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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拓荒者

台東基督教醫院的開刀房裡，正如往常一樣的忙錄而緊湊，面對病人與

其他護理人員時，耿喜音以一貫的專注和從容的態度進行著麻醉工作，精

確而熟練的執行每一個步驟。這樣的執著態度，多年來不曾改變過。

在開刀之前，耿喜音總是會帶領著所有的護理人員，為即將動刀的病患

進行禱告，使病患的心靈獲得平靜之後，再進行麻醉。

來到台灣將近三十七年，大家都叫她Carol的耿喜音，是台東第一位外

籍麻醉護理師，一九七○年來到台東基督教醫院後，便再也沒有離開過，

直到二○○一年九月，耿喜音在台東足足奉獻了三十一個年頭，照顧了無

數台東人的健康。

離家千萬里只為實現理想

耿喜音的父母親是在蒙古認識、進而相戀到結婚，而耿喜音也是在蒙

古出生長大，而看著從事傳教工作的父母，耿喜音從小就認定自己長大之

後，一定要從事一份能為人群服務的工作。

十六歲時，耿喜音又跟著父母親從內蒙古到了加拿大，進入加拿大聖經

學校讀高中，接著又到美國念護理學校，學著照顧病人的方法跟技術，希

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自己的父母親那樣，到海外傳福音為人類服務。一九

六四年，耿喜音接受加拿大協同會的指派，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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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當時正值青春年華的耿喜音，毅然決

然地甘心揮別自己的家人和情人，帶著隨

身的簡單行李來到台灣，希望能奉獻出一

己之力，沒想到這一趟旅程，一待就是三

十幾年。

重新學習麻醉護理開創新人生

一九六六年，耿喜音在花蓮門諾醫院認

識熱心的譚維義醫生，後來譚維義醫生邀

請耿喜音一起去即將成立的台東基督教醫

院幫忙，也獲得了耿喜音的欣然應允，於

是一九七○年八月，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成

立後五個月，耿喜音帶著特別去國學回來

的一身護理技術，正式加入台東基督教醫

院，擔任護士工作。

早期在台灣東部還沒有麻醉護理人員

時，開刀房裡都是醫生一個人負責上刀兼

麻醉，所以當譚維義醫師提議，要她重新

返回學校，學習麻醉護理知識時，耿喜音

的心中忐忑不安，但眼看著醫院的需求，

她明白了無論如何自己都必須要克服這個

難關。三十二歲那年，耿喜音重返美國進

修麻醉護理科系，開始她人生另外一段重

要的歷程。

六零年代初期，台灣小兒麻痺猖獗，

常常有病童需要接受矯正手術，但是在台

東，幾乎找不到能動這種手術的醫院，而

台東基督教醫院當時正是少數幾家能為病

患進行矯正手術的醫院。在學得一身的麻

醉功夫返回台灣後，由於院內只有一位麻

醉護理師，所以當時每天的每一台刀都是

由耿喜音負責麻醉，常常在醫院已奮戰了

一整天，回到家終於喘了口氣時，卻又被

請回醫院。

已經是台灣人的外國護士

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服務三十餘年，耿

喜音生活習慣早已台灣化了，就像其他台

東人一樣，她會騎著摩托車在市區裡面穿

梭，空閒時會和朋友到山上去喝茶聊天，

觀賞台東星空的夜景，偶爾到市場裡面跟

熟悉的小販買菜寒暄，再回家做晚餐，完

全融入台灣的生活風情了。 

來台灣三十七年，耿喜音從青春年華到

翻白銀髮，她將自己貢獻給台灣的無數病

患，從不計較得失，也不認為自己所做的

有什麼了不得，因為她總是抱持著跟病人

同悲同喜，對於自己的努力付出，都認為

是理所當然的，而這份理所當然，讓早年

醫療資源貧乏的台灣，能夠擁有超越國籍

的醫療資源。

成長於浩瀚的大漠，耿喜音對

這個世界的愛寬廣而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