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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元月我在左乳上方摸到一個硬塊，約有一公分左右，起初以為是經期漲痛，
但這個硬塊持續不退，不會動、多角形、很硬、慢慢變大，我開始懷疑它不是好東西了。
趁著休假到和信醫院找陳啟明主任檢查，不到半小時即由病理切片確定診斷為二期乳
癌，大小二點一公分。四天後在台北榮總由王惠暢大夫主刀，行乳房切除手術，病理切
片有淋巴轉移，只好接受化學治療，現已完成化學治療，獲得重生。我，一個普通的健
康人，晴天霹靂突然獲知罹患癌症，至經過近半年入院十二次化療的心路歷程是如何走
過死蔭幽谷的，我願把自己成功抗癌的心得及信念與大家分享。

一、預防重於治療，有病一定要看，延遲的後果是要付出雙倍代價的事後回溯，我
常想如果當時摸到約一公分時，我能當機立斷，排除工作重擔優先處理，立即就醫，行
手術切除，當時若還沒有轉移，就不必付出近半年的代價，進出十二次住院接受化學治
療，這是延遲就醫付出的慘痛代價。這個代價該如何彌補、如何預防呢？那當然要了解
延遲的原因。

治療期間，我參加榮總的同心緣聯誼社，與同是「少奶奶」的姊妹們促膝暢談、分
享經驗，發現延遲就醫的原因不外乎是：不知道其嚴重性、害羞、否認、以為不會是癌症，
以為無傷大雅、有硬塊不痛未影響日常生活、不願由男性醫師診察、怕上醫院、怕看醫
師、沒時間、不方便等因素，以至裹足不前。我很嚴肅的提醒各位姊妹，平日要勤做乳
房自我檢查，以期早期發現。一旦發現，應當第一優先處理，千萬不要耽誤，以至發生
家庭悲劇。電視上「真情相對」節目中，一位中年先生悲悲切切的提及太太三十歲罹患
乳癌，因家有喪事耽擱治療時間，一拖半年，由一期轉為四期，不到半年，就回天乏術，
留下年幼子女三人無母照顧，豈不是人間慘劇？這故事告訴我們乳癌發生年齡有年輕化
趨勢，每個年齡層都要有危機意識，定期自我檢查或看醫師，千萬不要延遲，否則就會
造成一延遲千古恨之憾事。

二、治療主要靠自己，要有堅強的信心，告訴自己「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得更好」

記得有人訪問李豐醫師，問她以醫師的立場看，那一種病人最難治好？也許記者們
期望她說的是癌症病人最難治，但她的回答卻是：「自己不想被醫好的病人最難治」。
這是擁有二十年抗癌經驗醫師的肺腑之言。

是的，是否要活下去存乎一心，由許多研究指出，如果一組人病重而有求生意念比
另一組病情相似而無求生意念者，其結果是有求生意念這組的治療情形較好。因要活就
要動，細胞動起來，人的免疫細胞抵抗力加強，加上適當的運動、休息，合適的飲食營



養調理、家人朋友的支持下、有良好的環境休養及宗教靈性等的修煉，許多奇
蹟就產生了。我願意舉幾個實例與大家分享。

實例一：我曾經訪問許多成功與癌症病人奮鬥的病人，例如：×× 法師，
在醫師宣佈其肝癌已轉移至整個腹部、淋巴，甚至骨頭，大約只有一、二個月
時間可活時，他毅然決然放棄所有治療，包含化學治療及任何支持療法出院了，
以醫師認為剩餘有限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居然六個月過了，他置於死地而
後生，現在不僅已活下來六、七年了，且到處講學，以實例與人分享，鼓舞病
人與癌奮鬥。

實例二：第二個例子是我的師父夢參法師，師父罹患癌症，知道是直腸癌
時已是八十二歲高齡，本來不想手術，只等清清楚楚的往生，奈何弟子們不願
他，也不捨他離去，請他接受手術，現已二年，每日灌腸、清腸、洗腸，生活
規律，作息正常，照樣到五台山、美國及加拿大各地講學。這也是置於死地而
後生、不畏癌症、有信心、肯治療及勤於修行的成果。

實例三：至於我自己也有不少經驗與大家分享，例如我在做第二、三次化
療時，開始有掉頭髮的情形，我看到貞姊，與我同病相憐的醫院護理姊妹在做
第二次化療時，頭髮已脫落一半，心中不免害怕、擔心。害怕、擔心好像會傳
染似的，我也開始掉髮。每日起床觀察枕頭上鋪的毛巾總有髮絲落下來，心中
很難過，就去買了假髮，做好心理準備，以防頭髮全掉，無法上班。後來我去
見我的主治醫師王惠暢，告訴他掉髮情形，他說：「打這種藥物據統計只有百
分比之二十的人會掉頭髮，以妳現在身體及心理狀況，應該不會掉太多才是」。

聽了主治醫師的話，我心中一振，我應該有戰勝脫髮的決心，以我的身體
及精神狀況我應該是屬於百分之八十的一群。因此，我在心中一再重複對自己
催眠：「我絕不會掉頭髮」，「我不會掉頭髮」，「我治療情形很好，藥物正
在將癌症細胞排除」、「我會活下去」、「我會活得更好」、「我在天蠶變，
我再生了」。用這種積極肯定自我催眠療法，效果不可思議。我每週五下午拿
休假接受化療，週六有時休息，有時上半天班，完全不影響公務。每天樂觀上
班、開心處事，反正已買了假髮，能換換髮型改變一下也蠻開心的。二週後，
我不再掉頭髮了，也不必再戴假髮，第一步抗癌「防止掉髮」的策略成功了。

