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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隨時可以從零開始的醫生。

只要對自己有信心，

堅持自己的理念，

當然不管何時何地都能發揮自己的良能。

他曾經收過病人家屬寄來的訃聞，

原來是他的不放棄，

讓病人和家屬享受了這輩子最珍貴的時光。

他從病人身上學會不計較，

但那可不是消極，

而是更把握當下，

往理想邁進。

 十八羅漢

醫者的容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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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努力看看！」放下話筒的賴俊

良，跟一旁顯得驚慌的護士這麼說。在

加護病房面對可能沒有下一刻鐘的病

人，連主治醫師都用電話指示「你去跟

家屬講一下，就說沒機會了」，但賴俊

良就是不死心！   

那一晚，當護士幫一位氣管腫瘤的病

人抽完血，接下來的情景卻讓大家手足

無措。病人口中不斷

湧出大量血，插管也

被血塊塞住，呆住的

護士無助的望著當晚

值班的賴俊良，於

是，他開始動手，很

勇敢的把插管拔掉，

再重新換上一支新的

‥‥‥，當時「他呼

吸道都被血塊塞滿，

抽出整條凝固的血

塊來，像是模型一

樣。」回想起住院醫

師的那一段遭遇，自

己到現在還有些難掩

悸動。

那位病人竟然又「活」了過來，繼

續接受電療，又多活了半年的時間。那

是許多年前，在北部的一家醫院裡。像

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單一事件，在賴俊良

的學醫、正式行醫過程中，為了病人而

這樣的執著、努力，是平常、該做的事

吧！而他對於自己的人生，也有著同樣

為愛堅持
十八羅漢之十五

大林慈濟醫院胸腔內科主任  賴俊良
文．圖／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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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著。

