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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呼吸治療科醫師這條路，是當初畢

業的我所無法想像的。猶記得多年前，在

醫院實習時，記憶中最深刻的一位病患，

得的是肺癌。當初他與家屬聽到我是實習

醫師的時候，冷漠的態度讓我常常在值班

的夜裡犧牲睡眠幫他處理病痛時感到無

助，但又不得不堆起笑臉跟著住院醫師應付他的各種需求。我也知

道，雖然這位老伯伯那時可能看不起我們這些實習醫師，但在他最

無助的時候，我們卻是他最依賴的依靠。但就在他病情惡化臨終

時，家屬才告知我說，那位伯伯在臨終前請家屬向我轉達，他很謝

謝我一路以來的幫忙與陪伴。我看著他安詳得嚥下最後一口氣，心

裡也給予他最後的祝福。

後來，我進入住院醫師忙碌的生涯，那時我還是花蓮慈濟醫院第

二年內科住院醫師，一天正在加護病房忙得不可開交時，當時加護

病房的楊治國主任經過我的面前，突然問我一句：「恩庭，不知道

你願不願意走睡眠呼吸這個領域？」當時我也搞不清楚那是什麼樣

的醫療，先從網路搜尋並徵詢美國親戚的意見，覺得這是一個新的

醫學領域，很適合幫助病患找出更多與睡眠相關的疾病。當時我常

常有個困惑，很多疾病如高血壓等都是在看白天的問題，但睡眠時

間佔一個人三分之一的時間，為什麼從沒有教科書討論睡眠與疾病

的關係？於是我很榮幸的在院方的幫忙之下，到了臺北榮民總醫院

向蕭光明主任學習。

蕭主任不但對睡眠有很深厚的研究，他在醫界的風範與堅持，以

生命在     
         之間文／張恩庭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呼吸治療科主治醫師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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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學生教學的熱情，更是我所要深深學習的典範。原本我只想在

臺北榮總學好睡眠就可以了！蕭主任卻指導我需要好好的研究所有

睡眠相關的疾病，並且很熱心的指導我的論文，也就是在那時候，

我投出了人生中第一篇的論文，且獲得國際期刊的賞識而刊登，也

逐漸啟發了我對於研究的興趣。

二○○七年九月份，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卡薩布瑞

教授(Dr. Casaburi)到臺灣來演講，他的專長是幫助慢性肺阻塞疾病

病患找出他的疾病生理學及觀察肺部復健對這類病患的效果，在這

方面，他有將近有一百多篇的論文研究。在到臺灣演講之前，我就

對於他的論文非常有共鳴，並且曾幾次的透過電子郵件詢問他一些

問題，進而了解他是一個很熱情且願意幫助年輕人的學者。他也跟

我提到他要到臺灣來演講，並希望在演講會場跟我碰面。

可是問題來了！他演講那天是我要考胸腔專科醫師考試的時間，

於是他跟我約考試的前一天，原本我是老大不願意去，但想想還是

去看看這位從未謀面的大教授，因此在考試的前一天，我獨自到了

他下榻飯店的大廳與他碰面。沒想到，這短暫的一個小時，開啟了

我慢慢走向研究的領域；他像是一個很親切的巨人，輕輕的將我放

到他的肩上去看研究可以幫忙病患的程度。也開啟了我日後到UCLA
跟隨他進修一年的基礎。

在美國進修的一年，一個新的環境，自己一個人，常常感到孤

▌ 美國卡薩布瑞教授

研究團隊與病患共

同出遊，前排左三

為張恩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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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且無助，所幸之前在臺灣指導

過我的張步良教授、徐達雄教授

以及美國的舅舅一家人常常給我

很大的幫忙及關懷，當時也有寫

信給花蓮慈院的石明煌院長等師

長，他們也以長輩和老師的身分

給了我很多的鼓勵，讓我在短短

的美國一年行仍感受到臺灣師長

親友的支持，專心的跟卡薩布瑞

教授做研究。

在臺灣，研究型醫師還有許多

臨床及繁重的工作，將時間畫分

得相當瑣碎，所以剛開始很沒有

信心去跟這些專職頂尖的學者一

起走上研究的領域，但想到可以將這些頂尖的觀念帶回臺灣給花

東的病患幫忙，也就咬牙的奮力一搏。很幸運的，在教授團隊的

幫忙下，我開始了到美國的第一個研究案。

對於美國來做研究的病患，我印象是很深刻的。當一個美國老

太太到我這邊來做運動時，看著他氣喘吁吁的做完之後，我趨前

去問她好不好，在她稍做喘息之後，她很認真的看著我說：「這

位年輕醫師，我剛剛那麼努力，你有沒有從我的努力中學習到你

們所需的重點呢？」這個問題真的難倒我了！但也讓我了解美國

人雖然身陷經濟風暴，但她們本身的國民素養真的是很高，也因

此我做研究時就更加小心的觀察著我們研究的題目，並不時與我

的老師討論、修正。

跟卡薩布瑞教授的討論是很愉快的一件事，即使像他這種著作

等身且非常忙碌的教授，他也不吝於讓我隨時去打擾他的思緒並

跟他做討論。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討論完之後，他都會很謙遜的

說「恩庭，我希望你可以證明我剛剛想的是錯的。」我想也就是

這種態度，才能讓他蹐身為許多國際專業醫學雜誌的論文評審。

美國的一年過的飛快，雖然我經歷了金融風暴、並且是收入最少

的一年，可是我的心是充滿成就感的。

當然，在美國也有許多機會可以留下來與這些頂尖的學者共同

▌ 與美國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的恩

師卡薩布瑞教授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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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研究。但我真正希望的，還是可以盡快將所

學拿回來與年輕醫師分享、並且能將所學用在花

東地區的病患身上。

於是回國後，在花蓮慈院及楊治國主任的幫助

之下，我們成立了運動心肺功能檢查室，它跟睡

眠生理監測儀一樣，都是在觀察病患運動或是睡

眠的生理訊號，藉由這些訊號的判斷，來診斷病

患喘或是睡眠疾病的變化。

想起從我當實習醫師時第一個罹患肺癌的老

伯伯病人、住院醫師加護病房的訓練以及到美國

學習呼吸的領域，讓我深深感受到人的生命其

實就在呼吸之間。雖然現在我常以「離目標還

有很遙遠的距離（There’s no finish line, far from 
done）」自我勉勵，最希望的，還是希望能夠藉

由臨床的觀察與治療，來幫助病患呼吸，慢慢將

慈院的栽培與自身所學回饋到花東病患的身上。

更希望許久的未來，我能夠真正自信的回答美國那位全力運動的老

太太及許多病患的問題，讓病患們知道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醫療的

重點，我也能盡全力的讓他們自由自在的呼吸。

▌ 張恩庭醫師細心的為

病患看診，希望能將

所學與專長嘉惠東部

民眾。攝影／李玉如

▌ 張恩庭醫師今年參與

美國胸腔學會年會，

並發表在美國研究的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