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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單位：醫學系 / 發行人：葉炳強 / 編輯指導：藍易振 / 編輯人：王文奇、王嘉銓 

 醫學院院長交接專欄 

 醫學院院長交接祈福禮暨感恩茶會 113.1.9 

 【葉炳強院長致詞稿】 
                                                                 文/ 醫學院第六任 葉炳強院長 

  

親愛的貴賓、長官、神長、同事、老師、校友及同學、廖院長的家人，大家好！ 

感謝大家特地親臨現場參加輔大醫學院院長的交接典禮！ 

今天的主角應該是新任的廖俊厚院長，但小弟我借用這個機會把過去 2 千一百多個日子我內心的心

聲分享給大家！ 

我必須表達「三個感謝、三個讃美及三個期許」 

三個感謝： 

謝天、謝地及謝人謝天、因著我的信仰，我必須對神，（三位一體）的真神的感謝，過去無論順境逆

境因著三位一體的真神，讓我能夠帶領醫學院度過大大小小不同的考驗及風雨，當然有更多的恩寵

與福佑。 

謝地、是代表環境及團體，整個輔仁大學各單位及各合作臨床醫院的支持及包容。 

謝人、 所有長官、同事、學生給我的信任及支持鼓勵，沒有您們我無法想像這些日子如何度過！ 

三個讚美： 

讃美主的大能與在我身上的奇異作為。 

「讃美」，特別是我太太、已經在三年前 COVID-19 過世的母親、遠在香港家人，他們的的包容及

支持。讓我在 18 年前離開環境優渥、臨床研究都是一流的台大醫學院，我無論任何選擇、決定他

們都是全力支持。 

讃美所有輔大同仁的𠎀𠎀出及優秀表現，您們表現讓我以輔仁大學醫學院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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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期許： 

期許學術及臨床合作單位同仁給新的院長廖俊厚教授最大的支持。 

期許學校及合作醫院各單位給輔大醫學院最好的合作。 

期許自己未來的日子，找到應有的定位，無論在任何工作，都能夠愈顯主榮、成己達人！ 

最後祝福大家新年平安喜樂，天主保佑！ 

 【新任醫學院 廖俊厚院長就職致詞稿】 
                                                                文/ 醫學院第七任 廖俊厚院長 

  

  首先，我感到莫大的榮幸與感激能夠接任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一職。輔大醫學院是一個充滿特

色與發展潛力的地方，在歷任院長的卓越領導下，一直有著相當傑出的表現。尤其是葉院長這幾年

的全心付出，將輔大醫學院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藉此機會，我要向歷任院長以及全體同仁致以最

誠摯的謝意，感謝大家多年來的辛勤付出，為醫學院奠定了堅實的基石。然而，在少子化浪潮衝擊、

全球化競爭加劇，以及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我們也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 

  自 2005 年以兼任講師身份在輔大醫學系任教以來，我在此已服務將近 20 年，在這段期間，

我從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一路晉升至教授，職涯的每一階段均於輔大完成。一路走來受到學校

跟各級長官相當多的栽培跟提攜，也讓我對輔大醫學院懷抱濃厚的情感與強烈的使命感。 

  身為一位臨床醫師，臨床工作繁忙是必然的，但我始終認為教學及培育下一代是比臨床服務更

重要的事，一個人能服務的量能有限，但透過志同道合的團隊，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這樣的想

法可能跟我本身在台大受到的訓練及薰陶有關，我一直覺得教學就像刻在我靈魂深處的印記，是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 

  即使在完成台大的訓練後轉至耕莘醫院服務，這個在一般人眼中可能較少關注教學與研究的區

域醫院，我仍積極投身於基礎與臨床研究，同時在輔大醫學系任教。在擔任耕莘醫院泌尿科及外科

部主任期間，我致力於爭取住院醫師訓練名額，竭力培育優秀人才。儘管耕莘醫院是一家區域醫院，

我們的學生仍多次在全國泌尿科專科醫師考試中取得前三名的佳績。 

  輔大醫學院已邁入第 35 個年頭。 

《論語·為政篇》有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對於我們而言，現在正是穩固基礎、放眼未來的

關鍵時刻。依循藍校長提出的「百年輔仁風華再現」的 GRACE 校務策略，我期望醫學院未來能以

「追求卓越」、「發展特色」、「整合能量」、「「忘初心心」作為我們的心心標。 

  「三十而立」中的「而立」涵蓋立身、立業與立家三重意義。 

「立身」期許我們在既有基礎上持續精進，以追求卓越為標。，提升醫學院在國內外的排名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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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業」著重發展特色，醫學院擁有諸多教學與研究亮點，包括服務學習、靈性關懷、微電影教學、

PBL 以及 OSCE 等，我們不僅要深耕這些優勢，更需進一步擴大我們知名度與影響力；「立家」則

著眼於促進團結與資源整合，我們擁有五家主要的教學醫院，其實這是股相當強大的力量，另外我

們還有台灣天主教健康照護聯盟這樣的好夥伴，只要凝聚資源與能量，必能實現更大的發展。 

  在追求卓越與成長的同時，「不惑」提醒我們忘初心心，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應時刻銘記我

們的心心價值：「真、善、美、聖」 ，為社會與醫學教育貢獻更多力量。 

  由於我接任的時間是上下學期交界，現階段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確保既定標。順利推進，其中包

括 114 學年度招生、TMAC 與各系所評鑑，以及 AMEE Taiwan Night 的準備與參與。 

未來我希望往幾個重要方向發展： 

1. 深化與教學醫院的合作，不僅是在教學上整合，更期待在研究與臨床領域建立更深層次的合作。 

2. 持續拓展國際交流：不僅促進學生交流，還希望與國際研究機構合作，提升醫學院的全球影響力
與競爭力。 

3. 規劃醫療 AI 微學程：開設醫療人工智慧相關課程，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積極應對智慧醫療時

代的需求與挑戰。 

4. 強化長期照護高階人才培育：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以及因應溫仔圳醫療產業園區的發展，培養
適應未來需求的長期照護專業人才。 

我始終堅信，只要方向正確，持之以恆，輔大醫學院必能在上主的指引下持續發光發熱。 

最後，值此新年將至之際，再次感謝各位的蒞臨與支持，祝福大家佳節愉快，闔家平安健康！ 

 【醫學院捐款恩人朱英龍教授致詞稿】 
                                                                              文/ 朱英龍教授 

  

