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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M13                            

書名 父親(醫學人文電影) 

   《父親》（The Father, 2020）這部電影是導演費洛里安齊勒（Florian Zeller）的首部長

片，全片以阿玆海默症作為故事主軸，敘述主角—父親罹患了阿玆海默症

（Alzheimer’s），因而產生記憶力逐漸衰退甚至完全消失，而男主角安東尼-霍普金斯

（Anthony Hopkins）的演技精湛，將阿玆海默症病患遭受病痛折磨的痛苦和無助完美無瑕

的呈現，讓觀眾真實感受到失智症對主角造成的身、心、靈傷害，和體會他內心世界被病

情摧殘，所產生迷惘、不安、焦慮和不適應的痛苦。根據衛福部最新發佈，這種病症不單

是一項疾病，而是一群症候群，它的症狀不單純只有造成記憶力衰退，還會影響到其他認

知功能。包括有語言能力、空間感、計算力、判斷力、抽象思考能力、注意力等各方面的

功能退化，同時可能出現干擾行為、個性改變、妄想或幻想等症狀，這些症狀的嚴重程度

是足以影響其人際關係與工作能力，因而無法思考複雜事務，情緒行為及個性也會急遽改

變，有些患者更會產生被害幻想症，甚至不認得回家的路。 

一般人會誤認「阿玆海默症」為「老人癡呆症」，但事實上並不盡然，雖然患者記

憶力會逐步退化，但有些病患還存有自己的主見和認知，像影片中主角安東尼認為自己能

打理生活上的一切事務，所以對女兒 Anne 的各種安排都產生極大的反抗和排斥，讓家人

對他不知所措。還有導演也巧妙運用阿玆海默症的各種症狀，細膩拍攝主角患病所產生的

情緒和反應，如導演讓同一人物去扮演不同角色，並輪番與安東尼對話，讓他腦子產生錯

亂，因而引發他內心恐懼，而產生不同的困惑和焦慮，還有導演也利用相同空間（公寓）

去不斷變換家具擺設及牆壁顏色，來模擬安東尼的記憶力退化，讓他產生時空的混淆而被

困在時間裡。這些都讓觀眾能真實、深刻的感受到頭腦記憶力的退化和消失，進而能體會

到主角的迷茫與無助感。 

        導演也巧思的編排安東尼從最初對生活周遭的改變感到挫扼，到後來病情嚴重惡化，

他所接觸的場景和時間出現紊亂、錯置、重複和混淆，而且最後他已經不認得摯愛的家

人，甚至忘記自己的名字，這些遭遇都讓他心靈跌入深淵。然而這部影片沒有使用很艱深

的文字、言語去描述，就能細膩的將這些情節給呈現出來，讓觀眾能深刻體會與瞭解失去

記憶對病患本身和身邊照顧的家人會造成多嚴重的煎熬、痛苦和影響。 

          本部電影主角為安東尼（Anthony），他罹患阿玆海默症，剛開始他認為自己可以打

理ㄧ切生活而處處拒絕別人的關心照顧，他不喜歡別人把他當「小孩」甚至是「白癡」對

待，他認為自己的頭腦是清晰的。但許多地方都顯示他的病情已日漸嚴重；如他常忘記手

錶放在那、跟女兒談話的時間及內容也常常錯亂、人物臉龐和名字也常混淆等等。因為如

此，第二位主角他大女兒安（Anne）把他接來家中同住，造成了安和另ㄧ半在生活上產生

嚴重的爭執。安東尼不僅因為記憶力衰退惹出許多麻煩，也因安東尼本身固執、自尊心強

且不信任別人（包括他女兒），進而時常懷疑別人（看護和女婿）偷拿他的手錶，甚至幻

想女兒 Anne 覬覦他的房子和遺產，但事實上他的內心深處是非常脆弱的，他相當依賴女

兒（安），從影片中每當安東尼醒來時總是呼喚女兒名字，深怕女兒離開他身邊。安東尼

大女兒—Anne 因為安東尼二女兒意外身故，所以安就負責照顧患有阿玆海默症的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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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但她必需工作而且她也有自己的家庭，所以當安東尼病情越發嚴重時，她試著雇請家

