捐出器官可能是一種契機。

面對無法挽回的當下，

不要再對摯愛的家人急救了，

除了對身體的破壞，

對家屬更是無盡的煎熬。

而在做出讓更多生命能夠

延續的抉擇後，

也許，

生命的概念已經開始轉換，

而悲傷，

也將昇華為無限的祝福。

讓生命不同的抉擇

明天先來，抑或無常先到？在一個

個意外殞落的年輕生命中，透過器官捐

贈，化為深刻的心靈啟示。

英俊挺拔的阿拓，任誰看了都有好印

象。他樂於助人的好心腸，在就讀的大

學裡更是出了名。但一次騎機車閃避突

然出現的腳踏車時，阿拓重重的摔在地

上，再也醒不過來。「沒有關係，一個

家苦就好了。」看到騎單車孩子那愧疚

萬分的父親，阿拓的父母沒有責怪，在

坦然接受的當下，開始真正放下。

死亡不代表結束，當父母親做出為

孩子做出這一生最後的決定，把器官捐

出來時，生命於焉開始延續的旅程。

「車禍不是大家所願意看到的，你也不

希望，不能怪你，但希望你，既然遇到

了，無法挽回了，要安心地走，讓媽媽

放心。」陪伴的志工在孩子耳邊輕喚

著：「媽媽把你的器官捐出來，是父母

幫你做的大功德。」

還有在雲林念大學的家豪、高職畢業

就打工幫忙家裡生計的的黎真，雖然年

輕的生命瞬間殞落，卻能在最後一刻劃

下圓滿的句點。▌器官受贈者能有下一代新生的報到，為醫療團隊

帶來無比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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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俱足圓大願

器官捐贈的風氣冷颼颼？等候的人望

穿秋水，坐看生命逐漸流逝？看著許多

關於捐贈器官與等待人數間懸殊差距的

統計數字，或許，還不到嘆息灰心的時

候。

「大林慈院七年多來完成二十二例

腎臟移植、七例肝臟移植，以及十餘例

的眼角膜移植手術。」但洪雪苹回想二

○○八年一整年來，大林本身僅有一例

的眼角膜捐贈，另外，活肝與活腎移植

各一例，還有就是尹副院長親自到臺北

取回的屍肝進行的移植手術。社工余靜

容指出：「大家普遍還是有全屍的觀

念，捐了器官，人就好像空了；很多人

簽了器官捐贈卡，但最後做決定的是家

屬，往往因為當下情感的因素而無法完

成心願。」

面對加護病房中隨時可能出現的適合

器捐對象，在醫療團隊耐心

陪伴與鼓勵下，順利捐成的

比例卻不高，而就算有簽卡

也不見得能完成心願，器官

捐贈之路需要因緣俱足。通

常，醫護人員或志工會傳來

訊息，哪一床的家屬有提到

器官捐贈，或病人的情況不

樂觀。協調護理師洪雪苹會

先了解病人的情況，而余靜

容則會先以病人的狀況向家

屬表達關心。「看家屬對病人狀況的瞭

解程度，真正的期待又是什麼。」只有

當家屬提到器捐，才會請長期陪伴的志

工去關懷器捐的可能。洪雪苹說，如果

家屬同意捐器官，就會由尹文耀副院長

進一步的評估，抽血檢驗是否有傳染病

問題、電解質是否平衡、造成病人昏迷

的原因，還有請神經內、外科醫師來做

腦死判定。如果是車禍意外則需要報警

請檢察官、法醫相驗。

從第一次腦死判定到第二次，處於非

常緊迫的狀況，因為腦死病人的生命徵

象不穩定，必須要盡快進行。在同一時

間展開的還有尋找器官配對的個案、配

合協力醫院安排取器官的時間。更重要

的一環則是對家屬的全程關懷與陪伴。

「讓家屬感受到我們的真摯關懷，而不

是只專注在器官摘除而已。」余靜容

說。

「在簽卡之後，也要回家和家人做

▌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在回診時

叮嚀著受贈者那得之不易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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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溝通，才有可能在最後將無用的生命

