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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奕菁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提到鎮靜安眠藥物濫用者，您的腦海中會浮現出怎樣的聯想？

或許，不外乎是：嗑藥、恍神、不負責任、不想面對現實、生

活亂七八糟、惹事生非、不懂事的年輕人、造成家庭社會的麻煩……

諸如如此類的負面想法吧？當醫師遇到這類的人們時，應該得好

好訓誡一番，並且教導他們趕快戒除藥癮，回歸正常生活才是。

想像歸想像，理想歸理想，偶而現實卻不見得是我們所設想的

那樣。

面前這一個中年男子相貌堂堂，斯文有禮，受過高等教育，並

且擔任公職，位居高階主管，已婚，家庭生活穩定，育有兩名子

女。準時上下班是一定的，奉公守法自然不在話下。所以，當我

發現他的健保 IC 卡跑出註記，且在各大小醫院診所領取安眠藥物

的紀錄輝煌時，心中不免有點小驚訝。同時，生出了更多的懷疑。

「沒辦法，我不吃到這麼多顆藥就是睡不著。好像是有抗藥性

了吧？！」他有點尷尬與不安，本想隱藏住，趕快拿藥走人的，

卻被醫生抓到他的輝煌紀錄。

「這樣啊！如果是其他精神疾病造成的嚴重失眠，就要對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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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對症下藥。如果是外來的精神壓力導致睡不好，要想辦法處

理掉壓力才是正本清源之道。猛加安眠藥沒有用，反而會傷了身

體。我幫你想想有沒有別的方法，總之，那顆藥你是不能再吃

了。」我望著他的領藥紀錄，內心嘆著氣。

「是啊，我也知道。這半年來，我已經撞車兩次了。我太太氣

到不肯出修理費了。」他支支吾吾又吐出這一句話。

「等等，你說撞車？白天開車時出意外？這顆藥明明是短效藥

物，即使多吃幾顆，起床時應該已經褪掉了，為何白天還出事

情？！」

他被醫師抓住了話柄，眼見無法再隱瞞下去，只好逐步吐實。

從多次的看診所蒐集到的資訊，我逐漸拼湊出這個男子的故事。

他拿到安眠藥並非只有睡前服用，事實上，他瞞著醫生在白天也

服用。白天明明要工作，為什麼要吃安眠藥呢？那是因為他的工

作太單調，基本上可謂「橡皮圖章」，一天上班八小時，他花不

到兩小時就處理完所有的公事了。因為是高階主管，他沒有第一

線的任務，但又不是最高決策者，沒有太傷腦筋的決策責任，漫

漫長日不知如何打發。偶然間他發現吃幾顆安眠藥之後，這些無

聊的空檔就在恍惚間跳過，很快就下班了。於是，他愈吃愈重。

下班之後呢？雖說他有家庭，回家卻只有自己一個人面對空蕩

蕩的屋子。太太自己開了家店，顧店到將近半夜才回家，到家倒

頭便睡。夫妻之間毫無交集，熱騰騰的晚餐就更別提了。子女們

放學也不回家，而是先去補習，十點左右到家，窩在自己的房間

內看書或是上網，也不理會他的。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地吃完帶回

家的外食當晚餐之後，該怎麼辦？於是就……吃藥、睡覺。一早

醒來，再度重複這種行屍走肉的生活。

太太知道他有安眠藥癮之後，只有責罵他，但是，除了問他要

錢之外，沒有多餘的安慰與關懷。子女們的課業表現不佳，他想

要關心，也只得到抱怨他嘮叨的冷淡回應。他開始懷疑起自己努

力了大半輩子，到底在為何而活？曾想過進修，因為他本來就愛

讀書、研究學問，但是太太不贊成，因為當年結婚時她的學歷就

遠不及他，要是他再唸上去，差距會更大。

「當初結婚時沒有考慮到這個，沒想到過十多年之後，竟然是

個問題。總覺得兩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差距愈來愈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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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也是，不像當年我們那樣聽長輩的話，都很有自己的主見。醫

生妳看，太太有自己的店面，賺錢都收到自己的口袋，人生目標

很清楚。我的小孩們也很有自己的定見，不容我干涉他們的生活

與學習。我的存在對他們而言，好像只是個負責供應金錢的人罷

了。」

「既然你的薪水是自己賺的，為何不拿出一些來完成自己的夢

想？」

「房貸算我的，太太的車貸也是我的，小孩的學費補習費，以

及所有家用都算我的。薪水看似不錯，但是只要把所有開銷全支

應完之後，我一個月只剩幾千元可以用！連想拿點錢回家孝敬父

母，都還要老婆恩准。」

喔，我慢慢可以理解了，這樣的生活有多麼的苦悶。不過，我

是不會贊同因此就嗑藥去跳轉掉苦悶的時段。因為，無聊難看的

片子用「快轉鍵」，或許可以節省時間直接看精彩片段就是了。

但是，當苦悶無聊是自己生活的主軸時，扭轉人生才是重點吧！

小孩子因為弱小、無力反抗而被虐，值得同情；都已經是中年

且位居要職的人，要推說自己無能力改變生活，那就說不過去了。

我們不能說別人不肯改變，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很多時候，與其

去期待別人改變，不如自己先改變。往往別人會因為我們的改變，

而改變了他們對我們的態度與作為。

我請他回想自己這輩子曾有過的夢想，他發現自己不是沒有夢

的，只是長年被現實所掩埋。除了堅持不開給以往濫用過的安眠

藥，並輔以抗憂鬱劑以及解焦慮劑之外，我鼓勵他去嘗試實踐夢

想，他決定要去參加進修考試，去做志工服務，多回老家去探望

父母……。

後來好一陣子他沒有再回到我的門診來了，曾看見他在別家診

所前面出現過一次，我沒有上前去與他攀談。如果他已經找到自

己的路，那我應該要退場。如果他又再度迷途，見面豈不尷尬？

畢竟，醫師只是需要時提供協助的過客，自己的人生還是自己負

責。

不改變，再怎麼快轉人生也沒有精彩時刻可期，況且所有人生

的結局都一樣，何必那麼急？結局之前的過程都快轉掉的話，又

為何走這一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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