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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院長首先問：「將近三十年可以造成多大的改變呢？郭教

授從臺北來到花蓮，有沒有後悔過？」

「沒有，但是看到影片中的自己，感覺滄桑多了，在花蓮比

較艱苦一點。」郭教授幽默的回應讓臺下一陣大笑。他又說：

「一九八七年花蓮慈院剛啟用，十月九日我就來支援了，種種

因緣，一九八八年我決定舉家搬到花蓮，在這裡生根。」

九月二十六日，在國際慈濟人醫年會「傳承與使命」的課程

中，由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以下稱「簡」）引言，訪談花蓮

慈院泌尿部主任郭漢崇教授（以下稱「郭」），一同回首當年

來到花蓮慈院服務的初衷，郭教授堅定的信念令眾人深深佩服。

預約三十年　豪情萬丈留東部

簡：在那個年代，從臺北到花蓮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沒有遇

到反對的聲音嗎？

郭：有，反對的是當時臺大的主任，因為他知道這個人離開後

損失很大，是三倍的損失，好像一個將軍要離開了，所以一直

勸我不要離開，只要去支援就好。（郭教授的幽默再度引發掌

聲與笑聲）可是我毅然決然要來花蓮，主要的原因還是覺得年

輕人要找一個地方發展，臺北是個大都會，反而能發揮的不大，

在花蓮卻能放手一搏做一些事情。會做的努力去做，不會做的

也努力學著去做，所以那時候還發下豪語，不讓每一個來的病

人離開花蓮，既然來了，就要在這裡把他治療好。

簡：當年郭教授也瀟灑上臺跟大家分享了未來的夢想，你還記

得當時講了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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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不太記得了，印象中和大家一起工作非常開心，充滿希望，

很多人也提出自己的抱負，在慈濟醫院想要有什麼樣的發展等

等，但當時醫師很少，大部分是和臺大醫院合作，支援時間結

束就會離開，我就跟林副總 (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 )
說，如果醫生這麼難找，那我就和慈濟簽約三十年，我來的時

候三十五歲，三十年後剛好退休，可是林副總沒有跟我簽約，

大概想說這個人不知道會不會賴著不走，哈哈。

林副總雖然沒有真的跟他簽三十年之約，卻把這件事向證嚴上

人報告，上人聽後非常感動於一個年輕人願意把自己的三十年

奉獻給這家醫院及東部民眾。

簡：郭教授當年分享的

話，我到現在還記得，

他說決心要來花蓮時，

臺大有教授跟他講，你

頭殼壞掉。他當時就問

我們，我像是一個頭殼

壞掉的人嗎？

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 ( 左 )

分享郭漢崇教授 ( 右 ) 剛到

花蓮慈院時，自願簽約三十

年，讓大家相當感佩。精彩

對談讓全球人醫會學員聽得

津津有味，不時響起笑聲與

掌聲。攝影／ ( 上圖 ) 鍾美

蓮，( 下圖 ) 王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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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教授先是哈哈大笑，繼而感慨地說：花蓮慈院的人來來去去，

不知來了多少人又走了多少人，來的時候也曾發下豪語，滿腹

夢想，但後來因種種因素又離開了。我認為，如果有決心要在

這裡經營的話，就要把這裡當成志業發展的地方，所謂醫療的

曼哈頓，在花蓮並非不可能，不敢說我做得很好，但是任何事

我都很用心去做。後來雖然沒有簽這三十年，但我當時就已經

想，不只三十年，要在這裡直到老死為止，當作自己埋骨的地

方，就埋在花蓮，如果身體可以，我也希望捐大體。

簡：的確，發心容易恆心難，有時我們常三心二意，但制訂了

方向，用心用力去做，就會有成果，像郭教授著書論說，讓人

非常佩服，而且出了很多書，請問你的書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視病如親　忽略家人寫文懺悔