再者，我也曾詢問一些治療情況較不好的病人，我認為最主要原因還是心
理建設及信心不夠堅強。例如：有些人走到病房，看到點滴上的化學藥物，未
注射就已經起了噁心、嘔吐之心，甚至不想繼續治療。如能心念一轉，把治療



當成快樂的一件事，將痛苦轉為磨練、修行，甚至化痛苦為快樂想法，在最不
舒服時，以想像最美好的、最興奮、最快樂的事後，不要說十二次，就是連續
性的數十、數百次療程，也能勇敢面對，並克服噁心、嘔吐、皮膚癢、掉髮、
貧血、腹瀉、便秘、白血球下降、口腔炎、肢端麻木、色素沈濁等問題。

三、要有規律的生活，運動、復健、休息、充分的營養及水份補充

運動、復健與適當的休息是同樣重要的，而且復健、運動要愈早開始愈好。
乳癌手術在美國平均住院標準天數是一天，原因是保險公司只給付一天的費
用。出院後病人通常會帶一條或二條引流管引流，醫師通常指示病人待引流管
拔除後才開始執行爬牆等復健運動。我個人認為最理想的方式是在手術前即與
復健治療師會談，了解手術後可能要做什麼復健治療，早有心理準備會更好。
手術回來第一天，手可能會發麻，即可開始手部手指的上下左右活動，按摩穴
道點，再加強手臂、手肘、肩關節等的活動。由與病人會談中可瞭解有計畫、
定時執行復健與無計畫隨興而動，在手術傷口的恢復、麻木腫脹感消失、及舉
手上下關節活動的幅度上，是有顯著差異的。運動也是要愈早恢復愈好。生病
前如果每日保持爬山、打網球、游泳各項活動，手術後應可慢慢恢復，剛開始
也許運動時間只能十分鐘，可逐漸增進。

至於充分的營養及水份補充方面，筆者曾訪問乳癌病人得到共同的結論是：
治療期間除了要有充分的蛋白質等營養供應外，還要多喝水。這種水分的供給
可幫助化學治療藥物的排出。最好喝新鮮果汁，如柳橙汁、西瓜汁、香吉士汁、
木瓜汁、楊桃汁、紅蘿蔔汁、番茄汁等。燕窩、冬蟲夏草、雞精、黃耆加枸杞
煮雞湯、薏仁湯、麥苗精、優酪乳……等，也可增加免疫力，使白血球上升。
最近有人提到各種飲食或藥物治療中經常加番茄，當然也有人每日服用維生素
A、B、C、D、E 等，維他命補充確實對人體的免疫力增加、促進血液循環、
防止噁心嘔吐等有所助益。



四、�家人、親友關愛、醫護人員協助、患友俱樂部及宗教團體的支持，是股無
形的支持力量

（好友的支持與鼓勵，可減輕痛苦、克服疾病及心理障礙）

（有宗教信仰是股無形的支持力量！）



不是每個人都會有人生的伴侶、親人、兄弟姊妹等家人的支持及照顧的，
若無親無故，總有醫護人員、好友或宗教團體，甚至社工、義工等有愛心的人
可以傾吐或尋求協助，只看我們願不願意開口尋求支援。人活在社會上不可能
離群索居，一定會與親友有所互動，今日你接受別人幫助，他日你有能力也可
以回饋幫助別人，因此，尋求支援並不可恥。尤其在此時此刻，參加患友俱樂
部與患友分享經驗及甘苦談，相互鼓勵安慰是一股極強大的支持力量。如果不
尋求幫助，人在無助時往往會有自我虐待行為或將自己的痛苦宣洩在別人身
上。這種行為可能一時可以發洩心中的鬱悶，但我們知道即使是久病也可能無
孝子，何況是朋友？在此，我願意鼓勵病人要經常做個可受、可敬的快樂人，
而不是愁眉深鎖不可愛的病人。因情緒是會感染的，自助人助，我們快樂迎接
挑戰，照顧病人的人也會有成就感，不是嗎？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與我同行，
給我鼓勵與支持的雷永耀主任、王惠暢大夫、護理部王 瑋主任及所有護理同
仁，特別是患友劉曉梅、馬台義、李美貞…等人的真情相對及助理謝雅珠的照
護，才使我得以重生。

結�論

總而言之，成功的抗癌是有賴多方面的因素配合的，由同心緣姊妹的問卷
調查中，得到前三名自己可以控制的成功抗癌因素是（一）心理健康（二）適
當營養（三）充分休息。在他人協助方面，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成功因素前三
名排行榜分別是（一）醫師的態度（二）家人陪伴（三）親友及宗教信仰支持
等。在這些影響因素中，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自己有沒有求生的信心，想不想
活，存乎一心，念頭一轉，即可化危機為轉機。如果自我設限，陷入自我憐憫、
沮喪、自卑、無助等悲哀的心境，不要說是醫師，就是上帝、活佛也救不了你，
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要活下去，一定要自救！因自助才有人助，自救才有人
救啊！



（這是乳房切除手術後隨身的引流管，俗稱小可愛， 
要勤加照顧才能預防感染啊！）

（這是跟著我植入胸部接受半年化學治療的 Port A，
科技的進步可使病人減輕痛苦提昇生活品質）

（本文載自（1998）榮總護理，15(2)，22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