  陳院士、王副校長、葉院長、廖院長、黃院長、各位貴賓、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交接祈福典禮暨感恩茶會，我能應邀出席，感到非常榮幸。 

葉院長是我的老朋友，20 年前在台大醫院時他已經是我的主治醫師，很巧的是，廖院長也是我的好

朋友，我是他在耕莘醫院的病人。 

    葉院長在醫療與教學的貢獻是有目共睹，令人感佩。他在看診時，面對病患非常溫和非常有耐

心，更積極鼓勵失智症病患發揮他們潛在的功能，重拾他們以往唱歌畫畫等興趣，幫助他們開畫展

等，也因此能延緩病情的惡化。 

    他在康泰基金會任董事長時，對乳癌篩檢、提升安寧善終、失智症的療護，種種醫療教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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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廣，都是走在政府政策的前面。 

    葉院長榮任輔大醫學院院長時曾跟我提到，學醫課業很重，有些學生家境並不很好，往往需要

在學期間打工兼家教來維持生活，希望我能幫點忙，解決他們的困難，這是義不容辭的事，我立即

答應在醫學院成立獎助學金，每年一百萬元，三年一期，第二期的三百萬也已匯入學校專戶，資助

了醫學院很多大學部和研究所的學生，讓他們安心求學。 

    有些教授研究室缺設備，葉院長也曾要我幫忙協助。 

    葉院長在醫學院成立非洲坦尚尼亞醫療服務志工團，每年都鼓勵學生參加，去服務醫療資源缺

乏並落後的非洲地區。這項活動，除了幫助改善當地居民的衛生健康外，另一方面也提升學醫學生

個人的人文素養，愛心及醫德。我很佩服葉院長有這方面的智慧  

    葉院長在醫學院六年，現交棒給廖院長，以廖院長的聰明才智、為人謙虛，精通醫術及多年教

學及研究經驗，必定會帶領醫學院有更好的發展，培育出更多優良醫護人員。 

    感謝院方讓我有機會上台講話，今後醫學院若有需要我的地方，我願意盡力配合支持。 

祝  大家  平安健康 

          新年快樂 

  

  

  
 



   5 
 

 系上新聞 

【113學年度系友回娘家暨經驗分享餐會】113.12.7 

  

  

【113學年度系友聚餐】113.11.30 

  

【113學年第一學期系週會暨陳偉勵教授演講】1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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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大體啟用禮】113.9.6 

  

【113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1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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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 (輔大醫學系 107級) 畢業撥穗典禮】113.6.1 

    文/ 輔仁大學醫學系 王文奇主任 

校長、院長、副院長、各位畢業生同學、各位家長、各位老師： 

  畢業撥穗禮，是人生經歷中一段曲目，各位欣喜完成學業、感恩師長同學的互勵相處，卻也會

有回顧與反思。此時此刻意味在校期間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有幾項的意義在

此說明： 

  先讀一段聖經文字，記載在以弗所書 (Ephesians) 第一章 17-19 節：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

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

榮耀；19 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這一小段聖經文字，出現了三個「何等」：有指望的恩召、有榮耀的基業、有浩大的能力。 

  有指望的恩召：這恩召，是 vision 也是你們的 mission。期望你們堅持在醫療產業環境中工作、

在科學研究裡尋求突破。這醫療是臨床與基礎整合場所，也是未來各位職涯開發的場域，請各位「敬

業樂群」，行事為人是可信賴的 (entrustable)，是能與這醫師職份的恩相稱。「敬業精神」不是陳腔

濫調，希望爾後成為各位的核心價值。 

  有榮耀的基業：醫療工作是一個小型社會，在這工作裡是有榮耀。治療急、難、重、罕病的病

患，各位要運用各樣資源，要處理人際關係，成為榮耀的團隊。這包含同儕之間的互動、直屬團隊

的服從性合作，更有醫病間的溝通、衞生教育與行政事務的掌握，今後會是各位面對的主題。這會

是你們人生軌跡中，要建立這基業的起點、深耕的禾場、得榮耀桂冠之所。 

  有浩大的能力：「愛」大有力量，這愛趨動你我投入在醫療職場上，堅持在責任與壓力之間，攜

手夥伴們合作與共同營造有效深度的醫療。「愛」有時會疲乏耗損，但是聖保羅由上主得到啟示以「信、

望、愛」勉勵我們，其中最大的就是「愛」。因為愛，我們才有大體老師；因為愛，才有藍大衞師母

的切膚救人；因為愛，父母親期待各位在醫學殿堂中學成濟世能力，成為棟樑之材；因為愛，我們

的科技、醫療服務、公共政策才會與時俱進。 

  仍舊要期勉各位，在職場要注意的許多事項，必須認真的面對：上班的準時，工作中間要為人

信賴，以及記得在工作中學習成長，努力往人生標竿前行。這是工作面向的提醒。另外各位別忘記

你也是世界公民，所以各位除了投身於衞生醫療工作中，也會有責任對於環境永續、能源氣候、城

鄉營造、教育與社會平等許多議題，要有認識，並且開始參與。輔大的畢業生，是有全人素養，這

卓越的標章已有口碑，更要成為各位自我信念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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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出席來為畢業學生撥穗祝福的師長與系上夥伴們，我們為現今這世代的年輕人所做的工作，

期待未來他們也為下一個世代的學子們服務。謝謝在場的家長們，你們在此見證我們教育，歡迎給

我們建議與一些機會來勵進，也期盼你們與輔大醫學系一起打造合乎上主心意的醫學系！ 

  

  

  

   【加袍典禮】113.5.11 

醫學院葉炳強院長致詞稿 

                                                         文/ 輔仁大學醫學院葉炳強院長 

給醫學系加袍典禮的同學： 

  準備在 112 學年暑假進入臨床實習的醫學系同學們，今天是你們的加袍日，代表著一段儲備學

習的結束，開啟另一段更具挑戰的職涯開端。在此獻上輔大附設醫院院長，同時也是國內心臟血管

專科權威黃瑞仁醫師行醫多年以來，累積深刻觀察所完成的一本書「醫者：披上白袍之前的 14 堂

課」，除了針對高度競爭的醫學院環境和台灣醫界特有現象，黃瑞仁醫師也以過來人的角色分享作為

一位醫者所需的必備特質，以及一路即將面臨的種種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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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院葉炳強院長在 2012 年(本書出版的第 2 年)曾計畫邀請黃瑞仁教授為當年的加袍同學勉

