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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越來越進步之後，帶來了一些衍伸的問題，開啟了人文學科與科學、科技之間對

話、溝通的契機。當生命遇到問題的時候，藉由人文或宗教思想的引導與輔助，可以帶來在科

學上所難以提供的效果。從這一年出版的專書來看，為數不少的書籍以不同的思想觀點，討論

臨床的案例，在生命遇到重大困難之時，如何藉由觀念上的改變，盡可能減輕生命所帶來的痛

苦。一般認為在生命歷程之中，所面臨最大的痛苦，就是瀕臨死亡的關頭；如果在一生中沒有

接觸過較為深刻的生命教育，瀕死的過程往往難以順遂、坦然地面對。因此，面對死亡的觀念

與方法，不再只是等到時候來臨時才去培養與訓練，而是在年輕且有機會接觸時，就可以逐步

地累積相關的知識與經驗，及早為生命末期做準備。

認知到這樣的情況，就可以依據個人的喜好、習慣、個性、能力、信仰，去選擇適合自己

且確實有用的方法，應用在實際的處境中。為了有效地幫助生命，宗教不僅不應該再被貼上迷

信的標籤，甚至過往的宗教或人文界線，也逐漸打破立場的藩籬，而成為替生命找到出路的各

種選擇。本文將從這一年來已出版的七本專著中，個別介紹其對於生命提出什麼有益的觀點，

並適當地提出幾個可以相互參酌的觀點，提供讀者閱讀時另一個思考的方向。

老人生死教育：緩和照護與靈性需求／華騰文化

這本書從基督教的立場出發，談論老人在面臨死亡時，所需要的協助與觀念。雖是以基督

教的思想為基礎，但並不特別強調宗教上的專有名詞，也不使用太過生澀的文字，而是將各種

道理，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其中包括幫助一個臨終的人，知道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死亡之後

的去處、臨終過程所可以運用的資源，從這幾個大方向，延伸出如何看待生命的靈性、面對痛

苦的方法、親友陪伴的意義、自行面對痛苦的方法等，進而輔以實際案例，證實這樣的觀念與

操作方法，可以確實地幫助生命末期的老人，不至於因為對於死後一無所知而迷惘；在面對痛

苦時也不僅止於情緒的宣洩，而是還有信仰的對象，可以當作支撐生命的最終來源。在信仰力

量的支撐之下，不僅可以在獨自一人時，仍不感到徬徨無助，並且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知道

如何協助他人。

書中談到了藉由祈禱、幽默、陪伴等方式，是在面對死亡過程中，容易被忽略，並且在哀

傷的過程，難以自然地運用的方法。強調這些方法，讓人回想起在青壯年以前，樂觀、愉悅、

輕鬆面對生命的態度，幫助生命度過許許多多的困難，如果可以以這種態度面對死亡，自然而

然可以跨越死亡的困難。在諸多面對死亡的問題當中，安樂死之類的道德爭議，可說是最難以

下判斷的一項。如同前述各種自然的方法，面對安樂死同樣地不以既定的立場、強制的規範，

去要求能否施行安樂死，而是藉由各種不同的案例與角度，說明安樂死的本意，在於幫助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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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痛苦，而不在於讓病患快速死亡。藉此引發關於生命中各種情形的思考，在大原則、宗教

