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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拓荒者

從外籍傳教士到正港台灣人

　一個矮胖，一個高瘦，一個來自比

利時，一個來自荷蘭，相同的是慈悲

的宗教情懷，和滿臉皺紋及白髮漸稀

的慈祥笑容；除了外貌，松喬和畢耀

遠，可是比真正的虎尾人還要虎尾人

呢！現年高齡八十八歲和八十一歲的

兩位神父，落腳台灣的時間已近五十

年！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內政部長還

特地親赴虎尾，頒發永久居留證給兩

人，肯定他們對台灣的醫療奉獻，並

稱許他們是「正港的台灣人」！

　沒有血親關係，只因在相同的修道

院接受天父的培育洗禮，因緣牽引著

他們，來到離家千萬里的台灣鄉下小

鎮雲林虎尾，在一九五五年創立了若

瑟醫院。

篳路藍縷籌建若瑟醫院

　在當時人力財源缺乏的當下，松喬

院長憑藉著在大陸行醫，習得一身照

X光的技術，常常自己動手替病患照X

光，這一照，就照了二十五年！畢耀

遠副院長回憶，當時院內只有一台X

光機，底片很昂貴，病患無法負擔沖

片的費用，於是，松喬院長不顧自己

的健康，在沒有嚴密放射保護的情況

下，用透視的方法進行X光攝影，如

此一來，病患就無需負擔沖片費用。

　有一次松喬院長幫虎尾高中的學生

進行肺結核檢查，忙了一整天，才發

現己經做了四百五十個人，直到機器

壞了，松喬院長才有休息喘口氣的時

間！胼手胝足地一路行來，若瑟醫院

慢慢擴大規模，一九七○年有了第一

輛救護車，一九七八年，靠著德國教

會單位的資金挹注，蓋了新大樓，擁

有當時全雲林第一套氧氣中心系統，

同時也有了一間小小的加護病房；二

○○一年，若瑟醫院終於升格為雲林

縣第一家區域型醫院，為提昇遍遠地

區醫療品質，貢獻心力。

　在偏遠地區蓋醫院，絕不是以賺錢

為目的，為的就是服務貧病的百姓，

若瑟醫院的病患，大多都是窮苦的

百姓，無論是付不出藥費的，繳不起

洗腎錢的，或是早產兒租不起保溫箱

用愛紮根在異鄉
◆	撰文/趙亦梅	照片提供/天主教若瑟醫院

  松喬、畢耀遠神父用愛成為正港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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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的虎尾，是座典型的台灣小鎮，純樸無

爭，雖然偏遠貧瘠，上天卻特別眷顧這片土地，

兩位遠從歐洲來的神父，在此創立了天主教若瑟醫

院，用一生來照顧這個小鎮！他們就是松喬和畢耀

遠神父—若瑟醫院的名譽院長和現任副院長。

的，來到若瑟，總是可以得到最溫暖

的照顧，和免費或打折的收費。院方

也透過社會服務體系，為貧病百姓申

請醫療濟助和費用減免。小鎮的百姓

對若瑟醫院的醫護人員，尤其是松喬

和畢耀遠神父，懷抱感恩的心，把他

們兩位老人家當作是地方的長老一

般，不時探望及感念著。

在異鄉實踐無國界仁醫胸懷

　民國六十八年間，空軍虎尾電台一

位士官李學海在若瑟醫院彌留之際，

李士官本人及家屬都盼望能回到家

裡，期待「壽終正寢」。但當時，一

時找不到司機，眼看情況危急，時

間分秒必爭，任職副院長的畢耀遠

神父，二話不說，親駕救護車，將病

人送回建國一村眷舍，抵達時病人剛

斷氣，家屬及鄰居見狀都驚惶迴避，

不敢靠近，畢神父捲起衣袖親自將遺

體抬進客廳，放置妥當，指導後事。

離去時家屬感激得跪地叩頭，並按一

般禮俗致贈紅包，畢神父連忙拒絕只

是駕車離去。當時畢神父以副院長之

尊，不嫌卑微，親自踏實服務弱勢的

奉獻精神，至今仍讓電台同仁及眷村

家屬記憶猶新。

　另外，當年眷村生活，大多非常清

苦貧困，有位孕婦因營養不良，照顧

欠週，產下早產兒後在若瑟醫院的保

溫箱內照護了一個多月才安全出院。

當時，沒有勞保的狀況下接生手術、

住院及照護早產兒，對於軍眷生活

水準來說，實在是一筆龐大的負擔。

正當家屬打算要割捨骨肉、放棄嬰兒

時，院方知道實情後馬上給予免費的

救助。

　松喬和畢耀遠兩位老人家，勞苦一

生，卻沒有累積任何的財富，他們不

計較工時，也不要求薪水，默默耕耘

奉獻，而這種力量，來自於宗教崇高

的情懷，落實在平凡的人間，他們聞

聲救苦，對台灣可以說是用情至深。

　「愛您的朋友如同愛自己一樣」，

這是松喬和畢耀遠兩位神父念茲在茲

的神聖使命；五十寒暑，他們在異鄉

用愛紮根，奉獻全

力，實踐無國界的

仁醫情懷，在無情

的醫療資源貧乏之

地，拓荒出一片如

若瑟醫院般的有情

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