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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學醫  在臺生根

「不但能幫到人，還可以養家糊口，當然是好啊。」三十多年前，潘永謙從

香港獨自一人來到臺灣，就讀臺灣大學醫學系，從醫的理由之一，竟然是因為

小時候曾看過一齣描述外科醫師救人的影集，讓他心生嚮往。

雖然是第一次離鄉背井出去念書，而且一跑就是從香港到臺灣，但當時潘永

志永謙厚
願行偏鄉

◆ 文、攝影／楊舜斌

關山慈濟醫院 潘永謙院長

晚上十一點，關山慈濟醫院的行政辦公區依舊透著微亮的光。潘永

謙院長利用值急診的空檔時間，回到辦公室批閱一份份公文，這是他

這禮拜的第二次急診值班，因為原本負責週三的醫師離職，在還沒補

到人之前，他就自己下來幫忙，如果花蓮的支援醫師臨時有事，還得

兼值星期六的班。

「這個禮拜大概要上班快九十六個小時吧……」潘永謙有點苦笑地

算著，除了平日每天都有的骨科門診，還有兩天的急診及開刀行程，

雖然偶爾六、日可以稍微放鬆，但平均每週工作還是超過八十小時。

會這麼辛苦，最主要還是因為偏鄉很難找到願意留下的醫師，而就算

來了，可能兩、三年又忍不住離開了，「校長兼撞鐘」可謂最佳寫照。

潘永謙看了看電腦上放著的全家福照片，雖然很辛苦，但只要有家

人的支持和病人的回饋，再累似乎也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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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覺得還好，「不到一千公里而已，坐飛機只要七十五分鐘就到了。」堅毅的

個性可見一斑。由於是僑生的關係，因此能優先選擇住進便宜的宿舍，雖然這

些由美國捐贈的老房子又小又狹窄，還得八個人擠在一間，但他倒也開心省下

不少開銷。

臺大醫學系的第七年，學生除了要在臺大醫院實習，還得去外面的醫院轉一

圈「增廣見聞」，才算完成修業。這段學習之旅讓他確立了投身骨科的志向，

因為骨科醫師就像他小時候看的影集主角，能夠緊急開刀救人，帶來立竿見影

的效果，不但很有挑戰性，開刀後也很有成就感。

而潘永謙和慈濟的緣分也由此展開，因為當時花蓮慈院剛建好，各種硬體設

備都很新穎，和他先前去省立醫院實習時，很多地方缺乏整理的模樣相差甚遠，

因此對慈濟醫院有了很好的印象。加上聽聞骨科界頗負盛名的臺大醫院陳英和

醫師 ( 現任花蓮慈院名譽院長 )，即將前往花蓮慈院服務，為了學習更好的技術，

於是在一九九一年來到花蓮慈院服務，跟著陳英和院長磨練，而這麼一跟就是

數十年。

關山慈濟醫院人手不夠，潘永

謙總是親自去補足值班缺口，

圖為深夜的關山慈院急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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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赴關山  志留偏鄉

二○○二年初，陳英和院長藉著一起用餐的機會，向潘永謙提起關山慈院骨

科吳文田醫師，即將兩年任期屆滿回花蓮，卻苦於找不到人接棒，「我希望有

骨科背景，又具有完整急診經驗的你去接手。」

沒有陳院長想像中的猶豫，潘永謙當下便一口答應，因為他原本就有意願去

偏鄉服務。隔了幾天，潘永謙診間來了一個病人，這是一位先前因右大腿骨關

節面骨折，曾經被他建議要手術治療的小妹妹，卻遲遲沒有等到回診。現在已

經嚴重到膝蓋完全無法彎曲，只能在父親的攙扶下慢慢走進來。

詢問後才知道，原來他們因為住在山上，就醫很不方便，加上老一輩排斥開

刀，就決定帶去給附近的「拳頭師父」喬骨頭就好，結果一年下來不但沒有改

善，還越弄越糟。看著病人家屬殷切的眼神，潘永謙無奈地回應，「現在只能

等她成年，骨骼發育好以後，再做關節固定手術，或是換人工關節來彌補。」

「我不要變殘廢……」小女孩離開診間時的哭訴，讓他心想，為什麼原本

被太太形容是工作狂，凡事身

先士卒，潘永謙是關山慈院的

精神領導。圖為二○一三年全

院同仁到聖十字療養院關懷。

攝影／黃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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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個小手術就可以完全復原，現在卻變成殘障？就是因為民眾距離醫院太

