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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九月十六日）早上，我搭了七

點十五分的車來花蓮，想學習、了解早

上的課程內容，比較能知道要如何跟大

家分享。很幸運，聽到童子賢先生在人

醫年會的演講 PPT中提到（如果我沒
記錯的話），根據研究調查，AI在診斷、
醫學論文的書寫上接近百分之九十三的

正確度。而我關心的是，那另外百分之

七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想邀請大家想想，如果你是個病

人，你眼前有三個不一樣的選擇：一個

是經驗豐富的醫師，他看過兩萬個病

例，病人多，要看門診、住院病人，

也因此很忙，沒有時間細看所有最新醫

學期刊，一年只能看十來篇論文。二是

在教學醫院中的教授，他擅長研究，對

自己領域中的海外最新研究，都瞭若指

掌，也因此臨床經驗較少，只累積兩千

個病例。三是一位累積了兩千萬病例的

醫師，所有即時的、最新的醫學研究都

在他腦海裡，他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連結

你的症狀與疾病、最新研究之間的關

聯，請問你會選哪個醫師？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會選第三位醫

師，但他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 AI、
大數據。那麼，可能被判斷失準的百分

之七的病人又應該要相信誰？相信 AI，
還是相信人醫？這是我們即將面對的課

題。

病痛、恐懼
與人文慰藉
文／楊金燕    攝影／楊凱誠

楊照  作家、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 專題演講 〕

AI 興起，楊照探問醫療的本質，期待病人內在

的恐懼也能被醫療、人醫所照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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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的本質是什麼？

比較表層的問題是，AI會如何影響或
取代我們的工作。就像 AI會取代 Uber
駕駛，而他們現在正在替 AI累積大數
據。醫師可能不覺得自己的工作會被取

代，長期以來，臺灣最優秀的人才都去

念醫學院，如今面對 AI潮流的衝擊，
身為醫師的您，如果你的孩子也是人

才，您還會繼續讓孩子當醫師嗎？讓他

跟 AI競爭嗎？
而我想更進一步追問的是，AI讓我們

重新思考，醫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醫

師、醫療對我們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生病會帶來病痛，醫療很重要的任

務，是解決病痛，讓無法正常運作的身

體恢復正常。而幾乎所有的病，都會同

時引發恐懼，病人不知道身體究竟怎麼

了？發生什麼事？不像醫療人員有專業

知識為背景，清楚疾病的演進與治療步

驟，但是病人不知道，病人無法立刻衡

量，接下來在他身上、周遭生活會發生

什麼變化。

病人在承受「病痛」的同時，也承受

著莫大「恐懼」，但對多數醫療專業者

來說，他們主要任務是處理病痛；行有

餘力，才能照顧到病人的恐懼，那是額

外的付出。當然，慈濟人醫會的醫護不

會僅止於此。

做為病人或病人家屬，我們對疾病

與恐懼的感受是強烈且直接的，減緩恐

懼，是很能讓人安心的。在 AI跟大數

據的發展下，醫療的定義、乃至於我們

對醫療的理解與看重的部分，是否需要

調整與改變呢？

恐懼的感染力

當一個人生病時，痛在他身上，恐懼

也在他身上，但又不只在他身上，因為

恐懼是有非常大的感染性的，它是社會

性、文化性，不單純是器質性、生理性

的。

每個人生病時都會恐懼，但卻沒有一

定的模式，到底害怕什麼呢？幾乎每個

人都不一樣。以醫師的專業而言，他們

得到的是同樣的病，但所擔憂的卻天差

地別。特別是罹患重症時，病人的恐懼

不會只在自己身上，會影響到所有關心

他的人，幾乎毫無例外，這是社會性，

文化性的。

「醫療的責任到底是什麼？醫療處置

的範圍又是什麼？」這個既傳統且古老

的問題，在新環境下，似乎逼著我們要

有新的思考方向。從正面的角度來看，

未來，AI愈來愈會處置病痛，AI可能會
超越我們個人或團隊，也意味著，AI把
這部分承擔走了，從診斷、檢驗分析、

連結病人病史、開藥，AI都可以做，那
就不需要醫師了嗎？怎麼可能呢！

做為醫療人員，我們或許不用再跟

AI競爭這些事，反而有了新的餘裕，做
為人的醫師。病人不再只是病痛得到治

療，內在的恐懼、慌亂也會被照顧、被

舒緩，這是 AI帶給我們最大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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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只是我片面的期待與想法。

