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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本書把重點放在兩位截然不同的醫生身上；財前五郎，一位醫術精湛、才氣煥

發野心勃勃的外科醫師；里見脩二，一位熱血正義、堅持理想，學者型的內科

醫師。他們對醫學想法的不同、對病人態度的優劣以及對地位看法的歧異，刻

畫出了醫學界長久以來存在的阿諛我詐以及矛盾，作者更大膽的揭露了醫學界

的賄選、醫療疏失等議題，挑戰日本社會長久以來的絕對禁忌。本書更進一步

改編成日劇，藉由螢光幕讓人物更加鮮明，使存在於醫生之間的封建真實的呈

現在更多人眼前。不管是日劇還是書，都引起社會大眾的廣大迴響、討論，歷

久不衰。  

二●內容摘錄： 

下列文字摘自《白色巨塔》 

 

身為醫生，你應該更加嚴以律己。有人說醫療是人類的祈禱，必須抱著一顆像

對神明一樣敬畏的心，用向神明祈禱一樣虔誠的心尊重病人的生命，否則，就

沒有資格從事醫療工作。(P.354 中集) 

 

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場,人們將健康與生命交付給醫生,醫生應該在可能的醫學範圍

中，尋求所有的方法與努力，本庭相信這些努力絕非毫無任何意義。更甚的

事，考慮到被上訴人為身兼診療、研究、教育指導等三責的國立大學醫學部教

授，本庭更相信必須以更高規格的道德標準來追究責任。（p.433下集）  

三●我的觀點： 

故事一開始即以一名外科教授退休後的接班人選舉為中心：新教授的決定是由

31位教授投票所決定，在看似民主的體制下，上演著最專制的選舉，透過金錢

的交易、心智的操控、權力的授予控制選票的流向。「只要掛上“選舉”二

字，就可以用錢解決。」就像是真理一般，從書中人物脫口而出的這句話正主

導著現今社會上的各種選舉：政治人物的賄選，像是不成文規定一般被大眾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默許，賄選的存在是否有一半是大眾應開負起的責任呢？對

權力與地位的執著會逐漸的吞噬人的良知，使人誤入歧途，就像是書中的財前

一樣，為了當上教授賄賂上司，拉攏下屬甚至更進一步的要脅對手，就僅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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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教授之名，卻讓他做到這種地步！ 

 

地位和權利為什麼這麼有吸引力？我想這完全是源自於不對等的上下關係，上

位者通常頤指氣使、有絕對的命令權、打死人也不必償命；而下位者則是低聲

下氣、絕對的服從、一個替死鬼。我想誰都不願意只停留在一個下位者的階

段，必然力爭上游，努力爬到最高點，像陶源明一般放棄名利的人已寥寥無

幾。財前就是為了能掌握權力，命令整個外科人員才如此可望教授的地位，而

不是只是當個管家般負責所有雜事的副教授。要在這種社會體制下生存，絕非

易事，在言語的表達特別重要，諂媚阿諛的表面話、為了顧及人際關係的應

對，真正發自內心的有幾句呢？我們如何在這漩窩裡不迷失自我成了人生中的

重要課題。 

 

說出實話又會有什麼影響呢？書中的里見因為在法庭上說出了真相，被趕出了

大學，而在第一場官司中卻仍然敗訴；仍是學生的我們或許不太能撒什麼影響

社會的謊，我們卻也常在生活中不經意說了謊話，例如騙老師作業忘了帶、騙

爸媽說去圖書館，這或許能免去許多的麻煩和責罵，卻抵不了自己良心的苛

責；然而一次次謊言所築的高塔逐漸阻絕了良知，甚至到最後泯滅了良心，使

整個人趨向於麻木。這時候教育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若是一昧的聽講也是

無濟於事，唯有真的領悟、身體力行，堅定自己的意志，知道什麼是對的，什

麼是錯的，朝對的方向前進，才能在這漩渦中屹立不搖的生存下去。 

 

另一方面， 我們總覺得醫生是社會中的菁英，但可能因為社會的這一種認知，

在醫生的心理出現了高人一等的錯覺，使與死神拔河的白色巨塔裡出現了不對

等的醫病關係，財前醫生在病人面前總是高不可攀，總是用一種上對下的口氣

對病患說話，認為病患沒資格質問醫生，送紅包給醫生也是理所當然；我認為

這樣的醫生不僅存在書裡，而是真實的活躍在各個醫療機構中。這樣不對等的

醫病關係可能會使得有些醫生因為此卓越感輕忽了病人的生命，每天面對將近

五、六十個病患，不可能一一詳細檢查，更不可能面面俱到；財前醫生在面對

佐佐木病患時，雖然里見醫生等人強烈建議再照一次Ｘ光，但卻一一遭到財前

的拒絕，他認為自己的判對絕對不會有錯，也沒有必要為了這種健保給付的病

人多浪費資源，因為財前的誤判，佐佐木先生喪失了生命，所經營的企業也面

臨倒閉，家人更陷入絕望的深淵。我認為，身為醫生就有對病人的責任和義

務，絕對不可因為對自身的驕傲自信、利益多寡而輕忽病人的生命，拒絕承擔

身為醫生的職責；病人已經要和病魔展開生死搏鬥，若連請來的參謀都無法信

任要怎麼繼續戰鬥下去呢？又要如何獲勝呢？ 

 

人家說什麼官司都可以打，就是不要打醫療官司，因為在醫療官司中病人獲勝

的機率很渺茫。醫生通常都會袒護醫生，做出有利醫生的證詞，像里見醫生一

樣，不惜犧牲自己的事業說出事實的少之又少；病人和律師通常都是醫學的門

外漢，醫生只要操弄醫學的知識就可以輕易的偷天換日，而病人要提出醫學的

證據也十分困難，因此這種官司病患通常會因為醫學證據的不足而敗訴。但近

年來，法官的判決已逐漸偏向病患一方，認為並不是只單憑醫學證據就可以下

判決，而是以倫理道德方面下定論，我覺得這樣比較符合人性，畢竟醫生的職

責不僅是治好病人，也是幫病患打上一劑強心針，安慰病患面對未知病魔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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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恐懼。 

 

醫生在社會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雖然白色巨塔中揭露了衝擊性的醫療黑暗

面，赤裸的指出醫學界的封建，但其中也有光明的部份，像是里見醫生，從頭

到尾堅持自己的信念，遵守醫學道德，時時刻刻為病患著想，努力想幫病患打

敗病魔，致力於醫學的進步，為了這些他可以不顧上司的打壓、同儕的威脅，

甚至是放棄有很多醫療資源的著名大學；書中也寫到，醫生獨自在面對病魔時

會感到無限的孤獨感和無力感，我們應該也要對醫生抱持信心，支持醫生，好

讓醫生在面對病魔時得到一股推力，更能發揮醫術。醫病關係是雙方面的，互

相支持，互相鼓勵，才是真正在白色巨塔中的應循之道。  

四●討論議題： 

在台灣醫療的體制下，大醫院的病患為數眾多，像里見醫師這樣為病患做到最

詳細的檢查和關心可說難如登天，反而充斥著向財前醫生一樣，只把病患當成

虛應故事，展現自己高超醫術的工具；大醫院的醫療設備較完全且豐富，一般

大眾也都會認為大醫院的醫術比較高超，但一位醫生要對上好幾百個病患，對

待病患一定不會比家庭醫生來的用心和關心，我們應該選擇設備豐富的大醫

院，亦或是對待病人用心的家庭醫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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