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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愛極了在產房的護理工作，總是生生

不息的產房，從不因任何節日改變它

的運轉型態，唯獨農曆春節例外。每到年

底，同事們就開始竊竊私語：「妳今年要上

什麼班？前段還是後段？白8或是夜8？」這

些專業術語，許多人聽不懂，特殊單位的護

理人員可是一聽就心有戚戚焉呢！

原來這些單位為了維持所需的人力，又

要讓護理人員放年假，會將過年假期切成兩

半（通常以大年初二為界），分成前段班和

後段班，原本三班制的護理模式，改成二班

制（每班12小時）。雖然這樣的班上起來很

累，但要和其他行業一樣有段年假，大家只

好咬牙配合。

結婚前的我，為了避開家中過年前的

顧店及大掃除，以便和男友出遊，總是選擇

上前段白班，初二一放假就跑得不見人影。

結婚後，身為婆家唯一的媳婦，清掃、祭

祀及準備年夜飯等任務，理所當然落在我頭

上（真是報應！），我初二又非得回娘家不

可，所以不得不選擇上後段夜班。

後段班的過年假期通常結束於大年初

二的下午6時，我必須趕快從南投驅車上台

中，因為晚上8時，就該我上班了！對照婚

前婚後的過年情況，可以說是一個女人走入

婚姻的真實寫照。

過年期間的產房，意外狀況特別多。

除夕的白天總是像風雨前的寧靜一般，常常

一個待產婦都沒有，可是圍爐時刻一過，在

家忍耐陣痛許久，等吃完年夜飯才到醫院檢

查的孕婦，就會陸續湧進，以致當夜急產和

安胎的個案絡繹不絕。大年初三、初四，似

乎是看時辰剖腹產最熱門的日子，一天排個

5、6台刀早已司空見慣，加上原本待產的孕

婦，整個產房熱鬧滾滾，哀嚎聲夾雜著恭賀

聲，氣氛妙極。

離開校門，成為上班族以後，從收紅

包的伸手牌，變成發紅包的散財童子，有點

適應不良。蔡鴻德主任很了解我們心中的遺

憾，連續好幾年，他都會在過年時到產房發

紅包給我們，雖然為數不多，卻讓我們又重

拾兒時的喜悅，還有李建忠醫師，我也收過

他給的新年紅包。現在這兩位醫師已經離

職，我也於去年7月轉調婦產科衛教室，結

束了14年的產房生涯，如今回想起來，真是

好懷念那段日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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