立場的考量之下，仍然可以靈活地運用既有的資源，採取權宜的措施，並且不避諱地，這或許

只是面對死亡的一種方法，而可以與其他宗教交互參照。

生命是一種連續函數／香海文化

這本書是作者在《人間福報》「生死自在」專欄長期撰寫的短文所集結，閱讀的對象設定

為一般的閱報族群，因此對於佛教與學術的專有名詞，盡皆以平實的文字表達，間雜案例與風

趣的口吻，即便運用精深的佛教思想在理解生死的課題，卻不見有任何拗口難解的語言。雖是

如此，全書以堅實的佛教與學術涵養為基礎，若干篇章解釋生死學、輪迴、意義治療學、佛教

經典、臨終關懷等概念與現況，可看出若不具備相關的訓練，難以藉由近乎日常生活的語言，

而將生命的重大課題解釋清楚。

與前書相同，此書也是將死亡視為生命中最重大難解的課題，然而在不同的宗教背景之下，

面對的觀念與方法也有極大的差異。輪迴是常見的佛教解釋人死後去哪裡之說法。知道生命將

藉由輪迴的形式，再次出生為不同的生命體，至少在面臨死亡的時候，可以避免因為畏懼死後

一無所有而感到徬徨無助。然而，究竟是否有輪迴這件事，卻始終是科學上難以證實的。因此，

書中提到了社會新聞偶爾報導的，有些人記得前世的例子，並且以數學的觀念做為比喻，如同

小時候只知道一兩個數字的運算，藉由學習，年紀漸長之後就能夠運算複雜的式子。生命同樣

可以藉由學習，了解到不僅止於此生而已；也就是並不是沒有前世今生，而是因為某些不可知

的緣故遺忘了，只要社會上有少數的例子可以證明，在對於生命有所幫助的前提下，就值得運

用這樣的觀念，去對待自己與他人的生命。藉由這樣的觀念，將生命只有一輩子的認定，擴大

到三世──前世、今世、來世，為這輩子的來源與去處，找到一個更為合理、有益的解釋。將

一期的生命，拉長到三世，配合著佛教的修行方法，其實也是在培養面對生生世世的生死輪迴，

以及從輪迴中解脫的能力，在書中稱之為「生命的永續經營」。

從一期的生命認定，到三世，乃至於生生世世的生死輪迴，可以想見所要面對的痛苦有多

麼繁複、沉重與慘烈，這種壓力既然不是一兩輩子就可以承擔，面對的能力，當然也不是在瀕

死前抱佛腳就可以見效。因此，面對缺乏訓練的瀕死者，自有其可以盡量減緩痛苦的方法；然而，

更重要的仍是在健康、年輕之時，就積極地去學習相關的知識、深刻地體認生命的內涵。翻轉

了以往認為談論死亡是觸霉頭、詛咒的觀念，佛教的助念、觀察呼吸等方法，不須等到瀕死或

往生之後才能實行，從健康到生病、衰老，在念佛號、觀呼吸的過程，都可以多少培養一些面

對死亡的能力，及早做準備，讓一段生命可以以「善終」作結。

12 個月的感恩練習／沐風文化

有鑑於當前社會，至少就臺灣而言，受到媒體的影響，對於未來往往不盡樂觀，連帶地積

極進取的心也逐漸被消磨殆盡，而流於對社會、他人的批評，忽略了世間的眾多面向。《1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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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感恩練習》，雖然是翻譯的著作，並未從反思國內外的社會現象而提出之所以要感恩的依

據，卻是從作者本人實際的嘗試，以及對於生命的觀察為著眼，告訴讀者，當一個人可以從一

年當中的每一個月，乃至於每一天都能從周遭的事物中，找到值得感謝的對象。當不分寒暑，

不論事件，都能夠找出些許值得感謝的對象時，這些在旁人眼中視為負面的訊息，都可能轉化

為進步、樂觀、積極的資糧。

全書由十二個章節串聯而成，也就是從一月到十二月的自然環境與生活中，以作者自己無

時無刻以感恩的態度面對，所得到的成果，轉化成文字與讀者分享。其中也不乏引用書籍、

歷史事件，以及一些人格、心理分析的工具，例如七月的感恩練習中，以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與美國發表《獨立宣言》的時間（1776年 7月 4日）為開場，讓讀者體會到七月的命