勵，但並未安排成功。經過 12 年，老師有幸仍然服務於輔仁大學，而黃瑞仁教授更進入輔大，成為

輔大附設醫院的院長，我們共同檢視當時書中的每一個叮嚀，仍然是準醫者不變的原則。因此藉由

這本書期許同學，各位過去的努力不僅是讓未來成為技術嫻熟的臨床醫師，更具備醫者仁心，以同

理和尊重對待每一位患者，給予那些正在受苦的人的溫暖與希望。 

  本書寄予了醫學院葉炳強院長及附設醫院黃瑞仁院長對未來醫者們最深切的期盼，希望能為醫

學生指出方向，幫助他們認清個人特質，進而熱愛自己的選擇，不但能成為一個好醫師，還能擁有

一個更快樂的醫學人生（Happier Medical Career）！。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黃瑞仁院長致詞稿 

                                                           文/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黃瑞仁院長 

    各位同學： 

你們的父母、親人、好朋友及師長們對你們有深深的期許！ 

記得： 

穿上白袍，就是面對病人健康生命的責任開始！ 

1. 醫學之路，一步一腳印，過程中或許有挫折，要有堅強的毅力克服挫折！ 

2. 要感恩，謝謝父母及家人、謝謝師長、感謝天主！ 

3. 現在的醫學，一定要團隊合作，謙卑及尊重關懷同事，才能夠走得長久！ 

4. 「父母是弓，孩子是箭」各位同學的父母盡力給大家有很好的學習環境，也用身教言教給你們
價值觀。希望大家在未來的醫學路上，找到自己的定位，給家庭、社會、國家及全球正面的影響

力！ 

5. 學醫不是為了賺錢！千萬不要想看一個病人、做一個檢查、開一台刀， 可以有多少錢？不要看

輕自己，忘記醫者的價值及神聖的使命！ 

6. 要以病人的健康及生命為主要顧念，不要忘記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的核心價值「敬天愛人，視病
猶親」！ 

祝福各位成為病人信賴的醫師，邁向快樂的醫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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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活動 

【113學年度冬至大補】1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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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黑熊醫院】113.11.27 

  

【113學年度制服舞會】113.11.26 

  

【113學年度迎新宿營】113.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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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迎新茶會】113.8.22-8.23 

  

  

【112學年度醫學之夜】11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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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研究，你的研究 

研究心路歷程分享                                                 
                                                                    文/ 醫學系 吳宜娜教授 

這次得到傑出研究獎這份殊榮，很感謝系上與院上的推薦以及委員們的肯定，對我也意義非凡。

如何將血漿治療標準化與精準化，並創造更多的臨床應用，是我們實驗室長期的研究目標。先前雖

然已證實血小板血漿在各種勃起功能障礙動物模式的治療成效，但實際在臨床應用時則需要考量材

料原位應用以及術後即時介入等問題。還包括不同個案製備方法如何標準化、患者共病問題以及現

有的臨床證據有限。所以儘管血漿療法具有潛力，研究過程仍面臨許多的挑戰與質疑。研究初始，

多數人都覺得要想清楚自己有沒有能力做，再動手去做，才不會浪費資源。但一路走來，我發現用

想的，永遠不知道結果是什麼！要成為一個好的研究的人才，一定先要有承擔失敗的勇氣以及堅持

的毅力。像爬山對我而言往往就是不知道要爬多久才到山頂，有害怕爬不上去的失敗恐懼感，跟做

研究很像。我每次去爬山都覺得自己到不了山頂，但堅持卻讓我能達到目標。爬第三次的時候，過

程依舊是很辛苦，但是我知道山頂還有多遠，目標就在不遠處，堅持一定能抵達。到底要爬幾次之

後，才會覺得這件事是輕鬆的…，事情的本質本身就不容易，而且一直會有新的挑戰。像是冬天去

爬，滿地是雪，路面很滑；夏天去爬，酷夏炎熱，感覺快脫水，所以在任何時刻做研究這件事都應

該不會有輕鬆的時候。我覺得持續練習，就是可以讓辛苦困難的工作變成熟練，雖然依舊是辛苦的。

再更熟練之後，付出的時間不會變少，但可以讓工作的細節更趨完美。研究一路走來我們遇到的許

許多多的困難，最最要感謝合作夥伴持續給予莫大的鼓勵與支持，讓我們能堅持目標，才能有今天

的研究成果。我期望未來血漿治療能結合精準醫療與大數據分析提供臨床更佳的療效，也為病患提

供更優質的治療方案。諺語說：「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相信我們持續走在

正確的研究道路上，終會水到渠成。 

   代表著作： 

1. Liao CH, Chang CJ, Chen KC, Rajneesh CP, Tseng XW, Cheng JH, Chiang HS, Wu YN*. Effects of 
platelet-rich plasma glue placement at the prostatectomy site on erectile function restoration and 
cavernous nerve preservation in a nerve- sparing prostatectomy rat model. Biomed Pharmacother. 2023 
May;161:114499. 

2. Tai HC, Tsai WK, Chang ML, Praveen Rajneesh C, Tseng XW, Hsu WC, Wu YN*, Chiang HS. 
Intracavernous injection of platelet-rich plasma reverses erectile dysfunction of chronic cavernous nerve 
degeneration through reduction of prostate hyperplasia evidence from an aging-induced erectile 
dysfunction rat model. FASEB J. 2023 Apr;37(4):e22826. 

3. Chen KC, Chang ML, Lin CS, Rajneesh CP, Liao CH, You WC, Maa HC, Wu YN*. Insight into 
SLC9A3 deficiency-mediated micturition dysfunction caused by electrolyte imbalance. Biomed 
Pharmacother. 2023 Feb;158:11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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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人文 

輔大醫學院大體老師啟用禮道理 113.9.6 
                                                                       文/ 耶穌會 劉和光神父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聖經》若

望福音 12 章 24 節） 

  我們無論是通過種植經驗還是生物科學，都知道，種子一定要經歷一種特殊的的死亡轉化，才

能生出新的生命。福音中，耶穌這句話的首要意義，是說他自己的死亡以及他所帶來的救贖。同時，

他也指出了一種生命的真諦。 

  這看似矛盾的一句話，卻道出了生命的奧秘。 

  我們相信今世生命的死亡並非永遠的滅亡，不是一種冰冷的、甚至無情的毀滅，而是一種朝向

永恆的轉變，一種新生命的開始。如此，生死才不是矛盾對立的。死亡不只是一個生來要承受的、

被動而必然的結局，卻成為我們“生”的走向和過程。這樣，我們才要用心真實地生和活。 

  今天這五位大體老師，以一種特別而實際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耶穌這句話的意義。他們不僅

