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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這裡，工作不像喝茶聊天
般愜意，但她（長庚）檢驗著我們的
智慧與能力，讓我們體驗價值及獲得
成就，所以一定要全心全意愛護她（
長庚），因為她（長庚）讓我們大半
生有事做。

宋永魁副院長庚三十感言

當我聽完宋永魁副院長的三十感言

，不禁與他同聲笑了出來！尖端醫學家

的感性世界竟是這樣質樸務實；我終於

明白鄭博仁副總編輯為了榮退茶會而精

心規劃的採訪宋副親朋好友的名單原只

有六位，後來卻暴增至十五位的理由。

受訪者一提到宋副院長，景仰感恩之情

彷彿春風化雨般湧現，甚至還好康倒相

報，建議筆者還有誰可採訪，欲罷不能

的情況，榮退紀念摺頁幾乎要擴增成冊

了。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何以他這麼受同仁的愛戴？並非有

滔滔不絕的口才，也不是因為主管的架

勢和權勢，而是那來自南部農家子弟的

淳樸和溫厚。在臨床專業上以數十年如

ㄧ日的認真態度行醫；對後輩及學生的

提拔和教導不遺餘力；識人之明且知人

善任的領導風格，不僅造就本院婦產部

人才輩出，桃李滿天下，同時也培育出

全台第一位無國界醫師。正如受訪者所

言，他的好三天三夜都說不完，礙於篇

幅，只能舉其犖犖大者。

他是成功的醫師典範，他人格感召

永垂杏林懸壺濟世
魁奇傑出華佗仁術

宋永魁副院長榮退訪談錄
◎長庚醫訊執行編輯 林淑惠

▲宋副院長油畫作品 生命(Life) (油畫 2008. 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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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如此偉大，不論是秘書、不孕症

諮詢師、技術員、還是醫師、行政人員

…談起他時，「他真是個好人、生命中

的貴人、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以談

心的好長官、充滿智慧的生活大師、心

胸寬大的長者、如果真有來生，他絕對

是我首選的長官…」人氣之旺，不可言

喻。因此大家都願意在繁忙的工作之餘

，硬擠出時間接受採訪，只希望在他生

日和退休前夕給他一個最真心的祝福。

曾跟診20多年的不孕症諮詢師李佩

香，回想以往跟診時的點點滴滴至今還

記憶猶新，她說：「20多年前的抹片檢

查是在玻璃載片上以鑽石筆刻上病歷號

碼，當時也沒電腦都要用手寫，比現在

費力許多。當年門診護士忙不過來時，

宋副院長還會貼心的跳下來幫忙門診護

士刻抹片載片，幫忙叫號，經過那克難

年代的洗禮，我常想有什麼老闆就有什

麼下屬，很累的時候，我總想宋醫師都

那麼認真，身為下屬的我當然也要向他

看齊。有次在產房遇見他，病人在推車

上要出產房到病房時，身為副院長的他

竟然幫病人鞋子順手拎到架子上，我趕

緊和他說：『哎呀!副院長這不是您該做

的。』，他就是這樣樸實、可愛，絲毫

沒有主管的架子。」

憐惜她一如愛護長庚
婦產科醫師應該是女性最好的朋友

」，秉持對女性的憐惜，奮鬥了大半輩

子以女性健康為己任的宋副院長，也將

長庚當成念茲在茲的「她」，在教學、

研究、服務上，長庚婦產科在國內外醫

界創下許多難能可貴的紀錄，如：試管

嬰兒、內視鏡手術及減少產婦懷多胞胎

的機率等，宋副院長絕對是最重要的推

手。

「回顧三十年來，本院讓我接生的

小孩、開過的刀比我老師還多，所做的

事及對社會的貢獻，我有自信不比他們

少，這都要感謝長庚讓我這來自鄉下的

小孩有機會發揮。」自從擔任科主任後

，長庚很多「第一」都起於他任內；例

如民國82年，利用整合生殖科技，創全

國之先，結合精蟲顯微注射及冷凍胚胎

技術，成功使一名不孕症者懷孕，台灣

婦產科微創手術也在他手上發展成功，

改變台灣婦科手術的新紀元。

以往生殖內分泌學為超冷門的學科

，深具遠見的他從英國帶回先進技術，

草創細胞遺傳實驗室，從75年草創試管

嬰兒研究，76年試管嬰兒團隊首例產生

，一步一腳印的幫助不孕症夫妻重獲新

生。

▲以婦女健康為己任的宋永魁副院長於產房留影 ▲伉儷情深-宋副院長和夫人(陳雲和筆名阡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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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情、念舊、感恩
這位在本院發跡、赴英深造後，帶

