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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剛從國防醫學院退役的江季勛教

授，是經由當時小兒科主任馬逸輝教授兄長的

同學介紹而進入高醫的。江教授回想道：「剛

進高醫時感到陌生、對環境不熟悉，但時間久

了，也開始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期許：我一定要

升等至教授，出國留學，並且拿到博士學位歸

國。」其實那時候設備簡陋，日子很苦，往往

早上為病人看門診，半夜十二點還得往實驗室

跑。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直到江教授得到國

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的獎助學金，並通過美

國ECFMG考試，才實現出國留學的願望，前往

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兒童醫院研究小兒神經

學和腦波的判讀。

初入高醫前兩年，江教授擔任課外活動組

組長，負責管理學生社團。那時社會風氣並不

開放，學校常擔心學生行為太過激進，不小心

會捲入政治動亂中，所以比較鼓勵學生參加服

務性以及體能性社團，這類社團有益健康，也

和醫生服務人群的理念較為貼近。後來江教授

接任一年訓導主任的職務，帶領教官們幫忙解

決學生各種事務、糾紛，江教授至今仍對當時

的那些教官充滿感激。

這些日子裡有甚麼難忘的經歷？江教授

說：「記得暑期有走出校外義診的活動，有一

次我和許多同學一起到台東太麻里出隊義診，

除了學長自己主動載人到山區服務，醫院也捐

助經費，由醫生帶隊到偏遠地區免費看診。我

認為這很有意義，更可以增加學生對於服務大

眾的熱忱，十分鼓勵義診活動持續舉辦」。

若要說任內大事的話，江教授想起那時董

事會的陳啟川先生和杜聰明院長因為財政方面

意見不合，鬧得滿城風雨，還讓教育部臨時調

派台大醫學院的院長魏火曜先生到高醫擔任院

長，重新協調與整理。而自從杜院長退休改任董事

後，就很少再出現，只有畢業典禮的時候才會露

臉。另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則是在1993年，當時的

小兒科主任劉文章教授，於任內與世長辭，讓大家

感到非常難過。

江季勛教授認為，醫學倫理在醫學教育中是十

分重要的一環，常告訴實習醫生：「怎樣做一個好

醫生？有很多種說法，但最重要的是，醫生在看診

中對病人的衛教宣導。還有，需要轉診的病患一定

要立即轉診，不要延誤病患救治的最佳時機。」這

些話語中包含江教授自己的深刻體悟與實行，他笑

笑地說，當年教學的態度非常嚴格，學生都很怕

他，但只要他認為是對的、對學生有幫助的事物，

便會一路堅持下去。

江教授觀察到，從高醫畢業的校友，對學校的

向心力不足，許多到外面開業或是就業的醫生，很

少會將自己的病人轉診到高醫，高醫的未來也很難

輕易預言，因為一屆一屆的領導者作風並不相同。

不過高醫可以考慮做一些政策上的改變，加強校友

和學校的溝通與感情，如請校友回校演講或教學、

看診，如此一來對學生、對醫院經營也都有幫助，

不要自我孤立。

1960年到1996年，整整三十六年光陰，人生一

半的歲月，江季勛教授奉獻給了高醫。訪談末尾，

江教授說道：「高醫讓我的人生更加豐富，許多的

學問、經歷也都是高醫所給的，我十分感激高醫。

回想和馬逸輝、陳添享、黃德揚醫師在一起的生

活，給我很多美好回憶，這段歲月，很值得。」

（節錄自《憶往思舊－高醫人話高醫事》，本

校心理系 林冠翔整理，原撰稿者：本校醫學系王

慧晶、陳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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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哲明教授小時候生活在雲林斗南鄉間，父親