僅活出了他們有意義的在世生命，更以這種無私捐獻的方式，讓自己的死，為現世的我們帶來益處。 

  這五位大體老師生前各有自己不同的生命故事，也走過不同的生命歷程。他們中間有兩位耶穌

會傳教士，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奉獻了生命的所有，又在現世生命結束後，繼

續把自己獻給這裡的人。另外三位大體老師，分別有這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他們在各自的召叫中，

在愛的關係中，為家人、朋友、親人、社會，做出了相應的付出與奉獻。 

  我們相信，這五位大體老師，生前曾努力地活出了造物主造他們的樣子。他們的死亡就如一粒

麥子落入土中。他們離世後慷慨的自我捐獻，讓我們更能看到天主在他們人性中閃爍的光輝。他們

在進入永恆生命的同時，這塵世的肉體，也以奇妙的方式，繼續結出有助於更多生命的果實。 

  人活著離不開人際關係；因此，我們每個人也通過參與實現他人的福祉，來實現自我。當人們

想起這五位大體老師時，無論為那些認識他們的人，還是不認識但因著他們的大體而受惠的人，我

們對他們的紀念不再只是一種回憶，而是一種愛的延續。 

  我們很多人都熟悉唐代韓愈在《師說》中那句話：“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今天這五

位大體老師，也被稱為無言良師。他們繼續以自我奉獻出的軀體，以無聲的形式，不但向我們醫學

院的學生授業解惑醫學知識，也向我們每一位，講述生命的故事，教導生命與奉獻的道理。無論是

在醫學生的解剖課上，還是我們每人的生活中，這些無言良師都在提醒我們：要不斷檢視自己的生

命，詢問我活著的意義。 

  我們在活著時，所做的每一份犧牲與奉獻，無論大小，都是一種有意義的自我死亡。尤其為耶

穌的跟隨者而言，生活中的慷慨奉獻，不只是提升我們的生命價值，更讓我們愈來愈活出耶穌的模

樣。 

  我們認識到，其實耶穌那句話不只是指狹義的生命逝去，更是一種生命脫離或走出自我的過程。

如此，雖然仍在塵世，我們為愛而有的付出，都已借耶穌的生命，給我們的生命帶來轉化。這樣，

我們才會明白：因著走出自我而轉向他人的給予，我們才是真正地在愛惜自己的性命。我們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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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於現世的種種失去，也才會在每天的生命中，活出屬於永生的盼望和喜樂。 

  願這五位大體老師在造物主永恆的光輝中，以無言之教，繼續顯示生命的真諦。 

  

  
 

遺落一小片靈魂在越南 113.7.12-7.18 
                                                                    文/ Med107 系友 沈柏辰 

《西社診所》 

  聖堂的敲鐘劃破寂靜。夏天的太陽起得很早，才清晨四點半，天空已褪成睡眼惺忪的藍灰色。

在越南的鄉下，一群人身穿蒂芙尼藍 T 恤，一看就像來自外 地。他們拖著前一天舟車勞頓的身軀，

聚集在一棟高大白牆灰瓦民房外，準備搭上小巴，前往不遠處的西社診所(General Clinic of Xa Doai 

Bishop’s House)。 

  這是一群 17 人組成的義診團，由輔大醫院人文處和輔仁大學偏鄉中心合作，再經由范神父牽

線，因而能在七月中旬正值酷暑之際，雙腳踏上越南的土地。我們來到神父的家鄉——義安省榮市，

位於中越。據神父所說，越南是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富有的很富有，貧窮的很貧窮。越南政府

也以豔麗城市包裝成看似富裕的形象，但金字塔頂端之下，多的是社會底層被遺棄的貧窮人家。中

越為越南主要勞動力輸出之地，台灣很大部分越籍移工也來於此。貧苦人們政府棄之，正值墜落之

際，是修會將他們接住、拾起、安置。所以，這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居民都是教友，信仰在他們人

生有著不可撼動的崇高地位。當城市人們尚淺嚐前一晚嘴角殘留的微醺，這裡人們天未亮就可起身

前往聖堂做彌撒。 

  西社診所由一群修女，同時也是醫師，所創立，是義診團第二與第四天服務的地方(第一天都在

機場與飛機上渡過)。義診團內包含兩位兒科醫師(若加洪副就三位)、一位婦產科醫師、兩位越南當

地牙醫師、一位口腔衛教師。然而，診所內病人還是以成人和老人居多，所以兒科醫師就要兼看成

人內科疾病。當時聖儒醫師說，還好台灣醫師的養成足夠紮實，在分專科前有各科的見習和訓練，

才能在進入專科一段時間，仍保有診治常見疾病的能力。除了常見的感冒、三高、退化性關節炎、

白內障，也有遇見肺炎、肺結核、氣喘(有聽到超清楚的 wheezing)、陳舊中風、心衰竭下肢水腫的

病人。第二天病人很多，可能因為正逢假日，或是聽聞有來自外地醫師的免費義診。第四天病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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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少。 

