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組 第三名

一、前言

　　近年來，醫療糾紛頻傳、醫病關係逐漸惡化，我們開始反思：「出了什麼問題？」，在醫師的養成過程
往往過分強調技術與知識層面的追求，卻忘了基本人文的培養。現在很多人提到人文精神與人文素養，有些
人以為人文素養就是多學習、多接觸音樂、美術、戲劇、小說、詩歌等人文與藝術。這當然沒錯，不過，我
覺得醫學人文中最重要的是培養醫者「關心」的情懷，不僅對自己、對家人，也對病患與整個社會的關懷。

　　但是，這些談來容易，真正具體實踐要從何做起？我閱讀了許多醫學人文相關書籍後，體認到牛頓
（Newton）所言確實：「如果說我看得比別人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伽利略、笛卡爾等科學
巨人的研究成果奠基之下，牛頓發展為更偉大的巨人。同樣地，在醫學的領域也是如此。循著前輩的足跡努
力，除了學習，我們也開創出自己的道路。

二、用筆為臺灣把脈

    一八九四年五月廿八日生於彰化的賴和，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他是醫學人文的最好教材。十六
歲考進總督府醫學校（即現在的臺大醫學院）的賴和，一生行醫都遵照當時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先生的訓
示：「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做成了人，沒有完成的人格，不能盡醫生的責務」。直到今天，這句話仍是國內
醫學院的重要校訓。  

    賴和在醫學校期間不僅吸收許多新的思潮，也認識許多摯友，包括創立高醫的杜聰明博士、改革志士翁
俊明以及革命運動家蔣渭水等人。並受他們引介進入一九二一年成立的台灣文化協會。當時，賴和到處發表
演講，對於社會文化的推廣不遺餘力。然而，一九二三年，賴和因治警事件首度入獄，雖然在不久後獲釋，
但因此加速使他用千秋之筆，討伐不義政權。  

    一九二五年，彰化蔗農爆發「二林事件」，蔗農們勇於向不公不義體制衝撞的精神感動了賴和，他於同

醫學三   張肇烜

中山醫學大學電子報-第7期 http://message.csmu.edu.tw/ePaper/ArticleShow.asp?ArticleID=223

1／5 2012/9/10 下午 03:00



年十二月發表生平第一首白話詩—「覺悟下的犧牲」。除了「覺悟下的犧牲」，賴和還有兩首偉大的史詩作
品。一九三○年九月，兩百九十二行的「流離曲」，是對日籍退職官員強取豪奪人民土地的嚴厲控訴，這也
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最長的一首史詩。同年十月廿七日，慘絕人寰的「霧社事件」爆發，賴和發表台灣文
學史上最動人的史詩「南國哀歌」，大聲斥責統治者採戰爭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

    除了史詩作品，賴和的白話小說也很出色，高中課本列入的「鬥鬧熱」，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第一篇
白話小說，文中表達對故步自封的封建社會強烈不滿，並強調文化革新的重要性。其他如「一桿稱仔」、
「雕古董」、「惹事」和「一個同志的批信」也多半為受壓迫的人民發聲。

    沒錯，這股為弱勢人民喉舌的正義凜然，正是構成賴和文學的中心思想與核心精神。儘管當時1台灣被
日本殖民統治，他仍「理直氣壯」地充滿抵抗和革新意識，甚至因此二度被打入黑牢。他曾於獄中以草紙寫
下「獄中日記」，反映了被殖民者的沉重心情。並用蚊子象徵日本帝國主義，表現我們雖然被吸取了很多
血，不過還是要掙扎活下去的精神。

    在文學上，賴和用筆為臺灣社會把脈。批評敗壞風俗的社會，替受屈辱的人民訴不平；在醫學上，賴和
仁心仁術、視病如親，他常對貧困民眾伸出援手，病人之中「無料者」（即不收錢的義診）高達一半，所以
被人譽為「彰化媽祖」。賴和右手聽診器、左手爬格子的人生，無疑為「醫學人文」做出絕佳的詮釋。

