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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茱迪·皮考特為美國小說家，目前著有 25 本小說，許多作品為紐約時

報暢銷書榜榜首，擅於寫作充滿道德爭議的小說。故事內容主要敘述一位患有

白血病的病患和其家人的故事。面對再次需要妹妹安娜的器官，凱特祈求安娜

向律師提出解除她父母對她行使醫療使用權，母親莎拉為了凱特而和安娜打起

官司。直至最後，安娜雖贏了官司，再前往見姐姐的路上出車禍腦死，擁有安

娜醫療使用權的律師將安娜的腎臟捐贈給凱特使她活了下來。 

 

 

二、內容摘錄： 

  我記得一開始，我以為縫線似乎拼出她的名字。我想著她的腎臟在我的身

體裡運作，她的血液在我的血管裡流動。我不管去哪裡，都帶著她走。

（p.431） 

 

  然後我感覺到她的心臟在我掌下停止跳動──那麼微弱的律動，終了; 那麼

空洞的平靜，虛無;那麼絕對的失去，永遠。（p.425 ） 

 

 

三、我的觀點： 

  最初選擇這本書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己曾看過作者別的作品《凡妮莎的妻

子》看完後對作者的文筆及她細膩描繪人物的手法深感興趣，因而決定去看她

其他的作品；二是自己年幼時看過與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當時年紀小看不懂

電影內涵，回憶起電影片段也是斷續不成章，除了電影角色，只依稀記得電影

中主角安娜在餐桌上和父母吵架，為的是向法庭申請解除父母對自己的醫療監

管權。這回自己親自讀了小說，感觸較之前更深，同時發現這本小說，和我們

家目前的狀況有異曲同工之妙。 

 

  爭執，能是許多家庭的家常便飯，小事可能一會兒就和好如初，大事可能

和家人冷戰兩三天。我們家的情況不太一樣，因為問題一直存在。 



 

  高一開始，外公因失智愈發嚴重，生理健康每況愈下，生活無法自理，媽

媽決定讓他搬來我們家。為此我們花不少時間在整理空房間，雪上加霜地，我

們新聘一位印尼勞工來照顧外公，她卻不會一句中文，不會打掃、做飯，剛來

時還體力不支。整個家在暑假時人仰馬翻，好不容易開學後穩定下來，媽媽卻

接到新工作，我能理解她重返職業婦女的喜悅情緒，哪個女人沒有自己的夢

想？又有誰甘願守在家打掃做飯？然而，她是否顧慮到家庭成另一個問題。外

公是她選擇帶來的，勞工是她聘來的，理所當然她該為他們兩人負責。身為家

人的我、爸爸和姊妹樂意協助媽媽，但整件事似乎變向，變成家人在幫照顧她

的爸爸，而她卻自由逍遙地闖蕩自己的一片天。因為她的工作，回家時間已

晚，在那之前是我在監督外公吃飯，勞工不會煮飯變成爸爸煮，我為此氣憤，

我們家本該忙的就夠多，姊姊要學測，妹妹要上幼兒園，爸爸醫院忙完也十分

疲累，回家還要照顧兩個累贅。我看著家人們受盡委屈，心裡常出現一個念

頭：我必須為家人做些什麼。 

 

  一次晚餐，外公不停的向我們抱怨爸爸，積累已久的怒火衝至髮梢，剎

的，我大聲喝止外公，他似乎被我嚇著，在之後時間變得異常躁動。情緒再也

抑制不住，我斥責媽媽只在乎事業、外公，沒把家人放在眼裡。媽媽也不甘地

表示我不包容外公，我們兩人各自堅持自己的立場，直到後來演變成是否將外

公送去安養院的問題。 

 

  這一幕，和小說的主幹線有那麼一點雷同，妹妹安娜和母親莎拉引起家庭

革命，甚至打上官司。兩個人同樣是為了家人著想，不過立足點不同。安娜顧

及病入膏肓的姐姐和家人的辛苦，選擇放手，讓凱特不再和病魔抗爭；莎拉則

在乎姐姐的一線生機，哪怕是辭掉自己的工作，使自己能全神貫注的照顧女

兒，只要有一點存活機會，莎拉也不願錯失。我和媽媽同樣是在替別人著想，

我為了家人，媽媽為了外公，我們都出自善意，然而捍衛不同人的權益，總要

有一方妥協，這時要考量的是誰？ 

 

  書中母女所爭執的是凱特的生死，然而，在故事接近尾聲時，安娜在不得

已的情況下道出她和凱特聯手策畫的計謀：凱特曾有位同樣患有白血病的男朋

友泰勒，有著泰勒的陪伴，使她在接受化療及手術時都能以樂觀、擁有勇氣的

態度面對。但在他們參與完醫院舉辦的慈善晚會不久，泰勒輸給了病魔，離開

凱特。凱特為此難過不已，再加上身體受盡折磨又不斷接受治療，她累了，她

不忍看到家人為她犧牲那麼多，她想回到泰勒身邊，龐大的痛苦使凱特請託妹

妹向律師提出自行掌控醫療使用權，因為知道固執的母親部會允許她這麼做

的。待莎拉了解來龍去脈後，她選擇退讓，不僅因為凱特是她的女兒，她不想

看凱特繼續痛苦，其餘的原因是身為病人的凱特，是她在對抗病魔，身為家

人，再她撐不住時不該是硬要她勉強，而是尊重她的意見。 

 

  我意識到自己和莎拉、安娜分別有雷同的情境，和妹妹安娜相同的，我渴

望捍衛家人的權利；和母親莎拉相似的，她堅持守護凱特的生命，雖願意犧牲

許多，卻始終忽略他人想法，而我可能會有同樣的執著，無法換位思考。但我

未體會安娜的寬容和同理心，也不曾學會像莎拉那麼珍惜和家人的相處時光。



讀了這本書後，我有如下的體悟：我該考量、接受的應該是身受失智症所苦的

外公。此外，我的家人並未對照顧外公這件事有太大的反彈，而我又是為什麼

要替他們做主，將自己不客觀且固執的立場套用在他人身上？我能和外公繼續

相處的時間還有多久，誰也無法回答。我只知道在剩下的日子，我既然懂得包

容，就去實踐，用心的陪伴他走完剩下的路途。 

 

 

四、討論議題： 

未成年孩子是否該自己擁有醫療監護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