  當然也不乏兒科病人，但以檢查牙齒居多。西社診所旁邊有一座孤兒院，當地修女收留許多患

有先天疾病或發展遲緩的病童，也有帶這些孩子來到診間。還記得看完很多老人後，第一位小孩進

入診間，聖儒醫師笑說：「終於有小孩了！帶他量體重，然後發糖果！」接著拆封從台灣帶來的維他

命 C 軟糖。我們可是帶了好幾包來呢！經陪同修女所述，這位五六歲女孩不明原因非常容易骨折，

四肢佈滿多處因骨折而手術的傷疤，多根手指也被截肢。當下聖儒醫師就懷疑 osteogenesis 

imperfecta，俗稱「玻璃娃娃」。後續也看了許多唐氏症、發展遲緩的孩童。但面對這些先天疾病的

小孩，我們能做的就比較少，幾乎都只能臆測，沒有確切診斷的工具，更不用說治療。當地沒有早

療，所以面對發展遲緩的病童，只能告訴修女要帶他們去醫院，找專業的小兒神經科醫師評估。 

  這讓我想起那名水腦小男孩。 

《水腦小男孩》 

  第四天結束診所義診後，下午來到診所旁孤兒院參訪。約莫三四十位小孩坐在位子上，嬉鬧聲

迴盪著，似乎很好奇為何那一群大人都同樣穿著蒂芙尼藍顏色衣服。 

  當時所處的「大教室」位於半戶外，由鐵欄杆架成的挑高空間，頂部由鐵皮輕巧蓋著，四周有

防止小孩亂跑的半身圍欄，再簡易裝上幾副捲簾遮陽。即便有風扇，還是趨不走濃濃的暑意。 

  身為旁觀者，能看見這群孩子們的不同。有些是外觀，像有位頭顱極小，但頸部以下看似已進

入青春期的孩子；有幾位小孩坐在輪椅上，或許是有某種行動不便的疾病，眼神呆滯，始終向前看；

也有看見幾天前來到診所看診的發展遲緩小孩。有些如同一般小孩，看似健康地成長，實則不知內

心是否孤獨。這個年紀知道什麼是孤獨嗎？抑或確實有某種難以言喻的感覺，像困住的野獸般蠢蠢

欲動，等待成熟的心智為它鬆綁。這種感覺，我可能永遠也無法體會，回國後也時常回想，一個從

出生就失去父母的孩子，看見其他小孩依偎在他們父母的胳膊，又是什麼感覺。 

  據神父所述，像這樣的孤兒院這裡不只一家，例如第五天要去服務的 Lam Bich 兒童之家也是

如此。越南的生育率很高，時常出現父母生下孩子後，因為養不起或小孩有先天缺陷，就丟棄在路

邊或修女家門口。政府不予理會，這裡每一位孩子，都是修女一個個撿來撫養長大。聽到這裡，不

禁再次佩服修女們無私的大愛，尤其處於資源匱乏的鄉下，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當中生理需求都可

能無法滿足，仍能懷抱捨己為人的信念。這或許也是信仰的力量吧。信仰將這片土地撐起，將土地

上每一個生命緊繫。 

  這群孩子當中，一位 4 歲小男孩，癱軟地躺在嬰兒床上。修女說，這位孩子仍無法獨立行走，

加上修女們忙碌，便無帶他去診所看診，但也藉此機會，請義診團的醫師們評估。小孩主訴發燒多

日和喘，理學檢查可聽見 coarse breathing sounds 及明顯看見 subcostal retraction。這或許是 

pneumonia 吧，在一旁觀看醫師前輩們大顯身手的我心想。但更讓我佩服的在後頭。洪副院長只看

一眼小孩，就說：「這小孩有 hydrocephalus。」然後娓娓道出只有小兒專科醫師才 

  能理解的背景知識。當下心中嘆著，天啊！也太厲害了吧！曾聽聞有老師說  過，功夫深的醫

師能在看一眼病人，就說出他的診斷。方才自己似乎親眼驗證這句話。之後又僅依據理學檢查，下

了 strabismus 的診斷，也在小孩身上敲敲打打許久，認為小孩的 hypotonia、發展遲緩與水腦有

關。在沒有抽血、影像、各式精密儀器之下，光憑主訴和理學檢查，就能推敲出小孩整體的疾病脈

絡，換作是在台灣，可能很難見到這般場景吧！因為既然手上有這麼多精密檢查當作武器，加上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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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看下一位病人，願意細心問診和做理學檢查的醫師少之又少。有一位自己很景仰的醫學前輩，賴

其萬教授，雖然我從未見過教授本人，卻聽過他的線上演講，看過他推薦的書籍。賴其萬教授曾說

過：「問清楚病史，做好身體診察，要比安排病人接受各種實驗室檢查來得重要。」我十分認同這句

話，而這天我也親眼見證了這句話。 

  最後這位水腦小男孩被帶到診所，照了胸部 X 光證實是右下肺肺炎，於是醫師們給予抗生素治

療。具護理專業的鍾督導長也教導修女們拍痰技巧，親自演示後，修女們彷彿了解般點了點頭，小

孩也成功咳了痰。從頭到尾在這名孩子身上付出的時間，就長達一個多小時。在台灣，應該很難花

這麼長時間在看同一個病人吧。開立完處方簽，教導完拍痰技巧，義診團一行人便搭著小巴回到神

父住處。 

  從那時起，有一個聲音時不時在腦中縈繞著，像朝著遠方山谷吶喊得到的迴聲，喊的是內心最

真實的感受。先澄清，這不是 auditory hallucination。 

  「這是多麽難得又特別的體驗啊！」 

  回台灣後，醫師們也有經過阮修女，詢問水腦小男孩服藥後的病況。當地修女說，服藥後狀況

有改善，但小男孩平時就常常喘、呼吸困難，可能與成天躺在床上、容易嗆食有關。 

《簽名·擁抱》 

  第三天我們去山區的聖言會堂區服務，距離所住地方車程兩個多小時。站在二樓放眼望去，四

周都是山和丘陵，偶有幾處乾巴巴土黃空地，可能預計要蓋房子。聖堂長寬約莫一個國小教室大，

旁邊是三層樓白牆紅瓦越式建築。聖堂斜後方有一座涼亭，於涼亭遠眺，可見一大片湖，據說當天

午餐的魚就是從湖裡抓來的。 

  我們看診位置分散在聖言會堂區各個角落。內科和兒科在一樓走廊，婦科在一樓某間有冷氣的

小房間，牙科在聖堂。因為有西社診所修女們協助內科，所以 

  這天兒科醫師們只需負責兒童病人。意外地，兒科病人不多，牙科反而人滿為患。許多看完診

拿到四色筆和小筆記本的孩子，約莫國小國中年紀，跑到各站與身穿粉紅背心的外地人們要簽名。

上一次遇到這般場景，是我去聽洪安妮演唱會的時候，結束時數百位歌迷排成人龍，手持各種小紀

念品，等待心中偶像畫上那幾筆。我們在那群小孩心中又是怎麼樣的人設呢？平時沒什麼練簽名的

我，簽了好多要正楷不正楷、要藝術沒藝術、佯作瀟灑的字體，不忘在最後補上幾筆笑臉或愛心。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拿到簽名後，看起來很開心。 

  第五天我們來到西社診所附近的 Lam Bich 兒童之家，看診位置在大門一進來的空地。那天間

歇性下著暴雨，也因此延遲到達兒童之家的時間。那天的看診我並沒有參與太多，各科人手似乎都

很足夠，於是拿著手機四處尋找攝影素材。除了義診工作照，還捕捉到小孩們純真的容顏。最喜歡

的照片，訴說著一名戴黑方框眼鏡小男孩，單膝跪地，用寶特瓶蓋盛水餵給身穿白色洋裝的小女孩  

喝。那名女孩還是聖儒醫師指定的未來女婿呢！也拍攝到許多與擁抱有關的瞬間，那是以家人之名

的擁抱，是否有血緣關係或許已沒那麼重要，只要摟著他們的，是願意珍惜、愛護他們的人。 

  看著看著，發現自己好久好久沒有擁抱了。擁抱究竟是什麼形狀呢？似乎已從記憶完全抹除。

世界上是否也存在很多人，渴望著擁抱？但凡一絲倔強、齟 齬、冷漠，都可以將那緊密又脆弱的連

結硬生生截成兩段。如同一匹匹獨來獨往的狼，訂下方圓幾里非請勿入的規矩，盡力維持不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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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界線。 