化為大用。」靜容回想一些沒有捐成的

狀況：「很年輕的個案，可以捐出很多

器官救人，但也因為年輕，讓家屬更難

以接受正值青春的生命即將消逝的結

果。」 

化無用為大用

對於器捐風氣不盛，尹文耀以積極

的態度來面對。「臺灣器官捐贈的比例

僅是歐美的四分之一，但在亞洲卻是領

先的。對於文化的牽絆，要靠衛教、訊

息的傳播來扭轉大家錯誤的觀念，讓大

家知道器捐對社會有很大的幫助。」他

說，不單是從團隊的貢獻來講，更是一

種布施與慈悲的表現，要努力去讓民眾

知道這樣是對家人最好的回向與祝福。

「如何讓媒體擔任好傳遞真善美的角

色，萬一親人真的發生意外或病情發展

至必須做出抉擇的時候，家屬才可以做

出智慧的決定。」

面對死亡是悲傷的，但完成器官捐

贈之後，那會是在悲傷中卻帶著美好懷

念、期許未來的特別時刻。在大林慈院

加護病房裡等待器捐的片刻，家人與醫

療團隊圍繞著，和親人說再見，再摸摸

他、親親他、抱抱他，像是家庭聚會

般，過去種種的記憶彷彿又回到眼前

來。「讓家屬能夠安心、願意把家人最

後的生命器官交給我們、信任我們，這

是團隊努力的目標。」尹副院長深深地

期待。

志工陳鶯鶯也曾有一段遺憾：「一位

年輕的女孩子，因為腦瘤接受手術，卻

在過程中大量出血，送到大林要進行器

官捐贈，無奈兩次腦死判定都未能順利

通過，最後只能抱憾而終。母親因為孩

子沒有福報捐器官而傷心不已。」那時

鶯鶯師姊安慰著那位抱憾的母親：「一

切都是因緣，重要的是已經發了願，雖

然沒有捐成，但有願力是最好的。」其

實，這樣的大捨大願，與已經完成捐贈

的心願一樣偉大。

鶯鶯師姊表示，證嚴上人曾經開示，

剛學佛時會以為往生者不能移動，因為

還會有痛覺，應該要趕快助念，但其實

往生者已經沒有知覺了。「痛來自於靈

性，而非肉體的痛。因此器官捐贈更值

得推動。」

歐美的器官捐贈風氣比較盛行，但也

非一兩天就達到。「期待早一天讓大家

有共同的認知，不論是哪一種宗教，對

於器官捐贈都會很支持。『怕眼睛拿掉

會看不到？』透過宗教的介入支持，就

會有不同的想法與結果。」尹文耀說：

「有些國家做很多活體的移植，不用苦

等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但畢竟手術有其

風險性，活體做多了也會有很大的壓

力。所以各國還是努力推動屍體的器官

捐贈，因為這才是真正的三贏。讓捐贈

者、受贈者與醫療團隊都受益，化無用

為大用，在活著的身體上發光發熱。」

尹文耀衷心地祈禱著器官捐贈的義舉廣

受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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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醫護、社工到志工全心的膚慰，

經過器官捐贈、移植的接力過程中，

讓愛能夠擴大、情能夠綿長。

感恩所有的受贈者，

因為信任，

讓團隊有勇氣

全力發揮搶救生命的功能，

圓滿捨身菩薩的一生。

社工，無所不在

「後事該如何準備、安排家屬的住宿

休息、三餐，讓他們能夠放心與安心，

一直到捐贈個案出開刀房。」在團隊中

的社工扮演著機動性的角色，余靜容

說，有時來的家屬很多，面對悲傷、不

知該如何面對親人，在志工的協力下，

讓每一位家屬都能度過最悲傷的時期。

母親節到了，余靜容會代替器捐的

兒子寄張感恩卡給母親；或是籌辦「感

恩追思會」，提供捐贈者家屬與受贈者

抒發心情的管道。不論是親人往生的悲

傷，或是生命重生的喜悅，連結兩者之

間的是對生命的感恩與祝福。

「好不容易接受器官移植後展開新

的生活，但經濟壓力卻讓自己喘不過氣

來，我竟又以酗酒的方式來面對。」因

為酗酒而必須換肝的個案，卻不愛惜得

之不易的器官，除了讓人扼腕，還能做

些什麼？透過病友會的聯繫，試著讓受

捐者能夠獲得繼續努力的動能。

「每一個家庭的情況不同，工作不

順利，心理上的不安，結果又回頭去碰

酒，忘掉得來不易的器官移植機會。」

但尹文耀強調不能因此而放棄個案，要

同理病人心理上的壓力，整個團隊都應

該維持關懷的態度，努力將病人從即將

墜落的崖邊搶救回來。「曾有一個個案

差一點要家破人亡，我們用心接近與

關懷，而非責備埋怨，讓他有機會回

頭。」

對於病友會經營的成果，余靜容最

期待的是病友能夠主動辦活動的那一天

早些到來，畢竟是病友最了解自己的需

求，可以試著努力找資源，設定想要達

到的目標，而非由醫療團隊一直主動協

助。「一方面可以幫助病友了解自己需

要的是什麼，也可以讓他們去幫助其他

的人，有了自己經營的精力，會比我們

這些所謂的專業人員提供病友更貼切的

服務，我們可以適時的補位，協助他們

大林慈院器官勸募與移植團隊

同甘共苦續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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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部分。」