動本院婦產科團隊在國內外發光發熱的

人，細數三十年軌跡，不忘本的將成就

歸諸於孕育他成長的母院-長庚，「我感

謝長庚給我機會發揮，也感謝王創辦人

永慶先生的栽培、師長、同事及醫護人

員的協助。」宋副院長感恩的說。

正如與他共事二十多年的不孕症諮

詢師李佩香所說「他是個惜情、念舊的

人」，溫暖的語調、貼心的舉止、他終

生關懷女性一如對本院無怨無悔的付出

，甚至退休後，仍想規劃推動長庚醫療

史文物研究以及防治骨鬆抗跌的社會公

益計畫，社會使命感和溫暖的人文關懷

更因退休而更顯強烈。

退休計畫一-轉向社會公益
走過漫長的行醫之路，宋副院長即

將要退休，忙碌了這麼多年，退休後要

將步調放慢，不知他有何規劃？

「想寫教科書、做義工、從事社區

醫學。退休只是轉換跑道，想做以前沒

有時間做的事。」有鑒於林口長庚尚未

建構醫療人文歷史網絡，提供民眾與醫

界一個溝通交流的知識平台。希望計劃

能逐年累積珍貴的史料紀錄，做出一些

成績。以往的醫療器械及儀器若無紀錄

與收藏，日後年輕醫師看病時，就不知

前輩們開刀、看病多辛苦。

退休計畫二-悠遊於彩繪世界中
他曾說過：「行醫是志業，繪畫是

心願，對我來說，兩者都是修行，追求

生命的圓融。」過去他常畫胚胎、子宮

及婦產醫學題材，醫學觀念轉化成繪畫

比較花時間，但他卻將生之喜悅及人生

關照融入創作，讓志業與心願相得益彰

。畫作曾入選 2006, 2007, 2009 年的法

國沙龍展。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位賢內助

，宋副院長也不例外，寫過兩本書的宋

太太筆名阡陌，他倆曾到過荷蘭梵谷博

物館，於阿姆斯特丹街道上捕捉城市生

活特寫、拍攝人文攝影作品，也曾在西

門町、淡水、龍山寺取景。

印象深刻的醫病互動
曾有遠在澎湖的病友遍訪名醫無法

找尋出病因，經他治療後，找出她更年

期徵狀並給他治療，病人心存感謝每年

▲林口長庚婦產部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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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很多魚來；也有阿 帶著女兒、媳婦