  所以，與其說來服務，不如說是來學習。原以為義診最大的目的是給予，殊不知他們給予我的，

遠比自己能給予的更多更多。 

《站在當地人角度思考》 

  除了義診，衛教在此次行程也是很重要一環。衛教主要由學生負責，分為兒 科、婦科，另外還

有越南當地牙醫師負責牙科衛教。兒科注重在衛生習慣和寄生蟲，婦科內容為身體發育與身體界線、

婦科感染、衛生棉的使用、骨質疏鬆，而牙科則教導他們蛀牙的形成及如何正確刷牙。 

  四天共四場衛教，受眾主要是 18 歲以下孩童、青少年，也會有些許成人，像第三天的聖言會

堂區，就有不少成人和老人坐在台下，可能是這些孩子的家人。 

  因為當地人都不懂中文和英語，所以翻譯的工作全權交給阮修女負責。進行模式為主講者講一

句中文，修女翻譯成越文，就這樣來回一唱一搭，進行地頗為順利。但事後回想，不確定他們有沒

有聽懂，因為長時間聽講又要全程保持專注，對我們大學生來說，本是一件難事，更何況對於這群

孩子呢？但當時沒管這麼多，將我們所準備的，一股腦兒丟給他們。 

  儘管如此，他們應該還是有聽懂一些吧？主題與主題之間穿插的有獎徵答，他們都能答對。不

得不說，有獎徵答對於孩子們，確實有點醒氣氛的效果。孩子們也比我想像中還要活絡和乖巧，他

們很願意參與其中，很願意聽你講，很尊重台上的講者們。不會出現聽得厭倦然後開始滑手機，或

做自己的事。他們是很棒的聽者。 

  然而也有出現小插曲。像是第三天，聖言會堂區的成人對衛教並非滿意。正當提及衛生棉時，

成人們露出不悅的神態，作勢想要離開。也許這裡民風較為保守，光天化日下談論這樣的主題對他

們來說，已觸碰到他們的底線，即便我們認為這些事情很正常，也必須被健康地看待。但如果將我

們的價值觀，強行套入當地人民腦中，認為這些觀念是健康的所以你們必須接受，是否有些搶人所

難？因為衛教的前提是站在聽者角度思考，這是我從炯哥的演講裡學到的。如同衛教「經痛可以喝

熱水或紅糖水」時，要先考慮，當地人民真的可以取得熱水或紅糖水嗎？在某些極度貧困地區，連

開瓦斯煮熱水都是奢求。又如同衛教 

  「不要赤腳走在泥土上，要穿鞋，以免某些寄生蟲感染」時，要先考慮，當地人民真的有鞋子

嗎？或許我們這次來到的越南有，因為並非極度落後，但其他更偏鄉的地區可能就需要考量。所以，

每向他們傳輸一句話，其實都可以再思考，這句話對我們來說很合理，但對他們呢？ 

  那有什麼解決方法呢？若某個價值觀對他們來說踏過前衛，該直接避而不談？還是可以用什麼

方法包裝，讓他們可以接受？自己至今還在思考。 

《出走》 

  「為什麽你想參加這次義診？」好多人問我。 

  其實自願加入的當下，自己未能回答出一個非常具體的答案。只是有一股衝動，覺得我應該踏

出去看看。 

  很大一部分契機，來自過去兩年聽過一些前輩的分享，像是聆聽陳維熊醫師的線上演講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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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說他帶學生飛往印度一帶服務的故事。或是曾在兒科醫學會講座，聽聞鄭敬楓醫師前往菲律賓義

診，治療當地先天性心臟病孩童。又或 者，在去年某個冬夜，參加位於華山的無國界醫師展覽，坐

在台下聽著王伊蕾醫師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行醫的故事。那時心裡就有一個聲音，關於有沒有一

種可能，是自己未來生涯中，追隨這些前輩們的腳步，踏上相似的遠途。 

  或許被前輩們的故事感動，又或許出國本身就帶有某種魔力，想看看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模樣，

畢竟在白色巨塔裡蹲久了，看著學長姐老師們被工作壓垮的枯槁面容，擔心行醫熱忱是否也會隨著

重擔一點一滴消磨。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想看看在撇除金錢、名聲、甚至是有點生病的醫療體系

後，醫療可以長得什麼樣子。 

  不是說金錢名聲就是萬惡淵藪，也沒有否定任何一項台灣的醫療政策，只是現在台灣的醫療環

境，很多很多時候不是自己理想中應該要有的樣子。 

  於是，我想走出去看看。 

  當然，也有抱持著一絲絲照顧弱勢的憧憬踏上旅途，但覺得自己離照顧弱勢的大愛仍太遠太遠，

甚至沒有資格談論。因為自己資歷尚淺，才進入臨床兩年，照顧過的病人才那麼一丁點，很多事情

仍不懂，也仍在摸索到底濟弱扶傾是什麼模樣。但有一點我很確信，那就是，每個生病的人都有被

照顧的權利，無論尊卑，無論城鄉。 

  城鄉醫療不均是事實，任何國家都一樣。曾在網路看過一段小影片，內容是台灣人到越南胡志

明市某間醫院實習，影片中的醫院裝潢和設備都十分高級，彷彿踏入電影中高科技中心。但中越的

鄉下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可能方圓幾十里才一家診所。其實西社診所的醫療資源已經比當初想像還