像媽媽一樣的護理師

「這是什麼藥？」「每天要吃多

少？」在醫院中對受捐者一次又一次的

測驗，擔任協調護理師的洪雪苹是親切

卻最嚴格的「老師」，為的是確保得來

不易的器官，一定要好好的被保護著。

「積極的衛教，讓他們從在醫院每

天吃藥的過程中了解自己的藥，該吃多

少劑量，副作用又有哪些……」洪雪苹

細數著每一項該留心的事。「在醫院有

醫生護士幫忙能處理得很好，但回到

家後，往往會因為沒有安全感而感到害

怕。」

所以她每天都會和病人重複一樣的提

醒，然後抽問、考試，直到順利出院的

那一天。

洪雪苹是社工余靜容眼中的「小老

師」、「媽媽」，就是要強迫病人記

▌全程的陪伴，給病人無微不至的照顧。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五月

28

終生相繫 

Cover Story

得，除了照顧好自己，當有緊急狀況必

須到其他醫院就醫時，至少可以告訴醫

師自己的情況。

「哪一天要來看門診呀？」、「距離

我下次看門診的藥不夠了，可不可以兩

天不吃藥呢？」洪雪苹有時像是個人秘

書，立刻告知門診的時間，至於吃藥的

問題可是絕不妥協。如果養成不吃藥的

習慣，萬一造成排斥而引發更嚴重的後

果，那可不能等閒視之，她就像媽媽一

樣，什麼都管！大家有什麼事都會打電

話，就是要聽到她的話才放心。

志工，安心的力量

「做志工最主要的就是陪伴。」面

對親人突遇意外回天乏術，志工陳鶯鶯

說：「家屬來到醫院會出現很多複雜的

情緒，要試著去安撫。如果情況適合的

話，會試著去勸捐器官，讓他們轉移悲

傷的情緒，生命不是白白犧牲了，而是

昇華。」

悲傷該如何化解？與其無力等待命運

的宣判，不如積極地為家人做出有意義

的決定。志工懷抱著一個目標，就是要

讓家屬的悲傷有一個好的出口。陳鶯鶯

感受到讓生命能夠圓滿，是非常美好的

事情，「器官捐贈，讓家屬因而有力量

超越既有的悲傷。」

器捐風氣還有待推廣，但能不能捐

成，真的是要看因緣。「一家人都同意

捐贈，但最後伯父跳出來反對。」碰過

類似的案例，陳鶯鶯常勸家屬，「世間

財、物世間用，包括身體也一樣。意識

才是最重要的，否則要帶走的東西太多

了，我們該要帶走的是好的意識，種一

個好的因，大捨大得，讓捐者也會感

恩。」

「一般來說，捐贈成功後，家屬都

會很開心，因為大家相信能夠讓生者更

好，對家屬來說，也是一種肯定。在悲

傷中獲得正面的力量，與之前無能為力

的狀態比起來，真的有做事情，能幫助

家人走得更好，「不管在哪個地方，都

可以更好！」對於陳鶯鶯的心得，尹文

耀也有深刻的觀察，「不管國內國外，

在悲痛中要捐出器官很難受。但印象中

沒有聽說有家屬後悔捐贈器官出來。」

同甘共苦　生命傳續

「可能是上輩子做了一點好事，能有

那麼多的助緣。」尹文耀對醫療團隊有

著無限的感恩。「真正在奮鬥、緊張、

突破困難時，都是大家的幫忙，就像是

手足一起同甘共苦！像是魏昌國醫師、

▌志工帶來一股安定的力量，堅持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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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枝醫師，不論成功或是遭逢困境都

有人一同守候，團隊的感覺真的很棒，

是真正的夥伴。」

尹文耀說，許多醫院不願意花力氣

與成本去做器官捐贈，但在慈濟，大家

像是一頭栽了進去，堅定的心志未曾退

卻。對於八年來在大林的努力，期待著

更多新血的加入。

「如何維持一個長久的團隊，還要

往上提高水準，要有不同年齡層的醫師

噢。外科醫師張群明從美國回來後，相

信除了技術以外，還有學術以及觀念上

的提升。」尹文耀指出，對醫學來說，

每十年都是一段很長時間的發展，必須

不斷努力下去。

尹文耀以打排球來形容團隊的功能。

六個人各盡其職，年輕的專司攻擊負責

得分，有經驗的把防守做好，大家分工

清楚，就能夠把比賽打好。「大家一起

來訓練與培養。讓內科也能夠一起參與

移植團隊，因為那不是外科能夠單獨解

決而已。如移植的免疫專業、腎臟科、

泌尿科的專業協助。」

「在大林看到大家逐步合作的意願、

不同年齡層的參與，看出有很好的未

來。」尹文耀也期待各院區都能夠一起

成長，大家加在一起，就能發揮更大

的、救人救命的、發揮良能的力量。

▌見證生命再現的美好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