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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

吳志雄理事長

學歷：日本獨協醫科大學第一外科博士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現任：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醫療志業執行長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院長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經歷：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台灣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本刊採訪團隊與吳志雄教授於專訪後合影留念。左起本刊總編輯薛淳元、劉亦棻執行總監、吳志雄教授、
採訪組徐藝庭、本會活動長陳昱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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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台灣外科醫學會五十週年生日快

樂。

民國67年，我擔任長庚醫院住院醫師，

當時的外科醫學氛圍充滿著學習的熱忱，休

假、薪資不是我們過去行醫的優先考量，大家

只是會擔心自己有沒有能力學習好本業，能

不能照顧好病人。那時我們承襲醫界前輩們

的傳統，一心想著如何能把病人治療好，如何

精進自己的技術、學識與能力。現在的人講求

生活品質，這的確是需要的，不過，我想年輕

時能夠先放下對一些生活品質的要求，專注

學習，將來絕對不會後悔。

外科工作的重點在於，我們不只是治療

疾病，更是治療一位病人。以乳癌為例，30多

年前的患者，會進行全乳房切除，還會清除肌

肉與淋巴腺，若是發現轉移，還會拿掉卵巢或

腎上腺，這是治病，然而卻捨棄了病人的生活

品質。拜科技進步之賜，帶動了微創手術、機

械手臂等發展，技術上的進步，讓患者在生病

時減少痛苦，患者在外科手術時，傷口變小，

術後臥床時間減少，復原期間也縮短，這是

大家所樂見的進步。然而，技術進步了，醫師

的心態也要跟著進步，更不能輕忽對患者的

照顧。做為醫師的初衷，心態上的進步，就是

除了疾病、除了技術，我們更是面對一個完整

的個人，使病人在手術後恢復完整的、健康的

生活，才是我們治療的終極目標。

其實，當醫師真的是一種福氣，特別是外

科醫師。在門診時，患者經過我們解說病情之

後，就願意相信我們，將生命託付給我們，這

是多大的福份，能夠得到別人的信賴！視病猶

親、尊重生命，把這份上天眷顧我的福份轉化

為對病人真切的關懷，並願意傾聽他們心中

的聲音，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到對生命的渴望

與最誠摯的感恩，這才是身為醫師最大的價

值。

在邱文達教授升任衛生署署長後，志雄

有幸接任台灣外科醫學會理事長一職。為響

應環保、因應資訊化發展，自100年(V44N1)起

發行外科醫學會雜誌e-journal並停止發行紙

本，使會員能線上登入閱覽文章。另外，為提

升外科癌症診療品質，設置「外科腫瘤委員

會」，與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共同制訂「腫瘤

外科專科醫師」聯合甄審辦法與教育積分辦

法。意在期許外科醫師能不斷學習，充實新

知。

在醫學領域裡，學習沒有休止符，永遠

要充實知識、謙卑行醫、精進技能、培養後

輩，更應該莫忘初衷，It’s honored to be a 

surgeon。以病人為中心，減少病人的痛苦，治

療病人，不是只治療疾病，更要珍惜別人的信

賴及所託，這是我們身為外科醫師的福份。在

台灣外科醫學會成立的50週年慶，與大家共

勉之。

吳志雄教授（左）、中研院彭汪嘉康院士（中）與本
基金會周偉勤執行長（右）於台灣外科醫學會 50週
年慶祝晚宴上合影。

為感謝吳志雄教授（中）接受本刊專訪，由本會劉亦棻
執行總監（右）、採訪組徐藝庭（左）代表致贈台灣外
科醫學會50週年紀念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