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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來，在玉里小鎮，張鳳岡醫師

每天早上都騎著同一輛舊單車上下班。

二○一○年的三月十一日，是他在玉里

慈濟醫院最後一天的看診日，習慣早起

的他，一如往常神采奕奕的前往醫院，

履行這一段非凡的醫者路。

今年已經高齡八十一歲的張鳳岡醫

師，是每一位病患口中的好醫師，因為

他平日除了在醫院內看診之外，還利用

個人休息時間，北起萬榮鄉的馬遠村，

南至富里鄉的豐南村都有他的足跡。在

病人眼中是救命菩薩的張鳳岡醫師，對

於自己會拿起聽診器行醫救人，他說，

那是十九歲以前都不曾料想過的事。

多舛人生少離家 把握當下醫無涯

一九四九年，才十八歲的張鳳岡在

戰亂中，連告別都來不及，就搭上火車

離開家人，隨著軍隊從大陸來到臺灣。

對張鳳岡而言，未能向父母辭行一直是

魂牽夢縈的痛楚，他夢想會有重回家鄉

的一天，然而夢想卻隨著時間行遠而幻

滅。離家，必需在十分鐘內做決定；返

家，卻已相隔四十年，少年成白髮，與

父母也早已天人永隔，只能在墳前長跪

思親恩。

服役時，張鳳岡參加了軍醫訓練班，

之後再考上了國防醫學院，自此開啟了

長達五十五年的白袍生涯。服役期間歷

經國共內戰與越戰，張醫師曾兩次深入

戰地服務，從戍守當時比金門還前線的

烏坵島，到成為「援越醫療隊」的一

員，曾經千鈞一髮在死神手中逃離的張

鳳岡，換來面對生死的坦然，深刻體會

「把握當下」的重要，也決定從醫官退

役後，要到醫療缺乏的東部服務，將自

己的專長用在最需要得地方。

雖然在烏坵島行醫僅僅一年，但在

當時人力吃緊、艱困緊張情況瞬息萬變

的前線，擔任醫官的張鳳岡醫師與醫務

兵林阿壽以及照顧燈塔的高金振結為莫

逆，不但是醫病關係也是好友。得知張

鳳岡醫師即將退休，當時的醫務兵林阿

壽和燈塔看守人高金振的女兒高丹華特

地從烏坵趕到玉里慈濟醫院獻花致意，

三個人的手緊緊的握在一起，高丹華更

激動得流下淚水。高丹華說，父親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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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歲的張鳳岡醫師，五十五年的行醫生涯，

雖然準備退休，直到最後一刻仍是兢兢業業的照顧

病人。



年生病時，一直要求要到玉里給「張醫

官」醫治，但是子女都認為應該留在北

部醫學中心才對，父親一直到臨終前最

想見一面的人，就是當時的張醫官，張

鳳岡醫師也特別趕到醫院見父親最後一

面，讓高金振沒有遺憾，幾天後安祥往

生。對於二人數十年不變的深厚友誼，

身為晚輩的她實在非常感動。

翻山越嶺訪貧病 步履沉穩遍萬里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十三年來，擔任

內科醫師的張鳳岡，平日除了在醫院內

看診之外，還會利用個人休息時間，翻

山越嶺到鄉間往診，於每週三下午巡迴

花蓮南區的偏遠部落關懷貧病，足跡遍

及玉里、卓溪、富里、瑞穗等無醫村，

踏遍四十七個鄉村部落，關懷超過三千

人次。雖然已屆古稀高齡，張醫師上山

下海還是一樣步履沈穩，走得踏實。

知道張醫師即將卸下白袍，長期受

他照顧家住瑞穗鄉的羅阿嬤，特地托女

兒帶來了一幅台灣造型的感謝狀，因為

張醫師不間斷的居家關懷，才讓她有安

祥的晚年生活，阿嬤希望退休後的張醫

師，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時時想起臺灣

東部的這群病人老朋友；後山的人情

味，也濃濃的包圍著張醫師……面對大

家的熱情與感謝，張醫師仍是謙虛的

說：「這都是應該做的，是大家給我服

務的機會。」

「張鳳岡醫師不僅是一位好醫師，更

是同仁們的表率，因為每當醫院或社區

有需要，他總是有求必應，走在最前、

做到最後，永遠無私的奉獻。」玉里慈

濟醫院張玉麟院長期許自己能以這位如

父如兄的醫界前輩為「人醫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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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門烏坵島前線結交的莫逆林阿壽（中）和高

