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醫心傳
二千零四年 九月

第48頁

主題人物

「別的人看慈濟或多或少都會覺得很

奇怪，而當我還沒有來到慈濟醫院時，

我也覺得這些人很奇怪；但是，當我在

裡面之後，沒想到，我竟發覺外面的人

才是奇怪的。因為現在，我在這裡真的

是感覺很自在！」新店慈濟醫院內科部

主任曹昌堯說。

曹昌堯醫師，這位原定要去新店慈濟

醫院服務的資深主治醫師，因提早到了

花蓮慈濟醫院報到服務，沒想到在短短

的幾個月間，他已準備好進入人生的另

一個階段。

在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胸腔內科的門

診區，聽到診間護士溫暖的聲音大聲

叫道：「陳麗枝，請進。」一位頭髮花

白的老阿媽緩慢地走進來坐在醫師右手

側的椅子上。「來，妳是荔枝，」醫師

問道，老阿媽也俏皮地回應：「是，我

是。」。接著就出現一段有趣的對話，

像打乒乓球一樣地來回：醫師問老阿媽

有沒有乖乖吃藥，老阿媽皺著眉頭回話

說，沒吃過這麼苦的藥，可不可以不要

吃⋯，來來回回地討價還價，而醫師仍

堅持著該吃的藥不能斷，所以只好半哄

著阿媽說換種「甜的」藥給她，保證好

吃，醫師自己每天都吃。好言相勸下，

結局當然是皆大歡喜。這就是曹昌堯，

以輕鬆幽默的態度對治病患的病情；在

固守醫療專業的同時，又能以病患的語

言拉進彼此的距離，讓病患更信任，當

然對於病情也會大有助益。

近幾個月在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看到

了幾個新面孔的醫師，整齊的服裝︰

白襯衫、標準領帶、皮鞋，每個人神清

氣爽地令人歡喜。這群新醫師未來將不

會在花蓮久待，因為他們將前往台北為

慈濟的第五家醫院──新店慈濟醫院服

務，而曹昌堯醫師便是這群新醫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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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他不僅將在未來前往新店慈濟醫

