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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為

林等義花蓮慈院檢驗醫學科主任

醫檢師
文／魏瑋廷  照片／林等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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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熱愛我的工作，更愛身為醫檢師的這份使命！」

「和花蓮慈院一同走過將近三十年的歲月，我的內心始終如一。

當年就是想在慈濟醫院服務，現在，也是一樣！」

蘇州義診　看到希望的亮光

二○一○年，林等義參加蘇州義診，

兩個小故事讓他終生難忘。

「叔叔，我以前是很能跑很能跳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想動都動不

了了。」罹患肌肉萎縮症的這位小朋友，

是被「抬」進診間的，雖然患病，當林

等義引導這對母子進診間時，他卻投以

滿臉的笑容。

母親焦急的向義診的醫師細說，家裡

花了很多錢帶孩子去做基因治療，病情

卻一直沒好轉，大陸的醫師先支開孩子，

單獨嚴厲的訓斥她：「那個治療是沒用

的妳不知道嗎 ?為什麼要帶孩子去做？
這孩子一輩子都會這樣了，而且狀況只

會越來越差！」母親只好傷心而無奈的

帶孩子離去。

看診結束後，志工們合力將小朋友抬

下樓，快轉彎時，小朋友忽然轉過頭來，

臉上露出非常燦爛的笑容向樓梯頂端的

林等義說：「叔叔，謝謝你，再見！」

林等義說，那是充滿希望的笑容，也許

在孩子心裡相信這次的「看大夫」，會

二○一○年，林等義（後排右）參加蘇州義診，對於病人的困境至今難忘。後排左為陳宗鷹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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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有機會再站起來，然而林等義卻知

道，這孩子所罹患的疾病只會越來越嚴

重……，那個「回眸燦爛一笑」，至今

他想起來，心裡還是覺得好痛。

另一位七、八十歲的老爺爺，只會說

方言，由還在讀高中的孫子陪伴看診、

翻譯。醫師看了檢查報告，很沉重的向

孫子說，老爺爺罹患的是肝癌，要立刻

到大醫院複診。醫師重複了很多遍，孫

子一句話也沒回，頭只是越來越低、越

來越低，「你有聽懂我在說什麼嗎？要

立刻帶爺爺到大醫院複診喔！」醫生再

次詢問。孫子才很小聲、很小聲地說，

「家裡已經沒錢讓爺爺看病了……」於

是醫療團隊將個案通報慈濟基金會，接

手後續關懷事宜。

病人的故事讓林等義有些心酸，很感

恩慈濟的協助能帶給病人一線希望的亮

光，但看到這種病痛無助的苦，也讓他

想起了童年……

艱困的年代

父母依然支持孩子求學

成為醫檢師，是林等義一路刻苦苦讀

的成果。

一九五一年出生於雲林縣莿桐鄉的

他，是標準的「田庄囡仔」，家中共有

十個兄弟姊妹，他排行「老九」。一家

大小食指浩繁，全靠父母種田來養活，

日子很清苦，不過他幽默的說：「剛好

男、女生各半，一家人就可以打籃球比

賽了。」 
但在林等義十三歲時，遇到了生命中

林等義人生中的第一張相片，攝於小學三年級，

右為十妹。

林等義（左）與母親（中）僅存的唯一一張合影，

攝於雲林火車站。當日為三哥（右）訂婚日，

他難得有機會穿上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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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生離死別，「媽媽每天都跟爸

