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大家的生活步調，

會刊的專訪也無法與醫師面對面進行。這

次，透過網路視訊，我們拜訪了榮總的蔣

漢琳醫師。

小小的視窗裡，蔣醫師在醫院帶著口罩、

頭巾，包得密密實實，但不難從她的眼神、

言談間，感受親切的笑容。

醫者的期盼

神經科的患者包含各種類型，診間裡可

能有頭痛的人、中風病人、顏面神經麻痺

患者、神經退化疾病的長者（如：失智症、

阿茲海默症），當然也包含為數不少的巴

金森病友。蔣醫師從擔任住院醫師時期，

便開始照顧巴金森病人至今。以她的觀察，

由於醫學進步，近年來國人平均壽命漸漸

增長，也因此各種退化性疾病患者隨之增

多，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並非只有巴金森

患者增加。

她說，神經科的特色就是透過詢問病史、

動作觀察及各種檢查之後，推斷病人的疾

病種類，如偵探辦案一般。當推斷正確時，

固然會有一種成就感；但是，給病人適當

的治療、調藥，幫助病人重拾健康生活，

才是作為醫者內心最衷心的期盼。

醫病溝通影響治療效果

每個病人、每位家屬都有不同的個性及

當下的情緒，需要不同的溝通方式，這是

神經科醫師的一大課題。蔣醫師謙虛地說：

「我覺得自己需要學習的還很多。例如，

到現在我都常常要思考，面對什麼樣的病

人或家屬，要用什麼樣的態度、措辭去溝

通，才能有良好的效果。」

因為，醫病溝通良好與否，跟治療效果

非常有關係。最棘手的病人不在於他的病

情如何，而是無法溝通。特別是精神狀況

不佳且對治療與用藥具有強烈個人主觀意

見的病人，通常較難有好的療效。她曾有

一位病人便是如此，因為不按照醫囑用藥

導致病情控制不佳，只能請他住院重新調

藥，以便確保其用藥狀況、觀察藥物反應。

但他住院期間，每每對醫囑下指導棋，對

護理師發給的藥很有意見，挑掉自認為不

必吃的，甚至私下吃自己購買的；導致有

時吃太多，有時吃不夠。

只在回診那天當病人

那麼，什麼樣的病人病情控制會比較好

呢？

蔣醫師表示，目前巴金森雖然無法完全

治癒，但它畢竟是一種病情進展較慢的疾

病。因此她建議巴友：心理上，要接受自

己生病的事實；但行為上，要好好過正常

的生活。不要總是把自己當作病人，生病

以後就自我設限。事實上，越是不動的，

退化得越快。應該正常地去過一般人的健

康生活，該做什麼就積極去做，勇敢地如

愉悅的心情才是良藥，

蔣醫師示範給你看。

心情愉悅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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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北榮總神經科主治醫師蔣漢琳

心情愉悅很重要！

蔣醫師說，心情愉悅，是讓病情發展減緩的秘訣；

看見病人因為治療而重拾健康生活，則是讓醫師熱忱不減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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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參加各種活動；好好的吃，顧好營養，

規律的運動，最重要的是「常保愉悅的心

情」，較能讓退化減緩。這就是為什麼有

些病人其實病情不嚴重，但自怨自艾不想

動，整個人時時陰鬱著；但有些病人雖然

肢體不方便，拄著拐杖、坐著輪椅，說話

走路時常卡住，但卻仍然開朗活潑，整個

人很陽光，也帶給身邊的人溫暖。

她說，別天天把自己當病人，「只在回

診那天當病人就好。」因為，眾多的研究

告訴我們，開心、運動，日子過得健康正

常的人，退化速度會比較慢。

愉悅的心情才是良藥

每天開開心心過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

治療的重要環節。但是，憂鬱、焦慮，總

不時襲來，怎麼辦？

蔣醫師說，有鬥志的病人，生活品質會

比較好；如果病人本身意志消沉，旁人的

鼓勵比較難發揮作用。而病人與家屬的心

情也會互相影響，焦慮、憂鬱，彷彿會傳

染一般。甚至有時候，焦慮、憂鬱是來自

家屬。診間偶爾會遇到家屬抱怨病人，覺

得辛苦的照顧得不到回應；病人聽著也不

開心，彼此自然就有情緒壓力，生活變得

緊張，這容易導致病人無鬥志，漸漸地不

想動，生活品質就難以確保，彼此陷入一

種惡性循環。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於各種

慢性病，並非巴金森專利。

遇到這種情形，必要時她甚至會直接幫

家屬掛號，開藥幫助緩解；或是轉給身心

科。但醫師就算開立憂鬱、焦慮的藥物，

也無法保證解決問題，只能從旁鼓勵，同

理病人與家屬的感受。一般來說，除非憂

鬱情形非常嚴重，她不太會將病人轉給精

神科，因為如果精神科醫師對巴金森的藥

物不是很熟悉，有些精神科藥物會阻斷或

減弱巴金森藥物的效果。因此她的病人她

都盡量自己處理。

放過自己路才走得遠

關於家屬的照顧壓力，蔣醫師請照顧者

學著「給自己一點空間」。要知道，自己

也需要放假。照顧病人就像顧小孩，是長

期抗戰，要學會放手，不要事事幫忙打理。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心狀況，唯有

自己狀況好，才能長長久久照顧家人；自

己狀況不好，生病的家人也不會好過。

特別是在病人有狀況時，照顧的家人往

往會陷入一種自責，認為是自己照顧有疏

失。「要學會『放過自己』。」蔣醫師說，

就算不是病人，一般的老人或小孩，也難

免有意外狀況，跌倒了、碰傷了、嗆咳

了……狀況百出都是正常的，照顧者只要

盡力了就好，不需要過度自責。

耐心陪伴緩慢的病人

回首來時路，蔣醫師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一路上有許多好老師教導、幫助她，例如；

長庚的吳逸如醫師、研究所的林靜嫻教

授……等，一時羅列不清楚，她打趣說「族

繁不及備載」。

特別是吳逸如醫師，「她是我動作障礙

的啟蒙老師，若沒有她，我應該走不到現

在。」除了醫學上的教導，蔣醫師遇到任

何難題困擾，也都會請教吳醫師；直到現

在，吳醫師仍然亦師亦母地幫助她、教導

她。

對於神經科的學弟妹，蔣醫師提醒，神

經科的病人年長者多，動作比較緩慢，有

時伴隨聽力差、記憶力不好，門診看診急

不得，進度一定比其他科別慢，因為每一

個病人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溝通、等待。

因此，耐心、愛心、慈悲心是非常需要的。

當然，智慧也是很重要的，有時候，也許

病人、也許家屬，甚至自己，正好在情緒

上，一時空氣凝結……在那當下，如何穩

住自己，保持思考澄明，做出適當的處理，

至關重要。

蔣醫師總覺得自己永遠有更多進步的空

間，因為醫學進步日新月異，時時追求新

知，才能給病人最適當的治療。她也與所

有的神經科醫師共勉：「不忘初衷」，讓

病人的笑容，成為支撐醫者熱忱的力量。

心情愉悅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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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時空氣凝結……在那當下，如何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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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醫師示範給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