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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馨 2019 年 06 月 02 日 10:30

日劇《孤高的手術刀》取材自陳肇隆的真實故事。( 截自 WOWOW 官網 )

「孤高的手術刀」瀧澤秀明告別作
飾演台灣換肝神醫

「你有辦法對眼前的患者說，為了未來的醫療事業，所以你現在就去
死嗎？我做不到。」這是甫播畢的日本連續劇《孤高的手術刀》中，
主角當麻鐵彥的台詞。

故事的舞台設定在 1989 年，那是一個社會尚未普遍接受器官移植觀念的年
代。主角是一名在地區醫院服務的外科醫生，他在匹茲堡醫學中心習得精湛
的肝臟移植技術後，毅然離美回國，願望是在地方醫院，提供與大學醫院同
水準的醫療服務，嘉惠偏鄉的病患。

然而，整體大環境的問題，以及白色巨塔中複雜的權力關係，充滿了太多抗
力，想要阻止他拿起手術刀。為了拯救病患，他在支援不足、設備有限的情
況下，秘密進行了日本第一例換肝手術；即使手術成功，卻必須承受來自媒
體、醫界、法律及輿論的重重質疑與壓力。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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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隆 ( 左 ) 與老師史達哲合影。( 蔡哲元提供 )

諸多情節皆有所本，或影射真實的人物與故事；像是令人熱血沸騰的無輸血
手術，歷時超過一日的換肝開刀過程，都是真實存在的事蹟。劇中醫學考證
詳實，手術過程高度擬真，劇情在八集中毫無冷場，讓觀眾彷彿也能感受到
醫生與死神拔河的張力。

《孤高的手術刀》原著作者為大鐘稔彥，他是畢業於京都大學的外科醫師，
曾以筆名創作一系列醫療漫畫；而他不僅以陳肇隆為故事藍本，甚至直接將
陳肇隆畫進劇情裡，主角當麻鐵彥就曾跨海向台灣的陳肇隆醫師求助，連他
任職的長庚醫院、台灣街景都出現在漫畫中。

後來大鐘稔彥將漫畫改編為小說，系列小說發行量超過 160 萬冊，2010
年 拍 成 電 影， 由 演 技 派 紅 星 堤 真 一 主 演；2019 年 春 季 再 度 翻 拍， 由
WOWOW 電視台改編為電視劇。

電影日劇接連演

這個像是熱血少年漫畫的劇情，脫胎自真人真事，主角原型是享譽國際的肝
臟醫療權威──台灣的陳肇隆醫師。

電視劇裡還原了不少真實的細節，像是劇中主角師承匹茲堡大學權威，並擔
任他的第一助手，與陳肇隆的經歷完全相同；而主角的恩師，更直接沿用陳
肇隆老師的真實姓名史達哲（Thomas Star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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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劇「孤高的手術刀」取材自台灣肝病權威陳肇隆的故事。( 取自推特 )

瀧澤秀明告別作

電視劇中飾演主人翁的，是知名演員瀧澤秀明（Takizawa Hideaki）。由於
這是瀧澤秀明的最後一部戲劇作品，往後他將退居幕後，出任傑尼斯子公司
的社長，使此劇更備受矚目。

此外，與瀧澤秀明對戲的仲村亨（Nakamura Toru），是自《白色榮光》
系列之後，再度出演醫療劇。

劇中兩人惺惺相惜，演出細膩精彩，既有合作無間的手術畫面，也有因立場
相異而激烈爭吵的橋段；該劇亦藉由兩人的對手戲，展現醫生在制度底下掙
扎生存的兩難。尤其仲村亨孤身一人站在田野間，仰頭絕望地吶喊，導演刻
意只用配樂襯托仲村亨的肢體與表情，將他的聲音完全抽離，堪稱此劇最震
撼人心的片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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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歲的傳奇醫生

瀧澤秀明今年 37 歲，而他演出的真實人物陳肇隆，在 1984 年進行備受爭
議的換肝手術時，只有 33 歲。

當時台灣對腦死議題還未完成立法，陳肇隆不惜背負被起訴的風險，率先採
用腦死定義，費時 27 小時，完成亞洲第一例肝臟移植手術，拯救了一名彰
化女工的性命。

當年除了陳肇隆外，其他的外科、麻醉及護理人員，都沒有親眼看過肝臟移
植手術，他只好利用豬與狗不斷模擬實際手術情境，就這樣訓練出自己的換
肝小組。

也由於陳肇隆的努力，台灣在 1987 年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為亞洲
之首，比日本、香港、韓國早了 10 至 12 年，之後促成了台灣器官移植醫
學加速發展，三年後出現首例心臟移植、七年後首例肺臟移植也獲得成功。

