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組 第三名

 一、摘要

本書極富含人生哲學及生命意義，作者米奇在一次的機緣中得知大學時期待他甚好的老教授墨瑞罹患了一種絕
症，於是決定前往探視，因而埋下了往後每個星期二都前往拜訪的開端。這門課開設的時間雖然只有僅僅數個月，但
就學生得到的收穫而言，卻遠高於了其他正規的課程，因為它的課程綱要主要是在談「人」，談人與人之間應如何相
互對待，談身為人的我們應有怎樣的認知…。

    這門課開設在每個星期二，不需要任何教科書，授課教授以自己的人生歷練來教，學生是否能從這門課拿到高
分，就得看學生是否學會了這門課的真諦，因為這門課的畢業論文就是-『自己的一生』。

 二、心得

    米奇‧艾爾邦 (Mitch Albom)著有《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及《在天堂遇見的五個人》，暢銷全球數百萬冊，
這兩本書都是值得我們花時間閱覽的書籍，它告訴我們許多人生的哲理，讓我們從中獲得許多啟發。作者也曾為報紙
撰寫專欄，主持廣播節目，並且在許多個慈善機構裡擔任董事。現與妻子住在美國密西根州(Michigan)。

 世界不會為了誰特地停下來

    墨瑞從醫生口中得知他罹患一種無藥可醫的神經系統重症ALS時，他曾為此感到驚慌、不知所措，但當發現這個
世界依然循著往昔的步調運轉並沒有因為他的不幸而有所改變時，他頓時覺得不應該再如此地消極下去，他希望在所
剩不多的時間內能帶給更多人正面的意義。

    隨著時間的推移，墨瑞的病情越來越重了，但他從未想辭去教職，甚至還接受了訪問，與更多的訪客會面，希望
能藉由這些過程，讓失意的人重新振作，讓迷惑的人有所啟發，或許，他這麼做最初的目的只是想證明自己存在的意
義，因為這些人都是『需要』他的，但他畢竟給予求助於他的人極大幫助。

     世界是不可能以個人為中心運轉的，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個人就像是以太陽為中心運轉的小行星，我們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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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軌道，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因一些突發的因素而改變了原本運行的軌道，但就巨觀而言，整個太陽系並不會因
我們這樣一顆小行星而停擺。

    所以不管遇到了什麼令人難以接受的變故，能幫忙自己的永遠只有自己，雖然從痛苦的深淵重新振作是件非常困
難的事，但是只要我們有信心，一定能有所改善的。儘管我們不能改變生命的長度，但是卻可以決定生命的彩度。

 無私的奉獻者─家人

    墨瑞罹病以來感受最深的就是家庭的溫暖了，他的家人總是默默的陪伴著他，給他鼓勵，幫他祈禱，墨瑞說：
「家庭就是如此，不只是互相關愛，還要讓對方知道你在關心注意著他。我母親過世時，我最感痛失的就是這種感
覺，這感覺可以說是『精神上的安全感』-知道你的家人總是在一旁守護著你。這感覺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取代，金錢
不行，名聲也不行。」

    『家』永遠都是我們最後的堡壘，最安全的避風港，每當我們在外頭遇到了挫折、不如意，家人總是能在我們最
需要幫忙的時候出現，適時的給予我們心靈上的安慰，讓我們重新擁有對抗外來挫折的勇氣。但是有許多人總把家人
給予的關懷當作是理所當然，不知道有所珍惜，甚至將自己的不如意遷怒於家人，許多患了絕症的病人總是怨天尤
人，抱怨自己的不幸，一點都不願接受家人的關心，甚至將之棄如敝屣。儘管墨瑞與病魔搏鬥的過程中受盡了病痛的
折磨，但他並不會因此遷怒家人，還叮嚀他們別為了他改變自己生活的步調，這點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的，他對他的
家人說：「不要打斷你們的生活，否則，這場病毀的不是我一人，而是我們一家人。」

 『想要』不等於『需要』

    墨瑞曾對作者米奇說過：「我們的文化一直給我們錯誤的觀念，不斷的教導我們賺更多錢是好的，置產愈多愈
好，商業行為愈多愈好。多就是好，到最後人們都被蒙蔽了，認為這些觀念是正確的。」

