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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生命 蔡家姊妹

—志工蔡家姊妹
文、圖／蘇芯右

誠意入味

在玉里慈濟醫院七樓的一塊小天地

裡，擔任廚房香積工作的蔡瑞金、蔡

秀美這對姊妹花，「時時」充滿笑容

對待每一位光顧的醫護人員；並且以

「日日」鑽研的精神巧思，藉由瓶瓶罐

罐的調味料，盡心做出讓同仁滿意、歡

喜的美食餐點。除此，她們也用心「調

味」、合心「烹煮」出屬於她們的人生

價值。

特產溫馨的玉里慈院

曾在玉里鎮某家醫院擔任伙食工作的

蔡秀美，因有感於工作環境，充滿著爭

鬥與冷漠，以及面臨姊姊蔡瑞金誠摯的

邀約，一起至玉里慈濟醫院新院區的廚

房工作。秀美在兩家薪資的比較之下，

矛盾的心理讓她不知該如何是好？也足

足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掙扎與考慮。

經過一番考量，秀美記憶浮現出在

舊院區，與馨嬌主任及同仁、志工一同

用餐的畫面，看見每個人彼此間良好互

動，讓她感受到「家」的感覺，而這份

截然不同的環境，卻是她任職別家醫院

工作中所缺乏的。另外，還有一個特別

原因，秀美表示說：「因為先生過於情

緒化，我希望藉由慈濟來引導他。」種

種的因緣牽引，讓秀美決定前來薪資不

多的慈濟醫院服務。

九十二年九月，玉里慈濟醫院搬至

新院區啟用，同年十月秀美來到醫院報

到，姊妹倆也終於攜手合作。由於在醫

院工作，她們照顧他人的方式與醫師全

然不同，因為當醫護人員守護每位病患

健康的同時，這對蔡氏姊妹卻在幕後，

照顧著院內同仁的「胃」。經過一段時

間的相處，當初讓秀美不知「該如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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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抉擇，卻因玉里慈濟醫院所「特

