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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在桃園縣出生的我，念完臺北市的成功高中之後，

第一年參加大學聯考、考上牙醫系。那時候沒有人教我如何做生

涯規劃，加上家裡兩個哥哥分別是醫生和牙醫，其中一位還是第

一屆慈青，在社會與父母的期待之下只能盡力衝刺第一志願，隔

年的分數提高了些、考上慈濟醫學院（現為慈濟大學）醫學系。

入學前其實對於慈濟並沒有太大的期待，也並不了解「第一屆」

所背負的使命為何，而是在進來之後才漸漸有所轉變。畢業之後

留在花蓮慈濟醫院接受內科住院醫師與血液腫瘤科次專科的訓練，

五年前當上主治醫師之後，繼續就讀慈濟大學整合生理研究所碩

士班，目前正在念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可以說是個「在慈濟

環境中長大的孩子」。

當年的大一新生還沒入學前，男生都得上成功嶺接受軍事訓練，

所以去精舍參加開學典禮的時候，每個人都是小平頭，還記得以

前從未說過「阿彌陀佛」的我，開學那天至少講了二、三十次，

還拿到一小盆「美國花生」的盆栽。

在一個全校只有一百五十位學生、全體住宿還得穿制服、門禁

時間晚上九點半、沒有任何學長姊與社團的後山新學校，感覺大

學比以前高中管得還要多，而且幾乎每天都有很大批的師兄姊來

「關心」我們上課，覺得自己就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任人觀看，

這也就是學校的 BBS 站「草食動物園」名稱的由來。管得多、自

然會有人反彈，在我們多次反應之後，我的懿德媽媽羽媽媽，她

願為人醫
口述／朱崧肇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慈濟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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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崧肇（後排左

二）大學時期與同

班同學以及班上的

兩位慈誠爸爸合影。

當時他的班級慈誠

爸爸為現在慈院家

醫科王英偉主任（後

排左一）以及曾擔

任花蓮慈院副院長、

現服務於臺北慈院

腸胃內科的林憲宏

醫師（後排右一）。

（朱崧肇醫師提供）

同時也是學校生活輔導組的副組長，將門禁時間越來越延後，慢

慢地，我也被懿德爸媽們無所求的付出所感動。然而我們依然持

續表達自己的意見，用我們名為「嘉年華式的抗議」方式來爭取

發言權。

大學生是需要被刺激的，而混合各系的住校政策更培養出我們

的革命情誼，在當時沒有校內社團的情況之下，我往外跑到西部

參加法政相關營隊，結識了許多朋友。那是個喜歡爭辯與衝撞的

年歲，在學會了如何開會之後，便希望成立學生會，並希望藉此

收取會費來舉辦活動；我也爭取參與獎懲委員會的學生代表席次，

希望能共同制定校規。不想穿制服的我們，當學校採取點名的強

制措施時，甚至在某次的結業式、校長頒獎時，集體別著「抗議中」

的牌子上臺。大學生基本上是不想被約束的，但是學校會告訴我

們責任與承諾，入學簡章也很清楚地寫著有關於素食與制服的規

定，我覺得無論當初是依父母的期望或是單純按分數排行而進來

這裡，很重要的是要為自己的選擇做負責，並忠於自己的選擇。

面對醫學系沈重的課業與大量的名詞記憶，特別是大體解剖課

程，校方的做法是完整呈現大體老師的生平介紹，讓我們與大體

老師的家人們見面、瞭解老師的過去，以及他為什麼願意捐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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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當我們正式上課時，已經不再感覺只是接觸一具冰冷的遺體。

在不斷地接受慈濟人文的同時，或許自己沒有感覺，但是他人都能

夠感受得到，懿德媽媽一直無所求的陪伴，正是利他精神的展現。

當工作與環境遇上挫折時，慈濟的力量是很正面的。很多學弟妹

問過我，畢業後該不該留在慈濟醫療體系工作？我都會鼓勵他們，

如果你真的很有熱情、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就應該到你認為可以

學習更多或成長更多的地方去，帶著這股熱情、帶著慈濟人的氣

質去往你要的地方發展。從慈濟環境長大的人，在職場上比較好

相處，而且比較不會推卸責任；比別人更有禮貌但並非表面工夫，

老師會感受到、自然便會教你更多。

社會對於慈濟醫療普遍有著正面印象，所以看來很小的事情也

會被放大、被鼓勵，二○○七年我被健保局選為「全國優良事蹟

醫護人員」，背後的故事其實很單純。剛升任主治醫師時，有一

天急診室送來了一位路倒的原住民醉漢，當時的他全身都是腫瘤，

找不到親人可以聯繫。那天其實並不是我值班，但我的老師拍拍

我的肩膀說：「這個病人就交給你照顧了。」原本的我遇到這種

狀況不佳的病人，心想「怎麼會給我？」又不是我該負責的。但

心裡念頭一轉，醫療的本質就是要做功德，於是我開始嘗試去解

決他的問題，聯絡社服室、尋找他的家屬。起初無法聯繫上時，

▌朱崧肇醫師為慈濟

醫學院第一屆的畢業

生，畢業典禮上由證

嚴上人親自撥穗。（朱

崧肇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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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幫他做決定、開始治療；後來找到家屬了，卻因為病人沒有健保、

獨身未婚、之前在西部工作不順就回鄉酗酒而與家人疏遠，心想

要幫就幫到底，請志工協助將欠繳保費以分期的方式還款，恢復

他的健保身分。與他的家屬開始互動時，他們一致覺得該病患是

顆燙手山芋，擔心他的醫療費用無力負擔。在看到慈濟社工、志

工與醫師們願意幫忙承擔照顧他的責任，才慢慢卸下心防去接納；

雖然最後這位病人還是不幸往生，這段過程能夠為其家人所接受，

同時也懷著感恩的心陪伴他離開。成就一個人圓滿地過一生而不

留遺憾，即使外界看來很特別，在慈濟世界裡的人認為這只是舉

手之勞。

如果重返十七年前再讓我選擇，我不會後悔選擇念醫學系，因

為能夠直接幫忙病人，面對挑戰並獲得回饋；同時我也一樣會選

擇慈濟大學，因為小學校才能促使我們發展更多可能。在慈濟醫

療體系內，一樣能與許多國外的教授合作發表論文，只要你願意

學習、願意為病人付出，他們就會把技術交給你，好讓你救治更

多的當地病患。終身學習是很重要的，靜思語說：「任何事都是

從一個決心一粒種子開始」，只要持續進修、廣結好緣，機會及

運氣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整理／沈健民）

▌經過十七年的栽培，

朱崧肇醫師現在已經

是慈濟醫院成熟的血

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並曾獲健保局選為「全

國 優 良 事 蹟 醫 護 人

員」。攝影／李玉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