金振的女兒高丹華（右）特地到玉里祝賀張醫師榮

退，老友相見，張鳳岡醫師格外感動開心。攝影／

陳世淵

▌每天騎腳踏車上班的張鳳岡醫師，居家關懷途中

看到小朋友的腳踏車也童心大起，踏上腳踏車小騎

一段。攝影／王文建

▌高齡八十一歲的張鳳岡醫師經常上山下海的到偏

遠往診，他和志工一起出門訪視，總是步履沉穩、

走在最前。攝影／陳世淵



走在最前踏實做 心歸慈濟志人醫

終於到了退休日當天，玉里慈院同仁

為張鳳岡醫師準備了一場溫馨的感恩榮

退紀念茶會，現場播放起張醫師十餘年

來行醫的紀錄，從舊院區時期的假日門

診、社區健康檢查、居家往診、急難醫

療支援，一直到新院區啟用後的晨間門

診和社區醫療等，每一段都記錄著張醫

師奉獻的身影。或許在學術上，張醫師

沒有艱深的論文成果發表，但真心為病

患付出的堅持精神，早已在每位鄉親心

中深深烙印成一篇篇頌歌。

張玉麟院長特別代表全院致贈張醫師

「慈濟之光」的榮退紀念牌，志工組長

葉淑娥師姊也代表全體慈濟醫療志工致

贈「福袋」，祝福張醫師時時健康、福

慧滿滿。平時總是笑容滿面的張醫師，

在離情依依聲聲催促下，也不禁紅了眼

眶。張鳳岡醫師感恩，影響他最深的就

是在玉里慈濟醫院服務的經驗，也因為

接觸慈濟的人文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因為這種慈悲的精神，讓我知道要去

學習、要不斷的持續精進。」其實張

鳳岡醫師已在二○○六年受證為慈誠隊

員，儘管未來他無法再日日為病人做常

規治療，但數十年如一日的醫者悲心，

仍掛記著、承諾著要繼續參加國際慈濟

人醫會的義診活動。

老兵精神，退而不休，一九四九大

江大海故事裡的一位少年，如今已白髮

銀鬚，在將近一甲子的臺灣行醫路上，

雖然光榮退下舞臺，然而他所留下的蠋

光點點，已在偏遠山區照亮每個黑暗角

落，溫暖每位病患的苦難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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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鳳岡醫師退休前夕，家住瑞穗鄉的羅阿嬤特地

致贈「仁心仁術」的獎牌，要感恩張醫師多年來居

家關懷的照顧。攝影／陳世淵

▌張玉麟院長代表全體同仁致贈張鳳岡醫師榮退獎

牌，感恩他十餘年來為偏遠醫療所做的貢獻。

▌二○○六年一月十四日張鳳岡醫師和玉里慈院張

玉麟院長（右一）同時受證成為慈誠，並與慈濟基

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右二）、花蓮慈院王志鴻

副院長（左二）合影。（張玉麟院長提供）



行醫萬里
守志玉里

口述／張鳳岡　玉里慈濟醫院家醫科主治醫師

和其他人比較起來，我的行醫路可以

說是充滿了變化，也因為這些變化球，

讓我更珍惜和把握每一次付出的機會。

還記得當時才十八歲，便隨著軍隊從中

國大陸來到了台灣，服役時，因為想要

幫助更多的人，我從普通阿兵哥變成了

一位軍醫，服役期間因任務需要，我曾

在當時的戰地前線烏坵行醫，也曾親身

參與越戰，成為「援越醫療隊」的一

員，在那樣艱苦和緊張的環境中，讓我

深刻的體會到「把握當下」的重要，也

因為這樣的經驗，讓我從軍系醫院退休

後，決定到醫療資源相對缺乏的後山來

服務。回想起從醫的生涯，要感謝許多

貴人的協助，更感謝玉里慈濟醫院和每

一位鄉親，讓我有服務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那是一個相當混亂的

年代，因國共內戰的因素讓許多人不得

不離開了家鄉，當時住在江蘇無錫的我

也不例外，永遠記得四月二十二日那

天，那時的情景就如同發生大災難一

般，無論男女老幼大家拼了命的逃難，

在來不及和家人說再見的狀況下，我離

開了家鄉，之後在表舅的介紹下於上海

加入了軍隊，在五月一日抵達了臺灣，

也從此和家人斷了聯繫。經過四十年的

歲月後，我才輾轉從親友的口中得知，

我離開家鄉當時，母親曾追到火車站送

行，而我卻已經搭車離開，沒想到這一

錯過，就已生死兩隔。

服役時，由於部隊裡相當缺乏醫療人

員，加上自己對醫療也有相當興趣，所

以就參加了軍醫訓練班，也從此踏上了

行醫的這條路。經過了一年半的訓練，

一九五三年我開始分發到部隊裡服務，

軍醫在當時只負責部隊裡醫護工作，並

白袍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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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鳳岡參加軍醫訓練