產」的「溫馨」，帶給她「心境安定」

的力量，同時也呼應當時正確的選擇。

曾是母親廚房內重要的左右手

為何有「心安」的感觸？蔡秀美回

顧先前在他院廚房工作時，深刻體驗到

「明爭暗鬥、冷漠叫罵」的箇中滋味。

於是相形之下，秀美打從心底珍惜目

前的工作環境，她說：「在慈濟醫院工

作，圍繞在身旁盡是溫馨與和諧，有別

於之前我在其他醫院，所看到的『爭鬥

氣氛』，這裡真正讓我接收到一股『心

境安定』的磁場感應。」

不僅受醫院氣氛的和諧所影響，秀

美在醫院日常生活中，也細心從每一處

小地方了解起，進而再環繞著各層面的

人、事、物，最後她接收到的「頻率」

都是善的一面。尤其視張玉麟副院長、

蔡宗賢醫師、何冠進醫師為學習對象，

因為他們的親和力、待人處世、溝通技

巧，都是令人感到敬佩。

另外，對慈濟開啟「人間佛教」教

導大家處世待人的圭臬，與啟發人性的

真、善、美，她都深感認同與接受。神

情愉悅的她說著工作心得：「當初選擇

這裡，確定我的人生方向，這條路是對

的。」能夠陶醉於滿載而歸的喜悅，蔡

秀美非常感恩她的大姊蔡瑞金。

此時，瑞金談起慈濟的因緣，是在幾

年前與家人前往花蓮慈濟醫院就診時，

站在遠處的她看見慈濟委員對待來來往

往的病患，那樣親切、和藹與舒服，也

因為這幕畫面奠定了她的好因緣、好印

象，菩提種子此時開始醞釀萌芽，她期

勉以後也要來當志工。

果真遇上林秀枝師姊之後，瑞金開始

接觸玉里慈濟醫院，擔任香積（煮飯）

志工，滿足當志工的心願。能夠奉獻

心力，她回答說：「由於小時候喜歡烹

飪，加上時間的累積，才有這份良能。

除了烹飪也喜好做家事的瑞金，她的

母親就曾對她說：『想一想如果沒有妳

的幫忙，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原

來，小時後就懂得分擔家事的她，不僅

在家帶弟妹、也幫弟妹盥洗，成為母親

的最佳輔助手。

寧願不上學，也要學「手藝」

至於烹飪這項浩大工程，讓瑞金愛

不釋手、充滿好奇心，喜愛的程度就算

要她放棄上學的機會她也願意，她笑著

說：「我是那種寧願不去上課，也要學

習手藝，而且本身我就喜歡看母親做家

事、做小點心，也很喜歡品嚐那些小西

點。」

於是，每當飯菜飄香時，她會主動站

在旁邊，觀察母親掌握爐灶的動作，而

她的母親也會教導她，如何使用爐灶、

控制火的大小，煮出一鍋香噴噴的米

飯。瑞金熟悉說著在她八歲那年：「我

媽媽告訴我生火之後，在烈火時要推向

煮米的爐灶，等飯熟時會有蒸氣飄出，

此時再把柴火推開，讓灰燼溫熱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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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鍋子，這樣就不會出現米飯燒焦的情

況。」

在僅只一次的教導，瑞金就掌握訣

竅有樣學樣，獨自上場利用雙槽灶口，

一口生火煮飯；另一口則燒開水。或

者遇上鄰居有喜宴的時候，她也會站在

「大鼎」旁，看廚師料理佳餚。擁有天

賦異稟的「煮功」配合著喜愛與興趣，

無師自通的她也用心「畫」出往後的料

理「色彩」；「活」出日後的素食「人

生」。

「畫」出料理色彩

「活」出素食人生

因為宗教信仰及健康理念，吃素已達

十餘年的瑞金，在玉里舊院區時參與過

香積工作，也和慈濟委員一起參與了兩

年的包粽子活動，大家共同籌備建院資

金。藉由包粽子活動中，瑞金也更深一

層認識慈濟這個團體，相對地也讓當地

慈濟人認識她。

由於大家對她認同與肯定，希望她能

夠到廚房幫忙，此因緣也讓她進一步接

觸慈濟理念。回到總院實習時，她感受

到每個人都持著慈濟理念，大家的言行

舉止也都不用他人提醒，謹守本分遇到

沒有完成的事，都會盡心做好才離開。

回到玉里醫院舊院區，開始掌廚工作

並將十幾年吃素所學到的菜，與大家的

「胃」結緣，她表示自從吃素後身體越

來越健康，也對素食的烹飪手法有所研

究，然而嫁入夫家的瑞金，她的婆婆對

瑞金在端午節前夕，以小竹葉包

一口粽與大家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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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吃素始終不諒解，然而這層障礙始終

不曾動搖過她的意志。

在工作中她與妹妹秀美最大的滿足，

就是院內同仁將菜吃光光，因為好吃她

們就更有信心，雖然兩姊妹有兩、三次

因為意見不合，瑞金會生秀美的悶氣，

但是善良固執的瑞金，卻是秀美烹飪方

面的學習對象，秀美感恩地說：「我姊

對於食物的研究很感興趣，也時常將餐

點做變化，來這裡工作我從她身上，學

到如何煮出爽口好吃、色香味俱全的素

食。」

喜歡吃素食且能煮素食，並且和親切

的醫師、可愛的同仁們享用，已是幸福

的事。此外，為了大家的健康著想，盡

責的瑞金也勢必會將所有料理器具、廚

房，打掃整理乾淨後才會安心下班，對

於瑞金而言，這樣的「素食人生」是她

所想追求的生活。

「好吃」是最好的鼓勵話語

每天與素食為伍，讓瑞金做得高興也

覺得有意義，多付出不求回報是她的內

心想法，她清楚知道「個人做個人得」

同時也是她的福分，所以她的抱怨不

是工作累，而是病人減少、同仁很少人

來吃的時候。為何病人減少時，她會沮

喪？有著赤子之心的瑞金，這樣幽默地

說：「因為我們也會替醫院的營運著想

啊，雖然我們還是會希望病患健康。」

瑞金、秀美又繼續說：「雖然如此，

院內還是有忠實顧客，例如：何冠進

以慈濟理念養身的秀美，最大

的心願就是能回精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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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他就常光顧我們的菜，跟我們聊

