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小 110學年度上學期 404班生命教育學習單                                       

                             被擦掉的名字       侯文詠【2002/06/28 聯合報】             

 

我和我的新觀念相處得不錯，很少有事情能夠真正挑戰我的鐵石心腸。當然，如果你一直保

持冷酷，偶爾還是不免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場面發生。然而，大部分的時候，我要不是因為對全面

性的醫療文化無能為力而袖手旁觀，再不然就是讓這些短暫的不愉快融解在更多繁忙的行程、更

繁重的病例裡。似乎只要你保持足夠的忙碌，這些不舒服，很容易就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 

有一天，一個被宣判腦死的病人很善心地捐出了心臟、肺臟、腎臟以及一對眼角膜。我被委

派負責這個捐贈病人的麻醉。一般死亡的定義取決於心臟停止跳動。可是腦死的捐贈者因為心臟

還繼續跳動著，因此身上器官能得到足夠的血液循環，最適合捐贈。我記得很清楚，捐贈者是一

位因公殉職的年輕警員。是由護士小姐以及他的太太護送進入開刀房。病床還擺了一台小小的錄

音機，播放著鄧麗君的歌聲。 

    「可不可以讓他聽音樂？」病人太太一進來就問我。我輕輕地點了頭，注意到這個太太正懷

著身孕。病人的體型很壯碩。我們花了一點力氣才把他從大推床搬到手術檯上。我順手接過錄音

機，把它放在枕頭旁，讓音樂繼續播放。從頭到尾，病人太太一直牽著先生的手，不停地靠在他

的耳邊說話。我迅速地替病人接上了心電圖、血壓、血氧等監視器，音樂的背景開始有了嘟嘟嘟

的心跳聲。做完這一切，我抬頭看著病人太太，問她：「妳要不要暫時出去外面等他？」 

她點了點頭，可是並沒有要離開的意思。她緊緊地抓著病人的手，另一隻手則不斷地來回撫摸他

的臉。 

    我們很能理解這一別可能就是永別了。大家都很莊嚴地在那裡站了一會。開刀房裡只剩下病

人枕旁錄音機傳出來的鄧麗君的歌聲，以及心電圖儀嘟嘟嘟的心跳聲音。眼看著時間一分一秒地

過去，我只好走過去，拍拍病人太太的肩膀。「對不起。」她回頭看了我一眼，微微倒退了兩

步，仍然不肯放開手依依不捨地看著她的丈夫。 

    「張太太。」我輕輕地說。「對不起。」她終於鬆開手，又倒退了兩步，可是定定地站住不

動，兩行眼淚沿著她的臉頰流了出來。有個隔壁房的外科醫師跑過來，粗暴地喊著：「你們到底

在幹什麼，拖拖拉拉的。難道你們不知道隔壁的病人在等嗎？」病人太太受到驚嚇似地，又倒退

了兩步，終於哽咽，泣不成聲。一個護士小姐趕快跑上前去抱她，又拖又拉的，好不容易終於把

她拖離了手術室。手術室的自動門輕輕地關上。 

    當我開始為病人麻醉時，總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不對勁。平時我為病人麻醉，我很清楚地知

道我將照顧他們，直到他們甦醒。可是這次的麻醉，我知道他再也不會醒來了。這種感覺很糟，

彷彿我執行的不是麻醉，而是某種類似死刑的程序似地。一切就緒之後，外科醫師用很快的速度

取走了他們需要的眼角膜、腎臟，最後是心臟、肺臟。等到他們最後把病人身上的心臟、肺臟也

一併取走時，我甚至連呼吸器都不需要了。心電圖儀上變成一條直線，不再有心跳的聲音。 

    空氣裡，除了錄音機播放的歌聲外，似乎一切都安靜下來了。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

花兒開在春風裡，開在春風裡。在哪裡，在哪裡見過你，你的笑容這樣熟悉，我一時想不起。

啊！在夢裡，夢裡夢裡見過你…… 

    「現在該怎麼辦？」麻醉護士問我。鄧麗君的歌聲沒完沒了地迴旋著。那時候，我忽然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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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有過的茫然。在死神的面前，我像個聚光燈前忘了台詞的演員，我的醫療知識、優雅風範，

