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克桓教授是中山醫學大學一手栽培的傑出醫師科學

家，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及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

究所博士，也曾赴美國哈佛大學兒童醫院小兒過敏免疫學

深造，奠定紮實的學識素養，通過多不勝數的醫療專業、

管理實務及醫療專業審查等高階職務歷練，成為一位傑出

的兒科專業醫師，同時也是嫻熟醫療機構管理實務及督導

考核才能的全方位領導人。他自2014年起至2020年擔任

本校第12、13屆校長，也曾擔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總

院院長等職，其卓越的整合才能亦深得杏林敬重，曾擔任

多種專業學會的理事長、常務理監事、監事及理事等重要

職務。呂校長無私的醫療及專業教育的傑出服務表現，曾榮獲109年台中市優良教育人

員、108年度教育部中區友善校園優秀行政人員獎、108年台灣兒科醫學會兒科醫學教

育貢獻獎、107年台中市醫療貢獻獎、105年台灣兒科醫學會獎及103年度台灣醫療典範

獎等的肯定，對提升我國兒科相關領域研究水準及醫學教育的深化紮根均深具貢獻。秘

書室藉由此次訪談了解呂校長對於人生規劃、台灣醫學教育及學校經營的想法與期許，

以下是訪談內容彙整：

從艱困中磨礪成長並確立人生方向

呂校長出生南投竹山鎮純樸的農村，家中有兄弟姐妹共7人，父親是一位任職於鎮

公所的公務員，以當時的薪水要養活全家人，還包括祖父母，其實是非常艱難的。據呂

校長所言，父親的月薪只夠家庭半個月的開銷，不足的部分要靠母親辛苦農作及養豬來

補貼，透過飼養更多豬隻的放大效應，以及轉投資購買農地等措施來支付，隨後父親離

開公職，自立土地代書事務所，才讓家庭生活得以逐漸好轉。在成長過程中，呂校長除

從中體會「人要勤勞做，才有得吃」的基本道理之外，對於母親的辛勞持家及優異的生

活智慧，也由衷的表達感激與佩服。呂校長嬰幼兒時期的遭遇是非常戲劇性的，出生時

因營養不良體弱而無法正常哭泣，經過三天以木桶盛裝熱水的土法保溫方式，終於得以

正常自主呼吸，如此度過人生最大的危機，這也是呂校長之後選擇兒科的第一個原因。

早期的台灣物資缺乏，醫藥水準也不佳，竹山農村的情形自然也就更糟了，生病時通常

都沒錢看醫生，有時利用民間草藥加自己抓的田間青蛙一起燉煮來充數，如今回想起

來，這或許是造成日後體弱多病的潛在因素；除青蛙燉草藥的有趣畫面之外，另一途

徑就是吃成藥，也就是當時被稱為「寄藥包」的溫馨制度，按月以使用藥量收費並補充

少子女化浪頭的穩健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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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滿足常見疾病的藥品需求；特殊情形當然還是得去看醫生，但呂校長對當時醫生

的印象是嚴肅、不可親近模樣，醫術好像也是普普通通，花費又相對的高。再加上身體

瘦弱，呂校長年幼有著「頭大身小」的獨特外型，他開玩笑的說有如畫冊中非洲難民一

般，台語戲稱為sán-kâu（瘦皮猴），如此的外型也受到家中姊姊的排擠，這些經驗更

是讓他立志學醫，以行動照顧兒童健康的具體因素。在決定學醫之前，家人也曾建議是

否報考師專，因當時的社會觀念是以當老師為最佳首選並受人敬重的職業，但呂校長謙

虛自認口才不佳，恐會誤人子弟而未加考慮，因此選讀一般高中–台中一中，畢業後考

入中山醫專就讀，開始了學醫的路程。

無懼少子女化挑戰的經營策略、成效及展望

呂校長身為兒科資師，對我國人口出生率逐年明顯衰退的情形，自然是瞭若指掌，

也很清楚累積效應所造成的高教少子女化危機，也將持續惡化並形成新常態。其實，本

校因應此趨勢帶來的高教招生危機，算是超前部署啟動的非常早，2003年間董事長周明

仁博士實施新增系所及增班計畫，即是第一波對抗少子女化高瞻遠矚的預防措施，也讓

中山醫學大學挺過首波衝擊仍能屹立不搖。當然，少子女化浪潮是持續進行式，而且日

益嚴重，對中山醫大的威脅依舊存在，呂校長接手校務，自然必須積極面對並試圖逆轉

局勢，讓學校得以永續經營。在訪談中呂校長表示他的因應策略，第一支箭是積極爭取

金援，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學校發展自然必須投入經費，他以不服輸的個性，

以及把事情做好的決心，凡事親力親為，絕不輕易缺席學校各項重要會議，對校務大小

事均能抓住核心，並給予適切的調校並邁向強壯。第一件增強事蹟是爭取到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五年期的高額獎助款，一掃前期未能獲得教學卓越計畫獎助的陰霾，這項成就

