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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至花蓮慈濟大學任教、並推動東部

精神醫學以及藥學發展的張文和教授，生逢磨

難卻一生兢兢業業奉獻給醫學不以為苦。今年

十一月一日病逝於花蓮慈濟醫院，十一月十五

日由慈濟志業體為他所籌設的追思會中，台灣

精神醫學各界的精英齊聚大捨堂，共同緬懷張

文和教授的為人與風骨，感謝他為臺灣精神醫

學的貢獻，並獻上祝福、送他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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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日遠  精神永存成典範--追思張文和教授

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

一串串白色的蘭花以及盛開的百合，還

有素雅的白紗，將位於慈濟大學的大捨

堂佈置得典雅莊嚴，大捨堂牆上懸掛著

兩幅今天主角的放大照片，上午八時許

弔唁的賓客陸續入座，大家安靜的在安

魂曲的旋律中，欣賞投影機一幕幕播放

出主角一生精采的回顧，隨著放映的內

容，有的人笑了起來、有的人紅了眼眶

……許多人都是特別在一早、或是前一晚

就從各地趕到東部來參加這個莊嚴的儀

式，其中不乏多位台灣精神醫學界舉足

輕重的大人物，但在這一刻，每個人心

中默禱，同樣的心念都是祝福他們心中

這位永遠的朋友、老師、前輩──張文

和教授，並送他最後一程，感謝他對台

灣精神醫學的貢獻，也感恩他以身作則

的人品典範，已成為大家心中永遠看齊

緬懷的對象。

一生流離　輝煌歲月貢獻臺灣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他來台

灣，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今天重新感

受到張教授對台灣的貢獻，尤其是精神

藥物以及對兩種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不

只對台灣，對全世界的貢獻都很偉大

……」曾任臺大醫院精神科醫師、台北

市立療養院院長的葉英堃教授，是台灣

精神醫學界影響甚鉅的醫師及學者，也

是第一位在戒嚴時期不懼張文和教授大

陸學者的身分來台而聘用，並全力支持

他建立全台首座生物精神醫學實驗室。

「知道文和的情況一直想來看他，但是

一日過一日，沒想到造成永遠的遺憾，

我要請他原諒……」回想起和張教授一起

為精神醫學奮鬥的過程，卻無法在老友

生前見上一面，滿頭白髮的葉教授難掩

失去老友、醫學老兵凋零的難過。

張文和教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生於北京的書香世家，但是卻生於憂

患、際遇崎嶇而一生流徙。張教授畢業

於北京大學醫學院，進入精神科接受臨

床醫療訓練，並選擇當時初萌芽的精神

藥理學作為終生研究領域，張教授經歷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以及文化

大革命，在隆隆炮火中困頓求生，尤其

是撲天蓋地的文化大革命中斷了他的研

究之路，有九年的時間都在偏遠的甘肅

省衛生院、化學工廠等單位度過。

一九七八年張教授重返生化研究室，

並在一九八一年成為中國首位精神醫學

領域的中美交換學者，赴美國國家衛生

▌台灣精神醫學各界代表齊聚慈濟大學大捨堂，參

加張文和教授追思會，慈濟志工列隊獻花，獻上最

誠摯的祝福。（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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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隨後張教

授輾轉遷徙來臺，進入臺北市立療養

院，以精神藥理學作為研究精神疾病的

窗口，治學嚴謹自我要求極高的張文和

教授在一九九一年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的肯定，一九九四年獲聘為臺大醫學

院精神科教授。

張教授雖然一生遭受許多磨難，友人

回憶教授來臺多年後，與他出國開會同

一個寢室，半夜仍會聽見他噩夢驚聲喊

叫，但豁然大度、開朗待人的張教授，

秉持著對學術的熱情作育英才無數，當

今台灣多位精神醫學界的中流砥柱，都

出自張教授門下，張教授並榮獲國際神

經精神藥理學會(CINP)列為一九八○年

代世界傑出精神藥理學家。

二○○○年張文和教授屆齡退休，

受慈濟大學禮聘繼續發揮專長，擔任花

蓮慈濟醫院、醫學院精神科教授，並遷

居花蓮，帶動東部各精神醫療院所的發

展。二○○四年，張教授罹患唾腺癌，

因及時就醫重獲健康，二○○七年又發

現攝護腺癌，治療棘手，在夫人耿秀貞

女士悉心照顧下勇敢接受病魔挑戰，期

間仍不幸在今年十一月一日在花蓮慈濟

醫院辭世。

做事做人皆成就　各界緬懷追悼

花蓮慈濟醫院為了緬懷教授，特地安

排此場莊嚴隆重的追思會，由花蓮慈院精

神醫學部的醫護人員擔任工作人員，包括

慈濟醫療志業發展處林俊龍執行長、花蓮

▌花蓮慈院精神科林喬祥醫師以張教授的學生身分，緬懷介紹張文和教授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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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院石明煌院長、慈濟大學王本榮校

