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師不是天使－一位醫師作家的人性關懷》，黃崑巖著，台北市，健行文化，民91

摘要

　　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是一位醫學界的人文學家，豐富的學識、精闢的觀察，結合成這本醫學與人
文雙觀點的結晶，書中對醫界生態與人間樣貌均有深入淺出的剖析，字裡行間更看出他珍重人生際遇的感性面。他常
以「知識份子應該先做文化人，再做專業人」來勉勵學生；讓心靈更健康、生活更美好、生命更有意義，是他堅持的
理念。

　　本書分為「心靈營養」、「生活醫學」、「教育醫學」、「人文醫學」四輯，作者以敏銳的觀察力，過人的智慧
與聯想力，縝密的思考及犀利的文筆，針砭時事、教育、文化與人們不以為意卻影響深遠的觀念；卓越的遠見，讓讀
過他的文章的人都能得到很深的啟發。

醫師作家的歷練

　　台灣新竹人，台大醫學系畢業，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微生物博士。曾任台大醫院外科住院醫師、美國海軍醫學中
心研究員、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是國際上研究干擾素與感染免疫的知名學者。

　　1982年，他決定將所學回饋給摯愛的台灣，故整裝回國參與當時十四大建設之一的成大醫學中心，擔任篳路藍縷
之創院院長，十七年的努力不但使成大醫院成為台灣南部與名揚國際的醫學重鎮，其全人教育的理念亦使得成大醫學
院成了一所醫學與人文並重的醫學搖籃；除了專業外，他在醫學史、醫院規劃建築、語言文化與人文省思方面都見解
獨到，並以關懷之心寫出許多精闢省思的文章，激勵並啟發後進，是一位難得在哲思與行動上齊頭並重的知識份子。

　　現任職於國家衛生研究院，負責全國醫學院評鑑，並且是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委。著有《莫札特與凱子外
交》、《外星人與井底之蛙》、《醫眼看人間》、《黃崑巖談教養》等書。

醫師作家的人生創作

　　《生命關頭見豁達－黃崑巖醫師談生命省思》黃崑巖教授在醫學界、教育界、人文界均有令人崇敬的地位，他
以專業角度與我們談如何面對生命的開始到結束，談醫學的教育到醫術的執行，也叮嚀生活中的健康指標，與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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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焦點。作者經歷豐富，由小見大，由平常之處直指問題核心，令人嘆服且深自省思。

　　日劇《白色巨塔》在台灣造成轟動，關於醫術與醫德孰輕孰重的問題，引起熱烈的討論，在本書中亦有深入的探
討。如何讓生命更受尊重？如何提升醫學環境的素質？培養國民的人文精神、深耕醫學教育，成為刻不容緩的課題。

　　《黃崑巖談人生這堂課》黃崑巖教授經常受邀演講，聽眾除了被他專業且親和的態度深深吸引外，更嘆服於他
豐富無比的人生經驗。在各領域都有傑出成就的他，總是能讓事情朝光明的方向走，讓生活往更好的層次發展，因為
他的人生觀充滿著希望。現代人最需要的，就是對人生有正確的想法。

　　黃崑巖教授不僅在醫學與教育方面具有頂尖的專業素養，更難得的是，他還有無比的創意，可以在生活的細微處
啟發有趣有用的構想，讓人欽佩不已。本書處處充滿令人讚嘆的新觀點，作者以敏銳的觀察力，過人的智慧與聯想
力，寫出面對人生的種種新思維，及如何提升氣質與素養，是能得到豐富收穫的好書。

 人性關懷與生命省思

　　在＜序＞中，體會到作者對每件事的處理時，都是用平等且抽絲剝繭的方式去解析一件事，＜序＞裡其中一個例
子為一位中國大陸詩人艾青的詩：「自己長得不好看，不要埋怨鏡子。」由這句話去詮釋在看一件事情「要了解前因
後果，找到根源」，而不是被眼前的影像或訊息給蒙蔽了。在＜序＞中，不難體會出作者對於社會的期望，但更期望
能從個人做起，提昇個人，我想，這應該也是一種對於問題，先從根源做起的想法吧！

　　＜時間這個大餅＞，書裡說道：「世界上永遠不夠的三樣東西是時間、空間與人力。創意可多少補救後兩項之
不足，唯獨時間，我們只能去將就並善用。」，時間的長短不會變，可是分配生命中的時間，是在於個人的。在一定
的生命時間裡，有人可以善用時間做許多有意義的事，但有些人，卻因為不懂安排時間，而浪費了很多光陰。所以，
時間這個大餅總量是不會改變的，而如何打發，全看個人怎麼切割它。