班展開行醫生涯，此為

一九七○年代張鳳岡醫

師時任少校醫官時的照

片，張醫師於一九七九

年以中校退伍。（張鳳

岡醫師提供）



不是正統的醫師，也沒有執照，更無法

行醫救人。為了能夠成為一位濟世的醫

師，之後我再報考國防醫學院，接受紮

實的四年醫療訓練後，這時的我才算是

一位合格的醫師。

一九六二年從國防醫學院畢業後，我

被分派到了當時的烏坵守備區服務，烏

坵守備區就是今日的金門縣烏坵鄉，這

裡可分為大坵和小坵，兩座島的總面積

僅有一點二平方公里。當時的前線仍時

常有大小戰事傳出，所以那裡除了少數

的當地居民外，其餘的就只有駐紮在當

地的反共救國軍。那時，島上就只有我

一位醫師，所以醫療相關的大小事都要

全部包辦，就如同是一人醫院，也因此

無論是婦女難產、外科開刀或是截肢手

術都要負責；此外，如果島上發生意外

時我還兼任法醫，協助軍方進行襄驗的

工作。在別人眼中，我的工作量大且複

雜，但也因此讓我學習到許多教科書外

的經驗與知識，為我日後的行醫工作奠

定基礎。

在島上服役時，還有一件事令我印

象深刻，記得才到部隊沒多久，就遇到

了一位急性闌尾炎的病患，當時的情形

相當緊急，已無法再耽擱病情，所以便

硬著頭皮為患者開刀。由於沒有其他的

醫療協助，所以一個人便承擔起開刀房

的所有工作，舉凡器械準備、手術消毒

甚至是全身麻醉都要全部包辦。當開刀

進行到一半時，病患的麻醉竟沒了，於

是趕緊將手套脫掉再次進行麻醉。除了

手術上的考驗外，外在的環境也相當困

窘，因為當時的手術室其實是一座碉

堡，所以天花板上不時還會漏水，所幸

經過重重的考驗後，手術過程相當順

利，病患也在術後逐漸康復。

人醫心傳
2010年3月

57

▌張鳳岡醫師（左二）在越戰時參加援越醫療隊，

擔任第五隊內科醫師，當時他與夥伴在越南平順省

藩切機場合影。巧合的是，當時他身旁同是內科醫

師的隊友也叫張玉麟（左一），與玉里慈院張玉麟

院長同名同姓。（張鳳岡醫師提供）

▌一九八○年代時張鳳岡醫師和家人到臺北故宮遊

玩時的合影，右起夫人蔡碧雲女士、小兒子張嘉

平、張鳳岡醫師。（張鳳岡醫師提供）



除了外島服役外，國外的行醫經驗

更讓我難以忘懷。一九七○年正值越戰

期間，我奉派隨著援越醫療隊到當地服

務，因為當地是戰區，所以常常會面臨

到生死交關的時刻，清楚的記得三月

三十一日那天，我和翻譯正在越南平順

省潼毛縣的村落服務時，突然遭到越共

攻擊村莊，於是我們趕緊躲進宿舍的樓

梯間，兩人在狹小的空間內，不敢發出

任何聲音，而且當越共靠近屋外巡邏

時，還可以清楚的聽見他們說話內容

和腳步聲，所幸他們並沒有進到屋內搜

索，也讓大家逃過了一劫。

從軍方醫院退休後，在一九九七年我

來到了玉里慈濟醫院的前身「鴻德醫院」

工作，一九九九年慈濟基金會承接後，我

選擇繼續留在玉里慈濟醫院服務，玉里慈

院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是一家社區醫

院，已經習慣和病患面對面相處的我，在

這裡不僅可以發揮醫療的專業，也能深入

社區各部落服務。當時，我負責的是假日

門診和健康檢查門診，有人問我：「難道

你假日都不想休息嗎？」但是我認為只要

是醫院的需求，我本就應該當仁不讓，所

以假日看診對我來說可是一點都不辛苦。

此外，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開辦的社區健

康檢查服務，也讓我結交到許多老朋友，

記得當時每天凌晨五、六點就要出門，

結束後還要再趕回醫院看診，雖然行程滿

檔，但是那種同甘苦的革命情感讓我迄今

難忘。

此外，還有兩次支援救災的經驗也

讓人難忘，第一次是在二○○○年象神

颱風來襲時，當時在秀姑巒溪演訓的台

北市消防局人員傳出受困的消息，因此

玉里慈院奉派前往支援，本著救人的信

念，我甚麼都沒想就一口答應，雖然已

是凌晨十二點，我們一行四人依然立刻

準備器材出發救人，沒想到一路上風強

雨驟，加上車子行駛在隨時都有落石坍