 三、上醫醫國的實踐

　　唐代名醫孫思邈曾說過：「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而名列近代亞洲四大革命家的蔣渭水先
生就實踐了「上醫醫國」。 (近代亞洲四大革命家包括－印度的甘地、菲律賓國父黎剎醫生、國父 孫逸仙
先生與 蔣渭水 先生)

　　一八九一年出生的蔣渭水，和前述的賴和一樣都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即今日的臺大醫學院）。他
畢業之後，回到故鄉宜蘭醫院服務，之後再到台北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然而他不自滿於行醫有成，反而在
文化與政治上力圖革新。  

  　他先後設立「文化書局」、「台灣民報」與「台灣民眾黨」，用和平非武裝的手段，尋求社會正義。蔣
渭水最為人津津樂道的是，大正十年（西元一九二一年），他於台灣文化協會第一期會報上發表「臨床講義
─關於名為台灣的病人」一文，他將台灣比為病患，因為受到政策毒害，導致道德頹廢、物慾旺盛、不知永
久大計、只圖眼前小利等症狀出現。蔣渭水認為台灣患有「智識營養不良」，並將台灣診斷為「世界文化的
低能兒」。這篇文章，是啟蒙思潮中重要的文獻，蔣渭水開的藥方，也就是文化啟蒙運動，透過文化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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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升民眾的知識水平。  

 　然而，被殖民國家總是有唱不完的悲歌，一九二三年蔣渭水被捕入獄，坐牢近一百五十天。苦牢生活，
蔣渭水視為「入學」，並大量閱讀政治及經濟書籍，寫下出色的獄中文學。出獄後，他以農工階級作為基
礎，組織台灣民眾黨，對抗統治當局。他的行動在海內外都獲得廣大迴響與支持，引發日本當局不滿，下令
解散民眾黨，並逮捕蔣渭水等人，當時，蔣渭水說：「政府雖能禁止政黨，總不能禁止人心。」  

　　的確，他提出的「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力」，讓社會與人民團結一心，一直到今日仍是政黨惡鬥的最
好良方。遺憾的是，民眾黨遭強制解散當年，蔣渭水也因傷寒過世，享年四十一歲。他死後舉行「大眾
葬」，全台特地前來參加的就有五千多人，沿途祭拜的民眾更是不計其數。

 　他那不渝的反抗精神，流有一股革命家最純正的血脈。有人說他是「最前衛的社會運動者」、「最純潔
的理想主義者」和「最熱烈的犧牲奉獻者」，而我從後代醫學生的角度看來，他為台灣開出一張「良心診斷
書」，並且用醫者特有的人情關懷，關懷著這個社會。即使被關進黑牢、即使被警吏長期監控，依舊堅持推
動文化與政治理想，這種無私的奉獻，值得我們學習！

 四、穿著白袍的外交使節

 　二○○三年，全球陷入SARS恐慌，疫情由廣東佛山開始，藉由通商與遊客往來，傳到香港以及世界各
地。來自義大利的卡羅．歐巴尼醫師，是第一位向全球提出警告的人，然而不幸的是，他也因此病去世，成
為第一位犧牲的專家。

 　其實，歐巴尼醫師是ＷＨＯ（世界衛生組織）的高級顧問，他根本不需要到第一線照顧病患，但是他還
是堅持到河內境內做臨床診斷。當他看到病患時，馬上意識到這是嚴重的傳染病，需要配合嚴格的隔離措
施。他旋即向各國政府與ＷＨＯ提出呼籲與發出警訊。

 　在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之下，SARS之謎很快就揭露在世人面前，但是 歐巴尼 醫師本人卻因吸入過多病
毒，開始產生病癥。漸漸地，他的Ｘ光片被白點佈滿，他告訴妻子：「帶著我們的孩子，回義大利的故鄉
吧，因為這裡是我的終點！」妻子聽了不捨地帶著孩子回到義大利，自己又趕忙返回醫院看他，當她到達醫
院時， 歐巴尼 醫師早已被送入隔離病房，鶼鰈情深也就此隔離，只能以對講機溝通。很快地， 歐巴尼 醫
師呈現昏迷，在他清醒的時候，表示往生後要捐出自己的肺做為醫學研究。

