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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外科醫學會

第七、八屆　施純仁理事長

　　　國防醫學院榮譽醫學博士

　　　中華民國神經外科醫學會榮譽會長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副會長

　　　日本腦神經外科學會榮譽會員

　　　美國神經外科醫學會國際會員

　　　法國外科學會會員

　　　國際外科學會榮譽院士

　　　第三十三屆國際外科學會世界大會榮譽主席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神經病理研究員

　　　

經歷：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兼任）

　　　三軍總醫院外科部主任

　　　國防醫學院榮譽教授

　　　中華民國神經學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東南亞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歐亞神經外科學院院士

　　　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

歷屆理事長專訪

本刊採訪團隊前往施純仁教授自宅專訪，並於專訪後合影留念。左起採訪組張睿明、徐藝庭、劉亦棻執行總監、
施純仁教授、施公外孫 Joseph 神外教授醫師、採訪組鄭楷靜、本刊總編輯薛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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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能夠忘記前輩的努力，不能忘記培養

新一代更加優秀的外科醫師。

現在外科醫學的知識，無論是技術及學

理的了解，都比50年前進步得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現在用新的技術、新的知識來治療病人

的時候，我們千萬要記住，外科手術還是絕

對最後的一個治病手段。雖然現在有手術微

創、傷口微形，降低了風險，許多手術對民眾

來說已經沒有那麼的可怕了，但外科依然是

有著風險的治療方法。

醫師的任務是要尊重生命，是要從事搶

救生命的工作，所以行醫的宗旨不只是為了追

求高難度的手術成就；不只是在展現高超技

術，而是要心念患者可以享有最好的術後生

活。因此，除了在第一時間必須要手術治療的

外傷、急重症傷患外，我們一定要站在病人的

立場慎重思考，先採用藥物、內科的方式治

療，在完全無法以其他方式治療的時候，深思

熟慮，通盤審視過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

認為絕對必要時最後才採取外科手術搶救病

人。醫師要設身處地為患者著想，捫心自問，

如果你身為病人，身體有著同樣的病痛，你

自己會不會接收進行此一手術？如此將心比

心，你才可能得到病人的信賴治好患者，恢復

完全的健康，或減輕病人的痛苦。

台灣外科醫學會已經成立50週年，我現

在能站在這個地方與各位會員見面，講幾句

話，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高興。我可能是台灣目

前年齡最大的一位外科醫師，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由改制後的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

一屆畢業後立即投入於外科醫師陣容，恰好

已70年，有幸見證到我國過去70年來醫療發

展的千變萬化、日新月異。

過去70年，我們的外科前輩醫師，奮鬥到

底領導後進，不斷地將從前不可能治好的變

成可能治好的疾病，照顧我們所有的病人。所

有我們在台灣的病人，都得到非常優秀、熱心

的醫師照顧，先進的治療，尤其是50年前有志

於外科醫學的推動者，合力成立外科醫學會

後，更與國際交流，頻繁地吸收進步的學理並

不斷地磨練專業的技術。醫學會促使所有成

員間彼此既競爭又合作，外科醫學就是這樣

一路進步過來。

從事外科醫療工作的同仁們，此種合作

服務病患的精神和實際作為在台灣社會屢見

不鮮。比如說前年發生的八仙樂園塵爆事件，

大量嚴重燒傷患者的搶救生命、急診燒傷醫

療及爾後長期整形外科、復健醫護工作所彰

顯出來的迅速醫護團體合作、科際合作、院

際合作，得來受傷患者恢復率之高及恢復快

速，不單讓我

國 急 重 症 外

科醫療照護的

高水準享譽國

際，更明確地

證明每一位外

科醫師犧牲自

己的休息及體

能，無限制地

奉獻出來的事

實，證明台灣

醫學的進步，

我要期望所有

的同仁，繼 續
施純仁教授（中）述說台灣外科七十年來的進步與發展，本基金會劉亦棻執行總監
（左）、採訪組徐藝庭（右）仔細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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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可避免要動手術，一定要

向患者說明清楚，務必要給病人一個

最安全、最好的方法。我們要救治一

個病人的痛苦，一定要讓病人可以體會

到自己被照顧的很好。面對患者，不是

只看到疾病，要想到他是一個完整的

人，他的生活或人生會因為疾病而變

化，我們在術前、術後的照顧，就是要

讓他重拾健康生活，不再因疾病所苦。

回歸正常生活步調，這是一件最重要

的事情。

外科醫師不能只具有進步的專業

手術或知識。醫師是一個與社會不可

分割的人，醫師一定要了解社會脈絡，

要與全體人民同時進步。職是之故，

醫師一定要有豐富的人生體驗、社會

磨練及生活常識，經由足夠的磨練，才

能懂得人們的需要，這樣才能肩負起治癒患

者的重責大任。

我必需再三強調，外科是有風險的治療

方法，特別是隨著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外科

更是有著一日千里的進步，大家仍舊不可輕

忽手術伴隨著危險性，我們不能鬆懈，工作要

勤勉，誠如先師們的諄諄教誨，“Stick to your 

bush”,“Work hard, work hard with patience 

for your patients and remember surgery is 

always the last remedy for the patients.”，諸

位的努力一定能守護這片土地居民的健康幸

福。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同仁，請絕對不要忘

記，各位拯救回來生命、經你救治回復健康

的病人的衷心地笑容，

就是永遠勝於任何其

他的回報。我個人亦

以終身的學生“Life-

long Student”的精神

跟各位同仁站在一起

學習。

為感謝施純仁教授（左二）接受本刊專訪，由本會劉亦棻執行總監（右二）、採
訪組徐藝庭（右一）、鄭楷靜（左一）代表致贈台灣外科醫學會50週年紀念錦旗。

施純仁教授（右）與本基金會周偉勤執行長（左）於外科醫學
會晚宴前合影。


