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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7  記者 林映綺 文

「醫「醫學是門不完美的科學」《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作者葛文德這麼說，這句話必定震撼許多
人的心，人們所知的醫學是沒有犯錯空間的工作，醫生則是菁英中的菁英。嚴謹的醫學教育過後

，醫生們真的不會再犯錯嗎？答案是否定的，而且錯誤不只是醫療，還有體系。

以臺灣為例，就讀醫科的大學生須經過七年的醫學教育，通過醫師執照考試，然後才能成為醫生

。要成為人人景仰的「醫生」，必須經過十年以上的經驗累積，才會被普羅大眾認定。要成為一

位醫生，背後付出的努力當然不言而喻，在求學、在職場都被要求做到最完美，但誰能真正完美

？作為外科醫生的葛文德甚至認為，醫療失誤層出不窮。在這些壓力之下，很多醫生的心理比生

理早先病了，心理疾病往往是隱形也最棘手，這讓長期處於高壓的醫生更容易發生醫療失誤，惡

性循環下常會斷送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醫者與病人不該只是冷冰冰地醫療對話，而是需要扶持。

（圖片來源／張老師文化讀家心聞網）

 
 

人道醫療　醫病不只是供需人道醫療　醫病不只是供需

科技日新月異，醫療技術的進步有目共睹，醫生與病人之間的糾紛卻時有所聞，《人道醫療》作

者瑪麗．德．翁澤認為：「對於技術過度有信心所造成的反效果，是不再對身體的感官存有信心

，也不再相信身體所傳達的訊息。」現在的醫療技術使得醫生不再相信自己的觀察，因為機器和

數據提供一切，這看似有道理，但事實上，有很多的並不是靠機器就可以檢測出的，許多隱藏在

機器底下，是需要醫生靠自己的敏銳與經驗去判斷。這些都須醫生與病人間的互動，提供醫生診

斷的依據，冷冰冰的機器多半會讓醫療過程沒有「人情味」，違背了瑪麗．德．翁澤所提倡的「

人道醫療」。

瑪麗．德．翁澤以病人的角度表示：「真正的痛苦不只來自病症本身，也來自周遭不可捉摸的態

度，或者漠不關心、緘默，缺乏資訊、聆聽以及對話。」這句話點破了現在醫療體制的狀況，當

病人需要的不只治療，還有關心及傾訴，醫生及整體醫療系統卻只肯提供制式化的醫療程序，避

免人情上的交流，醫病之間似乎只成了供需關係。當治療只剩下一層的供需關係，那醫療糾紛的

出現也不足為奇，彼此間沒有經過適當的溝通，醫生憑藉著技術、經驗提供他認為病患需要的，

兩者並沒有在對等的關係上，因此病人的抱怨聲四起。

醫療是醫生與病人間的互相配合，兩者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病人所不懂的，醫生都應該耐心解釋

，對於醫生的醫治，病人也要給予相當的信心。醫生這行業，不是人人都能擔當，除了經過專業

訓練，還要有比常人更大的抗壓性，多數人都只是嚮往醫生的高薪水、高社會地位，卻忘了揹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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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32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

近年來，情殺案件頻傳的現象，來自於社交媒
介轉換、媒體的連鎖效應及教育體制的根源，
情感問題是大眾關注且必須學習的議題。

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在他身上的，是無數的生死一瞬。

為《人道醫療》寫序的恩主公醫院創院院長陳榮基先生提到：「從前醫師對於頭部外傷的病人，

如果發現顱內出血，病況惡化，會馬上為病人開刀救命。現在的醫師要先考慮手術的危險及後續

照顧的困難，先問問有沒有神經外科加護病房的空床，如果沒有，就安排轉院！」這段話道出了

，現在醫學面臨最大的困境，不是醫生的醫術，而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

 

為了成為更好的醫生，有時候要tell a white lie。（圖片來源／天下文化書坊）

 

誰當「練習品」？權力關係介入誰當「練習品」？權力關係介入

醫生與病人是一種微妙的關係，醫生醫治病人，累積經歷才能在往後尋求更好的醫術；病人需要

醫生的治療，才有繼續延續生命的機會，兩者間可以是互利共生，但也可能對立。葛文德在書上

提及現實的狀況，所有的新手醫生都須經過實際診治才能精進自己的醫術，成為所謂的權威大夫

。但是病人通常會選擇有相當資歷的老醫生，不願被年輕醫生醫治，這就出現了矛盾的狀況。因

此，在教學醫院內，訓練住院醫師會先讓他們在主治醫師旁觀摩，等到經過一定時間的累積，主

治醫師就會讓住院醫師處理一些狀況，即使病人不願意，但「善意的謊言」還是必須成立，在很

多狀況下．主治醫師掛名，但治療操作是新手醫生，兩者間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

現實中，當病人可能是其他醫生的親戚或相關人士，他們獲得的，就是由主治醫師親自來治療，

再再地顯示醫療資源上的不公平。沒有病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是一個醫生的「練習品」罷了，但

沒有練習，醫生又怎能磨練出更好的醫術？在兩者拉鋸之下，就會出現一些詬病文化，例如：包

紅包給醫生等。但醫生的職責就是盡力醫治病人，而不該有更多的金錢介入，身為醫生也不該有

利用病人賺取更多利益的想法，對於這樣的現象，卻也沒有根本解決辦法，如同葛文德所云：「

有選擇的人必然是關係好的、消息靈通的；有選擇的是醫師他們的『自己人』，而不是外面的人

；有選擇的是醫生的孩子，不是卡車司機的孩子。如果不能公平分配，還是別無選擇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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