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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M04                            

書名 一個人好好走:::生命最後的另一種選擇 

   這本書的地理背景位於日本，透過案例的分享，介紹幾位因為癌症在自己家中逝世的

獨居者，讓讀者更加理解「居家醫療」的內容和理念。在日本由於醫療法的修正，患者的

居家也可作為提供醫療服務的場所，自 1922年 4月起，居家醫療正式啟動。由於日本高

齡化，導致獨居者的數量相當多，此本書著重在罹患癌症的獨居者如何在家走完人生最後

的旅程，除此之外，也提到親情、友情、社會力量、患者的心態變化、醫護人員的協助內

容及態度。 

  未讀到這本書以前，我對於癌症末期患者先入為主的概念是在醫院接受治療，或是在

醫院的安寧病房度過人生的最後一段日子，想到癌症患者我總是會聯想到醫院，從沒想過

癌症患者能夠選擇在家接受照護。讀這本書後，我才了解什麼是「居家安寧療護」，在居

家照護的過程中，患者吃的藥物只會減緩他的病痛，並不會延長他的壽命，他們選擇較舒

服且安穩地度過最後一生，只是最後的這段時間很短暫。此照護工作需要二十種以上不同

職種、立場的人，是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看護和護理師需要耗費大量的心力在患

者身上，時不時就得到患者的家中察看患者的情況。我非常佩服他們的愛心和耐心，需要

如此細心呵護數十位患者，說話要注意言詞以免傷到患者的心，也要一直面對病人的逝

去，這真是件需要強大心理狀態的工作。關於護理師的辛苦，書中提到的田村先生令我印

象很深刻，他會在晚上打好幾通緊急電話，希望護理師到他家中，但並非發生任何大事，

他只是想測試居家照護的二十四小時體制是否為真。即使持續十日以上的夜晚緊急電話讓

護理師感到困擾，護理師依舊有耐心且溫柔地前往田村先生家，察看他的狀況。然而奇蹟

出現了，某天開始田村先生不再打夜晚緊急電話，和護理師建立了深厚的信賴羈絆，總是

頑強的他最後甚至向護理師說了「謝謝」。這個案例讓我覺得非常感動，不僅是生理上，

護理師連同患者心理上的照顧都做到了，因為有護理師多方面持續的努力和照顧，才能讓

患者最後安穩地走完最後一程。 

  上述提及護理師付出的心力令我佩服，接下來我想說說此本書中第二個令我印象深刻

的部分－親情。此書敘述的案例除了其中幾位有婚姻關係，其他皆為獨居者。有些患者和

家人之前有過誤會導致冷戰；有些患者和家人不夠親近、平常沒在聯絡；有些患者的家人

有自己的家庭，不僅住得遙遠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其中一個案例－信夫先生，之前和他

的媳婦因意見不合導致之間關係僵化，後來他和他的兒子－克也先生一家人的關係都變得

不好。在得知信夫先生的病情惡化後，信夫先生的媳婦主動解開誤會，在信夫先生在世的

最後一段時間，克也先生全家人都搬進信夫先生的家，熱熱鬧鬧地陪伴在信夫先生身旁照

顧他，最後他在家人的陪伴中安穩地逝去。此案例故事讓我很感嘆：「我們在世有誤會

時，總是習慣擺著，讓這份誤會不斷發酵，沒有人願意主動解開那份疙瘩，直到得知即將

失去對方時，才會驚覺自己應該好好珍惜這份感情，這時才會主動示好，改善惡化的關

係。」值得慶幸的是最後誤會有解開，因為如此，信夫先生才得以在充滿陪伴的溫暖下，

安穩地度過最後一生。關於親情，這是在此書裡我最喜歡的案例故事。我認為親情涉及的

範圍很廣，不只是父母與小孩、兄弟姊妹、親戚，還有因為婚姻關係結為一家人的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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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媳婦主動解開誤會，信夫先生才得以和兒子一家人的關係變好。我希望人在世時都能

好好珍惜得來不易的緣分，把握每個能相聚的時光，即使有誤會也可以在冷靜過後好好溝

通，理解彼此的想法。 

  第三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是關於失去丈夫的幸枝女士。幸枝女士從數十年前就飽

受憂鬱症所苦，精神狀態一直都很不穩定。她的丈夫－廣人先生是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症

的患者，接受居家安寧照護。但此案例著重的並非廣人先生，而是幸枝女士。當廣人先生

在家中逝世時，幸枝女士因承受不了悲痛，用菜刀割腕打算自殺。她說：「那個人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也不知道怎麼活下去才好……」這個案例讓我感到很悲傷，因為丈夫的

逝世，幸枝女士成為了獨居者，不知道該如何一個人活下去。這個案例也讓我體認到愛情

的深厚。廣人先生和幸枝女士相伴彼此數十年，早已習慣充滿對方身影的生活，可如今那

位與自己形影不離的另一伴卻離開了，這是令幸枝女士非常痛苦的事情。藉此案例讓照護

者們體悟到很重要的一點：「從事居家安寧療護的患者逝世後，留下來的家人也必須視為

照護的對象。」而幸枝女士的故事讓我更深刻地體悟到：「一個人的逝世，會影響到身旁

的人。」我開始思考：「若我失去生命中很重要的人時，我該怎麼做？我該如何面對？」

這是需要長時間去思考，並且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 

  最後我想談談患者本身。我認為選擇居家安寧照護的患者都很有勇氣，勇於面對自己

即將結束的生命，選擇很有尊嚴且較為舒適的方式走完最後一程，不需再承受急救的苦

痛，也能在自己習慣生活的家中安穩地接受離開。書中有一段話令我印象很深刻：「迎接

生命末期的準備，就是徹底解開限制自己的各種枷鎖。」人生在世總有許多放不開的羈

絆，在最後的日子裡，患者必須整理自己的心態，也要斷捨離，才能毫無牽掛地離開世

界。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書中有位患者在斷捨離的過程中因為不捨，哭了一整天。我

很佩服他即使感到悲傷，依舊勇敢地做出斷捨離。如果是我，到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能割

捨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事物嗎？這個問題要設身處地去想實在是非常困難。 

  這本書分享數則案例，讓我思考到非常多面向的事情，每一個案例我都有其體悟。看

完這本書除了讓我獲取居家安寧照護的相關知識，也讓我思考：「我希望如何度過生命的

最後一段時光呢？」這本書給予我許多值得我深思的人生問題，讓我受益良多，期許自己

在往後對於「生命」的議題能有更多的思考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