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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慈悲無障礙　　安寧療護是創造感動的服務，也正因為慈悲無障礙的感動，所以我在安
寧病房一待就是十六年，還安之如飴，並隨時在病人床邊，親臨感動的場景。
　　早期大家對安寧療護的服務內容不了解，總以為住進安寧病房是等死、放棄所有治療、被人拋棄
、充滿哀嚎、悲雲慘霧的「人間煉獄」，不僅社會大眾排斥，甚至連醫護人員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
每當我被要求去做安寧療護會診時，背後常被冠上「死亡的醫師」的封號，但我也不以為忤。
　　記得剛開病房時，照顧一位肝癌末期的中年病人，七進七出我們病房，得到最有尊嚴的照護，也
與家人做最好的連結，過程當中，也讓我見證到華人社會中家庭的圓滿、凝聚的力量。
他往生的時候，太太不但沒有哭天搶地，有別於一般病房病人往生時候的場景，反而她帶著歡喜的微
笑，連同正在唸國中的孩子，一一向安寧病房團隊鞠躬感謝！
這個畫面深深震撼了我，徹底扭轉我的照護觀念：原來安寧療護這麼好，可以幫助病人善終，讓家屬
沒有遺憾。
　　但是隨著照護的病人漸多，雖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但我對於無法幫助所有的病人善終漸感
困惑、無奈與耗竭。
一位師長告訴我：「如果你沒有處理自己內在的疑惑，面對死亡的焦慮、恐懼，別人的生死困頓與悲
悽，你是幫不了他們的。
」　　聽到這句話，我很茫然，不知道如何下手？
因為大多數的醫療助人者，對於生命末期的照護議題不知所措，我雖然歷經甚多末期病人的照顧經驗
，但仍然因此而陷入重重的迷霧，令人窒礙難受，甚至有時候，還想遠離現場，讓自己稍微透透氣。
　　經驗告訴我們，安寧病房絕對不是醫師個人英雄式作風的場域，而是跨領域的醫療團隊攜手合作
、彼此打氣的服務場所，如此才能集思廣益締造照護的更優良品質。
這是安寧醫療團隊每天都在思維的功課，希望每個被安寧團隊照顧過的病人都得到善終，就是安寧團
隊每個人的真誠心願。
　　隨後遭逢家父在本院加護病房往生，斷氣時全身都插滿管路，讓我非常不捨與難過，因而更能同
理家屬面臨喪親的哀傷，不是簡單的說句：「我了解你的難過。
」就能安撫喪親者的情緒。
　　有時候是「此時無聲勝有聲」的陪伴，甚至含著眼淚、帶著微笑，陪著他們看到未來的希望與光
明，度過最幽暗的人生谷底，往往經過、並克服此歷程的艱難險阻之後，人生觀與生命歷練，就別有
一番新的氣度與涵養，更能化為助人的力量。
　　因為本身擁有這樣的經驗，讓我徹底體悟每個病人的末期階段和往生過程，都是獨特的、寶貴生
命的教育教材，能夠充實我們照護末期病人的能力，並且回饋與培養我們對人的熱情與關懷，讓我們
不斷地獲得靈性與慧命的成長。
　　我常常跟年輕的醫師分享經驗提到：「病人才是我們真正的老師！
」這一課我們不能缺席，否則即使是醫師，處在生命奧義的殿堂內，卻永遠還是門外漢；所以醫師不
僅要「醫生」，也要會「顧死」，這是醫師神聖的職業的靈魂所在。
　　安寧緩和醫療最核心的課題就是「靈性照顧」，這對於許多醫療助人者而言，是相當陌生的，國
內以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開風氣之先，在前副院長陳榮基教授催生安寧緩和醫療病房，我的恩師陳
慶餘教授引進臨床佛教宗教師，並且對其加以培訓在病床邊照護病人的能力，親自不辭辛勞與這些宗
教師們研讀經典、討論案例、提供照護方向，敦請法鼓山佛教學院釋惠敏校長蒞臨床邊指導，共同擬
定本土化靈性照護模式，和臨床具體可行的「法門」，讓宗教師得與末期病人互動有所依循，解決臨
床宗教師對於艱深醫學的隔閡，讓宗教師有機會在另一個「修行道場」修練「苦、空、無常、無我」
這門課，激起陣陣的生命火花與共鳴，因此才有一頁頁動人的病房故事發生。
　　剛開始，病人對於臨床宗教師無法接受，看到宗教師來到病房邊服務時，往往婉拒，甚至有些會
很激動地對宗教師說：「我還不想被超度！
」或是「我沒錢給你化緣。