全都派不上用場……我好久才回過神來，感傷地說：「把錄音機關掉吧。」 

    等我們清理好病人、移床，把病人送出手術房時，病人已經完全失去了體溫，只剩下一個冰

冷的屍身了。果然一走出開刀房的污走道，迎面而來就是挺著大肚子的病人太太，以及隨後的老

先生、老太太，以及抱在老太太懷裡病人的另一個小孩。先是病人太太淒厲的哭聲，接著哭聲驚

動了老太太懷抱裡的小孩，也跟著大聲地啼哭了起來。 

    我試圖著保持冷靜中立，或是維持某種專業的疏離。可是這一次，我似乎被逼到了某個無法

還擊的角落。大人小孩的哭喊聲音瓦解了我某種專業的外殼。我無助地掉入了人生赤裸裸的真實

中，內心隨著哭聲一陣一陣地抽搐。 

後來我升任了主治醫師。當我第一次穿上嶄新的白色長袍，感到非常得意。在我們的領域

裡，白色長袍是知識與權威的象徵，對一個醫師意義非凡。我有一個黑板，寫著不同病人的名

字。護理站的黑板如果病人的名字被擦掉了，通常表示這個病人康復出院了。可是，我的黑板全

是需要長期使用止痛藥的末期癌症病人名字。因此，我的黑板上如果有人的名字被擦掉，多半表

示這個病人已經過世了。 

    那時候我剛升上主治醫師不久，急於建立自己在這個領域的權威。我總是糾集許多住院醫師

或實習醫師，穿著白色長袍，帶著他們到病房去迴診。那個孩子是我當時的病人，同時也是我的

讀者。我記得第一次見面，他就問我：「你在短篇小說集裡面，那篇〈孩子，我的夢……〉，為

什麼時間是倒著寫的？」「因為那個孩子是血癌的病人，時間往前走，病情惡化，愈寫愈不忍

心，」 

    我告訴他，「有一次我突發奇想，我可以把時間倒著寫，這樣小孩就可以康復了……」 

「我想的果然沒錯。」他露出了微笑，伸出他的手，「很高興看到你。」「怎麼了？」我握著他

的手，好奇地問。「沒什麼，」他喜孜孜地說，「我很喜歡你寫的作品，你證實了我的想法，最

好的東西其實是在文字之外的。」 

    我們聊得很好，也聊得很多。我必須承認，我有點偏心，喜歡到這個小孩的病房去查房。當

然，除了作品被理解的喜悅外，我開的止痛藥物每次都在這個孩子身上得到最好的反應也是很重

要的原因。這個孩子總是很神奇地印證我的治療理論與止痛的策略。 

    孩子的家屬歡喜地對我說：「他看到你來特別高興。同樣的藥明明別的醫師開過了，可是只

要是你開的，對他就特別有效。」他的病情改善使我很容易在大家面前建立專業的權威感。每次

我帶著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迴診，總是會特意繞到他的病房去，意氣風發地進行著我的臨床教

學。 

    雖然我注意到他愈來愈衰弱，可是他在疼痛控制上的表現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我有各式各

樣的病人，當我們變成好朋友時，病人總是跟我談他們的人生經歷以及生病之後對生命看法的改

變。我和這個年輕的病人共度了一些美好的時光。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情況愈來愈衰弱，可是我總

是帶著大小醫師們去迴診，開立止痛藥方給他。不管他的情況再差，他從不吝於稱讚我的處方對

他病情的改善。 

    那個孩子臨終前想見到我。我已經忘記那時候在忙著什麼更重要的事情（我甚至不記得那是

什麼事情了），我接到病房的傳呼時，以為只是普通的問題，我可以忙完後再過去處理，沒想到

竟然錯過了他的臨終。後來我知道他已經過世時，有種愴然的心情。 

    後來我見到孩子的父母親時，他們並沒有說什麼。可是他們有種失望的眼神，好像對我說

著：「我們曾那麼相信你的……」那樣的眼神對我來講很沉重。我知道在我們之間，有些什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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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死了。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之後，決定要離開了。那時候，孩子的父母親叫住我，拿出一大