遠，還有缺乏正確觀念。覺得不能再拖延，取得太太的諒解後，隔天便向院長

表達希望盡早過去支援的想法，於是在同年七月轉任關山慈院，擔任骨科主治

醫師。

跨越語言  用心溝通

「你說國語我聽嘸啦！還是以前那個吳醫師卡好，攏嘛甲我講臺語。」然而，

剛到關山慈院第一天，鄉親們的有話直說就讓潘永謙大受打擊……

關山鎮雖然人口不多，但當地除了閩南人以外，還有許多客家人和原住民，

病人一下子講臺語，一下子又是說原住民語，讓那時香港口音還很重的潘永謙

十分不適應，而病人也是一樣。加上吳文田醫師原本就做得很好，要重新取得

病人信任並不容易，剛開始甚至還有人質疑他是不是表現不好，才被下放到偏

遠地區，這時潘永謙才發現原來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直到有天急診送來一位高齡一百一十九歲的阿嬤，值班醫師研判可能是骨盆

附近骨折，因此請潘永謙前來會診。「身體狀況可以的話，馬上開刀！」考量

到病人年紀大，禁不起轉院的顛簸，潘永謙立刻決定進行這個風險極高的手術，

最後僅花了四十分鐘，就順利完成治療。

手術隔天，潘永謙到病房觀

察阿嬤恢復的情況。阿嬤一看到

他，興奮地拉著他的手，用布農

族語講了一連串的感謝，直說潘

醫師是祖先派來幫助她的貴人。

潘永謙雖然聽不懂阿嬤講的話，

但看到阿嬤的笑容，也跟著笑

了，並在旁邊的空床躺下，帶

著阿嬤一起做復健。雖然語言

不通，但醫病間的交心卻化解

了隔閡，一點一滴建立起信任。

「MI-HO-MI-SAN( 原 住 民 語

的您好 )，身體怎麼啦？」隨著

待在關山的時間越長，潘永謙

也開始適應這個純樸的小鎮。

兩年後，雖然已經到了原本答 醫院雖小，潘永謙的專業技術可是屬於醫學中心等級。

圖為潘院長指導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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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支援期限，但卻沒有想要離開了，並在二○○五年五月正式升任關山慈院

院長。

關山慈院林碧麗院長祕書說，院長不但沒有高層的距離感，對員工也很照顧，

像是考量同仁健康，主動將餐廳的白米飯改成五穀飯，平常也都以身作則來帶

動同仁。

觀察入微  貼心設想

「怎麼這麼乖，還陪阿公來看病。」診間內，潘永謙親切地問小朋友，「吃

不吃糖果啊？」接著從抽屜中拿出一根棒棒糖，逗得小朋友好開心。潘永謙說，

在診間如果看到很乖巧的小朋友都會給他們糖果當作獎勵，不過也是會斟酌情

況，如果是太胖的、蛀牙的就不會給，而且還要懂得看長輩們的反應才行，這

樣氣氛才會好。

除了對待病人親切，考量關山鎮的人口以老人與小孩為主，潘永謙也針對在

地鄉親規劃許多服務，除了在醫院門診櫃檯旁設置即時看板，詳列當天的看診

科別與醫師，並在領藥櫃檯旁設置放大鏡，讓老人家能看清楚藥袋上的文字。

最特別的是潘永謙還改造了自己診間的桌子，設置了一個可以伸縮的管子，當

遇到提著包包或撐著拐杖的病人，就可以讓他們掛著，貼心服務讓病人總是讚

不絕口。

「這邊有嬰兒車可以讓你們用。」看到醫院內抱著小孩的老人家，潘永謙招

每月的東區人醫會義診，總可見潘永謙的身影。攝影／林碧麗



人醫心傳2015.333

呼著他們到放置嬰兒車的地方，說明使

用方法。在醫院內放嬰兒車，是潘永謙

的另一個貼心發想，因為鄉下隔代教養

嚴重，經常看到老人家抱著小孩來看

病，不忍長者身體不適，還得辛苦抱著

孩子候診，於是決定在醫院放置嬰兒

車，減少他們的負擔。潘永謙笑說，「雖

然偶爾會被推回家，但如果能讓他們路

上輕鬆點也是很值得。」

由於關山擁有全臺第一個自行車道，

每年總會吸引許多遊客前來，然而腳踏

車意外事件頻傳，讓潘永謙覺得有必要

進行宣導，因此蒐集醫院的相關資料，

主動舉辦安全宣導講座，由他擔任講

師，定期邀請自行車業者和政府官員來

上課，說明意外可能發生的原因及預防

措施，意外事故才逐年下降。

小鎮醫院  震撼考驗

二○○四年，一場無照駕駛的車禍造

成三人重傷、一人輕傷，傷患被緊急送

到鄰近的關山慈院治療，當時潘永謙雖

然才剛完成一檯手術，甫接獲通報，還

是馬上從開刀房趕到急診。

三名重傷的高中生，最嚴重的小健 ( 化名 ) 因飛出車外，右下手臂被車門板

金硬生生切斷，送來醫院時只剩一層皮還連著，其次是駕駛大腿骨骨折，還有

一名女同學臉部撕裂傷。判斷完治療的優先順序，潘永謙急忙將小健送入開刀

房，這時是晚上七點半，準備展開一連三檯刀的挑戰。

「兩根骨頭、三條神經、兩條血管，十幾條韌帶全部斷掉，一條一條都要用

顯微鏡來接，而且要接的整齊不能有錯。」雖然只有他一個人做手術，但考量

到轉院延誤治療就只能截肢，潘永謙不願放棄，因為他相信自己做得到……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開刀房外的家屬也心急如焚，不斷地按鈴詢問，

