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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曾經寫過幾本與法律議題、醫學倫理與爭議相關的書籍，《姐姐的守

護者》便是經典作之一；作者最擅長的書寫方式，是將一個故事以多種角色的

視角表達故事中的主角─安娜，為了拯救患急性前骨髓性白血病的姊姊凱特而

擁有與凱特基因可以完美配對的基因型，而在故事的一開始，安娜便決定控告

她的父母，想取回自己的身體使用權而不必再不斷捐贈器官給凱特，全書以各

種角色的角度來書寫，是本充滿道德爭議與抉擇的一本小說。  

二●內容摘錄： 

  1.當你只有一把鐵鎚，每樣東西看起來都像釘子。（P.22） 

 

  2.雖然你很想抓住某個人離開這個世界的酸苦回憶不放，然而多少還是會

從指縫間流掉。活著的行為是潮水：開始時似乎一點也沒差別，然而有一天你

往下看，看到痛苦已經沖蝕掉了許多。（P.430）  

三●我的觀點： 

  看完本書後，我整理了幾項我的觀點與想法，其一是以「自然科學」方面

看此書。對於現在醫學與科技的迅速進步下，倫理與道德的爭議便隨之而產

生，在生物的多樣性法則之下，人類不斷地打破這些規律，是好？是壞？從第

一隻複製羊的出現，到「複製人」是否應該存在，相同的基因型是否適合同時

生存在同個世界裡？醫學與倫理到底如何取得平衡？ 

 

  打從了解人工基因型是什麼後，我就頗感興趣；就醫學與生物科技而言，

我想這就是一大里程碑、一大新發現，未來對於人類器官移植方面，造成器官

排斥的機率將會減少許多；但就道德倫理與法律權益方面而言，如此一來，人

工基因型（相當於書中的安娜）所產生的人類，他的身體使用權就可能較容易

遭受侵害，對他來說，這固然是不公平的！所以當我看完這本書後，其實有種

百感交集、難以形容的煩悶在心裡。 

 

  書中決定對父母提出告訴的安娜，我覺得如果我是她，肯定會極度的不服

氣，但是又會有些矛盾產生，父母絕對有超過一半以上的關心都留在姐姐凱特



身上，因為她時時走在生與死的鋼索上，而我，只有我，是那個握在凱特手中

能維持平衡的竿子。安娜愛她的父母，也愛她的姊姊，也更不希望凱特死掉，

但我認為絕大多數人應該擁有自己的身體使用權。 

 

  「儘管我一直希望凱特能活下去，但她的死會是我這一生中最幸運的

事。」另外，以「人性」方面來看此書，我想人與人之間，都有些既脆弱又矛

盾的地方，人有自私、有軟弱的時候，但是當愛又摻入其中時，眼前彷彿一片

黑，怎麼睜大眼睛還是看不見，到底哪條路來是正確的選擇？ 

 

  人生最棒的一點，我想就是可以「抉擇」，但人生中最難以釋懷、最痛苦

的一點，也是「抉擇」。我覺得在生活中，絕大多數的人都能夠擁有自己的生

活，為了自己而活，但對安娜而言，打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就是因她姊姊

的生命而存在，以安娜的角度來看，這一點也不對，她的出生好像是因為凱特

才有了意義；但以安娜和凱特的父母來看，為了救活她的女兒而做出一個完美

基因配型，我想這必定也是出於父母對孩子的愛，似乎也沒有錯，那麼錯在於

誰的身上？然而，這個問題，我的想法是：沒有人是有錯的，產生錯誤是因為

人人能夠「抉擇」，而人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人人都會害怕自己的抉擇與別人有

分歧，而產生矛盾。 

 

  其實我認為不必害怕自己所做的決定，無論那個決定是什麼，是否與他人

分歧，就像安娜一樣，即使在打官司的過程中她也害怕過，但我覺得最重要的

是她知道她愛凱特，但也需要自己的身體使用權，雖然是凱特說服安娜別再捐

器官的，但我認為安娜還是很勇敢，勇於表達與其他人不同的想法與抉擇，對

於人們所做的抉擇，從來沒有錯過，也從來不需要刻意迎合別人的想法。  

四●討論議題： 

  1.隨著現代醫學科技的進步，道德倫理的爭議便隨之而來，若是書中的

「安娜」出現在現實生活中，還會帶來什麼影響？ 

 

  2.當換個角度來看時，為人父母的應當如何抉擇？安娜的父母是以什麼方

向思考，最後選擇再創造一個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