如果是這樣，我們訓練醫護人員的過

程與方式，是不是需要調整？倘若 AI
當道，我們生病時，面對AI、面對機器，
被用這種智能的方式分析，很難感覺到

「我安心」。安心有時需要靠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一個我可以信任的人，我

知道他是誰」，這點 AI很難做到。
而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未來的醫療

人員，更具備處理恐懼的能力呢？它的

關鍵會是什麼？

我想心理學、深度心理學的知識，是

非常必要的。我們要先知道病人在怕什

麼？或更退一步，至少要先知道他在害

怕。

我們要如何去體會一個人的恐懼呢？

可以試著去回想，近來生活或工作上，

身邊的人是否在害怕，他在怕什麼？或

他心裡有什麼糾結在影響著我，這個經

驗就是同理心。

過去醫學教育與專業上，一直面臨兩

難，「醫護人員要對你的病人有多少同

理？」過與不及似乎都會影響專業。病

人的恐懼不是能在任何儀器上被清楚確

認的，甚至病人也不會告訴你。然而如

今，處理恐懼還是只能靠醫護人員具備

同理心。增加心理學的知識與能力，或

許可以增加同理心，但不是我真正想表

達的，我想建議的不是一個理性知識的

教育訓練，而是相對的、主觀的、感受

性的訓練。

我們如何讓未來的醫護人員可以去

感知他的病人除了病痛以外，他正在遭

受什麼樣的苦楚與恐懼。我的答案是，

讓所有醫療人員看好的故事，讀好的小

說，因為故事能碰觸心靈。

佛法有個重要的基礎是無常。日本

作家村上春樹一輩子所寫的小說，都緊

扣著一個主題，用他在《挪威的森林》

裡的比喻來談，人生是什麼？我們都以

為我們走在一條一條的道路上，但其實

不是，人生是你走在黃昏一片樹林的邊

緣，一邊還有光，但進到樹林時，是昏

暗的，可是我們被光誤導，視線並不清

楚，樹林邊還有一口井， 那口井沒有
標示，也沒有圍欄。意味著，你隨時有

可能掉下去，就死了。更慘的是，你掉

下去，結果你沒死。

《挪威的森林》中，高中男孩木月

跟他最要好的朋友去打彈子，回去便自

殺了，沒有留下任何遺書，他死了，但

他最要好的朋友及女朋友，在毫無防備

下，（人生彷彿）就被推到井裡去了。

而在《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

禮之年》小說中，關鍵事件是鐵道工程

師多崎作，高中時有五位好友，在大二

時，其中四個好友突然之間都不理他，

多崎作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無法預期、

無法防備，就被推到井裡去了。

村上春樹在小說中的描述是，多崎作

因為被好友割離開來，他有五個月的時

間，以死的形式，或跟死一起活著。

大家真的要去看他的小說，我試圖

描述，但講得很粗略很快，我想試圖告



人醫心傳2024.1069

2024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

訴各位，為什麼要有好的故事、好的小

說，因為所有的病人，在意義上，他們

都是在自己絕對沒有預期之下，就被推

到井裡去了。

他們害怕，而他們可以從誰那裡得到

協助？我希望是大家，我希望是我們，

容我有點厚臉皮的把我自己跟大家放在

一起。

可是，如果連我們自己都沒有準備，

都不知道什麼是無常；不知道被推到井

裡，是什麼樣的感受；不理解那樣的恐

懼到底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削弱、緩

和，那我們要怎麼幫忙呢？所以，我們

這個時代仍然非常需要人文的慰藉！ 

如何讓未來的醫護人員可以感知病人的恐懼與苦楚，楊照認為，好的小說是最能觸動心靈與同理心，

這個時代依然需要人文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