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医疗五全观点看癌症康复 

台北荣民总医院 旷裕蓁社会工作师 

前言～在医院场域，我看不见「癌症康复」 

我在医学中心从事医疗社会工作 27 年，有 22 年时间与罹患脑部肿瘤

的儿童相处，从诊断、手术、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接着五年缓解追踪，

或是不知何时会复发？又得重新踏入另一长串治疗！我在工作初期，对于

这样无奈又无助的循环，感到灰心和沮丧，直到主治医师一语点醒：病情

稳定，恢复健康的病人，是不会出现在医院里！原来，要看见癌症康复的

病患，并不是在医院，而是在他所处的生活周遭。 

走出白色巨塔，看见癌症病人需要的康复 

*自身研究启示：「工作」是全面向复原的重要指标 

    我很好奇，这些从小罹患癌症、完成治疗长大的孩子们，复原之后的

生涯发展究竟如何？故走出医院，以「儿童脑瘤长期存活者的工作期待与

困境」为题目，走访全省 29位、脑瘤治愈五年、18岁以上、未就学的病患

和家属，以半结构大纲访谈，了解受访者身体、心理、社交状况，再关注

工作概况(做哪类工作？如何求职？对工作的想法和困境等)进行质性数据

分析。而研究结论是：「工作」是病患全面复原的重要指标，它所代表的意

义，不仅是一份收入，更是身体健康、心理能量、和社群维系能力的展现，

以及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来源。29位受访者有 6位工作，其中只有 2 位能自

行求职就业无困难，其他 4 位则为家人安排或身障进用，复原程度十分受

限；其他无工作的存活者，纵然在癌症侵袭中保住性命，然而复原之路，

还需要有长期性、专业性及个别化的个管服务模式介入与辅导。 
 
*癌友生命启示：「利他」改变疾病的意义，重新创造存在与受苦的价值！ 

我在另一类癌症病人上看到不同的康复面貌。 

中年、男性、口腔癌病友，手术过后颜面损伤，放射线后骨坏死、皮

瓣伤口照护困难，经常得用上 1-2 年时间去疾病控制，却可能早已失去工

作、失去家庭角色、也失去人际关系。当这群「失去」比「拥有」还多的

人相聚在一起，奇妙的复原力量，不知何时？不知如何？但千真万确地发

生作用！他们互相调侃，看谁的疤痕最帅气？身上的战绩(植皮伤疤)最彪

炳？一起分享重新吃东西的方法与乐趣。心里不孤单的感受，让他们的生

活有新的目标～他们的生命就是证言！无论是参与戒槟榔倡导，或是关怀

安慰新加入战场的癌友们，他们越来越能神采奕奕的叙说自己的生命故事，

学习看见这场疾病背后的意义～分担的痛苦格外的轻！在帮助别人的过程

中，也重新提升自我心象！ 

专题-台湾癌症康复发展的现况



重返医院，以五全模式，促进癌友家庭全面康复 

我在小区中看见了全面性癌症康复的可能性，带着这层认识，不仅激

励我「长存希望」去陪伴、鼓舞正在奋斗中的病友和家属，也在医院环境

中，实践「五全」服务模式～以「全人、全程、全家、全团队、全小区「的

概念，关心病患「生理-心理-社会」层面的照顾，从住院、返家、到职场

的复原过程，经由专业人员或病友访视分享(如对自己和家人说：「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重新体认和诠释疾病意义，拉近家人

彼此靠近、修补关系，与医疗团队形成伙伴关系，期待最终能在社群中获

得全面向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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