    墨瑞還說：「金錢無法替代溫柔，權力也無法替代溫柔。我坐在這裡，離死不遠，可以坦白告訴你，當你最需要
溫柔的時候，不論你有多少的金錢和權力，都無法給你那種感覺。」又說：「你無法從這些物質的東西獲得滿足。你
知道什麼才能真正給你滿足嗎?」「不吝將自己擁有的東西與人分享。」

    生活在這個世上，很多時候我們很容易受當地價值觀的影響，先不論這個價值觀是否正確，只要大多數的人們都
認為這是對的，這個觀念也自然而然變成正確。

　　現在很多人追求名和利，一心以為這就是所謂的『需要』，其實很多人追求某種事物多半是出自於自己的『想
要』，『想要』並不等於『需要』，但在現代的價值觀中，這些想要卻多被定義成需要，使得我們都漸漸忽略我們
『真正』的需要，就像墨瑞對米奇說物質的東西無法使我們獲得真正的滿足，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心靈上的滿足，我們
應該學著跳脫現實價值觀的束縛，靜下心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別讓外在事物左右我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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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是結束，而是嶄新的開始

    在這本書中曾提到「南美洲雨林中，有個迪沙納族，族人認為，世界萬物之間的能量固定不變而相互交流，也就
是說，有人生必有人死，有人死必有人生，這樣世界上的能量就能永保充盈滿沛。」，作者米奇和他的老教授墨瑞都
相當喜歡這種世界觀，他們認為我們取之於大自然，也該回報給大自然，這樣才公平。

　　墨瑞曾預言自己會死於窒息，而他的預言也成真了，雖然他歷經了這麼多的苦痛，但在他臨死之前卻體驗了許多
人無法體驗的關懷，家人的、朋友的關懷，甚至是陌生人的關懷，墨瑞是幸福的；很多時候人們的希望總是與現實相
反，但墨瑞的願望成真了，他安靜的死於一個星期六的早晨，這對他來說應該是上天給他最好的禮物吧！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墨瑞這位老教授逝世之後，故事就到了『結局』，但是我卻認為墨瑞的死不是一個結束，而
是一個嶄新的開始，因為有許多人從他那裡得到了重生，就像作者米奇，本來已淪為現實枷鎖的奴隸，為了賺錢而工
作，彷彿世界上除了賺錢再也沒有其他事情值得他關心，但是當他與他的老教授談過之後，他逐漸改變了他的想法，
學著為自己在乎的人去做一些努力，試著做回當初有理想有抱負的米奇，而最後他也真的做到了，重拾了夫妻間的感
情，也挽回了幾近破裂的兄弟之情。

    在人生這條漫長的道路上，本來就會遇到許多的十字路口與轉角，也許我們有時會受迷惑而選擇了錯誤的道路、
走錯了方向，但是只要我們有回頭的勇氣，沒有什麼事情是無法挽回的，何況這世間本來就沒有人從頭到尾都能做出
正確的選擇，就算真的有，沒有嚐過失敗的人生，也不能算是人生。我們從失敗中學到教訓，將這些教訓運用在我們
的未來，讓我們在人生的這段道路上不斷的成長、茁壯，儘管有時我們會因一時的判斷錯誤而傷痕累累，但是這些傷
痕都將成為我們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段回憶。

結語

    自古以來，人類都是群居的生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更是有密切的交互作用，換言之，人是不可能獨自生存
的。但是我們希望得到怎樣的對待都必須從自己做起，希望別人愛我們就得先愛自己，想要別人尊重我們也必須從尊
重自己做起，因為這個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來就是「對等」的，想從別人那獲得什麼，自己就必須先努力做些
什麼，作者的老教授之所以能受那麼多人的青睞、信賴，無非是這個原因。

    在我讀完這本書後，除了對這位老教授面對死亡的勇氣感到佩服外，最令我深省的其實是他對待別人的那份心，
當他面對一個人時，他眼中就只剩下那個人的存在，用最「真誠」的自我來面對，給予來人最「真誠」的建議。我覺
得這其實是很困難的，要做到這種程度，最初的條件就是「完全的信任」，只有完全的信任才會將最真實的自我暴露
在對方面前，但是也許是受現代價值觀的影響，大多數的人在別人面前總習慣帶著面具，與對方交談時也或多或少會
稍加修飾，無法呈現最真實的自我，這對交談的對象其實是很不尊重的行為，所以學著如何信任別人、表現自己最真
誠的一面，是我們最值得努力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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