　　＜謊言＞，書裡提到一位日本精神科教授此木啟吾在《秘密的心裡》一書裡，認為心裡藏秘密是自我意識的起
點，沒有秘密就沒有自己與他人之分，自我就不能成立。有意無意的都曾撒過謊，但有一種謊言為「美麗的謊言」，
可能有利於救人，也可能有利於預防傷害的發生。撒謊是人性的一個基質，是種與生俱來的本能。而說謊，是善？是
惡？也許，對於不同的事來說，它存在的定義也會不同！

　　＜遏止魯莽＞，俗語說：「自助者人助。」有疼痛時，連病人都要付出努力與合作，而不該雙手一攤全賴大夫照
料，否則醫療不能發揮潛能到極限。不論是遇到生病或是災難時，都必須要知道自己的能力，並努力。自己不幫助自
己的人，別人也很難幫助你。我想，這篇可以些許映襯到書名，醫師不是天使，所以病人還是必須付出一定程度的努
力去改善。遏止社會上魯莽的人、魯莽的行為出現，不僅自己容易受傷害，也可能使社會大眾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
去彌補因魯莽而發生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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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強者走＞，作者建議說，應該以樹立典範以求提高學習效率。當打高爾夫球時，每一洞有一位高手在旁示
範供你觀摩與學習，除非刻意不想進步則已，否則成績也很難不好。意思是要「跟著強者走」。所以，顯然，每一個
人在努力學習、做事與成長的過程中，都必須記得放下身段，就教於「強者」，才能有所作為。因為看見別人強，自
己也會想努力，是種激勵，能讓我們成長的方法。

　　＜意願書與遺囑＞，病人必須在神智清醒，具有完全行為能力之時，立下一份隨時又可主動撤回原意的意願書，
「意願書」是類似遺囑的文件。作者在書中提到，緩和醫療的意願書與遺囑不盡相同，但在特殊的狀況，兩者的功能
類似。

　　＜使命感＞，使命感不但與生活的意義有關，它和敬業精神也有直接關係。作者舉例說，對許多需要化療的病人
來說，化療是極難忍受的折騰，但從另一個角度分析，這療程使病人覺得自己正與癌細胞鬥爭，換言之，它給病人一
種使命感，增加承受化療痛楚的力量。人應該在生活裡找自己使命與目標之所在，當身體不再靈活自如時，更需要
它。沒有了它，生活會少了意義，死亡也不會有尊嚴。有了使命感，生活會更加積極，可以使自己成長更快，使命感
就是一種責任，對自己負責，就是推著我們前進的一股動力。

對生命意義的洞悉與感想

　　作者在這本書裡，說了許多對於社會的感受與檢討，寫出了很多自己的想法，給我提醒和認清的感覺，很多平
時我們只看到表面的社會事件，但箇中的深層影響。對於生活、人性、生命有許多卓越的看法與見解來啟發讀者。作
者將人性與醫學與生活，連結在一起，感覺之間的相關性，醫師不是天使，每個人都有自己的小小力量，卻大大的影
響社會。每個人都可以是自己的醫師，管理自己的本能與性格，且關懷著其他人的生活，我想，這也是一位醫師作
家，想表達讓讀者想知道的，因為我感受到了作者對於社會與人生的觀察。每個人都是單一個體，努力生活著，使生
命更有意義，相信自己，並試著努力，更要關心這世界，醫師不是天使。

反思及疑問

　　天使的定義是什麼？會幫助人、幫助自己，感覺好像一切美好的事物，理所當然覺得是天使帶來的。用愛心幫助
別人，用樂觀面對人生，在心靈深處會儲存更多的幸福，這會是天使在的地方。生活中，不要太專注於自身的得失利
益，多替他人著想，在生命中，很多事情，有很多個面，換個角度想，設身處地的想，會找到很多不一樣的新感受、
新想法。醫師不是天使，那醫師是什麼？誰又可以當天使呢？其實每個人都能當天使，但要學習對人的關懷，對人的
包容，對人的體貼，並時常提醒自己要付出愛的幫助，在我們生命中，當我們遇到困難、災難時，才會珍惜身邊事
物，當我們失意、低潮時，才真正體會生活中許多人給予的關懷與情感。若每個人都懂得理解跟諒解，愛和感恩將可
以成為生命中珍貴的回應。醫師不是天使，但我想，他有天份成為天使，但在他的工作上，還要加上病人自己的努
力，所以說起來，每個人都可以是天使；而醫師是什麼？極端的想，他不是天使，難道是惡魔嗎？每個人心中都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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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去定義自己心中、生命中，很多事物的定位，但這社會，是需要大家共同去關懷的。

回瀏覽中山醫學大學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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