名（July），以及在歷史上，七月曾經發生過如何重大的事件，凸顯出看似月復一月的流程中，

許多人忽略了多少重要的意義，在炎熱的夏天，實能看到各種生物的活力，以及欣欣向榮的生

命力。

以感恩的觀念，鼓舞著讀者，希望能將受感動的人，導向生命具有光輝的一面。雖然這種

陳述的方式，不免流於有些道德勸說的成份，以及擇善固執的堅持，然而，這樣的書籍，也許

正能提供不知如何是好的人們，看到在消極、繁雜的環境中，還有一個人願意這麼期待著生命

的無限可能，更難得的是，藉由自己的實踐證明，這是確實可以達到，而不僅止於空談而已。

偽善的醫療：理解醫療的極限，讓摯親適時地離去，才是真正愛他的最好方式／

麥田

醫療技術的進步到底帶給生命什麼樣幫助、是否沒有負面的效果，早已是各界不斷討論的

話題，尤其以人文學科的反思最為常見。常見的說法，主要是當今的醫療技術雖能治癒許多疾

病、延長壽命，然而，面臨重大疾病的臨終之際，如能痊癒，當然會是病人與家屬皆樂於接受

的期待；若僅是延長壽命，則不僅並未改善病況，甚至在治療過程中所承受的痛苦，可能遠遠

大過於死亡的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面對重大疾病與臨終關懷，就不再是以治療為唯一

的考量。

在醫學與人文學科探討這種議題的著作，其實已不算少見，但是除此之外，以當事人本身

的經歷與觀察，尤其深刻地去描述自己對待親人的臨終情形，就本身即為中文的著作而言，應

當還不算多見。因此，《偽善的醫療》這本譯著，或許就值得在少數的作品中，特別被強調出來。

這本書是以作者自述的角度出發，紀錄面對父親罹患中風的長年病時，這段過程所遭遇的

事件、心理衝突，以及嘗試找到更好解決方法的努力。作者的父親自 2001年開始罹患中風，到

2007年之間，不僅病情惡化，甚至併發失智、失禁、全啞等症狀，乃至於必須依靠心律調節器

維持心臟跳動，才能保住生命跡象。在這六年的過程中，每當採取各種不同的醫療方法時，作

者就在觀察與思索著，這樣無止盡的醫療，究竟對於父親的意義與價值是什麼。在這段漫長的

醫療過程中，作者因此去了解各種醫療技術、機構、制度與案例，深入地認知到種種醫療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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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之後，終於體認到醫療的極限，是不可能讓一個人長生不死的。在為了減輕疾病的疼痛，以

