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
對一些邀約，如：撰稿、演講、上

課、參與會議、擔任評委，甚至是擔

任管理職務等，似乎可以做的事情好多，

因此常要自問：「要不要答應？」就在思

量中，一個聲音出現：「你又要再度陷入

行程滿檔的忙碌生活嗎？」

現在，什麼事最重要？

多年前就是忙得天昏地暗，終於引起

身體嚴重抗議，大病一場，休養中某一天

與好友們相聚，聊著聊著突然有人問我：

「你經歷了人生這麼大的事件，一定有所

體會，不知道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啟示，譬

如：往後的日子最想要做什麼？會和過去

的生活有何不同？」

哇，真是大哉問！

當下我只能老實地回說：「不知道

耶，沒想過！」

我開始沉思這個好問題：的確，人生

很短，體力、精力有限，不可能什麼都想

抓、都要做，既然身體已經直接示警了，

是該好好想想未來的人生要怎麼過了。

有一天，「做重要的事！」這幾個字

突然自內心湧現。

「對啊，就做重要的事！」心裡似乎

有個聲音立即給予正面回應。

接著幾天，另一個聲音持續出現：

「什麼是重要的事？」、「如何判斷重要

與否？」

是啊，當外在邀約出現時，重不重要

指的是什麼？又要根據什麼做決定？

嗯，也許可以問：「是對自己或他人

重要？」、「做與不做有什麼差別？」、

「我不做有別人可以做嗎？」、「別人可

以做得比我好嗎？」、「對方真的很在

乎邀我做的這件事嗎？」、「做了會對

他人產生什麼影響？會產生什麼貢獻或

價值？」、「這件事合乎我的終極關懷

嗎？」

用減法逐一消去誘惑

人生就是一連串選擇的過程，也是無

數選擇結果相互聯結的具體呈現，可以說

「人生無時不抉擇」，但看有無覺知而

己！小到生活的點滴，如：早餐、中餐

要吃什麼？接下來要選什麼進修課？讀哪

本書？或在家庭生活中，只要孩子快樂就

好，還是為了他好，需要要求、甚至勉強

他學習才藝？

有時則是上天會逼迫我們好好正視此

刻最重要的是什麼：一位朋友患了重病，

動了個很大的手術，面對是要請長假還是

乾脆辦理退休的抉擇，由於關係到退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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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泰山真愛家庭 8105

人生中重要的事
文／方隆彰（人文教育工作者）



金的多寡，有些掙扎，幾經思量，決定要

「命」第一，健康為重，謙卑地順從上天

的提醒，畢竟「就算賺得了全世界，卻失

去了健康，又有什麼意義？」（註）這樣

的決定看似理所當然，事實上是需要清明

智慧與十足的勇氣。

人如果知道什麼是重要的，就如是而

為，只是現實卻有許多誘惑，讓自己難以

順己所知而行，因此，每當掙扎出現，都

是再次考驗，讓自己有機會重新檢視真正

在乎、看重的是什麼！

問題是許多時候日子

就這樣過了，並不清楚什

麼是重要的，無從據以判

斷，如果你正屬於這樣的

處境，也許可以反過來思

考，反問自己：「我可以

不要什麼？什麼是不重要

的？」即運用祛除法，一

樣一樣消去，讓「重要」

逐漸浮現。

別再為小事浪費時間

有時則是以為自己知

道什麼是重要的，卻在

枝微末節打轉，將自己困

住。有位法師提到，曾有

位剛入學的學僧很氣惱地

問他：「我來佛學院學

佛，為什麼還要被規定牙

刷怎麼放？花時間在這

種小事上，真是浪費生

命。」他反問道：「你來

佛學院想學什麼？」，學

僧理直氣壯地說：「我來

學『了生死』啊！」，他

淡定地回答：「看起來你

連一支牙刷這種小事都擺不平，要如何能

『了生死』呢？」

是啊，會不會我們被困住的其實都是

小事，而忘了真正重要的大事是什麼？

每日忙碌如你我者，如果重要的事只

有一件，那是什麼？

(摘自《共讀美好的對話》香海文化出版)

註：此句參考《馬太福音》(16:26)：「人若賺得全
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人還能拿

什麼換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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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乃菁（神經內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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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照顧的盲點

我
是看顧失智症的醫生，有

一年，我因小病須住院幾

天，一進入兩人房，隔壁床躺

了位老阿嬤，在旁的一位中年婦

女馬上來打招呼，她是阿嬤的女

兒，她說，母親老了，生病期間

情緒煩躁，用台語說就是會很

「灰」(吵鬧煩人之意)，她擔心
這幾天會吵到我，請我多多見

諒。

我沒跟她說，我的患者多

半是被大家描述為「吵鬧的老人

家」，我笑瞇瞇地安慰說：「沒

事，我很耐吵。」心想：這可是難得的機

會，能用同是病人的角度觀察，並自忖，曾

應付過那麼多高齡患者，應該早就不怕吵鬧

了。

阿嬤只是想下床如廁

當晚我做足了心理準備，意外的是隔壁

床阿嬤整夜都挺安靜，多半在睡覺，少數幾

次出聲，都是為了要上廁所。

阿嬤：「我要下床尿尿。」她女兒馬上

反對：「危險啦！不要啦！」

頭一回母女拉鋸時剛好有護理師進來

巡房，護理師主動說：「沒問題，我來幫妳

們。」於是阿嬤的女兒和護理師一人一邊，

扶著阿嬤下床到廁所尿尿。

等阿嬤躺回床上，她女兒碎碎念：「妳

年紀很大，又沒有力氣，不要下床、在床上

躺好就會很安全，但是我怎樣講，妳都講不

聽，一直灰，我要怎樣照顧妳啦？」阿嬤

沒回話，不知是倒下就睡，或者乾脆裝沒聽

見，總之病房中大家都安靜的睡了幾小時，

直到阿嬤再度出聲說要下床尿尿。

她女兒大聲說：「妳有包尿布了，在

床上尿啦。」阿嬤堅持說：「我要下床尿

尿。」母女爭執不休，又是靠護理師伸出援

手讓阿嬤下床。女兒隔天一看到醫師來查

房，馬上抱怨：「我媽很灰，晚上都不睡，

醫師啊，你看是不是要開點藥物讓她睡覺，

不然她會一直吵著要下床尿尿。」

聽到這裡，躺在隔壁床的我，委婉的開

口：「阿嬤沒怎麼吵鬧啦，她只有在想上廁

所時才會講話，其他時間都在睡覺。昨天整

夜也不過兩次說要上廁所，不算很灰喔。」

擔心限制反加速退化

事後我表明身份，把阿嬤的女兒拉過

來說：「人在無意識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

就尿在尿布裡，但是意識清楚多半不願意，

只要一個人還能清楚地表達想下床去廁所尿

尿，我們應該幫助她。這可以幫助她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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