白手起家鍛毅力

「恁甘知？想當年你們的阿公，在

中部大小酒家只要提到『賴連桑』，是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為他的出手闊

綽。但最後，還是千金散盡，唉！」每

次父親提到這段前塵往事，總有無盡的

唏噓與對下一代的提醒。

賴俊良是沒有任何機會享受到那段好

日子了，因為到了父親這一輩，一切都

得靠自己打拼了，「望族」也只能想像

中回味。從批發藥品累積了些錢，父親

才開起藥局、成了家。藥局，在民國五

十年代，還不算普及，為了多攢些錢，

父親的藥局會開到晚上十一、二點，而

家裡附近有些酒家營業到很晚，有時裡

面的酒家女喝醉了，還會要父親去幫忙

打止吐針。

小時候沒吃過什麼苦，但日子也是

清淡的。記得父親曾說過，最貧窮的時

候，桌上只有餵豬的「豬母奶」一樣

菜！但是父親並沒有因此而失志，總算

是把一家四個小孩拉拔長大。

在大林慈院的胸腔內科，收治許多奇怪病症的病人。賴俊良帶領的醫療團隊總會多做一點，不放棄。



人醫心傳
二千零五年 七月

第43頁

喜歡講古的父親，自然而然的以身作

則，讓賴俊良在耳濡目染之下，也擁有

一身硬骨的精神。在他眼裡，沒有什麼

是讓自己懼怕的，他勇於嚐試，否則又

怎麼知道自己沒有那般能力。雖然這樣

的「習慣」曾讓自己吃足了苦頭，但終

究造福許多的病人。

在四處去應徵住院醫師那一年，有一

回來到了北部的一家醫學中心，其實，

之前就有許多風聲傳言，說這家醫學中

心早有內定名單，但卻還是對外開放，

吸引了一百多人前來。

還差一刻鐘，就要到中午了，等待許

久的賴俊良被叫進去，只看到一排負責

面談的醫師。彼此都還沒打過招呼，就

有人清了嗓子說道，「還要問嗎？要不

要先吃飯？」有點愣住的賴俊良，隨即

反應說「我已經吃飽了！你們可以盡量

問。」

結果？

結果當然是非常地慘烈！賴俊良被接

二連三拋來的問題打得毫無招架之力，

而面談醫師們還沒有罷休的跡象。他只

記得最後模模糊糊地說了聲「謝謝」就

出了門。

「沒辦法」，他說，自己就是不喜歡

這種不公平的事，而他可是從小就受夠

了這些。

遇上鼓勵天馬行空的老師

記得國小一年級的一次月考，賴俊良

和班上其他七個學生一樣，每一科都考

了滿分，不過最後他卻落到第八名。前

七名都是醫師、律師或是老師的小孩，

這可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為前

三名才有獎品。當時心想，實在是太不

公平了！直到國小三、四年級，「感

謝」那位不上課、只知玩股票的老師，

讓父親把成績已經一塌糊塗的賴俊良轉

了學，才碰上了影響自己最深遠的老

師。

這位老師並不因為家長沒有特別的

「表示」而不認真教自己。更特別的

是，這位會幫學校修理電器的全才老

師，總會拿出他精心製作的工藝品來

「利誘」同學，他會出一道數學或生物

題目，答案沒有唯一的標準，答對的就

能拿走獎品。

「腦筋會變得很活躍，天馬行空的，

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題方式，而不必照

老師的方式。」賴俊良回憶著，如果大

家都不會，等到幾天後誰會，誰就可以

拿走。就是這樣引導式的教學，讓大家

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來發展。

國中畢業時，那位平時很要面子的老

師竟然到家裡向父親游說，讓賴俊良去

台北考試，「去考就去考，怕什麼！」

父親竟然一口答應了。那一年，賴俊良

考進台北建國中學，第三十三名。一個

非常依賴家裡的鄉下小孩，從此開始了

異鄉的生活。

賴俊良打心裡覺得，若說自己在醫

療上有點成就，都該歸功於國小五、六

年級的這位導師，給了自己一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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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只要肯用心，就能把問題解決，

如果和老師有不一樣的解題方式，更會

得到鼓勵與讚賞。而這位老師最後因為

肺癌而辭世，賴俊良則走上胸腔內科領

域，在這塊自己成長的土地上，為民眾

的肺來把關。

高中報到那一天，賴俊良的額頭因

為長「痘子」貼著讓人很難不注意的膏

藥貼布，看起來實在一點也沒有過人之

處，同學們甚至開始以他有些台灣國語

的口音來作弄他。可是當他第一次月考

得到第一名時，同學們才開了眼界，只

是在賴俊良認識一票志同道合、共同鑽

研數學的同學之前，他只能孤單的過

活。

不過，老天還是眷顧他的，在他徬徨

無助的時候，一盞燈光為他亮起。為了

改正自己的發音，賴俊良在上課前到宿

舍陽台念著國語課本，突然，和自己睡

上下舖的學長，來自嘉義的簡瑞騰〈現

為大林慈濟醫院骨科主任〉給了自己一

疊書，「學弟，這些我已經看完了，你

拿去看。」 

簡瑞騰淡淡地說完就走開了。賴俊良

一看，原來是一些英文童話故事，不僅

看得出頻繁翻閱的痕跡，書中還有許多

手寫的音標註解，賴俊良了解到學長的

建議與用心，但還是決定持續在國語發

音的努力上。「學長知道我還抓不到方

向，我非常感謝在心情不好時得到他的

建議。」賴俊良說，雖然學長不會安慰

人，但讓自己能以一顆安定的心，度過

在台北的求學時光。

收到病人的訃聞

當收到病人家屬寄來的訃聞時，到底

要不要拆開，賴俊良不禁猶豫了！

賴俊良住院醫師時期的第二家醫院，

來到台北榮總，因為彭瑞鵬老師、還有

蔡俊明老師，讓他確定了走胸腔內科的

方向，「大家都覺得蔡老師非常的嚴

格，但只有當你去挑戰他時，他會讓你

有非常大的收穫，真正的挖到寶。」

一天，一位中年的母親被兒子帶來

住院。獨立扶養孩子長大的母親已經到

了肺癌的末期，一邊的眼睛也因為長期

的糖尿病而失明，而兒子才剛退伍，一

心懷抱著記者夢。病人的情況讓大家都

搖頭，電腦斷層發現肋膜積水，突然又

發生張力性氣胸，一堆併發症都已經出

現，這樣的情況，住院醫師通常都已經

放棄了。

但病人的兒子也許是太過單純，一

副不知世事的模樣，對於母親的病情一

直處於狀況外。賴俊良看了實在拿他沒

辦法，一股憐憫之心油然而生，「盡量

去救吧」，賴俊良在心裡對自己說著。

結果病人血壓回穩，最後順利地出院

了。爾後，蔡老師問自己為什麼要花那

麼多功夫時，賴俊良回答，「如果把問

題都處理完，病人應該還可以再活四個

月。」 

緩緩地，賴俊良打開了訃聞，這位兒

子寫著，「‥‥‥感謝醫師的幫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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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後和母親相依為命，並把桌子

搬到母親床邊，每天投稿、被退

稿，是這輩子最珍貴的時光！有

一次買菜回來，發現母親就這麼

安詳的睡著了。」

隨時從零開始

從北到南、四處遷徙對賴俊

良來說，是尋常的。但他並非不

安於現狀，而是心中對醫療服務

品質的那把尺，讓自己沒辦法妥

協。民國八十九年來到距離故鄉

不遠的小鎮，在嘉義的大林鎮，

一家新的醫院才正要開始。

當時的他對慈濟一無所知，自

然也沒有好與不好的評斷。但自

己那股冒險的精神又再次作祟，

賴俊良認為自己是一個可以隨時

從零開始的人，因為專業、自信

心，更重要的是一顆對病人的好

心腸，走到哪裡都不會擔心。

但要從無到有、一手打理起一

個醫療科別，加上人力有限，著

實是非常累人的。當時，胸腔內

科的住、出院病人都是醫院各科

最多的。即使到現在，賴俊良每

個月都要打九十本以上的病歷。

「希望讓民眾知道這個科很好，

而不是某一個醫師很好。」賴俊

良會安排其他醫師和自己在同

一時段看診，並將自己的診次限

診，病人要看就要看其他醫師。

從零開始建立起胸腔內科，而且賴俊良額外付出幫助科內醫

師通過呼吸治療國家考試。深刻感受這些社會底層的弱勢族

群的病苦，他總是仔細的聽、慢慢的教，讓他們也好好照顧

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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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時的呼吸治療師非常少，但是

