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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rpret Life Ethics from Abandoned 
Infants Baskets in Japan
■ 文／陳佳蓉(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曾慶方

談生命倫理

2007年5月10日位於日本九州熊本

縣的慈惠醫院宣佈「棄嬰搖籃」啟

用，以特別窗口連接一個嬰兒艙，

也就是所謂的棄嬰搖籃，接收遭親

人棄養的嬰兒。經日本政府同意設

立之棄嬰窗口，自啟用以來，雖然

已成功救助3名嬰幼兒，但是在日本

社會卻引起正反論辯，爭論這項措

施是否合乎醫學倫理與親情倫常，

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先生也公開反

對設置。

據報載，1 9 9 5年日本女性墮胎

次數幾乎與安全出生的嬰兒數量相

當。雖然墮胎女性在孕婦總數中所

佔比例已逐年下降，但目前仍維持

在21％左右。日本官方厚生勞動省

統計數字顯示：日本於2005年共有

28.9萬例墮胎，相當於每1000名15歲

至44歲的懷孕女性中，就有10.3人選

擇墮胎。

28.9萬例的墮胎數字，象徵二十八

萬九千個小生命的消逝。在這多變

的社會中，充斥著混亂與矛盾的觀

念，導致一般人對墮胎一事顯得毫

不在乎，一方面人們享受性愛的衝

動，不思忖避孕的必要性；事後又

勇敢地扼殺來不及長大的生命，等

到聽聞可以用金錢超度殺生之因果

報應，又陷入憂心害怕的惡夢糾

纏。棄嬰搖籃的即時出現，似乎提

供了另一個緩衝路徑。

『嬰兒艙』的緣起

『嬰兒艙』起源於中世紀，為使

嬰兒在被秘密遺棄的情況下死亡的

比率降低，12世紀末，教皇下令在

眾多孤兒院門上，設置一個類似旋

轉匣的裝置，此即最早的嬰兒艙雛

型。2000年4月，德國第一個現代

嬰兒艙於漢堡史坦尼園正式啟用；

2003年初，阿通納兒童醫院也設立

了嬰兒艙，成為該市3家設有嬰兒艙

的醫院之一。4年來，該院共接受了

10名棄嬰。近年來，德國媒體不時

報導有母親虐殺自己孩子的新聞，

設置嬰兒艙的本意，原是避免此類

悲劇的發生，使那些處在困境中的

母親，不至於在極度慌亂的情緒

下，將自己初生的嬰兒殺死，或丟

棄在路旁，或垃圾堆裡，而是能以

棄嬰搖籃從日本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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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嬰搖籃

完全匿名的方式將自己的寶貝送進

嬰兒艙，交由專業醫護人員來保證

嬰幼兒的安全。

潛藏地下的『溫室』

日本慈惠醫院的棄嬰搖籃，讓

嬰兒經由一個65公分長、45公分高

的窗口，放入一個恆溫攝氏36度的

保溫箱環境。新生兒一旦透過這個

窗口進入保溫箱，會立即出現蜂鳴

聲，醫護人員則會聞聲趕到，進行

後續一連串的健康評估，再轉介或

安置至收容機構。保溫箱的功用，

主要用以維持新生嬰兒體溫恆定，

讓新生兒能在接近類似母體子宮的

環境下持續成長。這當中，包含著

醫護人員承擔哺育照顧者對於新生

兒的愛。

省思

在德國與日本，有其時空背景之

需求，不得不設置棄嬰搖籃，透過

專業醫療機構接收，並積極予以健

康評估、後續安置收容這群被父母

遺棄的嬰幼兒，堪屬勇於面對困境

的克難作法。

在台灣，離婚率居高不下，男女

之間輕易衍生親密關係，懷孕年齡

層日漸下降，女性墮胎時有所聞。

新聞媒體上，經常報導棄嬰或虐童

案件，或女學生因未婚懷孕害怕面

對後續生養問題。她們不敢讓家人

知道，有人甚至放棄自己的生命。

也有人在廁所產子後拋棄；或產下

嬰兒後，交給家中長者養育，衍生

隔代教養問題。

棄嬰搖籃這樣的途徑或設置，

對被產下的新生兒而言，雖然顯示

生命受到視重，棄嬰的未來似乎也

較不會加重社會負擔與形成社會問

題。但，就生命的起源觀點來看，

還是得從根本的生命教育、家庭教

育著手，配合國家衛生教育、社會

救助系統，積極引導與幫助婦女學

習如何保護自己，避免產下非婚生

子女，並學習如何運用一技之長走

出困境，方為正途。

慈濟人文的護理

其實，棄嬰所衍生的問題比想像

中複雜，有部份棄嬰是因為先天身

體的殘障而被遺棄，原生父母眼見

產下有缺陷的孩子，在沒有信心照

顧、也沒有經濟能力能負擔龐大醫

藥費用的情況下，也會選擇逃避。

台灣雖然擁有全世界最廉價的

醫療收費環境與全民健保的國家政

策，但以原住民住民佔25％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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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花蓮來說，懷孕婦女因娩出早

產兒而使得一家生活與經濟陷入困

境的家庭，仍顯出有較高的比率。

初生嬰兒，特別是早產兒，常在家

人還來不及歡迎接受他的到來，便

被遺棄在醫療機構裡，父母親因著

某種困難，逃避接受親親寶貝已提

早來到人間的事實。

還記得《奇蹟仙子726》書中的那

位小湘嗎？上個月，在單位巧遇母

親帶著已經四歲半的她返院複診，

小湘跑跳亂蹦，活力旺盛，如以往

住院期間一般，純真的她魅力四射

地吸引著護士阿姨與醫生叔叔的目

光。醫護團隊從看著小湘的雙親對

於早產孩子的不知所措、放棄、甚

至於刻意疏離，直到整個醫護團隊

用愛心、關心與行動力，團隊合

心、接力付出，有錢的出錢，買衣

物玩具；有力的出力，開車帶出遊

與帶到自己家中輪班照顧，視如己

出，感動接引了小湘父母與我們一

同記錄著這位「奇蹟仙子」的成長

故事。

小湘是個幸運兒，但相信還有更

多像她一樣的孩子，在世界各個角

落，等待著醫護團隊運用相同的護

理人文模式來呵護、來照顧。

證嚴上人於去年起極力推動「克

己復禮」的運動，呼籲慈濟人與社

區民眾，降低己身欲念、重視禮

儀、發揮愛心、相互扶持，期待大

家從自身做起，以自身言行影響周

圍的人。當一個社會富而好禮之

後，就不會有遭受遺棄的嬰兒來到

世間受苦，而每個家庭都會成為親

親寶貝最溫暖的生命搖籃。

「前腳走，後腳放」

意即：昨天的事就讓它過去，

     把心神專注於今天該做的事。

              WAs we put the front foot down, 
                                    we lift the back foot up.
             We let yesterday go, and focus on today.
                                【靜思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