郭：看診的時候，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跟病患一一叮嚀，我就把

要注意的事項寫成一篇篇文章，再加上行醫過程和病患之間的

互動，內心留下很大的震撼，很怕記憶流失掉，十年前就開始

紀錄下來。其中寫我跟十八位病友的故事（編註：《涓涓人生》

一書），最後一篇寫的是「太太生病了」，我太太是這本書的

最後一位病人。

簡：他太太因為一場感冒，發現顏面神經麻痺，雖然後來恢復

了，不過在生病過程中，郭教授感受深刻，所以下筆的懺悔度

非常高，結果聽說這篇文章引起軒然大波。

郭：我想簡院長應該也差不了多少，當醫生的對病患都很好，

我常說我都「帶著病人回家」，因為心裡總是惦記著看診的狀

況……心思都在病人身上，對於太太，往往是次等的對待；如

果太太能體諒當然好，如果不能體諒，當然會覺得這個先生只

關心病人，她寧可當病人。像那一次，當她說臉會痛會抽動的

時候，我就說沒關係啦，第二天又說痛，我就說吃點維他命吧！

想說沒什麼大問題，後來去看醫生，發現是顏面神經麻痺，必

須趕快開刀，才能恢復到百分之九十九，否則萬一顏面神經定

型了，臉可能就會一直歪一邊。我從這件事去想，這些年來，

我到底是怎麼對她的？自己感到深深的懺悔。結果這篇文章一

寫出來，很多醫生太太非常高興，說「你看，總算有人幫我出

氣了」，還跟她們的另一半說，「你看你有沒有這樣對我？人

家郭醫師對他太太這樣好」。後來很多醫生跟我說，「你這篇

一九八八年八月，郭漢崇

( 上 ) 與簡守信 ( 下 ) 分別於

花蓮慈院大廳進行該科業務

報告。郭漢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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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把我害得好慘」。不過我想，當醫生的就是這樣，常常把

病患擺在第一位，實在應該對家人多關心。

簡：郭教授的深情讓人很感動，也讓我們了解家人在背後的付

出和支持，《涓涓人生》這本書談到醫病之間的信任，在在都

是動人的篇章，所以郭教授不只是在專業上，不只是論文發表

無數，他真正是筆鋒常帶感情。

醫療結合媒體　傳遞正確觀念

郭：其實我對簡院長的第一印象不是在慈濟，是我在臺大當住

院醫師時，有次到外科去突然聽到一位年輕醫師在講他昨天跟

腦瘤手術的過程，就是簡院長，他正講到「只見主治醫師用雷

射對準腦瘤去燒，頓時腦瘤就化作縷縷輕煙消失不見」，我心

裡就想，這位醫師將來一定會成為名嘴。（影片播出簡院長榮

獲金鐘獎主持人的畫面）

簡：其實主持節目也是一種衛教，當醫生的都希望能讓病人更

了解注意事項，而不是等到疾病已經發生，甚至末期轉移了，

才來做治療。慈濟和媒體的結合很早，大概二十年前郭教授就

已經參加 call in節目了 ( 上電視接受民眾來電提問 )。
郭：當時為什麼參加 call in節目，也是希望花蓮的民眾能經由
衛教，多認識疾病與慈濟醫院，真的是用心良苦，這不算置入

性行銷，是想要做教育方面的事情，不過也因為這樣的節目，

病人就慢慢變多了。

簡：醫療教育很重要，民眾知道正確的知識，就不會走冤枉路

了，從以前到現在，電視臺賣藥廣告都很多，影響非常大，因

為把錯誤的訊息告訴民眾，我還準備把這些賣藥廣告當成教材，

訓練每個住院醫師怎麼講。你看看一個住院醫師幾年下來的訓

練，還輸給這些賣藥的廣告，這有道理嗎？我以前還在大林慈

院時，有家屬說，長輩平時很節儉的，結果櫥櫃一打開，藥都

滿到掉出來，甚至床下牆角都有藥，可能花掉了幾十萬買這些

藥，卻吃到一身病，我們為什麼默許讓這樣的事情重覆發生？

為什麼我們要很重視媒體的傳播？正是因為士可忍，孰不可忍，

這些不合理的事怎麼可以接受，當然就要打回去啊，製作更好

的節目是非常重要的，郭教授可以說是開醫療的先河，而且對

教學特別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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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我到現在都這樣覺得，每一年都有新的護理人員，要教會