院，更特別的是，他將負起承擔新店慈

濟醫院內科部主任一職。

來自羅東醫院的曹昌堯從副院長的

行政職轉向再次回到醫學中心服務，放

棄了高薪與頭銜，為的就是心中那份抵

不住對教學的渴望與熱愛，「當你感受

到和學生的互動和撞擊，那是最快樂、

得意的感覺⋯」曹昌堯回味著課堂上的

笑聲與滋味，他直爽、幽默的個性曾經

在過去教學的醫學院中，被同學評為最

受歡迎的老師，而對他來說，課堂是分

享生活經驗與人生歷程的地方，關於專

業，學生們當然要自己好好看書，身為

一位師者，更重要的是帶動學生學習的

興趣與人生的方向，「我上課喜歡用分

享的、提問的，主要就是教他們怎麼去

思考。」曹昌堯說，而這一份對學生的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毫無保留的分享

他厚厚的人生經驗的教學熱情，是因在

他笑容的背後，曾深深感受著行醫之苦

與苦中的大願，那些豐富的臨床經驗與

生活感受，點點滴滴留下的片片烙印。

國中時代就在校園展露頭角的曹昌

堯，揚名全校的不是成績，而是他的文

章，「回想起國中的生活，感覺就是作

文比賽常常得獎。有一次的大比賽中，

不只得到名次還得了獎金獎品，獎品

是一本新詩，而獎金我又把它拿去買書

了。」嘴角漾著微笑的他，顯得對青春

往事仍然非常珍惜，而當時的那本新詩

不只是曹昌堯作文比賽的戰利品，更間

接地啟發了他作詩的才華。「我到現在

仍然作詩，半夜突然有個片段，我會突

然跳起來，趕快寫下來。作文章、作詩

那種讓想像奔馳的感覺，是沒有邊際的

快樂。」看似嚴謹的白袍與聽筒下，竟

藏著一顆溫柔、抒情的心，然而這顆對

文學充滿浪漫的心，畢竟在父母的建議

下，曹昌堯考大學時還是選擇了丙組

（醫農科），當他順利地考取了高雄醫

學院時，似乎那文學的夢也遠了。

走入了醫學的殿堂似乎仍引不起曹

昌堯的興趣，阿米巴詩社與各式的社團

活動倒是常常看到他的身影，「我的功

課不算好，只是很用功的那一種，我一

直對醫學真正感到興趣是在開始進入實

習醫生的階段，當我開始接觸到人的時

候。」曹昌堯說，「做了實習醫師開始

與病人的互動之後，病人的回 讓我覺

得，當醫師是對的。」

一個七年級的實習醫師，拼命Ｋ著前

幾年該讀而未讀的書，迫不及待地期望

為方才不解的難題找到答案，這就是當

年的曹昌堯，當真正面對病人時，深知

道自己的所學不足，因此更奮發的努力

讀書，當時全班排名在後段的他，經過

一年的努力與沉澱，當畢業後面對大醫

院的住院醫師招考時，他可是在極低的

錄取率下成為雀屏中選的其中一名。

談起行醫經驗中難忘的事，閱歷豐富

的曹昌堯可有一大籮筐！不過年輕時期

碰到的案例仍記憶猶新。他提到當年在

林口長庚醫院當總醫師時，有一天，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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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車送來一位喝農藥自殺、別家醫院放

棄救治的中年男子，病重的他轉入內科

加護病房。當時曹昌堯抱著「任何一位

病人都有希望、不會輕易放棄任何一個

生命的信念」，盡力搶救這個病患。兩

週後，當他在加護病房別床查房時，這

位病患起身和太太走過來道謝！那種情

感的衝擊力，即使直到現在已是學生無

數、救人無數的資深醫師也深深留在腦

海裡。

曹昌堯進入長庚醫院時，正是長庚醫

院起步的階段，醫學院也正在開辦中，

在當年每個住院醫師要照顧三十到四十

位病患，而且主治醫師都是自國外聘請

回來，或是來自大醫學中心，因此對住

院醫師的要求自是非常嚴格。一般人碰

到這樣的狀況，或許會選擇避開，但曹

昌堯則是選擇面對。他自豪地說：「我

的個性喜歡接受挑戰。」

也就是這樣的個性讓曹昌堯行醫之路

越走越平順，在長庚醫院從擔任住院醫

師算起，一待就將近二十年，長庚長大

了，他則更成熟圓融。

對於在長庚醫院所學到的，曹昌堯非

常感恩。他說道，當年因為長庚推動精

英計劃，提供經費讓他到美國哈佛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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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進修二年，而且有充分的研究經費進