方的瑞港公路上，這樣的經驗真可用驚

心動魄來形容，也或許是佛陀的保佑的

吧，第二天下午任務平安結束，大家也

平安的回到了醫院。這次的經驗，讓我

深刻的體會到玉里慈院在偏遠地區緊急

醫療上的重要性。

另一次是二○○一年八月的桃芝風

白袍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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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三下午的居家關懷，張鳳岡醫師總是自假前

往，他的足跡已經踏遍花蓮南區的四十七個村落，

不論田野或鄉間，都可以看到他用心為偏遠地區民

眾服務的身影。攝影／謝文彬

▌真心為病患付出的張醫師，不辭路遠，常常一只

公事包就到各個無醫村關懷老人家，變成老人家們

最好的朋友。攝影／王文建



災，這次的颱風造成了光復鄉大興村的嚴

重的土石流災情，還記得前往支援時道路

上滿是沙塵，有時幾乎看不到前面的道

路，雖然一生中曾經歷過二次的戰爭，但

來到災區後眼前的景象依舊令我震驚，原

本滿是屋舍的村落就在一夜之間全部被土

石掩埋，初估土石約有二至三層樓之高。

雖然天災無常，但是在醫療站內則是處處

充滿了大愛的光輝，不少頓失親人的村民

們，因為傷心過度或暈厥而被送來就醫，

然而這種心裡的傷慟，是無法靠藥物痊

癒的，所幸有慈濟師兄、師姊的協助和發

放，讓災民的心理有了抒發的管道，在經

濟上也有了依靠。

除了緊急的救護支援，個人最常參與

的就屬玉里慈院特有的居家關懷了。二

○○一年一月，醫院和慈濟人醫會首度

合作在卓溪鄉古風村辦理義診活動，在

這次的活動中我們發現，雖然從古風到

玉里市區只需半小時左右車程，卻有許

多鄉親因為生活困難或缺乏交通工具而

放棄就醫，這樣的因緣，於是促成了日

後我們每週一次的居家關懷活動。

記得曾經在玉里鎮三民里發現一位臥

床數十年的阿嬤，當初到阿嬤家關懷時，

由於家人都有智能障礙的問題，所以造成

阿嬤的背部已有一半面積以上的大褥瘡，

整間房子裡瀰漫著濃濃的腐臭味，這樣的

味道讓我感到的不是臭，而是讓人相當鼻

酸與不捨。還有一次經過志工轉介，發現

一位住在長良里的民眾因中風長期臥床，

生活環境同樣的髒亂不堪，於是將他送到

醫院治療，在梳洗的過程大家赫然發現，

由於個案已經多年沒洗澡加上身上的褥

瘡，竟從身上的傷口裡挑出了一隻隻的小

蛆。這樣的個案在社區裡總是屢見不鮮，

也正因如此讓我們的居家關懷有了持續下

去的目標。

回首在玉里慈院服務的十一年歲月，

這裡就像是我的第二個家，從早期住在

醫院樓上的宿舍，到現今完善的硬體設

施，讓我看到了玉里慈院正在為守護生

命、守護健康、守護愛而持續進步。許

多病患，都因為看診的因緣和我成為了

好友，朝夕相處的醫院同仁，就像如同

家人般親切。雖然捨不得這一切，但是

隨著年齡增加，身體陸續出現了許多異

狀，從癌症到視網膜病變，總以為還可

以繼續服務下去，直到最近眼睛真的越

來越模糊了，讓我不得不選擇退休。這

一路上，要感恩的人太多，感謝醫院同

仁的協助，感恩病患及鄉親讓我有服務

的機會，更感謝張玉麟院長全力的支

持，才能讓我在玉里慈院發揮所學。雖

然退休，但是從醫之路並不會因此中

斷，轉換跑道後我將加入慈濟人醫會，

未來期望在義診的活動裡，能有更多機

會服務病患。（整理／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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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事都認真的張鳳岡醫師，在玉里靜思堂啟

用時也用心祈福。攝影/陳世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