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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林佳嬡，是整日來回奔走於加護病房的護理師。興趣則是攝影，擅長

運用鏡頭投射自身情感，並欲藉此將醫療觀念傳播給社會大眾。作者將「醫療

行為」與「影像創作」結合，撰寫在病房內遭遇的種種經歷，用真摯的語調及

真實的影像帶領讀者看淡生死、學會愛人，以及省思當今的社會議題。 

 

 

二、內容摘錄： 

  人生這齣戲，有華麗的開場白，有未知的最終章，但沒有彩排、沒有暫

停、不能倒帶也不能重播。（p.86） 

 

  就好像在無常裡剪一段流光，誰也說不清裡面是得失還是迷茫。唯有珍惜

每一天即身邊的人，好好把握當下，才能讓我們無憾。（p.112） 

 

  我們不能預測死亡的到來，但可以選擇如何走完人生最後的道路。

（p.132） 

 

 

三、我的觀點： 

  英國心理學家哈夫洛克：「痛苦和死亡是生命中的一部份。」人類提及死

亡，畏懼、憂慮、抵抗等生理情緒即不自覺湧上心頭。亞洲社會中，葬禮永遠

充斥哀戚的誦詞與樂曲，家屬無不跪地苦苦悲嘆，因為死亡等同失去。這幾乎

是亙古以來不斷相承的價值與觀念。 

 

  然而，面對親人告別世事，真的有必要感到極度惋惜或哀痛嗎？本書作者

是護理師，在生死常於一瞬的加護病房中，她洞見何謂痛不欲生，卻也體認愛

的真諦。她對生死辯證的犀利回答是：「死亡只是還原到最初生命的開端」，

只有放手回歸自然，卸下深深穿刺入體內的管子，才能終止無盡的淚水與聲嘶

力竭的哭喊。 



 

  作者寫下值班時遇到的大小危機，以及因為無時無刻面對患者生死，隨之

而來種種的心路轉變。引起我最大共鳴的是一位阿公的故事。 

 

  阿公患有嚴重敗血症，進入醫院後家屬堅持使用積極的治療手段，不放棄

一絲救還生命的機會。但在住院期間家屬鮮少前往探望，反倒是阿公的妻子無

時無刻守候在旁。待阿公真正病危時，醫院採納家屬的意見，實施心臟復甦

術，阿公弱小的身軀最終無法負荷，遺憾身亡。讀完這則故事，心靈如同被鞍

上沉重的枷鎖，疑惑同時油然而生。面對注定要相遇的死亡，選擇放手竟是如

此困難。不惜一切的喊著搶救，卻讓摯愛之人在死亡邊緣痛苦地掙扎。作者經

歷此事後寫下：「人生最好的告別方式，應該是坦然面對身後事，自己決定要

怎麼走。」回歸一切之初始，讓患者在生命最後一刻走得有尊嚴。這是作者教

會我的勇氣。 

 

  其他如待嫁新娘在婚禮彩排時因腦水腫昏倒，好幾日不省人事最後離世、

母親過馬路意外擦撞，進入醫院急救幾日後，仍因病情惡化在女兒面前斷氣、

住院的暖心奶奶見作者整日於加護病房忙進忙出未曾歇息，送上一盒削好的水

果，上天卻未因此施以眷顧，仍舊帶走了奶奶的性命……種種無常變故，道盡

死亡的無可預警性。死神往往說來就來，不問時間快慢，亦不問人情冷暖。人

世命運瞬息萬變，剎那間的微幅異動足以釀造無法逃開的殘忍。 

 

  「疾病不會選擇病人，是人選擇疾病」則是作者經歷大小事件後給予讀者

的警語。不僅僅是對著書中不愛惜身體的患者而說。現今社會中，更多的是明

知食安風暴對健康帶來的威脅性、有高度機率引發癌症的可能性，卻選擇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冒著自己還年輕的表象，在垃圾食物及不良作息之間任意遊

走，身陷危險而不自覺。作者運用其所親身照顧病患的沉重生命故事，試圖喚

醒現代年輕人的自覺。反思健康與生命的重要，不僅是為了在懸崖邊勒住迷糊

的眾馬，更是為了那些有夢與理想的下一代棟樑。愛別人、愛世界的同時，請

不吝嗇地保留一點給自己。 

 

  生命，是因百折不摧的勇氣與滔滔不惜的愛而存在。這本書教會我運用健

康而強壯的心態面對生命中突如其來的死亡，更使我明瞭在死亡面前，有勇氣

放手才是最可貴而獨一無二的愛。樸素而字字戳心，即使作者出身於醫療背

景，仍能運用自己獨特的語調撰寫下動人心魄的真實故事。傳遞著面對死亡的

強健心志，我想這便是作者寫作此書時最難能可貴的初衷。 

 

 

四、討論議題： 

  面對無法預警的死亡，懂得放手的勇氣為何變得如此重要？又是哪些因素

成就拒絕施行心肺復甦術的「安寧緩和醫療」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