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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個來自彰化十三甲的農家子弟，靠著優異的天份和不懈的努力，在醫

學教育開創一片天，不但成就為享譽國際的心臟醫學權威，並投身國內醫療

研究，鍵利長庚醫院、醫學院的制度規模，推動台灣整個醫療系統走向現代

化；更以無比愛心和熱誠，造福無數病患，實踐台塑企業精髓「勤勞樸實」

的理念，他就是—吳德朗醫師。他畢業於台大醫科，赴美國芝加哥寇克郡醫

院及伊理諾大學醫院完成實習醫師、內科住院醫師及心臟專科醫師訓練，獲

有美國心臟學院及美國心臟學會院士，曾任美國伊理諾大學心臟內科副教授

及南加州大學心臟內科教授，為國際有名之心臟學者，更在台塑企業王永慶

董事長之邀約下，創立長庚紀念醫院，並先後籌設長庚醫學院、負責督導長

庚醫療體系各醫院、長庚大學及長庚技術學院。 

 

    此書以充滿感性的筆調，縝密的敘事方式，細數求學過程中所有的人事

物經歷，乃至留學研究、回國籌備長庚醫院等的點滴往事，包含講述現今各

大教學醫院的興建改革、學士後醫學系的先例與停招，與社會現實層面等多

種因素作通盤性的敘述；其間有動人的親情之愛、溫馨的師生之情，和對家

庭、對人群的關懷之心，在詳細記錄長庚醫院及其醫學院創建歷程中，同時

勾勒出台灣早期的社會環境今非昔比，急具歷史價值意義。本書分為三卷，

依次敘述作者吳德朗成長、求學、留學、返國等歷程；卷一「求學」敘述其

早年的求學過程，及青年時代赴美留學的經歷；卷二「歸鄉」是吳德朗應企

業家王永慶先生的邀請，回國參與籌備長庚醫院的過程，對早期創建經過有

鉅細靡遺的記載；卷三「回顧」則是記述作者對家庭、朋友的關懷之情及接

任主委、指揮抗 SARS 的經過，作者對國內醫學養成教育、領導治學理念侃

侃而談，是一本具有人文勵志、歷史意義的人物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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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教育是培養以『人』為本的醫師，而不是製造『會看病的機器』」

這是《理想的國度—吳德朗醫師回憶錄》一書中曾經說過的一句話，卻道盡

了部份看診民眾的心聲。在台灣的醫療體制下，醫師一直被看作是崇高且極

具社會地位的象徵，富有專業權威、尊嚴，亦屬具有優渥待遇的一群高知識

份子，使得不少莘莘學子放棄築夢的理想，或順著家人與社會的期盼，選擇

進入醫學院，但畢業後又有多少人擁有悲天憫人的胸懷和懸壺濟世的情操呢? 

 

    醫學系必修科目如生命意義學和醫學倫理學，不外乎在龐大繁重的課業

壓力下，更要學會體驗病人心中的感受；「病人」，是器官出了問題的個體，「疾

病」，則是生理出了問題的器官，診治病人的時候，不僅要重視生理出了問題

的器官，也應注意到週遭環境及社會家人，對於這個生病的個體所產生的反

應，這就是以人為本的醫學。醫師對生命的起承轉合，有歷經世事而成的價

值觀，更要隨時做好明辨是非的能力；邱小妹事件中的林致男、劉奇樺兩位

醫師因為沒有在值班時親自診視病患情況，便驟下判斷，甚至想掩蓋事實而

聯合竄改文書規避責任，引起各界撻伐。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

授也抨擊醫學教育缺乏全人教育，認為「醫生未必要有一流腦袋，但須知道

社會脈動與疾苦所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可貴就在認錯的勇氣而不是

欲蓋彌彰，這也點出了醫師對病人的生死存亡之際，有如判官改寫生死簿的

權利，因此重視醫德倫理，不唯利是圖正考驗著脆弱的人性。在情、理、法

之間如何做出最合理的行動，畢竟對患者或家屬而言，醫者父母心，是他們

解決疾病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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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醫學領域中像是生死學、醫病溝通、醫事法規、醫學與媒體都是用

討論或是團體的方式授課，培養我們慎思明辨與組織的能力，透過人與人之

間的交談與互動，可以清楚表達自己的意見，以及如何從對方身上獲得想要

的消息；所以在言行舉止中，往往有些心理學和哲學可以解釋的部份。例如

看診時可利用西方學者雅伯特.馬伯藍比(Albert Mebrabian)教授研究出的

「7/38/55」定律：透過 7%的談話內容、38%的輔助表達、55%的外在情況有

助於了解病人的實際病因；相同的病人對醫師也適用此法。若能使用較少的

專業術語、採用溫和聊天式的口語表達和解釋，其專業的素養更能受到病患

的尊敬。 

 