來看病，結果每次一回診就帶著土產餽

贈宋副醫療團隊；其中，也有內膜異位

嚴重的出家人，之前已開過多次的刀都

無法解決問題，輾轉介紹到他這裡，病

情獲得改善，因而送給他卡片，卡片上

滿懷謝意的寫著：永垂不朽懸壺濟世 魁

奇傑出華佗仁術。

「我跟他診十四年來，從未見到他

對病人不耐煩或說過重話，有些知名醫

師可能情緒起伏很大，但他對病人態度

始終很好，性情沉穩且非常敬業。」佩

香笑著說。

養生之道
宋副院長有何養生之道？他說：「

現代人要購買健康，要找時間運動，力

行 333運動法，每周運動3次，每次30

分鐘，心跳 130 下，要常去郊外走走、

爬山、接近大自然。」據婦產部的同仁

說：「喜愛爬山的宋副院長曾登高一呼

，把婦產部一大家子『拐』去爬山，大

夥兒只知道要爬山，但沒想到是海拔一

千多公尺的七星山。哈！哈！」親切、

和藹的他將婦產部同仁視為一家人，「

我永遠都記得，在忘年會（年底尾牙聚

餐）時，宋副院長向我先生寒喧、問候

，這讓我印象很深刻。」美娟秘書笑著

與我說。

片石在心 長空不礙白雲飛
身為本院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委員

會主席的宋副院長，如何看待醫療糾紛

？他說：「聖嚴法師曾說：『不幸發生

時，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

它。』其中，最難的就是放下，傷害產

生時尤其更難，從過去處理過的醫糾事

件來看，我曾看過一些年輕醫師很可惜

！一個不小心發生醫療爭議事件，又放

不下，對醫學及對病人的熱忱就整個垮

掉了！原本優秀、積極熱忱、滿懷理想

的人變得非常消極、退縮且怕事，不敢

實現理想而只想守成或退縮到安逸的狀

態，其實要開創新局突破瓶頸，總免不

了冒險。況且人生無常，不管技術好壞

、職位高低都有可能發生不幸的事！」

宋副院長感觸良多的說著。

「現代人比較容易翻臉，也較容易

因觀點不同失去耐心，我們平日就要有

好修養，也因情多難平，所以我們應該

要管理好情緒，用心傾聽病人的無常之

苦與生命之喜，懷平常心敬業執行醫術

，以誠心和病人溝通，因為病人和醫師

的資訊不對等，而病人對醫師要求越來

越多，因此勉勵大家要有服務的熱忱，

且要有團隊合作的精神，對自己不會且

沒有把握的事要盡量和長官及同事請益

。」這是宋副院長的金玉良言。

給後生晚輩的叮嚀
「回想我的老師在日據時代不受開

業的利誘，滿懷熱忱的留在台大研究學

問，而我們這一代帶著一股傻勁，來長

庚闖天下，為了醫學的傳承與開創，所

以要求醫師出國進修、設立醫學院及醫

師升等制，勉勵大家在醫學上保有研究

精神，因為這能讓你的醫學生涯走更長

遠的路，Science make medicine far. 這

理想是年輕醫師應該要保有的。但鐘鼎

山林，各有天性，並不強求每個人都要

有這樣的理想，出去開業也是另一種選

擇。」

「年輕人要有志氣及理想，第一要

熱愛工作；第二要勤勉的學習及讀書；

第三要享受運動及大自然；第四要幫助

別人。要負責任、天天進步；多看、多

吸收資訊、多唸書；多聽才能慎思明辨

，才不會被錯誤消息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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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對少子化現象提出對策
少子化為當今國際共有的隱憂，依

據美國非營利組織「人口資料局」指出

，台灣生育率與澳門並列全球最低，平

均只生一胎，身為資深婦產科醫師的他

不禁要為國家的未來大聲疾呼，「奉勸

大家有適當對象要早點結婚，希望政府

補助不孕症夫妻做試管嬰兒，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針對不孕症政策，韓國有

定額補助；香港有名額補助；財務狀況

好的新加坡雖無政府補助，但每年政府

會發給老百姓紅包，韓國、香港、日本

政府都正視這問題。就像全球暖化的環

保議題一樣，少子化是未來全球會面臨

的隱憂，台灣高喊少子化隱憂，卻沒有

實際的政策改善，健保經費都大量挹注

在癌症和慢性病等重大疾病上，政府應

該定額補助人工生殖的費用，我們過去

和國建局建議過，但他們認為不孕症人

數畢竟是少數，不願真正面對，「世界

衛生組織已視不孕為疾病，但國內健保

制度卻不補助，雖然目前政府補助大家

生一個小孩補助幾千元，但這樣的誘因

太小，養小孩很花錢，想生的人又沒錢

生，一個沒有下一代的國家衍生的問題

相當多，人口老化日趨嚴重，大家沒錢

又不敢生，同時，金融海嘯造成未來前

途搖擺不定，影響大家的生育意願，但

不願面對問題，隱憂卻慢慢浮現，因此

早婚早生的風氣要鼓吹，政府福利政策

要跟上，目前雖有落實兩性工作平等法

的育嬰留職停薪假及半年六成薪的福利

，但大家還是怕真的請育嬰假回來後工

作被取代，業界觀念及配套措施尚需落

實，反觀先進國家的育嬰假有一年的津

貼補助。總之，政府要有遠見落實育嬰

福利相關配套政策，才能實質鼓勵大家

生產報國。

宋永魁副院長小檔案

1945 年 3 月 15 日在台灣高雄縣出生

學歷：台大醫學系畢業、倫敦大學婦產科

學院生殖內分泌碩士

經歷：林口長庚副院長、婦產部主任、科

主任、教授

病人安全委員會及醫療品質會主席

中華民國不孕症暨生殖內分泌醫學

會創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婦產科內視鏡醫學會創會

理事長

骨質疏鬆症學會理事長

學術、論文：國外期刊 250 篇；台灣醫學

會雜誌 38 篇；國內其他期刊 112

篇，合計 400 篇。

畫展：畫冊：行醫繪畫（博開堂）1996。

個展 4 次（台北美國文化中心、高

雄中正文化中心、國父紀念館、台

北中山畫廊、吉證畫廊、立大畫

廊、台北社教館、台視文化中心）

聯展 8次。

畫作：入選法國春季沙龍 3 次（2006、

2007、2009 年）

宋永魁 教授
長庚婦產部 33 年～受與施
學術論壇

時間：2010 年 3月 7 日 13 時至 18 時

地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分院

（兒童醫院 K 棟大樓）

12K 第三會議廳

榮退茶會

時間：2010 年 3月 15 日 14 時 30 分

地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分院

第一會議廳

個人畫展

2010 年 3月 6-15 日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分院第一會議

廳休息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