」讓宗教師不得其門而入，備感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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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醫療團隊再次慎重引薦，說明宗教師也是醫療團隊中重要的成員，不是來病房傳教，而是來
協助病人的靈性照護與生命提升，病人和家屬才漸漸接受。
以至於後來，佛教臨床宗教師的服務，也成為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的特色，甚至有些末期病人，是
慕名宗教師的駐院服務，而來要求住院的。
　　經由臨床宗教師的照護，並將成功的善終服務與靈性提升經驗，與醫療團隊分享後，讓醫療助人
者在感動之餘，學習到病人轉化的關鍵處，更令整個安寧團隊深入了解靈性照護的迫切性。
　　爰引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書》所言：「協助一個病人善終，才是最大的福報！
」此言深深烙印在安寧醫療團隊成員的心中，並願學習觀世音菩薩的「尋聲救苦」，處處常為「度人
舟」，協助末期苦難的病人和家屬度過「生死的濁流」，更願所有的病人，都能逢阿彌陀佛接引，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可蒙上主的恩召，回到永生的天堂，化為對病人和家屬更深、更廣的祝福。
　　臨床宗教師的培訓計畫，在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的多年來贊助下，數年來讓為數不少的宗教師，
在本院緩和醫療病房接受完整的照護訓練，協助病人與家屬獲得靈性的整體性照顧，隨後將這些學有
專精的宗教師，透過蓮花基金會廣佈到其他醫院的安寧病房，讓更多末期的病人接受宗教師所引導的
靈性照護。
　　近年來，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佛教團體，陸續到本院緩和病房參訪、交流宗教師的靈
性照護，點點滴滴彙整的靈性照顧經驗，讓他們大為感動與讚賞，也紛紛邀請我們緩和醫療團隊，到
他們國家的靈性專業團體中演講，並協助其培訓臨床宗教師，在在都顯示普世臨床宗教師服務的需求
日益顯著。
　　本書的出刊甚為不易，乃是恩師陳慶餘教授觀察時機與因緣成熟，在其堅強的意志感召下，動員
大家集結以前所有照顧與討論的個案，去蕪存菁後集結成書，與讀者分享。
本書一頁頁臨床宗教師的故事，背後蘊藏了多少的辛酸與血淚、挫折與困頓、不捨與不甘心，說明了
末期照護的困難重重，這需要跨領域醫療團隊的合作來處置。
　　生命臨終階段，更需要臨床宗教師的引導，生命才有轉化和超越的機會，苦難才有抒發和創造意
義感的出口，並化為一則則感人肺腑的故事與生命教育的題材。
誠如臨床宗教師所開示的：「慈悲無障礙！
」　　本書字裡行間流露出醫療團隊的真誠與慈悲，也希望讀者在看畢書中內容之餘，對於安寧療護
的內容和成員角色有初步的了解，對於慈悲和寬恕，有更寬廣的認識與體會，讓社會上重視末期病人
的權益，讓其早日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的服務，也能開誠布公來討論有關死亡和哀傷的議題，藉此來擴
大國人的人文關懷與生死學教育，達到人人可以「同理他人，關懷自己」的化境。
　　本書的主題是介紹臨床宗教師，因此特別節錄某些情節、場景，以突顯宗教師的角色，但這些故
事背後，都是以跨領域團隊合作為基礎，唯有病人的身、心、社會層面，都得到緩解與平安，才有辦
法達成病人的善終與家屬的無憾，這才是這本書所要表達的完整面貌。
　　姚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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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期大家對安寧療護的服務內容不了解，總以為住進安寧病房是等死、放棄所有治療、被人拋棄
、充滿哀嚎、悲雲慘霧的「人間煉獄」。
　　不僅社會大眾排斥，甚至連醫護人員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每當姚建安醫師被要求去做安寧療護