    太宗謂梁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

為鏡，可以明得失。」跟到不同處事態度的指導老師或學長學姐，對日後價

值觀影響甚鉅，尤其在懵懂剛踏入社會的時候。前陣子有醫師對女性患者做

內診時，在沒有護理師陪同及患者的同意下，擅自讓實習醫師跟診，這便嚴

重違反了病患隱私權，在醫學倫理上更站不住腳；看診時把女病患當作活教

材外還揶揄嘲諷她，更是人權侵害，類似新聞在現實生活中不斷上演，提醒

我們在醫療專業自認為理所當然的執業時，要用漸進的方式讓患者願意接受

或相信我們的專業判斷。想起我在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實習的時候，學姐對

子宮內膜癌患者實行近接後荷治療時，或對乳癌患者進行放射治療時，也會

事先告知病患徵求同意後，才會讓我們進入治療室實際講解－以人為本，視

病猶親，這對於病人本身的心理準備和我們操作訓練上，似乎較為恰當。 

 

    說到實習期間，是我開始正視醫學倫理的時候，在實行檢查的時候必須

有義務告知可能發生的情況或副作用；治療的程序需要配合的地方，哪怕是

病人已經呈現瀰留狀態或意識不清。回想一件刻骨銘心的經歷，是在心導管

室一個急診腦中風的病人送來，經過半個多小時的搶救後，逐漸恢復意識會

要求喝水甚至抱怨連連。令我驚奇的是王大夫在治療好每個病人的時候，都

會很亢奮的說：阿北～恭喜喔～攏唔通！然後滿心雀躍的接下一台檢查，有

時後病人還不知道他在高興什麼，因此這樣的工作環境氣氛非常好，也可以

看出學長對人本關懷的重視。在腫瘤醫學部常見癌症末期患者，多次化療和

放療下已面黃肌瘦不成人型，鼻咽癌更是說話氣聲、溝通困難，口腔癌也有

切除一整塊臉部肌肉不斷滲口水，但在醫護人員和家屬的關懷下仍勇敢的面

對，最年輕的看過 19 歲的子宮頸癌女性患者，使我對目前生活的現況更知足

惜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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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理想的國度》一書中，作者引用西方哲學家蘇格拉底（Socrates）
的名言：「我什麼都不懂，只懂得什麼地方不懂」。吳醫師有大量閱讀的習慣，

毅力更不輸任何人，在固有的知識和臨床的學習上皆有著墨；他對仁義禮智

信相當重視，幫學生寫的推薦信函最常出現的字眼是「誠實、可靠、勤奮」，

並點出台灣人不守時的陋習。時間就是生命，一個人會不會成功，主要看他

會不會利用時間，如果你不能守時，你大概也不會時間規劃。此書作者看五

六年級的見習醫師常缺席自行讀書，就拿駕車作比喻，認為就算多唸幾本書，

依舊無法開好車，強調凡事在須盡責任時要扮演好你的角色。醫學是研究生

老病死的學問，作者畫分了四個層次，最高層次是在疾病發生前將它杜絕，

像是牛痘、小兒麻痺、瘧疾等疫苗的問世，根除了這些病原進而達到了預防

醫學的目的；第二層次是疾病發生之餘，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醫治好，像是

盤尼西林的發明醫治好了肺炎；第三層則是無法醫治的疾病，想辦法控制它，

防止後遺症及副作用的發生，像是糖尿病、高血壓、愛滋病等；最後一層是

在有必要的情況下，有效切除病灶以確保性命的安全，很多外科的療法多屬

於這個層次。吳醫師也希望學生多參加課外活動，不要讓課業佔去全部時間，

也可選修一些音樂概論、音樂欣賞、藝術概論、哲學概論等作為調劑身心的

科目，因此在藝能、體育方面都常看到醫學系的學生獨佔鰲頭。 

 

    此書道盡吳德朗醫師求學和經營醫院的曲折過程，可見作者的崇高理

想，經營之神王永慶慧眼識英雄重用他，自回國後積極招攬人才，從創辦長

庚醫學院到長庚大學，大刀闊斧投入相當的人力物資，使得長庚醫學院可以

在短期之內與台大醫學院、陽明醫學院分庭抗禮，學術地位，蜚聲國際。近

年規劃出的桃園養生文化村及護理之家，亦提供了退休人士的養老園地，給

予就近的醫療關懷與最適當的健康照護，在滿足社會需求與人性需要上，長

庚醫療體系不遺餘力的徹底落實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精神。至於後醫系是

希望能夠篩選出有廣博通識教育、人格成熟健全、有志從事醫療工作的學生，

然而台灣的專家制度有悖於創辦者原意的通識教育，加上有些學生具有社會

經驗和年齡稍長，以功利主義導向的學生為數不少，有違後醫的宗旨並和一

般醫科生大相逕庭的思維，因此後醫系各校陸續停招，目前只剩高醫大還有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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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歷 SARS 風波之後，吳醫師很快的點出七大弊端，矯正長庚醫療體系