行醫療研究。也是在長庚，他取得教授

資格，開始了醫者、學者的雙重角色。

在去年SARS期間，曹昌堯自林口至高

雄長庚協助，當時的高雄長庚是重大疫

區。後來在七月左右，高雄長庚邀請他

南下去主持胸腔科的營運，此時的他開

始思考「我就要一輩子待在長庚嗎？」

經過了SARS的衝擊總會讓人對生命有所

覺醒，曹昌堯也想轉變。所以在高中同

學的誠意邀請下，曹昌堯辭去在長庚醫

院胸腔科主任的職務，到羅東醫院擔任

副院長，然而原本似乎已逐步邁向退休

的日子，在教學熱情的呼喚下、在醫者

對挑戰臨床任務的壯志下，他，再度轉

換了跑道，將在新店慈濟醫院，尋找自

己的「第三春」。

要讓新店慈濟醫院內科部成為第一選擇

談起對於未來新店慈濟醫院內科部的

營運願景，曹昌堯可是滔滔不絕，言談

間充滿自信與理想。曹昌堯主任提到，

新店慈濟醫院內科部的經營重點根基

於延續慈院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

愛的理念上發展，在醫療服務品質、服

務項目、醫療教育、醫療研究四大面向

上，都朝向醫學中心的定位發展。在大

台北地區的經營，會以與台大、榮總、

長庚同樣的醫療服務標準自我要求，甚

至要儘可能做得更好，提供更先進的設

備及技術，包括睡眠檢查中心、介入性

內視鏡治療、光動力療法等，讓病患即

便只就醫療服務來選擇醫院，新店慈院

也會是首選之一。而慈濟最棒的志工菩

薩們，更是能讓新店慈院的醫病關係更

形親密、融洽，讓到來的患者及家屬信

任、安心。

內科部所有的計劃都經過用心且縝密

地規劃，例如曹昌堯提及，打算設立一

個病患整合檔案(Patient File)，例如：某

病患因不明原因發燒住院，一位年輕的

住院醫師幫病患作細菌培養，細菌培養

的結果通常四天會知道，但這位住院醫

師忘了這件事，導致延誤病患的病情；

檢驗室在結果出現異常後，也沒有通知

這位住院醫師或相關醫師，而住院醫師

的主管也不願為他承擔錯誤；這位年輕

的住院醫師因此而非常自責便離開了。

曹昌堯表示，其實並不能全怪這位住

院醫師，在醫療過程中造成的疏失也是

原因。因為醫療行為的過程是環環相扣

的，「病患」才是主角，所以建好病患

整合檔案(Patient File)，就能避免類似

的問題發生，也不會損失優秀的醫師人

才。因此，當一位病患白血球數檢驗結

果出現異常，數值陡降，那麼就應該啟

動機制直接呼叫醫師前來處理。

另外對於在呼吸加護病房中有許多因

為肺受傷、肺結核、中風等病患，因為

必須依賴機器設備呼吸，所以只能長期

留在病房中。而其中有些病患的狀況其

實較輕微，如果能讓他們帶機器回家，

回歸正常生活，就不需再留在醫院，造

成家人的負擔。曹昌堯提到一個讓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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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很深刻的案例，一位跳芭蕾舞的二十

