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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校友暨公共事務組整理

醫科第六屆及牙科第二屆校友
返校參訪

年11月7日(星期三)本校醫科第

六屆及牙科第二屆校友組團返校

參訪，畢業超過半世紀，難得齊聚母校，校

友們一同在國研大樓及過去上課的舊二棟留

下紀念合影，並在學校的安排下與鐘育志校

長進行座談，席間校友們給予學校許多建

言，相當關心母校的發展。會後，校友們參

觀學校的創客基地和模擬醫學教育中心，讓

這趟母校巡禮溫故亦知新。

高醫創校初期只有醫牙藥三科，醫科、

牙科的同學經常一起上課、活動，醫科第六

屆及牙科第二屆當年曾一起上了二～三年的

課，兩班同學因此培養出深厚的感情。醫科

第六屆及牙科第二屆當年畢業人數共計84

位，當中有半數以上校友遠赴美國就業，亦

有幾位至日本工作，留在臺灣的同學也分居

不同縣市，同學雖分散於世界各地，但畢業

數十年來未曾斷過聯絡。1985年更在同學的

發起下，以美國芝加哥為起點，每年輪流在

美國及世界各地選定一個地點舉辦同學會，

30幾年來，這每年一次的聚會從未間斷過，

且參與人數相當踴躍。1990年同學會於班代

楊彰興紐約Staten Island的家中舉辦，參與的

校友及眷屬人數更多達100多位，創下記錄。

值得一提的是，同學會校友第二代也常一起

參與，進而促成了二對佳偶，顏幸一校友的

公子與陳道美校友的千金；蔡長宗校友的公

子與黃河烚校友的千金兩對共結連理，讓幾

位昔日同窗由同學變親家，親上加親。

2018年同學會聚會地點，選定在日本及

臺灣，臺灣的行程特地規劃一站返回母校參

訪。返校校友們看著現今的高醫校園，既陌

生又熟悉，曾經一同共渡校園時光的舊三棟

及水田地變成一棟棟大樓，黌宇巍巍，象徵

著學校的成長，心中有感慨也有欣慰。最重

要的是，充滿高醫歷史記憶的舊一、二棟紀

念大樓將保留原本的風貌進行維修補強的工

程，讓這二棟孕育及陪伴著無數高醫人成長

的建築，能繼續和高醫人同行致遠。

返校校友及眷屬名單：

顏幸一　蘇淑玲　王舜美　邱祥竹　陳淑卿　蔡長宗　陳春妍  郭正仁　吳秋娥　洪孟陽

董利惠　陳英三　謝和純　何康政　汪久雄　何玲美  何理美　楊彰興　吳百鈴　羅弘典

羅淑媛　黃輝雄　黃謝富美　柯文進 張明麗　蔡善教　張簡秀玉  吳振聲

2018

▲校友於國研大樓前合影

■秘書室校友暨公共事務組 陳雅嵐

豐富的生命 全然的奉獻 
悼張豐富校友

張豐富醫師為本校醫學系第八屆的畢業

校友，亦是本校第十屆領導者類傑出

校友，曾任本校校友會第9屆理事長，更是校

友會成立的功臣之一。

大學時，他熱心參與班務，從大二到畢

業皆擔任班代，深受同學信任與敬重。曾擔

任代聯會主席、南杏社社長，更曾在青年節

時受到總統召見表揚。

對於母校高醫，他有著深厚的感情，畢

業後回到故鄉彰化行醫，仍熱心參與母校事

務，曾擔任本校校務諮詢委員會召集人、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傑出校友暨榮譽校

友選拔委員會委員，為學校校務發展提供許

多建言。

45年前，謝獻臣院長向張醫師提出想創

設校友會的構想，他遂全力投入校友會的籌

備工作，和謝孟雄醫師、洪文棟醫師、李鈺

錫醫師北中南分區奔走籌劃，出錢出力，讓

高醫校友會順利於1974年校慶時成立，對於

推動母校校友事務及維繫校友向心力，貢獻

良多。在許多高醫校友心中，他是校友會的

精神領袖，更是學弟妹眼中的典範、楷模。

另外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不少校友雖沒見過

張豐富醫師卻對他的名字印象深刻，全因其

早年捐給學校的活動看板（上面印有「張豐

富校友贈」），是學生宣傳社團活動的必需

品。

在醫療工作上，他是病人眼中的好醫

師，視病猶親，深獲民眾好評，也時常參加

義診活動，深入偏鄉提供醫療服務。他樂於

助人、處事圓融，常強調「處理事情靠態

度，解決事情靠智慧」，擅於調處難解的醫

療糾紛或醫病問題，曾任8年彰化縣醫事審議

委員會委員，協助調處近百件醫療糾紛案

件。張醫師亦相當重視醫學倫理的傳承，常

應邀至各醫院演講，分享如何建立良好醫病

關係，鼓勵醫事人員自我充實。退休後更積

極投入社會公益，巡迴演講鼓勵民眾自我健

康管理，推廣預防醫學的觀念。

張醫師對於社會的貢獻不只在醫療上，

他創立彰化縣水上救生協會、擔任彰化縣環

境保護局公害防治協調委員會委員、文化局

文化基金會常務董事，對故鄉彰化的公共事

務，竭盡所能的付出。

當生命走到盡頭前，他主動提出進行預

立醫療決定的討論，體貼家人，也為自己生

命最後一刻的醫療做決定。並交代不發訃

聞、不辦公祭，雖然身後事一切低調，家祭

時前來悼念的親友人數卻多達500多人，足見

其好人緣。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張醫師的仁

心、熱心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力量，對家庭、

故鄉、母校及社會的無私奉獻更是高醫人的

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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