《孤高的手術刀》主角當麻鐵彥。( 截自 WOWOW 官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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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標準 影響全球

器官移植挑戰的不只是技術，還有人的倫理價值。人體死亡後愈久，器官移植成
功的機率愈低，然而腦死的患者，身體仍然溫熱，心臟也還在跳動，是否可以作
為醫學上死亡判定的最高準則，在醫學、宗教、文化等方面，都經歷了長年的爭
議。

1968 年，哈佛醫學院領導的委員會提出了全腦死亡的標準，意指大腦、小腦、
腦幹在內的所有腦組織，出現不可逆的功能喪失，包括失去所有的感受和反應能
力、沒有自主呼吸超過一小時、瞳孔反射消失，以及腦電波平直等。

由於腦幹具有調節心跳、呼吸、睡眠及進食等功能，腦幹的死亡，將導致自發性
心跳和呼吸的終止，而且是不可逆的。

在《孤高的手術刀》一劇中，也特別提出了這項「哈佛標準」。這是目前世界上
許多國家採用或參考的死亡依據，如今全球有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認可了腦死
亡標準。

美國統一法委員會（Uniform Law Commission）在 1978 年制定「腦死亡統一
法案」（Uniform Brain Death Act），將腦功能不可逆的消失視為死亡，不再使
用心肺死亡標準。兩年後，又制定了「統一死亡判定法案」（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將心肺死亡與腦死亡皆做為死亡的診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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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重於仕途

第一例換肝手術成功後，陳肇隆換來的不全是社會的掌聲，還有檢察官的關
切，以及報紙社論的批判。

當年台灣還是「萬年國會」的年代，許多 1949 年到台灣的資深立法委員，
已是 80、90 歲高齡，社會風氣也偏保守；陳肇隆曾表示，與其期待當時的
國會主動去修改法律，而眼睜睜看著可以被拯救的患者死去，他只能選擇用
生命去挑戰法律尺度。

《孤高的手術刀》劇裡，仲村亨飾演的醫生對著主角說：「我還是第一次遇
見像你這樣的人，當醫生或多或少都會有些野心，但你卻完全沒有，一心一
意為了患者著想……我的手術刀是帶著算計的，而你不一樣，你的手術刀是
孤高的手術刀。」

2014 年，陳肇隆曾有機會出任衛生福利部長，但他經過考慮後決定放棄，
當時他表示，看到曾與高雄長庚醫院並列為國際五大活體肝移植中心的東京
大學與京都大學，在領頭的教授離開後，競爭力就急速衰退。

他說：「我很不樂見自己開創、帶領團隊努力 30 年、仍領先國際的醫療強
項步上後塵。在經過審慎地思考，我相信留在高雄繼續堅守目前的崗位，對
國家、對社會，會有更具體、更有把握的貢獻。」

陳肇隆 ( 右 ) 完成超過 1800 名肝臟移植手術，貢獻廣獲國際肯定。(ILTS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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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路獨行 桃李成蹊

在陳肇隆的手術刀下，如今已累積超過 1800 名成功換肝案例。其中活體肝
臟移植超過 1570 例，存活率超過 90%，名列世界第一。

不僅世界各地都有到台灣求醫的病患，他的徒子徒孫也遍布全球。

曾有一個從國外來求醫的案例，妻子想要捐肝給罹患肝癌的丈夫，但是兩人
雖同居十多年，並沒有辦理結婚登記；而台灣法律規定，必須在結婚兩年後
才能捐贈器官給配偶。

於是，陳肇隆要兩人即刻結婚，並想盡辦法維繫住這位癌症病人的生命，直
到撐滿兩年的隔天，馬上送入手術室進行肝臟移植，終於挽救了病人一命。

陳肇隆也在 1997 年，開啟了亞洲分割肝臟移植的先例。如果捐贈的肝臟可
以分割，他就會將肝臟一分為二，甚至將肝臟送到其他有需要的醫院，以造
福更多患者。

在 1999 年的一次手術中，捐贈的左肝用來救治一名幼兒，而右肝在台灣並
沒有適合的受贈者，但香港有人正在等待捐贈，於是陳肇隆安排緊急將肝臟
送至香港，使患者從鬼門關被救回。

11 年後，香港醫院將當年的肝臟冰盒歸還，成為美談。

當麻鐵彥在《孤高的手術刀》說：「我認為器官移植是生命的接力，死者的
一部分器官，在另一個人身上繼續運作，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啊。」

和歐美各國相比，亞洲國家的器官捐贈率明顯偏低；生命是否能以另一種形
式延續，如同桃李下自成蹊，不必在我，陳肇隆的故事，或可引起社會更多
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