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 彌補人間殘缺:  
羅慧夫 台灣行醫四十年 讀後感 

R6 張長正 賴釗毅 郭菁松 

 
 常由科內的老師們口中聽到羅慧夫院長的一些事跡, 羅院長是整形外科的精神

領袖, 是老師中的老師. 我们這些後生晚輩對他應該說是雖不陌生, 但有時似忽

又有些遙遠. 這次利用年假, 正好在繁忙的臨床學習的間隔中, 可以讓我们心靈

上有所沉澱. 身為整形外科的一份子, 更應該把握機會好好認識這位開山祖師. 
 
  這本書有許多地方讓我們印象深刻, 字裡行間, 流露出羅院長追求真, 但又同

時具有善和美的真性情. 所謂的 NOORDHOFF SPIRITS (Fig 1): 
一. 愛能彌補 (Love Makes Whole): 在艱困的環境下, 羅院長因為人世間存在

的愛, 支持著自己, 堅定信念, 排除萬難, 試著在愛中治癒別人, 不論是他

们殘破的心, 靈, 或身體. 
二. 信任 (Trust) : 因為有愛, 羅院長信任家人, 信任朋友, 信任學生, 也信任自

己. 因為信任, 羅院長的愛感染大家, 他充分授權, 鼓舞大家在各自領域為

共同目標一同打拼, 盡情發揮. 
三. 誠實 (Honesty): 羅院長最在意學生犯錯, 但又找藉口推脫拖甚至隱瞞. 這

時院長會非常嚴厲. 人非聖賢, 有過則虛心承認檢討並改過之, 找到問題的

核心, 不斷地求進步. 
四. 無私 (Selfless): 院長從不藏私, 在書中也提到如果像中國武俠小說所述, 

每個師傅教徒弟時都留一手, 也許第二代, 第三代第子還能成為一方之霸, 
但很難想像十代以後, 這個門派的弟子是不是只剩下”拔劍”這一招而以. 
院長從不擔心甚至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超越他, 可以造福更多的病人. 當
階段性任務完成, 他瀟灑的離開, 不居功, 不求名, 不求利. 院長要的不是

個人的名聲, 院長關心的是他離開之後, 他的理念是否能繼續貫徹發揚. 
五. 實踐 (Practice): 院長對自己的理想堅持, 並化為行動. 在種種堅困的環境

中如何把心中的理想化為行動, 需要信念與智慧. 否則只是空談. 今天長庚

整形外科或是整各台灣醫療的發展, 院長的堅毅不拔, 院長的運籌帷幄. 仍
歷歷其中. 院長成立了台灣第一各燒傷中心, 第一各生命線, 院長送科內的

老師們去該領域最好的醫學中心學習各種不同的專長, 回國後院長親自修

改著論文, 帶著老師們轉戰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學術研討會場, 大家信念一

致共同努力, 最後才能開花結果. 在醫療援助方面, 不管器具設備如何簡陋, 
院長總是毅然決然的前往, 試著協調溝通, 排除困難, 把理想化為行動. 



六. 病人優先 (Patient First): 院長永遠強調病人優先. 認為行醫的目地並非成

就個人, 而是要來幫助這世間受苦的病人. 院長注重同理心, 希望我们多想

想如果自己是病人或病家, 自己會怎樣想. 想想病人如果大老遠跑來而等

待, 心情是如何. 在現今功利主義抬頭, 醫病關係相對緊張的年代, 讀來感

受猶深. 
七. 教學相長 (Teaching-oriented learning): 院長對學生愛之深責之切, 希望學

生們有所成就. 院長尊重毎個人的專長, 不管學生, 其他科合作的醫師, 護
理人員, 或者工友, 比方說在書中提到的馬偕時代的”石膏”等…, “三人行必

有我師”. 院長總是能放下身段, 和大家溝通討論並持續不斷的學習. 
八. 團隊精神 (Team Work): 正因為院長的謙遜且知人善任, 大家才能在各自的

崗位上共同發揮, 凝聚力量, 決不能只靠單打獨鬥! 長庚整形外科非常重視

科際甚至國際合作, 正是羅院長打下的基礎. 
  
羅院長以愛出發, 追求至真至善然後至美, 毎一細節環環相扣, 發人省思. 讀完

這本書後, 我才知道原來我們先前對羅院長的了解其實只是皮毛而已. 毎個人在

人世間走這一遭, 往往只是留下鳳毛麟角, 時間一久, 距離一遠, 可能就會開始

失去他的細節, 顏色漸褪而模糊不清, 但是有些重要的轉折, 在關鍵時刻的決定, 
可能影響後世數十年甚至百年. 羅院長正是影響台灣醫療的關鑑人物. 他不僅彌

補人們有形的身體上的缺口, 還填補了台灣的醫療缺口, 化有形之愛為無形之大

愛, 永遠撫慰著人们的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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