歲年輕女孩，正值青春年華，卻因罹患

肺結核而必須住在呼吸加護病房不能回

家，每天只能面對著呼吸器，及無法言

語甚至無法行動的老人家，心情自然無

法提振。像這樣的案例，未來在新店慈

濟醫院將以「帶呼吸器回家」的方式，

由志工們每天協助「居家療護」，讓許

多人能自在的在家中修養。

侃侃而談的多樣計劃，曹昌堯已蓄勢

待發，對於新店慈濟醫院內科部的用心

經營與和病患的互動狀況，讓慈濟醫療

文化在北台灣生根的目標亦不遠矣。

接觸慈濟時間不長，做慈濟其實已經很久

曹昌堯一點都不諱言接觸慈濟只有

短短三個月時間，甚至之前有耳語提醒

他，進慈濟服務要參加很多活動、薪資

要強迫捐款等等，但在實際接觸過後，

曹昌堯有這樣的想法：「慈濟說『要愛

人，不要傷害人』、『要口出善言』，

我也是這樣教孩子，兩者是一樣的。」

曹昌堯說，「慈濟在做環保，我家裡執

行垃圾分類也十幾年了。我最喜歡去義

診，在學校時就開始作山地服務⋯，其

實進來慈濟的感覺是很順的。」如今他

亦即將加入志工的行列，目前正在參加

慈濟慈誠志工的培訓。「感覺很自在，

就是我對於慈濟的感覺，從懷疑、到嘗

試、到投入、到融合、到自在，這樣的

感覺真的很好。」曹昌堯說。

回想著求學時代天馬行空的文學創

作，參加幼幼社去服務育幼院、輔導小

兒麻痺病患者課業，如今當年的那個學

子仍延續著那一份期待付出的心，在慈

濟參予義診與各項活動，「參加白袍禮

讚的音樂表演的時候，讓我想起當兵的

感覺，雖然剛要開始練習的時候，每個

人難免會抱怨一下，但當大家合心完成

互相豎起大拇指時，那種生命經歷過、

留下記錄的感覺，是過去完全沒有辦法

想像的。」曹昌堯說，「這和以前是不

一樣的，以前是一個人，但是現在是一

個組織，大家有規模地、有計劃地在做

有意義的事。這種感覺很實在，實際地

在實踐，這和我太契合了！」。

在慈濟醫院設下長久規劃的曹昌堯對

於未來已經充滿著迫不及待的興奮感，

「最大的喜悅來自於開創，」曹昌堯

說，「我曾經和別人分享過，過去的慈

濟我沒有參與，可是未來的慈濟一定會

有我，為慈濟在北台灣開創醫療的願景

是我現在的願。」

午夜時分，曹昌堯偶爾還會跳起來，

趕緊將腦海中所浮現情景和迸出的文字

記錄下來，他不諱言地分享著他的夢，

第一個，是有博士學位，第二個，是當

教授，現今這兩個都已達成。第三個，

他期望能寫一本醫學科幻小說，如今看

來小說的人物與場景會在新店慈濟醫院

上演著，陪伴著這位務實而又充滿奇想

的柔情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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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病人、按下電腦鍵盤上的按鍵，

在批價領藥單還沒印出來時，劉耿彰醫

師已經起身快步走進相鄰的診間，迎接

另一位病人，他來回奔波於骨科第二、

三診間，直到結束看診。

看診的過程中，劉耿彰習慣先請一位

病人到診間稍候，等待著看診的螢幕跳

到該病人的頁面；而在另一診間，需要

換藥的病人則由護士協助先將紗布細心

地拆開…。即使只為病人省下幾分鐘的時

間，劉耿彰醫師仍寧可讓自己馬不停蹄

地奔走於三個診間，這一份為病人及家

屬著想的心意，著實讓人感到窩心。而

對劉耿彰來說，他自己知道，因為曾經

經歷了那一段刻骨銘心的過去，更讓自

己能夠真正地將病人及家屬放在心上，

就如同對待自己的家人一般。

回溯到五年前。當時在成大醫院擔任

總醫師的劉耿彰正是意氣風發，一家人

更為了迎接第二個孩子而歡喜不已，似

乎人生就會這麼完美的繼續。

足月後的孩子迫不及待地來到人間，

當另一半被推進手術房準備進行剖腹產

時，劉耿彰也手拿著相機準備紀錄新生

命的喜悅，但就當手術刀畫下的那一

刻，進入眼簾的卻是血流如注的景象，

大量的失血，讓妻子的血壓頓時從一百

二急遽下降。

大出血，湮沒了迎接新生的喜悅

「本來是要拍出生的喜悅」，劉耿彰

說，「孩子出生的那一剎那，卻看到太

太昏死過去的慘狀」。前置胎盤的問題

讓傷口不斷湧出鮮血，儘管持續緊急輸

血，卻怎麼也趕不上出血的速度，再加

上醫院的備血有限，根本無法應付大量

血液需求。後來只好先用紗布填壓、將

傷口暫時封住，但出血情況依舊未止。

當時醫院趕緊廣播急需血液，不久

後，趕著來捐血的民眾「人山人海」，

 骨科醫師

 劉耿彰
 ◆ 文．圖/于劍興

主題人物

陪伴，沒有止盡陪伴，沒有止盡陪伴，沒有止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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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已經心急如焚、六神無主的劉耿彰