一些家常話如：家庭狀況、工作、對病

人的處理方面等等，我們也會問他幫人

家開刀，有什麼感想？何醫師回答說：

『盡量配合病人所需要的。』而可愛的

副護理長東燕，有時也會故意講一些俏

皮話，來提醒我們都沒有她喜歡吃的食

物。」

「大家就像一家人，彼此真心問候與

寒喧，而院內醫師的和藹，更是與一般

高高在上的醫師有所差別，醫師們並不

會因為我們在廚房工作而瞧不起。」兩

姊妹都在觀察後敬佩地說。她們心裡除

了感受到，也一直記得馨嬌主任曾說過

的一句話：「我們都是一家人，所以要

圍在圓桌上，大家一起用餐。」因此，

這份家的和諧讓樂觀的瑞金、秀美體認

到在玉里慈濟醫院工作，所遇到的人都

是好人，不會想到不愉快的事，因為心

思都專心在工作上、或者有時串門子送

餐給病人。

由於較少接觸病患，但是瑞金與秀美

也會遇到替病人送餐的機會，有時因為

志工忽略了而延誤送餐時間引起病患的

不悅。這時候就會勞動廚房這對姊妹服

務，當她們進入病房，第一句話就是向

病人說抱歉，病人一聽到她們的歉意，

就會趕緊收起脾氣。而瑞金、秀美並

不會馬上離開，她們會停留一下聽聽病

患的心聲與她們聊天，解解病患心中鬱

悶，通常在短暫的膚慰，都會帶給患者

莫大的鼓舞與希望。於是，她們對於送

李瑞金和正等候入伍的兒子

江永貴(右)，相偕做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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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這項額外的小差事，都非常的樂意與