會診時，背後常被冠上「死亡的醫師」的封號。
安寧緩和醫療最核心的課題，就是「靈性照顧」，這對於許多醫療助人者而言，是相當陌生的，這也
是促使姚醫師寫這本書的最大動機。
　　台大醫院剛開始推臨床宗教師時，病人或家屬對於臨床宗教師無法接受，看到宗教師來到病房邊
服務時，往往婉拒，甚至有些會很激動地對宗教師說：「我還不想被超度！
」或是「我沒錢給你化緣。
」　　經過醫療團隊慎重引薦，說明宗教師不是來病房傳教，是來協助病人的靈性照護與生命提升，
病人和家屬才漸漸接受。
臨床宗教師的服務，也成為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的特色；全書透過不分男女老幼的18種感動，讓讀
者看到宗教的生命智慧，釋放出人生最後的圓滿。
　　安寧病房的醫護人員，常接到已逝病友家屬的感謝函，謝函內容被提到最多的是宗教師，他們非
常感恩，他們的親人在最後一段日子，能遇見本病房的臨床宗教師，讓病人能放下世俗的煩惱，圓滿
往生。
　　但不諱言，也有人拒絕宗教師的關懷，傳統的民間信仰看到法師多半在喪禮上，在末期病人與家
屬眼中，法師難免有不同的象徵意義。
另外不同信仰的人，也會拒絕法師，卻不知臨床宗教師，是沒有宗教分別的，也不是來傳教的，更不
是專門執行某些儀式的代表。
　　《聽診器與念珠：安寧病房裡的宗教師》從臨終病人最常見的「死亡恐懼」開始，順著病人與其
家屬心靈的轉折：不捨、心願未了、自我尊嚴的傷害、自我放棄、對安寧緩和醫療認識不清；步步來
讓讀者朋友對臨床宗教師有所了解。
　　末期病人可能會抱怨：　　「我天天燒香，為什麼老天沒保佑？
」　　「臨時抱佛腳有用嗎？
」　　擔心自己未來不可預知的去處、擔心會不會下地獄&hellip;&hellip;等問題。
這些心理靈性困擾是沒答案的，與宗教師間的對談，也不是標準答案，病人個人能有所體會領悟的，
才是真正的答案。
　　生命中有很多的不確定，唯一確定的只有死亡，但對於能確定的事，大部分人還是張惶失措，遑
論未知的死亡，是此生最後的歷程。
每個人都希望死於平靜與圓滿，所以死亡方式是如此重要，也可以說，死亡是此生最關鍵的時刻。
　　大家常勸導臨終往生的病人：「要放下！
」說得簡單，實踐才是功夫！
一般說來，活得越久包袱就越重，平時沒有養成放下的習慣，要如何在短短有限的時間學習放下？
說實在不太可能，但故事中的幾位主角卻做到了。
　　在生命轉彎時，宗教師讓病人及其家屬，看到靈性上的困擾與難割難捨，幫忙推開這扇罣礙之門
的「鑰匙」，往往就在宗教師言談間的四兩撥千斤。
在臨終或危機時刻，很多人只看到眼前一小部分，而無法看見生命的全部，因此痛苦接踵而來，不但
自己痛苦、全家人或整個家族跟著受苦，這也是本書可以幫我們大家覺察、引領深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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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建安　　現任：臺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秘書長　　這本書，由
真實故事改編而成，至今讀來仍熱淚盈眶。
　　感謝所有曾經住在安寧病房過的病人與家屬，教導醫療團隊「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得以成長
；使我們積聚能量和毅力，更懂得如何照顧呵護、服務更多的病人與其家屬。
　　安寧病房每天都有感人的事情發生，安寧團隊的職責，是確保病人生活品質、達到善終，家屬的
哀傷得到撫慰疏導，要圓滿這些訴求，有賴靈性照顧的提升。
一路走來，宗教的生命智慧，令人感佩讚頌之餘，省思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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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序：慈悲無障礙安寧療護是創造感動的服務，也正因為慈悲無障礙的感動，所以我在安寧病房