庭看護來幫忙照料安東尼，無奈安東尼的胡思亂想與拒絕，都將這些看護給趕走，導至第

三位主角他女婿—保羅（Paul）的不滿，認為安東尼是拖油瓶且故意破壞她女兒的婚姻生

活，所以保羅強烈建議 Anne 將安東尼送至養老中心，但安還是不忍心，最後因保羅出手

毆打安東尼，導至他們離婚。第四位主角是看護羅拉（Laura），她是安東尼接連把幾個

看護都氣走後，安為父親請來的最年輕看護，安東尼ㄧ看到她把她誤認成他小女兒，所以

安東尼感到無比高興，他渾身解術在她面前跳起踢踏舞，但ㄧ轉身，安東尼卻又突然大發

雷霆，用言語侮辱安，強調安想要霸佔和貪圖他的財產，這些舉動都令安感到相當傷心和

難過。安東尼並宣稱他不需要任何幫助，自己也不會離開他自己的公寓。這代表安東尼想

證明自己還是非常精明能幹，他能掌控ㄧ切事務，不希望別人干涉他的生活。但影片中卻

呈現其實這些都是安東尼自己的幻想，事實上他已被女兒送至安養中心，且已病入膏肓無

法分辨自己身處何地，他已將時間、空間與人物嚴重混淆，而且完全無法與安溝通，此時

安也結交新男友，他希望安能脫離這束縛和困境，將安東尼送至安養中心接受專業治療和

照顧，安經過內心交戰後同意將父親送到安養中心，而自己與新男友搬至巴黎展開新生

活。 

        這部電影也反應了當今少子化和社會步入老年化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往往ㄧ個小孩需

要負起照顧父母的生病重責，尤其阿玆海默症病患是需要家人長時間的照顧和陪伴，如此

子女就需要犧牲自己的工作、家庭和理想等等，這時他們內心就會產生極大的壓力、掙扎

和束縛。正如電影中的 Anne，在她父親罹病後性情大變所帶給她的衝擊和困惱，如安東

尼因病對她產生懷疑、憤怒與辱罵，且也討厭她先生等等的極端表現，但在日常生活上卻

又處處依賴她，這些行為都讓長期照顧家人的（Anne）感到相當絕望和不知所措，所以當

父親病況愈來愈嚴重時，她真的心疲力倦而招架不住了，只好將父親送至安養中心。就像

影片中情節，當 Anne 半夜起來幫父親蓋被子的時候，她竟然有想要伸出雙手掐死父親的

舉動，這讓她心中感到非常的震驚，而心情感到十分驚恐，我覺得這可能因為 Anne 被父

親誤認為她想貪圖家產，此時內心感到無比委屈和怨恨，而所造成的行為。這可能因為她

承受到非常大的壓力，頓時才產生想要了結父親的生命？可能因為如此，Anne 只好忍痛

放棄親自照顧父親，而將她摯愛的父親送至安養中心，交給專業的醫護人員照料。 

       主角安東尼是父親的角色，在傳統家庭中所擔任的責任和形象是非常的重大，所以當

他察覺自己的記憶力逐漸退化和混淆，頓時他的內心產生了巨大恐懼和困惑，他質疑自己

是否真的罹患“阿玆海默症”，所以他使用抗拒和憤怒來掩飾他內心的焦慮和不安。這時當

女兒 Anne 想幫他請家庭看護時，他便嚴厲的排斥和拒絕，且假裝自己可以打理ㄧ切生活

起居，斷然拒絕別人的關心和照顧。但他卻不知他所表現出的種種行為；例如他常忘記手

錶放置那且常懷疑別人偷竊他的錶，還有他與安的對話常將時間給錯亂，而且也將親人的

長相混淆，甚至也搞混自己的住所空間及擺設等等，都在在顯示安東尼的病情也相當嚴

重。找不到手錶對安東尼而言是代表他找不到時間，無法掌控時間，而迷失在時間裡而被

時間給困住了，這是他最難接受的。又因為他是工程師，ㄧ直以來都生活的戰戰兢兢，嚴

謹又聰明，他未曾評估過衰老的份量，更無法預料當他老化之後會面臨多殘酷現實，不僅

會拖慢腳步，更會在子女面前拉垮自尊和產生ㄧ些脫序行為，讓自己的生活陷入不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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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承受自己生病所產生的種種問題。 

          最後當安東尼發覺自己逐漸失去時空認知，他意識到他的記憶力已完全退化與消

失，覺得自己就像一棵樹，整個葉子都掉光只剩樹枝。在片尾安東尼甚至忘記他早就被女

兒安置在安養中心，他所看見的人，根本就是安養中心的醫護人員。此時他連自己是誰都

不知道，他像小孩子般的無助、緊張和茫然，而在護理人員溫柔的安撫下，他想起兒時記

憶，母親的臉龐似乎出現在他面前，他大聲呼喊「媽媽」，他想投入母親溫暖的懷抱，遠

離自己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從這段情節，我能真實感受安東尼遭受這病情的折磨和痛苦，

