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而不捨，
以愛延續生命
東臺灣器官移植推動者——李明哲的行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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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要朝向器官移植發展，李明哲

覺得好像身為一個外科醫師，如果能夠

操作移植器官這樣高階的手術，好像就

比別人厲害一點。在虛榮心和想要自我

挑戰的心情下，李明哲進入了器官移植

領域。但進入之後，他也同時感受到生

命轉化之間的奧妙，了解了這不是一件

簡單的事，需要很多人、很多團隊和環

節配合參與的手術，即便今天器官移植

成功完成了，榮耀絕對不是來自個人。

器官移植醫師感到最療癒的時刻，

應該是鬆開血管的夾鉗，血液流進肝臟

或腎臟，看著新的器官展露蓬勃的生命

力、變成健康的粉色，並開始製造膽汁

或尿液，代表著滋潤新生命的汁液。

移植器官可以看到生命神奇的復甦與

轉化，器官是一個很物化的東西，但透

過手術，讓一個人起死回生，所產生的

現象和效應，已經不只是一個器官了，

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器官移植就像是

魔術、是點石成金的仙女棒。

在器官移植的領域裡，肝臟移植是一

個很高的門檻。屍肝移植是從腦死病人

身上取下肝臟進行移植，移植醫院必須

累積一定的移植數和成績，才可以申請

做活肝移植。

早期做肝臟移植手術，病人常常都會

失血很多，通常病人可能會流血好幾千

毫升都是常態。曾在匹茲堡史達佐醫師

門下訓練的柏德‧蕭醫師在《站在器

官移植前線》中說過，當年手術，醫師

們的腰部以下經常泡在血水中，當時他

移植器官可以看到生命神奇的復甦與轉化，

器官是一個很物化的東西，

但透過手術，讓一個人起死回生，

所產生的現象和效應，已經不只是一個器官了，

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器官移植就像是魔術、是點石成金的仙女棒。

點石成金 文／吳宛霖

早期李明哲一人開刀，常常取器官、種器官、前

置作業和後續收尾都由他完成，除了奔波還要不

眠不休的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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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過各種程度的出血，有幸運不太多

的，也有出血量大到醫師必須站在臺子

上，才能離開地面的積血。

肝臟是非常脆弱的器官，血管密布

的程度就像一團棉花，一不小心就會出

血。從匹茲堡回來後，準備了三年，李

明哲在二○○三年第一次做肝臟移植，

非常緊張，因為他知道當時的移植團隊

裡，只有他一個人會做移植手術。所以

他到模擬醫學中心，先用大體老師模擬

手術演練一遍。為求慎重，他委請臺大

醫院的胡瑞恆教授來主刀，自己當助

手。手術雖然很成功，但一個多月後病

人因為併發症腦中風死亡。

有了一次經驗，心裡比較踏實，第二

次李明哲就自己主刀。這是一位從北部

轉過來的病人，因為病人在北部排隊等

肝等不到，當時活體肝臟移植還在萌芽

階段，做的人不多，北部的醫師建議這

位病人到東部來排隊，機會比較大。這

個病人是因為 B型肝炎引發的肝硬化而
需要換肝，但是病人因為之前開過很多

次刀，曾有腹水、腹膜發炎等，所以體

內器官沾粘得很嚴重。李明哲將捐贈者

的器官摘下後，準備幫病人換上新的肝

臟，但在他的肚子裡東翻西找，卻怎也

找不到門脈（通往肝臟的血管），因為

門脈已經結痂，沾粘的腹部一剝離就流

血，根本看不到在哪裡⋯⋯。

他在手術臺上欲哭無淚，心想完蛋

了，幾乎就要放棄了，但他又無法放

棄，他一想到如果自己放棄了，病人就

得死，他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努力的在病

人肚子裡翻找，過了好久好久，他突然

看到一股很大的血管球，那是「側枝循

環」；因為原本的血管已經結痂了，所

以身體的循環系統另外走出一條路出

來，叫做側枝循環，就是俗稱的靜脈曲

張。李明哲喜出望外，這時候就只能接

在這個血管球上了，他趕緊將肝臟接上

血管，血液順利流入肝臟，終於移植成

功。那次手術總共開了二十幾個鐘頭，

他開完刀只覺得好累好累幾乎躺在地

上。但是手術很成功，病人一直存活到

現在，依然很健康。兩個月後，李明哲

又順利的完成第三例肝臟移植手術。

第四例肝臟移植的病人是西部人，因

為 B型肝炎引起的肝硬化而來花蓮慈院
登記肝臟移植。當時病人還非常年輕，

才二十幾歲當兵剛退伍就發病。那時候

二○一○年一位腦死器官捐贈者與家人從澎湖來

臺灣旅行卻意外往生，經家屬同意捐出器官，讓

五位病人重獲新生。右起：臺北慈院心臟移植小

組團隊蔡貴棟醫師、花蓮慈院器官移植團隊楊穎

勤醫師、李明哲醫師等共同合作摘取心臟與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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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院正要開始發展肝臟移植，有天