歡喜。

調味出津津有味的人生

自從閱讀「靜思之美」這本書後，

期待回去精舍看看，一直是秀美最大的

心願，她眼眶泛紅地說：「當我看完書

內的圖說與文字涵義，對我有很大的人

文啟發，我也發現有這麼清靜幽美的世

界，心中受到莫比的感動與震撼。」

「慈濟這個環境薰陶我要縮小自己、

願意多為家人付出，也間接幫助我如何

以耐心來面對小孩與先生，搭起親情、

友誼的橋樑，漸進地小孩和我的心越

來越靠近，先生在工作穩定後，遇上失

約的承諾，他也會為他自己找台階下認

錯，而我也習慣放下身段，輕言悅色的

和他溝通。」真誠的話語，讓秀美說在

嘴裡感動在心裡。

秀美深信上人的一句話，都會帶給她

精神上的鼓舞與振奮，更覺得上人好像

是一個動力，能圍在上人身邊的人，都

是有福報的人。於是，在上人行腳玉里

時，她把握因緣親近慈顏，恭敬地向上

人說：「上人，我需要你的祝福」上人

歡心地為她帶上佛珠。工作幾個月來，

她堅定的說要力行上人的法，也相信

「傻人會有傻福」這個道理。

至於瑞金，她一直提醒她自己要做

個「甘願做，歡喜受」的工作者。熱愛

素食的她，即使需面對家中無法改善有

本難唸的經，她仍保有赤子之心面對，

謹守為人媳的本份。樂觀勇於調適每

一個灰色心情，人生經驗就刻畫在她容

顏上，即使無法將素食發揮在小愛的家

庭，她仍精心研究變化「新食材」給院

內同仁享用。

「鍋鏟、大鍋鼎、鍋碗瓢盆、瓶瓶

罐罐的調味料、五顏六色的季節應景蔬

菜、一群守護可貴生命的菩薩、參訪人

員」這是蔡瑞金、蔡秀美這對姊妹所需

面對的人、事、物。從可口的菜餚看得

出她們以「誠意入味」；而待人處世方

面則看出她們力行慈濟精神理念。

同時間她們也將珍惜的「細胞」，投

注在工作態度上，於是這份良緣也藉著

香積工作，調味出另一個津津有味的價

值人生。平近易人的她們曾表示：「希

望大家都能多多來光顧廚房的美食，這

樣我們會很有成就感。」

秀美(左)和瑞金這對姊妹淘，因進入慈濟而感受

到人間真善美。



人醫心傳
二千零四年 七月

第24頁

守護生命 賴裕永

「麻醉科賴主任，八號房」，辦公

室電話擴音器又傳來急促的呼喚，賴

裕永忙不迭的起身，在廣播聲餘音未絕

之際，已經隱身手術室中；當完成了麻

醉，再度回到辦公室內，「麻醉科賴主

任......」，總是挑動神經的播音聲又

在耳際響起，在這一場看似忙碌、刻不

容緩的麻醉人生中，卻有著一些奇妙的

元素在流動著，讓手術房中無時無刻陪

伴著開刀醫師和病人的賴裕永，充滿了

旺盛不絕的生命力道。

隨著醫院服務量不斷增加，每次當

班，賴裕永總有一刻不得閒的忙碌，

不過，就算累了，他卻仍充滿著熱情，

並感染著周遭的夥伴。「每次當班是從

早上八點到十二點，休息一下，再從下

午四點值到隔天早上的八點。」賴裕永

輕描淡寫地說著。儘管工作時間前後長

達二十個小時，中間只有四個小時的休

息，如果沒有超強的體力、抗壓性，實

在很難想像如此長期地工作下去。

拿一把時間的尺做麻醉

趕到手術室中的賴裕永看完了X光片、

生理紀錄，開始和手術台上的阿嬤聊了

起來，並藉以再次確認了阿嬤的情況。

「給她枕頭」，觀察到阿嬤緊張的情

緒，賴裕永請護士拿來了枕頭幫阿嬤墊

上，「來，我幫妳抱卡高咧！」。讓阿

媽躺得舒服後，隨即覆上氧氣罩讓阿嬤

更舒緩些。在麻醉前，賴裕永先從靜脈

給藥讓阿媽安靜下來，然後再進行下半

身的麻醉，但是當他看著脊椎處的背部

傷口時，不禁搖起頭來。阿嬤之前曾到

用愛麻醉—

催眠醫師

賴裕永
文、圖/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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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一家標榜開刀傷口小的醫院，但是

