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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與電影  

知死必知生：閱讀《斷食善終》一書心得 

何青蓉1 

 

「未知生，焉知死」，年輕時讀誦這句話，不了解箇中內涵。真正開始學

習生死是學佛多年之後，生必通向死，中間不見得有「老」，念死無常是人生

必修的功課，但我一直沒讀懂。儘管如此，怕苦的我還是希望自己那一天到時

能夠善終。 

不久前閱讀了《斷食善終：送母遠行，學習面對死亡的生命課題》一書，

作者為畢柳鶯醫師。她的母親張秀琴女士罹患了小腦萎縮症，那是種顯性基因

性遺傳疾病，患者初期症狀走路搖搖晃晃，乃至行動不便長期臥床，後來再也

無法下床。張女士親眼見識娘家哥哥一家三代罹病，多人在早年發病過世境況

悲慘，因此在 64 歲（2001 年）檢查出後表示：如果到沒有必要活的時候，希

望作者幫助她解脫。 

儘管確診小腦萎縮，張女士生活照常，買菜、煮飯、洗衣、打掃，照顧中

風的先生，樣樣自理；或許因為 48 歲開始學瑜珈，每天不間斷規律運動，延

緩了發病時間，之後也在家自行復健。2019 年她的病況快速惡化，頻繁地談起

希望能夠早日解脫的心願。 

「斷食往生」是中村仁一醫師的《大往生》一書的主張，指與其對臨終病

人插管、用呼吸器等增加痛苦地離開，不如採取漸進式減少食物和水分的攝取

而達到自然死亡。2019 年當張女士讀完該書後，表示決定用斷食方式結束生

命，時間就訂在次年的生日之後。 

由於預約了善終的時間，家人撥出時間陪伴張女士，心理上有較長的時間

面對她的離去。開始斷食時，張女士進食已經非常困難，經常嗆咳，不能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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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睡眠之苦，最後在逐步斷食 21 天後辭世。過程中，畢醫師詳細記錄了母

親及家人的反應，令人感動的是在第六天家人聚集在客廳為她辦了一場生前告

別式，回顧她的一生。畢醫師的大兒子敘述了那段時間採訪張女士一生的故

事，有些片段連子女也未曾聽聞。張女士一生最大的創傷是受到她的父親和丈

夫的壓迫，因為這回顧讓她被聽見、被看見，得到家人的同理與感恩，化解了

人生的糾結。 

這本書雖以「斷食善終」為題，更涉及生命的存有。書中畢醫師同時梳理

了家族關係，道出身陷痛苦中者的感受，及死亡相關的法律與道德議題。死亡

的難題絕不止於臨終病人，更在生者身上，所以與其死在言下以為「未知生，

焉知死」，不如將死亡放在心上，日日夜夜活出生命的價值，屆時肯定會了無

遺憾，一併推薦給大家這本好書（何青蓉，2022.05.29）。 

 

 

 

 

 

 

 

 

 

 

 

圖 1 《斷食善終：送母遠行，學習面對死亡的生命課題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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