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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二宮敦人，出生於東京，其著名的作者有《驚嘆號》及《尋找失物者請往第二

月台》等書籍，為受矚目的新世代作家。本書是由三篇在醫院的故事所組成，

述說著三位不同身份的病人之死，全文由三位醫生貫穿，分別是永遠充滿熱

忱，相信奇蹟的福原雅和，原本個性畏縮，但最終為了自己和朋友而強勢的音

山晴夫以及為人冷淡、現實，在醫院中有著死神之稱的桐子修司。三人有著截

然不同的個性，秉持著相同的理念，他們帶醫院邁向新的世代。 

 

 

二、內容摘錄： 

當自己能夠接受死亡時，不就是戰勝了死亡嗎？(P.87) 

 

你把奇蹟強加在病人身上，你知道這是多麼殘酷的事嗎？(P.138) 

 

但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能夠為生病走向死亡的人所做的事，比我們平時想像

的更加……(P.204) 

 

我們無法為他們做任何事。(P.204) 

 

你平時都會對病人說，不能因為生了病，就忽略了人生中重要的事。(P.293) 

 

猶豫也沒關係，也不需要單打獨鬥。(P.382) 

 

死亡並不是挫敗。如果把死亡視為挫敗，那些走向死亡的人不是太不值了嗎？

(P.139) 

 

 

三、我的觀點： 

《最後的醫生仰望櫻花想念你》這本書的內容多在描述死亡，畢竟身為人的我



們，總有一天會面臨死亡，而現今科技的進步正好延緩了這件事。那麼利用科

技去延緩死亡對我們而言究竟是好還是壞？ 

 

當我踏入醫院時，在病房外聽見的不外乎是「醫生，這種病會好嗎？」「醫

生，請您救救他呀……」諸如此類的話語，但是，這些真的是那些重症患者想

要的嗎？他們所想要的或許並不是只是「活著」而已，病痛已經奪走他們的健

康，然而這些永無止境的療程更是添加了他們的痛苦，對他們而言，家人的期

待也可能是一種負擔。 

 

書中也有一個相同的例子，剛考上醫科的麻理惠罹患藥物和醫療設備降低痛

苦。麻理惠的醫生父母在得知事時希望女兒就算插管也沒關係，只要她還活著

就好，但麻理惠最後還是選擇不要採取任何治療，選擇離世。 

 

看到這裡，我忍不住想醫療的進步會不會也帶給了人們一種想法是「只要活著

就好，活著就還有希望」但是這何嘗不是一種魔障？一種對於活著的執念。死

亡和活著只不過是人們在機率與機率之間做出的一場賭博，而我們不可能要求

每一次都會賭贏，機會只有一次，一旦失敗就是全盤皆輸。 

 

另外，我在桐子醫生身上也體悟到許多，在他的其中一段與病人的對話中提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並沒有對自己的生命負起責任。每當我們焦急的進入醫院

後，心中想的都是「拜託這位醫生治好我的病。」然而，我們並未好好的想過

如果治好病，那麼身為病人的我們願意支付什麼樣的代價？可能是失明，可能

是永遠無法開口說話，也可能是以他人的性命換取自己的。 

 

電視及報紙上常常出現醫生因為沒有將病人救活而接收到來自法庭的控告，這

對於醫生們來說其實非常的不公平，病人在走進醫院時並沒有想過自己生命的

價值，認為醫生能治好病症便將自己的性命交到醫生手中，卻又在得知自己的

病無法救治時，將所有的責任推卸到醫生的身上。 

 

我們從未探討自己生命有多少價值，便來到醫院希望可以獲得救治，這其實就

是一種對生命的不負責任。如同桐子醫生在書裡提到的，在我們想也沒想就進

入醫院時，我們就變得像輸送帶上的產品，在一道又一道的加工程序中拖延

著，最終還是會迎向死亡。 

 

我認為加工品這個詞對這些在醫院中希望獲得痊癒的人來說是個非常精準的形

容，科技進步後把一些本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加到我們身上，來自他人捐獻的

血液和器官、導尿管、利用冷冰冰的機器取代腎臟的功能……藉由這些來延長

性命，在一次又一次的加工下，我們身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漸漸增加，我們開

始變得不像自己。科技確實延長了人類的壽命，卻也讓我們不禁去懷疑我是

誰？我還是本來的那個我嗎？會不會有一天我們只要有大腦就能活下來，而其

他的器官都可以用機器取代？ 

 

科技和醫療的進步確實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益處，但在我們使用這些技術之前，

我認為我們必須認真的去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就像桐子醫生所說的：「不



能因為生病，就忽略了人生中重要的事。」如果在生病之後便忽略關心自己的

家人，那麼他們到底又算什麼？在得知自己剩下幾個月時，難道躺在病床上糾

結自己還能用什麼方法活得更久會比自己或許可以完成的夢想還要重要嗎？面

對死亡需要有很大的勇氣，但當我們選擇認真看待死亡時，死亡就變得並沒有

我們想像中可怕。 

 

這本書帶給我極大的震撼以及對與死亡的探究，這本書讓我理解有時候在醫院

裡最正確的選擇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醫生們必須在病人的死亡和完成他的心

願之間做出抉擇，而這本書帶給我最大的啟示就是——永遠要認真的去看待生

命，無論是病痛抑或是死亡。 

 

 

四、討論議題： 

安樂死一直以來都是人們討論的問題，其中更隱含了潛在的醫學倫理，我們究

竟要尊重病人自身的意願？還是堅持世人眼中的醫學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