的缺失： 

   一、醫院企業化、商業化追求業績與利潤的成果，降低了醫療水準 

       損及病患權益，因此前衛生署長陳健仁和前台大醫院院長李源                  

       德醫師也特別強調醫院不能以營利為目的。 

   二、醫院教育太過職業化與專科化，忽略了全科的教育與文化涵 

       養，人可是有七情六慾與思想的有機體而不只是生病的機器。 

   三、由於業績所造成的按件計酬效應，一味的追求數量往往犧牲了 

       醫療品質。 

   四、大醫院拼業績，所以造成民眾無論大小病，都往大醫院掛號看 

       診的惡習，也是 SARS 流行期時大醫院成為感染源的其中主因          

       ；現今的健保制度則強調資源分散和轉診制度，使得資源平均 

       分配紓解了此一情況。 

   五、醫學中心企業化，為了控制成本流行外包作業，招標的不外乎 

       伙食、看護、清潔、廢棄物處理等，容易造成醫療動線失控的 

       防疫死角，之前新竹馬偕醫院病患資料外流疑似此原因。 

   六、急功近利風氣盛行，腐壞了住院醫師的培訓制度；依規定資淺 

       住院醫師仍在受訓期間，不能單獨為病患進行插管。 

   七、由於競爭激烈及商業化的結果，常以利潤為導向，只重視治療 

       而忽視預防，在 SARS 期間一度潰不成軍，此後醫療體系設計 

       可考慮以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為主體，針對各點吳醫師一一解釋 

       來龍去脈及用國外的情況做舉例，說明現況的優缺點，並在各 

       方面的考量尋求一個平衡點。 

 

    物理學家居里夫人（Marie Curie）曾說：「觀察自己的手骨，彷彿目睹

自己的死亡。」X 光的發現至今也不過百餘年，算是一門相當新穎的科學，

在醫學科技日新月異及通訊傳輸普及的時代，各項先進醫療器材，在謀求人

類的福祉下逐一製造出來，舉凡 CT、MRI、PET 等在影像診斷上不停改良，

隨時更新自己的學習思維，還不能忘記行醫的初衷才是難能可貴的。永遠對

新事物抱持好奇和學習的心態，才不至於被後生晚輩迎頭趕上。在飽讀詩書、

學富五車的努力下，能在醫學資訊中持續對醫學充滿興趣，方能滿腔熱誠面

對自己和病患。當然在醫學的世界裡很多事情沒有絕對的，像醫事法規中談

論到的「是否贊成安樂死？」、「優生是否該合法化？」等等還是有爭議的問

題時，讓我們有重新思考：該不該決定另一人的生死或命運的權利？這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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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沒有正確答案，也會依地理國情和民族習性而有所變異，但卻暗示了人

們想掌控生殺大權扮演造物主的角色。曾記得有部電影【絕地再生】敘述了

一個極端，將複製人統一管理於某一個地方，當本人需要做移植或換內臟時，

便處決複製人以代替本人，這看似血腥且不可思議的，但未來卻有可能就在

人性的慾望下誕生；其他還有【魔鬼複製人】、【人工智慧】等都是過於依賴

科技而泯滅了人性案例，當我們過度依賴生物科技或醫學工程的改良，而不

能做到珍惜生命或把由血肉組成的人善加看待時，那是多麼悲哀的事啊？談

諾貝爾醫學獎的課程中，老師們也不斷灌輸我們功成名就的人，本身所懷有

的優良特質，有無私的奉獻精神、有無盡的付出努力，他們得獎是應該的。

泰戈爾說：人生是不斷的奮鬥。得獎只是證明他們所作所為受到肯定，建立

新的里程碑，他們並沒有因此停頓，畢竟像他們一樣努力的人也大有人在，

不過絕大多數卻不為人知，只是默默的付出。世界還需要大家去關懷服務的，

相信這也是從事醫療業者的目標和動力。 

 

    走筆至此，發現在我修過的五門醫學人文領域中，醫病溝通也好，兩性

醫學也罷，說穿了不過是人與人之間對等的尊重，以誠相待，其中也有相當

濃厚的哲學意味，這讓我在實習時一直抱持相當樂觀和認真的態度，最後，

套一句任職機構胸腔病院的核心價值：胸懷服務，腔繫創新，病友為尊，院

際合作，與醫療界的人員共勉之，也希望將來時常保有赤子心、關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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