「到底行不行？」、「手術怎麼這麼久？」即便護理師極力說明，但長達十五

逢年過節潘院長也與同仁前往關懷照顧戶，

發放物資、關心健康，甚至為他們打掃或重

整環境。上圖攝影／陳正邦、下圖攝影／李

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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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的手術過程，鈴聲從未停過，終於在隔天早上十點半，潘永謙替小健縫好

最後一針。無暇面對各方家屬的質疑，潘永謙緊接著進行第二、第三檯刀，下

午五點半，最後一位治療的女同學也順利送出開刀房，讓三十六小時未曾闔眼

的潘永謙，總算鬆了一口氣。雖然很疲憊，但潘永謙仍堅持先去巡房，畢竟還

有一群家屬等著他來說明。

「所以手術開了這麼久，根本沒辦法擔保百分之百復原？」面對家屬的種種

質疑，潘永謙沒有太多解釋，他只是微笑地對小健說，「你還年輕，恢復的機

率很高，加油！」

雖然如此，但家屬看到護理師替小健換藥時露出的開放性傷口，對小醫院的

不信任終於爆發。「從沒看過開完刀沒把傷口縫起來的！」家屬怒氣沖沖，要

求直接轉院到北部的醫學中心，完全聽不進去護理師的說明。其實這是考量長

時間手術後，傷口會腫得很厲害，因此必須放置幾天才能縫合。

所幸轉院後的醫師在進行各項檢測後，看到神經和韌帶都接合的很好，對於

潘永謙能夠一人完成數人的工作感到十分驚訝與讚賞，才讓小健的家屬發現錯

怪了醫師，於是又將小健帶回關山慈院複診，並對潘永謙表達歉意與感謝。最

後小健因年紀尚輕，加上持續的努力，恢復狀況良好，手部功能沒有造成太大

影響，成功免去截肢的命運。

潘永謙除了鎮守關山、周末到偏鄉義診，國際上有急難時，他也勇於付出。二○○六年印尼日

惹強震後災民急需骨外科手術，圖為潘永謙交代當地醫護如何照顧術後患者，並標注在石膏

上。攝影／周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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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強震  把握黃金開刀期

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印尼日惹發生芮氏六點三級強震，由於當地多是

磚瓦砌成的簡陋民房，耐不住地牛劇烈翻身，無數房屋倒塌，壓住正在睡夢中

的居民，造成六千多人死亡，而受傷者更是不計其數。

潘永謙看到電視上陸續傳回的災情畫面，心中除了不捨也盼望能伸出援手，

尤其自己正是他們最需要的骨科醫師，因此一聽到慈濟將組醫療團前往義診，

馬上就報名參加。然而第一梯次的醫療團預定在三十一號端午節出發，身兼院

務工作，又是關山慈院唯一的骨科醫師，為了找尋代班醫師及交辦工作，直到

六月三日的第二梯醫療團才順利成行，並擔任領隊，這也是他第一次參加海外

義診活動。

「真的是一下飛機就馬上去開刀了，和第一梯交班後就進開刀房。」潘永謙

分享，當時一到機場就得吃預防瘧疾的藥，雖然有強烈噁心想吐的副作用，但

大家心中想的都是要把握時間搶救病人，尤其是看到醫院內滿是病人的長廊，

更是堅定了大家的意志，把身體的不適拋在腦後。

由於骨折病人很多，能夠開刀的醫師卻很少，導致許多開放性骨折的病人，

苦等了好幾天都還沒辦法獲得治療。大家把握時間，每天早上八點出門，晚上

八點才回房休息，中間的十二小時都忙著進行手術，一檯刀開完就趕緊去帳篷

和病床中翻找病人床邊的 X 光片，看哪一個比較嚴重就送入開刀房。短短五天，

潘永謙就開了廿九檯刀。

除了醫療人員不足，當地連醫療器材都捉襟見肘，思索治療方式的同時，還

得確認手邊的鋼板、支架夠不夠，不然就得通知供應商趕快送貨到開刀房門口，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馬上消毒使用。面對這樣艱困的環境，潘永謙慶幸自己在