要豐富了，這裡可以抽血、照 X 光、超音波、心電圖、內視鏡，堪比一家小型醫院。有更多更偏鄉

的地方完全沒有醫療，甚至有人一輩子只能看一次醫生。又或是，即便有像西社診所這些醫療資源，

但因貧窮看不起病，我們服務地區的人民，似乎就是如此。 

  當所有義診和衛教行程結束後，心有種被填滿的感覺。應該有找到想要找到的吧！如同某位佝

僂七旬老翁看診結束後，起身和在場每一位工作人員鞠躬握  手；如同那位水腦小男孩，你成為很

多人心中最動容的那部分。當下我們能實際給予他們雖然較少，例如很多疾病我們無法處理，衛教

也只像過眼雲煙，但若持續耕耘，或許能幫助他們很多。就像聽聞醫院人文處會持續透過線上課程

教導兒童之家修女們，讓我想起炯哥所說的「teach the trainers (TTT)」，與其直接教導當地孩子，

不如教導他們的老師，這些老師學會後，能再教導更多人。以及呂處長在第一次見面會所提及的，

直接給予並非主要，更重要的是能讓他們在我們離開後，利用我們曾教導他們的，自力更生過更好

的生活。這些和單純義診相比，又是再往上一個層次了。 

《遺落一小片靈魂的地方》 

  最後不得不記錄，義診、衛教以外，在當地的生活。 

  很幸運有范神父的牽線，讓我們得以在當地居民家中住上幾宿，原先還以為要在聖堂打地舖。

我們的 home 爸 home 媽都是范神父的親戚或熟識之人，人都非常好和好客，還給我們住他們最

好的房間——有冷氣。越南夏天非常潮濕悶熱，加上義診和衛教的地方都沒有冷氣，身體永遠處於

濕黏的狀態，所以一知道睡覺房間有冷氣，彷彿見到救世主般感激，卻又心生內疚，因為他們把最

好的留給一群陌生人，自己仍過著較為辛苦的生活。後來聽神父分享才知道，當地越南人家中是不

會裝冷氣的，除非他們的孩子遠渡重洋到他國求學發展，才會在家中其中一間房裝上冷氣，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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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回來時睡的地方，因為從外地返家的遊子總是習慣在睡在冷氣房內。 

  住在寄宿家庭讓我們更貼近也更了解當地人們生活。食的部分，越南人大部都吃原型食物，所

以當地人很少肥胖和三高，若有胖子代表他是有錢人家。義診那幾天餐桌上很多食物都擷取自大自

然，例如雞舍裡，因為放養時常奔跑所以肉很硬實的雞；從許多不知名植物採摘下來，不怎麼吸引

人的生菜；由許多蔬菜例如瓠瓜、胡蘿蔔、花椰菜組成的蔬菜棒拼盤；來自一旁湖裡的魚；更不能

忘記牛肉河粉，湯頭十分鮮甜，沒有添加人工調味料，吃完當地河粉後，就不會想再吃台灣改良後

的越式河粉了。每一餐都豐盛到有罪惡感，因為原以為要來這裡受考驗。另外清晨五六點起床後，

會在家中與 home 爸 home 媽共度早餐，吃的也都是很道地的越南菜，例如河粉、法國麵包、越

南粽、某個大品牌優格，感受到他們是誠摯邀請我們來到這裡，不在乎我們是陌生人，也不在乎我

們是否只是生命中的過客。 

  星期六晚上，剛和 home 爸 home 媽吃完晚餐，home 爸邀我一同前往聖堂做彌撒。起初 

home 爸叫我去時，我還不了解他想要表達什麼。畢竟語言不通，大多時候只能靠支支吾吾和比手

畫腳，臆測彼此想法。有時會動用手機 Google 翻譯，但打字打很久又有些不方便。這幾天的溝通

都是這麼度過的。 

  聖堂離家很近，僅幾步之遙，home 爸和我從聖堂的側邊進去，坐在側邊入口前方的位子上。

當時彌撒已經開始了，數百人聚集在偌大空間裡，歌詠聲在寂靜的夜裡估計傳得很遠。聖堂採完全

挑高的設計，從地面到屋頂好幾層樓的高度，四周環繞著精美的雕刻或裝飾，各種顏色交雜，衝擊

每一個眼球細胞。 

  「太華麗了！」當時心想，已想不到其他語彙稱讚。除了驚嘆，也有很多震 懾、敬畏，相互揉

雜成一團理不清的情緒棉球。沒有宗教信仰的我見證這般場面，之後幾天有一問題一直從心裡冒出：

「信仰在他們生命中究竟是什麼地位？」比山高？比海深？還是遠勝於親情愛情？我可能永遠無法

真正體會。 

  聖堂很美，當地景色也很美。 

  服務第一天早上，home 媽騎著摩托車，載著我前往范神父家會合。始終無法忘記，駛出家門

後，彎過第一個轉角，鑽出兩排房屋之間的小路，映入眼簾的美景。那時心中瞬間復刻出宮崎駿動

畫《龍貓》，天空藍得無瑕，四周盡是綠油油的稻田，遠方微微隆起的丘陵勾勒出完美曲線。不遠處

有座小山，像極了龍貓的巢穴，只差山上沒有一棵巨大榕樹。深夜返回住處，融入夜色的同時，不

禁幻想著，貓巴士是否已經啟程。某天夜晚下著大雨，龍貓先生是否在某個公車站牌旁，撐著蓮葉

傘。好吧，這裡應該沒有公車站牌。 

  這裡有很多家畜。搭著小巴往返西社診所的路途中，時常看見牛群或羊群自在地走在鄉間小路

上，牠們似乎都認得回家的路。不少民房旁邊養著雞，這裡的雞並非被圈養在籠子裡，而是放任牠

們到處奔跑，所以吃到的雞肉都非常硬 實，甚至咬不太動。 

  沒有貓巴士也無所謂，當地人民都用摩托車代步，幾乎人手一台。有趣的是，他們騎車都不會

戴安全帽，很多摩托車也沒有後照鏡，第一次坐在後座還有點怕怕的。那是第一天深夜，home 媽

和我之間還夾著快二十公斤的行李箱，完全沒想過可以這樣載，但意外地很穩。大部分路段隱身於

漆黑中，沒有路燈，仰頭仔細看還可看見寥落幾顆星星。可能還是有一點光害，因為不像山中夜晚

那樣撒滿整個夜空。還有一點和台灣很不一樣的是，越南人騎車習慣按喇叭，只要行至路口或前方

有人就會例行性按個幾聲。越南人聽到喇叭聲不會感到不悅，不像在台灣容易被視為挑釁，他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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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只是提醒。但這裡也相對地十分不行人友善，尤其最後兩天在河內，每次過馬路都很恐懼，大