長均出席緬懷張教授；另外包括前台北市

立療養院院長葉英堃教授、臺灣大學醫

學系精神科胡海國教授、臺灣精神醫學

會陳正宗理事長、慈濟醫院精神部社區精

神科蔡欣記主任、陳紹祖醫師、陳嘉祥醫

師以及慈濟醫院精神科創科主任王浩威醫

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陳喬琪

院長、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文榮光

院長、彰化基督教醫院陸東分院邱南英

院長、臺灣生物精神醫學會陳坤波秘書

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醫療部主任暨

松德院區醫務長林式穀醫師以及曾追隨張

文和教授到花蓮服務的學生藍先元醫師、

白雅美醫師等，都特地回到花蓮送他最後

一程。

餘生安身慈濟

促東部精神醫學發展

追思會依循張文和教授灑脫不拘形

式的個性，先由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帶領

眾人誦念佛號，以無量光無量壽迴向給

教授，並由慈濟志工顏惠美帶領志工群

獻花，慈濟醫院精神醫學部林喬祥醫師

則代表學生，口述老師一生的事蹟。林

喬祥醫師不但在介紹老師生平時忍不住

掉淚語塞，整場追思會憶及教授生前的

點滴，林醫師不斷悲從中來，讓旁人都

深切感受到師生之間情同父子的深厚感

情，也不忍鼻酸。

花蓮慈濟醫院石明煌院長親手書寫

祭文獻給張文和教授，並在追思會上朗

▌追思會最後，與會者一一在張教授靈前獻上清新素雅的蘭花，感恩張教授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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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代表全體主管與員工感恩教授；慈

濟大學王本榮校長在追思會上也推崇張

教授擁有最現代的成就，卻有最傳統的

品行與靈魂，八年來對後山對慈濟都有

深遠的貢獻。花蓮慈濟醫院精神科陳

嘉祥醫師回憶起教

授更是哽咽，陳嘉

祥醫師直言，沒有

張教授來花蓮，慈

濟大學的精神科系

就不會成立，很多

精神科醫師就不會

過來，教授用號召

力帶領許多人才東

來，更協助慈濟大

學在國衛院成立臨

床藥理藥物檢測，功不可沒。

臺灣大學醫學系精神科胡海國教授與

張文和教授於臺灣大學任教時，剛好在

同一個辦公室，回想與張教授的點點滴

滴，胡海國教授不禁悲從中來幾度哽咽

▌眾人依依不捨地送別張文和教授。

▌花蓮慈院石明煌院長親自手書祭文，代表花蓮慈院獻給張教授，感恩他對慈濟醫療與教育體系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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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言語。胡教授說，張文和教授最輝

煌的歲月都在台灣，他在張教授身上學

到最多的就是灑脫，在灑脫中卻用心做

人的道理。

在眾人一點一滴的回憶中，追思會上

懸掛著張文和教授意氣風發的形象也一

塊一塊的被拼湊出來。有為了用藥劑量

太高而與住院醫師爭論、也有每次受邀

演講都仔細準備，深怕重覆、一定要將

最新資訊帶給年輕醫師的堅持，也有為

了幫東部的研究室爭取經費，而不斷寫

論文與研究計畫的拼勁……每個人心目中

不同的形象，組合成張文和教授和煦的

人格風範，他有艱苦、有風骨、有一絲

不茍也有可愛風趣的一面，還有教授謙

沖自牧的胸懷，都讓大家笑中帶淚。

張教授的女兒張清遠從美國趕回花

蓮，張清說，廿五年前父親一個人來到

臺灣，現在看到聽到大家對他的描述，

真的感到非常欣慰，父親一生致力於他

的研究，犧牲很多，也感謝慈濟醫院在

父親最後的八年提供他機會繼續奉獻，

也感謝慈濟醫院的加護病房、血液腫瘤

病房、心蓮病房以及慈濟志工，陪著父

親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送君千里終須別	精神永存成風範

最後在弘一大師李叔同所寫的「送

別」歌聲中，與會的貴賓紛紛再次在教

授靈前獻花致意，人人雙手合十陪著教

授的靈車緩緩前進，向這為在台灣精神

藥理學界的開拓先驅致敬。就如教授的

學生白雅美醫師說，從台北飛來花蓮，

看到中央山脈，發現教授的胸懷就像山

一樣遼闊!
一生為精神醫學奉獻的張文和教授，

終於卸下一生的辛苦重擔安然離去，雖

然哲人日遠，但也留下永不磨滅貢獻與

人格風範，供後人效法與追尋。

張文和 教授

1934年12月28日出生於北京書香世家

1965年北京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畢業

1969年11月1日，下放甘肅省宕昌縣南陽公社中心衛生院

1981年赴美NMH(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擔任客座教授

1980年代，榮獲國際神經精神藥理學會列名為1980年代世界傑出精神藥理學家

1983年7月來臺，在臺北市立療養院籌備生物精神醫學研究室

2000年擔任花蓮慈濟醫院精神科教授

2002年臺灣生物精神醫學暨神經精神藥理學會成立，任首任理事長

2007年11月1日，發現攝護腺癌

2008年11月1日，于花蓮慈濟醫院安詳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