是村莊裡唯一的醫師，小學期間因嚴重的脊椎側彎

而在家休養的鄧教授，閒暇之餘總幫忙父親包藥，

這份接觸藥物的經驗，培養出他對於藥學的興趣。

高中升大學之際，本身學醫的父親認為醫師職

業對這體弱的孩子來說太過辛勞，鼓勵當時的鄧教

授研讀藥學，認為藥學既符合孩子的興趣，也可以

幫助他日後妥善照顧自己的身體，並為民眾盡一份

心力。

入學之際，鄧教授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無法通

過健康檢查，便事先拜訪了當時的院長杜聰明博

士。杜院長瞭解他的擔憂後，笑著告訴他，自己當

年學醫時身體也不好，一樣完成學業！帶著這份鼓

勵，鄧教授開始了他的追夢之旅。

鄧教授笑著回憶第一次見到高醫的情景：「一

所大學怎麼只有三棟樓？現今的操場當時還長滿了

草，值得開心的是，校園內的餐廳只要五塊錢就有

一頓飯，有肉又有蛋。」上課認真的鄧教授總是坐

在第一排，因此同學們交付他做共筆的責任，還沒

有影印機的年代，鄧教授說明做共筆的困難處：

「那個年代要將共筆印製給全班同學，必須先在蠟

紙上以鋼筆刻字，然後滾上油墨，才能印到紙

上。」

除了刻字的辛苦外，有些不明白的概念，還要

靠自己翻閱教科書。那時的老師多接受日本醫學教

育，因此上課內容多來自日文書，鄧教授一邊做共

筆，還要一邊學日文。這份特別的任務，讓他的課

業成績獨占鰲頭，也培養出他刻苦耐勞的研究精

神。對於當年盧盛德老師和身兼院長及生化科主任

的楊振忠老師認真教學的身影，鄧教授亦記憶猶

新。

大學畢業，鄧教授考上臺大藥理學研究所，那

裡有他夢寐以求的實驗室，也是高醫創辦人杜聰明

博士的母校。由碩士生兼助教、博士生兼講師，鄧

教授在這樣一個教學相長的學術環境中找到自己的

人生方向。取得博士學位後，鄧教授帶著妻兒

前往美國密西根州進行為期兩年的學者交換活

動，在那裡遇到了影響他一生的恩師－國際血

液學大師華特先生(Walter Seegers)。

原本華特先生要教他開車，但發現他的身

體狀況並不允許，此後兩年，他每天開車接送

鄧教授上、下班，在車上兩人會討論彼此的人

生觀、美國的各種社會問題，鄧教授也從這樣

的交流中，慢慢堅定要投身教育的決心，回臺

後，鄧教授在臺大一邊研究、一邊教導學生，

為社會培養人才。

連續三十年，臺灣的癌症死亡率居高不

下，促使鄧教授致力於抗癌藥物的研發，並獲

得了諸多成就。希望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學

界除了進行醫學研究外，也訓練年輕人在生技

醫藥領域，試著推動新藥研發，讓藥效更好、

潛力更大而抗藥性更低。希望未來臺灣不只幫

國外代工製造，更可以創造出自己的生技產

業。

儘管在臺大幾十年，鄧教授和母校卻也不

曾疏遠，定期參與校友會、受邀演講，偶爾也

回學校講授通識教育課程，見證高醫的進步。

這些年高醫在硬體設備上不斷更新，雖然有些

過往景象不復存在，整體研究的氛圍卻更加濃

厚。他期許母校以多元合作的方式吸取各界之

長，在醫界、社會中做出更多貢獻，擴大影響

力，同時創造出獨有的特色。

鄧哲明教授平易近人，訪談過程中，不僅

講述往事，也傳授了他自己的經驗及所淬練出

的人生觀，他勉勵所有學弟妹，在校能聆聽師

長的教導，從不同的通識教育課程中找到適合

自己的領域，並規劃自己的生涯版圖，不要在

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白費了一身專業本

領。醫者仁心，他也希望大家將來都能以專業

為民眾帶來幸福與快樂。

鄧哲明
■本校藥學系第八屆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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