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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倫理在台灣已不是一們新興的學悶，數十年前一位醫界退休的先知先賢由 「 當代醫學」出

版了當代當事份JÆ學 ( 最久元著)乙書 e 這本書所代表的是台灣醫界的 coming of age ﹒ 內容、

思維與精神都令人敬佩 e

回想過去在醫學院從事醫學倫理教學的老師們，不是在醫學專業上有顯著成就的前萃，就是外

國來台傳教的神父jr1 0 雖然當時只是選修，但已顯現出台灣對醫療倫理的關心 a 二十世紀 90 年

代中初期台灣就有在國外受倫理學訓練的學者回台從事醫事倫理的拓荒與播種工作，接著很多人

開始前往歐美國家留學進修醫學倫理專業知織，學成後也都陸續回台，在各大學任教或醫療機構

服務。近幾年來史因衛生署、醫策會要求醫護人員的在職進修必須有醫學倫理的學分 ， 因而幾乎

每個月、甚豆每週都有與醫學倫理相關的研習會 ﹒ 醫學倫理在台灣蔚藍成風 ， 已不再是一個陌生

的課題 ﹒ 不過醫學倫理在新科技的街擊下其議題一直在棟大，也愈形復雜 ， 而醫學倫理所提供的

答案與指可|在新時代價值觀念變遷下，引起史多的討論 e 也有人提出 醫學倫理無用論的說法，醫

療基層人員對社會大眾的無限期許成亦到無窮的壓力，而醫療人員換照必須有醫學倫理進修學分

的規定，也使得很多人戚到心中難平 = 畢竟倫理不能只有言教，變成一個學術科目來探討 。 監察

院史提出為何我圈的醫學倫理教育教不出典範的質疑 ， 社會大眾也對醫學倫理居民主'1 不解，認為它

只是一種醫生要有愛心願犧牲自己照顧病人的強調，至'11直醫學倫理是什麼?

近幾年來台灣已有很多探討醫學倫理的書籍出現，無論是大學周書或討論醫學倫建議題的，已

陸續出版 ﹒ 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生活環境所受釗的威迫以及面對人心的詭詐，討論介紹及推廣

醫學伶理觀念的書本輿論文 ， 還是應該加以鼓勵 ﹒ 醫學倫理不是醫生的專利 ， 因為它的範固包羅

萬象，並不是只有受過醫學訓練的人方能討論研究醫學倫理，世界上重要的醫學倫理學者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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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醫事人員，但醫學專業人員在臨床上的經驗及知識，當然在臨床倫理上可以更明確的點 出

問題的所在，不過社會的投隸、心理的錯綜、宗教的影響 、 財源的有限、醫療的社會化、照述的

細膩、 人口 的老化、管理的需求 ，都使醫學倫理需要更多的人來參與討論 酋

本書的出版是前程文化事業公司的慧眼所促成的 ，前程文化公司 窺見到新時代 已是不可不大

刀推展倫理思維的時代 ， 並出版不 少討論倫理的書籍也都深具敏!iÂ度 回 過去我們依賴我們的傳統

來自我約束 ， 但在後現代的時日 ， 傳統已漸失去其說服力﹒因之出版一本由各專家學者共同執筆

的醫學伶理書籍亦是時代的需求 ﹒ 我們很高興集合 7 專家學者 ， 有醫學倫理學家 、 有醫生、有護

理背景、有宗教學家、有哲學教授、有社會學專家、有法學專家 共同撰寫認按醫學份控"

乙 書 ， 史得到前台灣省衛生處處長、衛生署副署長 、 國咕:院主任 ， 現任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理事長