花了許多錢，傷口卻是異常大，加上癒

合情況也不好，阿媽吃了不少苦，連帶

也影響了麻醉的進行。

這位阿嬤是來醫院做骨折的內固定

手術，賴裕永術前到病房訪視時知道

阿嬤還有心臟肥厚、擴大的問題，而在

開刀前一兩分鐘時還與阿嬤互動，為了

就是要再次評估和昨天訪視的結果有何

不同，並在和外科醫師溝通確認後，才

展開麻醉。賴裕永說，手術本身雖然簡

單，但是病人因為內科疾病所造成的風

險往往是最令人擔心的。其實，在賴裕

永的心中有一把時間的尺，每一種類型

的手術大概有一定的時間，當時間超出

了許多，心裡就會不免擔憂起來。

「每一個病人都是醒著進來」，賴裕

永說。麻醉科醫師同樣要承擔起手術成

敗的責任，一場手術同樣牽動著自己的

喜悅和悲傷，當完成一位病人的麻醉走

出手術室後，也是賴裕永掛念的開始。

「最怕聽到『賴醫師速來幾號房』的廣

播聲，那意味著出事了！當手術時間該

完未完時，怎能不憂心，因為那會讓麻

醉藥量、使用方式和血液動力學都複雜

起來。」當第一次出狀況，麻醉可以讓

生命穩定，提供第二次修補的機會，而

麻醉科醫師持續的陪伴直到手術完成，

以及與外科醫師之間的互補、協力也就

不言可喻了。

這一天當班又是忙碌的一天，賴裕永

除了到手術房為病人麻醉以外，各科的

照會、詢問不斷，不過在他的心中還掛

著一件事，中午十二點半多，護士丁琦

依約到辦公室來，原來，日前在病房服

務的護士景茹在醫院大門出了車禍，昏

迷不醒的她仍在加護病房，細心的賴裕

永希望一年多前也曾因為車禍重傷的丁

琦，能幫景茹加加油，也帶給焦急的家

屬一點信心。在加護病房床旁靜靜地看

著丁琦呼喚著景茹、為她加油打氣，在

開刀房衝鋒陷陣的麻醉科醫師，有著細

膩與慈悲的心腸，不只守護著病人，也

守護著醫院的同仁。

怕辛苦就不會來了

回想過去的歲月，賴裕永有些感嘆，

在其他醫院受訓時，經常跟著高姿態

的主管進出宴會場合，許多無名的驕傲

感就這麼產生，但是在大林卻看不到這

些東西，林院長和簡副院長更是嚴令不

能打電話給廠商、不接受廠商提供的東

西。其實在過去醫生收紅包很正常的，

甚至自己同事生病了也一樣，但在大

林，曾經有廠商找上說，如果用了廠商

提供的商品，願意提供研究獎金，但賴

裕永後來實在覺得煩了，他告訴廠商，

除非能夠證明這些藥物既有效、又便

宜，否則實在想不到有什麼理由要用如

此昂貴的藥。面對這樣的醫師，廠商代

表也只好打退堂鼓了。

心態往往會決定一個人的態度。來

在到大林之前，賴裕永先在花蓮慈濟醫

院工作，但在心靈故鄉待了許久的賴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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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卻彷彿是隱形人般，沒想過要了解

慈濟的他，曾經和志工組長黃明月開玩

笑說：「宿舍門就接醫院後門，自己都

穿著便服進出開刀房，結果都沒人認識

他。」賴裕永笑著說：「在花蓮四年，

不認識明月師姐，相信明月師姐也不認

識他。」這樣的陌生感，讓他剛剛到醫

院時聽聞「師姐都在看，會偷偷向上人

報告，身邊有很多人在講東講西，」而

到了大林之後，終於讓賴裕永有脫胎換

骨的感受。他說，大林剛啟業時，總會

看到一位師兄為醫院的花花草草澆水，

一開始以為他是員工，結果卻完全不是

這樣。猶記得那位師兄跟自己說的一段

話：「如果能讓醫院少請一個人，能夠

省下一兩萬元，這一兩萬元就可以去做

其他的事。」這位師兄還說：「怕辛苦

就不會來了！」這些話句句打在賴裕永

的心中，也讓他開始從「心」去思考人

生的一些事情。

從疾病看到許多人生　

來自於台北的賴裕永，其實只為圓

父親希望孩子當醫生的夢想。學校畢業

後，賴裕永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體

會，但是當父親和岳父相繼生病後，他

才從中體會了不同醫療概念給病人帶來

的衝擊，許多無明的煩惱也逐漸豁然開

朗。

先前，在台北的父親

在吃飯時，將骨頭吸到肺

部而不自知，而在台北某

醫院折騰許久後，竟造成

肺膿瘍而必須開刀，但是

當時父親中風過，而且年

紀也大了，怎麼能開刀，

於是賴裕永將父親接到花

蓮，心想一定不要開刀，

最後在胸腔內科醫師協助

下，在不開刀下取出骨

頭。後來，賴裕永的父親

對他說：「養你這個孩子

沒有白費。」

即使在辦公室，也一刻不停

歇的賴裕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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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年九月，賴裕永的岳父因為類