爸去種田，中午時爸爸騎鐵馬載媽媽回

家用餐，半路上媽媽說身體不舒服就昏

倒了。」那個年代雲林還沒有大醫院，

送到鄉下的小醫院後，母親還是一直嘔

吐不止，後來被轉送到彰化基督教醫院，

病情依然時好時壞，半年後，母親就離

世了。「那時候我才十幾歲，就沒了母

親，心裡是很難接受的。」這件事雖然

晴天霹靂，卻也在林等義心中埋下了想

要學醫的種子。

之後父親找到清晨送報紙的工作，

一百多戶的訂戶，範圍廣達方圓十公里，

父親一個人騎腳踏車無法跑那麼遠，孩

子們就分區幫忙送。後來其他的兄弟姊

妹都到外地工作、求學，就剩下父親和

林等義兩個人送報紙。

「當時報社總部在臺北，報紙印好了，

再用『拖拉庫』一路送往南部。雲林大

概是清晨四、五點派報，我爸爸都要去

路邊『接報紙』。」那時候正刊跟副刊

是分開的，接到報紙後，還要將正刊與

副刊一份一份摺疊好，再出去送報紙。

後來林等義也到外地讀書了，但每逢寒

暑假回家，就會繼續幫忙送報紙。 
「我爸爸很支持小孩子讀書 !」林等義

的父親認為自己沒有機會讀很多書，才沒

辦法「食公家頭路」（臺語），所以十個

孩子一定都要好好受教育。「爸爸真的很

辛苦，不只扶養我們十個兄弟姊妹長大，

還要負擔龐大的學費、生活費。」

這分支持有多麼不容易？林等義說：

「家裡常三餐不繼，晚餐都不知道在哪

裡，我們就去收集不要的報紙拿去賣，

還有種『豬菜』（地瓜葉），割好了就

拿去黃昏市場賣，人家會買回去養豬。」

賺來的錢可能只夠買米粉煮鍋湯，或是

煮一鍋番薯粥，就是全家十一人的晚餐

了。「這些食物，卡早是吃到快欲驚死！

現在卻變成養生美食。」林等義笑著說：

「想起那段苦日子，還是覺得很恐怖。

但是那樣的苦日子都熬過來，就覺得人

生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關口。」

兩星期的支援  二十八年的堅持

林等義一路苦讀，考上臺中中臺醫事

技術專科學校（現為中臺科技大學），

並以全校第二名畢業。一九七五年服完

兵役，就擔任嘉義聖馬爾定綜合醫院檢

驗室主任。「我學醫的初衷就是想要幫

助病人。不管是家人、朋友，希望自己

成為醫檢師，是林等義一路刻苦苦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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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幫忙解決問題。」為了讓自我醫檢

專業與經歷更上層樓，林等義轉任到高

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任職，從專

職夜班的醫檢師做起，其後再轉任臺北

國泰綜合醫院。

一九八六年，花蓮慈院啟業，全院僅

有約一百名員工，臺大醫院調派醫師前

來支援，國泰綜合醫院則支援醫技類別。

當時是國泰醫院血清免疫組組長的林等

義，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來到花蓮慈院支

援兩星期。對他而言，在醫界領域工作

最重要的是「多一點關懷的心」，而非

只視為工作，儘管支援時間不長，他仍

然盡心盡力做好每件事。

兩星期很快就過去了，臨別前，林碧

玉副總再三慰留林等義留在花蓮「一起

奮鬥」，但由於國泰醫院正準備邁向醫

學中心，工作也相當繁忙，他不敢答應。

回臺北後不久，有一天，正值班的林等

義忽然被邀請到院長室，一進門就看到

證嚴上人、林副總、國泰醫院院長陳炯

明、副院長王欲明等人。證嚴上人親自

邀請他到花蓮慈院服務，在院長、副院

長的支持下，林等義很快就答應了，並

且在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到花蓮慈院就

職，這一做，到如今已經二十八年，他

的熱誠從不曾改變。

不能說我不會

五十三歲重返校園

林等義來到花蓮慈院後，帶領檢驗醫

學科同仁共同努力，在軟體、硬體上漸

漸成長、茁壯，從不到十位的同仁，到

現在已有五十位醫檢師。二○○四年，

林等義以五十三歲的年紀，重拾書本，

再次回到校園，攻讀中山醫學大學生化

暨生物科技研究所。

「星期五搭深夜十一點五十八分的夜

車出發臺中，七、八個小時的車程，正

好在火車上睡覺，醒來時就到臺中了，

剛好能趕上早上八點的課。我是班上年

紀最大的學生，所長都對我很好。」

那段身兼工作與學業的日子，他一點

都不會覺得辛苦，一心只想學習更多的

醫檢知識，也因為這分求知的熱情，讓

他在心態上總能常保年輕。

三年後，林等義順利取得研究所碩士

學位。工作之外，也在慈濟大學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授課，林等義常

跟後輩醫檢師、學生勉勵，「醫檢師這

個行業，是不能說『我不會』的，只要

是檢驗領域，你都要會！」

一 九 九 二 年 一 月

二十四日，花蓮慈院

舉辦望年會活動，林

等義上臺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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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是活的經驗

力求準確不馬虎

檢驗醫學科是跟著時代背景演進的科

學，林等義剛從學校畢業時，臺灣還沒

有出現愛滋病這個疾病，包括 PCR (聚
合酶連鎖反應 )、分生檢驗都是他後來自
學的。他認為醫檢師就像所有的醫療領

域一樣，一輩子都要終身學習！ 
「坐在等候區的病人，那個眼神，都

在期待著你能替他解決問題。」林等義

常跟同仁分享，病人是將身體問題交給

我們檢驗，不是做化學物品，失敗了可

以重來，醫檢師面對的是活生生的生命，

一刻都馬虎不得！

檢驗師的職責，是將檢驗的結果與建

議，提供醫師做為診斷依據。「不超越

醫師的診斷，是醫檢師的立場。」林等

義強調。但是多年前，他發覺一位病人

的檢體報告，疑似為多發性骨髓瘤，醫

療團隊因此重啟個案追蹤，病人也接受

了妥善治療。當時還在花蓮慈院任職的

血液腫瘤科李啟誠醫師（現任臺大醫院

血液腫瘤科醫師）再三感恩林等義的提

醒，這件事給了他很大的鼓勵，也讓他

開始涉入多發性骨髓瘤的檢驗領域。

林等義的十位兄弟姊妹，現在只剩下

五位了，「他們，是我內心裡的二分之

一 !」獨自一人在花蓮奮鬥的他說：「在
花蓮慈院的大家庭，有上人、林副總、

院內歷任長官的關懷及同仁間的合和互

協」，這無量的感恩，就是他最大的支

持力量！ 「我一直都很熱愛身為醫檢師
的這分工作！」林等義再次強調：「我

會一直堅守初發心，奉獻所學專業，希

望能守護花東民眾健康！」

林等義熱愛醫學檢驗工作，也隨著醫學進步不

斷運用新的檢驗技術。攝影／謝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