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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醫生館》	大埔醫病暖人心

嘉義縣大埔鄉緊鄰曾文水庫，早期因

為地處偏遠，就醫交通不便，看醫生不

是到嘉義市區就是到臺南，一趟路要耗

費兩三個小時。大林慈濟醫院中醫部主

任葉明憲二十年來前往偏鄉嘉義縣大埔

鄉，與鄉民相知相惜的人生篇章，由作

者于劍興以非虛構故事書寫成新書《山

上的醫生館》，經典雜誌出版。二○

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大林慈濟醫院大廳

靜思書軒舉辦新書分享會。

院長賴寧生、林名男副院長、三義慈

濟中醫院葉家舟院長出席致詞，葉明憲

主任的母親徐雲彩女士特地從屏東老家

來為兒子加油打氣，大埔鄉長吳明勳以

及三十幾位鄉民更是搭著鄉公所的派車

下山，來到大林慈院，分享他們所認識

的葉醫師，及他對鄉民的愛。

林俊龍執行長憶當年

這天一早天氣嚴寒，不少民眾穿著厚

厚的外套，大林慈濟醫院大廳書軒前，

兩百多名男女老少座無虛席，讓整個會

場充滿溫馨與感動。

首先由大林慈院首任院長、慈濟醫

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的分享影片，帶著

大家回溯大林慈濟醫院啟業時的篳路藍

縷，及大埔成立醫療站的因緣。「當時

嘉義縣衛生局長鍾明昌表示大埔鄉在阿

文／張菊芬　攝影／林惠萍

《山上的醫生館》作者于劍興（左一）寫下

葉明憲醫師與嘉義大埔鄉民的醫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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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的半山腰，當地醫療缺乏，在地人

流行一句話『小病忍、大病滾』，就是

遇到大病時要用滾的滾下山就醫，希望

我們能協助，當然非常不忍心。」「那

時候西醫是林繁幸醫師，而中醫葉明憲

醫師自告奮勇接下大埔鄉門診任務，

二十年來風雨無阻，甚至地震後山路崎

嶇難行也是使命必達。」林俊龍執行長

欣見葉明憲醫師與大埔鄉民的醫病溫馨

故事，能結集成書，讓更多人知道。

湖光山色的大埔鄉，位於嘉義、臺南、

高雄三個縣市的交界，仰賴蜿蜒的臺三

線進出，交通很不方便，美麗鄉鎮，醫

療資源匱乏，曾經是臺灣四個無醫鄉之

一。

院長賴寧生到場致詞時說，大林慈

濟醫院是守護雲嘉地區的急重症責任醫

院，是守護生命的磐石。二○○二年起

衛福部 IDC計畫及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派駐西醫林繁幸醫師二十四小時守護鄉

親健康，中醫葉明憲醫師每週三到大埔

關懷鄉親，累積往返里程十五萬公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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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服務超過二十萬人次，將大埔鄉民

當成自己的家人般的疼愛。

大埔醫療站開啟了大林慈院與大埔鄉

民連結的大門，並提供中西醫一般門診，

緊急醫療、疫苗注射、公共衛生服務、

居家醫療訪視等。是一所二十四小時／

全年開放急診的服務中心。二○○三年

至二○一五年心臟內科林俊龍執行長透

過視訊，與大埔醫療站的林繁幸醫師一

起會診病人，二○一六年林繁幸醫師交

棒給林英龍醫師。

大埔鄉鄉長吳明勳感謝葉醫師二十年

長期奉獻在大埔鄉，對大埔鄉民而言，

很多鄉親都很信任中醫，鄉親們除了身

體的病苦得到醫治以外，也接收到許多

心靈的安慰，「做一位醫師，葉醫師真

的有發揮大愛精神。」

葉醫師的母親徐雲彩師姊，熱愛教育，

曾經是師鐸獎得主，退休後走進監獄關

懷受刑人，用教育的力量走進每一顆枯

竭的心靈。她上臺幽默地說自己做慈濟

已三十年，證嚴上人的法已入心，學會

縮小自己，因此愈老個子愈小，贏得現

場熱烈掌聲。

她說，葉明憲從大學的畜牧，到生理

研究所，差一點到英國讀博士，其後在

好友葉家舟的鼓勵下，報考了後中醫，

葉明憲因為母親跟自己都是慈濟人，希

望能跟隨證嚴上人的腳步，跟葉家舟兩

人同時選擇到大林慈院服務。

葉明憲致力於中西醫合治的臨床治療

和研究，更與中正大學和南華大學資工

系師生合作研發將中醫科學化、數學化

大林慈濟醫院賴寧生院長感謝葉明憲主任二十

年來不辭勞苦奔赴大埔鄉看病治療。

大埔鄉長吳明勳帶著三十幾位鄉民前來參與新

書會，表達對葉醫師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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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標準化，讓更多人能了解中醫治療的

效果與好處，造福更多病人。

《山上的醫生館》作者于劍興，同時

也是大林慈院公傳室副主任，邀請葉明

憲醫師到臺前，與大埔鄉民一起話從前。

葉醫師剛到大埔看診時，病人只有幾

十位，並不算特別多，所以下診後還有

空檔去湖邊，看看山與水，這個時候大

埔鄉的第一位慈濟委員陳勵譁師姊，總

是為葉醫師準備一杯熱騰騰的咖啡。

二○一二年一個寒冬清晨，慈濟志工

陳勵譁的先生翁左樹，外出工作中風倒

地，診斷出是嚴重腦幹出血，但因傷及

腦幹而癱瘓在床，葉醫師在六年期間風

雨無阻地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到他們家幫

他針灸，關心他，把他當做自己家人照

顧。勵譁很不捨，遇上天候不佳時，讓

她更擔憂葉醫師的行車安全。

第二位人物就是書中最年輕的角色

──邱楹梅。她離開大埔去外地讀書，

最終帶著一身的傷痛、不良於行回到故

鄉，但現在大家看到的她很健康，每天

天還沒亮就上山幫父親種薑，然後才到

醫療站看中醫、做復健。

葉醫師還記得在醫療站第一次看到邱

楹梅的情景，那時她全身裹著繃帶，是

躺著進診間的，「但楹梅自己不放棄希

望，雖然腳不方便，但非常努力復健，

看著她踩著腳踏車做復健，我知道她有

機會慢慢恢復。」能恢復到日常生活自

理無虞，葉醫師常在心裡默默祝福她愈

來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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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第三位主角是張耀政先生，

他為葉醫師宣傳，遇到醫療站有結束危

機時發動鄉民聯署，在短短幾天收集到

五、六百份陳情書，心裡想的，就是不

能讓大埔失去一位好醫師，更打了塊金

牌送葉醫師。而他的女兒張采禎因為要

到山上幫父親弄竹筍而出了車禍事故，

造成髖關節粉碎性骨折，身心疲憊，走

不出家門，葉醫師每週三下班去家裡鼓

勵她，幫她針灸，而她現在已經能走路

了。

最後是陳林鳳為和吟淑這對母女檔上

臺分享，陳林鳳多年來為小兒麻痺的女

兒吟淑奔波下山求醫，但因為有葉醫師

上山後，吟淑的健康漸有起色，母女與

葉醫師也建立起如家人般的情誼。

葉明憲醫師感恩大家讓自己有奉獻的

機會，回想當年需要一位中醫師到無醫

鄉大埔，上人提醒一切都是好因緣，要

掌握機會好好付出，所以他遵循上人慈

示，這麼多年來掌握機會上山為大埔鄉

民看病治療，能付出時就好好付出，「看

到病人身體變好、變得沒問題時，就很

高興，也是我繼續往前進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