一待就是十六年，還安之如飴，並隨時在病人床邊，親臨感動的場景。
　　早期大家對安寧療護的服務內容不了解，總以為住進安寧病房是等死、放棄所有治療、被人拋棄
、充滿哀嚎、悲雲慘霧的「人間煉獄」，不僅社會大眾排斥，甚至連醫護人員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
每當我被要求去做安寧療護會診時，背後常被冠上「死亡的醫師」的封號，但我也不以為忤。
　　記得剛開病房時，照顧一位肝癌末期的中年病人，七進七出我們病房，得到最有尊嚴的照護，也
與家人做最好的連結，過程當中，也讓我見證到華人社會中家庭的圓滿、凝聚的力量。
他往生的時候，太太不但沒有哭天搶地，有別於一般病房病人往生時候的場景，反而她帶著歡喜的微
笑，連同正在唸國中的孩子，一一向安寧病房團隊鞠躬感謝！
這個畫面深深震撼了我，徹底扭轉我的照護觀念：原來安寧療護這麼好，可以幫助病人善終，讓家屬
沒有遺憾。
　　但是隨著照護的病人漸多，雖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但我對於無法幫助所有的病人善終漸感
困惑、無奈與耗竭。
一位師長告訴我：「如果你沒有處理自己內在的疑惑，面對死亡的焦慮、恐懼，別人的生死困頓與悲
悽，你是幫不了他們的。
」　　聽到這句話，我很茫然，不知道如何下手？
因為大多數的醫療助人者，對於生命末期的照護議題不知所措，我雖然歷經甚多末期病人的照顧經驗
，但仍然因此而陷入重重的迷霧，令人窒礙難受，甚至有時候，還想遠離現場，讓自己稍微透透氣。
　　經驗告訴我們，安寧病房絕對不是醫師個人英雄式作風的場域，而是跨領域的醫療團隊攜手合作
、彼此打氣的服務場所，如此才能集思廣益締造照護的更優良品質。
這是安寧醫療團隊每天都在思維的功課，希望每個被安寧團隊照顧過的病人都得到善終，就是安寧團
隊每個人的真誠心願。
　　隨後遭逢家父在本院加護病房往生，斷氣時全身都插滿管路，讓我非常不捨與難過，因而更能同
理家屬面臨喪親的哀傷，不是簡單的說句：「我了解你的難過。
」就能安撫喪親者的情緒。
　　有時候是「此時無聲勝有聲」的陪伴，甚至含著眼淚、帶著微笑，陪著他們看到未來的希望與光
明，度過最幽暗的人生谷底，往往經過、並克服此歷程的艱難險阻之後，人生觀與生命歷練，就別有
一番新的氣度與涵養，更能化為助人的力量。
　　因為本身擁有這樣的經驗，讓我徹底體悟每個病人的末期階段和往生過程，都是獨特的、寶貴生
命的教育教材，能夠充實我們照護末期病人的能力，並且回饋與培養我們對人的熱情與關懷，讓我們
不斷地獲得靈性與慧命的成長。
　　我常常跟年輕的醫師分享經驗提到：「病人才是我們真正的老師！
」這一課我們不能缺席，否則即使是醫師，處在生命奧義的殿堂內，卻永遠還是門外漢；所以醫師不
僅要「醫生」，也要會「顧死」，這是醫師神聖的職業的靈魂所在。
　　安寧緩和醫療最核心的課題就是「靈性照顧」，這對於許多醫療助人者而言，是相當陌生的，國
內以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開風氣之先，在前副院長陳榮基教授催生安寧緩和醫療病房，我的恩師陳
慶餘教授引進臨床佛教宗教師，並且對其加以培訓在病床邊照護病人的能力，親自不辭辛勞與這些宗
教師們研讀經典、討論案例、提供照護方向，敦請法鼓山佛教學院釋惠敏校長蒞臨床邊指導，共同擬
定本土化靈性照護模式，和臨床具體可行的「法門」，讓宗教師得與末期病人互動有所依循，解決臨
床宗教師對於艱深醫學的隔閡，讓宗教師有機會在另一個「修行道場」修練「苦、空、無常、無我」
這門課，激起陣陣的生命火花與共鳴，因此才有一頁頁動人的病房故事發生。
　　剛開始，病人對於臨床宗教師無法接受，看到宗教師來到病房邊服務時，往往婉拒，甚至有些會
很激動地對宗教師說：「我還不想被超度！
」或是「我沒錢給你化緣。
」讓宗教師不得其門而入，備感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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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醫療團隊再次慎重引薦，說明宗教師也是醫療團隊中重要的成員，不是來病房傳教，而是來
協助病人的靈性照護與生命提升，病人和家屬才漸漸接受。