可能心情上ㄧ秒還充滿愉悅，下ㄧ秒就因為遺忘而性情 180 度轉變，而且固執、憤怒、沮

喪、迷惘和恐懼ㄧ直纏繞在他心中，讓他無法喘息，但他卻ㄧ再否認患病，並試著在無法

逃脫且逐漸消逝的記憶中掙扎，這讓我心中感到無比的揪心、難過與不捨。我覺得雖然阿

玆海默症是一種慢性疾病，它不會馬上造成死傷，但它卻在無形中一點一滴、無痛無癢的

拔除患者的記憶，讓患者出現行為和言語的異常，讓他們心中受到打擊，對自己產生懷

疑。也造成家人對他們的誤解，認為他們是故意找麻煩，有時因為他們會產生時空背景的

錯亂，而造成無法與家人溝通與和樂相處，形成家人的負擔。 

          電影結局中安東尼被女兒送至安養中心，那時他已將所有記憶和人臉混淆，甚至將

過去自己所認知的世界逐漸崩塌，在他最絕望時，醫護人員溫暖的守護在他身邊，讓他心

中浮現兒時與母親的記憶，讓自己回到最快樂的時光，並依偎在母親（護士）溫暖的懷

抱，從中也讓我學會到包容、體諒和耐心。因為我將來也會面臨到父母的老化，和我將來

也會從事醫生工作，需面對病患的情緒，所以我更要學習如何體恤病患和有耐心的傾聽病

患的心聲和用同理心來對待病患，讓他們得到尊重和對我產生安全感與依賴心。我也要向

那些依然不願放棄的照護者給予最大的致敬和肯定，讓我們ㄧ起來提昇醫護品質。所以我

想將這部電影推薦給為人子女及醫護人員欣賞，因為年輕人可以提早認識阿玆海默症的症

狀和學習保持包容、耐心和同理心來照顧長者。而影片中有ㄧ個情節是安東尼被 Paul 呼

巴掌，但我認為這時安東尼已被送至安養中心，所以我想這是否意味是醫護人員對安東尼

沒有耐心，因而對他動手？所以我認為醫護人員也能從此影片中學習更有耐心傾聽病患心

聲和溫柔對待病患，把病患當成是自己的家人ㄧ樣的照顧。 

         如果我是安東尼，在得知自己患有「阿玆海默症」，我會試著學習瞭解和去面對這

個疾病，也會就醫詢問專家建議，早點把握黃金時間去治療它，而不要讓病情惡化，而增

添子女困擾，我不會像影片中安東尼ㄧ開始就強烈抵抗和拒絕任何協助和照顧。當然承認

和接受自己生病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但我會讓自己心情保持平靜，試著與子女溝通，也

體恤子女的辛勞，評估以什麼照顧的方式來減輕子女的負擔和壓力，而不會影響到他們的

學業、工作、家庭及理想。我也相信以現今的醫療技術，只要至醫院或安養中心好好配合

醫護人員，ㄧ定能夠得到妥善的治療和照顧，也可以制止病情的惡化。 

          《父親》影片中，雖然最後主角進入安養中心得到妥善的照顧，但從影片中顯示安

東尼的心情是相當的無助、恐懼與茫然，他孤苦無依的面對著冷冰冰的環境，於是在他僅

存的記憶—母親溫柔慈善的臉龐似乎浮現在他的腦海，讓他頓時想依靠在母親溫暖的懷

抱，忘記ㄧ切的煩惱和痛苦。這顯示最終人還是需要家人的互相扶持和照顧，而母親是世

界上最無私的動物，她對子女的愛永遠是無怨無悔的付出，且無微不至的照顧兒女和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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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犧牲奉獻。 

          整體而言，這部電影刻意把時間線打亂，導至時空錯亂，讓觀眾深刻體會失智者對

過去自己所認知的世界逐漸崩塌，卻又對此感到無力挽回的絕望處境，我從中領悟到「時

間的可貴」，進而覺得我們應該珍惜把握當下美好時光，學習好好享受生活、追逐自己夢

想、努力實踐願望，把生命活得多采多姿。也要愛惜和守護身邊摯愛的家人，並多抽空陪

伴他們，及時行孝，不要讓自己留下任何遺憾。從影片中我也領悟到人跟人之間應多點包

容性、體諒和耐心，尤其家人之間更要互相照料、關心、傾聽和容忍，多些關懷和安慰，

我相信每個人都能成為家人的後盾來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