也進而帶動全校教職員工生士氣，讓學校發展呈現一片榮景。當然校務發展經費多多益

善，除積極向政府單位爭取獎補助款之外，呂校長的第二支箭是積極投入與校友間的聯

繫工程，除用心參與校友聚會凝聚情感之外，也適時向校友說明學校發展現況並邀約捐

款協助學校發展，最近也實施主動發給畢業生悠遊卡校友證、延長電子郵件使用期限，

以及建置網路信用卡捐款系統等措施，健全校友與母校的連絡與協助管道，期盼透過校

友總會及各個分會的串聯，整合超越4萬人的校友大軍，繪製成校友地圖，讓校友彼此

間共同創價，也協助母校永續發展，聚集中山人強大的後援形成金字塔結構，成為學校

進步的重要動能。目前已顯現很好的成績，眾多校友紛紛慷慨奉獻，捐款本校翔鷹計畫

扶助弱勢生的學習，日後將更落實服務校友，以增進校友對學校的向心力。第三支箭是

形塑學校特色，少子女化等同於招生競爭白熱化，如何穩住現有的學生，並保持強大競

爭優勢，建立學校品牌與特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辦好教育就是最佳的行銷，當然也就

無懼於招生的挑戰。中山醫學大學現挾南區重整美化，以及三鐵共構的交通優化，再加

上校園的空間活化及環境優化，在這些新元素之中，也將融入老一代中山醫人的共同記

憶–天鵝湖，中山醫大的校園環境特色已卓然成形，再疊加上優異國考通過率的教育深

化，以及朝解決重大疾病為基礎的產學研究推動，本校的特色形塑已然成熟，再來就靠

全體教師捐棄成見，以自我實踐及學生教育為重，共同打拼特色的中山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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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不會改變的中山情誼

呂校長的人生座右銘非常簡單，就二個要素–「不服輸」&「努力把事做好」，這

也是他要跟大家分享的重點。凡事不要找藉口，讓自己有理由放棄本就應該做好的事，

包含通過教師評鑑、升等及研究等的考

驗，他認為努力成就自己，也會連帶造就

學生並成就學校。呂校長指出擔任附設醫

院總院長，或是學校校長等職務都是人生

中美麗插曲，非人生中的規劃，但他對周

明仁董事長、周明智榮譽董事長及周明勇

董事三兄弟的提點及栽培是非常感謝的，

回想董事長為何器重他，並委以重任掌理

附醫及學校？其實，真確的答案是啥，呂

校長自己也不清楚，但他自認「不服輸」

的個性，以及「努力把事做好」的決心應

是最重要的原因。年輕時期的呂校長在中

港醫院看診時常工作到很晚，當時的老董事長和夫人還會買牛奶慰勞他的辛勞，心中或

也認為–這位校友很認真、很好，也值得栽培，這份情誼長期下來形成了一種信任，也

促成呂校長在關鍵時刻出掌總院院長及校長等重要職務，與全體同仁為中山醫大打拼奉

獻。這個美好的人生經驗，呂校長在即將卸任之前，除向大夥道謝之外，也期盼大家都

能以不服輸的精神，努力把教學研究工作做好，中山醫大勢必在環境變革之後，步入另

一個嶄新美好的年代。有人問呂校長卸任退休之後，有要轉戰跳槽到哪個單位嗎？呂校

長表示他絕不會離開中山醫大，除非中山醫大不要他，他很肯定的表示與中山醫大的結

緣就是一輩子，他卸下校長職務後，將仍舊以不服輸的個性及把事情做好的決心，繼續

為患者做最好、最親切的診療服務，其他的時間將與同好共同研究免疫相關疾病為樂，

當然，他也提醒同仁有歡慶聚會時，千萬別忘了找他喝一杯，最後他也祝福新任的校長

黃建寧博士，在校訓「誠、愛、精、勤」的文化底蘊上，能鴻才大展、順順利利的將中

山醫大帶向另一個輝煌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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