以至於後來，佛教臨床宗教師的服務，也成為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的特色，甚至有些末期病人，是
慕名宗教師的駐院服務，而來要求住院的。
　　經由臨床宗教師的照護，並將成功的善終服務與靈性提升經驗，與醫療團隊分享後，讓醫療助人
者在感動之餘，學習到病人轉化的關鍵處，更令整個安寧團隊深入了解靈性照護的迫切性。
　　爰引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書》所言：「協助一個病人善終，才是最大的福報！
」此言深深烙印在安寧醫療團隊成員的心中，並願學習觀世音菩薩的「尋聲救苦」，處處常為「度人
舟」，協助末期苦難的病人和家屬度過「生死的濁流」，更願所有的病人，都能逢阿彌陀佛接引，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可蒙上主的恩召，回到永生的天堂，化為對病人和家屬更深、更廣的祝福。
　　臨床宗教師的培訓計畫，在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的多年來贊助下，數年來讓為數不少的宗教師，
在本院緩和醫療病房接受完整的照護訓練，協助病人與家屬獲得靈性的整體性照顧，隨後將這些學有
專精的宗教師，透過蓮花基金會廣佈到其他醫院的安寧病房，讓更多末期的病人接受宗教師所引導的
靈性照護。
　　近年來，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佛教團體，陸續到本院緩和病房參訪、交流宗教師的靈
性照護，點點滴滴彙整的靈性照顧經驗，讓他們大為感動與讚賞，也紛紛邀請我們緩和醫療團隊，到
他們國家的靈性專業團體中演講，並協助其培訓臨床宗教師，在在都顯示普世臨床宗教師服務的需求
日益顯著。
　　本書的出刊甚為不易，乃是恩師陳慶餘教授觀察時機與因緣成熟，在其堅強的意志感召下，動員
大家集結以前所有照顧與討論的個案，去蕪存菁後集結成書，與讀者分享。
本書一頁頁臨床宗教師的故事，背後蘊藏了多少的辛酸與血淚、挫折與困頓、不捨與不甘心，說明了
末期照護的困難重重，這需要跨領域醫療團隊的合作來處置。
　　生命臨終階段，更需要臨床宗教師的引導，生命才有轉化和超越的機會，苦難才有抒發和創造意
義感的出口，並化為一則則感人肺腑的故事與生命教育的題材。
誠如臨床宗教師所開示的：「慈悲無障礙！
」　　本書字裡行間流露出醫療團隊的真誠與慈悲，也希望讀者在看畢書中內容之餘，對於安寧療護
的內容和成員角色有初步的了解，對於慈悲和寬恕，有更寬廣的認識與體會，讓社會上重視末期病人
的權益，讓其早日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的服務，也能開誠布公來討論有關死亡和哀傷的議題，藉此來擴
大國人的人文關懷與生死學教育，達到人人可以「同理他人，關懷自己」的化境。
　　本書的主題是介紹臨床宗教師，因此特別節錄某些情節、場景，以突顯宗教師的角色，但這些故
事背後，都是以跨領域團隊合作為基礎，唯有病人的身、心、社會層面，都得到緩解與平安，才有辦
法達成病人的善終與家屬的無憾，這才是這本書所要表達的完整面貌。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聽診\器與念珠>>

媒体关注与评论

　　「書中引用臨床實例，陳述中，感受到臨終病人對靈性需求的殷切。
」　　－－佛教蓮花基金會董事長／陳榮基　　「緩和醫療，人間道場，習法傳法，己度度人。
」　　－－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教授／陳慶餘　　「安寧緩和醫療團隊照顧末期病人與家屬，如果
不能超越死亡恐懼，那麼再怎麼努力都只有八十分，善終很難圓滿達成。
」　　－－台灣安寧緩和醫療學會理事長／邱泰源　　「人性的關懷，本來就是醫學之本，只是在高
科技的發展，高度分工的結果下，醫療疾病化、數據化、器官化、商業化，迷失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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