 　二○○三年三月二十九日星期六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 ， 歐巴尼 醫師結束了他無私奉獻的一生，享年僅

中山醫學大學電子報-第7期 http://message.csmu.edu.tw/ePaper/ArticleShow.asp?ArticleID=223

3／5 2012/9/10 下午 03:00



四十七歲。其實，在進入WHO之前，歐巴尼也曾是無疆界醫師組織的主席，一九九九年獲頒諾貝爾和平獎的
殊榮，他上台領獎時說：「醫師的任務，就是要盡量去接近病人。」而 歐巴尼 醫師，毫無疑問地，自己力
行實踐了自己所說的。 歐巴尼 醫師就像一位穿著白袍的外交使節，在國際前線犧牲奉獻，抵抗毒菌。聯合
國祕書長安南曾說：「我們要以英雄的形象紀念他，因為他的確是名符其實的真英雄。」他遺留給後人的視
病如親精神，值得我們效法。

 五、結語

 　當醫學糾紛頻傳之時，醫學人文不斷地被提起。很多人將問題的癥結直指醫師過於功利世故，普遍缺乏
醫學人文素養。但是，醫學人文指的到底是什麼？又要如何培養？課堂上可以教嗎？種種的問題需要一一釐
清。

 　人文素養集合人道、人性與人文的意思。有些人指稱醫學人文就是多接觸音樂、藝術與文學，這也沒
錯。但是，更重要地，是要真正體認人性與人道的地方。不過，這樣說來多半流於學理教條或過於空泛無
邊，讓學生無所適從。我想應該從我們的生活開始，逐步地培養人文素養。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牛頓所言，站在巨人的肩膀我們才能看得更高更遠，循著前輩的足跡，我們才不至於
一開始就迷失方向，踏錯腳步。從本土到國外，從古代到現代，有許許多多的醫師都足堪我們的榜樣。他們
的一生未必絕對正確，未必絕對完美，但是從他們的生活態度與處事之道，我們可以學到許多仁醫的風範。
 

　　我們之所以一再地強調醫學人文，就是要醫者不止醫「病」，更要醫「心」與醫「人」，唯有對人進一
步了解，才能促進醫病關係與有效的醫治病患。二十世紀末期，美國開始努力發展具人性的醫學，台灣醫界
當然也不例外。醫師不僅把病人治好，做為一個醫匠，更重要地，要對整個社會有責任、對知識、技能、態
度和價值觀都有一定的素養，這是醫學教育的目標，也是每位醫師都須努力達到的。

　　看看用筆為台灣把脈的賴和、為台灣前途開出診斷書的蔣渭水以及站在外交前線照顧病患，跨越國籍守
護民眾的卡羅．歐巴尼醫師，他們的一舉一動與從醫態度都是學生時代的我們所學習的對象。從他們的風
範，我們得知醫學教育的本質與真諦，無非是要去「愛」病人、「關懷」患者，並且用所學的技術去減輕人
民的痛苦。但是，要達到這樣，靠的絕非盲目的知識與技術學習，還要配合對人文的涉獵與對社會的關心，
身為醫學生，我們一定要知道「機器沒有仁慈，放射線無法表現同情」 (A machine can not show
kindness; radiation cannot show sympathy.)，醫學的技術有限，醫生的智識與能力也不可能完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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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應以謙虛的心態，誠懇地面對病人的苦痛與這整個社會。我們不敢說一定要如同前輩一般有轟轟烈
烈的偉大貢獻，只謙卑地祈願自己在醫學院的時代能在各個方面都好好學習，將來對家人、對患者、對社
會、對國家、對世界能無私地貢獻所學。

   這就是我看了下列書籍之後的一點想法。醫學脫離不了人文，循著前輩的足跡，我們也要開創出自己的
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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