天泡瘡而住院，在入院後三天，可能因

為服用類固醇導致免疫力降低而造成肺

炎，當岳父開始發燒，他死也不願意回

到那家醫院，於是賴裕永將岳父接到大

林，在許多醫師的努力下，讓幾乎宣告

死亡的岳父又恢復健康。

因為團隊、因為多一份用心，一切

可能大不同！而總是在幕後的麻醉科醫

師也有可能為病人開啟一扇希望的窗。

今年三月，一位雙手腫脹、生活無法自

理的婦女到骨科求診，她在半年前因為

車禍造成雙手骨折，但手術後不但沒消

腫，雙手益發僵硬，心灰意冷的她甚至

想要一走了之。

賴裕永在骨科會診後，為這名女病

患擺了一根導管在頸部神經來阻斷交感

神經，彷彿變魔術般，病人的手可以動

了，也展現了難得的笑容。幾天後由神

經外科醫師為這名病患用內視鏡進入胸

腔燒除部份第二、三節交感神經。不到

十分鐘的時間，病人的情況大獲改善，

也不用再服藥了。

這名婦人是因為交感神經失養症所引

起的骨骼肌肉變化，賴裕永說，原先這

名病患先看骨科，後來才轉到麻醉科確

認問題，再到神經外科開刀，最後到復

健科做後續復健。也因為這樣細心的藥

物診斷，真正解決了病人的問題。

每個同仁都是自己的家人

每到了中午十一點半多，賴裕永便

會起身到開刀房內，逐一先請麻醉科

同仁先吃飯，由自己親自坐鎮手術房，

「在麻醉科都是護士先吃飯，醫師最後

吃」。

他期待著團隊就像是家庭一樣，賴

裕永說，要去體會大家，並從自己先

做起，像是在上大夜班時，除非真的有

必要，絕對不要任意將院外的護士叫回

來，以避免在夜間交通、人身安全上所

可能受到的傷害，要把同仁當作是自己

的兄弟姊妹一樣。

當自己回到家時，賴裕永會把工作

上的事情和家人分享；護士丁琦曾經因

為車禍而面臨生命的考驗，在過程中有

許多同仁的祝福和鼓勵，而丁琦終於能

擺脫生命的威脅，並且能夠以親身的經

歷去鼓勵日前受傷的景茹。這也就像自

己在看到有同仁在哭泣時，賴裕永主動

的去促成丁琦去看景茹和家屬，雖然景

茹不一定聽得到鼓勵的話語，但想到丁

琦當時倒下去的時候有這麼多人在鼓勵

她，並且真的撐了過來，這樣的感受一

定很深刻。

另外，平時幫醫院同仁服務的水電

行老闆，前些日子因為遭玻璃割傷而住

院，記得之前老闆還很熱心的到家裡幫

忙，賴裕永也特別去探望他。「每一件

事都應該要去感恩。」賴裕永說，他告

訴孩子要懂得感恩的心，並非什麼事情

都可以用錢做得到。身為孩子的父親，

但又能教育孩子多久，所以要把握機

會，生活即教育，他會不斷的和孩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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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一個又一個生命中的精采故事。

化解手術台上的孤單與焦慮　

當病人孤單地躺在手術台上，面對著

陌生的環境、帶著口罩的醫護人員，還

有對於結果不明的忐忑不安，賴裕永總

是試著從心理、技術上去化解在手術台

上等待的緊張與焦慮。

當手術成功後回到手術室和病人打招

呼，「哪ㄟ攏抹痛」，聽到阿嬤真誠的

反應，賴裕永笑著告訴她

「痛了，就不是技術了」，

這個時候內心的歡喜，實在

很難形容。

為了準備一次心得分享，

賴裕永在電腦上打下：「一

生不需要轟轟烈烈，走了

之後，值得別人懷念就夠

了！」，也恰如其分的反映

他外在的行為。他總是放開

大步向前走，彷彿有什麼要

緊的事正等著他去完成，他

就是不想去浪費一分一秒的

時間，只要稍微放鬆就會跟

不上他的腳步。

「 想 到 的 事 要 趕 快 去

做！」賴裕永說，事情一擺

下來就可能會忘掉，當被人

家提醒時，可能已經又過了

一段時間。現在的麻醉科是

全年無休，但是他期待能做

得比7-11更好，讓團隊的家

人都喜歡待在這裡，讓工作不再只是一

個負擔。

擴音器又再度響起，賴裕永又趕

忙到開刀房加入夥伴的行列裡去了，

還等不及他回來，擴音器又陸續地響

起......，這就是麻醉科醫師的生活。

在大林慈濟醫院二樓開刀房外的走道

上，總是可以看到一個振步疾走的醫

師。別懷疑，那就是大林慈濟醫院的麻

醉大師賴裕永。

賴裕永在開刀房中的專注認真是一貫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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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在國人癌症十大死亡原因