二○一五年一月，潘永謙院長前往福建福鼎市參加慈濟冬令發放，除了義診，也替行動不便的

鄉親扛起大米送到家。攝影／黃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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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小鎮磨練的經驗沒有白費，讓他能在簡易的設備與不熟悉的環境中，立刻

進入狀況。

雖然兩梯次的慈濟醫療團只在災區停留十天，卻帶給災民相當大的幫助。潘

永謙表示，由於骨折處的肌肉會慢慢收縮，屆時骨頭會縮得比較短，必須用重

型器械扳開才能治療，因此開刀一定要搶在剛受傷的前兩週。很慶幸因為在慈

濟工作，所以能夠第一時間就去幫忙，才有這樣見苦知福的機會，假如沒有把

握就真的太可惜了。

團隊雖小  卻提供大醫院做不到的服務

最令潘永謙印象深刻的病人，則是一次在鬼門關前搶救的經驗。二○一二年

十二月，關山慈院送來一位奄奄一息的阿嬤，高齡八十一歲的她，原本在西部

的醫學中心治療肺炎，卻不幸併發中風，加上照顧不慎造成褥瘡，病情逐漸惡

化，體重一度降到只剩廿八公斤，最後家屬在醫師的建議下，無奈地帶阿嬤留

一口氣回家。沒想到回家許久都沒有斷氣，不忍阿嬤痛苦，家人於是又將她送

到關山慈院做安寧療護。

雖然家屬只是希望等阿嬤差不多時再帶回家，但潘永謙評估後認為還有挽救

的機會，決定替阿嬤進行全身檢查，並針對各項問題積極治療，持續補充水分、

輸血、清瘡換藥，以及施打抗生素。阿嬤果然漸有起色，於是潘永謙召集營養

師、胸腔科醫師制定醫療計畫，並照會復健師，讓阿嬤一邊治療一邊做復健，

仔細照護她的傷口，經過十七天的調理，阿嬤竟然奇蹟似的恢復了健康，和家

人開開心心出院。

順利將醫學中心放棄的病人救回，帶給潘永謙及醫療團隊很大的鼓勵。潘永

謙有感而發地說，雖然關山慈院只是一間小醫院，也許沒有更好的設備或技術，

但只要大家多付出一分愛心和堅持，不輕易放棄，也能把病人處理的很好，搶

救寶貴生命。

原本奄奄一息的阿嬤，經

過照顧後奇蹟似地恢復，

帶給潘院長及關山慈院團

隊很大的鼓勵。攝影／陳

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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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冒風險  甘之如飴

堅守關山十二年，潘永謙坦言，在偏鄉地區提供急診服務真的很艱辛，因為

病人不會因為在小醫院就降低標準。急診醫師面對的是各種疾病，但關山鎮鄰

近的大醫院，往南要四十公里，往北則要一百三十公里，後送病人十分不方便，

因此如何拿捏轉院時機就是很大的考驗。太早轉院的話，不但病人得多花救護

車費用，接收到病人的醫師也會抱怨；但如果太晚才轉院，卻可能延誤治療的

時機。另一個難題，就是睡眠經常會被打斷，一個晚上如果遇到兩到三個病人，

往往睡覺就泡湯了。

早期經常和潘永謙並肩作戰的玉里慈院麻醉科醫師董民基回憶，當時由於麻

醉科醫師不足，常常要去關山慈院支援開刀，有次在關山跟著潘院長開刀，結

束出來已經半夜，本以為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沒想到潘院長就這樣開著車子

載他回到玉里慈院，繼續接著下一檯手術和門診，讓他十分敬佩潘永謙的毅力。

「沒有什麼提神的方法，用意志力，想著這是你的工作、你的責任，你的精

神就會來了。」潘永謙說，雖然工作壓力大，睡眠時間又少，但這就是外科醫

師的宿命，既然選了就沒什麼好後悔。而且熱愛運動的他，還會利用清晨或下

班的零碎時間，沿著自行車步道慢跑，來維持外科醫師的體力。

默默守護偏鄉的精神，讓他獲得二○○九

年國際獅子會頒發的「第三屆臺灣貢獻獎」，

但潘永謙並不因此自滿，覺得自己只是做該做

的事情而已，把功勞歸功給全體醫院同仁，還

把獎金全數捐給慈濟基金會，落實「醫者父母

心」的理念，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厚生基金會公布了

第二十四屆醫療奉獻獎的得獎名單，潘永謙院

長榮獲了個人奉獻獎，表彰他身為醫者，卻經

常走出院區，長期深入偏鄉照顧民眾健康，並

參與慈濟人醫會義診，足跡遍及臺東偏鄉與斯

里蘭卡、印尼、四川等地的真情付出。

榮獲第二十四屆醫療奉獻獎，潘永謙院長將榮耀歸功

於關山慈濟醫院全體同仁，右為夫人黃素虹。攝影／

蔡麗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