石耀堂博士首肯為本書寓序，史証明這本書的價值 a

這本書從醫學倫理概觀開始可首先用平實的語言介紹醫學倫理的關心，再而由哲學背景也專

研醫學倫理的簫宏恩教校提出醫學倫理之價值的分析 。 當然在現今的醫學倫理平里，最主要的著墨

點就是醫學倫理所提出的原則 T ' 做為臨床研究及關懷上的指 引 ，精攻生命教育及倫理的曹秀明

教梭介紹 T 醫學倫理原則 。 醫學倫理的重點其實就是生命貴重及無償的認真口 ， 因為生命神聖才有

倫理的議超出現 。 醫學倫理開始時務必從思索生命，受社會敬重的彿教大師與學者的上人釋昭態

法師，談論墮胎的敏!iÂ議題 ﹒ 按著也是虔誠彿教信仰者的神經內科專家 ， 前台大醫院副院長，現

任彿教蓮花關懷基金會董事長陳榮基教授探討安樂死的議題 ﹒ 當然 ， 對老人而言面臨死亡是最迫

切的問題之一 ， 但如何在一個人終老之前能好好的渡過餘生是 21 世紀先進國家正要努力面對的

問題 。 老年人也曾經年青過 ， 對社會做出不可或缺的貢獻 ， 壺，今老邁退休 ， 我們妒何來照顧也尊

重生命固足?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的社會，政府也務必正視這個社會少子化所帶來新的挑戰 ﹒ 從事老

人研究也在衛生等從事照護事業的發教授淑鳳博士，提出對老人照護的探討，這是醫學倫理一個

必須討論的議題 ﹒ 老而不死謂之賦嗎?生命的價值是不分年齡、性別、種族、 階級的 。 為了維持

健康 ， 現代醫學科技提供 T 諮官移植的可能性 ﹒ 哲學家及通.1'(專才吳志鴻教授以此為吉拉越來加以

探討 ﹒ 然而在維持生命的過程中 ， 一些非常醫療到最後卻型成一種負擔 ﹒ 至'JÆ全然的搶救用呼吸

器維持生命否正啥?或在生命過程中呈'J J\'i後應諾言車它有尊嚴的終了 ?台大陳彥元醫師是年輕的醫

學倫理博士及救援，他與全國醫師協會理事長 ， 著名的精神科醫師丰明演教授共同探討無欽醫療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假如一個 已面臨日落西山的生命，不可能醫治的疾病 ， 只在維生~統下活

命的病人，我們能不能終止其療程， 主喪生命在最末期以安寧的方法加以照料，有尊嚴的走完一 生?

謝沛鉤講師從道理的觀點探討"不于成終止治療"的思考 。 在安寧病房主經驗頗具心得 ， 也因 一繞

鏈的故事!iÂ動很多人的周希誠醫師 ， 以 "安寧療吱"為題延續前一章的討論自當然在倫理困境的決

擇當中 ， 法律的觀點絕不能被忽略 ， 倫理與法律是一種之兩面 ， 法律是倫理之最低標準 ' 越過了

法律的界線，就是社會所不容 e 但人類要求完美與豆善 ， 因此道德思維就應運而生 。 道德就是倫

理要落實的 ， 然而在人類自然倫理性的脆弱 ， 我們需要法律來加以輔佐以促進社會秩序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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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的;也建得教授與林宛董老師從，去律的觀點論述在基因醫學進步下，每一

個人各自責訊之保護的問題﹒當然有 T 倫理觀及法律幸4年，我們就得在生活中把我們的道德知覺

加以落實，長庚大學醫學院的林雅萍教技從哲學、社會學的觀點提出了醫療實踐中的道德知覺，

而有台灣醫學倫理的拓荒者之稱的故教授則提出倫理諮詢，介紹面臨倫理兩難時，諮詢機制之建

立的可行性 。 最後，醫學研究與人體試驗是醫療往前推進不可成缺的部分，成大醫學院教梭，也

是前慈濟醫學院院長賴明亮教授提出許多個素來加以討論 E 這本書把主要的伶建議題涵蓋在內，

而且不論縱向或是橫向皆有所著墨 ， 雖然因編幅有限未能把所有主要的倫建議題都加以敘述，不

過在幫助大家「認識醫學倫理」的努力上 ， 應屬難得可貴 T!

本書的特色包含

1 提供醫學倫理的基本概念

2 墳 T 本書就能有醫學倫理的認知

3. 由學有專精的學者共同著作

4 附有教學綱要，協助教學與學習

5 面對醫療兩難時，培養倫理決策能力

6 介紹醫療倫理誇詢的方法 ， 學習又能致用

7 油個案分析導入議題，更有真實&

在醫學倫理愈投雜的時代 ， 這本書提供了一個 T 解的開始 。 雖然目前市面上已有多種醫學份

正里的書籍，但這本書也是一個推廣醫學倫理思維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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