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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之間在花蓮慈濟醫院已經十年

了。當年在國外念書，對於畢業後是否

回國的決定，掙扎了很久。記得在英國

當見習醫師階段時，教授問了一個臨床

問題，我回答不出來，他嚴厲地指責我

說：「你身為英國未來的菁英份子，居

然只有普通人的知識，以後要如何擔任

重任呢？」我當時心想，他不知道我是

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以為我將留在英

國，感覺有些尷尬。可是那時我已經決

定，如果我要繼續醫生生涯，我要回到

自己的土地。 
在歐美讀醫學院，除了考試之外，最

注重的就是口語能力及想法的表達。進

醫學院口試必問的問題是：「你為何要

當醫生？」回國之後，我也常常拿這句

話問來醫院實習的醫學生。他們的回答

有「爸爸媽媽希望我做醫師」、「醫師

的收入不錯」、或「聯考考過成績夠就

唸了」等很誠實的答案。他們的回答是

很誠實實際的，可是當我聽到時，我反

思的是：做醫生的原因如果只是因為這

樣，可能會做得很不快樂、很累。

當初入醫學院時，我也曾思考過這個

問題；到底我選擇醫生這職業的目的是

什麼？那時我思考了很久，後來得出的

結論是：醫生這職業

是專業的行善，而獎

勵是而後隨之而來。

這獎勵不見得是金

錢。佛教的基本精神

是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而醫生本身這專

業也就是行善而已。

當醫生勸人戒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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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留學時，陳郁志已

決定返台行醫。圖為二

○○二年初陳醫師於花蓮

慈院擔任內科總住院醫師

期間。(攝影／胡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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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實際是在減少病人患心血管疾病、肺

病的機會。以前在呼吸治療科見習時，

老師常開玩笑說，如果病人都不抽煙，

可能有四分之一的醫生會失業。可是就

算是如此，醫生還是要勸人戒煙，就算

病人好了之後，生病的人少了，收入來

源少了，醫生卻因為病人了解他的善意

而使他的職業得到尊重。這種尊重是金

錢買不到的。

回到台灣之後，因緣巧妙地就來到

慈濟醫院。十年前來到慈濟時，遇到的

每個人幾乎都會問我：「你為什麼要來

後山做醫生？」連剛來面試那一天，計

程車司機也問我為什麼要來慈濟？ 那
時慈濟還是區域教學醫院。我那時第一

次穿西裝打領帶來花蓮，很正式的來應

徵，帶著履歷表和興奮的心情來找尋畢

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來了才發現，東部

在那時候是多麼缺乏住院醫師。實際

上，醫院馬上就請我盡快開始上班，投

入第一線的工作。

接下來我開始了最懷念而且充實的

五年住院醫師訓練。因為那時選擇了一

般科，所以需要到各科輪流訓練。我到

每一科都很受歡迎，因為各科都缺乏人

力，有住院醫師出現，平日辛苦的主治

醫師至少就有了第一線的幫忙，終於可

以輕鬆一些。剛上班時，最訝異的是醫

護人員的負荷和他們的年紀過輕。回想

二十出頭的我，還在加州海灘做日光

浴、打沙灘排球，可是這裡的護理人員

卻每天每天的在清理糞便、血污，面對

生老病死。我不知在這樣的年紀他們是

否應承受這麼大的工作壓力，他們心理

受到多大的影響。但他們的老成與純熟

的常規技術，常讓我對自己的臨床工作

感到戰戰兢兢。到今天，我都盡量不對

醫護人員不禮貌或大小聲。在講求完美

的醫療體系裡，受限於現有的資源與制

度，他們的付出已是超過的。台灣醫院

剛 回 到 花 蓮 上

班，看到年輕的

護理人員純熟的

技術與沉穩地心

態，讓陳郁志在

臨床工作上一直

記得給予護理同

仁應有的尊重。

圖為在美國、英

國留學期間的陳

郁志放下沉重的

課業，展現輕鬆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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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缺乏制度去關懷這些護士小朋友。同

樣的，隨著時間過去，我也經驗了多次

的非預期性的急救及生離死別，每一次

都覺得人生無常，感觸良多。但是我也

慢慢學會將自己常規的工作做好，也變

得如一般醫護人員一樣的穩重老成，直

到我當上內科總醫師。

我當內科教學總醫師的一年，是我最

有成就感的一段時光之一。那時慈濟醫

學院剛有第一批見實習醫師來到醫院。

他們對於未來的惶恐與戰戰兢兢，與我

在醫學院時一模一樣。

我一方面依樣畫葫蘆的學英國老師

教訓他們未來要成為台灣醫學的菁英，

一方面將所謂「以問題導向為學習」的

觀念灌輸給他們，畢竟那時在台灣有接

受這樣訓練的醫師較少，不像現在問題

導向為學習的觀念已成為主流。每個星

期六上午，我還特別把時間排出來教

學。曾有教授告訴我醫生(Doctor)在拉

丁原文是老師的意思，心裡很感動。

想起佛祖如來被稱之為「大醫王」，

正是因為他教導世人生命的真理。 教
導學生應是做醫生的天職。至今被人

稱「Michael 學長」的我「電」過的學

生應該都很印象深刻，希望這教學的傳

統以後也繼續傳承下去。我聽說學生們

把那星期六的教學時段稱為「Michaels, 
time」(麥可時光)，我想他們應該是肯

定學長我的努力吧！。

同樣我也受到慈濟好老師的教導。在

心臟內科數年的成長受到多位醫師的指

圖為陳郁志醫師參與二○○二年四月九日至十六日於中國大陸貴州省納雍縣發放暨義診。(攝影／朱光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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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尤其是在介入性心導管的領域裡，

一次又一次的看到王志鴻醫師的韌性。他

在台灣做介入性治療的經驗大概是前面

幾名的，看他完全投入於工作的認真態

度，讓我從來不敢在他面前喊累。台灣的

醫療制度常使次專科無法專門作次專科的

事情。他常常在門診花很多時間看一大堆

非心臟科問題的病人，只因為病人慕名而

來。記得以前在國外跟教授看到十個以上

病人就很多了，但王醫師常看到百號以

上。這是病人肯定他的醫術，但我也擔心

他能夠承受多久。不過每次在心導管室看

到他又是精神煥發。與他一起做導管是我

最愉快的時間，我們常了解並討論對方介

入性治療的策略。與他一同搶救病人心

跳、搶救生命的過程，也是我接受心臟科

研究員訓練時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時光之

一。希望這段與王醫師亦師亦友有的因緣

能一直持續下去。

慈濟十年對我來說是充實難忘的。

現在的慈濟是醫學中心。可是對我來

說，做醫生的基本價值是不會改變的。

來到慈濟後，使我對醫生這個工作更確

認了原本的想法。醫生這職業是專業的

行善，而只要認真的付出，工作也許辛

苦，但終究會得到尊重，而這種尊重是

金錢買不到的。想起第一天到醫院上

班，老爸曾經擔心的說：「第一份工作

要努力，不要讓人覺得你

不夠認真，只要認真就能

找到自己的價值。」今天

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真

的很幸運，因為在我第一

份正式的工作裡，我就已

經找到了自己的價值。

慈濟十年，陳郁志醫師的醫術醫德

普獲病患信賴。而他不忘歸功於曾

經指導過的老師，特別是介入性心

導管治療的王志鴻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