正好有一位器官捐贈者捐出身上所有的

器官，李明哲推薦這位病人到大林慈院

去做肝臟移植，而李明哲也到大林慈院

協助尹文耀醫師進行手術，肝臟移植完

才又帶著兩顆腎臟回花蓮繼續做腎臟移

植。但病人移植後出現併發症，一直黃

疸，李明哲又趕快向花蓮慈院商借了洗

肝機來治療，最後終於幸運的康復了。

這位年輕人為了感謝慈濟醫院，後來更

成為慈濟志工，希望能夠回饋社會，回

報這分救命之恩。

東部 (鄉親 )的第一例活肝移植，是
在二○○七年七月執行。一對來自臺東

的父子，父親罹患酒精性肝硬化，還在

讀大學的兒子決定捐肝救父，移植手術

非常成功。父親擔任墓地的風水師，以

前總是菸酒檳榔不離口，康復後，兒子

一直勸父親要戒菸戒酒戒檳榔，李明哲

也常常在他回診時殷殷叮嚀，但病人都

沒有真正聽進去；後來這位病人罹患口

腔癌，回到門診跟李明哲懺悔，但千金

難買早知道，這位病人最後在肝移植後

十年死於口腔癌，雖然不是因為移植而

去世，李明哲仍感到相當遺憾，但病人

的家人，至今仍非常感謝李明哲。

東部偏鄉也有國際醫療

這是李明哲第一次感受到國外的民眾

相信臺灣的醫療，願意在這裡進行器官

移植這麼高風險的手術。

花蓮慈濟醫院雖然位於臺灣東部，

卻有不少外國人不遠千里而來，希望做

器官移植。第一個到李明哲門診掛號的

國際個案是一位英國男士，他是和平電

廠的工程師，因為腎衰竭，想做腎臟移

植，同為英國人的太太願意捐腎給他。

李明哲問他，英國是器官移植的大

國，發展很早，為什麼不回英國移植？

英國工程師回覆，因為英國的醫療體系

屬於公醫制，醫師們就像公務人員，每

天只上班八個小時，所以要等移植要等

非常非常久的時間，「我曾經有朋友骨

折，等到骨頭都快長好了還沒手術」。

工程師說他覺得臺灣的醫療比較有效

率，而且他也很相信臺灣的醫療水準。

於是他們很順利的在花蓮慈濟醫院完

成了活體腎臟移植手術，這也是李明哲

第一次感受到國外的民眾相信臺灣的醫

療，願意在這裡進行器官移植這麼高風

險的手術。

花蓮慈濟醫院與花東各醫療院所合作成立東區

器官勸募中心。二○一四年八月二十日，花蓮

慈院器官移植中心團隊完成首例外院器官捐贈，

協助臺東馬偕紀念醫院圓滿多重器官捐贈個案。

外科主任李明哲醫師親自前往臺東馬偕護送器

官回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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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一位馬來西亞的慈濟志工，因

為姊姊腎衰竭，他願意捐腎臟給姊姊，

也來請李醫師幫忙，雖然手術很成功，

但回到馬來西亞之後，有一次姊姊不慎

感冒入院治療，最後因嚴重感染而過

世。另外還有一位是馬來西亞的校長，

他的姪女願意捐肝給他；原來校長年輕

的時候是老師，曾經教過自己的姪女，

但以前不知道有親戚關係，後來校長發

生肝衰竭，年輕時曾受教於老師的姪女

願意捐肝，雖然姪女的親人都不贊成，

但有先生的支持，順利捐出部分肝臟救

老師，先生認為如果太太很想捐、只要

對身體沒有害處、可以幫助別人，他都

支持。

這位校長因為 B型肝炎而發生肝硬
化、肝衰竭來到慈濟醫院，李明哲接到

時，很納悶為什麼不在馬來西亞手術，

還要遠道來臺灣。原來馬來西亞的醫

師告訴校長，B肝是禁忌症，不能做器
官移植，所以來到臺灣。李明哲相當訝

異，因為臺灣有百分之六十做肝臟移植

的人，都是 B型肝炎引起，讓他感受地
域性差異很大。

還有一位令李明哲印象深刻的，是一

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剛出生不久就被

領養，從小身體不好，常跑醫院，還曾

在馬來西亞做過治療膽道閉鎖的葛西氏

手術。也因為先天異常，基因有缺陷，

長大後導致肝衰竭。令李明哲印象深刻

的不是這個孩子，而是領養家庭對他視

如己出的愛。

李明哲問這對父母，「既然那麼難

養，為什麼沒有拋棄他？」這對父母很

堅定的回答他，「既然已經領養了，不

論怎樣都要把他照顧好。」讓李明哲覺

李明哲為花蓮和平電廠的英國工程師成功完成活體腎臟

移植，與病人及其太太、兒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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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對養父母親非常偉大。他們為了來

臺灣求診，經歷了相當的困難，花了非

常多的心思和金錢才將孩子帶來臺灣，

後來是這對父母的親生女兒、也是這個

男生的姊姊捐出部分肝臟給他。雖然彼

此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姊姊也非常疼愛

這個弟弟，完全樂意捐出肝臟給弟弟，

整個過程她都帶著微笑，只有第一天開

完刀，因為傷口痛而稍微皺眉。

但也因為移植手術，李明哲發現這個

二十出頭的男生未曾做過「膽道閉鎖」

或任何手術，讓父母親也相當驚訝，這

也讓他更加確認，誠實是醫師必須具備

的條件。

這些國際醫療的病人願意特地到人生

地不熟的臺灣進行手術，也讓李明哲對

慈濟醫院的移植醫療實力更有自信。

二○一一年，來自菲律賓的蘿莎娜，因為意外造

成肝臟、膽管受損，曾接受十次手術仍未痊癒，

後來在李明哲醫師的治療下恢復健康。圖為蘿

莎娜特地回到花蓮感恩李醫師，並送上小禮物。

與病人一起切下無數「重生蛋糕」的李明哲與團隊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