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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艳告诉记者，除了生活上的照
料，临终前的陪伴、安慰可能更为重要，
家人需要扮演好倾听者和协助者的角
色，听听对方的想法愿望，并帮助实现。

陈君艳清楚地记得，有位她照料过
的临终老人，提出过两个愿望：想吃牛肉
面、到楼下小区坐坐。其实，当时老人已
经连喝水都不能了，从身体机能上来说
根本做不到吃牛肉面。但家人们还是赶
紧买回了牛肉面，老人在勉强喝了一口
汤之后点了点头。随后，家人们推着轮

椅，做好保暖工作后把老人推到楼下，让
她一个人在那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没
多久，老人回过头，平静地说：我们收拾
东西，回乡下去吧。这是一次没有回首
的告别，几日后，老人在乡下老宅宁静地
离去。

“对临终亲人的最好关怀，也许就是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亲人，让他们按照自
己的愿望度过最后时光。”陈幼芬说。

记者 孙美星 滕华
通讯员 陈莹 赵亿帆

生命尽头，他们最惦记的都是家人
要多陪伴、倾听，帮助实现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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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生命告别的时刻

我们该如何送好最后一程？

中国人向来
忌谈生死。但作
家琼瑶近日一封
选择“尊严死”的
公开信被刷屏，她
的生死观，也引发
了社会关于如何
“善终”的热议。

在本报连续
推出 3 篇关于临
终病房的清明系
列报道之后，今日
我们再回到问题
的本源，与大家一
起探讨生命送别
这个话题。在亲
人最后的日子，隐
瞒病情是不是最
好的安慰，我们又
应该给予怎样的
陪伴？

贺叔叔是一位70岁的退休老人，但突然的一次生
病住院，让他走向了生命的尾声。医生悄悄对他的子
女说，大约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贺叔叔的三个儿女每天都倍感煎熬：要
不要跟父亲说，怎么说，能为他再做点什么，这些问题
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三个儿女每天都挖空心思面对
父亲“啥时出院”“怎么还不好”等等询问。

但到最后，他们和母亲还是没有说出病情的真相。
尽管每天家人都备上满满一桌的好菜，尽管他们一直围
绕在床前细心陪伴，但回家之后的贺叔叔却明显暴躁了
很多。家里弥漫着奇怪又紧张的气氛，却一直没人点
破。直到两日后的一个中午，贺叔叔再没醒来。

“我们做得实在太差，没和父亲好好告别，甚至他
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病离世，走得太稀里糊
涂了。”清明节前，贺叔叔的子女告诉记者，这已成为他
们最大的遗憾。如果可以，他们希望能在床前挽着父
亲的手，告诉他：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同时也请他放
心，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母亲……但这样的话语，已经
来不及说了。

余姚市人民医院舒缓病房，是宁波首家提供临终
关怀的公立医院病房。护士长黄霞光告诉记者，因为
病房里一半左右的癌症晚期患者都被家属瞒着病情，
护士们最困扰的就是每天如何帮着圆谎，说什么话都
要特别小心。

“有一位癌症患者入院时肿瘤已广泛转移，没有手
术价值。但她自己不知道病情，家人告诉她在舒缓病
房只是暂住，等好转了就可以去做手术。”黄霞光说，这
位患者入院后常责怪医生开的药物没用，还惦记着自
己何时能做手术。到后来，护士们所有的拖延式回答
都被她识破，都有点怕去面对这位患者。

“有时候家属和患者之间，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
这个时候，隐瞒不是最好的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吐露
真情，才能不留遗憾。”黄霞光说，病房里曾有一位50
岁的乳腺癌患者，入院时情绪很坏，治疗也不配合。原
来，她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女儿长大，但女儿们一直向母
亲隐瞒病情。其实，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太多的牵挂
让她整日焦虑。

圣诞节那天，护士们找来贺卡，让三个女儿写下心
里话。女儿们在贺卡上让母亲放心养病，她们不管未
来怎样都会坚强面对。当护士把贺卡送到这位患者手
里，她当场泪流满面。心结解开后，这位患者情绪平静
多了，不久以后含笑离开。

余姚市人民医院舒缓病房主任陈幼
芬，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实践经
验加医学角度的结合背景下，她还是建
议让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这样患
者可以自主选择治疗方案，对治疗的配
合度和接受度更好，治疗效果或会更好。

一位50多岁的男患者，因为肝癌晚
期入住了余姚市人民医院舒缓病房，但
入院时，应家属要求，大家只告诉他是

“肝里的毛病”。
可是随着病情的发展，这位男患者

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终于有一天，他
的家属走进医生办公室，道出了心里的
纠结：是让他在这样无休止的等待中不

明不白地离开，还是帮助他面对现实？
陈幼芬经过多次评估，决定不直接

告诉病人得了癌症，也不否认，用旁敲侧
击的方式让他慢慢地明白自己的病情。
突然有一天，这位男患者变得沉默了，即
便痛得辗转难眠也不再喊“疼”。大家明
白，他已经清楚自己的病情。

家人和护士的陪伴、护理，一如既
往。不久后，这位患者不再紧张，看起来
平静多了。疼痛缓解后，他主动提出要
回家，和孩子们度过最后的时光。回家
后，他为儿子提前办了婚礼，为妻子购买
了养老保险，还为自己挑选了墓地，最后
离开也没有带着遗憾。

中国人向来忌谈死亡。黄霞光说，
对重病患者隐瞒病情，已是国内不少医
疗同行的“潜规则”。但在国外，他们更
尊重的是患者的知情权。

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学院的马利安
尼是肠道及肿瘤方面的专家，去年他曾
在宁波市第二医院交流学习了几个月。
马利安尼告诉记者，在意大利，医生会把
病情第一时间告诉患者本人，然后由患
者来选择，是否把自己的病情透露给自
己的亲友。

陈君艳是市中医院的一名护士，也是
宁波市健康家园公益服务中心的副理事
长，主要做一些传播临终关怀方面知识的
培训工作。关于临终前到底要不要告诉对
方“实情”，陈君艳认为每个人生活背景和
性格都有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临终病人
一般都很敏感，能有所感觉。家人不一定

要亲口说，可以在实际行为上做出一些事
情，来叫老人安心、平静。”

陈幼芬也表示，确实有个别承受能
力差的患者在得知病情后难以接受，采
取轻生等极端行为来应对。但大多数患
者得知病情的那一刻会受到打击，会有
一段时间的情绪低落，但心情总会慢慢
平复，并逐渐理性面对。

陈君艳建议，到了生命末期，家人应
更多遵从病人的意愿。很多时候，因为
子女不舍得，又或是迫于舆论压力，或是
不懂医护知识，导致很多病人在临走的
时刻还在不停地打针吃药。“这不单单是
过度医疗，也是对病人的又一重折磨。
其实，我们真的不妨多听听医生的专业
意见，也更多遵从病人的心意，让亲人最
后一程能走得舒适宁静温暖，而不是挣
扎和凄苦。”

那层“窗户纸”一直没捅破
未能好好告别，成子女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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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患者被隐瞒病情
医护人员帮着圆谎很辛苦

现
实

得知病情，他主动出院
从容安顿家人后平静离世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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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要不要让患者知晓实情
看看中外的医护人员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