統計中，肝癌高居第二位，如果再加上慢

性肝病和肝硬化，肝病幾乎可稱得上是台

灣人健康的頭號敵人。肝炎病毒潛伏在體

內可以長達四十年，早期症狀並不明顯，

一旦發現時，卻已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

因此，如何預防它早已成為醫界重要的使

命。

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一位醫師想透過

對肝病的研究，找出防治與治療肝病的方

法，而他，就是目前擔任和信治癌中心醫

院榮譽院長的宋瑞樓醫師。

從小的教育環境對一位醫生的養成，其

實是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兩代行醫的仁心

傳承，讓宋瑞樓對父親的身教言教感受極

深，而父親的告誡更讓他終身奉行不悖。

早年在竹東，當時稱為樹紀林莊，宋瑞

樓的父親是該村裡唯一的醫師，提起父親

令人敬佩的醫行，認識的人無不豎起大拇

指。而記憶中，宋瑞樓曾看過父親在半夜

被患者叫醒就診的景象，當時，就著微弱

的光亮，看著父親救治病患的那一幕，良

醫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即便已屆

高齡的他，提起這一幕仍如昨日般清晰，

而那時他便立定志向，未來一定要像父親

一樣，走一條受人尊敬的行醫路。從小在

醫院裡跑來跑去的宋瑞樓，早已習慣醫生

為病人診治的生活，功課不錯的他，後來

台灣肝炎之父—

宋瑞樓

永不放棄的醫之路

            ◆ 文/李翠梅 照片提供/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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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第三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也就

是現在台大醫學院的前身。

在台大醫學院渡過大半生的宋瑞樓，

在台大學習、研究，也學會了看病。無

數值班的夜晚、無數日夜的累積，每個

情境，每條迴廊，都清晰地呈現在他眼

前，像是一切從來沒有改變過。

開始學習看診時，宋瑞樓一邊臨床看

病，還得一邊做研究課題。六十年前，

醫學界對肝病的防治還是陌生的，當

時教導宋瑞樓的日本教授交給他一份研

究，希望能早期發現肝病，而這份肝功

能檢驗的課題是他第一次面對肝病這項

疾病，也促使他走向了肝研究領域。由

於人體的肝臟內是沒有神經的，所以肝

臟生了病不會疼痛也沒有感覺，加上只

要還有五分之一的健康肝臟，仍然可以

維持正常的生理機能運作，這也就是為

何肝臟疾病難以被早期發現的原因。

而早年醫學界只知道肝硬化跟肝癌，

還沒有發現肝炎的存在，當

時在台大醫學院做臨床研究

工作的宋瑞樓，發現許多罹

患肝臟疾病的病患都已無從

救治，這促使他開始研究：

如何早期發現肝臟疾病，並

找出早期治療的方法，而這

就是今天肝炎三部曲治療概

念的起點。

有了接觸肝病的起點，肝

病研究就逐漸與宋瑞樓劃上

等號，這就是宋瑞樓與肝病

結緣的開始。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醫學部的學生得

一邊做研究一邊躲轟炸，研究室的工作

有時也可能被一顆炸彈全部中斷，而隨

著日本投降，教授一個個回國後，宋瑞

樓所屬的研究室開始進行搬遷，幾度搬

運使得許多研究儀器用品損壞，整個研

究工作遇上艱難挑戰。在沒有多餘的經

費下，那時，實驗室得向生化科借用儀

器，而每人也得按照實驗時間排定預約

時間，而宋瑞樓原本預定測定完成時間

為二十分鐘，每每他準時到達、準備測

定時，前一位使用的助教卻無法準時將

儀器交出來，而手上等待測試的實驗往

往只能報銷作廢，全部重來一次。就這

樣，度過一年多的艱困研究生涯，但宋

瑞樓並沒有被這樣艱辛的研究過程所擊

退，他對肝病研究的熱忱始終一致。

宋瑞樓每週都還會固定到台大醫院，

為醫學生上課以及與學生討論臨床病

致力於肝病防治的宋瑞樓，一

生奔波倡導防治之道。

宋瑞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