多數車輛不會禮讓行人，很多路口也沒有紅綠燈。 

  然而，最讓我不適應的不是交通，而是蟲，因為自己平時生活算是不太允許蟲子在視線所及內

橫行，屋內凡看見有蟲必殺。當地人似乎很習慣與蟲和平相 處，像餐桌上擺滿食物，螞蟻同時在桌

上逍遙地走，但很奇怪，螞蟻總是安分地不會跑進食物裡。洗澡的地方也有很多螞蟻、蜘蛛、其他

無數種叫不出名字的蟲在爬，第一天洗澡時心中有無數個尖叫吶喊，但還是硬著頭皮洗完。即便不

適應，還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在最快速時間內習慣，因為既然來到這裡，就是要融入當地生活，連生

活都不能克服，還談什麼義診呢？而且這裡還不算非常偏鄉呢。世界上還有更多資源更缺乏的地方，

也許那裡連廁所都沒有，只有露天的茅坑，也可能不會有熱水澡，不會有電燈，更別說冷氣。 

  感覺這幾天視線所能觸及的，都在告訴自己，你已經擁有很多很多了。在一個地方生活足夠長

時間，自然會對已經存在的視為理所當然。但假如某一天，生活遇到瓶頸，一切彷彿都在跟自己作

對時，試試回想起自己曾經去過的越南，那個遺落一小片靈魂的地方，或許會覺得，生活似乎還可

以再繼續運轉下去。 

日後於白色巨塔載浮載沉時，可能會很常想起那個遠方。 

 
第一天於機場。先從台灣飛往河內，再轉機，從河

內飛往義安。 

 
第二天早上七點，前往西社診所的路上，小

巴車窗外的景色。 

 

第二天與第四天於西社診所義診。學生的工作是書寫病人基本資料、幫成人病人量血

壓、帶兒童病人量體重、整理已看診的病歷。這裡的血壓計大部分還是傳統錶式血壓

計，我們當天使用的是半自動，要手動充氣但數值以電子顯示。坐在病人旁邊的是越

南當地牙醫師，負責協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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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老人主訴視力模糊，可檢查有無白內障。醫師
說因為越南太陽很大，當地白內障患者特別多。 

 

聖儒醫師為疑似甲狀腺疾病患者進行頸部理
學檢查。 

 

晚上彌撒結束後，在聖堂前面的空地為當地青
少年進行衛教。若聖堂有小電視，則用小電視
播放簡報；若無電視，則用我們準備的海報衛
教。共兒科、婦科、牙科三個主題，兒科講解
衛生習慣和寄生蟲，婦科介紹身體發育與身體
界線、婦科感染、衛生棉，牙科則教導他們蛀
牙的形成及如何正確刷牙。 

 
第三天去山區的聖言會堂區服務。先於左方的
小聖堂進行衛教，之後義診。 

 
於小聖堂進行衛教。 

 
當地孩子們看診結束後，拿到小筆記本和四色筆，
來到各診區請身穿粉紅背心的工作人員們簽名。 

 
亭皓醫師為疑似上呼吸道感染的小孩 
診察，小孩的頭皮也疑似有頭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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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於西社診所。人文處呂處長、洪副院長在
第三天晚上與我們會合。西社診所有傳統 X 光設
備，沖洗軟片後置於燈光板上判讀。 

 
第四天下午於西社診所旁孤兒院，為發燒多
日和呼吸喘的水腦小男孩診察。 

 
第四天晚上，彌撒結束後，於聖堂內為當地孩子
衛教。 

 
第五天上午於 Lam Bich 兒童之家。 

 
衛教結束後與孩子們合影。 
 
 
 

 
黑方框眼鏡小男孩，用寶特瓶蓋盛水餵給白色

洋裝小女孩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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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的話 

因相愛我們合力作美麗的事                            

文/ 醫學院宗輔室 王文芳老師 

開始，每年寒假有一群醫學院的學生會到台東聖母醫院舉行「台東偏鄉關懷營」。營2021自

個管、A隊除了觀摩聖母醫院各種長照服務，包括居家護理、居家安寧、日間照護中心、失智家園、

獨居送餐等，還會到東河鄉參與泰源部落健康活力站的服務。 

「因相愛~~我們合力作美麗的事」是台東聖母醫院的口號。不同於其他機構由上而下的企業

理念，聖母醫院的長照服務充滿活力與熱情，第一線員工對每個被服務者的愛心與用心，非常真實

地感動人心，可見他們是全體上下一心在體現這個理念。 

雖然我每年都陪著學生來，但讓我驚訝的是幾乎每年都有新的看見。比如，去年我們在社區巡

禮時，遇到一位本來會參加健康活力站活動的老奶奶，因為失智，只能在家門前枯坐。今年再來，

健康活力站旁竟然多了一個失智據點。台東聖母醫院答覆社區需要的速度是很驚人的即時。 

謝謝台東聖母醫院給我們的感動，讓我們知道有一群人始終不忘初心。也願我們都能有一群

伙伴，可以讓我們有機會一起說：「因相愛，我們合力作美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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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榜 

 本系榮獲 113 學年度教學績優獎名單： 

醫學系-王文奇老師、醫學系(耕莘)-王誠一老師、醫學系(新光)-林秋梅老師、 

醫學系(國泰)-林世昌老師、醫學系(附醫)-盧建霖老師 

 本系王暐翔同學榮獲 2024（第七屆）全國臨床技能競賽第三名 

 本系王雋之副教授與台北榮總心臟醫學榮獲第 21 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 

 本系教師入榜 2024 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 

《學術生涯科學影響力科學家》-王水深教授、侯勝博教授 

《2023 年科學影響力科學家》-洪啟峯教授 

 本系黃奕善同學榮獲 112 學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指導教授：吳文彬教授） 

 本系吳宜娜教授榮獲本校 111 學年度研究傑出獎 

 醫學系恩人榜 

感謝以下恩人提供本系系務發展基金及清寒優異獎學金，幫助學生完成醫學業，我們在此特別感謝您！ 

 陳義雄先生、陳儒廷系友、張家宸系友、許瑛倢系友、陳佩岑系友、劉晏孜系友、陳君琳系友、 

陳文瑩系友、李維系友、葉思玲女士、王嘉銓副系主任 

 美國戴氏基金會獎學金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獎學金    

 台北市醫師公會獎助學金 

 朱英龍教授獎學金 

 財團法人黃啟瑞先生獎學金 

 中華杏林基金會醫學教育獎學金    

 財團法人台灣醫學發展基金會學生獎助金    

 國川美妙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   

 財團法人臺北市友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輔大醫學系教育秉持的多元化的理念，針對不同性別、種族、文化、宗教與經濟的多元化，皆予以相同

的重視，並將此理念貫徹到每一個課程設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