他們怎麼照顧病人，要有付出才能有收穫，用心教她們，病人

就更安全；對於年輕醫師也一樣，不只是在泌尿科，我們也跟

放射腫瘤科、病理科等等合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模式。

簡：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病人的照護品質一定很好，郭教授臨

床做得這麼好，教學也做得這麼好，從將近三十年前在花蓮，

就能找出優點、缺點，持之以恆，現在已經是世界知名泌尿道

專家，他不只在東部，還走到西部去，願意用這麼多時間付出

在病人身上，實在是我們的典範。

郭：參加人醫會就能到各個角落去把需要的人找出來，最重要的

就是在巡迴義診時，不只醫治身體，還要讓他們了解自己也可以

對這個世界有貢獻。有時我們照顧這些病人，讓他們能走出來，

看到他們露出感激的眼神，自己也會被自己所做的事感動。

簡：是很欽佩自己。

郭：對。

簡：就是這種自信，不能畏畏縮縮，做了好事也不敢被知道，做、

說，要讓更多人感受到這股精進的力量。但是我們除了讓大家

看到郭教授英俊瀟灑、處事果決，走入社區關懷弱勢的種種，

也要讓大家看一下另一種郭教授。（影片播出郭教授做復健的

畫面）

全心奉獻　能獲信賴此生無悔

郭：這個病人好像跟我長得很像。（眾人大笑）那是我在做復健。

因為椎間盤突出，做復健做了兩、三年才穩定下來。上人知道後就

幽默地說：「你就是脖子太硬，不肯低頭，才會容易受傷。」這句

話非常有哲理，從此我身段就放軟一些，身體就慢慢好起來了。

簡：這當然有它的哲理在，但是我們來探究一下受傷的原因。

（影片播出郭教授為患者進行手術的畫面）

郭：像是做內視鏡手術時，長時間不動保持同一個姿勢，會使

頸部的肌肉變硬，椎間盤慢慢會移位壓迫到神經。

 簡：所以一位成功醫師的背後，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根據統計，
其實外科醫師頸椎受傷的機率，會比一般人多出好幾倍，但為

了病患，還是很努力投入，這一分心是很需要去珍惜的；不只

是醫師，護理人員也很辛苦，希望大家能給這些默默付出的醫

療人員多一些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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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沒錯，我講一個小插曲，有時病人不幸發生併發症送到加

護病房時，當我握住對方的手，都會想：老天爺，如果能救他，

不妨把我的時間留一些給他。當醫生的都會這樣想，不管怎樣

只要能把病人救回來就很開心，其實醫病之間的情感，是很自

然流露的。

簡：不久前就有一位遠道而來求醫的病患，對郭教授的那種信

任感，讓人非常佩服。

郭：我們給病人的感覺，第一是自信，第二是在互

動上，要讓對方知道我會盡全力照顧你！就是這麼

一句話：「放心，我會盡全力照顧你」，所以我想

當一位好醫師是很辛苦的，要當一位讓人稱讚或信

賴的醫師更不容易，想到病患的那種信任，再辛苦

都值得了，我想這是我從醫以來，一直到我退休，

能獲得這樣的信賴我都值得了。

簡：我看很難退休，持續努力把這一段醫病情讓更

多人都能感受得到，郭教授從臺北到花蓮來，就像

是早期的電視節目「醫療拓荒者」，醫療要進步，

其實背後要有相當的付出，你怎麼定義醫療拓荒者？

郭：我想應該是，去到一個地方，如果你來了就是百分之百的

專業，你沒有來就是零，不管多大多小的醫院，都願意全心去

做，就是一個拓荒者。

簡：感恩郭教授，一個拓荒者從臺北到花蓮來，把大家比較不

看好的地方，變成一個醫療尖端的地方。

郭：其實我來慈濟二十七年了，將來會一直到老死為止，也許

有人會問這麼多年來我為什麼不去做這個或那個，或者多幫忙

上人做什麼，可是我愛我的病人愛我的專業，我很喜歡教育、

研究，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走這條路，也相信這條路是對的，對

社會是有貢獻的，而且無怨無悔。

簡：如果我要形容郭教授的話，會用這樣的詩詞「亦狂亦俠亦

溫文，有書有筆有肝膽」，讓我們一起隨著他的腳步，在慈濟

路上邁進。

簡院長與郭教授，當年都是滿懷抱負來到花蓮的青年醫生，

如今雖然已斑斑白髮，但豪情壯志依然長在，在醫療上做病患

的後盾肝膽相照，在教育上提攜後進不辭辛勞，心靈和生命同

步成長，同步往前邁進，這樣的精神和毅力不只令人佩服，更

值得尊敬。

年輕的郭漢崇來到缺乏醫師

的花蓮，近三十年來，郭醫

師在泌尿科的醫療成就已獲

國際肯定，而他仍是一本初

衷地為病人服務。攝影／鍾

美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