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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我出生於一九五七年，三十歲以前都

在緬甸土生土長。因母親患有高血壓容

易頭暈，從小學五年級就開始進廚房煮

飯、分擔家務。後來母親因血壓控制不

佳而中風，身為家中唯一的女兒，自然

承接下照顧的責任。就在高中畢業前一

年，突然發生一場大火，讓家裡原本經

營的米廠付之一炬，連母親的高血壓藥

物、血壓機等都來不及帶出來，一個月

後母親病逝。家道中落，艱困到一度只

能點蠟燭為燈，後來在父親和哥哥的傾

力支持下考上醫學院。「媽媽走了，爸

爸的腎臟不好，我已經在學醫了，把他

帶到最好的醫院，可是來不及了……」

在母親去世六年後，父親離世。

在醫療不發達的環境下，病情控制不

易，我始終覺得父母親可以更長壽的。

在遺憾中，長養了堅韌不拔的心，促使

我在行醫的路上不論遇到多棘手的病

況，總能抱持著一個念頭，就是只要找

到控制病情的方法就能讓病人好轉。無

論如何，什麼病情都要多看一眼、奮力

一試。

我在仰光第二醫學院完成內科系的腎

臟科醫學訓練後，進入公立醫院服務。

有感於戰亂動盪與醫療貧乏的困境，於

一九八七年申請來到臺灣。來臺灣之後

才開始重新學習華語，還記得那時人家

問「您貴姓」，我想了很久這句話問的

意思是什麼？後來順利通過國考取得臺

灣的醫師執照，在羅東博愛醫院從住院

醫師做到主治醫師，並成為內科專科醫

師。適逢臺灣緊急醫療剛起步，我選擇

投入急診次專科，走上在那個年代人煙

稀少的急診路。

還記得當時有位醫師太太勸我，說

「急診不是人走的路」！因當時臺灣所

看到的急診室也就像個菜市場，規模、

做法都還不是很健全，女性醫師更少

見。但我看過美國的急診環境，男女醫

師都有，因為要值班、要走第一線、一

直接新的病人，什麼時候病人很多也無

法預測，所以體力要一定要好。我還是

毅然決定向前進，順利在一九九一年成

為急診專科主治醫師。

一九九六年，我跟隨研習急診專科時

的指導老師、被譽為「臺灣急診醫學之

父」的胡勝川教授，到花蓮慈濟醫院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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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室服務，自此展開與慈濟的因緣。那

個時候一個月上三十個班次，一方面繼

續進修取得重症加護專科證書，也支援

各院區初期的急診，像是大林、臺北、

玉里、關山慈院的急診室，我都去過，

時間用得非常緊湊，真的是分秒不空

過。

二ＯＯ八年，我回美國當全職媽媽一

年，陪伴小孩就學、安頓下來。二ＯＯ

九年初我答應當時玉里慈濟醫院張玉麟

院長的邀請，來到玉里服務。因為，到

一個年齡了，我深深的感覺到一定要對

這個社會付出一點愛心。孩子們也長大

了，我沒有牽掛，就在那時決定要隻身

返臺投入偏鄉醫療。

到玉里慈濟醫院上班後不久，就承接

副院長的行政職。除了值急診、開一般

內科門診，為了慢性病患者的需求，也

加開糖尿病門診。一個星期七天，我有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不是在急診室值

班，就是在前往門診、住院病房巡房的

路上，「三頭奔走」的腳步未曾放慢。

像每週一，我就是很固定的，早上八點

多從急診室交班後，回到休息室盥洗，

接著趕到診間為病人看診。百分之十的

時間用在回靜思精舍或到衛生局開會、

報告，最後百分之十不到的時間，就留

給自己處理生活起居的瑣事。

十年前，我剛來玉里時，小鎮醫院很

缺人力，根本沒有內科醫師。小小一家

地區醫院，病人狀況卻不輕，小病拖成

大病或是併發症的不少，一個專業醫師

在這裡，可以多功能的就要盡量發揮。

所以我們醫院一半以上的醫師，像是林

志晏副院長、楊行樑醫師、李晉三醫師

等，都要排班輪值十二小時、二十四小

時的急診班，收住院病人、看門診，一

天當兩天用。同時考量地方長者對中醫

的需求度和接受度高，從今年（二○二

○）十一月起，中醫科也增加夜間門診

的天數，盡可能滿足鄉親的需求。

玉里慈濟醫院雖小，但為了病人好，

即使設備所費不貲也會購入。例如，我

們有花東縱谷中段唯一的震波碎石中

心，自二○一四年起到現在已服務兩千

多人次，在過去這兩年的服務量，更是

增加了一倍之多，讓眾多腎結石的病人

就近接受治療，省去奔波就醫之苦。

在我二Ｏ一八年八月上任院長前，玉

里慈院累積千萬的醫療欠款，如今努力

追回約十分之一，因為要讓鄉親知道，

我們雖是與慈善結合的醫院，但還是要

能永續經營才是地方之福，而且鄉親有

能力繳費也是一種福氣。我們也推動各

部門在醫療耗材的管控與精實化。此

外，長照服務、護理人力、緊急醫療都

不斷的開展與持續，努力盤點資源、整

合編制、致力朝減少虧損目標邁進。

接任院長以來，儘管院務繁忙，但

臨床工作一如往常；因為醫療是我的興

趣，工作量再怎麼大，一定也要審慎評

估找病因。最後，我總是對醫院同仁殷

殷叮嚀，在照護病人前，要先照顧好自

身的健康。相信眾志成城的願力，能讓

我們在小鎮醫院繼續守護生命，永續傳

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