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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回答以下問題

• 回想一下你的生命以及你曾經面對最困難的抉擇，這往往
是不是一個道德抉擇呢？

• 這個抉擇中是不是包含「什麼是對的？」這種問題呢？
• 道德上的兩難中，例如我們應該追求個人主義，發揮所能，

還是依附設群思維，相信傳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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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回答以下問題

• 這如果真是一個兩難，那麼問問你自己，如果你實行一個
功利主義式的快樂與痛苦的計算，這樣是不是有助於你作
一個抉擇呢？

• 還是說康德的規則，也就是無上命令，更能幫你進行這個
抉擇呢？

• 你是怎麼做出決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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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你認為，有關於要不要執行死刑的問題，功利主義與康德
的理論能為我們提供什麼嗎？

•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認為它不是倫理的問題，而是法
律或是神學的問題嗎？

• 如果是，為什麼？如果不是，為什麼？
• 同時，法律的問題與神學的問題，與哲學又有什麼相關性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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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德行倫理學的核心議題如下：德行是追求美好生命的能力。
• 我們認為，想要追求合於自己願望以及美好的生命，就是

那種真實的、符合正義的生命。如果是這樣，那麼是否有
可能對於某人而言，可以活得好，卻不必活出真實、具有
人性的，以及正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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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當你被問到去思考一個有德行的人的時候，你會想到誰？
你會認為那個人活得很好嗎？

• 當你想到一個活得很好的人，你會想到誰呢？但是你同時
會認為那個人是一個有德行的人嗎？

• 「過得好」與「德性生命」之間，有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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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中的倫理面向

生命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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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中的倫理面向
• 一、醫療決策之中的倫理面向。
• 二、維持生命的意義。
• 三、器官買賣的倫理兩難。
• 四、醫生應該告知詳細病情？給誰知道？病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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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在醫學界中，醫生可以說每天面對一大堆涉及倫理爭議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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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決策：腎臟手術移植的決定

• 標準是：
• 年齡？年輕的優先？
• 財富？有錢人優先？
• 道德？善良的優先？
• 綜合？考量多重理由？
• 技術？少數實際成功的可能性？
• 本人？病人可以參與決策論辯嗎？家庭呢？醫生可以扮演

抉擇生命的上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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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手術移植的決定
• 讓我們假設醫療資源的分配可以基於如下六種標準：
• 1.傑出表現標準；但什麼是『傑出』？
• 2.基本需求標準；但什麼是『需要』？
• 3. 經濟能力標準；但市場可以決定生命嗎？
• 4.補償主義標準；但原先無法受醫療服務的人該被補償？
• 5. 功利原則標準；但什麼是『最大的善』呢？
• 6.公平抽籤的標準；但隨機抽籤就是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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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手術移植的決定
• 答案：沒有一個適當的標準，因此所有有關換腎（或是其
他器官）的決策，必然皆為妥協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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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醫療倫理議題：
• 1. 如何分配稀有醫療資源？
• 2. 如何分配需要的各種器官？
• 3. 如何維持植物人的生命？
• 4. 如何告知病情實況？
• 5. 醫生是否應當執行墮胎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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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醫療倫理議題：
• 7.安樂死？醫生可以幫助安樂死？
• 8. 能否用墮胎後的胚胎從事醫療研究？
• 9. 應否告知基因遺傳疾病實情？
• 10. 應否以基因科技影響胎兒性別或其他？
• 11. 病人應否在療程中佔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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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理論能解決這些問題嗎？ NO!
• 但是哲學之中的倫理學理論能作三件事：
• 1.蘇格拉底式的詰問、反省、自我抉擇。
• 2. 傳統之中有關生命哲學問題的討論。
• 3. 醫療倫理來自科技之進步。
• 問題：維持生命、器官交換、告知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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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生命：在什麼條件之下，可以不提供食物與水？

• 1.稀少醫療資源的分配原則
• 2. 在面對死亡時，醫療技術的限制。
• 3. 給予病患一個有尊嚴的死亡選擇，尤其在家屬面前。
• 在不涉己的情況中，這些條件都是抽象的考量，但是在實
際醫療之中的從業人員所面對的，是具體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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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器官
• 問題：
• 1. 器官移植應當准許嗎？
• 2.瀕死人應當被要求或鼓勵捐器官嗎？
• 3. 誰應該獲得一個病患要的器官？
• 4. 器官應該有市場價值嗎？
• 5. 可以販賣自己的器官嗎？
• 6. 可以取出死人的器官而沒有事先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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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孕母呢？
• 1. 這種倫理問題過於新穎，以致無舊案例。即使有案例，

也不足以當作判斷的基礎。
• 2. 這種問題涉對我身體一部份之處置？
• 3.沒有市場，就沒有器官，沒有器官就沒有醫療。
• 這些問題導致：可否犧牲部分生命，以求滿足富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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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病情
• 1. 病人有沒有知道病情的權利？
• 2. 無論後果為何，醫生有沒有告知病人病情的責任呢？
• 柏拉圖認為，醫生應當將教導病情視為對病患療程之中的

一部份，並經由這個教導過程之後，病人可以在面對醫療
處置時作理性判斷。

• 你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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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歸根結底，醫療倫理是一個平衡得失輕重的問題。在雙方
均有理的情況中，法律與倫理之間是不會獲得最終答案的。
結果總是法律在兩種立場之間所顯現的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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