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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道南神父

呂道南神父，原籍義大利，1933年生，1961

年奉派至澎湖傳教，擔任天主教惠民醫院院

長，1967年轉調羅東聖母醫院，當時蘭陽地

區醫療資源匱乏，早產兒皆須行經險峻的北

宜公路轉診至台北，往往因時間延誤而回天

乏術。為此，呂神父以四十歲之齡回到義大

利巴杜大學醫學院進修，取得小兒科專科醫

生資格後立即重返宜蘭，設立本區第一個小

兒科加護病房，迄今嘉惠早產兒近千名。

呂神父自1977年起擔任聖母醫院院長長達24

年，在那沒有健保的時代，窮人看病只要簽

立借據由呂神父簽名即可，後來這些借據實

則都被院方銷毀，在地方上傳為佳話。

到宜蘭羅東聖母醫院拜訪罹患巴金森病多

年的老院長，令人訝異的是，這位曾經擔任

聖母醫院院長達24年之久的呂神父，並沒有

獨享個人病房特別照料，而是與一般病患同

住在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照顧呂神父十多年

的看護吳益銘出生於佛教家庭，卻又專心投

入照護信奉天主教的呂神父，最後甚至由神

父受洗。照顧者與病患彼此間的心靈相依，

情同父子的故事，令人動容。

差點打退堂鼓的第一年
2003年，也就是呂神父罹患巴金森病四年

後，因為看護離職，醫院督導找吳益銘接下

這個任務。由於呂神父在台多年，精通國台

語，語言隔閡不是問題，但是24小時的看護

工作非常辛苦，第一年還未結束，吳益銘就

遞辭呈打退堂鼓了。未料，篤信佛教的母親

因為聽聞呂神父一生懸壺濟世造福鄉里，勉

勵他不可半途而廢，吳益銘感受到這份任務

的意義，因而打消辭意，沒想到一晃眼就是

十二個寒暑。

出遊散心　神父展笑顏
罹患巴金森病之後，呂神父心情一直不

好。大約最初的五、六年，吳益銘得到醫院

的允許，經常在好天氣時開車載著神父四處

走走，從淡水到墾丁，都有他們的足跡。呂

神父尤其喜歡在回宜蘭時，駐足高處，遠眺

龜山島。外出散步讓呂神父心情放鬆，加上

吳益銘定期陪他到花蓮慈濟醫院復健，延緩

了他的病程。雖然後來神父的健康狀況漸漸

不適合遠行，吳益銘仍會每天推著他坐輪椅

到附近的咖啡館，吃吃家鄉義大利的美食

「提拉米蘇」。

陪同神父面見教宗
呂神父義大利的家人曾一度將他接回家

鄉，但他仍想「回台灣」，喜歡有吳益銘的

陪伴。有一次，神父打越洋電話回來，說著

說著，竟然啜泣起來。再次回到台灣，吳益

銘和醫院的人都歡喜地到桃園國際機場接

機，這次，神父是不打算再離開了。

    2006年，教宗本篤十六世為嘉許呂神父

為台灣偏遠地區提供醫療照護四十載，特別

接見兩人；吳益銘陪同呂神父到梵諦岡。那

趟旅程，呂神父也帶吳益銘回到他義大利的

家鄉；他們就像朋友一樣，不只是看護與病

人的雇傭關係而已。

亦父亦友 無怨無悔
擔任呂神父的看護之初，神父的意識還十

分清楚，因為是非典型巴金森病，並無顫抖

現象，只是肢體僵硬和便秘困擾，以及輕微

的高血壓，身體狀況大致不錯。生病初期，

神父因病產生憂鬱傾向，需仰賴鎮靜劑，但

吳益銘總是盡量讓他放鬆；當神父無來由發

脾氣時，吳益銘也能體諒。但隨著病程變

化，神父肢體日漸僵硬，2011年經歷氣切、

胃造廔口手術後，便長期臥床，現在已無法

說話，只能靠眼球的移動或眨眼表達，但吳

益銘總能心領神會。對於這樣的另類父子情

緣，佔滿了他的生活，吳益銘說，感謝緣

分，無怨無悔！

如父亦友
看護情
訪羅東聖母醫院老院長 
呂道南神父之看護吳益銘

呂道南神父28歲來台傳教，將一生的青春歲月獻給這塊土地。1999年，66歲的呂神父
罹患了非典型巴金森病（APD），家人原本要將他帶回義大利，但呂神父熱愛羅東，
選擇在他奉獻一生的土地終老。十二年來，跟在呂神父身邊貼身照顧的看護吳益銘先

生，帶我們拜訪了呂神父，也與本刊分享這些年來長期照顧神父的心情點滴。

採訪 ˙撰文／江復正　

照片提供 ˙採訪協力／吳益銘 ˙ 羅東聖母醫院公關室 賴健三

2006年吳益銘陪同呂神父回到故鄉義大利，於威尼斯留影。

一段緣份　改變一生

談起長期照顧病患的辛苦，吳益銘表示，

辛苦是有的，但他非常感謝有這個緣分。

神父在台灣無家人，吳益銘父母親先後往

生後，他便用照顧親人一樣的心情陪伴神

父；如此面對長期看護的疲憊與挫折，就

能夠釋懷了。他也很感謝呂神父的疼愛，當

他得知吳益銘僅國中畢業，便鼓勵他利用夜

間就讀，完成羅東高商補校學業。那段夜校

放學後再趕回醫院照顧神父的歲月，讓他榮

獲「總統教育獎奮發向上優秀學生獎」的殊

榮。其後為了精進看護的職能，吳益銘也先

後考取了丙級看護員證照與乙級健康管理師

證照，目前仍在桃園進修甲級課程，繼續為

改善神父的生活品質盡一分心力。

如父亦友看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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