詫異地回過神來。其中有上百位的阿兵

哥，還有許多慈濟師兄姊，為了救人，

大家義無反顧的捲起衣袖捐輸，就在兩

天內，劉耿彰的妻子便輸了兩萬西西的

血。

看著躺在加護病房中插管、休克、

失去知覺的妻子，劉耿彰展開長達兩個

多月的陪伴。在那段期間，他有兩天必

須要離開去參加專科醫師的考試，但同

時照顧的醫療人員皆對妻子的情況很悲

觀，「一個月來，所有的內科醫師都認

為她狀況很危險，肺炎很嚴重，情況很

不樂觀，但大家不敢講，就怕影響我的

口試」，其實劉耿彰自己心中也是隱隱

不安。幸好考試完回來後，妻子狀況好

轉，約兩週後，插管也拔掉了，這才讓

劉耿彰心頭的大石終於落下。

做為病患家屬的無力感

身為一位醫師，並且是大家認為醫

術還不錯的醫師，劉耿彰卻對妻子的情

況有很深的無力感。面對一直無法順利

止血，再加上於四天內開了三次刀做止

血，甚至後遺症也逐漸出現。休克太久

導致肝臟出現急性腎衰竭而洗了一星期

的腎；細菌、黴菌的感染造成了肺炎，

在插了一個月的呼吸管後才逐漸好轉，

期間甚至必須緊急輸血才能保住生命。

一連串的過程，讓劉耿彰終於知道醫師

和病人的差別，而即便自己是醫師，一

旦成為病人家屬，才真正體會那種無奈

的感覺；因為身為醫師，所以知道緊急

輸血可能的後果，卻不得不做；而在過

去曾經有兩次為病人ＣＰＲ的經驗，但

沒有救活，太太卻是在自己的手上ＣＰ

Ｒ救了回來！曾經有最壞打算的劉耿彰

說：「奇蹟終於還是出現」。現在的

他，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一絲的機

會。

所以他當然了解病人家屬著急無奈的

心情。

在骨科，骨頭癒合需要三個月的時

間，開刀傷口要好也要一個月，病人在

過程中當然不會舒服。面對家屬的頻頻

抱怨，尤其年長病人本身可能還有內科

劉耿彰細心地詢問病患的症狀，不要遺漏任何

重要的小細節。



人醫心傳
二千零四年 九月

第56頁

方面的慢性疾病，讓病人恢復的狀況更

棘手，家屬卻往往希望能一次解決，面

對家屬焦急不耐的情緒，劉耿彰選擇全

盤接受。

妻子住院的機緣不僅讓劉耿彰體會了

家屬的角色，也對於慈濟有了更進一步

的體認；在妻子剖腹後大失血而等待救

援的那一天晚上，台南委員陳世輝師兄

和其他慈濟人一同來到成大醫院。陳師

兄本身是癌症患者，也曾向劉耿彰提過

加入慈濟的事。這次捐血讓劉耿彰體會

到慈濟人人山人海的關懷，也讓他對慈

濟心生悸動。而妻子在病榻上的一場夢

境，竟也預言了劉耿彰的未來。 

妻子夢境的實現

剛通過專科醫師考試的劉耿彰，正

煩惱著去何處發展，留在成大醫院似乎

是個不錯的選擇。但有一天在醫院照顧

妻子時，「她突然告訴我，好像看到我

在慈濟的醫院工作，穿著醫師袍在看病

人，好像就是慈濟醫院」，劉耿彰說。

隔年，大林慈濟醫院就正式啟業。過沒

多久，醫學院的老師楊俊佑打電話問他

是否願意到大林，不多作思索，劉耿彰

就這麼來到大林，妻子在病床上的夢境

就此成真。

對於長者總是耐心地解說，溫暖地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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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嚷著要轉院的病人

