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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我們都要好好的；無人知曉的獸醫現場》是台灣新生代作家陳凌寫的第一本

書，作為獸醫師中年輕一輩的陳凌，接受過社會運動的薰陶和洗禮，且長期關

注獸醫師勞動權利的她用理性卻又抒情的文字，寫下獸醫現場的種種，包括經

歷了三次急救的博美犬，用快遞送貓看病的女飼主，被領養後重獲新生的受虐

狗。陳凌寫下眼前的靜默，人間的苦楚，不離真實。 

 

 

二、內容摘錄： 

笑臉迎生，沉默送死，即使內心颳風下雨也得把持住。（P.38) 

 

有的時候我們做了正確的確定，但結果不盡人意，那不代表最初的決定沒有價

值。（P.39) 

 

何其有幸，我們能經歷這一切，每當想要放棄的時候，就想起那一幕，助理溫

柔地懷抱瀕死的貓兒，在城市昏暗的燈光下奔馳，這樣溫柔的執念，也許能彌

補一些人類的邪惡與墮落，也許心底深處那些遺失的美善與希望，就此重新點

亮。（P.115) 

 

狗兒貓兒不會變心，不會詐欺，更不會遺忘，它們用自己的天性，輕易救治人

心，驅趕孤獨，離散憂愁。（P.129) 

 

 

三、我的觀點： 

初拿到這本書，首先令我覺得新奇的是它的主題，市面有很多和動物相關的作

品，把美好和正能量散播出去，但鮮少有人寫有關獸醫職業的書。有關醫治動

物的人們——獸醫，所謂的「夢幻職業」，自殺率竟是一般民眾的三倍，這令

人咋舌的統計顯示了獸醫行業的哀愁與眼淚。獸醫師每日除了要面臨基本動物

健康檢查、預防針接種外，更多的是醫病關係間的溝通、病殘老弱動物的生離



死別，救了許久卻仍離世的動物們、抉擇是否安樂死等等，這些日積月累使一

般人難以消化的真實情節成為獸醫師們抑鬱的主源。他們背負著可愛柔軟外表

下的不適和黑暗，被壓的難以呼吸。 

 

讀完本書，我驚訝於在台獸醫師的普遍過勞情形，即使掛著頂尖大學的畢業招

牌，實習獸醫仍不如想像中的光鮮亮麗，陳凌在書裡寫到：「獸醫人生，就在

這裡開始一個領有專業執照的獸醫月薪兩萬二，工時，長到不想去計算。」 我

認為這是個不合理的現象，嚴重超時工作、低薪、龐大的身心壓力，種種因素

合成了一個極其不友善的職場，扼殺的卻是自家毛小孩的醫療品質，我們所需

要的是專業、清醒的獸醫師，而非飽受過勞之苦的人們來實現天下動物無疾病

的夢。過去憑藉著個人辛勞血汗的獸醫行業，今日則需團隊分工制度的健全和

政府對勞動權益的保障，讓動物醫療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書中記載了許多小故事，大多是在講述有關「醫病關係」的反思，飼主對於獸

醫師的不信任和觀念謬誤所導致的悲劇一再發生，我想這就是獸醫師們最頭疼

的問題之一。動物不會說話，就診時的獸醫師只能透過飼主了解寵物們平時的

生活情形，與飼主溝通更是為了能了解寵物病症，進而治療他們。我不禁想像

如果主人對自家寵物不上心，一問三不知會使診斷多難進行？且這是個資訊爆

炸的時代，不少飼主會在網路上聽「別人」說，得到錯誤或未經證實的動物醫

療資訊，抑或是自行上網尋求解方等種種不專業的作為，疏忽病症潛在危機及

複雜性，對愛寵來說有百害而無一利，徒增疾病治療難度。我認為政府或是具

公信力的民間團體應推廣寵物醫療網路平台，釐清不實醫療資訊及分享動物保

健與照護新知等等，充實民眾對動物的醫療常識，以避免因無知或假消息而造

成的遺憾。 

 

陳凌也在此書中對安樂死議題多有著墨，安樂死是每位獸醫師的必修課題，這

項行為曾被爭論了無數次，也沒能斷定是惡是善，是張輕鬆的豁免還是沉重的

罪孽？我認為安樂死是被需要的，但非隨意妄為，陳凌在書中寫下不只一例把

安樂死當成是在「回收」寵物的行為，動物是否真感到痛苦想解脫我們不得而

知，飼主應是寵物最親近的人，是幫助愛寵和獸醫師溝通的管道，飼主解讀出

的痛苦算痛苦嗎？答案是無解。安樂死是為了減輕痛苦而存在，當一隻動物得

了不治之症，它會一天比一天更加虛弱，病症發作時也會無比煎熬著死去，如

果能在它尚且還未病發前好好陪伴，無痛地送它離開，這也不失為是一種善

待。若是列入了金錢上的考量，安樂死也能避免日後極力拖延病症發作的鉅額

花費。但安樂死絕對是建立在謹慎的思慮之上，是建立在飼主以及獸醫師深度

溝通後的結果，可卻也有些不負責任的飼主把寵物當成是可隨意拋棄的玩具一

般。人類應該建立一項正確的認知:我們沒有資格輕率又敷衍地指點一個生命的

去留，把一項最重要的權利——「生命」給任意剝奪，是最自私的行為。 

 

讀完陳凌筆下的荒唐與感人，我由衷敬佩起獸醫師這份工作，因他們肩上背負

的生命之厚重是需要極其堅定的心才堪堪負荷，而因執行動物安樂死常被指為

惡人的他們，又該有多少數不清的辛酸無奈，有多少生命是因為醫病關係的不

和睦而遺憾離開。陳凌給這份職業下了定義：「獸醫追夢人」，他們追的不只

是疾病康復的夢，更期許毛孩能和主人一生平安，一切安然的相伴到老，大家



都要好好的。 

 

 

四、討論議題： 

在台灣人人都有健保給付，使得原本高價的醫藥費不再無法負擔，但動物看診

多半是動輒好幾千元甚至幾萬的費用，你支持「寵物健保」嗎？成立與否又會

對社會與經濟造成什麼影響？動物的痛苦是否可以被飼主界定與裁量？動物能

被人類決定要安樂死與否，又人為何不能替已病危或正在痛苦的他人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