及母親的要求之下：「替我關掉妳父親的心律調節器。」作者終於做出了結束這場夢魘的決定。

這六年間，各種類別與程度的難受衝突，反覆在心理與家人之間上演。作者並不採取一翻

兩瞪眼的方式，認為只有搶救與放任死亡兩種選擇，而是在這之間，憑著親情所帶來的意志，

找尋著各種可能，並且確實地去考察了各種與醫療相關的知識。在這樣的努力之下，才能夠給

下這麼發人深省的主標題──「偽善的醫療」，整本書的結論，也如同副標題所說：「理解醫

療的極限，讓摯親適時地離去，才是真正愛他的最好方式。」這樣的結論，看似超然灑脫，但

不可忽略的是，在面對至親之後，還要去回憶、下筆，是多麼沉重的事。藉由作者的努力與實現，

或許是值得做為每個人，真實地面對疾病、醫療、自己與親人，最好的示範。

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寶瓶文化

這本書的作者是馬偕紀念醫院的院長，同時也是婦科癌症治療的權威，從醫三十年以來，

接觸過無數的罹癌病人，並且具有堅定的基督宗教信仰，經驗與意志皆比一般人高出許多。在

2012年罹患癌症之後，經歷了化療所帶來的身體劇變，心理也隨著從獲知罹癌，到產生抗拒、

回憶、接受、面對等情緒，而至走出病痛，再將這兩年半的心路歷程，轉化為文字，做為自己

生命的寫照，也希望能幫助罹癌的人，提供一種面對自己的參考。

全書分成四個部份，從自己從醫的〈初衷〉，治療了許多病人之後，到自己罹癌的〈試煉〉，

上天降下了癌症給一個長期治療癌症的醫師，這期間的身心變化，皆是最深刻也最難以面對的

點滴。至第三部份的〈典範〉，想起家人、政治家對自己的期許，以及自己所立下的志向，是

該成為生命的動力。最後一部份的〈責任〉，是以自身為範例，親自體驗病人的心情，將面對

癌症的態度，遺留給後人分享與學習。

如果只是陳述自己病痛的經歷，或許只是聊備一格的書籍。然而，大異於一般作者的身分

與立場，正好由於作者本人就是治療癌症的權威。當醫生面對病人時，總告訴病人看開、放下

的角度，轉換到醫生自己身上的時候，是否能如此坦然地面對，就成為自我的考驗，以及讀者

最想了解的關鍵。更進一步檢視這本書籍的價值所在，就在於是否能將自己真實的情感紀錄下

來，抑或是由於身分的包袱，而僅陳述有利於自己的一面。選擇這本書的理由，當然就在於作

者不諱言地陳述，即便有堅定的宗教信仰，以及豐富的看診閱歷，但是當獲悉罹癌之時，當自

己要面對死亡之際，卻是先生起了怨懟的心態；直到經過高雄的某間教堂，才回想起宗教的意

義，重新思考這一生行醫的心願，以及病人曾給過的啟發，才知道罹癌並非只有缺點與痛苦，

而是值得去學習的重大課題。

對於罹癌的深切體認之後，學習到如何以自己既有的能力與資源，以自己的身體為實驗對

象，嘗試新的化學治療，體驗著大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醫療方式，多創造出一點癌症被治癒

的可能性，提供更多的人在就醫上的參考。在這過程中所要承擔的身心煎熬，度過之後仍能談

笑以對，是這趟生命的旅途中，最難能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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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胚胎生命起點的探討／中華福音神學院

這本充分運用基督宗教的觀點，探討人的生命，在身體與靈魂形成的過程中，處於受孕到

胚胎這個階段的倫理爭議。支撐全書的論點，以《新．舊約聖經》為依據，結合當前的神學研

究成果，探討一系列的議題。由於書中的觀點，結合了醫學、神學、倫理學的學說，並且比較

了東方思想──儒家、道家、佛教──的主張，較為多樣地呈現不同說法的優劣，而說明基督

宗教在當今之世所給出的倫理與道德判斷，之所以重要的價值所在。尤其以胚胎為入手處，這

種需要先進的醫學技術才能探測的生命起點，並且尚有先進的醫學技術所無法全面理解的面向，

藉由宗教或人文思想的討論，如果能夠提出較充足的理由，或哲學上所謂的論證，將可能引領

醫學技術發展的方向。這樣的研究工作，相形之下，較之於單一的研究領域，來得較為艱難，

因此，書中在比較其它人文思想時，確實產生一些必須詳加釐清的問題，說明之後，或許更有

助於讀者理解，並且呈現這本書的獨特之處。

首先是輪迴的課題在身份認同上的探討，在哲學的形上學課題中，稱之為人格同一性。由

於輪迴所涉及的理論系統與世界觀，與基督宗教的位格不在相同的層次，所要處理的生命問題

也不盡相同，因此比較的基礎較為薄弱。如果要全面地探究，或許可如同援引《聖經》一般，

引用相關的佛教經典，可能可以更加顯示出位格與輪迴的差異。第二點是在說明東西方哲學理

論的部份，較為簡略，例如儒家、佛教的說明，引用的經典也較少，大致屬於簡介的寫法，如

果較之於作者在基督宗教學養上的深厚度，這方面的內容明顯較為不足。

雖然有著如上的問題，然而，仍須回歸到這本書的宗旨，是要透過基督宗教的神學系統，

為一期生命的起點，找到合理與根本的依據，探討這個生命重大課題的文獻材料，就可能不是

儒家或道家經典所能提供的，因此，以這樣的進路探討胚胎在生命中的意義與價值，就成為這

本書的特色。書中從希伯來文的字源入手，分析了影響受孕與胚胎的重要概念──靈魂，由於

幾個不同的希伯來文語詞，中文皆譯作靈魂，藉此釐清了這一個概念的歧異。進而引用了相當

豐富的《聖經》文獻，提供了關於受孕、胚胎在一期生命中的地位，也為非自然情況下受孕，

例如人工生殖、強暴、亂倫、母體有生孕危險等情況，從《聖經》中找出一些在神學系統之中，

合理的行為準則。

這本書中，對於今人而言最有價值的部份，莫過於第六章，當遇到特殊狀況，諸如上述的

強暴、亂倫、母體有生孕危險等情況而懷孕時，究竟應該墮胎還是堅持生下胎兒。重新檢視《聖

經》中的道理，即可發現如遇重大情況，仍需要多方考量，而非落入兩種極端的選擇──殺害

胎兒或殺害母體──而已。這在基督宗教的道理上，應是相當大的突破。藉此也帶出了可以不

斷轉化，以適應不同時代的宗教使命，做為基督徒以愛與信仰關懷生命的動力。

生死學概論／華都文化

概論類的書籍要寫得出色，是相當不容易的工作，尤其探討的是生命與學術上皆重要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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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必須具備專業的學術能力，以及能讓普羅大眾皆能閱讀的文字功力，《生死學概論》就具