包東西來。「這是我們在他臨終之前答應他，要親手交給你的東西，」孩子的母親把東西交給

我，「他不准我們拆，也不准別人看，要我們直接交給你本人，我們不曉得那是什麼，不過他臨

終前還一直在提，我們猜想那應該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接過那一大包東西拿在手上，輕飄飄的，一點都猜不出可能是什麼東西。等我回到辦公

室，好奇地拆開包裝，最先從包裝裡掉出了幾顆止痛藥丸，等我把整個包裝拆開，立刻發現是一

整大包小孩留給我的東西，全部都是止痛藥丸。我很快明白，為什麼這個孩子急於在臨終前見到

我了。原來這個孩子一顆止痛藥都沒有吃。為了替我維護尊嚴，他想在死前偷偷地把止痛藥還給

我。 

    這個孩子因為喜歡我，希望我一次一次地去看他，因此才有這些迴診。既然他忍痛不曾吃

藥，我也就從來不曾在醫學上真正地幫助過他。原來那些讓我得意洋洋所謂成功的治療策略、藥

物處方以及疼痛的改善不過是那個孩子對我的鼓勵。從頭到尾，我竟然利用我的醫學權威，不斷

地從這個孩子有限的生命需索更多的信心與成就感。我恍然大悟，是這個孩子用他僅有的生命

力，支持著一個年輕主治醫師貪婪的不成熟與驕傲。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衝擊。我發現，當我還是年輕醫師時，我曾經覺得不舒服或者試圖抗議過

什麼，可是不知不覺，我自己已經變成這個理性的專業體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不知道為什麼，病理學教授吞雲吐霧的模樣和他的笑容又開始浮現在我腦海裡。或許那樣的

笑容曾經許應過我們某種可以睥睨一切，可以戰勝死亡與苦痛的知識與權威吧。我曾用著多麼仰

慕的神情看著老教授，渴望擁有知識與專業，並把一切的苦難都踩在腳下。可是隨著歲月流逝，

我理解到那只是某種一廂情願的假設罷了。知識與專業往往不是疾病與死亡的好對手。 

     說來有點荒謬。日復一日，我努力地學習著那些優雅的姿勢與風範，竭盡所能地治療著我能

夠治好的疾病。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最後，我發現自己竟只變成了一個無情自私，只看到自

己，卻看不到別人的醫療從業人員。 

    最糟糕的時候，曾經有一個禮拜，在我們小兒心臟外科的高難度手術中，連續四個小孩過世

了。那真是令人難以承受的一個禮拜。我記得每天一早，我抓著小孩要打針，小孩哭著嚷著： 

「不要，不要……」我們抓住了小孩，在手臂上打了針，我是那個讓他失去意識的人。 

    從此那個小孩沒有再醒來過。連續過世了四個孩子，我碰到第五個小孩的時候，他睜著圓滾

滾的眼睛望著我，告訴我說：「我不要打針。」 

    無論如何，我再也無法對他注射麻醉藥。那是我第一次為了說不出來的理由請假。那個上

午，我漫無目的地在學校走著，坐在廣場上吹著風，看著年輕的孩子走來走去。那麼簡單地看著

陽光照在那些青春的臉龐上，說著、笑著，我就莫名其妙地覺得很感動。 

    我在那樣的情況下，開始又有了寫作的衝動。像被什麼魔力吸引住似地，我一有空就在家裡

埋頭寫東西。當時一些受到歡迎的作品，像是《親愛的老婆》、《大醫院小醫師》、《頑皮故事

集》或者是《離島醫生》等一系列快樂的作品，多半是這樣完成的。這些書一本一本地進入暢銷

排行榜，把我的知名度推到某種高度，甚至改變了我的人生，這些都是最初沒有料想到的事。 

    在那樣的氣氛之下，那些作品似乎是快樂得有點近乎瘋狂。可是它就這樣產生了。我一點一

滴地寫著，那些童年往事，關於鄭佩佩、再送一包、冰棒、投稿、編刊物……那個愛把世界搞得

雞飛狗跳的小男孩，或者是更多類似興致勃勃的心情與生命力開始浮現出來了。我就在那樣的感

覺裡，一字一句地寫著。不知道為什麼，那給我一種安心的錯覺。彷彿不管發生了再壞的事，只

要我還繼續寫著，就沒有什麼好真正擔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