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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中山廿個年頭•

微免科 陳志豪 主任 

走過中山廿個年頭 

  適逢中山醫學大學五十週年校慶，本人在中山竟然已服務了二十年，堂而皇之

進升為第二級老鳥了。回想當年為何到中山服務，其實也蠻是巧的。二十年前，剛

拿到碩士學位不久，心裡並沒有多大的雄心壯志，暫時先在原先的指導教授那裡當

個研究助理再作打算，我想現在大多數的年青人都還是這樣想吧。記得當年學士級

研究助理一個月領一萬三千多元，碩士級研究助理一個月領一萬七千多元左右。當

時因經費有限，雖然我是碩士，也祇能領學士級的薪水。更慘的是等研究計畫經費

下來，已經是三個月後，這段時間都祇能借錢渡日。當我踏入研究助理生涯第四個月時，忽然有一天，我的女

朋友(現在的老婆)從報紙的分類小廣告中看到一則徵人啟示，內容寫著：「中山醫學院微免科誠徵助教一

名....」，從此改變了我的職業生涯。

  記得第一天來中山上班是民國七十九年四月十七日，依例由科主任(當年是許文雄教授)把我帶到人事室報

到，完成了那些繁瑣的手續後，主任便把我領到一個房間，裡面有一張長桌，桌上放滿同學的實驗報告，數量

有多少實在無法估計。許教授告訴我已經好久沒有助教了。因此，我在中山的第一天就是改報告，從早上一直

改到傍晚六點半才改完。當年微免科成員連我祇有五位，除了我之外，有許文雄老師、吳河成老師、錢佑老師

及一位技術員林淑惠小姐，她已經來中山八年了。所有實驗課的大小事，都是由她帶著我做的。她曾告訴我

說：「我在中山已經八年了，可說是生為中山人，死為中山鬼。」，就在她說完這句話不到一個月，她就另謀

高就了。因此，這句話一直在我腦海中徘徊著。之後，微免科幾乎每三個月都換新的技術員。

  在中山的日子過得挺快的，就這樣，我在中山已經待了一年。有一天早上，有一位教授來微免科演講，他

問我以前做甚麼研究，我說是禽流感，他就覺得很有興趣，並鼓勵我繼續深造，他便是我日後的博士班指導教

授，劉武哲教授。當年在中山要到外面深造不是那麼容易，就算可以也祇能以留職停薪的方式。當年我一面報

考研究所，一面申請國科會進修計劃補助，最後是少數在中山以帶職帶薪到國立陽明醫學院微免所念博士班的

講師，另一位則是解剖科的何文馨老師，她去了台大解剖研究所。這要感謝當年的人事主任周明仁醫師，沒有

他的幫忙，就不可能有帶職帶薪到外面進修這回事。當然，事情不是一直都這麼順利的。在陽明念博士班的第

一年，我是可以完全不回中山，但第二年後，我還是要回來上課。當時微生物課都集中上，因為時數的關係，

我每個學期要負責五週的課程，其餘時間才能到陽明上課。那時陽明的課業負擔非常重，每週一早上專題討

論，全程英語，其他如高等微免、高等生化、分子生物等，平均每十天便有一次考試。因此，每學期我總有一

個半月都不能到陽明去上課，上課內容祇能靠同學幫忙錄音，聽錄音帶再對照同學的筆記來念，再去考試。總

之，在陽明我是一般生，在中山我則是在職生。不過，日子總是要過，也漸漸適應這種生活，陽明的老師也能

體諒，我終於花了六年拿到博士學位，也是同屆最快畢業的兩位之一。

  再回到中山後，開始嘗試獨立研究之工作。因為從碩士到博士都是以流感病毒為研究題材，因此，仍然繼

續相同的題目，尤其是流感病毒如何從呼吸道轉向侵犯神經系統是我有興趣的題目。其後，認識當時的檢驗科

主任林克亮老師，他提供了很多的腦脊髓液檢體給我，並因此申請到國科會計畫，並由王雅利及紀有財兩位醫

檢師以碩士在職專班完成碩士學位，也是我指導的第一批研究生。同時，我也利用電腦軟體，分析流感病毒的

基因演化，也發表了一些論文。2003年是另一個轉捩點，那年爆發SARS，微免科由黎慶老師領導及附設醫院

支持下，成立了臨床病毒研究中心，負責病毒培養與鑑定之服務，其間並努力爭取疾病管制局病毒合約實驗室

計畫，經過三年的努力，終於在2006年成為全台灣十三家病毒合約實驗室之一，雖然三年後該計畫終止，但已

經使得我們在病毒培養、鑑定及品管等技術獲得長足進步。2003年也是全世界爆發禽流感的一年，中興大學獸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



醫系謝快樂教授(也是我的碩士班指導教授)便邀請我一同參與禽流感及後來人流感疫苗接種等研究計劃。2007

年12月升等副教授後，在研究的路途上開始有了不同的想法，在現在的研究環境中，已經不能祇一個人單打獨

鬥便能完成，必須團隊合作及多元化才能成功。因此，我也開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最近本實驗室與中國醫藥

大學中醫系侯庭鏞教授合作，開始嘗試從三百多種傳統中藥中找出新的抗流感病毒的成份，此研究計畫已經獲

中醫藥委員會經費補助二年，也已經有初步成果。另外，參與由蔡嘉哲教授領導的「自體免疫疾病：基礎及臨

床轉譯醫學之研究」，利用單核球細胞株─HL-CZ，從傳統中藥中發掘抗發炎的中藥及其有效成份。其他如與本

科錢佑教授合作，作益生菌的種源鑑定，及與職安系賴全裕老師合作，建立空氣中檢定病毒的標準作業流程，

都在積極進行中。

  最後，在中山廿年中，遇到不少貴人，沒有他們一路扶持，便沒有今天的我。我也相信機運，機運跟一般

的命運不同，機運是給那些本身已經有能力的人，時機一到必有所發揮。另外，我喜歡serendipity，這個字可

翻譯成意外的收穫，這可代表我們做研究的同時，因為具有與一般人不同的洞察力，往往有意想不到的結果，

也是我們能夠不斷創新的原動力。在中山醫學大學歡慶五十週年校慶之同時，期望中山不斷創新，也以

serendipity與大家共勉。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 版權所有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