備這樣的特點。透過作者長期觀察社會上對待生死（主要是死亡）的態度，從各種現象中，試

圖將各種應對的方法，找出其價值與定位，形成能夠讓大多數人普遍接受的說法。

以宗教觀念的運用為例，書中討論靈魂、輪迴、靈性等宗教觀念，與《人之初：胚胎生命

起點的探討》就形成極大的差異。《生死學概論》透過田野調查，發現國人認為有靈魂、有輪

迴的比例，皆在半數以上，藉由這樣的數據顯示，作者並不打算去證明確實有靈魂或有輪迴這

件事，而是要告訴讀者，認為有靈魂或有輪迴的觀念，如何影響著一般民眾的生活與心理，並

且在面對生死交關的時候，能夠因著這樣的觀念，減輕身心上的痛苦。書中舉出不少試圖證明

靈魂與輪迴存在的實驗，卻總是無疾而終。作者不因此而全然否定這些觀念的價值，也不因此

而標舉特定的宗教立場，反倒是考量各種觀念對於臨終時的實用意義，翻轉了迷信，以及宗教

不切實際，這兩方面的主張。

在各種面對死亡的議題中，書中較為特殊之處，在於納入了寵物與人之間的探討。從農委

會的晶片登記數量，以及寵物用品店．美容店開設的數量，皆持續地增加，可以看出寵物對當

前的臺灣人民的重要程度逐漸加強，寵物的生死，及其對於人的衝擊，就成為了需要正視的問

題。當事情發生時，就不再只是斥責養寵物的人，何以要找一個生命比自己短暫的生物來製造

悲傷的心情，而是應該在寵物陪伴的十數年時光中，鍛鍊出正向地面對寵物瀕死時的那一刻，

進而才能培養寵物與人既緊密連結，又可以成為互相扶持的助力。

把生命面對問題的戰線拉長到一輩子，而不僅止於臨終前的短暫時刻，本書第四部份的「生

命關懷與成長」篇，討論了自殺、性別、宗教、壓力與銀髮關懷等議題，其中除了自殺之外，

其餘四項雖都看似在討論生存的面向，事實上，卻也都是很容易導致觀念不正確，而危及生命

的情形。新聞上不乏因性別、宗教或壓力等，而自殺或殺人的事件，尤其性別議題在近幾年的

臺灣與國際上皆備受重視的環境之中，將性別的探討納入生死學的範疇，無疑是將這項議題放

置在相當重要的地位。藉由對於幾個重大議題的觀察，似乎也意味著，作者關注到可能造成未

來有著長遠影響的問題，除了了解之外，也提醒著讀者及早準備，才能妥善地面對。

* 結語

本文簡介了這一年來，臺灣所出版的生命教育及意義的書籍，看出宗教觀念對於生命教育

的重要之處。透過這七本書的介紹，次序的安排，試圖表示如何從宗教而入，卻又能擴及到更

廣大的面向。可預期生命教育的問題與書籍，在未來會持續擴增，作者與讀者皆須與時俱進地

接收資訊，實際鍛鍊自身面對生命問題的能力，才能確知各種著作的內容是否正確與實用。

近年來，全球的天災、意外越來越頻繁，海外的尼泊爾大地震、國內的班機失事所造成的

家破人亡，乃至於近日的八仙樂園彩虹粉塵爆炸事件，皆令人產生沈痛的情緒，以及深沈的無

力感。如果要從這些經驗與書本中找到調節的方法，或許就可以從事前的預防，以及事後的實

際運用去思索與練習，不僅只是選擇健康的休閒活動，更進一步，當意外發生時，得以從過往



2121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4 年 7 月號第 199 期

生命教育及意義：從宗教與實踐談起

的學習中自我調整，也能在行有餘力之時，提供他人適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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