大家面臨必須通過國家考試而恐將引發

離職潮，賴俊良和科裡的醫師利用晚上

的時間幫大家「補習」，足足有半年的

時間都在挑燈夜戰，結果十幾個人都過

關了。

家人也放心開刀的品質

「剛來時有三位醫師一起打天下，因

為方向對，大家就一起走。」而這個方

向就是不斷追求最好的醫療品質。在科

裡的晨會決不馬虎，除了討論為什麼要

收哪一位病人以外，病人為何發生某些

狀況、為什麼用這種方式解釋病人會聽

不下去，甚至想要轉院，到底該如何改

善、到底病人和家屬的心態是什麼，該

如何來幫助他們‥‥‥各種問題，逐一

討論改善。

「讓自己的家人也能放心來開刀！」

因為整個科都往自己想要的目標品質前

進，再辛苦，也都甘之如飴。賴俊良

說，大林慈濟醫院地理位置的人口不是

很密集，在發展上一定是重症、慢性疾

病照顧為主。而醫院最大的支撐點就是

在加護病房，是讓大家能放心的地方。

就像肺癌是全身的疾病，很早就擴散出

去，但病人應該在當地治療，而不是讓

病人奔波外地，大林慈濟醫院的重要性

也因此突顯。「到現在我們可以提供肺

癌從初期到末期完整的治療，有好的診

斷工具、胸腔科很精準的診斷、早期診

斷，還有進一步的手術、放射治療、化

學治療，到末期則有心蓮病房。」

良心事業的堅持

現在一年大概診斷出兩百位結核病

人，賴俊良形容這像是「良心事業」。

看病人是高風險，有時吃力不討好，尤

這個回收盒是賴俊良設在

診間，專門沒收病人的香

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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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些病人認為肺結核不是很名譽的

病，很怕人家知道，會排斥關心和幫

忙。而因為副作用大，所以病人根本不

願意正常吃藥。

但令人憂心的是透過空氣傳染的結核

病，實在難以控制，賴俊良說，來到診

間只是指標性的病人，但可能有八個或

九個已經被傳染了。

賴俊良深刻的感受到胸腔內科的病

人，大部分都是屬於「弱勢」，也讓醫

師容易面對到悲苦的人生。像是塵肺

症，除了礦工以外，賴俊良說，可能染

上的像是南投有鋸石頭的工人、挖過隧

道的老榮民、西部用蚵殼磨成粉來蓋房

子，還有穀倉的環境也是一樣，而這些

都是屬於勞動階級的民眾。

肺結核則是營養狀況差、衛生環境

差，還有抽煙所引起的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肺癌，其實，大部分的病人都是社

會上居於弱勢的人。面對悲、苦的人

生，唯有慈悲相伴。

把握當下，能做就做到

醫院剛啟業時，有病人因為呼吸窘

迫症合併呼吸衰竭，家屬堅持要轉院，

最後留了下來，而病人也痊癒了。到現

在，病人常會一大早來到診間外，其實

也沒什麼病，就是要看看賴俊良而已，

因為，大家都已經變成好朋友了。

有一位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從

小就有哮喘，加上抽煙造成肺泡很大，

喘一直不斷的發作，加上長期使用類

固醇，月亮臉、水牛肩的現象明顯。有

一回突然因為呼吸衰竭送來，儘管病人

情況很不好，賴俊良說，醫療團隊不放

棄，試著去找尋可以改善的蛛絲馬跡，

最後終於發現是潛在的肺結核造成氣管

持續發作喘、痙攣。在胸腔內科，有許

多「奇奇怪怪」病症的病人，或許病是

無法根治的，但因為醫療的愛與耐心對

治，讓病人能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自己學會比較不會計較，人生到

頭來不過就是這樣。」賴俊良覺得，看

了這麼多病人給自己的啟發，那就是如

果人生碰到什麼不幸，什麼降臨到自己

身上，也不會太在意了。如果自己生病

時，就是這個樣子了，所以更應該把握

當下，能做的就把它做完。   

雖然在宗教醫院服務，拿掉宗教，賴

俊良說，他看到醫療的真正需要、它的

精神和要的是什麼？至少對他自己而言

是如此，而那和宗教的情操其實是完全

相符的。記得第一年主治醫師在埔里的

一家醫院服務，他沒有過客得過且過的

心態，當病人無法前來，由家屬到醫院

請求時，賴俊良二話不說的背起行囊前

往。就像現在一樣，「做事是為了達到

自己所嚮往醫院的模樣，而不是在乎別

人怎麼想、賺多少錢。」 

最重要的是，忠於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