當聽到證嚴上人稱呼醫師為「大醫

王」時，劉耿彰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受

尊重，也更感覺肩上擔子的沉重。笑口

常開的他、不與人計較的個性，和慈濟

的頻率很接近。

大林啟業初期是一段飽受外界質疑的

時光，儘管帶著慈濟的光環，卻反而需

要更戒慎用心才能獲得肯定。劉耿彰所

收的第一位住院病人是一名患骨髓炎的

男性，原本長期在台北治療的他是因為

大林慈濟而來，但卻不代表他相信團隊

的能力。有一次這位病

人出現腔室症候群，難

堪的疼痛、血管壓迫造

成的麻痺，經過緊急的

經膜切除手術來減壓，

但開完刀後需要定期打

開傷口來換藥，雖然感

染已控制住，但換傷口

的疼痛，讓病人及家屬

嚷著要轉院，完全聽不

進解釋。好脾氣的劉耿

彰不但沒生氣地幫病人

寫轉診單、交代詳細的

治療過程，他最後還告

訴病人如果其他醫院沒

辦法處理時，隨時都可

以再回來。

結果到了第三天，

病人就回來向劉耿彰報

到。病人和家屬終於了解病情的嚴重程

度，其他醫院根本不敢做後續處理。當

時病人的不信任或許影響了醫療團隊的

信心，但劉耿彰說，這也是一個轉機，

病人在大家用心的照顧下終於痊癒了。

而當年質疑醫院人員能力的家屬，如

今都是骨科的忠實病患。「我了解一家

新醫院的成立要取得當地居民的信賴，

必須要花更大的心血，讓病人的疾病改

善，符合他們的期待」，劉耿彰說，在

病人還沒認識我們之前，要加倍努力，

慢慢地就能獲得大家的信賴。

對骨科病患而言，多長的治療與陪

和病患像老朋友般親切和樂地交談。



人醫心傳
二千零四年 九月

第58頁

伴算長？恐怕沒有標準答案。但重要的

是醫師堅決不放棄的態度，給予信心，

才能讓病人有再展歡顏的機會。有一位

遭遇車禍的病患，左腳開放、粉碎性骨

折，血管也都斷掉，更慘的是他是跌落

到骯髒的水溝中，這讓處理難上加難。

儘管已做了內固定術，但血管栓塞的後

遺症不斷出現，感染、骨頭癒合不良，

甚至踝關節因長期不動而變形。這樣的

情況通常必須截肢處理。

病人需要多久的陪伴？

但劉耿彰仍替病患作最後努力，會同

整形外科醫師、心血管外科醫師共同展

開搶救，血管繞道手術、皮瓣手術，終

於控制住感染情形。病患卻又因骨頭癒

合不佳出現馬蹄足，於是又用外固定器

來刺激骨頭生長。同時做腳踝牽引矯正

手術，每天拉零點一公分的矯正，約三

個月後終於將腳踝拉正，而受傷的骨頭

也在六個月後癒合。終於，歷經兩年的

努力不懈，這位病患恢復了正常，現在

他總是介紹許多朋友前來看診。而在過

程中對醫療團隊的信任，讓大家都深受

鼓舞。 

「來到這裡，一下子看到許多有慈悲

心腸的人。」劉耿彰描述初到大林的心

情，他看到每個人都面帶笑容，願意去

幫助別人，從走進大廳開始就有志工噓

寒問暖，和外面的世界迥然不同，在院

內就是一片祥和，感覺心很平靜。也許

因為醫師們對慈濟都認同，且有著服務

病人的共同目標，所以彼此間很貼心，

相處如朋友般愉快。

「尤其是院長和副院長的帶動」，劉

耿彰說，「他們就像是長者，對後進總

是提攜與幫助，而非咄咄逼人的管理，

他們用親和的態度來關心你，並用視病

猶親的實際行動去對待病人，當然能夠

帶動大家的心」。

劉耿彰認為，骨科的技術不斷革新，

必須在微創手術上力求進步。因為經由

好的技術，可以讓很多病人不再受手術

的痛楚，並能減少許多後遺症的發生。

或許在學習發展微創手術的過程是

困難的，不過劉耿彰說：「轉念想，證

嚴上人從三十個婦女做到如今這麼大的

慈濟世界，每天都是以過秒關的態度來

生活，也讓我感受到，在救人之外，更

要無時無刻求進步，唯有如此才能做出

更多的貢獻」。就像有些病人在其他醫

院開過多次脊椎手術，也產生許多後遺

症，當大醫院都不願意開刀時，大林慈

院卻不放棄任何機會，最後也都讓患者

的狀況獲得改善

「不拒絕病人，在不讓病情更加惡化

的情況下來協助他們」，

劉耿彰說，「看到慈濟的努力，讓自

己更有勇氣向困難挑戰。」

滿臉笑容的他，與病患像老朋友般地

親切招呼，小鎮大醫院裡滿溢著難得的

鄉下淳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